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中山國小公開授課 課室觀察紀錄表 

教學者：唐韻茹              任教年級：    三     任教領域/科目： 自然 

教學單元名稱： 我是動物解說員 

教學節次：共 4 節     本次教學為第 2 節 

觀察者：                      觀察時間: 112 年 4 月 24 日 9:30 至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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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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複習動物的身體劃分，教師提問：「動

物的身體分成哪三個部份？」，並重述學

生之答案，為：「動物的身體劃分為頭、

軀幹和四肢。」 

2.分派課堂任務，利用習作內容讓學生用

平板查找兩種動物之特徵，透過自主學

習，嘗試媒體識讀和統整網路資料的能

力。 

3.透過動物特徵卡，讓學生利用後設認知

能力猜測特徵卡中所代表的動物，並請

孩子上臺分享猜測過程中所遇到的困境

和解決辦法。  

 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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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Ｖ  

A-2-3 提供適當的練習或活動，以
理解或熟練學習內容。 Ｖ   

A-2-4 完成每個學習活動後，適時
歸納或總結學習重點。  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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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班級小默契，讓學生及時專注於課  Ｖ  



 

A-3-2 教學活動中融入學習策略
的指導。 

堂。例：「嘴巴—閉起來、大眼睛—看老

師。」 

2.訂定分組規範，為：查找兩種動物、組

內討論查找對象、全組參與查找過程，辨

別動物的頭、軀幹、四肢之特徵，並寫於

習作上做紀錄。 

3.行間巡視為各組別的討論內容給予提

示並協助，老師：「你覺得從哪裡到哪裡

是動物的頭？那有什麼樣的特徵？」                       

 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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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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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評量，根據習作內容，配合查找

資料完成表格，最後上臺和同學分享。 

2.根據網路資料和其他組別同學分享結

果。 

 Ｖ  

A-4-2 分析評量結果，適時提供學
生適切的學習回饋。  Ｖ  

A-4-3 根據（課堂）評量結果，（適
時）調整教學。  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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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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建立小組討論規範，規定討論範圍及

時間，教師於小組討論時組間巡視，
適時引導孩子，查詢及討論方向。 

v   

B-1-2 適切引導或回應學生的行
為表現。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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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分組，及學校提供「生生有平板」

設備，讓孩子利用網絡資源，練習搜

 v  



 

B-2-2 營造溫暖的學習氣氛，促進
師生之間的合作關係。 

集網絡資訊及統整的能力。 

2. 根據孩子查詢及討論之結果，給予適

切的引導及鼓勵。 

   

綜合評述 

教師上課利用資訊媒體讓學生查找資料，不僅能習得課

本中所要學的內容，在查找資料方面也可以訓練媒體識

讀的能力，讓學生在汪洋的網路資料庫中找到屬於自己

所需的資訊，再配合教科書的表格，讓學生能夠藉此紀

錄自己學習的過程為此留下足跡。重複敘述課程重點，

動物的身體可以分成哪三部份，讓學生在多次聆聽下，

自然將基本概念熟記於心。面對三年級學生，不時使用

班級小默契，可迅速抓回學生的注意力，進而繼續接下

來的課程，讓課堂能持續進行，完整課堂整體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