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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教學觀察/公開授課－觀察前會談紀錄表 

回饋人員 
(認證教師) 

胡慕雲 
任教

年級 
六 

任教領域

/科目 
社會 

授課教師 李政宗 
任教

年級 
五 

任教領域

/科目 
社會 

備課社群(選填) 社會領域 教學單元 
     單元三-1  
     豐饒之地 

觀察前會談 
(備課)日期及時間 

    113年 11月 13日 

13：30至 14：00  
地點 社會教師 

預定入班教學觀察/
公開授課日期及時間 

113 年 11 月 19 日 
13：30至 14：10 

地點 社會教室 

學習目標: 
1.了解台灣漁業資源的現況與挑戰。  

2.小小的台灣為何能夠擁有多種魚類。 

3.當漁業資源逐漸枯竭我們要如何面對。 

4.如何幫助台灣漁業永續發展。 
 

二、學生經驗(含學生先備知識、起點行為、學生特性…等)： 

1.透過觀察圖片中的地圖，了解餐桌上的魚從何而來。 

2.了解與自然共存、重視環境教育的重要性。 

 

三、教師教學預定流程與策略： 
【活動四】大海的恩賜 

1.引起動機：以課本圖片舉例，請學生分享在日常生活中餐桌上有哪些食物是                

來自大海，其中哪些是覺得最特別或喜歡的食物。  

2.閱讀與討論：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56～57 頁課文與圖片，並進行以下活動。  

(1)請學生在課文與圖照文字說明中提出需要解釋的名詞。 

(例：西部海域、洄游魚類、養殖漁業、自動化輔助等。) 

(2)教師請學生利用CHORMEBOOK上網搜尋這些名詞的定義，若學生有問題，則協助提出相關的解

釋：  

西部海域：臺灣西部海域為台灣海峽對岸是中國。 

洄游魚類：夏季和冬季的洋流會帶來各種魚群，所以可以捕獲不同的魚種。 

養殖漁業:西部海岸線聚集魚塭養殖烏魚、虱目魚、石斑魚…等。 

自動化輔助:利用現代化科技幫助養殖漁業更方便管理。 

3.討論與分享：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56～57 頁課文與圖片，並回答下列問題。 

 (1)平時要怎麼選擇魚類，才能讓大家都吃的到魚呢? 

(例:減少對遠洋漁業的依賴，強化養殖漁業的管理) 

 (2)發展養殖漁業對當地有何影響？ 



 (例：需要確保環境的可持續性和社會的參與。) 

 

四、學生學習策略或方法： 

    透過資料的查找和舉例，認識台灣漁業的現況和未來。  

五、教學評量方式（請呼應學習目標，說明使用的評量方式）： 

（例如：實作評量、檔案評量、紙筆測驗、學習單、提問、發表、實驗、小組討論、

自評、互評、角色扮演、作業、專題報告或其他。） 
 

1. 參與討論(教師提問)    

2. 提問發表：學生能說出養殖漁業對台灣的影響。     

3. 紙筆評量(回家完成習作 14-15頁)    

六、觀察工具(可複選)： 

表 2-1、觀察紀錄表    □表 2-2、軼事紀錄表 

□表 2-3、語言流動量化分析表  □表 2-4、在工作中量化分析表 

□表 2-5、教師移動量化分析表   

□表 2-6、佛蘭德斯(Flanders)互動分析法量化分析表 

□其他：______________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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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1 日 14：00至 14：30 

地點：社會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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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觀察紀錄表 
回饋人員 

(認證教師) 
胡慕雲 

任教

年級 
六 

任教領域

/科目 
  社會 

授課教師 李政宗 
任教

年級 
五 

任教領域

/科目 
  社會 

教學單元 
單元三-1  
豐饒之地 

教學節次 
共四節 

本次教學為第四節 
教學觀察/公開授課

日期及時間 
113年 11月 19日 

13：30至 14：10  
地點 社會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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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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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文字敘述，至少條列三項具體事實摘要

並對應三個檢核重點） 

A-2-1 教師提問: 請學生說明這兩張圖片的

魚是否看過？ 

A-2-2 教師利用電子書清晰呈現教材內容，

並運用口頭提問。 

A-2-4 教師總結:養殖漁業能提供人們更新

鮮的魚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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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A-3-1 運用適切的教學方法，引導學生思考、討

論或實作。 
（請文字敘述，至少條列二項具體事實摘要

並對應二個檢核重點） 

A-3-1 教師運用電子書教導學生聯想，再讓

學生提問並回饋。 

A-3-3 教師提問:何謂養殖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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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A-4-1 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學習成效。 （請文字敘述，至少條列三項具體事實摘要

並對應三個檢核重點） 

A-4-1 針對課本的核心問題，口頭提問，從

圖片中你觀察到台灣漁業過去與現在的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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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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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4 運用評量結果，規劃實施充實或補強性

課程。(選用) 

化? 
A-4-2 針對學生的回饋，教師發現學生有問

題部份，能再做詳細解說。 
A-4-3 學生經過實作實驗後，學得課本上的

習題，教師增加題目難度讓學生再做思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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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教學觀察/公開授課－觀察後回饋會談紀錄表 

回饋人員 
(認證教師) 

胡慕雲 
任教

年級 
六 

任教領域/
科目 

社會 

授課教師 李政宗 
任教

年級 
五 

任教領域/
科目 

社會 

教學單元 
單元三-1  
豐饒之地 

教學節次 
共四節 

本次教學為第四節 

回饋會談日期及時間 
113 年 11 月 27 日 
13：30至 14：00  

地點 社會教室 

請依據教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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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前讓學生先靜心後才開始上課，使學生更能專注聆聽。 

2.教師讓學生自我探索，讓學生學會發表與分享想法。 

3.教師能運用「你很棒」給予正向鼓勵學生發表，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 

 

二、 教與學待調整或精進之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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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教師讓學生可以多些上網的時間，使學生都能找到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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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授課教師預定專業成長計畫（於回饋人員綜合觀察前會談紀錄及教學觀察工具之

紀錄分析內容，並與授課教師討論共同擬定後，由回饋人員填寫）： 

專業成長

指標 
專業成長方向 內容概要說明 

協助或合

作人員 
預計完

成日期 

C-2-2 
□1.優點及特色 
▓2.待調整或精進之處 

參與教師專業社群，持續對話、
合作、分享與省思，以促進學生
學習成長。 

胡慕雲、李
政宗 113.11.30 

 
□1.優點及特色 
□2.待調整或精進之處 

   

 
□1.優點及特色 
□2.待調整或精進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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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讀書籍或數位文獻、諮詢專家教師或學者、參加研習或學習社群、重新試驗教

學、進行教學行動研究等。 
4. 可依實際需要增列表格。 

四、 回饋人員的學習與收穫： 

1. 老師能運用教學工具，學生學習效果更好。 

2.老師會以統整的方式條列式重點，讓學生有效的學習。 

3. 教師表情肢體親切，聲音清楚明亮，師生互動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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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授課同儕學習活動照片 

（觀課者協助拍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