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優質的觀課與評課 
(TALON) 

Teaching Analysis and Lesson Observation Network  
(優質教育基金資助項目) 

 

http://www.ied.edu.hk/talon 

天水圍循道衛理小學 



時間 活動程序 

12:45 - 1:00 pm 登記 

1:00 - 1:30 pm 
簡介活動流程、播放學生課前訪談及 

簡介教學設計 

1:30 - 2:30 pm 施教及觀課 

2:30 - 2:50 pm 休息 

2:50 - 3:20 pm 播放學生課後訪談及分組討論 

3:20 - 3:55 pm 課後會議及評課 

3:55 - 4:00 pm  致送「感謝狀」 

第七場觀課評課活動 

日期：2011年5月20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1時至4時正 

地點：天水圍循道衛理小學, 新界天水圍天頌苑 





有效的觀課 

有效的觀課 

準確的課堂分析 

適當的回饋 

再實踐 

 學生有效學習 



技術性 個人素質 處理學習內容 

教學表述 

課室管理 

課堂互動 

教學安排 

資源運用 

師生關係 

信心 

態度 

熱誠 

學養 

學科知識 

內容選材 

課業組織 

教學設計 

教學評估 

分析課堂的三個層面 



觀課評課 

處理學習內容 

內容選材 課業組織 教學設計 教學評估 

課堂分析的觀點與角度 
 

學科知識 



      課堂學習研究課≠示範課 

研究課是研究員與老師共同研究的教學成果 

目的是作為教學的分享與討論 



課堂實踐教案簡介 

年級及科目： 小四中文科 

課題及內容： 寫作教學 

授課教師  ： 天水圍循道衛理小學 

           廖穎心老師 



選擇研究課題:   
說明文的寫作手法 

選擇此課題之原因:  
1.配合單元教學 
2.發展學生寫作能力                   

學生的學習困難:  
對於描寫動物的外形，學生的掌握程度只停留在
簡單的外形描寫層次。 
              



授課時間：一小時 

學習內容： 

描寫動物外形的說明文寫作手法 

關鍵特徵     

1. 由動物的整體、局部至細緻的順序描作； 
2. 從動物的外貌：形態、顏色、質感進行具體

的說明描寫。 

      



教學重點 活動 

觀察動物的方法： 

1. 觀察要有計畫  

2. 先作整體觀察   

3. 接著分部進行觀察 

4. 找出與別不同的地方 

( I ) 教師提供一張小熊貓的圖片，著學生作口頭

描述： 

 審辨 變 不變 

小熊貓的外貌 不同學生的口
頭描述 

小熊貓的外貌 

步驟一 

課堂流程與變易圖式 



教學重點 活動 

描寫動物的方法： 

1. 先作整體描寫  

2. 然後作局部描寫  

3. 要寫出動物的特點  

一. 比較學生與文章之間描述小熊貓外貌的不同方法。 

 

 

 

二. 回顧其它有關動物描述的說明文寫作手法。 

 

 

 

 

步驟二 

審辨 變 不變 

小熊貓的外貌 學生的描述 

/篇章的描述 

小熊貓的外貌 

審辨 變 不變 

描述動物的說明

文寫作手法 

不同動物的多篇

說明文章 

動物外形的說明

文寫作手法 



教學重點 活動 

描寫動物的方法： 

1. 先作整體描寫  

2. 然後作局部描寫  

3. 要寫出動物的特點  

三. 根據文章內容，教師與學生一同歸納出說明動物

外形的方法： 

 先從整體開始描述 

 局部的描寫：由頭至尾 

 不同角度的細緻描寫：形態、顏色、質感 

 運用比喻句/疑人法的修辭手法 

步驟二 



步驟三 

先觀察，進行寫作

活動 

一 每組派發一張動物(長頸鹿)的圖片，著學生先仔細觀

察，然後於組內分享； 

二 就觀察所得順序地描述動物，進行寫作練習。 

步驟四 

審辨 變 不變 

長頸鹿的外貌說明
文寫作手法 

不同的學生作文 長頸鹿的外貌說明
文寫作手法 

作品評講 

 

學生完成寫作練習後，著學生根據課堂所學，進行評講，

並給予同學意見，從而作出修改。 



金毛尋回犬 



學生甲 
整體 
(從頭到局部) 

顔色  

質感 

形態 

修辭  



學生乙 
整體 
(從頭到局部) 

顔色  

質感 

形態 

修辭  



學生丙 
整體 
(從頭到局部) 

顔色  

質感 

形態  

修辭 



學生訪問 

課前訪問及評估分析： 

1. 學生大致知道從顔色的特點説明動物其中的一種外觀
感覺； 

2. 學生對如何開始描寫説明動物的外形，各持己見； 

3. 部分學生能夠運用淺白的修辭手法形容動物的局部特
點； 

4. 學生不會從質感或形態的角度進行細緻的説明描寫。 

20.5.11 pre interview.m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