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藝文領域教學教案 
領域/科目 生活 設計者  彭敏芝 

實施年級 二上 教學時間 40分鐘 

名稱 學校附近的故事 

設計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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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習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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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1 探索並分享對自己及相關人、事、物的感受與想法 
2-I-1 以感官和知覺探索生活中的人事物，覺察事物及

環境的特性。 

4-I-2 使用不同的表徵符號進行表現與分享，感受創作

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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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習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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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3 探究生活事物的方法與技能 

D-I-1 自我與他人關係的認識 

  

  

融入議      

題與其 ◎環 E2    

實質內 ◎安 E4    

涵      

與其他領
域/科目 
的連結 

 

無 

 
教材
來源 

 

◎康軒版生活二上第四主題 

 

 
教學設
備/資源 

 

◎著色用具、圖畫紙 

設計理念 

 

旨在啟發學生對身邊環境的觀察力，並透過繪畫表現技巧，將他們印象深刻的地方呈現出來。

同時，這也是一個促進合作、分享和創造力的活動。 

 



學習目標 

1. 能將因象深刻的人事物，利用各種形式記錄下來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評量方式 

一、課程開場 

引導學生討論：「你們認為學校附近有哪些重要的地方？」 

展示一些照片或插圖，介紹學校附近的一些場所，如公園、圖書

館、商店等。 

5 口語發表

仔細聆聽 

二、觀察與討論 

請學生閉上眼睛，在腦海裡想像從家裡到學校的路線，引導學生

觀察周圍環境，注意建築物、樹木、街道等。請學生分享自己觀

察到的有趣地方。問學生：「你們印象中最喜歡的地方是哪裡？

為什麼？」 

10 口語發表 

三、繪畫 

教導學生一些基本的繪畫技巧，讓學生選擇他們印象深刻的地方，

開始繪畫。鼓勵他們注意細節，表現場所的特色。 

20 繪圖技巧 

四、老師歸納說明與回饋。 
5  

 

～本節結束～ 
  

參考資料  

 



彰化縣埤頭鄉合興國民小學公開授課 

教學觀察/公開授課－公開授課前會談紀錄表 
 

回饋人員 卓俞辰 任教年級 
三、

五 

任教領域 

/科目 
自然、體育 

授課教師 彭敏芝 任教年級 二 
任教領域 

/科目 

生活-藝文、綜
合 

備課社群 卓俞辰、彭敏芝 教學單元 
第四主題：分享學校附近的故

事 

觀察前會談 

(備課)日期及時間 

112 年 09 月 08 日 

11：20 至 12:00 
地點 學校辦公室 

預定入班教學觀察/

公開授課日期及時間 

112 年 10 月 16 日 

8:40 至 9:20 
地點 二甲教室 

一、學習目標(含核心素養、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 

【核心素養】 

C-I-3 探究生活事物的方法與技能 

D-I-1 自我與他人關係的認識 

 

【學習表現】 

1-I-1 探索並分享對自己及相關人、事、物的感受與想法 

2-I-1 以感官和知覺探索生活中的人事物，覺察事物及環境的特性。 

4-I-2 使用不同的表徵符號進行表現與分享，感受創作的樂趣。 

 

二、學生經驗(含學生先備知識、起點行為、學生特性…等)： 

1.學生先備知識： 

 

2.基本生活經驗： 大多數學生已經有基本的生活經驗，能夠識別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場所和事物。 

3.語言能力： 學生具備基本的語言能力，能夠用簡單的語言表達觀察和感受。 

 

4.觀察力： 學生能夠進行簡單的觀察，但可能需要引導和提示，尤其是對於細節的觀察。 



5.好奇心： 學生通常具有強烈的好奇心，對於周圍的事物和場所感興趣。 

6.團體合作： 學生習慣在小組中合作，但可能需要引導以確保每個學生都有參與的機會。 

 

7.多元性格： 學生擁有不同的性格，有些可能較外向，喜歡分享，而有些可能較內向，需要更多

的支持和鼓勵。 

8.創造力： 學生通常富有創造力，透過各種方式表達自己的觀點和想法。 

教學激發： 

 

9.親近感： 學生對於學校周圍的環境應該感到親近，這將有助於他們更主動地參與課堂活動。 

10.連結實際經驗： 教學活動應該儘可能連結到學生的實際經驗，讓他們感到學到的知識是有價值

的且與他們生活相關聯的。 

 

三、教師教學預定流程與策略： 

1.引導性問題： 使用引導性問題激發學生的好奇心，例如「你們認為學校周圍有什麼有趣的事

物？」 

2.小組合作： 透過小組合作的方式讓學生分享彼此的觀察和想法，促進合作和交流。 

3.實地考察： 如有可能，進行實地考察以使學生直接觀察學校周圍的事物，進一步提高他們的觀

察力。 

這樣的學生經驗分析將有助於教師更好地了解學生的特點，並擬定相應的教學策略，以確保課程的

有效進行。 

四、學生學習策略或方法： 

觀察和描述： 

 

學生將學習透過觀察學校周圍的事物，並嘗試用自己的語言描述這些事物。教師可以鼓勵學生使用

形容詞、名詞等詞彙進行描述。 

小組合作： 

 

學生將參與小組合作，與同學分享他們對學校周圍事物的觀察和看法。這有助於學生從不同的角度

瞭解周圍環境，並學習如何有效地與他人協作。 

簡單繪畫： 



 

學生可以通過簡單的繪畫方式表達他們對學校周圍事物的印象。這有助於培養他們的藝術感知和表

現能力，同時擴展他們的表達方式。 

實地考察： 

 

如果條件允許，進行實地考察是一種極具效益的學習策略。學生將有機會親身體驗學校周圍的事

物，進一步加深他們的印象並擴展知識。 

口頭表達： 

 

學生將被鼓勵口頭表達他們的觀察和感受。這有助於提升他們的口語表達能力，同時培養自信心。 

角色扮演： 

 

學生可以透過角色扮演的方式，模擬與學校周圍事物相關的情境。這有助於他們理解不同事物之間

的關聯性，同時培養想像力。 

 

 

 

五、教學評量方式 

是否詳細描述 

 

 

 

 

 

 

 

 

 

 

六、觀察工具(可複選)： 

▓表 2-1、觀察紀錄表 □表 2-2、軼事紀錄表 

□表 2-3、語言流動量化分析表 □表 2-4、在工作中量化分析表 

□表 2-5、教師移動量化分析表 

□表 2-6、佛蘭德斯(Flanders)互動分析法量化分析表 
 

教學目標 評量方式 

1. 探索並分享對自己及相關人、事、

物的感受與想法  

 

專心聆聽 

實作：畫出自己的想法 2. 以感官和知覺探索生活中的人事物，覺察事

物及環境的特性。 

 

4. 學生能自我修正錯誤的筆順。 

 



□其他：  

七、回饋會談預定日期與地點：（建議於教學觀察後三天內完成會談為佳）

日期及時間： 112 年 10 月 20 日 11:20 至 12:00 

地點： 學校辦公室 



 



彰化縣埤頭鄉合興國民小學教師公開授課觀察後 

自我省思與心得整理 

授課老師 彭敏芝 回饋人員 卓俞辰 

教學年級 二年級 

教學單元 第四單元 

 

 

 

 

 

自我省思

與改進 

引入： 引導學生回憶學校附近的地方的部分進行

得還算不錯，學生對於主題有了基本的理解。 

 

探索學校附近： 地圖和插圖的使用有效地吸引了

學生的注意力，讓他們能夠更容易理解和討論附

近的場所。然而，部分學生可能需要更多的引導

來確保他們能夠準確理解地理術語。 

 

小組討論： 學生在小組討論中能夠分享他們的看

法，但需要更多時間以確保每個學生都有機會參

與。未來可考慮使用更具體的問題引導討論，以

確保每個小組都能深入探討。 

 

繪畫技巧教學： 繪畫技巧教學的部分進行順利，

學生對於基本技巧的理解良好。但在示範時可能

要更加強調注意事項，以幫助學生在實際繪畫中

更好地應用這些技巧。 

 

開始繪畫： 學生在開始繪畫時表現出積極性，但

一些學生可能需要額外的支持和指導，特別是對

於那些對繪畫技巧感到較不自信的學生。在此階

段花更多時間提供個別支援可能是有益的。 

 

展示和分享： 學生的展示和分享為課堂帶來了活

力，但可能需要更好的組織以確保每個學生都有

充足的時間展示和分享。同時，更積極地鼓勵同

學之間的互動和提問可能會豐富討論。 

 

總結與回顧： 在總結與回顧部分，確保引導問題

能夠引發深思並促使學生分享更具體的學習體

會，以更好地檢視學生的理解程度。 



 

同儕回饋後

心得 

這堂課的主題引入和繪畫活動能夠吸引學生的興

趣，但可能需要更多的差異化教學和個別指導，

以確保每個學生都能夠參與並理解課程內容。未

來的改進可以包括更清晰的組織和更具體的引導

問題，以促進更深入的學習和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