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開授課-觀察前（備課）會談紀錄表 

教學人員：  洪嘉隆   任教年級： 三年丁班 

任教領域/科目：   體育科   教學單元： 第四單元與繩球同行   

觀課人員：  蔡秀俐      

觀課前會談時間：111年 12月 13日 8：00至 8 ：20 地點：辦公室 

預定公開觀課時間：111年 12月 16日 10：30至 11：10 

地點：運動場和活動中心 

ㄧ、教學目標： 

1d-Ⅱ-1 認識動作技能概念與動作練習的策略。 

2c-Ⅱ-1 遵守上課規範和運動比賽規則。 

2c-Ⅱ-2 表現增進團隊合作、友善的互動行為。 

3d-Ⅱ-2 運用遊戲的合作和競爭策略。 

二、教材內容：康軒版健康與體育課本三上課本第四單元 

三、學生經驗： 

1. 學生已習過基本動作。 

2. 學生已瞭解排球基本規則。 

四、教學活動（含學生學習策略）： 

1. 排球行進間運球 

2. 排球高手托球及對牆壁低手擊球 

3. 排球遊戲 

五、教學評量方式(請呼應教學目標或學習目標，說明使用的評量方式)： 

例如：紙筆測驗、學習單、提問、發表、實作評量、實驗、小組討論、自評、互評、角

色扮演、作業、專題報告、其他。 

口語評量、實作評量、觀察評量。 

六、觀察的焦點(規準)：(可複選，至少一個觀察焦點)  

(提供有關觀察的層面、指標與檢核重點的下拉選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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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適當的練習或活動，以理解或熟練學習內容。 

3. 運用口語、非口語、教室走動等溝通技巧，幫助學生學習。 

七、回饋會談時間地點：（建議於觀課後三天內完成會談為佳） 

111年 12月 16日 15:20~16:00地點： 辦公室 

 

  



公開觀課-觀察紀錄表 

任課教師：     洪嘉隆       任教年級：    三年級             

任教領域/科目：   體育科    教學單元：  第四單元與繩球同行         

觀課人員：   蔡秀俐         

觀課時間：111年 12月 16日 10：30至 11：10 

地點：運動場和活動中心 

層

面 
指標與檢核重點 教師表現事實摘要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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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Ⅱ-1 認識動作技能概念與動作練習的策略。 

1-1 能正確排球運球。 
1.排球運球(高手托球及低手運球) 

2.低手運球運動場一圈。 

1-2 能正確排球運球。 

 

1.將全班分為 2人一組 

2.每組每人 1顆排球。 

3.練習高手托球及對牆低手運球 

1-3 能正確打排球遊戲。 

 

1. 2人一組 

2. 以網球規則玩排球遊戲 

3. 多人排球遊戲 

2.快樂參與活動、遵守團體規範,並肯定自己及他人的表現。 

2-1 能與同學快樂參與活動。 同學快樂參與活動。 

2-2 能遵守團體規範。 同學守規矩輪流對牆低手運球。 

2-3 能肯定自己及他人的表現。 
學生有效運用低手運球、高手托球等技巧，

學習參與排球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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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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建立課堂規範。 

B-1-2 適切引導或回應學生的行為表現。 
對於上課不認真的學生，能指正及引導回課

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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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環境與設施尚可。 

 

B-2-2 營造溫暖的學習氣氛，促進師生之間

的合作關係。 
教學學習氣氛尚可。 

 



公開授課-觀課後專業回饋會談紀錄表 

任課教師：     洪嘉隆       任教年級：    三年級             

任教領域/科目：   體育科    教學單元：  第四單元與繩球同行      

回饋人員：   蔡秀俐         

專業回饋會談時間：111年 12月 16日 15:20~16:00 

地點：辦公室 

與教學者討論後之專業回饋： 

一、教學的優點與特色： 

1.能連結學生的新舊知能。 

2.有適當的練習和活動，來熟練學習內容。 

3.學生能瞭解高手托球及對牆低手擊球等排球遊戲的動作要領。 

二、教學上待調整或改變之處： 

1. 高手托球及對牆低手擊球等排球技巧要多加練習。 

2.多做些活動讓學生能更熟練學習內容。 

3.學生的專心度要加強。 

三、具體成長方向： 

1.運用口語、實作、觀察等評量方式，評估學生學習成效。 

2.利用活動讓學生更熟練學習內容。 

四、觀課者的收穫： 

1. 體育課程也可以有多樣的評量方式。 

2.用排球遊戲的方式，可讓學生更熟悉排球的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