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政治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 國語文領域教學實習 教育見習（觀課）紀錄表 

一、觀課資訊 

觀課日期  109 年 6 月 9 日 觀課時間 13:10-14:00 觀課地點 北一女中 

授課教師 徐千惠 授課科別 國文 授課年級 高中二年級 

授課單元 韓非子選 

觀課者 李紀彤 系級 華文碩三 學號 105161001 

修習課程 國語文領域教學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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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堂上學生大多都專注聽講，很少在做與課堂無

關的事。四角辯論時雖然對於主動發言有些膽怯，

但上臺發表時皆能侃侃而談。但分組討論的人數

由於是 4 個人，因此討論時偶爾有人無法積極參

與。整體而言，學生對於課堂的學習心無旁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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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的課堂編排先是複習，接著再以四角辯論開

展課堂主題，隨之進入文本討論。教師的複習方

式以問答為主，但以抽籤和大爆炸的方式指定學

生問答。而被抽到的學生皆能回答問題，沒有答

不出來的情形。 

四角辯論主題「誘之以利是最好的說服技巧」具

有爭議性，然而敘述方式有些武斷，因此沒有學

生站在「非常同意」和「非常不同意」，大多集中

在「同意」與「不同意」兩處。 

教師選擇的三篇文本難易度不高，但能刺激學生

思考為何這些故事與「說服」有關。且教師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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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發表結束後，能歸納其內容，並闡釋文本表達

的概念。在學生分組討論的時候，教師也會旁間

巡視，偶爾加入學生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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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以抽籤的方式半強迫學生發言，但學生發言

結束後，教師會給予適當點評回饋。然而有時教

師僅以「很好」帶過。整體課程教師對於所有學

生待遇平等，特殊表現的學生未得到特別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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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在課堂討論的過程中經常彼此交換想法，討

論熱絡，但對於教師提問教不懂得主動發言，需

要教師抽籤點名才能提出看法。課程進行時多半

是教師講述、問答討論，學生未舉手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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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堂的開始先帶領學生複習先前學過的課文，教師設計的提問皆扣合課文核心意旨。且利用

表格的方式，分析比較「棘刺刻猴」和「猛狗社鼠」兩篇的大意與寓意。四角辯論題目以較

具爭議性的「誘之以利」為主題，激發學生思考說服他人應考量的時機與對象。本課程的目

標結合了韓非子寫作上以寓言說理的技巧，也啟發學生深思說服的語言藝術。 

 



三、觀課總體評述（包含觀課心得、反思、評論） 

    這次的觀課經驗，讓我們親自觀察了一群菁英學生們的課堂學習環境，同時也對學生

們的專注熱情大為激賞。學生們不僅上課時認真聽講，對於教師的課堂指令皆能適當反

應，積極投入，沒有任何一個人在狀況外。且教師以「說服的技巧」作為韓非子選的結

束，帶領學生思考韓非子的寫作方式為何要引用故事闡述主張，而非直接提出論點。尤其

是〈說難〉的故事雖然每篇看似獨立，但統整觀察皆能說明說服他人時應當注意的細節。

教師看出了這些文本的關聯，顯現了教師的國語文專業素養，也不禁讓我們觀課者也跟著

學生思考作者的寫作意圖。 

    課程的進行中，學生雖然都很積極配合教師的活動，但這些活動偏向教師對學生的單

向引導，學生在課堂幾乎沒有主動發言。這樣的現象某方面呈現了臺灣學生的個性，不擅

於積極表達自己的看法。但教師在教學時應適時鼓勵學生主動發言，而非以抽籤的方式半

強迫學生發言。若學生能勇於向教師及同學表達自身想法，那麼這樣的教學環境便近趨完

美了。 

    整體而言，整個班級的學習氣氛給予人積極向上的感覺，即使不處於這樣班級的學

生，也能受到感染而積極投入學習。這樣的觀課經驗也帶給我們另一個思考面向：國文課

到底要帶給學生什麼知識？是字詞解釋？背誦文章？還是批判思考？國文對學生可以是雞

肋，也可以是無價之寶，端看教師對自身專業的涵養，以及課程設計的內在功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