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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本 研 究 旨 在 瞭 解 臺 中 市 國 小 教 師 對 特 色 學 校 認 知 與 態 度 之 研

究 ， 採 文 獻 分 析 法 、 參 與 觀 察 法 及 問 卷 調 查 法 ， 以 臺 中 市 國 小 教

師 為 研 究 對 象 ， 以 分 層 隨 機 抽 樣 方 式 發 出 問 卷 ， 發 出 50 0 份 ， 回

收 有 效 問 卷 4 5 6 份 。 問 卷 調 查 所 得 資 料 ， 經 統 計 分 析 ， 獲 得 以 下

結 論 ：  

 

一 、 臺 中 市 國 小 教 師 對 特 色 學 校 具 有 高 度 的 認 知 。  

二 、 臺 中 市 國 小 教 師 對 特 色 學 校 的 態 度 趨 於 正 向 。  

三 、 影 響 臺 中 市 國 小 教 師 對 特 色 學 校 認 知 的 背 景 變 項 有 擔 任 職

務 、 參 加 過 特 色 學 校 相 關 之 活 動 或 研 習 、 學 校 是 否 曾 參 與 發

展 「 特 色 學 校 計 畫 」、 任 教 學 校 地 區 。  

四 、 影 響 臺 中 市 國 小 教 師 對 特 色 學 校 態 度 的 背 景 變 項 有 擔 任 職

務 、 參 加 過 特 色 學 校 相 關 之 活 動 或 研 習 、 學 校 是 否 曾 參 與 發

展 「 特 色 學 校 計 畫 」、 任 教 學 校 地 區 。  

五 、 臺 中 市 國 小 教 師 對 特 色 學 校 的 認 知 與 態 度 之 間 有 顯 著 相 關 ，

國 小 教 師 對 特 色 學 校 的 認 知 愈 高 ， 其 對 特 色 學 校 的 態 度 就 愈

正 向 。  

六 、 臺 中 市 國 小 教 師 對 特 色 學 校 的 認 知 愈 高 ， 愈 能 有 效 預 測 國 小

教 師 對 特 色 學 校 之 正 向 態 度 。  

 

    根 據 本 研 究 結 果 ， 向 教 育 行 政 機 關 、 學 校 行 政 單 位 及 教 育 工

作 者 提 出 建 議 ， 俾 供 將 來 國 民 小 學 欲 發 展 特 色 學 校 與 後 續 研 究 之

參 考 。  

 

關 鍵 詞 ： 特 色 學 校 、 認 知 、 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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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Cogni t ion and At t i tude toward Featured School  
among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n  Taichung. 

 
A b s t r a c t  

 
The a im o f  t h is  s tudy  was  to  exp lo re  cogn i t ion  and  a t t i tudes  toward  

fea tu red  schoo l  among  e lementa ry  schoo l  teachers  in Taichung.   Methods  

o f  l i te ra tu re  rev iew,  pa r t i c ipan t  obse rva t ion  and  su rvey  were  conduc ted  in  

the  research .  St ra t i f i ed  random samp le  o f  500  sub jec ts  rep resen ta t i ve  o f  

the  genera l  e lementary  schoo l  t eachers  in  Ta ichung  c i t y  w as  asked  to  f i l l  

up  a  ques t ionna i re  and  456  va l id  responses  were  co llec ted .  A f te r  t he  da ta  

had  been  ana lyzed ,  the  ma jo r  f ind ings  o f  the  s tudy  were  shown  as  fo l lows :  

1 . The e lementa ry  schoo l  teachers  in  Ta ichung  c i t y  had h igh  cogn i t i on  o f  

fea tu red  schoo ls .  

2 . The e lementa ry  schoo l  teache rs  in  Ta ichung  c i t y  had pos i t i ve  a t t i tudes  

toward  fea tu red  schoo ls .  

3 . The backg round  va r iab les  tha t  a f fec ted  the  e lemen tary  schoo l  teachers ’ 

cogn i t i on  o f  f ea tu red  schoo ls  were  par t i c ipa t ing  in fea tu red  schoo l  

p rog rams,  ho ld ing  a  pos t  assoc ia ted  w i th  fea tu red  schoo l  p rogram,  

par t i c ipa t ing  in  the  re la ted  ac t i v i t i es  o r  wo rkshops  as  we l l  as  an  a rea  

where  teachers  t each .  

4 . The backg round  va r iab les  tha t  a f fec ted  the  e lemen tary  schoo l  teachers ’ 

a t t i tudes  toward  fea tu red  schoo ls  were  par t i c ipa t ing  in  fea tu red  schoo l  

p rog rams,  ho ld ing  a  pos t  assoc ia ted  w i th  fea tu red  schoo l  p rogram,  

par t i c ipa t ing  in  the  re la ted  ac t i v i t i es  o r  wo rkshops  as  we l l  as  an  a rea  

where  teachers  t each .  

5 . The  teache rs ’ cogn i t ion  and  a t t i t udes  toward  fea tu red  schoo ls  were  

s ign i f i can t l y  co r re la ted .  The h ighe r  cogn i t ion  the  teachers  had ;  the  

more  pos i t i ve  a t t i tudes  they  had .  

6 . The fac t  tha t  the  teache rs  had  h igh  pe rcep t ion  o f  fea tu red  schoo ls  cou ld  

va l id ly  p red i c t  teachers ’ pos i t i ve  a t t i tudes  towards  fea tu red  schoo ls .  

Based  on  the  resu l t s  o f  the  s tudy,  sugges t ions  a re  made fo r  adm in is t ra t i ve  

o rgan iza t ions ,  schoo ls ’ admin i s t ra t ion ,  educato rs ,  schoo l s  tha t  wou ld  l i ke  

to  deve lop  the i r  d is t inc t i ve  fea tu res  and  fu tu re  s tud ies .  

 

Keywords :  f ea tu red  schoo l ;  cogn i t i on ;  a t t i 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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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教育部自 96 年開始推動「國民中 小學校園活化暨發 展特色學校」方

案，其目的為推動 各縣市學校活化既 有閒置校舍空間，充分發揮校園空

間價值。本研究旨 在探討臺中市國小 教師對特色學校的 瞭解程度與抱持

的態度，以問卷調 查為依據，編製一 份教師對特色學校 認知與態度的問

卷，瞭解教師對特 色學校的認知與態 度，探討各項相關 因素，以做為教

育行政單位推動特 色學校發展之參考，及協助教師進行 專業成長、提升

專業知能。  

    本章分為五節 ，第一節說明本研 究之研究背景與動 機；第二節提出

研究目的並陳述研 究問題；第三節析 述研究方法與流程，第四節敘述研

究範圍與限制；第 五節則為重要名詞 釋義。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背景與動機    

    
壹壹壹壹、、、、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     

 

    由於國人生育 率持續下降，各國 中小學減班情形日 益嚴重、教育投

資使用效益偏低，教育資源的浪費是 無可避免的問題。因此，如何提升

學校經營能力、建 立學校的特色、推 動良好的辦學績效，達到學校永續

經營，是未來各級 學校亟需面對的重 要課題。  

    根據內政部民 國 100 年的統計， 99 年臺灣地區出生 人口約為 16 萬

6000 多人，比起 85 年以前的 30 多萬人，臺灣地區出生 人口數幾乎減少

了二分之一。而教 育部教育資料統計，99 學年度入學的 小一新生人數僅

有 21 萬 5577 人， 根據教育部推估 106 學年度小一新生 人數更只剩 17

萬 7390 人（教育部統計處， 2011），減少幅度之大，不僅都會地區學校

班級數將日益減少，而偏遠地區的中、小型學校受到的 衝擊更大，不得

不令人擔憂減班所 帶來的後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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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少子化的趨勢 ，使各縣市國民中 小學新生入學人數 普遍銳減，

也影響到各國中小 學教育空間的使用，於是「校園空間 的再利用」成為

急欲改善的空間議題。教育部為因應少子化可能造成校 園空間閒置的問

題，於 94 年函各縣市提出有關「閒 置校舍活化再利用 計畫書」，監察

院站在經濟效益的 立場，提出適度裁倂少於一百人的迷你國民小學，每

年至少可省下千萬元的人事成本。由 於國民小學校地是屬於地方政府的

權責，裁倂的問題 並無明確具體的政策，因此教育部正式於 96 年推動

「活化校園空間總體計畫」，這項方 案包括五項子計畫：「中等以下 學

校樂活運動站」、「營造永續節源新基地計畫」、「社區終身學習中心」、

「推動中小學活化 校園空間與發展特 色學校計畫」、「擴大設置偏遠學

校數位機會中心計畫」（教育部補助國中小活化空間利 用暨發展特色學

校方案計畫， 2008）。  

其中，「推 動中小 學活化校園空間與 發展特色學校計畫」方案，一

方面是教育部希望可以減少城鄉間的差距，使偏遠地區 的學童能不再流

失，解決偏遠學校被裁撤的問題；另一方面是藉此計畫鼓勵學校擴大校

園空間之效益，結合鄰近之特色環境及資源，發展各學 校之特色課程與

多元教學型態，活 化學校，建立學校 的知名度。而臺中 市升格成為直轄

市後，幅員廣闊，除原臺中市之都會 型學校外，原臺中 縣之偏遠小型學

校亦不少，所以「 推動中小學活化校 園空間與發展特色 學校計畫」，對

於臺中市國民小學 而言，應該各有助 益，如何將特色學 校發展的過程及

其理念分析並記錄下來，讓臺中市國 民小學在發展特色 學校時可供參

考，此為促使此研 究發展之主要背景 。  

  

貳貳貳貳、、、、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     

 

     隨著社會人口遷移及少子化的現象，地方政府或偏 遠地區小學開始

察覺學校即將面臨的存廢危機。這些偏遠地區小學不願意被動等待教育

當局裁、倂或廢校 的決策，開始善用 自身環境的優勢、利用特色課程行

銷，找到學校經營 的新藍海，證明學 校存在的價值。其 中，新北市（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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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縣）漁光國小郭雄軍校長，於民 國 93 年首創假日特色遊學，聲名

大噪，進而激勵許多迷你小學紛紛尋找特色，希望藉由遊學課程能吸引

都市小學成為交流 對象。這些特色學 校不乏偏遠地區小 校，雖然學生數

不多，但人文、生 態、自然景觀繽紛萬象，有山林學校，也 有濱海小 學 ，

如能掌握優勢條件及核心價值，必能 發展出在地特色（潘文忠， 2006：

11）。  

     95 年《遠見雜誌》以「我的學 校不見了－上學好難」為主題，提

出「裁、併、廢小 校」的議題；98 年商業週刊以「百大 特 色 小 學 」專刊，

請專家學者選出 104 所公立特色小學，以新概念、新方 法，創造多元的

特色課程；《商業周刊》與 TVBS 合作製播「發現特色 小學」，節目中介

紹不同教學理念及創意課程的特色學 校； 99 年《親子天下雜誌》的「特

搜全台 300 特色學校」專題，選出全台獨具特色的公私立國中、小學，

提供家長替孩子選擇就讀的學校，讓特色學校成為當今學校發展的目標

與學習的對象。  

     近年來，國內 對於「特色學校 」的議題開始給予關注。教育部自民

國 96 年至 98 年度辦理為期三年之「 推動國民中小學活 化校園空間與發

展特色學校計畫」，依據特色主題與轉型描述、社區資 源整合與運用、

特色空間活化與規劃、特色課程與教 學推動、特色行銷與分享遊學、方

案效益與延續發展等 6 大評審指標評定分數，評選出十大經典特色學

校…等，都是注重 特色學校的實例。因應特色學校之風潮興起及教育部

推動發展特色學校 的計畫，發展學校 特色已成為各國中 小學重要的課

題，尚未發展出屬於自己特色的學校 ，可以參考背景相似的特色學校，

找到新的定位。學 校發展特色的最終目標就是希望學生 能在求學過程中

有更多元的學習、家長在挑選合適學 校時有更多元的教 育選擇權，進而

達到學校的永續經 營。  

新北市是特色學校 發展的先鋒，而特 色學校的發展模式，乃是結合

社區人文及自然資 源，經由創意教學 、透過體驗學習的 特色教學模式，

創造教育的新價值、提升學校經營的邊際效益，此種發 展模式值得我們

借鏡。而研究者參 與臺中市辦理「 99年度推動國民中小 學整合空間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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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發展特色學校」的研習活動，對「特色學校」有了初步的接觸，教育

部自 96年開始推動「中小學活化校園 空間與發展特色學 校計畫」，至今

已進入第五年，臺 中市在發展特色學 校的過程中，缺乏整合，難以表現

其學校之獨特性，甚至多數教師對此 計劃並不清楚，為 何臺中市對特色

學校的發展會與新北市有這樣的落差，頗值得深思。希望藉由本研究瞭

解臺中市國小教師 對「特色學校」明 瞭之程度，並進而 探討其對特色學

校之態度，以助於 臺中市國民小學發 展特色學校。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研究目的與問題研究目的與問題研究目的與問題    

    

壹壹壹壹、、、、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的研 究背景與動機，本 研究係對「特色學 校」的背景作分

析，並針對 100 學年度臺中市國民小 學任教之教師，在 背景變項的影響

下，對於特色學校 認知與態度的情況及彼此間的相互關係，進行深入研

究。本研究之主要 目的為：  

一、探討臺中市國 小教師對特色學校 的認知情形。  

二、探討臺中市國 小教師對特色學校 抱持的態度。  

三、探究不同背景 之臺中市國小教師 對特色學校的認知 與態度之關係。 

四、瞭解臺中市國 小教師對特色學校 的認知與態度之相 關情形。  

五、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以供教 育行政、學校單位 參考。  

 

貳貳貳貳、、、、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的研 究問題如下：  

一、臺中市國小教 師對特色學校的認 知情形為何？    

二、臺中市國小教 師對特色學校抱持 的態度為何？    

三、不同背景變項 的臺中市國小教師 對特色學校認知程 度是否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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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同背景變項 的臺中市國小教師 對特色學校抱持態 度是否有差異？  

五、臺中市國小教 師對特色學校的認 知與態度之相關情 形為何？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流程研究方法與流程研究方法與流程研究方法與流程    

 

壹壹壹壹、、、、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目 的在瞭解臺中市國 小教師對特色學校 認知的程度，及

對特色學校所抱持 之態度，分析不同背景之臺中市國小 教師對特色學校

的認知與態度是否有差異、及其相關 之情形。研究方法 以文獻分析法、

及問卷調查之量化 分析為主、期使本 研究能有較完整的論述，提供教育

機關、學校相關人員參考。  

 

一、文獻分析法  

    本研究之文獻分析首先整理相關 研究、書籍、期刊等文獻資料為主，

其分析的範圍與內容包括特色學校之基本理念、緣起及 發展情形，認知

與態度之意義及認 知、態度與行為的 相關性，透過國小 教師對教育議題

的認知情形與抱持 之態度，設計「臺中市國小教師對特 色學校認知與態

度之研究問卷」之架構與內容，進而 進行回收問卷內容分析與討論，並

作成結論與建議。  

 

二、問卷調查法  

    本研究問卷編 製的程序，首先經 由文獻分析設計問 卷的基本架構和

內容，再經由指導教授的初步修正，形成問卷初稿。其次經由國內教育

行政學者及實務現場校長、資深教師 對問卷初稿進行專家審查，藉以建

立專家效度。再與指導教授就修正後 之問卷逐題審核，並作成最終確定

之正式問卷，進一步應用統計方法加以分析處理，根據 資料分析的結

果，歸納並提出建議以作為學校及教 育機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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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研究流程研究流程研究流程研究流程     

     

    為使本研究能順利進行，研究者擬定研究流程，如圖 1-1：  

 

一、研究動機與目 的  

透過廣泛蒐集閱讀相關文獻與書籍，設定欲研究之方向；經由研究

動機確認研究主題 後，釐清本研究之 研究目的。  

 

二、確立研究主題 與範圍  

研究主題確定後，蒐集閱讀特色學校 之相關文獻，並與指導教授討

論，確立研究範圍 與架構，據此建立 研究目的與問題，及研究方法與流

程，擬定研究架構與進度，撰寫研究 計畫。  

 

三、文獻探討  

透過各圖書館、國 立教育資料館、全國碩博士論文及網際網路等資

源，搜尋國內外有 關特色學校的相關文獻資料，經仔細閱讀後，歸納、

整理與分析各類資 料，作為本研究之理論基礎及研究設計依據。  

 

四、問卷初稿編製  

依據研究目的及問 題，經文獻探討分 析後所得之結果，參考指導教

授意見擬定問卷大綱，經修正後確定問卷初稿。  

 

五、專家諮詢  

寄發問卷初稿請專家就問卷內容效度賜予意見，修改問 卷中用詞不

當之語句或不適當的題目，再經由指導教授加以指正，定稿成為正式問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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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實施問卷調查  

選定研究對象與範 圍，進行隨機問卷 調查，郵寄問卷或親送至受試

學校實施問卷調查 。  

 

七、分析與討論調 查結果  

調查問卷回收後，進行問卷資料之整理、分類、編碼登錄，再利用

電腦統計套裝軟體 SPSS Fo r  Windows 進行資料統計與處理，依調查所

得結果加以討論與 分析，進行意義詮釋。  

 

八、撰寫研究論文  

 歸納整理研究結果與發現，作成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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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動 機 與 目 的  

 

 
確 立 研 究 主 題 與 範 圍  

 
文 獻 探 討  

 
編 製 問 卷  

 
專 家 諮 詢  

 
實 施 問 卷 調 查  

 

 
分 析 與 討 論 調 查 結 果  

 

圖圖圖圖 1-1：：：：研究流程圖研究流程圖研究流程圖研究流程圖

 
撰 寫 研 究 論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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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研究範圍與限制研究範圍與限制研究範圍與限制  

 

    根據本研究的 動機與目的，研究者以問卷調查為主，研究的範圍及

研究限制如下：  

    

壹壹壹壹、、、、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     

 

    本研究係以「 研究地區」、「研究 對象」、「研究內容」界定本研究範

圍。  

 

一、研究地區  

臺中縣、市於民國 99 年 12 月 25 日合併，臺中市合併後 升格為直

轄市，為中部縣市 的指標城市，本研 究旨在探討臺中市 國小教師對特色

學校的認知與態度 ，以臺中市作為研 究範圍有其意義。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係以臺中市公立國民小學 100 學年度之合格正式教師為研究

對象，包含教師兼行政（主任、組長 ）、專任教師（級任、科任），但不

包括實習教師和代課教師。  

 

三、研究內容  

    本研究旨在探 討臺中市國小教師 對特色學校的認知 與態度，依研究

對象的性別、年齡、最高學歷、教學年資、擔任職務、有無參加過特色

學校相關之活動或研習、學校是否曾參與發展特色學校 計畫、學校規模

及任教學校地區等，來探討研究樣本 對特色學校的認知 與態度的情形，

以作為教育單位推 行特色學校的可行性，及協助教師提 升專業知能進行

特色學校發展之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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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     

 

    本研究為問卷 調查法，屬於量化 研究，雖力求嚴謹與完整，但仍受

到主、客觀因素不足之影響與研究方 法的限制，在研究結果的解釋推論

上有限制，茲說明 如下：  

 

一、研究地區  

本研究因時間、人 力及經費上的限制 ，僅以臺中市作為 調查地區，

並未包括臺灣地區 其他縣市學校。在 研究資料的代表性上有地域的限

制，因此研究結果的推論與應用上不宜過度推論至其他地區。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僅以 100 學年度任教於臺中 市公立國民小學之合格正式教師

為研究對象，並未包括臺灣地區其他縣市的國小教師，故調查結果之推

論，無法推論研究 範圍以外之樣本。  

 

三、研究內容  

    由於「特色學 校」之推動在教育界屬於起步階段， 在國內針對此議

題的實證研究較少，缺乏相關的研究 資料佐證；再則又受限於受測教師

對特色學校認知程 度之不同，可能產生答題的偏差。  

 

四、研究變項  

    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問卷調查 法蒐集資料，使研 究結果多偏向事

實性資料之調查，無法包含所有可能 之影響變項，無法深入呈現國小教

師對特色學校的認 知與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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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重要名詞釋義重要名詞釋義重要名詞釋義重要名詞釋義  

 

為清楚說明本研究 探討的主題，特將 本研究者提及之相 關名詞或概

念加以界定與解釋 ，分別依序說明如 下：  

 

壹壹壹壹 、、、、 特 色 學 校特 色 學 校特 色 學 校特 色 學 校  

 

在 本 研 究 中 ，「 特 色 學 校 」 係 指 學 校 行 政 、 教 師 、 學 生 、 家 長 共 同

營 造 屬 於 自 己 獨 特 的 、 優 質 的 教 學 課 程 ， 凝 聚 共 同 的 教 育 願 景 ， 並 結 合

社 區 資 源 ， 在 課 程 設 計 上 融 入 本 土 化 、 在 地 化 、 全 球 化 的 素 材 ， 達 到 學

校 創 新 經 營、教 師 創 意 教 學、學 生 多 元 學 習 的 目 標（ 蔡 淑 玲，2011：239）。

提 高 學 校 的 競 爭 力 與 能 見 度 ， 善 用 行 銷 策 略 ， 以 創 新 的 行 動 和 視 野 ， 提

升 學 校 的 附 加 價 值 ， 使 學 校 達 成 永 續 經 營 的 目 的 。  

 

貳貳貳貳 、、、、 認 知認 知認 知認 知  

 

本 研 究 所 稱 之 「 認 知 」 為 個 體 對 事 實 知 道 與 否 及 理 解 、 明 辨 程 度 ，

不 涉 及 情 感 成 分 （ 張 春 興 ， 2012： 32）， 深 究 之 ， 即 為 國 小 教 師 對 「 特

色 學 校 」 理 解 及 熟 悉 的 程 度 。  

 

参参参参 、、、、 態 度態 度態 度態 度  

 

本 研 究 所 稱 之 「 態 度 」 為 個 體 對 特 定 對 象 所 持 有 之 評 價 情 感 及 行 動

意 向 ，（ 張 春 興 、 楊 國 樞 ， 1983： 534）， 詳 言 之 ， 即 為 國 小 教 師 表 現 出

對「 特 色 學 校 」情 緒 傾 向、喜 好 程 度 與 判 斷 時 的 主 觀 看 法 或 是 接 受 程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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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章章章章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本章節主要在瞭解 特色學校的內涵、緣起及發展情形，並從相關文

獻研究的探討，進 一步探究國小教師 對特色學校認知與 態度及其相關情

形，做為本研究之理論基礎。本章分 為三節：第一節分 析特色學校之內

涵，瞭解特色學校 的緣起及發展；第 二節闡述認知與態 度之意義及認

知、態度與行為的 相關性；第三節整理有關特色學校發 展之相關文獻進

行分析，並探討國 小教師對教育議題 認知與態度之相關 研究。研究者希

望透過各種文獻資 料的分析，幫助本 研究對國小教師與 特色學校之間的

關聯能更清楚，茲分別敘述如下：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的內涵的內涵的內涵的內涵    

    

壹壹壹壹、、、、特色學校之意涵特色學校之意涵特色學校之意涵特色學校之意涵     

 

一、特色之定義  

「特色」，依其字義而言，就是個人或事物所表現出獨特的色彩、

風格（黃彥超， 2006： 50）。林志成和林仁煥（ 2008： 2）則將「特色」

做更進一步的解釋： 1 .係指特別、突出、優異與出色； 2 .通常是人無我

有、人有我優、人優我特優、我特別突出、特別優異出 色； 3 .係一種差

異化的表現。  

在中文定義方面，所謂「特色」在教 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的釋

義為：事物所表現出獨特優異的地方；而在國語活用辭典的字義為與眾

不同的地方。在英文定義方面，劍橋英英字典定義「 特 色」為某人或某

事具有獨特及顯著的特性；而韋氏辭典的詞意為特點或特性。  

综合以上辭典之解 釋，研究者將「特 色」定義為「某人、某事或某

物表現出獨特優異的風格，與眾不同，讓人易於辨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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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色學校之意義  

「特色」是一種獨特的風格、與眾不同的表現；「特色 學校」的關鍵

性質是「獨特性」，人無我有、人有我優，有別於其他學校之特性，是

長時間全面的貫徹教育方針，形成穩定獨特、鮮明風格的學校，才能稱

為特色學校。「特 色學校」擁有「群眾參與性」，經長時間不斷改進與創

新，使學校具有明顯的獨特風格，並且成功營造一種區別於他校特殊的

學校文化氛圍（黃彥超， 2006： 52）。  

特色學校是個性化 的學校，它們具有「人無我有、人有我優、人優

我精」的獨特性；具有成熟的學校領導，從事創造性勞動的學校群體、

並能堅持在改革與創造中發展，成功的實現辦學價值觀和教育目標（吳

秀娟， 1996： 105）。  

林進山（ 2006： 17-20）認 為 特 色 學 校係指學 校就辦 學 的 教 育願景 ，

掌握學校人力與物力資源的優勢，結合校內教學課程和社區資源，充分

發揮學校優質的正向教育，其內涵涵蓋卓越的校長領導風格、精緻的課

程設計、創意的 教 學方式、優質的 生 態環境、前瞻的綜合領域、創新的

評量方式等，並能啟迪學生欣賞和發表能力，達成學校預定的辦學績

效，足以彰顯學校 的特色。  

曾俊凱（ 2006： 53）認為學校校長、主任、教師、學生、家長共築

的夢或故事，心中 的願景或圖騰是一致，並具有永續性、教育性、及獨

特性，方能稱為特 色學校。  

張憲庭（ 2006： 34）認為特色學校的積極意義，是各校 充分運用資

源，發展當地文化 及多元發展，共同分享場域課程、創意教學與體驗學

習，達成學校永續 經營的目標。  

李顯榮（ 2007： 78）則認為特色學校 需兼顧「公平性」、「整體性」

以及「永續性」。就公平性而言，教育 機會均等是 學 校 教 育 的基本原則 ，

發展特色學校時，須以全體學生的學習利益為優先，勿因發展學校特色

而犧牲部分學生的 學習機會與利益；就整體性和永續性而言，由於學校

教育活動有其時空 的連貫性，所以任何特色的發展，應考慮全校整體活

動的配合，以及未 來的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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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成、林仁煥（ 2008： 18）認為特 色學校須利用學校 及社區在地

資源，兼顧教育 目標達成、學校潛能 發揮、永續經營 發 展原則，藉由閒

置空間活化、組織結構活化；善用學 校本位課程、體驗學習、創新 經 營 、

策略聯盟、標竿學習、品牌及金三角行銷等經營策略，發展具有教育價

值性、在地文化性、創意特殊性及市場競爭性的場域特 色課程，突顯學

校優質經營績效，產出學校獨特品牌價值，永續創新教 育價值的學 校 。 

吳青山、林天祐（ 2009： 146）指出特色學校是依據學 校本身特性

所發展出來具有獨特優異教育表現的 學校，這樣的學校 不僅讓外界有耳

目一新的感覺，也 使學校與社區融為 一體。一所具有特 色的學校應該兼

具教育、獨特、優異、普遍、永續等五項特性。  

學者從不同面向提 出特色學校的意涵，林志成、林仁煥（ 2008： 9）

則進一步繪製特色 學校的概念圖，如圖 2-1。  

 

 

 

 

 

 

 

 

 

 

    

    

    

圖圖圖圖 2-1：：：：特色學校概念圖特色學校概念圖特色學校概念圖特色學校概念圖     

資料來源：“增能創價、策略聯盟與 特色學校經營”，林志成、林仁煥，

2008，學校行政雙月刊， 5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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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見解，研 究者將「特色學校 」定義為：學校行 政、教師、

學生、家長共同營造屬於自己獨特的、優質的教學課程，凝聚共同的教

育願景，並結合社區資源，在課程設計上融入本土化、在地化、全球化

的素材，達到學 校創新經營、教師創意教學、學生多元學習的目標。提

高學校的競爭力與 能見度，善用行銷策略，以創新的行 動和視野，提升

學校的附加價值， 使學校達成永續經 營的目的。  

 

貳貳貳貳、、、、特色學校的特色學校的特色學校的特色學校的緣緣緣緣起起起起     

 

特色學校最主要是 利用特色課程吸引學生、家長及社會 人士的目光

並主動想要學習，這些特色課程是學 校利用該校所擁有 在地化的自然景

觀、生態環境或人文風情等特色設計 出來。特色學校的緣起最早係教育

部（ 2004）《教育政策白皮書》揭示：「深度認識臺灣 、走讀臺灣鄉鎮，

發展學校特色」開 始，主要政策重點乃是運用在地資源設計特色課程，

鼓勵城鄉校際交流 與課程學習為主。隨後，新北市政府為了因應少子化

所帶來的效應影響，且新北市又擁有豐富的自然與人文資源，於是成為

特色學校營造的契機。  

 

一、開放教育的興起  

教育改革是解決教 育問題的方式之一，教育部汲取夏山學校「開放

教育」的精神，於 85 學年度起，國民 中小學全面實施開放教育，標榜

「課程統整」、「教材生活化」、「評量多元化 」，影 響 學 校 教 育 的 教 與 學 ，

在課程方面給予學 校及教師更多的自主性，此種與傳統 制式教育要求完

全按照課表操課與 統一進度的教學方 法有很大差異，尤其在臺灣國小教

育形成一股風潮，並成為新一波的教 改浪潮。實施開放教育後，自山區

至海邊、自城市至鄉鎮，因教學型態 的改變，家長參與 教育的機會增多，

增加親子共學的時間，亦為兒童學習打開另一扇窗，使 學生喜歡上學，

在多元的學習過程 中，能學會獨立思考、自我判斷的能 力，並培養與人

合作、富同情心之 特質，學生不斷的 成長，達到自我實現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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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園閒置空間增多  

近年來國人的生育 率下降，少子化的 影響，各縣市國民 中小學新生

入學人數逐年遞減，多數學校面臨減 班的嚴重危機，甚至若干學校已出

現空餘教室，而偏 遠地區小型學校之 學生人數亦逐年萎縮，面臨整併或

裁廢的窘境，有些校舍因學生人數過少或已無學生就讀，任由閒置甚至

荒廢，著實可惜。 新北市政府警覺少 子化帶來的影響， 於 2003 年起系

統性規劃實施特色 學校方案，鼓勵偏 遠地區小型學校掌握學校優勢條

件，因應環境之變遷，重新思考辦 學模式、調整經營理念、規劃創新課

程，發展出屬於學 校自身的特色亮點，吸引學區外的學 生就讀。  

於是，新北市政府選擇了 18 所擁有優越人文、自然條件的偏遠小

型學校，以整合資 源、分享資源及保存資源為規劃理念試辦，結果引發

學生、家長及社會 人士到特色學校參訪的風潮。歷經兩年的試辦經驗，

及亮眼的成果，許多學校開始正視自身學校所面臨的困境、未來該如何

解決問題，進而參 與特色學校方案。  

 

參參參參、、、、特色學校的特色學校的特色學校的特色學校的發展發展發展發展     

 

自從新北市政府於 92 學年開始推行特 色學校方案後，讓許多面臨

裁併的偏遠小校重 新找到自己的定位，利用該校獨特的 自然與人文優勢

條件，成功轉型為 特色學校。部分縣 市政府教育局漸漸感受到特色學校

的經營所帶來的附加價值，亦紛紛推 動相關計畫，教育 部於 95 年更有

一新政策性方針，希望小型學校不論是整併或裁廢，都 要優先考量學生

的受教權，並在 96 年度推展特色學 校實施方案。研究者依國內特色學

校的推展情形、及 教育部如何推展特 色學校計畫二方面 來分析特色學校

發展的現況。  

 

一、國內特色學校 推展情形  

在國內各縣市推展 特色學校的情形方 面，研究者發現以 新北市推動

特色學校數量最多，而臺北市、桃園 縣、新竹縣也推出 與特色學校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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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獎勵計畫，研 究者就以「臺北縣（現改 制 為 新北市 ）特 色 學 校 方 案 」、

「新竹縣推動百座燈塔學校亮起來」、「臺北市優質學 校」與「桃園縣學

校特色認證及獎勵三年計畫」做說明：  

（一）臺北縣特色 學校方案  

新北市（原臺北縣 ）政府察覺部 分 偏 遠 學 校 之 人 口 嚴 重 流失，

學區內就學人口逐年減少，即將面臨併班或裁併為分校，因此新北

市自 92 學年度起陸續將偏遠學校轉型為特色學校，其 目的為（臺

北縣政府計畫方案 ， 2004）： 1 .偏遠小 學人數逐年遞減，但擁有優

越之人文、自然條件，鼓勵各校充分運用資源，弘揚當地文化及多

元發展； 2 .將偏遠 學校之本位課程與 特色教學，提供給他校學童，

共同分享偏遠學校 之「場域課程－創意教學－體驗學習」； 3 .讓偏

遠小學轉型為特色 學校的經營模式，以開創新的視野及 行動，提高

各校教育的附加價 值。  

新北市政府選了十八所偏遠小學，朝特色學校發展，這些學校

運用社區之資源， 在「平時日、週休二日、寒暑假」，規劃辦理針

對校外人士及其他學校師生的「一日、兩日或多日」參觀、遊學交

流等活動。最初是試辦性質，沒想到 一年後， 18 所特色學校交出

亮麗的成績單，在 92 學年度吸引二萬 五千人次參與活動， 93 學年

度試辦學校更增加至 38 所，高達四萬二千人參與。 94 學年度陸續

又有 14 所學校加入特色學校計畫的 方案， 97 學年度已增加至 67

所學校，到 100 學年度為止，新北市 政府教育局將已加入特色學校

發展之學校整合成六大類型，並舉辦 多種活動，鼓勵全市師生、家

長參與。  

 

（二）新竹縣推動百座燈塔學校亮起 來  

「百座燈塔學校亮起來」是新竹縣政府教育局於 2004 年積極

推動展現特色學校 的計畫，此項計畫是利用每個月教育局召開局務

會報時間，邀請縣 內兩所學校分享特 色學校發展，希望藉由此計畫

的落實，縣內一百多 所 學 校 能像燈塔般，將 學 校積極的 行 政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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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的教學活動、和諧的校園文化和教育夥伴們分享，進而培育五

育均優的學童，達 到「知識走出課本、能力帶入生活」的九年一貫

課程教育目標。在 93 學年度共計有 2 5 所 學 校加入燈塔學 校夥伴，

94 學年度則有 24 所學校加入（新竹縣教育局， 2004），可惜此計

畫只實施兩年，便停止推動。  

 

（三）臺北市優質學校  

臺北市教育局於 2005 年公布「臺北市優質學校評選及獎勵要

點」，於 2006 年推動優質學校評選。其目的有三： 1 .表揚及鼓勵學

校經營的卓越成就； 2 .肯定及推廣學 校經營的優質經驗； 3 .強化及

深耕學校經營的精緻發展。  

優質學校是指學校 在各方面均有良好 的績效，包含校長 的領

導、學校行政 與管理、課程發展、教 師教學、學生 學習、教職員之

專業發展、校園營造、及學校的文化和價值等。故以學 校領導、行

政管理、課 程 發 展、教 師 教 學、學 生 學習、專 業 發 展、校 園 營造、

及資源統整等八個向度作為優質學校 經營的指標。在 2006 年共計

14 所學校得獎，2007 年與 2008 年分別有 28 所與 44 所 學 校獲獎，

2011 年更高達 49 所學校得獎。從 2006 年 開 始 辦 理 優 質 學 校 評 選 至

今，6 年 來，已 累 計 有 265 件 申 請 案 單 項 優 質 獎 及 2 件 整 體 金 質 獎 ，

此 方 案 仍 持 續 辦 理 中 。  

 

（四）桃園縣學校 特色認證及獎勵三 年（ 96-98 年）計畫  

桃園縣教育局於 2007 年提出為期三年 的學校特色認證計畫，

主要為落實推動一 校一特色之教育政策，獎勵縣立中等以下學校發

展特色，其目的 有：1.建構學校特色驗證標準，引導學 校 發展特色；

2 .實施學校特色認證，建立優質學校品牌形象； 3 .獎勵學校發展特

色，提升學校教育服務品質。  

認證項目名稱由學 校依據自身特 色 內涵訂定，包含七大領域、

六大議題或桃園縣 重要教育政策發展 項目（如：語文教 育、閱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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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品德教育、環境教育、科學教育、資訊教育、民主法治、學生

自治、人權教育、性別平等、社團活 動、中輟輔導、認輔制度、生

涯發展、技藝教育…等），採單項認證。若學校特色績 效彰顯、全

國知名，則可獲得 認 證 。 截 至 2008 年 ， 桃 園 縣 內 256 所 國 民 中 小

學 ， 已 有 45 所 學校通過認證（ 林 珍 羽 ， 2008： 36）。  

 

二、教育部推展特 色學校計畫  

（一）第一階段－推動活化校園空間 暨發展特色學校計畫  

教育部於 96 -98年推動「國民中小學 校園活化暨發展特 色學校」

為期三年「鼓勵型、 支持型、競爭型」之補助方案（教育 部，2008），

說明如下：  

1.目的：  

(1 )活化利用 既 有 閒 置 校 舍 校 園 空 間 等 教 育 公 共 財 ， 充 分 發

揮 校 園 空 間 價 值 ， 配 合 在 地 特 色 資 源 與 人 文 特 質 ， 並 依

據 各 縣 市 、 各 學 校 特 殊 條 件 與 需 求 ， 規 劃 多 樣 性 的 教 育

功 能 ， 尋 找 學 校 存 在 的 永 續 價 值 與 新 生 命 力 。  

(2 )擴大學校空間效 益，結合地區性特 色環境、產業文化 、

山川景觀、自然生 態、人文遺產等資 源，提供優質化、

多元化、豐富化 的 課程發展素材，逐步發 展 成 特 色 學 校 。 

(3 )運 用 學 校 和 社 區 專 業 人 員 ， 規 劃 在 地 化 特 色 課 程 平 台 ，

提 供 參 觀 與 體 驗 學 習 處 所 ， 並 且 鼓 勵 城 鄉 交 流 學習，以

不同課程的風貌與 教學型態，提供真實情境之校外教學

平台，帶動國內 教 育旅行風潮，締造本土型 的遊學貢獻。 

2 .實 施 原 則 ：  

       (1 )活化空 間－利用多餘校舍 空間，發揮創意經 營與實質效

益。  

(2 )學校品牌－以空 間特色突破發展，形塑特色學校的風格。 

(3 )永續環境－珍視環境永續與生態教 育概念，打造新概念

的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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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優 質 課 程 － 運 用 空 間環境平 台 ， 設 計 有 學 習 意義之 特 色

課 程 。  

(5 )夥伴關係 － 在 地產業 文 化 、 文史工作室、 民 間 業者異業

結盟。  

(6 )分享遊學 －援引遊學 經 驗範例，分享特 色遊學系統知識。 

3 .實 施 策 略 ：  

            (1 )廢校閒置校舍再利用－  

              各縣 市偏遠迷你小型學 校，實行整併裁撤之後，目前已無  

學生就讀之閒置校 園校舍，衡酌其交通狀況與破舊情 形 ，

投入低度經費予以整修使用，由民間產業或基金會等單 位

承租合作，進行環境改造，實施產業文化、生態探索等教

育功能的活動。  

              例如：台北縣平溪國小東勢分校與平溪鄉農會合作案。   

 (2 )小型學校的遊學發展－  

各縣市為數眾多的迷你小型學校，現有學生人數偏低，而

且學習動機不足， 學校存在價值與經 營效能亦備受爭議。

活化校園校舍，運用優勢的環境條件，研發場域型的特 色

課程，並吸引都會 區或他校學生前來遊學，形成特色遊學

中心，以驚奇有趣的學習型態、提供各地文化體驗學習機

會。  

例如：台北縣屈尺廣興分校、台北縣 建安國小、台中縣博

愛國小、嘉義縣龍山國小。  

 (3 )一般學 校剩餘空 間活化 －  

因一般學 校大幅減班， 造 成大量剩餘教室空 間 ，避免形成

校 舍 資 源浪費，規 劃活化 用途，發展學 校 特 色 課 程 與活動。 

例如： 台北縣屈尺國 小遊學 中心、 新泰國 小 實 習農園玩具

工坊、 桃 園 縣山頂國 小藝文音樂遊學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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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階段－推動整合空間資源 與發展特色學校計畫  

教育部 99 年度開始推動特色學校之聯盟發展模式，故將第一

階段之計畫擴大辦理持續推動「國 民 中小學整合空間資 源與發展特

色學校」（ 教 育部， 2010），說明如下：  

1 .計畫目的：  

(1 )持續第一階段執行精神，期能融入 校 園議題和社區 特性，

展現各學校之特色 課程風貌與多元教 學型態。並進 行「特

色學校之教育理念論述建構與實踐系統」，配合九年一

貫課程各學習領域，產生緊密性連結，以落實學校本位

與特色課程之內涵和操作經驗。  

(2 )促進教學的活化，體現「 學習歷程遊憩化；遊憩結果教育

化」之有趣學習，創造藍海校園的課 程價值，營造學校

聲望和學生特質表現、文化學習與表達能力。讓遊學生

具備田野探索、體驗常民生活、走讀鄉土文化、環境觀

察涉入、服務等多元能力。  

(3 )擴大學校之 空 間 效益，結合鄰近之 特 色環境，產業文化 、

山川景觀、自然生 態、人文遺產等資 源，提供優質化、

多元化、豐富化的 課程發展素材，逐步形成以「本位課

程」為導向的特色 學校，展現體制學 校之理念作為。  

(4 )鼓勵校際「策略聯盟」方式，結合都會 區 之 中 大 型 學 校 ，

以地理區域性或學 校規模結盟性之方式，整合學校人力

和社區專業人員，規劃在地化特色課 程平台，提供體驗

學習、服務學習場域。  

(5 )深化研發和分享學校本位課程的產出，擴大延伸學校 教 育

意義，鼓勵城鄉交流學習。以真實情境之走動式學習，

帶動島內本土型的遊學風潮，並配合國家政策，逐步導

入國際遊學，開發島內教育文化生態觀光資源，創造學

校教育產業價值， 行銷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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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計畫原 則 ：  

       (1 )持續效益－持續支持第一階段執行之學校，延展本計畫

效益。  

       (2 )擴大參 與－針對尚未獲得補助之學校，鼓勵提案爭取補

助。  

(3 )深化課程－將空 間活化和特色資源 ，導入課程模組和教

學人力群組，深化 各校之課程意義。  

(4 )優質教學－運用 空間環境平台，將 地方特色文化導入 教

學系統，連結有趣、有意義的學習活 動。  

(5 )建立品牌－以既 有十大經典特色學 校為基礎範例，擴及

其他學校之特色課 程品牌化。   

(6 )永 續 經 營 －珍視在地自然環境和特 色藝術文化之永續 教

育概念，打造活力 新校園，實踐學校 本位之理念願景。 

(7 )分享遊學 －整合特色學校遊學課程 ，運用社教場館、 學

術單位、其他場域平台、結合在地產業文化民間業者夥

伴關係，援引遊學 經驗範例，建構並 分享特色遊學的知

識系統。  

3 .實 施 指 標 ：  

     (1 )建構論述與課程實踐－建構特色學校本土論述 與課程理  

        念之實踐。  

     (2)社區資源整合與運用－結合運用社區特色與資 源發揮  

        功能。  

 (3)特色空間活化與規劃－運用校園 空間活化與建置教 學  

    資源。  

(4 )九年一貫與特色 課程－結合九年一貫課程與融入地方 特  

   色。  

(5 )創新教學與分享遊學－創新學校經 營模式與分享特色遊  

   學。   

 



 24

(6 )特色效益與延續 發展－延續地方特 色文化與營造品牌行  

   銷。  

4 .策 略聯盟發展模式：  

 (1 )區域聯盟模式－ 以 地 理 區域性跨國 中 小階段之跨校際結

盟方式。  

 (2 )城 鄉聯盟模式－ 以 市 區大校 和偏僻小 校 之互動 結盟方  

     式。  

 (3 )同 質聯盟模式－ 以相同 特 色 為 發展主軸跨縣 市跨校際聯

盟方式。  

(4 )攜手聯盟模式－以大學相關科系和國中小學之聯盟方

式。  

(5 )異業聯盟模式－ 以 學 校 為 單位， 結 合鄰近非學校型態 之

文教場域或產業方式。  

(6 )綜合聯盟模式－兼採多 樣 態 之跨校際、跨領域綜合 性聯

盟方式。  

 

三、特色學校發展現況  

教育部自 96 年至 98 年辦理「國民中 小學校園活化暨發 展特色學校

計畫」為期三年，各縣市總計有 769 校次送件評比，經評審核定補助 331

個方案（含重複補助 206 校）。  

教育部為鼓勵發展 特色之績優學校， 於 98 年度更規劃「十大經典

特色國民中小學甄選暨觀摩計畫」，甄選出 96 -98 年持續執行活化空間暨

發展特色學校之績優學校，進行觀摩示範及分享遊學，以作為特色學校

之楷模。此計畫之 參賽資格係曾在 96 年至 98 年三年內 提報「活化 空 間

暨發展特 色 」 計畫方 案 ， 經 評審獲得累 計兩次優 等 以 上 之 學 校 ，共計有

37 所學校符合資格。經過複審後有 16 所學校進入決審階段，最後評選

出十所「經典特色 學校」，分別為臺北縣屈尺國小、建安國小、野柳國

小；嘉義縣龍山國 小、社團國小；雲林縣成功國小、華南國小；花蓮縣

康樂國小、臺東縣電光國小及高雄縣金竹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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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度各縣市申請補助特色學校計畫，全國送件總數為 279 校，經

過初審和複審結果補助 108 校，獲選比例為 38 .7%；其中以「策略聯盟」

方式送件數有 36 校，獲選比例為 72%。現將 99 年度獲得教育部補助發

展特色聯盟模式學 校整理如表 2 -1：  

  表表表表 2-1：：：：     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 2010 年整合空間資源暨特色學校特色聯盟年整合空間資源暨特色學校特色聯盟年整合空間資源暨特色學校特色聯盟年整合空間資源暨特色學校特色聯盟     

縣市  聯盟學校  聯盟模式  備註  

宜蘭縣  
大福國小  

時潮社區協會  

鄰近性聯盟  

異業結盟  
產業文化  

宜蘭縣  
岳明國小  

無尾港社區協會  

鄰近性聯盟  

異業結盟  
自然生態  

臺北縣  
鳳鳴國小  

崁腳國小  

城鄉結盟  

國小階段  
城鄉交流  

新竹縣  
照門國中  

清水國小  

地域性聯盟  

跨國中小  
地域整合  

苗栗縣  
西湖國中  

五湖國小  

地域性聯盟  

跨國中小  
地區特色  

苗栗縣  

南庄國小  

東河國小  

蓬萊國小  

地域性聯盟  

國小階段  
地區特色  

南投縣  

明潭國中  

明潭國小  

德化國小  

頭社國小  

車埕國小  

風景管理處  

地域性聯盟  

跨國中小  

異業結盟  

潭區聯盟  

南投縣  
愛國國小  

自強國小  

地域性聯盟  

國小階段  
地域聯盟  

雲林縣  

鹿場國小  

內湖國小  

建華國小  

地域性聯盟  

國小階段  

領域  

支援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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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聯盟學校  聯盟模式  備註  

嘉義縣  
溪口國小  

雙溪國小  

同質聯盟  

國小階段  

社團活動  

聯盟  

高雄縣  
景義國小  

山頂國小  
城鄉聯盟  城鄉交流  

高雄縣  
觀亭國小  

民權國小  
收容式聯盟  災區整合  

高雄縣  

興中國小  

新港國小  

大社國小  

城鄉、山海聯盟  城鄉交流  

屏東縣  
青葉國小  

社區藝術工作  

社區藝術  

聯盟  
魯凱文化  

屏東縣  

恆春國小  

大坪國小  

僑勇國小  

區域聯盟  走讀古城  

臺北市  

苗栗縣  

龍山國小  

新南國小  

同質性聯盟  

跨縣市國小  
同質特色  

資料來源：“台灣 特色學校之聯盟發 展模式與利基價值”，蔡淑玲，

2011，臺中市辦理 100 年度推動國民 中小學整合空間資 源與

發展特色學校研習手冊， 16。  

 

教育部自 96 年至 100 年連續五年推動 空間資源與特色學 校方案，

此方案的推動，鼓勵學校整合校園和社區的特色資源， 對偏遠小型學

校、都會區的大型 學校的發展都產生鼓舞作用。至今，特色學校的發展

已由單打獨鬥的模式，漸漸轉為數所 學校策略聯盟的模式， 99 年度有

16 個特色聯盟，至 100 年度已發展出 二十三個特色遊學圈（見附錄一），

這些聯盟根據不同類型各自發展在地 特色，甚至與異業聯盟、並跨縣市

遊學，創造特色發 展之多元價值。  

 



 27

綜上所述，不同特 色學校的相關概念及緣起雖各有其背 景，但最終

之發展目的皆強調 發展學校校本課程、學校創新經營、活化校園閒置空

間、建立學校特 有品牌、鼓勵策略聯盟機制，以提升 學 校教育品質，進

而達到學校永續經 營。  

 

教育部推動發展特 色學校方案業已五 年，表面上是活化 校園空間，

其實卻是希望每個角落能更具有教育性和實用性，不僅 能建立特色學校

的品牌，也能整合社區專業人力與志工，開創新的教育視野和行動，讓

偏遠學生人數漸趨增加，化解裁倂的危機；而擴大策略聯盟相互交流，

讓校際間相互學習觀摩，提供更多元、豐富的內容予學 生學習；結合在

地文化，讓更多學 校發展符合自己的 特色課程，引導學 校願意嘗試實施

遊學課程，改變學童的學習方式，導入正確的學習意義，更能締造多元

價值。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認知與態度認知與態度認知與態度認知與態度    

 

國小教師對特色學 校的認知與態度，影響教師對發展特 色學校的行

為意向，因此在探 討此問題前，應先就認知、態度與行 為之關係進行概

略之探討，以界定本研究之認知與態 度之定義。  

 

壹壹壹壹、、、、認知的定義認知的定義認知的定義認知的定義     

     

「認知」 (Cogn i t ion )源自於拉丁文 Cognoscere，含有「辨識」、「瞭

解」之意義。 1962 年蘇聯心理學家 Vygo tsky 認為認知是社會互動的結

果所形成、是社會文化的內化歷程；1 966 年認知結構論和發現學習的倡

導者 Bruner亦提出 認知的發展受到學習的影響而得以加速；1982年 Be l l

提出認知是推理的判斷，可解釋事實或使之條理化，也 是一種經驗的傳

遞，藉由某種連絡工具，將信息傳達給他人（溫世頌， 1998：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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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認知的理論觀點  

認知心理學家 Piaget從認知發展階段理論的觀點，認 為 認知是學習

者為了產生知識而 不斷與環境進行同化與調適的歷程，所以知識是不斷

的改變的，思考則 是行動（林生傳， 2 004： 20）。 B loom 從教 育 的觀點，

把認知領域劃分為六大層次：知識 ( knowledge)、理解 ( comprehens ion )、

應用 (app l i ca t i on )、分析 (ana lys is )、綜合 (syn thes is )、評鑑 (eva lua t ion )。 

 

二、狹義的認知  

部分學者將「認知 」的定義分為狹義和廣義兩種，就狹義的觀點來

說， Fes t inger和 Car lsmi th（ 1959： 203）認為認知是對 於「外界或一己

的知識、意見或信仰」；楊國樞、文崇一、吳聰賢、李亦園（ 1978： 154）

認為所謂的認知是指個人對「事物了 解情形、知識程度 及看法」；黃安

邦（ 1992： 42）認為認知是個人對「 態度對象的瞭解情 形、認識程度和

看法」；張春興（ 2012： 30）認為認知就是「知的歷程 」，不含情感價值

成分。狹義的解釋 「認知」就是認識或知道，覺知訊息的存在。  

 

三、廣義的認知  

就廣義的觀點而言，外國學者 Nisser（ 1967：201）認為認知本身是

一個體經外在事物所傳達之訊息刺激後，再將此訊息處理的內在連續過

程之經過，所得到 對此一事物的認識與看法； Bigge（ 1971： 105）是由

行動的角度強調認 知，他認為認知是 人瞭解自己與外在環境，並利用認

知作用與環境產生 關係的一種行動；而 Hi lgard（ 1980： 22）以歷程的論

點主張認知是個體求知的所有歷程。  

 

國內學者鍾聖校（ 1990： 2）認為廣義的認知是指所有 形式的認識

作用，包括感覺、知覺、記憶、注意、想像、推論、預期、計畫、決定、

問題解決及思想的溝通等；曾華源、劉曉春（ 2000： 91）認為認知就是

個體處理、儲存、記憶和使用社會訊息的過程，此過程包括思考、記憶、

想像、期望、理解、注意等複雜的意識狀態。張春興（ 2012： 32）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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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是個體對事物進行認識、記憶、理解、思維及推理等複雜的心理活

動，均屬於認知範疇。  

 

綜合以上學者對認 知之觀點，本研究 認為「認知」是指所有形式的

認識作用，包括感覺、知覺、記憶、思考、推理、理解 、領悟、創新、

溝通與解決問題等內在心智活動。它是從個人經驗中累積而獲得的知識

和技能，進而改變舊有的認知結構，獲得新的認知發展，可說是個人對

事物的看法、瞭解 的情形及知識程度。本研究採用認知 的狹義定義，係

指個體對事物的瞭 解程度，因此本研 究之「認知」係針對臺中市國小教

師對特色學校議題 的瞭解程度加以探 討。  

 

貳貳貳貳、、、、態度的定義態度的定義態度的定義態度的定義     

 

態度 (a t t i tudes )一詞最先在英文中使用 ，是在西元 1700 年被藝術家

用來形容人體姿態 的專有名詞；西元 1888 年 L.  Lange的反應時間

( reac t ion  t ime)的實驗中，實驗室內對反應時間的研究，在此研究中受試

者的準備狀態支配其個人的回憶、思考、判斷及選擇取捨，此即為後人

所稱之為態度（李美枝， 1983： 312）。  

 

一、態度的理論觀點  

所謂的「態度」， 因學者採不同觀點，對態度的闡釋亦有所不同。

行為學派主張，態 度是個體的內隱反應，是一種心理和神經的準備狀

態，主要是在為外在的某種反應做預備（侯玉波， 2003： 108）；社會心

理學派 Thomas 與 Znan ieck i（轉引自李龍賢， 2005： 28）認為，藉著態

度可以瞭解個人在社會中採取行為時的意識過程，態度具有預測行為的

作用。認知學派則主張，態度是持久性的組織，是個體對所生活的環境

中某些現象所存有 的動機、情緒、知覺、認知等過程（黃天中、洪英正，

1992： 34）；近代社會心理學家則以 為態度是一種穩定的心智狀態，是

個體對一些人、事、物或理念的看法，每一種態度都是感情、信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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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的結合，個體依照態度而行動（洪蘭， 1997： 218）。  

態度的形成可從下列三種理論來解釋：（歐聖榮、蕭芸殷， 1998：

35-38）：  

（一）學習論 (Learn ing )：態度是個人 的一種習慣，由後天的學習經

驗而來，所以態度 可藉由模仿或強化策略而得，可以透過連結

而形成新的態度。  

（二）誘因論 ( Incen t i ve )：當個體的觀點與他人的觀點一致時，便會

認為此一觀點是正確的。而個體受到某個體或團體所給予的回

饋，亦會導引其態 度之轉變。每個人 的態度、偏見或價 值觀並

非獨自而成，是受 到參考團體所影響 而逐漸形成的。  

（三）認知論 (Cogn i t ion )：即認知一致性理論，其中包括認知及情感

一致性、失調論等。認知論是指人們可以從態度中，及 態度與

行為間找出一致性；而態度一致性理論則是重視態度的 認知與

情感兩部分之間的 協調一致性（張華葆， 1994： 193）；認知失

調論認為態度的改變是因為個人對態 度對象的認知與其 行為

產生衝突狀態，失去協調造成的，即所謂的認知失調（游恆山  

譯， 1989： 875）。  

 

二、態度的意義  

Lombana主張態度乃是針對某一事物正向或負向的情感反應，此反

應伴隨著特定信念，驅使個體對該事物有特定的行為反應（蕭芳玲，

1995： 42）； Weber 認為態度是關於某人、某事，或環境的某一層面的一

個「評價性反應」，即個人喜歡或不喜歡的判斷（趙居蓮， 1995： 471）；

黎士鳴（ 2008： 515）認為態度是對 人、物和想法的看法和意見；朱敬

先（ 1986： 390）則認為態度是個體對人、事、物等一種持久性之信念

(be l ie fs )、情感 ( f ee l ings )、行為傾向 ( t endency  to  behave)的組合；梅錦榮

（ 2011： 540）將態度界定為個體對 一特定對象、事物所持有的評價、

感受及行動趨向，包含認知、情感與意向三種成分；張春興（ 2012：215）

對態度的詮釋是個體對人、對事物及周圍世界持有的一種具有持久性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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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的傾向，包含了認知、情意、技能三者；在童文志（ 2006： 31）

的研究中指出，態 度是透過「認知」 學習而來，「情意」在態度的改變

及形成中對態度的 影響力最深遠，最終會表現在「行為意向」上。  

綜合國內外學者的觀點，「態度」的定義應包含隱藏於個體內在的

感情、信念與價值觀，對周遭的人、事、物與環境的知覺，形成持久性

與一致性表現於外的行為。  

 

三、態度的性質  

綜合學者對態度所 抱持的觀點，研究者將態度的性質做 一歸納並整

理如下：  

（一）態度是個體內在的心理歷程：態度是心理歷程的呈現，無法直

接觀察個體得知，可藉由個體顯現於外的行為來推測，心理學

家會運用各種量表，以探測個體內在 態度。  

（二）態度有其特定對象：個體在環境中面對不同的人 、事、物時，

態度此時會形成，個體亦因不同的對象與情況會產生不同的態

度。  

（三）態度具有持久性：個體態度之 形成，是經由認知 的建構、情感

的融入到行為的表現，經過一段時間蘊育，態度一旦形 成將具

有持久性，不會輕易改變，個體的人格特質便經由態度 而顯現。 

  （四）態度具有 方向性：由於態度 中蘊藏著個體內在 的情感成分，個

體對某些對象會有 好惡與評價，產生正向、負向或喜厭不同的

態度傾向，也會因 態度的傾向影響其 行為。  

（五）態度是一種行為傾向：個體的 態度會影響行為表現，由態度可

以預測未來發生之 行為，也能藉由它瞭解個體行為的傾向。  

（六）態度具有社會性：態度是個體在生活情境中，接觸外在的人、

事、物，經由心理歷程的轉化、認知結構的調整、價值信念的

改變，逐步建構而 成，個體經由社會 化的歷程而形成態 度，也

因而形成個人的人格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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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得知態度具有 多個面向，研究者認為態度是個體由 內而外的行

為表現，個體的 態 度包含認知、情意、與行為三個層面，個體也會因為

對某些對象的好惡、喜厭與評價而產生不同的態度，也 因態度的傾向而

影響其行為。態度 的發展和改變的因 素會基於個人的需求，亦即當個人

的認知和環境產生 衝突時，個人的態 度就會經由學習加以改變。而本研

究所指的「態度」係針對臺中市國小 教師對特色學校議題的「評價性反

應」與「行動意向」加以探討。  

 

參參參參、、、、認知認知認知認知、、、、態度與行為態度與行為態度與行為態度與行為     

 

一、認知與行為的 關係  

傳統教育對於形成 行為的想法是認為個體的知識增加，可形成適當

的態度，進而產生適當行為；而某些事件會激發某一態 度，一旦態度被

激發，也會影響個體對態度的想法，也因此激發了個體對當時行為的認

知（曾華源、劉曉春， 2000： 120）。我國學者楊國樞等人（ 1983： 544）

認為，個體對事物的認知會左右個體對該事物的態度。以農業為例，大

部分人對農業的認 知為收入不多且異常辛苦，此種認知 可能產生農業是

一種沒前途的行業，進而不願意親近農業，但少數人認 為農業可企業化

經營，利潤與工商業一樣可觀，進而 更鑽研農業技術， 改良農業產品；

近幾年來，在乎外貌的人士日益增加，皮膚美容診所越開越多，表示的

是皮膚科醫師的高收入，因此許多醫學院畢業的醫生選擇皮膚科，造成

外科、內科之醫師短缺。  

所以認知可能會影 響態度的形成，而 態度則會影響到外顯行為。  

Fes t inger與 Car lsm i th（ 1959： 208）的認知失調論 ( cogn i tive  d issonance  

theo ry )主張態度的 改變是因為個人對 態度對象的認知成 分與行為成分

失去協調所致；徐光國（ 1996： 371）指出當內在的認 知體系，有互相

不和諧的認知時，會產生不協調而緊張的現象，造成心理的不舒服，個

人於是產生行為動 機，藉行動以減除緊張。也就是說，當個人的行為與

原來的態度相牴觸時，原來的態度是否改變，關鍵在於個人是否會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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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另一個加入的認 知因素。  

 

二、態度與行為的 關係  

Doob和 Gross（ 1968： 213）認為態度會影響後來的外顯行為，藉

著「態度」我們可 以瞭解個人在社會 中採取可能發生行 為的意識過程，

亦即態度具有預測行為的作用。 Ajzen 和 Fishbe in（ 1980： 122）提出理

性行動理論 (Theo ry  o f  Reasoned  Ac t ion )探討態度如何引導行為，其基本

假設為人們的思考和行為都是理性的，探討哪些因素決定態度、行為的

一致性。  

Ajzen（ 2002： 665-683）為了增加對行為的預測能力， 以理性行動

理論為架構提出修正模式，稱為計畫行為理論 (Theo ry  o f  P lanned  

Behav io r )，在此理論中他認為行為的意向 ( In ten t ion )除了受個人對行為

的特定態度 (A t t i tudes  toward  the  behav io r )與主觀規範 (Sub jec t i ve  no rm)

外，也受到行為控制認知 (Pe rce ived  behav io ra l con t ro l )的影響。  

 

 

 

 

 

 

 

 

 

 

 

 

圖圖圖圖 2-2：：：：     計畫行為理論架構圖計畫行為理論架構圖計畫行為理論架構圖計畫行為理論架構圖     

資料來 源 ： 社會心理 學 ，（頁 118），侯玉波， 2003，臺北：五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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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2 -2，研究者認為態度與行為的 關係可從兩方面來 說明：若根

據計畫行為理論，要瞭解一個人的行 為意向，必須探討 影響行為意向的

因素，即個人對 行 為的特定態度、主觀規範與行為控制 認知。所以，當

個體對某一特定行 為具有正面的態度 ，同時也感受到他人對個體的期

望，以及認為自己有執行的能力時，個體便會有表現該行為的意向；但

從理性行動理論來看，其理論假定人 都是理性的動物，所以預測一個人

的某一特定行為表現，可以從他的行 為意向來推知。  

 

三、認知、態度與 行為間的相關性  

Weber根據近十年關於態度的研究， 認為態度也可能是 行為的結

果，而非預測行為 的指標（翁國元， 2010： 65），並認為態度的形成是

為了摘述經驗及簡化行為的選擇，而且態度是從經驗發 展而來，並引導

未來的行為。因此，態度和行為是一種互相影響的關係，他們之間可用

圖 2-3 表示：  

 

 

 

 

 

 

 

圖圖圖圖 2-3：：：：     態度的成分及其關係態度的成分及其關係態度的成分及其關係態度的成分及其關係     

   資料來 源 ： 社會心理 學 ，（頁 109），侯玉波， 2003，臺北：五南。  

 

根據上述得知，認 知、態度與行為會 相互影響，所以說 教師對特色

學校議題的認知與 態度會影響其實際的參與行為，並進 一步影響特色學

校的發展，尤其是當學校發展特色課 程時，教師的認知 與態度更是影響

特色學校發展的重 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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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認知與態度之相關研究認知與態度之相關研究認知與態度之相關研究認知與態度之相關研究    

    

本研究的焦點在於 教師對特色學校的 認知與態度之探討 ，本節就

「特色學校之相關文獻研究」、「教師 對教育議題認知與 態度之相關研

究」做陳述與說明 。  

    

壹壹壹壹 、、、、 特 色 學 校特 色 學 校特 色 學 校特 色 學 校 相 關相 關相 關相 關 文 獻文 獻文 獻文 獻 研 究研 究研 究研 究     

    

以「特色學校 」為主軸搜尋文獻，依 據國家圖書館「全國博碩士論

文資訊網」檢索結果共查得 23 筆資料，多為近幾年才興起 之 研 究議題 ，

但關於教師對特色 學校的認知與態度 之研究則付之闕如，可見教師對特

色學校的認知與態 度有頗大的探討空 間。以下就根據有 關特色學校的相

關研究作一整理分 析，如表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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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針對特色 學校的相關文獻研 究分析，研究者依 研究對象、

研究類別、背景變項、研究結果與發現整理如下：  

 

一、研究對象  

根據文獻可知，臺 灣特色學校的發展最先是由新北市實施特色學校

方案後開始蓬勃發 展，因而以新北市 特色學校的文獻研 究為最多，如鄭

福妹（ 2006）、王欣蘭（ 2007）、曾坤輝（ 2007）、彭成君（ 2008）；其次，

以「教育部補助國 中小活化空間利用 暨發展特色學校方 案」之特色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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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要對象，包括林仁煥（ 2008）、戴貝珊（ 2010）；薛德永（ 2007）是

以澎湖縣國小教師 為研究對象；簡世峯（ 2009）以宜蘭縣國中小學之教

育人員為對象；陳盈志（ 2009）以桃竹苗特色學校為研 究對象。  

 

二、研究類別  

在研究特色學校的論文中，最常以創新經營為主要變項，包括鄭福

妹（ 2006）、薛德永（ 2007）、王欣蘭（ 2007）、彭成君（ 2008）；有以 經

營困境與因應策略為研究變項（曾坤輝，2007；林仁煥，2008；陳盈志，

2009）；還有聚焦於特色課程（曾坤輝， 2007；簡世峯 2009）與關鍵成

功要素（戴貝珊， 2010）等。  

 

三、背景變項  

（一）性別  

林仁煥（ 2008）的 研究發現不同性別的教育人員在「學 校本位

課程」、「創新經營 」、「策略聯盟」層面 有顯著差異；陳盈志（ 2009）

的研究結果也顯示國民小學男性教師 在「行政管理」、「環境設備」、

「專業知能」與「社會資源」層面上均顯著高於女教師 ；戴貝珊

（ 2010）的研究也 發現不同性別的教 育人員對特色學校 關鍵成功各

層面要素有顯著差異。  

（二）年齡  

簡世峯（ 2009）的研究結果顯示在「 校長課程領導」、「 教師專

業發展」、「組織變革創新」、「資源整合運作」、「特色課 程成效」層

面有所差異；林仁煥（ 2008）的研究 發現在「學校 本位 課程」、「體

驗學習」、「策略聯盟」層面年長者平均得分皆顯著高於 年輕者；陳

盈志（ 2009）是每個層面均達顯著水準，年齡在「 31 -40歲」的教

師平均得分皆顯著低於其他組別；戴貝珊（ 2010）的研 究也發現年

齡不同對特色學校 關鍵成功各層面要 素的反應有顯著差異。  

（三）現任職務  

簡世峯（ 2009）的 研究結果顯示不同職務在「校長 課 程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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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整合運作」、「特色課程成效」層面有所差異；林仁煥（ 2008）

的研究發現「校長 」在各層面的平均得分皆顯著高於其他教育人

員；陳盈志（ 2009）則是「校 長」或「教師兼主任」在 各層面的平

均得分顯著高於「 級任教師」；戴貝珊（ 2010）的研究也發現不同

職務對特色學校關鍵成功各層面要素 的反應有顯著差異。  

（四）服務年資  

林仁煥（ 2008）發現不管在整體層面或分層面，服務年 資在

「 21 年以上」的教 育人員平均得分皆顯著高於年資較淺的教育人

員；陳盈志（ 2009）則有不同的發現，在特色學校創新 經營的各層

面均無顯著性差異；戴貝珊（ 2010）的研究也發現服務年資對特色

學校關鍵成功各層面要素的反應有顯著差異。  

（五）最高學歷  

簡世峯（ 2009）的 研究結果顯示不同學歷在「教師專業 發展」、

「資源整合運作」上有所差異；林仁煥（ 2008）的研究結果發現學

歷較低的教育人員平均得分皆顯著低 於其他組別；陳盈志（ 2009）

則發現在特色學校創新經營各層面亦無顯著差異；戴貝珊（ 2010）

的研究則顯示教育 程度對特色學校關鍵成功各層面要素 的反應有

顯著差異。  

（六）學校規模  

簡世峯（ 2009）的 研究結果顯示學校規模對「校長課程領導」、

「教師專業發展」、「資源整合運作」、「 特色課程成效」上有所差異；

林仁煥（ 2008）的研究結果顯示「 6 班以下」的學校 得 分均高於其

他組別的學校；陳盈志（ 2009）也有同樣的研究結果，在「活動展

能」與「社會資源」層面也是「 6 班以下」的學校得分均高於其他

組別的學校；戴貝珊（ 2010）的研究 發現學校的規模對 特色學校關

鍵成功各層面要素 有顯著差異。  

（七）學校所在地 區  

簡世峯（ 2009）的研究結果顯示「校 長課程領導」、「教 師專

業發展」、「組織變革創新」、「資源整合運作」、「特色課 程成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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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因學校所在的地 區有所差異；而林仁煥（ 2008）的研 究結果也顯

示在「標竿學習」、「策略聯盟」的得 分 是「偏遠地區」顯著高於「市

區」；陳盈志（ 2009）則是以桃竹苗縣市為研究對象， 發覺在各層

面上「桃園縣 」的 得分顯著高於其他三個縣市；戴貝珊（ 2010）的

研究發現學校所在 的地區對特色學校 關鍵成功各層面要 素有顯著

差異。  

 

四、研究結果與發現  

（一）特色學校經 營策略  

鄭福妹（ 2006）及彭成君（ 2008）二人把特色學校經營策略分

為五個面向，為「 行政管理」、「 課程 教學」、「知識分享」、「外部關

係」與「資訊科技」。林仁煥（ 2009）則將鄭福妹（ 2006）、王欣蘭

（ 2007）、薛德永（ 2007）、彭成君（ 2008）的 經 營策略歸納如 下：

行政領導經營、課 程教學活化、組織成員增能、社區資 源運用、經

費設施充實與資訊科技運用等。  

（二）特色學校經 營困境  

整理相關文獻發現，特色學校在經營困境上大致可從四個層面

探討：在「教師層面」提到： 1 .教師缺乏配合時間； 2 .教師認為特

色課程的推動是額外的負擔； 3 .學校 教師人力編制不足； 4 .教師對

於學校創新經營的 知能不足。在「學 校層面」提到： 1 .辦理特色課

程的執行人力不足； 2 .進行特色課程 發展對話的時間不足； 3 .對特

色課程瞭解不足； 4 .排擠其他學習領域的學習； 5 .課程系統架構型

塑不易； 6 .小型學 校長期發展人力負擔沉重； 7 .校園既 有空間與設

備不適發展特色課 程；8 .學校缺乏具體可行的創新行動 方案。在「社

區層面」提到： 1 .社區資源整合不易； 2 .社區資源素材不足； 3 .學

校所在位置交通不便； 4 .社區人士與家長參與意願不高； 5 .對特色

課程的推動缺乏認同；6 .社區人士與家長缺乏創新經營概念。在「教

育行政層面」提到： 1 .政策推動與執行未有長遠規劃； 2 .推動政策

與實施成果宣導不周；3 .專案經費支援不足；4 .缺乏評鑑獎勵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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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缺乏專家學者輔導機制。在「經費設施層面」提到： .資源無法持

續挹注；在「 資訊科技層面 」提 到：建 置 特 色 學 校網頁人才不足。 

（三）因應策略  

林仁煥（ 2009）針對特色學校發展提 出的經營困境分別以六大

層面對應：行政經 營領導層面為「建 立轉型發展共識」、課程教學

活化層面為「特色 課程融入學校本位 課程」、組織成員增能層面為

「具有優質教育團隊」、社區資源運用層面為「善用社區相關資

源」、經費設備充實層面為「爭取特 色學校發展計畫挹注經費」、資

訊科技運用層面為「專人負責特色 學 校網頁內容」；而陳盈志（ 2009）

以行政管理、課程 教學、活動展能、專業知能、環境設備與社會資

源等六大面向將因應策略分別敘述之；戴貝珊（ 2010）認為特色學

校關鍵成功的要素 依序為「特色課程」、「創新經營」、「 教 師 教 學 」、

「校長領導」、「社區關係」、「外部行銷」、「內部行銷」、「策略聯盟」。 

 

綜合以上研究可以 發現，目前針對特 色學校議題的相關 面向尚未有

充分的研究，就現有的文獻中有從特 色學校的內涵做分 析、或探討特色

學校的緣起、或介紹特色學校的課程理念、或探究特色 學校創新經營之

道及其所面對的困境。但卻沒有針對基層教師對於發展 特色學校的看法

作研究主題，實為 一缺憾，本研究以 教師對於發展特色 學校的認知與態

度作研究，希冀使 特色學校發展的成果能更臻完整，此乃本論文研究之

重點，亦為本論文之最大特色。  

 

貳貳貳貳 、、、、 教 師 對 教 育 議 題 認 知 與 態 度 之 相 關 研 究教 師 對 教 育 議 題 認 知 與 態 度 之 相 關 研 究教 師 對 教 育 議 題 認 知 與 態 度 之 相 關 研 究教 師 對 教 育 議 題 認 知 與 態 度 之 相 關 研 究  

    

特色學校的方案推 動迄今已進入第五 年，而臺中市各國 中小學參與

此計畫的學校並不踴躍，因此本研究 亟欲瞭解臺中市國 小教師對特色學

校之認知程度與所 抱持之態度為何，但至目前為止幾無 相近之研究，所

以本研究擴大範圍，參酌以教師對於 教育議題或教育政策的認知與態度

之相關研究，整理如表 2 -3，以為本研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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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綜合以上研究結果顯示，教師對於各 項教育議題或教育 政策的施行

在認知層面皆具有 中上程度以上的認 知；就教師面對各 項教育議題或教

育政策時，顯示出 的態度也趨於正向。  

 

參參參參、、、、教育議題教育議題教育議題教育議題或教育政策或教育政策或教育政策或教育政策的認知和態度之相關研究的認知和態度之相關研究的認知和態度之相關研究的認知和態度之相關研究     

 

一、  影響教育議題認知 的相關重點摘要  

研究者針對有關教 師對教育議題或教 育政策認知的相關 研究進行

分析，並整理說明 如下：  

（一）性別方面  

  在教育議題或政策認知的文獻中，發現不同性別在認 知上有顯著

差異，如黃慧娟（ 2006）調查國小教師海洋生物多樣性認知研究，發

現性別對海洋生物多樣性認知造成影 響；翁國元（ 2010）的調查研究

發現性別與海洋教 育課程的認知會有顯著差異；徐筱嵐（ 2011）的研

究也發現不同性別國小教師對校園霸凌行為的認知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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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謝麗貞（ 2011）針對臺北市國小教 師正向管教認知與 態度之研

究發現，不同性別之國小教師與正向管教的認知無顯著差異。  

（二）年齡    

在教育議題或教育 政策認知的相關文獻中，黃汝秀（ 2008）發現

澎湖縣國小教師對環境教育議題的認 知會因年齡而有顯著差異；翁

國元（ 2010）亦發現年齡會影響國小 教師對海洋教育課 程的認知；

謝麗貞（ 2011）的 研究發現年齡 31-40歲的教師在正向管教上有較

高的認知。  

（三）最高學歷  

在教育議題或政策認知的文獻中，葉芷嫻（ 2001）發現在認知情

形方面教育程度會 影響臺北市國民中 小學教育人員對九年一貫課程

的認知；麥清維（ 2003）的研究也發現教育程度會影響桃園地區國

小教師對九年一貫課程環境教育議題 的認知。  

而黃慧娟（ 2006）調查國小教師海洋生物多樣性認知研 究，發現

學歷不影響其認知 ；謝麗貞（ 2011）的研究亦發現學歷背景與正向

管教認知無顯著差異。  

（四）教學年資  

在教育議題或教育 政策認知的相關文獻中，葉芷嫻（ 2001）發現

教學年資會影響臺北市國民中小學教 育人員對九年一貫課程認知；

翁國元（ 2010）亦發現教學年資會影 響國小教師對海洋教育課程的

認知；謝麗貞（ 2011）的研究發現服務年資 11 -20 年的教師在正向

管教上有較高的認 知。  

而黃慧娟（ 2006）調查國小教師海洋生物多樣性認知研 究，發現

教學年資不影響教 師對海洋生物多樣性的認知。  

（五）擔任職務  

在教育議題或教育 政策認知的相關文獻中，葉芷嫻（ 2001）發現

不同職務會影響臺北市國民中小學教 育人員對九年一貫課程內容瞭

解程度；麥清維（ 2003）、黃汝秀（ 2008）皆發現擔任職務會影響國

小教師對環境教育議題的認知；翁國元（ 2010）亦發現擔任職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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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會影響國小教師 對海洋教育課程的 認知；徐筱嵐（ 2011）的研究

也發現不同職務對 校園霸凌行為的認 知有顯著差異。  

（六）是否參加過相關活動或研習  

在教育議題或教育 政策認知的相關文獻中，麥清維（ 2003）、黃

汝秀（ 2008）皆發現參加環境教育研習或環保活動會影 響國小教師

對環境教育議題的 認知；翁國元（ 2010）發現參加海洋教育相關研

習或活動會影響國 小教師對海洋教育 課程的認知；賴健忠（ 2010）

的研究也發現參與 生態保護研習情形 對動物保護法的認 知有顯著影

響；徐筱嵐（ 2011）的研究也發現參 與霸凌研習次數對 校園霸凌行

為的認知有顯著差異。  

而謝麗貞（ 2011）針對臺北市國小教 師正向管教認知發現，進修

時數與正向管教的 認知無顯著差異。  

（七）學校規模  

在教育議題或政策認知的相關文獻中，葉芷嫻（ 2001）發現學校

規模會影響臺北市 國民中小學教育人員對九年一貫課程 的認知；徐

筱嵐（ 2011）的研 究也發現學校規模對校園霸凌行為的 認知有顯著

差異，迷你小校的 教師整體認知顯著高於其他規模學校 的教師。  

（八）任教學校地 區  

在教育議題或教育 政策認知的相關文獻中，謝麗貞（ 2011）針對

臺北市國小教師正向管教認知發現， 教師任職地區與正向管教認知

無顯著差異。  

 

整理以上與教育議題或教育政策認知 的相關文獻研究可 知，國小教

師對教育議題或政策皆有相當程度的 瞭解，「特色學校 」是近幾年教育

部推動的方案，希望能藉由本研究瞭 解國小教師對「特 色學校」方案的

推動瞭解之程度。而國小教師在教育議題或政策上認知 之影響背景變項

有：性別、年齡、最高學歷、教學年 資、擔任職務、有 無參加相關教育

議題或政策之活動或研習、學校是否參加相關教育議題或政策之計畫、

學校規模及任教學 校地區等；但在性別、最高學歷、教 學年資，有無參



 50

加相關活動或研習卻有顯著與不顯著兩種不同影響教師 認知的發現，值

得進一步研究求證。  

 

二、  影響教育議題或教 育政策態度的相關 重點摘要  

研究者針對有關教 師對教育議題或教 育政策態度的相關 研究進行

分析，並整理說明 如下：  

（一）性別  

  在教育議題或政策的態度相關文獻中，徐筱嵐（ 2011）的研究發

現不同性別國小教 師對校園霸凌行為 的態度有顯著差異。  

而謝麗貞（ 2011）針對臺北市國小教 師正向管教認知與 態度之研

究發現，不同性別之國小教師與正向管教的態度無顯著差異。  

（二）年齡    

在教育議題或教育 政策態度的文獻中，麥清維（ 2003）發現年齡

會影響桃園地區國 小教師對九年一貫課程環境教育議題 的態度；黃

慧娟（ 2006）調查發現國小教師年齡會對海洋生物多樣性態度造成

影響；黃汝秀（ 2008）的研究發現澎湖縣國小教師對環境教育議題

的態度會因年齡的 不同而有顯著差異；翁國元（ 2010）亦發現年齡

會影響國小教師對海洋教育課程的態 度；賴健忠（ 2010）的研究也

發現年齡會顯著影 響教師對動物保護法的態度；謝麗貞（ 2011）的

研究發現年齡 41-50歲的教師對正向管教抱持著正面態 度。  

（三）最高學歷  

在教育議題或政策態度的文獻中，葉芷嫻（ 2001）發現具有師大

師院學歷對九年一貫課程較傾向於正向態度；賴健忠（ 2010）的研

究也發現最高學歷會影響教師對動物保護法的態度；謝麗貞（ 2011）

的研究發現研究所畢業的教師對正向管教抱持著正面態 度。  

而黃慧娟（ 2006）調查國小教師海洋生物多樣性認知與 態度的研

究，發現學歷不影 響其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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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年資  

在教育議題或教育 政策態度的相關文獻中，葉芷嫻（ 2001）發現

服務年資深對九年 一貫課程較傾向於正向態度；麥清維（ 2003）發

現教學年資會影響桃園地區國小教師 對九年一貫課程環境教育議題

的態度；謝麗貞（ 2011）的研究發現服務年資 21 年以上的教師對正

向管教抱持著正面 態度；徐筱嵐（ 2011）的研究也發現資深教師對

校園霸凌行為的整體態度顯著高於資淺教師。  

而黃慧娟（ 2006）調查國小教師海洋生物多樣性認知研 究，發現

教學年資不影響教 師對海洋生物多樣性的態度。  

（五）擔任職務  

在教育議題或教育 政策態度的相關文獻中，葉芷嫻（ 2001）發現

專任教師對九年一貫課程較傾向於正向態度；麥清維（ 2003）發現

擔任職務會影響桃園地區國小教師對九年一貫課程環境教育議題的

態度；黃汝秀（ 2008）亦發現擔任職務會影響澎湖縣國 小教師對環

境教育議題的態度 ；翁國元（ 2010）也發現擔任職務不同會影響國

小教師對海洋教育 的態度；謝麗貞（ 2011）的研究發現擔任主任的

教師對正向管教抱 持著正面態度；徐筱嵐（ 2011）的研 究也發現主

任及級任教師對校 園霸凌行為的整體態度顯著高於科任教師。  

（六）是否參加過相關活動或研習  

在教育議題或教育 政策態度的相關文獻中，麥清維（ 2003）、黃

汝秀（ 2008）皆發現參加環境教育研習或環保活動會影 響國小教師

對環境教育議題的 態度；翁國元（ 2010）發現參加海洋教育相關研

習或活動會影響國 小教師對海洋教育 的態度；賴健忠（ 2010）的研

究也發現參與生態保護研習顯著影響 教師對動物保護法 的態度；而

謝麗貞（ 2011）針對臺北市國小教師正向管教態度之研 究發現，進

修時數達到 3 小時以上的教師對正向管教抱持正面態度 ；徐筱嵐

（ 2011）的研究也 發現有參與校園霸凌研習的教師整體態度顯著高

於沒有參與校園霸凌研習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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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學校是否參加相關教育議題或政策之計畫  

在教育議題或政策態度的相關文獻中，葉芷嫻（ 2001）發現試辦

九年一貫課程之學 校教師對九年一貫課程較傾向於正向態度。  

（八）學校規模  

在教育議題或政策態度的相關文獻中，葉芷嫻（ 2001）發現大型

學校教師對九年一貫課程較傾向於正向態度；黃慧娟（ 2006）調查

發現國小教師任教 學校類型會對海洋生物多樣性態度造成影響；徐

筱嵐（ 2011）的研 究亦發現學校規模對校園霸凌行為的 態度有顯著

差異，迷你小校的 教師整體態度顯著高於小型及大型學 校的教師。  

而謝麗貞（ 2011）針對臺北市國小教 師正向管教認知與 態度之研

究發現，學校規模不同之國小教師與正向管教的態度無顯著差異。  

（九）任教學校地 區  

在教育議題或教育 政策態度的相關文獻中，謝麗貞（ 2011）針對

臺北市國小教師正向管教認知與態度 之研究發現，教師任職地區與

正向管教態度無顯著差異。  

 

綜合以上與教育議題或政策之態度的 相關研究之論述，可歸納出國

小教師在教育議題或政策上相關態度 之影響背景變項有：性別、年齡、

最高學歷、教學年 資、擔任職務、有 無參加相關教育議題或政策之活動

或研習、學校是否參加相關教育議題或政策之計畫、學 校規模及學校所

在地區等；但在性別、最高學歷、教 學年資、學校規模卻有不同影響教

師態度的研究發現，值得進一步研究 。  

 

三、  特色學校與教育議題的認知和態度之 相關性研究  

麥清維（ 2003）以桃園縣國小教師為 對象，研究顯示環境教育議題

認知與態度有顯著的正相關，相關程 度達到中高水準；黃慧娟（ 2006）

以臺北縣教師為對象，發現國小教師 對海洋生物多樣性認知與態度間有

顯著正相關；黃汝秀（ 2008）以澎湖縣國小教師為對象，顯示教師對環

境教育議題認知與 態度之間有顯著的正相關；翁國元（ 2010）發現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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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公立學校教師對海洋教育課程認知 與態度亦為顯著的正相關；賴健忠

（ 2010）發現中部四縣市國小教師對 於野生動物保育法 及動物保護法的

認知程度與態度呈正相關，且其態度 受到認知的影響；徐筱嵐（ 2011）

發現新北市國小教 師對校園霸凌行為 認知與態度是呈現中度正相關；而

謝麗貞（ 2011）發現臺北市國小教師正向管教的認知與 態度之間有顯著

相關，正向管教的 認知程度越高，其正向管教的態度就越正面，越能有

效預測教師之正向管教態度。由上述 的研究顯示大多數 教師對各式教育

議題或政策之認知 與態度間具有正相 關，即其認知程度越高，則其態度

越正向積極。  

 

綜合以上針對國小 教師對教育議題的 相關研究，可以整理出性別、

年齡、最高學歷、畢業科系、教學年 資、擔任職務、有無參加教育議題

或政策之相關活動或研習、學校是否參加相關教育議題 之計畫、學校規

模及任教學校地區等項目是影響教師 對教育議題或政策之認知與態度

的重要背景因素。  

 

研究者整理這些背 景變項，作為本研 究所進行的「國小 教師對特色

學校認知與態度之 研究」之參考依據，研究者在教師對 特色學校的認知

層面與教師對待之 態度方面的研究設計將會以國小教師 對教育議題的

相關研究為基礎，做更周全與深入的 探討，目前國內尚無與「國小教師

對特色學校認知與 態度之研究」相同之研究論文，因此 本研究將有頗大

的探究空間，研究者希冀此一研究能具有價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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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研究設計研究設計研究設計研究設計    

    

本研究旨在探討臺 中市國小教師對特 色學校的認知情形 與所抱持

態度為何，在經過相關文獻之蒐集、整理與分析後，採以問卷調查之量

化分析為研究方法 ，期使本研究能有較完整之論述，俾提供教育機關、

學校相關人員參考。本章分為五節：第一節研究架構；第二節研究對象；

第三節研究工具； 第四節研究實施程序；第五節資料處理與分析。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依據文獻探討，並配合本研究之動機 與目的擬定研究架構，以「國

小教師背景變項 」為本研究之自變項，探討其對依變項「特色學校認知 」

與「特色學校態度 」之間是否達到顯著差異？「特色學 校認知」與「特

色學校態度」之間 是否達到顯著相關？根據其差異性與 相關性所得結果

再進一步討論，並 提出相關建議。研 究者以研究架構圖將本研究的整體

內容做概要說明， 如圖 3 -1：  

 

 

 

 

 

 

 

 

 

 

    

    

教師背景變項  

1 .性別  

2 .年齡  

3 .最高學歷  

4 .教學年資  

5 .擔任職務  

6 .有無參加特色學 校相關之  

  活動或研習  

7 .學校是否曾參與 發展特色  

  學校計畫  

8 .學校規模  

9 .任教學校地區  

特色學校認知  

1 .基本理念  

2 .課程目標  

3 .實施方式  

 

 

 

特色學校態度  

1 .對特色學校內容  

  評價  

2 .行為實施意向  

圖圖圖圖 3 - 1 ：：：： 研 究 架 構 圖研 究 架 構 圖研 究 架 構 圖研 究 架 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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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自變項部分自變項部分自變項部分自變項部分     

 

根據圖 3 -1 之研究架構說明相關變項 如下：  

一、  性別：分為「男」、「女」二類。  

二、  年齡：分為「 20 歲以上未滿 30 歲」、「 30 歲以上未滿 40 歲」、「 40

歲以上未滿 50 歲」、「 50 歲以上」等四類。  

三、  最高學歷：分為「 師專畢業」、「師範 學院畢業」（含教 育 大學）、「一

般大學院校」（含修畢師資職前教育 學分）、「研究所以上」（含碩

士 40 學分班）等四類。  

四、  教學年資：分為「未滿 10 年」、「 10 年以上未滿 20 年」、「 20 年以

上未滿 30 年」、「 30 年以上」等四類。  

五、  擔任職務：分 為「 教師兼主任」、「教 師兼組長」、「 級任教師」、「專

任教師」四類。  

六、  是否參加過特色學 校相關 之 活 動或研習：分 為「 是 」、「否」二類。 

七、  學校是否曾參與發 展特色學校計畫：分為「是」、「否」 二類。  

八、  學校規模：分為「 小型： 15 班（含） 以下」、「中型： 16~35班」、

「大型： 36 班（含）以上」等三類。  

九、  任教學校地區：分 為「山線學校」、「海線學校」、「屯區 學校」「中

區學校」（原臺中 市）等四類。  

 

貳貳貳貳、、、、依變項部分依變項部分依變項部分依變項部分     

 

 本研究根據 2008 年教育部推動活化 校園空間暨發展特 色學校計畫

中有關特色學校之 內涵作為認知部分訂定的依據。此部 分欲探求受試者

對於「特色學校」之瞭解程度，共分 為「基本理念」、「 課程目標」、「實

施方式」三個向度 ，依據向度內容擬定題目。  

 在態度部分 ，係欲探求受試者對特 色學校所持的態度 ，研究者根據

文獻探討，以教 師 因應教育議題或教 育政策時的「評價性反應」與「 行

動意向」作為此量表的命題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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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    

 

壹壹壹壹、、、、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     

     

本研究係在瞭解臺 中市國小教師對於 特色學校的認知情 形與抱持

的態度，資料蒐集以問卷調查施測為主，為了提高問卷 的效度與信度，

所有資料都由研究者親自蒐集。因考慮地緣關係，本研 究僅以臺中市國

小教師為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母群體為 一百學年度臺中市 國民小學教師，根 據臺中市教

育局一百學年度統 計資料，臺中市公立國民小學共有 229 所，共 11 ,130

位教師，此即為研 究母群體（見附錄二）。  

按照學校班級數平均區分為三種類型：班級數 15 班以下者為小型

學校；班級數 16~35班者為中型學校；班級數 36 班以上者為 大 型 學 校 。

將臺中市所有國民 小學依其行政區域、學校類型統計整理如附錄，臺中

市地區國小行政區域分類情形如表 3-1，臺中市地區國 小暨教師人數分

布情形如表 3 -2。  

表表表表 3 - 1 ：：：： 臺 中 市 地 區 國 小臺 中 市 地 區 國 小臺 中 市 地 區 國 小臺 中 市 地 區 國 小 行政區域分類行政區域分類行政區域分類行政區域分類 情 形情 形情 形情 形  

山線學校  海線學校  屯區學校  市區學校  

豐  原  大  甲  霧  峰  東  區  

潭  子  清  水  大  里  西  區  

大  雅  沙  鹿  太  平  南  區  

神  岡  梧  棲  烏  日  北  區  

東  勢  大  肚   中  區  

后  里  大  安   北屯區  

石  岡  外  埔   南屯區  

新  社  龍  井   北屯區  

和  平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58

表表表表 3-2：：：： 臺 中 市 地 區 國 小臺 中 市 地 區 國 小臺 中 市 地 區 國 小臺 中 市 地 區 國 小 暨 教 師 人 數暨 教 師 人 數暨 教 師 人 數暨 教 師 人 數 分 布 情 形分 布 情 形分 布 情 形分 布 情 形  

 15 班以下  16~35班  36 班以上  總   計  

山線學校

（所）  
27  22 15 64 

教師人數

（人）  
406 810 1 ,328  2 ,544  

海線學校

（所）  
25  19 13 57 

教師人數

（人）  
366 719 1 ,046  2 ,131  

屯區學校

（所）  
14  17 14 45 

教師人數

（人）  
179 721 1 ,155  2 ,055  

市區學校

（所）  
5  24 34 63 

教師人數

（人）  
116  1 ,242  3 ,042  4 ,400  

71 82 76 229 
R S T U VW X

 Y Z [ \ ] ^ _[
 ̀ 1 ,067  3 ,492  6 ,571  11 ,130  

     資料來源：研 究者自行整理  

 

貳貳貳貳、、、、研究取樣研究取樣研究取樣研究取樣  

 

本研究以臺中市國 小教師為研究對象，以一百學年度臺 中市學校名

冊為抽樣依據，母群體總數為 11 ,130人，在 95%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

±5%以內，依照分層比例隨機抽樣的 方式，經統計公式計算，抽樣數至

少 37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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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樣本數 N＝ Z α

2 （（（（ .25） N/  Zα
2（ .25） +（ N－ 1） CP

2  

            ＝（ 1 .96×1 .96×0 .25×11130） /（（ 1 .96×1 .96×0 .25）  

           ＋（ 11130－ 1） ×0 .25×0 .25）  

        ＝ 371  

 

為 使 樣 本具有代表 性 ，因此採用 分層隨機抽樣 方式，預計 發 出 500

份問卷。 分層隨機抽樣的方式事先建 立學校名冊並予以 編號，再依山

線、海線、屯區、市區等四區分配之 有效樣本數，使用 EXCEL 的亂數產

生器隨機產出抽樣名冊，也就是本研 究之問卷調查對象，見表 3 -3。  

表表表表 3-3：：：： 臺 中 市 地 區 國 小 教 師 抽 樣 人 數 分 配 表臺 中 市 地 區 國 小 教 師 抽 樣 人 數 分 配 表臺 中 市 地 區 國 小 教 師 抽 樣 人 數 分 配 表臺 中 市 地 區 國 小 教 師 抽 樣 人 數 分 配 表  

15 班以下  16~35班  36 班以上  總   計     a b  

   c d  e f
 a b  g h
 

抽樣  

比例  

教師  

人數  

抽樣  

比例  

教師  

人數  

抽樣  

比例  

教師  

人數  

抽樣  

比例  

教師  

人數  

山線  3 .7% 19 人  7 .3% 37 人  11 .9% 59 人  
22 .9

% 

115

人  

海線  3 .3% 17 人  6 .5% 33 人  9 .3% 46 人  
19 .1

% 
96 人  

屯區  1 .6% 8 人  6 .5% 33 人  10 .4% 51 人  
18 .5

% 
92 人  

市區  1 .1% 6 人  11 .2% 56 人  27 .2% 135 人  
39 .5

% 

197

人  

合計  9 .7% 50 人  31 .5% 159 人  58 .8% 291 人  100% 
500

人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參參參參、、、、三種規模類型三種規模類型三種規模類型三種規模類型學校學校學校學校的問卷份數的問卷份數的問卷份數的問卷份數  

為期問卷回收時有較高的回收率，預定一所學校抽少許教師填答問

卷；樣本為具有代表性，抽樣對象必須包含全市的各大、中、小型規模

類型的學校。依 據上述兩個層面的考量，本研究擬以「 學校規模」的大

小來決定每個樣本 學校的抽樣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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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5 班以下」 的學校每校抽 3-5 人。  

二、「 16~35班」的學校每校抽 7 -10 人。  

三、「 36 班以上」 的學校每校抽 10-12 人。  

各樣本區的抽樣學 校數目計算方式為：  

各樣本區抽樣學校 數＝該區抽樣教師 數 ÷各類型學校預定抽樣人數  

結果見表 3 -4：  

表表表表 3-4：：：： 各 樣 本 區 抽 樣 的 學 校 數各 樣 本 區 抽 樣 的 學 校 數各 樣 本 區 抽 樣 的 學 校 數各 樣 本 區 抽 樣 的 學 校 數  

 15 班以下  16~35班  36 班以上  總   計  

山   線  4  4  5  13 

海   線  4  4  4  12 

屯   區  2  4  5  11  

市   區  2  6  12 20 

合   計  12  18 26 56 

     資料來源：研 究者自行整理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 法，透過文獻探討 分析，自行編製而 成。以下就

問卷初稿編製，專家效度諮詢及正式問卷內容、計分方式，分別說明如

下：  

 

壹壹壹壹、、、、問卷初稿編製問卷初稿編製問卷初稿編製問卷初稿編製     

    

一、基本資料部分  

     分為個人基本 資料及學校基本資 料。個人基本資 料包括性別、年齡、 

     最高學歷、教 學年資、擔任職務、學校是否曾參與 發展特色學 校 計  

     畫、是否參加過特色學校辦理之 相關活動或研習。學校基本資料包  

     括學校規模、任教學校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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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對特色學 校的認知  

共有 15 題，其中基本理念占 5 題，課程目標占 5 題，實施方式占 5  

題。  

三、教師對特色學 校的態度  

共有 15 題，其中對特色學校內容的評價性反應占 8 題，行為實施  

意向占 7 題。  

四、教師對特色學 校方案之意見  

共有 3 題，瞭解教師對特色學校之看法。  

 

貳貳貳貳、、、、信度與效度信度與效度信度與效度信度與效度     

    

一、專家效度分析  

 經與專家學者討論，修改問卷 中語意不清的用詞，降 低影響信度的

因素，提高再測信度。再經由文獻檢閱、教授指導及實務工作的校長、

教育界先進的建議，確保問卷內容能測量出本調查研究 的問題，提高問

卷效度。    

問卷初稿完成後，再次請教授、實務經驗豐富之校長與 擔任發展「特

色學校方案」之學 校的教學團隊，針對問卷的適用性進 行修改，以增加

問卷內容的適切性，建立專家效度（見附錄三）。  

 

二、信度分析      

為瞭解問卷的有效性與可靠性，需要 進行信度考驗分析。本研究信

度分析以 Crobach  α 值來考驗各層面 的一致性， α 值越高，表示信度越

好。以下將針對本 研究調查問卷教師 對特色學校的「基本理念」、「課程

目標」、「實施方式」之認知、及對特 色學校「內容的評價」與「行為實

施意向」進行分析 ，分析結果如表 3-6，各面向的 Crobach  α 值介於

0 .756-0 .842之間，顯示有相當的信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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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表表表 3-5：：：： 教 師 對 特 色 學 校 的 認 知 與 態 度 各 層 面 信 度 摘 要 表教 師 對 特 色 學 校 的 認 知 與 態 度 各 層 面 信 度 摘 要 表教 師 對 特 色 學 校 的 認 知 與 態 度 各 層 面 信 度 摘 要 表教 師 對 特 色 學 校 的 認 知 與 態 度 各 層 面 信 度 摘 要 表  i j k l m
Crobach  α no p q r s t u v w x y z { |

5 .819  o p q r s t u } ~ � � z { |
5 .842  o p q r s t u � � � � z { |
5 .756  o p q r s t u � � z � �
8 .760  o p q r s t u z � � � � � �
7 .785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參參參參、、、、正式問卷定稿正式問卷定稿正式問卷定稿正式問卷定稿     

     

    問卷初稿經效 度、信度檢定後形 成正式問卷。正式問卷內容包括教

師基本資料、教師 對「特色學校」的 認知、教師對「特 色學校」的態度

及教師對「特色學 校」方案之意見四個部分。  

 

肆肆肆肆、、、、計分方式計分方式計分方式計分方式     

     

    本問卷採用 Likert 五點量表，每一試題均有五個選項，由受試者依

其個人知覺，針對 本問卷之題項，選擇一合適答案圈選。問卷共分為四

部分，第一部分是 教師個人基本背景變項，第二部分的 問卷內容為教師

對「特色學校 」的 認知，在認知部 分 的每一題題目後給予五個選目，分

別為數字 5、 4、 3、 2、 1， 5 代表「完全瞭解」、 4 為「大部分瞭解」， 3

表示「尚可」， 2 為「少部分瞭解」， 1 表示「完全不瞭解 」，讓受試者自

評對各項命題陳述 之瞭解程度；第三 部分的問卷內容是 教師對「特色學

校」的態度，在態 度部分於每題題目 後給予五個選目，分別為數字 5、4、

3、2、 1，5 代表「非常同意」、 4 為「同意」，3 表示「無意見」，2 為「不

同意」， 1 表示「非常不同意」，讓受試者自評對各項命題陳述之接受程

度；在教師對「特 色學校」態度的第六、八、九、十三 小題因為是反向

問題，給分方式則 相反。受試者在量表上得分愈高，表示對特色學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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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與態度都有較高的知覺；反之，得分愈低，表示對 特色學校的認知

與態度的知覺較低 。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問卷實施程序問卷實施程序問卷實施程序問卷實施程序    

    

本研究為在探討國 小教師對於特色學 校的認知情形、抱 持態度，經

由蒐集的文獻資料 ，根據研究架構編 製問卷，經專家審核後進行預試，

然後實施問卷調查 ，其程序說明如下：  

    

壹壹壹壹、、、、預試預試預試預試     

     

本研究在問卷初步編製完成後，選取臺中市南屯區惠文國小、大新

國小，北屯區文昌國小、四維國小、東區力行國小、西區忠明國小、中

正國小及南區國光國小等八所學校，每校教師 10 人進行預試。總計回

收問卷 70 份，有效回收率為 87 .5%。  

回收後對預試之資 料進行信度及效度 考驗，根據統計結果和指導教

授討論後，編成正式問卷。  

 

貳貳貳貳、、、、問卷調查問卷調查問卷調查問卷調查     

 

本研究係以臺中市 國小教師為對象，經依比例抽樣後，正式問卷於

101 年 3 月中旬施測，施測前先以電話或 e-mai l聯繫委託樣本學校校長、

主任或教師協助，取得同意後以郵寄方式寄發問卷，並 以電話聯繫確定

是否收到，然後委請教師填寫，統一彙集後收回。  

問卷於 101 年 3 月中旬寄出，以二十天為填答時間，總計回收問卷

479 份，回收率為 95 .8%，剔除無效 問卷 23 份，總計有效問卷 456 份，

有效回收率為 91 .2%，最終之實際抽樣誤差為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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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資料處理與分析資料處理與分析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問卷回收後，先將有效問卷資 料進行編碼，逐筆輸入電腦建

立檔案，再以 SPSS Fo r  Windows17 .0版套裝軟體，進 行 資料的統計分析

及處理。採用的統 計方法如下：  

    

壹壹壹壹、、、、敘述性統計敘述性統計敘述性統計敘述性統計     

     

一、教師背景因素 為類別資料，以次數分配、百分比率 方式敘述。  

二、教師對特色 學 校的認知、態度 及意見為等距資料，以平均值、標準

差及排序方式敘述 。  

 

貳貳貳貳、、、、推論性統計推論性統計推論性統計推論性統計     

 

一、以成對樣本 t 檢定 (paired sample t-test )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考

驗教師個人背景因 素對特色學校的認 知情形與抱持態度 之統計差

異。單因子變異數 分析檢定結果達顯著水準者，再以薛費式法

(Schef fe�s  Method )進行事後比較。  

二、以卡方檢定考驗教師個人背景因 素與支持發展特色 學校意願之間是

否具有特殊關聯。  

三、以皮爾森積差相關係數 (Pea rson�s  p roduc t  moment  co r re la t ion  

coe f f i c ien t )檢定，分析國小教師對「 特色學校」之認知 各層面、整

體認知層面與態度 各層面、整體態度層面是否有統計上的相關。  

四、以迴歸分析 (A na lys is  o f  Reg ress ion )探討國小教師在 特色學校認  

    知層面上對特 色學校的態度之影 響，及國小教師對 特色學校的基本

理念、課程目標、實施方式及評價反應對教師的行動意向的影響，

以建立一種預測的 趨勢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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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章根據問卷調查 所得資料，進行分 析與討論，全章共分成五節。

第一節為國小教師基本資料分析；第 二節為不同背景變項的國小教師對

特色學校認知與態 度之分析；第三節 為不同背景變項的 國小教師對特色

學校的認知與態度 之差異情形；第四 節探討國小教師對 特色學校的認知

與態度之相關情形；第五節探究影響 國小教師對特色學 校認知與態度間

之相關因素。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背景變項基本資料分析背景變項基本資料分析背景變項基本資料分析背景變項基本資料分析    

 

本研究欲瞭解臺中 市國小教師對特色 學校的認知情形與 抱持之態

度，編製「 臺中市 國小教師對特色學 校的認知與態度之 研 究 調 查 問 卷 」，

共發出 500 份問卷，經剔除填答不完整、各題勾選選項 一致或有規律者

後，最後有效樣本 為 456 份，有效回收率為 91 .2%。問卷回收後針對問

卷資料，進行國 小 教師背景變項「基本資料」分析，以 下分別從國小教

師之性別、年齡、最高學歷、教學年 資、擔任職務、是否參加過特色學

校相關之活動或研習、學校是否曾參 與發展特色學校計畫、學校規模、

任教學校地區等項 目，就每一項背景變項之有效樣本作敘述統計的次

數、百分比分配。  

 

臺中市的教師人數 ，依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2012 年 3 月的統計資

料，臺中市國小教 師總人數為 11 ,130人，男性教師 3 ,095人，占教師總

人數 27 .8%，女性教師 8 ,035人，占教 師總人 數 7 2 .2 %。從表 4 -1 得 知 ，

有效問卷填答人數 為 456 人，「男性」教師有 144 人占 31 .6%，「女性」

教師有 312 人占 68 .4%，此與國民小學校園中，女性教 師一向多於男性

教師的現象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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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 - 1 ：：：： 性 別 次 數 分 配 表性 別 次 數 分 配 表性 別 次 數 分 配 表性 別 次 數 分 配 表     

性 別  合 計  百 分 比  

男  1 4 4 3 1 . 6 % 

女  3 1 2 6 8 . 4 % 

總 計  4 5 6 1 0 0 . 0 % 

 

                               圖圖圖圖 4-1：：：：性別比例分配圖性別比例分配圖性別比例分配圖性別比例分配圖（（（（ N=456）））） 

在「年齡」的分布方面如表 4 -2，「 20 歲以上未滿 30 歲」有 22 人占

4 .8%，「 30 歲以上未滿 40 歲」有 160 人占 35 .1%，「 40 歲以上未滿 50

歲」有 229 人占 50 .2%，「 50 歲以上」有 45 人占 9 .9%。由以上資料顯示，

填答者以 30~50歲教師居多，而 29 歲以下年輕教師人 數最少，故在臺

中市國小校園中， 以 30~50歲之教師 為主要年齡層。  

表表表表 4 - 2 ：：：： 年 齡年 齡年 齡年 齡 次 數 分 配 表次 數 分 配 表次 數 分 配 表次 數 分 配 表     

年  齡  合 計  百 分 比  

2 0 歲 以 上  
未 滿 3 0 歲  

2 2 4 . 8 % 

3 0 歲 以 上  
未 滿 4 0 歲  

1 6 0 3 5 . 1 % 

4 0 歲 以 上  
未 滿 5 0 歲  

2 2 9 5 0 . 2 % 

5 0 歲 以 上  4 5 9 . 9 % 

總 計  4 5 6 1 0 0 . 0 % 

                               圖圖圖圖 4-2：：：：年齡年齡年齡年齡比例分配圖比例分配圖比例分配圖比例分配圖（（（（ N=456）））） 

在「最高學歷」方 面，由表 4 -3 可知「師專畢業」僅有 11 人占 2 .4%，

「師範學院畢業」有 160 人占 35 .1%，「一般大學院校畢業」有 123 人占

27%，「研究所以上」有 162 人占 35 .5%。顯示臺中市國 小教師最高學歷

以研究所 162 人最多，而一般大學院校畢業（含師資班 ）之教師人數比

例將近三成，亦顯示出師資來源多元化，各科系畢業生 投入教學工作，

有助於國小校園更加活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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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 - 3 ：：：： 最 高 學 歷最 高 學 歷最 高 學 歷最 高 學 歷 次 數 分 配 表次 數 分 配 表次 數 分 配 表次 數 分 配 表     

最 高 學 歷  合 計  百 分 比  

師 專 畢 業  11 2 . 4 % 

師 範 學 院 畢 業  1 6 0 3 5 . 1 % 

一 般 大 學 院 校  
畢 業  

1 2 3 2 7 . 0 % ¦ § ¨ © ª « ¬
1 6 2 3 5 . 5 % 

總 計  4 5 6 1 0 0 . 0 % 

                                 4 - 3 ®®®®¯ ° ± ² ³ ´ µ ¶ ¯ ° ± ² ³ ´ µ ¶ ¯ ° ± ² ³ ´ µ ¶ ¯ ° ± ² ³ ´ µ ¶  ····N = 4 5 6 ¸̧̧̧
 

在「教學年資 」方面，如表 4 -4 顯示「未滿 10 年」有 101 人占 22 .1%，

「 10 年以上未滿 20 年」有 189 人占 41 .4%，「 20 年以上未滿 30 年」有

154 人占 33 .8%，「 30 年以上」有 12 人占 2 .6%。可知在 國小任教之教師

服務年資七成以上者有超過 10 年的豐富教學經驗，有 助各項教學工作

之推展。  

表表表表 4 - 4 ：：：： 教 學 年 資教 學 年 資教 學 年 資教 學 年 資 次 數 分 配 表次 數 分 配 表次 數 分 配 表次 數 分 配 表     

教 學 年 資  合 計  百 分 比  

未 滿 1 0 年  1 0 1 2 2 . 1 % 

1 0 年 以 上  
未 滿 2 0 年  

1 8 9 4 1 . 4 % 

2 0 年 以 上  
未 滿 3 0 年  

1 5 4 3 3 . 8 % 

3 0 年 以 上  1 2 2 . 6 % 

總 計  4 5 6 1 0 0 . 0 % 

                               ¹¹¹¹ 4 - 4 ºººº» ¼ ½ ¾» ¼ ½ ¾» ¼ ½ ¾» ¼ ½ ¾ ¿ À Á Â ¹¿ À Á Â ¹¿ À Á Â ¹¿ À Á Â ¹ ÃÃÃÃN = 4 5 6 ÄÄÄÄ 
 

由表 4 -5 可看出「 擔任職務」方 面，「 教師兼主任」有 56 人占 12 .3%，

「教師兼組長」有 93 人占 20 .4%，「 級任教師」有 268 人占 58 .8%，「專

任教師」有 39 人占 8 .6%，在國小校 園中，以級任教師 為主要教學群，

因此所占比例最高。  

 
 ÅÆÇÈÉÊËÌ Í ÎÍ Ï ÐÑÒÓÔÕÊËÖ × ÎØ Ï

ÙÚÓÔÊËÌ Í ÎÛÏÜÝÞßÜÝÞßÜÝÞßÜÝÞßà áâ ãà áâ ãà áâ ãà áâ ã
 

äåäåäåäåæçèæçèæçèæçèéêëìéêëìéêëìéêëìéåéåéåéåæçèæçèæçèæçèíîíîíîíîäåäåäåäåææææääêïìääêïìääêïìääêïì
ðåðåðåðåæçèæçèæçèæçèíîíîíîíîéåéåéåéåææææñðêñìñ ðêñìñðêñìñ ðêñì
íîíîíîíîðåðåðåðåææææééêðìééêðìééêðìééêð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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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 - 5：：：： 擔 任 職 務擔 任 職 務擔 任 職 務擔 任 職 務 次 數 分 配次 數 分 配次 數 分 配次 數 分 配 表表表表     

擔 任 職 務  合 計  百 分 比  

教 師 兼 主 任  5 6 1 2 . 3 % 

教 師 兼 組 長  9 3 2 0 . 4 % 

級 任 教 師  2 6 8 5 8 . 8 % 

專 任 教 師  3 9 8 . 6 % 

總 計  4 5 6 1 0 0 . 0 % 

                               ¹¹¹¹ 4 - 5 ººººò ó ô õò ó ô õò ó ô õò ó ô õ ¿ À Á Â ¹¿ À Á Â ¹¿ À Á Â ¹¿ À Á Â ¹ ÃÃÃÃN = 4 5 6 ÄÄÄÄ  
在「是否參加過特 色學校相關之活動或研習」方面，由表 4-6 可知

回答「是 」的有 180 人，占 39 .5%；回答「否」的 有 2 7 6 人，占 60 .5 %。

依研究者在教育現場的發現，主要的原因應是教育行政 機關辦理特色學

校相關活動或研習之場次不多，教師缺乏參與特色學校 相關活動或研習

的機會，所以有近六成的教師沒有參加過特色學校相關 之活動或研習。 

表表表表 4 - 6 ：：：： 參 加 研 習參 加 研 習參 加 研 習參 加 研 習 次 數 分 配 表次 數 分 配 表次 數 分 配 表次 數 分 配 表     ö ÷ ø ù úû ü ý þ ÿ �� � � � � 合 計  百 分 比  

是  1 8 0 3 9 . 5 % 

否  2 7 6 6 0 . 5 % 

總 計  4 5 6 1 0 0 . 0 % 
                                 4 - 6 ®®®®� � � 	� � � 	� � � 	� � � 	 ³ ´ µ ¶ ³ ´ µ ¶ ³ ´ µ ¶ ³ ´ µ ¶  ····N = 4 5 6 ¸̧̧̧
從表 4 -7 可知，在 「學校是否曾參與 發展特色學校計畫」方面，回

答「是」的有 105 人，占 23 .0%；回答「否」的有 351 人，占 77 .0%。

由調查結果顯示大 多數的學校未曾參 與過發展「特色學 校計畫」。  




4 - 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ý þ ö ÷ � ø �� � �û ü ý þ� � � 合 計  百 分 比  

是  1 0 5 2 3 . 0 % 

否  3 5 1 7 7 . 0 % 

總 計  4 5 6 1 0 0 . 0 % 
                                                   4 - 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 = 4 5 6 //// 

0123456 78 9 012:;6 < 7= 9
>401? @ 7@ 9

A401@ 7B 9
 

CDEFGHIJKLM N OP QRCDEFGHIJKLS T OP Q

UVWXYZ[\] ^ _̀ aUVbcWXYZ[\d d _`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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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校規模」的 分布方面，由表 4-8 看出，「 15 班以下」有 63

人占 13 .8%，「 16~35班」有 147 人占 32 .2%，「 36 班以上」有 246 人占

53 .9%。因回收之 問卷無法預估，「 15 班以下」回收份 數之比例 13 .8%多

於預計抽樣之比例 9 .7%，而「 36 班以上」回收問卷份數 之比例 53 .9%

少於預計抽樣之比例 58 .8%。  

表表表表 4 - 8 ：：：： 學 校 規 模學 校 規 模學 校 規 模學 校 規 模 次 數 分 配 表次 數 分 配 表次 數 分 配 表次 數 分 配 表     

學 校 規 模  合 計  百 分 比  

1 5 班 以 下  6 3 1 3 . 8 % 

1 6 ~ 3 5 班  1 4 7 3 2 . 2 % 

3 6 班 以 上  2 4 6 5 3 . 9 % 

總 計  4 5 6 1 0 0 . 0 % 

                                  eeee 4 - 8 ffffg h i jg h i jg h i jg h i j k l m n ek l m n ek l m n ek l m n eooooN = 4 5 6 pppp 
 

從表 4 -9 可看出在 「任教學校地區」 的分布，「山線學 校」有 105

人占 23 .0%，「海線學校」有 87 人占 19 .1%，「屯區學校」有 82 人占 18 .0%，

「市區學校」（原臺中市）有 182 人占 39 .9%，經取樣分配，人數及比例

相當接近。  

4 - 9 ：：：： 任 教 學 校 地 區任 教 學 校 地 區任 教 學 校 地 區任 教 學 校 地 區 次 數 分 配 表次 數 分 配 表次 數 分 配 表次 數 分 配 表     

任 教 學 校 地 區  合 計  百 分 比  

山 線 學 校  1 0 5 2 3 . 0 % 

海 線 學 校  8 7 1 9 . 1 % 

屯 區 學 校  8 2 1 8 . 0 % 

市 區 學 校  
（ 原 臺 中 市 ）  

1 8 2 3 9 . 9 % 

總 計  4 5 6 1 0 0 . 0 % 

                                 qqqq 4 - 9 rrrrs t u v w x y z { | qs t u v w x y z { | qs t u v w x y z { | qs t u v w x y z { | q }}}}N = 4 5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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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的認知與態度之分析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的認知與態度之分析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的認知與態度之分析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的認知與態度之分析    

 

本節在瞭解臺中市 國小教師對特色學 校的認知情形及抱 持態度，針

對本研究問卷設計 之第二部分、第三 部分、第四部分內 容，先以敘述性

統計中之平均數與 標準差來說明教師 對特色學校認知與 態度之整體狀

況，再依研究問題 分別加以探討。  

 

壹壹壹壹、、、、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之認知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之認知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之認知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之認知  

 

本部分依問卷之第 二部分「國小教師 對特色學校的認知 」來測量，

總共有十五題，主 要是測量國小教師 對特色學校的瞭解 程度。量表得分

愈高，表示國小教 師對特色學校的瞭 解程度愈高，結果 呈現於表 4 -10、

4-11。  

由表 4 -10 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認知量 表十五題的反應可 知，國小教

師在第一題至第五 題對特色學校的基 本理念平均值為 3 .997；第六題至

第十題對特色學校 的課程目標平均值 為 4 .02；第十一題 至第十五題對特

色學校的實施方式 平均值為 4 .05，其中以對特色學校之 實施方式平均值

較高，對特色學校 的基本理念平均值 較低，可以看出國 小教師對特色學

校的實施方式較為 熟悉，對特色學校 基本理念的瞭解則 有待加強。  

表 4-11 中偏態指數為 - .582（負偏態），顯示受測教師對 特色學校的

認知表現，分數集 中在高分方面；峰 度值為 1 .441（高狹峰），可知受測

國小教師對特色學 校認知方面得分人 數明顯集中於高得 分（見圖 4 -10）。 

整體而言，受測國 小教師在特色學校 整體認知量表的得 分平均為

4 .02，各題填答「 完全瞭解」、「大部 分瞭解」、「尚可」 三個選項的教師

在九成以上，顯示 國小教師對特色學 校的基本理念、課 程目標、實施方

式皆有高度的認知，國內其他的相關 研究也指出大多數 的國小教師對教

育議題或教育政策 的認知屬於中上程 度（葉芷嫻，2001；麥清維，2003；

黃汝秀， 2008；翁國元， 2010；賴健忠，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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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表表表 4-10：：：： 國 小 教 師國 小 教 師國 小 教 師國 小 教 師 對 特 色 學 校 認 知 量 表 填 答 情 形對 特 色 學 校 認 知 量 表 填 答 情 形對 特 色 學 校 認 知 量 表 填 答 情 形對 特 色 學 校 認 知 量 表 填 答 情 形 （ N=456）  

 ¸
  ¹  º   ¹  

» ¼
 ½¾ ¿

 

À Á Â ÃÄ ½
%
¿

 

Å Æ ¼
 Ç È É  Ê Ë Ì Í

 86 18 .9  3 .93  .763  Î Ï Ð Ì Í
 277 60 .7    Ñ Ò

 72 15 .8    Ó Ï Ð Ì Í
 16 3 .5    

Ô Õ Ö × Ø Ù Ú Ö× Û Ü Ô Õ Ý Þ ßà á â ã Ô ä å æç è Ö × é
 Ê Ë ê Ì Í

 5 1 .1    Ê Ë Ì Í
 109 23 .9  3 .96  .778  Î Ï Ð Ì Í

 262 57 .5    Ñ Ò
 68 14 .9    Ó Ï Ð Ì Í

 14 3 .1    

Ô Õ Ö × ë ì è íî ïÒ ð ñ ò × ó ôõ ö ÷ â ø ù ú ×ó û ü é
 Ê Ë ê Ì Í

 3 0 .7    Ê Ë Ì Í
 111  24 .3  4 .01  .756  Î Ï Ð Ì Í

 261 57 .2    Ñ Ò
 73 16 .0    Ó Ï Ð Ì Í

 8 1 .8    

Ô Õ Ö × Ø ý × ÙÚ þ Ô ÿ � � � �� ï� � � Ö × � 	
 � è �  ï� � �� � �� � � � � é
 Ê Ë ê Ì Í

 3 0 .7    Ê Ë Ì Í
 99 21 .7  4 .03  .730  Î Ï Ð Ì Í

 263 57 .7    Ñ Ò
 73 16 .0    Ó Ï Ð Ì Í

 17 3 .7    

Ô Õ Ö × è Þ ß �� � � � �� � � �� Ö ×  ! ï" # Ö× ø � � $ ø é
 Ê Ë ê Ì Í

 4 0 .9    Ê Ë Ì Í
 137 30 .0  4 .07  .773  Î Ï Ð Ì Í

 225 49 .3    Ñ Ò
 83 18 .2    Ó Ï Ð Ì Í

 9 2 .0    

 

 

 

 

基  
 
 
 
 
 

本  
 
 
 
 
 

理  
 
 
 
 
 

念  Ô Õ Ö × è 
 � ØË % Ö & ' � (� ï) * + , - è Ö. û ü é
 Ê Ë ê Ì Í

 2 0 .4    / 0 1 2 34 5 6 7 89 : ; < = > ? @
                       3 .997    .649          Ê Ë Ì Í

 135 29 .6  4 .12  .723  Î Ï Ð Ì Í
 252 55 .3    Ñ Ò

 59 12 .9    Ó Ï Ð Ì Í
 8 1 .8    

Ô Õ Ö × Ø A B CD E Ô Õ Û Ü û ü� F G Ô H ï� � à� � E Ô Õ � � é
 Ê Ë ê Ì Í

 2 0 .4    Ê Ë Ì Í
 134 29 .4  4 .11  .731  Î Ï Ð Ì Í

 247 54 .2    Ñ Ò
 67 14 .7    Ó Ï Ð Ì Í

 5 1 .1    

Ô Õ Ö × Ø � Ö ×I J Ô Õ K � L Ö× � � � ä Ö ñ MN é
 Ê Ë ê Ì Í

 3 0 .7    Ê Ë Ì Í
 98 21 .5  3 .88  .810  Î Ï Ð Ì Í

 230 50 .4    Ñ Ò
 105 23 .0    Ó Ï Ð Ì Í

 21 4 .6    

 
 
 
 

課  
 
 
 
 

程  
 
 
 
 

Ô Õ Ö × ë ì E ÔÕ � � � ð Ö & èO P Q � � � �  é
 Ê Ë ê Ì Í

 2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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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 Ë Ì Í
 119  25 .4  4 .01  .783  Î Ï Ð Ì Í

 242 51 .6    Ñ Ò
 80 17 .1    Ó Ï Ð Ì Í

 11  2 .3    

Ô Õ � � è Þ ß �Ù ä R S T U � VW ä Ö X Y # Z �� é
 Ê Ë ê Ì Í

 4 0 .9    Ê Ë Ì Í
 145 31 .8  4 .13  .760  Î Ï Ð Ì Í

 245 53 .7    Ñ Ò
 51 11 .2    Ó Ï Ð Ì Í

 12 2 .6    

 
 

目  
 
 
 
 

 標  

Ô Õ � � è Þ ß ÒA B S [ F \ ïð ]^ _ ` û ü � Ô � é
 Ê Ë ê Ì Í

 3 0 .7    / 0 1 2 34 5 6 7
-a b c Ç = > ? @

                       4 .02     .693                             Ê Ë Ì Í
 138 30 .3  4 .06  .818  Î Ï Ð Ì Í

 230 50 .4    Ñ Ò
 68 14 .9    Ó Ï Ð Ì Í

 16 3 .5    

Ô Õ Ö × � d e f× ( � � % g Ö .è h Ý ïi j k l mn é
 Ê Ë ê Ì Í

 4 0 .9    Ê Ë Ì Í
 94 20 .6  3 .90  .792  Î Ï Ð Ì Í

 250 54 .8    Ñ Ò
 89 19 .5    Ó Ï Ð Ì Í

 20 4 .4    

Ô Õ � � � A B op q r � � ý Ö .s ! K � t ë Ô Õä Ö é
 Ê Ë ê Ì Í

 3 0 .7    Ê Ë Ì Í
 136 29 .8  4 .04  .815  Î Ï Ð Ì Í

 226 49 .6    Ñ Ò
 73 16 .0    Ó Ï Ð Ì Í

 19 4 .2    

Ô Õ Ö × ë ì E �� u v w Ö & xy z{ Ö |�xy % g {Ö |�xð } ~ �R |ï� ò Ö & è Ö. 
 g ö � � þ �� � � é
 

Ê Ë ê Ì Í
 2 0 .4  

 
 Ê Ë Ì Í

 148 32 .5  4 .09  .800  Î Ï Ð Ì Í
 222 48 .7    Ñ Ò

 69 15 .1    Ó Ï Ð Ì Í
 15 3 .3    

Ô Õ Ö × ë ì � �E � ß Ò i j _ `F \ � � T � W (� é
 Ê Ë ê Ì Í

 2 0 .4    Ê Ë Ì Í
 132 28 .9  4 .00  .846  Î Ï Ð Ì Í

 221 48 .5    Ñ Ò
 81 17 .8    Ó Ï Ð Ì Í

 17 3 .7    

 
 
 
 

實  
 
 
 
 
 

施  
 
 
 
 
 

方  
 
 
 
 
 

 式  � ú x� � � � |èB � � � Ò ð û ü� ) ï� ß Ö & è Ö. Û Ü é
 Ê Ë ê Ì Í

 5 1 .1    / 0 1 2 34 5 6 7
-� � � � = > ? @

                      4 .05     .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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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表表表 4-11：：：： 國 小 教 師 對 特 色 學 校國 小 教 師 對 特 色 學 校國 小 教 師 對 特 色 學 校國 小 教 師 對 特 色 學 校 整 體整 體整 體整 體 認 知 量 表認 知 量 表認 知 量 表認 知 量 表 分分分分 布布布布 情 形情 形情 形情 形 （ N=456）  ¸
  ¹  º   ¹  

» ¼
 ½¾ ¿

 

À Á
 Â ÃÄ ½

%
¿
 

Å Æ¼
 

Ç È É  � �  � �  Ê Ë Ì Í
 106 23 .2  4 .02  .674  - .582 1 .441 Î Ï Ð Ì Í

 276 60 .6      Ñ Ò
 68 14 .9      Ó Ï Ð Ì Í

 4 0 .9      

/ 0 1 34 56 7 => � �? @
 Ê Ë ê Ì Í

 2 0 .4      
 

 

 

 

    

 

 

 

 

 

    

            

圖圖圖圖 4-10：：：：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認知量表得分常態曲線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認知量表得分常態曲線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認知量表得分常態曲線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認知量表得分常態曲線分布暨直方分布暨直方分布暨直方分布暨直方圖圖圖圖     

 

貳貳貳貳、、、、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之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之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之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之態度態度態度態度  

 

本部分依問卷之第 三部分「國小教師 對特色學校的態度 」來測量，

總共有十五題，主 要是測量國小教師 對特色學校的「評 價性反應」和「行

動意向」。量表 分數 愈高，表示國小 教 師對特色學校的態 度 愈 傾 向 正 向 ，

結果呈現於表 4-12、 4 -13。  

由表 4 -12 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態度量 表十五題的反應可 知，國小教

師在第一題至第八 題對特色學校的評 價行為平均值為 3 .87，其中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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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四、五、 七等題平均分數均 達到 3 .8 分以上， 而第六題「我認

為花時間與經費來 推動特色學校是不 值得的」、第八題 「我認為特色課

程的推動是額外的 負擔」為反向題，兩題平均分數皆低 於 3 分以下，顯

示國小教師對特色 學校的發展持正面 肯定的評價，並不 會覺得推動特色

學校是不值得的且 是額外的負擔。  

第九題至第十五題 對特色學校的行動 意向其平均值為 3 .41，其中第

九題「我會擔心沒 有能力編寫特色學 校方案的特色課程 」與第十三題「教

學準備時間不足，會影響我參與特色 學校發展的意願」為反向題，平均

值各為 3 .29 分、 3 .92 分，其餘各題平 均分數均達到 3 .6 分以上，顯示國

小教師對特色學校 之行動意向亦在中 高水準以上，只是 仍有不少教師會

擔心因教學準備時 間不足，會影響對 特色學校參與的意 願。  

表 4-13 中，偏態指 數為 - .364（負偏態），顯示受測教師 對於特色學

校的態度表現，高 分組偏多；峰度值 為 - .122（低闊峰），可知受測國小

教師對特色學校的 態度得分雖偏高，但人數並不明顯集 中（見圖 4 -11）。 

整體而言，受測國 小教師對特色學校 的整體態度量表的 得分平均為

3 .67，顯示國小教 師對特色學校抱持 之態度趨於正向， 研究結果和國內

其他對教育議題或 政策的相關研究相 仿（葉芷嫻，2001；麥清維，2003；

黃慧娟， 2006；黃汝秀， 2008；翁國元， 2010；賴健忠，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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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12：：：： 國 小 教 師 對 特 色 學 校國 小 教 師 對 特 色 學 校國 小 教 師 對 特 色 學 校國 小 教 師 對 特 色 學 校 態 度態 度態 度態 度 量 表 填 答 情 形量 表 填 答 情 形量 表 填 答 情 形量 表 填 答 情 形 （ N=456）  

 ¸
  ¹  º   ¹  

» ¼
 ½¾ ¿

 

À Á Â ÃÄ ½
%
¿

 

Å Æ ¼
 Ç È É  � � W �

 117  25 .7  4 .06  .716  W �
 266 58 .3    � � �

 58 12 .7    ê W �
 15 3 .3    

  ¡ � Ô Õ Ö × è Þß Ò ð ¢ £ Ö × ¤ Ö$ ø ¥ ¦ § ¨ é
 � � ê W �

 0 0    � � W �
 79 17 .3  3 .91  .706  W �

 268 58 .8    � � �
 98 21 .5    ê W �
 9 2 .0    

  ¡ � ä R © á â Þß Ô Õ � � è S [ �ª é
 � � ê W �

 2 0 .4    � � W �
 132 28 .9  4 .17  .637  W �

 276 60 .5    � � �
 42 9 .2    ê W �
 6 1 .3    

  ¡ � Ô Õ � � è íî ï� w Ö & â + ,- �+ � « è Ö . ¬ é
 � � ê W �

 0 0    � � W �
 164 36 .0  4 .21  .725  W �

 234 51 .3    � � �
 49 10 .7    ê W �
 7 1 .5    

  ¡ � × T � Z ® F¯ á ° � � s ± � ªØ � ² � M Ô Õ Ö ×è ³ ´ µ ¶ é
 � � ê W �

 2 0 .4    � � W �
 155 34 .0  4 .18  .719  W �

 235 51 .5    � � �
 58 12 .7    ê W �
 7 1 .5    

  ¡ � � T · _ ` F\ � W ( � Ô Õ � �Þ ß ïâ ¸ Ö × � M� � xÔ Õ Ö × |é
 � � ê W �

 1 0 .2    � � W �
 7 1 .5  2 .39  .919  W �

 46 10 .1    � � �
 135 29 .6    ê W �
 197 43 .2    

¹   ¡ � º » õ � 
¼ ½ � M xÔ Õ Ö × |Ø ê ¾ ¦ è é
 � � ê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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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16 .7  3 .81  .788  W �

 246 54 .0    � � �
 106 23 .2    ê W �
 27 5 .9    

  ¡ � Z ® ¿ À Á Â� d e Ã Ä ïä R êÅ Æ Ç Ö × Þ ß xÔÕ Ö × |é
 � � ê W �

 1 0 .2    � �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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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2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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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 � Ô Õ � � è� M Ø È É è Ê Ë é
 � � ê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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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表表表 4-12（（（（ 續續續續 ））））：：：： 國 小 教 師 對 特 色 學 校國 小 教 師 對 特 色 學 校國 小 教 師 對 特 色 學 校國 小 教 師 對 特 色 學 校 態 度態 度態 度態 度 量 表 填 答 情 形量 表 填 答 情 形量 表 填 答 情 形量 表 填 答 情 形 （ N=456）  

 ¸
  ¹  º   ¹  

» ¼
 ½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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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Å Æ ¼

 Ç È É  � � W �
 31 6 .8  3 .29  .950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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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Å Ë Ñ Ò â �ª Ó Ô Ô Õ Ö × ëì è Ô Õ � � é
 � � ê W �

 7 1 .5    � � W �
 37 8 .1  3 .68  .727  W �

 269 58 .9    � � �
 122 26 .8    ê W �
 25 5 .5    

  Å ( � ä Ö XY ï# Z Ô Õ � � èV W ä Ö é
 � � ê W �

 3 0 .7    � �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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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Õ � Ö × Ø � èä Ö ë Ù ïµ © Ô ÕÖ × ë ì � � è íî é
 � � ê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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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表表表 4-13：：：： 國 小 教 師 對 特 色 學 校國 小 教 師 對 特 色 學 校國 小 教 師 對 特 色 學 校國 小 教 師 對 特 色 學 校 整 體整 體整 體整 體 態 度 量 表 分態 度 量 表 分態 度 量 表 分態 度 量 表 分 布布布布 情 形情 形情 形情 形 （ N=456）  ¸
  ¹  º   ¹  

» ¼
 ½¾ ¿

 

À 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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Å Æ¼
 

Ç ÈÉ  
� �  � �  � � W �

 15 3 .3  3 .67  .560  - .364 - .122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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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 34 56 7 => � �� �  � � ê W �
 0 0      ÷ ø ù ú ëû ü ý þ æ � ;

 

 

 

 

 

 

 

 

 

 

 

    

圖圖圖圖 4-11：：：：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態度量表得分常態曲線分布暨直方圖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態度量表得分常態曲線分布暨直方圖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態度量表得分常態曲線分布暨直方圖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態度量表得分常態曲線分布暨直方圖     

 

參參參參、、、、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之看法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之看法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之看法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之看法  

 

本部分依問卷第四 部分「國小教師對 特色學校方案之意 見」，探討

教師對於特色學校 的看法，從表 4-14 我們可以發現，臺 中市的國小教師

於填寫問卷時第一 次知道教育部於 96 年度推動「活化 校園空間暨發展

特色學校計畫」方 案的佔 42 .5%，將近四成左右的教師 並不知道教育部

推動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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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表表表 4-14：：：： 國 小 教 師 對 特 色 學 校 方 案 意 見國 小 教 師 對 特 色 學 校 方 案 意 見國 小 教 師 對 特 色 學 校 方 案 意 見國 小 教 師 對 特 色 學 校 方 案 意 見 之 一之 一之 一之 一  ÿ � � � � �ÿ � � � � �ÿ � � � � �ÿ � � � � � � � �� � �� � �� � � � 	 ¾ ¼½
N 
 4 5 6

¿
 

Â Ã Ä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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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4 42 .5  

� �  � » @ � / � � 2
9 6� � � ç 3� � 7 � � � � �� 4 5 6 7 ï � = � � � � � 262 57 .5  ÷ ø ù ú ëû ü ý þ æ � ;
 

 

 

 

 

 

 

 

 

 

 

        4 - 1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 = 4 5 6 ////
 

對於發展特色學校 之看法，從表 4-15資料顯示，教師認 為學校若是

能參與發展「特色 學校」，可以發揮哪些功能，全體受 測教師認為學校

若是發展為「特色 學校」，以建立學 校品牌形象（勾選比率 88 .3%）之功

能為最高；其餘依序為：豐富學生學 校生活（勾選比率 82 .2%）；提升學

校競爭力（勾選比率 63 .8%）；促進教 師專業成長（勾選比率 62 .9%）；

爭取更多教育經費支援（勾選比率 57 .1%）；吸引學區外 學童就讀（勾選

比率 55 .5%）；凝聚同仁對學校的認同（勾選比率 54 .6%）；提升學生學

習成就（勾選比率 51 .1%）；其他（勾選比率 1 .3%）。  

     有 6 位受測教師勾選「其他」， 他們認為學校若是 發展為「特色學

校」，除了可以發揮上述八種功能外 ，還可以提升社區對學校的向心力

（編號 006）、拉近社區和學校關係（ 編號 236），能使外界對該校的特

012345 6 78 9:;012348 < 7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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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留下深刻印象（ 編號 033），而特色 課程的實施能增加 學生部分技能（編

號 334）、及增進學生非主要學科的學習機會（編號 420），讓親、師、

生三者共榮、共享、共成長（編號 436）。  

  表表表表 4-15：：：： 國 小 教 師 對 特 色 學 校 方 案 意 見 之 二國 小 教 師 對 特 色 學 校 方 案 意 見 之 二國 小 教 師 對 特 色 學 校 方 案 意 見 之 二國 小 教 師 對 特 色 學 校 方 案 意 見 之 二 （ N=456）  = > ? @ A B C D E F G HI J K L M N O H
%
J P QH

1
J R S ? @ T U V W

 402 88 .2  1  H
2
J X Y ? @ Z [ \

 291 63 .8  3  H
3
J ] ^ ? _ ` ? a b c

 253 55 .5  6  H
4
J [ d e f g h i j k l

 260 57 .0  5  H
5
J m n o p q ? @ r s o

 249 54 .6  7  H
6
J t u g v w x y z

 287 62 .9  4  H
7
J X Y ? { ? | y b

 233 51 .1  8  H
8
J } ~ ? { ? @ { �

 375 82 .2  2  H
9
J � �

 6 1 .3  9  
   � � � � �� � � � � � �

當教師有選擇權時 ，可以選擇願不願 意支持該校發展「 特色學校」

時，從表 4 -16 可以看出，有六成五以 上的教師願意支持 學校發展為特色

學校，也有將近三 成左右的教師並不 願意支持學校發展 成為特色學校。

從這個面向我們可 以發現，教師在理 念上是支持學校發 展成為特色學

校，一旦學校要 發 展成「特色學校 」時也有不少教師持 反對態度，亦有

少部分教師（佔 4 .2%）抱持觀望的態 度，端視各校行政團隊是否能提出

良好規劃、並在經 費充足之下，再來 因應。  

        表表表表 4-16：：：： 國 小 教 師 對 特 色 學 校 方 案 意 見國 小 教 師 對 特 色 學 校 方 案 意 見國 小 教 師 對 特 色 學 校 方 案 意 見國 小 教 師 對 特 色 學 校 方 案 意 見 之 三之 三之 三之 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GH
N � 4 5 6

J M N OH
%
J� �

304 66 .7  � � �
133 29 .2  

� � �   ¡ ¢ £ ¤¥ ¦ § ¨ © ª« ¬ ® ¯ © ª ° ± ² � �
19 4 .2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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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設計問卷時，該題請受測教師就是否願意支持該校發 展成「特色

學校」的意願做勾選並請教師說明理 由，有不少教師針 對是否願意支持

學校發展「特色學 校」提出個人的看 法與建議：願意支持的教師認為，

特色學校的發展可 以讓學生有更豐富、更多元的學習內 容，提昇教師專

業能力，增加學校、教師、學生的競爭力，提高學校知名度，對招生更

有幫助；而不願意支持的教師則認為，特色學校的發展增加教師的工作

負擔，而有太多教 育政策或議題要推 動，已嚴重排擠學生其他的正課學

習時間，但得不到 行政的支援亦是不 願意支持的原因；而持其他看法的

教師則認為， 應 視 學 校 本 身 是 否 有 足 夠 資 源 發 展 特 色 學 校 ， 若 是 行 政 單

位 能 提 出 規 劃 、 又 能 不 增 加 教 師 之 負 擔 、 且 在 經 費 充 裕 下 ， 特 色 學 校 的

課 程 內 容 若 有 助 學 生 學 習 ， 教 師 團 隊 也 形 成 共 識 ， 即 願 意 支 持 學 校 發 展

特 色 學 校 。  

 

以下就受測教師對 於是否願意支持學 校發展「特色學校 」的看法及

建議整理如表 4-17：  

    

    

    

ÅÆÇÈ É ÊÈ Ë ÌÍÎ ÊÈ Ë
ÆÇÏ Ï ÊÐ 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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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表表表 4-17：：：：國小教師對於國小教師對於國小教師對於國小教師對於學校發展學校發展學校發展學校發展「「「「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的看法及建議的看法及建議的看法及建議的看法及建議     Ñ Ò Ó ÔÕ Ö × Ø Ù ÚÛ Ü Ý Þß à á âã ä å æ Þ ß × Ø çÙ è é êëÜ Ý Þ ßì í î × Ø ï ð ñò Þ ß é êëÜ Ý Þ ß î ó ô õ R ö
020 

g v ÷ø Ô ù ú � � A û = > ü ý þ ÿ ? @ �v �{ r Z [ \ �þ u �� r � \ �
031 

� Ôg v ù ù � � Z [ r � � b 	 
 � => �� �  � � R ? @ �� �q � { � K � � �
039 

� Ôg v ù ú � � � � � � [ d i j � � � �G I � � � � �� K �  ! � C " �
083 

g v ÷ø Ô ú ú � � � # $i j % & ' ( � ) �* $+ , - x . / � � Ñ 0 1� 1 \ �2 3 . 4 - x �
084 

� Ôg v ù ú � � � 5 K = > � k 6 �7 �= > 8 = > �� d 9 i j8 = > �� ù þ ÿ g v :; �< 8 = > g ? L E �
121 

� Ôg v ú ú � � ? @ A B C D E F G H IJ KL M N O P Q R S TU KV ? @ W X Y Z [\] ^ _ ` a b c d e P Kf N g h E Ki j k l GH I J a m n
179 

� Ôg v ú ú � � � g h o r + , p q I �ry g ? k l � s �8 t �s k l g ? �
223 

� Ôg v ù ú � � u v ? @ w a x y z { [y | ^ K} ~ E F � � V� � � � � � ? � K� �` � N � � j � � � K�� � � � � � � � � K�� � ^ � [� ^ K� � y� �  
226 

� Ôg v ù ú � � � � s E X ¡ ¢ £ r ¤ ¥õ ¦ § �� ¨ © v ª � «¬  �® ¯ ° ± � « ��� ² ³ �
239 

� Ôg v ú ú � � � ? @ � � � A û 8 ´ µ ¶· ¸ � �¹ º » ¼ ½ ¾ ¿À Á Â Ã ÄÅ Æ Ç È É ÊË Ì Í Î Ï Ð Ñ ÄÒ Ó ÔÕ » Ö × Ø Ù Ú Û



 82

Ü Ý Þ ßà á â ã ä åæ ç è éê ë ì íî ï ð ñ é ê â ã òä ó ô õöç è é ê÷ ø ù â ã ú û üý é ê ô õöç è é ê ù þ ÿ � � �
249 

� ß� � Ç Ò � � � 	 
 � �  � � Ä� �� � � � � � Ä� � � �� Û
285 

� ß� � Ò Ò � � ß � � á Ù Ú Í � � � �� � � �  Ä� � ! " �# $ Û
300 

� ß� � Ç Ò � � ! � % & ' ( Ö ) * � �Ð Ñ ÄÔ � � + , � � -. Ä/ 0 1 � 2 & Û
333 

� ß� � Ò Ò Ô � � 3 0 � 4 5 2 6 ÄÔ 7 89 : ; < Ä7 8 = > ? @A Æ B C Û
340 

� ß� � Ò Ò D E F � G H I J� � K L M» N O ÄP Q F R J� �� � M � S T  Q " U VW X Y ÄÔ Ö Z [ ¿ \ Û
409 

� ß� � Ò Ò Ô � � ] ^ _ � � � ` a Äb c� � D E d e ` a Û
415 

� � fg ß Ò Ò D E � h � � � � i 	 
 j 0� � Í k U Æ l m � Äno Ç Q � h p q r Æ ; <d Û
435 

� ß� � Ç Ò � � s � � t u Í � � � Ävw t � � �  x Û
453 

� � fy % Ç Ç � � � � � � Ù Ú Ç � � z {X | Æ h } ~� � � � ÚÞ Æ � � Ät Ç � � � �� � � � Æ � � ÛÐ � � Ñ �� � � Ø ' � R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不同背景變項之不同背景變項之不同背景變項之不同背景變項之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認知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認知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認知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認知    

與與與與態度的差異情形態度的差異情形態度的差異情形態度的差異情形    

 

為了探討臺中市國 小教師不同背景變項對特色學校的認 知與態度

之差異情形為何，所以將國小教師的背景變項與其對特 色學校的認知與

態度，進行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one-way  ANOVA 0)及卡方檢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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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t 檢定探討「性別」、「是否參加過特 色 學 校 相 關 之 活 動 或 研習」、

「學校是否曾參與 發展特色學校計畫」對於國小教師對 特色學校的認知

與態度的差異情形；而「年齡」、「最高 學歷」、「教學年資」、「擔任職務」、

「學校規模」、「任教學校地區」等部 分，則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加以探

討，若有顯著差異時，再以薛費式法 ( Sche ff�s  Method )進行事後比較；

再以卡方檢定作適合度檢定，檢定不同背景變項之國小 教師對於支持特

色學校發展的意願 是否具有關聯性。  

 

壹壹壹壹、、、、教師教師教師教師背景變項對特色學校認知之差異背景變項對特色學校認知之差異背景變項對特色學校認知之差異背景變項對特色學校認知之差異  

 

一、不同性別教師 對特色學校認知的 差異情形  

由表 4 -18 的 t 檢定結果可知，臺中市 國小教師對特色學 校的基本理

念、課程目標、實施方式及整體認知 程度並沒有因為性 別之不同而有顯

著差異。  

 

表表表表 4-18：：：：不同不同不同不同性別性別性別性別教師對教師對教師對教師對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認知各層面之認知各層面之認知各層面之認知各層面之 tttt 檢定摘要表檢定摘要表檢定摘要表檢定摘要表     

認知層面  性別  人  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p  �
 144 19 .76  3 .252  -1 .028  .304  

基本理念  �
 312 20 .09  3 .240    �
 144 20 .13  3 .025  - .533  .595  

課程目標  �
 312 20 .30  3 .215    �
 144 19 .94  3 .650  - .655  .513  

實施方式  �
 312 20 .17  3 .376    �
 144 59 .83  9 .222  - .791  .430  整體認知  

程度  
�

 312 60 .57  9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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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年齡教師 對特色學校認知的 差異情形  

由表 4 -19 的結果顯示，臺中市國小教 師對特色學校的基 本理念、課

程目標、實施方式 及整體認知程度並 沒有因為年齡的不同而有顯著差

異。  

    

表表表表 4-19：：：：不同不同不同不同年齡年齡年齡年齡教師對教師對教師對教師對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認知各層面之變異數分析認知各層面之變異數分析認知各層面之變異數分析認知各層面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摘要表摘要表摘要表     Õ �� U � � , � � � � L � 6
F  p  

� �� �
 

1 . 2 0 � � �   ¡ 3 0 �  2 2  2 1 . 3 6  2 . 1 0 5  2 .024 .110   

2 . 3 0 � � �   ¡ 4 0 �  1 6 0 1 9 . 6 5  3 . 0 6 8     

3 . 4 0 � � �   ¡ 5 0 �  2 2 9 2 0 . 0 4  3 . 3 6 8     

} ¢R £
4 . 5 0 � � �  4 5  2 0 . 2 4  3 . 5 3 0     

1 . 2 0 � � �   ¡ 3 0 �  2 2  2 1 . 0 5  3 . 1 2 4  1 .632 .181   

2 . 3 0 � � �   ¡ 4 0 �  1 6 0 2 0 . 0 3  2 . 9 7 8     

3 . 4 0 � � �   ¡ 5 0 �  2 2 9 2 0 . 1 8  3 . 3 1 0     

e ¤K L
4 . 5 0 � � �  4 5  2 1 . 0 0  2 . 8 7 6     

1 . 2 0 � � �   ¡ 3 0 �  2 2  2 0 . 9 5  3 . 3 3 1  2 .001 .113   

2 . 3 0 � � �   ¡ 4 0 �  1 6 0 1 9 . 7 8  3 . 0 5 3     

3 . 4 0 � � �   ¡ 5 0 �  2 2 9 2 0 . 0 7  3 . 7 5 5     

* ¥0 ¦
4 . 5 0 � � �  4 5  2 1 . 0 2  3 . 2 1 6     

1 . 2 0 � � �   ¡ 3 0 �  22 63 .36  7 .569  1 .959 .119   

2 . 3 0 � � �   ¡ 4 0 �  160 59 .45  8 .542     

3 . 4 0 � � �   ¡ 5 0 �  229 60 .28  9 .760     

� §Õ �¤ Á
4 . 5 0 � � �  45 62 .27  9 .041     

 

 

 



 85

三、不同學歷教師 對特色學校認知的 差異情形  

由表 4 -20 的結果顯示，臺中市國小教 師對特色學校的基 本理念、課

程目標、實施方式 及整體認知程度並 沒有因為學歷的不同而有顯著性的

差異。  

    

表表表表 4-20：：：：不同不同不同不同學歷學歷學歷學歷教師對教師對教師對教師對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認知各層面之變異數分析認知各層面之變異數分析認知各層面之變異數分析認知各層面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摘要表摘要表摘要表     Õ �� U ¨ © � ª , � � � � L � 6
F  p  

� �� �
 

1 .« ¬  ®  11 1 8 . 6 4  4 . 2 0 2  .722  .539   

2 .« ¯ é °  ®  160 2 0 . 1 1  2 . 8 5 6     

3  ± ² ³ é ° ê  ®  123 2 0 . 0 2  3 . 3 3 9     

} ¢R £
4 .
ð ´ µ � �  162 1 9 . 9 4  3 . 4 6 4     

1 .« ¬  ®  11 1 9 . 4 5  2 . 9 4 5  .351  .788   

2 .« ¯ é °  ®  160 2 0 . 2 1  2 . 9 2 1     

3  ± ² ³ é ° ê  ®  123 2 0 . 1 9  3 . 3 4 0     

e ¤K L
4 .
ð ´ µ � �  162 2 0 . 3 8  3 . 2 5 9     

1 .« ¬  ®  11 1 8 . 0 9  4 . 8 2 6  1 .360 .254   

2 .« ¯ é °  ®  160 2 0 . 0 6  3 . 1 9 7     

3  ± ² ³ é ° ê  ®  123 2 0 . 1 2  3 . 5 6 3     

* ¥0 ¦
4 .
ð ´ µ � �  162 2 0 . 2 6  3 . 5 2 4     

1 .« ¬  ®  11 5 6 . 1 8 1 1 . 3 6 5 . 7 8 4 . 5 0 3  

2 .« ¯ é °  ®  160 6 0 . 3 8 8 . 2 5 6    

3  ± ² ³ é ° ê  ®  123 6 0 . 3 3 9 . 7 1 9    

� §Õ �¤ Á
4 .
ð ´ µ � �  162 6 0 . 5 8 9 . 5 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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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同教學年資教師對特色學校認 知的差異情形  

由表 4 -21 的結果可知，臺中市國小 教 師不會因為教學年資的不同對

特色學校的基本理 念、課程目標、實施方式及整體認知 程度而有顯著差

異。  

    

表表表表 4-21：：：：不同不同不同不同教學年資教學年資教學年資教學年資教師對教師對教師對教師對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認知各層面之變異數分析認知各層面之變異數分析認知各層面之變異數分析認知各層面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摘要表摘要表摘要表     Õ �� U � � � Ð , � � � � L � 6
F  p  

� �� �
 

1 .  ¡ 1 0 ¶  101 1 9 . 9 9  2 . 9 3 4  .306  .821   

2 . 1 0 ¶ � �   ¡ 2 0 ¶  189 1 9 . 9 6  3 . 1 5 0     

3 . 2 0 ¶ � �   ¡ 3 0 ¶  154 2 0 . 0 8  3 . 5 0 9     

} ¢R £
4 . 3 0 ¶ � �  12 1 9 . 1 7  3 . 9 0 4     

1 .  ¡ 1 0 ¶  101 2 0 . 5 1  2 . 8 4 1  .413  .744   

2 . 1 0 ¶ � �   ¡ 2 0 ¶  189 2 0 . 0 8  3 . 1 9 5     

3 . 2 0 ¶ � �   ¡ 3 0 ¶  154 2 0 . 2 7  3 . 3 1 2     

e ¤K L
4 . 3 0 ¶ � �  12 2 0 . 3 3  3 . 1 4 3     

1 .  ¡ 1 0 ¶  101 2 0 . 2 8  3 . 1 0 5  .421  .738   

2 . 1 0 ¶ � �   ¡ 2 0 ¶  189 1 9 . 9 2  3 . 4 0 7     

3 . 2 0 ¶ � �   ¡ 3 0 ¶  154 2 0 . 2 5  3 . 7 3 3     

* ¥0 ¦
4 . 3 0 ¶ � �  12 1 9 . 6 7  3 . 8 2 2     

1 .  ¡ 1 0 ¶  101 60 .78  8 .087  . 290  .833   

2 . 1 0 ¶ � �   ¡ 2 0 ¶  189 59 .96  9 .139     

3 . 2 0 ¶ � �   ¡ 3 0 ¶  154 60 .60  9 .930     

� §Õ �¤ Á
4 . 3 0 ¶ � �  12 59 .17  10 .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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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擔任不同職務教師對特色學校認 知的差異情形  

由表 4 -22 的結果顯示，擔任不同職務的教師對特色學校 整體的認知

程度有顯著差異（ F 值為 4 .767， p＜ . 01）存在，經 Sche ffe法事後比較

發現：「教師兼主任」的整體認知平 均數為 64 .21 高於「級任教師」的 整

體認知平均數 59 .37，研究結果和國 內相關研究相仿（ 葉芷嫻， 2001；

麥清維，2003；黃 汝秀，2008；陳盈志，2009；翁 國 元， 2010；徐筱嵐，

2011）。可能原因 是教師兼主任為學 校的行政主管，教 育部推動相關教

育政策或議題時，必先召集學校相關 行政人員進行說明 或研討。而教育

部在推動「國民中 小學校園活化暨發 展特色學校計畫」時，亦曾發文至

各國中小學請各校派負責相關業務之 人員參加研討會，因為此計畫為一

新興議題，各校通常會由校長或主任前往參加，再由參 與研討會之主任

返校後傳達給全校 教師知曉，所以教 師兼主任對特色學 校的整體認知的

平均數會高於級任教師。  

而特色學校的基本 理念（ F 值為 4 .738， p＜ .01）、課程目 標（ F 值為

4 .984， p＜ .01）及 實施方式（ F 值為 3 .134， p＜ .01）三 個層面亦有顯著

差異，經 Sche f fe法事後比較教師兼主任的平均數亦高 於級任教師，可

能多數教師兼主任是業務相關負責人 ，有較多的機會接觸相關的研習，

所以對於特色學校 的計畫有更多的瞭 解，因此，在特色 學校的基本理

念、課程目標及實 施方式就會有更深一層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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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22：：：：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職務職務職務職務教師對教師對教師對教師對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認知各層面之變異數分析認知各層面之變異數分析認知各層面之變異數分析認知各層面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摘要表摘要表摘要表     · ¸¹ º » ¼ ½ ¾ ¿ À Á Â À Ã Ä Å F p  

Æ ÇÈ É
 

1 .
É Ê Ë Ì ¼  56  21 .36 2 .686  4 .738* * .003  1Í 3 

2 .
É Ê Ë Î Ï

 93  20 .25 2 .737     

3 .Ð ¼ É Ê
 268  19 .68 3 .373     

Ñ ÒÓ Ô
4 .Õ ¼ É Ê

 39  19 .49 3 .691     

1 .
É Ê Ë Ì ¼  56  21 .57  2 .403  4 .984* * .002  1Í 3 

2 .
É Ê Ë Î Ï

 93  20 .55  2 .784     

3 .Ð ¼ É Ê
 268  19 .87  3 .338     

Ö ×Ø Ã
4 .Õ ¼ É Ê

 39  20 .23  3 .141     

1 .
É Ê Ë Ì ¼  56  21 .29 2 .852  3 .134* .025  1Í 3 

2 .
É Ê Ë Î Ï

 93  20 .35  3 .035     

3 .Ð ¼ É Ê
 268  19 .82  3 .692     

Ù ÚÛ Ü
4 .Õ ¼ É Ê

 39  19 .67  3 .282     

1 .
É Ê Ë Ì ¼  56  64 .21  7 .365  4 .767* * .003  1Í 3 

2 .
É Ê Ë Î Ï

 93  61 .15  7 .910     

3 .Ð ¼ É Ê
 268  59 .37  9 .728     

Ý Þ· ¸× ß
4 .Õ ¼ É Ê

 39  59 .46  9 .492     

*  p＜ .05 , * *  p＜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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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師是否參加 研習對特色學校認 知的差異情形  

由表 4 -23 的 t 檢定結果可知，國小 教 師對特色學校的整 體認知程度

會因「參加過特色 學校相關之活動或 研習」而有顯著的 差異（ t=3 .936， 

p＜ .001），其差異情況為有參加過特 色學校相關之活動 或研習的教師對

於「特色學校」的 整體認知之平均數 62 .41，大於沒有參 加過特色學校

相關之活動或研習教師對於「特色學 校」的整體認知之 平均數 58 .99。

由此可知，有參加過特色學校相關之 活動或研習的教師 對於「特色學校」

的認知是優於沒有 參加過特色學校相 關之活動或研習的 教師，研究結果

和國內相關研究相 仿（麥清維， 2003；黃慧娟， 2006；黃汝秀， 2008；

翁國元， 2010；賴健忠， 2010）。。  

     參加過特色學 校相關之活動或研習的教師在特色學 校的基本理念

（ t =5 .140， p＜ .001）、課程目標（ t =2 .735， p＜ .001）及實施方式

（ t =3 .181， p＜ .001）三個層面上亦 有顯著差異，可知 教師參加過特色

學校相關活動或研習之後，對於特色 學校的內涵有更進一步的瞭解，因

此，對於特色學校 的基本理念、課程 目標及實施方式才有更高度的認 知。 

表表表表 4-23：：：：教師教師教師教師是否參加研習是否參加研習是否參加研習是否參加研習對對對對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認知各層面之認知各層面之認知各層面之認知各層面之 tttt 檢定摘要表檢定摘要表檢定摘要表檢定摘要表     

認知

層面  

是否參加

相關活動

或研習  

人  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p  Ç
 180 20 .93  2 .943  5 .140** * .000  基本

理念  Ò
 276 19 .37  3 .289    Ç
 180 20 .74  3 .147  2 .735** * .006  課程

目標  Ò
 276 19 .92  3 .121    Ç
 180 20 .73  3 .532  3 .181** * .002  實施

方式  Ò
 276 19 .69  3 .359    Ç
 180 62 .41  8 .976  3 .936** * .000  整體

認知  

程度  
Ò

 276 58 .99  9 .129    

*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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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學校是否曾參 與發展計畫對特色 學校認知的差異情 形  

由表 4 -24 的 t 檢定結果顯示，國小 教 師對特色學校的整 體認知程度

會因「學校曾參與 發展特色學校計畫」而有顯著的差異（ t =4 .061，  

p＜ .001），其差異情況為學校曾參與 發展特色學校計畫的教師對於「 特

色學校」整體認知 之平均數 63 .49，大於學校沒有參與過發展特色學校

計畫教師對於「特 色學校」整體認知 之平均數 59 .39，由此可知，學校

曾參與發展特色學 校計畫的教師對於「特色學校」的整體認知是優於學

校不曾參與發展特 色學校計畫的教師 。  

學校曾參與發展特 色學校計畫的教師 對特色學校的基本 理念

（ t =3 .878， p＜ .001）、課程目標（ t =3 .425， p＜ .001）及實施方式

（ t =4 .030， p＜ .001）三個層面亦有 顯著差異，可知學 校若有參與發展

特色學校計畫，該校教師對於特色學 校的內涵會有更深層的瞭解，因

此，對於特色學校 的基本理念、課程 目標及實施方式會比學校未曾參與

過發展特色學校計畫的教師的認知更高。  

表表表表 4-24：：：：學校是否學校是否學校是否學校是否曾曾曾曾參與發展參與發展參與發展參與發展對對對對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認知各層面之認知各層面之認知各層面之認知各層面之 tttt 檢定摘要表檢定摘要表檢定摘要表檢定摘要表     

認知

層面  

學校是否

曾參與發

展特色學

校計畫  

人  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p  Ç
 105 21 .05  2 .754  3 .878** * .000  基本

理念  Ò
 351 19 .67  3 .315    Ç
 105 21 .16  2 .561  3 .425** * .001  課程

目標  Ò
 351 19 .97  3 .264    Ç
 105 21 .28  3 .059  4 .030** * .000  實施

方式  Ò
 351 19 .75  3 .503    Ç
 105 63 .49  7 .621  4 .061** * .000  整體

認知  

程度  
Ò

 351 59 .39  9 .445    

*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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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學校規模不同之教師在特色學校 認知的差異情形  

由表 4 -25 的結果可知，臺中市國小 教 師對特色學校整體 認知的程度

不會因為學校規模的大小而有所差異，對於特色學校的 基本理念、課程

目標及實施方式亦無顯著差異。  

    

表表表表 4-25：：：：學校規模學校規模學校規模學校規模不同之不同之不同之不同之教師在教師在教師在教師在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認知各層面之變異數認知各層面之變異數認知各層面之變異數認知各層面之變異數     

分析分析分析分析摘要表摘要表摘要表摘要表     Õ �� U � � à á , � � � � L � 6
F  p  

� �� �
 

1 .  1 5 â ãä åI æ
 63 20 .21  3 .313  .725  .485   

2 .  1 6 ~ 3 5â  147 19 .73  3 .385     
} ¢R £

3 .  3 6 â ãä åI d
 246 20 .09 3 .142     

1 .  1 5 â ãä åI æ
 63 20 .81 3 .247  1 .242  .290   

2 .  1 6 ~ 3 5â  147 20 .07  3 .063     

e ¤K L
3 .  3 6 â ãä åI d

 246 20 .21  3 .179     

1 .  1 5 â ãä åI æ
 63 20 .59  3 .171  .948  .388   

2 .  1 6 ~ 3 5â  147 19 .87  3 .562    
* ¥0 ¦

3 .  3 6 â ãä åI d
 246 20 .11  3 .474    

1 .  1 5 â ãä åI æ
 63 61 .60  9 .092  .983  .375   

2 .  1 6 ~ 3 5â  147 59 .67  9 .285     

� §Õ �¤ Á
3 .  3 6 â ãä åI d

 246 60 .41  9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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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教師在不同地區任教對特色學校 認知的差異情形  

 由表 4 -26 的結果顯示，在不同地區任教之教師對特色 學校的整體

認知程度有顯著差異（ F 值為 4 .242， p＜ .01），經 Sche f fe法事後比較發

現：中區學校（原臺 中市）的教師對特 色學校整體認知程 度的平均數 61 .37

高於海線學校教師 整體認知程度的平 均數 57 .49。  

 對於特色學校的 基本理念（ F 值為 4 .446， p＜ .01）、課程目標（ F

值為 3 .560， p＜ .05）及實施方式（ F 值為 3 .400， p＜ .05）的三個層面

也有顯著的差異，經 Schef fe法事後比較亦發現：中區學校（原臺中市）

教師在此三個層面 的平均數皆高於海線學校的教師。可 能的原因是中區

學校（即為原臺中 市之學校）屬於都會區學校，資訊接收較多且快速；

而海線學校位於合併後臺中市的偏遠之處，相對的訊息接收較慢。而教

育部在推動教育政 策或議題時，大多 以都會區學校為試辦學校，並辦理

相關研習。所以，位於都會區學校任教之教師在面對新的教育政策或新

興議題時，較有機會參與研習而有更高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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çççç
4 - 2 6 èèèèé êé êé êé ê ë ìë ìë ìë ì í î ì ï ðí î ì ï ðí î ì ï ðí î ì ï ð ñ ò ó ôñ ò ó ôñ ò ó ôñ ò ó ô õ ö ÷ ø ù ú û ü ý þ ÿ � � çõ ö ÷ ø ù ú û ü ý þ ÿ � � çõ ö ÷ ø ù ú û ü ý þ ÿ � � çõ ö ÷ ø ù ú û ü ý þ ÿ � � çÕ �� U ß � � � j � , � � � � L � 6

F  p  

� �� �
 

1 .� � é ê  105 20 .12  2 .947  4 .446* * .004 4 Í 2 

2 .� � é ê  87 18 .95  3 .821     

3 .� � é ê  82 19 .85  3 .213     

} ¢R £
4 .� � é ê 	
 � � �  182 20 .46 3 .024     

1 .� � é ê  105 20 .13 3 .098  3 .560* .014 4 Í 2 

2 .� � é ê  87 19 .36 3 .695     

3 .� � é ê  82 20 .41 3 .254     

e ¤K L
4 .� � é ê 	
 � � �  182 20 .66 2 .772     

1 .� � é ê  105 20 .00 3 .431  3 .400* .018 4 Í 2 

2 .� � é ê  87 19 .18 3 .829     

3 .� � é ê  82 20 .09 3 .716     

* ¥0 ¦
4 .� � é ê 	
 � � �  182 20 .60 3 .093     

1 .� � é ê  105 6 0 . 2 6 8 .833  4 .242* * .006 4 Í 2 

2 .� � é ê  87 5 7 . 4 9 10 .829    

3 .� � é ê  82 6 0 . 3 5 9 .486     

� §Õ �¤ Á
4 .� � é ê 	
 � � �  182 6 1 . 3 7 8 .165     

*  p＜ .05 , * *  p＜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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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教師教師教師教師背景變項對特色學校背景變項對特色學校背景變項對特色學校背景變項對特色學校態度態度態度態度之差異之差異之差異之差異  

 

一、不同性別教師 對特色學校態度的 差異情形  

由表 4 -27 的 t 檢定結果可知，臺中市 國小教師對特色學 校的評價性

反應、行動意向及 整體態度反應並沒 有因為性別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表表表表 4-27：：：：不同不同不同不同性別性別性別性別教師對教師對教師對教師對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態度各層面之態度各層面之態度各層面之態度各層面之 tttt 檢定摘要表檢定摘要表檢定摘要表檢定摘要表     

態度層面  性別  人  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p  �
 144 31 .03  3 .908  .126  .899  評價性  

反應  
�

 312 30 .98  3 .961    �
 144 23 .95  3 .420  .449  .653  

行動意向  �
 312 23 .79  3 .474    �
 144 54 .98  6 .671  - .303  .762  整體態度  

反應  
�

 312 54 .77  6 .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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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年齡教師 對特色學校態度的 差異情形  

由表 4 -28 的結果可知，臺中市國小教 師對特色學校的評 價性反應、

行動意向及整體態 度並沒有因為年齡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表表表表 4-28：：：：不同不同不同不同年齡年齡年齡年齡教師對教師對教師對教師對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態度態度態度態度各層面之變異數分析各層面之變異數分析各層面之變異數分析各層面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摘要表摘要表摘要表     � Á� U � � , � � � � L � 6
F  p  

� �� �
 

1 . 2 0 � � �   ¡ 3 0 �  2 2  32 .45  3 .595  2 .278 .079   

2 . 3 0 � � �   ¡ 4 0 �  1 6 0 30 .51  3 .655     

3 . 4 0 � � �   ¡ 5 0 �  2 2 9 31 .07  4 .168     

� ��� �
4 . 5 0 � � �  4 5  31 .64  3 .700     

1 . 2 0 � � �   ¡ 3 0 �  2 2  24 .82  3 .647  
 .702 

 
.551   

2 . 3 0 � � �   ¡ 4 0 �  1 6 0 23 .79  3 .240     

3 . 4 0 � � �   ¡ 5 0 �  2 2 9 23 .75  3 .548     

' �� O
4 . 5 0 � � �  4 5  24 .04  3 .643     

1 . 2 0 � � �   ¡ 3 0 �  22 57 .57  6 .658  1 .542 .203   

2 . 3 0 � � �   ¡ 4 0 �  160 54 .29  6 .170     

3 . 4 0 � � �   ¡ 5 0 �  229 54 .82  7 .133     

� §� Á� �
4 . 5 0 � � �  45 55 .69  6 .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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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學歷教師 對特色學校態度的 差異情形  

 由表 4 -29 的結果顯示，臺中市國小 教師對特色學校的 評價性反應、

及整體態度並沒有 因為學歷的不同而 有顯著差異。  

 但不同學歷會造成國小教師對特色 學校的行動意向有所不同（ F 值

為 1 .140， p＜ .05），進一步進行 Sche ffe法事後比較，結果卻發現各組

間皆無顯著差異存在，可能原因為組 別與組別間差異不 大，且各組樣本

數差異太大（例如師專畢業為 11 人，研究所以上為 162 人），所以單一

考驗時未能看出其 顯著差異的部份， 只能在整體考驗中 看出。雖然如

此，由平均數值仍 可看出師專畢業的 教師對特色學校的 行動意向最低，

此為值得注意之處。  

    

表表表表 4-29：：：：不同不同不同不同學歷學歷學歷學歷教師對教師對教師對教師對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態度各層面之變異數分析態度各層面之變異數分析態度各層面之變異數分析態度各層面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摘要表摘要表摘要表     � Á� U ¨ © � ª , � � � � L � 6
F  p  

� �� �
 

1 .« ¬  ®  11 29 .73 4 .563 1 .140  .332   

2 .« ¯ é °  ®  160 30 .97 3 .863    

3  ± ² ³ é ° ê  ®  123 30 .66 3 .802    

� ��� �
4 .
ð ´ µ � �  162 31 .36 4 .069    

1 .« ¬  ®  11 21 .55 4 .034 3 .021* .029   

2 .« ¯ é °  ®  160 23 .83 3 .450    

3  ± ² ³ é ° ê  ®  123 23 .48 3 .243    

' �� O
4 .
ð ´ µ � �  162 24 .29 3 .510    

1 .« ¬  ®  11 51 .27  7 .926  2 .256  .081   

2 .« ¯ é °  ®  160 54 .80  6 .737     

3  ± ² ³ é ° ê  ®  123 54 .14  6 .307     

� §� Á� �
4 .
ð ´ µ � �  162 55 .65  6 .951     

*  p＜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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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同教學年資教師對特色學校態 度的差異情形  

 由表 4 -30 的結果顯示，臺中市國小 教師對特色學校的 評價性反應、

行動意向及整體態 度並沒有因為教學 年資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表表表表 4-30：：：：不同不同不同不同教學年資教學年資教學年資教學年資教師對教師對教師對教師對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態度各層面之變異數分析態度各層面之變異數分析態度各層面之變異數分析態度各層面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摘要表摘要表摘要表     � Á� U � � � Ð , � � � � L � 6
F  p  

� �� �
 

1 .    ¡ 1 0 ¶  101 30 .72 3 .675 . 204  .894   

2 .  1 0¶ � �   ¡ 2 0 ¶  189 31 .08 4 .021    

3 .  2 0¶ � �   ¡ 3 0 ¶  154 31 .06 4 .049    

� ��� �
4 .  3 0 ¶ � �  12 31 .08 3 .753    

1 .    ¡ 1 0 ¶  101 23 .71  3 .477 1 .010  .388   

2 .  1 0¶ � �   ¡ 2 0 ¶  189 24 .12  3 .482     

3 .  2 0¶ � �   ¡ 3 0 ¶  154 23 .69  3 .352     

' �� O
4 .  3 0 ¶ � �  12 22 .67 4 .097     

1 .    ¡ 1 0 ¶  101 54 .44  6 .475  .407  .748   

2 .  1 0¶ � �   ¡ 2 0 ¶  189 55 .20  6 .876     

3 .  2 0¶ � �   ¡ 3 0 ¶  154 54 .75  6 .794     

� §� Á� �
4 .  3 0 ¶ � �  12 53 .75  7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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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擔任不同職務教師對特色學校態 度的差異情形  

由表 4 -31 可知，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 的整體態度反應會 因擔任職務

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F 值為 4 .896， p＜ .01）存在，經 Sche ffe法事後

比較發現：主任、 組長對特色學校的 整體態度平均數分 別為 57 .86、

56 .44，均高於級任教師對特色學校的 整體態度平均數 53 .69，研究結果

和國內相關研究相 仿（葉芷嫻， 2001；麥清維， 2003；黃汝秀， 2008；

翁國元， 2010；謝麗貞， 2011；徐筱嵐， 2011）。  

 究其原因可能是 擔任行政人員的教 師（主任、組長）因有較多機會

接觸特色學校相關 的研習或活動，因此比較瞭解特色學 校的內涵，在學

校更是推動特色學 校的帶領者，因此對特色學校所抱持 的態度也比較趨

於正向。  

對於特色學校的評 價性反應（ F 值為 4 .896，p＜ .01）、及 行動意向（ F

值為 10 .180， p＜ .01）兩個層面亦有 顯著差異，經 Sche ffe法事後比較

發現：主任對於特 色學校評價性反應 的平均數高於級任教師，而主任及

組長對於特色學校 的行動意向均高於級任教師，可能是 行政人員對於特

色學校的內涵有較 多的瞭解，因此，在推動特色學校的 計畫時，會比級

任教師有更積極的 行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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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31：：：：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職務職務職務職務教師對教師對教師對教師對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態度態度態度態度各層面之變異數分析各層面之變異數分析各層面之變異數分析各層面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摘要表摘要表摘要表     � Á� U . ß à á , � � � � L � 6
F  p  

� �� �
 

1 .� « � � �  56 32 .48 3 .068  4 .896* *  .002 1 Í 3 

2 .� « � � �  93 31 .58 3 .616     

3 .� � � «  268 30 .50 4 .097     

� ��� �
4 .¬ � � «  39 30 .85 3 .407     

1 .� « � � �  56 25 .38  3 .090  10 .180* * .000 1 Í 3 

2 .� « � � �  93 24 .86  2 .906    2 Í 3 

3 .� � � «  268 23 .19  3 .477     

' �� O
4 .¬ � � «  39 23 .74  3 .816     

1 .� « � � �  56 57 .86  6 .291  8 .478* *  .000 1 Í 3 

2 .� « � � �  93 56 .44  5 .865    2Í 3 

3 .� � � «  268 53 .69  6 .899     

� §� Á� �
4 .¬ � � «  39 54 .59  6 .540     

* *  p＜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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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師是否參加 研習對特色學校態 度的差異情形  

表 4-32 的 t 檢定結果可知，國小教 師 對特色學校的整體 態度反應會

因為「參加過特色 學校相關之活動或 研習」而有顯著的 差異（ t=4 .218， 

p＜ .001），其差異情況為有參加過特 色學校相關之活動 或研習的教師對

特色學校整體態度 平均數 56 .46 大於沒有參加過特色學 校相關之活動或

研習教師之整體態 度平均數 53 .78。由此可知，有參加過特色學校相關

之活動或研習的教 師對於「特色學校 」的整體態度比沒 有參加過特色學

校相關之活動或研習的教師更積極， 其研究結果和國內 相關研究相仿

（麥清維， 2003；黃慧娟， 2006；黃 汝秀， 2008；翁國 元， 2010；賴健

忠， 2010；謝麗貞， 2011；謝麗貞， 2011；徐筱嵐， 2011）。  

     參加過特色學 校相關之活動或研習的教師對於特色 學校的評價性

反應（ t=3 .703， p＜ .001）、及行動意向（ t=4 .004， p＜ .001）兩個層面

上亦有顯著差異， 可知教師在參加過特色學校相關之活 動或研習之後，

對於特色學校有更多的認識，因此， 對於特色學校的評 價性反應會較

高，也較有行動意 向。  

 

表表表表 4-32：：：：教師教師教師教師是否參加研習是否參加研習是否參加研習是否參加研習對對對對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態度態度態度態度各層面之各層面之各層面之各層面之 tttt 檢定摘要表檢定摘要表檢定摘要表檢定摘要表     

態度

層面  

是否參加

相關活動

或研習  

人  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p  Ç
 180 31 .83  3 .671  3 .703** * .000  評價

性  

反應  
Ò

 276 30 .45  4 .020    Ç
 180 24 .63  3 .222  4 .004** * 000 行動

意向  Ò
 276 23 .33  3 .508    Ç
 180 56 .46  6 .263  4 .218** * .000  整體

態度

反應  
Ò

 276 53 .78  6 .870    

*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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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學校是否曾參 與發展計畫之教師 對特色學校態度的 差異情形  

由表 4 -33 的 t 檢定結果顯示，國小 教 師對特色學校的整 體態度會因

「學校曾參與發展 特色學校計畫」而 有顯著的差異（ t =3 .244，  

p＜ .001），其差異的情形為學校曾參 與發展特色學校計畫的教師對於特

色學校的整體態度 之平均數 56 .70，大於學校沒有參與過發展特色學校

計畫教師對特色學 校整體態度平均數 54 .28。由此可知， 學校曾參與發

展特色學校計畫的 教師對於「特色學 校」的整體態度比學校未曾參與發

展特色學校計畫的 教師更正向。  

而學校曾參與發展 特色學校計畫的教 師對特色學校的評 價性反應

（ t =2 .519， p＜ .001）、及行動意向（ t =3 .466， p＜ .001）兩個層面亦有

顯著差異，可知學 校若有參與發展特 色學校計畫，該校 教師對於特色學

校的因有更深的瞭 解，對於特色學校 的評價性反應更高、對特色學校的

行動意向更積極。  

 

表表表表 4-33：：：：學校是否學校是否學校是否學校是否曾曾曾曾參與發展參與發展參與發展參與發展對對對對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態度態度態度態度各層面之各層面之各層面之各層面之 tttt 檢定摘要表檢定摘要表檢定摘要表檢定摘要表     

態度

層面  

學校是否

曾參與發

展特色學

校計畫  

人  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p  Ç
 105 31 .84  3 .500  2 .519** * .012  評價

性  

反應  
Ò

 351 30 .74  4 .033    Ç
 105 24 .86  3 .014  3 .466** * .001  行動

意向  Ò
 351 23 .54  3 .523    Ç
 105 56 .70  5 .836  3 .244** * .000  整體

態度

反應  
Ò

 351 54 .28  6 .922    

*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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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學校規模不同之教師在特色學校 態度的差異情形  

由表 4 -34 的結果可知，在不同學校規模任教的教師對特 色學校的評

價性反應、行動意 向及整體態度反應 沒有顯著的差異，亦即學校班級數

的多寡與教師對特 色學校的評價性反 應、行動意向及整 體態度反應沒有

相關。  

    

表表表表 4-34：：：：學校規模學校規模學校規模學校規模不同之不同之不同之不同之教師在教師在教師在教師在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態度態度態度態度各層面之變異數各層面之變異數各層面之變異數各層面之變異數     

分析分析分析分析摘要表摘要表摘要表摘要表     � Á� U � � à á , � � � � L � 6
F  p  

� �� �
 

1 .  1 5 â ãä åI æ
 63 30 .79  4 .609  .142  .868   

2 .  1 6 ~ 3 5â  147 30 .95  3 .844     

� ��� �
3 .  3 6 â ãä åI d

 246 31 .07 3 .977     

1 .  1 5 â ãä åI æ
 63 24 .30  3 .325  .733  .481   

2 .  1 6 ~ 3 5â  147 23 .67  3 .512    

' �� O
3 .  3 6 â ãä åI d

 246 23 .83  3 .454    

1 .  1 5 â ãä åI æ
 63 55 .10  6 .705  .983  .375   

2 .  1 6 ~ 3 5â  147 54 .62  6 .795     

� §� Á� �
3 .  3 6 â ãä åI d

 246 54 .90  6 .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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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教師在不同地區任教對特色學校 態度的差異情形  

 由表 4 -35 的結果顯示，在不同地區任教之教師對特色 學校的整體

態度反應有顯著差異（ F 值為 3 .836， p＜ .05），經 Sche f fe法事後比較發

現：中區學校（原臺中市）教師對特 色學校整體態度的 平均數 55 .75 高

於海線學校教師的 整體態度平均數 52 .84。  

 對於特色學校的 評價性反應（ F 值 為 4 .472，p＜ .01）也有顯著的差

異，經 Sche ffe法事後比較亦發現：中區學校（原臺中 市）教師的平均

數高於海線學校的 教師。可能的原因 是中區學校（即為原臺中市之學校）

屬於都會區學校，對特色學校的議題更瞭解，所以評價 性反應較高，而

海線學校位於臺中 市較偏遠地區，對 特色學校的議題較 不清楚，相對的

評價性反應就會比較低。而在不同地區任教之教師對於 特色學校的行動

意向並沒有顯著的 差異。     

表表表表 4-35：：：： é ê ë ì í î ì ï ðé ê ë ì í î ì ï ðé ê ë ì í î ì ï ðé ê ë ì í î ì ï ð ñ ò ó ôñ ò ó ôñ ò ó ôñ ò ó ô � �� �� �� � ÷ ø ù ú û ü ý þ ÿ � �÷ ø ù ú û ü ý þ ÿ � �÷ ø ù ú û ü ý þ ÿ � �÷ ø ù ú û ü ý þ ÿ � �     � Á� U ß � � � j � , � � � � L � 6
F  p  

� �� �
 

1 .� � é ê  105 31 .30  3 .883  4 .472* * .004 4 Í 2 

2 .� � é ê  87 29 .71  4 .148     

3 .� � é ê  82 30 .82  3 .938     

� ��� �
4 .� � é ê 	
 � � �  182 31 .51 3 .757     

1 .� � é ê  105 23 .84 3 .389  2 .100  .099  

2 .� � é ê  87 23 .13 3 .700     

3 .� � é ê  82 23 .73 3 .414     

' �� O
4 .� � é ê 	
 � � �  182 24 .24 3 .355     

1 .� � é ê  105 55 .13  6 .652  3 .836* .010 4 Í 2 

2 .� � é ê  87 52 .84  7 .183     

3 .� � é ê  82 54 .55  6 .609     

� §� Á� �
4 .� � é ê 	
 � � �  182 55 .75  6 .517     

*  p＜ .05 , * *  p＜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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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教師教師教師教師背景背景背景背景變項對特色學校變項對特色學校變項對特色學校變項對特色學校方案方案方案方案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意願意願意願意願之關聯性分析之關聯性分析之關聯性分析之關聯性分析  
 

一、性別差異與支持發展特色學校意 願關聯性分析  

由表 4 -36 的結果可知，p 值 .041＜顯著水準 .05，則拒絕虛無假設 ，

表示母體中此兩變項是有顯著關聯性存在，亦即性別與 教師支持發展特

色學校的意願是有 顯著相關的。  

所以，由表 4 -36 和圖 4-14 得知，若教 師有選擇權時，女性教師願

意支持該校發展成 特色學校的占 67 .9%高於願意支持的 63 .9%之男性教

師，而男性教師較 不願意支持學校發 展成特色學校的亦 多於女性教 師 。  

表表表表 4-36：：：：性別性別性別性別差異與差異與差異與差異與教師教師教師教師支持發展支持發展支持發展支持發展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意願意願意願意願之之之之交叉交叉交叉交叉表表表表     � �
 �  !  " #  

$ % & ' ( ) * +, - . / 0 1 2 345 6 0 1 7 8 9
 : ; % : ; % : ; % 

< =
 

Pea rson  > ?
 

P @  A
 

92  

63 .9% 

50  

34 .7% 

2 

1 .4% 

144 

100% B
 

212 

67 .9% 

83 

26 .6% 

17 

5 .4% 

312 

100% 

CD
 < =

 
304 

66 .7% 

133 

29 .2% 

19 

4 .2% 

456 

100% 

6 .368  .041* 

*  p＜ .05 

 

 

 

 

 

 

 

 

 

 

圖圖圖圖 4-14：：：：性別與教師支持發展特色學校意願比例分配圖性別與教師支持發展特色學校意願比例分配圖性別與教師支持發展特色學校意願比例分配圖性別與教師支持發展特色學校意願比例分配圖（（（（ N=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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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齡差異與支持發展特色學校意 願關聯性分析  

由表 4 -37 的結果顯示， p 值 . 309＞顯著水準 .05，則不拒絕虛無假

設，表示母體中此兩變項是沒有顯著關聯性存在，亦即教師的年齡與支

持發展特色學校的 意願是沒有顯著關聯的。  

 

表表表表 4-37：：：：年齡差異與年齡差異與年齡差異與年齡差異與教師教師教師教師支持發展支持發展支持發展支持發展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意願意願意願意願之之之之交叉交叉交叉交叉表表表表      !  �  !  " #  
$ % & ' ( ) * +, - . / 0 1 2 345 6 0 1 7 8 9

 : ; % : ; % : ; % 

< =
 

Pea rson  > ?
 

P @  

20 d e f  g h
3 0 d  

17  

77 .3% 

3  

13 .67% 

2 

9 .1% 

22 

100% 

30 d e f  g h
4 0 d  

105 

65 .6% 

46 

28 .8% 

97 

5 .6% 

160 

100% 

40 d e f  g h
5 0 d  

153  

66 .8% 

68  

29 .7% 

8 

3 .5% 

229 

100% 

50 d e f  
29 

64 .4% 

16 

35 .6% 

0 

0% 

45 

100% 

i
 

 

 j
 < =

 
304 

66 .7% 

133 

29 .2% 

19 

4 .2% 

456 

100% 

7 .133  .309  

*  p＜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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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歷差異與支持發展特色學校意 願關聯性分析  

由表 4 -38 的結果顯示， p 值 . 182＞顯著水準 .05，則不拒絕虛無假

設，表示母體中此兩變項是沒有顯著關聯性存在，亦即教師的最高學歷

與支持發展特色學 校的意願是沒有顯著關聯的。  

 

表表表表 4-38：：：：學歷差異與學歷差異與學歷差異與學歷差異與教師教師教師教師支持發展支持發展支持發展支持發展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意願意願意願意願之之之之交叉交叉交叉交叉表表表表      !  �  !  " #  
$ % & ' ( ) * +, - . / 0 1 2 345 6 0 1 7 8 9

 : ; % : ; % : ; % 

< =
 

Pea rson  > ?
 

P @  k l m n
 

3  

27 .3% 

7  

63 .6% 

1 

9 .1% 

11  

100% k o p q
 m n

 

110  

68 .8% 

45 

28 .1% 

5 

3 .1% 

160 

100% r s t u  p q
 

81  

65 .9% 

37  

30 .1% 

5 

4 .1% 

123 

100% v w x e f  m n
 

110  

67 .9% 

44 

27 .2% 

8 

4 .9% 

162 

100% 

yzu{
 < =

 
304 

66 .7% 

133 

29 .2% 

19 

4 .2% 

456 

100% 

8 .805  .182  

*  p＜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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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年資差異與支持發展特色學 校意願關聯性分析  

由表 4 -39 的結果顯示，p 值 .047＜顯著水準 .05，則拒絕虛無假設 ，

表示母體中此兩變項是有顯著關聯性存在，亦即教學年資與教師支持發

展特色學校的意願 是有顯著相關的。  

所以，由表 4 -39 和圖 4-15 得知，若教 師有選擇權時，教 學年資在

10 年以上未滿 20 年的教師有 68 .8%願意支持該校發展 特色學校，而教

學年資 30 年以上之教師有 58 .3%不願意支持學校發展 特色學校。  

表表表表 4-39：：：：教學年資差異與教學年資差異與教學年資差異與教學年資差異與教師教師教師教師支持發展支持發展支持發展支持發展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意願意願意願意願之之之之交叉交叉交叉交叉表表表表      !  �  !  " #  
$ % & ' ( ) * +, - . / 0 1 2 345 6 0 1 7 8 9

 : ; % : ; % : ; % 

< =
 

Pea rson  > ?
 

P @  g h
1 0
i

 
64  

63 .4% 
28  

27 .7% 
9 

8 .9% 
101 

100% 
10
i e f  g h

2 0
i

 

130 
68 .8% 

53 
28 .0% 

6 
3 .2% 

189 
100% 

20
i e f  g h

3 0
i

 

105  

68 .2% 
45  

29 .2% 
4 

2 .6% 
154 

100% 

30
i e f  

5 
41 .7% 

7 
58 .3% 

0 
0% 

12 
100% 

|ui}
 < =

 
304 

66 .7% 
133 

29 .2% 
19 

4 .2% 
456 

100% 

12 .437  .047* 

*  p＜ .05 
 

 

 

 

 

 

 

 

            

    

        圖圖圖圖 4-15：：：：教學年資教學年資教學年資教學年資與教師支持發展特色與教師支持發展特色與教師支持發展特色與教師支持發展特色學校意願比例分配圖學校意願比例分配圖學校意願比例分配圖學校意願比例分配圖（（（（ N=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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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擔任職務之差異與支持發展特色 學校意願關聯性分析  

由表 4 -40 的結果顯示，p 值 .000＜顯著水準 .05，則拒絕虛無假設 ，

表示母體中此兩變項是有顯著關聯性存在，亦即教師擔任的職務與教師

支持發展特色學校 的意願是有顯著相 關的。  

所以，由表 4 -40 和圖 4-16 得知，若教 師有選擇權時，高 達 83 .9%

的主任願意支持學 校發展特色學校， 而級任教師僅有 59 .3%願意支持學

校發展為特色學校 ，但卻有 36 .6%的級任教師是不願意支持學校發展成

特色學校。  

表表表表 4-40：：：：擔任職務差異與擔任職務差異與擔任職務差異與擔任職務差異與教師教師教師教師支持發展支持發展支持發展支持發展特色特色特色特色學校學校學校學校意願意願意願意願之之之之交叉交叉交叉交叉表表表表      !  �  !  " #  
$ % & ' ( ) * +, - . / 0 1 2 345 6 0 1 7 8 9

 : ; % : ; % : ; % 

< =
 

Pea rson  > ?
 

P @  | k § ¨ ©
 

47  

83 .9% 
9  

16 .1% 
0 

0% 
56 

100% | k § ª «
 

73 
78 .5% 

15 
16 .1% 

5 
5 .4% 

93 
100% ¬ © | k

 
159  

59 .3% 
98  

36 .6% 
11  

4 .1% 
268 

100% l © | k
 

25 
64 .1% 

11  
28 .2% 

3 
7 .7% 

39 
100% 

©®̄
 < =

 
304 

66 .7% 
133 

29 .2% 
19 

4 .2% 
456 

100% 

24 .241  .000* 

*  p＜ .05 
 

 

 

 

 

 

 

 

 

        圖圖圖圖 4-16：：：：擔任職務擔任職務擔任職務擔任職務與教師支持發展特色學校意願比例分配圖與教師支持發展特色學校意願比例分配圖與教師支持發展特色學校意願比例分配圖與教師支持發展特色學校意願比例分配圖（（（（ N=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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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參加活動或研習之差異與支持發 展特色學校意願關聯性分析  

由表 4 -41 的結果顯示，p 值 .028＜顯著水準 .05，則拒絕虛無假設 ，

表示母體中此兩變項是有顯著關聯性存在，亦即教師有 參加過特色學校

相關之活動或研習與支持發展特色學 校的意願是有顯著相關的。  

所以，由表 4 -41 和圖 4-17 得知，若教 師有選擇權時，高 達 73 .9%

參加過特色學校相 關之活動或研習的 教師願意支持該校 發展特色學

校，而 33%的教師因沒有參加過特色 學校相關之活動或 研習而不願意支

持該校發展特色學 校。  

 

表表表表 4-41：：：：參加活動或研習差異與參加活動或研習差異與參加活動或研習差異與參加活動或研習差異與教師教師教師教師支持發展支持發展支持發展支持發展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意願意願意願意願之之之之交叉交叉交叉交叉表表表表      !  �  !  " #  
$ % & ' ( ) * +, - . / 0 1 2 345 6 0 1 7 8 9

 : ; % : ; % : ; % 

< =
 

Pea rson  > ?
 

P @  Û
 

133  

73 .9% 

42  

23 .3% 

5 

2 .8% 

180 

100% Ü
 

171 

62 .0% 

91 

33 .0% 

14 

5 .1% 

276 

100% 

Ý Þ ßà á uq â ãä å æç v è
 

< =
 

304 

66 .7% 

133 

29 .2% 

19 

4 .2% 

456 

100% 

7 .173  .028* 

*  p＜ .05 

 

 

 

 

 

 

 

 

 

 

        圖圖圖圖 4-17：：：：參加研習參加研習參加研習參加研習與教師支持發展特色學校意願比例分配圖與教師支持發展特色學校意願比例分配圖與教師支持發展特色學校意願比例分配圖與教師支持發展特色學校意願比例分配圖（（（（ N=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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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學校曾參與發 展計畫差異與支持 發展特色學校意願 關聯性分析  

由表 4 -42 的結果顯示，p 值 .003＜顯著水準 .05，則拒絕虛無假設 ，

表示母體中此兩變項是有顯著關聯性存在，亦即教師所任教學校曾參與

發展特色學校計畫與教師支持發展特 色學校的意願是有 顯著相關的。  

所以，由表 4 -42 和圖 4-18 得知，若教 師有選擇權，而該校亦曾參

與過發展特色學校 計畫時，有高達 80 .0%的教師願意支持該校發展特色

學校，只有 16 .2%的教師不願意支持 ；若該校未曾參與 發展特色學校計

畫時，雖有 62 .7%的教師願意支持該校發展特色學校， 但亦有 33 .0%的

教師不願意支持該校發展特色學校。  ����
4 - 4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1 2 345 6 0 1 7 8 9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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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 rso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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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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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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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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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學校規模差異與支持發展特色學 校意願關聯性分析  

由表 4 -43 的結果顯示， p 值 . 101＞顯著水準 .05，則不拒絕虛無假

設，表示母體中此兩變項是沒有顯著關聯性存在，亦即教師任教的學校

班級數的多寡與教 師支持發展特色學 校的意願是沒有顯著關聯的。  

 

表表表表 4-43：：：：學校規模差異與學校規模差異與學校規模差異與學校規模差異與教師教師教師教師支持發展支持發展支持發展支持發展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意願意願意願意願之之之之交叉交叉交叉交叉表表表表     d e
 f d e

 g h  
i j k l m n o pq r s t u v w xyz { u v | } ~

 � � % � � % � � % 

� �
 

Pea rson  � �
 

P �  

15 � � �  
46  

73 .0% 

15  

2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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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100% 

16~35�  
87 

59 .2% 

55 

37 .4% 

5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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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36 � � �  
171 

69 .5% 

63 

25 .6% 

12 

4 .9% 

246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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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66 .7% 

133 

29 .2% 

19 

4 .2% 

456 

100% 

7 .685  .101  

*  p＜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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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任教學校地區差異與支持發展特 色學校意願關聯性 分析  

由表 4 -44 的結果顯示，p 值 .008＜顯著水準 .05，則拒絕虛無假設 ，

表示母體中此兩變項是有顯著關聯性存在，亦即教師所任教的學校地區

與教師支持發展特 色學校的意願是有 顯著相關的。  

所以，由表 4 -44 和圖 4-19 得知，若教 師有選擇權，在中區學校（原

臺中市）任教的 教 師，有高達 72 .5%的教師願意支持該校發展特色學校，

而海線學校任教的 教師願意支持的比例最低只有 48 .3%；不願意支持學

校發展特色學校也 以海線學校比例偏 高，高達 44 .8%的教師不願意支

持，其他三個地區任教的教師只有不 到三成的比例不願 意支持學校發展

特色學校，尤以中區學校（原臺中市 ）比例最低，只有 23 .6%。  

表表表表 4-44：：：：任教學校地區差異與任教學校地區差異與任教學校地區差異與任教學校地區差異與教師教師教師教師支持發展支持發展支持發展支持發展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意願意願意願意願之之之之交叉交叉交叉交叉表表表表     d e
 f d e

 g h  
i j k l m n o pq r s t u v w xyz { u v | } ~

 � � % � � % � � % 

� �
 

Pea rson  � �
 

P �  � � � �
 

72  

68 .6% 
29  

2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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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8% 
105 

100% � � � �
 

42  

48 .3% 
39  

44 .8% 
6 

6 .9% 
87 

100% � � � �
 

58 
70 .7% 

22 
26 .8% 

2 
2 .4% 

82 
100% � � � ��� � � � �

 

132 
72 .5% 

43 
23 .6% 

7 
3 .8% 

18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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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66 .7% 
133 

2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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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456 

100% 

17 .303  .008* 

*  p＜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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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本節所述，臺 中市國小教師對 特 色 學 校 之 認 知 會 因 擔任職務、

是否參加特色學校 相關活動或研習、學校是否參與發展 特色學校計畫及

任教學校地區之不同而有所差異，而 性別、年齡、教 學 年資、最高 學歷、

學校規模則不會影 響臺中市國小教師 對特色學校的認知 情形。  

 而臺中市國小教 師對特色學校之態 度會因最高學歷、擔任職務、是

否參加特色學校相 關活動或研習、學 校是否參與發展特 色學校計畫及任

教學校地區之不同而有所差異，而 性 別、年齡、教 學年資、學校規模則

不會對臺中市國小 教師對特色學校的 態度造成影響。  

     若從臺中市國 小教師背景變項差異與支持發展特色 學校意願關聯

性做分析，發現教 師支持發展特色學 校意願會因性別、教學年資、擔任

職務、是否參加特 色學校相關活動或 研習、學校是否參 與發展特色學校

計畫及任教學校地區之不同而有顯著關聯，而年齡、最高學歷、學校規

模則與臺中市國小 教師支持發展特色 學校的意願沒有顯著關聯。  

 

表表表表 4-45：：：：不同背景變項之不同背景變項之不同背景變項之不同背景變項之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認知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認知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認知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認知、、、、態度及其支持意願態度及其支持意願態度及其支持意願態度及其支持意願

差異總結差異總結差異總結差異總結果果果果     

不 同 變 項  

ß à á â ã äå æ ç 整 體 態 度 層 面

差 異 性  

è é ê ë ì í î ï ðñ ò çó ô
  ☆  õ ö
   ÷ ø ù ú
 ☆   û ù õ ü
  ☆  ý þ ÿ �

☆  ☆  ☆  � � � � � �� ù � 	 
 ��  � � � ☆  ☆  ☆  ù � � � � �� � � � � ù� � � ☆  ☆  ☆  ù � � �
   þ û ù � � �

☆  ☆  ☆  

☆ ： 造 成 顯 著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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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認知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認知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認知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認知與與與與態度態度態度態度相關相關相關相關性性性性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為了探討臺中市國 小教師對特色學校 的認知與態度之相 關程度，所

以將國小教師在「 國小教師對特色學 校的認知量表」、「 國小教師對特色

學校的態度量表」的得分情形，就特 色學校認知的三個層面、特色學校

的整體認知程度、特色學校態度的兩 個層面、及特色學 校整體態度之間

進行分析，以皮爾遜積差相關（ Pearson  p roduc t -moment  co r re la t i on）來

進行檢驗。  

 

壹壹壹壹、、、、特色學校認知特色學校認知特色學校認知特色學校認知與態度之與態度之與態度之與態度之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一、特色學校認知 之分析  

                由表 4-46 可知，國小教師對特色 學校認知各層面與 整體認知程度之

積差相關分析結果如下：  

       表表表表 4-46：：：：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認知相關分析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認知相關分析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認知相關分析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認知相關分析（（（（ N=456））））     

  基 本 理 念  課 程 目 標  實 施 方 式  整 體 認 知  

基 本 理 念  1  0 . 8 1 3 * *  0 . 7 5 5 * *  0 . 9 1 4 * * 

課 程 目 標  0 . 8 1 3 * *  1  0 . 8 6 1 * *  0 . 9 5 2 * *  

實 施 方 式  0 . 7 5 5 * *  0 . 8 6 1 * *  1  0 . 9 3 7 * *  

整 體 認 知  0 . 9 1 4 * *  0 . 9 5 2 * *  0 . 9 3 7 * *  1  

  ** 在顯著水準為 0 .01 時 (雙尾 )，相關顯著     

特色學校之基本理 念層面與整體認知層面之相關係數為 . 914（ P

＜ .01），有高度的 正相關；課程目標層面與整體認知層面之相關係數

為 .952（ P＜ .01），亦呈現高度的正 相關；而實施方式 與整體認知層面

之相關係數為 .937（ P＜ .01），亦為高度的正相關，而 各個層面之間的

相關係數皆於 .75以上（ p＜ .01）顯示三個層面都呈高度 正相關，可知教

師若對特色學校的 各個層面瞭解的程 度愈高，則整體認 知層面會愈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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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色學校態度 之分析  

                由表 4-47 可知，國小教師對特色 學校態度各層面與 整體態度之積差

相關分析結果如下：  

表表表表 4-47：：：：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態度態度態度態度相關分析相關分析相關分析相關分析（（（（ N=456））））     

  評 價 性 反 應  行 動 意 向  整 體 態 度  

評 價 性 反 應  1  0 . 6 7 0 * *  0 . 9 2 5 * *  

行 動 意 向  0 . 6 7 0 * *  1  0 . 9 0 1 * *  

整 體 態 度  0 . 9 2 5 * *  0 . 9 0 1 * *  1  

      ** 在顯著水準為 0 .01 時 (雙尾 )，相關顯著     

 特色學校之評價 性反應層面與整體 態度層面之相關係數為 .925（ P

＜ .01），有高度的 正相關；行動意向層面與整體態度層面之相關係數

為 .901（ P＜ .01），亦呈現高度的正 相關；但在評價性 反應與行動意向

之間的相關係數為 . 67（ p＜ .01），顯 示兩個層面是中度 正相關，表示態

度各層面間的表現 愈積極，則整體態 度層面會愈正向。     

 

三、特色學校認知 各層面、態度各層面之分析  

                由表 4-48 可知，國小教師對特色 學校認知各層面與 態度各層面之積

差相關分析結果如下：  ����
4 - 4 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1. / 0 1. / 0 1. / 0 1 2222N = 4 5 6 3333

  4 5 6 7 8 9 : ; < = > ? 評 價 性 反 應  @ A B C
基 本 理 念  1  0 . 8 1 3 * *  0 . 7 5 5 * * 0 . 4 9 1 * *  0 . 3 8 1 * *  

課 程 目 標  0 . 8 1 3 * *  1  0 . 8 6 1 * *  0 . 5 3 5 * *  0 . 4 3 6 * *  

實 施 方 式  0 . 7 5 5 * *  0 . 8 6 1 * *  1  0 . 5 4 9 * *  0 . 4 7 1 * *  

評 價 性 反 應  0 . 4 9 1 * *  0 . 5 3 5 * *  0 . 5 4 9 * * 1  0 . 6 7 0  

行 動 意 向  0 . 3 8 1 * *  0 . 4 3 6 * *  0 . 4 7 1 * * 0 . 6 7 0 * *  1  

** 在顯著水準為 0 .01時 (雙尾 )，相關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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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學校認知之基 本理念層面與態度 之評價性反應層面 之相關係

數為 .491（ P＜ . 01），有中度的正相 關；而基本理念層面與行動意向層

面之相關係數為 . 381（ P＜ . 01），呈現低度的正相關。  

特色學校認知之課 程目標層面與態度 之評價性反應層面 之相關係

數為 .535（ P＜ . 01），為中度的正相 關；而課程目標層面與行動意向層

面之相關係數為 . 436（ P＜ . 01），亦呈現中度的正相關。  

而特色學校認知之 實施方式層面與態 度之評價性反應層面之相關

係數為 .549（ P＜ .01），為中度的正 相關；而實施方式層面與行動意向

層面之相關係數為 . 471（ P＜ .01），亦呈現中度的正相關 。  

綜合結果可知，特 色學校之基本理念、課程目標、實施 方式、評價

性反應與行動意向 之間均有顯著的正 相關，顯示教師若能對認知各個層

面有充分的瞭解，則對特色學校的評 價性反應與行動意 向的執行程度會

更高。  

    

貳貳貳貳、、、、特色學校認知特色學校認知特色學校認知特色學校認知與態度之相關與態度之相關與態度之相關與態度之相關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由表 4 -49 的相關矩陣結果可知，教師 對特色學校的認知 與對特色

學校的態度之 間 的 相 關 係 數 為 .5 6 3（ p＜ .0 1） ， 顯 示 教 師 對 特 色

學 校 的 認 知 與 態 度 間 有中度的正相 關。因此可知，國 小教師對特色學

校的內涵瞭解程度 愈高，國小教師對 特色學校抱持的態 度愈傾向正 向 。  

表表表表 4-49：：：：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認知與態度之相關分析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認知與態度之相關分析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認知與態度之相關分析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認知與態度之相關分析（（（（ N=456））））     

  整 體 認 知  整 體 態 度  

整 體 認 知  1  0 . 5 6 3 * *  

整 體 態 度  0 . 5 6 3 * *  1  

             ** 在顯著水準為 0 .01時 (雙尾 )，相關顯著。  

 

總結本節所述，國 小教師對特色學校 的基本理念、課程 目標及實施

方式愈瞭解，對特 色學校議題就愈有 高度的認知；而國 小教師對特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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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評價性反應、行動意向愈強，對 特色學校議題的態 度就愈積極。而

國小教師對特色學 校的認知與態度間 有顯著的正相關，研究結果和黃慧

娟（ 2006）以臺北縣教師所進行的研 究相同，而謝麗貞（ 2011）發現臺

北市國小教師正向管教的認知與態度 之間有顯著相關，國小教師對環境

教育議題之認知與 其對環境教育議題 之態度也有顯著的 正相關（麥清

維， 2003；黃汝秀 2008），研究結果亦和本研究相仿。  

 

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影響影響影響影響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認知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認知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認知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認知與與與與態度態度態度態度    

之之之之相關相關相關相關因素因素因素因素    

 

根據第四節研究結 果得知，特色學校 之整體認知與整體 態度有中度

的正相關，為預測 教師對特色學校的 認知程度會對特色 學校的態度有多

少影響，本研究採簡單線性迴歸分析，將教師對特色學 校之認知為自變

項，以教師對特色 學校之態度為依變項，探討兩者間的 影響程度。  

再者，從相關分析之研究中亦發現特 色學校之基本理念、課程目標

與實施方式三個層面與整體認知都呈 高度正相關；而特 色學校之評價性

反應層面與整體態 度有高度的正相關；行動意向層面與 整體態度，亦呈

現高度的正相關；但評價性反應層面 與行動意向層面間卻只是中度正相

關，為進一步瞭解 影響教師對特色學 校行動意向的因素為何，因而將特

色學校之基本理念、課程目標、實施 方式、評價性反 應 為自變項，以特

色學校行動意向為 依變項，採多元迴歸分析，探討特色 學校的四個層面

對教師行動意向的 影響程度。  

 

壹壹壹壹、、、、特色學校認知特色學校認知特色學校認知特色學校認知對對對對態度之態度之態度之態度之線性線性線性線性迴歸迴歸迴歸迴歸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由表 4 -50、圖 4-20 可知，國小教師 對特色學校整體認 知與整體態

度之迴歸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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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表表表 4-50：：：：特色學校認知對特色學校態度迴歸統計摘要表特色學校認知對特色學校態度迴歸統計摘要表特色學校認知對特色學校態度迴歸統計摘要表特色學校認知對特色學校態度迴歸統計摘要表     

B  的  9 5 . 0 %  

信 賴 區 間   係 數  標 準 誤  p - 值  R  R 平 方  

下 限  上 限  

截 距  2 9 . 9 2 3 1 . 7 3 7 . 0 0 0 2 6 . 5 1 0 3 3 . 3 3 7 

認 知 總 分  0 . 4 1 3 0 . 0 2 8 . 0 0 0 

. 5 6 3 0 . 3 1 7 

0 . 3 5 7  0 . 4 6 9  

    

    

    

    

    

    

    

    

    

    

                

            圖圖圖圖 4-20：：：：特 色 學 校 認 知特 色 學 校 認 知特 色 學 校 認 知特 色 學 校 認 知 與與與與 特 色 學 校 態 度特 色 學 校 態 度特 色 學 校 態 度特 色 學 校 態 度 之 樣 本 迴 歸 線之 樣 本 迴 歸 線之 樣 本 迴 歸 線之 樣 本 迴 歸 線 圖圖圖圖（（（（ N=456））））    

 

  1.從相關係數來 看，教師對特色學 校認知與態度之皮爾森相關係數  

    (R )為 0 .563，，，，顯示兩者呈現中度 的正相關；若從簡單迴歸分析來  

     看，顯著值 (  P 值 )  .000＜ 0 .05，代表方程式是可接受的，亦即教  

     師對特色學校 的整體認知對於整 體態度有顯著的關聯。  

  2.由 R 平方為 0 .317，表示估計的迴歸模式之解釋能 力適中，亦即  

     有 31 .7%的教師對特色學校的態 度能夠被教師對特 色學校的認知  

     程度來解釋， 表示教師對特色學 校的認知對特色學 校的態度有影  

     響。  

   3.而迴歸方程式 為 y  =0 .413x  +  29 .923，  

     亦為整體態度 = 0 .413*整體認知 （分）＋ 29 .923  

D E F GH IJ K L M J K GK J ND E F GH IJ K L M J K GK J ND E F GH IJ K L M J K GK J ND E F GH IJ K L M J K GK J NOOOOPPPP E F GN IQ RE F GN IQ RE F GN IQ RE F GN IQ RSSSSTSTSTSTSU SU SU SU S
V SV SV SV SW SW SW SW SX SX SX SX S
Y SY SY SY SZ SZ SZ SZ S[S[S[S[S

FFFF \\\\ IFIFIFIF I\I\I\I\ J FJ FJ FJ F J \J \J \J \ N FN FN FN F N \N \N \N \ H FH FH FH F H \H \H \H \ \ F\ F\ F\ F \ \\ \\ \\ \ Q FQ FQ FQ F Q \Q \Q \Q \ ] F] F] F] F ] \] \] \] \ R FR FR FR F^ _ ` a b c
_̂̀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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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教師對特色 學校的整體認知得 分為零分時，教師 對特色學校 的 整  

     體態度得分為 29 .923分；預期當教師對特色學校的 整體認知得 分每  

     增加 1分時，教師對特色學校的 整體態度得分會增加 0 .413分。  

 

貳貳貳貳、、、、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四個層面四個層面四個層面四個層面與與與與行動意向行動意向行動意向行動意向之之之之多元迴歸多元迴歸多元迴歸多元迴歸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特色學校的基 本理念、課程目標、實施方式、評價 性反應四個層面

與行動意向之多元迴歸分析如表 4-51：  ffff gggg
4 - 5 1

ggggh i j kh i j kh i j kh i j k llllm n o pm n o pm n o pm n o p llllq r s t u v w x y z { | } ~ � � � �q r s t u v w x y z { | } ~ � � � �q r s t u v w x y z { | } ~ � � � �q r s t u v w x y z { | } ~ � � � �
迴 歸 統 計  

R  平 方  0 . 4 6 5 � � �
 R  � �  0 . 4 6 0  

A N O V A   

  自 由 度  S S  M S  F  顯 著 值  

迴 歸  4  2 5 2 1 . 4 3 6 3 0 . 3 6 9 7 . 8 1 2 . 0 0 0  

  係 數  標 準 誤  t  統 計  P -值  下 限  9 5 % 

截 距  5 . 0 8 5 1 . 0 0 5 5 . 0 5 9 . 0 0 0  3 . 1 1 0 

基 本 理 念  - . 0 5 2 . 0 6 4 - . 8 0 4 . 4 2 2 - . 1 7 8 

課 程 目 標  . 0 0 6 . 0 8 5 . 0 6 7 . 9 4 6 - . 1 6 2 

實 施 方 式  . 1 7 7  . 0 7 0 2 . 5 2 9 . 0 1 2  . 0 3 9 

評 價 性 反 應  . 5 2 0  . 0 3 7 1 4 . 1 9 3 . 0 0 0  . 4 4 8 

    

   1.從多元迴歸分析來看，顯著值 (P 值 )  .000  ＜顯著水 準 0 .05，  

      代表迴歸方 程式是可以被接受 的，亦即基本理念、課程目標、實 施  

      方式及評價 性反應對於行動意 向有顯著的影響。  

    2.再由調整的 R 平方為 0 .46，表示估計的迴歸模式 之解釋能力適中 ， 

      亦即有 46%行動的意向能夠被基本理念、課程目 標、實施方式及  

      評價性反應 的聯合影響來解釋。  



 120 

    3.由個別迴歸係數檢定，基本理 念的 P 值為 0 .422＞顯著水準 0 .05，  

      課程目標的 P 值為 0 .946＞顯著水準 0 .05，則無法拒絕虛無假設，  

      所以基本理 念與課程目標並沒 有顯著影響。  

    4.實施方式的 P 值為  0 .012＜  顯著水準 0 .05，評價性反應的 P 值   

      為  .000＜  顯著水準 0 .05，因此拒絶虛無假設， 亦即實施方式、  

     評價性反應於 行動意向有顯著的 影響。  

5 .故迴歸方程式為 Ｙ＝Ｙ＝Ｙ＝Ｙ＝  5 .085＋＋＋＋ 0 .177X 1＋＋＋＋ 0 .52X 2，  

    行動意向 (分 )＝ 5 .085＋＋＋＋ 0 .177*實 施方式 (分 )＋ 0 .52*評價性反應 (分 )  

6.亦即當實施方式 、評價性反應皆為零分時，行動意向 為 5 .085 分；  

   當實施方式不變時，評價性反應每增加 1 分，教師的行動意向即增  

   加 0 .52 分；當評價性反應不變時 ，實施方式每增加 1 分，教師的  

   行動意向即增加 0 .177 分。  

 

總結本節所述，教 師對特色學校的基 本理念、課程目標、實施方式

及評價性反應來預測教師對發展特色 學校的行動意向，其中以特色學校

的實施方式及教師 對特色學校的評價 反應影響力較大，預期若能讓教師

多瞭解特色學校的 實施方式、及對特 色學校有良好的評 價反應，教師對

特色學校的行動意 向會隨之增強。  

而國小教師對特色 學校的認知與態度 呈中度的正相關， 且有 31 .7%

的解釋力，顯示若能增加教師對特色 學校的認知，教師 對特色學校的態

度會更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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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五五五五章章章章    結結結結論論論論    

    

教育部發展特色學 校方案已五年，並 且於 99 年度開始推動第二階

段之特色學校聯盟發展模式，本研究 主要探討臺中市國 小教師對特色學

校的認知與態度及 其之關係，經由文獻探討及問卷調查等方式蒐集資

料，統計分析之後，分兩節敘述。  

第一節為研究發現，分四部分，第一部分為印證研究目 的一及研究

目的二，暸解臺中 市國小教師對特色 學校的認知情形及 抱持的態度，分

別就特色學校整體 認知的三個層面及 整體態度的兩個層面做歸納。第二

部分為印證研究目 的三，研究不同背景的國小教師對特 色學校的認知與

態度的差異情形，分別就問卷的調查結果做整理與結論。第三部分為印

證研究目的四，探 討國小教師對特色 學校的認知與態度 相互間之關係，

以問卷結果做成結論。第四部分針對 師對特色學校方案 的意見提出個人

看法，以問卷的結 果做整理並提出研 究發現。第二節針 對本研究之發現

提出建議，作為後續研究及教育上之 應用與參考。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    

    

本節依據調查研究 結果，根據研究架構，針對研究目的 與問題分析

討論，提出以下結論與發現：  

 

壹壹壹壹、、、、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認知與態度之現況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認知與態度之現況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認知與態度之現況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認知與態度之現況         

 

一一一一、、、、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之認知情形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之認知情形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之認知情形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之認知情形    －  回答本研究問 題一     

（一）整體而言，臺中市國小教師在 特色學校的認知量 表各題的得分

平均為 4 .02，顯示 臺中市國小教師對 特色學校的整體認 知有高

度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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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特色學校 認知的各層面中，臺中市國小教師對 特色學校的課

程目標層面各題的 得分平均為 4 .02， 以及實施方式層面 各題的

得 分 平 均 為 4 .05， 顯 示 臺 中 市 國 小 教 師 對 特 色 學 校 的 課 程 目

標、及 實施 方式 有良好的 瞭解 程度 ， 其原因 可能 為國 小 教師已

具有基 本素養， 面 對各式 教育 議題 或 政策時 ，對 於課 程 設計及

實施方式能清楚理 解並進行規劃。  

（三）但臺中市國 小教師對特色學校 的基本理念各題的 得分平均為  

      3 .97，低於 整體認知的 得分平 均 4 .02，顯示臺 中 市國小教師 對

特色學 校的 基本 理 念瞭解 程度 較差 ， 其原因 可能 是教 育 部在推

動「國民中 小學 校 園活化暨發 展特 色 學校」 方案 時， 並未針對

基層教師做全面性 的說明。  

 

二二二二、、、、國小教師對特色學國小教師對特色學國小教師對特色學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之態度情形校之態度情形校之態度情形校之態度情形     －－－－     回答本研究問題二  

（一）臺中市國小 教師在特色學校的 態度量表各題得分 平均為 3 .67，

顯示臺中市國小教 師對特色學校的整 體態度趨於正向。  

（二）在特色學校 態度的各層面中，臺中市國小教師對 特色學校的評

價性反應層面各題 的得分平均為 3 .8，顯示臺中市國小教 師對特

色學校 的評 價有良好的反 應； 但在 行 動意向層面 各題 的 得分平

均只有 3 .4，低於 整體態度的得分平 均 3 .67，顯示臺中 市國小

教師對 特色 學校 的 行動意 向較弱，原因可能 是學 校一旦發展成

特色學校，教師仍 會有疑慮，以致影 響其行動意向。  

 

貳貳貳貳、、、、不同背景變項不同背景變項不同背景變項不同背景變項的的的的國小教師國小教師國小教師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認知對特色學校認知對特色學校認知對特色學校認知與與與與態度態度態度態度之差異情形之差異情形之差異情形之差異情形     

                －  回答本研究 問題三、四  

    

一一一一、、、、性別性別性別性別、、、、年齡年齡年齡年齡、、、、學歷學歷學歷學歷、、、、教學年資不同之教師對特色學校的認知與態度教學年資不同之教師對特色學校的認知與態度教學年資不同之教師對特色學校的認知與態度教學年資不同之教師對特色學校的認知與態度    

                沒有顯著差異沒有顯著差異沒有顯著差異沒有顯著差異。。。。     

    

二二二二、、、、任教於任教於任教於任教於不同學校規模之教師對特色學校認知與態度沒有顯著差異不同學校規模之教師對特色學校認知與態度沒有顯著差異不同學校規模之教師對特色學校認知與態度沒有顯著差異不同學校規模之教師對特色學校認知與態度沒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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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教師兼任行政工作對特色學校的認知與態度高於級任教師教師兼任行政工作對特色學校的認知與態度高於級任教師教師兼任行政工作對特色學校的認知與態度高於級任教師教師兼任行政工作對特色學校的認知與態度高於級任教師     

  在本研究中，兼任行政工作的教師 對特色學校的認知 程度（平均數

為 64 .21）及抱持 態度（平均數為 57 .86）均高於級任教 師對特色學校的

認知程度（平均數 為 59 .37）及抱持態度（平均數為 53 .  69）。主要原因

可能是兼任行政工作的主任或組長，因業務關係需比級任教師更早一步

接觸並瞭解教育議 題或教育政策，且 各校在面臨減班情 形日益嚴重的情

況 下 ，「 特 色 學 校 計畫」 的 推 動 有助各 校 活 化 校 園閒置空間 並 形塑特 色

風格，兼任行政工作的主任或組長自然會較熟悉此計畫；而級任教師平

日則忙於教學及班級經營，比較沒有機會接觸新的教育 議題，所以部分

級任教師對特色學 校計畫的方案不熟 悉，因而對特色 學 校的認知與態度

會低於兼任行政工作的教師。  

 

四四四四、、、、參加過參加過參加過參加過特色學校相關活動或研習特色學校相關活動或研習特色學校相關活動或研習特色學校相關活動或研習之之之之教師教師教師教師對特色學校的認知與態對特色學校的認知與態對特色學校的認知與態對特色學校的認知與態度度度度     

                高於高於高於高於未曾參加過特色學校相關活動或研習未曾參加過特色學校相關活動或研習未曾參加過特色學校相關活動或研習未曾參加過特色學校相關活動或研習之之之之教師教師教師教師    

 從本研究的結果 發現，有參加過特 色學校相關活動或 研習之教師對

特色學校的認知（ 平均數為 62 .41）及態度（平均數為 56 .46）均高於沒

有參加過特色學校 相關活動或研習之 教師對特色學校的 認知（平均數為

58 .99）及態度（平均數為 53 .78）。究其原因可能是參加過特色學校相關

活動或研習之教師，因透過活動或研習進一步接觸並清楚「特色學校計

畫」的實施目的，進而瞭解特色學校 的內涵，所以會比沒有參加過特色

學校相關活動或研習之教師對特色學 校的認知程度更高 、態度更正 向 。 

    

五五五五、、、、學校曾參與發展學校曾參與發展學校曾參與發展學校曾參與發展「「「「特色學校計畫特色學校計畫特色學校計畫特色學校計畫」」」」之國小教師之國小教師之國小教師之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的認知與對特色學校的認知與對特色學校的認知與對特色學校的認知與

態度態度態度態度高高高高於於於於學學學學校未曾參與發展校未曾參與發展校未曾參與發展校未曾參與發展「「「「特色學校計畫特色學校計畫特色學校計畫特色學校計畫」」」」之國小教師之國小教師之國小教師之國小教師    

 由研究結果可以 發現，學校若曾參 與過發展特色學校 計畫，該校教

師對特色學校的認 知（平均數為 63 .49）及態度（平均 數為 56 .70）均高

於學校沒有參與過發展特色學校計畫之教師對特色學校 的認知（平均數

為 59 .39）及態度（平均數為 54 .28）。可能原因是學校若曾參與過發展

特色學校計畫，該校教師對特色學校 的基本理念、課程 目標及實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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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比學校未曾參與 發展「特色學校計畫」之教師有較深入的瞭解，繼而

對於特色學校的評 價更高、對特色學 校的行動意向更強，有更積極的態

度願意配合學校發 展成為特色學校。  

 

六六六六、、、、任教於中區學校任教於中區學校任教於中區學校任教於中區學校（（（（原臺中市原臺中市原臺中市原臺中市））））之國小教師之國小教師之國小教師之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的認知與對特色學校的認知與對特色學校的認知與對特色學校的認知與態度態度態度態度

優優優優於於於於任教於海線學校任教於海線學校任教於海線學校任教於海線學校之國小教師之國小教師之國小教師之國小教師    

 由研究結果發現，中區學校（原臺中市）之國小教師 對特色學校的

認知（平均數為 61 .37）與態度（平均 數為 55 .75）皆優於任教於海線學

校之國小教師對特 色學校的認知（平 均數為 57.49）與態度（平均數為

52 .84）。 推敲其原因 可能 是 教 育部 在 推 動教 育 政 策或 教 育 議題 時 ， 會 先

以都會區的 學 校 為 中 心 ，邀請周遭縣市 學 校 的 教 師做政 策 說 明 或 研 討

會，因中區學校（原臺中市）位於都會區，中區學校 的 教師在第一時間

就能參與教育政策 或教育議題的研討，對教育政策或教 育議題因而有較

多的接觸並有更多 的瞭解；而海線學 校位於臺中市較偏遠之處，教育相

關資訊來源相對於都會區學校會較慢，所以中區學校（原臺中市）之國

小教師對特色學校 會有較高的認知， 態度亦會更正向。  

 

參參參參、、、、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認知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認知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認知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認知與與與與態度之態度之態度之態度之相關相關相關相關     －  回答本 研究問題五  

    

一一一一、、、、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認知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認知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認知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認知與與與與態度態度態度態度之相關之相關之相關之相關情形情形情形情形     

（一）特色學校 的 基本理念、課程 目 標、實施方式與 整 體認知都呈高

度的 正相 關 ，表 示 臺中 市國 小 教師 對 特色 學校 的 基本 理 念、課

程目標、實施方式 愈瞭解，對特色學 校就有愈高度的認 知。  

（ 二 ） 特 色 學 校 的 評 價 性 反 應 、 行 動 意 向 與 整 體 態 度 呈 中 度 的 正 相

關，表 示臺 中市 國 小教師 對特 色學 校 的評價 性反 應及 行 動意向

愈強，對特色學校 的態度就愈積極。  

（三）特色學校 的 基本理念、課程 目 標、實施方式與 評 價性反應及行

動意向 皆呈 中度 的 正相關 ，表 示特 色 學校的 五個層面彼此都有

正向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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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整體而言，特色學校的認知與 態度有中等程度的 正相關，表示

臺中 市國 小 教師 對 特色 學校 的 認知 愈 高， 對特 色 學校 的 態度愈

傾向正向。  

   

二二二二、、、、影響影響影響影響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認知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認知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認知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認知與與與與態度之態度之態度之態度之相關相關相關相關情形情形情形情形     

（一）國小教師對 特色學校的認知與 態度之線性迴歸分析中發現，國

小教師特色學校的「認知」對「態度」有 中 度 的預測 及 解釋力 。 

（二）在特色學校 的基本理念、課程 目標、實施方式與 評價性反應、

行動意 向的 五個層面中， 經由 多元迴歸分析發現 ，特 色 學校的

「實施 方式 」與 「 評價性 反應 」對 「 行動意 向」 有中 度 的預測

及解釋力， 表示 影 響臺中 市國 小教 師 對特色 學校 的認 知 與態度

之相關情形應為「 實 施 方 式 」、「 評 價 性 反 應 」與「 行 動 意 向 」。 

 

肆肆肆肆、、、、國小教師對國小教師對國小教師對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方案方案方案方案之之之之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藉由本問 卷 第 四部 分 ，希冀能進一步暸解 國小 教 師 對特 色 學 校的 看

法，獲致以下意見：  

 

一一一一、、、、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之看法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之看法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之看法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之看法     

（一）本研究發現 有四成左右的臺中 市國小教師於填寫 問卷時第一次

知道教育部於 96 年度推動「國民中 小學校園活化暨發 展特色學

校」 方案 ， 顯示 教 育部 在推 動該方 案 時， 相關 教 育單位並未積

極推動此方案，故仍有為數不少之教 師並不知道此方案 。  

（二）學校若能參 與發展特色學校的 計畫，有將近九成 的臺中市國小

教師認 為可 以建立學校品牌形象， 而 有八成 的國 小教 師 認為可

以豐富學生的學 校生活； 有六 成的 教 師認為 可以提升學 校競爭

力、促進教 師專業成長； 亦有 五成 的 教師認 為一旦學 校 發展成

特色學 校可 以爭取更多教 育經 費支援、吸引學區外學童就讀、

凝聚同仁對 學校 的 認同， 及提升學生學習成就。 由此可 知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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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利 用有利 資源 發 展 成 特 色 學 校 ， 不僅能突 顯 學 校 課 程 特

色，透過教 師的創意教學 、激發學 校團隊動 力，爭取更多經費

支援，提升競爭力 、建立學校品牌形象，同時亦 可豐富學生的

學習生活，進而達 到學校永續經營之 目標。  

（三）但就臺中市 國小教師是否願意支持該校發展成為 「特色學 校 」 

      的 意 願做勾選時 ， 本 研究 發 現 有六 成 五 的教 師 願 意支持 學 校 發

展為 特色 學校 ， 也 有近三成左右的 教 師並 不願 意支持 學 校發展

為特色學校，亦有 4 .2%的教師持觀望態度，視學校情況決定。

顯示 臺中 市國 小 教 師對 特色 學校 在 理 念上 是支持的 ， 一旦學校

要發 展成 為特 色 學 校時 ，仍 會有 不 少 教師 因對 特色 學 校 計畫不

是很清楚，心中存有疑慮，以致持反 對的意見。  

 

二二二二、、、、不同背景變項不同背景變項不同背景變項不同背景變項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方案支持意願之分析方案支持意願之分析方案支持意願之分析方案支持意願之分析     

   （一）年齡、學歷不同之國小教師 與支持發展特色學 校的意願沒 有 顯  

         著相關。  

   （二）在大小不同的學校規模任教 之教師與支持發展 特色學校的 意 願  

         亦沒有顯著相關。  

   （三）國小教師 與支持發展特色學 校意願會因性別、教學年資、擔任  

         職務及任教地區之不同而有 顯著關聯。  

   （四）國小教師與支持發展特色學 校意願會因教師是否參加相關 活 動  

         或研習及 學校曾參與發展特 色學校計畫而有顯著關聯。  

 

三三三三、、、、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方案支持意願之方案支持意願之方案支持意願之方案支持意願之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研究者於問卷末題請受測教師就個人 是否願意支持學校 發展「特色

學校」說明理由， 以下是受測教師針 對該題提出的看法 及建議：  

    

   （一）特色學校 的發展可以讓學生有更豐富、更多元 的學習內容，增  

         加學校、師生的競爭力，提高學校的知名度，更可吸引學區外  

         學生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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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但特色學 校的發展相對的會增加教師的工作負 擔，而有太多 教  

  育政策或議題的 推動，已嚴重排擠學生其他的正課學習時間，  

且得不到行政的支援亦是令教師排斥的原因。  

   （三）若 是 學 校 行 政 單 位 能 提 出 完 整 規 劃 、 又 能 不 增 加 教 師 之 負 擔 ， 

         在 經 費 充 裕 下 ， 特 色 學 校 的 課 程 內 容 有 助 學 生 學 習 ， 教 師 團 隊  

也 形 成 共 識 ， 學 校 應 可 發 展 特 色 學 校 。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本節根據研究發現 與結論，提出下列建議，以提供教育 行政機關、

學校行政單位、教 育工作者及後續研 究之參考。  

 

壹壹壹壹、、、、對對對對教育行政機關之建議教育行政機關之建議教育行政機關之建議教育行政機關之建議         

 

一一一一、、、、加強加強加強加強「「「「國民中小學整合空間資源與發展特色學校國民中小學整合空間資源與發展特色學校國民中小學整合空間資源與發展特色學校國民中小學整合空間資源與發展特色學校」」」」計畫的宣導計畫的宣導計畫的宣導計畫的宣導         

「特色學校」方案 的推動已進入第六 年，且教育部更於 99 年度開始

推動第二階段特色 學校之聯盟發展模式，將第一階段之 計畫擴大辦理持

續推動「國民中小 學整合空間資源與 發展特色學校」。  

 但在本研究中發 現，臺中市尚有近四成的國小教師不 知道教育部於

96 年度推動「活化 校園空間暨發展特 色學校計畫」方案，因此建議教育

局對推動特色學校 計畫的方案能多辦理相關的說明會，這樣才能讓教師

更瞭解特色學校的 內涵，吸引教師參 與特色學校的發展 。  

 

二二二二、、、、辦理辦理辦理辦理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計畫方案的研習計畫方案的研習計畫方案的研習計畫方案的研習         

 從本研究結果發 現，臺中市國小教 師參加過特色學校 相關活動或研

習之後，對於特 色 學校的認知與態度 均優於未參加過特 色學校相關活動

或研習之教師。因此建議教育局對推 動特色學校計畫的 方案能多辦理相

關的活動或研習，除了邀請行政主管參與外，亦可讓更多教師參加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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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或研習，這樣才能讓教師更加瞭 解特色學校的內涵，以提升教師對

學校發展成特色學 校意願的程度。  

 進一步發現，位於海線學校之國小教 師對於特色學校的 認知程度與

所抱 持 態 度 均 低 於 中區學 校 （原臺 中 市 ）， 教 育 行 政當局需運用其豐富

的行政資源，提供較偏遠地區之國小 教師參與特色學校 之相關活動或研

習，讓位處偏遠地區之教師對特色學 校的計畫的瞭解亦 能同都會區教師

一般。  

    

三三三三、、、、提供學者專家諮詢管道提供學者專家諮詢管道提供學者專家諮詢管道提供學者專家諮詢管道，，，，協助協助協助協助規劃特色課程規劃特色課程規劃特色課程規劃特色課程，，，，提升教師發展意願提升教師發展意願提升教師發展意願提升教師發展意願     

特色學校計畫方案 的發展，最關鍵的 因素是課程的規劃與設計，教

育 現場的 教 師若對 學 校 的 特 色 課 程 不夠瞭 解 ，無法 結合教 育 理 念 與 理

想，如何能建構優質的特色學校。  

從研究結果發現，教師對特色學校認 知與態度的五個層面中，實施

方式與評價性反應 可以預測教師的行 動意向。教育行 政當局若能統合資

源，延攬學者專家對有意發展特色學 校進行輔導，並協助該校規劃特色

課程，讓教師能充分了解特色課程之 實施方式，增加教 師對發展特色學

校的評價，如此更能提升教師的行動 力。  

    

四四四四、、、、發展特發展特發展特發展特色學校應有完整的配套措施色學校應有完整的配套措施色學校應有完整的配套措施色學校應有完整的配套措施，，，，提供人力支援提供人力支援提供人力支援提供人力支援，，，，鼓勵教師參與鼓勵教師參與鼓勵教師參與鼓勵教師參與         

根據本研究問卷開放式的問題發現，臺中市國小教師不 願意支持發

展特色學校的原因 是工作負擔過重。因此，教育主管機關若能有完整的

配套措施，以不增加教師的工作負擔 為前題，如增加特 色學校員額之編

制，協助特色 學校 之規劃與發展；若能再降低教師授課 時數、降低學 校

班級學生數，以減輕教師的工作負擔，這樣才會提高教 師參與發展特色

學校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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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對對對對學校行政之建議學校行政之建議學校行政之建議學校行政之建議         

 

一一一一、、、、辦理辦理辦理辦理「「「「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相關相關相關相關的的的的研習課程研習課程研習課程研習課程         

 由研究結果發現，參加過特色學校相 關活動或研習之教 師與沒有參

加過特 色 學 校 相 關 活 動 或 研習之 教 師 對 特 色 學 校 的 認 知 與 態 度 有 顯著

差異。因此，建議 學校行政單位若欲發展「特色學 校」方案，就需多規

劃辦理特色學校相 關活動或研習機會，讓教師們對該校欲發展的特色課

程能有較深入的瞭 解，這樣才能提升教師參與該計畫的 意願。  

 

二二二二、、、、校長與行政單位應統籌規畫校長與行政單位應統籌規畫校長與行政單位應統籌規畫校長與行政單位應統籌規畫，，，，領導學校成員共同推展特色學校領導學校成員共同推展特色學校領導學校成員共同推展特色學校領導學校成員共同推展特色學校         

 本研究發現，校長與行政人員在推動 特色學校計畫扮演著很重要的

角色。因此建議學 校校長應統籌規劃、以身作則，親自參與各項活動，

適時給予指導及激勵，讓整個學校團隊可以建立良好完善的分工模式；

而行政業務單位應 組成特色學校課程 發展委員會，利用課程發展會議、

教師進修等機會，讓教師有充分討論的空間，教師一旦瞭解特色課程的

目的，行政團隊便能建立順暢的工作流程，形成多 元學習模式，營造出

最佳的學習型組織。  

 

三三三三、、、、學校適度分擔教學校適度分擔教學校適度分擔教學校適度分擔教師師師師的工作壓力的工作壓力的工作壓力的工作壓力，，，，提升特色學校經營成效提升特色學校經營成效提升特色學校經營成效提升特色學校經營成效        

根據本研究問卷開放式的問題發現，國小教師不願意支持發展特色

學校的原因除了工作負擔過重外，得 不到行政的支援亦 是原因之一。因

此，學校特色 課程 的規劃，行政團隊應先提出良好的計畫，不需級任教

師花太多時間開發 及設計課程，行政 也應協助教學，而非教學支援行政。 

以本校發展特色學 校經驗為例，建議 學校行政人員先行架構特色課

程大綱或課程結構，並召開各領域教 學研討會，再由各領域教師負責相

關 課 程 內 容 的 填充及 設 計 並融入各科教 學 ， 一 方 面 不增加 教 師 教 學 負

擔、一方面又可讓學生有多元的學習機會。如此循序漸進，教師在不排

斥的心態下，參與 發展特色學校的意 願會較強，更能提升特色學校經營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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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對對對對教育工作者之建議教育工作者之建議教育工作者之建議教育工作者之建議         

 

一一一一、、、、改變思維改變思維改變思維改變思維順應順應順應順應時代潮流時代潮流時代潮流時代潮流，，，，豐富學生學習生活豐富學生學習生活豐富學生學習生活豐富學生學習生活         

 多元學習已成為近幾年教育改革的新趨勢，身為教育 第一線的教師

更該改變傳統制式 的教學方法，善用引導創新教學外，隨時修正個人的

教學策略，以團隊合作方式進行多元 化教學，豐富學生的學習生活。  

 

二二二二、、、、鼓勵教師參與學校特色課程的相關研習活動鼓勵教師參與學校特色課程的相關研習活動鼓勵教師參與學校特色課程的相關研習活動鼓勵教師參與學校特色課程的相關研習活動         

 學校若欲發展特 色學校，應鼓勵教 師參與研習活動吸收新知，藉由

研習活動，教師可 以學習新的教學及輔導技巧，在課程 設計方面可以設

計適合該校 的 特 色 課 程 ， 及融合主 題 的 課 程 與 教 學 活 動 ， 展 現 教 師專

業，以增進家長及社區民眾的認同與支持。  

 

三三三三、、、、充實自我充實自我充實自我充實自我，，，，提升教師專業知能提升教師專業知能提升教師專業知能提升教師專業知能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將近七成的國小 教師願意支持學校 發展成特色

學 校 ，所以建議 教 師 能 多 參 加 特 色 學 校 相 關 活 動 或 研習，充實自我 知

能。若是在課程設 計或教學現場上遇到問題或困難，能隨時與行政單位

聯繫，如此，教師將更有餘力進行特 色課程的教學。  

 

肆肆肆肆、、、、對對對對後續研究之建議後續研究之建議後續研究之建議後續研究之建議         

 

一一一一、、、、應用更多不同角度來檢視特色學校的發展應用更多不同角度來檢視特色學校的發展應用更多不同角度來檢視特色學校的發展應用更多不同角度來檢視特色學校的發展     

教育部推動特色學 校計畫的方案已進入第六年，新北市 特色學校的

發展儼然已形成策略聯盟的模式，而 在臺中市參與特色 學校發展的學校

至今仍是單打獨鬥。  

本研究是以臺中市 的教師為研究對象，推論上難免有所限制，建議

後續的 研 究 ， 能 以新北市 、 臺北市 、 臺 中 市 ...等幾個縣市 來做研 究 ，

利用不同縣市、不同學校所蒐集到的 相關資料，進行交叉對照及歸納，

可以從更多的角度 來檢視特色學校在 各縣市的發展為何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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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利用利用利用利用不同主題來不同主題來不同主題來不同主題來探探探探究特色學校究特色學校究特色學校究特色學校         

 本研究是以國小 教師對特色學校的 認知與態度為研究 主題，而在特

色學校相關的研究 主題中仍聚焦在特 色學校的創新經營、經營困境及因

應策略。教育部推 動特色學校發展計畫已進入第二階段，其目標更是以

校際間的結盟方式，提供體驗學習的場域，並鼓勵城鄉交流學習分享特

色遊學。  

 研 究者建議後續的 研 究 ， 可 以 以遊學 課 程 與 學生的 多 元 學習做探

討，以瞭解經由遊學課程的洗禮對學生學習成效之影響 。  

 

三三三三、、、、利用不同研究方法進行特色學校研究利用不同研究方法進行特色學校研究利用不同研究方法進行特色學校研究利用不同研究方法進行特色學校研究     

本研究所採用的研 究方式主要為問卷調查法，所得的資料易受受測

教師先入為主的想法而產生研究誤差。因此建議後續對此一主題有興趣

之研究者，若以量 化研究為主，可搭配質性訪談、觀察研究，以補量化

研究之不足，如此，可以繼續追蹤並 瞭解影響國小教師 對特色學校認知

與態度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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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        特 色 遊 學 地 圖特 色 遊 學 地 圖特 色 遊 學 地 圖特 色 遊 學 地 圖     

    

    

    

    

    

    

    

    

    

    

    

    

    

    

    

    

    

    

    

    

    

    

        資料來源：教育部國民中小 學特色學校資訊網 , 

                   h t tp : / /163 .20 .45 .202 /c lass i c /p ro jec t .ph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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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二二二二        臺 中 市 一 百 學 年 度 公 立 國 民 小 學 一 覽 表臺 中 市 一 百 學 年 度 公 立 國 民 小 學 一 覽 表臺 中 市 一 百 學 年 度 公 立 國 民 小 學 一 覽 表臺 中 市 一 百 學 年 度 公 立 國 民 小 學 一 覽 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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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教育部 統計處，研究者自行整理， 2012 -03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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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附 錄附 錄附 錄 三三三三         專 家專 家專 家專 家 效 度 諮 詢效 度 諮 詢效 度 諮 詢效 度 諮 詢 名名名名 單單單單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孫同文  暨南大學公共行政 與政策學系  教授  

蔡子安  臺中科技大學流通管理系  副教授  

郭雄軍  新北市雲海國小  校長  

蔡淑玲  嘉義縣社團國小  校長  

郭盈師  臺中市文昌國小  校長  

王仁榮  臺中市文昌國小  主任  

陳育軒  臺中市文昌國小  主任  

郭純慧  臺中市文昌國小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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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附 錄附 錄附 錄 四四四四     臺 中 市 國 小 教 師 對 特 色 學 校 的 認 知 與 態 度 之 研 究臺 中 市 國 小 教 師 對 特 色 學 校 的 認 知 與 態 度 之 研 究臺 中 市 國 小 教 師 對 特 色 學 校 的 認 知 與 態 度 之 研 究臺 中 市 國 小 教 師 對 特 色 學 校 的 認 知 與 態 度 之 研 究     

                                    問 卷 【 專 家 諮 詢 問 卷 】  

                                   指 導 教 授 ： 歐 信 宏 教 授  

                                        編 製 者 ： 盧 集 俐  

第 一 部 分第 一 部 分第 一 部 分第 一 部 分 、、、、 基 本 資 料基 本 資 料基 本 資 料基 本 資 料     

 

 

一 、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1、 性 別 ：  □  男     □  女  

2、年 齡： □  2 0 歲 以 上 未 滿 3 0 歲      □  3 0 歲 以 上 未 滿 4 0 歲  

         □  4 0 歲 以 上 未 滿 5 0 歲      □  5 0 歲 以 上  

3、 最 高 學 歷 ： □  師 專 畢 業  

             □  師 範 學 院 畢 業 （ 含 教 育 大 學 ）  

             □  一 般 大 學 院 校 （ 含 修 畢 師 資 職 前 教 育 學 分 ）  

             □  研 究 所 以 上 畢 業 （ 含 碩 士 40 學 分 班 ）  

4、 教 學 年 資 ： □  未 滿 1 0 年           □  1 0 年 以 上 未 滿 2 0 年  

             □  2 0 年 以 上 未 滿 3 0 年  □  3 0 年 以 上     

親 愛 的 教 育 先 進 ：  

    您 好 ！ 茲 為 建 立 本 研 究 工 具 ， 肯 祈 惠 賜 卓 見 。  

    本 問 卷 內 容 共 分 為 四 部 分 ， 第 一 部 分「 基 本 資 料 」， 主 要 是

瞭 解 填 寫 教 師 的 相 關 背 景 ； 第 二 部 分 是 瞭 解 國 小 教 師 對 「 特 色

學 校 」 之 內 涵 的 理 解 程 度 ； 第 三 部 分 是 要 瞭 解 國 小 教 師 對 發 展

「 特 色 學 校 」 抱 持 的 態 度 ； 第 四 部 分 是 瞭 解 教 師 對 特 色 學 校 的

意 見 。  

    懇 請 您 就 問 卷 適 用 程 度 ， 在 適 當 的 「 □ 」 中 打 「 ˇ 」； 如 您

認 為 應 刪 除 ， 請 在 不 適 合 的 □ 內 打 「 V」； 若 有 修 正 意 見 ， 請 在

應 修 正 的 □ 內 打「 V」，請 您 不 吝 賜 教，以 供 研 究 者 修 正 之 參 考 ，

謝 謝 您 的 指 導 ， 不 勝 感 激 ！ 敬 祝  

教 安  

                              大 學 公 共 事 務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研 究 生   盧 集 俐  敬 上                                

                              中 華 民 國  一 ○ 一  年  三  月                                                         

【 填 答 說 明 】請 您 依 據 實 際 的 情 形 ， 逐 項 在 適 合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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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擔 任 職 務 ： □  教 師 兼 主 任      □  教 師 兼 組 長  

             □  級 任 教 師        □  專 任 教 師  

6、 學 校 是 否 曾 參 與 發 展 特 色 學 校 計 畫 ：  □  有     □  無  

7、是 否 參 加 過 特 色 學 校 相 關 之 活 動 或 研 習：  □  有      □  無  

 

二 、 學 校 基 本 資 料  

1、 學 校 規 模 ： □  1 5 班 以 下           □  1 6 ~ 3 5 班    

             □  3 6 班 （ 含 ） 以 上  

2、 任 教 學 校 地 區 ： □  山 線 學 校      □  海 線 學 校  

                 □  屯 區 學 校      □  中 區 學 校 （ 原 臺 中 市 ） 

    

第 二 部 分第 二 部 分第 二 部 分第 二 部 分 、、、、 國 小 教 師 對國 小 教 師 對國 小 教 師 對國 小 教 師 對 「「「「 特 色 學 校特 色 學 校特 色 學 校特 色 學 校 」」」」 的 認 知的 認 知的 認 知的 認 知     

 

 

 

 

    

【【【【 重 要 概 念 說 明重 要 概 念 說 明重 要 概 念 說 明重 要 概 念 說 明 】】】】     

一 、 特 色 學 校  

    有 別 於 學 校 特 色 ， 特 色 學 校 係 指 執 行 教 育 部 「 活 化 校 園 空 間

暨 發 展 特 色 學 校 計 畫 」 之 學 校 ， 由 學 校 行 政 、 教 師 、 學 生 、

家 長 共 同 營 造 屬 於 學 校 獨 特 的 、 優 質 的 教 學 課 程 ， 凝 聚 共 同

的 教 育 願 景 ， 並 結 合 社 區 資 源 ， 在 課 程 設 計 上 融 入 本 土 化 、

在 地 化、全 球 化 的 素 材，達 到 學 校 創 新 經 營、教 師 創 意 教 學 、

學 生 多 元 學 習 的 目 標 。  

 

二 、 特 色 課 程  

    指 學 校 能 依 教 師 專 長 、 學 生 需 求 與 社 區 資 源 發 展 特 色 課 程 ，

且 能 融 入 校 本 課 程 進 行 教 學 ， 並 邀 請 專 家 學 者 協 助 建 構 特 色

課 程 ； 課 發 會 也 能 發 揮 功 能 ， 規 劃 學 校 特 色 課 程 發 展 相 關 事

宜 並 確 實 推 動 。  

 

【 填 答 說 明 】 本 部 分 共 有 15 題 ， 是 要 瞭 解 您 對 「 特 色 學 校 」

議 題 之 基 本 理 念、 課 程 目 摽、 實 施 方 式 等 方 面 之 理 解 程 度， 請

您 仔細閱讀每一個題目後，依 據 五個量表尺度，在 適 當 的 數 字 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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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特色學校是依據學校本身特色所發 展出具有獨特教育 表現的學校。  

                                                       □    □    □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特色學校是依各 校資源特色，創新經營管理，發揮學 校優質教育。  

                                                       □    □    □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特色學校方案的 實施，可以活化校 園空間並且建置校 園資源。  

                                                       □    □    □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特色學校將特色融入學校課程與教 學活動，展現出特 有的風貌。    

                                                       □    □    □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特色學校是各校 依據其特殊條件與需求，規劃多樣性 的教育功能，   

  達成學校永續經營的目標。                            □    □    □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特色學校的發展 能將新觀念、新作為帶入學校場域，增進學校     

  效能。                                                □    □    □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特色學校的創建是全體學生都能參 與，享受更豐富的 學習資源。     

                                                        □    □   □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特色學校是將課 程焦點從學校中的 教室擴展到社區情境。           

                                                        □   □    □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特色學校是結合鄰近之特色環境資源與人文特質，規劃出多元之     

  特色課程。                                           □    □    □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
 

 
適

 
 
合

 

 修
正

後
適

合
 

 適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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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特色學校是將學校本身特色融入在學校課程與教學 活動上。  

                                                     □     □     □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特色學校方案 之特色課程需以學生的興趣和需求為 目標。  

                                                     □     □     □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特色課程的發 展需依教師專長組 成協同教學團隊進行研發與規劃。  

                                                     □     □     □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特色課程的發 展可結合專業人士以社區資源為特性進行建構。   

                                                     □     □     □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特色學校能提供他校參觀與體驗學習的處所，鼓勵城鄉交流，       

   吸引他校學生前往遊學。                           □     □     □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特色課程的設 計，需組織工作團隊，建構學習型組織。□    □     □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特色課程需結合九年一貫課程各 學習領域融入地方 特色教學。    

                                                      □     □    □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特色學校方案 之課程強調讓學生「從做中學」、「從 體驗中學」、「以  

   自然為師」，深化學生的學習經驗並建構其知識系統。□     □    □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特色學校方案 之課程強調讓學生能從活動中親身體驗並學習。  

                                                       □     □   □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特色學校方案 課程之推展可鼓勵社區人士與家長共同參與。  

                                                       □     □   □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運用「策略聯盟」的合作關係可 以資源共享，學生的學習環境。   

                                                       □    □    □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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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第三部分、、、、國小教師對國小教師對國小教師對國小教師對「「「「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的態度的態度的態度的態度     

 

 

 

 

 

 

 

 

 

 

1.我認為特色學校 的發展可以爭取學 校辦學績效獲得肯 定。  

                                                       □    □    □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我願意嘗試創新的教學方式，因應 特色學校方案課程 的實施。   

                                                       □    □    □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我願意參與研習活動，了解特色課 程方案的實施。     □    □    □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我認為教師應具有發展特色課程的專業能力。          □    □    □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我認為特色課程 的實施，能讓學生有更豐富、更多元 的學習內容。  

  成功的重要因素。                                     □    □    □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我認為家長及社區人士共同參與特 色課程發展，有助學校建構   成為

「特色學校」。                                          □    □    □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我認為特色學校 的發展，可以帶動 教師專業成長。     □    □    □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我認為校長與行 政人員具備課程領導能力是推動特色 學校成功     

  的重要因素。                                         □    □    □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填 答 說 明 】本 部 分 共 有 15 題， 是 要 瞭 解 您 對「 特 色 學 校 」

議 題 之 態 度 ，  請 您 依 據 五個量表尺度，請您仔細閱讀每一個題目後，

在 適 當 的 數 字 畫 「 ○ 」，  表 示 您 對 該 項 觀 點 認 同 的 程 度 。  

 

不
 

 
適

 
 
合

 

 修
正

後
適

合
 

 適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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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我不清楚特色學校的特色課程是什麼。                □    □    □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我會擔心沒有能力編寫特色學校 方案的特色課程。   □    □    □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我會參與教學團隊，進行特色課 程的協同教學。       □    □    □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我認為如果配套措施完整，教師 不會因為發展特色 學校而產生      

   排斥。                                               □    □    □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我願意整合自己和他人的努力，使特色學校發揮最大功效。  

                                                       □    □    □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我願意參加「 特色學校」方案的 研習或活動，增進對特色學校的        

   瞭解。                                               □    □    □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教學時間不足 ，會影響我參與特 色學校發展方案的 意願。  

                                                       □    □    □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學校缺乏有利資源條件，會影響 我配合特色學校的 發展。  

                                                       □    □    □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我認為特色課 程的教學是額外的 負擔。               □    □    □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我願意帶著學生參與和進行特色 課程的活動。         □    □    □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我願意帶領學生前往特色學校遊學，體驗不同的學習環境。    

                                                       □    □    □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我認為花時間 與經費來推動「特 色學校」是不值得 的  □    □    □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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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您是第一次知 道教育部於 96 年度推動「活化校園空間暨發展特色學

校計畫」方案：  

  （ 1）□  是   （ 2）□  不是                            □    □    □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2.您認為學校若是參與發展「特色 學校」，可以發揮哪些功能：    

  （可複選）                                           □    □    □  

  （ 1）□  建立學校品牌形象           （ 2）□  提升學校競爭力      

  （ 3）□  吸引學區外學童就讀         （ 4）□  增加家長教育選擇權   

  （ 5）□ 凝聚同仁對學校的認同       （ 6）□  可爭取更多經費支援  

  （ 7）□  其他：  （請詳述）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3. 如果學校要參與「特色學校」的 發展，我願意配合嗎？   

                                                       □    □    □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4.願意（或不願 意）的理由為何？                      □    □    □    

 

修正意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問 卷 到 此 結 束，誠 摯 的 感 謝 您 撥 冗 填 答 此 問 卷，懇 請 您 再 次 檢

閱 是 否 有 遺 漏 之 處，，再 次 感 謝 您 的 寶 貴 意 見 及 協 助，祝 福 您

一 切 平 安 喜 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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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附 錄附 錄附 錄 五五五五         學 者 專 家 修 正 意 見 統 計 表學 者 專 家 修 正 意 見 統 計 表學 者 專 家 修 正 意 見 統 計 表學 者 專 家 修 正 意 見 統 計 表     

國 小 教 師 對 特 色 學 校 的 認 知 與 態 度  

學 者 專 家 意 見  研 究 者 決 定  

類  別  題  號  
適 合  應 修 正  不 適 合  保 留  刪  除  

修 正 後

保 留  

1  8    V    

2  8    V    

3  5  3     V  

4  8    V    

5  8    V    

6  4  4     V  

7  4  4     V  

8  6  2   V    

一  

、  

基  

本  

資  

料  

9  8    V    

1  5  3   V    

2  2  2  4   V   

3  4  4     V  

4  1  2  5   V   

5  6  2   V    

6  7  1     V  

7  6  2   V    

8  2  3  3   V   

9  6  2     V  

1 0  8    V    

11  8    V    

1 2  5  3     V  

1 3  7  1     V  

1 4  6  2     V  

1 5   2  6   V   

二  

、  

對  

特  

色  

學  

校  

的  

認  

知  

1 6  7  1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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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8    V    

1 8  1  3  4   V   

1 9  8    V    

2 0  5  3     V  

1  8    V    

2  6  2     V  

3  2  4  2   V   

4  7  1   V    

5  8    V    

6  6  2     V  

7  3  2  3   V   

8  7  1     V  

9  3  1  4   V   

1 0  8    V    

11  8    V    

1 2  5  3     V  

1 3   4  4   V   

1 4  7  1     V  

1 5  5  3     V  

1 6  1  2  5   V   

1 7  6  2   V    

1 8  7  1     V  

1 9  8    V    

2 0  7  1   V    

2 1  4  4     V  

2 2  3  5     V  

2 3  5  3     V  

三  

、  

對  

特  

色  

學  

校  

的  

態  

度  

 

2 4  3  5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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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附 錄附 錄附 錄 六六六六         正 式 問 卷正 式 問 卷正 式 問 卷正 式 問 卷     

    

臺 中 市 國 小 教 師 對 特 色 學 校 認 知 與 態 度 之 研 究 調 查 問 卷臺 中 市 國 小 教 師 對 特 色 學 校 認 知 與 態 度 之 研 究 調 查 問 卷臺 中 市 國 小 教 師 對 特 色 學 校 認 知 與 態 度 之 研 究 調 查 問 卷臺 中 市 國 小 教 師 對 特 色 學 校 認 知 與 態 度 之 研 究 調 查 問 卷     

第 一 部 分 、 基 本 資 料  

 

 

一 、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1、 性 別 ：  □  男     □  女  

2、年 齡： □  2 0 歲 以 上 未 滿 3 0 歲      □  3 0 歲 以 上 未 滿 4 0 歲  

         □  4 0 歲 以 上 未 滿 5 0 歲      □  5 0 歲 以 上  

3、 最 高 學 歷 ： □  師 專 畢 業  

             □  師 範 學 院 畢 業 （ 含 教 育 大 學 ）  

             □  一 般 大 學 院 校 （ 含 修 畢 師 資 職 前 教 育 學 分 ）  

             □  研 究 所 以 上 畢 業 （ 含 碩 士 40 學 分 班 ）  

4、 教 學 年 資 ： □  未 滿 1 0 年           □  1 0 年 以 上 未 滿 2 0 年  

             □  2 0 年 以 上 未 滿 3 0 年  □  3 0 年 以 上     

親 愛 的 教 育 先 進 ， 您 好 ：  

    感 謝 您 在 百 忙 之 中 ， 撥 冗 填 答 這 份 問 卷 ， 本 研 究 旨 在 瞭 解

臺 中 市 國 小 教 師 對 特 色 學 校 的 認 知 情 形 與 抱 持 之 態 度 。  

    本 問 卷 內 容 共 分 為 四 部 分 ， 第 一 部 分 「 基 本 資 料 」， 主 要 是

瞭 解 填 寫 教 師 的 相 關 背 景 ； 第 二 部 分 是 瞭 解 國 小 教 師 對 「 特 色

學 校 」 之 內 涵 的 理 解 程 度 ； 第 三 部 分 是 要 瞭 解 國 小 教 師 對 發 展

「 特 色 學 校 」 抱 持 的 態 度 ； 第 四 部 分 是 要 瞭 解 教 師 對 特 色 學 校

的 意 見 。  

    本 問 卷 只 作 為 學 術 研 究 使 用 ， 您 的 意 見 相 當 重 要 且 寶 貴 ，

懇 請 您 詳 閱 答 題 說 明 ， 再 依 實 際 狀 況 與 個 人 感 受 填 答 ， 謝 謝 您

的 指 導 與 協 助 ！ 敬 祝  

教 安  

                          東 海 大 學 公 共 事 務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指 導 教 授   歐 信 宏 博 士  

                                研 究 生   盧 集 俐    敬 上                       

                              中 華 民 國  一 ○ 一  年  三  月                                                                                                                        

【 填 答 說 明 】請 您 依 據 實 際 的 情 形 ， 逐 項 在 適 合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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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擔 任 職 務 ： □  教 師 兼 主 任          □  教 師 兼 組 長  

             □  級 任 教 師            □  專 任 教 師  

6、 是 否 參 加 過 特 色 學 校 相 關 之 活 動 或 研 習 ：  □  是    □  否  

7、 學 校 是 否 曾 參 與 發 展 「 特 色 學 校 計 畫 」：   □  是    □  否  

 

二 、 學 校 基 本 資 料  

1、 學 校 規 模 ： □  1 5 班 以 下        □  1 6 ~ 3 5 班    

             □  3 6 班 （ 含 ） 以 上  

2、 任 教 學 校 地 區 ： □  山 線 學 校     □  海 線 學 校  

                 □  屯 區 學 校     □  中 區 學 校 （ 原 臺 中 市 ）  

 

第 二 部 分 、 國 小 教 師 對 「 特 色 學 校 」 的 認 知  

 

 

 

 

    

【【【【 重 要 概 念 說 明重 要 概 念 說 明重 要 概 念 說 明重 要 概 念 說 明 】】】】     

一 、 特 色 學 校  

    有 別 於 學 校 特 色 ， 特 色 學 校 係 指 執 行 教 育 部 「 活 化 校 園 空 間

暨 發 展 特 色 學 校 計 畫 」 之 學 校 ， 由 學 校 行 政 、 教 師 、 學 生 、

家 長 共 同 營 造 屬 於 學 校 獨 特 的 、 優 質 的 主 題 性 特 色 課 程 ， 凝

聚 共 同 的 教 育 願 景 ， 並 結 合 社 區 資 源 ， 在 課 程 設 計 上 融 入 本

土 化 、 在 地 化 、 全 球 化 的 素 材 ， 達 到 學 校 創 新 經 營 、 教 師 創

意 教 學 、 學 生 多 元 學 習 的 目 標 。  

 

二 、 特 色 課 程  

    指 學 校 能 依 教 師 專 長 、 學 生 需 求 與 社 區 資 源 發 展 特 色 課 程 ，

且 能 融 入 校 本 課 程 進 行 教 學 ， 並 邀 請 專 家 學 者 協 助 建 構 特 色

課 程 ； 課 發 會 也 能 發 揮 功 能 ， 規 劃 學 校 特 色 課 程 發 展 相 關 事

宜 並 確 實 推 動 。  

 

 

【 填 答 說 明 】 本 部 分 共 有 1 5 題 ， 是 要 瞭 解 您 對 「 特 色 學 校 」

議 題 之 基 本 理 念 、  課 程 目 標 、 實 施 方 式 等 方 面 之 理 解 程 度 ，

請 您 仔細閱讀每一個題目後，依 據  五個量表尺度，在 適 當 的 數 字 畫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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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 色 學 校 是 依 據 學 校 環 境 特 色 所 發 展 出 具 有 獨  

  特 教 育 表 現 的 學 校 。  
5  4  3  2  1  

2 .特 色 學 校 方 案 的 實 施，可 以 活 化 校 園 空 間 並 且 有  

  效 利 用 校 園 資 源 。  
5  4  3  2  1  

3 .特 色 學 校 是 各 校 依 據 其 特 殊 條 件 與 需 求，為 達 成  

  學 校 永 續 經 營 的 目 標，規 劃 多 樣 性、主 題 性 的 課  

  程 。    

5  4  3  2  1  

4 .特 色 學 校 的 發 展 能 將 新 觀 念、新 作 為 帶 入 學 校 場  

  域 ， 增 進 學 校 效 能 與 績 效 。  
5  4  3  2  1  

5 .特 色 學 校 的 經 營 是 全 體 學 生 都 能 參 與，享 受 更 豐  

  富 的 學 習 資 源 。   
5  4  3  2  1  

6 .特 色 學 校 是 結 合 鄰 近 之 特 色 環 境 資 源 與 人 文 特  

  質 ， 規 劃 出 主 題 之 特 色 課 程 。  
5  4  3  2  1  

7 .特 色 學 校 是 將 學 校 本 身 特 色 融 入 在 學 校 課 程 與  

  教 學 活 動 上 。  
5  4  3  2  1  

8 .特 色 學 校 方 案 之 特 色 課 程 需 以 學 生 的 興 趣 和 需  

  求 為 目 標 。  
5  4  3  2  1  

9 .特 色 課 程 的 發 展 需 依 教 師 專 長 組 成 協 同 教 學 團  

  隊 進 行 規 劃 。  
5  4  3  2  1  

1 0 .特 色 課 程 的 發 展 可 結 合 專 業 人 士 ， 以 彰 顯 社 區  

   資 源 為 特 性 。  
5  4  3  2  1  

1 1 .特 色 學 校 能 提 供 他 校 參 觀 與 體 驗 學 習 的 處 所 ，  

   鼓 勵 城 鄉 交 流 。   
5  4  3  2  1  

1 2 .特 色 課 程 需 結 合 九 年 一 貫 課 程 各 學 習 領 域 融 入  

   地 方 特 色 教 學 。  
5  4  3  2  1  

1 3 . 特 色 學 校 方 案 之 課 程 強 調 讓 學 生 「 從 做 中  

學 」、「 從 體 驗 中 學 」、「 以 自 然 為 師 」，深 化 學 生

的 學 習 經 驗 並 建 構 其 知 識 系 統 。  

5  4  3  2  1  

1 4 .特 色 學 校 方 案 課 程 之 推 展 可 鼓 勵 社 區 人 士 與 家  

   長 共 同 參 與 。  
5  4  3  2  1  

1 5 .運 用 「 策 略 聯 盟 」 的 合 作 關 係 可 以 資 源 共 享 ，  

   擴 展 學 生 的 學 習 環 境 。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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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部 分 、 國 小 教 師 對 「 特 色 學 校 」 的 態 度  

 

 

 

 

 

 

 

 

 

1 .我 認 為 特 色 學 校 的 發 展 可 以 爭 取 學 校 辦 學 績 效  

  獲 得 肯 定 。  
5  4  3  2  1  

2 .我 認 為 教 師 應 具 有 發 展 特 色 課 程 的 專 業 能 力 。  5  4  3  2  1  

3 .我 認 為 特 色 課 程 的 實 施 ， 能 讓 學 生 有 更 豐 富  

  更 多 元 的 學 習 內 容 。  
5  4  3  2  1  

4 .我 認 為 校 長 與 行 政 人 員 具 備 課 程 領 導 能 力 是 成  

  功 推 動 特 色 學 校 的 重 要 因 素 。  
5  4  3  2  1  

5 .我 認 為 家 長 及 社 區 人 士 共 同 參 與 特 色 課 程 發  

  展 ， 有 助 學 校 推 動 成 為 「 特 色 學 校 」。    
5  4  3  2  1  

6 .我 認 為 花 時 間 與 經 費 來 推 動 「 特 色 學 校 」 是 不  

  值 得 的 。  
5  4  3  2  1  

7 .我 認 為 行 政 單 位 如 果 能 提 供 支 援 ， 教 師 不 會 排  

  斥 學 校 發 展 「 特 色 學 校 」。  
5  4  3  2  1  

8 .我 認 為 特 色 課 程 的 推 動 是 額 外 的 負 擔 。  5  4  3  2  1  

9 .我 會 擔 心 沒 有 能 力 編 寫 特 色 學 校 方 案 的 特 色 課  

  程 。  
5  4  3  2  1  

1 0 .我 會 參 與 教 學 團 隊 ， 進 行 特 色 課 程 的 協 同 教  

   學 。  
5  4  3  2  1  

1 1 .我 願 意 嘗 試 創 新 的 教 學 方 式，因 應 特 色 學 校 方  

   案 課 程 的 實 施 。  
5  4  3  2  1  

1 2 .我 願 意 參 加「 特 色 學 校 」方 案 的 研 習 或 活 動 ， 

   增 進 對 特 色 學 校 的 瞭 解 。  
5  4  3  2  1  

1 3 .教 學 準 備 時 間 不 足，會 影 響 我 參 與 特 色 學 校 發  

   展 方 案 的 意 願 。  
5  4  3  2  1  

【 填 答 說 明 】 本 部 分 共 有 15 題 ， 是 要 瞭 解 您 對 「 特 色 學

校 」 議 題 之 態 度 ，  請 您 依 據 五個量表尺度，仔細閱讀每一個題目

後，在 適 當 的 數 字 畫「 ○ 」，表 示 您 對 該 項 觀 點 認 同 的 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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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我 願 意 帶 著 學 生 參 與 和 進 行 特 色 課 程 的 活 動。 5  4  3  2  1  

1 5 .我 願 意 帶 領 學 生 前 往 特 色 學 校 遊 學，體 驗 不 同  

   的 學 習 環 境 。  
5  4  3  2  1  

 

第 四 部 分 、 教 師 對 「 特 色 學 校 」 方 案 之 意 見 ：  

1 .您 是 第 一 次 知 道 教 育 部 於 9 6 年 度 推 動「 活 化 校 園 空 間 暨 發 展 特  

  色 學 校 計 畫 」 方 案 ：  

 （ 1） □  是   （ 2） □  不 是   

 

2 .您 認 為 學 校 若 是 參 與 發 展 「 特 色 學 校 」， 可 以 發 揮 哪 些 功 能 ：  

  （ 可 複 選 ）  

 （ 1） □ 建 立 學 校 品 牌 形 象     （ 2） □ 提 升 學 校 競 爭 力      

 （ 3） □ 吸 引 學 區 外 學 童 就 讀   （ 4） □ 爭 取 更 多 教 育 經 費 支 援  

 （ 5） □ 凝 聚 同 仁 對 學 校 的 認 同 （ 6） □ 促 進 教 師 專 業 成 長  

 （ 7） □ 提 升 學 生 學 習 成 就     （ 8） □ 豐 富 學 生 學 校 生 活  

 （ 9） □ 其 他 ：（ 請 詳 述 ）  

   

3、 若 您 有 選 擇 權 時 ， 願 意 支 持 學 校 發 展 「 特 色 學 校 」 嗎 ？  

（ 1） □  願 意 ：  （ 請 說 明 理 由 ）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 2） □  不 願 意 ：（ 請 說 明 理 由 ）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 3） □  其 他 ：  （ 請 說 明 理 由 ）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問 卷 到 此 結 束，誠 摯 的 感 謝 您 撥 冗 填 答 此 問 卷，懇 請 您 再 次 檢

閱 是 否 有 遺 漏 之 處，，再 次 感 謝 您 的 寶 貴 意 見 及 協 助，祝 福 您

一 切 平 安 喜 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