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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觀察/公開授課－觀察前會談紀錄表 

 

 

 

 

 

 

 

 

 

回饋人員 一年級張涵雁 任教領域/ 科目 數學領域 

授課教師 三年級詹明展 授課領域/ 科目 數學領域 

教學單元    4-1  認識毫米(mm) 

觀察前會談 (備課) 

日期及時間 

112年10月16日 

10：10 至 10：30 
地點 三甲教室 

預定入班教學觀察/ 

公開授課日期及時間 

112年10月17日 

14：20 至 15：00 
地點 三甲教室 

一學習目標(含核心素養、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 

1. 能認識 1毫米。 

2. 能進行毫米的實測和估測。 

二學生經驗(含學生先備知識、起點行為、學生特性…等)：在2年級時已經認識了公

尺，也能以1公尺為單位進行實測和估測。 

三、教師教學預定流程與策略： 

 1.引起動機：介紹單元首頁的照片，提高學生學習的興趣。 

 2.發展活動：活動1 認識1毫米，活動2 毫米的實測和估測。  

 3.綜合活動：對自己的數學課本進行先估估看，再量量看 

四、學生學習策略或方法：能透過觀察、估測、測量，了解生活中物品的長度。 

五、教學評量方式（例如：實作評量、檔案評量、紙筆測驗、學習單、提問、發表、

實驗、小組討論、 自評、互評、角色扮演、作業、專題報告或其他。）：  

口頭發表、實作表現、態度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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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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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年10月18日 15 ：50 至 16 ：30 地點：三甲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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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課紀錄表 

公開授課教師姓名： 詹明展       班級： 三甲           授課科目：數學 

公開授課日期： 112  年 10 月 17 日       時間：14：20-15：00 

觀察面向 觀察說明 項目 
高度 

有效 
有效 

低度

有效 
無效 

不 

適用 

學生學習工作

專注度 

在初進教室時

快速掃瞄學生

是否專注在工

作上 

專注      

回應      

提問      

小組或同儕活動      

課程決定點 

觀察教師教學

內容，檢核教

師授課內容與

目標是否符合

學生能力指標 

教學

設計 

課程準備      

呈現 

教材內容 
     

善用 

教科書 
     

教學

工具 

教材教具      

教學資源      

教學策略 

觀察教學的實

務，教師所採

用的教學方法

策略及如何幫

助學生達到學

習目標 

內容

呈現 

善用提問      

引導思考      

以問題 

誘發討論 
     

歸納      

師生

互動 

停頓等待      

給予 

適當回饋 
     

激勵學生      

語言

表達 

語調      

音量      

肢體語言      

教室佈置 

從教室環境佈

置中，找到教

學作品或證據 

妥善佈置教學環境      

學生座位安排      

班級經營 
其他值得留意

與強調的地方 

友善的學習氛圍      

掌握教學時間      

學生能遵守常規      

質性描述 

記錄事項 

 

公開授課教師簽章：                      觀課者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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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育德國小112學年度辦理校內公開授課 

☆觀察後議課回饋紀錄表 

公開授課教師：  詹明展    任教年級：   三甲      任教領域/科目：  數學   

 公開授課教學單元： 4-1認識毫米(mm)             

共同議課人員：詹明展  張涵雁                 

觀察後議課回饋 日期：112年10月18日 地點：三甲教室 

請依據觀察工具之紀錄分析內容，與授課教師討論後填寫： 

一、教與學之優點及特色（含教師教學行為、學生學習表現、師生互動與學生同儕互動之情

形）： 

1. 能以學生感興趣的積木，吸引學生目光，引起學習動機。 

2. 能充分利用課本、電子書上的圖片，引導學生觀察、學習。 

3. 教師能引導學生觀察周邊的各種小物品，讓學生對毫米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4. 教師對課程內容能清楚的說明，學生也能對老師的提問作答覆。 

5. 利用實物測量，讓學生更了解毫米。 

二、教與學待調整或精進之處 

（含教師教學行為、學生學習表現、師生互動與學生同儕互動之情形）： 

1.教師可以增加行間巡視次數，更能充分掌握學生學習狀況。  

2.教師講述課程的語調可以再慢一些。 

3.學生發表時，也要注意到其他學生是否專心聆聽。 

 

與會人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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