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北縣國中教師校內同儕回饋方式與專業成長之關係

研究，為了達成研究目的，乃透過文獻探討的分析，並依據研究者以修正

後的「台北縣國中教師校內同儕回饋方式與專業成長之關係研究」問卷，

依台北縣教育局所轄國中分九大區，以分層隨機抽樣，抽取 27所國中問

卷樣本。來了解台北縣國中教師校內同儕回饋方式與專業成長之關係。本

章共分為二節，第一節根據問卷結果做出結論；第二節則提出本研究之建

議。 

 

第一節 結論 

   依據本研究之目的與問題假設，將本研究的結論分為三部分。一、同儕

回饋次數與專業成長的關係；二、受試者基本資料（性別、擔任職務、最

高學歷、服務年資、學校規模、學校所屬類型）對「同儕回饋」方式與

「專業成長」關係；三、國中實施教師「同儕回饋」方式對「專業成長」

的影響。 

 

壹、同儕回饋次數與專業成長的關係 

一、依據研究所得，參加導師會報（總合3417），平均數8.16。對其

三種專業成長出現負相關，導師會報對教學知能（-0.125）、導師會報對

班級經營（-0.080）、導師會報對專業責任（-0.011）。調查結果顯示，參

加導師會報次數越多的教師，對提升其三種專業成長（教學知能、班級經

營、專業責任）並無幫助。反之，參加次數越少，專業成長反而提升，經

訪談歸納受試之教師實務意見認為教師專業成長與參加同儕回饋次數多寡

無關而與教師個人意願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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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據研究所得，參加教學觀摩（總合1370），平均數3.27。對其

三種專業成長雖呈現正相關，教學觀摩對教學知能（0.035）、教學觀摩對

班級經營（0.045）、教學觀摩對專業責任（0.033），但並未顯著，調查結

果顯示，參加次數越多的教師，無助於三種專業成長的提升。經訪談歸納

受試之教師實務意見認為教師專業成長與參加同儕回饋次數多寡無關而與

教師個人意願有關。 

三、依據研究所得，參加各學習領域教學研究會（總合4213），平均 

數10.05各學習領域教學研究會對教學知能（0.070）、各學習領域教學研究 

會對班級經營（-0.128）、各學習領域教學研究會對專業責任（0.085），次數

越多的教師，其對班級經營助益反有顯著的下降（r= -0.128**），這表示參 

加越多次各學習領域教學研究會的教師，愈不認為這種同儕回饋方式有助 

於提升班級經營能力，經訪談歸納受試之教師實務意見認為教師專業成長 

與參加同儕回饋次數多寡無關而與教師個人意願有關。 

貳、受試者基本資料對同儕回饋與專業成長的關係 

一、以性別為自變項來分析同儕回饋對專業成長的影響 

以性別（男39.9﹪、女60.1﹪）來分析同儕回饋（導師會報、教學觀摩）

對專業成長的看法，統計直達（p＜0.05）有顯著水準差異。顯示出男性教 

師參加導師會報對班級經營、教學觀摩較有幫助。亦顯示男性教師的專業 

成長認知較高，但是否受到個人不同內在動機與外在環境影響，仍有待進 

一步研究。 

二、以擔任職務為自變項來分析同儕回饋對專業成長的影響 

擔任主任職務平均數41.36，要比兼組長平均數34.72、導師平均數 

37.95。顯示兼主任認為參加同儕回饋導師會報對專業成長「教學知能」、

「班級經營」、「專業責任」有幫助高於兼組長。顯示主任的自我需求層

次高與擁有較高的行政效能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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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最高學歷為自變項來分析同儕回饋對專業成長的影響 

以最高學歷為自變項，經研界結果顯示並不會影響同儕回饋對專業成

長（教學知能、班級經營、專業責任）的看法，因為都不顯著，就是即不

同學歷對同儕回饋是否有助專業成長的看法一致。顯示一般教師不論學歷

高低，而影響個人學習與追求專業成長的依據。 

 

四、以服務年資為自變項來分析同儕回饋對專業成長的影響 

 

根據本研究的研究結果顯示，受試者在填選以服務年資為自變項來分

析在同儕回饋對專業成長的影響上有顯著的差異。  

    根據本研究的研究結果顯示，服務年資21年以上教師「導師會報對班

級經營的影響」有平均數（49.6）高於其它服務年資平均數。服務年資在

「教學觀摩對班級經營的影響」有顯著的不同，服務年資在「各學習領域

教學研究會對班級經營的影響」有顯著的不同，服務年資21年以上教師

平均數（45.5）高於其它服務年務年資平均數。服務年資在「各學習領域

教學研究會對專業責任的影響」有顯著的不同。服務年資21年以上教師

平均數（40.9）高於其他服務年資平均數。根據本研究的研究結果顯示服

務年資深的教師，對參加同儕回饋對專業成長的認同度高。  

 

五、以學校規模為自變項來分析同儕回饋對專業成長的影響 

不同的學校規模在「導師會報對教學知能的影響」的看法有顯著不同 

60班以上平均數33.62，12班以下37.26），「教學觀摩對教學知能的

影響」的看法有顯著不同60班以上平均數51.6，12班以下49.15），

根據本研究的研究結果顯示，小型學校教師人數少，兼任行政工作與

授課繁重，無暇參加同儕回饋與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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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以學校所屬類型為自變項來分析同儕回饋對專業成長的影響 

根據本研究的研究結果顯示，不同的學校所在類型只有在「各學習領

域教學研究會對教學知能的影響」的看法（偏遠地區平均數52.81，一般

地區平均數49.21）有顯著不同，即偏遠地區認為「各學習領域教學研究

會有助於提升教學知能」高於一般地區。其原因是偏遠地區的教師群年輕

化，教師年資淺，教師互動頻仍，教學觀念新，吸收能力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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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同儕回饋對專業成長的影響 

       一、同儕回饋對教學知能的影響 

同儕回饋方式（導師會報、教學觀摩、各學習領域教學研究會）以

「教學觀摩會」平均數 50.49及「各學習領域教學研究會」平均數 50.33。

這兩種方式對專業成長中提升「教學知能」最有幫助。其原因同儕回饋方

式「教學觀摩會」及「各學習領域教學研究會」，教師同儕間的經驗分享

與專業對話，在教學、教材編輯、評量等均能依學生個別差異給予適切的

教學與輔導。 

 

二、同儕回饋對班級經營的影響 

同儕回饋方式以「導師會報」這種同儕回饋方式對專業成長中提升

「班級經營」最有幫助，平均數 44.68。其原因同儕回饋方式「導師會

報」，參加對象是針對學校各年級導師，此會報對教師同儕間的專業對

話、經驗分享有助益。 

 

三、同儕回饋對專業責任的影響 

同儕回饋方式以「各學習領域教學研究會」這種同儕回饋方式對專業

成長提升「專業責任」最有幫助，平均數37.91。其原因同儕回饋方式

「各學習領域教學研究會」，在深根教師或各領域資深教師的指導，對教

學新知與訊息吸收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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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綜合本研究之文獻探討、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分別針對有關增進台

北縣國中教師校內同儕回饋方式與教師專業成長之助益與後續研究方向提

出以下建議： 

根據本研究的研究結果顯示，一般教師對同儕回饋方式在認知上與實務有

相當落差（一般老師對於參加同儕回饋動機不高，但許多知識又是從同儕

回饋專業對話中獲得）。其次是多數學校對回饋方式雖有回饋設計，然在

實施上卻未縝密規劃回饋內容機制（流於工作分配、流於教學形式增加教

學的工作壓力、政令宣導）。 

 

壹、對教育行政機關的建議 

一、激勵學校教師參加同儕回饋，落實專業成長績效 

目前台北縣國中教師參加校內同儕回饋方式的專業成長團隊或進修、

研習意願與內發性不高，除了時間問題、研習內容等因素之外，研究者建

議教育行政機關若能提升學校同儕回饋機制功能，避免一般與偏遠學校師

資差距。 

 

二、強化導師會報、教學觀摩對專業責任功能 

根據本研究的研究結果顯示，同儕回饋中以各學習領域教學研究會對

提升專業責任最有幫助，反觀導師會報、教學觀摩對教師專業責任功能不

大，研究者建議教育行政機關若能強化導師會報、教學觀摩，避免流於任

務分派 與政令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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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對學校的建議 

一、校長以身作則，作為「同儕回饋」的催化者 

         校長除了是學校行政的領導者外，更應扮演不斷進修，自我超越，參加校內

「同儕回饋」的催化者，並對「同儕回饋」這項活動的推展給予積極正面

的支持。 

 

二、強化教師參與同儕回饋，激發教師專業成長的動機與意願 

    減輕教師、組長的授課時數與工作負荷；鼓勵自主參與學校同儕回饋活

動，經專業對話與經驗分享以增進教師教學知能，班級經營等專業知能。 

 

三、鼓勵教師自發性參與同儕回饋，提升專業對話機會 

        建立教師積極主動參與同儕進修與經驗分享機會，導正教師專業成長價值

觀。 

 

四、進行同儕回饋以採由下而上方式 

        對於校內同儕回饋進修方式之舉辦，宜以徵詢全體教師之意見及所共同關

注的主題，亦即以採由下而上方式，而非採由上而下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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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對教師的建議 

一、積極推展自我成長進修制度 

         利用同儕回饋方式，提供教師適切個人成長機會，增長班級經營、教學、輔

導等實質效益。 

 

二、培育深耕教師，帶動同儕成長風氣 

       研究顯示，資深教師專業成長的自我動機遠比年資遣教師佳，培育深耕教

師，經驗傳承並帶動學校同儕從事專業成長。 

 

 

肆、對後續研究的建議 

綜合以上個項研究結果，本研究尚有以下幾方面值得進一步探討： 

一、研究方法方面：可適當取樣做訪談：若能適當取樣作訪談、觀察，相

信對於資料完整的呈現有很大的幫助。  

二、研究變項方面：擴大研究變項之範圍：可擴大研究變項之範圍，校長

的領導、學校的結構、教師的人格特質、工作滿意度…..

等。 

三、研究工具方面：建立不同測量工具量表，從多角度來瞭解「校內同儕

回饋方式與教師專業成長」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