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 學年度彰化縣湖東國小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 

表 1、教學觀察/公開授課－觀察前會談紀錄表 

教學者 林幸君 任教年級 一年級 任教科目 數學 

教學單元名稱     南一版一下第一單元 數到 100 

教學節次     共 8節     本次教學為第 4節 

觀察者 陳麗玉 觀察時間 
  113  年 3 月 6 日 10：30 

至 11：10 
  

說明： 學生個別練習 說明：學生個別練習 

 
 
 
表 2.公開課-資料整理及省思 

112學年度觀課紀錄表 
 

回饋人員 

(認證教師) 
陳麗玉 

任教

年級 
一 

任教領域/

科目 
數學 

授課教師 林幸君 
任教

年級 
一 

任教領域/

科目 
數學 

教學單元 
南一版一下 

第一單元 數到 100 
教學節次 

共 8 節 

本次教學為第 4 節 

教學觀察/公開授課

日期及時間 

113__年_3_月__6_日 

10：30至 11：10 
地點 一年五班教室 

層

面 
指標與檢核重點 事實摘要敘述 

評量（請勾選） 

優

良 

滿

意 

待

成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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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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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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1 教師用「抓彩色塑膠棍」的方式，引

導學生利用之前學過一一對應比較的方式

來判斷物品的多少。 

A-2-1 藉由操作彩色塑膠棍，生的學習動機。 

A-2-2 教師用彩色塑膠棍呈現題目，並請學

生依據彩色塑膠棍排列逐句列出題目，引導

學生習得位質單位的換算。 

A-2-4 當學生發表後，老師口頭歸納重點，

並讓學生在白板上寫上數字；並隨機出題，

請學生說明做法以檢驗學生是否真的學會

此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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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兩、三位學生表示能一眼得知有多少

根塑膠棒，教師請孩子說明數量後，學生能

修正並講出十個一數的方法。 

A-3-2 教師先讓各組在講台前練習後，隨即

小組合作數數並搶答，，並讓學生上台報告

討論結果。 

A-3-3 教師教學方式活潑、肢體動作豐      

富，並常於組間走動，關注低成就學生學習

狀況，適時予以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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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各組小白板和筆，寫出對應的

數字，並發表。 

A-4-2 學生上台發表，音量太小時，老師會

提醒：「如果可以大聲一點會更好。」 

A-4-3教師發現有些學生的無法將綁成一

束及剩下的彩色塑膠棍，一一對應，於是

給予定位板再試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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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節課堂的 

特色與優點 

一、就教師學習引導  

1.老師的教學流程順暢，先全班觀念講解與任務說明，再分組合作精熟練

習討論，最後全班統整複習。  

2.活動進行中，老師會到各組了解和鼓勵小朋友們的想法與做法，並適時

給予 提示，激發他們有不同的分類方式。   

二、就學生學習動機與歷程  

1.行間指導關照每個學生的學習。  

2.發現學生學習動機持續時間短，學生完成排序、討論、發表應階段確認

完成再繼續進行。  

3.發表時大多數學生能找出同學的優點輔助學習相互關注與傾聽。  

4.學生學習互相協助與討論經驗尚不足，可以多加練習  

三、學生學習結果  

多數學生能將積木排序數數，並能記錄並說明正確的數量。  

觀察者的 

學習與收穫 

老師能結合榮譽制度，請各組同學分享討論的結果，訓練學生專注聆聽、

邏輯思考與表達能力。 

 

表 3.回饋及反思 

112 學年度彰化縣湖東國小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 

公開課-個人自我省思與改進 

1. 自我省思： 

    由「觀課回饋單」的評鑑向度，讓我明白一場成功的教學活動，是需

要用心投入、細心關照多方的面向。例如：A-2-3 提供適當的練習或活

動，以理解或熟練學習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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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個向度我比較不足，有時為了趕進度，就不提

供實作練習給學生，更因為麥克風線的限制，也缺少教室的走動，親近學

生，關注學生做筆記的情形，下一堂課宜多學習改進。 相反地，A-2-2 清

晰呈現教材內容，協助學生習得重要概念、原則或技能這部分獲得觀課老

師讚許，日後授課會繼續秉持這個教學態度。 

2.改進： 

    除上述宜改進部分外，自己另外發現學生發表操作時，因學生個別練

習或分組討論的時間有限，雖然大多數學生能完成操作並理解分裝的基本

概念，但仍有未完成之學童無法專心，或是學習上較為弱勢的孩童，則需

另行補救教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