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立埔鹽國民中學 111年度國語文教學活動課程設計 

單元主題 第七課 單元名稱 兒時記趣 

教材來源 翰林版第一冊 領    域 國語文 

教學日期 111年 12月 5日 適用年級 一年級 

教學時間 45分鐘 教學節數 1節 

教學者 吳垂香 任教班級 1年 3班 

教學策略 重點說明及提問法 

學習目標 

1.學習文言文的閱讀技巧。 

2.認知本文與白話文在詞彙與句法的不同。 

3.認識沈復的生平及《浮生六記》的特色。 

4.激發欣賞淺近文言小品的興趣。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內容與流程 教學資源 時間 

壹、引起活動： 

    播放童年歌曲影片，並讓同學分享兒時的趣事 

 

貳、教學活動： 

一、解釋題意及文體 

1.請同學回答題目的意思為何？是何文體？ 

2.教師補充說明： 

  (1)「兒時記趣」是記敘兒時(童年時)發生的幾件趣 

      事，所以是一篇敘事類記敘文 

  (2)介紹敘事類記敘文的特點 

 

二、認識文言文的特性 

    1.單音詞的特性 

    2.文言文常見的句式 

 

三、介紹作者 

1.瀏覽課本的作者介紹 

2.觀看作者沈復之介紹影片 

 

四、朗讀課文 

1.播放課文朗讀 

2.注音提示 

3.全班朗讀課文一遍 

 

五、揭示全文主旨 

    1.請同學回答全文主旨為何？ 

    2.教師補充說明： 

      本文重點在敘述「物外之趣」，作者透過敏銳的觀察力 

歌曲影片 

 

 

 

課本 

學習單 

 

 

 

 

 

學習單 

 

 

 

課本 

影片 

 

 

影音檔 

課本 

 

 

 

課本 

學習單 

 

 

10分鐘 

 

 

 

5分鐘 

 

 

 

 

 

 

5分鐘 

 

 

 

6分鐘 

 

 

 

6分鐘 

 

 

 

 

3分鐘 

 

 

 



      和豐富的想像力，營造充滿生命力的奇幻世界 

 

六、分析文章結構及寫作手法 

    1.請同學回答本文結構及寫作手法為何？ 

    2.教師補充說明： 

      (1)本文共分四段：首段為總綱，其後三段為分述，分 

         別舉例三件事來呼應首段的「物外之趣」 

      (2)寫作手法上，善用誇飾技巧，為平凡的事物賦予新 

         意 

參、總結活動： 

    請同學在文中圈補主語，並試著自行翻譯，且用自己的 

    話說出課文內容 

 

    ( 課程結束 ) 

 

 

課本 

學習單 

 

 

 

 

 

課本 

學習單 

 

 

 

5分鐘 

 

 

 

 

 

 

5分鐘 

 

 

 

 

 

                      童年             詞、曲:羅大佑 

(1) 池塘邊的榕樹上 知了在聲聲叫著夏天   

    操場邊的鞦韆上 只有蝴蝶停在上面 

    黑板上老師的粉筆 還在拚命嘰嘰喳喳寫個不停 

    等待著下課 等待著放學 等待遊戲的童年 

(2) 福利社裡面什麼都有 就是口袋裡沒有半毛錢 

諸葛四郎和魔鬼黨 到底誰搶到那支寶劍 

隔壁班的那個女孩 怎麼還沒經過我的窗前 

嘴裡的零食 手裡的漫畫 心裡初戀的童年 

(3) 總是要等到睡覺前 才知道功課只做了一點點 

總是要等到考試以後 才知道該唸的書都沒有唸 

一寸光陰一寸金 老師說過寸金難買寸光陰 

一天又一天 一年又一年 迷迷糊糊的童年 

(4) 沒有人知道為什麼 太陽總下到山的那一邊 

沒有人能夠告訴我 山裡面有沒有住著神仙 

多少的日子裡 總是一個人面對著天空發呆 



就這麼好奇 就這麼幻想 這麼孤單的童年 

(5) 陽光下蜻蜓飛過來 一片片綠油油的稻田 

水彩蠟筆和萬花筒 畫不出天邊那一條彩虹 

什麼時候才能像高年級的同學有張成熟與長大的臉 

盼望著假期 盼望著明天 盼望長大的童年 

一天又一天 一年又一年 盼望長大的童年 

 

 

【第七課 兒時記趣】學習單 
 

學習指引-認識敘事類記敘文 

  記敘文包含記人、敘事、寫景、狀物等表達方法。一般具備六個要素，即是時間、地點、人

物和事件的起因、經過與結果。 

  敘事類記敘文，是以記錄事件為主，著重事件的起因、經過與結果。一般而言，敘述事件時

會將人物、時間和地點一一寫出，並且交代事情的起因和結果，詳細描述事情的經過，透過事件

來表達作者的見解與感受。 

  敘事類記敘文，作者往往以某一事物或人物作為全文線索，貫串整篇文章，文本總是圍繞著

某個主題推進，所以閱讀以敘事為主的文章時，我們只要掌握這個「主題」，便能明白文章的主

旨。 

  兒時記趣是一篇以敘事為主的記敘文。作者沈復描述童年時，因為善用敏銳的觀察力和豐富

的想像力，所以能將尋常事物幻化成新奇的景象，為兒時生活增添許多樂趣。 
 

 

文言知識-認識文言文的特性 

一、單音詞的特性 

  文言文多單音詞，通常一個字就是一個詞；而白話文是雙音詞，通常兩個字為一個詞。所以

在翻譯時可以練習「擴詞」，就是將單音詞依詞性擴為同義的雙音詞。以本課第一段為例︰ 

文言用語 現代用語 

憶 回憶 

目 眼睛 

日 太陽 

見 看見 

故 所以 

 

 

 



二、文言文常見的句式 

  文言常見的句式有判斷句、被動句、省略句和倒裝句。每種句式都有其特點，在閱讀時只要

多留意句式的特點，運用一些策略則有助於理解句義。以本課為例︰ 

文言句式 說明舉例 

省略句 

有省略主語、介詞、賓語、動詞等情形，其中圈補主語最為重要。 

1. 省略主語︰「（我）為之怡然稱快」、「（龐然大物）蓋一癩蝦蟆也」

等。 

2. 省略介詞︰「群鶴舞（於）空」、「鶴唳（於）雲端」、「神遊（於）其

中」、「二蟲鬥（於）草間」、「驅之（於）別院」。 

3. 省略賓語︰「徐噴〈之〉以煙。」、「使〈其〉與臺齊」。 

被動句 注意被動句的用字，「舌一吐而二蟲盡為所吞」其中的「為」字有被動用法。 

判斷句 注意判斷句的用字，其中「蓋一癩蝦蟆也」是判斷句常見的特徵。 

倒裝句 「徐噴（之）以煙」要還原成「以煙徐噴（之）」。 

 

課文初步理解 

1. 根據第一段敘述，可看出本文旨在描述童稚時的何種回憶？  

  （ C ）(A)能張目對日 (B)能明察秋毫 (C)時有物外之趣 (D)喜歡細察藐小微物的紋理。 

2. 根據第二段敘述，在下列（ ）中填入原文，並依事件的順序在 □  中填入序號 1. 2. 3. 4. 5.。 

 □3   留蚊於（  素帳  ）中 □4  （ 徐噴以煙 ），使之沖煙飛鳴 

 □2  （ 昂首觀之 ），項為之強 □1   夏蚊成雷，私擬作（ 群鶴舞空 ） 

 □5   作青雲白鶴觀，果如（ 鶴唳雲端 ） 

 

3. 根據第三段敘述，寫出作者分別將觀察到的東西想像成什麼？  
 
 

觀 察 叢草 蟲蟻 土礫凸者 土礫凹者 

想 像 樹林 野獸 山丘 壑（山谷） 

 

4. 根據第四段敘述，可知文中的「龐然大物」所指為何？  

  （ C ）(A)二蟲 (B)作者 (C)癩蝦蟆 (D)高山大樹。 

 

 

 

 



段落理解分析 

1. 將第一段作者常得到「物外之趣」的原因，用「因為……而且……所以……」的句型摘錄表

達。  
 

作者回憶 

小時候 

因為 而且 所以 

視力敏銳（先天條件） 
具好奇心，主動細察微

物的紋理（後天條件） 
常常能體會物外之趣 

2. 根據本文，作者所觀察到的事物有哪些？他分別做了何種想像？這些事物給作者帶來什麼感

受？  
  

 觀察的事物 想像 感受 

第二段 
（     蚊   ） 

（ 蚊沖煙飛鳴 ） 

（   群鶴舞空 ） 

（  鶴唳雲端  ） 
（  怡然稱快  ） 

第三段 

（   叢草   ） 

（   蟲蟻   ） 

（  土礫凸者  ） 

（  土礫凹者  ） 

（   林   ） 

（   獸   ） 

（   丘   ） 

（   壑   ） 

（  怡然自得  ） 

第四段 

（ 二蟲鬥草間 ） 

（ 癩蝦蟆從草間躍 

出，吐舌吞二蟲 ） 

 

（  龐然大物，拔 

山倒樹而來   ） 

（ 觀之，興正

濃 ） 

（ 不覺呀然驚

恐 ） 

 
 

3. 探討第四段中，作者將癩蝦蟆比擬為「龐然大物」的寫作技巧與作用。 
 

寫作技巧 作用 

用誇飾法造成懸疑，呈現出二蟲與癩蝦蟆間

的體型差異。 
讓平凡事件增添戲劇性及趣味感。 

 

4. 推論第四段中，作者鞭打癩蝦蟆與驅逐牠的原因是什麼？ 
 

強大的癩蝦蟆吞食弱小的二蟲，以「人性」的角度來看是弱肉強食的行為，故作者鞭

打 並 驅 逐 牠 以 伸 張 正 義 。 

 

 

 



彰化縣立埔鹽國中 110 學年度觀議課三部曲 

表 1、教學觀察－觀察前會談紀錄表 

授課教師：  吳垂香      任教年級：  1    任教領域/科目：  國文          

回饋人員：  吳曉慧      任教年級：  3     任教領域/科目： 國文                

教學單元： 第七課  兒時記趣                                                             

觀察前會談(備課)日期： 111  年 12  月 2 日 地點：   小會議室                         

預定入班教學觀察(公開授課)日期：111 年 12月 5 日 地點： 103 教室   

一、學習目標(含核心素養、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 

 (一)、學習表現： 

               1-IV-1 以同理心，聆聽各項發言，並加以記錄、歸納。 

        2-IV-2 有效把握聽聞內容的邏輯，做出提問或回饋。 

        5-IV-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 

               與觀點。 

        5-IV-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6-IV-1 善用標點符號，增進情感表達及說服力。 

        6-IV-4 依據需求書寫各類文本。 

 (二)、學習內容： 

               Ab-IV-6 常用文言文的詞義及語詞結構。 

        Ac-IV-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Ad-IV-1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Ad-IV-4 非韻文：如古文、古典小說、語錄體、寓言等。 

        Ba-IV-1 順敘、倒敘、插敘與補敘法。 

        Ba-IV-2 各種描寫的作用及呈現的效果。 

 (三)、學習目標： 

               1.學習文言文的閱讀技巧。 

        2.認知本文與白話文在詞彙與句法的不同。 

        3.認識沈復的生平及《浮生六記》的特色。 

        4.激發欣賞淺近文言小品的興趣。 

 (四)、核心素養： 



    總綱：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領綱： 

      國-J-A1 透過國語文的學習，認識生涯及生命的典範，建立正向價值觀， 

      提高語文自學的興趣。 

      國-J-B1 運用國語文表情達意，增進閱讀理解，進而提升欣賞及評析 

      文本的能力，並能傾聽他人的需求、理解他人的觀點，達到良性的人我 

      溝通與互動。 

      國-J-B3 具備欣賞文學與相關藝術的能力，並培養創作的興趣，透過對 

      文本的反思與分享，印證生活經驗，提升審美判斷力。  

 

二、學生經驗(含學生先備知識、起點行為、學生特性…等)： 

    小學有學過簡單之文言文，且已了解記敘文的特點 

三、教師教學預定流程與策略： 

    1.流程： 
      （1）引起活動：觀看歌曲影片，並請同學分享童年趣事 

       （2）教學活動：解釋題意和文體、認識文言文的特性、介紹作者、朗讀課文、揭示全文 

                      主旨、分析文章結構及寫作手法 

       （3）總結活動：圈補主語，並試著自行翻譯  

   2.策略：重點說明及提問法 

四、學生學習策略或方法： 

    聽講、劃記重點、回答問題 

五、教學評量方式（請呼應學習目標，說明使用的評量方式）： 

    提問、發表、學習單 

六、觀察工具(可複選)： 

■表 2-1、觀察紀錄表 

□表 2-2、軼事紀錄表 

□表 2-3、語言流動量化分析表 

□表 2-4、在工作中量化分析表 

□表 2-5、教師移動量化分析表 



□表 2-6、佛蘭德斯（Flanders）互動分析法量化分析表 

□其他：______________ 

 

七、回饋會談日期與地點：（建議於教學觀察後三天內完成會談為佳） 

日期：111年  12  月 9  日        地點：  小會議室               

 

 

 

 

 

 

 

 

 

 

 

 

 

 

 



彰化縣立埔鹽國中 108 學年度觀議課三部曲 

表 2、觀察紀錄表 

授課教師：    吳垂香    任教年級：  1     任教領域/科目：  國文         

回饋人員：    吳曉慧      任教年級：  3     任教領域/科目： 國文            

教學單元：  第七課  兒時記趣                                                             

教學節次：共  6  節，本次教學為第  1   節  

觀察日期： 111  年 12  月 5  日 

層

面 
指標與檢核重點 

事實摘要敘述 

(含教師教學行為、學生學

習表現、師生互動與學生

同儕互動之情形) 

評量（請勾選） 

優

良 

滿

意 

待

成

長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學 

A-2 掌握教材內容，實施教學活動，促進學生學習。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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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文字敘述，至少條列三項具體事實摘要） 

 

1. 有引起並維持學生學習動機 

2. 有安排引發學生思考與討論的教學情境 

3. 能適時歸納學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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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適切教學策略與溝通技巧，幫助學生學習。  ˇ  

A-3-1 運用適切的教學方法，引導學生思考、

討論或實作。 

（請文字敘述，至少條列二項具體事實摘要） 

1. 透過發問技巧，引導學生思考 

2. 使用有助於學生學習的教學媒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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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能力，提供學習回饋並調整教學。  ˇ  

A-4-1 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學習成

效。 

（請文字敘述，至少條列三項具體事實摘要） 

 

1. 有適時檢視學生的學習情形 

2. 有運用學習單及提問方式來評量 

3. 學生學習成果有達成預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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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4-4 運用評量結果，規劃實施充實或補強性

課程。(選用) 



授課教師：    吳垂香    任教年級：  1     任教領域/科目：  國文         

回饋人員：    吳曉慧      任教年級：  3     任教領域/科目： 國文            

教學單元：  第七課  兒時記趣                                                             

教學節次：共  6  節，本次教學為第  1   節  

觀察日期： 111  年 12  月 5  日 

層

面 
指標與檢核重點 

事實摘要敘述 

(含教師教學行為、學生學

習表現、師生互動與學生

同儕互動之情形) 

評量（請勾選） 

優

良 

滿

意 

待

成

長 

B 

班 

級 

經 

營 

與 

輔 

導 

B-1 建立課堂規範，並適切回應學生的行為表現。  ˇ  

B-1-1 建立有助於學生學習的課堂規範。 

（請文字敘述，至少條列一項具體事實摘要） 

 

能維持良好的班級秩序 

 
B-1-2 適切引導或回應學生的行為表現。 

B-2 安排學習情境，促進師生互動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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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文字敘述，至少條列一項具體事實摘要） 

 

能妥善處理學生不當行為或偶發狀況 

 B-2-2 營造溫暖的學習氣氛，促進師生之間的

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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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觀察後回饋會談紀錄表 

授課教師：  吳垂香      任教年級：  1    任教領域/科目：  國文     

回饋人員：   吳曉慧      任教年級：  3     任教領域/科目： 國文          

教學單元：  第七課  兒時記趣                                                              

教學節次：共  6  節，本次教學為第  1  節  

回饋會談日期： 111  年 12   月 9   日     地點：    小會議室                             

請依據觀察工具之紀錄分析內容，與授課教師討論後填寫： 

一、 教與學之優點及特色（含教師教學行為、學生學習表現、師生互動與學生同儕

互動之情形）： 

    

     1.教師表達得非常清楚，同學容易理解，有助於學習的效果。  

          2.補充的教材內容適中，可增加同學的相關知識。 

          3.同學分享個人的童年趣事時，其他人都能注意傾聽，班級氣氛歡樂融洽。 

       

      

 

 

二、 教與學待調整或改變之處（含教師教學行為、學生學習表現、師生互動與學生

同儕互動之情形）： 

     

     授課時，仍有學生不夠專心，需注意並適時予以提醒。 

 

 

三、 回饋人員的學習與收穫： 

學習動機很重要，授課老師能播放相關的歌曲影片來引起同學的興趣，值得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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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教學觀察－觀察前會談紀錄表 

授課教師：  吳垂香      任教年級：  1    任教領域/科目：  國文          

回饋人員：  陳佳莉      任教年級：  3    任教領域/科目：    國文              

教學單元： 第七課  兒時記趣                                                             

觀察前會談(備課)日期： 111  年 12  月 2 日 地點：   小會議室                         

預定入班教學觀察(公開授課)日期：111 年 12月 5 日 地點： 103 教室   

一、學習目標(含核心素養、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 

 (一)、學習表現： 

               1-IV-1 以同理心，聆聽各項發言，並加以記錄、歸納。 

        2-IV-2 有效把握聽聞內容的邏輯，做出提問或回饋。 

        5-IV-2 理解各類文本的句子、段落與主要概念，指出寫作的目的 

               與觀點。 

        5-IV-3 理解各類文本內容、形式和寫作特色。 

        6-IV-1 善用標點符號，增進情感表達及說服力。 

        6-IV-4 依據需求書寫各類文本。 

 (二)、學習內容： 

               Ab-IV-6 常用文言文的詞義及語詞結構。 

        Ac-IV-3 文句表達的邏輯與意義。 

        Ad-IV-1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分析。 

        Ad-IV-4 非韻文：如古文、古典小說、語錄體、寓言等。 

        Ba-IV-1 順敘、倒敘、插敘與補敘法。 

        Ba-IV-2 各種描寫的作用及呈現的效果。 

 (三)、學習目標： 

               1.學習文言文的閱讀技巧。 

        2.認知本文與白話文在詞彙與句法的不同。 

        3.認識沈復的生平及《浮生六記》的特色。 

        4.激發欣賞淺近文言小品的興趣。 

 (四)、核心素養： 



    總綱：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領綱： 

      國-J-A1 透過國語文的學習，認識生涯及生命的典範，建立正向價值觀， 

      提高語文自學的興趣。 

      國-J-B1 運用國語文表情達意，增進閱讀理解，進而提升欣賞及評析 

      文本的能力，並能傾聽他人的需求、理解他人的觀點，達到良性的人我 

      溝通與互動。 

      國-J-B3 具備欣賞文學與相關藝術的能力，並培養創作的興趣，透過對 

      文本的反思與分享，印證生活經驗，提升審美判斷力。  

 

二、學生經驗(含學生先備知識、起點行為、學生特性…等)： 

    小學有學過簡單之文言文，且已了解記敘文的特點 

三、教師教學預定流程與策略： 

    1.流程： 
      （1）引起活動：觀看歌曲影片，並請同學分享童年趣事 

       （2）教學活動：解釋題意和文體、認識文言文的特性、介紹作者、朗讀課文、揭示全文 

                      主旨、分析文章結構及寫作手法 

       （3）總結活動：圈補主語，並試著自行翻譯 

   2.策略：重點說明及提問法 

四、學生學習策略或方法： 

    聽講、劃記重點、回答問題 

五、教學評量方式（請呼應學習目標，說明使用的評量方式）： 

    提問、發表、學習單 

六、觀察工具(可複選)： 

■表 2-1、觀察紀錄表 

□表 2-2、軼事紀錄表 

□表 2-3、語言流動量化分析表 

□表 2-4、在工作中量化分析表 

□表 2-5、教師移動量化分析表 



□表 2-6、佛蘭德斯（Flanders）互動分析法量化分析表 

□其他：______________ 

 

七、回饋會談日期與地點：（建議於教學觀察後三天內完成會談為佳） 

日期：111年  12  月 9  日        地點：  小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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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觀察紀錄表 

授課教師：    吳垂香    任教年級：  1     任教領域/科目：  國文         

回饋人員：    陳佳莉      任教年級：  3    任教領域/科目：    國文          

教學單元：  第七課  兒時記趣                                                             

教學節次：共  6  節，本次教學為第  1   節  

觀察日期： 111  年 12  月 5  日 

層

面 
指標與檢核重點 

事實摘要敘述 

(含教師教學行為、學生學

習表現、師生互動與學生

同儕互動之情形) 

評量（請勾選） 

優

良 

滿

意 

待

成

長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學 

A-2 掌握教材內容，實施教學活動，促進學生學習。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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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文字敘述，至少條列三項具體事實摘要） 

1. 熟悉教材內容且能清楚表達 

2. 能適時歸納課程重點 

3. 有引發學生思考的教學情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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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適切教學策略與溝通技巧，幫助學生學習。  ˇ  

A-3-1 運用適切的教學方法，引導學生思考、

討論或實作。 

（請文字敘述，至少條列二項具體事實摘要） 

1. 透過提問，引導學生思考相關問題 

2. 教室走動或眼神能關照多數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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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能力，提供學習回饋並調整教學。  ˇ  

A-4-1 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學習成

效。 

（請文字敘述，至少條列三項具體事實摘要） 

1. 發學習單讓同學思考後填寫 

2. 適時注意學生的學習情形 

3. 學生學習成果還不錯，有達成預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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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4-4 運用評量結果，規劃實施充實或補強性

課程。(選用) 



授課教師：    吳垂香    任教年級：  1     任教領域/科目：  國文         

回饋人員：    陳佳莉      任教年級：  3    任教領域/科目：    國文          

教學單元：  第七課  兒時記趣                                                             

教學節次：共  6  節，本次教學為第  1   節  

觀察日期： 111  年 12  月 5  日 

層

面 
指標與檢核重點 

事實摘要敘述 

(含教師教學行為、學生學

習表現、師生互動與學生

同儕互動之情形) 

評量（請勾選） 

優

良 

滿

意 

待

成

長 

B 

班 

級 

經 

營 

與 

輔 

導 

B-1 建立課堂規範，並適切回應學生的行為表現。  ˇ  

B-1-1 建立有助於學生學習的課堂規範。 

（請文字敘述，至少條列一項具體事實摘要） 

 

有適時增強學生的良好表現 

 
B-1-2 適切引導或回應學生的行為表現。 

B-2 安排學習情境，促進師生互動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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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文字敘述，至少條列一項具體事實摘要） 

 

有提醒學生專注於學習 
B-2-2 營造溫暖的學習氣氛，促進師生之間的

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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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觀察後回饋會談紀錄表 

授課教師：  吳垂香      任教年級：  1    任教領域/科目：  國文     

回饋人員：   陳佳莉      任教年級：  3    任教領域/科目：    國文           

教學單元：  第七課  兒時記趣                                                              

教學節次：共  6  節，本次教學為第  1  節  

回饋會談日期： 111  年 12   月  9   日     地點：    小會議室         

請依據觀察工具之紀錄分析內容，與授課教師討論後填寫： 

一、教與學之優點及特色（含教師教學行為、學生學習表現、師生互動與學生同儕互 

    動之情形）： 

    

     1. 能利用資訊媒體設備來輔助學習。 

     2. 輔助教材內容充實，難易度適中。 

         3. 學習單題目適切，能引導同學思考及分析。 

 

 

二、教與學待調整或改變之處（含教師教學行為、學生學習表現、師生互動與學生同 

    儕互動之情形）： 

     

     學生發表時不夠主動，需教師點名才可完成，需適時予以鼓勵及提醒。 

 

 

三、回饋人員的學習與收穫： 

 

因學習單的設計，有讓學生需對文本及學過的結構多加思考分析才能作答之處，故同

學在文本的第一節課就對課文有初步的了解，讓我可以效法，算是頗有收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