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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教學觀察（公開授課）－觀察前會談紀錄表 

回饋人員 

(觀課教師) 
黃憶萍 

任教

年級 
四 

任教領域/

科目 

語文/國語 

數學/數學 

授課教師 黃朝盈 
任教

年級 

四 

四 

五 

任教領域/

科目 

健體/體育 

資訊/資訊 

自然科學/自然 

教學單元 自編 

觀察前會談 

(備課)日期 
111 年 9 月 19 日 地點 專科教室 

預定入班教學觀

察/公開授課日期 
111 年 9 月 21 日 地點 風雨教室 

一、學習目標(含核心素養、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 

1.學會知道接棒時，可以提前起跑。 

2.學會更有效的接棒動作。 

3.透過溝通討論，以達到更適合、更有效率方式來完成目標。 

4.藉由討論來探討可以使用什麼方法會更有效。 

5.透過討論，引發孩子學習動機與表達能力，使其更專注於課堂活動中。 

二、學生經驗(含學生先備知識、起點行為、學生特性…等)： 

1. 三年級時曾經比過大隊接力。 

2. 知道交接棒時，手要伸出去。 

3. 知道接棒時須提早起跑。 

三、 學生學習策略或方法：  

1. 透過情境模擬交接棒時的動作模式。 

2. 透過觀察別人的動作來知道何時啟動。 

四、教師教學預定流程與策略： 

教師以循序漸進的基礎動作，親自示範及引導孩子完成指定任務。 

五、教學評量方式（請呼應學習目標，說明使用的評量方式）： 

1. 透過情境了解狀況的對立，並知道為什麼要提前起跑。 

2. 透過討論方式，鼓勵同學完成活動流程。 

3. 學生能做到修正接棒時，手會忘記伸出去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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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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會談預定日期與地點：（建議於教學觀察後三天內完成會談為佳） 

日期：111 年 9 月 22 日 

地點：專科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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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觀察紀錄表 

回饋人員 

(觀課教師) 
黃憶萍 任教年級 四 

任教領域/

科目 

語文/國語 

數學/數學 

授課教師 黃朝盈 任教年級 

四 

四 

五 

任教領域/

科目 

健體/體育 

資訊/資訊 

自然科學/自然 

教學單元 自編 教學節次 
共 4 節 

本次教學為第 2 節 

教學觀察/公開授

課日期 
111 年 9 月 21 日 地點 風雨教室 

層

面 
指標與檢核重點 

事實摘要敘述 

(可包含教師教學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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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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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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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1:藉由卡通-湯姆貓與傑利鼠的故事

引起學生知道誰追誰。 

A-2-3:給予每一組足夠的時間練習。 

A-2-4:於完成活動時，會和學生討論，並

請學生分享，來呼應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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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1 運用適切的教學方法，引導學生思考、討論或

實作。 

A-3-1:教師在小段落總結時，會先請學生

發表自己的想法，並與其他同學分享討

論。 

A-3-2:教師在活動當中會隨時提醒學生

要注意的細節。 

A-3-3:教師能善用肢體語言輔助學生學

習，並讓學生意識到原來還可以這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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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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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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4-1 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學習成效。 

1.運用講解與示範提供學生模仿操作。 

2.運用討論分享學生的意見，並請學生實

際操作看看，剛剛的討論是否可行。 

3.從學生的表現中給予回饋，並依學生狀

況作適切性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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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層

面 
指標與檢核重點 

事實摘要敘述 

(可包含教師教學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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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1 建立有助於學生學習的課堂規範。 

1.從課堂中可以發現教師與學生間有著

一定的默契，教師一個動作，學生即可意

會過來是要做什麼。 

2.教師在學生討論完會給予一些回饋，促

使學生嘗試剛剛的討論結果是否可以落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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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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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教師在課堂中會隨時注意周遭環境是

否會影響學生上課安全，並用自己作為

示範，引起學生的挑戰心。  

2.溝通討論時，學生都可以踴躍發言，對

上課更可以說是如虎添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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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觀察（公開授課）－觀察後回饋會談紀錄表          

回饋人員 

(觀課教師) 
黃憶萍 

任教

年級 
四 

任教領域

/科目 

語文/國語 

數學/數學 

授課教師 黃朝盈 
任教

年級 

四 

四 

五 

任教領域

/科目 

健體/體育 

資訊/資訊 

自然科學/自然 

教學單元 自編 教學節次 
共 4 節 

本次教學為第 2 節 

回饋會談日期 111 年 9 月 22 日 地點 專科教室 

請依據教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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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教學行為簡單，明確讓學生知道他們的下一步動作是什麼，避免學生產生

焦慮感，很好。 

2. 師生互動良好，提醒學生注意自己的身體狀況。 

二、 教與學待調整或精進之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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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學生同儕間的互動有時還會有分心，需老師不斷地提醒。 

三、 回饋人員的學習與收穫： 

1. 上體育課時，能事先知道學生的個別狀況，才能讓學習更順暢，很棒。 

2. 原來生活中的情境可以這麼符合大隊接力，很棒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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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教學觀察（公開授課）－觀察前會談紀錄表 

回饋人員 

(觀課教師) 
施智超 

任教

年級 
六 

任教領域/

科目 
社會/社會 

授課教師 黃朝盈 
任教

年級 

四 

四 

五 

任教領域/

科目 

健體/體育 

資訊/資訊 

自然科學/自然 

教學單元 自編 

觀察前會談 

(備課)日期 
111 年 9 月 19 日 地點 專科教室 

預定入班教學觀

察/公開授課日期 
111 年 9 月 21 日 地點 風雨教室 

一、學習目標(含核心素養、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 

1.學會知道接棒時，可以提前起跑。 

2.學會更有效的接棒動作。 

3.透過溝通討論，以達到更適合、更有效率方式來完成目標。 

4.藉由討論來探討可以使用什麼方法會更有效。 

5.透過討論，引發孩子學習動機與表達能力，使其更專注於課堂活動中。 

二、學生經驗(含學生先備知識、起點行為、學生特性…等)： 

1. 三年級時曾經比過大隊接力。 

2. 知道交接棒時，手要伸出去。 

3. 知道接棒時須提早起跑。 

四、 學生學習策略或方法：  

1. 透過情境模擬交接棒時的動作模式。 

2. 透過觀察別人的動作來知道何時啟動。 

四、教師教學預定流程與策略： 

教師以循序漸進的基礎動作，親自示範及引導孩子完成指定任務。 

五、教學評量方式（請呼應學習目標，說明使用的評量方式）： 

3. 透過情境了解狀況的對立，並知道為什麼要提前起跑。 

4. 透過討論方式，鼓勵同學完成活動流程。 

3. 學生能做到修正接棒時，手會忘記伸出去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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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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會談預定日期與地點：（建議於教學觀察後三天內完成會談為佳） 

日期：111 年 9 月 22 日 

地點：專科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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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觀察紀錄表 

回饋人員 

(觀課教師) 
施智超 任教年級 六 

任教領域/

科目 
社會/社會 

授課教師 黃朝盈 任教年級 

四 

四 

五 

任教領域/

科目 

健體/體育 

資訊/資訊 

自然科學/自然 

教學單元 自編 教學節次 
共 4 節 

本次教學為第 2 節 

教學觀察/公開授

課日期 
111 年 9 月 21 日 地點 風雨教室 

層

面 
指標與檢核重點 

事實摘要敘述 

(可包含教師教學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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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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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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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1:藉由卡通-湯姆貓與傑利鼠的故事

引起學生知道誰追誰。 

A-2-3:給予每一組足夠的時間練習。 

A-2-4:於完成活動時，會和學生討論，並

請學生分享，來呼應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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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1 運用適切的教學方法，引導學生思考、討論或

實作。 

A-3-1:教師在小段落總結時，會先請學生

發表自己的想法，並與其他同學分享討

論。 

A-3-2:教師在活動當中會隨時提醒學生

要注意的細節。 

A-3-3:教師能善用肢體語言輔助學生學

習，並讓學生意識到原來還可以這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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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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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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4-1 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學習成效。 

1.運用講解與示範提供學生模仿操作。 

2.運用討論分享學生的意見，並請學生實

際操作看看，剛剛的討論是否可行。 

3.從學生的表現中給予回饋，並依學生狀

況作適切性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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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層

面 
指標與檢核重點 

事實摘要敘述 

(可包含教師教學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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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1 建立有助於學生學習的課堂規範。 

1.從課堂中可以發現教師與學生間有著

一定的默契，教師一個動作，學生即可意

會過來是要做什麼。 

2.教師在學生討論完會給予一些回饋，促

使學生嘗試剛剛的討論結果是否可以落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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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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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教師在課堂中會隨時注意周遭環境是

否會影響學生上課安全，並用自己作為

示範，引起學生的挑戰心。  

2.溝通討論時，學生都可以踴躍發言，對

上課更可以說是如虎添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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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觀察（公開授課）－觀察後回饋會談紀錄表          

回饋人員 

(觀課教師) 
施智超 

任教

年級 
六 

任教領域

/科目 
社會/社會 

授課教師 黃朝盈 
任教

年級 

四 

四 

五 

任教領域

/科目 

健體/體育 

資訊/資訊 

自然科學/自然 

教學單元 自編 教學節次 
共 4 節 

本次教學為第 2 節 

回饋會談日期 111 年 9 月 22 日 地點 專科教室 

請依據教學觀察工具之紀錄分析內容，與授課教師討論後填寫：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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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教學行為簡單，明確讓學生知道他們的下一步動作是什麼，避免學生產生

焦慮感，很好。 

2. 師生互動良好，提醒學生注意自己的身體狀況。 

五、 教與學待調整或精進之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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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學生同儕間的互動有時還會有分心，需老師不斷地提醒。 

六、 回饋人員的學習與收穫： 

1. 利用貓捉老鼠的遊戲融入運動中，而非制式的傳接棒教學，讓學生不會覺得枯

燥乏味，進而培養學生當老鼠時的敏銳度，要仔細觀察，貓何時起跑；而當貓

時，要如何誘騙老鼠，才能更容易捉到老鼠。 

2. 因場地有限，學生求好心切，跑到終點線時，沒有及時停下，容易撞到牆壁，

需注意學生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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