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政治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    公民   科教學實習 教育見習（觀課）紀錄表 

一、觀課資訊 

觀課日期  109 年 06 月 10 日 觀課時間 14：10~15：00 觀課地點 806 教室 

授課教師 廖先豪 老師 授課科別 國中公民 授課年級 八年級 

授課單元 權利救濟 

觀課者 黃宜萱 系級 教育三 學號 106102023 

修習課程 社會領域教學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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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教師所述，該班級平常上課是較為活潑的，而

這次觀課，一開始氣氛是安靜的，接著隨著同學

們的參與，氣氛滿滿活躍起來，雖仍有少部分同

學會發呆或做自己的事，但大部分同學是能專注

於課程並仔細聽教師授課內容的，且班上有比較

活躍的人物，會主動與教師互動，這同時有喚回

其他同學的注意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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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課教材以投影片與填空講義為主要，板書講

解為輔，由教師個人的教學經驗，提供學生可以

填空的講義，得以增加學生參與感，使他們更專

注在課程中、知道哪些觀念是重要的，此外教師

也準備其曾進行調解時所用的證據資料，與法庭

中各職務的衣袍，作為實體教具，吸引學生注意

力。 

課程內容上，教師對於課程知識是熟悉的，其中，

教師對課文中重要確說明不足的地方，會額外再

詳細解說。課程一開始是從教師自己曾發生交通

事故而進行行政救濟的故事開始，除了引起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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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作為貫穿將近半堂課的主軸，使概念的解說更

為順暢、易懂，講說中，教師也由文山區調解委

員會、陳琦貞等較為學生所熟知的生活事例，作

為概念的例子，並安排如法庭角色扮演等活動，

引導學生思考相關問題，除了更容易理解外，也

增進了學生會對概念有想進一步詢問、了解的興

趣，更為較為枯燥的課程內容帶來讓學生放鬆的

緩衝時間。 

在每個段落結束後，教師會用「可以嗎」一句，來

確認學生狀態，然數次詢問時僅快速問過，只有

一次的確認是反覆多次詢問，但學生反應還是不

佳，這部分或許與學生程度本來就不錯有關，然

若要讓詢問效果更好，可能可以嘗試直接拋問題

讓學生回答。 

教師與學生的眼神交流豐富，能顧及班上所有學

生，確認好所有學生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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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觀課，學生與老師的互動是頻繁的，針對學

生提問，老師基本上都很願意回答，但或許因過

去已回答過或時間考量，每個問題都不會停留太

久，除非如前述學生追問，才會投入更多時間在

問題回答上。 

班上學生是比較浮動的，在法庭服飾的環節，學

生過於興奮，會因此和彼此玩鬧，而無法專心聽

講，但老師並沒有加以管制，而是讓學生自然回

來課程上。 

對回答老師問題或參與活動的學生，老師會給予

零食作為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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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彼此的互動上是良好的，針對老師詢問的問

題會彼此討論，但也容易因此而分心，如在學生

穿法庭服飾的環節，會容易因此嬉鬧、有些失控。 

針對老師的講解，學生對不清楚，或自己有興趣、

想深入了解的問題，會很踴躍的詢問老師，當老

師回答不夠深入時，學生也會再繼續追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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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環境方面，班級座位由後看，呈左方 3x1、右方 5x5 的座位安排，教室寬敞，但座位靠

前，因此學生是可以清楚看到前方的，惟教師操作電腦處較偏離學生，為維持在與學生的互

動距離內，教師要移動較大的幅度，在授課順暢度上可能會受影響。 

課程有超時，然真正結束的斷點卻剛好卡在一個概念的一半，或許可以再思考從哪裡停止、

流到下次再解說，對於學生的了解或許會更有幫助。 

 

三、觀課總體評述（包含觀課心得、反思、評論） 

這次觀課的班級是較不熟悉的國中部，此年級的學生比起高中，先備知識較少、穩定度較低，這

次觀課從經驗豐富的老師身上，學習到了如何應對年齡層的學生，以及課程可以如何進行，獲益

匪淺。 

其中，於課後與老師的議課中，老師表示因學校有高中部與國中部，因此兼有兩種課程，其中國

中公民科相較高中，比起討論或思考，更多的是基礎知識的理解，因此課程會相對枯燥、沒辦法

有太多的思考活動，然到了高中課程，真正開始議題的整合、訓練學生能力時，以現行新課綱，

有些內容對學生是有相當難度的，對此我覺得這是教改一個有些矛盾的點，現在全球下的教育，

國際的氛圍是鼓勵在課堂培養學生獨立思考或更多元的能力，但這些能力如都是要建立在一定的

知識上，而這些知識原是按部就班從國中到高中慢慢加深加廣的，就目前看到的我國現狀，卻必

須在國中就加緊吸收力，到了高中才不會跟不上，雖學生被賦予自主學習的期待，但還是會擔心

這樣的安排對學生的發展反而是揠苗助長，尤其台北市國中的教師都有高中課程難度高的疑慮

了，那對文化資本較沒有那麼豐富的地區，這問題恐怕會更嚴重，對此，在制度上應該要有更多

的考量或配套措施，除課程內容的調整外，如在考試面題目必須注意難易度的掌握或題型型式

等，以讓國中的課堂不會充滿著壓力、減少填鴨教學方式的出現。 

另外，與城鄉差距相關的問題是，在詢問老師如何帶思考性課程時，老師比較在台北市與其他縣

市的學生差異，其中台北市的學生往往對時事有較多的關注與掌握，因此光是教師在引起動機的

過程，便可以想到相關的內容，但相對於此，非都會區的學生便沒有這樣的表現，於此除了知曉

素養課程對教師的考驗與經驗的要求外，也可以發現即是是現今資訊發達、網路普及率近百的我

國，在教育上還是存有頗大的、非物理設備的差異，這差異或許是來自於家庭或學校普遍氛圍，

教師是消除此負面現象的關鍵人物，而同時在中央或地方的政策方，或許也應該對此有些因應，

如師資的聘用是否會能設有相關的經驗分享或工作坊，來讓教師們共同研擬對策等。 

在本次的觀課中，除了觀察實際教育現場，有經驗的教師如何教授課程、應對實際班級狀況外，

也看到了新課綱在不同教育環境中，或許還有許多變因與現實的考量，是值得在省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