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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主旨在探討芭蕾教師「教學信念」與「有效教學行為」

之影響。此章節將針對「問卷調查」分析與「訪談分析」之研究

發現做歸納整理，並提出具體之建議，以盼作為芭蕾教師相關單

位與研究者自身之參考依據。有關結論與建議兩大部分茲分述於

後：  

第一節 結論 

一、臺北地區芭蕾教師「個人背景因素」之現況發現  

1. 芭蕾教師「年齡」以「30歲以下」居多，約佔五成三。  

2. 芭蕾教師「婚姻狀況」以「未婚」居多，約佔六成五。  

3. 芭蕾教師「教育程度」以「學士」居多，約佔七成四。  

4. 芭蕾教師「任教年資」以「10年（含）以下」居多，約佔七   

成七。  

 

二、臺北地區芭蕾教師「教學信念」與「有效教學行為」之現

況發現  

（一）芭蕾教師「教學信念」傾向於「積極正向」之狀況；其

中，以「師生關係」構面的教學信念最為積極正向  

本研究調查發現，臺北地區舞蹈補習班之芭蕾教師「教學信

念」傾向於積極正向之狀況，且以「師生關係」構面的教學信念

最為積極正向。顯示：臺北地區舞蹈補習班芭蕾教師對於「師生

之間真誠與可信賴的雙向溝通」，以及「良好的班級氣氛有助學

生學習」之看法，最為積極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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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芭蕾教師「有效教學行為」傾向於「良好」之狀況；其

中，以「班級經營」構面的表現最為良好  

本研究調查發現，臺北地區舞蹈補習班之芭蕾教師「有效教

學行為」傾向於良好之狀況，且以「班級經營」構面的有效教學

行為最為良好。顯示：臺北地區舞蹈補習班芭蕾教師會適時地鼓

勵與讚美學生，對於班級的管理與秩序的掌控拿捏得宜，達到良

好的有效教學行為。  

 

三、不同「個人背景因素」在「教學信念」與「有效教學行為

」上之差異情形發現  

（一）不同「年齡」之芭蕾教師於整體「教學信念」上有顯著

差異，其中以「31~40歲」較「30歲以下」更為積極正向  

本研究調查發現，臺北地區舞蹈補習班芭蕾教師之「年齡」

，在整體「教學信念」上有顯著差異。就問卷調查而言，31~40

歲之芭蕾教師在「課程與教學」與「教師角色」中，較30歲以下

教師更為積極正向；此外，31~40歲與41~50歲之芭蕾教師在「

學生差異」中，較30歲以下之教師更為積極正向。就訪談內容而

言，「31~40歲」之芭蕾教師表示：芭蕾教師在「課程與教學」

上，除了具有正確的教學知能，並且要有「注重單一動作的訓練

於芭蕾教學中」之看法；在「教師角色」中，應當具備教師責任

，且要求「學生具備嚴謹的自我要求與上課態度」之看法；而在

「學生差異」中，認為應以「學生的不同程度為出發點」之看法

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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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年齡」之芭蕾教師於整體「有效教學行為」上有

顯著差異，其中以「31~40」歲之芭蕾教師顯著優於「30

歲以下」  

本研究調查發現，臺北地區舞蹈補習班芭蕾教師之「年齡」

，在整體「有效教學行為」上有顯著差異。就問卷調查而言，

31~40歲之芭蕾教師在「有效教學行為」中，均優於30歲以下；

此外，41~50歲之芭蕾教師在「教師特質」及「教學教法」上亦

優於30歲以下之芭蕾教師。就訪談內容而言，「31~40歲」之芭

蕾教師表示：在芭蕾教學中，教師應當強調術語、音樂、空間感

以及身體技能的訓練與運用，增強學生的協調性、邏輯性與反應

力，並以重點式、示範、舉例等教學方法，達到有效的教學。  

（三）「已婚」的芭蕾教師在「教學信念」與「有效教學行為

」上，顯著優於「未婚」者  

本研究調查發現，臺北地區舞蹈補習班芭蕾教師之「婚姻狀

況」，在整體「教學信念」與整體「有效教學行為」上有顯著差

異。就「教學信念」而言，「已婚」教師在「課程與教學」、「

教師角色」、「師生關係」以及「學生差異」中，較「未婚」者

更為積極正向。就「有效教學行為」而言，「已婚」芭蕾教師在

「教師特質」、「教材呈現」、「教學教法」、「師生關係」及

「班級經營」中優於「未婚」者。  

（四）不同「教育程度」不會是影響芭蕾教師「教學信念」與

「有效教學行為」的重要因素  

本研究調查發現，臺北地區舞蹈補習班芭蕾教師之整體「教

學信念」與「有效教學行為」不會因「教育程度」之不同而有顯

著差異存在。此外，就「有效教學行為」而言，「學士」芭蕾教

師的「教師特質」會優於「碩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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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同「任教年資」不會是影響芭蕾教師「教學信念」與

「有效教學行為」的重要因素  

本研究調查發現，臺北地區舞蹈補習班芭蕾教師之整體「教

學信念」與「有效教學行為」不會因「任教年資」之不同而有顯

著差異存在。此外，就「教學信念」而言，任教10年以上的芭蕾

教師在「學生差異」中，較10年（含）以下之教師更為積極正向

。就「有效教學行為」而言，任教10年以上的芭蕾教師在「教學

教法」中，會優於10年（含）以下之教師。  

 

四、臺北地區芭蕾教師整體「教學信念」與整體「有效教學行

為」呈現顯著高程度之正相關  

臺北地區舞蹈補習班芭蕾教師之「教學信念」與「有效教學

行為」具有顯著高程度之正相關，表示芭蕾教師之「教學信念」

與「有效教學行為」越積極正向時，其「有效教學行為」也就越

優良。  

五、芭蕾教師「教學信念」與「有效教學行為」之預測發現  

本研究調查發現，臺北地區舞蹈補習班芭蕾教師：「年齡類

別：30歲以下－41~50歲」、「任教年資：10年（含）以下－10

年以上」及「整體教學信念」，三個因素能有效預測其「整體有

效教學行為」，其解釋變易量達57%；換言之，當臺北地區舞蹈

補習班芭蕾教師的「年齡越長」、「任教年資越深」、「整體教

學信念越積極正向」者，其「整體有效教學行為」也就越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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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根據上述主要研究發現與結論，本節針對芭蕾教師、教育單

位與未來相關研究三方面提出以下建議，以供相關研究之參考。  

壹、給芭蕾教師之建議  

一、重視芭蕾舞蹈基本動作的訓練、培養學生嚴謹的學習態度

，有助於達到學習效果  

本研究發現：芭蕾教師「教學信念」之「課程與教學」構面

中，其平均值最高的前三項題項為：「基本訓練是很重要的，不

能操之過急」、「進行芭蕾教學時，應營造一個合作學習的教學

環境」及「應以學生的學習態度為重」。此外，在深入訪談中，

三位芭蕾教師均重視芭蕾舞蹈的「基本訓練」，並且不給予過度

複雜的組合。再者，三位芭蕾教師均以嚴格的教學模式來訓練學

生，培養學生在上課中有嚴謹的學習態度、專注力與班級常規。

因此，建議芭蕾教師應重視芭蕾舞蹈基本動作的訓練，並且注重

同儕間互助合作的良好關係；此外，可在任教新的班級時，建立

班級常規，並嚴格的實施。當學生培養出良好的學習態度與專注

力時，便能有助於學習成效。  

 

二、透過相互輔佐與教學經驗之分享，提升整體芭蕾教師的教

學信念以及教學能力  

本研究發現：「31~40歲」及「已婚」之芭蕾教師在「教學

信念」上較為積極正向，且在「有效教學行為」上傾向於良好的

狀況，表示「年齡較長」及「已婚」之芭蕾教師可能有較豐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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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經驗，在面對問題時較能處理得宜。因此，建議年紀較輕的

芭蕾教師，可藉由經驗分享之方式，向31~40歲或已婚教師請益

，相互討論與交流，並虛心接受同儕的建議與指教。經由相互輔

佐與互助互惠的良好關係，以提升整體教師的教學信念與教學能

力。  

 

三、善用「有效教學行為」之準則，時時檢視自我教學現況是

否達到有效教學之情況  

本研究發現：芭蕾教師「有效教學行為」傾向於良好之狀況

，其中以「班級經營」最為良好。再者，「班級經營」在「有效

教學行為」之現況總表中，其平均值最高的前三項題項為：「我

會適時地利用鼓勵與讚美來提高學生的學習效果」、「我能掌控

課堂秩序，讓教學活動順利進行」及「我能讓學生在課堂中，配

合老師的教學內容」。因此，建議芭蕾教師將「有效教學行為」

之內涵作為準則、時時檢視自我的教學行為並作修正與調整，以

提升芭蕾教師的教學能力，達到更有成效的「有效教學行為」。  

 

四、強化芭蕾教師「教學信念」，使芭蕾教師「有效教學行為

」更為優良  

本研究發現：芭蕾教師「整體教學信念」可以有效預測其「

有效教學行為」，且芭蕾教師教學信念與有效教學行為在各項構

面中均呈現顯著高程度之正相關。因此，建議芭蕾教師深化自身

積極正向的教學信念，並思考如何能將積極正向的教學信念化為

「有效性」的教學行為來教導學生，進而幫助自身有效教學行為

達到更優良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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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齡較小及任教資較淺之芭蕾教師，宜多觀察年齡較長及

資深芭蕾教師的教學行為，藉由觀課與深談請益，以增

進自我教學成效  

本研究發現：當芭蕾教師年齡越長、任教年資越深與整體教

學信念越積極正向時，能有效預測其「有效教學行為」，且三項

因素能預測芭蕾教師之「整體有效教學行為」，解釋力高達57%

；也就是說當芭蕾教師年齡較長且任教年資越深時，其「整體教

教學信念」對「有效教學行為」就有57%的解釋力，且芭蕾教師

表現狀況就會越優良。因此，建議年齡較小及年資較淺之芭蕾教

師可宜觀察年齡較長及資深芭蕾教師的教學行為，藉由觀課主動

與年長教師及資深教師深談請益，從中獲取正向的信念，以增進

自我的教學成效。  

貳、給相關教育單位之建議  

一、提供芭蕾教師進修管道，以提升整體的教學品質  

本研究發現：芭蕾教師「教學信念」之「教師角色」構面中

顯示：「芭蕾教師應積極參與相關研習或進修，以提升專業知能

」。此外，在深入訪談中，三位芭蕾教師均表示，「進修」是每

位芭蕾教師必頇持續進行的功課，因為唯有不斷的「進修」才能

增進自我專業知能，並強化教學能力。因此，「進修」即成為提

升教師自我專業能力的重要管道。建議相關單位提供芭蕾教師進

修管道，鼓勵教師安排自我進修的學習機會，參加國內外相關的

研習活動、芭蕾研習營，或是修習資深教師所開設的芭蕾專業課

程；藉由上課、觀課，或是練舞等方式得到啟發，從中觀察資深

教師們的授課方式、講解動作的教學技巧，及組合動作設計的編



 

160 

 

排邏輯等，將所學的知識與技能內化成自身的專業能力，並學以

致用，提昇自我芭蕾教學得專業能力與教學品質。  

二、開設職前訓練之課程，促進芭蕾教師「教師特質」及「教

學教法」之「有效教學行為」的成效  

本研究發現：芭蕾教師「有效教學行為」傾向於良好之狀況

，而在「教師特質」及「教學教法」之「有效教學行為」現況上

，平均值較低，表示芭蕾教師對現階段的「教師特質」及「教學

教法」仍有進步的空間。因此，建議相關教育單位開設芭蕾教師

之職前訓練，提升芭蕾教師熱忱與負責任的「教師特質」，以及

如何有效運用重點式、示範、舉例、引導問題與提問技巧等「教

學方法」，以促進有效教學行為之成效。  

 

三、提供更多芭蕾教學之相關資源，以增進教師的教學知識與

能力  

本研究發現：芭蕾教師「教學信念」之「教師角色」構面中

，平均值達4.62之第二高的題項為：「芭蕾教師應具備蒐集芭蕾

教學相關資源的能力，以利學生學習」。此外，在深入訪談方面

，芭蕾教師會閱讀教學書籍、蒐集國外教學影片，對芭蕾相關教

材內容、組合設計、訓練重點與目標來進行研究與分析，再設計

出良好的教材課程。然而，目前教育相關機構與學校所具有的芭

蕾教學資源仍面臨資料老舊與不足的現象，因此，學校及教育單

位倘若能提供教師更多書籍、影帶等豐富的教學資源，不僅能增

進教師教學的知能、促進教師之間的互動與互助，也能提供學生

有資源共享的機會、增強學生學習舞蹈的興趣、促進良好的互動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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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舉辦芭蕾舞蹈之表演，以推廣芭蕾舞蹈藝術  

本研究發現：在深入訪談中，芭蕾教師表示「情感表現」是

訓練芭蕾舞蹈藝術中重要的一環；此外，多觀賞演出，能增加芭

蕾舞蹈的鑑賞能力。因此，相關教育單位可以多加舉辦國內芭蕾

舞蹈之演出，以及邀請國外芭蕾舞團來台演出，以增進教師與學

生對於「情感表現」的表演能力，以及提升良好的鑑賞能力；並

瞭解動作的訓練目的，可幫助學生保有習舞的興趣，以及推廣芭

蕾舞蹈藝術。  

參、給未來研究之建議  

本研究因限於人力、時間的因素，在研究對象、內容與方法

上難免有疏漏不及之處，期盼未來相關領域能有更進一步的研究

。  

一、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何郁玟（2001）針對芭蕾教師教學信念的研究建議曾表示，

期盼未來研究中，加入不同學習背景的教師做進一步的探討。而

本研究經由教師不同背景變項之研究後發現，教師的「教育程度

」並未達到顯著的差異；而芭蕾教師的「教育程度」是否真的不

是影響教師教學信念的重要因素，關於此論點，值得再做更深入

的探討。  

 

二、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之在問卷調查的研究對象僅限於臺北地區舞蹈補習班

之芭蕾教師為受試者，若針對其它地區的芭蕾教師時，此研究結

果便有待商榷。在未來相關研究中，或許能將同份的問卷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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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進行施測與比較，更有助瞭解芭蕾教師的「教學信念」與「

有效教學行為」是否會因為地區的不同而有其差異，也可提供相

關領域人員的參考。  

 

三、研究方法方面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及訪談教師作為分析之依據，在未來的研

究中，可以加入實驗研究或其他研究方法，進一步瞭解教師教學

信念與有效教學行為的發展過程，或是芭蕾教師實際教學的表現

情形，以期能對於教師提供更全面性的瞭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