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觀課紀錄表 

112年 3月 15日 

一、基本資料 

觀課 

學校 
田尾國中 授課教師 陳昭玉 年級 九年級 

授課 

單元 
南一版第六冊 第三課 人間情分 觀課者 林怡弦 

二、教學過程 

觀課參考項目 紀錄內容（請以文字簡要描述） 

全
班
學
習
氣
氛 

1.是否有安心的學習環境？ 
課間教師的指令也十分清楚，學生都能跟上進

度，且完成學習任務。教師營造輕鬆的課堂氛

圍，讓學生能投入學習，並能針對教師的提問

主動回應。 

2.是否有熱烈的學習氣氛？ 

3.學生是否專注於學習的內容？ 

學
生
學
習
歷
程 

師
生
互
動 

1.老師是否有鼓勵學生發言？ 
教師透過引導的方式，讓學生自行嘗試解析文

本，並能以口頭鼓勵學生的發言。學生在課堂

能回應教師的提問，對於不了解的地方，學生

也勇於發問。  

2.老師是否有回應學生的反應？ 

3.是否有獎勵特殊表現的學生？ 

個
人
學
習 

1.學生是否互相協助、討論和對話？ 
教師運用學習單，讓學生歸納統整課文脈絡，

之前教師已先簡單講述文本，故學生已有基本

的先備知識，所以在練習學習單時，大致能自

行查找答案。教師在期間也會巡查學生的書寫

情況，並從中給予引導，學生也多能主動針對

不明白處提問。 

2.學生是否主動回應老師的提問？ 

3.學生主動是否主動提問？ 

4.學生是否能專注個人或團體的練

習 (如:學習單、分組活動等)？ 

學
生
學
習
結
果 

1.學生學習是否有成效？ 
學習單的問題設計，透過部分開放式的提問，

讓學生連結自己的生活經驗，並引導學生自行

組織對於文本的架構，並從學生的完成狀況，

可檢視學生對於本課的學習成效。 

2.學生是否有學習困難？ 

3.學生的思考程度是否深化？ 

4.學生是否樂於學習？ 



三、評論 

優點 建議 

１.教師運用學習單，讓學生整理課文重點，

主動建構對於文本的知識框架。  

 

２.學習單的設計由淺至深，逐一引導學生從

簡易的課文內容，擴大至較深入的情感層

面。 

 

３.教師能夠分享生活經驗，並藉此引導學生

從課文延伸到生活層面。 

學習單是以個人的方式進行，在書寫的期間，

或有較落後的學生無法完成，如能嘗試以粉組

討論的模式進行，或許能讓學生互相協助，討

論的過程中或許也能激盪出不同的想法。 

四、心得與反思 

   教師講述的過程中，能以提問引導學生參與課程，並延伸分享到課堂外的生活議題，學生

也願意與教師進行問答討論，足見教師平時的班級經營，師生間的互動頗佳。學習單的設計

十分用心，且搭配課文使用，不僅能讓學生透過書寫歸納加深印象，也能讓學生有深化思考

的機會。 

 

 



 

 

 

 

 

 

 

 

 

 

 



 

 

 

 

 

 

 

 

 

 

 



【附件二】 

田尾國中共同備課紀錄單 

協同學習群組             □ 學年群--- （  九   ）年級 

            □ 領域小組---（ 國文  ）領域 

□ 專業社群---（        ）社群 

□ 跨領域、跨年級學習群（至多 5人） 

■ 公開觀課 

教學班級     九    年  二    班   授課 

日期/節次 

      112   年       3 

月  22      日 

    第    三節 

授課教師  陳昭玉   議課 

日期/節次 

     3 月  15     日 第 

三      節 

（授課當天為佳，距授

課不超過一星期） 

觀課教師                                

                              負責人:洪立鳳、林怡弦 

領域/單元                      國文   /第三課 人間情分 

教學目標 1.認識標題與內文之間的關係。 

2.練習從生活經驗中提取寫作素材，抒發感想。 

3.珍惜人與人之間美麗且可貴的情分。 

教學流程 1.課前預習，課堂進行課文內容提問 

2.分組討論 

3.經驗分享 

4.課後練習 

  

教學資源 

1.學習單 

2.電子書 

  

  

評量方式  學習單 

  

  

學生座位編排 以分組為原則，每組四人為佳。 

■傳統座位 

□分組協同 

      

 



自我省思與改進： 

1． 學習單的問題設計必須有助於提升學生的思辨能力。 

2． 課程的設計必須更生動活潑，有助於維持學生的學習動機。 

3． 給予學生充足的時間進行討論。 

4． 引導學生進行文本分析。 

5． 鼓勵學生發言並分享生活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