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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學年度彰化縣彰泰國中學校教師 

教學觀察（公開授課）－觀察前會談紀錄表 

授課教師：吳慧雯    任教年級：三     任教領域/科目： 社會/地理      

回饋人員：林新淳    任教年級：三(選填)任教領域/科目： 社會/地理 

備課社群：           (選填) 教學單元：  歐洲地形        

觀察前會談(備課)日期：113 年 09 月 10 日 地點：專任辦公室 

預定入班教學觀察(公開授課)日期：111 年 09 月 11 日 地點：312 教室 

一、學習目標(含核心素養、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認知目標： 

1、認識歐洲位置 

2、認識歐洲自然環境 

3、認識歐洲經濟發展 

情意目標： 

1、關心全球政治情勢對國家的影響 

2、關心歐洲地區的天然災害 

3、留意歐盟地區與亞洲的經貿互動 

技能目標： 

1、蒐集資料分析各國經濟發展狀況的能力 

2、蒐集新聞並分析其原因背景的能力 

 

二、學生經驗(含學生先備知識、起點行為、學生特性…等)： 

 1、班級人數共 人，班級風氣認真乖巧，但有部分學生上課時容易失去專注 

 2、對任課老師很尊重，但有部分男生行為幼稚 

 3、班級的該科課業學習中，部分學生表現優異，但大部分表現中下(讀不起來) 

 4、該班學生較無時事議題的基本知識，老師較難用生活時事的問答互動 

 5、該班課程進度較為緩慢，會有趕課的狀況 

 6、預計觀課的時間是該天的第 6 節，課程會進行第 2 課的前半部分，後半部則會

在該天第 8 節上完 

 7、在課堂中學生若有精神不濟的情況，老師有時會利用學生間的八卦來提神 

 

三、教師教學預定流程與策略： 

 ＊在上課前有發下課前單讓學生預習 

 1、引起動機－新聞「俄烏戰爭的後續」 



 2、使用講述法配合 PPT 教導知識性的概念，包括： 

(一) 歐洲的位置與特色 

(二) 歐洲的國家與範圍 

(三) 歐洲的地形 

(四) 歐洲的氣候 

 3、引起動機－新聞「歐盟」→播放影片 

 4、使用講述法配合 PPT 教導知識性的概念，包括： 

(六) 歐洲的產業與人口分布 

(七) 歐盟與申根公約 

  

四、學生學習策略或方法： 

 ＊引導式提問 

 

五、教學評量方式（請呼應學習目標，說明使用的評量方式）： 

（例如：紙筆測驗、學習單、提問、發表、實作評量、實驗、小組討論、自評、互

評、角色扮演、作業、專題報告、其他。） 

 ＊以「學習單」與「提問」法檢視學生的學習成效 

 

六、觀察工具(可複選)： 

■表 2-1、觀察紀錄表 

□表 2-2、軼事紀錄表 

□表 2-3、語言流動量化分析表 

□表 2-4、在工作中量化分析表 

□表 2-5、教師移動量化分析表 

□表 2-6、佛蘭德斯（Flanders）互動分析法量化分析表 

□其他：______________ 

 

七、回饋會談日期與地點：（建議於教學觀察後三天內完成會談為佳） 

日期：113 年 09 月 12 日 

地點：教務處旁 



 

113 學年度彰化縣彰泰國中學校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 

教學觀察（公開授課）－觀察及回饋會談紀錄表 

授課教師：吳慧雯    任教年級：三     任教領域/科目： 社會/地理      

回饋人員：林新淳  曾愉婷    任教年級：三(選填)任教領域/科目： 地理 

教學單元：歐洲；教學節次：共 3 節，本次教學為第 1 節 

回饋會談日期：113 年 09 月 12 日 地點：教務處旁 

請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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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繁使用生活時事的例子，讓學生能把所學跟生活經驗作緊密的連結。 

2、課程邏輯與順序相當連貫，整個課程以「發放課前單(預習)→課堂學習(配合學習

單)→填寫課後單(評量)」的方式統整，讓學生學習概念重點時能夠流暢，並且同時可

培養學生自學、思考的素養。 

3、教師在上課的過程中，很自然地融入人文、自然等內容知識，而非只是將地理當成

文科來教，反而偏向自然科學。 

4、教師對於全班學生的認識與掌控度佳，遇到學生提問與突發狀況時，都能靈活地運

用不同的方式回答學生，並適時引導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 

 

二、 教與學待調整或改變之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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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教師在課堂進行中，較少有教室走動，主要是集中在黑板、PPT附近活動。 

2、教師上課節奏較緊湊，學習程度中上以上的學生較能跟上課程，對於中後段的學生

就顯得吃力許多。 

3、教師在講解課程概念時，有時會用詞術語太過專業，可能會讓學生感覺不夠貼近孰

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