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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國際化地球村的概念更為明顯的時代來臨，學習英語已是世界

潮流所趨，而全民的英語能力亦是現今關注的焦點之一；教育部在九十

學年度起國民小學陸續開始試辦將英語列入國民小學的必修科目中。國

小英語教學實施迄今，國內有關英語教學的研究皆是針對台灣本島地區

的研究，然而，離島地區的國民小學不論是在地理位置、文化刺激及教

學資源等各方面，皆和台灣本島其它縣市有別，往往無法與之並駕齊驅；

英語教師之合格教師比例更明顯比都市地區低。在教育改革的過程中，

我們較少關注教師的需求，但教師卻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而這些不

同背景的英語教師們，在教學方面所面臨的困擾以及工作滿意度的情形

亟待進一步進行調查研究。 

本研究以主要以問卷調查方式探討離島地區國民小學英語教師其教學

困擾與工作滿意度的差異情形，研究工具為研究者自編之『離島地區國小英

語教師教學困擾及工作滿意度調查問卷』，內容包含基本資料、教學困擾量

表及工作滿意度量表等；針對在屏東縣、台東縣、澎湖縣、金門縣及連江縣

的離島地區中所有國民小學之英語教師發放問卷，共有 95 名，所回收之問

卷有 73 份，回收率高達 76.8％。統計方法係採描述統計、t 考驗、單因子變

異數分析、皮爾森積差相關、多元逐步迴歸等。根據資料分析所得結論如下： 

一、 離島地區英語教師教學時間困擾與工作滿意度呈現負相關。 

二、 英語教師的背景變項中，「學歷」對教學困擾的影響程度最大。 

三、 教學年資越資深，其工作滿意度越高。 

四、 教學困擾各層面中，「教學時間控制」對工作滿意度的預測力最大。 

最後依據結論對教育人員、教育行政機關及未來研究提出建議。 

 

關鍵字：國小英語教師、離島地區、教學困擾、工作滿意度 



 Teaching Problems of Rural Elementary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Chen Szuchien 
 

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recognize the teaching problems and job 

satisfactions of rural elementary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As the world globalizes, English learning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task. In 2001,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nounced to include English as one of the compulsory courses. 
But in the education reformation, government authorities seldom paid attentions to 
teachers’ needs. Researches on English teaching in elementary schools had widely 
been conducted. However, few researches on rural districts were done. Rural 
elementary schools are at a disadvantage when it comes to culture stimulations, 
education resources, and number of qualified teachers due to its geographic 
characteristic.  
 The research is conducted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that is designed by the 
researcher, “Teaching Problems and Job Satisfactions of Rural Elementary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Survey.” The questionnaire is divided into three sections: 
background information, teaching problems scale, and job satisfactions scale. The 
survey was given to 95 subjects from Pintung County, Taitung County, Penghu 
County, Kinmen County, and Matsu Island; 73 questionnaires were return. The 
retrieve rate is 76.8%. Descriptive analysis, t-test, One-way ANOVA, Pearson product 
moment coefficient correlation, and Multiple Regression were conducted.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eaching-hours problems and job satisfactions. 
b. Education Level is the main factor influencing Teaching problems. 
c. Senior teachers are overall more satisfied than junior teachers. 
d. Job satisfactions can most likely be predicted by Controlled teaching-hours 

 
 Final suggestions were made to educators, administrations and future researches 
based on the conclusions. 
    
Keywords: English teacher, teaching problems, job satisf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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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學習英語已是世界潮流所趨，而國民的英語能力亦是現今各界

關注的焦點之一；我國教育部在經過審慎研議後，於民國八十七年

公佈的「國民教育階段九年一貫課程綱要」（教育部，1998）中，已

將英語列為未來國民小學的正式課程，並自 90 學年度已在國民小學

開始實施。近十年來，關於國小英語教學現況的相關研究有許多，

如邱才銘(1998)、鄭楓琳(2000)、陳俊佑(2000)、謝淑娟(2001)、謝一

謙(2002)、李漢文(2003)、何褔生(2003)等，但上述之相關研究中，僅

有何褔生(2003)是探討有關離島澎湖縣之英語教學實施外；其餘相關

研究在研究的區域多數集中在台北、桃園、台中、台南、高雄等都

會區；離島地區的國民小學，不論是在地理位置、文化刺激、學校

規模、教學資源等各方面，皆和台灣本島其他縣市有別，在全國皆

關注在國民小學實施英語教學的時候，離島地區的國民小學英語教

學的現況及英語教師的實際工作現況更應該受到關注。 

然而實施國小英語教學中最重要的考量，在於體制內師資不足

的問題，(邱才銘，1998；鄭楓琳，2000)。當前的國小英語師資背景

及素質不一，各縣市之國小英語合格教師人數至今仍有部份不足的

現象；甚至於部分合格英語教師在偏遠地區教了一年後，紛紛請調

回都市，造成鄉下小學依舊缺少英語老師(王融見、楊震海、汪美芳、

張澄輝，2004 )；而離島地區的任教英語教師之合格教師比例令人擔

憂外，這些不同背景的英語教師們，是否面臨到什麼教學方面的困

擾，更值得進一步的調查。 

綜觀國內研究教師工作滿意度的文獻不在少數，但是研究範圍

大多是在都會地區，僅梅媛媛(1995)的研究是關於花東兩縣偏遠小

學，而針對離島地區教師們的工作滿意度之相關研究卻是從未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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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涉及。另外，在一波波教育改革的聲浪下因應而生的國民小學

英語課程，除了要了解任教的這些教師們的實際工作狀況外，在政

策措施下的教師們的工作品質如何？教師在這份教學的工作上所產

生的心理因素，即教師的工作滿意度又是如何？工作滿意度影響教

學成效甚距(楊益民，2002)，除了師資培育制度上的職前養成問題之

外，在教師實際投入教育工作後的工作滿意度亦是需要關注及分析。 

此外，在國內談及偏遠教師工作現況的研究中，郭文瑞(2003)表

示偏遠地區國小教師對於工作生活品質現況，以「行政運作」最感

滿意；而偏遠地區國小教師工作壓力現況，則以「工作負荷」最大。

謝敏玲(2002)的研究中指出，在不斷推陳出新的教育政策下，對偏遠

地區學校、教師、學生的負荷，而教育新政對偏遠地區帶來的是真

正的並非全是助益，甚而是抑制其發展的阻力。綜合以上相關研究

結果，並結合英語師資發展現況，本研究希望了解在這波英語學習

的熱浪下，英語教師的背景為何？英語教師在離島地區的工作滿意

度如何？在教學上遭遇到什麼教學困擾呢？而教學困擾和工作滿意

度之間是否存在相關的情形？期能透過本研究之實施而加以了解，

俾能了解離島地區之英語師資的現況並提供相關建議做為實施英語

教學上的參考外，更能提供相關單位給予適切輔導，助其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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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對於離島地區國小英語教師實施英語教學的現

況及離島地區的國小英語教師個人背景變項與其教學困擾和工

作滿意度的差異及相關情形。 

一、了解離島地區國小英語教師師資現況。 

二、探討離島地區國小英語教師不同的個人背景變項在教學困

擾上的差異情形。 

三、探討離島地區國小英語教師個人背景變項在工作滿意度上

的差異情形。 

四、探討離島地區國小英語教師其教學困擾和工作滿意度之間

的相關情形。 

五、探討個人背景變項、中介變項對工作滿意度之影響 
 
 

第三節 待答問題 
 

基於以上之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本研究擬定待答問題如下： 

一、 離島地區國小英語教師師資現況？ 

二、 離島地區不同背景變項之國小英語教師在教學困擾上之差

異情形為何？ 

三、 離島地區不同背景變項之國小英語教師背景在工作滿意度

上之差異情形為何？ 

四、 離島地區國小英語教師之教學困擾與工作滿意度之間是否

有相關？ 

五、 離島地區國小英語教師之個人背景變項、中介變項對工作

滿意度之影響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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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釋義 
 
一、離島地區 

        本研究所指之離島地區係指台灣本島以外，陸路無法

到達之地區。如：綠島、蘭嶼、小琉球、澎湖縣、金門及馬祖

地區。 

 

二、 國小英語教師 

本研究所指之國小英語教師，係指實際負責英語教學

之教師，包含正式合格國小英語教師、校內一般合格教師兼任英

語教師、代課英語教師及外聘兼職英語教師等，不包含外籍教師。 

 

三、 教學困擾 

本研究所指之教學困擾是指國小英語教師在從事英語教

學活動中所遭遇的困境，也就是教師在教室情境中從事英語教學

活動歷程中，包含教學準備、教材教法、硬體設備、班級常規管

理、教學時間控制等五個層面之困擾程度。 

 

四、 工作滿意度 

本研究將工作滿意度定義為是工作者對工作情境內部各類

活動所產生的整體情形主觀感受。而本研究中工作滿意度分為教

師對領導特質與行為、工作本身、組織內部互動關係、組織文化

與價值、政策與行政、報酬資源與組織培育、個體心理層面滿足

等層面之滿意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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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之研究範圍界定如下： 

1.研究地區：離島地區之國民小學，包含綠島共 2 所國民小學、

蘭嶼共 4 所國民小學、小琉球共 4 所國民小學、澎湖縣內之國民

小學數有 41 所、金門縣共 19 所、馬祖地區共 8 所國民小學。 

2.研究對象：實際負責英語教學之現職教師，包含正式合格國小

英語教師、校內一般合格教師兼任英語教師、代課英語教師 及

外聘兼職英語教師等。 

3.研究內容：本研探討離島地區的國小英語教師的教學困擾及工

作滿意度情形，並探討離島地區國小英語教師性別、年齡、學歷、

畢業科系、教學年資、師資取得管道、本地人或外地人、任聘情

形等個人背景變項在教學困擾方面與工作滿意度方面的感受程

度差異之比較分析。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雖然可蒐集到較普遍性而客觀的資

料，但囿於限於經費、時間、研究者本身的能力，以及離島地區

國民小學地理位置分散各地，許多地方不易到達的種種限制，無

法達到對所有離島地區的英語教學人員共 95 名，個別進行以其

他方式（如晤談、觀察）的方式進行心理歷程的變化等研究，因

此本研究著重探討於由問卷調查所得到較普遍客觀的資料為研

究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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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實施國小英語教學之情形與師資來源 

 

壹、國民小學實施英語教學的演進歷程 

    隨著國際間日益頻繁的相互交流，外語能力的重要性在這樣的

時代潮流中凸顯出來，為了追隨國際化腳步的加快與資訊流通的迅

速，英語已逐漸而廣泛的融入國人的生活之中(蘇順發，1999)。國人

為了要提早培養孩子學習英語的興趣，不讓孩子輸在起跑點上，多

數安排課後將學童送到校外各式各樣的英語學習機構，以奠定日後

英語溝通能力的基礎，所以各界也提出許多有關於國小應該及早實

施英語教學的建言(陳淑嬌，1998)。早自民國 82 年，曹素香(1993)

所做的研究發現，台北市區內學生學習風氣已逐漸開啓。 

  

  至民國 85 年，行政院教改會通過「積極規劃國民小學學生必修

適量之英語課程」提案，建議政府應將英語二十六個字母的辨識與

書寫，列為國小基本技能，並以必修方式實施(行政院教育改革委員

會，1996 年)。大致說來，在行政院教改會尚未提出國小實施英語教

學之建議前，除了台北市、台北縣和高雄市較積極推動國小英語教

學外，其他各縣市參與實施的情形並不踴躍，反應也相當冷淡(鄭楓

琳，2000)。而在教改會提出具體建議之後，民國 86 年可說是推動國

小英語教學的測試年，各縣市態度轉變極快，同時新聞媒體也討論

甚多，一時之間國小英語教學成為勢在必行的趨勢(施玉惠，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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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羅銀慧(2000)的研究指出，民國 87 年教育部長吳京部長在任內

時，認為社會已經邁向國際化和多元文化的趨勢，而語言是國際間

往來的一項重要工具，英語更是必備的語言。於是提出將從國小實

施國語、英語雙語教學，並最快在 88 學年度將英語納入國小六年級

的必修課程，朝考教分離方向進行，最好只教學不考試，若要評量

宜用口試代替筆試。並考慮建立甄選制度，讓英語系國家來華留學

的外籍學生、外籍神職人員及國內外大學英語系畢業生擔任國小英

語教師，推動生活化英語教學，最快於 87 學年度下學期開始實施，

且由台北市首先試辦，並規劃與研議將國小英語教學放置在九年一

貫課程標準中。 

  教育廳在民國 87 年四月公布「台灣省國民小學實施英語教學實

施原則」，規定全省各縣市國民小學可以利用團體活動分組及其它不

影響正常教學的時間，辦理英語教學課程(黃木蘭，1999)。之後又發

佈國民小學應依教師專長、場地、設備、經費及社會資源等擬定相

關英語教學實施計劃，經縣市政府組成之「英語教學審查小組」審

核核准後，自 87 學年度起全面試辦國小英語教學，並列入視導工作

之一(柴素靜，1999)。 

  羅銀慧(2000)研究更指出，已故教育部長林清江部長於任內時，

大力推動實施國小英語教學政策。為了培育學生國際觀，提昇國家

競爭力，順應時代潮流，滿足家長需求，及符合部長個人菁英決策

模式，林清江部長決定自九十學年度起，從國小五、六年級全面實

施英語教學；以系統化思考營造英語學習環境、研訂教學內涵、建

構教學評量模式與積極培育師資等，俾使國小英語教學更為周延可

行。而五、六年級實施英語教學的主要目標是在於培養學生對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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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興趣、簡易的聽說溝通能力及建立應用生活化英語的基礎，輔以

活潑多元的評量方式，讓學生能持續快樂的學習，不增加其課業負

擔。為了順利執行這項政策，更全面展開國小英語教學師資甄選及

現職國小教師的英語教學能力檢視的工作。從 88 學年度起積極培訓

國小英語教師，由在職訓練與養成教育雙管齊下，建立認證制度，

通過認證者即可擔任國小英語教師，以補足 90 學年度全面實施國小

高年級英語教學所需求的 3359 名國小英語教師。 

    民國 87 年，教育部在公佈的「國民教育階段九年一貫課程綱要」

草案中，將英語納入語文學習領域的正式課程，並從 90 學年度全面

實施國小五、六年級英語教學(謝淑娟，2001)，此一政策的實施對我

國國民教育的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貳、國民小學英語教師之師資來源 

      國小英語教學實施最大的困難在於現有體制內師資不足(蔡姿

娟，1999；賴秀英，1999)。因此在國小實施英語師資的來源有斷層

的現象，造成部份教學時，暫時先由對英語有興趣的國小現職教師

先行上路(黃玉珮，1999)。在多數縣市都準備提前到國小三年級的同

時，為了配合政策的落實，國小英語師資的培訓及來源，在鄭楓琳

(2000)中提及教育部在師資培訓的過程：  

(一)英語能力檢核測驗    

為配合九十學年度國小語師資需求，教育部於民國八十七

年即著手進行近程師資檢核、培訓之規劃事宜。先訂定「國小

英語教師英語能力檢核要點」，並成立「國小英語教師英語能

力檢核測驗委員會」，作為辦理檢核測驗之依據。有關檢核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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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事宜乃委請在英語能力測驗已具社會公信力之財團法人語

言訓練測驗中心辦理。經筆試及口試，於八十八年六月九日公

布錄取名單，計有 3536 人錄取。 

(二)英語教學專業培訓 

配合教育部語言能力檢核測驗後英語培訓課程之辦理，高

教司乃邀請台灣大學、台灣師範大學、輔仁大學等校英語文

學者組成專案小組，審慎規劃培訓課程之相關事宜： 

1.培訓課程綱要之擬訂 

   由台灣大學台灣師範大學及輔仁大學召集相關院所研

訂課程綱要，以為未來各委辦學校辦理培訓參照之共同標

準。依課程網要，英語培訓課程共計 360 小時，主要包括英

語能力及英語教學能力訓練課程二部份。 

2.委辦學校之擇定 

  總計二十三所英語教學較具成效之大專院校可參與培

訓。 

3.研習會之辦理 

  為加強參與培訓學校在教材、教法理念之溝通與共識之

建立，教育部同時規劃辦理國小英語師資培訓教師研習會，

邀請國內外相關學者、專家與會指導。 

4.教師、教材資料庫之建置 

  基於國內一般大學校院國小英語教學能力相關師資之有

限及教材資訊之缺乏，教育部發函各大學院校及其他教學行

政單位，廣泛蒐集資訊，建立相關培訓課程之教師人力資料

庫及教材資料庫，加強教材資訊之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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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過去英語並未被列為國小正式學科，所以目前國小在職

教師除了積極少數受過英語教學的專業訓練外，絕大多數並未具備

英語教學的經驗與素養(施玉惠等，1997；賴秀英，1999)。於是便有

學者專家提出縣市政府辦理短期國小英語師資訓練之建議(朱惠美，

1998)。 

在國小英語教師短期培訓計劃方面： 

石素錦(1998)認為要解決現階段的國小英語師資問題，可從體制

內選派英語能力佳者施以教學法訓練，或聘任體制外的專業教師擔

任英語科任教師，或由志工家長支援英語教學，可暫時舒緩師資不

足的情形。 

施玉惠等(1997)則認為想在短期內解決國小英語師資的短缺問

題，應由教育當局擬定國小英語教師資格檢定制度，凡現任國小教

師、社會人士或補教界對小學英語教學有專長及意願者，皆可透過

資格檢定程序，只要能通過針對英語能力、專業素養及試教三方面

的評估標準，就可以取得國小英語教學資格，如此便可在短期內篩

選出適任的英語師資。 

根據朱惠美(1998)的研究指出，台北市、高雄市、台北縣等皆已

針對現任小學老師辦理過英語師資培訓，台北市培訓對象以三年級

導師為主，其他縣市則由小學推派對英語教學有興趣的老師參加。

上課時數則從 20 小時到 48 小時不等，上課內容以介紹英語教學技

巧為主。台北市主要以示範教學的模式進行，其他縣市則以主題方

式，如：字母教學、發音教學等，介紹教學技巧。 

在國小英語教師長期培訓計劃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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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1998)在施政報告中提到，師資的良窳攸關教學的成效，

培育優良的英語師資為當前最重要的課題，教育部正積極邀集省市

教育廳局與學者專家代表，共同擬定多元化的師資培育管道，務期

提供優良的國小英語師資。 

以長期培訓來看，施玉惠等(1997)認為各大學英文系可以設立國

小英語教育學程，培育更多專業人才投入國小英語教學的行列。各

師範學院也應設立國小英語教育學系,以培育國小英語師資，提供穩

定的師資來源。不論是師院國小英語教學系或是英文系修畢國小英

語教育學程之畢業生，都應接受英語能力檢定考試，以確保國小英

語教師皆具備正確的發音和良好的口語表達能力。同時，國小師資

聘任之法令也應加以彈性調整，讓中小學英語師資合流，只要具備

中學英語教師資格者亦具有小學英語教學之資格，這將使未來國小

英語教學師資來源更為充裕。 

蘇順發(1999)認為在長程培育國小英語師資方面，應著手於中小

學師資培育教育課程之整合工作，使各大學院校(尤其是師範體系者)

以正規制度(含增設新的系組)培育既具備外向特質、又具國小教育專

業、又有英語專長的合格國小英語教師。 

根據劉玲芳(2000)研究指出，為因應長期的小學英語師資之需

求，由師範院校培育合格小學英語師資已積極的進行中，目前九所

師院的處理方式有四種：1.語文教育學系開設相關選修課程 2.語文教

育學系增設英語組 3.開設英語教學第二專長課程 4.增設英語教育系

所。 

陳俊佑(2001)指出，為因應國小英語教學實施之趨勢，九所師院

的語教系都已或多或少提供英語教學相關課程；屏東師範學院自 83



 12

學年度起語教系英語組便在語教系、初教系成立小學英語教學第二

專長班。 

 

 

參、離島地區英語教師各校人數 

在師資部份，教育部於全國教育局會議(2003)中公布，目前全台

公立國小英語課程師資，擔任國小英語教學老師共 7926 人，有 2669

名是由一般師資任教，編制內具有英語專長的師資只約 4300 人；其

中，連江縣、台東縣及金門縣編制內具有英語專長的教師人數最少，

分別為 0 人、3 人、4 人。根據該會議各縣市教育局提報資料顯示，

除台北市、台北縣、新竹縣及新竹市等 4 縣市，編制內教師具有英

語專長的人數，超過 94 學年度小三到小六應有擔任英語教學師資數

外，其他縣市英語專長師資都有不足的現象。不足比例偏高的縣市

則有連江縣、台東縣、金門縣、澎湖縣、花蓮縣、嘉義縣、基隆市、

彰化縣、嘉義市及雲林縣等。 

就 2004 年為止各縣市來說，具英語專長教師比率未達 50%的縣

市有十個，分別是連江縣 0%、台東縣 3%、澎湖縣 14%、花蓮縣 16%、

金門縣 17%、嘉義縣 30%、基隆市 33%、彰化縣 41%、嘉義市 43%、

雲林縣 49%。 其中台東縣、金門縣、澎湖縣、連江縣等含蓋離島地

區的縣市，都是有英語專長教師比率不足困擾的縣市。在全台地區

英語師資缺乏最嚴重的地區是花東與離島，編制內具英語專長教師

的比例偏低，金門縣僅 17%、花蓮縣 16%、澎湖縣 14%、臺東縣 3%，

馬祖地區的連江縣更為缺乏，編制內完全沒有一個具英語專長的合

格師資，比例為零。而臺東、金門、澎湖合格英語教師也只有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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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人，編制內具英語專長教師的比例不到 20%。目前在連江縣缺 8

名教師，金門現有 4 名、尚缺 20 名，澎湖現有 7 名、缺 42 名，花蓮

現有 22 名、缺 113 名，臺東現有 3 名、缺額高達 108 名；合格英語

教師人數不足，嚴重影響政策推動(教育部，2003)。 

針對目前在離島地區擔任英語教學工作的教師共有 95 人，由於

並非每校皆有一名英語教師，部份學校採共聘的方式任用英語教師

到校進行英語教學，如：台東縣、澎湖縣及連江縣；茲將各學校英

語教師人數狀況列表如下：  

 

  表 2-1-2 離島地區各校英語教師人數一覽表 

所在縣別 學校名稱 英語教師數 學校名稱 英語教師數

台東縣 

綠島國小 1 人 公館國小 1 人

蘭嶼國小 
共聘 1 人

東清國小 
共聘 1 人

椰油國小 朗島國小 

屏東縣 
琉球國小 2 人 全德國小 1 人

天南國小 1 人 白沙國小 1 人

澎湖縣 

馬公國小 1 人 中興國小 3 人

中正國小 1 人 中山國小 1 人

石泉國小 1 人 五德國小 1 人

風櫃國小 1 人 成功國小 1 人

虎井國小 3 人 西溪國小 1 人

湖西國小 1 人 果葉國小 1 人

講美國小 1 人 港子國小 2 人

赤崁國小 2 人 鳥嶼國小 1 人

吉貝國小 1 人 大池國小 1 人

池東國小 2 人 將軍國小 1 人

赤馬國小 3 人 花嶼國小 1 人

內垵國小 4 人 七美國小 1 人

外垵國小 1 人 雙湖國小 1 人

望安國小 1 人 文澳國小 2 人

龍門國小 1 人 隘門國小 1 人

東衛國小 
共聘 1 人

山水國小 
共聘 1 人

興仁國小 時裡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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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港國小 
共聘 1 人

後寮國小 
共聘 1 人

中屯國小 合橫國小 

竹灣國小 
共聘 1 人  

小門國小 

所在縣別 學校名稱 英語教師數 學校名稱 英語教師數

金門縣 

金湖國小 1 人 柏村國小 1 人

金寧國小 3 人 多年國小 1 人

中正國小 3 人 金沙國小 2 人

賢庵國小 3 人 何浦國小 1 人

古城國小 1 人 安瀾國小 2 人

開瑄國小 1 人 述美國小 1 人

古寧國小 1 人 金鼎國小 1 人

卓環國小 2 人 正義國小 2 人

上岐國小 2 人 西口國小 1 人

湖埔國小 2 人

連江縣 

塘岐國小 2 人 東莒國小 1 人

板里國小 1 人 東引國小 1 人

介壽國小 

共聘 1 人 敬恆國小 1 人中正國小 

仁愛國小 

 

 

 

綜觀教育部公佈的資料中，以及實際調查結果發現，合格英語

師資的部份有的縣市是超額的，有的縣市卻是不足，可見合格英語

師資的分配不均；而在這些縣市中，有的地區如金門縣、連江縣、

台東縣等有離島地區的縣市，其在離島地區的英語師資分配上更顯

缺乏。可見離島地區在英語師資上是不足的，另一觀點來看，在沒

有編制的合格教師下，離島地區的英語教學是由什麼樣的教師教

學？以及其教學現況如何，是值得探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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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教師教學困擾理論 

壹、教師教學困擾的意義 

  「教學」的廣泛定義，意指所有一切的學習活動，包含教室

內和教室外的；狹隘的定義則專指教室情境中的教學活動。本研

究中所探討的教學情境是指教室情境中的教學活動為探討範圍。 

 「困擾」在認知心理學的觀點中，問題指的是，在有目的待

追求而尚未找到適當手段時所感到的心理困境，而問題的存在與

否是主觀的認知與感受。對知識經驗差的人是問題，對知識經驗

豐富的人是未必是問題；對有所追求者是問題，對一無所求者未

必是問題（張春興，1996）。 

  楊志能（1993）將工作困擾定義為因無法有效解決內在之衝

突或滿足內在需求，或有效處理與教師職務有關之事項，而導致

心理、身體或情緒方面之不安。劉永元（1988）指出，「困擾與

適應」常是一體兩面的事，有著密切之相關；因為個體如果沒有

良好的適應，則往往在人格發展或行上，產生許多困擾的問題。

楊馥綸（1985）認為，行為困擾是指個體以其自我觀念或本身之

價值觀來衡量其自身內部情緒或感覺與外界環境之壓力而定。歐

慧敏（1996）則指出行為困擾是由於個體未能夠與外界的社會生

活環境，保持良久的和諧關係，因而形成不平衡的心理狀態。許

朝信（1999）研究指出，「困擾」是指個人無法有效解決內在之

衝突或滿足內在需求，而導致心理或情緒方面之不安，進而影響

其行為的狀態。張碧蘭（2002）則指出困擾是指個體主觀的認知

和感受，與外界情境不符時所產生的不平衡之心理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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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困擾」是指：個人和周遭環境在不斷互動中，

無法達到某種程度的和諧及良好的適應，而導致心理和情緒之不

安，甚而影響行為的狀態。因此張佳蓉（2003）的研究更進一步

證實教師若在教學工作上無法達到適度的和諧關係，並有適應不

良之情形時，那麼教學困擾就會產生。 

  本研究將「教學困擾」定義為：「教師在教室情境中的教學

活動歷程中，若無法適當解決面臨的教學困境，達到良好適應及

和諧，而導致心理和情緒的不安，甚至影響其行為之狀態，即為

教學困擾。」 

   

貳、教師教學困擾的來源 

  教學是一種很複雜的活動，林生傳（1992）在「新教學理論

與策略」一書中，將教學因素歸納為教學目標、教學者、教材、

進度、方法、環境、學生組合與評鑑等共八項。在教學情境的任

一困素中，若發生適應不良或久缺良好的互動時，則教學困擾便

會產生，而各因素彼此影響，有時甚至會關聯到教學的成敗。 

  陳俊佑（2001）的研究指出，國小英語教師在進行英語教學

時的最大困擾就是英語專業知能不足、教學時間不足、缺乏英語

教學方法論的訓練、久缺適當的英語教材及班級人數過多和學生

程度差異大。  

 戴麗觀（1998）的研究中，不同的教學時間分配方式對國小

學童英語成就的影響確實有顯著差異；因台灣的社會不是一個以

英語為第二語言的環境，而是將英語當做外國語言，國人在日常

生活裡用英語溝通的機會不多，而學童每週和英語接觸的時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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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學校/教室則必須營造成為一個良好的

英語學習環境，最好每天能上課，讓學童天天都能耳聽英語、眼

看英語。當學童長期能接觸學習並和任課老師的次數較頻繁，每

天都保有學習的心理準備狀態，而對英語的輸入有較高的敏感度

和較強的接收力；更不容忽視的是師生容易及早熟悉彼此，學童

擁有安全感與老師建立親和關係，因此在課堂上形成默契，順利

進行課程活動，達到較有效的學習。 

   Veenman(1984)以初任教師為研究對象的研究中指出包含班

級紀律管理、激發學習興趣、適應個別差異、教學評量與家長關

係為教師教學困擾的來源。Brock 與 Grady(1996)針對任教滿一

年的初任教師進行調查，發現主要的困擾有班級管理與常規、課

程進度、多元的教學法等。 

 國內在英語教材選擇的研究方面，石素錦（1999）認為教材

需符合教學目標並要配合學生的身心發展。戴麗觀（1998）認為

教材的選擇應配合學生的興趣與需要，教師必須尋求和學生有

關，能運用於生活中的題材，作為學習英語的教材。陳秋蘭（1999）

的問卷調查結果指出，國小教師選擇教材的十大考量因素依次

為：一、教材主題與學生生活相關。二、內容依難易度循序漸進。

三、教材內容生動活潑有趣。四、附有輔助教材(如錄音帶、錄

影帶、光碟等)。五、每單元中之活動設計富於變化。六、教材

編寫完整附有作業簿、教師手冊、評量卷等。七、價錢合理。八、

印刷精美。九、教材份量與授課時數吻合。十、教材中之活動設

計鼓勵學生互動與合作學習。 

謝淑娟（2001）針對桃園縣實證研究指出國小英語教師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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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選英語教材應考慮之因素依序為：內容是否生動、內容是否實

用、學生的程度、附有教具與輔助教材、與教學目標是否相符、

附有教學指引、圖片豐富、學生的年齡、附有習作本、編印設計

與教學時間的長短、價格、別人推薦等。 

張玉芳（2002）研究指出苗栗縣教師選擇教科書的考量因素

依次為：內容程度是否難易適中、輔助教具是否完備、售後服務

的有無、教師手冊是否詳盡、聽說讀寫的比例分配、書中圖片的

精美程度、教材是否能讓學生獨立完成、最後則為文化訊息的多

寡。 

 選擇教材後所需搭配的教學方法，在蘇怡如（2000）的研究

中指出英語教師在選擇不同的教學法時較少採用文法翻譯及人

性化和心理暗示的教學策略，而教學法是對語言材料呈現次序的

全面計劃，它是以所選擇的教學取向為基礎，是有程序性的。其

將常見的英語教學取向彙整分為，一、傳統(traditional)教學取

向、二、革新後的教學取向。茲將上述兩種取向略述如下： 

一、傳統的教學取向，包含： 

(一)文法翻譯取向(The Grammar-Transformation Approach)，

其主要特徵如下：認為語言的學習就是記憶規則與事實、讀與寫

是教與學的重點、句子是與練習的基本單位、文法教學是演繹式

的，即先呈現文法規則，再進行文法作業來練習、母語是教學媒

介。 

(二)直接教學取向(The Direct Approach)，強調以目標語進行

教學，其教學原則如下：在教室中只使用標的語、強調正確的發

音和文法、以歸納的方式來教授文法、以實物或動作來教導較具



 19

體的字彙，至於抽象的字彙則透過觀念的連結來教授、經由大量

的師生問答來建立口頭溝通的技巧。 

(三)聽說教學取向(The Audiolingualism)，其目標在於訓練學

習者透過模仿、重複及經過控制的練習來形成第二語言的新習慣

進而得以將新語言的習慣加以自動化，不需要再經過意識的運

作；其教學取向要點如下：課程始於對話、強調模仿和記憶、文

法教學是歸納式的、強調發音、極力避免學習者犯錯、常在沒有

意義或沒有情境的情形下操作語言。 

二、革新後的教學取向 

而自從語言學家 Chomsky 自從提出了「語言是一套具有生

產力、創造性的系統」、「語言並不是透過模仿而習得的」、以及

「語言能力和語言表現」等概念之後，新的語言教學取向隨之而

興起，基本上都強調溝通能力(communicative competence)的發

展，包含： 

（一）、以理解為基礎的教學取向(Comprehension-based 

Approach)，將焦點於在首要建立理解的技巧而不企圖訓練口語

產出的能力；發展出以下教學法： 

1.全身反應教學法(Total Physical Response;TPR)，是一種透

過肢體活動來進行語言教學的方法，強調發展「理解」的技

能(尤其是「聽的方面」)，故教師用目標語下達命令時，不

強求學生要以口語回答，只要以動作回應教師即可。其特色

如下：第二語的學習和兒童習得母語的過程是相似的、成人

對兒童所說的話通常都是由命令所組成的，而兒童在開始以

口語回答之前都是以肢體回應成人；遊戲的教學活動減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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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者的壓力，並創造學習者積極的心態，有益於學習、教師

應該對學習者的反應立即給予回饋。 

2.自然教學觀(The Natural Approach)，自然教學的取向的目

標在發展溝通技巧，理解先於表達，教師允許學生到各種階

段才開口說目標語並強調習得的活動而非學習的活動。 

(二)、以產出為基礎的教學取向(Production-based 

Approach)，鼓勵學習者在有相當的理解基礎前就嘗試進行口語

溝通，進而發展出默示教學法，默示教學法特別強調學習者的獨

立性與責任，因此教師所扮演的只是「引導者」的角色，教師利

用不同的教學媒介如彩色積木、字板、字卡等來刺激學生表達，

激發學生使用他們已經具備的意識系統，當教師沈默，學生才真

正變成語言的使用者，而非教師的複製品。 

(三)、人性化和心理暗示的教學取向(Humanistic and 

Psychosuggestive Approach)，不論是以理解或產出為基礎的教學

取向，都著重於學習者認知層面的改變；然而有一派學者注意到

學習者在學習上的情意因素，並且認為情意因素是影響學習的主

因，因此主張降低學習者的情意濾網如心理防衛、焦慮等，使學

習者能有效吸收語言的輸入，並且提高產出的可能性，發展出： 

1.暗示感應教學法，創立此教學法的學者認為，個人的能力

是被社會或個體自己加諸於己身的限制所拘束的，因此暗示

感應教學法企圖藉由戲劇、音樂及放鬆來去除學生心理上的

障礙，以減輕語言學習的焦慮。基本的原則為：每個個體都

被視為全人(a whole person)、學習包含學習者的意識和無意

識功能；即學習者可以有意識或無意識地建構文法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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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團體語言學習法(Community Language Learning)，此教學

法認為教師在團體學習時，並非是「控制者」，而是「諮商

者」，教師的注意力集中在學生及學生的需要上面；其學習

法的主要目標在於「發展全人的學習歷程及可信賴的關係」。 

(四)、溝通式的教學取向，特別強調語言使用上的溝通因素

和情境因素，而且以學習者為中心，以經驗為基礎，並沒有特定

的名稱，主要的目標在於「使學習者參與互動，並要求他使用溝

通的方法」，教學活動著重於完成訊息溝通或訊息分享的工作。 

(五)、折衷取向教學觀，所謂折衷，意思是利用現有理論最

好的部份，不能僅採取單一的教學法來貫徹整教學，而是要利用

各個理論最擅長的部份，使教學能發揮最大的效果。 

由於以上所列出的從教學取向發展出的教學方法都可以作

為教師在進行英語教學時所採用的教學方式，因此英語教師選擇

不同教學法應用在教學上時會有不同的教學效果；經過詳細的規

劃後才進行教學，並時時注意課堂中學生的回饋及反應或者環境

的影響才能夠讓教學的效果發揮到最大。 

另外，其在研究英語教學歷程中可能發生的師生互動行為區

分成引起動機、複習、呈現教材、探究、團體活動、師生互動、

應用及指派家庭作業等八大類外；在進行教室現場觀察時，另增

加了常規管理，以便能更完整地呈現教學歷程的全貌；可見常規

管理是教師在實際進行教學時會面臨的事項，而其有可能也是成

為教學中會產生困擾的事項之一。常規管理是新手教師與專家教

學所面臨的共同問題之一，一旦班級有好的常規，師生在教學與

學習上皆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正如吳清基（1988）所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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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做好教室管理，則教學活動就不易實施，但是教室管理做得完

美時，卻倒體會不出它的重要性，正如呼吸一樣，看似平常卻不

可忽視它。」 

張春興（1996）認為常規管理是教師在教學時，從如何維持

教室常規到如何處理學生違規問題的一切措施，目的在維持教室

內良好的教學情境。朱敬先（1997）認為常規管理目的在維持一

個積極的、具建設性的學習環境，而不只是為了讓學生保持安靜

與乖巧。 

董書攸（1998）認為常規是教師和學生在教室中的日常生活

規律，是用來引導學生表現合宜的行為。Burden(1995)將常規分

為規矩和程序。規矩是供學生遵守的一般行為標準和期望，可對

適當行為提供引導，以使教與學能順利進行；而程序是完成特殊

事件的方法，可以預防不良行為的產生。  

陳玉鈴（2001）指出常規管理在是教室活動中所不可缺少

的，是教學的先備條件，是教師建立學生常規管所採取的一切措

施，包含規矩與程序；用以引導學生良好的行為，其最終目的是

讓學生能表現出適當的自我行為管理。 

簡紅珠（1993）提到常規管理是屬於班級經營的內涵之一，

是教師在計劃教學活動、從事教學行為時最關心的問題。 許朝

信（1999）指出師生互動的教學活動中，教師對學生學習行為的

處理方式，是為教室管理；而教室管理為教師教學困擾的來源之

一。 

  張佳蓉（2003）的研究將國小英語教師的教學困擾情形歸納

為（一）教學準備：擬定教學目標、激發學習動機、自製或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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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等。（二）教材教法：教材內容的選擇、教學方法的運用、

因應學生英語程度差異大的適性教學等。（三）班級常規管理、

教學媒體的運用、教學時間的安排與控制等。（四）綜合活動：

教學活動安排、作業指導和教學評量等。 

此外，柴素靜（1999）據其研究發現，擔任英語課程的教師

會因為學生程度不一、相關軟硬體設備不足、以及教材的選取標

準難定而感到困擾，因而影響教學成效。在黃瑾瑜(2002)研究結

果顯示，教師需要學校的協助，首要者為「配發相關教學媒體」，

若能配發足夠的相關英語教學媒體，可協助教師進行教學，豐富

教學內容，增進英語聽說能力。李漢文(2003)的研究指出，台東

縣的教師認為在進行英語教學時，學校沒有充足的教學媒體可供

使用，大部分的學校因經費不足而未設置英語專科教室，多數學

校最充足的設備為投影機；最缺乏的設備為英語圖書及教室。而

在教學媒體使用的前提，是硬體設備的提供，因此研究者在這部

份將學校硬體設備的資源提供與否列入為影響教學的困擾之一。 

本研究將以此教學準備、教材教法、硬體設備、教學時間

控制、班級常規管理等五個層面作為探討國小英語教師教學困擾

的來源變項。 

 

  

參、教學困擾相關研究 

  影響教學困擾的變項是多方面的，以本研究中的變項為範圍

來探討，依性別、教學年資、師資取得管道、學校規模分別敘述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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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性別方面，王明傑（1997）的研究指出，女性教師在整體

教學自我效能上，高於男性教師，而在此情況下，其教學困擾比

較少。許朝信（1999）的研究指出，男性教師由於角色衝突較女

性教師高，故在研究結果中反應男性教師在教室內的教學困擾高

於女性教師。盧榮順（1996）的研究發現，女性的國小教師所遭

遇的工作困擾較多。但是在盧富美（1992）的研究指出，教師的

工作困擾不因性別而有所差異。由此看出性別變項對教師教學困

擾的影響結果並不一致。 

  在教學年資方面，孫志麟（1995）的研究指出，服務 4 年以

下的老師的自我效能低於服務已滿 20~24 歲的教師，而教學效能

愈低，表示在教學技巧、策略和經驗上等較較為不足，必然會產

生較多的教學困擾。盧榮順（1996）的研究發現，國小教師在工

作困擾程度之高低與任教年資長短有關，即任教年資愈長，所感

受的困擾程度愈低；任教年資愈短，則感受到的困擾程度會較

高。許朝信（1999）的研究指出任教年資較高的教師在教室內的

教學困擾低於年資較低的教師。由此以上的研究可歸納出教學年

資較長者，因擾程度會較低。 

  在師資取得管道方面，張佳蓉（2003）的研究中提到，接受

師資養成教育專業課程的多寡和教師個人的教學自我效能的高

低有顯著相關，教師專業課程接受愈多者，教學自我效能會增

高，其教學困擾之程度傾向便較低；另外，其研究指出一般師院

畢業的教師、學士後國小師資班及國小英語師資學分班結業的教

師在教學困擾上並沒有顯著差異。許朝信（1999）的研究發現，

研究所畢結業教師在教學困擾上，低於師院畢業的教師。由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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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師資取得管道對教師教學困擾感受的結果並不一致。 

   在學校規模方面，葉興華（1994）研究發現：學校規模愈大，

國小級任教師班級管理中教學管理的困擾愈大。盧榮順（1996）

的研究發現，任教班級學生數不同的教師，在「教學媒體與資源」

及「教學上負擔」有顯著差異存在，班級學生數多者，所遭遇之

困擾程度高於班級學生數少者。程一民（1996）研究發現，大型

學校教師在班級教學及學生行為的壓力負荷高於小型學校。由此

可知班級學生數的多寡會影響到教師之教學，進而產生困擾。 

    另外，在教育部教育部於全國教育局會議(2003)中公布的資

料顯示，目前全台公立國小英語課程師資中，連江縣、台東縣及

金門縣編制內具有英語專長的教師人數最少，分別為 0 人、3 人、

4 人。離島地區在如此缺乏正式英語教師的情形之下，任教英語

的教師可能發生的情形便是由當地教師擔任的情形；另外，還有

一種情形是部分合格英語教師在偏遠地區教了一年後，紛紛請調

回都市，造成鄉下小學依舊缺少英語老師(王融見、楊震海、汪美

芳、張澄輝，2004 )；因此將目前在離島地區任教英語中的英語教

師是本地人或外地人列入背景變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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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教師工作滿意度理論 
 

壹、工作滿意度的定義 

1935 年 Hoppock 出版「工作滿足」一書後，許多學工作滿

意度進行研究，對於工作滿意的定義，國內外學者有著各種不同

的看法，可視為個人目前所扮演的工作角色的情感取向。或是個

人對工作經驗予以評價以後所產生的愉快或積極的情緒狀態。

「job satisfaction」一詞翻譯成中文時，文獻中常見有「工作滿

意度」與「工作滿足」兩種。關於工作滿意度的定義，茲列舉部

份學者對工作滿意的定義如下： 

(一)工作滿意度可定義為：工作著源自於工作之愉快且正面

的情感反應。如果工作者對與工作有關的事情，都感到非常的滿

意，則此人的工作經驗也是感到滿意的狀態（張苙雲，1987；

Locke 1976）。 

(二)依據謝百亮（1995）之歸納，其認為學者對工作滿意的

定義，共有三項：1.工作滿意是個人對其所從事工作的情境反應

或感受。2.工作滿意是個人對於工作的知覺與原來預期之間的差

異。      3.工作滿意是個人對其工作各層面之特性情意反應或

感覺之總和。 

(三)Kallegerg(1977)認為工作滿意是指「個人對於他們現在

所從事的工作角色所感受到的整體情感導向」，他指出影響工作

滿意的因素是多向度的，一個人可滿意某一向度，卻不滿意其他

向度。影響工作滿意的向度可包含下列各方面： 

1. 工作本身的內在滿意度(intrinsic)：工作是否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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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發揮工作者的能力、是否允許工作者自我導向

及能否讓工作者看到工作成果。 

2. 便利性(convenience)：是否有愉快舒適的工作環

境，如便利的交通、適當的工時、舒服的工作環境

等。 

3. 財務報酬(financial)：包括薪資、福利與工作穩定性。 

4. 與共事者的關係(co-worker)：同事是否友善、工作

時是否能交到朋友等。 

5. 工作的升遷與發展：是否有機會升遷、升遷制度是

否健全等。 

6. 資源的充足性(resource adequacy)：工作所需的協

助、設備權威及資訊是否足夠。 

 

貳、工作滿意度的相關理論 

(一)需求層次論 

            Maslow(1954)將人類之需求分為五種。低層次的需求滿

足，個人才會追求較高層次的需求，管理者需了解成員之需求

層次，才能有效激勵成員達成目標。楊益民（2002）將這五種

需求依照由低而高的層次敘述如下： 

1. 基本生理需求(basic physiological needs)：包括人類賴以

維生的各種需求，例如食物、空氣、水、性及睡眠等。

現在人類則需要工作，加入各種組織，以賺取酬勞購買

自己所需。 

2. 安全需求(safety needs)：主要偏向於人類心理上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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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括工作的保障、免於疾病、災難或是意外事件等；

一般人多要在此種安全需求滿足後，才會有較大的冒險

精神。例如一個老師必須在自己的工作受到保障後，才

願意有革新的行動。 

3. 社會需求(social needs)：包括與同輩的親和、對公司的歸

屬感，以及同事的認同感等。是屬於與周圍的人互動後，

個體的社會需求。此種需求若不能滿足，常導致不適應

的情形。 

4. 尊重需求(esteem needs)：分為自尊與別人對本身的尊重

兩種。前者包括對自己的信心、成就與獨立性的評價；

後者則指別人對自己的看法。老師常需要學校行政者與

家長對自己的努力做一肯定，即是一種對於他人尊重的

需求。 

5. 自我實現的需求(self-actualization needs)：此種求是在

Maslow 需求階層的最高部份。是指個人為追求完美，或

成為自己理想中的典範，因而不斷自我發展、自我創造

的過程。 

Maslow 的理論主張一種需要若是已被滿足，則失去了激勵

作用，人們將會尋求更高層次的需求。但是人類的行為複雜，在

同一時間的需求並不是單一的，而可能同時停留在不同的需求層

次上。 

(二)雙因子理論 

由 Herzberg、Mausner & Snyderman(1959)所提出，認為決定

個人工作滿意的因素有二：1.內在因素，如成就感和認可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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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因素，如薪水和人際關係。換言之，前者為激勵因素

(Motivating factors):有成就、認同感、工作本身的挑戰性、升遷

及個人專業成長，若能到滿足將有助於提高績效；後為保健因素

(Hygiene factors)：有公司政策與行政措施、上級督導、工作環境、

與同事關係、個人生活、工作地位及工作保障等，只能減輕不滿

意的程度，不能增進積極的工作生活態度或績效。 

(三)期望理論 

Vroom(1964)的期望理論指出，人們努力在工作上求表現，

常會預期得到某種回饋或獎賞，當預期的回饋未能適時出現時，

就會影響到再努力的動機。因此，動機可說是刺激一個人努力的

力量，除了努力還必須加上個人的才能，以達到特定的工作表

現，並且得到適當的結果與酬賞，進而維持努力的動機，形成一

良性循環。動機、努力、力量、才能、工作表現、結果與酬賞是

組成期望理論的基本要素。期望理論認為只有當實得報酬與個人

認知中應得的合理報酬相等時才能達到工作滿足。 

(四)差距理論 

黃盈彰（2000）指出 Locke 在 1969 的研究認為，工作滿意

與否，取決於「實際得到的」與「期望得到的」之間的差距。如

果兩者之間的差距為零，實際得到的(如報酬、工作量等)等於原

先所預期的，工作者便會感到滿意。如果「實際得到的」大於「期

望得到的」，而「實際得到的」是工作者所不喜歡的(如工作量)，

工作者都會感到滿意，而且差距愈大，愈感到滿意；反之，工作

者會感到愈不滿意。 

綜觀以上幾種理論，雖然對影響工作滿意的因素各有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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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歸納後可看出工作滿意度是對工作所抱持的一般性態度，工作

滿意度愈高，表示對工作存在著正面的態度；反之，則對工作存

著反面的態度。 

  參、教師工作滿意度的相關研究 

有關教師工作滿意度方面的實證研究眾多,在這些實證研究

中，可將影響因素分類為：性別、年資、學歷、學校類型、教師

類別(級／科任)、兼任行政職務、學校規模等作以下探討： 

在性別方面，在性別與工作滿意度之相關研究上，在男性

的滿意度高於女性的研究有黃隆民(1985)、顏玉雲(1989)、梅媛

媛(1995)、楊妙芬(1997)、張苙雲(1987)指出男性可能因為升遷、

職位、進修研習機會與升遷管道等，都比女性機會多或高，使

得工作滿意高於女生。然而，有些研究則認為女性的工作滿意

度高於男性吳幼妃(1989)、謝金青(1994)、藍瑞霓(1998)，這可能

與社會期望與價值判斷有密切關係。以目前的社會期望來看，

一般人認為女性從事小學教育工作是頗為適當的職業選擇，而

男性則未必符合此說法；此外根據吳幼妃(1989)的研究指出，女

性教師比男性教師更具有自我實現感。根據過去的實證研究結

果發現，性別對工作滿意度的影響並不一致。 

在任教年資方面，許多學者對工作滿意度有不同的發現。

年資愈高，則工作滿意度愈高(吳幼妃，1989；張碧娟，1978；顏

玉雲，1989；楊妙芬，1997)，研究指出，可能因年資增長，對教

育環境的適應與了解，在工作、人際的處理上，越能漸入佳境，

漸漸將期望降低調整，以符合個人的實際狀況，期望與現實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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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距越小，滿意程度也就提高。而許士軍(1977)與郭丁熒(1996)

的研究則發現：年資與工作滿意度呈 U 字型相關，這可能是教

師未進入工作環境中，有很高的教育理想與期望，剛從事教職

時，對工作仍持有高滿意度。但過些時日，他們發現教育理想與

實際狀況，差距過大，滿意度就開始降低；而當年資漸漸增加，

對學校環境慢慢適應且能累積工作經驗，使得期望降低調整，與

現實狀況的差距減小，工作滿意度也慢慢回升和提高了。 

就學校規模而言，學校規模愈大，則教師工作滿意度愈小

(吳幼妃，1989；黃隆民，1985)；這可能由於大型學校的人際關

係複雜、行政效率緩慢以及學生人數多，而使得教師較難以施展

教育理想，使得工作滿意度降低。但是也有教師因學校規模小，

兼任行政工作負擔重，而影響工作滿意度(任晟蓀，1996)，這是

因為小校的員額編制少，教師所兼任的行政職務多，使得工作負

荷量大，造成教師的工作壓力，而影響工作滿意度。此外，在小

型學校難免需要負責級任教師的工作，擔任級任教師經常要處理

學生的各種問題，以及面對家長的壓力，工作負荷量大；若其又

是兼任行政職務，可能可以得到學校較多的行政與人際支持，從

中得到上級的賞識而獲得工作滿足，但也會有較高的角色衝突

(林玟玟，1987；周立勳，1986；蔡先口，1985；謝金青，1994；)。 

在最高學歷方面，學歷愈高，則工作滿意度愈低(許士軍，

1977)，這可能是教師的教育程度愈高，對工作的期望與報酬愈

高，如果越不易實現，對工作滿意的程度也就越低；然而也有研

究顯示教育程度愈高，對工作滿意度程度也愈高(顏玉雲，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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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上述有關教師工作滿意度的實證研究，所得到的結果也

相當不一致，也是因研究的方法、時間、工具與資料分析方式等

不同，而有所差異，但對於離島地區的英語教師的工作滿意度探

討並沒有研究學者涉及，因此離島地區英語教師的工作滿意度，

實有進一步研究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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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教學困擾與工作滿意度之關係 

  綜觀國內研究，雖然未有研究直接證實教學困擾與工作滿意

度的關存為何，但是李明宗 （2000）指出，教師工作壓力是當

教師在從事教學工作時，對於潛在的工作情境因素認為威脅或有

礙其工作表現時，因而產生在教師人際關係、工作感受、學生學

習、時間支配及專業知能發展等層面上的負面情感反應。許朝信

（1999）研究中指出，教學時間控制為教師教學困擾的來源之

一。而謝琇玲（1990）研究指出教學時間的支配問題是教師的工

作壓力主要來源之一。另外，從張佳蓉（2003）的研究發現：國

小英語教師教學困擾與工作壓力有顯著正相關，顯示教學困擾愈

高，工作壓力愈大。由此得知教學困擾與工作壓力有相關存在。  

張明麗（1991）的研究指出，教師的工作壓力來源包含學生

行為、班級教學、工作負荷、行政支持。而後的實證研究更確切

指出工作負荷是造成工作壓力的源之一（張進上 1992，程一民

1996，林純文 1996，林秀靜 1998，李明宗 2000）。吳明清（1996）

的研究發現：國小教師工作在教學、教學管理、輔導與行政三方

面感到困擾；教師的服務狀況因學校的環境與背景變項而不同；

對生活滿意程度高，但對工作滿意程度低。 

陳聖芳（1999）的研究中歸納出 Borg & Riding 在 1993 的研

究結論：一、行政壓力與工作滿意呈現顯著負相關。二、工作壓

力源包含：缺乏支持與解決衝突、資源不足、工作負擔及工作條

件與責任；其中又以缺乏支持與解決衝突與工作負擔的相關最為

顯著。三、四項工作壓力來源與工作滿意度均呈現負相關，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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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最高為工作條件與責任。其更在進一步研究中整理出 Hopkins

在 1997 年的研究文獻中發現工作過度負荷會產生對工作不滿意

的心理反應；以及 Kyriaacou & Sutcliffe 在 1979 年探討教師工作

壓力與工作滿意度的研究中發現，造成教師工作不滿意的主要因

素有：工作量過多、班級學生數過多、時間不夠分配及覺得不適

合從事教職。 

由這些因素看出教師因教學的負荷過重、壓力太大，而產

生對工作不滿意。由上述研究證實教師工作壓力與工作滿意度有

相關存在。 

依據上述研究之結果，得知教學困擾與工作壓力之間有必

然的相關存在如許朝信（1999）、謝琇玲（1990）、張佳蓉（2003）

等研究，而工作壓力與工作滿意度有相關存在如吳明清（1996）、

陳聖芳（1999）等研究；至於國小英語教師在教學困擾之感受與

工作滿意度上之感受，有無相關存在，則有待本研究進一步驗證

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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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實施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教 
學 
困 
擾 

教學準備 
教材教法 
硬體設備 
教學時間控制 
班級常規管理 

  國 
小 
英 
語 
教 
師 
背 
景 
變 
項 

性別 
年齡 
學歷 
畢業科系 
教學年資 
師資取得管道 
本地人或外地人  
 

  工 
作 
滿 
意 
度   

領導特質與行為 
工作本身 
組織內部互動關係 
組織文化與價值 
政策與行政 
報酬資源與組織境育 
個體心理層面滿足 

 
 
 

圖 3-1-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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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假設 

 
依據本研究的待答問題及文獻探討，本研究擬出具體研究假設如下 

研究假設一、不同背景變項的英語教師對教學困擾的程度有顯著差異 

1-1：不同性別的英語教師，在教學困擾的整體與各層面有顯著差異。 

1-2：不同年齡的英語教師，在教學困擾的整體與各層面有顯著差異。 

1-3：不同學歷的英語教師，在教學困擾的整體與各層面有顯著差異。 

1-4：不同畢業科系的英語教師，在教學困擾的整體與各層面有顯著差異。 

1-5：不同教學年資的英語教師，在教學困擾的整體與各層面有顯著差異。 

1-6：不同師資取得管道的英語教師，在教學困擾的整體與各層面有顯著差異。 

1-7：不同的居住地教師，在教學困擾的整體與各層面有顯著差異。 

 

研究假設二、不同背景變項的英語教師對工作滿意度有顯著差異 

1-1：不同性別的英語教師，在工作滿意度的整體與各層面有顯著差異。 

1-2：不同年齡的英語教師，在工作滿意度的整體與各層面有顯著差異。 

1-3：不同學歷的英語教師，在工作滿意度的整體與各層面有顯著差異。 

1-4：不同畢業科系的英語教師，在工作滿意度的整體與各層面有顯著差異。 

1-5：不同教學年資的英語教師，在工作滿意度的整體與各層面有顯著差異。 

1-6：不同師資取得管道的英語教師，在工作滿意度的整體與各層面有顯著差

異。 

1-7：不同的居住地英語教師，在工作滿意度的整體與各層面有顯著差異。 

 

研究假設三、教學困擾與工作滿意度有顯著相關。 

    研究假設四、不同背景之英語教師的工作滿意度是否透過教學困擾共四層

面等中介變項影響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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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離島地區在國民小學實際負責英語教

學之教師，包含正式合格國小英語教師、校內一般合格教師兼任

英語教師、代課英語教師及外聘兼職英語教師等。由綠島共 2 所

國民小學、蘭嶼共 4 所國民小學、小琉球共 4 所國民小學、澎湖

縣內之國民小學數有 41 所、金門縣共 19 所、馬祖地區共 8 所國

民小學，共 95 名擔任英語教學工作之教師。以普查方式調查每

校的英語教師以了解離島地區之英語教師對於教學困擾及工作

滿意度之現況。 

 

 

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用以蒐集資料的研究工具為研究者

自編之「離島地區國小英語教師教學困擾及工作滿意度狀況調查

問卷」。該問卷包括三部份，分別為個人師資背景部份、教學困

擾問卷部份、工作滿意度部份。 

壹、個人背景變項部份 

此問卷內容是研究者依研究需要而自編而成，其目的主要在

蒐集離島地區擔任國小英語教學的教師在性別、年齡、學歷、畢

業科系、教學年資、師資取得管道、本地人或外地人、任聘情形

等八項資料，以做為參照分析的依據。 

貳、教學困擾問卷部份 

教學困擾問卷是採張佳蓉(2003)所編製的「高雄市國小英語教

師教學困擾及工作壓力狀況調查問卷」，其依許朝信(1999)所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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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小教師教室內教學狀況調查問卷」為主要的架構，擬定問

卷大綱，歸納出國小英語教師之教學困擾情形。最後編製問卷的

內容包括教學準備、教材教法、硬體設備、班級常規管理、教學

時間控制等五個要項，以此五個向度擬出教學困擾問卷的主要題

項，共 30 題。問卷的信度以內部一致性係數，即 Cronbach α係

數，教學準備的 Cronbachα 值為 0.87；教材教法的 Cronbachα 值

為 0.88；硬體設備的 Cronbachα 值為 0.92；教學時間的 Cronbach

α 值為 0.88﹔班級常規管理的 Cronbachα 值為 0.93。此五個構

面的值皆大於 0.7 以上，顯示量表的內部一致性水準相當高。另

外，正式施測離共 95 名離島地區國小英語教師，以分層面單獨

進行因素分析法進行因素分析，以釐清變項所測之概念。此量共

分五個層面，以主成份分析法抽取五個因素，並以直接斜交法對

五個層面進行考驗。其中因素一為「教學準備」項目，分別為 1-5、

17 題，共 6 題，解釋變異量 61.15%；因素二為「教材教法」為

6-14 題，共 9 題，解釋變異量 30.33；因素三為「硬體設備」為

15-16、18-20 題，共 5 題，解釋變異量 70.06%；因素四為「教學

時間控制」為 21-25 題，共 5 題，解釋變異量 69.13%；因素五為

「班級常規管理」為 26-30 題，共 5 題，解釋變異量 78.94%。因

五層面的個層面之內部一玫性α係數皆在 0.7 以上，故在信度考

驗佳並達到標準，因而此五層面皆可使用。 

表 3-4-1 教學困擾量表題目一覽表 

因素 題目內容 題號

Ⅰ教學準備 
英語教學前的準備，常令我感到困擾  1 

我常為了配合教學要自製或收集許多教具而困

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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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為了擬定具體可行的教學目標而困擾 3 

我會因學校設備無法配合教學或活動而困擾 4 

我常為了如何激發學生學習動機而感到困擾 5 

不知如何配合教學自製教具 17 

Ⅱ教材教法 

教學時能熟練教材內容 6 

教材內容符合自己價值觀 7 

無法有系統的呈現教材內容 8 

教材內容太難，學生常不易接受 9 

學生英語程度差異大，無法適用相同的教材教法 10 

教學方法理論能與實際配合 11 

因教學經驗太少，無法善用教學技巧而困擾 12 

我對各種教學方法並不熟練 13 

對於學習遲緩學生，不知該如何進行教學 14 

Ⅲ硬體設備 

學校現有教學媒體無法配合教學所需 15 

我因不擅長使用多媒體輔助教材而困擾 16 

不知如何配合教學自製教具 17 

教具不足而影教學活動之進行 18 

我因學校視聽設備不足而使教學上頗為困擾 19 

我因學校英語圖書不足而使教學上頗為困擾 20 

Ⅳ教學時間控制 

教材內容太多，上課常須趕進度 21 

常感到每節課教學時間不足 22 

學生經常會提出與教學無關之瑣事，影響教學時

間 
23 

我因授課時數不足，無法配合教學進度而感到困

擾 
24 

教學時間能妥善分配 25 

Ⅴ班級常規管理 

控制上課秩序常感力不從心 26 

以勸導方式管教學生效果不佳 27 

因控制上課秩序而影響教學 28 

我因感到教學專業能力不足而困擾 29 

沒時間進行多元評量，無法有效評定學生學習成

果 
30 

 

 

參、工作滿意度問卷部份 

工作滿意度量表採用楊益民所編製的「國民小學教師作滿意

度量表」，其以有關工作滿意度之相關實證研究等文獻、對學校

教師訪談所得之資料為架構，其並參酌 P.C.Smith，M.Kendall 和



 40

C.L. Hulin 所編之「工作描述量表」(Job Descriptive Index, JDI)、熊

祥林以明尼蘇達滿意問卷為基礎編製之問卷為主要的架構，編製

問卷(引自楊益民，2002)。最後編製問卷的內容包括教師對領導

特質與行為、工作本身、組織內部互動關係、組織文化與價值、

政策與行政、報酬資源與組織培育、個體心理層面滿足等層面之

滿意感愛。工作滿意度依此七個層面在量表施測時所得分數之高

低；分數愈高，表示該教師的工作滿意度愈高，而分數愈低，則

表示該教師的工作滿意度愈低(附錄一)。 

該量表的信度考驗，採內部一致性係數，即 Cronbach α係

數。領導特質與行為的 Cronbach α 值為 0.92﹔工作本身的

Cronbach α 值為 0.88；組織內部互動關係的 Cronbach α值為

0.81；組織文化與價值的 Cronbach α 值為 0.79；政策與行政的

Cronbach α值為 0.78；報酬資源與組織培育的 Cronbach α值為

0.75；個體心理層面滿足的 Cronbach α 值為 0.72。除了個體心

理層面滿足的 Cronbach α值為 0.72 稍低以外，有三構面介於 0.8

至 0.9 之間,其餘三個構面皆在 0.7 以上，顯示量表的內部一致性

水準相當高。而其量表的效度方面，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共同因

素後，以最大變異法進行直交轉軸處理，七個共同因素分別包含

8 個、7 個、6 個、6 個、5 個、5 個、4 個，總累積解釋變異量為

62.95%；在效度係數只有 2 題介於 0.5 及 0.6 之間，其餘皆在 0.6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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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程序 
 

本研究的實施程序大致可分為以下幾個部分進行： 

壹、文獻的蒐集與整理 

研究者決定研究方向後，蒐集相關文獻與資料，加以閱讀並

加以分類整理，以確定相關資料。 

貳、擬定研究計畫 

研究主題確定後，即進行文獻探討，歸納相關研究，作為研

究之理論基礎與問卷選擇之參考依據。 

參、正式問卷調查 

  正式問卷於 94 年 6 月 10 日正式施測， 針對台灣省各離島

地區之國民小學的英語授課教師為受試樣本，進行普查，本研究

共發出 95 份問卷。 

肆、問卷回收與資料處理 

  問卷回收後，開始進行資料的登錄，以 SPSS10.0 for Windows

統計套裝軟體進行資料的統計與分析。 

伍、論文的撰寫與修改 

 針對分析資料進行研究統計結果歸納，並依據研究結果，

提出研究結論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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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資料處理與分析 
 

本研究資料取得的方式為問卷調查法，資料處理的方式運用

SPSS10.0 for Windows 中文版統計套裝軟體進行資料分析處理，大致

可分為以下幾個部分進行： 

一、以次數分配及百分比的統計分析，呈現基本資料的特徵。 

二、以平均數、標準差來呈現整體及各層面的英語教師的教學

困擾情形及工作滿意度情況。 

三、以平均數差異顯著性考驗(t-test)，考驗個人背景變項中性

別、年齡、畢業科系、教學年資、本地人或外地人、任聘

情形等國小英語教師在「教學困擾」與「工作滿意度」上，

各層面之差異情形。 

四、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來考驗個人背景變項中學歷、師資取

得管道的國小英語教師在「教學困擾」與「工作滿意度」

上，各層面之差異情形。 

五、以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離島地區國小英語教師對教學困擾

與工作滿意度在各層面之間是否有相關。 

六、以多元迴歸分析的統計方法來檢定教學困擾的各層面對工

作滿意度的預測力。 

 

在本研究中，因統計檢定的樣本亦即研究的母體，不用作統計

推論，所以只要有差異存在，即表示有實質的差異存在（馬信行，

19947；章英華、黃毅志、呂寶靜，1998）。而統計分析的焦點，則

置於差異或變項的關連性是否大到有實質的意義，通常關連強度（如

β）達到.10 時，即被認為有實質意義（引自曹仁德，2003）。本研

究於統計表中說明關連強度（如β）達到.10 以及 P 值達顯著水準

（P<.05），以供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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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研究旨在探討離島地區國民小學英語教師教學困擾及工作滿

意度之現況，以及兩者之相關程度，並考驗個人背景變項對教學困

擾及工作滿意度間差異情形，以驗證假設並進行討論。經由問卷調

查方法，刪除無效問卷，總計回收之有效問卷為 73 份。 

全章共分為六節，第一節為研究樣本背景資料分析；第二節為離

島地區國民小學英語教師教學困擾與工作滿意度之現況分析；第三

節為不同背景變項之國民小學英語教師教學困擾差異分析；第四節

為不同背景變項之國民小學英語教師工作滿意度差異分析；第五節

為國民小學教學困擾與工作滿意度之相關性分析；最後第六節為影

響工作滿意度之迴歸分析。 

 

第一節  問卷基本資料分析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方式，針對在屏東縣、台東縣、澎湖縣、金門縣及

連江縣的離島地區之英語教師發放問卷，共有 95 名，此次所回收之問卷

有 73 份，回收率高達 76.8％。以下就各項資料說明如下： 

壹、基本資料分析 

一、性別 

在 76.8%的回收有效問卷中，男性有 18 人，佔 24.7%；女性有 55 人，

佔 75.3%。在男性教師與女性教師的比率上，大約為 2.5：7.5。教育部所

公布 93 學年度全國教師性別統計資料顯示，男女教師人數比例為 3.2：6.8

（全體教師人數為 102882 人，男性教師為 32934 人；女性教師為 69948

人），與本研究調查大致相符。見表 4-1-1。 

表 4-1-1 離島地區國小英語教師性別分佈情形 
性別 人數 有效百分比(%) 
男 18 24.7 
女 55 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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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年齡 

回收問卷中，年齡 30 歲以下者共有 43 人，佔 58.9%，30 歲以上的有

30 人，佔 41.1%。由此數據顯示出，離島地區之英語教師年齡層有超過半

數的人是 30 歲以下。在年齡方面，研究者依據教育部所公布「93 年度國

小教師年齡別」（參閱附錄四）之統計資料結果計算，國小教師 30 歲以下

人數所佔比例為 2.32；30 歲以上加總為 7.68；與研究調查的結果(5.9：4.2)

並不一致，顯示離島地區英語教師與台灣本島相比，有年輕化的現象。政

府在英語師資的培育與認証制度為雙管齊下的情形下，再加上政策落實速

度快，勢必造成由部份英語教師是由學校畢業後就取得資格，能以最快的

速度先至有缺額的學校任教；而過去英語並未被列為國小正式學科，

所以目前國小在職教師除了積極少數受過英語教學的專業訓練外，

絕大多數並未具備英語教學的經驗與素養，因此必需以研習方式取

得資格，需要時間及心力，可能是令年齡較長的教師不願轉換任教

英語的原因，因而大多會是由英語師資培育管道畢業的年輕學子擔

任英語教師。見表 4-1-2。 

 
表 4-1-2 離島地區國小英語教師年齡分佈情形 

年齡 人數 有效百分比(%) 
30 歲以下 43 58.9 
30 歲以上 30 41.1 

 
(三)學歷 

在學歷方面，離島地區英語教師屬於師院或師範大學者(41.1%)，與一

般大專院校修過教育學程(46.6%)，各佔了接近半數的主要學歷分佈；另

外，離島地區的英語教師擁有研究所學歷者有 9 名，佔了 12.3%，顯示出

在離島地區的英語教師學歷都很不低。因離島地區英語教師並無人學歷為

師專，故之後不再針對師專這個類別作討論。見表 4-1-3。 

 
表 4-1-3 離島地區國小英語教師學歷分佈情形 

學歷 人數 有效百分比(%) 
師專 (0) ０ 0 

師院或師範大學 (27) 30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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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大專院校修過教育學

程(31) 
34 46.6 

研究所 (9) 9 12.3 
 

(四)畢業科系 

在回收問卷中，畢業於英語相關系所佔了 35.6%，而畢業於非英語相

關系所者佔了 64.4%，由此顯示在離島地區擔任英語教師工作的教師們，

有超過半數者是非英語相關系所畢業。在蘇順發(1999)及劉玲芳(2000)

的研究以及教育部(2003)的會議中皆指出在學校任教的英語教師中

屬花東及離島地區的教師最缺乏英語專業，此與研究調查發表相

符，見表 4-1-4。 

 
表 4-1-4 離島地區國小英語教師畢業科系分佈情形 

畢業科系 人數 有效百分比(%) 
英語相關系所 26 35.6 

非英語相關系所 47 64.4 
 
 

(五)教學年資 

在教學年資方面，佔最多數的為教學 5 年以內的教師(65.81%)，

超過半數且佔了相當高的比率；而 5-10 年的教師(26.2%)有 19 人，

為第二高者；而 10 年以上(8%)為最少數。見表 4-1-5。在年資方面，

研究者依據教育部所公布「93 年度國小教師年資別」（參閱附錄五）

之統計資料結果計算，服務年資 5 年內之國小教師所佔比例為 3.07；

6～10 年佔 1.92；11 年以上佔 4.99，與研究所得數據不太一致，原

因與上述年齡之現況陳述相同，因年齡有年輕化的情形，在教學年

資上也呈現年資較資淺的人數最多的情形。 

 
表 4-1-5 離島地區國小英語教師教學年資分佈情形 

教學年資 人數 有效百分比(%) 
5 年以內 48 65.8 
5-10 年 19 26.2 

10 年以上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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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取得英語教師資格管道 

在回收問卷中，離島地區英語教師取得英語教師的資格管道分別為：

師專或師範院校畢業者(15.1%)、學士後師資班畢業(16.4%)、國小英語師

資教育學分班(16.4%)；然而佔了最多數是其它(52.13%)。見表 4-1-6。由

問卷中的其它說明欄得知，有 15 名教師並無具備英語教師資格、4 名通過

代理教師甄選、6 名為參加英語教師委聘甄試、1 名取得英語 20 學分班證

書、1 名參加縣政府研習培訓等，另 9 名未填寫說明欄。由此顯示，離島

地區的英語教師的師資取得管道並不一致，並且有 15 名教師並未取得正

式的英語教師資格，但仍擔任英語教學的工作。 

 
表 4-1-6 離島地區國小英語教師取得英語教師資格管道分佈情形 

取得英語教師資格管道 人數 有效百分比(%) 
師專或師範院校畢業  11 15.1 
學士後師資班畢業  12 16.4 
國小英語師資教育學分班 12 16.4 
其它  38 52.1 

 
 

(七)本地人或外地人 

在回收問卷中，本地人(57.5%)和外地人(42.5%)，可看出本地人較外

地人多，但離島地區的英語教師中，外地人的人數也不少；而外地人也不

排斥到其它縣市去任教。見表 4-1-7。 

 
 

表 4-1-7 離島地區國小英語教師為本地人或外地人分佈情形 
本地人或外地人 人數 有效百分比(%) 

本地人 42 57.5 
外地人 31 42.5 

 
  (八)學校班級數 

    在回收問卷中，離島地區大多數的班級為 6 班以下，有 51 所，

佔了 70.8%；其次為 7-12 班，有 14 所，佔 18.1%；而 31-49 班的有 6 所學

校，佔了 8.3%；13-30 班的佔最少，只有 2 間，佔 2.8%；且離島地區並無

班級數 49 班以上的學校。見表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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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 離島地區國英語教師所在學校班級數分佈情形 

學校班級數 人數 有效百分比(%) 
6 班 51 70.8 

7-12 班 14 18.1 
13-30 班 2 2.8 
31-49 班 6 8.3 

49 班以上 0 0 
(九)學校所在縣市 

在回收的問卷中，離島地區英語教師的學校所在地，屬澎湖縣的人數

最多，佔 54.8%，而金門縣佔 30.1%，連江縣 5.5%，和屏東縣 5.5%相當，

台東縣則佔 4.1%。見表 4-1-9。 

表 4-1-9 離島地區國小英語教師學校所在縣市分佈情形 
學校所在地 人數 有效百分比(%) 

屏東縣 4 5.5 
台東縣 3 4.1 
澎湖縣 40 54.8 
金門縣 22 30.1 
連江縣 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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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離島地區英語教師教學困擾與 

工作滿意度之現況分析 

 
離島地區國小英語教師教學困擾及工作滿意度之問卷分為「教學

困擾量表」及「工作滿意度量表」，茲就問卷調查所得結果，將各層

面之平均數、表準差圖示，以分析英語教師之教學困擾與工作滿意

度之現況。 

 

壹、離島地區國小英語教師教學困擾之現況分析 

教學困擾包含了「教學準備」、「教材教法」、「硬體設備」、「班

級常規管理」、「教學時間控制」等五個層面。而教學困擾量表依照

問卷問題如：「我常為了擬定具體可行的教學目標而困擾」、「不

知如何配合教學自制教具」等，採用Likert氏五點量表，依照學童填

答從「總是如此」到「從未如此」分別給予5-1分。得分愈高代表教

師的教學困擾的程度愈高。 

表 4-2-1 為離島地區國民小學英語教師受試者在教學困擾量表上

得分之平均數、標準差及每題平均數統計結果。就教學前準備來看，

離島地區國小英語教師的平均數為 2.61，標準差為.60，介於「不常

如此」至「有時如此」之間。再檢視教材教法這層面離島地區國小

英語教師的平均數為 3.00，標準差為.30，介於「有時如此」至「經

常如此」之間，故此一層面是最困擾離島地區的英語教師們。另外．

關於硬體設備層面，離島地區國小英語教師的平均數為 2.29，標準差

為.63，介於「不常如此」至「有時如此」之間，顯示此一層面並不

特別困擾在離島區的英語教師們。再檢視教學時間控制層面，離島

地區國小英語教師的平均數為 2.79，標準差為.56，介於「不常如此」

至「有時如此」之間，此一層面的困擾對於英語教師們反而困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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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比硬體設備不足更高。，班級常規管理層面，離島地區國小英語

教師的平均數為 2.83，標準差為.60，介於「不常如此」至「有時如

此」之間。總體而言，離島地區的教師們正存在著不同層面及程度

的教學困擾。 

表 4-2-1 離島地區國民小學英語教師教學困擾現況分析表 

層面名稱 平均數 標準差 範圍(1-5) 
教學準備 2.61 .60 1.17~4.67 
教材教法 3.00 .30 2.38~4 
硬體設備 2.29 .63 1~4 
教學時間控制 2.79 .56 1~4.40 
班級常規管理 2.83 .60 1~4 

N=73  

 

貳、離島地區國小英語工作滿意度之現況分析 

 

工作滿意度包含了對「領導特質與行為」、「工作本身」、「組織

內部互動關係」、「組織文化與價值」、「政策與行政」、「報酬資源」

與「組織培育」、「個體心理層面滿足」等七層面之滿意感愛。本研

究中的「工作滿意度量表」採用 Likert 氏五點量表，從「非常同意」

到「非常不同意」分別以五分到一分，表示滿意感受的強度。本量

表的平均值為 3 分，為中等程度，量表得分的分數愈高，代表滿意

度愈高，反之則愈弱。 

表4-2-1為離島地區國民小學英語教師受試者在工作滿意度量表

上得分之平均數、標準差及每題平均數統計結果。就領導特質與行

為來看，平均數為3.80，標準差為.77，介於「部份同意」至「大部

份同意」之間。而工作本身這一層面的得分平均數為3.69，標準差

為.52，介於「部份同意」至「大部份同意」之間，因此英語教師對

於其工作的內容、性質等滿意程度高於平均值3分。檢視組織內部互

動關係此層面，平均數為3.64，標準差為.46，同樣介於「部份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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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大部份同意」之間；而組織文化與價值得分的平均數為3.85，標

準差為.62，介於「部份同意」至「大部份同意」之間，為最滿意的

層面，顯示在七個層面中，英語教師們對於學校的整體滿足與組織

氣氛與文化最為感到滿意。再檢視政策與行政之層面，平均數為

3.77，標準差為.59，介於「部份同意」至「大部份同意」之間；而

報酬資源與組織培育平均數為3.14，標準差為.56，介於「部份同意」

至「大部份同意」之間，但是平均數和其它層面相比，為第二不滿

意的層面，故離島地區的英語教師對教酬與培育制度滿意的程度不

算高。最後，個體心理層面滿足這一層面，平均數為2.43，標準差

為.60，介於「大部份不同意」至「部份同意」之間，每題平均數為

七個層面中最低分者，故離島地區的英語教師對於目前工作的個體

心理層面方面最不滿意。 

 

表 4-2-2 離島地區國民小學英語教師工作滿意度現況分析表 
層面名稱 平均數 標準差 範圍(1-5) 

領導特質與行為 3.80 .77 2.13~5 

工作本身 3.69 .52 2.57~5 
組織內部互動關係 3.64 .46 2.67~5 
組織文化與價值 3.85 .62 2.33~5 
政策與行政 3.77 .59 2.40~5 
報酬資源與組織培育 3.14 .56 1.80~4.60 
個體心理層面滿足 2.43 .60 1.25~3.75 

N=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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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不同背景之離島地區國小英語教師 
教學困擾之差異分析 

  
本節旨在分析不同背景變項即性別、年齡、學歷、畢業科系、

教學年資、師資取得管道、本地或外地人與正式或聘任之國小英語

教師在教學困擾及工作滿意度上是否存在差異，在性別、年齡、畢

業科系、本地人或外地人、與正式或聘任上採用 t 考驗來檢視各組之

間是否有差異性；學歷與取得師資管道則採用單因子變異數分析來

檢視各組的差異性，若達顯著差異，則進一步採用 Scheffe 法事後

比較來了解其差異。 

 

壹、不同背景之國小英語教師對教學困擾之差異
分析 

一、 不同性別之離島地區國小英語教師教學困擾之差

異分析 

不同性別之離島地區國小英語教師與教學困擾之 t 考驗分析如

4-3-1 所示，其結果顯示，不同性別之離島地區國小英語教師教學困

擾未達顯著差異。此研究結果可以說明教學困援不因性別的不同而

有所差異。 

表 4-3-1：不同性別之國小英語教師教學困擾差異分析表 
 性別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教學準備 男生 18 2.77 .45 1.30 
 女生 55 2.56 .63  

教材教法 男生 18 3.08 .28 -3.36 
 女生 55 3.11 .31  

硬體設備 男生 18 2.21 .63 -.62 
 女生 55 2.32 .63  

教學時間控制 男生 18 2.96 .56 .1.43 
 女生 55 2.74 .55  
班級常規管理 男生 18 2.28 .43 -.73 
 女生 55 2.35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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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不同年齡之離島地區國小英語教師教學困擾之差

異分析 

 

不同年齡之離島地區國小英語教師與教學困擾之 t 考驗分析如

4-3-2 所示，其結果顯示，不同年齡之離島地區國小英語教師教學困

擾未達顯著差異。此研究結果可以說明教學困擾不因年齡的不同而

有所差異。 

 

表 4-3-2：不同年齡之國小英語教師教學困擾差異分析表 
 年齡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教學準備 30 歲以下 43 2.56 .53 1.30 
 30 歲以上 30 2.64 .71  

教材教法 30 歲以下 43 3.10 .28 -3.36 
 30 歲以上 30 3.11 .32  

硬體設備 30 歲以下 43 2.26 .68 -.62 
 30 歲以上 30 2.34 .56  

教學時間控制 30 歲以下 43 2.84 .57 .1.43 
 30 歲以上 30 2.76 .58  
班級常規管理 30 歲以下 43 2.44 .56 -.73 
 30 歲以上 30 2.17 .67  

註. * P＜.05  ** P＜.01 
 
 

三、不同學歷國小英語教師教學困擾之差異分析 

不同學歷之離島地區國小英語教師與教學困擾之單因子變異數

分析，結果如表 4-3-3 所示，其結果顯示，不同學歷之離島地區國小

英語教師教學困擾方面僅在班級常規管理方面達顯著差異。 

 

表 4-3-3 不同學歷與教學困擾及其各層面之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變項 師資管道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值 組別差異

教學準備
師範大學 30 2.60 .44   

一般大學 34 2.60 .49   



 53

研究所 9 2.59 1.09 .00  

教材教法

師範大學 26 3.07 .30  
一般大學 30 3.09 .25   
研究所 9 3.18 .41 .51  

硬體設備

師範大學 26 2.23 .63  
 一般大學 30 2.31 .64  

研究所 9 2.33 .82 .13 

教學時間

師範大學 26 2.78 .52  
 一般大學 31 2.85 .59  

研究所 8 2.55 .61 .86 

常規管理

師範大學   26 2.23 .53  
 一般大學 31 2.48 .56  

研究所 9 1.89 .55 4.4* 

註. * P＜.05  ** P＜.01 
 
 
 
 
 四、不同畢業科系之國小英語教師教學困擾之差異分

析 

 

不同畢業科系之離島地區國小英語教師與教學困擾之 t 考驗檢

定，如表 4-3-4 所示，其結果顯示，不同畢業科系之離島地區國小英

語教師教學困擾未達顯著差異。此研究結果可以說明教學困援不因

教師畢業科系的不同而有所差異。 

 

表 4-3-4：不同畢業科系之國小英語教師教學困擾差異分析表 
 畢業系所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教學準備 英語相關系所 26 2.48 .51 -1.4 
 非英語相關系所 47 2.68 .63  

教材教法 英語相關系所 26 3.05 .33 -1.4 
 非英語相關系所 47 3.13 .29  

硬體設備 英語相關系所 26 2.24 .50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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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英語相關系所 47 2.32 .69  
教學時間控制 英語相關系所 26 2.78 .64 -.20 
 非英語相關系所 47 2.80 .52  
班級常規管理 英語相關系所 26 2.29 .45 -.41 
 非英語相關系所 47 2.35 .67  

註. * P＜.05  ** P＜.01 
 
 
 五、不同教學年資之國小英語教師教學困擾之差異分析 

 

不同教學年資之離島地區國小英語教師與教學困擾之單因子變

異數分析，結果如表 4-3-5 所示，其結果顯示，不同教學年資之離島

地區國小英語教師教學困擾未達顯著差異。此研究結果可以說明教

學困援不因教學年資的不同而有所差異。 

 

表 4-3-5：不同教學年資之國小英語教師教學困擾差異分析表 

變項 教學年資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值 組別差異

教學準備

5 年以下 48 2.66 .48   
6-10 年 19 2.52 .73   

10 年以上 6 2.60 1.17 .33  

教材教法

5 年以下 48 3.10 .27   
6-10 年 19 3.13 .37   

10 年以上 6 3.15 .27 .08  

硬體設備

5 年以下 48 2.28 .62  
 6-10 年 19 2.35 .65  

10 年以上 6 2.16 .95 .18 

教學時間

5 年以下 48 2.82 .60  

 6-10 年 19 2.79 .55  
10 年以上 6 2.55 .10 .40 

常規管理

5 年以下 48 2.45 .61   
6-10 年 19 2.07 .53   

10 年以上 6 2.04 .48 3.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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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不同師資管道國小英語教師教學困擾之差異分析 

不同師資管道取得之離島地區國小英語教師與教學困擾之單因

子變異數分析，結果如表 4-3-6 所示，其結果顯示，不同師資管道取

得之離島地區國小英語教師教學困擾未達顯著差異。此研究結果可

以說明在教學困擾方面不會因師資管道來源的不同而有所差異。 

 

表 4-3-6 師資管道與教學困擾及其各層面之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變項 師資管道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值 組別差

異 

教學準備

師專或師範院校 11 2.63 .45 .08  
學士後學分班 12 2.50 .50   

英語師資學分班 12 2.58 .54   
其它 38 2.60 .69   

教材教法

師專或師範院校 11 3.02 .22 .55  
學士後學分班 12 3.19 .23   

英語師資學分班 12 3.15 .31   
其它 38 3.08 .33   

硬體設備

師專或師範院校 11 2.38 .39 .54 

 
學士後學分班 12 2.20 .71  

英語師資學分班 12 2.21 .68  
其它 38 2.37 .68  

教學時間

師專或師範院校 11 3.08 .37 1.45 

 
學士後學分班 12 2.53 .58  

英語師資學分班 12 2.91 .72  
其它 38 2.76 .56  

常規管理

師專或師範院校 11 2.35 .65 1.15  
學士後學分班 12 2.20 .42   

英語師資學分班 12 2.56 .82   
其它 38 2.21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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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本地人與外地人之教學困擾之差異分析 

是否為本地人之離島地區國小英語教師與教學困擾之 t 考驗分

析如 4-3-7 所示，其結果中的平均數得知，在離島地區國小英語教師

本地人(M=2.66)的教學困擾中的教學準備高於外地人(M=2.58)。另

外，在教學時間的掌控上則是外地人(M=2.83)的困擾比本地人(2.81)

高。 

 

表 4-3-7：本地人或外地人之國小英語教師教學困擾差異分析表 
 本地人或外地人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教學準備 本地人 42 2.66 .68 .60* 
 外地人 31 2.58 .46  

教材教法 本地人 42 3.11 .29 .37 
 外地人 31 3.08 .33  

硬體設備 本地人 42 2.31 .67 -.06 
 外地人 31 2.32 .54  

教學時間控制 本地人 42 2.81 .43 -.10* 
 外地人 31 2.83 .69  
班級常規管理 本地人 42 2.32 .52 -.38 
 外地人 31 2.38 .70  

註. * P＜.05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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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不同背景之離島地區國小英語教師 
工作滿意度之差異分析 

 

壹、不同背景之國小英語教師對工作滿意度之差
異分析 

 
一、 不同性別之離島地區國小英語教師工作滿意度之

差異分析 

 

不同性別之離島地區國小英語教師與工作滿意度之 t 考驗分析如 4-4-1

所示，其結果顯示，不同性別之離島地區國小英語教師工作滿意度未達顯

著差異。此研究結果可以說明工作滿意度不因性別的不同而有所差異。 

 

表 4-4-1：不同性別之國小英語教師工作滿意度差異分析表 

 性別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領導特質與行為 男生 18 3.62 .67 -1.12 

 女生 55 3.85 .80  

工作本身 男生 18 3.62 .42 -.67 

   女生 55 3.71 .56  
組織內部互動關係 男生 18 3.53 .36 -1.18 
 女生 55 3.68 .49  
組織文化與價值 男生 18 3.72 .47 -1.02 
  女生 55 3.89 .66  
政策與行政 男生 18 3.68 .51 -.76 
 女生 55 3.80 .61  
報酬資源與組織培育 男生 17 3.14 .58 -.05 
 女生 54 3.13 .56  
個人心理層與滿足 男生 17 2.44 .63 -.09 
 女生 54 2.43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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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不同年齡之離島地區國小英語教師工作滿意度之

差異分析 

 
不同年齡之離島地區國小英語教師與工作滿意度之 t 考驗分析如 4-4-2

所示，其結果顯示，不同年齡之離島地區國小英語教師工作滿意度方面，

有關行政制度與運作、外在滿足的政策與行政方面達顯著差異，30 歲以

上的老師(M=3.91)滿意度高於 30 歲以下的老師(M=3.63)。 

 

表 4-4-2：不同年齡之國小英語教師工作滿意度差異分析表 

 年齡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領導特質與行為 30 歲以下 38 3.72 .75 -.55 

 30 歲以上 27 3.83 .82  

工作本身 30 歲以下 38 3.62 .47 -.38 

   30 歲以上 27 3.37 .54  
組織內部互動關係 30 歲以下 38 3.55 .45 -1.57 
 30 歲以上 27 3.72 .41  
組織文化與價值 30 歲以下 38 3.71 .62 -1.70 
  30 歲以上 26 3.97 .60  
政策與行政 30 歲以下 38 3.63 .54 -1.95* 
 30 歲以上 26 3.91 .60  
報酬資源與組織培育 30 歲以下 37 3.01 .60 -1.46 
 30 歲以上 26 3.21 .40  
個人心理層與滿足 30 歲以下 38 2.39 .59 -.80 
 30 歲以上 25 2.52 .64  

 註. * P＜.05  ** P＜.01 
 

三、 不同學歷之離島地區國小英語教師工作滿意度之

差異分析 
 

不同學歷之離島地區國小英語教師與工作滿意度之 t 考驗分析如 4-4-3

所示，其結果顯示，不同學歷之離島地區國小英語教師工作滿意度擾未達

顯著差異。此研究結果可以說明工作滿意度不因學歷的高低而有所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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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3 不同學歷與國小英語教師工作滿意度及其各層面之變異數分析表 

變項 師資管道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值 組別差異

領導特質

與行為 

師範大學 30 3.73 .72  
一般大學 34 3.89 .74   
研究所 9 3.53 1.02 .85  

工作本身

師範大學 30 3.69 .58  
一般大學 34 3.76 .48   
研究所 9 3.63 .54 .24  

組織內部

互動關係

師範大學 30 3.51 .47  
 一般大學 34 3.75 .44  

研究所 9 3.56 .43 2.10 

組織文化

與價值 

師範大學 30 3.73 .61  
 一般大學 34 3.95 .63  

研究所 9 3.81 .48 .91 

政策與行

政 

師範大學 30 3.75 .63  
 一般大學 34 3.79 .55  

研究所 9 3.71 .73 .07 

報酬資源

與組織培

育 

師範大學 30 3.03 .60  
 一般大學 34 3.23 .52  

研究所 9 3.16 .71 .85 

個人心理

層與滿足

師範大學 30 2.41 .54  
 一般大學 34 2.40 .64  

研究所 9 2.50 .73 .10 

註. * P＜.05  ** P＜.01 

 

 

四、 不同畢業科系之離島地區國小英語教師工作滿意

度之差異分析 

 

不同畢業科系之離島地區國小英語教師與工作滿意度之 t 考驗分析如

4-4-4 所示，其結果顯示，不同畢業科系之離島地區國小英語教師工作滿

意度方面，在個人心理層面滿足達顯著差異，非英語相關系所畢業的老師

(M=2.55)滿意度高於畢業於英語相關系所的老師(M=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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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4：不同畢業科系之國小英語教師工作滿意度差異分析表 

 畢業科系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領導特質與行為 英語相關系所 26 3.98 .74 1.4 

 非英語相關系所 47 3.69 .78  

工作本身 英語相關系所 26 3.77 .57 .95 

   非英語相關系所 47 3.65 .50  
組織內部互動關係 英語相關系所 26 3.78 .38 1.9 
 非英語相關系所 47 3.56 .49  
組織文化與價值 英語相關系所 26 3.97 .62 1.24
  非英語相關系所 47 3.78 .62  
政策與行政 英語相關系所 26 3.86 .55 1.00
 非英語相關系所 47 3.72 .61  
報酬資源與組織培育 英語相關系所 26 3.13 .49 -.08
 非英語相關系所 47 3.14 .61  
個人心理層與滿足 英語相關系所 26 2.19 .55 -2.51*
 非英語相關系所 47 2.55 .60  

 **p<.01   *p<.05 
 
 

五、 不同教學年資之離島地區國小英語教師工作滿意

度之差異分析 
 

不同教學年資之離島地區國小英語教師與工作滿意度之以單因子變

異數分析如 4-4-5 所示，教學年資多寡與離島地區國小英語教師工作滿意

度擾未達顯著差異。此研究結果可以說明工作滿意度不因教學年資的多寡

而有所差異。 

 

表 4-4-5：不同教學年資之國小英語教師工作滿意度差異分析表 

變項 教學年資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值 組別差異

領導特質與行為 
5 年以下 48 3.84 .71   
6-10 年 19 3.76 .83   

10 年以上 6 3.75 1.13 .08  

工作本身 5 年以下 48 3.6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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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年 19 3.84 .59   

10 年以上 6 3.77 .64 .97  

組織內部互動關係 
5 年以下 48 3.63 .42  

 
 6-10 年 19 3.67 .62  

10 年以上 6 3.73 .19 .14 

組織文化與價值 
5 年以下 48 3.82 .57  

 
 6-10 年 19 4.01 .73  

10 年以上 6 3.70 .57 .82 

政策與行政 
5 年以下 48 3.71 .53  

 
 6-10 年 19 3.93 .75  

10 年以上 6 3.96 .59 1.12 

報酬資源與組織培

育 

5 年以下 48 3.04 .59     
 
 6-10 年 19 3.31 .55  

10 年以上 6 3.44 .55 2.20 

個體心理層面滿足 
5 年以下 48 2.36 .59   
6-10 年 19 2.53 .61   

10 年以上 6 2.70 .78 1.06 . 
 

 
 

六、 不同師資取得管道之離島地區國小英語教師工作

滿意度之差異分析 
 

不同師資來源之離島地區國小英語教師與工作滿意度之以單因子變

異數分析如 4-4-6 所示，師資取得管道不同與離島地區國小英語教師工作

滿意度擾未達顯著差異。此研究結果可以說明工作滿意度不因國小英語教

師的師資來源不同而有所差異。 

 
 

 表 4-4-6 不同師資管道與工作滿意度及其各層面之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變項 師資管道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值 組別差異

領導特質與行為 
 

師專或師範院校 11 3.64 .76   
學士後學分班 12 3.86 .79   

英語師資學分班 12 3.97 .75   
其它 38 3.70 .82 .42  

工作本身 
 

師專或師範院校 11 3.77 .63   
學士後學分班 12 3.65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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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師資學分班 12 3.69 .52   
其它 38 3.67 .53 .09  

組織內部互動關

係 
 

師專或師範院校 11 3.48 .51   
學士後學分班 12 3.72 .36   

英語師資學分班 12 3.63 .45   
其它 38 3.65 .50 .40  

組織文化與價值 
 

師專或師範院校 11 3.63 .73   
學士後學分班 12 3.94 .70   

英語師資學分班 12 3.92 .59   
其它 38 3.85 .58 .46  

政策與行政 
 

師專或師範院校 11 3.70 .75  

 
學士後學分班 12 3.80 .64  

英語師資學分班 12 3.82 .58  
其它 38 3.73 .55 .10 

報酬資源與組織

培育 

師專或師範院校 11 2.80 .74  

 
學士後學分班 12 3.24 .30  

英語師資學分班 12 3.11 .52  
其它 38 3.14 .60 .97 

個體心理層面滿

足 

師專或師範院校 11 2.47 .62   
學士後學分班 12 2.33 .86   

英語師資學分班 12 2.23 .52   
其它 38 2.48 .53 .53 . 

 

 

 

七、本地人或外地人之離島地區國小英語教師工作滿意

度之差異分析 
 

本地人或外地人之離島地區國小英語教師與工作滿意度之 t 考驗分析

如 4-4-7 所示，其結果顯示，本地人或外地人之離島地區國小英語教師工

作滿意度方面，在組織文化與價值方面，達顯著差異，是本地人的教師

(M=3.84)滿意度高於是外地人的老師(3.84)。另外，有關行政制度與運作、

外在滿足的政策與行政方面也有達顯著差異，是本地人的教師(M=3.78)滿

意度高於是外地人的老師(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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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7：本地人或外地人之國小英語教師工作滿意度差異分析表 

 本地人或外地人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領導特質與行為 本地人 42 3.86 .72 1.04 
 外地人 29 3.66 .84  
工作本身 本地人 42 3.63 .50 -.95 

   外地人 29 3.75 .52  
組織內部互動關係 本地人 42 3.59 .47 -.83 
 外地人 29 3.68 .45  
組織文化與價值 本地人 42 3.85 .53 .04* 
  外地人 29 3.84 .74  
政策與行政 本地人 41 3.78 .50 .38* 
 外地人 29 3.72 .67  
報酬資源與組織培育 本地人 41 3.12 .54 -.34 
 外地人 28 3.16 .61  
個人心理層與滿足 本地人 41 2.45 .54 .09 
 外地人 28 2.44 .69  

**p<.01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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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教學困擾與工作滿意度之相關分析 

 

本研究的研究假設之一為「教學困擾與工作滿意度間具有相

關。」，為回答此問題，本節以皮爾森積差相關法，分析教學困擾各

層面對於工作滿意度之間的相關性，結果如表 4-5-1 所示。 

 

表 4-5-1 教學困擾與工作滿意度之相關係數摘要表 

變項 
 

教學準備 教材教法 硬體設備 教學時間控制 班級常規管理

領
導
特
質

與
行
為 

-.09 .18 -.16 -.30* -.01 

工
作
本
身

-.36** .20 -.22 -.28* -.21 

組
織
內
部

互
動
關
係 

-.07 .21 -.01 -.19 -.11 

組
織
文
化

與
價
值 

-.14 .15 -.03 -.30* -.10 

政
策
與
行
政

-.18 .25* -.25* -.33** -.13 

報
酬
資
源
與

組
織
培
育 

-.10 .11 -.23 -.27* -.13 

個
體
心
理

層
面
滿
足

.23 -.06 .17 .33** .11 

* P＜.05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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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5-1 可得知，「教學準備」和工作滿意度之「工作本身」

間相關達顯著(P＜.01)，其相關係數為-.36；而在「教材教法」和「政

策與行政」間相關達顯著(P＜.05)，其相關係數為.25；此外，「硬體

設備」和「政策與行政」相關達顯著(P＜.05)，其相關係數為.25。「教

學時間控制」和「領導特質」相關係數為-.30、「工作本身」相關係

數為-.28、「織組文化與價值」相關係數為-.30、「政策與行政」相關

係數為-.33、「報酬資源與組織培育」相關係數為-.27，顯示教學時間

控制的困擾較多的教師，其工作滿意度在不同層面上也是較不滿

意；因而得知教學困擾多的較師工作滿意度愈低，尤其在教學時間

方面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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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教學困擾與工作滿意度之迴歸分析 
 

 

為探討影響工作滿意度的因素，本節將進一步以迴歸分析的方

式，來分析各變項對工作滿意度的影響力為何。因此在影響工作滿

意度之迴歸分析中，以下將視影響是否具有實質意義（β≧.10），而

決定是否多作說明。 

在教學困擾方面，從表 4-6-1 中可看出，離島地區英語教師的背

景變項對教學困擾的解釋率 R Square 為.218，其中對教學困擾影響

程度最大者為學歷，英語教師中若其學歷背景為師範院校(b=-7.178)

或研究所(b=-8.976)，其教學困擾低於大學院校畢業者。另外，畢業

科系為英語相關系所(b=-3.890)的英語教師，其教學困擾會低於非英

語相關系所的英語教師。而男女相比，男性教師(b=3.652)的困擾比

女性教師高。 

在工作滿意度方面，從表 4-6-2 中可看出，離島地區英語教師的

背景變項對工作滿意度的解釋率 R Square 為.115，其中對工作滿意度

影響程度最大者為教學年資，其β係數為正值，表示此變項對工作

滿意度預測作用有正向的影響，即教學年資越資深者，其工作滿意

度越高。其次，英語教師中畢業於英語相關系所(b=5.082)者，其工作

滿意度高於畢業於非英語相關系所的教師。 

在工作滿意度方面，由表 4-6-3 中可看出，在控制了教師背景變

項後，加入教學困擾的各層面，即教學準備、教材教法、硬體設備、

教學時間及常規管理等因素後，發現師資管道及教學時間對工作滿

意度有顯著負影響，其β值 -.506 分別為β-.505；顯示由其它管道取

得師資資格的教師們比英語師資班的教師們(b=1.061)，相較下其工作

滿意度比英語師資班畢業的教師們較不滿意。而對教學時間不足感

到困擾的教師，其工作滿意度也會有負影響，因此英語教師教學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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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時間不足對於其工作滿意度的程度具有負向的影響，若減少這

方面的困擾，有助於其對工作滿意度的提升，困其解釋力 R Square

提高至.416,可見其對工作滿意度的影響很大。 

在工作本身方面，由表 4-6-4 中可看出背景變項中，學歷及師資

取得管道皆達顯著；英語教師中若其學歷背景為師範院校(β=-.626)

或研究所(β=-.521)，其對於工作本身的滿意度低於大學院校畢業

者。師資取得管道,中由師範院校中取得英語師資的教師們，其工作

滿意度高於從英語師資班畢業的教師們。 

在組織內部互動關係方面，由表 4-6-4 可看出，僅有學歷皆達顯

著；英語教師中若其學歷背景為師範院校(β=-.680)或研究所(β

=-.565)，其對於組織內部互動關係的滿意度低於大學院校畢業者。 

在政策與行政方面，由表 4-6-4 可看出，背景變項皆未達顯著，

僅在控制背景變項後，教學時間(β=-.410)對教師對於政策與行政有

負影響，即教學時間愈不充裕的英語教師，其對於政策與行政的滿

意度愈低。 

在報酬資源與組織培育方面，教學年資(β=.618)達顯著水準，顯

示教學年資對報酬資源與組織培育方面有正影響。而控制背景後，

其教學時間的困擾對報酬資源與組織培育方面的滿意度是具有負影

響，且整個報酬資源與組織培育的解釋力不低，其 R Square 值為.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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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1 英語教師背景變項與教學困擾之迴歸分析 

 教學困擾 
      b         （β） 
性別   
男生 3.652 （.173） 
（對照組：女生）   
年齡 -.120 （-.066） 

學歷   
師範院校 -7.178 -.361 
研究所 -8.976 -.341 
（對照組：大學院校）   
畢業科系   
英語相關系所 -3.890 （-.188） 
（對照組：非英語相關系所）   
教學年資 -.766 -.298 
師資管道   
師範院校 3.788 .136 
學士後師資班 -5.177 -.196 
其它 -.765 -.039 
（對照組：英語師資班）   
本地人或外地人 1.363 .070 
   
F 1.09 
樣本數 73 
R Square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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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2 英語教師工作滿意度之迴歸分析 

 工作滿意度 
      b            （β） 
性別   
男生 1.524 .043 
（對照組：女生）   
年齡 -.118 -.040 

學歷   
師範院校 -1.711 -.051 
研究所 -3.024 -.073 
（對照組：大學院校）   
畢業科系   
英語相關系所 5.082 .149 
（對照組：非英語相關系所）   
教學年資 1.065 .257 
師資管道   
師範院校 -6.061 -.133 
學士後師資班 -3.065E-02 -..001 
其它 -1.715 -.054 
（對照組：英語師資班）   
本地人或外地人 -2.806 -.087 
   
   
   

F .51 
樣本數 73 
R Square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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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3 背景變項、教學困擾各層面與工作滿意度之迴歸分析 

 工作滿意度 
      b           （β） 
性別   
男生 6.851 .197 
（對照組：女生）   
年齡 -.914 -.325 

學歷   
師範院校 -15.837 -..490 
研究所 -20.929 -.506 
（對照組：大學院校）   
畢業科系   
英語相關系所 -2.256 -.068 
（對照組：非英語相關系所）   
教學年資 1.248 .304 
師資管道   
師範院校 6.135 .141 
學士後師資班 -10.738 -.260 
其它 -1.061 -.506* 
（對照組：英語師資班）   
本地人或外地人 -4.297 -.137 
   
教學困擾   
教學準備 -1.424 -2.93 
教材教法 1.959 .293 
硬體設備 .402 0.81 
教學時間 -2.962     -.505* 
常規管理 .248 .044 

F 檢定 1.47 
樣本數 73 
R Square .416  

註.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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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4 背景變項、教學困擾各層面與工作滿意度各層面之迴歸分析 

 工作滿意度 領導特質與行為 工作本身 
 b （β） b （β） b （β）
性別       
男生 6.851 （.197） 2.236 （.170） 1.086 （1.54）

（對照組：女生）       
年齡 -.914 （-.325） -4.961E-02 （-.044） -.224 （-.370）

學歷       
師範院校 -15.837 （-..490） -3.440 （-.277） -4.172* （-.626）

研究所 -20.929 （-.506） -6.115 （-.372） -4.599* （-.521）

（對照組：大學院校）      
畢業科系      
英語相關系所 -2.256 （-.068） .425 （.033） -1.451E-0

3
（.000）

（對照組：非英語相關系       
教學年資 1.248 （.304） -.128  （.425） .211  （.245）

師資管道      
師範院校 6.135 （.141） -4.339E-02 （-.002） 3.939* （.422）

學士後師資班 -10.738 （-.260） -5.213 （-.317） -2.620 （-.297）

其它 -1.061* （-.506） -3.351 （-.227） 1.396 （.215）

（對照組：英語師資班）       
本地人或外地人 -4.297 （-.137） 1.073 （.088） -1.501 （-.230）

      
教學困擾       
教學準備 -1.424 （-2.93） -4.68 （-.245） -.379 （-.369）

教材教法 1.959 （.293） .563 （.215） .693* （.492）

硬體設備 .402 （0.81） -3.679E02 （-.020） 1.691E-02 （.017）

教學時間 -2.962* （-.505） -.803 （-.381） -.405 （-.357）

常規管理 .248 (.044) .132 （.062） -.196 （-.171）

       
       
       
       
       

    
樣本數 73 73 73 
R Square .416 .349 .532 

註.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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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4 背景變項、教學困擾各層面與工作滿意度各層面之迴歸分析（續 1） 

 組織內部互動關係 組織文化與價值 政策與行政 
 b （β） b （β） b （β）
性別       
男生 .770 （.145） 1.500 （.198） 1.107 （.187）

（對照組：女生）       
年齡 -.122 （-.269） -7.385E-02 （-.117） -7.989E-02 （-.159）

學歷       
師範院校 -3.412* （-.680） -4.146 （-.591） -2.727 （-.482）

研究所 -3.749* （-.565） -4.087 （-.442） -3.570* （-.484）

（對照組：大學院校）     
畢業科系     
英語相關系所 -7.101E-02 （-.014） -.996 （-.134） -.396 （-.068）

（對照組：非英語相關系       
教學年資 8.130E-02  .126 5.709E-03 （.006） .126   （.174）

師資管道     
師範院校 .632 （.090） 1.049 （.107） 1.742 （.224）

學士後師資班 -2.257 （-.340） -2.669 （-.289） -2.461 （-.334）

其它 -.460 （-.094） -.477 （-.069） -.436 （-.080）

（對照組：英語師資班）       
本地人或外地人 -1.082 （-.221） -.223 （-.032） -.551 （-.101）

     
教學困擾       
教學準備 -7.102E-02 （-.092） -.344 （-.316） -.213 （-.249）

教材教法 .263 （.248） .298 （.202） .424 （.356）

硬體設備 6.204E-03 （.008） .250 （.236） -.105 （-.123）

教學時間 -.342* （-.402） -.539 （-.418） -.391* （-.410）

常規管理 -.102 （-.118） -8.500E-02 （-.070） -3.540E-02 （-.036）

     
       
       
       
       

    
樣本數 73 73 73 
R Square .407 .319 .437 

註.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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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4 背景變項、教學困擾各層面與工作滿意度各層面之迴歸分析（續 2） 

 報酬資源與組織培育 個體心理層面滿足  
 b （β） b （β）   
性別      
男生 5.434E-02 （.009） -.871 （-1.61）  
（對照組：女生）      
年齡 -.215 （-.415） -2.956E-02 （-.067）  

學歷      
師範院校 -.668 （-.115） -.147 （-.030）  
研究所 -.776 （-.103） 9.542E02 （.015）  
（對照組：大學院校）      
畢業科系      
英語相關系所 .429 （.072） -1.221 （-.235）  
（對照組：非英語相關      
教學年資 .456*  （.618） .232   （.359）  
師資管道      
師範院校 -1.820 （-.228） 1.272 （.175）  
學士後師資班 -.210 （-.028） 1.149 （.178）  
其它 -.630 （-.112） .915 （.189）   
（對照組：英語師資      
本地人或外地人 -1.234 （-.218） -.976 （-.200）  
      
教學困擾      
教學準備 .251 （.286） .393 （.518）  
教材教法 -8.697E-02 （-.072） -.257 （-.249）  
硬體設備 -.312 （-.348） -6.808E-02 （-.092）  
教學時間 -.369* （-.378） .205 （.227）  
常規管理 8.126E-03 （.008） -.170 （-.200）  
      
      
      
      
      

    
樣本數 73 73  
R Square .422 .425  

註.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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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離島地區國民小學英語教師教學困擾及工作滿

意度之現況，以及兩者之相關程度，並考驗個人背景變項對教學困

擾及工作滿意度間差異情形，最後則探討教學困擾與工作滿意度間

的影響力。根據前一章資料分析的結果，在此歸納出本研究的結論，

並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以提供教育行政人員、教育行政機

關及未來研究之參考。 

 
第一節 結論 

 
本研究所關注的焦點在於具有各項不同背景的國小英語教師在教學困擾

及工作滿意度上之差異情形，並探討背景變項是否透過中介變項而影響到工

作滿意度，由第四章的研究結果發現中可以得知以下幾點： 

壹、 離島地區英語教師教學時間困擾與工作滿意度呈現負相關 

教學困擾各層面中以教學時間和工作滿意度的各層面之間有負

相關的關係，表示越因教學時間不足而感到困擾時，其工作滿意度

也越低。 

 

貳、 英語教師的背景變項中，「學歷」對教學困擾的影響程度最大 

背景變項對教學困擾的解釋力為.218。其中以學歷影響教學困擾

程度最大，英語教師中若其學歷背景為師範院校(b=-7.178)或研究所

(b=-8.976)，其教學困擾低於大學院校畢業者；此項調查發現與蘇順

發(1999)及劉玲芳(2000)的研究以及教育部(2003)的會議中皆指出在

學校任教的英語教師中屬花東及離島地區的教師最缺乏英語專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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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發表相符。其次，畢業科系為英語相關系所(b=-3.890)的英語教

師，其教學困擾會低於非英語相關系所的英語教師，此一調查結果

顯示可能與英語教師必須受過專業英語教學法的訓練及具備選擇教

材的能力有關（蘇怡如，2000；柴素靜，1999；張佳蓉，2003）。而

男女相比，男性教師(b=3.652)的困擾比女性教師高，此一調查結果

可能由於男性教師角色衝突較女性教師高（許朝信，1999）。 

 

參、 教學年資越資深，其工作滿意度越高 

在工作滿意度方面，離島地區英語教師的背景變項對教學困擾的

解釋率 R Square 為.115，其中對工作滿意度影響程度最大者為教學年

資，其β係數為正值，表示此變項對工作滿意度預測作用有正向的

影響，即教學年資越資深者，其工作滿意度越高。此一調查結果與

實證研究研究指出，可能因年資增長，對教育環境的適應與了解，

在工作、人際的處理上，越能漸入佳境，漸漸將期望降低調整，以

符合個人的實際狀況，期望與現實之間的差距越小，滿意程度也就

提高。相符，其次，英語教師中畢業於英語相關系所(b=5.082)者，其

工作滿意度高於畢業於非英語相關系所的教師。 

 

肆、 教學困擾各層面中，「教學時間控制」對工作滿意度的預測力

最大 

研究發現對於工作滿意度，在控制了教師背景變項後，加入教

學困擾的各層面，即教學準備、教材教法、硬體設備、教學時間及

常規管理等因素後，發現教學時間(β=-.505)對工作滿意度有顯著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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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對教學時間不足感到困擾的教師，其工作滿意度也會有負影

響，因此英語教師教學時，教學時間不足對於其工作滿意度的程度

具有負向的影響，若減少這方面的困擾，有助於其對工作滿意度的

提升，此一調查結果不但符合之前的實證研究結果，即教學時間不

足是造成英語教師的困擾之一（陳俊佑，2001；戴麗觀，1998），更

進一步發現教學時間控制對工作滿意度有顯著負影響，可能是在教

學時間控制上，受到英語教師在常規管理方面的困擾影響，因常規

管理是在教室活動中的先備條件，常規管理若沒有做好，則教學活

動就不易實施（吳清基，1988；許朝信，1999；陳玉鈴，2001）。 

 

    針對研究結果發現，與研究假設一進一步對照，性別、教學年資

等無顯著差異的結果並不如國內研究中對產生教學困擾影響，但研究

發現不同背景變項的英語教師對教學困擾的程度有顯著差異的僅在

不同學歷之離島地區國小英語教學教學困擾層面中班級常規管理方

面達顯著差異。此研究結果和張佳蓉(2003)所提到的觀點相同，師資

養成教育專業課程的多寡和教師個人的教學自我效能的高低有關，教

師專業課程接受愈多者，教學自我效能會增高，其教學困擾之程度傾

向便較低；然而其研究並未將研究所畢業之教師當作探討的變項條件

之一，其研究僅指出一般師院畢業的教師、學士後國小師資班及國小

英語師資學分班結業的教師在教學困擾上並沒有顯著差異。但隨著開

放高等教育的教育政策實施，國內研究所畢業的教師人數愈來愈多，

在離島地區所回收的 73 問卷中，即有九名英語教師是研究所畢業，

不可忽視教師的教育程度愈來愈高所帶來的影響。 

    另外，進一步與研究假設二對照，研究結果發現教師年資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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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工作滿意度愈高的結果與吳幼妃(1989)、張碧娟(1978)、顏玉雲

(1989)、楊妙芬(1997)的研究結果相同，可能因年資增長，對教育環境

的適應與了解，在工作、人際的處理上，越能漸入佳境，漸漸將期望

降低調整，以符合個人的實際狀況，期望與現實之間的差距越小，滿

意程度也就提高的情形有關。 

     至於教學困擾層面中的教學時間和工作滿意度的各層面之間有

負相關的關係的發現，進一步證實了研究假設三的論點，在國內研究

並無針對教學困擾對工作滿意度的影響，但此結果和戴麗觀(1998)的

研究結果相符，教學時間確實左右著教師在課堂上能否順利進行活

動；而在教學時間控制有困擾的教師，其在工作滿意度則會降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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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壹、 對教育人員的建議 

一、 利用機會進修補足英語教學上的學歷和專業之不足 

本研究發現教學困擾方面，教師在學歷方面，由以英語科

系且接受過教育師資培育過程者，教學困擾較低。顯示教師若

在專業學歷上或專業發展上之不足會影響教學及教師的工作滿

意度。因此，只具有英文專長但並不具備教育背景的教師，進

修是必要的。而調查中發現在離島地區中，有十五名教師實際

上並未取得正式的英語教師資格，但仍擔任英語教學的工作，

此一現況絕對需要教育相關單位正視並加緊改善的。 

 

二、  重視離島地區英語教師年輕化的現象 

本研究發現教學年資越資深者，其工作滿意度越高。由於

有研究指出教年資與工作滿意度之間為正相關(吳幼妃，1989；

張碧娟，1978；顏玉雲，1989；楊妙芬，1997)，此與研究發現

相符；但由於離島地區教師有年輕化的現象，在工作滿意度需

要經過一段時日後，教師教學技巧成熟到某種程度時，才會提

高的情形下，目前離島地區大部份的英語教師為年輕教師，故

其工作滿意度呈現較低的狀態。 

 

三、 共同改善教學時間不足 

本研究發現教學困擾中，教學時間對於教師工作滿意度的

影響力最大且為負影響，教學時間的不足及配課時數過少，是

一直存在的問題，亦是一個常會引起爭議的話題；實際上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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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的時數與其它語言課堂時數相形下，是較少的課堂時數，若

不能為英語教師解決這個困擾他們的問題，就無法改善教學時

間不足對教師帶來的困擾。學校方面，應斟酌提供能輔助英語

學科的教學時間並落實，可考量利用非正式上課時間配合進行

英語教師的活動，以降低英語教師教學時間不足的困擾。而英

語教師應多注重在時間掌控時，是否在控制學生秩序上花費過

多時間，而令學生能專注學習的時間縮短。 

 

 

貳、 對學校行政機關的建議 

一、 給予多元的進修管道 

在研習方面，離島地區的教師需要利用進修補足學歷及英

語教學專業上的不足時，相關單位應給予多元研習機會，並且

是延續、有階段性的；而非經驗分享的課程，應有英語教學學

理上的研討的研習機會，以提升國小英語教師在教材教法之專

業發展，進而補足教學上的專業不足。利如利用寒暑假時間開

辦國小英語教師的長期進修，或者和部份縣市的國民教育輔導

團中已成立的英語科輔導團的合作，配合學校的需要，由輔導

員巡迴各校舉辦教學觀摩以及專題演講。 

  

二、 給予空間和時間發展英語教學 

由於科目本位主義是必然的，學校在進行各學年度的課程

計畫時在安排教學重點的發展與成果呈現，常常會著重某個面

向；但現今英語課程安排節數少已為事實，在無法改變時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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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的信念就很重要，對於提供學生一個快樂的氣氛去學習英

語是有助於彌補時間不足的遺憾，讓學習英文為成為多元的學

習事物之一，讓學生有機會接觸與發展，配合相關的活動或比

賽來進行教學，會較有目標性。然而，換個角度去看，英語科

的課程時數太少，已是個存在的事實，這個現象不只反應在本

島，離島地區也有這個問題；但在教學時間少的情形下，普遍

離島地區的國小學童和本島地區的學校相較之下，離島地區的

孩童較沒有機會利用課餘時間去補習班加強英文的學習；在時

數不足，而學習的刺激又少，離島地區學校是不是能夠考慮多

利用些時間讓學生有機會加強英文方面的學習，利如利用彈性

時間或早自習時間等，讓學生能有更多時間學習英文。 

 

 

 

參、 對後續研究的建議 

一、 研究樣本 

     本研究的樣本為離島地區，係指台灣本島以外，陸路無法到

達之地區。如：綠島、蘭嶼、小琉球、澎湖縣、金門及馬祖地區

等地的授課英語教師，在研究結果推論上為離島地區；若後續有

研究欲進行全國性包含台灣本島各縣市及離島之調查研究，此研

究為離島地區之普查，期能作為參考依據。 

  

二、 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採用問卷調查法之量化研究，對於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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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心理歷程變化或真實的情況，並無法深入的了解；且因離島

地區英語教師總人數不多（低於 100 人）建議未來的研究可輔佐

質的研究方法，經由晤談、觀察或個案研究的方式蒐集更多資

料，以輔助量化考驗之不足，使得研究更臻完善；進而深入探求

目前離島地區英語教育的問題，並提出具體改進之措施，相信會

對未來的英語教育工作更有幫助。 

 

三、 研究主題 

由研究發現影響離島地區英語教師教學困擾對工作滿意度

的影響中僅以教學時間不足最具影響力，但尚有許多其他潛在的

因素有待討，離島地區的英語教師教學困擾尚待後續研究者可增

加其它多面向的角度來探究其影響工作滿意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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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離島地區國小英語教師教學困擾及工作滿意度狀況調查問卷 
 

親愛的老師，您好： 
這份問卷是一份純學術研究的調查問卷，主要目的在瞭解教師實務工作

上之教學困擾與工作滿意度的情形，期盼能藉此研擬出適切之建議，以作為

研究改進之參考。本問卷所得資料僅供學術研究之用，個人資料絕對保密絕

不作其他之用，不必具名，請您安心填答。您的意見非常寶貴，懇請您務必

撥冗填答。謝謝您的配合。 敬 祝 
教     安 

                               國立台東大學教育研究所  敬啟

                                         中華民國 94 年 4 月

   
 
第一部份：個人基本資料 
1. 性別：□男 □女 

2. 年齡：＿＿＿ 

3. 學歷：□師專 □師院或師範大學 □一般大專院校修過教育學程  

□研究所 

4. 畢業科系：□英語相關系所 □非英語相關系所 

5. 教學年資：＿＿年 

6. 取得英語教師資格的管道是：□師專或師範院校畢業 □學士後師資班畢

業□國小英語師資教育學分班 □其它（請說明）＿＿＿＿＿＿ 

7. □本地人  □外地人 

 

 

第二部份：學校基本資料 
1. 學校班級數： 

  □6 班以下 □7-12 班 □13-30 班 □31-49 班 □49 班以上 

2. 學校所在縣市＿＿＿＿＿ 

 

 

填答說明：下列敘述是在描述您教學方面的困擾，請依您實際的感受，就符合

的程度，在適當的□內打”ˇ” 
 

 

 

 

第三部份：教學困擾 

總
是
如
此 

經
常
如
此 

有
時
如
此 

不
常
如
此 

從
未
如
此 

1.英語教學前的準備，常令我感到困擾。………………………… □ □ □ □ □

2.我常為了配合教學要自製或收集許多教具而困擾。…………… □ □ □ □ □



 89

 

 

 

 

 

 

 

3.我常為了擬定具體可行的教學目標而困擾。…………………… 

總
是
如
此 

   
  

 

□ 

經
常
如
此         

□ 

有
時
如
此         

□ 

不
常
如
此         

□ 
從
未
如
此         

□ 

4.我會因學校設備無法配合教學或活動而困擾。………………… □ □ □ □ □

5.我常為了如何激發學生學習動機而感到困擾。………………… □ □ □ □ □

 

6.教學時能熟練教材內容。………………………………………… □ □ □ □ □

7.教材內容符合自己價值觀。……………………………………… □ □ □ □ □

8.無法有系統的呈現教材內容。…………………………………… □ □ □ □ □

9.教材內容太難，學生常不易接受。……………………………… □ □ □ □ □

10.學生英語程度差異大，無法適用相同的教材教法。 

 

□ □ □ □ □

 

11.教學方法理論能與實際配合。…………………………………… □ □ □ □ □

12.因教學經驗太少，無法善用教學技巧而困擾。………………… □ □ □ □ □

13.我對各種教學方法並不熟練。…………………………………… □ □ □ □ □

14.對於學習遲緩學生，不知該如何進行教學。…………………… □ □ □ □ □

15.學校現有教學媒體無法配合教學所需。……………………… □ □ □ □ □

 

16.我因不擅長使用多媒體輔助教材而困擾。。…………………… □ □ □ □ □

17.不知如何配合教學自製教具。…………………………………… □ □ □ □ □

18.教具不足而影教學活動之進行。………………………………… □ □ □ □ □

19.我因學校視聽設備不足而使教學上頗為困擾。………………… □ □ □ □ □

20.我因學校英語圖書不足而使教學上頗為困擾。………………… □ □ □ □ □

 

21.教材內容太多，上課常須趕進度。……………………………… □ □ □ □ □

22.常感到每節課教學時間不足。…………………………………… □ □ □ □ □

23.學生經常會提出與教學無關之瑣事，影響教學時間。………… □ □ □ □ □

24.我因授課時數不足，無法配合教學進度而感到困擾。………… □ □ □ □ □

25.教學時間能妥善分配。…………………………………………… □ □ □ □ □

 

26.控制上課秩序常感力不從心。…………………………………… □ □ □ □ □

27.以勸導方式管教學生效果不佳。………………………………… □ □ □ □ □

28.因控制上課秩序而影響教學。…………………………………… □ □ □ □ □

29.我因感到教學專業能力不足而困擾。…………………………… □ □ □ □ □

30.沒時間進行多元評量，無法有效評定學生學習成果。…………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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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工作滿意度 

 

 

 

非
常
同
意 

大
部
份
同
意 

部
份
同
意 

大
部
份
不
同
意 

非
常
不
同
意 

1.校長或主任能敞開胸懷，接納教師的意見。……………………… □ □ □ □ □

2.我從工作中能得到成就感。……………………………………… □ □ □ □ □

3.我對本校同仁間彼此和諧的關係感到滿意。…………………… □ □ □ □ □

4.學校同仁具有高度的教育熱忱。………………………………… □ □ □ □ □

5.學校的行政運作能配合教學與輔導的需要。…………………… 

 

□ □ □ □ □

6.我對學校的相關教學設備與教具感到滿意。…………………… □ □ □ □ □

7.校長做決定時常朝令夕改，讓人無所適從。…………………… □ □ □ □ □

8.校長的為人處事公正。…………………………………………… □ □ □ □ □

9.教師的工作能提供我成長與發展的機會。……………………… □ □ □ □ □

10.我與行政人員之間的互動情形良好。…………………………… 

 

□ □ □ □ □

11.學校與社區及家長的互動良好。………………………………… □ □ □ □ □

12.我常有機會參與和我工作相關的重要決定。…………………… □ □ □ □ □

13.目前教師進修的管道很充足。…………………………………… □ □ □ □ □

14.校長不能充分授權。……………………………………………… □ □ □ □ □

15.校長常能有效協調解決學校的行政問題。……………………… 

 

□ □ □ □ □

16.教師工作能讓我充分表現自己的才華與能力。………………… □ □ □ □ □

17.學校教職員與行政人（校長、主任、組長）溝通的情形良好。 □ □ □ □ □

18.學區家長對學校的辦學深具信心。……………………………… □ □ □ □ □

19.學校會設法提供教師教學的教具與設備。……………………… □ □ □ □ □

20.我對學校的各種進修活動感到滿意。…………………………… 

 

□ □ □ □ □

21.我對教學工作感到心力交瘁。…………………………………… □ □ □ □ □

22.校長平日對工作的要求和待人的態度合理。…………………… □ □ □ □ □

23.我的工作是有適度挑戰性且令人喜歡的。……………………… □ □ □ □ □

24.在學校中教師表達意見的管道很暢通。………………………… □ □ □ □ □

25.學校的組織氣氛很融洽。………………………………………… □ □ □ □ □

 

26.我對學校的各項制度及實施情形感到滿意。…………………… □ □ □ □ □

27.學校經常舉辦進修活動，以提昇教師的專業知能。…………… □ □ □ □ □

28.教師工作帶給我很大的工作壓力。……………………………… □ □ □ □ □

29.校長及主任能耐心傾聽教師內心的想法與感受。……………… □ □ □ □ □

30.教育工作能展現我的理想和抱負。………………………………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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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學校的同事之間有很多小團體，常各自為政。………………… □ □ □ □ □

32.我覺得本校是我服務過的學校中最理想的學校。…….……… □ □ □ □ □

33.學校的人事考核及獎懲很公平且合理。………………………… □ □ □ □ □

34.我很少有機會去參加校外的研習。……………………………… □ □ □ □ □

35.校長、主任能肯定老師的貢獻、體諒老師的辛勞。…………… □ □ □ □ □

 

36.教學工作很有趣。………………………………………………… □ □ □ □ □

37.學校各種通知的方式（書面或開會等）都明確清楚。………… □ □ □ □ □

38.我與家長建立良好的友誼。……………………………………… □ □ □ □ □

39.校長領導教師及主任的方式能令人信服。……………………… □ □ □ □ □

40.教師的工作有保障。……………………………………………… □ □ □ □ □

41.校長或主任對教師的領導與監督能兼顧人性與績效。…………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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