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1             基隆市正濱國民小學111學年度                                                                                                                                                                                                                                                                                                 

教學活動設計單及共同備課紀錄表（授課教師填寫） 

授 課 

教 師 
陳釗文 

教學目標 

1.能跟讀課文語句。  

2.能在看圖說話活動後，知道小蝌蚪透過哪

些線索找媽媽。 

3.能在聽完故事後，知道蝌蚪成長過程發生

的改變。 

4.能學習歸納線索找尋答案。 

年 級 一年級 

教 學 

領 域 
國語(首) 

教學策略/ 

形式 

跨領域(含議題融入)素養導向教學 

探究實作 

線上教學 

科技輔助自主學習 

雙語教學 

PBL 

數位學習精進方案 

其他(                        ) 

教 學 

單 元 

第八課 

小蝌蚪找媽媽 

觀 察 前 

會談時間 111年 10月 4日 
學生先備經驗

或教材分析 

1.老師準備本課故事簡報(改編) 

2.律動歌曲:小青蛙 

教 學 

日 期 
111年 10月 11日 

教 學 活 動 時間 評量方式 

壹、看圖說話、聽故事學說話（共 40分鐘） 

【活動 1-2】聽故事學說話 

一、教師播放自製教學簡報，引導學生安靜、仔細聆聽和跟讀句子。 

大圓頭  長尾巴、蝌蚪們找媽媽 
大眼睛寬嘴巴 、 白肚皮  綠衣裳  長著四條腿 
唱歌呱呱呱、請問誰是我媽媽 

二、教師根據故事內容提出問題，引導學生回答。 

1.為什麼小蝌蚪在水裡游來游去？（小蝌蚪想要找媽媽。） 

2.小蝌蚪的外形長什麼樣子？（有大圓頭，長長的尾巴。） 

3.鴨媽媽給了小蝌蚪什麼提示？(大大的眼睛，寬寬的嘴巴) 

4.魚媽媽給小蝌蚪什麼提示（白肚皮，穿著綠衣裳，長著四條腿。） 

5.烏龜媽媽給了小蝌蚪什麼提示？（唱起歌來呱呱呱。） 

【活動 1-2】看圖說話 

一、教師引導學生觀察圖片，指導其回答問題。 

1.三張小蝌蚪圖片，牠的身體有什麼不一樣嗎？ 

2.小蝌蚪的身體為什麼會變化？ 

3.小蝌蚪為什麼會把鴨媽媽、魚媽媽、烏龜媽媽認做是自己的媽媽? 

4.看圖說出蝌蚪和青蛙的特徵 

二、觀賞莫氏樹蛙 

三、聆聽歌曲做律動:小青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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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基隆市正濱國民小學公開授課活動照片（觀課教師拍攝填報） 

 

 

 

 

 

教師以動作呈現課文句子，加強學生對句意的理解 

 

教師提問:圖片上的三隻小蝌蚪有什麼不一樣?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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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回答問題，答對蓋章獎勵。 

 

 

 

律動：教師示範小青蛙動作，學生上台表演後，給予蓋章獎勵。 

 



3 

 

 



4 

 

 



5 

 

表 4 

基隆市正濱國民小學教師教學 
觀察後會談紀錄及自我省思檢核表(共同填寫) 

 

教學時間： 111.10.11  教學班級：  103      

觀察後會談時間： 10.11 16:00~16:20   

教 學 者： 陳釗文    觀 察 者： 金文梅  劉宜芳  

一、 授課教師自我省思檢核表：(授課教師填寫) 

序號 檢核項目 優良 普通 可改進 未呈現 

1 清楚呈現教材內容  □ □ □ 

2 運用有效教學技巧  □ □ □ 

3 應用良好溝通技巧  □ □ □ 

4 運用學習評量評估學習成效  □ □ □ 

5 維持良好的班級秩序以促進學習  □ □ □ 

6 營造積極的班級氣氛  □ □ □ 

7 其他： □ □ □ □ 

 

二、 授課教師自我省思、待調整或改變之處(由授課教師提出) 

1.本節課應本校幼兒園園長之邀請，提供幼兒園大班學生入班共學（幼小銜

接）。為兼顧幼兒園大班學童，所以再將課文的句子細分，並調整文句出現

的順序，編寫故事教學簡報。以線索方式讓小蝌蚪來找媽媽：大圓頭長尾

巴（鴨媽媽）、大眼睛寬嘴巴（魚媽媽）、白肚皮綠衣裳，長著四條腿（烏

龜媽媽），唱歌呱呱呱：播放莫氏青蛙的叫聲，再引出請問誰是我媽媽:青

蛙。但發現以說故事方式呈現時，還是應該讓人物先出現：蝌蚪們找媽

媽，再說出小蝌蚪的特徵：大圓頭長尾巴，說故事時會比較流暢。說完故

事，約 90%學生可以透過動作或圖片，說出課文的句子。 

2.選用的律動歌曲:小青蛙，節奏太快了，再加上無法下載檔案，只能透過網

路連結，在播放時較不方便。 

3.本節為本課的第一節，酌重在故事的敘述和提問，學生的實作和練習較

少，僅能以學生的跟讀和發表，檢視學生的學習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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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因教室裡有近 50位學生，走道也排滿了，導致行間巡視不便。 

5.以蓋章集點方式鼓勵學生發表和表演，５個星星換一張鬼滅之刃貼紙，效

果頗佳。超過５點不足 10點的，可以將點數和好朋友分享。幼兒園劉宜芳

老師表示，她也順便上了一節數學課。 

6.對學生某些干擾教學或學習的行為（插嘴或不舉手就發言等等，但會向全

班說明，不遵守規則的，老師不會請你發言），採弱化處理。除了使教學流

暢之外，一來也是藉此提醒不遵守規則的學生，要遵守課室內的規範，二

來對大多數的學生來說，他們的學習權益應該受到重視。 

7.劉老師詢問:以故事導入，對注音符號的教學進度上是否會有壓力? 

因為這是第八課了，己接近國語首冊的尾聲了，所以有許多注音符號之前

都教過了，所以在教學進度的壓力並不大。 

 

三、 對授課教師之具體成長建議：(由觀課教師提出) 

1.活動 1-1之二的活動 5的提問比較多，建議問題 1-4，可以多提問，讓學

生回答。 

2.活動 1-2之一活動進行比較快，學生未跟讀句子，但在課程最後，全班有

跟讀課文。 

3.以故事導入能吸引學生的學習，但對注音符號的教學進度上是否會有壓

力？。 

四、教學者教學優點與特色：(由觀課教師提出) 

  1.唱作俱佳，肢體動作和表情豐富，增添不少童趣。聲調抑揚頓挫，吸引學

生目光。 

  2.引導學生回答問題，循序漸進，有條不紊。 

3.唱作俱佳，表情生動，容易引起學生共鳴。 

4.為兼顧幼兒園學童，教學者將課文內容做了調整，編寫故事教學簡報，補

充青蛙的聲音和影片，讓學童對蝌蚪和青蛙的特徵及叫聲，有更深的認

識，特此致謝。 

5.教學者以故事簡報實施教學，學生桌上沒有課本，能讓學生更加專注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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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對於少部分學童不當干擾或行為，採弱化處理，以大多數學生的學習權益

為主，教學流暢，學習成效頗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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