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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卓越精進的動力來源
－學前教師參與專業成長活動的影響機制

朱正雄*、林俊瑩**

摘 要

幼兒園做為傳遞社會重要知識與價值的重要啟蒙場所，學前教師要能積極參與

專業成長活動，才能勝任工作。不過，對於如何促動教師專業成長，在實證研究成

果較為不足的情形下，研究者較難以提出具體適切的建議，形成有待補強的缺口。

基於此，本研究根據相關文獻與實證研究，建構一個理論模型，納入學前教師之教

學信念、園所組織特性等變項，藉以探究學前教師專業成長活動參與的影響機制。

研究對象取用 2008 年花蓮地區學前教師的調查資料（N=279），依據研究目的，以

多元迴歸參照路徑分析模式來檢驗本研究之理論模式與相關假設。研究結果發現花

蓮地區學前教師的專業成長活動中，最普遍地是交換工作經驗，參與教育改革則最

不常見。進一步路徑分析發現：花蓮地區學前教師的專業成長活動會因為不同的園

所組織氣氛與園（所）長領導風格而有所差異，且這樣的差異可部分歸因於教學制

控信念與社會支持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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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卓越精進的動力來源
－學前教師參與專業成長活動的影響機制

朱正雄、林俊瑩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在快速變革的環境中，要維繫組織與企業的高度競爭力，培植具有優勢與高效

能的人力資源是最為重要的作為。而論及人力資源的良善發展，除了可藉由提供更

優渥的薪資福利外，更需透過成員自主性的成長和有目的性學習活動才能達成，如

各項在職訓練、進修等等。因此，工作者的專業成長與進修行為越來越受到管理者

的重視。學校做為培育個人良好社會價值與生活知能的場所，教師更必須時時自我

成長，增進教學專業能力，才能勝任培育優秀國民的重責大任（黃裕城，1999）。

而近來隨著社會變遷與國民知識水平的快速提昇，加上國內教育政策對家長教育選

擇權的尊重，及鼓勵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風潮下，教師的專業能力之提昇更是刻不

容緩（林俊瑩，2010；Krečič& Grmek, 2007）。

對學前階段的教師而言，擔負著個人發展最重要的啟蒙階段，研究指出幼童若

能及早接觸到適切的課程內容，尤其是好的學前老師，將有助於那些低社經地位與

環境不佳的孩子縮短與其他孩子的學業成就差距（Caughy, Dipietro, & Strobino, 1994;

Lee & Burkham, 2002），並進一步正面影響其往後更高年級時的行為發展、學習成

效（Duncan, Yeung, Brooks-Gunn, & Smith, 1998），及日後的求職、成就與社會地

位取得（Caspi, Wright, Moffitt, & Silva, 1998），由此可知幼兒時期學習與發展經驗

對人一生是具有很重要的關鍵性影響。因此，提昇幼教師資的素質就顯得特別重

要。而要提昇學前教師的素質，透過專業成長活動的參與應是最為重要的途徑。

當前，有關於教師專業成長的相關研究，無論是量化取向或質性探討都有相當

的累積，但針對能夠更深入、更具理論結構，並以更嚴謹的量化方法，來探討學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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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參與專業成長活動之影響因素與影響途徑的研究則尚屬缺乏，這多少會阻礙吾

人對如何提昇教師專業成長效果提出更具體建言。基於此，為了暸解國內學前教師

專業成長活動的參與現況，並對當中的影響機制有更透徹地理解，本研究依據理論

與相關實證分析結果，建構一個理論模型，用以探究學前教師專業成長活動參與有

所差異的影響機制。

二、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如下：

（一）建構學前教師參與專業成長活動之理論模型，並採用以多元迴歸參照路徑分

析檢證相關假設，進而釐清影響學前教師參與專業成長活動的重要因素，及

其影響途徑。

（二）依據研究結果提出相關建議，以做為制定提升學前教育人力資源管理政策，

及後續研究參考。

貳、文獻探討

一、教師專業成長的意涵與理論基礎

（一）意涵

教師專業成長是指一種提升教師的專業知識、態度和技能的學習歷程，其目的

在提昇教師於教學知能、班級經營、學生輔導和人際溝通等教育工作方面的知能（李

佩嬛、黃毅志，2009；Duke, 1990; Glazer & Hannafin, 2006; Nir & Bogler, 2008;

Whitcomb, Borko, & Liston, 2009）。教師參與專業成長活動的目的，主要在於提高

教學品質，增進教師專業知能、技能、態度與人際溝通各方面的進步，最終目的在

於使學生能接受到更高品質教學，以有效的學習（中華民國師範教育學會，1998；

Glazer & Hannafin , 2006; Tindill & Coplin, 1989）。同時，教師專業成長活動的參與

並非只是追求教學技巧的熟練而已，並藉由此途徑，教學者更得以持續進行反省思

考，並提升教師教學品質與專業領域認同度（Nir & Bogler, 2008; Pickle, 1985;

Whitcomb et al. , 2009）。因此，教師的專業成長一直被視為教學改進最有效的方法

（中華民國師範教育學會，2004）。至於提到促進教師專業成長活動的參與，最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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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的論題便是正式(formal)與非正式(informal)的進修或訓練學習活動。前者多實施在

師資培育機構或學校的制式活動當中，如參加研習、研討會、組織活動、參與教育

改革計劃或實驗等；後者的實施方式較為多元化，不一定是定時、定性或定點的做

法，自主性的教學交流、向專家或同儕請益等（陳嘉彌，2000）。

歸納以上國內外學者對教師專業成長的定義與看法，本研究認為教師專業成長

可定義為「教師為了達到提昇教育品質的目的，透過相關正式與非正式的進修與教

育成長管道，以持續增進本身專業能力的一種歷程活動」，其範圍當可包括參與研

習、參與改善計畫及參與教育改革的正式教師專業成長活動，與閱讀書刊及交換工

作經驗等非正式教師專業成長活動。

（二）理論基礎

對於教師專業成長活動的參與，本研究採用四個理論來加以詮釋，這包括：1.

RPTIM 專業成長模式；2. 成人繼續學習理論；3. 知行思交融模式；及 4. 專業分享

成長模式。

首先，Wood, Mcquarrie 與 Thompson（1982）提出 RPTIM 專業成長模式。此

模式強調專業成長活動需考量教師需求，並讓組織成員共同參與，而成長歷程包含

準備（readiness）、計畫（planning）、訓練（training）、執行（implementation）、

維持（maintenance）五個階段。該模式主張專業成長必需有在教師有正向的教學意

願與動力才具效果，若教師的進修行為能獲得學校教職員與園（所）長的支持，則

有事半功倍的效果。而教職員與主管應共同建構出與組織目標結合、長期、具體、

可行的教師專業成長計畫，並以實踐教學現場的教學行為改善為目的，透過有系統

的教學視導、學生的回饋與全體成員共同績效責任制來達成。

其次，若從成人繼續學習的理論觀點來看，個人追求進步與成長，主要是個體

基於「匱乏」或「生長」的動機而產生的一種「動力狀態」，透過學習會獲得更大

的滿足。而個體在採取學習行為的過程中會受「內在心理」（例如：態度、自我評

估、成就感、過去經驗）與「外在環境」（例如：環境角色、任務、參照團體）的

影響而面臨「抉擇過程」。在抉擇中，動機大於障礙，則可繼續參與學習行為；若

障礙大於動機，則退回抉擇過程，重新抉擇（黃富順，1985）。而學前教師的專業

成長活動之參與亦屬於成人參與繼續學習的表現，當學前教師因感到教學成效不彰

或追求成效卓越時，則會產生參與專業成長活動的動力。

另外，饒見維（1996）所提出的知行思交融模式，主張落實有效的專業成長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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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知識、經驗與省思的密切關係。換言之，為了讓三者互相配合，教師原本具備

的認知與信念，需要透過建構有益的條件進行專業成長活動來加以結合，包括營造

相互合作、支持的學校文化，領導者關懷教師成長需求等，有益條件形成後透過自

我評量或同儕專業對話的方式進行省思，讓自己原本具備的認知與信念獲得提升，

進而達到專業成長效果。而 Ross 與 Regan（1993）提出的專業成長模式認為分享專

業經驗是專業成長的重要元素，主張在分享的歷程中會受到個別學習者特點（個人

效能信念、成人階段發展、工作經驗…）與情境變項（學校領導者的支持態度、夥

伴相互學習的特徵、合作規範…）的影響，而有不同的分享效果。

無論是「知行思交融模式」或是 Ross 與 Regan 提出的專業成長模式，都相當

強調教師專業成長進行前，需先覺知到自己對教學的掌控度、教學實務與專業能力

的適配度等，透過保有正面教學的信念與態度，會進一步提升教師專業成長活動的

參與意願。過程中，知行思交融模式所強調的協同原則，與專業分享成長模式所揭

櫫的情境影響變項，均顯示出主管與同儕支持，且互助的態度可能是影響教師專業

成長活動的參與重要因素。換言之，這些理論所強調是教師專業成長的參與是否積

極、持續，除了教師個人信念特質、需求有關外，學校主管或同儕的正向支持態度

更是重要（李佩嬛、黃毅志，2009；Morris, Chrispeels, & Burke, 2003）。

從上述四個專業成長理論主張來看，成功的教師專業成長不應只是教師個人的

努力，領導者與教職員應共同營造開放、合作的學校氣氛，同時兼顧主管、同儕、

受教者與教師需求的關懷民主式領導風格，提升教師專業信念，給予正向支持，進

而達到成長的目的。

二、影響教師參與專業成長活動的重要因素

根據上述的理論，教師專業成長活動參與之積極與否，應可能會受到個人信念

（如教學制控信念），與外在環境條件（如學校組織氣氛、主管的領導風格、組織

其他成員的支持）之影響。因此緊接就要詳細地檢視這些重要因素對教師專業成長

活動參與可能存在的影響，與其關聯，藉以建構本研究的理論模型。

（一）組織氣氛對教師參與專業成長活動的影響

組織氣氛是成員間在工作和人際之間的關係，可以理解成一種對於組織中人、

事、物適當的應對方式（Krečič& Grmek, 2007）。林新發（1993）綜合多位國內外

學者的看法，將組織氣氛定義為組織成員彼此互動形成的一種內在持久特質，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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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組織成員的知覺加以描述。謝文全（2006）進一步認為組織氣氛是組織成員彼此

互動所形成給人的印象與感受，此印象與感受會影響組織成員對組織的評價與行為

表現。

組織氣氛對個人參與專業成長活動的重要影響亦獲得實證研究的支持。例如：

國內黃秀靜（2009）研究指出組織氣氛和學前教師專業成長活動參與之間具有正向

關聯，若學前教師所覺知的組織氣氛越和諧、人性化，則其專業成長活動參與越積

極，其中又以教師的親密行為解釋力最高，而教師同儕的親密行為，往往意謂著教

師們能從中獲得有力的支持與協助，同儕支持越強而有力。上述黃秀靜的研究有相

當重要的貢獻，但此研究僅呈現兩者的關係，卻無法進一步釐清組織氣氛和參與專

業成長活動之間的因果關聯，這是該研究不足之處。

另外，許多研究也發現良好的組織氣氛可提供給成員正向的社會網絡，而社會

網絡是一種社會關係，若此關係是正面、可維持的，則為和諧關係；反之，此關係

是負面的、強求的，則為緊張關係（林俊瑩、黃毅志，2006；黃毅志，1998），而

正向的社會網絡關係，可營造出組織良性互動氣氛，當有利於教師進行教學合作與

互動，進而可能有助於其專業成長活動之參與（李政穎，2003）。而 Krečič 與 Grmek

（2007）也發現越具有合作傾向的組織氣氛，對教師參與專業成長、進修越有正面

幫助，而這種合作傾向的組織氣氛往往也反映出組織內成員能呈現和諧的人際關

係，彼此能互相分享相關專業信念、看法、期望，並共同解決問題。此外，Avalos

（1998）發現學校在進修時間與場地上越顯彈性、學校主管人員監控教師程度越

低，給予教師更大的自主空間、越支持在教學上做更多元的嘗試，則教師參與自願

性的專業成長活動也就越積極。基於上述，本研究就預期當學前教師所知覺的園

（所）組織氣氛越佳、越和諧，則教師的專業成長活動參與也會越積極。

（二）領導風格對教師參與專業成長活動的影響

領導風格是指領導者的領導特質、領導行為或領導模式，領導者受到個人人格

特質、組織情境脈絡與整體社會文化的影響，將其本身具有思想、經驗與理念的行

事作風表現於外，對組織成員產生影響，進而影響組織的創造與成長（呂春嬌，

2003；張慶勳，2004）。而在領導風格的內涵中，Ohio 州立大學的雙構面領導理論

最廣為研究者所應用。該理論以工作或組織人員為核心來描述領導行為。其中，「任

務建構」（initiation structure dimension）面向行為是強調以工作為中心，領導者透

過明確界定的組織模式、成員角色、工作任務及工作程序等結構化控管來與下屬互

動，領導者較著重於組織工作目標的達成。相對的，「關懷體恤」（consi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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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ension）面向行為乃以下屬為中心，則強調領導者表現其對下屬的信任與尊重，

及和諧良好的人際關係，並關注下屬之福利、工作滿足感等（Stogdill & Coons,

1957）。

林明地（2005）、Clement 與 Vandenberghe（2001）等人認為領導者若能以關

懷性的領導，應較能營造出信任、合作、分享與認同的組織氣氛，並運用自身的影

響力，轉化組織成員的觀念與態度，而願意朝同一目標邁進，則有助於提高教師從

事專業成長的意願與行動。此外，若能在領導中融入民主、開放、多元等的觀念，

則有益於教師建立成長團體，更進一步地，領導者需支援教師專業教學能力在實務

的落實，使得理論與實務能互相配合（吳俊憲，2003；饒見維，1996）。相關實證

研究也揭櫫不同領導行為會對教師專業成長活動參與有不同影響。首先校長管理與

監控的課程領導行為對教師專業成長活動參與有正面影響，主要原因是校長對課程

的掌握度越高，對教師的課程表現期望也越高，也會督促教師進行相關的專業成長

活動，反觀人際與支持的課程領導行為會有負面影響，可能與校長尊重教師反倒不

敢強制要求專業成長，而是採鼓勵性質讓教師參與符合自己需求的專業成長活動

（李俊德、陳怡靖、鄭燿男，2009）；再者，領導者若同時注重工作完成並給予教

師支持的領導方式，也會使教師滿意程度越高（高士傑，1997；Fan & Zhang, 2004），

當教師的工作滿意程度高，也就較願意從事專業成長活動（李佩嬛、黃毅志，2009）；

強勢領導風格則會負面影響教師表達意見的機會，減少專業對話的產生，打擊教師

的士氣，使得教師較不願意花額外的時間去進行專業成長活動（李文正，2004）；

最後，領導者若展現出開明、激勵、關懷的態度，將有助於組織進行教學改革，若

再加上領導者若能予以教師在參與專業成長活動上的協助，對教師專業能力的精進

會有正面影響（朱元祥，2001）。

基於上述，本研究發現教師所知覺的園（所）長領導風格，可能會對教師的專

業成長活動之參與有所影響，多數研究發現領導者的支持性領導風格有助於專業成

長活動之參與。因此，本研究假定園（所）長領導風格屬於民主開明的類型，重人

性關懷，非強勢監督與控管，則學前教師參與專業成長活動應會越積極，但也不排

除會有其他的研究結果出現。

（三）教學制控信念對教師參與專業成長活動的影響

制控信念起源於社會學習理論，認為人類對於事件看法不同，主要取決於自身

能力的判斷，可分為內在與外在兩個向度，持內在制控信念（內控信念）者傾向將

事情的成敗歸因於自己，成敗是由自己努力與能力所控制；持外在制控信念（外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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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者則傾向事情的成敗歸因於他人，成敗是由運氣與環境所控制（秦夢群，

1992；Neill, 2006）。本研究中，教學制控信念所指為學前教師對於自己教學表現

的看法，持內控信念的學前教師認為教學成功與否，取決於個人是否努力進行教學

或是否願意自行調整教學策略，主要歸因於個人因素；持外控信念的學前教師則認

為教學成功與否，取決於教學環境與學生表現，主要歸因於外在不可抗力的因素。

國內、外相關文獻針對教學制控信念討論議題甚少，進而納入制控信念與參與

專業成長活動共同討論更是少見。李佩嬛、黃毅志（2009）的研究針對國中教師參

與進修的因果機制進行探討，該研究結果指出教師內控信念越強者，參與進修越積

極，但外控信念越強者，並不會影響教師進修的參與。此外，Kwakman（2003）對

參與專業成長學習活動相關影響因素的研究中也發現，當教師預期專業能力會對學

生的教學成功與否有所影響時，此即老師對教學成敗傾向於做內在歸因，則專業成

長活動的參與度會較高。基於上述，本研究也預期學前教師教學傾向於內控信念

者，則會出現比較積極的專業成長參與，至於偏向教學外控信念是否會對專業成長

活動之參與產生影響，由於過去研究尚不清楚，仍有待本研究進一步釐清。

（四）社會支持對教師專業成長的影響

社會支持是一種他人所提供的資源，包括被愛、受照顧及各種情緒、物質、訊

息的協助與回饋。支持可以協助個人追求目標、滿足需求的動力及解決難題，並使

人相信自己是受到關愛與重視，降低所受到的壓力，進而獲得認同感與歸屬感（李

新民，2004；林鉦棽、蕭淑月，2005）。

張順發（2004）研究指出工作者的社會支持越高，專業承諾越高。其中，專業

承諾包含專業認同與研究進修兩個層面。此外，Wood 等人（1982）的 RPTIM 專業

成長模式的觀點中，提到對於持續且合宜的教師專業成長計畫或訓練，校長的支持

是關鍵要素。教師的專業成長活動參與中若有主管的支持，則推行較容易。更多國、

內外研究發現，在教師專業成長過程中，若學校所給予的支持越多，則教師參與進

修與專業成長意願也會越高，進而正面影響到參與專業成長的積極度（李佩嬛、黃

毅志，2009；Clement & Vandenberghe, 2001; Nir & Bogler, 2008; Wood et al., 1982）。

另外，同儕之間更密切的資源共享與合作省思，也將有助於教師參與專業成長活動

的積極度與效果（何縕琪、張景媛，2003；陳美玉，2006；Glazer & Hannafin, 2006;

Morris et al., 2003）。基於上述，本研究預期學前教師在教學歷程中所接受到的社會

支持越多，如主管與同儕的支持度越高，則會正面影響教師參與專業成長活動的積

極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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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影響教師參與專業成長活動機制的更精緻探討

上述分別檢視了組織氣氛、主管領導、教學制控信念、社會支持對參與專業成

長活動所可能產生的影響，緊接著將對這些變項間的關連性做更細緻地探討。首

先，林育瑋（2008）的研究發現，影響幼稚園本位教師成長活動規劃之因素有園長

角色、同事關係、教師內在動機及時間考量等，而園所角色是很明顯的領導風格測

量，同事關係更是很重要的組織氣氛。另外，其他實證研究發現組織氣氛越佳、越

和諧，越會提升教師專業成長的參與積極度（黃秀靜，2009；Avalos, 1998; Krečič&

Grmek, 2007），另外，過去也有研究顯示當組織越傾向於合作的氛圍，則主管對下

屬的支持，以及同儕之間互相援助也越常見（何縕琪、張景媛，2003；Glazer ＆

Hannafin, 2006; Morris et al., 2003），社會支持度越高，也會提升教師專業成長的參

與度（何縕琪、張景媛，2003；陳美玉，2006；Clement & Vandenberghe, 2001; Glazer

& Hannafin, 2006; Morris et al., 2003; Nir & Bogler, 2008）。因此，研究者預期當園

所氣氛越和諧、園所長領導越開明與關心下屬，學前教師所獲得的各項支持也越

多，越會積極參與專業成長活動。至於園所氣氛對學前教師的教學制控信念到底有

何影響，又是否會進一步對教師專業成長產生何種效應，由於過去缺乏這方面的探

討，也就不容易形成較明確的假設，而有待研究進一步研究分析。

另外，過去實證研究也發現，學校領導者對教師的關懷度越高、越有高期待，

展現出民主開明的領導風格，則會促使教師更願意參與專業成長活動（李佩嬛、黃

毅志，2009；林明地，2005； Clement & Vandenberghe, 2001）。而傾向於民主開

明的領導風格，往往會給予成員在工作上更多的工作協助、心理回饋與意見表達的

機會。因此，若園所長偏向民主開明類型的領導方式，也應會讓學前教師感受到較

多的社會支持，進而提升學前教師專業成長之參與行動（何縕琪、張景媛，2003；

陳美玉，2006；Clement & Vandenberghe, 2001; Glazer & Hannafin, 2006; Morris et al.,

2003; Nir & Bogler, 2008）。因此，研究者預期當園所長領導風格越傾向關懷、人性

化，學前教師所獲得的支持度越高，則其參與專業成長活動也會越積極。不過，領

導風格對教學制控信念有何影響？又會進一步對學前教師專業成長活動之參與產

生何種效應？也有待本研究進一步分析才能釐清。



134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學報－教育類

參、研究方法與設計

一、研究架構與假設

依相關理論與文獻探討，本研究建構的理論模型如下（見圖 1）：

圖 1 影響學前教師參與專業成長活動之理論模型

理論模型中納入主要變項為組織氣氛與領導風格，並假設組織氣氛越和諧、領

導風格越民主開明，則有助於學前教師專業成長活動參與度的提升。其次，納入中

介變項為教學制控信念與社會支持，並假設學前教師越偏向於教學外控信念、社會

支持度低，會有礙於其專業成長活動參與度的提升；而偏向於教學內控信念、社會

支持度高，有助於學前教師專業成長活動的參與。最後，本研究假設不同組織氣氛

和領導風格若有助於學前教師專業成長活動參與度的提升，主要是透過偏向教學內

控信念與較多社會支持的間接正影響。

不過，對於學前教師參與專業成長活動的影響機制，以往的相關研究甚是少

見，諸多變項之間的關係也不很清楚，有待本研究進一步探討。而特別說明的是，

本研究在進行各項分析時，會進一步控制其他背景變項的影響，關注主要變項帶來

的影響狀況。

主要變項

組織氣氛

領導風格

控制變項

教師背景

教師專業成長活動

閱讀書刊

參與研習

參與改善計劃

交換工作經驗

參與教育改革

教學制控信念

外控信念

內控信念

社會支持

同儕支持

主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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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來源

本研究於 2008 年，以自編問卷的方式，對花蓮地區幼稚園所教師進行抽樣調

查，該年度幼稚園所教師共約 510 位。調查執行前先徵詢全體教師的受調查意願，

再寄發紙本問卷請教師填答，共寄發 407 份問卷，而最後寄回問卷並完成所有填答

的有效教師樣本為 279 人，有效問卷佔所寄發問卷之比率為 68.6%。其中有效樣本

中僅有一名男生，其餘皆為女性；另外，在公立園所服務的老師占 50.8%，私立占

49.2%；具有合格教師證的有 54%。此資料在本研究後續所做的分析結果顯示（詳

細結果可參見後續變項測量之說明）：變項的次數分佈都很合理，因素分析之負荷

量也不低，各量表之解釋變異量也都相當高，介於 50.60%-80.27%之間，顯示有理

想的效度，測量品質甚佳。

三、變項測量

本研究主要變項、中介變項與依變項的記分，依「非常符合」、「符合」、「還

算符合」、「不符合」、「完全不符合」分別給 5 至 1 分。

（一）主要變項

1.組織氣氛

共有十二個題目進行測量。對此做主成份分析，採斜交轉軸，萃取出特徵值大

於 1 的因素共有四個，依內涵分別命名為「親師關係」、「同儕緊張關係」、「師

生關係」與「同儕和諧關係」，可解釋變異量 71.72%（參附表一）。其中，親師關

係、師生關係，與同儕和諧關係等因素之負荷量為正值，分數得分越高則反映出學

前教師和家長、學生與同儕關係越好；同儕緊張關係之因素負荷量也為正值，分數

得分越高，則表示學前教師和同儕關係越緊張。

2.領導風格

共有八個題目進行測量，以主成份分析，並採斜交轉軸的方式，萃取出特徵值

大於 1 的因素共有三個，可解釋變異量 80.27%（參見附表二）。分別命名為「監控

管理」、「民主開明」與「權威官僚」，各因素之因素負荷量為正值，分數得分越

高，表示園（所）長的領導越偏向該型式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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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背景變項（控制變項）

1. 婚姻狀況：分為已婚、未婚與其他（含離異、分居、喪偶等）三類，分析時做虛

擬變項，以未婚為對照組。

2. 教育程度：依實際修業年限轉成教育年數（無=0 年；國中=6 年；高中職＝12 年；

專科＝14 年；大學＝16 年…）。

3. 幼子女數：以 6 歲以下子女數為測量，數值越大，代表年幼子女越多。

4. 任教單位：分為公立與私立，分析時做虛擬變項，以私立為對照組。

5. 任教機構：分為幼稚園與托兒所，分析時做虛擬變項，以托兒所為對照組。

6. 年資：數值越大，代表在目前園所服務時間越久。

7. 工作收入：數值越大，代表工作收入越多。

8. 教師資格：分為已取得正式教師資格與未取得正式教師資格，分析時做虛擬變

項，以未取得正式教師資格為對照組。

（三）中介變項

1. 教學制控信念

共有四個題目進行測量，對此做主成份分析，採斜交轉軸，共萃取出特徵值大

於 1 的因素有兩個，可解釋變異量 72.04%（參見附表三）。依內涵分別命名為「外

控信念」與「內控信念」。因素分析後所得因素分數得分越高，表示學前教師在教

學的外在或內在控制信念越明顯。

2. 社會支持

用下面兩個題目，來分別測量「同儕支持」及「主管支持」，各題得分越高，

代表教師感受到的同儕支持度及主管支持度越高。

（1）專業成長得到同事充分支持。

（2）專業成長得到主管充分支持。

（四）依變項：專業成長活動

共有五個題目進行測量，經主成分分析萃取後，可解釋變異量 59.60﹪（參見

附表四），共萃取出特徵值大於 1 的因素共有一個，命名為「整體專業成長活動」。

因素分析後所得分數得分越高，表示學前教師的專業成長活動參與越積極。另外，

本研究會進一步以這五項個別專業成長活動做分析，依這五個題目之內涵，分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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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為「閱讀書刊」、「參與研習」、「參與改善計劃」、「交換工作經驗」及「參

與教學改革」。

四、分析方法

本研究先採用百分比次數分配和平均數分析說明學前教師專業成長活動的參

與現況。隨後在本研究的因果模式引導下，參照路徑分析模式，以迴歸分析來探討

學前教師參與專業成長活動的差異。根據 Baron 與 Kenny（1986），中介機制需符

合以下幾種情形：1.自變項必須顯著影響到中介變項；2.自變項也必須對依變項有

顯著影響；3.中介變項必須影響到依變項；及 4.在分析方程式中，納入中介變項之

後，自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必定會降低（less）。本研究將會依據上述的原則來進

行相關資料分析與解釋。

肆、研究結果分析

一、花蓮地區學前教師專業成長活動之參與概況分析

首先，依照表 1 在「閱讀書刊」方面，學前教師較積極參與（非常符合與符合）

的比率合計約佔七成（69.4%），不參與（不符合與非常不符合）的比率很低（2.0%），

在五點量表下，平均數 3.87，這顯示學前教師在「閱讀書刊」此方面的專業成長活

動之參與相當積極。在「參與研習」方面，學前教師較積極參與的比率合計約佔六

成五（66.3%），不參與的比率很低（2.7%），平均數 3.83，顯示學前教師在「參

與研習」此方面的專業成長活動參與也相當積極。

另外，在「參與改善計畫」方面，學前教師較積極參與的比率合計約佔六成

（60.8%），不參與的比率很低（4.0%），平均數 3.70，反映出學前教師在「參與

改善計畫」此方面的專業成長活動參與相當積極。在「交換工作經驗」方面，學前

教師較積極參與的比率合計約佔七成五（77.3%），不參與的比率很低（0.7%），

平均數 3.99，也顯示學前教師在「交換工作經驗」方面的專業成長活動參與相當積

極，並且是五種專業成長活動中最積極、最普遍地參與。

最後，在「參與教育改革」方面，學前教師較積極參與的比率合計僅約三成五

（36.4%），不參與的比率則有 25.6%，平均數 3.18，顯示學前教師在「參與教育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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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專業成長活動參與較不普遍。

綜觀上述五種學前教師專業成長活動，顯示花蓮地區學前教師最常見的專業成

長活動參與方式是與同儕進行交換工作經驗，其次為閱讀書刊，再其次為參與研

習，而在參與改善計劃或教育改革方面就比較不普遍。

表 1 學前教師參與專業成長活動之次數分配及平均數摘要表

二、影響花蓮地區學前教師參與專業成長活動之迴歸分析

以下將針對整體，以及各層面教師專業成長活動的影響因素進行迴歸分析，這

主要是檢視各方程式中是否具有 Baron 與 Kenny（1986）所提出對中介機制認定的

幾種情形，這包括自變項必須對依變項有顯著影響、中介變項必須影響到依變項，

及在分析方程式中，納入中介變項之後，自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必定會降低（less）。

（一）影響整體專業成長活動參與之迴歸分析

首先由表 2 針對整體專業成長活動參與的影響因素做探究。在整體專業成長活

動模式（一）中，有顯著影響（p＜ .05）的是親師關係與師生關係（β值分別為 .19

與 .27），學前教師的親師關係與師生關係越和諧密切，整體專業成長活動參與越

積極，且影響力不低，R2 為 .31。在模式（二）中，加入「教學制控信念」及「社

會支持」等中介變項進行控制，結果發現教學內在制控信念與主管支持都有顯著影

響，且以「內在制控信念」影響較強（β = .19）。依迴歸係數可發現：教學內在制

控信念越強，主管支持度越高，學前教師整體專業成長活動參與也就越積極。

在模式（二）控制了中介變項之後，原先模式（一）中，親師關係與師生關係

的影響雖然仍達顯著，但影響力已下降許多（β 值分別由 .19 與 .27 降至 .15

非常

符合
符合

還算

符合
不符合

非常不

符合
平均數

閱讀書刊 19.6% 49.8% 28.7% 2.0% 0% 3.87
參與研習 19.9% 46.4% 31.0% 2.7% 0% 3.83
參與改善計畫 13.5% 47.3% 35.3% 4.0% 0% 3.70
交換工作經驗 22.6% 54.7% 21.9% 0.7% 0% 3.99
參與教育改革 9.5% 26.9% 37.9% 23.6% 2.0%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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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23），可見親師關係與師生關係對整體專業成長活動參與的顯著正影響，部分

可由教學的內在制控信念與主管支持兩個中介變項的間接作用來加以解釋，稍後會

更清楚去探討其影響路徑，而此一模式的 R2由 .31 提升至 .40，也顯示中介變項仍

有重要的影響。

（二）影響各層面專業成長活動參與之迴歸分析

接著，對各層面的專業成長活動參與之影響因素做更詳細的探究，這將由表 2

與表 2（續）來說明。

1.閱讀書刊

在閱讀書刊模式（一）中，唯有師生關係（β= .26）有顯著影響，師生關係越

正向，學前教師閱讀書刊的專業成長活動參與越常見，R2為 .21。在模式（二）中，

加入中介變項進行控制，結果發現教學「內在制控信念」有顯著影響。教學的內在

制控信念越強，學前教師越積極閱讀書刊。

在模式（二）控制了中介變項之後，原先模式（一）中，師生關係的影響力已

有下降（β 值由 .26 降至 .23），可見師生關係對閱讀書刊的成長之顯著正影響，

部分可由中介變項的間接作用來加以解釋，而此模式的 R2 仍由 .21 提升至 .27，顯

示中介變項對這項教師專業成長活動參與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

2.參與研習

在參與研習模式（一）中，有顯著影響的是親師關係與師生關係（β值分別為 .14

與 .19），學前教師的親師關係與師生關係越正向，越積極參與研習，R2 為 .26。

在模式（二）中，發現教學內在制控信念與主管支持都有顯著影響，且以「主管支

持」影響較強（β= .19）。教學內在制控信念越強，主管支持度越高，學前教師也

就越積極參與研習活動。

在模式（二）控制了中介變項之後，原先模式（一）中，親師關係與師生關係

的影響雖然仍達顯著，但影響力稍有下降（β值分別由 .14 與 .19 降至 .12 與 .18），

即親師關係與師生關係對參與研習的專業成長活動的顯著正影響，少部分可由中介

變項的間接作用來加以解釋，此模式的 R2由 .26 小幅提升至 .30。



140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學報－教育類

表 2 影響學前教師參與專業成長活動之迴歸分析

* p < .05

3.參與改善計畫

在參與改善計畫模式（一）中，有顯著影響的是親師關係與師生關係（β 值分

別為 .25 與 .16），學前教師的親師關係與師生關係越正向，參與改善計畫的專業

成長活動越積極，R2 為 .17。在模式（二）中，發現教學內在制控信念與主管支持

都有顯著影響，且以「主管支持」的影響較強（β= .21）。教學內在制控信念越強，

主管支持度越高，學前教師參與改善計畫的專業成長活動也就越積極。

整體專業成
長活動模型
（一）

整體專業成
長活動模型
（二）

閱讀書刊
模型（一）

閱讀書刊
模型（二）

參與研習
模型（一）

參與研習
模型（二）

b β b β b β b β b β b β
婚姻狀況
未婚（對照組）
已婚 .32 .16 .20 .11 .31 .20 .24 .16 .15 .10 .09 .06
其他 .22 .05 .06 .01 .15 .04 .03 .01 .11 .03 .02 .01
教育程度 .13 .15 .09 .11 .10 .15 .08 .11 .10 .14 .08 .11
幼子女數 -.14 -.07 -.02 -.01 .01 .00 .08 .05 -.21 -.13 -.14 -.09
任教單位
公立 .00 .00 -.10 -.05 -.06 -.04 -.12 -.08 -.01 .00 -.07 -.04
私立（對照組）
任教機構
幼稚園 .29 .15 .31 .16 .02 .01 .04 .03 .21 .14 .21 .14
托兒所（對照組）
總年資 .02 .14 .02 .16 .01 .14 .01 .15 .02 .17 .02 .18
平均月收入 .04 .06 .05 .08 .01 .01 .01 .03 .06 .12 .07 .14
教師資格
無（對照組）
有 -.27 -.14 -.27 -.14 -.16 -.10 -.17 -.11 -.29 -.19 -.31 -.20

親師關係 .18 .19* .15 .15* .08 .11 .06 .08 .11 .14* .09 .12*
同儕緊張關係 -.09 -.09 .02 .02 -.05 -.07 .01 .01 -.07 -.09 -.03 -.03
師生關係 .27 .27* .23 .23* .21 .26* .18 .23* .15 .19* .14 .18*
同儕和諧關係 .07 .07 .04 .04 .03 .04 .02 .03 .05 .07 .04 .06
監控管理 .04 .05 .07 .07 -.02 -.03 -.02 -.03 .04 .06 .05 .07
民主開明 -.03 -.04 -.10 -.11 .00 .00 -.04 -.05 -.02 -.02 -.06 -.08
權威官僚 .01 .01 -.02 -.02 .00 .00 -.02 -.03 -.03 -.04 -.03 -.04

外控信念 -.01 -.01 .02 .03 .03 .04
內控信念 .19 .19* .17 .22* .08 .11*
同儕支持 .13 .10 .08 .07 .01 .01
主管支持 .22 .17* .07 .07 .20 .19*
常數項 -2.59* -3.25* 2.02* 1.86* 1.98* 1.53*
R2 .31 .40 .21 .27 .26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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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續）

* p < .05

在模式（二）控制了中介變項之後，原先模式（一）中，親師關係與師生關係

的影響力已稍有下降（β 值分別由 .25 與 .16 降至 .22 與 .14），可見親師關係與

師生關係對參與改善計畫的專業成長活動的顯著正影響，部分應可歸因於中介變項

的間接作用，而 R2由 .17 提升至 .23。

4.交換工作經驗

在交換工作經驗模式（一）中，對交換工作經驗的專業成長活動有顯著影響的

參與改善計
畫模型（一）

參與改善計
畫模型（二）

交換工作經
驗模型（一）

交換工作經
驗模型（二）

參與教育改
革模型（一）

參與教育改
革模型（二）

b β b β b β b β b β b β
婚姻狀況
未婚（對照組）
已婚 .16 .11 .09 .06 .17 .12 .06 .05 .15 .08 .11 .06
其他 .19 .05 .09 .03 .10 .03 -.03 -.01 .14 .03 .11 .02
教育程度 .07 .11 .04 .07 .04 .07 .01 .02 .09 .10 .07 .08
幼子女數 -.10 -.07 -.01 -.01 -.03 -.02 .03 .02 -.09 -.05 -.03 -.02
任教單位
公立 .11 .08 .04 .03 .01 .01 -.04 -.03 -.08 -.04 -.13 -.07
私立（對照組）
任教機構
幼稚園 .20 .14 .22 .16 .27 .19 .26 .18 .14 .07 .18 .10
托兒所（對照組）
總年資 .00 .04 .00 .05 .01 .08 .01 .10 .01 .09 .01 .10
平均月收入 .00 -.01 .00 -.01 .02 .03 .03 .07 .07 .11 .06 .09
教師資格
無（對照組）
有 -.09 -.06 -.10 -.07 -.08 -.06 -.07 -.05 -.20 -.10 -.19 -.10

親師關係 .18 .25* .15 .22* .08 .11 .05 .07 .11 .11 .08 .08
同儕緊張關係 -.06 -.08 .01 .01 -.08 -.11 .01 .01 .02 .02 .07 .07
師生關係 .12 .16* .10 .14* .16 .23* .11 .15* .18 .18* .17 .17*
同儕和諧關係 -.02 -.03 -.04 -.05 .09 .13* .06 .08 .07 .07 .05 .05
監控管理 .02 .02 .03 .04 .05 .07 .07 .10 .06 .06 .09 .09
民主開明 .02 .03 -.03 -.04 -.10 -.14* -.14 -.20* -.01 -.01 -.03 -.03
權威官僚 .00 .00 -.03 -.04 -.05 -.07 -.06 -.08 .16 .16* .12 .13

外控信念 -.03 -.03 -.01 -.02 -.06 -.06
內控信念 .10 .14* .18 .25* -.01 -.01
同儕支持 .01 .01 .24 .24* .05 .03
主管支持 .21 .21* .05 .05 .12 .09
常數項 2.36* 1.97* 3.01* 2.41* 1.44 1.07
R2 .17 .23 .20 .33 .19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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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師生關係、同儕和諧關係與民主開明（β 值分別為 .23、 .13 與 -.14），學前教

師的師生關係越正向、同儕和諧關係越穩定，與主管越不傾向於民主開明，則老師

越常進行交換工作經驗的專業成長活動，R2 為 .20。在模式（二）中，發現教學的

內在制控信念與同儕支持都有顯著影響，且以「內在制控信念」影響較強（β= .25）。

教學的內在制控信念越強，同儕支持度越高，學前教師交換工作經驗的專業成長活

動也就越積極。

在模式（二）控制了中介變項之後，原先模式（一）中，主要變項的變化有三

種：師生關係的影響仍達顯著，但影響力已下降許多（β 值由 .23 降至 .15）；同

儕和諧關係未達顯著，且影響力下降（β 值由 .13 降至 .08），這顯示師生關係、

同儕和諧關係對交換工作經驗的專業成長活動的顯著正影響，可歸因於中介變項的

間接影響，模式的 R2 由 .20 大幅提升至 .33，顯示中介變項的影響力頗大。不過民

主開明在加入中介變項之後，影響仍達顯著，且影響力上升（β值由 -.14 升至 -.20），

這反映本研究所納入的中介變項無法適切地解釋為何主管越不民主開明，交換工作

經驗專業成長活動之參與度卻越高。

5.參與教育改革

在參與教育改革模式（一）中，有顯著影響的是師生關係與權威官僚（β 值分

別為 .18 與 .16），學前教師的師生關係越正向，園長越傾向於權威官僚，教師參

與教育改革的專業成長活動越積極，R2 為 .19。在模式（二）中，加入中介變項進

行控制，結果發現中介變項皆無顯著影響。在控制了中介變項之後，原先模式（一）

中，中介變項的影響力並沒有明顯下降。不過由於模式（二）的中介變項影響均不

顯著，顯示在教學改革參與的解釋上，中介變項並沒有明顯地效果。

（三）主要變項對中介變項影響之迴歸分析：可能因果機制的探究

從先前的迴歸分析中，可發現親師關係、師生關係、同儕和諧關係等主要變項

與內在制控信念、同儕支持與主管支持等中介變項都對學前教師專業成長活動參與

有著重要影響，且專業成長活動的參與情形也會因為主要變項而有所差異，因此需

要進一步探討是哪些有「顯著影響」的主要變項，會透過中介變項的作用，而影響

到學前教師參與專業成長活動，這會以表 3 為主，並輔以表 2 各模式做說明。而這

主要是檢視那些自變項在符合 Baron 與 Kenny（1986）所提中介機制下，又顯著影

響到中介變項，從而確認其中的影響路徑。

依分析結果，本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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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前教師的師生關係越好，教學的內控信念越強、主管支持度越高（表 3），進

而對於提出改善計畫（表 2）與參與研習的專業成長活動越積極（表 2 續）。

2. 學前教師的師生關係越好，教學的內控信念越強、同儕支持度越高（表 3），進

而交換工作經驗的專業成長活動參與越積極（表 2 續）。

3. 學前教師的師生關係越好，教學的內控信念越強（表 3），進而閱讀書刊的專業

成長活動越積極，且整體的專業成長活動參與也較積極（表 2）。

4. 學前教師的同儕關係越和諧，同儕支持度越高（表 3），進而交換工作經驗的專

業成長活動參與越積極（表 2 續）。

上述的分析結果，可整理成因果路徑的標準化係數圖（見圖 2），其中可以發

現本研究所提出的理論模式受到相當程度的支持。

表 3 影響學前教師外控信念、內控信念、同儕支持、主管支持之迴歸分析

外控信念 內控信念 同儕支持 主管支持
b β b β b β b β

婚姻狀況
未婚（對照組）
已婚 -.08 -.04 .18 .09 .23 .16 .22 .15
其他 .01 .00 .48 .10 .15 .05 .18 .05
教育程度 -.07 -.08 .07 .08 .05 .09 .02 .03
幼子女數 -.01 .00 -.09 -.05 -.08 -.06 -.11 -.08
任教單位
公立 -.03 -.02 .14 .07 .06 .04 .12 .08
私立（對照組）
任教機構
幼稚園 .17 .09 -.05 -.02 .04 .03 .12 .08
托兒所（對照組）
總年資 .00 -.01 .00 -.01 -.01 -.08 -.01 -.13
平均月收入 -.04 -.06 -.04 -.07 -.01 -.01 -.01 -.03
教師資格
無（對照組）
有 .03 .02 .11 .06 -.07 -.05 .00 .00

親師關係 -.17 -.18* .08 .08 .04 .06 .06 .08
同儕緊張關係 .10 .11 -.08 -.09 -.16 -.23* -.12 -.16*
師生關係 -.05 -.05 .13 .13* .13 .18* .10 .14*
同儕和諧關係 -.09 -.09 -.05 -.05 .13 .18* .08 .11
監控管理 .05 .05 .06 .07 -.15 -.22* -.09 -.12*
民主開明 .09 .09 .08 .08 .05 .08 .15 .20*
權威官僚 .03 .03 -.06 -.06 .00 .00 .00 .00
常數項 1.12 -1.11 3.00* 3.53*
R2 .07 .09 .24 .21

*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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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學前教師參與專業成長活動影響機制之標準化係數圖

伍、結論、討論與建議

本研究嘗試提出影響學前教師參與專業成長活動的理論模型，並用花蓮縣市學

前教師的調查資料進行驗證，獲得以下結論，並提出相關討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花蓮地區學前教師參與專業成長活動相當積極

本研究發現學前教師普遍積極參與專業成長活動，最常出現的專業成長活動是

同儕之間交換工作經驗；其次是閱讀書刊、參與研習；較不常出現的則是提出改善

計劃或參與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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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織氣氛與領導風格對學前教師專業成長活動的參與有顯著影
響

本研究發現組織氣氛中的師生關係、親師關係越好、同儕關係越和諧，及領導

風格偏向權威官僚，而越不偏向民主開明，則學前教師專業成長活動參與越積極。

（三）教學制控信念與社會支持對學前教師參與專業成長活動有顯著
影響

本研究發現教師的教學制控信念偏向內在制控，與社會支持度越高，則學前教

師越積極參與專業成長活動。

（四）組織氣氛會透過教學制控信念、社會支持的中介作用，而間接
影響學前教師專業成長活動之參與

根據路徑分析，本研究發現學前教師的師生關係越正向，教學的內在制控信念

越強，會有助於提昇其專業成長活動的參與度（閱讀書刊、參與研習、提出改善計

畫與交換工作經驗）；其次，師生關係越正向，同儕支持度越高，進而使其越積極

進行工作經驗的交換；另外，學前教師的師生關係越正向，也會使主管支持度也越

高，進而使教師更積極地參與研習，並提出改善計畫。

最後，親師關係越正向，主管支持度越高，會進而有助於整體專業成長活動之

參與；而同儕關係越和諧，也會使同儕支持度高，進而讓學前教師有更為積極工作

經驗交換活動。

二、討論

（一）理論驗證

本研究發現組織氣氛越和諧，教師專業成長活動之參與越積極，與過去的研究

發現相當一致（黃秀靜，2009；Avalos, 1998; Krečič& Grmek, 2007），另外，本研

究也假設教學制控信念偏向內控，專業成長活動參與越積極（李佩嬛、黃毅志，2009）

與社會支持度越高的教師，專業成長越積極（何縕琪、張景媛，2003；陳美玉，2006；

Clement & Vandenberghe, 2001; Glazer & Hannafin, 2006; Morris et al., 2003; Nir &
Bogler, 2008），這些假設充分在本研究分析結果獲得證實。當然，這樣的結果也顯

示本研究所建構的學前教師專業成長理論模型，可用來解釋與驗證相關專業成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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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在臺灣學前教育場域的適用性，這包括 Wood 等人（1982）在 RPTIM 提及學校

組織對專業成長活動之參與的正面影響效果，Ross 與 Regan（1993）主張學習者的

特點會影響的專業分享效果，以及饒見維（1996）在知行思交融模式中提到領導者

的關懷與相互支持、協同的互動有助於專業成長活動的參與，且驗證黃富順（1985）

所提及學習行為的產生確實會受到內在心理與外在環境的影響，各理論在本研究有

其相當程度的適用性。

（二）特殊發現之解釋

本研究假設領導風格越民主開明，教師專業成長活動越積極參與未獲得支持，

結果顯示主管越偏向權威官僚的領導風格，則學前教師參與專業成長活動反而越積

極，此研究結果與李俊德等人（2009）發現管理、監控的領導行為對教師參與專業

成長活動有正向影響之研究結果相同。其可能因為教師專業成長多數仍是政府機關

或學校行政單位由上而下的安排，往往忽略活動本身是否對教師有幫助，不見得符

合每位教師的需求，但為了符合法規或配合相關行政單位規定，主管會運用職位權

威要求教師必須參與研習或改善實驗的專業成長活動，教師在沒有選擇是否要參與

的情況下，必然有高專業成長活動參與率（吳俊憲，2003），但這卻會導致教師採

取冷漠以對，應付心態、視為額外工作，而對研習成果有不利的影響（巫鐘琳，

2006）。

此外，本研究假設偏向外控信念的教師，有礙於專業成長活動之參與度的提升

未獲得支持，此結果與李佩嬛和黃毅志（2009）的研究結果相同，皆未達顯著的影

響。其原因可能外控信念教師雖認為教學成敗是外在不可抗力的因素，認為即使進

修仍無法改變教學的狀況，但為了符合教師進修法令的相關規定，教師都會參與研

習進行專業成長以符合最低要求，故較無法顯示出差別。

（三）本研究貢獻

1.研究結果的詮釋

整體來看，花蓮地區的專業成長活動以「交換工作經驗」的參與最積極，「參

與教育教育改革」最不普遍。可能原因是專業成長若容易進行，且不耽誤教師太多

額外的時間，或造成太大的負擔，則該種專業成長活動容易被接受參與（如：交換

經驗、閱讀、研習…），反之教師若參與機會少且負擔重（如：參與改善計畫、教

育改革…），則老師會較少參與。另外，透過中介機制影響來看，專業成長活動出

現的頻率不僅僅受到外部組織氣氛與領導風格的影響，同時也受到教師本身對教學



追求卓越精進的動力來源－學前教師參與專業成長活動的影響機制 147

制控信念與覺知社會支持的影響，其中「組織氣氛」更是會透過教學制控信念與社

會支持的間接作用而影響專業成長活動參與，可見專業成長並非只是強迫性的要求

教師參與即可，教師個人的教學態度與外在支持狀況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

（Kwakman, 2003）。

2.研究範圍的擴展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設定為學前教師，用意是希望能擴大專業成長相關議題討論

的範圍，以提供研究者未來進行教師專業成長相關研究結果的比較與驗證，進而補

充過去學界針對學前教育階段進行教師專業成長活動參與之較精緻量化研究與探

討有所不足的缺口。

3.專業成長理論模型精進

過去研究僅陳述專業成長的理論（黃順富，1985；饒見維，1996；Glathorn, 1987;

Ross & Regan, 1993; Wood et al., 1982），較少進一步進行相關影響機制的驗證（李

佩嬛、黃毅志，2009；蔡碧璉，1992）。本研究的理論模型與過去學者提出的專業

成長理論模型來得深入，除了找出相關影響參與專業成長活動的外在環境影響因素

外，更加入教師內在影響因素－個人教學信念做為參與專業成長活動影響的相關討

論，在專業成長研究領域中是相當創新的突破。此外，因素之間的路徑關係也做清

楚地解釋，更準確了解影響學前教師參與專業成長活動的脈絡關係，進而提出相關

激勵教師參與專業成長更具體地辦法。

三、建議

（一）教學實務建議

1.建立良好的班級經營

研究結果顯示：師生關係越好，教學內控信念越強，各類專業成長活動越積極

參與。學前教師在班級中若能經營良好的互動氣氛（例如：自理能力的訓練、生活

常規的培養、師生良好的互動關係、教室環境安排等），較能掌握幼兒學習的動機

與形態，使幼兒的學習狀況進入佳境，教師在教學歷程中會增加自信，進而提升教

學內控信念（谷瑞勉，1998；陳木金，2006），也更能相信透過專業教學能力的成

長能精進自己的教學效能，進一步提升參與專業成長活動的意願（Kwakma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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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組成教師學習型專業能力成長團隊

研究結果顯示：同儕和諧關係越穩定，同儕支持度高，交換工作經驗的專業成

長越積極。專業成長是艱辛又漫長的歷程，若教師單打獨鬥容易安於現況，不求改

變，則無法讓專業成長活動有效且持久的進行。因此，藉由組成學習型團隊凝聚教

師成長向心力，開明教師專業的態度，最後達到合作、相互支持的效果，應是相當

可行的策略。學習型團隊的建立需出於教師本身的意願，從教師本位需求出發，而

非主管權威下產生的團隊，因此，需讓教師對自己教學現況進行了解，引發對教學

自我超越的決心，改變教學停滯不前的心智模式，接著團隊設立共同專業成長的目

標，最後達到相互學習的效果。而團隊的形成更可使教師了解自己教學現況，有機

會進行專業對話，給彼此專業的改進辦法（巫鐘琳，2006；郭進隆，2007；蔡琼英，

2004；Avalos, 1998; Resnick & Hall, 1998）。

（二）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中所建立的理論模型解釋力已不低，但仍有部分主要變項對學前教師參

與專業成長活動的影響機制無法完全藉由納入的中介變項來加以解釋，表示學前教

師的專業成長活動參與還受到其他重要變項的影響，未來可納入更多重要變項進行

討論，例如：教師工作滿意度、專業成長教師需求認同度、教師家庭或進修負擔等

（李佩嬛、黃毅志，2009；蔡碧璉，1992），應可對影響途徑與模型有更進一步的

了解，並提出更具體的建議。

其次，當今教師專業成長活動之面向與管道，越形擴張而多元，本研究簡單地

以五個面向來測量教師專業成長活動，可能太過於簡化，未來研究者可再考量教師

專業成長活動的發展與變遷，適當地修正與擴增測量題目。另外，本研究理論模型

探討了「教師專業成長活動之參與」會受哪些內、外在因素影響，但專業成長活動

之參與是否也會影響其他相關教育現象或態度意識的表現呢？這是未來針對專業

成長議題進行研究時，可努力的方向。此即將「參與專業成長活動」視為影響之因，

來探究其對其他教育現象之影響，如教師工作效率、教學投入、學生學習成效、親

師互動的品質…，理應會有更豐碩的研究成果。

基於上述，本研究受限於試探性分析，對進行調查資料變項的蒐集層面不夠廣

泛，且本研究提出之理論模型未十分詳盡，冀望後續研究者能進一步針對此議題進

行更深入且細緻的探究與分析，並架構出更完整的理論模型，進而更清楚地找出教

師追求卓越精進的動力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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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組織氣氛之因素分析摘要表

題目
親師

關係

同儕緊張

關係

師生

關係

同儕和諧

關係

1.家長常擔任學校義工。 .76 .00 -.14 .12

2.家長常主動與老師聯絡。 .76 -.12 .20 -.04

3.家長常參加學校所辦的「親師會」。 .76 -.09 .02 .10

4.家長常對於老師的「學校成效」好不好提出意見。 .76 .16 .01 -.09

5.教師彼此形成小團體，互相指責。 .01 .93 .06 -.07

6.教師常因為工作分配不均而引起不愉快的爭執。 .02 .91 .03 -.04

7.在會議中教師經常彼此打斷對方發言。 -.04 .84 -.01 .10

8.學生都很喜歡您。 .01 -.04 .90 .02

9.學生都很聽您的話。 .04 .10 .89 .05

10.教師之間感情深厚，彼此關心。 -.09 -.14 .14 .83

11.教師們定期辦理文康活動或校內聯誼活動。 .09 .13 -.14 .77

12.教師們常聚在一起研究和解決教學上的問題。 .06 -.02 .13 .75

合計解釋變異量 71.72﹪

附表二 領導風格之因素分析摘要表

題目 監控管理 民主開明 權威官僚

1.園（所）長嚴密監督教師在校所參加的活動。 .94 -.02 .04

2.園（所）長嚴密掌控教師開會出席情形。 .94 .06 -.03

3.園（所） 長給予教師充分表達意見的機會。 -.05 .95 -.01

4.園（所）長能協助教師解決問題。 .03 .88 -.02

5.園（所）長經常稱讚教師的優良表現。 .04 .80 .04

6.園（所）長常變更原定的工作機會，導致增加同仁

們的工作負擔。
-.10 .03 .94

7.園（所）長常會交給教師許多本職以外的其他工作。 -.02 .02 .93

8.園（所）長依據法令規章處理事情而較缺乏彈性。 .20 -.07 .68

合計解釋變異量 8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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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教學制控信念之因素分析摘要表

題目 外控信念 內控信念

1.我認為教學成功與否，常受到許多我無法控制因素的影響。 .85 .10

2.我的教學成效因學生的不良行為（例如：噪音、搗蛋等）而降

低了。
.86 -.10

3.只要我盡力，就算是缺乏動機的學生，也可以使其學習步上軌

道。
-.14 .83

4.假如有些學生表現不佳，我覺得\我應該調整教學方式及策略。 .15 .81

合計解釋變異量 72.04﹪

附表四 專業成長活動參與之因素分析摘要表

題目 專業成長活動參與

1.我會經常閱讀專業書刊，以獲取教學新知。 .77

2.我會積極參與各種進修研習活動。 .80

3.我會針對本職工作面臨的問題參與改善計畫。 .84

4.我能與教師同儕交換本質工作的經驗。 .74

5.我常參加有關的教育實驗或教育改革試辦方案。 .70

合計解釋變異量 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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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mentum for Pursuing

Excellence: Factors Affecting Preschool

Teachers’Professional Growth Behavior

Cheng-Hsiung Chu*, Chunn-Ying Lin**

Abstract

Preschools are important places where critical social knowledge and values are

taught. Preschool teachers cannot do a better job without active engagement in

professional growth. However, empirical support on how to motivate teachers’

professional growth has been insufficient. It is difficult for researchers to provide tangible

suggestions on this issue. Based on related literature and empirical evidence, this paper

constructed a theoretical model involving teachers’ teaching beliefs and preschools’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to examine factors affecting preschool teachers’

professional growth behavior. The research sample comprised of 279 preschool teachers

in the Hualien area surveyed in 2008. Based on research objectives, a theoretical model

and hypotheses were proposed and then validated using multiple regression and path

analysis.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exchange of job experience was the most prevalent

professional growth behavior among preschool teachers in Hualien, and involvement in

education reform was most uncommon. Results of further path analysis suggested that

preschool teachers’ professional growth behavior would depend on organizational

atmosphere and the school principal’s leadership style partly due to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teaching locus of control and social support.

Key words: organizational atmosphere, leadership style, teaching locus of control, social

support, teacher’s professional growth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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