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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瞭解不同背景變項間的教師、學生、家長對於優良教師特質看法的差異情形，其次探討教師、學生、

家長三種角色間所重視之優良教師特質的關聯性及差異情形，再次以訪談研究瞭解優良教師之專業發展歷程。 本研究採問

卷調查法，以98學年度彰化縣公立國小之333位教師、442位學生、393位家長為研究對象，並對2位曾榮Power/Super獎肯

定之優良教師進行訪談，以深入解釋研究結果。本研究有下列主要發現： (一)教師、學生、家長皆認為良好的「班級經營

與輔導」為優良教師之首要特質。(二)不同背景變項(性別)的國小教師對優良教師特質之看法上有顯著差異。(三)不同背景

變項(性別、年級、自評學業成績)的國小學生對優良教師特質之看法上有顯著差異。 (四)不同背景變項(性別、教育程度、

職業)的國小家長對優良教師特質之看法上有顯著差異。(五)教師、學生、家長對優良教師特質之看法有顯著差異。(六)國小

教師、學生、家長各自對優良教師特質五個層面的看法有顯著的相關，其中教師觀點以「教學知能」與「班級經營與輔導

」的相關最高；學生與家長觀點則以「班級經營與輔導」與「專業態度」的相關最高。 關鍵詞：國小教師(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優良教師(good teachers)，優良教師特質(the characteristics of good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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