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政治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 輔導科教學實習 教育見習（觀課）紀錄表 
 

 

一、觀課資訊 

 
觀課日期 

 
109 年 06 月 01 日 

 
觀課時間 

 
11:10~12:00 

 
觀課地點 

 
萬芳高中國中部 

 
授課教師 

 
洪鈺淳 

 
授課科別 

 
輔導 

 
授課年級 

 
七年級 

 
授課單元 

 
生命不設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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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全班共 19 位學生，分成五個直排，每個直排

之間都有足夠的空間，方便讓老師及學生走動。

1-2.為了不擋住正中間的投影幕，老師站在教室

左前方，沒有站在講台上，不會讓學生有距離感

或壓力，師生關係融洽。 

2-1.進行第一個活動（猜情緒詞）時，台下學生

參與度極高，整體氣氛很熱烈。 

2-2.繪製生命線時，學生皆認真完成學習單，整

體氣氛很沉靜。 

3-1.老師使用純講述法總結活動一，並設法連結

至活動二，但這時大部分學生是低下頭的，可以

看出並沒有在聽老師說話。 

3-2.有學生拿出魔術方塊，老師很快地提醒該位

學生將魔術方塊收起來；有一位學生未依照老師

的指示打開課本，整節課的參與度也較低，沒有

看到老師特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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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學生而言生命線是新概念，且考慮到國中生

的人生經歷可能有限，故老師要求至少寫出 5 個

事件即可。 

2.介紹生命線的概念後，利用自製學習單讓學生

馬上練習繪製自己的生命線；讓學生互相分享生

命線，讓學生瞭解到「每個人的生命和經歷都不

一樣」。 

3.當學生評價同學的生命線無聊時，老師即時糾

正「每個人的人生都是獨特的，不可以說其他人

的生命很無趣」，藉此機會再次強調正確觀念。 

4.提供全班學生盡情說話的機會，分別是「給予

答題同學提示（活動一）」以及「和同學分享生命

線（活動二）」，這兩個時機學生參與度較高。 

5.充分給予學生思考與繪製生命線的時間（有延

長一次時間），並藉由老師的走動與巡視即時發現

與解決學生的問題。 

6.老師的 PPT 很單純、不花俏，清楚呈現重點內

容；每個活動的說明也都很明確、完整，並在確

認學生理解之後才進入活動。 

7.活動一的三位挑戰同學猜題完畢之後，老師皆

告知答題狀況與時間，並給予簡單的評語；最後

透過展示不同生命線種類，分享老師對於學生們

繪製狀況的觀察，加深學生對生命線的理解。 

8.正式開始活動之前，老師都會詢問學生有沒有

問題；進行繪製生命線活動時，老師沒有待在教

室左前方，而是不斷地走動，隨時關心和觀察個

別學生是否需要協助，藉此掌握學生的完成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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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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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學生間互相分享生命線之後，老師詢問是否

有學生想要和全班分享自己的故事；總結時有同

學仍然在交談，老師便再次確認是否有人想跟大

家分享，提供充分發言機會。 

2.第一個活動的答題狀況若不理想（台下同學無

法給予更明確具體的提示、台上挑戰同學想不到

答案而慌張或不知所措、台下同學開始不耐

煩…），老師會一起給提示，幫助活動繼續進行。 

3.口頭肯定︰進行活動一時，老師稱讚本班學生

給的提示很清楚，猜題的狀況比其他班好；第三

位挑戰同學花了最長時間完成猜題，但老師有說

她是唯一一位答對所有題目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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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活動一時，台下部分同學很認真、很努力地

在提供提示，以幫助台上挑戰同學答題。 

1-2.分享生命線時，大約四分之三的學生都願意

和同學分享。 

2-1.老師說明活動規則時詢問「可以嗎？」，全班

都沒回應。不過如果是在氣氛比較熱烈、吵雜的

情況下，就會有部分同學回覆。 

2-2.老師徵求第一個活動的自願者時，有兩位學

生主動舉手。 

3-1.唯一舉手的提問是當進行活動一之前，確認

規則有沒有問題的時候。 

3-2.畫生命線時，較多學生會在老師經過身旁時

個別問問題。 

4.一開始畫生命線時，全班學生皆安靜、專心地

完成學習單，但隨著完成的人數越來越多，就有

學生開始小聲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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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活動一最後一位挑戰同學下台之後，坐在旁邊的同學有輕微地指責她，老師並未制止。 

 
2.活動一連結活動二的講述內容像是在「唸」寫好的文字，不是在「說」話，語氣也比較平，

所以學生沒有專心聽。 

3.繪製生命線時，老師使用的計時方式是利用 PPT 當中的動畫功能，讓細長的長方形慢慢變

短，老師稱之為「一炷香的時間」，很有創意！不過並沒有明說大約是幾分鐘，只有在剩下

一半時間的時候提醒學生。 

4.當發現有學生尚未完成生命線學習單時，老師有延長兩分鐘的時間。 
 
5.開放與同學自由分享生命線之前，提醒每個人都有決定要不要分享的權利，不可以強迫別

人分享，要互相尊重。 

6.在生命線的分享時間，因為可選擇不要分享，故有幾位學生獨自坐在位子上沒有事做。 
 
7.分享時間結束時，老師說現在可以「慢慢地」走回自己的位子，即使有學生仍然在講話，

老師也沒有催促或大聲責罵。 

8.說明生命線種類時，針對平坦無起伏的生命線類型，老師的解釋是「一帆風順，已經掛了」，

表示這是不可能的。 

9.當總結階段有學生聊天時，老師並無指責，而是詢問是否想跟全班分享自己的生命線。 
 
10.將課程內容連結到前一次上課看過的影片，並簡單回顧。 

 
11.最後有預告下週課程內容。 

 
12.結束課程的時間是打鐘前兩分鐘，讓學生將課本放到教室後方的置物櫃、並稍作休息，

打鐘之後老師再宣布下課。 



 
 
 
 
 

三、觀課總體評述（包含觀課心得、反思、評論） 
 
 

第一個活動的進行方式是挑戰同學站上台、背對投影幕，台下同學依投影幕上出現的情緒形容詞（老

師事先出好的）給予挑戰同學提示，並且提示語中不能包含正確答案的任何一個字，亦不能拆字提

示，需利用實際情境幫助挑戰同學聯想答案。當洪老師總結活動一時，老師利用「挑戰同學無法依

台下同學的提示/情境聯想到正確答案」之情況說明「即使是同一件事，每個人的感覺和情緒也可

能不同」，藉此連結生命線的概念──對人生中各個重要事件的（正向/負向）感受。雖然「猜出情

緒形容詞」的活動很有趣，全班同學皆踴躍參與、融入遊戲氣氛，但是只看活動一本身的話，我認

為反而和「情緒」或者「溝通」比較有關聯，想要透過這個活動引導至生命線其實有些牽強。 

另外，在活動一的進行過程中，當挑戰同學無法透過提示猜出正確答案時，台下同學難免會因為鬱

悶而情緒較為激動，當台下同學在給予提示時不小心說到答案的其中一個字，導致該題不算數時，

其他同學也會因為可惜而出言責怪，但是在這些情況發生時，洪老師都沒有制止或安撫，或許是因

為活動進行中氣氛比較激烈，老師必頇以全班活動為重，沒有餘力立即做出應對，所以建議老師在

活動進行前和結束後，都提醒學生不要互相指責或謾罵。 
 

第二個活動是讓學生完成繪製自己的生命線，這段時間很長，之後又有延長兩分鐘，大概有將近 15

分鐘的時間都在完成學習單，建議老師這段時間可以放音樂，幫助同學融入氣氛、認真回想自己目

前的生命經驗。開放和同學分享自己的生命線故事時，洪老師有提醒同學可以選擇不分享、要互相

尊重，故有部分學生在這幾分鐘是獨自坐在座位上發呆的，建議老師可以安排一些事情讓選擇不分

享的學生做，例如提供色鉛筆讓學生美化學習單、請他們繼續補充關於學習單所寫事件及感受的敘

述，或想想看未來希望的生命線模樣。 
 

當要結束分享時，洪老師說「現在可以慢慢地走回自己的位子了」，「慢慢地」這個用詞讓人感覺比

較沒有壓力，雖然只是一個簡單的詞語，但還是能感受老師的用心；因為部分學生聊得很開心，所

以並沒有馬上聽到宣布討論結束的聲音，這時大多數的老師會提高音量或個別督促，以順利掌控整

體秩序，但洪老師並沒有催促尚未結束討論的同學，而是願意給學生緩衝的時間。 

最後說明生命線的種類（都在水平線之上、都在水平線之下、分布於水平線上下、幾乎水平）時，

洪老師說明「幾乎水平」的生命線表示你的人生「一帆風順、已經掛了，是不可能的」，但實際上

這種情況並不是絕對不會發生，可能是目前的人生並沒有發生重大事件，也可能是本人確實沒有因

為各種事件而產生強烈的感受，或者選擇以平淡的心態去面對人生，所以老師的這個說法有點極

端，應該要提醒生命線有多元的型態，沒有好或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