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文德國小教師公開授課教學觀察後會談紀錄表 

教學班級 二年甲班 會談時間 114年 06月 06日 第 3 節 

教學科目 國語 教學單元 作文 

教學者 張媁濬 觀察者 簡千芷 

 

會談項目 會談內容簡要紀錄 

            

教
學
者
教
學
優
點
與
特
色 

教學者語調清晰，循序漸進地吸引學生的學習動機，運用情緒卡和個性

卡引導學生寫作的情緒特點，進而提升學習成效。課程設計活潑，從演

戲揣摩，再進行寫作，建立學生寫作信心，營造良好學習氛圍。 

            

對
教
學
者
之
具
體
成
長
建
議 

建議先以一至三個主題為主，然後先讓學生認識自身的個性，進而介紹

身旁同儕或師長的個性加以描述，使學生較能掌握重點，也比較能照顧

學習落後的學生。 



彰化縣文德國小教師公開授課教學觀察成果照片 

  
進行教學觀察 進行教學觀察 

  

進行教學觀察 進行教學觀察 

  

教學後回饋會談 教學後回饋會談 
 

 



彰化縣文德國小教師公開授課教學教師省思紀錄 

自我省思: 
在這次的寫作教學中，我發現教學模式仍需調整與改進。課程初期設計上較為發散，學生在

理解與操作上容易失焦，尤其是年紀尚小的國小二年級學生，若缺乏明確的引導，很難有系

統地表達情緒與經驗。未來課程設計應更聚焦，可以先從學生的個人特質與當下的情緒出

發，讓他們用口語或圖畫表達自己的感受，建立情緒與寫作的連結。再逐步引導學生觀察、

討論情緒的特點，最後才進行相關的寫作練習或情境演出。這樣能讓學生更有感地寫出真實

的經驗，提升他們的表達力與寫作興趣，也讓情緒教育融入語文學習之中 

改進策略: 
未來教學將以學生自身的情緒經驗為出發點，先透過說話、畫圖等方式幫助學生表達感

受，再引導他們觀察情緒的特徵，建立具體寫作素材。教學流程將由簡入深，結構清晰，

避免內容過於發散，並結合遊戲或表演活動提升參與度，幫助學生更有感地投入寫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