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中山國小公開授課 課室觀察紀錄表 

教學者：楊智匡         任教年級：四年級        任教領域/科目：社會 

教學單元名稱：鐵道歷史  

教學節次：共2節     本次教學為第1節 

觀察者：陳虹瑋                觀察時間：114年1月20日 8:40至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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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掌握教材內容，實施教學活動，促進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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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提問：「你們搭過火車嗎？火車是

什麼時候開始有的？」引發學生興趣，

並請學生分享搭乘火車的經驗，以連結

他們的生活經驗。 

利用 PPT 圖片與簡單年表，清楚呈現

鐵道發展歷程，並講解不同時期的鐵道

特色，如蒸汽火車、柴油火車到現代高

鐵的演變。 

設計「時光旅行：鐵道變遷」配對遊

戲，讓學生將不同時期的火車與其特色

圖片進行配對，強化對鐵道歷史的理

解。 

透過簡單的表格總結鐵道發展的不同時

期特徵，並請學生說出「今天學到了什

麼？」以確認學習成果。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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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A-2-3 提供適當的練習或活動，
以理解或熟練學習內容。 

 V  

A-2-4完成每個學習活動後，適時
歸納或總結學習重點。 

 V  

A-3運用適切教學策略與溝通技巧，幫助學生學習。 

A-3-1運用適切的教學方法，引導
學生思考、討論或實作。 

透過「火車時光機」活動，讓學生思

考：「如果你生活在 100 年前，會搭

乘什麼樣的火車？」並請學生分組討論

各時代的鐵道特色。 

 V  

A-3-2 教學活動中融入學習策略
的指導。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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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放舊火車運行的影片，讓學生觀察並

討論其與現代高鐵的不同之處。 

引導學生使用「時間軸筆記法」，將鐵

道發展的重要事件標記在時間軸上，以

幫助他們建構歷史脈絡。 

透過「關鍵字記憶法」，強調如「蒸汽

火車」、「柴油火車」、「電氣化」、

「高鐵」等重要詞彙，協助學生掌握學

習重點。 

口語表達：透過生動的敘述方式，如模

仿火車的聲音或描述舊時火車站的情

境，吸引學生注意力。 

教室走動：在學生分組討論時，走到各

組旁邊傾聽與適時引導，確保學生參與

並釐清概念。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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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4-1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學
生學習成效。 

透過 課堂提問（如：「請說出鐵道發

展的三個重要時期」）檢測學生對學習

內容的理解。 

 V  

A-4-2分析評量結果，適時提供學
生適切的學習回饋。 

 V  



 

A-4-3根據（課堂）評量結果，
（適時）調整教學。 

進行 小組討論與發表，請學生分享自

己最喜歡的鐵道時期及其特色，觀察學

生能否正確運用課堂知識。 

在小組討論後，針對學生的回答給予個

別或小組回饋，如「你的回答很有創

意，但可以再補充鐵道電氣化帶來的影

響嗎？」鼓勵學生深入思考。 

針對表現優秀的學生給予肯定，並為需

要加強的學生提供額外指導，例如利用

簡單的口訣幫助記憶鐵道發展順序。 

如果發現多數學生在學習單上對鐵道發

展時序感到困難，則調整教學方式，例

如利用故事敘述法，用「一個孩子穿越

不同鐵道時代」的方式重新講解。 

若學生對某些概念較為模糊（如「蒸汽 

vs. 柴油 vs. 電氣火車」），則在下

節課前先補充簡單的比較表，強化概念

理解。 

觀察學生的提問與興趣，若有較多學生

對高鐵技術感興趣，則可適時補充現代

鐵道的科技發展，增加學習動機。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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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建立課堂規範，並適切回應學生的行為表現。 

B-1-1 建立有助於學生學習的課堂
規範。 

當學生主動發表見解或分享經驗時，適

時給予肯定回應，如：「你舉的例子很

好，讓大家更容易理解！」以鼓勵學生

參與。  

若有學生在小組討論時未專心，輕聲提

醒：「請專心聆聽同學的意見，這樣小

組合作才能更有效率！」避免影響整體

學習氛圍。  

 V  

B-1-2 適切引導或回應學生的行為
表現。 

 V  

B-2安排學習情境，促進師生互動。 

B-2-1 安排適切的教學環境與設
施，促進師生互動與學生
學習。 

使用 PPT、影片與圖片，輔助說明鐵道

的歷史變遷，讓學生透過視覺化資訊更

容易理解內容。  

調整座位安排，讓學生以小組方式進行

討論與學習活動，增加互動機會，提升

合作學習的效果。 

 V  

B-2-2 營造溫暖的學習氣氛，促進
師生之間的合作關係。 

 V  



 

綜合評述 

與 

自我省思 

在這堂課中，我運用 PPT、圖片、影片 等多媒體資源，搭配小組討論與
遊戲活動，帶領四年級學生學習 鐵道的歷史。課堂開始時，我透過提
問：「你們搭過火車嗎？」引導學生分享經驗，順利建立新舊知識的連
結，提升學習興趣。在教學過程中，我利用 時間軸筆記法 幫助學生理解
鐵道發展的脈絡，並設計「火車時光機配對遊戲」，讓學生透過互動活動
深化學習內容。整體而言，學生對於課程內容表現出濃厚興趣，並能夠
透過討論與練習掌握鐵道發展的重要概念。 

回顧本次教學，我發現大多數學生對於「鐵道的演變」較能理解，但在
記憶不同火車類型的特徵時，仍有部分學生感到困難。在未來的課堂
中，我可以增加 比較表 或 簡單口訣 來幫助學生更有效地記憶關鍵知
識。此外，雖然本堂課的氣氛活潑，但在小組討論時，有些學生因過於
興奮而影響專注力，我可以嘗試 設計計時挑戰，讓學生在限定時間內完
成任務，以維持討論的秩序與效率。 

整體而言，這堂課成功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也讓我體會到適時調整教
學方法的重要性。我將在未來課程中，持續優化教學策略，讓學生的學
習體驗更加豐富、有趣且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