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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結合教師⾃我效能、教師集體效能及教學歷程等三種觀點對教學效能做⼀統整性的探討，並輔以學⽣學習⾃我

效能及學⽣學習成效，來探討⾼職專業類科教師的教學效能對學習成效的影響。⾯臨108新課綱的實施，核⼼素養

以科學、技術、⼯程、藝術和數學（STEAM）為發展主軸，但潛在的⾃學能⼒、思辨⼒、效能、態度與道德等五⼤

能⼒素養則更為重要，⽽⾼職專業教師在教學時應該著重於：正視學⽣個別差異並且讓學⽣經常體驗成功，從⽽樹

立學⽣的學習榜樣，並透過建立溫馨和諧的班級氣氛，讓學⽣能⾃我強化以提升學習⾃我效能。

關鍵詞：教學效能、STEAM、學習成效

壹、前⾔

　　Bandura（1997）的「社會認知理論」強調的是個⼈因素（認知）、行為以及環境狀況的交互作⽤關係，認為

⼈會在此交互作⽤關係中產⽣行為。因個⼈是藉由認知歷程（⽬標設定）、動機歷程（成功與失敗的歸因）、情緒

歷程（負⾯情緒的控制）、選擇歷程等來探討其對⼈類行為的影響，因此學⽣對⾃⼰能達成預定結果的動機性信

念，更能預測學⽣⾃⼰的學習成效 （Pintrich & Schunk , 2002）。近來許多研究發現，學⽣學習成效與教師⾃我

效能、教師集體效能，以及學⽣⾃我效能三種效能信念有密切關係（Goddard, Hoy, & Hoy,2000; Pajares, 1996;

Tschannen-Moran, Hoy, & Hoy, 1998）。

　　在Bandura的⾃我效能理論的引導下，Goddard（2001）在已有的教師效能研究的基礎上進⼀步提出了教師集

體效能（teacher collective efficacy）的概念。因此，在內涵上，教師效能不僅指個體⽔準上的教師效能（即教師

⾃我效能），還包括集體⽔準上的教師效能（即教師集體效能），⽽傳統的教師效能僅指教師⾃我效能，因此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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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教師⾃我效能知覺、教師集體效能知覺及教學歷程知覺等三種觀點做⼀統整性的分析，並擬從教師⾃我效能與

教師集體效能兩者同時考量並輔以教學歷程、學⽣學習⾃我效能及學⽣學習成效，「歷程（教師）－歷程（學⽣）

－結果（學⽣）派典」之教學效能研究觀點，來探討⾼職專業類科教師教學效能與學⽣的學習⾃我效能對學習成效

的影響。

　　在⾯臨108 課綱強調的核⼼素養教學，⾼職教育著重的技能教育，教師除了要傳授更多新科技的技術外，也要

無縫接軌連結新課程與舊課程所造成的鴻溝，更要去培養⼀群具有適應未來⽣活能⼒的學⽣，因此本文則從教師教

學效能來活化教學歷程，並同時提升學⽣的學習⾃我效能，使得學⽣的學習成效提升，⽽學⽣則需在新課綱教學過

程之中的透過不斷的反思來訓練並培養各種適應未來的能⼒。

貳、教師⾃我效能

　　陳⽊⾦（2006）則認為教學⾃我效能信念是指教師從事教學⼯作時，其對本⾝所具有的能⼒，以及對學⽣影響

程度的⼀種主觀的評價。亦即教學⾃我效能信念即指教師對其教學能⼒及影響⼒的信念，⽽若空有良好的教學信

念，如不化為有效教學⾏為，則⼀切教學仍然淪為空談，因⽽教師教學歷程中的效能亦同樣重要。林海清（1994）

認為教學效能係指教師透過師⽣互動的歷程，運⽤⼀連串多⽽複雜的邏輯與⼼理的策略⾏為，以達成教育⽬標的活

動，且在此⼀活動的過程中，教師對本⾝所具有的教學能⼒對學⽣所產⽣的影響的主觀知覺，此即開啟了教師教學

效能的意義包含了教師⾃我效能及有效教學。其後，因此教師教學效能係指教師本⾝及教師們主觀上知覺本⾝會群

體有能⼒去影響教師教學活動及學⽣學習預期學⽣學習成果，透過良好互動歷程，根據學⽣差異，擬定教學計劃，

有系統呈現教材，有效使⽤不同教學技術和多元評量，激勵學⽣學習，達成有效教學⽬標，增進學⽣學習成效。

　　本文針對⾼職專業類科教師的教師⾃我效能，將分成：（⼀）教師個⼈教學⾃我效能：即教師對⾃⼰教學的效

能信念、對⾃⼰了解學⽣學習情形及⽅法之信念以及對⾃⼰教學能克服外界對學⽣不良影響的信念。（⼆）教師⼀

般教學⾃我效能：則為教師對學⽣個別差異影響信念、對全體學⽣的影響信念、克服家庭對學⽣不良影響的信念以

及克服社會對學⽣不良影響的信念。（三）教師專業教學⾃我效能：乃是⾼職專業類科教師對⾃⼰專業技術能⼒的

信念及對⾃⼰培養學⽣具有專業能⼒的信念。

參、教師集體效能

　　除上述教師⾃我效能觀點之外，教師教學效能在團體動⼒⽅⾯的主張，認為效能不僅是個⼈構念，同時也是社

會性構念，亦即效能不只僅存在於個⼈層次，組織層次也有效能存在，即集體效能（collective efficacy），⽽教師

集體效能（teacher collective efficacy）意指⼀所學校教師對於其共同完成教學任務的能⼒知覺。Baker（2001）

指出集體效能係根源於⾃我效能，Weasmer 與 Woods（2001）研究指出當教師協⼒合作時⽬標能⼀致及有較⾼

的熱誠，有正向個⼈教學效能教師可能影響較缺乏效能⾃信的教師，也能交換教育的理念。

　 　 Goddard（2001）；Goddard, Hoy 與 Hoy（2000）認為教師集體效能可以分成兩個層⾯，⼀是教學脈絡分

析（task analysis） ；⼆是集體教學能⼒（general competence），其意義分述於下：

⼀、教學脈絡分析

　　教學脈絡分析，是指造成教學困難的相關重要因素和促進學⽣學習的外在限制影響。在效能的判斷中，教師必

須評估教學情境中的期望，必要的教學是什麼？這個分析將了解⼯作的困難度以及在這個脈絡中如何才算成功的預

期。換⾔之，⾼職教師們將分析在其學校中什麼才是構成成功教學的要素、那些阻礙與限制需要克服以及那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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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加以運⽤（Goddard, 2001；Goddard, Hoy, & Hoy, 2000）。

⼆、集體教學能⼒

　　教師們在評估其集體教學能⼒時將會考慮教學⼯作的困難度，以學校層次⽽⾔，教學能⼒的評估將會產⽣關於

全體教師們的教學技能、⽅法、訓練、專業知能的推論（Goddard, et al., 2000）。

　　尤其是在⾼職教育階段，每項實習科⽬都有其專精的課程與技術內涵，每位教師對於技術的養成教育皆不盡相

同，透過教師集體的效能與協同合作教學，互相觀摩學習，可讓學⽣在課程時間內習得更多的基本學理知識的認

知、熟練⾏業技能和培養更⾼的情意素養之養成。

肆、教師教學歷程

　　陳⽊⾦（2006）研究指出可以從教學⾃我效能信念、從系統呈現教材內容來塑造師道精神、從多元有效教學技

術、有效運⽤教學時間、建立和諧師⽣關係和營造良好班級氣氛來建立教師教學效能，⽽除了教學⾃我效能信念

外，其餘部分則可歸納於教學歷程，⽽O’Neill（1988）則提出教學三階段，即教學準備、教學實施與教學評鑑三

個階段和⼆⼗個最重要因素，茲分述於下：

⼀、教學準備階段（pre-active stage）：教學計劃、教師知識、教師組織、課程教材。

⼆、教學實施階段（inter-active stage）：教師期望、教師熱忱、教室氣氛、教師管理、教學清晰、前導組織

（advance organizers）、教學模式、問題層次、直接教學（direct instruction）、學習時間、變化、彈性、督導

與教學進度。

三、教學評鑑階段（post-active stage）：回饋、教師讚賞、教師的批評。

　　這⼆⼗種有關在教學歷程的因素，幾已囊括所有學者研究教師教學效能中的教學歷程因素與內涵，這些因素涉

及到教師本⾝內在與外在兩個層⾯，⽽非單⼀因素所形成，涵蓋⾯很完整。

　　由以上從教學歷程中來探討，可⾒在教學歷程中運⽤更有效的教學⽅法或策略，以達成教學的⽬標。

伍、學⽣學習⾃我效能

　　Wilhite（1990）認為，若從學⽣在學習⽅⾯的⾓度來看，學習⾃我效能便是指學⽣相信⾃⼰能夠掌控學習表

現結果的能⼒判斷。Pintrich 與 Schunk（2002）研究指出，將⾃我效能運⽤在學習⽅⾯是指學⽣對其學業能⼒的

⾃我知覺，⽽此知覺就是學⽣認為他們可以充分了解並順利完成學習活動的⼀種信念。

　　Bandura（1997）認為學習⾃我效能會影響個體學習新事物與⾯對挫折時，所產⽣的信⼼或疑慮，以及其是否

堅持努⼒的程度。Bandura （2006） 更指出⾼學習⾃我效能的學⽣具有更快地參與學習活動、較積極的學習習

慣、較努力⽤功、⾯對困難時較能堅持、表現較少的焦慮、較能接受具挑戰性的任務、對⽬標的追求花更多的時

間、較深的認知處理歷程、認知操作、能使⽤⾃我調節策略、採⽤較多的精熟⽬標等特徵，可見學⽣的學習應該在

努力、堅持度、學習⽅法、能力等⾯向具有⾼度的效能，「努力」是指學⽣對於⾃⼰可以努力學習的信⼼判斷；

「堅持度」是指學⽣對於⾃⼰遭遇困境、阻礙時堅持學習的信⼼判斷；「學習⽅法」是指學⽣對於⾃⼰可以運⽤各

種學習⽅法協助⾃⼰學習的信⼼判斷；「能力」是指學⽣對於⾃⼰學習能力、學業表現的信⼼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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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學者們對學習⾃我效能的涵意可知：學習⾃我效能專指學⽣在學習上，對⾃我的學習效能之看法，進⽽影

響其學習動機、學習⾏為或學習表現結果，包括知識與技能的習得、以及學習成效等。故學習⾃我效能可歸納為幾

個特性：（⼀）學習⾃我效能是對學習表現結果的效能評估；（⼆）學習⾃我效能會影響學習動機；（三）學習⾃

我效能的⾼低是決定其學習⾏為表現結果的因素；（四）學習⾃我效能會決定個⼈⾯對困難的⼼態與反應。

陸、學習成效

　　Danielson 與 McGreal（2000）亦認為教師評鑑的規準除了教師表現的過程（inputs）外，宜加入教師表現的

結果（outputs），亦即學⽣的學習成效，惟在評鑑學⽣學習成效時，宜考慮學⽣學習表現的「基準線」以及教師

表現所造成的「附加價值」（value-added）。學習成效是衡量學習者學習成果的指標，也是教學品質評估中最主

要的項⽬之⼀，學習成效會受到學習模式、課程設計、教學等因素影響（Kearsley, 1999），故許多學者紛紛探討

個⼈特徵或學習行為對學習績效的影響，Bandura（1997）也在其研究中探討能力、⾃我效能、個⼈⽬標對成效的

影響，結果發現，學習成效的確會受到學習者特質的影響。

　　學習成效乃是衡量⼀個學習者學習成果的指標，要有好的學習效果必須先建立良好的學習行為，學習成效的衡

量，可從Kraiger, Ford 與Salas （1993）提出的認知（Cognitive）、技能基礎（Skill-based）、情感

（Affective）、結果（Result）四個⽅⾯來加以探討依據，Hutchins （2004） 研究顯⽰：技能是否能透過學習⽽

獲得並維續，學習者的⾃我效能是最重要的決定因素之⼀。教授技能課程的教師，如果有意於提升學⽣的技能學習

成效，應該了解的是唯有搭配「激發學習者積極提昇⾃我效能」的策略，⽅得以使學習者在技能的學習上學習成功

能獲得技能，甚⾄維持技能的恆久性。

　　本研究結合教師⾃我效能與教師集體效能及有效之教學歷程視為教師教學效能之內涵，因此由其定義中可以歸

納出教師教學效能的研究中具有下列意義（胡央志，2007）：

⼀、教師教學效能係貫串整個教學歷程：

　　就是探討教師教學效能應顧及教學的整個歷程，由教學前的思考、教學的互動、教學的反省評鑑及學⽣的學習

結果等歷程，如何使其更有效能，都是教師教學效能的研究範疇。

⼆、教師教學效能必需運⽤有效的教學策略或⽅法，並付諸於⾏動：

　　欲促使教學有效，必須教師運⽤有效能的策略或⽅法，如良好的教學計畫、清晰系統呈現教材內容、多元有效

的教學技術、有效運⽤教學時間等。並能將這些有效的策略或⽅法付諸於⾏動。

三、教師教學效能係在增進學⽣學習成效，達成教學⽬標：

　　就是教師教學效能的⽬標並非為有效教學⽽已，⽽是期待能夠增進學⽣學習成效，以達成教學的⽬標，所以教

學效能亦為⼀⽬標導向。

由上述歸納本文提出之教學效能模式圖，如圖1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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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職專業教師教學效能結構圖

柒、新課綱教學的教學效能

　　在⼗⼆年國⺠基本教育領域課程綱要中提及「核⼼素養」是指⼀個⼈為適應現在⽣活及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

知識、能⼒與態度。素養是⼀種能夠成功地回應個⼈或社會的⽣活需求，包括使⽤知識、認知與技能的能⼒，以及

態度、情意、價值與動機等；核⼼素養的內涵涉及⼀個成功的⽣活與功能健全社會對⼈的期望。什麼是素養？根據

OECD 的定義，素養包含了知識（學科知識、跨學科知識、實⽤知識）、技能（認知與後設認知技能、社會與情緒

技能、勞動與實⽤性技能）、態度與價值。

　 　 STEAM 5⼤精神包含：跨領域、動⼿做、⽣活應⽤、解決問題、五感學習。教育部在12年國⺠基本教育課程綱

要總綱的「核⼼素養」中表⽰：素養指⼈在適應現在⽣活和⾯對未來挑戰時，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和態度，與

STEAM所倡導的學習精神符合。⽽⽬前在探討核⼼素養皆以STEAM為其主軸，在字⾯上就是Science（科學）、

Technology（技術） Engineering（⼯程）、Arts（藝術）和Mathematics（數學），在教育部（2014）的核⼼

素養的滾動圓輪意象中，顯⽰核⼼素養的內涵，在⾃主⾏動、溝通互動與社會參與等三⼤⾯向循序漸進，進⽽成為

能具備在各⾯向均衡發展的現代國⺠，因此STEAM教育不是只有整合不同學科，還要傳授判斷與解決問題的能⼒。

黃敦晴（2018）在親⼦天下中談及STEAM課程，包含了以問題為核⼼基礎的學習活動，學⽣要⾯對開放的課題，

透過⾃⼰找資料、與⼈合作、創新等解決真實世界的問題。

　　但研究者認為這些素養的核⼼僅是表⾯上的學科知識，⽽要⾯對未來的⽣活，要學⽣學到的⽣活智能等軟實⼒

才是真正的素養，正如同「核⼼素養的滾動圓輪意象」中的三⾯九項素養「⾃主⾏動」、「溝通互動」及「社會參

與」等三⼤⾯向，三⼤⾯向再細分為九⼤項⽬：「⾝⼼素質與⾃我精進」、「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規劃執⾏

與創新應變」、「符號運⽤與溝通表達」、「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道德實踐與公

⺠意識」、「⼈際關係與團隊合作」、「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教育部，2014）。其核⼼素養的內涵，也就是冰

⼭下層的潛在的能⼒與素養，分別是「⾃學能⼒」、「思辨⼒」、「效能」、「態度」、「道德」，等五⼤潛藏的

軟實⼒。

S （Self-Learning Ability）：「⾃學能⼒」是指⼀個⼈獨立學習的能⼒，也是⼀個⼈獲取知識的能⼒。它是⼀個⼈

多種智⼒因素的結合和多種⼼理機制參與的綜合性能⼒。⾃學能⼒也是衡量⼀個⼈可持續發展能⼒的重要要素。丁

肇中教授曾說過：不要教死知識，要授之以⽅法，打開學⽣的思路，培養學⽣的⾃學能⼒，⽽⾃學能⼒是掌握知識

技能的基礎，也是⾃學的基本要求更是未來繼續進修與終⾝學習的基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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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Thinking）：思辨⼒：是指能夠從不同⾓度去看⼀件事情，理性地分析問題和資訊，擁有判斷是非對錯的能

⼒。在現在網路資訊爆炸的時代，資訊唾⼿可得，如果沒有思辨能⼒，⼈們將會輕易受收到的資訊誤導，也只會單

⽅⾯接受指令，不懂得從不同⾓度思考想出更好解決問題的⽅法。透過新課程的多⾓度激發，強化學⽣的思辨⼒，

讓孩⼦懂得以不同⾯向看事情，學會以科學的⽅式更客觀地分析統整思緒，之後更有信⼼正向地去解決棘⼿的問

題，並做出最好的決定（商業周刊，2018）。

E （Effectiveness）：在學校包含教師的教學效能及學⽣的學習效能，⽽在⾯對未來的⽣活時，效能往往就是集過

去所學的基本知識與⾯對各種未來挑戰時能反映出來的有效問題解決的能⼒，效能重視組織⽬標的達成，重視結

果，除追求作對的事情（doing the right thing）外，更要有效的做好事情（doing the thing right）。

A （Attitude）：教學不只是讓學⽣學習，更要引起學⽣的學習興趣，更要培養其「態度」，態度之養成與情意素

養息息相關，常⾔道：⼼若改變，態度跟著改變; 態度改變，習慣跟著改變; 習慣改變，性格跟著改變; 性格改變，

⼈⽣跟著改變，亦即此道理。

M （Morality）：道德乃是衡量⾏為的觀念標準，不同的對錯標準是特定的能⼒、和⽣活形態與⼈際關係⾏為下形

成的。道德認知（Moral cognition）是指⼀個⼈以道德允許的⽅式⾏事或決定⾏事⽅式的認知過程。它由幾個⼀

般領域的認知過程所組成，從對於道德的「顯著刺激感知」到「⾯對道德困境時的推理」。我們必須體認到⼀個現

實，就是沒有⼀個專⾨的道德認知之課程，對於道德認知的多來⾃於將⼀般認知領域對道德⾏為科學以及了解道德

運作、改進道德⾏為研究的努⼒（Young & Dungan, 2012）。中央⼤學教授洪蘭更引義⼤利詩⼈但丁名⾔「道德

可以彌補知識的不⾜，但知識無法彌補道德的空⽩」，說明落實品德的重要性，為品德教育作註腳。

　　「素養」要比「能⼒」更適⽤於當今臺灣社會，「核⼼素養」承續過去課程綱要的「基本能⼒」、「核⼼能

⼒」與「學科知識」，但涵蓋更寬廣和豐富的教育內涵。核⼼素養的表述可彰顯學習者的主體性，不再只以學科知

識為學習的唯⼀範疇，⽽是關照學習者可整合運⽤於「⽣活情境」，強調其在⽣活中能夠實踐⼒⾏的特質。據此本

研究認為⾼職專業類科的教師，除了傳授學科的知識之外，在冰⼭之上的傳統核⼼素養（科學、技術、⼯程、藝

術、數學）外，更要將冰⼭之下的重要能⼒（⾃學⼒、思辨⼒、效能、態度、道德）融入於課程之中，不僅讓學⽣

習得⼀技之⻑外，更要有⾯對未來世界的⽣活智能的能⼒，本文綜合上述，結合表⾯學科知識與深層的⽣活智能，

整理出圖2之STEAM冰⼭圖，以為本文之素養的核⼼。

圖2.STEAM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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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教學應該做哪些事呢？

　　培養學⽣的學習⾃我效能感是教學⼯作中⼀項不容忽視的⽅⾯，它直接關係到學⽣的可持續發展，是培養⾼素

質⼈才的重要⼯作，現在也越來越受到學校教育的關注。在教學中培養和提⾼學⽣⾃我效能感可從以下幾⽅⾯著

⼿。

⼀、正視個別差異

　　⾯對不同程度學⽣則更要了解每位學⽣的個別差異，掌握他們的能⼒、性格、學科程度、學習⽅法、學習態度

等個⼈特點。教師採取的教學策略，除⼀⽅⾯要建立在對多數學⽣都切實可⾏的教學⽅法上，另⼀⽅⾯對各種不同

能⼒的學⽣也能分別提出不同的教學策略，採取有針對性的措施。正如學⽣的個別差異存在著多樣性⼀樣，教學的

策略也應該要隨之應變。正確對待個別差異，使每⼀個學⽣都能在原有基礎上獲得提升，誠如美國於2002年提出

《不放棄任何孩⼦》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NCLB）⼀樣，要把每個孩⼦帶上來，其理念⾸要強調就是要

拉近學⽣學業成就差距。

⼆、讓學⽣經常體驗成功

　　唯有在教學時隨時注意學⽣在學習上的個別差異，才能讓不同程度的學⽣經常體驗成功。Bandura（1997）的

⾃我效能理論指出，學習者親⾝經歷的成敗對⾃我效能的影響最⼤。成功的經驗會提⾼學⽣的⾃我效能感，因此學

習⽬標時要從學⽣的實際出發，建立適當的⽬標，其次，要讓每⼀個學⽣充分參與，讓學⽣有親歷成功的機會，讓

學⽣參與並體會成功來提⾼⾃我學習效能。

三、樹立學習榜樣

　　觀察學習對於⾃我學習效能的形成有重要的影響，當學⽣看到與⾃⼰程度相當的同學能完成某項任務時，則認

為⾃⼰通過努⼒也可完成同樣的任務，並能受到班級同學的肯定，從⽽可增強學習⾃我效能。另外，在班級活動

中，樹立學習榜樣是促進觀察學習的另⼀策略，關鍵是教師要善於發現，維持並及時地表揚，把學⽣的注意⼒吸引

到榜樣的⾝上，從榜樣中看到⾃⼰的潛能並增強學習⾃我效能。

四、溫馨和諧的班級氣氛

　　溫馨和諧的班級氣氛有利於學⽣學習⾃我效能的形成與提⾼，當學⽣出現錯誤時，要有⾜夠的耐⼼，啟發學⽣

⼀起來找發⽣錯誤的原因並加以糾正；對學⽣⾝上的優點和點滴的進步要善於發現，及時肯定，給予⿎勵和表揚。

良好的班級氣氛環境有利於培養學⽣的⾃信⼼、⾃尊⼼，以利於學⽣學習⾃我效能的形成與提⾼。

五、讓學⽣⾃我強化以提升學習⾃我效能

　　教師要給學⽣以切實的指導和幫助，建立適當的標準，可以透過循序漸進⽅式設立較近且具體的⽬標來達到，

因為近且具體的⽬標，能使學⽣較容易意識到⾃⼰的成功，從⽽產⽣學習⾃我效能，如果⽬標太遠⼤或太抽象，雖

然取得⼀些進步，但是與之相比會顯得微不⾜道或覺察不出來，結果是感到⽬標可望⽽不可及，從⽽使⾃⼰失望或

失去耐⼼，降低學習⾃我效能（Evelina,2012）。

玖、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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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培養教師教學效能與學⽣的學習⾃我效能進⽽提⾼學⽣的學習成效，則要去強化學⽣適應現今⽣活及未來挑

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與態度。這不是全新的概念，⽽是在過去的基礎上深化落實。它重視學科知識，也重視

跨科的整合，強調讓學⽣在真實情境中學習知識、重視應⽤，並培養正潛在能⼒的價值觀與態度。

　　⽽老師的「教」與學⽣的「學」彼此之間都是息息相關的，教師本⾝與教師們具有⾼度之效能外，更要透過有

效的教學，透過利⽤好期望效應和⿎勵性評價來⿎勵學⽣的努⼒與付出來激發學⽣⾃我效能，提⾼學⽣成效。亦即

當學⽣學習成效有所提升，教師們的教學效能與共同教學信念也更加正向。最後教師教學效能和學⽣⾃我效能與學

⽣的學習成效的相互影響將形成⼀個良性循環，讓老師的「教」與學⽣的「學」能夠產⽣⼀加⼀⼤於⼆的效果。

（本文改寫⾃「胡央志（2014）。⾼職⼯業類科教師集體效能對學⽣學習成效影響之研究：以學習⾃我效能為中介

變項。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10（4），107-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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