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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的方法，透過訪談，由最初參與進修的學習動機出發，接著探究個案教師在進修中的學習所獲，並了

解其在場域中與環境互動，進而對教學品質影響的情形。最後再從中歸納總結國小教師的進修學習動機與提升教學品質的

關聯。

本研究依據紮根理論的觀點，研究發現如下：

一、教師參與進修的學習動機

國小教師參與碩士學位進修的學習動機含括下列幾項原因：(一)晉級加薪；(二)自我成就；(三)自我實現；(四)奠定團隊中地

位；(五)提升職場生存空間；(六)增廣見聞、促進教學成長；(七)團隊壓力。

二、個人進修所帶來的改變

國小教師進修碩士學位對個人所帶來的提升：(一)個人能力的提升；(二)增進人脈、增廣見聞；(三)價值觀的改變；(四)教師

行為的改進。

三、個人能力提升後與周遭環境的互動產生的效應

(一)教師互動的分享；(二)學校的整體進步；(三)影響學生的學習；(四)教學品質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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