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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欽閔 

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高職圖文傳播科教師對課程變革時的意見，此處所稱的課程變革指

的是九九課綱，經由此研究可得知高職圖文傳播科教師面對即將實施九九課綱的意見。

本研究擬採用 Hall所提出的關注階段量表做為本研究的工具，關注階段量表是一種探討

教師在面對創新實施時所產生之感覺與意見的工具。此量表共有七個領域，分別為覺查、

資訊、個人、管理、影響、合作與調整七個領域，每一領域皆有五點意見。所以本研究

以關注領域量表來蒐集圖文傳播科教師對九九課綱的意見，以提供未來高職課程修訂與

實施的參考。本研究的目的為： 

一、了解高職圖文傳播科教師對九九課綱的意見。 

二、探討不同個人背景教師的意見在各領域的差異性。 

三、探討不同學校變項的教師意見在各領域的差異性。 

四、依據研究結果，將目前圖文傳播科教師對九九課綱的意見提出相關建議，以做為課

程改革時的參考。         

本研究以全國圖文傳播科教師為對象，進行普查。問卷調查的資料分析與處理採用

次數分配、平均數及百分位數來說明所蒐集到的資料。根據所蒐集到的資料分析整後，

將主要發現歸納如下結論： 

一、高職圖文傳播科教師對九九課綱重視「資訊」、「個人」、「影響」、「合作」、「調整」

領域的意見，並不完全符合非典型使用者分佈。 

二、男性圖文傳播科教師重視九九課綱教學任務領域的意見，女性教師重視的是學習影

響領域的意見。 

三、年齡在中位數以上的圖文傳播科教師對九九課綱重視學習影響領域的意見，年齡在

中位數以下的教師重視教學任務領域的意見。 

四、學歷為碩士畢業的圖文傳播科教師對九九課綱重視學習影響領域的意見，學歷為大

學畢業的教師重視教學任務領域的意見。 

五、任教學校位於台北市的教師對九九課綱重視教學任務領域的意見，任教學校位於高

雄市的教師則重視學習影響領域的意見。 

 

關鍵字：課程變革、關注、圖文傳播 

 

 

 

高雄高工圖文傳播科教師/台灣師範大學工教系，高雄師範大學工教系教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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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由於科技的進步迅速，資訊技術、多媒體與網際網路的大量運用，使得傳播方式做

了大幅度的改變。在面對全球知識經濟的挑戰下，社會結構也在快速的變遷中，學者們

有許多的預測，在這麼多的衝擊下，教育將是受影響最劇烈的一個。為了使競爭力不致

於下降，政府正積極的在做教育改革的工作，期使各級學校能培養出各階段所須的人力。

近年來，在在政府的經濟由勞力密集轉變到技術密集的政策下，高職教育也必須做大幅

度的調整。 

前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在「2001年教育改革之檢討與改進會議」中提出廢除高職

的主張，並認為應把高職統一改成綜合高中，而以「暢通升學管道」、「知識經濟」為由，

讓高職漸漸走入歷史。面對這樣的論典，身為一個高職教師，深切了解到高職教育課程

的改革極為重要，於是以高職新課程做為研究內容。 

教育部並於民國八十三年召開「研商技職教育課程發展中心工作會議」，著手進行高

職工業類課程之修訂工作。於八十七年公布「工業類職業學校課程標準暨設備標準」，而

自八十九學年度一年級入學新生開始實施。在民國九十四年發布了「職業學校群科課程

暫行綱要」，自九十五學年度一年級入學新生開始實施。 

圖文傳播科也從原本高職的印刷科轉型為圖文傳播科。教師是第一線的教育工作

者，也是推動教育改革的執行者。在面對一連串的課程改革，教師是否有足夠的能力去

設計與改變教材的內容，教師個人的態度與行為將會影響課程改革的成效。 

Hall、George和 Rutherford（1977）等人將教師在面對變革時的意見製成了一份量表，

將教師的意見分為七個領域，分別是覺查（aweareness）、資訊（informational）、個人

（personal）、管理（management）、影響（consequence）、合作（collaboration）與調整

（refocusing）七個領域。每一領域皆有五點意見，此量表被用來探討教師在面對創新實

施時所產生之感覺與意見的工具。 

圖文傳播科原隸屬於工業類科中的印刷科，於民國九十一年以原本的師資狀況，全

面改制為圖文傳播科。教育部為了高職的課程改革先公佈了九五課綱暫行綱要，接著又

公布了九九課綱，身為高職圖文傳播科教師，全國有圖文傳播科的學校並不多，較易深

入的了解教師們的想法，故本研究利用普查的方式來探討高職教師對九九課綱的意見，

藉此瞭解高職教師在關注領域中七個領域的意見為何？此為本研究的研究動機。希望能

透過此研究，提出明確且具體的建議給教育當局，也算為高職教育盡棉薄之力。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瞭解高職圖文傳播科教師對課程變革時的意見，此處所稱的課程變革指

的是九九課綱。本研究採用關注階段量表做為研究工具，關注階段量表是一種探討教師

在面對創新實施時所產生之感覺與意見的工具，每一階段各代表著不同的意見，故本研

究以關注階段量表來蒐集圖文傳播科教師對九九課綱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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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職業教育課程演進 

高職工業類科課程標準於是分別於民國四十一年、六十三年及七十五年修訂頒佈。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曾於民國八十年委託台北市大安高工進行問卷評估，並就學校排課、

教學實施、學生反應、雇主意見，及四技、二專、高職等校職院校課程銜接等各方面加

以檢討，提出許多因時代變遷而待研究改進與現行困難之處（教育部，1998）。 

教育部乃於民國八十三年一月十七日及十月五日召開「研商技職教育課程發展中心

工作會議」，於會議中決議請各類科課程中心提擬工作計畫。工業類技職教育課程發展中

心乃依據所需，擬訂「高職工業類課程標準修訂之研究」，著手進行高職工業類課程之修

訂工作。此項修訂工程經過四年多在多位專家學者的共同努力下終於完成，並由教育部

於八十七年九月十七日公布「工業類職業學校課程標準暨設備標準」，而自八十九學年度

一年級入學新生開始實施（教育部，1998）。 

87年公告之課程架構如表 2-1-1所示 

 

表 2-1-1 八十九學年度實施之新課程架構表 

科 目 別 部 定 科 目 校 定 科 目 

必 修 選  修 
各領域應修科

目及最低學分

數 

 本國語文  16 

 外國語文   8 

 數    學   4 

 社    會  10  

 自    然   4 

 藝    術   4 

 生    活   6 

由各類科課程

修訂委員會就

科別性質規劃

教學科目及學

分數 (詳附件

三) 

 

52學分 13~29學分 

 

 

 

 

一般科目 

65~81學分(40%~50%) 

專業科目 41~57學分﹙25%~35%﹚ 

8~24學分 

(5~15%) 

 

16~32學分 

(10~20%) 

 

最低應修學分 162學分 

軍訓護理 6-12學分 學分另計 

體育 12學分 學分另計 

活動科目 24節  

資料來源：工業類課程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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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於民國九十四年四月公告「群科課程綱要草案」，將職業學校所有類別、科別

整併為十五群，分別為機械群、動力機械群、電機與電子群、化工、土木與建築群、商

業與管理群、農業群、家政群、餐旅群、海事群、水產群、藝術群、設計群、食品群與

外語群。 

職校課程規劃職校科別及綜高專門學程的類別為 15群。各群由同一個課程發展委員

會發展課程綱要。職校課程綱要以群核心課程為重點（表 2-2-3）。這種課程含一般及專

業課程，也是職校學生能力考評的重點所在。 

 

表 2-1-2未來職校課程的類別 

屬   性 自由度 訂定主體 
類別 

一般 專業 必修 選修 部訂 校訂 

群核心 � � �  �  

科、組或

學程核心 
� � �   � 

科、組或

學程適性 
� �  �  � 

 

技職課程應強調能力標準、課程、教學和評鑑四者協調對準。所以各群都先確認職

校各待培育人才及所需能力，再據以規劃課程。群共同校心能力是指各該群各科組學生

共同所需的基本必要的知識、技能和態度，須兼重學生職場就業及繼續進修需求。 

職校課程架構草案 

一般科目 76學分（48％） 

專業與實習科目 15-30學分（9-18％） 部訂必修 

合計 91-106學分（57-66％） 

校訂必修科目 

校訂 
校訂選修科目 

54-59學分（34-43％） 

畢業最低學分  160學分 

說明 原軍護體育納入一般部訂必修科目（國防通識、健康與體育） 

 

第二節  變革關注相關理論探討 

本節在探討變革關注理論，說明其源起與演變及教師關注程度階段發展的概念應用。 

壹、關注本位的採用模式（CBAM）之涵義 

「關注本位的採用模式」（Concerns-Based Adoption Model， CBAM），是美國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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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奧斯丁校區師資培育研究發展中心（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for Teacher Education），根據 Fuller的研究，擴大研究範圍，並把關

注變革的概念應用於「課程實施與教育創新」上，建構出「關注本位採用模式」的理論(阮

光勛，2005)。教師是改革方案的實施者和使用者，因此，爭取教師的支持被認為是決定

課程改革成敗的一個關鍵因素(尹弘颷，2004)。該專案計畫主持人 Gene E . Hall和同事於

1973年發表，此理論用以研究教師或改革推動者對教育革新措施的執行態度及落實情況

(王振鴻，2000)。 

貮、關注階段量表的測量與運用 

關注階段描述的是教師在實施變革時，在不同階段中所須遇到的挫折感、滿足感、

情緒和動機(Snyder、Bolin、Zumwalt，1992)。根據 Hall的關注本位採用模式（CBAM）

說明了教師對變革關注係由自我關注（self concerns）到任務關注（task concerns），再接

續到影響關注（impact concerns）的一連串過程，Hall 和 Hord（1987）以教師教學關注

三階段為理論基礎而發展出的「關注領域採用模式」（CBAM），主要是探討教師對變革

的關注情形，其各領域的特徵如表 2-2-1所示： 

表 2-2-1  CBAM的關注領域 

領域 名稱 特徵 

1 覺查 

（awareness） 
對變革極少關心或參與。 

2 
資訊 

（informational） 

對變革具有一般的認識，並想了解更多關於變

革的內容。個人似乎不會考慮到變革和自己本

身的關係，只關注變革本身的一般特徵、影響

和本身的訴求。 

自
 

我
 

關
 

注
 

3 

個人 

（personal） 

個人尚未確定變革對自己的要求，自己能否應

付此要求，以及自己在實施變革時所扮演的角

色。個人會考慮的問題包括：變革與現行學校

結構的衝突、變革與自己現在需要承擔的責任

之間的矛盾、變革對自己及同事在待遇及地位

上的涵義等。 
教
學
工
作
關
注
 

4 

管理 

（management） 

關注集中在落實變革的歷程與工作，以及使用

資訊和資源的最佳方法。特別關注的是：工作

效率、組織、管理、計畫及時程表和所需要的

時間。 

 
學
 

習
 

5 影響 

（consequence） 

關注到變革對學生的影響，焦點集中在變革對

學生的適切性，學生學習成果的評鑑和增進學

生表現的變革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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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合作 

（collaboration） 

關注在實施變革時，如何與其他人協調、合作。 

7 
重新調整 

（refocusing） 

關注從變革中發掘更多普遍性的優點，包括探

討大幅度變革或由另一變革取代的可行性，個

人對變革有其他方案或已有更明確的想法來選

擇進行變革。 

資料來源：(Hall、Wallace、Dossett，1973) 

關注領域量表的模型如圖 2-2-4，在每一個領域還包含了一些意見，在覺查領域可量

測到被測者是否知道變革是什麼；在資訊領域可量測到變革的影響是什麼；在個人領域

可量測到變革如何影響我；在管理領域可量測到是否可以適應變革；在影響領域可量測

到變革是否可行；在合作領域可量測到別人該如何做到變革的要求；在調整領域可量測

到是否還有其他更好的意見。 

 

圖 2-2-4  關注階段量表模型圖 

資料來源：(Sweeny, 2003) 

關注領域量表可依照資料繪製關注領域剖面圖，此剖面圖可表現出受試者關注領域

的分佈情形，以描述組織成員對變革創新的現況，可作為教育創新的推廣計畫修正及策

略運用的參考。若是個人或群體才剛開始採用或是尚未採用時，前面三個領域的分數會

比較高，這是非典型的使用者分佈圖，如圖 2-2-5所示，個人或群體若是使用了一段時間

後，則後三個領域的分數會比較高，如圖 2-2-6所示，這是典型的使用者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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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5  非典型使用者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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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6  典型使用者分佈圖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主要探討高職圖文傳播科教師對新課程實施的意見分析，以關注階段量表實

施問卷調查。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變項 

壹、研究架構 

依據研究動機、研究目的及文獻探討的結果，設計本研究的架構，如圖 3-1-1所示，

透過關注階段量表來做問卷調查，以教師的個人背景與學校環境為自變項，以高職圖文

傳播科教師對九九課綱的關注意見做為依變項。藉由此研究調查，進而了解高職圖文傳

播科教師在面對課程改革的教育改革推動中，圖文傳播科教師須加強那一階段的意見，

才能更積極去面對新課綱。 

在問卷中，教師的個人背景變項包含了性別、年齡、任教年資、最高學歷、任教科

目、現在擔任的職務等六種。學校的背景變項只選了任教學校所在地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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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研究架構圖 

 

第二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為高職圖文傳播科教師對九九課綱的意見分析，當教師在面對課程改革時，

關心的重點通常都是：在新課綱中我可以獲得什麼樣的資源；自己在新課綱所階演的角

色為何；自己的專業能力是否足夠；新課綱會對學生造成什麼樣的影響；新課綱實施後，

我須如何和同事進行協同教學或採用什麼樣的教學模式…。基於以上所述的種種疑問，

本研究採用了 Hall(1977)所提出的關注階段量表做為本研究的研究工具，此量表是一個七

個階段的量表，每一個量表又包含了 5 個不同的意見，採用此量表可以有系統且有效的

量測教師在面對課程改革時的意見，故本研究採用了問卷調查分析法，以關注階段量表

的問卷內容來蒐集教師們的意見並進行分析。 

研究步驟圖示，如圖 3-3-1所示 

 

教師意見領域 

1、覺查 

2、資訊 

3、個人 

4、管理 

5、結果 

6、合作 

7、調整 

教師背景變項 

1、性別 

2、年齡 

3、任教年資 

4、最高學歷 

5、任教科目 

6、擔任職務 

7、任教學校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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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  研究步驟 

叁、預試的實施 

問卷編製完成要檢驗其信度與效度，才能確知問卷是否能蒐集到可靠而正確的資

料。問卷的信度檢驗可以採取重測信度及內在信度兩種(林生傳，2003)。分述如下： 

（一）重測信度：將所編製完成的問卷對同一群樣本施測兩次，相隔時間約在兩週

到六週，視問卷的性質而定。將前後兩次測得的結果求其相關，為其信度係數。 

（二）內在信度：可以採取α係數（Alpha Coefficient），可以依照問卷的各量表個別

求內容信度，建立各量表及整體問卷的內在信度。在 SoCQ 量表中，Hall 等人以內部一

致性信度（Cronbach α係數）和穩定係數（重測信度）來考驗 SoCQ的信度，結果如表

3-3-1所示(Hall、George、Rutherford，1977)： 

 

文獻資料蒐集 

實施預試 

翻譯並編寫研究問卷

問卷內容信度考驗 

實施問卷調查 

資料整理與統計 

結論與建議 

論文初稿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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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關注領域量表（SoCQ）內部一致性信度及重測信度係數 

領域 0 1 2 3 4 5 6  

α係數 

重測信度 

.64 

.65 

.78 

.86 

.83 

.82 

.75 

.81 

.76 

.76 

.82 

.84 

.71 

.71 

（N﹦830） 

（N﹦132） 

 

（三）預試問卷的信效度考驗 

本預試問卷係由 Hall等人（1974）年所編製的「關注階段量表」翻譯而來，故應重

測其信、效度，以作為發展本研究正式問卷之依據。本研究於九十八年五月間，以高雄

市高職教師 200人為預試對象，以內部一致性考驗（Cronbach Alpha）量測本問卷之信度，

根據 Gay(2000)等人所述，測驗或量表的信度係數如果在.90 以上，表示該測驗或量表的

信度頗佳，而 DeVellis(1991)認為.70 為可接受的最小信度值。本量表的信度考驗總量表

的 Cronbach’s Alpha值為.874。本量表的各領域信度值如表 3-3-4所示：  

表 3-3-4  預試問卷內部一致性各領域信度表 

領域 覺查 資訊 個人 管理 影響 合作 調整  

α係數 0.713 0.902 0.868 0.872 0.854 0.869 0.870 N﹦200 

 

第四節   調查實施 

本問卷正式施測時係以全國高職圖文傳播科教師為對象，進行普查，於預試時對高

雄市公立高職的專業科目教師發出問卷，預試回收並確認信度後，再次用同一份問卷對

全國圖文傳播科教師進行問卷調查。 

 

第五節   資料處理 

本研究運用 SPSS12.0版套裝軟體進行統計分析，並分別以下列各項統計方式進行資

料處理： 

一、以描述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cs）包括次數分配、平均數及各階段得分以百分位法

表示，進而瞭解高職圖文傳播科教師在課程變革時關注的重點及意見。 

二、以不同教師背景為自變項，以關注階段量表各領域為依變項，以平均數及圖表說明

圖文傳播科教師對新課綱意見在各領域的差異性。 

三、以不同學校背景為自變項，以關注階段量表各領域為依變項，以平均數及圖表說明

圖文傳播科教師對新課綱意見在各領域的差異性。 

四、以不同個人背景及學校背景在變革關注量表中各領域的分佈，建立常模，並進而分

析在各領域中所代表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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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透過問卷調查收集資料，再以 SPSS統計套裝軟體 V.12版進行統計分析，來

作進一步的分析與討論。 

以常模表示所得到的數據 

根據 HALL(Hall、George、Rutherford，1977)所做的研究是以百分位數來代表群體間

之相互關係。而百分位數是將一組觀察值分割 100 等份的一群數值，指的是在團體中所

占有某個等級的個體，它的分數應該是多少的量數(吳明隆、涂金堂，2008)。當使用關注

階段量表量測出某一群體的使用者分數後，將各階段分量表所得的分數以百分位法來表

示，可繪製出關注階段的剖面圖，用來描述此群體關注階段的分布情形，可以為變革推

動者修正計畫或是策略運用的參考。將圖文傳播科教師問卷整理後，以百分位數表示，

如表 4-4-1所示： 

表 4-2-9 圖文傳播科教師對九九課綱個別關注階段的百分得分 

 關注階段量表百分數計分 

 覺查 資訊 個人 管理 影響 合作 調整 

01 83 3 11 3 32 11 7 

02 3 49 76 80 3 97 87 

03 11 87 69 76 32 90 97 

04 7 56 83 80 80 90 42 

05 63 7 6 7 25 1 7 

06 45 69 83 80 52 76 80 

07 83 69 76 59 59 45 38 

08 32 38 35 38 83 45 42 

09 80 49 45 32 59 35 35 

10 94 35 45 14 69 14 18 

11 32 87 69 63 7 14 69 

12 45 14 28 38 45 35 42 

13 97 87 83 38 97 66 73 

14 63 87 11 94 21 66 42 

15 63 28 97 97 59 66 42 

16 63 83 56 32 75 25 3 

17 11 21 18 18 7 25 21 

18 83 56 59 25 69 14 21 

19 45 83 56 99 6 99 94 

20 45 99 83 16 83 76 68 

21 11 99 76 16 83 76 38 

22 45 38 45 1 5 14 68 

23 28 99 83 16 83 76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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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11 35 45 3 7 14 37 

25 32 28 28 1 7 14 32 

26 11 83 56 18 3 66 80 

27 32 56 27 18 7 14 17 

28 63 69 28 32 5 13 18 

平均 41 58 53 39 42 46 46 

 

以圖文傳播科教師各領域的百分位平均值為縱座標，以各關注領域為横座標，可看

出教師在各領域的關注程度。在 Hall的研究中提到，若是個人或群體在尚未採用或是剛

開始採用的時候，會呈現非典型（nonuser）的使用者分佈情形，若是個人或群體已開始

使用一段時間後，圖形會呈現後三個領域的分數較高，這是典型使用者的分佈情形。如

圖 4-4-1 所示之圖形為圖文傳播科教師的關注階段量表量測後的情形，圖形的顯示為資

訊、個人、合作、調整較高，與非典型的使用者分佈是有差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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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 圖文傳播科教師關注領域百分位圖 

 

依照上述的結果可得知： 

壹、覺查領域的意見平均數最低 

在覺查領域所代表的意見是教師對變革極少關心或參與，從圖表可看出在七個

領域中的平均最低，表示高職圖文傳播科教師對於即將實施的九九課綱非常不關心。 

貮、資訊領域的意見平均數最高 

表示高職圖文傳播科教師在目前最關注的是九九課綱的資訊獲得及與如何實施

這項課程改革的步驟、方法等技術上的問題。這意謂著高職的圖文傳播科教師迫切

需要獲得對九九課綱中所包含的具體內涵及如何做好協同教學與評鑑等相關問題。 

參、「個人」領域與「合作」領域的意見為次高 

在個人領域中，教師的特質為個人尚未確定此項變革對自己有何要求，而自己

是否能夠應付此項課程變革，以及自己在實施課程改革時所該扮演什麼角色。在此

領域教師個人會考慮的問題包括：課程變革與現行學校結構的衝突、課程變革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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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現在需要承擔的責任之間的矛盾、課程變革對自己及同事在待遇及地位上會遭遇

到的問題等。在合作領域教師的特質為關注在變革實施時，如何與其他人協調、合

作，以達到最佳的效果。在高職的課程中，實習課程與專業理論課程所佔的學分數

並不低，每一位老師都有其固定的專長，在九九課綱的課程規畫中，有許多科目不

是單靠單一行業基本能力所能勝任的，所以在新課綱即將實施的此時，教師會對日

後能夠和同事間如何協調、合作感到關心。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高職圖文傳播科教師對九九課綱的意見分析為題，探討教師在九九課綱公

布後對各領域的意見分析。首先依據文獻探討高職課程的變革情形與教育變革關注的關

係。其次以 28位現任圖文傳播科教師為對象，實施普查，並分析其結果。本章將依研究

結果、歸納成結論，並據以提出具體建議，以供作課程改革時的參考。 

 

第一節  結論 

根據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發現，提出以下幾點結論： 

壹、高職圖文傳播科教師對九九課綱重視「資訊」、「個人」、「影響」、「合作」、「調整」

領域的意見，並不完全符合非典型使用者分佈 

在文獻探討中提及「關注領域量表」可依照百分位法繪製剖面圖，此剖面圖可表現

出受試者意見的分佈情形，若群體剛開始採用或尚未採用變革時，前三個領域（覺查、

資訊、個人）的分數會比較高。因九九課綱只公布而尚未開始實行，依據問卷調查結果

顯示，圖文傳播科教師注重資訊、個人、影響、合作、調整領域，覺查領域已不是那樣

的重視。依據文獻探討可得知，目前圖文傳播科教師對九九課綱的意見分別為：這項變

革如何影響我，而我該如何計畫才能將一切事情做好；這項變革是否可行；其他同事該

如何做才能達到變革的要求；其他人是否還有其他更好的意見。從以上的研究結果顯示

教育相關單位在實施九九課綱前，先公佈了九五暫綱，而後再實施九九課綱的做法才會

呈現圖文傳播科教師對九九課綱並不完全符合非典型使用者的分佈，因為教師們已進入

到典型使用者較重視的後三個領域了。 

貮、男性圖文傳播科教師重視九九課綱教學任務領域的意見，女性教師重視的是學習影

響領域的意見 

男性圖文傳播科教師在管理領域的平均得分高於女性教師，且標準差小，顯示男性

教師在管理領域的意見相近，依照文獻探討的結果，管理領域代表的是教師對教學任務

的態度，教師重視管理領域代表的意見是自己該如何做才能掌握和適應變革所帶來對自

己所造成影響的事務。女性教師在合作與調整的領域，平均數高，標準差小，顯示女性

教師對這兩個領域的意見趨於一致，合作領域是女性教師最重視的領域。根據文獻探討，

影響領域、合作領域與調整領域代表的是對學生學習影響的重視程度，教師重視這三個

領域，代表的意見是教師會注意九九課綱的變革是否有價值，也注意到其他的同事該如

何才能做到九九課綱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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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年齡在中位數以上的圖文傳播科教師對九九課綱重視學習影響領域的意見，年齡在

中位數以下的教師重視教學任務領域的意見 

依照問卷統計結果，圖文傳播科教師年齡的中位數落在 36~40 歲此階層，年齡在中

位數以下的教師重視管理領域的意見，管理領域代表的是教師對教學任務的態度，教師

重視管理領域代表的意見是自己該如何做才能掌握和適應變革所帶來對自己所造成影響

的事務。年齡在中位數以下的教師為民國八十四年實施師資培育法，所培育出的新教師，

此年齡層的教師們重視將自己的工作作好即可。年齡在中位數以上的教師重視資訊領

域、個人領域、影響領域、合作領域與調整領域的意見，顯示了此年齡層的教師對九九

課綱的意見中，不僅重視課程變革的訊息，也注意到變革會對自己在角色上會產生什麼

樣的改變，年齡在中位數以上的教師，因教學經驗較為豐富，所以當面對九九課綱變革

時，不論是在那一個領域，都顯得適應良好。根據文獻探討，影響領域、合作領域與調

整領域代表的是對學生學習影響的重視程度，教師重視這三個領域，代表的意見是教師

會注意九九課綱的變革是否有價值，也注意到其他的同事該如何才能做到九九課綱的要

求，並試著尋求是否有更好的教學方法來實施新課綱。 

肆、學歷為碩士畢業的圖文傳播科教師對九九課綱重視學習影響領域的意見，學歷為大

學畢業的教師重視教學任務領域的意見 

學歷為大學畢業的教師重視「覺查」領域、「管理」領域、「影響」領域的意見，研

究所畢業的教師重視「資訊」領域、「個人」領域、「合作」領域與「調整」領域的意見。

大學畢業的教師對九九課綱著重在應如何做才能適應課程變革所要求的一切事項，並且

對於九九課綱是否可行，是否有價值感到懷疑。研究所畢業的教師會注意到課程變革的

影響如何？變革如何影響到我，研究所畢業的教師也想幫助同事盡快適應九九課綱所帶

來的挑戰，並且會思考是不是有比九九課綱更好的替代方案。研究所畢業的教師，因為

又有了進修的機會，對於新教材與教學方法就有不一樣的想法，所以在面對課程變革時，

就會比較注意到學習影響領域的意見，所以，碩士畢業的教師在合作與調整領域，平均

數高、標準差小，也代表著他們對這兩個領域的意見有相同的想法。 

伍、任教學校位於台北市的教師對九九課綱重視教學任務領域的意見，任教學校位於高

雄市的教師重視學習影響領域的意見 

大安高工教師重視管理領域的意見，也就是大安高工的教師較重視自己該如何才能

掌握和適應變革所帶來的一切事務。台中高工的教師重視資訊領域與調整領域的意見，

也就是台中高工的教師較想瞭解課程變革影響是什麼，是否有其他更好的方式來實行九

九課綱。高雄高工的教師重視個人領域、影響領域與合作領域的意見，也就是高雄高工

教師較想瞭解這個課程變革對我的影響為何？而我又該如何做才能符合新課綱的要求，

對於九九課綱這一變革是否可行，是否有價值則持保留的態度，同時也思考著該如何幫

助其他同事更快適應課程變革。當今的高職學校學生，幾乎都選擇升學，高雄高工學生

在這三所學校中的升學成績落後大安高工與台中高工，所以在九九課綱這次的課程變革

中，高雄高工的教師重視學習領域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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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節依據研究發現與結論，提出建議，以供教育主管機關及學校行政單位，在日後

做為課程改革時的參考，並提供後續研究者方向，分述如下： 

壹、對教育主管機關的建議 

根據本研究的主要發現，對教育主管機關提出建議如下： 

教育主管機關須實施輔導與訪視 

根據本研究指出，高職圖文傳播科教師會因為學校所在地的不同，重視的領域

也不同，所以教育主管機關在九九課綱實施後，應確實對各學校實施輔導訪視，並

將所觀察的結果詳實紀錄，才能得知各校在實施九九課綱後遭遇什麼樣的問題，以

利九九課綱的落實。 

貳、對學校單位的建議 

根據本研究的主要發現與結論，提出對學校單位的建議如下： 

一、繼續維持與學校相關科別合作 

本研究主要發現顯示，圖文傳播科教師第二重視為合作領域的意見，面對九

九課綱這一個重大的課程變革時，與學校相關科別應彼此互相合作，不僅能分享

對方在教學上的經驗，也可提昇校內教師的專業能力，更能使學生能夠真正將群

集課程中，別的科別專業知識也能懂一些，才能發揮九九課綱最大效益。 

二、辦理教師成長研習 

依照研究結果得知，年齡在中位數以上的教師重視學習影響領域的意見，也

較能適應九九課綱實施後對自身所帶來的改變，所以學校可以辦理教師成長研

習，讓資深的教師分享如何適應九九課綱與自身教學經驗的分享，這將有助於新

進教師更快適應職場，也更快適應九九課綱此項課程變革對教師本身專業的影響。 

叁、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本研究採用的是關注本位理論，而關注本位採用的模式強調變革是一個過程。

在本研究中，因九九課綱尚未實施，但在課綱公布後對教師實施量測，所得的結果

與 Hall所提出的理論相互吻合。因此建議未來的研究在面對變革時，可運用前、後

測的方式，在尚未實施變革前量測教師的意見為何，在變革實施後再次量測教師的

意見，並比較其中之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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