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1、公開授課∕教學觀察－觀察前會談紀錄表（乙式） 

觀課教師 詹茵茹、許宥淇 主要任教科目 校本 

授課教師 李宜貞 主要任教科目 校本 

教學單元 蝴稻螺陽-水「稻」渠成 

觀察前會談 

（備課）日期 

_114__年_1__月

_2__日 
地點 三丙教室 

預定入班教學觀察

／公開授課日期 

_114__年_1__月

_3__日 
地點 三丙教室 

一、核心素養、學習表現、學習內容與單元學習目標： 

(一)核心素養: 閱讀各類文本，從中培養是非判斷的能力，以了解自己與所處社會的

關係，培養同理心與責任感，關懷自然生態與增進公民意識。 

(二)學習表現: 能根據表達需要，使用各種標點符號，透過培養感受力、想像力等寫

作基本能力，能寫出並完成說明事物的文章作品。 

(三)學習內容: 具邏輯、客觀、理性的說明。描述、列舉、因果、問題解決、比較等

寫作手法。 

(四)單元學習目標:完成「農耕園裡的昆蟲」的文章架構及作文。 

二、學生經驗（含學生先備知識、起點行為、學生特質…等）： 

(一)學生先備知識:學生能口述課文重點，且學生能對自己表達某事物看法說出一個

理由支持。 

(二)起點行為:同學間願意互相討論與學習。 

(三)學生特性:學生程度為異質性分組，利用同儕協同合作的方式達到老師指定的 

       作業。 

三、教師教學預定流程與策略： 

(一)說明文的寫作結構「總―分―總」。 

(二)認識列舉說明:說明事物的文章可用列舉法舉例說明。 

(三)老師利用表格與範文，讓學生列出寫作架構，並完成文章。 



四、學生學習策略或方法： 

(一)學生運用複誦策略來預習與複習說明文的寫作架構。 

(二) 繪製心智圖，學生提取已閱讀資料中之有用訊息並搭配螺陽生物圖鑑的對照，

透過小姐討論，記錄每段可書寫之重點，充實段落內容。 

(三）學生運用同儕小組學習的方式摹寫出「農耕園裡的昆蟲」之文章結構。 

(四）學生依討論與決定好之文章結構與心智圖中記錄之段落重點，進行此說明文的

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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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評量、檔案評量、紙筆測驗、學習單、提問、發表、實驗、小組討論、

自評、互評、角色扮演、作業、專題報告或其他。） 

(一)運用口頭發表及分享，養成學生聆聽及尊重對方的好習慣。 

(二)實施小組討論活動，發揮團隊合作的默契及精神。 

(三)每個學生皆能完成作文「農耕園裡的昆蟲」。 

六、觀察工具：（由授課教師決定，不同觀課人員可安排不同觀察焦點或觀察任務） 

▊表2-1、觀察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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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114__年_1__月_6__日 

地點：_三丙教室__ 

  



 

 

 



 

 

 

 



表3、公開授課∕教學觀察－觀察後回饋會談紀錄表（乙式） 

觀課教師 詹茵茹、許宥淇 
任教

年級 
三 

任教領域

／科目 
校本 

授課教師 李宜貞 
任教

年級 
三 

任教領域

／科目 
校本 

教學單元 
蝴稻螺陽-水「稻」

渠成 
教學節次 

共 三 節 

本次教學為第 一 節 

回饋會談日期及時

間 

_114_年_1_月_6_日

12:40至3:10 
地點 三丙教室 

請依據表2、觀察紀錄表紀錄之內容分析，並與授課教師討論後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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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與學之優點及特色： 

1. 教師教學行為: 

(1)掌握學生特性，針對學習重點予以說明陳述，並結合田間觀察記錄，引發學習動機，

透過討論與引導，讓學生能認識說明文架構。 

(2)教師利用 ppt及生物圖鑑，能系統性傳達課程目標。 

(3)教師適時提問，並加以引導思考，釐清學生觀念。 

(4)寫作練習架構清晰明確能增進學生思考及表達能力。 

2. 師生互動:師生互動良好，學生能主動積極回答提問。 

3. 學生同儕互動:同組間討論熱烈，每個人都能提出自己的觀點，並通過討論後達成

共識，完成寫作架構及心智圖。 

4. 學生學習表現:每組學生都能完成寫作架構及心智圖。 

二、教與學待調整或精進之處： 

1.進度掌握可再調整，討論時間可再拿捏緊湊些。 

2.課程規畫內容較為緊湊，寫作架構可與學生共同發想，腦力激盪。 

 



三、反思與收穫：  

1.透過合作學習能增進學生學習主動動機。 

2.課程安排與規劃可做適度的改變，可適時加入 padlet 等科技化評量提升答題效率及
縮短討論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