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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台中市國中教師之，一、不同背景變項與情境因素對進修意願與教學效能是否有差異性。二、進修意願

與教學效能是否有顯著正相關。三、進修意願與工作投入是否有顯著正相關。四、工作投入與教學效能是否有顯著正相關

。五、工作投入對進修意願與教學效能是否具有中介效果。六、情緒勞務對進修意願與工作投入是否具有干擾作用。以立

意抽樣調查法進行資料蒐集，研究結果為：一、進修意願因教師學歷與擔任職務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二、教學效能因教

師學歷與擔任職務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三、教師進修意願對教學效能呈正向影響。四、教師進修意願對工作投入呈正向

影響。五、教師工作投入對教學效能呈正向影響。六、工作投入對進修意願與教學效能，具有中介效果。七、情緒勞務對

進修意願與工作投入，不具有干擾效果。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以作為國中教師、教育行政機關與未來研究者之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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