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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係從社會認知理論的觀點探討教師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的過程中，影響其專業成長的關鍵因素及彼此的交互關係。為達成研

究目的，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的方法，以曾參與過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的九位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實施深度訪談的方式，並使用不斷分析

比較法進行資料的分析。本研究發現，在社會期待、學校內部的壓力、

評鑑計畫，以及成長需求與預知評鑑走向等交互作用下，受訪教師因

而有了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行為；此外，受訪教師透過觀察學習

而訂定的評鑑計畫與被評鑑的壓力，不僅促使受訪教師出現參與評鑑

之行為，亦須展現成長動機、觀察學習和轉化外在經驗以驅使、維

持其行為，從中獲得同儕激勵，激發更深層的教學調整與自省能力，

以利進行後續的專業成長作為，故在個人、環境與行為三因素的交互

作用下，受訪教師才得以透過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而獲得專業成長。

後，本研究也針對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實施提出相關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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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Factors Regarding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 Social 
Cognition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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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interaction 
of environment, person, and behavior factors to understand what could 
affect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professional growth through teacher 
evaluation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e qualitative method design 
was used. The individuals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were nin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Data were mainly collected from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The constant comparative method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Our findings revealed that it was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ocietal expectations, stress from the school, evaluation requirements, and 
anticipated professional growth that these teachers decided to participate 
in teacher evaluation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Besides, the stress of 
evaluation and the constructive evaluation guidelines also stimulated their 
motivation to seek professional growth, to learn from observations, and 
to transform their external experiences into consistent behaviors. These 
behaviors in turn provided peer motivation for them and aroused their 
deep self-reflective capability. Thus, teachers’ professional growth was 
affected not by the behavior factor alone but rather the interactions among 
environment, person, and behavior factors. Discussion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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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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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目前國內中小學校所實施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目的在於增進

教師的專業發展與素養，進而提升教師的教學品質與學生的學習成效

（鄭淑惠，2011）。沈靜濤（2009）指出，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歷

程中，教師兼具「行動者」與「學習者」之角色，藉由不斷的專業學

習與成長，以促進教師專業知能的發展。因此，學習是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的一個重要面向；相關研究也指出，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可引發個

人、團隊與組織等多層次的學習（潘慧玲，2002；潘慧玲、陳文彥，

2010；鄭淑惠，2011）。由此可知，在教師專業評鑑的過程中，學習

是相當重要的議題。

目前相關研究大多關注教師的「被評鑑者」角色，如以問卷調查

法，調查教師對評鑑的態度或看法（吳金香、陳世穎，2008；鄭進丁，

2007；顏國樑、洪劭品，2007）等，或探討學校辦理教師評鑑之情形、

實施歷程、成效與困難（孫志麟，2008；張素貞、吳俊憲，2011；張

德銳、周麗華、李俊達，2010；Craig, 2010；Green, 2001）。雖有部

分研究探討組織的學習或專業學習社群（潘慧玲、陳文彥，2010；賴

慧真，2008；鄭淑惠，2011；沈靜濤，2009），但以學習議題為主的

研究仍然較為缺乏。因此，無法廣泛且深入了解評鑑歷程中教師如何

學習以致專業成長，也難以有系統地解釋教師學習專業成長的過程與

相關因素。

而且，相關研究多將專業成長歸因於參與評鑑知能培訓、建置教

學檔案、教師間的分享討論與實施教學觀察等行為（周麗華，2010；
孫志麟，2008；張素貞、吳俊憲，2011；張德銳等人，2010；馮莉

雅，2010；鄭淑惠，2011；Green, 2001），容易使人產生「透過參與

評鑑之行為即可獲得專業成長」傾向，窄化了教師專業成長的因素，

也未深入探討個人因素、環境因素與行為間的互動關係。從 Bandura
（1986）的社會認知理論（social cognitive theory）來看，學習行為應

該是和個人、環境交互作用而產生；換言之，個人、環境、行為三者

其實是彼此交互作用來決定個人行為，學習行為不應只是單一因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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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因此，在參與專業成長評鑑的過程中，教師是如何藉由個人、環

境因素及其行為的交互作用下而獲得專業成長呢？值得深入探討。

有鑑於此，本研究旨在以社會認知理論的觀點探討教師參與教師

專業發展評鑑的過程中，影響其專業成長的關鍵因素及彼此的交互關

係，亦即本研究以社會認知理論的重要概念包括個人、環境和行為，

作為分析的基礎，結合相關研究的結果，進行深入的探討，探究影響

教師專業成長的關鍵因素及彼此間的互動關係，藉以對教師專業成長

獲得廣泛的了解。

貳、文獻探討

首先，從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與學習的關係談起，其次，探討社會

認知理論的概念與相關研究， 後，再以社會認知理論的觀點探討教

師專業成長因素。

一、學習是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重要面向

目前國內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係為一種強調教師專業成長的形成性

評鑑，係為了讓教師了解自己教學之優缺點及原因，並從不斷的自我

了解與省視中，獲得專業成長及提升教學品質（教育部，2009）。由

此可知，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歷程中，教師不僅是「受評者」，而

是「研究者」、「行動者」與「學習者」之角色，藉由不斷的專業學

習與成長，以促進教師專業知能的發展（沈靜濤，2009）。

Sawa（1995）認為學習是教師評鑑的重要面向；沈靜濤（2009）
也指出，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重點在於營造專業學習的環境，換言

之，評鑑的過程即是學習的過程，評鑑不僅可以用來評估績效，也

可以用來培育參與者的能力（江惠真，2009）。因此，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能讓教師有持續成長的動力，進而邁向終身學習（呂永財，

2004）。此外，從組織學習的觀點來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不僅可以

引發個人層次的學習，亦可引發教師專業社群的學習，進而提升為學

校的組織學習（潘慧玲，2002；潘慧玲、陳文彥，2010；鄭淑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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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目前國內有關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與學習的研究，僅有幾篇且多以

組織學習的角度進行探討，較缺乏以個人學習的觀點進行分析。賴慧

真（2008）採取分層比例抽樣的方式，以臺北市 597 位公立國中教師

為研究對象之調查研究，研究結果指出組織學習與教師評鑑接受度間

具有顯著正相關，但這項研究並未探討組織學習的歷程及其與教師專

業發展評鑑之關係；潘慧玲和陳文彥（2010）、以及鄭淑惠（2011）
的研究，探究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對組織學習之影響，兩項研究的結果

均指出，個案學校所實施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能帶動個人、團隊與

組織層級的組織學習。上述兩項研究中，個人層級的學習僅為研究的

一部分，無法廣泛且深入了解教師的學習和成長是受到哪些因素的影

響，而這些因素之間的關係又是如何？這些議題都是亟待了解與探討

之焦點。

二、社會認知理論的概念與相關研究

在探討個人學習行為的研究中，社會認知理論（Bandura, 1986）
已被廣泛運用於專業知識分享（郭峰淵、曾繁絹、劉家儀，2006）、

學習歷程（毛國楠、程炳林，1993）、學習成效（朱彩馨、彭虹綾，

2009；余泰魁，2007；Bernard, Abrami, Borokhovski, Wade, Tamim, 
Surkes, & Bethel, 2009; Chen, 2004; Lee, Wong, & Fung, 2010; 
Venkatesh, Morris, Davis, & Davis, 2003; Wang & Lin, 2007; Wu & Gao, 
2011）等方面的議題。因此，社會認知理論可作為探討學習行為的重

要理論基礎。

Bandura（1978, 1986）認為，影響個人行為（Behavior, B）的焦

點在於個人因素（Person, P）與環境因素（Environment, E）。環境

因素是個人之外所有能夠影響個人行為的客觀因素，如社會規範、社

會壓力、同儕激勵等；而個人因素則包含了個人的特質、動機、意

識判斷以及有意圖的行動等，個人主要係透過符號能力（symbolizing 
capability）、預知能力（forethought capability）、替代能力（vicarious 
capability）、自我調節能力（self-regulatory capability）與自省能力

（self-reflective capability）等五種基本能力的運作，來驅使、調節與



229從社會認知理論的觀點探討教師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因素　莊雪華　黃繼仁　江佳勳�

維持其行為。

Bandura（1978）認為，無論單向論或部分雙向論，都將個人內

在認知與外在環境的影響視為獨立變項，而行為是依變項，其實是忽

略了個人內在認知與外在行為會彼此影響，亦忽略了行為產生後的

經驗又會轉而影響個人的認知、想法與期望。因此，Bandura 將個人

（P）、環境（E）及其行為（B）三因素間（PBE 互動模式）的互動

關係予以串連，彼此成為相互關連的決定因素（見圖 1）。

圖 1　PBE 互動模式 

PBE 互動模式

PE

B

資料來源：Bandura, A. (1978). The self system in reciprocal determinism. American 

Psychologist, 33, 345.

在 PBE 互動模式中，個人的行為、認知等因素，與環境因素之

間構成動態的交互決定關係（Bandura, 1986）。換言之，個人的行動

不僅受到行為後果及環境因素的控制，也受到個人認知歷程的影響，

個人有一部分為環境的產物，但因個人能夠選擇、創造與改變環境，

所以也是環境的製造者。因此，個人是根據其意圖而產生一連串的行

動，即為人類動因（human agency），此動因說明了個人對自己行為

有某種程度的控制（Bandura, 1989），個人、環境、行為三者其實是

交互作用來決定個人行為。例如，陳教師嘗試教導學生分數概念的策

略都失敗了，這個失敗的經驗會導致其自信心的降低，然而，若當周

遭環境有其他教師可以提供行為的典範，陳教師從中觀察其成功的經

驗時，將有助於提升其自信心與學習新的教學策略與經驗。

相關研究指出，學習者會受到同儕、教導者等社會影響因子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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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而牽動個人學習動機（毛國楠、程炳林，1993；Chen, 2004 ; Lee 
et al., 2010 ; Venkatesh et al., 2003 ; Wu & Gao, 2011），而學習者的個

人認知因素與動機則會影響其學習成效（朱彩馨、彭虹綾，2009；
Benbunan-Fich & Hiltz, 2003 ; Lim & Kim, 2003 ; Lee et al., 2010）；

再者，組織氣氛、學習中介系統等環境因素亦能影響學習者的學習

成效（陳嵩、蔡青曄、陳光偉，2011；Bernard et al., 2009 ; Vaughan, 
2002）；余泰魁（2007）以社會認知理論為基礎，建構「科技媒介學

習環境之學習成效」的因徑模式，研究結果發現學習者會受到同儕、

教導者等社會影響因子的互動，而牽動個人學習動機；學習者的個人

認知因素與動機則會影響其學習成效；而系統功能、社會影響等環境

因素則能正向影響學習者的學習成效。上述相關研究，係以社會認知

理論為基礎的量化研究，數量頗為豐富；然而，量化研究卻無法清楚

描述三因素間的雙向互動關係，因其係將某一因素視為自變項，而另

一項因素則視為依變項，係屬於單向模式（如 EP）。

雖然社會認知理論的相關研究較少採取質性取向，但是，這種

類型的研究反而能更清楚且完整地描述三項因素之間的互動關係。例

如，郭峰淵等人（2006）以社會認知理論的觀點探討醫師專業知識

分享之研究，其研究結果指出，醫師對於醫療專業知識的繼續學習與

分享互動，是在複雜的社會制度結構與醫療風險的不確定性等情境因

素影響下，必須培養與運用各種適當能力所產生的醫療知識活動；

Wood 和 Bandura（1989）的研究也指出，學習者會受到教學系統（環

境因素）影響個人的內在認知，接著反饋至個人所處的教學系統；當

個人知覺到教學系統改變時，亦會反饋到個人行為表現；而行為表現

受到個人內在認知的影響時，行為表現的改變也會反饋到內在認知，

三要素間彼此是呈現一個相依的動態關係。

綜上所述，個人因應各種的狀況、任務而採取行動時，與其所處

之環境及個人因素密切相關且彼此呈現相依關係。所以，本研究係採

用質性研究的方法，藉由社會認知理論的觀點，以建構與詮釋的觀點

出發，探討影響教師專業成長的關鍵因素，進而分析因素之間的交互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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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專業成長的相關因素及其互動關係探究

相關研究在探討教師專業成長之因素時，對於行為因素的論述

相當完整且豐富，例如評鑑計畫的研擬與討論、教學檔案之建置、實

施教學觀察，以及參與相關研習活動等（周麗華，2010；孫志麟，

2008；張素貞、吳俊憲，2011；張德銳等人，2010；馮莉雅，2010；
鄭淑惠，2011；Green, 2001）。

其次，環境因素方面，則包括家長與學生的評鑑壓力（Green, 
2001）與時間壓力等（孫志麟，2008；顏國樑、洪劭品，2007），此外，

校長與主任之領導，以及評鑑的推動方式與策略等可說是推動評鑑的

關鍵要素（周麗華，2010；張德銳等人，2010；馮莉雅，2010；潘慧

玲、陳文彥，2010；鄭淑惠，2011；鄭進丁，2007；Craig, 2010）。

而在個人方面，評鑑提供教師進行教學省思、激發自我超越的動

力等（周麗華，2010；孫志麟，2008；張德銳等人，2010；鄭淑惠，

2011）。然而，相關研究較少談及教師之參與動機，由於學習是教師

專業發展評鑑的重要面向，而動機是學習行為的基礎，在學習歷程

上，動機會受個人認知及動機信念的影響，進而影響自我能力與學習

行為的表現（Goudas, Biddle, & Underwood, 1995），因此，教師之參

與動機對其學習行為有何影響？有待進一步探討。

如上所述，相關研究大多關注於行為因素的探討，卻未進一步

探討行為、個人與環境三因素之間的互動關係，因而無法深入了解教

師是如何透過個人因素、環境因素與行為間的交互關係而獲得專業成

長；而且，究竟教師是如何透過基本能力的運作，來驅使、調節與維

持其資料的建置、實施教學觀察等行為？環境因素又是如何影響教師

之行為？而行為產生後的經驗又如何轉而影響個人與環境因素？皆有

待進一步探究。

從社會認知理論的觀點來看，行為因素、環境因素與個人因素並

非獨立存在，而是相互關聯的。因此，若能透過社會認知理論的觀點，

進一步分析與探究行為、環境與個人等三因素間的交互作用，方能清

楚呈現教師專業成長之原因與過程。

所以，本研究欲藉由社會認知理論的觀點，採用質性研究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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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聚焦於探討教師獲得專業成長之因素及其間的交互作用，期能完

整呈現與解釋教師專業成長的過程、關鍵因素及彼此之間的交互作

用。

參、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的方法，透過訪談的方式可進一步了解參與

者的知覺和經驗，獲得更豐富的資料，藉以完整地捕捉教師參與教師

評鑑專業成長之因素及其間的互動關係。

一、研究對象

由於個人因素與環境因素是社會認知理論的重要概念，因此，本

研究將學校規模、職務、任教年資及參與評鑑年資列為選取受訪者的

標準之一，同時考量受訪者之意願，故每種類別至少有 1 位。

本研究所取樣的研究對象為 9 位國小教師，任教於中部地區，男

性教師有 1 位，女性教師則有 8 位，受訪對象之基本資料如表 1 所示。

表 1

受訪者之基本資料

代號 性別 學校規模 職務 任教年資 參與評鑑年資

A
B
C
D
E
F
G
H
I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男

女

  6 班

24 班

36 班

  6 班

  6 班

24 班

24 班

12 班

12 班

教師兼組長

教師兼組長

主任

教師

教師

教師

教師

教師兼組長

主任

  7 年

17 年

20 年

  2 年

21 年

  4 年

18 年

18 年

17 年

2 年

1 年

1 年

1 年

1 年

2 年

2 年

1 年

1 年

值得注意的是，受訪的個案傾向集中於認真完成準備評鑑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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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對於自己在評鑑工作的努力與付出具相當程度的自信；而在徵

詢的過程中也發現，過謙、被迫或自認交差了事的教師則容易被排除

在樣本之外。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者的角色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不在於評鑑教師的專業成長績效，而是在於

「了解」教師專業成長的過程與相關因素，因此，研究者決定採取「學

習者」角色。

然而，研究者的身分與「學習者」角色有些衝突，可能使受訪者

產生防衛心態或有所保留，為了避免這些負面影響，因此，研究者以

自身的人際網絡為起點，尋找符合本研究目的且能提供豐富訊息的受

訪者。

（二）訪談

本研究擬定半結構性的訪談大綱，採取以開放且互為主體的尊重

態度，蒐集受訪者的經驗與感受。訪談大綱主要可分為兩大部分，第

一部分請受訪者描述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動機、原因；第二部分

則是請受訪者談談自己的參與經驗，例如：評鑑方式與標準是如何制

定？請說明自身的教學觀察過程，如何準備？結果為何？以及如何擔

任教學觀察者？請說明自身如何準備教學檔案？評鑑歷程中曾遭遇哪

些問題，如何調節與修正？以及請受訪者談談自己在評鑑歷程中獲得

哪些收穫與專業成長等。 
經受訪者同意後，先將訪談大綱寄給受訪者，讓受訪者可以了解

受訪內容並預做心理準備。訪談進行前，研究者會先跟受訪者閒話家

常，一來與受訪者建立互動關係，二來告知受訪者本研究目的，並請

受訪者簽署訪談同意書與告知相關研究倫理，包含錄音資料的整理、

隱私權的保護，以及初稿的審核等。每位受訪者的訪談時間約為一小

時，研究者並於逐字稿謄寫完畢後，透過 e-mail請受訪者補充與確認，

研究者並持續追蹤信件回覆情形，直到資料飽和與確認受訪者無其他

補充意見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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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料分析

本研究以不斷分析比較法（constant comparative method）作為

資料分析的策略（林本炫，2006；徐宗國譯，1997）。首先必須

將訪談逐字稿逐字閱讀，逐行、逐句或段落分解，並加以概念化

（conceptualizing）。本研究的編碼歷程首先將受訪者編號，再依逐

字稿中與本研究主題有關的重要片段進行編碼，例如 A-06-09911，第

一欄英文字 A 表示第 1 位受訪者，第二欄的數字 06 則表示受訪者的

學校規模為 6 班，第三欄的數字 09911 則是指訪談年月。研究者與共

同研究者將訪談逐字稿中，認為是與本研究主題有關的重要片段以螢

光筆畫記標示。所謂與研究主題有關的重要片段是指教師在教師專業

發展評鑑的個人、環境與行為因素等相關面向。

其次，將性質與內容相近的概念，聚攏成一類的過程，稱為「範

疇化」（categorizing），由此萃取出的層次較高的概念，就稱為「範

疇」，而概念的命名，本研究皆多是以社會認知理論的概念來命名（見

表 2）。接下來進行主軸編碼，依據社會認知理論的觀點，個人因應

各種的情況、任務而採取行動時，與其所處的環境及個人因素密切相

關，而行為產生後，一來會轉而創造出不同的環境條件，二來也會轉

而影響個人的認知、想法與期望（Bandura, 1978, 1986），故本研究

首先分別探討環境與行為因素的交互關係，個人與行為因素間的交

互關係，以及環境與個人因素間的交互關係，其次，分析與歸納三因

素間的交互作用， 後，進一步將研究結果與相關延伸的理論進行驗

證。

表 2 

本研究次範疇之整理

次範疇 相關面向 編碼

環境因素 評鑑計畫與實施 評鑑目的、評鑑規準、評鑑程序、評鑑

規定

同儕激勵 同儕回饋與鼓勵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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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範疇 相關面向 編碼

評鑑壓力 社會期待、學校內部、被評鑑的壓力、

被觀察的壓力

行為因素 參與評鑑之行為 決定參與評鑑、整理教學檔案、實施教

學觀察、評鑑計畫的會議討論、自評、

晤談

個人因素 轉化外在經驗（符號能力）

教學調整能力

以符號、語言轉化外在經驗

因應評鑑計畫所做的教學調整

觀察學習（替代能力） 參考範例制定評鑑計畫、會議時的觀察

學習、教學觀察時的觀察學習

預期成長與評鑑走向

（預知能力）

評鑑走向、預期成長

教學自省能力

專業成長

整理教學檔案過程中的反省、自評時的

反省、準備教案時的反省、教學觀察後

的自省

成長動機、自我成長、同儕教師之回饋

四、研究品質

為求研究正確性及可信賴度（trustworthiness），以 Lincoln
和 Guba（1985）所提的三項準則來確保研究品質。（一）真實性

（credibility）：研究者以錄音筆來蒐集受訪之資料；（二）可靠性

（dependability）：研究者直接引用訪談逐字稿，避免研究者主觀推論。

此外，藉由文獻資料的檢視與驗證，以檢驗本研究的可靠性；（三）

驗證性（confirmability）：研究者保持中立的態度，避免情感涉入或

過度推論。此外，研究者初步進行資料分析後，再與共同研究者針對

分析結果進行討論與檢驗，以檢視分類架構是否適切、研究結果是否

言之有理，以確保研究結果的可驗證性。

肆、研究發現

本研究獲得的結果，首先，論述環境與行為因素的互動關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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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依序論述個人與行為因素、環境與個人因素之互動關係。

一、專業成長之環境與行為因素之互動關係

這項發現在於呈現與解釋環境與行為因素間的交互作用，首先探

討環境因素對教師參與評鑑行為的影響，再解釋與探討教師參與行為

轉而創造的環境條件。

（一）評鑑壓力、評鑑計畫與實施之環境因素影響參與評鑑之行

為

多數受訪教師表示，有感於教師評鑑是一個未來的趨勢，且校

長與學校無形中也會給予一些壓力，因而決定參與教師評鑑（B-24-
09911；C-36-09911；E-06-09912；F-24-10007；G-24-10007；H-12-10007；
I-12-10007），誠如 H 老師和 G 老師所言：

我有參加教專的研習，那時候我就知道這是一個未來的趨勢，

而且去年可能教育處那邊有給校長一些壓力，那校長回來，

他的意思就是明示暗示，最好參加啦！這樣他比較好做人！

【H-12-10007】

因為是新進教師，剛到的時候就是學校已經決定要全校都要參

加教師專業發展評鑑，說強迫是太嚴重了，因為就已經是學校

既定的規劃，那我們就是入境隨俗嘛！【G-24-10007】

參與本研究的 9 位受訪教師，採用的評鑑計畫上則略有差異。就

評鑑內容而言，其中 5 位受訪教師以「課程設計與教學」與「班級經

營與輔導」層面為主（A-06-09911；D-06-09912；E-06-09912；F-24-
10007；G-24-10007），而其他 4 位教師僅進行「課程設計與教學」

（B-24-09911; C-36-09911；H-12-10007；I-12-10007）。而評鑑方式

方面，其中 6 位教師同時實施教學觀察與進行教學檔案之整理（A-
06-09911；B-24-09911；D-6-09912；E-06-09912；F-24-10007；G-24-
10007），而其他 3 位教師（C-36-09911；H-12-10007；I-12-10007）
則是僅實施教學觀察。由此可見，受訪受訪必須依據各校所制定的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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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計畫而進行教學觀察或整理教學檔案之資料等行為，正如同 E 老師

所言：「因為你要去整理資料，對不對？你等於會去強迫自己整理資

料！」。

光開會討論這個就是討論很久，……因為我們是第一年，就是

以一個層面為主，大家討論的結果，認為課程與教學應是基礎

與最重要的。除了教學觀察外，……每個人都會一本教學檔案。

【B-24-09911】

學校花了很時間在討論，……我們第一年是課程設計與教學和

班級經營與輔導，第二年就是四個層面都有了，那第一年是採

課室觀察，第二年就是加入檔案評量。【H-12-10007】

此外，教學觀察所帶來的壓力，讓受訪教師在教學觀察的準備上

不敢馬虎大意。誠如 C 老師所言：「你要做教學觀察啊！人家要來！

你不能亂做啊！我們的教學就是那一整套啊！」

由此可見，社會期待與學校內部的壓力是受訪教師決定參與評鑑

的重要原因，而當受訪教師依據評鑑計畫進行評鑑行為時，亦會感受

到被他人評鑑的壓力，因而促使其更積極去整理教學檔案與實施教學

觀察。 
（二）參與評鑑之行為轉而營造同儕激勵之氛圍

決定參與評鑑之行為，無形中帶給受訪教師不少的壓力（B-24-
09911；C-36-09911；D-06-09912；F-24-10007；G-24-10007），I 老

師的一席話清楚表達受訪教師感受到的沈重壓力：

喚醒了當初當老師的那種戒慎恐懼，有生以來第一次上課，那

種怕教不好啊！用心在準備那種感覺！其實是怕評鑑的結果會

不理想，會丟臉！所以在開始做教師評鑑的時後，就非常認真！

【I -12-10007】

這種壓力令人感到沈重，在於喚醒受訪教師初為人師時的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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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透過會議討論與教學觀察的進行，受訪教師得以走出教室，接

納他人走進教室，跳脫以往較偏向單打獨鬥的教學模式，從同儕教師

的建議與回饋中，得知自己的優點與不足之處（A-06-09911；B-24-
09911；C-36-09911；D-06-09912；E-06-09912；F-24-10007；G-24-10007；
H-12-10007；I-12-10007）。

因此，參與教師專業評鑑工作反而能夠獲得意想不到的收穫，一

來有助於減少自己教學上的錯誤，二來彼此互相分享以激盪出不同的

火花，如同 I 老師所言：「我們在教或者寫教案，也沒有人會跟我們

說哪裡可以加強，甚至自己的專長是什麼，自己可能也不知道！所以

透過夥伴，我可以減少一些教學上的錯誤。」此外，透過同儕教師的

鼓勵，亦能激勵自己更為進步且持續努力，當中 D 老師所感受到的激

勵更是 為深刻。

他們幫我觀察以後，給我的評價很好，然後我們校長還把我的

教案拿去，看可不可以參加比賽，……自己就會覺得這對我來

說是一個很大的鼓勵，……然後自己也會覺得我以後還想更去

做這個努力。【D-06-09912】

所以，從原來不得不參與的環境壓力，在獲得教學的成長和成效

的肯定之後，轉而形成同儕彼此激勵的氣圍。

整體來看，在社會期待與學校內部的壓力下，受訪教師因而參與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爾後，受訪教師必須根據評鑑計畫且在評鑑壓力

下進行教學觀察或整理教學檔案之行為（EB），而此行為一來帶給

受訪教師被評鑑與被觀察的評鑑壓力，二來亦營造出同儕互相激勵的

氛圍（BE）。由此可知，環境與行為因素間是呈現一個動態的交互

關係（E B）。

二、專業成長之個人與行為因素之互動關係

有關個人與行為因素間的互動關係，可分為兩大面向：（一）個

人因素對教師參與評鑑之行為的影響，（二）教師參與評鑑之行為產

生後又促進教師個人的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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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訪教師個人因素影響參與評鑑之行為

雖然並非全然了解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具體內容，但由於「專業

發展」四字，不僅滿足了受訪教師的成長動機（A-06-09911；B-24-
09911；C-36-09911；D-06-09912；E-06-09912；F-24-10007；H-12-10007；
I-12-10007），正如同 A 老師和 D 老師所說：「因為它的名字是很吸

引人的，就是專業發展，……想說做了以後是不是真的會對自己有

所成長！」、「我覺得我這方面是需要多加強的，所以這樣才能在教

學上面有一點幫助這樣！」再加上，若衡量到未來可能會全面實施教

師專業發展評鑑，提早參加可有所因應（B-24-09911；F-24-10007；
H-12-10007；I-12-10007），誠如 I 老師和 B 老師所言：「覺得以後

教師專業發展會全面實施，所以現在先了解，不會有損失啊！」、

「聽說未來好像每個人都要參加，與其那麼慢參加，倒不如早一點參

加！」因而決定參加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由於教學省思、教學觀察紀錄、教學成果等是教學檔案內的評鑑

項目之一，故受訪教師必須將自身的教學狀況、優缺點等外在經驗，

轉化為內在模式，並將思考內容付諸文字，完成省思日誌、教案設計

與建置教學檔案（A-06-09911；B-24-09911；D-06-09912；E-06-09912；
F-24-10007；G-24-10007）。以 B 老師所言為例：

就是自我省思，自我省思就是自己做的嘛，就是每一次上課，

不只有教學觀察那一節，我有什麼要改進的或注意的，我自

己會寫日誌。【B-24-09911】

再者，在成長動機的驅使下，受訪教師不僅希望透過其他教師

的觀察而得知自己的教學盲點，甚至希望觀察教師務必指出自己的教

學缺點，誠如 F 老師所言「不大會介意他講我什麼缺點！因為我們就

是希望他看到這個！」此外，受訪教師亦會盡所能的記錄其他教師的

教學情況，勾選需要改進與注意的地方，以及提供教學建議（A-06-
09911；B-24-09911；C-36-09911；D-06-09912；E-06-09912；F-24-10007；
G-24-10007；H-12-10007；I-12-10007），正如同 D 老師所說；「因

為我們本身做這件事就是為了讓大家有所增進嘛！那就你在做那個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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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評分的時候，就是選擇你覺得你需要改進或給意見給他。」

後，受訪教師亦會從相關的會議討論中，透過觀察學習之能

力，學習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以及學習其他教師的優點，並進而開

闊自己的視野（A-06-09911；B-24-09911；C-36-09911；D-06-09912；
F-24-10007；G-24-10007；H-12-10007；I-12-10007），如同 F 老師和

B 老師所描述：

每一個人的教學目標和重點是不一樣的，那看法不一樣的時候，

那我們就可以互相討論，學習用不同的角度去思考！【F-24-
10007】

透過每一次的開會討論，聽到別人一些不同的聲音，也還不錯，

因為自己從來沒有那樣想過。……討論這個觀察表，我就覺得

就照它原本的範本嘛，可是有的老師就會有不同的意見，他一

提出來，我就覺得真的不錯！【B-24-09911】

本研究之受訪教師在預期成長與評鑑走向下，因而決定參與教師

專業發展評鑑。因此，受訪教師必須試著轉化外在經驗與展現自省能

力以建置教學檔案，且在成長動機的驅使下，開始學習與同儕教師進

行互動與分享，以及透過自身的觀察學習能力來開闊自己的視野。據

此，預知能力、轉化外在經驗、成長動機、觀察學習與教學自省能力

等個人因素皆會影響受訪教師參與評鑑之行為。

（二）參與評鑑之行為轉而促進教師之專業成長

在初步進行教學檔案與準備教學觀察之前，教師已經進行初步

的教學自省，然而透過整理教學檔案的過程中與實施教學觀察後，受

訪教師會進行更深層的反思，反省自己有哪些需要再加強與精進的

部分，並透過同儕教師的回饋而得知自己的優點與缺點，因而提升與

精進受訪教師的教學能力（A-06-09911；B-24-09911；C-36-09911；
D-06-09912；E-06-09912；F-24-10007；G-24-10007；H-12-10007；
I-12-10007）。由此可見，參與評鑑之行為能有助於受訪教師之專業

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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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東西我留著以後，變成事後或明年教其他小朋友的時候都

可以用得到，……在準備跟整理的當中，你也會有很多心得

跟想法出來，就變成在對我的教學上面也會有所幫助。【D-6-
09912】

因為時間上沒辦法，所以只好退而求其次。也會感覺到自己真

的還要再加強，就是覺得自己的能力還可以再提升，……譬如

說我教寫作嘛，那我就覺得教寫作的背景知識很重要，我還可

以再多精進，教學內容可以更充實。【E-6-09912】

從夥伴那邊可以得到一些建議，這個建議通常都是我們不知道

的，就是我們在教或者寫教案，也沒有人會跟我們說哪裡可以

加強，甚至自己的專長是什麼，自己可能也不知道！所以透過

夥伴，我可以減少一些教學上的錯誤。【G-24-10007】

受訪教師透過預知能力、轉化外在經驗、成長動機、觀察學習與

教學自省能力等，來驅使、調節與維持進行會議討論、實施教學觀察

與整理教學檔案等行為（PB），而此行為亦轉而引發受訪教師進行

更深層的教學自省與更清楚了解自身教學的優缺點，因而促進受訪教

師之專業成長（BP）。故個人因素與行為間是構成一個交互關係（P 

 B）。

三、專業成長之環境與個人因素之互動關係

本範疇在於了解與分析環境與個人因素間的交互作用，首先，探

討個人對環境因素的影響，其次，探討環境因素轉而對個人的影響。

（一）教師觀察學習之能力影響評鑑實施內容的選擇

由於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係採取學校本位管理（教育部，2009），

在評鑑層面與評鑑方式的選擇上，給予學校相當大的彈性，各個學校

皆會參考範例且依據學校特色而予以刪減其中的審核項目。可見，受

訪教師會藉由觀察範例之替代能力來選擇與制定評鑑層面與評鑑方式

（A-06-09911；B-24-09911；C-36-09911；D-06-09912；E-06-09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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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4-10007；G-24-10007；H-12-10007；I-12-10007）。

我們討論之後就是決定以教學檔案和教學觀察去作呈現，層面

的話就是班級經營和課程與教學，……基本上就是參考兩三校

所討論出來的東西後再依據我們實際的狀況去做刪減。【A-06-
09911】

現在看到的這個已經是修改過刪減過的，他原本提供給我們的

範本還更多，那針對我們學校的一些情況，還有經過我們討論

過的，有一些比較不妥的就刪掉。【B-24-09911】

評鑑層面與評鑑方式等環境因素皆是由受訪教師所選擇與制定，

可見，受訪教師並非單方面受到環境因素的影響，其本身亦有能力選

擇與創造環境因素。

（二）評鑑推動、評鑑壓力轉而引發教學調整能力

誠如受訪教師所表示評鑑本身就是一個壓力，也因此教師必須因

應評鑑計畫與評鑑壓力，運用自我調節能力以對後續的教學採取進一

步的教學調整，以便能符合評鑑指標的規定（B-24-09911；C-36-09911；
D-06-09912；E-06-09912；G-24-10007；I-12-10007），如同D老師所說：

如果我現有的資料，我會去做整理嘛，那如果針對這個指標，

我本身是沒有的資料，那我就會在我平常的上課中，想辦法多

做一些記錄下來，讓我自己可以在這個指標上面，可以有所呈

現。【D-06-09912】

因此，評鑑計畫與評鑑壓力等環境因素會影響教師必須運用個人

能力以調整後續的教學內容與活動，以符合評鑑規定。

受訪教師透過觀察學習之能力，參考教育部所提供的範例且依據

學校特色，來制定評鑑層面與評鑑方式（PE），反之，受訪教師為

了因應評鑑計畫與評鑑壓力，必須展現自身的教學調整能力，調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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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的教學活動以符合評鑑指標的規定（EP），可見，個人因素與環

境因素之間是一個動態交互作用（P E）。

伍、討論

在教師參與專業發展評鑑的過程中，就單一因素而言，行為因素

是指參與評鑑之行為，包括決定參與評鑑之行為、評鑑計畫的會議討

論、整理教學檔案之行為、實施教學觀察之行為、自評以及晤談等，

而環境因素則包括評鑑計畫與實施、同儕激勵與評鑑壓力，皆與前述

相關文獻之研究結果相似（周麗華，2010；張素貞、吳俊憲，2011；
馮莉雅，2010；鄭淑惠，2011）。值得注意的是，個人因素方面除了

相關研究所提及的教學省思、激發自我超越的動力與專業成長外（孫

志麟，2008；張德銳等人，2010；鄭淑惠，2011），本研究發現，尚

有預期成長與評鑑走向等預知能力、觀察學習之能力與教學調整能

力。

特別說明的是，受訪教師對外在環境之解讀及其參與動機，或許

是教師專業成長的關鍵所在。本研究發現適當的壓力確實可能影響受

訪教師的參與行為，特別是在受訪教師將評鑑壓力視為一種動力，促

使自己更為兢兢業業時，評鑑即可有助於教師之專業成長。然而，對

其他婉拒受訪之教師而言，評鑑所帶來的壓力可能已超過其所能負荷

的程度，反而成了有害的壓力，反而讓其有不舒服、被迫接受的感覺，

因而可能導致交差了事。

此外，本研究發現評鑑壓力、評鑑計畫、同儕激勵皆是屬於受

訪教師參與評鑑的外在動機，而專業成長動機、評鑑過程中的自我挑

戰、透過教學觀察之實施所得的成就感等則是屬於內在動機。進一

步探討和比較接受訪談和婉拒訪談之教師參與評鑑之動機，可知兩者

間主要的差異可能在於教師個人的內在動機，接受訪談之教師在參與

前皆已具有自我成長的內在動機，且願意接受評鑑過程中的挑戰。據

此，教師對評鑑壓力的解讀與自身的內在動機可能是促使教師專業成

長的關鍵因素，一旦欠缺此兩項要件，即可能變成「被逼迫參與評



244 　第 115 期

鑑」，導致「為評鑑而評鑑」。

整體而言，本研究發現受訪教師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中獲得專

業成長的原因，並非是行為因素所能解釋，其背後尚牽涉環境因素與

個人因素的影響，而相關研究卻忽略了三種因素間的交互作用（周

麗華，2010；孫志麟，2008；張素貞、吳俊憲，2011；張德銳等人，

2010）。換言之，在社會期待與學校內部的壓力、以及成長動機與

預期評鑑走向下，受訪教師因而有了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行為

（EB、PB）。在評鑑計畫與評鑑壓力下，受訪教師必須進行整理

教學檔案與實施教學觀察之行為（EB），而實施教學觀察之行為亦

讓受訪教師得到同儕教師的回饋與鼓勵（BE）；此外，受訪教師轉

化外在經驗的能力得以讓其進行教案設計與建置教學檔案，並從各種

的會議討論中，觀察學習到其他教師的優點（PB）； 後，透過參

與評鑑之行為與評鑑計畫、評鑑壓力等環境因素的影響，不僅引發受

訪教師之教學調整能力，更進而促進受訪教師之專業成長（EP）。

所以，本研究發現的結果，正如同社會認知理論的主張一樣

（Bandura, 1986），在教師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過程中，行為、

個人與環境三因素之間構成動態的交互決定關係。教師在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中獲得專業成長的原因，並非是決定參與評鑑之行為、整理教

學檔案、進行教學觀察、參與會議討論等行為所能解釋，其背後牽涉

到環境與個人因素的影響。而本研究除了完整呈現與釐清教師專業成

長之個人、環境與行為等因素外，亦進一步深入探討三因素間的交互

動態發展，以增進對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與教師學習此議題的理解。

陸、結論與建議

一、結論

受訪教師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中獲得專業成長的因素可分為行

為、個人與環境等三因素，其中，行為因素是指參與評鑑之行為，包

括決定參與評鑑之行為、整理教學檔案、進行教學觀察、參與評鑑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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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之會議討論、自評以及晤談等：個人因素包括轉化外在能力、觀察

學習能力、預知能力、教學調整能力與自省能力等；環境因素則包括

評鑑計畫與實施、同儕激勵與評鑑壓力等。

本研究也發現在社會期待、學校內部的壓力、評鑑計畫，以及

成長需求與預知評鑑走向等交互作用下，受訪教師因而有了參與教師

專業發展評鑑之行為。而受訪教師透過觀察學習所制定的評鑑計畫與

隨之而來的評鑑壓力，一方面規定受訪教師必須參與評鑑計劃的會議

討論、整理教學檔案與實施教學觀察等行為，另一方面亦促使其必須

展現轉化外在經驗、觀察學習、教學調整能力與教學自省能力等能力

以利參與評鑑之行為與因應評鑑內容及壓力。此外，參與評鑑之行為

不僅轉而引發同儕激勵的氛圍，更有助於受訪教師獲得專業成長。據

此，在個人、環境與行為三因素的動態交互發展下，受訪教師才得以

透過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而獲得專業成長。

二、建議

（一）激發三因素間的交互作用，以彰顯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實

質功能

本研究發現透過個人、環境與行為三因素的動態交互發展下，受

訪教師才得以透過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而獲得專業成長。因此，建議政

府部分宜朝激發三因素間的方式而制定相關評鑑計畫，例如：規定學

校必須將相關評鑑資料公告於網站上，一來提高教師參與評鑑之環境

壓力，二來亦可激發教師個人的榮譽心與成就感。如此方能有助於教

師之專業成長，以彰顯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實質功能。

（二）持續探究評鑑與學習的關係，以彰顯此議題的價值

本研究旨在探討教師透過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而獲致專業成長之因

素及其間的互動關係，然而 9 位受訪教師來自不同的學校，所處的情

境與學校文化等可能有所不同，故建議後續研究將情境脈絡與學校文

化列為環境因素之一，並以一所學校為研究場域進行研究，以獲取更

深入的資料。此外，有關學習行為的理論甚多，本研究僅以社會認知

理論進行探討，故建議後續研究可針對不同的學習理論進行研究，以

彰顯評鑑與學習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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