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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回顧  

從雙因子理論促進中高齡教師創意教學表現之策略 

*林慈芳 

國立中正大學 成人及繼續教育暨高齡者教育研究所 

摘要 

隨著我國家庭少子女化、人口高齡化的問題日益嚴重，經濟、醫療和教育體系之發展，使得學

校教育體制有了新的改變，師資也必須力求創新的教學模式，以提高學生的學習意願與創造力。近

年來我國教育師資年齡偏向中高齡，產生社會大眾對中高齡教師的迷思與誤解，認為中高齡教師缺

乏創造力與行動力，是教育無法創新的一大阻礙。因此，本研究以雙因子理論為基礎，提供學校促

進中高齡教師創意教學表現之策略，企望能夠藉此促進中高齡教師的創意教學表現，讓教師能夠樂

於工作，發掘教學新方法、提升教學品質以及創造自我價值。 

關鍵詞：雙因子理論、中高齡教師、創意教學表現 

1. 前言 

隨著經濟、醫療和教育體系之發展，台灣自從 1993年邁入高齡化社會，老年人口仍持續快速

攀升，截至 2017年 12月，我國 65歲以上老人占人口總數為 13.86%，預估於 2025年達到 20%，

正式進入「超高齡社會」，可謂名副其實的「老人國」（內政部統計處，2018）。我國因少子化和人

口老化的問題日益嚴重，目前國小、國中、高中以及大專校院都出現教師年齡「高齡化」的情形，

造成許多學校即使教師名額有缺可是卻不補齊，漸漸地教師平均年齡偏高，產生社會大眾對中高齡

教師的迷思與誤解，認為中高齡教師缺乏創造力與行動力，是教育無法創新的一大阻礙。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國與國間的互動頻繁，知識傳遞加速、競爭日益據增，為求不被多變的時

代淘汰，提升國人的創造力成為厚實國家實力的重要資本。因此，教育部顧問室自 2000年起陸續

推動「創造力與創意設計教育師資培訓計畫」、「創造力教育 91-94年度中程發展計畫」，並在 20年

擬定了「創造力教育白皮書」，企望創造力能夠內化到教育中，持續進行並有效地推展（教育部，

2003）。教育部於 102-105 年度的中程施政計畫指出：基於「臺灣進步靠人才，人才養成靠教育」

之體認，培育優質教學人力成為決定國家競爭力的關鍵，特別要從調整教育內容，有計畫與全面性

地推動創造力開始（教育部，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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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力是學習成效之教育指標（教育部，2003）。陳玉樹、胡夢鯨(2008)認為「創造力」係指

個體在工作歷程中，發展出「新奇(novel)」且「有用(useful)」的點子來解決問題。一般情況下，「創

造力」普遍被認為是孩童、年輕人或中壯年人的獨有的能力，不過已有許多專家研究證實隨著年齡

的增長，生命所累積的經驗與常存的耐力，是強化創造力的重要因素（歐志華，2003；彭駕騂，

2008）。例如：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在 71歲時，完成《復活》這本膾炙人口的長篇小說；文藝復興

藝術三傑之一的米開朗基羅，到了 89歲依然在梵蒂岡的教堂繪製壁畫；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醫藥

學家李時珍，60歲完成不朽的醫藥學巨著《本草綱目》（歐志華，2003；彭駕騂，2008；田秀蘭，

2011）。從上述例子可發現，人類的創造力未必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消退，反而可以從累積的經驗

中激發出更大的創造力。Hui 等人(2014)研究指出創造力可以說是一種心理資本和人格力量，持續

發展創造力可有助於成功老化。Cohen (2006)的研究發現老年人參與創造力活動能夠促進身心健康，

更能從活動中獲得自我的掌握感，對延緩老化有很大的幫助。Csiksentmihalyi 認為創造力在量和質

的方面非但不會隨著年齡而下降，甚至能夠提升。透過實際訪談後發現，受訪者覺得自己在五十與

七十歲，或六十與八十歲之間並無明顯大的改變，他們認為自己的工作能力跟以往沒什麼不同，而

成果的質與量與過去也沒有差別（杜明城，1999）。 

由於知識與觀念的進步，台灣教育制度改革與國人對教育的重視，教師的能力、課程與教學或

是創意學子的培育，教師皆扮演著關鍵的角色（蕭佳純，2011）。此外，許多學者紛紛提出創造力

的發生或創造產品的出現，如果僅透過創造的個體進行探討並無法完整涵蓋，個體能否產生創造性

的產物，所處環境與文化的影響也是重要的一環，在 Herzberg 的雙因子理論中更提出工作的內在

（激勵因子）與外在（保健因子）因素會影響員工對於工作的滿意度，其理論已被廣泛應用於管理

和教育上（Amabile, 1996; Csikszentmihalyi & Wolfe, 2000; Gardner, 1993；徐健進，2010）。近年來，

國內外皆有許多學者投入教師創意教學表現的研究，不過目前尚未有完整針對中高齡教師的創意

教學表現進行研究。因此，本研究欲將我國教育師資面臨的高齡問題，聯合教育部推展的創造力議

題，並結合雙因子理論的激勵與保健因子，以文獻回顧的方式提出促進中高齡教師創意教學表現之

策略，以提供未來欲從事相關研究之參考文獻，企望能夠藉此激發教師的創造力，並將其創意展現

於教學現場，達到提升教學品質以及創造自我價值的目的。 

2. 台灣中高齡教師的現況分析 

2.1 台灣中高齡教師在教學場域之現況 

我國現行法令中規定教師退休需符合「任職年滿 25年；任職 5年以上，年滿 60歲；任職 5年

以上，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不堪勝任職務者」得申請退休，如教職員已達規定退休年齡 60 歲，

服務學校仍需其任職，而自願繼續服務者，得報請主管向教育行政機關延長之，至多五年（全國法

規資料庫，2016）。以下本研究根據《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中 60歲為退休年齡之規定，將教師的

屆退年齡訂在 50歲以上，並進行以下的說明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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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國家發展委員會【國發會】(2016)表示，為增加年輕勞動力的就業機會和解決高失業率，而

鼓勵提早退休，導致國人近年來退休年齡普遍偏低，形成勞動人口高齡化及退休年齡偏低的反差現

象。近年來因教師退休制度的改革，加上 1945~1965 年戰後嬰兒潮的世代陸續步入退休年齡，導致

人口急速老化，許多教師基於健康、工作、家庭以及退休制度方面的考量下，當符合退休資格時便

選擇退休（陳雅蕙、黃錦山，2015）。因此，出現一波大量的教師「退休潮」，但也有很多教師因目

前退休制度訊息與內容不夠明確、對退休後的生活沒有規劃、對教育工作有相當程度的熱忱與投入

等原因，所以選擇繼續留任。 

根據教育部統計處(2016)《教育部統計查詢網》統計：101學年至 104學年 50歲以上的教師逐

年增加，104學年開始各級學校包含國民小學、國民中學、高級中等學校（高級中學、職業學校）、

大專校院（專科學校、獨立學院、大學）專任教師數為 251,804人，其中國小-高中 50歲以上的教

師有 27,991人，較 101學年的 23,092人多了 4,899 人（見表 1）。在大專校院方面，50歲以下的師

資比率逐年減少，與 101學年相比少了 2.0%，而大專校院 50歲以上之教師自 101-104學年從 8.0%

增加至 9.5%（見表 2）。證明有愈來愈多教師到了屆退年齡還是決定繼續服務。 

國家實驗研究院【國研院】也指出在少子化和人口老化的衝擊下，台灣各大學將面臨學生人數

銳減以及減班的狀況，由於公立大學的教師額度受法律約束，如有教師缺額需依法規定補齊之。不

過許多私立大學可能會因為學生人數減少，導致教師名額遇缺不補，久而久之形成教師年齡老化。

國研院更預估在 2028 年 55 歲以上教授將接近六成，且高峰會落在 60-64 歲（國研院，2014）。由

此可知，台灣教師年齡逐漸高齡化，特別是在大專校院。 

表 1. 各級學校教師人數（單位：人） 

學年度與學校 年齡層 小計 總計 

104 50以下 50 以上   

國小-高中 175,117 27,991 203,108 
251,804 

大專校院 24,661 24,035 48,696 

103     

國小-高中 179,647 26,786 206,433 
255,790 

大專校院 26,285 23,072 49,357 

102     

國小-高中 180,191 24,583 204,774 
254,798 

大專校院 28,209 21,815 50,024 

101     

國小-高中 180,571 23,092 203,663 
253,821 

大專校院 29,929 20,229 50,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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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級學校教師人數比率（單位：百分比） 

學年度與學校 年齡層 小計 總計 

104 50以下 50以上   

國小-高中 69.5% 11.1% 80.6% 
251,804 

大專校院 9.8% 9.5% 19.3% 

103     

國小-高中 70.2% 10.5% 80.7% 
255,790 

大專校院 10.3% 9.0% 19.3% 

102     

國小-高中 70.7% 9.6% 80.3% 
254,798 

大專校院 11.1% 8.6% 19.7% 

101     

國小-高中 71.1% 9.1% 80.2% 
253,821 

大專校院 11.8% 8.0% 19.8% 

2.2 台灣中高齡教師面臨的問題與困境 

中年是人生中最美、最具有創造力的年齡，中高齡階段更是人生的高峰期，但同時也面臨生涯

反轉的問題，例如：在生理層面出現體能衰退及慢性病等問題；在家庭層面，則有父母與子女的照

養責任；而在工作方面，有些人比較不受注目、沒有得到應有的奬勵，夢想和現實存在差距，內心

開始對人生價值質疑與失落，常認為自己不可能有突破性的發展（黃有志，2005; Leider, 2008）。根

據呂文欽、簡玉敏(2011)和聯合報(2016)指出教師教學場域面臨的問題與困境，提出中高齡教師會

面臨的問題與困境有： 

(1) 年齡歧視：教學內容常被質疑無法創新，會影響學生的學習品質。 

(2) 教學無力感：學生的常規、訓育、及暴力侵犯問題是教師在工作環境中的壓力源，工作壓

力及缺乏管理者的支持，是教師職業倦怠的原因。 

(3) 課程改變的焦慮感：課程教學的變革，讓教師的心理環境產生落差，致使產生工作上的困

境與危機。 

(4) 與家長關係的緊張感：在知識普及、資訊通暢以及高度民主化的時空背景下，使家長的意

識迅速提升，進而產生許多親師之間的衝突，是教師工作中的主要壓力來源。 

(5) 工作負荷過重：被社會期望扮演著終生學習的示範者與實踐者的角色，除了知識傳授、品

格薰陶外，還要有保育學生的責任，造成工作與精神上的重大壓力。 

(6) 工作士氣的低落感：學校的風格與學生的表現是影響教師工作士氣的主因。 

(7) 同儕文化的衝突感：教師在工作上若有與同儕理念相左、缺乏共識之情形，容易導致教學

棘手、業務不順、壓力與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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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這些因素產生個別或者錯綜影響，會使得工作動力衰退，因而導致教師身心健康發生問題與

出現職業倦怠感。中高齡教師在生理、家庭、職場等會面臨的狀況與年輕教師不同，在教學場域上

或多或少會出現上述的問題與困境，不過此時的教師受家庭因素影響的程度較小，因此有較多的時

間投入在工作中，這是實現創意教學的一大契機（趙雅慧，2013；楊孟華，2015）。若同時學校方

面能夠提供適當的機會、環境、制度與獎勵機制，或許中高齡教師的創意教學表現愈有可能被實現。 

3. 雙因子理論－激勵因子與保健因子及相關研究 

心理學家 Frederick Herzberg 於 1959 年提出雙因子理論(motivation-hygiene theory)，透過調查

發現在組織管理上運用某些措施後雖然能夠使員工願意留在組織中，可是並無法使其得到滿足（黃

小萍，2009；莊婷琍、陳殷哲，2013）。誠如管理專家米契爾‧拉伯福說：「獎勵什麼，就會得到什

麼」這句話道出除了基本保障外，「激勵」也是相當重要的因素。因此，Herzberg依屬性將組織管

理歸納為以下兩大類：  

激勵因子(motivators)：包括個人成就、受到賞識、責任、工作本身、個人成長等較高層次的需

求，當這些因素存在時，能夠使員工感到滿足，但當這些因素不存在時，亦不會造成員工的不滿足。

因此，激勵因子能夠激發員工的正向潛能，使員工自發性地對組織做出貢獻，進而達到優異的工作

表現，屬於「工作內在因素」（蒿子馨，1980；邱雅萍、單柏堯，2009；徐健進，2010）。 

保健因子(hygiene factors)：包括薪資、工作環境、公司政策、與上司和同事間的關係等較低層

次的需求，有了這些因素雖然不能使員工感到滿足，但當這些因素不存在時，員工的不滿足就會產

生。因此，保健因子無法激勵員工對組織產生使命感，只能維持員工對工作最基本的付出，屬於「工

作外在因素」（蒿子馨，1980；邱雅萍、單柏堯，2009；徐健進，2010）。 

許多學者的研究指出 Herzberg 的理論被廣泛地運用在工程管理、生產管理、看護管理、健康

照護管理、顧客滿意度、教育、圖書館、觀光等，但激勵因子較保健因子運用的範圍廣泛（邱雅萍、

單柏堯，2009）。蒿子馨(1980)提出「教育行政管理」可藉由適當的運用雙因子理論來鼓舞、激勵部

屬的工作情緒和企圖心，能為組織和領導者帶來雙贏的局面。黃小萍(2009)運用激勵因子與保健因

子來探討教師對工作投入的影響力，並以多元回歸方式進行資料分析，結果顯示國小教師「工作投

入」中「激勵因子」對工作投入的影響力遠高於「保健因子」，說明了教師對保健因子的需求往往

是被忽略的，學校通常僅留意激勵因子的提升，而導致教師保健因子相較不足。張芳全(2014)將

Herzberg的理論運用在提升教師的教學品質上，提供保健因子（如：良好的工作環境、關懷領導、

公平對待等），以消除教師的不滿意度，也提供激勵因子（如：帶職帶薪進修、學術獎勵、升遷機

會等）給教師，增進教師工作滿意度。 

綜合以上研究顯示雙因子理論運用在教育上的相關研究並未多見，因此相關文獻較少，不過上

述研究皆證實了 Herzberg 的雙因子理論適用於學校組織中，其理論除了可以應用在激勵企業組織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llCluX/search?q=auc=%22%E8%B6%99%E9%9B%85%E6%85%A7%22.&searchmode=basic
http://wiki.mbalib.com/w/index.php?title=%E7%B1%B3%E5%A5%91%E5%B0%94%C2%B7%E6%8B%89%E4%BC%AF%E7%A6%8F&action=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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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員工外，亦可應用於從事教職工作的教師，不論是激勵因子還是保健因子對教師而言都是必要

的存在。 

4. 創意教學表現的意涵及相關研究 

4.1 創意教學表現的意涵 

「創意教學表現(creative teaching performance)」是一種教師將自身創意具體展現在教學活動上

的外顯教學行為（陳玉樹、胡夢鯨，2008）。教師於教學過程中，採取多元活潑的教學方式和多樣

豐富的教學內容，激發學生內在的學習動機，以培養學生樂於學習的態度，進而提升學生的學習能

力（吳清山，2002）。林偉文(2002)提出創意教學表現是發展並使用新奇的、原創的或發明的教學方

法，最終以達成教學或教育的目標。魏惠娟(2007)認為單透過某一種教學過程或全新的教學方法並

不能稱作「創意教學」，必須藉由教師不斷的自我充實和發揮創造力，重視學生的感受和需求，最

終激發出學生主動學習與參與探索知識的能力。 

綜合上述對「創意教學表現」的定義來看，可以發現「創意教學表現」聚焦於教師是否展現創

意教學，而教師運用創意教學的目的都是在於能夠促進學生的學習動機，達到有效的學習，激發出

學生的學習能力。 

4.2 我國教師創意教學表現相關研究 

本研究以下針對近五年來「我國教師創意教學表現」之相關研究進行整理，如表 3所示，並將

其相關研究結果作為本研究策略之參考。 

透過這些研究可見，我國近五年來有許多教師創意教學的相關研究，教師能否展現創意教學實

為我國發展競爭力的重要關鍵。如何使教師的教學更加豐富、有創意，讓學生達到更有效的理解與

吸收課程內容更是各界關心的議題。不過隨著我國教師年齡層逐漸提高，少有研究以中高齡教師的

角度觀察教師創意教學的發展情形。 

本研究以雙因子理論中的兩大構面來探討影響中高齡教師創意教學表現之情形，將過去研究

中影響教師的因素分為內在（激勵因子）與外在（保健因子）因素，並藉由理論的基礎針對目前中

高齡教師面臨的問題與困境提出中高齡教師創意教學表現之促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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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我國教師創意學表現 

作者 研究題目 相關研究結果 

陳玉樹 

郭銘茜

(2013) 

四向度成就目標對教師創意

教學表現之影響：創意自我

效能的中介效果與團隊學習

行為的跨層級調節效果檢定 

成就目標會透過創意自我效能影響創意教學表現，其中學習趨向、學習逃避、

表現趨向具正向中介效果，而表現逃避則是負向的中介效果；團隊學習行為

會正向影響創意教學表現；團隊學習行為對學習趨向與創意教學表現之關係

具有正向調節效果。 

趙雅慧

(2013) 

國中體育教師自我效能、工

作投入與創意教學之關係研

究--以雲嘉地區為例 

在年齡方面，41至50歲體育教師的工作投入認知高於30歲以下國中體育教師，

且國中體育教師工作投入與教師創意教學表現有顯著正相關。 

楊孟華

(2015) 

雲嘉地區中學體育教師自我

效能、工作投入及創意教學

表現之相關研究 

在年齡及年資上，達顯著差異，41 至 50 歲中學體育教師的工作投入高於 30 

歲以下中學體育教師，研究指出年齡及年資較長的體育教師，可能因比較不

受家庭因素的影響，而能有較多時間投入工作當中，而在工作投入與教師創

意教學表現有顯著正相關(r=.56，p<.01)。 

蕭佳純

(2015a) 

國小教師參與創意教學研習

成效之研究 

研究的實驗組為參加三天創意教學工作坊的70位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

師，控制組為這70位教師所任教學校同為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的教師。經單

因子多變量共變數分析以及二因子多變量分析後發現，參加工作坊確實對於

創意教學的整體改變有顯著效果。 

蕭佳純

(2015b) 

教師人格特質、復原力與創

意教學關聯之研究：多層次

調節式中介效果的探討 

以教師個體層次之人格特質、復原力與學校層次之學校支持為自變數，綜合

探討兩者對教師創意教學的影響，其中學校支持會對創意教學的各構面產生

正向影響。 

蕭佳純 

王佩雯

(2016) 

創意角色認定、工作動機及

創造力教學技巧與創意教學

行為關係之研究 

創意角色認定、工作動機、創造力教學技巧對創意教學行為有正向直接影響，

且工作動機和創造力教學技巧具有中介效果。 

蕭佳純

(2016) 

教師創意教學發展之縱貫性

研究 

學校創新氣氛對教師創意教學有正向影響；玩興動機對教師剛任教時之多元

教學行為有正向影響 

鄭鈞元

(2016) 

工作動機與主觀幸福感對教

保服務人員創意教學表現之

影響：階層線性模式分析 

內在動機與創意教學表現呈正相關，愈具有挑戰性、創新性的教學活動，可

以提供他們發揮才能的機會；外在動機亦會正向影響其創意教學表現，因為

重視組織環境外部激勵因素，所以會著重自己的創意教學表現是否能得到別

人的肯定及獎賞，在意主管、同儕及家長的看法，因而努力表現創意。 

蕭佳純

(2017) 

在職進修教師創意教學自我

效能發展之縱貫性研究 

教師創意教學自我效能的負向自覺、抗壓信念呈現線性成長趨勢；有無進修

對教師創意教學自我效能的初始狀態及成長趨勢具有影響。 

謝幸吟 

張正平 

郭俊麟

(2017)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知識分

享、創意教學與社群召集人

轉型領導關係之研究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知識分享與教師創意教學有正相關；社群召集人轉型領導

與教師創意教學有正相關；而社群召集人轉型領導在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知識

分享對教師創意教學影響中具調節作用。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llCluX/search?q=auc=%22%E8%B6%99%E9%9B%85%E6%85%A7%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llCluX/search?q=auc=%22%E8%B6%99%E9%9B%85%E6%85%A7%22.&searchmode=basic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Index/16808444-201512-201604270013-201604270013-135-157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Index/16808444-201512-201604270013-201604270013-135-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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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高齡教師創意教學表現之促進策略 

為促進中高齡教師創意教學之表現，以及探討提供哪些因素會讓中高齡教師「被動的」展現創

意教學，而哪些因素可以激勵中高齡教師「主動的」展現創意教學，本研究將「台灣中高齡教師面

臨的問題與困境」與「雙因子理論」加以結合，並參考教師創意教學表現之相關研究與雙因子理論

在教育上之相關研究後，提供學校幾項有效的促進策略： 

5.1 促進中高齡教師創意教學表現—激勵因子 

在「工作本身」、「個人成長」對「創意教學」之層面 

相關研究結果顯示，教師參與創意教學工作坊對其創意教學有正向的影響，且有無進修對教師

創意教學自我效能的初始狀態及成長趨勢也具有影響（蕭佳純，2015a；蕭佳純，2017）。因此，學

校應鼓勵或明訂中高齡教師需透過積極參與進修、多參加創意教學研習、發表及各項學習機會，不

但可以瞭解當前教學的發展趨勢，更可以吸收有創意的教學新知來豐富以往教學方式上的不足，並

透過學習的方式有效降低中高齡教師對「課程改變的焦慮感」，達到提升創意教學表現的效果。 

在「受到賞識」對「創意教學」之層面 

相關研究顯示，內在動機愈強，教師愈有可能展現其創意教學，而外在動機亦能正向影響創意

教學表現，重視組織外部因素的教師，也會著重自己的創意教學表現是否能得到主管、同儕及家長

的肯定或獎賞，因而積極實踐創新以便能得到這些外在的激勵。因此，學校可透過有系統的獎勵機

制，辦理創意教學比賽，給予創意教學資源的支援，並公布學校中高齡創意教師獲獎名單，以增進

家長對教師的瞭解，降低教師在工作歷程中「與家長關係的緊張感」，並讓中高齡教師從創意教學

的過程中獲得成就感（鄭鈞元，2016）。 

5.2 促進中高齡教師創意教學表現—保健因子 

在「工作環境」、「公司政策」對「創意教學」之層面 

中高齡教師的壓力來自於常被質疑教學內容無法創新，導致學生的學習品質無法提升，若是加

上缺乏管理者的支持，容易使教師產生職業倦怠（呂文欽、簡玉敏，2011；聯合報，2016）。相關

研究指出，學校支持與創新氣氛會對創意教學產生正向影響（蕭佳純，2015a；蕭佳純，2016）。因

此，為了消除中高齡教師的「年齡歧視」、「教學無力感」，並提升中高齡教師對創意教學的「工作

士氣」，學校不能只是一味地鼓勵教師發展創意教學表現，否則在教師工作負荷量未減反增的情況

下，反而讓教師陷入不知從何著手的困境，原本希望中高齡教師能夠展現創意教學的美意可能會造

成反效果。所以，學校應給予中高齡教師具體的協助方案，制定有效的創意教學發展政策，可透過

學校與教師彼此討論合作的方式，拓展知識的深度與廣度，加以整合與異質交流的機會。這樣的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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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與氛圍對於促進教師的創意教學表現具有正向的影響，是讓中高齡教師實現創意教學表現的重

要因素。 

在「與上司和同事間的關係」對「創意教學」之層面 

 近期研究指出團隊學習行為會正向影響創意教學表現，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知識分享、社群

召集人轉型領導與教師創意教學有正相關（謝幸吟、張正平、郭俊麟，2017；陳玉樹、郭銘茜，

2013）。由此可知，在教學的工作中，若是教師與同儕或領導之間的相處模式或發展的行為，可以

有正向的討論、合作與分享，能夠促進教師展現創意教學。對此，學校可以透過開設校園創意教學

社群交流平台的方式，讓創意教學的資訊得以流通，建立教師能夠對外產生人際互動之管道，鼓勵

其主動關心學生或同事，預防其產生疏離、冷漠之情況，並在交流的過程中降低「同儕文化的衝突

感」，以利於中高齡教師展現創意教學。 

6. 結語 

近年來台灣各級學校都將「創造力」視為一種新的教育趨勢，紛紛提倡教師展現創意教學的重

要性，不過往往因教師對「創意教學」內涵不瞭解，而導致課程淪為「玩性課程」，難以發揮創意

教學實質的作用。因此，想要提升學生們的創造力，首先，要從培育教師們的創造力開始。我國在

少子化的衝擊下，導致學校中高齡教師逐年增加，普遍來說，大部分的人認為創造力會隨年齡的增

加而下降，中高齡教師不利於學術的創新與發展，不過已有許多研究證明經驗的累積能夠激發出大

創意，在某些層面而言，中高齡教師可以是一種新契機。 

從相關文獻中可知，除了教師本身對創意教學表現的自我效能外，學校的氣氛、同儕、政策制

度、對創意教學的支持等也是促進教師發展創意教學的重要關鍵。面對日趨多元化的社會，我國中

高齡教師在教學場域上面臨的問題與困境，學校可從提倡創意教學的方式著手，結合理論的基礎探

討出解決的策略，以增加教師在實施創意教學時的滿足感，使教師達到更高的成就和滿意的境界，

而中高齡教師本身也要秉持對教學開放的觀念與態度，如此才能實踐創意教學，激發學生的創造潛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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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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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medical, and educational systems in China has brought about new changes in 

the school education system. Teachers must now also strive for innovative teaching methods to increase students’ 

willingness to learn as well as their creativity. In recent years, teachers in the country have tended to be of elderly 

age. This has led to misunderstanding of elderly teachers in society, with some believing the lack of creativity and 

mobility in elderly teachers to be major impediments to innovation in education. This study uses two-factor theory 

to provide schools with strategies to enhance the creative teaching performance of elderly teachers and enables 

teachers to be willing to work, discover new teaching methods,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 and create self-w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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