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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零體罰政策對教師管教態度與班級經營問題之關係。本研究採用文獻探討及問卷調查法進行資料搜集，由

受試者自行填寫問卷，並利用訪談法、參與觀察法、文件分析等方法來進行研究。研究結果發現： 一、國小教師對體罰與

零體罰立法的認知大同小異。 二、國小教師對零體罰政策施行之態度多數肯定且支持。 三、國小教師在零體罰政策實施

後之管教態度，在法律層面上呈正面、積極的態度；在執行層面上呈理性、溫和的態度；在理想層面上呈教育愛最高價值

展現的態度。 四、國小教師在零體罰政策實施後之班級經營問題，多數認為有正面影響。班級經營中最感頭痛的問題，多

數認為是處理嚴重偏差行為學生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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