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一：新港國小「專業學習成長」夥伴分組表 

 

編號 教師姓名 上課地點 學生班級 授課領域 授課單元 預計授課日期 授課節次 備註 

1 陳俊宏 
四年級自

然教室 
四乙 自然 第一單元 112.02.18 第 3大節  

2         

3         

一、 授課人員：陳俊宏 

預計觀課人員： 周斌國 

二、 授課人員：﹍﹍﹍﹍﹍﹍﹍﹍﹍ 

預計觀課人員：﹍﹍﹍﹍﹍﹍﹍﹍﹍﹍﹍﹍﹍（附件二～四，負責填寫人） 

三、 授課人員：﹍﹍﹍﹍﹍﹍﹍﹍﹍ 

預計觀課人員：﹍﹍﹍﹍﹍﹍﹍﹍﹍﹍﹍﹍﹍（附件二～四，負責填寫人） 

 
註記： 
1. 每一學年期間，每一位夥伴至少要公開授課一次，請完成另一個夥伴的觀課紀錄表件（附件二～四） 
2. 若分組表人員、授課科目、日期有更動，請記得知會夥伴老師與教學組。 
3. 觀課前一週，必須登錄「公開授課資訊平台」以及繳交簡案到教學組備查。 
4. 公開課後一個月內，繳交附件二～附件四、公開課當天影片。 



附件二：公開課備課記錄表 

彰化縣新港國小 

 公開授課備課紀錄表 
授課教師：陳俊宏    任教年級：四年級    任教科目： 自然 

單元名稱：白天和夜晚的天空 

觀課教師：周斌國           公開課日期：112.02.18   觀察節次： 第一節    

 

觀察前會談紀錄 

學習內容 學習表現 

ti-II-1 能在指導下觀察日常生活現象的規律

性，並運用想像力與好奇心，了解及描述自然

環境的現象。 

ti-II-1 能在指導下觀察日常生活現象的規律性，並

運用想像力與好奇心，了解及描述自然環境的現

象。 

tr-II-1 能知道觀察、記錄所得自然現象的結果是

有其原因的，並依據習得的知識，說明自己的想

法。 

tm-II-1 能經由觀察自然界現象之間的關係，理解

簡單的概念模型，進而與其生活經驗連結。 

po-II-2 能依據觀察、蒐集資料、閱讀、思考、討

論等，提出問題。 

pe-II-2 能正確安全操作適合學習階段的物品、器

材儀器、科技設備及資源，並能觀測和記錄。 

pa-II-1 能運用簡單分類、製作圖表等方法，整理

已有的資訊或數據。 

pa-II-2 能從得到的資訊或數據，形成解釋、得到

解答、解決問題。並能將自己的探究結果和他人

的結果（例如：來自老師）相比較，檢查是否相

近。 

ai-II-2 透過探討自然與物質世界的規律性，感受

發現的樂趣。 

an-II-2 察覺科學家們是利用不同的方式探索自然

與物質世界的形式與規律。 

教學目標 學生先備經驗/知識 

2-1太陽和影子 

1.藉由光影的觀察與方向等訊息來初步體會，

可以由影子推測太陽的位置。 
學生已了解光影之間的關係。 

教學活動(預定流程與策略) 



2-1 太陽和影子 

1.參與：覺察陽光隨時間改變的訊息。 

→教師引導學生觀察課本圖片，同一個物體在一天中的不同時間，影子有什麼不

同？或可讓學生回想生活經驗，發表自己的想法。 

→教師提問：影子在上午、中午、下午有什麼不同？ 

•學生可能回答：上午的影子比較長，中午的影子很短，下午的影子又變長；且上

午、中午和下午的影子位置也不一樣。 

→教師引導學生回想舊經驗，已知被光照射的物體會產生影子，由此可以發現太陽

和影子的關係。 

•教師引導學生利用手電筒來掌握光源方位的變因，藉此使學生了解光源位置和影

子方位的關係。 

2.探索：思考太陽位置和影子的關係，利用手電筒模擬進行太陽和影子的關聯性探

索。 

→「模擬光源的位置和影子的關係」實驗： 

(1)將氣球底座固定在方位盤的中心。 

•教師可喚起學生舊經驗，曾在三下單元四風向風力觀測操作中製作及使用方位

盤，教師依學生學習程度彈性補充說明。 

•課本封底亦有提供方位盤，教師教學時可彈性運用。 

•教師亦可引導學生思考可以用哪些物品取代氣球底座。 

(2)將手電筒分別從東方、上方和西方朝向氣球底座照射，觀察並比較影子有什麼

不同。 

•教師可先指導學生將教室燈光關閉，並且拉上窗簾，或者在暗室內進行，以便清

楚觀察到影子變化。 

•教師應鼓勵學生分組操作，藉此培養互助合作的工作態度。 

•氣球底座或鉛筆可以用黏土或膠帶固定於方位盤正中央，較不容易偏移。 

•手電筒由東方往上方再往西方移動時，須保持相同距離，若學生對此有操作困

難，教師可以指導學生拿半圓形量角器作為基準，將量角器中央對準氣球底座，



手電筒沿著量角器邊緣移動即可。 

•手電筒要對準氣球底座的杆子部分，影子才會清晰。 

•手電筒須以扇形移動，盡量不要一直平舉，會造成觀察上的誤差。 

•此實驗僅是要讓學生藉由連結生活經驗，獲知影子與光源間的關聯性，並為下一

活動奠定基礎，並未要針對高度角進行探討。 

3.解釋：根據觀察結果，說明光源（即太陽）位置和影子間的關聯性。 

→教師提問：手電筒從東方、上方、西方等不同的方位照射氣球底座，影子的方位

有什麼不同？ 

•教師引導學生觀察影子的方位和手電筒照射的方位有何關係。 

•學生可能回答： 

(1)用手電筒在東方照射，影子會在西方。 

(2)影子的方位和手電筒照射的方位相反。 

(3)從上方照射時，影子比較短。 

4.精緻化：進一步引導學生探究太陽和影子之間的變化。 

→教師提問：一天中的不同時間，同一個物體的影子都一樣嗎？ 

•學生可能回答：物體的影子有長、有短，方位也不一樣，會隨著太陽的方位改

變。 

5.評量：能完整提出太陽和影子的關係。 

6.習作 

→進行習作第 4頁。 

7.重點歸納 

•太陽的方位和物體影子的方位相反。 

•一天中，中午時的影子最短；上午和下午的影子較長。 

教學評量方式 其他記錄事項 



問答 

操作 

發表 
 

 

 

 

 

 

  



附件三：觀課記錄表 

彰化縣新港國小 公開授課觀課表 
授課教師：陳俊宏       任教年級： 四年級          任教科目：自然             

單元名稱：白天和夜晚的天空 

觀課教師：周斌國              公開課日期：112.02.18   觀察節次： 第三節     

指標  內          容 
達到程度 

高5  4  3  2  1 低 

備    註 

(事實摘要簡述) 

A-2-1 
有效連結學生的新舊知能或生活經驗，

引發與維持學生學習動機。 
□ □  □ □ 

1.學生能分工合作完成

實驗。 

2.學生很踴躍回答教師

的提問。 
A-2-2 

清晰呈現教材內容，協助學生習得重要

概念、原則或技能。 
□  □ □ □ 

A-2-3 
提供適當的練習或活動，以理解或熟練

學習內容。 
□  □ □ □ 

A-2-4 
完成每個學習活動後，適時歸納或總結

學習重點。 
□  □ □ □ 

A-3-1 
運用適切的教學方法，引導學生思考、

討論或實作。 
□  □ □ □ 

A-3-2 教學活動中融入學習策略的指導。 □  □ □ □ 

A-3-3 
運用口語、非口語、教室走動等溝通技

巧，幫助學生學習。 
□  □ □ □ 

A-4-1 
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學習成

效。 
□  □ □ □ 

A-4-2 
分析評量結果，適時提供學生適切的學

習回饋。 
□  □ □ □ 

A-4-3 根據評量結果，調整教學。 □  □ □ □ 

B-1-1 建立有助於學生學習的課堂規範。 □  □ □ □ 

B-1-2 適切引導或回應學生的行為表現。 □  □ □ □ 

B-2-1 
安排適切的教學環境與設施，促進師生

互動與學生學習。 
□  □ □ □ 

B-2-2 
營造溫暖的學習氣氛，促進師生之間的

合作關係。 
□  □ □ □ 

 

項 內          容 
達到程度 

高5  4  3  2  1 低 
備    註 

1 設計有效「動機引起」來吸引學生注意力 □  □ □ □ 教材設計內容相當扎

實且有系統，經由淺

顯易懂的活動一步步

引領學生了解太影與

影子之間的關係。 

2 能做適切的課程設計提供優質的教材  □  □ □ □ 

3 

確認學生能「理解」所教授的原理原則或內

容 

 □  □ □ □ 

4 安排及引導「小組討論」有效進行 □  □ □ □  

5 確認學生達成「精熟學習」階段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