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13 學年度彰化縣育英國小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 

表 1、教學觀察/公開授課－觀察前會談紀錄表 

回饋人員 

(認證教師) 
黃碩儒 

任教

年級 
六 

任教領域/

科目 
自然科學 

授課教師 黃瓊嬅 
任教

年級 
六 

任教領域/

科目 
自然科學 

備課社群(選填) 自然科學 教學單元 2-3 颱風與防災  

觀察前會談 

(備課)日期及時間 

113 年 10 月 29 日 

9：00 至 10：00    
地點      自然教室 

預定入班教學觀察/公

開授課日期及時間 

113 年 10 月 31 日 

10：30 至 11：10 
地點 自然教室 

一、學習目標(含核心素養、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 

    1. 認識颱風在衛星雲圖和地面天氣圖上所顯示的特徵。 

    2. 透過蒐集資料，認識颱風的一生。 

 

二、學生經驗(含學生先備知識、起點行為、學生特性……等)： 

  1.先備知識：要觀察臺灣除了常見的下雨、起濃霧等天氣變化之外，有時還有劇烈 

              的天氣變化。 

  2.起點行為：要記錄的項目是哪些？例如：颱風。你知道颱風是怎樣的天氣狀況嗎？ 

             和一般的颳風下雨有什麼差別。  

  3.學生特性：能自由發表。例如：颱風出現的時候，通常是強風豪雨，和一般的下 

              雨相比，強度更強。 

三、教師教學預定流程與策略： 

 

*上課前： 

1.教師發問：「從颱風的衛星雲圖和地面天氣圖中，可以看到哪些現象？」  

2.教師引導學生知道接下來的學習任務是要觀察到在衛星雲圖上可以發現臺灣的 

  東南海面上，有一個濃密的雲系，呈現漩渦狀。 

 

【活動 1】探索活動 

1. 教師提問：「你知道在衛星雲圖和地面天氣圖中，哪一個符號是代表颱風？它在 

圖形上有什麼特徵？」 

  2.先討論在漩渦狀的雲團中，可隱約看見中間有個點是無雲的狀態，那就是颱風 

    眼。四周的等壓線數值較高，表示符號的位置是低氣壓中心，代表颱風是個低氣 



    壓，且發現有颱風的地方，等壓線分布比其他地區密集，顯示颱風附近風力應該 

    比較強。 

 

 

【活動 2】統整活動 

  1.請大家討論當有颱風生成時，中央氣象局會發布哪些相關的氣象訊息呢？ 

  2.各組派代表上臺，報告討論結果。 

  3.台下同學提出建議或想法。 

  4.共同操作：颱風特報、颱風移動的路徑圖、颱風強度、颱風可能影響臺灣的時間 

    和雨量等。 

 

四、學生學習策略或方法： 

    本節課大致採三種學習方法： 

1. 透過實地觀察，當有颱風生成時，中央氣象局會發布哪些相關的氣象訊息呢？ 

2. 說明從颱風由生成到消失的完整資料，認識颱風的特性。 

3. 鼓勵學生從中央氣象局的網頁，查到一些歷史颱風的基本資料，也可教導學

生搜尋網路的相關資料，或者利用暑假、教學時可能發生的颱風，蒐集即時

的颱風資料。 

五、教學評量方式（請呼應學習目標，說明使用的評量方式）： 

(一)學習目標： 

   當有颱風生成時，知道中央氣象局會發布哪些相關的氣象訊息呢？ 

    

(二)評量方式： 

  1.能根據實際觀察完成記錄並發現颱風是怎樣的天氣狀況嗎？和一般的颳風下雨 

    有什麼差別？ 

  2.能依據觀察，對於有疑問的部份去蒐集資料，並加以閱讀，透過批判思考與討論 

   等，提出共同的見解。 

  3.能正確安全操作可以協助完成學習任務的物品、器材儀器、科技設備及資源，並 

   妥善應用在觀察紀錄。 

4.能知道在衛星雲圖和地面天氣圖中，哪一個符號是代表颱風？它在圖形上有什麼 

  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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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平板_______ 

七、回饋會談預定日期與地點：（建議於教學觀察後三天內完成會談為佳） 

日期及時間：113 年 10 月 31 日 14：00 至 15：00    

地點： 自然教室  

  

 

113 學年度彰化縣育英國小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 

表 2-1、觀察紀錄表 

回饋人員 

(認證教師) 
黃碩儒 

任教

年級 
六 

任教領域/

科目 
自然科學 

授課教師 黃瓊嬅 
任教

年級 
六 

任教領域/

科目 
自然科學 

教學單元 2-3 颱風與防災 教學節次 
共 三 節 

本次教學為第 二 節 

教學觀察/公開授課

日期及時間 

113 年 10 月 31 日 

10：30 至 11：10 
地點 自然教室 

層

面 
指標與檢核重點 

事實摘要敘述 

(可包含教師教學行為、學

生學習表現、師生互動與

學生同儕互動之情形) 

評量（請勾選） 

優

良 

滿

意 

待

成

長 

A 

課 

程 

設 

計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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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1 教師先複習先備知識，喚起學生記

憶，詢問學生臺灣除了常見的下雨、起濃霧

等天氣變化之外，有時還有劇烈的天氣變



教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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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 

 

A-2-2 教師以電子白板投影電子書，清楚

顯示學生要學習的內容，讓學生實際觀察。 

 

A-2-3 教師運用學生觀察、紀錄、各組討

論、上台發表、實際操作，讓學生更能了解

颱風是怎樣的天氣狀況嗎？和一般的颳風

下雨有什麼差別？。 

 

A-2-4 學生上台發表或舉手回答問題，若答

出正確的答案，老師會再次複誦；若是錯誤

的答案，教師會立刻予以指正，或引導其他

同學給予建議，各組報告後也會引導出結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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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1 教師提問學生：「颱風是怎樣的天氣

狀況嗎？和一般的颳風下雨有什麼差

別？」、「從颱風的衛星雲圖和地面天氣圖

中，可以看到哪些現象？」、「有沒有不同的

看法？」等問句，來引導學生思考。 

 

A-3-2 教師運用個人觀察紀錄(實際操作)、

上台發表、分組討論(合作學習)等方式，讓

學生更了解學習內容。 

 

A-3-3 教師隨時在行間巡視，並運用肢體動

作(如：手勢、半蹲、靠近…)，讓學生更清

楚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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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4-1 在課堂中，運用口頭點名、分組討

論、學生上台發表，透過口語、肢體表現，

讓教師即時了解學生狀況。 

 

A-4-2 教師請學生書寫評量單、分組討論、

上台發表，由台下同學提出建議，針對有爭

議的答案再做澄清。 

 

A-4-2 教師針對學生發言，會給予口頭獎

勵：「說得很棒喔!」、「觀察很仔細」、「非常

好喔！」「很不錯！」。 

 

 

A-4-3 根據學生口頭回答的答案、課本評量

單的作答和實際上台發表的內容，教師及時

進一步補充說明解釋。 

 

 

A-4-4 透過課本上評量表的作答、上台發表

的內容，可馬上知道學生的學習成效，立即

給予補強教學。 

 

A-4-2 分析評量結果，適時提供學生適切的學

習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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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學年度彰化縣員林市育英國民小學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 

表 3、教學觀察/公開授課－觀察後回饋會談紀錄表 

回饋人員 

(認證教師) 
黃碩儒 

任教

年級 
六 

任教領

域/科目 
自然科學 

授課教師 黃瓊嬅 
任教

年級 
六 

任教領

域/科目 
自然科學 

教學單元 2-3 颱風與防災 教學節次 
共 三 節 

本次教學為第 二 節 

回饋會談日期及時間 
113 年 11 月 1 日 

14：00 至 15：00 
地點 自然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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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以分享經驗開場，引起學生學習動機。 

2、教師能運用電子書清晰展現教學內容，幫助學生學習，透過許多引導問句，引導 

   學生思考回答，並適時提出需要修正的內容，再總結學習活動的重點。 

  3、教師提供許多教學策略，如：實際觀察記錄、個別發言、分組討論、實際操作 

     等，讓學生從中練習，既能增加學習效果，又能馬上知道學生的學習問題。 

  4、學生學習態度積極、發言前均能舉手，當同學在發表時，其餘同學都能用心聆 

     聽。教師用鼓勵性言語、微笑、肢體語言(如手勢、半蹲、傾聽)等，營造良好的 

     學習氣氛，師生互動良好。 

  5、教師利用分組討論及全班提建議的方式，達到合作學習的目的。 

  6、分組討論時，教師能事先跟學生約定討論時間，報告時也妥善控制各組分享時間， 

     有效控制教學流程，做有效率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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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三、 授課教師預定專業成長計畫（於回饋人員綜合觀察前會談紀錄及教學觀察工具之

紀錄分析內容，並與授課教師討論共同擬定後，由回饋人員填寫）： 

專業成長

指標 
專業成長方向 內容概要說明 

協助或合

作人員 

預計完

成日期 

 
□1.優點及特色 

□2.待調整或精進之處 
   

 
□1.優點及特色 

□2.待調整或精進之處 
   

 
□1.優點及特色 

□2.待調整或精進之處 
   

備註： 

1. 專業成長指標可參酌搭配教師專業發展規準 C 層面「專業精進與責任」，擬定個人專業成長計畫。 

2. 專業成長方向包括： 

(1) 授課教師之「優點或特色」，可透過「分享或發表專業實踐或研究的成果」等方式進行專業成長。 

(2) 授課教師之「待調整或精進之處」，可透過「參與教育研習、進修與研究，並將所學融入專業實踐」等

方式進行專業成長。 

3. 內容概要說明請簡述，例如： 



(1) 優點或特色：於校內外發表分享或示範教學、組織或領導社群研發、辦理推廣活動等。 

(2) 待調整或精進之處：研讀書籍或數位文獻、諮詢專家教師或學者、參加研習或學習社群、重新試驗教

學、進行教學行動研究等。 

4. 可依實際需要增列表格。 

 

四、 回饋人員的學習與收穫： 

1.教師善於運用各種問句引發學生思考，提升學生學習能力及成效。 

2.教學步驟與指導語簡潔清晰，使學生能跟上教師的教學節奏，教學過程流暢。 

3.教學氛圍溫馨良好，學生均能專心於課堂活動中。 

4.教師運用多種學習策略，使學生進行有效的學習。 

5.教師語速與口齒表達清楚，運用音調起伏、手勢、傾聽，充分吸引學生專注力。 

6.對於學習活動和各組發言都能妥善引導學生反思並總結學習重點，值得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