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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是希望以更嚴謹的角度，編製「國中社會領域歷史科教學接受

度量表」，根據丁吉文（2011）在「國民中小學教師終身學習素養與其專業

態度之關係研究」為架構，自編「國中社會領域歷史科教學接受度量表」，

樣本以國中學生為樣本。研究方法包含三個階段，分別是量表的題目發展、

探索式因素分析、驗證式因素分析。量表包含三個因素，分別為認知、情

意、技能三因素共 12 題。認知、情意、技能是根據布魯姆  (Bloom)把學校

教育目標分成三大類，即認知領或  (cognitive domain)、動作技能領域

(psychomotor domain) 和情意領域  (affective domain)。以此量表探究國中

教師對歷史教學現況及其教學接受度。  

 

關鍵詞：歷史教學、接受度、驗證式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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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ng, Ru-Yun (2017). A study on the scale of junior high school social field 

teacher's acceptance toward history teaching.  Unpublished master thesis, 

Tunghai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use Gee-Wen Ding’s article (2011)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felong learning literacy and professional 

attitude of public junior high and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as a framework, 

and adopt a rigorous approach to compile the scale of junior high school social 

field acceptance toward history teaching. To conduct the research, a 

questionnaire was developed to survey on the sample space with 500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study consists of three stages: topics of the scale 

development with skewness and kurtosis analysis,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e scale 

contains three factors: cognition, affection, and skills respectively. There is a 

total of 12 topics included in the scale. The scale shows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but some of the indicators for goodness of fit do not meet the 

standard. Conclusions: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compiled scale is suitable for 

the measurement of the junior high school social field acceptance toward 

physical education. In the applied analysis, it was found that the three factors 

of the scale were both reliable and valid in skewness and kurtosis analysis,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Suggestions: 

Some division or topics of the scale were not comprehensive enough, future 

study may correct or improve these variables to make the measurement using 

the scale more accu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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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緒 論  

本 章 旨 在 介 紹 研 究 背 景 與 目 的 ， 共 分 為 以 下 幾 個 節 次 ：

第 一 節 、 研 究 背 景 與 目 的 ； 第 二 節 、 研 究 問 題 與 假 設 ； 第 三

節 、 研 究 限 制 ； 第 四 節 、 重 要 名 詞 解 釋 ； 第 五 節 、 研 究 意 義

及 重 要 性 ， 茲 分 述 如 下 ：  

第 一 節   研 究 動 機 與 目 的  

壹 、 研 究 動 機  

近 年 來 在 教 育 現 場 中 發 現 ， 社 會 領 域 教 育 相 較 一 般 學 科

教 育 上 實 為 弱 勢 。 長 久 以 來 ， 臺 灣 地 區 在 升 學 主 義 的 主 導 之

下 ， 五 育 均 衡 發 展 的 目 標 被 扭 曲 ； 升 學 主 義 掛 帥 的 前 提 下 ，

國 、 英 、 數 以 外 的 學 習 活 動 很 容 易 被 忽 視 ； 學 校 非 主 科 課 程

也 被 視 為 人 人 可 教 授 之 課 程 ， 毫 無 專 業 性 可 言  ( 劉 文 忠 ，

1 9 9 8 )， 因 此 ， 主 科 以 外 的 教 師 常 被 曲 解 為 次 等 教 師 ， 如 此 一

來 往 往 課 程 就 流 於 形 式 ， 例 如 ： 抄 板 書 、 畫 重 點 、 甚 至 帶 著

學 生 唸 過 課 文 就 算 上 過 課 。  

近 幾 年 由 於 十 二 年 國 教 推 行 ， 國 民 教 育 呈 現 多 樣 化 的 發

展 面 貌 ， 尤 其 在 師 資 專 業 發 展 方 面 ， 這 方 面 之 研 究 為 臺 灣 教

育 最 為 匿 乏 的 範 疇 ， 亦 是 最 需 要 著 力 與 耕 耘 的 領 域 。 學 生 要

利 用 每 週 一 至 二 節 的 歷 史 課 ， 了 解 整 個 歷 史 發 展 的 前 因 後 果

事 實 上 是 不 可 能 的 事 情 ； 同 時 ， 學 生 要 持 續 地 或 有 興 趣 的 探

究 歷 史 事 件 的 來 龍 去 脈 ， 需 要 有 基 本 的 閱 讀 、 邏 輯 思 考 與 足

夠 的 內 在 動 機 來 支 撐 ， 所 以 ， 樂 趣 化 、 多 樣 化 、 多 元 化 且 具

創 意 的 歷 史 教 學 ， 就 是 學 生 能 力 和 興 趣 養 成 的 關 鍵 ， 政 策 原

意 很 好 ， 若 無 行 政 相 關 配 套 規 劃 與 基 層 教 師 的 協 助 ， 成 效 勢

必 有 限 ， 教 師 在 教 學 過 程 中 扮 演 一 個 重 要 的 角 色 ， 在 教 學 活

動 中 提 供 適 當 的 教 材 ， 採 用 適 當 的 方 式 ， 激 發 學 生 學 習 的 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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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 和 能 力 ， 是 教 師 重 要 的 職 責 之 一 ， 而 課 堂 上 教 師 的 教 學 行

為 、 能 力 ， 包 括 教 學 行 為 功 能 及 教 學 行 為 方 式 ， 也 攸 關 著 整

體 教 學 成 敗 和 學 生 學 習 成 果  (吳 清 山，1 9 9 8；黃 光 雄， 1 9 8 9 )。 

李 明 達  ( 2 0 0 4 )  教 育 為 百 年 大 計 ， 國 民 教 育 又 為 教 育 之

基 石 ， 其 重 要 性 不 可 言 喻 ， 負 責 第 一 線 教 學 工 作 的 國 民 教 育

階 段 的 教 師 ， 其 教 學 態 度 及 教 學 效 能 情 形 將 對 教 育 品 質 具 有

深 遠 的 影 響 。 一 位 優 秀 的 教 師 ， 必 須 具 有 是 當 良 好 的 教 學 態

度 ， 且 能 夠 在 教 學 的 歷 程 中 有 效 的 運 用 各 種 教 學 策 略 與 方 法

指 導 學 習 (王 鴻 彰 ， 2 0 0 3 )。  

綜 合 以 上 所 述 ， 研 究 歷 史 科 教 學 態 度 應 為 增 進 歷 史 科 授

課 教 師 其 專 業 精 神 和 謀 求 歷 史 教 育 之 改 進 方 面 的 基 礎 ， 到 底

現 今 國 民 教 育 階 段 教 師 對 歷 史 科 教 學 態 度 現 況 如 何 ? 為 本 研

究 動 機 之 一 。 藉 此 瞭 解 其 現 場 之 教 學 情 形 與 問 題 ， 並 確 保 國

民 教 育 歷 史 科 教 學 品 質 ， 對 歷 史 教 學 的 落 實 有 其 必 要 性 ， 惟

目 前 國 內 提 出 有 關 國 教 育 階 段 之 教 師 歷 史 教 學 現 況 調 查 的 相

關 研 究 甚 少 ， 因 此 教 師 對 歷 史 科 教 學 的 接 受 度 中 的 認 知 、 情

意 、 技 能 等 因 素 ， 為 本 研 究 所 關 注 的 重 點 議 題 。 本 研 究 以 此

為 量 表 編 製 的 依 據 ， 並 編 製 國 中 學 生 對 歷 史 教 師 教 學 接 受 度

量 表 ， 探 究 國 中 教 師 對 歷 史 教 學 現 況 及 其 學 生 接 受 度 。  

貳 、 研 究 目 的  

基 於 上 述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 本 研 究 之 目 的 為 希 望 以 更 嚴

謹 的 角 度 ， 編 製 中 文 版 「 國 中 社 會 領 域 歷 史 科 教 學 接 受 度 量

表 」 ， 將 以 結 構 方 程 模 式  ( s t r u c t u r a l  e q u a t i o n  m o d e l i n g )  方

法 學 中 的 驗 證 性 因 素 分 析  ( c o n f i r m a t o r y  f a c t o r  a n a l y s i s )  來

驗 證 此 一 量 表 的 信 度、聚 合 效 度  ( c o n v e r g e n t  v a l i d i t y )、區 別

效 度 ( d i s c r i m i n a n t  v a l i d i t y ) ， 以 期 能 提 供 未 來 於 有 關 國 民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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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之 相 關 學 術 理 論 的 應 用 與 研 究 。  

本 研 究 目 的 如 下 ：  

一 、  建 構 國 中 社 會 領 域 歷 史 科 教 學 的 接 受 度 量 表 之 效 度 分

析 。  

二 、  建 構 國 中 社 會 領 域 歷 史 科 教 學 的 接 受 度 量 表 之 信 度 分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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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研 究 問 題 與 假 設  

壹 、 研 究 問 題  

依 據 研 究 動 機 及 研 究 目 的 ， 本 研 究 將 探 討 下 列 問 題 ：  

一 、 編 製 之 國 中 社 會 領 域 歷 史 科 教 學 的 接 受 度 量 表 是 否 具 備

良 好 的 效 度 ？  

二 、 編 製 之 國 中 社 會 領 域 歷 史 科 教 學 的 接 受 度 量 表 是 否 具 備

良 好 的 信 度 ？  

貳 、 研 究 假 設  

依 據 研 究 動 機 及 研 究 目 的 ， 本 研 究 將 驗 證 下 列 假 設 ：  

一 、 國 中 社 會 領 域 歷 史 科 教 學 的 接 受 度 量 表 之 效 度 達 顯 著  

水 準 。  

二 、 國 中 社 會 領 域 歷 史 科 教 學 的 接 受 度 量 表 之 信 度 達 顯    

著 水 準 。  

 

 

 4



第 三 節   研 究 限 制  

壹 、 研 究 方 法 的 限 制  

    本 研 究 以 問 卷 調 查 法 為 主 ， 由 於 問 卷 調 查 法 以 自 行 編 製

的 量 表 為 主 ， 且 受 試 者 為 國 中 學 生 ， 其 閱 讀 理 解 能 力 之 差 異

是 本 研 究 方 法 限 制 之 一 。  

貳 、 取 樣 的 限 制  

本 研 究 取 樣 以 臺 中 市 之 國 中 生 為 樣 本 ， 預 計 發 放 5 0 0 份

問 卷 量 表 ， 無 法 涵 蓋 全 面 性 國 中 生 ， 取 樣 誤 差 為 本 研 究 限 制

之 二 。  

參 、 研 究 推 論 的 限 制  

本 研 究 以 臺 中 市 之 國 中 生 為 樣 本 範 圍 ， 對 於 不 同 年 級 學

生 、 不 同 學 業 成 就 學 生 、 不 同 學 區 的 學 生 推 論 有 其 限 制 ， 為

本 研 究 限 制 之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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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重 要 名 詞 解 釋  

壹 、 態 度  

本 研 究 態 度  ( a t t i t u d e )  是 指 教 師 對 教 學 所 持 有 的 教 學 態

度 而 言 ， 在 自 身 道 德 觀 和 價 值 觀 基 礎 上 對 事 物 的 評 價 和 行 為

傾 向 。 態 度 是 指 個 人 對 某 一 客 體 所 持 的 評 價 與 心 理 傾 向 。 態

度 的 心 理 結 構 主 要 包 括 三 個 因 素 ， 即 認 知 因 素 、 情 感 因 素 和

意 向 因 素 。  

一 、 認 知 因 素 ： 認 知 因 素 就 是 指 個 人 對 態 度 對 象 帶 有 評 價 意

義 的 敘 述 ， 包 括 個 人 對 態 度 對 象 的 認 識 、 理 解 、 相 信 、

懷 疑 以 及 贊 成 或 反 對 等 。  

二 、  情 感 因 素 ： 情 感 因 素 就 是 指 個 人 對 態 度 對 象 的 情 感 體

驗 ， 如 尊 敬 —蔑 視 ， 同 情 —冷 漠 ， 喜 歡 —厭 惡 等 。  

三 、 意 向 因 素 ： 意 向 因 素 就 是 指 個 人 對 態 度 對 象 的 反 應 傾 向

或 行 為 的 準 備 狀 態，也 就 是 個 體 準 備 對 態 度 對 像 做 出 何

種 反 應 。 此 態 度 會 影 響 個 體 的 認 知 能 力 ， 並 促 使 個 體 決

定 其 行 為 表 現 。  

貳 、 歷 史 教 學 接 受 度  

    本 研 究 教 學 接 受 度  ( a c c e p t a n c e  d e g r e e )  是 指 學 生 對 教

師 教 學 的 接 受 程 度 ， 包 含 教 學 的 態 度 ， 教 師 行 為 意 向 ， 教 師

行 為 等 。 在 本 研 究 中 以 自 訂 量 表 呈 現 包 含 ：  

一 、 認 知 因 素 ： 認 知  ( c o g n i t i o n )  是 指 『 個 人 對 來 自 外 在 世

界 刺 激 的 選 擇、評 估 與 組 織 的 內 在 過 程 』。本 研 究 則 指 對

於 歷 史 課 程 的 整 體 認 知 、 總 綱 認 知 、 及 領 域 認 知 程 度 ，

而 其 中 教 師 之 「 最 高 學 歷 」、「 任 教 科 目 」 等 因 素 會 影 響

其 對 課 程 總 綱 和 學 習 領 域 之 認 知 因 素 的 接 受 程 度 。  

二 、 情 意 因 素 ： 情 意  ( a f f e c t i v e )  是 一 種 心 理 狀 態 或 情 緒 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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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 可 能 是 正 面 讚 許 的 態 度 表 示 ， 也 可 能 是 負 面 反 感 的

反 應 。 本 研 究 的 情 意 因 素 是 指 教 師 在 教 學 過 程 中 ， 是 否

能 以 正 面 讚 許 的 教 學 態 度 ， 讓 學 習 者 能 在 歷 史 學 習 中 ，

隨 著 教 師 教 學 策 略 而 獲 得 一 致 的 學 習 成 效 。  

三 、 技 能 因 素 ： 動 作 技 能  ( m o t o r  s k i l l )  ， 是 一 種 習 得 能 力 ，

具 體 可 見 的 外 在 動 作 或 行 為 表 現 ， 一 般 而 言 ， 技 能 教 學

的 基 本 步 驟 是 「 講 解 →示 範 →練 習 →改 正 →再 練 習 」。 本

研 究 的 技 能 因 素 是 指 在 歷 史 教 學 活 動 中 ， 教 師 是 否 因 對

於 操 作 技 能 的 示 範 與 熟 練 等 因 素 ， 而 影 響 對 於 歷 史 教 學

接 受 度 的 情 形 ， 量 表 得 分 越 高 表 示 接 受 度 越 高 。  

参 、 歷 史 課 程  

歷 史 、 地 理 、 公 民 在 國 民 教 育 課 程 中 被 劃 分 為 「 社 會 領

域 」，大 部 分 學 校 都 採 分 科 上 課 的 教 學 模 式。本 研 究 中 的 歷 史

課 程 ， 是 以 國 中 階 段 的 歷 史 課 本 為 探 究 的 範 圍 ， 教 學 內 容 包

括 臺 灣 史 、 中 國 史 以 及 西 洋 史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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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文 獻 探 討  

本 章 是 根 據 研 究 動 機 背 景 與 目 的 ， 蒐 集 相 關 之 文 獻 ， 加

以 分 析 與 探 討 ， 作 為 本 研 究 的 理 論 基 礎 。 本 章 共 分 為 四 節 ：

第 一 節、歷 史 課 程 教 學；第 二 節、態 度 理 論 與 意 涵；第 三 節 、

接 受 度 的 相 關 研 究 ； 第 四 節 、 文 獻 的 探 討 與 啟 示 。  

第 一 節   歷 史 課 程 教 學  

臺 灣 歷 史 教 育 學 的 發 展 ， 由 於 國 民 教 育 的 課 程 改 革 ， 更

激 發 歷 史 教 育 學 的 研 究 發 展 ， 近 幾 年 呈 現 多 樣 化 的 發 展 面

貌 ， 無 論 是 量 的 或 質 的 ， 亦 呈 現 令 人 激 賞 的 績 效 ， 且 研 究 的

面 向 也 趨 向 多 元 和 精 緻 化 。  

資 訊 爆 炸 時 代 ， 如 何 篩 選 出 正 確 、 有 價 值 的 資 料 ， 是 值

得 探 究 的 議 題 。 然 而 現 行 的 教 學 現 場 往 往 欠 缺 相 關 訓 練 ， 導

致 學 生 缺 乏 思 辨 能 力 ， 甚 至 人 云 亦 云 。 面 對 這 樣 的 情 況 ， 不

免 令 人 深 思 批 判 與 邏 輯 思 考 能 力 在 現 今 社 會 的 重 要 ， 事 實 上

培 養 批 判 與 邏 輯 思 考 能 力 早 已 是 歐 美 國 家 相 當 重 視 的 課 題 ，

近 年 來 也 逐 漸 成 為 臺 灣 教 育 學 者 關 注 的 焦 點 。  

歷 史 是 與 時 俱 進 的 一 門 學 問 隨 著 科 技 的 進 步 與 資 訊 的 發

達 ， 皆 有 助 於 史 料 的 蒐 集 ， 因 此 可 能 會 出 現 同 一 段 歷 史 在 不

同 的 時 期 會 有 不 同 的 解 釋 和 定 義 。  

壹 、 歷 史 課 程 與 教 學  

配 合 九 年 一 貫 社 會 領 域 課 程 目 標 為 「 發 展 批 判 思 考 、 價

值 判 斷 及 解 決 問 題 的 能 力 」 ， 顯 示 社 會 領 域 教 育 目 標 之 一 即

是 培 養 學 生 批 判 與 邏 輯 思 考 。 然 培 養 批 判 與 邏 輯 思 考 能 力 並

不 容 易 ， 畢 竟 此 能 力 屬 於 認 知 目 標 發 展 歷 程 的 最 高 層 次 ， 難

以 立 竿 見 影 。 再 者 這 個 能 力 無 法 單 純 透 過 紙 筆 測 驗 檢 試 ， 需

依 賴 教 師 長 期 不 斷 觀 察 、 透 過 與 學 生 對 話 ， 才 可 明 瞭 學 生 是

 8



否 具 備 並 能 應 用 於 日 常 生 活 。 回 歸 歷 史 教 學 ， 歷 史 教 學 不 僅

是 知 識 建 構 ， 更 涵 蓋 歷 史 解 釋 、 價 值 判 斷 。 不 同 角 度 、 不 同

立 場 都 會 出 現 不 同 的 歷 史 書 寫 、 歷 史 評 價 ， 教 導 學 生 如 何 去

面 對 這 些 史 料 或 詮 釋 ， 贊 同 或 反 對 的 理 由 何 在 ？ 詮 釋 是 否 合

理 ？ 辨 證 是 否 有 誤 ？ 都 是 歷 史 教 學 的 重 要 課 題 。 經 由 歷 史 教

學 ， 期 望 能 培 養 學 生 具 備 下 列 能 力 ：  

一 、 表 達 歷 史 時 序 的 能 力  

    (一 )能 運 用 各 種 時 間 術 語 描 述 過 去 ， 並 認 識 幾 種 主 要 的   

    歷 史 分 期 方 式 。  

    (二 )能 認 知 過 去 與 現 在 的 不 同 ， 並 建 立 過 去 與 現 在 的 關    

    聯 性 。  

二 、 理 解 歷 史 的 能 力  

    (一 )能 就 歷 史 文 本 ， 掌 握 其 內 容 與 歷 史 意 義 。  

    (二 )能 設 身 處 地 瞭 解 歷 史 事 件 或 歷 史 現 象 。  

    (三 )能 從 歷 史 脈 絡 中 ， 理 解 相 關 歷 史 事 件 、 現 象 或 人 物    

    的 不 同 重 要 性 。  

三 、 解 釋 歷 史 的 能 力  

(一 )能 對 歷 史 事 件 的 因 果 關 係 提 出 解 釋 。  

(二 )能 對 相 關 歷 史 事 件 、 現 象 或 人 物 的 不 同 重 要 性 提 出    

評 價 。  

(三 )能 分 辨 不 同 的 歷 史 解 釋 ， 說 明 歷 史 解 釋 之 所 以 不 同  

的 原 因 。  

四 、 運 用 史 料 的 能 力  

(一 )能 根 據 主 題 ， 進 行 史 料 蒐 集 的 工 作 。  

(二 )能 辨 別 史 料 作 為 解 釋 證 據 的 適 切 性 。  

(三 )能 應 用 史 料 ， 藉 以 形 成 新 的 問 題 視 野 或 書 寫 自 己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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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 史 敘 述 。  

貳 、 師 資 專 業 發 展  

教 師 是 一 切 教 育 的 基 礎 ， 在 教 育 的 歷 程 中 ， 無 論 是 教 育

目 標 的 實 現 ， 或 者 是 教 育 功 能 的 增 進 ， 教 師 都 具 有 決 定 性 的

影 響 力  (許 義 雄 ， 2 0 0 0 )。  

在 師 資 專 業 發 展 方 面 之 研 究 為 臺 灣 教 育 最 為 匿 乏 的 範

疇 ， 亦 是 最 需 要 著 力 與 耕 耘 的 領 域 。 近 幾 年 ， 臺 灣 歷 史 教 育

學 者 也 將 研 究 的 視 野 投 注 到 師 資 專 業 發 展 的 面 向 。 教 師 進 行

教 學 活 動 時 ， 必 須 以 歷 史 教 學 的 理 論 與 應 用 為 主 ， 教 師 必 須

掌 握 歷 史 科 之 專 業 知 識 與 教 學 理 論 ， 並 嘗 試 編 寫 教 材 、 教 學

活 動 設 計 與 教 學 演 練 。 一 位 透 過 正 式 師 資 培 育 訓 練 的 國 中 歷

史 教 師 應 具 備 了 解 中 學 歷 史 科 教 學 之 性 質 ， 且 能 掌 握 中 學 歷

史 科 教 學 目 標 與 方 法 ， 編 選 適 當 之 中 學 歷 史 科 教 材 ， 並 在 課

堂 上 應 用 相 關 史 學 與 教 育 專 業 知 識 進 行 教 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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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態 度 理 論 與 意 涵  

在 接 受 度 研 究 的 相 關 理 論 中 ， 態 度 理 論 被 認 為 是 最 重 要

的 一 個 理 論 。 態 度 指 一 個 人 對 外 界 的 人 、 事 、 物 等 ， 所 持 有

的 一 種 協 調 一 致 的 、 有 組 織 的 、 學 得 的 、 習 慣 性 的 內 在 心 理

反 應 ， 它 是 經 由 學 而 得 的 一 種 後 發 的 反 應 傾 向 。 由 於 這 種 心

理 歷 程 不 能 直 接 觀 察 可 得，更 不 像 一 般 所 講 求 的 健 康、技 術、

知 識 等 可 具 體 且 客 觀 加 以 測 量 ， 因 此 態 度 較 難 評 價 。 儘 管 如

此 ， 行 爲 科 學 家 們 仍 研 究 出 ， 從 當 事 者 的 表 情 、 動 作 、 語 文

等 外 顯 性 行 為 予 以 推 知 ， 予 以 客 觀 評 量 ， 使 態 度 也 成 爲 能 測

量 的 人 格 特 徵 之 一  (葉 憲 清 ， 1 9 7 9 )。  

早 期 對 態 度 的 看 法 比 較 單 純，認 為 態 度 只 是 評 量 對「 好 」

或 「 惡 」 的 強 弱 程 度 而 已  (蘇 萬 生 ， 2 0 0 1 )， 例 如 「 你 的 態 度

很 好 」、「 你 怎 麼 可 以 用 這 種 態 度 對 我 」 等 語 氣 表 達 內 心 的 態

度 。 通 常 由 心 理 學 的 角 度 界 定 態 度 時 ， 必 須 使 用 客 觀 的 測 量

來 瞭 解 內 在 反 應 傾 向 的 表 現 形 式 ， 此 內 在 反 應 ， 有 時 是 整 體

持 久 的 存 在 個 體 中 ， 有 時 是 具 體 短 暫 的 心 理 狀 態  (周 甘 逢 ，

2 0 0 2 )。  

教 師 的 教 學 態 度 對 教 育 目 標 實 現 、 教 學 的 成 功 扮 演 重 要

角 色 ， 態 度 內 涵 也 相 當 複 雜 ， 而 身 為 教 師 ， 對 於 態 度 的 了 解

是 一 大 重 要 的 課 題 。 以 下 針 對 態 度 的 定 義 、 教 學 態 度 及 教 學

態 度 的 重 要 性 等 ， 分 述 如 下 ：  

壹 、 態 度 的 定 義  

態 度  ( a t t i t u d e )  一 詞 最 早 出 現 於 1 8 6 2 年 心 理 學 家

S p e n c e r 所 寫 的 第 一 原 理  ( F i r s t  P r i n c i p l e s )  之 中 ， 是 由 個 人

對 人、 事、物 所 產 生 的 認 知 、 情 感、 意 向 三 者 所 組 成， 因 此 ，

確 定 歷 史 課 教 學 目 標 ， 進 而 分 析 歷 史 教 學 目 標 的 陳 述 ， 作 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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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 史 課 態 度 的 評 量 最 爲 適 合 。  

教 學 態 度 係 指 教 師 對 教 學 工 作 所 持 的 態 度 ， 在 實 際 的 教

學 情 境 中 ， 對 教 學 工 作 所 抱 持 的 興 趣 、 觀 念 、 和 評 價 等  ( 李

明 達 ， 2 0 0 4 )。 對 一 般 人 來 說 ， 態 度 是 一 種 抽 象 的 概 念 ， 內 在

是 對 某 人 、 事 、 物 的 想 法 、 評 價 ， 外 在 則 顯 現 出 對 人 、 事 、

物 的 行 動 表 現  (林 惠 敏 ， 2 0 0 2 )。 由 於 態 度 常 為 一 種 不 能 直 接

觀 察 之 心 理 活 動  (一 般 外 顯 之 行 為 往 往 受 到 態 度 之 影 響 ， 即

態 度 只 是 一 種 行 為 傾 向 ， 但 並 非 行 為 本 身 ) ， 是 故 近 代 心 理

學 、 社 會 心 理 學 家 對 態 度 之 解 釋 各 有 不 同 的 看 法  (陳 青 青 ，

1 9 7 2 )。  

以 下 對 於 國 內 外 學 者 許 多 對 態 度 的 定 義，整 理 如 表 2 - 1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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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1  國 內 外 學 者 對 態 度 的 定 義  

學 者  年 代  對 態 度 的 定 義  

A l l p o r t  1 9 3 5  態 度 是 心 智 和 神 經 的 準 備 狀 態，透 過 經 驗

予 以 組 織，是 個 人 對 某 一 主 題 有 關 的 問 題

和 情 境 作 反 應 時 直 接 或 極 有 效 的 影 響 力 。

A j z e n  &  

F i s h b e i n  

1 9 7 7  態 度 是 對 行 為 正 面 或 負 面 的 評 估，態 度 和

信 仰 、 意 念 有 關 。  

G a g n e  1 9 8 8  影 響 個 人 對 人 、事 、 物 所 採 取 的 行 為 做 出

選 擇 的 一 種 心 理 狀 態 。  

陳 青 青  1 9 7 2  態 度 為 一 種 複 雜 之 心 理 過 程，由 個 體 之 觀

念 、 感 覺 、 印 象 等 混 合 而 成 ， 並 使 個 體 對

所 處 之 環 境 作 選 擇 性 之 反 應 。  

黃 金 柱  1 9 7 9  態 度 為 一 種 複 雜 之 心 理 歷 程，由 個 體 之 觀

念 、 感 覺 、 印 象 等 混 合 而 成 ， 並 能 使 個 體

對 所 處 之 環 境 作 選 擇 性 之 反 應 。  

張 春 興  1 9 9 1  指 個 體 對 人 、 對 事 、 對 周 圍 的 世 界 所 持 有

的 一 種 具 有 持 久 性 與 一 致 性 的 傾 向 。  

陳 英 豪 等 1 9 9 2  是 指 一 個 人 關 於 特 定 主 題 的 傾 向 、 感 覺 、

評 價 、 認 定 …的 總 和 。  

周 甘 逢  2 0 0 2  是 指 個 體 在 與 環 境 產 生 交 互 作 用 時 ， 對

人 、 事 、 物 或 狀 況 所 表 現 出 的 內 在 反 應 傾

向 。  

林 惠 敏  2 0 0 2  態 度 是 個 人 對 於 事 物 的 認 知 、情 感 、 行 動

傾 向 ， 具 有 持 久 性 的 心 理 歷 程 。 其 中 態 度

與 價 值 、信 念 、 意 見 等 名 詞 之 間 實 無 實 質

的 區 別 ，只 有 表 現 的 差 異 而 已 ， 由 於 學 者

不 同 的 個 人 背 景 而 有 不 同 的 使 用 方 式 。  

資 料 來 源 ： 李 明 達  ( 2 0 0 4 )。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授 課 教 師 教 學 態 度

與 教 學 效 能 關 係 之 研 究 -以 臺 南 縣 市 為 例。臺 南 師

範 學 院 。 教 師 在 職 進 修 體 育 碩 士 學 位 班 ， 1 1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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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態 度 是 一 個 假 設 性 的 建 構 概 念 ， 是 介 於 刺 激 和 反 應 之 間

的 中 間 變 項，無 法 予 以 直 接 觀 察，R o s e n b e r g與 H o v l a n d  ( 1 9 6 0 )

認 為 態 度 具 有 三 種 成 分 。 1 . 認 知 性 成 份 ， 係 指 對 態 度 對 象 的

認 識 與 瞭 解 ； 2 . 情 感 性 成 分 ， 係 指 對 態 度 對 象 的 好 惡 ； 3 . 行

為 性 成 分 ， 係 指 對 態 度 對 象 的 實 際 行 動 。 他 們 所 謂 的 「 態 度

概 念 圖 解 」 (見 圖 2 - 1 )， 有 助 於 我 們 對 態 度 的 理 解  (張 春 興 、

汪 榮 才 ， 1 9 7 6 )。  

  可 測 量 的 自 變 項        介 變 項          可 測 量 的 依 變 項  

 

 

 

 

 

 

 

圖 2 - 1  R o s e n b e r 和 H o v l a n d的 態 度 概 念 圖 解  

資 料 來 源 ： 張 春 興 、 汪 榮 才 譯  ( 1 9 7 6 )。 洛 氏 教 育 心 理 學 。 臺

北 ： 大 聖 書 局 ， 4 3 7頁 。  

另 外 ， 張 春 興  ( 1 9 9 1 )  對 態 度 的 解 釋 為 ：  

一 、 個 體 對 人 、 事 及 周 圍 的 世 界 所 持 有 的 一 種 持 久 性 與 一 致

性 的 傾 向。態 度 的 內 涵 包 括 認 知、情 感、行 動 三 種 成 分 。 

二 、 態 度 必 有 其 對 象 ， 態 度 的 對 象 可 為 具 體 的 人 、 事 、 物 ，

也 可 以 為 抽 象 的 觀 念 和 思 想 。  

三 、 態 度 有 類 化 傾 向 ， 對 同 類 對 象 也 傾 向 持 正 面 態 度 。  

四 、 態 度 的 形 成 與 文 化 傳 統 、 家 庭 環 境 及 學 校 教 育 等 因 素 有

關 ， 態 度 是 學 得 的 人 格 特 質 。  

刺 激  

( s t i m u l u s  )  

個 人 、 情 境 、 社

會 問 題 及 其 他

任 何 具 實 徵 意

義 的 態 度 對 象 。  

交 感 神 經 反 應  

( 情 感 的 言 語 表 )

態 度  

( a t t i t u d e )  

情  感  

認  知  

意  向  

知 覺 反 應  

( 信 念 的 言 語 表 )

外 顯 行 為  

( 行 為 的 言 語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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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上 所 述 ， 態 度 是 一 種 自 身 內 在 心 理 反 應 ， 其 與 個 人 和

環 境 產 生 交 互 作 用 ， 而 將 對 人 、 事 、 物 或 狀 況 的 內 在 反 應 傾

向 表 現 出 來 ， 在 環 境 中 ， 以 個 別 的 人 、 事 、 物 為 對 象 ， 將 感

受 作 正 向 或 負 向 的 評 估 後 ， 內 在 的 反 應 表 現 在 行 為 上 。  

貳 、 教 學 態 度  

教 學 態 度 指 的 是 個 人 對 執 行 目 標 行 為 時 所 抱 持 著 正 面 或

負 面 的 感 覺 ， 經 常 和 教 師 態 度 混 合 使 用 ， 老 師 的 行 爲 傳 達 了

有 關 他 的 知 覺 、 期 望 、 態 度 、 教 師 角 色 ， 學 生 角 色 與 進 行 的

學 習 活 動 等 訊 息  ( K y r i a c o u , 1 9 8 6 )，也 就 是 教 師 的 行 爲 時 常 有

意 無 意 地 表 現 出 他 的 態 度 。 C o o k 人  ( 1 9 5 1 )  視 教 學 態 度 爲 對

教 育 及 教 學 時 所 持 的 想 法 與 作 法 ， 將 其 分 爲 對 學 生 心 理 發 展

的 了 解 ， 對 教 育 原 理 的 了 解 ， 以 及 對 教 師 職 責 的 個 人 反 應 等

方 面。S i b e r m a n  ( 1 9 6 9 )  研 究 教 師 對 學 生 的 態 度 中 也 發 現： ( 1 )

教 師 的 態 度 大 都 由 其 行 爲 表 現 出 來； ( 2 )教 師 比 其 他 人 更 易 表

現 其 態 度 。 黃 金 柱  ( 1 9 8 5 )  認 爲 態 度 具 有 強 弱 度 ， 個 體 雖 具

有 相 同 的 態 度 ,但 其 強 度 不 一 定 相 同 。 例 如 ： 對 歷 史 教 學 懐 有

積 極 的 態 度 ， 然 而 其 程 度 卻 有 強 弱 的 區 別 。 因 此 可 將 態 度 分

成 不 同 等 級 的 強 度 。 無 論 個 體 之 某 種 態 度 爲 積 極 的 或 消 極

的 ， 態 度 之 強 弱 與 其 行 爲 之 影 響 力 成 正 比 ， 態 度 愈 強 對 行 爲

影 響 愈 大  (能 決 定 行 爲 方 向 )， 態 度 愈 弱 影 響 行 爲 愈 少  (有 時

甚 至 不 發 生 影 響 )。 另 外 ， 態 度 也 是 一 種 內 在 心 理 歷 程 ， 因 無

法 予 以 直 接 觀 察 ， 需 藉 著 當 事 人 的 語 文 表 現 與 外 顯 行 為 來 推

測 態 度 。 除 外 顯 行 為 外 ， 心 理 學 家 也 會 運 用 各 式 量 表 ， 以 量

表 問 題 探 測 受 試 者 內 在 態 度 。  

在 R o s e n b e r g與 H o v l a n d  ( 1 9 6 0 )  的 態 度 理 論 中，說 明 態 度

也 包 含 了 情 感 因 素 ， 因 此 態 度 對 其 心 理 目 標 會 產 生 積 極 或 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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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 、 熱 情 或 冷 漠 、 友 善 或 敵 對 、 喜 歡 或 厭 惡 、 贊 成 或 反 對 等

正 面 與 反 面 的 態 度 傾 向 ， 造 成 心 理 對 某 項 目 標 產 生 偏 向 或 偏

離 ， 因 此 對 教 學 懷 有 積 極 態 度 的 教 師 ， 就 會 表 現 出 強 烈 的 積

極 教 學 態 度 ， 而 態 度 愈 強 對 行 為 的 影 響 愈 大 ， 態 度 愈 弱 影 響

行 為 愈 小 (李 明 達 ， 2 0 0 4 )。  

本 研 究 提 出 的 教 學 態 度 是 指 教 師 對 於 教 學 工 作 本 身 及 與

教 學 工 作 有 關 之 人 員 、 事 務 、 環 境 及 專 業 知 能 等 ， 所 持 有 一

致 且 穩 定 持 久 的 行 為 傾 向 ， 希 望 瞭 解 教 師 在 教 學 過 程 中 的 感

受 ， 包 括 教 學 工 作 本 身 及 對 課 程 的 認 知 、 專 業 成 長 的 需 求 、

對 學 生 、 家 長 、 自 己 的 期 許  (林 盛 基 ， 2 0 0 3 )。 研 究 者 將 本 身

從 事 歷 史 教 學 的 實 際 過 程 中 ， 所 感 受 到 的 狀 況 與 問 題 ， 並 以

歷 史 教 學 的 基 本 理 念 與 態 度 特 性 為 根 據 ， 說 明 教 學 態 度 對 於

國 中 教 師 歷 史 教 學 的 重 要 性 。  

参 、 教 學 態 度 的 重 要 性  

國 外 學 者 C o o k ,  L e e d 與 C a l i i s  ( 1 9 5 1 )  認 為 教 學 態 度 是

指 ， 對 教 育 及 教 學 的 態 度 ： 包 含 了 教 師 對 訓 導 問 題 的 態 度 、

對 學 生 心 理 發 展 的 了 解 、 對 教 育 原 理 的 了 解 以 及 對 教 師 職 責

的 個 人 反 應 等 。 張 春 興  ( 1 9 8 5 )  認 為 態 度 的 形 成 與 改 變 都 是

一 種 社 會 學 習 歷 程 ， 個 人 對 某 一 對 象 本 無 好 惡 傾 向 ， 但 是 經

過 直 接 或 間 接 的 學 習 ， 對 此 一 對 象 產 生 正 向 或 負 向 的 態 度 。

時 蓉 華  ( 1 9 9 6 )認 為 態 度 的 形 成 與 轉 變 是 一 個 過 程，形 成 與 轉

變 之 間 往 往 是 不 可 分 離 的 ， 當 形 成 某 種 事 物 的 態 度 時 ， 實 質

上 是 從 原 有 的 態 度 轉 變 為 新 的 態 度 ， 陳 青 青  ( 1 9 7 3 )  教 學 態

度 研 究 中 ， 將 其 教 學 態 度 重 要 性 修 正 歸 納 出 下 列 四 點 ：  

一 、 教 學 態 度 影 響 工 作 效 率  

心 理 學 研 究 發 現 ， 當 個 體 以 積 極 態 度 從 事 某 活 動 時 ，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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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表 現 較 優。反 之，則 效 率 較 差。現 代 社 會 講 求 效 率 與 績 效 ，

重 視 如 何 能 在 一 定 時 間 內 有 最 好 的 表 現 ， 況 且 一 個 教 師 其 教

學 態 度 影 響 學 生 學 習 ， 影 響 教 學 效 果 甚 鉅 ， 因 此 工 作 態 度 的

培 養 成 為 重 點 。  

二 、 教 學 態 度 影 響 人 格 形 成  

態 度 包 含 情 感 、 行 為 、 認 知 ， 態 度 有 持 久 的 特 質 ， 很 難

加 以 改 變 ， 心 理 學 家 視 態 度 為 人 格 的 一 部 分 ， 雖 然 個 體 之 人

格 與 其 才 智 、 學 識 等 因 素 有 關 ， 但 個 人 對 工 作 之 責 任 感 及 處

事 應 對 方 式 等 均 深 受 態 度 影 響 ， 其 教 師 教 學 態 度 積 極 與 否 ，

會 影 響 學 生 對 學 習 的 重 視 度 。  

三 、 教 學 態 度 影 響 問 題 抉 擇  

個 體 無 論 在 生 活 上 或 工 作 上 免 不 了 會 遭 遇 困 難 ， 面 對 困

擾 的 情 境 必 須 想 辦 法 加 以 解 決 。 因 此 個 體 對 問 題 情 境 的 態

度 ， 往 往 對 問 題 處 理 方 式 有 影 響 ， 如 教 師 們 對 於 學 習 低 落 之

學 生 ， 其 教 學 態 度 不 同 ， 所 採 用 之 輔 導 方 式 也 各 不 相 同 ， 因

此 對 於 相 同 問 題 每 個 人 會 出 現 不 同 解 決 方 式 。  

四 、 教 學 態 度 有 預 測 行 為 的 可 能  

態 度 具 有 一 定 之 方 向，並 且 具 有 一 貫 性、持 續 性 之 特 質，

不 易 隨 時 間 改 變 ， 而 個 體 行 為 表 現 雖 受 許 多 因 素 影 響 ， 但 不

可 否 認 的 ， 態 度 也 是 行 為 表 現 的 決 定 性 因 素 之 一 ， 因 此 根 據

個 體 教 學 態 度 可 以 預 測 其 未 來 行 為 傾 向  (林 怡 秀 ， 2 0 0 0 )。  

綜 上 所 述 ， 態 度 的 特 質 是 多 樣 且 複 雜 的 ， 而 大 多 數 學 者

認 為 ， 能 藉 由 態 度 的 評 量 ， 間 接 地 預 測 個 體 某 方 面 的 認 知 、

情 緒 、 行 為 反 應 ， 而 在 教 學 過 程 中 ， 教 師 的 教 學 態 度 會 直 接

或 間 接 的 影 響 學 生 產 生 正 向 或 負 向 的 態 度 感 受 ， 故 在 歷 史 教

學 中 ， 教 師 的 教 學 態 度 如 何 ， 是 一 個 重 要 的 影 響 因 素 ， 態 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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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 然 難 以 測 量 ， 但 仍 是 心 理 學 家 研 究 的 重 點 。  

第 三 節   接 受 度 相 關 研 究  

因 為 接 受 度 在 過 去 歷 史 教 學 上 並 無 做 過 研 究 ， 但 為 了 使

臺 灣 歷 史 教 學 能 力 能 夠 提 升 ， 故 參 酌 了 許 多 其 他 領 域 接 受 度

的 期 刊 文 獻 ， 例 如 創 新 、 科 技 等 接 受 度 相 關 研 究 與 特 質 來 延

伸 瞭 解 國 中 教 師 對 歷 史 教 學 接 受 度 的 情 形 ， 其 中 包 含 歷 史 教

學 接 受 度 的 認 知 因 素 、 歷 史 教 學 接 受 度 的 情 意 因 素 、 歷 史 教

學 接 受 度 的 技 能 因 素 等 。 故 本 節 將 分 為 四 個 部 份 ， 其 為 一 、

其 他 領 域 接 受 度 相 關 研 究。二、歷 史 教 學 接 受 度 的 認 知 因 素。

三 、 歷 史 教 學 接 受 度 的 情 意 因 素 。 四 、 歷 史 教 學 接 受 度 的 技

能 因 素 。  

壹 、 其 他 領 域 接 受 度 相 關 研 究  

一 、 創 新 接 受 度  

創 新 接 受 程 度  ( i n n o v a t i v e n e s s )  是 一 種 對 創 新 或 是 態 度

改 變 的 需 要 性 認 知，教 師 對 新 的 觀 念、或 事 物 的 接 受 程 度 (或

曰 接 受 創 新 程 度 ) ， 也 是 解 釋 的 重 要 角 度 之 一  ( F e a s t e r ,  

1 9 8 6； 黃 嘉 勝 ， 1 9 9 5 )。 創 新 接 受 程 度  ( i n n o v a t i v e n e s s )  意 指

一 個 人 較 其 所 在 之 團 體 內 的 其 他 人 更 早 接 受 新 觀 念 或 新 事 物

的 程 度 。 基 本 上 ， 它 有 四 個 重 要 的 特 徵 ： 第 一 、 具 有 觀 念 與

事 物 的 改 變  ( 包 括 更 新 與 創 新 ) ， 這 種 改 變 不 同  於 團 體 或 個

人 原 有 的 認 知 與 行 為 ； 第 二 、 具 有 影 響 他 人 接 受 創 新 觀 念 與

事 物  的 傳 播 能 力；第 三、有 助 於 團 體 組 織 或 社 會 系 統 中 的 問

題 解 決 及 決 策 訂 定；  第 四、團 體 或 個 人 對 前 述 改 變 的 接 受 速

度 與 時 間 呈 函 數 關 係  ( R o g e r s , 1 9 8 3 ) 。 R o g e r s 與 S h o e m a k e r  

( 1 9 7 1 )  將 創 新 接 受 程 度 定 義 為「 個 體 或 其 他 採 用 單 位 在 社 會

系 統 中 比 其 他 成 員 較 早 採 用 創 新 觀 念 的 程 度 」。除 創 新 本 身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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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有 之 特 質 會 影 響 個 體 之 接 受 程 度 外 ， 個 體 本 身 對 創 新 的 直

覺 反 應 ， 如 接 受 或 拒 絕 的 行 為 層 面 ， 也 是 重 要 的 觀 察 因 素 之

一 。 通 常 ， 個 體 得 知 某 項 創 新 時 ， 可 能 有 的 反 應 包 括 ： ( 1 )

立 即 接 受 這 項 創 新 ； ( 2 ) 開 始 持 懷 疑 的 態 度 ， 進 而 受 外 界 影

響 ， 逐 漸 地 接 受 它 ;  ( 3 )自 始 至 終 地 拒 絕 接 受 。 R o g e r s  ( 1 9 8 3 )  

以 五 個 步 驟 來 形 容 個 體 對 一 項 創 新 決 定 過 程 所 表 現 的 反 應 ：

( 1 )個 體 對 該 創 新 的 認 知 與 理 解 所 形 成 的 知 識  ( k n o w l e d g e ) ；

( 2 )個 體 對 該 創 新 形 成 好 惡 的 態 度  ( p e r s u a s i o n )； ( 3 )個 體 因 其

態 度 而 做 出 接 受 或 拒  絕 的 決 定 ( d e c i s i o n )； ( 4 )個 體 做 出 決 定

後 而 實 現 它  ( i m p l e m e n t a t i o n )； ( 5 )個 體 對 前 述 接 受 或 拒 絕 決

定 的 增 強 或 反 轉  ( c o n f i r m a t i o n ) 。 事 實 上 ， 個 體 對 此 創 新 的

整 個 決 定 過 程 可 以 用 創 新 接 受 程 度 ( i n n o v a t i v e n e s s )  來 表 示。 

一 般 而 言 ， 創 新 接 受 程 度 與 訊 息 的 溝 通 及 傳 播 有 關 ， 個

體 如 具 有 較 高 的 接 受 創 新 程 度 ， 他 們 能 在 較 短 時 間 內 吸 取 資

訊 ， 採 納 新 的 觀 念 與 事 物 來 改 變 原 有 的 認 知 與 行 為 ， 進 而 散

播 這 種 改 變 以 影 響 週 圍 的 團 體 和 個 人 ； 反 之 ， 個 體 如 具 有 較

低 的 創 新 接 受 程 度 ， 他 們 除 需 要 較 長 的 時 間 來 吸 取 資 訊 ， 考

慮 改 變 其 原 有 的 認 知 及 行 為 ， 甚 至 也 可 能 對 新 觀 念 或 事 物 的

接 受 與 傳 播 ， 產 生 抗 拒 及 排 斥 的 態 度  (陳 嘉 彌 ， 1 9 9 7 )。 不 同

個 體 對 新 觀 念 或 事 物 的 接 受 反 應 ， 具 有 程 度 與 時 間 上 的 差

異。此 種 差 異 的 形 成 係 來 自 個 體 本 身 所 具 有 的  ( i n t r i n s i c )  人

格 特 質  (如 認 知 、 經 驗 、 價 值 觀 、 好 惡 、 意 識 形 態 、 習 慣 等

等 ) 、 其 所 接 觸 外 在 的  ( e x t r i n s i c )  因 素 刺 激  ( 如 壓 力 、 現 實

利 益 、 環 境 、 媒 體 、 社 會 與 文 化 背 景 、 經 濟 誘 因 、 人 際 關 係

等 ) 、 及 其 兩 者 間 的 交 互 作 用 對 個 體 之 改 變 所 產 生 的 影 響 。

Z a l t m a n  ( 1 9 6 5 )  的 五 階 段 模 式  ( A  F i v e - s t a g e  M o d e l )  也 說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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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體 在 接 受 一 項 創 新 的 時 間 歷 程 中 ， 不 同 階 段 的 反 應 與 改

變，包 括 個 體 對 剛 接 觸 創 新 時 的 認 知  ( a w a r e n e s s )，進 而 對 其

產 生 興 趣  ( i n t e r e s t ) ， 而 後 對 這 項 創 新 做 相 關 的 評 估  

( e v a l u a t i o n ) ， 嘗 試 採 用 及 觀 察 結 果 ( t r i a l ) ， 最 後 才 做 是 否 接

受 的 決 定  ( f i n a l  a d o p t i o n )。 這 一 連 串 的 過 程 ， 個 體 本 身 即 會

產 生 明 顯 的，或 潛 在 的 改 變。個 體 在 接 受 創 新 的 改 變 過 程 中，

受 到 相 當 多 因 素 的 影 響 ， 個 體 對 某 項 創 新 的 反 應 程 度 ， 與 接

受 時 間 的 快 慢 ， 仍 可 大 致 歸 納 出 五 點 原 因 來 說 明 ： ( 1 )個 體 對

接 受 創 新 之 結 果 正 面 ( 利 ) ， 或 負 面 ( 弊 ) 的 預 期 心 理 影 響 ； ( 2 )

個 體 對 創 新 來 源 (如 知 名 度、專 家 意 見、其 他 人 之 改 變 結 果 等 )

的 信 賴 程 度； ( 3 )改 變 誘 因  (如 經 濟、人 際 關 係、生 涯 突 破 等 )  

與 個 體 間 關 係 之 本 質 與 強 弱； ( 4 )個 體 之 態 度 想 法 與 自 覺 的 交

互 影 響 ； 及 ( 5 )個 體 與 他 人 或 組 織 間 之 關 係 ( C h i n , 1 9 6 4 )。  

臺 灣 教 育 系 統 ， 尤 其 是 學 校 教 師 ， 對 於 各 項 教 育 創 新 的

接 受 程 度 ， 是 我 國 教 育 邁 進 的 重 要 關 鍵  (陳 律 盛 ， 2 0 0 9 )。 教

育 改 革 的 動 力 在 教 師 ， 教 育 品 質 的 關 鍵 也 在 教 師  (孫 志 麟 ，

1 9 9 1 )。教 師 的 角 色 由 被 動 的 接 受 者、執 行 者 轉 為 主 動 的 設 計

者 及 行 動 者 ， 未 來 的 教 師 必 需 同 時 扮 演 學 科 領 域 專 家 、 課 程

規 劃 者 、 課 程 發 展 協 商 者 、 教 學 研 究 者 、 教 育 改 革 者 等 角 色  

( 洪 福 財 ， 1 9 9 9 ) 。 現 今 教 改 使 教 師 的 專 業 自 主 性 大 為 增 加 ，

教 師 的 角 色 多 元 化，「 教 學 」是 教 師 行 為 的 核 心， 教 學 是 一 個

看 似 簡 單 ， 實 際 上 卻 是 相 當 複 雜 的 觀 念 和 行 動 。 由 於 教 學 是

一 個 複 雜 、 依 情 境 、 事 件 而 調 整 的 歷 程 ， 教 師 在 教 學 的 過 程

中 往 往 必 須 經 歷 許 多 的 決 定 ， 而 這 些 抉 擇 背 後 的 核 心 因 素 便

是 教 師 的 思 考 與 信 念 ， 這 些 思 考 與 信 念 也 是 教 師 創 造 及 維 持

學 習 環 境 的 能 力  (鄭 英 耀 、 黃 正 鵠 ， 1 9 9 6 )。  

 20



二 、 科 技 接 受 模 式  

科 技 接 受 模 式 是 根 據 理 性 行 為 理 論  ( T h e o r y  o f  

R e a s o n e d  A c t i o n ,  T R A )  及 計 畫 行 為 理 論  ( T h e o r y  o f  P l a n n e d  

B e h a v i o r ,  T P B ) ， 並 針 對 科 技 使 用 者 之 行 為 意 願 所 發 展 出 來

的 模 型  (吳 俞 朋 ， 2 0 1 2 )。 D a v i s  ( 1 9 8 6 )  所 提 出 來 的 科 技 接 受

模 式 ， 是 根 據 理 性 行 動 理 論  ( T R A )  為 基 礎 ， 是 針 對 科 技 使

用 行 為 方 面 所 發 展 出 來 的 理 論 模 式 ， 其 目 的 是 要 提 出 一 個 一

般 化 的 理 論 來 解 釋 個 體 對 於 科 技 接 受 度 的 影 響 因 素 ， 用 來 說

明 使 用 者 對 科 技 接 受 使 用 行 為  ( D a v i s  e t  a l . ,  1 9 8 9 b )。 D a v i s  

( 1 9 8 9 a )  所 提 出 的 科 技 接 受 模 式 是 一 個 專 門 針 對 科 技 使 用 行

為 發 展 的 模 式 ， 認 為 個 人 對 於 科 技 或 系 統 「 知 覺 有 用 性 」 與

「 知 覺 易 用 性 」 是 影 響 個 人 系 統 使 用 態 度 的 兩 個 重 要 信 念 ，

而 對 於 系 統 使 用 的 態 度 ， 又 進 而 影 響 其 系 統 使 用 意 向 與 系 統

使 用 的 行 為。根 據 T R A理 論，一 個 人 從 事 特 定 行 為  ( b e h a v i o r )  

乃 是 取 決 於 執 行 這 種 行 為 的 行 為 意 圖  ( b e h a v i o r a l  

i n t e n t i o n )。 F i s h b e i n與 A j z e n  ( 1 9 7 5 )  所 發 展 出 來 的 理 性 行 動

理 論 ， 被 廣 泛 用 來 解 釋 「 態 度 」 與 「 行 為 」 關 係 )， 用 來 預 測

和 瞭 解 人 類 的 行 為 。 根 據 F i s h b e i n 與 A j z e n  ( 1 9 7 5 )  的 主 張 ，

個 人 的 「 實 際 行 為 」 取 決 於 其 本 身 之 「 行 為 意 圖 」 ， 而 個 人

的「 行 為 意 圖 」則 受 到「 態 度 」與「 主 觀 規 範 」的 共 同 影 響 ，

其 中 「 態 度 」 又 受 到 一 些 外 部 變 數 所 影 響 ， 在 這 些 外 部 變 數

當 中 ， 最 主 要 的 是 本 身 對 某 些 特 定 行 為 的 想 法 或 是 評 價 ， 也

就 是 說 個 人 對 於 行 為 意 圖 具 有 越 正 向 的 態 度 ， 則 此 人 對 於 從

事 該 項 工 作 的 行 為 意 圖 就 越 強 烈。反 言 之，如 果 態 度 越 負 面，

則 其 行 為 意 圖 就 越 薄 弱 ； 再 來 「 主 觀 規 範 」 是 根 據 規 範 信 念

和 動 機 之 間 的 相 互 影 響 所 衡 量 取 決 出 來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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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a v i s  ( 1 9 8 9 )  採 用 T R A  ( T h e o r y  o f  R e a s o n e d  A c t i o n ,  

T R A )理 論 的 因 果 關 係 解 釋 個 人 對 於 資 訊 科 技 接 受 的 行 為，發

展 出 科 技 接 受 模 式 並 提 出 科 技 接 受 模 式  ( T e c h n o l o g y  

A c c e p t a n c e  M o d e l ,  T A M )  理 論 ， 是 目 前 最 常 用 於 探 討 使 用 者

對 新 的 科 技 接 受 度 的 理 論 模 型 ， 其 目 的 在 於 普 遍 性 的 解 釋 使

用 者 對 於 資 訊 科 技 接 受 程 度 的 決 定 性 因 素 ， 以 理 論 驗 證 並 說

明 大 多 數 的 科 技 使 用 行 為 。 其 理 論 基 礎 為 瞭 解 外 部 因 素 對 使

用 者 內 部 的 信 念 ( b e l i e f s )、態 度  ( a t t i t u d e )  與 意 圖  ( i n t e n t i o n )  

的 影 響 ， 及 這 些 內 部 因 素 進 一 步 影 響 科 技 使 用 的 情 形  ( 吳 俞

朋 ， 2 0 1 2 )。 T A M理 論 特 別 之 處 有 兩 個 ： 一 為 導 入 兩 個 認 知 信

念  (認 知 易 用 性 、 認 知 有 用 性 )； 二 為 捨 棄 T R A中 行 為 規 範 的

規 範 性 信 念 與 順 從 的 意 願 。 D a v i s  e t  a l .  ( 1 9 8 9 )  認 為 ， 在 T R A

理 論 中 主 觀 規 範 是 最 不 容 易 理 解 的 構 面 ， 因 此 ， T A M理 論 中

僅 保 留 了 「 使 用 態 度 」 構 面 ， 其 透 過 「 使 用 意 願 」 來 影 響 實

際 使 用 系 統 的 行 為 。 知 覺 易 用  ( p e r c e i v e d  e a s e  o f  u s e ,  P E )：

意 指 使 用 者 知 覺 到 科 技 容 易 使 用 的 程 度 ， 當 使 用 者 知 覺 到 科

技 愈 容 易 使 用 ， 則 使 用 科 技 的 態 度 也 會 愈 正 向 ； 知 覺 有 用  

( p e r c e i v e d  u s e f u l n e s s ,  P U )：意 指 使 用 者 主 觀 地 認 為 使 用 此 科

技 對 於 工 作 表 現 及 未 來 的 助 益 ； 使 用 意 圖  ( b e h a v i o r a l  

i n t e n t i o n  t o  u s e ,  B I )： T A M假 設 資 訊 系 統 的 使 用 決 定 於 使 用

意 圖 ， 使 用 者 從 事 使 用 的 意 圖 程 度 ， 所 提 出 的 衡 量 項 目 如 願

意 使 用 與 希 望 使 用 ； 使 用 態 度  ( a t t i t u d e  t o w a r d  U s i n g ,  A )  意

指 使 用 者 使 用 資 訊 科 技 的 態 度 ， 同 時 受 知 覺 有 用 與 知 覺 易 用

性 影 響 。 當 使 用 者 察 覺 到 系 統 有 用 性 愈 高 ， 則 對 系 統 所 持 的

態 度 會 更 趨 向 正 面 。 F i s h b e i n 與 A j z e n  ( 1 9 7 5 )  認 為 使 用 者 個

人 的 知 覺 行 為 控 制 會 影 響 到 科 技 的 使 用 意 圖 ， 其 中 個 人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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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能 力 、 知 識 、 機 會 、 資 源 等 會 影 響 其 對 系 統 能 否 由 自 己 操

控 與 否 的 知 覺； N e l s o n與 C h e n c y  ( 1 9 8 7 )  的 研 究 指 出，個 人 運

用 電 腦 的 能 力 和 其 是 否 能 接 受 資 訊 產 品 有 很 高 的 關 聯 性 ， 使

用 者 所 具 備 的 基 本 素 養 能 力 越 高 ， 其 對 於 新 產 品 的 接 受 意 願

會 較 強 ； Ta y l o r與 To d d  ( 1 9 9 5 )  在 其 研 究 中 也 發 現 ， 使 用 者 個

人 的 系 統 使 用 經 驗 與 所 獲 得 的 教 育 訓 練 ， 會 影 響 其 對 系 統 使

用 的 接 受 度 ， 亦 即 ， 教 育 訓 練 主 要 的 目 的 是 為 了 要 增 加 使 用

者 對 於 系 統 使 用 的 經 驗 與 提 升 對 系 統 相 關 知 能 與 技 巧 ， 增 強

使 用 者 對 系 統 操 作 的 自 信 ， 進 而 提 高 其 對 系 統 的 接 受 程 度 。  

綜 觀 上 述 ， 可 推 知 個 體 在 接 觸 一 項 新 的 觀 念 或 事 物 時 ，

會 產 生 接 受 、 轉 換 、 拒 絕 等 不 同 向 度 與 程 度 的 反 應 ， 而 造 成

其 態 度 或 行 為 的 改 變 。 教 師 在 其 教 學 生 涯 中 ， 對 創 新 的 教 學

理 念 、 設 計 、 策 略 、 傳 播 媒 體 等 教 學 科 技 之 態 度 ， 亦 會 因 年

齡 增 長 ， 教 學 經 驗 的 累 積 ， 環 境 與 人 際 的 刺 激 等 因 素 而 產 生

改 變 ， 這 種 改 變 可 能 是 正 面 的  ( p o s i t i v e  c h a n g e )， 或 是 負 面

的  ( n e g a t i v e  c h a n g e ) ； 也 可 能 是 立 即 的  ( i m m e d i a t e  

c h a n g e ) ， 或 遲 緩 的  ( s l o w  c h a n g e ) ， 這 種 對 教 學 科 技 態 度 或

行 為 的 改 變 和 教 師 本 身 之 創 新 接 受 程 度 有 密 切 的 關 係  ( 陳 嘉

彌 ， 1 9 9 7 )； 從 科 技 接 受 模 式 相 關 研 究 文 獻 中 也 得 知 ， 使 用 者

的 網 路 素 養 越 高 時 ， 其 對 於 系 統 所 持 的 態 度 會 較 正 向 ， 對 於

系 統 的 接 受 度 也 較 高 ； 由 此 可 以 推 論 ， 國 中 教 師 對 歷 史 教 學

的 態 度  (知 覺 有 用 性 與 知 覺 易 用 性 態 度 較 佳 )、基 本 歷 史 認 知

能 力 素 養 、 歷 史 技 能 能 力 等 ， 這 些 特 質 會 直 接 影 響 其 對 歷 史

教 學 的 接 受 度 。 教 師 的 教 學 理 念 、 態 度 與 內 容 ， 進 而 影 響 歷

史 教 學 的 速 度 及 成 效 ； 對 教 師 在 歷 史 教 學 而 言 ， 這 種 特 質 更

會 影 響 其 接 觸 一 項 「 新 」 的 教 學 認 知 、 採 納 使 用 的 意 願 ， 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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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對 歷 史 教 學 接 受 程 度 等 關 係 。  

貳 、 歷 史 教 學 接 受 度 的 認 知 因 素  

認 知  ( c o g n i t i o n )  是 指 個 人 對 來 自 外 在 世 界 刺 激 的 選

擇 、 評 估 與 組 織 的 內 在 過 程 ， 介 紹 歷 史 教 學 接 受 度 的 認 知 之

前 ， 應 先 對 教 師 的 教 學 專 業 認 知 加 以 了 解 。 教 師 專 業 知 能 的

內 涵 包 括 二 部 分 ： 一 為 豐 富 的 教 育 專 業 知 能 ； 另 一 為 嫻 熟 的

教 學 推 理 能 力 。 豐 富 的 教 育 專 業 知 能 又 可 分 為 一 般 教 育 專 業

知 識 及 教 材 相 關 專 業 知 識 。 一 般 教 育 專 業 知 識 是 指 教 師 對 一

般 教 學 知 識 、 教 育 目 的 、 學 生 身 心 發 展 及 教 育 脈 絡 的 瞭 解 ，

以 進 行 專 業 化 的 教 學 活 動 。 教 材 相 關 專 業 知 識 是 指 教 師 要 熟

悉 教 材 內 容 、 教 材 教 法 及 課 程 內 容 知 識 ， 以 便 利 用 最 有 效 的

方 式 ， 促 使 學 生 達 到 教 學 目 標 。 嫻 熟 的 教 學 推 理 能 力 是 教 師

將 教 材 內 容 轉 化 為 實 際 教 學 的 能 力 ， 將 困 難 的 教 材 內 容 轉 化

成 有 系 統 、 有 結 構 的 學 習 內 容 ， 使 不 同 能 力 及 背 景 的 學 生 ，

能 夠 容 易 的 學 習 ， 以 提 升 教 學 效 果 及 教 學 品 質  ( 單 文 經 ，

1 9 9 0 ) 。 簡 茂 發 等  ( 1 9 9 7 ) 指 出 中 小 學 教 師 應 具 備 的 基 本 素 質

共 可 分 為 五 項 ， 分 別 為 普 通 素 養 、 專 業 知 能 、 專 業 態 度 、 人

格 特 質 及 專 門 學 科 素 養 。 茲 分 述 如 下 ：  

一 、 普 通 素 養 ： 教 師 不 僅 要 對 學 生 、 社 會 環 境 有 所 瞭 解 ， 並

且 要 體 認 新 思 想 、 文 化 及 藝 術 表 現 的 價 值 ，

所 以 教 師 應 具 備 一 般 、 人 文 及 科 技 的 素 養 。  

二 、 專 業 知 能 ： 教 師 需 要 專 業 知 識 及 能 力 ， 如 擁 有 教 育 理 論

基 礎 、 課 程 與 教 材 、 教 學 方 法 、 教 育 管 理 、

學 習 與 發 展 、 教 學 能 力 、 輔 導 能 力 、 行 政 能

力 、 溝 通 能 力 與 研 究 能 力 。  

三 、 專 業 態 度 ： 教 師 要 對 教 育 有 責 任 感 、 擁 有 教 育 熱 忱 、 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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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 奉 獻 精 神 及 良 好 的 學 習 態 度 。  

四 、 人 格 特 質 ： 成 功 的 教 師 具 有 一 些 獨 特 的 人 格 特 質 ， 包 括

個 性 、 情 緒 及 待 人 處 世 之 道 ， 而 這 些 特 質 可

以 幫 助 教 師 做 更 有 效 的 教 學 ， 可 以 提 升 學 生

的 學 習 效 果 。  

五 、 專 門 學 科 素 養 ： 教 師 應 對 專 門 科 目 有 專 業 的 瞭 解 ， 其 中

包 括 專 門 的 教 材 教 法 、 知 識 、 技 能 、 學 術 研

究 、 行 政 管 理 、 教 學 設 計 及 評 量 等 內 容 ， 才

能 使 學 生 獲 得 最 好 的 學 習 效 果 。  

    教 育 是 一 種 專 業 ， 教 師 則 透 過 普 通 素 養 、 專 業 知 能 、 專

業 態 度、人 格 特 質 及  專 門 學 科 素 養 等 教 學 能 力 來 落 實 教 育 目

標。綜 合 以 上 所 述，教 師 對 歷 史 教 學 的 專 業 知 能、專 門 素 養 、

教 學 概 念 、 課 程 的 整 體 認 知 、 總 綱 認 知 、 及 領 域 認 知 等 認 知

能 力 的 不 足 ， 將 會 影 響 其 對 歷 史 教 學 的 信 念 及 態 度 ， 進 而 影

響 其 對 歷 史 教 學 的 接 受 度 。  

参 、 歷 史 教 學 接 受 度 的 情 意 因 素  

情 意  ( a f f e c t i v e )  是 一 種 心 理 狀 態 或 情 緒 傾 向 ， 可 能 是

正 面 讚 許 的 態 度 表 示 ， 也 可 能 是 負 面 反 感 的 反 應 ， 教 師 在 教

學 過 程 中 ， 是 否 能 以 正 面 讚 許 的 教 學 態 度 ， 讓 學 習 者 能 在 學

習 中 ， 隨 著 教 師 教 學 策 略 而 獲 得 一 致 的 學 習 成 效 。  

徐 式 寬  ( 2 0 0 2 )  認 為 學 生 情 意 態 度 必 須 透 過 師 生 反 應 互

動 來 觀 察 。 林 寶 山  ( 1 9 8 8 )  認 為 必 須 要 能 適 當 的 管 理 學 生 參

與 課 程 時 的 學 習 情 意 ， 長 時 間 的 培 養 ， 才 能 引 導 學 生 優 秀 的

道 德 品 格 ， 有 效 達 成 學 生 情 意 領 域 的 學 習 目 標 ， 並 改 變 學 生

學 習 的 價 值 觀 。 尤 其 對 於 國 中 小 階 段 學 生 ， 尚 未 如 大 學 生 品

格 定 型 ， 所 以 態 度 的 養 成 往 往 比 知 識 傳 遞 更 重 要 。 詹 棟 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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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9 2 )  則 認 為 教 育 人 員 的 專 業 精 神 應 表 現 在 以 下 方 面 ： ( 1 )

教 學 的 興 趣 。 ( 2 ) 莊 重 的 態 度 。 ( 3 ) 高 度 的 理 想 。 ( 4 ) 待 人 的 熱

情 。 教 師 的 角 色 相 當 複 雜 ， 既 是 學 童 的 保 姆 、 引 導 學 習 的 專

家 ， 亦 是 社 區 與 教 育 專 業 的 成 員 ， 更 是 文 化 價 值 的 代 表 和 道

德 品 格 的 楷 模  (張 春 興 、 林 清 山 ， 1 9 8 9 )。 理 想 的 教 師 應 是 心

中 充 滿 教 育 愛 的 經 師 和 人 師 ， 能 體 察 不 同 的 教 育 環 境 對 於 學

生 的 影 響 ， 而 且 習 以 開 放 、 科 學 、 專 業 及 求 善 的 態 度 與 學 生

互 動，更 能 積 極 配 合 學 校 行 政，盡 己 所 能 的 參 與 行 政 服 務  (王

文 科 等 著 ， 2 0 0 0 )。 歷 史 教 師 要 做 好 學 校 的 教 學 和 行 政 工 作 ，

需 要 有 許 多 外 在 條 件 的 配 合 ， 但 是 更 重 要 的 是 個 人 內 在 的 理

念 和 態 度 。 除 了 不 斷 提 升 專 業 知 識 之 外 ， 歷 史 教 師 需 要 能 夠

保 持 高 度 的 服 務 熱 忱 ， 樂 意 付 出 且 具 有 責 任 感 ， 讓 學 校 更 為

進 步 。 身 為 一 名 稱 職 的 歷 史 教 師 ， 基 本 上 須 具 備 有 吃 苦 耐 勞

的 堅 強 韌 性 、 高 度 的 敬 業 熱 忱 以 及 無 私 的 服 務 態 度 。 一 般 學

校 課 程 中 要 實 施 情 意 領 域 教 學 ， 達 到 情 意 領 域 教 學 目 標 ， 需

要 長 時 間 的 培 養 ， 十 分 不 容 易 ， 教 師 必 須 時 時 注 意 學 生 的 反

應 ， 傳 統 課 程 中 ， 根 據 黃 光 國  ( 1 9 9 0 ) 、 黃 光 雄  ( 1 9 8 8 ) 書 中

所 提 出 教 學 策 略 有 三 種 ： 示 範 、 相 近 、 增 強 ， 其 用 於 歷 史 課

教 學 之 說 明 如 下 ：  

一 、 示 範  ( m o d e l i n g )： 靠 著 模 仿 來 讓 學 生 學 習 ， 也 就 是 一 種

藉 著 觀 察 他 人 而 學 習 行 為 的 方 式 ， 通

常 模 仿 的 榜 樣 是 老 師 本 身 。  

二 、 相 近  ( c o n t i g u i t y ) ： 營 造 和 學 生 所 追 求 的 行 為 相 近 的 種

種 條 件 。 例 如 ： 我 們 想 要 增 進 學 生 的

反 應 ， 則 我 們 應 該 設 法 準 備 會 產 生 這

種 反 應 的 相 近 情 境 條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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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增 強  ( r e i n f o r c e m e n t )： 依 據 學 生 的 行 為 而 使 用 正 面 或 負

面 的 刺 激 。 一 般 老 師 採 用 的 增 強 有 兩

種 ： 正 增 強 與 負 增 強 。 正 增 強 是 學 生

完 成 教 師 指 定 的 行 為 後 ， 給 予 積 極 的

刺 激 ； 負 增 強 則 是 學 生 做 出 非 規 範 性

的 行 為 後 ， 教 師 給 予 其 所 厭 惡 的 刺

激 。 換 句 話 說 ， 正 增 強 與 酬 賞 相 同 ，

而 負 增 強 即 是 懲 罰 。  

黃 國 安 和 楊 家 豪  ( 2 0 0 4 )  提 到 要 了 解 學 生 的 情 意 態 度 ，

大 多 數 都 是 從 課 堂 即 時 互 動 中 ， 觀 察 學 生 的 行 為 和 紀 錄 來 推

測 ， 從 即 時 互 動 的 引 導 糾 正 才 能 讓 學 生 有 良 好 的 學 習 情 意 ，

進 而 引 導 學 生 達 到 情 意 學 習 的 目 標 。  

綜 合 上 述 ， 情 意 教 學 成 功 的 關 鍵 ， 在 於 能 將 原 屬 認 知 層

面 的 規 範 與 律 則 深 入 學 生 心 裡 ， 內 化 為 人 格 的 特 質 ， 而 能 表

現 自 發 性 的 行 為 ， 在 教 學 活 動 中 ， 必 須 提 供 學 生 探 索 情 意 ，

解 決 衝 突 的 機 會，指 導 學 生 了 解 自 己 的 感 受 與 情 意，並 能「 設

身 處 地 」、「 推 己 及 人 」，推 想 並 體 諒 他 人 的 感 受 與 情 意  (蔡 宗

憲 ， 2 0 0 9 )。 所 以 ， 教 師 在 歷 史 教 學 中 ， 是 否 能 以 正 面 讚 許 的

教 學 態 度 ， 讓 學 習 者 能 在 歷 史 學 習 中 ， 感 受 到 老 師 熱 忱 、 友

善 態 度 、 親 切 行 為 、 溫 暖 關 懷 等「 教 學 關 懷 」， 以 及 讓 學 生 參

與 上 課 方 式 、 選 擇 學 習 內 容 、 設 計 適 宜 的 課 程 等 的 「 教 學 指

導 」與 合 理 的「 教 學 管 理 」， 隨 著 教 師 教 學 策 略 而 獲 得 一 致 的

學 習 成 效 ， 是 整 個 教 學 中 ， 非 常 重 要 的 一 環 。  

肆 、 歷 史 教 學 接 受 度 的 技 能 因 素  

技 能 是 一 種 習 得 能 力 ， 具 體 可 見 的 外 在 動 作 或 行 為 表

現 ， 一 般 而 言 ， 技 能 教 學 的 基 本 步 驟 是 「 講 解 →示 範 →練 習

 27



→改 正 →再 練 習 」。  

從 行 為 主 義 的 觀 點 來 看 ， 學 習 動 作 技 能 是 連 鎖 化 的 學

習 ， 把 多 個 分 別 建 立 的 刺 激 與 反 應 連 結 依 照 順 序 串 連 起 來 ，

就 是 學 會 了 某 種 的 動 作 技 能  (張 春 興 、 林 清 山 ， 1 9 8 9 )。 歷 史

教 師 的 專 業 技 能 層 面 有 教 學 技 能 、 行 政 管 理 技 能 、 班 級 經 營

與 學 生 輔 導 技 能 。  

F i t t s 與 P o s n e r  ( 1 9 6 7 )  指 出 適 當 動 作 技 能 的 學 習 需 要 經

過 認 知 期、定 位 期 與 自 動 期 三 個 階 段。而 第 一 階 段 是 認 知 期，

所 有 技 能 都 需 要 技 能 應 用 時 機 與 應 用 方 式 的 知 識 ， 技 能 越 複

雜 ， 認 知 的 時 間 就 越 長 。 在 認 知 期 間 ， 學 習 者 需 要 老 師 的 教

導 ， 了 解 技 能 本 身 的 意 義 、 功 能 、 應 用 的 環 境 等 相 關 知 識 ，

老 師 依 序 演 示 操 作 步 驟 ， 讓 學 生 知 道 正 確 的 動 作 ， 第 二 階 段

是 定 位 期 ， 在 此 階 段 隨 著 技 能 的 多 次 練 習 ， 整 個 技 能 的 動 作

漸 趨 固 定 ， 可 以 精 準 無 誤 ， 此 時 即 為 定 位 期 。 在 動 作 技 能 的

學 習 過 程 ， 學 習 者 必 須 反 覆 練 習 ， 藉 由 回 饋 以 修 正 ， 以 達 到

完 全 正 確 。 第 三 階 段 是 自 動 期 ， 當 技 能 的 動 作 連 鎖 自 動 化 ，

無 論 是 肢 體 動 作 或 工 具 使 用 都 能 不 需 要 思 考 就 馬 上 反 應 ， 此

階 段 即 為 自 動 期  (蔡 秉 燁 、 王 培 卉 ， 2 0 0 2 )。  

R o m i s z o w s k i 1  ( 1 9 9 7 )  也 將 動 作 技 能 的 教 學 過 程 分 為 三

階 段，並 以 複 製 性  ( r e p r o d u c t i v e )  與 創 造 性  ( p r o d u c t i v e )  作

為 區 別 動 作 技 能 的 屬 性 ， 在 教 學 過 程 中 ， 屬 性 相 異 的 動 作 技

能 各 有 其 適 用 之 教 學 策 略 ： 第 一 階 段 是 傳 授 知 識 內 容 ， 在 此

階 段 中 要 讓 學 習 者 瞭 解 為 什 麼 要 執 行 動 作 、 何 時 執 行 以 及 如

何 執 行 的 知 識 。 複 製 性 高 的 動 作 技 能 ， 其 教 學 策 略 以 說 明 知

識 內 容 為 主 ， 探 索 方 法 為 輔 。 創 造 性 高 的 動 作 技 能 ， 其 教 學

策 略 偏 重 於 探 索 方 法 ， 尤 其 是 必 須 包 含 原 則 性 知 識 的 學 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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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階 段 是 練 習 與 應 用 ， 此 階 段 中 由 教 學 者 示 範 ， 令 初 學 者

練 習 剛 教 過 的 動 作 技 能 ， 並 陳 列 出 正 確 和 錯 誤 的 實 例 ， 以 分

辨 最 好 的 方 法 。 無 論 對 於 複 製 性 高 或 創 造 性 高 的 動 作 技 能 ，

其 教 學 策 略 都 是 從 步 驟 的 分 解 與 示 範 開 始 ， 進 一 步 解 釋 關 鍵

概 念 ， 令 初 學 者 反 覆 練 習 。 第 三 階 段 是 發 展 熟 練 程 度 ， 此 階

段 中 將 動 作 轉 化 為 可 控 制 的 、 自 動 化 的 ， 並 且 歸 納 應 用 的 方

式 。 複 製 性 高 的 動 作 技 能 ， 其 教 學 策 略 為 監 控 整 個 任 務 的 練

習 ， 教 學 者 持 續 訓 練 學 習 者 ， 並 且 依 其 行 為 表 現 做 出 適 當 回

饋  (蔡 秉 燁 、 王 培 卉 ， 2 0 0 2 )。 創 造 性 高 的 動 作 技 能 ， 其 教 學

策 略 以 探 索 方 法 為 主 ， 引 導 學 習 者 從 事 問 題 解 決 ， 教 學 者 亦

需 要 持 續 對 學 習 成 果 做 出 回 饋 。 然 而 ， 在 技 能 教 學 過 程 常 見

的 問 題 有 ： ( 1 )教 師 專 業 程 度 良 莠 不 齊  ( 2 )教 師 分 身 乏 術 ， 無

法 對 每 一 位 學 生 進 行 回 饋 ， 以 更 正 技 能 表 現  (李 建 嶠 、 蔡 錫

濤 ， 1 9 9 5 )。  

綜 上 所 述 ， 在 歷 史 教 學 過 程 中 ， 技 能 的 學 習 ， 必 須 透 過

老 師 的 示 範 講 解 ， 提 供 學 習 者 模 仿 練 習 ， 故 本 研 究 的 技 能 因

素 是 指 在 歷 史 教 學 活 動 中 ， 教 師 是 否 因 對 教 學 內 容 及 教 材 的

不 熟 悉 任 而 導 致 專 業 技 能 不 熟 練 、 無 法 做 出 正 確 的 動 作 示 範

或 專 業 度 不 佳 等 技 能 因 素 ， 而 影 響 對 於 歷 史 教 學 的 接 受 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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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文 獻 探 討 對 本 研 究 的 啟 示  

近 年 來 媒 體 紛 紛 報 導 學 生 、 家 長 甚 或 立 法 委 員 抱 怨 教 科

書 開 放 後 ， 即 在 「 一 綱 多 本 」 的 架 構 下 ， 學 生 要 猛 K 各 版 教

科 書，苦 不 堪 言。撇 開 教 科 書 的 好 壞 問 題，對 歷 史 科 而 言，「 一

綱 多 本 」不 會 減 輕 學 生 的 學 習 負 擔，但 只 要 有 好 的 配 合 措 施，

可 以 給 學 生 合 理 而 有 意 義 的 負 擔 。 至 少 我 們 希 望 學 生 是 輕 鬆

的 讀 很 多 書 ， 而 不 是 很 痛 苦 的 去 背 一 本 書 。 對 於 教 師 而 言 ，

我 們 知 道 在 教 學 中 ， 教 師 與 學 生 為 教 學 情 境 的 兩 大 主 體 ， 教

學 是 師 生 共 同 參 與 的 一 種 學 習 歷 程 ， 其 中 教 師 可 說 是 學 生 學

習 的 推 動 者 ， 因 而 教 師 素 質 的 優 劣 更 是 影 響 教 育 結 果 的 關 鍵

因 素 。 許 錫 珍 （ 1 9 7 9） 的 研 究 指 出 ， 教 師 不 僅 是 決 定 班 級 氣

氛 的 主 要 力 量 ， 其 對 學 生 的 態 度 和 行 為 表 現 ， 更 可 能 影 響 學

生 的 學 業 成 就 以 及 他 和 班 上 同 學 的 人 際 關 係。 B r o p h y（ 1 9 8 7）

也 提 到 ， 教 師 的 態 度 與 想 法 會 直 接 或 間 接 透 過 行 動 傳 達 給 學

生，再 透 過 社 會 性 的 作 用 而 影 響 學 生 的 動 機。根 據 上 述 所 言，

可 發 現 教 師 所 持 的 教 學 態 度 ， 會 透 過 其 本 身 所 表 現 出 來 的 行

為 ， 在 與 學 生 的 互 動 過 程 中 影 響 到 學 生 行 為 與 教 學 成 效 ， 教

師 所 持 的 教 學 態 度 對 學 生 具 有 一 定 的 影 響 力 。   

這 幾 年 歷 史 教 學 所 面 臨 的 挑 戰 主 要 有 二 ： 教 改 所 帶 動 的

「 教 」與「 學 」的 位 置 的 改 變 ， 以 及 e化 教 學 所 引 發 的 教 育 改

革 。 對 於 前 者 而 言 ， 教 師 在 教 學 中 的 位 置 從 站 到 講 台 中 間 的

講 者， 轉 換 為 站 在 一 旁 的 引 導 者。 在 教 學 設 計 中，「 學 生 學 習

的 歷 程 」取 代 了「 教 師 教 學 的 歷 程 」。即 學 生 應 從 其 生 活 中 的

興 趣 出 發 ， 而 提 出 問 題 ， 教 師 在 旁 輔 導 ， 進 而 導 向 一 套 既 有

的 知 識 體 系。就 後 者 的 e化 教 學 而 言，教 學 網 站 不 應 該 只 是 資

訊 的 提 供 者 ， 也 應 加 強 知 識 導 覽 的 設 計 ， 使 瀏 覽 者 能 在 「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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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學 」。 在 過 去 的 相 關 研 究 中，大 多 針 對 教 學 模 式 之 研 究，對

於 教 師 教 學 接 受 度 少 有 研 究 ， 如 果 能 針 對 國 中 教 師 進 行 探

討 ， 對 提 昇 國 中 歷 史 教 學 應 有 其 正 面 意 義 。  

    本 研 究 依 據 R o s e n b e r g 與 H o v l a n d  ( 1 9 6 0 )  態 度 理 論 發 展

過 程 ， 編 製 國 中 教 師 歷 史 教 學 接 受 度 中 文 版 量 表 ， 問 卷 包 含

「 基 本 資 料 」、「 國 中 教 師 歷 史 教 學 接 受 度 」 等 二 類 資 料 ， 並

依 研 究 架 構 考 量 到 認 知 、 情 意 、 技 能 三 個 部 份 ， 相 較 其 他 領

域 接 受 度 來 說 ， 歷 史 教 學 上 並 無 做 過 接 受 度 的 研 究 ， 但 為 了

使 臺 灣 歷 史 教 育 推 動 順 利 ， 期 許 未 來 有 更 多 人 從 事 這 方 面 的  

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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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三 章   研 究 方 法  

本 章 依 據 研 究 動 機 背 景 及 目 的 ， 以 及 相 關 文 獻 之 探 討 ，

作 為 研 究 的 架 構 基 礎 。 以 文 獻 分 析 及 問 卷 調 查 為 主 要 之 研 究

方 法 ， 首 先 針 對 樣 本 對 象 實 施 問 卷 調 查 ， 所 得 之 結 果 數 據 進

行 統 計 分 析 ， 研 究 結 果 與 相 關 文 獻 進 行 探 討 分 析 ， 本 章 研 究

方 法 共 分 為 五 節 ： 第 一 節 、 研 究 架 構 ； 第 二 節 、 研 究 實 施 程

序 ； 第 三 節 、 研 究 對 象 ； 第 四 節 、 研 究 工 具 ； 第 五 節 、 資 料

處 理 ， 依 序 分 節 敘 述 。  

第 一 節   研 究 架 構  

本 研 究 之 主 要 目 的 是 希 望 透 過 嚴 謹 的 研 究 方 法， 編 製 中

文 版 「 國 中 社 會 領 域 歷 史 科 教 學 接 受 度 量 表 」，  將 以 結 構 方

程 模 式  ( s t r u c t u r a l  e q u a t i o n  m o d e l i n g ) 之 驗 證 性 因 素 分 析  

( c o n f i r m a t o r y  f a c t o r  a n a l y s i s )  來 驗 證 本 量 表 的 信 度 與 聚 合

效 度 、 區 別 效 度 ， 依 據 研 究 動 機 與 目 的 及 綜 合 文 獻 探 討 與 分

析 ， 茲 將 本 研 究 的 研 究 架 構 設 計 圖 如 3 - 1 所 示 ：  

 

技 能  

情 意  

認 知  

歷 史 教 學

接 受 度  

 

 

 

 

 

 

 

 

圖 3 - 1 研 究 架 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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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研 究 實 施 程 序  

蒐 集 及 研 讀 相 關 文 獻，增 進 對 國 中 社 會 領 域 歷 史 教 學 相

關 研 究 之 了 解 ， 決 定 研 究 主 題 ， 撰 寫 問 卷 作 為 研 究 工 具 ， 經

預 試 的 問 卷 ， 篩 選 修 正 題 目 ， 考 驗 其 信 度 、 效 度 ， 確 定 量 表

題 目 ， 編 製 成 正 式 問 卷 。 研 究 過 程 以 「 問 卷 調 查 」 為 主 ， 依

本 研 究 需 要 選 取 研 究 樣 本 ， 並 實 施 正 式 問 卷 調 查 ， 問 卷 調 查

以 委 託 方 式 或 本 人 親 自 進 行 施 測 ， 且 於 施 測 前 必 須 取 得 受 試

者 的 同 意 。 問 卷 回 收 後 ， 檢 視 並 予 以 分 類 ， 將 資 料 輸 入 電 腦

建 檔 處 理 ， 再 進 行 資 料 分 析 ， 並 以 統 計 考 驗 研 究 假 設 ， 以 了

解 研 究 結 果 。 將 研 究 結 果 撰 寫 論 文 ， 提 出 研 究 結 論 與 建 議 ，

以 完 成 本 研 究 論 文 。 本 研 究 流 程 如 圖 3 - 2 所 示 ：  

 

 

 

 

 

 

 

 

 

 

 

 

圖 3 - 2 研 究 流 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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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 蒐 集 相 關 文 獻  

利 用 全 國 博 碩 士 論 文 資 訊 網 、 中 文 期 刊 電 子 服 務  

( C E P S )、 中 華 民 國 期 刊 論 文 索 引 系 統 、 圖 書 館 教 育 資 料 光 碟

系 統  ( e d u c a t i o n a l  r e s o u r c e s  i n f o r m a t i o n  c e n t e r； E R I C )、 中

國 期 刊 網 、 P r o Q u e s t、 E B S C O h o s t 等 系 統 ， 針 對 相 關 文 獻 資

料 進 行 蒐 集 及 整 理 ， 建 立 主 要 研 究 架 構 ， 決 定 研 究 主 題 。  

貳 、 研 究 主 題  

經 蒐 集 及 分 析 文 獻 後 ， 並 發 現 國 中 教 師 對 教 學 接 受 度 相

關 研 究 ， 大 多 注 重 一 般 學 科 ， 缺 乏 國 中 教 師 歷 史 教 學 接 受 度

量 表 ， 決 定 本 研 究 主 題 。  

叁 、 編 製 研 究 工 具  

發 展 問 卷 作 為 研 究 工 具 。 本 研 究 依 據 R o s e n b e r g 與

H o v l a n d  ( 1 9 6 0 )  態 度 理 論 發 展 過 程 ， 編 製 國 中 社 會 領 域 歷 史

科 教 學 接 受 度 中 文 版 量 表 ， 並 依 研 究 架 構 考 量 到 認 知 、 情 意

、 技 能 三 個 部 份 。  

在 問 卷 回 收 後 ， 經 項 目 分 析 、 探 索 性 因 素 分 析 篩 選 及 修

正 後 ， 編 製 成 正 式 問 卷 ， 作 為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工 具 。  

肆 、 進 行 問 卷 施 測  

在 調 查 研 究 過 程 中 以 「 問 卷 調 查 」 為 主 ， 決 定 研 究 樣 本

後 ， 事 先 拜 訪 本 研 究 之 相 關 學 生 之 導 師 ， 懇 請 惠 予 協 助 ， 發

下 問 卷 ， 並 於 結 束 後 協 助 回 收 。  

伍 、 電 腦 資 料 處 理  

問 卷 回 收 檢 視 後 ， 輸 入 電 腦 建 檔 處 理 ， 再 以 統 計 分 析 考

驗 進 行 資 料 分 析 。  

陸 、 撰 寫 論 文 報 告  

將 研 究 結 果 撰 寫 論 文 ， 提 出 結 論 與 建 議 ， 完 成 論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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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研 究 對 象  

壹 、 研 究 樣 本  

研 究 樣 本 為 國 中 學 生 ， 抽 樣 方 式 為 便 利 取 樣 。 第 一 步 驟

為 分 層 取 樣，以 臺 中 市 之 北 屯 區、西 屯 區、南 屯 區、潭 子 區 、

豐 原 區 等 國 中 學 生 為 對 象 進 行 ； 第 二 步 驟 為 叢 集 取 樣 ， 以 上

述 地 區 隨 機 抽 取 5 個 學 校 ， 每 校 約 1 0 0 個 學 生 ， 共 計 5 0 0 個

學 生 。  

貳 、 取 樣 方 法  

本 研 究 所 採 取 的 取 樣 方 法 是 以 臺 中 市 之 北 屯 區 、 西 屯

區 、 南 屯 區 、 潭 子 區 、 豐 原 區 等 國 中 學 生 為 對 象 進 行 分 層 叢

集 取 樣 ， 選 擇 共 5 校 共 計 5 0 0 個 學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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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研 究 工 具  

本 量 表 的 測 量 對 象 為 國 中 學 生 ， 丁 吉 文  ( 2 0 1 1 )  在 「 國

民 中 小 學 教 師 終 身 學 習 素 養 與 其 專 業 態 度 之 關 係 研 究 」 中 所

編 製 之「 教 師 終 身 學 習 素 養 量 表 」，包 含「 終 身 學 習 認 知 」、「 終

身 學 習 技 能 」、「 終 身 學 習 情 意 」 三 個 向 度 。 本 人 參 考 其 量 表

理 論 向 度，自 編「 國 中 社 會 領 域 歷 史 科 教 學 接 受 度 問 卷 」，有

三 個 向 度 「 認 知 、 技 能 、 情 意 」 為 理 論 架 構 ， 依 據 原 有 題 目

特 性 ， 參 酌 相 關 的 文 獻 、 期 刊 與 實 況 ， 修 正 原 有 三 個 向 度 的

題 目 。  

量 表 的 題 目 共 計 1 2 題 ， 三 個 向 度 分 別 有 5 題 、 4 題 及 3 題 ；

聘 請 專 家 審 查 ， 此 三 位 專 家 為 曾 經 在 國 中 服 務 過 ， 同 時 也 是

歷 史 教 師 ， 或 是 在 大 學 擔 任 教 授 具 有 教 育 專 業 的 人 士 。  

研 究 工 具 分 析 的 部 份 ， 採 取 題 目 與 確 定 其 因 素 結 構 ， 最

後 驗 證 式 因 素 分 析 檢 驗 量 表 的 結 構 ； 再 採 用 區 別 效 度 、 聚 合

效 度 考 驗 研 究 工 具 的 有 效 程 度 ； 以 內 部 一 致 性 係 數  

C r o n b a c h ’ s  α 值 ， 了 解 研 究 問 卷 的 信 度 。  

壹 、 基 本 資 料  

本 研 究 問 卷 第 一 部 分 基 本 資 料 ， 最 主 要 調 查 國 中 學 生 相

關 的 背 景 變 項 ， 包 含 性 別 、 年 齡 等 。  

貳 、 國 中 社 會 領 域 歷 史 科 教 學 接 受 度 量 表  

一 、 問 卷 架 構  

本 研 究 問 卷 第 二 部 份 ， 以 「 國 中 社 會 領 域 歷 史 科 教 學 接

受 度 」 為 主 要 架 構 ， 量 表 內 容 含 認 知 、 情 意 、 技 能 三 個 目 標

向 度 。  

二 、 填 答 記 分  

三 個 分 量 表 共 1 2  題 國 中 社 會 領 域 歷 史 科 教 學 接 受 度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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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 本 問 卷 採 李 克 特 式  ( L i k e r t - t y p e )  填 答 計 分 ， 採 七 點 記

分 模 式 ， 個 體 就 以 題 目 描 述 內 容 ， 以 七 點 量 尺 回 答 描 述 其 程

度 。 L i k e r t 的 七 點 量 尺 記 分 ， 由 「 非 常 不 符 合 」、「 不 符 合 」

、「 稍 微 不 符 合 」、「 普 通 」、「 稍 微 符 合 」」、「 符 合 」 到 「 非 常

符 合 」， 分 別 給 予 1 分 、 2 分 、 3 分 、 4 分 、 5 分 、 6 分 、 7 分

， 將 得 分 加 總 後 平 均 ， 即 為 該 向 度 得 分 ， 向 度 得 分 數 愈 高 者

， 顯 示 其 在 該 接 受 度 越 明 顯 。  

三 、 問 卷 之 實 施  

本 研 究 之 國 中 社 會 領 域 歷 史 科 教 學 接 受 度 量 表 共 編 製 了

三 因 素 1 2 題 的 題 項 ， 發 下 5 0 0 份 問 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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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資 料 處 理  

問 卷 調 查 回 收 後 ， 將 有 效 問 卷 資 料 整 理 編 碼  ( c o d i n g )，

輸 入 電 腦 儲 存 建 檔 ， 採 用 S P S S  2 2 . 0、 A M O S 1 6 . 0 中 文 版 統 計

套 裝 軟 體 程 式 ， 進 行 研 究 假 設 的 考 驗 與 資 料 分 析 。  

壹 、 資 料 整 理  

本 研 究 正 式 問 卷 施 測 ， 為 求 分 類 的 確 切 性 ， 以 下 列 方 式

進 行 資 料 之 整 理 。  

一 、 確 實 檢 核 資 料  

問 卷 調 查 回 收 後 ， 逐 一 確 實 檢 視 每 份 問 卷 ， 凡 有 資 料 填

寫 不 全 或 固 定 式 者 予 以 排 除 。  

二 、 資 料 編 碼  

對 於 每 份 有 效 問 卷 予 以 編 碼 ， 並 輸 入 電 腦 儲 存 建 檔 。  

三 、 核 對 資 料  

問 卷 調 查 資 料 電 腦 建 檔 完 成 後 ， 列 印 資 料 並 以 人 工 方 式

再 次 核 對 ， 盡 量 避 免 可 能 發 生 的 錯 誤 ， 使 問 卷 調 查 之 資 料 能

夠 正 確 無 誤 。  

貳 、 統 計 分 析  

本 研 究 所 採 取 的 研 究 方 法 主 要 包 括 ：  

ㄧ 、 偏 態 和 峰 度 分 析  

    驗 證 式 因 素 分 析 的 觀 察 變 項 要 符 合 常 態 分 配 ， 而 常 態 分

析 包 含 偏 態  ( s k e w n e s s )  和 峰 度  ( k u r t o s i s )  的 檢 測 。  

二 、 探 索 式 因 素 分 析  

    本 研 究 經 探 索 式 因 素 分 析 後 保 留 3 個 因 素 各 3 個 因 素 負

荷 量 較 高 之 題 目 共 1 2 題 。  

三 、 驗 證 式 因 素 分 析  

    本 模 式 評 鑑 之 適 配 指 標 乃 是 採 用 多 元 指 標 來 分 析  (黃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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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 ， 2 0 0 4 )。 絕 對 適 配 指 標 採 用 χ ² / d f、 G F I、 R M S E A。 相 對 適

配 指 標 採 用 A G F I、 C F I 及 I F I。 簡 效 適 配 指 標 採 用 P N F I 及

P G F I。 整 體 而 言 ， 三 類 型 適 配 指 標 ， 皆 通 過 所 要 求 的 接 受 值

， 表 示 模 式 是 可 以 接 受 ， 因 此 本 模 式 是 一 個 有 效 度 的 模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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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結 果 與 討 論  

本 章 節 旨 在 呈 現 國 中 社 會 領 域 歷 史 科 教 學 接 受 度 量 表 的

發 展 與 分 析 之 研 究 問 題 資 料 分 析 後 的 結 果 。  

第 一 節   緣 起 與 內 容  

本 研 究 的 目 的 在 於 完 成 國 中 社 會 領 域 歷 史 科 教 學 接 受 度

量 表 ， 以 利 於 了 解 國 中 學 生 歷 史 教 學 接 受 度 的 因 素 ， 進 而 改

善 、 提 升 國 中 學 生 歷 史 教 學 接 受 程 度 ， 讓 學 習 歷 史 態 度 的 培

養 ， 從 基 層 的 國 民 教 育 做 起 。 經 由 二 次 探 索 式 因 素 分 析 驗 證

後，擷 取 出 3 因 素 1 2 題，形 成 國 中 社 會 領 域 歷 史 科 教 學 接 受

度 最 終 量 表 ， 確 定 了 量 表 資 料 分 析 後 所 定 義 的 因 素 結 構 ， 以

及 確 定 聚 合 效 度 、 區 別 效 度 ， 因 此 以 獨 立 樣 本 的 資 料 進 行 驗

證 式 因 素 分 析 ， 作 答 方 面 採 L i k e r t 的 七 點 量 尺 記 分 ， 由 「 非

常 不 符 合 」、「 不 符 合 」、「 稍 微 不 符 合 」」、「 普 通 」、「 稍 微 符 合

」」、「 符 合 」 到 「 非 常 符 合 」， 分 別 給 予 1 分 、 2 分 、 3 分 、 4

分 、 5 分 、 6 分 及 7 分 ， 得 分 越 高 ， 表 示 國 中 學 生 歷 史 教 學 接

受 度 程 度 越 高 ， 反 之 則 越 低 ， 內 容 如 表 4 - 1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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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國 中 社 會 領 域 歷 史 科 教 學 接 受 度 量 表  

 

 

 

認 知 層 面  

非

常

不

符

合 

不

符

合 

稍

微

不

符

合 
普

通 
稍

微

符

合 

符

合 

非

常

符

合 

1.我認為歷史教學的教師須擁有專業的歷史知識。 1 2 3 4 5 6 7

2.我認為歷史教學教師須擁有多元的教學方法。 1 2 3 4 5 6 7

3 .我認為歷史教學教師應具有各種歷史常識。 1 2 3 4 5 6 7

4.學習歷史課程我可以了解古往今來的來龍去脈。 1 2 3 4 5 6 7

5 .我 認 為 歷 史 課 是 一 門 專 業 課 程 。  1 2 3 4 5 6 7

情 意 層 面  

1.歷史教師的教學熱忱會影響學生歷史課程的參與度。 1 2 3 4 5 6 7

2.我認為歷史教學可以培養對國家的認同及關懷。 1 2 3 4 5 6 7

3.我認為歷史教學可以培養尊重及欣賞不同文化的態度。 1 2 3 4 5 6 7

4.我認為歷史教學可以培養獨立思考和反省的能力。 1 2 3 4 5 6 7

技 能 層 面  

1.上完歷史課我可以舉例說明重要的歷史人物及事件。 1 2 3 4 5 6 7

2.上完歷史課我可以用不同的觀點敘述及詮釋歷史。 1 2 3 4 5 6 7

3 .我認為歷史課可以培養我創新思考的能力。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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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研 究 過 程 與 分 析  

根 據 本 研 究 所 界 定 的 架 構 ， 在 確 定 發 展 量 表 之 題 目 後 ，

經 過 專 家 審 查 內 容 後 進 行 ， 對 象 為 國 中 學 生 ， 先 與 各 國 中 老

師 取 得 聯 繫 ， 協 助 施 測 與 回 收 ， 並 於 施 測 時 ， 告 知 量 表 施 測

的 目 的 在 調 查 國 中 社 會 領 域 歷 史 科 教 學 接 受 度 情 形 ， 答 案 無

所 謂 對 錯 ， 並 為 不 記 名 問 卷 ， 與 績 效 無 關 ， 所 填 寫 的 資 料 僅

供 研 究 之 參 考 ， 所 有 資 料 將 會 保 密 ， 對 於 不 願 填 寫 問 卷 之 教

師 ， 尊 重 其 意 願 ， 不 做 任 何 免 強 填 寫 之 問 卷 。  

發 放 填 寫 之 題 本 回 收 後 ， 詳 細 檢 閱 填 答 者 的 填 答 情 形 ，

並 進 行 廢 卷 處 理 ， 將 空 白 問 卷 、 過 多 題 目 未 填 答 者 的 問 卷 予

以 淘 汰，共 發 放 問 卷 5 0 0 份，剔 除 填 寫 資 料 不 全 的 無 效 問 卷，

統 計 有 效 問 卷 為 4 5 7 份 ， 以 S P S S 2 2 . 0 進 行 偏 態  ( s k e w n e s s )  

與 峰 度  ( k u r t o s i s )  分 析、探 索 性 因 素 分 析、驗 證 式 因 素 分 析。 

 

壹 、 偏 態 和 峰 度 分 析  

施 測 對 象 為 國 中 學 生 5 0 0 名 。 驗 證 式 因 素 分 析 的 觀 察 變

項 要 符 合 常 態 分 配 ， 而 常 態 分 析 包 含 偏 態  ( s k e w n e s s )  和 峰

度  ( k u r t o s i s )  的 檢 測 。  

偏 態 的 絕 對 值 在 3 以 內 ， 峰 度 的 絕 對 值 必 須 在 1 0 以 內  

( K l i n e ,  2 0 0 5 )。 檢 測 結 果 本 量 表 1 2 題 偏 態 絕 對 值 介 於 . 6 1 至

1 . 5 1，峰 度 絕 對 值 介 於 . 2 6 至 5 . 2 3，所 有 題 目 符 合 常 態 分 配 標

準 ， 如 表 4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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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4 5 7 名 樣 本 偏 態 和 峰 度 值 摘 要 表  

題 項  A 1  A 2  A 3  A 4  A 5  

偏 態  - 1 . 5 1  - 0 . 8 6 - 0 . 8 1  - 1 . 2 1 - 1 . 4 4  

峰 度  5 . 1 4  0 . 7 1 0 . 4 5  1 . 4 2 5 . 2 3  

題 項  B 1  B 2  B 3  B 4   

偏 態  - 0 . 7 1  - 0 . 7 9 - 0 . 7 4  - 0 . 9 4  

峰 度  0 . 2 6  0 . 5 7 0 . 4 9  1 . 5 1  

題 項  C 1  C 2  C 3    

偏 態  - 1 . 4 6  - 0 . 6 1 - 1 . 2 1    

峰 度  2 . 1 4  - 0 . 6 7 2 . 2 6    

 

貳 、 探 索 式 因 素 分 析  

本 研 究 以 主 軸 因 素 分 析 法  ( i t e r a t i v e  p r i n c i p a l  a x i s  

c o m m o n  f a c t o r  a n a l y s i s )， 並 採 用 斜 交 轉 軸  ( o b l i q u e )  中 的 最

優 斜 交 轉 軸 法  ( p r o m a x ) ， 以 特 徵 值 大 於 1 ， 因 素 負 荷 量 大

於 . 3 0，進 行 分 析，共 取 得 三 因 素 1 2 題，研 究 結 果 K M O 值 . 9 0，

經 探 索 式 因 素 分 析 後 保 留 三 因 素 中 因 素 負 荷 量 較 高 之 題 目  

(共 1 2 題 )， 因 素 負 荷 量 大 小 排 序 及 命 名 ， 如 表 4 - 3：  

在 信 度 分 析 方 面 ， 採 用 C r o n b a c h ' s  α 作 為 衡 量 的 指 標 ，

當 C r o n b a c h ' s  α 值 愈 大 時 ， 表 示 衡 量 量 表 的 內 部 一 致 性 愈

大 。 C r o n b a c h ' s  α 值 小 於 0 . 3 5， 屬 低 信 度 ， 應 予 以 拒 絕 ； 若

C r o n b a c h ' s  α 值 介 於 0 . 3 5 - 0 . 7 屬 可 接 受 範 圍；若 C r o n b a c h ' s  α

值 大 於  0 . 7 則 屬 高 信 度  (邱 皓 政 ， 2 0 0 2 )。 表 4 - 3 呈 現 內 部 一

致 性 信 度 C r o n b a c h ' s  α 在 三 個 因 素 分 別 為 . 8 3、 . 8 6、 . 4 7， 總

量 表 達 . 8 3 顯 示 該 量 表 有 內 部 一 致 性 信 度 。  

所 選 取 出 來 的 國 中 社 會 領 域 歷 史 科 教 學 接 受 度 量 表 具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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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度 共 1 2 題，題 目 具 有 令 人 滿 意 的 鑑 別 度 及 因 素 負 荷 量，因

此 以 此 為 正 式 施 測 之 國 中 社 會 領 域 歷 史 科 教 學 接 受 度 量 表 。

在 技 能 因 素 上 ， 因 考 慮「 題 數 」保 留 ， 因 此 造 成 C r o n b a c h ' s  α

太 低 ， 這 是 第 一 次 研 究 ， 未 來 可 以 再 改 善 。  

表 4-3 國中社會領域歷史科教學接受度量表主軸因素法、最優斜交轉軸因素分析摘要表  

因       素   

題 目  認 知  情 意  技 能  

A 1  . 7 7 6    

A 2  . 6 9 4    

A 3  . 7 3 5    

A 4  . 6 5 4    

A 5  . 5 7 2    

B 1   . 8 9 5   

B 2   . 6 5 1   

B 3   . 7 1 3   

B 4   . 7 9 1   

C 1    . 3 1 9  

C 2    . 4 9 7  

C 3    . 5 1 7  

特 徵 值  5 . 0 7 2 1 . 3 1 0  1 . 1 1 5  

變 異 量 ( % )  4 2 . 2 7 1 0 . 9 2  9 . 2 9  

累 積 變 異 量 ( % )  4 2 . 2 7 5 3 . 1 8  6 2 . 4 7  

. 8 3  . 8 6  . 4 7  
內 部 一 致 性 信 度  

. 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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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 驗 證 式 因 素 分 析  

本 模 式 評 鑑 之 適 配 指 標 乃 是 採 用 多 元 指 標 來 分 析  ( 黃 芳

銘 ， 2 0 0 4 ) 。 絕 對 適 配 指 標 採 用 χ ² / d f 、 G F I 、 R M S E A 。 由 於

l i k e l i h o o d - r a t i o χ ² 的 顯 著 性 受 到 樣 本 影 響 非 常 大 ， 因 此 採 用

χ ² / d f 此 值 必 須 小 於 3； G F I 值 介 於 0 到 1 之 間 ， 其 值 須 大 於

0 . 9， 而 R M S E A 值 越 小 越 好 ， . 0 5 至 . 0 8 是 合 理 ， 小 於 . 0 5 是

最 佳 。 相 對 適 配 指 標 則 是 採 用 A G F I 、 C F I 及 I F I， 其 值 需 界

介 於 0 與 1 之 間，需 大 於 0 . 9 模 式 方 可 接 受，但 B a g o z z i  ( 1 9 8 3 )  

指 出 A G F I 只 要 接 近 0 . 8， 亦 可 達 到 可 接 受 的 門 檻 。 簡 效 適 配

指 標 採 用 P N F I 及 P G F I ， 其 值 皆 需 大 於 0 . 5。  

表 4 - 4 呈 現 整 體 適 配 度 指 標 ， 在 驗 證 式 因 素 分 析 後 ， 絕

對 適 配 指 標 χ ² / d f = 2 . 8 5 小 於 3； G F I  = 0 . 9 5 大 於 0 . 8； R M S E A  

= 0 . 0 6 5 小 於 0 . 0 8。 相 對 適 配 指 標 A G F I  =  0 . 9 2 大 於 0 . 8； C F I  

= 0 . 9 5 大 於 0 . 9 0；I F I = 0 . 9 5 大 於 0 . 9 0。簡 效 適 配 指 標 P N F I = 0 . 7 2

大 於 0 . 5； P G F I = 0 . 6 2 大 於 0 . 5，皆 符 合 適 配 指 標。整 體 而 言 ，

三 類 型 適 配 指 標 ， 皆 通 過 所 要 求 的 接 受 值 ， 表 示 模 式 是 可 以

接 受 ， 因 此 本 模 式 是 一 個 有 效 度 的 模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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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4   整 體 模 式 適 配 度 考 驗 指 數 摘 要 表  

指 標  標 準  本 研 究 數 值  

χ ² / d f  < 3  2 . 8 1  

G F I  > . 8  . 9 4  

R M S E A  < . 0 8  . 0 6 2  

A G F I  > . 8  . 9 1  

C F I  > . 9  . 9 3  

I F I  > . 9  . 9 1  

P N F I  > . 5  . 7 3  

P G F I  > . 5  . 6 4  

 

肆 、 組 合 信 度 的 檢 定  

在 組 合 信 度 的 檢 定 方 面 ， 從 表 4 - 5 國 中 社 會 領 域 歷 史 科

教 學 接 受 度 量 表 之 組 合 信 度 與 平 均 抽 取 變 異 量 中 ， 三 個 因 素

的 組 成 信 度 值 為 認 知 因 素 = 0 . 8 2 、 情 意 因 素 = 0 . 8 4 、 技 能 因 素

= 0 . 5 1， 介 於 0 . 5 1 到 0 . 8 4 之 間 ； 平 均 抽 取 變 異 量 中 ， 三 個 因

素 的 平 均 抽 取 變 異 量 值 為 認 知 因 素 = 0 . 5 1 、 情 意 因 素 = 0 . 5 8 、

技 能 因 素 = 0 . 2 9， 介 於 0 . 2 9 到 0 . 5 9 之 間 ， 整 體 變 異 量 皆 大 於

0 . 5， 僅 有 技 能 0 . 2 8 低 於 0 . 5， 整 體 平 均 抽 取 變 異 量 0 . 4 8 已

接 近 0 . 5。 (李 茂 能 ， 2 0 0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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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5 國 中 社 會 領 域 歷 史 科 教 學 接 受 度 量 表 之 組 合 信 度  

變   項  建 構 信 度  平 均 變 異 數 抽 取 量  

認 知  . 8 2  . 5 1  

情 意  . 8 4  . 5 8  

技 能  . 5 2  . 2 9  

歷 史 教 學 接 受 度  . 9 1  . 4 8  

 

伍 、 區 別 效 度 的 檢 定  

區 別 效 度 是 指 對 兩 個 不 同 的 構 念 進 行 測 量 ， 若 此 兩 個 構

念 經 相 關 分 析 後 ， 其 相 關 程 度 很 低 ， 則 表 示 此 兩 個 構 念 具 有

區 別 效 度 。 判 斷 準 則 為 每 一 個 構 面 的 平 均 變 異 萃 取 量  

( A v e r a g e  V a r i a n c e  E x t r a c t e d ,  A V E )平 方 根 大 於 各 構 面 的 相 關

係 數  ( H a i r s ,  A n d e r s o n ,  T a t h a m ,  &  B l a c k ,  1 9 9 8 )， 表 示 這 兩 個

因 素 可 以 區 別 的 。  

本 研 究 區 別 效 度 是 採 用 「 平 均 變 異 萃 取 法 」 是 以 每 個 因

素 的 AV E 值 與 倆 倆 因 素 相 關 平 方 值 比 較 ， 如 果 每 個 因 素 的

AV E 值 大 於 倆 倆 因 素 相 關 平 方 值 ， 就 可 以 說 因 素 間 具 有 區 別

效 度 。 從 表 4 - 6 國 中 社 會 領 域 歷 史 科 教 學 接 受 度 量 表 各 因 素

區 別 效 度 摘 要 表 顯 現 ， 對 角 線 數 值 為 AV E 值 分 別

為 ， . 5 0 、 . 5 9 、 . 2 8 ， 認 知 情 意 兩 者 相 關 為 . 5 6 ， 平 方 為 . 3 1 ；

認 知 技 能 相 關 為 . 4 1， 平 方 為 . 1 7； 情 意 技 能 相 關 為 . 3 8， 平 方

為 . 1 4。  

顯 示 國 中 社 會 領 域 歷 史 科 教 學 接 受 度 量 表 在 認 知 、 情 意

兩 個 因 素 間 有 良 好 的 區 別 效 度 ， 在 技 能 因 素 中 略 低 於 標 準

值 ， 未 來 在 技 能 因 素 的 研 究 朝 這 樣 的 方 向 持 續 鑽 研 與 修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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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升 技 能 因 素 在 區 別 效 度 上 獲 得 更 好 的 結 果 。  

表 4 - 6 國 中 社 會 領 域 歷 史 科 教 學 接 受 度 量 表 各 因 素 區 別 效 度

摘 要 表  

 認 知  情 意  技 能  

認 知  . 5 0    

情 意  . 3 1  . 5 9   

技 能  . 1 7  . 1 4  . 2 8  

 

陸 、 聚 合 效 度 的 檢 定  

聚 合 效 度 是 指 用 來 測 量 相 同 構 念 的 觀 測 變 項 ， 彼 此 之 間

應 具 備 高 度 的 相 關 性 。 其 檢 定 採 用 各 觀 察 變 項 標 準 化 因 素 負

荷 量 在 0 . 4 5 以 上 ， 各 層 面 的 多 元 相 關 平 方 值  ( S q u a r e d  

M u l t i p l e  C o r r e l a t i o n ,  S M C )，應 至 少 符 合 0 . 2 0 以 上  (黃 芳 銘，

2 0 0 4； J ö r e s k o g  &  S ö r b o m ,  1 9 8 9 ;  B e n t l e r  &  W u ,  1 9 9 3 )， 而 其

理 想 值 為 0 . 5 0 以 上  ( B a g o z z i  &  Y i , 1 9 8 8 )。  

表 4 - 7、 圖 4 - 1 顯 示 1 2 題 的 標 準 化 係 數 值 介 於 0 . 3 0 到

0 . 8 2， 其 標 準 值 需 達 . 7 0 以 上 ， 除 a 3、 a 2 和 c 3、 c 2、 c 1 稍 低

於 . 7 0 外 ， 其 餘 係 數 值 皆 滿 足 . 7 0 的 標 準 且 皆 達 到 顯 著 水 準 ，

顯 示 這 些 觀 察 變 項 能 夠 有 效 地 聚 合 在 其 所 歸 屬 的 因 素 上 ， 所

以 此 一 量 表 具 有 相 當 好 的 聚 合 效 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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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國中社會領域歷史科教學接受度量表模式參數估計值摘要表  

參 數  
估 計 值  

( e s t i m a t e )  

S . E .  

(標 準 誤 )
T 值 ( C . R . ) p  

標 準 化 參  

數 估 計 值  

a 5  < - - -  認知 0 . 9 6  0 . 0 7  1 3 . 1 4  * * * 0 . 7 1  

a 4  < - - -  認知 0 . 9 0  0 . 0 7  1 3 . 2 1  * * * 0 . 7 2  

a 3  < - - -  認知 0 . 9 3  0 . 0 7  1 2 . 8 6  * * * 0 . 6 9  

a 2  < - - -  認知 0 . 9 5  0 . 0 7  1 2 . 7 8  * * * 0 . 6 9  

a 1  < - - -  認知 1 . 0 0  - - - -  - - - -  - - - - 0 . 7 1  

b 4  < - - -  情意 0 . 8 7  0 . 0 5  1 6 . 0 7  * * * 0 . 7 4  

b 3  < - - -  情意 0 . 7 3  0 . 0 4  1 6 . 4 7  * * * 0 . 7 5  

b 2  < - - -  情意 0 . 7 7  0 . 0 5  1 6 . 9 2  * * * 0 . 7 7  

b 1  < - - -  情意 1 . 0 0  - - - -  - - - -  - - - - 0 . 8 2  

c 3  < - - -  技能 0 . 8 7  0 . 1 0  8 . 5 1  * * * 0 . 6 0  

c 2  < - - -  技能 0 . 7 8  0 . 1 6  4 . 9 6  * * * 0 . 3 0  

c 1  < - - -  技能 1 . 0 0  - - - -  - - - -  - - - - 0 . 6 3  

* * * p < .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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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1 國 中 社 會 領 域 歷 史 科 教 學 接 受 度 量 表 結 構 係 數 圖  

 50



柒 、 量 表 與 效 標 量 表 分 析  

量 表 與 效 標 量 表 分 析 以 本 量 表 與 效 標 量 表 分 析 ， 效 標 關

聯 效 度 分 析 以 丁 吉 文  ( 2 0 1 1 )  在 「 國 民 中 小 學 教 師 終 身 學 習

素 養 與 其 專 業 態 度 之 關 係 研 究 」 中 所 編 製 之 「 中 小 學 教 師 專

業 態 度 量 表 」 ， 在 本 研 究 稱 為 教 師 專 業 態 度 量 表 ， 與 國 中 社

會 領 域 歷 史 科 教 學 接 受 度 量 表 各 層 次  (認 知 、 情 意 、 技 能 、

教 師 專 業 態 度 量 表 總 層 面 )  其 相 關 係 數 分 別 為 0 . 5 6、 0 . 4 4、

0 . 4 4、 0 . 6 0  ( p <  . 0 1 )  的 正 相 關 ， 如 表 4 - 8  

表 4 - 8 量 表 與 效 標 相 關 摘 要 表  

 認

知  

情

意  

技

能  

歷 史 教 學 接

受 度  

教 師 專 業

態 度  

認 知  1      

情 意  . 5 6  1     

技 能  . 4 1  . 3 8  1    

歷 史 教 學 接 受 度 . 8 3  . 8 1  . 7 5  1   

教 師 專 業 態 度  . 5 6  . 4 4  . 4 4  . 6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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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結 論 與 建 議  

本 章 主 要 是 依 據 資 料 分 析 國 中 社 會 領 域 歷 史 科 教 學 接 受

度 量 表 的 結 果 ， 進 行 討 論 後 ， 整 理 成 結 論 並 針 對 實 際 運 用 與

未 來 研 究 提 出 進 一 步 的 建 議 。  

第 一 節   主 要 研 究 發 現  

本 研 究 以 國 中 學 生 為 樣 本 ， 本 研 究 發 出 問 卷 5 0 0 份 ， 回

收 之 有 效 問 卷 4 5 7 份 ， 回 收 率 9 1 %。  

統 計 分 析 包 含 二 部 分 ， 第 一 部 分 為 基 本 資 料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 第 二 部 分 為 主 要 分 析 ， 利 用 驗 證 式 因 素 分 析 驗 證 國

中 社 會 領 域 歷 史 科 教 學 接 受 度 量 表 之 信 、 效 度 。  

依 本 研 究 目 的 所 延 伸 的 待 答 問 題 為  ( 一 )  以 驗 證 式 因 素

分 析 檢 測 國 中 社 會 領 歷 史 科 教 學 接 受 度 量 表 之 實 測 模 式 和 理

論 模 式 是 否 具 有 適 配 性 ？  ( 二 )  以 組 成 信 度 、 平 均 變 異 抽 取

量 分 析 國 中 社 會 領 域 歷 史 科 教 學 接 受 度 量 表 的 理 論 測 量 模 式

是 否 具 有 良 好 的 信 度 ？  ( 三 )  以 聚 合 效 度 分 析 國 中 社 會 領 域

歷 史 科 教 學 接 受 度 量 表 之 觀 察 變 項 對 潛 在 變 項 是 否 具 有 幅 和

性 ？  ( 四 )  以 區 別 效 度 分 析 國 中 社 會 領 域 歷 史 科 教 學 接 受 度

量 表 潛 在 變 項 之 間 是 否 具 有 區 辨 性 ？  

針 對 以 上 問 題 ， 分 別 做 結 論 如 下 ：  

壹 、 量 表 實 測 模 式 和 理 論 模 式 之 適 配 性  

在 整 體 適 配 度 指 標 方 面 ， 將 資 料 數 據 以 一 階 模 式 驗 證 分

析 後 ， 絕 對 適 配 指 標 χ ² / d f = 2 . 8 5， 小 於 3； R M S E A = 0 . 0 6 5， 小

於 0 . 0 8 ， 皆 顯 示 此 模 式 可 以 接 受 。 在 相 對 適 配 指 標 方 面 ，

C F I = 0 . 9 5， 大 於 0 . 9 0， 也 表 示 模 式 適 配 可 以 接 受 。 在 簡 效 適

配 指 標 方 面 P N F I = 0 . 7 2， 大 於 0 . 5， 亦 顯 示 模 式 是 可 以 被 接 受

的。因 此 整 體 而 言，在 整 體 適 配 度 指 標 內 的 三 類 型 適 配 指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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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 通 過 所 要 求 的 接 受 值 ， 表 示 模 式 是 可 以 接 受 ， 因 此 本 模 式

是 一 個 有 效 度 的 模 式 。  

貳 、 量 表 理 論 測 量 模 式 之 信 度  

在 建 構 信 度 的 檢 定 方 面 ， 國 中 社 會 領 域 歷 史 科 教 學 接 受

度 量 表 之 建 構 信 度 與 平 均 抽 取 變 異 量 ， 認 知 、 情 意 、 技 能 三

個 因 素 的 建 構 信 度 分 別 為 0 . 8 3、 0 . 8 5、 0 . 5 2， 介 於 0.52到 0.91；

平 均 抽 取 變 異 量 值 分 別 為 0 . 5 0、 0 . 5 9、 0 . 2 8，介 於 0 . 2 8到 0 . 5 9，

而 建 構 信 度 大 於 接 受 度 值 0 . 6之 間， 表 示 三 個 因 素 有 信 度 ，因

考 慮「 題 數 」保 留 ， 因 此 造 成 C r o n b a c h ' s  α太 低 ， 這 是 第 一 次

研 究 ， 未 來 可 以 再 改 善 。  

参 、 量 表 觀 察 變 項 對 潛 在 變 項 之 聚 合 度  

量 表 的 結 構 係 數 圖 上 的 係 數 值 ， 可 以 用 來 檢 定 聚 合 效

度 。 顯 示 1 2 題 的 標 準 化 係 數 值 介 於 0 . 3 0  到 0 . 8 2， 其 標 準 值

需 達 . 7 0 以 上 ， 除 a 4、 a 8、 c 3 外 ， 其 餘 係 數 值 皆 滿 足 . 8 0 的

標 準 且 皆 達 到 顯 著 水 準 ， 顯 示 這 些 觀 察 變 項 能 夠 有 效 地 聚 合

在 其 所 歸 屬 的 因 素 上，所 以 此 一 量 表 具 有 相 當 好 的 聚 合 效 度。 

肆 、 量 表 潛 在 變 項 間 之 區 辨 性  

將 認 知 因 素、情 意 因 素、技 能 因 素 等 三 個 因 素，採 用 AV E

法 是 以 每 個 因 素 的 AV E 值 與 倆 倆 因 素 相 關 平 方 值 比 較，如 果

每 個 因 素 的 AV E 值 大 於 倆 倆 因 素 相 關 平 方 值，就 可 以 說 因 素

間 具 有 區 別 效 度  ( F o r n e l l  &  L a r c k e r ,  1 9 8 1 )  。其 認 知、情 意 、

技 能 三 因 素 對 角 線 AV E 值 分 別 為 0 . 5 0、 0 . 5 9、 0 . 2 8， 在 每 個

構 面 AV E 值 分 別 為 認 知 -情 意 0 . 5 0、 認 知 -技 能 0 . 1 7、 情 意 -

技 能 0 . 1 4， 顯 示 國 中 社 會 領 域 歷 史 科 教 學 接 受 度 之 三 個 因 素

間 有 良 好 的 區 別 效 度 ， 這 些 結 果 顯 示 本 模 式 的 區 別 效 度 獲 得

支 持 。  

 53



第 二 節   結 論  

壹 、 發 展 國 中 社 會 領 域 歷 史 科 教 學 接 受 度 量 表 的 重 要 性  

長 久 以 來 ， 歷 史 教 學 之 研 究 ， 多 注 重 在 高 等 教 育 的 歷 史

教 學 態 度 影 響 上 ， 針 對 國 民 教 育 階 段 社 會 領 域 歷 史 科 教 學 接

受 度 的 研 究 幾 近 無 ， 但 是 一 個 學 習 態 度 的 養 成 ， 在 國 民 教 育

時 期 已 深 受 影 響 ， 若 能 從 國 民 教 育 時 起 就 培 養 其 正 確 的 學 習

觀 念 ， 對 全 民 未 來 的 學 習 態 度 養 成 與 成 就 ， 是 有 相 當 大 的 助

益 。 有 鑑 於 此 ， 投 入 國 中 社 會 領 域 歷 史 教 學 接 受 度 的 研 究 是

有 必 要 性 的 。 因 此 建 立 更 完 整 之 三 向 度 國 中 社 會 領 域 歷 史 科

教 學 接 受 度 量 表 。  

貳、本研究之國中社會領域歷史科教學接受度量表具有良好的信、效度 

本 研 究 依 據 丁 吉 文  ( 2 0 1 1 )  在 「 國 民 中 小 學 教 師 終 身 學

習 素 養 與 其 專 業 態 度 之 關 係 研 究 」 中 所 編 製 之 「 中 小 學 教 師

專 業 態 度 量 表 」 ， 自 編 「 國 中 社 會 領 域 歷 史 科 教 學 接 受 度 量

表 」， 分 別 有 三 個 因 素 ， 包 含 認 知 因 素 、 情 意 因 素 、 技 能 因 素

等 三 個 因 素，共 計 1 2 題，量 表 經 探 索 式 因 素 分 析 以 及 驗 證 式

因 素 分 析 ， 整 體 上 提 供 了 良 好 的 「 內 部 一 致 性 信 度 」、「 建 構

信 度 」、「 區 別 效 度 」以 及「 聚 合 效 度 」， 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國

中 社 會 領 域 歷 史 科 教 學 接 受 度 量 表 在 建 構 效 度「 內 容 代 表 性 」

和 「 內 部 結 構 」 有 良 好 效 度 。  

参 、 本 研 究 對 國 中 社 會 領 域 歷 史 科 教 學 接 受 度 的 貢 獻  

本 研 究 的 目 的 是 在 根 據 丁 吉 文  ( 2 0 1 1 )  在 「 國 民 中 小 學

教 師 終 身 學 習 素 養 與 其 專 業 態 度 之 關 係 研 究 」中 所 編 製 之「 中

小 學 教 師 專 業 態 度 量 表 」 ， 編 製 成 一 份 具 有 信 、 效 度 的 「 國

中 社 會 領 域 歷 史 科 教 學 接 受 度 量 表 」 量 表 ， 旨 在 測 量 國 中 社

會 領 域 歷 史 科 教 學 接 受 度 中 的 認 知 因 素 、 情 意 因 素 、 技 能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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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之 傾 向 。 這 項 研 究 的 貢 獻 是 建 立 一 個 適 用 於 國 中 社 會 領 域

的 三 向 度 歷 史 教 學 接 受 度 測 量 工 具 。 總 言 之 ， 本 研 究 的 結 果

提 供 支 持 國 中 社 會 領 域 歷 史 科 教 學 接 受 度 量 表 的 有 效 性 ， 並

指 出 該 量 表 適 合 作 為 一 個 以 三 向 度 成 就 目 標 為 架 構 的 國 中 社

會 領 域 歷 史 教 學 接 受 度 度 測 量 之 工 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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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建 議  

依 據 本 研 究 目 的 、 研 究 結 果 與 討 論 ， 提 出 下 列 之 建 議 事

項 供 教 育 行 政 單 位 、 國 中 教 師 及 有 意 從 事 進 一 步 研 究 者 之 參

考 。  

壹 、 擴 大 樣 本 以 增 加 國 中 社 會 領 域 歷 史 科 教 學 接 受 度 量 表 施

測 效 度  

本 研 究 以 國 中 學 生 為 樣 本 ， 因 不 同 的 環 境 、 社 經 地 位 、

族 群 ， 對 研 究 都 可 能 造 成 不 同 的 影 響 的 ， 未 來 研 究 應 該 將 樣

本 範 圍 推 廣 到 更 多 其 他 縣 市 的 國 中 ， 以 增 加 國 中 社 會 領 域 歷

史 科 教 學 接 受 度 量 表 在 其 它 樣 本 施 測 效 度 。  

貳 、 強 化 國 中 社 會 領 域 歷 史 科 教 學 接 受 度 量 表 的 信 效 度  

本 研 究 設 計 樣 本 的 取 樣 採 用 橫 斷 設 計 ， 因 此 限 制 了 各 種

心 理 問 題 的 研 究 。 未 來 的 研 究 可 考 慮 縱 向 設 計 ， 以 解 決 國 中

社 會 領 域 歷 史 科 教 學 接 受 度 量 表 的 穩 定 性 和 不 變 性 ， 以 促 進

判 別 的 有 效 性 ， 加 強 國 中 社 會 領 域 歷 史 科 教 學 接 受 度 量 表 的

建 構 效 度 。  

参 、 修 正 、 改 良 國 中 社 會 領 域 歷 史 科 教 學 接 受 度 量 表  

整 體 而 言 ， 本 量 表 具 有 良 好 的 「 內 部 一 致 性 信 度 」、「 建

構 信 度 」、「 區 別 效 度 」、 以 及 「 聚 合 效 度 」， 但 在 聚 合 效 度 部

分 ， 有 少 數 變 項 並 未 達 到 滿 意 的 標 準 ， 未 來 研 究 可 以 修 正 、

改 良 這 些 變 項 ， 增 加 樣 本 數 量 ， 讓 本 量 表 能 更 適 用 於 國 中 社

會 領 域 歷 史 教 學 接 受 度 的 測 量 。  

肆 、 後 續 研 究 上 之 建 議  

本 研 究 以 成 就 目 標 為 探 討 之 主 要 變 項 ， 建 議 後 續 研 究 可

再 加 入 其 它 變 項 ， 例 如 ： 焦 慮 、 倦 怠 、 注 意 力 、 專 業 力 等 相

關 變 項 ， 分 析 與 其 他 效 標 量 表  (中 小 學 教 師 專 業 態 度 量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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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會 學 習 領 域 教 學 態 度 量 表 )  的 相 關 ， 進 一 步 進 行 全 面 性 探

討 ， 進 一 步 了 解 國 中 社 會 領 域 歷 史 科 教 學 接 受 度 之 需 求 ， 進

而 使 國 中 學 生 更 容 易 接 受 歷 史 教 學 。 整 體 而 言 ， 本 量 表 具 有

良 好 的「 內 部 一 致 性 信 度 」、「 建 構 信 度 」、「 區 別 效 度 」、 以 及

「 聚 合 效 度 」，但 在 聚 合 效 度 仍 有 少 數 變 項 並 未 達 到 滿 意 的 標

準，或 許 是 有 部 分 層 面 或 題 目 不 夠 周 延，未 來 研 究 可 以 修 正、

改 良 這 些 變 項 ， 讓 本 量 表 能 更 精 準 的 測 量 出 國 中 社 會 領 域 歷

史 科 教 學 接 受 程 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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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 i e r h e n r y  ( E d . ) ,  M e d i a  a n d  e d u c a t i o n a l  i n n o v a t i o n   

( p p . 1 - 2 2 ) .  N e b r a s k a :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N e b r a s k a  P r e s s .  

C o o k ,  W.  W. ,  L e e d s ,  C .  H . ,  &  C a l l i s ,  R .  ( 1 9 5 1 ) .  T h e  

M i n n e s o t a  t e a c h e r  a t t i t u d e  i n v e n t o r y .  N e w  Yo r k ,  N Y：

T h e  p s y c h o l o g i c a l  c o r p o r a t i o n .  

C o o k ,  W.  W. ,  L e e d s ,  C .  F.  L . ,  &  C a l l i s ,  R .  ( 1 9 5 1 ) .  T h e  

M i n n e s o t a  Te a c h e r  A t t i t u d e I n v e n t o r y .  

D a v i s ,  F .  D . ,  B a g o z z i ,  R .  P. ,  &  Wa r s h a w,  P.  R .  ( 1 9 8 9 ) .  U s e r  

A c c e p t a n c e  o f  c o m p u t e r  t e c h n o l o g y .  A  c o m p a r i s o n  o f  

t w o  t h e o r e t i c a l  m o d e l s .  M a n a g e m e n t  S c i e n c e ,  3 5 ( 8 ) ,  

9 8 2 - 1 0 0 3 .  

D a v i s ,  F .  D .  ( 1 9 8 9 ) .  P e r c e i v e d  u s e f u l n e s s ,  p e r c e i v e d  e a s e  o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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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s e ,  a n d  u s e r  a c c e p t a n c e  o f  i n f o r m a t i o n  t e c h n o l o g y .  M I S  

Q u a r t e r l y ,  1 3 ( 3 ) ,  3 1 9 - 3 4 0 .  

E n n i s ,  C .  D . ,  &  Z h u ,  W. ( 1 9 9 1 ) .  Va l u e  o r i e n t a t i o n s :  A  

d e s c r i p t i o n  o f  t e a c h e r s ’  g o a l s  f o r  s t u d e n t  l e a r n i n g .  

R e s e a r c h  Q u a r t e r l y  f o r  E x e r c i s e  a n d  S p o r t ,  6 2 ,  3 3 - 4 0 .  

E n n i s , C .  D .  ( 1 9 9 6 ) .  A  m o d e l  d e s c r i b i n g  t h e  i n f l u e n c e  o f  

v a l u e s  a n d  c o n t e x t  o n  s t u d e n t  l e a r n i n g  .  I n  S .  J .  

S i l v e r m a n  &  C .  D .  E n n i s  ( E d s . ) ,  S t u d e n t  l e a r n i n g  i n  

p h y s i c a l  e d u c a t i o n :  A p p l y i n g  r e s e a r c h  t o  e n h a n c e  

i n s t r u c t i o n  ( p p .  1 2 7 - 1 4 8 ) . C h a m p a i g n ,  I L . :  H u m a n  

K i n e t i c s .  

E n n i s ,  C .  D .  ( 1 9 9 2 ) .  C u r r i c u l u m  t h e o r y  a s  p r a c t i c e d :  C a s e  

s t u d i e s  o f  o p e r a t i o n a l i z e d  v a l u e  o r i e n t a t i o n s .  J o u r n a l  o f  

T e a c h i n g  i n  P h y s i c a l  E d u c a t i o n . ,  1 1 ( 4 ) ,  3 5 8 - 3 7 5 .  

F e a s t e r ,  J .  G.  ( 1 9 6 8 ) .  M e a s u r e m e n t  a n d  d e t e r m i n a t i o n  o f  

i n n o v a t i v e n e s s  a m o n g  p r i m i t i v e  a g r i c u l t u r i s t s .  R u r a l  

S o c i o l o g y , 3 3 , 3 3 9 - 3 8 4 .  

F i t t s ,  P.  M . ,  &  P o s n e r ,  M .  I .  ( 1 9 6 7 ) .  H u m a n  p e r f o r m a n c e .  

B e l m o n t ,  C A :  B r o o k s  C o l e .  

F i s h b e i n ,  M . ,  ＆  A j z e n  I .  ( 1 9 7 5 ) .  B e l i e f ,  A t t i t u d e ,  i n t e n t i o n  

a n d  b e h a v i o r :  A n  I n t r o d u c t i o n  t o  T h e o r y  a n d  R e s e a r c h ,  

M A :  A d d i s o n - We s l e y .  

F o r n e l l ,  C . ,  &  L a r c k e r ,  D .  F .  ( 1 9 8 1 ) .  E v a l u a t i n g  s t r u c t u r a l  

e q u a t i o n  m o d e l s  w i t h  u n o b s e r v a b l e  v a r i a b l e s  a n d  

m e a s u r e m e n t  e r r o r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R e s e a r c h  1 8  

( 1 ) ,  3 9 - 5 0 .  

 63



H a i r ,  J .  F.  J r . ,  A n d e r s o n ,  R .  E . ,  Ta t h a m ,  R .  L . ,  &  B l a c k ,  W. C .  

( 1 9 9 8 ) .  M u l t i v a r i a t e  d a t a  a n a l y s i s  ( 5 t h  e d . ) . E n g l e w o o d  

C l i f f s ,  N J :  P r e n t i c e - H a l l .  

K l i n e ,  R .  B .  ( 2 0 0 5 ) .  P r i n c i p l e s  a n d  p r a c t i c e  o f  s t r u c t u r a l  

e q u a t i o n  m o d e l i n g  ( 2 n d  e d . ) .  N e w  Yo r k ,  N Y:  G u i l f o r d  

P r e s s .  

J e w e t t ,  A .  E . ,  &  B a i n ,  L .  L .  ( 1 9 8 5 ) .  T h e  c u r r i c u l u m  p r o c e s s  i n  

p h y s i c a l  e d u c a t i o n .  D u b u q u e ,  I A :  W m .  C .  B r o w n .  

J e w e t t ,  A .  E . ,  B a i n ,  L .  L . ,  &  E n n i s ,  C .  D .  ( 1 9 9 5 ) .  T h e  

c u r r i c u l u m  p r o c e s s  i n  p h y s i c a l  e d u c a t i o n  ( 2 n d  e d . ) .  

D u b u q u e ,  I o w a :  W C B  B r o w n  &  B e n c h m a r k .  

J ö r e s k o g ,  K .  G . ,  &  S ö r b o m ,  D .  ( 1 9 8 9 ) .  L I S R E L  7 :  A  g u i d e  t o  

t h e  p r o g r a m  a n d  a p p l i c a t i o n s .  C h i c a g o ,  I L :  S P S S  .  

K y r i a c o u ,  C .  ( 1 9 8 6 ) .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s  w i t h  p u p i l s .  I n  C .  

K y r i a c o u  ( E d . ) ,  E f f e c t  t e a c h i n g  

i n  s c h o o l .  O x f o r d :  B l a c k w e l l .  

M a t h i e s o n ,  K .  ( 1 9 9 1 ) .  P r e d i c t i n g  u s e r  i n t e n t i o n : C o m p a r i n g  

t h e  t e c h n o l o g y  a c c e p t a n c e  m o d e l  w i t h  t h e o r y  o f  p l a n n e d  

b e h a v i o r .  I n f o r m a t i o n  S y s t e m s  R e s e a r c h ,  2 ( 3 ) ,  1 7 3 - 1 9 1 .  

M o r o z ,  R . ,  &  Wa u g h ,  R .  F.  ( 2 0 0 0 ) .  Te a c h e r  r e c e p t i v i t y  t o  

s y s t e m - w i d e  e d u c a t i o n a l  c h a n g e .  J o u r n a l  o f  E d u c a t i o n a l  

A d m i n i s t r a t i o n ,  3 8 ,  1 5 9 - 1 9 7 .  

N e l s o n ,  R .  R .  &  C h e n e y ,  P.  H .  ( 1 9 8 7 ) .  T r a i n i n g  e n d  u s e r s :  A n  

e x p l o r a t o r y  s t u d y .  M I S  Q u a r t e r l y ,  11 ( 4 ) ,  5 4 7 - 5 5 9 .  

R o m i s z o w s k i ,  A .  ( 1 9 9 7 ) .  W e b - b a s e d  d i s t a n c e  l e a r n i n g  a n d  

t e a c h i n g :  R e v o l u t i o n a r y  n e c e s s i t y  o r  r e a c t i o n  t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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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 c e s s i t y ?  I n  B .  K h a n ,  ( E d . ) ,  W e b - b a s e d  i n s t r u c t i o n  ( p p .  

9 1 - 1 1 1 ) .  N J :  E d u c a t i o n a l  T e c h n o l o g y .  

R o g e r s ,  E .  M . ,  &  S h o e m a k e r ,  F.  F .  ( 1 9 7 1 ) .  C o m m u n i c a t i o n  o f  

i n n o v a t i o n .  N e w  Yo r k ,  N Y:  T h e  F r e e  p r e s s .  

R o g e r s ,  E .  M .  ( 1 9 8 3 ) .  D i f f u s i o n s  o f  i n n o v a t i o n s  ( 3 r d  e d . ) .  

N e w  Yo r k ,  N Y:  T h e  F r e e  P r e s s .  

R o s e n b e r g ,  M . J .  a n d  H o v l a n d ,  C . I .  ( 1 9 6 0 ) .  C o g n i t i v e ,  

A f f e c t i v e  a n d  B e h a v i o r a l  C o m p o n e n t s  o f  A t t i t u d e s .  I n :  

R o s e n b e r g ,  M .  J .  a n d  H o v l a n d ,  C .  I . ,  E d s . ,  A t t i t u d e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a n d  C h a n g e :  A n  A n a l y s i s  o f  C o n s i s t e n c y  

a m o n g  A t t i t u d e  C o m p o n e n t s ,  Ya l e  U n i v e r s i t y  P r e s s ,  N e w  

H a v e n .  

Ta y l o r ,  S . ,  &  P.  To d d  ( 1 9 9 5 ) .  U n d e r s t a n d i n g  i n f o r m a t i o n  

t e c h n o l o g y  u s a g e :  A  t e s t  o f  c o m p e t i n g  m o d e l s .  

I n f o r m a t i o n  S y s t e m s  R e s e a r c h ,  6 ( 2 ) ,  1 4 4 - 1 7 6 .  

Ta y l o r ,  S . ,  &  To d d ,  P.  ( 1 9 9 5 ) .  A n  i n t e g r a t e d  m o d e l  o f  w a s t e  

m a n a g e m e n t  b e h a v i o r :  A  t e s t  o f  h o u s e h o l d  r e c y c l i n g  a n d  

c o m p o s t i n g  i n t e n t i o n s .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n d  B e h a v i o r,  2 7 ,  

6 0 3 - 3 0 .  

Z a l t m a n ,  G.  ( 1 9 6 5 ) .  M a r k e t i n g :  C o n t r i b u t i o n s  f r o m  t h e  

b e h a v i o r a l  s c i e n c e s .  N e w  Yo r k ,  N Y:  H a r c o u r t ,  B r a c e  &  

Wo r l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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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錄  

 
歷史教學接受度量表  

 
親 愛 的 國 中 同 學 們 好 ：  

這 份 問 卷 目 的 在 了 解 你 對 歷 史 課 的 感 受 與 看 法 ， 這 不 是 考

試 ， 你 的 答 案 沒 有 對 與 錯 ， 對 你 沒 有 任 何 影 響 ， 所 以 請 你 放

心 作 答 ， 依 據 自 己 的 實 際 情 形 來 回 答 就 可 以 了 ， 謝 謝 你 的 合

作 。  

敬 祝    學 習 愉 快  健 康 安 樂  

東 海 大 學 歷 史 研 究 所  

研 究 生  董 如 筠   敬 上  2 0 1 6 年 1 1 月  

壹 、 基 本 資 料 (請 依 您 個 人 實 際 狀 況 ， 勾 選 適 當 的 答 案 )  

(     )性 別 ： ( 1 )男 性  ( 2 )女 性  

(     )年 齡 ： ( 1 ) 1 2 歲  ( 2 ) 1 3 歲  ( 3 ) 1 4 歲  ( 4 ) 其 他 

(     )年 級 ： ( 1 )七 年 級  ( 2 )八 年 級  ( 3 )九 年 級  

示 範 題 目  

以 下 有 一 些 描 述 你 參 與 你 的 運 動 項 目 時 的 一 些 「 行 為 」 敘 述

文 句，依 題 目 所 描 述，把 符 合 自 己 程 度 狀 況 的 適 當 數 字 畫 圈。

 

 

 

 

如 ： 我 樂 於 學 習 到 運 動 中 的 新 事 物 。  

非

常

不

符

不

符

合

 

稍

微

不

符

普

通

 

稍

微

符

合

 

符

合

 

非

常

符

合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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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 問 卷 內 容  

 

 

 

認 知 層 面  

非

常

不

符

合 

不

符

合 

稍

微

不

符

合 
普

通 
稍

微

符

合 

符

合 

非

常

符

合 

1.我認為歷史教學的教師須擁有專業的歷史知識。 1 2  3  4  5  6 7

2.我認為歷史教學教師須擁有多元的教學方法。 1 2  3  4  5  6 7

3 .我 認 為 歷 史 教 學 教 師 應 具 有 各 種 歷 史 常 識 。 1 2  3  4  5  6 7

4.學習歷史課程我可以了解古往今來的來龍去脈。 1 2  3  4  5  6 7

5 .我 認 為 歷 史 課 是 一 門 專 業 課 程 。  1 2  3  4  5  6 7

情 意 層 面  

1.歷史教師的教學熱忱會影響學生歷史課程的參與度。 1 2  3  4  5  6 7

2.我認為歷史教學可以培養對國家的認同及關懷。 1 2  3  4  5  6 7

3.我認為歷史教學可以培養尊重及欣賞不同文化的態度。 1 2  3  4  5  6 7

4.我認為歷史教學可以培養獨立思考和反省的能力。 1 2  3  4  5  6 7

技 能 層 面  

1.上完歷史課我可以舉例說明重要的歷史人物及事件。 1 2  3  4  5  6 7

2.上完歷史課我可以用不同的觀點敘述及詮釋歷史。 1 2  3  4  5  6 7

3 .我 認 為 歷 史 課 可 以 培 養 我 創 新 思 考 的 能 力 。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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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態度調查量表  
 

 非

常

不

符

合 不

符

合 
稍

微

不

符

合 普

通 

稍

微

符

合 

符

合 

非

常

符

合 

1 .教師對於學生的不同意見，應予以尊重。 1 2 3 4 5 6 7 

2.教師應與學生閒話家常，以維持親近的師生關係。 1 2 3 4 5 6 7 

3.只要有助於學生的成長，教師應不計較的付出心力。 1 2 3 4 5 6 7 

4 .教 師 應 無 條 件 幫 助 學 生 學 習 。  1 2 3 4 5 6 7 

5.教師應容許學生自治，以培養其自動自發的精神。 1 2 3 4 5 6 7 

6.教師對於學生的作業應不厭其煩地給予指導批改。 1 2 3 4 5 6 7 

7.教師應參考家長的意見改變某些對學生的管教方式。 1 2 3 4 5 6 7 

8 .教 師 對 自 己 的 專 業 知 能 要 有 信 心 。  1 2 3 4 5 6 7 

9 .教 師 應 經 常 反 省 自 己 的 專 業 表 現 。  1 2 3 4 5 6 7 

10.教師應不斷進修，以提昇教學專業水準。 1 2 3 4 5 6 7 

11.教師是專業人員，應受到社會大眾的尊重。 1 2 3 4 5 6 7 

12.教師應與同事共同設計教材，研討教學方法。 1 2 3 4 5 6 7 

1 3 . 教 師 應 設 法 增 進 社 交 能 力 。 1 2 3 4 5 6 7 

1 4 . 教 師 選 擇 教 育 工 作 ， 無 怨 無 悔 。 1 2 3 4 5 6 7 

1 5 . 教 師 應 以 「 身 為 教 師 」 為 榮 。 1 2 3 4 5 6 7 

16.教師的專業任務，應以增進學生的福祉為目標。 1 2 3 4 5 6 7 

17.教師的專業道德，應以維護學生的學習權為。 1 2 3 4 5 6 7 

1 8 . 教 師 應 具 有 教 學 及 評 量 的 自 主 權 。 1 2 3 4 5 6 7 

1 9 .教 師 應 積 極 參 與 教 育 專 業 組 織 的 活 動 。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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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

常

不

符

合 不

符

合 

稍

微

不

符

合 普

通 
稍

微

符

合 
符

合 

非

常

符

合 

20.教師對學生的教學與輔導，必須考慮個別差異。 1 2 3 4 5 6 7 

2 1 .教 師 應 有 多 元 文 化 的 教 育 理 念 。  1 2 3 4 5 6 7 

2 2 .教 師 不 應 計 較 物 質 的 報 酬 。  1 2 3 4 5 6 7 

23.教師應本著敬業樂業的精神，以教育工作為終身志業。 1 2 3 4 5 6 7 

24.教師應尊重每一位教育參與者對課程及教學的建議。 1 2 3 4 5 6 7 

25.教師應主動將學校的各種重要活動通知家長。 1 2 3 4 5 6 7 

26.教師應主動將學生在學校的學習情形告知家長。 1 2 3 4 5 6 7 

2 7 .教 師 應 與 學 生 家 長 保 持 密 切 的 聯 繫 。 1 2 3 4 5 6 7 

2 8 .教 師 應 與 學 生 家 長 維 持 融 洽 的 關 係 。 1 2 3 4 5 6 7 

2 9 .教 師 應 該 要 有 「 以 校 為 家 」 的 精 神 。 1 2 3 4 5 6 7 

3 0 .教 師 對 於 學 校 的 行 政 措 施 須 積 極 配 合 。 1 2 3 4 5 6 7 

3 1 . 教 師 應 主 動 提 出 校 務 興 革 的 建 議  。 1 2 3 4 5 6 7 

32.教師對於學校所交辦的行政工作，都要盡力去執行。 1 2 3 4 5 6 7 

33.教師對於學校行政職務的安排，應盡力配合。 1  2  3  4  5  6 7

34.教師應自我調適，以符合學校行政的期望。 1  2  3  4  5  6 7

3 5 .教 師 應 熱 心 參 與 各 項 校 務 的 推 動 。  1  2  3  4  5  6 7

36.教師若被要求擔任行政工作，應全心全力投入。 1  2  3  4  5  6 7

3 7 .教 師 應 關 心 學 校 行 政 事 務 。  1  2  3  4  5  6 7

38.學校舉辦大型的活動時，教師應發揮團隊精神，主動幫忙。 1  2  3  4  5  6 7

 

問 卷 到 此 結 束，衷 心 感 謝 您 的 協 助，敬 祈 教 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