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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職教師參與在職進修現況及 
實施成效研究 

張如柏 1       郭秋勳 2,* 
1 國立臺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教師 
2 明道管理學院教學藝術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摘   要 

本文旨在探討高中職教師參與在職進修之現況與實施成效。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進行研

究，先進行中外文獻評析建構理論基礎，再據以編製調查問卷進行實證研究。研究對象抽取台

灣中部地區公私立高中職學校 74 所進行問卷調查；總共收回有效問卷 626 份，回收率為 87.7

﹪。研究資料以描述統計法及因子變異數分析法進行統計分析，獲得下述重要研究發現。 

高中職教師在職進修現況依重要性排列：1.最受歡迎進修方式為：校內研習、校外研

習、參觀與考察；2.進修內容重點偏重於：課程教材發展；3.校外研習進修學分/學位之偏

好地點：以師範校院為主，大學校院為輔；4.教師研究著述呈現方式：以研討會為主，次

為雜誌期刊。再者，教師參與在職進修實施成效依其偏好順序為：1.參觀、考察、進修學

分/學位；2.在職進修能有效提升教師效能；其主要貢獻為：回饋教學、輔導、行政工作。

最後，本研究建議高中職教師：1.應積極主動參與在職進修；2.進而宜加強同僚合作或小組

共同從事研究與著作；本研究亦建議教育行政主管機關：1.宜依教師需求規劃在職進修，

增加「校外研習活動」、「進修學分或學位」、「參觀或考察」機會；2.宜透過獎勵措施，鼓

勵教師加強同僚合作或小組共同研究著作；3.宜妥適安排在職進修時段，最好利用課餘時

間，以免影響教師正常教學；4.宜建立完善的教師在職進修體制、提供充分在職進修機會，

設法減輕教師教學負擔，以利教師參與進修；5.宜從敘獎、年終考核、實施教師分級制度、

聘任等建立制度，激勵教師在職進修；6.宜建立「受益者付費」的教師在職進修制度。 

關鍵字：高中職教師、在職進修、參與態度、實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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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一、前言 

近年來，社會變遷步調益形迅速，民

眾對教育改革的呼聲也愈來愈高，繼之而

起，對教育品質的關心也愈來愈殷切，透

過教育改革，整體教育品質的提昇乃得以

實現(Fullan, Bertani & Quinn, 2004；教育

部，1996a)。然而，如果我們未將「教師」

置於改革的核心，教育改革終究無法有效

推動。畢竟，教育改革的主體與動力都在

「教師」，教師是學校改革的主要機制，優

秀的教師雖然不是達成高品質教育的充分

條件，卻是一個「必要條件」，如果我們只

是致力於改善課程、設備、學校規章或考

試制度等，而沒有同時提昇教師的專業素

養，對教育品質的期望終究會落空。 

二、問題背景及研究目的 

Gary（1999）認為良好的教學品質，

必須建立在教師「資格認證」的基礎上。

美國自立國以來，即嚴格要求教師聘任應

有一定的標準，各州並已建立認證制度，

同時以實驗和研究為基礎的「鑑定方法」，

創 造 世 界 級 的 教 學 及 學 習 標 準

（world-class standards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將全美教育推向另一個新紀

元。典型師資培育機構四年的養成教育不

足以培養一位稱職的教師。一位好教師必

須能在生涯階段中不斷地發展其專業領域

的知能，如此，才能維持生存和成長不致

於被淘汰。自 1990 年代起，美國不僅在校

內外選擇區域性的教師進修、遠距在職進

修，以及其他職前養成教育的進修管道，

並將小學教師提昇至大學研究所以上的水

準，以維護教師的尊嚴，鞏固教師的專業

形象 (Edward ＆ Mary, 1999)。我國亦自

90 年代起，師資培育制度開始走向多元開

放，因而也出現要不斷提昇教師專業品質

的呼籲。 

在一個開放的社會中，教師生涯的發展

應從早期著重在職前師資培育，逐漸擴展至

初任教師輔導與在職階段教育，這樣教師於

從事教學工作，才能在整個教育過程中習得

跟得上時代的學科知能與教學專業知能，並

在專業精神上與日俱增，實踐終生學習的理

想（顏慶祥，1998；饒見維，1996）。完整

的師資培育制度包括職前養成教育、導入教

育、以及在職進修三個階段。為鼓勵教師積

極從事「在職進修」，教育部於 1996 年頒布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在職進

修辦法」與「教師進修研究獎勵辦法」並積

極推動。可惜「教師在職進修」、「教師專業

發展」制度受到「能力本位」、「知識及技能

本位」、以及「訓練模式」概念的影響，強

調「由上而下」（top-down）、「由外而內」

（outside-in）的進修制度研擬，而這種制度

假定教師是被動的、需要被強迫進修，而且

認為大部份教師的問題差異不大，因此所提

供進修的課程通常不考慮個別差異，教師選

擇的機會不多，其成效因而不甚理想

（Hargreaves ＆ Fullan,1992；Sergiovanni, 

1995；歐用生，1996）。 

為改善這一缺失，教育部（1999）於

「健全師資培育與教師進修制度中程計

畫」中指出：教師進修仍過於被動，除部

分涉及個人誘因的加薪、晉級、積分與獲

得學位之進修外，對於工作知能提昇之進

修，及進修是教師的義務，尚未能普遍成

為每位教師之自我認知。然而，由於整個

社會提供給教師之進修管道不足，直接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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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影響及教師的進修意願。基於上述對問

題背景的瞭解，確立本研究的目的有二：

1.瞭解高中職教師在職進修的現況與問

題；2.探討高中職教師在職進修的偏好及

實施成效；最後，再根據研究結果提供建

議，作為未來相關單位規劃辦理高中職教

師在職進修之參考。 

貳、相關文獻探討 

一、教師在職進修的意義與目的 

所謂教師「在職進修」（ in-service 

education）係指教師在職期間，為增進學

科知識、教學技能及專業知識，所從事的

各項學習、觀摩及研究活動。依據「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在職進修辦

法」規定，教師在職進修必須與本職工作

或專業發展有關。依據美國全國教育學會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NEA）

於 1948 年提出對教師專業標準的定義，其

中一項即為：「應繼續不斷參與在職進修」

（引自謝文全，1993）。可見，中外對教師

在職進修研習課程或活動，必須與本職工

作有關的看法是一致的。 

Randazzo 和 Beverly (2001)亦認為教

師專業發展（professional development）之相

關活動，不只能提昇教師專業知識，亦因為

透過較佳的訓練，可以增進教學成效。而林

清江（1993）也指出：「不斷接受在職教育」

為教師專業化的標準之一。1996 年美國教育

促進基金會(National Foundation for the Im-

provement of Education：NFIE)對全國教育學

會(NEA)中的 1,000 位會員進行調查結果發

現，教師在職進修最大的收穫在提升學生的

學習成效，並讓學生獲致正確學習方法。該

研究復指出，高品質的專業發展是一種風

氣，會將終身學習認知充盈在教師一生的教

學生涯中。所以，在職進修不應僅應注重個

別及地區需求，更應以學校整體成長為依

歸，強調教師熱忱、學術水準、生涯規劃等

課程(Judith, 1998)。 

就廣義而言，教師在職進修涵蓋可促

進專業成長的任何正式或非正式的活動

（何福田，1982）。就狹義而言，則應指特

定的機關，如：學校或是教師研習機構，

有目的為教師辦理的有計畫、具目標導向

的專業發展活動，以促進教師專業發展（陳

伯璋、施冠慨、劉錫麒、游家政、林坤燦、

蘇進財，1996；林煌，2001）。亦即，教師

在職進修的目的在於促進教師專業發展，

以使教師能對教學相關工作勝任愉快（蔡

明昌，2000）。以下是中外學者對教師在職

進修目的所提出之看法﹕ 

吳清基（1995）認為教師進修的目的在

於增進專業知識和教學技能，以期改進教

學，提昇教育效果。除此之外，也應該重視

教師的人格精神修養。在學科專門課程的增

進方面，應注重專門科目知識的研究，以及

專門科目教材教法的研習，力求充實，以增

加教師的教學信心。在教育專業知識的增進

方面，則應該注重學校行政、教育心理、教

育哲學、輔導諮商、學習心理、測驗統計等

科目，以增進教師教育專業知識，增進教學

效能。另外，在教師人格精神修養方面，則

應培養教師積極進取的態度、觀念與價值，

增進教育專業精神，並加強教師人際溝通及

生活適應能力。 

高強華（1996）歸納教師進修的目的

為：1.教育競爭力的維持，2.教學技巧的擴

展與精熟，3.專業知識的分化與精深，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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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與適應之彈性化，5.個人的或人際成

長之重視，6.激勵自我意識與專業責任。 

蔡明昌（2000）認為教師在職進修的

主要目的為：教育專業能力、專門學科能

力、專業態度等三方面的增進與培養；並

認為教師在職進修的次要目的尚應包括：

解決問題、創造思考、批判思考等一般能

力的促進。雖然後者對教師從事教學工作

並不一定產生立即直接影響，卻與教師的

教學活動息息相關，對教學成效的間接影

響不容忽視。 

Giorgio 與 Pietro (2002) 認為教師在

職進修包含研習活動和理論實務，由學校

教師以專業的觀點蒐集不同的資料，合作

研究並分析討論錯綜複雜的教育問題，反

映個人的經驗看法，以達成進修的目的。 

綜上可知，教師參與在職進修的目

的，主要在於提昇教師本職工作或專業發

展所需要之教學與訓輔、課程與教材發

展、教學評鑑、學校行政、教育研究等專

業與專門知能。 

二、教師在職進修的學理基礎 

近年來，建構主義的知識論、自我更

新取向的教師專業發展、學校本位的教改

理念、生態取向的專業發展模式、以及成

人學習理論等學說之蓬勃發展，為教師在

職進修帶來積極正面的影響，使得教師進

修不論在制度面或實質面都產生了重大的

變革。為瞭解這些學說基本主張對教師在

職進的可能影響，茲分別評析於後： 

(一) 終身及成人學習理論 

  綜合學者蔡明昌（2000）、黃富順

（1997）、Merrita（1980）之論述，終身及

成人學習理論，認為成人是自我導向的成

熟個體，能夠自我決定、自我計畫，並要

求別人以獨立個體相待，重視所累積的經

驗是學習重要資源；會依發展任務需要進

行角色演化學習；其學習重點在於對當前

生活情境的立即反應與應用。是以，當成

人學習者將生涯願景與職位需求融合在其

學習歷程中，則學習容易進行，效果容易

提高；但是，如果學習發生在設定目標及

發展行動計畫階段時，則效果較受侷限；

因此，教師在職進修應在教育政策改變的

關鍵點進行，即時改變其行為；在這一時

機讓教師投入進修活動，其學習效率將迅

速提昇。  

(二) 學校本位的教改理念 

綜合學者 Bridges（1993）、郭重吉、

江武雄、程秀山（1997）之論述，「學校本

位」（school-based）係強調學校整體教師

的專業發展，從進修是一種義務，轉而視

進修為教師的權利；因而，教師乃由進修

活動中的客體轉變為主體，讓教師有更多

自主權，來規劃自己及學校的需求。如果

學校能主導教師專業進修活動，負起專業

發展責任，將更能強化教師積極參與在職

進修的認知，進而強化教師在職進修的正

向態度，落實學校自主性的進修活動規

劃，改善教學品質，實現教育改革目標。  

(三) 生態取向的專業發展模式觀 

綜合學者 Joyce 與 Showers（1988）、

Somekh（1989）之論述，生態取向模式是

一種持續發展的歷程，是一種讓教師不斷

成長的學習計畫。在這一構想中，教師透

過在職進修因而得以融入課程與環境中，

與文化結構、制度規範產生良性互動，並

以組織系統與合作系統的觀點，參與管

理、參與決定、解決問題、建立共識，並

因而得以提昇其批判能力，促進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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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建構主義的知識論 

綜合學者朱則剛 (1996) 、張靜嚳

(1999)、彭麗琦(2000)之論述，建構主義

（constructivism）知識論認為，學習是人

與環境的互動，知識係學習者和週遭他人

互相磋商的結果，是一種自主性學習。教

師進修應由教師自己決定想要學些什麼，

再藉由專家指導，將所學運用於實際教學

情境中，其最終目的在解決問題。建構主

義的知識論強調：教師自己所建構出之實

用知識，優於專家的理論。 

(五) 自我更新取向的教師專業發展觀 

綜合學者 Sergiovanni (1995)、Trotter 與

Ellison (1997)之論述，自我更新取向的教師

專業發展（the self-renewal approach of pro-

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係指教師

能自發性的承擔專業成長與發展的主要責

任，將教育品質的提昇化為一種內在動力，

激勵自我更新，其重心在達成教學卓越的內

在特質，而非僅止於滿足符合教學門檻基本

能力的要求；是以，教師應透過自我反省、

自我剖析、行動研究、問題解決、對話分享、

及自我規劃發展及實踐，實現教師在個人以

及在專業上的自我更新。 

(六) 在職進修的型式 

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

師在職進修辦法」規定，教師在職進修方

式有三：1.參加研習、實習、考察；2.進修

學分或學位；3.參與教育行政主管機關認

可之進修與研究（教育部，1996a）。事實

上，與職前教育階段相比，教師在職進修

活動的方式很多，有不同分類，例如可分

為：1.閱讀參考資料；2.政府派遣短期研

習，於學期中途進行；3.寒暑假期中辦理

短期研習；4.長期研習：研習結束返校可

晉級加薪；5.大專院校夜間部、暑期部的

進修等（何福田，1992）。這些教師在職進

的類型，目前並無一確切可資遵行型式；

是以，其最受教師喜好進修模式究竟如

何，實在深值探討。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對象及樣本抽選 

本研究之主要母群體為台灣省高中職

現職教師。問卷調查對象係採二階段分層

隨機取樣方式，再隨機抽取高中職教師進

行實證調查。 

(一) 第一階段：參照教育部 2001 年編印教

育統計，台灣省中部共有 74 所公私

立高中職學校。本研究依據研究需

要，將受試對象服務學校按高中職、

綜合高中、及國立、縣市立、私立等

加以分類，再依學校規模(小型學

校：24 班以下，中型學校 0：25 至

40 班，大型學校：41 班以上)進行分

層隨機取樣。 

(二) 第二階段：選定受試學校後，再依學

校規模，分別寄送小型學校每校 10

份，中型學校每校 14 份，大型學校

每校 18 份問卷，請受試學校依職務

別隨機選取 714 位高中職教師填寫

問卷，一週後回收有效問卷 625 份，

回收率為 87.7﹪。 

二、研究工具之信效度 

本研究採自編量表「高中職教師在職

進修現況與成效知覺研究問卷」為調查工

具；除基本資料外，問卷分為：「進修現況

調查表」、「進修態度調查表」及「在職進

修成效知覺量表」三部份，採取專家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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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建立專家效度。 

接著根據預試問卷填答情形，進行各

分測驗題項與總分的內部一致性信度考

驗；整體調查工具的內部一致性 Cronbach 

α值達 .9619，顯見本研究工具之可靠度

尚稱不錯。 

三、調查實施及資料處理 

本研究於2002年1月抽取台灣中部地

區高中職學校74所學校714位教師進行問

卷調查，在同年 3 月底完成全部問卷施

測，合計收回有效問卷 626 份，接著進行

統計分析。本研究採取描述統計法及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法進行統計分析以考驗研究

假設，並以 .05 之顯著水準，作為拒斥研

究虛無假設的門檻。 

肆、研究發現與討論 

一、教師參與在職進修現況之分析與討論 

(一) 現況分析 

由表一之資料可見，高中職教師於參

與職進修活動前，大多期待主辦單位能規

劃多元化的形式及內容。但是在實際參與

後，教師的需求與期望否符合？其實際狀

況究竟如何？本研究分析受試者在

1998~2002 年間參與在職進修活動的情

形，列如表一，並說明如下。 

表一  1998~2002 台灣地區高中職教師從事在職修活動概況 
項目 校內研習 校外研習 參觀或考察 進修學位學分 研究或著作 

每人平均數 10.44 6.10 0.62 0.89 0.42 

參與比例 95.4% 90.6% 26.4% 54.2% 17.9% 

2-3小時 1-2小時 1天 2-3天 1天以內 2-3天 學分 
碩士 

學位 
  

42.5 27.0 39.5 28.6 12.5 5.8 32.6 14.5   

每次所用時

間（所獲 

學位） 
1 2 1 2 1 2 1 2   

研習時段 研習時段 研習時段 進修模式 每篇所用時間 

段考 

下午 

各科共同

時間 

平時上課

時間 
週六日

平時上課

時間 
寒暑假

帶職 

帶薪 

(公餘)

帶職 

帶薪 

(部分)

半年至一

年 

3個月 

至半年 

66.1 19.5 57.3 17.3 15.0 7.7 33.4 8.3 7.2 3.8 

 

 

研習時段 

（進修 

模式） 

1 2 1 2 1 2 1 2 1 2 

全校參加 自由參加 學校遴派 自由參加 學校遴派 自由參加   獨立研究 3-5人 

74.9 45.7 53.4 49.8 13.9 9.6   11.8 2.4 
參加人員 

（參與人數）
1 2 1 2 1 2   1 2 

教學訓輔 課程教材 課程教材 教學訓輔 課程教材 教學訓輔 課程教材 教學訓輔 課程教材 教學訓輔 

68.5 56.9 62.3 45.8 14.2 10.5 30.7 17.9 11.2 5.0 研習內容 

1 2 1 2 1 2 1 2 1 2 

講師來源 研習地點 參觀考察地點 進修地點 研究著作展現方式 

教育 

學者 

學科 

專家 
高中職 

大學 

校院 
高中職

一般 

文教 

師範院校

(國內)

大學 

(國內)
學術研討 

教育 

雜誌 

64.7 61.3 64.9 35.3 10.7 9.4 26.7 22.8 5.6 5.1 

講座地點  

方式 

1 2 1 2 1 2 1 2 1 2 

免費 
部分 

自費 
免費 

部分 

自費 
免費 

部分 

自費 
免費 

部分 

自費 
  

89.5 8 74.8 21.2 17.4 8.5 29.2 17.7   

所需 

費用 

1 2 1 2 1 2 1 2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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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便於判讀，茲進一步將表一資料，

即 1998~2002 年間，台灣地區高中職教師

從事在職修活動之概況摘述如下： 

(一) 教師最常參加的在職進修型態是

「校內研習活動」。 

在 1998~2002 年間，高中職教師曾參加

「校內研習活動」者高達 95.4﹪，平均每位

教師在過去五年中參加研習活動高達 10.44

次；其次曾參加「校外研習活動」者達 90.6

﹪，平均每位教師達 6.1 次。至於「參觀或

考察」、「進修學分或學位」、「從事研究或著

作」的參加比例與次數均明顯較少。 

(二) 教師參加在職進修活動大都「利用

上課時段」實施之。 

在 1998~2002 年間，高中職教師曾參

加「校內研習活動」大都安排「段考下午」；

每次所用時間為 2~3 小時；「校外研習活

動」都安排在「正常上課時間」；每次所用

時間為「一天」；而「參觀或考察」大都安

排在「平時上課時間」，每次所用時間為「一

天以內」；至於「進修學分學位」則以公餘

時間帶職帶薪參加為主。 

(三) 教師參加在職進修活動以「學校遴

派」為多。 

在 1998~2002 年間，高中職教師參加

「校內研習活動」之性質以「全校教師均

參加」為最多，其次為「自由參加」；「校

外研習活動」與「參觀或考察」，則以「學

校遴派參加」最多，其次為「自由參加」。

由此可見教師參加在職進修活動，以被動

角色出席者居多。 

(四) 教師從事研究或著作以「獨立完成」

為多。 

在 1998~2002 年間，高中職教師從事

研究或著作，以個人進行「獨立研究」為

主，每篇研究或著作所用時間約「半年至

一年」；此顯示教師對於同僚合作或進行小

組團隊研究的風氣仍屬偏低。 

(五) 教師參加在職進修之內容偏重於

「課程與教材發展」。 

在 1998~2002 年間，高中職教師參加

在職進修之研習內容，在「校內研習活動」

方面以「教學與訓輔」為主；在「校外研

習活動」、「參觀或考察」、「進修學分或學

位」、「從事研究或著作」等方面，則以「課

程與教材發展」為主，而以「教學與訓輔」

為輔；此顯示教師參加在職進修的內容，

仍以提昇「教學知能」為主。 

(六) 教師參加在職進修之講座來源以

「教育學者與學科專家」為主。 

在 1998~2002 年間，教師參加「校內

研習活動」的講座來源，以「教育學者」

與「學科專家」為主。 

(七) 教師教師從事研究或著作的展現方

式以發表於「學術研討會」為主。 

在 1998~2002 年間，教師「從事研究

或著作」的展現方式，依序為：「發表於學

術研討會」、「投稿教育雜誌」、「提報主管

機關、學校備查」。 

(八) 教師參加在職進修之經費來源，以

「公費」為主。 

在 1998~2002 年間，教師高中職教師

參加在職進修，無論「校內研習活動」、「校

外研習活動」、「參觀或考察」、「進修學位/

學分」，所需費用均以「免費或公費」為主，

此顯示教師在職進修任務之推動，目前仍

以官方政府或學校承擔主要的責任教師反

而較少主動爭取投入。 

 (二) 綜合討論 

1. 在職進修的型態、動機、責任、問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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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勵方法評析 

從上述之資料分析可知，台灣地區高中

職教師最想參加的在職進修型態是「校外研

習活動」，其次為「進修學分或學位」以及「參

觀或考察」。教師認為參加在職進修的動機主

要是「提升教學知能」，其次「終身學習、自

我實現」，明顯高於「晉級加薪」，此顯示教

師對教育專業認同度高，絕大部分教師認為

在職進修是對自己專業負責的表現，顯示高

中職教師具有高度的教育專業責任感。 

再者，教師認為目前在職進修的主要問

題依序為：「未建立完善的在職進修體制」、

「未充分提供在職進修機會」、及「教學負

擔太重」。此一發現值得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重視。而教師認為激勵教師在職進修的最有

效方法，依序為：「成績優良者給予敘獎」、

「列入年終考核參考」、「實施教師分級制

度，列入分級參考」、「列入教師聘任參考」；

對照現行教師在職進修辦法，這些條文的原

則性規定，較難看出實質有效的激勵效果。 

2. 最適宜的在職進修活動及時段評析 

綜合上表資料，及進一步分析開放式問

題得到下列重要發現，亦即教師認為最適宜

的在職進修活動時段，依其偏好順序為：  

(1)「校內研習活動」利用「段考下午」為

主實施。而參與者以「任教 16-25 年教

師」、「曾進修研究所 40 學分教師」、「兼

主任」、「國立高中職教師」、及「高職

教師」的比例較高；而「任教 5 年(含)

以下教師」、「一般大學學歷教師」、「專

任教師」、「縣市立高中職教師」、及「綜

合高中教師」比例偏低。 

每次校內研習活動時間安排以 2~3 小

時為主，參加在職進修的教師中，以「縣

市立高中職教師」及「高中教師」的比例

較高；而「私立高中職教師」及「綜合高

中教師」的比例較低。 

(2) 「校外研習活動」主要係利用「寒暑

假」為主來實施；而參與者以曾進修

研究所 40 學分的教師比例較高；師範

校院畢業的教師比例較低。 

每次校外研習活動時間以安排 2~3 天

為主，參加在職進修的教師中，以「曾進

修研究所 40 學分教師」、及「國立高中職

教師」的比例較高；而「師範校院畢業教

師」及「私立高中職教師」比例較低。 

(3) 「參觀或考察」主要係利用「寒暑假」

為主來實施，參與者以「任教 26 年以

上教師」、「曾進修研究所 40 學分教

師」的比例較高；而「5 年(含)以下教

師」、「師範院校畢業教師」比例較低。 

每次參觀或考察時間通常安排以 2~3

天為主。，參與者以「任教 26 年以上教

師」、「兼主任」、「私立教師」的比例較高；

而「5 年(含)以下教師」、「專任教師」、「縣

市立教師」比例較低。 

(4) 「進修學分或學位」則以帶職帶薪（公

餘時間）進修為主；參與者主要為「任

教 6-15 年教師」、「曾進修研究所 40

學分教師」、「兼主任」、「41 班以上教

師」比例較高；而「5 年(含)以下教

師」、「碩士以上」、「兼導師」、「24 班

(含)以下教師」的比例較低。 

3. 在職進修之研習內容評析 

本研究發現，高中職教師最想參加的在

職進修內容為「課程與教材發展」；同時，

教師最想「從事研究或著作」的方向亦為「課

程與教材發展」，其次才是「 教學與訓輔」。 

4. 在職進修的講座來源、研習地點與研究

著作呈現方式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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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發現： 

(1) 教師認為「校內研習活動」最適宜

的講座來源為「學科專家」，其次為

「教育學者」；而「校外研習活動」

最適宜的講座來源為「大學校院」，

其次為「教師研習中心」。  

(2) 教師認為最好的「參觀或考察」地

點為：「高中職學校」，其次為「一

般文教機構」；而最適宜的「進修學

分或學位」國內機構為「一般大學

校院」，其次為「師範校院」。 

(3) 教師認為最適於自己「研究或著作」

的呈現方式為：「於學術研討會發

表」，其次為「於教育類雜誌發表」。 

5. 在職進修所需「經費」評析 

整體而言，高中職教師們認為「校外

研習活動」、及「進修學分/學位」等在職

進修所需費用，可採取「部分自費」的合

理分攤方式實現；至於「校內外研習活動」

則仍認為仍以「全部免費」為宜。 

二、教師參與在職進修的實施成效分析 

在職進修型態與進修成效之間具有一

定的關聯性，不同的在職進修型態會產生

不同的進修成效。本研究將在職進修型態

分成：校內研習活動、校外研習活動、參

觀或考察、進修學分/學位、從事研究著作

等五種型態，並以三個成效層面：教學知

能、輔導知能、行政知能，及八項成效指

標，做為教師知覺參與在職進修成效之評

判基準（參見表二、表三）： 

(一) 教師參與不同在職進修型態實施成

效研究發現與討論 

1. 性別 

由表二之資料可知，教師認為最具成效

的進修型態為「參觀或考察」（平均值=3.87）

與「進修學分學位」（平均值=3.87），在『從

事研究/著作方面』男性較女性積極。惟就各

種成效層面而言，則稍有不同，在教學知能

與輔導知能方面，均為「進修學分或學位」，

而在教學知能方面則為「校內研習活動」。  

表二 教師背景變項與在職進修型態及成效知覺層面變異數分析之事後比較 
變項 類型 平均值 F 值 性別 F值 任教年資 F值 職務別 

校內研習活動   3.70   3.295* 4＞1 11.720* 3＞1＞2 
4＞1＞2 

校外研習活動  3.76     3.291* 4＞1 

參觀或考察 3.87       

進修學分/學位 3.87       

教師 

在職 

進修 

型態 

從事研究著作 3.65 1.068* 1＞2     

教學知能      3.85       

輔導知能       3.72       

行政知能     
3.50     9.095* 3＞1，2 

4＞1，2 

成效 

層面 

整體性         3.77       

* p < .05. 

性別：1男 2女 

任教年資：1 5 年(含)以下  26-15 年 316-25 年  4 26 年以上 

職務別：1專任(科任)教師 2教師兼導師 3教師兼組長(含科主任) 4教師兼處室主任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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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高中職教師環境變項與在職進修型態及成效知覺層面變異數分析之事後比較 

變項 類型 平均值 F 值 公私立 F 值 學校別 

校內研習活動 3.70 5.820* 3＞2＞1 5.781* 2＞1 

校外研習活 3.76   5.662* 2＞1 

參觀或考察 3.87   6.950* 2＞1 

進修學分/學位 3.87   6.950* 2＞1 

教師 

在職 

進修 

型態 
從事研究著作 3.65 3.172* 3＞2 4.192* 2＞1 

3.85   4.552* 2＞1 教學知能 

輔導知能 3.72 4.457* 1＞2,3＞2 6.272* 2＞1 

行政知能 3.50 7.424* 1＞2,3＞2 11.189* 2＞1,2＞3 

成效 

層面 

整體性  3.77     

* p < .05. 

公私立：1國立 2縣市立 3私立 

學校別：1高中 2高職   3綜合高中 

資料來源：本研究 

 

2. 任教年資 

由表二之資料可知，任教 26 年以上的

教師，比任教 5 年以下的教師認為「校內

研習活動」更具有成效。 

3. 職務別 

由表二資料可見：1.學校組長認同「校

內研習活動」型態高於專任教師及導師；

學校主任認同「校內研習活動」型態，亦

高於專任教師及導師；2.學校主任認同「校

外研習活動」型態高於專任教師；3.學校

組長在「行政知能」層面的成效知覺高於

專任教師及導師；學校主任在「行政知能」

層面的成效知覺，亦高於專任教師及導師。 

4. 公私立別 

由表三之資料可見：1.私立高中職教

師認同「校內研習活動」型態高於縣市立

及國立高中職教師；2.私立高中職教師認

同「從事研究著作」型態高於縣市立高中

職教師；3.國立高中職教師與私立高中職

教師在「輔導知能」層面、「行政知能」層

面的成效知覺，均明顯高於縣市立高中職

教師。 

5.學校別 

 由表三之資料可見：1.認同校內研習

活動、校外研習活、參觀或考察、進修學

分/學位、從事研究著作之進修型態高職教

師均高於高中教師；2.高職教師在「教學

知能」、「輔導知能」與「行政知能」三層

面的成效知覺，均高於高中教師；而高職

教師在「行政知能」層面的成效知覺，亦

高於綜合高中教師。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根據前述研究發現，本研究獲得下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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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結論： 

(一) 就在職進修之型態而言 

1. 高中職教師最常參加的在職進修型態

是「校內研習活動」，其次為「校外研

習活動」；然而教師們最想常參加的在

職進修是「校外研習活動」，其次為「進

修學分或學位」、「參觀或考察」，及「校

內研習活動」。由此可見，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與學校在規劃高中職教師在職

進修時，宜增加「校外研習活動」、「進

修學分或學位」、「參觀或考察」的進修

機會。 

2. 無論現況、態度或成效知覺，認同以「從

事研究或著作」來作為在職進修的人數

比例最低，值得教育行政主管機關與高

中職學校省思並設法提昇。 

(二) 就在職進修之內容而言 

高中職教師最想參加之在職進修內

容，依序為「課程與教材發展」，其次為「教

學與訓輔」，顯見高中職教師參與在職進

修，主要為提升『教學』能力與『學生輔

導』能力，較能切合實際需要。 

 (三) 就在職進修之時間安排與選送方式

而言 

1. 目前，高中職教師參與在職進修的活動

大都安排在上課時段，然而教師認為在

職進修最好利用課餘時段。顯見，教育

行政機關或學校對在職進修活動之安

排，與教師之認知間有所落差。究其原

因是，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採取上課時

段安排教師進修是方便行事，避免額外

加班費負擔，但這樣卻可能影響教師的

正常教學。至於「進修學分或學位」則

以「（公餘時間）帶職帶薪」最受歡迎。 

2. 高中職教師參加在職進修在心態上，仍

顯得不夠積極主動。目前各校推動之在

職進修活動，其在「校內研習活動」方

面多以「全校參加」為主；在「校外研

習活動」與「參觀或考察」方面，則以

「學校遴派參加」為多，「自由報名參

加」之比例甚低，此與本研究調查發現

九成五的認為在職進修是「自己的職

責」之調查結果顯有落差。這一現象結

果反映出當前高中職教師在職進修的

主要問題為：「未建立完善的在職進修

體制」、「未充分提供在職進修機會」與

「教學負擔太重」，值得有關單位重視

並謀改進。 

3. 高中職教師「從事研究或著作」時，以

「獨立研究」為多，較乏同僚合作或小

組共同研究。各單位辦理高中職教師在

職進修，其所邀請講座大都著重在專業

取向上。在「校內研習活動」方面大都

以邀請「教育學者」與「學科專家」為

主；在「校外研習活動」方面大多以邀

請「大學校院」教授與「教師研習中心」

專家為多。這一類型的講座安排是否能

達成提昇高中職教師專為職能需求仍

殆盡一步探究。 

4. 教師最有意願參加在職進修之研習進

修地點，本研究發現目前實施之現況與

教師的態度間稍有落差。目前實施中之

「參觀或考察」大多以參觀「高中職學

校」為最多，但是教師們表示將來觀摩

的對家最好是「大學校院」；而目前實

施中之「學分或學位進修」大多以在「師

範校院進修」為最多，但是受試教師們

認為將來的進修學府最好是選在「一般

大學校院」。此顯示實施中之在職進修

地點應年年有變革較能符合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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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研究發現超過半數以上的教師認為

激勵教師在職進修的最有效方法依序

為：「成績優良者給予敘獎」，其次為「列

入年終考核參考」、「實施教師分級制

度，列入分級參考」、「列入教師聘任參

考」等，值供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參考。 

(四) 就高中職教師在職進修之費用籌措

而言 

目前實施中之高中職教師參與在職進

修所需費用以「免費或公費為主」，然而教

師們普遍認為參與在職進修所需費用，宜

以「部分自費」較為合理。顯見「學習者

付費」的在職進修觀念已深植教師心中，

值得教育行政主管機關與學校參考，將來

辦理在職進修，可採「部分自費」方式規

劃，以落實「在職進修是教師的權利，也

是義務」的精神。 

二、建議 

(一) 對高中職教師的建議 

1. 高中職教師應積極主動參與在職進

修 

教師參與在職進修是權利、也是義

務，法有明文規定。既然教師大都認為參

加在職進修是「對自己專業的負責表現」，

且認為參加在職進修的動機主要是「提昇

教學知能」，又普遍對在職進修「教學知能」

層面的成效有所肯定，是以，高中職教師

應積極主動參與在職進修，化「態度」與

為「實際行動」，以建立教師專業形象。 

2. 宜加強同僚合作或小組共同從事研

究與著作 

透過同僚合作，教師彼此分享心得、

交換經驗，不但可以減少孤立感，更可以

截長補短、相輔相成。小組共同從事研究

與著作，以行動研究解決教學上的問題，

以共同著作建構新的知識、創新教學方

法，促進高中職教師專業知能的成長。 

(二) 對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和學校的建議 

1. 宜依教師的需求規劃在職進修，增加

「校外研習活動」、「進修學分或學

位」、「參觀或考察」的機會。 

2. 宜透過獎勵措施，鼓勵教師加強同僚

合作或小組共同從事研究與著作。 

3. 宜妥適安排在職進修時段，最好利用

課餘時間，以免影響教師正常教學。 

4. 宜建立完善的教師在職進修體制、提

供充分的在職進修機會，並設法減輕

教師教學負擔，以利教師參與在職進

修。 

5. 宜有效激勵教師在職進修，其方法包

括：成績優良者給予敘獎、列入年終

考核參考、實施教師分級制度，列入

分級參考、列入教師聘任參考等。 

6. 宜建立「受益者付費」的教師在職進

修觀念與原則，以符合「在職進修是

教師的權利、也是義務」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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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current situations and perform effective-

ness of in-service training that was perceived by se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SHST) in cen-
tral Taiwan. A self-administered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sent to 626 randomly selected 
SHST in central Taiwan.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method and one-way ANOVA were used 
to test the research hypotheses.  

 Major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1. School-based workshops are the most 
common way of training, while SHST attend off-school training and on-site visits; 2. SHST 
tend to participate in training during the school days, while SHST thought that the most ap-
propriate time for training on weekends or vacation. And the content of training is mainly 
focu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3. the workshops and 
on-site visits often take place at senior high schools. The credit- and degree-oriented training 
is most frequently held at normal universities, while SHST prefer to attend off-school train-
ing at regular universities; 4. SHST prefer to present their research projects on conventions 
and/or to publish their papers at journal articles.  

The effectiveness of in-service training of SHST is as follows: 1. SHST perceived that 
on-site visits and credit- or degree-oriented courses are the most effective ways of training; 2. 
SHST perceived that the in-service training could upgrade their instructional competence, 
counseling/guidance skills, and/or administrative abilities effectively. 

Keywords：senior high school teacher, in-service training, effectiven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