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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國民小學教師性別角色對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成長關

聯與影響，並驗證性別角色對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成長的干擾效果。本

研究以問卷調查方式蒐集資料，在樣本的選取上以嘉義縣國小正式教師為研

究對象，合計發出 300 份問卷，正式問卷調查共回收 264 份，扣除無效問卷

1 份後，共計回收有效問卷 263 份，回收率約為 87.67%。本研究根據文獻探

討及調查結果之分析討論，獲致以下結論：(1)國民小學之校長教學領導對教

師專業成長具有顯著正向影響。(2)國民小學教師性別角色對校長教學領導與

教師專業成長具有干擾效果。(3)國民小學教師性別角色中的兩性化對校長教

學領導與教師專業成長具有顯著影響，而男性化、女性化與未分化影響則較

不明顯。 

 

 

 

關鍵字：國小教師、性別角色、校長教學領導、教師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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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and influence of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 

gender roles on school principal educational leadership and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empirically demonstrates gender role has mediating effects on 

school principal educational leadership and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e study deploys a survey questionnaire of full-time teachers at the Chiayi 

County Elementary School, with 300 samples distributed and 264 complete 

surveys received, one of which was deleted from the study for incompleteness, 

for a total of 263 complete questionnaires or a response rate of 87.67%.Based on 

this study’s literature review and analysis of the empirical questionnaire finding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were formed: (1)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 

educational leadership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relationship on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2)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 gender role has a 

mediating effect on principal educational leadership and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3)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 gender role’s unisex aspects, 

respectively,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principal educational leadership and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while masculine 、 feminine and 

undifferentiated influences were not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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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國民小學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礎，校長在學校的發展上扮演決定性的角色，

教學領導是否有助於教師專業的成長，將是其被學校校長及教師、甚至家長認同

的關鍵。 

《易經》中說道：「天道為乾，地道為坤；乾為陽，坤為陰；陽成男，陰成

女」，男女有別，造就我國傳統社會上對男性與女性不同的認定。在教育職場上

來看，也認為教育工作偏向養育與照顧的責任，中小學教師一直被視為是女性的

職業，尤其是國小教師（龐偉華，2002）。 

隨著環境與時代變遷，對於教師性別角色的研究，從兩性的性別教育、性別

平等與性別認知等面向做研究，範疇也日漸廣泛。本研究以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

討論教師性別角色對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成長的相關研究，以供教師培育中

心及國小教師等參考。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教育部（2014）指出教育是個人發展、社會進步、經濟富庶與國家永續之基

礎，負有開啟人類潛能、培育社會人才及促進社會進步的使命。國民教育之學校

教育目標，乃在透過人與自己、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等人性化、生活化、適性化、

統整化與現代化之學習領域教育活動，傳授基本知識，養成終身學習能力，以培

養身心充分發展之活潑樂觀、合群互助、探究反思、恢弘前瞻、創造進取的健全

國民與具世界觀之公民（教育部，2001）。教育部於九十二年全面實施「國民中

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又於一百零三年更極力推行「十二年國民教育」，校

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成長更需要完整周延，方能達到最大的教學成效。是以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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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在中小學校園落實校長教學領導實施的現況，以及教師專業成長的情形，當有

其必要性，是為本研究動機之一。 

天下雜誌（1998）教育特刊「海闊天空-跨世紀希望工程師」指出無論教育如

何改革，其成敗的關鍵仍然在「人」，而「人」的關鍵即為「老師」，老師是「迎

向未來的希望工程師」。目前教育改革正積極進行中，校長與教師扮演著重要的

角色，如果教師的專業能力薄弱，一切教育改革的努力，終將歸於泡影，而教師

是教育的執行者，攸關教學品質優劣的重要關鍵因素之一，即是「教師專業成長」，

亦普遍受到世界各國教育改革的重視。因此，瞭解校長教學領導行為與教師專業

成長之相關如何？是為本研究動機之二。 

邱子芸（2016） 研究發現男女教師在教學行為上有些許差異，例如男性教師

傾向於指導與權威，女性教師傾向於非指導與關懷；男性教師比較主動，較高度

結構，並且較精通課程內容，而女性教師是溫暖、溫馨的，比較能容忍學生不當

行為，她們班上的氣氛比較輕鬆。男教師與女教師對於學生的教育方式看似有差

異存在，但在我們的生活中，性別不只是標記，而是獨立個體發展的特色，人是

不該因性別而受到差別待遇或意識形態所左右的（劉秀娟，1999）。所以也有人

提出不同看法，認為女性教師所帶的班級較有秩序；而男性教師較不拘小節，所

帶的班級較活潑、不受拘束。 

性別角色相關文獻依據全國碩博士論文資訊網搜尋共計四百三十餘篇，而嘉

義縣則無性別角色相關文獻，本研究選取嘉議縣為樣本，探究國小教師性別角色

差異，是否對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成長的關係產生不同的反應，是為本研究

動機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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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之動機，本研究期望透過調查國民小學教師性別角色之不同知覺校

長實施教學領導的實際狀況，以及教師專業成長情形，進而瞭解國民小學校長實

施教學領導及教師專業成長的整體現況，並以教師性別角色的不同，進一步進行

國民小學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成長的相關研究分析。歸納本研究的目的有下

列幾項： 

一、國小校長教學領導之現況？ 

二、國小教師性別角色之現況？ 

三、國小教師專業成長之現況？ 

四、國小教師性別角色對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成長的關係，帶來什麼樣

的影響？ 

五、教師性別角色差異對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成長關聯的影響程度又為

何？彼此間是否具有顯著相關性？ 

 

 

第三節 名詞釋義 

為了本研究之目的與內容及探究之問題能順利進行分析與討論，茲將本研究

所涉及之重要名詞：「國小教師」、「性別角色」、「教學領導」及「教學專業

成長」，予以解釋如下： 

一、國小教師 

本研究所稱之「國小教師」係指任職於嘉義縣國民小學正式編制內之教師，

包括班級導師、教師兼任行政工作人員（如：主任、組長）及科任老師，但不包

括校長、實習教師及代課教師。 

二、性別角色 

關於性別角色（gender role）一詞，係指在傳統社會文化下，所公認對於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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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女性所應該扮演的行為，包含個人的內在態度、觀念及外顯之言語與行為等（張

春興，1995）。性別角色差異論學者的觀點以生物論、先天論、社會建構論以及

後天論為主要論述基礎。由於本研究所探討的性別角色意指個體經過後天的認知

所產生非生理性區別男性與女性的一切因素（Nelson，2002），因此以後天論的性

別角色差異論為本研究的理論基礎，強調性別角色差異是後天影響，而形成個體

的性別角色。 

三、校長教學領導 

就狹義校長教學領導而言，教學領導係指校長所從事與教師教學或學生學習

有直接關係的行為或活動；廣義的教學領導則包括所有能協助教師教學與學生學

習的相關活動（楊振昇，1999）。校長秉持自身教育理念及價值觀，透過直接或

間接的領導行為，推廣各項有關提升課程與教學活動品質的策略及措施，營造支

持的工作環境與良好的學習氛圍、促進教師專業成長，並發揮其實際的影響力，

以協助教師改進教學成效，進而達到學校教育願景之動態運作歷程。 

本研究之「校長教學領導」是以研究者自編的「校長教學領導量表」呈現，

在量表中得分愈高，表示教師對校長教學領導覺知愈高；反之，則表示愈低。本

量表包含「發展教學任務與目標」、「確保課程與教學品質」、「促進教師專業

成長」、「發展支持的教學環境」及「營造學校學習氣氛」五個層面，茲分述如

下： 

（一）發展教學任務與目標 

指校長能與學校教職員有效溝通教學理念、教學目標與任務，凝聚共識且

塑立學校的願景，並引領學校成員達成目標。 

（二）確保課程與教學品質 

指校長能主動並積極參與有關課程和教學的研習進修活動，引領學校成員

成立課程發展委員會，組成學習領域小組，致力開發學校本位課程，評鑑課程

實施成效，並肯定教師的專業能力，鼓勵教師從事教學研究，並發揮教學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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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援系統，輔助並提昇教師的教學能力。 

（三）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指校長能提供多元的進修資訊與管道，並鼓勵教師積極參與有關教學的各

項進修活動，支持教師成立有助於專業成長的學習社群，透過教師彼此的互動、

經驗分享及互相鼓勵，以提升專業素質。 

（四）發展支持的教學環境 

指校長能積極爭取經費，整合教學資源並合理分配，成為學校人際溝通的

橋樑，引入社區與家長的支援，並尊重教師的專業自主權，營造和諧、開放的

工作環境。 

（五）營造學校學習氣氛 

指校長能關心學生的學習情況與需求，鼓勵學生多方面的學習，提供學生

展現學習成果的舞台，並訂定獎勵制度，培養學生的學習風氣。 

本研究以受試者在研究者自編之「校長教學領導量表」所得分數為代表，

本量表包含「發展教學任務與目標」、「確保課程與教學品質」、「促進教師

專業成長」、「發展支持的教學環境」及「營造學校學習氣氛」五個層面，總

分代表整體的校長教學領導指標。以上五個層面，得分愈高者代表教師所知覺

之校長教學領導程度愈高，反之，則表示愈低。 

四、教師專業成長 

教師在教學生涯中，為使個人在「課程設計與教學」、「班級經營與輔導」、

「研究發展與進修」及「敬業精神與態度」等與教學相關的專業知識、技能或態

度，能不斷的透過各種學習進修活動而繼續成長，並運用於教學的歷程或結果。 

本研究以受試者在研究者自編之「教師專業成長量表」所得分數為代表，包

括：「課程設計與教學」、「班級經營與輔導」、「研究發展與進修」及「敬業

精神與態度」等四個層面，總分代表整體的教師專業成長指標。以上四個層面，

得分愈高者代表教師所知覺之教師專業成長程度愈高，得分低者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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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旨在了解國民小學教師性別角色、校長教學領導以及教師專業成長的

實際情形，分析國民小學教師性別角色對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成長的關係，

據以提供教育行政機關、國民小學校長及未來研究之參考。本研究先依據文獻探

討建立研究之理論基礎，再根據實際的問卷調查來蒐集資料，並藉以分析此三者

的關係。茲就研究方法與研究步驟分述如下： 

 

壹、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採取問卷調查法進行。首先，探討性別角色的理論與相關研究；

其次，探討校長教學領導的理論分析與相關研究；再者，探討教師專業成長的理

論分析與相關研究，藉由文獻探討與分析，最後歸納教師性別角色、校長教學領

導與教師專業成長的關係，作為本研究的理論基礎。 

為了解國民小學教師性別角色、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成長的實際情形，

本研究以所編製之「嘉義縣國民小學校長教學領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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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工具，調查目前國民小學教師性

別角色、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成長的實際情形，以及彼此之間的關係，作為

提出具體建議的依據。 

 

貳、研究步驟 

本研究進行之步驟，彙整如圖1-1所示： 

一、擬定研究計劃：先閱讀文獻，確定研究主題，界定問題的範圍與性質，擬定研

究計劃與進度，撰寫研究大綱。 

二、探討相關文獻：蒐集並閱讀與研究主題有關之文獻，確定研究內容，作為本研

究之概念架構與編製問卷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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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教學者專家：選擇並編製專家問卷，請教學者專家，惠予提供建議並指正，

使研究更趨周延。 

四、編製問卷：彙整專家問卷，並與指導教授討論後編製問卷，進行問卷之施測與

分析的工作。 

五、實施問卷調查：採方便抽取方式抽取樣本，並將正式問卷專送至嘉義縣抽樣之

各國小進行調查。 

六、資料蒐集、整理與分析：回收問卷進行資料處理，利用電腦SPSS及AMOS結構

方程式模型進行統計分析。 

七、撰寫研究論文：根據資料分析結果，歸納研究發現，做成結論與建議，提出研

究論文。 

根據上述研究步驟所得資料，將本研究論文分成五章加以說明。第一章為緒

論；第二章為文獻探討；第三章為研究設計與實施；第四章為研究結果之分析；

第五章則為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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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研究流程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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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節的三大重心將根據前述的研究動機與目的，針對「性別角色」、「校

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成長」進行相關文獻的回顧與整理，以建構本研究之

理論基礎和假設。本章節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性別角色理論與相關研究，第二

節為校長教學領導理論與相關研究、最後第三節為教師專業成長理論與相關研究。 

 

第一節  性別角色的理論與相關研究 

台灣社會不斷的變遷，有關性別的議題逐漸受大眾重視，對於性別角色的認

知，也從似有若無中慢慢的萌芽，「性別」之所以會影響教師工作行為，亦是因

為男女性生理狀況的差異，其次是男女心理特質的差異，因而形成男女不同的工

作能力與表現差異。 

 

壹、性別角色的定義 

「角色」是社會學名詞，張春興（1998）認為「角色」指個人角色所具有的

行為特徵，社會上對每種角色賦予了某些期待性的行為特徵，並且主張「角色」

是「獲致的」（achieved）經由個人能力與表現而獲得的。Nelson（2002）等人認

為性別角色為文化所形塑的男性行為方式與女性行為方式。「性別」這個詞句，

在英文中有「sex」與「gender」兩字，極易令人混淆。Robert Stoller 博士於 1968 

年出版《性與社會性別》（Sex and Gender）一書，他認為「“sex” 可用來確認男

性與女性之性別，可檢測的條件包括：染色體、外生殖器、內生殖器、性腺、荷

爾蒙等第二性徵的狀態；“gender”則為一種長期心理與文化狀態，非生殖器官特

徵，如男性的陽剛特質與女性富有女人味」（Oakley,1985）。而 Oakley（1985：

158）所著《性別、社會性別與社會》一書中指出「”sex”是一種生物名詞（a bi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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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m），”gender”為一種心理與文化（psychological and cultural）樣貌」；同理來

說，兩者區別在於生物與社會觀點角度，還有你認為何種較具真實性與可接受性。

關於性別（Sex）的生物差異狀態，有學者用「雄」代表男性，用「雌」代表女性

之特徵（Connell 著/劉泗翰譯，2004），這存在於兩性間的差異，也讓彼此能夠

擁有交配之性繁殖行為（Oakley, 1985）；「性別（sex）」意指先天上的生物差異，

也就是生為男人或女人的一種生物性狀態；而「性（類）屬（gender）」，為後天

所習得的社會性角色表現，為社會上用來區別男女的非生物性特徵，如穿著、體

態、言行等，又可被稱「社會性別（gender）」（李美枝、鐘秋玉，1996；劉仲冬，

1999）。而社會性別（gender）則是以生理性別來作為基礎，為社會文化建構形成，

是可以改變的（陳明俠等，2008）。此外，有學者提及，性別（sex）為生物學上

雌雄之分，於生理解剖構造不同，社會性別（gender）則為非生物學方面，可係指

男性與女性對於性別之社會文化期望，所建構形成之性別角色（Lips, 2001）。角

色（Role）一詞是來自社會學的術語，是指佔據某一特定的社會位置所應具有的

一種行為、責任與期望（楊宜德，2002）。不同的社會文化所認可或期許的男性

行為或女性行為有所差異，因此性別角色（Gender Role）的概念是「個人認為何

為男女合適的角色或對兩性間行為期望的偏好」（Thornton & Freedman, 1979）。 

性別角色經常在兩性關係相關文獻被探討的概念，學者們對性別角色所下的

定義亦是多元不一。Bem（1974）是最早提出性別角色概念的學者，並將性別角色

定義為個體認為自己是男性化或是女性化特質或行為的程度。李美枝（1981）是

國內最早研究性別角色的學者，她把性別角色定義為社會用來區別男女差異的所

有非生物特徵，例如：穿著、體態、言行、興趣、嗜好、工作、人格特質、家庭

中的角色等（李美枝、鐘秋玉，1996）。有關國內外研究者對性別角色之相關定

義，本研究整理如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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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國內外研究者對性別角色之相關定義 

學者 年份 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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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雙

因子理論，認為每個個體同時擁有男性化或女性化特質，依據

個體擁有在男性化特質、女性化特質的比例多寡，可將性別角

色區分為男性化（masculinity）、女性化（feminity）、兩性化

（androgyny）、未分化（undifferentiated）四種類型。 

Thornton、 

Freedman 
1979 個人認為何為男女合適的角色或對兩性間行為期望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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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型。 

李然堯 1983 個體透過自我行為表現以明示他所歸性別的行為型態。 

Lueptow 1984 社會文化下對男女不同地位與行為表現之期待。 

李美枝 1992 性別角色是個體透過自我的行為表現以明示他所歸屬的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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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淑敏 2001 
男女兩性在社會文化結構中所應具有之特殊權及義務，亦即是

指在社會學上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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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羅瑞玉 

等人 
2002 

在某依社會文化傳統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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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ch 2003 

性別角色是一種把特定工作、責任及義務分配給不同性別的人

的一種行為模式，由社會經濟因素所決定，也是由主導我們去

做哪些事的規範及價值所決定，它是動態的、可以改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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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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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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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文三 2006 

性別角色是在某一社會文化情境下，對男性或女性行為具有共

同認可或接納的行為模式，包括人格特質、態度、行為、及活

動偏好…等。 

李  斌 2009 
性別角色是由文化決定，在社會化過程中，經過長期訓練形成

的角色或行為。 

陸偉明 2011 
社會上認為適合某一性別不適合另一性別的分工、權利、義務

和行為模式，包含了性別角色期待和性別角色表現。 

葉肅科 2011 
男人或女人藉由自我表現行為以凸顯其所屬性別的行為類型或

活動模式。 

資料來源：研究者參酌文獻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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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各學者對性別角色的看法，發現學者所處的文化及其人格特質與其

對性別角色的定義息息相關，性別角色經由社會化的過程，可說是文化的產物，

使其由行為表現中顯現其所屬的性別型態行為。可推論不同個體之性別角色敏感

程度，將與其生長家庭、社會環境背景而有所不同。本研究者根據本篇研究之需

求及參考 Bem（1974）之研究，認為性別角色不僅是指個人認同的行為模式，更

強調社會文化的認同與期望，即性別角色是由社會文化所界定，認為有些行為表

現只適合於男性，而有些行為表現只適合於女性，因此個體會藉著言行表現來明

示自己是男性或女性。 

 

貳、性別角色的理論基礎 

性別角色的發展是持續不斷推展的，就性別角色理論的發展，不同觀點的專

家學者各有不同的論點，其中大致可分為「社會學取向」、「心理學取向」及「性

別角色學取向」等三個不同取向探討性別角色理論，以下分別說明之： 

一、社會學取向探討性別角色理論 

不論從身體生理構造的不同或是就刻意賦予的性別行為來看，皆存在著性別

差異，針對這些差異發展出來的理論，區分為傳統的社會學理論與非傳統的社會

學理論，說明如下： 

（一）傳統的社會學理論 

性別差異除了生理結構上的不同，在社會上生活環境的影響下，亦會造成

性別的差異，故僅就傳統社會學理論的生物決定論、社會結構論、先天論及後

天論等四個理論做以下說明： 

1.生物決定論 

生物決定論（biological determinism），亦稱社會生物學（sociobiology），

Judith Okely（1986）強調個體行為及心理差異皆源自遺傳變異，決定於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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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組的結果。認為心理性別完全取決於遺傳基因決定，即是性別差異的主因

是先天的男女生理差異所造成的。例如：男性的肌肉較強壯且脂肪較少，故

男生的力氣比較大，擔任保護者的角色；而女性因擁有受孕及分娩的生理器

官，使女生成為了照顧者的角色。 

2.社會建構論 

Sherry Ortner（1974）強調兩性地位的差異，不是來自於生物差異，而是

生物差異如何在一個文化界定的價值系統中詮釋出。主張個體心理能力的發

展歷程受到社會及文化的影響，即是個別的主體和社會組織是相互連結。Ann 

Oakley（1974）認為個體的心理性別由生理性別，以及其所處文化中有關性別

的信念與想法所共同決定，性別差異由遺傳因素及環境共同造成，而非單以

遺傳因素決定，成為男性與女性之界定方式，隨著不同的時空場所改變。Biken 

與 Pollard（1993）亦主張「性別」不僅包含由生理的性衍生的差異，更包括

社會制度、文化所建構出的性別概念。 

3.先天論 

Lombroso（1876）解釋遺傳和基因決定了先天的差異，支持男性與女性

分別有不同的思考方式與行為模式，X、Y不同染色體發展出不同的能力，如：

男性較具獨立性、支配性、富攻擊性；而女性則是溫和的、順服的、依賴情

感的。 

4.後天論 

Margaret Mead（1970）的研究後天論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人類學專家，主

張男人與女人的差異主要來自文化因素，而非遺傳因素，她在《性別與氣質》

（Sex and Temperament）一書便敘述到新幾內亞島內的三個民族－亞剌帕許族

（the Arapesh），此一族人深具母性化，男女性個性十分溫和；而墨頓戈莫族

人（the Mundugumor），同性之間互相鬥爭、兩性之間也相互猜疑；淺布里

族（the Tchanluli），相反的是由女性控制經濟，而男性說話反而輕聲細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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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d（1970）根據其長期觀察研究得到的結論：原先認為天生分屬不同性別

的特質，只是人類氣質的差異，而這些差異是由後天教導所造成的。 

綜上所述，本研究所探討的性別角色意涵為個體經過後天的認知所產生

非生理性區別男性與女性的一切因素（Nelson,2002），因此以後天論的性別

角色差異論較符合本研究的理論基礎，強調性別角色差異是後天影響而形成

個體的性別角色。 

（二）非傳統的社會學理論 

彭懷真（1998）曾綜合中外學者相關之研究，將性別角色理論歸納為 ： 

1.功能論 

現代性別角色源於傳統社會中， Giddens（1989）認為性別角色的差異有

助於發揮互補性，為維持社會的和諧，需要兩個各自擁有不同長處優點的人，

「工具性角色」主要擔任工作與賺錢的角色，「情感性角色」則是以家庭關

係為重心項目，例如照顧小孩及整理家庭環境等。區隔性別角色合適的場域，

與中國傳統社會中「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頗為相近。 

2.衝突論 

傳統男女分工觀念與阻礙女性完全進入勞動力市場的因素，已因經濟和

醫學技術的進步也逐漸消除。但，男性不願放棄既得利益的優勢團體心態，

有些男性甚至將女性視為私有財產等，此種對與性別角色的看法不是基於自

身的經驗，而是成長期受社會環境影響，並逐漸認同社會價值觀的結果（楊

美雪，2000），必須由新的性別角色來徹底改變。 

3.符號互動論 

Mead （1934）主張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是以”符號”為媒介的間接溝通方

式，以此方式進行的互動即為符號互動論，人的行動是有目的的、富有意義

的。完整的自我是由「主我」（I）和「客我」（me）組成的。Blumer（1969）

師承Mead進一步發展符號互動論，強調個體與其環境間有著高度彈性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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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個人在互動的架構下發展其具備社會性的自我。此種自我發展是一種連

續不斷的歷程，當行為對其發出者和針對者有共同意義時，它就成了「有意

義的行為」，即符號，例如：在家庭中，父母親會因為孩子性別不同，施予

不同的教育，就像父母會期待男孩出人頭地、獨立自主；反之，會鼓勵女孩

學會做家事、態度要溫柔婉約。男女的分工，顯現出男性較重視事業，女性

則以家庭優先，這些皆是性別角色差異意識根植於早期的社會化過程的緣故。 

總而言之，性別角色是性別所反映出來的社會行為期待，並非依照自己本

性自由不受外在捏造所發展，亦絕非單純由生物性別為基礎的分化模式所能解

釋。本研究的性別角色傾向於功能論，認為性別角色是社會化的產物，個體在

社會中成長，與社會中接觸的環境事物、個人對外在的認知而調整、改變進行

互動，學習各種有關性別角色的行為，並形成某種性別傾向（未分化、男性化、 

女性化或兩性化）的心理特質。 

二、心理學取向探討性別角色理論 

在心理學研究方面，對於性別角色理論發展可就「心理分析論」、「社會學

習論」、「認知發展論」及「性別基模論」等四個不同角度來探討： 

（一）心理分析論（Psychoanalytic） 

由Sigmund（1933）提出，主張男性天生具有弒父娶母的慾望和戀母情結；

而女性天生具有弒母嫁父的慾望和戀父情結（Sigmund,1933）。因此心理分析論

者認為性別角色的形成是對父母性別認同的間接結果，並認為性別認同對本身

性別適應的正常程度及心理壓力調節有肯定性的影響（Basow,1992）。 

（二）社會學習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 

社會學習論以Bandura,A.為代表，他反對心理動力論的性別認同觀點，認為

個體的性別角色是社會化的結果，個體在社會中經由他人直接教導和個體觀察

學習的過程學習個人的性別角色，個體所觀察到的行為中，並不一定會全部加

以模仿、表現出來，這與該行為是否受到增強有關。當個體表現出與他本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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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相符的行為時，個體就會得到來自他人的稱讚、獎勵，而獲得增強；反之，

就會受到斥責或懲罰，使得個體的行為被消弱。所以，個體自兒童時期開始，

就在觀察、模仿、增強、消弱的過程中，學到社會上認同的性別角色。雖然父

母被認為是強而有力的楷模，但是性別角色在整個生涯發展的過程中，顯然超

過整個家庭所能涵蓋的範圍（劉秀娟，1998）。事實上，不只是兒童，成人的

行為表現同樣也受到社會情境的影響。 

（三）認知發展理論（Cognitive Development Theory） 

性別概念（gender concept）是個體對自己或別人性別的瞭解，經由個體「主

動」認知所形成的，主要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引自張春興，1996）： 

1.性別認定階段（genderidentity）： 

零到三歲是兒童經由成人的差別對待 知道性別。 

2.性別固定階段（genderstability）： 

四到五歲這個階段的兒童認為性別是不會改變的，瞭解自己長大以後將

維持同一性別。 

3.性別永恆階段（gendercon stancy）： 

七到八歲時為兒童瞭解到一個人的性別不會因為改變外型、穿著或從事

的活動而有所改變。 

性別角色（genderrole）是在社會文化之下，被認為適合某種性別的行為、

態度。不過，隨著兒童年齡的增長，認知發展愈來愈成熟，兒童會依自己認

知的性別角色來發展屬於自己性別的社會責任、行為，進一步認識到性別角

色是有彈性的（許詩屏，2003）。當兒童的發展在到達性別恆常階段後，會

偏向吸收與性別相關的典範行為，並表現出符合其性別的行為，因此認知發

展影響了性別角色的發展（陳金定，2004）。 

（三）性別角色基模論（gender schema theory） 

Bem（1974）的性別基模論強調文化因素的重要性，認為大部分的性別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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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性別基模的處理過程中產生，個體根據性別角色的定義，對訊息給予編碼

與組織，觀察男女兩性文化的差異，學習性別角色的內容及區分性別。在性別

基模確定之後，較年幼的兒童就會開始模仿同性的行為，並接受性別行為典範

者的要求和規範（劉秀娟，1998）。個體的性別基模會影響他對外界事物的認

知，進而影響個體的行為表現，正因為個體的性別角色是學來的，所以也能做

修正。在個體的成長過程中，外在環境的性別基模不斷改變，個體的性別基模

也隨之改變。 

綜上所述，心理分析論強調個體早期性別角色的行成是對父母性別認同的

間接結果，個體早期如何經驗到主要照顧者對其性別的塑造，並影響其心智深

層精神結構，亦強調對父母表示認同；社會學習論主張性別角色是許多不同學

習的產物，並強調環境對個體性別發展的重要性，個體透過不同的增強與削弱，

塑造他們性別角色及性別形成行為的發展；認知發展論為個體之所以認同並接

受自己的性別，是因個體「主動」認知並將自己的性別歸類的結果，強調個體

察覺到性別的類別；性別基模論強調文化影響及傳遞家庭的重要性，更強調性

別基模的發展。上述四個理論都是強調個體成長早期受到社會制度、文化及週

遭的人們的影響，而形成個別的性別角色的發展。 

三、性別角色學取向探討性別角色理論 

陳皎眉（1988）研究發現性別角色在社會價值、角色期待下，它是透過社會

化而逐漸形成的。亦是性別所反映出來的行為期待；也就是指社會、文化根據性

別，為其所屬個體所規劃的行為腳本。並強調傳統的性別角色為工具、情緒二分

法，「男主外、女主內」，是個男性優勢時代。根據她的研究「青少年性別差異

與性別角色之發展」（陳皎眉，1996），又提出由於社會結構的改變、教育普及、

生育觀念的改變與醫療進步，使得現代的性別角色強調較為平等的角色

（equalitarian role）、強調兩性化「剛柔並濟」的人格（androgynous roles）。 

陳皎眉、王叢桂與孫倩如（2002）探討「性別角色信念形成的理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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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精神分析理論： 

提醒我們注意幼年時期對父母之情緒依戀關係及兩性生理差異所引發的不

同生活經驗，可能進而塑造性別角色。 

（二）生物社會學理論： 

強調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反映出兩性真正的差異，兩性由於生理上的差異，

演化造成男性發展出工具化特質，女性發展出情感性特質。 

（三）社會角色理論： 

性別差異主要來自社會情境中的社會角色規範，幼兒四周的人及媒體等地

方學習到「正確」的「性別角色規範」。 

（四）社會文化與社會學習理論： 

性別角色係經由學習、環境的制約及幼兒的觀察模仿所造成的差異，而性

別化行為的學習則主要透過角色的性別增強及類化、仿效父母行為等兩種學習

歷程而來。 

（五）認知發展理論： 

性別認同的關鍵動力是發展符合性別的類別，而個體對自我性別角色的認

同與性別角色行為的分類，會導引個體表現出符合性別角色之行為。 

綜上所述可知，從「性別角色學的角度」認為所謂「男、女性特質」是眾

多男女性生命歷程中，從出生到死亡適應社會要求的行為模式。女性通常是在

社會化的要求中被教導成善解人意、體貼、感性、如沐春風… 等社會行為，故

發展出女性較重視關係取向，是社會化所致並非與生俱來的。但是當實踐性別

特質的場所轉變，由私領域跨越到公領域時，男性與女性的性別特質也勢必會

產生不一樣的改變和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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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性別角色的演進 

在傳統社會中，認為男生要有男生的樣子，女生要有女生的樣子，這就是所

謂「男女性特質」。然而在現今社會中，以男女為性別角色區分的觀點已逐漸隨

社會進步而轉變，不再執著於男性、女性二分法之區分方式。在今日社會中，有

男性化、女性化、兩性化及未分化等多元性別角色，其演進分別如下： 

Bem（1974）界定出三種性別角色：男性化、女性化及未分化等三種。男性化

性別角色是指男性特質高於女性特質者；女性化性別角色是指男性特質低於女性

特質者；未分化性別角色是指男性特質與女性特質均低者。 

李美枝（1981）主張今日男女角色的分化程度由於以下因素越來越不顯著：

一、女性受教育及專業訓練程度越來越高；二、家務簡化、子女減少、機械化及

電腦化，女性的體力不再是工作上的限制因素；三、服務業增加，員工素質提升，

管理者人際關係的建立，成為事業成功的重要因素，而親切溫暖、善解人意等女

性特質，不正是建立良好人際關係的關鍵基礎。Sargent and Stupak（1989）指出管

理者應具有兩性化角色行為，才能夠因時、因地制宜；位階越高、越應具備兩性

化角色行為。 

青少年後期到成年中期的過程，常見的兩性都越來越傾向兩性化，在未來也

是持續的調整勢中。父母開朗的教育方式，採願意接納、自由教養態度較容易培

養兩性化類型子女。 

根據Tavis and Wade研究結果證實兼具兩性化人格的人，其社會適應、身心健

康狀態較佳，亦比較不會出現「男性化」或「女性化」等單一性別的人際關係或

為人處事所產生的問題。 

黃麗蓉（1996）認為無論男性或女性皆同時具有發展出陽性領導價值與陰性

領導價值的潛能。張美蘭（1995）研究提出女性主管有傾向於兩性化的現象，強

調同心協力與相互支持，以取代競爭。此觀點為性別領導迷思，帶來突破性時代

潮流‧有更符合現代男女平權的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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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可知，性別角色從原本男性化、女性化、未分化等三種類型演進出

更適應社會的兩性化性別角色，強調多元文化，去除性差異，不應該執著於性別

刻板印象，呈現最純真的自我，使個體能適性發揮。男人不再是男子漢有淚不輕

彈，女性更能是溫柔而充滿力量。 

 

肆、性別角色組成量表 

李美枝（1981）指出從1980年代以前，一般人及心理學家對男女角色及人格

特質均有兩極化的觀點，是男性化性格與女性化性格為連續向量的兩極端。即不

是男性化就是女性化的消極劃分方式，但Blook（1973）首度提出兩性化的觀點，

Bem（1974; 1977）提出性別角色「雙因子理論」，假定一個人可以同時擁有男性

化或女性化的特質，並且據此編製出性別角色量表（Bem’s Sex Role Inventory; 

BSRI ）（Bem，1981），而李美枝（1984）發現美國大學生與中國學生之測驗結

果有差異，遂考量BSRI量表對於台灣的測用性，故依照Bem（1981）之BSRI量表

編制方法，自性編製適合台灣之性別角色問卷，其量表內容如表 2-2所示，並參考

Spence & helmrich（1978）等學者提出男性化與女性化特質的中位數作為分界點，

將性別角色區分為兩性化、男性化、女性化及未分化等四種類型。倪家珍（2005）

指出此種性別角色之認定，亦為現今學界所接受。 

本研究以Bem（1974）性別角色量表「班氏性別角色量表（BSRI）」為藍本，

參考李美枝（1981）性別角色的調查問卷，以平均數分類法，選用男性化與女性

化量表，以受測者在男性化量表得分的總分做為其男性化特質分數，在女性化特

質量表得分的總分做為其女性化特質分數，然後求得男、女受測者在男性化項目

經排序後中位數（Mmd）與女性化項目排序後之中位數（Fmd），性別角色分類

座標，如圖 2-1 所示，其受測者性別角色類型歸屬之方法為： 

（一）個人之男、女性化分數各別大於 Mmd 及 Fmd 歸屬為兩性化。 

（二）若男性化分數高於 Mmd，女性化分數低於 Fmd 則為男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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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若男性化分數低於 Mmd，女性化分數高於 Fmd 則為女性化。 

（四）若男性化分數低於 Mmd，女性化分數低於 Fmd 則為未分化。 

 

表2-2  性別角色量表 

男性化項目： 

膽大的、嚴肅的、深沉的、競爭的、善謀的、冒險的、主動的、剛強的、行動

像領袖的、獨立的、幹練的、穩健的、豪放的、靠自己的、有領導才能的、自

力更生的、好支配的、有主見的、個人主義的、有雄心的。 

女性化項目： 

文雅的、溫暖的、衿持的、愛美的、討人喜歡的、善感的、動人的、伶俐的、

天真的、心細的、純情的、溫柔的、端莊的、整潔的、親切的、輕聲細語的、

慈善的、純潔的、富同情心的、愛小孩的。 

資料來源：引用自李美枝（1984：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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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1  BSRI 性別角色分類座標圖 

資料來源：Bem（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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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性別角色的相關研究 

從1980年代至今，國內有關教師性別角色的論文相當多，依據全國碩博士論

文資訊網搜尋，計有四百三十篇之多，而嘉義縣則無性別角色相關文獻。綜觀研

究者對性別角色的相關研究，國內有不少學者投入性別角色之研究，對象涵蓋兒

童、青少年、大學生及教師，且得到豐碩之研究結果，茲分述如下： 

李美枝（1981） 調查對象為國內大學生，歸納出國內對男性化及女性化的性

別角色認定標準，例如：男性化特質為冒險、獨立、大膽、主動等；女性化特質

則為親切、文雅、輕聲細語、溫柔等。 

羅瑞玉、徐西森與連廷嘉（2002）研究青少年性別角色態度，發現學校類型、

不同年齡與不同年級皆對性別角色有顯著差異，在學校類型，無論國中、高中、

高職或五專彼此之間均有查異；而對女性青少年而言，性別角色態度是隨著年級

而有所變化；研究結果也發現不同年齡的青少年在性別角色態度也有所差異。 

洪淑敏（2002）以國小低年級學童的性別角色所做研究發現：（1）國小低年

級學童對於性別角色的觀點：非單一向度。（2）國小低年級學童的性別角色刻板

印象方面：性格特質上，男性表現出率性堅強，女性則顯現出依附保守。（3）父

母親偏頗的態度則會造成孩子對性別產生刻板印象。（4）男孩顯得難以掙脫性別

枷鎖，女孩呈現意圖反撲性別的束縛。 

范敏慧（2002）採取小團體的方式進行互動式的讀書治療，研究結果發現：

（1）國小學童具有性別角色觀念。（2）不斷地提供認知衝突訊息，可以促進性

別角色的改變。（3）當個人認同故事主角並且投入自己的情感時，性別角色的改

變比較容易發生。（4）不同類型書籍的提供能促進個人了解性別角色的多樣化，

增加個人對男、女生性別角色視野的寬廣性。（5）閱讀書籍的過程中，再透過團

體的討論，比較能夠激發批判性的思考，促進社會壓力的覺察以及性別角色印象

的改變。 

林珍玫（2003）表示高科技業女性主管性別特質傾向兩性化居多數，且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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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質的女性主管領導能力自我滿意度最佳。 

楊振豐（2004）採用準實驗研究法，並以彰化縣中正國小三個班級共99人為

研究對象，以自編之「兒童性別刻板印象量表」為研究工具，再以兩個班級為實

驗組，另一個班級為控制組，研究結果發現：（1）國小六年級學童的性別角色概

念程度偏高。（2）國小六年級學童的性別角色印象會因性別不同而有顯著差異。

（3）國小六年級學童的性別角色印象不因家庭狀況、居住地區、兄弟姐妹數、家

庭社經地位的不同而有顯著差異。 

倪家珍（2005）以女性為數較多職業的國小教師為例，研究女性之性別角色

對於成就動機與工作滿意之關係，結果發現，在女性化的職業當中，具有兩性化

傾向的員工，最能充分發揮其角色之特質，也最能適應現代社會。經實證研究發

現，性別角色才是造成國小教師成就動機與工作滿意度顯著差異的重要因素。 

表 2-3  教師性別角色相關研究彙整表 

研究者 年代 研究主題 研究發現 

何秀珠 1981 

國小男女教師性

別角色與學生學

校適應、學業成

就之研究 

教師性別與性別化特質對學生學校適應與學

業成就均有直接影響，重要的是教師在學生

心目中的角色與形象。 

李美枝 1981 
性別與性別角色

析論 

以國內大學生為調查對象，歸納出國內對男

性化及女性化的性別角色認定標準，例如：

男性化特質為冒險、獨立、大膽、主動等；

女性化特質則為親切、文雅、輕聲細語、溫

柔等。 

何英奇 1985 

我國大學生次文

化及其相關因素

之研究 

大學男女生受傳統性別角色影響，表現出明

顯的「兩性文化」。 

胡真萍 1999 

國小教師的性別

角色態度與兩性

平等教育實施態

度之調查研究 

1.國小教師性別角色態度整體趨向傳統。 

2.女教師的整體與各層面之性別角色態度均

顯著於現代化於男教師。 

3.就婚姻狀況性別角色態度上未婚教師現代

化顯著於已婚教師。 

   （續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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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接上頁） 

研究者 年代 研究主題 研究發現 

羅瑞玉、

徐西森、

連廷嘉 

2001 

台灣地區青少年

性別角色態度之

探討研究 

1.學校類型、年級階段、地區、年齡、家庭

社經地位、母親職業類型、出生序與性別在

青少年性別角色態度上有顯著的交互作用。 

2.青少年性別角色態度的反應值高低依序為

社會權利與義務、性別互動與關係、能力特

質與表現、職業興趣與工作。 

洪淑敏 2002 

國小低年級學童

性別角色觀及性

別刻板印象之研

究 

1.國小低年級學童對於性別角色的觀點：非

單一向度。 

2.性別角色刻板印象：性格特質上，男性表

現出率性堅強，女性則顯現出依附保守；興

趣喜好上，男女生是各玩各的；成就表現上，

男生贏過女生，女生則在後面拼命追趕。 

3.父母親偏頗的態度會造成孩子對性別產生

刻板印象。 

4.性別觀點經過閱讀思考之後都能獲得修

正。男孩顯得難以掙脫性別枷鎖，女孩呈現

意圖反撲性別的束縛。 

林珍玫 2003 

高雄地區高科技

業女性主管性別

特質傾向與領導

能力之相關研究 

1.高科技業女性主管性別特質傾向以兩性化

佔多數、自我認知屬於中上程度。 

2.主管性別特質傾向會因「年齡」、「學歷」、

「職位」及「目前職位年資」不同有所差異。 

3.以兩性化性別特質之女性主管領導能力自

我滿意度最佳。 

張恒逕 2004 

室內設計個人居

家工作者內外控

人格特質、性別

角色態度與工作

生活品質關係之

研究 

1.受試者結果與本研究於研究動機中所提出

（內控＝男性；外控＝女性）推論相似。 

2.受試對象的「性別角色態度」3 項構面皆具

有現代化的傾向，「家庭外角色態度」最高，

「家庭內角色態度」最低。 

3.研究發現性別角色態度的傾向也與人格特

質有密切的關係。 

倪家珍 2004 

員工性別與職業

性別型態的一致

性，對個人-組織

契合度與個人- 

1.一致與否，不會影響到員工所感受到的個

人-組織契合度與個人-工作契合度。 

2.職業的性別不會對於個人-組織契合度與需

求-能力契合度產生干擾的影響；但在需要－ 

   （續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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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接上頁） 

研究者 年代 研究主題 研究發現 

  
工作契合度影響

之研究 

供給契合度方面，則發現女性職業中的不一

致者，會感受到較低的需要-供給契合度。 

陳貴慈 2005 

國小教師性別角

色刻板印象與教

學自我效能關係

之研究 

1.不同背景的國民小學教師其性別角色刻板

印象有差異。 

2.國小男女教師之國語、數學教學自我效能

與性別及性別角色刻板印象有關。 

楊振豐 2005 

繪本教學對改善

國小六年級學童

性別刻板印象效

果之研究 

1.受試者的性別刻板印象會因性別不同而有

顯著差異。 

2.受試者的性別刻板印象不因家庭狀況、居

住地區、兄弟姐妹數、家庭社經地位的不同

而有顯著差異。 

3.運用繪本有助於學生改善性別刻板印象。 

邱子芸 2006 

國民小學級任教

師的性別角色與

領導行為之研究 

1.國小級任教師性別角色以兩性化居多。 

2.國小級任教師在性別角色上會因性別與年

齡不同而有差異。 

3.國小級任教師的性別角色與領導行為有相

關。 

蔡慧炫 2012 

臺東縣國小教師

性別角色態度與

實踐性別平等教

育之相關研究 

1.受試者性別角色態度和實踐性別平等教育

屬於中上程度。 

2.不同教育程度、擔任職務、年齡、婚姻狀

況、學校所在地和研習活動的教師在性別角

色態度上沒有差異；但不同性別的教師在性

別角色態度有差異。 

3.不同性別、教育程度、擔任職務、年齡和

婚姻狀況的教師實踐性別平等教育沒有差

異。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陸、小結 

依據上述文獻所顯示，性別角色是個體經過社會化的過程所型塑出的一種人

格特質的表現，並受到社會化與性別角色期待的影響，而測量方式將性別角色區

分成四種性別角色的類型：兩性化（男性化與女性化特質均高）、男性化（男性

化特質高、女性化特質低）、女性化（男性化特質低、女性化特質高）及未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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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化、女性化特質均低）等四類。 

 

第二節 校長教學領導的理論與相關研究 

在傳統的觀念中，校長是扮演學校「行政領導」的角色，專司學校教育計畫

的推行。楊振昇（1995）指出「行政為主，教學為輔」、「教學是手段、行政是

目的」的不當觀念，不僅錯失許多可以幫助教師提升教學品質的良機，也間接傷

害了學生接受良好教育的權利與機會。故本節將分別介紹校長教學領導概念的時

代背景、校長教學領導的意義、校長教學領導的概念演進、校長教學領導的內涵，

及校長教學領導的相關文獻研究。 

 

壹、教學領導的時代背景 

校長一職最早起源於歐洲，而校長職銜在美國教育發展史上，則起源於「主

任教師」這個職位，由此可見十九世紀校長已擔負教學領導相關的工作（汪成琳，

2002）。邁入二十一世紀，世界各國無不積極將教育改革列為國家發展的重點施

政項目，以提昇國家的競爭力，而我國亦積極投入，修訂相關教育法規，這對校

長教學領導有重大影響如下所列： 

一、教育鬆綁 

原本學校教育行政體系屬於中央集權制的學制，因為教育鬆綁政策，逐漸把

大量的權利釋放給地方政府與學校本身，所以，學校本位教學管理也成了校長領

導變革的新方向。「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中更明確提出教育鬆綁政策，調整

教育行政體系，以促進中小學的行政與教學鬆綁及重整、保障教師專業自主權等。 

二、校長遴選制度 

民國八十八年國民教育法修正公佈，國民中小學校長的任期由以往的派任方

式改為遴選聘任制度。教育學者喊出「只有良好的校長，才能營造出好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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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號（Baltzll and Dentler, 1985），以破除以往「萬年校長」所衍生出來的陋習弊

端。 

三、教師評審委員會 

依據教師法第十一條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各級學校教師之聘任，經教師評

審委員會通過後由校長聘任之。」致使校長的人事權逐漸被削弱，而中小學教師

任用方式全面改為聘任制，有關教師聘任、解聘及不續聘等議題皆需經過教師評

審委員會合議決定，可想而知在未來學校行政運作過程，教師評審委員會亦將發

揮其制衡的力量。 

四、教師會 

教師會的基本任務依據教師法二十七條規定：「維護教師專業尊嚴與專業自

主權、與各級機關協議教師聘約及聘約準則、研究並協助解決各項教育問題、派

代表並參與教師聘任申訴及其他與教師有關之法定組織等。」可見教師會在學校

行政運作過程中，教師會勢必需發揮其實質監督與制衡的功能。在教師專業自主

意識高漲下，學校教師透過教師會這個平台，積極向學校爭取權益，所以各級學

校和縣市教師會紛紛成立。如果校長在學校管理表現失當時，可能導致教師與行

政人員的對立，透過教師會制衡的力量，使校務行政在推行時，不易產生獨斷獨

行的狀況。 

五、家長會 

家長會的角色亦在不斷轉變，從過去經費支援者，轉變成親師溝通者、教育

合夥人、精神支持者、更是教育監督者。家長會漸漸擺脫過去一昧配合學校政策

的傳統角色，蛻變成為學校行政的另一股監督力量。「校長」、「教師會」、「家

長會」已轉變成今日國民中小學組織架構三足鼎立的形勢。 

六、九年一貫課程教育 

教育部依據行政院核定的「教育改革行動方案」，以「九年一貫課程之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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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實施」為進行國民教育階段之課程與教學革新之首要任務。九年一貫的內涵即

謂學校本位管理的理念。黃嘉雄（2000）認為在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中，欲落實

學校本位課程管理的理念，學校行政領導者應視課程與教學領導為其行政領導的

核心任務。故校長在各項校務教育行政、課程規劃、學生事務及社區推廣上，均

需積極的參與，方能發現問題、溝通排除，方能提昇辦學績效。 

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教育部國家研究院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宣導手冊（2013）指出成就每一

個孩子，推動適性揚才，免試入學。教育部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是在九年

國民教育的基礎上，採取五大理念： 

（一）有教無類：高級中等教育階段是以全體15歲以上的國民為對象，不分種

族、性別、階級、社經條件、地區等，教育機會一律均等。 

（二）因材施教：面對不同智能、性向及興趣的學生，設置不同性質與類型的

學校，透過不同的課程與分組教學方式施教。 

（三）適性揚才：透過適性輔導，引導學生瞭解自我的性向與興趣，以及社會

職場和就業結構的基本型態。 

（四）多元進路：發展學生的多元智能、性向及興趣，進而找到適合自己的進

路，以便繼續升學或順利就業。 

（五）優質銜接：高級中等教育一方面要與國民中學教育銜接，使其正常教學

及五育均衡發展；另一方面也藉由高中職學校的均優質化，均衡城鄉教

育資源，使全國都有優質的教育環境，使學生有能力繼續升學或進入職

場就業，並能終身學習。（引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 參、理念

與目標） 

Arnn and Mangieri（1988）從許多的研究中發現，效能學校的校長應扮演教學

領導者的角色及學生基本能力成就的評鑑者，因為教學領導是有效教學及有效學

習的關鍵。多年來，教育部積極推動許多的教育改革措施，已經在校園中形成校

http://12basic.edu.tw/Detail.php?LevelNo=43
http://12basic.edu.tw/Detail.php?LevelNo=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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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行政團隊、教師會及家長會三足鼎立的情勢，並且教學專業化的要求下，校長

為學校「首席教師」的概念孕育而生，校長必須對教師教學表現及學生學業成就

負起全部責任。 

因此，倘若校長教學領導能發揮教學領導的功能，適時提供學校教師必要的

引導與協助，促使教師積極推動課程改革並落實於教學現場，則將是九年一貫課

程及十二年國教實施的最大助力。由上述教育改革的背景因素中，很明顯可以看

出實施校長教學領導的時代意義了。 

 

貳、校長教學領導的意義 

根據McCurdy（1983）的說法，「教學領導」在研究領域中為相當新的範疇，

約略於二十年前崛起。校長教學領導概念應源自美國1980年代「效能學校」教學

改革運動開始萌芽，經歷漫長時間「教學領導」這個名詞才逐漸孕育而生。 

國內、外學者對領導之文獻有關探討領導之意義，大致歸納區分為以下三種

解釋： 

一、領導是一種「影響力」 

國外學者Robbins（1993）認為領導是影響團體成員達成目標的能力。在國內

學者謝文全（1995）認為領導是在團體情境中，藉著影響力來引導成員的努力方

向，使其同心協力齊赴共同目標的歷程。歸納二學者的說法得知，領導為組織中

領導者藉由影響力來引導成員共同努力，以達成目標。進一步而言，校長教學領

導行為可視為校長藉由其影響力，來引導教師共同努力，達成教學目標之歷程。 

二、領導是一種「指導」 

Fiedler（1986）認為領導即是在團體中負起指導與協調活動的工作。吳清山與

林天佑（2003）認為教學領導是指學校校長協助教師發現及發展教師專業知識與

技能的領導行為。領導可視為領導者在組織中擔任示範、指引、教導並整合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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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與共識 ，以完成組織之共同目標。易言之，我們可以將校長教學領導行為視

為校長擔任示範、指引、教導及凝聚教師共識，並共同協助學生完成其學習目標。 

三、領導是一種「互動關係」 

Tannenbaum and Massarik（1957）認為領導乃人員交互的影響力，在特定的情

勢下經由溝通的程序而加以利用，使其朝向特定目標之行為。國內學者張潤書

（1991）認為領導是組織中之影響系統，組織人員在交互行為下所產生的影響力。

在校園裡，校長教學領導行為，可視為在教學體系中校長與教師間透過彼此的情

感、動作與交互影響，進而達成共同願景之歷程。 

歸納上列學者對領導的觀點，推展到校長教學領導行為是：校長與教師為了

達成教學之共同願景或教學目標，相互引領教學團隊共同達成目標的行為歷程。

換言之，即是校長在教學團隊中運用影響力，激勵教師不斷提升能力與智慧並凝

聚教師向心力，共同為一致的教學目標而努力，以達成共同願景的歷程。 

 

參、教學領導的定義 

根據楊振昇（1997）則從狹義和廣義兩個層面來探討教學領導。就狹義而言：

「教學領導係指校長所從事與教師教學或與學生學習有直接關係的行為或活動而

言（Edmonds, 1979; Firestone and Harriott, 1982）。而廣義的教學領導則包括「所

有協助教師教學與影響學生學習的直接或間接的領導活動」（Krug, 1986）。就狹

義的教學領導定義部份忽略了相關行政體系的重要性，且侷限了教學領導的功

能，故楊振昇認為廣義的教學領導，比較可能為多數學者所接受。 

張碧娟（1999）將教學領導的定義區分為狹義的觀點、廣義的觀點、及權變

的觀點來探討，最後則兼採廣義及權變的觀點，並考量校長教學領導「效能取向」

的特性，認為校長教學領導是：校長為提昇教師教學效能，增進學生學習效果，

提供指導、資源，同時支援教師與學生在教與學上所採取的有效相關措施與作為。

亦即校長會致力於發展溝通教學目標、管理課程與教學、視導與評鑑教學、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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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成長、督促學生學習進步、發展支持的教學環境，以提昇教師的教學效

能，進而達成教學的目標。 

謝元（2002）研究歸納教學領導之意義大概可從狹義或廣義兩種觀點論之：

（一）狹義的教學領導：將教學領導定義在校長要花相當多的時間在教室觀察教

師教學，而據以診斷其教學的優劣，加以評鑑，並提供建議，以改進教學。（二）

廣義的教學領導：應是校長在其責任與義務範圍內，領導能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的

相關活動。 

以下將學者對校長教學領導之定義整理摘要表，如表2-4： 

表 2-4  校長教學領導之定義摘要表 

研究者 年份 教學領導之定義 

魯先華 1994 

校長的教學領導乃是指校長協助教師改進教學，提昇學生

學習效果，完成教育目標之歷程；亦即校長藉著與教師的

合作，共同建立教育目標、設計規劃課程內容、輔導教學

活動實施、評鑑學生學習成果，以鼓舞學生積極的學習動

機，增進學生良好的學習結果，進而達成學校的教育目標。 

謝建成 1999 

校長藉由發展及溝通教學理念與任務、確保課程與教學品

質、營造學校學習氣氛、及發展支持的教學環境等領導作

為，發揮洞察、激勵、授權、引導、示範及成員共同合作

之影響力，以促進教師專業成長，進而提昇教學品質。並

且將教學領導歸納為：傳達任務與目標、確保教育品質、

增進學習氣氛、發展支持的工作環境等四個層面。 

鮑世青 2001 

校長教學領導定義為：學校校長在學校教學目標與任務發

展、提昇課程與教學的品質、為學生提供良好的學習環

境、為教師發展支持的工作環境和促進教師專業發展上所

採取的直接或間接策略，以激發教師自信與動機，進而提

高教師教學效能、改進學生學習成就，以達成學校教育目

標的歷程。 

謝 元 2002 

校長教學領導定義如下：校長以適當的角色扮演帶動學校

同仁建立共同願景、課程特色，並以追求卓越的教學效能

為目的。運用良好的教學資源與管理，提升教師專業成

長，診斷、評鑑、改進教學效能，確保學生學習品質、增

進學習效果，同時支援教師與學生在教與學上所採取有效

的相關措施與作為，以達成教學目標。 

  （續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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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接上頁） 

研究者 年份 教學領導之定義 

李清華 2002 

校長教學領導定義為：校長親自或授意他人，藉由對課程

與教學的督導、提昇師生的學習氣氛，發展支持性的學校

環境等行政作為，以確保教學品質，進而達成學校教學目

標。 

吳雨錫 2002 

校長教學領導就是校長為了提升教師教學效能，藉由發展

學校教學目標，提供教師教學環境的支持與資源，同時鼓

勵教師在教學上專業成長，引導學生提升學習成果，以完

成學校教育目標的歷程。 

李宜芳 2003 

指校長與學校成員共訂學校願景，藉教學視導、了解教師

需求、提供支持環境 氣氛，鼓勵發展課程教材，促進教

師專業成長，激發學生學習興趣，以協助教師提升教學品

質，進而提高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成就的歷程與作為。 

吳清山、 

林天佑 
2003 

教學領導是指學校校長協助教師發現及發展教師專業知

識與技能的領導行為，包括直接教學、直接協助教師教

學、促進教師專業發展、進行課程發展與從事行動研究。 

巫明璋 2003 

校長教學領導定義為：學校校長藉發展學校教育目標與任

務、確保課程與教學的品質以增進學生學習的氣氛及發展

支持的工作環境等領導作為，所採取的直接參與或授權他

人的方式，用以激發教師自信與動機，進而提高教師教學

效能、改進學生學習成就，而達成學校教育目標的歷程。 

羅新炎 2003 

根據校長教育理念及價值觀念，藉著發展教學目標、確保

課程與教學品質、提昇教師專業成長、增進學生學習氣氛

與提供支持工作環境等領導行為，發揮實際的影響力，爭

取教師的支持，直接主導、影響、參與、示範或授權他人，

從事與學校活動相關的有效措施與作為，藉以改進教師教

學，發展學校本位課程、增進學生學習成效，達成教育目

標的歷程。 

鄭仁吉 2004 

校長教學領導係指校長以適當的角色扮演，帶動學校同仁

建立共同願景、課程特色，並以追求卓越的教學效能為目

的。運用良好的教學資源與管理，提昇教師專業成長，診

斷、評鑑與改進教學效能，確保學生學習品質，增進學習

效果，同時支援教師與學生在教與學上所採取的相關措施

與作為。 

郭蕙菱 2004 

校長教學領導就是校長與教師相互合作，以追求教師的卓

越效能，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為目的，透過教學目標的發展

與溝通，課程內容與教學活動得設計規劃，教師專業成 

長，與學生學習氣氛的建立，及支持性教學環境的創造等

歷程，以達成共同的學校目標。 

  （續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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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接上頁） 

研究者 年份 教學領導之定義 

林俊杰 2005 

校長透過直接的領導行為、間接的行政措施或授權下屬，

以落實發展學校教學任務與目標、確保課程品質、確保教

學品質、促進教師專業成長、增進學生學習氣氛及發展支

持的工作環境等領導作為之歷程。 

陳偉茹 2005 

校長教學領導係指校長為提昇學校整體教學效能，根據一

套教育理念及價值觀念，透過凝塑學校願景、營造教學支

持環境、促進課程與教學發展、落實教學視導評鑑、提 昇

教師教學專業，及激勵學生學習成就等積極領導作為的運

作，發揮實際的影響力，直接或 間接的主導、或參與學

校有關課程與教學活動的各項策略，進而提昇教學品質，

達成學校願景的動態歷程。 

徐吉盛 2006 

校長教學領導的內涵包括直接協助教師教學、促進教師專

業成長與發展、進行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及帶動教師從事

行動研究，以達成學校教育目標，而直接主導、影響、參 

與、示範或授權他人從事與教學相關的各項作為。 

黃財清 2005 

校長教學領導，係指校長為提昇學校整體教學成效，根據

教育理念及國家社會的發展趨勢，透過凝塑學校願景、營

造積極的校園文化、結合行政系統，發揮積極支持與統合

協調的領導功能、協助教師有效教學以提升教學品質、增

進學生的學習成效、進而達成學校教育目標的動態歷程。 

林秀湖 2006 

校長教學領導定義為：校長為提升學校整體效能，經由校

長或授權他人所擁有的影響力或權威，透過凝塑學校願

景、營造優質的學校文化、結合行政系統、協助教師有效

教學、增進學生學習的成效，以達成國家的教育目標之動

態行為。 

吳宜珍 2008 

校長在具備課程與教學方面的知識與技巧下，基於自我信

念與價值觀，結合學校的遠景與目標，與學校成員、家長、

社區共同合作，營造一個令人滿意且極富支持性的系統環

境，利用各項資源以達成提昇教師教學成效與學生學習效

果，並增進教師專業發展與學生學習意願的動態性歷程。 

楊振昇、 

洪子鑫 
2009 

狹義的教學領導是校長所從事與教師教學或學生學習有

直接關係的活動，強調教學過程中教室的觀察；廣義的教

學領導則指所有能協助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的相關活

動，包括校長的行政作為。 

秦夢群 2010 

校長扮演領導與協調的角色，引導與幫助教師之教學相關

活動，以提升教學效能、學生學習表現，進而達成教育目

標的領導行為。 

楊昌明 2011 

校長引導學校成員共同發展學校願景與教育目標，致力於

發展支持性的教學環境，激勵教師專業成長，以提昇教師

的教學效能、確保教學品質、以提昇學生的學習成效，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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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達成學校願景與教育目標的動態歷程。 

吳宗立 2013 

教學領導是校長發揮影響力，從事與教師教學、或與學生

學習的相關活動或行為。因此，校長經營學校必須具備教

學領導的能力，統合學校各項教學設備資源，結合教師專

長，充分掌握課程發展的脈動，引領學校教師課程設計與

教學活動的施行，展現教學領導的能力，提升教師教學效

能與學生學習表現，以達成教育目標。 

資料來源：修改自曹玉福（2007，頁 23）、張淑婷（2012，頁 12）。 

 

根據上述學者對教學領導的定義，可以歸納為下列四個層面： 

一、策略層面： 

運用情境分析、建構學校共同願景、組織學習、交互激勵、資源整合與運用、

建立教學視導回饋機制。 

二、內容層面： 

推展學校的任務及教學目標、課程發展、保障老師教學時間、確保課程與教

學品質、支持性教學環境、評鑑學生學習的成效、鼓勵教師專業成長。 

三、對象層面： 

學校裡的校長（行政體系）、教師及學生。 

四、目的層面： 

提升教師教學效能、兼顧教師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就，達成學校教育目標。 

 

綜合上述國內外學者的看法，經本研究者整理相關文獻後，將校長教學領導

的定義歸納為：校長與教師互相引領追求教師的教學卓越、提升教師教學效能、

兼顧教師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就，型塑學校目標與共同願景，以達成學校教育

目標之動態歷程。另外更要激勵學生學習的動機，發展支持性教學環境，強化校

園學習成效的動力，激勵教師專業成長，提昇學生學習興趣，營造友善的教學環

境，以達成共同的學校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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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校長教學領導的概念演進 

追求學校效能（school effectiveness），提昇教育品質，多年來一直是重視學

校教育的國家在教育改革上的重要課題。在美國，校長教學領導的理念早已推展

三十餘年，鮑世青（2001）指出，從十九世紀起，校長的領導角色就隨著時代的

推演而產生了數種轉變。從早期的校長兼教師（教師兼校長）、一般管理者科學

管理者，到教學領導者，其角色之變化無不因應整體環境的改變而與之改進。在

國內「教學領導」的議題也日漸受到重視，從校長教學領導的相關研究日益增加，

可見在教育改革發展中，教學領導具有不容忽視重要性。 

經歷過「有效能學校運動」的改革，自1980年代以後，校長教學領導成為校

長新的教育標竿，而教學領導的演進發展，概略歸納分三個時期（陳美言，1998；

李新寶，2000；林惠煌；2003；陳慧敏，2002；黃哲彬，2010；張淑婷，2013。） 

一、角色確立期 

Edmonds（1979）指出「強的行政領導」是教學有效能（instructionally effective）

學校的特徵，並建議校長要扮演教育改革的中心角色。所謂有效能的校長必須能

在行政與教學兩者之間取得平衡。 

二、內涵發展期 

教學領導者被視為學校教育方案發展成功的首要條件，校長被期待能對課程

和教學上有知能，並且能直接介入教師的教學改進中。 

三、概念轉變期 

校長應扮演促進者（facilitator）的角色，以助長內部領導，使教師成為同儕

領導者，扮演關鍵的角色，積極給予教師鼓勵、機會、支持與回饋等正向回應，

協助教師成為「領導教師」（郭小蘋、吳勁甫，2011）。 

 

 



 
 
 
 
 
 
 
 
 
 
 
 

 

 

36 

伍、校長教學領導的內涵 

曹玉福（2006）指出校長教學領導並沒有一致的定義，至於其內涵，不同文

獻研究有不同的研究結果，無一致的方向與意義界定，有的從教學領導的課程與

教學方面來探討；有些從教學領導的支持與參與方面探討；有的從期望願景方面

探討；有的從校長領導的領導架構、校長個人因素、任務、角色及功能等觀點來

探討，綜觀相關研究後，發現從教學領導的行為層面切入分析研究最多。從校長

實際應從事的活動或作為中，歸納出能增進教師教學效能與學生學習成效之重點

行為，校長如能做到這些直接相關行為，便可稱為有效能的教學領導者。有關國

內外對校長教學領導的行為層面分析，探究如下： 

Duke（1982）將有效能的校長教學領導上所需的特質與技巧歸納為六個層面，

包括： 

1、 廣徵教師參與：招聘優秀專業教師，結合專長發展教學活動，並維持高度

的動機；提供教師參與教學計劃機會；協助教師參與教師增權體系。 

2、 開展教學支持：支持教師並協助其精進班級經營技巧，加強學生的出席

率，另外促使社區家長成為學校的資源；發展時間管理系統，並確保教師

教學時間。 

3、 充實教學資源：包括學習所需要時用到材料、設備以及熟練的支持人員。 

4、 落實品質管制：透過行政監督的獎懲及臨床視導的技巧，以維持教學方案

之品質與控制，並作最後的評鑑依據；透過測驗結果、班級視察、相關授

課教師會議、成績輔導資料等之使用，密切觀察學生進步情形。 

5、 活化溝通協調：校長應協調各項的教學活動，並確定各部門運作流暢。 

6、 有效解決問題：校長應與學生、教職員及社區家長定期座談，以減少紛爭

發生。 

Hallinger等人（1983）是早期明確提出教學領導行為範疇者，廣受研究者重

視，提出一套有效能的學校中可行之教學領導模式，其內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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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界定學校任務：擬出學校永續經營的目標、將目標與師生溝通並充分宣導。 

2、 管理教學計劃：具備符合課程教學之知識、監督並評鑑教學、進行課程協調、

觀察學生學習表現。 

3、 促進積極的學校氣氛：設立對學生的高度期待，促使學生有較佳的表現；設

立標竿學習以刺激學生學習、在學生學習上提供誘因並鼓勵學習有障礙學生

學習；確保教師教學進行不受中斷；促進教學改善和學業發展。 

Ibrahim（1985）發展「教學領導行為描述問卷」（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Behavior 

DescriptionQuestionnaire，簡稱ILBDQ）來測量校長之教學領導行為，分為八個層

面： 

1、 提供一般的領導。 

2、 對師生的高度期望。 

3、 提供師生教學協助。 

4、 具備專業知能。 

5、 對學校之成功深具信心。 

6、 提供教職員發展計劃。 

7、 具備良好的人際關係與技巧。 

8、 有效的監督與評鑑教學。 

HalliIlger and Murphy（1985,1987）又將校長教學領導從三個層面加以界定： 

1、 界定學校任務，包括：形成學校目標及溝通學校目標。 

2、 管理教學計畫，包括:督導和評鑑教學、協調課程、督導學生進步、保障教

學時間。 

3、 提昇學校學習氣氛，包括：保持校長高出現率、提供教師誘因、提昇教師專

業發展、及提供學習誘因。 

Cawelti（1987）認為教學領導者必須具備四種技能：1.傳達學校的遠景、2.

促進組織發展、3.提供教學支持、4.監督學習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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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rphy（1990）曾將校長的教學領導分類為四大項，作為統整教學領導的完

整架構。此四大類包括： 

1、 發展任務與目標：構築與傳達學校目標。 

2、 確保教育品質：增進教學品質、視導及評鑑教學、保障教學時間、課程的安

排與觀察學生的進步情形。 

3、 增進學習氣氛：設立正面積極的期望與標準、保持高出現率、提供激勵師生

的誘因、促進教職員專業成長。 

4、 開展支持的工作環境：創造安全整潔的學習環境、提供學生有教育意義參與

機會、促進教職員產生凝聚力、確保校外資源支持學校目標，讓家庭與學校

緊密連結。 

Moorthy（1992）認為校長教學領導的角色包括三個層面： 

1、 確立教學任務：對於學校所要完成的事務應具備清楚的概念，並負擔起全體

教職員開展學校目標的任務，而學校目標需與促進教學改善相關聯。 

2、 監督教學計劃：應與教師共同致力於課程與教學的評鑑、發展與施行。 

3、 提昇學校學習氣氛：應確保學生接受適當的教學指導，並檢視學生的學習進

步。 

以上是國外學者對於校長教學導內涵的觀點，著重於發展學校任務和目標、

確保教育品質、增進學習氣氛及擴大良好支持性的環境等；至於國內者對校長教

學領導內涵的探討，也大多在以上幾個層面中探討，茲分別舉述如下： 

魯先華（1994）的研究指出，身為學校教學領導者的角色，應扮演六種角色：

1.有遠見的計畫行動者、2.環境氣氛的營造者、3.溝通激勵者、4.作決定者、5.源

獲得者、6.監督者。 

魯先華（1996）曾歸納整理多位國外學者的看法，認為將校長教學領導之任

務分為六大項：1.將活動焦點訂在設定學校目標、2.界定學校教育之目的、3.提供

學習所需之資源、4.視導並評鑑教師教學、5.整合教職員發展計劃、6.與其他教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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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建立學術關係。 

李安明（1997）則將校長教學領導的角色歸納概分為六個主要面向，包括：

1.教學任務與目標、2.課程品質、3.確保教學品質、4.進教師專業成長、5.學校學習

氣氛、6.支持之工作環境。 

陳美言（1998）認為教學領導有五項任務：1.教學統整、2.協助教師教學、3.

促進學生學習、4.視導與評鑑教學、5.與家長社區建立良好的關係。 

張碧娟（1999）將校長教學領導歸納為六個主要層面，包括：1.發展溝通目標、

2.管理課程教學、3.視導評鑑教學、4.提昇專業成長、5.促進學習進步、6.發展支持

環境。 

林明地（2000）亦曾實際對一所國小校長的教學領導進行參與觀察，結果發

現這所學校校長進行教學領導的具體作為大致可以歸納為六大領域：1.巡視教室

與校園，協助教師在職進修或專業成長與發展、2.表達較高的期望，提高師生表

現的標準、3.瞭解學生學習情形、4.實踐行政支持教學的理念、5.建立良好的教學

環境，以及6.塑造英雄、建立楷模等。 

王有煌（2003）所編之校長教學領導量表，探究以下五個層面，包括：1.溝通

教學理念與目標層面、2.提昇課程與教學品質層面、3.促進教師專業能力層面、4.

營造組織學習氣氛層面、5.建立優質教學環境層面。 

 

本研究者根據徐吉盛（2006） 、張淑婷（2013）校長教學領導層面分析表，

並依上述學者對教學領導行為層面，進行分析與探討，總共分類歸納為五個層面，

校長教學領導層面分析歸納，如表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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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校長教學領導層面分析歸納 

研究者 年份 

發展與溝

通教學目

標 

確保課程

與教學品

質 

促進教師

專業成長 

增進學生

學習氣氛 

發展支持

性工作環

境 

Hallinger & 

Murphy 
1987 ˇ ˇ  ˇ  

Weber 1989 ˇ ˇ  ˇ  

魯先華 1994 ˇ ˇ ˇ ˇ ˇ 

張德銳 1995 ˇ ˇ ˇ ˇ ˇ 

張慈娟 1996 ˇ ˇ ˇ ˇ ˇ 

趙廣林 1996 ˇ ˇ ˇ ˇ ˇ 

蔡秀媛 1998 ˇ ˇ ˇ ˇ ˇ 

李安明 1999 ˇ ˇ ˇ ˇ ˇ 

張碧娟 1999 ˇ ˇ ˇ ˇ ˇ 

楊振昇 1999 ˇ ˇ ˇ ˇ ˇ 

歐曉玟 2001 ˇ ˇ ˇ ˇ ˇ 

鮑世青 2001 ˇ ˇ ˇ ˇ ˇ 

謝建成 2001 ˇ   ˇ ˇ 

吳雨錫 2002 ˇ  ˇ ˇ  

巫明璋 2003 ˇ ˇ ˇ ˇ ˇ 

郭蕙菱 2004 ˇ ˇ ˇ ˇ ˇ 

吳清山 2004 ˇ ˇ ˇ   

陳偉茹 2005 ˇ ˇ ˇ ˇ ˇ 

曹玉福 2007 ˇ ˇ ˇ ˇ ˇ 

洪嘉宏 2008 ˇ ˇ ˇ ˇ ˇ 

黃雅琳 2009 ˇ  ˇ ˇ ˇ 

李明智 2010 ˇ  ˇ ˇ ˇ 

楊昌明 2011 ˇ ˇ ˇ  ˇ 

註：有ˇ者表示和該層面概念相同。 

資料來源：修改自徐吉盛 （2006, 頁 23）、張淑婷（2013,頁 21） 

 

根據上列表2-5的學者對校長教學領導層面的分析與歸納統計，本研究將校長

教學領內涵歸納為五個主要層面，分列如下： 

一、發展教學任務與目標 

校長帶領學校教學團隊，依學校背景特色，有效溝通教學理念，訂定符合學

校特性的教學目標，再凝聚共識且塑立學校的願景，並引領學校成員為達成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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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而努力。 

二、確保課程與教學品質 

校長透過行政運作，主動並積極參與有關課程和教學的研習進修活動，引領

學校成員成立課程發展委員會，組成學習領域小組，落實正常教學，讓各科教學

均衡發展，掌握常態編班級分組教學，保護教師教學時間，並減少與教學無關之

活動。校長會觀察、及評鑑教師教學情形，肯定獎勵教學優良表現，鼓勵教師從

事教學研究，協助解決教師教學困難，發揮教學領導的支援系統，輔助並提昇整

體教學的品質。 

三、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校長能鼓勵教師多元進修，提供各種有助於教師專業成長的活動資訊、誘因

與在職進修機會，鼓勵共同研究、經驗分享及互相鼓勵，以提升教師專業素質的

成長，並協助輔導新進教師的教學。 

四、發展支持的教學環境 

校長能高度期待學生學習成效，充實教學資源，營造良好的教學環境，發展

社區與家長支持，獎勵學生學習進步，並對學習低落學生安排補救措施。 

五、營造學校學習氣氛 

校長能建立友善、有秩序的學習環境，鼓勵學生多元學習，提供學生適當舞

台展現學習成果，並訂定獎勵制度，培養學生積極正面的學習風氣。 

本研究採用上述五個層面並參考之前其他研究者所編制的量表，而選定「發

展教學任務與目標」、「確保課程與教學品質」、「促進教師專業成長」、「發

展支持的教學環境」、「營造學校學習氣氛」等五個層面為本研究校長教學領導

量表的正式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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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教學領導的相關文獻研究 

國內有關校長教學領導的論文相當多，搜尋全國碩博士論文資訊網，計有一

百零五篇相關文獻。綜觀國內外研究者對校長教學領導的相關研究，約略可分成

二部分，一是關於校長教學領導之現況調查研究，另一部分則是校長領導與相關

變項之關係研究。以下就教師背景變項與校長教學領導關係之實證研究，分別敘

述如下: 

一、教師背景變項與校長教學領導的關係之實證研究 

教師背景變素包含有：性別、年領、婚姻、教育背景、服務年資、服務學校

規模及學校所在地。教師背景變項與校長教學領導關係之實證研究相關文獻，依

研究者、研究年代、研究主題及研究發現等歸納摘要成彙整表，如表2-6: 

 

表 2-6  教師背景變項與教學領導關係之實證相關研究彙整表 

研究者 年代 研究主題 研究發現 

張慈娟 1996 

國民小學校長教

學領導與學校效

能之研究 

1.男性教師較女性教師常知覺到校長教學領導行

為。 

2.資深教師較資淺教師常知覺到校長教學領導行

為。 

3.不同教育背景之教師所知覺到之校長教學領導

行為與學校效能並無顯著差異。 

4.中小型學校規模教師較之大型學校規模之教師

更常知覺到校長教學領導行為。 

陳美言 1998 

國民小學校長教

學領導與教師教

學自我效能為研

究 

1.國小校長整體教學領導的現況屬中等程度 

2.國小教師整體教學自我效能現況屬中上程度 

3.國小教師所知覺的校長教學領導在性別、學

歷、任教年資、與目前校長共事的時間及學校所

在地上有明顯差異現象存在。 

張碧娟 1999 

國民中學校長教

國民中學校長教

學領導、學校教

學氣氛與教師教

學效能關係之研

究 

1.教學領導尚未獲校長重視；校長表現最好的教

學領導層面是「發展支持環境」，表現最差的教

學領導層面是「視導與評鑑教學」。 

2.地區、學校規模、校長性別年資與年齡與校長

教學領導具顯著影響。 

3.國中校長對校長教學領導之理解與認知不足，  

   （續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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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接上頁） 

研究者 年代 研究主題 研究發現 

   

多侷限於狹義的「教學視導」層面。 

4.國中校長認為應重視與推展教學領導，但實際

運作仍以學校行政為主。 

5.教學領導表現佳與弱之校長，所滿意的層面不

同，二者有不同的領導重心與風格。 

6.校長推動教學領導面臨下列困難：（1）觀念的

突破（2）專業知能不足（3）時間精力不足（4）

考核與獎勵重點（5）教師認同（6）不易見成效。 

李新寶 2001 

國民小學校長教

學領導與教師教

學效能之研究 

1.不同性別、年齡、服務年資、學校規模之教師

所知覺到的校長教學領導行為有顯著差異；而不

同教育背景之教師所知覺到的校長教學領導行

為並無顯著差異。 

2.不同性別、服務年資、教育背景、學校規模之

校長所知覺到的校長教學領導行為並無顯著差

異；而不同年齡校長所知覺到的校長教學領導行

為則有顯著差異 

鮑世青 2001 

國民小學校長與

教師對「校長教

學領導」行為知

覺度之研究 

2.不同服務年資的國民小學主任對「校長教學領

導」行為知覺度呈現顯著的差異。 

2.不同性別、服務年資、教育背景及學校規模的

國民小之研究學導師對「校長教學領導」行為知

覺度呈現顯著的差異。 

謝建成 2001 

臺北縣國民小學

校長教學領導與

教師專業成長之

調查研究 

1.國小教育人員普遍重視到校長教學領導工作。 

2.不同背景之臺北縣國小教育人員所知覺到的校

長教學領導工作有顯著差異，但不同背景之校

長、主任、正式教師、及代課教師所知覺到的校

長教學領導工作之差異性則呈現不一情形。 

3.不同背景之臺北縣國小教育人員所知覺到的教

師專業成長行為有顯著差異，但不同背景之校

長、主任、正式教師、及代課教師所知覺到的教

師專業成長之差異性則呈現不一情形。 

吳雨錫 2002 

國民小學校長教

學領導與教師專

業成長關係之研

究 

1.國民小學校長整體教學領導的現況是屬於中上

程度，而教師專業成長情形大致良好。 

2.校長的教學領導，不會因為性別的不同而有差

異；但校長的學歷越高，教學領導的實施情況越

好。 

3.不同性別、不同最高學歷、及與校長不同共事

時間的教師，所知覺到之校長教學領導無顯著差

異；而不同任教年資的教師所知覺到之校長教學

領導有顯著差異。 

   （續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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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接上頁） 

研究者 年代 研究主題 研究發現 

李雲漳 2002 

國民小學校長教

學領導與教師效

能之研究 

1.教學領導上，就性別而言，男女校長僅在協助

教師專業成長層面上有顯著差異，女校長優於男

校長。 

2.在教學領導上，就擔任校長年資而言，校長年

資 6-15 年組在協助教師專業成長上顯著高於

「26 年以上」組。 

3.在教學領導上，就學校規模而言，不同規模學

校的校長在教學領導上有顯著差異，小型規模

（12 班以下）的學校和大型（25 班以上）規模

的學校，校長在教學領導上都明顯高於中型學校

（13-24 班）。 

林惠煌 2003 

臺北縣國民小學

校長教學領導與

教師教學效能關

係之研究 

1.不同性別、服務年資、擔任職務及學校創校歷

史之臺北縣國民小學教育人員所知覺到的校長

教學領導行為有顯著差異；而不同學歷、學校規

模及學校所在地的臺北縣國民小學教育人員所

知覺到的校長教學領導行為並無顯著差異。 

2.不同服務年資、學校創校歷史之臺北縣國民小

學教育人員所知覺到的教師教學效能有顯著差

異；而不同性別、擔任職務、學歷、學校規模及

學校所在地的臺北縣國民小學教育人員所知覺

到的教師教學效能並無顯著差異。 

陳慧敏 2003 

國民小學教師之

校長教學領導知

鷽與自我效能關

係之研究 

1.學校規模是影響教師對校長教學領導知覺之顯

著因素。 

2.平均服務年資較高之教師對校長教學領導知覺

與教師自我效能知覺有較強之趨勢。 

林家蓉 2004 

桃竹苗四縣市國

民小學校長教學

領導與教師文化

之研究 

1.桃、竹、苗四縣市國民小學高度知覺到校長教

學領導；在教師文化的知覺度上也傾向正向的教

師文化類型。 

2.桃、竹、苗四縣市國民小學不同性別、年齡、

年資、學校所在地及學校班級數等變項的教師兼

任行政人員所知覺的校長教學領導有明顯不

同；不同學校所在地變項的教師所知覺的校長教

學領導有明顯不同。 

郭蕙菱 2004 

臺南縣市國民小

學校長教學領導

與教師專業成長

關係之研究 

1.臺南縣市國民小學教師對校長教學領導知覺屬

於中上程度。 

2.不同性別的國民小學教師在校長教學領導的知

覺無顯著差異；不同服務年資及不同年齡的國民

小學教師在校長教學領導知覺上有部分差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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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接上頁） 

研究者 年代 研究主題 研究發現 

   

同最高學歷、不同職務、不同學校規模與不同學

校所在地的國小教師在校長教學領導知覺上有

差異存在。 

曾增福 2004 

桃園縣國民中學

校長教學領導與

學校效能關係之

研究 

1.受試者所知覺到的「校長教學領導」得分平均

數整體屬中上程度。 

2.受試者所知覺到的「學校效能」，得分平均數

整體屬中上程度。 

3.不同環境變項的受試者所知覺到的「校長教學

領導」差異情形不一：（1）就不同學校規模而

言：以 37-72 班學校得分最高，但沒有顯著差異。

（2）就不同地區學校而言：都是一般地區得分

高於偏遠地區，且有顯著差異。 

4.不同人口變項的受試者所知覺到的「校長教學

領導」差異情形不一：（1）性別、年齡、年資、

職務對「校長教學領導」知覺度有顯著差異，以

男性、年齡在 51 歲以上、服務滿 26 年以上及擔

任校長者得分最高。（2）學歷對「校長教學領

導」知覺度沒有顯著差異。 

5.不同環境變項的受試者所知覺到的「學校效能」

有顯著差異，以 37-72 班學校及一般地區學校得

分較高。 

6.不同人口變項的受試者所知覺到的「學校效能」

現況有顯著差異，以男性、51 歲以上、服務 26

年以上、擔任校長職務、研究所或四十學分班結

業者得分較高。 

鄭玉美 2004 

苗栗縣國民小學

校長教學領導與

學校效能相關之

研究 

1.受試者對校長教學領導之現況，普遍都可以感

受到校長教學領導行為的重要及認同；且不同職

務，校長的知覺最顯著其次依序為主任、組長、

教師。 

2.受試者普遍重視到學校效能的提升，國民小學

教育人員對學校效能有正面的評價，以「運用有

效領導技巧」的層面尤為重視。 

3.教育人員對校長教學領導各層面的知覺偏高，

顯示教育人員能知覺到校長教學領導的重要性。 

4.受試者對校長教學領導行為受到年齡、服務年

資、學校規模、及學校所在地等背景變項之影響

而有顯著差異，但不受性別與最高學歷的影響。 

莊麗雲 2005 
校長教學領導與

教師專業成長關 

1.受試者對校長教學領導的知覺屬良好程度。 

2.不同性別、年齡、最高學歷、服務年資、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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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接上頁） 

研究者 年代 研究主題 研究發現 

  
係研究－以臺南

縣國民小學為例 

學校規模、學校所在地的國小教育人員在校長教

學領導知覺上有差異存在。 

蔡美姿 2005 

澎湖縣國民小學

校長教學領導與

教師教學效能關

係之研究 

不同學校規模、學校所在地之教師所知覺到的校

長教學領導有顯著差異；而不同服務年資、教育

背景之教師所知覺到的校長教學領導並無顯著

差異 。 

林秀湖 2006 

國小校長教學領

導行為與教師工

作投入、教學效

能關係之研究 

不同背景變項之教師覺知國小校長教學領導行

為上在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服務年資、職務

等層面上有顯著差異。 

徐吉盛 2006 

高高屏地區國小

校長教學領導風

格與教師教學效

能之研究 

1.國小整體校長教學領導在中上程度。 

2.國小整體教師教學效能在中上程度。 

3.國小教師以年齡、服務年資、學校規模及縣市

所在等的背景變項所知覺的校長教學領導上達

顯著差異。 

4.國小教師以年齡、服務年資、學校規模及縣市

所在等的背景變項所知覺的教學效能上達顯著

差異。 

曹玉福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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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背景變項教師所知覺到的「校長教學領導」

有差異存在。 

仰瓊宜 2010 

離島國中校長教

學領導之行動研

究 

1.透過校長教學領導行動研究的過程，設計方案

協助教師進行班級環境規劃經營、學生偏差行為

輔導、精進教師課堂教學能力、家長與社區資源

的經營。 

2.受訪校長均將教學領導視為學校經營之首要任

務，能將此理念與策略應用在校務推動事務上，

並有良好的辦學績效。 

張淑婷 2012 

高雄市國民小學

校長教學領導與

教師參與專業發

展評鑑態度關係

之研究 

1.國小教師知覺校長教學領導屬中上程度。 

2.教師參與專業發展評鑑態度現況屬中上程度。 

3.不同背景變項之國小教師知覺校長教學領導上

除了最高學歷及是否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外，均有顯著差異。 

李麗琦 2012 

桃竹苗地區國民

小學校長教學領

導與教師專業學

習社群互動之研

究 

1.國小教師對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互動普遍具有高的知覺度。 

2.受試者所知覺的校長教學領導會因性別、學校

規模和學校所在地而有顯著差異。 

3.受試者所知覺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互動在個人

者之間具有顯著的典型相關。 

   （續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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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接上頁） 

研究者 年代 研究主題 研究發現 

   
背景變項和學校背景變項無顯著差異。 

4.國小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互動兩 

黃雪蓮 2013 

國民小學校長教

學領導與教師專

業表現之研究 

1.國小教師知覺校長教學領導為中上程度。 

2.國小教師知覺教師專業表現為中上程度。 

3.國小教育人員所知覺的校長教學領導會因年

齡、年資、擔任職務、學校規模而有顯著差異。 

4.國小教育人員所知覺的教師專業表現會因不同

性別、年齡、最高學歷、年資、擔任職務而有顯

著差異。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二、小結 

綜合上列所述研究者的文獻，分析教師背景變項與校長教學領導是否有顯著

相關性中，顯示出普遍選擇以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擔任職務、教育背景、服

務年資為人口變項；而學校規模、學校所在或地區等則為環境變項。教師背景變

項與校長教學領導知覺之顯著相關程度，也都呈現不同的結果，從表2-7教師背景

變項與校長教學領導顯著相關摘要表中，歸納分析可以發現國小教師的性別、年

齡、服務年資、學校規模及學校所在等變項，與校長教學領導知覺之相關性不全

然具有顯著差異。 

 

表 2-7  教師背景變項與校長教學領導顯著相關摘要表 

 背景變項 

研究者  年代 性別 年齡 
婚姻 

情況 

擔任 

職務 

教育 

背景 

服務 

年資 

學校 

規模 

學校 

所在 

張慈娟 1996 ˇ     ˇ ˇ  

陳美言 1998 ˇ    ˇ ˇ  ˇ 

張碧娟 1999       ˇ ˇ 

李新寶 2001 ˇ ˇ    ˇ ˇ  

鮑世青 2001 ˇ    ˇ ˇ ˇ  

吳雨錫 2002      ˇ   

        （續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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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接上頁） 

研究者  年代 性別 年齡 
婚姻 

情況 

擔任 

職務 

教育 

背景 

服務 

年資 

學校 

規模 

學校 

所在 

李雲漳 2002      ˇ ˇ  

林惠煌 2003 ˇ   ˇ  ˇ   

陳慧敏 2003      ˇ ˇ  

林家蓉 2004 ˇ ˇ   ˇ ˇ ˇ ˇ 

郭蕙菱 2004  ˇ   ˇ ˇ ˇ ˇ 

曾增福 2004 ˇ ˇ  ˇ  ˇ  ˇ 

鄭玉美 2004  ˇ    ˇ ˇ ˇ 

莊麗雲 2005 ˇ ˇ  ˇ ˇ ˇ ˇ ˇ 

蔡美姿 2005       ˇ ˇ 

林秀湖 2006    ˇ  ˇ   

徐吉盛 2006  ˇ    ˇ ˇ ˇ 

曹玉福 2006  ˇ    ˇ ˇ ˇ 

張淑婷 2012  ˇ ˇ ˇ  ˇ ˇ ˇ 

李麗琦 2012 ˇ      ˇ ˇ 

黃雪蓮 2013  ˇ  ˇ  ˇ ˇ  

註：有ˇ者表示有顯著相關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第三節 教師專業成長的理論與相關研究 

李俊湖（1992）指出教師專業成長是提高教師效能感的重要因素。所以，技

術及職業教育季刊（2012）早在1966年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UNESCO）會

議決議中即明確表明「教學應被視為專業」，在今日資訊多元化的社會中，不斷

的提升教學的專業知能是教師應有的責任。吳清基（1980）亦認為提高教師素質

是增加教育實施成效的有效措施。事實上，教育部實施九年一貫課程的改革成敗

關鍵，即繫於教師的專業能力，因此，在九年一貫課程中，更賦予學校和教師發

展課程的空間，希望藉此恢復教師應有的專業自主權，因為未來的教師不但是課

程的核心，具有參與課程決定的權力，更有參與課程發展的義務。換言之，在不

斷變革的社會中，教師只有在教學工作上不斷的專業成長，才能面對一波又一波

教育改革所帶來的工作壓力與社會挑戰，教師專業成長成之必要性便成為眾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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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的。而孫國華（1996）在教師生涯與心理發展需求研究中，也發現在教師生

涯發展模式中依循著：成長-高峰-衰退的現象而發展，而其生涯發展順利與否，端

視該發展歷程的成長狀況是否得到良好發展而定。 

故本節將分別介紹教師專業成長的意義、教師專業成長的內涵及教師專業成

長的相關文獻研究： 

 

壹、教師專業成長的意義 

邁入二十一世紀的世界，正面臨全球化的影響而快速變遷，社會各層

面都面對新的挑戰與期待，教育制度上更需要更張及調整。隨著知識經濟、

網路世界的來到，專業的觀念越來越受的重視。九年一貫課程鬆綁，加上十二年

免試入學之後，教師的專業更令社會大眾質疑，家長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是教改

的實驗品，因此身為一位老師，如何獲得家長的肯定，就在於是否能發揮其專業

的素養。 

一、「專業」的意義 

歐洲中古時期，大學興起以後，當時大學教師的資格，以得有學位為專業證

明，如早期的醫學、神學、法律等科，演變到後來，稱為「專業」，它是由博士

（doctor）而來，以後繼續演變（魏建忠，2000），諸如：醫師、律師、工程師、

建築師等，皆屬於此範疇。隨著社會分工、專門化及精緻化，專業的觀念愈來愈

受到重視。「專業」（profession）是指任何需要特別訓練或一種特殊技能的工作

態度，經常是受尊敬的工作，因為它需要高水準的教育（any type of work which 

needsspecial training or a particular skill, often one which is respected because it 

involvesa high level of education.~引自《劍橋英文辭典》）。而大辭典對專業的解

釋，亦指出三種意涵，分別為：專門研究某種學問，或從事某種行業；專精於某

種學問或事業；具備專門知識才能和道德的人（大辭典編纂委員會，1985）。故

所謂專業並不是指職業或行業，必須具備專門的訓練，具有獨立自主性、自組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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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團體、提供服務並不斷在職進修。學者專家對於專業的見解也都不盡相同，茲

將整理如表2-8： 

表 2-8  專業之定義摘要表 

研究者  年份 專業的之定義 

美國全國教

育協會 
1948 

1.高度的心智活動、2.具有特殊知識、技能、3.受過長期專業

訓練、4.永久性終身事業、不斷在職進修、5.以服務社會為目

的、6.健全的專業組織、訂定專業倫理規範 

賈馥茗 1983 精湛學術與卓越能力，服務和奉獻。 

Hall 1983 

1.結構層面：一種專任的行為、訓練學校、組成專業組織、

訂有倫理規範等。2.態度層面：以專業團體為主要參照點、

服務大眾的信念、自律的信念、獻身事業、從事事業決定的

自主權等。 

楊國賜 1985 
專業並非按照例規而不需高深學理及特殊訓練即可從事的職

業或行業 

林清江 1989 

1.為公眾提供重要服務 2.系統而明確的知識體系 3.長期的專

門訓練 4.適度的自主權力 5.組成自治團體並遵守倫理信條 6.

選擇組成份子 

謝文全 1991 

1.經過長期專門訓練 2.運用專門知識和技能 3.強調服務重於

謀利 4.重視工作為永久性職業 5 享有相當獨立自主 6.建立專

業團體.並遵守專業倫理信條 7.不斷接受在職進修教育 

王立行、 

饒見維 
1992 1.專門知識、2.特殊技能、3.高度使命感和責任感 

李俊湖 1992 
1.具備專門知識能力、2.能獨立自主執行職務、3.具有服務及

奉獻熱忱 

蔡碧璉 1993 
1.專業知識與專業技能、2.專業精神與專業態度、3.專業組織

與專業規範 

李肖梅 1995 需要專門知識技術始能執行的職業 

吳清山 1997 專業知能、專業自主、專業倫理。 

孫國華 1997 

1.相同領域成員，發展共同價值觀念與信仰，以實現領域的

精緻化與專門化、2.組織專業團體，建構專門知識與技能、

3.獲得社會成員的認可與重視 

白穗儀 1999 

專業係指職前階段經過長期的訓練，以獲得專門的知識與能

力，並於工作生涯中不斷的學習、進修與研究；且相同領域

的成員組成一專業性的組織團體，本著服務奉獻的精神，透

過集體的努力與行動，以尋求社會的肯定與認可。 

陳  香 2003 

專業是一種合乎時代的科學，而且這種科學是不斷的進步，

從事之人員應不斷進修而形成專門技術，在各種專業工作規

範下，來完成專業教授，並以特殊致力來培養及提高專業能

力，而達到提供專門性服務的目的 

  （續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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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接上頁） 

研究者  年份 專業的之定義 

吳明清 2004 

1.專業工作具有豐富且明確的知識基礎；2.專業人員受過長期

且嚴格的訓練；3.專業工作的成果對社會有明顯的貢獻；4.

專業人員自組專業團體，享有專業團體的自主性；5.專業人

員及其行為應受專業倫理規範的約束。 

大前研一 2006 
需具備 4 種能力 1.「先見力」、2.「構思力」、3.「議論力」及

4.「矛盾適應力」 

林淑儀 2008 

一群人具備精湛的學識與卓越的能力，在社會中具有其專業

自主性，並能持續不斷的在職進修以精進、提高專業能力，

更能在專業團體內依循專業倫理的道德規範，進而提出專門

性的服務。 

資料來源：參考各文獻研究者自行整理 

 

綜合以上學者的觀點，本研究者彙整「專業」須具備以下五個條件： 

（一）具有專門的知能與技能。 

（二）具有高度的獨立自主性。 

（三）具有服務奉獻的敬業精神。 

（四）具職業道德的倫理規範。 

（五）需持續不斷的在職進修與成長。 

二、「成長」的意義 

「成長」依內涵上可謂，具有增長、進步、成熟之意。（呂垂卿，2000）

若就時間序列意義上，即是漸漸強大，有過程及結果之意。就過程意義上，

是指教師由未成熟階段，經過研習、進修及實際教學經驗，變成到成熟教師

之歷程；就成長的結果意義上來說，是指教師兼具足夠的專業知能、技術，

及適當的態度及規範；在專業表現上，更是成熟者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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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業成長」的意義 

所謂「專業成長」的概念，是「專業」與「成長」的結合，即一位專業工作

者不斷提升其能力的過程，而表現出專業的成熟者（呂垂卿，2000）。Guskey（2000）

指出專業成長是一種為了加強教師的專業知識、技能及態度所規劃的一系列活

動，藉以改善學生的學習。李俊湖（1992）認為專業成長是指教師從事教學工作

時，參加由政府、學校機關所舉辦的教育性進修活動或自行主動參加各種非正式

的活動。以引導自我的反省並增進教學之知識、技能及態度，其目的在促進個人

的自我實現，改進學校專業文化，達成學校教育目標，增進學校的教育品質。 

然而對專業成長的意義，深入的探討發現學者解釋因觀點的差異，有若干不

同的見解。茲引述不同學者的意見彙整如表2-9，再做綜合歸納。 

表 2-9  專業成長之定義摘要表 

研究者  年份 專業成長之定義 

黃昆輝 1979 促使專業知能及品德修養獲得增長的機會 

鍾任琴 1994 增進及發展自我的專業知識及技能 

白雲霞 1995 促進個人成長與組織發展，以達專業化目標 

劉緬懷 1995 

1.廣義之專業成長包括：專業知能、專業倫理、專頁責任、

專業自主、專業訓練、專業服務、專業發展以及整體的產出。 

2.狹義之專業成長：指專業具體的目標及項目內容。 

劉世閔 1996 自我的專業在認知、技能、情意等方面的提昇。 

周崇儒 2000 
不斷追求專業領域中的知識、技能、態度與觀念成長或發展

的歷程，是專業社會化的表現。 

呂錘卿 2000 

1.就過程論，指教師經何種途徑或模式，可以促使教師在專

業能力的提升。 

2.就結果論，指教師被認為在專業上已經是成熟者，而在教

師專業的指標或標準（criteria）已達到應有的水準。 

李嘉彰 2007 
1.需要接受長期的職前訓練，獲得專門的知能、態度與素養。 

2.願意持續不斷的在職研究、精進與學習，尋求成長及突破。 

Marsick 1988 
1.狹義的專業成長指的是正式訓練。 

2.廣義的專業成長則是指「人力資源發展」。 

Duke 1990 
1.事實知識的獲得。 

2.一種動態的學習歷程，能對新的事物有所瞭解或熟悉。 

資料來源：參考各文獻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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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歸納「專業發展」依其特性可概分為三： 

（一）具目標性的：它是一項不易被取代的過程，有清楚的意圖及預設的標的

做為檢視指引。 

（二）具持續性的：教育是一種連續動態的專業領域，必須有不斷吸收、審視、

判斷、篩選及更新延伸出來的知識作為基礎，故教育工作者必須持續地

進修學習並接受專業訓練研習。 

（三）具系統性的：在專業領域中，能在一段時間內促使教師教學知能與態度

獲得改變，不斷追求知識、技能、態度與觀念成長或發展的歷程，同時

也促進組織變革，是專業社會化的表現。 

由上述特性規納得知，專業成長的意義是指具明確專業目標指引，不斷透過

有系統進修學習的動態歷程。 

四、「教師專業成長」的定義 

吳清山（2000）認為教師的專業能力，是教育改革成功與否的關鍵。在知識

社會中，教師是一個專業的知識工作者，擔任著知識的傳遞的、創造與學習的不

同角色。孔子說：「師者，傳道、授業、解惑」。所以教師的工作是教導協助學

生成長，並且習得知識，且能瞭解人生哲理。教師平時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

潛移默化影響著學生的品行發展與道德養成。教師除了要扮演「經師」的角色來

啟發學生的潛能之外，更進而要成為稱職的「人師」，以更高的道德標準來要求

自己成為學生學習的典範（張雅萍，2013）。饒見維（2003）指出，教師工作的

複雜度、道德性和創造性等三種特質，顯現出教師專業成長的重要性及其必需性。

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工作，老師每年不斷的在培育國家未來的主人翁，教師本身若

能時時精進專業知能，教師的專業素養越高，教師的教學效能與學生的學習成就，

也就越有正面的影響發展。 

教師在教學歷程生涯中，必須不斷的透過進修研習，發展教師專業的成長，

以提昇教師的專業形象。國內外有關教師專業成長的論述頗多，每位學者對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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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成長的定義有不同看法，研究者將其整理如表2-10。 

表 2-10  教師專業成長之定義摘要表 

研究者  年份 教師專業成長之定義 

吳明清 1990 

1.經由主任到校長可視為一種專業的成長。 

2.教師在教學方法、專業知識、對學生的態度與方法，都必

須要有所改進。 

李俊湖 1992 教師藉進修活動，引導自我反省的過程 

蔡碧璉 1993 

1.教師在教學生涯中，不斷的追求個人專業知能、技巧與態

度之進步與成長的努力及意願。 

2.涵蓋各種能達成其積極成長的活動，著重於個人主動的意

向及積極的參與。 

沈翠蓮 1994 
1.教學生涯中，教師提昇專業知識、能力、態度、技術。 

2.使教師在教學、班級、輔導、溝通各方面的成長歷程。 

劉世閩 1995 教師提昇專業知識、教學方法與專業態度。 

饒見維 1996 
教師自職前培育至離開教職持續發展專業內涵邁向專業圓

熟的現象。 

周崇儒 1997 
教師在專業領域中不斷追求知識、技能與態度成長或發展的

歷程，以改善教學品質，提昇教育的績效。 

劉春榮 1998 教師適應教改、符合生涯發展規劃，參與進修所做的努力 

何縕琪 1999 教師參與專業成長活動、有效教學的動態而持續的成長歷程 

呂錘卿 2000 

1.教師在專業知識、技能與態度上有所改變，逐漸達到自我

期望的水準。 

2.能做專業判斷，有效率的從事教學工作。 

吳和堂 2001 教學生涯中，專業知能成長達成教育目標的連續性歷程 

張哲豪 2002 

1.在教學生涯中，持續參與各種學習活動。 

2.經由反省思考，尋求專業知識、專業技能與專業態度成長

的歷程。 

陳怡安 2003 
提升個人的專業知識、技能和態度，主動積極參與正式和非

正式的學習進修活動。 

蕭秀玉 2004 
以自願、積極、主動的態度，參與各種增進教師專業能力的

活動，以提升教師專業知能。 

陳俐君 2006 

主動積極參與多元的進修研習活動，提升自我專業知識、技

能、態度、教學效能、學生輔導、人際關係與溝通以及研究

發展能力上達到教師專業的標準。 

李嘉彰 2007 
透過不斷的參加正式及非正式的進修、研習及研究；促使專

業知識、專業技能與專業態度的提升與增進。 

林桂垣 2010 

1.主動積極參與各種多元化研習活動。 

2.提升自我專業知識、技能、態度、教學效能、學生輔導、

人際關係與溝通以及研究發展能力上，達到教師專業的標

準。 

資料來源：參考各文獻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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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學者對教師專業成長的定義，就教師專業成長的概念歸納，洪瓊芳

（2004）把教師專業成長的定義歸納成期間、情境、方式與內涵來討論；陳香（2003）

歸納為內容、方式與目的。而本研究把教師專業成長的意涵歸納如下六項： 

（一） 就時間而言：教師專業成長是教師教學生涯的動態歷程。 

（二） 就地點而言：教師專業成長在校內或校外皆可實施，不受地點侷限。 

（三） 就對象而言：包含學校校長、教師，以及學生。 

（四） 就方式而言：教師專業成長有正式、非正式或多元的方式。包含：各種

研習、課程編排、研討會或讀書會。同事之間的切磋觀摩、經驗分享、

校內外的各項演講；或者參與各種專業社群、參訪、實驗研究均屬之。 

（五） 就內容而言：專業的知識、技能、態度及行為，發展學校的任務及課程

教學目標、課程發展、營造教學支持環境、確保課程與教學品質、保障

老師的教學時間、檢視學生學習的情形、鼓勵教師的專業成長等皆是教

師的專業成長的內容。 

（六） 就目的而言：促進教師自我實現以及組織進步發展，提升教學專業能量

及技能，並且在思考、技巧、行為都有所精進，促進教師教育品質及學

生學習成就，達成學校教育目標。 

綜上所述，本研究者歸納教師專業成長定義為：教師在教學生涯中，因應時

代潮流環境變遷，主動的參與各種多元的學習進修活動，提升教學專業知能及教

學品質，促進教師自我實現以及組織進步發展的動態歷程。 

 

貳、教師專業成長的內涵 

構成專業的特質包括：專業知能、專業自主、專業倫理。其中專業知能是專

業自主和專業倫理的基礎，專業自主是展現專業知能的利器，而專業知能和專業

自主需要專業倫理的支持（吳清山，1997）。在探討教師專業成長的意義之外，

也應了解教師專業成長的內涵，專家學者陸續提出不同的觀點與研究。其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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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饒見維（2003）歸納國內外十二位學者專家對於教師專業成長之內涵看法後，

彙整成以宏觀的結構化觀點，提出「教師專業發展內涵體系」將教師專業成長之

內涵畫分為教師通用知能、學科知能、教育專業知能及教育專業精神等四大類，

其中「教師通用知能」及「教師專業知能」之下又分成數個細項。詳如圖2-1 所示： 

 

 

圖2-2  教師的專業發展內涵體系 

資料來源：饒見維，1996。教師專業發展-理論與實務，頁172。臺北：五南。 

 

教師專業須具有自主及獨特性、長期且持續的進修訓練、還需有職業倫理道德及

專門的知識、技術及能力。為了讓教師專業有個具體的方向，因此，將國內其他學者

亦提出對教師專業成長的內涵不同的看法，將期加以歸納彙整，並列表呈現，如表2-11

教師專業成長之內涵相關研究摘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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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教師專業成長之內涵相關研究摘要表 

研究者 年份 教師專業成長之內涵 

李俊湖 1992 教學發展、個人發展、組織發展 

沈翠蓮 1994 教學知能、班級經營、學生輔導、人際溝通 

蔡培村 1995 
教學技術、教育新知、班級經營、學科知識、學生輔導、專

業態度、行政管理、生活知能 

高強華 1996 
專業知識、教學技能、班級經營、人際關係、專業態度、進

修研究 

周崇儒 1997 
教學知能、教室管理、學生輔導、教學技術與態度、人際溝

通 

歐用生 1998 
專業知識、教學技能、班級經營、人際關係、專業態度、進

修研究 

白穗儀 1999 
學生輔導與管理知能、教學知能、教育新知、一般知能、人

際溝通 

呂錘卿 2000 

教育理念、教育改革、學生發展、課程設計、教學目標、學

科教材、教學活動、教學方法、教學媒體、教學資源 、教

學評量、學生輔導 、班級經營、溝通表達、學校經營、行

動研究、專業態度、生涯規劃（18 項） 

余錦漳 2001 學科知能、專業知能、一般知能、專業態度 

吳雨錫 2002 
教學知能與態度、班級經營與管理、學生輔導與管教、人際

溝通與表達 

饒見維 2003 教師通用知能、學科知能、教育專業知能、教育專業精神 

蕭秀玉 2004 教學知能、班級經營、學生輔導、專業態度、研究發展 

郭淑芳 2005 教學知能、班級經營、學生輔導、專業態度 

劉春榮 2006 
專業知識、教學技能、班級經營、人際關係、專業態度、進

修研究、學生輔導 

李俊湖 2007 
教師基本素養、教育專業知能、學科專門知能、學科教學能

力、教育專業精神 

陳雪芳 2008 通用知能、學科知能、教育專業知能、教育專業精神 

潘慧玲 2009 
專業知識、教學技能、班級經營、人際關係、專業態度、進

修研究、學生輔導 

林桂垣 2010 
教育專業知能、教學專門知能、教學專業態度、人際溝通、

班級經營、學生輔導、進修發展 

黃慧茹 2011 
課程設計與教學、班級經營與輔導、研究發展與進修 、敬

業精神及態度 

資料來源：參考各文獻研究者自行整理 

 

潘慧玲（2009）於「中小學教師專業成長評鑑」教育論壇中指出，「教育部教

師專業發展評鑑指標（草案）」內涵概分為四個層面，細分17項指標： 



 
 
 
 
 
 
 
 
 
 
 
 

 

 

58 

（一） 課程設計與教學：1.展現課程設計能力、2.研擬適切的教學計畫、3.

精熟任教學科領域知識、4.清楚呈現教材內容、5.運用有效教學技巧、

6.善於溝通學習評量、7.應用良好溝通技巧。 

（二） 班級經營與輔導：1.建立有助於學習的班級常規、2.營造積極的班級學

習氣、3.促進親師溝通與合作、4.落實學生輔導工作。 

（三） 研究發展與進修：1.參與教學研究工作、2.研發教材、教法或教具、3.

反思教學並尋求專業成長。 

（四） 敬業精神與態度：1.願意投入時間與精力服務教育社群、2.建立與學校

同事良好的合作關係、3.信守教育專業倫理規範。 

對於教師專業成長議題，各研究者由不同角度解讀，所界定出的內涵也不盡

相同，歸納各研究學者對教師專業成長的觀點，整理如表2-12教師專業成長的研究

層面分析表所示。 

研究者根據表2-12歸納分析的結果，顯而易見學者們對教師專業成長的內涵層

面最重視的即是教師的「課程設計與教學」，因為教學知能及課程安排本該為教

師之專業；其次是「班級經營與輔導」，近年來社會形態變遷快速，就《教育基

本法》（2006）修訂第八條第二項，以及第十五條等，於立法院三讀通過，已明定

禁止體罰條款，教師應透過輔導知能來協助學生學習成長，教師自身的輔導知能

成長因此更顯得重要；此外，教師班級氛圍的營造，能否讓學生在優質且安全的

學習環境中潛移默化，學習適應學生團體生活，對求學期間的學生影響很大，故

班級經營能力亦倍受重視；再者，「敬業精神與態度」取決於專業素養，教師心

懷正向樂觀、專業積極的敬業態度，再透過長期且持續的「研究發展與進修」，

自然能夠增進專門知識、技術與能力，落實教育理念，提升自我專業成長；為因

應多元化的社會，教師應兼具良好的「人際溝通與行政」能力，與學生、家長、

同事、社區之間互動良好，才能勝任愉快，相信對教育的品質亦有更多的幫助。 

 



 
 
 
 
 
 
 
 
 
 
 
 

 

 

59 

表 2-12 教師專業成長的研究層面分析表 

  研究層面 

研究者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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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際溝通

與行政 

李俊湖 1992 ˇ  ˇ ˇ  

沈翠蓮 1994 ˇ ˇ  ˇ  

蔡培村 1995 ˇ ˇ ˇ ˇ  

高強華 1996 ˇ ˇ ˇ ˇ ˇ 

周崇儒 1997 ˇ ˇ    

歐用生 1998 ˇ ˇ ˇ ˇ ˇ 

白穗儀 1999 ˇ ˇ ˇ  ˇ 

呂錘卿 2000 ˇ ˇ ˇ ˇ ˇ 

余錦漳 2001 ˇ ˇ ˇ ˇ ˇ 

吳雨錫 2002 ˇ ˇ  ˇ ˇ 

饒見維 2003 ˇ ˇ ˇ ˇ ˇ 

蕭秀玉 2004 ˇ ˇ ˇ ˇ  

郭淑芳 2005 ˇ ˇ  ˇ ˇ 

劉春榮 2006 ˇ ˇ ˇ ˇ ˇ 

李俊湖 2007 ˇ ˇ ˇ ˇ ˇ 

陳雪芳 2008 ˇ ˇ ˇ ˇ ˇ 

潘慧玲 2009 ˇ ˇ ˇ ˇ ˇ 

林桂垣 2010 ˇ ˇ ˇ ˇ ˇ 

黃慧茹 2011 ˇ ˇ ˇ ˇ  

註：有ˇ者表示和該層面概念相同。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依據教育部 101 年 12 月 24 日臺研字第 1010235346C 號函修正「教育部補助

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要點」，期評鑑內容如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內容之

實施得包括課程設計與教學、班級經營與輔導、研究發展與進修、敬業精神及態

度等層面。學校實施之評鑑內容，其評鑑規準，由學校自行參照選用本部或直轄

市、縣（市）政府訂定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參考規準訂定。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嘉義縣正式教師，所以參酌「嘉義縣102學年度辦理教師

專業評鑑實施計畫」的評鑑層面：「課程設計與教學」、「班級經營與輔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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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與進修」及「敬業精神及態度」等層面，並參考潘慧玲（2009）的相關評鑑

指標，歸納如下所列： 

一、課程設計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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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學習評量評估學習成

效，提升學生學習意願。 

二、班級經營與輔導： 

建立有助於學生學習的班級常規，營造積極的班級學習氣，促進親師溝通與

合作，落實學生輔導工作，建立親師關係。 

三、研究發展與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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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精進專業知能。 

四、敬業精神與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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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採用上述四個層面並參考之前相關研究者所編制的量表，而選定「課

程設計與教學」、「班級經營與輔導」、「研究發展與進修」、「敬業精神及態

度」等四個層面為本研究教師專業成長量表的正式問卷。 

 

參、教師專業成長實施的限制 

陳嚴坤、黃振崇與陳志光等學者（2007） 於《第106期國小校長儲訓班專題

研究彙編》指出一般教師認為教師進修困境有：1.工作忙碌。2.授課時數過多。3.

學校支持度不高。4.資訊不透明。5.強迫性的威權。6.個人及家庭因素。饒見維（1995）

指出教師專業成長的根本驅動力係來自教師專業工作情境中所產生的需求。以下

就教育相關法令及教師專業成長影響因素來探討教師專業成長活動所受到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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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茲分述如下： 

一、教育相關法令 

目前有關教師進修的法令有：「師資培育法」、「中小學教師在職進修研究

辦法」、「教師法」及「國民教育法」，其相關規定說明如下： 

（一）師資培育法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 

本法於1984.3.2.7.由總統公布，其重要規定有對教師進修機構訂立法源之基

礎且將師資培育觀念，由職前教育延伸至在職進修階段，重視教師專業成長。 

（二）中小學教師在職進修研究辦法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 

本法於1985.10.4.由教育部公布，共有十六條，此項辦法對進修之方式（第

三條）、機構（第四條）、實施時間（第五、十一、十二條）、資格取得（第

七、十一條）、獎勵（第八、十、十二、十三條）、服務、費用（第十三條）

等皆有所規定。 

（三）教師法 

本法於1985.8.9.由總統公布，其中將進修視為教師之權利與義務（第十六、

十七條），且教師在職期間參與進修不僅被鼓勵（第二十二條），更享有帶職

帶薪或留職停薪之保障（第二十三條）。 

（四）國民教育法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 

本法於1979.5.23.公布，國民教育法第十八條規定：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

教師其進修辦法由教育部定之。其施行細則規定：國民中小學「各學科應設立

教學研究會，並置召集人。其規模較小學校性質相近之科目，得合併設置。」 

二、教師專業成長影響因素 

眾多學者（李俊湖，1982；江文慈，1982；孫國華，1983；白雲霞，1985；

高強華，1988；林幸台，1989；劉明秋，1993）均指出：教師的專業成長歷程，

最常受到個人因素與校園環境因素的影響。饒見維（1995）提出「教師專業工作

情境系統觀」，以說明教師的專業行動受到校內與校外共14個因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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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內因素 

包括學生、教師、教育目標、教學課程及教材、教學資源、教學活動、輔

導課程、班級活動、校長與學校行政團隊效率、教育體系組織文化及人際關係

等。 

（二）校外因素 

包括教育行政機關、社區民眾及相關人員對教育的期望、一般民眾對教師

的教化形象與寄託、社會型態與文化轉變等。 

陳美玉（1997）認為目前雖極力倡導教師專業成長，提倡教師走向專業發展，

以確保教育改革的成效；可是，尚有許多結構性問題，使得教師專業成長的推動

不易達成目標，其中最普遍遇到的即是教師專業生涯「孤寂性」及「缺乏晉升管

道」兩個層面，如下所述： 

（一）教師專業生涯孤寂性： 

因為教師工作職場較封閉，所以教師在教職環境中最頻繁接觸到的人員，

不是「學生」，就是「同事」。教師同儕間在分享教學專業理念的領域又十分

封閉，因此，劉明秋（1991）認為教師須長期與一群年齡固定，而且注定要與

越離越遠的下一代一起工作。由此可知，以教育為職業的教師，可以說是一群

非常寂寞的教育工作者。 

（二）教師專業生涯缺乏晉升管道： 

在教育體系中，中小學教師的職務，除了兼任校務行政工作，以為日後參

加校長甄試機會外，較難以有機會獲得其它晉升管道，導致許多教師在專業成

長上的努力，只期望解決的眼前問題，或是配合政策的執行，缺乏前瞻性及全

盤性的規劃，極少切入教師生涯發展考量的面向，導致一些專業發展活動投入

大量的教育資源，卻無法適切的符合教師真正的需求。 

由上所述，可知教師專業成長在落實上的限制；再提倡教師專業成長的同時，

應先建構良好的工作環境，並提供教師專業成長的機會，以利教師教學生涯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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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的提高專業知能。專業成長涵蓋多元性的活動與內容，在方式上相當多樣化，

包括正式與非正式的研習進修活動，內容上以學校為本位的教師專業成長活動較

有利於教師專業成長。 

所以從多元的角度促進教師專業成長來考量，研究者依據陳美玉（1996）的

研究，歸納出下列幾個方向： 

（一）建立教師證照制度，確立教師晉升管道，劃分教師生涯進階與等級。 

（二）建立教師專業組織，維護教師專業自主權與教師尊嚴。 

（三）肯定教師在職進修，兼重教學與研究，強化教師知識與理論實踐的能力。 

（四）發展學校本位專業成長模式的學校文化。 

 

肆、教師專業成長的相關文獻研究 

近年來，由於教師專業地位的確立，要求教學效能的提升，使得教師專業成

長也成為重要的議題，教師專業能力的發揮，攸關教育品質的良窳，九年一貫課

程的推行及教育改革的同時，更加深社會各界對教師專業素質的重視，國內學者

對教師專業成長相關研究範圍相當廣泛，分別從不同的觀點、角度與層面來進行

相關研究，由研究者就表2-13將教師專業成長相關的研究文獻，作一歸納探討，以

便進一步釐清教師專業成長研究之脈絡。 

表 2-13 教師背景變項與教師專業成長關係之實證相關研究彙整表 

研究者  年代 研究主題 研究發現 

李俊湖 1992 

國小教師專業

成長與教學效

能關係之研究 

1.由個人發展、組織發展、教學發展來衡量教

師專業成長。 

2.國小教師專業成長與教學效能間達顯著。 

3.女性教師專業成長明顯低於男性，而教師專

業成長與教師的任教年資、學歷成正比，小型

學校教師專業成長最差、25-48 班的學校教師

專業成長最佳，兼任行政工作的教師其專業成

長顯著高於級任教師與專任教師。 

   （續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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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接上頁） 

研究者  年代 研究主題 研究發現 

沈翠蓮 1993 

國民小學教師

專業成長、教學

承諾與學校效

能關係之研究 

1.國小教師的教學知能、認同教學目標的現況

頗佳，而學生的學習與行為可再提昇。 

2.教師專業成長在學校效能有其重要性。 

3.增強教師專業成長對提昇教師教學承諾有幫

助。 

4.教師的服務年資、單任職務、學校規模、所

在地對教師專業成長有影響。 

周崇儒 1997 

國民小學教師

專業成長、組織

承諾與學校效

能關係之研究 

1.女性、服務年資久的國小教師專業成長情形

較佳。 

2.國小教師的專業成長與學校效能呈正相。 

孫國華 1997 

國民中小學教

師生涯發展與

專業成長之研

究 

1.服務年資較長、高學歷、師範校院畢業、有

進修經驗的教師具有學習成長與專業成熟的特

質。2.教師的專業成長需求與其實際行動之間

差距頗大。3.教師在不同生涯發展階段中具有

不同的專業成長與需求 4.進修與經驗最能預測

教師的專業成長情。 

賴萱和 1999 

新制實習制度

下生物實習教

師專業成長之

個案研究 

在機會和限制因素的影響下，老師在行為、知

識、心像、理念、態度與個人教師角色的扮演

上，都發生了專業成長，並持續擴展中。 

余錦漳 2001 

國民小學組織

學習與教師專

業成長之相關

因素研究 

1.學校的組織學習愈佳，則教師專業成長情形

愈好；教師專業成長情形愈好，則學校組織學

習也愈佳。 

2.強化教師的覺知反省能力與抱負水準，有助

於學校推動組織學習，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吳雨錫 2002 

國民小學校長

教學領導與教

師專業成長關

係之研究 

1.教師專業成長，不因教師性別而有知覺上的

差異。 

2.在整體層面上，任教五年以下和 31 年以上之

教師間有顯著差異；31 年以大於 5 年。 

3.不同最高學歷教師在教師專業成長整體層面

未達顯著水準。 

4.大型學校教師所知覺的教師專業成長顯著高

於小型學校教師。 

   （續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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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接上頁） 

研究者  年代 研究主題 研究發現 

   
5.省轄市的教師知覺教師專業成長顯著高於縣

轄市（鎮）鄉。 

高義展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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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教師在專業成長的整體表現實踐程度上，

優於女性教師。 

2.資淺教師表現較不如資深教師。 

3.專業成長整體層面的實踐程度上，科任教師

優於級任教師。 

4.學歷越高的教師表現較好。 

5.小型規模的學校教師表現較為良好。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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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明甫 2004 

嘉義縣國民小

學教師在職進

修方式與專業

成長知覺之研

究 

1.教師進修方式以「校內研習進修」多，「學

分的進修」最少。 

2.不同學歷、服務年資、擔任職務與學校規模

之教師選擇進修方式不同。 

3.不同年齡、學歷、服務年資、擔任職務與學

校規模之教師在知覺其專業成長有影響。 

4.參加「短期研習進修」有較高的知覺程度。 

陳  香 2003 

高雄市國民中

學教師專業成

長與學校效能

關係之研究 

1.專任教師及導師在教師專業成長及學校效能

的知覺低於兼行政教師。 

2.服務年資 5 年以下的教師在專業成長的知覺

低於服務 31 年以上的教師。 

3.教師專業成長對學校效能有顯著相關。 

蕭秀玉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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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背景變項的教師，在教師專業成長的情

形上，有顯著差異。 

2.教師專業成長及教師背景變項對學校效能具

有預測作用。 

郭淑芳 2005 

國民小學實施

教學視導與教

師專業成長之

相關研究—以

臺南市為例 

1.不同年齡、學校規模在整體上有顯著差異。 

2.不同學歷、職務在整體上有顯著差異。 

曹玉福 2006 

國民中小學校

長教學領導、教

師專業成長與 

1.「教師專業成長」各向度與「學校效能」各

向度有顯著正相關。 

2.不同背景變項教師所知覺到的「教師專業成 

   （續接下頁） 



 
 
 
 
 
 
 
 
 
 
 
 

 

 

66 

   （續接上頁） 

研究者  年代 研究主題 研究發現 

  
學校效能-馬祖

地區為例 
長」有差異存在。 

吳佩珊 2006 

高雄市國民小

學教師專業成

長、學校創新氣

氛與學校效能

關係之研究 

1.年長、資深、高學歷、兼任行政職務的教師

知覺到較高的自身專業成長。 

2.教師專業成長、學校創新氣氛對學校效能具

有預測。 

徐玉珊 2007 

國內國民小學

教師學習型組

織、教師專業成

長與學校效能

關係之研究 

教師的不同背景與不同學校環境變項之教師對

於學習型組織、教師專業成長與學校效能部分

是有顯著性差異的。 

陳嚴坤、 

黃振崇與 

陳志光 

2007 

國民中小學教

師專業成長重

要 性 與 必 需

性、內涵、推展

作法及困境等

相關問題之研

究 

1.認為學校行政應提供資源、經費供他們自己

成立成長團體，自我成長。 

2.在年齡、職務上差異性很顯著，教師在不同

科目任教上亦有所差異。 

侯志偉 2008 

學校創新經營

與教師工作投

入之關係研究

－以校長領導

風格、行政服務

品質及教師專

業成長為干擾

變項 

1.學校創新經營對教師整體工作投入有正向影

響。 

2.教師專業成長會干擾創新經營對工作投入

（參與、專注、認同、樂趣）的影響。對於教

師專業成長越佳的教師而言，學校創新經營提

升教師的工作投入及其構面（參與、專注、認

同、樂趣）的效果越強。 

謝詹億 2008 

基隆市國民小

學教師專校效

能關係之研究 

1.教師專業成長各向度與學校效能各向度有顯

著正相關。 

2.不同性別上女性教師顯著高於男性。 

3.不同年齡、學歷、服務年資、職務的教師知

覺專業成長有顯著差異。 

資料來源：參考各文獻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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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小結 

綜上所述，本研究透過相關文獻對於教師之性別、年齡、婚姻情況、服務年

資、擔任職務、教育背景、服務年資、學校規模與學校所在，做為研究的個人背

景變項來探討與教師專業表現有何關係存在。然而，從各學者的研究結果來看，

如表2-14，教師專業成長在不同背景變項的知覺上，研究結果並無一致的發現，多

數研究（李俊湖，1992；蔡碧璉，1993；沈翠蓮，1994）指出下列影響因素之 

相關研究： 

一、 性別與教師專業成長的關係並未獲得普遍性的支持，尚待繼續研究。 

二、 任教年資與教師專業成長之間有顯著相關性。 

三、 教師的教育背景因素與教師的專業成長成顯著正相關。 

四、 教師的專業成長受限學校規模大小而有影響，中型學校（25-48班）其教

師的專業成長最佳，學校規模在六班以下其教師專業成長最差。 

五、 學校職務影響教師專業成長最具顯著的差異。 

依據張淑婷（2013）、張慈娟（1996）、李新寶（2001）、蔡美姿（2005）、

李麗琦（2012）等學者研究結果顯示國小教師的背景變項不全然會影響其對校長

教學領導的知覺，另外性別角色屬內控因素，故本研究並未將國小教師背景因素

納入探討。 

綜整本章節文獻探討，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一：校長教學領導對教師專業成長產生正面顯著影響效果。 

假設二：國民小學教師性別角色對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成長關係的影響產生

干擾效果。 

假設三：國民小學教師性別角色的差異對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成長關係的影

響產生不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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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 教師背景變項與教師專業成長顯著相關摘要表 

  背景變項 

研究者  年代 性別 年齡 
婚姻 

情況 

擔任 

職務 

教育 

背景 

服務 

年資 

學校 

規模 

學校 

所在 

李俊湖 1992 ˇ   ˇ ˇ ˇ ˇ  

沈翠蓮 1993    ˇ  ˇ ˇ ˇ 

周崇儒 1997 ˇ     ˇ   

孫國華 1997     ˇ ˇ   

賴萱和 1999    ˇ ˇ    

余錦漳 2001    ˇ ˇ ˇ   

吳雨錫 2002    ˇ  ˇ ˇ ˇ 

高義展 2002 ˇ   ˇ ˇ ˇ ˇ  

涂明甫 2004    ˇ ˇ  ˇ  

陳  香 2003    ˇ ˇ v   

蕭秀玉 2004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郭淑芳 2005  ˇ  ˇ ˇ  ˇ  

曹玉福 2006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吳佩珊 2006  ˇ  ˇ ˇ ˇ   

徐玉珊 2007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陳嚴坤、 

黃振崇、 

陳志光 

2007  ˇ  ˇ ˇ  ˇ  

侯志偉 2008    ˇ     

謝詹億 2008 ˇ ˇ  ˇ ˇ ˇ   

註：有ˇ者表示有顯著相關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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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旨在了解國小正式教師不同性別角色對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成長

關聯之現況與影響，由於本研究問卷調查係透過教師個人看法與知覺程度而得，

被研究者之個人社會背景具有差異存在，本研究將教師基本資料區分為教師個人

背景及學校環境，分項如下： 

一、教師個人背景 

（一） 性別：分為男、女兩類。 

（二） 年齡：採填寫真實年齡歲數。 

（三） 服務年資：採填寫真實服務年資。 

（四） 最高學歷：分為師範院校畢業（師專、師院、師大、教育大學）、一般大

學畢業（含教育學程、師資班）、研究所畢業（含四十學分班）以上等三

類。 

（五） 職務：分別為僅擔任級任教師、僅擔任科任教師、教師兼行政職（如主

任、組長）等三類。 

二、學校環境 

以學校規模區分為：分為12班以下、13-24班、25班以上三類。 

本章分為六節，分別就研究架構與假設、研究對象與樣本、研究工具、實施

程序、資料處理與分析等分節予以說明。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假設 

依據研究目的與相關文獻探討之分析與整理，形成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圖

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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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研究架構圖及延續第二章之文獻推論，設立本研究的假設，說明如下： 

一、線條部分 

（一） H1箭頭線條：為本研究探究校長教學領導對教師專業成長產生正面影響

效果。 

（二） H2箭頭虛線：為本研究之主要部分，係探究國民小學教師性別角色對校

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成長關係的影響產生干擾效果。 

二、研究變項 

（一）校長教學領導 

校長教學領導分為五個構面： 

1、發展教學任務與目標 

2、確保課程與教學品質 

3、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4、發展支持的教學環境  

發展教學任務與目標 

確保課程與教學品質 

課程設計與教學 

班級經營與輔導 

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發展支持的教學環境 

H2 

營造學校學習氣氛 

研究發展與進修 

敬業精神與態度  

H1 

圖3-1  研究架構圖 

 

  校長教學領導 

 

教師專業成長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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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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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教師性別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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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營造學校學習氣氛 

（二）教師專業成長 

教師專業成長分為四個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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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業精神與態度 

（三）性別角色 

就性別角色問卷資料初步將教師性別角色區分為男性化、女性化兩類，因

欲更深入暸解教師性別角色對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成長之關係相關知覺

影響程度，將教師性別角色依中位數再區分為男性化、女性化、兩性化及未分

化等四類型： 

1、男性化：指個體之男性化特質顯著。 

2、女性化：指個體之女性化特質顯著。 

3、兩性化：指個體之男性化與女性化特質皆顯著。 

4、未分化：指個體之男性化與女性化特質皆不顯著。 

 

第二節 研究對象與樣本 

壹、問卷調查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嘉義縣公立國民小學一百零二學年度教師為研究對象，統計嘉義縣

之公立國小共有124所，男性教師1,011人，女性教師1,513人，教師人數總計2,524

人（教育部統計處，2014），如附錄一。本研究問卷實施，首先根據研究問題閱

讀相關文獻，和指導教授討論後，採用適用問卷，進行問卷試題統計，為提高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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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效度，將相關問卷較具代表性、納編次數較高的施試題目，重新彙整後編成本

研究問卷樣本，經專家審查後刪減修訂後，形成本研究正式問卷。以下分別說明

本研究之問卷調查對象敘述如下：  

（一）施測學校的抽取 

根據教育部網站公布一百零二學年度「教育統計」的資料中，嘉義縣學校

有124所來做為抽取施測（教育部統計處，2014），經分析比較發現嘉義縣公立

學校大、中、小型學校的分布，12班以下學校計93所，佔總學校比例高達75%，

12班至24班20所，佔16%，25班以上學校卻只有11所，僅佔9%，由此可知嘉義

縣公立學校大、中、小型學校分布極度不平均，所以本研究採用方便抽樣法進

行施測，如表3-1。 

 

表 3-1  方便抽樣法調查施測學校的抽取情形  

縣市 學校規模 12 班以下 13班至 24班 25 班以上 合計 

嘉
義
縣 

學校數 93 20 11 124 

學校比例 75% 16% 9% 100% 

預計抽取學校數（所） 10 8 1 19 

實際抽取學校數（所） 10 9 1 20 

共發出問卷（份） 97 153 50 300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2014），各級學校基本資料。http://www.edu.tw/pages 

（二）研究樣本的選取 

從所抽取的20所國民小學中，依照不同的班級規模大小區分為三層。第一

層班級規模在「12班以下」的學校10所，計97人；第二層「13-24班」的學校9

所，計153人；第三層「25班以上」的學校1所，計50人；總計共抽取20所學校

300人現職國民小學正式教師，回收問卷264份，回收率88.0﹪；經扣除填答資料

不全問卷1份，有效問卷為263份，可用率為87.7﹪，問卷樣本的學校數及教師人

數，如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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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國小教師之性別角色對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成長關係之影響 

     問卷樣本分布一覽表（N=264）     

  樣本數=300      

  學校班級總數=253      

編

號 

學校 

地點 
校名 

學校 

規模 

（班數） 

全校教

師數（不

含校長） 

男性專 

任教師 

女性專 

任教師 

發出 

問卷數 

收回 

卷數 

有效 

回收率 

1 太保市 
太保 

國小 
22 40 15 22 30 30 100% 

2 番路鄉 
黎明 

國小 
6 10 4 7 10 8 80% 

3 梅山鄉 
梅山 

國小 
15 24 7 17 15 13 87% 

4 中埔鄉 
大有 

國小 
6 10 4 6 4 4 100% 

5 蒜頭鄉 
蒜頭 

國小 
19 31 15 16 24 21 88% 

6 新港鄉 
古民 

國小 
6 11 5 6 6 5 83% 

7 東石鄉 
下楫 

國小 
10 11 5 6 7 7 100% 

8 梅山鄉 
大南 

國小 
14 21 10 12 10 10 100% 

9 朴子市 
雙溪 

國小 
7 11 6 5 11 11 100% 

10 大林鎮 
平林 

國小 
19 31 13 18 21 21 100% 

11 水上鄉 
北回 

國小 
16 17 6 11 10 10 100% 

12 梅山鄉 
太平 

國小 
13 20 12 8 9 9 100% 

13 朴子市 
大鄉 

國小 
7 11 3 8 8 8 100% 

14 梅山鄉 
梅北 

國小 
13 23 9 14 14 14 100% 

15 鹿草鄉 
碧潭 

國小 
6 10 5 5 10 10 100% 

16 水上鄉 
忠和 

國小 
11 19 7 12 17 15 88% 

17 民雄鄉 
三興 

國小 
10 17 6 11 13 9 69% 

        （續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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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接上頁） 

編

號 

學校 

地點 
校名 

學校 

規模 

（班數） 

全校教

師數（不

含校長） 

男性專 

任教師 

女性專 

任教師 

發出 

問卷數 

收回 

卷數 

有效 

回收率 

18 朴子市 
松梅 

國小 
6 11 1 10 11 11 100% 

19 中埔鄉 
和睦 

國小 
33 54 19 35 50 30 60% 

20 中埔鄉 
中埔 

國小 
14 23 9 14 20 18 90% 

 合計 20 所 253 402 161 243 300 264 88.00% 

有效問卷數比 （問卷資料不完整數 1 份）   300 263 87.67%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二、樣本分析 

本研究以嘉義縣國民小學之教師為對象，共有20所學校，實際問卷施測學校

現職正式教師發放問卷共計300份，回收有效問卷263份，回收率87.67%，問卷的

有效樣本正式教師基本資料統計，如表3-3。 

從表3-3發現，本研究問卷調查的樣本中，以性別而言，女教師62.74%多於男

教師37.26%；就年齡而言，以41-50歲的教師最多，計有130人（佔49.43%）；就

服務年資而言，以11-20年的教師最多，計有178人（佔67.68%）；就教育背景（最

高學歷）而言，則以「研究所」120人最多（佔45.63%）；再以擔任「職務」區分，

以僅擔任級任教師的142人為數最多（佔5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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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有效樣本正式教師基本資料統計表（ N＝ 263） 

變項名稱 項  目 人  數 百 分 比 

性  別 
1.男性 98 37.26% 

2.女性 165 62.74% 

年  齡 

1.30 歲以下 4 1.52% 

2.31-40 歲 109 41.44% 

3.41-50 歲 130 49.43% 

4.51-60 歲 20 7.61% 

服務年資 

1.10 年以下 30 11.41% 

2.11-20 年 178 67.68% 

3.21-30 年 55 20.91% 

教育背景 

（最高學歷） 

1.師範院校 98 37.26% 

2.一般大學 49 18.63% 

3.研究所 120 45.63% 

職  務 

1.僅擔任級任教師 142 53.99% 

2.僅擔任科任教師 28 10.65% 

3.教師兼行政職 

（如主任、組長） 
93 35.36%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第三節 研究工具 

壹、問卷調查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為資料蒐集工具，問卷之編製，先蒐集分析相關文獻，

參考校長教學領導、性別角色、教師專業成長等構面相關問卷內容，依據各題依

據與來源，再將各向度各項目得分累加統計，比序各向度各項目得分，擷取最適

數量題目進行問卷之初稿編製（如附錄二），然後請益具有專業知識之教授進行

問卷修正後，形成最終施測正式問卷（如附錄三）為研究工具。茲將此研究工具

之架構內容說明如下： 

一、調查問卷之架構內容 

調查問卷架構分為兩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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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資料： 

教師的個人基本資料，包括性別、年齡、服務年資、最高學歷、職務以及

全校班級數等六項。 

（二）問卷內容： 

本問卷內容分為「校長教學領導量表」、「性別角色量表」及「教師專業

成長量表」三大部分。 

1.校長教學領導量表 

「校長教學領導量表」問卷彙編係參考蔡美姿（2006）、曹玉福（2007）、

王家瑞（2008）、陳志順（2009）、高苙騰（2010）、楊明昌（2011）、鄭

采珮（2011）、鍾文緣（2011）、涂秀苓（2013）等相關研究，分別以ABCDEFGHI

代表，重新彙整並作部份修改，本研究工具編制參考之問卷如表3-4所示，擬

定量表問卷初稿共計25題，而打「」者代表有參考該研究的問卷題目。 

表 3-4  「校長教學領導量表問卷」各題參考依據與來源 

 題號     題目 A B C D E F G H I 

發展教學任務與目標          

1. 校長具有清晰的教育理念，建構出適合

學校特性的學校目標。 
         

2. 校長願意與全體教師共同訂定適切的

教育目標與願景。 
         

3. 校長能運用各種方式讓校內外人員了

解學校的任務與目標。 
         

4. 校長能把學校目標落實在行政與教學

實務上。 
         

5. 校長能帶領全體成員為學校目標共同

努力。 
         

確保課程與教學品質          

6. 校長能減少與教學相關性低的活動，以

避免干擾教師的教學時間。 
         

7. 校長能鼓勵教師在教學中，使用創新的

方法和觀念。 
         

（續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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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接上頁） 

 題號     題目 A B C D E F G H I 

8.校長能積極參與校內有關課程與教學的

會議或活動。 
         

9. 校長能考量教師的專業與能力來安排

任教課程。 
         

10.校長能巡視觀察教師的教學活動情形。          

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11.校長能提供觀摩與討論管道，以促進教

師間的專業對話。 
         

12.校長能提供多元的進修資訊與研習管

道，並鼓勵教師參與。 
         

13.校長能因應教師的需求辦理相關的增

能研習。 
         

14.校長有計畫地辦理校內教師進修研習

活動。 
         

15.校長鼓勵教師成立自發性的進修組

織，如讀書會、教師成長團體。 
         

發展支持的教學環境          

16.校長能以課程與教學安排為主，妥善規

畫教學環境。 
         

17.校長與家長及社區保持良好溝通，凝聚

課程與教學的共識。 
         

18.校長能爭取經費與資源並妥善運用，有

效支援教學活動。 
         

19.校長領導行政系統積極支援教師教學。          

20.校長能主動協助在教學上有困難之教

師。 
         

營造學校學習氣氛          

21.校長能督促教師為學習成就低落的學

生實施補救教學。 
         

22.校長能營造良好的學習環境，提高學生

的學習動機。 
         

23.校長能鼓勵教師積極指導學生參與各

項校內外競賽活動。 
         

24.校長會公開表揚並獎勵學生、教師的優

異表現。 
         

（續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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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接上頁） 

 題號     題目 A B C D E F G H I 

25.校長能營造良好學校氣氛，促進學校教

職員間能和諧相處，以利教學進展。 
         

資料來源：陳秋華、陳秀玉及研究者共同整理 

該構面量表問卷亦經過專家審查後，並無修正意見或刪除題目，最後編

成正式問卷共計25題，如表3-5所示，共計25題，區分為五個向度描述: 

向度一：第1題至第5題為「發展教學任務與目標」向度。 

向度二：第6題至第10題「確保課程與教學品質」向度。 

向度三：第11題至第15題「促進教師專業成長」向度。 

向度四：第16題至第20題「發展支持的教學環境」向度。 

向度五：第21題至第25題「營造學校學習氣氛」向度。 

 

表 3-5 校長教學領導量表 

〈說明〉請根據您對 102 學年度校長的知覺感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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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教學任務與目標     

1. 校長具有清晰的教育理念，建構出適合學校

特性的學校目標。 
1 2 3 4 

2. 校長願意與全體教師共同訂定適切的教育

目標與願景。 
1 2 3 4 

3. 校長能運用各種方式讓校內外人員了解學

校的任務與目標。 
1 2 3 4 

4. 校長能把學校目標落實在行政與教學實務

上。 
1 2 3 4 

5. 校長能帶領全體成員為學校目標共同努力。 1 2 3 4 

確保課程與教學品質     

6. 校長能減少與教學相關性低的活動，以避免

干擾教師的教學時間 
1 2 3 4 

7. 校長能鼓勵教師在教學中，使用創新的方法

和觀念。 
1 2 3 4 

（續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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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接上頁） 

8. 校長能積極參與校內有關課程與教學的會

議或活動。 
1 2 3 4 

9. 校長能考量教師的專業與能力來安排任教

課程。 
1 2 3 4 

10.校長能巡視觀察教師的教學活動情形。 1 2 3 4 

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11.校長能提供觀摩與討論管道，以促進教師間

的專業對話。 
1 2 3 4 

12.校長能提供多元的進修資訊與研習管道，並

鼓勵教師參與。 
1 2 3 4 

13.校長能因應教師的需求辦理相關的增能研

習。 
1 2 3 4 

14.校長有計畫地辦理校內教師進修研習活動。 1 2 3 4 

15.校長鼓勵教師成立自發性的進修組織，如讀

書會、教師成長團體 
1 2 3 4 

發展支持的教學環境     

16.校長能以課程與教學安排為主，妥善規畫教

學環境。 
1 2 3 4 

17.校長與家長及社區保持良好溝通，凝聚課程

與教學的共識。 
1 2 3 4 

18.校長能爭取經費與資源並妥善運用，有效支

援教學活動。 
1 2 3 4 

19.校長領導行政系統積極支援教師教學。 1 2 3 4 

20.校長能主動協助在教學上有困難之教師。 1 2 3 4 

營造學校學習氣氛     

21.校長能督促教師為學習成就低落的學生實

施補救教學。 
1 2 3 4 

22.校長能營造良好的學習環境，提高學生的

學習動機。 
1 2 3 4 

23.校長能鼓勵教師積極指導學生參與各項

校內外競賽活動。 
1 2 3 4 

24.校長會公開表揚並獎勵學生、教師的優異

表現。 
1 2 3 4 

25.校長能營造良好學校氣氛，促進學校教職

員間能和諧相處，以利教學進展。 
1 2 3 4 

資料來源：陳秋華、陳秀玉及研究者共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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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性別角色量表 

「性別角色量表」係參考邱子芸（2005）、楊美真（2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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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關研究的「性別角色量表」問卷，分別

以ABCDEFGHI代表，重新彙整而成，本研究工具編制參考之問卷如表3-6所

示，擬定量表問卷初稿共計40題，而打「」者代表有參考該研究的問卷題目。 

表 3-6 「性別角色量表」各題參考依據與來源 

題號     題目 A B C D E F G H I 

1. 我覺得我自己是獨斷的。          

2. 我覺得我自己是有個性的。          

3. 我覺得我自己是勇於承擔的。          

4. 我覺得我自己是具有競爭力的。          

5. 我覺得我自己是善分析的。          

6. 我覺得我自己是冒險的。          

7. 我覺得我自己是積極進取的。          

8. 我覺得我自己是剛強的。          

9. 我覺得我自己是活躍的。          

10.我覺得我自己是獨立自主的。          

11.我覺得我自己是具影響力的。          

12.我覺得我自己是好支配的。          

13.我覺得我自己是靠自己的。          

14.我覺得我自己是能迅速果斷的下決定

的。 
         

15.我覺得我自己是具野心的。          

16.我覺得我自己是有自立能力的。          

17.我覺得我自己是行動像領袖的。          

18.我覺得我自己是有主見的。          

19.我覺得我自己是個人主義的。          

20.我覺得我自己是有領導才能的。          

21.我覺得我自己是說話文雅的。          

22.我覺得我自己是溫暖的。          

23.我覺得我自己是害羞的。          

24.我覺得我自己是柔美的、女性的。          

      （續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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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接上頁） 

題號     題目 A B C D E F G H I 

25.我覺得我自己是易受騙的。          

26.我覺得我自己是善感的。          

27.我覺得我自己是恭維的。          

28.我覺得我自己是有理解力的。          

29.我覺得我自己是有赤子之心的。          

30.我覺得我自己是關心別人需求的。          

31.我覺得我自己是慈悲的、憐憫的。          

32.我覺得我自己是溫柔的。          

33.我覺得我自己是溫和的。          

34.我覺得我自己是禮讓的。          

35.我覺得我自己是善於安慰人的。          

36.我覺得我自己是輕聲細語的。          

37.我覺得我自己是忠誠的。          

38.我覺得我自己是令人歡喜的。          

39.我覺得我自己是富同情心的。          

40.我覺得我自己是有愛心的。          

資料來源：陳秀玉及研究者共同整理 

性別角色量表問卷經過專家學者指導意見修正，專家認為適合的題目為

「保留」，不適合為「刪除」，修正後適合的題目為「修改」，挑選專家認

為適合的題目或修正後適合的題目予以保留，刪除「性別角色量表」中的第5

題，最後編成正式問卷如表3-7所示，最後編成問卷共計24題，如，區分為二

個向度描述，為避免教師在填答時有預期效應，因此在問卷中的標題並未註

明構面名稱: 

向度一：第1題至第10題為「男性化」向度。 

向度二：第11題至第24題為「女性化」向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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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性別角色量表 

〈說明〉請根據您對性別角色的知覺感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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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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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陳秀玉及研究者共同整理 

3.教師專業成長量表 

「教師專業成長量表」問卷彙編係參考洪瓊芳（2004）、郭淑芳（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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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玉福

（2007）、王家瑞（2008）、許史幸（2008）、陳熙梁（2008）、陳俊龍（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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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分別以ABCDEFGH代表，並作部分修改，本研究工具會編參考之問卷如

表3-8所示，初稿問卷共計23題，而打「」者代表有參考該研究的問卷題目。 

表 3-8  「教師專業成長量表問卷」各題參考依據與來源 

  題號   題目 A B C D E F G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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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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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陳秋華、陳秀玉及研究者共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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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成長量表初稿問卷經專家意見修正後，其中最終正式問卷，如表

3-9，共計有23題，分為四個向度描述: 

向度一：第1題至第7題為「課程設計與教學」向度。 

向度二：第8題至第13題為「班級經營與輔導」向度。 

向度三：第14題至第17題為「研究發展與進修」向度。 

向度四：第18題至第23題為「敬業精神與態度」向度。 

 

表 3-9  教師專業成長量表 

〈說明〉請根據您教師專業成長的知覺感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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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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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接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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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陳秋華、陳秀玉及研究者共同整理 

 

4.問卷的填寫方式 

本研究問卷的填寫方式依受試者對「校長教學領導量表」、「性別角色

量表」及「教師專業成長量表」的實際認知，依據受試者的實際感受勾選合

適的程度，其選項均採用李特克四點量表，分別為「非常不同意」、「不同

意」、「同意」、「非常同意」，計分方式分別以1分、2分、3分、4分計算，

教師在分層的分數愈高者表示填答者對該層面的認同感愈高。 

 

第四節 資料分析方法 

一、資料分析 

本研究透過問卷調查所得之資料，經過整理，剔除填答不全的問卷，總計有

效問卷 263 份，接著進行有效問卷之編碼與計分，並用 SPSS For Windows 20.0 

中文版統計套裝軟體及結構方程模型分析—AMOS加以處理，所採用的統計方法如

下： 

（一）描述性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 

根據嘉義縣國民小學正式教師在「校長教學領導」、「性別角色」與「教師

專業成長」量表上的得分，分別求其平均數與標準差，以瞭解國小教師知覺「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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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教學領導」、「性別角色」和「教師專業成長」的現況。 

（二）信度分析 

所謂信度也稱為可靠度，指的是一份量表所測得的分數之一致性（consistency）

與穩定性（stability）。對於這些問卷，想知道是否有可靠性或穩定性，俗稱信度，

也就是同一群受測者在同一份測驗上測驗多次的分數要有一致性，所以信度是指

測量一致性的程度，在開始作統計分析之前，先對這些問卷做信度分析。 

由於本研究所使用之問卷各構念問項，均是參考上述相關研究之量表問項，

並依據研究對象的特質進行問項之修訂，因此為瞭解本研究問卷之可靠性，故本

研究問卷之信度測量採用Cronbach’s α值之內部一致性，來分析題項內容是否有一

致性與穩定性。 

（三）效度分析 

效度亦稱為正確性，是表示一份量表能真正衡量到該量表所要衡量的能力或

功能之程度。內容效度指衡量工具的內容是否反映出切合研究主題、及能夠涵蓋

足夠層面的程度。 

（四）結構方程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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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ar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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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路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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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研究者而言，主要是透過驗證因素分析以考量測

量模式的效度（即信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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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同時處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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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衡量模式分析與模式配適度準則詳加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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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衡量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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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nell and Larcker（1981）認為評估收斂效度的標準共有三項： 

（1）所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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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變異數抽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大於0.5。 

區別效度檢測則採用Anders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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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模式配適度準則 

有關模式配適度的評估，Bagozzi, Yi and Lynn（1991）認為必須從模式內在

結構配適度、整體模式配適度及基本的配適標準等三方面來加以評量。下列為

本研究依此三方面對所提出的理論模式加以說明： 

（1）模式內在結構配適度 

此標準是在評量模式內估計參數的顯著程度、各指標及潛在變數的信度

等，這可從個別項目的信度是否在0.5以上、潛在變數的組合信度是否在0.7以

上的可接受水準來加以評估。 

（2）整體模式配適度 

經使用AMOS進行結構方程之分析後，各項指標將被用來評量整個模式與

觀測資料間的配適程度，此方面的配適度衡量有許多指標，Hair, Anderson, 

Tatham and Black（1998）將其分為三種類型：絕對配適檢定、增量配適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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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精簡配適檢定等。茲將此三種類型分述如下： 

a.絕對配適檢定： 

係確定整體模式可以預測共變數或相關矩陣的程度，衡量指標如卡方

統計值、卡方自由比（χ
2
⁄df）、配適度指標（GFI）、殘差均方根（RMR）

及近似誤差平方根（RMSEA）等。 

b.增量配適檢定： 

即比較所發展的理論模式與虛無模式，其衡量指標如調整配適指標

（AGFI）、基準的配適指標（NFI）及比較配適指標（CFI）等。 

c.精簡配適檢定： 

要調整配適檢定以能比較含有不同估計係數數目的模式，來決定每一

估計係數所能獲致的配適程度，衡量指標如精簡的基準配適指標（PNFI）

與精簡的適配指標（PCFI）。 

（3）基本的適配標準 

此指標是在檢測模式之細列誤差、辨認問題或輸入有誤等，即衡量指標

不能出現以下三種情況：誤差變異有負值、因素負荷量低於0.5或高於0.95；

因素負荷量未達顯著水準。 

二、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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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驗證性別角

色對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成長的影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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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在本研究中各項構面量表皆為過去學者所發展並經測試後之量表，因此信、

效度良好。因此量表初稿彙整後，並參酌專家、學者之建議與討論後，編製出本

研究之問卷，發放時間從103年9月25日開始，將問卷發放至嘉義縣國民小學正式

教師共300份。為了方便答卷者填寫並避免遺漏之情形，故以B3紙張雙面列印成

一張兩面，並於問卷最末結束處註明本問卷到此結束。於103年10月30日完成正

式問卷的回收，問卷回收後資料分析顯示信度及效度十分良好。 

正式問卷調查共回收264份，扣除無效問卷1份後，共計回收有效問卷263份，

回收率約為87.67%，使用 SPSS 20.0統計套裝軟體進行資料分析。本章共分為十

節，第一節為樣本基本屬性分析；第二節校長教學領導現況分析；第三節性別角

色之現況分析；第四節則是教師專業成長之現況分析；第五節問卷量表之因素分

析；第六節是驗證性因素分析-收斂效度；第七節整體模式之關係分析；第八節

干擾效果的檢定。 

 

第一節 樣本基本屬性分析 

壹、屬性分析 

本研究之人口統計變數包括「性別」、「年齡」、「服務年資」、「最高學

歷」、「職務」及「全校班級數」共六項。樣本基本屬性資料分析結果如表4-1

所示，受訪正式教師中，性別分析結果如圖4-1，以女性教師164人（62.36%）為

最多，男性教師僅99人（37.64%）；年齡分析如圖4-2的分佈以41-50歲（49.42%）

為最多，其次是31-40歲（41.44%）、50歲以上（7.60％）、30歲以下（11.4％）；

在服務年資方面如圖4-3，以11-15年（35.74%）為最多，其次是16-20年（27.37%）；

而在最高學歷方面如圖4-4，以研究所120人（45.62%）為最多，其次是師範學院

（37.64%）；在職務方面如圖4-5，以級任教師（53.99％）佔多數，其次是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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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行政職（35.36％）；全校班級數如圖4-6，以12班以下（47.15％）佔多數，其

次是13-24班（41.44％）。 

 

貳、基本資料分析 

從基本資料分析來看，目前嘉義縣國民小學的學校正式教師生態結構，女性

多於男性，年齡偏重在41~50歲間，服務年資多在11-20年左右，在學校中多屬負

責學校及任教師或兼任行政工作之中生代。因嘉義縣較多偏鄉學校，所以12班以

下的學校較多，學校班級規模小，校長的教學領導較具影響力，另一方面，這恰

好是在教師教學生涯屆滿10年，教學專業需要再進行充實成長的階段。因此適合

做教師性別角色對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成長之間關聯影響的研究樣本。 

表 4-1  國小教師基本資料屬性分析表 

性別 樣本數 學歷 樣本數 

男性 99 師範院校 95 

女性 164 一般大學 48 

年齡 樣本數 研究所 120 

30 以下 4 職務 樣本數 

31-40 109 導師 142 

41-50 130 科任 29 

51-60 20 教師兼行政 92 

服務年資 樣本數 校規模班級數 樣本數 

10 年以下 30 12 班以下 123 

11-15 94 13-24 班 110 

16-20 72 25 班以上 30 

21-25 51  

26-30 16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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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性別分析 

 

 

圖 4-2  年齡分析 

 

 

  

圖 4-3  服務年資分析 

 

 

圖 4-4  學歷分析 

 

 

 

 

圖 4-5  職務分析 

 

 

圖 4-6  班級數分析 

 

 

以上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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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校長教學領導現況分析 

壹、校長教學領導之現況分析 

校長教學領導之現況分析結果如表4-2 所示，本研究之校長教學領導共包含

五個因素，分別為「發展教學任務與目標」、「確保課程與教學品質」、「促進

教師專業成長」、「發展支持的教學環境」、以及「營造學校學習氣氛」。校長

教學領導中，國小教師對「營造學校學習氣氛」的感受程度較高，其總平均得分

為 3.26。 

在「發展教學任務與目標」因素的各項題目中，以「校長具有清晰的教育理

念，建構出適合學校特性的學校目標」的感受程度最高，平均得分為 3.25，其

次依序為「校長能運用各種方式讓校內外人員了解學校的任務與目標」（3.24）、

「校長能帶領全體成員為學校目標共同努力」（3.24）、「校長願意與全體教師

共同訂定適切的教育目標與願景」及「校長能把學校目標落實在行政與教學實務

上」的感受程度最低，平均得分為 3.19。 

在「確保課程與教學品質」因素的各項題目中，以「校長能積極參與校內有

關課程與教學的會議或活動」的感受程度最高，平均得分為 3.27，其次依序為

「校長能鼓勵教師在教學中，使用創新的方法和觀念」（3.26）、「校長能巡視

觀察教師的教學活動情形」（3.21）、「校長能考量教師的專業與能力來安排任

教課程」（3.17），而「校長能減少與教學相關性低的活動，以避免干擾教師的

教學時間」的感受程度最低，平均得分為 2.97。 

在「促進教師專業成長」因素的各題項中，以「校長有計畫地辦理校內教師

進修研習活動」的感受程度最高，平均得分 3.22，其次依序為「校長能提供多元

的進修資訊與研習管道，並鼓勵教師參與」（3.20）、「校長能因應教師的需求

辦理相關的增能研習」（3.16）、「校長能提供觀摩與討論管道，以促進教師間

的專業對話」（3.14），而以「校長鼓勵教師成立自發性的進修組織，如讀書會、

教師成長團體」的感受程度最低，平均得分為 3.13。 

在「發展支持的教學環境」因素的各題項中，以「校長與家長及社區保持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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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溝通，凝聚課程與教學的共識」及「校長能爭取經費與資源並妥善運用，有效

支援教學活動」的感受程度並列最高，平均得分 3.22，其次依序為「校長能以課

程與教學安排為主，妥善規畫教學環境」（3.21）、「校長領導行政系統積極支

援教師教學」（3.15），而以「校長能主動協助在教學上有困難之教師」的感受

程度最低，平均得分為 3.10。 

在「營造學校學習氣氛」因素的各題項中，以「校長會公開表揚並獎勵學生、

教師的優異表現」的感受程度最高，平均得分 3.41，其次依序為「校長能鼓勵教

師積極指導學生參與各項校內外競賽活動」（3.32）、「校長能營造良好的學習

環境，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3.23）、「校長能營造良好的學習環境，提高學

生的學習動機」（3.21），而以「校長能主動協助在教學上有困難之教師」的感

受程度最低，平均得分為 3.15。 

 

貳、校長教學領導之現況分析結果 

由上述的現況分析結果得知，「校長會公開表揚並獎勵學生、教師的優異表

現」、「校長能鼓勵教師積極指導學生參與各項校內外競賽活動」與「校長能鼓

勵教師在教學中，使用創新的方法和觀念」，為國小教師對校長教學領導構面中

平均得分較高的題項。而「校長能積極參與校內有關課程與教學的會議或活動」、

「校長能主動協助在教學上有困難之教師」與「校長鼓勵教師成立自發性的進修

組織，如讀書會、教師成長團體」，則為其中平均得分較低的因素項目。 

由分析結果得知，國小正式教師對於校長教學領導的感知中，肯定教師努力

工作之餘，亦需要校長適時公開表揚、鼓勵創新。另外教師不但要利用時間辦理

行政業務，還要比其他行政人員花更多的時間來處理班級事務、學生問題及和家

長的溝通上，有時甚至還會因為校長過度積極召開會議或辦活動，教師需要挪出

更多時間來處理學校事務，因此其對校長教學領導能多鼓勵表揚，減少額外工作

干擾，所以「營造學校學習氣氛」所獲得的得分比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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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校長教學領導之現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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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
展
教
學
任
務
與
目
標 

校長具有清晰的教育理念，建構出適合學校

特性的學校目標。 
3.25 0.65 1 5 

3.22  

2 
校長願意與全體教師共同訂定適切的教育

目標與願景。 
3.19 0.67 4 16 

3 
校長能運用各種方式讓校內外人員了解學

校的任務與目標。 
3.24 0.66 2 6 

4 
校長能把學校目標落實在行政與教學實務

上。 
3.19 0.65 5 17 

5 校長能帶領全體成員為學校目標共同努力。 3.24 0.65 3 7 

6 

確
保
課
程
與
教
學
品
質 

校長能減少與教學相關性低的活動，以避免

干擾教師的教學時間。 
2.97 0.63 5 25 

3.18  

7 
校長能鼓勵教師在教學中，使用創新的方法

和觀念。 
3.26 0.64 2 4 

8 
校長能積極參與校內有關課程與教學的會

議或活動。 
3.27 0.73 1 3 

9 
校長能考量教師的專業與能力來安排任教

課程。 
3.17 0.65 4 18 

10 校長能巡視觀察教師的教學活動情形。 3.21 0.60 3 12 

11 

促
進
教
師
專
業
成
長 

校長能提供觀摩與討論管道，以促進教師間

的專業對話。 
3.14 0.63 4 22 

3.17  

12 
校長能提供多元的進修資訊與研習管道，並

鼓勵教師參與。 
3.20 0.59 2 15 

13 
校長能因應教師的需求辦理相關的增能研

習。 
3.16 0.63 3 19 

14 校長有計畫地辦理校內教師進修研習活動。 3.22 0.61 1 9 

15 
校長鼓勵教師成立自發性的進修組織，如讀

書會、教師成長團體。 
3.13 0.67 5 23 

16 
發
展
支
持
的
教 

校長能以課程與教學安排為主，妥善規畫教

學環境。 
3.21 0.66 3 13 

3.18  

17 
校長與家長及社區保持良好溝通，凝聚課程

與教學的共識。 
3.22 0.63 1 10 

（續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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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接上頁） 

題
號 

因
素 

問  項 

平
均
得
分 

標
準
差 

因
素
排
序 

總
排
序 

因
素
平
均 

18 
學
環
境 

校長能爭取經費與資源並妥善運用，有效支

援教學活動。 
3.22 0.69 2 11 

 
19 校長領導行政系統積極支援教師教學。 3.15 0.71 4 20 

20 校長能主動協助在教學上有困難之教師。 3.10 0.69 5 24 

21 

營
造
學
校
學
習
氣
氛 

校長能督促教師為學習成就低落的學生實

施補救教學。 
3.23 0.65 3 8 

3.26  

22 
校長能營造良好的學習環境，提高學生的學

習動機。 
3.21 0.66 4 14 

23 
校長能鼓勵教師積極指導學生參與各項校

內外競賽活動。 
3.32 0.63 2 2 

24 
校長會公開表揚並獎勵學生、教師的優異表

現。 
3.41 0.58 1 1 

25 
校長能營造良好學校氣氛，促進學校教職員

間能和諧相處，以利教學進展。 
3.15 0.77 5 2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三節 性別角色之現況分析 
 

壹、性別角色之現況分析 

性別角色之現況分析結果如表 4-3 所示，本研究之性別角色共包含二個因

素，分別為「男性化」及「女性化」。性別角色中，國小教師對「男性化」的感

受程度高於「女性化」，其總平均得分為 2.95。 

在「男性化」因素的各項題目中，以「我覺得我自己是勇於承擔的」的感受

程度最高，平均得分為 3.16，其次為「我覺得我自己是靠自己的」（3.14）、「我

確信我自己的能力」（3.13）、「我覺得我自己是行動像領袖的」的感受程度最

低，平均得分為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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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女性化」因素的各題項中，以「我覺得我是關心別人的人」的感

受程度最高，平均得分 3.24，其次為「我是一個注意外表儀態的人」（3.19）、

「我覺得我自己是說話文雅的人」（3.18）、「我覺得我自己是忠誠的」（3.03），

而以「我覺得我自己是害羞的」的感受程度最低，平均得分為 2.37。 

 

貳、性別角色之現況分析結果 

由表 4-3 性別角色因素總排序中可看出女性化因素「我覺得我是關心別

人的人」獲得總分最高，代表國小教師對於關心別人的感受程度最高，而「我

覺得我自己是害羞的」該項感受程度最低，應與老師的職業有關係，老師經常

需要面對學生及家長，所以害羞的感受知覺最低。 

由上述現況分析結果顯示，國小教師的性別角色以女性化的「我覺得我

是關心別人的人」、「我是一個注意外表儀態的人」、「我覺得我自己是說話

文雅的人」、及男性化的「我覺得我自己是勇於承擔的」與「我覺得我自己是

靠自己的」，為性別角色中採用程度較高的項目。 

由性別角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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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性化」四組，而本研究國小教師之性別角色多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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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很多時候教師面對國小年幼的學齡幼童，很基本的出現關心、

保護及照顧幼小孩童的女性化特質，又教師身分的關係，具有「為人師表」特

性，故表現出來的行為，都會注意自己言行舉止，是否成為學生學習模仿的表

率；此外國小教師不單單只面對學生，不管是面對來自學校、班級、學生或家

長的問題、要求時，都無法靠改變環境、消彌或逃避的方式處理，因此採取「男

性化」特質的主動積極的方式來處理現實問題，因此，其「兩性化」比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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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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自己是冒險的。 2.56 0.56 9 20 

2.95 

2 我覺得我自己是積極進取的。 3.02 0.67 7 11 

3 我覺得我自己是行動像領袖的。 2.47 0.58 10 21 

4 我覺得我自己是勇於承擔的。 3.16 0.51 1 4 

5 我覺得我自己是有主見的。 3.03 0.59 6 9 

6 我覺得我自己是靠自己的。 3.14 0.55 2 5 

7 我確信我自己的能力。 3.13 0.57 3 6 

8 我覺得我自己是具有競爭力的。 3.04 0.57 5 8 

9 我覺得我自己是具影響力的。 2.90 0.66 8 15 

10 我總是說到做到。 3.10 0.52 4 7 

11 

女
性
化 

我覺得我自己是害羞的。 2.37 0.45 14 24 

2.84 

12 我覺得我自己是柔美的、女性的。 2.95 0.48 7 14 

13 我覺得我自己是善感的。 2.58 0.48 11 19 

14 我覺得我自己是忠誠的。 3.03 0.52 4 10 

15 我覺得我是被動的（矜持）。 2.40 0.46 13 23 

16 我是一個順從的人。 2.98 0.59 6 13 

17 我是一個注意外表儀態的人。 3.19 0.49 2 2 

18 我是一個容易受騙的人。 2.43 0.6 12 22 

19 我覺得我是關心別人的人。 3.24 0.67 1 1 

20 我覺得我自己是溫和的人。 2.87 0.59 8 16 

21 我覺得我自己是說話文雅的人。 3.18 0.72 3 3 

22 我覺得我是細心的人。 2.81 0.7 10 17 

23 我覺得我自己是令人愉快的人。 2.81 0.75 9 18 

24 我覺得我自己是富有同情心的人。 3.00 0.79 5 1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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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教師專業成長之現況分析 

壹、教師專業成長之現況分析 

教師專業成長之現況分析結果如表 4-4所示，本研究之教師專業成長共包含

四個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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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領導成長中，國小教師對「敬業精神

與態度」的感受程度較高，其總平均得分為 3.16。 

在「課程設計與教學」因素的各項題目中，以「我能精熟任教學科領域知識」

與「我能清楚呈現教材內容」的感受程度最高，平均得分並列為 3.15，其次為

「我能適切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使其樂於學習」（3.13）、「我能靈活運用多

元的教學資源（如網路、雜誌）提升教學效果」（3.13）、「我能適切地研擬教

學計畫」及「我能提升教學活動設計能力」的感受程度最低，平均得分為 3.08。 

在「班級經營與輔導」因素的各項題目中，以「我能營造和諧良好的班級氣

氛」的感受程度最高，平均得分為 3.21，其次為「我能善用獎懲的原則與技巧」

（3.20）、「我能與學生及家長溝通的能力」（3.17）、「我能落實依學生的個

別差異進行輔導」（3.14），而「我能活用諮商晤談的技巧」的感受程度最低，

平均得分為 3.03。 

在「研究發展與進修」因素的各題項中，以「我樂意參與校內外進修研習

活動」的感受程度最高，平均得分 3.16，其次為「我樂於嘗試新的教學方法」

（3.14）、「我能積極參與教學或行動研究工作」（3.01），而以「我能提升

研發教材、教法或教具的能力」（2.93）的感受程度最低。 

在「敬業精神與態度」因素的各題項中，以「我能與同事建立良好的合作

關係」與「我常省思自己的教學方法與態度」的感受程度最高，平均得分並列

為 3.19，其次為「我能主動吸收新知，追求專業上的成長」（3.18）、「我能

與家長建立良好的合作關係」（3.16），而以「我能提升高度的工作士氣」的

感受程度最低，平均得分為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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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師專業成長之現況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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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我能與同事建立良好的合作關係」，為國小教師專業

成長構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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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積極參與教學或行動研究工作」與「我能活用諮商晤談的技巧」，則為其

中平均得分較低的因素項目。 

由分析結果得知，國小教師注重「班級經營與輔導」與「敬業精神與態度」。

這是因為，國小教師在教學的過程中，都能夠認同教育是一種專業，能夠對教學

工作抱持服務熱忱和教學承諾，積極且盡責的投身教育工作，對教師工作感到勝

任，並引以為傲，因此具有良好的專業成長態度。教師在「研究發展」上專業成

長的感受度較其他層面低，顯示許多教師尚未具備研究發展的能力，抑或因外在

因素影響難以進行專業的研究計畫。但各構面間的得分表現平均值差異不大，反

應出多數教師均具有良好的專業成長。 

表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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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0.45 6 19 

3.12  

2 我能提升教學活動設計能力。 3.08 0.45 7 20 

3 我能精熟任教學科領域知識。 3.15 0.47 1 10 

4 我能清楚呈現教材內容。 3.15 0.48 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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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0.49 4 16 

6 
我能善用多元的評量方式，評量學生的學

習成效。 
3.10 0.48 5 17 

（續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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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接上頁） 

題
號 

因
素 

問  項 

平
均
得
分 

標
準
差 

因
素
排
序 

總
排
序 

因
素
平
均 

7  
我能適切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使其樂於

學習。 
3.13 0.46 3 14  

8 

班
級
經
營
與
輔
導 

我能指導學生共同訂定生活公約。 3.13 0.54 5 15 

3.15  

9 我能營造和諧良好的班級氣氛。 3.21 0.47 1 1 

10 我能善用獎懲的原則與技巧。 3.20 0.53 2 2 

11 我能落實依學生的個別差異進行輔導。 3.14 0.50 4 12 

12 我能與學生及家長溝通的能力。 3.17 0.52 3 6 

13 我能活用諮商晤談的技巧。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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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0.55 3 22 

3.06  

15 我能提升研發教材、教法或教具的能力。 2.93 0.57 4 23 

16 我樂意參與校內外進修研習活動。 3.16 0.54 1 8 

17 我樂於嘗試新的教學方法。 3.14 0.47 2 13 

18 

敬
業
精
神
與
態
度 

我能提升高度的工作士氣。 3.09 0.53 6 18 

3.16  

19 我願意為教育投入更多時間與心力。 3.15 0.53 5 9 

20 我能與同事建立良好的合作關係。 3.19 0.51 1 3 

21 我能與家長建立良好的合作關係。 3.16 0.53 4 7 

22 我常省思自己的教學方法與態度。 3.19 0.52 2 4 

23 我能主動吸收新知，追求專業上的成長。 3.18 0.48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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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節將針對校長教學領導量表、性別角色量表及教師專業成長量表進行因素

分析以驗證問卷之基本建構效度。 

 

壹、取樣適當性衡量量數（KMO）分析 

一、取樣適當性衡量量數（KMO） 

本研究首先利用取樣適當性衡量量數（KMO; Kaiser-Meyer-Olkinmeasure of 

sampling）適合度檢定以檢定各變數觀察值是否適合進行因素分析；KMO代表與

該變項有關的所有係數與淨相關係數的比較值，該係數越大表示變項間的共同因

素越多，越適合進行因素分析，Kaiser（1974）認為，如果KMO值小於 0.5 時

不宜進行因素分析；同時Bartlett’s球形檢定也要達顯著，代表母群體的相關矩陣

間有共同因素存在，適合因素分析。 

二、主成分分析法 

採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Method），萃取共同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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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校長教學領導量表之因素分析 

一、取樣適當性衡量量數（KMO）分析 

本研究結果顯示校長教學領導KMO值為0.970，Bartlett’s球形檢定值為

6095.349，顯著性為 0.000 亦達顯著水準，表示資料適合進行因素分析。 

最後校長教學領導各因素構面共歸納出五個因素，分別為「發展教學任務與

目標」、「確保課程與教學品質」、「促進教師專業成長」、「發展支持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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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與「營造學校學習氣氛」。總解釋變異量為62.50％，量表整體信度：0.974，

屬高信度，表示此部份問卷具一致性及穩定性（見附錄四）。 

二、校長教學領導之因素分析結果 

校長教學領導經因素分析轉軸後的特徵值均明顯出現五種面臨國小教師對

校長教學領導感知因素，說明如下（見附錄四）： 

（一）發展教學任務與目標 

此構面特徵值為 4.156，解釋變異量 83.123%，各題項的因素負荷量皆達 

0.5 以上，已達基本建構效度的要求，此外構面之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係

數為 0.949，亦符合一般學術研究之信度要求。 

（二）確保課程與教學品質 

此構面特徵值為 3.180，解釋變異量為 63.599%。各題項的因素負荷量皆

達 0.5 以上，已達基本建構效度要求，此外構面之因素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係數為 0.850，亦符合一般學術研究之信度要求。 

（三）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此構面特徵值為 3.700，解釋變異量為 73.999%。各題項的因素負荷量皆

達 0.5 以上，因此已達基本建構效度的要求，此外構面之因素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係數為 0.889，亦符合一般學術研究之信度要求。 

（四）發展支持的教學環境 

此構面特徵值為 3.781，解釋變異量為 75.626%。各題項的因素負荷量皆

達 0.5 以上，已達基本建構效度要求，此外構面之因素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係數為 0.919，亦符合一般學術研究之信度要求。 

（五）營造學校學習氣氛 

此構面特徵值為 3.519，解釋變異量為 70.381%。各題項的因素負荷量皆

達 0.5 以上，已達基本建構效度要求，此外構面之因素內部一致性Cronbach’s 

α係數為0.891，亦符合一般學術研究之信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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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性別角色量表之因素分析 

一、取樣適當性衡量量數（KMO）分析 

性別角色量表進行因素分析，結果顯示KMO值為0.884，Bartlett’s球形檢定

值為2432.184，顯著性為0.000亦達顯著水準，表示資料適合進行因素分析。 

採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Method），共歸納出二個因素，總解

釋變異量為62.20％，量表整體信度0.849，屬高信度，表示此部份問卷具一致性

及穩定性（見附錄五）。 

二、性別角色量表之因素分析結果 

性別角色經因素分析轉軸後的特徵值均明顯出現二種性別角色因素「男性

化」與「女性化」，以下針對此二個因素做說明（見附錄五）： 

（一）男性化 

此構面特徵值為1.348，解釋變異量 5.616%，各題項的因素負荷量皆達 0.5 

以上，因此已達基本建構效度的要求，此外構面之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係

數為 0.881，亦符合一般學術研究之信度要求。 

（二）女性化 

此構面特徵值為 1.539，解釋變異量 10.999%，各題項的因素負荷量皆達 

0.5 以上，因此已達基本建構效度的要求，此外構面之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係數為 0.756，亦符合一般學術研究之信度要求。 

 

肆、教師專業成長量表之因素分析 

一、取樣適當性衡量量數（KMO）分析 

教師專業成長量表進行因素分析，結果顯示KMO值為0.938，Bartlett’s球形

檢定值為1675.659，顯著性為 0.000亦達顯著水準，表示資料適合進行因素分析。 

採主成分分析法結果共歸納出四個因素，分別為「課程設計與教學」、「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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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經營與輔導」、「研究發展與進修」與「敬業精神與態度」，總解釋變異量為

73.40％，量表整體信度：0.966，屬高信度，表示此部份問卷具一致性及穩定性

（見附錄六）。 

二、教師專業成長量表之因素分析結果 

教師專業成長經因素分析後，說明以下（見附錄六）： 

（一）課程設計與教學 

此構面特徵值為 5.102，解釋變異量 72.890%，且各題項的因素負荷量皆

達 0.5 以上，因此已達基本建構效度的要求，此外構面之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係數為 0.938，亦符合一般學術研究之信度要求。 

（二）班級經營與輔導 

此構面特徵值為2.605，解釋變異量 65.134%，，且各題項的因素負荷量

皆達0.5以上，已達基本建構效度的要求，此外構面之內部一致性Cronbach’s α

係數為0.921，亦符合一般學術研究之信度要求。 

（三）研究發展與進修 

此構面特徵值為4.293，解釋變異量65.134%，各題項的因素負荷量皆達0.5

以上，因此已達基本建構效度的要求，此外構面之內部一致性Cronbach’s α係

數為 0.818，亦符合一般學術研究之信度要求。 

（四）敬業精神與態度 

此構面特徵值為4.293，解釋變異量71.549%，且各題項的因素負荷量皆達

0.5以上，因此已達基本建構效度的要求，此外構面之內部一致性Cronbach’s α

係數為0.920，亦符合一般學術研究之信度要求。 

 

第六節 驗證性因素分析 

壹、驗證性因素分析-收斂效度 

在收斂效度方面，由於性別角色量表都是固定的內控量表，無需刪題。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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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僅針對校長教學領導及教師專業成長之收效效度，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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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分述如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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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愈高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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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中顯示兩構面模式的適合度指標AGFI、NFI及CFI大都超過0.9的理想

水準，而RMR亦符合0.05以下的可接受範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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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iret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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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5  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表 

構  面 AGFI NFI CFI RMR 因素負荷量（P 值） 

校長專業成長 0.942 0.987 0.990 0.003 皆小於 0.05 （顯著） 

教師專業成長 0.988 0.998 1.000 0.001 皆小於 0.05 （顯著）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4-6與表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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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構面之組合信度皆超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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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量皆大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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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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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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再次証明校長教學領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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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6  校長教學領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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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教學任務與目標   0.949 0.790 

1.校長具有清晰的教育理念，建構出適合學

校特性的學校目標。 
0.909

***
 0.174 

  

2.校長願意與全體教師共同訂定適切的教

育目標與願景。 
0.848

***
 0.281 

  

3.校長能運用各種方式讓校內外人員了解學

校的任務與目標。 
0.899

***
 0.192 

  

4.校長能把學校目標落實在行政與教學實

務上。 
0.899

***
 0.192 

  

5.校長能帶領全體成員為學校目標共同努

力。 
0.887

***
 0.213 

  

確保課程與教學品質   0.859 0.554 

6.校長能減少與教學相關性低的活動，以避免

干擾教師的教學時間 
0.567

***
 0.679 

  

7.校長能鼓勵教師在教學中，使用創新的方

法和觀念。 
0.807

***
 0.349 

  

8.校長能積極參與校內有關課程與教學的

會議或活動。 
0.828

***
 0.314 

  

9.校長能考量教師的專業與能力來安排任

教課程。 
0.824

***
 0.321 

  

10.校長能巡視觀察教師的教學活動情形。 0.659
***

 0.566   

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0.913 0.677 

11.校長能提供觀摩與討論管道，以促進教

師間的專業對話。 
0.835

***
 0.303 

  

12.校長能提供多元的進修資訊與研習管

道，並鼓勵教師參與。 
0.831*** 0.309 

  

13.校長能因應教師的需求辦理相關的增能

研習。 
0.848

***
 0.281 

  

14.校長有計畫地辦理校內教師進修研習活

動。 
0.823

***
 0.323 

  

15.校長鼓勵教師成立自發性的進修組織，如

讀書會、教師成長團體 
0.776

***
 0.398 

  

（續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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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接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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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支持的教學環境   0.920 0.698 

16.校長能以課程與教學安排為主，妥善規

畫教學環境。 
0.878

***
 0.229 

  

17.校長與家長及社區保持良好溝通，凝聚

課程與教學的共識 
0.807

***
 0.349 

  

18.校長能爭取經費與資源並妥善運用，有

效支援教學活動。 
0.825

***
 0.319 

  

19.校長領導行政系統積極支援教師教學。 0.856
***

 0.267   

20.校長能主動協助在教學上有困難之教

師。 
0.808

***
 0.347 

  

營造學校學習氣氛   0.892 0.624 

21.校長能督促教師為學習成就低落的學生

實施補救教學。 
0.778

**
 0.395 

  

22.校長能營造良好的學習環境，提高學生

的學習動機。 
0.871

**
 0.241 

  

23.校長能鼓勵教師積極指導學生參與各項

校內外競賽活動。 
0.761

**
 0.421 

  

24.校長會公開表揚並獎勵學生、教師的優

異表現。 
0.713

**
 0.492 

  

25.校長能營造良好學校氣氛，促進學校教

職員間能和諧相處，以利教學進展。 
0.819

**
 0.329 

  

第二階     

校長教學領導   0.978 0.899 

發展教學任務與目標 0.966
***

 0.067   

確保課程與教學品質 0.973
***

 0.053   

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0.912
***

 0.168   

發長支持的教學環境 0.910
***

 0.172   

營造學校學習氣氛 0.978
***

 0.044   

註： *表p值達顯著水準0.05，**表p值達顯著水準0.01，***表p值達顯著水準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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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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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變異

數抽取量 因素負荷量 
衡量 

誤差 

第一階     

課程設計與教學   0.938 0.685 

1.我能適切地研擬教學計畫。 0.846
***

 0.284   

2.我能提升教學活動設計能力。 0.845
***

 0.286   

3.我能精熟任教學科領域知識。 0.823
***

 0.323   

4.我能清楚呈現教材內容。 0.888
***

 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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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98

***
 0.363 

  

6.我能善用多元的評量方式，評量學生的學習

成效。 
0.820

***
 0.328 

  

7.我能適切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使其樂於學

習。 
0.770

***
 0.407 

  

班級經營與輔導   0.922 0.663 

8.我能指導學生共同訂定生活公約。 0.843
***

 0.289   

9.我能營造和諧良好的班級氣氛。 0.846
***

 0.284   

10.我能善用獎懲的原則與技巧。 0.848
***

 0.281   

11.我能落實依學生的個別差異進行輔導。 0.808
***

 0.347   

12.我能與學生及家長溝通的能力。 0.787
***

 0.381   

13.我能活用諮商晤談的技巧。 0.749
***

 0.439   

研究發展與進修   0.818 0.530 

14.我能積極參與教學或行動研究工作。 0.715
***

 0.489   

15.我能提升研發教材、教法或教具的能力。 0.651
***

 0.576   

16.我樂意參與校內外進修研習活動。 0.722
***

 0.479   

17.我樂於嘗試新的教學方法。 0.815
***

 0.336   

敬業精神與態度   0.921 0.662 

18.我能提升高度的工作士氣。 0.798
***

 0.363   

（續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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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接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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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我願意為教育投入更多時間與心力。 0.855
***

 0.269   

20.我能與同事建立良好的合作關係。 0.838
***

 0.298   

21.我能與家長建立良好的合作關係。 0.851
***

 0.276   

22.我常省思自己的教學方法與態度。 0.809
***

 0.346   

23.我能主動吸收新知，追求專業上的成長。 0.725
***

 0.474   

第二階     

教師專業成長   0.947 0.817 

課程設計與教學 0.872
***

 0.240   

班級經營與輔導 0.885
***

 0.217   

研究發展與進修 0.921
***

 0.152   

敬業精神與態度 0.935
***

 0.126   

註： *表p值達顯著水準0.05，**表p值達顯著水準0.01，***表p值達顯著水準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區別效度分析 

本研究依據Anders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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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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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教學領導各構面與教師專業成長各構面之區別效度分析結果如表4-8與

表4-9所示，由表4-8可以發現，校長教學領導各構面之AVE的平方根介於

0.745~0.889，均大於各構面間的相關係數，此分析結果顯示各構皆滿足判斷準

則。表4-9教師專業成長各構面之AVE的平方根介於0.728~0.828，均大於各構面

間的相關係數，結果顯示各構皆滿足判斷準則。 

而表4-10與表4-11顯示校長教學領導各構面與教師專業成長各構念中的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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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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可知校長教學領導各構面與教師專業成長各構面

間具有區別效度。 

表 4-8  校長教學領導區別效度檢定表 

構面 

項
目
數 

相關係數 

A B C D E 

A. 發展教學任務與目標 1
 5 0.889     

B. 確保課程與教學品質 5 0.703
**

 0.745    

C. 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5 0.776
**

 0.792
**

 0.823   

D. 發展支持的教學環境 5 0.830
**

 0.828
**

 0.804
**

 0.835  

E. 營造學校學習氣氛 5 0.809
**

 0.831
**

 0.802
**

 0.860
**

 0.790 

註：卡方值差之計算以未限定衡量模式為基準，**表p值達顯著水準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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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7 0.828    

B. 班級經營與輔導 6 0.856
**

 0.814   

C. 研究發展與進修 4 0.741
**

 0.679
**

 0.728  

D. 敬業精神與態度 6 0.756
**

 0.793
**

 0.732
**

 0.814 

註：卡方值差之計算以未限定衡量模式為基準，**表p值達顯著水準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4-10  校長教學領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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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5 5  

2.發展教學任務與目標和確保課程與教學品質相

關係數限定為 1 
2.474 4 0.619 

3.確保課程與教學品質和促進教師專業成長相關

係數限定為 1 
2.092 4 0.523 

（續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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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接上頁） 

模   式 卡方值 自由度 卡方值差 

4.促進教師專業成長和發展支持的教學環境相關

係數限定為 1 
2.126 4 0.532 

5.發展支持的教學環境和營造學校學習氣氛相關

係數限定為 1 
1.636 4 0.409 

6.營造學校學習氣氛和發展教學任務與目標相關

係數限定為 1 
1.043 4 0.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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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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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38 26  

2.課程設計與教學和班級經營與輔導相關係數

限定為 1 
8.86 1 8.860* 

3.班級經營與輔導和研究發展與進修相關係數

限定為 1 
5.005 1 5.005 

4.研究發展與進修和敬業精神與態度相關係數

限定為 1 
8.86 1 8.860* 

5.敬業精神與態度和課程設計與教學相關係數

限定為 1 
5.005 1 5.005* 

註：卡方值差之計算以未限定衡量模式為基準，*表p值達顯著水準0.0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七節 整體模式之關係分析 

本研究為檢定校長教學領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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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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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整體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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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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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所示，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成

長二構面，各項指標幾乎都在可接受範圍內，因此顯示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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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六節中

已說明，故不重複敘述，本節將從第二階段開始說明。 

 

表 4-12 測量模型配適度指標檢核表 

統計檢定量 標準值 校長教學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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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5* 

（P=0.762） 

944.571 

（P=0.000） 

9.838 

（P=0.007） 

χ
2
/df 1~5 之間 0.519 472.285 4.919* 

GFI 大於 0.9 0.996* 0.727 0.981* 

AGFI 大於 0.9 0.998* -3.64 0.904* 

RMR 小於 0.08 0.001* 0.309 0.0038* 

SRMR 小於 0.08 0.0045* 1.452 0.0171* 

RMSEA 小於 0.08 0.000* 1.341 0.122 

增
量 

NFI 大於 0.9 0.998* 0.274 0.981* 

（續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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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接上頁） 

統計檢定量 標準值 校長教學領導 性別角色 教師專業成長 

配

適

指

標 

NNFI 大於 0.9 1.003* -1.184 0.969* 

CFI 大於 0.9 1.000* 0.272 0.990* 

RFI 大於 0.9 0.996* -1.178 0.961* 

IFI 大於 0.9 1.002* 0.274 0.990* 

註：*表示合乎標準值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貳、整體模式檢定 

本章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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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本研究在角色間衝突的衡量模式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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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模

式，亦即校長教學領導為潛在構念時，其觀測變數為「發展教學任務與目標」、

「確保課程與教學品質」、「促進教師專業成長」、「發展支持的教學環境」與

「營造學校學習氣氛」五個構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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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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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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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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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所示。由分析結果可知，

整體模式的χ
2
 = 28.693（DF = 26、NPAR = 46），P = 0.325，由於卡方值（χ

2）

不大，顯著性（P值）大於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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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4，小於5，故配適結果十分良好。此外，GFI

（Goodness of Fit Index）＝0.977、RMR（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0.005

皆在理想數值之中。 

圖4-7 研究關係模式圖 

資料來源：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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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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的適度差異程度之統計量，以衡量在適配度上的改善程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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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數做最多之限制，藉著增加要進行估計之參數個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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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而AGFI（Adjusted Goodness of fit 

index）＝0.959、NFI（Normed Fit Index）＝0.987、CFI（Comparative Fit Index）

＝0.999、RFI（Relative Fit Index）＝0.982、IFI（Incremental Fit Index）＝0.999，

皆在理想數值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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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5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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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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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93 

（P=0.325） 
否 

χ
2
/df 1~5 之間 1.104* 是 

GFI 大於 0.9 0.977* 是 

（續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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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接下頁） 

統計檢定量 配適之標準或臨界值 檢定結果 模式配適判斷 

 

AGFI 大於 0.9 0.959* 是 

RMR 小於 0.08 0.05* 是 

SRMR 小於 0.08 0.214 否 

RMSEA 小於 0.08 0.020* 是 

增
量
配
適
指
標 

NFI 大於 0.9 0.987* 是 

NNFI 大於 0.9 0.998* 是 

CFI 大於 0.9 0.999* 是 

RFI 大於 0.9 0.982* 是 

IFI 大於 0.9 0.999* 是 

精
簡
配
適
指
標 

PNFI 大於 0.5 0.713* 是 

PGFI 大於 0.5 0.564* 是 

CN 大於 200 356* 是 

註：*表示合乎標準值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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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基本配適度分析 

本研究整體模式之基本配適指標，詳如表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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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教學領導構面 

此構面包含：「發展教學任務與目標」、「確保課程與教學品質」、「促進

教師專業成長」、「發展支持的教學環境」與「營造學校學習氣氛」等五個因素，

負荷量最高者為「發展支持的教學環境」因素，其負荷估計值為 0.928，t值大於 

1.96，達到顯著水準；其次「營造學校學習氣氛」因素，其負荷估計值為 0.921，

t值大於 1.96，達到顯著水準；而負荷量最小者為「促進教師專業成長」因素，

其負荷估計值為0.872，t值亦大於1.96，也是達到顯著水準。此外，在R 
2 方面，

「發展教學任務與目標」、「確保課程與教學品質」、「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發展支持的教學環境」與「營造學校學習氣氛」的 R 
2
 值分別為 0.790、0.810、

0.760、0.861、0.848，R 
2值均大，表示「發展教學任務與目標」、「確保課程與

教學品質」、「促進教師專業成長」、「發展支持的教學環境」與「營造學校學

習氣氛」等五個因素對校長教學領導確實具有解釋能力。 

由上述分析可確認「發展教學任務與目標」、「確保課程與教學品質」、「促

進教師專業成長」、「發展支持的教學環境」與「營造學校學習氣氛」等五個因

素為影響校長教學領導之主要因素，其中又以「營造學校學習氣氛」因素對校長

教學領導之關聯性最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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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其次為「班級經營與輔導」（0.860）、「課程設計

與教學」（0.855），最後為「研究發展與進修」（0.8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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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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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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31、0.739、0.674與0.810，皆大於 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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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與教學」因素對教師專業成長之關聯性最強。 

表4-14 校長教學領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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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2 

發展教學任務與目標→ 

校長教學領導 0.889 
***

 18.322 0.075 0.790 

確保課程與教學品質→ 

校長教學領 0.900 
***

 18.715 0.05 0.81 

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校長教學領 0.872 
***

 17.732 0.069 0.760 

發展支持的教學環境→ 

校長教學領 0.928 
***

 19.711 0.048 0.861 

營造學校學習氣氛→ 

校長教學領 0.921 
***

 19.481 0.046 0.848 

課程設計與教學→ 

教師專業成長 0.855 
***

 16.697 0.043 0.731 

班級經營與輔導→ 

教師專業成長 0.860 
***

 16.943 0.049 0.739 

研究發展與進修→ 

教師專業成長 0.821 
***

 15.672 0.06 0.674 

敬業精神與態度→ 

教師專業成長 0.900 
***

 18.085 0.036 0.810 

 註：1.顯著差異：*表P值達顯著水準0.05;**表P值達顯著水準0.01;*** 表P值達顯著水準0.001。 

     2. R
2＞ 0.5表信度佳。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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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國民小學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成長研究假設檢定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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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所示。所獲得之結

論如下：假設一（H1）：校長教學領導會對教師專業成長產生正面的影響效果。 

校長教學領導對教師專業成長的路徑係數為0.349，t 值為4.977，大於 1.96 

之標準，表示國民小學校長教學領導越高，則其對教師專業成長影響愈；校長教

學領導越低，則教師專業成長愈低。 

表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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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值 

假設成 

立與否 

H1 校長教學領導→教師專業成長 正向 4.977 
***

 成立 

註：顯著差異：*表P值達顯著水準0.05;**表P值達顯著水準0.01;*** 表P值達顯著水準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效果分析 

各潛在變項影響路徑效果詳如表4-16所示，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成長間

的總效果為0.349，且達顯著水準。 

因此，本研究之假設一：校長教學領導對教師專業成長產生正向顯著影響效

果成立。 

表4-16 整體模式潛在變數間的影響效果 

路徑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總效果 

校長教學領導→教師專業成

長 

4.977
***

 — 4.977
***

 

註：顯著差異：*表P值達顯著水準0.05;**表P值達顯著水準0.01;*** 表P值達顯著水準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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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干擾效果的檢定 

壹、干擾效果檢定 

本研究將檢定性別角色在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成長的關係中是否具有

干擾效果。 

一、以中位數進行「性別角色」集群分析 

首先，本研究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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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分組。1.教師之男、女性化分數各別大於 Mmd 及 

Fmd 歸屬為兩性化；2.教師男性化分數高於 Mmd，女性化分數低於 Fmd 則

為男性化；3.教師若男性化分數低於 Mmd，女性化分數高於 Fmd 則為女性

化；4.教師男性化分數低於 Mmd，女性化分數低於 Fmd 則為未分化。 

因教師部份樣本等於Mmd 或 Fmd，所以輔以男、女性特質總分平均值為性別

4.977
***

 

 

圖4-8  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成長關係模式實證結果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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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分組的基準，分析結果「男性化」有55個樣本；「女性化」有64個樣本；

「兩性化」有91個樣本；「未性化」有53個樣本（如表4-17）。 

表4-17 性別角色分組結果 

  男性化特質  

  男性特質大於Mmd 

（大於男性特質總分平均

值） 

男性特質小於Mmd 

（小於男性特質總分平均

值） 

總

和 

女 

性 

化 

特 

質 

女性特質大於

Fmd 

（大於女性特質 

總分平均值） 

53 55 

263 
女性特質小於

Fmd 

（小於女性特質 

總分平均值） 

64 91 

註：1.男性特質Mmd=2.90、女性特質Fmd=2.79 

    2.男性特質總分平均值＝29.55、女性特質總分平均值＝39.8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以SPSS分類檢定 

利用SPSS分析分類判別將性別角色分類為未分化、男性化、女性化及兩性

化，表示本研究已將原始組別觀察值263個性別角色樣本已100.0%正確分類，無

遺漏值，如表4-18性別角色分類結果。並將性別角色分類結果繪製成性別角色各

組分佈圖，如圖4-9顯示，發現性別角色分類後為不連續斷面，故後續分析不宜

指採用一般線性分析方式。 

表4-18 性別角色分類結果 

性別角色 
預測的各組成員個數 

總和 
未分化 男性化 女性化 兩性化 

性
別
角
色
編
號 

1 53 0 0 0 53 

2 0 55 0 0 55 

3 0 0 64 0 64 

4 0 0 0 91 9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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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9  性別角色各組分佈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三、AMSO模型分析 

本研究採用跨樣本男、女性別中位數分組，分別進行未分化、男性化、女

性化與兩性化四組樣本建構AMOS整體模型多樣本結構方程模式來進行分析，以

瞭解性別角色對於原本模型是否呈現干擾效果。 

驗證路徑係數彙整如表4-24所示：建構AMOS整體模型檢驗如圖4-10，校長

教學領導→性別角色單一路徑，直接效果1.478，P＝0.139未達顯著標準；再則性

別角色→教師專業成長單一路徑，直接效果3.794
***，達顯著水準；最後由校長

教學領導→性別角色→教師專業成長路徑直接效果3.767
***，達顯著水準，間接

效果由校長教學領導→性別角色與性別角色→教師專業成長兩路徑交互作用，即

兩路徑係數相乘（0.068×3.767
***）的結果，故間接效果為0.256，總效果則為直接

效果與間接效果（3.767
***

+0.256）相加效果，校長教學領導→性別角色→教師專

業成長總效果為4.023
***，小於校長教學領導→教師專業成長構面單一路徑直接

效果為4.977
***

 （如圖4-11），性別角色驗證具有干擾效果。 

男性化 

女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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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之假設二：性別角色對於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成長具有干

擾效果成立。 

 

圖4-10  AMOS整體模型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4-11  AMOS單一路徑模型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表 4-19 直接效果、間接效果與總效果整理表 

變數關係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總效果 

校長教學領導→教師專業成長 0.349***  4.977*** 

校長教學領導→性別角色 
1.478 
（ P ＝

0.139） 

 
1.478 
（P＝0.139） 

性別角色→教師專業成長 3.794***  3.794*** 

校長教學領導→性別角色→教師專業成長 3.767*** 
3.767***×0.068 

=0.256 4.023*** 

註：顯著差異：*表 P 值達顯著水準 0.05;**表 P 值達顯著水準 0.01;*** 表 P 值達顯著水準 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0.068 

4.023*** 

3.797*** 

4.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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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分化、男性化、女性化、兩性化各群組干擾效果檢定 

路徑係數檢驗中，是由下列五項假設模型的分析與比較來進行（表4-20）：

模型一為AMOS基準模型，如圖4-12所示，跨樣本間沒有任何恆等性假設，是性

別角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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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分化、男

性化、女性化、兩性化群組變數是否對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成長有顯著差異

（如圖4-13、如圖4-14、如圖4-15、如圖4-16），本研究將進行AMOS模型檢定。

利用結構方程式套裝軟體AMOS 20版執行得知，如表4-20所示，表示校長教學領

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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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兩性化影響

國小教師對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成長的關係具顯著效果，而男性化、女性化

與未分化影響國小教師對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成長的關係則不顯著。 

綜合上述，驗證本研究假設三：教師性別角色的差異對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

專業成長的影響產生不同效果成立。 

 

表4-20 性別角色對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成長模型之路徑係數表 

 

路徑 

性別角色 
校長教學領導→教師專業成長 顯著性 

基本模型路徑（全部樣本） 4.977
***

 顯著 

未分化 1.797（P=0.072） 不顯著 

男性化 0.507（P=0.612） 不顯著 

女性化 1.804（P=0.071） 不顯著 

兩性化 3.492
***

 顯著 

註：顯著差異：*表P值達顯著水準0.05;**表P值達顯著水準0.01;*** 表P值達顯著水準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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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2  模型一：AMOS基準模型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4-13  未分化干擾路徑係數估計值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4-14  男性化干擾路徑係數估計值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4-15  女性化干擾路徑係數估計值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4-16  兩性化干擾路徑係數估計值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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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綜合討論 

就「教師性別角色」而言，本研究結果顯示性別角色以兩性化者佔的34.6%

最高，女性化24.35%其次，男性化20.91%再次，未分化20.15%最低。兩性化

影響國小教師對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成長的關係具顯著效果，而男性化、

女性化與未分化影響國小教師之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成長的關係沒有顯

著效果。 

為何男女教師均以「兩性化」性別角色最多，許多研究顯示，在社會的變

遷中，兩性角色急遽改變的過程中，男女在性別角色轉換的認知、接受、改變

與適應的速度尚並不相同，但本研究結果發現國小教師均以兩性化最多，表示

國小教師在性別角色的認知逐漸趨向一致。Bem（1975）在四種性別角色中，

一再認定「兩性化」者兼具剛柔並濟的性格，因此能夠彈性應付偏重工作取向

的情境及偏重人際關係取向的情境，是適應最好的一種性別角色類型。何英奇

（1981）研究指出，不論男女，兩性化者的生活適應力均較其他性別角色者為

佳，而性別角色未分化者的適應力最差；兩性化者最具人際吸引力。沈珊珊

（1984）、楊世瑞（1986）研究發現：兩性化男生間與兩性化女生間均有較為

滿意的人際關係。李美枝（1996）：兩性化的男性與女性均較其他性別角色類

型者有較滿意之人際關係，也較吸引人。邱子芸（2006）研究提到，在社會變

遷下，原有的性別設定已經不適用，男女教師均兼具男性化與女性化的兩性特

質，可剛亦可柔，懂得衡量情境做出適宜的表現。 

綜合上述，本研究結果符合Bem（1975）、何英奇（1981）、沈珊珊（1984）、

楊世瑞（1986）、李美枝（1996）及邱子芸（2006）對於性別角色的研究，性

別角色的演變從男性化、女性化及未分化三種類型，在社會適應上逐漸發展成

兩性化，去除性別差異，強調多元文化，主張性別角色不應該持特定的性別刻

板印象。而國小教師也隨著社會變遷，以兩性化的教師居多，可知國小教師因

應環境而讓自己更有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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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本研究以隨機取樣之方式，探討國民小學正式教師的性別角色以及校長教學

領導與其教師專業成長之情況，由於教師處在教學專業的工作環境，對國小校教

師而言探討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成長是個重要的課題，因此本研究以問卷的

方式瞭解嘉義縣國小教師不同性別角色在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成長上所呈

現的差異，並利用結構方程模型 AMOS 驗證國小教師所面臨到的校長教學領導

和其教師專業成長間的影響關係，此外，將更進一步驗證國小教師的性別角色於

兩者之間的干擾效果。 

本章依據第一章所提出之研究目的、研究假設及第四章之研究結果做出歸納

和結論，並提出建議後續研究之方向，以作為其他相關研究之參考。 

 

第一節 基本資料分析 

本研究回收263件有效樣本，以女性教師居多；年齡主要遍佈在「41-50歲」

之間；任教年資以「11-15年」居多；最高學歷以「研究所」為主；學校規模多

為「12班以下」之小學校。 

以目前學校的教職員生態結構來說，年齡在41~50歲間的女教師在學校中多

屬學校教育工作之資深教職人員，另一方面任教年數也剛好多在10年左右，這恰

好處在教學專業需要再進修提升的階段。依據張淑婷（2013）、張慈娟（1996）、

李新寶（2001）、蔡美姿（2005）、李麗琦（2012）等學者研究結果顯示國小教

師的背景變項不全然會影響其對校長教學領導的知覺，另外性別角色屬於內控因

素，故本研究並未將國小教師背景因素納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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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各構面現況分析 

一、校長教學領導現況分析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教師性別角色對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成長的關係

研究，以下為本研究在國小教師知覺校長教學領導的調查現況結果，分為校長教

領導的現況分析、校長教學領導之內容分析二部份說明。 

（一）校長教學領導的現況分析中，五個層面整體平均數為 3.20分，各層

面每題平均得分在3.17~3.26分之間，顯示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教學領導現況感

受情形大致良好；其中以以「營造學校學習氣氛」得分最高，其次為「發展教學

任務與目標」、「確保課程與教學品質」、「發長支持的教學環境」，而以「促

進教師專業成長」得分最低。 

（二）校長教學領導的內容分析中，研究顯示國小教師知覺「校長會公開表

揚並獎勵學生、教師的優異表現。」感受程度最高，整體平均數為3.41分；而在

「校長能減少與教學相關性低的活動，以避免干擾教師的教學時間。」的知覺程

度最低，整體平均數為2.97分。 

 

二、性別角色之現況分析 

（一）性別角色之現況分析結果，性別角色分別為「男性化」及「女性化」。

國小教師性別角色對「男性化」的感受程度高於「女性化」，其總平均得分為2.95。 

（二）在「男性化」因素中，以「我覺得我自己是勇於承擔的」的感受程

度最高，而「我覺得我自己是行動像領袖的」的感受程度最低；在「女性化」因

素中，「我覺得我是關心別人的人」的感受程度最高，而以「我覺得我自己是害

羞的」的感受程度最低。 

 

三、國小教師知覺教師專業成長現況分析 

（一）從國小教師知覺教師專業成長的調查現況結果可知，嘉義縣教師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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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師專業成長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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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其總平均得分為 3.16，均屬「中上程

度」。 

（二）而其中以「敬業精神與態度」感受程度最高；而在「研究發展與進修」

的知覺程度最低。 

 

第三節 研究發現 

一、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成長有顯著正關係 

本研究依據第二章之文獻探討，國民小學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成長相關

分析結果顯示，校長教學領導之「發展教學任務與目標」、「確保課程與教學品

質」、「促進教師專業成長」、「發展支持的教學環境」、以及「營造學校學習

氣氛」與教師專業成長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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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顯著的正相關。換言之，國小教師知覺

校長教學領導愈強烈，教師參與專業成長態度則愈佳。於第四章利用結構方程模

型來檢測國小教師之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成長間的因果關係。結果顯示國小

教師面臨到的校長教學領導對教師專業成長的感受會有顯著正向的直接影響

力，此一結論與過去相關的研究結果具有一致性。 

 

二、國民小學教師性別角色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成長的關係具干

擾效果 

經由資料的分析、驗證，本研究提出第二個結論，國小教師對校長教學領導

與教師專業成長關係的正向影響力會受到性別角色的干擾。 

 

三、國民小學教師的性別角色差異對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成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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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產生不同效果 

當國小教師感受到較為強大的校長教學領導之情況下，兩性化的國小教師會

展現較顯著的教師專業成長，而性別角色屬男性化、女性化與未分化的國小教師

則較不顯著。也就是說，性別角色為兩性化的國小教師在校長教學領導下，教師

專業成長的表現顯著性高於性別角色為男性化、女性化或未分化的國小教師。 

 

第四節 小結 

在本研究之分析結果中發現，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成長有顯著正關係。

另外，當性別角色對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成長模型產生干擾效果時，國小教

師會因性別角色差異而對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成長關係的影響而所不同效

果，也就是說兩性化教師群會比男性化、女性化與未分化者具有更顯著的教師專

業成長。 

 

第五節 後續研究方向之建議 

一、對不同研究對象取樣 

本研究只以嘉義縣國小正式教師為研究對象，無法瞭解國中、高中、大學教

師的情況，因此未來的研究可以各學制的學校教師為取樣對象，進行抽樣調查及

分析，以了解性別角色對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成長關係之影響狀況。 

 

二、改變變數 

本研究是以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成長之關係進行分析、討論，未來研究

可討論有哪些變化是影響學校教育、校長領導、教師專業各方面的變數來源，對

教育生態現況的產生衝擊，或是針對教師的性別角色特質進一步做分析。而本研

究是以性別角色為干擾變數，後續研究可以例如高科技（電腦、平板、手機、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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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遠距教學），或少子化等其他不同變數進行干擾效果之驗證。 

另外本研究主要是以教師個體自我認定的性別角色為男性化、女性化、兩性

化或未分化分類基礎來進行討論，但是本次研究的受測者為嘉義縣國小教師且為

偏鄉、資深教師組群較多，因此無法得知哪種類型的性別角色對城市、年輕世代

教師較具干擾效果，而且，由於近年來性觀念開放，性別的界定亦漸模糊。因此

建議後續的研究者，可以擴大受測者的城鄉類型差異，例如市區年輕族群、市區

資深族群、縣鄉鎮年輕族群或縣鄉鎮資深族群進行分析，這樣不但能了解到受測

群體在哪些族群性別角色的偏向，更可以發現不同世代性別角色類型對校長教學

領導和教師專業成長之間的影響力大小。 

 

三、修正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之「性別角色量表」其信、效度雖然經歷屆專家學者檢驗達到

標準，是一份值得使用的測量工具，但因性別角色屬如不連續斷面的概念，涵蓋

範圍廣闊，定義分歧，尤其近年來性別觀念開放，甚至會因各國之國情而有許多

的不同，為使量表內容更貼近受測者性別角色之測量，建議量表內容可參酌國內

外相關研究，對量表進行修訂，發展出屬於國人之性別角色測量工具，如此能助

於提昇研究之效度，並降低研究結果之偏差。 

 

四、後續研究建議 

由於性別角色的差異對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成長的表現上具有不同的

顯著差異，本研究發現兩性化性別角色會對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專業成長的正向

效果造成較顯著影響力，而男性化、女性化與未分化影響效果較不明顯。 

建議學校未來培訓新進教師時，需特別注意「性別角色」的差異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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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嘉義縣國民小學校別資料（102 學年度 SY2013-2014） 

縣市 

代碼 

縣市 

名稱 

學校 

代碼 

學校 

名稱 
班級數 

男專任 

教師 

女專任 

教師 
男職員 女職員 

10 嘉義縣 104601 縣立朴子國小 35 24 38 - 5 

10 嘉義縣 104602 縣立大同國小 56 29 68 - 6 

10 嘉義縣 104603 縣立雙溪國小 6 6 5 1 1 

10 嘉義縣 104604 縣立竹村國小 7 8 7 - 2 

10 嘉義縣 104605 縣立松梅國小 6 1 10 1 1 

10 嘉義縣 104606 縣立大鄉國小 6 3 8 - 1 

10 嘉義縣 104607 縣立布袋國小 13 7 15 - 2 

10 嘉義縣 104608 縣立景山國小 12 11 9 - 2 

10 嘉義縣 104609 縣立永安國小 6 5 6 - - 

10 嘉義縣 104610 縣立過溝國小 11 8 10 1 1 

10 嘉義縣 104611 縣立貴林國小 6 5 6 1 1 

10 嘉義縣 104612 縣立新塭國小 10 10 7 - 2 

10 嘉義縣 104613 縣立新岑國小 6 4 6 - 1 

10 嘉義縣 104614 縣立好美國小 6 4 6 1 1 

10 嘉義縣 104615 縣立大林國小 27 18 31 1 3 

10 嘉義縣 104616 縣立三和國小 15 14 14 - 2 

10 嘉義縣 104617 縣立中林國小 6 4 8 - 2 

10 嘉義縣 104618 縣立排路國小 6 3 8 - 2 

10 嘉義縣 104620 縣立社團國小 6 5 6 - 2 

10 嘉義縣 104621 縣立民雄國小 44 32 43 1 5 

10 嘉義縣 104622 縣立東榮國小 18 9 21 - 2 

10 嘉義縣 104623 縣立三興國小 10 6 11 - 2 

10 嘉義縣 104624 縣立菁埔國小 6 5 6 - 2 

10 嘉義縣 104625 縣立興中國小 34 16 48 1 4 

10 嘉義縣 104626 縣立秀林國小 15 10 16 - 2 

10 嘉義縣 104627 縣立松山國小 6 4 7 - 2 

10 嘉義縣 104628 縣立大崎國小 8 4 10 1 1 

10 嘉義縣 104629 縣立溪口國小 16 13 15 - 2 

10 嘉義縣 104630 縣立美林國小 6 5 6 - 2 

10 嘉義縣 104631 縣立柴林國小 6 4 7 1 - 

10 嘉義縣 104632 縣立柳溝國小 12 10 10 - 2 

      （續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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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接上頁） 

10 嘉義縣 104633 縣立新港國小 36 22 41 1 3 

10 嘉義縣 104634 縣立文昌國小 20 9 23 - 3 

10 嘉義縣 104635 縣立月眉國小 13 13 10 - 3 

10 嘉義縣 104636 縣立古民國小 6 5 6 - 2 

10 嘉義縣 104637 縣立復興國小 6 6 5 1 1 

10 嘉義縣 104638 縣立安和國小 6 5 6 - 2 

10 嘉義縣 104639 縣立蒜頭國小 19 15 16 - 2 

10 嘉義縣 104640 縣立六腳國小 12 5 15 1 1 

10 嘉義縣 104641 縣立六美國小 10 6 11 - 2 

10 嘉義縣 104642 縣立灣內國小 6 5 7 - 2 

10 嘉義縣 104643 縣立更寮國小 6 4 7 - 2 

10 嘉義縣 104645 縣立北美國小 6 5 6 - 2 

10 嘉義縣 104647 縣立東石國小 13 13 9 - 2 

10 嘉義縣 104648 縣立塭港國小 6 9 2 1 1 

10 嘉義縣 104649 縣立三江國小 6 5 6 - 2 

10 嘉義縣 104650 縣立龍港國小 6 5 8 - 2 

10 嘉義縣 104651 縣立下楫國小 6 5 6 1 - 

10 嘉義縣 104652 縣立港墘國小 6 4 7 - 2 

10 嘉義縣 104653 縣立龍崗國小 6 3 8 - 2 

10 嘉義縣 104654 縣立網寮國小 6 7 4 1 1 

10 嘉義縣 104655 縣立鹿草國小 12 9 13 1 1 

10 嘉義縣 104656 縣立重寮國小 6 7 4 1 1 

10 嘉義縣 104657 縣立下潭國小 6 5 6 1 1 

10 嘉義縣 104658 縣立碧潭國小 6 5 5 - 1 

10 嘉義縣 104659 縣立竹園國小 6 7 3 1 1 

10 嘉義縣 104660 縣立後塘國小 9 9 6 1 1 

10 嘉義縣 104661 縣立義竹國小 28 17 29 - 2 

10 嘉義縣 104663 縣立光榮國小 6 4 7 - 2 

10 嘉義縣 104665 縣立過路國小 6 5 6 - 2 

10 嘉義縣 104666 縣立和順國小 6 3 9 - 2 

10 嘉義縣 104668 縣立南興國小 12 7 13 - - 

10 嘉義縣 104669 縣立太保國小 21 15 22 - 3 

10 嘉義縣 104670 縣立安東國小 12 6 14 - 2 

10 嘉義縣 104671 縣立南新國小 44 25 55 - 5 

10 嘉義縣 104672 縣立新埤國小 16 7 19 1 1 

      （續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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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接上頁） 

10 嘉義縣 104673 縣立水上國小 39 24 44 - 6 

10 嘉義縣 104674 縣立大崙國小 12 16 6 1 1 

10 嘉義縣 104675 縣立柳林國小 18 9 22 - 1 

10 嘉義縣 104676 縣立忠和國小 11 7 12 - 2 

10 嘉義縣 104677 縣立義興國小 6 6 5 - 2 

10 嘉義縣 104678 縣立成功國小 6 6 5 1 1 

10 嘉義縣 104679 縣立北回國小 10 6 11 - 2 

10 嘉義縣 104680 縣立南靖國小 12 9 11 - 2 

10 嘉義縣 104681 縣立中埔國小 14 9 14 1 1 

10 嘉義縣 104682 縣立大有國小 6 4 6 1 - 

10 嘉義縣 104683 縣立中山國小 6 5 6 - 2 

10 嘉義縣 104684 縣立頂六國小 10 9 11 - 2 

10 嘉義縣 104685 縣立和睦國小 33 19 35 1 3 

10 嘉義縣 104686 縣立同仁國小 9 10 5 - 2 

10 嘉義縣 104688 縣立沄水國小 6 7 4 - 2 

10 嘉義縣 104690 縣立社口國小 12 8 12 1 1 

10 嘉義縣 104692 縣立灣潭國小 6 5 6 1 1 

10 嘉義縣 104693 縣立民和國小 12 8 14 - 2 

10 嘉義縣 104694 縣立內甕國小 6 7 3 - 2 

10 嘉義縣 104695 縣立黎明國小 6 4 7 - 2 

10 嘉義縣 104696 縣立大湖國小 6 4 6 - 2 

10 嘉義縣 104698 縣立隙頂國小 11 7 11 - 3 

10 嘉義縣 104700 縣立竹崎國小 23 13 30 - 4 

10 嘉義縣 104702 縣立龍山國小 12 13 7 1 1 

10 嘉義縣 104704 縣立鹿滿國小 8 5 9 - 2 

10 嘉義縣 104705 縣立圓崇國小 14 6 18 - 2 

10 嘉義縣 104706 縣立內埔國小 15 12 14 1 1 

10 嘉義縣 104707 縣立桃源國小 6 4 6 - 2 

10 嘉義縣 104708 縣立中和國小 6 4 6 1 1 

10 嘉義縣 104709 縣立中興國小 6 5 6 - 2 

10 嘉義縣 104710 縣立光華國小 6 7 3 - 2 

10 嘉義縣 104712 縣立義仁國小 6 6 5 1 1 

10 嘉義縣 104713 縣立沙坑國小 6 5 6 - 2 

10 嘉義縣 104715 縣立梅山國小 13 7 17 - 2 

10 嘉義縣 104716 縣立梅圳國小 6 4 7 - 2 

      （續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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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接上頁） 

10 嘉義縣 104717 縣立太平國小 12 12 8 - 2 

10 嘉義縣 104719 縣立太興國小 6 4 6 - 2 

10 嘉義縣 104720 縣立瑞里國小 6 5 5 - 2 

10 嘉義縣 104721 縣立大南國小 12 10 12 1 1 

10 嘉義縣 104722 縣立瑞峰國小 6 4 6 1 1 

10 嘉義縣 104724 縣立太和國小 6 5 5 2 - 

10 嘉義縣 104725 縣立仁和國小 6 4 6 1 1 

10 嘉義縣 104726 縣立大埔國小 12 13 9 - 2 

10 嘉義縣 104727 縣立達邦國小 12 2 18 - 1 

10 嘉義縣 104729 縣立十字國小 6 6 4 1 1 

10 嘉義縣 104730 縣立來吉國小 6 5 5 1 1 

10 嘉義縣 104731 縣立豐山國小 6 6 4 - 2 

10 嘉義縣 104732 縣立山美國小 6 3 7 1 1 

10 嘉義縣 104733 縣立新美國小 6 5 5 1 1 

10 嘉義縣 104734 縣立阿里山國（中）小 6 3 10 - - 

10 嘉義縣 104735 縣立香林國小 6 6 4 1 1 

10 嘉義縣 104736 縣立布新國小 12 9 11 - 2 

10 嘉義縣 104737 縣立茶山國小 6 3 7 - 2 

10 嘉義縣 104738 縣立和興國小 14 9 16 - 2 

10 嘉義縣 104739 縣立平林國小 18 13 18 - 2 

10 嘉義縣 104740 縣立梅北國小 13 9 14 - 2 

10 嘉義縣 104742 縣立祥和國小 25 10 30 - 3 

10 嘉義縣 104743 縣立福樂國小 26 16 31 - 4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http://www.edu.tw/pages/detail.aspx?Node=3752&Page=22203&Index=7&WID=31d75a44-efff-4c44-a0

75-15a9eb7aec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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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嘉義縣國民小學校長教學領導、教師性別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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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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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度各國小主

任、組長與一般教師。這份問卷目的在瞭解校長教學領導、教師性別角色與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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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教學領導

量表」，第三部份為「性別角色量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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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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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第二部份：校長教學領導量表  

 

校長教學領導：意指校長基於個人教育的理念、專業素養，以直接或間接的行為

或措施，致力於發展學校願景與目標、確保課程與教學品質、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營造組織學習氣氛、發展支持的教學環境等，以期提高學校辦學之品質，達成教

學目標的動態歷程。包含發展教學任務與目標、確保課程與教學品質、促進教師

專業成長、發展支持的教學環境、營造學校學習氣氛等五構面。 

 

校長教學領導情形：指教師知覺校長領

導之情形。 

保

留 

刪

除 

修

改 
修 改 後 

構面一：發展教學任務與目標     

1. 校長具有清晰的教育理念，建構出

適合學校特性的學校目標。 

    

2. 校長願意與全體教師共同訂定適

切的教育目標與願景。 

    

3. 校長能運用各種方式讓校內外人

員了解學校的任務與目標。 

    

4. 校長能把學校目標落實在行政與

教學實務上。 

    

5. 校長能帶領全體成員為學校目標

共同努力。 

    

構面二：確保課程與教學品質     

6. 校長能減少與教學相關性低的活

動，以避免干擾教師的教學時間。 

    

7. 校長能鼓勵教師在教學中，使用創

新的方法和觀念。 

    

      （續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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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接上頁） 

8. 校長能積極參與校內有關課程與

教學的會議或活動。 

    

9. 校長能考量教師的專業與能力來

安排任教課程。 

    

10. 校長能巡視觀察教師的教學活動

情形。 

    

構面三：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11. 校長能提供觀摩與討論管道，以促

進教師間的專業對話。 

    

12. 校長能提供多元的進修資訊與研

習管道，並鼓勵教師參與。 

    

13. 校長能因應教師的需求辦理相關

的增能研習。 

    

14. 校長有計畫地辦理校內教師進修

研習活動。 

    

15. 校長鼓勵教師成立自發性的進修

組織，如讀書會、教師成長團體。 

    

構面四：發展支持的教學環境     

16. 校長能以課程與教學安排為主，妥

善規畫教學環境。 

    

17. 校長與家長及社區保持良好溝

通，凝聚課程與教學的共識。 

    

      

（續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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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接上頁） 

18. 校長能爭取經費與資源並妥善運

用，有效支援教學活動。 

    

19. 校長領導行政系統積極支援教師教

學。 

    

20. 校長能主動協助在教學上有困難

之教師。 

    

構面五：營造學校學習氣氛     

21. 校長能督促教師為學習成就低落

的學生實施補救教學。 

    

22. 校長能營造良好的學習環境，提高

學生的學習動機。 

    

23. 校長能鼓勵教師積極指導學生參

與各項校內外競賽活動。 

    

24. 校長會公開表揚並獎勵學生、教師

的優異表現。 

    

25. 校長能營造良好學校氣氛，促進學

校教職員間能和諧相處，以利教學

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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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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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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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斷角色屬性不清）改為→  

   我覺得我自己是行動像

領袖的。 

4.我可以準時完成事情（任務、工作） 。

（角色混淆不清） 改為→ 

   我覺得我自己是勇於承

擔的。 

5.  我是個有男子氣概的人。 

（已有性別之分,建議修改）→刪除 
    

6.當需要做決定時，我能夠很容易地表

明我的立場。（用一句話表明） 

   我覺得我自己是有主見

的。 

7.我願意努力工作來得到我想要的東

西。 

（想表達負責任的意思？）改為→ 

   我覺得我是靠自己的。 

8.我確信我自己的能力。     

9.我喜歡與人競爭的感覺。 

（有競爭性和喜歡與人競爭是不同的）

改為→ 

   我是個有競爭性的人。 

10.我覺得我自己是具影響力的。     

11.我總是說到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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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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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接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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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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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慈與關心不同,建議分成兩題） 

   我覺得我是關心別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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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適切地研擬教學計

畫 

2. 提升我教學活動設計能力。    我能提升教學活動設計

能力。 

3. 幫助我更精熟任教學科領域知識。    我能精熟任教學科領域

知識。 

4. 我能更清楚呈現教材內容。    我能清楚呈現教材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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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靈活運用多元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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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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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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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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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接上頁） 

9. 有助於我營造和諧良好的班級氣

氛。 

   我能營造和諧良好的班

級氣氛。 

10. 我更能善用獎懲的原則與技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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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落實依學生的個別

差異進行輔導。 

12. 提升我與學生及家長溝通的能力。    我能與學生及家長溝通

的能力。 

13. 我更能活用諮商晤談的技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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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積極參與教學或行

動研究工作。 

15. 提升我研發教材、教法或教具的能

力。 

   我能提升研發教材、教法

或教具的能力。 

16. 我更樂意參與校內外進修研習活

動。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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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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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提升高度的工作士

氣。 

19. 我更願意為教育投入更多時間與

心力。 

   我願意為教育投入更多

時間與心力。 

      

（續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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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接上頁） 

20. 有助我與同事建立良好的合作關

係。 

   我能與同事建立良好的

合作關係。 

21. 有助我與家長建立良好的合作關

係。 

   我能與家長建立良好的

合作關係。 

22. 我更常省思自己的教學方法與態

度。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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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主動吸收新知，追求

專業上的成長。 

 

【再次感謝您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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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校長教學領導、教師性別角色與教師專業成長

調查問卷(正式問卷) 
親愛的教師： 

    您好！首先感謝您撥允填寫問卷。本問卷主要目的在瞭解校長教學領導、教

師性別角色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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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根據知覺感受逐題回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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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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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教學領導量表 

〈說明〉請根據您對 102 學年度任教學校校長的實際感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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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教學任務與目標     

 1. 校長具有清晰的教育理念，建構出適合學校特性的學校目標。 1 2 3 4 

 2. 校長願意與全體教師共同訂定適切的教育目標與願景。 1 2 3 4 

 3. 校長能運用各種方式讓校內外人員了解學校的任務與目標。 1 2 3 4 

 4. 校長能把學校目標落實在行政與教學實務上。 1 2 3 4 

 5. 校長能帶領全體成員為學校目標共同努力。 1 2 3 4 

確保課程與教學品質     

 6. 校長能減少與教學相關性低的活動，以避免干擾教師的教學時間 1 2 3 4 

      （續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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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接上頁） 

 7. 校長能鼓勵教師在教學中，使用創新的方法和觀念。 1 2 3 4 

 8. 校長能積極參與校內有關課程與教學的會議或活動。 1 2 3 4 

 9. 校長能考量教師的專業與能力來安排任教課程。 1 2 3 4 

10. 校長能巡視觀察教師的教學活動情形。 1 2 3 4 

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11. 校長能提供觀摩與討論管道，以促進教師間的專業對話。 1 2 3 4 

12. 校長能提供多元的進修資訊與研習管道，並鼓勵教師參與。 1 2 3 4 

13. 校長能因應教師的需求辦理相關的增能研習。 1 2 3 4 

14. 校長有計畫地辦理校內教師進修研習活動。 1 2 3 4 

15. 校長鼓勵教師成立自發性的進修組織，如讀書會、教師成長團體 1 2 3 4 

發長支持的教學環境     

16. 校長能以課程與教學安排為主，妥善規畫教學環境。 1 2 3 4 

17. 校長與家長及社區保持良好溝通，凝聚課程與教學的共識 1 2 3 4 

18. 校長能爭取經費與資源並妥善運用，有效支援教學活動。 1 2 3 4 

19. 校長領導行政系統積極支援教師教學。 1 2 3 4 

20. 校長能主動協助在教學上有困難之教師。 1 2 3 4 

營造學校學習氣氛     

21. 校長能督促教師為學習成就低落的學生實施補救教學。 1 2 3 4 

22. 校長能營造良好的學習環境，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 1 2 3 4 

23. 校長能鼓勵教師積極指導學生參與各項校內外競賽活動。 1 2 3 4 

24. 校長會公開表揚並獎勵學生、教師的優異表現。 1 2 3 4 

25. 校長能營造良好學校氣氛，促進學校教職員間能和諧相處，以 

    利教學進展。 

1 2 3 4 

 

【第三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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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我總是說到做到。 1 2 3 4 

      （續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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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接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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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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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接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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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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附錄四  校長教學領導構面之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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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發
展
教
學
任
務
與
目
標 

1.校長具有清晰的教育理念，建構出適合學校特性

的學校目標。 
0.93 

4.156 83.123 0.949 

2.校長願意與全體教師共同訂定適切的教育目標

與願景。 
0.92 

3.校長能運用各種方式讓校內外人員了解學校的

任務與目標。 
0.92 

4.校長能把學校目標落實在行政與教學實務上。 0.91 
5.校長能帶領全體成員為學校目標共同努力。 0.89 

確
保
課
程
與
教
學
品
質 

6.校長能減少與教學相關性低的活動，以避免干擾

教師的教學時間 
0.663 

3.180 63.599 0.850 

7.校長能鼓勵教師在教學中，使用創新的方法和觀

念。 
0.830 

8.校長能積極參與校內有關課程與教學的會議或

活動。 
0.866 

9.校長能考量教師的專業與能力來安排任教課程。 0.852 
10.校長能巡視觀察教師的教學活動情形。 0.758 

促
進
教
師
專
業
成
長 

11.校長能提供觀摩與討論管道，以促進教師間的

專業對話。 
0.861 

3.700 73.999 0.911 

12.校長能提供多元的進修資訊與研習管道，並鼓

勵教師參與。 
0.863 

13.校長能因應教師的需求辦理相關的增能研習。 0.893 
14.校長有計畫地辦理校內教師進修研習活動。 0.862 
15.校長鼓勵教師成立自發性的進修組織，如讀書

會、教師成長團體 
0.820 

發
展
支
持
的
教
學
環
境 

16.校長能以課程與教學安排為主，妥善規畫教學

環境。 
0.899 

3.781 75.626 0.919 

17.校長與家長及社區保持良好溝通，凝聚課程與

教學的共識 
0.865 

18.校長能爭取經費與資源並妥善運用，有效支援

教學活動。 
0.877 

19.校長領導行政系統積極支援教師教學。 0.881 
20.校長能主動協助在教學上有困難之教師。 0.824 

營
造
學
校
學
習
氣
氛 

21.校長能督促教師為學習成就低落的學生實施補

救教學。 
0.847 

3.519 70.381 

 

0.891 

22. 校長能營造良好的學習環境，提高學生的學習

動機。 
0.882 

23. 校長能鼓勵教師積極指導學生參與各項校內

外競賽活動。 
0.852 

24.校長會公開表揚並獎勵學生、教師的優異表現。 0.811 
25.校長能營造良好學校氣氛，促進學校教職員間

能和諧相處，以利教學進展。 
0.800 

累積解說總變異量：0.970 

量表整體信度：0.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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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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我覺得我自己是冒險的。 0.648 1.348 5.616 0.881 

2.我覺得我自己是積極進取的。 0.684 

3.我覺得我自己是行動像領袖的。 0.743 

4.我覺得我自己是勇於承擔的。 0.728 

5.我覺得我自己是有主見的。 0.695 

6.我覺得我自己是靠自己的。 0.687 

7.我確信我自己的能力。 0.728 

8.我覺得我自己是具有競爭力的。 0.802 

9.我覺得我自己是具影響力的。 0.654 

10.我總是說到做到。 0.621 

女
性
化 

11.我覺得我自己是害羞的。 0.717 1.539 10.999 0.756 

12.我覺得我自己是柔美的、女性的。 0.715 

13.我覺得我自己是善感的。 0.517 

14.我覺得我自己是忠誠的。 0.666 

15.我覺得我是被動的（矜持）。 0.789 

16.我是一個順從的人。 0.545 

17.我是一個容易受騙的人。 0.514 

18.我是一個注意外表儀態的人。 0.548 

19.我覺得我是關心別人的人。 0.662 

20.我覺得我自己是溫和的人。 0.734 

21.我覺得我自己是說話文雅的人。 0.709 

22.我覺得我是細心的人。 0.540 

23.我覺得我自己是令人愉快的人。 0.647 

24.我覺得我自己是富有同情心的人。 0.627 

累積解說總變異量：0.884 

量表整體信度 0.84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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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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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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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68 5.102 72.890 0.938 

2.我能提升教學活動設計能力。 0.868 

3.我能精熟任教學科領域知識。 0.846 

4.我能清楚呈現教材內容。 0.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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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29 

6.我能善用多元的評量方式，評量學生的

學習成效。 
0.854 

7.我能適切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使其樂

於學習。 
0.810 

班
級
經
營
與
輔
導 

8.我能指導學生共同訂定生活公約。 0.878 4.3095 71.82499 0.921 

9.我能營造和諧良好的班級氣氛。 0.866 

10.我能善用獎懲的原則與技巧。 0.866 

11.我能落實依學生的個別差異進行輔

導。 
0.844 

12.我能與學生及家長溝通的能力。 0.825 

13.我能活用諮商晤談的技巧。 0.805 

研
究
發
展
與
進
修 

14.我能積極參與教學或行動研究工作。 0.840 2.605 65.134 0.818 

15.我能提升研發教材、教法或教具的能

力。 
0.800 

16.我樂意參與校內外進修研習活動。 0.762 

17.我樂於嘗試新的教學方法。 0.824 

敬
業
精
神
與
態
度 

18.我能提升高度的工作士氣。 0.826 4.293 71.549 0.920 

19.我願意為教育投入更多時間與心力。 0.877 

20.我能與同事建立良好的合作關係。 0.875 

21.我能與家長建立良好的合作關係。 0.882 

22.我常省思自己的教學方法與態度。 0.836 

23.我能主動吸收新知，追求專業上的成

長。 
0.774 

累積解說總變異量：0.938 

量表整體信度：0.96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