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1、公開授課∕教學觀察－觀察前會談紀錄表 

（觀察前會談由授課教師主導並填寫紀錄表，或邀請觀課人員記錄。） 

授課教師 

（主導的教師） 
李欣怡 

任教

年級 
一 

任教領

域∕科

目 

數學 

觀課人員 黃微喻、鄭雅云 

備課社群（選

填） 
一年級 教學單元 第九單元 讀鐘錶 

觀察前會談日期 112年_12月_5_日 地點 一乙教室 

一.課程脈絡 

1. 學習目標： 

能認識時鐘鐘面結構並正確報讀「幾點

鐘」。 

2. 核心素養: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數-E-A3能觀察出日常生活問題和數學的

關  

聯，並能嘗試與擬定解決問題的計畫。在

解  

決問題之後，能轉化數學解答於日常生活

的 

應用。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數-E-B1具備日常語言與數字及算術符

號之間的轉換能力，並能熟練操作日常

使用之度量衡及時間，認識日常經驗中

的幾何形體，並能以符號表示公式。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數-E-C2樂於與他人合作解決問題並尊重

不同 

的問題解決想法。 

●布題四：填填看，說說看。 

․麥斯上午幾點鐘在搭捷運？ 

․兒童觀察圖片，說出麥斯上午 8點鐘在

搭捷運。 

․麥斯什麼時候在逛動物園？ 

․兒童觀察圖片，麥斯中午 12點鐘在逛

動物園。 

․麥斯什麼時候在搭纜車？ 

․兒童觀察圖片，說出麥斯在下午 5點鐘

搭纜車。 

․教師提問：你是在什麼時間做這些事

的？記得告訴我們是上午、中午還是下

午。 

․兒童根據經驗，說出起床、刷牙、吃

飯、睡覺……的時刻，並能使用「上午

幾點鐘」、「中午幾點鐘」和「下午幾

點鐘」的詞語來描述事件發生的時刻。 

●布題五：拿出時鐘，撥出 11點鐘。 

․引導兒童將時鐘撥到 11點鐘。 

․教師再布題。 

․轉到 12點鐘，說說看，長針指在哪

裡？短針指在哪裡？ 



（三）學生先備經驗： 

學生已能利用故事與生活經驗結合，辨

識與說明事件發生的先後順序與時間長短 

(四)學習內容； 

第二節 

【活動一】幾點鐘 

引起動機 

運用繪本故事:慌張先生 

導入如何知道要甚麼時間上學。 

●布題一：怎麼知道要上學了？ 

․兒童分組討論、發表： 

①可以看時鐘。 

②可以看自己戴的手錶。 

●布題二：說說看，鐘面上有什麼？ 

․教師讓兒童觀察圖片中的時鐘和教室裡

的時鐘，引導兒童發現鐘面上有長針、

短針和刻度，有 1、2、3……12 的數

字。 

․鐘面上是幾點鐘？ 

․兒童觀察圖片，說出長針指在 12，短

針指在 7，讀作七點鐘或七點。 

․看看教師手上的時鐘，長針指在哪裡？

短針指在哪裡？這是幾點鐘？ 

․教師將時鐘撥到 7點鐘，請兒童觀察教

師手上的時鐘，說出長針指在 12，短

針指在 7。 

․這是幾點鐘？ 

․請兒童說出，時鐘的時間是七點鐘。 

●布題三：你看過數字鐘嗎？七點鐘在數

字鐘上怎麼表示？ 

․兒童分組討論、發表。如：用數字鐘的

形式記錄成。 

․兒童將時鐘撥到 12點鐘，引導兒童說

出長針、短針都指在 12。 

․教師手上的時鐘是幾點鐘呢？用你手上

的時鐘撥出來。 

․兒童先說出幾點鐘，再仿照時鐘撥出特

定的時刻，反覆練習。 

․寫出教師的時鐘是幾點鐘。 

․兒童寫出鐘面上的時刻。 

●完成習作第 81頁。 

～課程結束～ 

(三)教師教學預定流程與策略 

  活動一:能認識時鐘及數字鐘的鐘面結構

及能正確 報讀鐘面上「幾點鐘」的時

刻。 

活動二:能對照時鐘和數字鐘的時刻，並

理解生活中常見時間工具呈現方式。 

活動三:能根據情境正確報讀生活事件發

生的時刻。 

活動四:能認識與應用上午、中午及下午

等日常時間用語報讀「幾點鐘」。 

(四)學生學習策略或方法 

   口頭發表、實作 

（五）教學評量方式： 

1.課堂問答 

2.實作表現 

3.完成習作 

二.觀察焦點（由授課教師決定，不同

觀課人員可安排不同觀察焦點或觀察

任務）及觀察工具（請依觀察焦點選

擇適切的觀察工具）： 

●針對課程設計與教學，觀察學生上

課的參與情形和學習情況 。 

 



3. 觀課相關配合事宜： 

（一）觀課人員觀課位置及角色（經授課教師同意）： 

1. 觀課人員位在教室□前、□中、☑後（請打勾）。 

2. 觀課人員是 ☑完全觀課人員、□有部分的參與，參與事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拍照或錄影：□皆無、□皆有、□只錄影、☑只拍照（請打勾）。 

備註：拍照或錄影，如涉及揭露學生身分，請先徵求學生及其家長同

意，同意書請參考附件「觀察焦點與觀察工具的選擇 

。 

（二）預定公開授課∕教學觀察日期與地點： 

1. 日期：__112 年_12_月__8_日__10 時__30_分 

2. 地點：__一年乙班教室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回饋會談預定日期與地點： 

（建議於公開授課∕教學觀察後三天內完成會談為佳） 

1. 日期：_112_年__12 月_8_日__13___時__30_分 

2. 地點：____一年乙班教室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表 3、公開授課∕教學觀察－觀察後回饋會談紀錄表 

（觀察後回饋會談由授課教師主導並填寫紀錄表，或邀請觀課人員記錄。） 

授課教師 

（主導的教師） 
李欣怡 

任教

年級 
一 

任教領域∕科

目 
數學 

觀課人員 黃微喻、鄭雅云 

備課社群（選

填） 
一年級 

觀察後會談日期 112年_12月_8_日 地點 一乙教室 

一.觀課人員說明觀察到的教與學具體

事實 

1.教學流程緊湊流暢：  

引起動機:利用(慌張先生)繪本影片

引起學生興趣,讓學生更專注於課

堂,銜接到課本內容。 

發展活動:教師先從學生生活經驗提

問，引導孩子觀察鐘面,並補充相關

知識。 

歸納活動:從課本轉換到小時鐘操

作，學生能依照老師給的情境操作

時鐘,教學流暢,學生專注度學習。 

2. 教師備課充份，內容豐富，讓孩

子能學習專注，並達到教學目標。 

 

二.前述觀察資料與觀察焦點的關聯

（即觀察資料能否回應觀察焦點的問

題） 

有回應觀察焦點 

三.授課教師與觀課人員分享公開授課∕教學觀察

彼此的收穫或對未來教與學的啟發 

    教師口條清晰,指令清楚,孩子能跟上節奏,

也樂在學習。在概念的補充與預告:三年即可回

答下午五點(鐘)；小時鐘蓋子掉了不用緊

張……，可以語氣平穩地講課,學生專心學習。 

 

四. 授課教師∕觀課人員下次擬採取之教與學行

動或策略（含下次的觀察焦點） 

 

1.添購簡報筆 此次觀課時，教師使用了簡報

筆，有助於 教師行間巡視，不用受限於電腦位

置或螢 幕，對課堂教學進行時有益。 

2.看影片之前可先給學生任務,有助孩子更聚焦

影片結合課程的重點。 

3.故事繪本引導至課程內容可再多加說明: 

◎有人有上學遲到過嗎?跟慌張先生一樣慌張嗎? 

◎慌張先生是因為看不懂時間才慌張遲到嗎? 

更符合課程內容。 



4.小時鐘可更換不易解體分離的教具,讓課程能

進行的更順利。 

教師自我省思與改進 

    引進繪本慌張先生影片,是想引起學生更專注學習,與銜接課程內容讀鐘錶,但沒給

學生觀賞影片任務,之後也沒能把故事與課本內容座橋梁銜接上,日後可再多修正。教

具的操作狀況需再改進,使用不易壞的小時鐘,避免學生學習過程中斷。最後寫習作應

多巡視學生答案,掌握學生學習吸收狀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