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人才培訓輔導計畫團隊研訂 

表 1、公開授課∕教學觀察－觀察前會談紀錄表 

（觀察前會談由授課教師主導並填寫紀錄表，或邀請觀課人員記錄。） 
授課教師 

（主導的教師） 
詹茵茹 

任教

年級 
三 

任教領域∕

科目 
校本課程 

觀課人員 

（認證教師） 
許宥淇、李宜貞 

備課社群（選

填） 
 教學單元 

水稻田生長週期—成熟

期 

觀察前會談日期 113年 11月 13日 地點 三乙教室 

1、 課程脈絡 

(一) 學習目標 

1. 核心素養 

⚫ E-A2具備探索問題的思

考能力，並透過體驗與實

踐處理日常生活問題。  

⚫ E-C1具備個人生活道德

的知識與是非判斷的能

力，理解並遵守社會道德

規範，培養公民意識，關

懷生態環境。 

2. 學習表現 

⚫ 能認識水稻成熟期的生長

變化  

⚫ 認識保護稻穀的方法  

⚫ 以環境永續態度，反思保

護稻穀的方法 

3. 學習內容 

⚫ 水稻成熟期  

⚫ 保護成熟稻穀的方法 

(二) 學生經驗 

1. 學生認識水稻的生長過程和生

長時間 

2. 部分學生家中種有水稻，可提

供相關知識 

3. 校園及學生生活周遭有水稻

田，可供學生觀察農夫如何保

 2、 觀察焦點           

(一)觀課焦點: 

1.學生能按照老師引導閱讀數位文本。 

2.各小組能分工從文本中找出保護稻穀

的各種方法。 

3.各小組能將保護稻穀的方法進行分

類，並清楚說明理由。 

4.學生能針對人類經濟和環境保護孰輕

孰重，合理提出自我觀點。 

(二)觀察工具 

113 學年度螺陽國民小學公開授課觀課

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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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稻穀 

(三) 教學流程 

1. 引起動機：利用問答方式幫助

學生進入課程脈絡和複習舊經

驗 

2. 發展活動：以 Hiteach 軟體帶

領學生進行數位文本閱讀，並

請小組整理並分類保護稻穀的

方法。 

3. 綜合活動：引導學生針對保護

稻穀的方法進行高層次反思，

並思考人類經濟和環境生態孰

輕孰重。 

(四) 學習策略 

1. 資訊融入教學 

2. 小組合作學習：組內異質、組

間同質 

(五) 評量方式 

1. 觀察評量：學生上課參與度 

2. 口語評量：學生上課發表想法

的次數 

3. 小組合作 

4. 實作評量：小組討論和保護稻

穀分類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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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觀課相關配合事宜： 

（一）觀課人員觀課位置及角色（經授課教師同意）： 

1. 觀課人員位在教室□前、□中、▓後、▓小組旁、□個別學生旁（請打勾）。 

2. 觀課人員是 ▓完全觀課人員、□有部分的參與，參與事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拍照或錄影：□皆無、□皆有、□只錄影、▓只拍照（請打勾）。 

備註：拍照或錄影，如涉及揭露學生身分，請先徵求學生及其家長同意，同

意書請參考「學生拍照、錄音及錄影同意書」。 

（二）預定公開授課∕教學觀察日期與地點： 

1. 日期：__113____年__11___月___13__日___10_____時___30___分 

2. 地點：_____三乙教室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回饋會談預定日期與地點： 

（建議於公開授課∕教學觀察後三天內完成會談為佳） 

1. 日期：__113____年__11___月__13___日___11____時__10____分 

2. 地點：__三乙教室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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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公開授課∕教學觀察－觀察紀錄表 
（本表由觀課人員填寫，並須檢附觀察紀錄。） 

授課教師 

（主導的教師） 
詹茵茹 

任教

年級 
三 

任教領域∕

科目 
校本課程 

觀課人員 

（認證教師） 
許宥淇、李宜貞 

教學單元 水稻田生長週期—成熟期 

公開授課∕教學觀察日

期 
113年 11月 13日 地點 三乙教室 

觀察工具名稱 
113 學年度螺陽國民小學公開授課觀課紀錄表 

 

注意事項： 

1. 請檢附入班觀課所使用的觀察工具及紀錄（如使用量化工具須檢附原始資料）。 

2. 請自行設計或參用附件「觀察焦點與觀察工具的選擇」所列之觀察工具，可依觀察焦點使用

部分欄位或某規準，不必完整使用該紀錄表，亦可兩種以上工具兼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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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公開授課∕教學觀察－觀察後回饋會談紀錄表 

（觀察後回饋會談由授課教師主導並填寫紀錄表，或邀請觀課人員記錄。） 

授課教師 

（主導的教師） 
詹茵茹 

任教

年級 
三 

任教領域∕

科目 
校本課程 

觀課人員 

（認證教師） 
許宥淇、李宜貞 

教學單元 水稻田生長週期—成熟期 

回饋會談日期 113年 11月 13日 地點 三乙教室 

1、 客觀事實：觀課人員說明觀察到的教與學

具體事實 

 

1. 教學進行中，教室適切運用問答

技巧，以開放式問題供學生思

考。 

2. 進行分組討論時，學生熱烈參

與，教師會進行行間巡視，給予

協助與指導。 

3. 利用數位閱讀讓學生能夠多元學

習，並能即時回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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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透過提供學生數位文本，可以幫

助搭建學生思考各種保護稻穀方

法的鷹架，讓學生更容易針對老

師提問，獲得所需資料。 

2. 在師生的問答和教師行間巡視，

教師可以引導學生進行更高層次

的思考，並根據學生的思維脈絡

幫助學生釐清問題，以利小組可

以進行更完整的分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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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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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數位文本的圖文鷹架搭建下，

有助於學生快速連結自己的生活

經驗，並和同學相互分享。 

2. 藉由問答和參與各小組討論，可

以幫助教師即時回饋和根據學生

討論的深度和廣度，進行課程調

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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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保護稻穀的討論上，可以留

給學生進行創意發想的時間，

也許學生可以提出更適切的方

法。 

2. 在人類經濟和環境保護孰輕孰

重上的討論，可以多留給學生

一些時間，以能讓學生更充分

的說明想法。 

3. 承上，或許可以試著提高課程

深度，引導學生思考是否存在

兩全其美的方法，並提出具體

的解決方案。 

教師自我省思與改進 

  本次課程的教學內容稍嫌過多，且因為水稻田是孩子生活周遭常見的場域，因此

孩子對於老師所提出「保護稻穀有哪些方法之問題」很有想法，所以在本節課的設計

上或許可以僅聚焦在保護稻穀的方法進行文本閱讀，小組討論和分類，同時也可讓學

生進行創意發想，並引導學生做可行性評估。至於更高層次的人類經濟和環境保護孰

輕孰重？可留至下一堂課進行更充分和完整的討論。如此，可解決本次上課所出現之

討論時間不足的問題，亦可讓學生能更充分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將想法具體化，解決生

活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