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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研究動機 

我們四位組員在國小時都有過一次經驗，某一次上課，突然有一群老師進入班上，他

們整節課都在觀摩我們上課，我們發現老師的上課內容變有趣了，且老師所說的話也更有

吸引力，但也有較大的壓力，於是下課後，我們好奇地去問老師，他說這是公開觀授課。

因此我們對公開觀授課非常的好奇，同時我們也在想，公開觀授課是否會讓學生們的學習

效果更好?或是讓同學們更想學習?百思不得其解時，我們上網查詢後發現大部分研究都只

針對教師，而且對學生的學習效果有待證明（顏國樑，2017），另外，我們發現到學生在

公開觀授課時心情都變得很開心，老師與我們也很親近，也變得喜歡這一門課，後來在查

資料發現就是學生學業樂觀（張文權，2019），因此我們想要利用訪談和問卷，了解教師

公開觀授課對學生學業樂觀的影響。 

 

二、 研究目的 

（一） 了解本校學生知覺教師公開觀授課之現況。 

（二） 探討本校學生知覺學生學業樂觀之現況。 

（三） 分析教師公開觀授課對於學生學業樂觀的影響。 

 

三、 研究流程 

 

 

 

 

 

 

 

 

 

 

 

圖 1 研究流程 

  

 

 

 

 

決定主題 收集文獻 撰寫訪談稿 

試訪(三角驗證) 

正式訪談(三角驗證) 撰寫問卷 專家效度分析 

紙本問卷、網路問卷 研究結論與建議 



教師公開觀授課對學生學業樂觀影響之研究-以國風國中為例 

2 
 

貳、正文 

一、文獻探討 

（一）教師公開備觀議課的定義 

教師公開觀授課分為共同備課、公開授課以及專業回饋三部分 

1.共同備課：是教師們共同思考教材內容、研擬教學目標、發展教學策略、設計教

學活動以及編製教材資源，也針對學生可能遇到的學習困難與問題共同思考改善方法，

提出合適的教學策略，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劉世雄，2017）。 

2.公開觀課：依據顏國樑（2017） 指出，課堂教學觀察是在教師授課過程中運用

觀察，依據觀察標準對學生的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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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共同議課：藍偉瑩（2017）認為，共同議課的流程首先是教學者分享教學設計理

念和授課心得，再來請觀課者分享學生學習具體的事實表現。好的議課，其實是需要

觀摩的。通過大家討論，對教師很有幫助(張文權，2019) 

 

（二）教師公開觀授課的目的 

1.有助於教師專業成長：教師教學專業持續成長是當前師資培育與各級學校內部重

要的教育實務，現在公開觀授課已被台灣全部學校採用，作為教師專業成長的做法（劉

世雄，2017）。 

2.觀察學生的學習狀況：公開觀授課中，觀察者要將觀察重心放在學生的學習狀況

上，以提供授課者共多課堂訊息。 

3.可以讓老師與同學互相學習: 分理解共備與觀課的目的、功能與歷程，讓老師有

正確的認知（張德銳，2017），一方面學生也能在公開觀授課中學到知識。 

 

（三）學生學業樂觀的定義 

根據張文權（2019）研究指出，學生學業樂觀包括「師生之間的信任、學習表現

的投入、學校的認同歸屬」等三個潛在因素。 

1. 師生之間的信任：是影響學生學習的重要因素，師生之間因建立信任感，學生

需要與教師建立信任感，教師相信並鼓勵學生的表現，才得以激發學生學習的

成長。 

2. 學習表現的投入：與學生成功，正向互動與學業成績有顯著的相關性存在。 

3. 學校的認同歸屬：學生對於學校的認同感可感受到對個體的重視，並對自己的

學業有影響。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我們在訪談法的部分將會使用半結構式訪談，利用三角驗證

（triangulation），以增加資料的信實度，使用訪談法的結果編擬問卷，再以分層隨機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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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方式以國風國中學生為對象，在正式問卷發放前我們先放專家效度問卷給本校校長、

教務主任及一位專家，完成修正後，才進行正式問卷發放，總共發放334份問卷。 

 
    圖2  發放專家效度問卷給本校校長           圖3  團體合照 

（二）研究對象：我們的研究對象為國風國中學生兩位、老師一位，學者兩位。我們挑

選受訪同學的標準是有接受過公開觀授課經驗的同學，並且願意接受訪問的同學，而受

訪老師的標準是有公開觀授課經驗的老師，學者的部分是有發表或參與過公開觀授課相

關文獻的學者。 

 
圖4  訪談范熾文院長   圖5  訪談陳成宏教授 

（三）研究限制：我們討論完之後發現如果我們使用網路問卷的方法，準確性與可信度

就會較低，因為我們無法限制填網路問卷的人，這些填網路問卷的人，可能是沒有經歷

過公開關授課的人，這樣問卷就會變成無效問卷，這就是我們的研究限制。 

（四）編碼說明：S代表學生、T代表教師、P代表教授、R代表就者自己的省思札記，

例如S1-0621-1，代表第1位學生在108年6月21日訪談逐字稿的第一個段落。 

（五）紮根理論：本文在質性研究方面，參考紮根理論進行編碼與分析，目的在建立

理論、蒐集資料，也就是說，不斷分類、編碼和比較，進行開放編碼、主軸編碼與選

擇性編碼（張文權、范熾文、陳成宏，2017）。 

（六）重要-表現程度分析法（Importance Performance Analysis, IPA）：本研究在量化

研究方面，參考IPA分析，也是說同時蒐集學生對於認同度與實際符合程度的數據，繪

製成二維矩陣，研究者再進一步依據分布的情形，進行深入的分析（張文權、范熾文，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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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相關研究 

   表1 教師公開觀授課與學生學業樂觀之相關研究 

綜合上述近年相關研究，研究方法的部分，分別採用文獻分析法、問卷調查法及實驗設計法，均

屬單一研究取向，而本研究兼採用問卷調查法與深度訪談法，屬於混合研究取向，因具高度價值。在

研究結果的部分，公開授課能夠讓學生學習效果有正面的影響，也能讓學生的學習動機增加，還可以

增加師生互動，但部分教師認為沒有充裕的時間準備公開觀授課，是目前公開觀授課的主要困境。由

此可知，上述文章已論及公開觀授課對師生的顯著影響，但單就探討公開觀授課對學生學業學觀的影

響，卻明顯不足，因此本研究主題具創新價值。 

（六）質性訪談研究結果 

1.教師公開授課流程具有系統性但仍有部分困境 

 （1）公開授課的流程具系統性 

 從教師與學生的訪談中看到，教師公開授課的做法具有系統化，也正因為具備一定的步驟流

程，所以才能使教師的公開授課順利進行： 

 會有人在後面看著你上課。（S1-0621-1） 

 跟平常上課一樣，然後直接開放教室，讓要看我上課的老師直接進來坐下。（T1-0723-2） 

那你覺得老師上課時候，他跟平常的儀態或是教學方式不同？當然不同，他就會帶比較

多活動、遊戲。（S2-0725-1） 

 不管就教學前會有人共備，教學中會有人觀課，連學生也會感受到有所不同。（R1-0924-2） 

 

研究者

（年代） 

研究主題 研究方

法 

研究結果（部分截錄） 

張孝慈、賴素

卿、林淑惠

（2014） 

有效教學一點訣，開放課堂省思學藉由

共同備課、公開授課、觀課議課與組成

教師專業團隊等策略，提高英語教學效

能之教學分享。 

文獻分析法 根據觀課教師的回饋，本次有效教學

研究的三場公開觀授課皆能充分呈

現有效教學的特徵:促進學生學習、強

調師生互動。 

許佳綺

（2017） 

國民小學教師實施公開授課之研究。 問卷調查法 國內國小教師對實施公開觀授課困

境的看法主要於教師忙於課務，無充

裕時間進行公開觀受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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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卷調查法 完整參與共同備課、公開觀課和集體

議課的教師之實施目的在於提升學

生學習成效完整參與的教師，其教學

專業成長知覺高過於未參與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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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設計法 公開授課的介入對國小六年級國語

文學習成效具顯著正向影響。 

公開授課的介入對學生學習動機

（ARCS）量表的表現有顯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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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開觀授課的作法仍有困境 

 從學者、教師與學生的訪談中，也都看到目前教師公開授課存在不同困境，像教師就提到制

度需要優先建立，學生也提到自己會緊張，學者也認為公開的文化需要時間，這與徐育婷（2018）

觀點相近，認為共備與觀課的困境包括學生與教師等面向： 

要先把制度建立出來，需要哪些，就是需要 A步驟、B步驟，然後 C步驟，確立出來

的時候，因為現在公開授課比較沒有所謂的 SOP標準流程。（T1-0723-17） 

 因為就是老師看起來很緊張，我們看起來也很緊張，學習有壓力。（S2-0725-3） 

 所以他或說有些老師的個性就是，從以前就是門關起來，自己上就覺得不喜歡被別人

看到。有些人是這樣啦，沒有人看他會上得很好，有陌生人、不是班級的人在後面，

然後他可能表現就會變正，人之常情啦!一定會，我本身以前也是這樣，有沒有可能要

慢慢溝通，以後可能就觀念經過對話，有機會改進。（P1-0727-2）  

 

2.學生學業樂觀現況良好且與教師教學具相關性 

 （1）學生學業樂觀現況尚可 

 學生學業樂觀代表學生是否喜愛學習的態度，因為這與許多因素相關，包含個人、團體等面向（張

文權，2019），從訪談得知，雖然學生學習情形需視個人特質而定，但大致上師生均認為學生學業樂

觀的情形良好。 

 是。我和老師之間的關係更親近。（S1-0621-7） 

 我覺得不是百分之百絕對，還是要看學生他本身的那一個特質，然後那個班級的特質

（P1-0727-5） 

 我們的互動當然會更親密。（T2-0725-8） 

 

 （2）學生學業樂觀與老師的教學密切相關 

 基本上，老師的教學方式是影響學生的重要原因，甚至連老師的個性及態度，都與學生的有效學

習息息相關，從訪談中也獲得相近的結果： 

我認為某個程度是有，應該是有，但是也要強調，就跟我剛才提的，跟老師本身的個

性、想法、態度有關，那班學生的態度、想法有關。（P1-0727-3） 

在我當學生的感覺中，觀察不同教師的公開觀授課，就看到教師確實是影響學生學習

的重要影響關鍵。（R1-0924-1） 

 

3.教師公開授課會對學生學業樂觀產生正向影響 

（1）教師公開觀授課能促進自我學習表現 

我們發現在公開觀授課後對學生學習表現有顯著的影響，讓學生變得更專心，同時增進學生學

習效率，這是師生所一致認為的： 

學習效率會有進步，當時那一堂課會變成比較專心就更加專注。（S1-0621-2） 

有更加專注，有人看他們就會更加專注（T1-0723-5） 

因為有不同老師進來教室學生專注度會比較高，有顯著提升。（T2-07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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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師公開觀授課能增進信任及歸屬感  

 師生之間的信任是師生關係互動的基礎，也是影響學生學習的重要因素，我們發現在公開觀授課

後，會增加師生之間的信任程度，成為一個正向的循環： 

國中老師很認真、很專業，就不僅你認同，可能家長也會認同，你回去一定會告訴爸媽，

是老師教得太好，今天都沒有打瞌睡，我很有高度的學習興趣，結果媽媽也認同，這個是

一個正向的循環。（P2-0727-6） 

同時也會增進對班級學校的歸屬感，不過對學校的歸屬感較弱，因為沒有直接的連結性： 

學校的認同歸屬…我覺得會，但是程度我覺得看不出來高度認同，因為觀授課跟學校本身

的認同歸屬，那個連結性沒有那麼高，因為只是在班級裡面。（P1-0727-6） 

 

綜合上述六位受訪者訪談內容，統整後們發現與文獻大致相符，但我們卻發現在學生學業樂觀的

現況部分，我們發現現況尚可，所以表現的程度尚未有定論，在教授的方面，我們發現學生的學業樂

觀與老師的教學有密切的關聯，並且得到教師公開觀授課可以增進學生的學業樂觀，但在學校認同感

的部分無特殊的改變，而是班級上有所增加，原因為公開觀授課與班級的連結性較高。在訪談過程發

現公開觀授課目前確實存在許多困境，必須克服困境，就能更加提升學生學業樂觀。 

圖 6 是我們依據訪談內容得到的公開觀授課對學生學業樂觀長期影響變化圖，因為目前的學生學

業樂觀現況尚可，但藉由公開觀授課可以有所提升，這與老師的教學有密切的相關，但若公開觀授課

有困境，將使效果減弱，如果可克服困境，將會讓學生的學業樂觀更加提升。 

  

 

  

 

 

 

 

 

 

 

 

 

 

 

圖6 公開觀授課與學生學業樂觀相關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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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量化分析研究結果 

統整文獻收集、網路問卷、紙本問卷後，得出以下研究結果： 

1. 問卷發放人數 

（1） 學生問卷發放人數分析 

表2 學生問卷發放人數 

 全部問卷 有效問卷 無效問卷 有效回收率 

七年級(網路問卷) 115 94 21 82％ 

八年級(網路問卷) 104 82 22 79％ 

九年級(紙本問卷) 115 97 18 84％ 

總計 334 273 61 82％ 

    就表2可得知，本研究總計發放334份問卷，其中七八年級總計219份屬於網路問卷，另外的九年級

115份屬於紙本問卷，經過篩檢後，刪除重複答案及遺漏答案的問卷，總計273份問卷為有效問卷。在

七年級的網路問卷部分，發放的115份問卷中，有94份問卷為有效問卷，其餘21份為無效問卷，有效回

收率為82％。在八年級的網路問卷部分，發放的104份問卷中，有82份問卷為有效問卷，其餘22份為無

效問卷，有效回收率為79％。在七年級的紙本問卷部分，發放的115份問卷中，有97份問卷為有效問卷，

其餘18份為無效問卷，有效回收率為84％。從有效回收率可得知，九年級的紙本問卷的有效回收率最

高，其次是八年級的網路問卷，最後則是七年級的網路問卷，推測學生較不熟悉網路問卷的填寫方式，

因此九年級紙本問卷有效回收率較高，七八年級網路問卷有效回收率較低。 

 

2.教師公開觀授課與學生學業樂觀之現況分析 

    （1）教師公開觀授課之現況分析  

表3 教師公開觀授課現況分析 

   就表3可知，目前學生知覺教師公開觀授課整體為中上程度，探究其原因，因為108課綱新體制下，

規定校長與教師需進行公開觀授課，加上花蓮縣國風國中積極辦理，甚至自發性組成團體，有特定的

公開觀授課流程，使得「教學前準備」、「教學流程」及「教學規劃」的分數提高，但在「教學狀況」

部分，學生認同程度較低，代表管理秩序、師生互動與學習效率等方面可再加強。 

    

（2） 學生學業樂觀之現況分析 

表4 學生學業樂觀現況分析 

敘述統計 

層面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層面排序 

教學前準備 273 4.38 0.72 1 

教學狀況 273 3.96 0.88 5 

教學流程 273 4.36 0.78 2 

教學規劃 273 4.32 0.74 3 

教學互動 273 3.98 0.81 4 

整體層面 273 4.20 0.63  

敘述統計 

層面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層面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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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表4可知，目前學生學業樂觀為中上程度，探究其原因，可能因為學校位於市區，不管是家長

或老師都很重視學生的學習表現。但是在分層面的表現上，由高到低依序為「師生之間信任」、「學

習表現投入」與「學校認同歸屬感」，其中以「學校認同歸屬感」層面分數最低，這與張文權（2019）

研究發現一致，顯示學生對於學校認同程度有待提升。 

   3.教師公開觀授課與學生學業樂觀之相關分析 

就表5可知，教師公開觀授課的分數越高，學生學業樂觀的分數也越高。也就是說，不管就認同

度或者是實際符合的程度，教師公開觀授課與學生學業樂觀達到顯著正相關，學生知覺教師公開觀授

課程度越好，學生學業樂觀的表現也會越好。這個發現與相關研究（謝傳崇、蕭文智、官柳延，2016）

相近。 

 

    

4.教師公開觀授課與學生學業樂觀之 IPA 分析 

 

師生之間信任 273 4.30 0.79 1 

學習表現投入 273 4.23 0.76 2 

學校認同歸屬感 273 3.72 1.01 3 

整體層面 273 4.08 0.74  

表5 教師公開觀授課與學生學業樂觀相關分析  

 教師公開觀授

課（認同度）總

平均 

學生學業樂觀

（認同度）總平

均 

教師公開觀授

課（實際符合程

度）總平均 

學生學業樂觀

（實際符合程

度）總平均 

教師公開觀授課（認

同度）總平均 
1 .736

**
 .709

**
 .507

**
 

學生學業樂觀（認同

度）總平均 
.736

**
 1 .635

**
 .637

**
 

教師公開觀授課（實

際符合程度）總平均 
.709

**
 .635

**
 1 .777

**
 

學生學業樂觀（實際

符合程度）總平均 
.507

**
 .637

**
 .777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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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教師公開觀授課IPA分析 

    由圖7可知，第二象限代表認同度高於平均數，但符合程度低於平均數，包含第6、7、10、20、21

題，值得一提的是，符合程度最低的第21題就是指「我的學習效率會增加」。這代表實際上學生心中

認同效率會提升，但是實際沒有感受到，這與本文之現況發現相同。這也有可能教師公開觀授課多數

只有一節課的原因所導致。 

 

圖8 學生學業樂觀IPA分析 

    由圖8可知，第二象限同樣代表認同度高於平均數，但符合程度低於平均數，包含第10題，這也與

本文之現況發現相同，符合程度最低的第10題就是指「我會因為自己是學校的一分子而感到驕傲」。

這代表實際上學生心中認同應該要有歸屬感，但是實際並不這樣認為。 

 

參、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文綜合質性與量化結果，得到結論與建議如下: 

一、研究結論 

1.教師公開觀授課現況尚可，但教學狀況層面需加強 

我們在質性的研究中得到教師公開觀授課現況良好，但有部分困境，包括制度、文化與時間等，

而在量化研究中的現況分析進而找出問題是出在教學狀況這個層面，最後透過 IPA 分析，找出教學

狀況這個層面中的學生學習效率有待加強。 

2.學生學業樂觀的現況良好，但學校認同仍較為缺乏 

在質性與量化研究部分，可從中發現學生在學生學業樂觀方面屬於中上層級，但是在「學校認同

歸屬感」部分較低，由此可知學生對學校的認同程度低於班級的認同程度，因此需要更加凝聚全校學

生的向心力。 

3.教師公開觀授課與學生學業樂觀具有顯著的正相關 

我們從教師公開觀授課與學生學業樂觀相關分析表中發現，不論認同或符合程度，教師公開觀授

課與學生學業樂觀都達到顯著的正相關，這代表當學生知覺教師公開觀授課程度越好，學生學業樂觀

的表現也會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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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建議 

1.教師在公開觀授課時，可加強教學狀況 

建議未來學校或政府在推動教師的公開觀授課時，應該建立友善的作業流程，讓老師們可以更清

楚相關的規定，而且教師也應鼓勵學生盡量不要有所壓力，同時在管理秩序、師生互動與學習效率應

可以有提升的空間。 

2.可以規劃辦理符合學校情境的學習活動 

建議學校或政府應持續重視學生學業樂觀這個重要概念，因為從研究結果得知普遍受到學生的認

同，此外就本研究或相關研究都發現到，學生的認同歸屬感較為薄弱，因此建議未來應視學校情境、

歷史、文化等元素，辦理相關課程或教學活動，讓學生提升認同感，進而幫助同學們的學習。 

3.持續推動公開觀授課並關注學習的成效 

    從研究結果發現，「我的學習效率會增加」此題目位於第二象限，屬於急待改善區，同時也發現

教師公開觀授課的提升，有助於學生學業樂觀。因此，建議應持續推動教師公開觀授課，並關注學生

學習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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