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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一名優秀的教師，的確影響學生深遠！除了教學投入外，一名優秀教師，也

許一句勉勵的話，或是一件貼心的輔導，都有可能讓旁人視為朽木的學生化為神

奇！這就好似政大副教授廖元豪曾在「親子天下雜誌」回憶他國高中階段面

臨生活迷失或是學習低潮時，還好有老師寫信鼓勵他力圖振作或是多閱讀增

廣見聞，才能讓他從人生迷途返回正航（陳雅慧，2010）。同樣地，道禾實驗

中小學創辦人曾國俊在國中叛逆期遇到貼心的老師以及待他如家人的校

長，奠定日後他決定創立道禾實驗中小學收取成績並不理想的學生（賓竟

蓀，2010）。由此可知，老師身教影響學生甚鉅！而好老師的定義，也應該

在各教育階段有不同的解讀。例如優質幼教老師特質包含溫柔親切、具備豐

富知識、著重師生互動、陪伴幼兒閱讀與分享、以及關注保育活動等（曾美

華，2010）。基於上述相關訪談與研究文獻，我們此次想透過研究專題，比

較優質教師特質在高中職以及科技大學高年級學生有何種程度的差異？ 

 

 

二、研究目的 

 

（一）比較高中職及大學學生心目中優質教師的外在以及專業條件。 

 

（二）了解高中職及大學學生心目中優質教師班級經營管理以及課堂教學技巧。 

 

（三）探詢高中職及大學學生心目中優質教師應該避免的教學或班級經營行為。 

 

（四）評估高中職及大學學生對於教師評鑑可提昇教師教育品質贊同度。 

 

三、研究方法 

 

  本次專題研究採取「問卷調查法」。根據上述研究目的，將問卷題目分成底

下四類進行設計：（1）學生心目中優質教師的外在以及專業條件（問卷題 1、2、

9）、（2）學生心目中優質教師班級經營管理以及課堂教學技巧（問卷題 3、4、5）、

（3）學生心目中優質教師應該避免的教學或班級經營行為（問卷題 6、7）、（4）

學生對於教師評鑑可提昇教師教育品質贊同度（問卷題 8）。 

完成問卷設計後，我們邀請高中職以及科技大學高年級學生進行問卷訪查。

此次受訪的高中職三年級學生來自底下三所台南市學校，共計 298 位：（1）光華

高中、（2）長榮女中、以及（3）我們學校（崑山高中）。至於科技大學外語系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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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學生，也是取樣自下列三所台南市科技大學，共計 275 位：（1）嘉南藥理大

學、（2）崑山科技大學、以及（3）南臺科技大學。 

 

四、研究限制 

 

本次專題研究主要有兩大限制。首先，在問卷受訪對象，我們力求不同科系

的高中職以及科技大學學生，表達他們心目中好老師的特質。然而，雖然此次兩

大教育階段受訪群接各自有接近 300 位受訪人次，但難免會有某一科系學生配合

度較高，稍微影響本次研究結果客觀性。此外，受限於地域因素，本次受訪的高

中職以及科技大學主要來自於大台南地區，未納入其他縣市高中職以及科技大學

學生的看法。因此本次專題研究的受訪結果，僅能算是台南市中高等教育學生書

面個案分析。 

 

五、研究流程圖 

 

貳●正文 

 

一、優良教師特質 

  身為一名優質教師，肯定在教學之外展現相關特質，以獲得學生的共鳴與喜

愛。底下根據相關文獻，將優良教師特質，分類成底三大類別進行闡述：情緒

(emotion)、情意(affection)；以及文化因素(culture)考量（黃瑋琦，2013；張瀞文，

2010；鄭麗慧，2007；廖柏森等，2007）： 

 

（一）情緒層面 

  身為一名優質教師，最重要的是將個人傳統權威角色褪下，轉換成學生的指

導者、經營管理者、諮商家、以及學生資訊查詢來源。當然這些角色，將依據學

生年齡以及教室經營管理控制度進行調整。例如，身為一位幼教優質教師，必須

掌控管理好學生的生活、作息、以及學習管理。老師掌控教室應營管理的比重較

大。但隨著學生年齡越大，心智越成熟，老師也轉化為諮商者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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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情意層面 

 所謂的情意層面，與教師教學風格有關。而教師教學風格又與教師個人特質

有其相關性。換句話說，老師本身個人態度越嚴謹，就會轉化成類似的教學風格。

但身為一名優質的教師，還是應該隨著教室經營管理模式控制度進行轉化，才能

有所成就。 

  

（三） 社會文化層面 

 一名成功的優質教師，也會因為社會文化風氣不同而有所轉變。例如，在較

為開放式的西方教學風格，著重教師啟發學生學習功能。但在東方社會文化，教

師角色還是希望能導引學生學習。 

  

 綜上所述，一名成功的教師，應該結合這三大層面，並對學生學業表現給予

勉勵與關懷，並充斥著教學活力於課堂。如此，更能增進學生與教師之間的良好

互動。  

 

二、問卷調查分析結果 

 

（一）問卷受訪者背景資料分析 

1. 性別 

圖 1  問卷受訪者性別分析 

   根據圖 1，我們發現性別人

數差異在各教育階段有所不

同。以本次受訪的高三學生來

說，男生人數比重高於女學生

（高三男：58.39%；高三女：

41.61%）。然而，受訪的科大

四年級學生，反而是女學生人

數 佔 絕 大 多 數 （ 大 四 男 ：

21.33%；大四女：78.67%）。 

2. 就讀科別 

圖 2 問卷受訪高中職學生就讀科別 

 

圖 3 問卷受訪科技大學學生就讀科別 

  圖 2 以及圖 3 呈現此次受訪學生就讀科系。就受訪的高中職三年級學生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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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外語系（36.91%）以及普通高中部（27.18%）佔較多數。而受訪的科技大

學四年級學生，主要來自於應用外語系（30.55%）、觀光系（29.82%）、以及資

訊處理相關科系（21.45%）。因此，本次專題研究，在各教育階段應可呈現不同

科系客觀問卷受訪結果。 

 

（二）學生心目中優質教師的外在以及專業條件 

1. 學生心目中優質教師的外在條件 

圖 4 學生心中優質教師外在條件（題 1） 

  從圖 4 顯示，優質教師外在

條件的確有教育程度因素差

異。就高三學生而言，首重教

師外表親切度(34.28%)，其次

為個人氣質(24.18%)及外表俊

俏度(14.50%)。然而，大四生

卻首重外表俊俏度(35.58%)。

外表親切(26.99%)及個人氣質

(25.77%)追隨在後。也許是受

訪科別特質差異，造成優質教師外在條件有所不同。不過，此次全部受訪的學生

並不傾向納入服裝、年齡、以及身材等條件於優質教師的評比。 

2. 學生心目中優質教師的專業條件 

圖 5 高三學生心中優質教師專業條件（題 2） 

  圖 5 以及圖 6 結果也再次證

實優質教師專業條件隨著學生

教育階段不同有所差異。由圖

5 得知，高中職學生心目中優

質教師必須首備資深教學經歷

(20.88%) 以 及 相 關 就 讀 科 系

(20.21%)。教師若有業界服務

經驗(11.38%)以及輝煌帶班成

就(10.71%)更是加分！而教師

專業著作並未獲得高三學生重

視。相反地，大四生認為大學

教授身處高等教育，個人專業

一定要與過往就讀系所相關

(20.63%)。同時，專業教授更

是要具備多張知名專業證照

(16.14%) 以 及 專 書 出 版

(12.11%)。至於教學或帶班經

驗，已非大四生重視要項。 

圖 6 大四學生心中優質教師專業條件（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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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生對於優質教師可以培養出更健全的學生人格與課業成就贊同度 

圖 7 優質教師對學生健全人格發展與課業成

就助益性贊同度（題 9） 

  承襲上圖 5 及圖 6，受訪學

生對優質教師訴求不同，也會

導致此項議題（學生人格與課

業成就）看法差異。由於高三

生多著重教師專業與教學年

資，自然較多數人（65.44%）

對於優質教師培養健全學生人

格態度較為中性(請見「有些許

贊同」：65.44%。相對地，大 

四生較為著重教授個人專業以及豐富的研究專書成果，因此高度期待（69.33%）

教授帶領他們走入更專業的研究領域。 

 

（三）學生心目中優質教師的班級經營管理以及課堂教學技巧 

1. 學生心目中優質教師最應該具備的班級經營管理條件 

圖 8 優質高中職教師應具備班級經營管理條件（題 3）

  由於高中職與科技

大學培育人才的執行

目標不同，也造成優質

教師班級經營方式不

同。基於高三生在校園

整日多餘教室埋首苦

讀 ， 對 於 個 人 座 位

（12.64%）以及教師

強 勢 帶 班 風 格

（11.54%）最為重視。

希望教師能先營建好

的學習教室環境。此

外，高三生也希望教師

多 與 家 長 聯 絡

（10.69%），最好能藉

由網路科技達到即時

溝通（10.33%）。相較

之下，大學專業學習屬圖 9 優質大學教師應具備班級經營管理條件（題 3） 

於個人應努力事項，科大四年級學生反而希望心目中的優質教師能強化諮商輔導

能力，多與學生個別訪談（16.97%）或是死家長聯絡（15.16%）。「多利用網路

或溝通媒體」成為大四生與高三生共同訴求（10.47%），顯示現今高中職以及大

專校院教師應開放個人 Line 或是臉書網站，方便學生溝通諮商。此外，有關限

制性（例如要求學生吃完營養午餐、規範電子產品使用時間）或是強勢檢查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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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身書包的行為均排除在優質教師條件外。這項結果顯示，優質教師在班級經營

管理，應本著同理心以及細心耐心帶領班上學生。 

 

2.學生心目中優質教師最應該具備的課堂教學技巧 

圖 10 優質高中職教師應具備課堂教學技巧（題 4） 

  根據圖 10 以及圖 11

結果，我們發現受訪的

高三和大四生，對於優

質教師課堂教學技巧

態度較為一致，包含：

（1）上課言談幽默風

趣、（2）師生多進行熱

絡互動、（3）融入最新

生活時事於課堂學

習、以及（4）運用課

程輔導教育或多媒

體。相對地，無論是高

三或大四生，十分排斥

教師一板一眼上課且

以逞罰或利用午休時

間考試來管訓學生生

活或學習。 

圖 11 優質大學教師應具備課堂教學技巧（題 4） 

 

3. 優質教師最應該具備的師生互動言談氣氛類型 

圖 12 優質教師具備師生言談氣氛類型（題 5） 

  根據圖 12，近四成

四（43.29%）高三生

希望與優質教師相處

如同哥兒般（像平輩）

或是「閨密」（無話不

談 的 好 友 ， 佔

26.85%）。相較之下，

半數受訪的大四生希

望優質教師能像他們 

的「閨密」（無話不談的好友），其次才是像家人般的親密（20.00%）。簡單來說，

也許是受到少子化因素影響，目前較為多數的受訪高三生希望與優質教師的相處

如同平輩好友般。但大四生反希望與優質教師建立好友般的關係，不太希望能像

家人般親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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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心目中優質教師最應該避免的教學或班級經營管理行為 

1. 優質教師最應該避免的教學或班級經營管理行為 

圖 13 高中職教師最應避免教學或班級管理行為（題 6）

  根據圖 13 以及圖

14，「教師帶著自我情

緒上課或帶班」（高

三：23.74%；大四：

27.39%）以及「給予

學生單日過多功課」

（高三：13.65%；大

四：12.86%）成為此

次受訪高三和大四生

最不願意見到的共同

行為。接下來的次要因

素則產生教育程度差

異。高三生不希望教師

利用課業因素延後下

課（10.88%）。甚至

也不希望教師利用記

過扣分等方式威脅學

生守秩序（10.29%）。

 

圖 14 大學教師最應避免教學或班級管理行為（題 6）

相較之下，大四生最不希望教授於課堂「假公濟私」謾罵評論他人（12.86%）或

因某些因素常請假調課（8.71%）。整體來說，大四生較側重教授個人修養，而

高三生對於教師的「嚴刑峻法」（延後下課或扣分等）最為反感。 

2. 學生對於不喜歡的教師行為後續的回應方式 

圖 15 學生對不喜歡的教師回應方式（題 7） 

  呈上圖 14，若學生

與教師產生不愉快氣

氛，回應方式也有所差

異。就高三學生而言，

較為多數選擇自我勉

強接受（22.58%）或

是請家長和老師溝通

（20.18%）。甚至學生

也會與教師溝通班級

經營方式（19.12%）。

而對於「連署汰換不適任教師」，高三生比大四生反應更激烈（高三：15.44%；

大四：7.56%）。相較之下，多數受訪大四生（33.61%）親自與教師溝通班級經

營方式，其次才會委請家長溝通處理（26.05%）。其中，也有近二成三大四生選

擇像高三生勉強接受（22.69%），但大四生還是會先採取主動溝通為優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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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生對於教師評鑑可提昇教師教育品質贊同度 

圖 16 學生對教師評鑑可提昇教育品質贊同度（題 8）

  最後，對於較為制式

性的教師評鑑以及教

育品質改善度，多數受

訪高三生和大四生僅

呈現中等支持度來回

應（高三：63.76%；

大四：70.67%）。高

三生更是較反感教師 

評鑑對教育品質提升成效（高三：12.08%；大四：5.33%）。畢竟高三生希望與

教師關係如同好友（圖 12），不希望制式性評鑑建立師生之間的不信任或是猜

忌敵對感。 

 

參●結論 

 

根據上述研究調查結果，我們再次列點簡述整理如下： 

1. 本次專題研究有呈現教育因素看法差異項目如下： 

（1）教師外在條件：高三生著重教師個人親切度以及氣質，大四生反而首 

重教師外表（圖 3）。 

 （2）優質教師專業條件：高三生首重教師教學資歷、相關就讀科系、業界 

服務、以及帶班成就（圖 4）。然而，大四生較著重教授過往就讀系所 

相關性、專業證照質與量、以及個人專書出版（圖 5）。也因為訴求的 

專業條件不同，對於優質教師提升學生人格與專業反應也不同（圖 6）。 

 （3）班級經營管理：高三生首重班級整體管理（如排座位、強勢代班風格 

等）（圖 8），而大四學生強調教師輔導諮商技巧以及與家長之間互動（圖 

9）。 

 （4）師生互動言談氣氛類型：高三生希望與教師建立平輩般言談氣氛，而 

大四生希望能和優質教師互動如他們的閨密好友（圖 12）。 

 （5）對於不喜歡的教師行為後續的回應方式：高三生先選擇勉強接受，但 

大四生會自我主動與教師溝通（圖 15）。 

2. 本次專題研究較無呈現教育因素看法差異項目如下： 

 （1）課堂教學技巧：無論是高三或大四生，最企望的優質教師課堂教學能 

融入底下特質：上課言談幽默風趣、師生多進行熱絡互動、最新生 

活時事融入於課堂學習、以及多媒體運用課程輔導教育（圖 10 和 

圖 11）。 

 （2）避免的教學或班級經營管理行為：，「教師帶著自我情緒上課或帶班」 

以及「給予學生單日過多功課」成為此次受訪高三和大四生最不願意見 

到的共同行為（圖 13 和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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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師評鑑提昇教師教育品質贊同度：無論是高三生或是大四生，認為 

制式性的教師評鑑對於教育品質改善程度有限（圖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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