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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之目的在探討台中縣國小教師訓練動機與訓練成效間的關係，以問卷調查方式進行，研究對象為台中縣公立國小的

教師，正式問卷發出448份，有效問卷406份，有效回收率為95.31%，資料以SPSS 12.0進行統計分析，得到以下結果： 一

、國小教師背景變項中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教學年資」、「職位別」、「課程種類」在訓練動機上

無顯著差異。 二、國小教師背景變項中的「性別」、「教育程度」、「教學年資」、「職位別」、「課程種類」在訓練成

效上無顯著差異，但在「年齡」變項上有顯著差異。 三、訓練動機和訓練成效呈顯著正相關。 四、訓練成效構面中的「

反應」和「學習」呈顯著正相關；「學習」和「行為」呈顯著正相關。 依據本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以供教育訓練主辦單位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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