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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 化 縣 政 府 9 5 年 度 自 行 研 究 成 果 摘 要 表 

計畫名稱 
彰化縣國民小學推展教師在職進修績效指標之研

究─平衡計分卡與智慧資本之應用 

研究單位及人員 教育局陳威龍 

期程 950101─951031 

經      費 0 

緣起與目的 
應用平衡計分卡的概念，探討適合我國國民小學推

展教師在職進修之績效指標 

方法與過程 

採問卷調查進行研究，以彰化縣之國民小學教

育人員為研究對象，採分層隨機取樣方式，調查

78 所學校校長、教師兼任行政人員、級任及科任

教師計 698 員之意見及看法，並分析不同背景因素

對建構之績效指標看法的差異情形。可用問卷共

581 份，可用率為 83.24％。所得資料以平均數、

標準差、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

與處理。 

研究發現及建議 

根據資料分析結果，本研究提出結論如次： 

一、國小推展教師在職進修績效指標可歸納為四個

層面，計 55 個參考項目。 

二、對績效指標的看法在每題的平均值以上。 

三、對績效指標需求程度的認知頗高，但不同背景

變項之間，部分仍有所差異存在。 

    根據前述之結論，研究者提出對國民小學教育

之建議： 

一、參照本研究建構之績效指標，有效評估與管理

學校推展進修活動之成效 

二、學校領導人應積極重視與參與 

三、加強全體學校人員溝通，形成共識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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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一一一一、、、、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一一一））））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    

    在當前知識經濟時代的衝擊之下，知識在整個社會中扮演著極為重要之角色，而知

識的獲得、創造、分享與應用都需要仰賴學習。基於此，學習將成為每個人生涯發展中

的一環，尤其身為知識傳播者之教師，不斷進修以吸收新知，更是責無旁貸。 

    國內之教師在職進修，多年來實施之結果，產生諸多的問題有待解決。如法令不夠

周延、進修教育未制度化、缺乏統籌規劃、流於形式、欠缺經費、資料建檔及缺乏評鑑

機制等（吳政憲，2001；張盈婷，1997；陳舜芬、丁志仁、洪儷瑜，1996；舒緒偉，2001；

鄭博真，2000a；謝水南，1996；鍾宜興，2001；顏慶祥，1998）。從中，不難發現發展

一套績效評估的機制是一項關鍵。「沒有評估就沒有管理、沒有指標就無法評估」（吳嘉

陵、謝忠武，2001），則發展學校適當之自我評估指標誠屬必要。 

王保進（1996）指出，良好的教育指標是一套經過妥善設計的制度，方能有系統的

提供教育制度所需的訊息，也才能發揮預測、計畫、衡量目標及評鑑進步功能。平衡計

分卡（Balanced Scorecard, BSC）本身即是一套有效的評鑑與管理的工具。平衡計分卡

廣為企業界所重視，其由 Kaplan 和 Norton在 1990年提出，主要的概念即是將組織的

願景與策略具體行動化，透過財務、顧客、內部事務流程、學習與成長等相互關連的層

面，以更為廣泛且具統整性的衡量標準來管理與評估組織績效。目前，平衡計分卡的理

念被引介到教育領域之研究眾多，因此，本研究嘗試著引用其發展的概念，提供學校於

推動教師進修活動時成效評估之參考。同時，為使理論的引用更具適切性，除介紹其基

本概念外，更引入智慧資本（Intellectual Capital）的相關理念，以為佐證。 

    平衡計分卡適合用於一事業策略單位，故本研究所欲發展的評估指標亦由學校出

發，且較能符合各校之特性，惟並不限於校內進修或學校本位進修，蓋辦理研習之單位

尚有政府機關、學術機構、民間單位，將其視為多樣的選擇機會，由學校從中擇取規劃，

亦可補校內研習之不足。再者，發展平衡計分卡的過程非短時間可完成，職是之故，本

研究嘗試發展出一套合適之評估機制藍圖，且探討各層面指標是否符合學校人員之認

知，以提供國民小學制定校內推展進修成效評估指標之參考，順利建構此一評估制度，

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一。 

由於建構組織的平衡計分卡時，須有行政團隊來負責，且執行時，高階主管的支持

與投入，及所有員工的溝通是成敗關鍵（Kaplan & Norton,1996）。本研究既借鏡平衡計

分卡之發展經驗，故在調查學校人員對各衡量層面指標之看法時，研究對象的選取則包

含了校長與教師（含兼行政人員）等教育人員。 

此外，根據 Kaplan 和 Norton的經驗，在建構與推動組織的平衡計分卡時，高階主

管、行政團體與所有成員的共識是必要的，而凝聚成員的共識又受到眾人的經歷與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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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見等因素影響（Kaplan & Norton,1996）。本研究既參考平衡計分卡理念，在學校人員

意見調查上，即試圖探討不同個人變項（包括教育程度、服務年資及擔任職務三項）之

教育人員的看法，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二。 

在探討平衡計分相關理念時，即可發現其具有組織本位的特性，較難一體適用於各

種組織（葉連祺、馬榕曼，2004）。本研究參酌平衡計分卡之理念，嘗試為國民小學推

展教師進修建構一套適合之績效指標，但由於各國小仍有環境因素的差異，亦有必要探

討此類因素對建構本研究績效指標的影響。因此，本研究試圖探討不同環境變項（包括

學校位置及學校規模二項）之教育人員的看法，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三。 

（（（（二二二二））））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之研究動機，本研究之目的如下： 

1.分析國民小學教育人員對學校推展教師在職進修各層面績效指標之認知。 

2.瞭解不同個人變項之教育人員對學校推展教師在職進修各層面績效指標之認知。 

3.瞭解不同環境變項之教育人員對學校推展教師在職進修各層面績效指標之認知。 

4.發展出學校推展教師在職進修活動之績效指標，提供學校自我評估推展在職進修之

績效並進一步加以管理之參考。 

二二二二、、、、待答問題與名詞釋義待答問題與名詞釋義待答問題與名詞釋義待答問題與名詞釋義 

（（（（一一一一））））待答問題待答問題待答問題待答問題    

    依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主要探討之問題如下： 

1.國小教育人員對績效指標之認知是否有所差異？ 

2.國小教育人員對績效指標之認知是否因個人背景而有所差異？ 

3.國小教育人員對績效指標之認知是否因環境背景而有所差異？ 

4.根據本研究實證調查結果，適合國民小學評估推展教師進修活動之績效指標為何？ 

（（（（二二二二））））名詞釋義名詞釋義名詞釋義名詞釋義    

    為便於瞭解本研究的主題與說明，特依據相關文獻，將本研究所涉之重要名詞定義

界定如次： 

1.國民小學（elementary school）：係指依據國民教育法所訂國民教育前六年階段。 

2.教師在職進修（in-service education）：為現職教師在其任教生涯中，為增進專業知能

與心理成長，有效提升教學品質，所從事校內與校外進修機構所辦理與教學職務上有關

的各類研習活動的一種學習歷程。 

3.平衡計分卡（balanced scorecard）：係透過由上而下的過程，轉換策略事業單位之願景

與策略為四個層面的目標與量度，強調整合性及不偏重於任一層面之平衡性衡量架構，

以為組織之績效評估、管理及溝通之工具。 

4.績效指標（performance measures）：係參考平衡計分卡理念，所研發出之國民小學推展

教師在職進修活動成效各層面衡量指標，包含：學員滿意度、行政處理流程、、專業人

力與成長、經費/資源/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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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智慧資本 

    智慧資本（intellectual capital）：是一項可提昇組織其競爭優勢的無形資產，它不僅

包含了知識，舉凡組織的能力、與客戶的關係及內部的運作過程等均是。 

三三三三、、、、研究方法與步驟研究方法與步驟研究方法與步驟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一一一））））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首先透過文獻分析，探討教師在職進修、平衡計分卡及智慧資本有關之資料，再整

理影響在職進修成效之因素及相關校務評鑑向度，並結合平衡計分卡之相關概念，初步

建構出績效指標。接著採取問卷調查，針對彰化縣國民小學之教育人員進行意見調查。 

（（（（二二二二））））研究步驟研究步驟研究步驟研究步驟    

    本研究首先透過文獻資料之閱讀，進而分析並確定研究之範疇，以訂定計畫主題並

進行文獻之蒐集與探討。次則參考有關文獻，編製問卷實施意見調查，再透過統計方法

分析問卷調查所得資料，以得出結論，且提供建議，並完成研究報告之撰寫。 

四四四四、、、、研究範圍與限制研究範圍與限制研究範圍與限制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一一一））））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 

1.就研究之對象 

本研究以彰化縣公立國民小學之教育人員為研究對象，包括校長、兼任行政教師、

級任及科任教師，採分層比例取樣。唯不包括籌設中學校、實驗性質學校及合併設置之

國民中小學。 

2.研究之內容 

為達本研究目的，擬從概念分析與實證調查研究兩方面進行，其內容包括： 

（1）教師在職進修之內涵、現況及相關研究； 

（2）平衡計分卡暨智慧資本之概念分析及在教育領域應用之相關研究； 

（3）國小推展教師在職進修績效指標建構； 

（4）問卷調查結果之分析及討論； 

（5）提出研究結論及後續建議。 

（（（（二二二二））））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 

1.就研究範圍方面 

本研究取樣囿於研究者之時間及能力等客觀因素限制，僅以彰化縣國小教育人員為

研究對象，不包括其他縣市之教育人員，因此在結果的推論上有其侷限。 

2.就研究工具方面 

本研究問卷多採封閉性設計，故部分受試者難免受到問題內容的限制；且可能受到 

當時情境或情緒的影響，而無法達到施測的預期效果。 

貳貳貳貳、、、、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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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教師在職進修之意義教師在職進修之意義教師在職進修之意義教師在職進修之意義、、、、現況與相關研究現況與相關研究現況與相關研究現況與相關研究 

（（（（一一一一））））教師在職進修之意義教師在職進修之意義教師在職進修之意義教師在職進修之意義 

    對於教師在職進修的意義，茲綜合學者見解（丁志權，1996；何福田，1991；周水

珍，1996；蔡芸，1997；羅清水，1998；Glatthorn，1995），定義如下： 

    教師在職進修為現職教師在其任教生涯中，為增進專業知能與心理成長，有效提升

教學品質，所從事校內與校外進修機構所辦理與教學職務上有關的各類研習活動的一種

學習歷程。 

（（（（二二二二））））我國教師在職進修之制度現況我國教師在職進修之制度現況我國教師在職進修之制度現況我國教師在職進修之制度現況 

1.現行法令規定現行法令規定現行法令規定現行法令規定 

    目前有關教師在職進修之法令規定計有：《師資培育法》規定有關主管機關提供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進修之方式；《教師法》明定教師參加在職進修為教師之

權利與義務及為設立進修研究機構、教師進修研究獎勵、進修研究經費預算編列等辦法

提供法源依據；《教師進修研究獎勵辦法》具體規定教師在職進修之獎勵與服務義務；《終

身學習法》提及推動員工帶薪學習制度及獎勵。其中，將教師在職進修規定從《師資培

育法》刪除，而可納入《終身學習法》的範疇，頗符合學習社會之趨勢。 

2.進修辦理機構進修辦理機構進修辦理機構進修辦理機構 

依《師資培育法》規定，進修辦理機關除主管機關單獨或聯合設立教師進機構、師

資培育之機構外，經教育部認可之社會教育機構或法人亦可辦理。而在《教師進修研究

獎勵辦法》第 10條規定：「學校辦理教師進修、研究成效，應列為學校評鑑之重要項目」，

則學校自得辦理教師進修。 

3.進修方式進修方式進修方式進修方式 

綜合學者分類（何福田，1991；呂木琳，1994；陳舜芬、丁志仁、洪儷瑜等，1996；

陳靜婉，2001），進修方式的類別繁多，就研習地點而言，進修方式分為校內、外進修；

就研習時間長短而言，包含了長、短期的進修；就辦理單位而言，大致可分成公辦（如

大專院校、教育主管機關主辦或委辦等）與民辦（如法人團體等）；就研習活動性質而

言，可分為正規、非正規、非正式的進修，其活動型態的呈現又可細分為演講、研討會、

參觀訪問等。 

    從李奉儒（2002）的調查中可發現，中小學教師參加最多的仍是「各校自行辦理（學

校本位）之研習」、「教育局所辦理之研習」、「研習會（中心）所辦理之研習」等進修型

態，顯見目前我國教師在職進修活動仍是以短期的研習進修為主。故本研究所指之教師

在職進修，以短期進修為範疇，即是須經數天或數週之研習活動，其研習地點可為校外

或校內、辦理單位有公辦也可為民辦、其性質不似正規之學位、學分班進修可授與學位

或學分證明或可晉級支薪者，而其呈現型態則趨於多樣。 

4.進修之獎勵進修之獎勵進修之獎勵進修之獎勵 

    目前我國有關進修獎勵之規定，教師研習進修時數可作為將來教師介聘調動、報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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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校長時之積分，或聘任之參考。 

5.進修內容進修內容進修內容進修內容 

關於教師在職進修內容，我國相關法令規定須與其教學或職務有關之知能。以彰化

縣為例，分為課程教學類（如本國語文、外國語文、社會領域、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健康與體育領域、藝術與人文領域、綜合活動領域、人權法治教育、性別教育、家政教

育、環境教育、資訊教育、課程設計、班級經營、鄉土教育（語言）、生命教育/品格教

育、幼稚教育、生活課程、家庭教育及特殊教育等）及教育行政與輔導類（如就學、諮

商與輔導、特教通報與輔導、衛生保健營養教育、成人教育、交通安全教育、教育行政、

校園規畫、學校工程與採購、特殊教育行政及其他等）。可知，自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之

後，除了與校務行政有關之研習內容外，教師進修的內容就幾乎以九年一貫課程的實行

與運作為主。 

經由上述對我國教師在職進修制度現況的探討：在法令層面上，有透過獎勵誘導方

式鼓勵教師進修及增進學校對教師進修之重視。在辦理單位方面，則包括政府機關、學

術單位，並對社會教育機構及法人等進修辦理單位加以規範、審核其資格，以確保教師

進修品質。而在進修方式上，呈現多元化。進修內容方面則以九年一貫課程的實行與運

作為主。由此可知，目前我國上級機關及學校對教師在職進修之重視與配合教改之目

的，其用意即在於提昇教師進修活動之成效，充實教師專業知能，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同時，也可以由現行制度得知，學校自行辦理之校內進修活動，只屬進修推動現況之其

中一環，對提昇教師專業成長，參加校外辦理之各項研習仍有其必要性。至於成效如何，

則有賴一套評估機制加以檢視，此亦為本研究進行之主要目的。 

（（（（三三三三））））教師在職進修成效之相關研究教師在職進修成效之相關研究教師在職進修成效之相關研究教師在職進修成效之相關研究 

以往有關於教師在職進修成效之研究，國外文獻較少著墨。而國內之研究，大多以

調查進修活動或教師專業發展之實施現況及成效知覺為主，而其中對成效指標之分類，

茲列舉如下：  

    孟偉銘（2000）以 Bradley提出對教師在職進修評鑑的四個指標為主軸，包括實施

過程教師之滿意度及實施後對教師教學態度、教學績效、學校校務運作的影響等四個面

向。 

    彭仁晃（2000）綜合相關學者對進目的、進修的功能及研究成果等加以區分，將進

修活動成效分成校務發展、教學成長、個人成長三個層面。 

    吳政憲（2001）則是參考相關學者對教師專業成長指標及教師專業發展內涵體系之

歸類，將學校本位專業發展活動的實施成效知覺歸納為教育專業知能、一般通用知能、

教育專業態度三個層面。 

蔡芸（1997）分析學校本位教師專業模式，分為準備、需求評估、計畫、實施、評

鑑五個階段評估成果，分別是準備階段（包含學校的支持程度、活動主題明確性、計畫

會議的召開、教師需求的配合等）、需求評估階段（包含縣市的積極推展、針對教學實

際問題、配合學區環境、參考過去經驗及調查結果等）、計畫階段（包含擬訂校內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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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依照計畫進行等）、實施階段（鼓勵教師情況、對時段安排、場地設備、時數長

短的滿意度）、評鑑階段（教師參與之用心、會後討論、提昇教師教室表現、評鑑人員

合理性、對教學訓輔工作的幫助等）。 

陳發來（2001）分析 87學年度及 89學年度各單位發文至國小的短期研習計畫書內

容中對於進修目的的陳述加以歸納，分教學觀念與態度的轉變、教育專業知識的充實與

教學專業技能的提昇、文化素養與各科專門知識的提昇、熟悉並運用新科技於教學的能

力、從事教育研究的能力等五項指標來探討進修效能評鑑。 

    從以往教師在職進修相關研究可發現，儘管多數研究有對進修成效加以探討，惟尚

未能形成一套專門的評估機制，而成效評估重點之範圍亦不全然相同。 

廖春文（2004）亦指出平衡計分卡是組織績效衡量之利器，也是一種策略管理的制

度，其中許多理念與作法值得學校績效衡量之參考。因此，本研究嘗試應用平衡計分卡

的理念，用以建構國民小推展進修活動之績效指標，以有別於以往研究，更可提供另一

思考方向。 

二二二二、、、、平衡計分卡暨智慧平衡計分卡暨智慧平衡計分卡暨智慧平衡計分卡暨智慧資本之基本概念及相關研究資本之基本概念及相關研究資本之基本概念及相關研究資本之基本概念及相關研究 

平衡計分卡的理念起源於 1990年，由美國諾朗頓研究所（Nolan Norton Institute）

從事一年期由 12家企業參與之研究計畫。該計畫 Kaplan與 Norton共同主持。此計畫於

1990年 12月結束，二位計畫主持人相繼於 1992、1993、1996年在《哈佛商業評論》

（Harvard Business Review）發表三篇論文，分別為〈驅動績效之平衡計分卡〉（The 

Balanced Scorecard 

-Measures That Drive Performance）、〈落實平衡計分卡〉（Putting the Balanced Scorecard to 

Work）及〈使用平衡計分卡作為策略管理系統〉（Using the Balanced Scorecard as a 

Strategic Management System）。並於 1996年出版《平衡計分卡》（The Balanced Scorecard）

一書（吳安妮，1997）。平衡計分卡的理論發展至今已獲得極大迴響。 

此外，平衡計分卡經過多年的實務發展經驗，其理念和同樣受到企業組織極為重視

的智慧資本（intellectual capital）之結合將是未來發展重點所在（吳安妮，2004）。況且，

學校之智慧資本近來亦開始受到學者重視並加以研究，而學校智慧資本則包含了教師之

進修。因此，本節擬就平衡計分卡暨智慧資本的相關概念加以探討，以做為本研究發展

國民小學推展教師在職進修績效評估標準之理論基礎。 

 

（（（（一一一一））））平衡計分卡的基本概念平衡計分卡的基本概念平衡計分卡的基本概念平衡計分卡的基本概念 

平衡計分卡是基於傳統績效制度只侷限在財務量度功能，但卻忽略其它影響因素而

發展出的一套全方位的組織績效衡量及策略管理的工具，它仍保有財務層面，同時也兼

顧非財務層面的衡量。平衡計分卡從一個策略事業單位（strategic business unit,SUB）出

發，將其願景與策略轉換為一套前後連貫、具因果影響的績效量度，包含財務、顧客、

內部流程、學習與成長四個層面之目標及衍生的量度，更經由四個層面之衡量重點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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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組織內發展平衡計分卡之管理流程，即澄清和詮釋願景及策略、溝通和連結策略目標

及量度、規劃、設定指標及調整策略行動方案、提高策略的回饋與學習（Kaplan & 

Norton，1996）。藉由上述雙向循環管理及策略學習流程，發展出平衡計分卡，以幫助

企業適應環境變化，並使管理階層了解規劃的策略是否可行，且做為檢討、修正觀點之

依據。 

平衡計分卡著重外部衡量與內部衡量、結果面衡量及未來面衡量、主觀面衡量與客

觀面衡量之平衡（吳安妮，1997；Kaplan & Norton，1996）。且兼且衡量系統、策略管

理工具及溝通工具三項功能（Niven,2002）。 

綜合上述，可知平衡計分卡係透過由上而下的過程，轉換策略事業單位之願景與策

略為四個層面的目標與量度，強調整合性及不偏重於任一層面之平衡性衡量架構，以為

組織之績效評估、管理及溝通之工具。 

平衡計分卡涵蓋財務、顧客、內部流程、學習和成長四的層面，各個層面討探的主

題及績效量度如下（Kaplan & Norton,1996）： 

1.財務層面：我們應如何對股東表現，以追求財務上的成功？衡量的量度如營運收入、

資本運用報酬率或附加價值等。 

2.顧客層面：我們應如何對顧客表現，以達成我們的願景？核心量度有顧客滿意度、顧

客延續率、顧客爭取率、顧客獲利率及目標區隔中的市場佔有率等。 

3.內部流程層面：有哪些出眾的事務流程是我們應表現的，以滿足股東及顧客？包含創

新、營運、售後服務等各流程之衡量量度。 

4.學習和成長層面：我們將如何維持我們對改變和改善的能力，以實現願景？透過加強

員工的才能、公司技術基礎及組織行動氣侯等促成因子，來考量員工留職率、員工生產

力和員工滿意度，以完成本層面的衡量架構。 

平衡計分卡架構並非僅是彙集四個層面的關鍵性指標或成功因子而已，其四個層面 

間同時具有因果相連、相互驅動的關係存在。    

不過，上述四個層面亦可依組織特性及實際需要而加以調整順序及增修相關層面，

如圖 1所指在非營組織的應用及圖 2關於公共部門的層面（Kaplan & Norton,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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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平衡計分卡架構在非營組織的應用 

資料來源：The strategy-focused organization:How balanced scorecard companies 

thrive in the new business environment(p135).by Kanplan,R.S., ＆ 

Norton ,D.P.,2000,Boston,MA：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圖 2 公共部門的財務/顧客構面 

資料來源：The strategy-focused organization:How balanced scorecard companies 

thrive in the new business environment(p136).by Kanplan,R.S., ＆ 

Norton ,D.P.,2000,Boston,MA：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二二二二））））平衡計分卡之相關研究平衡計分卡之相關研究平衡計分卡之相關研究平衡計分卡之相關研究 

從相關研究中發現平衡計分卡在學校組織的應用涉及各方面行政運作之績效衡量

使命 

提供服務的成本，包括

社會成本 

立法機關的支持、立

法機構、選民/納稅人 

內部流程 

學習與成長 

服務的價值/效益，包括正

面的外部效益 

使命 

我們若成功，在財務支助者

面前之表現應如何？ 

為達成我們的願景，我們必須

如何面對我們的顧客？ 

為滿足我們的顧客、財務支持

者、以及使命，哪些作業流程是

我們必須表現卓越的？ 

為達成我們的願景，我們的員工如何

一起學習、溝通以及團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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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管理，藉由探討此類研究，可為本研究採平衡計分卡概念於評估教師進修成效適用性

之佐證。茲整理部分國內外之相關研究（施玉霞，2004；張桂玲，2003；張筳裕，2006；

黃宗顯，2004；葉連祺、馬榕曼，2004；O’Neil,Bensimon,Diamond & Moore,1999；Stewart 

& Carpenter-Hubin,2000-2001；Lawrence,Steward & Umesh,2002；Gulcin& Chris,n.d.；

Storey,2002）如表 1。從中得知平衡計分卡可應用於學校組織，如中小學、大專學院或

有關處室乃至學校的行政系統（如校務行政系統），其適用之策略重點則有學校行政決

策、學校經營管理等主題，可見平衡計分卡對教育組織及其行政運作當可提供一全面性

的整合觀點，以有效提升學校辦學及運作管理之成效。而在衡量架構建立上，主要層面

仍是財務、顧客、內部流程及學習與成長，但可視學校應用之個別主題、問題特性及實

際經營情況來加以調整增修。 

表 1 國內外應用平衡計分卡於教育領域之研究主題及評估層面 

研究者（年代） 研究名稱 評估之層面 

張桂玲（2003） 以平衡計分卡觀點探討校務行

政系統滿意度之研究 

財務、顧客、內部流程、學習成長 

葉連祺、馬榕曼（2004） 平衡計分卡在中小學行政決策

之應用 

使命、顧客服務、學校情境、財務/資源、 

人員成長、行政運作 

黃宗顯（2004） 平衡計分卡的基本觀念在學校

創新經營上的應用 

使命、財物、內部流程、學習成長、顧客 

施玉霞（2004） 應用平衡計分卡於師範校院績

效評估之個案研究 

顧客、內部流程、學習與成長、財務 

張筳裕（2006） 績效管理應用於台北大學學生

事務處之研究－以平衡計分卡

為例 

財務、顧客、內部流程、學習成長構面 

O’Neil, Bensimon, 

Diamond 和 Moore 

（1999） 

Designing and implementing an 

academic scorecard. 

應用在大學：學術管理、股東、內部流程、 

成長與學習 

Stewart 和 

Carpenter-Hubin 

（2000-2001） 

The balanced scorecard: 

Beyond reports and rankings. 

多樣性、學生學習經驗、學校優點、拓展

與社會參與、資源管理 

Lawrence 和 Steward 

（2002） 

Commodification of education and 

academic labour: Using the 

balanced scorecard in a university 

setting. 

財務、顧客、內部流程、學習與成長 

Gulcin 和 Chris 

（n.d.） 

Balanced scorecard: 

Linking strategic planning to 

measurement and communication. 

應用在私立大學圖書館：顧客、內部運 

作、革新與學習、財務 

Storey（2002） Performance management in 

schools: Could the balanced 

scorecard help？ 

財務、顧客/學生、內部流程、學習/創新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綜合上述對平衡計分卡基本概念暨相關研究之探討，其理念設計、架構特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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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和在教育組織行政運作上之適用性，對學校推展教師進修活動成效評估當可提供另

一新的思考方向。為求理論引用更具適切性，以下再引入智慧資本的概念，以為佐證。 

 

（（（（三三三三））））平衡計分卡與智慧資本之結合平衡計分卡與智慧資本之結合平衡計分卡與智慧資本之結合平衡計分卡與智慧資本之結合 

1.智慧資本的概念及其與學校組織的關係智慧資本的概念及其與學校組織的關係智慧資本的概念及其與學校組織的關係智慧資本的概念及其與學校組織的關係 

（1）智慧資本的定義及組成 

    Stewart（1997）認為智慧資本是指每個員工能為公司帶來競爭優勢的一切知識與能

力的總合，為為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包括組織成員之知識、技術、能力、經驗、

虛擬所有權、實務社群及隱性關係互動等）、結構資本（structure capital）（包括組織的

專有知識庫藏或知識文件等）及顧客資本（customer capital）（包括組織與顧客往來的關

係，如顧客滿意度及參與程度等）。Edvinsson和Malone（1997）認為智慧資本是藉由組

織的知識、經驗、組織能力、顧客關係、創新能力及專業技能的掌握，而使組織在市場

上享有競爭優勢，分成人力資本（領導力、員工年資及流動率等）及結構資本（分為顧

客資本【如顧客延續率、市場佔有率、社區服務等】及組織資本，組織資本又細分為創

新資本（innovation capital）【如專利數、專利平均年限等】和流程資本（process capital）

【如品質流程、作業管理流程】）兩大層面。 

由上可知，智慧資本是一項可提昇組織其競爭優勢的無形資產，它不僅包含了知

識，舉凡組織的能力、與客戶的關係及內部的運作過程等均是。而其組成要素大致可分

成人力資本（如知識、技術、社群關係等）、結構資本（如組織的資料庫、專利、行政

流程等）及關係資本（如市場佔有率、顧客滿意度、延續率等）三個層面。 

（2）學校組織的智慧資本 

    學校注重的是人才的培育，故學校的智慧資本有其重要性（毛榮敬，2004；謝慧音，

2004）。而學校組織智慧資本的分類及內涵，毛榮敬（2004）考量教育領域與其它領域

知識性質的差異，以找出適合學校智慧資本的項目，計有學校的人力資本（包括教師的

知識基礎、教師的創新能力、工作動機、領導、進修與團隊合作的意識等）、組織資本

（包括資訊科技的應用、組織的溝通、學校出版品、學校的成長與革新與知識分享的文

化等）、關係資本（包括社區人士、家長與學校之間的互動與社區人士、家長及學生對

學校的滿意度等）；謝慧音（2004）則從瞭解學校組織特性出發，再進一步瞭解學校智

慧資本的內涵，計分為人力資本（員工專業能力、員工滿意度與校長領導能力等）、結

構資本（基礎設施、成長及更新與作業流程等）及顧客資本（學校服務品質與家長參與

等）。 

由上可知，在智慧資本日益受到重視之餘，學校智慧資本自也有其開發的重要性。

而本研究所欲探討有關教師進修之議題，可歸屬人力資本範圍。然經由辦理教師進修活

動之重要因素可知（此後面章節另行詳述），其影響的層面實可包括智慧資本的三大內

涵。如教師進修觀念、終身學習理念、優秀教師擔任指導人員等人力資本的考量；抑或

作業流程（如有系統的規劃、進修內容需求調查、行政支援、排課、調課及獎勵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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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設備（如圖書資料充實、進修資訊提供、經費等）等組織資本和結合專業團體、社

會資源暨數校合辦等關係資本的重視等。Edvinsson和Malone（1997）也認為智慧資本

之人力、結構、及顧客資本彼此循環，相互影響，並共同從事知識價值的創造。因此，

學校推展進修活動所涵蓋之層面並非限於人力資本的考量，應視為學校智慧資本整體之

內涵。 

2.平衡計分卡的發展趨勢平衡計分卡的發展趨勢平衡計分卡的發展趨勢平衡計分卡的發展趨勢————與智慧資本相結合與智慧資本相結合與智慧資本相結合與智慧資本相結合 

有關智慧資本之衡量，平衡計分卡即是其中方式之一。平衡計分卡可以和智慧資本

互相配合來解決智慧資本衡量的問題（Bukh, Johansen & Mouritsen ,2002；

Andriessen,2004）。王文英、高婉容（2002）亦即指出學術上在智慧資本的分類尚無定論，

然以人力資本、顧客（或關係）資本及結構資本（或分創新資本與流程資本）的組合較

為普遍，且平衡計分卡之財務層面外的三個層面：顧客、內部流程、學習與成長，可分

別相當於顧客資本、創新與流程資本及人力資本。此外，吳安妮（2004）也提出可透過

平衡計分卡引導智慧資本的形成，用時也可運用平衡計分卡之架構，來強化智慧資本之

管理。 

    綜合上述，透過平衡計分卡績效衡量及策略管理的功能，及其架構的設計與智慧資

本組成要素的契合程度，當能有效衡量與加強管理組織之智慧資本。此外，學校之智慧

資本既有開發的可能性，且學校推展教師進修又可歸屬在學校智慧資本的內涵之中，則

平衡計分卡對學校推展教師進修成效之衡量，應具有一定的價值。故本研究嘗試藉由結

合智慧資本及平衡計分卡的觀點，提供建構國中小推展教師進修績效指標之參考，以改

善進修之成效。 

三三三三、、、、建構國民小學推展教師在職進修績效指標建構國民小學推展教師在職進修績效指標建構國民小學推展教師在職進修績效指標建構國民小學推展教師在職進修績效指標 

（（（（一一一一））））發展學校推展教師在職進修績效指標之觀點發展學校推展教師在職進修績效指標之觀點發展學校推展教師在職進修績效指標之觀點發展學校推展教師在職進修績效指標之觀點 

    參考平衡計分卡發展理念，用以建構學校教師進修績效指標時，以下觀點值得參考： 

1.績效指標應能化願景為實際行動績效指標應能化願景為實際行動績效指標應能化願景為實際行動績效指標應能化願景為實際行動 

我國自九十年實施九年一貫課程與教學之後，提昇教師專業成長已為各校共識，亦

為教育主管機關教改政策發展之重點，而作為提昇教師專業能力重要途逕之一之教師在

職進修，學校在推展上如欲呈現成效，勢必要發揮組織之執行能力。平衡計分卡以宏觀

的層面，轉換組織的願景與策略，化為具體行動並加以實現，其理念契合教育改革的思

潮，其精神亦足有借鏡之處，期有效管理教師在職進修活動並積極增進進修績效，促成

專業成長，提升教育品質。 

2.績效指標的設計應是一整合性的架構績效指標的設計應是一整合性的架構績效指標的設計應是一整合性的架構績效指標的設計應是一整合性的架構 

從以往探討進修成效之研究發現，儘管部分研究有列出成效之評估指標，但彼此間

仍然缺乏連繫。而平衡計分卡同時兼顧傳統財務衡量及非財務衡量（如顧客、內部事務

流程及學習與成長層面）的整合性架構及前後相互關聯性的衡量層面設計理念，當可發

展出對學校推動教師在職進修問題多面向檢視及整體考量進修活動成效之評估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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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績效指標能兼顧評估成果及促進未來績效績效指標能兼顧評估成果及促進未來績效績效指標能兼顧評估成果及促進未來績效績效指標能兼顧評估成果及促進未來績效 

    績效之探討若僅限於成果評估，則無法張顯組織特色及形成優勢。以往相關單位辦

理教師進修研習活動，成效之評估多偏重於教師對參加各類研習做事後的滿意度意見調

查與回饋。而平衡計分卡的衡量功能，除了成果的檢視外，亦包含過程的衡量，同時具

有促進未來績效的因素，更可發揮策略管理之功能。在應用其理念於建構學校推展教師

在職進修績效指標上，除了能評估過去的成效之外，對過程因素及提升未來績效的考量

上，也能發揮有效之功用。 

4.績效指標能指出推展過程之缺失績效指標能指出推展過程之缺失績效指標能指出推展過程之缺失績效指標能指出推展過程之缺失，，，，提供及時回饋功能提供及時回饋功能提供及時回饋功能提供及時回饋功能 

    處在訊息快速流通的環境之中，組織無法依循一成不變的策略來適應變化，組織的

管理階層須要獲得有關於策略的回饋。平衡計分卡管理體系之策略學習功能，可增進管

理階層的組織學習能力，使檢討過去成果並能作為修正未來目標之參考依據。此正可提

供學校主管人員一套具策略回饋體系的績效指標。 

（（（（二二二二））））國民小學推展教師在職進修之相關績效指標國民小學推展教師在職進修之相關績效指標國民小學推展教師在職進修之相關績效指標國民小學推展教師在職進修之相關績效指標 

由於平衡計分卡四個層面之量度是有效提升組織競爭力的關鍵成功因素，所以本處

參考其理念，歸納影響國民小學教師在職進修成效之因素，同時，在各縣市所實施之國

中、國小校務評鑑某些向度之指標，亦包含有教師進修成效之評鑑，亦一併整理，以為

本研究發展績效評估指標之參考。 

1.影響教師在職進修成效之因素影響教師在職進修成效之因素影響教師在職進修成效之因素影響教師在職進修成效之因素 

（（（（1））））提昇教師在職進修成效之因素提昇教師在職進修成效之因素提昇教師在職進修成效之因素提昇教師在職進修成效之因素 

如何有效提昇國民小學推展教師在職進修活動之成效，整理學者論述如下。 

�在法令制度方面 

應制定獎勵機制及提供獎助措施，如：提高教師地位、授予學分學位、研議以教師

著作折抵進修時數、公假或其它獎勵、協助研究成果出版等（王家通、丁志權、蔡芸、

李惠明，1997；孫德修、蕭錫錡，1997；Wade,1984）。 

�在辦理單位方面 

    首先應統整目前多元之教師在職進修機構，像是縣市研習中心、研習會、大專院校

甚至民間社團法人等，同時，要透過成立教師進修專責組織負責，如縣市政府成立教師

進修審議委員會、學校成立教師專業團體或由相關處室負責；再者，校長、行政人員、

教師、地方學區負責教師進修人員甚至是訓練者（講師）等相關人員的參與亦是重點所

在；而在進修方案規畫上，要具備可行性、更新性及與教學現場結合，且有系統的規劃

一系列全學期（或全學年）研習進修計畫；進修內容的決定要合乎教師及學校之實際需

求，且能顧及教師專長、興趣及個別差異，並能重視理論與實務的結合與互補；進修方

式包括教學演示、視聽回饋、田園教學、遠距教學等多元方法；另外，關於行政支援、

輔導及配套措施的建立，均須事先規畫，如充實圖書資料、後續協助輔導、同儕的互助

與回饋均應導入在職活動中（王家通、丁志權、蔡芸、李惠明，1997；林奇佐，1999；

孫德修、蕭錫錡，1997；張美玉，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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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柏岑，2003；陳寶山，1994；Wade,1984）。 

�在教師方面 

    激勵教師參與動機、重視成員投入程度、鼓勵教師自我進修並能將獨立研究和自我

教導當作是另一種的研習選擇等（林奇佐，1999；Wade,1984）。 

�其它的建議 

    能夠補助各校進修經費、採數校聯合辦理研習活動、推行學校本位進修；推展各校

對進修活動的自我評鑑；提供更多的學位與學分進修；讓優秀老師擔任進修的部分指導

人員等（王家通、丁志權、蔡芸、李惠明，1997；林奇佐，1999；張美玉，1999；陳寶 

山，1994）。 

（（（（2））））提昇學校本位的教師在職進修成效之因素提昇學校本位的教師在職進修成效之因素提昇學校本位的教師在職進修成效之因素提昇學校本位的教師在職進修成效之因素 

    黃炳煌（1988）認為廣義的「在職進修」並不限於到正式師資培育機構就讀，而應

兼指「以學校為本位」的研習。有鑑於學校本位在職進修相關研究日眾，研究者認為有

必要再行深入瞭解。故本處擬就增進學校本位教師在職進修效益，歸納相關學者的見解

如次： 

�在制度方面 

發展學校本位之「教師評鑑制度」並配合分級制度，對教師本身之專業發展具有正面積

極的效益；而對學校本位進修之實施情形及成效，亦需有一個內外的評鑑輔導機制 

，以免學校假進修之名而進行其他活動（如旅遊參觀）以消化預算；另外，以學分（學 

位）為鼓勵措施之規劃亦有必要（周桂靖，2000；曾榮祥，2000；廖癸欽，2001）。 

�在學校方面 

    首先將各校發展之特色規劃，融入學校教師專業發展之規準中，以充實教師相關知

能，有助學校願景之實現與學校特色之建立；而校長領導、行政人員的全程參與亦是重

要考量因素，且要成立「學校教師進修委員會」統籌規劃活動；再者，因學校人力、設

備、經費之缺乏，可與其它機構合作或數所學校共同辦理；在課程的規劃上，內容應兼

顧理論與學校實務；此外，應能建立行政支援，讓教師更投入專業發展活動等（周水珍， 

1996；周桂靖，2000；曾榮祥，2000；Dean,1991；Widden,1992）。 

�在教師方面 

    要能建構教師行動研究之自我導向學習，也要建立學校專業社群，並成立教師人才

庫；而教師也要是進修活動策劃的主導者，同時，同儕的規範以消弭彼此間衝突也是導

致成功的因素（周水珍，1996；周桂靖，2000；曾榮祥，2000； Dean,1991；Widden,1992）。 

�其他的建議 

    如上級主管機關教育鬆綁的落實，才可促進學校本位之精神（廖癸欽，2001）。 

綜合上述，影響進修成效之因素不僅限於教師本身，而且也與學校乃至整個教育行

政系統、學術單位或法令政策等習習相關，此處先行綜合整理臚列，在建構指標之參考

上，則從學校整體推展角度發展，並考量上述因素。 

此外，就影響進修成效因素再與學校智慧資本理念相印證，也與智慧資本之三大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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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環環相扣（此前文述及）。 

2.校務評鑑指標探討校務評鑑指標探討校務評鑑指標探討校務評鑑指標探討 

主管教育機關所為之年度校務評鑑即是評鑑學校之績效。檢視各縣市實施之中小學

或小學校務評鑑的部分向度發現，均有包括教師專業發展、研習成長或教學進修的績效

評鑑。 

 以高雄市教育局為例，列研習成長一項，包含教師應建立教學檔案及主動參加研習

進修（教學檔案、參加研習活動、參與教學相關進修）、教師能參與教學團隊進行教學 

級科任教師（與同儕組成教學團隊、參與教學團隊規劃課程、與教學團隊實施教學）、

教師專業評鑑落實（依規定做好自我評鑑、依計畫實施專業評鑑並檢討改進）及為改進

教學進行教學檢討或從事行動研究（參加課程與教學會議、進行教學檢討或從事行動研

究以改進教學）等評鑑細目及指標（高雄市政府教育局，2002）。 

    以台北市教育局為例，列專業知能與發展一項，包括具備適切的專業知能與精神（含

教職員的教育理念、對重要教育政策的瞭解與配合情形、落實教育理念與學校願景的具

體作法、專業倫理的實踐情形）、規劃並執行合宜的進修活動（含教職員專業進修活動

的規劃情形、各項專業進修訊息的公告情形、教職員參與校內外專業進修活動的情形、

教職員專業進修檔案的建立情形）、進行多元的教育實驗、研究及創作（含研究及進修

書刊和資源的提供情形、研究或創作成果的出版與應用情形、訂定並執行鼓勵教職員參

與研究及進行創作的辦法、協助相關教育專案研究情形）及辦理多樣化的教學及學校行

政經驗分享活動（教職員專業經驗分享的規畫與辦理、專業經驗分享檔案的建立、專業

經驗分享活動改善課程、教學及行政運作的情形、提供相關教育機構參觀、見習和實習

情形）等評鑑細項及指標（台北市政府教育局，2003）。 

以台中市政府教育局為例，列教師專業與發展一項，分理念與態度（含教師能明瞭

學校教育願景與做法，並積極配合、教師能配合教育改革，充實相關知能、教師組織能

協助校務發展及帶動教師專業成長）與專業成長（含學校積極推動教師專業成長活動，

並配合教師實際教學需求、教師能積極探討新興教育議題、提昇專業素養、教師能積極

參與校內外進修，並能分享心得、教師能建立教學檔案省思教學專業、教學研究會有效

運作，且紀錄完備）兩評鑑細目及指標（台中市政府教育局，2004）。 

    以宜蘭縣政府教育局為列，列教師專業一項，包括基本素養（含教師均為合格教師，

具有大學畢業以上學歷、教師明瞭學校教育願景與作法，並能積極配合、教師熟悉當前

重要教育政策，並瞭解應行配合事項、教師有清晰教育理念，並能反映在教學活動之上、

教師能適切解答學生家長有關孩子教育問題）、進修活動（含發展學校本位進修機制，

達成教師每年最低進修時數、鼓勵教師參與各種校際研習活動及工作坊、鼓勵教師在職

進修教育有關碩士、博士學位、教師參與各類在職進修活動，留有進修學習檔案、發展

教師進修學習護照，表揚績優專業教師）、研究創新（含教師參與各種教育實驗或教育

行動研究，成果豐碩、教師積極參與或指導學生參加校外活動或競賽，時有佳績、發展

自發性研究進修成長團體，不斷提升教學品質及服務效能、鼓勵教師發表研究及創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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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擴展專業影響、鼓勵教師將成果心得發表於教育期刊雜誌，流傳成果）及推廣服務

（含教師能夠配合校內師資專長，參與協同教學及班際教育活動，提升學校競爭力、教

師能向學生家長說明完整教育理念、班級經營計畫以及教學活動重要內涵、教師願意認

輔適應困難、行為偏差學生及執行補救教學計畫、教師願意配合學生家長或社區人士需

求，參與指導社區教育活動、教師願意發揮自身專長，參與社會公共服務）等評鑑細項

及指標（宜蘭縣政府教育局，2004）。 

    以桃園縣政府教育局為例，列教師專業發展一項，包括鼓勵並運用教師組織協助教

師專業發展；積極參與校內外進修，並能分享心得；發展自發性的學習成長團體，並能

提昇教學品質；積極參與各種教育實驗或專案研究、發展研究或創作成果，擴展專業影

響；辦理教師教學評鑑並提供改進策略（桃園縣政府教育局，2004）。 

（（（（三三三三））））國民小學推展教師在職進修績效指標之初步建構國民小學推展教師在職進修績效指標之初步建構國民小學推展教師在職進修績效指標之初步建構國民小學推展教師在職進修績效指標之初步建構 

綜合前面所探討之影響國民小學教師在職進修成效因素暨各縣市所實施之國中、國

小校務評鑑某些向度之指標，初步整理出各類指標，並參考平衡計分卡相關理念，將國

民小學推展教師在職進修的績效評估指標歸納為四個層面。各層面間之關聯性如圖 3，

進一步更敘明各層面之連結及衡量重點。 

 

 

 

 

願景願景願景願景    

財務財務財務財務////資源資源資源資源////設備層面設備層面設備層面設備層面    

如何充裕經費、資源設備，來支持進修

活動之推展？ 

學員滿意度層面學員滿意度層面學員滿意度層面學員滿意度層面    

為達成願景，如何激發教師動機，

滿足其需求？ 

行政處理流程層面行政處理流程層面行政處理流程層面行政處理流程層面    

為滿足教師需求，行政作業上要如

何配合？ 

專業人力與成長層面專業人力與成長層面專業人力與成長層面專業人力與成長層面    

為達成願景，如何讓優秀之教師來一起

學習，分享，配合行政以提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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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國民小學推展教師在職進修績效評估指標之架構及關聯性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編製 

1.績效指標之層面及其關聯性 

    由圖 4可知，為達成學校願景，從中衍生出學員滿意度層面，而這需要關鍵性的行

政處理流程來激發教師參與動機及滿足其需求，然而，要使行政業務流程順利進 

行，則需要有專業的人力及財務、資源、設備為基礎。而各層面訴求之重點有： 

（1）「學員滿意度」層面：為達成願景，如何激發教師動機，滿足其需求？ 

（2）「行政處理流程」層面：為滿足教師需求，行政作業上要如何配合？ 

（3）「專業人力與成長」層面：為達成願景，如何讓優秀之教師來一起學習，分享，配

合行政以提昇效率？ 

（4）「經費/資源/設備」層面：如何充裕經費、資源設備，來支持進修活動之推展？ 

2.願景及各層面之內容 

（1）澄清願景 

學校教育活動的核心為「教學」，任何教育的措施均為支援教學活動而存在，而教

學的改進也是教育發展的原動力。有關教學品質的提升，教師本身的進修研習是重要途

徑之一。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之後，從各校課程總體計畫可發現提升專業知能，促進專業

成長，改善教學品質等之願景、目標或發展方向。本研究配合九年一貫課程與教學，勾

勒出「提供完善的教師在職進修服務及品質，營造學校成為一學習型組織，以提昇學校

整體教師專業知能，改善教學品質，並發展學校特色」之願景，將其置於最頂端，使整

合其它各個層面。 

（2）「學員滿意度」層面 

    為提升學校推展教師在職進修活動績效，所應考量的重點是參與研習活動之教師

（學員）的感受。因此，增加教師參加研習進修之動機應是本層面重視之方向。參考的

指標有：學校能安排多樣化的進修活動、學校能安排合適的進修活動講師、學校安排進

修活動內容能兼重理論與實務、學校安排進修活動能顧及教師專長、興趣及個別差異、

學校安排進修活動能配合教師實際教學需求、學校安排進修活動時能配合教師的作息、

學校安排進修活動時間長短恰當、學校能提供校外進修課程資訊以供多樣選擇、學校能

積極回應教師對進修活動之要求、學校能依據未來發展特色來提供校內外各類進修活

動、學校能訂定全學期（全學年）的進修活動計畫、學校能訂定參與進修活動之獎勵規

定、學校能建立教師進修活動檔案、學校能減低教師參與進修活動對教學之影響 

（3）「行政處理流程」層面 

透過有效率之行政作業流程，以增進學員參與動機，達成學校之願景為本層面努力

的方向。參考的指標有：學校能有專責單位來推展各項進修活動，學校校長及各處室人

員能全力支援進修活動，學校能提供教師更多表達及溝通意見管道，學校能主動調查教

師需求，學校能召開進修活動計畫討論會議，學校進修活動能有多數人員共同規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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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能整體規劃進修活動、避免零碎、即時的活動，學校各處室能互相協調配合，學校能

參酌教師會的意見，各處室人員能配合學校發展策略，學校能給予參加校外研習教師必

要的排課調課協助，學校能妥當安排參加校內外研習之人員，學校能規畫購置進修活動

所需書籍、設備學校能確實執行所訂定之進修計畫各項目，學校能掌握參與校內外進修

之人數，學校能掌握參與校內外進修之時數，學校能建立專屬的進修資源網站，學校能

定期進行教學檢討與討論不足等。 

（4）「專業人力與成長」層面 

    培訓種子教師等人力資源，向為推動行政業務之重要助力。因此，讓具備專業背景

且能充分配合行政業務之優秀教師投入進修推展工作並營造學習氣氛之環境為本層面

努力的方向。當學校中越來越多的教師被納入專業教師人才庫，代表著學校整體教師專

業素養的提昇，也意昧著學校的成長，並可再邁入另一更高學習層次，以求不斷的進步。

參考的指標有：學校能夠建立專業教師人才庫，學校專業教師有能力擔任進修活動講師 

學校專業教師能主動從事研究，學校專業教師能主動發表研習心得、創作，學校專業教

師積極參與各項進修活動，學校專業教師能發展自發性的學習成長團體、以提昇教學品

質，學校專業教師能明瞭學校教育願景與做法，學校專業教師樂意彼此分享知識和經驗 

學校專業教師樂意支援進修活動的推展，學校專業教師能主動提供關於推展進修活動之

建議，學校能採納專業教師對進修活動意見，學校能協助專業教師發表研究及創作成果 

學校能鼓勵專業教師將研究心得發表於教育期刊雜誌，學校能安排專業教師專業經驗發

表與分享之活動，學校能獎勵協助推展進修活動之專業教師等。 

（5）「經費/資源/設備」層面 

    目前學校經費拮据、資源及設備的不足，仍是推展在職進修活動亟須克服的問題之

一。故本研究將經費/資源/設備層面與專業人力與成長層面並列，以便能為推動行政業

務提供良好之基礎，並可部分支援專業人力層面的需求。參考的指標有：學校年度預算

相關科目能確實支應教師進修活動，學校能充分運用社區文化資源以支援進修活動，學

校能運用社區人力資源以協助推展進修活動，學校能充分應用校內閒置設備於進修活

動，學校能統一辦理進修活動、以免資源浪費，學校能積極爭取上級補助款項辦理教師

進修活動，學校能積極爭取其它經費支援教師進修活動，學校能將爭取到之經費確實用

於進修活動，學校可與鄰近學校聯合辦理教師進修活動，學校可與其它機構合作辦理教

師進修活動，學校辦理進修活動能酌收費用等。 

 

參參參參、、、、研究設計與實施研究設計與實施研究設計與實施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一一一、、、、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為配合本研究的動機並達成研究目的，依據前述章節之探討結果，擬定研究架構如 

圖 3-1所示。研究架構包括背景變項與國民小學推展教師在職進修績效指標層面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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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探討背景變項對各層面指標之認知的情況。茲將本研究架構之背景變項說明如下： 

（一）服務年資：1.5年以下、2.6-15年、3.16-25年、4.26年以上。 

（二）擔任職務：1.校長、2.兼任行政工作之教師、3.級任教師、4.科任教師。 

（三）教育程度：1.研究所以上（含四十學分班結業）、2.師大、師院或大學教育院系、 

3.一般大學或學院（含師資班）、4.師專、5.其它。 

（四）學校位置：1.市區（省轄市、縣轄市）、2.鄉鎮、3.偏遠地區。 

（五）學校規模：1.12班以下、2.13-24班、3.25-48班、4.49班以上。 

 

 
圖 3-1 本研究之架構 

    此外，根據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待答問題與文獻探討的結果，並參酌研究之架構，

提出本研究之研究假設如次。 

假設一、國小教育人員對學校推展教師在職進修各層面績效指標之重要性認知有差異。 

假設二、不同個人變項教育人員對學校推展教師在職進修各層面績效指標之重要性認知 

有差異。 

2-1不同服務年資教育人員對學校推展教師在職進修各層面績效指標之重要性認知有差

異。 

2-2不同擔任職務教育人員對學校推展教師在職進修各層面績效指標之重要性認知有差

異。 

2-3不同教育程度教育人員對學校推展教師在職進修各層面績效指標之重要性認知有差

異。 

假設三、不同環境變項教育人員對學校推展教師在職進修各層面績效指標之重要性認知 

有差異。 

3-1不同學校位置教育人員對學校推展教師在職進修各層面績效指標之重要性認知有差

國民小學推展教師在

職進修績效指標層面

之認知 

1.學員滿意度 

2.行政處理流程 

3.專業人力與成長 

4.經費/資源/設備 

 

個人及環境變項 

【個人變項】 

1. 服務年資 

2. 擔任職務 

3. 教育程度 

【環境變項】 

1.學校位置 

2.學校規模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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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 

3-2不同學校規模教育人員對學校推展教師在職進修各層面績效指標之重要性認知有差

異。 

二二二二、、、、研究對象與抽樣研究對象與抽樣研究對象與抽樣研究對象與抽樣 

本研究以 94學年度任職於彰化縣之公立國民小學校長、教師（含兼任行政工作者）

為研究對象，並以彰化縣教育局 94學年度之統計資料為依據，來進行問卷調查。取樣

的方法則是將學校班級數依規模分為「12 班以下」、「13-24 班」、「25-48班」及「49班

以上」，採分層比例取樣原則。調查研究分為預試和正式施測兩階段。預試人數抽取 4

所學校，50位教育人員，計回收 42份，有效樣本 41份，可用率達 82％。正式施測共

抽取彰化縣 78所國民小學為施測的樣本學校，而每校抽取之樣本，依學校規模之不同

而異，總計抽取 698位現職國民小學教育人員為研究樣本，回收 633份，回收率達 90.69

％，經剔除無效問卷計 52份，剩餘有效問卷共 581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83.24％。 

三三三三、、、、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 

本研究問卷之編製，由研究者依據文獻探討並參考陳威龍（2005）編製之「國民小

學推展教師在職進修績效指標意見調查」問卷，修改而成「彰化縣國民小學推展教師在

職進修績效指標調查問卷」。問卷除基本資料外，內容分為「學員滿意度」（01~14題）、

「行政處理流程」（15~31題）、「專業人力與成長」（32~46題）、「經費/資源/設備」

（47~55題）等四個層面，共計 55題。 

問卷題目之敘述方式，係採用 Likert四點量表之型態，問卷的四個選項及配分情形，

「非常需要」給 5分、「需要」給 4分、「不需要」給 2分、「非常不需要」給 1分，各

層面得分相加愈高者，表示受試者對於本研究建構之指標之看法持正面之肯定。 

本問卷之設計，於編制問卷初稿後，即進行 8位專家學者意見審查並經預試。預試

回收之有效樣本經輸入電腦後，即以 SPSS for Windows 10.0統計套裝軟體進行項目分析

與信效度分析，再依據其結果進行修改。茲將項目分析及信、效度分析敘述如下： 

（（（（一一一一））））項目分析項目分析項目分析項目分析 

    刪除的標準是根據各試題的決斷值是否大於3以及與量表總分之相關是否達顯著水

準.05以上。 

（（（（二二二二））））信度與效度分析信度與效度分析信度與效度分析信度與效度分析 

    本研究自編問卷之計分方式屬多重計分，在信度考驗上，採用 Cronbach α係數，以

表示其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愈高（.95），表示信度愈好。依據預試的結果所計算得來

的信度，就期望中之各層面績效指標而言，介於.8627~.9458，總體內部一致性係數高

達.9518。 

    在本研究問卷的效度分析方面，主要以專家效度為主。研究者編擬預試問卷後，為

增進問卷的效度，函請兼具理論與實務的專家學者計 8位，針對預試問卷之題目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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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審查與修定，以確定研究問卷內涵之方向；並根據各方意見加以刪除或修改潤飾。 

四四四四、、、、實施程序實施程序實施程序實施程序 

為建構國民小學推展教師進修活動績效指標，首先經由文獻探討以完成問卷初稿，

隨即敦請學者專家進行問卷的評析，經其修正意見統計彙整，編製成預試問卷，於民國 

95年 5月進行預試；再根據預試資料的分析，將正式問卷定稿，接著進行正式問卷調查。

民國 95年 6月將正式問卷寄出，截至民國 95年 6月底，大部分問卷均能如期回收，並

根據回收之問卷，進行整理及資料分析。 

五五五五、、、、資料處理及統計方法資料處理及統計方法資料處理及統計方法資料處理及統計方法 

正式問卷回收後，剔除廢卷，將問卷資料輸入電腦，以 SPSS for Windows10.0 統計

套裝軟體進行資料處理。為符合本調查研究之假設，採用以下統計方法進行考驗： 

（一）以「平均數及標準差」之描述統計方法，了解國小教育人員對國民小學推展教師

在職進修績效指標各層面之期望的看法。即考驗假設一。 

（二）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考驗不同服務年資、擔任職務、教育

程度、學校位置和學校規模等背景變項之國民小學教育人員，對國民小學推展教師在職

進修績效指標各層面認知之差異情形。上述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若 F值達.05的顯著水

準，則以 Scheffé method進行事後比較，以考驗各組之間的相互差異情形。即考驗假設

二至三。 

肆肆肆肆、、、、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一一一一、、、、全體樣本對績效指標之認知分析及討論全體樣本對績效指標之認知分析及討論全體樣本對績效指標之認知分析及討論全體樣本對績效指標之認知分析及討論 

    經統計分析得知，全體樣本對績效指標的認知，從平均數得分情形來看，依序高低

為「教師滿意度」（M=4.41）、「經費/資源/設備」（M=4.39）、「行政處理流程」（M=4.37）、

「專業人力與成長」（M=4.34），各層面得分介於 4.31~4.43之間，皆高於平均數 3分

（[5+4+2+1]/4）。顯見全體樣本對四個層面都非常重視，而得分最高是「教師滿意度」

層面，而以「專業人力與成長」層面的得分較低，可能原因是認為滿足教師需求、提昇

其動機是促使教師進修的首要環節，而專業人力與成長涉及到專業人才的配合意願且專

業能力的提昇並非短期可達成。 

    因此，本研究假設一：「國小教育人員對學校推展教師在職進修各層面績效指標之

重要性認知有差異」，獲得實徵資料的支持。 

 

二二二二、、、、不同個人背景的教育人員對績效指標之認知不同個人背景的教育人員對績效指標之認知不同個人背景的教育人員對績效指標之認知不同個人背景的教育人員對績效指標之認知 

    本研究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不同個人背景變項對績效指標認知的差異性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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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不同服務年資的教育人員對績效指標認知之差異分析不同服務年資的教育人員對績效指標認知之差異分析不同服務年資的教育人員對績效指標認知之差異分析不同服務年資的教育人員對績效指標認知之差異分析 

    不同服務年資之教育人員對各層面績效指標的認知之差異情形，經 F考驗均未達顯

著水準，表示各層面均不會因服務年資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可能原因是終身進修是個人

生涯發展及專業成長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儘管服務年資長短有異，但大家抱持相同理

念，對學校推動進修活動之考量層面認為有其必要性。 

綜合上述，本研究假設 2-1：「不同服務年資教育人員對學校推展教師在職進修各層面績

效指標之重要性認知有差異」並未獲得支持。 

（（（（二二二二））））不同職務的教育人員對績效指標認知之差異分析不同職務的教育人員對績效指標認知之差異分析不同職務的教育人員對績效指標認知之差異分析不同職務的教育人員對績效指標認知之差異分析 

    有關不同職務之教育人員對各層面績效指標的期望之差異情形，經 F考驗均達顯著

水準。進一步以薛費法進行事後比較，結果發現在「教師滿意度」層面，擔任校長者該

層面的值高於兼任行政工作之教師（M1=4.54,M2=4.39，p<.05）。可能原因是校長為學

校領導人，重視教學品質的提昇，而這有賴教師進修達成，且認同要教師積極參與進修

活動，滿足其需求應是首要條件。在「行政處理流程」層面，擔任校長者該層面的值高

於兼任行政工作之教師、級任教師及科任教師（M1=4.58,M2=4.35,M3=4.38,M4=4.35，

p<.001）。在「專業人力與成長」層面，擔任校長者該層面的值高於兼任行政工作之教

師、級任教師及科任教師（M1=4.53,M2=4.34,M3=4.31,M4=4.31，p<.01）。在「經費/資

源/設備」層面，擔任校長者該層面的值高於兼任行政工作之教師及級任教師

（M1=4.55,M2=4.37,M3=4.38,M4=4.35，p<.05）。 

綜合上述，本研究假設 2-2：「不同擔任職務教育人員對學校推展教師在職進修各層

面績效指標之重要性認知有差異」獲得支持，予以成立。 

（（（（三三三三））））不同教育程度的教育人員對績效指標的認知之差異分析不同教育程度的教育人員對績效指標的認知之差異分析不同教育程度的教育人員對績效指標的認知之差異分析不同教育程度的教育人員對績效指標的認知之差異分析 

    不同教育程度之教育人員對各層面績效指標的認知之差異情形，對「行政處理流

程」、「專業人力與成長」與「經費/資源/設備」等層面的期望，經 F考驗均達顯著水準，

但是對「學員滿意度」層面，經 F考驗未達顯著水準外，表示不會因教育程度不同而有

差異。而在「行政處理流程」、「專業人力與成長」與「經費/資源/設備」等層面上，進

一步以薛費法進行事後比較，結果發現在「行政處理流程」層面，並未發現任何的差異。

在「專業人力與成長」層面，研究所以上程度者該層面的值高於師大、師院或教育院系

畢業及一般大學或學院畢業程度者（M1=4.46,M2=4.32,M3=4.26，p<.01）。在「經費/資

源/設備」層面，研究所以上程度者該層面的值高於一般大學或學院畢業程度者

（M1=4.49,M3=4.33，p<.05）。     

綜合上述，本研究假設 2-3：「不同教育程度教育人員對學校推展教師在職進修各層

面績效指標之重要性認知有差異」獲得部分支持。在「行政處理流程」、「專業人力與成

長」與「經費/資源/設備」等層面獲得支持，但在「學員滿意度」層面則未獲得支持。 

（（（（四四四四））））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1.職務為校長者在各層面績效指標認知得分較高，究其原因，應是校長為學校領導

人，身繫校務推展成敗重責，對能提昇教師教學品質之進修活動成效，其認知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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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較其他教育人員為高。 

   2.教育程度為研究所以上學歷者，在「專業人力與成長」與「經費/資源/設備」兩層

面績效指標的認知普遍高於其他學歷者，應是其從事過進修、研究，在專業知識上，對

教育行政理念較多涉獵機會，更能體認培養專業人力與促進專業成長對學校的影響，且

認為學校應負擔起統籌推行各項校務重點工作之責任，其須要有充足的財源、設施，方

能有效達成目標，而在進修活動的推展上亦同。 

 

三三三三、、、、不同環境背景的教育人員對績效指標之期望不同環境背景的教育人員對績效指標之期望不同環境背景的教育人員對績效指標之期望不同環境背景的教育人員對績效指標之期望 

    本研究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不同環境背景變項對績效指標認知的差異性情形。 

（（（（一一一一））））不同學校位置的教育人員對績效指標的期望之差異分析與討論不同學校位置的教育人員對績效指標的期望之差異分析與討論不同學校位置的教育人員對績效指標的期望之差異分析與討論不同學校位置的教育人員對績效指標的期望之差異分析與討論 

   不同學校位置之教育人員對各層面績效指標的期望之差異情形，經 F考驗均未達顯

著水準，表示不會因學校位不同而有差異。 

綜合上述，本研究假設 3-1：「不同學校位置教育人員對學校推展教師在職進修各層

面績效指標之重要性認知有差異」並未獲得支持。 

（（（（二二二二））））不同學校規模的教育人員對績效指標的期望之不同學校規模的教育人員對績效指標的期望之不同學校規模的教育人員對績效指標的期望之不同學校規模的教育人員對績效指標的期望之差異分析與討論差異分析與討論差異分析與討論差異分析與討論 

    不同學校規模之教育人員對各層面績效指標的期望之差異情形，經 F考驗均未達顯

著水準，表示不會因學校規模之不同而有差異。 

綜合上述，本研究假設 3-2：「不同學校規模教育人員對學校推展教師在職進修各層

面績效指標之重要性認知有差異」並未獲得支持。 

 

伍伍伍伍、、、、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一一一一、、、、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經由實證調查所獲得之結果，本研究得到以下結論。 

（（（（一一一一））））國小推展教師在職進修績效指標可歸納為四個層面國小推展教師在職進修績效指標可歸納為四個層面國小推展教師在職進修績效指標可歸納為四個層面國小推展教師在職進修績效指標可歸納為四個層面，，，，計計計計 55 個參考項目個參考項目個參考項目個參考項目 

1.學員滿意度層面學員滿意度層面學員滿意度層面學員滿意度層面：：：：  

學校安排多樣化的進修活動 

各項進修活動學校安排合適的講師 

學校安排進修活動內容兼重理論與實務 

學校安排進修活動顧及教師專長 

學校安排進修活動配合教師實際的教學需求 

學校安排進修活動時配合教師的作息時間 

學校安排進修活動時間長短適當 

學校提供校外進修相關資訊以供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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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積極回應教師對進修活動之要求 

學校依據未來發展特色提供校內外各類進修活動及訊息 

學校訂定全學期（全學年）的進修活動計畫 

學校訂定參與進修活動之獎勵規定 

學校建立教師進修活動檔案 

學校減低教師參與進修活動對教學之影響 

2.行政處理流程層面行政處理流程層面行政處理流程層面行政處理流程層面：：：：  

學校設有專責單位來推展各項進修活動 

學校校長及各處室人員全力支援進修活動 

學校提供教師表達及溝通之意見管道 

學校主動調查教師對進修課程之需求 

學校定期召開進修活動計畫討論會議 

學校各層面人員共同規劃進修活動 

學校整體規劃進修活動 

學校各處室互相協調及配合 

學校各處室人員認同學校發展願景，進而發展策略，規畫相關進修活動 

學校對參加校外研習教師給予必要的排課或調課之協助 

學校妥當安排參加校內外研習之人員 

學校規畫購置進修活動所需書籍、設備 

學校確實執行所訂定之進修計畫 

學校掌握參與校內外進修之人數 

學校掌握參與校內外進修之時數 

學校建有專屬的進修資源網站 

學校定期進行進修執行計畫檢討會 

3.專業人力與成長層面專業人力與成長層面專業人力與成長層面專業人力與成長層面：：：：  

學校建立專業教師人才庫 

學校專業教師有能力擔任進修活動講師 

學校專業教師能主動從事研究 

學校專業教師能主動發表研習心得、創作 

學校專業教師積極參與各項進修活動 

學校專業教師能發展自發性的學習成長團體，以提昇教學品質 

學校專業教師能明瞭學校教育願景與做法 

學校專業教師樂意彼此分享教學知識和經驗 

學校專業教師樂意支援進修活動的推展 

學校專業教師能主動提供關於推展進修活動之建議 

學校採納專業教師對進修活動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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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協助專業教師發表研究及創作成果 

學校鼓勵專業教師將研究心得發表於教育期刊雜誌 

學校安排專業教師專業經驗發表與分享之活動 

學校獎勵協助推展進修活動之專業教師 

4.經費經費經費經費/資源資源資源資源/設備層面設備層面設備層面設備層面：：：：  

學校年度預算相關科目確實支應教師進修活動 

學校充分運用社區文化資源支援進修活動 

學校運用社區人力資源以協助推展進修活動 

學校充分應用校內閒置設備於進修活動 

學校積極爭取上級補助款項辦理教師進修活動 

學校積極爭取其它經費支援教師進修活動 

學校將爭取到之經費確實用於進修活動 

學校可與鄰近學校聯合辦理教師進修活動 

學校可與其它機構合作辦理教師進修活動 

（（（（二二二二））））對績效指標的認知介於非常需要及需要之對績效指標的認知介於非常需要及需要之對績效指標的認知介於非常需要及需要之對績效指標的認知介於非常需要及需要之間間間間 

    本研究調查發現，教育人員在對績效指標的認知，均高於四點量表平均值以上，尤

重「學員滿意度」層面。 

（（（（三三三三））））對績效指標需求程度趨向中等偏高對績效指標需求程度趨向中等偏高對績效指標需求程度趨向中等偏高對績效指標需求程度趨向中等偏高，，，，但不同背景變項之間但不同背景變項之間但不同背景變項之間但不同背景變項之間，，，，部分有所差異存在部分有所差異存在部分有所差異存在部分有所差異存在 

    國民小學教育人員對各層面績效指標的期望因擔任職務之不同，會有差異，且因教

育程度的不同，在某些層面上會有差異，但不因服務年資、學校位置及學校規模的不同

而有差異。 

二二二二、、、、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根據前述之結論，研究者提出下列建議，以為國民小學推展教師進修活動時之參考

及未來進一步研究方向。 

（（（（一一一一））））對國民小學教育之建議對國民小學教育之建議對國民小學教育之建議對國民小學教育之建議 

1.參照本研究建構參照本研究建構參照本研究建構參照本研究建構之績效指標之績效指標之績效指標之績效指標，，，，有效評估與管理學校推展進修活動之成效有效評估與管理學校推展進修活動之成效有效評估與管理學校推展進修活動之成效有效評估與管理學校推展進修活動之成效 

    依據本研究實徵調查發現，教育人員在各層面認知上均高於四點量表平均值以上，

因此，對本研究所建構之「教師滿意度」、「行政處理流程」、「專業人力與成長」及「經

費/資源/設備」等四個層面之評估重點及衍生的績效指標，證實其有一定之參考價值及

可用性。因此，建議國民小學自我評估學校推展教師在職進修之成效及有效管理進修活

動時，可將此四個層面及其目標、指標當作參照依據，更進一步發展出適合學校之評估

機制。 

2.學校領導人應積極重視與參與學校領導人應積極重視與參與學校領導人應積極重視與參與學校領導人應積極重視與參與 

依研究結果發現，對各層面績效指標的認知情況，會因擔任職務之不同而有差異，

且大部分是校長高於其他教育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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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計分卡係由上而下、由組織願景轉化為明確執行之績效指標架構，除供管理階

層評估成效及監督和調整策略外，同時還要讓組織的成員易於理解，藉由溝通、澄清及

詮釋，以創造團隊共識及取得個人承諾，因此，高階主管人員應居於主導的地位。 

而本研究既借鏡平衡計分卡理念，加以本研究實證調查發現所做的推論，則學校領

導人在發展績效指標且溝通組織成員以求落實的過程中，其重要性不言可喻，除須積極

重視外，仍要以主導者乃至參與者的身分與學校整體團隊充分互動，來溝通澄清願景，

發展目標以形成共識。 

3.加強全體學校人員溝通加強全體學校人員溝通加強全體學校人員溝通加強全體學校人員溝通，，，，形成共識形成共識形成共識形成共識 

依研究結果發現，國民小學教育人員對各層面績效指標的期望因教育程度的不同，

在某些層面上會有差異，且大部分是研究所以上程度者該層面的值高於一般大學或學院

畢業程度者。其原因可能是研究所以上學歷者，本身因從事過進修、研究活動，知道教

學專業知能變遷之迅速，且有機會接觸各類教育行政的理論，更能體認進修活動之重要

性。 

    實施平衡計分卡，除了高階主管的支持與投入不足外，參與人數過少，未能向下溝

通均是導致失敗的狀況。據此，本研究既取經自平衡計分卡的發展概念，加以本研究實

證調查發現所做的推論，則學校教育人員亦須多元且積極的參與和互動，加強理念的溝

通，方能對組織的未來形成共同的願景。 

（（（（二二二二））））後續研究之建議後續研究之建議後續研究之建議後續研究之建議 

1.在研究對象上在研究對象上在研究對象上在研究對象上 

    本研究所選取的研究對象，僅限於彰化縣公立國民小學教育人員為範圍。外在推論

上有其限制。在未來的研究中，若納入其它縣市國民小學教育人員之意見，當更可豐富

此一參考架構的內涵。 

2.在研究方法上在研究方法上在研究方法上在研究方法上 

    本研究主要採問卷調查法，較難完整呈現教育人員的認知情形。因此，在研究上，

未來若能運用其它調查研究諸如德懷術（Delphi Technique），或輔以質性研究之實際訪

查、晤談等資料蒐集方式，與問卷調查結果互為佐證，將使研究結果更為周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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