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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臨床視導的意義、特色與實施階段

 在一九五0年代末期，美國哈佛大學教授Robert     Goldhammer

 ( 1969) ^ Morris Cogan (1973)與他們的同事，為了有效地視導哈佛大

 學教學碩士班研究生的教學實習工作，乃開始發展臨床視導的理念。後

來臨床視導的理念不僅被廣泛地運用在美國師資培育機構的教學實習課

 程上，更擴大應用到全美中小學的教學視導工作。

 國內學者吳清山(民79，p．186)認為臨床視導申「臨床」的概念，

 並不是指諮商或治療的型式，而是指密切的觀察、詳細的觀察資料分析、

 以及視導人員(即教學輔導人員，如實習輔導教師、實習指導教授)與

 教師間面對面的互動關係。這一點，由Goldhammer和Cogan對臨床視

 導所下的定義，可見一班。Goldhammer (1969)認為臨床視導是:

 一種透過對教師實際教學的直接觀察，來獲取資料的歷程;在這

 種歷程中，視導人員和教師面對面地互動，以便分析和改進教師

 的行為和活動。(pp. 19-20)

 同樣的，Cogan (1973)認為臨床視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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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種設計來改進教師教室表現的原理與實務。它從教室中所發生

 的事件，來獲取主要資料。資料的分析結果以及視導人員和教師

 間的關係，是直接改進教師教室行為，間接提昇學生學習成效之

 方案、程序和策略的基礎。(p. 54)

 臨床視導是一個非常有特色的教學輔導系統。依據Acheson和

 Gall ( 1996，p．l2)的看．法，臨床視導具有下列十三個重要特質和假設前

瓦旦

 1．為了改進教學，教師必須學習特定的智識和行為技巧。

 2．視導人員有責任幫助教師發展‧J( 1)利用系統化資料來分析教學

 過程的技巧;( 2 )實驗、適應及修正課程的技巧;( 3 )廣泛地

 使用各種教學技術及技巧的能力。

 3．視導所強調的是教師如何教、教什麼，它的目標是增進教學，而

 不是改變教師的人格。

 4．基本教室觀察證據所做成的教學假定及其測試是視導計畫及分析

 的重心。

 5．視導會議應處理少數幾個教學議題，而這些議題是重要的、與教

 師相關的、教師可以改善的。

包回饋會議的重心在於成功教學模式的增強以及教學弱點的建設性

 分析，而不是對失敗教學模式的指責。

 7．視導是基於觀察的證據，而非不具體的價值判斷。

 8．視導計畫、教室觀察及教學分析的歷程是一個連續的、累積的歷

 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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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視導是一個施與受的動力過程，在這過程中，視導者和教師是同

 事，他們追求共同的教育理解。

 10．視導過程主要是以教學的分析為中心。

 11．每一個教師既有責任又有自由來提出教學議題、分析及改進自己

 的教學、以及發展個人的教學風格。

 12．視導能被知覺、分析及改進就如教學一樣。

 13．視導人員對於自己視導行為的分析及評鑑也有責任與自由，就如

 同教師對自己教學的分析及評鑑一樣。

 至於臨床視導的實施階段，Acheson和Gall ( 1996)將臨床視導

 分為三個階段^(1)計劃會議，(2)教室觀察，(3)回饋會議。Goldhammer

 (1969)將它劃分為五個階段^ (^)觀察前會議，(2)教學的觀察，(3)

 分析和策略，(4)視導會議，(5)會議後之分析。另Cogan ( 1973)則分

為八個階段如下:

 1．建立視導者及教師之間的關係;

 2．與教師一起計畫課程;

 3．計畫教室觀察的策略，如觀察目標、過程及教室相關的安排等;

 4．從事教室教學觀察;

 5．分析觀察所得的教與學的過程;

 6．計畫與教師開會的策略;

 7．與教師開會;

 8．更新計畫，策劃未來。

 以上三種實施階段的劃分法，有仔細，有簡明扼要，然究其內容，

 則大同小異。茲以Goldhammer五階段劃分法，圖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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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臨床視導的歷程

 資料來源: Beach and Reinhartz,^989,p. 158

"'。'"""

茸丰口耳葫

 本階段的目的是:培養視導人員和教師間的關係，並為往後的實施

 階段建立一個視導契約或默契。由於視導人員與教師之間是否熟稔、關

 係是否良好，以及教師能否尊敬和信任視導人員，深深影響視導的效果，

 可見其重要性不容忽視。

 在觀察前會議，視導人員除了必須努力和教師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之外，亦應透過良好的發問技巧，瞭解教師對教學的關注所在。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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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教師所關心的教學議題，轉換成可觀察的行為。其次，便可安排對教

 師進行教室觀察的時間和地點，選擇教室觀察的工具，以及釐清教室觀

 察的脈絡。這些脈絡例如有^( 1 )我要觀察的是那一堂課? ( 2)學生

以往學習情況如何?教師期待學生在這一堂課學到什麼?  ( 3 )教師會

 使用那些教學策略?那些評量策略?  (4)當教師在教這堂課時，我有

 那些要特別注意的地方?當視導人員在釐清教室觀察的脈絡時，要試著

 以教師的角度來瞭解其教學世界，而非以視導人員的立場和觀念架構出

 發。當然，視導人員也應控制想要指導的衝動，儘量依教師自已設定的

 方向前進。

 二、教學觀察

 在約定好教室觀察之後，視導人員必須依約做密集式的教室教學觀

 察。尤須就教室觀察事件，做仔細的記錄。誠如Manatt (1981)所言，

 假如視導人員在進行教室觀察時，沒有將某一發生過的行為或事件記錄

 下來，那麼時間一久^視導人員對該行為或事件的記憶，將十分有限，

 甚至蕩然無存。如此，視導人員有觀察到但是沒有記錄下來的教室行為

 或事件，將等於從未發生過的行為或事件。因此，視導人員在教室觀察

 時，應有勤做筆記的習慣，並且善於運用錄影機、錄音機等輔助工具，

 來蒐集 完整、 正確的資料。

 Acheson和Gall (.1987;  1996)在其(教師臨床視導的技巧一一職

 前教師及在職教育適用)、(另外一對眼睛一一教室觀察的技巧^二本書

 中皆曾提出「選擇性的逐字紀錄」、「語言流動」、「移動型態」、「在工作

 中」、「佛蘭德互動分析系統」、「跌事紀錄」等教室觀察工具。另張德銳、

 簡紅珠、裘友善、高淑芳、張美玉、成虹飛(民8.5 )在(發展性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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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鑑系統)中亦曾發展出「教學行為綜合觀察量表」、「教室觀察報告表」

 等工具。茲說明這些工具如下:

 (-)選擇性的逐字記錄( Selective Verbatim)

 所謂「選擇性」的意義，是指視導人員並非將師生間所有的溝通過

 程全部記錄下來，而是在觀察與記錄進行之前先與教師協商，共同決定

 視導人員所要觀察、記錄的口語事件，然後在教學過程中將有關此一口

 語事件一字不漏地記錄下來( Acheson     & Gall, 1996，p．73)。例如下表

 便是一名國小老師在國語第三冊第1 4課「小老鼠救獅子」的教學開始

 後十分鐘內「所發問問題」的選擇性逐字記錄。

 選擇性逐字記錄的實施方法相當簡便。視導人員僅需一枝筆與一張

 紙，並在其所觀察之教師的課堂上進行記錄即可。觀察之後，視導人員

 提供一份選擇性逐字記錄手稿，使教師夠針對自己與學生之間的語言深

 入分析。例如，從表1一1中，教師如果仔細審視，便可發現^( 1 )老

師十分鐘內所發問問題的數量相當的多;( 2 )老師善於利用問題引導學

 生進入主題;( 3 )老師善於把同一個問題靈活移轉至數位學生，提高學

 生參與層度;( 4 )老師所提出的問題以「事實」( fac^)的問題較多，而

 「高層次認知」( higher Cognitivej問題較少;( 5 )少數問題(如Q l ^

 ̂ 1^^^^^^包含數個問題，將使學生回答困難^(6 )少數問題(如

 ̂^^Q2)的措詞重複出現，將使學生養成不注意老師所問問題的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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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1一位國小教師國語科教學「發問問題」之選擇性逐字記錄

^^  :你 喜歡什麼動物?為什麼呢?哪位小朋友可以告訴老師你 喜歡什麼動物?
 為什麼?偉偉，你說說看?

Q2

Q3

Q4

Q5

Q6

Q7

Q8

Q9

Ql 0

Ql 1

Ql 2

Ql 3

Ql 4

Ql 5

Ql 6

Ql 7

Ql 8

Ql 9

Q20

Q2 1

Q2 2

Q23

Q24

Q2 5

Q26

Q27

Q2 8

Q29

Q30

Q3 1

Q32

Q3 3

Q34

為什麼?為什麼?

 哪位小朋友要說說看你喜歡什麼?/h智，你說說看?

 好可愛^再請一位小朋友說說看?TT，你說說看?

為什麼?

 今天老師也帶了一些小圖案，各位小朋友猜猜看它們是什麼好不好?

 這是什麼動物?雅雅，你說說看?

獅子對不對?

小朋友有沒有看過真的獅子?在哪裡?于傑?

在木柵動物園對不對?

 獅子有哪些生態習慣?它的特性是什麼?婉如，你說說看?

 哦^是這樣的啊，還有哪位小朋友說說看?你說，偉偉?

 公的獅子有一些鬚鬚，母的有沒有?

這個獅子在做什麼?

小朋友看到獅子都會怎樣?

 哪個小朋友告訴老師，獅子是屬於什麼類的?

哺乳類要喝什麼?

 獅子的，出清怎麼樣?

小朋友'伯不'伯?

獅子和老虎?它們倆個長的一樣嗎?

哪裡不一樣?

小朋友猜猜看這是什麼?

 小朋友，看過真的老鼠的舉手?

 于源，你在哪裡看過老鼠?

 文如，你在哪裡看過老鼠?

老鼠會把農夫的稻子怎麼樣?

哪位小朋友再來說說看小老鼠有什麼特性?

 小老鼠長的怎麼樣? 喜歡做什麼?/J^老鼠有什麼習慣?

哪位小朋友能再說說看?

小朋友想不想看真的老鼠?

它的頭是不是尖尖的?

它到處在找什麼東西?

 好，小朋友，為它鼓鼓掌，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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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語言流動(^erbal flow)

 「語言流動」是記錄誰對誰說話的技巧，如教師問學生、學生回答、

 教師稱讚、學生提問題等。「語言流動」和「選擇性逐字記錄」這兩種技

 巧都是記錄教室的語言行為，但是選擇性逐字記錄較強調語言內容的正

 確性，而語言流動則較強調發訊者與收訊者的語言溝通與溝通類型

( Acheson     & Gall, 1996,p.96)?

 進行語言流動的第一步是畫一張班級座位表，表中每一格代表一位

 學生，並將學生的姓名或其他基本資料(如性別、學業成就水準等)填

 在空格內，以便讓教師更容易瞭解他們對學生的反應是否會因為學生的

 個別特徵而有差異。表中用箭號表示語言互動的流向，箭號的起始點，

 代表發問問題者，箭頭的方向，則表示直接回答此一問題者。

 視導人員所畫出的一個國語老師的「語言流動」如圖1-2，其中的構

 線代表無人坐的空位，學生的性別分別用M (男生)或F  (女生)表示

 之。視導人員將上課的行為分成四種類型來記錄:教師問問題、學生問

 問題、教師正向反應、教師負向反應。因為許多學生上課中彼此講話，

 所以視導人員決定使用雙向箭頭記錄這種行為，這一次的記錄共2 2分

^ (Acheson & Gall, 1996,p.g9)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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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提問題

 t =學生反應

+ =教師正面反應

一^教師負面反應

O O
O

 口二干曲一鹵．曲白。
 凸口凸拒弘囪"囪、亡
 亡，鹵一睡乙，西．．
 ．白．處

圖1-2一位國語老師的語言流動圖

 資料來源: Acheson and Ga^^, 1996,p. 100

語

壬
口  ．流動資料的分析可以有以下幾種不同的類別^     A  ^ l eso        pr

Gall,^996, pp. 99-101) :

 1．座位偏好:如在圖1.9申可以看出教師大部份的問題都是間她可以

 直接看到的學生(中間部份)，其他部份(左右兩邊)的學生則被忽略了。

 2．學生偏好:圖1-9以性別來區分學生特徵，在這張圖表中有女坐1

 3人、男生1    1人;教師問^ n個問題中，有^   0個( Q  r^ n/ \問題是

 針對男生，8個( 4 n^^問題針對女生?    ^    0個正向回饋中，男生佔

 8個(6 6%)，女生佔4個( ^ R兆^ ^教師所做的二個負向反應都是

 針對女笙;在本次討論中，i   Q個女生中有9個( 7 n九)和^1   ^1個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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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中有4個(3 6%)並未參與。以上資料皆顯示教師較偏愛男生。另

 外，圖中有兩位學生，一男一女，在整個參與過程申占上風(視導人員

 需要增加格子來記錄他們的資料)，教師問的問題申有3 0九是針對這二

 位學生的，而且這二位學生占了學生反應的一半以上。

 3．語言行為偏好:從圖1-2中教師所使用正向反應與負向反應情況看

 來，^ 4次反應申，只有2次負向回饋，但都針對女生。

 (三)移動型態( movement PatternS )

 另有一種使用座位表來記錄教師與學生在課堂上的移動情形，稱為

 「移動型態」。這種工具比較適用於教師監督、協助學生練習工作以及學

 生分組討論的教學型態。在這種技巧中，視導人員的任務是記錄教師與

 學生如何從教室一端移動到其他的地方，將焦點放在師生移動上，以瞭

 解教師是否運用來回走動來幫助學生和吸引學生注意力，以及學生是否

 因為想躲避作業或根本無事可作而到處移動( Acheson  &  Gall,   1996,

p.l01) q

 圖1-3顯示用移動方式所記錄到的資料。資料中顯示教師在本節課

 開始時是站在教室的前面，然後移動到1號學生的旁邊，接著前往^ 3

 號學生的位置-等等。雖然教師和學生共有^ 5次的討論機會，但是教

 師所移動的位置顯然偏於左下角，而對於右上角的學生就比較忽略了。

 此外，就學生移動而言，固然有部份學生是由老師指導移向或者自發性

 有目的地移向閱讀資料室、參考資料室等，但是仍有少數學生無目的地

 移向茶水間(如^ 5號學生)、閱讀資料室(如2 3號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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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xxxxxxxxx牟生文按移幼．．．，．．華生非耳的性的矽劫

 一一一一一一早生有官的的秒幼(非丈按的^ m．‥‥．、弋身畢生一散坷付蛤

 ．救坷矽劫(箭頑所揩的方向^ (敏字是揩其成序)

圖1-3一位老師的移動型態圖

 資料來源: Ar.h^s^n and Ga^^. 1996.p．lflg

106



 (四)在工作中(at task)

 有效教學的研究發現，學生們「在工作中」的行為與他們的學習有

 很大的關聯。換句話說，當學生在課堂上，如果大部份的時間都在工作

 中，那麼他可能比其他在工作中時間較短的同學所學到的更多( Acheson

 &Gall, 1996，p．g0)。由此可見，對學生在工作中時間長短的測量有其重

 要性。

 「在工作中」觀察技巧的目的是，瞭解學生在班級申的活動是否符

 合教師所期望的行為。因此，在觀察者使用這個技巧之前，他必須瞭解

 教師期望學生在這一節課做些什麼。換句話說，教師須先界定清楚「在

 工作申」的行為內涵。至於觀察記錄的程序，如以圖1 -4為例，可以

 包含T^U^個步驟( Acheson & Gall, 1996, Pp. 90-92 ) :

 1．觀察者在教室中的某一位置就定位( 好座在教室前面、面向學

 生)，以便可以觀察到全班每位學生的學習情況。

 2．畫出今天全班學生的座位表。

 3．在每一方格上標上學生的姓名、性別及其他特徵，以便分析學生

 的學習情況是否和學生特徵有關。

 4．用字母或其他符號來說明觀察的行為，例如?? Af表在工作中(明

 顯的)^ P代表在工作中(被動的); 0^表非在工作中(明顯的)^

 T代表非在工作中(講話); D代表非在工作中(分心人白日夢)^

 H代表正要求或接受教師的協助。

 5．依上述符號系統，有順序的記錄每位學生行為，以便判定學生是

 否在工作中。每一輪記錄所需時間常視學生人數而定。

 6．第一輪記錄完畢後，重複步驟5開始進行第二輪、第三輪．‥等等。

 7．標示出每輪開始觀察的時間，將時間標示在某一角落(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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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在工作中的座位表

 資料來源: Acheson, 1987,p．刊

 當視導人員將圖1-4資料呈現給教師時，教師也許會發現:雖然大

 多數學生在大多數時間係在工作中的，但是當教師在協助(尤其是長時

 間協助)某一位學生時，往往會干擾到隔壁學生，而引起隔壁學生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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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例如老師在^ 0輪時，協助甲生，卻引起乙生的分心。同樣的，老

 師在第1 1輪時，協助丁生，卻引起戊生的不注意。老師便可針對此一

 教學狀況，提出補救措施。

 (五)佛蘭德互動分析系統( Flanders Interaction Analysis System)

 「佛蘭德互動分析系統」是一種頗為知名的教室觀察技術。該系統

 有兩個主要特徵^( 1 )語言互動分類;( 2 )時間線標準。語言互動分

 類如圖1-5所示，其申第1、2、3、9類顯示教師「間接教學風格」

 ( indirect Style Of teaching)，而第5、6、7、8類則通常被認為是「直

 接教學風格」( direct Style Of teaching)。第4類及第1 0類是中立行為。

 一般而言，間接教學風格與促使學生主動學習及提高學生學業成就有

 關，但在有些情形下，老師仍需用直接教學風格，如呈現新的內容或給

 予指導時採用^ ( Acheson& Gall, 1996,p. 131)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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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接納學生的感覺:以一種非威脅的態度，對學生的感覺和態度

 予以接受或澄清，學生的感覺可能是積極的，或消極的，預測

 性和回憶性的感覺都包含在內。

 2．消極或鼓勵:稱讚或鼓勵學生的行為，包括紓解緊張但不傷人

 的笑話、點頭、或說「Urm hm?」及「繼續下去」( Go On )等。

 3．接受或使用學生的觀念:澄清、建立或發展學生建議的觀念，

 當老師引入更多自己的觀念時，則屬第五類。

 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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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問問題:以教師的觀念為本，就內容或程序詢問學生，並期待

 學生回答。

 5，演講:就內容或程序陳述事實或意見，表達自己的觀念，提出

 自己的說明，引述權威而非學生的意見。

 6．指示:指示或命令，希望學生順從。

 7．批評或辯護權威行為:糾正學生的行為，大叫學生出去，解釋
 教師為何採取這種措施。

 9．學生講一一自發:學生主動說話，表達自己的觀念，引發新的

 話題，自由地發展自己的意見和思想，問深思熟慮的問題，超

 過當時的情境。

 10．靜止或疑惑:暫時停頓，短時間的安靜，以及觀察者對師生

 的溝通不瞭解。

圖1-5佛蘭德互動分析分類

 資料來源: Acheson and Gall, 1996,p. 130

 在系統中，「時間線標記」(timeline     Coding)係被用來記錄師生互

 動的行為。圖1-6舉了兩個採用時間線標記的範例。在圖1-6之中，每

 一欄位代表三秒鐘的觀察，3 0個欄位記錄30^觀察行為，也就是9

 0秒鐘的教室互動情形。圖1-6中，第一個表的特徵集中於第4類及第

 8類行為，亦即老師快速的間問題，而學生則被動的回答問題，且交談

 層次也只限於對事實的回答。第二個表則呈現較費富、較間接的師生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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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方式。老師以課文主題提出一些訊息，然後邀請學生提出其對問題的

 想法。在每位學生回答後，老師認同學生的意見並加以鼓勵(^cheson &

Gall, 1996^ Pp. 133-134) o

圖1-6時間線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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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 Acheson and Ga^^. 1996.p．^W33

 (六)跌事記錄( anecdotal records)

 「跌事記錄」是一個將教室中大量的教學現象，用簡短的文句記錄

 下來的技巧。此種技巧較適用於視導初期，當教師不能確定想被觀察的

 行為是什麼時，則可運用軟事記錄廣泛地收集教師與學生行為的資料。

 記錄時要客觀公正，文字要描述事實，不要具有評論性。例如可用「三

 個學生在打哈欠，珍妮在看窗外」代替「學生很無聊」。另外，跌事記錄

 也應對課堂的脈絡有所描述，如「房間很溫暖，牆上的溫度計寫著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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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Acheson & GalI, 1996, Pp.^08-109) ^1表1-2即一位國小低年級數學

 教師在^ 5分鐘的跌事記錄，教學單元是「^^ 0 0以內的數」。

表1-2二位國小低年級數學教師之軟事記錄

 … 一

 說明:左邊的時間代表從X分X秒開始觀察，右邊的文字為教室情況。

 0:00老師走進教室，學生起立敬禮向老師問好。

 「小朋友今天看起來都非常有精神^」

 「在一年級的時候我們已經會數100以內的數，今天我們要數1000以內

 的數」

在黑板上貼出單元名稱

 「待會老師會發積木下去，各組要一起討論盒子裡面有多少積木，還有，

你們是用什麼方法數的?怎樣才能數得又正確又快?待會數完不要急著

 把積木裝進盒子裡，這樣子待會才好檢查」。

 1:30老師將材料發下，此時有學生在動盒子

 「老師說開始才開始」「開始」

 學生開始討論，老師一桌桌地巡堂，先第一桌、第二桌，再到第四桌

 「數數共多少，每個人都要數」

 到第五桌，第六桌。第六桌有位學生在呆坐著。

 3:00學生繼續討論，老師在前三桌走動，看所有的學生。此時第八組有位學

 生在發呆，積木由他對面的學生數，教師站在講台看各組的情形，間各

 組學生好了沒。

 4:叨「請小朋友看老師，第一組，你們數出多少個積木?」

又重複一次問題? 100個

 「第十二組，你們數出幾個積木?」99個

 「第四組幾4S?」109個

 「第十組幾T^?」100個

 6:00「老師在每個盒子裡都放了100個積木，有數到100個的舉手?」學生

 很棒^大家給他們拍拍手」學生拍手

 看老師，第三組、第五組停下來」。「告訴老師你們是怎麼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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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組是將十個擺=堆再數;有的組是一人數一小堆，四個人一起數

 「所以，老師發現合作是很重要的，如果大家都很認真很快就數完了」

 「把十個擺一堆來數比較快，現在各組把白積木收回黃盒子，交給組長」

 此時有學生在講話，老師叫大家安靜，並在黑板上記錄表現好的四個組

 7:30「老師現在要發下紅色盒子的積木，老師要你們把十個合成一堆，這樣

 數比較快，數完後不要把積木收回盒子裡，待會才好檢查」老師將盒子

 發下，學生開始排積木，討論聲漸大…

9:00老師在第五桌前看

 「不夠10的放一堆」

走向第四桌指導

 10:30第六桌有位學生在發呆，第三組學生在搶桌下的積木;還有一組沒數完，

 第五桌有人站著，第十桌有人在玩盒子

 12:00「安靜^有多出不^Uil0的，可以兩組合在一起。第八組加油^」此時第

 四桌有位學生肚子不舒服，老師走向他，讓他去上廁所，其他學生在講

話 二。

 「拍手三下，面向老師。」

 13:30「第二組你們數出幾個積木?」(117個)

 「文文，你們算出幾個? J (117個)(末算完)「要加油^」

 「佳佳，你們算出幾個? J (117個)

 「浩偉，你們算出幾個? J (117個)

 「第八組，你們算出幾個?」(117個)

 「淵帆，你們算出幾個? J (107個)

 「算出^^^^^的組舉手」

大部分組都舉手

 由上表的資料，可見老師能明確的指示學生經由分組練習認識1000

 以內的數。雖然絕大多數學生都能夠依教師期望進行學習，但是仍有少

 數學生有發呆的情形。所以為了確定每位學生的個別學習情況，視導人

 員也許可以建議進一步進行「在工作中」的教室觀察工作。

 (七)教學行為綜合觀察量表、教室觀察報告表

 為了協助教師，特別是實習教師改進教學、促進教師專業成長，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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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銳等人(民8 5 )曾提出一系列的教師自評、教室觀察、學生報告工

 具。其申「教學行為綜合觀察量表」共有六頁，分別針對教師教室教學

 的「清晰」、「多樣性」、「關懷」、「溝通技巧」、「工作取向」、「教室管理

 與紀律」等六個行為領域，提出觀察記錄。表1-3即「行為領域D  :溝

 通技巧」的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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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教學行為綜合觀察量表

 行為領域D  :溝通技巧

 D^運用良好的口語溝通技巧

 老師說話速度適中，不疾不徐。
 老師發音正確，咬字清晰，但是語調的變化比較少
 老師沒有使用贅詞和口頭禪。

 D2以清楚的文辭表幸教學內容

 老師的板書工整，繪圖精確。
 老師會提醒學生作業練習要注意的地方，如:「單位要寫喔^」

 D3適當地運用身體語言

 老師上課儀態很好，沒有不雅動作。
 老師視覺靈活，以眼神和兒童保持適當的接觸。

 D4用心傾聽學生說話，促進師生互動

 老師發問後，會注意學生的回答，不隨便干擾。
 老師對同學的回答會複述並補充說明，對同學回答有解釋不周延的
 地方，會加以探究，找出同學的回答是否正確合理。
 同學回答錯誤時，老師會由自己或要求其他同學提供答案，再檢查
 其他全班同學是否也答對。

其他行為(請詳細敘述)

行為表現摘要

 觀察證據	@@""^"D^ D2 D3 D4芷十也戶卜

 高度表現中度表現低度	*戶事口囊肩計舅計9""申度中度中度低度44低度低度
 資料來源:張德銳等人，民85，頁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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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室觀察報告表」則係針對每個行為領域內所欲深入診斷分析的

 教學行學，進行實地的觀察、描述和評鑑工作。表1-4即「第D個領域、

 第3個教學行為」的報告表。視導人員在約4 0分鐘的教室觀察記錄時，

 應客觀描述，避免主觀意見、判斷和假設。同時要記錄正向和負向的證

 據。其次，觀察時應先就教學行為的順序，作有次序的觀察和記錄，然

 後才能不依據順序，自由觀察和記錄。視察人員在觀察結束離開教室後，

 應立即努力回憶教室事件，並重新謄寫所觀察到的證據，俾使觀察記錄

 更為完整可讀。 後，依據觀察證據，評估教師的教學表現，從「高度

 表現」、「中度表現」、「低度表現」圈選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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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教室觀察者報告表

 (五? D3)

任教科目一莖擘教師姓名凡文靜任教年級六
學生名稱台北三德國小

課程內容高級總結測驗題(-)小組言論及複習時間9:30至10:10
"""""

 觀察者:校長(      )督學(      )其他(   V   )日期:三上乙乙

 教學領域: D溝通技巧

 教學行為: D3適當地運用身體語言

教學行為指標及觀察證據

與情感 D3．1適當地使用面部表情和手勢，傳達葉

 ．老師的表情一貫保持冷靜嚴肅，較少變化。

 ．老師用手勢加強表達所講述的內容。

 ．老師手持麥克風，會影響手勢表達功能的發揮。

 D3．2保持與學生適當的眼神接觸

 ．老師眼觀四面，耳聽八方，注意各角度同學的上課情形和表現。

 ．老師隨時以眼神和巡迴走動注意討論認真的小組和同學，然後給

 予口頭讚美或全班「愛的鼓勵」。

 ．老師一發現不注意、不認真討論或講話的小組或同學，馬上給予

 糾正。

 ．老師和同學說話時，眼神注視對方，態度和藹。

 D3．3動作表情和說話內容一致

 ．老師面部表情保持冷靜、動作較少。

 ．老師動作表情和說話內容，並沒有發現不一致，不協調的地方。

 D3.4上課時保持良好的儀態

 ．老師上課穿著服飾整潔大方。

 ．老師上課儀態端莊，沒有不雅的動作。

 	觀察結論	請圈出 適當	的教學行為之等級
 行為標準	D3.1	D3..2	D3.3 D3.4

 高度表現中度表現低度表現	舀	祕""	姥笛
 資料來源:張德銳等人，民85，頁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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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析和策略

觀察資料的分析是臨床視導活動的中心課題;它協助視導人員對教

 師教室表現做客觀正確的判斷( Beach & Reinhartz,^^89，p．157)。在此一

 階段，視導人員將教室觀察所得到的原始資料，或做質的歸納整理，或

 依行為或事件的分類標準，作統計上的劃記;然後就每一行為類別或事

 件類別的百分比、平均數、標準差、以及其他統計量數，製作圖表，以

便於視導人員通盤瞭解和正確解釋教師教室表現水準及其教學問題所

 在。如此，視導人員對教師教室表現水準和教學問題之所在所做的判斷，

 將較為客觀正確。

 在資料分析之後，如有必要，視導人員可先就教師教學表現的缺失

 情形，預思一些改進建議。惟視導人員所建議的教學改進策略，必須遵

 守當初教學視導契約的有關規定，並且考慮到視導人員和教師的合作關

 係、視導人員所具備的權力基礎、以及教師的教學經驗、能力和工作意

 願( Sergiovanni, 1987,p.194) o

 四、視導
木"'

昔崩

 在視導會議正式開始之前，視導人員應營造溫暖和諧的氣氛。在會

 議進行當中，視導人員應以客觀的資料提供教師回饋。然後，以良好的

 發問技巧以及耐心，引出教師的意見、感受及推論。其次，在尊重教師

 專業自主權的前提下，鼓勵教師自行提出改進目標、方法及理由;如教

 師無法自行提出改進策略，則視導人員可提出若千建議供教師參酌。

 後，視導人員應給予教師在專業成長上的練習和比較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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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會議後的分析

 緊接著視導會議之後，視導人員應該仔細評估和檢討自己的視導行

 為。視導人員必須們心自問下列問題:「截至目前為止，我的教學視導措

 施是否有效率和有效能?」「我的視導知識、技巧、目標，有哪些地方需

 要修正?」「教師的人格需求和期望，是否獲得適度的尊重?」「教師是

 否共同參與教學視導有關的決定?」「今後我應如何加強和教師的關

 係，以利視導工作的推^^?」…等等。視導人員在思索這些問題的答案

 之後，應自行提出改進策略並努力付諸實行。

 由圖1-1可知，臨床視導是一種循環的歷程:「會議後的分析」，不

 但是一個視導循環的結束，而且也是另一個視導循環的開始。也就是說，

 視導人員在此一階段，必須為另一個視導循環作準備，以便進一步觀察

 和評鑑教師教學進步的情形，藉以不斷地提昇教師的教學成效和促進教

 師的專業發展。

 Acheson和Gall ( 1996, pp.  12-14)曾詳細分析臨床視導的目的有

 五:( l )提供教師日常教學客觀的回饋;( 2 )診斷並解決教學問題;( 3 )

 協助教師發展使用教學策略的技巧;( 4)評鑑教師是否升遷、續聘等;

 ( 5 )協助教師發展對持續專業發展的積極態度。

 根據Acheson和GalI的看法，臨床視導的主要目的在於改進教師

 教學，特別是實習教師尤為適用，但是臨床視導是不是真有這種效果呢?

 實證研究指出臨床視導模式在美國教育界採用多年之後，是有其長處與

 效果的。例如Eaker( 1972)曾調查教師及行政人員對於臨床視導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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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看法，結果發現教師與行政人員均贊同臨床視導的基本假設前提。

 Boyan和Copeland ( 1974)曾以臨床視導為基礎，發展出一項視導人員

 的密集訓練計畫，他們發現受過訓練的視導人員，能夠幫助教師明顯的

 改進其教學行為。同樣的，Gar^an (1971)和Kerr (1976)發現臨床視

 導能夠使教師的教學行為產生有利的改變。Reilkoff (1981)更指出:

 雖然臨床視導的結果仍未受嚴格統計分析的檢驗，但是現有的工

 作確實建議: 少在仔細控制的實驗室情境下，臨床視導實務對

 教師語言互動、教學策略和教學行為，能夠產生統計上顯著的貢

 獻? (」p.    29 )

 Wiles     and Bondi    ( 1986，p．232)也認為臨床視導模式與傳統視導

 方法比較之下，具有以下的優點^( 1 )視導人員和教師是為共同的目標

 (即改進教與學的條件)而奮鬥，( 2)視導人員與教師對教學行為具有

 更大的影響力，( 3 )視導人員與教師對於教學視導具有更積極正面的感

 受。

 Acheson和Gall( 1996，p．20)^r^主張臨床視導的效果可以在「微

 縮教學」( microteaching )研究文獻申得到間接支持。微縮教學是臨床視

 導的重要技巧之一。所謂微縮教學即是將教學技巧分割成較細小而具體

 的技巧，每次練習一個或數個技巧，並將之錄音或錄影，使教師能就自

 己教學情形得到回饋，然後再加以練習。有許多研究顯示微縮教學對改

 進教師某些特定的教學行為甚具效果，因此，也間接證明了臨床視導可

 以改進教師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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