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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鹿東國小 111學年教學觀察-觀察前會談紀錄表 

受評教師：   黃淑玲   任教年級：   五年級    任教領域/科目：    數學    

教學單元：  三單元 多邊形 3-3 三角形邊長的性質  評鑑人員： 許硯為、周念泓  

觀察前會談時間：  111  年  9 月 28  日 13：30 至 14：10 地點：  502 教室   

預定入班教學觀察時間： 9 月 29 日 8：40 至 9：20   地點：  502 教室  

 

一、 學習目標：含核心素養、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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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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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指標 

S-3-02 能透過操作，認識「三角形三內角和為 180 度」與「兩邊和大於第三邊」的性

質。 

5-s-02 能透過操作，理解三角形的任意兩邊必大於第三邊。 

 

學習表現  

S-III-5 以簡單推理理解幾何形體的性質。 

 

學習內容  

S-5-1  三角形與四邊形的性質：操作活動與推理。 

       含三角形三內角和為 180 度。鈍角三角形、銳角三角形。 

       三角形任意兩邊和大於第三邊。 

 

二、 學生經驗： 

  1.能運用「角」與「邊」等構成要素，辨認簡單平面圖形。 

  2.認識基本三角形與四邊形的簡單性質。 

    認識基本三角形及其性質(正三角形、等腰三角形) 

    認識直角三角形、銳角 三角形、鈍角三角形及其分類 

    認識基本三角形( 正三角形、直角三角形、等腰三角形和等腰直角三角形) 

  3.認識多邊形(含正多邊形) 

 

三、 教師教學預定流程與策略： 

1.引入課題，提問/講述:  

三角形由多少條線組成?(三條  

  這三條線是怎樣的線?(直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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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這三條線連起來就是三角形嗎?(必須要組成封閉的圖形  

  我們稱組成三角形的這三條直線為「邊」。 

 

  今天，我們就來探究一下，不同長度的邊所組成的三角形有什麽特別的地方。 

  教學者利用扣條動手做三角形的情境，讓學生主動造正例與反例的幾何心像，讓「二 

  邊相加與一邊」具體化，進一步覺察出二邊相加與另一邊的長短關係與構成三角形 

  有關。 

 

四、 學生學習策略或方法： 

  實作與觀察，表述： 

  首先觀看老師在課堂上的講解，接著每個學生使用幾何扣條操作步驟； 

  在每個人都操作步驟後，以分組討論的方式進行，過程中須整合組內人員想法意見。 

  教學者認為可以讓學生連結「二邊相加與另一邊」」的具體心像，以三一律進行推理， 

  進一步覺察出任一三角形中二邊和大於第三邊情況有 3 種情況，以及建立「以三一律 

  作為判斷能否組成三角形的條件」。 

 

 

五、 教學評量方式：實作評量/教師觀察 

 

 

六、 觀察工具：觀察紀錄表 

 

 

七、回饋會談時間和地點：111 年 9 月 30 日   地點：502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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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鹿東國小 111學年度公開課-觀察後回饋會談紀錄表 

受評教師： 黃淑玲  任教年級：  五年級   任教領域/科目：  數學   
教學單元：  第三單元   多邊形-三角形邊長的性質     地點： 502 教室     

評鑑人員：許硯為、周念泓  回饋會談時間： 111 年 9 月 30 日 11：10 至 11：50  

與教學者討論後： 

一、 教學的優點與特色： 

1. 教師與學生默契十足，教師指令、活動規則、教學步驟明確，學生參與度高。 

2. 學生個個精神抖擻，隨時準備好，當教師一布題時，思考後，舉手踴躍，是 

個有活力的課堂。 

3. 教具的運用符合教學主題，探究式教學設計，讓學生成為主體，讓孩子是課

堂的主人。 

4. 教師提供足夠的鷹架，讓學生有步驟的學習。(提問-操作-歸納-任務挑戰-

發表) 

5. 教師教學有熱情，學生守課堂規矩、認真聽講，師生情感與信賴度，彼此默

契十足於課堂間表現出，可見教師深耕的班級經營很用心。 

 

二、 教學上待調整或改變之處： 

1. 不分未能組成三角形的原因並非邊長錯誤，可能是學生使用扣條方式錯誤，

這部分老師可以多加留意。 

2. 學生發表課程發現與心得時，部份小組成員仍在操作，可能會沒有注意聽到

同學的發表，比較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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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回饋人員的學習與收穫： 

1. 從此節課可知黃老師平時在班級經營上十分用心，許多細節上毫不馬虎，且

對基礎基本功的要求紮實，值得肯定。 

2. 學生發表時，老師時時對孩子表現給予肯定，讓學生表現出自信、大方。 

3. 教具擺放統一，有條理不易弄丟；隨意貼的使用，方便快速。 

4. 課程方面：引導語句的使用、小組操作練習後的發表與課程安排的節奏，都

非常的適切。孩子是課堂的主人。 

 

▲教學者省思： 

教學設計呈現太多操作的「做中學」，原先想藉由在自身操作過程中，讓學生自我發現，

但課堂時間會耗費較多在操作上，教學者想修正：或許在單一概念架構的呈現與探索

發現中，操作過程時間與次數的控管，應該略減，不然各組學生發表時間，會使得課

堂時間會太緊迫。然而在此過程中，發現有付出一定會有收穫，尤其在經過此一操作

過程深入做探究，學生對三角形構成與邊長的概念非常清晰，觀念清楚，也讓學生有

著深刻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