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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教師之性別角色及對參與專業發展評鑑態度與

教師專業成長關聯之影響。經由文獻探討，建構本研究基礎架構；並編製

「性別角色量表」、「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量表」以及「教師專業

成長量表」。研究對象為在一０二學年度已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嘉義

縣國小教師。正式問卷共回收 216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96.0%。經由統

計分析，歸納出本研究之結論，並提出建議，以利教育行政機關、學校單

位和國小教師群及後續研究者相關之參考。 

研究發現： 

(1) 教師之性別角色以「兩性化」居多、未分化次之。 

(2) 教師在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知覺大致良好，屬中上程度。 

(3) 教師在教師專業成長之現況大致良好，屬中上程度。 

(4) 教師的參與專業發展評鑑態度對教師專業成長有顯著正向影響。 

(5) 教師性別角色對教師專業成長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6) 教師性別角色對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與教師專業成長具有干擾

效果。 

(7) 教師性別角色為兩性化、男性化時，分別對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

與教師專業成長具有顯著影響。 

 

 

關鍵詞：性別角色、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專業成長、國小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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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aims to discuss the gender roles of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valuation attitudes, and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literary reviews, construct the basic frame of this 

research; also work out “gender role scale”, “participatory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valuation attitudes scale” and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cale.” The participants in this study are elementary teachers in 

Chia-yi County who have already taken part in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valuation. There are 216 effective questionnaires, and the 

recycling rate is 96.0%. By the way of statistic analysis, we draw a conclusion, 

and make practical suggestions to educational government, schools,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as well as subsequent researchers. 

Results: 

1. Teacher’s gender roles are mostly androgyny, and the undifferentiated takes 

second place. 

2. Teachers’ perceptions are generally positive of participatory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valuation attitudes, above the average. 

3. Teachers’ current situation in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s generally 

positive, above the average. 

4. Teachers’ participation in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valuation has 

positive influence. 

5. Teacher’s gender roles have positive influence on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6. Teacher’s gender roles have an effect upon participatory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valuation attitudes, and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7. Teacher’s gender roles are androgyny and masculinity individually have 

notable effects on participatory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valuation attitudes and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Keywords:gender role ,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valuatio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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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本研究旨在瞭解國小教師性別角色分布概況、及教師面臨專業發展評鑑態度

與專業成長關聯之影響，以性別角色為干擾變項，探討教師參與專業發展評鑑的

態度，及教師專業成長之間是否有顯著相關。本章分為四節：第一節為研究背景；

第二節為研究動機；第三節為研究目的、研究問題、名詞解釋；第四節為研究步

驟。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十餘年來，世界上各先進國家無不積極推動各項教育改革，以期全面提升教

育品質為宗旨（楊國賜，2004）。隨著各國腳步，台灣自 1990 年代以來推行一連

串的教育改革措施，不論是法令、師資、課程、教學方式、教科書、財政等方面，

均有重大的變革，堪稱台灣教育史上變動最劇烈的階段。 

這些改革如火如荼的展開，針對課程的有：小班教學精神、九年一貫課程、

新課程綱要；針對目前制度有十二年國教；針對教師的有：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教師分級制度、開放師資培育新制度等，這些體制及課程內容的變革，目的在於

改善現有教育體制，打破聯考高分及明星學校的迷思，並改變升學主義掛帥的教

育制度，希望能推動多元教育、提升教師的教育專業品質、開創美好教育遠景，

使學生能快樂的學習，學生的能力可以因應當前與未來社會發展的需要，培養出

身心健康及人格健全發展的孩子（楊國賜，200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5%99%E7%A7%91%E6%9B%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6%95%99%E8%82%B2%E5%8F%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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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便在這一波波的教改聲浪後興起。自 2006 年試辦，截至

2014 年為止，自願申辦者已有 1200 間學校，超過 4000 位教師參與。在這樣的氛

圍之下，距離正式實施之日已為期不遠1。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正式實施之後，對教師們的教學生涯必會產生衝擊──繁多

的研習，新增加的課室觀察，及注重教學資料的收集──改變現狀是必然的趨勢，

許多教師們的心態也隨之逐漸調整，由起初反抗到消極抵抗，最終轉向積極面對。

無論個人決定為何，終要面臨挑戰。這樣態度的轉變，固然值得深思，也值得探

討。 

我國的中小學以及幼兒教育的第一線教學者，呈現女多於男的現況，從以前

在師資培育機構時可見端倪。到了學校正式任教後，尤其是小學一、二年級和幼

兒園，男教師是非常罕見的！這樣男女失衡現象，也曾造成研究者在教師介聘時，

遇到校長當著眾多女教師面前，挑明表示學校只需要男老師的尷尬場面。 

近來文明結構改變，性別平等觀念普及，社會已然改變及進步。近年來因性

別平等觀念之提倡，性別分工的現象已逐漸改變，人們有了突破生涯發展限制之

可能。拜來自人性的科技發明所賜，需要大量體力的工作已經能以機器輔助或取

代人力，很多事（職業）不須侷限非男生做不可。因此男女同質化現象，無可避

免，也會是趨勢。而教師的工作內容，也不因性別而有所差異。如果要以傳統性

別──男及女，來研究教師族群，在這女多男少的族群中，樣本比例的懸殊會較難

研究及解釋真實狀態。因此，本研究選擇以性別角色為干擾變項，探討國小教師

參與專業發展評鑑態度，及教師專業發展。而性別角色最初亦由 Bem（1974）發

揚光大，後來許多女性心理學家，和社會學者們（李美枝，1979；鍾秋玉，1996；

劉秀娟，1998）及女權運動者的提倡者紛紛投入研究，因此，以性別角色探討女

多於男的小學教師群確實恰如其份了。 

                                                      
1
 教育部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整合平台（2014） (http://teachernet.moe.edu.tw/MAIN/map_m.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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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 

 

在臺灣社會中，以社經地位而言，教育人員相較一般大眾，被視為生活相對

穩定的一群，尤其在經濟不景氣下，更成為大眾豔羨及關注的對象。一旦校園裡

親、師、生發生管教衝突，再經媒體播放之後，教師們立即面對千夫所指，輿論

撻伐之聲迭起。《荀子‧禮論》2：「天、地、君、親、師」，以師作為「五常」之一，

到了現代，傳統「師者為尊」的地位已逐漸式微（徐諶，2002）。社會大眾對教師

專業素質的日益重視，期望教師們「在其位，謀其事」，擁有更優秀的能力（楊國

賜，2004），教育出更能學以致用的學生。 

相較之下，教師自從在師範院校裡（或修習教育學程）學習教學及班級經營

等各項理論及專業知識，畢業後經過實習取得教師證書，再經由分發或教師甄試，

取得正式教職後，即可高枕無憂，安穩度日了。除少數教師遇上調動、併校或減

班的問題，幾乎不會有變動。既無公務員的升等考試壓力，也無類似軍警人員的

專業技能檢測，僅有的考核辦法也因項目不夠具體而形同虛設！若對行政工作不

感興趣，也沒有更上一層樓的需求了！如此安逸的環境，雖有助教師專心研究學

術，提升個人專業成長，提供學生更好的教學品質。然而，這樣理想化教學生涯

如一池靜水，外界無從得知教師的內在學養，及觀測到教師們提升專業技能的努

力。相較其他行業都有「品牌及認證」和顧客回流，以證明自己的專業和不可取

代（周玉珍，2009），教師卻無管道向社會大眾證明自己的專業！而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於此時實施，正是一項契機。藉由評鑑的考驗，證明自己的實力與價值。因

此，教師們正可透過評鑑制度的洗禮，建立教育尊嚴（徐諶，2002），向外界證明

教師們的專業知識、專業技能、專業態度及專業精神。 

教育部主導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已從試辦階段邁向全面實施（一０五學年

度）。而嘉義縣於一０一學年度加入者，有 18 所小學，約 230 位教師參加，約佔

                                                      
2
 王先進（1988）。《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下冊，頁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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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縣國小教師總數的 9%，不及同時期的臺北市有 36.20%，和高雄市有 28.69%的

參與率；而與鄰近的雲林縣（11.25%）、嘉義市（13.53%）、臺南市（16.31%）做

比較，嘉義縣的參與率也是相形失色！因此引起研究者的好奇心：在評鑑尚屬於

試辦階段時，這些教師們即願意率先加入，成為參與評鑑之先驅，他們對參與評

鑑的看法為何？而在參與評鑑之後，與專業成長的關係為何呢？頗值得探討也極

具代表性。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一。 

另一項值得重視的統計資料，根據教育部統計處3的資料顯示，中小學女性教

師的人數較男性教師為多，女性教師是男師的二倍有餘，女性比例約佔七成，但

男教師似乎接任或兼任行政工作者較多，有學者以“玻璃天花板效應”解釋之（呂晶

晶，2008）。一般人多認為女性應該扮演服務、照顧性的傳統家庭角色，並延伸

到職場上。而女性彷彿亦不自覺的安於現狀，這樣的社會和心理因素似也阻礙了

女性進一步在工作的發展性及個人的成長。即使現今的女教師接任行政工作者已

大幅增多，兼任主任或校長的教師們，在男女比例仍然差距懸殊，例如國中、小

只有三成左右是女性教師（林秀姿，2015）。僅管如此，教師的教學及行政工作

的內容並不因性別差異而有所不同！ 

雖然性別角色的研究及倡導者，似乎多為女性心理學者或女權運動者，但身

為教師，必需教導學童們正確的性別角色觀念，並認知真正的性別平等。據此，

國小教師們的性別角色為何？除影響教師本身的行為，也將對學生有潛移默化的

身教作用。已有多位學者作出完整的研究，從小學到大學甚至工作職場，性別角

色能影響個體的許多行為及決定！基於上述，本研究選擇以性別角色（gender role）

為干擾變項，探討參與專業發展評鑑態度與專業成長之關係，而非傳統觀念的性

(sex)或性別(gender)。此為本研究之另一動機。 

 

                                                      
3教育部全球資訊網 (2014)。網址：http://www.edu.tw/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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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研究問題、名詞解釋 

 

本研究旨在探討「性別角色」對「教師參與專業發展評鑑態度」與「教師專

業成長」關聯之影響。 

 

壹、研究目的 

根據研究動機，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一、 了解教師的性別角色，參與專業發展評鑑態度，和專業成長的現況。 

二、 探討教師的參與專業發展評鑑態度，和專業成長的關聯。 

三、 探討教師的性別角色對參與專業發展評鑑態度，及專業成長的影響。 

四、 以「性別角色」為干擾變項，探討「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與「教師

專業成長」之間的關係。 

五、 歸納研究結果及建議，作為將來全面實施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參考。 

 

貳、研究問題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欲探討及研究的問題如下： 

一、 了解目前「國小教師性別角色」現況為何？ 

二、 了解現今「國小教師參與專業發展評鑑態度」現況為何？ 

三、 了解目前「國小教師專業成長」現況為何？ 

四、 分析「國小教師參與專業發展評鑑態度」對「教師專業成長」的影響？ 

五、 分析「國小教師參與專業發展評鑑態度」與「教師專業成長」，是否因干擾

變項「性別角色」而有所差異？ 

 

參、名詞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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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研究對象與範圍更加明確，將本研究重要名詞介定如下： 

一、 國小教師 

本研究所稱之國小教師，係指一０三年任教於嘉義縣國民小學的正式老師，

並實際於一０二學年度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為對象，包括導師、科任教師、教

師兼任組長、教師兼任主任或教師兼任其他行政職務者。不含實習老師、代理代

課教師、2688
4鐘點代課教師。 

二、 性別角色 

個體在某一社會體系下，經由模仿學習同性別者的行為，表現出符合生物性

別、歷史發展、社會文化以及大眾期待並認同的性別特質。此性別特質並非恆常

不變，會因時代的變遷而隨之改變（李美枝，鍾秋玉，1996；楊美真，2007；劉

禮維，2012）。 

三、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係指由教育部主導實施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主要在於藉由實施評鑑，讓教

師在評鑑的過程中，得到回饋反思，瞭解教學過程中的優劣得失，並協助教師改

進教學品質，並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的歷程（徐敏榮，2002；陳玉鳳，2002；周玉

珍，2009；林春宏，2009；林彥妤，2010）。 

四、 教師專業成長 

即使已修習多年的師資培育課程，經過專業實習，具有合格教師證書，正式

任教成為一位教師，在從事教學工作時，教師仍需參與正式或非正式教育性的進

修活動，經由持續不斷的學習，保持對知識的敏銳度，增進教學知能、技能及態

度，促使教師個人生涯及學校整體未來之發展，俾利教師專業成長（李俊湖，1992；

高義展，2002；陳煦梁，2008；鄭思慈，2009；張文祺，2011；邱靜美，2013）。 

                                                      
4
係指教育部專案補助各校增置國小教師員額，其工作內容可以是代課教師、代理教師或教學工作

支援者，目的在解決國小教師工作負荷過重問題。簡稱為 2688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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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步驟 

 

本研究係以「教師性別角色」對「參與專業發展評鑑態度」與「專業成長」

關聯之影響為研究主題。首先，確定研究動機與目的，之後進行相關文獻的蒐集

與整理，並規劃建立研究架構；同時透過文獻整理分析，設計出相關問卷；發放

問卷調查後，收回問卷並剔除無效問卷；將有效問卷輸入統計軟體進行資料分析，

並得出研究結果；最後得出結論，並提出建議。研究流程如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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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與動機 

 

確定研究目的與流程 

 

相關文獻蒐集與整理 

 

建立研究設計與研究架構 

 

發放問卷調查 

 

輸入資料與統計分析 

 

結論與建議 

圖 1.1 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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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旨在探討研究相關的理論及研究，以作為研究架構的論述基礎。全章共

分五節：第一節為性別角色的涵義；第二節為教師參與專業發展評鑑之意涵；第

三節為教師專業成長意義與內涵。 

 

第一節 性別角色意涵 

 

本節將深入探討「性別角色」的意涵，探析其理論基礎，及相關研究，並介

紹性別角色量表之組成。 

 

壹、性別角色定義（sex role 或 gender role） 

要探討性別角色，必先從性別談起。追溯性別的議題可以從遠古傳說談起。

《太平御覽》中提到：「天地開闢，未有人民，女媧摶黃土作人，劇務力不

暇供，乃引繩於泥中，舉以為人。」在遠古神話傳說裡，女蝸覺得天地之間只

有植物和凶猛的野獸實在太冷清了，所以依自己的外形造了人，後來又覺得一個

個造人太累了，所以將人分男女，讓人類自行生生不息繁衍下去。故事至此人類

才出現了性別之分5。 

聖經裡亦提到，上帝造了亞當後，說：「人單獨不好，我要給他造個與他相

稱的助手。」6於是趁亞當睡著後，抽出他一根肋骨，造了夏娃陪伴。中外有關於

造人的傳說起源相當有趣，然而，不約而同的，具有相同元素，神都是先造人而

                                                      
5
 歷史想想（2014）http://blog.yam.com/erikatsky/ 

6
 聖經‧創世紀（2014）http://www.catholic.org.tw/bible/OT/Gene-1.htm 

http://blog.yam.com/erikatsky/
http://www.catholic.org.tw/bible/OT/Gene-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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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才分男女，並不是一開始就強調性別之分。是否意謂著人類的性別之分是後天

環境造成的呢？因此，性別相關議題是一項隨著人類歷史源遠流長，值得論證的

課題。 

時至現代，性別的認定從以往生物學由外顯器官認定的性(sex)，逐漸發展成

性別（gender），Gender是社會學的專有名詞，也就是我們常稱呼男性（male）與

女性（female）。有些學者認為是來自生物學的原因，亦即性別由生殖器官決定之；

也有學者則認為性別是由社會建構而成的，亦即每一個社會、文化對男性與女性

這兩個名詞，加以創造出屬於該社會、文化的意義（劉秀娟，1998），這也是個

人對男性化與女性化的一種主觀感受，亦即一種性別認同（楊美真，2007）。 

以上是自古以來人類公認也是最原始的二分法，然，隨著醫學科技發達，社

會觀念也驅向開放及多元化，醫學家經由儀器檢查染色體、各項內外特徵檢視，

和實施心理測驗，發現人類性別並不限於男女，而最少可分為ＬＧＢＴＩ五種──

Ｌ：Lesbien（女同性戀）、Ｇ：Gay（男同性戀）、Ｂ：Bisexual（雙性戀）、Ｔ：

Transgender（跨性別）、Ｉ：Indersex（真性陰陽人）。以上可名之為「多元性別」。

（周德榮，2012） 

「性別」，同時也是心理學上和文化上的語彙，是每個人對自己或他人所具

有並顯露之男性化與女性化特質的主觀感受，可視為一種性別認同。（劉秀娟，

1998 ） 

「性別」，不但是身體認知，同時也可以說明社會對不同性別的個體行為的

一種評價，即男性表現出男性化的合宜行為，女性表現出符合女性特質的女性化

的行為，亦可視為「性別角色」。個體的行為表現符合社會上對男性化和女性化

定義的相關程度，則稱為「性別角色認同」（gender role identity)（劉惠琴，1981；

劉淑雯，1996）。 

個體是否認同自己的生物性別並發展出符合社會的行為，是由社會因素所造

成的，Basow(1992)、Rhoda Unger(1989)提出男女兩性在行為及性格上的差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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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是由社會因素所造成的，例如社會化(sociallization)、社會酬賞、個人出生背景

因素及他人的期待等。 

性別角色是由社會文化以性別規劃其行為腳本，亦即個體會因其性別不同，

在發展（成長）的過程中，被教養、要求必需遵循符合社會對其性別的價值觀和

行為模式（陳皎眉，1996）。 

Rhoda Unger(1989)認為「性別」是人（社會）所建構的，是來自歷史、文化、

以及心理歷程所期望塑造而成的。男性與女性所有的差異，是由所屬的社會貼上

的性別標籤罷了。（劉秀娟，1998） 

黃馨慧（2003）指出性別角色是社會賦予某一性別必需具備的一種心理行為

模式，「性」是由生理或基因，而造成個體行為男女有別；「性別」是社會文化

規範下形成的行為特質。亦即在社會化的過程中，個體受到文化規範與社會期望

的影響，其外在的言行舉止與內在的態度、觀念，表現出符合生理性別之行為模

式。總言之，「性別角色」是個人受到文化規範與社會期望影響的總和，表現出

符合兩性特質的行為模式。因此，在探討性別角色時，不能忽視社會文化因素。

（李素馨、張淑貞、張佩琪，2011） 

傳統性別角色認為，男性具備的是工具性特質，此類特質是：目標導向的、

有邏輯的、富攻擊性的；女性則具備的是情感表達性特質，此類特質則是：溫柔

的、富同情心的、會照顧人的（李美枝、鍾秋玉，1996）。 

男女性別角色的區隔，使得兩性所能提供的功能性也有差異，（杜宜展，2007）

加之千百年來演進，產生「男女有別」之功能論。男生具備的是工具性特質

(instrumental)，女生有的是情感表達性特質(expressive)（李美枝、鍾秋玉，1996）。

工具性的特質，能幫助完成工作，發展事業，使男人能肩負起養家活口的責任；

情感表達性的特質，則使女性發揮溫柔、體貼，細心的本質，可以做好照顧家庭，

教養子女等細緻的情感活動(李惠茹、唐文慧，2004)。 

既然先天的個體構造及所賦與的特質不同，因此劉淑鈴（2001）認為男性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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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的特質使他適合從事家庭外的競爭工作，女性所具備的特質則適合從事家庭內

照顧幼兒、料理家務的工作（李素馨等，2011） 

然而真是如此嗎？也有學者提出不同的看法。Sandra Bem(1974)顛覆傳統涇

渭分明的兩元觀之性別角色，提出同一個體可能同時具有男性化(Masculinity)與女

性化(feminity)特質，即「雙因子理論」，即兩性化(androgyny)特質的觀點。認為

兩性化者兼顧剛柔並濟的性格，在為人處事上，不僅能夠彈性面對偏重工作取向

的情境，也能妥善處理偏重人際關係取向的情境，許多學者認為是適應力最好的

一種性別角色類型。(Bem，1974;李美枝、鍾秋玉，1996；劉禮維，2012)。 

有關性別角色的研究非常多，眾多學者有關定義部份，分別整理如表2.1。 

 

表 2.1 性別角色的定義一覽表 

研究者 性別角色的定義與意涵 

Bem（1974） 個體認為自己是男性化或是女性化特質或行為的程度。 

O’Neil（1981） 

個人在所處的特定社會及文化之下，個體會參照社會所預期

之行為模式及自我所屬的認知，而表現出男性化與女性化特

質。 

李美枝（1981） 社會用來區別男女差異的所有非生物特微。 

李然堯（1983） 個體透過自我行為表現以明示他所歸屬性別的行為型態。 

Lueptow（1984） 社會文化下對男女不同地位與行為表現之期待。 

張春興（1994） 在社會文化傳統中，可公認接受的兩性應有的行為模式。 

Calhoun,Keller

（1994） 

一個社會認定男性需要有男性特質，女性需要有女性特質，

兩性各自有不同任務及活動範圍。 

Macionis（1997） 一個文化對不同的性別角色應有的態度和活動的設定。 

黃文三（1998） 
某一社會文化情境下，對男性或女性行為共同認可及接納的

行為模式。 

柯淑敏（2001） 
男女兩性在社會文化結構中所應具有之特殊權利及義務，亦

即是指在社會學上的差異。 

續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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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接前頁 

研究者 性別角色的定義與意涵 

Burr（2002） 
我們對於男性或女性行為舉止的期望，但角色是蘊含著彼此

的相互關係與互動的成份。 

羅瑞玉等（2002） 
在一社會文化傳統中，眾所公認男性或女性應有的行為，乃

是經由行為組型來界定。 

蔡宛純（2002） 
男女之行為態度、功能和權利義務，由社會文化傳統期許所

形成不同。 

蘇倩雪（2002） 
在社會文化傳統的期待下，透過個體自我表現，發展出性別

角色認同。 

邱珍琬（2003） 
先天因素影響性別，後天的社會期待與價值觀約束了性別角

色。。 

蔡端（2003） 
集大成，性別角色具多元性面向：個別性、社會性、行為性。

朝向社會能認可的方向發展。 

楊美貞（2003） 

指某一社會文化，期許成員所表現適合男女兩性的行為模

式，透過自我的男性化或女性化特質知覺，與社會期望符合

程度。 

王慶福、王郁茗

（2003） 

社會或文化期待人們表現適合於男性或女性的行為模式而社

會環境常對男、女兩性有不同的期待。 

黃馨慧（2003） 
社會賦予某一性別應具備的一套心理行為模式。個體在社會

化過程裡，受到文化規範與社會期望的影響。 

李惠茹、唐文慧

（2004） 

社會對個人所期待的性別行為，或是理想化男女行為的標準。 

倪家珍（2005） 社會與文化期望人們發展出適合男性或女性的行為。 

楊美真（2007） 

並非由生物所決定。而是經社會學習的產物。個體在成長過

程中依性別之差異，受社會、文化，對於個體的期待與規範

合宜的角色行為。 

張佩琪（2009） 

描述社會概念界定的男性或女性，且會受到社會化與性別角

色期待的影響，隨著時間、空間以及文化上的不同，而對個

體產生改變。 

沈孟樺（2012） 

性別角色態度發展為一複雜的歷程，由心理、生理、認知與

社會環境等層面交互作用形成持久不變的一致性行為取向。

個人的性別角色態度是由後天學習而來。 

劉禮維（2012） 

性別角色是個人認同的行為模式，強調社會文化認同與期

望，亦即性別角色由社會文化界定，有些行為表現適合男性，

有些行為表現適合女性，個體會藉著言行明示自己的性別。 

資料來源：本研究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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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綜合上述學者的研究，本研究為性別角色作以下之定義： 

「個體在某一社會體系下，經由模仿學習相同性別者的行為表現，表現出符

合生物性別、歷史發展、社會文化以及大眾期待且認同的性別特質，此性別特質

並非恆常不變，亦會因時代的變遷而隨之改變。」 

 

貳、性別角色理論 

 

一、 生物學理論 

生物學家由動物實驗研究，發現動物行為產生差異是受到性荷爾蒙影響。人

類男女行為表現乃因先天染色體（女性為XX、男性為XY）不同，及性荷爾蒙多寡、

性腺組成、內在生殖系統，及形成外在生殖器官的差異所致。亦即男性得到Y染色

體，而具有男性的特徵，分泌男性荷爾蒙多於女性荷爾蒙，所以表現行為具備男

性化特質（陳皎眉，1996；劉秀娟，1998）。反之，女生僅有X染色體，具女性的

特徵，而體內之女性荷爾蒙多於男性荷爾蒙，行為舉止呈現女性化特質。這種生

理構造上的生物性差異，是天生的「性差異」（Sex Difference）（徐光國，1996）。 

而先天大腦特質及生理結構的不同，亦造成男女與生俱來的差異，此派主張

「生物決定論」，染色體決定了性別，也使男女能力發展及訊息處理的偏好產生迥

異（Shaffer,1996）。這些行為上的差異又從旁人（父母、家庭成員、社會大眾）得

到回饋增強，因之又強化這些性別特質，導致性別角色的分化愈強烈。 

雖然此理論強調先天的生物性因素，對個人性別角色發展的影響，但實際上

此理論，也包含社會化增強的結果，以生理而言，男與女是有些先天上的差異，

生理原因必然會對行為造成影響。然而，後天的學習教育及外在環境亦是形塑個

人能力與特質的重要關鍵，因此，生物學理論無法完整詮釋性別角色之形成，後

天之社會化亦有重要作用。（陳皎眉，1996；楊美貞，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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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論 

此派依據佛洛伊德(Freud)的心理分析論，認為兒童性別角色分化是藉由認同

(identity)與自己同性別的父母形成的。小男孩有戀母情結（Oedipus complex），既

愛戀母親又有被父親閹割的恐懼，需認同同性的父親解決焦慮，因之以父親為模

仿對象學習。反之，女孩也有戀父情結(Electra complex)，又母親為其主要照顧對

象，因之必須認同母親的人格特質，模仿母親的行為。亦即從發展心理學的觀點

而言，性別的認同會隨著幼兒認知能力的發展逐漸達成，兒童亦會覺知生殖器官

的差異，此認知也是兒童社會化過程之重要一環（劉秀娟，林明寬，1996）。 

但亦有學者認為2-5歲的兒童對性別差異並無清楚認知，因此不支持此說（陳

皎眉，1989）。 

 

三、 社會學習理論 

此派以班都拉(Alber Bandura)為代表，主張個體成長過程中，對人類行為的學

習可以透過下列心理內在歷程：觀察認知→記憶模仿→再現行為→得到增強。社

會學習理論認為個體的成長過程中，受到社會的形塑及增強，並透過模仿與學習，

朝向社會上大多數人預期的性別角色特質發展。 

一般認為孩童發展會受到社會文化、父母、大眾傳播媒介的影響（李美枝，

1981）。亦即男孩的外顯行為必須表現得像個男孩或男子漢，十足表現男性化的陽

剛行為，例：玩好動遊戲，獨立勇敢，強壯略有攻擊性，男兒有淚不輕彈。而女

孩必須像個女孩子，表現女性化特質的陰柔行為，例：扮家家酒，撒嬌耍賴，優

雅婉約，溫柔順從。兒童如果表現符合社會大眾對其性別的心理預測及期待，會

受到父母師長們的讚賞增強，反之可能會受到斥責懲罰。 

兒童也會觀察同性別者的行為，並加以模仿，學習楷模(model)並受到大眾同

儕鼓勵，而學到更多符合性別的行為。大眾傳播也增進訊息傳遞速率，現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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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流通迅速，兒童閱讀書報及觀賞電視節目機會大增，也提供了大量觀察及學

習模仿性別角色的機會，也是重要的性別角色形塑原因。故性別角色是經由社會

學習所獲得的，孩童並將所習得的性別角色概念，內化成為自己的性別角色（李

然堯，1983）。 

 

四、 高爾伯認知發展理論 

高爾伯(Kohlberg)認為孩童會依外表對性別略做大致上的分類。2歲幼兒會依據

服飾、髮型辨別男女，但若衣飾、髮型改變，例：頭髮剪短了。兒童會認為性別

改變了。直到六、七歲，兒童才知性別恆常不變。因此兒童會模仿同性別成人的

行為。此派可彌補心理分析與社會學習理論之不足。 

幼年時期於性別角色概念成形時，約略經過三個階段：性別認可期、性別穩

定期、性別恆常期。約六、七歲性別發展到第三階段，兒童即在行為主動表現男

女有別之傾向（Kohlberg,1966；張春興，1994）。但亦有研究發現在此之前，兒童

即受到外在環境影響，對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即已成形，並有性別分化的情形

（Shaffer,1996）。 

張春興（1994）認為，兒童早已存在著性別基模概念，會將遇到的人或事物，

按照性別特徵的基模架構去處理分類，並納入他的記憶之中。性別基模亦會伴隨

年齡漸長而擴充，除了將周圍的人群依其性別特徵分類處理外，對所有事物中與

性別差異有關者，也會予以分別處理。 

性別基模是一種認知結構，不同性別有不同期待和信念，個體也會依照文化

選擇性地將訊息予以注意、搜集和記憶，成為個人的性別認知基模，在此性別基

模之下，去處理相關資訊會造成差別（Bem,1981）。而社會化的過程中，若性別二

分法的程度愈高，個體的性別基模愈穩固，兒童也會去學習性別的相關知識，一

旦遇到符合自己的性別基模訊息，便會進行解釋與記憶，而若遇到與性別基模不

一致的訊息，則會忽略或轉換成符合期待之性別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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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任何單一理論均無法單獨解釋性別角色，但可視為性別及性別角

色在歷史、文化及社會發展的過程。從社會生物論的觀點來看，先天形塑個體，

後天及社會影響補其不足，環境及學習影響人之深。若以心理分析論而言，性別

角色則是選擇認同過程的結果。社會學習論，則認為性別角色是由社會學習的方

式來習得。認知發展理論，則認為個體之成熟度會影響性別角色的發展。男女先

天體格構造不同，但生理與社會環境之交互作用，形成兩性特質差異，造就多采

多姿的多樣化社會。不論男女，都具備不同的性別意識，各有著生命中該學習的

課題，以成為一個有完整人格的個體（李冠瑩，2009）。 

雖然個體先天體質無法改變，文化氛圍也是根深蒂固，傳統觀念對男性或女

性的生涯發展，往往仍停留在特定之偏向（王素淳，2007）。唯有一點可以肯定的

是，隨著社會的變遷，男女的性別角色必將隨時代演進而有所不同。 

 

參、性別角色相關研究 

 

學者對於性別角色的相關研究眾多，研究對象涵蓋兒童、青少年及大專學院

學生（表2.3）。李美枝（1981）率先以國內大學的學生為調查對象，統整並歸納發

展出符合本國國情的性別角色量表。 

何英奇（1981）認為具備兩性化特質的男性，最符合社會對他們的角色期待，

因之適應力最佳；而男性具男性化特質，女性具女性化特質，亦能符合社會期待。

李美枝、鍾秋玉（1996）認為女性角色的變遷，會導致男性的性別角色隨之改變，

懷有多元化特質者最能衡量情境，作適當表現。范敏慧（2002）的研究指出，兒

童可經由閱讀的過程增加對男、女性別角色的寬廣性，亦即兒童的性別角色觀念

是可以透過閱讀學習而改變的。倪家珍（2004）則認為，在女性化職業中有兩性

化傾向的員工，最能發揮個人角色特質，性別不能影響性別角色、及成就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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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麗欣（1996）則認為兩性都應降低自己的傳統性別角色期望，才能充份表

現自我，發揮自己的能力。李素馨等（2011），則認為兩性化者的各項專業能力表

現最佳。 

沈孟樺（2012）提出性別角色觀念和態度是社會化形成的。劉禮維（2012）

之研究，不同性別角色對人格特質、逆境商數、工作壓力、工作績效存在顯著的

差異。綜合整理如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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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性別角色相關研究 

研究者 研究成果 

李美枝 

（1981） 

以國內大學生，為調查對象，歸納國內的男性化與女性化特質認定標

準。例如：男性化特質為冒險、獨立；女性化特質為親切、溫柔。 

何英奇 

（1981） 

我國社會對男性的角色期待，除了重視男性化特質，也重視女性化特

質，因之兩性化者最佳。 

男性具男性化特質，女性具女性化特質，因符合社會期待，亦屬積極型。 

李美枝、

鍾秋玉 

（1996） 

綜合六項性別角色理論。女性角色改變帶動男性角色變遷，兩性中懷有

多元化的特質者最能衡量情境作適當自我表現。 

陳麗欣 

（1996） 

兩性都需降低傳統性別角色的期望，順應自己的性格特質發揮自己的功

能。 

洪淑敏 

（2002） 

國小低年級學童不認為性別僅屬於單一向度，小學童的性別角色刻板印

象：男性率性堅強；女性依附保守；父母親偏頗態度會造成孩子性別刻

板印象。 

范敏慧

（2002） 

五年級以上能認同故事主角投入自己情感，較容易改變性別角色；閱讀

能增加個人對男、女性別角色視野的寬廣性，增加團體討論能促進性別

角色印象改變。 

周宜萱等

（2003） 

女性經理人具男性化特質領導效能較高。 

業務性質者具男性化特質優於兩性化及女性化。 

具兩性化與男性化皆擅於激勵員工。 

林珍玫

（2003） 

高科技業女主管具兩性化最多，自我滿意度佳。 

楊振豐

（2004） 

小六生性別角色印象會因性別不同有顯著差異，不因家庭狀況、居住地

區、兄弟姐妹數、家庭社經地位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倪家珍

（2005） 

以國小教師為例，女性化職業中有兩性化傾向的員工，最能充分發揮角

色特質；性別不能影響成就動機、工作滿意、性別角色。 

杜宜展 

（2007） 

男生較有性別刻板印象。性別影響性別刻板印象。 

修習兩性課程者有較正確之性別角色及兩性化角色。 

董張伊麗

（2007） 

準老師們需對性別角色有正確認知，有助教師專業與學生教化。 

姚皖淳

（2009） 

女性校長性別角色認同傾向多為中性化，領導風格多元；中性化性別角

色認同的女校長，領導風格多元。 

李素馨等

（2011） 

兩性化者各項專業能力表現最佳，男性化或女性化次之，未分化各項表

現均低。 

沈孟樺

（2012） 

性別角色觀念和態度是社會化形成的。 

劉禮維

（2012） 

不同性別角色的人格特質、逆境商數、工作壓力、工作績效存在顯著的

差異。兩性化最佳、男性化或女性化次之。 

資料來源：本研究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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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性別角色量表相關研究 

 

以往觀念均視性別角色為互斥的極端觀念，認為個體不是男性化就是女性

化，直到Bem(1974)提出兩性化可以同時存在於同一個體，亦即一個人可以同時擁

有男性化和女性化的特質，此即性別角色的雙因子理論。Bem(1981)同時建立出性

別角色量表(Bem’s Sex Role Inventory;BSRI)（劉禮維，2012）。 

Bem的性別角色量表共六十項，其中二十項為男性化項目、二十項為女性化項

目，以及二十項作為區別的中性項目。根據受試者在各項目中的得分，可區分成： 

(1) 在男性化和女性化項目得分均大於或等於中位數，為兩性化。 

(2) 在男性化項目得分大於或等於中位數，女性化項目得分低於中位數，為男性化。 

(3) 在女性化項目得分大於或等於中位數，男性化項目得分低於中位數，為女性化。 

(4) 在男性化和女性化項目均低於中位數，為未分化。 

性別角色分類座標圖如圖2.1。 

 男性化分數  

 高  

女性化分數 高 

兩性化 男性化 

低 

女性化 未分化 

 低  

圖 2.1 性別角色分類座標圖 

資料來源：Ｄ.Ｒ.Shaffer（2002） 

李美枝(1981)考量我國與美國之民情不同，因此參照BSRI量表，以台灣的大學

生為樣本，重新編製出適合台灣之性別角色問卷。而此量表經過增修，至今仍為

學界所適用。 

因此本研究將參照李氏性別角色量表，以及相關研究量表增刪。相關研究有

關兩性化、男性化、女性化、未分化四種性別角色類型整理如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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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性別角色四種類型相關研究結果 

學者(年份) 研究項目 兩性化 男性化 女性化 未分化 

Jones etal.(1978) 適應關鍵  最佳   

Bernard(1980) 人格向度 最佳 最佳 佳 最差 

Erdwin et al.(1980) 
自我概念與 

顯性焦慮(適應性) 
最佳 最佳   

Spence et al.(1975) 

O’Cmnor et.al(1978) 

適應及心理 

健康分數高 
最佳    

Doherty & Schmidt 

(1978) 
自我概念 最佳  次佳 最差 

Bassoff & Glass(1982) 心理適應 佳 佳   

Bassoff & Glass(1982) 人際關係與婚姻關係 佳  佳  

Keller,Lavish & 

Brown(2007) 
創作及創新方式 最佳 次佳   

何英奇(1981) 生活適應 最佳 再次佳 次佳  

林邦傑(1981) 個人適應無差別 佳 佳 佳  

李新鄉(1982) 
社會壓力、人際關係

困擾 

最差 
（調適困

難） 

佳 佳  

楊世瑞(1986) 人際關係 最佳    

張馨芸(2001) 男性化特質主管  最佳   

黃月桂(2001) 

黃小鳳(2001) 

林蕙質(2002) 

楊瓊樺(2003) 

主管職位 最佳    

林珍玫(2003) 高科技女主管 最佳    

倪家珍(2005） 
女教師成就動機 

和工作滿意 
最佳    

劉禮維（2012） 

兩性化特質的工作壓

力、工作績效、人格

特質、逆境商數 

高能力

高生理

壓力 

   

資料來源：本研究建立 

 

綜合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多數研究結果顯示，具兩性化特質的人各項表現及

社會適應性最佳，均支持BEM（1974）提出的看法。但也有部分學者（何英奇，

1981）研究結果顯示，男性表現男性化特質，女生表現女性化特質，因符合社會

的普遍期待及認同，所以無社會調適之困難，而且可得到較高的增強回饋。李新

鄉（1982）的研究指出，兩性化特質的人因想面面俱到，所受到的社會壓力較大，

導致有調適困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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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教師參與專業發展評鑑態度的意涵 

 

本節主要是探討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的意涵，其內容包括：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的意義、目的、規準、內容方式，參與評鑑態度，以及相關研究理論。 

 

壹、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定義 

「追求教學卓越，提升教學品質」一直是教育界不斷努力的方向，因此發展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以提高教師教學成效，已是現今趨勢潮流。要釐清教師專業

發展評鑑的意義，首先要先探討「評鑑」一詞的意義。 

 

一、 評鑑的意義 

「評」字，常出見於評估、評價、評論及評判等詞語。「博雅」：平也，議

也。《後漢‧許劭傳》中提到：「劭好覈論鄉黨人物，每月更其品題，故汝南俗

有月旦評焉。」故「評」有議論、品評的意思。 

而「鑑」字，古代本義指鏡子，「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

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鑑」亦因此引伸為教訓、借鏡、借鑑之義。

前車之「鑑」、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詩經‧大雅》。若以古意論之，「評

鑑」有品評、議論，並引以為借鏡之意。 

「評鑑」一詞，英文evaluation，翻譯作「評價」，綜合字辭典之解釋說明，

係指對人、事、物作深入的了解及審慎的分析，多方評估衡量其得失，並做出正

確而有價值的考察或判斷。 

或許可以這樣看待教師評鑑，評鑑如鏡，一面得以反應教師教學品質的鏡子，

應可發揮「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的功能，得以讓教師看見並省思自身的 

而數十年來學者定義莫衷一是，各有偏好，隨著「評鑑」在教育界廣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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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被時代賦予多樣化的定義。綜合學者們的看法有三： 

（一）評鑑就是測驗。評鑑最初被當作等同於測驗，實施評鑑即是實施分數

測驗。即便今日多元評量成為教育趨勢，分數測驗因其有著參考價值而廣泛實

施，其結果仍普受重視及應用。因此評鑑是可作為檢視，確定目標達成程度的

判定依據。此法的優點是簡便、迅速、客觀且數據化容易判讀，缺點則是著重

成果分數而忽視人的行為是有其複雜原因，心理歷程及影響評鑑的因素為何，

無從得知（黃政傑，1991；徐敏榮，2002；邱婉婷，2006）。 

（二）評鑑是目標與實際表現結果的比較過程。此說也以Tyler(1950)及其徒為

代表，Tyler主張必須先設定明確的行為目標，當課程或教學活動進行過程中，

比較目標與實際表現結果的一致性，亦即是當教學過程進行後，進行判定學

習者所達到目標的程度多寡，即為評鑑（秦夢群，1997；周玉珍，2009）。 

（三）評鑑是專業判斷的歷程。Stufflebeam（1971）極力主張此說（徐敏榮，

2002；邱婉婷，2006）。此觀點起源於美國「認可制度」(accreditation)。認可

制度，係由教育專業人員組成的「認可機構」對各級學校進行評鑑，以確定

合乎某些既定標準的過程，例如評鑑學校中的學生，是否符合所預定的學業

水準，據此決定該校設立科系的層次與內容，評鑑不再附屬於測驗或限制於

教育研究法的領域。不再限制評鑑為量化分數測驗的看法，本方式可以根據

教育專家學者的判斷或意見，對教育體系制度或教學過程做評估及診療。著

重質的判斷（秦夢群，1997；徐敏榮，2002；邱婉婷，2006；周玉珍，2009；

林春宏，2009）。 

到了1960年代，新的概念層出不窮，又被提出。學者認為強調評鑑是優點或

價值的判斷，不僅是純粹對過程結果加以客觀的描述，更非技術性工作。評鑑應

當是質量兼具的，不宜有偏。 

「專業判斷」強調質的描述，而「測驗」、「目標達成」又過份重視分數「量

的描述」，均有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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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是過去表現所記錄的績效，更重要的功能應是前瞻未來的進步。因此單

一看法並不足以解釋評鑑的意義（黃政傑，1991）。 

因此綜合各學者們看法，為評鑑作如下定義：「由專業人員對受評鑑者，依

據適當客觀的標準，進行專業判斷，依據受評者的表現行為，進行目標審視，兼

顧質的觀察和量的分析，並據以提供未來改善計畫之歷程。」 

 

二、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意義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於期刊及論文研究中的名稱多變，最開始被稱為「教

師評鑑」，然而教師評鑑實際上離不開專業教學。後來被稱之為教師專業評鑑，

繼之學者認為應加入教師專業發展，最後才被正名為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簡稱為

「教師評鑑」）。 

Scriven（1973）指出，美國學者認為教師評鑑是一種「連續的歷程」，意在

協助教師專業發展與生涯規畫，並且依據適切規準對教師之教學表現評斷的歷程。 

學者普遍認為教師評鑑，是教師在學校中的教學、行政、班級經營及各項服

務表現，作價值判斷，以瞭解其表現優劣得失，藉此以協助改進教師教學，並提

升教學品質的過程。（王文科，1994；徐敏榮，2002；邱婉婷，2006；鄭文實，

陳志賢，2007） 

王文科（1994）認為，教師評鑑著重是過程，目標為達成追求「改良」的目

標，而「改良」的形成性目標是為協助教師改進教學。 

中外學者對「教師評鑑」的定義眾說紛紜，不勝枚舉，但綜觀之，觀點不外

乎如下：（歐陽教等，1992；張德銳，1992a；陳聖謨，1997；陳玉鳳，2002；朱

芳謀，2004） 

（一） 教師教學表現：著重教師各項表現資料蒐集，作評審分析等價值判斷。 

（二） 系統化的歷程：評鑑被視為一種連續的、系統化的歷程。 

（三） 共識性規準：有大家共同訂定、放諸之四海皆準的規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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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展望未來專業發展：瞭解教師教學表現優劣缺失，作為個人專業發展依

據，並作為學校組織之未來整體發展。 

（五） 回饋機制：強調評鑑者與被評鑑者的充份對話合作。 

 

綜合以上學者論述，賦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符合時代的新概念，定義如

下：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主要在於藉由實施評鑑，讓教師在評鑑的過程中，得到

回饋反思，瞭解教學過程中的優劣得失，並協助教師改進教學品質，並促進教師

專業發展的歷程（Stufflebeam,1971）。此評鑑過程中，必須共同訂定教師評鑑的

方式與規準，公正客觀的收集被評鑑教師在教學、人際、行政、專業、班級經營

等多元表現的相關資訊，不論是質的觀察或是量的測驗，都必須做綜合判斷，並

提供給受評者做為檢討反思、評估改進等相關用途，精進教師專業能力，確保教

學品質，達成教育目標，並展望個人及學校未來發展。」（徐敏榮，2002；陳玉

鳳，2002；蔡婉儀，2009；林彥妤，2010；張淑婷，2013）（如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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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定義的整理 

教師專業發展評

鑑的定義 

 

學者 

教學表現：

著重價值判

斷。 

系統化的

歷程 

評鑑規準

有共識 

展望未來

專業發展 

回 饋 機

制：充份

對話合作 

Stufflebeam1971 ˇ ˇ  ˇ  

黃政傑1991 ˇ  ˇ  ˇ 

歐陽教等1992 ˇ   ˇ ˇ 

張德銳1993 ˇ ˇ ˇ ˇ  

傅木龍1995 ˇ ˇ  ˇ ˇ 

陳聖謨1997 ˇ ˇ ˇ   

簡紅珠1997 ˇ ˇ  ˇ  

徐敏榮2002 ˇ ˇ ˇ ˇ ˇ 

林志成2002 ˇ ˇ  ˇ  

張德銳2006 ˇ ˇ ˇ ˇ ˇ 

羅國基2006 ˇ ˇ ˇ ˇ  

黃怡絜2006  ˇ  ˇ ˇ 

邱婉婷2006 ˇ   ˇ ˇ 

鄭文實，陳志賢

2007 
ˇ ˇ ˇ ˇ  

林春宏2009 ˇ ˇ ˇ ˇ ˇ 

蔡婉儀2009 ˇ ˇ ˇ ˇ ˇ 

林彥妤2010 ˇ ˇ  ˇ ˇ 

張淑婷2013 ˇ ˇ ˇ ˇ  

資料來源：本研究建立 

 

貳、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目的 

蔡宗陽(1995)認為：「『目的』即意念所想要達成的境地，亦可稱為『目標』。

換言之，目的的存在便會引領著意念方向和實際的行動。」（引述自徐敏榮，2002）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目的，仍無法脫離評鑑的目的。學者徐敏榮（2002）提

出： 

（一）具有「診斷」的性質的目的； 

（二）改進教育實施的目的； 

（三）促進教育人員專業成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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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認為教育專業發展評鑑的目的，大致可區分為「形成性目的」和「總結

性目的」二種： 

（一） 形成性目的：係指可以促進教師專業發展，提升教師知能，幫助教師瞭

解其教學方式及內容之優劣得失，由行政人員與教師同儕以協同合作方式，

協助教師改進教學，促進革新，提升並確保教學品質，維護受教學生權益，

並進一步就教師教學表現之不足之處，追求進修課程管道（方式），以充實

教學知能及素養，促進教師專業增能與專業成長（朱芳謀，2004；楊麗珠，

2005）。 

（二） 總結性目的則是作為考績證明或校內人事安排之用，以此結果用以教師

之考核、獎懲、聘用、薪資水準和教師表揚之依據，以及教師證照制度與教

師分級制之用，供學校擬定進修計畫之用。（鄭文實，陳志賢，2007）同時

也提供教育行政機關保存有用的記錄與資料，提供行政決策作為參考，並符

合社會大眾的要求，促進學校整體進步。（Brighton ,1974；Iwanicki,1990；

張德銳，1992b；高強華，1996；余榮仁，2000；徐敏榮，2002；朱芳謀，2004；

楊麗珠，2005） 

總之，學者們傾向於認為現行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應著重在專業發展（徐

諶，2002），主要目的應為幫助參與評鑑的教師們，瞭解自身優缺點及檢視並反

省自己專業素養及需求，績優教師得到表揚獎勵，可振興教師士氣，使不佳者有

機會改進教學方式，提昇教學品質，俾益建立教師專業形象，確保學生受教權益。 

評鑑結果可據以協助規劃教師在職進修，促進教師專業成長，加強教師生涯

發展規劃與自我實現。至於薪資敘級、聘任制度、教師分級制、人事安排或調動

及行政決策等總結性目的，乃是次要目的，目前暫不宜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掛勾

（徐諶，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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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模式之分析 

R.S.Petersｃ曾說過：「教育界實施任何活動都必須是合價值性、合認知性、

合志願性，此為教育界認可並同意至今。」（歐陽教，1988）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也符合此特性。在闡述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方式後，接著

要探討評鑑的模式。 

呂春嬌（1999）認為評鑑必須符合以下四個條件：1.有用的(useful)2.可行的

(feasible)3.倫理的(ethical)4.精確的(accurate)。(引述自張艷華，2002) 

評鑑的模式象徵實際的簡化(Simplification of reality)，代表著系統的結構，所以評

鑑的模式屬於一種理論的架構。埃爾金(M.C. Alkin)指出評鑑的理論應該具有三個

功用： 

(1) 提供可將評鑑的領域分類的概念體系(Conceptual scheme)。 

(2) 界定各種評鑑之策略，包括蒐集資料的種類，分析資料的方式，和報告提供的

方式等。 

(3) 提供有關利用各種不同的評鑑程序和技術的概括化系統 (Systems of 

generalizations)（楊文雄，1980）。 

藉由教師評鑑模式的比較，可協助對教師評鑑的工作任務獲得較為初步的認

識，也可瞭解在特定的情境中應選擇較適宜的評鑑模式。Kuligowski(1990)的研究

指出「教師評鑑的目的不同，會影響教師評鑑制度在設計上及實行上之不同」。

換言之，教師評鑑的目的會影響評鑑模式的選擇，若評鑑的目的是為教學精進就

必會選擇強調形成性目的模式，反之，是為了做某些特殊決定時就會選用總結性

目的的模式。(Barrett,Joan,1986) 

美國學者Thomas L. Mcgreal (1983)指出攸關教師的評鑑最常用的模式計有五

種：臨床視導模式(clinical supervision)、目標設定模式(goal setting model)、共同法

則模式(common law model)、產品－成果模式(product model)、和藝術性或自然的

模式(artistic or naturalistic model)。(Shinkfield, Stufflebeam,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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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ter(1989)認為教師評鑑模式包括目標達成模式(Target output model)、表現

指標模式(performance indicator model)以及診斷模式(diagnostic model)。 

國內學者歐陽教、張德銳（1993）則認為教師評鑑的模式可分為四類：臨床

視導模式(clinical supervision model)、目標設定模式(goal-setting model)、治療模式

(remedial model)與共同法則模式(common law model)等。 

因應形成性或總結性目的的不同，導致教師評鑑模式設計不同。茲分述其內

容及優缺點如下： 

 

一、 臨床視導模式：  

此為形成性評鑑。臨床視導中的「臨床」概念，並非諮商或治療的型式，

是指密切的觀察、詳細的觀察資料分析，並由視導人員與教師間面對面的互

動關係，以協助教師改進教學的一種歷程（陳玉鳳，2002）。意指對教師進

行直接的觀察，觀察教師教學過程，根據獲取的資料，教師和視導人員面對

面的互動交流，進行分析和改進教師教學行為和教學活動（徐敏榮，2002）。

臨床視導模式可以分為五個階段： 

（一） 觀察前會議： 

在本階段視導人員須先與受評教師建立良好人際關係，討論教學內容

並瞭解班級的狀況。在此會議中須討論達成的目標有五：(吳清山，

1996) 

1. 上課內容。 

2. 教師教學。 

3. 學生學習。 

4. 觀察的重點行為。 

5. 視導人員可以收集的非教室觀察資料的種類和方法。 

（二） 教學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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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階段視導人員須在教室觀察。而為了要詳細瞭解到教師的教學表現

良窳，視導人員可使用系統性的抽樣方式或紀錄工具，詳加記錄，避

免斷章取義，來收集最完整最符合事實之資料。也可以勤做筆記、錄

音、錄影等。 

（三） 分析和策略： 

視導人員將教師觀察之資料進行統計、分析、彙整，再由視導（評鑑）

人員對教師教學之表現水準和教學問題做判斷。並且在分析、判斷後，

視導人員需提出一套改進建議策略，和觀察後改進計劃。 

（四） 視導會議 

此階段中，視導人員呈獻教室觀察資料及分析結果，讓教師充分瞭解

自己教學表現及問題。藉會議檢討教師教學得失，鼓勵和增強教師的

優點，對教師之缺點提出改進和修正策略的研討、諮商和協議。 

（五） 會議後分析 

此階段為視導人員檢視自己的視導行為，例如：「視導工作是否有助

益及效能？」「視導的目標及技巧是否需要修正？」 

臨床視導是一種循環的歷程：會議後的分析並非是視導循環的結束，而是另

一個視導循環的開始。藉由不斷的教學→視導→改進→再教學，藉以提升教學成

效及教師的專業發展。 

但此評鑑亦有缺點，教師除了自己備課之外，還得和視導人員開會討論教學

內容，而上課時有師生以外的人在教室，亦會對課堂造成騷動影響。而教學結束

後的檢討會議也容易造成制式化。因此，臨床診斷模式此法容易讓老師們心生排

斥（徐敏榮，2002；陳玉鳳，2002）。如圖2.2：臨床視導模式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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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觀察前會議 

評鑑人員類別：上級－部屬、

行政人員、小組、校外人士 

 2.教學觀察 

資料蒐集之方法：教室觀察、

教學錄影、錄音、教室日誌、

問卷與面談 

   

5.會議後的分析 

視導（評鑑）人員自我評估和

檢視 

 

  

4.視導會議 

對教師的優點、缺點進行改

進、修正、研討、諮商和協議 

 3.分析和策略 

教師觀察之資料進行統計、分

析、彙整，並提出改進之計劃 

圖 2.2：臨床視導模式 

資料來源：陳玉鳳（2002） 

 

二、 目標設定模式（goal setting model） 

 

此模式屬於形成性評鑑。此模式由評鑑與教師共同評估教學成長的需

求，共同設定教學成長的目標，接著協助教師執行達成目標的行動計畫，最

後再和教師共同評估目標達成的程度，以發展教師的教學專業知識和技能（歐

陽教等，1992）。此模式可以Redfern(1980)所發展的「目標表現途徑」(the 

performance objectives approach)來作為代表（歐陽教等，1992）。其六個循環

步驟如下： 

（一） 設定教師表現領域： 

此步驟提出教師表現的評鑑領域，在每個評鑑領域下，各有不同的行

為指標，因應教師專業成長需求，此階段之評鑑組成人員，可為小組、

上級長官（教育局）及校外專業人士，以訂定及診斷教師之表現領域。 

（二） 鑑定需要： 

參考評鑑領域和行為指標作為架構，教師和評鑑者共同討論教師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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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情況及決定需要改進的地方。 

（三） 設定目標和行動計畫： 

依據討論之結果，達成共識，訂定專業成長目標，行動計劃及完成計

畫之日期，並得到教師認可。 

（四） 執行行動計畫： 

評鑑者協助教師，定時逐步完成行動計劃。過程進行中，雙方職責與

角色明確劃分，以利計劃進行。評鑑者評判依據為觀察教師表現，收

集相關資料。資料之蒐集方法有：教室觀察、學生學習成就、教學錄

影、教室日誌、教學檔案、問卷及學生面談記錄。 

（五） 評鑑結果： 

此方式分為形成性和總結性部分。先由教師自我評鑑，再由評鑑者進

行複評，並提供回饋資料讓教師自我改進，促進專業成長。而總結性

評鑑部分，評鑑者可按形成性評鑑的結果或相關訊息回饋，對教師在

評鑑領域上的表現作整體之年度考核。 

（六） 討論結果 

評鑑後，應召開評鑑會議，讓評鑑者和教師討論評鑑結果。其內容為：

教師教學和工作各方面之表現，專業成長目標、行動計劃、改進建議、

錯誤訊息，以及與評鑑相關之事宜。此步驟為評鑑過程的結束，也是

另一個評鑑的開始（如圖2.3）。 

此法命名為目標設定模式（goal-setting model），其優點為，以形成性評鑑為

主，總結性為輔，可提供教師教學改進，也可提供主事者作行政決策。其缺點是

準備資料太多，教師多希望能將時間用於學生身上，易對與教學無立即相關的事

務心生抗拒（張德銳，周麗華，李俊達，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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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設立教師表現規準 

評鑑人員：上級、小組 
 

 

   

6.討論結果 

評鑑會議之召開、回

饋、下一循環之準備 

 

（資訊回饋） 

 

2. 鑑定需要 

評鑑者和教師共同討

論設定需要 

 
 

 

5.評鑑結果 

包括形成性評鑑 

（自我評鑑）以及 

總結性評鑑 

（年終考核） 

 

4.執行行動計畫 

目的在於完成計劃與觀察

教師教學。其資料蒐集之

方法：教室觀察、學生學

習成效、教學錄影、教室

日誌、教學檔案、問卷及

面談。 

 

3. 設定目標和行

動計畫 

評鑑者和教師共

同討論制訂 

圖 2.3 目標表現途徑架構圖（目標設定模式） 

資料來源：歐陽教等（1992：50） 

 

三、 共同法則模式（common law model） 

此模式屬於總結性評鑑。此名稱源自於美國的學區（65%以上）都曾實施過。

McGreal(1983)指出，此模式以行政人員（通常是校長）為主導，教師為被動受評

客體之方式。其特徵如下： 

（一） 評鑑者高度參與且主導評鑑歷程，教師卻低度參與，僅被動地接受考核。 

（二） 僅使用教室觀察法，並無事先知會，只能觀察到時間點的結果，而無系統、

計劃性觀察活動，易成以小觀大，先入為主的印象，失之客觀。 

（三） 對「非終身雇用教師」和「終身雇用教師」採相同評鑑程序，僅有評鑑次

數多寡的差別。 

（四） 強調年度考核的「總結性評鑑」，忽視形成評鑑的過程。 

（五） 評鑑規準統一，是其優點，但是忽略教師個別差異及教學應有的因時制宜

及彈性。且規準內涵由學校所定，是學校重視之教學價值觀（教育理念）

及教師能力表現，而非教師認可之教學成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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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評鑑格式為三至五個等第評定量表，迫使受評教師的表現被迫作比較，容

易造成教師惴惴不安。 

此模式評鑑標準、規範、內容，一致且清楚，評鑑者很迅速就清楚的完成評

鑑內容，並將結果作為行政決策用途（如圖2.4）。但此法流於制式，也過於權威

性、強迫性，有欠公正及客觀，評鑑結果若有失，易造成教師反彈（徐敏榮，2002；

陳玉鳳，2002）。 

 1.設定評鑑標準 

由校長、學校教師評鑑委員會決定 

 

   

2.進行評鑑 

評鑑人員：校長、行政人員、上級長官 

資料蒐集方法：校長視導教室觀察、學生成就、教室日誌 

   

 3.評鑑結果之認定 

     通常由校長主觀評定 

 

   

 4.評鑑結果之用途 

年度成績考核 

 

圖 2.4 共同法則模式架構圖 

資料來源：徐敏榮（2002） 

 

四、 教師發展模式（Developmental Teacher Evaluation Kit,DeTEK） 

Harris & Hill(1982)認為過去教師教學評量受限於主觀的判斷、評鑑結果與處

分及解聘相連結，缺乏專業計畫及被視為校長管理教師之一種手段等因素，而使

其價值大受限制。因此，為擺脫過去教師評鑑系統的缺點，即積極於1958年起發

展「教師發展評鑑系統」，於1960年代，有數千位校長和視導人員參與視導工作，

並建立一套以校長為觀察者和分析者之教師評鑑系統。在1970年代，即透過教師、

校長和視導人員的合作，發展出相關評鑑工具並加以測試。此DeTEK模式，基於

多年的實務工作上，透過蒐集、分析客觀資料，以診斷的程序來輔導教師專業成

長計畫，並藉由簡明的程序和工具量表等連續性的發展過程，鼓勵教師和評鑑者

在相互信任及共同負責的基礎上共同合作（呂木琳，張德銳，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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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K的首要目標是改進所有教師的教學，這個模式可以用來分析教師行

為、確認成就和能力及診斷特別需要改進之處。Harris & Hill(1982)認為DeTEK工

具所獲得的資料對個別教師的總結性評鑑系統有基本的貢獻，但它並非總結性評

鑑。因此，整個系統模式設計的焦點集中在教室表現和資料的診斷上，它鼓勵學

校教師間的逐步合作，而非與總結性評鑑有關（呂木琳，張德銳，1992）。 

DeTEK發展評鑑系統，其過程有四個階段，十個步驟，有多種工具使用，過

程及實施流程如表2.5及圖2.5（呂木琳，張德銳，1992）。 

 

表 2.5 DeTEK 模式評鑑過程一覽表 

階段 步驟 工具 

一、診斷前調查 1.自我分析 

2.教室觀察 

3.會議 

1.教師教學表現自我檢視量

表：自我分析調查教學行為

綜合觀察量表（可在多處使

用，故未予編號） 

2.統計表 

二、觀察重點分析 4.自我分析 

5.教室觀察 

6.學生報告 

7.診斷分析會議 

1.教師教學行為自我報告表 

2.教室觀察者報告 

3.輔助性學生報告 

4.資料分析 

三、成長計畫 8.會議 1.專業成長計畫 

四、改進與檢討 9.成長計畫之執行 

10.完成證書以及另外

需要之確認 

 

資料來源：呂木琳，張德銳（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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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診斷前調查 

1. 完成評鑑工具（自我評鑑） 

2. 綜合觀察（評鑑人員：校長、視

導人員、科主任） 

3. 開會分析、比較資料並作決定 

 第四階段：改進與檢討 

9.實施成長計畫：計畫之執行 

10.檢討會議：承認教師成就、

獲致改進、決定另一評鑑指

標 

   

第二階段：診斷分析 

4. 自我評鑑（方法：自我評鑑） 

5. 教學觀察（方法：教室觀察；評

鑑人員：評鑑小組） 

6. 學生報告（方法：學生評鑑；評

鑑人員：學生） 

7. 診斷分析（針對上述蒐集之資料

進行分析、確認改進之需要） 

 第三階段：成長計劃 

8. 準備成長計畫： 

教師和共同合作人員發展出

改進之計劃 

圖 2.5 DeTEK 評鑑實施之流程圖 

資料來源：Harris & Hill(1982,p15) 

呂木琳、張德銳譯（1992，24） 

 

（一） 階段一：診斷前調查 

步驟一：教師完成「教師教學表現自我檢視量表」。 

步驟二：評鑑小組成員使用「教學行為綜合觀察量表」。 

步驟三：評鑑小組成員開會研商，分析整合並比較「教師教學表現自我

檢視量表」和「教學行為綜合觀察量表」。 

（二） 階段二：重點診斷分析 

步驟四：教師完成「教師教學行為自我報告表」，等同「教師教學表現自

我檢視量表」，可審視自己是否具備每一個重點行為指標。 

步驟五：教室觀察者（評鑑小組）完成「教室觀察報告表」。 

步驟六：一組學生完成「輔助性學生報告表」，每位學生對教師教學時的

行為指標是否存在表示看法，依「教師教學表現自我報告表」和「教師

觀察報告表」中的相同部份。 

步驟七：評鑑小組和其他專業人員，使用之前所提供資料，開會共同合

作完成「資料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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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階段三：成長計畫 

步驟八：以步驟三方案或步驟七診斷之需求為基礎，教師和合作人員開

會完成「專業成長計畫」，發展一套改進計畫。 

（四） 階段四：改進之努力 

步驟九：在完成專業成長計畫後，接著共同合作執行成長計畫，完成指

定任務。教師診斷所需要的相關知識於在職教育計畫中也很重要的。 

步驟十：教師和共同合作者開會檢討，此步驟強調承認教師的成就，成

功完成成長計畫活動並獲改進。這個步驟也是提供決定開始另一新評鑑

循環的機會。 

這些評鑑的過程實施完成後，再循環就可以不斷著手進行，此評鑑過程著重

於教師們的形成性評鑑，藉由此評鑑過程，匯集資料並收集成總結性評鑑的資料。 

此評鑑的優點為參與評鑑者眾多，蒐集到的資料是完整且易解讀，教師教學

表現如何，可一目瞭然，也可獲得與其他同儕教師及學者專家交流的機會，並有

促進檢討省思及改進的機會；其缺點是為過程繁複，需要準備的資料眾多，評鑑

之前後均需開會檢討，容易造成被評鑑者的心理負擔。 

 

五、治療模式（Remedial Model） 

張德銳（2004a）認為，當教師被發現具有嚴重教學缺失時，必須在教學導師

的協助下，於一段時間內，改善教學缺失，此種模式在歐美國家實施以來，有助

益於解決不適任教師問題（林春宏，2009）。 

Seyfarth (1991)主張治療模式主要用於補救教師已被發現的教學表現弱點，然

後再視教師是否改進缺失，做為其是否繼續被聘用的參考。亦即在實施治療模式

的教育機構裡，教師在年度成績考核被發現具有嚴重教學缺失時，則該名教師必

須在校長或指定輔導教師之協助，逐漸改進教學缺失。若再經一段時間，該名教

師仍無法達到所規定的最低教學表現要求，則該名教師可能面臨被解聘的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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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模式可以矯正教師的教學缺失，促進教師皆能達到最低限度之教學表現水

準。但實施困難，此舉將花費評鑑者大量的時間、對教學能力較強的教師無法提

供協助且忽視了教學行為的複雜性（陳白玲，2003）。因之此模式主要為「總結性

目的」，而以「形成性目的」為輔的評鑑模式。 

 

六、教師績效評鑑（Teacher Performance Evaluation，簡稱TPE） 

此評鑑模式為Richard Manatt 所提出，他們認為成功的教師績效評鑑要有： 

（一） 根據有效教學研究結果而訂定的評鑑等級表。 

（二） 和觀察教室情境有關的課程分析。 

（三） 指導、諮詢和啟發教師改變的技巧。 

（四） 提供程序上與實質上的法律程序，以保護教師與評鑑人員。 

另外，在實施教師績效評鑑必須考量其信、效度以及合法的鑑別等問題，如

何使教師績效評鑑具有成效，必須注意下列四點： 

（一） 教師績效評鑑指標為何？ 

（二） 學校所希望設定的標準有多高？ 

（三） 學校要如何監督、報告及測量教師的績效？ 

（四） 行政人員要如何幫助教師改善教學？ 

此模式包括形成性與總結性評鑑等兩種型態（如圖2.6）。其實施步驟包括： 

（一） 建立評鑑規則。 

（二） 確定接受評鑑教師。 

（三） 分析課程計畫。 

（四） 召開觀察前會議。 

（五） 進行教室觀察。 

（六） 召開觀察後會議。 

（七） 綜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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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撰寫評鑑報告。 

（九） 訂定工作改進目標，並且繼續循環此九大步驟。 

 

 自我評鑑  

   

形 觀前會議 觀察前資料蒐集 

成   

性 教室觀察 工作紀錄文件 

評   

鑑 觀察後會議 回饋期間 

   

總結性 總結會議 總結評鑑報告 

評鑑   

 工作改進目標 工作改進目標一覽表 

   

  工作改進目標狀況報告 

圖 2.6 教師績效評鑑（TPE）循環流程圖 

資料來源：吳政達（1999，p53）。 

 

小結： 

各類型的教師評鑑模式各有其優缺點，學校無論採用何者評鑑模式時，須經

審慎評估，考量其得失與適用性，並依循評鑑目的及用途相配合，老師們方能體

會評鑑之良善美意。學者們研究，實施教師評鑑多以形成性目的為主，最受教師

們肯定與接受（陳玉鳳，2002；徐敏榮，2002；張艷華，2002；林曉音，2008）。

因此，則可選擇臨床視導模式，教師發展模式，目標設定模式，或治療模式。若

評鑑是為了總結性目的，則可選擇教師績效評鑑（TPE），或共同法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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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方式及工具 

 

實施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必須確立評鑑方式，方式由學校教師共訂之並實行。

一般的教育評鑑依參與評鑑人員的組成可分為三大項：一、教師自我評鑑。二、

校內評鑑。三、校外評鑑。其中校內評鑑又可分為同儕評鑑、行政人員評鑑、上

級對部屬評鑑、小組評鑑、家長及學生評鑑。以下細述之： 

 

一、 依評鑑人員組成： 

（一） 教師自我評鑑：此項評鑑由主管教育機關或由學校當局自行發展自我評鑑

量（或檢核表），由參與評鑑的教師自行依據檢核表之內容填寫，藉填寫

資料內容檢視自己教學，評判自己的表現及教學成效（徐敏榮，2002；顏

國樑，2003a）。 

自我評鑑是一項非常好的機制，教師最接近教學現場，也最了解教學情境

及脈絡，不僅最能掌握教學流程，透過自評是一種自我診斷，引導教師自

我反省，並分析自己的優缺點，得以進步成長，提升教學品質（Barb 

er,1990；傅木龍，1996；翁福元，林松柏，2004）。 

自我評鑑雖然是一種非常好的機制，但也流於失之客觀，不易精準，可信

度存疑的缺點。教師或囿於對評鑑的認知偏頗而產生誤解，或對資料的蒐

集耗時費力，或對己身能力認知有誤，個人也可能基於個人自尊（張春興，

1977），為防禦顯露自己的隱私缺失，難免有意做假。而對自評量表填寫

失真（Airasian & Gullickson,1995）。Brighton(1965)甚至認為，許多不適

任教師和缺乏安全感的教師，常會高估自己的教學表現，造成結果不可靠。 

避免上述疑問產生，扭曲評鑑結果，除自我評鑑外，宜再輔用其他評鑑方

式（翁福元，林松柏，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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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校內評鑑：校內評鑑的種類非常多，組成人員的不同可區分為上級對部屬

的評鑑，同儕評鑑，行政人員評鑑，家長評鑑，學生評鑑，小組評鑑。 

1. 同儕評鑑：係指兩個相同層級人員互相評鑑。此種評鑑一般被認為較為

溫和友善的（徐敏榮，2002），教師也最認同由同儕教師擔任評鑑者（石

璧菱，2003；邱靜美，2013）。評鑑者與被評鑑者之間，均熟悉彼此課

程及教學環境，且具有相似的教學經歷及經驗，較易相互理解認同彼此

的表現，被評鑑者較無太大的壓力，彼此能愉快輕鬆的互動。因此，同

儕評鑑是一種重要且有益教育的評鑑，只要有適當評鑑工具支持之，同

儕評鑑會較之其他評鑑方式，容易改善教師教學品質以達教學進步之效

（Wragg,1988；吳貞宜，2000；徐敏榮，2002）。 

但同儕評鑑結果可能不夠準確，評鑑者及受評鑑者為同儕，彼此熟稔有

私誼，可能左右結果：平時關係好，容易有護短包庇之情形；若交惡則

有借機尋隙或求疵嫌疑（吳貞宜，2000）。反而造成評鑑結果的可信度

偏低，優良教師無法鑑別勝出，受到表揚肯定；而不適任教師的缺失無

法檢示也無改正機會。因此，若僅有同儕評鑑實施亦值得商榷。 

2. 行政人員評鑑：係指由科系辦公室和教務處，依據教師的出缺席，請假，

公差，調課、補課和缺課，上課遲到早退，命題閱卷，或送交成績及各

項資料早遲，是否因此影響到行政工作效率。此方式等同於現今實行之

「教師成績考核」（傅木龍，1996；余榮仁，2000；徐敏榮，2002）。

行政評鑑可作為佐證，補充並解釋其他評鑑的資料，惟其影響因素多變，

也可能受教師人際關係，評鑑者主觀意識，及教師個人偏好的教學方式

影響。 

3. 小組評鑑：又稱為評鑑委員會，其組成成員包括學校行政人員和教師代

表組成，希望多方參與，能使教師評鑑結果，因有第三方存在使結果與

公信力增加，公正客觀並透明公開，期待行政人員及教師代表能互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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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以其專業能力互補不足之處（徐敏榮，2002）。此亦為其優點。 

4. 上級對部屬評鑑：此評鑑模式適宜用在科層化組織中，由職位較高者評

鑑職位較低者。在學校中，教師需受校長督導管理及評鑑；同樣地，校

長也需接受地方教育當局督學的視導，或其他長官的評鑑。此種由上而

下的單一模式為此評鑑的特色。但上級（校長）通常兼有管理權，易對

受評教師造成壓迫，可能有奉承、畏懼等心理壓力，或擔心月暈效應發

生。所以此種評鑑方式常被認為有失公允（顏國樑，2003a）。 

5. 家長評鑑：亦評鑑成員由家長組成，包含學生家長，家長會長或其他社

會人士。此種評鑑方式宜善用間接性資料或以學生學習反應，作為評鑑

之參考。例如家長會對教師批改作業，教學準備或學生獎勵有所反應，

均可作為間接評鑑（徐敏榮，2002；吳政達，2002）。 

家長雖然關心學生的學習狀況，但基於教師自主及教師專業的考量，讓

家長進入教室對教師評鑑，並不適宜。不過，國中小教師亦不反對家長

參與評鑑系統（吳政達，2002）。家長評鑑也有參考價值，然而家長易

受學生轉述影響，接受學生之二手訊息（徐敏榮，2002），例如批改作

業，課間師生互動，級務處理等。家長的意見可以豐富教師專業評鑑內

容（翁福元，林松柏，2004）。 

6. 學生評鑑：學生是教學活動中的主角，教師的教學給予學生最直接的感

受及最廣泛的影響。因此學者們認為，學生評鑑是最直接、客觀，非常

重要的評鑑方式（Bollington,Hopkins, & West,1990；黃坤錦，1995；翁福

元，林松柏，2004）。 

翁福元等人（2004）提出：「實施學生評鑑時，應要提供清楚完整的指

導語，學生可以和評鑑人員彼此討論，兼採質化與量化評鑑方式。」 

然而學生是否能正確判斷教師專業是頗受質疑的，以年齡而言，年紀較

長學生，深知教師掌握學生分數權和管理權，是否會對老師管教學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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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制衡，左右評鑑結果呢？徐敏榮（2002）認為，當國小教師全面實施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中低年級學生亦需參與評鑑老師時，學生能力是否

足以公正客觀表達評鑑結果，公平性顯然是不足的，所以學生評鑑方式

不宜單獨過份使用。更何況若將學生評鑑資料彙入總結性評鑑，是否有

損師道尊嚴？此法宜與其他評鑑方式一併實施，以收互相檢驗之效。 

（三）外部評鑑：外部評鑑顧名思義，是由他校的校長、老師、行政人員，地方

的教育督導單位（教育處），或專門進行教師評鑑的專業學者團體等，組

成外部評鑑小組。這些校外人士，多半具備深厚學養，且專門從事教育相

關評鑑工作，理應能以最客觀態度進行評鑑工作。但由於來自校外人士與

教師間並不瞭解，對學校學生及教學環境認識也不深，評鑑結果易產生以

偏概全限制（徐敏榮，2002），無法完全彰顯評鑑效益（顏國樑，2003b；

翁福元，林松柏，2004）。而校外人士侵入校園，亦對向來平靜的校園環

境造成騷動，此問題亦需重視。 

 

小結： 

實施教師專業發展評鑑，過程中應避免有上級對下級的管理壓力，或以專家

身分導致權威性壓迫，使學校人事安排任用及評鑑結果與教師考核績效掛勾的情

形發生。對教師而言，評鑑可以增加互相幫助的盟友，能觀摩學習、創新教學、

促進成長的好夥伴，彼此互相砥勵，加油打氣。無論參與評鑑的成員為何，同儕

教師，行政人員，專家學者，家長與學生等，並無上下階級之分，有的只是相同

的立場，輔助者角色，協助教師教學革新，與教師產生直接互動，共同為提升教

育品質而努力。而以上八種方式，並無一最優之評鑑方式，為落實評鑑之形成性

目的，宜綜合採用之。近年來，學生、家長參與的呼聲日高，亦不可排除於教師

評鑑制度，多方參與，所下之評鑑結論才能更正確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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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評鑑資料來源區分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資料來源很多，本研究針對（一）教師自我評鑑報告；

（二）教師之教室觀察；（三）教師教學檔案；（四）教師晤談；（五）學生學

習成就；（六）教師能力測驗；（七）問卷調查等較常見方式說明如下： 

（一） 教師自我評鑑報告（Self-evaluation Report）：由學校發展自我評鑑檢核表，

教師自行填寫檢視教學成效。優點為執行簡便、迅速，最不干擾教學現場。

最瞭解教學現場的是教師，也最能掌控教學現場，教學成效和學生狀況，

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透過內省對自我教學作有效評估和反思。但如僅依

自我評鑑報告，教師也可能高估或錯估自己教學表現，結果流於主觀，未

能反應真實狀況。此方式必須再輔以其他評鑑方式彌補不足。 

（二） 教師之教室觀察（Classroom Observation）：在講求「眼見為憑」的時代

趨勢下，此方法最為直接及普遍。學校校長、行政人員或教學同儕夥伴進

入教室中觀察教學環境及教學活動，透過實際視導觀察其教學活動良窳，

提出回饋訊息給予教師改進，做紀錄且長期保留和重複使用。但缺點是對

教學現場造成干擾，觀察到的未必是日常上課實況，且無法察覺到教師背

後的社會、心理、政治、組織等因素（Peterson，1995；顏國樑，2003a；

蔡婉儀，2009）。此法之實施模式為：「觀察前會議→教學觀察→分析和

策略→視導會議→會議後的分析」。 

（三） 教學檔案（Portfolio）：教師教學檔案係將教師教學生涯中之各項教學資

料及計畫，以系統性、組織性、目標導向的方式紀錄和蒐集資料，並建立

教師個人的教學檔案。此種檔案評鑑，透過多元化的資料呈現，由教師自

我抉擇並收集，彙整為個人檔案的形式，可觀察教師教學表現的專業能

力，多元資料的呈現，也可完整瞭解教師的教學，並顯現教師內在隱藏的

專業能力。但因其開放性的特質，容易為花俏的表面效度所影響，作資料

未必等於教學品質，容易流於造假應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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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師晤談（Appraisal Interview）：此法可在教學前和教學後實施。教學前

可詳細討論教學計畫以及實施觀察工具、時間和地點；教學後可一同檢討

教學目標和評鑑規準是否達成，以訂定成長計畫。透過晤談可瞭解教師的

教育理念，教學方法，管教輔導方式，獎懲措施等，可對教師做初步的價

值判斷。晤談不只能促進教師教學反省，並在其中對彼此教學方法有交流

的機會，但晤談需先建立彼此信賴的關係，也需要較充足的時間來進行。 

（五） 學生學習成就（Student Achievement）：以學生學習成績、競賽成果，及

行為表現，瞭解教師教學表現之良窳（張德銳，1992b）。我國自古即有

「教不嚴，師之惰」的說法，學生在校之表現優劣，教師責無旁貸，近來

更受到歐美觀念及社會期待影響，教師「績效責任」的看法甚囂塵上。此

優點為數據化，客觀公正，易於取得並統計資料；缺點則為影響學生表現

因素頗為複雜，舉凡社會觀點、家庭背景、學校期待與學生資質，皆不受

教師掌控。此應只能作為一種參考性指標，方不失其公平性。 

（六） 教師能力測驗（Competency Testing）：測驗，因其公平客觀性，自古以來

即最常使用。可檢測出教師的基本知識、學科知識及教育專業知能。例如

美國的國家教師檢定（National Teachers Examination, NTE），即一種能力

測驗，用來檢測教師資格的認定或教師初聘的依據（陳世佳，2004）。優

點在於可公平、公正檢測教師的相關基本知識，去除人為主觀之影響；缺

點為能測出教師的知識學養能力，但不能代表教師教學效能及表述能力。 

（七） 問卷調查（Questionnaire）：此即學生或家長對教學的反應回饋。家長和

學生可由填答問卷表達對教師教學的看法，是經濟快速、省時省力的教學

評鑑資料蒐集方法。學生親臨教學現場，感受最深，而教育水準提高後家

長對教育也非常關心。然則，此法得到的資料，可能較膚淺表面，無法探

究深入的原因，填答者未必能了解問卷內容，無法闡述回答深層核心的問

題亦是其缺點。若參考結果當做總結性評鑑，雖有值得商榷之處，仍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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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價值。 

而評鑑結果報告有封閉式評鑑（closed appraisal）及開放式評鑑（open 

appraisal），應採用開放式評鑑，使受評鑑者可看到他們的評鑑結果書面報告，也

可與評鑑者展開專業對話和討論、省思教學過程，獲得改進的機會，惟需注意保

密，未經受評鑑者同意，不得公開結果（林曉音，2008；周玉珍，2009；周麗華，

2012）。 

 

伍、教育部實施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現況 

 

教學是必須終身發展的專業，一位稱職的老師，須要合乎什麼專業標準？教

師法有明文規定，學者們各自提出不同的看法，一般多認為須符合以下的標準：

（陳玉鳳，2002；徐敏榮，2002） 

一、 德行：教師應具有良好品德與操守。 

二、 教學：教師應有教學專業知能並積極維護學生受教權。 

三、 輔導：教師應作好輔導與管教，以維護學生健全之人格。 

四、 研究進修：教師需依規定參加與教學、學校相關研習與進修活動。 

五、 行政配合：配合學校行政工作並圓滿達成任務。 

六、 守密：教師需保護學生資料不得洩漏。 

七、 社會教育活動。 

八、 配合相關法令之規定。 

 

教育部於2009年補助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要點中，指出幾項實施程

序，概述如下： 

一、 實施前宣導和訓練：評鑑實施前，有關於評鑑目的、內容、規準與評鑑方式

都需充分的宣導和事前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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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料密封：評鑑資料填寫及蒐集完整後，需送評鑑小組與規準評比審議。 

三、 個別通知本人：評鑑結果僅可以書面通知評鑑者，非經本人同意不得公開。 

四、 未達規準處理：若有未達評鑑規準之情形，需由本人規劃成長計畫，於一個

月內提出複評。 

五、 學校輔導進修：受評者提出成長需求，學校提供協助並安排校內外進修機會。 

六、 同儕輔導協助：初任教學二年內自願受評或評鑑未達規準者，可安排教學輔

導教師協助。 

 

確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有助於評鑑工作的擬定，並透過良好的教師評鑑

規準，才能使教師評鑑有效及順利的實施（周玉珍，2009）。林天祐（2000）認

為指標是衡量目的之具體項目，也是管控目的達成程度的重要依據。尤其現今國

小教師任用改聘任制度之後，各校得以透過學校教師組成之教評會，自主遴選符

合學校所需的教師，此舉與歐美等教育先進國家重視的學校自主行政管理的趨勢

是一致的。但現行的各項評鑑指標各有其適用對象和情境（張新仁，2010）。因

此各校在訂定教師評鑑規準時，應考慮學校本身的教育目標和參與教師們一同制

訂。教師需要能瞭解、接受教師評鑑規準，他們才可能會支持教師評鑑制度（張

德銳，1992a）。 

而教育部在辦理評鑑後，檢討各項成效，發現評鑑規準應再強化學習者中心

理念，才能幫助受評教師在評鑑歷程中，以學生學習為思考角度，配合具體明確

的規準與工具，檢視教學行為，才能協助學校落實有效評鑑歷程，方能提升教學

品質，增進學生學習成效。如圖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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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教育部，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概念架構圖(2014年8月31日) 

資料來源：教育部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平台 

 

陸、評鑑規準與評鑑工具 

 

教育部邀集曾憲政、張新仁、張德銳、許玉齡等編擬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

暨工具。根據此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內容包含課程設計與教學、班級經營與

輔導、研究發展與進修、敬業精神與態度等四個層面，計 18 個評鑑指標、三項評

鑑工具（含教師自評表、教學觀察表、檔案評量表）、及兩份延伸應用表格（綜合

報告表及專業成長計畫表）。以下將分別列出評鑑規準與工具。 

 

一、評鑑規準 

教育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小組依據呂錘卿和林生傳（2001）、吳政達（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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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清山等（2000）；張新仁（2004）、張新仁、馮莉雅和邱上真（2004）、張德銳等

（2000）、張德銳等（2004）、歐陽教等（1992）、簡茂發等（1998）、潘慧玲等（2004）

國內學者提出的評鑑規準，並參考美國加州、德州與馬里蘭州、奧地利、加拿大、

英國、比利時、澳大利亞等國外教師評鑑資料，設計我國中小學教師專業評鑑適

用的規準。 

此規準係以中小學教師「專業能力」為核心，並採取「層面—指標—參考檢

核重點」為架構，而完整建構的指標系統。層面乃指涉教師教學專業能力的主要

領域或面向，共包括了四大層面：課程設計與教學、班級經營與輔導、研究發展

與進修、敬業精神與態度等四方面，涵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教育工作的主要

內容。為瞭解所研擬的評鑑標準和實施程序等在中小學適用的可行性，亦經過多

次專家諮詢會議、公聽會、與問卷調查等更為周延而客觀的方式，多方徵詢學校

行政人員、教師團體和家長團體的意見。其評鑑指標詳述如下（如表 2.6）： 

（一）課程設計與教學： 

評鑑指標為：展現課程設計能力、研擬適切的教學計畫、精熟任教學科領

域知識、清楚呈現教材內容、運用有效教學技巧、應用良好溝通技巧，和

運用學習評量評估學習成效。 

（二）班級經營與輔導： 

評鑑指標為：建立有助於學生學習的班級常規，營造積極的班級學習氣氛，

促進親師溝通與合作，落實學生輔導工作。 

（三）研究發展與進修： 

評鑑指標為：參與教育研究工作，研發教材、教法或教具，參與校內外教

師進修研習，反思教學並尋求專業成長。 

（四）敬業精神及態度： 

評鑑指標為：信守教育專業倫理規範，願意投入時間與精力奉獻教育，建

立與學校同事、家長及社區良好的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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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評鑑指標 

層面Ａ：課程設計與教學 

評鑑指標 

Ａ-1 展現課程設計能力 

Ａ-2 研擬適切的教學計畫 

Ａ-3 精熟任教學科領域知識 

Ａ-4 清楚呈現教材內容 

Ａ-5 運用有效教學技巧 

Ａ-6 善於運用學習評量 

Ａ-7 應用良好溝通技巧 

層面Ｂ：班級經營與輔導 

評鑑指標 

Ｂ-1 建立有助於學習的班級常規 

Ｂ-2 營造積極的班級學習氣氛 

Ｂ-3 促進親師溝通與合作 

Ｂ-4 落實學生輔導工作 

層面Ｃ：研究發展與進修 

評鑑指標 

Ｃ-1 參與教學研究工作 

Ｃ-2 研發教材、教法或教具 

Ｃ-3 參與校內外教師進修研習 

Ｃ-4 反思教學並尋求專業成長 

層面Ｄ：敬業精神與態度 

評鑑指標 

Ｄ-1 信守教育專業倫理規範 

Ｄ-2 願意投入時間與精力奉獻教育社群 

Ｄ-3 建立與學校同事、家長及社區良好的合作關係 

資料來源：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手冊（2014） 

 

評鑑規準建立之後，亦可依此建立評鑑工具，簡介如下： 

（一） 教師自評表 

此自評表的目的係為了協助教師自我覺察教學上的優缺點，進而產生

自我改善的作用。為了達到自我診斷的目的，教師須慎重勾選最能真實代

表教學表現情形的欄位，並在後面意見陳述中，具體補充說明教師整體表

現的優劣得失以及自我改善的構想。評量的等第分為：值得推薦、通過和

待改進。 

（二） 教學觀察表 

此表格工具，教師須先填寫學生學習經驗，內容包含：學生背景說明、

先備知識、教室情境及座位安排。並先與觀察者做觀察前會談，包含：會

談時間、評量工具、觀察工具和觀察焦點等。評量等第為：值得推薦、通



 
 
 
 
 
 
 
 
 
 
 
 

 

51 
 

過、待改進和不適合。並需針對評鑑規準課程、班級、研究、敬業等指標

做文字敘述說明。 

（三） 教學檔案評量表 

此部份包含教師個人基本資料，可含學經歷、授課專長、專長著作、

所獲獎勵等，須分項條例詳細說明之，評量等第分為：值得推薦、通過、

待改進等。 

（四） 綜合報告表 

請評鑑者將「教師自評表」、「教室觀察表」、「教學檔案評量表」，所得

到的結果轉錄於此綜合報告表中之相對應欄位，然後在各項評鑑項目上，

逐一判斷受評鑑教師是否需要改善。最後再與受評鑑教師的討論後，在總

評意見中，補充說明受評鑑教師整體表現的優劣得失，以及具體改善建

議。評量等第分為：值得推薦、通過、待改進等，並予最後增列需改善一

欄。 

（五） 專業成長計畫表 

最後，教師需完成自己的專業成長計畫表，依據課程設計與教學、班

級經營與輔導、研究發展與進修、敬業精神與態度等四大層面，詳填受評

教師需要改進的評鑑指標，列舉可以採行的活動，並寫明合作人員及完成

日期。評鑑之流程如圖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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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學校表達參與教師評鑑意願 

  

 參加相關研習 

  

 參與校內評鑑指標討論 

  

試辦教師群確定評鑑項目與方式之解讀共識 

 

 評鑑前準備  評鑑前會議 

    

 自我評鑑與改善  進行教室觀摩/檔案評量/其他 

    

 進行校內評鑑（他評）  評鑑人員會議共識 

    

 接獲綜合報告表  回饋會談 

    

不通過者  通過者 

   

1. 接受建議與教學輔導教師共同

擬定專業成長計畫 

2. 經一段時間調整後接受複評 

 1. 接受建議進行專業成長 

2. 自願成長教師視資源分配

尋求教學輔導教師協助 

3. 參加教學輔導教師培訓 

 

 

  

通過複評，擬定個人專業成長計畫 

 

 

圖 2.8 教師參與專業發展評鑑流程圖 

資料來源：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手冊（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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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教師參與專業發展評鑑的態度相關研究 

 

一、態度： 

 

首先論述態度的性質。張春興（1994）認為「態度」（attitude）一詞，其涵

義係指個體對人對事的一種具有持久性及一致性的行為傾向。說明如下： 

（一） 態度是一種行為傾向：只能從個人之外顯行為（言行）去觀察推知。狹義

而言，態度只能是一種內蘊的心理歷程，但廣義而言，態度也可包括外顯

行為。 

（二） 態度有其對象：可能是人、事或物所持有的態度。態度具一致性與持久性。 

（三） 態度是個人人格的一部分：個人人格必須是持久性而統整的。因之態度也

應持久一致。 

（四） 態度的改變須經相當複雜的歷程。態度是有組織的，其組成成分有三： 

(1)認知性成分（Cognitive component），此屬理智部分（徐光國，1996）。 

(2)情感性成分（Affective component），此帶有情緒的傾向（徐光國，1996）。 

(3)行為性成分（Behavioral component）。此為實際反應或行動。 

學習是行為改變的歷程。態度的形成與態度改變的歷程，一般都需經過三階

段：即順從階段、認同階段與內化階段。也可說是個人行為受社會影響的三層次。 

而態度的形成與改變是個人與別人、個人與團體交互作用後產生的一種複雜

學習歷程。其中最基本的兩個因素為家庭父母的影響（在此略過不談），另一為

同儕團體的影響。在同儕團體中獲得的經驗，使個體重新檢查自我觀念，因而對

人對事的態度有了轉變。 

教師對參與專業發展評鑑態度亦在同儕氛圍中受到影響，不僅加入評鑑的學

校及教師日多，更使得教師評鑑不再停留在討論及試辦階段，而邁向正式實施（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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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珍，2009）。以下論述和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相關研究。 

二、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研究： 

 

國內學者對於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歷年來頗多研究。研究者於博碩士論文網中

搜尋到的相關研究整理如附錄一。針對評鑑目的、評鑑規準與工具、評鑑方式和

評鑑結果應用等四個層面及認同度和背景變項研究，摘要如下： 

（一）評鑑目的： 

 研究顯示，教師專業發展評鑑項目，教師傾向於以「增進教師專業成長」為

主（石璧菱，2003；盛宜俊，2004；周玉珍，2009；邱靜美，2013；施美好，2014）。

在評鑑目的上，以「形成性目的」為主，「總結性目的」為輔（林榮彩，2002；陳

玉鳳，2002；朱芳謀，2004；余昆旺，2007；林曉音，2008）。 

（二）評鑑規準與工具： 

 在評鑑規準與工具方面，教師最認同的項目為「教學能力表現」及「教學方

法與技巧」（石璧菱，2003；朱芳謀，2004；盛宜俊，2004）；其次為「專業知識

能力」和「學科知識」（石璧菱，2003；林曉音，2008）。 

（三）評鑑方式： 

以「自我評鑑」的方式最受教師認可（林榮彩，2002；陳玉鳳，2002；余昆

旺，2007；周玉珍，2009）；在評鑑人員的組成方面，則以「同儕評鑑」最受教師

贊同(石璧菱，2003；彭慧婷，2012；邱靜美，2013)；至於評鑑內容，教師傾向支

持「教室觀察」、「教師晤談」、「教學檔案」（石璧菱，2003；朱芳謀，2004；周麗

華，2012；）。也有研究顯示，教師認為應由「校內外人士共同評鑑」才具公平性

（洪文芬，2007）。 

（四）評鑑結果應用： 

研究結果顯示，教師們贊同評鑑結果能「獎勵績優教師」、「從優敘獎」、「給

予昇遷、嘉獎、獎狀」，以鼓勵評鑑結果優良的教師（林榮彩，2002；余昆旺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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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靜美，2013）；參與評鑑後，「結果予以保密」不公開，僅通知受評者即可；進

一步可以「輔導改進教學」，並協助受評教師「規劃專業成長計畫」。教師仍不希

望評鑑結果與考核連結（林曉音，2008；周玉珍，2009；周麗華，2012）。也有持

不同看法，石璧菱（2003）的研究中即指出：評鑑結果可用之決定續聘或解聘，

或能與考核相結合。 

（五）對參與專業發展評鑑的認同度： 

參與專業發展評鑑的教師對評鑑之認同度普遍達中高程度以上（余昆旺，

2007；洪文芬，2007；林彥妤，2010；余尚姿，2013）。此外，在與教師專業成長

的研究中指出，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意願高者，其在教師專業成長的表現也

愈高（林春宏，2009；陳俊龍，2009；彭慧婷，2012；柯郁安，2013；邱靜美，

2013）。而佘雅玲（2012）的研究則指出，教師若參與教師評鑑態度的意願低落，

會導致評鑑的成效不彰。 

（六）不同背景變項對評鑑的影響： 

部份研究指出：年齡增長、年資較深、學歷為研究所、職務為兼任行政的教

師，較能認可及接受教師評鑑（林曉音，2008；林春宏，2009；陳俊龍，2009；

邱靜美，2013）；但也有研究指出：性別、年齡、學校規模，對教師參與評鑑的態

度影響不大（林曉音，2008；林彥妤，2010；周麗華，2012；柯郁安，2013）。柯

郁安（2013）的研究指出：年資越淺反而對評鑑之接受度越高。因之，個人的背

景資料對參與評鑑態度並無一定之影響。 

 



 
 
 
 
 
 
 
 
 
 
 
 

 

56 
 

第三節 教師專業成長意涵 

 

此節將探討教師專業成長的意涵。共分四部份，首先探討教師專業成長的定

義、及教師專業成長的內涵、教師生涯發展理論，以及與教師專業成長相關研究。 

 

壹、 教師專業成長定義 

 

首先須界定教師專業成長和專業發展有何不同。「專業發展」英文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和「專業成長」Professional growth，一般學者們幾乎將兩個名詞視為

同義（饒見維，1996），並交互使用。「成長」和「發展」雖字面不同，但在教

師發展與教師成長的研究論述中，多半有很大的重疊，因此，不需要強加區分。

若要就字義上不同，「成長」一詞，有自然而然，隨著時光流逝、年齡增加即可

慢慢改變，語意較為溫和。「發展」則有時光飛逝，隱含努力過後而產生質變，

此質變乃是更美好，更提升，更進步之意。因此，「專業發展」給人的是積極進

取的感覺。即使已修習多年的師資培育課程，經過專業實習，具有合格教師證書，

正式任教成為一個教師，教師仍需持續不斷的學習，保持對知識的敏銳度，促使

教師個人生涯之發展，俾利教師專業成長。 

身為教師，雖是日復一日，重覆做著數十年如一日的工作（張德銳，1998），

然而陪伴孩子成長，看著孩子的改變，老師隨之教學相長；且孩子的成長及成熟

須時間醞釀，非一蹴可幾，教師應溫和的帶領，伴隨孩子成長。 

因此，學生的成長是溫和緩慢的，教師應溫馨陪伴而避免急進的揠苗助長，

故本研究擬採用較為溫和的「教師專業成長」一詞（簡稱教師成長或專業成長）。 

 

一、 專業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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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探討教師的專業成長的意義，先探究「專業」的意義。英文稱之為profession，

意指具有高度專業知識及高度技能，而迥異於其他職業的特殊性。字源義可追溯

至中古時期的歐洲，當時的人認可的專業人士：醫師、律師和神職人員。此三種

職業被視為需經過特別的教育訓練後，並具備常人沒有的艱深技能，才能從事的

工作，而且在執業時不得有誤。此時的教師只被視作教僕（何福田，2004）。時

至近代，演變至今，科技進步，工商業發達，取代傳統農業社會，強調社會的分

工，也正因社會科層化、價值多元化，許多原本看似簡單平凡的工作，發展成為

須經歷特別的、專門的教育訓練才能從事，此過程被稱之「專業化」。此時，需

要專業方能從事的行業日益增多，例如：工程師、會計師、音樂家或建築師等。

隨著教育方式的改革，也發展出一套有效率的教育方式訓練專業。強調學歷及專

業證照制度的來臨，賦於「專業」新的時代意義，更貼近時代變遷。 

綜合上述，我們可以為「專業」下此定義：專業是需要經過長期特別的教育

訓練及課程，具備有高度專門知識與特殊技能，才能從事的工作。而此行業具有

迥異於其他職業的特殊性，非其他行業可輕易取代。從事此專業工作，必須與時

俱進，時時更新自己的專門知識及技能，並高度專注，而且此行業具有對社會重

大的影響。 

 

二、教師專業成長變遷 

接著來談教師專業地位，不同於古代希臘，認為教師工作是戰敗知識份子、

奴隸或僕役的工作7。以歷史文化觀點來看，我們深受歷史文化因素影響。自古以

來，因政教合一的觀念，有強調「尊師重道」的傳統，「天、地、君、親、師」

更將教師提高等同君王、父母尊長的地位。「道之所存，師之所存」，「師者，

人之模範」強調教師的崇高地位，即便身處自由平等的現代社會，當代的學者們

研究也支持：教師擁有較高的職業聲望（林清江，1981）。 

                                                      
7
 國家教育研究院，2012.10 教育大辭書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453879/?index=4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453879/?inde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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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高聲望是否等同高專業，仍有待討論之。隨著社會變遷的迅速，社會現

象的複雜化，加諸於教師的責任就相形重要，此大環境變化也擴充了教師的角色

（林清江，1981）。除以往的「傳道、授業、解惑」的角色之外，教師必須致力

幫助學生社會化，適應未來生活的挑戰；由傳統「知識傳授者」轉型，並新增研

究者及價值判斷者的角色，教師亦肩負促進社會發展的責任。 

而一般大眾多認為，教師工作是極為重要的專業工作（林清江，1986），但

在教師須具備的專業知能及研究精神上仍嫌不足。 

在師範教育領域中，已有共識：課程與教學是一種專業。專業涵蓋的範圍甚

廣，綜合各位學者看法約略如下：（張德銳，2006；沈姍姍，2000；饒見維，1996） 

（一） 專業訓練：受過長期之專門訓練，其專業能力具獨特性，不易被取代。 

（二） 專業知能：具備專門學術知識與素養，執行服務時能運用其智能，且享有

一定權威。 

（三） 專業態度：具服務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強調奉獻的服務性質，而非經濟效

益。 

（四） 專業自主權：具高度自主權，執行工作時不應受外界不當干擾，且獲社會

普遍認可。 

（五） 專業組織：成立專業組織，其成員須遵守專業信條，並受組織規範行為。 

（六） 專業規範：獨特的、確定的與重要的社會服務。 

（七） 專業責任：以專業自主為前提，需為自己所做判斷與行為負責。 

（八） 專業成長：終身學習，須不斷的在職進修，並視工作為終身職（此為一項

重要的判斷標準）。 

若由以上專業特質論證，教師曾經受過嚴格的師範教育訓練及具專業知識；

教師有奉獻的服務熱忱及專業自主權；教師也有專業組織，遵守一定的規範；教

師亦需自發性及依法參與在職進修；教師也對自己的判斷負責。依此來看，教師

似乎也符合以上所述，證明了教師行業的專業性（沈姍姍，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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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也有學者持「半專業」（semi-profession）的觀點，因教師無法與某些典

型行業的專業性相比，例如：醫師、律師、會計師、建築師和工程人員等，僅能

以半專業視之，學者Etzioni提出的半專業觀點如下(引述自沈姍姍，2000)： 

（一） 半專業為科層組織結構的一部份。 

（二） 半專業係在傳遞知識而非應用之。 

（三） 半專業人員所需的訓練時間較短且內容較為具體。 

（四） 半專業人員對其職業認同與奉獻程度較為有限。 

（五） 半專業人員大多為女性。 

所以，我國教師團體仍未充分專業化，此與國外部份學者認知相符，國外學

者多認為教師工作為半專業化（林清江，1981）。若只談「教師專業地位」中小

學教師素質可能面臨專業化與社會化不足的危機（蔡玉花，2006），為走向教師

專業化成長，我們必須探討教師專業成長的內涵。 

 

貳、 教師專業成長的內涵 

教師專業成長內涵，簡稱為「專業內涵」，有些學者亦稱之為「專業素養」

（饒見維，1996）。教師於教學生涯中的必備條件（能力），如專業知能、專業

態度、專業能力等，並能妥善的將這些能力運用於教學工作中，此即為教師的專

業內涵。然而，教師專業成長的內涵，國內外學者的看法略有差異，茲分述如下： 

一、 台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1976）曾出版「國民小學教師基本能力研究報

告」，其中詳列國小教師應具備的教育專業知能為：基本能力、教學能力、

輔導能力及兼辦學校行政業務能力等四大項（引自蕭秀玉，2003）。 

二、 單文經（1990）認為教師專業的內涵，包含教育專業知識和教學推理能力等。

而教育專業知識可再細分為一般教育專業知識，及與教材有關的知識二分面： 

（一） 一般的教育專業知識：包括一般的教育知識、教育目的的知識、學生

身心發展的知識及教學脈絡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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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與教材有關的知識：包括教材內容、教材教法及教育脈絡等知識。 

（三） 教學推理能力：理解、轉化、教導、評鑑、省思及新理解等六項。 

三、 李俊湖（1992）認為專業成長應包含個人發展、教學發展與組織發展三方面。 

（一） 個人發展：指教師在個人人際關係的培養、溝通能力的訓練、專業生

活的計畫，及個人問題的支持和解決有所成長。 

（二） 教學發展：指教師在教學專業知能的提升，可藉由閱讀刊物，研究教

學，參與進修，和同儕的對話與討論等，提升自己的教學知能。 

（三） 組織發展：指參與組織決定和管理，經由團體成員的互動、分享、支

持來建立信心，以拓展人際關係，確立組織目標、方向需求，增進問

題的解決和組織的改進。 

四、 張媛甯、邱美雲（2010），歸納學者研究，將教師專業成長分為三個層面。 

（一） 知識層面：包括學科知識與教學知識、班級經營知識、行政知識。 

（二） 技能層面：教學技能、輔導學生能力、行動研究能力、科技運用能力、

行政處理能力、人際關係與溝通。 

（三） 態度層面：包含專業倫理、專業信念、追求教育新知等。 

五、 沈翠蓮（1994）認為教師在教學知能、班級經營、學生輔導和人際溝通等方

面，包括以下內涵： 

（一） 教學知能：教師於教學歷程中，能瞭解學生學習基本能力、激勵學習

動機、運用教學方法、增強學生優秀表現，與處理學生問題所具有的

專業知識、能力、態度和技能。 

（二） 班級經營：能善用班級自治幹部與組織，並使用有效教室管理策略及

獎懲原則來監督學生學習；並注意教室環境之整潔美觀，讓學生適應

學校生活的專業知識、能力、態度和技能。 

（三） 學生輔導：教師能瞭解學生的個性與能力，根據學生性向發展潛能，

並有效輔導學生學習、適應學校生活、明確表示對學習成就的高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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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的專業知識、能力態度和技能。 

（四） 人際溝通：教師能與家長聯繫溝通事情，與學生共同討論訂定可行的

生活公約，培養學生常規，與同事建立和諧氣氛。 

小結： 

教師專業成長的內涵綜合整理如表2.7，教學知能、班級經營、輔導技能、專

業態度、人際溝通、研究發展等為學者們的共同觀點。可看出學者們對教師專業

內涵認知的擴充，隨著時代的發展，從以往較著重教學專業知能及專業態度等知

能，逐漸的強化教師在班級的經營、學生輔導及親師間人際溝通層面，期待教師

在教室內能處理好班級內事務，建立良好學習環境，引導學生學習；也能促進教

師個人成長及學校組織前景。期盼學生、家長、教師、學校有共同良性互動成長。 

表 2.7 教師專業成長的內涵彙整表 

內涵 

學者及年代 

教學 

知能 

班級 

經營 

輔導 

技能 

專業 

態度 

人際 

溝通 

研究 

發展 

Sealey(1978) ˇ ˇ  ˇ  ˇ 

Erffmeyer&Martray(1988) ˇ ˇ ˇ ˇ ˇ ˇ 

Scriven（1994） ˇ  ˇ ˇ ˇ ˇ 

單文經（1990） ˇ  ˇ ˇ  ˇ 

李俊湖（1992） ˇ   ˇ ˇ ˇ 

沈翠蓮（1994） ˇ ˇ ˇ ˇ ˇ  

蔡培村（1995） ˇ ˇ ˇ ˇ ˇ ˇ 

白穗儀（1999) ˇ ˇ ˇ  ˇ ˇ 

任東屏（1999） ˇ   ˇ ˇ ˇ 

呂錘卿（2000） ˇ ˇ ˇ ˇ ˇ ˇ 

田福連（2000） ˇ  ˇ ˇ  ˇ 

陳靜婉（2001) ˇ ˇ ˇ ˇ  ˇ 

魏建忠（2001） ˇ ˇ ˇ ˇ  ˇ 

陳 香（2002) ˇ ˇ ˇ ˇ  ˇ 

高義展（2002） ˇ   ˇ ˇ ˇ 

徐敏榮（2002） ˇ ˇ  ˇ ˇ  

石璧菱（2003） ˇ ˇ ˇ ˇ ˇ ˇ 

楊麗珠（2005） ˇ ˇ ˇ ˇ ˇ ˇ 

張媛甯、邱美雲（2010） ˇ ˇ ˇ ˇ ˇ ˇ 
資料來源：本研究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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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教師生涯發展理論 

 

學者將教師長達數十年的教學生涯畫分為數個階段，在不同階段，教師有不

同特點、不同累積能力，及不同專業表現。呂錘卿（2000）認為教師從事教學生

涯歷程中，個人的能力、特質及理想和教育制度，與學校環境的交互影響，隨時

間遞嬗，在教學專業成長及發生改變的歷程，是為「教師生涯發展」。 

吳清山（1996）認為教師生涯發展，即是教師不間斷的吸收新知，促成專業

能力增長的歷程，其涵蓋教師的教學工作，職務和教師角色，家庭角色及國家社

會中扮演的角色；教師須掌握有效方法，規畫個人生涯發展，才能勝任其職務角

色，並達成自我實現。教師生涯發展起始自師範院校或教育學程，即職業教育的

開始，歷經教師任職後的改變（孫國華，1997）。這種教師的發展階段，起始於

學生時期（職前），學習、形塑、及成長茁壯於實際工作生涯時期，逐漸走向衰

退期。許多學者各自有主張及看法。試列舉幾位具代表性學者說明。 

 

一、 傅樂的教師生涯教學關注階段論（Fuller & Bown ，1975） 

傅樂認為，成為教師過程可分為四階段（吳清山，1996）： 

（一） Preteaching Concerns 教學前關注 （任職前） 

此為師資養成期，以學生身份揣摩教師角色，尚無法切身感受教師身分。 

（二） Early Concerns About Survival 早前生存關注（任職初期） 

教師初任教，關切的是自己的教學和班級控制，此時期心理壓力很大。 

（三） Teaching Situations Concerns 教師情境關注 

此時關切自己的教學表現，及教學時限制及挫折，並關注內外的教學需求。 

（四） Concerns About Students 關注學生 

此時的教師能克服教學情境工作的各項問題，已能進一步關切學生各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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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例如學生學習、社會需求和情緒上的需求，並和學生建立個人的關係。 

傅樂的教學關注理論，著重職前教育及教師如何真正成為一位教師，這套理

論在師資培育系統中頗具參考價值，但對教師生涯發展階段，仍嫌不足。 

 

二、 卡茨（Katz）教師發展階段論 

Katz(1972)將教師的成長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一） 生存階段（Survival Stage） 

此時期持續一～二年，悠關自己能否生存在此環境，也意識教學的實際與

理想差距，感覺尚未準備好，是最需要支持、理解、同理心以及技術支援。 

（二） 凝固階段（Consolidation Stage）（鞏固階段） 

直到第三年，開始統整前階段所獲得的經驗與技巧，聚焦在個別學生，最

需要處理特殊學生及問題學生的資訊，此時，極需專家及同儕的建議。 

（三） 更新階段（Renewal Stage） 

持續到第三或第四年，此時教師易對老生常談，衍生倦怠感，因此，可鼓

勵教師參加會議及研習，促使與其他老師交換心得與經驗分享，更新知識。 

（四） 成熟階段（Maturity Stage） 

在第三或第五年後，教師多半已能習慣教師角色，已能探索更深刻、抽象

的問題。所以，此時期的教師已適合參與專業發展活動，例如研討會、修

讀學位、參加會議，以及閱讀書籍刊物等。 

Katz 以研究學前教師，所提出的教師發展階段論，對中小學教師仍非常適用

具參考性，特別是其重視訓練需求，以協助教師專業成長；惟其只探討教師生涯

階段初任的前期階段，無法得知教師生涯發展全貌。 

 

三、 Fessler 教師生涯循環論（The Teacher Career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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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ssler（1984）發展出一個循環的、動態的發展系統，此架構可為教師專業成

長提供非常好的參考架構。他將教師生涯發展畫分為八個階段： 

（一） 職前時期（前備階段）（Pre-Service） 

此階段為儲備時期，通常是指師資培訓機構中的學生，也可能是有經驗的

教師為接受新職務或工作，而回學校接受再訓練者。 

（二） 導引階段（導入階段）（Induction） 

指教師努力融入環境並做好教學工作，期待能在學校的表現尋求同儕及學

生認可，希望能達到一定水準。 

（三） 能力建立期（Competency Building） 

此時教師很積極地增進教學技巧和能力，努力汲取新知與新策略，此階段

教師常能接受新觀念，或參加研習會，並至研究所進修。 

（四） 熱切成長期（Enthusiastic and Growing） 

教師已對自己能力充滿信心，深具熱心，不但持續追求專業成長，也熱愛

教學工作，此時教學效能極高亦能勝任工作。熱心和成長是階段特色（蕭

秀玉，2003）。 

（五） 挫折調適期（Career Frustration） 

此時期的教師開始出現「倦怠」（burn-out ），教師產生挫折和幻滅，教

學工作之成就感逐漸低落，產生厭煩工作的現象。此挫折感多半在生涯中

期（mid-career period），或生涯前期（任教前幾年）也可能發生。 

（六） 穩定停滯期（Stable and Stagnant） 

此時期教師被動行事，只做分內之事，但求無過，不主動尋求卓越表現及

專業成長。他們只願依法行事，做完聘書上的工作即可。 

（七） 生涯低盪期（Career Wind Down ） 

此時期教師準備離開教學專業生涯時期，回顧人生經驗，有人是愉快的，

回憶滿滿，並期待生涯的改變或退休；有人可能是苦澀的，覺得一事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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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響 
影

響 

或被迫離開工作而感覺不平。 

（八） 退休落幕時期（生涯結束階段）（Career Exit） 

此階段教師已離開工作，包括工作多年後的退休或離職，也可能是自願的

中止工作，或可能因家務或生涯規畫而暫時離職。 

Fessler 的論點，描述生涯發展的路徑，提供完整的發展架構（如圖 2.9），詮

釋了教師之生涯發展的複雜性。對於教師生涯規畫與發展，甚有助益。 

 

 

 

 

 

 

 

 

 

 

 

 

 

圖 2.9 教師生涯循環動力圖 

資料來源：Fessler, R. & Christensen, J. C.(1992:36) 

 

四、 饒見維之教師理想生涯發展 

饒見維（1996）依據各學者研究教師發展階段論，擷取其共識最多部份，將

教師理想的生涯發展分為三階段六時期，三大階段分別為：（一）職前師資培育

階段；（二）初任教師導入階段；（三）勝任教師精進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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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職前師培階段在學生時期與初任教師之界線分明，而初任教師與勝任

教師並無斷然分野，此因教師有個別差異，根據研究，約在三到五年之間，因此，

此學說以任教四年為分界點。每一階段又各分為兩個時期，茲說明如下： 

（一） 職前師資培育階段 

1. 探索期 

此時期主要目的為：探索教師主要工作特性，試探性向是否適合，

故稱之為「探索期」。約從高中到大一左右。這個時期仍是學生，首要

在於探索教師工作特性，認知自己的人格特質、性向、興趣能力等。約

在大一結束時即應完成探索期，並立下堅定志向。 

2. 奠基期 

這個時期主要目的為：奠立成為教師所需的基本學科知能及專業技

能，故名之為「奠基期」，此時期亦稱之為「穩定成長期」（王秋絨，

1991）。師資生於此時應努力學習各項知識及發展相關能力，但此時期

僅為奠基，並非完全的準備。絕大多數師資生畢業之後任教，都不能立

即游刃有餘的勝任，而需要長期經驗的積累。此時期必需先學習好基本

專業能力及基礎專業知識，但我國目前的師資培育學程稍嫌不足。 

（二） 初任教師導入階段（beginning teachers） 

此時期任教第一年約至第四年止。此時可稱之為初任教師。 

1. 適應期 

任教首年，從實習教師到取得正式教師之歷程。此階段會覺得自己

似乎處在「自生自滅、自求多福」的困境，非常需要協助，得到適當的

輔導。此時發展需求與發展目標有八項： 

(1) 理解教學活動與實際工作環境之複雜度。 

(2) 理解各方人士（學生、同事、家長、社會）對教師的期望。 

(3) 理解有關教師之基本權利、義務、責任、限制，和相關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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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理解學生學習特性及問題本質。 

(5) 發展出基本教室管理與班級經營技巧。 

(6) 適切掌握任教學科的基本教學內容。 

(7) 發展出任教科目的教學與技巧。 

(8) 調適自己的教育理想與教室現實環境之間的差距。 

2. 發奮期 

約從任教第二年開始到第四年，此時期特點為發奮圖強、大量學

習，務求勝任教學工作，稱為「發奮期」。此時期需求與目標有十一項： 

(1) 能有效運用各種教學技巧於任教學科上。 

(2) 能有效規劃並管理班級教學活動，執行並掌握教學情境。 

(3) 能理性與感性地和學生互動。 

(4) 理解並掌握任教學科領域的教學內容。 

(5) 能敏銳地回應教室活動中出現的任何教學機會。 

(6) 理解教育的目的、教學的本質、教育歷程中教師的角色期望、學校

做為一個社會組織的角色等。 

(7) 清楚瞭解自己所能為與不能為之處。 

(8) 掌握學生在各學習階段，或各種學習主題的學習需求與學習困難。 

(9) 獲得同事及學生們的接納。 

(10) 發展出批判性的判斷。 

(11) 能於數週前就規劃自己的任教工作，而非一次只規劃一天。 

（三） 勝任教師精進階段 

此階段乃是一個教師從任教約第五年起始，直至離開教職為止。「精

進」乃是指教師已能勝任教學工作，並追求精益求精的專業圓熟。這個階

段可劃分為二：創新期與統整期，兩個時期分界約在任教第九年到第十年

左右。然而年資並非一個必然的指標，此分界點甚為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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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創新期 

任教第五年到第九年，此時期的特性為不斷自我創新、自我檢討，

故稱「創新期」。此期教師已能充分掌握教學活動以及環境，能處理大

多數學生可能產生之狀況，也願意嘗試新的教學方法，並尋求教學上的

卓越與精進。此時的專業發展需求與目的有六項： 

(1) 能創造出新的方法、策略、態度與角色。 

(2) 能擴展新的任教學科或新的專精領域。 

(3) 能重新檢討有關自己、別人、學科、環境、教學目標、教學方法、

教材、教學評量方法等各方面的觀念。 

(4) 樂於各方面嘗試改變自己在教育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 

(5) 能充分運用學校中各種資源，並對這些資源有所貢獻。 

(6) 發展出省思探究的能力。 

2. 統整期 

任教十年以上，此時期特性為統整與建構，逐漸邁向專業圓熟境

界。教師歷經創新期的不斷創新與檢討後，進入統整期則開始詢問深刻

且抽象的問題，使自己在專業方面的知識、能力、精神、信念等，愈來

愈統整並趨協調一致，建立個人完整獨立的內在標準與個人理論。此時

期的教師專業發展需求與目標共七項： 

(1) 建構出個人專業理論。 

(2) 完全發展出某一個特別的專長領域。 

(3) 發展專業的智慧，掌握豐富的知識，對事物有既深且廣的理解。 

(4) 對自我及他人發展出比較複雜、精緻、統整的理解，並能自尊自重、

互相尊重。 

(5) 發展出高層次概念，遠離刻板印象與陳腔濫調，並能承認個別差異

（興趣、態度、能力等），且能容忍矛盾、模糊或似非而是的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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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發展出高層次的道德判斷，能珍惜人權與人際相互責任。 

(7) 成為「功能完全的人」（fully functioning person），也就是對經驗

有開放的心胸，能踏實且完全地過活。能做即興的決定，而不是預

設立場。有創造力，能產生創新且有效的想法和行動。 

此發展階段由時間的歷程來看待老師，前提為教師深具某種專業內涵，朝向

自我充實的方面發展，而此歷程較完整也符合我國看待教師之專業發展過程。 

 

五、 蔡培村的教師生涯發展論 

 

學者蔡培村、陳伯璋等（1993）依據週期論的觀點，以服務年資與專業發展

特徵，探討教師生涯發展歷程。主要研究結論簡述如下： 

（一） 教師生涯發展可分為六個時期：適應期（任教第一年）、建立期（任教第

二到五年）、成熟期（任教第六到十五年）、穩定期（任教第十六到二十

年）、轉折期（任教第二十一到三十年）、後發展期（任教三十一年以上）。 

（二） 可以配合不同時期專業需求，應提供合適的進修課程。並規劃的教師生涯

發展階段，實施分級制度。 

綜合上述學者研究（如表 2.8），教師之專業成長階段，大致可歸納為五個階

段（循環）：萌芽適應期、摸索建立期、茁壯成熟期、穩定成長期、衰退階段。

然而此非一成不變，隨時可能從生澀再轉換到成熟穩定的「循環再現」狀態（蔡

培村、鄭彩鳳，2003）。 

此外，教師之專業成長亦容易受到個人及組織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對教師

的生涯發展影響可能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也可能是正向的或負向的。以下則

探討教師專業成長之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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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國人教師生涯發展研究摘要表 

研究者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分期類型 備註 

林幸台

(1989) 
國小教師 調查法 (1)投入(2)挫折(3)遲滯(4)學習(5)轉移  

李沁芬

(1992) 
  

(1) 啟蒙探索期 

(2) 專業培養期 

(3) 學習嘗試期 

(4) 穩定適應期 

(5) 自信發揮期 

(6) 蟄伏轉型期 

 

 

曾慧敏

(1993) 
小學教師 調查法 

(1)成長期(2)成熟期(3)穩定期(4)轉折

期(5)挫折期 
 

蔡培村

(1993) 

中小學 

教師 

調查法 

訪談法 

(1) 適應用(任教第 1 年) 

(2) 建立期(任教第 2-5 年) 

(3) 成熟期(任教第 6-15 年) 

(4) 穩定期(任教第 16-20 年) 

(5) 轉折期(任教第 21-30 年) 

(6) 後發展期(任教 31 年以上) 

 

曾慧敏

(1993) 
  

(1) 成長期 

(2) 成熟期 

(3) 穩定期 

(4) 挫折期 

(5) 轉移期 

 

 

 

 

林慧瑜

(1994) 
國小教師 調查法 

(1) 自我關注階段 

(2) 紀律關注階段 

(3) 教學工作階段 

(4) 學生學習與福祉階段 

(5) 校園與社區關注階段 

Fuller 

 

 

饒見維

(1996) 
  

(1) 探索期(大一以前) 

(2) 奠基期(大二至大四) 

(3) 適應期(任教第一年) 

(4) 發奮期(任教第 2-4 年) 

(5) 創新期(任教第 5-9 年) 

(6) 統整期(任教 10 年以上) 

 

 

 

 

 

孫國華

(1997) 
  

(1) 適應探索 

(2) 學習成長 

(3) 專業成熟 

(4) 穩定停滯 

(5) 挫折衰退 

 

 

 

 

孫國華

(1997) 
國中教師 

調查法 

訪談法 

(1)適應期(2)能力建立期(3)成熟期(4)

穩定期(5)轉折期(6)後發展期 
Fessler 

資料來源：本研究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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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國內教師專業成長之相關研究 

 

影響教師專業成長的相關因素之研究眾多，國內學者歷年來也有許多研究，

研究者於博碩士論文網中搜尋到專業成長的論文，依其主題不同，分類摘要整理

如下（詳見附錄二）： 

 

一、 教師專業成長與校長教學領導有關者： 

國民小學校長領導行為與教師專業成長有正相關，並具預測作用；王家瑞

（2008）的研究更指出，「發展支持教學環境」層面為主要預測變項。（曹玉福，

2006；許史幸，2008）。 

 

二、 教學效能、學校效能或與學校組織相關者： 

高義展（2002）的研究結果指出：教師在知識管理上表現越好，投入學習工

作的積極性會提高，也促進教師積極參與專業成長活動，提昇專業表現效能。多

項研究亦指出，在教學知能或教育專業知能上等變項對教師專業成長最有預測力

（洪瓊芳，2004；陳煦梁，2008；張彩雲，2008），顯見教師大多能重視在職專業

發展（郭淑芳，2005）。 

 

三、 與教師專業成長需求有關者： 

林宗德（2009）的研究指出：教師對專業成長的需求類型傾向多元選擇，希

望能有一系列的初、進階課程，課程內容如學生輔導、教學知能、班級經營、課

程設計、人際溝通、教育研究、敬業態度等（張彩雲，2008；鄭思慈，2009）；而

教師求知若渴之餘，也重視實務需求；在研習的師資要求上，希望有實務經驗的

分享，教育領域外的專業人員亦可考慮，顯示教師們對專業成長需求之殷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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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與教師評鑑有關者： 

教師評鑑與教師專業成長呈正相關，並具預測力（柯郁安，2013；邱靜美，

2013）；教師之專業成長向度中，以「課程設計與教學」的得分最高（彭慧婷，2012）。

教師們最認同的評鑑目的為「促進教師專業成長」（邱靜美，2013）；辦理教師評

鑑之理念需由下而上形成共識，展現專業成長（周麗華，2012）。 

 

五、 與知識管理有關者： 

高義展（2002）研究指出：教師在知識管理、學習型態、專業成長與專業表

現大致良好；教師在知識管理、學習型態、專業成長等表現，需共同運作相輔相

成，始能有效提昇專業表現。 

 

六、 不同背景變項對教師專業成長的影響： 

部分研究指出：年資、學歷會影響教師的專業成長，尤其以研究所學歷，年

資越深的教師在教師專業成長的感受越高（李俊湖，1992；任東屏，1999；高義

展，2002；王家瑞，2008；陳煦梁，2008；張彩雲，2008）；但邱靜美（2013）的

研究，則指出性別、年資和學歷，對教師專業成長的影響不大。職務方面的研究

結果各異：高義展（2002）的研究指出，級任教師的專業成長，在知識分享及轉

化管理與親師合作等表現優於科任教師；科任教師則在知識通訊、團隊學習、行

政管理等優於級任。而張文祺（2011）的研究則認為教師兼主任者的教師專業成

長最佳。張彩雲（2008）的研究亦認為行政人員的專業成長認知最佳。因此，背

景變項對教師專業成長並無一定之影響。惟一可肯定的是，隨著教師的職務變化、

年齡及教學經驗的積累，對專業成長對會有不同的感受及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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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本研究旨在探究教師參與專業發展評鑑態度和教師的專業成長的現況，並以

性別角色為干擾變項，對教師參與專業發展評鑑態度和專業成長之間的影響。為

達到研究目的，除進行相關理論與文獻探討外，並擬以問卷調查方式，進行深入

研究。本章共分為五節。第一節為建立本研究之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說，第二節說

明研究對象與抽樣方法，第三節說明實證研究方法，第四節說明問卷設計方式，

第五節為資料處理與分析。希冀透過以上小節能對本研究有更詳細的闡述與探討。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 

 

壹、研究架構 

 

本研究根據研究動機，研究目的與相關文獻探討結果，依本研究（題目）的

三項主題關係畫出的研究如圖3.1的研究架構圖。 

其中教師參與專業發展評鑑包括四個層面，分別為評鑑目的、評鑑規準與工

具、評鑑方式、評鑑結果與應用。受試者在本研究問卷中上述四個層面的各項平

均得分即表示其達成程度。教師專業成長包括四個層面，分別是課程設計與教學、

班級經營與輔導、研究發展與進修、敬業精神與態度，而受試者在本研究問卷中

上述四個層面的各項平均得分亦即表示對專業成長的認知程度。性別角色量表包

括兩大構面分別為男性化項目與女性化項目。受試者在本研究問卷中上述二個構

面各項的得分總和，高於或等於中位數者則為具備該性質，若兩者皆高於或等於

中位數則為兩項特質兼具，即為兩性化特質。個人基本資料部份，依本研究對象

特性，共包括六個變項包括性別、年齡、年資、教育程度、職務與學校班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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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研究設計的研究變項包括：教師性別角色、參與專業發展評鑑態度、與

教師專業成長。本研究以性別角色為干擾變項，研究教師參與專業發展評鑑與教

師專業成長之關係。如圖3.1所示： 

 

參與專業發展評鑑態度 

1. 評鑑目的 

2. 評鑑的規準與工具 

3. 評鑑方式 

4. 評鑑結果與運用 

   專業成長 

1. 課程設計與教學 

2. 班級經營與輔導 

3. 研究發展與進修 

4. 敬業精神與態度 

     

  教師性別角色 

1. 兩性化 

2. 男性化 

3. 女性化 

4. 未分化 

  

圖 3.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建立 

 

貳、研究假設 

依此研究架構提出下列研究假設： 

Ｈ1 ：教師參與專業發展評鑑態度對教師專業成長有影響。 

Ｈ2 ：教師性別角色對參與專業發展評鑑態度與專業成長有干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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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與抽樣方法 

 

本研究對象係以嘉義縣公立國小教師，並於一０二學年度以前（含一０二學

年度）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者為調查對象。以編制內正式教師（含級任教師，

科任教師，教師兼主任，教師兼組長）為研究問卷調查之對象。依據教育部教師

專業發展整合平台8（2014/8/13）資料得知，嘉義縣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學校

共一十九所小學，參與專業發展評鑑的教師人數共 260 人（表 3.1）。 

因母群體數量不大，本研究採普查方式，對全部母群進行調查。由研究者親

自送件及郵寄方式，問卷發放時間自 103 年 9 月 18 日至 10 月 19 日止。 

 

                                                      
8
教育部教師專業發展整合平台（http://teachernet.moe.edu.tw/MAIN/map_b.aspx，2014/8/13） 

http://teachernet.moe.edu.tw/MAIN/map_b.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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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嘉義縣（102 學年度）參與專業發展評鑑之學校規模及參與教專人數 

校名 

編號 

學校地點 

（鄉鎮市） 
校規模（班數） 

全校教師數 

（不含校長） 
參與教專人數 

1 太保國小 太保市 22 40 30 

2 黎明國小 番路鄉 6 10 10 

3 梅山國小 梅山鄉 15 20 15 

4 大有國小 中埔鄉 6 10 4 

5 蒜頭國小 蒜頭鄉 19 29 24 

6 古民國小 新港鄉 6 13 6 

7 下楫國小 東石鄉 7 10 7 

8 大南國小 梅山鄉 14 21 10 

9 雙溪國小 朴子市 7 15 11 

10 平林國小 大林鎮 19 32 21 

11 北回國小 水上鄉 16 10 10 

12 太平國小 梅山鄉 13 20 9 

13 大鄉國小 朴子市 7 10 8 

14 梅北國小 梅山鄉 13 19 14 

15 碧潭國小 鹿草鄉 6 10 10 

16 忠和國小 水上鄉 11 17 17 

17 三興國小 民雄鄉 10 18 13 

18 松梅國小 朴子市 6 11 11 

19 興中國小 民雄鄉   未配合發卷 

 合計 19 所 238 315 23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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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探討性別角色對嘉義縣國小教師參與教師專業評鑑與專業成長之影

響現況，採用問卷調查法。首先以文獻分析方式探究參與教師評鑑與專業成長之

現況及性別角色之相關理論基礎及內涵，並以此作為研究架構及編製問卷之依

據。其次以所編之問卷調查嘉義縣國小教師，藉由填答者在問卷上之反應，以調

查填答者的性別角色現況、並蒐集其對專業發展評鑑態度與專業成長之看法，並

運用相關的統計方法對其回饋加以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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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問卷設計方式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目的在於瞭解嘉義縣國民小學教師參與專業發展評

鑑態度與專業成長之關係，並以性別角色為干擾變項。在參酌及歸納相關文獻後，

編製成「性別角色特質認知量表」、「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量表」與「教師

專業成長量表」，作為蒐集資料的主要工具。 

本研究問卷內容分為四個部分，分別為「教師基本資料」、「性別角色特質

認知量表」、「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量表」、「教師專業成長量表」。茲

就問卷編製過程說明如下： 

 

壹、 基本資料 

 

此部份為受訪者個人背景資料，包含性別、年齡、服務年資、最高學歷、在

校職務和任教學校規模等六項（如附錄四）。其中年齡、服務年資採連續變數設

計。茲分別說明如下： 

1. 性別分成：(1)男、(2)女，二個組別。供受訪者勾選。 

2. 年齡：採連續變數設計，供受訪者填寫實際年齡。 

3. 任教年資：採用連續變數設計，供受訪者填寫實際任教年資。 

4. 教育程度：(1)師範院校、(2)一般大學、(3)研究所，供受訪者勾選。 

5. 在校職務：(1)導師、(2)科任教師、(3)教師兼主任或組長，供受訪者勾選。 

6. 任教學校規模：(1)12 班以下、(2)13-24 班、(3)25 班以上，供受訪者勾選。 

 

貳、 性別角色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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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為「性別角色量表」，本量表參酌邱子芸（2005）、楊美真（2007）、

黃婷惠（2007）、李冠瑩（2009）、姚皖淳（2009）、沈秋宏（2010）、陳秋蓉

（2011）、劉禮維（2012）、沈介婷（2014）等多位學者相關研究及量表改編，

分別以 ABCDEFGHI 為代號，並做部分修改。本量表之專家效度整合表編製如表

3.2 所示。而打ˇ者代表有參考該研究的問卷題目。 

 

表 3.2 「性別角色量表」之各題依據與來源（專家效度整合表） 

題號     題目 A B C D E F G H I 計 

1.我覺得我自己是獨斷的。 ˇ 
  

ˇ ˇ 
 

ˇ ˇ 
 

5 

2.我覺得我自己是有個性的 
       

ˇ 
 

1 

3.我覺得我自己是勇於承擔的 
  

ˇ 
 

ˇ ˇ ˇ ˇ 
 

5 

4.我覺得我自己是具有競爭力的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9 

5.我覺得我自己是善分析的 
 

ˇ ˇ ˇ ˇ 
 

ˇ ˇ 
 

6 

6.我覺得我自己是冒險的 ˇ ˇ 
 

ˇ 
   

ˇ 
 

4 

7.我覺得我自己是積極進取的 ˇ ˇ 
     

ˇ ˇ 4 

8.我覺得我自己是剛強的 ˇ 
 

ˇ 
    

ˇ ˇ 4 

9.我覺得我自己是活躍的 ˇ 
  

ˇ ˇ 
 

ˇ ˇ 
 

5 

10.我覺得我自己是獨立自主的 
 

ˇ ˇ 
 

ˇ 
 

ˇ ˇ ˇ 6 

11.我覺得我自己是具影響力的 
       

ˇ ˇ 2 

12.我覺得我自己是好支配的 
 

ˇ ˇ 
 

ˇ 
 

ˇ ˇ 
 

5 

13.我覺得我自己是靠自己的 
 

ˇ 
 

ˇ 
   

ˇ ˇ 4 

14.我覺得我自己是能迅速果斷的下決定的 ˇ 
 

ˇ ˇ ˇ 
 

ˇ ˇ ˇ 7 

15.我覺得我自己是具野心的 
 

ˇ 
     

ˇ 
 

2 

16.我覺得我自己是有自立能力的 ˇ 
  

ˇ 
 

ˇ 
 

ˇ 
 

4 

17.我覺得我自己是行動像領袖的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8 

18.我覺得我自己是有主見的 ˇ ˇ ˇ 
 

ˇ 
 

ˇ ˇ 
 

6 

19.我覺得我自己是個人主義的 
 

ˇ 
 

ˇ ˇ 
 

ˇ ˇ 
 

5 

20.我覺得我自己是有領導才能的 
 

ˇ 
   

ˇ 
 

ˇ 
 

3 

21.我覺得我自己是說話文雅的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8 

22.我覺得我自己是溫暖的 
     

ˇ 
 

ˇ 
 

2 

23.我覺得我自己是害羞的 
 

ˇ ˇ ˇ ˇ 
 

ˇ ˇ 
 

6 

24.我覺得我自己是柔美的、女性的 
 

ˇ ˇ ˇ ˇ 
 

ˇ ˇ ˇ 7 

25.我覺得我自己是易受騙的 
 

ˇ 
  

ˇ 
 

ˇ ˇ 
 

4 

續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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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接前頁 

題號     題目 A B C D E F G H I 計 

26.我覺得我自己是善感的 
    

ˇ ˇ ˇ ˇ 
 

4 

27.我覺得我自己是恭維的 
  

ˇ 
 

ˇ ˇ ˇ ˇ 
 

5 

28.我覺得我自己是有理解力的 
 

ˇ ˇ ˇ ˇ 
 

ˇ ˇ ˇ 7 

29.我覺得我自己是有赤子之心的 ˇ 
   

ˇ 
 

ˇ ˇ 
 

4 

30.我覺得我自己是關心別人需求的 
 

ˇ ˇ 
 

ˇ ˇ ˇ ˇ ˇ 7 

31.我覺得我自己是慈悲的、憐憫的 ˇ 
    

ˇ 
 

ˇ ˇ 4 

32.我覺得我自己是溫柔的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8 

33.我覺得我自己是溫和的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8 

34.我覺得我自己是禮讓的 
 

ˇ ˇ ˇ ˇ ˇ ˇ ˇ 
 

7 

35.我覺得我自己是善於安慰人的 
 

ˇ 
   

ˇ 
 

ˇ 
 

3 

36.我覺得我自己是輕聲細語的 
 

ˇ 
 

ˇ ˇ ˇ ˇ ˇ 
 

6 

37.我覺得我自己是忠誠的 ˇ ˇ 
   

ˇ 
 

ˇ 
 

4 

38.我覺得我自己是令人歡喜的 
 

ˇ 
 

ˇ 
   

ˇ 
 

3 

39.我覺得我自己是富同情心的 ˇ 
    

ˇ 
 

ˇ ˇ 4 

40.我覺得我自己是有愛心的 
 

ˇ ˇ 
 

ˇ ˇ ˇ ˇ ˇ 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性別角色量表」的填答方式採李克特氏(Likert)四點量表計分方式，以避免

受試者的趨中傾向使研究結果產生偏差。依受訪者對個人性別角色之實際認知，

加以圈選，其選項從「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同意」、「非常同意」等

四個選項，分別以 4 分、3 分、2 分、1 分計算，教師在此量表上的得分愈高，表

示該題目性別角色特質愈明確。反之若教師在此量表上的得分愈低，表示該題目

的性別角色特質愈不明確。其中第 1 至 10 題為「男性化特質」，若得分高於或等

於中位數，則表示受試者的男性化特質愈明確；11 至 24 題為「女性化特質」，若

得分高於或等於中位數，則表示受試者的女性化特質愈明確。若兩項特質均高於

等於中位數，則為具有「兩性化特質」。各層面題目分配如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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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性別角色量表」各構面題目分布情形 

構面名稱 題目內容 題號 

男性化特質 

（工具性特質） 

我覺得我自己是冒險的。 1.  

我覺得我自己是積極進取的。 2.  

我覺得我自己是行動像領袖的。 3.  

我覺得我自己是勇於承擔的。 4.  

我覺得我自己是有主見的。 5.  

我覺得我自己是靠自己的。 6.  

我確信我自己的能力。 7.  

我覺得我自己是具有競爭力的。 8.  

我覺得我自己是具影響力的。 9.  

我總是說到做到。 10.  

女性化特質 

（情感表達性特質） 

我覺得我自己是害羞的。 11.  

我覺得我自己是柔美的、女性的。 12.  

我覺得我自己是善感的。 13.  

我覺得我自己是忠誠的。 14.  

我覺得我是被動的（矜持）。 15.  

我是一個順從的人。 16.  

我是一個容易受騙的人。 17.  

我是一個注意外表儀態的人。 18.  

我覺得我是關心別人的人。 19.  

我覺得我自己是溫和的人。 20.  

我覺得我自己是說話文雅的人。 21.  

我覺得我是細心的人。 22.  

我覺得我自己是令人愉快的人。 23.  

我覺得我自己是富有同情心的人。 2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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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量表 

 

「參與教師專業評鑑態度量表」問卷之編製係參考鄧光嵐（2008）、林春宏

（2009）、郭景松（2009）、蔡婉儀（2009）、林彥妤（2010）、張淑婷（2013）

等，分別以ＡＢＣＤＥＦ為代表，並做部分增修，本研究工具編製參考之問卷如

表 3.4 所示，而打ˇ者代表參考該研究的問卷題目。 

 

表 3.4 「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量表」之各題依據與來源 

題號      題目 A B C D E F 合計 

評鑑目的 
       

1. 協助教師瞭解其教學之優劣得失。 ˇ ˇ ˇ ˇ 
  

4 

2. 協助教師改進教學，提升教學品質。 
 

ˇ ˇ ˇ ˇ ˇ 5 

3. 確保教學品質，維護學生受教權益。 ˇ 
 

ˇ 
   

2 

4. 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ˇ ˇ 
 

ˇ ˇ ˇ 5 

5. 建立教師專業形象。 ˇ 
 

ˇ 
  

ˇ 3 

評鑑規準與工具 
       

6. 評鑑規準依學校需求和特色自行訂定之。 
 

ˇ 
    

1 

7. 評鑑規準內容由全體教師共同討論訂定。 
 

ˇ 
    

1 

8. 評鑑工具都有適切的判斷水準。 
 

ˇ 
    

1 

9. 評鑑指標/檢核重點的說明具體清晰。 
 

ˇ 
    

1 

10. 學校能主動提供合宜的評鑑工具。 
 

ˇ 
    

1 

評鑑方式 
       

11. 教師自我評鑑。 ˇ ˇ ˇ ˇ ˇ ˇ 6 

12. 教學觀摩。 ˇ ˇ ˇ ˇ ˇ ˇ 6 

13. 教學檔案評量。 
  

ˇ ˇ ˇ ˇ 4 

14. 訪談教師、教師同儕、行政人員。 
  

ˇ ˇ 
  

2 

15. 問卷調查（蒐集學生或家長的意見）。 ˇ 
 

ˇ ˇ ˇ ˇ 5 

16. 教學成果展示。 
  

ˇ 
   

1 

評鑑結果運用 
       

17. 對評鑑結果，以書面個別通知教師。 ˇ 
   

ˇ ˇ 3 

18. 協助受評教師規畫專業成長計畫。 ˇ ˇ 
 

ˇ 
  

3 

19. 評鑑結果作為辦理教師研習之參考。 ˇ ˇ 
  

ˇ ˇ 4 

20. 可作為教師成績考核的重要參考依據。 
   

ˇ 
  

1 

21. 針對未達規準的教師安排專業輔導並讓其

接受複評。 
ˇ 

  
ˇ ˇ ˇ 4 

22. 對教師專業表現給予回饋與肯定。 ˇ 
   

ˇ ˇ 3 

資料來源：本研究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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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整理分析後，本量表共篩選出 22 題，並請指導教授修改。於九月初，

請學者專家進行專家內容效度鑑定，並依學者專家所提之建議與指導教授討論修

訂後，完成正式調查問卷之編製（如附錄四）。正式問卷共二十一題問項（如表

3.5）。 

「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量表」的填答方式採李克特氏（Likert）四點量

表計分方式，以避免受試者的趨中傾向使研究結果產生偏差。依照受訪者對參與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的實際認知，加以圈選，其選項從非常同意、同意、不同

意、非常不同意等四個選項，分別如 4 分、3 分、2 分、1 分計算，教師在此量表

上的得分愈高，表示教師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知覺愈佳；反之，得分愈低，

表示教師知覺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愈不盡理想。其中第一題至第五題為「評

鑑目的」向度；第六題至第九題為「評鑑規準與工具」向度；第十題至第十五題

為「評鑑方式」向度；第十六題至第二十一題為「評鑑結果應用」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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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量表各構面題目分布情形 

構面名稱 題目內容 題號 

評鑑目的 

協助教師瞭解其教學之優劣得失。 1. 

協助教師改進教學，提升教學品質。 2. 

確保教學品質，維護學生受教權益。 3. 

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4. 

建立教師專業形象。 5. 

評鑑規準

與工具 

課程設計與教學。 6. 

班級經營與輔導。 7. 

研究發展與進修。 8. 

敬業精神與態度。 9. 

評鑑方式 

教師自我評鑑。 10. 

教學觀摩。 11. 

教學檔案評量。 12. 

訪談教師、教師同儕、行政人員。 13. 

問卷調查（蒐集學生或家長的意見）。 14. 

教學成果展示。 15. 

評鑑結果

應用 

對評鑑結果，以書面個別通知教師。 16. 

協助受評教師規畫專業成長計畫。 17. 

評鑑結果作為辦理教師研習之參考。 18. 

可作為教師成績考核的重要參考依據。 19. 

針對未達規準的教師安排專業輔導並讓其接受複評。 20. 

對教師專業表現給予回饋與肯定。 21. 

資料來源：本研究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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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教師專業成長量表 

 

「教師專業成長量表」問卷編製係參考洪瓊芳（2004）、郭淑芳（2005）、

曹玉福（2006）、教育部試辦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評鑑規準參考版（2007）、

陳煦梁（2008）、王家瑞（2008）、許史幸（2008）、陳俊龍（2008）等，分別

以ＡＢＣＤＥＦＧＨ為代表，並做部分增修，本研究工具編製參考之問卷如表3.6

所示，共擬定23題，而打ˇ者代表參考該研究的問卷題目。 

教師專業成長量表的填答方式採李克特氏（Likert）四點量表計分方式，以避

免受試者的趨中傾向使研究結果產生偏差。依照受試者對教師專業成長的實際認

知，加以圈選，其選項從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等四個選項，分

別如4分、3分、2分、1分計算，教師在此量表上的得分愈高，表示教師教師專業

成長知覺愈佳；反之，得分愈低，表示教師知覺教師專業成長愈不盡理想。其中

第一題至第七題為「課程設計與教學」向度；第八題至第十三題為「班級經營與

輔導」向度；第十四題至第十七題為「研究發展與進修」向度；第十八題至第二

十三題為「敬業精神與態度」向度。（如表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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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教師專業成長量表」之各題依據與來源 

題號    問項 A B C D E F G H 合計 

課程設計與教學 
         

 1.我能適切地研擬教學計畫。 ˇ 
  

ˇ ˇ 
  

ˇ 4 

 2.我能提升教學活動設計能力。 
   

ˇ ˇ 
 

ˇ ˇ 4 

 3.我能精熟任教學科領域知識。 
   

ˇ 
  

ˇ 
 

2 

 4.我能清楚呈現教材內容。 
   

ˇ 
    

1 

 5.我能靈活運用多元的教學資源（如網路、雜

誌）提升教學效果。 
ˇ ˇ ˇ ˇ 

   
ˇ 5 

 6.我能善用多元的評量方式，評量學生的學習

成效。 
ˇ ˇ ˇ ˇ 

 
ˇ 

 
ˇ 6 

 7.我能適切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使其樂於學

習。 
ˇ 

 
ˇ ˇ 

   
ˇ 4 

班級經營與輔導 
         

 8.我能指導學生共同訂定生活公約。 
  

ˇ ˇ 
  

ˇ ˇ 4 

 9.我能營造和諧良好的班級氣氛。 ˇ ˇ ˇ ˇ 
 

ˇ ˇ 
 

6 

10.我能善用獎懲的原則與技巧。 ˇ ˇ ˇ 
     

3 

11.我能落實依學生的個別差異進行輔導。 ˇ 
 

ˇ ˇ ˇ ˇ ˇ 
 

6 

12.我能與學生及家長溝通的能力。 ˇ 
 

ˇ ˇ ˇ ˇ ˇ ˇ 7 

13.我能活用諮商晤談的技巧。 ˇ 
 

ˇ 
 

ˇ 
   

3 

研究發展與進修 
         

14.我能積極參與教學或行動研究工作。 ˇ 
 

ˇ ˇ ˇ 
 

ˇ 
 

5 

15.我能提升研發教材、教法或教具的能力。 
  

ˇ ˇ 
    

2 

16.我樂意參與校內外進修研習活動。 
 

ˇ ˇ ˇ ˇ ˇ 
 

ˇ 6 

17.我樂於嘗試新的教學方法。 
  

ˇ ˇ 
  

ˇ 
 

3 

敬業精神與態度 
         

18.我能提升高度的工作士氣。 ˇ 
 

ˇ 
 

ˇ 
 

ˇ ˇ 5 

19.我願意為教育投入更多時間與心力。 ˇ ˇ ˇ ˇ 
 

ˇ ˇ 
 

6 

20.我能與同事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 
 

ˇ 
 

ˇ 
    

2 

21.我能與家長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 
   

ˇ 
    

1 

22.我常省思自己的教學方法與態度。 ˇ 
 

ˇ ˇ 
 

ˇ ˇ ˇ 6 

23.我能主動吸收新知，追求專業上的成長。 ˇ ˇ 
  

ˇ ˇ ˇ ˇ 6 

資料來源：本研究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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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教師專業成長量表」各構面題目分布情形 

構面名稱 題目內容 題號 

課程設計

與教學 

我能適切地研擬教學計畫。 1. 

我能提升教學活動設計能力。 2. 

我能精熟任教學科領域知識。 3. 

我能清楚呈現教材內容。 4. 

我能靈活運用多元的教學資源（如網路、雜誌）提升教學效果。 5. 

我能善用多元的評量方式，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效。 6. 

我能適切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使其樂於學習。 7. 

班級經營

與輔導 

我能指導學生共同訂定生活公約。 8. 

我能營造和諧良好的班級氣氛。 9. 

我能善用獎懲的原則與技巧。 10. 

我能落實依學生的個別差異進行輔導。 11. 

我能與學生及家長溝通的能力。 12. 

我能活用諮商晤談的技巧。 13. 

研究發展

與進修 

我能積極參與教學或行動研究工作。 14. 

我能提升研發教材、教法或教具的能力。 15. 

我樂意參與校內外進修研習活動。 16. 

我樂於嘗試新的教學方法。 17. 

敬業精神

與態度 

我能提升高度的工作士氣。 18. 

我願意為教育投入更多時間與心力。 19. 

我能與同事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 20. 

我能與家長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 21. 

我常省思自己的教學方法與態度。 22. 

我能主動吸收新知，追求專業上的成長。 23. 

資料來源：本研究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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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問卷收回整理後，先剔除作答不完整之無效問卷，再對問卷進行編碼，將問

卷填答資料逐一輸入電腦中，以統計套裝軟體SPSS20.0及AMOS20.0中文版進行統

計分析。分析方法除一般敘述性統計及因素分析外，將以結構方程式進行研究，

茲將本研究的統計方法論述如下： 

結構方程式 ──SEM，早期稱為線性結構方程模式（ Linear Structutal 

Relationships，簡稱LISREL）或稱為共變數結構分析（ convariance structure 

analysis），SEM主要目的在考驗潛在變項與外顯變項間之關係，它結合了因素分

析與路徑分析（迴歸分析），亦即線性結構方程式包含測量模式與結構模式兩種，

其中測量模式在於建立測量指標與潛在變項間之關係，對於本研究，主要是透過

驗證性因素分析以考量測量模式之信度、效度。至於結構模式則主要在考驗潛在

變項間之因果路徑關係，主要係針對潛在變項進行路徑分析，以考驗結構模式的

適配性。因此，SEM可同時處理一系列互相關聯之相依關係，是一種以多個線性

模式呈現分析性變數間關係之統計模式。本研究利用SEM進行資料分析探究各變

數間之因果關係。另外衡量模式分析說明如下。 

衡量模式，係以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CFA）

來瞭解每一變數之信度與效度，它是用來進一步評估潛在變數的構念效度，並提

供更嚴謹的方式來評量單一構面（Anderson & Gerbing，1988）。構念效度的驗證

可分成收斂效度與區別效度。 

評估收斂效度的標準共有三項（Fornell & Larcker，1981）： 

（1） 所有標準化因素負荷量要大於0.5且達顯著水準。 

（2） 組合信度值（Composite Reliability）大於0.7。 

（3） 平均萃取變異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大於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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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別效度檢測則採用Anderson & Gerbing （1988）建議，分別將兩兩構面的

相關係數（共變數）限定為1，進行限定模式與非限定模式之卡方差異度檢定，在

顯著水準0.05的情況下，限定模式的卡方值大於非限定模式之卡方值3.84以上，則

表示不同因素間具有合理的區別效度。 

由於本研究要探討的變數屬於潛在變數，無法直接測量得知，所以必須藉由

觀察變數來間接推測得知，因此本研究採用AMOS為主要分析工具，以驗證教師性

別角色與參與發展評鑑態度對教師專業成長的影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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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論 

 

本研究中所用之量表題目皆採用過去學者所發展並經測試後之量表題目，並

參酌專家學者之建議與討論而製出本研究之問卷量表，發放問卷為103年9月18到

10月19日。（為了便利答卷者填寫並避免漏答之情形，故以Ａ3紙張雙面列印成一

頁，並於問卷下方註明背面尚有題目。） 

正式問卷調查共回收共217份，扣除無效問卷１份後，共計回收有效問卷216

份，回收率為96％。使用SPSS20.0統計套裝軟體進行資料分析。本章共分為八節，

第一節為研究樣本背景特性分析；第二節性別角色現況分析；第三節參與教師專

業發展評鑑態度現況分析；第四節教師專業成長現況分析；第五節問卷量表之因

素分析；第六節驗證性因素分析；第七節整體模式之關係分析；第八節干擾效果

檢定。 

 

第一節 研究樣本背景特性分析 

 

本研究問卷施測，以該學校於一０二學年度及以前已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為主，共發出230份問卷。研究者先以電話請求該學校主任或教師協助，再寄發問

卷。統計問卷回收共18所國民小學，共收回問卷217份；學校回收率為100％，個

人樣本的問卷回收率為96.0％，如表4.1所示。剔除填答時資料填寫不全及明顯填

答失實之無效問卷1份，餘有效問卷共216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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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嘉義縣國民小學調查問卷回收統計表 

學校

規模 
學校名稱 

學校教

師人數 

參與教

專人數 

發出問

卷份數 

回收問

卷份數 

是否 

收回 

問卷回

收率(%) 

22班 太保國小 40 30 30 30 是 100 

6班 黎明國小 10 10 10 8 是 80 

15班 梅山國小 20 15 15 13 是 87 

6班 大有國小 10 4 4 4 是 100 

19班 蒜頭國小 29 24 24 21 是 88 

6班 古民國小 13 6 6 5 是 83 

14班 大南國小 21 10 10 10 是 100 

7班 雙溪國小 15 11 11 11 是 100 

19班 平林國小 32 21 21 21 是 100 

9班 北回國小 16 10 10 10 是 100 

13班 太平國小 20 9 9 9 是 100 

7班 大鄉國小 10 8 8 8 是 100 

7班 下楫國小 10 7 7 7 是 100 

13班 梅北國小 19 14 14 14 是 100 

6班 碧潭國小 10 10 10 10 是 100 

11班 忠和國小 17 17 17 16 是 94 

10班 三興國小 18 13 9 9 是 100 

6班 松梅國小 11 11 11 11 是 100 

32班 興中國小   0 0 否  

 合計 321 230 226 217  96.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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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問卷調查基本資料分析，概述如下（如表4.2）：  

1. 性別：男性81人，佔37.5％，女性135人，佔62.5％。女性教師多於男性教師，

與現今國小教師女多於男之教學環境現況相符合(如圖4.1)。 

2. 教師年齡：教師年齡30歲以下，共4人，佔1.9％；教師年齡在31-35歲，共20人，

佔9.3％；教師年齡在36-40歲，共77人，佔35.6％；教師年齡在41-45歲，共62

人，佔28.7％；教師年齡在46-50歲，共36人，佔16.7％；教師年齡在51-55歲，

共13人，佔6.0％；教師年齡超過55歲，共4人，佔1.9％(如圖4.2)。 

3. 任教年資：教學年資5年（含）以下，共4人，佔1.9％；教學年資6-10年，共24

人，佔11.1％；教學年資11-15年，共82人，佔38.0％；教學年資16-20年（含）

以上，共62人，佔28.7％。教學年資21-25年（含）以上，共31人，佔14.4％。

教學年資26年-30（含）以上，共13人，佔6％(如圖4.3)。 

4. 教育程度：師範院校78人，佔36.1％；一般大學35人，佔16.2％；研究所103人，

佔47.7％(如圖4.4)。 

5. 擔任職務：班級導師114人，佔52.8％，科任教23人，佔10.6％，兼任行政教師

79人，佔36.6％(如圖4.5)。受訪者以導師人數最多，與現今國民小學的教學現

場相符，教學現場的一線人員以導師居多，與學生及家長接觸也最為密切。 

6. 學校規模：班級數6-12班有113人，佔52％；班級數12-24班有103人，佔48％（如

圖4.6）。嘉義縣的國小班級數多為12班以下，符合現況。參與學校多位於偏鄉，

可能是因為小校教師不多，彼此互動較為密切，容易同儕影響而共同參與，此

與張德銳等（2011）的研究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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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基本資料現況 

變項 組別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81 37.5％ 

 女 135 62.5％ 

學歷 
師範院校畢業 

（師專、師院、師大、教育大學） 
78 36.1％ 

 一般大學畢業（含教育學程、師資班） 35 16.2％ 

 研究所畢業（含以上） 103 47.7％ 

職別 級任教師 114 52.8％ 

 科任教師 23 10.6％ 

 教師兼行政職（主任、組長） 79 36.6％ 

教師年齡 30以下 4 1.9％ 

 31-35歲 20 9.3％ 

 36-40歲 77 35.6％ 

 41-45歲 62 28.7％ 

 46-50歲 36 16.7％ 

 51-55歲 13 6.0％ 

 超過55歲 4 1.9％ 

服務年資 5年以下 4 1.9％ 

 6-10年 24 11.1％ 

 11-15年 82 38.0％ 

 16-20年 62 28.7％ 

 21-25年 31 14.4％ 

 26-30年 13 6.0％ 

學校（班級數） 12班（含）以下 113 52％ 

 13-24班 103 4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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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性別分析表                圖 4.2 年齡分析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建立            資料來源：本研究建立 

    
圖 4.3 服務年資分析表         圖 4.4 學歷分析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建立            資料來源：本研究建立 

    
圖 4.5 職務分析表            圖 4.6 校規模(班級數)分析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建立          資料來源：本研究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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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性別角色之現況分析 

 

本小節欲探討不同性別角色在不同研究構念上是否產生顯著差異，因此使用

變異數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簡稱ANOVA）進行驗證分析。所謂變異數分

析就是將一組資料的總變動量，依可能造成變動的因素分解成不同的部份，並且

以假設檢定的方法來判斷這些因素是否確實能解釋資料的變動（榮泰生，2009）。

在本研究之研究概念性別角色中，兩性化有77人，男性化有40人，女性化有42人，

而未分化有57人。 

在男性化特質的各題項中，以「我覺得我自己是勇於承擔的」的得分最高，

平均得分為3.18。其次依序為「我覺得我自己是靠自己的」(3.16)、「我確信我自

己的能力」(3.13)、「我總是說到做到」(3.12)、「我覺得我自己是具有競爭力的」

(3.07)、「我覺得我自己是積極進取的」(3.05)、「我覺得我自己是有主見的」(3.04)、

「我覺得我自己是具影響力的」(2.93)、「我覺得我自己是冒險的」(2.60)、而以「我

覺得我自己是行動像領袖的」的得分最低，平均得分為2.50。(如表4.3) 

而在女性化特質的各題項中，以「我覺得我自己是富有同情心的人」的得分

最高，平均得分為3.25，其次依序為「我覺得我自己是忠誠的」(3.22)、「我覺得我

是關心別人的人」(3.19)、「我覺得我自己是溫和的人」(3.04)、「我覺得我自己是

令人愉快的人」(3.02)、「我覺得我自己是善感的」(2.99)、「我覺得我自己是說話

文雅的人」(2.94)、「我覺得我是細心的人」(2.86)、「我是一個順從的人」(2.83)、

「我是一個注意外表儀態的人」(2.81)、「我覺得我自己是害羞的」(2.55)、「我覺

得我是被動的（矜持）」(2.38)、「我是一個容易受騙的人」(2.36)，而以「我覺得

我自己是柔美的、女性的」的得分最低，平均得分為2.34。(如表4.3) 

由上述的現況分析結果得知，「我覺得我自己是富有同情心的人。」（3.25）、

「我覺得我自己是忠誠的。」（3.22）、「我覺得我是關心別人的人。」（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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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我自己是勇於承擔的。」（3.18），以及「我覺得我自己是靠自己的。」

（3.16）為性別角色量表中平均得分較高的題項。而「我覺得我自己是柔美的、女

性的。」（2.34），「我是一個容易受騙的人。」（2.36），「我覺得我是被動的

（矜持）。」（2.38），「我覺得我自己是行動像領袖的。」（2.50）、「我覺得

我自己是害羞的。」（2.55），則為其中平均得分較低的因素題項。 

由性別角色量表得分的初步分析可知國小教師主要是以「女性化」與「男性

化」同時存在為多數，經女性化、男性化之中位數分組歸納後分成「男性化」、

「女性化」、「兩性化」與「未分化」四組，而本研究中之國小教師性別角色多

為「兩性化」，即是兼具「男性化」與「女性化」之特性，而非單一偏向「男性

化」或是「女性化」。 

由分析結果得知，同情心、關心和忠誠度等女性化特質的得分最高為前三名，

這與教師必備的個人特質及工作特性有關，身教重於言教及境教，同情及關心學

生的老師必定是一位受家長及學生青睞的好老師，而教師對自我品行的要求也甚

高。但男性化特質的平均得分卻高於女性化特質，顯示教師在此職場中淬鍊，工

作能力被要求提升的同時，也賦與了男性化等工具性特質。注意外表儀態為得分

較低的選項，顯示國小教師多半仍較注重品格及內在的學識修養勝於外表的儀

態。而老師的特質持平穩重、按部就班也是被重視，不太允許像領袖般或是去從

事冒險的嘗試行為。而過於柔弱、女性化或害羞或容易受騙的表現，似乎也難以

在職場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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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性別角色之現況分析 

題

號 
因素 問項 

平均 

得分 

標 

準 

差 

因素

排序 

總 

排 

序 

因素

平均 

1 

男
性
化
特
質 

我覺得我自己是冒險的。 2.60 0.67 9 19 

2.98 

2 我覺得我自己是積極進取的。 3.05 0.52 6 9 

3 我覺得我自己是行動像領袖的。 2.50 0.73 10 21 

4 我覺得我自己是勇於承擔的。 3.18 0.53 1 4 

5 我覺得我自己是有主見的。 3.04 0.55 7 10 

6 我覺得我自己是靠自己的。 3.16 0.60 2 5 

7 我確信我自己的能力。 3.13 0.52 3 6 

8 我覺得我自己是具有競爭力的。 3.07 0.57 5 8 

9 我覺得我自己是具影響力的。 2.93 0.59 8 15 

10 我總是說到做到。 3.12 0.53 4 7 

11 

女
性
化
特
質 

我覺得我自己是害羞的。 2.55 0.68 11 20 

2.84 

12 我覺得我自己是柔美的、女性的。 2.34 0.77 14 24 

13 我覺得我自己是善感的。 2.99 0.60 6 13 

14 我覺得我自己是忠誠的。 3.22 0.48 2 2 

15 我覺得我是被動的（矜持）。 2.38 0.68 12 22 

16 我是一個順從的人。 2.83 0.59 9 17 

17 我是一個容易受騙的人。 2.36 0.75 13 23 

18 我是一個注意外表儀態的人。 2.81 0.71 10 18 

19 我覺得我是關心別人的人。 3.19 0.49 3 3 

20 我覺得我自己是溫和的人。 3.04 0.59 4 10 

21 我覺得我自己是說話文雅的人。 2.94 0.61 7 14 

22 我覺得我是細心的人。 2.86 0.62 8 16 

23 我覺得我自己是令人愉快的人。 3.02 0.46 5 12 

24 我覺得我自己是富有同情心的人。 3.25 0.46 1 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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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參與專業發展評鑑之現況分析 

 

參與專業發展評鑑態度之分析結果如表4.4所示，本研究之參與專業發展評鑑

態度共包含四個構面，分別為「評鑑目的」、「評鑑規準」、「評鑑方式」以及

「評鑑結果應用」。各題項中，總平均得分最高為「課程設計與教學」（3.21）構

面。 

「評鑑目的」的各題項中，以「協助教師瞭解其教學之優劣得失。」的得分

最高，平均得分為3.14，其次依序為「促進教師專業成長。」（3.14）、「協助教

師改進教學，提升教學品質。」（3.12）、「建立教師專業形象。」（3.10），而

以「確保教學品質，維護學生受教權益。」的得分最低，平均得分為3.06。 

「評鑑規準」的各題項中，以「課程設計與教學。」的得分最高，平均得分

為3.21，其次依序為「班級經營與輔導。」（3.16）、「敬業精神與態度。」（3.08），

而以「研究發展與進修。」的得分最低，平均得分為3.04。 

「評鑑方式」的各題項中，以「教師自我評鑑。」的得分最高，平均得分為

3.20，其次依序為「教學觀摩。」（3.14）、「訪談教師、教師同儕、行政人員。」

（3.04）、「教學檔案評量。」（3.00）、「教學成果展示。」（2.94），而以「問

卷調查（蒐集學生或家長的意見）。」的得分最低，平均得分為2.89。 

「評鑑結果應用」的各題項中，以「評鑑結果作為辦理教師研習之參考。」

的得分最高，平均得分為3.14，其次依序為「對評鑑結果，以書面個別通知教師。」

（3.12）、「協助受評教師規畫專業成長計畫。」（3.11）、「對教師專業表現給

予回饋與肯定。」（3.04）、「針對未達規準的教師安排專業輔導並讓其接受複評。」

（2.71），而以「可作為教師成績考核的重要參考依據。」的得分最低，平均得分

為2.07。 

而在「評鑑目的」、「評鑑規準」、「評鑑方式」以及「評鑑結果應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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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構面中以「評鑑規準」得分最高，其平均得分為3.12、其次依序為「評鑑目的」

（3.11）、「評鑑方式」（3.04），而以「評鑑結果應用」的得分最低，平均得分

為2.86。 

由上述現況分析結果得知，「課程設計與教學。」（3.21）、「教師自我評鑑。」

（3.21）、「班級經營與輔導。」（3.16）、「教學觀摩。」（3.14）為參與專業

發展評鑑態度中平均得分較高的題項。而「可作為教師成績考核的重要參考依據。」

（2.06）、「針對未達規準的教師安排專業輔導並讓其接受複評。」（2.71）、「問

卷調查（蒐集學生或家長的意見）。」（2.89），和「教學成果展示。」（2.94），

則為其中平均得分較低的題項。 

由分析結果得知，在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中，教師們希望能強化自身

的「課程設計與教學」的能力，也傾向支持「教師自我評鑑」，並提升班級經營

與輔導能力。更加期待評鑑規準的建立能有放諸四海皆可的恆常標準，免去教師

無所適從的困擾。教師們仍不希望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結果影響到教師的考核，而

過多的評鑑會導致擾亂了正常的教學，導致與學生共處時間變少，與張德銳等

（2011）研究相符合；蒐集學生或家長意見也會改變目前親師生之間的互動方式，

亦是教師們目前尚不樂見的，此也與周玉珍（2009）的研究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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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之現況分析 

題

號 

因

素 
問項 

平均

得分 

標 

準 

差 

因素

排序 

總 

排 

序 

因素

平均 

1 
評

鑑

目

的 

協助教師瞭解其教學之優劣得失。 3.14 0.50 1 5 

3.11 

2 協助教師改進教學，提升教學品質。 3.12 0.52 3 8 

3 確保教學品質，維護學生受教權益。 3.06 0.53 5 13 

4 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3.14 0.56 2 7 

5 建立教師專業形象。 3.10 0.59 4 11 

6 評

鑑

規

準 

課程設計與教學。 3.21 0.52 1 1 

3.12 
7 班級經營與輔導。 3.16 0.55 2 3 

8 研究發展與進修。 3.04 0.61 4 15 

9 敬業精神與態度。 3.08 0.56 3 12 

10 

評

鑑

方

式 

教師自我評鑑。 3.20 0.50 1 2 

3.04 

11 教學觀摩。 3.14 0.57 2 4 

12 教學檔案評量。 3.00 0.63 4 17 

13 訪談教師、教師同儕、行政人員。 3.04 0.58 3 14 

14 問卷調查（蒐集學生或家長的意見）。 2.89 0.69 6 19 

15 教學成果展示。 2.94 0.63 5 18 

16 

評

鑑

結

果

應

用 

對評鑑結果，以書面個別通知教師。 3.12 0.54 2 9 

2.86 

17 協助受評教師規畫專業成長計畫。 3.11 0.54 3 10 

18 評鑑結果作為辦理教師研習之參考。 3.14 0.51 1 6 

19 可作為教師成績考核的重要參考依據。 2.07 0.91 6 21 

20 
針對未達規準的教師安排專業輔導並讓其

接受複評。 
2.71 0.76 5 20 

21 對教師專業表現給予回饋與肯定。 3.04 0.72 4 1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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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教師專業成長量表現況分析 

 

教師專業成長量表現況之分析結果如表4.5所示，本研究之教師專業成長量共

包含四個構面，分別為「課程設計與教學」、「班級經營與輔導」、「研究發展

與進修」以及「敬業精神與態度」。教師對於此四個構面中的「敬業精神與態度」

得分最高，其總平均得分為3.20。 

「課程設計與教學」的各題項中，以「我能清楚呈現教材內容。」的得分最

高，平均得分為3.19，其次依序為「我能精熟任教學科領域知識。」（3.19）、「我

能靈活運用多元的教學資源（如網路、雜誌）提升教學效果。」（3.18）、「我能

適切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使其樂於學習。」（3.17）、「我能善用多元的評量方

式，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效。」（3.13）、「我能適切地研擬教學計畫。」（3.12），

而以「我能提升教學活動設計能力。」的得分最低，平均得分為3.12。 

「班級經營與輔導」的各題項中，以「我能營造和諧良好的班級氣氛。」的

得分最高，平均得分為3.26，其次依序為「我能善用獎懲的原則與技巧。」（3.24）、

「我能與學生及家長溝通的能力。」（3.23）、「我能落實依學生的個別差異進行

輔導。」（3.18）、「我能指導學生共同訂定生活公約。」（3.16），而以「我能

活用諮商晤談的技巧。」的得分最低，平均得分為3.06。 

「研究發展與進修」的各題項中，以「我樂意參與校內外進修研習活動。」

的得分最高，平均得分為3.20，其次依序為「我樂於嘗試新的教學方法。」（3.17）、

「我能積極參與教學或行動研究工作。」（3.02），而以「我能提升研發教材、教

法或教具的能力。」的得分最低，平均得分為2.94。 

「敬業精神與態度」的各題項中，以「我能主動吸收新知，追求專業上的成

長。」的得分最高，平均得分為3.24，其次依序為「我常省思自己的教學方法與態

度。」（3.23）、「我能與同事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3.23）、而「我願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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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投入更多時間與心力。」（3.20）與「我能與家長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3.20）

得分相同，而以「我能提升高度的工作士氣。」的得分最低，平均得分為3.12。 

在教師專業成長的四個構面中以「敬業精神與態度」得分最高，平均得分為

3.20，其次為「班級經營與輔導」（3.19），「課程設計與教學」（3.16），得分

最少的為「研究發展與進修」，平均得分為3.08。 

由上述的現況分析結果得知，「我能營造和諧良好的班級氣氛。」、「我能

善用獎懲的原則與技巧。」、「我能主動吸收新知，追求專業上的成長。」、「我

常省思自己的教學方法與態度。」、「我能與同事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和「我

能與學生及家長溝通的能力。」為教師專業成長量表中平均得分較高的題項。 

而「我能提升研發教材、教法或教具的能力。」（2.94）、「我能積極參與教

學或行動研究工作。」（3.02），以及「我能活用諮商晤談的技巧。」（3.06），

則為其中平均得分較低的題項。 

由分析結果得知，教師們著重的是班級和諧氣氛的營造與獎懲方式的合理運

用，亦即本身帶班的能力；其次重視的是個人會主動吸收新知，提升己身的專業

能力，並時時反思反省自己教學的不足，增進教學能力。而研發教材、教法或教

具的能力是較為不足而不受重視，可能與現今教材電子化有關，教學媒體多樣化，

教學現場強調有圖有真相，上課時大量使用電子媒體如投影機及電視畫面，以致

於教師在研發教材及教具的能力之需求減少。而諮商晤談能力亦較稍嫌不足，代

表教師們重視的還是對班上同學之班級經營和教學現場的掌控。而諮商輔導是一

把雙面刃，需有足夠的專業技巧，使用不當會適得其反。 

 



 
 
 
 
 
 
 
 
 
 
 
 

 

103 
 

表 4.5 教師專業成長之現況分析 

題

號 

因

素 
問項 

平均

得分 

標 

準 

差 

因素

排序 

總 

排 

序 

因素

平均 

1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學 

我能適切地研擬教學計畫。 3.12 0.46 6 18 

3.16 

2 我能提升教學活動設計能力。 3.12 0.45 7 19 

3 我能精熟任教學科領域知識。 3.19 0.46 2 11 

4 我能清楚呈現教材內容。 3.19 0.48 1 10 

5 
我能靈活運用多元的教學資源（如網路、

雜誌）提升教學效果。 
3.18 0.49 3 13 

6 
我能善用多元的評量方式，評量學生的學

習成效。 
3.13 0.49 5 17 

7 
我能適切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使其樂於

學習。 
3.17 0.46 4 14 

8 
班
級
經
營
與
輔
導 

我能指導學生共同訂定生活公約。 3.16 0.56 5 16 

3.19 

9 我能營造和諧良好的班級氣氛。 3.26 0.47 1 1 

10 我能善用獎懲的原則與技巧。 3.24 0.52 2 2 

11 我能落實依學生的個別差異進行輔導。 3.18 0.48 4 12 

12 我能與學生及家長溝通的能力。 3.23 0.52 3 5 

13 我能活用諮商晤談的技巧。 3.06 0.53 6 21 

14 研
究
發
展
與
進
修 

我能積極參與教學或行動研究工作。 3.02 0.56 3 22 

3.08 
15 我能提升研發教材、教法或教具的能力。 2.94 0.58 4 23 

16 我樂意參與校內外進修研習活動。 3.20 0.53 1 7 

17 我樂於嘗試新的教學方法。 3.17 0.48 2 14 

18 
敬
業
精
神
與
態
度 

我能提升高度的工作士氣。 3.12 0.54 6 19 

3.20 

19 我願意為教育投入更多時間與心力。 3.20 0.52 4 7 

20 我能與同事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 3.23 0.50 3 5 

21 我能與家長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 3.20 0.52 4 7 

22 我常省思自己的教學方法與態度。 3.23 0.52 2 4 

23 我能主動吸收新知，追求專業上的成長。 3.24 0.46 1 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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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問卷量表之因素分析 

 

本節將針對各量表進行因素分析，以驗證問卷之基本建構效度。本研究採主

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Method）萃取各量表中之共同因素，將分析結果

以最大變異法（Varimax）進行直交轉軸，以特徵值（Eigenvalue）大於 1 為選取

共同因素原則，另考量本研究之有效樣本數，以因素負荷量絕對值大於 0.5 為變

數選取準則。 

 

壹、 性別角色量表之因素分析 

 

針對性別角色量表，研究結果顯示KMO值為0.860，Bartlett’s 球形檢定值為

1746.766，顯著性為 0.000，達顯著水準，表示資料適合進行因素分析。共歸納出

二個因素，總解釋變異量為60.468％，各因素信度分別為0.694、0.743，皆屬高信

度，表示此部份問卷具一致性及穩定性（如附錄五）。 

 

貳、 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量表 

 

針對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量表，研究結果顯示KMO值為0.915，Bartlett’s球

形檢定值為3606.214，顯著性為0.000，亦達顯著水準，表示資料適合進行因素分

析。共歸納出四個因素，總解釋變異量為77.00％，各因素信度分別為 0.934、0.418、

0.896及0.770，皆屬高信度，表示此問卷具一致性及穩定性（如附錄六）。 

經因素分析後，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的21題問項將縮減為四大因素，

依序分別命名為「評鑑目的」、「評鑑規準與工具」、「評鑑方式」與「評鑑結

果運用」，此四大因素之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係數分別為 0.934，0.418，0.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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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70，符合一般學術研究之信度要求（如附錄六）。 

 

參、 教師專業成長量表 

 

針對教師專業成長量表，研究結果顯示KMO值為 0.933，Bartlett’s球形檢定值

為 4175.217，顯著性為0.000亦達顯著水準，表示資料適合進行因素分析。本量表

共歸納出四個因素，總解釋變異量為96.30％，各因素信度分別為 0.932、0.910、

0.809及0.914，皆屬高信度，表示此部份問卷具一致性及穩定性（如附錄七）。 

經因素分析後，教師專業成長的23題問項將縮減為四大因素，依序分別命名

為「課程設計與教學」、「班級經營與輔導」、「研究發展與進修」與「敬業精

神與態度」，此四大因素之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係數分別為 0.932，0.910，0.809

和0.914，符合一般學術研究之信度要求。（如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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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驗證性因素分析 

 

在收斂效度方面，由於性別角色量表屬固定的內控量表，無法刪除。因此將

僅針對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及教師專業成長量表之收斂效度，分析如後。 

 

壹、驗證性因素分析－收斂效度 

 

驗證性因素分析係以衡量模式進行模式的適合度檢定，以檢定各構面是否具

有足夠的收斂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和區別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

並以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再次驗證。 

收斂效度分析。潛在變項之建構信度（construct reliability）即是表中組合信度

（composite reliability，CR值），表示構面指標之內部一致性，一般學者建議建構

信度宜大於0.6（Bagozzi & Yi, 1988）。而觀察變項其對潛在變項的標準化迴歸加

權值即標準化因素負荷量(λ)宜大於門檻值0.45 （Bentler & Wu, 1993 ; Joreskog & 

Sorbom,1989）。平均變異抽取量(AVE)係評估各觀察變項對潛在變項的平均變異

解釋力，AVE值愈高表示潛在變項有愈高信度與收斂效度，學者建議AVE值需大

於 0.5（Fornell & Larcker, 1981）。 

從表4.6中顯示兩構面模式的適合度指標AGFI、NFI及CFI大多超過0.9的理想水

準，且各衡量題項的因素負荷量之p值均達顯著水準，大致符合Hair et al.(1998)所

建議之標準，顯示這兩構面衡量題項之收斂效度為可接受(Anderson & Gerbing,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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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表 

構面 AGFI NFI CFI RMR 因素負荷量與 P 值 

參與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態度 
0.874 0.947 0.964 0.022 

除 RMR 需 <0.08 

皆大於 0.5 顯著 

教師專業成長 0.815 0.893 0.913 0.065 
除 RMR 需 <0.08 

皆大於 0.5 顯著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貳、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 

 

由表 4.7與表 4.8中各構面之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與平均變異抽取

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之值可看出，各構面之組合信度大多超過0.7之水

準。而在平均變異抽取量部份，各構面於第一階驗證性因素分析之平均變異抽取

量多符合大於0.5之可接受水準，且於第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時，其組合信度與平

均變異抽取量亦能達到0.5 的水準之上，故各構面之平均變異抽取量皆在可接受之

範圍內，因此再次証明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構面與教師專業成長構面之收

斂效度皆能符合一般學術上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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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量表的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 

變   項 

MLE 的估計參數 
組合 

信度 

平均 

變異數

抽取量 

因素 

負荷量 

衡量 

誤差 

第一階     

評鑑目的   0.935 

 
0.743 

 1.協助教師瞭解其教學之優劣得失。 0.849
***

 0.279   

 2.協助教師改進教學，提升教學品質。 0.888
***

 0.211   

 3.確保教學品質，維護學生受教權益。 0.862
***

 0.257   

 4.評鑑方式。 0.879
***

 0.227   

 5.建立教師專業形象。 0.831
***

 0.309   

評鑑規準   0.899 0.690 

 6.課程設計與教學。 0.823
***

 0.323   

 7.班級經營與輔導。 0.827
***

 0.316   

 8.研究發展與進修。 0.815
***

 0.336   

 9.敬業精神與態度。 0.856
***

 0.267   

評鑑方式   0.899 0.598 

10.教師自我評鑑。 0.812
***

 0.341   

11.教學觀摩。 0.739
***

 0.454   

12.教學檔案評量。 0.811
***

 0.342   

13.訪談教師、教師同儕、行政人員。 0.823
***

 0.323   

14.問卷調查（蒐集學生或家長的意見）。 0.687
***

 0.528   

15.教學成果展示。 0.760
***

 0.422   

評鑑結果應用   0.796 0.455 

16.對評鑑結果，以書面個別通知教師。 0.822
***

 0.324   

17.協助受評教師規畫專業成長計畫。 0.936
***

 0.124   

18.評鑑結果作為辦理教師研習之參考。 0.868
***

 0.247   

19.可作為教師成績考核的重要參考依據。 0.200
***

 0.960   

20.針對未達規準的教師安排專業輔導並讓其

接受複評。 
0.276

***
 0.924   

21.對教師專業表現給予回饋與肯定。 0.498
***

 0.752   

第二階     

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   0.899 0.690 

評鑑目的 0.823
***

 0.323   

評鑑規準 0.827
***

 0.316   

評鑑方式 0.815
***

 0.336   

評鑑結果應用 0.856
***

 0.267   

註：*代表達顯著水準 0.05，**代表達顯著水準 0.01，***代表達顯著水準 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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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教師專業成長量表的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 

變   項 

MLE 的估計參數 
組合 

信度 

平均 

萃取 

變異量 

因素 

負荷量 

衡量 

誤差 

第一階     

課程設計與教學   0.932 0.664 

 1.我能適切地研擬教學計畫。 0.828
***

 0.314   

 2.我能提升教學活動設計能力。 0.818
***

 0.331   

 3.我能精熟任教學科領域知識。 0.798
***

 0.363   

 4.我能清楚呈現教材內容。 0.879
***

 0.227   

 5.我能靈活運用多元的教學資源（如網

路、雜誌）提升教學效果。 
0.811

***
 0.342   

 6.我能善用多元的評量方式，評量學生的

學習成效。 
0.813

***
 0.339   

 7.我能適切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使其樂

於學習。 
0.752

***
 0.434   

班級經營與輔導   0.912 0.633 

 8.我能指導學生共同訂定生活公約。 0.830
***

 0.311   

 9.我能營造和諧良好的班級氣氛。 0.833
***

 0.306   

10.我能善用獎懲的原則與技巧。 0.836
***

 0.301   

11.我能落實依學生的個別差異進行輔導。 0.779
***

 0.393   

12.我能與學生及家長溝通的能力。 0.758
***

 0.425   

13.我能活用諮商晤談的技巧。 0.730
***

 0.467   

研究發展與進修   0.811 0.519 

14.我能積極參與教學或行動研究工作。 0.745
***

 0.445   

15.我能提升研發教材、教法或教具的能力。 0.65
***

 0.578   

16.我樂意參與校內外進修研習活動。 0.704
***

 0.504   

17.我樂於嘗試新的教學方法。 0.777
***

 0.396   

敬業精神與態度   0.915 0.643 

18.我能提升高度的工作士氣。 0.802
***

 0.357   

19.我願意為教育投入更多時間與心力。 0.839
***

 0.296   

20.我能與同事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 0.814
***

 0.337   

21.我能與家長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 0.829
***

 0.313   

22.我常省思自己的教學方法與態度。 0.822
***

 0.324   

23.我能主動吸收新知，追求專業上的成長。 0.698
***

 0.513   

續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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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接前頁 

變   項 

MLE 的估計參數 
組合 

信度 

平均 

萃取 

變異量 

因素 

負荷量 

衡量 

誤差 

第二階     

教師專業成長   0.941 0.801 

課程設計與教學 0.865
***

 0.252   

班級經營與輔導 0.879
***

 0.227   

研究發展與進修 0.901
***

 0.188   

敬業精神與態度 0.933
***

 0.130   

註：*代表達顯著水準 0.05，**代表達顯著水準 0.01，***代表達顯著水準 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參、區別效度分析 

本研究依據Anderson & Gerbing（1988）的建議來進行區別效度的檢定，其方

式為：分別將兩兩構面的相關係數限定為1，接著將此限定模式與未限定之原衡量

模式進行卡方差異性檢定，如果限定模式之卡方值較未限定之原衡量模式之卡方

值為大且達顯著水準時，則表示此二構面間具有區別效度。 

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各構面與教師專業成長各構面之區別效度分析結

果如表 4.9與4.10所示。由表 4.9可以發現，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各構面之

AVE的平方根介於0.667~0.862，均大於各構面間的相關係數，此分析結果顯示各

構面皆滿足判斷準則。表  4.10教師專業成長各構面之AVE的平方根介於

0.721~0.815，均大於各構面間的相關係數，結果顯示各構面皆滿足判斷準則。 

 

表 4.9 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區別效度檢定表 

構面 項目數 
相關係數 

A B C D 

A. 評鑑目的 5 0.862    

B. 評鑑規準 4 0.790
*
 0.830   

C. 評鑑方式 6 0.760
*
 0.754

*
 0.774  

D. 評鑑結果應用 6 0.634
*
 0.591

*
 0.589

*
 0.667 

註：卡方值差之計算以未限定衡量模式為基準。 
*代表達顯著水準0.05，**代表達顯著水準0.01，***代表達顯著水準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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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教師專業成長區別效度檢定表 

構面 項目數 
相關係數 

A B C D 

A. 課程設計與教學 7 0.815    

B. 班級經營與輔導 6 0.707
*
 0.795   

C. 研究發展與進修 4 0.721
*
 0.653

*
 0.721  

D. 敬業精神與態度 6 0.735
*
 0.777

*
 0.713

*
 0.802 

註：卡方值差之計算以未限定衡量模式為基準。 
*代表達顯著水準0.05，**代表達顯著水準0.01，***代表達顯著水準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而表 4.11與表 4.12顯示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各構面與教師專業成長

各構念中的兩兩構面的相關係數限定為 1時，其限定模式之卡方值均較未限定模

式之卡方值大，且均達顯著的差異水準，故可知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各構

面與教師專業成長各構面間具有區別效度。  

 

表 4.11 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量表之區別效度分析 

模   式 卡方值 自由度 卡方值差 

1. 未限定衡量模式 811.851 185  

2. 評鑑目的和評鑑規準相關係數限定為 1 649.463 99 .000 

3. 評鑑規準和評鑑方式相關係數限定為 1 574.043 117 .000 

4. 評鑑方式和評鑑結果應用相關係數限定為 1 475.738 195 .000 

5. 評鑑結果應用和評鑑目的相關係數限定為 1 514.001 165 .000 

註：卡方值差之計算以未限定衡量模式為基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12 教師專業成長量表之區別效度分析 

模   式 卡方值 自由度 卡方值差 

1. 未限定衡量模式 831.953 226  

2. 課程設計與教學和班級經營與輔導相關係數限定為 1 527.801 156 .000 

3. 班級經營與輔導和研究發展與進修相關係數限定為 1 350.909 96 .000 

4. 研究發展與進修和敬業精神與態度相關係數限定為 1 342.045 88 .000 

5. 敬業精神與態度和課程設計與教學相關係數限定為 1 458.056 143 .000 

註：卡方值差之計算以未限定衡量模式為基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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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整體模式之關係分析 

 

本研究為檢定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與教師專業成長之因果關係，將進

行線性結構關係分析以瞭解整體模型的關係。線性結構關係分析結合了傳統統計

學中的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及路徑分析（Path Analysis），並納入了計量經

濟學的聯立方程式，可同時處理一系列依變項之間的關係，適用於本研究所欲探

討的整體模型之因果關係。 

對整體模型關係之探討係根據 Anderson & Gerbing（1988）及 Williams & 

Hazer（1986）等學者的建議進行兩階段法的線性結構關係分析：第一階段先針對

各研究構面及其衡量題項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以瞭解各構面的信度、收斂效度

及區別效度；第二階段為將多個衡量題項縮減為少數衡量指標，再運用線性結構

關係發展結構模式加以分析，以驗證研究中的各項假說檢定。第一階段中本研究

各構面測量模型配適度指標檢定，如表 4.13 所示，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與

教師專業成長二構面，各項指標多在可接受範圍內，因此顯示參與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態度與教師專業成長測量模型配適度已達良好標準，而性別角色因屬不連續

構面，在測量模型配適度中無法看出測量模型之配適度。由於第一階段之分析在

本章的前一節中已說明，故不再贅述，本節將從第二階段開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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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測量模型配適度指標檢核表 

統計檢定量 標準值 
參與教師專業

發展評鑑態度 
性別角色 教師專業成長 

絕
對
配
適
指
標 

χ
2
 越小越好(P≧α值) 

108.7 

(P=0.582) 

81.1082 

(P=0.000) 

245.021 

(P=0.000) 

χ
2
/df 1~5 之間 0.542 40.741 81.674 

GFI 大於 0.9 0.997 0.836 0.747 

AGFI 大於 0.9 0.987 0.401 0.157 

RMR 小於 0.08 0.002 1.390 0.069 

SRM

R 
小於 0.08 0.070 0.007 0.387 

RMSE

A 
小於 0.08 0.000 0.430 0.613 

增
量
配
適
指
標 

NFI 大於 0.9 0.998 0.845 0.581 

NNFI 大於 0.9 1.005 0.541 0.164 

CFI 大於 0.9 1.000 0.847 0.582 

RFI 大於 0.9 0.994 0.535 0.162 

IFI 大於 0.9 1.002 0.848 0.58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壹、 整體模式發展 

 

本章第六節的分析結果顯示，本研究各構面的信度、收斂效度及區別效度均

已達可接受的水準值，故以單一衡量指標取代多重衡量指標應是可行的，因此本

研究在參與專業發展評鑑態度的衡量模式上，以第一階段各構面的衡量題項得分

之平均值作為該構面的得分，再由第一階段構面作為第二階段構念的多重衡量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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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模式，亦即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為潛在構念時，其觀測變數為「評鑑目

的」、「評鑑規準」、「評鑑方式」與「評鑑結果應用」等四個構面；教師專業

成長為潛在構念時，其觀測變數為「課程設計與教學」、「班級經營與輔導」、

「研究發展與進修」與「敬業精神與態度」等四個構面。如此可以有效地縮減衡

量指標的數目，以執行分析整體模式的衡量。本研究之理論模式如圖 4.7所示，潛

在構念（Latent Construct）以橢圓形來表示，觀測變數（Observed Variable）則以

矩形來表示。本研究使用 AMOS 線性結構軟體進行分析，直接以原始問卷資料作

為模式的輸入資料。 

 

 

圖 4.7 研究關係模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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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整體模式配適度 

 

整體模式之配適度檢定其目的在檢定整個模式與觀察資料的配適程度。為了

評估研究模型整體是否良好，本研究以絕對配適檢定、增量配適檢定及精簡配適

檢定等三個面向檢定模型之外在品質。 

 

一、絕對配適檢定 

本研究進行整體模式驗證過程，首先依據研究假設建構之初始模式進行估

算，經過修正後，所得模式整體配適度指標，詳如表4.14所示。由分析結果可知，

整體模式的χ
2
 = 61.472(DF =19.84、NPAR =27)，P = 0.000，由於卡方值(χ

2
)不大，

顯著性P=0.000，即可認定整體模式與資料的配適性良好。檢測χ
2
/DF的值，當此值

小於5實屬於可接受範圍，而介於1~3時則表示結果十分良好。本研究初始衡量模

式的χ
2
/DF值為3.074，小於5，故配適結果屬可接受範圍。此外，GFI(Goodness of Fit 

Index)＝0.930、RMR(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0.022皆在理想數值之中。 

 

二、增量配適檢定 

增量配適檢定乃比較研究者所提出的概念性模型與獨立模型(indepen-dence 

model)配適度差異程度之統計量，以衡量在配適度上的改善程度。研究者所提出供

做比較的模式稱基準模式（Baseline model），基準模式需對所要估計之參數做最

多限制，藉著增加要進行估計的參數個數，進而比較此模式與基準模式。常用衡

量指標及本研究結果如表4.14，而AGFI（Adjusted Goodness of fit index）＝0.874、

NFI（Normed Fit Index）＝0.947、CFI（Comparative Fit Index）＝0.964、RFI（Relative 

Fit Index）＝0.926、IFI（Incremental Fit Index）＝0.964，皆在理想數值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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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簡配適指標 

在實際運用中，選擇一個「最佳」模型的原則，即是接受精簡模型，也就是

模型中參數越少越好。本研究模型PGFI(parsimony goodness of fit indices) ＝

0.517，大於0.5，表示模型是可以接受的。 

綜觀各項綜合指標判斷，各項指標幾乎都在可接受範圍內，因此顯示線性結

構方程模式整體配適度已達良好標準。 

 

表 4.14 整體模型配適度指標檢核表 

統計檢定量 配適之標準或臨界值 檢定結果 模式配適判斷 

絕 

對 

配 

適 

指 

標 

χ
2
 越小越好(P≧α值) 

61.472 

(P=0.000) 
否 

χ
2
/df 1~5 之間 3.074

*
 是 

GFI 大於 0.9 0.959
*
 是 

AGFI 大於 0.9 0.927
*
 是 

RMR 小於 0.08 0.006
*
 是 

SRMR 小於 0.08 0.0286
*
 是 

RMSEA 小於 0.08 0.062
*
 是 

增

量

配

適

指

標 

NFI 大於 0.9 0.972
*
 是 

NNFI 大於 0.9 0.982
*
 是 

CFI 大於 0.9 0.987
*
 是 

RFI 大於 0.9 0.961
*
 是 

IFI 大於 0.9 0.987
*
 是 

精

簡

配

適

指

標 

PNFI 大於 0.5 0.694
*
 是 

PGFI 大於 0.5 0.533
*
 是 

CN 大於 200  110
*
 是 

註：*代表達顯著水準0.05，**代表達顯著水準0.01，***代表達顯著水準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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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基本配適度分析 

 

本研究整體模式之基本配適指標，詳如表 4.15 所示，其誤差變異皆為正數，

且各負荷標準估計值皆達顯著水準。各參數說明如下： 

 

一、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構面 

此構面包含：「評鑑目的」、「評鑑規準」、「評鑑方式」、與「評鑑結果

應用」等四個因素，負荷量最高者為「評鑑目的」因素，其負荷估計值為 1.944，

t值大於 1.96 ，達到顯著水準；其次「評鑑規準」因素，其負荷估計值為 1.911，

t值大於 1.96 ，達到顯著水準；而負荷量最小者為「評鑑結果應用」因素，其負

荷估計值為 1.426， t值亦大於 1.96，也是達到顯著水準。此外，在 R 
2 方面，「評

鑑目的」、「評鑑規準」、「評鑑方式」與「評鑑結果應用」的 R 
2值分別為 0.808、

0.765、0.732、0.4774，R 
2值均大於0.4，表示「評鑑目的」、「評鑑規準」、「評

鑑方式」與「評鑑結果應用」等四個因素對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確實具有

解釋能力。由上述分析可確認「評鑑目的」、「評鑑規準」、「評鑑方式」與「評

鑑結果應用」等四個因素為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之主要因素，其中又以「評

鑑目的」因素對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之關聯性最強。 

 

二、教師專業成長構面 

此構面包含：「課程設計與教學」、「班級經營與輔導」、「研究發展與進

修」與「敬業精神與態度」等四個因素，負荷量最高者為「敬業精神與態度」因

素，其負荷估計值為1.140；其次為「班級經營與輔導」(1.076）、「課程設計與教

學」(1.076)，最後為「研究發展與進修」（1.055），四個因素之 t值皆大於 1.96，

達到顯著水準。此外，在 R 
2值方面，「課程設計與教學」、「班級經營與輔導」、

「研究發展與進修」與「敬業精神與態度」四個因素的 R 
2值分別為0.722、0.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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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69與0.784，皆大於 0.4，表示「課程設計與教學」、「班級經營與輔導」、「研

究發展與進修」與「敬業精神與態度」四個因素對教師專業成長確實具有解釋能

力。由上述分析可確認「課程設計與教學」、「班級經營與輔導」、「研究發展

與進修」與「敬業精神與態度」四個因素為影響教師專業成長之主要因素，其中

又以「敬業精神與態度」因素對教師專業成長之關聯性最強。 

 

表 4.15 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教師專業成長模型基本配適度指標 

參數 估計值 t 值 誤差變異 
解釋能力

R
2
 

評鑑目的→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 1.944 
***

 16.612 0.177 0.808 

評鑑規準→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 1.911 
***

 15.904 0.129 0.765 

評鑑方式→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 1.868 
***

 15.234 0.122 0.732 

評鑑結果應用→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 1.426 
***

 11.219 0.127 0.4774 

課程設計與教學→教師專業成長 1.076 
***

 12.833 0.076 0.722 

班級經營與輔導→教師專業成長 1.076 
***

 12.833 0.084 0.698 

研究發展與進修→教師專業成長 1.055 
***

 12.858 0.082 0.669 

敬業精神與態度→教師專業成長 1.140 
***

 13.793 0.083 0.784 

註：*代表達顯著水準0.05，**代表達顯著水準0.01，***代表達顯著水準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肆、 研究假設檢定 

 

經由實證分析與檢定結果，本研究所建構之關係模式路徑圖，如圖4.8所示。

本研究依據實證分析結果，進行研究假設檢定詳如表4.16所示。所獲得之結論如

下：假設一（H1）：教師參與專業發展評鑑態度對教師專業成長有影響，成立。 

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對教師專業成長的路徑係數為0.74，t值為10.498，

大於 1.96 之標準，故本研究之假設一成立，表示國民小學教師參與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態度得分越高，則其對教師專業成長影響愈高；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

得分越低，則教師專業成長得分也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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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整體模式變項路徑之關係與假設檢定 

假設 路徑 
假設 

關係 
路徑值 t 值 

假設成 

立與否 

H1 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教師專業成長 正向 0.74
*
 10.498 成立 

註：*代表達顯著水準0.05，**代表達顯著水準0.01，***代表達顯著水準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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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5 0.85  0.80 0.90 

課程設計 

與教學 

班級經營 

與輔導 
 研究發展 

與進修 

敬業精神 

與態度 

圖 4.8 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與教師專業成長關係模式實證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建立 

 

伍、 效果分析 

 

各潛在變項影響路徑效果詳如表4.17所示，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與教師

專業成長間的總效果為0.74，且達顯著水準。由此可確認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

度對教師專業成長確實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 

表 4.17 整體模式潛在變數間的影響效果 

模式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總效果 

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教師專業成長 0.74
***

 — 0.74
***

 

註：*代表達顯著水準0.05，**代表達顯著水準0.01，***代表達顯著水準0.001 

  —代表無效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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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干擾效果的檢定 

 

在調適行為的干擾效果檢定方面，本研究將進行以下四個步驟，以確認性別

角色在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與教師專業成長的關係中是否具有干擾效果。 

 

壹、原始資料分組 

 

首先，本研究採用男性化平均得分中位數(2.90)與女性化平均得分中位數(2.79)

為基準，將全部樣本依干擾變數的實際得分進行集群分析，以便能對干擾變數進

行性別角色分組。當男性化平均得分≧2.90，女性化平均得分＜2.79時，性別角色

為「男性化」；當男性化平均得分＜2.90，女性化平均得分≧2.79時，性別角色為

「女性化」；當男性化平均得分≧2.90，女性化平均得分≧2.79時，性別角色為「兩

性化」；當男性化平均得分＜2.90，女性化平均得分＜2.79時，性別角色為「未分

化」。分析結果「男性化」有40個樣本，百分比為18.5%；「女性化」有42個樣本，

百分比為19.4%；「兩性化」有77個樣本，佔最大百分比35.6%；「未分化」有57

個樣本，佔26.4%（如表 4.18）。 

 

表 4.18 性別角色分組結果 

性別角色特質 
男性化特質 總人數 

（百分比） 低於中位數 高於中位數 

女 

性 

化 

特 

質 

低於中位數 

（百分比） 

57 

(26.41%) 

40 

(18.5%) 
216 

(100%) 高於中位數 

（百分比） 

42 

(19.4%) 

77 

(35.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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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SPSS分析進行分類判別，將性別角色分類為未分化(1)、男性化(2)、女性

化(3)及兩性化(4)，如表 4.19 性別角色分類結果，表示已將性別角色樣本的原始

組別觀察值作正確分類，無遺漏值。重新分組後，性別角色為不連續斷面，故後

續分析不宜採用一般線性分析方式。 

表 4.19 性別角色分類結果 

性別角色 

預測的各組成員 

總和 
1 

(未分化) 

2 

(男性化) 

3 

(女性化) 

4 

(兩性化) 

原
始
的
各
組
成
員 

個數 

1 57 0 0 0 57 

2 0 40 0 0 40 

3 0 0 42 0 42 

4 0 0 0 77 77 

人 

數 

百 

分 

比 

% 

1 100 0 0 0 100 

2 0 100 0 0 100 

3 0 0 100 0 100 

4 0 0 0 100 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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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AMOS模型檢驗：  

 

本研究採用跨樣本男性化、女性化特質中位數作分組，分別進行未分化、男

性化、女性化與兩性化等四組樣本建構 AMOS 整體模型多樣本結構方程模式，並

進行階層迴歸分析，以瞭解四種性別角色的類型對於原本模型是否呈現干擾效果。 

首先，建構AMOS整體模型檢驗如模型一（圖4.9）所示，驗證「參與教師專

業發展評鑑態度→教師專業成長構面」的路徑係數估計值為0.74，p=0.000，達顯

著水準。 

 

 

 

圖 4.9 模型一：基準模型 

資料來源：本研究建立 

 

路徑係數檢驗中，是由假設模型的分析與比較來進行；模型一（圖4.9）為基

準模型，接著進行干擾效果檢定，如圖4.10所示，全體性別角色的干擾路徑值為

0.92，t=10.773，符合t>1.96的標準，p=0.000，達顯著水準；因此本研究之假設二：

教師性別角色對參與專業發展評鑑態度與專業成長有干擾效果，成立。 

 

 

 

 

 

圖 4.10 干擾效果整體模型 

資料來源：本研究建立 

0.92(10.773) 
參與專業發展評鑑 教師專業成長 

性別角色 

參與專業發展評鑑 教師專業成長 
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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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對干擾變數進行分組，並檢驗分組的有效性，再進行多群組結構方程模

型分析。性別角色的類型為四組獨立無關聯，但結構相同的模型之組合，為檢驗

性別角色的四種類型：未分化、男性化、女性化、兩性化群組干擾變數是否對參

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與教師專業成長有顯著差異，本研究使用階層迴歸分析

方式檢驗。執行結果得知，兩性化的路徑係數估計值為1.052，t值為7.225，P=0.000；

男性化的路徑係數估計值為0.670，t值為3.337，P=0.000；未分化的路徑係數估計

值為0.507，t值為3.233，P=0.001；女性化的路徑係數估計值為0.419，t值為2.270，

P=0.023。相關數值皆達到顯著水準（如表4.20）。 

觀察表4.20所示，表示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與教師專業成長模型會受

教師性別角色不同而有顯著差異；性別角色的四種類型依照干擾效果的影響程

度，依次為兩性化、男性化、未分化與女性化。 

綜合上述，即可確認性別角色於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與教師專業成長

之間的干擾效果成立。 

 

表 4.20 性別角色對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與教師專業成長模型之干擾路徑係數表 

項目 

性別角色類型 
干擾路徑係數估計值 C.R. 檢定結果 

性別角色(全體樣本) 0.924
***

 10.773 顯著 

未分化 0.507
**

 3.233 顯著 

男性化 0.670
***

 3.337 顯著 

女性化 0.419
*
 2.270 顯著 

兩性化 1.052
***

 7.225 顯著 

註：*代表達顯著水準 0.05，**代表達顯著水準 0.01，***代表達顯著水準 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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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探討國小教師在性別角色、參與專業發展評鑑態度與教師專業成

長現況，以及不同性別角色在參與專業發展評鑑態度上與教師專業成長之差異情

形。經由文獻回顧，性別角色理論、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相關研究與教師專業成長

意涵，建構本研究基礎架構；並依據文獻分析編製「性別角色量表」、「參與教

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量表」和「教師專業成長量表」，並以嘉義縣國小教師為研

究對象；將回收之問卷資料以SPSS20.0，AMOS20.0等軟體進行分析與討論，歸納

出本研究之結論，並提出建議，以利教育行政機關、學校單位及國小教師群和後

續研究者相關之借鏡參考。本章共分為二節，第一節研究結論；第二節為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論 

壹、 國小教師的參與專業發展評鑑態度、專業成長和性別角

色現況 

一、 參與專業發展評鑑的國小教師背景概況 

以女性居多，佔全部研究對象的62.5％。教師學歷以研究所畢業居多，佔全部

研究對象的47.7％。教師職務以級任教師居多，佔全部研究對象的52.8％。教師年

齡以36-40歲居多，佔35.6％，其次為41-45歲，佔全部研究對象的28.7％。教師服

務年資以11-15年居多，佔全部研究對象的38.0％，其次為16-20年，佔28.7％。教

師任教學校規模以12班以下居多，佔全部研究對象的52％，其次為13-24班，佔48

％。大致與嘉義縣國小之現況相符合。 

以國小教師生態而言，年齡36-45歲的教師，年資也約在11-20年間，此時教師

屬於經驗豐富，各項教學能力皆屬於專業成熟時期（饒見維，1996），張彩雲（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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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中認為，年資在6-15年及16年以上者，在對教師專業成長方面表現較優。 

 

二、 國小教師參與專業發展評鑑態度現況 

由研究結果得知，國小教師參與專業發展評鑑態度的整體平均數為3.03，各層

面之平均數，依得分的高低順序分別為「評鑑規準」（3.12）、「評鑑目的」（3.11）、

「評鑑方式」（3.04），「評鑑結果與應用」（2.86）。因此，嘉義縣國小教師在

參與專業發展評鑑態度的整體與各層面的表現，皆達到中上程度。 

從以上的現況分析結果，顯示國小教師對參與專業發展評鑑的態度，皆給予

正面的肯定，符合石璧菱（2003），余昆旺（2007），洪文芬（2007），林彥妤

（2010），余尚姿（2013），張淑婷（2013）等人研究，可解讀為已參與教師專

業發展評鑑之教師多能覺察評鑑是教職生涯中必經的洗禮及過程，積極面對，也

以此檢驗自身的教學，作為個人教職生涯更加進步的借鏡。唯教師仍不希望評鑑

結果與考核結合，而對蒐集家長和學生意見，教師還不大認可。此與林曉音

（2008），周玉珍（2009），周麗華（2012）的研究符合。 

 

三、 國小教師專業成長 

由研究結果得知，國小教師專業成長整體的平均為3.16，各層面得分高低，依

次為「敬業精神與態度」（3.20）、「班級經營與輔導」（3.19）、「課程設計與

教學」（3.16），「研究發展與進修」（3.08）。因此，國小教師專業成長在整體

與各層面的表現上，皆達到中上程度。 

由以上的分析得知，顯示國小教師皆認同教師專業成長之重要性，以「敬業

精神與態度」（3.20）的感受程度最高，並重視在教學環境中和親師生等三方面和

諧的人際關係。並除知識的傳授外，也重視省思及更新自己的專業知能。教師多

認可營造和諧的班級氣氛及獎懲運用是重要的，也能主動吸收新知，追求專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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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長。 

四、 教師性別角色現況 

針對性別角色的現況分析結果得知，國小教師在男性化特質中平均得分為

2.98，在女性化特質中平均得分為2.84，其在性別角色量表的結果呈現亦達到中上

程度。 

本研究之國小教師在男性化特質的平均得分較高，以「我覺得我自己是勇於

承擔的」（3.18）最高。這與教師的工作性質有關。面對多變的教學環境及層出不

窮的工作要求，教師常需處於備戰狀態，不能退縮，面對挑戰時需勇往直前，師

生一同「關關難過關關過」。所以，教師個人的工具性特質（男性化特質），易

被環境淬鍊得強化。 

而女性化特質「我覺得我自己是富有同情心的人」（3.25）感受也高，帶班的

導師更需要有溫柔細膩的同理心特質，能接納並了解學生的需求，覺察學生言行

之細微變化，給予適當的開導或關懷。因此，教師們關懷他人及同情心的特質變

得鮮明。總之，教師有時需展現剛強，有時則需表現同情心的特質。 

 

貳、 國小教師在參與專業發展評鑑的態度與教師專業成長上

之相關情形 

本研究中，國小教師參與專業發展評鑑的態度與教師專業成長不論在整體或

各層面之間皆呈現高度正相關，且皆達顯著水準（p<0.05）。結果顯示t值為10.498，

大於1.96之標準。 

因此提出本研究的第一個結論：教師參與專業發展評鑑態度對教師專業成長

有影響，成立。亦即，教師越以正面積極的看待參與專業發展評鑑態度，則其教

師專業成長也越佳；反之，當教師的教師專業成長越好，則其參與專業發展評鑑

態度之得分也越高，兩者呈現正相關。此與林春宏（2009）、陳俊龍（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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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靜美（2013）、柯郁安（2013）等的研究相符。 

 

參、 性別角色對參與專業發展評鑑的態度影響 

據資料分析結果顯示：性別角色對參與專業發展評鑑態度的影響不顯著，可

能由於教師多能明白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實行已經成為既定政策，遲早都必需參

加，無論是積極參加或受同儕影響而參與，教師個人的性別角色並不是直接影響

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原因。 

 

肆、 性別角色對參與專業發展評鑑的態度與教師專業成長的

干擾效果 

經由資料的分析驗證，本研究提出第二個結論，參與專業發展評鑑態度對教

師專業成長的影響力會受到性別角色的干擾。教師的性別角色對參與專業發展評

鑑態度與專業成長的干擾作用依次為兩性化、男性化、未分化、女性化時。 

亦即當教師的性別角色為兩性化時，對其參與專業發展評鑑態度與專業成長

產生正向的干擾效果最為顯著。 

 

第二節 建議 

 

依據本研究結果，研究者提出下列建議，作為嘉義縣國小教師將來全面參與

專業發展評鑑、促進專業成長，和提升教師個人性別角色之參考。 

 

壹、對教育行政機關和學校行政單位之建議 

一、在參與專業發展評鑑方面：設計出符合教師專業成長進修需求的活動。讓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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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們多能明瞭課程之設計與教學的重要性，也希冀能在研究進修中獲得相關的

裨益教學的資訊。 

二、鼓勵教師積極參與專業發展評鑑：已參與專業發展評鑑的教師們，多數都能

認可評鑑的目的及成果。未加入者遲早要面對，與其隨波逐流，莫若正向面對，

鼓起勇氣主動參與，能越早適應評鑑的流程，也證明自己的專業。 

三、在職訓練強化教師的兩性化特質：許多研究顯示性別角色特質是可以經由訓

練教育後改變（李藹慈，1995；范敏慧，2003；于曉平，林幸台，2010），而

本研究結果顯示兩性化對專業成長有正向之影響。主管教育機關可透過在職訓

練及性別平等研習，強化教師們對兩性化特質的認識。 

 

貳、對教師個人之建議 

一、 教師應善用進修管道：中小學教育界有著各項的進修研習機制，教師能積極

參與各項研習，強化自己專業能力，提升專業素養。 

二、 教師加強反思能力：教師參與專業發展評鑑已成為趨勢，全面實施已如箭在

弦上。評鑑的過程正可見賢思齊，檢視個人的教學作為，提供自我省思及專業

成長的機會。 

三、 教師應加強對性別平等教育的認識：教師對學生具有潛移默化之影響，教師

需謹言慎行，除教學上的專業，教師的性別角色特質，和看待性別角色的態度

也會影響學生對性別平等的觀念。在這個生物性別已不再能限制個人發展的時

代，教師們需多加強有關性別角色的認識，以利從事性別平等教育。並積極鍛

鍊自己，成為一個具兩性化特質的良師。 

 

參、對未來相關研究之建議 

一、 研究對象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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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受限於經費及人力，僅能以嘉義縣已參與專業發展評鑑之國小正式教

師為研究對象，所以其推論上僅限於研究範圍之內。因此為了更深入了解參與專

業發展評鑑之教師群的實際情況，因此未來之研究可以擴大至其他縣市或層級的

學校，以探討不同地區或不同教育階段的教師們在參與專業發展評鑑態度和專業

成長與性別角色的差異情形，使研究資料更為完整和豐富，更具備參考價值。 

二、 研究方法方面 

本研究係以問卷調查法進行，填答採自陳方式，由受試者依其經驗及主觀意

識填答，易受社會期待、心理防衛機制、填答者心境或題目設計不當等因素之影

響，造成填答結果失真。因此，建議未來研究者在使用問卷調查法之外，可在各

個學校輔以觀察、訪談或個案研究等質性研究方法，可收集到更多深入的資料，

瞭解研究對象內在的想法，得到更加周詳的研究結果。 

三、 研究變項 

影響參與專業發展評鑑態度和專業成長的因素非常複雜，諸如學校氣氛、家

長、學生、社區環境、工作壓力或教師的人格特質等因素。本研究是以性別角色

為干擾變數，未考慮其他變項因素，後續研究者可以增加相關變項，例如內在動

機、人格特質、工作滿意度、幸福感等，進行干擾效果之驗證，將有助於對教師

參與專業發展評鑑態度和專業成長的情況有更深入及全面的瞭解。 

四、 修正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之「性別角色量表」、「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量表、「教師

專業成長量表」，其信、效度達到標準，是值得使用的測量工具。建議能擴充施測

對象，於不同區域及層級的教師分別施測，並統整資料建立更加精確的評量標準。

如此能有助於提昇後續研究之效度，並降低研究結果之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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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國內教師評鑑的相關實證研究彙整表 

編

號 

作

者 
題目（對象） 摘要 

1 

林

榮

彩
2

0

0

2 

高雄市國小

教師專業評

鑑實施意見

之研究 

1. 評鑑的目的以形成性目的為主。 

2. 發展一套健全的評鑑規準：兼顧不同職務、學校特色，

全面呈現教師專業的表現。內涵採多元化，要有「班級

經營」、「教師專業知能」、「人際互動關係與親師生合

作」、「服務熱忱」。 

3. 評鑑的實施方式要多元化。多鼓勵、少懲戒。以教師自

評最受肯定。自我評鑑檢核表最受重視。 

4. 獎勵方式依序為：給予昇遷之機會，給嘉獎、獎狀、獎

章或公開表揚，給予獎金或考核續薪，優先給校內外研

習進修機會，發佈績效不予獎勵。 

5. 評鑑結果：只為提昇教師專業及教學品質、作為專業進

修之參考及教師證照制度之依據。 

6. 由教師代表擔任校內小組評鑑人員最受青睞。 

7. 評鑑方式：贊成每年一次自我評鑑。 

8. 評鑑結果能個別通知教師評鑑結果，不公開。 

9. 多數國小教師不贊成高雄市推行教師專業評鑑。 

2 

陳

玉

鳳

2

0

0

2 

國民中學教

師專業評鑑

規準之研究 

1. 教師專業評鑑規準以「班級經營」最受重視，而「行政

配合」、「研究進修」為次重要。 

2. 教師專業評鑑規準各主要層面下之指標重要性不等值，

選用時不宜以加總方式評分。 

3. 本研究擬定之「教師專業評鑑規準」計八大規準（教學

準備、教學實務、班級經營、行政配合、人際關係、研

究進修、訓輔知能、專業態度），48 項指標。 

4. 不同背景變項之屏東縣國中教師知覺「教師專業評鑑規

準」各層面及指標之重要性不同。 

5. 實施評鑑時參與制度設計的人員，領域教師代表、學校

行政人員最被肯定。 

6. 實施教師專業評鑑的評鑑人員以本校教師、主任、教師

會代表、校長最適合。 

7. 評鑑人員以校內自組評鑑小組、由校內教師同儕互評最

被接受；評鑑方式則以自我評鑑、同儕評鑑為主。 

8. 評鑑結果運用以形成性目的為主，以總結性目的為輔。 

9. 評鑑最合宜的時機為一年評鑑一次最被接受。 

10. 評鑑行政程序（實施步驟），要注重觀念的宣導、周延

的程序及多元的目的。 

續接下頁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a64gC/record?r1=1&h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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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接前頁 

編

號 

作

者 
題目（對象） 摘要 

2 

陳

玉

鳳
2

0

0

2 

國民中學教

師專業評鑑

規準之研究 

11. 評鑑資料的蒐集以自我評鑑檢核、教室觀察為主，其次

是教學檔案、問卷、教學觀摩。 

12. 教學檔案內容宜包含師生的互動情形、課程的計畫、教

學效果的評估教育目標及教育理念之陳述等。 

13. 不同背景變項教師對教師專業評鑑實施相關問題看法

不同。 

14. 開放問題意見彙整：教師專業評鑑應力求專業；要能有

效處理不適任教師，能以獎懲方式落實教師評鑑。 

3 

石

璧

菱
2

0

0

3 

國民小學實

施學校本位

教師評鑑之

研究－以桃

園為例 

1. 教育行政機關應提供法源，授權學校自主運作。 

2. 教師參與評鑑，能提升專業成長，藉同儕評鑑相互學習。 

3. 教師認為最重要的是「增進教師專業成長」、「促進學校

革新與整體發展」、「肯定教師的教學與成就」。 

4. 教師最認同為同儕評鑑。 

5. 蒐集資料來源為「教室觀察」、「教師晤談」、「教學檔案」。 

6. 規準為「班級經營與輔導」、「教學能力」、「學科知識」、

「人際互動」、「研習進修」、「校務配合」、「特殊表現」。 

7. 結果運用為「獎勵績優教師」、「作為續聘或解聘的依

據」、「考核的評比」。 

8. 評鑑困難：公平性遭質疑，與薪資和獎懲結合引發反感。 

9. 約六成三同意評鑑實施的必要性。 

4 

盛

宜

俊 

2

0

0

4 

桃園縣國民

小學教育人

員對實施教

師評鑑態度

之調查研究 

1. 一般教育人員最認同的評鑑目的前三項為「提昇教師專

業發展」、「提高學校辦學品質」、「維護學生學習權益」。 

2. 教育人員最認同的評鑑領域依序為「教師的教學方法與

技巧」、「教師關心學生的程度」、「教師的專業知識」。 

3. 教育人員最認同評鑑內容制定成員依序為「教師代表」、

「主任」、「校長」、「各學科領域教師代表」、「學生代表」。 

4. 教育人員最認同的評鑑方式前三項為「教師自我評鑑」、

「校內評鑑小組評鑑」、「教師同儕互評」。 

5 

朱

芳

謀
2

0

0

4 

屏東國小教

師對「教師

評鑑」態度

之研究 

1. 評鑑目的以形成性目的為主。 

2. 評鑑項目以教學表現較獲支持，並依職務而有差異。 

3. 資料蒐集需客觀、完整與公平。 

4. 評鑑人員組成，以同校人員最獲得支持。 

5. 資料蒐集需因職務及學校而異。 

6. 評鑑結果的使用需依職務有差異。 

7. 實施評鑑需有配套措施。 

續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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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接前頁 

編

號 

作

者 
題目（對象） 摘要 

6 

余

昆

旺
2

0

0

7 

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實施

意見之研究

-以臺北縣

市國民小學

為例 

1. 對評鑑實施內涵之認同度呈現中高程度。 

2. 評鑑之目的以形成性為主。 

3. 評鑑規準訂定應客觀衡量是否具體明確。 

4. 評鑑方式以自我評鑑和同儕評鑑最獲得肯定。 

5. 教室觀察是評鑑資料的最佳來源。 

6. 評鑑結果應保密，從優敍獎。 

7. 教師基本資料對教師評鑑實施內涵認同有顯著差異。 

7 

洪

文

芬
2

0

0

7 

雲林縣國民

小學教師對

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態度

之研究 

1. 國小教師對教師評鑑的「評鑑目的」、「評鑑規準」、「評

鑑方法」、「評鑑結果應用」的態度為中上程度；對「評

鑑方式」、「贊成或不贊成實施教師評鑑」、「評鑑實施時

的配套措施」、「不贊成實施評鑑的原因」的態度贊成程

度高；對「評鑑人員」的態度以「由校內外人員共同進

行評鑑」贊成程度最高。 

2. 教師對教師評鑑的態度因個人背景變項的不同，部份有

顯著差異。 

3. 教師對教師評鑑「評鑑目的」與「評鑑結果應用」、「評

鑑規準」與「評鑑方法」整體與各層面的態度呈正相關，

「評鑑目的」或「評鑑規準」態度的贊同程度越高，「評

鑑結果應用」或「評鑑方法」態度的贊同程度也越高。 

4. 教師對教師評鑑的「評鑑目的」、「評鑑規準」、「評鑑方

法」、「評鑑結果應用」部份層面的態度對「贊成或不贊

成實施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具有預測力。 

8 

林

曉

音
2

0

0

8 

臺北縣市國

民小學教師

對教師評鑑

態度之研究 

1. 教師認同評鑑的目的以形成性為主。 

2. 評鑑的項目以教師的教學方法與技巧、專業知識與能力

以及班級經營的能力較獲認同。 

3. 評鑑的規劃及評鑑人員以教師會代表最受肯定。 

4. 以兩年評鑑一次最受認同。 

5. 評鑑的結果以輔導改進教學為主，不與考核相結合。 

6. 在設立與推展上，教師贊成由教育部建立原則，教師自

行決定是否參加。 

7. 需要擬定健全的教師評鑑實施計劃以實施辦法，並有公

平且客觀的指標及配套。 

8. 不同背景：學歷、師資養成背景、職務、服務年資、及

不同學校規模之教師皆呈現顯著相關。 

9. 參與試辦一年的教師認同度高於參與試辦兩年的教師。 

續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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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a64gC/record?r1=1&h1=2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a64gC/record?r1=1&h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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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接前頁 

編

號 

作

者 
題目（對象） 摘要 

9 

林

春

宏
2

0

0

9 

國小教師對

「試辦教師

專業發展評

鑑」知覺與

專業成長關

係之研究 

1. 教師對評鑑計畫內容能充分瞭解。 

2. 教師對參與評鑑計畫滿意度高。 

3. 對未來全面推動評鑑的可行性高。 

4. 年長、資深、學歷高的國小教師對教師評鑑的知覺較佳。 

5. 研究所以上（含四十學分班）在專業成長表現較佳。 

6. 在教師評鑑知覺程度愈高，專業成長有愈高趨勢。 

7. 教師專業評鑑知覺能解釋教師專業成長表現。 

10 

周

玉

珍

2

0

0

9 

桃園縣國民

小學教師評

鑑之研究 

1. 教師評鑑的目的以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為主，並獎勵優良

教師，不以「淘汰」教師為主。 

2. 評鑑規準以班級經營能力、教學技巧及專業態度為主。 

3. 規劃教師評鑑內容的人員以教師會代表最受肯定；家長

會代表的同意程度則最低。 

4. 教師評鑑的實施方法以教師自我評鑑最獲認同；家長進

行評鑑的同意程度則最低。 

5. 教師評鑑的資料蒐集方式以教師自行填寫自我檢核表同

意度最高；以家長意見來進行資料蒐集同意度最低。 

6. 教師評鑑的結果以輔導教師改進教學為主，不要作為年

度考核之依據。 

1

1 

陳

俊

龍

2

0

0

9 

教師評鑑試

辦政策下的

教師專業成

長之研究 

1. 國小教師參與教師評鑑試辦前，其專業成長整體層面與

各層面的表現均達中度水準，其中以專業態度表現最

高，專業知識表現最低。 

2. 教師參與教師評鑑試辦前，其專業成長的表現會因年

齡、學歷、服務年資、擔任職務之不同而有差異。 

3. 教師參與教師評鑑試辦前，其專業成長的表現不因性

別、學校規模、學校參與試辦年數、參與試辦教師人數、

參與試辦教師比例的不同，而有差異。 

4. 教師參與教師評鑑試辦後，其專業成長整體層面與各層

面的表現大多達高度水準，其中以專業態度表現最高，

專業知識表現最低。 

5. 教師參與教師評鑑試辦後，其專業成長的表現會因性

別、年齡、學歷、服務年資、擔任職務之不同而有差異。 

6. 教師參與教師評鑑試辦後，其專業成長的表現不會因學

校規模、學校參與試辦年數、參與試辦教師人數、參與

試辦教師比例的不同，而有差異。 

教師評鑑試辦前後的國小教師專業成長之改變： 

7. 教師參與評鑑試辦前後，其專業成長整體層面與各層面

的表現均呈正向改變，其中以專業知識成長最多，人際

溝通成長最少。 

續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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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接前頁 

編

號 

作

者 
題目（對象） 摘要 

1

1 

陳

俊

龍
2

0

0

9 

教師評鑑試

辦政策下的

教師專業成

長之研究 

8. 教師參與評鑑試辦前後，其專業成長會因性別、年齡、

服務年資、參與試辦教師比例之不同，而有差異。 

9. 教師在參與教師評鑑試辦前後，其專業成長的改變，不

會因學歷、擔任職務、學校規模、學校參與試辦年數、

參與試辦教師人數不同，而有差異。 

10. 教師評鑑試辦前的國小教師專業成長愈佳，其教師評鑑

試辦後的專業成長也愈佳，兩者存有中度的正相關。 

11. 國小教師參與教師評鑑試辦前的專業成長各層面之表

現對教師評鑑試辦後的專業成長表現具有預測作用，其

預測力介於 40.5%-55%。 

1

2 

林

彥

妤
2

0

1

0 

臺中縣市國

民小學教師

專業發展評

鑑態度之研

究 

1. 參與評鑑之教師對計劃內涵有中上程度認同。 

2. 研究所學歷、教師兼任主任、教師兼任組長、年資在 6-10

年以及 16-20 年之參與試辦評鑑教師在評鑑內涵整體認

同度較高。 

3. 參與試辦的教師肯定教師評鑑的成效。 

4. 行政人員中，主任知覺也高於組長。 

5. 評鑑之困難為：評鑑內容太多，增加教師工作的負擔、

教師檔案難以反應教師實際的表現，行政配套措施不足

或資源不足，造成教師負擔。 

1

3 

佘

雅

玲
2

0

1

2 

國小教師參

與教師評鑑

意願之影響

因素探討-

以某市為例 

1. 參與意願低落導致試辦教師評鑑之成效不彰。 

2. 人口變項：性別、年齡、職務、服務年資及是否參與評

鑑在評鑑意願上有差異。 

3. 「外部與行政人員」與「教師參與意願」具顯著負相關。 

4. 「法源建立」與「教師參與意願」具顯著之正相關。 

5. 「評鑑配套措施」各變數全部皆與「教師參與意願」具

顯著之正相關。 

1

4 

彭

慧

婷
2

0

1

2 

國民小學教

師專業發展

評鑑與教師

專業成長關

係之研究 

1. 國民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六個向度，以「教師專業

發展評鑑目的」得分最高。 

2. 專業成長的四個向度，以「課程設計與教學」得分最高。 

3. 研究發現除了性別、學歷、學校規模未達顯著，在年齡、

服務年資、現任職務、是否參與教師評鑑達顯著差異。 

不同背景變項在教師專業成長的得分方面：研究發現除

了性別、學歷、學校規模未達顯著，在年齡、服務年資、

現任職務、是否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達顯著差異。 

4. 國民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分向度對教師專業成長皆

具有顯著影響力。 

5. 在評鑑目的中以「提升教師教學品質」最有影響。 

6. 評鑑規準和工具以「評鑑指標重點的說明具體清晰」最

有影響。 

續接下頁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a64gC/record?r1=7&h1=8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a64gC/record?r1=7&h1=8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a64gC/record?r1=7&h1=8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a64gC/record?r1=7&h1=8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a64gC/record?r1=7&h1=8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a64gC/record?r1=1&h1=6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a64gC/record?r1=1&h1=6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a64gC/record?r1=1&h1=6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a64gC/record?r1=1&h1=6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a64gC/record?r1=1&h1=6


 
 
 
 
 
 
 
 
 
 
 
 

 

156 
 

續接前頁 

編

號 

作

者 
題目（對象） 摘要 

1

4 

彭

慧

婷
2

0

1

2 

國民小學教

師專業發展

評鑑與教師

專業成長關

係之研究 

7. 評鑑方式以「成立校內評鑑小組評鑑的方式」最有影響。 

8. 評鑑資料蒐集以「透過檔案製作與評量」最有影響。 

9. 評鑑結果應用中以「協助受評教師規劃專業成長計畫」

最有影響。 

10. 在教育發展評鑑相關配套措施中以「發展教師專業成長

支持系統」最有影響。 

11. 國民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與教師專業成長整體之影

響情形：上游潛在變項「國民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對下游潛在變項「國民小學教師專業成長」具有顯著影

響力，其中以「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結果應用」對「教師

專業成長」影響力最為顯著。 

1

5 

周

麗

華
2

0

1

2 

國小教師專

業發展評鑑

與專業成長

之研究:教

室另一雙善

意的眼睛 

1.教學輔導教師的實作經驗，奠定追求專業之基礎。 

2.辦理評鑑理念由下而上形成共識，展現專業成長。 

3.專業學習社群建構教師自我成長與專業研討場域。 

4.「運用有效教學技巧」的專業表現在激發教學活動創新。 

5.「研擬適切教學計畫」、「清楚呈現教材內容」的專業表現

在規劃省思整體教學，增進學生學習成效。 

6.同儕教學觀察增進教師運用有效教學技巧。 

7.教學檔案協助教師研擬適切教學計畫。 

8.職務與年資不同，教師專業成長表現隨之蛻變成長。 

9.教育程度提昇與教師專業生涯同在，持續追求專業成長。 

1

6 

邱

靜

美

2

0

1

3 

高中教師專

業發展評鑑

與教師專業

成長之研究 

1. 教師最認同的評鑑目的為「促進教師專業成長」，而非成

績考核之依據。而最重要的評鑑層面為「課程設計與教

學」與「班級經營與輔導」。 

2. 教師最認同「同儕」教師擔任評鑑人員；而評鑑資料的

蒐集來源為「教學觀察」，至於對評鑑結果表現不佳的老

師，學校應提供相關研習或成長管道。學校在推動評鑑

時應增加獎勵誘因。 

3. 教師對專業發展評鑑多數持認同態度，但也認為專業發

展評鑑確實會增加教師的工作負擔與壓力。 

4. 不同齡教師在「課程設計與教學」專業成長有顯著差異。 

5. 不同職務教師在專業成長各層面有顯著差異。 

6. 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教師投入更多的專業精神與態

度，其專業成長總效益會愈高，兩者存有高度的正相關，

且有較佳的預測力。 

續接下頁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a64gC/record?r1=1&h1=13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a64gC/record?r1=1&h1=13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a64gC/record?r1=1&h1=13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a64gC/record?r1=1&h1=13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a64gC/record?r1=1&h1=13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a64gC/record?r1=1&h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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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接前頁 

編

號 

作

者 
題目（對象） 摘要 

1

7 

余

尚

姿
2

0

1

3 

雲林縣國小

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態度

與學校文化

之研究 

1. 評鑑態度為中上程度的知覺，以「評鑑的結果運用」與

「評鑑目的」兩層面最佳。 

2. 曾參與評鑑者有較高認同度。 

3. 評鑑認同度愈高，對學校文化知覺程度愈佳。 

4. 評鑑態度以「評鑑的資料蒐集」最具預測力。 

1

8 

柯

郁

安
2

0

1

3 

教師評鑑與

教師專業發

展途徑關係

之研究-以

桃園縣國民

小學為例 

1.教師對整體教師評鑑的知覺程度屬於普通，而以「教師評

鑑目的」知覺程度較高。 

2.教師知覺整體教師專業發展途徑良好，而以「教師自我發

展」知覺程度較高。 

3.研究所以上（含 40 學分班）、教師兼主任及年資五年以下

教師對教師評鑑的知覺程度較高。 

4.大型學校（49 班以上）、研究所以上（含 40 學分班）、教

師兼主任對教師專業發展途徑的知覺程度較高。 

5.國民小學教師評鑑與教師專業發展途徑具典型相關。 

6.教師評鑑對教師專業發展途徑具有顯著的預測力，其中以

「教師評鑑規準」層面解釋力最大。 

1

9 

施

美

好
2

0

1

4 

國小教師對

「教師評

鑑」態度之

研究-以桃

園縣為例 

1. 不同個人背景、學校環境等變項之教師對評鑑內涵的看

法有顯著差異。 

2. 不同個人背景變項、學校環境變項之國小教師對實施教

師評鑑的態度有顯著差異。 

3. 教師評鑑可協助教師了解自己在教學上的優缺點，增進

教學品質，促進教學革新。 

4. 教育行政機關應加強教師評鑑宣導，提供實質訓練與支

援，重視教師意願與建議，透過專業對話與溝通，凝聚共

識，建立適切的評鑑計畫，鼓勵教師參與。 

資料來源：本研究建立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a64gC/record?r1=1&h1=4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a64gC/record?r1=1&h1=4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a64gC/record?r1=1&h1=4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a64gC/record?r1=1&h1=4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a64gC/record?r1=1&h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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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國內教師專業成長之相關研究 

編

號 

作

者 
題目（對象） 摘要 

1 

任

東

屏
1

9

9

9 

碩士程度的

女性國小教

師專業發展

研究 

1. 教師就讀研究所的動機多從心理層面考量。 

2. 教師讀研究所後獲得個人的專業成長較多。 

3. 教育理念獲得他人支持情形，以「學校的同事」較多。

女性教師知覺由「父母」及「家長們」支持較顯著。 

4. 碩士程度的教師多期望「繼續從事學術研究」，其次「成

為優秀專業的國小教師」；而女性則期望「成為優秀專業

的國小教師」。 

5. 碩士程度教師大多認為讀完研究所，有正面的改變。 

6. 教師專業發展的概念，應包括：教師通用知能、學科知

能、教育專業知能、教育專業精神。 

7. 教師之背景變項、及重要他人支持層面對教師專業發展

具有解釋力。 

8. 進修讀完研究所後，大多有正向的專業改變。專業發展

與生涯發展亦因人而異，有所不同。 

9. 服務年資增加會呈現專業成熟的生涯特徵。 

10. 教師正面的專業發展，與整體環境的相互配合，方能相

得益彰。 

2 

高

義

展

2

0

0

2 

國民小學教

師知識管

理、學習型

態、專業成

長與專業表

現關係之研

究 

1. 國民小學教師知識管理、學習型態、專業成長與專業表

現大致良好。 

2. 男性教師在知識通訊、行政知能、一般知能、專業成長、

行政管理、以及專業表現等優於女性教師；女性教師在

知識分享、知識創新、教學知能等表現優於男性教師。 

3. 資深教師在知識管理、學習型態、專業成長、以及專業

表現優於資淺教師。 

4. 級任教師在知識分享、知識轉化、知識管理、創發學習、

親師合作等表現優於科任教師； 

科任教師在知識通訊、團隊學習、自我學習、行政知能、

一般知能、專業成長、行政管理等表現優於級任教師。 

5. 學歷越高的教師在知識管理、學習型態、專業成長、以

及專業表現較為良好。 

6. 小型規模的學校教師在知識管理、學習型態、專業成長、

以及專業表現較為良好。 

7. 國小教師的知識管理程度越高，從事學習的程度越高，

積極參與專業成長活動，知識管理程度越高，則其專業

表現的功效也會提昇。 

續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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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接前頁 

編

號 

作

者 
題目（對象） 摘要 

2 高

義

展
2

0

0

2 

國民小學教

師知識管

理、學習型

態、專業成

長與專業表

現關係之研

究 

8. 國小教師的知識管理程度越高，則其參與專業成長活動

的程度也會提昇。 

9. 國小教師積極從事不同型態的學習工作，則其參與專業

成長活動的程度也會提昇。 

10. 國小教師的知識管理與學習型態、知識管理與專業成

長、以及學習型態與專業成長等表現，共同運作相輔相

成，始能有效提昇專業表現。 

11. 國小教師的服務年資、知識分享、創發學習、一般知能

的表現能對於專業表現最有影響力。 

12. 教師知識管理表現越好，則投入學習工作的積極性會提

高，也因此促進教師積極參與專業成長活動，進而提昇

專業表現效能。 

3 蕭

秀

玉
2

0

0

3 

雲嘉地區國

民小學教師

專業成長與

學校效能關

係之研究 

1. 雲嘉地區國民小學教師專業成長與學校效能之現況良

好。 

2. 教師的背景變項，在教師專業成長的情形，有顯著差異。 

3. 教師的背景變項，在學校效能的知覺情形，有顯著差異。 

4. 教師專業成長與學校效能有顯著相關存在。 

5. 教師專業成長及教師背景變項對學校效能具有預測作

用。 

4 洪

瓊

芳
2

0

0

4 

國小教師專

業成長現況

與需求之研

究—以澎湖

縣與台南市

為例 

1. 「校內自辦的研習課程」是最常進行的專業成長活動；

「查詢網路資訊」是教師進行專業成長的重要來源。 

2. 「寒暑假」是教師進行專業成長的主要時間。 

3. 目前澎湖縣與台南市國小教師進行專業成長之層面偏重

在「教學知能」。 

4. 澎湖縣與台南市國小教師對專業成長各層面的需求程度

不同，但均屬中上程度。 

5. 澎湖縣與台南市不同背景變項之國小教師對專業成長需

求有差異。 

6. 台南市國小教師對專業成長需求顯著高於澎湖縣國小教

師。 

5 郭

淑

芳
2

0

0

5 

我國中小學

教師專業化

制度指標體

系建構之研

究 

1. 「我國中小學教師專業化制度指標體系」六個層面權重

分配依序如下：專業化歷程、專業屬性、專業證照、專

業文化、專業地位、專業組織。 

2. 指標體系之指標權重依序為：國家管理證照為先，認同

教師工作有專業的特性，教師職前培育與在職專業發

展，不斷提升專業素質。 

3. 指標體系之尺規權重依序為：國家管理證照為先、確保

教師專業素質、職前培育遴選有智能與性向人才為要。 

續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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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接前頁 

編

號 

作

者 
題目（對象） 摘要 

6 

曹

玉

福

2

0

0

6 

國民中小學

校長教學領

導、教師專

業成長與學

校效能 

1. 馬祖地區國民中小學教師所知覺之「校長教學領導」，得

分平均數為 3.63，屬中上程度。 

2. 不同背景變項老師知覺的「校長教學領導」有差異存在。 

3. 馬祖地區國民中小學教師所知覺之「教師專業成長」，得

分平均數為 3.67，屬中上程度。 

4. 不同背景變項教師知覺的「教師專業成長」有差異存在。 

5. 馬祖地區國民中小學教師所知覺之「學校效能」，得分平

均數為 3.67，屬中上程度。 

6. 不同背景變項教師所知覺到的「學校效能」有差異存在。 

7. 馬祖地區國民中小學「校長教學領導」各向度與「教師

專業成長」各向度有顯著正相關。 

8. 馬祖地區國民中小學「校長教學領導」各向度與「學校

效能」各向度有顯著正相關。馬祖地區中小學「教師專

業成長」各向度與「學校效能」各向度有顯著正相關。 

7 

王

家

瑞

2 

0 

0 

8 

屏東縣國民

中學校長教

學領導、教

師專業成長

與學校效能

關係之研究 

1. 屏東國中教師對校長教學領導、教師專業成長與學校效

能之現況大玫良好，屬中上程度。 

2. 教師個人背景變項對教師專業成長大部份有顯著差異：

性別、年齡、年資、學歷背景、學校所在在教師專業成

長上有顯著差異；而教師職務、學校規模在專業成長上

無顯著差異。 

3. 校長教學領導、教師專業成長、學校效能皆呈正相關：

且相互間，兩兩皆具有預測力。 

8 

陳

煦

梁
2

0

0

8 

國小教師專

業成長與教

學效能關係

之研究─以

嘉義縣為例 

1. 嘉義縣國小教師專業成長的整體表現與動機符合中高程

度以上。 

2. 教師教學效能與教學品質傾向中高程度以上表現。 

3. 嘉義縣國小教師專業成長動能上，資深教師高於資淺教

師、研究所學歷高於大學與專科學歷、鄉鎮市地區教師

高於(特)偏遠地區。 

4. 教師的專業成長動能愈高，則教學效能也愈高。 

5. 嘉義縣國小教師專業成長能有效預測教學效能，其中「教

育專業知能」最具有預測力。 

9 

許

史

幸
2

0

0

8 

國民小學校

長領導行為

與教師專業

成長關係之

研究 

1. 國民小學校長領導行為與教師專業成長的情形屬於高程

度表現。 

2. 不同背景變項的教師，其服務年資、擔任職務、學校規

模與學校地區在校長領導行為問卷上，均有顯著差異。 

3. 不同背景變項的國小教師，其服務年資、學歷與擔任職

務在教師專業成長問卷上，均有顯著差異。 

4. 國民小學校長領導行為與教師專業成長有正相關，並具

預測作用。 

續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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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接前頁 

編

號 

作

者 
題目（對象） 摘要 

1

0 

林

宗

德

2

0

0

9 

澎湖縣國中

小學教師專

業成長現況

與需求之研

究 

1. 專業成長類型以校內外短期研習為主，缺乏多樣性。 

2. 教師專業成長內容以教學知能與學生輔導為主，而較少

涉及人際溝通及教育研究等內容。 

3. 教師專業成長方式為鷹架支持學習高於自我導向學習，

且以專題講座的授課方式為主。 

4. 教師專業成長參與時間上以假日情況居多。 

5. 教師專業成長地點以縣內學校辦理居多。 

6. 教師專業成長經費多為免費或補助為主，而公假進修

時，其學費、交通、住宿費則需自行支應。 

7. 教師專業成長師資以聘請專家學者及教師為主，但常有

重複邀請或不符合教師需求之情況。 

8. 教師專業成長活動由教育局統籌，規劃上不完整，缺乏

教師自主性，進修場次常有過度密集或不足之處。 

9. 教師專業成長現況會背景因素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1

1 

張

彩

雲
2

0

0

8 

桃園縣國民

小學教師專

業成長之研

究 

1. 教師投入教育專業進修發展，已成為現今教育行政單位

基本要求。 

2. 教師在教師專業成長方面，達到「中上水準」。 

3. 教師師參加進修研習活動以「週三進修」為主。 

4. 教師的進修研習時數為「十八小時以上」之水準。 

5. 教師認為參加「教師週三研習」活動最有效。 

6. 教師參與進修研習，在「教育專業知能」方面最有收穫。 

7. 不同性別之教師專業成長中，在「整體」、「進修發展」

方面，已達顯著差異，男性教師優於女性教師。 

8. 不同年齡教師專業成長現況之研究結果發現，年紀越大

之教師專業成長知覺情形較佳。 

9. 教師具碩士以上學歷、擔任行政工作、服務年資 6-15 年

與服務年滿 16 年以上，在教師專業成長方面較優。 

10. 不同家庭背景、不同學校規模對教師專業成長之影響程

度，經本研究調查分析，未達顯著差異。 

11. 學校位置在偏遠地區之教師專業成長，高於市區、鄉鎮

市地區之學校。 

12. 教師對「班級經營」、「學生輔導」、「人際溝通」研習內

容之需求甚高。 

續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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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接前頁 

編

號 

作

者 
題目（對象） 摘要 

1

2 

鄭

思

慈
2

0

0

9 

教師專業成

長現況之研

究- 以彰化

縣國小英語

教師為例 

1. 英語教師專業成長總體表現為中上程度。 

2. 教師其專業成長的情形並未因性別、年齡、學歷和學校

規模的因素而有所不同。 

3. 不同年資教師其專業成長的表現在「行動研究」的層面

上有差異，在其他層面及總體層面上則無顯著的差異。 

4. 不同英語教學專長取得方式的英語教師其專業成長的表

現在「生涯規劃」的層面上有差異，在其他層面及總體

層面上則無顯著的差異。 

5. 教育學分取得方式不同的英語教師其專業成長的表現在

「溝通表達」的層面上有差異，在其他層面及總體層面

上則無顯著的差異。 

6. 擔任不同職務的教師其專業成長的表現在「學生輔導」

的層面上有差異，在其他層面及總體層面無顯著差異。 

7. 學校所在地區的英語教師其專業成長的表現在專業成長

總體層面及「教學資源」、「學生輔導」、「學校經營」個

別層面上有差異，在其他層面及總體層面上則無顯著的

差異。 

8. 「碩士學位」和「「40 學分班」此兩種進修類別對國小

英語教師的專業成長情形有影響。 

9. 「閱讀」、「具有專長教師經驗分享」、「網路學習」和「問

題對策與專業對話」此四種進修活動方式對教師的專業

成長有幫助。 

1

3 

張

文

祺
2

0

1

1 

桃竹苗地區

國民小學教

師專業學習

社群、學校

組織文化與

教師專業成

長關係之研

究 

1. 國小教師對專業成長持良好態度，以「教師專業精神」

層面最佳。 

2. 「21 年以上年資」、「教師兼主任」、「學校規模 6 班以

下」、「新竹縣」者對教師專業成長的知覺較高。 

3.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愈佳，教師專業成長成效愈高。 

4. 學校組織文化特質愈明顯，教師專業成長成效愈高。 

5.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對學校組織文化、教師專業成長有顯

著預測效果，其中分別以「合作學習」及「專業對話」

之個別預測力最高。 

1

4 

彭

慧

婷
2

0

1

2 

國民小學教

師專業發展

評鑑與教師

專業成長關

係之研究 

1.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包括六個向度，整體得分情形為高程

度，以「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目的」得分最高。 

2. 教師專業成長包括四個向度，整體得分情形為高程度、

其中以「課程設計與教學」的得分最高。 

3. 不同背景變項在國民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得分方

面；研究發現達顯著差異為：年齡、服務年資、現任職

務、是否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未達顯著者為：性別、

學歷、學校規模。 

續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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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接前頁 

編

號 

作

者 
題目（對象） 摘要 

1

4 

彭

慧

婷
2

0

1

2 

國民小學教

師專業發展

評鑑與教師

專業成長關

係之研究 

4. 不同背景變項：在年齡、服務年資、現任職務、是否參 

5. 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達顯著差異；性別、學歷、學校規

模未達顯著。 

6. 教師評鑑之分向度對教師專業成長具有顯著影響力，各

向度之影響情形如下：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目的向度中

以「提升教師教學品質」最有影響；在教師專業發展評

鑑規準和工具向度中以「評鑑指標重點的說明具體清晰」

最有影響；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方式向度中以「成立校

內評鑑小組評鑑的方式」最有影響；在教師專業發展評

鑑資料蒐集向度中以「透過檔案製作與評量」最有影響；

在專業發展評鑑結果應用向度中以「協助受評教師規劃

專業成長計畫」最有影響；在教育發展評鑑相關配套措

施以「發展教師專業成長支持系統」最有影響。 

7. 上游潛在變項「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對下游潛在變項「教

師專業成長」具有顯著影響力，其中以「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結果應用」對「教師專業成長」影響力最為顯著。 

1

5 

周

麗

華
2

0

1

2 

國小教師專

業發展評鑑

與專業成長

之研究:教

室另一雙善

意的眼睛 

1. 教學輔導教師的實作經驗，奠定追求專業之基礎。 

2. 辦理評鑑理念由下而上形成共識，展現專業成長。 

3. 專業學習社群建構教師自我成長與專業研討場域。 

4. 「運用有效教學技巧」的專業在激發教學活動創新。 

5. 「研擬適切教學計畫」、「清楚呈現教材內容」的專業表

現在規劃省思整體教學，增進學生學習成效。 

6. 同儕教學觀察增進教師運用有效教學技巧。 

7. 教學檔案協助教師研擬適切教學計畫。 

8. 職務與年資不同，教師專業成長表現亦逐漸蛻變成長。 

9. 教育程度提昇與專業生涯同在，持續追求專業成長。 

1

6 

邱

靜

美
2

0

1

3 

高中教師專

業發展評鑑

與教師專業

成長之研究 

1. 教師最認同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目的是「促進教師專業成

長」，而不是作為成績考核之依據，而最重要的評鑑層面

為「課程設計與教學」與「班級經營與輔導」。 

2. 教師最認同由「同儕」教師來擔任評鑑人員；而評鑑資

料的蒐集來源為「教學觀察」；評鑑結果表現不佳的老

師，學校應提供相關研習或成長管道。學校在推動評鑑

時應增加獎勵誘因。 

3. 教師對學校推動專業發展評鑑多持認同態度，但學校推

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會增加教師的工作負擔與壓力。 

4. 不同年齡在「課程設計與教學」之專業成長有顯著差異。 

5. 不同職務的教師在專業成長各層面有顯著差異。 

6. 參與評鑑的教師投入更多的專業精神與態度，其成長總

效益會愈高，兩者有高度的正相關，且有較佳的預測力。 

續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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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接前頁 

編

號 

作

者 
題目（對象） 摘要 

1

7 

柯

郁

安
2

0

1

3 

教師評鑑與

教師專業發

展途徑關係

之研究-以

桃園縣國民

小學為例 

1. 教師對整體教師評鑑的知覺程度屬於普通，而以「教師

評鑑目的」知覺程度較高。 

2. 教師知覺整體教師專業發展途徑良好，而以「教師自我

發展」知覺程度較高。 

3. 研究所以上（含 40 學分班）、教師兼主任及年資五年以

下教師對教師評鑑的知覺程度較高。 

4. 大型學校（49 班以上）、研究所以上（含 40 學分班）、

教師兼主任對教師專業發展途徑的知覺程度較高。 

5. 國小教師評鑑與教師專業發展途徑具有典型相關。 

6. 教師評鑑對教師專業發展途徑具有顯著的預測力，其中

以「教師評鑑規準」層面解釋力最大。 

1

8 

張

瑛

娸
2

0

1

4 

國中任教綜

合活動領域

教師專業成

長之個案研

究 

1. 國中任教綜合活動領域教師專業成長之歷程可分為接

觸探索時期、成長省思時期與創新實踐時期。 

2. 參加研習、教學觀察、課程研發、參訪交流、教師同儕

互動、教師自我反思、參加工作坊與研討會、加入國民

教育輔導團，以及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等方式能有效

促進國中任教綜合活動領域教師專業成長。 

3. 綜合活動領域教師專業成長之影響因素可分內在因

素，包含教師自我反思、教師教學信念；外在因素，包

含兼任職務、家庭因素、工作負荷量，以及研習地點與

時間。 

4. 綜合活動領域教師專業成長過程中面臨的困擾主要為

「授課節數多，多元評量時間不足」，其他尚有「考量

能力指標，教材無法即時運用」、「國教輔導團工作繁

重，造成壓力」。因應策略為建立同儕支持的夥伴關係、

採取即知即行的教學行動、培養正向積極的處事態度。 

資料來源：本研究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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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嘉義縣國民小學教師性別角色、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與

教師專業成長 

調查問卷(專家效度用卷) 

指導教授：洪嘉聲 博士 

編製者：陳秀玉 

敬愛的教育先進您好： 

後學目前正進行碩士論文研究工作，研究對象為嘉義縣 102 學年度曾參與教

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各國小主任、組長與一般教師。這份問卷目的在瞭解教師性別

角色、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與教師專業成長之相關情形。懇請您惠賜卓

見，俾建立本問卷專家效度。 

本問卷分為四部份，第一部份為「基本資料」，第二部份為「性別角色量表」，

第三部份為「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量表」，第四部份為「教師專業成長量

表」。請您就每一小題對該層面（選項）之適合度，在適當的□內勾選，若有修正

意見，也請您不吝賜教，並書寫於該試題右方之空格中，以供研究修正之參考。

謝謝您的協助與指教！ 

敬祝 

教安 

南華大學非營利事業管理研究所 

研究生：陳秀玉 敬上 

中華民國一０三年九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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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基本資料 請在下列適當選項前的□打「ˇ」 

教師背景 
保

留 

刪

除 

修

改 
修 改 意 見 

1.性別：□(1)男 □(2)女     

2.年齡：      歲     

3.服務年資：      年     

4.最高學歷： 

□(1)師範院校畢業（師專、師院、師大、

教育大學） 

□(2)一般大學畢業（含教育學程、師資班） 

□(3)研究所畢業(含四十學分班)以上。 

    

5.職務： 

□(1)僅擔任級任教師  

□(2)僅擔任科任教師  

□(3)教師兼行政職（如主任、組長） 

    

6.全校班級數：□(1)12 班以下  

□(2)13-24 班 □(3)25 班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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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份：性別角色量表 

性別角色發展是指個體在某一社會體系下，經由模仿學習相同性別者的行為

表現，表現出符合生物性別、歷史發展、社會文化以及大眾期待並認同的性別特

質，而此性別特質亦會因時代的變遷而隨之改變。學者將之分為兩性化、男性化、

女性化及未分化。 

 

性別角色的項目敘述。 
保

留 

刪

除 

修

改 
修 改 後 

男性化特質     

1. 我覺得我自己是冒險的。     

2. 我覺得我自己是積極進取的。     

3.我經常能指使別人去做我想要他們做

的事。 
    

4.我可以準時完成事情(任務、工作) 。     

5.我是個有男子氣概的人。     

6.當需要做決定時，我能夠很容易地表

明我的立場。 
    

7.我願意努力工作來得到我想要的東

西。 
    

8.我確信我自己的能力。     

9.我喜歡與人競爭的感覺。     

10.我覺得我自己是具影響力的。     

11.我總是說到做到。     

女性化特質     

12.我覺得我自己是害羞的。     

13.我覺得我自己是柔美的、女性的。     

14.我覺得我自己是善感的。     

15.我覺得我自己是忠誠的。     

16.我覺得我是被動的（矜持）。     

17.我是一個順從的人。     

18.我是一個容易受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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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我是一個注意外表儀態的人。     

20.我覺得我自己是仁慈、關心別人的

人。 
    

21.我覺得我自己是溫和的人。     

22.我覺得我自己是說話文雅的人。     

23.我覺得我是細心的人。     

24.我覺得我自己是令人愉快的人。     

25.我覺得我自己是富有同情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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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量表 

 

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意指透過校內團體訂定適合學校之評鑑規準與

方法，針對教師教學專業知能，利用多元方式蒐集教師的教學表現並加以評析，

評鑑者透過與教師專業對話及引導教師自我省思的歷程，讓教師了解其教學之優

劣及原因，並協助提供輔導管道及專業成長計畫，期能透過教師間同儕合作、專

業對話，促進教師的專業成長，提升教學品質。本研究欲探究教師參與教師專業

發展評鑑之態度，包含評鑑目的、評鑑規準與工具、評鑑方式、評鑑結果運用等

四構面。 

 

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指教師參

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態度。 

保

留 

刪

除 

修

改 
修 改 後 

構面一：評鑑目的     

1. 協助教師瞭解其教學之優劣得失。     

2. 協助教師改進教學，提升教學品質。     

3. 確保教學品質，維護學生受教權益。     

4. 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5. 建立教師專業形象。     

構面二：評鑑規準與工具     

6. 評鑑規準依學校需求和特色自行訂定

之。 

    

7. 評鑑規準內容由全體教師共同討論訂

定。 

    

8. 評鑑工具都有適切的判斷水準。     

9. 評鑑指標/檢核重點的說明具體清晰。     

10. 學校能主動提供合宜的評鑑工具。     

構面三：評鑑方式     

11. 教師自我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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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教學觀摩。     

13. 教學檔案評量。     

14. 訪談教師、教師同儕、行政人員。     

15. 問卷調查（蒐集學生或家長的意

見）。 

    

16. 教學成果展示。     

構面四：評鑑結果運用     

17. 對評鑑結果，以書面個別通知教師。     

18. 協助受評教師規畫專業成長計畫。     

19. 評鑑結果作為辦理教師研習之參考。     

20. 可作為教師成績考核的重要參考依

據。 

    

21. 針對未達規準的教師安排專業輔導

並讓其接受複評。 

    

22. 對教師專業表現給予回饋與肯定。     

 



 
 
 
 
 
 
 
 
 
 
 
 

 

171 
 

第四部份：教師專業成長量表 

 

教師專業成長：意指教師在個人教學生涯中，以積極、主動的態度，持續參

與各種增進教師專業能力的活動，以提升教師專業知識、技能、態度、教學效能，

達到專業成長的歷程。包含課程設計與教學、班級經營與輔導、研究發展與進修、

敬業精神與態度等四構面。 

 

教師專業成長情形：指教師知覺自我專

業成長的情形。 

保

留 

刪

除 

修

改 
修 改 後 

構面一：課程設計與教學     

1. 我能更適切地研擬教學計畫。     

2. 提升我教學活動設計能力。     

3. 幫助我更精熟任教學科領域知識。     

4. 我能更清楚呈現教材內容。     

5. 我能更靈活運用多元的教學資源（如

網路、雜誌）提升教學效果。 

    

6. 我更能善用多元的評量方式，評量學

生的學習成效。 

    

7. 我更能適切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使

其樂於學習。 

    

構面二：班級經營與輔導     

8. 我能指導學生共同訂定生活公約。     

9. 有助於我營造和諧良好的班級氣氛。     

10. 我更能善用獎懲的原則與技巧。     

11. 我更落實依學生的個別差異進行輔

導。 

    

12. 提升我與學生及家長溝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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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我更能活用諮商晤談的技巧。     

構面三：研究發展與進修     

14. 我更積極參與教學或行動研究工作。     

15. 提升我研發教材、教法或教具的能

力。 

    

16. 我更樂意參與校內外進修研習活動。     

17. 我更樂於嘗試新的教學方法。     

構面四：敬業精神與態度     

18. 提升我高度的工作士氣。     

19. 我更願意為教育投入更多時間與心

力。 

    

20. 有助我與同事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     

21. 有助我與家長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     

22. 我更常省思自己的教學方法與態度。     

23. 我能更主動吸收新知，追求專業上的

成長。 

    

 

【再次感謝您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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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教師性別角色、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與教師專業成長調

查問卷 

親愛的教師： 

您好！首先感謝您撥冗填寫問卷。本問卷主要目的在瞭解教師性別角色、參

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以及教師專業成長之相關情形，以作為教育研究參考。 

本問卷調查只作綜合分析，不作個別意見的探討，其結果純作學術研究之用，

請根據實際感受逐題回答。謹對您百忙之中協助填答，表示由衷的謝意！耑此  順

頌 

教  安 

                              南華大學非營利事業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指導教授：洪嘉聲 博士 

                         研究生：陳秀玉 敬啟 

                                          中華民國 103 年 9 月 

【第一部分】個人基本資料  請在適當選項前的□內打「」  

1.性別：□（1）男生  □（2）女生 

2.年齡：         歲  

3.服務年資：        年 

4.最高學歷：□(1)師範院校畢業（師專、師院、師大、教育大學） 

            □(2)一般大學畢業（含教育學程、師資班） 

            □(3)研究所畢業(含四十學分班)以上。 

5.職務：□(1)僅擔任級任教師 □(2)僅擔任科任教師  

        □(3)教師兼行政職（如主任、組長） 

6.全校班級數：□(1)12 班以下 □(2)13-24 班 □(3)25 班以上 

【第二部分】性別角色量表 

〈說明〉請根據您對性別角色的實際感受，在適當符合程度的選項號碼中打「」。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我覺得我自己是冒險的。 1 2 3 4 

 2. 我覺得我自己是積極進取的。 1 2 3 4 

 3. 我覺得我自己是行動像領袖的。 1 2 3 4 

 4. 我覺得我自己是勇於承擔的。 1 2 3 4 

 5. 我覺得我自己是有主見的。 1 2 3 4 

 6. 我覺得我自己是靠自己的。 1 2 3 4 

 7. 我確信我自己的能力。 1 2 3 4 

 8. 我覺得我自己是具有競爭力的。 1 2 3 4 

 9. 我覺得我自己是具影響力的。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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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我總是說到做到。 1 2 3 4 

11. 我覺得我自己是害羞的。 1 2 3 4 

12. 我覺得我自己是柔美的、女性的。 1 2 3 4 

13. 我覺得我自己是善感的。 1 2 3 4 

14. 我覺得我自己是忠誠的。 1 2 3 4 

15. 我覺得我是被動的（矜持）。 1 2 3 4 

16. 我是一個順從的人。 1 2 3 4 

17. 我是一個容易受騙的人。 1 2 3 4 

18. 我是一個注意外表儀態的人。 1 2 3 4 

19. 我覺得我是關心別人的人。 1 2 3 4 

20. 我覺得我自己是溫和的人。 1 2 3 4 

21. 我覺得我自己是說話文雅的人。 1 2 3 4 

22. 我覺得我是細心的人。 1 2 3 4 

23. 我覺得我自己是令人愉快的人。 1 2 3 4 

24. 我覺得我自己是富有同情心的人。 1 2 3 4 

【第三部分】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量表 

〈說明〉請根據您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實際感受，在適當符合程度的選項號碼 

        中打「」。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評鑑目的     

 1. 協助教師瞭解其教學之優劣得失。 1 2 3 4 

 2. 協助教師改進教學，提升教學品質。 1 2 3 4 

 3. 確保教學品質，維護學生受教權益。 1 2 3 4 

 4. 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1 2 3 4 

 5. 建立教師專業形象。 1 2 3 4 

評鑑規準     

 6. 課程設計與教學。 1 2 3 4 

 7. 班級經營與輔導。 1 2 3 4 

 8. 研究發展與進修。 1 2 3 4 

 9. 敬業精神與態度。 1 2 3 4 

評鑑方式     

10. 教師自我評鑑。 1 2 3 4 

11. 教學觀摩。 1 2 3 4 

12. 教學檔案評量。 1 2 3 4 

13. 訪談教師、教師同儕、行政人員。 1 2 3 4 

14. 問卷調查（蒐集學生或家長的意見）。 1 2 3 4 

15. 教學成果展示。 1 2 3 4 

評鑑結果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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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對評鑑結果，以書面個別通知教師。 1 2 3 4 

17. 協助受評教師規畫專業成長計畫。 1 2 3 4 

18. 評鑑結果作為辦理教師研習之參考。 1 2 3 4 

19. 可作為教師成績考核的重要參考依據。 1 2 3 4 

20. 針對未達規準的教師安排專業輔導並讓其接受複評。 1 2 3 4 

21. 對教師專業表現給予回饋與肯定。 1 2 3 4 

【第四部分】教師專業成長量表 

〈說明〉請根據您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後專業成長的實際感受，在適當符合程度的 

        選項號碼中打「」。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課程設計與教學     

 1. 我能適切地研擬教學計畫。 1 2 3 4 

 2. 我能提升教學活動設計能力。 1 2 3 4 

 3. 我能精熟任教學科領域知識。 1 2 3 4 

 4. 我能清楚呈現教材內容。 1 2 3 4 

 5. 我能靈活運用多元的教學資源（如網路、雜誌）提升教學效果。 1 2 3 4 

 6. 我能善用多元的評量方式，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效。 1 2 3 4 

 7. 我能適切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使其樂於學習。 1 2 3 4 

班級經營與輔導     

 8. 我能指導學生共同訂定生活公約。 1 2 3 4 

 9. 我能營造和諧良好的班級氣氛。 1 2 3 4 

10. 我能善用獎懲的原則與技巧。 1 2 3 4 

11. 我能落實依學生的個別差異進行輔導。 1 2 3 4 

12. 我能與學生及家長溝通的能力。 1 2 3 4 

13. 我能活用諮商晤談的技巧。 1 2 3 4 

研究發展與進修     

14. 我能積極參與教學或行動研究工作。 1 2 3 4 

15. 我能提升研發教材、教法或教具的能力。 1 2 3 4 

16. 我樂意參與校內外進修研習活動。 1 2 3 4 

17. 我樂於嘗試新的教學方法。 1 2 3 4 

敬業精神與態度     

18. 我能提升高度的工作士氣。 1 2 3 4 

19. 我願意為教育投入更多時間與心力。 1 2 3 4 

20. 我能與同事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 1 2 3 4 

21. 我能與家長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 1 2 3 4 

22. 我常省思自己的教學方法與態度。 1 2 3 4 

23. 我能主動吸收新知，追求專業上的成長。 1 2 3 4 

【本問卷到此結束！衷心地感謝您的支持與合作！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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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性別角色構面之因素分析 

因素 

名稱 
因素內容 

因素 

負荷 

轉軸後平方負荷量 

Cronbach’sα 
特徵值 

解釋 

變異量﹪ 

男
性
化
特
質 

1.我覺得我自己是冒險的。 0.648 

5.661 56.612% 0.694 

2.我覺得我自己是積極進取的。 0.673 

3.我覺得我自己是行動像領袖

的。 

0.754 

4.我覺得我自己是勇於承擔的。 0.749 

5.我覺得我自己是有主見的。 0.705 

6.我覺得我自己是靠自己的。 0.738 

7.我確信我自己的能力。 0.722 

8.我覺得我自己是具有競爭力

的。 

0.791 

9.我覺得我自己是具影響力的。 0.855 

10.我總是說到做到。 0.624 

女 

性 

化 

特 

質 

11.我覺得我自己是害羞的。 0.830 

8.404 60.029% 0.743 

12.我覺得我自己是柔美的、女性

的。 

0.548 

13.我覺得我自己是善感的。 0.627 

14.我覺得我自己是忠誠的。 0.794 

15.我覺得我是被動的（矜持）。 0.768 

16.我是一個順從的人。 0.353 

17.我是一個容易受騙的人。 0.721 

18.我是一個注意外表儀態的人。 0.714 

19.我覺得我是關心別人的人。 0.614 

20.我覺得我自己是溫和的人。 0.807 

21.我覺得我自己是說話文雅的

人。 

0.854 

22.我覺得我是細心的人。 0.611 

23.我覺得我自己是令人愉快的

人。 

0.672 

24.我覺得我自己是富有同情心

的人。 

0.748 

累積解說總變異量：0.769 

量表整體信度：0.849 

資料來源：本研究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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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資料來源：本研究建立 

 

 

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態度構面之因素分析 

因素 

名稱 
因素內容 

因素 

負荷 

轉軸後平方負荷量 
Cronbach’s 

α 特徵值 
解釋 

變異量﹪ 

評
鑑
的
目 

1.協助教師瞭解其教學之優劣得失。 0.879 

3.967 79.348% 0.934 

2. 協助教師改進教學，提升教學品質。 0.918 

3.確保教學品質，維護學生受教權益。 0.899 

4.評鑑方式。 0.901 

5.建立教師專業形象。 0.866 

評 

鑑 

規 

準 

與 

工 

具 

6.課程設計與教學。 0.899 

2.414 60.345% 0.418 

7.班級經營與輔導。 0.915 

8.研究發展與進修。 0.819 

9.敬業精神與態度。 0.315 

評
鑑
方
式 

10.教師自我評鑑。 0.814 

3.997 66.613% 0.896 

11.教學觀摩。 0.773 

12.教學檔案評量。 0.840 

13.訪談教師、教師同儕、行政人員。 0.864 

14.問卷調查（蒐集學生或家長的意

見）。 
0.776 

15.教學成果展示。 0.826 

評 

鑑 

結 

果 

應 

用 

16.對評鑑結果，以書面個別通知教師。 0.793 

4.649 77.487% 0.770 

17.協助受評教師規畫專業成長計畫。 0.878 

18.評鑑結果作為辦理教師研習之參

考。 
0.829 

19.可作為教師成績考核的重要參考依

據。 
0.423 

20.針對未達規準的教師安排專業輔導

並讓其接受複評。 
0.554 

21.對教師專業表現給予回饋與肯定。 0.712 

累積解說總變異量：0.915 

量表整體信度：0.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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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教師專業成長構面之因素分析 

因素 

名稱 
因素內容 

因素 

負荷 

轉軸後平方負荷

量 Cronbach’

s 

α 特徵值 
解釋 

變異量﹪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學 

1.我能適切地研擬教學計畫。 0.854 

4.977 71.098% 0.932 

2.我能提升教學活動設計能力。 0.848 

3.我能精熟任教學科領域知識。 0.828 

4.我能清楚呈現教材內容。 0.891 

5.我能靈活運用多元的教學資源（如

網路、雜誌）提升教學效果。 
0.832 

6.我能善用多元的評量方式，評量學

生的學習成效。 
0.848 

7.我能適切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使

其樂於學習。 
0.798 

班 

級 

經 

營 

與 

輔 

導 

8.我能指導學生共同訂定生活公約。 0.867 

4.151 69.188% 0.910 

9.我能營造和諧良好的班級氣氛。 0.858 

10.我能善用獎懲的原則與技巧。 0.857 

11.我能落實依學生的個別差異進行

輔導。 
0.817 

12.我能與學生及家長溝通的能力。 0.798 

13.我能活用諮商晤談的技巧。 0.789 

研 

究 

發 

展 

與 

進 

修 

14.我能積極參與教學或行動研究工

作。 
0.844 

2.561 64.013% 0.809 

15.我能提升研發教材、教法或教具的

能力。 
0.787 

16.我樂意參與校內外進修研習活動。 0.750 

17.我樂於嘗試新的教學方法。 0.815 

敬 

業 

精 

神 

與 

態 

度 

18.我能提升高度的工作士氣。 0.824 

4.205 70.087% 0.914 

19.我願意為教育投入更多時間與心

力。 
0.861 

20.我能與同事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 0.864 

21.我能與家長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 0.870 

22.我常省思自己的教學方法與態度。 0.845 

23.我能主動吸收新知，追求專業上的

成長。 
0.753 

累積解說總變異量：0.963 

量表整體信度：0.962 

資料來源：本研究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