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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透過附件具體物的操作，實際了解圖

形排列的關係和規律。 

說明全班分組練習，找出規律，並列式說

明圖形排列的關係。 

觀課回饋單 

層
面 

指標與檢核重點 
教師表現事實摘要敘述 

((請每項都務必填寫，未呈現的項目請標註「無」) 

評量 
推

薦 

通

過 

待
改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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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觀察出日常生活問題和數學的關聯，並能嘗試與擬訂解決問題的

計畫。在解決問題之後，能轉化數學解答於日常生活的應用， 來強

化並維持學生的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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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備日常語言與數字及算術符號之間的轉換能力，認識日常經驗中

的幾何形體，並能以符號表示公式(找出規律及關係)。 



A-2-3 提供適當的練習或
活動，以理解或熟
練學習內容。 

取出附件第 22～24頁蠟筆圖卡分組討論、發表。經由這樣的練習，

加強學生理解並熟練學習內容。                               

A-2-4 完成每個學習活動
後，適時歸納或總結
學習重點。 

完成每個學習活動後，有適時歸納並總結學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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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能運用合適的教學方法，來引導學生思

考、發表，並投入課堂的實作練習。                

                                                         

A-3-2 教學活動中融入學
習策略的指導。 

運用實物操作結合課本習題，使學習更加深、加廣，且更有趣。                                              

進行分組練習、討論，說出自己的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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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能適時走動，巡視各個學生，並以口語、非口語的方式鼓勵學

生，幫助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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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運用提問方式，讓孩子思考回答問題，並逐步建構出解題的

方法。透過討論、個別舉手發言、倆倆互相聆聽或上台發表、解

說，以評估學生學習狀況。 

 

A-4-2 分析評量結果，適時
提供學生適切的學
習回饋。 

在學生分組討論的活動中，老師巡視教室，聆聽學生發表及其他孩

子的提問，會適時提供學生適切的學習回饋。                                                           

A-4-3 根據（課堂）評量結
果，（適時）調整教學。 

老師能夠根據課堂上課狀況，適時調整教學。例如在指導學生討論

時，老師會依據學生的表現及互動情況，而調整教學內容。                                             

本節課堂的 

特色與優點 

1.教師對於教學內容瞭若指掌，設計循序漸進的提問，讓孩子能藉由提問所

搭起的鷹架，寫出正確的算式。 

2.學生舉手發表非常踴躍，習慣於「分組討論」的上課模式。 

 



觀察者的 

學習與收穫 

    看老師指導學生討論的方式及示範，獲益良多。 

個人省思 

    孩子擁有解題的能力，並能有條理的表達很重要，所以在數學教學時，大部份時間讓孩子分

組練習，說出自己的解題策略。同時課堂中也藉由一個個問題，引導孩子思考並提出做法，我希

望這樣能讓孩子更有動機、更喜歡解決日常生活中的數學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