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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 111學年度學校辦理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 

共同備課紀錄表 

    教學時間：111年 10/14（五）教學班級：105班 教學領域：翰林版數學教學單元：1上第 2單元 

    教 學 者： 陳怡珊    觀 察 者： 蔡采芬、 游美慧    觀察前會談時間：111年 10/13（四） 

    

 
 
 
 

 

 

 

 

 

 

 

 

 

 

 

 

授課教師簽名：陳怡珊            觀課教師簽名：蔡采芬、 游美慧 

 

 

 

一、 教材內容：翰林版數學 1上第 2單元：比長短 

二、 教學目標： 
1.認識物品的長並能直觀或直接比較兩直線物的長。 

2.認識直線與曲線，並能比較長短。 

3.知道高矮、厚薄也是一種長度，並會做直接比較 

4.透過長度的複製做間接比較 

三、 學生經驗： 

一年級學生已能從直觀比較中，簡單理解長度、形狀或物體的大小。本單元的教

學重點，在使學生利用複製長度的方法，理解間接比較的長度，並延伸至直線、

曲線的比較方法，強化測量長度的基本概念。 

四、 教學活動： 

【活動一】比長短 

‧能認識並描述物件的長是哪裡到哪裡。 

‧透過直觀比較，知道哪個物件比較長。 

【活動二】比高矮、比厚薄 

‧能透過實作情境，直接比較兩物高度。 

【活動三】比一比 

‧複製直線物的長度再間接比較兩物品的長 

‧複製曲線物的長度再間接比較兩物品的長 

統整活動：配合練習園地和習作練習，澄清本單元教學重點 

五、 教學評量方式： 
實作評量、習作評量 

 

六、 觀察的工具和觀察焦點： 

1. 觀察工具：習作、操作物品 

2. 觀察焦點：學生操作過程、口頭發表 

 

七、 回饋會談時間和地點：10/14 13:00. 105教室 

 

10/20（四）下午 2：00分 102班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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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課紀錄表(結構式) 
校名：仁愛國小 105班 

觀課

科目 
數學 

授課

教師 
陳怡珊 觀課班級 

105 

授課

單元 

名稱 
翰林版數學 1上第二單元：比長短 觀課日期 

111/10/14（五）第三節 

 

1.學生上課狀況 

(1)學生投入課堂學習程度

如何？ 

學生多能專注聆聽，對於老師展示實際物品進行比較

時，全班參與度高，並都能踴躍舉手回答，與老師互

動密切，配合度高。該班的自閉症學生與老師較無目

光接觸，但老師能隨時關注提醒。 

(2)學生有干擾課堂行為

嗎？情形如何？ 

教師能充分掌控大部分學生的學習狀況，並隨時給予

答題學生鼓勵回饋。有學生要答題時敲動桌面或音量

過大，老師會立即給予回應，指示正確的應答方式，

減少發生課堂干擾情況。 

2.學生分組討論情

形 

(1) 小組間互動情

形如何？(熱絡

程度、參與程

度) 

（無分組討論或操作）大多數學生能聽懂老師的問題

後給予回應（舉手應答），並聆聽同學的回答，對於

實際操作兩條跳繩比較長短的活動，討論熱烈發表踴

躍。 

(2)小組討論是否聚焦本次

課堂？ 

學生多能聚焦本次的活動。 

(3)小組討論內容深度？ 學生多能符合學習目標，仍有少數學生在聽完老師的

問題後（隱藏兩物品的長度再比長短），出現重複舉

手，不確定答案的狀況。但老師能立即澄清，讓學生

掌握學習重點。 

3.知識學習的情形 

(1) 學生在課堂中哪一

個部分感到興趣？ 

學生對於老師佈題的問答都能踴躍答題。當老師邀請

學生示範時，都能表現出積極參與操作的學習態度。 

(2)學生在學習中有沒有困

難之處？ 

1、學生對於遮蔽物品一端，要來比較長短時，會較無

法釐清實際比較的方法。 

2、學生無法完整說出精確的詞意，例如：高度也是長

度。 

3、當老師更換不同物品，再次進行遮蔽物品一端的比

較長短時，學生又再次產生混淆，必須由老師重新歸

納複述重點。 

(3)真正有效的學習發生在

什麼情境？ 

當學生藉由真實物品操作，確認長度測量方式，並由

老師澄清基本概念後，才是真正瞭解比較長度的正確

方法與概念。 

4.綜合建議 

1.教師說明指令清楚，教師行間巡視走動時能察覺需要協助或提醒分心的學生,予以

適時提醒。 

2.教師能確實掌握教學目標並能立即統整歸納學習重點，能運用許多實例不斷澄清學

生學習困難。 

3. 師生互動活潑有默契，能口頭讚美和用獎勵學生，例如請學生當導演，引導學生

操作與體驗，非常活潑有趣。 

4.教師採用討論，猜想，驗證與實作的教學法,提供線索讓學生思考教學多元，符合

學生程度。 

5. 建議：教學時間需再多加留意，避免活動時間或發表時間過長。可以預留說明的

時間並且先予發表，讓紀錄可更完整。 

觀課人員：游美慧 

(引自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2018)出版之觀課實務手冊 p.70、71，學校得視需求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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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8 

觀課紀錄表(結構式) 

校名：基隆市仁愛國小 

觀課科目 數學 
授課

教師 
陳怡珊 觀課班級 

105班 

授課單元 

名稱 第二單元比長短 觀課日期 111/10/14 

 

1.學生上課狀況 

(1)學生投入課堂學習程度

如何？ 

學生能專心聆聽老師的說明及示範，並高度積極參與

實做，專注投入並樂於踴躍發表。 

(2)學有干擾課堂行為嗎？

情形如何？ 

班級常規掌控極佳，學生認真守規矩，某生因上課過

於興奮拍打桌子，老師立即予以指正。 

2.學生分組討論情

形 

(2) 小組間互動情形如何？

(熱絡程度、參與程度) 

學生都能認真發表並積極參與。 

(2)小組討論是否聚焦本次

課堂？ 

學生都能聚焦本次課程。 

(3)小組討論內容深度？ 學生從猜測到實際操作，透過不同任務來達到物品長

短及直線曲線的學習目標。 

3.知識學習的情形 

(2) 學生在課堂中哪一個部

分感到興趣？ 

在討論直線及曲線的分別時，老師請學生尋找教室中

有直線、曲線的物品，學生展現出高度的興趣。 

(2)學生在學習中有沒有困

難之處？ 

1.少數學生對於直線畫成斜的會認為是非直線。 

2.學生對於長和高的認知較有困難。 

(3)真正有效的學習發生在

什麼情境？ 

老師用跳繩演示直線曲線以及長度的比較方式，學生

能真正了解正確的做法。 

4.綜合建議 

1.老師使用許多生活中的物品解釋長度的意義，過程中學生能充分表達意見。其中學

生對隱藏住的長度能否比較產生迷思，老師也一再講解演示，以釐清學生觀念。 

2.老師能確實掌握教學目標，教學過程活潑，師生默契佳，並能立即給予口頭讚美及

小組加分。 

3.老師說明指令清楚，適時巡視行間，了解學生學習狀況。 

4.建議:本節教學內容較多，學生發表時間應掌控恰當，以免延宕其他教學單元，影

響教學進度。 

 

觀課人員：蔡采芬 

(引自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2018)出版之觀課實務手冊 p.70、71，學校得視需求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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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市仁愛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教師自我省思檢核表 

授課教師姓名：___陳怡珊_____ 教學班級：_105_ 教學領域：__數學____ 

      教學單元名稱：___第二單元比長短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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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教學省思： 

    1.學生對於直觀比較兩物件長短時，如果物品的一端被遮蔽住，單就外顯長短是否    

      能比較的活動產生迷思。 

    2.進行直線及曲線的判別時，有學生認為斜線不是直線，容易產生的迷思需要進一     

      步對直線的概念進行澄清。 

    3.本節教學活動比較多，進行最後一個活動:當兩邊端點對齊，直線長還是曲線長    

      的活動缺乏時間發表及討論。 

 

 

 

 

 

 

 

 

授課教師簽名： 陳怡珊       觀課教師簽名：游美慧、蔡采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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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市仁愛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觀察後會談紀錄表 

      教學時間：  111.10.14  教學班級： 105  教學領域： 數學    教學單元： 第二單元比長短   

   教 學 者： 陳怡珊     觀 察 者： 游美慧、蔡采芬  觀察後會談時間： 111.10.14     

 

 

 
 

  

 

 

 

 

 

 

 

 

 

 

 

 

 

 

 

 

 

 

 

 

 

 

 

 

 

 

授課教師簽名： 陳怡珊           觀課教師簽名：游美慧、蔡采芬 

 

 

 

 

一、教學者教學優點與特色： 

1.教師說明指令清楚，教師行間巡視走動時能察覺需要協助或提醒分心的學生,予

以適時提醒。 

2.教師能確實掌握教學目標並能立即統整歸納學習重點，能運用許多實例不斷澄清

學生學習困難。 

3.師生互動活潑有默契，能口頭讚美和用獎勵學生，例如請學生當導演，引導學生

操作與體驗，非常活潑有趣。 

4.教師採用討論，猜想，驗證與實作的教學法,提供線索讓學生思考教學多元，符

合學生程度。 

5.老師使用許多生活中的物品解釋長度的意義，過程中學生能充分表達意見。其中

學生對隱藏住的長度能否比較產生迷思，老師也一再講解演示，以釐清學生觀

念。 

6.老師能確實掌握教學目標，教學過程活潑，師生默契佳，並能立即給予口頭讚美

及小組加分。 

 

二、教學者教學待調整或改變之處： 

本節教學內容較多，學生發表時間應掌控恰當，以免延宕其他教學單元，影響教學 

進度。 

 

 

三、對教學者之具體成長建議： 

教學時間需再多加留意，避免活動時間或發表時間過長。可以預留說明的時間並且

先予發表，讓紀錄可更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