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僑義國小 111學年度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 

教學觀察-教學觀察紀錄表 

公開課教師：蘇婉貞        任教年級：五 年級     任教領域/科目：英文    

教學單元：What’s Wrong? 

教學節次：共  6  節     本次教學為第  3   節 

觀課人員： 劉靜芬      觀察時間： 111 年 12月 13 日 11：20 至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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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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圖卡引導學生對應自己的身體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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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教師使用圖卡配合肢體說明。 

2. 教師將電子書畫面停留在大屏幕上便於

引導學生專注。 

教師指著圖卡及自己的身體部位進行。 

A-2-3 提供適當的練習或活動，以理解或

熟練學習內容。 

1. 學生依圖卡上所示展現自己該身體部

位。 

2. 教師頻繁重複口說練習。 

3. 提供發音音檔協助學生辨音。 

A-2-4完成每個學習活動後，適時歸納或總

結學習重點。 

1. 教師展示完圖卡後進行規則與不規則的

複數說明(eye—eyes) 

2. 身體部位詞語介紹完後以句型介入進行

課程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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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教師採問答方式，讓學生進行搶答。 

2. 請學生自選句型，搭配身體部位詞語進

行自選句子口說。 

A-3-2 教學活動中融入學習策略的指導。 

1. 教師將圖卡搭配肢體的詞語練習應用在

句型練習上。 

2. 教師運用科技化教學輔助加強學生印象

(Kah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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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教師以肢體展示協助圖卡進行說明。 

2. 學生回答正確時教師以 good job 等正向

語言給予肯定。 

3. 教師會到舉手回答的學生身邊確認學生

回答的答案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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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教師以自己的身體部位進行引導。 

2.問答-以教師問學生回答方式進行活動。 

3.運用科技化教學加強印象。 

A-4-2 分析評量結果，適時提供學生適

切的學習回饋。 

1. 當煜鏵回答不出來時，教師適時提供發

音引導學生完整說出來。 

2. 教師依據 Kahoot!錯題進行說明。 

A-4-3 根據評量結果，調整教學。 
headache 學生發音不順暢，教師採用重複

口說強調發音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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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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開始前先公布個人積分。 

1. 學生舉手發表前能不隨意說話。 

2. 鈺庭課堂上玩手上物品，教師立即勸

阻。 

B-1-2 適切引導或回應學生的行為表

現。 

1. 彥莘問 My leg hurts.為何要+s，教師引

導學生單複數句型。 

2. 恩馨詢問 headache 發音，教師能立即

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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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布置身體部位的圖卡在教室裡。 

2. 教師能隨時留意學生身體狀況開關風

扇。 

B-2-2 營造溫暖的學習氣氛，促進師

生之間的合作關係。 

1. 教師課堂語氣溫和平緩，能使學生安

定。 

2. 教師正向的回饋，學生能以積極舉手應

答方式進行活動。 

  

 



111 學年度彰化縣僑義國小 

教學觀察/公開授課－觀察後回饋會談紀錄表 

授課教師 蘇婉貞 
任教

年級 
五 

任教領域/

科目 
英文 

觀課教師 劉靜芬 

教學單元 What’s Wrong? 教學節次 
共 6 節 

本次教學為第 3 節 

回饋會談日期及時間 
  111 年 12 月 15 日 

 15:20 至 15:40  
地點 英文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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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能善用圖卡及肢體展示出生字。 

2. 教師能留意學生發音的難點並重複練習。 

3. 學生能積極主動舉手回答問題，並提出自己不懂的部分。 

4. 學生回答問題時教師能適時溫和的提出引導。 

5. 教師能在學生回答問題時走到學生身邊接受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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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的座位有些集中，造成在進行 Kahoot!活動時，後方學生容易受到前方學生平

板的干擾。 

三、 授課教師與觀課教師分享公開授課／教學觀察彼此的收穫或對未來教與學的啟

發： 

1. 運用科技輔助教學，能有效維持學生的學習動機，使用不同於傳統的教學方式進行
複習，能得到有效的教學成效。 

2. 不斷的讓學生重複口說練習，增強學生的成就感與自信心，說明實作課程能得到較
有效的學習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