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課觀課自我省思與改進——認識摩擦力   114.2.17 
在這次「認識摩擦力」的教學觀課中，觀察到自己在課堂上

的教學方式以講解與實作並重，先讓學生透過生活經驗，認識摩

擦力的作用，再透過生活現象觀察，了解摩擦力屬於接觸力。進

而透過教學媒體輔助說明應用摩擦力物品的圖片或影片，讓學生

加深理解。此外，教學者適時地行間巡視，可以立即觀察學生的

學習狀況，並安排小組討論，讓學生能夠互相交流與思考。藉由

探索科學的合作學習，培養與同儕溝通表達、團隊合作及和諧相

處的能力。 

 

省思： 

一、成功之處： 

1. 教學媒體的輔助：能就所蒐集的數據或資料，進行簡單的記

錄與分類，並依據習得的知識，思考資料的正確性及辨別

他人資訊與事實的差異。 

2. 動手實作的機會：探索科學問題的能力，並能初步根據問題

特性、資源的有無等因素，規畫簡單步驟，操作適合學習

階段的器材儀器、科技設備與資源，進行自然科學實驗，

進而提高學習興趣。 

3. 行間巡視與小組討論：即時觀察學生的學習情況，並透過小

組討論促進學生思考與表達。 

4. 與其他領域連結：學習測量摩擦力與接觸面關係時，會引導

學生重複測量幾次並算平均值，以避免實驗過程中的誤差，

跨域結合數學所習得的能力，協助學習探究資料的處理。 

二、需要改進的地方： 

1. 課堂秩序管理：在學生動手進行實驗時，部分組別的學生可

能因自律性不高而較難控制音量，影響課堂秩序。 

2. 時間掌控：小組討論與實作環節可能會導致所花費的詩間增

加，影響後續課程的安排與進行。 

3. 具備與他人團隊合作的能力：少數幾位同學自我意識高，較

缺乏溝通協調的能力，待多加給予機會訓練。 

 

改進方法： 

1. 訂定明確的實驗進行步驟：在實作活動前教學者先說明紀律

要求，例如「每組一次只由一位同學代表回報實驗討論結

果」、「討論時不過度喧嘩」…等，以確保課堂秩序。 



2. 時間提醒機制：在每個活動進行之前，先告知學生預計的時

間，並透過計時器或口頭提醒，讓各組學生掌握進度，避

免拖延影響課程進行。 

3. 分組引導與角色分工：在小組進行實驗活動時，按照座位次

序輪流擔任如記錄員、發言人、操作員，讓每位學生都有

明確的任務，減少干擾秩序的狀況發生。 

 

結語： 

透過這次的觀課省思，意識到在自然領域課程中，除了內

容與活動設計外，課堂管理與時間掌控也是影響教學品質重要

的一環。有鑒於此，日後在進行課堂規劃時，力求更面面俱到，

讓學生能在更有秩序的環境下學習，以收到更好的學習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