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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國民小學校長公開授課之行為意向與教學實踐情形，進一步分析

校長公開授課所面臨之困境，研擬可行之轉化策略，提供 107課綱施行後校長全面投

入公開授課之參考。本研究首先採問卷調查方式，以立意取樣針對校長儲訓班本研究

小組學員及其所述學校為研究對象，採平均數及標準差分析校長公開授課之態度、主

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與行為意向現況，並以所屬現職校長已實務進行公開授課為研

究對象進行深入訪談。

本研究之主要結論如下：

一、行為意向

（一）校長公開授課之「行為意向」統計分析顯示校長需要、想要、且願意嘗試

公開授課。

（二）以身作則，引領教學，對於公開授課，採取願意配合。

（三）與教師站在同一教育現場，教學相長，對專業成長有助益。

（四）公開授課後，經由同儕的建議，建立校長教學領導之權威與信心。

二、公開課教學實踐

（一）共同備課、觀課、議課落實專業社群功能。

（二）心態調整，課程規劃應妥當，避免流於形式，影響學生學習成效。

（三）公開授課之預期成效，需配合同儕視導及專業對話，方能彰顯。

本研究之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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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針對校長公開授課之研究，提供七點建議，作為實施之參考：

一、態度正向，配合公開授課之實施

二、建立夥伴關係，與教師成為教學路上的好夥伴

三、建立校內專業對話文化

四、落實授課前之教學準備

五、態度嚴謹，落實每次的教學

六、評估成效，持續改進

七、建立關懷支持系統

關鍵詞：校長公開授課、行為意向、教學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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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現況說明

一、問題緣起與動機

教育的目標在把每個孩子帶好，讓每個孩子都成功。近年教學現場受到佐藤學學

習共同體風潮掀起教師共同備課觀課議課浪潮，透過教師公開課堂與課堂研究，鼓勵

教師敞開胸懷開放教室共同激勵成長學習，提升教師教學的知能與策略，培養孩子學

習之興趣與探究思考能力。其中備課、觀課、議課三部曲喚起校長角色由過去重視行

政領導為主轉向以課程領導、教學領導與學習領導之重視，不僅帶動校長教室走察、

推動公開課之實踐，更激發校長從事公開授課之教學實踐，進而促使「十二年國教總

綱」及「107課綱」中明確指出「為持續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形成同儕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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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此確立校長未來進行公開授課之必要性，107年以後每位
校長至少應該進行一次公開授課，明確定義校長身為首席教師之角色與職責。

校長身為學校領航者，面對教育變革之際更須扮演領頭羊角色，帶動教學動能與

革新，運用公開授課促使教師進行專業對話，協助教師專業發展，提升教學品質與學

生學習成效，進一步運用公開授課具有帶頭示範，激發教師熱情，促進教師參與公開

授課之氛圍。然從校長培育至校長領導職責均偏向行政領導而忽略教學領導，過去校

長領導實務未包含實際從事教學，現職校長也大多未實際面對學生教學，從投入行政

工作到擔任校長已逐漸荒廢武功。因此，未來校長面對公開授課是否體認其職責所在

與教學理念加以落實，亦或因應政策不可抗拒下敷衍應付實有賴深入探究。Fishbein和
Ajzen（1975）指出個人行為的執行，取決於行為之意向（behavioral intention），瞭解
個人之行為意向，可以預測其是否進行某種行為。值此校長投入公開授課趨勢之際，

校長面對公開授課之態度、信念、教學專業技能、擁有之教學資源與專業成長等，影

響校長公開授課之意願，值是，面對公開授課政策之推動，校長之思維與意向攸關校

長公開觀課授課之成效，本研究基此透過行為科學觀點，從態度、校長面對授課教學

之主觀思維與內外在條件之規範限制等探究校長從事公開授課之行為意向，分析推動

公開授課可能面臨之困境，進一步了解校長公開授課可行之實踐策略，以提供未來校

長公開授課之參考。

二、研究目的

（一）分析校長公開授課行為意向之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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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了解校長公開授課的實踐策略。

（三）分析校長公開授課所面臨之困境。

（四）研擬校長公開授課之轉化策略。

貳、內涵研討

一、校長公開授課之探究

（一）校長公開授課之緣起與意涵

《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中，曾對中小學校長的角色定位提出建

言，以「校長為學校首席教師兼任行政首長」的訴求最深具象徵性意義，

對現行「行政管控教學」學校傳統規範之衝擊最大，然卻對教學現場無顯

著之影響，顯見校長教學領導之不足。除此在眾多研究與校務評鑑中均納

入校長課程領導、教學領導、學習領導等指標，顯見校長身為首席教師之

重要性與趨勢。近來教育部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中載

明，校長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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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依據教育部「國民中學與國民小學實施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參考原

則」規定，以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任用、聘任之現職國中小校長、專任教師

及兼行政教師與聘期三個月以上之代課、代理教師均應每學年至少一次公

開授課，並以校內教師觀課為原則，依此賦予校長公開授課之明確依據。

林坤烔（2017）曾指出校長公開授課具有以下優點與價值：

1.帶領展現肯定校長是首席教師、是教學領導者，校長如果能以身作則進

行公開授課，必能發揮拋磚引玉的效果，激勵教師們也願意共同備課、

公開觀課和共同議課，是樹立教學領導的典範，更是對於教師公開授課

的一種肯定與認同。

2.投入才能深入，校長進行公開授課更能實際了解第一線教師在教學現場

的需求，也更能了解教師從備課、準備教材教具、公開授課、教師觀

課、專業回饋等遇到甚麼問題、該怎麼改善，更能感同身受以同理心來

看待同仁，才能有效帶領學校團隊給予教師實質的支持和激勵，進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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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符合學校的校本公開授課規準。

除此，在教育部「國民中學與國民小學實施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參考

原則」中提及授課人員於公開授課前，應規劃共同備課、公開授（觀）課、

集體議課之實施。其實施方式包含：

1.公開授課時間，每次以一節為原則，並得視課程需要增加節數。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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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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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得提供觀課教師紀錄表件，以利專業回饋之進行。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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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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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此，校長公開授課係指校長參與班級教學活動，教學前可結合教

學研究會或專業學習社群辦理，思考教學之目標與授課之鵠的慎選教學科

目、規劃教學時間與教學活動之安排，教學中邀請教師同仁參與觀課，於

教學後針對學生學習情形及教學觀察結果進行討論與回饋之歷程。

（二）公開授課困境

近年來，學習共同體與翻轉教學在教育界蔚為風潮，在維護學生受教

權，提昇教師教學專業與教學品質上，共同備課、公開授（觀）課、集體

議課是極為重要的策略，但公開觀課卻引起教師團體極大反彈。以臺中市

為例，教育產業工會就與教育局針對公開觀課實施進行調解，但是，卻引

起全國家長團體聯盟及臺中市等臺灣中區教育團體的強力反對（聯合報，

2016），而這也凸顯公開授課的實施困境。

 學者研究公開授（觀）課最大困境在於教師擔心被評論的心境及教室

的主客體關係（林政逸、吳珮瑩，2016），但校長身為學校首席教師，自

當負起教學領導之責，並以身作則公開授（觀）課。但是校長卻因公務繁

忙，及離開教學現場日久等因素，導致校長公開授（觀）課實施出現問題，

這也是未來實施時尤需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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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授課內容

校長一年公開授課一次的情況之下，雖無進度壓力，教學內容亦可

彈性設計，但卻無法聚焦於教材內涵，容易造成延續教學者進度壓力。

2.授課方式

校長離開教學現場日久，加上近來教材內容更迭變異，與教學方

式多元，校長公開授（觀）課易對教材不夠熟稔而偏離教學主題，如

與原授課教師教法不同，更易使學生產生學習混淆。

3.授課時間

校長公開授（觀）課之時間不定，若上了又停，易形成學習中斷。

4.授課對象

對於授課對象之選定，在不同年段及不同領域等因素，都是校長

公開授課需考量之面向（國家教育研究院，2015）。

二、行為意向之意涵

行為意向是一種個人的認知活動，反映出個人從事某項行為之意願與有意識的計

畫，行為意向之探究以計劃行為理論（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為基礎。計畫行
為理論是由 Ajzen（1985）所提出，該理論認為衡量行為意圖（behavior intention）比
態度、信念和感覺等因素更接近實際行為（Ajzen, 1985、1987）。因此，預測一個人是
否會從事某項行為，必須瞭解他對該行為的意圖。行為意圖主要是藉由態度（attitude）
和主觀規範（subjective norm）及行為控制知覺（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所形成，
以下茲就計畫行為理論之各項因素說明如下：

（一）態　度

是指一個人對人、事、物或行為所抱持的想法與評估，反應個人對

人、事、物或行為的好惡感覺，也是個人對特定行為的評價，是經過概念

化後所形成的。換言之，態度是個人對特定行為所抱持的正、負向評價，

當個人對行為的態度愈趨正向，其行為意圖亦將愈高；若愈趨負向，行為

意圖則隨之愈低。

（二）主觀規範

指個人表現某行為時，認為其他重要關係人是否同意他的行為，亦即

指個人從事某行為時所預期的壓力。主觀規範是在某特定情境下，經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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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思考的過程中所產生，當正向主觀規範愈強烈，愈容易促使其產生從

事該行為的行為意圖。

（三）行為控制知覺

乃指個人在從事某特定行為時，對於所需資源與機會之控制能力的知

覺，與個人行為控制有關。行為控制知覺之限制可分為自我效能與外部資

源，其中，前者係指對於自己能否完成該行為之認知，後者則為個人可利

用資源之易得性與阻礙程度，此二者皆可能影響個人採取某一行為之決定。

（四）行為意圖

指個人想從事某特定行為之行動傾向與程度，亦即在行為選擇決定過

程中，支持個人是否有所行動的心理強度，也就是個人是否願意努力嘗試

或願意付出多少心力。

綜而言之，計畫行為理論認為態度、主觀規範與行為控制知覺三變項共同決定個

人的行為意圖；在作用方式上，行為意圖決定個人行為，行為意圖則又由態度、主觀

規範與行為控制知覺所決定（葉盈君，2012）。

三、校長公開授課之行為意向內涵

本研究為探討校長公開授課之行為意圖，以了解校長面對公開授課之思維、態度

與可能面臨之挑戰等，並作為校長公開授課問卷編制之依據，因此依據上述校長公開

授課之內涵、原則、困境與行為意向理論之探究分析，歸納彙整校長公開授課之行為

意向內涵，茲簡述如下：

（一）校長公開授課之態度

包含行為信念與結果評價。分別涵蓋校長公開授課能否讓同事互相成

長、解決教學上之問題、排擠個人工作時間、增加校長工作壓力、增加校

長額外工作量、額外消耗體力、影響其他工作等面向之認知信念與行為結

果評估與評價。

（二）校長公開授課之主觀規範

包含規範信念與依從動機。分別從學校同事、校內行政人員、教育主

管機關及校長朋友夥伴等影響校長公開授課之相關人員，剖析其信念與動

機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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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長公開授課之知覺行為控制

包含控制信念與知覺力量。分別涵蓋是否有志同道合的同事、現有

之工作量、有興趣之主題、現有時間是否充足、空餘時間之運用、家庭因

素、共同時間之規畫等概念，以之探究校長公開授課之可能行與可行性。

（四）校長公開授課之行為意向

係指校長是否願意嘗試、是否需要、是否想要及是否願意公開授課等

之思維。

參、問題分析

一、研究待答問題

本研究旨在探究「校長公開授課之行為意向」、「教學實踐」、「公開授課之困境」

與「可行轉化策略」，並藉由本研究小組夥伴「反思回饋與建議」中，研擬專業成長的

契機，故提出下列問題，做為本研究探究校長公開授課之行為脈絡：

（一）校長公開授課行為意向之現況 ?

（二）校長公開授課之實踐策略為何 ?

（三）校長公開授課所面臨之困境為何 ?

（四）校長公開授課之轉化策略為何 ?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探究國民小學校長公開授課之行為意向與教學實踐，依據文獻探討及研

究目的編擬校長公開授課之行為意向問卷（如附錄一，問卷之各構念題數分配如表 1

所示），以校長儲訓班小 B學員實施初試問卷分析，採立意抽樣針對本研究校長儲訓

班小組學員及其所屬學校校長共 14人為研究對象，以平均數統計分析了解校長對公開

授課之行為意向、態度、主觀規範與知覺行為控制之情形；校長授課教學實踐方面則

以五位實際從事公開授課之校長進行訪談，運用質量交互比對策略深入了解校長公開

授課之原因、理念、困境與因應對策，最後依據研究結果提出結論與建議（如圖 1所

示），以供未來校長實施公開授課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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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公開授課之行為意

向與教學實踐之文獻探究

設計公開授課之行為意向問卷及調查

五位公開授課校長實地訪談

轉化策略與研究結果

圖 1　研究流程圖

表 1　校長公開授課行為意向各層面題數分配表

層 面 與 構 念 題 數 題 號 反 向 題

1.態　度 14 1~14

1-1.行為信念 7 1~7 3~7

1-2.結果評價 7 8~14 10~14

2.主觀規範 8 1~8

2-1.規範信念 4 1~4

2-2.依從動機 4 5~8

3.知覺行為控制 14 1~14

3-1.控制信念 7 1~7 2.4.6.7

3-2知覺力量 7 8~14 11~14

4.行為意向 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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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長公開授之行為意向現況分析

本研究根據校長公開授課行為意向問卷之得分情形，以各題項、各層面及總量表

之平均數與標準差分析校長公開授課之行為意向，詳如表 2所示，茲將統計分析發現
分述如下：

（一）由表 2可知問卷中各題之平均數介於 2.1304與 3.6087之間，以主觀規範中
之第 3題「如果校長公開授課會增加個人工作壓力，我覺得這樣」（平均分
數 3.6087）所知覺程度最高，以態度中之第 11題「如果校長公開授課會增
加個人工作壓力，我覺得這樣」（平均分數 2.1304）知覺程度最低。

（二）態度之「行為信念」中以第 1題「認為校長公開授課，能讓同事相互成
長」（平均分數 3.3043）知覺程度最高，第 5題「認為校長公開授課，
會增加額外的工作量」（平均分數 2.2174）知覺程度最低，本層面平均值
為 2.6149，其中「我認為校長公開授課，能解決教學上的問題」（平均值
2.9565）知覺程度亦較高；態度之「結果評價」中第 8題「如果校長公開授
課能讓同事相互成長，我覺得這樣」（平均分數 3.2609）知覺程度最高；第
11題「如果校長公開授課會增加個人工作壓力，我覺得這樣」（平均分數
2.1304）知覺程度最低。

（三）在主觀規範之「規範信念」中第 3題「教育主管機關，認為我公開授課是」
（平均分數 3.6087）知覺程度最高；第 4題「我的朋友夥伴，認為我公開
授課是」（平均分數 3.0870）知覺程度最低；在主觀規範之「依從動機」中
第 7題「若教育主管機關，認為我應該公開授課並要我遵從時，我會」（平
均分數 3.4783）知覺程度最高；第 8題「若我的朋友夥伴，認為我應該公
開授課並要我遵從時，我會」（平均分數 3.0870）知覺程度最低。

（四）在知覺行為控制之「控制信念」中第 1題「若有志同道合的同事，會促使
我想校長公開授課是」（平均分數 3.3913）知覺程度最高；第 2題「因為現
有的工作量，會阻止我想校長公開授課是」（平均分數 2.2174）知覺程度最
低；在知覺行為控制之「知覺力量」中第 8題「我會因為有志同道合的同
事，而促使我想校長公開授課是」（平均分數 3.3478）知覺程度最高；第
14題「我會因為共同時間難覓，而阻止我想校長公開授課是」（平均分數
2.3913）知覺程度最低。

（五）行為意向中第 1題「在未來，我將嘗試校長公開授課」（平均分數 3.5217）
最高，第 4題「在未來，我將願意校長公開授課」（平均分數 3.3478）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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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在校長公開授課行為意向分各層面中以「規範信念」平均數為 3.2717最高，

「結果評價」平均數為2.4969最低，在校長公開授課各主層面中，以「態度」

平均數為 2.5559最高，「主觀規範」平均數為 3.2663最低。除此「行為意向」

平均數為 3.4348，顯示校長認為需要、想要、且願意嘗試公開授課。

（七）小結：校長公開授課之行為意向中呈現高度意願與動機，特別是在教育政

策及上級長官的期盼與推動下，順勢而為，均期盼透過公開授課引領教師

專業對話，與教師就教學面相共同成長，雖然公開授課會造成額外負擔與

工作壓力，但均持正向肯定之態務與信念因應面對。此外，校長公開授課

若能與校內志同道合的同事攜手共進，與校外校長成長團體或校長夥伴間

建立理念共識，運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教師學習社群、教學共備坊、讀

書會等方式更能增進校長掌握授課之信念，提升校長公開授課成效。

表 2　校長公開授課行為意向各題項填答之平均數與標準差摘要表

題 目 內 容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第一部份　校長公開授課之態度

1.我認為校長公開授課，能讓同事相互成長 3.3043 .8221

2.我認為校長公開授課，能解決教學上的問題 2.9565 .7057

3.我認為校長公開授課，會排擠到個人工作的時間 2.5217 .9941

4.我認為校長公開授課，會增加個人工作壓力 2.4348 .7278

5.我認為校長公開授課，會增加額外的工作量 2.2174 .7952

6.我認為校長公開授課，會額外消耗體力 2.3478 .7751

7.本我認為校長公開授課，會影響其他工作 2.5217 .9941

8.如果校長公開授課能讓同事相互成長，我覺得這樣 3.2609 .5408

9.如果校長公開授課能解決教學上的問題，我覺得這樣 3.0435 .8245

10.如果校長公開授課會排擠到個人工作時間，我覺得這樣 2.2609 .8100

11.如果校長公開授課會增加個人工作壓力，我覺得這樣 2.1304 .8149

12.如果校長公開授課會增加額外的工作量，我覺得這樣 2.2609 .7518

13.如果校長公開授課會額外消耗體力，我覺得這樣 2.2609 .7518

14.如果校長公開授課會影響其他工作，我覺得這樣 2.2609 .7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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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校長公開授課之主觀規範

1.我的大部分同事，認為校長公開授課是 3.2174 .6713

2.我的校內行政人員，認為校長公開授課是 3.1739 .7168

3.教育主管機關，認為校長公開授課是 3.6087 .4990

4.我的朋友夥伴，認為校長公開授課是 3.0870 .5964

5.若我的同事，認為我應該公開授課並要我遵從時，我會 3.1739 .6503

6.若我的行政人員，認為我應公開授課並要我遵從時，我會 3.3043 .6350

7.若教育主管機關，認為我應該公開授課並要我遵從，我會 3.4783 .5108

8.若我的朋友夥伴，認為我應該校公開授課並要我遵從時，我會 3.0870 .7332

第三部分　校長公開授課之知覺行為控制

1.若有志同道合的同事，會促使我想校長公開授課是 3.3913 .5830

2.因為現有的工作量，會阻止我想校長公開授課是 2.2174 .6713

3.若有興趣的主題，會促使我想校長公開授課是 3.2174 .7952

4.因為現有的時間不足，會阻止我想加公開授課是 2.4348 .8958

5.若有空餘的時間，會促使我想校長公開授課是 3.2609 .6192

6.因為現有的家庭因素，會阻止我想校長公開授課是 2.9565 .9283

7.因為共同時間難覓，會阻止我想校長公開授課是 2.4348 .7878

8.我會因為有志同道合的同事，而促使我想校長公開授課 3.3478 .5728

9.我會因為有興趣的主題，而促使我想校長公開授課是 3.2609 .4490

10.我會因為有空餘時間時，而促使我想校長公開授課是 3.0870 .4170

11.我會因為現有的時間不足，而阻止我想校長公開授課是 2.6522 .7141

12.我會因為現有的工作量，而阻止我想校長公開授課是 2.4783 .7903

13.我會因為現有的家庭因素，而阻止我想校長公開授課是 2.8696 .8689

14.我會因為共同時間難覓，而阻止我想校長公開授課是 2.3913 .8913

第四部分　校長公開授課之行為意向

1.在未來，我將嘗試校長公開授課 3.5217 .5108

2.在未來，我將需要校長公開授課 3.4783 .5108

3.在未來，我將想要校長公開授課 3.3913 .4990

4.在未來，我將願意校長公開授課 3.3478 .7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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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校長公開授課行為意向各層面與總量表之平均數與標準差摘要表

層 面 有 效 樣 本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排 序

1.態　度 14 2.5559 .5558 2

1-1.行為信念 14 2.6149 .6204

1-2.結果評價 14 2.4969 .5326

2.主觀規範 14 3.2663 .4787 4

2-1.規範信念 14 3.2717 .4880

2-2.依從動機 14 3.2609 .5248

3.知覺行為控制 14 2.8571 .3674 3

3-1.控制信念 14 2.8447 .3826

3-2知覺力量 14 2.8696 .4107

4.行為意向 14 3.4348 .4660 1

整 體 情 形 14 3.0285 .3481

四、研究訪談個案概述

（一）個案一：A學校

A國小位於都會區，校齡 57年，班級數 31班，學校面臨少子化壓力，
學校積極致力學校創新與教師專業成長，在校務評鑑的引導下，學校 57名
教師中已有 42位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初階認證，其中 7位獲得教師專業
發展評鑑進階認證，學校教師每學期參與公開觀課二次，每學年至少公開

授課 1次，實施至今已邁入第 5年，學校教師均已熟悉公開觀課流程。校
長為國教輔導員數學領域領召校長，致力於引進輔導員資源，運用輔導員

主題輔導及巡迴輔導辦理教學觀摩，除此，學校並與教育大學攜手合作引

進教授資源至五、六年級每週公開授課各二節課，每節課均開放學校教師

觀摩並參與討論。校長本身為提升教師公開授課風氣並提升教學知能，每

年亦進行一場公開授課，以高年級數學教學為主，並於教師晨會及數學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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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學習社群討論分享。

（二）個案二：B學校

B國小位於偏遠山區，校齡 66年，校長為初任校長的第 2年，班級數
6班，學校面臨社區人口外移及少子化問題，因此力求轉型，除了發展以
周遭環境及產業相結合的課程特色外，並且鼓勵教師進行專業成長，建立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透過社群的引導，該校教師每學年至少辦理校內公開

觀課一次（科目不拘），校長亦帶頭參與，並且透過週三進修時間，邀請

鄰近學校教學具有經驗及成效的教師到校分享，期望用典範學習的方式，

激勵及引導該校教師進行成長，而行政配套部分，該校也安排固定空堂時

間及活動場所，讓老師及社群進行專業對話，提升教師相互教學分享的氛

圍。唯目前仍有三分之一的在地資深教師配合度不高，參與社群動能不

足，且對於公開觀課態度消極，讓推動處室相當困擾。

（三）個案三：C學校

C國小位於濱海地區，校齡 46年，校長為第二任第 3年，班級數 6班，
學校因為近年來觀光產業的興起，學生人數呈現小幅度的成長。學校校長

因為已經是第 7年在該校任職，所以對於教師專業成長並無太多想法，並
全權交由該校教導主任推動，該校主任表示目前學校公開觀課的安排，是

配合教育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實施，目前校內僅有一半同仁參加，未

參加的同仁除了部分是代理教師外，也有資深教師或過幾年計畫退休的老

師；而參與教專評鑑的老師，每年至少會進行一次非正式教學觀察及一次

正式教學觀察，在正式教學觀察時，該校主任會邀請校長及未參加教專評

鑑的老師參與觀課、授課，希望能解除他們對於教學觀察的疑慮，目前有

參與教專評鑑的教師都能接受行政的安排，而教導處也會請輔導夥伴到校

指導，並給予專業的建議，提供參與教專評鑑的同仁參考。

（四）個案四：D學校

D國小位於鄉鎮與山地部落中間，屬於不山不市的偏鄉小學，校齡
70年，校長為第二任第 1年，班級數 6班，學生數 72人，雖然近年來學
區觀光商圈的興起，帶動社區的產業發展，但大都外來者經營，對本校教

育及在地文化永續發展實質幫助不大；在教育的資源環境及學習機會上較

缺乏，學生人數呈現成長停滯狀態。學校校長因為已經是第 5年在該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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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對於教師專業成長會適度參與，然推動部分還是全權交由該校教導主

任負責辦理，該校主任表示學校已經第 6年參加教專計畫，推動公開觀課
的安排也已經有 4年的經驗。一開始學校是配合教育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計畫實施，第 1年只有 5位同仁參加，未參加的同仁除了部分是代理教師
外，也有資深教師或過幾年計畫退休的老師，校長為引導全校同仁參加，

自己也挺身投入參與教專，到第 2年學校同仁就全面加入；而參與教專評
鑑的老師，每年至少會進行一次非正式教學觀察（自評）及一次正式教學

觀察（他評）。在正式教學觀察時，主任會於學期初事先安排全校課務，

並做適當的教學觀察分組，觀察前會先針對教學內容做觀課前會談，以了

解教學觀察的指標及向度，並邀請校長及參加教專評鑑的老師參與正式觀

課，觀課後針對指定的觀察向度做教學專業回饋，希望能降低教師對於教

學觀察的疑慮及抗拒，期末前成員會完成教學改善計畫，並完成個人教專

成長計劃，希望藉由多元成長方式達成教師自我成長進修的目的；目前有

參與教專評鑑的教師都能接受行政的安排，而教導處也會在學期中邀請輔

導夥伴到校指導教專評鑑指標的訂定、成長計劃繕寫等，並給予專業的建

議，提供校內參與教專評鑑的同仁參考與執行。實施至今，已規劃聘請社

區具有教學背景之博碩士家長，一同與校長、教師進行教學專業成長之對

話與回饋。

（五）個案五：E學校
E國小位於都會區，校齡 15年，班級數 43班，仍屬新興學校。目前

學校雖無教師超額壓力，然學校面臨少子化壓力，班級數逐年下降，學校

亦積極致力學校創新經營與教師專業成長，在經過校務會議通過，校長規

劃及教務處的引導下，學校 86名教師中目前有 18位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
鑑並通過初階認證，其中 5位通過教師專業發展評鑑進階認證；學校教師
每學期參與公開觀課二次，每學年至少公開授課一次，實施至今已邁入第

4年，參加教專的教師均已熟悉公開觀課流程。學校在外部資源部分亦引
進國教輔導團資源，運用輔導夥伴到校輔導以及巡迴輔導的方式辦理教學

觀摩；學校也積極和鄰近學校成立教專評鑑策略聯盟，交換彼此教學經驗

並規畫跨校公開觀課，並於觀課後給予回饋討論。校長每年亦進行一場公

開授課，授課內容以生活領域課程為主，除了帶頭示範外，也希望藉以提

升教師公開授課風氣，打開教室大門，並透過班親會宣導教師專業成長之

效能，贏得家長認同，並協力迎接新的教育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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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轉化策略

本研究透過問卷探究儲備校長對公開授課之行為意向並訪談五位參與公開授課從

事教學之現任校長所得資料進行整理分析，彙整進行公開授課教學實踐時所面臨的困

境或困難，擬定轉化策略，解決困境，開創典範，提供即將於 107學年度實施之十二
年課綱，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之教學實踐歷程，一個可行之參考依據。

一、問題分析部分

（一）個案 A校長

1.學生的先備經驗起點行為難以掌握，若能事先了解孩子過去的學習表
現、測驗評量成績與學習程度，更能精確規劃教學活動，發揮一節課之

教學成效。

2.會思考突然的一節課會不會影響課程延續性，或被教師認為是干擾教學。

3.教學科目、班級選擇及教學時間的切入須列入考量，並化解班級老師的
疑慮，避免產生標籤效應或造成班級教師過多負擔與心理壓力，讓該班

老師在校長授課過程中共同成長。

（二）個案 B校長

1.對於教材銜接不夠清楚。

2.長時間投注心力在行政工作對課程與教學實踐已漸生疏，須事先與班級
教師溝通討論，大多以過去帶班經驗為基礎進行教學規劃。

3.教學切入點與課程的銜接度不易拿捏。

（三）個案 C校長

1.校長一年公開授課一次，無法聚焦於教材應授之內涵，容易造成未來教
學者的進度壓力。

2.校長離開教學現場久，加上近年來教材內容變化多且教學方式多元，校

長公開授課易因對教材不夠熟稔而偏離教學主題，且與原授課教師教法

不同，易使學生產生學習混淆。

3.校長公開授課之時間不定，若上了又停，易形成學習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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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案 D校長

1.長期著力於行政工作，對教學較不熟稔，對教材教法較生疏。

2.行政事務較多且不確定，常有臨時狀況或公務須處理。

（五）個案 E校長

1.容易流於形式，可以考慮排定固定課。

2.落入校長教學要比教師教學優劣的迷思。

3.校長是首席教師概念要強化，不只是行政領導，更要投身在教學與課程

的實務中，更能檢視教學的有效性及發覺問題所在，進而調整修正。

4.校長不願意投入參與學校最重要的教學活動歷程，通常越迴避教學事

務，與老師專業的夥伴關係距離就越遙遠，對於教學的困境與理解，幫

教師解決教學與班級經營困境的能力也將逐年流失，最終可能只能用不

專業的方式領導學校、領導教學。

二、轉化策略部分

從上述訪談內容中，了解到個案校長從公開授課之行為意向至教學實踐之歷程，

所體悟出實踐中之問題與迷思，諸如：共備、觀、議課時間的不足，保守觀念未開放，

專業成長研習不足，夥伴信任關係未建立，校長公開授課有時會擾亂課程之延續性

等，經由研究團隊的討論提出未來在公開授課的實施過程中轉化策略，茲分述如下：

（一）透過事先專業社群分組及自我成長進行時間規劃

從校長授課行為意向訪談及教師間對談中，以三角驗證法得知，參加

校外與網站社群自主性教學實務工作坊，教學精進增能計畫、成立專業社

群並透過雲端群組對話，解決校長授課及教師參與觀課時間不足之困境，

並適時透過教務處在課程開始前之專業社群分組，讓社群參與教師進行共

同備課、觀課、議課之時間安排，以謀求精進教學之進行。

（二）校長以身作則參與公開授課及適時宣導總綱精神

面對十二年國教之每學期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之規定，在教育現場中

之大部分教師抱持懷疑之態度，以及長期教學專業自居之態度，無法有效

開放教室，運用同儕視導之精神，進行專業之對話與回饋，降低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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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動力。經由訪談中，校長運用簡化行政工作，加強教學領導，及運用教

師晨會進行十二年國教總綱實施要點之宣導，深化教師對於目前教育方針

之體悟，並尋找教師群之領頭羊，進行培訓專業社群領導能力，形塑專業

對話之文化氛圍。

（三）引進外部資源之納入與參與，促進成長

經由上述個案學校之分析，每校實施狀況雖有所不同，但大多以十二

年國教總綱之實施要點中專業支持系統之建立不謀而合。在訪談中，深知

個案學校校長以身作則，進行公開授課之氛圍，請求夥伴與教專委員到校

指導，並適時參與校外辦理之教師專業成長工作坊，自我成長，並透過所

學帶回學校辦理相關理論與經驗之共同備課、觀課、議課之讀書會。

（四）夥伴信任關係建立，校長應轉化教學領導，協助同儕專業成長

經由個案學校狀況及校長口述問題表徵中，得知，公開授課要成功執

行，需有賴於社群夥伴信任關係之建立，訪談中，了解到個案學校校長辦

學之用心，運用專業社群的功能強化課程與教學之教師領導，藉由班親會

之功能，取得家長與教師互相了解之機會，也趁此之機，宣導教師專業之

契機，建立行政支持教學系統，透過高關懷與高倡導之策略，鼓勵教師開

放教室，讓友善的第三隻眼睛，檢視教師授課時的盲點，促成校長及教師

公開授課安排之完整性，以提升教學專業之效能。

（五）課程銜接之延續性，端賴行政與教學間的配合，校長公開授課具有先

驅意義

個案校長雖對校長公開授課無排斥，與教師一同規劃公開授課之相關

課程實施，但在訪談中，校長們本身公開授課是否會對課程之延續性產生

干擾作用有些許質疑，深怕久未接觸教學實踐突然一節課之授課會不會讓

外界產生只是在作秀之觀感，及萬一教不好有失校長在教學與課程領導上

之角色，教學銜接是主要之課題。但經由與個案教師之對談，發現到校長

授課對教學課程之延續性雖有影響，但不是教到主科（國、英、數、自）

等，皆可透過共同備課、議課及建立網路專業社群及成長溝通平台之對話

分享機制，在課程實施前做通盤之討論、分享，並在教學實踐後，經由任

課教師與觀課教師對校長之課程回饋，做最佳課程之安排及教學之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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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校長公開授課與教學實踐系統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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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與建議

一、結　論

本研究從個案訪談中了解到校長公開授課已是教育時代趨勢，也是不可避免之試

煉與挑戰，在尚未啟動之氛圍下，個案中的五位校長皆以身作則，參與各項教學工作

坊、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或教師專業社群等，期能在未來的教育氛圍下，能帶領全校教

師一起努力，開創新活力，新契機。個案校長教學實踐過程中，從本身行為意向言談

間，了解到面臨這一挑戰，校長有一些顧慮及徬徨，一來是對自己久未接觸的教學實

踐的挑戰，二來是實施後教師公開授課之氛圍及如何鼓勵教師參與。基於本研究之脈

絡根尋，個案中的校長雖遇到本身及外在的困境，但秉持正向領導之施為，在本身公

開授課後，已著手研擬未來相關之策略，藉以提升本身並帶動全校教師邁向更專業之

領域。本研究就其脈絡，就行為意向及教學實踐，各提出行為意向面向四點及公開課

教學實踐三點結論，茲分述如下：

（一）行為意向

1.校長公開授課之「行為意向」統計分析顯示校長需要、想要、且願意

嘗試公開授課。

（1）在校長公開授課各主層面中，以「態度」知覺程度最高，「主觀
規範」知覺程度最低。

（2）在校長公開授課行為意向分各層面中以「規範信念」知覺程度最
高，「結果評價」知覺程度最低。

（3）校長公開授課態度之「行為信念」中以「認為校長公開授課，能
讓同事相互成長」知覺程度最高，「認為校長公開授課，會增加

額外的工作量」知覺程度最低；態度之「結果評價」中「如果校

長公開授課能讓同事相互成長」知覺程度最高；「如果校長公開

授課會增加個人工作壓力」知覺程度最低。

（4）在主觀規範之「規範信念」中「教育主管機關，認為我校長公開
授課」知覺程度最高；「我的朋友夥伴，認為我校長公開授課是」

知覺程度最低；在主觀規範之「依從動機」中「若教育主管機關，

認為我應該校長公開授課並要我遵從時，我會」知覺程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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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我的朋友夥伴，認為我應該校長公開授課並要我遵從時，我

會」知覺程度最低。

（5）在知覺行為控制之「控制信念」中「若有志同道合的同事，會促
使我想校長公開授課」知覺程度最高；「因為現有的工作量，會

阻止我想校長公開授課是」知覺程度最低；在知覺行為控制之「知

覺力量」中「我會因為有志同道合的同事，而促使我想校長公開

授課」知覺程度最高；「我會因為共同時間難覓，而阻止我想校

長公開授課是」知覺程度最低。

2.以身作則，引領教學，對於公開授課，採取願意配合

本研究發現 107課綱尚未實施，但個案中的五位校長投入公開授
課之意願相當強烈，希望藉由本身在教育現場的發想與實踐，了解身

為領頭羊的身分，對於教學這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領域，參與一些精

進工作坊，作為教學實踐之準備與回饋，促進自我之專業精進。

3.與教師站在同一教育現場，教學相長，對專業成長有助益

公開授課之專業成長，需有賴全體教師一同努力，校長也不例

外，藉由與同仁就專業認同上，以站在同一教育現場，讓校長、教師

對話分享，回饋建議，讓教學優良之教師有發揮專長之領域，讓校長

以學習共同體之氛圍提升全校教學專業知能及解決教學上之迷思。

4.公開授課後，經由同儕的建議，建立校長教學領導之權威與信心

校長應放下身段，聽取同為教師的專業建議，藉由同儕的另一雙

眼，補足校長在教學上之迷思，提供專業成長之契機，以形塑校長教

學領導之信服力與權威，並增進校長對公開授課之信心與持續發展之

決心。

（二）公開課教學實踐

1.共同備課、觀課、議課落實專業社群功能

校長公開授課，需有同儕願意參與共同備課、觀課、議課之專業

社群，同儕的專業氛圍，針對課程設計之嚴謹度及實施的可行性給予

討論，就班級學生學習的狀況，給予良善的建議，促使整個流程順

暢，回饋機制啟動，讓專業社群的氛圍隱然充斥在校園文化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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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心態調整，課程規劃應妥當，避免流於形式，影響學生學習成效

為迎接未來十二年國教課綱之挑戰，身為第一線教師之領頭羊必

須要有前瞻之規劃，除自身做起外，尚須從課程規劃來安排公開授

課，共同備課、議課、觀課之時間配置宜妥當，課程之銜接需要詳加

討論，嚴謹以對，避免因符應課綱之規定而犧牲學生學習成效，這是

我們所不樂見的。

3.公開授課之預期成效，需配合同儕視導及專業對話，方能彰顯

藉由本身公開授課之教學實踐，鼓勵同仁開放教室，專業對談，

在經費拮据下，同儕視導是最有效且最經濟之專業成長模式，也是大

家培養信任感與依賴感之氛圍環境，型塑學習型組織之專業文化氛

圍，讓公開授課之預期成效能因實作而落實成長。

二、建　議

本篇針對校長公開授課之研究，提供七點建議，作為實施之參考：

（一）態度正向，配合公開授課之實施

107課綱所規定校長必須公開授課，已是勢在必行之事，身為校長應

以平常心及正向的態度，看待此新措施的實施，透過校長身體力行的參

與，相信能為校內帶來正向學習風氣。

（二）建立夥伴關係，與教師成為教學路上的好夥伴

教學的成長需靠校內每一位參與教師共同努力，校長在公開授課上，

可透過校內形成學習共同體的價值觀，與教師一同參與教學研究，建立群

體的力量才能走得長遠。

（三）建立校內專業對話文化

透過行政安排對話時間與空間，讓校長在授課後能實際參與校內教

學專業對話，與校內教師互動與討論，相信定能透過每次的交流而獲得經

驗，並增長教學相關知能。

（四）落實授課前之教學準備

校長平時參與授課機會不多，因此授課前的共同備課相當重要，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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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求課程完整性，以加強對教學內容的理解，除此之外，並可請求夥伴校

長與教專委員到校服務，給予最佳的後援，而參加教學工作坊亦可提升個

人教學能力，讓教學上更有自信。

（五）態度嚴謹，落實每次的教學

校長授課的態度表示他對此事的重視層度，因此對於每次上課的時間

安排、教學節奏、教學策略、評量方式都該經過設計，避免交差了事，敷

衍馬虎。

（六）評估成效，持續改進

透過校長公開觀課、備課及議課的過程中，透過同儕視導及專業對話

評估教學成效並作成紀錄，以作為下次教學的參考，把每次教學所獲得的

回饋成為下次進步的養分。

（七）建立關懷支持系統

可透過網路成立校長公開授課之社群，讓不同校長間可以彼此分享公

開觀課之心得與感想，並可透過互相關懷及協助下，提升校長參與動能，

建立良好的支持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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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校長公開授課行為意向問卷

壹、研究說明

【校長公開授課之說明】

校長公開授課係指校長參與班級教學活動，教學前可結合教學研究會或專業學習

社群辦理，教學中邀請教師同仁參與觀課，於教學後針對學生學習情形及教學觀察結

果進行討論與回饋之歷程。

貳、基本資料

敬愛的校長您好：

首先感謝您撥空填寫本問卷，本問卷的調查目的在於瞭解影響校長公開授

課的因素，感謝您的填答。調查結果僅供學術分析之用不對外公開，請您放心填

答，期盼能藉由您寶貴的意見作為對校長公開授課的瞭解。懇請您撥冗填答。在

此萬分感謝您的幫忙，謝謝！

敬祝 教安

研究者 ：151期國小校長儲訓 B班第二組

中華民國 106年 3月

【填答說明】請依據您真實的情況在 □ 打勾 V

例如：我目前服務於 □ 國民中學 □ 國民小學

1.性　別：（1）□女　　（2）　□男

2.學　歷：（1）□學士　（2）□碩士（含四十學分班）　（3）□博士　 

（4）□其他：＿＿＿＿＿＿＿＿＿＿＿＿＿

3.現任職務：（1）□現職校長　（2）□候用校長

4.任教領域：（1）□語文領域　（2）□數學領域　（3）□社會領域 

（4）□自然領域　（5）□藝文領域　（6）□健體領域 

（7）□綜合領域　（8）□其他

5.校長曾公開授課：（1）□有　（1）□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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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儲訓班個案研究 彙編

參、問卷內容

請圈選您的看法如：非常贊同  4 ：3：2：1

第一部分

非

常

贊

同

贊
　

同

不

贊

同

非
常
不
贊
同

1.我認為校長公開授課，能讓同事相互成長 4 3 2 1

2.我認為校長公開授課，能解決教學上的問題 4 3 2 1

3.我認為校長公開授課，會排擠到個人工作的時間 4 3 2 1

4.我認為校長公開授課，會增加個人工作壓力 4 3 2 1

5.我認為校長公開授課，會增加額外的工作量 4 3 2 1

6.我認為校長公開授課，會額外消耗體力 4 3 2 1

7.我認為校長公開授課，會影響其他工作 4 3 2 1

8.如果校長公開授課能讓同事相互成長，我覺得這樣 4 3 2 1

9.如果校長公開授課能解決教學上的問題，我覺得這樣 4 3 2 1

10.如果校長公開授課會排擠到個人工作時間，我覺得這樣 4 3 2 1

11.如果校長公開授課會增加個人工作壓力，我覺得這樣 4 3 2 1

12.如果校長公開授課會增加額外的工作量，我覺得這樣 4 3 2 1

13.如果校長公開授課會額外消耗體力，我覺得這樣 4 3 2 1

14.如果校長公開授課會影響其他工作，我覺得這樣 4 3 2 1

第二部分

非

常

應

該

應
　

該

不

應

該

非
常
不
應
該

1.我的大部分同事，認為校長公開授課是 4 3 2 1

2.我的校內行政人員，認為校長公開授課是 4 3 2 1

3.教育主管機關，認為校長公開授課是 4 3 2 1

4.我的朋友夥伴，認為校長公開授課是 4 3 2 1

5.若我的同事認為我應該公開授課並要我遵從時，我會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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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若我的行政人員認為我應公開授課並要我遵從時，我會 4 3 2 1

7.若教育主管機關認為我應該公開授課並要我遵從，我會 4 3 2 1

8.若我的朋友夥伴認為我應該校公開授課並要我遵從時，我會 4 3 2 1

第三部分

非

常

願

意

願
　

意

不

願

意

非
常
不
願
意

1.若有志同道合的同事，會促使我想校長公開授課是 4 3 2 1

2.因為現有的工作量，會阻止我想校長公開授課是 4 3 2 1

3.若有興趣的主題，會促使我想校長公開授課是 4 3 2 1

4.因為現有的時間不足，會阻止我想加公開授課是 4 3 2 1

5.若有空餘的時間，會促使我想校長公開授課是 4 3 2 1

6.因為現有的家庭因素，會阻止我想校長公開授課是 4 3 2 1

7.因為共同時間難覓，會阻止我想校長公開授課是 4 3 2 1

8.我會因為有志同道合的同事，而促使我想公開授課是 4 3 2 1

9.我會因為有興趣的主題，而促使我想公開授課是 4 3 2 1

10.我會因為有空餘時間時，而促使我想公開授課是 4 3 2 1

11.我會因為現有的時間不足，而阻止我想公開授課是 4 3 2 1

12.我會因為現有的工作量，而阻止我想公開授課是 4 3 2 1

13.我會因為現有的家庭因素，而阻止我想公開授課是 4 3 2 1

14.我會因為共同時間難覓，而阻止我想公開授課是 4 3 2 1

第四部分

非
常
有
可
能

有

可

能

不

可

能

非
常
不
可
能

1.在未來，我將嘗試校長公開授課 4 3 2 1

2.在未來，我將需要校長公開授課 4 3 2 1

3.在未來，我將想要校長公開授課 4 3 2 1

4.在未來，我將願意校長公開授課 4 3 2 1

【填答完畢，請確認每一題均有填答，感謝您的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