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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提升教師專業能⼒把每個孩⼦帶上來，是當前社會⼤眾與家⻑對教育改⾰的期待。吳俊憲（2007）指出，課室觀察是教師獲得實

踐知識的重要來源，也是教師⽤以蒐集學⽣資料、分析教學⽅法的有效性，以及了解教與學⾏為的基本途徑。由此可⾒，課室觀察不僅

是教師專業能⼒發展的⼀環，更是提升有效教學的重要⽅式之⼀。

有系統、有計畫的課室觀察能提供教師反省、檢核及察覺個⼈教學⾏為的相關資料，使教師從中獲得成⻑。透過課室觀察幾個重要層⾯

之探討，可作為校⻑們推動課室觀察之參考，以下僅就「觀課者」、「被觀課者」、「觀課焦點」及「教學成效檢核」等層⾯分項說

明：

⼀、觀課者

       教學被視為是⼀種專業⾏為，觀課者的背景與能⼒將決定觀課的成效，試簡述如下：

       （⼀）專業能⼒

         1、學科能⼒

（1）對觀課領域的了解，包含所選的教材、觀課單元的內容在教材中所占的地位、 觀課單元的教學設計的熟悉度等。

          （2）對學科教學法的瞭解，如課程主題的教學⽅法或模式的了解，以幫助掌握課室上所產⽣的重要訊息。

           2、教學能⼒

          （1）了解觀課班級學⽣的表現⽔準、學習狀況及教師對學⽣的期待等。

          （2）對課室教學過程的看法，如期望課室上出現什麼樣的情況，對師⽣在課室上的互動的想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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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其他能⼒

           （1）對授課教師（被觀課者）的背景了解，如：學經歷、任教年資及教學風格等。

           （2）熟悉觀課記錄⽅式，記錄⼯具及觀察技術等。

       （⼆）⾓⾊

         1、⾏政⼈員

           觀課前先取得教師的同意，並提供適當的資源和⽀持，適時給予⿎勵與回饋。

        2、教師同儕

       在信任基礎下讓觀課與授課的老師成為共同探討教學問題的伙伴，這是⼀種相互學習的觀課活動，可降低授課教師觀課壓⼒。

        3、家⻑

           家⻑入班觀課應以協助者及⽀持者的⾓度進⾏，從了解教師教學特⾊與要求予以配合，在親師⽣共同合作下提升教學成效。

⼆、被觀課者

       教師居於教學活動之靈魂地位，因此進⾏課室觀察前，應就被觀課者之相關影響條件加以分析，並思考可⾏因應對策，⽅能有效提

升整體教學品質。茲分述如下：

       （⼀）意願

       被觀課者的意願必然反應於教學活動中，⾃願者對於被觀課應無異議，但若非⾃願，必然無法呈現實際狀況，⽽觀課者也將無法透

過觀課協助被觀課者發現問題，因此排除意願因素產⽣之阻礙，透過正確的課室觀察活動提升教學品質之效益才能產⽣。

       （⼆）學科教學能⼒

       教師具有之學科教學能⼒，必然影響教學成效，就被觀課者的學科教學能⼒加以觀察並提出建議或改善策略，必然也能有效提升教

學品質。

       （三）班級經營能⼒

       班級情境設計與班級管理之能⼒，對於教學活動中可能出⾃學⽣之⼲擾頻率多寡有極⼤相關，因此本組認為透過被觀課者班級情境

設計與班級管理能⼒之觀察，進⽽提出建議或改善策略，也能提升教學效能。

三、觀課焦點

       在課室觀察過程中除了視覺上看得到的資料外，來⾃於聽覺、嗅覺、觸覺等途徑接收到的訊息，都可以成為觀察焦點。這些焦點⼤

致可分成以下三⼤部分：

           （⼀）師⽣互動

                良好的師⽣關係有助教學活動進⾏，提⾼學⽣學習興趣。透過觀課者善意的雙眼回饋教師教學過程中的師⽣互動資訊，無論是

對教師的肯定或協助其發覺盲點，都能有助教學成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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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儕互動

                學⽣為課室學習主體，觀察課室中學⽣同儕互動情形可幫助教學者掌握教學動態，了解學習者的反應與問題，更能延伸課室教

學成效；若有學⽣出現不當⾏為徵兆亦可提醒教學者及早處理防範，防微杜漸。

          （三）教學⽬標

教學⽬標是所有的教學活動必備條件，在課室觀察中教學⽬標是否達成，是判斷該次教學是否有效的重要依據。

四、回饋與檢核

              課室觀察⽬的在協助教師提升教學效能，故應就每次課室觀察資訊回饋教學者，共同檢核教學成效。

            （⼀）回饋

                經過備課、說課、觀課的歷程，並於議課中，觀課者就所作記錄給予教學者回饋，亦可安排第⼆次議課，共同進⼀步研議教材

教法，更能據以達到有效教學。

             （⼆）檢核

                針對課室觀察之實施對於教師教學與學⽣學習是否具有實質幫助進⾏檢核，可從以下兩⽅⾯著⼿：

             1、授課者

              蒐集授課教教師量化及質性資料，依據所蒐集的資料檢核教師態度、反思、成效、未來教學發展等。

             2、觀課者

              就每次課室觀察歷程中之老師教學與學⽣學習⾏為等作質性描述，以檢核教師教與學的改變。

               透過系統規劃進⾏課室觀察，將使得僵化的教學有活絡修正的機會，在與同儕合作尋求觀察能⼒的不斷發展與應⽤中，有助提

升教學效能並確保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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