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論 

本章研究共分為五節，第一節研究緣起與研究動機；第二節研究目與問題；第 

三節名詞釋義；第四節研究方法；第五節研究範圍與限制。茲分數如下：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動機 

壹、研究緣起： 

教師素質關係著教學成敗，因此教師需不斷從事進修活動，增進自己專業之 

能成長，教師專業成長進修管道相當多元，有些來自於政府或民間機構辦理，有

些係屬自我進修或學校提供進修活動。在此林林總總的進修管道中，學校本為進

修最具有便利性，且能顧及教師需求。民國八十年間，所謂「同儕回饋」（peer feedback 

activities）與「專業成長」（professional growth）等名詞尚未像當今普遍被一般教 

師所重視。記得當時學校行政人員的校外研習機會與次數總是比一般教師來的多 

些。反觀一般教師要想參加校外相關課程研習，受到請假期間需自行尋找代課老

師授課等問題的困擾，又加上每所學校報名參加研習人數的受限，教務處不得不

以抽籤方式產生一位到二位的確定名額。因此大半教師一學期，甚至一學年也輪

不到校外（台北縣政府教育局主辦）研習的機會，例如教師電腦研習或電腦資訊

進階班等類別的熱門課程研習班，每當看到公文上報名日期，立即上網填報資料

報名，往往碰到就是名額已滿，讓想學習的教師碰著閉門羹，所謂「僧多粥少」

可見一般。再加上當時學校裡教師同儕間組成的「讀書會」亦不盛行，所以當時

一般教師若要自我專業成長就非得向參加校外的成長研習團體。我國國中在職教

師的專業成長，在民國74年教育部訂頒「中小學教師在職進修研究辦法」，以及

民國85年重新訂頒「高級中等學校以及幼稚園教師在職進修辦法」與「教師進修

研究獎勵辦法」，學校教師進修風氣才逐漸被學校教師所重視（謝瑞榮 民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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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88年6月23日公布之「教育基本法」第八條，教育人員之工作、待遇

及進修等權利義務，應以法律定之，教師之專業自主應予尊重。第十二條，推動

終身教育，以滿足國民及社會需要。民國84年8月9日公布之「教師法」第十六

條第三項，規定教師有參加在職進修、研究及學術交流活動之權利。第十七條第

五項，規定教師有從事與教學有關之研究、進修義務。第廿二條，規定各級學校

教師在職期間應主動積極進修、研究與其教學有關之知能。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

幼稚園教師在職進修辦法於民國85年10月2日公佈第三條，規定教師在職進修，

須與其本職工作或專業發展有關，其方式如下：一、參加研習、實習、考察。二、

進修學分、學位。三、其他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可之進修與研究。前項所稱本

職工作或專業發展係指教學與訓輔、課程與教材發展、教學評鑑、學校行政、教

育研究等專業與專門知能。 

現代社會是一個學習社會，現在學校已是一個以學校為本位的學習型組織有

機體，需要不斷的學習，才能促進組織的健全發展，藉由團隊學習活動的實施，

不僅能夠改變個人心智模式和自我超越，而且也能促進成員相互了解，增進團隊

學習能力。知識經濟時代，單打獨鬥已經不符合時代潮流，必須透過團隊學習與

合作，才能提升學校經營效能（國語日報 民91）。教師希望自己成為一個有效能

的師者，同時亦欲實踐教育理念，引導學生適應未來的新環境，以及因應未來社

會新挑戰，應隨著經濟、政治、社會的型態變遷，隨時提醒自己要永續不斷的專

業成長與創新，勤於學習。教師專業成長不能再被視為學年中某一天發生的事，

他必須事教育工作者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劉慶仁 民89）。 

貳、研究動機： 

一、台北縣國中學校每學期、每學年都會安排校內教師自我同儕進修或研習 

、讀書會、導師會報、各學習領域教學研究會等活動，據文獻研究得知探討「國

小教師專業成長」相關研究論文甚多，反觀探討「國中教師專業成長」之研究論

文甚少，再加上台北縣國中學校同儕回饋運作模式有哪些，一般教師不是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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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回饋是否能幫助學校教師專業成長？假若學校同儕回饋對教師專業成長沒有

助益，那就要了解有什麼困境？如何修正？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一。 

二、這幾年教育環境的大變革，如教育基本法的公布，學生受教權的凸顯， 

學校為中心的教育，教師的權利與義務，教師組織工會的聲浪喧囂塵上，家長會 

的權利擴張，九年一貫課程的推動，統整領域授課，合作協同教學，多元入學的 

策略一改再改，讓現今學校教師在教學知能、班級經營、專業態度等專業活動極 

須成長，以因應教育的新方針與政策。學校教師當今透過參加學校同儕回饋活動 

，包括「導師會報」、「各學習領域教學研究會」、「教學觀摩」等對專業成長（教 

學知能、班級經營、專業態度）關係的滿意度為何？激發研究者對台北縣國中教 

師同儕回饋與專業成長關係的研究動機，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二。 

三、據「台灣省國民中小學教師在職進修現況與需求調查結果分析」探討 

（王家通、丁志權、蔡芸、李惠明， 民86）有關教師在職進修研究，分別針對

台灣省國民中小學教師參加在職進修的現況參加在職進修效果的評價以及參加

在職進修的需求等加以探討。據該研究結果顯示由民國81年至86年舉辦研習情

形，只有11.1﹪的國中教師未參加校內舉辦的研習。一般國中教師參加校內研習

（1-20小時）情形頗為普遍。其中參加校內進修最多科目是輔導活動，有37.1﹪

的老師參加過，其次是29.8﹪的老師參加過電腦進修，班級經營13.7﹪，國文進

修有17.8﹪的老師參加國文進修，15.9﹪為行政與法令，比率低於5.0﹪者有健康、

美術、體育、音樂、家政與工藝。校內進修方式以「各科教學研究會」（67.8﹪）、

「專家演講」（64﹪）、「教學觀摩」（55.4﹪）等三種最普遍。就參加校內進修活

動的頻率，國中教師選填「一個月以內」參加一次進修者只有13.2﹪，其原因是

國中無每週例行停課進修時間。在校內進修幫助程度方面，「教學與輔導工作」

的兩項評價（認為「非常有幫助」與「有一些有幫助」）的比率共達80.6﹪，在

反面評價方面亦有19.4﹪。對校內進修配合教師需求的程度認為「非常配合」與

「大部分配合」的比率共達79.5﹪，反面評價方面亦有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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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校內進修時段的滿意度而言，認為（「非常滿意」與「滿意」）的比率70.2﹪ 

，反面評價方面亦有29.8﹪。對進修十八小時的合理性，持肯定態度者比率國

中教師為36.2﹪。對校內進修評鑑一半教師認為應「由學校組織委員會」來評

鑑，顯示許多教師較贊成校內自我評鑑（54.0﹪）。根據「台灣省國民中小學教

師在職進修現況與需求調查結果分析」研究結果，國中教師對校內進修時段的

安排不滿意比率較高，因為國中校內研習較難安排全校每週停課時日，讓教師

進修，因此，進而激發研究者對台北縣國中教師重視同儕會饋的重要性，此為

本研究動機三。 

四、綜觀當今國中從91年開始國一新生全面實施九年一貫課程，面對新 

的教學課程七大領域，教師是否積極參與學校同儕回饋團隊，來提昇教師教學 

知識、班級經營、專業態度教學反思等專業知能的不足。依教師法第四章「權 

利義務」條文詳述教師有參加在職進修、研究及學術交流等活動之權利，同時 

亦有從事與教學有關之研究、進修的義務。教育部亦訂有教師獎勵進修成長辦 

法，其中規定教師一年之內要進修十八小時或五年內進修九十小時（楊百世  

民89）。一位教師歷經職前師資培育階段，到在職教師階段，必須持續學習與 

研究，不斷專業成長，逐漸邁向專業圓熟境界（饒見維 民85）。21世紀是一 

個資訊爆炸、社會變遷快速、科技日新月異的時代，教育環境亦隨著變遷的資 

訊科技社會，不斷的改革與新的方針，教師教學更需不斷學習與進修，方能適 

應新的教育趨勢，以往一般提升教師專業成長進修類型有：1.利用各種時段（ 

夜間、例假日、寒暑假）各種機會，參加各項學術研討會、座談會、發表會、 

學會，獲取新知。2.投入學校或地區教中心的進修活動、觀摩教學、教學研討 

會或其他專業發展活動，與教育界的朋友交換心得。3.參與合作學習、同儕回 

饋，共同研究教師的教學實際工作，加強專業對話和交互作用，吸收別人優點 

，改進教學，以增進專業知能。4.進行教育研究，撰寫研究論文或著作，發表研 

究成果，接受批評和指教。5.研讀專業科目，應考研究所或進修四十學分班。 

6.培養批判反省能力（黃文樹 民87 ）。隨著全球經濟不景氣的影響，國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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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亦受到波及，各縣（市）教育經費拮据，以往教師參加校外研習只要學校

行政處室許可，均可以「公假」處理，課程部份由學校教務處或學務處主動協

助研習老師排代課。然今各縣（市）教育經費編列緊縮，凡正常教學期間教師

若參加校外研習，公文內有特別註明「公差」兩字，學校才會事前主動幫老師

排「代課」老師，亦可申請差旅費。若只是「公假」兩字，老師若欲參加研習，

教師就得自行處理「代課」問題，同時不得申請領差旅費。台北縣政府教育局

雖然將部份研習時數安排在星期六、日或寒、暑假日，然總會影響教師們處理

私人之事時間，一方面亦影響教師須與家人、子女增進親子關係的機會。因此

學校利用「同儕回饋」的學習型組織，增進教師「專業成長」機會，是教育行

政機關面對「經費」拮据問題與解決教師參加研習「公假」須面對「代課」問

題之困擾的便捷機制。當今各縣（市）教育經費拮据，辦理教師成長研習大多

安排在假日時間，對教育行政機關而言雖然可減少教師代課鐘點費龐大支出壓

力，但對承辦學校或參與教師而言，放假日參加研習活動的意願缺缺，學校為

湊足規定人數，不是私下拜託老師參加，就是聯繫學生家長代表列席。事前的

聯繫作業，使得學校行政人員大費周章，此現象在偏遠學校而言特別嚴重。學

校自行辦理教師進修情形，日益普遍，以學校為中心的「教師專業成長」，不

但方便教師進修，又能使課程切合教師的實際需要，同時學校在軟硬體與主客

觀條件（如場所、設備、師資）等相關措施均較為充實與完善。「同儕回饋」

打破教師的結構化沉默，也反映出學校教師「協同」成長的理念。英美的學校

系統有一個趨勢，就是走向「學校本位」，其中「分享式」成為教師專業成長

主體（高強華 民86）。因此，回歸教學現況，激發研究者對台北縣國中教師同

儕回饋與專業成長關係，此為我研究動機之四。 

五、教育改革的希望在教師，新課程、新教材的編訂與推動亦在專業的 

教師，面對波濤洶湧的教育改革，今日教師不但只是過去的「傳道」、「授業」 

、「解惑」，更應運用「同儕回饋」團隊模式，成長教師自我「教學知能」、「 

班級經營」、「專業責任」之專業，為我研究動機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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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壹、研究目的：  

      綜合以上研究動機，本研究有以下之目的： 

      一、探討「同儕回饋方式」與教師「專業成長」之相關問題。 

二、探討台北縣立國中推動同儕回饋方式〈包括導師會報、教學觀摩、各學習領域 

研究會〉對教師「專業成長」的影響。並探討教師從「專業成長」〈包括教學

知能、班級經營、專業責任〉等指標中，了解學校推動同儕回饋方式對教師 

專業成長的助益。 

三、歸納研究結論與建議，提供教育主管當局作為學校推動教師同儕回饋措施之參 

考。 

 

 

貳、研究問題： 

 

根據前述研究緣起與研究目的之分析，本研究擬探討下列各項問題： 

一、教師「同儕回饋」（導師會報、教學觀摩、各學習領域研究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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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 

三、教師「同儕回饋」方式對「專業成長」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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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為使本研究所使用之名詞意義更為明確，茲將一、「國民中學」，二、「同儕回 

饋方式」（「導師會報」、「教學觀摩」、「各學科領域教學研究會」），三、「專業成長」

（「教學知能」、「班級經營」、「專業責任」），重要名詞加以釋義如下： 

 

壹、國民中學（junior high school） 

   本研究的國民中學，係根據國民教育法設置之公私立國民中學。本研究限於人 

力，僅以台北縣公立國中學校為主，不包括私立國中或特殊學校。 

 

貳、同儕回饋（peer feedback activities ） 

所謂「回饋」是指對學習者提供正確訊息形成增強作用或提升動機的訊息。 

本研究所謂「同儕」是界定為學校內的教師與教師於校內參加以學校為中心的導師

會報、觀摩教學、各學科領域教學研究會等三層面，以專業對話、彼此討論、批判、

相互請教等機會彼此經驗分享，獲得專業的成長並且增廣教育知識領域的層面。透

過學校學習型組織及學校本位管理等學習團隊，進行同儕進修與回饋，推動團隊學

習，增進組織效能，強化適應變遷能力。 

茲就本研究同儕會饋之三向度：導師會報、教學觀摩、各學習領域教學研究會分述 

釋義。 

 

  一、導師會報（classroom teacher’s meeting） 

本研究導師會報，是指學務處在學期行事曆上安排週次，教師參加導師會報， 

檢討訓導工作實施情形，報告輔導工作推行情形，處理班級學生偶發事項並協助學 

校推展校務工作，協助學務、教務處推展各項教育訓練工作，傳達及推行政令，導 

師具有管教學生與推展校務兩方面的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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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學觀摩（teaching demonstration） 

本研究教學觀摩，是指學校教師在開學校務會議之後，各學科領域教學研究會

中，安排教學觀摩活動與負責之教師，利用各學科領域教學研究會之機會，觀摩其

他教師教學示範，了解單元教學活動進行情況、教學研究、單元目標設計、教學方

法、教師與學生互動、教具運用、班級管理、教學評量等方面之特色與優點。配合

教育教學改革，參加教學觀摩，提升個人班級經營、教學知能、專業責任、教學反

思等專業成長。 

 

  三、各學習領域教學研究會（teaching workshop for learning areas ） 

本研究各科教學研究會是指結合學校相關任教教師，彼此相互研究各學科領域

課程及教學教材教法等，做投入教材及教學知能研究之分析，以提昇教師專業的知

能。組織教師教學專業社群，發展進步之教育。整合各項教學資源及其介面，建置

教師討論溝通的平台。以國中九年一貫課程七大學習領域（語文、健康與體育、社

會、藝術及人文、自然與科技、數學及綜合活動）為範圍，成立各學科領域教學研

究會，實施方式應就學校規模、教師數的多寡，作為學校實施各學科領域教學研究

會的次數，一般學校在一學期當中最少會安排在開學時段或段考下午，共計四次之

多。 

參、專業成長（professional growth） 

本研究根據Maslow的需求層次論、Covington自我價值論及Vroom的期望理

論，整理出教師專業成長的驅力與動機。所謂「專業」是指學校教師透過校內讀書

會、導師會報、各學習領域教學研究會、觀摩教學等活動機會與同儕互動，培養及

增進教學特殊知能與專門技術。所謂「成長」有增長、進步、成熟之意，本研究是

指教師在學校本位管理、校內學習型組織活動中同儕互動過程階段裡，導師、行政

者的專業成長，故界定在班級經營、教學知能及專業責任等三向度的充實與增長。

茲就本研究專業成長之三向度：教學知能、班級經營、專業責任分述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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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學知能（instructional ability） 

 

本研究教育知能是指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具有清晰與準備的溝通，發問、討論的

技巧，班級學生參與投入學習情形，及時提供回饋給學生。持續不斷為學生找尋好

的學習內容和方法，表現彈性與適當的回應。 

  
 

  二、班級經營（classroom management） 

 

本研究班級經營指透過師生之間互動，使班級內師生互動良好，並營造一個具

尊重和諧良好關係的班級環境及教學空間的安置，是一種團體互動共同思考的經營

管理方式，教師利用班級經營組織理念，處理學生行為，建立學習氣氛的班級文化，

讓學生在班級規範中養成自治自律的習慣，協助學生作有效學習，完成教學目標。  

 

   

三、專業責任（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ies） 

 

本研究專業責任是指教師對教學的自我省思，應用於未來教學的改進，保持正

確的教學紀錄，與家長溝通情形，鼓勵家長參與教學計畫活動，對學校及學區之貢

獻，參與學校與學區的研究計畫，專業的成長與發展，表現具專業水準的教學品質 

，參與專業化的特殊組織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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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方法 

 

壹、研究方法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所採行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獻分析法、問卷調查法，茲說明如

下： 

一、文獻分析法： 

本研究文獻資料來源包括中、外期刊、雜誌與未出版的學位論文及一般資料，

是於台北市國家圖書館與國立政治大學中正圖書館與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資料 

中心等參閱蒐集影印相關「同儕回饋」、「專業成長」未出版的碩博士學位論文、期

刊及中、英文書籍。 

二、問卷調查法： 

本研究以台北縣國中教師為研究對象，採用自編的「台北縣國中教師同儕回饋

對教師專業成長之研究」作為本研究調查工具，調查問卷（如附錄一），以隨機取 

樣為樣本，來蒐集本研究欲研究的相關資料，探討分析同儕回饋（導師會報、教學

觀摩、各學習領域教學研究會）對專業知能、班級經營、專業責任指標中專業成長

等因素間之關係與助益。 

 

貳、研究流程  

本研究才行的流程有： 

一、擬定研究計畫：針對研究動機，閱讀國內外相關文獻，與教授討論，確定研究 

主體，準備做研究所需的資料。 

 

二、文獻蒐集與閱讀：蒐集有關的文獻資料，討論與分析，作為理論的依據、研究 

架構以及編制問卷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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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編制研究問卷：將蒐集來的各種問卷與教授討論後，編制所使用的「預試問卷 

」。 

四、實施預試問卷調查：透過因素分析、項目分析、信度分析後，修正編制成「正 

試問卷」。 

五、實施正式問卷調查：對台北縣立國中學校教師實施問卷調查。 

六、撰寫論文：根據資料分析結果，作成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流程圖，如圖1-1所示： 

 

  

 

 

 

 

確立研究題目 擬定研究計畫 蒐集資料 擬定問卷初稿

因素分析 修正問卷 問卷預試編制問卷 

 

 撰寫論文分析歸納資料 實施問卷調查正式問卷定稿 

 

                               圖1-1  本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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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一、就研究對象而言 

  本研究僅以台北縣公立國中合格教師為研究對象，包括主任、組長，但不包括校長。 

 

二、就研究地區而言 

    本研究僅以台北縣立國中教師為研究對象，不包括私立學校和特殊學校。 

 

三、就研究時間而言： 

        本研究蒐集的文獻以2002年9月以前出版者為主；問卷調查部分則以2003年2月

間所得的資料為準。 

 

貳、研究限制 

本研究因受限於人力、財力及時間等因素，故研究範圍僅限定台北縣立國中教師為

施測對象，文獻探討之相關資料亦僅限於我國、美國等少數國家，未盡周延，因此，本

研究結果之推論尚有其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