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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檔案對國小初任教師教學省思影響之研究 
 

張德銳* 李俊達** 蔡雅玲***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了解國小初任教師於參加教學檔案研習及製作後，對其教學省思的影響。

為達上述目的，本研究採取準實驗研究法及訪談法，以取得相關資料。本研究有效樣本共 60 人，

其中實驗組 30 人參加研習與檔案製作，控制組 30 人僅作為問卷施測對照，訪談對象則立意取樣

實驗組中的 12 人。所得資料經分析後獲得如下結論： 

1. 臺北市國民小學初任教師，教學省思的現況屬中上程度。 

2. 在經過將近一年發展性教學檔案研習與製作後，實驗組在「教學省思的態度」、「教學省

思的策略」、「教學省思的條件」等方面，比控制組有顯著進步。 

3. 教學檔案的研習製作，可以協助初任教師進行教學省思，主要表現在兩方面，分別為為

「增進教學省思的能力」與「提高初任教師的省思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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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教師的初任經驗對其未來生涯發展具

有重要影響，是否有效的調整與適應新環

境，關乎能不能順利成為獨當一面的教師。

由於體認到初任教師教學輔導的重要性，

「初任教師導入制度」逐漸成為師資培育重

要課題之一。希望透過制度的協助，讓初任

教師可以克服各項挑戰，有效提升初任教師

的 專 業 表 現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03；Holmes, 1999；Scott, 1999)。

臺北市目前正在試辦的教學輔導教師制

度，其輔導重點即為初任教師的教學輔導，

而本研究之初任教師即為參加該制度之受

輔導教師。 

教學專業表現良窳之關鍵，在於教師能

否在教學時迅速作出正確判斷。因為教學的

複雜與急迫性，唯有迅速正確的判斷，才能

展現教師掌握教學情境的能力。Schon(1987)

認為，教師要快速而正確的判斷，有賴教師

的教學省思。英國學者 Pollard(2002)也指

出，省思可以填補理論因為教學情境變化所

造成的空缺，讓教師能在極短的時間內，作

出適合的教學決定，因此對於教學有關鍵的

影響。目前在師資培育過程中，最常用來促

進教師省思、協助教師作出迅速合理教學決

定的方法，計有教學檔案、行動研究以及撰

寫教學札記等。本研究即鎖定教學檔案作為

促進教師教學省思與專業成長的工具。 

基於研究者對初任教師教學省思以及

教學檔案對省思影響的關注，乃以準實驗方

法探討初任教師教學檔案與教學省思之關

係，輔以半結構訪談，以期能有更全面的檢

視與發現。更具體的說，本研究目的有二： 

一、了解國小初任教師教學省思的現況。 

二、了解國小初任教師在參加教學檔案研習

及製作後，對其教學省思的影響。 

二、重要名詞界定 

(一)初任教師 

本研究之國小初任教師，係指在 92 學

年度「臺北市教學輔導教師試辦學校」，接

受教學輔導教師協助，任教年資兩年內之正

式或代課教師。 

(二)教學檔案 

教學檔案係指教師對其教學知能、成長

與成就，進行實際資料的蒐集，並將之組織

化、系統化呈現之文件檔案，其中包括教師

的省思與專業對話的紀錄。本研究所稱之教

學檔案係指經由張德銳等人(民 93)開發之

「發展性教學檔案系統」所建構之教學檔

案。該系統包括六項特定活動，分別為：「認

識自己認識環境」、「課程設計與實施」、「班

級經營計畫與執行」、「教學觀察與回饋」、

「學習評量計畫與執行」、「專業成長與省

思」。此外，該系統也提供檔案製作者參照

成長之教學規準，規準共分六大領域，25

項教學行為。 

(三)教學省思 

教學省思是教師對其教學行為，進行內

在的檢討思考歷程，藉以維持、充實或修正

教師的知識與信念，並具體轉化為行動，達

成更佳的教學成效，並能建構教師個人的教

學實務知識。本研究所指教學省思係在「臺

北市國小初任教師教學省思量表」上的得

分，量表內容包含教學省思態度、實施教學

省思的策略、教學省思的內容及教學省思的

條件四部份。 

貳、文獻探討 

依據研究目的，本節針對相關文獻加以探

討：首先說明初任教師常見的教學困擾與輔導

工作，其次簡介發展性教學檔案系統，再次陳

述教學省思的意涵，最後介紹教學檔案與與省

思的相關實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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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任教師的教學困擾與輔導工作 

初任教師通常不會因為他的「初任」，而

受到特別照顧。相反的，有時甚至會被賦予較

多、較繁重的任務，這讓許多初任教師倍感壓

力 （ Gunderson & Karge, 1992 ； Haselkorm, 

1994）。歸納各方看法(陳美玉，1999；張芬芬，

2001a；張德銳，2003；謝寶梅，1991；羅綸新，

2002；Brock & Grady, 1997；Glickman、Gordon  

&  Ross-Gordon, 2001)初任教師會面臨的困難

與壓力很多，舉其大者包括「班級經營及學生

輔導」、「引起並維持學生學習動機」、「教學效

能不彰」、「常感工作負荷量過大」、「缺乏適當

的諮詢對象」、「不善於處理人際關係」、「面對

工作信心不足」等等，幾乎涵蓋了教師日常工

作所有重要面向。 

為了提供初任教師各項協助，使其更快適

應環境、縮短嘗試摸索的時間，於是有「初任

教師導入」（beginning teacher induction）制度的

產生。臺北市於 90 學年度開始推動「臺北市

中小學教學輔導教師制度」，其主要任務之一

就是要提供初任教師「瞭解與適應班級（群）、

學校、社區及教職環境」、「友伴支持與諮商輔

導」、「解決教學困難並培養其教學能力」、「提

供各項資源與安排專業成長機制」等各種資源

與協助。經過數年努力，該制度對於初任教師

的協助已展現一定的成效。綜合研究發現(張

德銳，2002a、2002b；張德銳等人，2002；張

德銳、丁一顧、陳育吟，2003；張德銳等人，

2003)，該制度能夠提供初任教師以下協助：(1) 

能協助解決學校生活適應問題；(2)能增進教學

能力；(3) 能協助解決教學問題；(4) 能協助專

業成長；(5)能留任優秀教師。其意義不但是協

助初任教師度過難關，更對學生的學習以及國

家整體教育資源的運用，都具有正面的功效。 

二、發展性教學檔案系統 

「檔案」﹙portfolio﹚是有目的性、選擇性、

結構性的個人作品，而非漫無目的蒐集文件 

(Wolf, 1991)。利用教學檔案促進教師的教學省

思，使專業成長與教學需要作更密切的結合，

則是目前教師專業發展的新趨勢﹙張德銳，

2000﹚。 

「發展性教學檔案系統」係由張德銳等人

參考美國加州「初任教師支持和評量方案」

（ Beginning Teacher Support and Assessment 

Program，簡稱 BTSA），再經過本土化建構而

成，是一套有組織、有系統的檔案建構方式，

除了提供教學規準作為教師自我檢視的依

據，也設計了六項具體活動，作為建構檔案的

架構（張德銳等人，2004）。發展性教學檔案

的教學規準包括和教師教學有關的重要面

向，共分為六大領域，25 個教學行為，六大領

域分別是「精熟學科」、「活潑多樣」、「有效溝

通」、「班級經營」、「掌握目標」、「專業責任」，

教學檔案的製作有助於初任教師上述各項教

學規準的達成。檔案內容的活動設計則有「認

識自己認識環境」、「課程設計與實施」、「班級

經營計畫與執行」、「教學觀察與回饋」、「學習

評量計畫與執行」、「專業成長與省思」等六

項。 

整體而言，發展性教學檔案可以協助教師

教學省思，協助教師之間因為製作檔案而形成

更緊密的夥伴關係，同時具有「結構性」、「彈

性及發展性」、「提供教學規準」等特色，本研

究因此選用該系統，作為研習及實驗的依據。 

三、教學省思的意涵 

教學省思是教師對教學行為的內隱性檢

思歷程（陳聖謨，民 88），教師在一定時空背

景下，藉由本身的態度、信念、價值體系等，

不斷地反省、思考、批判、辯證，以重新組織

與建構教學經驗並改進教學實務，提升教師專

業成長（陳靜文，2003）。 

教師教學省思的態度即是 John Dewey 所

說省思的三大特質：開放的心智、責任感與全

心全意（Deway, 1988）。陳靜文（2003）說明：

「開放心智」係指免除偏見、黨派意識等封閉

觀念；免除不願考慮新問題、不願採納新觀念

的習慣。「責任感」係指考慮到按預定步驟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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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所導致的後果；它意味著願意承受這些合乎

情理，隨之而來的後果。「全心全意」係指教

師能主動且持續地省視自己信念或實務理念

或行為上的前因後果，能克服害怕和不確定

性，並做些有意義的改變。 

    教師教學省思的主要內容，大約包括四個

方面：第一，是教師對自己的教學信念、假設

與價值觀的省思；第二，是對於學生學習狀況

的省思；第三，是對於本身教學方法、教材教

具使用等等的省思；第四，是對於教學脈絡與

環境進行省思（高敬文，1990；孫維屏，2003；

饒見維，1996）。依據省思對象的不同，教學

省思大致上可分為「技術性的省思」、「實際性

的省思」、「批判性的省思」等三種省思(彭新

維，2001；歐用生，1995；饒見維，1996)。 

    在促進教師教學省思策略方面，國內外學

者有諸多倡導，其中較常提及者，除了撰寫教

學日誌（陳美玉，1998；陳麗華，1997）、進行

專業對話（Kirby, 1987）、進行行動研究（陳惠

邦，1998、進行教學觀察與回饋（張德銳，

2003）、參與課程發展分析（簡紅珠，1991）、

參與研討會工作坊研習（Starla, 2002）等之外，

教學檔案更是促進教學省思的利器（陳惠萍，

1999）。張德銳（2000）指出教學檔案內容相當

多樣，如教學計劃、研習心得、省思札記、學

生回饋、教師作品等，透過這些記錄與文件的

有效組織，除了可以展現教師整體教學表現，

更是教師省思與提昇效能的媒介。 

教師透過不同的教學省思內容，使用不同

的教學省思策略，可以發揮下列功能：（1）擴

展教師教學視野，啟發創新教學方法（彭新

維，2001）；（2）解決教學根本問題，提升學

生學習成效（Zeichner & Listion, 1996）；（3）省

思教學歷程，促進專業成長（鄭長河，1999）；

（4）培養省思習慣，發展後設認知能力（陳

美玉，1998）。 

四、相關實證研究 

隨著教師專業成長受到重視，教學檔案的

研究也日漸增加。綜合歸納國內外教學檔案與

教學省思的實證研究(李順詮，2001；房柏成，

2003；陳春蓮，2003；陳惠萍，1999；陳瓊森，

1998；張美玉、羅美惠，2000；鄭宇樑，2000； 

Bratcher, 1998；Fasanella, 1998；Freeman, 1998；

Hawthorne , 2001；Huebner, 1997)，發現教學檔

案研究的主要目的包括以下兩項： 

1. 了解教學檔案對教師專業成長的影響，分析

說明教師在建置過程想法及能力的變化。 

2. 以發展檔案評量工具為目標，訂定明確的評

量項目，引導檔案建置者培養專業能力。 

其次，在研究對象方面則具有以下特徵： 

1. 以師初任教師、實習教師為主，而以資深教

師及行政人員為次。 

2. 研究的學校以小學為主，中學為次，大學則

未見。 

3. 多數研究對象人數僅有一位至五位，少數以

教學團隊為研究對象。 

在研究方法部份，則是質量均備： 

1. 配合研究對象，多數研究採取質化研究取

向，包括個案研究、訪談法、觀察法等。 

2. 有部分研究以量化方法為主，如準實驗研究

法以及問卷調查法，再輔以訪談資料的佐證

補充。 

 研究結果則指出，教學檔案可以提供教

師以下協助： 

1. 促進教師的反省思考（房柏成，2003；陳春

蓮，2003；陳惠萍，1999；鄭宇樑，2000；

Fasanella, 1998；Huebner, 1997）。 

2. 可以客觀蒐集教學內容與心得、真實紀錄個

人教學脈絡(李順詮，2001)。 

3. 可以澄清個人的教學理念(陳瓊森，民 87)。 

4. 可以提升專業成長的動機(Freeman,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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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可以成為學校推動革新的支持力量(Bratcher, 

1998)。 

當然，教師製作教學檔案的過程中，也會

出現一些問題，包括時間不夠、檔案內容的選

擇不易、會因為專注於製作檔案而疏忽了部分

的教學工作等等(陳惠萍，1999；Fasanella, 

1998)。 

參、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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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採準實驗研究法「不相等控

制組」及「半結構式訪談法」，以瞭解國小

初任教師參與教學檔案研習後對其教學省

思的影響，及其在建構教學檔案過程，本身

教學省思狀況知覺情形。本研究之研究架構

詳見圖一。 

    從圖一可知，本研究乃是以發展性教學

檔案研習與製作為自變項(組別分為實驗組

與控制組)；依變項則是所有參與研究的初

任教師(含實驗組與控制組教師)教學省思的

後測得分。教學省思內容包括「教學省思的

態度」、「教學省思的策略」、「教學省思的內

容」、「教學省思的條件」等四項，而共變項

則為初任教師教學省思的前測得分。教學省

思以第一次施測(前測)分數為共變數，並比

較實驗組與控制組在排除共變項影響的情

況下，其教學省思的差異情形。 

二、實驗設計 

為蒐集教學檔案對教學省思影響之資

料，研究者採用準實驗研究中的「不相等控

制組設計」，分別對實驗組及控制組進行問

卷的前後施測，以了解教學檔案研習與製作

對初任教師教學省思的影響程度。其研究設

計如表一： 

圖一、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圖 

 

表一、不相等控制組準實驗設計 

組    別         前    測        實 驗 處 理        後    測 
G 實驗組             T１           Ｘ             T3   
G 控制組             T2                           T4  

自變項 
發展性教學

檔案研習與

製作 
組別： 
實驗組 
控制組 

依變項 
教師教學省思： 
「教學省思態度」後測得分 

「教學省思的策略」後測得分

「教學省思的內容」後測得分

「教學省思的條件」後測得分

共變項 
「教學省思態度」前測得分 

「教學省思的策略」前測得分 

「教學省思的內容」前測得分 

「教學省思的條件」前測得分 

說明 X：表示實驗組接受發展性教學檔案研習與製作的實驗處理 

T1：實驗組的前測                 T3：實驗組的後測 

T2：控制組的前測                 T4：控制組的後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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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臺北市 92 學年度「教學輔導

教師制度」試辦的 13 所國民小學、任教年

資兩年以內初任教師為實驗研究對象，採取

自願申請報名，結果共計有 7 所國民小學

（陽光國小、快樂國小、活潑國小、朝氣國

小、安心國小、安康國小、和平國小）56

位初任教師參與本次實驗。為考慮實驗變項

效果，本研究規定實驗組需全程參與研習且

不得請假，並完成最後的實作檔案，有效樣

本總計 30 人。控制組學校則以「立意抽樣」

的方式，選取臺北市五所初任教師較多之公

立國民小學(龍門國小、學盧國小、大勝國

小、平安國小、喜樂國小)30 位初任教師作

為控制組，控制組樣本儘量就性別、年資、

擔任職務相近等因素與實驗組樣本作配對。 

此外，本研究採立意抽樣方法，抽取可

對發展性教學檔案研習、實作及其對初任教

師教學省思的影響情形，提供豐富資訊之實

驗組初任教師 12 人，進行半結構式訪談。 

四、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研究工具包括陳靜文（2003）

所編製之「臺北市國民小學教師教學省思現

況之調查問卷」及「國小初任教師教學檔案

對教學省思影響研究訪談綱要」。茲說明如

下： 

(一)臺北市國民小學教師教學省思現況

之調查問卷 

1.內容與架構 

問卷的內容與架構分為「教學省思態

度」、「教學省思的策略」、「教學省思的內

容」、「教學省思的條件」等四個面向。 

2.填答與計分方式 

問卷填答時，受試者需依照個人的實際

情況，於合適的方框中打勾。本份問卷以六

點自陳量表方式作答，從「不曾如此」---

到「總是如此」1 2 3 4 5 6 六個選項， 分別

給予「1」、「2」、「3」、「4」、「5」、「6」分。 

3.信度、效度與鑑別度 

根據陳靜文（2003）預試問卷信度分析

結果顯示：全部問卷之α信度為.94，教學

省思態度分量表之α信度為.79，教學省思

策略分量表之α信度為.81，教學省思內容

分量表之α信度為.87，教學省思條件分量

表之α信度為.88。 

陳靜文（2003）同時進行內容效度分

析，針對預試問卷內容委請 11 位研究領域

與教學省思相關之教育專家學者審題，以作

為選擇題目和修改之依據。根據專家所提供

之修正意見與勾選資料進行統計分析，凡適

合程度低於 50%的題目即予以刪除;如「適

合」與「修正後適合」選項百分比相加在

80%以上之題目，及歸納專家學者之意見

後，將題目語句或內容予以修正。 

(二)國小初任教師教學檔案對教學省思

影響研究訪談綱要 

研究者針對需要特別深入了解的問

題，擬定訪談綱要，作為蒐集質性資料的依

據。訪談綱要主要內容除探討實驗組初任教

師在檔案研習與製作過程中的省思態度、策

略、內容、條件之外，主要聚焦在教學檔案

研習與製作對初任教師教學省思上的影

響，例如詢問參加完發展性教學檔案研習與

製作後，初任教師在教學省思的態度與內容

上有了哪些轉變呢?並請其舉例說明。 

五、實施程序 

本研究自民國 92 年 10 月至 93 年五月

結束，為期八個月，其中教學檔案研習與製

作為 92 年 10 月至 93 年五月，其實施程序

如下：(1)實施前測：在研究進行前，於 10

月上旬對實驗組與控制組之初任教師施測

「臺北市國民小學初任教師教學省思現況

問卷」。(2)教學檔案研習：接著，對實驗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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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任教師進行為期三天半共 21 小時的研習

課程。研習分兩階段進行，第一階段為期兩

天(92 年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1 日)，研習內容

包括發展性教學檔案系統介紹；第二階段三

個半天（每次三小時，分別於 92 年 12 月 17

日、93 年 2 月 25 日及 93 年 5 月 19 日），研

習內容為教學檔案實作經驗分享。(3)實施後

測：於 93 年五月 19 日最後一次研習課程，

實驗組教師分享檔案成果之後，同時對實驗

組與控制組初任教師進行後測。(4)進行訪

談：於後測完成之後，抽取實驗組 12 位初

任教師進行訪談。(5)資料分析：將所蒐集到

的教學省思問卷分數與訪談資料，進行量化

與質性資料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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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資料處理 

在 量 化 資 料 處 理 上 ， 以 SPSS 

forWindows10.0 版統計軟體程式進行分析，

探究實驗組與控制組初任教師問卷兩次測

量的平均數，以瞭解初任教師教學省思現

況。接著採取單因子共變數分析，以探討教

學檔案實施經過一段特定時間後，實驗組與

控制組實習教師在四個省思面向的差異情

形。在質性資料處理方面，將訪談資料依本

研究之研究目的與問題歸納出若干主題，並

整理出系統化的理念架構，以為量化資料的

佐證。 

肆、研究結果分析與討論 

一、初任教師教學省思現況分析 

    表二是實驗組與控制組兩次教學省思

問卷得分的平均數。從表中可知，實驗組與

控制組之國民小學初任教師，在「教學省思

的態度」、「教學省思的策略」、「教學省思的

內容」及「教學省思的條件」四個面向上，

前後測結果均在三分以上，以本量表為六點

量表來看，得分屬於中上程度，亦即臺北市

國民小學初任教師教學省思的現況尚稱良

好。 

表二指出，實驗組初任教師在教學省思

問卷全量表之前後測得分分別為 4.28 與

4.62，後測得分高於前測得分；控制組初任

教師之前後測得分則分別為 4.55 與 4.49，前

測得分高於後測得分。進一步分析各分量表

之平均得分，在「教學省思的態度」、「教學

省思的策略」、「教學省思的內容」、「教學省

思的條件」等四個項目，實驗組後測得分都

高於前測得分；控制組則是上述四個分項的

後測得分均低於前測得分，其中尤以「教學

省思的內容」分量表的前後測得分差距最

大。 

二、教學檔案對初任教師教學省思之
效果分析 

(一)教學省思問卷得分之組內迴歸係數

同質性考驗 

    共變數分析之前應先檢定全量表與各

分量表的組內迴歸係數同質性之假設。由表

三可知，教學省思全量表與各分量表組內迴

歸係數同質性考驗均未達顯著水準。 

表二、國小初任教師在教學省思問卷之前後測平均數 

                     實驗組(N=30)              控制組(N=30) 

        項        目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全量表              4.28       4.62          4.55       4.49 

        教學省思的態度      4.77       5.03          4.94       4.77 

        教學省思的策略      3.72       4.30          3.99       3.97 

        教學省思的內容      4.71       5.08          5.02       4.83    

        教學省思的條件      4.92       4.63          4.25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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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的數值顯示：教學省思全量表(F =.20)，

教學省思的態度(F =.76)，教學省思的策略(F 

=2.43)，教學省思的內容(F =.07)，教學省思

的條件(F =.04) ，亦即本研究之教學省思問

卷得分符合組內回歸係數同質性假定，因此

可以進行共變數分析。 

(二)教學省思問卷得分之共變數分析結

果 

    本研究以單因子共變數分析，去除前測

分數的影響，俾探究實驗組與控制組在「教

學省思」全量表與四個分量表間的差異情

形，其結果如表四所示。 

    在去除前測分數的影響後，實驗組與控

制組初任教師在「教學省思」全量表上達到

顯著差異(F =4.78)，其調整後的平均數分別

為 4.79 與 4.43。進一步分析教學省思四個分

量表，在「教學省思的態度」上，達到顯著

差異(F =4.29 ，)，其調整後的平均數分別

為 5.06 與 4.71。在「教學省思的策略」上，

達到顯著差異(F =10.13)，其調整後的平均數

分別為 4.49 與 3.91。在「教學省思的條件」

上，亦達到顯著差異(F =5.75)，其調整後的

平均數分別為 4.76 與 4.34。但是在「教學省

思的內容」上，實驗組與控制組雖然有差

異，但並未達到顯著水準(F =3.41)，其調整

後的平均數分別為 5.09 與 4.71。 

 

表三、初任教師(含實驗組及控制組)教學省思各面向組內迴歸係數同質性考驗摘要表 

教學省思 離均差平方和 自由度 均方 F 值 

全量表 6.85 1 6.85 .20 

教學省思的態度  .30 1  .30   .76 

教學省思的策略 1.11 1 1.11  2.43 

教學省思的內容 3.95 1 3.95   .07 

教學省思的條件 1.51 1 1.51   .04 

表四、初任教師(含實驗組及控制組)教學省思全量表與各分量表之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離均差平方和 自由度 均方 調整後平均數 F 值 事後比較 

教學省思全量表 實驗處理 1.65 1 1.65 
4.79(實驗組) 

4.43(控制組) 
4.78* 2>1 

教學省思的態度 實驗處理 1.71 1 1.71 
5.06(實驗組) 

4.71(控制組) 
4.29* 2>1 

教學省思的策略 實驗處理 4.73 1 4.73 
4.49(實驗組) 

3.91(控制組) 
10.13* 2>1 

教學省思的內容 實驗處理 1.91 1 1.91 
5.09(實驗組) 

4.71(控制組) 
3.41  

教學省思的條件 實驗處理 2.47 1 2.47 
4.76(實驗組) 

4.34(控制組) 
5.75* 2>1 

*p<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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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訪談研究結果與討論 

    從實驗組初任教師的訪談中，亦可發現

教學檔案對教學省思的影響主要在教學省

思的能力與意願二方面。就增進教學省思的

能力而言，多位初任教師指出，經過近一年

的教學檔案研習與製作後，可以讓自己藉由

製作教學檔案的歷程，有系統的呈現並省思

自己的東西。這樣的經驗可以從以下訪談中

發現： 

我覺得這個活動最大的幫助是讓每一

個人比較清楚在想一件事情時怎麼樣分析

是比較好的，就是說譬如可能你的想法是滿

多的，可是你沒有辦法把它[分類整理]⋯，

那我覺得基本上它比較有系統性的讓你去

呈現自己的東西。(初任教師 H) 

    另外，經由近一年發展性教學檔案研習

與製作後，有初任教師指出，藉由製作檔案

的過程，讓自己能從蒐集資料開始，用比較

全面整體的角度進行教學省思，幫助自己澄

清教學所發生的事情及學生的狀況： 

我覺得發展性教學檔案給我一個比較

結構性跟系統性吧！你更有方向，不會怕說

自己漏掉哪一些，教學內容如教學理念、課

程設計、班級經營、學習評量，大概都涵蓋

在這些提供的表格內，所以我覺得比較有完

整性與結構性。 (初任教師 E) 

除了在省思過程中更加系統化與全面

性之外，教學檔案的研習製作還可以協助初

任教師將所思考的問題具體化： 

在還沒有參加這整個研習之前，在省思

的面向上來講，可能比較籠統一點，可是參

加了這樣的研習，會覺得喔，可能會有一個

比較具體的東西讓我看到整個的面向。(初

任教師 F) 

就提升教學省思的意願而言，有初任教

師指出，經由一年發展性教學檔案研習與製

作後，讓自己學習到很多省思的方法與技

巧，也讓自己更願意去投入教學省思的工

作。這樣的經驗可以從一位初任教師的訪談

中發現：「其實我覺得學習很多，第一個我

會更願意去投入這樣的一個工作，因為裡面

我們上課時有學到一些省思的方法，會讓我

更願意去投入教學省思」。(初任教師 F) 

另外，本次教學檔案的研習，所安排的

經驗分享可以讓研習學員看到其他初任教

師的檔案，讓初任教師有很多很好的學習楷

模，進而增進學習的動力。這樣的經驗可以

從一位初任教師的訪談中發現： 

我覺得參加這個檔案研習，讓我看到很

多人做得很好，很值得敬佩，很值得跟進

的。⋯，在研習我看到很多、很令人尊敬的

老師，他們都做得相當地棒，我覺得那是一

個很好的、很好的那種學習的力量，在你周

圍。(初任教師 B) 

綜合上述幾位初任教師的訪談可以發

現，初任教師認為參與完發展性教學檔案研

習與製作後，讓他們在省思的過程中，能更

具系統性、結構性、完整性與具體化，讓初

任教師在省思過程中更有效率。同時也因為

具備更好更豐富的省思技巧與方法，並有較

多的學習榜樣，所以會增進其教學省思的動

機。 

整體而言，研究者根據量化資料，發現

在「教學省思的態度」、「教學省思的策略」、

「教學省思的條件」分量表上，實驗組得分

顯著高於控制組。此研究結果與下述實證研

究的發現頗為類似：陳瓊森（1998）以三位

國中理化實習教師為對象進行動研究，發現

歷程檔案可以促進教師的自省能力。李順詮

（2001）以一位國小初任教師進行個案研

究，發現發展教學歷程檔案提供教師當下反

省的機會。陳春蓮(2003)對國小教師進行教

學歷程檔案實驗研究，就其總平均得分來

說，其實驗組教學省思上的影響比控制組

大。同樣的，陳惠萍(1999) 、張美玉和羅美

惠(2000)、Hubner（1997）、Bratcher（1998）、



 
 
主題文章 

 44

Hawthorne（2001）等研究也支持教學檔案的

實施對於教師教學省思的態度、品質和類型

有正面的影響。 

就控制組教學省思全量表與各教學省

思分量表的前後測平均分數來看，依測驗時

期之不同而有微降情形。研究者究其原因可

能有二：（1）控制組之初任教師在開學之際

（10 月），對於教學懷抱著較理想性的憧

憬，在經由近一年的現實的震憾（reality 

shock）下，過度社會化，失去省思的自覺

與習慣（陳培佳，2002；張芬芬，2001b；

Gordon, 1991）。（2）我國目前並沒有完善的

初任教師導入制度，初任教師往往在現實的

衝擊之下，對於教學省思的態度、策略、內

容與條件就採取消極應對的方式。而適當的

初任教師導入制度，可以加強初任教師的反

省能力，減少對教育環境的不良衝擊。相較

之下，實驗組之初任教師在教學導師協助下

進行發展性教學檔案的建構，有助於其省思

習慣和能力的增強和發展，可以讓初任教師

在「接受現況」與「革新現況」之間找到平

衡，不致於出現一般初任教師最易形成的

「過度現實主義」。 

伍、結論與建議 

一、結論 

1.臺北市國民小學初任教師，教學省思

的現況屬中上程度。實驗組及控制組初任教

師不管是實驗前或實驗後，在教學省思全量

表及分量表的得分幾乎全部高於四分，僅有

實 驗 組 在 教 學 省 思 策 略 的 前 測 得 分 為

3.73，控制組教學省思策略後策為 3.94，其

得分在六點量表中的位置屬於中上。 

2.在經過將近一年發展性教學檔案研

習與製作後，實驗組在「教學省思全量表」、

「教學省思的態度」、「教學省思的策略」、

「教學省思的條件」等分量表的得分，經與

控制組得分進行統計考驗，達到顯著差異。

代表實驗組在上述面向的進步情形，顯著高

於控制組，可見教學檔案的建置有益於初任

教師的教學省思。 

3.教學檔案的研習製作，可以協助初任

教師進行教學省思，主要表現在兩方面，分

別為「增進教學省思的能力」與「提高初任

教師的省思意願」。進一步細分，在「增進

教學省思的能力」部分，教學檔案可以使初

任教師在省思時更加系統化、整體性、具體

化；另一方面，則是因為透過觀摩其他教師

與本身省思方法與技巧的增進，而使初任教

師省思意願有所提升。 

二、建議 

（一）對學校的建議 

第一，要加強溝通引導，激發教師成長

動機。任何教育政策的成功，均有賴教師的

投入，因此要以「動機」作為第一考量。具

體而言，學校在推動教學檔案之前，平時是

否已經贏造進修成長的氣氛文化；在告知過

程，是否讓教師充分了解，並有選擇參加與

否的空間；實施過程是否考慮初任教師的工

作負荷、時間安排...等問題，都會對教師的

動機及成效產生顯著影響。 

第二，辦理教學檔案相關研習，提升教

師專業知能。本研究發現，發展性教學檔案

研習與製作對初任教師的教學省思確有正

向的影響，是值得加以推展的研習。學校應

有計畫地鼓勵教師參加此系統的研習，進而

推動同儕輔導。 

最後，本研究建議國民小學應加強同儕

教師的合作，強化初任教師與其他教師的互

動關係。其具體可行的方法分述如下：（1）

專業討論與對話：邀請資深教師與初任教師

分享經驗；提供安全開放的環境，鼓勵教師

們進行討論與對話；（2）教學觀摩：同年段

或同學科領域的教師，相互觀摩教學；（3）

教師同儕輔導：鼓勵同儕教師走進初任教師

的教室，並利用教室觀察、分析記錄表，直

接給予初任教師幫助與回饋；（4）成長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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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鼓勵校內教師成立正式或非正式的成長

團體，藉由影片觀賞、教育期刊文獻閱讀或

參觀訪問等方式進行教師專業成長；（5）行

動研究：結合初任教師與有經驗的老師，共

同針對教學問題進行行動研究，並公開表揚

老師們的研究成果，定期將教師行動研究成

果匯集成冊出版，以供其他老師參考。 

（二）對初任教師的建議 

首先，教師要確認教學檔案主要目的在

於個人成長，因此才能產生較強的認同與動

機，如此才能坦然面對自己的問題，全心投

入問題的解決，才能讓檔案在專業成長的過

程中，扮演協助者的角色。否則，教學檔案

的製作只會變成一種壓力，或是一種不得不

應付的形式，如果是這樣的心態，自然就很

難達到教學效能的提升。 

其次，要彈性運用教學檔案表格工具。

由於本研究所使用各項表格具有清晰結構

的優點，但是也因此產生一些限制。所以初

任教師可從中選擇適用部分，作為專業成長

的工具；也可以根據本身的需求，進行必要

的修改調整，甚至以其為藍本，設計新的表

格。 

最後，要透過教師同儕專業對話，建立

夥伴關係。發展性教學檔案成功的關鍵因素

之一，在於初任教師與同儕教師間夥伴關係

的建立，因為在製作發展性教學檔案的過程

中，初任教師與同儕教師彼此討論，相互支

持，進而建立起教學專業夥伴關係。有鑑於

此，為促使發展性教學檔案研習與製作對初

任教師教學省思能達更大的效果，研究者建

議初任教師應善加各種管道，增進與同儕教

師間的對話，建立教學專業的夥伴關係。 

（三）未來研究的建議 

本研究研究地區僅限於臺北市，研究結

果推論會有所不足。因此，未來研究可考慮

將研究對象擴展至臺北市以外的學校，探討

台灣地區北、中、南、東各地區國小教師，

在實施教學檔案後其教學省思的改變；其

次，研究對象除國小教師外，也可推廣至幼

稚園、國高中職以及大專院校教師；最後，

研究者認為研究對象則可包括師範院校師

資生、大學教育學程學生、實習教師、新進

教師、主動尋求成長教師、教學有困難教

師、特教類科教師、特定教學領域(科目)教

師等，將可更深入探究發展性教學檔案對教

師教學省思的效益，亦能夠擴大本研究結果

的外推性。 

在研究內容上，未來發展性教學檔案的

研究內涵規劃上，除了可繼續進行發展性教

學檔案與教學省思的研究之外，亦可考慮：

(1)不同教學檔案系統的比較研究：如分別實

施發展性教學檔案(實驗組)與其他類型的教

學檔案製作 (控制組)，以比較其對教師教

學省思或教學行為的差異；(2)對教師其他方

面影響的研究：如「發展性教學檔案研習與

製作對教師效能影響之研究」等；(3)對學生

學習行為影響的研究：如以發展性教學檔案

研習與製作後，比較學生在學習成就上的改

變都是可待開發的研究內容。 

在研究方法上，未來進行發展性教學檔

案與教學省思相關研究時，可採取類似人種

誌的方法，長期參與觀察，並可針對教師在

參與發展性教學檔案的研習與製作期間的

教學實踐改變歷程，進行深度觀察與訪談，

便可更深入了解教師在參與過程中，如何改

變與成長。 

（本研究係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

題研究，NSC 92-2413-H133-002，國小初任

教師教學檔案對教學省思與教學效能影響

之研究之部份研究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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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n Teaching Portfolio on Beginning 
Teachers’ Instructional Reflection 

 
Derray Chang* Chun-Dar Lee** Ya-Ling Tsai***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teaching portfolio on the 

instructional reflection of the beginning teachers. 

A multiple research design was employed in this study.  A quasi-experiment design was 

used to verify if there was a different impact on instructional reflection for beginning teachers 

being treated with teaching portfolio. The population consisted of 60 beginning teachers, 30 in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30 in the comparison group.  In addition, a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was applied to collect the perceptions of the beginning teachers about the process and 

influence of teaching portfolio on instructional reflection.  

The main findings of this study were as follows: (1) The beginning teachers’ teaching 

reflection was moderately high.  (2) There were som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comparison group in attitude, method and conditions of the beginning 

teachers’ instructional reflection.  (3) The experiences of teaching portfolio could increase the 

reflective ability and promote the reflective intention of the beginning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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