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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師專業對話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基隆市教師會的共備觀議課 
顧翠琴 

基隆市深美國民小學教師 
 

一、 前言 

教師專業發展是教育成功的基本要素，教育主管機關為了提升教師專業常

會有統一的教師專業發展的要求，需要達到那些指標、那些項目內容或多少研習

時數的研習，而這些研習往往不符教學現場所需。教師個人在專業發展的需求也

因服務年資、擔任職務、教學領域、個人教育價值觀或個人專業生涯規畫方向而

有不同的需求。由有相關需求老師組成的學習社群進行的專業發展較能反應在提

升教學現場學生的學習成效上，本文作者以親自參加多個教師社群共備觀議課的

經驗探討教師社群以教師專業對話的方式，進行共同備課觀課和議課的進修方式

能達成教師專業發展的目的，共備觀議課能成為發展教師專業的一種途徑。 

二、 教師專業成長的成果要展現在學生的學習成效 

歐用生（1998）指出專業成長是教師展現專業的重要部分，教師需要不斷

專業成長才能面對隨時在改變的教育現場。周善柔（2008）提出教師專業發展從

個人進修轉向學習社群合作分享；從接受技能灌輸轉向自我省思研究再修正的學

習模式；從被動接受轉向主動建構與創新。103 年11 月教育部所公布十二年課

綱實施要點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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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08學年開始課室的教學觀察與回饋將成為中小學教學現場

的常態，善用教學觀察與回饋，促進「教」與「學」是當今的課題（張德銳，2017）。
教師社群對教師教學、學生學習、甚至是學校文化等學校成功的關鍵因素確實有

正向影響力（王淑麗、丁一顧，2017）。 

教師在教學工作上除了專業知識和專門知識外，教學實務上應具備了解學

生多元差異、察覺學生學習歷程與內在心理、設計學生協同學習和分組合作學

習、運用差異化教學的專業能力（劉世雄，2017），才能跟上十二年國教「適性

揚才、成就每一個孩子」的教育願景。 

以教師社群進行專業成長是當前教育行政機關覺得實施成效良好的方式，

專業學習社群強調合作的概念，透過省思對話及分享討論等方式，討論教學實

務。實務問題的討論會聚焦於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學生學習成效提升也達成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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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教學專業提升的目標 （吳俊憲，2015） 。達到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要在課堂

實踐，課堂實踐是指以共同備課、公開授課與觀課、議課的方式做為教師進修的

方式（劉世雄，2017）。 

三、 以教師共備觀議課的進修方式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劉世雄（2018）從研究中得知教師若能相互刺激思考，發揮集體智慧，可

提升教師教學實務知識，教師相互協助是基於社會建構理論的協同學習，對專業

成長有很大成效。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公開授課及專業回饋提供支

持，需要強化學校內部的教師專業發展機制，成立教師社群及進行公開授課，進

行課程研發及教學實踐方式，促進更精緻的教師專業成長（吳俊憲，2017）。 

共備觀議課是落實教學工作提升教學成效必要之作為，吳國松（2018）認

為為達成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之核心素養，在教學現場，校長及教師須

具備課程的轉化能力，共備觀議課之教學研習也提供許多有心於教學改變的教師

自我成長與省思的機會，教師應該追求有效共備（王金國，2017）。共同備課-

觀課-議課是教師同儕間教學專業對話的三部曲，會讓專業對話更聚焦也更有效

果（董書攸，2018）。 

從106學年度第二學期起，作者組織基隆地區的老師成立教師學習社群，向

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申請了教育部補助全教會的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計畫（表

一），開啟以學習者為中心理念的共同備課、以觀察學生如何學習為觀課重點、

討論如何創設鷹架協助學生學習為主的議課內容，希望從共備觀議課帶領社群老

師達到有發展性的教師專業成長。 

這個計畫以教師會會員組織四至十二位成立一個基地班（社群），一學期

至少三次共同備課，一次公開觀議課，分享三份教學活動設計至少六張的活動照

片，及參加成員至少三百字的心得。 

表一： 基隆市教師會參加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各教育階段別基地班數量

統計 
期

別 
計畫起訖時間 基地班

（社

群）數

量 

參加教師

總人數 
高中基地

班數量、

（教師人

數） 

國中基地

班數量、

（教師人

數） 

國小基地

班數量、

（教師人

數） 

幼兒園基

地班數

量、（教師

人數） 

一 10603-10607 16 86 4(18) 4(19) 8(49) 0 
二 10608-10707 21 110 4(17) 6(27) 10(58) 1(8) 
三 10708-10807 27 140 5(23) 7(35) 9(49) 6(33)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基隆市教師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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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以學生的學習需求作為共同備課的起點 

共同備課關係到備甚麼和如何備，教師們願意貢獻各自教學經驗就能讓備課

產生實用、專業、信任、合作和知識分享的價值（劉鎮寧，2016）。共同備課是

教師們共同思考學習目標、設計教學活動、發展教學策略以及編製教學素材或資

源準備，也會對於學生可能遇到的學習困難做討論，提出合適的教學策略 （劉

世雄，2018）。共備的優點能發展良好的教學活動設計、提高教學品質及學習成

效、拓展教師間情誼及促進教師專業（王金國，2017）。 

第一期每個基地班（社群）的共同備課與公開課，我都到場參與，認識基地

班成員、了解基地班共備主題、感受基地班團體氛圍（圖1、圖2）。第二期以參

加新進社群為目標，繼續參加的社群藉聯絡人會議（圖3）或輔諮教師培訓（圖4）
等碰面時間了解各社群狀況。第三期固定參加的社群有三個幼兒園、兩個國小社

群，其他同計畫的基隆地區國中高中社群的觀議課也都會出席跟大家一起共學。

無論是哪個社群，我們的共同語言常是學生的先備經驗是什麼?學生學完這個單

元要會什麼?我們要用什麼方法或策略引導孩子學習? 一個教師的思維有限，教

學省思也可能疏漏，一群人相互對話，相互刺激思考，可以獲得高層次的知識（劉

世雄，2018）。 

  

圖 1：跨校高年級數學基地班共同備課 圖 2：深美國小語文基地班共同備課  

  

圖 3： 基地班聯絡人會議 圖 4： 輔諮教師培訓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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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備課的教師並不侷限於任教相同年級相同領域的老師，除了領域共備，

教學策略、學生表現等都可以是共備的主題，只要是符合一起共備教師關心的主

題就是共備的好主題，基隆市的基地班有各種共備主題（表二）。共備的程序可

以從個人先自備開始，個人先思考自己班上學生在某個單元的學習表現，自己會

想到什麼策略或教學流程要怎樣進行，先做簡單紀錄。接著社群教師進行相互對

話，內容是思考學生學習需求涉及的學科知識、學習策略、學習評量及高層次能

力的培養 （劉世雄，2018）。推行共備活動時，必須致力讓參與的教師有正向

的共備觀議課的支持與教學經驗。當參與者的收穫大於付出時間時，較願意持續

參與共備活動（王金國，2017）。 

表二：基隆市教師會參加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各領域基地班數量統計 

期

別 
基地班

（社

群）數

量 

參加教

師總人

數 

語文領

域基地

班數量

（教師

人數） 

數學領

域基地

班數量

（教師

人數） 

自然領

域基地

班數量

（教師

人數） 

藝術領

域基地

班數量

（教師

人數） 

特教領

域基地

班數量

（教師

人數） 

跨領域

基地班

數量

（教師

人數） 

主題教

學（學

習區） 
基地班

數量

（教師

人數） 
一 16 86 5(29) 8(43) 1(4) 0 0 2(10) 0 

二 21 110 6(33) 7(37) 2(8) 1(6) 1(5) 3(13) 1(8) 
三 27 140 5(29) 4(20) 2(10) 1(5) 1(6) 8(37) 6(33)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基隆市教師會資料 

五、 觀課夥伴以協助的立場觀察學生，提供課堂上學生如何學習的訊

息 

早期的教學觀摩是以對教學者品頭論足，做評鑑的思維在進行。現今雖說是

共同備課後的公開課，但參與者可能因欠缺足夠技巧或相互信任感不足，逐漸流

於形式。也會擔心在合作中顯露出自己的教學缺失，也害怕因給予其他教師不中

聽的意見而傷害彼此情感（劉世雄，2014）。現今教師社群逐步實踐共同備課後

的觀議課，是同儕之間教學專業對話的某種型式。觀課是社群內教師進入社群內

某位教師的課堂，紀錄學生學習行為，目的在了解學生面對教師的布題或提問是

如何思考與反應，老師因應學生的迷失概念怎麼搭出學習鷹架，提升學生學習效

果（董書攸，2018）。觀課是一個分析的過程，目的是找到影響學習效果的課堂

原因（董書攸，2018）。一個學生在上課經常發出爆笑的語言是想獲得同儕的認

同，教師要能詮釋學生表現的意義，理解學生內在想法，結合心理學理論，轉化

成可協助學生正向成長的教育行為（劉世雄，2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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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進行觀課活動時，若有非社群老師或不熟悉觀課的老師參與，一定要先

「說課」，說明上課主要教學設計，學生會做那些學習，觀課老師要看什麼，觀

課倫理等等。確保觀課能在不干擾到學生學習的狀況下進行（圖5）。觀課過程

要謹守觀課倫理，在共備或說課時依據受課教師的期待，先約定是全教室或是小

組觀察，也可以兩者同時進行。也要約定每位老師在教室中觀察的位置，教師進

入觀課時就定位在觀察的位置，不在教室內遊走，也不與其他觀課人員交談。要

事先知道可拍照範圍及那些學生是可拍攝對象，不要將學生學習資料散播或公

告。觀課中不與學生交談、不指導學生，觀課時只做紀錄，觀課完畢後每位觀課

教師先整理自己的紀錄，準備在議課時作為發言重點。 

小組觀察重點是教師觀察某一個小組，各個學生發言內容及成員彼此互動情

形，從中發現學習的關鍵點、困難點、或影響學習的原因。全教室觀察重點是班

級氣氛、師生互動、各組學習狀態、學生理解度等等（董書攸，2018）。觀課的

目的在於發現影響學習效果的原因，觀察的重點就會在學生的學習歷程。觀課教

師就可以是授課教師的另一雙眼睛，以客觀的角度幫忙觀察學生的在課堂的學習

行為，協助授課教師收集更多學生學習行為的資訊。（圖6） 

  

圖 5：五堵國小數學基地班公開課 圖 6：尚仁國小跨領域基地班公開課  

六、 進行專業對話與互學共好的議課 

議課重點在於學生的學習，議課目的是透過觀課人員的分享，讓授課老師得

到更全面的學生學習概況，之後可對教材是否需要調整，教學策略是否需要改

變，做出準確的評估（董書攸，2018）。 

議課流程由授課教師先分享自己安排流程與內容跟實際授課狀況、自己覺得

進行順利或不順的地方，需要大家一起討論的難題等。接著觀課人員就各自的觀

察紀錄提出觀課心得。授課教師可再接著回應或是社群成員繼續針對某個話題對

話，例如某一題每一組都發生一樣的卡住狀況，是不是設計的題目需要調整之類

的對話。議課要聚焦在當次的學習活動，要根據學生互動情形、學生學習與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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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過程的對話、學生如何達成挑戰性任務等觀察到的事實做發言，授課教師反

思教學的收穫，觀課老師分享學習的收穫（董書攸，2018）。 

議課主持老師先請教學績效優良、觀察敏銳、溫暖正向的教師擔任，等大家

有經驗後再輪流擔任。發言要先感謝授課者提出大家學習的機會，所有觀課人員

都要有發表的機會，敘述要明確有建設性，以建議代替應該，採用以學生為中心

的敘述方式取代以教師為中心的敘述方式。若對課堂內容的教材或教法需要釐

清，宜採討論徵詢的方式做對話（董書攸，2018）。 

七、 以教師專業對話方式進行共備觀議課 

專業對話是專業自主的表徵（陳德興，2000），專業對話是專業人員之間，

經由自我修練或參加專業團體活動，針對理論、實務、專業自我建構等專業課題，

所進行的對話、討論、互動、交流與分享活動（林志成，2003）。在社群中最常

聽到的對話就是授課教師在觀議課後運用大家給的意見，做了教學策略或學習單

的調整，學生有更好學習表現的分享，或是同一個教學設計在幾個不同的班級進

行後的學生學習成果分享，在老師七嘴八舌的分享中可以看到每位教師因為學生

有好的學習表現，高興滿足的成就感溢於言表，這樣的共學氛圍是教師建立教學

實務知識的最佳情境。共備觀議課是基於協同學習的學理基礎，原點是維高斯基

的近側發展區，教師可以透過共備觀議課時的觀點分享，刺激思考，在每個人自

己的近側發展區發展自己的教學觀點（劉世雄，2018）。 

基隆市教師會的教師社群有校長參與其中，八堵國小和八斗高中兩校校長與

該校的教師社群一起對話，一起備課，也擔任公開課授課教師 （圖7、圖8）， 對

話省思是教師針對教學進行專業對話或是自己的教學省思、給他人教學回饋等。 

圖7：八堵國小柴校長小學六年級寫詩的語文領域公開

課，家長和老師一起觀議課。 

圖8：八斗高中黃校長參與共同備課，擔

任高中一年級地理公開課授課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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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教師會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的教師共備社群，一學期至少有三次共

備，完成符合社群主題的三份教學活動設計上傳分享，在共備時會提出教學單元

的難點，一起釐清教學重點，一起產出學習單，或是分享之前共備單元實施後的

成效及需要修正的討論。除了三次共備活動，每學期會找一位成員在任教學校舉

行公開課，歡迎社群成員及學校教師參加觀議課活動。計畫結束上傳活動照片及

成員撰寫參加心得在分享平台。運用臉書社團放置教學活動設計及每單元佈題題

目，建立LINE群組連絡各人在學校使用共備內容執行教學時的紀錄、即時回報

讓大家互通訊息，適時給予回饋，保持密切聯繫。 

我們的社群在扁平無上下階層關係的情況下，每人貢獻自己對於課程與教學

的想法，在備課時針對課程內容如何轉化成學習內容、教學步驟怎樣安排、評量

如何進行、設計佈題的題目等等教學進行會關注的問題做對話並產出結果。觀課

時紀錄學生的學習狀況，個人學習或是小組學習的表現。議課時，授課教師報告

自己的觀察和教學進行的感受，觀課者報告自己觀察學生的學習狀況，全體在一

起討論整個教學流程中促使學生學習有成效的是那些原因，需要再搭設學習鷹架

的部分在哪裡，希望對話結果能促進下次的共備活動。共備觀議課的教師專業對

話落實在教師從教學理念建立開始，一步一步設計教學目標與活動，並省思著每

一個發生的事，調整、改變或保留教學思維（劉世雄，2017）。 

八、 結語 

劉世雄（2017）從研究中得知，教師是有能力省思自己，透過教學省思，建

構自己教學理念的價值。共備觀議課的進修方式提供教師充分的教學省思機會，

逐次長期建構的教學理念作用在班級教學上，教師能知覺班級學生的氣氛、社交

關係、社會情緒發展、觀察敏銳度、才能提供學生在心理安全情境下同儕互動的

學習（劉世雄，2017）。 

社會對於教育的要求已經改變了，我們要將學校重塑為積極的、精力充沛

的、有內涵的、有知識的工作場所與求學聖地，讓在其中的學生與教育人員都有

大放異彩的機會，一起邁向卓越（解志強、顏美芳，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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