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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8學年度國中課程與教學發展工作圈課程領導增能 

「素養導向公開觀議課」－觀察後回饋會談紀錄表 

【中山國中】 

授課教師 楊芳怡老師 
任教 

年級 
708 

任教領域/

科目 
社會領域/歷史 

教學單元 漫遊臺北~臺北古蹟探究 觀課地點 未來教室二 

觀課人員 吳壁純教授、蔡來淑校長、周婉玲校長、各校與會教師 

回饋會談

日期 
109 年 5月 25日 會談記錄 陳信樺 

 專家回饋 Q&A討論記錄參考項目： 

 觀課人員依據觀察焦點說明觀察到的教與學具體事實 

 學生在上台報告時，多著墨於古蹟的介紹，而無提及古蹟的活化。 

 學生上台報告時，語氣較平淡，PPT 較多文字。 

 彈性學習課程，可以彈性修習？還是必修？ 

今日的主題，是老師訂給學生的，還是學生自己挑的？因為學生所做的主題都一樣。

PPT內容看起來比較像是從網路上抓資料貼上去的成果。 

探究應該要有論證與建模的過程，但在今日的課程看不到。 

 

 觀課人員分享公開授課的收穫或對未來教與學的啟發 

 鼓勵學生針對還未整修的老古蹟去觀察探究後，提出活化的方法(建成國中的水圳、瑠

公圳等)。因為總督府已經高度開發。學生在活化這塊比較難表現，只剩下介紹古蹟。

甚至將學生對於活化古蹟的建議，提供給文化局。 

 學生的表達能力要再加強，語氣要抑揚頓挫，要有肢體語言，PPT 要增加圖減少字。 

 課程內容若為探究性課程，則應讓學生有論證或建模的過程，以本身探討出來的主題

來做深入研究，而老師的角色轉為引導學生做高層次思考與探討。 

 

 專家回饋 

 吳壁純教授： 

 楊老師很敏感，能感受到孩子的狀態並且彈性調整，代表老師還滿關注學生的。 

 老師讓學生可以整合所學並應用所學，因此符合素養導向。 

 老師給予的回饋，比較少在學生表達能力的著墨。想請問老師這堂課的評量重點

在哪些項目？是否包含簡報製作、口語表達、歷史知識？問這些問題就能回應設

定的學習內容與學習目標。因此建議可把公開授課的目標先呈現，讓觀課老師知

道今日的公開觀課的重點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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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這堂課是否能聚焦在「臺北的古蹟在哪裡」的地理總圖。 

 若跨領域是必備的，或許可以跟科技做連結，達到跨領域的效果。 

 彈性學習課程其實不會讓學生成績往下掉，反而可以讓學生針對主體或議題更加

深入探究。 

 彈性學習課程的架構國中與高中不同，國中除了社團課外，比較沒有選修的情況。

高中生的心智年齡與學習經驗比國中生好，因此，目前看起來七年級學生能力好

像還不夠，但難能可貴的是我們看得到老師很用心在培養學生相關的能力，我們

可能要奠定很多基礎給學生去建立相關能力。 

 

 蔡來淑校長： 

 剛剛我在裡面觀課感受到的是自在的氛圍，學生能夠自己發表想法與掃 Qrcord 來

表達意見。另外，有學生認為若不是這堂課，他也不會針對在他家旁邊的古蹟來

做關注，我想這是很難能可貴的。 

 可發展社群，透過專業對話來精進教師的教學。 

 

 周婉玲校長： 

 我想讓孩子們有更多表達力的訓練，因此這兩三年我們結合新文化新精神，在星

期三早自習做了一個中山金綻 TED。經過今天的公開觀課，因此可以在中山金綻

TED發表，讓學生針對一個主題發展提案與行動方案。 

 我們在穿堂建置了電子書牆，因此我們也會將學生的行動方案發表製成電子書並

於電子書牆撥放，就能讓其他同學看到他的成果。 

 我們之前極力爭取經費來做課程，因此寫了亮點課程計畫，從 102 學年度開始籌

備，老師們的心態是只要對學生有幫助的我們都願意。因此各領域都願意發展課

程，雖然第一年沒有通過，但爭取到 30 萬購置機器人、第二年 30 萬購置烏克麗

麗等。直到 104 學年度，發展好全校性的課程地圖，並定調為三創課程，包含創

思、創客與創藝之三創教育，因此通過了審查獲得 100萬的補助，可以來好好推

動課程發展。在我們學校，彈性課程無法選修，但都是必要培養的能力。未來亦

可以融入雙語，以英語作為溝通工具來進行各科學習。學生我們自然地讓他成長，

沒有特別刻意去雕琢，這樣也會有很好的成果展現。 

 

 授課教師在未來預定採取之教與學的調整或改變 

 一個一個回饋，會拖到時間，因此之後會改成全部講完後再整體回饋。 

 鼓勵學生再踴躍多做回應。 

 學生的回饋都集中在總督府與中山堂，下一堂課會再找同學來補一些沒說到的古蹟。 

 英語是一個工具，下個學年度要加入英語，培養學生敢跟外國人介紹臺北城。 

 若要達到暢意，會再跟公民課做結合，包含瑠公圳如何整修。 

 

 問題與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