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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針對 2008年至 2021年間Web of Science（WoS）資料庫中關於教學與學習
國際調查（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Survey, TALIS）的 90篇學術論文
以及臺灣 20篇學術期刊文章進行量化與文件分析法進行深入地系統性回顧，提出
臺灣教育研究與國際學術鏈結的契機。本研究系統且嚴謹地釐清以 TALIS資料庫
進行之研究的發展情形、核心著作以及整體的知識架構的可視化，並具體提出研

究熱點與研究前沿變化。研究發現：(1) 以文獻書目耦合（bibliographic coupling）
分析可將 90篇文獻分成五個集群，分別是教師自我效能感及工作滿意度、跨國背
景下教師自我效能感、領導與教學實踐、校長領導與分布式領導以及資訊與通訊

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CT）在教學上的運用；以關鍵
詞共現分析（co-occurrence）為教學實踐、學校領導、教師自我效能感、教師專
業發展以及工作滿意度等五個集群；(2) TALIS研究依時間可分成三個階段，各時
期研究重點不同；(3) 教師自我效能感以及專業發展一直以來都是 TALIS研究的熱
門話題，同時大部分相關研究都是以自變項和依變項的方式進行討論；(4) 臺灣學
術期刊之 TALIS相關研究傾向教學與領導。對照國際趨勢為學校氣氛、教師壓力
以及工作倦怠等主題，建議學者可以從上述新興主題入手，但須就現況、歷史背

景與研究目的、研究問題之銜接進行深入描述。

關鍵詞：文獻計量分析、系統性回顧、知識圖譜、教育研究、教育與學習國際調查（TA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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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conducts systematic review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on 90 journal articles 
from Web of Science (WoS) database from 2008 to 2021 and 20 Taiwan academic journal 
articles. We systematically and rigorously clarify the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conducted 
on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Survey (TALIS) database, the visualization 
of core article and the overall knowledge structure.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Document bibliographic coupling analysis generates five clusters, namely teacher self-
efficacy, leadership and teaching practice, principal leadership and distributed leadership 
and application of ICT in teaching. Five clusters from keywords co-occurrence are 
teaching practice, school leadership, teacher self-efficacy,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job satisfaction; (2)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TALIS research comprises of 
three stages with various focus of importance; (3) Teacher self-efficacy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have long been a hot topic in TALIS research, and most of the research has 
been conducted in the form of both independent and dependent variables; (4) Regarding 
the focus of Taiwan research, teaching and leadership draw the most attention.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future study may conduct research on topics as school climates, teacher 
pressure and burnout with TALIS database. Such studies are suggested to make an in-
depth description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to clarify the 
importance of research purpose and the research question.

Keywords: bibliometric analysis, systematic review, knowledge mapping, educational research,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Survey (TA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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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調查內容，可發現除基本調查項目外，

第二、三次均有新增主題，由於 TALIS
為國際大型教育調查，可從新增主題客觀

地推論全球教育政策關注趨勢以及窺探教

育領域學者關注議題變化情形。此外，

學校領導、教師自我效能感、工作滿意度

以及教師專業發展等均為教育行政領域研

究重心，亦為 TALIS研究重要內容，故
系統性回顧以 TALIS資料庫為基礎的研
究具學術與實務價值。本研究蒐集國際與

臺灣學術期刊以 TALIS資料庫進行的研
究，釐清歷年研究重點，對當前熱門主題

與未來研究趨勢進行量化與文件分析法之 
分析。

針對特定領域或主題進行文獻回顧的

方法有批判性統整（critical synthesis）
以及文獻計量分析，其中批判性統整主

要是以深入的文件分析法加以評析，而

文獻計量分析主要是以書籍文章或資料

庫等借助軟體進行量化統整（Hallinger & 
Kovačević, 2019）。其中 VOSviewer 就
是一種量化的可視化分析軟體，為提供學

術領域或研究主題的文獻組織結構量化工

具，將研究成果、科技文獻和研究觀點，

透過結構化數據格式，衍生、分化、模合

與發展歷程，轉換為具有知識積累性與傳

承性的實體關係模型，以圖像顯示主要關

注議題及焦點概念。在教育研究領域中，

使用 VOSviewer來進行大數據的可視化
分析研究已有不少，例如潘慧玲與陳文彥

（2021）探討臺灣學校領導研究與全球學
術的連結；陳文彥（2021）探討教師領導
知識基礎的文獻計量分析；S. Wang與 Lv
（2021）探討早期教育領域研究方向的演
變趨勢；Cretu與 Morandau（2020）探討
教育研究的文獻計量學分析。但綜觀國際

與臺灣學術期刊，以 TALIS資料庫進行
系統性回顧的研究則尚付闕如，故本研究

壹、前言

實證研究係指學者收集觀察資料，

為提出理論假設或檢驗理論假設而展開的

研究，其中「問卷與量表」為蒐集資料的

一種技術，亦即對個人行為和態度的一種

測量技術，量表的編制需依據理論進行，

問卷的編制亦須學者將研究主題釐清，將

所欲探究問題羅列並排序，進一步進行預

試、項目分析、建立正式問卷以及信效

度分析等。此外，學者仍需就研究經費、

代表性樣本數、資料蒐集時效性與方便性

等問題斟酌。在此前提下，若採次級資料

分析方法，即可節省龐大金錢與時間。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所主導的教學與學習國際調查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Survey, TALIS），即為教育領域全球大
規模的調查，目的在於蒐集彙整教師與校

長提供的資訊，作為政策發展的依據，亦

可藉由跨國分析讓參與國家及地區在面對

類似挑戰時，可以互相學習與參考。此

外，歷次大型樣本可提供學者進行不同主

題的分析。由於臺灣係於 2018年甫參加
TALIS大規模調查，且以此資料庫進行不
同主題的研究成果甚少，故有必要梳理國

際知名期刊論文與研究成果，以提供臺灣

學者未來研究方向與接軌國際的參考。

TALIS 調查焦點為學校學習環境
與教師工作情況，包含校長問卷和教師

問卷，由於問卷題目經過嚴謹的編製且

調查方法通過隨機抽樣，具高信效度。

TALIS首次調查為 2008年，之後每五年
進行一次，歷屆參與調查的國家及地區數

量逐次增加，顯見各國對此調查的重視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18）。綜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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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VOSviewer軟體針對以 TALIS資料
庫為主的國際期刊研究進行文獻計量可視

化分析。此外，本研究除進行量化的整理

外並輔以文件分析法之深入評析，藉以瞭

解國際TALIS研究趨勢與臺灣研究重點。

現階段臺灣以 TALIS資料庫進行的研
究屬於起步階段，從 2017至 2021年只有
20餘篇。故本研究期望在國際學術期刊論
文中，對過去十四年（2008年至 2021年）
關於 TALIS的研究進行整理，對臺灣有
志以 TALIS資料庫進行的學者有所助益。
本研究首先利用 VOSviewer分析文獻引用
與關鍵詞共現分析瞭解研究基礎與熱點，

再進一步以計量分析技巧探索歷年論文發

表量、重要文獻，最後再彙整文獻探討主

題，瞭解學者關心的變項，包括自變項和

依變項的分布情況。具體而言，本研究目

的在於瞭解國際 TALIS研究之趨勢、重
點以及分析變項分布情形，繼而整理臺灣

TALIS學術期刊文章。綜上，本研究問題
列示如下：

一、 探究國際 TALIS 研究之集群分類為
何？

二、 瞭解國際 TALIS研究之發展趨勢以及
三大階段之重要文獻為何？

三、 分析國際 TALIS相關研究之關鍵詞以
及變項分布情形為何？

四、 探討臺灣學術期刊中 TALIS相關研究
發表現況為何？

貳、文獻探討

根據研究內容，本研究首先進行

TALIS調查的介紹，以及統整三次調查主
題，藉以釐清調查主題與學術研究之關聯

性；進一步探討教育研究之重點主題。

一、TALIS介紹
TALIS 是 OECD 主導的國際大型教

育調查，調查焦點為學校學習環境與教師

工作情況，透過校長和教師的填答自陳式

問卷，提供自己對學校環境和工作情況的

真實觀點，亦透過 TALIS調查結果進行
跨國比較，期望能與面臨相同教育問題的

國家互相學習、互相借鑑。TALIS 主要
調查對象為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及高級中

等學校教育階段之校長及教師，每五年一

次。第一次調查為 2008 年，有 24 個國
家及地區參加；2013年為第二次調查，
有 34個國家及地區參加；2018年是第三
次調查，全球共計有 48個國家及地區參
加。歷屆參與調查的國家及地區數量明顯

增加，顯示對 TALIS調查的重視（OECD, 
2018）。

調查所採用的抽樣方式為「分層兩階

段機率抽樣」（stratified two-stage probability  
sampling），要求參加調查的各國從各教
育階段各抽取 200所學校（柯華葳等人，
2019）。臺灣於 2018年首次參加 TALIS
調查，由教育研究院主導，預試舉行期間

為 2017 年 2 月 至 3 月，2018 年 4 月 15
日至 5月 15日完成正式調查，共有 200
所國民小學、202所國民中學、151所高
級中等學校成為受訪學校，根據 2019年
調查報告顯示，校長問卷有效填答率為

100%，教師問卷則為 94 ~ 98%，足見校
長與教師對此調查之重視及參與之熱忱

（柯華葳等人，2019）。本研究整理歷次
問卷調查內容，將主題依校長問卷與教師

問卷分類如表 1。

表 1中，括號的新增代表在上一次調
查的基礎上所增加的內容。如表 1所示，
TALIS 2013 問卷在 TALIS 2008 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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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新增了六個主題，包括校長問卷的四

個主題，分別是學校領導、學校氣氛、導

入方案及教學輔導，以及工作滿意度；教

師問卷新增兩個主題，分別是學校氣氛

及工作滿意度，以及教師移動力；TALIS 
2018問卷在 TALIS 2013的基礎上，新增
了三個主題，其中校長問卷新增一個，為

多元環境下的辦學，教師問卷兩個，分別

是工作現況以及多元環境下的教學。

二、以 TALIS資料庫進行的研究
之重點內容

教師被視為影響學生學習成效的重要

因素，其中教師自我效能感與工作滿意度

兩項教師面因素為學者廣泛探討主題（S. 
Liu et al., 2023）。黃嘉莉等人（2019）
探討臺北市與亞洲三國 TALIS教師專業

發展之比較，以及梁忠銘（2017）探討日
本教師與校長專業發展，學者針對上述議

題討論亦非常豐富，而因教師專業發展為

改進教師教學知識與技能重要因素，因而

使此主題受到學者們的重視。此外，研究

提及學校領導可正向且顯著影響學生成就

（Heck & Hallinger, 2006）。故本研究以
教師自我效能感、教師專業發展（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教師工作滿
意度以及學校領導進行文獻回顧。

（一）教師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是指個人對於進行某項

行動以達成目標的能力信念，是個人對於

自己的主觀判斷（Bandura, 1997）。將自
我效能感的概念運用在教師對於自己教學

能力的判斷時，就稱為教師自我效能感。

表 1
TALIS調查問卷主題

年分 校長問卷 教師問卷

2008 1. 個人背景資料
2. 學校背景資料
3. 學校管理
4. 教師評估
5. 辦學資源

1. 個人背景資料
2. 專業發展
3. 教師評估與回饋
4. 教學實踐、信念和態度
5. 特定班級的教學

2013 1. 個人背景資料
2. 學校背景資料
3. 學校領導（新增）
4. 教師正式考評
5. 學校氣氛（新增）
6. 導入方案及教學輔導（新增）
7. 工作滿意度（新增）

1. 個人背景資料
2. 專業發展
3. 教師回饋
4. 教學的一般情形
5. 特定班級的教學
6. 學校氣氛及工作滿意度（新增）
7. 教師移動力（新增）

2018 1. 個人背景資料
2. 學校背景資料
3. 學校領導
4. 教師正式考評
5. 學校氣氛
6. 導入方案及教學輔導
7. 多元環境下的辦學（新增）
8. 工作滿意度

1. 個人背景與教師資格
2. 工作現況（新增）
3. 專業發展
4. 教師回饋
5. 教學的一般情形
6. 特定班級的教學
7. 多元環境下的教學（新增）
8. 學校氣氛及工作滿意度
9. 教師移動力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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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在 2014年提出教師自我效能感是指
教師的信念並對自己是否能在教育現場充

滿信心的使用教學和評估策略。在 TALIS
的調查中，又將教師自我效能感分為三

個核心方面，分別是教室管理效能（self-
efficacy in classroom management）、教學 
效能（self-efficacy in instruction）以及學生 
投入的效能（self-efficacy in student engagement） 
（OECD, 2019）。

由於教師自我效能感與教與學的高

度相關性，故成為教育領域的研究熱點。

由於教師自我效能感與教與學的高度相關

性，故成為教育領域的研究熱點大量研

究表明，教師的自我效能感不僅與教師

的幸福感密切相關（Brouwers & Tomic, 
2000），也與他們的專業能力（Gibson &  
Dembo, 1984）和學生成就（Anderson et al.,  
1988）有關，教師自我效能感有助於提高 
教學品質以及學生成就（Goddard, 2002）。 
研究顯示自我效能感高的教師比自我效

能感低的教師能更專注於他們的工作

（Coladarci, 1992），同時，自我效能感
高的教師工作壓力較低（Klassen & Chiu, 
2010）。支持教師發展強烈的自我效能感
被認為是教師教育、專業發展和學校改進

的一個重要目標（Vieluf et al., 2013）。
換言之，自我效能感高的教師，不僅重

視學生的學習，掌握課堂狀況，且對學生

有正向影響（楊洲松，2018）。教師自
我效能感既是教師創新潛能的預測者，

也是促進者，應該得到重視和持續發展

（Nemerzitski et al., 2013）。 以 TALIS 
2018為例，Chen等人（2020）以教師問
卷 TT3G34題組中題項衡量教師自我效能
感，藉以探討臺灣國中教師自我效能感與

教學實踐之關係。該題組樣本題項為「在

課堂中使用多元的教學策略」。

（二）教師專業發展

教師專業發展是指教師個人技能、知

識、專長及其與身為教師所需專長的成長

結果（OECD, 2009）。此外，教師專業
發展也是教師為了改進其教學知識和技能

的歷程（Kelly & Cherkowski, 2015）。

教師專業發展不僅與教師學習相關，

更攸關學校與學生教育的發展。教師還被

期待能將專業所學運用於日常的教學環

境中，從而促進學生學習、學校教育改

革與社會變遷（Karaseva, 2017）。教師
專業發展不僅增進教師專業能力，還能

增強教師認同（Clarke & Hollingsworth, 
2002）。除此之外，學校氣氛以及組織文
化，都會影響教師專業發展（Admiraal et 
al., 2021）。相反，若學校不考慮工作環
境條件以及教師學習情境等項目，盲目開

展專業發展活動，也會阻礙教師專業發展

（Cordingley, 2015; Timperley, 2008）。
黃嘉莉等人（2019）探討臺北市與亞洲三
國 TALIS教師專業發展之比較，結果發
現臺北市教師在專業發展正面影響的表現

大致高於亞洲三國平均。以 TALIS 2018
為例，教師問卷中 TT3G22至 TT3G26題
組是衡量教師專業發展情形。TT3G22題
組樣本為「在過去 12個月中，您是否參
加過下列專業發展活動」；TT3G23題組
樣本為「過去 12個月中，下列主題是否
包括在您的專業發展活動中」；TT3G26
題組樣本為「過去 12個月內，您參加過
對教學產生最大正面影響的專業發展活

動，是否具備下列特性」。

（三）教師工作滿意度

Demirtas（2010）提出工作滿意度是
一種積極或愉快的情緒狀態，由個人對自

己的工作或經歷的欣賞。OECD在 Locke
（1969）的基礎上將教師工作滿意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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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為教師在其工作環境中體會到的充實和

滿足感，並將教師工作滿意度這一概念

分為專業滿意度和工作環境滿意度兩方面

（OECD, 2018）。

教師自我效能感愈強，他們的工作

滿意度就會愈高（Avanzi et al., 2013），
當教師更相信自己有能力讓學生參與學

習以及管理學生課堂活動，他們的工作滿

意度更高，工作倦怠程度更低（H. Wang 
et al., 2015）。張芳全（2021a）發現教
師年資愈長，工作滿意度愈低。同時，

教師工作滿意度也和學校氣氛呈正相關

（Aldridge & Fraser, 2016）。換句話說，
當教師得到校長和同事的支持，獲得更多

參與學校決策過程的機會，並且擁有積極

的師生關係時，他們的工作滿意度會更高

（Aldrup et al., 2018）；當教師處在犯罪 
和暴力水平較高的學校，他們的工作滿意

度會愈低（Torres, 2019）。以 TALIS 2018 
為例，S. Liu 等人（2023）以教師問卷
TT3G53 題組中題項衡量教師工作滿意
度，藉以探討教師層面（如教師動機）和

學校層面（如學校暴力）是如何影響教師

工作滿意度。該題組樣本題項為「若再重

做決定，我仍然會選擇當教師」。

（四）學校領導

學校領導分為教學領導和分布式領

導。教學領導是校長為提升教師教學與促

進學生學習的一種模式（Keefe & Jenkins, 
1984），分布式領導是指從原本的權力集
中轉向於分權，亦即原本學校領導職權解

構後重新被建構，權力及責任則分散於組

織成員當中（Yukl, 2010）。

Romero與 Krichesky（2018）研究發
現，學校領導力已被確定為確保教學品質

的關鍵職能，並且校長領導可以通過改進

教學對學生的學習產生直接影響，也可以

通過創造促進學習的條件產生間接影響；

Ross與 Gray（2006）發現，校長領導可
能通過校長對教師自我效能感的影響而間

接影響學生的學習；Printy與 Liu（2021）
研究發現，分布式領導是提高學校組織能

力的有效方法，通過校長和教師共同參與

完成任務以及對學校問題做出決策；以及

發現分布式領導能夠增強學校的學術能力

（Heck & Hallinger, 2006），促進教師的
教學技能和專業知識（P. Liu, 2016）。謝
傳崇與翁暄睿（2019）提出，臺灣國小校
長透過行政領導、重視教師教學與領導相

關專業發展，並透過規劃新進教師參與有

效能之導入活動從而營造信任文化，並落

實分布式領導。在教學領導的部分，只有

在校長問卷中出現，以 TALIS 2018為例，
校長問卷 TC3G22題組中題項衡量校長教
學領導的情形，該題組樣本題項為「我為

本校制定專業發展計畫」；在分布式領導

的部分，以 TALIS 2018為例，校長問卷
TC3G26、TC3G33 題組等部分題項以及
教師問卷 TT3G48題組中題項衡量校長分
布式領導情形，該題組樣本題項為「本校

讓教職員工有機會積極參與學校決策」。

綜上所述，教師自我效能感、教師專

業發展、教師工作滿意度以及學校領導都

是教育研究重要議題。這四個主題也是以

TALIS 資料庫進行研究的熱門主題，特
別是教師自我效能感，從 TALIS 2008到
TALIS 2018一直都是研究較多的關鍵詞，
可見教與學的高度相關性成為教育領域的

研究熱點。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方法

Pritchard（1969）說明文獻計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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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將數學和統計方法應用於書籍和其他

媒體」，它涉及分析一系列的出版物，如

引文、主題、關鍵詞等。文獻計量學是對

於書籍、文章或其他出版物進行統計分析

的量化研究，主要以各類次級資料庫為資

料來源，透過對文獻的統計及分類，以掌

握某個學術領域或研究議題的發表情形與

趨勢（Hall, 2011）。隨著線上資料庫將
參考文獻提供分析，以及各種分析軟體的

發展，相關研究數量也在 2010年後快速
成長（Zupic & Čater, 2015）。

本研究採量化與文件分析法相結合的

分析方法，系統且嚴謹地釐清以 TALIS
資料庫進行之研究的發展情形、核心著

作以及整體的知識架構，並具體提出研究

熱點與研究前沿動態變化。首先在科學圖

譜可視化分析方面，透過生成書目耦合與

關鍵詞共現分析，來描繪 TALIS相關研
究的結構圖像；再進一步以描述性統計呈

現 2008 年至 2021 年 TALIS 相關文章的
數量、成長趨勢等，並透過本地引用次數

（local citation score, LCS）找出三個發
展階段的重要文章，並分析其內容；在關

鍵詞分析的部分，對使用不同年分 TALIS
資料庫的研究關鍵詞進行整理，選出出

現次數最高的關鍵詞；再彙整研究探討主

題，以瞭解學者關心的變項，包括自變項

和依變項的分布情況；最後再對臺灣學術

期刊之 TALIS相關研究進行分類整理。

二、資料來源

本研究資料來源為 Web of Science
（WoS）資料庫，係因為被此資料庫收錄
高品質的學術期刊，收錄的文章較為嚴

謹。WoS 為美國 Clarivate（科睿維安）
於 1997年間建置之網際網路版引用文獻
索引資料庫系統，收錄全球最權威、橫

跨各學科領域多達 21000 餘種之期刊資

源，收錄 254 個學科領域最新與回溯性
的豐富資訊，資料每日更新且最早可回溯

至 1900年。WoS為書目研究領域最常被
使用的資料庫（Zupic & Čater, 2015）。
本研究於 2021 年 11 月 9 日以主題查詢 
“TALIS”，在篩選資料的部分，將文章類
型限縮為 “Article”，年跨度為 2008年至
2021 年，篩選後共獲得 116 筆文獻。之
後刪除不符合條件，例如人名為 Talis以
及領域為物理大氣層方面的 26筆，最後
共計 90篇文獻。以及在臺灣之 TALIS相
關研究方面，本研究以「國家圖書館期刊

文獻資訊網」為資料搜尋起始，在篩選資

料的部分，將主題鎖定在 “TALIS”，同時
將文章類型選擇為「期刊文章」，將作者

地區鎖定為「臺灣」，檢索後共獲得 20
筆符合條件之文章。

三、分析軟體

本研究使用 HistCite 和 VOSviewer
這兩個工具進行文獻計量分析和信息可

視 化。HistCite 是 Garfield、Pudovkim、
Istomin於 2002年開發的一種文獻索引分
析軟體，用來組織WoS書目集合的系統。
該軟體可以快速檢索到集合中被引用最

多次的文章。VOSviewer則是 van Eck、
Waltman於 2010年開發的繪製科學知識
圖譜的有效工具，適用於處理大型文獻

計量圖譜。目前，VOSviewer 已經具有
文獻計量分析功能，如文獻耦合，共被引

（co-citaiton）以及共詞分析等。

肆、結果與討論

一、TALIS相關研究的集群分類
文獻耦合分析為通過文獻引用相同

的參考文獻的數量來測度文獻的相似性

（Kessler, 1963）。例如，A文獻和 B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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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的參考文獻中，皆引用了文獻 C、D、E
和 F四篇文獻，則 A文獻和 B文獻中即
具備耦合關係，並且耦合強度為 4。隨著
文獻耦合分析理論的發展，也有擴展到作

者、國家等耦合。本研究使用 VOSviewer
軟體生成文獻書目耦合可視化圖如圖 1。

圖 1 顯示，Gil-Flores 等人（2017）
是最大的節點，有 105篇引文，是所有
文獻中最高的。該研究發表在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期刊，探討西班牙地
區資訊與通訊科技在教育中的應用，以及

提出建議以指導西班牙調整教育政策，

鼓勵在課堂上使用通信技術；第二大節

點是 Vieluf 等人（2013），此研究發表
在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期刊，
有 74篇引文。Vieluf等人在跨國背景下

對教師自我效能感進行了研究，結果發

現 TALIS量表的跨國可比性。對照表 2，
上述研究分別為探索期與萌芽期重要文

獻。由圖 1 可知，TALIS 相關研究的文
獻書目耦合生成了 5個集群。其中紅色集
群的文章最多（26篇），其次是綠色集
群（22篇）、藍色集群（19篇）、黃色
集群（16篇）以及紫色集群（6篇）；綠
色集群引文數量最多為（238篇）、其次
是黃色集群（137篇）、紫色集群（120
篇）、藍色集群（89篇）以及紅色集群引
文數量（79篇）；Scherer等人（2016）、
Gümüş 與 Bellibaş（2021）、Kim 與 Lee
（2020）、Y. Liu 與 Werblow（2019）以
及 Hämäläinen等人（2021）這五篇在集
群之間為關鍵連結（vital link）研究。

圖 1　VOSviewer 的文獻書目耦合可視化圖

註：彩圖請於電子期刊下載：https://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PublicationJournal?PublicationID=P20170717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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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根據研究內容，對圖 1的五個
集群進行分類命名。分別是紅色集群命名

為教師自我效能感及工作滿意度，綠色集

群為跨國背景下教師自我效能感，藍色集

群為領導與教學實踐，黃色集群為校長領

導與分布式領導，以及紫色集群為資訊與

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CT）在教學上的運用。以下
針對各個集群內容詳細說明。

紅色集群主要探討教師自我效能感

與工作滿意度。該集群中連結強度（total 
link strength）較高的文章有 Scherer 等
人（2016），Burić 與 Kim（2021）以及
Gil-Flores（2017）。Scherer等人探討了
各國使用「教師自我效能感」測量方法存

在的問題，並提供教師自我效能感的實質

性研究與探索性結構方程模型之間的協同

作用；Burić與 Kim探討教師自我效能感
與工作滿意度之間的關係，結果發現工作

滿意度可以預測未來教師的自我效能感，

而教師自我效能感不能預測未來的工作滿

意度；Gil-Flores探討教師個人因素和學
校因素在解釋教師工作滿意度中的作用。

該集群的研究確實證明了教師的自我效能

感和工作滿意度在教學中的重要性，並且

兩者都對教學品質產生影響。

綠色集群主要探討跨國背景下教師

自我效能感。該集群中連結強度較高的文

章 有 Gümüş 與 Bellibaş（2021）、Egido 
Gálvez 等 人（2018） 以 及 Vieluf 等 人
（2013）。Gümüş 與 Bellibaş 探討 32 個
國家及地區中教師專業發展與自我效能感

之間的關係；Egido Gálvez 等人探討在歐
盟國家中教師自我效能感的決定因素是否

會有差異；Vieluf等人在跨國背景下對教
師自我效能感進行研究，結果發現教師的

自我效能感與各國的教學實踐和工作滿意

度呈正相關。

藍色集群主要探討領導和教學實踐。 
該集群中連結強度較高的文章有 Kim與
Lee（2020），Gil-lzquierdo 與 Cordero
（2018）以及Doğan與Yurtseven（2018）。 
Kim與 Lee探討校長領導能力和教師專業
發展的關係；Gil-lzquierdo與 Cordero探
討西班牙教學實踐和學生成績之間的關

係；Doğan與 Yurtseven探討教師的專業
學習機會對教學品質的影響。

黃色集群主要探討校長領導以及分布

式領導。該集群中連結強度較高的文章有

Y. Liu 與 Werblow（2019），Veletić 與
Olsen（2021）以及 Printy與 Liu（2021）。
Y. Liu 與 Werblow 探討分布式領導對教
育者態度之影響，為提倡分布式領導提供

了更有力的證據；Veletić 與 Olsen 探討
TALIS 2013調查中對於教學領導力的測
量，並從教師的角度出發，提出新的教學

領導方法；Printy與 Liu探討分布式領導
在不同國家及地區的運作程度，以及如何

分配學校的職能。

紫色集群只有 6 篇文章，主要是在
探討 ICT技能在教學上的運用，該集群
中連結強度較高的文章有 Hämäläinen等
人（2021），Gil-Flores 等 人（2017）。
Hämäläinen 等人探討教師的數位能力，
以及說明資訊與通訊科技在教學中的重要

性。隨著數字時代的到來，教師對資訊通

訊技術的使用愈來愈被認為是教學創新的

重要指標（OECD, 2019）。

以上內容為五個集群的命名和詳細的

內容介紹，以及總結了 TALIS相關文章
的研究方向、重要學者和對後續研究影響

較大的重要論文，這些將為未來的研究提

供有益的參考。綜上所述，每個集群都有

各自的研究主題。需要特別關注的是，探

討教師自我效能感與工作滿意度方面的紅

色集群，文章數量最多，說明在國際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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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學者都是以此主題作為以 TALIS為
資料庫進行的研究。綠色集群也是在探討

跨國背景下教師自我效能感，說明教師工

作知覺亦為國際重視主題。

二、TALIS相關研究的關鍵詞共
現分析

本研究使用 VOSviewer 軟體生成關
鍵詞共現分析可視化圖如圖 2，將關鍵詞
至少出現的次數閥值調整為 3，共生成 74
個關鍵詞。最大節點所表示的最重要關鍵

詞是 TALIS，其次是 job-satisfaction（工
作滿意度）以及 self-efficacy（自我效能
感）。如圖 2所示，生成了 5個集群。紅

色集群的關鍵詞最多（19個），其次是
綠色集群（18個）、深藍色集群（16個）、
黃色集群（11個）、紫色集群（10個）。
可以從關鍵詞共現網絡圖中識別出五組關

鍵詞：紅色集群代表「教學實踐」，綠色

集群代表「學校領導」，深藍色集群代表

「教師自我效能感」，黃色集群代表「教

師專業發展」，以及紫色集群代表「工作

滿意度」。

從圖 2 中可以看出五組關鍵詞的代
表研究有 Diaz等人（2015）探討 TALIS 
2013參與國家中的教學實踐情況，結果
顯示教師的溝通與合作對於教學的重要

性，可見教學實踐的重要性；Bellibaş等

圖 2　VOSviewer 的關鍵詞共現分析可視化圖

註：彩圖請於電子期刊下載：https://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PublicationJournal?PublicationID=P20170717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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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2021）探討校長領導對教學實踐的影
響，結果表明校長的教學領導對教學品質

有顯著的直接影響，而分布式領導對教學

品質的影響是間接的，由此可見學校領導

的重要性。

本研究使用 VOSviewer 軟體生成關
鍵詞疊加可視化圖如圖 3，節點的大小表
明該關鍵詞的重要性。兩個節點之間的

距離說明它們之間的關係。因此，節點愈

近，則說明它們的內容就愈相關。如圖所

示，根據關鍵詞出現的年分，用不同顏色

的節點標記。2017年至 2020年是關鍵詞
出現頻率最高的時間段，節點的顏色表示

關鍵詞第一次出現的時間。顏色愈深，代

表該關鍵詞被研究時間就愈長。由圖 3可
知，TALIS相關的研究內容從工作滿意度

到教師自我效能感，再進一步擴展到分布

式領導，研究的內容也會隨著熱點的轉移

而變化。然而，教師自我效能感一直以來

都是 TALIS相關研究的熱門話題。
由圖 3可知，學校氣氛、教師工作壓

力以及工作倦怠等是最近新出現的話題。

例如 Zakariya（2020）探討學校氣氛對
工作滿意度的影響，結果發現學校氣氛

對工作滿意度有較強的直接影響；Van 
Droogenbroeck等人（2021）探討學校環
境對教師工作倦怠的影響，並且討論從教

師工作倦怠研究中得到的啟發；Jerrim與
Sims（2021）探討學校績效責任給教師帶
來的工作壓力，結果顯示績效責任確實會

給學校和教師帶來工作壓力。

圖 3　VOSviewer 的關鍵詞疊加可視化圖

註：彩圖請於電子期刊下載：https://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PublicationJournal?PublicationID=P20170717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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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TALIS相關研究的發展趨勢
本 研 究 統 計 2008 年 至 2021 年 以

TALIS資料庫進行的研究每年數量，將描
述性統計分析結果呈現如圖 4。圖 4顯示，
以 TALIS資料庫進行的研究逐年上升，
客觀地說明學者對 TALIS資料庫重視程
度增加。2008年和 2009年沒有文獻，這
是因為上述期間為調查初始階段。

本研究依數量成長趨勢歸納為三個

發展階段。第一是萌芽期，從 2008 年
至 2015年期間，每年關於 TALIS研究的
發表數量不足 5 篇；接著是探索期，從
2016年至 2019年期間，發表研究的數量
緩慢增加；第三是成長期，從 2020年迄
今，發表的研究開始穩定增加。本研究整

理 TALIS相關研究之重要文獻，依三個
發展階段分類如表 2。表 2 中 LCS 代表
本地引用次數，每個階段的文章都是根據

LCS 來選擇的，LCS 顯示了一篇文章在
資料庫中被引用的頻率。一篇文章的 LCS
愈高，說明其在特定研究領域的重要性和

意義愈大。

「萌芽期」（2008 ~ 2015年）階段
的 TALIS相關研究，側重於教師自我效
能感，並且因為資料齊全，且教師的自我

效能感相關行為和信念會在不同文化中

有所不同，可提供學者進行跨國背景下

的研究。Vieluf等人（2013）使用 TALIS 
2008的數據，在跨國背景下對教師自我
效能感進行研究，結果發現教師的自我效

能感與各國的教學實踐和工作滿意度呈正

相關，與教師的文化背景無關；Ham等
人（2015）使用 TALIS 2008的數據，系
統地探討澳大利亞、馬來西亞、韓國和

土耳其四個國家中，校長 –教師知覺對教
師自我效能感的影響；Nemerzitski 等人
（2013）使用 TALIS 2008的數據，探討
可能支持教師創新行為的學校環境因素。

結果顯示，教師的自我效能感在創新教學

實踐中得到有力的支持。綜觀「萌芽期」

之重要文獻發現，教師自我效能感於教育

中的重要性。

「探索期」（2016 ~ 2019年）階段的
主要研究內容，則將焦點轉移到學校政策

圖 4　TALIS 研究數量成長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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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TALIS相關研究三大階段的重要文獻

階段 名次 作者／年分／標題 LCS
萌芽期
2008 ~ 2015 年

1 Vieluf et al. (2013) 76
Teacher self-efficacy in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2 Ham et al. (2015) 16
Agreement of self-other perceptions matters: Analyz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principal leadership through multi-source assessment

3 Nemerzitski et al. (2013) 9
Constructing model of teacher’ innovative behaviour in school 
environment

4 Lizasoain et al. (2015) 5
Spanish teachers’ assessment and feedback impact on teaching 
practice. Analysis of TALIS 2013

探索期
2016 ~ 2019 年

1 Gil-Flores et al. (2017) 110
Factors that explain the use of ICT in secondary-education classrooms: 
The role of teacher characteristics and school infrastructure

2 Fackler & Malmberg (2016) 60
Teachers’ self-efficacy in 14 OECD countries: Teacher, student group, 
school and leadership effects

3 Torres (2019) 25
Distributed leadership, professional collaboration, and teachers’ job 
satisfaction in U.S. schools

4 Sun & Xia (2018) 22
Teacher-perceived distributed leadership, teacher self-efficacy and job 
satisfaction: A multilevel SEM approach using the 2013 TALIS data

成長期
2020 年 ~ 迄今

1 Dicke et al. (2020) 11
Job satisfaction of teachers and their principals in relation to climate 
and student achievement

2 Y. Liu (2020) 5
Focusing on the practice of distributed leadership: The international 
evidence from the 2013 TALIS

3 Printy & Liu (2021) 4
Distributed leadership globally: The interactive nature of principal 
and teacher leadership in 32 countries

4 Bellibaş et al. (2021) 1
Does school leadership matter for teachers’ classroom practice? The 
influence of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and distributed leadership on 
instructional quality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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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校長領導方面，但基於教師自我效能感

在教學中的重要性，大部分學者還是會將

自我效能感作為依變項進行研究。「探索

期」階段正值 ICT蓬勃發展，故 Gil-Flores
等人（2017）使用 TALIS 2013數據分析西
班牙地區資訊與通訊科技在教育中的應用

並提出建議以指導西班牙調整教育政策，

藉以鼓勵在課堂上使用通信技術，這篇文

章的 LCS很高（110），大多數都是 ICT
以及線上授課相關文章引用；Fackler與
Malmberg（2016）使用了 TALIS 2008的數
據，考察教師特徵（characteristics）、課堂
特徵、學校特徵以及校長領導與教師自我

效能感的關係。結果顯示，校長的工作經

驗和領導風格是教師自我效能感的顯著預

測因素；Torres（2019）使用 TALIS 2013
的數據，探究美國學校分布式領導、專業

協作與教師工作滿意度之間的關係。結果

表明，分布式領導對教師自我效能感與專

業協作具有重要意義，與教師工作滿意度

呈正相關。綜觀「探索期」之重要文獻發

現，校長領導對學校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

成功的領導有助於提升學校教育效能。

「成長期」（2020年迄今）階段主
要研究內容以分布式領導為主。是因為

隨著教育議題不斷變遷，校長須以更精

進、更專業的教育技術引領學校邁入新時

代，故分布式領導逐漸成為教育領域的

熱門議題。Y. Liu（2020）以及 Printy與
Liu（2021）使用 TALIS 2013 的數據，
探討分布式領導在不同國家的運作程度；

Bellibaş等人（2021）使用 TALIS 2013的
數據，探討校長領導對教學實踐的影響，

結果說明，分布式領導對教學品質的影響

是間接的。綜觀「成長期」之重要文獻發

現，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特點和文化，所

以分布式領導實踐的程度也不同。此外，

分布式領導並不意味著權力下放，而是透

過專業引導每個人尋找最好的方法來探

詢，有效實現組織願景。

可以關注的是，在「萌芽期」和「探

索期」階段的文章 LCS普遍偏高，可能
是因為發表的時間較長。相反，在「成長

期」階段的文章，因為是 2020年後才發
表的，所以時間較短，故 LCS會普遍偏
低。TALIS相關文章在每個發展階段關注
的重點都差不多，這可能和當時的教育趨

勢有一定的聯繫。教師自我效能感一直以

來都是教育領域的熱門研究議題，接著逐

漸發展到校長領導，最後再進一步對分布

式領導進行探討。

四、TALIS相關研究之關鍵詞、
變項分析

本研究進一步統計文章作者自列關鍵

詞分布情況，將 90篇文章根據採用 TALIS
不同年度資料庫進行分類，可分成四類：

TALIS 2008、TALIS 2013、TALIS 2018與
跨年度，文章數量分別為 12、57、19與 2
篇。表 3依資料庫年度分類關鍵詞出現次
數列示。

如表 3所示，在使用 TALIS 2008的
12篇文章中，側重於教師的自我效能感以
及專業發展；在使用 TALIS 2013的 57篇
文章中，重點為教師自我效能感、工作滿

意度、專業發展以及分布式領導上，同時

學校氣氛以及學生成就亦為焦點；在使用

TALIS 2018的 19篇文章中，重點同樣還
是在教師自我效能感以及工作滿意度上。

由此可見，教師的自我效能感以及專業發

展一直以來都是教育研究的熱門重點。同

時對照表 1可知，學校氣氛及工作滿意度
與學校領導為 TALIS 2013首次出現，故
觀察此一調查趨勢，進行一系列工作滿意

度、學校領導與學校氣氛之實證研究。學

校氣氛也在 2013及 2018年資料庫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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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中出現；專業發展這一主題從 TALIS 
2008就出現，學者持續對教師專業發展的
前導與影響因素進行研究。

為瞭解重要關鍵詞之間關係以及相

關變項的研究情形，本研究進一步整理國

際 TALIS相關研究，將研究內容依自變
項、依變項和中介變項分類如表 4，可讓
學者快速瞭解 TALIS相關研究變項之現
況。同時通過中介變項可闡明獨立變項與

因變項之間的關係，藉由中介變項的分

析可以更深入與細緻地探究影響機制的

內涵（Frazier et al., 2004），以此顯見重
要性。由表 4可以發現，大部分文章都是

以自變項和依變項方式進行實證研究，只

有少數文章納入中介變項，並沒有深入探

討自變項如何影響依變項的機制。以自變

項為主，學校領導可分為分布式領導與教

學領導，其中以分布式領導為自變項的文

章有 Y. Liu 與 Werblow（2019）、Sun 與 
Xia（2018）以及 Bellibaş等人（2021）。
Y. Liu與Werblow發現學校分布式領導的
運作與校長和老師的工作滿意度呈正相

關；Sun與 Xia結果顯示分布式領導對教
師工作滿意度有顯著的直接影響和間接影

響，其中教師自我效能感為分布式領導對

教師工作滿意度影響關係的中介變項；

表 3
TALIS研究作者自列關鍵詞

資料庫 關鍵詞 出現次數

TALIS 2008 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   5
專業發展（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5
專業學習社群（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   2
專業學習（professional learning）   1
教學實踐（teaching practices）   1

TALIS 2013 工作滿意度（job-satisfaction） 12
專業發展（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12
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 10
分布式領導（distributed leadership）   8
教學領導（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5
學校領導（school leadership）   3
學校氣氛（school climate）   3
學生成就（student achievement）   2
學校特色（school characteristics）   1

TALIS 2018 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   6
工作滿意度（job-satisfaction）   4
學校氣氛（school climate）   1
專業發展（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1
績效責任（Accountability）   1
資訊與通訊科技（ICT）   1

跨年度 教師素質（teacher quality）   1
教學機制（pedagogic device）   1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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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ibaş等人探討校長領導對教學品質的
影響，結果發現教學領導對教學品質有顯

著的直接影響，而分布式領導對教學品質

的影響是間接的，並且需要通過教師協作

和工作滿意度來調節。以教學領導為自變

項的文章有 Bellibaş等人以及 Romero與
Krichesky（2018）。Romero與 Krichesky
研究發現，校長的教學領導可以有效增進

學校的學術氛圍，並且改善學習條件。同

時，Huang等人（2019）探討學校策略與

表 4
TALIS研究變項關係

自變項 依變項 中介變項

學校領導

分布式領導 教學品質 教師專業協作
教師工作滿意度

教師工作滿意度 教師專業協作
教師自我效能感

校長和教師工作滿意度 —

教學領導 教學品質 —

學校氣氛 —

學校策略

教師參與 學生成就 —

校長承諾 學生成就 —

學校責任 學生成就 —

學校氣氛 教師工作滿意度 教師自我效能感

教師自我效能感 —

學校特徵 教師自我效能感 —

教師工作滿意度 —

校長專業發展 校長教學領導 —

教師自我效能感 教學實踐 —

教學創新 —

教師工作滿意度 —

教師回饋 教學實踐 —

教師專業發展 —

教師專業發展 教師自我效能感 —

有效教學 —

教師特徵 學生表現 —

課堂氛圍 —

教師自我效能感 —

教師工作滿意度 —

教師專業學習 教師創新 —

教學品質 —

教學環境 教師自我效能感 —

資訊與通訊科技（ICT） 教師創新 —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臺北市立大學學報_教育類54(1)-01 陳雨然.indd   17臺北市立大學學報_教育類54(1)-01 陳雨然.indd   17 2023/6/26   上午 11:45:322023/6/26   上午 11:45:32



18 臺北市立大學學報 • 教育類

學生成就之間的關係，結果顯示以教師參

與、校長承諾和學校責任為重點的學校策

略與學生成就有顯著相關，其中教師教學

水平的提高對學生成就的影響最大，同時

學校的課外活動也可以促進學生成就，以

及研究突出了學校績效責任的重要性，有

助於學校提升培養學生成就的能力。

研究中納入中介變項探討的有 Torres
（2019）以及 Zakariya（2020）。Torres
發現分布式領導與教師工作滿意度呈顯著

正相關，其中教師專業協作扮演上述關係

間之重要中介角色；Zakariya顯示學校氣
氛與教師自我效能感對教師工作滿意度有

強烈的直接影響，以及教師自我效能感在

學校氣氛和工作滿意度之間具中介作用。

此外，國際上 TALIS 之相關研究有 4篇
研究的自變項均為教師專業發展且依變項

均教師自我效能感，分別是 Y. Liu與 Liao
（2019）、Gümüş 與 Bellibaş（2021）、
Yang（2020）以及Choi與Kang（2019），
雖主題相同但研究取向不同。Y. Liu 與
Liao結果顯示教師專業發展與教師自我
效能感呈正相關；Gümüş與 Bellibaş說明
參加專業發展活動的教師，可能有較高的

教師自我效能感，以及一些傳統的專業發

展模式如研討會等，都有可能對教師自我

效能感產生影響；Yang結果發現更多專
業發展經驗的教師，他們的教師自我效能

感會較高；Choi與 Kang發現，教師專業
發展對教師自我效能感有重要影響，該研

究結果為教師積極參與專業發展提供理論

依據。

參照表 3 可知，TALIS 2008 資料庫
出現次數最高的關鍵詞是自我效能感；

TALIS 2013資料庫出現最高次數的關鍵
詞是工作滿意度以及專業發展；TALIS 
2018資料庫出現最高次數的關鍵詞是自
我效能感，說明教師工作知覺是以 TALIS

資料庫進行的研究之熱門主題，自我效能

感可為自變項、依變項或中介變項。此

外，大部分文章都是以單一自變項和單一

依變項為主，只有少數文章再納入中介變

項的影響；其中自變項為教師專業發展，

依變項為教師自我效能感的研究是最多

的，足以說明此主題的熱門程度。

五、臺灣學術期刊之 TALIS相關
研究

本研究整理臺灣學術期刊中關於

TALIS 的相關研究，將主題依教學、領
導與教師工作知覺分類如表 5。臺灣之
TALIS相關研究處於起步階段，除文章數
量較少外，多側重瞭解現況或跨國比較。

從 2017年開始才有相關文章出現，2017
年有 8篇，2018年有 2篇，2019年有 3篇，
2020年有 1篇，2021年有 6篇；由於臺
灣參加的是 2018 年的調查，故 2021 年
之前學者大多以其他國家或地區的資料探

討不同主題。由表 5可知，學者傾向於進
行校長領導之剖析，主題包括國際比較、

教學變革和專業發展等。對照表 3之關鍵
詞出現次數，臺灣學術期刊 TALIS相關
研究的主題內容傾向教學與領導方面的研

究。同時，由表 5可知，有些研究進行的
主題是 TALIS調查中所沒有的，如謝傳
崇與李孟雪（2021）嘗試透過 TALIS 資
料庫瞭解臺灣翻轉教學實施現況。然而，

由於 TALIS未有題組量測教師對翻轉教
學的知覺程度，故學者須依據文獻自行組

合問項並以探索性因素分析的步驟檢驗變

項的信效度。

參照圖 1，表 5 列示臺灣學術期刊
TALIS研究之隸屬國際書目耦合集群，可
說明與國際 TALIS研究之連接程度。由表
5可知，臺灣學術期刊偏重於探討學校領
導與教師教學主題且多為初步探討，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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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屬於校長領導與分布式領導集群（黃
色集群）以及領導與教學實踐集群（藍色

集群）。臺灣學術期刊討論教師工作知覺

部分雖已銜接教師自我效能感與工作滿意

度集群，但數量仍在少數。同時，對照圖

2屬於教學實踐（紅色集群）、學校領導
（綠色集群）以及教師專業發展（黃色集

群），建議學者未來可就教師自我效能感

以及工作滿意度等變項多加著墨。

六、綜合討論

本研究運用書目耦合及關鍵詞共現分

析描繪 TALIS相關研究的科學圖譜。從

書目耦合分析的結果來看，可顯示 TALIS

相關研究的知識結構。同時藉由此分析方

法可將 TALIS研究分為五個集群，分別是

教師自我效能感及工作滿意度（Burić & 

Kim, 2021; Gil-Flores, 2017）、跨國背景 

下教師自我效能感（Egido Gálvez et al., 

表 5
臺灣之 TALIS相關研究

主題 文獻 內容 研究地區 書目耦合集群

教學 謝傳崇與李孟雪（2021） 翻轉教學的實施現況 臺灣 領導與教學實踐
（藍色集群）黃淑如與曾淑惠（2021a） 運用資訊與通訊科技結果

對遠距教學推行
臺灣

游婉琳（2021） 教師教學研究、實踐知識
與專業發展之初探

全部

黃嘉莉等人（2019） 教師專業發展之比較 臺北市、日本、
韓國、新加坡

梁忠銘（2017） 教師與校長專業發展 日本

鄭勝耀（2020） 教學環境面向初探 全部

領導 王俊斌（2017） 學校領導與校長工作滿意
度調查分析

全部 校長領導與分布
式領導（黃色集
群）謝傳崇與翁暄睿（2019） 校長領導與分布式領導趨

勢
臺灣

黃淑如與曾淑惠（2021b） 校長知覺學校實施多元文
化教育比較

臺灣、加拿大

黃嘉莉（2017） 校長領導 韓國

郭晏輔與陳佩英（2019） 校長領導之國際比較 全部

鄭勝耀與侯雅雯（2017） 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學變革 美國

陳佳葳與楊洲松（2017） 校長領導之探究 紐西蘭

李奉儒（2017） 校長領導素質調查 澳洲

掌慶維（2017） 校長領導調查 法國

蘇永明（2018） 校長之教學領導 英格蘭

黃柏叡（2017） 校長領導與專業發展 新加坡

教師工
作知覺

張芳全（2021b） 男女教師工作壓力源 臺灣 教師自我效能感
與工作滿意度
（紅色集群）

張芳全（2021a） 教師工作滿意度因素 臺灣

楊洲松（2018） 教師自我效能感與工作滿
意度

紐西蘭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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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Gümüş & Bellibaş, 2021）、領導與
教學實踐（Gil-lzquierdo & Cordero, 2018; 
Kim & Lee, 2020）、校長領導與分布式
領導（Y. Liu & Werblow, 2019; Veletić & 
Olsen, 2021），以及 ICT在教學上的運用 
（Gil-Flores et al., 2017; Hämäläinen et al., 
2021）。臺灣學術期刊研究成果隸屬於
三個集群，分別是領導與教學實踐、校長

領導與分布式領導，以及教師自我效能感

與工作滿意度。而以關鍵詞共現分析探索

TALIS相關研究之發展，可以歸納為五
組關鍵詞，分別是教學實踐、學校領導、

教師自我效能感、教師專業發展，以及工

作滿意度。綜合來看，可以看出五組關鍵

詞的代表研究有 Diaz等人（2015）探討
TALIS 2013參與國家中的教學實踐情況，
顯見教學實踐的重要性；以及 Bellibaş等
人（2021）探討校長領導對教學實踐的影
響，由此可見學校領導的重要性。

同時本研究將 TALIS研究依成長趨
勢分為萌芽期（2008 ~ 2015年）、探索期
（2016 ~ 2019年）與成長期（2020年迄
今），其中教師自我效能感為熱門研究議

題（Ham et al., 2015; Vieluf et al., 2013）。 
臺灣學術期刊之 TALIS 相關研究始於
2017 年，正值 TALIS 研究發展階段的
探索期，國際上的研究關注焦點為以校

長領導為自變項，探討對教師自我效能

感與教師工作滿意度等影響（Fackler & 
Malmberg, 2016）；臺灣研究亦著墨於校
長領導，研究內容包括加拿大、韓國、美

國、紐西蘭等調查分析以及進行國際比

較，並透過描述性統計進行資料分析（黃

嘉莉，2017；鄭勝耀、侯雅雯，2017）。
TALIS 發展時期的成長期，國際上影響
力較大的文章聚焦於分布式領導（Y. Liu, 
2020; Printy & Liu, 2021），此時臺灣學
術期刊之 TALIS相關研究則將研究焦點

由領導轉向教師知覺，如專業發展、壓

力源與工作滿意度等（張芳全，2021a，
2021b；楊洲松，2018）。

本研究發現，國際期刊上發表的相關

研究善於利用 TALIS歷次資料庫進行不同
主題的分析，尤其是相關性研究，這是因

為 TALIS調查主題非常豐富、抽樣方法嚴
謹，而且樣本對象包含國小、國中與高中

校長與教師，樣本數量龐大，有利於研究

之進行。臺灣學術期刊進行相關性研究則

尚付之闕如，可能是因為臺灣於 2018年
甫參加 TALIS大規模調查，研究尚在進行
中。在 TALIS的 90篇國際學術論文中，
Chen等人（2020）是臺灣學者所撰寫的
文章，該研究使用 TALIS 2018臺灣資料
庫，探討臺灣國中教師自我效能感（課堂

管理效能、教學效能）與教師教學實踐之

關係，研究顯示了教師自我效能感在教學

中的重要性，也為教師如何更好的提升自

我效能感提供了方法和建議，為以 TALIS
為資料庫的研究提供了好的方向。本研究

結果顯示，TALIS研究國際趨勢為學校氣
氛、教師壓力以及工作倦怠等主題，故臺

灣學者可考慮以上述新興主題入手，但須

就現況、歷史背景與研究目的、研究問題

之銜接進行深入描述。此外，研究假設及

資料處理等建議多加著墨。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在國際學術期刊論文中，對

2008 年至 2021 年關於 TALIS 的研究進
行整理。本研究針對以 TALIS資料庫的
國際學術期刊論文與臺灣文獻進行量化整

理、可視化分析以及綜合評述，讓學者宏

觀瞭解此領域知識基礎、演進脈絡及關鍵

熱點，乃至未來研究方向。隨著時間的推

移，關於 TALIS的研究不斷增加，客觀
地表明愈來愈多的學者以 TALIS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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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研究。本研究對文獻書目耦合可視化圖

的五個集群進行分類命名，分別是教師自

我效能感及工作滿意度、跨國背景下教師

自我效能感、領導與教學實踐、校長領導

與分布式領導以及 ICT在教學上的運用。
這五個集群構成了國際上 TALIS相關研
究的主要內容，其中值得關注的是 ICT在
教學上的運用這一集群，雖然研究數量較

少，但都有較高的引用，說明愈來愈多的

學者注意到 ICT在教學中的重要性。同
時，從關鍵詞共現網絡圖中識別出五組關

鍵詞：教學實踐、學校領導、教師自我效

能感、教師專業發展以及工作滿意度。

本研究整理 TALIS相關研究之重要
文獻，將其分成三個發展階段。「萌芽

期」之 TALIS相關研究，主要內容側重
於教師自我效能感；「探索期」之主要研

究內容將焦點轉移到學校政策和校長領導

方面；「成長期」之主要研究內容以分布

式領導為主。

本研究彙整文獻所探討主題，以瞭解

學者關心的變項以及自變項和依變項的分

布情況。從TALIS資料庫關鍵詞可以看出，
不同年分的 TALIS資料庫會有共同研究的
熱點話題，並且教師的自我效能感以及專

業發展一直以來都是 TALIS研究的熱門話
題。同時，為瞭解重要關鍵詞之間的關係，

本研究進一步將研究內容依自變項、依變

項和中介變項分類。從結果中不難看出，

大部分文章都是以自變項和依變項為主，

只有少數文章有介入中介變項進行研究。

國際上 TALIS之相關研究有 4篇研究都以
自變項為教師專業發展，依變項為教師自

我效能感，足以說明此主題的熱門程度。

最後，本研究整理臺灣學術期刊之

TALIS 相關研究，將主題依教學、領導
與教師工作知覺分類。可以看出，相關研

究多傾向教學與領導。並且對照國際趨勢

為學校氣氛、教師壓力以及工作倦怠等主

題，建議臺灣學者可以從上述新興主題入

手，但須就現況、歷史背景與研究目的、

研究問題之銜接進行深入描述。

本研究以 WoS資料庫中的 “TALIS” 
為搜尋條件，文章種類限制在期刊論文，

而其餘期刊所載之學術性論文、碩博士論

文皆未包含在內。若以 Google Scholar、
Scopus、EBSCO、ProQuest 等屬於收錄
全球性期刊論文，或收錄華人研究論文的

萬方數據知識庫、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

值系統等，則研究結果可能不同，故建議

未來學者可以針對其他資料庫進行搜尋，

以做更全面的系統性回顧。此外，本研究

以 VOSviewer生成書目耦合以及關鍵詞
共現分析，建議後續研究可進一步進行文

獻共引（document co-citation）分析，可
能會發現不一樣的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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