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  學  觀  察  表 

教師姓名：   吳靜芬    任教年級： 五    任教科目：  自然  

課程名稱：   U3-1燃燒需要空氣  

課程內容：透過提問，引導學生系統思考，認識國際組織，並學習利用表格整理筆記。 

觀察者：   曾紀萍     觀察日期：   113年11月6日 星期二     觀察時間：   第二、三節   

紀錄說明 

一、請依各檢核項目於教師上課時所符合的程度，在「優良」、「滿意」或「待改進」處打

勾，若該檢核項目難以在本次課堂上觀察得知，則於「不適用」處打勾 

層

面 
觀察面向與重點 

評量 

文字敘述（優點特色、改進策略或具體建議） 優

良 
滿

意 

待

改

進 

不 
適 
用 

A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學 

A-3精熟任教學科領域知識 √    

1.簡報清楚呈現教材內容。 
2.教師以烤肉生火為例，提問火為什麼可以生起
來、如何讓火變旺等。 

A-3-1正確掌握任教單元的教材內
容 

√    

A-3-2有效連結學生的新舊知識  √   

A-3-3結合學生的生活經驗     √    

A-4清楚呈現教材內容 √    

1.教學簡報依序呈現教材架構、提問、任務。 
2.教師請學生仔細觀察實驗組及對照組蠟燭燃燒的
情形。 
3.學生分組討論燃燒與空氣的關係並發表。 
4.學生說「燃燒需要氧氣」，教師轉問全班「空氣的
組成包含哪些？」、「剛才這個實驗中，我們有特別

將氧氣拿來使用嗎？」有學生發現，此實驗只能證

明空氣對燃燒的作用，無法說明是氧氣的作用。 

A-4-1說明學習目標或學習重點 √    

A-4-2有組織條理呈現教材內容 √    
A-4-3正確而清楚講解重要概念、

原則或技能 √    

A-4-5提供適當的練習以熟練學習
內容  √   

A-4-6澄清迷思概念，易錯誤類

型；或澄清價值觀，引導學

生正確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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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運用有效教學技巧 √    

1.老師提問、給任務，學生3至4人一組討論並發
表。 
2.教學活動包含提問、小組討論、紀錄、指定發
表、實驗、觀察、看影片。 
3.教師提問：「實驗組與對照組的蠟燭都持續在燃燒
嗎？」「根據這個實驗結果，請問燃燒需要空氣

嗎？如何得知？」 
4.教學提問及任務搭配簡報呈現，有助於理解。 

A -5-1引發並維持學生學習動機  √   

A-5-2善於變化教學活動或教學策

略 
√    

A-5-4有效掌握教學節奏和時間 √    

A-5-5善用問答技巧 √    

A-5-6使用電腦網路或教學媒體有

助於學生學習 
 √   



 

A-6善於運用學習評量 √    
1.提問後，教師請學生口頭發表，全班核對及澄
清。 
2.小組討論時紀錄於小白板上、實驗結束後，完成
個人習作，將實驗觀察及結論紀錄下來。 

A-6-1適時檢視學生的學習情形

（包括口頭或紙筆方式） 
√    

A-6-2依據實際需要選擇適切的評

量方式（小考或家庭作業） 
√    

A-7應用良好溝通技巧 √    

1.教學內容大多以簡報呈現，板書較少，不論簡報
或板書，坐在最後一排的學生也看得清楚。 
2.教師口語清晰、音量適中，教室各角落都能聽得
清楚。 
3.小組討論時，教師能巡視各組，適時給予提示或
指導，全班都能依照教師指示投入學習。 

A-7-1板書正確、工整有條理 

（文字、符號、圖形）（筆順、

簡體字、字體大小） 

√    

A-7-2口語清晰、音量適中 √    

A-7-3教室走動或眼神能關照多數

學生 
√    

A-7-4 師生互動良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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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建立有助於學習的班級常規 √    

1.學生上課秩序良好。 
2.學生發表後，教師口頭給予肯定：「講得很清
楚」、「這個問題問得好」 

B-1-2教室秩序常規維持良好 √    

B-1-3適時增強學生的良好表現 √    

B-1-4妥善處理學生的不當行為 

(如打瞌睡、偷吃東西、聊天、

傳紙條、吵鬧、打架、作弊、

走動、搶答等) 

   √ 

B-2營造積極的班級學習氣氛 √    

1.教師音量適中、語調自然、能適時給予學生肯定
及回饋，鼓勵學生投入學習。 
2.學生能依照教師指示，專注投入學習活動中。 

B-2-2布置或安排適當的學習環境  √   

B-2-3教師表現教學熱忱 √    

B-2-4學生能專注學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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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自然科學的第2年，對於教材從陌生到漸漸了解，體會到自然科教與學的原則及方法大

抵上包含：觀察、記錄、發現、實驗驗證假設、歸納原理原則、生活應用等。 
由於去年已帶過一次相同的實驗且順利完成，所以這次的實驗就未事前操作準備，但課堂

實驗時蠟燭卻將罩著的燒杯底部燒黑了。檢討原因，發現因燒杯和蠟燭的尺寸與去年不同，才

導致這個失誤，幸好當下立即熄火、縮短蠟燭長度、接續完成實驗。 
藉著這個失誤的經驗，也跟學生分享實驗器材的準備不能大意、尤其實驗安全更不可輕

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