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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民小學教師評鑑指標之權重估測。係以臺灣中部彰化縣、臺中縣市的教育專家、國民小學級任教師、教

育行政人員、學生家長等利害關係人共二十六人為研究對象，進行「國民小學教師評鑑指標」之層級分析問卷訪談研究，

所得結果透過Expert Choice 2000的程式加以計算，建立國民小學教師評鑑指標層級結構，並求出評鑑五大構面下二十一個

評鑑指標的權重值，並依此對未來教育行政單位未來實施相關評鑑制度時，可予參酌、建議。本研究之主要結論如下： 一

、 教師評鑑實施之前，除應確定評鑑的目的、方式等，亦需先訂定明確可行的評鑑指標。 二、 第一層級教師評鑑之下的

五個構面，其權重如下: (1) 敬業精神 36.6%，受訪者認為最為重要 (2) 教學能力 19.5%，優先權重列為第二順位 (3) 其他依

次為班級經營(19.2%)、人際關係(14.0%)、專業知能(10.7%) 三、第二層級下的二十一個評鑑指標中，受訪者認為最重要的

前五名依序為富有高度的愛心與耐心、具有教育熱忱，教學認真、具備良好的品德及行為操守、行動研究，解決問題、掌

握教學目標，運用適當的教學技巧等五個項目。 根據上述結論，對教育行政機關、學校、教師評鑑實施人員提出建 議，

並對未來相關研究工具與方法上提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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