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台北縣國中教師同儕回饋與教師專業成長關係之研

究，依據研究動機、研究目的及文獻探討評析的結果，以台北縣國中學校教

師為研究對象，以問卷調查的方式為主，訪談為輔，彙整蒐集資料之後進行

統計分析，俾以回答研究問題。本章共分為七節，分別是：第一節、研究架

構；第二節、研究對象；第三節、研究工具；第四節、研究方法；第五節、

實施程序；第六節、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第七節、研究的進程。 

 

第一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依據前述研究動機、研究目的、待答問題與相關理論基礎與文獻

分析整理後，提出如下圖3-1圖： 

本研究特別著重在研究路徑：台北縣國中教師同儕回饋的方式與專業

成長關係，兩組間是否有助益？有何困境？ 

  

       1.教學觀摩  

2.導師會報 

性別 

性別 

 

 

 

教師專業成長

 

 

1.教學知能 

2.班級經營 

3.專業責任 

 

教師校內同儕回饋方式

 
 

1.教學觀摩  

2.導師會報 

3.各學習領域教學研究會

基本資料 

（背景變項） 

1.性別 

2.擔任職務 

3.最高學歷 

4.服務年資 

5.學校規模 

6.學校所屬類型 

圖3-1 本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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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架構說明： 

          本研究在探討台北縣公立國中教師同儕回饋運作模式有哪些？與專業

成長之關係？以教師個人（性別、擔任職務、最高學歷、服務年資）和環

境變項（學校規模、學校所在類型）為自變項，教師校內同儕回饋（導師

會報、各學習領域教學研究會、教學觀摩）與教師專業成長（教學知能、

班級經營、專業責任）為依變項，探討兩者之間關係與同儕回饋是否能預

期幫助教師專業成長？學校教師參加學校內同儕回饋與專業成長的實際成

效？學校教師參加學校內同儕回饋與專業成長的預期成效？學校教師參加

學校內同儕回饋與專業成長有何助益與困境？ 

本研究主要是使用「問卷調查法」，其架構分為基本資料與問卷內容二

大部分，分別簡介如次。 

一、基本資料 

基本資料之背景變項包括自變項與依變項。其目的則在於了解受試者是

否會因所在學校的不同背景，而對問卷的意見有差異。茲說明此二變項如下： 

自變項：分別包括性別、學歷、擔任職務、服務年資、學校規模、學校

所在類型。  

性別：區分為男、女兩類。 

學歷：區分為專科、一般大學、師範大學（學院）、研究所畢（結）業、

博士。 

擔任職務：區分為主任、組長、導師、專任教師 

服務年資：區分為未滿5年、5-10年、11-20年、21年以上。 

學校規模：區分為區分為12班以下、13-24班、25-59 班、60班以上。 

學校所在類型：一般地區、偏遠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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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變項：分別包括教師同儕回饋之教學觀摩、導師會報、各學習領域教

學研究會等三向度。教師專業成長之教學知能、班級經營、專

業態度等依變項。  

二、同儕回饋 

        包括導師會報、各學習領域教學研究會、教學觀摩等依變項，是以受試

教師在國中教師同儕回饋之調查問卷為基準。 

 

1.導師會報 

2.教學觀摩 

                                      3.各學習領域教學研究會 
 

 

圖3-2  本研究同儕回饋內容向度 

 

三、專業成長 

        包括教學知能、班級經營、專業責任等三個向度，是以受試教師在國中

教師專業成長之調查問卷為基準。 

同儕回饋方式 

專業成長 

 

1.教學知能 

2.班級經營 
3.專業責任 

 

圖3-3 本研究專業成長內容向度 

 

四、研究路徑：旨在探討台北縣國中校內教師同儕回饋三種方式對專業成 

長三向度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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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對象為台北縣立國民中學（63所），依台北縣教育局將所轄國

中分為九大區，以分層隨機抽樣方式，先抽取27所國中（依學校所屬類型

分為：一般地區及偏遠地區，一般地區21所，偏遠地區6所）為樣本學校，

問卷對象是現職北縣國中教師（包括教師兼行政之主任、組長），各校發出

及回收問卷數如表3-1： 

表3-1調查問卷研究樣本分配表 

編號 區別 學校名稱 寄出份數 收回份

數 

百分比

﹪ 

備註 

1 板橋國中 20份  19份 95 一般地區 

2 土城國中 20份  20份 100 一般地區 

3 

板橋區 

中正國中 20份  20份 100 一般地區 

4 三峽國中 20份  17份 33 一般地區 

5 尖山國中 15份   5份 100 偏遠地區 

6 

三鶯區 

鶯歌國中 20份 18份 90 一般地區 

7 自強國中 20份  20份 100 一般地區 

8 中和國中 20份  19份 95 一般地區 

9 

雙和區 

積穗國中 20份  19份 95 一般地區 

10 汐止國中 20份 18份 90 一般地區 

11 青山國中 20份 18份 90 一般地區 

12 

七星區 

樟樹國中 20份 19份 95 一般地區 

13 五峰國中 20份 18份  90 一般地區 

14 文山國中 20份 18份  90 一般地區 

15 

文山區 

深坑國中 20份 18份  90 一般地區 

16 欽賢國中 15份    5份 33 偏遠地區 

17 平溪國中 15份   5份 33 偏遠地區 

18 

瑞芳區 

瑞芳國中 15份  5份 33 偏遠地區 

19 竹圍國中 15份  5份 33 偏遠地區 

20 三芝國中 15份  5份 33 偏遠地區 

21 

淡水區 

正德國中 20份 19份 95 一般地區 

22 明德高中 20份 19份 95 一般地區 

23 光榮國中 20份 18份  90 一般地區 

24 

三重區 

蘆洲國中 20份 18份  90 一般地區 

25 八里國中 20份 18份  90 一般地區 

26 丹鳳國中 20份 18份  90 一般地區 

27 

新莊區 

新泰國中 20份 18份  90 一般地區 

總             計 510 份  419份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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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壹、預試問卷編製依據 

  本預試問卷參考國內專家學者曾編製的問卷，提取與本研究相關的題

目，重新編寫。本研究參考的相關問卷計有：李方琪（民91）「台南市國民

小學教師研習活動實施現況之研究」、徐敏榮（民91）「國民小學教師評鑑

規準之研究」、王淑怡（民91）「國民小學教師教學效能指標之建構」、吳和

堂（民89）「國民中學實習教師教學反省與專業成長關係之研究」、阮靜雯

（民89）「國民小學學校本位教學視導與教師專業成長」、馮莉雅（民88）

「國中教師教學校能評鑑之研究」、蔡芸（民86）「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發展

之研究-以台灣省國民中學教師為例」、劉世閔（民85）「教師專業成長與在

職教育研究」、蔡碧璉（民82）「國民中學教師專業成長與其形象知覺之研

究」、等問卷。然後與指導教授多次討論，並依指導教授之分析意見，將不

當或有疑慮題目加以刪改修正。 

 

貳、預試問卷的編製過程 

 本問卷經過預試程序，包括初稿的擬定、再將所擬之預試問卷、進行預

試，問卷之分析採因素分析，以建立問卷的信度與效度。預試問卷大綱內

容（參見附錄二），茲分別說明問卷預試的程序如下： 

（一）貴校實施校內教師同儕回饋與專業成長中的「教學知能」關係

（1∼15題）。 

（二）貴校實施校內教師同儕回饋與專業成長中的「班級經營」關係

（16∼35題）。 

（三）貴校實施校內教師同儕回饋與專業成長中的「專業責任」關係

（36∼50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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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問卷初稿。藉此問卷了解台北縣國中教師同儕回饋方式與教師專

業成長之關係。 

 

參、預試問卷的確定 

依各專家學者曾編製問卷篩選並補充，並經指導教授指正初稿缺失並

給予潤飾題目文字之後，確定預試題目，預試問卷是採李克特式五點量表

的計分方式，根據受試者的實際知覺與感受之符合程度填答，從「完全同

意」、「很同意」、「普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五點量表（5-4-3-2-1），

共有五個選項，依次分別給予五分至一分的計分，並給予統計因素分析。

貴校實施校內教師同儕回饋與專業成長中的「教學知能」關係（1∼15題）。

貴校實施校內教師同儕回饋與專業成長中的「班級經營」關係（16∼35題）。

貴校實施校內教師同儕回饋與專業成長中的「專業責任」關係（36∼50題）。

問卷初稿計有50題。 

 

肆、預試問卷分析及完成正式問卷 

一、預試問卷確定後，隨即實施預試。預試對象選取台北縣立中正國中、

五股國中、鶯歌國中、尖山國中、板橋國中、三峽國中、土城國中等七所

校內國中教師（包括主任、組長），於九十二年一月五日寄出，發出120份，

收回101份，回收率為84.17﹪。採用預試問卷調查方式，擬預試調查樣本

（參見表3-2）。 

預試結果以 SPSS11.0版進行統計分析，所採用之統計分析方法為項目

分析，分別依據問卷之三大領域進行遺漏檢驗與描述統計檢測、極端組比

較、同質性檢驗、因素分析等，並做成綜合判斷表。在項目分析部分，主

要是依各分量表總分，取前後各 25％的人為高低分組，進行t檢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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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部分則是採用最大變異法萃取因素，並以主軸法進行正交轉軸；信度 

 

分析部分採用適合李克氏量表的α信度。其結果如下分析所示 

（一）樣本基本資料分析統計表（參見63頁） 

（二）教學知能領域預試結果（參見附錄三） 

（三）班級經營領域預試結果（參見附錄四） 

（五）專業責任領域預試結果（參見附錄五） 

 

表3-2 預試調查樣本分配表 

編

號 

預試學校名 預試發出問卷數 實際回收卷數 百分比﹪ 

1 中正國中 20 20 100 

2 五股國中 20 18 90 

3 鶯歌國中 20 12 60 

4 尖山國中 10 10 100 

5 板橋國中 20 11 55 

6 三峽國中 20 20 100 

7 土城國中 10 10 100 

總    計 120份 101份 8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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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式問卷 

本問卷以 SPSS11.0版進行統計分析，所採用之統計分析方法為項目分

析，分別依據問卷之三大領域進行遺漏檢驗與描述統計檢測、極端組比較、

同質性檢驗、因素分析、項目分析等，並做成綜合判斷表。依據統計綜合

判斷及因素分析結果將預試問卷題目50小題中的「教學知能」領域擬刪除

第13、15題，其原因是因素負荷不明顯；在「班級經營」領域擬刪除第29、

33、35、16、17題，其原因是因素負荷不明顯；在「專業責任」領域擬刪

除，第39、46題，其原因是因素負荷不明顯，而37、40兩題合併為正式問

卷第40題，即形成正式問卷40小題（參見附錄一）。 

本研究正式問卷「台北縣國中教師對於實施同儕回饋方式與教師專業成

長關係之研究」，問卷的內容共分二部分：一為基本資料；二為同儕回饋與

教師專業成長之關係，共設計三大題，一、教學知能（15小題），二、班級

經營（14小題），三、專業責任（11小題），共計40小題為研究正式題目。

茲將各題之列述如下： 

一、教學知能                                

1、能配合學生個別差異給予適切評量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2、能依學生個別學習差異給予適切不同的教學輔導 

3、能配合上課進度引起學生主動提出問題討論 

4、考卷題目或作業批改之文字敘述清楚明白讓學生易懂 

5、能依學生個別差異給予適切發問技巧 

6、能確切明瞭學生學習起點目標與行為 

7、能適當採用教材與教學方法引起學生學習意願 

8、能在授課講述時口語用詞表達清晰具體 

9、能配合學生的需要適切調整教學方法引起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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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能在上課時間運用多媒體資訊進行教學 

 

11、能充分準備課程引起學生高度學習興趣 

12、能指導學生認真完成作業與習作 

13、指導學生寫作作業能達到一定水準與品質  

14、能根據教學活動給予學生分組合作與共同討論機會 

15、能在教學過程中安排學生合作學習腦力激盪 

 

二、班級經營                                      

 

16、能協助學習障礙學生採取適當的補救教學 

17、能善用班級家長與社區志工資源 

18、能提供教具以提高學生學習興趣 

19、能配合各科教學進度與情境作為佈置教室題材 

20、教室佈置能配合學生學習教材與校內活動所需 

21、能依公平正義原則處理學生間所發生之問題 

22、能養成學生遵守班規的態度和行為   

23、能維持班級內師生間的互信與和諧 

24、能教導並有效改正學生偏差行為 

25、能教導學生成為有禮貌的班級 

26、能依學生行為良好表現給予適度的獎勵與讚賞 

27、能建立班級學生良好的學習楷模 

28、能營造班級學生彼此間良好互動與氣氛 

29、能使師生共同協商討論訂定班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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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業責任                                 

30、能積極參與教學、輔導有關的研習活動 

31、能督促學生作業寫作並如期繳交作業 

32、能積極主動吸收與教學有關的新知與訊息 

33、能從學生評量結果得知學生學習障礙，以作補救教學之參考 

34、能對學生學習過程詳實記錄並建檔以作教學輔導資料 

35、能與教師同儕間專業對話並共同討論教學困境 

36、能遵守教師聘約內容以維護校譽 

37、能積極維護學生受教權益 

38、能經常對自我教學進行省思檢討 

39、能增進與其他教師分享心得與經驗之意願 

40、能隨時與學生家長保持密切聯繫，共同關心學生學習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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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實施程序 

本研究的實施程序，大致尚可分為準備階段（蒐集文獻資料、撰寫文

獻探討、編製問卷）、實施階段（調查問卷寄發、資料處理分析）即完成階

段（撰寫論文初稿、修訂、審查論文）。 

壹、準備階段 

本研究自91年9月確定研究主題後，即開始蒐集、閱讀、分析、整理

相關文獻資料，並統整歸納國內、外相關的研究成果，已決定研究向度，

進行調查問卷初稿的草擬，待初稿完成後，請專家、學者針對研究問卷提

供修改意見，編製成預試問卷。 

貳、實施階段 

本研究係以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實證，以探討教師個人變項、學校環

境變項與學校教師同儕回饋與專業成長之影響，並探究台北縣學校教師同

儕回饋與專業成長之關係？決定問卷向度後，根據所蒐集資料，編製成預

試問卷，進行問卷預試，並根據預試結果進行項目分析、因素分析、信度

分析，以篩選、修訂題目，並根據預試結果編製成正式問卷。寄發問卷、

進行施測、回收、整理、登錄問卷施測結果，進行資料分析，撰寫研究論

文。 

一、預試 

本研究在問卷初步完成後，隨即以台北縣中正國中、三峽國中、尖山

國中、板橋國中、鶯歌國中、五股國中、土城國中等七所學校教師做為樣

本進行預試，預試時間是民國92年1月2日至92年1月15日，接著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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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預試問卷，預試問卷採用因素分析、項目分析等，然後編成正式

問卷（參見附錄一）。 

 

二、正式施測 

完成後，隨即附上「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函（參見附錄十五）寄

發至台北縣國中 27所學校進行調查，實施正式問卷調查的時間於民國 92

年 4月進行。目前台北縣共有 63所公立國中（不包括完全中學），即是本

研究之母群體，本研究擬以分層隨機抽樣（按一般地區、偏遠地區），抽一

般地區國中21所，偏遠地區6所，作為本研究的樣本學校。每一所學校依

班級數多寡做問卷調查的老師（包括主任、組長）數，所以共計發出 510

份。為了提高研究調查問卷之回收率，除了在每份研究調查問卷中說明研

究目的之外，亦以電話聯絡，冀能得到其協助與合作，並請於填答完問卷

後，儘速投郵寄回，以利後續資料之處理分析，最後剔除出無效問卷，並

進行編碼、登錄、輸入電腦等作業，再以描述性統計進行資料校正，確定

資料無誤後，即進行統計分析。 

 

參、完成階段 

本研究正式問卷於民國92年4月5日開始寄出510份，至5月5日回

收有效問卷數共計 419份，5月 25日完成統計分析。並繼續進行論文撰寫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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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 

本研究自編的「台北縣國中教師同儕回饋對教師專業成長關係之研究」

調查問卷經施測後回收，剔除基本資料不全、空白或作答不完全之問卷，將

有效問卷加以編碼及資料登錄後，採用採用SPSS（Statistical Package for Social 

Science）11.0 for Windows套裝統計軟體，進行題目項目分析、因素分析。 

 

壹、資料處理原則 

本研究問卷預試或正式施測，均以下列步驟整理資料： 

一、資料檢核 

當正式問卷調查回收後，逐一檢視每份問卷的填答情形，凡資料填寫

不全的問題，即予以剔除。 

 

二、資料編碼 

對於每份有效問卷依序予以編碼，便鍵入電腦儲存，使問卷調查資料

成為系統的數據。 

 

三、資料核對  

當問卷調查資料完成電腦建檔後，列印資料加以核對，修正可能的錯

誤，使調查資料能夠正確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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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統計分析 

一、次數分配（frequences）與百分比 

    本研究使用次數分配與百分比等方式，試圖了解國中教師參加此次同

儕回饋（導師會報、教學觀摩、各學習領域教學研究會）與專業成長研究

樣本基本資料的所有情形。 

二、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one - way  ANOVA） 

本研究以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考驗不同背景的國中教師對同儕

回饋方式如何影響其專業成長各領域上之看法的差異情形。即分別以基本

資料內「性別」、「擔任職務」、「最高學歷」、「服務年資」、「學校規模」、「學

校類型」為「自變項」，以受試者針對不同的同儕回饋方式（導師會報、教 

學觀摩、各學習領域教學研究會）對其專業成長（教學知能、班級經營、

專業責任）的影響之九種組合為「依變項」，進行F檢定即事後比較。 

三、相依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paried-sample one  way  ANOVA） 

本研究以相依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探討何種同儕回饋方式（導師

會報、教學觀摩會、各學習領域教學研究會）最能分別促進何種專業成長

的發展。即以同儕回饋為自變項，分為導師會報、教學觀摩會、各學習領

域教學研究會三個水準，而分別以教學知能、班級經營、專業責任三種專

業成長為依變項，探討同一樣本的受試者認為何種同儕回饋方式最能分別

促進何種專業成長的發展。 

四、皮爾森積差相關（Pearson  coefficient） 

本研究以皮爾森積差相關來探討受試者回答的「同儕回饋次數」與他

們自己評定的「同儕回饋方式對專業成長的影響」兩者間的相關情形，用

以瞭解目前國民中學現行的導師會報、教學觀摩會、各學習領域教學研究

會三種同儕回饋方式參加的次數多寡是否有助於專業成長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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