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 112學年度舊社國小教師公開授課觀課紀錄表(觀課者填寫) 

觀課教師 陳玟蓉 觀課日期 民國 112 年 11 月 20 日 

授課教師 鄭竹均 教學年/班 潛能班 3-6 年級 

教學領域 特殊需求－功能性動作訓練 

教學單元 特殊需求-功能性動作訓練 

教學內容 核心訓練-大瑜珈球應用 

教學觀察 

教學活動 學生表現 

1.暖身+複習上次課程重點 

2.老師示範動作一:跪著抱住大瑜珈球

後放鬆上半身 

3.動作二:抱球後慢慢將身體維持胸下

跟肚皮貼壓在球上+腳打直 

4.動作三:接續動作二後將雙手打開像

老鷹一樣 

5.結合遊戲應用:猜拳、變動作 

6.收操休息。 

因教師先示範動作，再特意說明重點訓練部

位及呼吸的狀態也有請徐生、顧生上台示

範；由學生主動比較不同後座練習，另外黃

生、顧生安排特助老師協助幫忙引導，其他

四位學生由教師按照學習特質安排位置、順

序進行實際練習。 

優點 

1.依據上堂課經驗(能跪趴上大瑜珈球

放開手)銜接當天課程，用身體動作及

請學生示範，確定學生懂教學重點。 

2.鼓勵體能差的學生，也提供身體出

力部位的地方引導，調整其動作姿勢。 

3.針對肢體不便學生旁安排其他顆瑜

珈球、木頭椅子，能讓學生自己決定

找椅子支撐自己不往旁邊摔。 

4.教學中不斷運用口頭提醒、眼神+肢

體的示意。 

1.教師示範應該都有讓學生看懂。 

2.因為空間因素是用輪流示範、演練，較熟

稔後分為一組自己練習組跟教師指導組，因

為即便分組也是輪流練習，可以有充足時間

讓學生輪著玩，也藉機用正向語言幫別人跟

自己打氣。 

3.明確劃分每位學生行動區塊，再藉著核心

球、椅子幫忙，一旦腦麻學生覺得身體無

力，不會發生直摔，而是能夠自己扶著球、

椅子借力使力的保護自己。 

4.明確的提示及輪流練習，可以看出學生都

有確實練習。 



疑惑 

1. 如果在動作能獨自完成的學生，因

為兩兩一組是要讓學生間互相提

醒。 

2. 因為要顧及學生特質及實作，所以

演練的活動跟休息時間要有所區

隔。 

1.對於特殊生兩兩一組互相提醒，有時候就

得過且過完成，但因人力上有一位助理老

師，後來是請助理老師幫忙盯著。 

2.因為人數五位，沒有明訂時間休息跟喝

水，後來採用輪流練習也算是間接讓學生演

練跟休息並行。 

觀課省思 

1.面對平常比較少接觸學生的這些體

能課程，可以看出特教老師的用心規

劃、對學生程度的熟稔度，盡量讓學

生都能在練習中找到樂趣，又在樂趣

中找到教育意義。 

2.一位特教老師要在一節課兼顧多樣

面貌的特教學生，實屬不易，但是因

為是師生關係良好的互動，還有老師

的控場、口頭大力讚美，反而可以發

現到學生確實練習成功又十分投入的

笑容。 

3.不只是特需課程，大人小孩平常也

能多做這些動作放鬆身心，舒展肢體。 

4.要多留意學生的體能，有的孩子稍

微嘗試就會因施力不當而太累，所以

老師教學才會固定安排休息喝水。 

1.學生很投入在練習中，有實際參與感。 

2.老師的分組安排學生能實際跟著練習，被

讚美、指正的時候都有良好互動，會努力嘗

試讓老師教他們。 

3.大休息時學生抱著大球是真的很放鬆、享

受的狀態。 

層

面 
指標與檢核重點 

事實摘要敘述 

(可包含教師教學行為、學

生學習表現、師生互動與

學生同儕互動之情形) 

評量（請勾選） 

優

良 

滿

意 

待

成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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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根據上堂課經驗(能跪趴上大瑜珈球

放開手)抽問並說明延續的其他動作。 

 

A-2-2 老師自己用身體動作及請學生示範，

說明注意事項，並用學生能理解的動物姿勢

(如老鷹、青蛙撥水)來強調重點。 

 

A-2-4 在每次活動動作不確實的學生面前，

一起鼓勵他做得好的地方並讓他重新嘗試

練習+調整其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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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學生肢體動作，用提問問題請學

生思考如何做實際調整並再練習 

A-3-2 肢體不便學生旁有助理教師及椅子，

能夠減輕師長負擔，讓學生自己覺得無力的

時候自己找椅子支撐自己，這個方式很棒。 

A-3-3 不斷運用口頭提醒、眼神+肢體的示

意、課間走動巡視幫助學生完成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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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實作評量、互評、提問、問答等方

法評估學生動作。 

A-4-2 學生動作標準給予適當的讚美及提

醒，並請該名學生示範給全班。 

A-4-3 根據能力不同，分組做動作、安排小

小的遊戲練習，再觀察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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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層

面 
指標與檢核重點 

教師表現事實 

摘要敘述 

評量（請勾選） 

優

良 

滿

意 

待

成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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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有固定的課堂規範，讓學生知道

該做什麼，學生都能完成。 

B-1-2 教師能適當引導學生作動作。 

B-1-2 教師能立即回應學生的行為，優秀

的行為讚美，其他表現也能給學生

立即性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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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適合學習的教學環境。 

B-2-1 老師事先將器具準備好，且也調整

成適合學生力道的狀況。 

B-2-2 老師與學生說話多以正向、鼓勵的

方式，營造溫暖的學習氣氛。 

B-2-2 營造溫暖的學習氣氛，促進師生之間的

合作關係。 

備註： 



1. 專業成長指標可參酌搭配教師專業發展規準 C 層面「專業精進與責任」，擬定個人專業成長計畫。 

2. 專業成長方向包括： 

(1) 授課教師之「優點或特色」，可透過「分享或發表專業實踐或研究的成果」等方式進行專業成

長。 

(2) 授課教師之「待調整或精進之處」，可透過「參與教育研習、進修與研究，並將所學融入專業

實踐」等方式進行專業成長。 

3. 內容概要說明請簡述，例如： 

(1) 優點或特色：於校內外發表分享或示範教學、組織或領導社群研發、辦理推廣活動等。 

(2) 待調整或精進之處：、進行教學行動研究等。 

 

 

 

 

 

 

 

 

 

 

 

 

 

 

 

 

 

 



112學年度彰化縣舊社國小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 

表 3、教學觀察（公開授課）－觀察後回饋會談紀錄表 

授課教師：鄭竹均 任教年級：資源班 3-6 年級_任教領域/科目：國語、數學、特需  

回饋人員： 陳玟蓉  任教年級： 3-6 (選填)任教領域/科目： 英語、自然 (選填) 

教學單元：；教學節次：共 3 節，本次教學為第 2 節 

回饋會談日期： 112 年 11 月 20 日地點： 潛能班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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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教學方面不斷運用口頭、表情姿勢的直接協助、提示，引導每位學生能夠完成
肢體動作的多次練習；另外搭配動作串聯成老鷹並維持 10 秒讓老師幫他拍照，原本不
想嘗試的學生也會為了拍照撐住，是很棒的誘因。教學環境鋪上地墊並將特別需要空
間的孩子們額外拉開距離、獨立 2 片大地墊跟支撐椅子，讓學生能在老師沒有及時注
意但他又需要幫忙的時候就能扶著保持平衡，比起其他時刻可以看到學生較有體力多
次練習挑戰不厭煩。顧生雖然身體不便，但老師能協助提拉衣物撐住重心不偏移，並
妥善運用花生型瑜珈球跟大椅子，顧生的信心大增。 

  另外大部分學生表現都很投入，連較容易畏縮的黃生也可以由老師陪著藉由提拉衣
角調整動作，一開始嘗試失敗數次但經過教師及其他同學打氣，連續成功挑戰 3 次。
謝生協調性、上下肢會直接撲通就趴地、體力不佳但是當天教師讓他多次練習較簡易
的跪地手撐著大球向前走，再慢慢延伸到抱著球放鬆，並大力讚美以提升繼續練習的
動機。有練習到放鬆就讓謝生先維持抱著中型的球(較適合他的身形)看其他同學的動
作，順便休息一下；阿Ｏ曼生是動作快速但是無法維持住動作，也很介意老師說出他
沒做到什麼，所以改為請他聽指令先雙手扶地板，再單手再互換等等，最後老師拍照
要維持老鷹、再給他擺其他動作拍照，雖然跟其他學生不一樣的指令，但是老師想要
教的目標動作都能確實達成；徐生跟劉生排一組反而是穩定練習，還能當幫手去幫同
學撐住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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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本節課的特生數 6 位真的有點多，在整體教學中還好有自閉學生的特教助理
員一同幫忙看顧，學生即便被指派任務但因為特殊生在老師沒有陪著、盯著就是會放
空一會兒，唯獨只有徐生跟劉生排一組因為穩定練習，所以跟老師互動較少，但還好



後來老師有安排他們幫黃生、謝生、阿生撐住球，這時才有同儕互助的氛圍。 

    教學行為上應該也可以擺放玩偶當作示意圖、白板畫圖，也可減少老師教學的負
擔、在能自己練習的學生也能因為自己看、模仿加深練習記憶；教學環境在課程中還
是需要挪開桌椅獲得更大的空間，建議下課時間學生也能跪趴大球上，成為日常紓壓
的方式之一。 

 

三、授課教師預定專業成長計畫（於回饋人員與授課教師討論後，由回饋人員填寫）： 

成長指標 

成長方式 

(研讀書籍、參加研習、觀看

錄影帶、諮詢資深教師、參

加學習社群、重新試驗教

學、其他：請文字敘述) 

內容概要說明 
協助或合

作人員 

預計完

成日期 

A-4 諮詢資深教師 

諮詢詹慧美老師如何根
據上課情形評估結果或
影片跟專團治療師討論
學生訓練目標及強度、
延伸的其他相關活動 

詹慧美老師 

特教助理員 
113.6.30 

（備註：可依實際需要增列表格） 

二、 回饋人員的學習與收穫： 

1.面對平常比較少接觸學生的這些體能課程，可以看出特教老師的用心規劃、對學生
程度的熟稔度，盡量讓學生都能在練習中找到樂趣，又在樂趣中找到教育意義。 

2.一位特教老師要在一節課兼顧多樣面貌的特教學生，實屬不易，但是因為是師生關
係良好的互動，還有老師的控場、口頭大力讚美，反而可以發現到學生確實練習成功
又十分投入的笑容。 

3.不只是特需課程，大人小孩平常也能多做這些動作放鬆身心，舒展肢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