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興國中教師公開授課教學活動設計暨共同備課紀錄表 

公開授課 

年  班 
 9  年 17 班 

公開授課 

教   師 
吳采芳 

公開授課 

科  目 
表演藝術 

公開授課 

日   期 
2022/10/28 

公開授課 

時  間 
11：10- 

11：55 

授課單元

名  稱 
變身莎士比亞 第 4節 / 總節數 第 4節/共 4節 

學

習

重

點 

學習

表現 

表 1-Ⅳ-1 能運用特定元素、形式、技巧

與肢體語彙表現想法，發展多元能力，並

在劇場中呈現。 

表 1-Ⅳ-2 能理解表演的形式、文本與表

現技巧並創作發表。 

表 1-Ⅳ-3 能連結其他藝術並創作。 

表 2-Ⅳ-1 能覺察並感受創作與美感經驗

的關聯。 

表 2-Ⅳ-2 能體認各種表演藝術發展脈

絡、文化內涵及代表人物。 

表 2-Ⅳ-3 能運用適當的語彙，明確表

達、解析及評價自己與他人的作品。 

表 3-Ⅳ-2 能運用多元創作探討公共議

題，展現人文關懷與 獨立思考能力。 

表 3-Ⅳ-3 能結合科技媒體傳達訊息，展

現多元表演形式的作品。 核心 

素養 

藝-J-A1 參與藝術活動， 

增進美感知能。 

藝-J-B1 應用藝術符號， 

以表達觀點與風格。 

藝-J-B2 思辨科技資訊、 

媒體與藝術的關係，進行

創作與鑑賞。 

藝-J-C3 理解在地及全球 

藝術與文化的多元與差

異。 

學習

目標 

表 E-Ⅳ-1 聲音、身體、情感、時間、 空

間、勁力、即興、動作等 戲劇或舞蹈元素。  

表 E-Ⅳ-2 肢體動作與語彙、角色建 立與

表演、各類型文本分析與創作。 

表 E-Ⅳ-3 戲劇、舞蹈與其他藝術元素的

結合演出。 

表 A-Ⅳ-1 表演藝術與生活美學、在地文

化及特定場域的演出連結。 

表 A-Ⅳ-2 在地及各族群、東西方、傳 

統與當代表演藝術之類型、代表作品與人

物。 

表 A-Ⅳ-3 表演形式分析、文本分析。 

表 P-Ⅳ-2 應用戲劇、應用劇場與應用舞

蹈等多元形式。 

表 P-Ⅳ-3 影片製作、媒體應用、電腦 

與行動裝置相關應用程式。 

學習目標 

1. 認識現代舞、後現代舞蹈、舞蹈劇場和舞蹈科技的特色。 

2. 賞析現代舞、後現代舞蹈、舞蹈劇場和舞蹈科技之美。 

3. 體驗舞蹈身體的樂趣。 

表一 

 



教學活動流程 時間 評量方式 

一、導入活動 

1.說明由後現代編舞家摩斯康寧漢創造了一套嶄新的編舞技

巧：「機率舞」。 

2.討論數學中機率的意涵。 

3.鼓勵學生嘗試創作，並說明合作與溝通的重要。 

二、開展活動 

【產出動作+下決定+隊形編排=機率舞蹈】 

 引導學生依序完成 

1. 產出動作：運用動作接龍的方式，每人輪流創作動作，並

組合在一起，分組進行。例如：每組 6人，每人想一個動

作或一個姿勢，將 1+2+3+4+5+6=整套動作串聯 

2. 下決定：每組同學在課堂中必須與他人溝通協調並且分工

合作，決定以下各條件，也可使用骰子、銅板或籤简決定。

包括：每人的出場地點、每人的結尾地點、每人出場順序、

每人移動路線、每人動作重複次數、每人動作快慢、校內

表演地點等（以上條件可挑選使用）。 

3. 各組討論隊形如何安排並排練。 

三、綜合活動 

1. 學生進行呈現。 

2. 共同討論及分享成果。 

45分 
1.實作評量 

2.發表評量 

 

 共備教師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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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興國中教師公開授課觀摩紀錄表 

公開授課 

年  班 
9  年  17班 

公開授課 

教   師 
吳采芳 

公開授課 

科  目 
表演藝術 

公開授課 

日   期 
2022/10/28 

公開授課 

時  間 
11：10- 

11：55 

授課單元

名  稱 
反骨藝術新浪潮 

觀課教師 簡至均 

 
一、公開授課內容 

簡述學習活動流程 學習目標及期望大家協助觀察之重點 

學習活動流程： 

1. 運用動作接龍的方式，每人輪流創作動作，

並組合在一起，分組進行。 

2. 每組同學在課堂中必須與他人溝通協調並

且分工合作，決定各項條件，也可使用骰

子、銅板或籤简決定。 

3. 各組討論隊形如何安排並排練。 

4. 發表分享。 

學習目標：  

1.認識現代舞、後現代舞蹈、舞蹈劇場和舞蹈

科技的特色。 

2.賞析現代舞、後現代舞蹈、舞蹈劇場和舞蹈

科技之美。 

3.體驗舞蹈身體的樂趣。 

觀察重點： 

1.是否能在課堂中呈現各舞蹈特色。 

2.學生是否可以體驗到舞蹈身體的樂趣。 
 
二、觀課記錄-學生學習 

重要教學活動 師生互動情形 學生學習樣態描述/記錄 

▲動作發展 

▲動作接龍 

▲隊形安排 

▲討論分享 

 

 

▲教師於課程

中，可以提供給學

生不同的動作發

展，讓畫面變得更

有趣。 

▲學生積極討論動作發展，每位學生都能

發表各自的想法，並展現出個人特色。 

▲經過討論及練習，學生可以呈現出老師

所要求的課堂作品。 

三、觀課記錄-教師教學 

評量項目 

評量等級 

具體意見 
完全

做到 

大多

做到 
尚可 

很少

做到 

沒有

做到 

教學

態度 

1.教學態度親切負責，具有熱誠 

2.事先做好教學準備（含學生課前準

備） 

3.能用和善而適切的語氣引導學生 

  □  □  □  □ 

  □  □  □  □ 

 

  □  □  □  □ 

無 

教學

設計 

1.能擬定具體明確的教學目標 

2.能依據目標設計教學活動 

3.能合理且有效地分配教學時間 

4.教學設計適合學生的能力與需要 

  □  □  □  □ 

  □  □  □  □ 

  □  □  □  □ 

  □  □  □  □ 

無 

表二 

 



教學

技巧 

1.能有效地運用教學資源 

2.能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 

3.能活用各種教學法協助學生學習 

4.能適應學生的個別差異 

5.善用發問技巧並給予適切回饋 

6.隨時對學生的良好表現加以讚美 

7.清楚有效的溝通與表達 

8.能建立有助於學習的教室常規 

9.課程最後會歸納學習重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無 

教學

評量 

1.能妥善安排與指導各類型的作業 

2.善用適切的評量方法與技巧了解 

  學生是否已達成教學目標 

  □  □  □  □ 

  □  □  □  □ 

 

無 

我的學習 

透過學生發展動作，可以看出學生在對自己身體的要求及了解，也可以透過實作課

程聯繫老師及學生的默契，值得於日後課堂中學習。 

 

觀課原則: 
1. 教師公開課堂是為了構築教師間相學習的關係，不是為了評價、比較或建議。 

2. 對授課者願意打開教室，提供其課堂經驗，要心存感謝！ 

3. 觀察者可近距離接觸學生，以便觀察學習樣態，但請避免出聲、交談、指正、參與或詢問等會影響學生學習之作為。 

4. 觀課者之位子不宜阻隔師生間或學生間對話的視線交會。 

5. 觀課的目的不在於觀摩「優秀的課堂」或「完美的教學」，而是以授課者提供的課堂經驗為基礎，進行研討與學習。 

6. 觀課的核心思維：我今天從課堂中學到什麼？ 

7. 請聚焦於「學習」(學生的學習、觀課者的學習)，根據「課堂事實」進行觀課記錄。 

 

 

 

 

 

 

 

 

 

 

 

 

 

 

 

 

 

 

 



彰興國中教師公開授課議課會議記錄表 

公開授課 

年  班 
 9 年 17 班 

公開授課 

教   師 
吳采芳 

公開授課 

科  目 
表演藝術 

公開授課 

日   期 
2023/10/28 

公開授課 

時  間 
11：10- 
11：55 

議課日期 111年 11月 2日(星期三) 議課地點 學務處 

議課教師 簡至均、吳采芳 

議課討論

內    容 

一、教學者心得： 

透過這一次的觀議課可以從他人角度了解課程中的不足，也可以在觀

察其他老師的課程中累積不同教學經驗值。 

二、觀課者心得及建議： 

學生積極表現，課程安排順暢，課程內容得以讓學生展現創意及聯想

力，更可以訓練學生的臨場反應，透過小組活動，可以增進同學間的

默契及感情。 

成果照片 

公開授課照片 議課討論照片 

  

說明：學生們發想動作並編排隊形。 說明：針對課程相互給予建議及回饋。 

*議課(課堂研討) 
1. 議課的時間屬於所有人。以尊重的心對待課堂，尊重授課者、每一個學生，以及參與的每一個人。     

2. 根據「課堂事實」進行省察性的相互學習。 

3. 議課盡量用具體的語言描述(不含個人價值判斷)學生的學習，以及師生互動。最後闡述自己在這堂課中「學到什麼」。 

4. 基於尊重課堂，每一位觀課者都要發言。不評價比較教學優劣或針對教學提出建言。以民主尊重的研討方式進行。 

 

表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