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基隆市 111 學年度長樂國小教師公開觀課紀錄表 

表一【共同備課紀錄表】《教學者填寫》 

 教學者： 林佩璇     教學班級： 潛能班      教學領域： 社會技巧-自閉症輔導課程           

 單元名稱：  我的學校生活         

    共備夥伴：  許馨云         /  林宇凡           共備日期：  111 / 11 / 8  第 4 節 

   學生經驗 
(含學生先備知識、起點行為、學生特性…) 

(一)學生特質 
1、 連○翔：課堂參與度佳，能主動分享與情境貼合的自身生經驗，不過在表達時有時

過於直白，需引導更委婉的對話方式。 
2、 謝○元：課堂參與度中等，需要看課程主題來決定自己的參與度，個案自我概念較

差，對於自己能力信心不足，需要較多鼓勵與示範引導。 
3、 鄭○紘：課堂參與度佳，非常踴躍的分享自己的看法，也會主動提出更恰當的解決

方法，不過有時在發言時，語句會過於冗長，需練習長話短說、講重點。面對個人

內在情緒起伏時無法具體陳述自己的困難，需教師引導提示。 
4、 褚○熙：課堂參與度中等，上課時容易分心他顧，需多給予口頭提示及引導；在與

同儕互動時缺乏同理心且較為自我中心，常會採用較不適切的互動方式引起他人注

意。 
 

學生可能遇到的學習問題及困難 

1、 選擇情緒卡時，可能會想不到角色會出現的情緒，需教師具體引導。 
2、 分享最近發生的生活事件時，學生可能對於該情緒較不熟悉，而寫不出對應事件，

需教師給予口頭指導。 
 
 
 

 

教學目標及預期的學習成效 
(含核心素養、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 

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習內容： 

情緒-特社 A-Ⅰ-1認識與分辨基本的情緒。 
訊息-特社 B-Ⅰ-3學習與人建立適當的人際關係。 
學校-特社 C-Ⅰ-1認識與遵守學校的規則。 
 
學習表現： 
情緒-特社 1-I-1-1分辨自己基本的正向或負向情緒。 



情緒-特社 1-I-1-3分辨他人基本的正向或負向情緒。 

溝通-特社 2-I-4-2能依情境適當回答他人的問題。 

溝通-特社 2-I-5-1能依情境表達自己意見。 

溝通-特社 2-I-5-2能練習等待、輪流說話及不隨便插話。 

衝突-特社 2-I-10-2表達衝突所引發的情緒反應。 

學校-特社 3-I-1-1在課堂中持續傾聽他人說話。 

學校-特社 3-I-3-1遵守教室規則：發言前要舉手、上課安靜坐位置上。 

學校-特社 3-I-1-2依指示完課堂任務。 

學校-特社 3-I-5-1在傾聽他人說話安靜的適時以身體動作或口語回應。 

教學策略/學習策略 

1、 教材資源：教學簡報、學習單、情緒圖卡。 

2、 學習內容調整：區分性教學，給予不同能力學生不同的引導策略。 

3、 學習歷程：多元感官、多層次教學、合作學習。 

4、 議題融入：品德教育、性別平等教育。 

教學活動設計 

一、 引起動機 
1、 複習上節課學習內容。 
2、 漫畫故事討論事前準備：學生抽籤決定自己今天要擔任哪一個角色。 
二、 發展活動 
1、 討論「盛飯時」的漫畫故事，並一起思考故事角色中的心情是如何，到前方選取對

應的情緒圖卡。 
2、 上台分享學生選取的情緒圖卡，並分享如果是自己，該怎麼做會比較適當。 
3、 討論「上廁所時」的漫畫故事，並一起思考故事角色中的心情是如何，到前方選取

對應的情緒圖卡。 
4、 上台分享學生選取的情緒圖卡，並分享如果是自己，該怎麼做會比較適當。 

三、 綜合活動 
1、 抽出一個情緒卡牌，在學習單中寫下最近讓自己產生該情緒的校園生活事件。 
2、 上台分享學習單內容。 

學生學習評量 

1、 口語評量：學生口頭發表自己的想法與經驗感受。並針對該情境提供更恰當的對應
方式。 

2、 實作評量：練習在學習單中寫下最近發生的校園事件，並加入情緒感受。 
 
 

共備夥伴意見回饋 

選擇情緒圖卡時，可以多結合生活經驗，引起學生共鳴。 
 
 

 

教學教師簽名:                           共備夥伴簽名: 



基隆市長樂國民小學111學年度教師公開觀課紀錄表 

表二：【教學觀察紀錄表】《觀課者填寫》 

教 學 者： 林佩璇   任教班級： 潛能班  任教領域/科目： 社會技巧-自閉症輔導課程  

回饋人員： 林宇凡   任教班級： 資優班  任教領域/科目： 情意發展  

教學單元： 我的學校生活  教學節次：共  6  節，本次教學為第  3  節 

觀察日期：  111  年  11  月  16  日  星期  三    節次： 早自習  

層

面 
指標與檢核重點 

教師表現事實摘要敘述 

(含教師教學行為、學生

學習表現、師生互動與學

生同儕互動情形) 

評量(請勾選) 

優

良 

滿

意 

待

成

長 

A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學 

A-2 掌握教材內容，實施教學活動，促進學生學習。 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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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以「盛飯時」的社會故事漫畫進

行引導，有效引起學生的共鳴。 

A-2-2 以簡報的方式清楚呈現漫畫故事。 

A-2-3 讓學生分別扮演不同的角色，模擬劇

情，練習換位思考不同的感受與情緒。 

A-2-4 在學生輪流上台分享後，能夠總結角

色的情緒，並且在整篇故事結束後引導學生

分析主角的行為以及他人的感受。 

A-2-6 以真實情境的故事進行模擬，讓學生

能將所學應用在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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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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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整合知識、技能與態度 

A-2-6 提供情境化、脈絡化的學習 

A-3 運用適切教學策略與溝通技巧，幫助學生學習。 Ｖ   

A-3-1 運用適切的教學策略，引導學生思考、討

論或實作。 

A-3-1 利用漫畫給予學生視覺提示，提醒學

生注意角色表情並模擬其情緒與口氣。 

A-3-2 引導學生摘要與歸納故事的重點。 

A-3-3 教師以口語說明情境的重點，並以手

勢及走動提醒學生故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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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Ｖ  

A-4-1 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學習成效。 A-4-1 利用口語回答及角色扮演的方式，以

及學習單，評量學生對於角色情緒的辨識。 

A-4-2 學生分享後，口頭給予學生回饋。 

A-4-3 讓學生抽籤扮演角色，並且輪流上台

分享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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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學生實踐力行的學習。 



層

面 
指標與檢核重點 

教師表現事實 

摘要敘述 

(含教師教學行為、學生

學習表現、師生互動與學

生同儕互動情形) 

評量(請勾選) 

優
良 

滿
意 

待
成
長 

B

班

級

經

營

輔

導 

B-1 建立課堂規範，並適切回應學生的行為表現。  Ｖ  

B-1-1 建立有助於學生學習的課堂規範。 

B-1-1 在上課前先確認學生的出席狀況與上

課用品，進行加分制度。 

B-1-2 對於沒有舉手就發言的學生，給予口

頭上的提醒。 

B-1-2 對於完成發表的學生給予加分，並且

發表完整清楚者給予口頭讚美。 

B-1-2 對於發表較少、不知道怎麼回答的學

生，給予舉例說明並鼓勵其上台發表。 

B-1-2 適切引導或回應學生的行為表現。 

B-2 安排學習情境，促進師生互動。 Ｖ   

B-2-1 安排適切的教學環境與設施，促進師生

互動與學生學習。 

B-2-1 以簡報的方式清楚呈現漫畫故事，給

予學生視覺提示並且提升動機。 

B-2-1 將座位安排為「ㄇ字形」讓學生能清楚

看到教師與螢幕畫面，教師也能全面的看到

學生的反應。 

B-2-2 教師尊重學生發言，鼓勵學生思考與

發表，並且針對學生的表達給予支持與肯定，

讓學生更願意舉手發言。 

 

 

 

 

 

 



基隆市長樂國民小學 111 學年度教師公開觀課紀錄表 

表三-【議課紀錄表】《觀課者填寫提供授課者議課時討論與彙整》 

 
教 學 者： 林佩璇   任教班級： 潛能班  任教領域/科目： 社會技巧-自閉症輔導課程 

教學單元： 我的學校生活  教學節次：共  6  節，本次教學為第  3  節 

議課日期：  111  年   11   月  23  日 星期  三      節次:第  4  節 

議課時討論的面向可參考下表 

面向 1.全班學習氛圍 2.學生學習動機與歷程 3.學生學習結果 

觀 

察 

與 

討 

論 

1-1是否有安心學習的環

境？ 
1-2是否有熱衷學習的環

境？ 
1-3是否有聆聽學習的環

境？ 

2-1老師是否關照每個學生的學習？ 
2-2是否引發學生學習動機？ 
2-3學生學習動機是否持續？ 
2-4學生是否相互關注與傾聽？ 
2-5學生是否互相協助與討論？ 
2-6學生是否投入和參與學習？ 
2-7是否發現有特殊表現的學生？(如(學習

停滯、學習超前和學習具潛力的學生) 

3-1學生學習如何發生？何時發生？ 
3-2學生學習的困難之處是什麼？ 
3-3學習挑戰是否發生，學生學習的樣貌是什

麼？ 
3-4學生學習思考程度是否深化？ 
3-5 學生是否能進行反思或後設思考？ 

 

 

 
 

  

 

 

 

 

 

 

 

 

 

 

 

 

 

 

 

 

 

 

 

 

 

 

一、教學者教學優點與特色： 

1、 1-1~1-3具有結構化的學習環境，讓學生有安心、熱衷、良好傾聽的學習環境。 

2、 2-1利用漫畫給予學生視覺提示，提醒學生注意角色表情並模擬其情緒與口氣。 

3、 2-1引導學生摘要與歸納故事的重點。 

4、 2-1教師以口語說明情境的重點，並以手勢及走動提醒學生故事重點。 

5、 2-6以真實情境的故事進行模擬，讓學生能將所學應用在生活中。 

6、 2-7對於發表較少、不知道怎麼回答的學生，給予舉例說明並鼓勵其上台發表。 

7、 3-3教師尊重學生發言，鼓勵學生思考與發表，並且針對學生的表達給予支持與肯

定，讓學生更願意舉手發言。 

8、 3-5在學生輪流上台分享後，能夠總結角色的情緒，並且在整篇故事結束後引導學

生分析主角的行為以及他人的感受。 

 

二、教學者教學待調整或改變之處： 

1、 2-6進行漫畫角色分配時，教師可以先帶領學生導讀漫畫故事，每個人嘗試扮演不

同角色，再進行角色分配，可以由自己選擇或是老師可以指定，讓學生扮演適合換

位思考的角色，再演一次故事，進而討論兩次的故事模擬有何不同。 

2、 3-1有學生提到遇到問題要「樂觀思考」，或許之後課程可以以「如何轉換情緒」

為課程主題。 

3、 3-2對於動機較低落的學生可以找出他有興趣的學習方式，並且利用隱性支持，先

讓其他學生發言，當作示範，讓該生第二個發表，鼓勵他多說一點或是可以補充他

人的想法。 

4、 3-2學生在學習單的習寫上似乎不是很流暢，或許之後可以用「繪畫」的方式評

量。 



 

 

 

 

 

 

 

 

 

 

 

觀課教師: 

5、 3-4教師可以引導，在情緒中會有不同其他不同複雜情緒嗎？例如：失望的同時也

代表抱有期望。 

6、 3-5最後學習單的部分可以用剛才一起討論的情緒，思考日常生活中哪時候也會有

這樣的情緒。 

 

三、對教學者之具體成長建議： 

1、 3-1.3-2學生在學習單的習寫上似乎不是很流暢，或許之後可以用「繪畫」的方式

進行評量。 

2、 3-2針對一位學生學習動機不佳，可以在每堂課給予其小目標：「主動回答問題 5

次」，下次上課可以玩自己喜歡的小遊戲 10分鐘。 

3、 3-2習寫學習單時，一位學生抽到情緒「尷尬」後，不知如何完成，下次可以挑選

學生較熟悉或之前已經練習過的情緒卡，提升動機與成就感。 

4、 3-3課程中一位漫畫角色「小保」頻頻出狀況，卻未能被學生抽出來演練，相當可

惜。因此可以先讓學生 3分鐘時間先觀看故事漫畫，再一起討論自己想要擔任哪個

角色，以讓重要都能被學生實際扮演到。 

5、 3-4漫畫故事中，不同角色可能出現不同情緒，可以讓學生自己找找看哪裡會出現

「情緒」，而非都是老師直接指定出現情緒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