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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 110學年度第 2學期分區到校諮詢服務 

社 會 領 域 記 錄 成 果 
 

時間：111年 3月 30日 星期三 地點：大灣國小 

主席：趙坤川校長 紀錄：陳慧萍老師 

觀議：:張茵茵老師 說課：楊美玲老師 

     

一、開場： 趙坤川校長致詞 

1. 無論是過去所推行的「九年一貫」課綱或目前正在實施的「108課綱」，其

核心理念都是以學生為主體，讓老師發揮教學效能。 

2. 佐騰學的「學習共同體」、張輝誠的「學思達」、108課綱的「自動好」，都

是強調以學生為中心的素養導向教學。 

3. 近年來，PBL 問題導向學習模式、S2 素養課程設計模式，都是為了引發學

生有效學習而產生的教學模式，希望透過課程、教學、評量的結合，讓孩

子的學習能夠達到課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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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觀課前說明: 張茵茵老師 

1. 過去與現在的觀課差別： 

2. 互相觀課的原因： 

幫助授課老師觀察學生對課程瞭解的情形、使授課老師更瞭解學生互動討

論的狀況、幫助教師專業成長。 

3. 觀課前先說課的原因： 

使觀課者瞭解瞭課程設計的理念、讓觀課者明白需重點觀察學生哪些學習

行為。 

4. 觀課重點： 

不對老師的教學行為做評價、過程中不涉入學生的學習行為、觀看學生學

習過程中的核心知識的理解與互動討論的表現，不著重於偶然的失誤。 

5. 記錄重點： 

學生的學習行為、思考所觀察到的現象、留意低成就學生的學習參與狀況。 

時 代 九年一貫時代 108課綱時代 

教學準備 沒有共備 事先共備 

觀察重心 老師 學生 

觀察重點 
教學策略、引起動機的方法、

教具應用 

學習策略、互動模式、共學

方式、 

影 響 老師擔心被評價 
協助授課老師瞭解學生的

課堂學習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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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說課與公開觀課：楊美玲老師 

（一）學生背景簡介： 

1. 大灣國小課後班高年級學生共 15位，男生 7位，女生 8位，五六

年級學生皆有。 

2. 分組方式：異質分組，5位一組，共三組。 

（二） 說課： 

1. 課程設計理念：透過讓學生思考「想要」與「需要」的差異，學

習正確消費的習慣與觀念，聰明理財。 

2. 課程實施方式：小組討論、學習單書寫、教師統整引導。 

（三）公開觀課： 

1. 學習目標： 

（1）透過「分一得一」的紀錄表學習單，讓學生歸納整理出影響消

費的因素。 

（2）利用「四象限」學習單，讓學生檢視自己生活中的「想要」與

「需要」。 

（3）透過「ORID焦點討論法」，結合卡奴卡債的新聞影片，讓學生

探究合理消費的策略與行為。 

2. 教學活動過程： 

（1） 引起動機： 

播放「鮭魚之亂」的新聞影片，詢問學生是否會為了獲得免費

壽司而改名。 

（2） 發展活動： 

a. 教師提問：「當你消費時會考慮哪些層面？」讓學生以「分

一得一」的紀錄表學習單寫下想法，並請同學發表想法。 

b. 教師提問：「消費前如何區分『想要』與『需要』？」學生

發表想法後，讓學生在「四象限」學習單中，畫出個人

「想要」與「需要」物品或事項的所在位置，並完成學習

單問題，教師課間巡視，學生完成後，引導發表並歸納。 

c. 播放卡奴卡債的新聞影片，請學生針對「ORID學習單」上

的問題討論，並加以記錄；完成後，邀請學生發表。 

（3） 統整活動： 

教師總結：「想要」和「需要」會因為每個人的狀況不同，而

產生個別差異；學習合理的消費習慣和策略，才能成為聰明的

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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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議課：張茵茵老師主持  

（一）教學者想法：楊美玲老師 

1. 上課學生可能較不習慣小組討論方式，進行學習單書寫時很安靜，不太有

交流討論的行為。 

2. 教學過程中的困難點，在於學生發言較不踴躍，學生們的思考較不發散，

因此學習單的答案雷同度較高，較不容易引起思辯性的討論。 

3. 採取異質分組的方式，因此組內皆有學習力高低不同的學生，使彼此在討

論時，有互相學習交流的機會。 

 

（二） 觀察者回饋： 

1. 學生回答問題時，若學生的答案不夠具體，老師能引導學生將討論出來的

答案具焦、使回答的內容更明確。 

2. *全男組：討論交流的情況較頻繁。 

*全女組：有領導型同學會引領大家進行學習任務或分派工作，組內雖有

五年級學生，但因為鄰近皆為六年級學生，皆有參與討論，故能跟上學習

進度，完成學習單內容。 

*男女混組：多數情況下，男生和男生討論，女生和女生討論。有時組內

兩位男生完全都不會時，會向組內領導型女生詢問或觀察其他人的作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