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政治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領域教材教法 教育見習（觀課）紀錄表 

一、觀課資訊 

觀課日期 108年 11月 11日 觀課時間 14:05-14:50 觀課地點 新北市板橋國中 

授課教師 劉美嬌 授課科別 綜合活動 授課年級 九年級 

授課單元 談情說愛?! 

觀課者 金沛辰 系級 教育三 學號 106102001 

修習課程 綜合活動領域教材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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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上課前，學生自行搬桌椅，換成分組座位。 

1-2. 五人一組，每一組皆有男有女。 

1-3. 上課時使用黑板及投影機。 

1-4. 留有足夠通道供教師走動。 

2-1. 雖然會吵，但老師適當吸引注意力，不須大聲怒

吼或責罵，學生就會聽老師說話。 

2-2. 少數學生會主動回答老師的提問。 

2-3. 下課之後，發表繼續進行，但學生仍然願意聆聽

同學的分享並給予掌聲，不會吵雜。 

3-1. 同組的同學會聊天。 

3-2. 少數學生表示興趣缺缺(低著頭或撐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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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使用繪本《好好照顧我的花》-複習內容時，大

多數學生皆有向前看、聽老師說故事。 

2. 三階段討論(逐漸熟練學習內容)-第一階段使用

同理心地圖，請各組依故事內容寫出事實(主角

的經歷及感受)；第二階段用另外的紙，引導學

生寫下自身的理解和解讀，提升了思考層次；第

三階段透過發表前兩階段討論成果，使各組之間

能互相分享、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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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老師能夠掌控課堂順利進行、選擇合適教材、運

用適切教學活動，且適當地回覆學生反應，也不

會公開指責。 

4. 「小組計分」-依”小組討論狀況”及”是否主

動發表”決定加分與否，提高學生參與動機。 

5. 「討論時提供海報紙及彩色筆」-使用大張海報

紙而非 A4 學習單，使每個人有足夠空間書寫；

再請小組每一成員各拿一支不同顏色的彩色

筆，方便老師查看個人參與程度。 

「同理心地圖」-此活動為站在故事主角的立場

思考，本身就是在實踐同理心的發揮。 

「最後提問」-因為尚有老師欲傳達之重點概念

尚未被學生提及，故下課前，老師拋出了希望學

生進一步思考的問題(繪本中事物的象徵意義)。 

6. 上次上課已以影片呈現繪本內容，本次課程開場

時再以敘述方式大致複習繪本故事內容與重點。 

7. 最後各組學生發表討論結果時，老師有歸納、整

理與講評。 

8. 「口語+教室走動」-剛開始討論時，老師輪流至

各組引導，幫助學生掌握討論重點，等老師走完

一輪之後，全班已經進入熱絡的討論狀態；討論

過程中老師也不斷走動、瞭解各組討論狀況，並

適時給予學生正面回饋，當學生有疑問時再隨時

予以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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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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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課堂中並非單方面講述，有隨時提問，並適度等

待學生回答。 

1-2. 幫願意主動發表的組別加分。 

2-1. 學生尚未正式進入討論狀況時，老師會輪流至各

組引導。 

2-2. 最後發表的同學有點緊張，一開始發表得不是很

順利，老師便給予鼓勵。 

3-1. 討論狀況良好或願意主動發表的組別可以加分。 

3-2. 討論過程，老師給予學生意見正面肯定。 

3-3. 老師給予負責發表者口頭稱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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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剛開始討論時，學生們有點遲疑，但是老師分別

到各組引導之後狀況皆有改善。組內有時會有參

與度較低的同學，或者直接清楚地切成兩邊各自

執行進度。但是為了不受限於座位，也有些同學

願意離開座位，主動參與或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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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只有少數學生會主動回應教師提問。 

3. 學生的提問主要發生在討論時間，有疑惑時會向

老師提問。 

4. 討論時間各組集中於組內活動，組別間較沒有互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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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因為分組坐，教室內有空間供老師走動，所以不只是討論時間，當老師在說故事時，也能隨時

下台走動，使學生注意自己的表現。 

2. 被老師糾正行為時，兩位同學同時地說:「是的，對不起。」，是這個班級的規矩。 

3. 討論時，有些組別會自動分成兩邊進行任務，有些組別則會有主要領導人，很少有組內全部成

員同時都很熱絡討論的狀況。 

4. 討論時間，老師和教室右後方的組別討論時，主要只有一個女生在和老師對話，其他人則保持

安靜。 

5. 用大張海報紙取代小張學習單，使得各組分享時，能夠將討論成果展現給其他同學看，且因為

有兩張大海報，需要其他四個組員幫忙舉著，所以不會有「只有發表者在說話，其他組員事不

關己」的感覺。 

6. 下課時間到了，老師仍繼續讓同學發表，但同學們沒有因此表現出抱怨的態度。 

 

三、觀課總體評述（包含觀課心得、反思、評論） 

  我原本以為第一次討論，也就是完成同理心地圖之後，就會開始發表，結果是接著進行第二次討論，有

點顛覆我對「討論」的印象。依我的經驗，討論時間就是用來產出即將要繳交或發表的成果，而那成果可能

是一張學習單，也可能是一段發言、表演等等。在同一個活動中連續進行兩次討論的狀況比較少見，雖然是

同一個主題，但是討論的內容卻有不同的層次，第一次討論是針對故事的事實，第二次則需要學生自己思考。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透過第一階段的討論狀況，可以確認學生是否充分熟悉故事，且第一階段寫下

的內容可成為第二階段思考的基礎，思考時有所依據，討論起來也比較容易。從「事實」到「感受與思考」，

問題層次的提升，有助於達成更高的教學目標。 

  劉老師的這份教案總共有五節課:第一節課主要是瞭解學生們對「愛情」這個議題的印象與想法；第二、

三節以「分手」為主題，第一次使用了同理心地圖，來分析分手與被分手者的立場，並知道應該如何面對感

情上的種種問題；第四節(本次觀課)再次使用了同理心地圖，分析兩位故事主角建立關係的過程，並培養學

生正確的感情觀與態度；第五節將要探討親密關係的組成要素。其中第二、三節的主題-「分手」，是老師經

過事前調查，根據學生興趣所決定的主題，因為綜合活動的課程相較其他科目有彈性，更應該像劉老師一樣，

設計學生感興趣的課程內容，讓學生更專注於學習，且既然是學生有意願瞭解的主題，便代表應該更能夠貼

近學生的生活經驗，符合「素養」的精神。 

  上面「觀課過程」的表格中，有一項觀察項目是「教師熟悉任教科目或領域之專門知識」，在這個部分，

綜合活動領域跟其他科目很不同，我認為綜合活動要教給學生的是「如何生活的能力」，這個能力就是綜合

活動老師的專門知識，因此也可以說沒有明顯的範圍。而若是說到綜合活動領域的老師跟其他科目老師的差

別，就是綜合活動老師應該要更擅長使用多元的教學方法與教材、更會跟學生相處，並且更懂得處理教學過

程中發生的問題，具備更優秀的「學科外」教師專業。 

  第一階段討論結束時，劉老師在黑板上的計分表格中替兩個組別加分，並且表示是因為這兩組的討論狀

況良好，但是據我觀察，有些組別一開始雖然分成兩邊各自作業，但後來彼此會互相協助；有些組別則先是



討論得很順利，但是之後就開始聊天、做其他的事，其實每一組都會有狀況好跟不好的時候，只是被老師注

意到的時機點問題，因此我覺得可以用更具體一點的事實做為加分依據(例如有確實達成老師的要求，每位

組員各自拿了一隻彩色筆，共同完成海報)。 

  當劉老師走下臺跟教室右後方組別討論時，主要只有一位女學生在和老師對話，其他人沒有主動跟老師

互動，建議老師可以主動向其他組員提問，帶動每個人發表意見。 

 

老師利用 PPT複習繪本故事內容                發表時，其他組員展示討論時完成的海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