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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旨在探討軍校學員與學生之性別意識，並瞭解其性別意識對女性教學人員之評價關聯及差異。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

法，並以量表施測，量表包含「性別意識量表」、「學習態度量表」、「師生互動量表」及「專業能力認同量表」，且修

訂針對女性教學人員。 資料蒐集以北部地區之軍事院校為母群體，以隨機抽樣抽取四所學校，再以叢集抽樣方法抽取班級

，並以曾受過或目前正接受女性教學人員教學之學員與學生為研究對象。 本研究問卷共計發出350份，回收320份，回收

率91%，剔除無效問卷34份，共計有效問卷286份，有效回收率89%。問卷所得資料分別經描述性統計、t檢定、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二因子變異數分析及逐步多元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處理，研究結果發現：僅有不同性別之軍校學員與學生其性

別意識差異達顯著水準，其餘背景變項則否；不同背景變項之軍校學員與學生在性別意識之交互作用效果皆未達顯著水準

；不同背景變項之軍校學員與學生對女性教學人員之學習態度差異皆達顯著水準；不同性別之軍校學員與學生對女性教學

人員之師生互動差異未達顯著水準外，其餘背景變項差異皆達顯著水準；不同背景變項之軍校學員與學生對女性教學人員

之專業能力認同差異皆未達顯著水準；不同性別意識之軍校學員與學生對女性教學人員之學習態度未達顯著水準，對女性

教學人員之師生互動及專業能力認同差異達顯著水準，根據以上研究結果分別提出不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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