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彰安國民中學教學觀察與回饋研習教學單元活動設計 

備課/說課的準備資料(備課-課前) 

教學單元 穿越時空舞芭蕾 參考課本 奇鼎事業

【一下】 設計者 陸澤芸 

教學班級 彰安國中七年十一班 總節數 共 4節，180分鐘，此課程為【第 2節】 

教學目標 

1.能做出芭蕾手與腳的基本五個位置。 
2.能說出芭蕾的起源並回答出其歷史上重要事件與人物的關係。 
3.能欣賞芭蕾相關之藝術影片。 
4.能在課堂中利用觀察與模仿做出芭蕾指定動作。 

總綱 
核心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領域 

核心素養 
藝-J-B3 善用多元感官，探索理解藝術
與生活的關聯，以展現美感意識。 

學習表現 

表 1-Ⅳ-2 能理解表演的形式、
文本 與表現技巧並創作發表。 

表 2-Ⅳ-2 能體認各種表演藝術
發 展脈絡、文化內涵及代表 人
物。 

學習內容 

表 E-Ⅳ-2 肢體動作與語彙、角色建 
立與表演、各類型文本分 析與創作。 

表 A-Ⅳ-2 在地及各族群、東西方、傳 
統與當 代表 演藝 術 之類 型、代表
作品與人物。 

教學活動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評量 

一、 導入課程及引起動機： 
 
1.回憶上週課堂上聽的芭蕾音樂(天鵝湖、睡美人，柴可夫斯基)。 
2.以集體問答的方式簡略複習上週課堂中所繪製的歷史圖。 
3.說明本次課程活動。 
 

10分鐘 

 
1.積極回答教師課
堂提問，即獲得個

人加分。 

二、發展活動：(ppt+課本+學習單) 
 
1. 芭蕾的發展： 

(1) 民間娛樂->宮廷芭蕾->浪漫芭蕾->古典芭蕾->芭蕾新樣貌 
(2) 義大利->法國(凱薩琳．梅迪西/皇后喜舞劇) 
(3) 芭蕾專業化(法)-太陽王 路易十四(皇家舞蹈學校/確立手腳基
本位置/大型劇院的出現/平民可參與演出/觀賞形式的轉換) 

 

20分鐘 

 
1.專注聽講。 
2.積極回答教師課
程提問。 

3.學習單的填寫。 
4.畫出並記錄課文
中之重點。 

三、 綜合活動： 
 
1.動一動，手型的練習 

(1)順帶一提，京劇戲曲的手勢（掌/劍訣/蝶指/蘭花指） 
(2)芭蕾手形來捏捏 
 

2.動一動，誰說我們不會跳芭蕾 
(1)芭蕾基本手位/腳位認識與實作 
 

～ 本節活動結束 ～ 

15分鐘 
(學習單完

成) 

 
1.能替小組及個人

爭取榮譽，達到加

分。 
2.學習單。 



 

 

觀察紀錄表(觀課-課中) 

 

回饋人員 

(認證教師) 柯宜雯 任教年級 711 
任教領域 

/科目 表演藝術 

授課教師 陸澤芸 任教年級 711 
任教領域 

/科目 表演藝術 

教學單元 穿越時空舞芭蕾 教學節次 
共 4 節 

本次教學為第 2 節 

教學觀察/公開授

課日期 
114年 3月14日 地點 111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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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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課前老師已將課程與肢體實作的過程設

計出適當的連結，能有效協助學生加深

對芭蕾動作特質的印象。 

2. 老師事先準備了圖文對照的影片與圖片

說明，並詳細展演說明動作流程，讓學

生在建立各時代概念的芭蕾發展脈絡，

幫助學生在體驗步驟快速理解動作的展

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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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3 提供適當的練習或活動，以理解或熟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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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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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學生進行動作體驗時，老師隨時在學生

身旁指導並逐一與學生對話與鼓勵，讓

學生積極參與並提高活動進行時的樂

趣。 

A-3-2 教學活動中融入學習策略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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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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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以學習單書寫讓學生在課程進行知識性



A-4-2 分析評量結果，適時提供學生適切的學

習回饋。 

介紹時能掌握重要關鍵內容，以實作肢

體活動加深學生對學習知識概念後的

改念印象。 

2. 教師根據學生肢體展演活動的表現，立

即調整對課程內容的進一步說明時

機，適時的發現並解決學生在課程中對

內容理解時的問題與盲點。 

A-4-3 根據評量結果，調整教學。 

A-4-4 運用評量結果，規劃實施充實或補強性

課程。(選用) 

 

 

 

 

 

 

 

 

 

 

 

 

 

 

 

 

 

 

 

 

 

 

 

 

 

 

 

 

 

 



 

觀察後回饋會談紀錄表(議課-課後) 

授課教師 陸澤芸 任教年級 一年級 任教領域/科目 表演藝術 

回饋人員 
（認證教師） 柯宜雯 任教年級 一年級 任教領域/科目 表演藝術 

教學單元 穿越時空舞芭蕾 教學節次 
共 4 節 

本次教學為第 2 節 

回饋會談日期 114年 3月14日 地點 諮商室 

請依據教學觀察工具之紀錄分析內容，與授課教師討論後填寫： 

一、  教與學之優點及特色（含教師教學行為、學生學習表現、師生互動與學生同儕互

動之情形）： 

1. 教師根據學科知識性的課程內容來搭配學生肢體實作，適切的設計成分段單元體

驗與互動，建立學生對芭蕾舞蹈動作中的特質了解與概念記憶。 

2. 老師課前準備十分充足，進行課程時十分流暢，學生開始進行肢體動態練習時，逐

一協助台下學生的動作協調性，適時以遊戲的方式提高參與動機，並詳細說明不同

舞蹈手勢動作之間的異同說明，也對於學生同儕間的互動表現給予適時的鼓勵與肯

定。 

3. 教師不僅安排課程中包含芭蕾發展史的知識介紹與肢體體驗，也統整前一次課所延

伸的的小組作業驗收與討論，將創意舞蹈編舞主題風格的第一階段總結性評量適量

的融入在本次課程的最後幾分鐘來分組建議與修正討論，能有效率的運用一堂課的

時間，除此之外也能讓學生保持全程參與的樂趣，也能期待課程的進行而保持參與

動機。 



二、 教與學待調整或精進之處（含教師教學行為、學生學習表現、師生互動與學生同儕

互動之情形）  ： 

    教師在介紹芭蕾進化史的知識內容進行時，能以學習單的書寫來搭配課程內容

的進度，也能適度地以Powerpoint編輯圖文來對照說明教授內容，在提及芭蕾發展

的時代背景時，也可加入法王路易14的穿著打扮、凡爾賽廳的華麗裝飾風格等當時

巴洛克時代所風尚的奢華氣息相關圖像，來增加學生對此時期因君王貴族所崇尚的

的美感喜好所影響的芭蕾舞蹈服飾的轉變與設計差異之認識。 

 

自我省思與改進 

1. 可適度放慢教學進度，讓學生有更多機會嘗試芭蕾動作，提升其對芭蕾的理解與實踐

經驗。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