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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教師營造班級成為學習型組織之研究 

 

本研究旨在發展「國民小學教師發展班級文化量表」、「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

級經營量表」及「國民小學教師運用學習型班級策略量表」三種研究工具，作為

國民小學教師營造班級成為學習型組織之參考。首先，透過文獻探討、現任教師

訪談，綜合分析而形成問卷架構初稿。其次，進行學者專家與實務工作者的諮詢，

並依據諮詢意見進行討論與修正以形成本研究預試問卷。接著進行預試，以考驗

研究工具的信度與效度。最後，根據本研究建構之理論模式，探討「國民小學教

師發展班級文化」與「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對「國民小學教師運用學習

型班級策略」的影響情形。 

 

 

第一節  國民小學教師發展班級文化量表之建構 
 

壹、國民小學教師發展班級文化量表之訪談題目 
 

本研究為編製「國民小學教師發展班級文化量表」，乃選定四位台北縣市現

任國民小學教師進行深度訪談，以探討國民小學教師發展班級文化之現況，作為

編製研究工具的參考，訪談大綱包括：一、請問您如何安排教室環境以利於發展

班級文化？二、請問您帶班的核心技術為何(可能相關於班級行政、班級教學、

常規建立、自治活動、環境安排、師生互動等)？三、請問您所帶的班級有共同

的故事、儀式、實質象徵或語言嗎(亦即班級特有的共同行為模式、特別班級活

動)？四、請問您如何提高學生對班級的榮譽感與隸屬感、並有效激勵士氣且抑

制不當行為的發展？五、請問您如何了解學生特質、建立對學生的期望及引導學

生建立自我期許？等五項提問，訪談內容整理詳見附錄一。 

 

 
貳、國民小學教師發展班級文化量表之編製 
 

「國民小學教師發展班級文化問卷」，係透過文獻探討建構研究向度，並訪談

現任國民小學級任教師，經過專家學者及國民小學校長之專家諮詢，兼具理論與

實務編製而成，包括「發展班級文化環境」、「孕育班級文化活動」、「營造班級文

化特色」、「凝聚班級文化共識」、「激發班級成員表現」等五個向度。之後隨即進

行預試、資料處理與統計分析等工作，以考驗研究工具的信度與效度，進而修訂

編製成正式問卷。 

 

一、問卷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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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問卷架構係根據 Lessem(1990)發展型管理所提出之生命樹概念，將發展班

級文化視為一生命樹的開展，亦即使個體發展的生命樹能在班級文化中成長茁

壯。其次，亦參考教育社會學、班級文化及班級經營研究學者(吳宗立，2002；

吳明清，1994；林進材，2005；陳木金，1999)之觀點，定義「發展班級文化」之

向度，分別為「發展班級文化環境」、「孕育班級文化活動」、「營造班級文化特色」、

「凝聚班級文化共識」、及「激發班級成員表現」五個向度。其架構參見圖 4-1。  

 

 

 

 

 

 

 

 

 

 
圖 4-1 國民小學教師發展班級文化問卷之研究因素圖 

 
 

二、編製研究問卷內容 

 基於上述的問卷架構，參酌理論基礎、相關研究與國民小學學校之特性，著

手編製形成本研究之訪談大綱(詳見附錄一)。依此進行國民小學級任教師訪談，

並根據訪談結果、文獻探討，作為編製研究問卷之內容參考。 

    研究問卷初稿內容編製完成後，經過指導教授、專家學者與實務工作者的諮

詢，針對問卷內容，提供問卷修改意見。由研究者依據諮詢意見刪除不適合的題

目，並做語句的修正，始編製成「國民小學教師發展班級文化之研究預試問卷」

(詳見附錄四)，內容包括「發展班級文化環境」10 題、「孕育班級文化活動」10

題、「營造班級文化特色」10 題、「凝聚班級文化共識」10 題、「激發班級成員表

現」10 題，共計 50 題，並以此組成預試問卷。分別如下表 4-1、4-2、4-3、4-4、

4-5 所示。

1.發展班級文化環境 

2.孕育班級文化活動 

3.營造班級文化特色 

4.凝聚班級文化共識 

5.激發班級成員表現 

國
民
小
學
教
師
發
展
班
級
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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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國民小學教師發展班級文化問卷向度涵義及內容之一：發展班級文化環境

（一）發展班級文化環境 

涵義：安排、結合生活經驗的教學，營造讓學生可以自然的運用所學，充分發展

自我的環境。 

1. 我會配合班級活動，將教室佈置結合教學資源，發展班級文化。 

2. 我會補充學習內容，充分利用教室環境，誘導學生延伸學習班級文化。 

3. 我會安排課餘學習活動，充分利用教室空間，引導學生融入班級文化發展中。

4. 我會運用座位安排，提高學生課堂間參與度，並增進學生間的同儕合作學習。

5. 我能佈置教室環境，達到激勵學生士氣，提高學生榮譽感的作用。 

6. 我會制度化管理教室設施，指導學生遵守操作守則，培養愛惜公物之心，並

維護教室環境整潔。 

7. 我能利用教室環境，增進班級氣氛與提高學生學習動機，發展班級文化。 

8. 在發展班級文化中，我能按照時間程序進行課程，配合周遭情境改變主題，

營造良好的教室氣氛與學習環境。 

9. 我會運用適當的燈光、空間安排、視覺效果及輕鬆的音樂來活潑學生心靈，

充實生活經驗。 

10. 在安排教學活動時，我會利用校內外場地、合併教室或變化座位等方式生動

教學，改變活動空間。 

 
表 4-2 國民小學教師發展班級文化問卷向度涵義及內容之二：孕育班級文化活動

（二）孕育班級文化活動 

涵義：係指透過教師的帶班技巧，運作涵養班級文化的活動，使班級文化能有所

開展。 

1. 我會以身作則成為學生良好的表率、楷模，並教導學生要對自己的行為結果

負責任。 

2. 我會重視家長參與，利用班親會等活動溝通親師觀念，提升家庭教育的功效。

3. 我會透過家庭訪問或個別談話等方式了解學生，因應學生個別差異，並記錄

學生狀況，採取適宜的領導管教方式。 

4. 我會安排並訓練學生學期中常態活動並安排作息，如學生座位、升旗隊伍、

交通路隊。 

5. 我能善用規範與領導動力營造健康的班級文化，使班級成員能認同班級規

範，並為了班級團體的榮譽與發展而努力。 

6. 我能鼓勵班級成員表現合於班級規範，及時化解負向衝突，激發班級團體良

性競爭與創造力展現。 

7. 在進行班級活動時，我能運用班級人力資源，重視班級自治幹部的選拔與培

訓。 

8. 在進行班級活動時，我能以民主式的領導及同理心的溝通，建立和諧順暢的

師生雙向溝通管道。 

9. 我能針對認知、情意、技能等不同學習領域，實施不同的教導方式，設計教

學活動活潑教學，提供有想像力的教材，並創造挑戰的情境，激發學生學習

興趣。 

10. 在進行班級活動時，我會根據評量的結果檢討修正自己的教學措施，使學生

學得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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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國民小學教師發展班級文化問卷向度涵義及內容之三：營造班級文化特色

（三）營造班級文化特色 

涵義：係指教師透過發展班級文化，運作涵養班級文化活動，進而營造出班級之

文化特色。 

1. 我能利用班級共同的小故事或班級公約，引導並提示學生學習的共同目標與

目的。 

2. 我能發現班級成員與其他班級不同的氣質與特色、了解學生間的特別約定語

言、象徵行為與特別約定地點。 

3. 在營造班級文化時，我會以共同的精神語言(口號或班呼)，控制班級秩序，激

勵班級士氣，帶動學習氣氛。 

4. 在營造班級文化時，培養學生對運動、藝文活動的興趣，及參與活動的習慣。

5. 在營造班級文化時，培養學生運用創造思考方法、問題解決方法的能力。 

6. 透過分享活動，分享班級成員間的喜怒哀樂，培養學生細心的觀察力，與判

斷是非的能力，以班級成員的共同評價，替代教師一人的單向了解。 

7. 我會利用班級活動(如慶生會等)搭起友誼的橋樑，增進班級和諧的氣氛，進而

能提高學習的興趣。 

8. 在營造班級文化時，我會鼓勵學生共同擬訂具體的班級活動或表演節目，並

配合活動設計班旗、班歌或班服，反映出團體共同意識，提升班級榮譽感與

學生責任感。 

9. 在營造班級文化時，指導學生建立個人檔案與班級活動紀錄，藉由共同經驗

創造共同回憶，並可以進行檢討並改進。 

10. 在營造班級文化時，我會讓班級成員各展所長，分工合作完成團體共同目標

或難題，使學生團結並經驗到隸屬感，同時將重視團體利益視為最高榮譽。

 
表 4-4 國民小學教師發展班級文化問卷向度涵義及內容之四：凝聚班級文化共識

（四）凝聚班級文化共識 

涵義：係指教師藉由發展班級文化，進而能形成班級文化共識，凝聚班級向心力。

1. 我會教導學生能自重同時也能尊重他人。 

2. 我會運用增強原理，協助學生解決問題行為。 

3. 我會適時協助學生情緒管理，幫助學生增進人際關係。 

4. 我會教導學生積極的人際關係優於消極的處理人際衝突。 

5. 我會利用同儕間影響力，多用鼓勵方式，引導學生幫助他人學習，提高學生

間正向影響力。 

6. 我會建立班級榮譽制度，滿足個人需求，並提升班級榮譽感。 

7. 我會鼓勵並指導學生參加校內外各類藝文活動比賽，全力以赴爭取佳績。 

8. 我能建構班級共同願景，並帶動班級士氣與發展優良的班風，凝聚班級共識。

9. 我會重視各項競賽成果，立即予以表揚、頒獎，並公佈使師生共同分享班級

各項榮譽成果，凝聚班級共識。 

10. 我會因人、事、時、地制宜，選擇有效的處理策略和技巧，協助學生消除不

當行為，塑造積極正面的班級氣氛，使之有利於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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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國民小學教師發展班級文化問卷向度涵義及內容之五：激發班級成員表現

（五）激發班級成員表現 

涵義：係指教師藉由發展班級文化，進而能啟發班級學生多元智能，發揮個人最

佳表現。 

11. 我會盡量了解學生身心狀況、個人特質與家庭背景，給予適度的期望。 

12. 我會強調學生自我比較，建立其信心並了解學生學習困難解決問題。 

13. 我能建立合理的獎懲制度，滿足學生個人需求與自我實現。 

14. 我會對學生高度關懷，以增加學生的價值感。 

15. 我會利用班刊、聯絡簿、作業等方式，協助親師生溝通。 

16. 我會欣賞學生表現，並適時鼓勵，以使學生更負責努力地表現，充分發揮潛

力。 

17. 我會從日常生活中多接觸學生、和學生談話，在輕鬆的環境下認識學生，發

掘個人長處，並加以鼓勵發展。 

18. 我會面帶微笑、以幽默的方式潤滑班級氣氛，設計生動活潑的學習活動，使

學生能有自主的創造性表現，充分發揮潛在能力。 

19. 我會開放溝通管道，如討論、個別談話、學生週記、聯絡簿等，以充分了解

學生的困難，及時給予必要的支持與幫助。 

20. 在發展班級文化中，我能熟練輔導技術，根據學生人格特質及需要，衡量學

生學習的能力，指導學生運用學習方法，並幫助學生解決學習上的困難。 

 
 

三、預試結果分析 

    本研究採多階段抽樣方法，抽取台北縣、台北市、基隆市、宜蘭縣、及桃

園縣 21 所學校，共計 210 人進行預試，問卷回收 171 份，整理回收問卷填答有

效情形，合計有效樣本為 168 份，回收率為 81.43%，可用率為 80.00%。預試問

卷回收後，隨即加以編碼，並使用 SPSS 10.0 進行資料處理與統計分析，採用各

題之決斷值（CR）分析、因素分析及信度分析法進行選題，以形成「國民小學

教師發展班級文化正式調查問卷」。以下茲就預試問卷之(一)各題之決斷值(CR)

分析；(二)因素分析；(三)信度分析及各因素之內部一致性分析(Cronbach α)；(四)

各因素與總量表之相關分析說明： 

 

(一)各題之決斷值(CR)分析 

 考驗「國民小學教師發展班級文化預試問卷」各題之決斷值(CR)，以瞭解

預試問卷各題之鑑別度後，刪除各題決斷值(CR)係數小於 10 的題目，包括第 1、

28 題共 2 題，保留其他 48 題以進行因素分析，詳見表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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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國民小學教師發展班級文化問卷各題之決斷值(CR)分析摘要表 

N=168 

因素名稱 題號及題目內容 決斷值
(CR) 

發
展
班
級
文
化
環
境 

1. 我會配合班級活動，將教室佈置結合教學資源，發展班級文化。 
2. 我會補充學習內容，充分利用教室環境，誘導學生延伸學習班級文化。 
3. 我會安排課餘學習活動，充分利用教室空間，引導學生融入班級文化發

展中。 
4. 我會運用座位安排，提高學生課堂間參與度，並增進學生間的同儕合作

學習。 
5. 我能佈置教室環境，達到激勵學生士氣，提高學生榮譽感的作用。 
6. 我會制度化管理教室設施，指導學生遵守操作守則，培養愛惜公物之心，

並維護教室環境整潔。 
7. 我能利用教室環境，增進班級氣氛與提高學生學習動機，發展班級文化。 
8. 在發展班級文化中，我能按照時間程序進行課程，配合周遭情境改變主

題，營造良好的教室氣氛與學習環境。 
9. 我會運用適當的燈光、空間安排、視覺效果及輕鬆的音樂來活潑學生心

靈，充實生活經驗。 
10.在安排教學活動時，我會利用校內外場地、合併教室或變化座位等方式

生動教學，改變活動空間。 

9.73 
12.48 
10.57 
 
12.39 
 
12.10 
14.89 
 
13.33 
12.73 
 
12.53 
 
13.43 

孕
育
班
級
文
化
活
動 

11.我會以身作則成為學生良好的表率、楷模，並教導學生要對自己的行為
結果負責任。 

12.我會重視家長參與，利用班親會等活動溝通親師觀念，提升家庭教育的
功效。 

13.我會透過家庭訪問或個別談話等方式了解學生，因應學生個別差異，並
記錄學生狀況，採取適宜的領導管教方式。 

14.我會安排並訓練學生學期中常態活動並安排作息，如學生座位、升旗隊
伍、交通路隊。 

15.我能善用規範與領導動力營造健康的班級文化，使班級成員能認同班級
規範，並為了班級團體的榮譽與發展而努力。 

16.我能鼓勵班級成員表現合於班級規範，及時化解負向衝突，激發班級團
體良性競爭與創造力展現。 

17.在進行班級活動時，我能運用班級人力資源，重視班級自治幹部的選拔
與培訓。 

18.在進行班級活動時，我能以民主式的領導及同理心的溝通，建立和諧順
暢的師生雙向溝通管道。 

19.我能針對認知、情意、技能等不同學習領域，實施不同的教導方式，設
計教學活動活潑教學，提供有想像力的教材，並創造挑戰的情境，激發
學生學習興趣。 

20.在進行班級活動時，我會根據評量的結果檢討修正自己的教學措施，使
學生學得更好。 

(接下頁) 

10.88 
 
10.56 
 
12.45 
 
12.27 
 
13.77 
 
14.57 
 
14.95 
 
13.42 
 
14.17 
 
 
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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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續)  

營
造
班
級
文
化
特
色 

21.我能利用班級共同的小故事或班級公約，引導並提示學生學習的共同目
標與目的。 

22.我能發現班級成員與其他班級不同的氣質與特色、了解學生間的特別約
定語言、象徵行為與特別約定地點。 

23.在營造班級文化時，我會以共同的精神語言(口號或班呼)，控制班級秩
序，激勵班級士氣，帶動學習氣氛。 

24.在營造班級文化時，培養學生對運動、藝文活動的興趣，及參與活動的
習慣。 

25.在營造班級文化時，培養學生運用創造思考方法、問題解決方法的能力。 
26.透過分享活動，分享班級成員間的喜怒哀樂，培養學生細心的觀察力，

與判斷是非的能力，以班級成員的共同評價，替代教師一人的單向了解。 
27.我會利用班級活動(如慶生會等)搭起友誼的橋樑，增進班級和諧的氣氛，

進而能提高學習的興趣。 
28.在營造班級文化時，我會鼓勵學生共同擬訂具體的班級活動或表演節

目，並配合活動設計班旗、班歌或班服，反映出團體共同意識，提升班
級榮譽感與學生責任感。 

29.在營造班級文化時，指導學生建立個人檔案與班級活動紀錄，藉由共同
經驗創造共同回憶，並可以進行檢討並改進。 

30.在營造班級文化時，我會讓班級成員各展所長，分工合作完成團體共同
目標或難題，使學生團結並經驗到隸屬感，同時將重視團體利益視為最
高榮譽。 

14.51 
 
11.05 
 
10.84 
 
14.45 
 
16.94 
19.59 
 
14.57 
 
9.45 
 
 
10.80 
 
14.10 

凝
聚
班
級
文
化
共
識 

31.我會教導學生能自重同時也能尊重他人。 
32.我會運用增強原理，協助學生解決問題行為。 
33.我會適時協助學生情緒管理，幫助學生增進人際關係。 
34.我會教導學生積極的人際關係優於消極的處理人際衝突。 
35.我會利用同儕間影響力，多用鼓勵方式，引導學生幫助他人學習，提高

學生間正向影響力。 
36.我會建立班級榮譽制度，滿足個人需求，並提升班級榮譽感。 
37.我會鼓勵並指導學生參加校內外各類藝文活動比賽，全力以赴爭取佳績。 
38.我能建構班級共同願景，並帶動班級士氣與發展優良的班風，凝聚班級

共識。 
39.我會重視各項競賽成果，立即予以表揚、頒獎，並公佈使師生共同分享

班級各項榮譽成果，凝聚班級共識。 
40.我會因人、事、時、地制宜，選擇有效的處理策略和技巧，協助學生消

除不當行為，塑造積極正面的班級氣氛，使之有利於學生學習。 

11.93 
14.67 
14.92 
15.34 
14.07 
 
10.58 
13.50 
11.90 
 
13.45 
 
15.38 
 

激
發
班
級
成
員
表
現 

41.我會盡量了解學生身心狀況、個人特質與家庭背景，給予適度的期望。 
42.我會強調學生自我比較，建立其信心並了解學生學習困難解決問題。 
43.我能建立合理的獎懲制度，滿足學生個人需求與自我實現。 
44.我會對學生高度關懷，以增加學生的價值感。 
45.我會利用班刊、聯絡簿、作業等方式，協助親師生溝通。 
46.我會欣賞學生表現，並適時鼓勵，以使學生更負責努力地表現，充分發

揮潛力。 
47.我會從日常生活中多接觸學生、和學生談話，在輕鬆的環境下認識學生，

發掘個人長處，並加以鼓勵發展。 
48.我會面帶微笑、以幽默的方式潤滑班級氣氛，設計生動活潑的學習活動，

使學生能有自主的創造性表現，充分發揮潛在能力。 
49.我會開放溝通管道，如討論、個別談話、學生週記、聯絡簿等，以充分

了解學生的困難，及時給予必要的支持與幫助。 
50.在發展班級文化中，我能熟練輔導技術，根據學生人格特質及需要，衡

量學生學習的能力，指導學生運用學習方法，並幫助學生解決學習上的
困難。 

14.39 
12.44 
12.75 
14.69 
11.23 
12.54 
 
13.87 
 
11.83 
 
12.62 
 
1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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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因素分析 

    考驗「國民小學教師發展班級文化預試問卷」的因素分析是為了探討本量

表中各因素的因素解釋量及各題之因素負荷量大小，以作為選題之參考，並了

解本量表之建構效度是否良好。 

 本研究預試問卷以 168 位國民小學教師為受試者在「國民小學教師發展班

級文化預試問卷」的反應，進行因素分析。在第一次因素分析之前，先刪去決

斷值小於 10 者，包括第 1、28 題共 2 題，以 48 題進行因素分析。本研究採用

主成份分析法(principle components analysis)選取五個因素，並在各因素中選取因

素負荷量最大之前五題作為該因素之選題，因素分析結果如表 4-7 所示，茲說

明如下： 

 因素分析選取五個因素，保留 25 題，總共解釋變異量為 72.52%，各因素

解釋量及命名，如下所述： 

1. 因素一包括第 33、44、46、47、49 題，共計 5 題，因素負荷量從.691~.794，

分析題目內容命名為「激發班級成員表現」，其 eigenvalue 值為 11.24，可解釋國

民小學教師發展班級文化問卷達 23.42%。 

2. 因素二包括第 3、10、23、27、29 題，共計 5 題，因素負荷量從.606~.802，分

析題目內容命名為「營造班級文化特色」，其 eigenvalue 值為 7.61，可解釋國民

小學教師發展班級文化問卷達 15.86%。 

3. 因素三包括第 4、6、7、8、9 題，共計 5 題，因素負荷量從.535~.666，分析題

目內容命名為「發展班級文化環境」，其 eigenvalue 值為 5.56，可解釋國民小學

教師發展班級文化問卷達 11.58%。 

4. 因素四包括第 24、30、37、38、39 題，共計 5 題，因素負荷量從.515~.666，

分析題目內容命名為「凝聚班級文化共識」，其 eigenvalue 值為 5.48，可解釋國

民小學教師發展班級文化問卷達 11.43%。 

5. 因素五包括第 5、11、13、14、15 題，共計 5 題，因素負荷量從.489~.671，分

析題目內容命名為「孕育班級文化活動」，其 eigenvalue 值為 4.20，可解釋國民

小學教師發展班級文化問卷達 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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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國民小學教師發展班級文化預試問卷」之因素分析摘要表 
(N=168) 

因素 題號及題目內容 特徵值
因素 
負荷 
量 

共同性 
解釋量

(%) 

一 

33.我會適時協助學生情緒管理，幫助學生增進人際關係。 
44.我會對學生高度關懷，以增加學生的價值感。 
46.我會欣賞學生表現，並適時鼓勵，以使學生更負責努力

地表現，充分發揮潛力。 
47.我會從日常生活中多接觸學生、和學生談話，在輕鬆的

環境下認識學生，發掘個人長處，並加以鼓勵發展。 
49.我會開放溝通管道，如討論、個別談話、學生週記、聯

絡簿等，以充分了解學生的困難，及時給予必要的支持與
幫助。 

11.24 

.691 

.749 

.794 
 
.699 
 
.716 
 

.767 

.609 

.674 
 
.673 
 
.713 
 

23.42

二 

3. 我會安排課餘學習活動，充分利用教室空間，引導學生融
入班級文化發展中。 

10.在安排教學活動時，我會利用校內外場地、合併教室或
變化座位等方式生動教學，改變活動空間。 

23.在營造班級文化時，我會以共同的精神語言(口號或班
呼)，控制班級秩序，激勵班級士氣，帶動學習氣氛。 

27.我會利用班級活動(如慶生會等)搭起友誼的橋樑，增進班
級和諧的氣氛，進而能提高學習的興趣。 

29.在營造班級文化時，指導學生建立個人檔案與班級活動
紀錄，藉由共同經驗創造共同回憶，並可以進行檢討並改
進。 

7.61 

.802 
 
.606 
 
.756 
 
.631 
 
.708 

.714 
 
.776 
 
.763 
 
.728 
 
.706 

15.86

三 

4. 我會運用座位安排，提高學生課堂間參與度，並增進學生
間的同儕合作學習。 

6. 我會制度化管理教室設施，指導學生遵守操作守則，培養
愛惜公物之心，並維護教室環境整潔。 

7. 我能利用教室環境，增進班級氣氛與提高學生學習動機，
發展班級文化。 

8. 在發展班級文化中，我能按照時間程序進行課程，配合周
遭情境改變主題，營造良好的教室氣氛與學習環境。 

9. 我會運用適當的燈光、空間安排、視覺效果及輕鬆的音樂
來活潑學生心靈，充實生活經驗。 

5.56 

.535 
 
.564 
 
.610 
 
.666 
 
.561 

.714 
 
.776 
 
.763 
 
.728 
 
.598 

11.58

四 

24.在營造班級文化時，培養學生對運動、藝文活動的興趣，
及參與活動的習慣。 

30.在營造班級文化時，我會讓班級成員各展所長，分工合
作完成團體共同目標或難題，使學生團結並經驗到隸屬
感，同時將重視團體利益視為最高榮譽。 

37.我會鼓勵並指導學生參加校內外各類藝文活動比賽，全
力以赴爭取佳績。 

38.我能建構班級共同願景，並帶動班級士氣與發展優良的
班風，凝聚班級共識。 

39.我會重視各項競賽成果，立即予以表揚、頒獎，並公佈
使師生共同分享班級各項榮譽成果，凝聚班級共識。 

5.48 

.544 
 
.515 
 
 
.660 
 
.666 
 
.568 
 

.727 
 
.743 
 
 
.746 
 
.738 
 
.706 

11.43

五 

5. 我能佈置教室環境，達到激勵學生士氣，提高學生榮譽感
的作用。 

11.我會以身作則成為學生良好的表率、楷模，並教導學生
要對自己的行為結果負責任。 

13.我會透過家庭訪問或個別談話等方式了解學生，因應學
生個別差異，並記錄學生狀況，採取適宜的領導管教方式。

14.我會安排並訓練學生學期中常態活動並安排作息，如學
生座位、升旗隊伍、交通路隊。 

15.我能善用規範與領導動力營造健康的班級文化，使班級
成員能認同班級規範，並為了班級團體的榮譽與發展而努
力。 

4.20 

.495 
 
.489 
 
.675 
 
.671 
 
.592 

.721 
 
.737 
 
.759 
 
.798 
 
.740 

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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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度分析及各因素之內部一致性分析(Cronbach α) 

    考驗「國民小學教師發展班級文化預試問卷」的信度分析是為了探討本量

表中各因素的內部一致性以了解本量表之信度是否良好。本研究預試問卷分析

發現：以 168 位國小教師為受試者在「國民小學教師發展班級文化預試問卷」

各因素與總量表的內部一致性。其信度分析結果如表 4-8 所示，總量表之

Cronbach α 係數達.9846，各因素 Cronbach α 係數達.922、.881、.904、.906、.911，

顯示本量表之總量表及各因素內部一致性高，信度佳。 

 

表 4-8 國民小學教師發展班級文化問卷各因素之內部一致性分析(Cronbach α) 

因素別 
發展班級

文化環境 

孕育班級

文化活動 

營造班級

文化特色 

凝聚班級

文化共識 

激發班級

成員表現 
總量表 

題數 5 5 5 5 5 25 

CRONBACH Α .922 .881 .904 .906 .911 .9846 

 

(四)各因素與總量表之相關分析 

 考驗「國民小學教師發展班級文化預試問卷」各因素與總量表之內在相關

是為了瞭解本量表的內在結構是否良好。本研究預試問卷分析發現：其各因素

與總量表之相關分析結果如表 4-9 所示，各因素內在相關皆達顯著水準，其與

總量表相關程度分別為.898、.923、.901、.905、.888，顯示本量表之內在結構良

好。 

 

表 4-9 國民小學教師發展班級文化問卷各因素與總量表相關 

(N=168) 

因      素 
發展班級

文化環境

孕育班級

文化活動

營造班級

文化特色

凝聚班級

文化共識

激發班級

成員表現 
總量表

題      數 5 5 5 5 5 25 

總量表相關 .898** .923** .901** .905** .888** 1.00 

**p<.01 

 

(五)編製正式問卷 

    本研究依據文獻分析配合訪談結果，建立預試問卷，在施測回收分析預試

問卷後，以各題之決斷值（CR）分析、因素分析及信度分析法進行選題，每個

向度平均篩選出五個題目，五個向度共計二十五題，用以編製成本研究工具「國

民小學教師發展班級文化正式問卷」，詳見附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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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國民小學教師發展班級文化之現況分析 
 

一、國民小學教師發展班級文化整體及各向度現況 

國民小學教師發展班級文化問卷計有「發展班級文化環境」、「孕育班級文

化活動」、「營造班級文化特色」、「凝聚班級文化共識」、「激發班級成員表現」

五個向度，其得分情形詳見表 4-10。由該表可知國民小學教師在「發展班級文

化問卷」之得分情形，其每題平均數為 4.84，各向度的每題平均數則介於 4.60

和 5.06 之間，得分高低依序為「激發班級成員表現」、「孕育班級文化活動」、「凝

聚班級文化共識」、「發展班級文化環境」、「營造班級文化特色」。 

 

表 4-10 國民小學教師整體發展班級文化及其五個向度之平均數、標準差摘要表 

次序 向度名稱 題數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每題平均數 每題標準差 排序

1 
發展班級 

文化環境 
5 865 23.93 3.25 4.78 0.65 4 

2 
孕育班級 

文化活動 
5 865 24.86 3.03 4.97 0.60 2 

3 
營造班級 

文化特色 
5 865 23.04 3.41 4.60 0.68 5 

4 
凝聚班級 

文化共識 
5 865 24.00 3.39 4.80 0.67 3 

5 
激發班級 

成員表現 
5 865 25.30 3.06 5.06 0.61 1 

N=865 整體發展班級文化平均數 121.13、標準差 16.14 每題平均數 4.84、每題標準差 0.64 

 

 

二、國民小學教師發展班級文化各向度之題項分析 

 

（一）發展班級文化環境之現況分析 

    國民小學教師知覺自身在「發展班級文化環境」各題之得分情形如表 4-11。

由該表可知，各題平均數界於 4.47~5.01 之間，標準差界於 0.74~0.90 之間。其

中以「我會制度化管理教室設施，指導學生遵守操作守則，培養愛惜公物之心，

並維護教室環境整潔。」得分最高，最受到教師們的重視；其次每題得分由高

至低依序為「我會運用座位安排，提高學生課堂間參與度，並增進學生間的同

儕合作學習。」、「我能利用教室環境，增進班級氣氛與提高學生學習動機，發

展班級文化。」、「在發展班級文化中，我能按照時間程序進行課程，配合周遭

情境改變主題，營造良好的教室氣氛與學習環境。」；得分最低者為「我會運用

適當的燈光、空間安排、視覺效果及輕鬆的音樂來活潑學生心靈，充實生活經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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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國民小學教師在發展班級文化環境各題之平均數、標準差、排序 

N=865 
題 

次 

問卷 

題號 
題目內容 

有效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排

序

1 2 
我會運用座位安排，提高學生課堂間參與度，

並增進學生間的同儕合作學習。 
863 4.96 0.74 2

2 4 

我會制度化管理教室設施，指導學生遵守操作

守則，培養愛惜公物之心，並維護教室環境整

潔。 

865 5.01 0.74 1

3 5 
我能利用教室環境，增進班級氣氛與提高學生

學習動機，發展班級文化。 
863 4.83 0.77 3

4 6 

在發展班級文化中，我能按照時間程序進行課

程，配合周遭情境改變主題，營造良好的教室

氣氛與學習環境。 

864 4.68 0.82 4

5 7 
我會運用適當的燈光、空間安排、視覺效果及

輕鬆的音樂來活潑學生心靈，充實生活經驗。
864 4.47 0.90 5

 
（二）孕育班級文化活動之現況分析 

國民小學教師知覺自身在「孕育班級文化活動」各題之得分情形如表 4-12。

由該表可知，各題平均數界於 4.82~5.13 之間，標準差界於 0.74~0.80 之間。其

中以「我會以身作則成為學生良好的表率、楷模，並教導學生要對自己的行為

結果負責任。」得分最高，最受到教師們的重視；其次每題得分由高至低依序

為「我會安排並訓練學生學期中常態活動並安排作息，如學生座位、升旗隊伍、

交通路隊。」、「我能善用規範與領導動力營造健康的班級文化，使班級成員能

認同班級規範，並為了班級團體的榮譽與發展而努力。」、「我會透過家庭訪問

或個別談話等方式了解學生，因應學生個別差異，並記錄學生狀況，採取適宜

的領導管教方式。」；得分最低者為「我能佈置教室環境，達到激勵學生士氣，

提高學生榮譽感的作用。」 
 

表 4- 12 國民小學教師在孕育班級文化活動各題之平均數、標準差、排序 

N=865 
題 

次 

問卷 

題號 
題目內容 

有效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排

序

1 3 
我能佈置教室環境，達到激勵學生士氣，提高

學生榮譽感的作用。 
865 4.82 0.80 5

2 9 
我會以身作則成為學生良好的表率、楷模，並

教導學生要對自己的行為結果負責任。 
865 5.13 0.74 1

3 10 

我會透過家庭訪問或個別談話等方式了解學

生，因應學生個別差異，並記錄學生狀況，採

取適宜的領導管教方式。 

864 4.86 0.77 4

4 11 
我會安排並訓練學生學期中常態活動並安排作

息，如學生座位、升旗隊伍、交通路隊。 
865 5.10 0.75 2

5 12 

我能善用規範與領導動力營造健康的班級文

化，使班級成員能認同班級規範，並為了班級

團體的榮譽與發展而努力。 

864 4.96 0.75 3



 14

（三）營造班級文化特色之現況分析 

    國民小學教師知覺自身在「營造班級文化特色」各題之得分情形如表 4-13。

由該表可知，各題平均數界於 4.47~4.77 之間，標準差界於 0.82~1.01 之間。其

中以「我會利用班級活動(如慶生會等)搭起友誼的橋樑，增進班級和諧的氣氛，

進而能提高學習的興趣。」得分最高，最受到教師們的重視；其次每題得分由

高至低依序為「在安排教學活動時，我會利用校內外場地、合併教室或變化座

位等方式生動教學，改變活動空間。」、「我會安排課餘學習活動，充分利用教

室空間，引導學生融入班級文化發展中。」、「在營造班級文化時，指導學生建

立個人檔案與班級活動紀錄，藉由共同經驗創造共同回憶，並可以進行檢討並

改進。」；得分最低者為「在營造班級文化時，我會以共同的精神語言(口號或

班呼)，控制班級秩序，激勵班級士氣，帶動學習氣氛。」 

 
表 4- 13 國民小學教師在營造班級文化特色各題之平均數、標準差、排序 

N=865 
題 

次 

問卷 

題號 
題目內容 

有效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排

序

1 1 
我會安排課餘學習活動，充分利用教室空間，引

導學生融入班級文化發展中。 
862 4.63 0.83 3

2 8 

在安排教學活動時，我會利用校內外場地、合併

教室或變化座位等方式生動教學，改變活動空

間。 

865 4.67 0.86 2

3 13 

在營造班級文化時，我會以共同的精神語言(口

號或班呼)，控制班級秩序，激勵班級士氣，帶

動學習氣氛。 

864 4.47 1.01 5

4 15 

我會利用班級活動(如慶生會等)搭起友誼的橋

樑，增進班級和諧的氣氛，進而能提高學習的興

趣。 

863 4.77 0.82 1

5 16 

在營造班級文化時，指導學生建立個人檔案與班

級活動紀錄，藉由共同經驗創造共同回憶，並可

以進行檢討並改進。 

860 4.57 0.92 4

 
（四）凝聚班級文化共識之現況分析 

    國民小學教師知覺自身在「凝聚班級文化共識」各題之得分情形如表 4-14。

由該表可知，各題平均數界於 4.74~4.93 之間，標準差界於 0.76~0.83 之間。其

中以「我會重視各項競賽成果，立即予以表揚、頒獎，並公布使師生共同分享

班級各項榮譽成果，凝聚班級共識。」得分最高，最受到教師們的重視；其次

每題得分由高至低依序為「在營造班級文化時，我會讓班級成員各展所長，分

工合作完成團體共同目標或難題，使學生團結並經驗到隸屬感，同時將重視團

體利益視為最高榮譽。」、「我會鼓勵並指導學生參加校內外各類藝文活動比賽，

全力以赴爭取佳績。」、「在營造班級文化時，培養學生對運動、藝文活動的興

趣，及參與活動的習慣。」；得分最低者為「我能建構班級共同願景，並帶動班

級士氣與發展優良的班風，凝聚班級共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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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4 國民小學教師在凝聚班級文化共識各題之平均數、標準差、排序 

N=865 
題 

次 

問卷 

題號 
題目內容 

有效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排

序

1 14 
在營造班級文化時，培養學生對運動、藝文活動

的興趣，及參與活動的習慣。 
857 4.79 0.76 4

2 17 

在營造班級文化時，我會讓班級成員各展所長，

分工合作完成團體共同目標或難題，使學生團結

並經驗到隸屬感，同時將重視團體利益視為最高

榮譽。 

863 4.82 0.78 2

3 19 
我會鼓勵並指導學生參加校內外各類藝文活動

比賽，全力以赴爭取佳績。 
863 4.81 0.83 3

4 20 
我能建構班級共同願景，並帶動班級士氣與發展

優良的班風，凝聚班級共識。 
862 4.74 0.79 5

5 21 

我會重視各項競賽成果，立即予以表揚、頒獎，

並公佈使師生共同分享班級各項榮譽成果，凝聚

班級共識。 

864 4.93 0.81 1

 
（五）激發班級成員表現之現況分析 

    國民小學教師知覺自身在「激發班級成員表現」各題之得分情形如表 4-15。

由該表可知，各題平均數界於 4.96~5.13 之間，標準差界於 0.66~0.76 之間。其

中以「我會欣賞學生表現，並適時鼓勵，以使學生更負責努力地表現，充分發

揮潛力。」得分最高，最受到教師們的重視；其次每題得分由高至低依序為「我

會開放溝通管道，如討論、個別談話、學生週記、聯絡簿等，以充分了解學生

的困難，及時給予必要的支持與幫助。」、「我會從日常生活中多接觸學生、和

學生談話，在輕鬆的環境下認識學生，發掘個人長處，並加以鼓勵發展。」、「我

會對學生高度關懷，以增加學生的價值感。」；得分最低者為「我會適時協助學

生情緒管理，幫助學生增進人際關係」。 
 
表 4-15 國民小學教師在激發班級成員表現各題之平均數、標準差、排序 

N=865 
題 

次 

問卷 

題號 
題目內容 

有效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排

序

1 18 
我會適時協助學生情緒管理，幫助學生增進人際關

係。 
864 4.96 0.72 5

2 22 我會對學生高度關懷，以增加學生的價值感。 864 5.06 0.71 4

3 23 
我會欣賞學生表現，並適時鼓勵，以使學生更負責努

力地表現，充分發揮潛力。 
863 5.13 0.66 1

4 24 
我會從日常生活中多接觸學生、和學生談話，在輕鬆

的環境下認識學生，發掘個人長處，並加以鼓勵發展。
865 5.08 0.71 3

5 25 

我會開放溝通管道，如討論、個別談話、學生週記、

聯絡簿等，以充分了解學生的困難，及時給予必要的

支持與幫助。 

865 5.10 0.7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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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民小學教師發展班級文化之現況探討 

  根據本研究結果發現，國民小學教師所知覺國民小學教師發展班級文化調查

問卷的得分平均數為 121.13，平均數除以題數為 4.84，在六點量表中，換算成百

分制，相當於 80.66 分(4.84÷6×100)，得分的程度屬於中上。由此可見，國民小學

教師整體發展班級文化的實際情形尚佳。 

    而在國民小學教師發展班級文化調查問卷五個向度的得分情形，由高至低依

序為「激發班級成員表現」、「孕育班級文化活動」、「凝聚班級文化共識」、「發展

班級文化環境」、「營造班級文化特色」，其平均數除以題數之得分分別為 5.06、

4.97、4.80、4.78、4.60，在六點量表中，換算成百分制，相當於 84.33、82.83、80、

79.66、76.66 分。 

    從上述資料發現，在國民小學教師所知覺發展班級文化的行為中，以「激發

班級成員表現」的得分最高，亦即教師們在發展班級文化時較注重欣賞學生表

現，並適時鼓勵，以使學生更負責努力地表現，充分發揮潛力；開放溝通管道，

如討論、個別談話、學生週記、聯絡簿等，以充分了解學生的困難，及時給予必

要的支持與幫助；從日常生活中多接觸學生、和學生談話，在輕鬆的環境下認識

學生，發掘個人長處，並加以鼓勵發展；對學生高度關懷，以增加學生的價值感；

適時協助學生情緒管理，幫助學生增進人際關係。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國民小學教師所知覺發展班級文化的行為中，以「營造

班級文化特色」的得分最低，顯示教師在營造班級文化時，較不會利用班級活動、

改變活動空間、運用共同的精神語言(口號或班呼)、指導學生建立個人檔案與班

級活動紀錄等活動性的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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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量表之建構 
 

壹、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量表之訪談題目 
 

本研究為編製「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量表」，乃選定五位台北縣市現

任國民小學教師進行深度訪談，以探討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之現況，作為

編製研究工具的參考，訪談大綱包括：一、當您在帶班的過程中，什麼情況下會

改變自己的做法﹖為何改變﹖二、請問您曾經對班級中的人、事、物做了哪些不

同的搭配或重組，以改進班級經營的成效﹖三、請問您曾經調整哪些班級經營活

動進行的時機、流程或先後順序，以改進班級經營的成效﹖四、請問您曾經對於

班級中人（如教師／學生）、事（如進行教學活動、常規管理）、物（如座位、器

材設備）的位置或進行地點，作了怎樣的改變，以改進班級經營的成效﹖五、請

問您曾經針對班級中人、事、物的份量作了哪些調整，用精鍊、簡約的方式進行

班級經營，以改進班級經營的成效﹖六、請問您曾經將哪些班級事務、活動重新

安排執行人員（例如學生、家長、同儕教師、行政人員等），以改進班級經營的

成效﹖七、請問您曾經加強自己哪些技術或能力，以改進班級經營的成效﹖等五

項提問，訪談內容整理詳見附錄二。 

 

 

貳、國民小學教師發展班級文化量表之編製 
 

一、問卷架構 

    本問卷架構係根據史帝芬．夏畢洛（2002）提出的創新架構，其次也參考張

秀敏（2002）、鄭玉疊與郭慶發（1994）、單文經（1994）、金樹人（1994）等學者

提出之班級經營相關文獻，依此作為問卷編製的架構及理論基礎，如圖 4-2 所示。

茲將各向度之內涵說明如下： 

 

（一）重新思考（Rethink）：教師在班級經營的過程中，面對教室中新的人、

事、物狀況，對於原有的經營理念，以及班級經營行動背後的理由有所覺察，提

出新的假設，進而產生新的行動。主要在探討「為什麼/Why」的問題。 

 

（二）重新組合（Reconfigure）：教師對班級中人、事、物等要素做不同的搭

配或重組。例如帶一個班級，是由不同的人（如教師、學生、家長）、事（如新

的概念、教學活動、訓導、輔導）、物（如教材、教具、教室環境及設備）組合

而成的。主要在探討「什麼/What」的問題。 

 

（三）重新定序（Resequence）：教師重新安排班級活動進行的時機，及各種

班級活動進行的流程、先後順序。例如在班級推行某項制度，或在轉換活動、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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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教學流程、處理問題行為等情況下，必須要循序漸進，且要適時地融入。主要

在探討「何時/When」的問題。 

 

（四）重新定位（Relocate）：教師改變班級中人、事、物的所在位置。例如

改變教師／學生所在的位置、教學活動進行的地點、座位排列及器材設備的擺放

地點等。主要在探討「哪裡/Where」的問題。 

 

（五）重新定量（Reduce）：教師重新分配班級中人、事、物的份量，以精鍊、

簡約的方式進行班級經營。例如改變教學活動的頻率及次數、有效分配班級時間

等。主要在探討「多常/How often」、「多少/How much」的問題。 

 

（六）重新指派（Reassign）：教師將班級事務、活動交由其他人執行，例如

讓學生做老師的小幫手、由具有某項專長的家長協助教師做晨間活動等；以及重

新分配工作，例如全班輪流當幹部、做不同的整潔工作等。主要在探討「誰/Who」

的問題。  

 

（七）重新裝備（Retool）：教師能夠自我成長，並加強自己的技術或能力。

例如磨練班級經營技 

巧、在班級經營中結合教師的興趣或專長、有效運用資訊科技、教具、教 

學資源等。主要在探討「如何/How」的問題。 

 

 

1.重新思考 

2.重新組合 

3.重新定序 

4.重新定位 

5.重新定量 

6.重新指派 

7.重新裝備 

 

圖 4-2  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之問卷架構圖 

國
民
小
學
教
師 

創
新
班
級
經
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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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編製研究問卷內容 

研究者基於上述的問卷架構，參酌創新、創新教學、班級經營之理論基礎及

相關研究，編製創新班級經營之訪談大綱，針對五位級任教師進行個別訪談，其

後根據訪談結果（詳見附錄二）並參考創新、創新教學、班級經營之相關文獻編

製問卷初稿。問卷初稿編製完成後，經由指導教授、專家學者與實務工作者針對

問卷之內容，提供修改意見，研究者再依據諮詢意見刪除不適合的題目，並修正

語句，始編製成「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預試問卷」（詳見附錄四），內容包

括：「重新思考」10 題、「重新組合」11 題、「重新定序」10 題、「重新定位」9 題、

「重新定量」10 題、「重新指派」11 題、「重新裝備」9 題，共計 70 題，如表

4-16、4-17、4-18、4-19、4-20、4-21、4-22 所示。 

 

表 4-16  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問卷向度及內容一：重新思考 

一、班級經營之「重新思考」： 

教師在班級經營的過程中，面對教室中新的人、事、物狀況，對於原有的經營理念，以

及班級經營行動背後的理由有所覺察，提出新的假設，進而產生新的行動。 

1. 在帶班過程中，我會省思如何管理班級常規。 

2. 在帶班過程中，我會省思如何進行教學活動。 

3. 在帶班過程中，我會省思如何安排教室環境。 

4. 在帶班過程中，我會省思如何指導班級自治。 

5. 在帶班過程中，我會省思如何進行親師互動。 

6. 在帶班過程中，我會修正自己的班級經營理念。 

7. 在帶班過程中，我會檢核自己的班級經營成效。 

8. 在帶班過程中，我會因整體教育環境的改變，而修正班級經營的方式。 

9. 在帶班過程中，我會考量家長的意見，以修正班級經營的方式。 

10.在帶班過程中，我會依學生的反應與表現，來修正班級經營的方式。 

 
 

表 4-17  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問卷向度及內容二：重新組合 

二、班級經營之「重新組合」： 

教師對班級中人、事、物等要素做不同的搭配或重組。 

11.我會依學生的狀況而調整班規的內容。 

12.我會瞭解各種獎懲方式的利弊得失，加以組合運用。 

13.進行獎懲時，我會同時兼顧團體及個人的表現。 

14.進行分組時，我會變換不同的分組方式。 

15.我會使用不同的教學方法。 

16.我會重組不同的教材內容。 

17.我會使用多元化的評量方式。 

18.我會視教學需要而進行各科的統整教學。 

19.在班級經營中，我會使親、師、生三方面的搭配達成共識。 

20.在進行教室佈置時，我會將教室環境做創新的設計。 

21.我會隨著教學內容的改變而調整教室的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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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  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問卷向度及內容三：重新定序 

三、班級經營之「重新定序」： 

教師重新安排班級活動進行的時機，及各種班級活動進行的流程、先後順序。 

22.開學初，我會先與孩子建立好生活常規，再進入正式教學。 

23.當學生出現問題行為時，我會判斷狀況以決定處理的時機。 

24.我會在適當的時機進行獎賞及懲罰。 

25.我會以先簡後繁的方式，適時指導學生遵守常規。 

26.我會採用不同的方式，安排學生進行發表。 

27.上課鐘聲響時，我會先安定學生的情緒，再進行教學活動。 

28.我會順暢地轉換、銜接教學活動。 

29.我會依學生的學習狀況而更動課程進度。 

30.我會依學生的學習狀況而調整教學流程。 

31.我會以由淺入深的方式，循序漸進地進行教學活動。 

 
 

表 4-19  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問卷向度及內容四：重新定位 

四、班級經營之「重新定位」： 

教師改變班級中人、事、物的所在位置。 

32.當學生出現問題行為時，我會判斷狀況以決定處理的場合。 

33.當學生出現問題行為時，我會改變學生的座位，以避免教學受到干擾。 

34.當學生有不良行為傾向時，我會採用身體接近的方式，走到他旁邊。 

35.教學時，我會在教室各處移動，以進行走動管理。 

36.教學的實施除了在教室內，我亦會更換不同的地點來進行教學。 

37.我會依據教學需要而調整座位的排列方式。 

38.在座位安排上，我會讓學生輪流坐到不同的區域。 

39.我會調整桌椅、器材設備的擺放位置，以保持通道流暢。 

40.在進行教室佈置時，我會善加利用教室的空間及範圍。 

 
 

表 4-20  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問卷向度及內容五：重新定量 

五、班級經營之「重新定量」： 

教師重新分配班級中人、事、物的份量，以精鍊、簡約的方式進行班級經營。 

41.我會依學生的狀況而增減班規的項目。 

42.在教學中，我會對學生傳達明確、清楚的訊息。 

43.妥善分配教學時間，以增進學生的學習。 

44.我會依教學需要，調整參與討論的人數（例如二人、四人、六人、數人一組、或全班一起

進行討論）。  

45.我會善用教學輔助器材，以促進教學的效果。 

46.在教學中，我會全面掌握學生的一舉一動及學習狀況。 

47.我會在同一時間內同時注意、處理多件事情。 

48.我會妥善管理自己的時間。 

49.在分配班級事務時，我會讓每位學生都能為班上做事。 

50.在親師合作上，我會讓家長維持適度的參與。 

 



 21

表 4-21  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問卷向度及內容六：重新指派 

六、班級經營之「重新指派」： 

教師將班級事務、活動交由其他人執行，以及重新分配工作。 

51.我會讓學生進行自我管理，為自己的行為負責。 

52.我會妥善運用班級幹部，讓班級事務順利推動。 

53.我會讓成績表現佳的學生輔導同儕的課業。 

54.在同一學期內，我會重新改選班級幹部，讓學生擔任不同的職位。 

55.在同一學期內，我會輪調學生的整潔工作，讓學生從事不同的工作。 

56.當班級幹部不適任時，我會有技巧地將此一職務轉派給他人。 

57.我會讓學生參與佈置教室的工作。 

58.我會發揮班親會的功能，讓家長協助處理班級事務。 

59.我會妥善運用家長人力資源，以協助班級活動的推行。 

60.我會與其他教師進行協同教學。  

61.我會與其他教師一起分工合作（例如共同出考題等）。 

 
表 4-22  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問卷向度及內容七：重新裝備 

七、班級經營之「重新裝備」： 

教師能夠自我成長，並加強自身班級經營的技術或能力。 

62.我會與其他教師討論、交流班級經營的經驗。 

63.我會仿效其他教師在班級經營中的有效做法或好點子。 

64.我會從研習的參與中，增進班級經營的知能。 

65.我會閱讀班級經營的相關書籍，以增進班級經營的知能。 

66.我會培養自己的專長或興趣，以豐富班級經營。 

67.我會培養自己具備輔導的技巧與能力。 

68.我會培養自己具備溝通的技巧與能力。 

69.我會培養自己具備教學的技巧與能力。  

70.我會培養自己具備資訊科技的技術與能力。 

 
 

三、預試結果分析 

本研究採多階段抽樣方法，抽取宜蘭縣、基隆市、台北市、台北縣及桃園縣

21 所學校共 210 位教師進行預試。總計回收預試問卷共 171 份，剔除回收樣本資

料填答不全者，合計有效樣本為 168 份，回收率為 81.43﹪，可用率為 80.00﹪。 

預試問卷經回收彙整後，加以編碼，並使用 SPSS 12.0 進行資料處理與統計

分析，採用各題之決斷值（CR）分析、因素分析及信度分析法進行選題，以形

成「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正式調查問卷」。其所得結果如下所述： 

 

（一）各題之決斷值（CR）分析 

如表 4-23 所示，第 1 至 70 題的決斷值均達顯著，表示「國民小學教師創新

班級經營預試問卷」七十個題項均具有鑑別度，所有題項皆能鑑別出不同受試者

的反應程度。再者，各題項的決斷值係數介於 6.14～13.52，皆大於 5，因此保留

所有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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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預試問卷」各題決斷值（CR）分析摘要表 

向度 題次內容 
決斷值 
（CR） 

1.在帶班過程中，我會省思如何管理班級常規。 9.38***

2.在帶班過程中，我會省思如何進行教學活動。 11.85***

3.在帶班過程中，我會省思如何安排教室環境。 12.19***

4.在帶班過程中，我會省思如何指導班級自治。 10.80***

5.在帶班過程中，我會省思如何進行親師互動。 9.85***

6.在帶班過程中，我會修正自己的班級經營理念。 12.46***

7.在帶班過程中，我會檢核班級經營的成效。 10.99***

8.在帶班過程中，我會因教育環境的改變，而修正班級經營的方式。 10.55***

9.在帶班過程中，我會考量家長的意見，以修正班級經營的方式。 7.91***

重 

新 

思 

考 

10.在帶班過程中，我會依學生的反應與表現，來修正班級經營的方式。 11.86***

11.我會依學生的狀況而調整班規的內容。 12.36***

12.我會瞭解各種獎懲方式的利弊得失，加以組合運用。 13.07***

13.進行獎懲時，我會同時兼顧團體及個人的表現。 12.83***

14.進行分組時，我會變換不同的分組方式。 8.19***

15.我會使用不同的教學方法。 11.55***

16.我會重組不同的教材內容。 10.47***

17.我會使用多元化的評量方式。 10.73***

18.我會視教學需要而進行各科的聯絡教學。 12.25***

19.在班級經營中，我會使親、師、生三方面的搭配達成共識。 11.32***

20.在進行教室佈置時，我會將教室環境做創新的設計。 8.56***

重 

新 

組 

合 

21.我會隨著教學內容的改變而調整教室的佈置。 6.14***

22.開學初，我會先與孩子建立好生活常規，再進入正式教學。 11.65***

23.當學生出現問題行為時，我會判斷狀況以決定處理的時機。 11.20***

24.我會在適當的時機進行獎賞及懲罰。 11.89***

25.我會以先簡後繁的方式，適時指導學生遵守常規。 9.03***

26.我會採用不同的方式，安排學生進行發表。 11.81***

27.上課鐘聲響時，我會先安定學生的情緒，再進行教學活動。 11.60***

28.我會順暢地轉換、銜接教學活動。 8.44***

29.我會依學生的學習狀況而更動課程進度。 9.89***

30.我會依學生的學習狀況而調整教學流程。 9.42***

重 

新 
定 
序 

31.我會以由淺入深的方式，循序漸進地進行教學活動。 11.14***

32.當學生出現問題行為時，我會判斷狀況以決定處理的場合。 12.75***

33.當學生出現問題行為時，我會改變學生的座位，以避免教學受到干擾。  7.22***

34.當學生有不良行為傾向時，我會採用身體接近的方式，走到他旁邊。  9.96***

35.教學時，我會在教室各處移動，以進行走動管理。 10.50***

36.教學的實施除了在教室內，我亦會更換不同的地點來進行教學。 12.34***

37.我會依據教學需要而調整座位的排列方式。 11.04***

38.在座位安排上，我會讓學生輪流坐到不同的區域。  9.71***

39.我會調整桌椅、器材設備的擺放位置，以保持通道流暢。 11.35***

重 

新 

定 

位                        

40.在進行教室佈置時，我會善加利用教室的空間及範圍。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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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23 

向度 題次內容 
決斷值 
（CR） 

41.我會依學生的狀況而增減班規的項目。 10.25***

42.在教學中，我會對學生傳達明確、清楚的訊息。 11.08***

43.妥善分配教學時間，以增進學生的學習。 13.52***

44.我會依教學需要，調整參與討論的人數（例如二人、四人、六人、數
人一組、或全班一起進行討論）。 

11.03***

45.我會善用教學輔助器材，以促進教學的效果。  9.37***

46.在教學中，我會全面掌握學生的一舉一動及學習狀況。 12.37***

47.我會在同一時間內同時注意、處理多件事情。 10.16***

48.我會妥善管理自己的時間。 11.42***

49.在分配班級事務時，我會讓每位學生都能為班上做事。  9.02***

重 

新 

定 

量 

50.在親師合作上，我會讓家長維持適度的參與。 10.88***

51.我會讓學生進行自我管理，為自己的行為負責。 11.90***

52.我會妥善運用班級幹部，讓班級事務順利推動。 13.07***

53.我會讓成績表現佳的學生輔導同儕的課業。 10.12***

54.在同一學期內，我會重新改選班級幹部，讓學生擔任不同的職位。  8.93***

55.在同一學期內，我會輪調學生的整潔工作，讓學生從事不同的工作。  8.34***

56.當班級幹部不適任時，我會有技巧地將此一職務轉派給他人。 10.01***

57.我會讓學生參與佈置教室的工作。  7.30***

58.我會發揮班親會的功能，讓家長協助處理班級事務。  7.93***

59.我會妥善運用家長人力資源，以協助班級活動的推行。 10.06***

60.我會與其他教師進行協同教學。   8.81***

重 

新 

指 

派 

61.我會與其他教師一起分工合作（例如共同出考題等）。 10.80***

62.我會與其他教師討論、交流班級經營的經驗。  9.40***

63.我會仿效其他教師在班級經營中的有效做法或好點子。  9.67***

64.我會從研習的參與中，增進班級經營的知能。 10.37***

65.我會閱讀班級經營的相關書籍，以增進班級經營的知能。  8.65***

66.我會培養自己的專長或興趣，以豐富班級經營。 10.90***

67.我會培養自己具備輔導的技巧與能力。 11.04***

68.我會培養自己具備溝通的技巧與能力。 11.78***

69.我會培養自己具備教學的技巧與能力。  9.72***

重 

新 
裝 
備 

70.我會培養自己具備資訊科技的技術與能力。  7.54***

*** p＜ .001   

 

 

（二）因素分析 

    在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預試問卷中，係以 168 位國小教師為受試者，

其在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預試問卷各向度題目的反應，採用主成份分析法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以 eigenvalue 值大於 1 者為選入因素參考標準。

因素分析之結果如下所述： 

 

1.重新思考：因素分析後抽取一個因素，其 eigenvalue 值為 6.503，可解釋「重

新思考」向度 65.032﹪，因素負荷量介於 .664～ .894，其中以第 3、4、5、8、9

題為低，詳見表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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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新組合：因素分析後抽取一個因素，其 eigenvalue 值為 6.058，可解釋「重

新組合」向度 55.071﹪，因素負荷量介於 .530～ .828，其中以第 11、13、14、

18、20、21 題為低，詳見表 4-25。 

 

3.重新定序：因素分析後抽取一個因素，其 eigenvalue 值為 6.328，可解釋「重

新定序」向度 63.281﹪，因素負荷量介於 .718～ .838，其中以第 23、24、26、

27、28 題為低，詳見表 4-26。 

 

4.重新定位：因素分析後抽取一個因素，其 eigenvalue 值為 5.302，可解釋「重

新定位」向度 58.910﹪，因素負荷量介於 .631～ .807，其中以第 33、34、36、

38、40 題為低，詳見表 4-27。 

 

5.重新定量：因素分析後抽取一個因素，其 eigenvalue 值為 5.620，可解釋「重

新定量」向度 56.205﹪，因素負荷量介於 .654～ .831，其中以第 41、45、47、

49、50 題為低，詳見表 4-28。 

 

6.重新指派：因素分析後抽取一個因素，其 eigenvalue 值為 5.254，可解釋「重

新指派」向度 47.764﹪，因素負荷量介於 .623～.779，其中以第 54、55、56、57、

60、61 題為低，詳見表 4-29。 

 

7.重新裝備：因素分析後抽取一個因素，其 eigenvalue 值為 6.201，可解釋「重

新裝備」向度 68.898﹪，因素負荷量介於 .747～ .905，其中以第 62、63、65、

70 題為低，詳見表 4-30。 

 
表 4-24 「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預試問卷」之重新思考因素分析摘要表 

向度 題次內容 
因素 

負荷量 
共同性 

h2 
解釋 

變異量

1.在帶班過程中，我會省思如何管理班級常規。 .820 .673 

2.在帶班過程中，我會省思如何進行教學活動。 .894 .799 

3.在帶班過程中，我會省思如何安排教室環境。 .812 .659 

4.在帶班過程中，我會省思如何指導班級自治。 .737 .543 

5.在帶班過程中，我會省思如何進行親師互動。 .811 .657 

6.在帶班過程中，我會修正自己的班級經營理念。 .835 .697 

7.在帶班過程中，我會檢核班級經營的成效。 .851 .724 

8.在帶班過程中，我會因教育環境的改變，而修正班級經營的方式。 .785 .616 

9.在帶班過程中，我會考量家長的意見，以修正班級經營的方式。 .664 .441 

重 

新 

思 

考 

10.在帶班過程中，我會依學生的反應與表現，來修正班級經營的方式。 .832 .692 

65.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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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 「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預試問卷」之重新組合因素分析摘要表 

向度 題次內容 
因素 

負荷量 
共同性 

h2 
解釋 

變異量

11.我會依學生的狀況而調整班規的內容。 .767 .588 

12.我會瞭解各種獎懲方式的利弊得失，加以組合運用。 .779 .606 

13.進行獎懲時，我會同時兼顧團體及個人的表現。 .760 .578 

14.進行分組時，我會變換不同的分組方式。 .667 .445 

15.我會使用不同的教學方法。 .828 .686 

16.我會重組不同的教材內容。 .808 .653 

17.我會使用多元化的評量方式。 .776 .602 

18.我會視教學需要而進行各科的聯絡教學。 .742 .551 

19.在班級經營中，我會使親、師、生三方面的搭配達成共識。 .799 .639 

20.在進行教室佈置時，我會將教室環境做創新的設計。 .655 .429 

重 

新 

組 

合 

21.我會隨著教學內容的改變而調整教室的佈置。 .530 .281 

55.071﹪

 

表 4-26 「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預試問卷」之重新定序因素分析摘要表 

向度 題次內容 
因素 

負荷量 
共同性 

h2 
解釋 

變異量

22.開學初，我會先與孩子建立好生活常規，再進入正式教學。 .798 .636 

23.當學生出現問題行為時，我會判斷狀況以決定處理的時機。 .793 .628 

24.我會在適當的時機進行獎賞及懲罰。 .782 .612 

25.我會以先簡後繁的方式，適時指導學生遵守常規。 .817 .667 

26.我會採用不同的方式，安排學生進行發表。 .783 .613 

27.上課鐘聲響時，我會先安定學生的情緒，再進行教學活動。 .770 .592 

28.我會順暢地轉換、銜接教學活動。 .718 .516 

29.我會依學生的學習狀況而更動課程進度。 .838 .702 

30.我會依學生的學習狀況而調整教學流程。 .825 .681 

重 

新 

定 

序 
31.我會以由淺入深的方式，循序漸進地進行教學活動。 .825 .680 

63.281﹪

 
表 4-27 「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預試問卷」之重新定位因素分析摘要表 

向度 題次內容 
因素 

負荷量 
共同性 

h2 
解釋 

變異量

32.當學生出現問題行為時，我會判斷狀況以決定處理的場合。 .805 .648 

33.當學生出現問題行為時，我會改變學生的座位，以避免教學受到干
擾。 

.631 .398 

34.當學生有不良行為傾向時，我會採用身體接近的方式，走到他旁邊。 .789 .622 

35.教學時，我會在教室各處移動，以進行走動管理。 .796 .634 

36.教學的實施除了在教室內，我亦會更換不同的地點來進行教學。 .748 .560 

37.我會依據教學需要而調整座位的排列方式。 .793 .628 

38.在座位安排上，我會讓學生輪流坐到不同的區域。 .732 .535 

39.我會調整桌椅、器材設備的擺放位置，以保持通道流暢。 .807 .652 

重 

新 

定 

位     
   

   
  

    
   

    

40.在進行教室佈置時，我會善加利用教室的空間及範圍。 .790 .624 

58.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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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8 「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預試問卷」之重新定量因素分析摘要表 

向度 題次內容 
因素 

負荷量 
共同性 

h2 
解釋 

變異量

41.我會依學生的狀況而增減班規的項目。 .654 .428 

42.在教學中，我會對學生傳達明確、清楚的訊息。 .752 .566 

43.妥善分配教學時間，以增進學生的學習。 .831 .691 

44.我會依教學需要，調整參與討論的人數（例如二人、四人、六人、數
人一組、或全班一起進行討論）。 

.763 .582 

45.我會善用教學輔助器材，以促進教學的效果。 .708 .502 

46.在教學中，我會全面掌握學生的一舉一動及學習狀況。 .816 .666 

47.我會在同一時間內同時注意、處理多件事情。 .725 .526 

48.我會妥善管理自己的時間。 .773 .598 

49.在分配班級事務時，我會讓每位學生都能為班上做事。 .723 .522 

重 

新 

定 

量 

50.在親師合作上，我會讓家長維持適度的參與。 .735 .540 

56.205﹪

 

 

表 4-29 「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預試問卷」之重新指派因素分析摘要表 

向度 題次內容 
因素 

負荷量 
共同性 

h2 
解釋 

變異量

51.我會讓學生進行自我管理，為自己的行為負責。 .771 .594 

52.我會妥善運用班級幹部，讓班級事務順利推動。 .779 .606 

53.我會讓成績表現佳的學生輔導同儕的課業。 .717 .514 

54.在同一學期內，我會重新改選班級幹部，讓學生擔任不同的職位。 .634 .402 

55.在同一學期內，我會輪調學生的整潔工作，讓學生從事不同的工作。 .643 .413 

56.當班級幹部不適任時，我會有技巧地將此一職務轉派給他人。 .660 .435 

57.我會讓學生參與佈置教室的工作。 .682 .466 

58.我會發揮班親會的功能，讓家長協助處理班級事務。 .708 .502 

59.我會妥善運用家長人力資源，以協助班級活動的推行。 .728 .530 

60.我會與其他教師進行協同教學。  .623 .389 

重 

新 

指 

派 

61.我會與其他教師一起分工合作（例如共同出考題等）。 .634 .402 

47.764﹪

 
 
表 4-30 「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預試問卷」之重新裝備因素分析摘要表 

向度 題次內容 
因素 

負荷量 
共同性 

h2 
解釋 

變異量

62.我會與其他教師討論、交流班級經營的經驗。 .747 .558 

63.我會仿效其他教師在班級經營中的有效做法或好點子。 .774 .599 

64.我會從研習的參與中，增進班級經營的知能。 .810 .656 

65.我會閱讀班級經營的相關書籍，以增進班級經營的知能。 .774 .599 

66.我會培養自己的專長或興趣，以豐富班級經營。 .878 .771 

67.我會培養自己具備輔導的技巧與能力。 .902 .814 

68.我會培養自己具備溝通的技巧與能力。 .905 .820 

69.我會培養自己具備教學的技巧與能力。 .885 .783 

重 

新 

裝 

備 

70.我會培養自己具備資訊科技的技術與能力。 .774 .600 

68.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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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度分析 

在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預試問卷中，係以 168 位國小教師為受試者進

行信度分析，探討各向度的內部一致性，以瞭解其內在結構情形，其次刪除各向

度之「校正後項目整體相關」較低及「單題刪除後α係數減低情形」較差的題目，

以作為編製正式問卷選題之依據。信度分析之結果如下所示： 

 

1.重新思考：重新思考向度之 Cronbach α係數達 .937，顯示此模式之內部

結構佳。進一步分析其各題之「校正後項目整體相關情形」，介於 .602～ .855；

「單題刪除後α係數減低情形」，介於 .926～ .939。其中以第 3、4、5、8、9 題

之信度分析結果為差，詳見表 4-31。 

 

2.重新組合：重新組合向度之 Cronbach α係數達 .914，顯示此模式之內部

結構佳。進一步分析其各題之「校正後項目整體相關情形」，介於 .468～ .771；

「單題刪除後α係數減低情形」，介於 .901～ .918。其中以第 11、13、14、18、

20、21 題之信度分析結果為差，詳見表 4-32。 

 

3.重新定序：重新定序向度之 Cronbach α係數達 .934，顯示此模式之內部

結構佳。進一步分析其各題之「校正後項目整體相關情形」，介於 .657～ .792；

「單題刪除後α係數減低情形」，介於 .925～ .932。其中以第 23、24、26、27、

28 題之信度分析結果為差，詳見表 4-33。 

 

4.重新定位：重新定位向度之 Cronbach α係數達 .910，顯示此模式之內部

結構佳。進一步分析其各題之「校正後項目整體相關情形」，介於 .551～ .745；

「單題刪除後α係數減低情形」，介於 .896～ .910。其中以第 33、36、38、40

題之信度分析結果為差，詳見表 4-34。 

 

5.重新定量：重新定量向度之 Cronbach α係數達 .911，顯示此模式之內部

結構佳。進一步分析其各題之「校正後項目整體相關情形」，介於 .571～ .774；

「單題刪除後α係數減低情形」，介於 .897～ .908。其中以第 41、45、47、49、

50 題之信度分析結果為差，詳見表 4-35。 

 

6.重新指派：重新指派向度之 Cronbach α係數達 .883，顯示此模式之內部

結構佳。進一步分析其各題之「校正後項目整體相關情形」，介於 .535～ .688；

「單題刪除後α係數減低情形」，介於 .868～ .877。其中以第 54、55、56、57、

60、61 題之信度分析結果為差，詳見表 4-36。 

 

7.重新裝備：重新指派向度之 Cronbach α係數達 .943，顯示此模式之內部

結構佳。進一步分析其各題之「校正後項目整體相關情形」，介於 .685～ .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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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題刪除後α係數減低情形」，介於 .931～ .941。其中以第 62、63、65、70

題之信度分析結果為差，詳見表 4-37。 

 

表 4-31 「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預試問卷」之重新思考信度分析摘要表 

向度 題次內容 
校正後 
總相關 

刪題後 
α係數 

各向度
α係數

1.在帶班過程中，我會省思如何管理班級常規。 .766 .930 

2.在帶班過程中，我會省思如何進行教學活動。 .855 .926 

3.在帶班過程中，我會省思如何安排教室環境。 .760 .930 

4.在帶班過程中，我會省思如何指導班級自治。 .677 .935 

5.在帶班過程中，我會省思如何進行親師互動。 .759 .930 

6.在帶班過程中，我會修正自己的班級經營理念。 .784 .929 

7.在帶班過程中，我會檢核班級經營的成效。 .802 .928 

8.在帶班過程中，我會因教育環境的改變，而修正班級經營的方式。 .736 .932 

9.在帶班過程中，我會考量家長的意見，以修正班級經營的方式。 .602 .939 

重 

新 

思 

考 

10.在帶班過程中，我會依學生的反應與表現，來修正班級經營的方式。 .787 .929 

.937 

表 4-32 「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預試問卷」之重新組合信度分析摘要表 

向度 題次內容 
校正後 
總相關 

刪題後 
α係數 

各向度
α係數

11.我會依學生的狀況而調整班規的內容。 .694 .905 

12.我會瞭解各種獎懲方式的利弊得失，加以組合運用。 .709 .904 

13.進行獎懲時，我會同時兼顧團體及個人的表現。 .688 .906 

14.進行分組時，我會變換不同的分組方式。 .597 .910 

15.我會使用不同的教學方法。 .771 .901 

16.我會重組不同的教材內容。 .750 .902 

17.我會使用多元化的評量方式。 .712 .904 

18.我會視教學需要而進行各科的聯絡教學。 .673 .906 

19.在班級經營中，我會使親、師、生三方面的搭配達成共識。 .738 .902 

20.在進行教室佈置時，我會將教室環境做創新的設計。 .606 .909 

重 

新 

組 

合 

21.我會隨著教學內容的改變而調整教室的佈置。 .468 .918 

.914 

表 4-33 「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預試問卷」之重新定序信度分析摘要表 

向度 題次內容 
校正後 
總相關 

刪題後 
α係數 

各向度
α係數

22.開學初，我會先與孩子建立好生活常規，再進入正式教學。 .740 .927 

23.當學生出現問題行為時，我會判斷狀況以決定處理的時機。 .733 .928 

24.我會在適當的時機進行獎賞及懲罰。 .719 .928 

25.我會以先簡後繁的方式，適時指導學生遵守常規。 .768 .926 

26.我會採用不同的方式，安排學生進行發表。 .725 .928 

27.上課鐘聲響時，我會先安定學生的情緒，再進行教學活動。 .716 .929 

28.我會順暢地轉換、銜接教學活動。 .657 .932 

29.我會依學生的學習狀況而更動課程進度。 .792 .925 

30.我會依學生的學習狀況而調整教學流程。 .776 .926 

重 

新 

定 

序 

31.我會以由淺入深的方式，循序漸進地進行教學活動。 .778 .926 

.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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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 「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預試問卷」之重新定位信度分析摘要表 

向度 題次內容 
校正後 
總相關 

刪題後 
α係數 

各向度
α係數

32.當學生出現問題行為時，我會判斷狀況以決定處理的場合。 .745 .896 

33.當學生出現問題行為時，我會改變學生的座位，以避免教學受到干
擾。 

.551 .910 

34.當學生有不良行為傾向時，我會採用身體接近的方式，走到他旁邊。 .726 .897 

35.教學時，我會在教室各處移動，以進行走動管理。 .733 .897 

36.教學的實施除了在教室內，我亦會更換不同的地點來進行教學。 .669 .902 

37.我會依據教學需要而調整座位的排列方式。 .722 .897 

38.在座位安排上，我會讓學生輪流坐到不同的區域。 .647 .903 

39.我會調整桌椅、器材設備的擺放位置，以保持通道流暢。 .740 .897 

重 

新 

定 

位 

40.在進行教室佈置時，我會善加利用教室的空間及範圍。 .715 .898 

.910 

 

表 4-35 「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預試問卷」之重新定量信度分析摘要表 

向度 題次內容 
校正後 
總相關 

刪題後 
α係數 

各向度
α係數

41.我會依學生的狀況而增減班規的項目。 .571 .908 

42.在教學中，我會對學生傳達明確、清楚的訊息。 .680 .902 

43.妥善分配教學時間，以增進學生的學習。 .774 .897 

44.我會依教學需要，調整參與討論的人數（例如二人、四人、六人、
數人一組、或全班一起進行討論）。 

.692 .901 

45.我會善用教學輔助器材，以促進教學的效果。 .638 .904 

46.在教學中，我會全面掌握學生的一舉一動及學習狀況。 .758 .897 

47.我會在同一時間內同時注意、處理多件事情。 .658 .903 

48.我會妥善管理自己的時間。 .710 .900 

49.在分配班級事務時，我會讓每位學生都能為班上做事。 .646 .904 

重 

新 

定 

量 
50.在親師合作上，我會讓家長維持適度的參與。 .666 .902 

.911 

 

表 4-36 「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預試問卷」之重新指派信度分析摘要表 

向度 題次內容 
校正後 
總相關 

刪題後 
α係數 

各向度
α係數

51.我會讓學生進行自我管理，為自己的行為負責。 .672 .870 

52.我會妥善運用班級幹部，讓班級事務順利推動。 .688 .870 

53.我會讓成績表現佳的學生輔導同儕的課業。 .617 .873 

54.在同一學期內，我會重新改選班級幹部，讓學生擔任不同的職位。 .563 .877 

55.在同一學期內，我會輪調學生的整潔工作，讓學生從事不同的工作。 .569 .875 

56.當班級幹部不適任時，我會有技巧地將此一職務轉派給他人。 .585 .874 

57.我會讓學生參與佈置教室的工作。 .599 .873 

58.我會發揮班親會的功能，讓家長協助處理班級事務。 .640 .870 

59.我會妥善運用家長人力資源，以協助班級活動的推行。 .668 .868 

60.我會與其他教師進行協同教學。  .548 .877 

重 

新 

指 

派  

61.我會與其他教師一起分工合作（例如共同出考題等）。 .535 .877 

.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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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7 「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預試問卷」之重新裝備信度分析摘要表 

向度 題次內容 
校正後 
總相關 

刪題後 
α係數 

各向度
α係數

62.我會與其他教師討論、交流班級經營的經驗。 .685 .941 

63.我會仿效其他教師在班級經營中的有效做法或好點子。 .719 .939 

64.我會從研習的參與中，增進班級經營的知能。 .758 .937 

65.我會閱讀班級經營的相關書籍，以增進班級經營的知能。 .715 .939 

66.我會培養自己的專長或興趣，以豐富班級經營。 .839 .933 

67.我會培養自己具備輔導的技巧與能力。 .865 .931 

68.我會培養自己具備溝通的技巧與能力。 .870 .931 

69.我會培養自己具備教學的技巧與能力。 .848 .932 

重 

新 

裝 

備  

70.我會培養自己具備資訊科技的技術與能力。 .711 .940 

.943 

 
（四）編製正式問卷 

    本研究依據創新與班級經營之理論及相關研究分析，配合訪談結果，建構形

成問卷初稿，其次實施、回收進而分析預試問卷，以各題之決斷值（CR）分析、

因素分析及信度分析法進行選題，篩選題目之結果如表 4-38 所示，每個向度平

均篩選出五個題目，七個向度共計三十五題，始形成本研究工具—「國民小學教

師創新班級經營正式調查問卷」，詳見附錄五。 

 

表 4-38 「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預試問卷」統計分析後篩選題目情形 

向度別 
決斷值（CR） 

刪減題次 

因素分析 

刪減題次 

信度分析 

刪減題次 

綜合評斷 

刪減題次 

篩選之後 

保留的題次 

重新思考 
CR 值皆大於 5，

無刪減題次 
3、4、5、8、9 3、4、5、8、9 3、4、5、8、9 1、2、6、7、10

重新組合 
CR 值皆大於 5，

無刪減題次 

11、13、14、

18、20、21 

11、13、14、

18、20、21 

11、13、14、

18、20、21 

12、15、16、17、

19 

重新定序 
CR 值皆大於 5，

無刪減題次 

23、24、26、

27、28 

23、24、26、

27、28 

23、24、26、

27、28 

22、25、29、30、

31 

重新定位 
CR 值皆大於 5，

無刪減題次 

33、34、36、

38、40 

33、36、38、

40 

33、36、38、

40 

32、34、35、37、

39 

重新定量 
CR 值皆大於 5，

無刪減題次 

41、45、47、

49、50 

41、45、47、

49、50 

41、45、47、

49、50 

42、43、44、46、

48 

重新指派 
CR 值皆大於 5，

無刪減題次 

54、55、56、

57、60、61 

54、55、56、

57、60、61 

54、55、56、

57、60、61 

51、52、53、58、

59 

重新裝備 
CR 值皆大於 5，

無刪減題次 

62、63、65、

70 

62、63、65、

70 

62、63、65、

70 

64、66、67、68、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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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之現況分析 
 

本研究透過調查資料之統計分析，藉以瞭解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之現

況，說明目前國民小學教師於整體創新班級經營及重新思考、重新組合、重新定

序、重新定位、重新定量、重新指派、重新裝備等各向度中的表現情形。 

 

一、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整體及各向度現況 

由表 4-39 可知，就整體教師創新班級經營而言，其平均數為 177.05，標準差 

為 18.50，平均數除於題數為 5.06，顯示在六點量表中，教師創新班級經營問卷

的得分屬中上程度。 

 

 

而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問卷計有「重新思考」、「重新組合」、「重新定

序」、「重新定位」、「重新定量」、「重新指派」、「重新裝備」七個向度，其得分情

形詳見表 4-40。由表 4-40 可知，各向度的每題平均數介於 4.82～5.22 之間，標準

差為 2.89～3.26，其得分高低依序為重新思考、重新定序、重新定位、重新定量、

重新裝備、重新組合、重新指派。以下分別就七個向度之各題得分情形進行分析。 

 
表 4-40  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問卷各向度之平均數、標準差摘要表 

教師創新班級經營向度 題數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題數 排序 

重新思考 5 865 26.10 2.89 5.22 1 

重新組合 5 865 24.79 2.92 4.96 6 

重新定序 5 865 25.94 2.98 5.19 2 

重新定位 5 865 25.71 2.98 5.14 3 

重新定量 5 865 25.24 3.04 5.05 4 

重新指派 5 865 24.08 3.26 4.82 7 

重新裝備 5 865 25.19 3.20 5.04 5 

 

二、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各向度之題項分析 

（一）重新思考之現況分析 

國民小學教師於「重新思考」各題之得分情形如表 4-41 所示。由該表顯示，

各題平均數介於 5.18～5.25 之間，標準差為 0.61～0.66。其中，以「在帶班過程

中，我會省思如何管理班級常規」、「在帶班過程中，我會省思如何進行教學活動」

得分最高，受到教師重視的程度最高；其次，各題得分由高至低依序為「在帶班

過程中，我會修正自己的班級經營理念」、「在帶班過程中，我會依學生的反應與

表 4-39  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問卷整體之平均數、標準差 

教師創新班級經營向度 題數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題數 

整體教師創新班級經營 35 865 177.05 18.50 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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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來修正班級經營的方式」；得分最低者為「在帶班過程中，我會檢核班級

經營的成效」。 

 
表 4-41  國民小學教師在重新思考各題之平均數、標準差摘要表 

題號 題目內容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排序

1 在帶班過程中，我會省思如何管理班級常規。 865 5.25 0.65 1 

2 在帶班過程中，我會省思如何進行教學活動。 865 5.25 0.61 1 

3 在帶班過程中，我會修正自己的班級經營理念。 865 5.22 0.66 3 

4 在帶班過程中，我會檢核班級經營的成效。 865 5.18 0.66 5 

5 
在帶班過程中，我會依學生的反應與表現，來修正班
級經營的方式。 

865 5.20 0.65 4 

 
（二）重新組合之現況分析 

國民小學教師於「重新組合」各題之得分情形如表 4-42 所示。由該表顯示，

各題平均數介於 4.88～5.10 之間，標準差為 0.69～0.76。其中，以「我會瞭解各

種獎懲方式的利弊得失，加以組合運用」得分最高，受到教師重視的程度最高；

其次，各題得分由高至低依序為「我會使用不同的教學方法」、「我會使用多元化

的評量方式」、「我會重組不同的教材內容」；得分最低者為「在班級經營中，我

會使親、師、生三方面的搭配達成共識」。 

表 4-42  國民小學教師在重新組合各題之平均數、標準差摘要表 

題號 題目內容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排序

6 我會瞭解各種獎懲方式的利弊得失，加以組合運用。 865 5.10 0.71 1 

7 我會使用不同的教學方法。 865 4.99 0.69 2 

8 我會重組不同的教材內容。 865 4.89 0.73 4 

9 我會使用多元化的評量方式。 865 4.93 0.73 3 

10 在班級經營中，我會使親、師、生三方面的搭配達成共識。 865 4.88 0.76 5 

 

（三）重新定序之現況分析 

國民小學教師於「重新定序」各題之得分情形如表 4-43 所示。由該表顯示，

各題平均數介於 5.15～5.26 之間，標準差為 0.67～0.70。其中，以「開學初，我

會先與孩子建立好生活常規，再進入正式教學」得分最高，受到教師重視的程度

最高；其次，各題得分由高至低依序為「我會以由淺入深的方式，循序漸進地進

行教學活動」、「我會以先簡後繁的方式，適時指導學生遵守常規」、「我會依學生

的學習狀況而更動課程進度」；得分最低者為「我會依學生的學習狀況而調整教

學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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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3  國民小學教師在重新定序各題之平均數、標準差摘要表 

題號 題目內容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排序

11 開學初，我會先與孩子建立好生活常規，再進入正式教學。 865 5.26 0.68 1 

12 我會以先簡後繁的方式，適時指導學生遵守常規。 865 5.17 0.70 3 

13 我會依學生的學習狀況而更動課程進度。 865 5.16 0.70 4 

14 我會依學生的學習狀況而調整教學流程。 865 5.15 0.67 5 

15 我會以由淺入深的方式，循序漸進地進行教學活動。 865 5.20 0.68 2 

 

（四）重新定位之現況分析 

國民小學教師於「重新定序」各題之得分情形如表 4-44 所示。由該表顯示，

各題平均數介於 5.02～5.22 之間，標準差為 0.68～0.77。其中，以「我會調整桌

椅、器材設備的擺放位置，以保持通道流暢」得分最高，受到教師重視的程度最

高；其次，各題得分由高至低依序為「我會依據教學需要而調整座位的排列方

式」、「當學生出現問題行為時，我會判斷狀況以決定處理的場合」、「教學時，我

會在教室各處移動，以進行走動管理」；得分最低者為「當學生有不良行為傾向

時，我會採用身體接近的方式，走到他旁邊」。 

 
表 4-44  國民小學教師在重新定位各題之平均數、標準差摘要表 

題號 題目內容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排序

16 當學生出現問題行為時，我會判斷狀況以決定處理的場合。 865 5.15 0.68 3 

17 
當學生有不良行為傾向時，我會採用身體接近的方式， 
走到他旁邊。 

865 5.02 0.77 5 

18 教學時，我會在教室各處移動，以進行走動管理。 865 5.15 0.70 3 

19 我會依據教學需要而調整座位的排列方式。 865 5.16 0.77 2 

20 我會調整桌椅、器材設備的擺放位置，以保持通道流暢。 865 5.22 0.71 1 

 
（五）重新定量之現況分析 

國民小學教師於「重新定量」各題之得分情形如表 4-45 所示。由該表顯示，

各題平均數介於 4.90～5.21 之間，標準差為 0.66～0.85。其中，以「在教學中，

我會對學生傳達明確、清楚的訊息」得分最高，受到教師重視的程度最高；其次，

各題得分由高至低依序為「我會妥善分配教學時間，以增進學生的學習」、「在教

學中，我會全面掌握學生的一舉一動及學習狀況」、「我會妥善管理自己的時間」；

得分最低者為「我會依教學需要，調整參與討論的人數（例如二人、四人、六人、

數人一組、或全班一起進行討論）」。 

 

 

 

 

 



 34

表 4-45  國民小學教師在重新定量各題之平均數、標準差摘要表 

題號 題目內容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排序

21 在教學中，我會對學生傳達明確、清楚的訊息。 865 5.21 0.66 1 

22 我會妥善分配教學時間，以增進學生的學習。 865 5.10 0.71 2 

23 
我會依教學需要，調整參與討論的人數（例如二人、 
四人、六人、數人一組、或全班一起進行討論）。 

865 4.90 0.85 5 

24 在教學中，我會全面掌握學生的一舉一動及學習狀況。 865 5.04 0.72 3 

25 我會妥善管理自己的時間。 865 5.00 0.76 4 

 
（六）重新指派之現況分析 

國民小學教師於「重新指派」各題之得分情形如表 4-46 所示。由該表顯示，

各題平均數介於 4.38～5.12 之間，標準差為 0.68～1.02。其中，以「我會讓學生

進行自我管理，為自己的行為負責」得分最高，受到教師重視的程度最高；其次，

各題得分由高至低依序為「我會妥善運用班級幹部，讓班級事務順利推動」、「我

會讓成績表現佳的學生輔導同儕的課業」、「我會妥善運用家長人力資源，以協助

班級活動的推行」；得分最低者為「我會發揮班親會的功能，讓家長協助處理班

級事務」。 

 
表 4-46  國民小學教師在重新指派各題之平均數、標準差摘要表 

題號 題目內容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排序

26 我會讓學生進行自我管理，為自己的行為負責。 865 5.12 0.68 1 

27 我會妥善運用班級幹部，讓班級事務順利推動。 865 5.08 0.71 2 

28 我會讓成績表現佳的學生輔導同儕的課業。 865 5.02 0.78 3 

29 我會發揮班親會的功能，讓家長協助處理班級事務。 865 4.38 1.02 5 

30 我會妥善運用家長人力資源，以協助班級活動的推行。 865 4.47 1.01 4 

 
（七）重新裝備之現況分析 

國民小學教師於「重新裝備」各題之得分情形如表 4-47 所示。由該表顯示，

各題平均數介於 4.93～5.11 之間，標準差為 0.70～0.78。其中，以「我會培養自

己具備教學的技巧與能力」得分最高，受到教師重視的程度最高；其次，各題得

分由高至低依序為「我會培養自己具備溝通的技巧與能力」、「我會培養自己的專

長或興趣，以豐富班級經營」、「我會培養自己具備輔導的技巧與能力」；得分最

低者為「我會從研習的參與中，增進班級經營的知能」。 

 
表 4-47  國民小學教師在重新裝備各題之平均數、標準差摘要表 

題號 題目內容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排序

31 我會從研習的參與中，增進班級經營的知能。 865 4.93 0.78 5 

32 我會培養自己的專長或興趣，以豐富班級經營。 865 5.05 0.73 3 

33 我會培養自己具備輔導的技巧與能力。 865 5.02 0.73 4 

34 我會培養自己具備溝通的技巧與能力。 865 5.07 0.72 2 

35 我會培養自己具備教學的技巧與能力。 865 5.11 0.7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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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之現況探討 

根據本研究發現，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調查問卷的得分平均數為

177.05，平均數除以題數為 5.06，在六點量表中換算成百分制，相當於 84.33 分

（5.06÷6×100），得分的程度屬於中上，顯示國民小學教師整體創新班級經營的實

際情形良好。此結果與蔡仁隆（2003）、鄭依琳（2004）、吳雪華（2005）、范秋

芬（2005）於創新教學之研究一致，亦與陳木金（1997）、林詹田（2001）、吳明

芳（2001）、邱錦堂（2002）、許清田（2003）、洪秋如（2005）於班級經營策略之

研究相同；然而，卻與林珈夙（1997）、史美奐（2003）於創新教學之研究不同，

即教師創新教學表現屬中等而偏中下程度，此是否為各學者對創新的定義、內涵

或測量不一致而導致不同的研究結果，仍有待後續研究進一步探討。 

就創新班級經營個別向度而言，「重新思考」、「重新組合」、「重新定序」、「重

新定位」、「重新定量」、「重新指派」、「重新裝備」等向度之平均數除以題數之得

分分別為 5.22、4.96、5.19、5.14、5.05、4.82、5.04，在六點量表中換算成百分制，

相當於 87.00、82.67、86.50、85.67、84.17、80.33、84.00 分。 

從上述資料可發現，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作為中，以「重新思考」得

分最高，顯示國民小學教師頗能對自身的班級經營作為進行反省與檢討，其中以

「在帶班過程中，我會省思如何管理班級常規」及「在帶班過程中，我會省思如

何進行教學活動」兩題表現最佳，探究其可能原因為，對於國小教師而言，班級

常規及教學活動在帶班過程中是最受到關注的兩項重點，因而會投注較多的心思

去反省並檢討之。此外，在「重新思考」向度中，各題所表述的內容多為普遍性、

一般性的反思行為，或許因此造成受試教師在填答時可能有偏高的現象。 

另一方面，在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作為中，以「重新指派」得分最低，

顯示國民小學教師較不傾向將班級事務交由學生或家長執行，其中以「我會發揮

班親會的功能，讓家長協助處理班級事務」及「我會妥善運用家長人力資源，以

協助班級活動的推行」兩題表現最低，亦即比起將班級事務賦予學生執行，教師

更不易將班級事務交由家長協助處理。探究其可能原因為，家長在參與班級事務

時，或多或少會有個人的意見或想法，有時甚至會干擾教師的班級經營，換言之，

若教師邀請家長協助處理班級事務，雖可減輕教師的負擔，然而卻須考量到如何

掌握彼此的界線，以及避免家長過度干涉的問題，因此教師傾向寧可自行處理班

級事務而非請家長協助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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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民小學教師運用學習型班級經營 

策略量表之建構 
 

壹、國民小學教師運用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量表之訪談題目 
 

本研究為編製「國民小學教師運用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量表」，乃選定五位

台北縣市現任國民小學教師進行深度訪談，以探討國民小學教師運用學習型班級

經營策略之現況，作為編製研究工具的參考，訪談大綱包括：一、為了幫助學生

能夠在班級中找出自己真正想要達成的目標，並主動積極的學習、訂定計畫及探

索知識，並激發出個人的學習動能與熱忱，不斷地超越自我學習現狀，您常運用

的策略及方法為何？二、為了幫助學生培養批判思考及反思能力，使學生能與同

儕進行共同討論、分享彼此觀點，並學習尊重、聆聽他人意見，您常用運的策略

及方法為何？三、在班級經營時，為了建構良好的團隊或小組討論環境，使學生

能在團隊或小組中產生良好的互動討論，並進而發揮團隊力量及智慧，達成團隊

目標，您常運用的策略或方法為何？請舉例說明之。四、您所帶領的班級的共同

願景為何？是如何訂定此願景？在達成班級共同願景的過程中，您所運用的策略

或方法為何？五、為了使學生在思考上能由片段到整體，避免零碎武斷的思考，

您常運用的策略及方法為何？六、您認為在運用學習型班級經營五項策略時，最

難達成者為何？最常使用者為何？最有效者為何？七、您認為在班級中發展學習

型班級經營策略時，容易遭受到哪些困難？例如：來自學生、學校、家長等，您

是如何克服這些困難？等七項提問，訪談內容整理詳見附錄三。 

 

貳、國民小學教師運用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量表之編製 
 
一、問卷架構 

   

本研究主要根據國內、外相關文獻建立研究向度，並請教授、校長及教師提

供問卷編製意見。本問卷內容主要參考吳明芳（2001）「國民小學教師班級經營

策略量表」、吳書璧（2004）「國民小學教師班級經營調查問卷」、吳福源（1999）

「國民小學班級經營狀況調查問卷」、邱錦堂（2002）「國中導師信念及班級經營

量表」、莊文志（2002）「學習型班級經營之行動研究」論文結果、陳木金（1997）

「國民小學教師班級經營狀況調查問卷」、陳木金（1999）「教師班級經營策略正

式調查問卷」之觀點，定義「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之向度，分別為「自我超越

策略」、「改善心智模式策略」、「建立共同願景策略」、「團隊學習策略」、「系統思

考策略」五個向度。其架構參見圖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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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國民小學教師運用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之研究因素圖 

 
二、編製研究問卷內容 

 

基於上述的問卷架構，參酌理論基礎、相關研究與國民小學學校之特性，著

手編製形成本研究之訪談大綱(詳見附錄三)。依此進行國民小學級任教師訪談，

並根據訪談結果、文獻探討，作為編製研究問卷之內容參考。 

研究問卷初稿內容編製完成後，經過指導教授、專家學者與實務工作者的諮

詢，針對問卷內容，提供問卷修改意見。由研究者依據諮詢意見刪除不適合的題

目，並做語句的修正，始編製成「國民小學教師運用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預試問

卷」(詳見附錄四)，內容包括「自我超越策略」12 題、「改善心智模式策略」13

題、「建立共同願景策略」11 題、「團隊學習策略」15 題、「系統思考策略」12

題，詳見表 4-48、4-49、4-50、4-51、4-52 所示。 

 
 

表 4-48　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自我超越策略」向度 

一、自我超越策略 

內涵：自我超越旨在使學生與教師在班級中，找到自己真正想要達成的願景，

經由個人願景的引導，激發出個人的學習動力與學習熱忱，維持個人在團體裡

面高度的動能。針對學生，教師可幫助學生主動積極的學習及探索知識，培養

學生訂定目標、善用學習資源完成計畫並達成目標。而教師本身亦可透過進修、

教師協同合作等方式達成自我精進與超越。 

1.自我超越策略 

2.改善心智模式策略 

3.建立共同願景策略 

4.團隊學習策略 

5.系統思考策略 

國
民
小
學
教
師
運
用 

學
習
型
班
級
經
營
策
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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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48　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自我超越策略」向度 

1.在班級中，我會致力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學習熱忱。 

2.在班級中，我會指導學生設定適當的學習目標及學習計畫。 

3.我會和學生、家長共同討論學生的學習目標及學習計畫。 

4.在班級中，我能有效掌控學生的學習狀況及進度。 

5.在學生學習過程中，我常運用正向回饋（讚美、鼓勵）建立學生信心。 

6.在班級中，我會提供學生加深或加廣的學習資源。 

7.在班級中，我會協助學生自覺及反思自己的學習狀況並做調整。 

8.班級中，我會激發學生的學習潛力及動機。 

9.在班級中，我會幫助及指導學生根據有興趣的主題進行課外研讀及探究。 

10.在教學中，我會經常運用相關機會提升自我專業知能。 

11.我會經常和其他教師相互討論及交流，以改善或修正自己的教學專業知能。

12.在班級中，我能透過反思學生在課堂或活動上的回饋後，獲得助益及成長。

 

 

表 4-49　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改善心智模式策略」向度 

二、改善心智模式 

內涵：心智模式為存在於個人內心的思考方式，影響個人如何去觀看世界、認

識世界並採取行動，而此種模式，如無法改善，將阻礙個人成長。改善心智模

式可藉由「反思與探究」技巧，幫助學生培養批判思考、自我反省與共同討論

的能力。而教師亦可透過此策略來釐清、反省及改善調整自己的教學思維及教

學方法。 

1.在教學中，我會活化教材設計以引導學生思考。 

2.在教學中，我常鼓勵學生運用不同的方式思考。 

3.在班級中，我會引導學生進行議題或事件的討論。 

4.在班級中，我會鼓勵學生進行發言或辯論。 

5.在各種討論中，我會引導學生從他人的觀點去思考。 

6.在各種討論中，我會鼓勵學生誠實說出自己的想法。 

7.在班級中，我會鼓勵學生去反思自己的想法及思考。 

8.在班級中，我會鼓勵學生去思考並尊重他人的意見。 

9.在班級中，我會營造良好及適宜討論的學習氣氛。 

10.在班級中，我會鼓勵學生於教學活動（如閱讀、參訪等）後進行讀後討論及

思考。 

11.我會經常自我反省及釐清自己的教學信念。 

12.我會根據當前的教育理念來調整我的教學信念及思維。 

13.對於我相信的教學理念，我會採取行動以實踐在班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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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0  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建立共同願景策略」向度 

三、建立共同願景 

內涵：共同願景即為全班的共同目標，可透過教師的引導及團隊學習互動中，

發展班級願景。從學生個人願景出發，結合家長、教師願景整合成共同願景，

透過教師引導及班級互動，進而鼓勵學生參與互動、凝聚共識，達成個人及班

級願景。  

1.在班級中，我們有明確且合理的班級願景。 

2.我會透過公開的討論和學生說明班級願景。 

3.我會整合學生、家長的個人願景來引導訂定班級願景。 

4.在達成願景的過程中，我會親自示範並帶領學生達成目標。 

5.在達成願景的過程中，我會激發學生對願景的認同及信心。 

6.在達成願景的過程中，我經常使用來自家長的資源及協助。 

7.在達成願景的過程中，我經常使用來自學校的資源及協助。 

8.在達成願景的過程中，我會培養學生自我負責的態度。 

9.在達成願景的過程中，我會引導學生去分享及紀錄過程。 

10.在達成願景的過程中，我會善用學生的同儕力量達成目標。 

11.我會將個人生涯願景和班級願景做連結或結合。 

 

表 4-51 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團隊學習策略」向度 

四、團隊學習策略 

內涵：團隊學習是發展團隊成員整體搭配與實現共同目標能力的過程。在現代

組織中，學習基本單位是團隊而不是個人。在學生方面，教師可善用深度匯談、

討論與練習，讓學生表達出心中的假設，進而進入真正的共同思考，並運用集

體智慧及團隊力量，獲得成功學習經驗。而教師亦可透過參與教師成長團體、

協同教學團隊等來增進專業知能。 

1.在班級中，我會引導學生建立適當團隊並訂定團隊目標。 

2.在班級團隊運作中，我重視學生個人在團體中的參與。 

3.在班級團隊運作中，我會協助找出適合的團隊領導者。 

4.在班級團隊運作中，我會引導團隊領導者去激發小組良性互動。 

5.在班級團隊運作中，我會協助學生進行任務分工及合作。 

6.在班級團隊運作中，我會視意見衝突為正向力量，並引導朝向團隊共識。 

7.在班級團隊運作中，我會引導建立團隊的認同及信心。 

8.在班級團隊互動中，我會提供每位學生表現及發揮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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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在班級團隊互動中，我會鼓勵學生經驗及知識的交流分享。 

10.在班級中，我會常常提供機會讓學生進行團隊合作或練習。 

11.我有參與教學方面的相關成長團體（如協同教學團隊、讀書會等）。 

12.我和其他教師有經常性的團體聚會，以交換及分享教學心得。 

13.我所參與教學相關團隊，每次都能夠無礙、誠實的對話與討論。 

14.我會視我參與的團隊成員為緊密結合的工作夥伴。 

15.我會和其他班級或科任教師合作，共同規劃帶領學校或班級活動。 

 

表 4-52　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系統思考策略」向度 

五、系統思考策略 

內涵：系統思考統合其他四項修練，形成一套相互關連的學習動力，目的是讓

學生能擺脫思考上的屏障，由片段看到整體，瞭解複雜的各種系統中彼此的互

動和關係，並透過系統思考強化其他修練。 

1.我能有效掌握班級學習狀況及整體變化。 

2.我能有效瞭解影響每位學生學習行為的相關因素（包括家庭、學校等） 

3.在知識學習上，我會協助學生瞭解部分與整體知識的連結。 

4.在學科教材上，我會調整及統合單元間及各科目間的教材。 

5.在班級中，我會運用並提供學生將抽象知識具體化操作的機會。 

6.在班級中，我會利用機會教育說明事件間的脈絡及關係。 

7.在班級中，我會激發學生對事件的感受及知覺。 

8.在班級中，我會引導學生去思考事件的過程與結果間的關連。 

9.在班級中，我會提供學生相互討論的機會以澄清片段知識及概念。 

10.在班級中，我會鼓勵學生運用文字或圖畫等方式說明知識的整體概念。 

11.在班級中，我會以多面向及全面性的思考來看待班級經營事件。 

12.在帶班時，我會透過和其他教師的討論以補足自己思考的不周全。 

 

三、預試結果分析 

本預試問卷採用項目分析、因素分析、信度分析來考驗信度與效度，過程說

明如下： 

 

（一）項目分析 

 預試問卷回收後，先計算每位受試者的總分，由高至低加以排列，並分析各

題項與總分的相關係數（Analysis of correlation coefficient），由得分較高者與得分

較低者各 27%分為高分組及低分組，並進行 t 考驗，求得 t 值為決斷值(Critical 

續表 4-51 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團隊學習策略」向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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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o,CR)的分析，並以較嚴格的標準刪除決斷值為 10 以下之題項，包括第 48、

49、50、63 共 4 題，保留 59 題。「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量表之項目分析摘要表

見表 4-53。 

 

表 4-53 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量表各題之決斷值分析 

因素

名稱 
題號及題目內容 決斷值 

1.在班級中，我會致力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學習熱忱。 14.324 

2.在班級中，我會指導學生設定適當的學習目標及學習計畫。 10.446 

3.我會和學生、家長共同討論學生的學習目標及學習計畫。 12.347 

4.在班級中，我能有效掌控學生的學習狀況及進度。 11.564 

5.在學生學習過程中，我常運用正向回饋（讚美、鼓勵）建立
學生信心。 

14.360 

6.在班級中，我會提供學生加深或加廣的學習資源。 13.630 

7.在班級中，我會協助學生自覺及反思自己的學習狀況並做調
整。 

16.678 

8.班級中，我會激發學生的學習潛力及動機。 16.045 

9.在班級中，我會幫助及指導學生根據有興趣的主題進行課外
研讀及探究。 

11.106 

10.在教學中，我會經常運用相關機會提升自我專業知能。 12.338 

11.我會經常和其他教師相互討論及交流，以改善或修正自己的
教學專業知能。 

10.091 

自 

我 

超 

越 

12.在班級中，我能透過反思學生在課堂或活動上的回饋後，獲
得助益及成長。 

12.714 

13.在教學中，我會活化教材設計以引導學生思考。 14.628 

14.在教學中，我常鼓勵學生運用不同的方式思考。 14.303 

15.在班級中，我會引導學生進行議題或事件的討論。 15.754 

16.在班級中，我會鼓勵學生進行發言或辯論。 12.014 

17.在各種討論中，我會引導學生從他人的觀點去思考。 13.485 

18.在各種討論中，我會鼓勵學生誠實說出自己的想法。 12.992 

19.在班級中，我會鼓勵學生去反思自己的想法及思考。 16.016 

20.在班級中，我會鼓勵學生去思考並尊重他人的意見。 11.866 

21.在班級中，我會營造良好及適宜討論的學習氣氛。 12.036 

22.在班級中，我會鼓勵學生於教學活動（如閱讀、參訪等）後
進行讀後討論及思考。 

15.670 

23.我會經常自我反省及釐清自己的教學信念。 11.590 

24.我會根據當前的教育理念來調整我的教學信念及思維。 11.774 

改 

善 

心 

智 

模 

式 

25.對於我相信的教學理念，我會採取行動以實踐在班級中。 10.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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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在班級中，我們有明確且合理的班級願景。 13.560 

27.我會透過公開的討論和學生說明班級願景。 14.776 

28.我會整合學生、家長的個人願景來引導訂定班級願景。 10.982 

29.在達成願景的過程中，我會親自示範並帶領學生達成目標。 14.235 

30.在達成願景的過程中，我會激發學生對願景的認同及信心。 14.104 

31.在達成願景的過程中，我經常使用來自家長的資源及協助。 10.307 

32.在達成願景的過程中，我經常使用來自學校的資源及協助。 10.324 

33.在達成願景的過程中，我會培養學生自我負責的態度。 13.288 

34.在達成願景的過程中，我會引導學生去分享及紀錄過程。 15.043 

35.在達成願景的過程中，我會善用學生的同儕力量達成目標。 13.906 

 

 

 

建 

立 

共 

同 

願 

景 

 

36.我會將個人生涯願景和班級願景做連結或結合。 11.372 

37.在班級中，我會引導學生建立適當團隊並訂定團隊目標。 13.370 

38.在班級團隊運作中，我重視學生個人在團體中的參與。 13.689 

39.在班級團隊運作中，我會協助找出適合的團隊領導者。 11.878 

40.在班級團隊運作中，我會引導團隊領導者去激發小組良性互
動。 

16.895 

41.在班級團隊運作中，我會協助學生進行任務分工及合作。 15.044 

42.在班級團隊運作中，我會視意見衝突為正向力量，並引導朝
向團隊共識。 

13.062 

43.在班級團隊運作中，我會引導建立團隊的認同及信心。 15.832 

44.在班級團隊互動中，我會提供每位學生表現及發揮的機會。 12.685 

45.在班級團隊互動中，我會鼓勵學生經驗及知識的交流分享。 12.380 

46.在班級中，我會常常提供機會讓學生進行團隊合作或練習。 13.448 

47.我有參與教學方面的相關成長團體（如協同教學團隊、讀書
會等）。 

10.206 

48.我和其他教師有經常性的團體聚會，以交換及分享教學心
得。 

8.398 

49.我所參與教學相關團隊，每次都能夠無礙、誠實的對話與討
論。 

8.887 

50.我會視我參與的團隊成員為緊密結合的工作夥伴。 8.951 

團 

隊 

學 

習 

51.我會和其他班級或科任教師合作，共同規劃帶領學校或班級
活動。 

12.230 

52.我能有效掌握班級學習狀況及整體變化。 14.805 

53.我能有效瞭解影響每位學生學習行為的相關因素（包括家
庭、學校等）。 

13.551 

54.在知識學習上，我會協助學生瞭解部分與整體知識的連結。 15.661 

55.在學科教材上，我會調整及統合單元間及各科目間的教材。 13.431 

56.在班級中，我會運用並提供學生將抽象知識具體化操作的機
會。 

11.984 

57.在班級中，我會利用機會教育說明事件間的脈絡及關係。 13.586 

系 

統 

思 

考 

58.在班級中，我會激發學生對事件的感受及知覺。 14.278 

續表 4-53 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量表各題之決斷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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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在班級中，我會引導學生去思考事件的過程與結果間的關
連。 

14.014 

60.在班級中，我會提供學生相互討論的機會以澄清片段知識及
概念。 

13.745 

61.在班級中，我會鼓勵學生運用文字或圖畫等方式說明知識的
整體概念。 

15.280 

62.在班級中，我會以多面向及全面性的思考來看待班級經營事
件。 

15.947 

63.在帶班時，我會透過和其他教師的討論以補足自己思考的不
周全。 

9.957 

 
（二）因素分析 

預試問卷經項目分析後，將保留的 59 題，採因素分析之主成分分析法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並保留特徵值大於 1 者進行第一次因素分析，刪

除因素負荷量小於.50，包括第 14、15、17、19、22 題共 5 題，保留 54 題，並進

行第二次因素分析，第二次因素分析結果見表 4-54。 

第二次因素分析之結果共抽取四個因素，並採用平均選題法，各因素選取因

素負荷量較高之前 8 題，共計保留 32 題，總共解釋變異量為，各因素解釋量及

命名如下： 

 

1.因素一「自我超越」：包括第 1、4、6、7、10、11、12、13 題，共計 8 題，

因素負荷量從.508～.620，特徵值為 6.79，可解釋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量表達 12.59

％。 

 

2.因素二「建立共同願景」：包括第 26、27、28、29、30、31、32、34 題，

共計 8 題，因素負荷量從.741～.803，特徵值為 12.57，可解釋學習型班級經營策

略量表達 23.27％。 

 

3.因素三「團隊互動學習」：根據因素分析結果，此因素之題項包含原研究

向度中的「改善心智模式」與「團隊學習」兩向度，因此於分析題目內容後，重

新命名此因素為「團隊互動學習」，其題目包括第 18、23、38、39、40、41、42、

43 題，共計 8 題，因素負荷量從.681～.768，特徵值為 12.97，可解釋學習型班級

經營策略量表達 24.01％。 

 

4.因素四「系統思考」：包括第 54、55、56、57、58、59、60、61 題，共計 8

題，因素負荷量從.569～.663，特徵值為 7.37，可解釋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量表

達 13.65％。 

 

 

 

 

續表 4-53 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量表各題之決斷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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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4 國民小學教師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量表因素分析摘要表  （N＝168）

因素
名稱 題號及題目內容 

因素
負荷
量 

共同
性 

解釋變
異量 

1.在班級中，我會致力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學習熱忱。 .545 .729 

4.在班級中，我能有效掌控學生的學習狀況及進度。 .568 .679 

6.在班級中，我會提供學生加深或加廣的學習資源。 .508 .647 

7.在班級中，我會協助學生自覺及反思自己的學習狀況並做調
整。 

.534 .772 

10.在教學中，我會經常運用相關機會提升自我專業知能。 .621 .738 

11.我會經常和其他教師相互討論及交流，以改善或修正自己的
教學專業知能。 

.552 .657 

12.在班級中，我能透過反思學生在課堂或活動上的回饋後，獲
得助益及成長。 

.640 .822 

因
素
一 

自
我
超
越 

13.在教學中，我會活化教材設計以引導學生思考。 .569 .746 

12.59%

26.在班級中，我們有明確且合理的班級願景。 .752 .769 
27.我會透過公開的討論和學生說明班級願景。 .783 .804 
28.我會整合學生、家長的個人願景來引導訂定班級願景。 .803 .780 
29.在達成願景的過程中，我會親自示範並帶領學生達成目標。 .786 .841 
30.在達成願景的過程中，我會激發學生對願景的認同及信心。 .779 .844 
31.在達成願景的過程中，我經常使用來自家長的資源及協助。 .787 .730 
32.在達成願景的過程中，我經常使用來自學校的資源及協助。 .741 .704 

因
素
二 

建
立
共
同
願
景 

34.在達成願景的過程中，我會引導學生去分享及紀錄過程。 .742 .790 

23.27%

18.在各種討論中，我會鼓勵學生誠實說出自己的想法。 .737 .772 
23.我會經常自我反省及釐清自己的教學信念。 .685 .745 
38.在班級團隊運作中，我重視學生個人在團體中的參與。 .766 .828 
39.在班級團隊運作中，我會協助找出適合的團隊領導者。 .768 .781 
40.在班級團隊運作中，我會引導團隊領導者去激發小組良性互

動。 
.727 .771 

41.在班級團隊運作中，我會協助學生進行任務分工及合作。 .760 .806 
42.在班級團隊運作中，我會視意見衝突為正向力量，並引導朝

向團隊共識。 
.706 .721 

因
素
三 

團
隊
互
動
學
習 

43.在班級團隊運作中，我會引導建立團隊的認同及信心。 .681 .812 

24.01%

54.在知識學習上，我會協助學生瞭解部分與整體知識的連結。 .583 .786 
55.在學科教材上，我會調整及統合單元間及各科目間的教材。 .623 .724 
56.在班級中，我會運用並提供學生將抽象知識具體化操作的機

會。 
.569 .689 

57.在班級中，我會利用機會教育說明事件間的脈絡及關係。 .663 .796 
58.在班級中，我會激發學生對事件的感受及知覺。 .655 .798 
59.在班級中，我會引導學生去思考事件的過程與結果間的關

連。 
.660 .806 

60.在班級中，我會提供學生相互討論的機會以澄清片段知識及
概念。 

.612 .714 

因
素
四 

系
統
思
考 

61.在班級中，我會鼓勵學生運用文字或圖畫等方式說明知識的
整體概念。 

.605 .754 

1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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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度分析 

為瞭解「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問卷」之信度是否良好，本研究採 Cronbach α

係數考驗，係數越高，代表信度越佳。預試問卷經前述之項目分析及因素分析相

關考驗後，根據所保留的四因素共 32 題，進行信度分析，信度分析結果如表 4-55

所示，總量表之 Cronbach α 係數為.981，「自我超越」向度 Cronbach α 係數為.945，

「建立共同願景」向度 Cronbach α 係數為.961，「團隊學習互動」向度 Cronbach α

係數為.961，「系統思考」向度 Cronbach α 係數為.954，各向度 Cronbach α 係數

皆達.90 以上，顯示經項目分析及因素分析刪題後所形成之量表信度良好。 

 

表 4-55 國民小學教師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問卷之信度分析  

因 素 別 
因素一： 

自我超越 

因素二： 

建立共同願景

因素三： 

團隊互動學習

因素四： 

系統思考 
總量表 

題  數 8 8 8 8 32 

Cronbach α .945 .961 .961 .954 .981 

 
（四）各因素與總量表相關分析 

 考驗「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量表」各因素與總量表之內在相關，以瞭解量表

的內在結構是否良好，分析結果見表 4-56，經前述項目分析及因素分析刪題後所

形成之量表，各因素與總量表之相關係數為.913、.914、.917、.884，可見形成之

新量表內在結構良好，據此形成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正式調查問卷（見附錄五）。 

 

表4-56國民小學教師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問卷各因素內在相關 

因 素 別 自我超越 建立共同願景 團隊互動學習 系統思考 

題  數 8 8 8 8 

與總量表相關 .913*** .914*** .917*** .884*** 

***p<.001 

 
（五）編製正式問卷 

    本研究依據文獻分析配合訪談結果，建立預試問卷，在施測回收分析預試問

卷後，以各題之決斷值（CR）分析、因素分析及信度分析法進行選題，每個向

度平均篩選出八個題目，四個向度共計三十二題，用以編製成本研究工具「國民

小學教師運用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正式問卷」，詳見附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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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國民小學教師運用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之現況分析 

  
本研究透過調查資料之描述統計分析，以瞭解國民小學教師運用學習型班級

策略之現況，說明教師運用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及其各向度（自我超越、建立共

同願景、團隊互動學習、系統思考）之表現情形。  

 

一、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整體及各向度現況 

 國民小學教師運用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問卷計有「自我超越」、「建立共同願

景」、「團隊互動學習」、「系統思考」四個向度，其得分情形見表 4-57，由表 4-57

可知，國民小學教師在整體問卷上的得分情形，每題平均數為 4.77，各向度每題

平均數介於 4.49 和 4.96 之間，各向度得分高低依序為團隊互動學習、自我超越、

系統思考及建立共同願景。 

 

表 4-57 國民小學教師整體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及其四向度之平均數、標準差摘
　 　   要表 

次序 向度名稱 題數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每題平均數 排序 

1 自我超越 8 865 38.57 4.57 4.82 2 

2 建立共同願景 8 865 35.88 5.89 4.49 4 

3 團隊互動學習 8 865 39.66 4.74 4.96 1 

4 系統思考 8 865 38.53 4.92 4.82 3 

N=865 整體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平均數 152.64、標準差 18.01、每題平均數 4.77

 

 
二、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各向度之題項分析 

 從表 4-58 將問卷各題平均數及標準差列出，由表 4-58 可知最高為第 17 題「在

各種討論中，我會鼓勵學生誠實說出自己的想法」及第 19 題「在班級團隊運作

中，我重視學生個人在團體中的參與」，平均數為 5.07，最低者為第 14 題「在達

成願景的過程中，我經常使用來自家長的資源及協助」，問卷各題平均數介於 4.20

至 5.07 之間；就標準差而言，最高者為第 14 題，最低者為第 2 題，問卷各題標

準差介於.70 至.98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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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8 國民小學教師運用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現況平均數、標準差  （N=865）

向度

名稱 
題號及題目內容 平均數 標準差

1.在班級中，我會致力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學習熱忱。 4.84 0.71 

2.在班級中，我能有效掌控學生的學習狀況及進度。 4.88 0.70 

3.在班級中，我會提供學生加深或加廣的學習資源。 4.81 0.74 

4.在班級中，我會協助學生自覺及反思自己的學習狀況並做調整。 4.77 0.74 

5.在教學中，我會經常運用相關機會提升自我專業知能。 4.78 0.80 

6.我會經常和其他教師相互討論及交流，以改善或修正自己的教學專
業知能。 

4.88 0.81 

7.在班級中，我能透過反思學生在課堂或活動上的回饋後，獲得助益
及成長。 

4.88 0.73 

向

度

一 

自

我

超

越 

8.在教學中，我會活化教材設計以引導學生思考。 4.73 0.74 

9.在班級中，我們有明確且合理的班級願景。 4.69 0.88 

10.我會透過公開的討論和學生說明班級願景。 4.60 0.91 

11.我會整合學生、家長的個人願景來引導訂定班級願景。 4.34 0.92 

12.在達成願景的過程中，我會親自示範並帶領學生達成目標。 4.33 0.85 

13.在達成願景的過程中，我會激發學生對願景的認同及信心。 4.63 0.84 

14.在達成願景的過程中，我經常使用來自家長的資源及協助。 4.20 0.98 

15.在達成願景的過程中，我經常使用來自學校的資源及協助。 4.34 0.91 

向

度

二 

建

立

共

同

願

景 

16.在達成願景的過程中，我會引導學生去分享及紀錄過程。 4.44 0.89 

17.在各種討論中，我會鼓勵學生誠實說出自己的想法。 5.07 0.74 

18.我會經常自我反省及釐清自己的教學信念。 4.93 0.73 

19.在班級團隊運作中，我重視學生個人在團體中的參與。 5.07 0.71 

20.在班級團隊運作中，我會協助找出適合的團隊領導者。 5.01 0.75 

21.在班級團隊運作中，我會引導團隊領導者去激發小組良性互動。 4.84 0.77 

22.在班級團隊運作中，我會協助學生進行任務分工及合作。 4.98 0.71 

23.在班級團隊運作中，我會視意見衝突為正向力量，並引導朝向團
隊共識。 

4.84 0.75 

向

度

三 

團

隊

互

動

學

習 

24.在班級團隊運作中，我會引導建立團隊的認同及信心。 4.93 0.73 

25.在知識學習上，我會協助學生瞭解部分與整體知識的連結。 4.73 0.74 

26.在學科教材上，我會調整及統合單元間及各科目間的教材。 4.69 0.79 

27.在班級中，我會運用並提供學生將抽象知識具體化操作的機會。 4.76 0.76 

28.在班級中，我會利用機會教育說明事件間的脈絡及關係。 4.99 0.76 

29.在班級中，我會激發學生對事件的感受及知覺。 4.91 0.73 

30.在班級中，我會引導學生去思考事件的過程與結果間的關連。 4.90 0.71 

31.在班級中，我會提供學生相互討論的機會以澄清片段知識及概念。 4.75 0.77 

向

度

四 

系

統

思

考 

32.在班級中，我會鼓勵學生運用文字或圖畫等方式說明知識的整體
概念。 

4.80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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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4-58 亦可就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各向度來分析其現況。 

 就自我超越向度而言，最高分為第 2 題「在班級中，我能有效掌控學生的學

習狀況及進度」、第 6 題「我會經常和其他教師相互討論及交流，以改善或修正

自己的教學專業知能」及第 7 題「在班級中，我能透過反思學生在課堂或活動上

的回饋後，獲得助益及成長」，最低分者為第 8 題「在教學中，我會活化教材設

計以引導學生思考」。 

 就建立共同願景向度而言，最高分者為第 9 題「在班級中，我們有明確且合

理的班級願景」，最低分者為第 14 題「在達成願景的過程中，我經常使用來自家

長的資源及協助」。 

 就團隊互動學習向度而言，最高分者為第 17 題「在各種討論中，我會鼓勵

學生誠實說出自己的想法」及第 19 題「在班級團隊運作中，我重視學生個人在

團體中的參與」，最低分者為第 21 題「在班級團隊運作中，我會引導團隊領導者

去激發小組良性互動」及第 23 題「在班級團隊運作中，我會視意見衝突為正向

力量，並引導朝向團隊共識」。 

 就系統思考向度而言，最高分者為第 28 題「在班級中，我會利用機會教育

說明事件間的脈絡及關係」，最低分者為第 26 題「在學科教材上，我會調整及統

合單元間及各科目間的教材」。 

 

 

三、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之現況探討 

目前國民小學教師運用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在整體表現上，每題得分平均

數為 4.77，換算為百分制相當於 79.5 分，顯示國民小學教師在運用學習型班級經

營策略整體情況良好。各向度方面，「自我超越」、「建立共同願景」、「團隊互動

學習」及「系統思考」各向度平均得分換算成百分制分別為 80.3 分、74.8 分、82.5

分、80.3 分，顯示各向度策略運用程度良好。而運用程度最佳者為「團隊互動學

習」策略，運用程度較低者為「建立共同願景」策略。上述可回答本研究問題第

一之（一）「國民小學教師運用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的現況為何？」 

根據分析結果，運用程度最佳者為「團隊互動學習」策略，團隊互動向度乃

合併「改善心智模式」及「團隊學習策略」而來，莊文志（2002）認為改善心智

模式在國民小學中的運用即為培養學生共同討論能力，而此討論能力的培養可在

團隊互動中達成。而在此向度中，得分最高者的第 17 題為「在各種討論中，我

會鼓勵學生誠實說出自己的想法」及第 19 題「在班級團隊運作中，我重視個人

在團體中的參與」，由此可知，為了幫助學生能夠增進反思探究能力，教師必須

經常創造課堂討論機會及團隊互動，協助學生進行任務分工及合作，並讓學生能

夠在溫馨、信任的團隊氣氛下，進行良性誠實的互動。然而此向度得分最低分為

第 21 題「在班級中，我會引導團隊領導者去激發小組良性互動」及第 23 題「在

班級團隊運作中，我會視意見衝突為正向力量，並引導朝向團隊共識」，由此可

見，在國民小學中，團隊領導者（如小組長）的功能並未完全發揮，亦可能因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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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生身心發展尚為成熟，因此在團體討論時，雖有幾位領導型學生，但是往往

在討論的過程中容易離題或偏頗，因而較難發揮團隊領導者功能，另外，關於衝

突力量的引導對於國小教師來說似乎較為困難，或許因根源於民族性中強調以和

諧為本，對於衝突往往視其為負向力量而不知如何引導，因此在此題項的得分較

低。而從訪談結果中，有老師亦指出團隊互動學習策略是其最常使用及最有效的

一項策略，此和統計分析結果不謀而合。 

運用程度次佳者為「自我超越」策略，其中，最高分為第 2 題「在班級中，

我能有效掌控學生的學習狀況及進度」、第 6 題「我會經常和其他教師相互討論

及交流，以改善或修正自己的教學專業知能」及第 7 題「在班級中，我能透過反

思學生在課堂或活動上的回饋後，獲得助益及成長」，由此可知，在國小階段，

能掌握學生學習狀況及進度就能夠掌握學生學習的進步程度，亦即其自我超越程

度，而在教師自我超越上，目前國民小學教師因近年九年一貫改革及教師彈性自

主權的增大，鼓勵教師組成教學團隊相互討論及學習，以交流專業知識及教學技

巧，因此在第 6 題得分較高，而第 7 題亦代表教師能夠以學生為學習中心，透過

教學活動的回饋反省及改進，此亦為近年課程改革中所重視學生中心的教學理

念，由此可知，此觀念已落實在目前國民小學班級中。最低分為第 8 題「在教學

中，我會活化教材設計以引導學生思考」，究其較低分原因為目前雖教師在教學

上有較多彈性空間，但礙於國小科目眾多，學習節數不足，因此在趕課壓力之下，

許多教材僅能按照教科書章節教授，而在傳統講授法下，往往較不重視引導學生

思考，學生多為被動的吸收者，因而較無法引導學生進行深度思考，造成在此題

上得分較低之情形。 

運用程度再次者為「系統思考」策略，其中，最高分為第 28 題「在班級中，

我會利用機會教育說明事件間的脈絡及關係」，因國民小學教育教導學生的範圍

不僅為學科知識，許多生活常規也必須在課堂中建立，因此，教師必須常常利用

機會教育，如報章雜誌新聞事件、學生口角、摩擦事件等，適當說明以建立學生

正確的觀念及態度，亦即為在此題上的得分較高之原因。而最低分者為第 26 題

「在學科教材上，我會調整及統合單元間及各科目間的教材」，就目前教學現場

而言，教師若無組成或參與教師團隊，要憑一己之力對學科教材進行有系統的編

排或主題教學可能較為困難，這也顯示出教師若無其他資源支持，要進行自編課

程或教材統整有其困難性存在。 

運用程度最低者為「建立共同願景」策略，究其原因，對於國民小學教師而

言，班級願景的訂定往往涉及學生、家長及學校層面，首先，班級願景的訂定必

須配合該班級學生的特質，另外，在達成願景的過程中，也必須藉助來自家長及

學校的力量，然而並非每個班級都擁有支持性的學校環境及家長資源，因而出現

在建立共同願景這方面的運用程度較低情形。其中，最高分者為第 9 題「在班級

中，我們有明確且合理的班級願景」，由此可見，多數班級都有明確且合理的班

級願景，顯示教師在帶班過程中，具有一具體可達成的願景來引領班級學生成

長。而最低分者為第 14 題「在達成願景的過程中，我經常使用來自家長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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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協助」，正如前述，家長的資源協助因地區及學校而異，在訪談分析中，有位

受訪教師亦指出家長有時候並沒有提供任何資源，僅是不斷的要求老師，因此，

目前家長參與學校事務及教學活動雖較過去積極，但是否能提供教師必要的協助

仍不無疑問。 

 綜上所述，顯示整體及各向度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在我國國民小學教師當中

的運用情形良好，其中最佳者為「團隊互動學習」策略，其次為「自我超越」策

略，此一結果與吳書璧（2004）之研究結果類似，吳書璧之研究結果顯示，教師

自評實際應用情形中，以團隊學習最為普遍，其次為自我超越，與本研究之教師

運用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現況相似。 

 

第四節  國民小學教師發展班級文化與創新班級經營 

對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之影響分析 

 

本節旨在以 LISREL 8.72 進行分析，進一步瞭解國民小學教師發展班級文化

對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以及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對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

之適配度情形及其影響力。 

 

 

壹、 國民小學教師發展班級文化對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之
影響分析 

 
一、本研究互動模式圖之建構 

 
本研究之互動模式的建立，係根據國內外學者對教育社會學、班級文化、班

級經營策略及學習型班級經營等研究做文獻分析，以歸納相關的測量指標，並經

由現任教師訪談、文獻探討及問卷統計分析，建構而成一套國民小學教師發展班

級文化與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之互動模式，詳見於圖 4-4，此理論架構以「國民

小學教師發展班級文化」作為前因變項，而「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乃結果變項，

其向度及測量指標分別為：1. 國民小學教師發展班級文化：包括「發展班級文

化環境」、「孕育班級文化活動」、「營造班級文化特色」、「凝聚班級文化共識」、「激

發班級成員表現」等五個測量指標；2. 國民小學教師運用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

包括「自我超越策略」、「建立共同願景策略」、「團隊互動學習策略」、「系統思考

策略」等四個測量指標。本研究以 LISREL 8.72 進行統計分析，探討各測量變項

與潛在因素之間的推力與拉力之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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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研究互動模式各變項及其關係之說明 

由圖 4-4 可察見各變項間的關係，以下擬針對本模式中各變項之「推力」與

「拉力」之關聯情形、各個測量指標之內涵以及符號意義說明如下： 

 

 

 

（一）潛在變項 

1.ξ1 代表「推的力量」，稱為前因變項，亦即國民小學教師發展班級文化。 

2.η1 代表「拉的力量」，稱為後果變項，亦即國民小學教師運用學習型班級經

營策略。 

 
（二）測量變項 

1.Ｘ1 至Ｘ5 代表前因變項，即國民小學教師發展班級文化的五個測量指標，分 

 

別為「發展班級文化環境」、「孕育班級文化活動」、「營造班級文化特色」、 

「凝聚班級文化共識」、「激發班級成員表現」。 

2.Ｙ1 至Ｙ4 代表後果變項，即國民小學教師運用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的四個測 
量指標，分別為「自我超越策略」、「建立共同願景策略」、「團隊互動學習

策略」、「系統思考策略」。 

 

（三）測量變項之因素負荷量 

1. λＸ
11 至λＸ

51 分別代表「發展班級文化環境」、「孕育班級文化活動」、「營造

班級文化特色」、「凝聚班級文化共識」及「激發班級成員表現」能被國民

小學教師發展班級文化解釋的程度。 

2.λＹ
11 至λＹ

41 分別代表「自我超越策略」、「建立共同願景策略」、「團隊互動

學習策略」、「系統思考策略」能被國民小學教師運用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

解釋的程度。 

圖 4-4 國民小學教師發展班級文化對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影響之互動模式假設圖 

X1 發展班級文化環境 

X2 孕育班級文化活動 

X3 營造班級文化特色 

X4 凝聚班級文化共識 

X5 激發班級成員表現 

η1 學習型

班級經營策略

ξ1 發展 

班級文化 

Ｙ1 自我超越策略 

Ｙ2 建立共同願景策略

Ｙ3 團隊互動學習策略

Ｙ4 系統思考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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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測量變項之誤差 

1. δ1 至δ5 代表前因變項—國民小學教師發展班級文化的五個測量指標之殘

差。 

2. ε1 至ε4 代表後果變項—國民小學教師運用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的四個測

量指標之殘差。 

 

（五）前因與後果互動模式之關係 

1. γ11 代表「國民小學教師發展班級文化」對「國民小學教師運用學習型班

級經營策略」的影響效果。 

2. ζ1 代表互動模式之影響效果的殘餘差。 

 

 

三、本研究互動模式適配度指標之分析 

本研究互動模式的適配度分析如下：分析方法採用 Joreskog ＆ Sorbom(1989)

所發展之線性結構關係（linear structural relationship, 簡稱 LISREL）模式及其設計

之統計套裝軟體程式進行分析。其考驗模式指標之各項評鑑項目有一定之規則，

如 Bollen(1989)指出評鑑互動模式指標的目的，乃希望從各方面來評鑑理論模式

是否能解釋實際觀察所得資料，因此宜從不同角度，並參照多種指標以做合理的

判斷。有關模式適配度指標的判斷標準，余民寧（2006）指出，LISREL 程式適

配指標之使用的建議判斷標準，包括整體適配度指標、比較適配度指標、精簡適

配度指標、基本適配度指標與內在適配度指標，而本研究依據上述五項指標針對

本研究模式結果進行分析與探討，其所得結果如下（詳見表 4-62、4-63）： 

 

（一）整體適配度指標 

    本模式在整體適配度指標方面，SRMR 為 0.035，符合其判斷值須＜0.05 之規

準；而 RMSEA 為 0.086，符合普通適配＜0.10 之規準，以上皆表示殘差較小，可

見本模式具有良好的整體適配度。 

 

（二）比較適配度指標 

本模式在比較適配度指標方面，NFI 為 0.98，NNFI 為 0.97，CFI 為 0.98，IFI

為 0.98，以上皆符合判斷值須＞0.9 之規準，顯示本模式具有良好的比較適配度。 

 

（三）精簡適配度指標 

本模式在精簡適配度指標方面，PGFI 為 0.55，PNFI 為 0.71，符合其可能值

域為 0～1 之判斷規準，而數值較高，顯示本模式符合精簡適配度。 

 

（四）基本適配度指標 

由表 4-63 可看出，所有誤差變異數皆為正值，且皆達.05 的顯著水準；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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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因素負荷量（即λ值）皆達顯著水準，其值介於 .66～ .78 之間，在 .5～ .95

之理想閾值內，顯示本模式的基本適配度良好。 

 

（五）基本適配度指標 

本模式在精簡適配度指標方面，所有估計的參數達顯著水準，且符號均與理

論期望相符；R2 值均為正的實數，介於 .44～ .87，且皆達顯著水準，由此可見

本模式的基本適配度良好。 

 

 

 

表 4-62「國民小學教師發展班級文化」與「國民小學教師運用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互

動模式之適配度指標情形 

適配指標 可能的值域 判斷規準及詮釋 研究結果 

一、整體適配度指標 

SRMR 0 到正的實數 ＜0.05，表示殘差較小，具有良好的
適配程度。 

0.035，符合判斷規準，具有良
好的適配程度。 

RMSEA 0 到 1 ＜0.05，表示良好適配， 
＜0.08，表示合理適配， 
＜0.10，表示普通適配， 
＞0.10，表示不良適配。 

0.086，符合判斷規準，具有普
通的適配程度。 

二、比較適配度指標 

NFI 0 到 1 ＞0.9，表示有比較良好的適配程度。 0.98，符合判斷規準，具有比較
良好的適配程度。 

NNFI 0 到 1 ＞0.9，表示有比較良好的適配程度。 0.97，符合判斷規準，具有比較
良好的適配程度。 

CFI 0 到 1 ＞0.9，表示有比較良好的適配程度。 0.98，符合判斷規準，具有比較
良好的適配程度。 

IFI 0 到 1 ＞0.9，表示有比較良好的適配程度。 0.98，符合判斷規準，具有比較
良好的適配程度。 

三、精簡適配度指標 

PGFI 0 到 1 較高較好，表示有精簡適配程度。 0.55，符合判斷規準，具有精簡
適配程度。 

PNFI 0 到 1 較高較好，表示有精簡適配程度。 0.71，符合判斷規準，具有精簡
適配程度。 

四、基本適配度指標 

誤差變異數 實數 無負值，且達顯著水準。 皆為正值，且皆達.05 的顯著水
準。 

參數間相關的絕對
值 

正的實數 不能太接近 1。 無接近 1 者。 

因素負荷量（λ值） 實數 介於 .5～ .95 之間為理想值。 介於 .66～ .78。 

五、內在適配度指標 

所有估計的參數 實數 達顯著水準，符號與期望者相符。 所有估計的參數達顯著水準，
且符號均與理論期望相符。 

R 平方值（R2） 正的實數 
 

達顯著水準。 R2 介於 .44～ .87，亦皆達顯著
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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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3「國民小學教師發展班級文化」與「國民小學教師運用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互動模式

       之參數估計考驗 

參數 
標準化 

估計值 
標準誤 t 值 參數

標準化

估計值
標準誤 t 值 參數

標準化 

估計值 
標準誤 t 值 

λＸ
11 0.77 0.030 25.90 λＹ

31 0.76 0.040 19.13 ε1 0.56 0.030 18.58

λＸ
21 0.75 0.030 24.84 λＹ

41 0.70 0.039 17.95 ε2 0.39 0.024 16.36

λＸ
31 0.75 0.030 24.79 δ1 0.40 0.024 17.17 ε3 0.42 0.025 16.86

λＸ
41 0.73 0.030 24.04 δ2 0.44 0.025 17.65 ε4 0.50 0.028 18.01

λＸ
51 0.71 0.031 22.96 δ3 0.44 0.025 17.67 γ11 0.93 0.047 19.71

λＹ
11 0.66 -- -- δ4 0.46 0.026 17.97 ζ1 0.13 0.026 5.08 

λＹ
21 0.78 0.040 19.48 δ5 0.50 0.027 18.34     

 

四、國民小學教師發展班級文化對運用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之互動影 

響分析 

 

歸納前述分析可知，本模式在各項適配度指標方面，包括整體適配度、比較

適配度、精簡適配度、基本適配度與內在適配度，均顯現良好的適配度情形，因

此支持本模式的假設，亦即國民小學教師發展班級文化與運用學習型班級經營策

略間具有互動影響之因果關係存在，其各項測量指標及潛在變項間的關係詳見圖

4-5。以下分別從：1.本模式之前因變項「國民小學教師發展班級文化」之結構模

式；2.本模式之後果變項「國民小學教師運用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之結構模式；

3.國民小學教師發展班級文化對其運用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的影響效果加以分

析與討論。 

 

X1 發展班級文化環境 

X2 孕育班級文化活動 

X3 營造班級文化特色 

X4 凝聚班級文化共識 

X5 激發班級成員表現 

η1 學習型

班級經營策略

ξ1 發展 

班級文化 

Ｙ1 自我超越策略 

Ｙ2 建立共同願景策略

Ｙ3 團隊互動學習策略

Ｙ4 系統思考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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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國民小學教師發展班級文化對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影響之互動模式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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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因變項「國民小學教師發展班級文化」之結構模式分析 

由圖 4-5 可以看出，Ｘ1 到Ｘ5 五個測量指標：「發展班級文化環境」、「孕育

班級文化活動」、「營造班級文化特色」、「凝聚班級文化共識」、「激發班級成員表

現」之λ值分別為 0.77、0.75、0.75、0.73、0.71，其 t 值均達到顯著水準；而Ｘ1

到Ｘ5 五個測量指標亦皆測量到相同的潛在因素ξ1「發展班級文化」。亦即當「發

展班級文化環境」愈佳、「孕育班級文化活動」愈佳、「營造班級文化特色」愈佳、

「凝聚班級文化共識」愈佳、「激發班級成員表現」愈佳，則推「國民小學教師

發展班級文化」的力量也愈強，此結果將本模式中「推的模式」假設關係予以結

構化。 
 

（二）後果變項「國民小學教師運用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之結構模式分析 

由圖 4-5 可以看出，Y1 到 Y4 四個測量指標：「自我超越策略」、「建立共同願

景策略」、「團隊互動學習策略」、「系統思考策略」之λ值分別為 0.66、0.78、0.76、

0.70，其 t 值均達到顯著水準；而 Y 1 到 Y4 四個測量指標亦皆測量到相同的潛在

因素η1「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亦即當「自我超越策略」愈佳、「建立共同願

景策略」愈佳、「團隊互動學習策略」愈佳、「系統思考策略」愈佳，則拉「國民

小學教師運用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的力量也愈強，此結果將本模式中「拉的模

式」假設關係予以結構化。 

 

（三）「國民小學教師發展班級文化」對「國民小學教師運用學習型班級經營策

略」具有顯著的影響效果 

 

綜合上述，本模式在「整體適配度」、「比較適配度」、「精簡適配度」、「基本

適配度」與「內在適配度」等方面均呈現良好結果。進一步來看，測量「國民小

學教師發展班級文化」的五項指標：「發展班級文化環境」、「孕育班級文化活動」、

「營造班級文化特色」、「凝聚班級文化共識」、「激發班級成員表現」，整體而言

其實發揮了一股潛在且看不見的「推力」，以「發展班級文化」的強度將教師推

向「運用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而測量「國民小學教師運用學習型班級經營策

略」的四項指標：「自我超越策略」、「建立共同願景策略」、「團隊互動學習策略」、

「系統思考策略」，整體而言亦發揮了一股潛在且看不見的「拉力」，以「運用學

習型班級經營策略」的強度將教師拉向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由於「國民小學教

師發展班級文化」及「國民小學教師運用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此兩個潛在變項

間的推拉力量，於是造成國民小學教師發展班級文化與運用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

間的互動關係。 

從圖 4-5 可知，在「國民小學教師發展班級文化」至「國民小學教師運用學

習型班級經營策略」的影響徑路上，其徑路係數γ11 為 0.93，其 t 值為 19.71，已

達顯著水準，顯示「國民小學教師發展班級文化」對「國民小學教師運用學習型

班級經營策略」具有顯著的影響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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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對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之
影響分析 

 

一、 本研究互動模式圖之建構 

本研究之互動模式的建立，係根據國內外學者對創新、創新教學、班級經營

策略及學習型班級經營等研究做文獻分析，以歸納相關的測量指標，並經由現任

教師訪談、文獻探討及問卷統計分析，建構而成一套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

與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之互動模式，詳見於圖 4-6，此理論架構以「國民小學教

師創新班級經營」作為前因變項，而「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乃結果變項，其向

度及測量指標分別為：1. 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包括「重新思考」、「重

新組合」、「重新定序」、「重新定位」、「重新定量」、「重新指派」、「重新裝備」等

七個測量指標；2. 國民小學教師運用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包括「自我超越策

略」、「建立共同願景策略」、「團隊互動學習策略」、「系統思考策略」等四個測量

指標。本研究以 LISREL 8.72 進行統計分析，探討各測量變項與潛在因素之間的

推力與拉力之互動關係。 

 

 
二、本研究互動模式各變項及其關係之說明 

由圖 4-6 可察見各變項間的關係，以下擬針對本模式中各變項之「推力」與

「拉力」之關聯情形、各個測量指標之內涵以及符號意義說明如下： 

 

X2 重新組合 

X3 重新定序 

X4 重新定位 

X5 重新定量 

X6 重新指派 

η1 學習型

班級經營策略

ξ1 創新 

班級經營 

Ｙ1 自我超越策略 

Ｙ2 建立共同願景策略

Ｙ3 團隊互動學習策略

Ｙ4 系統思考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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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對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影響之互動模式假設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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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潛在變項 

1.ξ1 代表「推的力量」，稱為前因變項，亦即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 

2.η1 代表「拉的力量」，稱為後果變項，亦即國民小學教師運用學習型班級經

營策略。 

 
（二）測量變項 

1.Ｘ1 至Ｘ7 代表前因變項，即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的七個測量指標，分 

別為「重新思考」、「重新組合」、「重新定序」、「重新定位」、「重新定量」、

「重新指派」、「重新裝備」。 

2.Ｙ1 至Ｙ4 代表後果變項，即國民小學教師運用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的四個測 
量指標，分別為「自我超越策略」、「建立共同願景策略」、「團隊互動學習

策略」、「系統思考策略」。 

 

（三）測量變項之因素負荷量 

1. λ
Ｘ

11 至λＸ
71 分別代表「重新思考」、「重新組合」、「重新定序」、「重新定位」、

「重新定量」、「重新指派」及「重新裝備」能被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

營解釋的程度。 

2.λＹ
11 至λＹ

41 分別代表「自我超越策略」、「建立共同願景策略」、「團隊互動

學習策略」、「系統思考策略」能被國民小學教師運用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

解釋的程度。 

 

（四）測量變項之誤差 

1. δ1 至δ7 代表前因變項—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的七個測量指標之殘

差。 

2. ε1 至ε4 代表後果變項—國民小學教師運用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的四個測

量指標之殘差。 

 

（五）前因與後果互動模式之關係 

1. γ11 代表「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對「國民小學教師運用學習型班

級經營策略」的影響效果。 

2. ζ1 代表互動模式之影響效果的殘餘差。 

 

 

三、本研究互動模式適配度指標之分析 

本研究互動模式的適配度分析乃依據整體適配度指標、比較適配度指標、精

簡適配度指標、基本適配度指標與內在適配度指標等五項指標（余民寧，2006），

針對本研究模式結果進行分析與探討，其所得結果如下（詳見表 4-64、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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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體適配度指標 

    本模式在整體適配度指標方面，SRMR 為 0.038，符合其判斷值須＜0.05 之規

準；而 RMSEA 為 0.090，符合普通適配＜0.10 之規準，以上皆表示殘差較小，可

見本模式具有良好的整體適配度。 

（二）比較適配度指標 

本模式在比較適配度指標方面，NFI 為 0.98，NNFI 為 0.97，CFI 為 0.98，IFI

為 0.98，以上皆符合判斷值須＞0.9 之規準，顯示本模式具有良好的比較適配度。 

（三）精簡適配度指標 

本模式在精簡適配度指標方面，PGFI 為 0.61，PNFI 為 0.76，符合其可能值

域為 0～1 之判斷規準，而數值較高，顯示本模式符合精簡適配度。 

（四）基本適配度指標 

由表 4-65 可看出，所有誤差變異數皆為正值，且皆達.05 的顯著水準；而所

有因素負荷量（即λ值）皆達顯著水準，其值介於 .64～ .78 之間，在 .5～ .95

之理想閾值內，顯示本模式的基本適配度良好。 

（五）基本適配度指標 

本模式在精簡適配度指標方面，所有估計的參數達顯著水準，且符號均與理

論期望相符；R
2 值均為正的實數，介於 .42～ .87，且皆達顯著水準，由此可見

本模式的基本適配度良好。 

 

 

表 4-64「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與「國民小學教師運用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互

動模式之適配度指標情形 

適配指標 可能的值域 判斷規準及詮釋 研究結果 

一、整體適配度指標 

SRMR 0 到正的實數 ＜0.05，表示殘差較小，具有良好的
適配程度。 

0.038，符合判斷規準，具有良
好的適配程度。 

RMSEA 0 到 1 ＜0.05，表示良好適配， 
＜0.08，表示合理適配， 
＜0.10，表示普通適配， 
＞0.10，表示不良適配。 

0.090，符合判斷規準，具有普
通的適配程度。 

二、比較適配度指標 

NFI 0 到 1 ＞0.9，表示有比較良好的適配程度。 0.98，符合判斷規準，具有比較
良好的適配程度。 

NNFI 0 到 1 ＞0.9，表示有比較良好的適配程度。 0.97，符合判斷規準，具有比較
良好的適配程度。 

CFI 0 到 1 ＞0.9，表示有比較良好的適配程度。 0.98，符合判斷規準，具有比較
良好的適配程度。 

IFI 0 到 1 ＞0.9，表示有比較良好的適配程度。 0.98，符合判斷規準，具有比較
良好的適配程度。 

三、精簡適配度指標 

PGFI 0 到 1 較高較好，表示有精簡適配程度。 0.61，符合判斷規準，具有精簡
適配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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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FI 0 到 1 較高較好，表示有精簡適配程度。 0.76，符合判斷規準，具有精簡
適配程度。 

四、基本適配度指標 

誤差變異數 實數 無負值，且達顯著水準。 皆為正值，且皆達.05 的顯著水
準。 

參數間相關的絕對
值 

正的實數 不能太接近 1。 無接近 1 者。 

因素負荷量（λ值） 實數 介於 .5～ .95 之間為理想值。 介於 .64～ .78。 

五、內在適配度指標 

所有估計的參數 實數 達顯著水準，符號與期望者相符。 所有估計的參數達顯著水準，
且符號均與理論期望相符。 

R 平方值（R2） 正的實數 
 

達顯著水準。 R2 介於 .42～ .87，亦皆達顯著
水準。 

 

表 4-65「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與「國民小學教師運用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互動模式

       之參數估計考驗 

參數 
標準化 

估計值 
標準誤 t 值 參數

標準化

估計值
標準誤 t 值 參數

標準化 

估計值 
標準誤 t 值 

λＸ
11 0.76 0.030 25.57 λＹ

21 0.76 0.034 22.38 δ6 0.58 0.030 19.38

λＸ
21 0.73 0.030 24.39 λＹ

31 0.78 0.034 23.04 δ7 0.42 0.023 18.01

λＸ
31 0.72 0.030 23.96 λＹ

41 0.73 0.034 21.61 ε1 0.42 0.024 17.45

λＸ
41 0.72 0.030 23.83 δ1 0.42 0.023 18.07 ε2 0.43 0.024 17.47

λＸ
51 0.70 0.031 22.99 δ2 0.46 0.025 18.46 ε3 0.39 0.023 16.99

λＸ
61 0.64 0.031 20.50 δ3 0.47 0.026 18.58 ε4 0.46 0.026 17.92

λＸ
71 0.76 0.030 25.75 δ4 0.48 0.026 18.62 γ11 0.93 0.040 23.50

λＹ
11 0.76 -- -- δ5 0.51 0.027 18.84 ζ1 0.13 0.022 5.81 

 

 

四、國民小學教師發展班級文化對運用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之互動影 

響分析 

歸納前述分析可知，本模式在各項適配度指標方面，包括整體適配度、比較

適配度、精簡適配度、基本適配度與內在適配度，均顯現良好的適配度情形，因

此支持本模式的假設，亦即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與運用學習型班級經營策

X2 重新組合 

X3 重新定序 

X4 重新定位 

X5 重新定量 

X6 重新指派 

η1 學習型

班級經營策略

ξ1 創新 

班級經營 

Ｙ1 自我超越策略 

Ｙ2 建立共同願景策略

Ｙ3 團隊互動學習策略

Ｙ4 系統思考策略 

 0.46 

 0.47 

 0.48 

 0.51 

0.42
0.13

0.93

0.64

0.70

0.72
0.72

0.73 0.76

0.76
0.78

0.73

X1 重新思考 

X7 重新裝備 

 0.42 

 0.42 

0.76

0.76 0.58 

0.43

0.39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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略間具有互動影響之因果關係存在，其各項測量指標及潛在變項間的關係詳見圖

4-7。以下分別從：1.本模式之前因變項「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之結構模

式；2.本模式之後果變項「國民小學教師運用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之結構模式；

3.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對其運用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的影響效果加以分

析與討論。 

 

（一）前因變項「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之結構模式分析 

由圖 4-7 可以看出，Ｘ1 到Ｘ7 七個測量指標：「重新思考」、「重新組合」、「重

新定序」、「重新定位」、「重新定量」、「重新指派」及「重新裝備」之λ值分別為 

0.76、0.73、0.72、0.72、0.70、0.64、0.76，其 t 值均達到顯著水準；而Ｘ1 到

Ｘ7 七個測量指標亦皆測量到相同的潛在因素ξ1「創新班級經營」。亦即當「重

新思考」愈佳、「重新組合」愈佳、「重新定序」愈佳、「重新定位」愈佳、「重新

定量」愈佳、「重新指派」愈佳、「重新裝備」愈佳，則推「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

級經營」的力量也愈強，此結果將本模式中「推的模式」假設關係予以結構化。 
 

（二）後果變項「國民小學教師運用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之結構模式分析 

由圖 4-7 可以看出，Y1 到 Y4 四個測量指標：「自我超越策略」、「建立共同願

景策略」、「團隊互動學習策略」、「系統思考策略」之λ值分別為 0.76、0.76、0.78、

0.73，其 t 值均達到顯著水準；而 Y 1 到 Y4 四個測量指標亦皆測量到相同的潛在

因素η1「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亦即當「自我超越策略」愈佳、「建立共同願

景策略」愈佳、「團隊互動學習策略」愈佳、「系統思考策略」愈佳，則拉「國民

小學教師運用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的力量也愈強，此結果將本模式中「拉的模

式」假設關係予以結構化。 

 

（三）「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對「國民小學教師運用學習型班級經營策

略」具有顯著的影響效果 

綜合上述，本模式在「整體適配度」、「比較適配度」、「精簡適配度」、「基本

適配度」與「內在適配度」等方面均呈現良好結果。進一步來看，測量「國民小

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的七項指標：「重新思考」、「重新組合」、「重新定序」、「重

新定位」、「重新定量」、「重新指派」及「重新裝備」，整體而言其實發揮了一股

潛在且看不見的「推力」，以「創新班級經營」的強度將教師推向「運用學習型

班級經營策略」；而測量「國民小學教師運用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的四項指標：

「自我超越策略」、「建立共同願景策略」、「團隊互動學習策略」、「系統思考策

略」，整體而言亦發揮了一股潛在且看不見的「拉力」，以「運用學習型班級經營

策略」的強度將教師拉向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由於「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

營」及「國民小學教師運用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此兩個潛在變項間的推拉力量，

於是造成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與運用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間的互動關係。 

圖 4-7 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對學習型班級經營策略影響之互動模式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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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 4-7 可知，在「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至「國民小學教師運用學

習型班級經營策略」的影響徑路上，其徑路係數γ11 為 0.93，其 t 值為 23.50，已

達顯著水準，顯示「國民小學教師創新班級經營」對「國民小學教師運用學習型

班級經營策略」具有顯著的影響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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