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錄三 

評分者信度 

壹、填答說明 

以下各題列出論文訪談逐字稿（未編碼前），請依您的專業背景將下列逐字

稿予以分類並簡短描述分類的理由。 

 

貳、核心概念代碼 

a：品格教育概念、b：目前學校中品格教育、c：學生道德或品格問題、d：

現今學生品格、e：學生道德低落、f：教師對學生品格的影響力、g：實施品格

教育的配合、h：校園文化、i：九年一貫課程下的品格教育、j：品格塑造與學業

成就、k：品格教育之評鑑、l：道德知識與道德行為、m：道德兩難教學法、n：

價值澄清法、o：正確的道德答案、p：品格教育過程與結果、q：品格教育觀念

上的衝突、r：品格教育者的困境。 

 

參、代碼解釋 

a. 品格教育概念：對於品格教育的相關理論、知識與概念的認識，其中包含影 

響品格教育的相關因素。 

b. 目前學校中品格教育：現今教育體制之下，國民小學中實施品格教育的現況。 

c. 學生道德或品格問題：國民小學教師在國小教學現場所面臨到的學生一些道

德或者是品格上的一些問題或行為。 

d. 現今學生品格：指國民小學階段學生的一些品格知識與行為。 

e. 學生道德低落：指目前國民小學學生的道德。 

f. 教師對學生品格的影響力：教師能否發揮對於學生品格形塑的影響。 

g. 實施品格教育的配合：於國民小學中實施品格教育的相關面向。 

h. 校園文化：泛指校園環境的軟、硬體與組織之間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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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九年一貫課程下的品格教育：實施九年一貫課程後，以領域取代分科下的品格

教育。 

j. 品格塑造與學業成就：強調品格教育的重要性與著重學業成就之間的關係。 

k. 品格教育之評鑑：對於學生的品格所進行的評鑑工作。 

l. 道德知識與道德行為：道德知識與道德行為之間的關係。 

m. 道德兩難教學法：運用道德兩難問題，進行道德教學。 

n. 價值澄清法：運用價值澄清法的選擇、珍視、行動三步驟，進行教學。 

o. 正確的道德答案：實施品格教育實應否給學生正確的道德答案。 

p. 品格教育過程與結果：指實施品格教育與品格教育的過程。 

q. 品格教育觀念上的衝突：國民小學教師與家長或與學生之間，對於品格教育

觀念的歧異之處。 

r. 品格教育者的困境：國民小學教師於當前實施品格教育的困境。 

 

肆、抽取未編碼前的逐字稿讓評分者進行編碼 

（粗體字代表與研究者不一致） 

1. 品行與人格的培養教育，更深一層的意義是利用各種教育方法，導引學習者

的人格發展，朝向真、善、美的境界，使不成熟的個體趨於成熟。 

評分者一： 

分類：a 

分類理由：對於品格教育的簡單定義。 

評分者二： 

分類：a 

分類理由：品行與人格的培養教育即是品格教育，而導引學習者的人格良善發

展，正是品格教育的目標。 

 

 138



2. 我覺得老師的影響力雖然很大，但是沒有大到可以抗衡家庭、同儕、媒體或

社會。舉例來說，大部分的學生還是會對教師說：「老師，我媽媽說⋯⋯」或是

「我爸爸⋯⋯」，聽起來的感覺就好像他們還是最把爸媽的話當一回事，當然這

有可能只是有時候忘東忘西或做錯事的藉口，但是畢竟父母還是跟孩子關係最為

密切，教師雖然可以介入影響，但是並非短期內就可以達到效果的。 

評分者一： 

分類：f 

分類理由：從學生的回話中，似乎可以看出對於孩子品格教育的影響，老師的影

響力未及家長的影響力。 

評分者二： 

分類：f 

分類理由：承認教師確實對學生有很大的影響力，並以個人的經驗出發，比較了

教師及學生家長兩者對於學生品格影響的強度。 

 

3. 現在的學生都是要求別人，以前是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現在是嚴以律人，

寬以待己，現在都是這樣，不管大人或小孩，都只會要求別人，甚至於到了苛求

的地步，但是對於自己卻是很好，最常發現就是現在班上的小朋友大部分都是以

自己為主，自我中心。 

評分者一： 

分類：c 

分類理由：指出現今學生的道德低落，所以很明顯的會有上述的行為表現出現。 

評分者二： 

分類：c 

分類理由：指出現今學生的品格問題的癥結在於自我中心，寬以待己，卻嚴以律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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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隨機教學是導師可以運用的方式之一，只能從一些突發事件或是一些生活當

中所遇到的問題，把這些問題當成是教材來進行教學。 

評分者一： 

分類：i 

分類理由：因為隨機教育是老師教學的過程。 

評分者二： 

分類：b 

分類理由：受訪者提到隨機教學應為教學方法之一，而教材內容則來自於生活中

的突發事件，這是目前普遍見於國民小學中的品格教育現況。 

 

5. 我會觀察學生的言行、舉止，從日常生活中慢慢的觀察學生的一些反應，一

些狀況，對於學生的行為，如果我想要再多了解一些的話，我會找他們聊一聊，

就是用訪談的方式。 

評分者一： 

分類：p 

分類理由：觀察學生、訪談學生，都是教學的一種方法與過程。 

評分者二： 

分類：k 

分類理由：教師觀察學生的行為反應或進行訪談主要原因可能有：1.瞭解現況；

2.評估成效。 

 

6. 因為家庭、同儕、媒體或社區（社會）的影響這麼多，但是老師只是單一的，

所以以「一不足以抗衡全部」，但是老師的影響也有其價值，老師還是要去做該

做的事，因為學校是小朋友學習的環境，老師還是可以塑造班級氣氛，教導小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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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發揮影響力的。 

評分者一： 

分類：f 

分類理由：強調老師對於學生的品格教育還是具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的。 

評分者二： 

分類：f 

分類理由：肯定教師對學生品格具有影響力，但同時又表達出家庭、社會、媒體

與學校傳遞不同價值，導致觀念上的衝突問題。 

 

7. 不但品格教育的實施與塑造不會和學業成就有所衝突，反而是相輔相成的。 

評分者一： 

分類：j 

分類理由：明白說出品格教育的實施與塑造不會和學業成就有所衝突，反而是相

輔相成。 

評分者二： 

分類：j 

分類理由：提到了兩個變項，品格教育的實施與學業成就的相關問題。 

 

8. 如果是兩難但是不違法的情況下，我想還是不要給正確答案比較好，因為道

德本來就很能給予一個文字式的標準定義的。 

評分者一： 

分類：o 

分類理由：說初步應該給孩子一個正確的道德答案。 

評分者二： 

分類：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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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理由：實施品格教育實應否給學生正確的道德答案。 

 

9. 會與家長當面闡述不同的觀念，希望能夠有效的溝通，而非只是各說各話，

各自表述。 

評分者一： 

分類：q 

分類理由：老師和家長意見、看法相左，就是所謂的觀念上的衝突。 

評分者二： 

分類：q 

分類理由：與家長溝通原因在於教育觀念的不同，因而仍屬於品格教育觀念上衝

突的範疇。 

 

10. 嗯，對於現在學生在學校所教授到的品格教育當然是不滿意啊！⋯⋯你問我

為什麼喔？當然是學校課程沒有教啊！ 

評分者一： 

分類：i 

分類理由：提到課程沒教，就是跟九年一貫的分領域教學有直接關係。 

評分者二： 

分類：b 

分類理由：除了不滿之外，更重要的是點出了目前九年一貫課程下欠缺設置品格

教育相關領域的問題。 

 

11. 我會利用課堂上的對話澄清一些價值觀，讓學生去思考，去選擇，對話是一

個很好的方式， 

評分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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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n 

分類理由：澄清些價值觀，就是價值澄清法的品格教育教學。 

評分者二： 

分類：n 

分類理由：提出了道德教育的方法之一，價值澄清法。 

 

12. 對於類似偷藥之類的道德兩難問題，我認為對於學生的道德推理、和學生的

道德行為，我是認為有幫助，因為小朋友可以藉由道德兩難的問題去思考，那他

們在思考的過程當中，其實就是在做道德推理。 

評分者一： 

分類：m 

分類理由：偷藥的例子就是很明確的道德兩難教學法。 

評分者二： 

分類：m 

分類理由：提出了道德教育的方法之一，道德兩難教學法。 

 

13. 學校的校園文化對於學生來說，是具有意義的，文化是會影響教育的，而教

育也是文化的一部分，在每個學校的不同校園文化當中，應該都有其可以發揮影

響力的地方，所以老師必須要找出來，將其功能發揮，讓學生能夠沉浸在校園文

化當中，陶塑其品格，涵養其文化。 

評分者一： 

分類：h 

分類理由：校園文化對於孩子的品格教育有其直接影響。 

評分者二： 

分類：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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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理由：提到了校園文化，並肯定文化可發揮良好的影響力。 

 

14. 倒是身為一個老師或是父母，可以在孩子做出思維結果之前的過程裡，適度

的給予引導與意見，勢必能對孩子做出最適宜的判斷有所助益。 

評分者一： 

分類：p 

分類理由：引導孩子對於品格價值的引導就是一種教學過程。 

評分者二： 

分類：p 

分類理由：提到了在品格教育的過程，教師及父母應該扮演好引導的角色，而不

是放任孩子自行發展。 

 

15. 如果說學生的道德方面差很多的話，那是不是社會價值觀念的改變，是不是

整個社會的價值觀有所改變，所以覺得學生道德方面差很多，我的看法是，小學

生應該沒有差很多，而是同儕、社會價值的多樣性，都改變了。 

評分者一： 

分類：g 

分類理由：如果說是同儕、社會價值的多樣性，都改變了，那就是說對於學生品

格教育的實施不僅止於校園，還需多方面的配合。 

評分者二： 

分類：e 

分類理由：指出現今學生道德低落。 

 

16. 到底什麼是完整的品格教育，那具體內容是什麼，我想了解，當老師對這個

最基本的都不了解的情形下，如何教學生，老師應該要先對於品格教育有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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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之後才有辦法進行品格教育。 

評分者一： 

分類：a 

分類理由：強調老師本身對於品格教育的概念要很清楚，方能導正、教育學生。 

評分者二： 

分類：r 

分類理由：受訪者欲了解品格教育的概念，包括定義、內容及實施方法等諸多面

向，這應該是品格教育者所面臨的困境。 

 

17. 學校中實施品格教育需要多方面的配合，學校老師、教育政策、教育主管、

上行下效，使其更具說服力。 

評分者一： 

分類：g 

分類理由：要將品格教育落實，需要多方面的配合。 

評分者二： 

分類：g 

分類理由：直指實施品格教育需要各方良好的配合。 

 

18. 道德知識和道德行為兩者之間一定存在著極大的落差。就算是刻意的強調道

德行為的重要性，我想也未必能達到認知與實踐的平衡。 

評分者一： 

分類：l 

分類理由：強調道德認知與道德行為的彼此關係。  

評分者二： 

分類：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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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理由：提到了道德知識與道德行為兩者的關係。 

 

19. 所遇到的人、事、時、地、物，在在都是影響個人品格的因素，「身教、言

教、境教」都會影響。 

評分者一： 

分類：g 

分類理由：強調多面向的影響。 

評分者二： 

分類：r 

分類理由：影響品格教育的因素眾多，且往往無法加以控制，因此可視為是品格

教育者於實施品格教育時所面臨的困境。 

 

20. 品格的塑造是無法光靠一堂課、二堂課就可以看得出來，是必須要長期的努

力，因此，如果強調的話，勢必會佔去一些時間。 

評分者一： 

分類：j 

分類理由：課程的時間分配無法滿足教學者的需求，所以勢必對其他的課程產生

排擠效應。 

評分者二： 

分類：r 

分類理由：品格乃是長時間的教育形塑而成，不但成效無法立竿見影，而且可能

佔用時間排擠其它課程，可視為是困境之一。 

 

伍、結果分析 

  在抽取未編碼前的逐字稿內容的評分者信度，二十題中評分者一與研究者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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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相同代碼合計十五題，一致的程度有 75%（15÷20=75%），而評分者二與研究

者編製相同的代碼合計十七題，一致程度有 85%（17÷20=85%），評分者信度尚

稱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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