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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師在班級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影響班級的各項教學活動，教師領導型態亦會影響團體成員，對班級教學成效發生

作用。為此，本研究調查了347位北部的國中生、344位中部的國中生，以瞭解國中生對國中導師領導行為與班級經營效能

的看法，領導行為對班級經營效能的影響，以及國中導師的人口背景在領導行為、班級經營效能上是否有差異存在。結果

發現： 1. 根據因素分析結果，北部與中部國中生對於導師的領導行為與班級效能的看法是頗相似。 2. 北部與中部的學生

都認為職責規範是領導行為中最重要的因素，其次才是與學生友善相處與善待學生，最後才是促進學生思考。 3. 不管是北

部還是中部的學生都認為，氣氛融洽是班級經營效能中最重要的因素，其次才是教學與秩序。 4. 北部國中生認為，導師若

越能夠讓學生遵守規範、與學生的關係越友善，以及越能夠增廣學生的見聞與獎勵學生，班級經營效能就越強。 5. 中部國

中生認為，導師若越能夠促進學生思考與關懷學生、越能夠讓學生遵守規範，以及越能夠增廣學生的見聞與獎勵學生，班

級經營效能就越強。 6. 北部學生認為會影響班級經營效能的因素為職責規範、友善關係、智力刺激。 7. 中部學生認為會

影響班級經營效能的因素為思考與關懷、善待學生、職責規範。 8. 北部與中部導師的人口背景在領導行為、班級經營效能

上存有差異。

關鍵詞 : 領導行為、班級經營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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