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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停課期間一位國中校長實施線上公開授課之 

歷程與反思 
張祥宜 

國立暨南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博士生 

 

一、前言 

教育部於 2014 年頒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以下簡稱十二

年國教課綱），宣布自 108 學年度起將逐年實施十二年國教，總綱中揭櫫十二年

國民基本教育之課程發展本於全人教育的精神，以「自發」、「互動」及「共好」

為理念，以「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為願景（教育部，2014）。 

隨著十二年國教課綱之實施，校長公開授課有了法定基礎，於是各級縣市政

府為了落實公開授課，紛紛制定了推動學校公開授課的措施或規範。臺中市訂定

了《臺中市國民中小學實施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參考原則》，其中明定為落實十

二年國教課綱，持續提升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形塑同儕共學之教學文化，

於國民中小學實施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並進行專業回饋（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2019）。依此原則，筆者於 108 學年度起，每學年均實施公開授課，並依規定規

劃共同備課、接受教學觀察及專業回饋。 

然而 109 學年度的公開授課產生了巨大的變化：世界各國新興傳染病層出不

窮，尤其是 2019 年與 2020 年交界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對於全世

界的影響與改變真的是非常巨大。疫情推動了教育形態的變化，促進了線上教學

資源的開發與使用，依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公布的報告顯示，疫情蔓延一年後，據估

計，全球 188 個國家共有 15 億學生因疫情而無法到校上課（教育部電子報，

2021）。 

國內疫情的警戒逐漸升級，為降低群聚感染之風險，教育部於 5 月 18 日宣

布自 5 月 19 日至 5 月 28 日止，全國各級學校及公私立幼兒園停止到校上課，學

生改採居家線上學習；之後又在 6 月 7 日宣布考量學期完整性，全國各級學校停

止到校上課之期間延長至 110 年 7 月 2 日止（休業式），也因此 109 學年度的校

長公開授課是以線上的方式呈現。 

二、校長公開授課現況 

吳麗君（2018）指出公開授課至少有以下的功能：是教學研究與教學經驗分

享的平臺；也是課程改革的推手，對於新的理念及教學策略的推動具有加乘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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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了解教師在專業上的展現情形；歷程中的共同備課有助於提昇教師課程與教

學的視野；專業回饋有助於授課及觀課教師之反思，能提升對課程、教學及學生

的理解，繼而有助於提昇學生的學習品質，從上述吳麗君的主張可以說明：公開

授課是教育改革實踐的方略。 

張民杰、賴光真（2020）認為校長應發揮領頭羊之姿，以身作則，帶動教師，

所謂「參與者擁有影響力」，校長親身參與公開授課，如此才能基於教學領導的

思考、發揮影響力，讓學校教師都能透過公開授課而提升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成

效。 

筆者身為國中校長，依 108 課綱總綱規定自 108 學年度開始進行公開授課，

而 109 學年度開始，為了發展學校特色課程，與校內其他五位不同科目教師進行

共備，利用八年級的彈性課程時間設計了跨領域學校本位特色課程，課程名稱為

「尬電正學堂」。全校八年級共有八個班，分別由我們六位共備的老師授課，筆

者也任教其中一個班級，每個星期都會授課一堂彈性課程，當然本學年的公開授

課就選擇這個班級來實施。由於筆者原先預訂 109 學年度的校長公開授課日期為

6 月 21 日，恰巧為學生採居家線上學習的期間，因此本學年度的公開授課理所

當然以線上進行，這對筆者本身及觀課的老師都是一次新鮮又特別的體驗。 

三、校長公開授課實踐歷程 

由於 108 課綱總綱規定校長一年應進行公開授課一次，筆者身為校長，認為

應擔負起教學領導職責、直接接觸教育最重要的課程教學核心，因此自 109 學年

度起與校內教師進行共備，以學校本位為出發來設計課程，每週授課一節彈性課

程，藉此更了解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的情況。 

(一) 成立專業社群共同備課 

筆者於 109 學年度與校內老師進行八年級彈性課程的共備，並成立「尬電正

學堂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在設計課程時以學校本位課程為出發，考量社區特色、

教師專長、學生經驗，並配合學校願景來設計，課程設計透過教師團隊共同規劃，

設計出符合學校特色和社區文化的課程，讓課程目標符合地區特性，能充分發揮

學校特色與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吳俊憲等，2016）。 

109 學年度「尬電正學堂」校本課程由教務主任擔任召集人，邀請本校各領

域經常到外校分享課程的優秀教師，加上筆者共六人組成社群進行共備。「尬電」

就是源自於英文的 God Damn，感到驚訝的時候可以使用；「正」就是很正、很好

的意思，也跟我們學校名稱有相關性，所以「尬電正學堂」就是「超級該死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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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課程」，取其反差萌的概念，除了可以讓學生感興趣，也符合時下年輕人的流

行文化。 

(二) 線上公開授課初體驗 

公開授課當天，除了社群的共備夥伴外，還有學校其他同仁及學生家長進會

議室來觀課，觀課的教師及家長總共有 10 個人，由於停課後這並不是第一次上

線上課，在這堂課前學生已經分成 6 組，並做好分組學習單，所以一開始先用之

前分好組的 Jamboard 來點名，也請觀課老師以便利貼寫上自己的名字，讓所有

人都可以看到有哪些觀課者。 

這堂課是要將各組的學習單上的題目運用 LINE@雲端模組做成解謎題目， 
因此從申請 LINE 官方帳號開始教起，一步步的帶著學生做，示範完畢後再請各

組分別實作，有問題可以隨時提問，操作過程流暢，最後定於下個禮拜就要產出

各組作品。 

(三) 公開課後的議課 

課程實施後進行議課，主要在建立教師專業成長模式。由於是停課期間，所

以我們的議課是在社群的 LINE 群組中進行，所有參與的老師都用心且詳實的紀

錄觀課內容，並在社群中踴躍討論並給予回饋。議課主要是論表現、議教學、引

反思，以下是公開課後議課的結果： 

1. 論表現—學生學習表現：全班都能夠開鏡頭與教師產生互動，幾乎所有學生

都能夠踴躍回答老師的問題，另外對於教師所交代的作業都能如期完成並於

課堂上分享，這是非常值得稱讚的地方。但因為是線上教學，無法面對面直

接針對學生需改進的地方做詳細的解說，這是美中不足的地方。 

2. 議教學—線上教學操作：即使事前一再操作如何順利做線上教學，但在

Jamboard 分組討論時，有些學生的手機無法順利登入，須同組成員代為打上

姓名或回答內容，這是沒有預先設想到的狀況。有老師建議在分組討論的時

候，可以在大會議室開幾個分組討論的小會議室，這樣除了可以即時監看學

生的討論情形，也可以隨時參與討論，能夠更即時解決學生的疑問。 

3. 引反思—在這次的公開授課中，有觀課老師分享試玩學生作品的心得，感受

到學生的用心投入，覺得很感動；也有老師分享其他各種不同的教學密技，

氣氛非常活絡，讓人有滿滿的正能量！而筆者經由這次的授課省察到即使自

己認為已經做好萬全的準備，但總是會有意外發生，能夠在意外發生時立即

做應變讓課堂流暢，則是對自己臨場反應的考驗。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2，11（1），頁 121-125 

 

自由評論 

 

第 124 頁 

在此次的公開授課歷程中，從一開始的共備到線上觀課，再到觀課後的議課，

觀課者都能理性且具體的針對觀課的結果提出建議，以及點出學生的學習狀況，

而不是針對授課教師的教學批判。而在議課的過程中，筆者與觀課者亦能共同分

享、探討教學設計及教學行為所遭遇的疑問與困難，進而促進團隊的成長與卓越、

實踐新課綱期待的自發互動與共好！  

四、結語 

當知道十二年國教課綱規定校長及每位教師每學年應至少公開授課一次時，

筆者當時尚未擔任校長，直覺認為校長公開授課的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甚至

可能會對要進行公開授課的班級或教師造成干擾，影響教師教學的正常化。而在

就任校長後的第二年，恰巧就是校長應公開授課的第一年，因為立場的轉換及實

際參與校長公開授課之後，深深感受到在教學現場，可以藉由校長公開授課的機

會，以身作則，在要求團隊能力之前先儲備好自己的能力，帶領老師們跨出公開

教室的第一步，如此將可激發教師投入公開授課之意願（黃貴連，2016）。 

在停課不停學後，各教育階段紛紛實施線上教學，筆者剛好趕上這一波線上

教學浪潮，也以此方式進行公開授課，由此更體現了校長公開授課的價值：直接

接觸教育最重要的課程教學核心，並了解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的情況、需求和困

難（黃政傑、吳清山、高新建、楊坤祥和熊儒卿，2019）。 

這次的公開授課是奠基於社群中的共同備課，不僅將團體專業完全展現出

來，也讓老師有了「校長都帶頭做了，我們也要努力才行」的想法，這樣的氛圍

讓老師不僅是被動式的接受教育部的規定而已，共備過程中同儕激發的火花提升

了教師的專業，讓教師生涯更為豐富充實（邱淑娟、徐鍬鳳、曾久倫、馬玉玻、

古舒芬和廖安淑，2017）。 

在公開授課這個改革的旅途上，需要細細耕耘，建構公開課的新文化，校長

不僅要懂得如何備、觀、議課，並且親身參與公開授課，如此才能以教學領導的

思考，站在更高的角度，讓校內教師的公開授課以適切的方式進行。為了避免為

了公開授課而公開授課，在參與公開授課過程中要讓教師體認其必要性及意義，

讓老師能樂於共備，不僅能讓制度扎根，更可落實公開授課的精神及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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