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師效能 

 

一、 前言：                                     by 怡文、韋名、幸蘭 

「教師」、「教學」及「教導」等三個名詞是班級研究中常用的語言系統（

Ander-son&Burns,1989）。其中，有關教師的研究向來便受到普遍的重視。西諺

云：「有怎樣的教師，就有怎樣的學生。」我國的教育學者亦指出：「如果教師

的素質優良，且能夠努力教學，一定可以克服外在環境對教學的負面影響。」（

雷國鼎和黃堯仁，民60）。此種重視與肯定教師素質攸關教育成敗的觀點，歷年

來的研究論述不勝枚舉。可見，教育在教育過程中，確實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

。 

近年來，由於社會環境的變遷以及教育品質的追求，再加上各國教育不斷改

革的影響，以致教師效能（teacher effectiveness）的提昇乃成為各國師資培

育的重點。教師效能的高低，一方面是展現教師本身教學能力及教學表現的程度

，另一方面也是影響學生學習成果的關鍵因素。教師是整個教育過程的實施者，

從擬訂教學目標、安排學習情境、激發學習動機、呈現教材、運用教師方法及評

量學習結果等一連串的活動，均有賴於教師執行此等任務時所表現的教學能力與

跟學生溝通的技巧。而既然教師效能是如此重要，那麼到底教師效能的概念究竟

是什麼呢?而教師應具備哪些特徵才能算是一位優良教師?而教師效能既然如此

的重要，故就有教師效能的評量出現，而其評量的理念是什麼？而為什麼要評量

？這些都是我們這次報告所要探討的主題和方向，以為「教師效能」做一個概略

性的介紹！ 

 

二、 教師效能的概念 

教師效能的概念是源自於黑德爾（F. Heider）與懷特（Ｒ. W. White）早

期的研究。教學效能的涵意與概念，依據相關的研究與文獻，可從幾個層面加以

分析。 

 



甲、 從組成的成分而言 

教師效能通常包含認知與情意層面。理想或合於規範的教師使學生產

生肯定改變的可能性，以及是否引起此種改變；情意層面是效能感與

自尊心的結合。 

 

乙、 從實質內容而言 

教師效能的涵意囊括教師對學生的表現、學生的學習、教學歷程、組

成的成分及層面。教師效能是教師本身持有專業方面的信念，透過此

種信念，教師相信自身有能力改變學生的學習，協助學生從事有效的

學習活動。 

 

丙、 從概念層面而言 

教師效能包括一般結果的預期與自我效能感。前者指的是一種行動導

致想得到結果的信念；後者指的是個人有技能去獲致這些結果的信念

。Ashton（1985）指出教師效能是解釋教師動機的重要概念，從概念

的發展中，瞭解教師教學活動的選擇和決定，在教學過程中努力的程

度，以及遇到阻礙時，支持教師持續下去的程度。 

 

丁、 教師效能的涵意歸納 

由上所述，教師效能的涵意，可延伸歸納如下： 

ａ）教師效能包含多層面的概念 

教師效能有認知成份，同時也包含情意成分。透過教師效能的開展，

讓教師的專業能力和知識得以高度地發揮。 

ｂ）教師效能是一種能力 

教師效能讓教師深信，在任何特殊情境下，能協助學習者排除各種學



習上的障礙，引發學習動機，並進行有效的學習。此外，教師效能讓

教師將支持學生的各種預期付諸行動，並且有能力去改變並影響學生

。 

ｃ）教師效能是一種信念 

教師效能是一種使教師不顧各種阻礙去引導學習者學習能力的信念

。此種信念讓教師深信使學習者產生正向改變的可能性。 

ｄ）教師效能是適用於各種特殊情境的概念 

教師效能除了是教師相信存在能力影響學習者表現的一種程度外，同

時也適合於各種特殊的情境。在特殊情境之外，教師也能協助學習者

進行有效的學習。 

ｅ）教師效能是教師的自我效能感 

教師效能是教師個人對於自己的特殊情境中，表現出某種行為的能力

，是一種自我效能感，影響行為的產生與對表現努力的程度，從對學

習者表現結果的評價而定。 

 

 

 

三、 優良教師的特徵 

優良教師必須具備什麼條件？何種特質？與一般教師相比較，主要的差異何

在？依據Kuriacou,1986；Ｍedley，1997；Porter & Brophy，1988；Ran & 

Cooper，1988等的研究文獻指出，優良教師通常具備溫暖、同理心、負責任

、有效率、激勵士氣、富想像力、創造力等特質。優良教師所表現出來的教

學行為是能將專業知識有效地發揮，面對教學情境能作出審慎的行動，並且

能批判地檢視行動的後果。但究竟什麼優良教師（即所謂的高效能的教師）

的特徵？以下我們就以（Ashton 1984）作為介紹： 

     



高、低效能教師的特徵（Ashton 1984） 

項     目 高   效   能   教   師 低 效 能 教 師 

 

個人成就感 

 

 

 

‧認為和學生一起活動是重要和有意義的 

‧認為自己對學生學習有正向作用 

 

 

‧對教學感到挫折和

沮喪 

 

 

對學生行為和成

就的正向期望 

 

 

 

‧期望學生進步，而且往往能發現學生達成

其期望 

 

 

 

‧預期學生失敗，且

對教學努力有負面影

響，以及不良行為 

 

 

對學生學習的個

人責任 

 

 

 

 

 

 

‧ 認為教師應負起學生學習責任 

‧ 學生學習經驗失敗時，會檢討自己的教學

行為，使學生獲得更多幫助 

 

 

 

 

 

‧ 認為學生應負起

自身的學習責任 

‧ 學 生 學 習 失 敗

時，會從學生的能

力、家庭背景、動

機或態度等因素

來歸因 

 

 

達成目標的策略

 

 

 

‧ 為學生學習進行計畫 

‧ 設定師生目標 

‧ 確立達成目標的有效教學策略 

 

 

‧ 缺乏特定目標 

‧ 充滿不確定性 

‧ 缺乏計畫教學策

略 

 

 

正向的影響 

 

 

 

 

‧對教學、自身、學生感到愉快 

 

 

 

 

‧ 對 教 學 有 挫 折

感，常出現沮喪 

‧ 對工作和學生有

負面的情感 

 

 

控制感 

 

 

‧ 深信能夠影響學生學習 

 

 

‧ 教學具有無力感 

 



 

師生共同的目標

感 

 

 

‧師生共同參與，達成目標 

 

 

‧師生目標對立，而

且關注焦點亦不一樣

 

民主式的決定 
‧允許學生參與有關達成目標和學習策略的

決定 

‧ 教師自行決定達

成目標和學習策

略，不讓學生參與

 

 

 

四、 教師效能的評量理念 

教師效能的評量在教師研究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其評量方法主要包括

專家學者的見解、校長或督學的觀察、學生的評鑑及教師的自我評量等方式。而

教師效能雖以學生成就為依據，但與學生學習表現有關的教師特質、行為與思考

，皆可視為評量的依據。而且在教師效能的評量中，除了測量學生成就外，同時

也應考慮影響學生學習成就的其他因素，例如：教師的個人因素（人格特質、思

者組型、教學經驗及訓練資格等）、學校組織（學校系統、學校管理、教學條件

等）、教學過程及學生特徵等等。可見，教師效能的評量必須採取多元多層評量

的觀點，兼顧量的測量和質的分析，並注意教師個人因素與外在環境的關係，而

這些都是為了以求可以深入瞭解教師效能的表現。 

 

確定概念 →分析層次 →建立指標 →進行評量   

 ∣     ∣    ∣    ∣ 

教師效能 ‧教師特質 ‧教師熱誠   ‧客觀／計量 

     ‧教師行為   ⋯         ‧主觀／計質 

       ‧教師思考   ⋯     

                     ‧對實際教                                          

                       學的反省 

 

                          -教師效能評量的分析架構圖- 



也許教師效能的評量或許不能解決教育過程的一切問題，但確可以其作為教師及

師資培育工作人員的自我導引，在其評量的過程中尋求最好的教育方法，以提昇

教育效能的作用！故仍然值得我們重視。 

 

 

五、 實例探討：教師與學生的溝通技巧 

以下將說明老師和學生溝通的小技巧，「適當的溝通」屬於教師效能的一部

份。如果老師和學生能有良好的溝通模式，不但師生之間容易保持良好的關係，

也可以同時提升教學的效果。我們會先引用由Ginott撰寫、許麗玉翻譯「老師怎

麼跟學生說話」一書中所設計的課堂情境，並提供老師與學生應對的建議。情境

一是老師在課堂中發課本，發現學生情緒不佳的時候，應該如何安慰學生。情境

二則是老師讚美學生的技巧。「讚美」是教師鼓勵學生的一種方式，但是不當的

讚美卻可能有反效果。以下將提醒老師們應如何給予適當的讚美。 

 

情境一：老師在班上發新書，當發到九歲的傑保羅時，書沒有了。他淚眼汪

汪的抗議：「我老是最後一個拿到東西。因為我的名字開頭是「傑

」（英文Z） ，所以我總是拿到零（Zero）。我討厭我的名字，我

討厭學校，討厭每個人。」 

如果你是老師？該如何做？ 

 

建議：保羅的老師可以寫一張字條給他：「親愛的保羅：我知道你一定非常

傷心，你熱切地等待新課本，而突然間----這樣一個失望。除了你，每個人都拿

到了課本。我將親自留意讓你收到新書。   你的老師  上」。如果老師親自寫

一張安慰的字條，保羅可能會鎮靜下來，並記得老師的溫柔慰藉。但是如果老師

持不同的觀點，認為小孩應該及早學習泰然地面對失望。對保羅說：「你幹嘛為

一本書嘔這麼大的氣？今天沒拿到，明天就拿到了。你都九歲大了，還像個哭泣

的嬰兒。」如果老師是這樣回應，則可能對孩子造成二度傷害。 



當學生遭遇的困難或是發出不平之鳴時，一個高效能的老師著重的焦點的是

「現在這裡有個鬱鬱不樂的孩子」，並且會設法幫孩子找到快樂。而不是用指責

、說教的方式勉強學生走出情緒的低潮。 

 

情境二：十三歲的羅里美妙地彈出一首印象派曲子 

老師：唔⋯.我非常欣賞那支曲子 

羅里：你不說我彈得如何如何美妙，我好快樂！每次我一彈琴，母

親就嘖嘖稱讚說：「美妙！美妙！你把這麼多情感帶進音樂裡。」

我覺得像是挨了當頭一棒。 

老師：每次你都不喜歡別人評價，是嗎？ 

羅里：是啊！我不必別人告訴我彈得多好。我彈鋼琴主要是為了自

己，不是在表演，所以一直不希望人家批評我。 

情境三：老師：妳上次的作品實在畫得太好了，不虧是我們班上美術最棒的

學生，這次的比賽一定也沒問題的！ 

小美：可是我對於人體要怎麼呈現，還是有一些不明白⋯ 

老師：沒什麼好緊張的，妳是我教過最棒的學生，這次的優勝一定

還是妳！ 

小美：⋯⋯ 

 

建議：「讚美」可以分成兩種，一種是評價式的讚美；另一種是讚賞式的讚

美。評價式的讚美具有摧毀性，會製造焦慮，養成依賴。常見的評價是讚美有：

「你是個好男孩」、「你表現很好」、「繼續做你的好事」。當孩子聽到這種讚

美時，可能會有持續做一件自己不喜歡做的事情的壓力，不能做真正的自己。或

是惟有得到讚美，才願意繼續做某些事情。 

讚美分成兩個部分：我們對小孩說的話以及小孩反過來對自己說的話。老師

說話應該表示讚賞孩子的努力、幫助、工作和成就，或是陳述老師欣賞的地方，



再由小孩給自己下具有建設性的結論。情境二中的老師就是表達自己的欣賞，而

非直接讚揚小孩的彈琴技巧。老師的說法同樣達到鼓勵孩子的功效，卻不會像孩

子的媽媽一樣，給予一個評價式、具有壓力的讚賞。 

建設性的評價是描述學生所做的努力和成就以及給予讚美者的觀感，它不評

論個性或判斷品格。讚美的基本原則是：不予評價地描述，不做判斷的報導，讓

孩子自己做評價。 

 

情境四：鍾老師在每節科學課開始時必先以口頭為當日活動作綱要提示，而

施薇卻老是遲到⋯ 

師：每次妳遲到，就錯過了我的提示，我不得不對妳個別交代。每

次都這樣，讓我很厭倦⋯ 

生：喔，我在年鑑編輯部，最近為了配合印刷場截稿日期限而忙得

不可開交，這是我遲到的緣故 

 

兩種不好的解決方式 

 

 我勝妳敗： 

師：我本來不在乎，可是我懶得因為妳在 別處有工作就把妳當大

牌看待。從今以後，妳要準時到，否則乾脆不要到！ 

生：可是⋯ 

師：沒有可是！如果妳要通過這一科，就像別人一樣準時到！ 

生：（憤怒地）好吧！ 

用這種方式， 

學生會對老師產生憤恨及強烈敵意⋯， 

沒有人願意讓自己需求受挫而聽命行事的。 

 



 妳敗我勝： 

師：我並不是要找妳麻煩，我也不想作難相處的人，可是你不修畢

這一堂課，妳就沒辦法畢業。 

生：我作業也有交，考試成績也很高，我看不出有什麼理由我遲到

幾分鐘就會沒辦法畢業。你為什麼不對那些老是躲在浴室裡抽煙、

成績都沒到標準的人吼，而卻找我麻煩？ 

師：OK，OK！如果妳不得不遲到，就遲到吧。我只希望妳不要每次

都這樣⋯ 

 

老師讓步的結果， 

往往討厭甚至憎恨該學生， 

進而影響教學⋯； 

此舉也易使得學生難以約束、得寸進尺⋯ 

 

 

 

 

建議解決方式：共同覓求彼此接受的解決之道 

 

師：我明白，妳覺得時間緊迫，所以不得不遲到。 

生：是的⋯也不盡然⋯，你的意思好像是：我不覺得這科重要，其

實我長年上這堂課都沒遲到，年鑑工作只不過在最近幾個星期才有

，你懂我的意思嗎？ 

師：妳的意思是，遲到不過是暫時的，之前妳都準時到，忙完之後

妳也會準時到囉？ 

生：對，我們校對完畢，之後我就會準時到了。 



師：到那時候自然就沒什麼問題了。不過我心煩卻非這個緣故，我

不願意在妳遲到後要耗時間重複，妳有沒有想到什麼主意解決我們

的問題？ 

生：不然我請同學用錄音機錄下來你的話？這樣我就可以知道一切

了。 

師：恩，沒問題，我們就這樣做吧。 

透過這一連串對話，師生都能滿意 

 

幾個原則是教師必須要掌握的： 

 

 用「我⋯」代替「妳⋯」 

 教師要明確表明：我不是要用我的權力讓妳敗北，而是想要尊重

妳的需求，並顧及我的需求。 

 要積極聆聽：探索學生真正問題所在並協助其自行解決，讓學生

把你看做是一個可以交談的對象 

 

六、 結論： 

  怎樣的教學行為最有效應？優秀教師的教學表現指標為何？一直是從事教

學者與研究者亟力想追求的目標與議題。而我們對於教師效能的研究除了指出優

良教師的必備條件、高低效能教師的指標外，另外也說明教師效能的理念精神所

在，而我們從這些教師效能的瞭解，不但提供師資培育處方性的建議、強化教師

建構教學理論的趨勢之外，更從教師教學前、教學互動與教學反省思考等階段中

，可以對教學者與研究者都有正面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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