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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係教師專業發展的利器之一。公開授課與專

業回饋的研究在國內近十年來已累積不少研究成果，為利國內教育研

究的發展，有必要釐清國內現有研究成果，並與國外的研究成果做比

較，以策勵未來的發展方向，以做為進一步研究的參考。本研究主要

採「研究綜合性分析」中的敘述性評論和計數方式，搜錄了 28 篇國

內有關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的實徵研究，並從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

以及公開授課的認同度與實施狀況、實施成效、實施困境與影響因素

等四個面向，加以探討分析既有研究發現，然後與國外研究結果做比

較，最後在研究主題與內容、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等三方面提出未來

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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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無論是在師資職前培育、初任教師導入輔導、或者在職教師的專業成

長，「教學觀察與回饋」（instructional observation and feedback）或稱「課

室觀察與回饋」（classroom observation and feedback）已經相當的普及，可

以說業已融入到教師的整個生涯發展，教師們從其職業生涯的開始到結

束，皆會經由觀察他人的教學或者接受觀察與回饋，學習如何教學，從而

建構個人的教學實務智慧（O’Leary, 2014）。 

  國內教育部於 2014 年發布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於實施要點五教師專業發展中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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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課室的觀

察與回饋將成為中小學教師教學現場的常態，如何善用課室觀察與回饋這

一個工具而有益於中小學的「教」與「學」，而不要流於行禮如儀的形式，

應是國人所非常關心的議題。 

  復由於國內各級教育行政機關和學校對於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的政

策推動，國內近十年來在這一方面的研究如雨後春筍般地蓬勃發展，不但

在理論性的文章多有所論述，而且在實徵研究上亦已累積數十篇的實徵性

研究結果。「回顧過去，展望未來。」很有必要將現有研究結果加以全盤

疏理，方能掌握既有研究結果的全貌，理解其疏漏之處，以為未來研究的

指南。 

  本研究即在將國內近年來所做的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的實徵性研究結

果，做一個綜合性分析，並提出未來的研究發展方向，供後來者進一步研

究的參考。唯在論述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研究的綜合性分析之前，有必要

對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的意義、模式、目的、歷程與技術等基本概念，略

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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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的基本概念 

一、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的意義 

  本研究綜合國內諸多學者的觀點（王金國，2020；許佳綺，2017；劉

世雄，2017；顏國樑，2017），將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open lesson and 

professional feedback）定義為「鼓勵教師打開教室的門，邀請同儕共同進

行備課（或者協助進行備課）後，到教學現場，對教學者進行課室教學的

直接觀察，並客觀記錄教師的教與學生的學之真實表現，然後透過回饋會

談，在友善、互信的氛圍下，和同儕討論、分享觀察紀錄，藉以促進教師

專業成長，提升教學效能，以及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的歷程」。 

  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在本質上就是盛行於美國與英國等先進國家已有

數十年之久的課室觀察與回饋，其內涵有二：一方面開放教室進行備課與

觀課，另方面經由回饋會談，提供教學者專業的回饋。兩者之間有其順序

關係並且缺一不可，可以說沒有公開授課，將難以搜集到教室教學的第一

手證據；沒有專業回饋，所搜集到證據將難以發揮專業成長的作用。是故，

名之為「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不但較符合國際通用之慣例，而且較能統

攝其應有的內涵，惟教育部依據課程綱要總綱的規定，於 2016 年所訂定《國

民中學與國民小學實施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參考原則》、《高級中等學校

實施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參考原則》以及諸多學者（如王金國，2014，2020；

劉世雄，2017；潘慧玲、鄭淑惠，2021；顏國樑，2017）皆係以「公開授

課」一詞替代了「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這樣不但與課綱中的公開授課

與專業回饋之完整內涵不符，而且也忽視了專業回饋的重要性。有鑑於「名

不正，則言不順」，本文建議今後宜使用「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一詞，

才能名符其實。 

  何以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在本質上就是課室觀察與回饋？張德銳

（2022）指出，一個優質的課程與教學包含「計畫」、「教學」、「省思」

等三個步驟，而課室觀察與回饋則以夥伴協作的精神，以「計畫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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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觀察」、「回饋會談」來協助教學者提升教與學的品質，其關係如

圖 1 所示。 

 

圖 1 

優質課程教學與課室觀察與回饋的關係 

 
註：引自發展性教學視導之研究（頁 95），張德銳，2022，高等教育。 

 

  圖 1 的內圈顯示，就做為能在「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的教師

而言，他們在每一個課程單元設計中，會有系統的思考教學目標、學生學

習先備知識等，據以規劃教學方案；然後進行有效教學；教學後則把握時

間，反省思考自己的教學歷程和學生的學習成效；最後則透過專業成長計

畫，把省思後的結果，應用在未來的「教」和「學」兩方面上。換言之，

「計畫」（planning）、「教學」（teaching）、「省思」（reflection）誠

是教師教學的良性循環，也造就了一位優質的教師。 

  圖 1 的外圈顯示，就做為協助者、支持者的教師同儕而言，當教師在

規劃教學方案時，會以「計畫會談」（planning conference），來協助精緻

化教學設計並瞭解教學脈絡；當教師在實地進行教學活動時，會進行「教

學觀察」（instructional observation）；當教師在省思課程與教學活動時，

會經由「回饋會談」（feedback conference）提供專業回饋，以協助教師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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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教學反思並發展專業成長計畫。質言之，「計畫會談」、「教學觀察」、

「回饋會談」實等同於「參與備課」、「進行觀課」、「實施議課」，也

就是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的完整歷程。 

二、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的模式 

  由於各校的辦學環境及校園文化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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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高級中等學校實施校長及教師公

開授課參考原則》皆鼓勵各級學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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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以「學校為本位」（school-based）的

模式。復由於校內的每一位教師因其發展階段與發展需求亦有所不同，所

以應允許每一位教師採取以「教師為本位」（teacher-based）的公開授課與

專業回饋活動。 

  根據上述，多元的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模式才能回應學校的特色發展

以及教師的多元需求的。在這一方面，黃旭鈞與章寶仁（2023）指出，澳

洲教學與學校領導中心（The Australian Institute for Teaching and School 

Leadership [AITSL]）曾發展出六種不同的課室觀察的模式： 

（一） 教學教練（instructional coaching），師傅教師與授課教師一對一合作模

擬和觀察課堂實踐，觀察重點則聚焦於教師專業成長需求，師傅教師則

會給予專業回饋。本文作者以為這個模式很適合教學輔導教師制度。 

（二） 教學圈（instructional rounds），一群由教學領導者和教師所組成的教學

觀察團隊進入教室或學校進行教學觀察，此模式聚焦在提升學校、學區

甚至全市的教學策略。本文作者以為這個模式較適合跨領域、跨學校的

專業學習社群，以及國民教育輔導團的教學輔導。 

（三） 學習的走察（learning walk），走察小組到各班級進行短時間多次性的

走察，觀察重點以學校和團隊關注或需要優先處理的目標為主，走察後

進行省思回饋會談，提供教師具體的回饋與建議。本文作者以為這個模

式很適合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推動的「教室走察」（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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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k-through）。 

（四） 授業研究（lesson study），由教師組成團隊一起設計課程、進行教學、

課室觀察、修正課程設計的一個循環專業成長模式。本文作者以為這個

模式很適合「學習共同體」（learning community）。 

（五） 同儕觀察（peer observation），老師們互相觀察練習，互相學習。實施

步驟則包含觀察前會談、課室觀察、觀察後會談。觀察者會和教學者分

享在課室中所蒐集的資料，並進行討論與回饋。本文作者以為這個模式

很適合「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 

（六） 實務影片（videos of practice），將課堂教學過程錄下來，透過影片分享

與討論自己或他人教學的歷程，進而進行反思與修正。本文作者以為這

個模式很適合作為課室觀察的補助措施。 

  以上各種模式皆有其學理基礎與實務應用價值，而我國所實施的公開

授課與專業回饋應海納百川，兼容並蓄，並提供各級學校以及每位教師依

其發展需求做選擇，不宜定於一尊。惟國內有些學者（如潘慧玲、鄭淑惠，

2021）將公開授課聚焦於授業研究，另有些學者（如許佳綺，2017；顏國

樑，2017）更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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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採用「lesson study」

作為公開授課之英文名稱，認為係最接近公開授課內涵的英文名詞。本文

作者雖然認為授業研究有學術理論與實務應用價值，但是並不等同於公開

授課與專業回饋，而應是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的重要模式之一。因此在公

開授課之英文名詞上便採取「open lesson」的英譯，認為此一英譯更能精

準地表達原意。 

三、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的目的 

  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的

目的有二；其一為持續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其二為形塑同儕共

學的教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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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形塑同儕共學的教學文化以及持續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的

兩大目的之下，依據丁一顧與張德銳（2004）、張德銳（2021）、O’Leary

（2014）、Archer 等人（2016）的觀點，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的目的可以

再細分為七個：（1）提供教師教學現況的客觀回饋，（2）肯定教師教學

的成就和表現，（3）促進教師進行反思，（4）形塑合作分享的教學文化，

（5）促進教師專業成長，（6）提升教學效能，（7）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總之，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本身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其旨在一方面促

進教師間夥伴協作的關係，形塑同儕共學的教學文化，另方面在發展教師

的學科教學知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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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的實施程序與技術 

  Acheson 與 Gall（2003）、張德銳（2017；2021）指出課室觀室與回

饋，會經歷三個階段：計畫會談、教學觀察、回饋會談。這三個階段其實

和目前國內教育界所盛行的備課（或說課）、觀課、議課活動是相符的。 

（一）計畫會談（備課、說課） 

  在計畫會談階段，觀察者除了可以和教學者建立信任融洽關係之外，

還可以透過會談，瞭解教學者的教學脈絡。當然除了一對一的傳統式會談

形式，以瞭解教學者的教學脈絡和提供教學設計的修正建議之外，亦可是

小團體備課活動或說課活動，而備課（說課）的內容主要聚焦於一節課或

一個單元的教學活動設計，例如教學（學習）內容、教學（學習）目標、

教學（學習）策略、教學（學習）評量等。在備課或說課後，可以根據授

課教師的成長需求，共同討論協商教學觀察的規準與工具，以及課室觀察

和回饋會談的時間和地點。 

（二）教學觀察（觀課） 

  教學觀察的工具非常繁多，可概分為質性與量化的工具。質性工具主

要在描述教師的教、學生的學、以及師生的交互作用等教與學的現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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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具主要以計量的方式來計算某些教學現象的種類與發生次數。一般而

言，質性技術運用的範圍比較寬廣但較為主觀；量化的技術比較客觀但失

之紀錄的範圍比較狹隘，會有見樹不見林之憾。質性技術長於描述和詮釋，

量化技術則長於信度和客觀性。一般而言，能夠同時併用質性與量化的多

元技術，將可發揮截長補短、相輔相成之效。 

  鄧美珠（2017）曾實作了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中的「教學觀察紀錄

表」此一質性觀察工具。張德銳等人（2011）提出三個質性教學觀察工具：

「軼事記錄」、「錄影」、「省思札記」；以及四個量化教學觀察工具：

「語言流動」、「在工作中」、「教師移動」、「佛蘭德斯互動分析系統」。

賴光真等人（2022）提出四個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教學觀察工具：「小組

學習觀察表」、「小組討論參與質量觀察表」、「個別學生課堂行為時間

軸紀錄表」、「個別學生課堂行為發生頻率紀錄表」。 

（三）回饋會談（議課） 

  回饋會談就是議課活動，議課活動的形式不拘，以輕鬆自然為要，它

可以是正式的議課活動，也可以是非正式的議課活動；可以是個別的議課

活動，更可以是團體的議課活動。但無論如何，宜在溫暖友善的氣氛下，

讓教學者充分表達此次教學的經驗和心得，其次觀察者就教師的教與學生

的學，提出具體客觀的紀錄，然後以不作價值判斷的態度，回饋給教學者，

並且鼓勵教學者就教師的教、學生的學，提出與執行個人專業發展計畫。

必要時，觀察者也可給予教學者改善教學的建議。教師個人和教師集體發

展計畫的規劃與執行在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活動中，係教師學習與成長的

關鍵，其重要性實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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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國內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實徵研究之探析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主要採用「研究綜合性分析」（research 

synthesis），其實際執行程序如圖 2 所示。 

 

圖 2 

研究流程圖 

 

 

 

 

 

 

 

 

 

 

 

 

 

 

 

 

 

註：作者自行整理 

蒐集主題論文 

確定研究主題 

閱讀並檢視論文 

將研究結果分門別類並製表處理 

合併和比較各類別的細項研究結果 

分析研究結果 

理解與詮釋研究結果 

與國外研究結果作比較 

撰寫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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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而言之，本研究流程如下：（1）先確定研究主題—公開授課與專業

回饋，（2）至國家圖書館以及 Airiti Library 華藝線上圖書館蒐集國內有關

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的期刊論文及碩博士論文，（3）詳細閱讀每一篇文章，

確認是否係實徵性研究，若發現非實徵性研究則予以割愛；（4）將各研究

的研究結果或結論依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認同度與實施狀況、實施成效、

實施困境、影響因素等四個部份，分門別類加以整理並製表處理；（5）合

併和比較各類別的細項研究結果，對於能夠量化的研究結果作計數處理（因

國內在此一領域的量化研究數量太少，只有 12 篇，且這 12 篇研究中很少

有進行兩個相同變項關係之研究，是故無法作卡方分析或後設分析）；（6）

對於無法量化的研究結果則作質性分析，例如比照質性研究中，將相同性

質之概念歸納成一個更高層級之概念之作法，找出具有共通性的研究結

果，加以歸類，並給予適當的命名；（7）根據研究發現，在本土推動環境

脈絡下，理解與詮釋各研究結果的意義與價值；（8）與國外研究結果比較

其異同，以提供國內研究的參考；（9）撰寫研究報告。 

  國內以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為主題的研究，大約只有 10 年的歷史，

為期仍短。由於國內學者多以「公開授課」一詞涵蓋了「公開授課與專業

回饋」的整體內涵，本研究作者乃於 2024 年 3 月以「公開授課」為篇名，

查詢國家圖書館「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發現以國內各級學校為研

究對象的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之博碩士論文共有 16 篇。另外於國家圖書

館「期刊文獻資訊網」以及 Airiti Library 華藝線上圖書館進行查詢，發現

以國內各級學校為研究對象的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實徵性期刊論文共有

12 篇。 

  經閱讀後，本研究採這 12 篇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實徵性期刊論文、以

及 16 篇碩博士論文，共 28 篇供本研究參考。這 28 篇實徵性研究的研究者、

研究題目、研究對象、研究方法整理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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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研究之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一覽表 

研究者 研 究 題 目 研 究 對 象 研究方法 

游秀靜 

唐淑華

（2015） 

＊因「被看見」而「能看見」：

「學習共同體公開授課」對促

進教師專業成長之個案研究 

一位具有 20 多年教學資歷的國

小老師 
個案研究法 

劉世雄

（2017） 

＊臺灣國中教師對共同備課、

公開觀課與集體議課的實施目

的、關注內容以及專業成長知

覺之研究 

臺灣地區國中教師抽取 2,374

位教師 
問卷調查 

黃惠卿

（2017） 

臺中市國民小學教師參與觀課

之現況及影響觀課因素之研究 

臺中市公立國民小學教師，有

效問卷為 554 份 
問卷調查 

林彩岫

（2018） 

＊教學文化之研究：以兩所國

民小學的教學觀察為例 

兩所國民小學現職校長 2 位、

教務主任 2 位以及未兼任主任

職務教師 8 位進行訪談，共計

有 12 位研究參與者 

半結構訪談 

李俐瑩

（2019） 

公開授課介入對國小六年級國

語文學習成效與動機之影響 

國小六年級 2 個班共 57 位學生 
準實驗法 

潘淑琦

（2019） 

＊面對十二年國教校長公開授

課之實施與因應 

105 學年度及 106 學年度 7 場校

長公開授課專業回饋對談、課

室觀察，和 107 學年度校長教

學領導暨公開授課工作坊資料 

觀察法、 

文件分析 

王育靜

（2020） 

執行教師公開授課與教師專業

成長之研究—以雲林縣國小教

師為例 

107 學年度雲林縣公立國民小

學之 500 位專任教師 
問卷調查 

朱亦琪

（2020） 

臺北市小學教師公開授課與教

師專業發展之個案研究 
個案小學 8 位教師 個案研究 

陳怡儒 

林立萩 

（2020） 

＊從共同備課、公開觀課和集

體議課來看教師專業成長。 
中山女高地理科團隊 

觀察法、 

文件分析 

黃心瑜

（2020） 

國小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推行教

師主導教學觀察（TDO）公開

授課之個案研究 

中部地區的前瞻國小之個案社

群的人數為 14 位教師 
個案研究 

潘慧玲 

鄭淑惠

（2021） 

＊教室王國的解封：公開授課

及其相關因素分析 

全國國高中學校人員，共計有

效問卷 1,266 份 
問卷調查 

劉世雄

（2021） 

＊國小教師採合作探究理念進

行觀課、議課之個案研究 

以一所小學 4 位教師及教務主

任所組成之社群為研究對象 
個案研究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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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研究之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一覽表（續） 

研究者 研 究 題 目 研 究 對 象 研究方法 

劉玳君 

（2021） 

108 課綱下國小校長公開授課

之研究 

8 位對於校長公開授課較多思

考與經驗的國小校長 

觀察法、 

訪談、 

文件分析 

陳國慶

（2021） 

國中教師參與公開授課之研究

──以甜心國中為例 

甜心國中實際參與公開授課的

6 名教師 

觀察法、 

訪談、 

文件分析 

蔡寶桂 

林志成

（2021） 

＊新竹縣十二年國教公開授課

與素養教學評量政策評估調查

研究 

新竹縣國民中小學 429 名教師，  問卷調查 

胡佩琳

（2022） 

臺中市國民小學教師對公開授

課態度及教師專業成長關係之

研究 

108 學年度臺中市市立國小 552

教師 
問卷調查 

洪詩喬

（2022） 

108 課綱下國民小學教師實施

公開授課之個案研究 

3 所國民小學，包含行政端與教

師端等共 16 位教師 
個案研究法 

粘芷瑄

（2022） 

國民小學校長公開授課差異分

析之研究 

3 位曾執行公開授課之國民小

學校長 

訪談、 

文件分析 

黃庠崴

（2022） 

臺北市國小教師公開授課與教

師專業成長之調查研究 

110 學年度臺北市公立國小 616

正式教師與長期代理教師 
問卷調查 

黃旭鈞 

章寶仁 

（2022） 

＊實施公開授課提升教師專業

初探：現況、挑戰與因應策略 

臺北市幸福國小（化名）17 位

教師 
訪談法 

梁璋玲 

（2022） 

宜蘭縣國民小學教師對十二年

課程綱要實施校長及教師公開

授課之研究 

宜蘭縣 422 位國小教師 問卷調查 

劉芯玓 

（2022） 

國民中學校長實施公開授課之

研究 
桃竹苗地區 6 位國民中學校長 

訪談、 

文件分析 

王慈雅 

張媛甯 

（2023） 

＊臺南市公立國民小學教師參

與公開授課之研究 

臺南市公立國民小學參與公開

授課之 500 名教師 
問卷調查 

林官蓓 

陳建志

（2023） 

＊普通高中校長實施 108 課綱

之課程與教學領導探究：兼論

校長公開授課成效 

一所普通高中前後任校長 
訪談、 

文件分析 

陳冠汝 

（2023） 

臺南市國小教師公開授課認

知、教師專業成長、創新教學

與教學效能關係之研究 

臺南市公立國民小學 400 名教

師 
問卷調查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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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研究之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一覽表（續） 

研究者 研 究 題 目 研 究 對 象 研究方法 

巫南萱 

（2023） 

國中輔導科教師公開授課歷程

經驗、關注面向及轉變研究 

6 位（新手教師與熟手教師，各

3 位） 國中輔導老師 
訪談法 

鍾昀庭

（2023） 

新竹縣市國民小學教師公開授

課認同程度與實踐情形之研究 

新竹縣市 56 所學校，606 位國

小教師 
問卷調查 

黃旭鈞 

章寶仁 

（2023） 

＊智慧觀議課 App 及系統應用

在國民小學公開授課實施效益

與配套措施之研究 

臺北市、臺中市、嘉義縣、臺

東縣及澎湖縣等共 12 所學校

的 12 位教育人員，包括校長 4

位、主任 6 位、組長 1 位及教

師 1 位 

訪談法 

＊
期刊論文

 

註：作者自行整理 

 

  茲將這 28 篇論文的內容，依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公開授課與專業回

饋認同度與實施狀況、實施成效、實施困境、影響因素等五個方面做整理

評述如下。 

一、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 

  如前所述，在 28 篇實徵研究報告中，僅有 12 篇係學術性期刊論文

（43%），可見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的相關研究在國內學術性期刊的發表

仍有提升的空間。 

  表 1 顯示在研究對象上，以教師為對象有 17 篇（61%）、以校長為對

象有 5 篇（18%）、以行政人員與教師為對象有 5 篇（18%）、以學生為

對象有 1 篇（4%）。可見，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的研究對象已普及於教師、

校長以及主任和組長等行政人員，但在教育的另兩個利害關係人－學生與

家長則少見參與研究。 

  在教育階段別上，以國小為對象有 20 篇（71%），以國中為對象有 4

篇（14%），以高中為對象有 2 篇（7%），以國中小為對象有 1 篇（4%），

以國高中為對象有 1 篇（4%）。可見，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的研究對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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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為最大宗，在國中以及高中職實有加強研究的必要。 

  在研究方法上，問卷調查法有 11 篇（30%），個案研究法有 5 篇（23%），

訪談法有 4 篇（8%），訪談加文件分析有 3 篇（5%），觀察法加文件分

析有 2 篇（3%），觀察法加訪談加文件分析有 2 篇（3%），準實驗設計

法有 1 篇。可見國內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的研究能善用問卷調查法、個案

研究法、訪談法，但是在其他研究方法，如行動研究、觀察法、實驗設計

等，實有加強的必要。另質量整合並用的方法，例如如果要採用量化的問

卷調查，建議伴隨質性訪談的使用，仍有進一步加強使用的必要。 

二、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的認同度與實施狀況 

（一）國內的研究發現 

  國內有關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認同度與實施狀況的實徵研究結果計有

20 篇（71%）。其結果可分成以下兩方面加以敘述： 

1. 對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的認同度 

  胡佩琳（2022）指出，國小教師對公開授課的態度（同意程度）接近

中等程度。潘慧玲與鄭淑惠（2021）指出，學校人員面對校長與教師公開

授課，有中度至高度不等的喜好度與行為意向。梁璋玲（2022）發現，宜

蘭縣國小教師對公開授課之目的、內涵、規定及看法、行政協助等層面屬

接受程度。王慈雅與張媛甯（2023）發現，臺南市公立國民小學教師對於

公開授課實施目的、實施方式的重要程度皆為中上程度。 

  惟教師對於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的接受度雖然落在中高程度，但是在

認同程度上與實際實施程度上仍有一些落差。鍾昀庭（2023）指出，新竹

縣市國民小學教師對公開授課的認同程度與實踐情形雖然皆達中高程度，

但是公開授課的認同程度整體以及各層面的知覺度仍皆大於實踐情形。蔡

寶桂與林志成（2021）發現，新竹縣國民中小學教師對於公開授課相關七

大向度的理解或認同程度普遍高於實踐程度。潘慧玲與鄭淑惠（2021）的

研究發現，學校人員面對校長與教師公開授課，雖然皆有中度至高度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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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喜好度與行為意向，但是教師對於自身公開授課的喜好度與行為意向均

僅達中度。 

  在校長公開授課上，校長與教師多持支持態度。劉芯玓（2022）發現，

校長認同校長實施公開授課政策的立意，且相關經驗有助於校長實施公開

授課；校長實施公開授課的目標與政策一致，期望以身作則帶動教師進行

公開授課，塑造共學共好的學習文化。劉玳君（2021）發現，國小校長對

校長公開授課的認知，包括：引導與示範的宣示、實踐教學、落實專業領

導，而對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政策多採支持態度，並依多方考量，實踐在

地化的公開授課方式。潘淑琦（2019）發現，校長公開授課的承擔，是對

教育承諾的展現；校長教學專業知能的充實，是對學生學習權的保障。潘

慧玲與鄭淑惠（2021）指出，教師對於校長及主任進行公開授課的期望更

甚於自己打開教室。朱亦琪（2020）指出，個案小學多位受訪教師支持校

長及主任進行公開授課，且認為公開授課不應強調行政行為，應尊重教師

的專業。 

2. 公開授課與與專業回饋的實施狀況 

  在教師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的實施上，洪詩喬（2022）發現，教育政

策引領學校推動，學校以彈性、多元方式辦理，教師多能完成備課、觀課

與議課等歷程。黃旭鈞與章寶仁（2022）發現，教師認真看待公開授課，

用心進行備課、授（觀）課、議課之專業成長活動。 

  在公開授課的備觀議三部曲上，鍾昀庭（2023）發現，新竹縣市國民

小學教師以「課後議課之內涵」層面認同程度最高。蔡寶桂與林志成（2021）

發現，教師在教學觀課上優於共同備課，最後才是議課的專業回饋；在校

訂課程發展進行共同備課仍待加強。由此可見，在公開授課的備觀議課三

部曲上，備課與議課的重要性雖然受教師所認同，但是在這兩方面在實際

落實程度上，也就是不但要做而且要做得好，有待加強的必要。 

  在公開授課的關注焦點上，洪詩喬（2022）發現，教師對於公開授課

政策詮釋不盡相同，主要關注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蔡寶桂與林志成（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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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教師能從學生學習動機、學習表現等思考教學成效，顯示教師由「關

注自己」轉變為「關注學生」。劉世雄（2017）發現，在關注內容上，參

與與未參與公開授課的兩群教師仍比較在乎教學策略的應用，較少關注學

科知識與學習能力的培養。劉世雄（2021）亦發現，參與教師在觀課紀錄

描述中多關注低成就學生的外在行為表現，但在議課時忽略解釋那些學生

在教材內容學習理解困難的原因及省思後續的教學策略。由此可見，參與

公開授課的教師能同時關注教師的教與學生的學，但是在討論與詮釋學生

學習困難的原因以及後續的改善行動方面，仍有待加強。 

  另外，在公開授課與學習社群的結合上，黃心瑜（2020）發現，國小

教師專業學社群推行授課教師主導觀課（teacher-driven observation [TDO]）

之歷程包括：從探究學生學習問題上，促發成員個別的主導性，推行和主

導自己的 TDO 公開授課，整合 TDO 的團體和個人模式，可以獲得更多優

勢。 

  在校長公開授課的實施上，林官蓓與陳建志（2023）發現，校長能連

結學校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時期的基礎，持續推動校長公開授課。劉芯玓

（2022）發現，校長實施公開授課時，會選擇本身專業科目與同領域教師

進行共備，以班級為主要施教對象進行公開授課，並將教學正常化視為主

要考量。粘芷瑄（2022）發現，校長在共同備課時，授課領域的選擇主要

依公開授課的目標和配合小組合作成員的授課；在觀課時，校長對觀課教

師並無分配個別觀課任務，主要以質性的觀察記錄教學流程、整體學習成

效或特定人或事件描述；在議課時，校長與公開課成員能在觀課後立即議

課，並互相信任，合作成員也提供諸多意見。 

（二）與國外研究的比較 

1. 對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的認同度 

  Merç（2015）探討土耳其英語教師對教室觀察的態度。來自不同學校

的 204 名教師回答了線上調查問卷。資料依照三種類型進行分析對課堂觀

察的態度：知覺、情緒與行動準備。調查結果顯示，大多數教師雖然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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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經驗，但對教室觀察持正面、認同的態度，認為教室觀察的優點大於

缺點，是可以促進教師專業成長的機制。 

  Alden（2014）調查美國紐約州 272 名國小教師對現有和期望的課堂

觀察實踐的態度。結果發現，在課堂觀察模式中對現有和期望的觀察實踐

的整體看法存在顯著差異，在這些差異之中，教師認為專業信任是觀察過

程中最需要但也較欠缺的組成部分。其次，教師普遍重視觀察後立即提供

的有針對性的回饋，以促進反思和專業成長。 

2. 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的實施狀況 

  Koerperich （ 2008 ） 在 一 項 教 室 走 察 （ classroom walk-through 

observations）對教師專業成長的研究中，在為期 12 週的實驗期包括由合格

評鑑人員進行的多次課堂走查觀察。每個教室的走查觀察都會跟進向課堂

教師提供反思性回饋。 

  Withers（2017）發現，在以證據為基礎的課堂觀察中，這種做法是結

構化的、有目的的、持續的和有效的。與實踐有效性相關的主題是：（1）

要有規範性觀察格式，（2）要著重於教學科技的回饋，以及（3）要提供

教師可持續的實踐。 

  Tawalbeh（2020）發現，教師對視導人員的教室觀察與回饋普遍滿意，

而這種積極的態度可能是由於視導人員採用了協作的方法。另外，觀察指

南澄清了視導人員在觀察前會談、教室觀察和觀察後會談的角色。觀察的

主要目標包括促進展示教師的優勢的機會；欣賞教師的表現而不是評價

它；支持教師而不是批評他們；鼓勵教師反思教學實踐以及後續需要考慮

的行動點。 

  Frasier（2022）發現，教師認為回饋包含正式觀察的回饋以及其他非

正式觀察回饋來源（例如教練、同儕）。總體而言，教師將有用的回饋描

述為根據觀察者對三個領域的知識提供可行的建議：課堂環境、學科領域

和教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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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以上國內外研究結果可以發現，國內外研究皆指出教師對於公開授

課與專業回饋的接受度或認同度屬於中高程度以上，但是國內在認同度與

實際實施程度上有落差，而國外則在實際實施與理想需求上有落差。 

  在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的實施狀況方面，國內外研究皆指出，公開授

課與專業回饋的實施，能依計畫會談（備課）、教學觀察（備課）、回饋

會談（議課）的程序實施之，其中以回饋會談最為教師們所重視，教師們

期待透過回饋會談促進教學省思與發展可持續實踐的行動，但這卻也是國

內中小學亟待加強與改善的部份。實施過程中以社群或同儕協作方式推

動者日多，除關注教師教學外，且關注學生的學習表現。另外，

國內研究指出，由於課綱政策的引領推動，校長公開授課係我國的一個

特色。在此一方面，校長多能認同且以身作則落實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 

三、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的成效 

（一）國內的研究發現 

  國 內 有關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實施成效的實徵研究結果計有 20 篇

（71%）之多。眾多研究結果顯示如下的成效： 

1. 對教學反思的影響 

  諸多研究結果顯示，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有助於教師的教學反思（巫

南萱，2023；洪詩喬，2022；黃庠崴，2022；陳國慶，2021）。另外，校

長實施公開授課有助於校長熟悉教學現場的情況、促進校長自我省思與多

方學習（劉芯玓，2022）。 

2. 對教師專業成長的影響 

  諸多研究結果顯示，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有助於教師的專業成長（王

慈雅、張媛甯，2023；王育靜，2020；朱亦琪，2020；巫南萱，2023；胡

佩琳，2022；黃庠崴，2022；黃旭鈞、章寶仁，2022；陳怡儒、林立萩，

2020；陳冠汝，2023；陳國慶，2021；游秀靜、唐淑華，2015；劉世雄，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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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國小校長公開授課不但增進校長課程與教學領導，而且可以促

進校長與教師的專業發展（粘芷瑄，2022；劉芯玓，2022；劉玳君，2021）。 

3. 對教學效能的影響 

  陳國慶（2021）指出，在實施公開授課後，國中教師在教學上能得到

反思、解困、創新的收穫。陳冠汝（2023）指出，臺南市國小教師公開授

課認知對創新教學、教學效能具有正向的影響。巫南萱（2023）指出，輔

導教師的公開授課，對新手教師而言，可以幫助自己累積教學經驗、增進

教學技巧，彌補因年資和經驗不足；對熟手教師而言，可以獲得同行很多

的肯定、認可、成就感，並可將同事給予的回饋應用在教學中而提升教學

效能。黃旭鈞與章寶仁（2023）將智慧觀議課 App 及系統應用在國民小

學公開授課，發現有助教師教學精進。 

  另外，劉芯玓（2022）發現，校長實施公開授課有助於提升本身課程

與教學專業素養。林官蓓與陳建志（2023）發現，校長能落實公開授課，

可促進學校課程與教學品質的提升。 

4. 對學校效能的影響 

  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可以增進經驗交流與人際溝通技巧，增進與同事

情誼，共同激勵工作士氣，形塑合作分享、彼此互助共好的教學文化，誠

是一個教學者與觀察者雙贏的策略（巫南萱，2023；洪詩喬，2022；黃心

瑜，2020；黃旭鈞、章寶仁，2023；劉世雄，2021）。 

  另外，校長實施公開授課可以增進校長課程與教學領導（劉玳君，

2021），協助形塑共學之學校文化（劉玳君，2021），以及校長與公開課

成員更互相信任，合作成員也提供更多意見，在互動交流中，增進校長與

教師團體的學習與成長（粘芷瑄，2022；劉芯玓，2022）。 

5. 對學生學習的影響 

  李俐瑩（2019）的準實驗設計發現，公開授課的介入對國小六年級國

語文學習成效與學生學習動機具顯著正向影響。陳國慶（2021）指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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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公開授課，可促進教師間及學生間的討論合作；學生更遵守課堂常規，

提升學習態度及改善學習品質；學生在學習上也有專注、合作、參與及情

境化的轉變。王慈雅與張媛甯（2023）指出，公開授課對於學生學習的實

際效益在於解決學生學習問題。黃旭鈞與章寶仁（2023）則指出，將智慧

觀議課 App 及系統應用在國民小學公開授課，有助學生學習專注。 

（二）與國外研究的比較 

1. 對教學反思的影響 

  Atkinson 與 Bolt（2010）發現，教學觀察過程的第一年似乎已經成功

地在教職員之間開展了對話。在這種情況下，一位獨立的教學專家觀察了

教師的教學，並就教學實踐提供了反饋，從而促進了個人和群體的反思。 

  Cassidy（2018）發現，在一項形成性教學觀察方案，教師受益於收到

與他們的教學實踐相關的詳細和具體的回饋，而此類回饋可以提高教師反

思其教學的能力。 

2. 教師專業成長的影響 

  Withers（2017）發現，有效的課室觀察實踐作為教師專業發展計畫組

成部分是很有用的。Mueller 與 Schroeder（2018）指出，非評鑑性的教室

觀察係自我導向學習的一個利器，參與教師往往通過觀察其他教師來啟動

和/或參與自主學習，尤其是在教學發展領域。Parr 與 Hawe（2017）發現，

在一個有系統、有規劃的同儕觀課，教室觀察的確是一個非常有用的專業

學習活動。Acar 等人（2023）則發現以教師為中心的客觀觀察可作為一種

賦權的、協作性、可持續性的專業發展實踐。 

3. 對教學效能的影響 

  O'Leary（2014）、Bell 等人（2019）皆指出，透過教學觀察和回饋，

可以改進既有教學實務以便增強學生學習。Saginor（2008）、Lasagabaster

與 Sierra（2011）、Myers（2012）發現教學觀察與回饋可以促使教師學習

新的教學策略，有助達成高教學標準。Koerperich（2008）發現，系統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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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走察過程可提高教師效能的信心水準。 

4. 對學校效能的影響 

  Roberts 與 Pruitt（2009）、Atkinson 與 Bolt（2010）、Sandt（2012）

指出，教學觀察的施行促進了同事間較緊密的友誼與合作關係。Roberts 與

Pruitt（2009）、Sandt（2012）、DuFour 等人（2013）發現，教學觀察與

回饋可以促進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建構和發展。de Lima 與 Siva（2018）

發現，教學觀察可以獎勵表現優異的教師，以及使得表現不佳的教師負起

績效責任。 

5. 對學生學習的影響 

  Sawada 等人（2002）發現，依改革後的教學觀察協定所做的教學觀察

與回饋可以增益學生在標準化的科學成就測量分數。Sarto（2017）發現，

在教學觀察員培訓的實驗方案中，不但可以增進觀察的準確度，而且學生

的學習也有所提高。McEntire 等人（2009）發現，校長的教室走察，可以

使學生在傳播藝術和數學的標準化測驗成績方面有所提高。Hunzicker 與

Lukowiak（2012）發現，經過家長的課堂觀摩後，小學生數學成績有顯著

提升。 

  由以上國內外研究結果的比較可以發現，無論在教師教學省思、教師

專業成長、教學效能、學校效能、學生學習上，國內外研究皆指出公開授

課與專業回饋皆可以發揮正向的影響。唯在國外的研究發現（de Lima & 

Siva, 2018），教學觀察在總結性評鑑上，可以獎勵表現優異的教師，以及

使得表現不佳的教師負起績效責任這一方面，我國則缺乏相關的研究。另

國內的研究發現，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可以形塑合作分享、共學的教學

文化，則是作者所蒐尋的國外研究尚未發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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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的困境 

（一）國內的研究發現 

  國內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的實施困境之研究發現並不多見，計有 10

篇（36%）。最常被提及的問題係缺乏時間問題，這是由於行政與教學負

擔沈重，教師較難有足夠的時間做好的備課、觀課與議課活動（朱亦琪，

2020；巫南萱，2023；林彩岫，2018；梁璋玲，2022）。另由於參與者共

同討論時間不足亦影響其參與的狀況與收穫（巫南萱，2023；黃心瑜，2020）。 

  其次，教師缺乏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的認知或認同（黃心瑜，2020；

黃旭鈞、章寶仁，2022）、合作探究上的能力有限（劉世雄，2021）、挑

選授課班級的困難（陳國慶，2021）、設計優質的教學活動不易（黃旭鈞、

章寶仁，2022）、改變講述方式的困難（陳國慶，2021）以及掌握學生學

習表現的不易（黃旭鈞、章寶仁，2022），也都將阻礙公開授課與專業回

饋的實施。 

  在教師文化上，保守主義和個人主義以致對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產生

抗拒與質疑（林彩岫，2018）；對新手教師而言，擔心冒犯前輩，不敢說

出自己的想法與擔心無法精確描述學生的反應，而對熟手教師而言，觀課

時，害怕教師同儕拒絕公開觀課；議課時，教師看法不同無法取得共識，

以致討論無法獲得實質的效益（巫南萱，2023）；有人觀課多數教師仍會

感到緊張與壓力（黃旭鈞、章寶仁，2022）。 

  最後學校及上級單位缺乏政策共識與完善的配套措施（陳國慶，2021；

劉玳君，2021）以及無法提供充足的設備與網路支援（黃旭鈞、章寶仁，

2022），皆是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的實施困難之處。 

  至於校長實施公開授課的困境方面，主要在校長業務繁雜，工作繁重

（劉芯玓，2022；劉玳君，2021）、缺之備課時間（粘芷瑄，2022）、平

時無課務編排，臨時的教學常非其專長授課（劉玳君，2021）、對學生不

熟，不容易掌握學生的學習表現及起點行為（粘芷瑄，2022；劉芯玓，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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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政策共識與配套不足（劉玳君，2021）等。 

（二）與國外研究的比較 

  Dixon‐Houston（1991）、Hora 與 Ferrare（2013）、Hunter（2018）的

研究發現，時間不足確是教學觀察與回饋的一個主要困境。 

  Kraft 與 Gilmour（2016）指出，觀察者的培訓不足是有效執行教學觀

察與回饋的一個困境。 

  Wang 與 Day（2002）指出，教室觀察實務中的主觀和程序問題，造

成行政人員與教師之間的緊張關係，並使教師處於被動執行者的角色。

Zaidi（2017）指出，正式的教室觀察的整個概念是一個敏感問題，在教學

領域散佈了明顯的憂慮和不安。 

  Tawalbeh（2020）發現，雖然教師對視導人員的教室觀察與回饋普遍

感到滿意，但是，有些教師對一些需要考慮採取進一步改進行動的後續觀

察做法表示擔憂與壓力。 

  由以上國內外研究結果的比較可以發現，無論在時間的不足、觀察者

的培訓不足、教室觀察帶來的緊張壓力，國內外研究皆指出同樣的困境。

另國內的研究發現，封閉保守與個人主義教師文化的問題以及缺乏政策共

識與完善的配套措施等困境，則是作者所蒐尋的國外研究尚未發現的。 

五、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的影響因素 

（一）國內的研究發現 

  國內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的影響因素之研究並不多，計有 10 篇

（36%）。在教師層面的影響因素上，包括：（1）個人的教育觀、文化信

念或對教育政策的認同（洪詩喬，2022；潘慧玲、鄭淑惠，2021）；（2）

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之相關專業知能（洪詩喬，2022）；（3）教師與教學

觀察人員工作忙錄，實施公開授課或進行觀課會壓縮到教師時間，使教師

實施意願低（洪詩喬，2022；陳怡儒、林立萩，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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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學校層面上，包括：（1）校長善用教學領導，引導學校進行公開授

課（潘淑琦，2019）；（2）學校營造正向、開放、信任合作、集體省思的

校園文化，使教師願意分享、共學，有助於教師公開授課實施（朱亦琪，

2020；洪詩喬，2022；黃旭鈞、章寶仁，2023；劉世雄，2021）；（3）學

校提供行政支持，有助教師落實觀課與議課（洪詩喬，2022；黃旭鈞、章

寶仁，2023）。 

  教育政策與執行上，包括：（1）如果有法源依據而有強制性，可以規

範教師實施（洪詩喬，2022）；（2）完善的相關配套措施（陳國慶，2021）；

（3）設備的提供以及資源網絡系統之建置（黃旭鈞、章寶仁，2023）。 

  至於在校長公開授課方面，劉玳君（2021）發現，校長的認知與態度、

學校規模、學習氛圍及政策支持皆為影響國小校長實施公開授課之因素。 

（二）與國外研究的比較 

  Alden（2014）發現，教師期望同儕觀察和團隊教學、允許時間進行合

作、以及通過觀察同事進行垂直和水平的交流。 

  Atkinson 與 Bolt（2010）發現，參與教學觀察與回饋計畫的教師認為

教學觀察與回饋倡議應該繼續並加以擴展，而該計畫成功的三個關鍵因素

是它是自願的、合作的，並提供有關教學實踐的反饋和支持。 

  Zaidi（2017）發現，影響教學觀察與回饋是否成功的因素主要有：（1）

教師自覺地認識到教室觀察與回饋的價值；（2）學校宜明確制定了某些標

準參數並進行了適當的規劃和準備；（3）受過專業培訓的觀察者準確和客

觀地做記錄，並提供教師誠實回饋和鼓勵教師自我反思：（4）觀察者尊重

教師教學自主空間；（5）教室觀察的成功是團隊協作的努力，必須由學習

者、教師和觀察者共同努力來實現。 

  Cassidy（2018）發現，欲使形成性教學觀察方案獲得成效，學校應投

入時間幫助教師和行政人員理解評鑑和觀察之間的差異。其次，在圍繞信

任和成長理念發展的學校文化中提供詳細而具體的回饋不僅有利於教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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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實踐和學生的學習，而且有利於教師的士氣。 

  Ollila（2018）發現影響評鑑性教學觀察的的三個因素：行政人員的教

學領導能力、教師對行政人員教學領導能力的看法、行政人員與被觀察教

師之間信任合作的關係。 

  Dixon‐Houston（1991）發現，為有效實施教室走察，行政人員應該透

過提供實施最佳實踐所需的資源和材料來支持教師。 

  綜合以上國內外研究發現，可見影響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實施成效的

關鍵因素首在教師之間以及與教師與行政人員之間的信任合作、團隊協作

關係的建立，其次，教師對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的正確觀念以及在備觀議

課方面的培訓，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再者，學校經由有效的教學領導，

提供教師適當的觀察規準和方便使用的和工具、以及時間、人力和物力上

的支持，同時營造合作、探究、持續成長的教學文化，將有助公開授課與

專業回饋的落實。另外，在教育行政機關上，制定可行、有彈性的政策與

配套措施，以及提供學校充分的支持與資源，亦是學校實施公開授課與專

業回饋方案成功的重要影響因素。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根據以上國內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結果的綜合性分析，可以獲得下列

幾點結論： 

（一） 國內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之研究，主要以教師和行政人員為研究對

象；在教育階段別上，以小學為大宗；在研究方法上，以問卷調查、

個案研究、訪談研究為主。 

（二） 國內教師對於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的接受度或認同度屬於中高程度



26 教育行政與評鑑學刊 

 

以上，但是在認同度與實際實施程度上有落差。在公開授課與專業

回饋的實施方面，能依備課、觀課、議課的程序實施之，其中以專

業回饋最為教師們所重視，但卻也是國內中小學亟待加強與改善的

部份。另外，由於課綱政策的引領推動，校長公開授課係我國的一

個特色。在此一方面，校長多能認同且以身作則落實公開授課與專

業回饋。 

（三） 在實施成效上，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對於教學省思、教師專業成長、

教學效能、學校效能、學生學習皆有正向的影響。 

（四） 在實施困境上，主要在教師缺乏備觀議課的時間、教師缺乏公開授

課與專業回饋的認同和知能、保守封閉與個人主義的教師文化、學

校行政支持不足、政策缺乏共識與完善的配套措施。 

（五）在影響因素上，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的實施和結果會受到教師個人

因素、學校情境因素、教育政策與執行因素的影響。 

二、建議 

  根據國內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實徵性研究之探析以及與國外研究結果

的比較，本研究提出下列未來發展方向的建議如后，供國內教育研究者所

參酌： 

（一）在研究主題及內容方面 

  在過往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研究的整體數量上還算豐富，但還是以碩

士論文為主，可以加強在學術性期刊的發表。另在研究主題上，國內以公

開授課與專業回饋的認同度與實施狀況、實施成效為多，而在實施困境與

影響因素的研究上頗為不足，今後宜加強實施此等方面的研究。 

  在研究內容上，既有研究發現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的認同度與實際實

施程度上有落差，而其落差的原因為何？可以加以研究。在公開授課與專

業回饋的實施方面，國內中小學普遍重視觀課，而在備課，特別是在議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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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有待加強，是故如何加以改善，亦是研究的重點。另外，參與公開授

課的教師能同時關注教師的教與學生的學，但是在學生學習困難的診斷及

處理方面，仍有待加強研究。 

  在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的成效上，國內除了還是要加強公開授課與專

業回饋對教學省思、教師專業成長、教學效能、學校效能的影響之外，對

於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的兩大目的：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形塑同儕共學的

教學文化之成效的研究，更宜加以進一步加以驗證。 

  在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的困境上，目前僅知道國內公開授課與專業回

饋的實施困境主要在於教師缺乏時間、缺乏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的認同和

知能、保守封閉的教師文化、學校行政支持不足、政策缺乏共識與完善的

配套措施等，至於還有沒有其他困境，而這些困境如何有效加以解決，是

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地方。 

  最後，在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的影響因素上，國內的研究偏於教師個

人因素的研究，對於學校情境因素以及教育政策與執行因素的研究有待加

強。另外，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亦可能受學生與家長因素的影響，而在這

一方面的研究亦有待加強。 

（二）在研究對象方面 

  誠如前述，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的研究對象，絶大多數是以教師與行

政為主，對於其他兩個重要利害關係人－學生、家長的觀點並沒有獲得足

夠的重視。是故未來的研究對象應儘量包含教師與行政人員以外的觀點。 

  在教育階段別上，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的研究對象，多集中於小學，

對於國中和高中職所做的研究，仍相當的欠缺，這是有待加以補強的地方。

另外，有鑑於師資職前教育與導人輔導的重要性，將來有必要加強在這兩

個領域的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的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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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研究方法方面 

  在研究方法上，國內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的研究多侷限於問卷調查、

個案研究和訪談法，其他研究方法實有進一步加強使用的必要。其中，比

較需要加強的是準實驗設計、觀察法、行動研究等研究方法的運用。準實

驗設計可以確認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的因果關係；觀察法能深入描述與詮

釋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的模式與歷程；行動研究可以瞭解學校或教師在推

動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所採行的行動策略及修正歷程。另外，如果要實施

問卷調查的話，建議宜研究三個以上變項的關係，以利探索公開授課與專

業回饋的實施或實施成效之中介變項與調節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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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pen lessons and professional feedback are important techniques for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ere have been a lot of such 

research results in Taiwan in the last ten years.  To facilitate research 

development in this area, this study mainly adopts narrative review and 

vote counting from "research synthesis," collecting 28 empirical studies 

on open lessons and professional feedback in Taiwan. It explores and 

analyzes existing research findings from five aspects: (1) research 

subjects and methods, (2) acceptance and implementation situations, (3) 

implementation effectiveness, (4) implementation problems, and (5) 

influencing factors. Then, it compares these findings with research 

results from abroad, makes conclusions, and proposes future research 

suggestions regarding research topics and content, research subjects, 

and research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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