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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行銷、教學信念與教學效能之研究 

-教師專業發展之中介角色 

黃靖文 張韶蘭* 康永昌 

摘 要 

關於探討教師專業能力發展對於教學效能之影響，以往研究較少同時整合外在因素與內在

因素；本研究採取行銷導向的觀點，將教師視為學校組織的內部顧客，整合內部行銷策略

為外在因素、教學信念為內在因素，以探討內部行銷、教學信念、教師專業發展與教學效

能之關係。本研究以國民中學 332 位教師為研究對象進行實證問卷調查，資料分析方法為

結構方程模式。研究結論發現：內部行銷與教學信念對於教師專業發展有顯著正向的影響

；教師專業發展對教學效能有顯著正向的影響；並且更進一步驗證教師專業發展的中介效

果，內部行銷與教學信念能夠經由教師專業發展的中介轉化機制，進而有助於提升教學效

能。最後提出供學校組織參考之實務建議及未來研究建議。 

關鍵詞：內部行銷、教師專業發展、教學信念、教學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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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Internal Marketing, Teaching Belief, and Teaching 

Effectiveness - The Mediating Role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Jing-Wen Huang Shao-Lan Chang* Yung-Chang Kang 

Abstract 

Little research explores the effects of 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s on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teaching effectiveness. Based on the marketing-oriented perspective, this study regards teachers as internal 

customers in school organizations. This study integrates internal marketing strategies as external factors and 

teaching beliefs as internal factor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ternal marketing, teaching belief,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teaching effectiveness. This study employs a quantitative survey 

method to collect data from 332 teachers in junior high schools. The data analysis method i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internal marketing and teaching belief hav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nfluences on teaching effectivenes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nfluence 

on teaching effectiveness. The mediating role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s further demonstrated i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ternal marketing, teaching belief, and teaching effectiveness. This study provides 

specific suggestions to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Internal Marketing,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eaching Belief, Teaching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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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因應時代的變遷與社會型態的改變，教

師的專業發展須隨著時代發展與之精進（許

籐繼，2019），尤其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

綱從規劃到正式上路，政府在教師專業發展

上提出了許多政策與目標，如以教育愛、專業

力與未來力作為三個向度（潘文忠，2016），

再進一步提出九個核心內涵，以作為教師專

業發展的指引（洪詠善，2019）。為了提升

教師參加教師專業發展的意願與績效，從由

上而下以客觀、標準及普遍性的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轉變為由下而上以學校為本位的教

師專業支持系統，包括專業學習社群、國教

輔導團、共備議觀課與區域策略聯盟等，經

由鏈結多樣化資源，提供學生品質化與多元

化之教學內容。教學活動的良莠與否取決在

於教師的專業能力，相關研究指出，教師專

業發展的程度越高，可增進學校組織效能（

張媛甯、邱美雲，2010；林湘芸、黃靖文，

2019）；另外，若教師具備良好的專業能力

，有助於學生展現良好的學習成就，提升教

師的教學效能（葉子明、周君芳，2020；劉

倚禔、吳勁甫，2017）。因此學校組織十分

鼓勵教師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與學習活動，具

備更多的專業知識與能力以因應教育改革

的挑戰，以及教育革新後帶來的全新教育環

境。 

要提升教師專業發展要先改變教師的

動機（蔡孟耘等人，2020），而教師從事專

業發展的動機，可大致分為兩大因素：其一

主要受到內在因素的影響，包括個人經驗能

力、內在教學信念及追求成就之高層次需求

等；其二受到外在情境因素的影響，包括工

作難易度與特質、組織成員凝聚力、學校組

織的資源環境與管理支援、社會的聲望與期

待等。個人信念是內隱的心理狀態，含有個

人的思考、價值判斷、意見知覺等，引導個

體之態度與行為，在教學歷程中，教師的教

學信念會展現在班級經營、上課與評量方法

、師生互動等教學行為上，同時影響教師的

專業發展與教學實踐（朱耀明、李宜芳，2017

；宋佩芬，2016）。司徒達賢（2021）亦提

到個人價值觀會詮釋個人所認知的組織目

標，同時影響個人的選擇。要讓教師願意且

保有熱情投入教師專業發展，除了做什麼（

what）跟怎麼做（how）之外，更要觸動教

師心中的為什麼（why）要去做，因此本研

究欲探討教師個人內在教學信念對於教師

專業發展之影響。 

少子化威脅已是教育現場面臨的常態，

學生來源成為學校必須關注的議題，常以注

重學生、家長、社區及潛在顧客之需求為主

；從服務行銷的角度而言，教師為學校組織

重要的人力資源，應將教師視為內部顧客，

進行內部行銷（internal marketing）以提升

其工作滿意度（余瑞陽，2016；張奕華、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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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芳，2010）。先前管理領域研究結果指出

，內部行銷之意涵是指將員工視為內部顧客

（Rafiq & Ahmed, 2000），組織進行內部行

銷對於成員工作投入、組織承諾與工作滿意

度之正面的影響效果（邱貝玲等人，2016；

陳筱華、劉柏妤，2012）。學校行銷相關研

究則指出行銷執行後評估效能的重要性；

Logaj 與 Trnavcevic（2006）指出，學校傳

統之改革牽涉十分複雜的過程，改革重點在

於教師及學生，而內部行銷能夠增進學校效

能，提升顧客滿意度。 

內部行銷策略能影響教師工作動機與

工作投入態度，進而增進教師滿意度與促進

教師組織承諾，達成外部行銷的效果，提升

學校效能（陳玉娟，2014；黃義良、王怡又

，2016；楊瑞霞、丁學勤，2014；Cano & 

Sams, 2009）。因之，學校內部行銷會正面

提升教師滿意度及學校效能，然而卻缺乏探

討學校內部行銷與教師專業發展兩者之關

係。職是之故，本研究欲探討學校進行內部

行銷對於教師專業發展之影響。 

回顧相關文獻，有關教師專業發展的研

究對象大多以國民中小學教師為主，主題大

多 探 討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之 概 念 與 現 況 

（林弘昌、陳彥綸，2019；林思騏、陳盛賢

，2018），或是單一因素對於教師專業發展

與教學效能或學校效能之影響，例如：教學

信念（張明文等人，2016）、教學風格（邱

憲義、蕭佳純，2019）、進修動機（蔡孟耘

等人，2020）等。由於先前研究缺乏同時整

合外在因素與內在因素探討對於教師專業

發展與教學效能之影響，本研究於是採取行

銷導向的觀點，將教師視為學校組織的內部

顧客，整合內部行銷策略為外在因素、教師

個人教學信念為內在因素，探討內部行銷、

教學信念、教師專業發展與教學效能之間的

關係。另一方面，過去曾有研究論述教師專

業發展的中介效果，將教師教學風格或是團

體凝聚力透過教師專業發展機制轉化為正

面力量，有助於提升學校發展與學校組織效

能（林湘芸、黃靖文，2019；邱憲義、蕭佳

純，2019）。然而，先前研究較少關注於學

校內部行銷策略與教師個人的教學信念如

何透過教師專業發展來提升教學效能等面

向，為填補研究缺口，本研究進一步探討教

師專業發展之中介效果，界定教師專業發展

為可能影響學校內部行銷、教師教學信念與

教學效能關係之中介變數。 

綜合上述，本研究目的為：一、檢驗內

部行銷、教學信念、教師專業發展以及教學

效能之關係模式；二、檢驗國民中學進行內

部行銷與教師之教學信念，如何透過教師專

業發展的中介機制，進而提升教師教學效能

。本研究之價值與貢獻在於整合教師專業

發展與行銷管理的文獻，探討內部行銷、教

學信念、教師專業發展與教學效能之間的影

響關係，並進一步探討學校組織的內外在因

素對於教學效能之影響，是否透過教師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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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運作產生中介作用。希冀透過本研究拓

展國民中學關於教師專業發展的實證研究

資料與豐富研究視野。 

貳、文獻探討 

一、內部行銷之意涵 

行銷意指針對顧客、夥伴和社會進行傳

遞與交換產品或服務，並溝通與創造新價值

的一種活動和過程。在學校組織中，希望藉

由行銷策略來推動教育政策的執行和教育

成效的宣傳。學校組織的顧客是多元的，包

含內外部顧客，藉由服務業行銷架構，可以

將學校行銷分成三部分，「外部行銷」為學

校對於家長與學生的行銷，主動去發掘他們

的潛在需求，塑造學校特色以符合家長及學

生的想法與需求；「內部行銷」為學校將教

師當成內部顧客，激勵並滿足其需求；「互

動行銷」則為教師與學生、家長應對互動的

過程（余瑞陽，2016；張奕華、李春芳，2010

）。 

內部行銷可視為一種管理哲學，大致分

為四階段：一是驅使組織導入顧客及行銷導

向觀點；二是將組織成員視為顧客，採用與

行銷相似的做法；三是滿足成員需求及改善

工作績效，進行員工關係管理；四是建立組

織信任與互惠關係，為內外部顧客創造附加

價值（Longbottom et al., 2006）。在教育現場

，內部行銷透過具體的做法，例如：成員招

募、訓練、溝通與增能等；激勵成員履行承

諾的意願與能力，讓成員自動自發努力提升

服務品質與效率（Rafiq & Ahmed, 2000）。 

相較於外部行銷與互動行銷，內部行銷

最為重視內部成員的需求，將教師視為顧客

，以行銷策略來滿足教師需求與充實教師

實踐承諾的能力及意願，透過教師滿意程度

的提升而達到學生和家長滿意度的提升（黃

義良、王怡又，2016；Cano & Sams, 2009; 

Logaj & Trnavcevic, 2006）。好的學校經營

者如果先將教師當成顧客，以內部行銷策略

增強教師對於學校之認同感及忠誠度，讓家

長因為感受到教師的教育熱忱與教學效能

而滿意，形成良好口碑行銷之廣告效果，更

是具有教育價值的行銷（陳玉娟，2014；楊

瑞霞、丁學勤，2014）。 

整合上述，本研究認為內部行銷為學校

將教師視為顧客，經由溝通與關懷、分享與

信任、支援與環境營造的策略，整合個人與

學校的目標、知能與資源，以滿足個人的需

求，提升個人創造組織所立目標之意願，進

而促成外部顧客滿意，形成三贏局面。本研

究參考相關文獻將內部行銷分成三大構面（

陳玉娟，2014；黃義良、王怡又，2016），

包括「溝通關懷」指的是學校藉由各種溝通

管道，闡述其學校願景與組織目標，兼顧教

師需求及給予關懷；「增能賦權」指的是學

校辦理各項研習及活動，鼓勵教師進修，提

升教師相關專業知能，並尊重專業開放參與

決策；「資源環境」指的是學校行政能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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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所需的資源設備，建立舒適安全的校園

環境。 

二、教學信念之意涵 

「信念」在社會認知理論及自我效能理

論裡為相當重要的概念（Bandura, 1982），

人們具有意願去從事某一項工作，積極正向

的信念有助於人們發揮其工作能力達成效

能。信念亦是一個人內隱的心理狀態、一種

由內而外的動作系統，含有個人的思考、價

值判斷、意見與知覺等，經由經驗之建構展

現出態度，引導個體之行為、思想與決定。

教學活動屬於帶有意向的行為，教學信念為

整體教學活動的引擎，在教學過程中，教師

依其教學信念、專業知識能力、經驗及喜好

來進行教學活動（Kiss & Lin, 2016; Wang et 

al., 2013）。朱耀明、李宜芳（2017）認為

教師根據自身的專業與認真，將抽象、內隱

的觀念轉化為外在的具體教學行為，整個過

程中必須運用本身的信念與經驗處理突發

的狀況和問題。教師的教學信念反映出教師

如何詮釋教學理論與經驗，不僅會影響其教

學策略（梁鳳珠，2012；宋佩芬，2016；蕭

佳純，2018），而且會影響師生互動、教師

的教學實踐內容，包含教學規劃、教材設計

、教學方法與教學成效等（Dunn & Rakes, 

2011; Kiss & Lin, 2016; Northcote, 2009）。 

基於上述，教學信念係指教師對本身角

色扮演、師生關係、課程認知的內隱想法，

此種想法會因成長背景、專業能力、教學經

驗與外在環境而不同，進而表現在班級經營

、上課方式與評量方法、師生互動等方面的

教學行為上。本研究參考相關文獻將教學信

念分成三大構面（張明文等人，2016；梁鳳

珠，2012），包括「課程教學」指的是教師

進行教學前課程目標、教材內容之選擇，教

學進行中所使用之教學策略，教學後之評量

方式與回饋；「角色立場」指的是教師在教

學各方面對於本身角色期許、專業能力、教

學成效與自我認同所持之信念；「關係互動

」指的是教師對班級經營、對學生管教方式

與溝通討論等相處模式所持之信念。 

三、教師專業發展之意涵 

《教育基本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應

尊重教師專業自主；《教師法》第 31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教師之教學及對學生之

輔導依法令及學校章則享有專業自主。」教

育改革成功的重要關鍵之一在於提升教師

專業（許籐繼，2019），教學歷程以專業發

展為導向、以學生學習為中心，許多國外的

教育政策主軸也都強調增進教師專業素質

與教學品質之目標（Glazer & Hannafin, 

2006）。 

教師是身處教育第一線的角色，對於教

育的體現具有關鍵影響力，「教師專業發展

」更是教育改革的核心議題（Villegas-

Reimers, 2003）。在台灣的教育現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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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與教師專業發展兩者之間彼此互相影

響與回應（洪詠善，2019），教師已不是標

準課程的忠實傳遞者，必須隨著時代腳步不

斷精進，掌握教育發展的趨勢和脈動，除了

在職前所受的師資培育教育訓練、更要不斷

求新和精熟自我的知能，否則將陷入「用從

前的知識，教導目前的學生，面對未來的情

境」的危機（邱憲義、蕭佳純，2019；林弘

昌、陳彥綸，2019）。教師專業發展在本研

究係指教師在教學職涯中，為精進教學能力

、提升教學品質或滿足個人自我實現需求，

積極自主性參加各項成長學習活動，藉此持

續反省思考與增進其專業知能、技能與態度

。本研究參考相關文獻將教師專業發展分

成三大構面（邱憲義、蕭佳純，2019；蔡孟

耘等人，2020），包括「知識能力」是指教

師有充分的專業知能，依課程目標規劃教學

活動，掌握學生學習狀況與有效評估學生學

習成效；「態度精神」是指教師能主動關注

教育議題，積極參與校務發展；「研究進修

」是指教師在教學過程能保有不斷的好奇心

與向上心，積極參與校內外研習成長活動，

精進教師專業知能。 

四、教學效能之意涵 

教學活動具備高度專業化，教學效能對

於學生學習品質與學習成效有相當大的影

響（張德銳，2004）。在師生互動過程中，

學習的主體雖然是學生，但真正主宰教學活

動過程卻是教師。教師在過程中扮演角色極

其重要，具有高自我效能的教師，有較強的

自信心，較能盡心投入教學工作進行有效率

的教學，對學生學習行為與成就表現將會產

生良善積極的影響；然而，具有低自我效能

的教師則無法在教學上全力以赴，易導致學

生學習之不良影響（黃建翔、吳清山，2013

）。 

國內外研究因應不同之研究目的，對於

教師教學效能的定義有各方的見解，有學者

提出自我教學信念的觀點，認為教學效能是

一整體性的概念，是對工作的專業程度與自

我能力的知覺、信念，教師經由對自我肯定

增強教學信念，進行各階段之教學活動，達

成有效教學目標，幫助學生有效學習。也有

學者以有效教學行為為基準，指出教師若有

良好掌握自我教學能力，隨時精進及調整自

身的教學、規劃有效率的教學程序、安排良

好的學習環境、精熟教學內容，即為達到教

學效能（陳依婷等人，2019；劉倚禔、吳勁

甫，2017）。此外，有的研究從教學結果的

觀點，如依據學生的學習成效來評斷衡量教

學效能的高低（Money, 1992）；有的則著

眼於教師信念，依據教師對於學生的影響程

度來衡量教學效能的高低（ Gibson & 

Dembo, 1984）。 

教學效能在本研究的定義為：教師在實

際的教學中，能夠根據對學生程度、自身能

力的經驗知覺來設計教學活動，掌控班級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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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與時間，達成教學目標，並透過評量結果

對個別學生補強，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本

研究參考相關文獻將教學效能分成三大構

面（陳依婷等人，2019；劉倚禔、吳勁甫，

2017），包括「自覺反思」是指教師自身之

後設認知，並在教學過程中依學生程度與反

應持續調整以增進教學成效；「經營管理」

是指教師能營造良好的班級氣氛、重視與學

生的互動、並掌控教學活動狀況，使其順利

進行；「策略評量」是指教師能依學生程度

、教學目標來設計課程活動，運用多元的評

量方式。 

五、變數間之關係 

（一）內部行銷與教師專業發展 

本研究探討內部行銷對於教師專業發

展之影響，此觀點在過去的研究尚缺乏相關

的討論。雖沒有研究直接探討內部行銷與教

師專業發展兩者之關係，但一些管理領域的

研究結果可以發現內部行銷對於工作動機、

工作投入、組織承諾呈現正向且顯著之影響

，組織能夠藉由內部行銷的概念，對待員工

如內部顧客般，滿足內部員工需求，可預期

達成組織目標（邱貝玲等人，2016；陳筱華

、劉柏妤，2012）。 

本研究以服務業行銷觀點來看待學校

經營，將教師視為內部顧客，學校對教師進

行內部行銷，提升工作動機與工作投入，增

加其滿意度。在學校行銷的文獻中亦指出學

校領導者重視內部行銷策略的推動，對內凝

聚教職員共識，能使教職員具備服務意識及

熱忱，展現出優質的教學活動和專業服務，

增進教職員工作投入與組織承諾，有助於提

升學校組織績效（余瑞陽，2016；張奕華、

李春芳，2010）。 

楊瑞霞、丁學勤（2014）的實證研究指

出，內部行銷的構面中，激勵獎酬與內部溝

通兩者有益於增進教師組織承諾。黃義良、

王怡又（2016）針對 2006 至 2013 年的相

關文章進行後設分析，研究結論指出學校內

部行銷會影響教師滿意度及學校效能。陳玉

娟（2014）從教育角度切入，建構內部行銷

指標，認為內部行銷應包括管理支援、組織

氣氛、工作環境、激勵誘因、教育訓練及授

權賦能等層面，因此可看出學校的內部行銷

策略能夠提供教師適宜的管理支援與工作

環境和氣氛，透過激勵誘因鼓勵教師參與教

育訓練的學習活動，有助於教師彼此互動與

協調合作，促進教師專業發展。基於上述，

學校進行內部行銷有益於教師工作滿意度

與組織承諾，使教師更有意願投入教學活動

與專業發展。由此本研究推論內部行銷對於

教師專業發展應該存在著關聯性，並提出以

下假設： 

H1：內部行銷對教師專業發展有正向

且顯著的影響。 

 

（二）教學信念與教師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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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對於個體的工作行為是非常重要

的因素，好的信念可以帶領個體有正向行為

的發展，因此提升信念確實有其必要性。有

關信念的討論可大略分為兩個方向，其一是

個體相信自己能夠完成某項任務的程度，另

一是個體對於某項事物所抱持觀點的信念。

在教學現場中，教師會依據個人所認為學生

需求以及對自己本身角色之信念，進行班級

經營、採取適當的教材教法、進行評量輔導

與親師溝通等行為（朱耀明、李宜芳，2017

；宋佩芬，2016；蕭佳純，2018）。 

張明文等人（2016）以高職電機電子群

教師為對象，探討教學信念、教師專業發展

與教學效能關係，結果發現教師具有良好的

教學信念與專業發展認同度，教學信念與教

師專業發展間存在正向的關聯性，教師教學

效能情況良好。Wang et al.（2013）曾提出

教師投入對於工作意願與行動信念影響程

度之討論；Kiss與 Lin（2016）以及 Northcote

（2009）的研究則指出：較強的教學信念有

益於良好的教學行為。事實上，教師本身的

教學信念對於自我教學行為與教學效能會

產生正面影響效果（Dunn & Rakes, 2011）

。本研究發展下列假設： 

H2：教學信念對教師專業發展有正向

且顯著的影響。 

 

（三）教師專業發展與教學效能 

在台灣，因應《十二年國教課綱》推動

，教師專業發展有其必要性，學校必須培養

教師素養導向專業能力，提供彈性多元與激

勵創新的環境空間（洪詠善，2019）。課程

改革與教師專業發展政策彼此息息相關，教

師若能具備專業發展的觀念，為精進教學能

力、提升教學品質或滿足個人自我實現需求

，積極自主性參加各項成長學習活動，藉此

持續思考精進其專業知識、技能與態度，將

會對學生的學習表現帶來正面的助益（林思

騏、陳盛賢，2018）。 

教師專業發展的發展面向十分多元，面

對各種多樣的專業成長活動，教師能夠積極

主動參與，增進自我專業知能，在人際溝通

、態度與技能之進步，促進教學品質與教學

效能之提升（Glazer & Hannafin, 2006）。

而一些研究亦指出教師專業發展與教學效

能之關係，例如：黃建翔、吳清山（2013）

以 TEPS 資料庫為例，指出臺灣地區教師對

教師專業發展與教學效能的覺知屬於中上

程度，教師專業發展顯著且正向的影響教學

效能；陳依婷等人（2019）指出師資多元化

後國民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與教師效能兩者

具有高度關聯性；蔡孟耘等人（2020）的研

究發現教師專業成長與教學效能有高度正

相關，教師具有良好的教師專業成長表現，

則教學效能越佳；葉子明、周君芳（2020）

探討資訊科技融入國小教師教學，結果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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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成長對於教學效能有正面的影響

效果，且達顯著水準。 

由上述可知，教師參與不同類型的研習

和成長活動，透過與其他教師互動交流或不

同領域刺激教師創意思考，進而增進教師知

能及專業素養，有助於提升教學效能。本研

究發展下列假設： 

H3：教師專業發展對教學效能有正向

且顯著的影響。 

 

（四）教師專業發展之中介角色 

教師專業發展的層面包含：專業知識能

力、專業態度精神、專業研究進修（張明文

等人，2016；黃建翔、吳清山，2013）。因

應新的教育趨勢與十二年國教課綱的提出，

教師專業發展必須因應時代變遷不斷精進，

運用多元的資源鏈結，使學生獲得更多元與

高品質的教學內容（洪詠善，2019）。對於

學校教育組織而言，營造出教師專業成長的

學習環境，提供開放與創新學習管道與機制

，教師專業發展激發教師進行知識分享，帶

動持續精進學習的風氣，鼓舞教師將所學分

享予其他教師，更能凝聚學校向心力與提升

教師之間信任感，進而促進組織效能（林湘

芸、黃靖文，2019；蔡孟耘等人，2020）。 

一些研究曾討論教師專業發展的中介

角色，例如邱憲義、蕭佳純（2019）針對高

中教師的研究結果發現，教師專業發展在教

學風格與教學效能之間的關係產生重要的

中介效果；林湘芸、黃靖文（2019）探討國

小教師團體凝聚力，研究發現教師專業發展

的中介效果，團體凝聚力會透過教師專業發

展間接影響學校組織效能。由上述可知，雖

然相關研究指出教師專業發展的重要性，然

而過去較少研究關注學校行銷策略與教師

個人的教學信念如何透過教師專業發展來

提升教學效能。 

由上述變項間關係討論之文獻可看出，

假設 H1 連結內部行銷與教師專業發展，H

2 連結教學信念與教師專業發展，而 H3 連

結教師專業發展與教學效能，本研究依據程

序取向的觀點認為教師透過內部行銷策略

的影響以及自我本身的教學信念，提高教師

專業發展的認知與意願，進而將個人專業知

能轉化為教學表現，提高教學效能。教師專

業發展對於內部行銷、教學信念與教學效能

之間的關係應扮演中介角色。 

內部行銷必須與內部顧客密切合作，才

能對外部顧客提供更有品質、有效能的服務

（Cano & Sams, 2009; Logaj & Trnavcevic,

 2006），即當學校進行內部行銷策略，整合

校內知識資源以提升效能時，應該將教師當

作內部顧客看待，給予教師多元的專業成長

空間，給予教師決定教學或學生相關事務的

自主權，鼓勵教師進修，積極參與各項研習

成長活動，展現專業態度，精進教學能力。

透過教師專業發展的轉化機制，有助於將內

部行銷策略所產生的力量以及教師個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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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教學信念加以進一步提昇為教學效能。

本研究發展下列假設： 

H4：內部行銷會透過教師專業發展之

中介作用而正向影響教學效能 

H5：教學信念會透過教師專業發展之

中介作用而正向影響教學效能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探討屏東縣國民中學教師

在學校進行的內部行銷、教師本身的教學信

念對於教師專業發展與教學效能之影響，根

據文獻探討提出研究架構和假設，進一步探

討教師專業發展在內部行銷、教學信念與教

學效能之間關係所扮演之中介變項效果，本

研究之觀念性模型如圖 1 所示。 

 

圖 1 

本研究架構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屏東縣國民中學的教師為主

要研究對象，依據屏東縣教育產業工會統計

109 學年度屏東縣立國民中學共 38 所，教

師人數為 1,498 人，本研究發放預試問卷 60

份，回收後之問卷進行項目分析與信度分析

，對於沒有達到顯著水準之題項調整敘述以

形成正式問卷。正式問卷施测之樣本規模參

酌 Dillman 與 Smyth（2007）公式，在 95 % 

的信心水準與 ± 5 % 的抽樣誤差下，計算出

樣本數需求為 303 人，為了避免問卷回收份

數偏低，本研究共計發出 400 份問卷，回收

338 份，有效問卷 332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

83.0 %。 

表 1 呈現本研究之基本資料分析。在有

效樣本中，女性教師多於男性教師，佔 61.4

 %；在年齡方面，以 41 - 50 歲為最多，佔

49.1 %，其次為 31 - 40 歲佔 26.5 %，51（

含）歲以上佔 20.5 %，30（含）歲以下佔 3

.9 %；在學歷方面，超過半數集中在研究所

學歷，共佔 65.7 %；在服務年資方面，多集

中在 11 - 20 年，比例佔 50.3 %，其次為 21

（含）年以上佔 34.6 %，10（含）年以下佔

H3 

H4 

教學信念 

內部行銷 

H5 

H1 

教學效能 
教師專業發

展 

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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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在職務方面，多集中在擔任導師佔

46.7 %，其次為專任教師佔 29.5 %。基本資

料分析結果顯示，本研究抽樣樣本結構大致

符合母群體現況。 

 

表 1 

樣本基本資料次數分配表（n = 332） 

問項 類別 樣本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性別 
男生  

女生 

128 

204 

38.6 

61.4 

38.6 

100.0 

年齡 

30（含） 歲以下 

31-40歲 

41-50歲 

51（含）歲以上 

13 

88 

163 

68 

3.9 

26.5 

49.1 

20.5 

3.9 

30.4 

79.5 

100.0 

學歷 

大學（專科）以下 

四十學分班 

研究所（任教後） 

研究所（任教後） 

86 

28 

80 

138 

25.9 

8.4 

24.1 

41.6 

25.9 

34.3 

58.4 

100.0 

服務年資 

10 （含） 年以下 

11-20年 

21 （含）年以上 

50 

167 

115 

15.1 

50.3 

34.6 

15.1 

65.4 

100.0 

職務 

教師兼主任 

教師兼組長 

導師 

專任教師 

24 

55 

155 

98 

7.2 

16.6 

46.7 

29.5 

7.2 

23.8 

70.5 

100.0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為量化之問卷，包括內部行

銷、教學信念、教師專業發展與教學效能四

個變數。填答者針對每個題項所認知的同意

程度加以回答。基本資料為類別選項，另外

各個變數題項之衡量採用李克特五點量表，

數字從 1 表示「非常不同意」到 5 表示「非

常同意」。依據文獻探討與參考相關研究，

本研究編擬出問卷初稿，函請相關領域學者

及專家共五位提供意見，依據專家意見針對

問卷題項進行修改與語句調整，以符合研究

情境，因此本研究工具具備相當程度之內容

效度。 

表 2 列出各變數之衡量構面與題項，驗

證性因素分析的結果顯示，內部行銷之因素

負荷量介於 0.77 到 0.88 之間，教學信念之

因素負荷量介於 0.85 到 0.91 之間，教師專

業發展之因素負荷量介於 0.81 到 0.89 之間

，教學效能之因素負荷量介於 0.80 到 0.91

之間，皆大於 0.70 以上的水準（Hair et a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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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變數衡量題項與因素負荷量 

變數 構面與題項 負荷量 

內
部
行
銷 

【溝通關懷】   

學校有暢通的溝通管道讓我能在各單位之間交換意見。 0.88 

學校要實施新措施時，會事先與教職員工充分溝通，藉以獲得支持。 0.86 

學校會關心我的生活狀況，並提供必須之協助。 0.81 

【增能賦權】  

學校會支持並鼓勵我參加各項研習或進修活動，以提升我的專業知能。 0.88 

學校會尊重我的專業能力，賦予我在職權範圍內的決策空間 0.77 

學校讓我能夠參與校內各項會議，以發表對學校政策的建議。 0.84 

【資源環境】  

在經費許可範圍內，學校能改善各項軟硬體設備，以符合師生需求。  0.79 

學校行政能為教職員工提供工作上必要的各項支援。 0.85 

我覺得學校的環境安全、便利，對於教學成效上有提升。 0.81 

教
學
信
念 

【課程教學】   

我認為教師應對課程目標和教材內容充分的瞭解且精熟。 0.90 

我認為教師應有選擇教學教材、教學方式與評量方式的自主權。 0.90 

我認為教師應有系統、有組織並以多元方式呈現教學內容。 0.91 

【角色立場】  

我認為教師不僅是教學者，也是輔導者。 0.88 

我認為教師應具有愛心與幽默感等特質，以縮短師生之間的距離。 0.87 

我認為教師應隨時反省自己的教學歷程與實施情況。 0.85 

【關係互動】  

我認為在課堂上，師生間應建立互相討論的溝通模式，以營造良好的學習氣氛。 0.90 

我認為教師應和學生建立真誠、信賴的師生關係。 0.90 

我認為教師應隨時關注學生的學習歷程與態度，並適時引導。 0.90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知識能力】   

我具備任教領域學科的專門知識與教學知能。 0.83 

我能根據課程需求與學生程度運用各種不同的教學方法。 0.88 

我會隨時檢視學生學習目標的達成情況，並適當調整教學內容與方法。 0.81 

【態度精神】  

我對於教學工作保持正向積極的態度，關心各種教育問題。 0.87 

我能認同教育工作，願意在個人精力許可情況下投入更多心力與時間。 0.87 

我時常關心學生的日常生活與學習狀況。 0.83 

【研究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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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數 構面與題項 負荷量 

我會時時反思自身的教學方法與教學策略。 0.88 

我會尋求並嘗試各種新的教學方法，並分辨其優劣。 0.89 

我能虛心接納他人的各項建議與做法來修正自己的教學方式。 0.88 

教
學
效
能 

【自覺反思】  

即使學生的學習動機不強，我也能讓他們達到合理目標與水準。 0.80 

我認為經由適當的輔導，可以改變學生的偏差行為。 0.83 

我覺得自己能對學生的學習成就有產生正面的影響力。 0.84 

【經營管理】  

我會營造教室裡和諧愉快的學習氣氛。 0.91 

我會與學生保持良好互動的師生關係。 0.91 

我會以簡短而有效的方式處理課堂上的突發狀況。 0.84 

【策略評量】  

我會依據班級學生程度的差異，設計不同的教學方案。 0.81 

我能依教學科目與目標選用適當的教學媒材或輔具。 0.86 

我能利用多元評量的結果，調整教學的進度、難度與方法。 0.89 

 

 

內部行銷指的是學校將教師視為顧客，

整合個人與學校的目標、知能與資源，以滿

足個人的需求，提升個人達成組織目標之意

願，轉而促成外部顧客滿意度，形成三贏局

面（陳玉娟，2014；黃義良、王怡又，2016

）。本研究內部行銷之衡量包括「溝通關懷

」3 題，「增能賦權」3 題，「資源環境」3

題。 

教學信念係指教師對本身角色扮演、師

生關係、課程認知的內隱想法，此種想法會

因背景經驗、專業能力、與外在環境而不同

，進而表現在班級經營、師生互動與評量方

式等教學行為上（張明文等人，2016；梁鳳

珠，2012）。本研究教學信念之衡量包括「

課程教學」3 題，「角色立場」3 題，「關係

互動」3 題。 

教師專業發展意義是指教師在教學職

涯中，自主積極的參加各項成長學習活動，

藉此持續反省思考與增進其專業知能、技能

與態度（邱憲義、蕭佳純，2019；蔡孟耘等

人，2020）。本研究教師專業發展之衡量包

括「知識能力」3 題，「態度精神」3 題，「

研究進修」3 題。 

教學效能係指教師能夠達成教學目標，

並透過評量結果提升學生學習成效（陳依婷

等人，2019；劉倚禔、吳勁甫，2017）。本

研究教學效能之衡量包括「自覺反思」3 題

，「經營管理」3 題，「策略評量」3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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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結果分析 

本研究以描述性統計分析針對基本資

料進行次數分配，採偏最小平方法（partial 

least squares, PLS）以結構方程模式進行資

料分析，以下說明分為測量模型信效度檢定

與結構模型檢定兩個部分。 

 

一、測量模型信效度檢定 

本研究變數的相關係數表與信效度分

析如表 3 所示，顯著的相關係數顯示研究架

構中各變數間存在關聯性。以 Cronbach’s α

值與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檢

驗問卷信度，各量表之 alpha 值介於 0.78 ~ 

0.92，CR 值介於 0.84 ~ 0.93，均高於 0.70

以上的標準，因此變數之衡量具有可靠性及

一致性（Hair et al., 2020）。在收斂效度方

面，內部行銷、教學信念、教師專業發展、

及教學效能之所有參數估計呈現顯著水準（

p < 0.05），而且各變數題項之因素負荷量介

於 0.77 到 0.91 之間，皆大於 0.70 以上的水

準，各變數平均萃取變異量（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介於 0.50 ~ 0.61，

符合大於 0.50 的標準，測量指標能充分反映

出共同因素構念的潛在特質，這些結果顯示

本研究符合收斂效度的條件（陳寬裕，2018

；Hair et al., 2020）。 

依據相關文獻之判斷準則，區別效度檢

驗方式為每個構念的平均萃取變異量平方

根大於各構念與模型中其他構念間的相關

係數（陳寬裕，2018；Fornell & Larcker, 1981

），各變數之平均萃取變異量平方根計算出

之數值介於 0.61 至 0.78 之間，大於各變數

間的相關係數，此外各變數的交叉負荷量均

小於其構面的因素負荷量，因此本研究問卷

具有區別效度。 

 

二、結構模型檢定 

（一）直接效果檢定 

 

 

 

表 3 

相關係數與信效度分析 

構面 1 2 3 4 Alpha CR AVE 

1. 內部行銷 0.61    0.78 0.84 0.50 

2. 教學信念 0.42 0.78   0.92 0.93 0.61 

3. 教師專業發展 0.38 0.52 0.76  0.91 0.92 0.58 

4. 教學效能 0.56 0.45 0.69 0.75 0.90 0.92 0.56 

註：CR 為組合信度；AVE 為平均變異萃取量；對角線數值為平均變異萃取量之平方根；下三角數值為 Pearso

n 相關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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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研 究 以 線 性 結 構 模 式 進 行

bootstrapping 分析，來檢驗假設之各變項間

的影響關係。圖 2 為模式路徑係數圖，標準

化路徑係數代表因果關係強弱，決定係數 R2

值代表內因構面的變異解釋量，R2值越大表

示模型的解釋能力越佳（Cohen, 1988）。由

圖 2 可得知，教學效能的 R2 值為 0.58，教

師專業發展的 R2值為 0.3，依據學者的建議

，各構面之間具有良好的解釋變異量，顯示

本研究模型解釋能力良好（Cohen, 1988）。 

 

圖 2  

模式路徑係數圖 

 

 

 

 

表 4 為路徑係數之結果彙整表，除了呈

現顯著性檢定，亦呈現信賴區間估計數據。

圖 2 與表 4 顯示，內部行銷對教師專業發展

的直接效果值為 0.2，且達顯著水準（p < 0.

01），假設 H1 驗證成立；教學信念對教師

專業發展的直接效果為 0.43，且達顯著水準

（p < 0.001），假設 H2 驗證成立；教師專

業發展對教學效能的直接效果為 0.55，且達

顯著水準（p < 0.001），假設 H3 驗證成立

。這些結果指出學校進行內部行銷策略以及

教師本身具備的教學信念，有助於增進教師

學習成長、專業知能提升之教師專業發展。

此外，教師專業發展對於教學效能亦有顯著

正向的影響。 

 

（二）中介效果檢定 

由於內部行銷、教學信念對於教師專業

發展之關係以及教師專業發展對於教學效

能之關係，經模式驗證後均有正向顯著關係

，且由表 4 路徑係數之結果彙整表可看出，

內部行銷經由教師專業發展而影響教學效

能之間接路徑具有顯著性（β = 0.11, t 值 = 

2.91, p < 0.01），教學信念經由教師專業發

展而影響教學效能之間接路徑具有顯著性（

β = 0.24, t 值 = 5.96, p < 0.001），因而符合

進一步驗證中介效果的先決條件。 

本研究採用解釋變異量比例（variance 

accounted for, VAF）公式來檢驗間接效果（

0.55*** 

0.43*** 

0.2** 

教學效能 
(R2=0.58) 

教學信念 

內部行銷 

教師專業
發展 

(R2 = 0.3) 



內部行銷、教學信念與教學效能 

17 

Nitzl et al., 2016），當 VAF > 80 %屬於完全

中介，VAF 介於 20 - 80 %屬於部分中介，

而 VAF < 20 % 無中介效果。由表 4 可知，

內部行銷對教學效能之直接效果值為 0.34，

間接效果值為 0.11，依據此公式計算，得出

內部行銷經由教師專業發展而影響教學效

能之 VAF 為 24.44% 「0.11 /（0.11 + 0.34）

」，表示教師專業發展具有部分中介效果 

（Nitz et al., 2016），因而假設 H4 成立。由

表 4 可知，教學信念對教學效能之直接效果

值為 0.02，間接效果值為 0.24，教學信念經

由教師專業發展而影響教學效能之 VAF 為 

92.31 % 「0.24 / (0.24 + 0.02) 」，表示教師

專業發展具有完全中介效果（Hair et al., 

2020），因而假設 H5 成立。 

 

 

表 4 

路徑係數之結果彙整表 

路徑 影響效果 信賴區間 

指標 路徑係數 誤差 顯著 t 值 顯著 p 值 [2.5%, 97.5%] 

內部行銷 → 教師專業發展 0.20 0.07 2.92 0.004 [0.02, 0.30] 

教學信念 → 教師專業發展 0.43 0.06 7.90 0.000 [0.33, 0.55] 

教師專業發展 → 教學效能 0.55 0.06 9.27 0.000 [0.42, 0.67] 

內部行銷 → 教學效能 0.34 0.06 5.26 0.000 [0.23, 0.48] 

教學信念 → 教學效能 0.02 0.05 0.37 0.710 [-0.09, 0.11] 

內部行銷 → 教師專業發展 → 教學效能 0.11 0.04 2.91 0.004 [0.01, 0.17] 

教學信念 → 教師專業發展 → 教學效能 0.24 0.040 5.96 0.000 [0.17, 0.34]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與理論意涵 

（一）內部行銷之正向效果 

過去雖然缺乏內部行銷與教師專業發

展兩者之直接關聯性研究，但一些文獻指出

內部行銷有助於提升教師組織承諾與滿意

度（黃義良、王怡又，2016；楊瑞霞、丁學

勤，2014）。本研究發現內部行銷對教師專

業發展存有正向顯著的影響，學校應該將教

師視為學校內具有價值的人力資源以及有

價值的內部顧客，能夠影響學習品質良窳。

透過辦理各種研習及增能活動，鼓勵教師進

修以提升教師相關知能，尊重其教學自主權

及賦予參與各項學校政策討論的機會，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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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行銷確實有助於提高教師願意追求其

專業發展。 

（二）教學信念之正向效果 

本研究發現教學信念對教師專業發展

存有正向顯著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教師

對在課程教學、自我角色立場或與學生互動

的方式所抱持的信念愈高時，愈能影響教師

持續參與學習與成長的專業發展活動之意

願。此研究結果與相關實證研究的結論相符

合，教師正面積極的教學信念，有助於達到

有意義的學習成果以及教學成效（宋佩芬，

2016；張明文等人，2016）。 

（三）教師專業發展之正向效果與中介效果 

本研究發現教師專業發展對教學效能

存有正向顯著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教師

若能積極主動參加各項成長學習活動，精進

個人教育專業能力，提升教學品質，也對各

種教育政策、學校發展、學生需求會有興趣

，並能主動關心，如此將有助於教師的教學

效能。此外，本研究驗證教師專業發展對於

內部行銷、教學信念與學習效能之間的關係

具有部分中介效果。教師對於自己的角色立

場、管教輔導方法或教學實施策略所秉持之

教學信念，若透過更進一步的專業發展學習

後，能夠增進其教學效能。 

（四）理論意涵 

回顧教學效能之相關研究大多將教師

當成員工看待，並沒有將教師視為顧客。本

研究貢獻在於採取行銷導向的觀點，將教師

視為內部顧客，以多元角度及服務的觀點來

看待教師角色，可使教育領域的研究理論更

加周延完備。尤其目前實施之十二年國教課

綱，因課綱內容大幅劇變，與以往教師所受

專業訓練有所差距，是以教育主管機關非常

重視教師專業能力與素養之提升，以因應培

養未來需要之人才。本研究發現學校內部行

銷策略與教師個人教學信念，對於教師專業

發展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力。學校若能夠透

過宣導、正式會議與非正式會議，暢通溝通

管道，促使教師了解學校目標並兼顧教師的

需求，同理教師實際教學情境，鼓勵教師進

修並尊重其專業，提供充分教學資源並建立

舒適、安全教學環境，教師則更願意參與各

種專業發展活動，增進本身教育專業能力，

進而提升教學效能，故本研究的結果可作為

如何提升教師參與專業發展動機之參考方

向。 

先前關於教師專業發展之相關文獻，雖

有研究探討教師專業發展之中介角色（林湘

芸、黃靖文，2019；邱憲義、蕭佳純，2019）

，但是鮮少有同時整合外在因素與內在因素

對於教師專業發展之影響進行探討。本研究

貢獻在於結合外在因素的內部行銷、內在因

素的教學信念對於教師專業發展與教學效

能進行整合性研究，並且進一步檢視教師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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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發展之中介效果。本研究結論能提供不同

於以往的研究視野，以及另一個向度的思考

，豐富教師專業發展領域的研究文獻。 

 

二、實務建議 

（一）考量教師需求，進行內部行銷 

本研究建議學校應將教師視為顧客並

提供所需之服務，除了能讓教師充分了解學

校的願景，建立通暢的溝通管道外，更要適

時關懷教師個人生活狀況、工作情境，在合

理範圍內滿足其個人需求，讓教師在組織與

個人的目標之間取得最大公約數；擴大教師

參與校內決策的機會，接收教師的意見，使

溝通暢行無阻。相信教師的能力，給教師有

充分教學自主空間，提升教師與學校為共同

體的信念；提供充足設備與資源，建立舒適

安全校園環境，以此來增加教師身為內部顧

客的滿意度，轉而滿足外部顧客的需求。 

（二）增進正式與非正式交流，強化教學信

念 

本研究建議學校應建立教師與教師間

的交流管道，以聯誼或聚餐的方式讓教師間

能夠在參與活動過程中交流彼此間的教學

信念，藉由其他教師的觀點來反思、補強本

身之信念，強化正式與非正式交流管道。教

師也應與學生建立互相討論、良性的溝通方

式，以及建立互信的師生關係，將學生視為

學習主體，從旁引導與協助，引導學生開展

自我潛能，因材施教，採用多元的評量方式

，而教師積極正向的教學信念更有助於教師

專業發展。 

（三）規劃多元活動，增進教師專業發展 

本研究結果顯示，教師專業發展對於教

學效能有正向影響，以及教師專業發展在內

部行銷、教學信念與教學效能之間具有中介

效果。因此，建議學校應妥善規劃教師的課

務與排課之適宜性，將參與進修與專業成長

活動的時間，納入排課的考量，減輕教師的

壓力與負擔，提高教師參加教師專業發展相

關活動的意願及時間，熱情投入教學與學習

成長。並且建議學校規劃教師之間共同的交

流活動時段，透過多元活動以增加教師彼此

互動與教學實務經驗的分享，刺激教師之間

創意展現，增進良性的教師專業共同發展。 

（四）充實專業能力，提升教學效能 

本研究建議教師在教學上要保持好奇

心，時常關心學生的學習狀況，反思本身教

學方法是否仍有改善之處；保持積極態度，

關心教育問題，主動積極協助校務；保持一

顆向上的心，參加進修與研究，學習教學新

知，以增進本身專業能力及專業素養，進而

改善並提升教學效能。 

 

三、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採用量化調查法，所使用的問卷

量表是參考其他相關研究所使用過之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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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而成，雖然經過專家效度考驗、項目分

析、信效度分析，尚有未臻完備之處，建議

未來從事相關研究者，能夠參考國內外相關

文獻資料，視研究目的、研究情境及實際需

求、發展方向，來調整問卷量表評量向度。

此外，問卷填答者時可能受到其閱讀認知、

個人情緒、學校氛圍的影響，出現不合實際

之填答，造成內容或結果的推論會產生些許

的誤差，建議後續研究者可採質性訪談方式

來進行相關研究。 

本研究之對象為屏東縣立國民中學教師

，故無法推論到私立國中或其他縣市的情境

，因此建議未來從事相關研究者，倘若時間

、經費、環境與能力等各項條件許可，可以

考慮擴展研究對象與範圍，將之擴展至全國

與跨越其他縣市，建立更為完整的實證資料

，以增加其解釋力與推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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