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政治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  社會領域教材教法 教育見習（觀課）紀錄表 

一、觀課資訊 

觀課日期 108 年 11 月 6 日 觀課時間 1300-1500 觀課地點 305 教室 

授課教師 王怡君 授課科別 公民科 授課年級 二年級 

授課單元 第四課 憲法與人權 

觀課者 黃宜萱 系級 教育三 學號 106102023 

修習課程 社會科領域教材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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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學習環境良好，教師熟悉學生個性，而能透

過輕鬆的對答引導學生理解概念，也不時能與學

生談笑，拉回學生專注力，且教師與同學間默契

足夠，何時該踴躍發言、何時該安靜聽講，氣氛

上彼此皆能掌握得宜。台下學生在教師與其互動

之時間外，多數學生還是能專注於學習，然還是

有一些同學會恍神沒抄筆記、睡覺，或和鄰座同

學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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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對於學生的學習特性是有所掌握的，而能選

擇以板書、講述方式，以服膺學生較為被動、對

老師引導的需求，讓學生在學習動機較弱而理解

速度較慢的條件下，較有效的吸收學習內容。而

教師對於公民科的專業知識是足夠的，且能融貫

知識於日常生活作為例子，因此講述內容也是深

淺兼具，如以社會主義歷史探討憲法觀念演變，

讓學生能透過完整的架構學習，而非片面、刻板

的接觸學習內容，同時談到某些較難理解的重點，

如無知之幕、差異原則時，能用像孟婆湯、小說

《乞丐因仔》等親切的故事，引起學生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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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談到婦女保障名額時，也能連結先前學過的國

會席次組成方式，帶學生實際計算席次名額，複

習的同時也連結了整個公民科的所學到概念，最

後上完該章節後，老師也準備了該章節的考題作

為統整復習活動，惟學生還難以馬上吸收完內容

而使作答情況不佳，可再改良複習方式，或於每

個概念教授完，再多次確認學生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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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在上課時頻繁透過師生口語的互動作為教學

策略，並與學生表示：公民課要有自己的想法，

不能回答不知道，來鼓勵每一位學生發言，同時，

為建立學生信心，在引導學生時，也會適時以選

擇題的方式問答來降低難度，並以口頭鼓勵，讓

學生能嘗試跟著老師思考，而針對為能專注於課

堂的學生，教師也會特別點他們，讓這些學生能

重新融入班上的學習氣氛。另外面對學生氣氛有

些過度活潑的時刻，教師亦能將學生注意力拉回

課堂、避免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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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之間在課程氣氛較為輕鬆時，能主動與教師

進行互動，彼此間也能所對話，尤其班上有幾位

特別能帶動氣氛的學生，能因此在與教師的應答

下為全班帶來歡笑，並重新提振全班精神，然在

教師講述較為嚴肅的課本內容或最後的考題複習

時，學生還是較為安靜、被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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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間上，教室稍窄，教師難以下台在學生間走動，黑板拉門式的設計也容易遮蔽先前教師抄

寫的重點，不利於學生回顧黑板內容或供老師安排較需統整的內容。 

 

 

 

 

 

 



 

三、觀課總體評述（包含觀課心得、反思、評論） 

這趟的觀課活動，最大的收穫是跟著怡君老師，接觸到實際教學現場存在的情況。怡君老師

是與學生很親近、很了解學生狀態的老師，看著怡君老師與學生培養亦師亦友的關係、努力尋找

最適合學生的教學方式，「讓學生喜歡上老師，進而讓他們願意學習」，這般師生合作的教學理念

是令人相當佩服的，但也是老師對學生的理解與擔憂，點出了近年的教育改革對於中後段學生的

不利與困境。在減少學生學習壓力、實踐翻轉式教育等浪潮下，108課綱因此誕生，然課綱的理想

往往需要如家庭教育與資源、學生個人的能力資質等特定條件的支持，對於台灣多數的學生這些

條件實在過於嚴苛，只要「考試升學」的重要性無法從台灣文化中降低，對這些學習較為被動的

學生而言，課綱的理想也變成了對他們的劣勢。以怡君老師任教經驗為例，對學生最有意義、也

是最能銘刻於學生心中的，應是像怡君老師帶著他們一起思考出的想法、體悟，但當學生缺乏基

礎學科知識或將這些想法轉為可被紀錄之作品的能力時，這些收穫便難以呈現為升學競爭力的象

徵，最後學生仍得依靠如課堂上怡君老師帶學生畫重點這略顯填鴨的方式學習，或形式地應付實

作型課程的作業，才能「有效率」面對升學議題，可最後，這樣的現象也與教改所提倡的理想大

相逕庭。 

即使這群所謂中段的學生無法用漂亮的考試成績與學習歷程在升學競賽中得利，這並不代表

學生是平庸差勁的，怡君老師也表示從學生社團表現，他們的辦事能力與創造力也是不可忽視

的，這些能力是需要長時間觀察、難以用「分數」便得以被顯現能力，然這問題或許正能在 108

課綱中學習歷程與實作課程的設計下得到解套，從這層觀點來看，課綱的改革依舊是有意改善實

際教育問題的，但當學生自律能力與學習熱忱在客觀上，確實不如前段明星學校的學生時，如何

幫助學生突破對實作課程的排斥而讓他們在負擔不會過大的前提下完成課程作品、如何陪伴學生

探索興趣並引導學生充分展現其能力，變成了老師的課題。現行的變革某程度還是擺脫不了升學

制度下文聘主義的弊病，但倘若沒有一個機制去分配有限的資源，對台灣社會的穩定性而言也是

不利的，假使學生能在這樣的改變下接觸到更多學習過程中考試外不同的面向，甚至使其被埋沒

的能力被看見，這些改變並非完全是悲觀的，只是在上層審核的教授、委員們，也應該對中後段

學生有所關注，以較為客觀的角度挖掘這群學生潛藏的、那只要有足夠資源便不輸前段學生的潛

力；除此之外，教師與行政人員也皆須有一定的轉變，不論是教學策略上或心態上，也因此，透

過了這次的觀課經驗，也期許自己能透過更多的學習機會好好磨練自己，以更成熟的角度面對這

樣的挑戰，並與怡君老師般默默地以正向的能量幫助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