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3  學年度彰化縣僑愛國小公開授課 

表 1、教學觀察/公開授課－觀察前會談紀錄表 

回饋人員 楊淑芬 
任教

年級 
三 

任教領域/

科目 
社會 

授課教師 吳松勳 
任教

年級 
四 

任教領域/

科目 
社會 

備課社群  教學單元 家鄉的節慶與禮俗 

觀察前會談 

(備課)日期 
113 年 12 月 06 日 地點 行政辦公室 

預定入班教學觀察/

公開授課日期 
113 年 12 月 11 日 地點 四甲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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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體驗生活中自然、族群與文化之美，欣賞多元豐富的環境 

                      與文化內涵。 

    學習表現：1a-II-2  分辨社會事物的類別或先後順序。 

    學習內容：Bc-II-1  各個族群有不同的命名方式、節慶與風俗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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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每一次過年、過節時，曾經和家人一起進行的慶祝方式。 

    起點行為：在課程內容介紹後，除了自己的國家，也認識其他地方的文化。 

    學生特性：在現代的過年、過節習俗，和父母親、祖父母的兒時，是否有相同 

              或不同的年節禮俗及慶祝方式。 

三、教師教學預定流程與策略： 
 

教學流程 預定策略：說明與提問 預定答案 

學習目標 體認傳統節慶活動對人們生活的影響。  

學習過程 

(一)引起動機 

  你最喜歡農曆新年的哪個活動？ 

  為什麼？ 

（依學生實際情形作答） 

學習過程 

(二)閱讀問答 

 ⒈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70 至 71 頁。 

 ⒉教師提出以下的問題，請學生回答： 

   ⑴除夕是哪一天？ 

     除夕當天人們會做哪些事？ 

 

 

   ⑵春節是哪一天？ 

     人們會怎麼慶祝春節的到來？ 

 

 

除夕是農曆一年中的最後 

一天，許多人會在除夕夜 

與家人團聚吃年夜飯，也 

有貼春聯、發壓歲錢的習 

俗。 

春節是農曆新年的開始， 

人們會到寺廟祈求新的一 

年平安順利，或拜訪親友 

、互道恭喜。 

 



學習過程 

(三)補充教材 

 ⒈教師導讀繪本《走，去迪化街買年貨》 

   ⑴介紹課程內容相關之農曆新年的習俗 
   ⑵配合繪本內容說明時代的變遷和演進 
 ⒉教師提出以下問題，請學生回答： 

   ⑴你知道什麼是辦年貨嗎？ 

     年貨包括了哪些東西？ 

 
 
 
   ⑵你看過有哪些是零食類的年貨？ 

 

 

   ⑶你有跟著家人一起出們買過年貨嗎？ 

     去了哪些地方？ 

 

 

 

 

 

昂貴的如：鮑魚、海參、 

魚翅、牛肚……等。 

常見的如：烏魚子、肉乾 

、香菇、干貝……等。 

 

瓜子、開心果、糖果、小 

餅乾……等。 

 

菜市場、年貨大街、大賣 

場、雜貨店……等。 

學習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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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農曆除夕和春節通常如何慶祝？會做哪 

   些事？ 

 

 ⒉辦年貨最常見的是哪些食物？ 

 

 

貼春聯、吃年夜飯、發壓 

歲錢、到寺廟祈福…等。 

 

烏魚子、魷魚絲、肉乾、
瓜子、糖果等。 

  

四、學生學習策略或方法： 

  ⒈依教師提出的問題，回答自己曾經體驗的農曆新年習俗。 

  ⒉聆聽在補充教材裡出現的年貨種類和品項，依自己的熟悉程度給予回應。 

  ⒊聆聽教師說明傳統過年南北貨製造和買賣的成因，懂得理解和分析。 

  ⒋能夠體認農曆過年的文化體驗，並懂得文化傳承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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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提問：教師依據內容提問後，學生依題意進行回答。 

  ⒉發表：年貨食物品嚐體驗，學生發表食用後的感覺，及過往年節的經驗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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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年 12 月 12 日 

地點：教師辦公室 
 







表 3.  113 學年度彰化縣僑愛國小觀察後回饋會談紀錄表 

回饋人員 楊淑芬 
任教

年級 
三 

任教領域/

科目 
社會 

授課教師 吳松勳 
任教

年級 
四 

任教領域/

科目 
社會 

教學單元 家鄉的節慶與禮俗 教學節次 
共 1 節 

本次教學為第 1 節 

回饋會談日期 113 年 12 月 12 日 地點 行政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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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教學行為 

 

⒈課堂秩序 

  ⑴老師以明確的指令，請學生「桌面保持乾淨」，以達到上課的 

    學習成效。 

  ⑵老師請學生舉手發言，維持班級上課規範。 

  ⑶老師適時鼓勵回答的學生，並以加分機制引導學生課堂秩序。 

  ⑷老師用輕鬆、詼諧的語氣帶動課堂氣氛，學生仍可以維持課堂 

    秩序。 

⒉教材延伸 

  ⑴運用《走，去迪化街買年貨》這本繪本，延伸課程主題。 

  ⑵應用繪本內容，以故事方式連結課程主題，配合節慶圖片有效 

    的引起學生動機。 

  ⑶引導學生進入主題，再以繪本 ppt 的方式，完整呈現教學主題 

    與內容，ppt 裡面的圖片非常清楚，有：葵瓜子、瓜子、龍眼 

    乾、鱈魚香絲、腰果…等年節會準備的年貨，引起學生互動討 

    論，清楚的讓學生知道年貨有哪些東西。 

  ⑷以實際的乾貨食品，讓學生在課堂上嘗試、品嚐食物的滋味， 

    以行動的方式更能讓學生印象深刻。 

⒊教學進行 

  ⑴老師提問：學生最喜歡農曆新年的哪個活動？因為貼近生活經 

    驗，學生注意力提高。 

  ⑵老師依據討論後的主題內容，再加以補充說明。 

  ⑶對於各個地區的「新年」風俗習慣介紹並統整，例如：歐美的 

    「聖誕節」等同於華人的「農曆新年」。 

  ⑷老師以抽問抽答的方式，總結課堂主題，並介紹其他國家的文 

    化差異，了解文化內涵。 
 



學生學習表現 
⒈老師以圖片及故事敘述引導提問，學生能一一回答。 

⒉老師引導學生，實際動手剝殼、去殼體驗並享受過程。 

師生互動與 

學生同儕互動 

⒈老師提問：在農曆新年，除了吃的年貨，還會準備什麼？ 

  學生直覺回覆：領紅包，吃團圓飯，用實際參與的生活經驗回答 

  並進行討論。 

⒉採用主題式口語討論，學生思考其問題、並一一回饋後，全班再 

  進行討論。 

⒊老師拿著實際的年貨食品，走到學生旁邊，讓學生一一看清楚食 

  物的形狀及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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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教學行為 

老師可以再個別觀察同學的個人飲食方式，例如：有一位同學因為 

不熟悉葵瓜子，所以整個放到口中咀嚼，因此覺得不好吃，後來經 

過老師的說明後，這位同學才清楚明白。 

學生學習表現 

老師可以再衡量每位同學的發言次數和內容，可以用「機會均等」 

或「同學輪流」的原則，藉此鼓勵較少發言的同學多多參與，也讓 

學生們學習調整上課的適度發言習慣。 

師生互動與 

學生同儕互動 

這一堂課沒有實施同學分組，雖然班上的同學都很認真的進行了年 

貨試吃體驗，所以沒有影響教學效果。但是建議可以考慮實施小組 

討論的方式，呈現互動方式的多元化。 
 

 

*議課(課堂研討) 
1.議課的時間屬於所有人。以尊重的心對待課堂，尊重授課者、每一個學生，以及參與的每一個人。     

2.根據「課堂事實」進行省察性的相互學習。 

3.議課盡量用具體的語言描述(不含個人價值判斷)學生的學習，以及師生互動。最後闡述自己在這堂課中「學到什麼」。 

4.基於尊重課堂，每一位觀課者都要發言。不評價比較教學優劣或針對教學提出建言。以民主尊重的研討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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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公開授課教學觀察成果照片 
 

教學班級 四年甲班 觀察時間 113 年 12 月 11 日 第 2 節 

教學科目 社會 教學單元 家鄉的傳統節慶與禮俗 

教 學 者 吳松勳 觀 察 者 楊淑芬 
 

  

共同備課 共同備課 

  

進行教學觀察 進行教學觀察 

  

教學後回饋會談 教學後回饋會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