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 學年度彰化縣員林國小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 

表 1、教學觀察/公開授課－觀察前會談紀錄表 

回饋人員 

(認證教師) 

張淑純 

許雅玲 

任教

年級 
三年級 

任教領

域/科目 
數學 

授課教師 游永吉 
任教

年級 
三年級 

任教領

域/科目 
數學 

備課社群(選填) 閱讀小組 教學單元 八之一  幾分之幾 

觀察前會談 

(備課)日期及時間 

111 年 11 月 28 日 

12:40 至 13:20 
地點 中年級辦公室 

預定入班教學觀察/公

開授課日期及時間 

111 年 11 月 29 日 

8:40 至 9:20 
地點 三年三班教室 

一、學習目標(含核心素養、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 

(一)核心素養：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數-E-A1 具備喜歡數學、對數學世界好奇、有積極主動的學習態度，並能將數學語

言運用於日常生活中。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數-E-A2 具備基本的算術操作能力、並能指認基本的形體與相對關係，在日常生活情

境中，用數學表述與解決問題。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數-E-A3 能觀察出日常生活問題和數學的關聯，並能嘗試與擬訂解決問題的計畫。

在解決問題之後，能轉化數學解答於日常生活的應用。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數-E-B1 具備日常語言與數字及算術符號之間的轉換能力，並能熟練操作日常使用之

度量衡及時間，認識日常經驗中的幾何形體，並能以符號表示公式。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數-E-C1 具備從證據討論事情，以及和他人有條理溝通的態度。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數-E-C2 樂於與他人合作解決問題並尊重不同的問題解決想法。 

(二)學習表現： 

n-Ⅱ-6 理解同分母分數的加、減、整數倍的意義、計算與應用。認識等值分數的意義，

並應用於認識簡單異分母分數之比較與加減的意義。 

(三)學習內容： 

N-3-9 簡單同分母分數：結合操作活動與整數經驗。簡單同分母分數比較、加、減的



意義。牽涉之分數與運算結果皆不超過 2。以單位分數之點數為基礎，連結整數之比

較、加、減。知道「和等於 1」的意義。 

二、學生經驗(含學生先備知識、起點行為、學生特性…等)： 

三年級的學生已經在二年級學過離散量的平分，且進行過「分裝」與「平分」的教學

活動。 

三、教師教學預定流程與策略： 

上課前先介紹單元首頁的照片，以提高學生學習的興趣，再用照片下方的問題，引發

學生學習本單元概念的動機。接著教師布題： 

(一)把 1 個黑糖糕平分成 8 份。1 份是幾個黑糖糕？兒童分組討論、發表。 

(二)把 1 條緞帶平分成 5 段。2 段是幾條緞帶？兒童分組討論、發表。 

(三)1 張薄餅平分成 6 份。1 份是幾張薄餅？兒童分組討論、發表。 

(四)1 盒蘋果有 10 個。1 個蘋果是幾盒？兒童分組討論、發表。 

四、學生學習策略或方法： 

先練習依據先備經驗所設計的題目，再經由本單元老師的布題進行分組討論和發表。 

五、教學評量方式（請呼應學習目標，說明使用的評量方式）： 

分組討論、發表，課本題目實作練習，搭配習作做課後練習。 

以確認是否能以分數記錄並讀出其中的部分量，瞭解分子、分母的意義，並理解分子、

分母和部分量之間的關係。 



六、觀察焦點(由授課教師決定，不同觀課人員可安排不同觀察焦點或觀察任務) 

1.學生能實際參與討論 

2.學生能用分數表示已等分好具體物的部分量，並認識分數的記法和讀法。 

3.學生能知道分子、分母表示的意義 

4.學生討論後，能實作此單元內的練習題。 

5.學生能發現分數有 2 個單位，討論分數時，能進行單位的轉換。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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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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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及時間：111 年 11 月 30 日 13：30 至 14：10 

地點：中年級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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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觀察紀錄表 

回饋人員 

(認證教師) 

張淑純 

許雅玲 

任教

年級 
三年級 

任教領域

/科目 
數學 

授課教師 游永吉 
任教

年級 
三年級 

任教領域

/科目 
數學 

教學單元 八之一  幾分之幾 教學節次 
共 4 節 

本次教學為第 1 節 

教學觀察/公開授課

日期及時間 

111 年 11 月 29 日 

 8：40 至 9：20   
地點 三年三班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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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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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舉例從吃披薩生活經驗中，帶入

分數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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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用單元頁的題目，讓學生了解什麼

是”幾分之幾” 。 

A-2-3 提供適當的練習或活動，以理解或熟練

學習內容。 

A-2-3 讓學生搭配習作題目做練習，理解概

念。 

A-2-4 完成每個學習活動後，適時歸納或總結

學習重點。 

A-2-4 讓學生發表、討論，老師總結學習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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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課間巡視小朋友書寫習作的情

形，適時的指導，並在黑板示範解題過程。 

A-3-2 教學活動中融入學習策略的指導。 A-3-2搭配電子書”動畫布題”來呈現”完整的

1 平分成好幾份的概念” ，讓學生更清楚分

數單位的變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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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4-1 運用多元評量方式，評估學生學習成效。 A-4-1 電子書布題後，請學生解題，再點選

電子書解說，讓學生對分數概念更加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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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解習題後，讓學生做”試試看”題

目，確認學生是否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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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4-4 當有學生答錯時，老師會在黑板再次

解說，並再舉例讓學生加強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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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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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1老師會隨時提醒孩子專心看電子書布

題、解說，並且點選學生回答問題。 

B-1-2 適切引導或回應學生的行為表現。 
B-1-2讓小朋友上台解題，觀察孩子的解題概念

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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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1善用電子書，提高學生學習效果，書寫課

本、習作習題來加強概念。  

B-2-2 營造溫暖的學習氣氛，促進師生之間的合作關

係。 

B-2-2教師利用生活情境問題來引導孩子思

考，學習氛圍和諧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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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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證教師) 

張淑純 

許雅玲 
任教年級 三年級 

任教領域/

科目 
數學 

授課教師 游永吉 任教年級 三年級 
任教領域/

科目 
數學 

教學單元 
八之一   

幾分之幾 
教學節次 

共 4 節 

本次教學為第 1 節 

回饋會談日期及時間 
111 年 11 月 30 日 

 13：30 至 14：10 
地點 中年級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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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課前充分備課，整體教學流程順暢，上課氣氛熱絡。 

2. 善用電子書動畫布題與解說，讓學生更清楚分數的概念。 

3. 學生練習作答時，教師會再做觀念的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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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排排坐，回答問題時看出各排程度有落差，雖然教師鼓勵孩子發表並進行小組競

賽，但課堂上的發表還是以少數活潑且程度好的孩子為主。 



三、 回饋人員的學習與收穫： 

教師善於利用學生的生活經驗，引導學生思考、討論，以致學生發表踴躍。教師的口

條表達清晰，能運用小組競賽制或口頭獎勵，鼓勵學生認真學習。整體而言，教學流

程順暢，讓學生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中學會幾分之幾，具體達成教學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