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彰化縣 埔鹽國民小學 校內公開觀課教學活動設計單 （授課者填寫） 

一、 設計理念 

    藉由課堂上的引導，希望能帶著學生更進一步的熟練並深入理解社會科所要傳達的知識。 

二、 單元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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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活動設計 



領域╱科目 社會領域 實施年級 第三學習階段：五年級 

教學者 陳文夏 節數 總共 3節，120 分鐘 

主題名稱 第三單元第 1課：臺灣為什麼有多元的米食文化？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1b-III-2 

理解各種事實或社會現象的關係，並

歸納出其間的關係或規律性。 

2b-III-2 

理解不同文化的特色，欣賞並尊重文

化的多樣性。 

核心素養 

社-E-B3 

體驗生活中自然、族群與文化之

美， 

欣賞多元豐富的環境與文化內涵。 

社-E-C3 

了解自我文化，尊重與欣賞多元文

化，關心本土及全球議題。 

學習

內容 

Bc-III-1 

族群或地區的文化特色，各有其產

生的背景因素，因而形塑臺灣多元

豐富的文化內涵。 

Cb-III-2 

臺灣史前文化、原住民族文化、中華

文化及世界其他文化隨著時代變遷，

都在臺灣留下有形與無形的文化資

產，並於生活中展現特色。 

議題

融入

說明 

議題╱學習主題 
多元文化教育／文化差異與理解 

多元文化教育／跨文化的能力 

實質內涵 
多E4 理解到不同文化共存的事實。 

多E6 了解各文化間的多樣性與差異性。 

與其他領域／科目的連結 

綜合領域 

Cc-III-3生活在不同文化中的經驗和感受。 

自然領域INf-III-4人類日常生活中所依賴的經濟動植物及栽培養殖的方法。 

學習目標 

1.了解臺灣的稻米發展與自然環境、族群遷移發展有密切關係。（1b-III-2，Bc-III-1） 

2.發覺臺灣米食融合不同族群或地區，發展出多元的文化特色。（2b-III-2，Cb-III-2） 

3.探究臺灣米食與國外交流的轉變，及面對困難時的轉機發展。（1b-III-2，Cb-III-2）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 

目標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教學 

時間 
學習評量 備註 

48～49 

 

活動一、臺灣水稻的耕種發展（40 分鐘） 

壹、學習目標 

1.了解臺灣的稻米發展與自然環境、族群遷移發展有密切關

係。 

 

   



 貳、學習過程 

一、引起動機 

1.教師播放影片「水稻的一生，一粒米的旅行」。 

影片網址：https://youtu.be/pq-

drU0tCmI?si=0vMOIJRbfsJ5Wubt 

2.根據影片內容討論： 

(1)水稻的一生，會經歷哪些重要的階段？ 

（選種、育秧、整地、插秧、灌溉、補秧、施肥、晒田、病

蟲害防治、割稻、晒穀、碾米。） 

(2)水稻從種植到收成，大約需要多少的時間？ 

（稻米的成長約需要100多個日子，過程需要許多天候、人為

要素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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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49 二、閱讀課文 

1.教師請學生閱讀課本第48～49頁的課文與圖片。 

2.教師引導學生進行討論： 

(1)影響臺灣水稻耕種發展的因素有哪些？ 

（氣候環境、地形條件、水利設施、品種改良、土地政策等。） 

(2)臺灣有哪些重要的自然環境條件適合種植水稻？ 

（臺灣夏季高溫多雨的氣候，加上盆地、平原等有利灌溉的

地形，很適合水稻生長。） 

(3)臺灣稻米為何在清帝國時期就能夠成為出口貿易的作物？ 

（透過興建水利設施，擴展農田與提高產量。） 

(4)從氣候資料分析，為何臺灣適合種植水稻？ 

（從平均氣溫雨量圖，可看出臺灣夏季無論南北皆高溫多

雨，溼熱氣候有利於水稻生長。） 

(5)從地形資料分析，為何臺灣適合種植水稻？ 

（臺灣有腹地廣大且地勢平坦的平原。） 

(6)從水利建設資料分析，為何臺灣適合種植水稻？ 

（清帝國時期和日治時期來臺開墾的移民，修建水圳或水

庫，對水稻種植影響深遠。） 

(7)日治時期，日本人引進新的水稻品種，研發出何種今日臺灣

耕種範圍最廣的米？ 

（蓬萊米。） 

(8)漢人種植的在來米和日本人研發的蓬萊米，有何差異呢？ 

（漢人種植的在來米吃起來感覺比較硬，因此多用於米食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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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 

目標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教學 

時間 
學習評量 備註 



 工。日本人研發的蓬萊米，口感較為Q彈、香甜，成為今日多

數民眾食用的白米飯。） 

(9)中華民國政府來臺後，推動什麼政策讓農民能擁有自己的

農田？ 

（實施土地改革政策。） 

3.教師以課本第49頁「民國37～46年臺灣稻米產量圖」，指導

學生閱讀折線圖表，了解臺灣稻米的產量變化。 

(1)橫軸代表年分；縱軸代表稻米產量（十萬公噸）。 

(2)請觀察各年分稻米產量增減的情況。 

（稻米從民國37年起持續成長，只有在民國44年產量突然下

降，推測當時可能發生一些問題。） 

(3)說說看，可能是哪些原因造成稻米產量成長？ 

（農民擁有自己的土地、耕種技術提升等。） 

 

   

 三、小組討論 

1.透過小組討論整理出影響臺灣水稻耕種發展的因素。 

2.各組學生以海報紙呈現，並將內容以T表方式整理： 

臺灣的水稻耕種 

影響因素 臺灣條件 

氣候 
從平均氣溫雨量圖，可看出臺灣夏季無論南北皆高溫

多雨，溼熱氣候有利於稻米生長。 

地形 
臺灣有腹地廣大且地勢平坦的平原、盆地，適合耕作

稻米。 

水利設施 
清帝國時期來臺開墾的移民，合力修建水圳，對西部

平原的稻米種植影響深遠。 
 

3.各組學生輪流上臺分享，其他組別可提出問題或補充說明。 

4.教師針對各組學生分享給予回饋，並進行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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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統整活動 

教師透過以下問題讓學生自己建構本節課的學習重點： 

1.臺灣水稻發展，受到哪些自然環境與人為因素影響？ 

（自然環境：氣候、地形；人為因素：水利設施、品種改良、

土地政策等。） 

2.為什麼水稻能成為臺灣最重要的農產品之一？ 

（臺灣有適合種植水稻的條件，發展至今有穩定的量能供日常

食用及加工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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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學成果與省思 

 附件 3 

彰化縣 埔鹽國民小學 公開觀課活動照片（觀課者拍攝） 

授課教師 陳文夏 班 級 五年甲班 

教學領域 社會 教學單元 第三~1 單元 

教學日期 113 年 4 月 29 日 第 6 節   

 

  

說明： 老師利用電子書進行教學。 說明： 學生認真聽講及互動。 

  

說明： 學生認真聽講。 說明：學生認真聽講及抄寫筆記 



附件 4：公開觀課紀錄表-表 1 

112 學年度彰化縣埔鹽國小  校內公開觀課 
觀察前會談紀錄表 

授課教師 陳文夏 
任教
年級 

五年
級 

任教領域
/科目 

社會 

觀課回饋人員 翁子岳 
任教
年級 

一年
級 

任教領域
/科目 

台語 

觀察前會談 

(備課)日期及時間 

113 年 4 月 26 日 

12:40 至：13:20 
地點 教師辦公室 

預定入班教學觀察/

公開授課日期及時間 

113 年 4 月 29 日 

14：20 至 15：00  
地點 4-4 教室 

一、學習目標(含核心素養、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 
1.了解臺灣的稻米發展與自然環境、族群遷移發展有密切關係。（1b-III-2，Bc-III-1） 

2.發覺臺灣米食融合不同族群或地區，發展出多元的文化特色。（2b-III-2，Cb-III-2） 

3.探究臺灣米食與國外交流的轉變，及面對困難時的轉機發展。（1b-III-2，Cb-III-2） 

二、學生經驗(含學生先備知識、起點行為、學生特性…等)： 
1.學生能了解自己的家鄉物產。 

2.能觀察臺灣的地形地貌。 

三、教師教學預定流程與策略： 
教師帶領學生了解本單元重點，並協助統整，讓學生更深入理解其觀念。 

四、教學評量方式 
1.口頭評量 
2.態度評量 
3.綜合評量 
五、觀察工具(可複選或擇一)： 
表 2-1、觀察紀錄表 □表 2-2、軼事紀錄表 

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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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年 5 月 2日 12:00 至 12:40 
地點：_辦公室 

 



附件 4：公開觀課紀錄表-表 2-1 
112 學年度彰化縣埔鹽國小  校內公開觀課 

觀察紀錄表 (觀課回饋者填寫) 

觀課回饋人員 翁子岳 
任教
年級 5 年級 

任教領域
/科目 社會 

授課教師 陳文夏 
任教
年級 5 年級 

任教領域
/科目 社會 

教學單元 第三~1 單元 教學節次 
共 3節 

本次教學為第 1節 

教學觀察/公開授課
日期及時間 

113 年_4 月 29 日 
14:20 至 15:00 地點 4-4 教室 

層
面 指標與檢核重點 教師表現事實摘要敘述  

A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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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3 老師提問時學生能踴躍發言；各組討 
論時，學生對於議題能熱烈參與討論。  
A-2-4 教師提問學生回答後，老師能複述學 
生發言內容並統整；本節課最後老師歸納學 
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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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3 提供適當的練習或活動，以理解或熟練
學習內容。 

A-2-4 完成每個學習活動後，適時歸納或總結
學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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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2 教師透過提問、觀察、小組討論等， 
變化教學活動以維持學生學習動機。  
A-3-3 學生進行分組討論時，教師於五個小 
組間走動，並適時提出問題引導引導討論。 

A-3-2 教學活動中融入學習策略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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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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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4-1 教學中融入口頭分享、分組討論報告 
等多元評量方式，評估學生學習成效。 

A-4-2 分析評量結果，適時提供學生適切的學習
回饋。 

A-4-3 根據評量結果，調整教學。 

A-4-4 運用評量結果，規劃實施充實或補強性課
程。(選用) 

B 

班 

級 

經 

營 

與 

輔 

導 

B-1 建立課堂規範，並適切回應學生的行為表現。 

B-1-1 建立有助於學生學習的課堂規範。 B-1-1 分組討論時，學生能遵循老師的引導 
討論發表，並專注地聆聽其他報告。。 

B-1-2 適切引導或回應學生的行為表現。 

B-2 安排學習情境，促進師生互動 

B-2-1 安排適切的教學環境與設施，促進師生互
動與學生學習。 

B-2-1 學生能共同討論、相互分享，增加學 
生彼此的互動及提升學習的動機。 

B-2-2 營造溫暖的學習氣氛，促進師生之間的合
作關係。 

 



附件 4：公開觀課紀錄表-表 3 
112 學年度彰化縣埔鹽國小  校內公開觀課 

觀察後回饋會談紀錄表 

回饋人員： 翁子岳   任教年級： 5(選填)任教領域/科目：社會 (選填) 

授課教師：  陳文夏   任教年級：5 年級__任教領域/科目：社會    

教學單元：；教學節次：共 3 節，本次教學為第 1 節 

回饋會談日期：113 年 5 月 2 日下午 12:40-13:20 地點： 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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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老師上課時說話正向，語氣溫和態度堅定。 
2. 老師黑板內容豐富，板書端正。 
3. 生動活潑有動，有效吸引學生注意力。 

 
二、 教與學待調整或改變之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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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易把焦點放在少數學生身上。 

 
三、 回饋人員的學習與收穫： 

1. 課程緊湊無冷場。 
2. 學生均能投入課程進行。 

 
四、授課者省思(學習目標達成情形)或心得回饋 

1. 在進行課程總複習時，內容難免較為乏味，應更加注意每個學生的投入狀況， 
2. 往後會提醒自己注意。 
3. 在整理重點筆記時，希望能更系統化，增進學生理解力及記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