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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 綜合活動領域教學實習 教育見習（觀課）紀錄表 

一、觀課資訊 

觀課日期  2020年 06月 01日 觀課時間 11:10-12:00 觀課地點 
萬芳高中國中部 

701教室 

授課教師 洪鈺淳老師 授課科別 綜合領域輔導科 授課年級 國中七年級 

授課單元 情緒與生命線 

觀課者 陳筱恬 系級 教育三 學號 106102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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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上共有 19位學生，左右座位的距離滿大，將

近一公尺，前後也隔開了大約 15 公分──或許

是因為疫情的關係。黑板正中央有可滑動的投

影幕，室內設有冷氣，頂上有兩、三台電扇。

教室左前方有小白板作為提醒作業用，左後方

有置納掃具的空間，後方則有學生及老師置物

櫃，收納空間充足。教室最後面還留有大約三

公尺的空間，整體空間寬敞舒服。 

2.班級的學習氣氛融洽，只有少數五六位同學比

較內向害羞，其他人都樂於發表看法，玩「酸

甜苦辣猜猜看」遊戲時也積極的對台上猜題的

同學作出提示，參與度高。 

3.課堂間秩序良好，除了最後面分享活動後氣氛

有點浮躁外，每位同學幾乎都專注看著課本，

不會發出噪音擾亂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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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上課時使用麥克風講話，聲音清晰，教室

各角落都聽得很清楚。 

2-1.一上課的第一個活動是「酸甜苦辣猜猜看」，

老師將規則放在 PPT 上，費心地講解到所有

人都明確的知道遊戲規則，最後才鼓勵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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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戰：「有沒有人想要自願上來猜題？只是個

遊戲，不用擔心。」。學生反應相當踴躍，最

後老師隨舉手速度選出三位同學進行遊戲。 

2-2.遊戲進行過程中，老師一邊控時，一邊注意學

生是否有違反遊戲規則，一邊也用言語鼓勵

學生、製造挑戰氣氛。 

2-3.遊戲結束後，老師唸出課本上關於情緒單元的

說明，並用幾句話為「酸甜苦辣猜猜看」這

個遊戲作結尾，提出：「同一種情境，每個人

會有不一樣的感受及說法，每個人都是獨特

的。」的觀點，並舉出口味變化多端的怪味

糖果「哈利波特鼻屎糖」的例子，吸引起學

生注意力。 

2-4.連結到下一個活動：「我的生命線」時，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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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一句話作連結：「因為每個人都是獨特的，

所以每個人的生命經歷一定是不相同的，我

們現在要說明的就是大家的生命線。」 

3-1.進行「我的生命線」活動前，老師先帶大家看

過課本上說明，之後將生命線的例子放在 PPT

上，請大家看 PPT、聽她說明。這樣用 PPT

輔助課本的方式我覺得對國中課堂而言非常

的有效。 

3-2.說明完「我的生命線」進行規則後，老師提醒

大家「先靜下心來」，再好好思考自己的生命

線，並在 PPT 上設計了一個線香的動畫，告

訴學生：「給你們一炷香時間寫。」。感覺是

一個很新穎的計時方式，滿有趣味，可以吸

引學生專注力。 

3-3.學生撰寫時，老師在教室內巡視，首先關心的

是比較安靜或者坐在後座的學生（猜測或許

這些後座學生平時進行這種活動就比較有困

難）。老師關心撰寫有困難的學生時會把麥克

風先關掉，讓其他同學能擁有安靜的反思時

間。 

3-4.活動最後，「一炷香」燃完了，老師發現還有

同學沒有完成，便說：「再給大家兩分鐘作收

尾，我們等下再一起開始下一步驟的分享環

節。」。合理的給予學生足夠的時間完成學習

活動。 

3-5.個別分享活動結束後，老師也鼓勵有興趣的同

學可以跟全班分享。 

3-6.課堂結尾時，老師鼓勵大家思考：「這些生命

事件或許還持續影響著你，如果是不好的影

響，你應該思考如何改變。另一方面，藉由

聽別人分享自己的生命線故事，你也可以想

一下這些事情有沒有在你的人生中造成不一

樣的影響？對你有什麼意義？」。最後結論：

「人生不會一帆風順、生命線不太可能是完

全的直線。一帆風順代表你已經掛了。」、「每

個人都截然不同，我們要對自己保有負責、

正向的心態，因為每個人都是最棒的。」。結

論有力且完整。 

學
生
學
習
歷
程 

師
生
互

動 1.教師是否鼓勵學生發言 

1.老師相當鼓勵學生發言，以前想必也有相關規

範的建立，學生發言時沒有爭先恐後或者七嘴



2.教師適切引導或回應學生的行為

表現 

八舌的情況。 

2.在徵求自願者擔任「酸甜苦辣猜猜看」時，學

生反應相當踴躍，老師最後以是否有舉手、舉

手速度選出三位同學進行遊戲。 

3.說明「酸甜苦辣猜猜看」遊戲規則時，有個女

生詢問：「那可以說香蕉跟草莓嗎？（開黃

腔）」，老師補充：「不可以說讓我不舒服的話，

不然我就通報你們。也不要故意誤導猜題

者。」。我覺得老師提出「會讓我不舒服」的觀

點來說服學生不使用黃色言詞滿不錯的──過

去我求學過程中遇到的老師都只是強硬的規定

不可以這麼說話，非常沒有說服力。 

4.「我的生命線」活動結束後有個分享時間，分

享時間後老師打算進行課堂總結時，學生卻陷

入有些躁動的氛圍，老師便停下來說：「可以了

嗎？」、「好了，理我，看前面（安靜等待幾秒

鐘）。」。後來當又有學生在底下窸窸窣窣的對

話，老師便會馬上停下來對說話的學生說：「怎

麼了？」、「第一排是還在分享嗎？想跟大家分

享是嗎？沒關係，我很開放這種事情。」，使用

的方法（邀請嘰嘰喳喳的同學上台跟全班分享）

能有效一方面阻止學生嘰嘰喳喳的情況。 

5.老師給予了在遊戲中獲得最優良成績的孩子口

頭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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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之間存在互相協助、討論及對話的情況，

比如說最左邊一行的第一列和第二列的兩位同

學、最後一列的第三行和第四行的同學在進行

遊戲和分享活動時時常轉頭討論，氣氛融洽。 

2. 特定幾位學生會主動回應教師的提問，少數幾

位看起來比較內向害羞的同學在課堂間幾乎未

曾發言。 

3.在進行「我的生命線」活動時，老師巡視課堂

間並詢問大家撰寫過程中是否有遇到困難。這

時即使是內向害羞的學生也敢於詢問老師。 

4.學生能專注於個人或團體的練習。進行「酸甜

苦辣猜猜看」遊戲及撰寫「我的生命線」時，

學生的參與度都相當高，積極提問或撰寫，即

使是少發言的學生也沒有分心做其他事的情

況。所有學生桌上幾乎只放有該堂課的課本及

學習單而沒有其他使人分心的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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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行「酸甜苦辣猜猜看」活動時，有幾次因為有同學不小心說出題目的字眼而導致該題

只能被放棄。這時我注意到同學們只是小小的抱怨了一聲：「齁呦！不要講出關鍵字啦！」

而沒有其他過多的指責或者情緒反應，顯現同學關係良好。 

2.在撰寫「我的生命線」學習單過程中，最後一排有一個男生早早完成了學習單便趴下來睡

覺，而老師並沒有制止他；對於其他完成學習單後開始小聲兩兩討論的同學也沒有干預。

直到分享活動開始後，老師才走到教室後排按按睡覺的同學的肩膀，告訴他：「這麼累喔！

下課再睡啦！現在大家在進行分享活動。」。 

3.大家的生命線都完成後，老師請大家進行三分鐘的分享活動，並說明：「如果你不想分享也

沒關係，可能你覺得自己知道就好，沒必要讓大家知道，那我也尊重你。你還是可以到處

去聽聽願意分享的同學的生命線故事。」我覺得這樣的說法很體貼：既保護學生免於面對

不舒服的自我揭露，也使用合理的說明讓同學們能理解不願意分享的同學的心情。 

4.最後老師請大家收學習單，並請第四行第二列看似害羞的男同學幫忙清點數量，老師自己

則趕緊進行課堂的收尾動作、有效節省時間。 

 

三、觀課總體評述（包含觀課心得、反思、評論） 

  



這次觀課，讓我收穫良多，感覺洪老師是一個經驗豐富、態度大方、上課風格輕鬆的老師。課

堂中設計的兩個活動都很有趣，如果我是學生，想必也會樂於參與這樣的活動。另外，因為我自己

在上大學的課的時候，很常碰上喜歡在請學生自行撰寫東西的時間段裡喋喋不休的教授，因此我認

為洪老師在「我的生命線」活動中，先關掉麥克風、個別針對有疑問的學生輕聲細語指示的行為很

體貼。 

從本次觀課中，我主要有三點心得反思想提：第一是良好總結的重要性，第二是向學生闡明道

理的重要性，第三是尊重學生意願的重要性。 

首先是關於良好總結的重要性。雖然我並不知道在課本上，情緒和生命的講解內容是如何的，

但是洪老師並不打算直接傳授課本內容，而是設計了兩個活動讓學生從中體會自己想要傳達的概

念，最終再有力的總結出發人深省的結論。我想這樣的方法雖然沒有直接傳授式的課堂顯得扎實，

卻因為洪老師有連結活動內容作出適當的總結，因此教誨學生的效果反而更好。由此可探知良好總

結的重要性。 

第二點是關於向學生闡明道理的重要性。在前面的觀課紀錄中也有提到：老師禁止學生說黃色

笑話的理由是「這會讓我、讓別人不舒服」，我覺得像這樣子向學生闡明道理是一個看似基礎但是

在我的成長過程中時常被忽略的環節。我的成長過程中，老師們似乎都不相信學生有理解的能力，

因此只會制式的制定規範，告訴我們什麼不能做，卻不說為什麼不能做，或者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

強硬的要我們接受他的論點。因此導致現在就讀教育系的我，雖然知道要根據從小長大受到的教育

標準去要求學生，自己卻說不出說服孩子的理由──因為沒有老師向我們解釋過。其實學生是有自

我思考的能力的、其實學生是有被說服的空間的，並不是只有規範有制裁能力，透過相信學生的認

知能力而制定出讓他們心服口服的規範是更優良的教育方式。 

第三點是關於尊重學生意願的重要性。青少年（尤其國中生）正處於狂飆期，情緒和心智並不

穩定，內心或許會藏有許多屬於自己的小秘密不願意與同學分享。洪老師在「我的生命線」分享活

動中，不僅事先寬慰學生：不必然要強迫自己分享重要的生命故事，讓學生擁有決定權，言詞間也

教導學生應該尊重他人表達的意願。我認為尊重學生想法亦是教育內涵中很重要的部分。 

另外，除了這三點心得反思，關於課程活動的銜接，我也有一些觀察與想法。我注意到這堂課

的前半段主題是情緒（「酸甜苦辣猜猜看」），後半段則是生命（「我的生命線」），而洪老師在兩個小

環節當中用一句話銜接起兩半課程：「因為每個人都是獨特的，所以每個人的生命經歷一定是不相

同的，我們現在要說明的就是大家的生命線。」。由於我們課堂前有詢問洪老師本堂課的主題為何，

當時老師的回覆是：「生命。」，因此一開始我覺得這樣的連結其實有點牽強、不懂為什麼要在生命

線的前面先用情緒課程鋪墊。但後來覺得：或許在課本上，這兩個單元就是連在一起進行的兩個截

然不同的課程，若是如此，洪老師卻還願意用一句話來銜接兩半課程、努力讓學生不至於在學習上

有斷裂感，那麼這便轉變為一件美事。當然，我並無法知道老師為何如此安排課程，僅就我看到的

發表一些個人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