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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資料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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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智慧觀議課
後的省思會談
實施策略 



 

一、教室走察的理念 
Classroom Walk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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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教室走察(CWT)？ 

 教室走察是一種非正式、非評鑑、短暫快速、 

  經常性、結構化、有焦點的教室訪視與觀察方式。 

 盡量在不事先告知或安排的情況下，主要由校長、

主任或教師同儕多次走進課室中，蒐集班級中課程

教學與學習實務的資料。 

 在走察後，就所觀察到的資料，由走察人員與教師

進行後續的省思會談，共同討論並給予教師回饋與

建議，進而改進班級的教學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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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走察v.s.一般觀課(整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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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
自然！
抽樣更
平均！ 

一般觀課

(一次性) 

教室走察 
(多次、經常性) 



教室走察的觀察焦點 
 各模式的觀察焦點稍有不同，但大致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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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思
會談 

學生專
注程度 

課程 

教學 
健康與
安全 

情境 

佈置 



教室走察「３個５原則」 

每節課走察             個班 

 

每個班停留             分鐘 

 

聚焦觀察               個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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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走察是…… 

經常性而長期的支持與陪伴， 

帶著善意的雙眼，找尋優勢與亮點！ 



二、智慧走察的理念 
及App功能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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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走察再進化 

教室走察 
CWT(紙本) 

App開發 
＋系統建置 

智慧走察 

iCWT 

特色--BEST 

Brilliant聰明的 

Effective效能化 

Systematic系統化 

Technological科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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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WT  vs. Pokemon Go 

11 

 Pokemon Go：抓寶  iCWT：發現教室裡的美好 



使用手邊隨處可見的行動載具，並運用走
察App軟體及雲端教室走察系統平臺資料庫
進行教室走察。 

智慧走察App 

•累積及蒐集教學
現場大量的課程
與教學資料 

智慧走察 
後端系統平台 

•做後續統計分析，
做為了解與精進教
學的參考依據。 

12 

何謂智慧走察？ 



建置帳號及網站管理 

各校管理者 
（單一窗口） 
教務主任、資訊
組長或教學組長

為佳 

建立校內 
使用者帳密
（使用APP之
帳號及密碼） 

上傳 
全校課表 

選擇走察 
觀察表格式 

•單一帳號建立 
•批次帳號建立 

•專案統一格式 
•國教署人力資源網 
    excel上傳 
 
•Teachscape模式
•Downey模式 
•UT Downey模式 
•UCLA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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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走察App模式選擇 

Teachscape模式 Downey模式 UCLA-SMP模式 UT Downey模式 

  量化＋質性     純質性      量化＋質性     純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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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裝走察APP 

至行動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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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至Play商店/App 

Store輸入「教室走察」 

3.執行APP 



5.開始走察 

16 

4.登入帳號 6.當日課表  



7.選定走察的班級     8.大校可用條件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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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自動帶入走察班
級基本資料 

如遇臨時調課，可直接
在此頁面調整！ 



10.進到觀察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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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實際 

紀錄 

 



語
音 



鉤
選 

 



鍵
入 



手
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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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簿 照

相 

12.配合觀課項目拍照，拍照後相簿會顯示所拍張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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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儲存表單後，回到主畫面，進入走察足跡， 叫出走察  

     紀錄 



14.可進行事後修改或
將記錄表轉成PDF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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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透過e-mail或Line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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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智慧走察的資料 

下載及數據分析 



走察資料一鍵下載 

所有紀錄、照片、PDF皆自動上傳雲端 

走察資料一鍵打包： 

走察者單筆紀錄 

全校所有走察紀錄 

照片 

PDF 

合併總表ex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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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整體走察資料分析1/6 

（以106學年度第2學期XX國中實際入班資料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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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整體走察資料分析2/6 

（以106學年度第2學期XX國中實際入班資料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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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整體走察資料分析3/6 

（以106學年度第2學期XX國中實際入班資料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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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整體走察資料分析4/6 

（以106學年度第2學期XX國中實際入班資料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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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整體走察資料分析5/6 

（以106學年度第2學期XX國中實際入班資料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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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整體走察資料分析6/6 

（以106學年度第2學期XX國中實際入班資料為例） 



 包含每個選項的
計次及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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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察記錄表告各項目分析1/6 

（以106學年度第2學期XX國小實際入班資料為例） 



走察記錄表各項目分析2/6 

（以106學年度第2學期XX國小實際入班資料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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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察記錄表各項目分析3/6 

（以106學年度第2學期XX國小實際入班資料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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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察記錄表各項目分析4/6 

（以106學年度第2學期XX國小實際入班資料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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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察記錄表各項目分析5/6 

（以106學年度第2學期XX國小實際入班資料為例） 

36 



走察記錄表各項目分析6/6 

（以106學年度第2學期XX國中實際入班資料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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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智慧觀議課後 

的省思會談實施策略 



回饋討論與對話之重要性 

走察後的回饋討論與對話是走察
能否發揮真正功能，改進教學與
學習所不可或缺的一項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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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wney對回饋討論與對話的看法 

不同教師在教師生涯與在學習上處於不同
的階段，其指導與視導的方式也必須有所
差異。 

應考量教師經驗的層次及自我導向的成熟
度，讓老師參與可以促進其自我反思的對
話，並鼓勵同儕互動與互賴互信，共同合
作學習成長。 

大原則：重視內在動機策略的使用，使教
師對(對話內容)決定感到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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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討論與對話進行時機 

累積數次走察後進行，收集足夠走察資料 

老師時間允許且願意配合 

時間經常性 

形式有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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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宜累積數次走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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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收集更為全面 



回饋討論與對話的形式 

正式 

非正式 

＊會議、面對面座談、電話、書面紀錄表   
(回饋單)、卡片、聚餐、Line、email…… 

（可依學校文化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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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橋國中教室走察教學研討會 教師分享單 

基本資料 教師姓名  任教年資              年 

目前任教班級  目前任教科

目有哪些 

 

教學策略分享 

（請至少寫出 2

個您使用過覺得

不錯的教學策略

或方法與大家分

享：如講述問答

的要訣、有效增

強或讚賞、自製

表單、共製學習

海報、分組合

作、教具教材、

小組競賽、聚焦

練習、資訊科

技、提升參與做

法、網路媒材、

教科書運用與筆

記、口氣語氣…

等等） 

1. 

2. 

上課時的班級經

營、管理策略，

請針對右邊的問

題分享您的做法 

問題：上課時有人不停吵鬧、亂發問，甚至影響同學，您會怎麼做? 

作法分享： 

 

非洲古諺語： 「如果你想走得快，你要自己走；如果你想走得遠，你要找個伴！」 

※請將本分享單填寫完後，於 1月 9日(星期五)前寄到 chimin5959@gmail.com

校長收。本電子檔已經寄到您的信箱，如未收到，請至本校網路 fs-全校共用-

「林育伸校長」資料夾中，下載「造橋國中教室走察教學研討會教師教學策略分

享」檔案，謝謝您！我們即將在近期邀請大家召開教學研討會，彼此分享進步。 



 每次觀完課，國中校長會親自寫給每位被觀課
的教師一張小卡片，說明所觀看到的情形與優點，
並且給予教師鼓勵、勉勵 

 建議也可附一份小禮物 
 辦理初期 
 當然，不患寡而患不均 

 校長們要先思考 
 我做教室走察的目的是甚麼 
 我有沒有以教室走察為策略起點，後續想法與

藍圖為何 
 

    回饋討論與對話前的氛圍鋪陳 



回饋討論與對話之實施效益 

 從回饋對話與討論流程萃取 

肯定與讚美 問題與釐清 專業發展之建議 
 

如何延續與推廣 問題解決策略 資源引入與行動方案 



走察(含對話後)所收集之資料 

 量化 

走察記錄(含次數、科目、策略應用、) 

對話記錄(含次數、科目別……) 

 質化 

走察後省思、被觀察者省思、觀察者啟發 

對話記錄(含行為)、關鍵字詞 

 行前校準、之後校正、彙整應用 

 未來做為DDDM、教學資料探究之用 

新課程/教案發展/學校理性決策文化發展之支持性
鷹架 



 透過回饋討論與對話，營造學校整體氛圍 
給予肯定而非評鑑 

給予支持而非指導 

傾聽 

鼓勵教師專業提升 

尋求教師個人與組織革新之連結 

個人的積極表現，促使組織發展多樣化 

組織發展堅實，可提供教師專業提升之相關資源 

倘若校長公忙，也可考慮讓主任/領域召集人先行 

走察的概念是清晰的，但做法無制式 
也不必制式 

學校文化發展
的正向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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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導入教學圈之概念，形成專業網絡群組 
 
型塑校園信任氛圍，共同解決教學問題 

 
善用科技 e 化系統，減輕資料彙整負擔 

 
促進教師專業發展，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落實省思回饋會談，提供持續精進依據 

如果還有時間，講一下0509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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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敬請指教！ 
 

教室走察App專案信箱：walkthrough.app@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