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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信義國民中小公開授課紀錄表 

表 1、說課會談紀錄表 

授課教師 

(含協同) 
吳玉婷 

授教

年級 
六年級 

任教領域 /

科目 
社會 

教學單元 

第二單元  戰後臺灣的 

       政治演變 

第 1 課  政治發展 

說課會談日期 112 年 9 月 25 日 

說課重點: 

一、 課程目標 

1.了解臺灣從戰後到現在，政治局勢的發展與演變。 

(一)核心素養 

社-E-A2 敏覺居住地方的社會、自然與人文環境變遷，關注生活問題及其影響，並思考解決方

法。 

社-E-B1 透過語言、文字及圖像等表徵符號，理解人類生活的豐富面貌，並能運用多樣的表徵

符號解釋相關訊息，達成溝通的目的，促進相互間的理解。 

社-E-C1 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理解並遵守社會規範，參與公共事務，養成社會責任感，尊重

並維護自己和他人的人權，關懷自然環境與人類社會的永續發展。 

(二) 學習表現 

3c-Ⅲ-1 聆聽他人意見，表達自我觀點，並能與他人討論。 

(三) 學習內容 

Aa-Ⅲ-4 在民主社會個人須遵守社會規範，理性溝通、理解包容與相互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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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同時期臺灣、世界的重要事件與人物，影響臺灣的歷史變遷。 

二、學生分析 

1. 學生已了解日治時代下的台灣時空背景，一開始武力抗爭，到和平方式的陳情，後期雖仍受

不平等的對待，但治安良好、工業平穩發展、生活安定，教育普及等各項生活水平均高於中國

大陸。 

2. 學生已了解中國大陸成立民國以來時空背景，歷經軍閥割據、國共內戰、八年抗戰，年年戰

亂，物資匱乏、經濟蕭條、民不聊生。 

三、教師教學預定流程與策略 

【課前準備】 

  1. 課本、習作 

  2. 電子書 

 

【準備活動】 

  1. 課本第 36、37 頁 

  2. 習作第 10、11 頁 

  3. 臺灣光復節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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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活動】 

引起動機——歌曲欣賞：教師播放臺灣光復節歌，引導學生了解戰後初期，民眾期待之心情。 

(二)觀察與發表：教師整理以不同顏色標出中國大陸與台灣兩地重大事件時間軸，讓學生清 
    楚掌握兩地各自時空背景。再讓學生閱讀與觀察課本第 36、27頁課文和圖片，將有因 
    果關係的語詞圈出，學生分組將圈選出來的詞畫成因果圖，請三組學生發表分享並回答 
    下列問題。 

 1. 臺灣、澎湖是在什麼時候脫離日本統治的？(例：民國34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 

 2. 說說看，戰後初期，臺灣民眾的心情轉變為何？(例：戰後初期，民眾歡欣鼓舞迎接中 

    華民國政府的到來，卻因為社會動盪不安，又發生二二八事件，人民的心情轉為失望。) 

(三)悲情二二八：教師參考教師專用課本的補充資料，說明二二八事件發生的背景、過程與結

果，並請學生回答下列問題。 

 1. 二二八事件對日後的臺灣社會造成何種影響？(例：由於政府一連串的措施失當，造成 

    許多社會菁英及無辜民眾傷亡，對日後臺灣政治發展、族群融合產生不良影響。例如： 

    造成本省、外省民眾之間的心結，對於政府的信任感也因此下降。) 

 2. 近年來，政府是如何面對當年所發生的二二八事件？(例：近年來，政府正視事件所造 

    成的傷害，透過公開道歉、賠償受難者家屬、訂定紀念日等措施，希望能撫平歷史的傷 

    痕。) 

 3. 說說看，所居住的縣市是否也有二二八紀念碑或紀念館？(請學生作答。) 

(四)習作配合：教師指導學生完成【第1課習作】第一大題。 

(五)統整：臺灣歷經日本五十年的統治，終於重回祖國的懷抱，但是因為當時政府政策的失 

    當，而引發二二八悲劇，對族群融合產生不良影響，大家應記取二二八事件的教訓，促 

    進民主政治發展與族群融合。 

～第一節結束/共 3節～ 

【總結活動】 

˙教師藉由提問、引導學生回答問題，整理歸納。 

˙請兒童說出戰後初期人民對政治局勢心態的轉變、二二八事件原因與影響。 

四、學生學習策略或方法 

    1. 參與討論 

    2. 畫因果圖 

    3. 兒童聆聽並分享心得 

    4. 撰寫習作 

五、教學評量方式 

    1. 態度檢核 

    2. 共同討論 

    3. 口頭發表   

    4. 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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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觀課紀錄表(會後請交回工作人員) 

授課教師 
(含協同) 吳玉婷 

授教 
年級 

六年級 
任教領域 /
科目   社會 

教學單元 

第二單元  戰後臺灣的 

   政治演變 

第 1 課  政治發展 

教學觀察日期 112 年 9 月 25 日 

層面 指標與檢核重點 

A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學 

A-1 掌握教材內容，實施教學活動，促進學生學習。 
請給燈(畫 1-5顆燈) 
 

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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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臺灣光復節歌聲下，戰後

初期，讓學生發表為何民眾心情歡

欣鼓舞，對政府充滿期待，引發學

生學習動機。 

A-1-2 讓學生閱讀課文 P36、P37，
將有因果關係的語詞圈出。  

A-1-3 學生分組將圈選出來的語

詞畫成因果圖。 

A-1-4 歸納分享學習重點。 

 
 

A-1-2 清晰呈現教材內容，協助學生習得重要概
念、原則或技能。 

A-1-3提供適當的練習或活動，以理解或熟練學習
內容。 

A-1-4完成每個學習活動後，適時歸納或總結學習
重點。 

A-2 運用適切教學策略與溝通技巧，幫助學生學
習。 

請給燈(畫 1-5顆燈) 
 

A-2-1運用適切的教學方法，引導學生思考、討論
或實作。 

A-2-1 老師提問、學生討論，引起

學習動機。 

A-2-2 學生分組發表分享是有效

率的策略。 

A-2-3 老師整理中國大陸與台灣
時間軸對照，以不同顏色明顯區分
兩地重大事件時空背景，幫助學生
學習。 
 

A-2-2教學活動中融入學習策略的指導。 

A-2-3運用口語、非口語、教室走動等溝通技巧，
幫助學生學習。 

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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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給燈(畫 1-5顆燈) 
 

A-3-1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學習成效。 
A-3-1運用分組討論、發表口頭提

問、實作表現及學習態度做為評估

學生學習成效之方法。 
A-3-2 分析評量結果，適時提供學生適切的學習

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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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3根據評量結果，調整教學。 A-3-2 在分組討論及發表的過程

中，教師適時引導與正向回饋。 

A-3-3教師口頭提問藉由學生正確

的答題來釐清迷思。 

A-3-4 運用評量結果，規劃實施充實或補強性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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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給燈(畫 1-5顆燈) 
 

B-1-1建立有助於學生學習的課堂規範。 

B-1-1 注意學生分組討論時是否專

注在議題。 

B-1-1學生須遵守班規，發言前先

舉手。 

 

B-1-2適切引導或回應學生的行為表現。 

B-1-2教師對學生的發言給予加分

鼓勵，增強課堂參與。 

 

B-2安排學習情境，促進師生互動。 

請給燈(畫 1-5顆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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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提供仿照課本例題，讓

學生在課餘時間練習，進而熟練。 

 

B-2-2 營造溫暖的學習氣氛，促進師生之間的合

作關係。 

B-2-2教師鼓勵學生發言，營造師

生正向互動。 

B-2-2學生分組共同討論，樂於與

他人合作解決問題並尊重不同的

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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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議課會談回饋表(會後請交回工作人員) 

授課教師 

(含協同) 
吳玉婷 

授教

年級 
六年級 

任教領域 /

科目 

 

社會 

教學單元 

第二單元  戰後臺灣的 

       政治演變 

第 1 課  政治發展 

會談回饋日期 112 年 9 月 25 日 

與授課教師會談後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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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備課充足，補充時空背景資料完整，講述內容深入淺出，提高學生學習興趣。 

2、 教師用心整理，以不同顏色畫出中國大陸與台灣時間軸，標出重大事件，讓學生 
 能清楚掌握兩地各自時空背景。 

3、 執行獎懲制度，教師對上課專注、有發言的學生給予加分，增強學生課堂參與度。 

4、上課氣氛和諧，學生踴躍發言反應熱絡，掌握到課程重點。 

 

 二、回饋人員的學習與收穫： 

    1、 指導學生畫因果圖分組分享並回答問題，有助於學生進行思考，讓學生清楚掌握 

        學習重點。 

    2、 教師運用獎懲制度利於班級秩序掌控，並口頭讚美表現佳的學生，有助於師生 

        互動和諧。 

3、 學生分組討論時，教師適當管控班級秩序。 

    4、 教學過程，達成學生學習歸納課文的教學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