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開授課∕教學觀察－觀察前會談紀錄表 

授課教師 邱盈嘉 
任教

年級 
五 

任教領域/

科目 
社會 

回饋人員 胡馨方 
任教

年級 
五 

任教領域/

科目 
國語 

備課社群（選填）  教學單元 
第五單元第1課：人們如何適

應不同地形創造所需？ 

觀察前會談 

（備課）日期 
113年12月2日 地點 教師辦公室 

預定入班教學觀察/

公開授課日期 
113年12月3日 地點 五年甲班 

一、學習目標（含核心素養、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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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表現 

1b-III-2   理解各種事實或社會現象的關係，並歸納出其間的關係或規律性。 

2a-III-1   關注社會、自然、人文環境與生活方式的互動關係。 

■學習內容 

Ab-III-3   自然環境、自然災害及經濟活動，和生活空間的使用有關聯性。 

Ca-III-2   土地利用反映過去和現在的環境變遷，以及對未來的展望。 

■學習目標 

1理解板塊運動造就臺灣豐富的地形。（1b-III-2，Ab-III-3） 

2關注臺灣河川與地形的關聯，及其與人們生活的互動關係。（2a-III-1，Ab-III-3） 

二、學生經驗（含學生先備知識、起點行為、學生特性…等）： 

■先備知識：理解台灣之海洋地理位置 

■學生特性：能進行筆記、重點謄寫 

一、引起動機 

1. 教師播放動畫「臺灣島的誕生」，請學生專心觀看。 

2. 問答：臺灣島是怎麼形成的？ 

（菲律賓海板塊和歐亞板塊相互推擠，臺灣島漸漸浮出水面。） 

二、閱讀問答 

1. 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82～83 頁的課文與圖片。 

2. 教師提出以下問題，請學生回答： 

(1) 臺灣島位於什麼板塊的交界處？ 



 

（位於菲律賓海板塊和歐亞板塊交界處。） 

(2) 臺灣島是如何形成的？ 

（因為菲律賓海板塊和歐亞板塊擠壓所造成。） 

(3) 臺灣島大約在什麼時候形成的？ 

（大約在 600 萬年前。） 

(4) 臺灣島受到菲律賓海板塊和歐亞板塊長期的擠壓下形成了什麼？ 

（陸地與山脈。） 

(5) 這兩個板塊至今仍在推擠碰撞嗎？帶來什麼影響？（還在持續推擠及碰撞，導致地震

十分頻繁。）  

(6) 菲律賓海板塊和歐亞板塊持續的擠推壓，除了地震頻繁發生以外，還產生哪些影響？ 

（中央山脈和海岸山脈等地區不斷隆起。） 

(7) 中央山脈和海岸山脈不斷隆起，但為什麼山脈沒有明顯的升高？ 

（因為雨水與河水的侵蝕作用也很強烈，因此山脈沒有明顯升高。） 

(8) 板塊運動造就臺灣有哪些豐富的地形？ 

（有高聳的山地、地勢低緩的丘陵、頂部平坦的台地、被山地圍繞而中間平坦的盆

地、河川沖積的平原，及各種不同的海岸地形景觀。） 

(9) 中央山脈和海岸山脈之間有一條狹長的什麼平原？（花東縱谷平原。） 

三、小組討論 

1. 教師請各組討論「因為板塊擠壓而產生哪些地形？」，並將討論結果記錄在 A4 紙上。 

（因為板塊運動造就臺灣豐富的地形。有河川沖積的平原、被山地圍繞而中間平坦的盆

地、地勢低緩的丘陵、高聳的山地，及各種不同的海岸地形景觀。） 

2. 各組上臺報告討論結果，教師再將答案進行彙整。 

四、統整活動 

教師透過以下問題讓學生自己建構本節課的學習重點： 

1. 臺灣島的誕生與多元的地形是如何來的？ 

（板塊的推擠、碰撞，以及雨水、河水的侵蝕作用。） 

2. 600 萬年前，由於菲律賓海板塊和歐亞板塊長期的擠壓，使得臺灣島浮出海面並造就哪些

豐富的地形？ 

（高聳的山地、地勢低緩的丘陵、頂部平坦的台地、被山地圍繞而中間平坦的盆地、河川

沖積的平原，及各種不同的海岸地形景觀。） 

四、學生學習策略或方法： 

筆記策略 

反覆練習(筆記謄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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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真閱讀課本圖文:觀察 

反覆練習:載具及紙本 

六、觀察焦點（由授課教師決定，不同觀課人員可安排不同觀察焦點或觀察任務）： 

觀察全堂教學活動時學生的在工作中狀況 

七、觀察工具（請依觀察焦點選擇適切的觀察工具，可參考附件「觀察焦點與觀察

工具的選擇」）： 

ITC（在工作中數位觀課工具）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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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12月3日 

地點：教師辦公室 

  

 

 

 

 

 

 



 

 

 

 

 

 

 

 

 

 

 

 

 

 

 

 

 

 

 

 

 

 

 

 

 

 

 

 

 

 

 

 

 

 

 

 

 

 

 

 

 

 



 

 

 

 

 

 

 

 

 

 

 

 

 

 

 

 

 

 

 

 

 

 

 

 

 

 

 

 

 

 

 

 

 

 

 

 

 

 

 

 

 

 



 

 

 

 

 

 

 

 

 

 

 

 

 

 

 

 

 

 

 

 

 

 

 

 

 

 

 

 

 

 

 

 

 

 

 

 

 

 

 

 

 

 



 

 

 

 

 

 

 

 

 

 

 

 

 

 

 

 

 

 

 

 

 

 

 

 

 

 

 

 

 

 

 

 

 

 

 

 

 

 

 

 

 

 



 

 

 

 

 

 

 

 

 

 

 

 

 

 

 

 

 

 

 

 

 

 

 

 

 

 

 

 

 

 

 

 

 

 

 

 

 

 

 

 

 

 



 

表3、公開授課/教學觀察－觀察後回饋會談紀錄表（甲式） 

授課教師 邱盈嘉 
任教

年級 
五 

任教領域/

科目 
社會 

觀課人員 胡馨方 

教學單元 第五單元第1課：人們如何適應不同地形創造所需？ 

回饋會談日期 113年12月3日 地點 教師辦公室 

一、 客觀事實：觀課人員說明觀察到的

教與學具體事實 

紀錄者誤以為在工作中則不必轉換紀

錄，故共 92 筆在工作中誤判為無紀

錄。 

詳如觀察工具 ITC 統計表。 

1. 整體教學時間而言，全體學生專注 

度：專注認真為 94%、尋求協助為

0%、非工作中為 6%。 

2. 以觀察輪次來分析，第 9、 

10 輪學生非工作中比例較高。 

二、 關聯：前述觀察資料與觀察焦點的

關聯（即觀察資料能否回應觀察焦

點的問題） 

經觀察資料的結果，全班整體學習的專注 

度都有 90%以上，第 9、10輪學生非工

作中比例較高，是學生將載具資料謄寫紙

本的教學段落。 

三、 詮釋：授課教師與觀課人員分享公

開授課∕教學觀察彼此的收穫或對

未來教與學的啟發 

觀課教師:無論是講述、教師示範、學

生實作的時間中，學生的專注度都很

高，我觀察到是因為授課教師在教學

模式的律定以及給予時間的適時調整;

其次，學生使用科技載具進行學習，

跟著教學者步驟而聽講、實作，學生

對此有興趣，皆能專心上課。 

四、 決定：授課教師∕觀課人員下次擬

採取之教與學行動或策略（含下次

的觀察焦點） 

1. 授課教師：在下一次的教學觀察，

請觀課教師針對第 9、10 輪非工作中

學生來做觀察，並記錄教師給予的協

助。 

2. 觀課教師：ITC 數位觀課工具便

利，多使用幾次熟悉後將可更利於

觀課進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