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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基隆市 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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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 12月 28日  教學班級：二年七班 教學領域：國語 教學單元： 第十二課 詠鵝 

    教 學 者： 江佩怡   觀 察 者：張婷婷   觀察前會談時間：  112/12/21下午 1:30 

授課教師簽名：                    觀課教師簽名：  

一、學習表現：2- I-3 與他人交談時，能適當提問、合宜的回答，並分享想法。 

          4- I-2 利用部件、部首或簡單造字原理，輔助識字。 

5- I-4 了解文本中的重要訊息與觀點。 

二、學習內容：Ac-I-3 基本文句的語氣與意義。 

Bb-I-1 自我情感的表達。  

Cb-I-2 各類文本中所反映的個人與家庭、鄉里關係。 

三、教學目標: 1. 能正確認念課文。 

2. 聽出並說出故事的主要人物及事件。 

3. 能練習形容動物的聲音和樣態。 

4. 能專心聆聽他人發言，適切提問，分享想法。 

四、領域領整:生活課程主題一，第 3單元大樹。 

五、學生經驗：在第二冊中已能分辨文章結構，先藉由複習舊經驗，引導學生理解課文。 

六、教學活動： 

活動一：唸讀教學 
1. 教師範讀課文，學生認念課文，注意空格處語氣停頓。 

2. 教師提問，引導學生說出如何分辦自然段。 

活動二：生字認讀及習寫 

        1.教師引導學生觀察課本插圖 

2.透過討論，找出文中鵝的特徵，並且比較前後兩張圖中鵝的動作有何不同。 

活動三：看圖說話 

1.教師引導學生說出本課文體─記敘文記事類。 

2.教師說明記敘文─記事類寫作要點包含人、事、時、地。 

3.學生就第一段逐項討論人、事、時、地的內容。 

活動四：看圖詠詩：配合統整活動（四），聆聽有關動物的介紹，並觀察動物的特點，並 

嘗試寫出一首小詩。 

1.教師就課文分析詠鵝這首詩寫出了「鵝」的哪些特點。 

2.教師引導學生如何由聆聽，觀察到動物叫聲、體色、外形與習性。 

3.學生試著模仿詠鵝這首詩，創作一首動物小詩。 

七、教學評量方式：口頭評量、作業評量、學習態度 

八、觀察的工具︰觀課紀錄表 

九、觀察焦點：教師:(1)是否能正確而清楚說出教學要點。  

              (2)是否能引導學生進行討論，以增進師生對話。 

         學生：(1)能掌握學習重點並自信表達。 

               (2)能認真思考與積極參與發表。 

               (3)能尊重他人的發言權並專注聆聽。 

十、回饋會談時間：112年 05月 22日 下午 1:00  地點 :107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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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1 

基隆市 112學年度學校辦理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 

觀課紀錄表 

教學班級 二年七班 觀察時間 112年 12月 28 日 第三節 

教學領域 國語 教學單元 第十二課 詠鵝 

教 學 者 江佩怡 觀 察 者 張婷婷 

 

授課教師簽名：江佩怡                       觀課教師簽名：張婷婷 

 

層 
面 

檢核 
項目 

檢核重點 
優 
 
良 

普 
 
通 

可改
進 

未
呈
現 

教 
師 
教 
學 

1.清楚
呈現教
材內容 

1-1 有組織條理呈現教材內容 v    

1-2 清楚講解重要概念、原則或技能 v    

1-3 提供學生適當的實作或練習 v    

1-4 設計引發學生思考與討論的教學情境 v    

1-5 適時歸納學習重點  v    

2.運用
有效教
學技巧 

2-1 引起並維持學生學習動機 v    

2-2 善於變化教學活動或教學方法 v    

2-3 教學活動融入學習策略的指導 v    

2-4 教學活動轉換與銜接能順暢進行 v    

2-5 有效掌握時間分配和教學節奏 v    

2-6 使用有助於學生學習的教學媒材 v    

3.應用
良好溝
通技巧 

3-1 口語清晰、音量適中 v    

3-2 運用肢體語言，增進師生互動 v    

3-3 教室走動或眼神能關照多數學生 v    

4.運用
學習評
量評估
學習成
效 

4-1 教學過程中，適時檢視學生學習情形 v    

4-2 學生學習成果達成預期學習目標 v 

   

班 
級 
經 
營 

5.維持
良好的
班級秩
序以促
進學習 

5-1維持良好的班級秩序 v    

5-2適時增強學生的良好表現 v    

5-3妥善處理學生不當行為或偶發狀況 
v    

6.營造
積極的
班級氣
氛 

6-1引導學生專注於學習 v    

6-2布置或安排有助學生學習的環境 V    

6-3展現熱忱的教學態度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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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2 

基隆市 112學年度學校辦理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 

觀課紀錄表 

教學班級 二年七班 觀察時間 112年 12月 28 日 第三節 

教學領域 國語 教學單元 第十二課 詠鵝 

教 學 者 江佩怡 觀 察 者 張婷婷 

 

授課教師簽名：江佩怡                     觀課教師簽名：張婷婷  

層 
面 

檢核 
項目 

檢核重點 
優 
 
良 

普 
 
通 

可改
進 

未
呈
現 

教 
師 
教 
學 

1.清楚
呈現教
材內容 

1-1 有組織條理呈現教材內容 v    

1-2 清楚講解重要概念、原則或技能 v    

1-3 提供學生適當的實作或練習 v    

1-4 設計引發學生思考與討論的教學情境 v    

1-5 適時歸納學習重點  v    

2.運用
有效教
學技巧 

2-1 引起並維持學生學習動機 v    

2-2 善於變化教學活動或教學方法 v    

2-3 教學活動融入學習策略的指導 v    

2-4 教學活動轉換與銜接能順暢進行 v    

2-5 有效掌握時間分配和教學節奏 v    

2-6 使用有助於學生學習的教學媒材 v    

3.應用
良好溝
通技巧 

3-1 口語清晰、音量適中 v    

3-2 運用肢體語言，增進師生互動 v    

3-3 教室走動或眼神能關照多數學生 v    

4.運用
學習評
量評估
學習成
效 

4-1 教學過程中，適時檢視學生學習情形 v    

4-2 學生學習成果達成預期學習目標 v 

   

班 
級 
經 
營 

5.維持
良好的
班級秩
序以促
進學習 

5-1維持良好的班級秩序 v    

5-2適時增強學生的良好表現 v    

5-3妥善處理學生不當行為或偶發狀況 
v    

6.營造
積極的
班級氣
氛 

6-1引導學生專注於學習 v    

6-2布置或安排有助學生學習的環境 v    

6-3展現熱忱的教學態度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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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基隆市 112學年度學校辦理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 

 教學自我省思檢核表 

授課教師姓名：   江佩怡  教學班級：  二年七班  教學領域：   國語    

      教學單元名稱：   第十二課 詠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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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 □ □ 

2 運用有效教學技巧 v □ □ □ 

3 應用良好溝通技巧 v □ □ □ 

4 運用學習評量評估學習成效 v □ □ □ 

5 維持良好的班級秩序以促進學習 v □ □ □ 

6 營造積極的班級氣氛 v □ □ □ 

7 其他：  □ □ □ 

 

◎教學省思： 

   自一年級下學期開始，就引導學生認識記敘文文體，並藉由本學期一篇篇的課文，了

解記事類的寫作要點，應包含人、事、時、地、物。因此，至本課即第十二課，希望能藉

由師生共同討論，學生的發表，總結本學期的教學成果，即經由一次次的說明、引導，學

生能了解記敘文的結構。 

此外，在國語課或生活課中，皆引導學生運用五官進行觀察，本課由觀察動物叫聲、

體色、外形與習性，加上學生自由創作，最後以猜謎方式，增加學生創作動力，及提高參

與度，皆為此次觀課的重點。 

 

(本表為參考格式，學校得視需求修改) 

 

授課教師簽名：江佩怡                      觀課教師簽名：張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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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基隆市 112學年度學校辦理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 

議課紀錄表 

    教學時間：112/12/28  教學班級： 二年七班   教學領域：國語 教學單元：第十二課 詠鵝  

   教 學 者：江佩怡  觀 察 者： 張婷婷   觀察後會談時間： 112/12/28下午 13:30 

 

 

 

 

授課教師簽名：江佩怡                     觀課教師簽名：張婷婷 

 

一、教學者教學優點與特色： 

觀 察 者：  

1.能適時提供學生需要的協助，並耐心候答，給予學生思考的時間。班級討論氣氛熱烈，學

生均能踴躍且樂於回答。 

2.教師提問條理清晰，引導學生思考的方向，並對於學生能適時給予答題的提示，對於學生

答錯的內容，也能耐心教導與指正。 

3.給合新舊經驗，課堂中除了複習舊經驗外，也能帶出新的教學內容。 

 

二、教學者教學待調整或改變之處： 

無 

三、對教學者之具體成長建議：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