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新港國小 

 公開授課備課紀錄表 
授課教師：林慧琦﹍﹍﹍    任教年級：二        任教科目：   數學       

單元名稱： 三、幾公分﹍﹍ 

觀課教師：   黃司雅           公開課日期：111.9.19    觀察節次：    第一節    

 

觀察前會談紀錄 

學習內容 學習表現 

N-2-11長度：「公分」、「公尺」。實測、量感、

估測與計算。單位換算。 

 

 

 

n-I-7理解長度及其常用單位，並做實測、估測與

計算。 

教學目標 學生先備經驗/知識 

1.透過操作活動，能使用不同個別單位測量同

一長度的物體。 

2.能理解同一長度使用不同個別單位測量，其

數值不同的原因。 

3.透過白色積木和公分刻度尺，認識 1公分的

個別單位。 

4.能以個別單位描述物件的長度。 

    日常生活中對長、短有初步的認識及辨認何謂

長短的能力。 

教學活動(預定流程與策略) 

【引起動機】 

●搭配動畫引起兒童興趣，並發問布題。 

․待學習完 3-3後，讓學生回顧單元頁的問題並解題。 

․蓋比的積木疊的又快又穩。量量看，疊好的積木高幾公分？ 

․兒童分組討論、發表。如：積木的高有 8個 1公分，是 8公分。 

【活動 1】有多長 

【活動 2】認識 1公分 

教學評量方式 其他記錄事項 

●態度檢核 

●參與討論 

●實作表現 

●專心聆聽 

 

 

 

 

 



附件三：觀課記錄表 

彰化縣新港國小 公開授課觀課表 
授課教師：林慧琦    任教年級：二       任教科目： 數學        

單元名稱： 三、幾公分﹍ 

觀課教師： 黃司雅          公開課日期：111.9.19﹍﹍﹍   觀察節次： 第 1 節  

指標  內          容 
達到程度 

高5  4  3  2  1 低 

備    註 

(事實摘要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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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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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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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運用多元評量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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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B-1-1 建立有助於學生學習的課堂規範。 □ ■ □ □ □ 

B-1-2 適切引導或回應學生的行為表現。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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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營造溫暖的學習氣氛，促進師生之間的

合作關係。 
□ □ ■ □ □ 

 

項 內          容 
達到程度 

高5  4  3  2  1 低 
備    註 

1 設計有效「動機引起」來吸引學生注意力 ■ □ □ □ □  

2 能做適切的課程設計提供優質的教材  □ ■ □ □ □ 

3 
確認學生能「理解」所教授的原理原則或內

容 

 □ □ ■ □ □ 

4 安排及引導「小組討論」有效進行  □ □ ■ □ □  

5 確認學生達成「精熟學習」階段  □ □ ■ □ □  

 



附件四：公開課後專業回饋： 

彰化縣新港國小 公開課專業回饋記錄表 
授課教師：林慧琦﹍    任教年級： 二       任教科目： 數學    

單元名稱： 三、幾公分﹍﹍ 

觀課教師：  黃司雅      公開課日期：﹍111.9.19﹍﹍   觀察節次：  第 1 節       

觀察後回饋會談紀錄

一、教學者的教學優點與特色有哪些： 

   1.聲音清晰。 

   2.善用教具。 

   3.關切學生表情、反應增加互動。 

 

二、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待改變之處： 

    1.教師語速活動進行可再將指令放慢。 

   2.教師可增加行間巡視的次數。 

   3.學生應多把目光看向教師，較易理解教師指令。 

三、這次觀課對我自己教學的啟發是： 

   1.減少學生桌面物品以提高學生專注力。 

   2.低年級學生專注力極為薄弱，隨時跟學生有眼神的確認與等待，對於教學效果  

     甚為重要。 

 

四、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