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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中小學教師實施公開授課的做法、 
困境及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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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採取文獻分析方式，主要針對國民中小學實施公開授課的做法、困境

及因應策略進行探討。公開授課過程包括共同備課、觀課前會談、公開觀課、共

同議課。教師公開授課可能產生的困境包括公開授課支持系統尚待建立、教師花

費大量時間準備公開授課、教師工作負擔沉重、可能會導致流於形式、教師進

行公開授課的能力有待提升、主動分享的教師文化尚待建立、教師專業成長與

學生學習效果有待證明、家長參與公開授課影響教師教學專業。本研究最後針對

困境，對教育行政機關、學校兩方面提出因應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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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dopts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mainly discusses the 
practice, problems and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of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Lesson study include collaborative lesson preparation, observation of pre-class talks, 
open classroom observation, and common discussion lesson. Possibilities of lesson 
study by teachers include the open teaching support system has not been established, 
teachers’ spending a lot of time preparing lesson study, teachers’ heavy workloads, 
may lead to in-form, teachers’ ability to conduct lesson study to be improved, 
initiative, cooperation and sharing teacher culture has yet to be established,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and the effect of student learning need to be 
proved, parents involved in lesson study affect the teaching professional. Based on the 
analysis, some countermeasures were proposed for the reference of education 
administrative organs and schools.

Keywords:  lesson study, open classroom observation, collaborative le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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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邁入二十一世紀，世界各國與臺灣在教育改革上皆不遺餘力。不過，任何教

育改革，最後都要落實到教學的層面，需要有以師生互動為主體的教學活動，

以及良好的教師去執行，才能達成教育改革的目的。因此，教育改革成功與否，

教師始終扮演舉足輕重的關鍵性角色。教師必須不斷地專業成長，獲取教育專業

知能，提升教師專業素養，精進教學品質，才足以勝任教學工作。是故，教師如

何專業成長便是社會大眾所關心的課題。

有許多途徑可促進教師專業成長，公開授課即是其中之一。教師公開授課的

過程包括共同備課、觀察前會談、公開觀課、共同議課，即為佐藤學提倡的「授

業研究」，也類似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倡導的教學觀察三部曲。因此，採用

「lesson study」作為公開授課之英文名稱，為最接近公開授課內涵的英文名詞（許
佳綺，2017）。
已有許多文獻研究發現，教師共同備課、觀察前會談、公開觀課和觀課後集

體議課，可以改進教師原有的教學方式，有助於促進教師專業成長，提升學生

學習效果 （張素貞、李俊湖，2014；許佳綺，2017；黃惠卿，2017；劉世雄，
2017；潘慧玲、吳俊憲、張素貞，2014；顏國樑，2014；Kleinknecht & Schneider, 
2013; Lewis, Perry, Friedkin1 & Roth1, 2012; Saito & Atencio, 2013; Takahashi1 & 
McDouga, 2016; Xu, 2015）。
教育部依據課程綱要總綱的規定，於 2016年訂定 《國民中學與國民小學實

施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參考原則》，作為學校實施公開授課的依據。雖然臺灣於

2006年開始推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方案」，以及目前轉型為「教師專業發展支
持系統」，且有些縣市推展學習共同體的經驗，已有一定的教育成效，但過去實

施方案都是自願性參與，並不具強迫性。教育部規定校長與教師每年均須公開授

課一次，公開授課需要更細緻的規劃與配套 （吳麗君，2017），此項政策實施過
程將面臨許多挑戰有待克服。以下從國民中小學實施公開授課的做法、挑戰及因

應對策，加以分析與探討。

貳、 國民中小學教師實施公開授課的做法

一、 公開授課的相關規定
（一） 公開授課的法源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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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教育部於 2014年發布之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於
柒、實施要點五教師專業發展中規範：

為持續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形塑同儕共學的教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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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2014）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柒、實施要點七 （二） 規定：

學校應定期邀請家長參與教師公開授課或其他課程與教學相關活

動，引導家長關心班級及學校課程與教學之實踐，並能主動與家長

正向的溝通互動，建立親師生共學的學校文化。（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課程綱要總綱，2014）

2. 國民中學與國民小學實施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參考原則
 　　教育部依據課程綱要總綱的規定，訂定 《國民中學與國民小學實施
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參考原則》，提供直轄市與縣市教育局訂定地方層

級的實施規定，提供學校實施公開授課的參考，以下加以歸納說明之 
（國民中學與國民小學實施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參考原則，2016）：
（1） 需要進行公開授課的人員：其一，依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任用、聘

任之現職國民中小學校長、授課專任教師及兼任行政職務專任教

師。其二，依 《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 聘任，聘期為
三個月以上之代課、代理教師。其三，依 《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
教師聘任辦法》 聘任，有意願公開授課者之兼任教師，與聘期不足
三個月，有意願的代課、代理教師。

（2） 公開授課次數：授課人員應在服務學校，每學年至少公開授課一次，
並以校內教師觀課為原則。

（3） 公開授課的實施過程：a.授課人員於公開授課前，應共同擬訂公開
授課計畫；其規劃事項，得包括共同備課、接受教學觀察及專業回

饋；觀課人員，以全程參與為原則。b.共同備課，得於公開授課前，
與各教學研究會、年級或年段會議合併辦理；並得於專業學習社群

辦理。c.公開授課，時間每次以一節為原則，並得視課程需要增加



•  5 •

顏國樑　國民中小學教師實施公開授課的做法、困境及因應策略

節數。d.教學觀察時，授課人員得提出教學活動設計或教學媒體，
供觀課教師參考。e.專業回饋，得由授課人員及觀課教師於公開授
課後，就該公開授課之學生課堂學習情形及教學觀察結果，進行研

討。

（4） 公開授課的獎勵：a.完成公開授課之授課人員，得檢具參與共同備
課、接受教學觀察及專業回饋紀錄，由服務學校核給研習時數證

明。觀課教師得檢具參與共同備課、教學觀察及所提供之專業回饋

紀錄，由服務學校核給研習時數證明。b.辦理公開授課績效優良之
學校，授課人員及承辦人員，應予以獎勵。

（5） 公開授課的行政支持：a.公開授課得結合學校定期教學觀摩、教師
專業研習、課程與教學創新或教育實驗與計畫等辦理之。b.授課人
員於公開授課前共同擬訂之公開授課計畫，經各教學研究會、年級

或年段會議討論通過後，由相關處室彙整核定，於每年 3月 31日及
9月 30日前，公告於學校網頁。c.教學觀察時，學校得提供觀課教
師紀錄表件，以利專業回饋之進行。d.學校應定期邀請家長參與教
師公開授課或其他課程及教學相關活動，增進家長關心教師教學、

學校課程及教學實踐，建立親師生共學之學校文化。e.各國民中小
學得參採本原則規定，衡酌學校特色與資源及校園文化，建立適合

學校運作之公開授課方式。f.直轄市、縣 （市）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應提供公開授課相關之研習課程，協助校長及教師實施公開授課。

g.辦理公開授課業務及各項相關研習所需之經費，由直轄市、縣 
（市） 政府編列預算支應；必要時，國教署得視年度預算編列情形，
予以補助。h.直轄市、縣 （市）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得將學校公開授課
辦理情形，納入校務評鑑及教學視導之重要項目。

 　　由上述教育部對國中小學實施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的規定，以下進一

步加以評析：

1. 規定參加公開授課之教育人員的涵蓋範圍廣泛：必須參加國中小學公開
授課的人員包括校長與專任教師，以及三個月以上的代課、代理教師，

不足三個月以上的代課、代理教師如果有意願，亦可參加，每學年至少

公開授課一次。這項規定，不管是校長與教師，均一視同仁，需要公開

授課，校長可展現課程與教學領導的專業素養，以身作則，改進過去較

偏於行政領導，忽略教學領導的缺失；另一方面，也讓所有教師，無論

教學年資資深或資淺的教師，都需要公開授課，改進教師有可能多年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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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公開授課的缺失，讓每位教師皆有機會進行公開授課，以促進教師

教學專業能力的不斷改進與成長。

2. 明定公開授課的實施過程：法案規定，公開授課需要擬訂公開授課計畫；
其規劃事項，得包括共同備課、接受教學觀察及專業回饋；換句話說，

公開授課過程包括備課、觀課、議課。過去學校公開授課方式是以教學

觀摩為主，往往忽略備課與議課的過程，導致教學觀摩徒具形式，失去

公開授課改進教師教學、提升學生學習的目的。

3. 鼓勵重於懲罰：法案中對於公開授課訂有獎勵措施，包括完成公開授課
的授課人員與觀課教師，由服務學校核給研習時數證明。另外，辦理公

開授課績效優良的學校，授課人員及承辦人員應予以獎勵。但法規中僅

訂定國中小教育人員每學年至少公開授課一次；直轄市、縣 （市） 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得將學校公開授課辦理情形，納入校務評鑑及教學視導之

重要項目。如果未進行公開授課的教師，並未有懲罰條款。由法規精神

來看，較具鼓勵性質。因此未來是否能真正落實，仍待觀察。

4. 整合學校資源，彈性處理：法案明定公開授課的共同備課，得於公開授
課前，與各教學研究會、年級或年段會議合併辦理；並得於專業學習社

群辦理。各國民中小學得參採本原則規定，衡酌學校特色與資源及校園

文化，建立適合學校運作的公開授課方式。另外，公開授課得結合學校

定期教學觀摩、教師專業研習、課程與教學創新或教育實驗與計畫等辦

理之。因此，學校除依據教育部與學校所屬教育處規定之外，應整合學

校相關計畫與資源，訂定學校本身進行公開授課的計畫，才能有效達成

公開授課的目標。

5. 邀請學校家長參加公開授課：法案規定學校應定期邀請家長參與教師公
開授課或其他課程及教學相關活動，增進家長關心教師教學、學校課程

及教學實踐，建立親師生共學之學校文化。例如：彰化縣於 2017年訂
定 《彰化縣國民中學與國民小學邀請家長參與公開授課原則》，規定家長
在參與公開授課之觀課前、觀課中、觀課後應遵守的原則。在過去，學

校鮮少邀請家長進到學校參與教師教學，法案規定應邀請家長參加學校

公開授課，學校文化是否形成、教師是否接受家長參與公開授課、家長

是否能提供專業意見等，仍有待觀察與考驗。

6. 缺少對校長實施公開授課的做法：法案規定校長與學校教師一樣，應在
服務學校，每學年至少公開授課一次，並以校內教師觀課為原則，但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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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校長如何在學校實施公開授課有特別的規定。換句話說，未來實施校

長公開授課是比照教師方式進行。但因為校長角色與教師不同，並未實

際教學，卻具有學習領導與課程領導的角色；校長未實際有班級，要進

行公開授課，需要教師的班級，對班級學生起點行為不熟悉、教學內容

需要與教師配合、教學方法與原班級教師不同等，有可能影響學生的學

習，反而失去實施公開授課的目的。因此，有必要對校長如何實施公開

授課再做較具體的規定。

二、 教師公開授課的意義、目的
教育部 （2017） 認為，公開授課是指授課者共同備課後，打開教室的門進行

觀課、議課。在友善、互信的氛圍下，和同儕討論，看見自己教學的不同面向，

繼而激發改進的動力，並提升課程與教學的視野。

許佳綺 （2017） 認為，公開授課是基於學校是公共空間的觀念，開放予所有
想參與的人觀摩，使人人皆可彼此參觀、相互學習之講授課業的過程，也是為

了提升教師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質量，開放所有想觀摩的人參與，並藉由專業

對話促進教師教學經驗交流的一種方式。透過教師一年至少一次開放教室及參與

公開授課，形塑同儕共學的教學文化。授課教師與其他教師進行課前共同討論、

參與課堂以及專業課後會談回饋，目的是為了達到更好的教學品質。

從公開授課的目的分析，劉世雄 （2017） 認為，公開授課之目的在於發展教
師學科教材知識、培養教學專業能力，以及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王金國 （2014） 
認為，公開授課之目的應該是促進教師間專業的交流與成長，透過教師的成

長，提高教學品質與學生的學習成效，而非為了行政績效。

從公開授課的功能分析，教育部 （2017） 認為，公開授課的功能包括：（一） 
是教學研究與教學經驗的平台；（二） 是課程改革的推手，對於新的理念、新的
教學策略之推動具有加乘的作用；（三） 可瞭解教師在專業上展現的情形；（四） 
共同備課 （含跨校、跨領域） 能擴展教育的視野、提升教學的能量；（五） 有助於
教師反思，繼而提升學習的品質。

綜合上述觀點，所謂教師公開授課，係指透過教師個人或共同備課、觀察前

會談、公開觀課、共同議課的公開教學過程，在友善、互信的氛圍下，與同儕

互相合作、分享、對話教學經驗。教師公開授課的本身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其旨

在發展教師的學科教材知識，改進教師的教學過程，提升教師的教學專業素

養，促進教師持續專業成長，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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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開授課實施方式的演進
（一） 教學觀摩

臺灣早期學校教學觀摩活動，主要是請新進教師、資淺教師或代理教

師擔任教學演示者，美其名，教師間有觀課學習之專業成長活動，少有延

續性或形成可傳承的教學成果，也少見其對學生學習長期影響的研究，更

難以促進其他教師的專業成長。事實上，多數學校已逐漸將其轉變為一種

行政行為，亦即辦完教學觀摩活動後即歸檔。在傳統的教學觀摩中，教師

是被觀察的對象，教學進度與時間掌控經常成為觀課紀錄表提及的焦點，

教材內容知識的概念細節及學生學習的表現情形，卻較少被指出。這種忽

略學生學習表現，進而缺乏教學專業知識的關注與分析，最後僅為形式化

的紀錄，無助於提升教師的教學專業 （劉世雄，2017）。
（二）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教學觀察

臺灣自 2006年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評鑑兼重過程及結果，評鑑
方式有教學觀察、教學檔案、晤談教師及蒐集學生或家長教學反應等多元

途徑。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評鑑方式中，以教學觀察與回饋最多也最廣

泛。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教學觀察已有完整的觀課流程，首先要有觀課前

會談，觀課後也有議課會議，授課教師也有自評表可以省思自己的教學，

而且觀察重點已經不像早期的教學觀摩，把重心都放在評價教學者上，而

是兼重學生學習的情形 （教育部，2016）。這對未來實施公開授課奠定良好
的基礎。目前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制度並未廢止，僅是減化指標、表件等，

朝向 「專業、簡明、可行及 e化」 原則發展，轉型為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
統，其培育的初階、進階及教學輔導教師將是推廣公開授課的重要推手。

（三） 學習共同體的授業研究
在日本佐藤學的學習共同體中，授業研究 （Jugyo Kenkyu） 又稱 「課室

研究」，英文名稱是 「lesson study」，為改善教師教學實踐能力的過程，是
一種基於教師群體有共同問題，以實際教學過程為範例，透過反思取向的

教學循環，以提高教學效能和質量的研究過程。其目的不僅是改進教師的

課堂教學，以提高學生學習質量，也力圖改變學校科層體制和個人主義文

化，形成教師間的學習共同體，營造民主討論、分享合作，以及嚴謹探究

的學校文化氛圍 （鍾啟泉，2016）。
學習共同體備課、 觀課及議課的循環模式，能讓教師自由討論教學理

念，且經由備課過程的參與討論與同儕激盪，以及觀察學生學習與課室反

應，可以理解學生的學習觀點，進而改進教學。學習共同體的備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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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議課三位一體的模式，讓教師對於自己的專業發展能有更多的主導

權，尊重教師專業，蘊含能幫助教師專業永續發展的密碼 （卯靜儒，
2015）。由上述論點可知，學習共同體與目前臺灣倡導的公開授課的內涵
相近。

四、 公開授課的過程
許多專家學者提出的公開授課過程，名稱略有不同，但實際內涵大同小異。

歸納一些研究者的看法 （許佳綺，2018；黃郁倫譯，2013；黃惠卿，2017；劉世雄，
2017；藍偉瑩，2017），公開授課過程包括共同備課、觀察前會談、公開課堂教
學觀察、共同議課：

（一） 共同備課
共同備課的意義在於讓教師彼此間有對話的機會，透過集思廣益的方

式，針對課程組織、教學策略、評量模式等進行討論與更新，讓教學單元

的設計能更具系統性與整體性（林彥佑，2014）。在共同備課的過程中，教
師可突破單打獨鬥的教學困境，藉由充分的教學討論豐富教材教法，設計

出更符合不同面向學生學習的課程。而且藉由同儕對話，亦可讓教學更活

化（張孝慈、賴素卿、林淑惠，2014）。
共同備課的精神在於教師的不藏私與樂於分享，無論是同校同領域教

師、同校跨領域教師、或是跨校教師間，都可針對不同的單元與課程進行

分享與討論，設計教材、教法與評量（周家卉，2016）。
（二） 觀察前會談

在教育部推展的教學觀察明確規範觀察前會談之必要性。觀察前會談

的項目包含本次教學之教學目標、教材內容、學生經驗、教學活動 （含學
生學習策略）、教學評量方式 （呼應教學目標或學習目標，說明使用的評
量方式）、觀察的焦點 （評鑑規準）。觀察前會談不僅能讓觀課教師快速瞭
解課程架構及重點內涵，也能幫助授課教師在彼此溝通過程中更能掌握授

課重點，並委請觀課教師協助關注學生的學習狀況。

藍偉瑩 （2017） 提出教學觀察前會談需要事先準備的事項，包括：1.
提供單元學習活動設計、上課教材、學生座位表、學習單與觀課表。2.召
開觀課前會議：讓觀課者瞭解學習目標、教學流程、班級特性分析、教學

所關切的焦點等、觀課組別分配 （每組學生的學習至少一位教師觀課），
並說明觀課重點及觀課倫理。3.準備錄影和攝影器材 （非必要，依授課教
師需要才進行，但須先告知學生與家長影片使用方式，請注意個資與倫



•  10 •

新竹縣教育研究集刊第十七期　民106年12月

理）。4.課前於教室前方架設錄影機，以攝錄學生學習情形為主，方便議
課時討論。

（三）	公開課堂教學觀察

進行公開的課堂教學觀察，是指一位教師授課，其他教師協助觀點，

是一種公共性哲學的立場。授業研究的倡導者佐藤學認為，無論教師如何

優秀，若不能公開授課，只會將學生、教室和學校私有化 （黃郁倫譯，
2013）。

課堂教學觀察是在教師授課過程中運用觀察表，依據觀察規準對學生

的學習、教師教學，以及師生間的互動進行觀察並記錄，可從學生發言內

容與次數、肢體語言、聲音大小等判斷學生是否學習與思考，以及教師教

學的聲音、態度、流程、技巧等，使用公開觀課紀錄表記錄學生的表現與

教師教學行為。

（四） 共同議課
共同議課是指公開授課之後，透過討論與分享，給予授課教師更多的

回饋。在議課中，不評論教師，不針對特殊生，而是以正向、鼓勵與肯定

的方式給予授課者回饋 （林彥佑，2014；黃淑馨，2013）。
在議課會議中，常見的流程為主持人先說明議課進行方式，再由公開

授課教師先回顧自己的教學理念與教學設計，提出教學省思及收穫，接著

再請觀課教師分享自己觀察小組學生的學習表現，並分享從觀課中學習到

什麼。在這過程中，主席串聯發言者的對話，引發多樣思考，但不做結

論，必要時會請授課教師回應，最後再由諮詢委員指導 （吳俊憲、吳錦
惠、楊家惠，2015；藍偉瑩，2017）。

綜合上述公開授課過程，共同備課的主要工作在於探究如何解構和再

建構教材文本。而課堂教學觀察與議課過程目的是讓學校發展成為學習共

同體，建立夥伴合作關係，營造互相信賴且相互分享的正向學校文化。因

此，重點在於觀察教師教學行為與學生學習過程，透過彼此討論與分享，

給予授課教師正向、鼓勵及肯定的具體回饋，引發更多樣性的思考，讓授

課教師有反思和改進的方向，授課者與觀課者彼此都能教學相長，以促進

教師的專業成長，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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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國民中小學教師實施公開授課的困境

雖然十二年課綱要到 2019年才實施，但教育部與縣市教育局處以及部分學
校已訂定公開授課相關行政規則，作為推動公開授課的依據。實施對象包含校長

與教師每學年皆要進行一次公開授課。這是一項要全面實施的新教育政策，未來

勢必遭遇諸多困境。以下綜合歸納一些研究者的發現（許佳綺，2017；黃惠卿，
2017；顏國樑，2014），據以提出國民中小學教師實施公開授課可能面臨的困境。

一、 公開授課支持系統尚待建立，未能有效支援教師公開授課
推動教師公開授課需要完善的支持系統，才能達成政策的目標。健全、完整

的支持系統，包括法規的訂定是否明確清楚，可以作為推動與評估的依據。其

次，公開授課的人才培育是否足夠，專業能力可以進行教室課堂觀察。再者，教

師公開授課相關計畫，如精進教學計畫、教師專業發展支持方案、108課綱等，
計畫與方案之間如何整合才能發揮相輔相成的效果，有效支援教師公開授課。諸

如此類，皆有待教育部系統規劃執行。

二、  教師花費大量時間準備公開授課，實際應用平日教學有待考驗
教師往往求好心切，進行公開授課前常備有教案，且會經過幾次彩排過後才

公開進行一堂課的教學，因此教師與學生均須花費雙倍的時間。此外，公開授課

與教師平常課堂教學的實際情況差距頗大，雖然過程生動活潑，表面熱鬧非

凡，但實用性卻大打折扣，甚至失去示範與推廣的意義。如何拉近公開授課與平

日教學實際情景，以建立可推廣的步驟與模式，仍待我們探討。

三、 教師工作負擔沉重，無充裕時間進行公開授課
教師工作負擔重，部分是制度的問題，例如：平時教師教學工作繁忙，仍需

兼任行政工作，或是教育行政機關業務未整合，或者評鑑與督導太多，皆會影

響教師公開授課的推動。未來在推動教師公開授課時，若無法整合學校行事曆所

列舉的工作，或者增加教師太多書面整理的工作，將會大大降低教師參與的意

願與執行成效。

四、 規定教師每年實施一次公開授課，可能會導致流於形式
一般人會以為公開授課就是開放課堂，讓別人來觀察教師的課程教學與班級

經營，卻忽略了觀課前的備課、觀察前會談及與觀課後的議課。此外，教師公開

授課的過程與結果，只有獎勵並沒有罰則，將導致公開授課僅是每年一次的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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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僅是形式化完成，難以達成促進教師專業成長與提升學生學習的目的。因

此，思考如何避免教師公開授課形式化，除了每年一次的公開授課之外，是否

可以結合其他教育活動，值得進一步探討。

五、 教師進行公開授課的能力有待提升
教師公開授課的過程，包括共同備課、觀察前會談、公開課堂教學觀察、共

同議課，教師需要具備相關專業知能，才能有效進行。例如：要進行課堂的教學

觀察，教師需先具備教學觀察的知能。如果教師過去曾參與教師專業發展支持方

案或學習共同體等，要進行教師公開授課較沒問題，但如果沒有相關經驗，未

具備觀課能力，要順利推動公開授課將遭受較大的困難。因此，如何提升教師公

開授課的相關知能，仍有待努力。

六、 主動、合作、分享的教師文化尚待建立，不利推動教師公開
授課

過去學校較忽略教師專業知識的分享，因而讓教師平時累積的專業工作經

驗，僅是個人獨享，或隨著教師的調校而消逝，難以做有效的經驗傳承與知識

創新（吳俊憲，2010）。中小學教師此種保守、個人化及不善協同合作的教師文
化，對於講求主動、合作、分享的公開授課之實施是不利的（郭昭佑，陳美如，

2014；Liou & Daly, 2014）。因此，建立優質的教師文化，值得加以重視。

七、 教師公開授課之後，教師專業成長與學生學習效果有待證明
教師公開授課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其旨在於增進教師專業發展，提升教學品

質，以增進學生學習成果。如果僅是強調公開授課的過程，而教師公開授課之後

未能促進教師專業成長或提升學生學習的效果，將失去推動教師公開授課的理

想目的。因此，如何證明公開授課之後教師專業成長與提升學生學習的成效，仍

有待克服。

八、 家長參與公開授課，影響教師教學專業
教育部公開授課規定，學校應定期邀請家長參與教師公開授課或其他課程及

教學相關活動，期能建立親師生共學之學校文化。目前已有彰化縣訂定家長在參

與公開授課之觀課前、觀課中、觀課後應遵守的原則。家長能夠參加教師公開授

課是一項創舉，但未來家長實際參與後，是否能有助於教師專業成長，提升學

生學習效果，還是徒具參與形式，甚至干擾教學，仍待觀察。因此，未來推動家

長參與教師公開授課，要如何實施才能達到效果，需進一步探討與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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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國民中小學實施公開授課的因應策略

以下針對國民中小學教師實施公開授課的現況、困境，從教育行政機關、學

校提出因應策略：

一、 教育行政機關方面
（一） 訂定更周全的公開授課實施原則，以利更有效的運作

目前教育部訂定 《國民中學與國民小學實施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參考
原則》，作為推動公開授課的依據。綜觀法規的內涵，係鼓勵性質居多，

未參與的校長或教師並未有罰則；校長與教師同樣適用一套實施原則，並

未針對校長公開授課訂定較周詳的實施原則；對於資深、資淺或新進教師

的實施方式，也未訂定不同的規範等。因此，教育行政機關有必要針對校

長、教師，以及依據教育人員生涯發展訂定較周全的實施原則，提供地方

與學校訂定實施規定或計畫，以利推動教師公開授課的參考。

（二） 整合相關教育資源，建構完整的公開授課的支援體系
許佳綺 （2017） 研究發現，國小教師在公開授課內涵的 「行政支持」 與 

「參與課中觀課」 層面皆僅為中等程度，且國小教師對實施公開授課困境
的看法主要在於教師忙於課務，無充裕時間進行公開授課準備。因此，教

育行政機關有必要整合相關教育資源，建構完整的公開授課的支援體系。

目前教育部師資培育與藝術教育司負責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與全國

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系統，教育部國民教育與學前教育署負責精進教學計

畫、十二年課綱的推動等，都與教師專業成長之進修、規劃與執行相關，

如果教育部能橫向整合兩個單位的資源，縱向整合地方教育局處的 「校長
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 與輔導團，建構完整的公開授課的支援體系，將有
助於推動公開授課的成效。

（三） 辦理公開授課的研習工作坊與研討會，充實教師公開授課專業知能
2006年開始推展之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方案》，以及目前轉型為 《教

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有些縣市推展學習共同體的經驗，已有一定的教

育成效，這些對於推動教師公開授課有相當大的助益。具體做法為：1.邀
請優秀教師舉行公開授課，讓更多教師能現場觀課，瞭解公開授課運作模

式。2.辦理公開授課之研討會或進修管道，提升教師對於公開授課的瞭
解。3.鼓勵推行公開授課成效優良的教師或學校做成果分享，讓更多教師
或學校受到鼓舞，以提升公開授課推動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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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結合教師專業發展支持作業平台，建立教師公開授課專區
教育部為推展教師專業發展，建立教師專業發展相關知識分享的平

台，此網站可整合相關資源，提升對教師專業發展的相關知能，讓大家能

夠分享實施的經驗，減少重新摸索，讓教師獲得專業成長的管道與支援。

所以，可運用此網站，提供教師相關資源。首先，在平台中建立教師公開

授課專區，並結合更多教學平台，提供教師教學運用，例如：酷課雲、均

一教育平台、博幼平台、教育部補救教學系統、網易公開課等。其次，應

鼓勵參與教師公開授課的相關人員運用此網站所建置的資源，充實教師公

開授課相關專業知識，提供辦理經驗分享，以及運用此網站的平台。再

者，拍攝辦理教師公開授課的優良範例，提供學校分享其精進策略和典範

策略。

（五） 評估教師公開授課與教師專業成長、學生學習效果之間的關係
進行教師公開授課評估，其主要功能在於檢視教師公開授課目標的適

當性與目標的達成程度，以提供教師公開授課改進與未來發展方向。教師

公開授課，最主要的目的在於促進教師專業成長與提升學生學習效果，要

如何連結教師公開授與教師專業成長、學生學習效果之間的關係，可考慮

委託學術團體或專家學者以專案研究方式進行評估，評估重點應放在教師

實踐及學生學習層次，評估方法應採三角檢證以及質量並重方法進行。

二、 學校方面
（一） 妥善訂定學校教師公開授課實施計畫，建立專業成長的支持系統

臺灣國民中小學具有規模、城鄉、偏遠、經費等的差距，推動教師公

開授課，應該衡酌學校特色、資源及校園文化，建立適合學校運作的公開

授課的實施計畫，以及 「學校層級」 專業成長的支持系統。因此，在做法
上，宜先整合學校現有的支持系統，包括教學輔導教師與進階教師、教師

專業學習社群、領域 （學科） 教學研究會、學校教師會、信任的同儕教
師、專業輔導人員等，建立其對教師公開授課直接支持，再強化行政支持

動能，學校行政體系應提供各支持系統實際運作時必要之人力、時間、經

費、空間、獎勵等之支援。

（二） 校長應以身作則，積極參與公開授課，帶動教師專業成長
校長是校務發展的總舵手，學校教育目標與教育政策需要在校長有效

的領導下，方能達成。目前規定校長與教師每學年需要進行一次公開授

課，因此，校長除積極參與公開授課研習外，應率先以身作則進行公開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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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除了展現自己的教學領導能力，也可引發教師效尤，促使教師重視公

開授課。其次，在做法上，宜注意要如何進行公開授課，才不會影響班級

學生的學習，不背離公開授課最重要目的在於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三） 配合校務發展，整合相關資源推動教師公開授課，減輕教師工作負擔
國民中小學教師，除教學工作之外，亦要負擔行政工作，時間不夠是

影響教師公開授課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學校應配合校務發展，整合相

關資源，推動教師公開授課。凡是能增進教師公開授課推動的成效，皆是

有用的資源，都應該整合在一起。至於如何整合教師公開授課相關資源的

做法，可從以下途徑著手：1.共同備課與各教學研究會、年級或年段會議
合併辦理；結合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精進教學計畫與學習共同體，透

過學習社群，發展教師公開授課。2.學校應主動整合學校相關活動，將教
師公開授課活動納入或融合在一起，例如：原本的教學觀摩以教學觀察代

替，或者結合專業學習社群來運作，可運用學校已發展的觀課規準，避免

讓教師以為公開授課是多了一項不同的方案，會造成教師額外的工作負

擔。3.教師公開授課實施過程需要許多行政事項的配合，包括相關經費的
使用、研習人員的安排與研習課程的規劃，這些公開授課過程相關事項都

涉及學校資源的投入、分配及運用，學校行政必須妥善規劃與執行，讓教

師公開授課的實施獲致較好的成效。

（四） 以學生學習成果與教師專業成長作為公開授課推動成效的依據
任何教育政策的改革，都必須以教育本質為基礎，教育本質是教育的

根源，若不知教育的根源，則政策的執行便容易偏差，甚至將目的與手段

兩者之間的關係本末倒置。由此觀之，教師公開授課是整體學校教育改革

的一環，僅是教育改革的手段之一，教師公開授課的實施能否達成方案的

目標，都應以教育本質為評鑑的依據及圭臬。教師公開授課的目的主要在

改善教師教學與班級經營品質，促進教師專業成長，進而提升學生學習成

效。換言之，學生學習成果與教師專業成長效果是驗證教師公開授課推動

成效的依據。因此，未來執行教師公開授課應以此為判斷的依歸，不論是

推動策略或判斷實施成效，都不能脫離此項教育本質。

（五） 建立有利於公開授課的教師文化，避免形式化
在學校要推動教師公開授課，需要學校開放的氣氛與教師的信任，讓

教師清楚、明確地瞭解教師公開授課的目的、方式、期程，以及教師公開

授課後的專業協助等，並讓教師在公開授課過程中皆能共同參與，探討公

開授課有效的做法，提升教師公開授課的能力與意願，才能達成教師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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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的目的。因此，在做法上，採取教師文化的檢視與轉化、營造優質的

教育氣氛，肯定教師教學表現、提供教學改善的回饋，以及提供支持個人

教師需求的資源等，皆有助於建立優質的教師公開授課教師文化，進而促

進教師專業發展與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六） 結合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採取多元途徑，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教師每年進行公開授課一次，雖然可促進教師專業成長，但如果從教

師生涯發展來看，每年皆採取同樣方式，有可能會變成例行性任務，造成

形式化的結果。為避免此一情況，可結合專業學習社群進行公開授課。根

據相關研究（林彥慈，2015；張德銳、王淑珍，2010；楊馥如，2014；顏
國樑，2016；Gordin, 2010; Robert & Pruitt, 2003）發現，學校專業社群的功
能可增進學生學習成效、提升教師教育專業知能、獲得情感心理需求、增

進團隊合作、促進教師增能賦權、形塑分享、合作、對話的優質學校文

化。因此，教師公開授課在做法上，可於同一領域、同一學年、跨校的專

業學習社群進行備課、觀課及議課，也可結合學校定期教學觀摩、教師專

業研習、課程與教學創新或教育實驗與計畫等辦理，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七） 依據公開授課結果，落實教師專業成長計畫
教師公開授課之目的在於改進教學，提升教學效果。但根據學校現場

實施的情形，許多學校在課堂觀課之後，在教師專業成長方面往往未能確

實進行，讓教師感受不到參加公開授課的好處。因此，為了落實教師公開

授課的目的，達到改進教學的效果，學校可根據公開授課的整體結果，訂

定教師專業發展方案，透過個別的評估與安排，以及專業學習社群，提供

教師專業發展資源，並配合教師專業與生涯發展，鼓勵教師進修與研究，

有效協助教師專業成長。

（八） 教師宜正面看待教師公開授課，主動積極參加，提升自己的專業素養
教師是專業的工作者，專業是教師唯一的出路，而教師公開授課是提

升教師專業能力，建立教師具有專業地位的途徑之一。教師公開授課之目

的在協助教師專業成長，增進教師專業素養，提升教學品質，以增進學生

學習成果，其實施方式主要是透過學校同儕，以另一雙善意眼睛協助專業

成長，是一種形成性、專業分享與對話、增能賦權的學習歷程，與考績無

關。因此，教師宜以正面的態度，主動積極參加，不流於應付心態，透過

公開授課的過程，進行專業對話，深入分析公開授課的過程與結果，並藉

由自我省思、自我瞭解、自我教育以及專業學習社群來改善教學與班級經

營實務，進而提升學生的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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