
附件一        彰化縣永靖鄉永靖國民小學入班觀課紀錄表 

觀課前會談紀錄授課教師姓名：林玟秀班級：401  科目：國語   日期：112年 4月 25日 

希望觀察焦點：可參考附件三永靖國小校本教學觀察表-評鑑指標與參考檢核重點，擇項填寫。 

1.學生上課聆聽專心度。 

2.參與團體的討論。 

入班觀課紀錄                                                日期：112年4月25日 

觀察面向 觀察說明 項目 
高度

有效 

有

效 

低度

有效 

無

效 
教師表現摘要敘述 

課程決定點 

觀察教師教

學內容，檢

核教師授課

內容與目標

是否符合學

生學習重點 

教學

設計 

課程準備  ◼    課程時間掌控良好，

第一排三個同學也積

極發表。但上課過程

中需分組討論，座位

上的安排可以不要一

排一排的坐，可分組

坐，方便討論。 

呈現教材內容  ◼    

善用教科書  ◼    

教學

工具 

教材教具  ◼    

教學資源     

教學策略 

觀察教學的

歷程，教師

所採用的教

學方法策略

及如何幫助

學生達到學

習目標 

內容

呈現 

演繹、歸納     

 

 

 

善用提問     

引導思考     

以問題誘發討論     

師生

互動 

適切停頓、等待     

給予適當回饋     

激勵學生     

語言

表達 

語調及音量     

肢體語言     

學生學習狀

況專注度 

觀察學生於

課堂上對教

學活動之學

習投入及參

與度 

專注     

回應、提問     

發表     

小組或同儕活動     

班級經營 

學生輔導與

營造良好的

班級學習環

境氣氛 

妥善運用獎懲技巧     

掌控教學節奏和時間     

妥善處理學生不當行為     

教室布置 教室環境布

置是否有助

於教學推展

與學生學習 

展示教學主題相關作品     

妥善佈置教學環境     

學生座位安排     

觀課後回饋會談紀錄表                                       日期：112年4月25日 

(紀錄內容：亮點、待改善或需精進之處、具體建議) 

學生積極參與討論與發表，爭取榮譽。但分組位置可再調整。 

觀課人員簽章：吳柏樵                教務處簽章：                校長簽章： 



附件二 

彰化縣永靖鄉永靖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入班觀課課程簡案                               

教學活動設計 

領域/科目 國語第八冊(四下)第七課 設計者 林玟秀 

主題(單元)名稱 未來的模樣 

實施年級 四年級 節次 第二節 教學時間 40分鐘 

教材資源 康軒電子書 

總綱核心素養 

1、具備身心健全發展的素 

質，擁有合宜的人性觀與 

自我觀，同時透過選擇、 

分析與運用新知，有效規 

劃生涯發展，探尋生命意 

義，並不斷自我精進，追 

求至善。 

2、具備理解及使用語言、文 

字、數理、肢體及藝術等 

各種符號進行表達、溝通 

及互動，並能了解與同理 

他人，應用在日常生活及 

工作上。 

3、具備友善的人際情懷及 

與他人建立良好的互動 

關係，並發展與人溝通協 

調、包容異己、社會參與 

及服務等團隊合作的素 

養。 

領綱核心素養 

國-E-A2 透過國語文學習，

掌握文本要旨、發展學習及

解決問題策略、初探邏輯思

維，並透過體驗與實踐，處理

日常生活問題。 

國-E-A3 運用國語文充實生

活經驗，學習有步驟的規劃

活動和解決問題，並探索多

元知能，培養創新精神，以增

進生活適應力。 

國-E-C1閱讀各類文本，從中

培養是非判斷的能力，以了

解自己與所處社會的關係，

培養同理心與責任感，關懷

自然生態與增進公民意識。 

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1-Ⅱ-3 聽懂適合程度的詩歌、戲劇，並說出聆聽內容的要

點。 

2-Ⅱ-2 運用適當詞語、正確語法表達想法。 

3-Ⅱ-1 運用注音符號，理解生字新詞，提升閱讀效能。 

4-Ⅱ-1 認識常用國字至少 1,800 字，使用 1,200 字。 

5-Ⅱ-1 以適切的速率朗讀文本，表現抑揚頓挫與情感。 

一、 6-Ⅱ-2 培養感受力、想像力等寫作基本能力。 

學習內容 

Aa-Ⅱ-1 標注注音符號的各類文本。 

Ab-Ⅱ-1 1,800個常用字的字形、字音和字義。 

Ac-Ⅱ-4 各類文句的語氣與意義。 



Ad-Ⅱ-3 故事、童詩、現代散文等。 

學習目標 

1.根據朗讀提示，以抑揚頓挫語調朗讀課文，體會詩歌規律的節奏感。 

2.根據課文提問，了解作者對未來世界的期待，以及詩句的主旨。 

3.熟悉本課的生字詞語，辨識「鍵、健、毽」和「荒、慌、謊」兩組形近字

的形音義與詞語應用。 

4.運用詞卡配對方式，辨認近義詞在語句中的運用。 

5.認識並學習使用相同形式句子的寫作技巧，寫出生活事物的韻律之美。 

教學歷程/活動設計 

學習目標 

代號 
教    學    活    動 時間 

教學 

資源 

學習成效

評量方式 

 引導活動——影片欣賞 

一、專題報導 

1.教師播放影片欣賞 

˙8種改變世界的未來科技（10分）專題報導影片，

讓學生感受未來世界可能的樣貌，以此導入課

文。https://youtu.be/ANkkk2a5dEY 

2.報導內容：超迴路列車、垂直農法、3D列印、智能

玻璃、家用機器人及無人機、人類增強、真正的人

工智能、納米科技。 

 

二、教師提問 

㈠報導中的八種未來科技，你最期待哪種科技的實

現？為什麼？（學生自由作答。例如：我最期待超

迴路列車的實現，因為移動的速度很快，可以節省

很多往來兩地移動的時間。） 

㈡看完這篇報導，你對未來科技的發展有什麼想法？

（學生自由作答。例如：我覺得科技的發展很神奇，

能讓生活變得更加便利。） 

㈢除了報導中的八種未來科技，你覺得未來世界還可

能呈現怎樣的樣貌？（學生自由作答。例如：我覺

得未來可能還可以到外太空定居。） 

 

三、教師小結：科技的發展日新月異，讓生活一天比一

天更加便利，未來會是什麼樣子呢？每個人的想像

都不同，但期待未來的世界會更加美好。 

 

【課程活動   結束】 

 

10分 

 

 

 

 

 

 

 

 

 

20分 

 

 

 

 

 

 

 

 

 

 

10分 

 

 

單槍 

電腦 

 

觀賞報導

內容，並

說出八種

改變世界

的未來科

技。 

 

 

 

 

 

分 析 標

題，預測

內文。 

 

 

 

 

 

 

 

 

 

跟著教師

或電子教

科書朗讀

課文。 

 

 

 

 

 

 



附件三     永靖國小校本教學觀察表-評鑑指標與參考檢核重點 

層面      評鑑指標與參考檢核重點 

A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學 

A-3精熟任教學科領域知識。 

A-3-1 正確掌握任教單元的教材內容。 

A-3-2 有效連結學生的新舊知識或技能。 

A-3-3 教學內容結合學生的生活經驗。 

A-4清楚呈現教材內容。 

A-4-1 說明學習目標及學習重點。 

A-4-2 有組織條理呈現教材內容。 

A-4-3 清楚講解重要概念、原則或技能。 

A-4-4 提供學生適當的實作或練習。 

A-4-5 澄清迷思概念、易錯誤類型，或引導價值觀。 

A-4-6 設計引發學生思考與討論的教學情境。 

A-4-7 適時歸納學習重點。 

A-5 運用有效教學技巧。 

A-5-1 引發並維持學生學習動機。 

A-5-2 善於變化教學活動或教學方法。 

A-5-3 教學活動中，融入學習策略的指導。 

A-5-4 教學活動轉換與銜接能順暢進行。 

A-5-5 有效掌握時間分配和教學節奏。 

A-5-6 透過發問技巧，引導學生思考。 

A-5-7 使用有助於學生學習的教學媒材。 

A-5-8 根據學生個別差異實施教學活動。 

A-6應用良好溝通技巧。 

A-6-1 板書正確、工整有條理。 

A-6-2 口語清晰、音量適中。 

A-6-3 運用肢體語言，增進師生互動。 

A-6-4 教室走動或眼神能關照多數學生。 

A-7運用學習評量評估學習成效 。 

A-7-1 教學過程中，適時檢視學生學習情形。 

A-7-3 根據學生評量結果適時進行補救教學。 

A-7-4 學生學習成果達成預期學習目標。 

B 

班 

級 

經 

營 

與 

輔 

導 

B-1建立有助於學生學習的班級常規。 

B-1-3 維持良好的班級秩序。 

B-1-4 適時增強學生的良好表現。 

B-1-5 妥善處理學生的不當行為或偶發狀況。 

B-2營造積極的班級學習氣氛。 

B-2-1 引導學生專注於學習。 

B-2-2 布置或安排有助於學生學習的環境。 

B-2-3 展現熱忱的教學態度。 

B-2-4 教師公平對待學生。 

B-4落實學生輔導工作。 

B-4-3 敏察標籤化所產生的負向行為，採取預防措施與輔導。 

   註：本表之指標以在教學觀察能夠呈現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