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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瞭解國小國語文教師專業發展與教師信念之情況，以彰化縣、台中市、台中縣與南投縣之國小國語文

教師為對象，採便利取樣方式。有效研究資料共計300份(男：102 位，女：198位)。研究工具採教師專業發展量表與教師信

念量表，並以描述性統計、皮爾森積差相關、單因子變異數分析、t考驗等進行資料分析。

研究結果發現：

一、國小國語文教師專業能力佳。二、國小國語文教師專業培訓需求是需要的。三、國小國語文教師的教師信念是開放的

。四、教師專業能力與專業培訓需求呈負相關，教師專業發展與教師信念成正相關。五、國小國語文教師專業發展與教師

信念在不同的背景變項性別、學歷、任教年資無顯著差異，但僅在不同任教年資教師專業能力有顯著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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