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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高級中學導師情緒管理與班級經營效能之關係。除

蒐集、閱讀、整理、歸納有關情緒管理及班級經營效能之理論與相關研

究外，提出研究架構，並經問卷原編製者同意，採用周世娟（2004）所

編製之「國民小學級任教師情緒管理問卷」改編而得及王金樑（2003）

所編製「高職導師班級經營策略與班級經營效能問卷」之「班級經營效

能量表」研究工具、並以新竹縣市、桃園縣、台北縣市、基隆市等高級

中等學校（包含高中、高職與綜合高中）導師作為研究對象，學生為施

測對象，進行問卷調查。並就調查所得資料進行描述統計、單因子變異

數分析、t考驗、Ｐearson 積差相關分析、多元逐步迴歸統計等統計方

法考驗，並依分析結果加以討論。 

並依據第四章之研究結果與相關文獻之綜合討論，以形成結論、提

出建議，提供高級中學導師、教育行政機關及未來相關研究之參考。 

 

第一節  結論 

綜合前述的研究分析結果與討論，本研究獲得之結論歸納如下所

述： 

壹、高級中學導師情緒管理與班級經營效能之現況分析  

一、高級中學導師情緒管理 

就整體情緒管理而言，每題平均數為3.38分，屬於中高分組，亦即

高級中學導師情緒管理趨向高分。情緒管理各層面的高低順序是「情緒

的調整」、「情緒的表達」、「情緒的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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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中職導師班級經營效能之現況 

就整體班級經營效能而言，每題平均數為3.41分，屬於中高分組，

亦即高級中學導師班級經營效能為趨向高分。班級經營效能的各層面其

高低順序是「師生互動」、「學生輔導」、「班級氣氛」、「班級常規」、

「教學管理」。 

貳、不同背景變項之高級中學導師情緒管理的差異情形  

針對性別、年齡、任教年資、教育程度、學校隸屬與班級規模等教

師背景變項與情緒管理的關係探討，本研究分析結果發現如下： 

一、不同性別導師在情緒管理上的差異情形  

不同性別的導師在「整體情緒管理」與「情緒的察覺」層面均達顯

著水準差異，而在「情緒的表達」與「情緒的調整」等層面未達顯著差

異。在本研究分析中，女導師得分均高於男導師。 

二、不同年齡階段的導師在情緒管理上的差異情形  

不同年齡階段的導師在「整體情緒管理」及其各項層面皆達顯著差

異；在整體與各項層面中，均顯現出「28歲以下」導師的表現顯著高於

「50歲以上」導師的表現。在「情緒的察覺」層面則顯示出「29-33歲」、

「34-40歲」、「41-49歲」導師的表現顯著高於「50歲以上」導師的表

現。  

三、不同任教年資之導師在情緒管理上的差異情形  

不同任教年資的導師不論在「整體情緒管理」或各分項層面上，皆

無顯著差異。由此可知，導師的情緒管理並不會因為任教年資的多少而

有所影響。 

四、不同教育程度之導師在情緒管理上的差異情形  

不同教育程度的導師不論在「整體情緒管理」或各分項層面上，皆

無顯著差異。由此可知，在國內的開放政策、師資培育多元化之下，加

上教師實習制度訓練紮實，因而不同教育程度的導師其情緒管理表現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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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異。 

五、不同學校隸屬的導師在情緒管理上的差異情形 

不同學校隸屬的導師在「整體情緒管理」及其各項層面皆達顯著水

準差異；在整體與各項層面中「公立學校」顯著均高於「私立學校」之

表現。 

六、不同班級規模的導師在情緒管理上的差異情形 

不同班級規模的導師在「整體情緒管理」及「情緒的表達」與「情

緒的察覺」層面皆達顯著水準差異，但在「情緒的調整」卻未達顯著水

準。由此可發現，班級學生數的多寡，會影響到導師的情緒管理，但此

一部份相關文獻較少討論，因此有待進一步的研究與探討。 

參、不同背景變項之高級中學導師班級經營效能的差異情形  

針對性別、年齡、任教年資、教育程度、學校隸屬與班級規模等教

師背景變項與班級經營效能的關係探討，本研究分析結果發現如下： 

一、不同性別導師在班級經營效能上的差異情形  

不同性別的導師在「整體班級經營效能」、「師生互動」、「教學

管理」與「班級氣氛」層面均達顯著水準差異，而在「班級常規」與「學

生輔導」等層面未達顯著差異。由本研究分析中，整體與各層面女導師

的得分均高於男導師。 

二、不同年齡階段的導師在班級經營效能上的差異情形  

不同年齡階段的導師在「整體班級經營效能」及其各項層面皆達顯

著差異；在整體與各項層面中，均顯現出「28歲以下」導師的表現顯著

高於「50歲以上」導師的表現。在「學生輔導」與「教學管理」層面則

顯示出「29-33歲」、「34-40歲」、「41-49歲」導師的表現顯著高於

「50歲以上」導師的表現。 

三、不同任教年資之導師在班級經營效能上的差異情形  

不同任教年資的導師在「整體班級經營效能」、「班級常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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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輔導」、「教學管理」及「班級氣氛」等分項層面上，皆達顯著差異。

而在「師生互動」層面未達顯著差異。當中以「1-5年」較「16-25年」

來的佳。 

四、不同教育程度之導師在班級經營效能上的差異情形  

不同教育程度的導師不論在「整體班級經營效能」或各分項層面

上，皆無顯著差異。由此可知，在國內的開放政策、師資培育多元化之

下，加上教師實習制度訓練紮實，不同教育程度的導師其班級經營效能

表現無差異。 

五、不同學校隸屬的導師在班級經營效能上的差異情形 

不同學校隸屬的導師在「師生互動」、「學生輔導」、「教學管

理」及「班級氣氛」等層面皆達顯著水準差異，但在「整體班級經營

效能」、及「班級常規」層面皆未達顯著水準差異。其中「學生輔導」

與「教學管理」層面中「私立學校」得分均高於「公立學校」之表現；

而在「師生互動」與「班級氣氛」層面中「公立學校」得分均高於「私

立學校」。 

六、不同班級規模的導師在班級經營效能上的差異情形 

不同班級規模的導師在「整體班級經營效能」及其各層面上皆達顯

著水準差異。由此可發現，班級學生數的多寡，會影響到導師的班級經

營效能，本研究中全班人數以「36-40人」、「41-45人」、「46人以上」

等均高於「35人以下」。 

肆、不同背景變項之高級中學導師班級經營效能的差異情形  

關於高級中學導師情緒管理與班級經營效能的關係，本研究分析統

計結果後，發現如下： 

一、高級中學導師「整體情緒管理」與「班級經營效能」有顯著的正相

關。 

二、高級中學導師情緒管理各分項層面與班級經營效能各分項層面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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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顯著正相關。 

三、高級中學導師「整體情緒管理」與班級經營效能各分項層面均達顯

著正相關。 

四、高級中學導師「整體班級經營效能」與情緒管理各分項層面均達顯

著正相關。 

由本研究結果可知，高級中學導師情緒管理能力會影響其對教學工

作是否能勝任，也會影響其班級經營效能。故導師情緒管理與班級經營

效能有關係，導師能否展現成熟的情緒管理能力，和其是否能創造出良

好的班級經營效能有關係。 

伍、情緒管理能力不同之高級中學導師其班級經營效能的差

異情形  

本研究將高級中學導師「整體情緒管理」之得分分為高分組和低分

組，並分析「整體班級經營效能」和各分層面的差異情形。研究發現，

「整體情緒管理」高分組和低分組之級任教師，其學生所知覺之「整體

班級經營效能」和班級經營效能中的各分項層面均達顯著差異，分析平

均數發現具有高分組之得分顯著高於低分組的現象。即高級中學導師

「整體情緒管理」能力愈佳，學生知覺「整體班級經營效能」和班級經

營效能中的各分項層面的感受亦較佳。 

陸、高級中學導師情緒管理對班級經營效能的預測分析 

關於高級中學導師情緒管理對班級經營效能的預測情形，依據統計

結果，發現如下： 

一、情緒管理層面中，「情緒的調整」、「情緒的表達」、「情緒

的覺察」對「整體班級經營效能」具有正向的預測作用。 

二、情緒管理層面中，「情緒的調整」、「情緒的表達」、「情緒

的覺察」對班級經營效能中「師生互動」層面具有正向的預測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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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情緒管理層面中，「情緒的調整」、「情緒的表達」、「情緒

的覺察」對班級經營效能中「班級常規」層面具有正向的預測作用。 

四、情緒管理層面中，「情緒的調整」與「情緒的覺察」對班級經

營效能中「學生輔導」層面具有正向的預測作用。 

五、情緒管理層面中，「情緒的調整」與「情緒的覺察」對班級經

營效能中「教學管理」層面具有正向的預測作用。 

六、情緒管理層面中，「情緒的表達」與「情緒的覺察」對班級經

營效能中「班級氣氛」層面具有正向的預測作用。 

由本研究結果可發現，導師的情緒管理能力可以預測班級經營效

能，一個班級各方面所表現的成效，均和導師的情緒管理有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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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根據本研究之結論，本節針對高級中學導師、教育行政機關及未來

研究分別提出建議，以供有關人員及未來研究者參考。 

壹、對高級中學導師的建議 

一、妥善管理自身情緒並拉近與學生的距離 

由本研究之結論可以得知，高級中學導師在「整體情緒管理」和其

各項分層面上，皆具有良好的表現。但在「情緒的察覺」得分部份則是

較低，是以導師在面對高中階段的學生時更應該特別的察覺學生情緒上

的反應。高中階段的學生，因為他們的年齡讓他們更會去思考及學習獨

立，最需要的是往往是導師的傾聽。不論學生是否做錯事情或是需要輔

導，如果導師在面對學生的當下，無法將其自身情緒管理做到最好，耐

心的傾聽學生的需求及適時的提供些建議，將導致師生間的距離越來越

遠。而此一階段的學生，也是學習力很強的一階段，他們暗自觀察老師

們的一舉一動進而加以學習，這也就是在現今的社會中所提倡的，教師

除了是「傳道、授業、解惑者」的經師外，更應該是「以身作則」成為

人師。 

從筆者本身在高中任教的教育現場來觀察，學校中不乏情緒較易激

動的教師，學生只要是犯錯就對學生責罵，而很少去傾聽學生的想法，

導致師生間的關係相當的不好。學生在面對其他老師時，往往對於導師

只有抱怨，並暗自學習導師的一切。曾經有學生當著導師的面前，和導

師發生嚴重的口角爭執，事後經輔導發現原來在學生心裡，為何導師可

以無緣由的責罵他們，而他們卻不行的偏差心態。 

在面對高中階段的學生，拉近距離並不是要討好學生，而是在學生

需要幫助時，可以給予最適度的協助，而不至於產生憾事。而要讓學生



 128

願意找導師訴說或是導師自行發現學生情緒狀況不佳，導師的情緒管理

便顯得相當的重要，除了本身的情緒管理外，更要教導學生如何適度及

正確的抒發自身的情緒，不會因一時情緒的失控，就聚眾滋事大打出

手，導致校園的問題層出不窮。 

因此，教師若能妥善管理自身情緒，同樣的也可以教導學生如何管

理學生本身情緒，加強對學生情緒察覺的敏銳性，隨時注意自己和學生

情緒背後所代表的意義，如此不但可以使導師自身心理更健康，也可以

提升班級經營的成效。 

二、同儕成長加強班級經營技巧 

由本研究問卷中可得知，高級中學導師班級經營效能普遍達中上水

準，但也因為面對的學生是高中生，學生有著更高的自主性，導師在經

營起來也格外的辛苦，因為要顧及班上每一位同學的感受，每一位同學

的需求，孰重孰輕往往讓導師陷入兩難。 

有別於此，建議導師間可時常的交流，互相討論交換在面對學生時

的心得，藉由導師間的相互討論、成長、心得的交換等，無形中可以增

進自己的班級經營技巧。資深的導師可透過資淺的導師瞭解學生內心真

正的想法及學生間流行的用語，進而拉近師生間的距離增進師生間的互

動。資淺的導師透過與資深導師的討論，可習得更多更好的班級經營技

巧，進而達到班級經營效能的提升。 

因此，積極參與教師間的互動，或是舉辦班級經營技巧領域的讀書

會共同參與討論，必然對導師教師在教學技巧，或了解學生對教材的反

應上，更能深入體會，藉此消弭導師的教學挫敗感，提昇班級經營效能，

也能達到「將每個學生都帶起來」的理想教育目標。 

貳、對教育行政機關的建議 

一、辦理教師情緒管理之研習活動 

透過本研究的研究結論，導師情緒管理與班級經營效能有顯著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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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而班級經營效能對於學生的學習成效、態度、價值觀等均有所影

響，可見班級經營效能的重要性。因此教育行政機關應多舉辦教師情緒

管理的研習，聘請學者、專家進行演講與研討。目前教育行政機關每學

期均需要求教師參加研習必須達一定時數以上，建議將情緒管理相關課

程，納入必須的研習時數內。因為情緒雖說是與生俱來的本能，但可透

過不斷的學習將其控制得宜，特別是在面對血氣方剛青少年高中階段的

學生，往往一個情緒上的失控，都將導致師生雙方永遠的遺憾。 

二、推動教師專業評鑑，促進專業成長 

透過本研究的研究結論，導師情緒管理與班級經營效能會因導師的

不同背景變項而有顯著的差異。是以導師所經營出的班級經營效能高與

低，亦即代表的導師本身的專業素養之一，也是導師專業能力高低的呈

現。因此，如何提升導師的班級經營效能變成了教育行政機關的一個目

標。「班級經營」在教師發展專業評鑑中是重要的一個指標，如能真正

建立出一套完善的評鑑制度，透過評鑑可協助瞭解導師問題的所在，有

助於導師在面對班級經營時能有所成長，進而提升班級經營效能。 

參、對未來研究的建議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北部六縣市（新竹縣市、桃園縣、台北縣市、基隆市）之

高級中學學生為研究對象，因而研究結果的推論僅止於六縣市。因此，

建議未來的研究可擴大對象，普及台灣地區公、私立學校或細分不同層

面（高中與高職）導師，以比較不同研究對象間的異同及建立完整的情

緒管理在班級經營效能上的應用資料，冀使研究對象更為周延，以更了

解導師之情緒管理與班級經營效能間的關係。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作為主要蒐集資料的方式，且是由學生來觀

察導師之情緒管理與班級經營效能。在問卷發放之際，即遭遇到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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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學生對導師成見頗深，因而無法客觀的填答，導致無效問卷過多，

或者導師不願配合協助施測此問卷，因不願被學生來評斷自身情緒管理

等。因此，本研究建議在日後的研究進行時，除了採調查研究外，能採

用多種研究方式，如：教室觀察、深度晤談、個案研究、實驗研究等方

法，以取得更詳盡的資料，來補充並驗證量化的研究分析結果，以使研

究結果更為完善，並增進研究結果的正確性。 

三、在研究變項方面 

本研究探討高級中學導師的背景變項，和情緒管理與班級經營效能

間的關係。本研究建議未來的研究可加入其他變項來探討與教師的情緒

管理與班級經營效能間的關係，如教師的人格特質、學生素質等變項，

以獲得更深入正確的研究結果。 

四、 在研究工具及統計方法方面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工具有兩種：高級中學導師情緒管理量表及高級

中學班級經營效能量表。高級中學導師情緒管理量表是採用周世娟

(2004) 所編製之「國民小學級任教師情緒管理問卷」改編而得，而高

級中學班級經營效能量表則是採用王金樑（2003）所編製之「高職導師

班級經營效能問卷」的現成工具，兩項量表雖經標準化程序編製而成，

但因使用的次數有限，因而有必要再進一步考驗，成為更具效能的研究

工具。 

另外，本研究所採用的統計方法包括描述性統計、t考驗、單因子

變異數分析、Pearson積差相關及逐步多元迴歸。由於本研究以學生的

得分平均數作為班級經營效能分數，為避免資料被過度擴大或化約的問

題，故而建議未來研究可採用階層線性模式(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力求資料分析的正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