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開課-資料整理或省思 

教學者 王慧卿 任教年級 一年四班 任教科目 本土語言 

教學單元名稱 鳥仔 

教學節次 共 4節     本次教學為 第 2節 

觀察者 賴富國 觀察時間 112年 11月 14日 13:30至 14:10 

  

說明：貓仔要如何表演呢？(叫聲+動作) 說明：請學生到台前表演(鴨仔)，其他 

      學生猜猜看這是什麼動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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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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出動物玩偶引起動機，學生充滿好奇的問：「那是狗嗎？、

（那是豬」…」、「我家有養喔！…」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的討

論著，甚至有學生模仿起動物的叫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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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動物圖卡(豬、狗、貓…)先示範各種常見動物的名稱及模

仿此種動物的叫聲。                                                            

A-2-3 提供適當的練習或活動，
以理解或熟練學習內
容。 

拿出動物圖卡透過記憶大考驗遊戲，兩人為一組將圖卡一起

拿出複習後，一人先出題另一人回答且翻出圖卡，是否正確

呢？最後統計誰得到的分數比較多。                                                   

A-2-4 完成每個學習活動後，適
時歸納或總結學習重點。 

老師在最後發出動物叫聲、模仿動物的動作，請孩子回答出

這是什麼動物的閩南語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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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律動及模仿動物的叫聲，適時請學生分享自己對這種動

物的舊經驗，並加長語句的練習。                                        

A-3-2 教學活動中融入學習策
略的指導。 

利用動物圖卡遊戲學習策略，透過模仿聲音或動作讓大家猜

一猜，換學生出來出題請大家猜猜，加深學生的印象及能正

確念出閩南語的讀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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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運用口語鼓勵學生說得很好，也會在教室走動注意學生

在兩兩一組互動時活動狀況，並適時給予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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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動物圖卡讓學生猜一猜及記憶大考驗遊戲，透過此方式

來了解學生是否會正確地唸出動物的閩南語名稱。    

A-4-2 分析評量結果，適時提供
學生適切的學習回饋。 

根據學生對同學所表現出來的行為猜猜是什麼？再看看其他

學生的反應，適時提供回饋，讓表演者知道自己表達是否有

誤。                                                 

A-4-3 根據（課堂）評量結果，
（適時）調整教學。 

在猜猜是什麼動物的遊戲過程中，太熱絡了大家你一言我一

語回答，還有此起彼落的模仿聲，聲音越來越大聲，此時老

師適時馬上改變方式，學生才慢慢靜下來等待。                                   

本節課堂的 

特色與優點 

1.老師準備了動物圖卡、影片及律動很符合主題，讓學生很快認識這些動

物的閩南語名稱。 

2.老師與學生的互動很熱絡，學生樂在其中且課程中充滿了笑聲，很歡

樂。 

觀察者的 

學習與收穫 

課前充分的準備(教材、圖片)使教學更流暢，時間的掌握很精準且活動流

程很順暢，在觀察的角度來說，發現孩子們在表演的過程中比較像玩樂的

樣子，透過表演、模仿學生更快加深印象，值得學習。 



個人省思 

    分享介紹動物時，發現孩子眼睛一亮就開始七嘴八舌的分享自己餵牛的經驗…可見這和孩子

的生活經驗息息相關，對孩子而言再熟悉不過，且在分享的過程中孩子也欲罷不能分享自己和其

他動物相處的經驗，只是換成台語時，孩子一時間沒馬上轉換過來，但是加上動作或聲音的模仿

時，似乎更快融會貫通，請學生透過在台上用表演的方式，讓其他同學猜猜時，我發現平時比較

害羞的孩子這次居然十分積極參與活動！ 真是太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