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田尾國民小學( 111 )學年度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觀議課紀錄表 

表 1、教學觀察（公開授課）－觀察前會談紀錄表 

授課教師：  洪小玲  任教年級：_四年級_任教領域/科目： 藝術領域  

回饋人員：  徐小青  任教年級： 四年級 任教領域/科目： 語文領域  

備課社群：     (選填) 教學單元： 認識小喇叭  

觀察前會談(備課)日期： 111 年 9 月 21 日 地點： 四年 3 班教室  

預定入班教學觀察(公開授課)日期：111 年 9 月 26 日地點：四年 3 班教室 

一、學習目標(含核心素養、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 

     1. 能透過聽唱、聽奏及讀譜，建立與展現歌唱及演奏的基本技巧。 

     2. 能依據引導，感知與探索音樂元素，嘗試簡易的即興，展現對創作的 

        興趣。 

     3.能使用音樂語彙、肢體等多元方式，回應聆聽的感受。 

        

二、學生經驗(含學生先備知識、起點行為、學生特性…等)： 

   1.教師引導學生討論四種聲音（大聲喧嘩、輕聲細語、平常的說話、唱 

歌）。 

   2.學生發表這四種活動聲音的特性（如尖銳、小聲、快速、平緩、低沉

⋯⋯）。 

三、教師教學預定流程與策略： 

教師提問「每個人聲音的特質都一樣嗎？」（一般來說，我們每個人天生的聲

帶形狀、粗細都不太一樣，聲帶就是在你的喉嚨裡面可以發出聲音的器官，每

個人發出來的聲音不同，有些人可以唱的很高，有些人唱得比較低，因此，每

個人適合演唱的音域也不同）。 

教師請學生聽聽看幾個不同聲部的演唱，並提問學生的感覺： 

1.童音：約指 6∼12歲兒童聲音，其音質較為清晰柔細，音量也較為大人小聲 

2.女高音：是為女性音域最高者。（音樂：莫札特《魔笛》的〈夜后〉是花腔

女高音） 

3.女中音：為女性音域界於女高者與女低音間。（音樂：比才〈卡門〉〈哈巴

奈拉舞曲〉女中音） 

4.男高音：聲音較為高亢宏亮（音樂：普契尼〈公主徹夜未眠〉男高音） 



5.男低音：聲音低沉厚實（音樂：〈魔笛〉〈歐阿西斯神的詠嘆調〉男低音） 

教師說明，世界上有許多不同的聲音，這些熟悉或不熟悉的聲音，只要細細品

味，都是好聲音。 

介紹聲樂家聲音的特質： 

1.聲樂家唱歌是以技巧帶出聲音的共鳴與厚實感，例如：聲樂家用身體、腹部

或頭部共鳴發聲，使得聲樂家的聲音很有力量，表演時即使不用麥克風也可以

傳得很遠，而且還有很優美的音色。 

2.一般常聽到的美聲唱法分為：聲樂家都會有自己最適合的音域，而被區分為

女高音、次女高音、女中音或是男高音、男中音或是男低音等。而流行歌手唱

歌比較是直接性的用喉嚨來演唱歌曲，所以聽起來接近平常說話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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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8 日 

地點：四年 3 班教室   

 

 





 

彰化縣田尾國小 111學年度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活動照片 

 

一、公開授課日期：111年 9月 26日，第四節 

二、公開授課者：洪小玲老師 

三、公開授課學班級：四年 3班 

四、公開授課領域、單元名稱：【翰林】版、【藝術】領域、【三】單元 

五、公開授課照片紀錄： 

 

照片  照片  

內

容

敘

述 

學生逐個練習 

內

容

敘

述 

學生欣賞聲音特色影片 

照片  照片  

內

容

敘

述 

教師加以解說 

內

容

敘

述 

教師先行示範 

 



彰化縣田尾國民小學(111)學年度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觀議課紀錄表 

表 3、教學觀察（公開授課）－觀察後回饋會談紀錄表 

授課教師： 洪小玲 任教年級：四年級  任教領域/科目：藝術/音樂 

回饋人員： 徐小青  任教年級： 四 (選填) 任教領域/科目：藝術/音樂 

教學單元：；教學節次：共 7 節，本次教學為第 2 節 

回饋會談日期：111 年 9 月 28 日地點：四年 3 班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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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開始建立的常規控制器，不但有趣又有效。 

 2. 教師對突發狀況處理得當，且能盡可能的持續關照每個學生。 

 3. 溫馨的上課氣氛加上積點的鼓勵措施，讓學生更願意展現自我。 

 4. 課程進度掌控得宜，且能深入淺出的分段引導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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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表演動線雖控制得宜，但有時步調稍慢了些。 

 2. 學生操作的時間稍嫌短，花較多時間在等待上。 

 

三、 授課教師預定專業成長計畫（於回饋人員與授課教師討論後，由回饋人員填寫）： 

成長指標 

成長方式 

(研讀書籍、參加研習、觀看影片、

諮詢資深教師、參加學習社群、重新

試驗教學、其他：請文字敘述) 

內容概要說明 
協助或合

作人員 

預計完

成日期 

 參加研習、諮詢資深教師、參加學習
社群    

四、 回饋人員的學習與收穫： 

 1. 待與學生間的默契更佳後，可以讓學生有更多發表、討論的時間。 

 2. 積點的鼓勵措施原意雖佳，但建議下次先劃記在黑板上，才不致在發放點數時花去太多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