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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主導的公開授課

公開授課的實作與討論



公開授課模式簡介

總綱對於公開授課與專

業回饋的實施

不同的觀課模式

何謂同儕觀課



十二年國民教育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對於公開授課的實施規定

• 五、實施要點
（一）教師專業發展實施內涵
3.校長及每位教師每學年應在學校或社群整體規劃下，至少公開授課一
次，並進行專業回饋。

• 實施目的：
持續提升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
形塑同儕共學的教學文化



六種教師專業成長的觀課模式

錄影練習

授業研究

同儕觀察

教學教練

教學圈

學習走察

Ref：墨爾本同儕觀察實務手冊



說說看

• 上頁的六種觀課模式，請問您有使用過哪些？

• 請問您還有使用過哪種觀課模式？



何謂同儕觀課

啟動後續的

同儕觀察

基於全校性教

學改進計畫來

彼此協助與合

作

從其他教師處獲

得學習，建立有

效教學的共識

針對改善學生

學習，進行結

構性的回饋和

反思

實施新的教學策

略並改善教與學

授課教師
自我反思

觀察前會談

教學觀察
授課教師
及觀課人員
自我反思

觀察後
回饋會談

Ref：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Melbourne(2018). Peer 
observation,  feedback and 
reflection: A practical guide 
for teachers. East Melbourne, 
Victoria



同儕觀課的模式（TDO）

• 同儕觀課模式之一

• 教師主導的教學觀察（Teacher-Driven Observation, TDO）









觀察演練

• 請觀賞影片並對照上面三張漫畫，對照備課、觀課與議課流程有哪些重
點？



《透明的教師》大意

焦點問題先出現
觀察工具跟著選
授課教師來主導
觀課記錄看聽見

議課事實先呈現
再找焦點相關聯
討論詮釋得意義
學習提升下次見



教師主導的公開授課

教師主導的公開授課

簡介

實施歷程

配套措施

TDO的十大主張



何謂「教師主導的公開授課」

• （一）定義：

• 被觀察的授課教師作為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的主導教師，由其主導整個
觀察前會談（備課）、課堂觀察（觀課）、觀察後回饋會談（議課）的
過程。

• 依據被觀察教師自我的專業成長需求，提出觀察焦點（焦點問題），邀
請觀課者蒐集課堂上的事實資料，供授課者省思，並共同討論對話，促
進彼此專業成長。



教師主導的公開授課實施歷程

備課

• 共備、自備、說課或觀察前會談

• 約15-20分鐘

觀課

• 課堂觀察、蒐集客觀事實

• 1節課

議課

• 觀察後回饋會談、未來行動策略擬定

• 約15-20分鐘



TDO的配套措施

教師導向的

觀察模式

個人模式

團隊模式

學校模式

不同模式決定
TDO的啟動位置



個人模式

模式 優點 挑戰

單一教師夥同其
他教師做觀察

• 觀察的時間與學習重點
植基於教師個人的興趣

• 賦予主導教師最大的自
主權

• 運籌方式較為單純
• 專業成長較具個別性的
生機活力

• 主導教師將承擔極大的
負擔

• 比其他模式需要更大的
能量：主導教師須能確
定問題焦點並以一己之
力引導

• 缺乏其他模式所能提供
協作助力



團隊模式

模式 優點 挑戰

小型教師團隊的
教室觀察

• 能在現有的協作組織基
礎上，運用既有的團隊
或另創新的團隊

• 團隊能選擇一起運作
（每位教師皆能擔任主
導或觀察者）

• 提供團隊間穩固實質的
對話機會

• 團隊能提供TDO永續運作
的脈絡

• 如果現在的團隊未能調
配出共同的TDO時間，將
使得行政配套難以進行
（如何時聚會和由誰來
補課）

• 現有團隊可能無法提供
如同個人模式之多樣態
的機會（如年級層級的
團隊將缺乏來自其他年
級之觀察者）



學校模式

模式 優點 挑戰

全校性之數個教
師團隊所做的全
面性教室觀察

• 提供每位教師順利運作
TDO之機會

• 能使TDO快速推展
• 促進協作的校園文化
• 使跨年級和跨學科教師
有互動之機會

• 創造了全校性教與學集
體對話之團體動能

• 行政配套之安排較為困
難

• 在為數眾多教師間如何
建立與分配所有權之歸
屬



討論：觀課對象與觀課模式的選擇

• 綜合上面三種不同的觀課模式，您有試過哪種的觀課模式？

• 您的觀課對象是如何產生的？

• 若您在接下來的學年度要進行公開授課，您想如何選擇您的觀課對象？
您希望學校給予哪種形式的支持與協助？



學校協助安排觀課案例：4人一組
漢密爾頓中學教師主導觀察日程表

節次／時間 日程

第一節 觀察前會談（所有教師）

第二節 A教師授課，其他教師教學觀察

第三節 B教師授課，其他教師教學觀察

第四節 C教師授課，其他教師教學觀察

第五節 D教師授課，其他教師教學觀察

第六節 回饋會談（所有教師）

Ref：Kaufman, & Grimm, 2013



學校可以怎麼幫忙？

提供資源與行

政支援

結合教師專業

學習社群

• 學校協助教師了解TDO觀課內涵和歷程

• 安排備觀議課日程表和時間

• 教師彼此觀課的邀請

• 事務工作的資源投入

• 備課和議課的空間設置

• 結合校內現有計畫

• 社群內涵納入TDO實作

• 結合社群行動研究

提出關注焦點→行動策略→觀察回饋

• 納入課堂實踐



參考資料：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部委辦中小學
教師專業發展人才培訓認證計畫
(2020)。TDO的十大主張。臺北。



事前
公開資訊 知情同意

客觀原則

不干擾
原則

專業對話
原則

權益保護
原則

觀察前會談

觀察過程觀察後回饋
會談

主張 教學觀察應遵守觀課倫理



找誰好呢？

觀察焦點

1.學生的能力如何？

2.教學策略在哪種情
境下最有效？

3.學生對課堂內容的

理解程度？

4.能力程度較低的學

生為何對學習內容

有困難？

觀察者類別

1.教的學生與你多所

相同的同儕

2.資深教師

3.深度了解你的學科

領域的同儕

4.較低年級的教師

主張 觀察者由授課者邀請
從觀察焦點決定觀察者類別



主張 由授課者決定
說課和議課的主持人

說
課
主
持
人

議
課
主
持
人

也可由授課者
親自主持



說
課

觀
課

議
課

包含：
共備、自備、
說課或觀察前會談

包含：
觀察後回饋會談、
未來行動策略擬定

包含：
課堂觀察、
蒐集客觀事實

說課、觀課、議課

以達到目的為思考

可以短於一節課

主張 說課和議課時間盡量精簡



觀察教師 觀察教材

觀察師生互動 觀察學生

主張 看教師、看學生、看教材、
看師生互動都可以



主張 以課程脈絡說明取代教案



可以不全面觀課

可以不勾選等第

主張 可以只看觀察焦點
記錄客觀事實



為使觀察者能真正記錄客觀事實

請依據觀察焦點決定觀察工具

若使用現有表格最好只部分使用

更好的是依據需求自行設計表格

主張 可以自行設計觀課表格



主張 觀察後可不用重繕觀察紀錄

可以不用重新填寫

紀錄過程中有來不及記錄的

也沒關係

儘量記錄
就有足夠資料可討論



主張 議課時，
先由觀察者說明觀察事實

1.事實 2.關聯

3.啟發 4.行動

開
門
見
山



公開授課的實作

• 觀察前會談

– 選擇觀察焦點

– 確認觀察工具

– 觀課人員協助事項

• 教學觀察

• 回饋會談

– 提綱式討論

– 推論階梯



觀察前會談：如何選擇觀察焦點

• 焦點問題（focus questions）是教師好奇、最想知道、尚未解決或尚無
答案、想要分享、創新，需要靠他人協助觀察蒐集事實的課堂上教與學
的相關事項。可依以下方式形成與確定：

1. 從教師專業發展規準來加以檢視

2. 從教師知識來加以檢視

3. 從教學行動與推理的過程來思考–教師思考與行動模式

4. 從學校、社群、教師個人推動或實施素養導向的課程與教學創新來思考

5. 從教師個人的課程設計、教學轉化、教學經驗、學生特性、課堂師生互動及學習
脈絡來思考

6. 依學生基本學力檢測結果做為觀察焦點



焦點問題的設計：從「教師知識」尋找
Shulman（1987）的七種教師知識

知識範疇 內容

學科內容知識
（subject matter knowledge）

學科領域中的概念及架構

一般教學知識
（general pedagogical knowledge）

指各學科均適用的教學原則與策略，
如教學原理、教育心理學、班級經營
等

課程知識
（curriculum knowledge）

教師對整體教學方案的理解。教師本
身要瞭解任教科目的課程發展，並且
能掌握課程間橫向面及縱向面的安排

學科教學知識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教師為進行特定學科的教學，融合學
科知識與一般教學知識



焦點問題的設計：從「教師知識」尋找
Shulman（1987）的七種教師知識

知識範疇 內容

學習者特性的知識
（knowledge of learner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

教師對學生發展層次、已有的知識與
概念瞭解情形

教育情境知識
（knowledge of educational contexts）

指對於教育環境的認識，如對學生的
期望、對學校之期許與文化、校內各
種社會關係、行政長官與家長之期望
及班級年級差異等方面的理解

對教育目標與教育價值以及其哲學與
歷史淵源的知識
（knowledge of educational aims）

指對於教育目的、價值以及教育相關
的哲學與歷史淵源的認識



觀察焦點尋找的實例：運用教師知識
學科教學科技知識

教學方法
（PK）

學科知識
（CK）

科技知識
（TK）

學科教學科技知識
（TPACK）

學科科技知識

學科教學知識

教學科技知識



學科教學科技知識（TPACK）
（Mishra ＆ Koehler,2006）

•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TPACK）

1. 學科知識（CK）：要教的或要學的內容

2. 科技知識（TK）：包括現代科技，例如電腦、網際網路、數位攝影，
以及較為傳統的投影機、書本等媒體

3. 教學法知識（PK）：教學與學習策略、方法、程序、與過程的集合體

4. TPACK則是能夠了解與協調三種組成之間的關係，如此才能真正做到
科技融入



焦點問題的設計：從核心素養檢核

核心素養指標 觀察事實描述

適應現在生活

面對未來挑戰

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

關注學習與生活的結合

透過實踐力行來達成



依據觀課對象選擇觀察焦點

觀察者類型 差異

深度了解你的學科
領域的同儕

或
不太了解或者完全不了
解你的學科領域的同儕

是否熟悉與教學內容有
關的教學策略

較低年級的教師
或 較高年級的教師

針對不同能力程度的學
生也許能提供不同的看

法

所教學生與你多所
相同的同儕

或
所教學生與你完全不同

的同儕

是否了解學生的能力、
獨特需求、使用過的策

略等

資深教師 或 新教師
對於教學策略的經驗深
度與慣性，以及對新教

學法的熟悉度



觀課人員協助事項

• 觀課人員選擇之觀課位置，須經授課教師討論並同意

• 不同觀察焦點所在之位置有可能不同

• 有關觀課人員角色，若無參與事項以「完全觀課人員」為原則

• 若觀課過程須拍照或錄影，請先徵求學生或家長同意

• 先行預定觀察後回饋會談時間（以授課後三日內為原則）



觀察前會談練習

• 如何形成觀察焦點（焦點問題）或協助教師形成焦點問題？

• 如何依照觀察焦點，選擇或自行設計觀察工具？



教學觀察

• 依據前述討論決定的觀察焦點，使用擇定的觀察工具，並於課程進行期
間敘寫

• 觀察工具得以不同的方式調整觀察工具內容



觀課方法與參考工具

方法 焦點 工具

抄錄法
Scripting

描述教師的提問、學生
的回答或個別對話，和

學生間的互動

計算法
Counting

計算老師詢問學生問題
的數量和認知層次、或
學生自願回答問題的比

率等

追蹤法
Tracking

追蹤師生語言流動的情
形等



調整觀察工具實例：
逐步釋放的責任–選擇性逐字記錄

教師責任

學生責任

獨立任務

合作學習

教師示範課

引導式教學

我來做

我們一起做

你們一起做

你自己做

此圖節自劉琳紅（譯）(2016)〈教師如何提高學生小組合作學習效率〉



回饋會談：如何進行提綱式討論？

步驟 內容範例

客觀事實：觀課人員說明觀察到的
教與學具體事實

用描述語詞：所看到與聽到的內容為何？
對於訊息的看法為何？

關聯：前述觀察資料與觀察焦點的
關聯（即觀察資料能否回應觀察焦
點的問題）

資料對於焦點問題的解釋為何？
資料是否闡明教學的其他範圍，如果有，所指的是什
麼？

詮釋：授課教師與觀課人員分享公
開授課∕教學觀察彼此的收穫或對未
來教與學的啟發

（1）授課教師的問題
所蒐集的資料能否對未來的教學做出指引？
我是否應嘗試其他教學策略？
我有哪些需要再學習的領域？

（2）觀課人員的問題
從觀察的經驗中，我學到了可用在我自己教學上的是什麼？

決定：授課教師∕觀課人員下次擬採
取之教與學行動或策略（含下次的
觀察焦點）

未來可以透過哪些方式進行專業成長？



推論階梯的階層

階層 內容

1 原始資料 觀察原始資料及經驗

2 過濾資訊
大腦依據習慣或喜好，從觀察得來的資料中挑選出我們認為重要的資
料及經驗

3 賦予意義 開始詮釋這些資訊，為所挑選出的資料賦予意義

4 假設 根據先前所做的詮釋發展出假設，也開始模糊掉事實與故事間的界限

5 結論 根據假設定下結論，也決定了我們對該事件的情緒反應

6 調整信念 建立起對世界的種種看法與信念

7 做出行動 根據所建立的信念採取行動

參考資料：齊若蘭（譯）(1995)。第五項修練II實踐篇（上）––思考、演練與超越
（原作者：Peter M. Senge等人），頁398-415。臺北市：天下文化。（原著出版年：1994）



回饋會談練習實作

• 請依據播放影音資料了解整個備課、觀課與議課過程

• 請依據播放內容敘寫觀課事實O

• 請依據敘寫的O，接續討論R、I、D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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