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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瞭解並比較臺中市國民小學視覺藝術教師專業成長與教學自我效能之現況。 以問卷調查為主。蒐集彙整相關

文獻形成研究架構，並編製「視覺藝術教師專業成長及教學自我效能量表」進行調查；問卷以臺中市視覺藝術教師為樣本

；蒐集的資料以平均數、標準差、t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和Scheffe′事後考驗法、皮爾遜積差相關等統計方法進行分

析與處理；獲致以下結果： 1「美術（勞）相關科系畢業」教師專業成長上高於「非美術（勞）相關科系畢業」教師，教

學效能也較優秀。但是目前全市擔任視覺藝術教師七成五以上為「非美術（勞）相關科系畢業」；專才專用上甚為可惜。

2 近兩年參加相關進修研習的教師，專業成長優於未參與的教師。最近二年參加本領域研習的教師比率偏低，應加以重視

。 3各校視覺藝術教學，多由導師兼任。科任視覺藝術教師在專業成長各層面，都高於導師兼任。提供各校課務編排之思

考。 4視覺藝術教師專業發展中「教學上的人際溝通」、「教學進行與班級氣氛」二向度呈現最高的得分，顯示視覺藝術

教師在教學互助、資源分享上的平均表現良好，符合社會大眾對教學多元化、多溝通的期待。 最後，依據研究結果，提出

建議，俾供教育主管機關、學校行政人員視覺藝術教師以及後續研究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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