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政治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語文領域—國文教材教法教育見習（觀課）紀錄表 

一、觀課資訊 

觀課日期 108年 12月 13日 觀課時間 13:15～14:00 觀課地點 木柵國中 

授課教師 沈昌翰老師 授課科別 國文 授課年級 803 

授課單元 翰林版二上第九課〈張釋之執法〉 

觀課者 陳怡方 系級 
中文四 

學號 104101084 

修習課程 語文領域──國文教材教法 

二、觀課過程 

觀課焦點項目 具體事實描述 

全
班
學
習
氣
氛 

1.班級之學習環境 

  老師將全班同學分成四組，座位移動為一組

圍成一個圈，一組四到五人，方便拿出小白板進

行討論和搶答，分組時老師也將名次較前面的同

學分散在各組，以避免實力落差太大，造成不公

平的狀況。班級學習氣氛十分熱絡，勇於回答老

師的提問，爭取小組榮譽，對於不熟悉的問題，

也勇於嘗試不怕犯錯，老師對於比較難的題目會

給學生提示，或是以填空的方式進行，減少學生

在競賽時的挫折感，學生十分專注於討論和搶答，

未見到有一學生在一旁發呆，無法融入課程。 

2.班級之學習氣氛 

3.學生是否專注於學習的內容 

教
師
授
課
過
程 

1.教師依據學生學習特性，選擇適切的教學

方法與教材 

    老師在課堂一開始，以一個心理測驗來引起

學生動機，用選擇題請學生選擇自己喜歡的歷史

人物，進行投票，以歷史人物的個性和職業連結

到學生未來可能會做的職業，我認為這種輕鬆有

趣的方式很適合八年級的學生，原本下課亂哄哄

跑來跑去的學生，也開始進入狀況。 

    接著，老師進行分組競賽，一開始就說比賽

結束後會有小獎勵，並將小獎勵放在講台旁邊，

學生能更有動機投入活動。整體的競賽內容由淺

入深，先複習了課文內容，也請學生背誦課文，

喚起記憶，再進行較深入課文解釋的考題，以及

2.教師提供適當的練習或活動，以理解或熟

練學習內容 

3.教師熟悉任教科目或領域之專門知識 

4.教師運用適切的教學技巧引發並維持學生

學習動機 



5.教師運用適切的教學方法，引導學生思考、

討論或實作 

作者寫作目的、寫作手法等探討，最後也跟其他

文本材料結合，互相參照，我認為這個循序漸進

的安排十分符合這個年紀學生的學習速度。每一

題結束後老師都會詳細的解說，讓遊戲達到最大

效益，也讓這個單元有了統整性的複習。 

    老師在講課時會走下講台和同學互動，直接

點名某個同學，和他對話，在同學討論時也會到

各小組看看討論狀況，協助小組順利地朝正確答

案的方向前進，也避免有同學置身事外，我認為

老師在長久以已跟同學建立良好的學習模式，因

而在上課和同學打成一片的同時，也不會出現場

面失控拉不回來的狀況，十分值得我們學習。 

6.教師清晰呈現教材內容，協助學生習得重

要概念、原則或技能 

7.教師完成每個學習活動後，適時歸納或總

結學習重點 

8.教師運用口語、非口語、教室走動等溝通

技巧，幫助學生學習 

學
生
學
習
歷
程 

師
生
互
動 

1.教師是否鼓勵學生發言 

    老師十分鼓勵同學發言回答，即使同學回答

錯誤，也不會批評，會稱讚他做得不錯，或是有

想到的部分，並引導他找出正確答案，我認為這

部分十分重要，這也是讓學生不會害怕發言，勇

於作答的關鍵。面對學生的開玩笑，老師也會像

朋友一樣輕鬆帶過，也會在課程中埋一些學生這

個世代獨有的笑點，和學生之間更有共鳴。對於

這點，老師在訪談時有特別提到，因為是任課班

級，所以他會和學生打成一片，但在導師班，他

會相對的嚴肅一些，以建立規矩。 

    對於班上成績優異的學生，表現優異的學生，

老師也會口頭鼓勵和稱讚，但不會只關注這些學

生，特別對於成績落後的學生，老師覺得也要一

視同仁的照顧。 

2.教師適切引導或回應學生的行為

表現 

3.教師是否有獎勵特殊表現的學生 

個
人
學
習 

1.學生是否互相協助、討論和對話 

  學生在小組討論時，合作良好，有些人負責

翻課本，有些人搶答，有些人拿著小白板寫答案，

即使自己並非搶答的那個人，在答案錯誤時，同

組同學也會立即救援，提供其他答案，我認為這

跟小組人數控制，以及同學對於這樣學習模式的

熟悉度有關。由於每組只有四到五人，因此小組

中若出現沒有貢獻者會非常明顯，同時在這個競

賽中小組成員的分數是綁在一起的，這個年紀的

學生十分在意同儕眼光，因而對於討論和搶答也

會十分積極。另外，老師先前偶爾也會用這樣的

方式帶領活動，因而跟學生間也十分有默契，老

師一聲令下，學生便馬上進入狀況。 

2.學生是否主動回應教師的提問 

3.學生主動是否主動提問 

4.學生是否能專注個人或團體的練習 

(如:學習單、分組活動等) 



其

他

觀

察 

 教師的ＰＰＴ製作精美，大小適中，即使坐在教室最後面的我們也能看得清楚。 

 班級整體的程度不錯，在老師問到以前上過的其他課程時，也能馬上進行連結。 

 老師在ＰＰＴ中準備了一些跟課文相關的格言名句，請同學朗誦，希望從平常開始累積

寫作實力，不要到大考考試前才在強行背誦。 

 

三、觀課總體評述（包含觀課心得、反思、評論） 

  這次的觀課讓我對課堂有很不一樣的感受，主要可分為兩講述，一個是老師跟學生間的互動

和情誼，另一個是老師在教學上的創造性。 

  憶起當初在國中高中上課時，老師大多希望我們不要發言，安靜聽課，讓他趕快把課上完，

也很少進行提問或是互動，要跟老師互動通常要等到下課，自行去和老師問問題，但有時候老師

下課也很忙碌，一溜煙就不見人影，有許多同學會跟我抱怨，覺得老師都叫不出他們的名字，上

課也絕對不會點他們，老師只認得成績好前幾名的同學，甚至因此心生怨恨，覺得自己被看不

起。因此我在看到昌翰老師和學生間的互動時，是感到十分感動的，老師在課堂上信手拈來就可

以叫出某某學生的名字，並且清楚了解每個學生是怎樣的個性，不是只有成績優異的學生才被關

注，對於成績普通的同學老師也一視同仁的愛戴，老師在課堂上也會直接和學生個別進行簡短對

話，看得出師生間情意深厚，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我看到教學這件事，是人與人、心與心之間

的交流，建立在良好關係上的身心成長歷程，而非只是要把這些知識教完，把學生送上好高中，

老師對於學生的關注，對於班級經營的用心，我想學生也可以直接感覺得到，因為連我們這些訪

客也深受感動。 

  我也看到了教學無限的可能性，昌翰老師將〈張釋之執法〉這篇古文和當代的法治觀念進行

比較，也提出近期一些新聞來連結，讓學生十分有共鳴，我想一篇古文可以流傳至今，不被時代

淘汰，也是每個時代的人都對這文章產生某種方面的認同，而在現代的我們也是，即使是一篇年

代久遠的古文也有其永恆存在的價值，端看老師對文本的理解程度，以及老師如何提煉和發揮，

就像是在國文教材教法的課堂上，老師時常問我們，這篇課文的核心概念是甚麼，古今不衰、遠

近通用的核心概念，才是學生真正帶得走、用得上、可能影響他一生的能力。雖然昌翰老師自己

也坦言，其實在一般課堂還是主要會用講述式的教學，因為有教學進度的壓力，所以無法天天都

像觀課日當天一樣用遊戲的方式進行，但他自己也嘗試在課堂上做出不同的變化，讓課程不至於

枯燥乏味。當我問到如何培養學生的寫作能力時，老師說到他會規定學生每個學期一定要兩本

書，不管是甚麼書都好，不限制書的種類，只要有字可以閱讀就行，因為如果規定書目，學生很

可能因為程度上的差異，而造成壓力太大或是興致缺缺，不如讓他們看自己想看的，反而讓他們

至少在自己喜歡的領域裡面建立良好的學習習慣，還有寫作的基礎。 

  教學也可是一種創造，一種藝術，老師就像是設計師，是在一定的框架下創造出最大的可

能，雖然我們現在還是無法完全擺脫以考試為導向的教學，但是我也看到了許多老師都在為更好

的教學進行努力，循著１０８課綱提供的新的學習脈絡，創造出學生更大的學習空間，期待學生

都能發揮所長，未來在社會上有貢獻，也願意協助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