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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环境美学与教师专业发展成为讨论的重点，各国希望透过环境与教育

改革，让教师有意识、有目的、不间断且有系统的掌握最新的教育策略，透过教

学反思和实践，能够有效地发展和掌握自己的专业知识，这些都是提高教学质量，

推动继续教育和研究的方式。而且将美学导入教师专业发展，可能会促使教师在

教学上运用美学之观念，因此本研究主要探讨中国教师学校环境美学认知与美感

经验对于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以及教师美感经验在学校环境美学与教师专业发

展的中介效果，以环境心理学与环境美学生态系统理论为基础建立研究理论模型。

而且以现有环境美学感知量表、美感经验量表与教师专业发展等量表进行修改，

建立符合中国教师情境之量表。研究对象部份，抽取中国 30 所高校 1800 名教

师，回收之有效问卷为 1479 份，并且运用结构方程模式进行研究理论模型之验

证。研究结果发现，中国教师学校环境美学感知对美感经验与教师专业发展有正

向影响，教师美感经验对专业发展有正向影响，而且教师美感经验在学校环境美

学感知与专业发展之间也具有中介效果。由此可知，学校欲促进教师发展可由学

校环境美学与教师美感经验着手，而且也可以知道美学教育对教师的重要性。 

关键词: 环境美学感知；美感经验；教师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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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environmental qesthetics and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 Countries expects educational revolution by means of 

environment and education to make teachers being aware of applying new strategiefor 

their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hrough a series of introspecation and practice for better 

teaching quality and research. The introduction of aesthetics into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educators may facilitate teachers' use of aesthetic concepts in their 

teaching. Therefore,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perceptions and aesthetic experiences on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in 

China, as well as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educator aesthetic experiences on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educational facilities. 

Additionally, the existing scales for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perception,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educational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were modified to fit the 

educational context in China. For the subjects, 1,800 teachers were selected from 

various kinds of high schools in China and 1,479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revealed that teachers' perception of school environment 

aesthetics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eachers' aesthetic experience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teachers' aesthetic experience had a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perception of school environment aesthetics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is 

suggests that schools can promote teachers' development through aesthetics in the 

school environment and teachers'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it also shows the importance 

of aesthetic education for teachers. 

Keywords: Perceived Environmental Aesthetic, Aesthetic Experience,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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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绪论 

绪论从研究背景和动机谈起，提出研究目的及研究问题，为本研究提出起始

的说明。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动机 

环境美学（Environmental Aesthetics）能提供我们对自然，建筑和日常环境

的直接体验的预测性见解，而这超出主流科学技术框架的范围（Auer, 2019）。因

此，李立国（2019）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是已有的既定存在形态，而是需

要面向未来，在通过实践的过程中去加以构建。当下构建人类命运的共同体，需

要人类各种文明形态相互尊重以及相互理解。根据 Otto and Pensini（2017）指出

环境知识的获得在促进适当的生态行为方面不如建立与自然的内在联结感来的

有效，因为个人对自然的依恋越多，他们表现出的环保行为就会越多，所以内在

的驱动力更有助于唤醒环境意识。依 Hargrove（1989）认为，环境保护起源于美

学，而环境价值首先体现在博物学家和艺术家对自然物体审美质量的突出表现。

同样的，Callicott（1987）则认为就历史来看，对环境更多的保护和保护的决定

是出于美而不是责任。在环境美学浪潮中，美学家认为，受自然启发的美感经验

是促进环境伦理的基础（Rolston, 2002）。事实证明，根据人们的审美偏好设计的

环保设施更受到公众的赞赏和支持，在环保运动中，外表似乎也很重要

（Vanstockem et al., 2018）。 

中国的环境美学概念是由 Berleant 在 90 年代初带来中国的，对中国生态美

学或生态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Cheng, 2021）。Zeng（2008）以 Heidegger

的美学思想为基础，提出狭义和广义的生态美学，狭义的生态美学是对“人与自

然环境的生态美学关系”的研究；广义的生态美学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

及人与自身、这是一种符合生态规律的审美存在观（曾繁仁，2002）。而环境美

学在 90 年代末才得到中国学者的广泛关注（汪振城、邱梦园，2020），陈望衡

（2007）指出中国的环境美学研究起步比较迟，目前尚缺少有分量的成果，环境

美学的理论与构架远没有建立起来。汪振城和邱梦园（2020）将新世纪以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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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美学研究归结为学科理论建构的初创期，但它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意义

非常重要。建构科学的环境美学，营造一个生态、文明的美好的环境，切实有效

地改善人类生存环境是中国人民当前极为重要的任务（赵擎昊，2011）。 

陈望衡（2014）从本质上来说，环境与人是不可分离。而环境美学成为了美

学超越艺术哲学、以及关注环境问题的重大突破。Subiza-P´erez et al.（2019）环

境美学由环境心理学出发，指的是间接和直接的喜欢和愉悦，不仅于视觉或风景

的美，应该是多种感官体验的事实。而新世纪的环境美学可以拓展至生活美学，

研究生活中的器具美、关系美和行为美（廖建荣，2019）。他主要研究人类、生

存、环境三者之间的审美活动，是美学基础理论与人类生态研究结合起来的二级

学科，其研究原则是人类生命活动原则，研究对象是人与自然、社会及自身的生

态美学关系（王燚，2011）。而且美学也是艺术和美的哲学，指的是日常生活和

艺术的感官体验 （Gross, 2002），涉及的感觉不仅仅是人自己的一部分（Taylor 

& Hansen，2005），也连着接思想与自然（Bateson, 1979），并有可能发展我们对

可持续性的敏感性。Shrivastava et al.（2012）声称，通过使用艺术，基于艺术的

方法和美学为可持续组织发展激情和情感联系，人类可以对可持续性做出更好的

行动和行为承诺。但是 Johnson（2012）则认为，美学并不总是支持可持续性，

因此员工教育计划应包含环境美学，伦理学和生态学等主题的补充组合。赵延东

等人（2020）指出，在软环境方面，可以为员工提供宽松以及自由的工作环境，

提高其工作自主性，让他们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创新活动中。发展环境素养

是各级教育中环境教育的最终目标，即让每个人感知并欣赏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

介绍自然系统知识和生态概念，了解当前环境（Chelonis et al., 2011）。 

而教师专业与环境美学存在重要的关系，Jurik et al.（2014）指出教师是展

现环境素养的关键人物，环境教育的专业知识和能力会影响环境教育的有效性，

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培训被视为促进环境教育过程中的关键工作。吴世常与陈伟

（1987）则认为环境美学主要的对象是人类对于生存环境审美的需求，环境美感

对于人的心理和生理可以产生的作用，进而去探讨这种作用对于人类身心健康和

工作之效率的影响，而研究环境美学的目的是使人能够心情愉快、精力旺盛，最

终实现健康长寿。当环境美学通过与和谐环境的认同来获得自我决定与自我实现

时，它就可以提出美育的核心概念并自然发展（费希尔、刘可欣，2000）。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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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显（2020）认为，美学素养培育应延伸至大学，一方面需要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精神原则去指引中国高等教育健康发展，在合作交流中去推动高等教育；

另一方面，独有而具备重要价值的高等教育可以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可以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自己重要的贡献（李立国，2019）。 

教师须持续专业发展以适应终身学习趋势，以角色的多样性和多重性，面对

变化多端的环境的挑战。然而环境美学正是在这种环境危机日益严峻下，逐渐产

生新的美学范式，是人们对传统观念中，以人为中心的审美观念的超越（岳芬, 

2017），将以往以人文思想为主的环境思想与新的审美思想融合（乔博, 2019）。

周萍（2017）也认为高校发展的核心资源所在主要来自教师，教师是培养当代人

才、可以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和高等教育的基础和保障提供帮助，可以促进教师

的专业发展，也是教师自身发展和建设，高校可持续发展建设的重要议题。然而，

中国高校教师在专业与素质发展上存在着理念落后、素质结构缺失，教师在岗前

培训中轻实践重理论、轻教学重科研等问题（张忠华、况文娟，2017）。教师在

整个职业生涯中需要不断的研究与学习，持续的提升自己的专业意识，不断地优

化自己的专业知识、技能、情感和态度，从而达到专业成熟的境界（赵昌木，2002）。

Yuan et al.（2017）通过研究，将专业知识和能力、专业发展、教师信念、教学效

能定义为教师专业发展的主要指标，作为开展环境教育的关键解决方案，使人们

展现环境知识及对环境的关注的态度和价值，并发展解决环境问题的技能和行动。 

Smith et al.（2013）提出了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性，其中包括增强高校教师

的不断学习和发展，让教师应对变化，协助教师解决教学难题，提高教师的专业

知识和能力以及地位，并发展教师角色的多样性。当然，林高标与林燕真（2013）

提出教师的发展不仅需要得到外部环境的保障，还需要通过唤醒教师专业发展的

意识、强化其专业发展的动机来实现，因为在当代教育改革政策下，教师专业发

展也面临着各种制度状况和不同的角色期望（Radovan，2011），通过教师专业发

展来提高教师的素养并进一步提高专业知识和能力非常重要（Kose et al., 2011）。

这对于教师不断学习，接受新知识，改善教学及增强教育专业知识和能力至关重

要 （Glomo-Narzoles, 2013）。因此，环境美学对于教师专业素养发展有重要的意

义，而且也提供教师在学生美学方面的指导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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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廖成中与李睿智（2016）认为利用教育手段实施环境美学，根据环境美

学多学科性及伦理学、生态学的理论作为支撑，可以培养人们正确的环境审美观，

提高其环境审美能力和环境审美素养。在生态学理论的视角下，学校的生态环境

对高校教师关注的专业发展有着重要价值，教师专业发展是高校教师求进过程中

一种状态，它永远是一个历程（黄宁生，2019），教师通过与学校环境的不断互

动得到发展，学校环境也是支持、保障教师发展的重要条件（车广告等人，2007），

它能影响教师的专业发展态度、进程和成效，可促使教师跃马扬鞭，不断进步（黄

宁生，2019）。学校环境是教师专业发展中主要的教育生态环境，不同教师在对

自身所处的学校环境活动时，会形成个性化的感知（杨帆、许庆豫，2017），在

美感教育上，教师要培养学生审美的态度、能力与品味，强化美感的认知（陈美

然，2016），对教师专业发展有着支持性的影响与作用（吕康清、龙宝新，2013），

可以整体地、直接地影响教师专业发展（杨帆、许庆豫，2017）。教育的本身在

于教师教导学生，而环境美学的教育在环境教育也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教师

也在扮演极重要的角色，因此师资培训的养成中或许也应加入美学，从而提高学

校教师自身的美感素养（杨忠斌，2021）。教师持续学习相关的教学等专业知能，

才能真正引导学生进行环境美学的欣赏，培养自主成长的态度来促进终身学习，

藉此有效提升教学专业知能涵养，并促使教师在课程教学自我改善、反省，以增

进教学效能与自我实现（张德锐等人，2006）。故环境美学对教师专业发展会产

生一定的影响。 

Berleant（1997）认为，环境美学系指人类以欣赏和参与方式，成为整体环

境的一部分，在此中蕴涵了感官特质经验与直接意义的掌握，感官特质经验就是

美感经验。而且环境美学的认知方法已经受到人们对自然界联系和欣赏方式的另

类理解和挑战，而非认知途径也被证明很重要，可能会增强情感唤起力和想象力，

因此，认知、非认知取向和环境美学直接或间接相关，他们从自然环境转移到日

常体验，使日常体验形成美感经验（Dewey，2005），即是一种促进积极情绪的日

常活动，是维持主观幸福感的最佳方法，这与 Melchionne（2013）提出的日常美

学概念，以及 Carlson（2007）持续性、日常生活例行的特质有利于主观幸福感

的主张一致。学者们的研究也强调了，做为美感经验和判断基础的感官范围，以

及各种感官是如何塑造对自然世界的审美价值（Fisher, 1998; Prior, 2017）。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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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主体的美感经验以及对自然和改造环境的欣赏具有重要意义，包括对想象力、

情感和多感官反应的研究（Brady & Prior, 2020）。因此环境美学可以促进美感经

验的产生。 

而且 Attwood（2020）在研究中指出美感是一种素养，可以提高教师专业素

养，所以教师应该接受美感教育的培训，以获得美感的体验与经验，并且应将美

学教育领域置于情境与环境之中。Frawley（2013）也建议职前教师应该将美感教

育作为教师准备的计划，并强调美感课程应该成为教师教育的一部分。Oreck

（2004）在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中也可以发现，美学对教师的专业发展与教师实

践非常重要，应该被纳入教师专业发展计划，而美学不仅是课程，情境也是美学

的一部份。Wiebe（2007）也指出支持与扩展美术融合会产生想象力、灵活和具

体的教学实践，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Subiza-P´erez et al.（2019）以环境心理学来讨论环境美学，环境心理学基本

的心理过程，如环境感知、空间认知、社会空间、人类发展和个性等，而且过滤

和构建了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并且强调对建筑环境的传统（Giuliani & Scopelliti 

2009; Subiza-P´erez et al.2019），也考虑促进人们价值观、态度和行为的形成

（Uzzell & Rathzel 2009）。而从生态系统的角度来解释环境美学思想，自然中不

存在丑，自然皆具有客观和肯定的美感性质，所有的美感经验也是如此（Rolston, 

1988），发现美是如何生成性自然的神秘产物，一种客观审美属性的光环，它可

能需要具有审美能力的体验者来完成，但更需要自然的力量来产生它（Rolston, 

1988; Cohen, 2012）。在高校中，涉及环境教学的教师也应加强自身的自然美感素

养的提升，研习相关的教学专业知能和技能，才可以真正引导学生进行环境美感

的欣赏（杨忠斌，2014）。而且环境美学可以提升教师美感与专业知能涵养（张

德锐等，2006；杨忠斌，2014）。美感经验也可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Attwood, 

2020; Frawley, 2013; Wiebe, 2007）。因此，环境美学与美感经验均可助于教师专

业发展，而且环境美学可帮助美感经验之获得，进而提升教师专业发展。 

就前述而言，中国高校环境美学、美感经验与教师的专业发展有着密切的关

系和重要的意义。然而过去的文献很少探讨环境美学与教师专业发展的议题，相

关文献亦以质性研究为主（Attwood, 2020; Berleant, 1992; Brady & Prior,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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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son, 2010; Gadsden, 2008），量化研究更少，尤其是中文文献在环境美学、美

感经验与教师专业发展的量化研究几乎没有，亦无相关的研究量表，但教师是学

生美学知识最重要的推手，教师必须先具备美学能力与专业知能，环境美学与美

感经验与教师专业发展有重要的关系，然而中国在此方面的现有理论的不足，且

其缺乏论证支持，故本研究欲弥补中国高校环境美学、教师美感经验与教师专业

发展的研究缺口。本研究以环境心理学与生态系统理论为基础，建构环境美学、

美感经验与教师专业发展之模型，并且运用量化研究方式进行验证，以中国高校

教师做为研究对象，以发展适合中国高校之环境美学与教师专业发展模式，提供

后续研究者之参考。 

 

1.2 研究目的 

根据研究背景与动机以及研究缺口，本研究将以环境美学为出发点，探究环

境美学的美感经验与中国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关系，检视美感经验在环境美学及

大学教师专业发展之间的影响效应，建构环境美学与教师专业发展模型，主要研

究目的如下： 

1.2.1 修改建构符合中国情境的环境美学认知量表、教师美感经验量表，以及教

师专业发展量表。 

1.2.2 探究学校环境美学对中国大学教师美感经验與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 

1.2.3 探究中国大学教师美感经验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 

1.2.4 验证中国大学教师美感经验在学校环境美学与教师专业发展之间的中介效

果。 

 

1.3 研究问题 

根据研究动机与目的，本研究整理出所欲探讨之待答问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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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中国教师学校环境美学认知量表、教师美感经验量表、教师专业发展量表

为何? 

1.3.2 学校环境美学对中国大学教师美感经验与教师专业发展是否有影响？ 

1.3.3 中国大学教师美感经验对教师专业发展是否有影响？ 

1.3.4 中国大学教师美感经验在学校环境美学與教师专业发展之間是否存在中介

效果? 

 

1.4 研究意义与创新 

目前对于环境美学、美感经验及教师专业发展的各别研究已经相当成熟

（Attwood, 2020; Chang, 2017; Frawley, 2013; Rolston, 2002; Subiza-P´erez et al., 

2019），但是环境美学与美感经验的量化研究相对于质性研究而言还是较少

(Berleant, 1992; Brady & Prior, 2020; Carlson, 2010)，尤其是针对中国大学教师的

衡量工具几乎没有，因此本研究使用外国学者之相关量表针对中国大学教师情境

进行修正，以建立适合中国大学教师之环境美学感知量表，美感经验量表和教师

专业发展量表。 

而且教师专业发展非常重要，不仅影响教师个人在工作上的发展，更可能影

响学生在学校的学习与生活（Darling-Hammond, 1997; Guercio, 2011）。而由过去

学者研究也可得知，环境美学与美感经验可能对于教师专业发展产生影响（张德

锐等，2006；杨忠斌，2014; Frawley, 2013; Wiebe, 2007），但是中国在环境美学、

美感经验与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甚少，故本研究运用环境心理学与环境美学生态

系统理论欲建立环境美学、美感经验和大学教师专业发展之研究模型，并且运用

结构方程模式进行研究模型的验证，为中国大学环境美学、美感经验与教师专业

发展之实证研究不足加以充实，亦提供理论上的运用与相关研究之创新，为未来

相关研究之参考依据。 

除了上述研究上的贡献与创新外，本研究也想藉由实际研究调查，了解中国

高校校环境美学是否能帮助教师美感经验获取与教师专业发展。也欲由调查结果

得知高校教师所感知到环境美学的哪些方面对于教师美感经验与专业发展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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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的，进而提出实际的建议，以提供中国高校在环境美学上可以进行改善与建

设。 

 

 

 

1.5 研究流程 

本研究重点在建构中国大学教师环境美学对其专业发展的影响模型，以美

感经验为中介变量，主要内容分为六章。第一章是绪论，主要根据相关文献阐述

说明研究背景、动机与目的、以及研究问题等。第二章是文献综述，主要是对环

境美学对、美感经验和教师专业发展进行梳理和总结。第三章是研究设计，主要

介绍研究研究架构、研究对象、研究工具、数据分析方法、预试分析等内容。第

四章是研究结果，即资料处理与分析，主要是通过整理发放与回收的问卷收集样

本数据，并通过统计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分别包括信度与效度分析、

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并通过分析结果验证本文假

设。第五章为研究讨论部分，针对资料分析结果进行讨论。第五、六章为结论和

建议，主要是对上一章讨论后的结果进行总结和梳理，提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

并对研究的不足部分和将来的展望提出观点。如下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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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研究流程圖 

 

 

 

 

 

 

 

 

 

 

 

 

 

 

 

 

 

 

 

 

 

 

 

 

 

 

 

 

 

 

 

 

 

资料来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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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文献探讨 

本研究目的为探究环境美学与中国大学教师专业发展，因此本节将以中国环

境美学、环境美学、美感经验及教师专业发展进行文献探讨。 

2.1 中国环境美学发展 

根据陈望衡（2007）指出中国的环境美学研究起步比较迟，尚缺少有分量的

成果，环境美学的理论与构架远没有建立起来，到了 90 年代末境美学才得到中

国学者的广泛关注（汪振城、邱梦园，2020）。陈望衡（2007）出版《环境美学》

是中国首部成体系的环境美学专著，该专著将“家园感”定义为环境美的根本性

质，以美学角度研究环境，对环境的审美提出了对家园审美的概念，而家园的根

本性质是在生活，其特点包括温馨和幸福。而 Zeng（2008）提出狭义的生态美学

是对“人与自然环境的生态美学关系”的研究；广义的生态美学包括人与自然、人

与社会和人与自身，这是一种符合生态规律的审美存在观（曾繁仁，2002）。 

程相占（2009）《中国环境美学思想研究》以环境美学的环境审美方式论、

对象论、价值论和设计论等四个议提探讨，总结中国传统的环境美学思想的主要

构成，由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崇尚、一贯地尊重自然、敬畏自然，一贯地追求人

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而王燚（2011）主要研究人类、生存、环境三者之间的审美

活动，是美学基础理论与人类生态研究结合起来的二级学科，其研究原则是人类

生命活动原则，研究对象是人与自然、社会及自身的生态美学关系。建构科学的

环境美学，营造一个生态、文明的美好的环境，切实有效地改善人类生存环境（赵

擎昊，2011）。陈望衡（2014）則从本质上来说，环境与人是不可分离，环境美

学是美学超越艺术哲学、关注环境问题的重大突破。而且是以朴素观着眼于我们

懒以生存的地球上对于良好生态环境的保全，其根本目的在于全人类、全社会的

可持续性发展（陈庆坤，2014；陈望衡，2015）。在中国多数环境美学研究也以

中国文学与景观为研究主题（王耘，2012；陈庆坤，2014；卢政等，2018）。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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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城等人（2020）将新世纪以来中国环境美学研究归结为学科理论建构的初创期，

但它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意非常重要。而且世纪的环境美学拓展到我们的生

活美学，研究生活的器具美、关系美和行为美（廖建荣，2019）。 

在环境美学的教育方面，薛富兴（2009）在研究中指出，环境美学是通过环

境美德去实现自觉塑造，改变当代人对于自然环境的认知态度与行为方式的习惯，

在环境美德的助力下，将现代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伦理和责任，从一种外在的要

求，转化为自愿执行的审美活动。在化伦理德性为审美态度、审美趣味和审美能

力下，追求以善求美，化善为美。而王礼（2010）则从生态美的角度，认为学校

都应当把「生态美」这个环境美学的内涵作为培养学生和提高学生素质的重要教

育内容，并加以具体实施，这正是环境美学的真谛，而且环境美学的教育也正是

需要从这些方面入手，着力于号召学生们欣赏和感受生态美，进而持续性地发展

生态美，塑造生态美。 

岳芬（2021）认为应该将环境美学纳入“美学基础”课程建设，让环境美学思

想深植人心，需要在教学的内容和教学方法上持续不断创新。而且学校环境是教

师专业发展的的主要教育生态环境，不同教师对自身所处的环境形成个性化的感

知（杨帆、许庆豫，2017）。因此就中国环境美学而言，也涵盖了环境保护，可

持续发展，美感经验与教师专业发展等议题，这也是本研究欲针对中国学校环境

美学进行探讨的重要原因。 

2.2 环境美学 

环境围绕我们，我们作为观察者位于环境的中心，利用各种感官进行感知，

在其中活动和存在，环境也总是以某种方式与其中的观察者和它的存在的场所紧

密相连 （Carlson, 2010）。美学作为一种哲学性的科学，其中的问题主要是概念

性的，而非经验性的。美学也是一门单独的学科，是一门研究美、美感和艺术美

的科学，和其他学科一样，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李斌，2012）。

环境美学包括美感经验和环境心理学两个研究领域的融合 （Nasar, 1992），是通

过与自然世界的接触和感官沈浸 （Berleant, 1992），将欣赏力从艺术扩展到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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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Carlson, 2007），从而赋予其美学价值 （Brady, 2003）。进入 21 世纪以来，

环境美学几乎包括对艺术之外的任何事物的审美意味的研究。美学研究的重心从

艺术转移至自然，其哲学基础由传统的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扩展到了人文主义、

科学主义和生态主义；美学的发展正在走向日常生活和应用实践。生活中可以发

现，环境美学将成为美学研究的显学，也势必为人类的实践指出一条通往人与环

境的和谐美的道路 （Carlson, 2007）。由此可见，环境美学的发展越来越展露出

它的与传统美学的区别所在。 

2.2.1 环境美学之概念 

一般认为一个复合术语的含义要大于它各部分含义的总和，环境美学是哲

学美学的一个相对较新的子领域，它产生于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分析美学之内

（Carlson, 2007），在环境美学作为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出现之后，一些最初的立

场浮出水面。在上世纪末期，发展出与自然环境审美相关的独特取向。当时，通

常被区分为属于两个组中的一个，分别称为认知和非认知（感知） （Eaton, 1998；

Carlson & Berleant, 2004）。Brady（2011）将环境美学分为两类：认知理论和非认

知理论。认知理论强调科学知识在审美中的作用，要求依据知识对人们的审美感

知进行规范；非认知理论则认为审美是一种自由感知，情感、想象、神话、传说

等各种主客体因素都可以参与到审美中（杨文臣，2010）。 

环境美学中的认知，是概念或叙事立场是这样一种思想的统一，即关于欣赏

对象性质的知识和信息是其审美欣赏的核心（Carlson, 2010）。当代环境美学的认

知方法是对自然适当审美欣赏的核心，是关于欣赏对象的知识和信息，用环境美

学家（Saito, 1998）的话来说，是“用自然本身的语言来欣赏自然”，这个观点受

到众多认知学派学者的赞同（齐君，2015）。Carlson（2010）提倡的科学认知主

义强调用自然主义者、生态学家、地质学和博物学家提供的相关知识来装备自己

（齐君，2015）。 

认知理论强调科学知识在审美中的作用，要求依据知识对人们的审美感知

进行规范，是接续 Leopold 的生态美学传统，这类环境美学家都有着强烈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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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意识，认为审美不能同环境伦理相冲突，这就要发挥自然科学知识尤其是生

态学知识对于审美感知的规范和制约作用（杨文臣，2010）。 

Carlson（2010）认为自己的科学认知途径可以有效应对环境伦理学的挑战，

环境美学最终是规范性的，“我们可以评价一个趣味体系有多好，并通过这个评

价而到达生态美学。齐君（2015）感知（或非认知），即强调审美过程中官能的

感知作用，注重想象、情感及审美过程中的参与性。如斯坦古德洛维奇的神秘模

式认为，自然对人来说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不可知的，在与自然保持距离、完全

划清界限后应以一种神秘感来欣赏自然。 

此外，Matthews（2007）提出，我们感兴趣的知识是可以给我们感知标准的，

即指出哪些功能是标准的。因此，该知识允许欣赏和感知对自然的审美欣赏的正

确特性，从而限制与此欣赏相关的经验知识。Guareschi（2018）认为着眼于自然

增值的显着特性的感知经验，可以将这种模型定义为感知模型。感知是就否定科

学知识在具体审美活动中的规范性作用而言的，并非完全否认审美的认知意义

（杨文臣，2010）。 

综上，根据环境美学的概述，本研究将环境美学定义为：通过概念或叙事去

了解思想的统一和对知识更为深层次的了解，除认知以外，能影响审美欣赏的其

他方法，在复杂性中侧重于情感和感觉有关的状态和反应，是主体与客体完全融

合，全身心的投入。 

2.2.2 环境美学相关理论 

Gifford（2002）指出环境心理学旨在改善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并使建筑环

境更加人性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而环境心理学家持续的研究基本的心理过程，

如环境感知、空间认知、社会空间、人类发展和个性，因为这些因素过滤和构建

了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而且环境心理领域对于建筑环境的传统强调持续保持环境

稳定发展（Giuliani & Scopelliti 2009）。 

自然环境在环境心理学中以多种方式进行了研究，人们也认识到自然环境过

去和现在仍然是人类不可或缺的包容性环境（Gifford, 2011）。自然环境已被视

为（1）一个复杂的刺激环境，我们对其具有硬性和功能性的敏感性、偏好和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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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Ornstein & Ehrlich, 2000），（2）作为审美欣赏和创造性和精神的灵感源泉

（Williams & Harvey, 2001）,（3）作为许多人怀念和成长的童年的一部分 （Chawla, 

1994 ; Ittelson et al., 1974）,（4）作为我们地球的基础以及我们物种的生命支持系

统和保护倡议的关键对象（Schmuck & Schultz, 2002），（5）作为恢复和治疗场

所以及远离现代生活超负荷和压力的避难所（Hartig & Staats, 2003 ; Kaplan, 1995），

（6）作为创造美丽、舒适和提升生活的人类结构和环境的重要设计和规划标准

与原则（Thompson, 2000），以及（7）作为道德指南针以及存在主义和审美试金

石（Carlson & Berleant, 2004）。 

然而许多环境问题根植于人类行为，所以可以通过理解人类行为来解决：1. 

亲环境行为很重要，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包括童年经历、知识和教育、性格、感

知行为控制、各种价值观、态度和世界观、感到责任和道德承诺、规范和习惯、 

目标、影响等；2.这些影响也很可能结合起来决定行为结果，也就是说这些影响

之间相互作用（Scannell & Gifford, 2013）。因此重要的挑战就是需要更多的了解

这些影响之间如何中介和调节（Scannell & Gifford, 2013）。 

Gifford（2011）环境心理学致力于遵循以下目标和原则的研究和实践：1. 改

善建筑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2.研究日常环境（或对其进行密切模拟），3.将人

和环境视为一个整体，4.认识到个人积极应对和塑造环境；他们不会被动地对环

境力量做出反应，并且 5.与其他学科一起进行合作。环境心理学是研究个人及其

物理环境之间的交易。在交易中，个人改变了他们的环境，他们的行为和经历也

随着他们的环境而改变。使建筑环境更加人性化和改善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的

理论、研究和实践。而环境心理学范围包含三个层面，环境设定，个人和社会文

化脚本，经由三者相互的实际衡量后，个人会产生计划，在计划中包含目标、决

定和意向，在计划执行中会产生认知与情感，幸福、行为等结果，然而这些结果

在个人计划完成后（完成设置后）仍然会影响以后的认知与情感，幸福、行为，

最终的行为会回馈至环境设定，亦可能改变以后环境的设定 Gifford（2007），如

图 2.1 环境心理学的范围。所以环境心理学家亦由三个层次从事分析工作：(a) 

基本的心理过程，例如对环境、空间认知和人格的感知，因为它们过滤和构建了

人类的经验和行为，(b) 社会空间管理：个人空间、地域性、拥挤和隐私，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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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日常行为的物理环境方面，例如工作、学习、居住和小区生活，以及(c) 人

类与自然的互动以及心理学在气候变化中的作用（Gifford, 2007; Gifford, 2008）。 

 

 

 

 

图 2.1 

环境心理学范围概述 

 
Note. 环境心理学范围含盖了现实、设定、个人、社会文化脚本等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数据源：“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by R. Gifford, L.Steg and J. P. Reser, (2011). In P. R. Martin, F. 

M. Cheung, M. C. Knowles, M. Kyrios, J. B. Overmier, & J. M. Prieto (Eds.), IAAP handbook of applied 

psychology (pp. 440–470). (https://doi.org/10.1002/9781444395150.ch18). Copyright 2007 by Wiley-

Blackwell. 

 

然而，环境心理学家主要关注物理环境作为客观的研究环境，较少考虑如何

体验、理解、反应和反应相关的感知、认知、情感、社会、文化和象征过程，在

“客观”和“有意义”的环境中所发生的现象（Scannell & Gifford, 2013）。关于

地方意义和依恋 （Altman & Low, 1992）、现象学生态学和环境心理学（Seamon 

& Mugerauer, 1985）、地方和无地的概念和象征领域、景观和意义（Berleant, 1997）, 

存在丰富的文献，以及构建空间、场所和世界的现状和影响，但这项重要工作在

当前的城市和区域规划和环境影响评估中并未得到很好的反映，尤其是重要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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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巨大变化继续精确测量可观的人类痛苦和成本（Van den Berg et al., 2007）。

当涉及与风险、美、地方意义、环境价值、关注点和行为意图相关的问题时，地

方和环境的个人和社会文化建构会带来多重挑战。这是因为我们对环境风险、问

题和环境质量的思考方式会深刻影响我们的决策、我们设计和建造的环境、我们

在面对感知威胁时采取的干预策略和解决方案，以及我们的体验，做出反应并适

应我们客观上“真实”的自然和建筑环境（Scannell & Gifford, 2013）。 

Subiza-P´erez et al.（2019）也指出环境心理学偏好的概念，指的是直接和直

接的喜欢和愉悦，经常用照片作为替代品，这并不能反映环境的“迷人”审美质

量。虽然境心理学专注于环境的多种质量，重点往往还是放在视觉上，例如视觉

尺度（反映例如景观的开放性和可见性）、复杂性（视觉多样性以及图案和形状

的复杂性） 、神秘（对远景新信息的承诺）或连贯性（场景的统一性、颜色和

纹理的重复模式）（Tveit et al., 2006）。虽然这些直接体验和视觉方面很重要，

但它们并不反映环境是通过多种感官体验的事实。它们也在一个地方（即不是从

远处）体验，因此涉及“参与”，这意味着感知者“沉浸”在环境中（Berleant，

1992，1997；Carlson & Berleant，2004；Rolston，2002）。因此，Subiza-P´erez 

et al. （2019）专注于感知的审美质量，因为这是人与环境互动后的最终结果，

而且要了解环境的美感价值，应该收集有关其中的美感体验的数据，并且以环境

心理学为基础，对感知环境美学提出 5 个项目，包含和谐（Harmony）、神秘

（Mystery）、多感官与自然（Multisensority & Nature）、视觉空间与视觉多样性

（Visual Spaciousness & Visual Diversity）以及崇高等，亦为本研究衡量环境美学

的依据。 

而环境心理学家的研究，从建筑环境到自然环境和亲环境行为，如何促进价

值观、态度和行为的形成的考虑（Uzzell & Rathzel, 2009），所以从生态心理学

观点，强调人与环境关系的动态系统方法进行讨论（Gifford, 2007）。根据 Rolston 

（1988） 环境美学思想，从生态系统的角度来解释，自然不存在丑，自然皆具

有客观、肯定的美感性质，所有的美感经验也是如此。例如，一个人喜欢鹰在上

面飞翔，在风中蓄势待发；但鹰不是艺术家，也没有任何地方由于美感特性而自

然地被选为适应性契合。而在生态系统的三个特征中，由“完整、稳定和美丽”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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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土地伦理，怀疑论者可能会反对，在自然界中没有一个是客观真实的。生态

系统不是稳定的而是动态变化的，通常是偶然和混乱的。他们几乎没有整合，比

整合的整体更多的聚合混乱（Rolston, 2002）。任何美都不是真的存在，而是在

旁观者的眼中。 

自然是一个具有生命的系统：动物、植物、物种、生态系统以及任何与艺术

相关的模拟都从根本上误解了野生自然。艺术品是惰性的，它没有新陈代谢，没

有活力，没有再生，没有营养金字塔，没有继承和进化史。自然不是在博物馆里

面的艺术，而是在景观中的自然生态群体，若将其当成艺术来对待，则是滥用这

种自然本质（Rolston, 2002）。 

它具有形式、结构、完整性、秩序、能力、肌肉力量、耐力、动态运动、对

称性、多样性、统一性、自发性、相互相关性、生命保护、基因组编码、再生能

力、物种形成等。这些事件在人类到来之前就已经存在，是创造性进化和生态系

统性质的产物；当我们人类在审美上重视它们时，我们的经验就被迭加在自然属

性上。采用生态系统方法的伦理学将发现美是如何生成性自然的神秘产物，一种

客观审美属性的光环，它可能需要具有审美能力的体验者来完成，但更需要自然

的力量来产生它（Rolston, 1988; Cohen, 2012）。 

Rolston（2002）着眼于系统的概念，并回顾物种和生态系统等生物多样性要

素。 生物多样性也存在于我们的营养金字塔、演替和进化史等概念中。回到美

的分配问题，值得一问的是它是在对像中还是在观察者中。捍卫一种关系的观点

——美的存在处于潜在状态的对象，只有通过观察者的观察才会显现：“当人类

到达时，审美就会点燃，审美与主体相关联生成出现。自然具有美的潜力，人类

观察者将其变为现实（Cohen, 2012）。在生态系统论中由环境美学引导，人有了

审美能力，产生美感经验，再将美的潜力变为现实。在学校里，学校涉及环境教

学的教师也应加强自身的自然美感素养的提升，学习相关的教学专业知能，才能

真正引导学生在校园中进行环境美感的欣赏（杨忠斌，2014）。 

本研究也藉由 Rolston（2002）环境美学生态系统论观点为基础，来探讨环

境美学对教师美感经验与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而且环境美学能够使人产生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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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再将其转实现。因此亦欲了解教师能否由学校的环境美学增强美感经验的

产生，进而帮助教师专业发展的实现。 

2.2.3 环境美学之衡量 

各个领域都认识到需要开发测量美学的质量工具。例如，Stamatopoulou 

（2004）设计一个量表来评估艺术美学质量的组成部分，更具体地说，是对艺术

作品的沉思所引发的体验。 Schindler et al.（2017） 提出一种记录美感情绪的工

具，例如触发通过音乐、绘画和建筑。Kirillova and Lehto（2015）介绍感知目的

地美感品质量表（Perceived Destination Aesthetic Qualities, PDAQ），用于衡量游

客对休闲目的地的审美判断，强调新颖性，最适用于与家庭条件形成对比的新颖

和休闲环境 （Kirillova & Lehto, 2015）。Subiza-Pérez et al.（2019）开发感知环

境美学质量量表（Perceived Environmental Aesthetic Qualities Scale, PEAQS），主

要在衡量人对环境美学质量的感知，更接近本研究的研究领域。 

Subiza-Pérez et al.（2019）的感知环境美学质量量表（PEAQS），阐明绿色

和蓝色空间美学相关的概念化，并确定感知美学质量类别的体验，绿色空间例如

城市森林，蓝色空间例如海湾公园。衡量绿色和蓝色空间体验修复效果的尺度包

括对美感质量的感知反应，感知恢复性和恢复性结果量表，即对愉快环境的主动

兴趣和关注、探索周围环境的冲动和连贯性体验等（Han, 2003; Korpela et al., 

2010），其中以美学质量的感知为主要核心。 

感知环境美学质量量表，咨询了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环境心理学家、哲学

家、社会学家、景观设计师、园艺家、生态学家和环境科学家），以了解每个陈

述的内容有效性和措辞。还与环境科学家、生态学家、随机娱乐者和高中学生组

成的小组进行量表测试，最后经由实证研究在不同城市绿色和蓝色空间的体验美

学质量。该量表涵盖和谐（Harmony）、神秘（Mystery）、多感官与自然

（Multisensority & Nature）、视觉空间与视觉多样性（Visual Spaciousness & Visual 

Diversity）以及崇高（Sublimity）等五种感知环境美学质量。其中「神秘感」，

它与感知复杂性、吸引力、兴奋感和探索这个地方的愿望有关（Hauru et al., 2014），

探索的欲望源于人类对环境的理解需求，以及对其中新信息的承诺。「崇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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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美学的另一个关键概念，传统上与伟大而强大的景观有关，例如瀑布、山

脉和星空等，可能会引起敬畏、迷恋或恐惧，或者超出人类的理解（Shapsay, 2013）。

感知环境美学质量量表的概念与题目，更符合本研究想探讨的学校环境美学感知，

因此运用该量表衡量学校环境美学。 

2.3 美感经验 

2.3.1 美感经验之定义 

美感，从字面上来看，是美的感觉和直觉，英文翻译为 Aesthetic，与美学一

词英译一致，但美感谈到的是审美的时候所产生的直接感受。美感（Aesthetic） 

一词的希腊原文意指东西可经由感官而知觉，意为感受了解（To feel,To apprehend）

（苏雅慧，2008），1750 年 Baumgarten 出版《美学》（Aesthetica）一书，把感觉

与认知合起来，美感、美学才进入近代语言（刘昌元，1995），到了十八世纪，

美学之父 Baumgarten 将 Aesthetics 这个字的意义转变成感性认知，在感官知觉

的同时，也要去思考、理解。刘再复与李泽厚（2010）则认为美感是所谓的审美

愉快（Aesthetic Pleasure）或是审美感受（Aesthetic Feeling），西方哲学家 Kant 

（1970）则将美感称之为审美判断（Aesthetic Judgment），而广义的美感则涉及

审美意识或审美心理。而经验一词，Dewey（1980）在《艺术即经验》（Art as 

Experience） 中，认为参与经验之主体就是有机体（Organism） 和自然 （Nature）

发生相互影响的结果，是由做（Doing）与受（Undergoing） 的交互作用形成。

个人在生活里的观察或从事某一种实际活动，强调个人经历活动的动词状态，是

参与的、感受的、想象的、创造的、模仿的。Abeles et al.（1984）指出美感经验

的特性在于包含着一种全神贯注的注意力，能够让人知觉到事物丰富而多面向的

观点，甚至转变事物原有的性质。Leath（1996）则主张美感经验是一种专注的发

挥，使人聚焦当下进行的活动，获得一种生动的美感经验，即带有美感质量的经

验。而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朱光潜（2006，1996）以《谈美》与《文艺心理学》

两书登上中国现代美学的历史舞台，指出在美感经验中，心所以接物者只是直觉，

物所以呈现于心者只是形象。朱光潜的美感经验理论是前期美学思想的核心，在

探讨美感经验时，朱光潜主要以艺术为中心，在吸收、借鉴与批判克罗齐、布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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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美学的基础上，形成了以什么直觉论、心理距离观、审美移情说为支点的独特

美感经验理论。因此美感的态度与科学的和实用的态度有所不同，它不涉及概念、

实用等，只是专注于一个孤立绝缘的意象的观赏（祁志祥，2018）。 

Winborn（2015）认为美感是一种让自己进入经验、融入经验，而不只是想

着经验的一种方式。Reid（1969）和 Broudy（1972）认为美感经验必须亲自投入

参与且有关价值之独特知识，包含凝视、创作与感受，即采纳活动中具备对审美

对象进行美的慎思明辨与美的品味与体会，方能达成美的具体表现，为涉及高度

鉴赏力之认知活动，而非知道某物且有关独立事实之知识，其过程即是教育中所

欲求之经验（杨忠斌，2014）。因此，通过专注地建立自我，在生活中发现美的

事物，从而转化为对生活中美的向往与美感经验的转化，在追求无我的专注里，

将美感经验升华。 

此外，张原诚和萧佳纯（2016）指出美感对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其中包

括对美的快感、审美的态度、对美的理解力及完整经验。美感经验是亲身体会的

直接经验，当观赏者与美感客体交会时，因内发性动机所产生的思维，藉由沈思、

成就美感的吸收，是一种回馈经验，也是令人愉悦的经验，而且在任何时候都有

可能产生。 

2.3.2 美感经验的观点与内涵 

美感经验来源生活，生活的经验主体来自人的投入，只有细致、专注地投入

生活，热爱生活，才能发现自我，在品格与个性、能力、情感与志趣的探索中找

到自己，通过专注力的培养，走进美感的世界。Winborn（2015）认为美感是一

种让自己进入经验、融入经验，而不只是想着经验的一种方式。 

Kant（1790）在他的著作《判断力批判》一书中认为美感是想象力与理解力

相互协调的自由活动，并与个人快与不快之感情互相联系（崔光宙，1992）。美

感经验凝聚想象力与创作的想法，需要脑洞大开的释放，以构成现实中真实的意

义。Greene（2001）主张了解艺术越多，越能活化想象力，增强和洞察人性与世

界的能力。而美感经验邂逅想象力之后，是两者共同成就的历程，透过美感生成

经验，发挥超强想象力，在自我的世界里为创作自我定义，将想象力发挥地淋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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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致，从而感受美。如同 Maquet（2003）认为人类的美感经验并不会凭空产生，

美感主体需要为美感接触做好心智准备，培养美感眼光，方能领会美感经验。由

此可知，美感经验需要我们对于生活的洞察和体会，探究事物的本质，领略内在

的深层含义与发挥想象，这样才能感受美感经验 

美学以人为本，艺术教育的重要性，是使学生致力于追寻美感经验，即是从

与艺术品的交互作用之中，得到心灵的视和满足，从艺术品鉴赏的经验，引导观

赏者享受美感价值（陈木金，1998；Donnelly, 1990）。美感价值是我们生活中美

的积累和发现的结晶，是美感经验的升华，而引导美感转化的多是艺术创作者。

美学的范围包罗广泛，研究对象包含艺术创作活动、艺术品的定义与评论、艺术

的社会功能、美感态度与美感经验等（刘昌元，1995）。因此，艺术创作者在很

多时候，充当的角色是美学的搬运工和缔造者，就美学本身来说，美感经验广泛

牵涉到艺术创作、艺术品、观赏者三个层面，甚至也涉及到社会与文化层面，因

而成为重要的研究主题（林素卿，2009）。 

Irvin（2008）认为虽然许多日常的生活体验是简单且寻常的，但其中确实充

满美感的性质；日常生活体验中的美感可以提供生活中更大的满足和需求，以及

对于我们追寻价值意义的能力有所贡献。而美感经验包括完整，圆满、和谐之经

验，有如 Gestalt 心理学中的“完形”。一旦日常经验从零散、混乱和分裂而达到包

容大度而又臻于完满之状态，其即为完整经验。完整经验具备审美性质，并可转

化为美感经验，而美感经验与非美感经验（如实用、理性、道德经验等）在形式

上具共同之特征，无法截然二分，两者差别在于审美性质在强度上或程度上之不

同（周林静、陈丽华，2011；刘昌元，1995）。而在追求完整的、美的路上，积

累一定的美感经验，所需要的态度应该是主动积极的，有别于被动，才是对美最

好的向往。Eisner (2002）指出人类大部分的知觉活动仅是做确认（Recognize）或

观看（Seeing），却非探索（Explore）其关系与联系，然而美感知觉活动需要的

是一种扩散性的、整体性的探索与钻研不断揣摩事物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与意义，

才能领略事物意义与价值。林素卿（2009）也指出美感经验不是被动的感受，而

是能将生命转化为积极、能够主动的创造力，并且引述 Diffey（1982）所言美感

经验扩展我们的想法，敞开心灵，引导我们进入新的和未知的领域。因此，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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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能够主动投入，让自己成为探索美感路上的主角，将美有效吸纳，形成一种积

极探索的磁铁效应，以此与美同行。 

根据 Davies（2009）, Irvin（2008）, Light and Smith（2005）和 Shusterman

（2000）分析，自 21 世纪初，主张美感体经验超越精致艺术之纯视觉美观或深

度认知评鉴观，而应发端于简单且寻常的日常生活，突显“寻常体验遍是美感”，

美学领域出现重大变革（陈玲璋，2013）。而现实生活中，到底谁可以获得美感

的经验？其实人人皆可。每个人天生就有一种能够感受存在事物美好的能力，这

种能力就是美感的能力（刘千美，2000）。认为在充满美感体验下的生活，才会

使人在精神与心灵上有充满活力，精神奕奕的最佳状态。美感指的是一种对美的

体会与感受，但其实往往也伴随着精神层面的愉快感受。Dewey （1980）曾指

出，美感是具体的经验与体验的后果，且美感能作为衡量其价值的标准（朱光潜，

1989）。而回到生活，刘千美（2000）认为在日常生活的小细节和平时的艺术设

计创作活动中，美感无所不在。 

Dewey 则认为完整经验中具有美感的特质，虽然这些美感特质也存在于理

智、实践和道德等经验之中，但是这些美感特质在美感经验中将表现得更加清晰

而强烈（Dewey, 2005），美感经验的形成，就如艺术创作过程中悄然而至的灵

感，从发自内心最大的触动，到引爆美的感受，有时候可能就是在感受的一瞬间。

张原诚和萧佳纯（2016）认为，美感经验是亲身体会的直接经验，当观赏者与美

感客体交会时，因内发性动机所产生的思维，藉由沈思、成就美感的吸收，是一

种回馈经验，也是令人愉悦的经验，而且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产生。 

2.3.3 美感经验在中国教师专业发展的应用 

美感经验在实践及教育的研究上，Eisner（2002）曾指出，学校的教育核心

价值只要有所改变，美感经验在学校教育中就有实践的可能，他认为学校是教

授艺术最适当的地方，但如果将艺术教育当做其他目的的工具，则无疑在消弱

艺术经验，因为在教育的情境和发展中中，充满短暂、束缚、难唤、绝不连续

或墨守陈规的时刻，因此很难拥有美感经验（Kerdeman, 2005）。对此，学生

美感经验的获得，除了来自学校，还有更多的应该是来自生活经历和自我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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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通过对生活的向往，发挥想象力，致力于美感经验的养成和全面发展。花

英德（2015）以建构美感经验为理论融入实践研究，探究美感经验实施历程与

适切性，透过观察和参与、访谈与文件分析等不同方式搜集数据。采用“前瞻性

的行动研究”（Preactive Action Research），即研究者想尝试新的方法改进实

务，灵感则来自反思过去经验或未来趋势，从中所获得启发（Schmuck, 

2006）。罗苑纯（2014）则通过美感经验的启发，发展适合成人艺术创作的课

程，利用创作、美学、艺术批评与艺术史的结合及引导，让学生在自我、艺

术、文化与生态探索上寻得美感经验与艺术相关的知能，并融入日常生活的实

践应用中，让学生在美感经验和认知上得到增进，进而在身心精神层次，获得

个人生命意义与价值的启发，促进圆满和谐的全人发展。 

美感经验在艺术、创意的研究上，Rozendaal and Schifferstein（2010）以日常

生活的美感经验进行实证研究，从 423 个对象的反应分析中发现美感经验涵括四

个主构面与七个次构面，主构面为：感官、感情、思维、作为；次构面为：社群

性（神入、社会连结、仁慈）、审美性（多元、简洁、和谐）、安适性（珍爱、

新颖、饱足、安宁）、能动性（能耐、自主、规训）、联想性（梦幻、怀旧、体

认）、生动性（整全、固定、活力、善感）、进步性（学习、洞察、挑战、发现）。

杨宏琪（2011）则认为艺术是表达美感经验的一种方式，艺术是美感经验的上位

概念，而美感经验是人们所经历事物后的印象，而陈玲璋（2013）从日常生活美

学运动揭示寻常体验就是美感的观点出发以后产生认知理论（Metacognition 

Theory）为主轴。张原诚和萧佳纯（2016）在学生美感经验创意自我效能与创造

力之研究教师创造力教学的多层次调节式中介效果研究中，探讨过设计领域的大

学专题学生美感经验与学生的创意自我效能。并且指出，美感经验会影响其创意

自我效能及创造力，但是美感经验只有完整经验可以透过抗衡负面评价的中介而

影响到创造力，表示美感经验对于创意自我效能以及创造力皆具有直接效果，学

生的美感经验对于创意自我效能与创造力的重要性（张原诚和萧佳纯，2016）。 

从美感到美学，Hegel 则是将美学从研究美的学科缩小为艺术哲学，但在美

感经验的传达过程中，确实是艺术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李军学，2013），过

去的研究，人们以美感经验为主题出发，从探讨美感经验理论和实践意义到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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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对于生活美学、艺术创意相关的建构上，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启发，也愈来愈

让我们对于美感经验对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产生更多的兴趣。 

教师美学素养是构成教师基本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可以促进教师专业

化不可或缺的因素，教师对美的追求是高层次的精神需要，不仅仅是关系到教师

的道德人格建设与发展，而且关系到教师的工作与生活质量（李斌，2012）。美

感经验是教学的中介，教师能够运用象征符号创造意义，从规律与规范的习惯中

包持适当的距离，突破习惯的限制开启新的视野（洪咏善，2012）。教师对美的

需要从根本来说是一种对于情感的需求，是感受美这个过程中需求，是从自己平

凡的教育教学活动中体验道德的崇高之美、从自己在创造活动中感受生命的激情

之美。教师对美的情感需求推动着教师积极去追求美，从而成为美的体现者和创

造者。而美感则依赖于教师对美的追求并取决于教师本身所具备的美学素养（李

斌，2012）。 

艺术家是创作者，在教育里，美感经验是主动的参与，进行判断与比较，任

何教育经验包括教育的美感经验，必须有身体的创作行动，许多因素会影响身体

的创作行动，情感与热情最为是，美感判断过程中的情感投入来自对于物体对象

特质质感、颜色、形式的反应（洪咏善，2012）。Perkins（1994）提出透过美感

经验的思考态度将有助于学习者达到上述之教育目标并促进教学之转化，以下将

分别表述教师发展此种教学技巧的可行途径。 

综上，本研究将美感经验定义为：是指个人通过视觉感官接触美的事物与画

面，通过体验产生认可，成就美感的吸收，产生美的印象于记忆深处，对美有深

刻的态度和理解力并能发展为潜在的经验之能力转化。 

2.3.4 美感经验的测量 

Yeh et al. (2015)认为美感体验作为个体接受美感刺激物时，产生美感知觉、

美感赏析、美感联想、美感判断与美感情绪的历程。美感知觉包含感官知觉，如

颜色、形状、动作和位置和知觉分析，如复杂性和分类；美感赏析包含内隐记忆

整合及外显聚焦；美感联想则包含意义与价值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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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 Chang（2017）“美感经验量表”作为测量教师美感经验的衡量工

具，因为其量表中的四个构面及其操作型定义「对美的快感」（指个人受到美的

事物牵引或主动发现美的事物时，所产生愉悦的感觉）、「审美的态度」（个人

能够接受多元的事物与想法，并且能由其事物或想法中找寻美好的一面或价值的

态度）、「对美的理解力」（指个人具有对于美的事物的知觉与分析能力）和「完

整经验」（指个人会与别人分享美好的经验，以及会回想起过去接触到美好事物

的经验）等内容与本研究欲将研究的中国大学教师美感经验，在直觉的认知感受，

藉由主体与客体在自然环境中察觉生活事物能力转变的认知，在做与受的相互影

响下成为一种「美」的活动等主题相符，其次是张原诚和萧佳纯（2016）研究结

果中得知美感经验在创造力研究中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可以将美感经验放在研究

的前置变项探讨等结果，本研究欲探讨环境美学与在中国大学教师专业发展，通

过探讨环境美学对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并检验环境美学之认知、感知和美

感经验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有共通性，因此，本研究用其作为衡量学生美感经

验的标准。其美感经验衡量构面与操作型定义（Chang, 2017）如表 2.1。 

表 2.1 

美感经验衡量构面与操作型定义 

美感经验衡量构面 美感经验操作型定义 

对美的快感 
指个人受到美的事物牵引或主动发现美的事物时，所产生愉悦

的感觉。 

审美态度 
指个人能够接受多元的事物与想法，并且能由其事物或想法中

找寻美好的一面或价值的态度。 

对美的理解力 指个人具有对于美的事物的知觉与分析能力。 

完整经验 
指个人会与别人分享美好的经验，以及会回想起过去接触到美

好事物的经验。 

Note. 美感经验衡量构面包含对美的快感、审美态度、对美的理解力和完整经验。 

数据源：”Construction on Students’ Aesthetics Experience Scale.” by Y. C. Chang, 2017,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10(1), 110-130. 

https://web.p.ebscohost.com/ehost/detail/detail?vid=0&sid=672e44f2-3114-43e4-a690-

2f52ae608c75%40redis&bdata=JkF1dGhUeXBlPXNzbyZzaXRlPWVob3N0LWxpdmU%3d#AN=123

836165&db=bth 

 

2.4 教师专业发展 

在当代教育改革政策下，教师面临着各种制度状况和不同的角色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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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ovan, 2011）。通过教师专业发展活动来提高教师的素养并进一步提高专业

知识和能力非常重要 （Kose et al., 2011）。因此将探讨教师专业发展的定义及教

师发展相关的理论观点。 

2.4.1 教师专业发展定义 

「教师专业」的概念主要起自 1996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ne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采用《关于教师地位

之建议》（Recommendation Concerning the Status of Teachers）认为：「教职应被

视为专业：需要教师严谨的态度且持续不断地研究，以获得并维持专门知识与特

别技能，而提供的公共服务；教职并要求教师对于其所教导之学生的教育与福祉，

负起个人与协同的责任感」（姜添辉，1999）。而 Hargreaves（1992）指出教师

的专业发展是指通过在职教师教育或教师培训而得到专业方面的发展，教师在目

标意识、教学技能和与同事合作能力等方面的进步。Duke（1993）认为教师专业

发展是在专业知识上获取和动态学习历程，并在此过程中增加对教育工作环境的

熟悉，和对日常教育工作自我反省。 

Shulman（1999）则认为教师专业工作必须从理解学生开始，经过转型、教

学、评鉴、反省，而达上升到一种新的理解，教育专业化的历程形塑一种实践的

智慧 （Wisdom of Practice）。因此教师不能再只是固守标准化的专业智力的教

书匠而已，必须更开阔教育视野，拓展其教育专业内涵，灵巧适切地运用教学方

法和策略解决问题，以学校本位发展更卓越的专业成长和个人成长（Gardner, 

1999）。教师专业发展指教师透过各式增能活动的参与及同侪间工作的互动过程

中，能培养自主成长的态度来促进终身学习，藉此有效提升教学专业知能涵养，

并促使教师在课程教学自我改善、反省，以增进教学效能与自我实现（张德锐等

人，2006）。Hair et al.（2011）指出教师专业发展的主要目的是感知知识、情感

和技能的专业能力提升的需要，积极促进个人在“新教育知识和信仰”、“教学

技能和态度”、“人际交往”等方面的进步。通过参加正式或非正式的学习活动

来实现专业发展的最终目标，从而获得“管理知识和能力”。 



 

27 

Guercio（2011）认为教师是一种专业工作，教师通过不断积极地参与促进教

学生涯发展和实现个人专业发展和积极发展的活动和行动，表现出足够的一般知

识、专业知识和能力以及专业精神本组织通过不断的学习和探索，进一步服务社

会。Canrinus et al.（2012）解释教师在教学生涯中可以积极参与各种正式以及非

正式的学习活动，以提升专业知识、理论技能、态度和自我反思能力，增强个人

自我实现，提高学校教育质量，实d现教师的职业历史。教师认同新课程得到支

持和资源，如果教师没有真的行动，也教师专业成长不会发生，所以让教师能付

诸行动，帮助教师深层次的参与，并且有持续与热情的进行课程改革是重要的关

键（Fullan, 2003）。 

教师专业发展相当强调理论与实务的结合，在方法与目的上多讲究能直接运

用于教师改善实际教学工作（叶彦宏，2013）。Aloe et al.（2014）指出要有效提

升专业知识、技能、态度和自我反省的能力，提升教学技能和质量，积极持续地

参与各种活动，提升教学生涯中的专业能力，实现互动情境下的教师发展与自我

实现的职业史。 

2.4.2 教师专业发展理论观点 

本研究由Clarke and Hollingsworth（2002）提出的教师专业成长互连模式（The 

Interconnected Model of Professional Growth, IMPG）与Guskey（2002）教师改变

模式（教师变革模式）来探讨教师专业发展。 

1.教师专业成长互连模式（The Interconnected Model of Professional Growth, IMPG） 

Clarke and Hollingsworth（2002）由在职教师进行专业成长研究，发展出「专

业成长互连模式」。其主张教师的改变透过反省（reflection）与付诸行动（enactmen）

两种传导历程的作用，及连结教师世界中的四个领域而产生的。专业成长历程也

会受到环境变迁的影响（Clarke & Hollingsworth, 2002），环境变迁指的是教师所

在的工作环境，教师最主要的工作环境即是学校的社会脉络，也是教师专业成长

的重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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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环境变迁对教师成长的影响，教师专业成长互连模式与其他模式最大的

不同是其主张教师专业发展是一种动态、复杂、非单一线性的网络关系。教师世

界由四个领域组成，1.个人领域：包括教师知识、信念和态度；2.实务领域：教

师进行各种形式的专业试验；3.结果领域：显著的结果；4.外部领域：资源、刺

激或支持。在四个领域中，只要其中一个产生改变，就可以透过「反省」及「付

诸行动」的作用，影响另一个领域，使其产生改变 （Clarke & Hollingsworth, 2002）。

举例来说，教师在「实务领域」中进行一种新的教学策略的教学；其产生的新知

识、新信念将影响教师的「个人领域」；因信念改变引发班级教学实务的实验，

其显著结果改变了「结果领域」。其教师专业成长互连模式如图2.2。 

图 2.2 

教师专业成长互连模式 

 

 

 

 

 

 

 

 

 

 

Note.教师世界由四个领域组成，包括个人领域、实务领域、结果领域、外部领域。      

数据源：“ Mathematics Education Research Group of Australasia,”by M. C. E Chan,  D. 

J. Clarke, A. Roche, and D. M. Clarke, 2019,  How Do Teachers Learn? Different 

Mechanisms of Teacher In-Class Learning, p.165 

(https://files.eric.ed.gov/fulltext/ED604302.pdf). Copyright 2019 by the Mathematics 

Education Research Group of Austral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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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模式中，各个领域间的发展并非线性关系，不同领域的发生顺序会依情

境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先后顺序关联。例如：有一个外部刺激出现，先影响教师个

人领域的信念改变，接着促使教师的教学实务变革，然后产生结果领域的改变。

也可以是先从外部领域产生一个刺激，然后教师的实务领域改变以进行实验，接

着促使产生新的结果，最后引发教师知识与信念的改变，而这个改变又进一步产

生教师实务领域的精进与改变。虽然领域改变的顺序有所不同，但连结各领域间

的动力都是「反省」与「付诸行动」。这四个领域的相互关系不仅不固定， 还

形成一种回路关系 （Clarke & Hollingsworth, 2002）。 

该模型的相互关联的非线性结构能够识别特定的“变化序列”和“成长网络”，

从而认识到教师专业成长的特殊性和个体性。以经验数据为基础的变革模型的一

个主要价值在于它能够激发关于尚未探索和未开发的可能变革机制的推测、研究

和开发。在目前的形式下，该模型提供了一个强大的框架，以支持对教师变化（或

成长）研究人员的分析以及负责教师专业发展的人员的规划（Clarke & 

Hollingsworth, 2002）。 

互联模型的结构对未来的教师专业发展计划（以及对一般专业发展的更广泛

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教学的日益复杂要求教学和教师专业成长的模型也相应地

复杂化（Darling-Hammond, 1997）。以一种对可能的增长网络建模的形式认识到

专业发展的复杂性，使在职计划和其他专业发展企业的设计者能够预测和鼓励所

有途径的专业发展。 

Clarke and Hollingsworth（2002）将“教师的教学法”（即教师发展的理论和实

践）置于我们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核心位置。我们必须对教师的发展实践给予与

我们劝告他们给予学生发展实践相同的尊严和地位。专业（教师）成长的互连模

型将教师的变化视为一个学习过程，并提出了这种学习可能发生的可能机制。该

模型的非线性结构提供了对情境和个人性质的认识，不仅是教师实践，还包括教

师成长：实践、意义和背景的个人融合。对教师成长过程的支持必须为教师提供

一切机会，以每位教师认为最有用的方式进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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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师改变模式（教师变革模式） 

Guskey（2002）指出专业发展计划是系统性的努力，旨在改变教师的课堂实

践、态度和信念以及学生的学习成果（Guskey, 2002）。因此提出“教师改变模式”，

其假设实施新的实务或策略的初始阶段，创新设计为教师或学校行政人员吸收，

表现其态度和信念、承诺和热情改变，但是最后的成果如果产生显著的变化，要

让有经验而不想改变的教师改变，必须让他们能看到所教授的学生的学习成果，

才会开始想要进行真正的改变（Guskey, 2002）。教师改变的理论模型（Clarke & 

Hollingsworth, 2002; Guskey, 1986; Robinson & Timperley, 2007）表明教师的创新

可能源于他们的专业学习和新实践实验的过程。 

在教师改变模型中教师改变包含三个主要的专业发展历程。显著的教师态度

和信念改变，发生在教师们接收到学生学习获得改善与成长的证据之后；而学生

学习改变的结果来自于教学实务的改善，例如：使用新教材或课程、改善后的教

学取向的、修正教学的历程或教室的调整。此模式强调「成功的实施经验，改变

教师的教学信念与态度」。「看见学生的学习成效，会强化教师的态度和信念」

（Guskey, 2002），成功的教师专业发展最终必须改变教师的态度和信念，让教

师相信改革是可行的，然后才能分享他们的态度和信念 （Guskey, 2002）。教师

改变模式，如图2.3所示。 

图 2.3  

教师改变模式 

 

 

Note.教师改变模型中教师专业发展包含教学的改变、学生学习改变、教师态度与信念的改

变三个主要的专业发展历程。  

 

Rogers（2007）运用 Guskey 教师改变模式对一位教师在数学改革中的改变

进行个案研究。他证实改进教学的重要元素，来自学生学习结果的正向改变，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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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教师信念和态度的转变（Rogers, 2007）。Guskey（2002）认为教师实践先于

信念的改变，但 Rogers（2007）认为这应是循环而非线性关系，在学生学习成效

发生改变前，教师就已经持续学习了；他并认为教师需要新的想法将专业学习变

成实际经验，也需要时间反思和评鉴学生的学习成效。故 Rogers 补充影响教师

改变的两个因素：「目标设定」和「反思」教学（Rogers, 2007）。 

Guskey（2002）假设这个教师改变模型是准确的，而且考虑3个原则被认为对

于规划有效的专业发展计划至关重要，这些计划导致显著和持续的教育改进。1.认

识到变化对教师来说是一个渐进而艰难的过程；2.确保教师定期收到有关学生学

习进度的反馈；3.提供持续的跟进、支持和压力。教师改变模式强调促使教师真正

改变的原因在于从教学改变中看见学生学习成效的证据，进而促成教学信念与态

度的转变，这样的转变将引发教师教学实务上的改变。所以教师的专业发展不仅

在于教师本身的成长， 更应聚焦学生的学业、学习表现。 

2.4.3 教师专业发展之测量 

教师具有足够知识与技能，展现专业自主、做决定以解决面临的问题，发挥

自我潜能，持续专业发展的历程（Piotrowski & University, 2006）。而Jo and Bednarz 

（2014）从四个维度讨论了教师的专业发展： 

1. 发展目标：教师的专业发展可以提升教师的教学知识和能力，进一步提升教学

质量和学生的学习成果，实现教师个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 

2. 发展方法：教师专业发展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学习活动，涵盖任何促进专业知

识和能力、提高教师专业能力的活动。 

3. 发展内容：教师专业发展包括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专业态度和专业精神，如

教学技能、新教育知识、人际交往、行政知识与能力、课程设计、课堂管理、学

生辅导等。 外显行为和内隐情感是可以改变和发展的。 

4. 发展历程：教师专业发展是一个不断的历史与动态的过程。 教师在教学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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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积极、不断地提升能力并运用到教学活动中，以提升教学质量（Lewicka，

2011）。 

本研究整理前述教师专业发展定义，以及Clarke and Hollingsworth（2002）

教师专业成长互连模式与Guskey（2002）教师改变模式后，教师专业发展主要包

括教学实践（Aloe et al., 2014; Guskey, 2002; Hair et al., 2011; Rogers, 2007; Yendol-

Hoppey & Dana, 2010）、教学信念（Canrinus et al., 2012; Clarke and Hollingsworth, 

2002; Guskey, 2002; Hair et al., 2011）、教学态度（Aziz et al., 2011; Clarke and 

Hollingsworth, 2002; DeWaters et al., 2013; Guskey, 2002; 洪咏善，2019）等 。 

1. 教学实践 

教学质量和学校领导力是提高学习者学业成绩的最关键因素（Guskey，

2000）。教育工作者的技能和知识的不断扩展对于实施最佳教育实践至关重要。

Diaz-Maggioli（2004）指出，教师职业发展“对学生学习几乎没有或没有产生积

极影响”。Sarsar（2008）的说法也一致，他声称教师缺乏基础知识，需要有效的

学术技能。因此教师需要在教学实践中扩展视角或技术，可能包括但不限于由多

种策略、课程计划和课堂管理辅助的教学技术的实施（Santrock, 2011）。 

教学技能的学习可以帮助教师进行教学并为他们准备更多有利于教学的功

能性活动，对于教学能力的评估，组织因素、教师发展和教学实践之间存在着密

切的关系。 在这些能力中，教师的发展对教育改革的实施最为重要（Zaidi et al., 

2018）。因此，教师的专业发展是一个不断循环的循环，教师要提高知识、学习

新技能和调整实践技能，因为他们创造就业主要是为了学生，并带来教育改革

（Alzankawi, 2021）。 

Aziz and Zainol（2011）认为，教师的教学表现将创造出全新的掌握经验，

这将为教师提供新的信息和反馈，并影响未来的教学效果。Lee（2011）得出结

论，教师的教学表现将使他们感知到情感，指导或参加教师专业研讨会。经过认

知过程和自我评价与分析，教师在感觉到良好的教学效果时，会不断地努力并坚

持以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而反思是促成教师专业成长与行动的要素, 教师藉由

反思深化了自己的专业知识结构, 发生在教学之后，教师反思教学与学生学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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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相互关系。透过这种主动和意义建构的过程，教师能以更完整的图象来诠释

课程的完整性 （Yendol-Hoppey & Dana, 2010） ，为深化教师的专业知识，教师

必须在课程改革中不断反思而持续增能。教师的反思赋予学习意义并产生可以实

践的价值与力量，将知识经过经过内在价值体系或假设的多层过滤、转换与厘清

的步骤，最后转换成行动（Yendol-Hoppey & Dana, 2010; Zwozdiak-Myers, 2012）。

教师具有足够知识与技能，展现专业自主、做决定以解决面临的问题，发挥自我

潜能，持续专业发展的历程（Piotrowski & University, 2006）。 

２.教学信念 

教学质量受到教师现有知识和信念的影响（Maasepp & Bobis, 2015）。教师

的信念与情感、价值在教学实践中交融，有助提高学生学习成效，促成专业成长

和自我实践（Guskey, 2002）。吴薇（2017）认为教师信念是大学教师发展的内

在动因之一。教师信念是指教师在教学情境和教学的历程中，对知识与教学、学

生和学习以及师生关系等相关方面所持有的主体性认识和观点，由于教师对师生

在教学过程中的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认识有所差异，其信念在「教师中心」与「学

生中心」间的取向不同。Ramkissoon et al.（2013）指出，教师的教学信念受教师

的个性特征，学习经历，专业知识和能力，个人信念，教育理念，教学经验，学

生的学习成果，父母特征，课程表压力，学校管理的影响，校园文化，证书制度

和教育政策等不同而存在差异。因此，教师信念的形成与变化是多维因素影响发

展的结果，主要受到了个人的背景因素与外部的环境因素影响（吴薇，2017）。

教师的专业成长和自身的生命经验、自我概念、专业认同、生涯发展产生不可分

割的内在关系，此内在关系是教师可持续成长的重要驱力。总之， 教师专业发

展的过程是要致力于正向改变，并且要能持续进行（Guskey, 2002）。教师要将

这些外来的知识或理念转化为行动，甚至转变信念与价值，都必须经过教师原本

所持内在价值系统的过滤与转换。教师的个人理论和信念就像过滤器，允许或过

滤新的知识和信念；新的想法会纳入旧框架中，若被认知并充分理解，就可能影

响教师的思维及行为。经过如此审慎的反思，改变了信念与态度，课程改革才可

能走入教室，成为一种实践 （Guskey, 2002; Zwozdiak-Myers, 2012）。 

3.专业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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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对专业发展的态度对专业发展项目的结果有很大的影响（Torff,2018）。

教师对他们参与的专业发展项目的态度，社会心理学和其他领域的大量文献支持

这样一种常识性信念，即持有支持态度的个人从任何类型的主动性、教育性或其

他方面获得更多收益（Graham et al., 2002）。而且教学专业精神与对教师职业的

态度之间存在密切关系（Snoek, 2010）。Snoek（2010）认为知识、技能和态度

这三个基本特征可能有助于教师专业化，专业化教师应表现出各种态度，例如培

养学生的意愿，愿意在合作中增加专业知识，对教学创新和发展的敏感性，以及

关注与教学专业相关的发展的倾向。Rimm-Kaufman and Sawyer （2004） 表明，

随着教师专业水平的提高，他们更有可能对同事、学生和学校产生积极的态度。

Yirci（2017）强调职业化取决于教师的能力、他们对职业的态度以及他们与其他

教师、管理层和学生的关系。 

DeWaters et al.（2013）也指出，教师应具有较高的教学效能，精通教师和朋

友关系，建立师生关系，但没有超越教育道德，鼓励同伴进行合作学习，鼓励学

生积极学习，为学生提供建设性反馈。而教师面临着各种制度状况和不同的角色

期望（Radovan, 2011）。这对于教师不断学习，接受新知识，改善教学以及增强

教育专业知识和能力至关重要（Glomo-Narzoles, 2013）。教师的专业知识结构及

观点影响课程的诠释，并影响实际教学的运作结果。教师要学习更多与课程改革

相关的内容知识、知识与技能，教师如果没有与新课程相应的知识，就会产生阻

抗并影响实施（Eli et al., 2013; Li et al., 2012）。 

教师需持续参与进修与学习成长，且教师的增能不能孤立于学生需求之外，

须与教学脉络紧密连结；并促使教师角色转换为行动研究者、理论实践者、知识统

整者，同时成为课程改革的推动者与参与者，如此课程改革中高质量教师专业发展

的理想才能实现（吴俊宪，2013; DuFour, 2004）。教师不断学习，接受新知识，改

进教学，提高教育专业知识和能力至关重要（Glomo-Narzoles, 2013）。通过“教师专

业发展活动” （Kose et al., 2011），提升教师的素养，进一步提升教师的专业知识和

能力。Smith et al.（2013）提出了教师专业发展具有重要性，包括加强教师的不断

学习和发展，让教师应对变化，协助教师解决教学困境，提升教师专业知识能力和

地位，发展教师角色的多样性。Canrinus et al.（2012）提到教师专业发展的原因有：

（1）教师必须进行专业发展以适应终身学习之趋势，（2）教师必须要通过专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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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提升专业知识和能力，以澄清模糊的专业形象，（3）教师由于教师角色的多样性

和多重性，必须通过专业发展来面对多变的环境和挑战。因此教师专业态度非常重

要，如果教师没有真的行动，教师专业成长也不会发生，所以让教师能付诸行动，

帮助教师深层次的参与，并且有持续与热情的进行课程改革是重要的关键（Fullan, 

2003） 

Rimm-Kaufman and Sawyer（2004）非常强调教师在课堂上的行为和实践与其

态度和优先事项之间的密切关系。教学过程和教师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对职

业态度的影响（Agcam & Babanoglu，2016）。对自己的专业持积极态度的教师在教

学过程中表现更好，这反过来又激励了他们。这增加了教师在学校学术活动中的参

与度，并使他们能够更有效地与同事、学生和家长沟通。专业态度可被视为有效教

学过程的重要预测因素。AI-Shammari et al.（2020）在研究中发现，教师对教师学

习社群持积极态度，当教师有机会向同事展示材料时，他们会感到积极， 通过演

示，教师可以了解自己是否有能力，也能了解自己的弱点，注意到一些需要改进的

地方，但是教师不愿意在涉及协作学习的环境中工作。而且教师专业发展是影响

教学成效的重要关键，课程变革要与教师专业发展相结合，是将教师本身视为课

程改革的目的而非仅是课程实施的工具（洪咏善， 2019）。洪咏善（2019）认为

课程实践即是教师专业发展的想法，当教师与教学课程改革相遇，获得实践新课

程的知能，且在变革历程中，引发教师内在动机，主动实施课程改革的方案，并

持续主动学习与专业再成长。 

因此，本研究在衡量教师专业发展方面以教学实践，教学信念与专业态度等三

个面向为主要衡量目标。而在经合组织教学国际调查（The OECD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Survey, TALIS）的 2018 年教师调查问卷，其问卷主要调查校

长和教师所获得的专业发展等问题的信息、教学信念和实践、对教师工作的审查以

及工作的反馈和认可、以及其他各种学校领导、管理和工作场所问题（OECD, 2018）。

问卷中有调查教师教学实践、信念和态度的部份，本研究将以此问卷内容，进行教

师专业发展之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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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环境美学、美感经验与教师专业发展 

Berleant（1997）认为，环境美学系指人类以欣赏和参与方式，成为整体环境

的一部分，在此中蕴涵了感官特质经验与直接意义的掌握，感官特质经验就是美

感经验。而美学理论和实用主义传统的思想影响了当代和普遍对于环境美学的立

场（Brady & Prior, 2020），即为对自然的美感经验开始于并且经常是通过感官知

觉所产生的 （Berleant, 1992; Saito, 1998）。重要的是，这种感知不仅限于视觉，

而且可能会利用所有感官。学者们的研究也强调了，做为美感经验和判断基础的

感官范围，以及各种感官是如何塑造对自然世界的审美价值（Fisher, 1998; Prior, 

2017）。而且探索主体的美感经验以及对自然和改造环境的欣赏具有重要意义，

包括对想象力、情感和多感官反应的研究（Brady & Prior, 2020）。Welchman （2018）

则认为对自然的美感经验是人类繁荣的组成部分，也为今世后代保护环境提供了

理由。而学校的环境是教师专业发展的教育生态环境，不同的教师对自身所处的

学校环境形成个性化的不同感知（杨帆、许庆豫，2017），增进美感的体验、品

味美感文化，进而能建构自己的美感生活（陈美然，2016）。Dewey（1980）也指

出美感经验是通过自我与环境之间的积极参与以及日常活动而产生的，包括实践

和智力的追求。他们从自然环境转移到日常体验，使日常体验形成美感经验

（Dewey，2005）。因此美感经验是透过所有感官从自然环境美学中所获得，故环

境美学会使人产生美感经验。 

H1：中国大学教师的学校环境美学感知对美感经验有正向影响 

美感价值是通过对世界美学质量的感官感知而出现的，其中知识的作用是必

不可少的，此类知识将支持适合其对象的美感判断，因为这些判断是基于客观知

识的坚实基础做出的，适当地引导了对美学质量的感知，也说明了美感经验

（Eslamian et al., 2017）。而且 Eslamian et al.（2017）也指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运用审美技能可以为他们有效教学绩效的可持续发展铺平道路，教师掌握必要的

知识和技能，并且可以在教学过程中更好地运用审美技能。 

审美技能和态度是不同人格维度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教育相关活动和教学

过程的基本能力和关键，忽视美育是实现高等教育系统基本目标的严重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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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elin, 1989）。只有在教师运用基于美学原则和标准的教学方法的情况下才能

实现，在教学过程中应用这些技能将提供一个可持续和积极的学习机会来分享经

验和享受学习，这样的教学活动将成为学生与教师间，有趣和令人兴奋的活动

（Eslamian et al., 2017）。事实上，教学过程形成的美感维度对其教学本质有着

重大影响（Mehrmohammadi & Abedi, 2001）。然而教师通过与学校环境的不断

互动得到发展，学校环境也是支持、保障教师发展的重要条件（车广告等，2007），

而且教师是展现环境素养的关键人物，环境教育的专业知识和能力会影响环境教

育的有效性（Jurik et al., 2014）。它能影响教师的专业发展态度、进程和成效，可

促使教师跃马扬鞭，不断进步（黄宁生，2019）。当环境美学通过与和谐环境的

认同来获得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时，它就可以提出美育的核心概念并获得自然发

展（费希尔、刘可欣，2000）。环境美学正是在这种环境危机日益严峻下逐渐产

生新的美学范式，是人们对传统以人为中心的审美观念的超越（岳芬, 2017）。而

且环境美学美学可以提升教师美感与专业知能涵养（张德锐等人，2006；杨忠斌，

2014）。 

H2：学校环境美学感知对中国大学教师专业发展有正向显着影响 

Frawley（2013）也建议职前教师应该将美学教育作为教师准备的计划，并强

调美感课程应该成为教师教育的一部分。Burton et al.（1999）研究发现，在提供

良好的美学教育学校环境中，就算是非艺术专业的教师经常谈论他们将艺术学习

延伸到其他学科学习，如创造性思考、不同的角度想法和问题、想象力以及将想

法迭加在一起成为解决问题过程的能力等。Oreck（2004）在教师专业发展的研

究中也发现，美学对教师专业发展与教师实践非常重要，应该被纳入教师专业发

展计划，而且美学不仅是课程，情境也是美学的一部份。Wiebe（2007）也指出

支持与扩展美术融合会产生想象力、灵活和具体的教学实践，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由于美感在人类和情感能力发展中的重要性，与美感相关的研究在各个科学

领域日益扩大（Shelley，2009）。教育是受美学相关问题影响的科学领域之一。

审美技能和态度是不同人格维度发展的关键因素。它们也是稳定教育相关活动和

教学过程的基本能力和关键方面。专家认为，忽视美育是实现高等教育系统基本

目标的严重障碍（Kaelin，1989）。因此，高校必须承担起以审美标准为基础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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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的责任。他们还必须发现高等教育教学的美学维度以及实施它们的有效方法。

这样，它们将成为美育理论的实践指南（Gadsden，2008） 

Attwood（2020）在研究中指出美感是一种素养，可以提高教师专业素养，

所以教师应该接受美感教育的培训，以获得美感的体验与经验，并且应将美学教

育领域置于情境与环境之中。Frawley（2013）也建议职前教师应该将美感教育作

为教师准备的计划，并强调美感课程应该成为教师教育的一部分。Wiebe （2007）

也指出支持与扩展美术融合会产生想象力、灵活和具体的教学实践，促进教师专

业发展。美感教育上，教师要培养学生审美的态度、能力与品味，强化美感的认

知（陈美然，2016），所以美感经验的获得对教师专业发展有着支持性的影响。 

H3：中国大学教师美感经验对教师专业发展有正向显着影响 

环境心理学在改善人和自然环境的关系使建筑环境更人性化（Gifford, 2014），

在心理历程上人们对环境感知、空间认知、社会空间及其个性与环境之间的相互

作用产生了对环境的行为（Giuliani & Scopelliti 2009）。环境心理学运用于环境美

学，创造美丽、舒适和提升生活的人类结构和环境的重要设计和规划标准与原则

（Thompson, 2000），也是人们美感欣赏和创造性和精神的灵感源泉（Williams & 

Harvey, 2001）。而且美感鉴赏始于知觉，对环境立即与第一手的体验是自然美感

价值判断的基础。知觉有许多面向，包含了所有感官类型：视觉和听觉、嗅觉和

味觉以及触觉和动觉，结合思想、想象与信念，所有感官单独地或是连结其他能

力使得美感特质知觉得以运作（Berleant，2010；Brady，2003）。而 Rolston（2002） 

以生态系统论讨论环境美学，认为生态系统方将发现美如何是生成自然的神秘产

物，是具有客观、肯定的美感性质，这也是美感经验。而且美存在于处于潜在状

态的对象，只有通过观察者的观察才会显现，当我们在审美上重视它们时，我们

的经验就被迭加在自然属性上，自然具有美的潜力，具有审美能力的经验人可将

其变为现实（Cohen, 2012）。因此环境美学可使人们产生美感经验，人们再将美

感经验变成现实。 

环境美学的教育在环境教育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高校教师在也扮演极重

要的角色，因而师资的养成中或许也应加入有关美学的科目，教师也应加强自身

的美感素养（杨忠斌，2021）。教师持续学习相关的教学专业知能，才可以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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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学生进行环境美学的欣赏，培养自主成长的态度来促进终身学习，藉此有效

提升教学专业知能涵养，并促使教师在课程教学自我改善、反省，以增进教学效

能与自我实现（张德锐等人，2006）。Gelineau（2012）指出“教师不必是艺术家、

音乐家、舞蹈家或其他艺术专业人士，以提供能够激发学习过程的培育艺术氛围”，

换这之，教师可以通过艺术进行教学，而无需成为专业的艺术家或专业的艺术教

师。如果艺术融合课程的教授成功，职前教师将对自己的艺术创作过程产生新的

或新的信心，从而导致美感课程产品的持续生产（Barry，1996）。 

Shockley et al.（2008）也指出“如果教师教他们是谁，那么他们隐藏的内在

课程直接影响他们教的学生”。 这是所有美学观点似乎都坚持的概念。Hong 

（2010）也认为教师们的自我意识很少是静态的，因为“教师身份正在被过去的

经验和当前环境塑造”。因为美学是通过想象推进存在方式，同时也是一个潜在

的系统过程（Jalongo & Stamp, 1997）。而且 Oreck（2004）在教师专业发展的研

究中也发现，美学对教师专业发展与教师实践非常重要，因为美学与教师的自我

效能感和创造力有关，有助于在课程创新，应该被纳入教师专业发展计划，而美

学不仅是课程，情境也是美学的一部份。如果教师意识到自己的美感，并能够将

其解锁和引导以响应课堂环境，他们就可以促进美感创新。Greene（2001） 认为

想象力是“美感经验的核心”，并且想象力是美感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各个

方面都提出了它在教育和学术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建议”。在教师入职中建立审美

响应课程将有助于培养对职前教师的信心，以设计符合国家标准和共同核心课程

的审美一致的课程和课堂环境（Joseph，2011），美学在促进非预先确定的学习方

面可能具有最大的潜力；在以美学为基础的课程中，教师的实践很可能会带来长

期的好处（Frawley，2013）。因此环境美学与美感经验都可以帮助教师专业发展，

而且环境美学会使人产生美感经验，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故研究假设如下。 

H4：中国大学教师美感经验在学校环境美学感知与教师专业发展之间具有

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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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研究方法 

本章在研究方法上，将对研究框架、研究假设、研究对象和抽样方法、研究

工具及资料分析方法等內容進行介紹。 

3.1 研究框架与假设 

本研究藉由 Gifford（2002）环境心理学与 Rolston（2002）环境美学生态系

统论为基础，从生态系统中发现美是自然的，具有客观、肯定的美感性质，当我

们在审美上重视它，我们的经验就被迭加在自然属性上，有审美能力的经验人可

将其变为现实。因此环境美学可使人们产生美感经验，人们再将美感经验变成现

实。故本研究欲探讨环境美学对中国大学教师美感经验与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

以及教师能否由学校的环境美学透过美感经验的产生，进而帮助专业发展的实现。

并且提出其研究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設，以利分析及验证此理论模型。如图 3.1 所

示。 

图 3.1 

研究理论模型 

 

 

 

 

 

 

 

 

 

 

Note. 教师环境美学认知对美感经验与专业发展的影响，及教师美感经验在环境美学认知和教

师专业发展的中介作用 

 

学校环境美学感知 

1.和谐 

2.神秘 

3.多感官与自然 

4.视觉空间与视觉多样性 

5.崇高 

教师美感经验 

1.对美的快感 

2.审美的态度 

3.对美的理解力 

4.完整经验 

教师专业发展 

1.教学信念 

2.教学实践 

3.专业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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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根据上述环境美学生态系统论之基础以及所拟定的研究理论模型，

提出下列研究假设,以利进行资料之验证； 

H1：学校环境美学感知对教师美感经验有正向显著影响 

H2：学校环境美学感知对教师专业发展有正向显著影响 

H2a：学校环境美学感知对教学信念有正向显著影响 

H2b：学校环境美学感知对教学实践有正向显著影响 

H2c：学校环境美学感知对专业态度有正向显著影响 

H3：教师美感经验对教师专业发展有正向显著影响 

H3a：教师美感经验对教学信念有正向显著影响 

H3b：教师美感经验对教学实践有正向显著影响 

H3c：教师美感经验对专业态度有正向显著影响 

H4：教师美感经验在学校环境美学感知与教师专业发展之间具有中介效果 

H4a：教师美感经验在学校环境美学感知与教学信念之间具有中介效果 

H4b：教师美感经验在学校环境美学感知与教学实践之间具有中介效果 

H4c：教师美感经验在学校环境美学感知与专业态度之间具有中介效果 

3.2 研究对象与问卷设计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对中国高校教师进行施测，问卷调查法是以实

证主义为方法论的量化研究方法，通过把设定好的标准化问卷线上发放或邮寄给

有关的人员，然后对问卷回收整理，并进行统计分析，从而得出研究结果的研究

方法（郑晶晶，2014）。然而本研究所使用的环境美学量感知表、美感经验量表

与教师专业发展量表等量表不是针对中国教师，因此本研究将对量表做初步修改，

再经由专家评鉴量表，透过专家学者们对于量表的构面与题目的适合度评鉴，以

建立符合中国大学教师的量表，再对量表进行预试与验证性因素分析。 

问卷预试部分，以检验各量表的信度、效度，因为环境美学、教师美感经验、

教师专业发展量表为修改量表，所以将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与信度分析，检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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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适用于本研究样本。预试的抽样方式是以便利取样的方式，抽取 300 位中国大

学教师进行问卷评量。在正式问卷部分，Sudman（1976）认为，如果是全国性研

究，平均样本人数约在 1500 人至 2500 人之间较为适宜，因此，本研究计划抽

取中国 30 所高校（学校类型为中国 211、985 高校、公办本科、专科院校、民办

本科、专科院校，地区来源分布在华南、华东、华中、华北、东北、西南和西北

地区），每所学校 60 名教师，共预计以 1800 名教师为研究对象，具体计划如表 

3.1。 

研究学术伦理部份，根据泰国伦理道德指南中的 3.1 知情同意程序。参与者

签订电子版知情同意书，并向参与者阐明（1）研究的标题；（2）说明受试者为

何应参与研究的邀请函；（3）研究者和受试者必须遵循的目标和研究程序；（4）

受试者参与研究的持续时间；（5）该研究的预期效益，可能直接有益于受试者，

社区或社会，或获取科学知识；（6）受试者记录的保密和保护范范围；（7）研究

结果是否会向受试者披露，以及如何披露；（8）受试者有权在任何时候拒绝或退

出研究而不丧失任何利益。 

表 3.1 

在中国发放问卷的高校及教师分配计划表 

序 学校名称 学校类型 教师数 省份城市 所属地区 

1 海南 U 大学 公办 211 60 海南海口 华南地区 

2 海南 U 学院 公办综合 60 海南三亚 华南地区 

3 海南 U 职业大学 职业大学 60 海南海口 华南地区 

4 海南 U 职业学院 职业院校 60 海南海口 华东地区 

5 海南 U 师范大学 公办师范 60 海南海口 华南地区 

6 南昌 U 学院 民办综合 60 江西南昌 华东地区 

7 江西 U 学院 职业院校 60 江西新余 华东地区 

8 共青 U 学院 民办理工 60 江西九江 华东地区 

9 广东 U 学院 民办艺术 60 广东东莞 华南地区 

10 广东 U 学院 职业院校 60 广东肇庆 华南地区 

11 延安 U 大学 公办综合 60 陕西延安 西北地区 

12 西安 U 学院 民办综合 60 陕西西安 西北地区 

13 陕西师范 U 学院 公办师范 60 陕西咸阳 西北地区 

14 武汉 U 大学 公办 211 60 湖北武汉 华中地区 

15 哈尔滨 U 大学 公办 985 60 黑龙江哈尔滨 东北地区 

16 安徽 U 大学 公办 211 60 安徽合肥 华东地区 

 



 

43 

表 3.1 

在中国发放问卷的高校及教师分配计划表（续） 

序 学校名称 学校类型 教师数 省份城市 所属地区 

17 贵州 U 学院 公办综合 60 贵州安顺 西南地区 

18 四川 U 外语学院 公办综合 60 重庆 西南地区 

19 北京 U 学院 民办综合 60 北京 华北地区 

20 杭州 U 职业学院 职业院校 60 浙江杭州 华东地区 

21 北京师范 U 大学 公办 211 60 北京 华北地区 

22 云南 U 职业学院 职业院校 60 云南昆明 西南地区 

23 汉江 U 学院 公办师范 60 湖北汉江 华中地区 

24 无锡职业 U 学院 职业院校 60 江苏无锡 华东地区 

25 广西 U 大学 公办综合 60 广西南宁 华南地区 

26 安徽 U 大学 公办艺术 60 安徽合肥 华东地区 

27 辽宁 U 学院 公办艺术 60 辽宁沈阳 东北地区 

28 武汉 U 职业学院 职业院校 60 湖北武汉 华中地区 

29 云南 U 学院 公办综合 60 云南大理 西南地区 

30 厦门 U 大学 公办 211 60 福建厦门 华东地区 

参与受测教师数总计 1800     

数据源：本研究整理 

 

 

3.3 研究工具 

研究工具分为环境美学量表，美感经验量表，以及教师专业发展量表等三个

量表。然而本研究对象为大学及大学教师，因此须将对量表进行修改，将使用专

业问卷以及量表之信效度检验。在专家评鉴部分，将发放给 8 位美学与教育相关

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量表评鉴，透过专家学者们对于环境美学量表，美感经验量

表，以及教师专业发展量表的构面与题目的适合度评鉴以及修正建议，做为量表

修正的参考依据。各量表内容介绍如下。 

3.3.1 量表介绍 

A. 学校环境美学感知量表 

学校环境美学感知量表使用 Subiza-Pérez et al.（2019）感知环境美学质量量

表，该量表包含五种感知美学品质，和谐（Harmony） 8 题、神秘（Myster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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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多感官与自然（Multisensority & Nature）4 题、视觉空间与视觉多样性（Visual 

Spaciousness & Visual Diversity） 3 题以及崇高（Sublimity）3 题，共计 23 题。

为了测试感知的环境美学质量是否与偏好相关，以 1 到 5 的李克特量表呈现

（同意从 1= 完全没有，到 5= 完全有）。 该量表表现出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和占

方差很大比例的因子结构。该量表先由探索性因素分析，五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

1，它们共同解释了数据集中总方差的 63.49%（KMO =.97；Bartlett = 7974.5；

p<.001） 。Cronbach's α = 0.96。平均得分与偏好密切相关（r = .78；p < .001） ，

表明该量表解释了偏好差异的相关数量 （61%） 。子量表和偏好之间的 Pearson 

相关系数介于 0.52 到 0.84 之间，p < .001。原始量表构面及题目如表 3.2。 

表 3.2 

感知环境美学量表 

构面 题目 

和谐 1. 这个地方很适合周围的环境。 

2. 这个地方很容易理解。 

3. 这个地方的规模令我满意。 

4.这里的事情似乎是正确的。 

5. 这是一个和谐的环境。 

6.这个地方的不同部分形成一个连贯的整体。 

神秘 7.这里很美。 

8. 这是一个有趣的地方。 

11. 我想探索这个地方。 

12.这里的多种材料吸引触摸和感觉。 

13. 这种环境能给我带来惊喜。 

多感官与自然 14. 在这样的地方，一个人可以感觉到他/她的渺小（相对于所有存在）。 

15.空气中有很多气味。 

16. 这里的自然是多种多样的。 

17. 这里的音景令人愉悦。 

视觉空间与视觉

多样性 

18.这里的能见度很好。 

19. 这个地方很宽敞。 

20. 这里的观点是多种多样的。 

崇高 21. 这个地方很引人注目。 

22. 这个地方有一些崇高和高贵的东西。 

23. 这个地方是无法形容的壮观。 

Note. 感知环境美学量表包括：和谐、神秘、多感官与自然、视觉空间与视觉多样性、崇高。 

数据源: Subiza-Pérez, M., Hauru, K., Korpela, K., Haapala, A., & Lehvävirta, S. (2019). Perceived 

Environmental Aesthetic Qualities Scale (PEAQS) - A self-report tool for the evaluation of green-blue 

spaces. Urban Forestry and Urban Greening, 43, [126383], 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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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美感经验量表 

美感经验量表使用 Chang（2017）的美感经验量表，其量表分为四个构面，

包含「对美的快感」6 题、「审美的态度」5 题、「对美的理解力」5 题与「完整经

验」5 题，共 21 题，使用 Likert 五点尺度做测量计分，从「非常不同意」、「不同

意」、「无意见」、「同意」、「非常同意」。其量表 Cronbach's α 分别

为.895、.837、.890、.861 皆高于 0.8，美感经验整体的潜在变项组成信度为.892、

平均抽取变异为.820，具有不错的信效度。但是此美感经验量表研究对象是学生，

而本研究对象为老师，所以本研究将再进行量表预试，先通过预试调查发给老师

检验其信效度，再进行正式问卷。美感经验量表，如表 3.2 所示。 

表 3.3  

美感经验量表 

构面 题目 

对美的快感 1.我在欣赏美好的事物时，会感到心情愉悦。 

2.我在欣赏色彩缤纷且协调的事物时，会使我心情轻松愉快。 

3.我在欣赏美好的事物时，会有一种幸福感，而暂时忘记身旁的事物。 

4.我喜欢欣赏与接触美好的事物。 

5.我有时候会不自觉的受到周遭美好事物所吸引，并且感到愉悦。 

6.我会因为意外发现美好的事物而感到开心喜悦。 

审美的态度 7.我会接纳与欣赏多元的文化活动，例如不同族群、信仰等。 

8.我会接纳与欣赏别人所提出的多元的想法与建议。 

9.我会试着从不美好的事物中找寻它美好的一面。 

10.当我接触美好的事物时，能激发我的生命力和希望感。 

11.当我遇到困难或挫折时，我会用正面的态度去欣赏它。 

对美的理解力 12.我能看出美的事物中，容易被别人忽略的细节。 

13.我能得快看出美的事物，它细微且特别的地方。 

14.我能分析出美的事物的所呈现风格。 

15.我能理解出美的事物所要表达的概念。 

16.我能分析出美的事物具有美感的原因。 

完整经验 17.我会和别人分享与讨论我觉得美好的事物。 

18.我在创作时会不自觉的联想起与作品相关的事物。 

19.我在创作时会回想与作品相关的美好事物。 

20.我在创作时脑海里会突然闪过以前看过的类似事物。 

21.我会和别人分享美好的经验。 

Note. 美感经验量表包括对美的快感、审美的态度、对美的理解力、完整经验。 

数据源: Chang, Y. C.（2017）. Construction on students’ aesthetics experience scal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10(1), p.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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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教师专业发展量表 

在教师专业发展量方面，本研究以 TALIS（2018）教师调查问卷，在问卷中

有调查教师教学实践、教学信念和教学态度的部分，為 30、31 和 32 三个项目共

计 33 題，因为本研究对象为中国大学教师，因此将把其问卷题目改为中文，再

请专家学者和行业代表进行评鉴修改，以符合中国教师专业发展之问卷，翻译后

之题目，如表 3.4。 

表 3.4 

教师专业发展量表 

构面 题目 

教学实践 1. 参加教职工会议，讨论学校的愿景和使命。 

2. 制定学校课程或其中的一部分。 

3. 讨论并决定教学媒体的选择（例如教科书、练习本）。 

4. 与同事交换教材。 

5. 参加我所教的年龄段的团队会议。 

6. 确保及评估学生进步的共同标准。 

7. 参与讨论特定学生的学习发展。 

8. 在同一个班级中作为一个团队共同教学。 

9. 参加专业学习活动（例如团队督导） 

10. 观察其他老师的课程并提供反馈。 

11. 参与不同班级和年龄组的联合活动（例如项目）。 

12. 讨论和协调跨学科的家庭作业。 

教学信念 13. 总而言之，我对我的工作很满意。 

14. 我觉得我对于学生生活产生重大的教育影响。 

15. 如果我真的很努力，即使是最困难和没有动力的学生，也能进步。 

16. 我对班上的学生是很成功的。 

17. 我知道如何与学生沟通。 

18. 当地社区的教师很受尊重。 

19. 在这所学校里，师生之间通常相处得很好。 

20. 这所学校的大多数老师都认为学生的福祉很重要。 

21. 这所学校的大多数老师都对学生要说的话感兴趣。 

22. 如果这所学校的学生需要额外的帮助，学校会提供。 

教学态度 23. 在会议上，校长与教师讨论教育目标。 

24. 校长确保教师根据学校的教育目标工作。 

25. 校长或管理团队中的其他人在课堂上观察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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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教师专业发展量表（续） 

构面 题目 

教学态度 26. 校长就如何改进教学向教师提出建议。 

27. 当老师在课堂上遇到问题时，校长会主动讨论。 

28. 校长能够了解更新教师的知识和技能。 

29. 校长表扬教师的特殊努力或成就。 

30. 在学校，校长和教师制定学校发展计划。 

31. 校长确定该学校教职工要完成的目标。 

32. 校长确保在这所学校营造一种以任务为导向的氛围。 

33. 在学校，校长和教师采取行动确保教育质量问题是一项集体责任。 

Note. 教师专业发展量表包括教学实践、教学信念、教学态度。 

数据源: OECD (2018).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Survey (TALIS): Teacher 

Questionnaire.p.16-18. 

 

3.3.2 量表修改评鉴 

将初步翻译与修改好的学校环境美学感知量表、美感经验量表与教师专业发

展量表以问卷方式进行专家评鉴，发放给 8 位美学与教育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进

行量表评鉴，透过专家学者们对于量表的构面与题目的适合度评鉴，并且提出修

正建议，做为量表修正的参考依据，专家学者评鉴名单如表 3.5。 

表 3.5  

专家学者评鉴名单 

专家学者 工作单位属性 工作单位名称 职称 

1 高校 深圳大学 副教授 

2 高校 海南大学 教授 

3 高校 西安美术学院 副教授 

4 高校 咸阳师范学院 副教授 

5 高校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副教授 

6 高校 陕西师范大学 副教授 

7 行业协会或研究院 白树叶设计工作室 设计师 

8 高校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教授 

专家适合度评鉴问卷回收后，依专家学者建议予以修正，保留内容效度较高

的题目，专家学者认为应予修正的题目，尽可能依其建议修改，量表修正原则：

尽量保留量表题目；若有 3 位专家认为题目修改后适合，即依改正建议予以修

正；若有专家建议新增题目，且与其他专家的修正建议相似，则依建议予以新增；



 

48 

若 4 位专家以上认为题目不适合，则予以删除。最后整理专家学者们的修正建

议，修改为预试量表，其环境美学感知、教师专业发展及美感经验量表评鉴结果，

如表 3.6~表 3.11。 

表 3.6  

学校环境美学感知构面评鉴结果 

环境美学感知衡量构面 适合 修正后适合 不适合 

1.和谐 8   

2.神秘 8   

3.多感官与自然  8   

4.视觉空间和视觉多样性  7 1  

5.崇高  7 1  

表 3.7 

学校环境美学感知知各构面题目评鉴结果 

构面 构面包括的题项 适合 
修正后

适合 

不适

合 

和谐 

1.我所在的校园适合当地（周边）环境。 8   

2.我可以感受学校环境的和谐。 8   

3.我很满意校园環境規模。 6 2  

4.我所在的学校环境一切都很好。 8   

5.我所在的校园拥有一个和谐的环境。 8   

6.我所在的学校与当地社区形成了一个完善的整体。 8   

7.我所在的学校很美。 8   

8.我所在的学校拥有迷人之处。 6 2  

神秘 9.我所在的学校环境可以活化个人情绪。 7 1  

10.我所在的学校环境具有神秘感。 7 1  

11.我想探索学校环境的每个区域。 6 2  

12.我所在的学校有多样的元素能引起触摸和感觉。 6 2  

13.我所在的学校环境能给我带来惊喜。 6 2  

多感官与

自然 

14.我所在的学校可以让一个人身处时感觉到自己的渺

小（相对于所有存在）。 

8   

15.我所在的学校环境的空气中有很多气味。 8   

16.我所在的学校环境的自然景观是多种多样的。 8   

17.我所在的学校环境的音景（声音景观）令人愉悦。 8   

视觉空间

和视觉多

样性 

18.我所在的学校环境能见度很好。 8   

19.我所在的学校环境很广阔。 8   

20.我所在的学校环境景色是多样的。 8   

崇高 21.我所在的学校环境很引人注目。 8   

22.我所在的学校环境有一种崇高和高贵的感觉。 8   

23.我所在的学校环境有令人惊叹的景色。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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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教师专业发展构面评鉴结果 

教师专业发展衡量构面 适合 修正后适合 不适合 

1.教学实践 8   

2.教学信念 8   

3.专业态度 8   

 

表 3.9 

教师专业发展各构面题目评鉴结果 

构面 构面包括的题项 适合 
修正后

适合 

不适

合 

教学实践 

1.我会参加教职工会议，讨论学校的愿景和使命。 8   

2.我会参与制定学校课程或其中的一部分。 8   

3.我会参与学校、院或系内讨论并决定教学媒体的选择

（例如教科书、练习本）。 

8 
  

4.我会与同事交换教材。 8   

5.我会参加我所教的年龄/年级段的团队会议。 8   

6.我会参与学校、院或系内确保及评估学生进步的共同

标准。 

8 
  

7.我会参与学校、院或系内讨论特定学生的学习发展。 8   

8.我会参与同一个班级的团队共同教学。 8   

9.我会参加专业学习活动（例如团队督导）。 8   

10.我会观察其他老师的课程并提供反馈。 8   

11.我会参与不同班级和年龄组的联合活动（例如项目）。 8   

12.我会参与讨论和协调跨学科的家庭（课后）作业。 8   

教学信念 13.总而言之，我对我的工作很满意。 
8   

14.我觉得我对于我学生的生活产生重大的教育影响。 
6 2  

15.如果我真的很努力，即使是最困难和没有动力的学

生，我也能促使他们进步。 

8   

16.我对班上的学生的教育是很成功的。 
8   

17.我知道如何与学生沟通。 
7 1  

18.在我工作所在的社区，教师是很受尊重的。 
8   

19.我所在的学校，师生之间通常相处得很好。 
  

 

8    



 

50 

表 3.9 

教师专业发展各构面题目评鉴结果(续) 

构面 构面包括的题项 
适

合 

修正后

适合 

不适

合 

教学信念 

 

 

 

 

专业态度 

20.我所在的学校，大多数老师都认为学生的福祉很重要。 

21.我所在的学校，大多数老师都对学生要说的话感兴趣。 

22.我所在的学校，学生需要额外的帮助，学校会提供。 

23.在会议上，我认同校长与教师讨论教育目标。 

8 

8 

8 

 8 

  

24.我认同校长确保教师根据学校的教育目标工作。 8   

25.我认同校长或管理团队中的其他人在课堂上观察（观

摩）教学。 

8   

26.我认可校长就如何改进教学向教师提出建议。 
8   

27.我认可当老师在课堂上遇到问题时，校长会主动与老

师讨论。 

8   

28.我认可校长能够了解更新教师的知识和技能。 
8   

29.我认可校长表扬教师的特殊努力或成就 
8   

30.我认可在学校，校长带领教师制定学校发展计划（规

划）。 

8   

31.我认可校长制定学校教职工要完成的目标。 
8   

32.我认可校长确保在这所学校营造一种以任务为导向的

氛围。 

8   

33.我认可在学校，校长和教师采取行动确保教育质量问

题是一项集体责任。 

8   

 

 

表 3.10  

教师美感经验构面评鉴结果 

教师美感经验衡量构面 适合 修正后适合 不适合 

1.对美的快感 8   

2.和谐的态度 8   

3.对美的理解力 8   

4.完整经验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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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教师美感经验各构面题目评鉴结果 

构面 构面包括的题项 
适

合 

修正后

适合 
不适合 

对 美

的 快

感 

 

1.我在欣赏美好的事物时，会感到心情愉悦。 8   

2.我在欣赏色彩缤纷且协调的事物时，会使我心情轻松愉快。 8   

3.我在欣赏美好的事物时，会有一种幸福感，而暂时忘记身旁

的事物。 

8 
  

4.我喜欢欣赏与接触美好的事物。 8   

5.我有时候会不自觉的受到周遭美好事物所吸引，并且感到

愉悦。 

8 
  

6.我会因为意外发现美好的事物而感到开心喜悦。 8   

审 美

的 态

度 

7.我会接受多元的文化活动，例如不同族群、信仰等。 8   

8.我会接纳与欣赏别人所提出的多元的想法与建议。 8   

9.我会试着从不美好的事物中找寻它美好的一面。 8   

10.当我接触美好的事物时，能激发我的生命力和希望感。 8   

11.当我遇到困难或挫折时,我会用正面的态度去欣赏它。 8   

对 美

的 理

解力 

 

12.我能看出美的事物中，容易被别人忽略的细节。 8   

13.我能得快看出美的事物，它细微且特别的地方。 8   

14.我能分析出美的事物的所呈现风格。 7 1  

15.我能理解出美的事物所要表达的概念。 8   

16.我能分析出美的事物具有美感的原因。 8   

完 整

经验 

 

17.我会和别人分享与讨论我觉得美好的事物。 8   

18.我在创作时会不自觉的联想起与作品相关的事物。 8   

19.我在创作时会回想与作品相关的美好事物。 8   

20.我在创作时脑海里会突然闪过以前看过的类似事物。 8   

21.我会和别人分享美好的经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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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预试分析 

研究将初编之学校环境美学感知、美感经验、专业发展等进行预试分析，预

试发放 300 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281 份，其预试分析包含项目分析、探索性因

素分析与信度分析等。 

3.4.1 学校环境美学感知 

A. 项目分析 

项目分析是检验量表个别题项的适切合可靠程度。本研究根据吴明隆（2010），

受访者依全量表的整体得分之将（前 27%）与（后 27%）分成高、低两个极端组。

将项目分析分为三大类，6 个判断标准：极端组比较（决断值大于等于 3.0）；相

关性检测（题项与总分相关大于等于.4、校正题项与总分相关大于等于.4）；同

质性检测（题项删除后 Cronbach’s α 值小于整体 Cronbach’s α、共同性大于等

于.20、因素负荷量大于 等于.45），作为项目分析的删题判断依据，且采用的取

决标准是一个题项超过 3 个指标给予删除处理（邱皓政，2013）。 

由表 3.12 发现 A15 题的题项与项目总分相关=.298，校正后项目与项目总分

相关性.236，项目删除 Cronbach’s α=.967，因素负荷量=.248，等四项不符合标准，

因此删除此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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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学校环境美学感知项目分析表 

 极端组比较 相关检测 同质性检测  

题项 极端组 t 检

验 

（CR 值） 

>3.0 

题项与总

分相关 

 

>.4 

校正后项

目与总分

相关性 

>.3 

项目删除
Cronbach’s 

α 

<=.963 

共同性 因素负

荷量 

是否

保留 

A1 12.612*** .670*** .639 .962 .649 .676 保留 

A2 14.469***  .719*** .693 .962 .749 .730 保留 

A3 16.553 *** .789 *** .763 .961 .723 .792 保留 

A4 19.935*** .803*** .779 .961 .731 .804 保留 

A5 16.381*** .768*** .744 .961 .759 .774 保留 

A6 13.993*** .730*** .700 .962 .648 .731 保留 

A7 16.677 *** .789*** .767 .961 .694 .799 保留 

A8 14.857*** .753*** .728 .962 .598 .760 保留 

A9 18.624 *** .830*** .811 .961 .705 .837 保留 

A10 18.167*** .790*** .764 .961 .642 .787 保留 

A11 14.874*** .765*** .740 .961 .622 .766 保留 

A12 16.975*** .811*** .789 .961 .673 .813 保留 

A13 19.754*** .852*** .834 .960 .733 .851 保留 

A14 9.933 *** .606*** .566 .963 .640 .582 保留 

A15 4.670*** .298*** .236 .967 .694 .248 刪除 

A16 16.132*** .774*** .750 .961 .677 .772 保留 

A17 17.748*** .809*** .786 .961 .684 .810 保留 

A18 11.140*** .649*** .621 .963 .568 .660 保留 

A19 13.017*** .720*** .689 .962 .520 .716 保留 

A20 19.167*** .812*** .791 .961 .731 .814 保留 

A21 17.596 *** .811*** .790 .961 .705 .815 保留 

A22 18.926 *** .824*** .802 .961 .768 .822 保留 

A23 18.585*** .804*** .781 .961 .771 .802 保留 

注：*p<0.05; **p<0.01; ***p<0.001 

 

B. 探索性因素分析与信度分析 

本研究以探索性因素分析建构效度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的因素构面萃取，

采用主成份法进行因素分析，抽取特征值大于 1 的共同因素，从理论与相关研究

均显示各要素之间呈现显著相关，因此，以最大变异法予以转轴，可以将因素负

荷量小于.5 以及跨因素的项目题项进行删除。为保证项目分析无误，研究者在因

素分析前，先进行 Bartlett’s 球形考验，检定各变项间所组成之相关矩阵，如达.05

的显着水平，表示量表各变项的相关矩阵有共同因素存在，并接着进行 KMO 抽

样适当量数，其值大于.5 以上的情况下，进行因素分析。分析结果，其中 A18 因

素负荷量.465 未达.5，A14 共同性.342 小于.4，因此删除这 2 题。进行第二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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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分析，结果 KMO 值达.959，可分为二个因子，累积的解释变异量为 65.038%，

将构面一命名为「美丽和谐」，构面二命名为「自然与多样性」（如表 3.13）。 

表3.13  

学校环境美学感知探索性因素分析 

题项 
构面 

自然与多样性   美丽和谐 

A23我所在的学校环境有令人惊叹的景色 .821 .264 

A22我所在的学校环境有一种崇高和高贵的感觉 .814 .305 

A20我所在的学校环境景色是多样的 .738 .370 

A21我所在的学校环境很引人注目 .716 .403 

A16我所在的学校环境的自然景观是多种多样的 .714 .326 

A17我所在的学校环境的音景（声音景观）令人愉悦 .693 .415 

A11我想探索学校环境的每个区域 .682 .367 

A12我所在的学校有多样的元素能引起触摸和感觉 .680 .444 

A13我所在的学校环境能给我带来惊喜 .668 .521 

A10我所在的学校环境具有神秘感 .655 .433 

A9我所在的学校环境可以活化个人情绪 .644 .527 

A19我所在的学校环境很广阔 .550 .415 

A8我所在的学校拥有迷人之处 .547 .505 

A2我可以感受学校环境的和谐 .286 .784 

A5我所在的校园拥有一个和谐的环境 .345 .778 

A1我所在的校园适合当地（周边）环境 .269 .704 

A3我很满意校园环境规模 .434 .702 

A4我所在的学校环境一切都很好 .464 .682 

A6我所在的学校与当地社区形成了一个完善的整体 .393 .646 

A7我所在的学校很美 .517 .614 

变异% 36.522 28.517 

KMO:.959   Bartlett:5066.825***    总变异%（解释力）:65.038 

信度分析以Cronbach’s α系数进行判断，衡量同一变量中，各题项之一致性，

根据 Cuieford（1965）认为 Cronbach’s α 系数高于.7 为高信度，介于.65 至.7 为

中等，而低于.60 则过低，应拒绝使用（邱皓政，2013）。由探索性因素分析所分

出的各构面分别进行信度分析，美丽和谐 Cronbach's α 值为.925，自然与多样性

Cronbach's α 值为.958，整体 Cronbach's α 为 0.967，因此本研究的学校环境美学

感知量表构面分别为，美丽和谐 7 题、自然与多样性 13 题，共 20 题（表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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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4  

学校环境美学感知信度分析 

构面 题目 
平均数（如果

项目已删除） 

变异数（如果

项目已删除） 

校正后项目与总

分相关性 

项目删除

Cronbach’s α 
Cronbach’s α 

美丽和

谐 

A1 22.726 25.435 .705 .919 .925 

A2 22.772 24.927 .774 .913 

A3 23.110 22.927 .807 .910 

A4 23.132 23.093 .807 .909 

A5 22.911 24.267 .807 .910 

A6 23.085 24.214 .731 .917 

A7 22.940 24.707 .731 .917 

自然与

多样性 

A8 42.391 100.210 .704 .956 .958 

A9 42.512 98.515 .811 .954 

A10 42.943 96.704 .776 .954 

A11 42.648 98.629 .766 .955 

A12 42.669 97.572 .797 .954 

A13 42.744 96.413 .826 .953 

A16 42.566 99.161 .763 .955 

A17 42.726 97.435 .787 .954 

A19 42.801 99.803 .659 .957 

A20 42.573 98.010 .803 .954 

A21 42.680 98.211 .797 .954 

A22 42.886 95.573 .831 .953 

A23 42.765 96.845 .815 .953 

环境美学认知Cronbach’s α=.967 

 

 

3.4.2 教师专业发展 

A. 项目分析 

由表 3.15 可得知，教师专业发展量表项目分析结果，所有题目的各项指标

皆符合标准，所以保留教师专业发展之所有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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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5 

教师专业发展项目分析表 

 极端组比较 相关检测 同质性检测  

题项 极端组 t 检

验 

（CR 值） 

>3.0 

题项与

总分相

关 

>.4 

校正后项目

与总分相关

性 

>.3 

项目删除
Cronbach’s 

α 

<=.971 

共同性 因素负

荷量 

是否 

保留 

B1 12.639*** .660*** .635 .971 .636 .654 保留 

B2 12.068*** .657*** .631 .971 .786 .649 保留 

B3 11.030 *** .636*** .609 .971 .748 .627 保留 

B4 11.687*** .669*** .643 .971 .688 .663 保留 

B5 13.439*** .753*** .734 .970 .768 .753 保留 

B6 13.911*** .784*** .768 .970 .762 .786 保留 

B7 13.329 *** .784*** .730 .970 .741 .750 保留 

B8 12.555*** .727*** .706 .970 .681 .727 保留 

B9 11.152 *** .683*** .662 .971 .699 .685 保留 

B10 13.948*** .715*** .695 .970 .729 .717 保留 

B11 14.130*** .727*** .708 .970 .760 .729 保留 

B12 15.590*** .744*** .724 .970 .640 .745 保留 

B13 12.824*** .716*** .693 .970 .590 .715 保留 

B14 15.890*** .687*** .664 .971 .621 .684 保留 

B15 12.234*** .687*** .665 .971 .602 .686 保留 

B16 13.914*** .690*** .668 .971 .674 .688 保留 

B17 11.561*** .622*** .597 .971 .656 .621 保留 

B18 13.792*** .723*** .701 .970 .673 .722 保留 

B19 13.603*** .676*** .654 .971 .617 .675 保留 

B20 11.458*** .661*** .635 .971 .489 .660 保留 

B21 18.775 *** .769*** .751 .970 .629 .770 保留 

B22 13.865 *** .718*** .698 .970 .600 .721 保留 

B23 16.574*** .776*** .759 .970 .653 .779 保留 

B24 21.342*** .804*** .787 .970 .711 .807 保留 

B25 16.605*** .806*** .790 .970 .740 .809 保留 

B26 19.422*** .810*** .795 .970 .770 .814 保留 

B27 18.698*** .780*** .762 .970 .748 .783 保留 

B28 15.815*** .757*** .737 .970 .709 .759 保留 

B29 13.980*** .751*** .732 .970 .757 .754 保留 

B30 14.534*** .733*** .713 .970 .727 .735 保留 

B31 14.706*** .745*** .725 .970 .730 .746 保留 

B32 15.494*** .741*** .720 .970 .746 .742 保留 

B33 12.959*** .661*** .636 .971 .527 .660 保留 

注：*p<0.05; **p<0.01; ***p<0.001 

 

B. 探索性因素分析与信度分析 

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其中 B20 因素负荷量.478 未达.5，因此删除 B20 题。

再进行第二次因素分析，结果 KMO 值为.959，可分为三个因子，累积解释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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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为 65.038%，其三个构面与初步量表设定之构面题目一致，故不修改构面名称，

分别为「专业态度」，「教学实践」与「教学信念」等三个构面（如表 3.16）。 

表 3.16  

教师专业发展探索性因素分析 

题项 

构面 

专业 

态度 

教学 

实践 

教学 

信念 

B32我认可校长确保在这所学校营造一种以任务为导向的氛围 .791 .187 .284 

B29我认可校长表扬教师的特殊努力或成就 .781 .363 .115 

B31我认可校长制定学校教职工要完成的目标 .779 .249 .233 

B30我认可在学校，校长带领教师制定学校发展计划（规划） .779 .321 .128 

B27我认可当老师在课堂上遇到问题时，校长会主动与老师讨论 .768 .271 .293 

B28我认可校长能够了解更新教师的知识和技能 .750 .295 .241 

B26我认可校长就如何改进教学向教师提出建议 .741 .268 .386 

B25我认同校长或管理团队中的其他人在课堂上观察（观摩）教学 .691 .268 .433 

B24我认同校长确保教师根据学校的教育目标工作 .663 .305 .423 

B33我认可在学校，校长和教师采取行动确保教育质量问题是一项集

体责任 
.641 .287 .191 

B23在会议上，我认同校长与教师讨论教育目标 .581 .300 .471 

B5我会参加我所教的年龄/年级段的团队会议 .260 .808 .217 

B7我会参与学校、院或系内讨论特定学生的学习发展 .276 .776 .228 

B6我会参与学校、院或系内确保及评估学生进步的共同标准 .342 .766 .234 

B4我会与同事交换教材 .221 .753 .151 

B8我会参与同一个班级的团队共同教学 .283 .733 .227 

B11我会参与不同班级和年龄组的联合活动（例如项目） .242 .710 .302 

B9我会参加专业学习活动（例如团队督导） .275 .699 .196 

B10我会观察其他老师的课程并提供反馈 .259 .664 .311 

B3我会参与学校、院或系内讨论并决定教学媒体的选择（例如教科

书、练习本） 
.163 .660 .258 

B12我会参与讨论和协调跨学科的家庭（课后）作业 .346 .658 .269 

B2我会参与制定学校课程或其中的一部分 .218 .607 .302 

B1我会参加教职工会议，讨论学校的愿景和使命 .241 .533 .365 

B16我对班上的学生的教育是很成功的 .218 .286 .744 

B17我知道如何与学生沟通 .136 .256 .743 

B18在我工作所在的社区，教师是很受尊重的 .362 .231 .700 

B19我所在的学校，师生之间通常相处得很好 .282 .239 .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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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6  

教师专业发展探索性因素分析（续） 

题项 

构面 

专业 

态度 

教学 

实践 

教学 

信念 

B14我觉得我对于我学生的生活产生重大的教育影响 .175 .396 .661 

B15如果我真的很努力，即使是最困难和没有动力的学生，我也能促

使他们进步 
.342 .245 .640 

B13总而言之，我对我的工作很满意 .337 .324 .612 

B22我所在的学校，学生需要额外的帮助，学校会提供 .495 .232 .534 

B21我所在的学校，大多数老师都对学生要说的话感兴趣 .464 .356 .515 

变异% 23.930 23.634 17.947 

KMO: .959 Bartlett:5066.825***  总变异%（解释力）:65.038 

 

信度分析结果，教师专业发展量表整体Cronbach’s α为.971，教学实践

Cronbach's α为.944，教学信念Cronbach's α为.919，专业态度Cronbach's α

为.967，题目分别是教学实践12题、教学信念9题、专业态度11题，共32题（表

3.17）。 

表3.17  

教师专业发展信度分析 

构面 题目 
平均数（如果

项目已删除） 

变异数（如果

项目已删除） 

更正后项目总

数相关 

如果项目已删除

Cronbach’s α 
Cronbach’s α 

教学实

践 

B1 42.562 50.533 .637 .943 .944 

B2 42.658 49.911 .675 .941 

B3 42.676 49.977 .679 .941 

B4 42.705 49.073 .741 .939 

B5 42.559 48.640 .833 .936 

B6 42.463 49.135 .828 .936 

B7 42.473 49.314 .808 .937 

B8 42.527 49.436 .769 .938 

B9 42.456 50.556 .718 .940 

B10 42.477 50.257 .723 .940 

B11 42.520 49.779 .759 .938 

B12 42.662 49.417 .739 .939 

教学信 B13 31.164 24.209 .708 .910 .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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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B14 31.071 24.581 .702 .911 

B15 31.018 24.882 .697 .911 

B16 31.114 24.701 .752 .907 

 

表3.17  

教师专业发展信度分析（续） 

构面 题目 
平均数（如果

项目已删除） 

变异数（如果

项目已删除） 

更正后项目总

数相关 

如果项目已删除

Cronbach’s α 
Cronbach’s α 

教学信

念 

B17 30.918 25.247 .685 .912  

B18 31.057 23.954 .763 .906 

B19 30.957 25.105 .721 .910 

B21 31.107 24.574 .702 .911 

B22 30.996 24.996 .694 .911 

专业态

度 

B23 39.562 50.076 .743 .953 .956 

B24 39.580 48.809 .806 .951 

B25 39.544 48.970 .819 .951 

B26 39.520 49.072 .855 .949 

B27 39.577 48.502 .840 .950 

B28 39.605 48.811 .802 .951 

B29 39.484 49.701 .799 .951 

B30 39.466 49.907 .787 .952 

B31 39.562 49.226 .804 .951 

B32 39.548 48.941 .811 .951 

B33 39.427 50.910 .670 .956 

教师专业发展Cronbach’s α=0.971 

 

3.4.3 教师美感经验 

A. 项目分析 

由表3.18可得知，教师美感经验量表项目的分析结果，所有题目的各项指

标皆符合标准，所以保留教师美感经验之所有题目。 

表 3.18 

教师美感经验项目分析表 

 极端组比较 相关检测 同质性检测  

题项 极端组 t 检验 

（CR 值） 

>3.0 

题项与

总分相

关 

>.4 

校正后项目

与总分相关

性 

>.3 

项目删除
Cronbach’s α 

<=.969 

共同性 因素负

荷量 

是否

保留 

C1 13.255*** .730*** .701 .968 .767 .732 保留 

C2 13.628*** .762*** .735 .968 .791 .763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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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16.711*** .779*** .753 .967 .756 .779 保留 

C4 16.603*** .798*** .775 .967 .823 .801 保留 

C5 16.227*** .817*** .794 .967 .777 .819 保留 

C6 16.795*** .841*** .822 .967 .788 .844 保留 

C7 14.997*** .769*** .742 .968 .593 .769 保留 

 

表 3.18 

教师美感经验项目分析表（续） 

 极端组比较 相关检测 同质性检测  

题项 极端组 t 检验 

（CR 值） 

>3.0 

题项与

总分相

关 

>.4 

校正后项目

与总分相关

性 

>.3 

项目删除
Cronbach’s α 

<=.969 

共同性 因素负

荷量 

是否

保留 

C8 17.477*** .823*** .803 .967 .707 .826 保留 

C9 13.494*** .772*** .745 .968 .601 .771 保留 

C10 16.348*** .815*** .793 .967 .684 .818 保留 

C11 14.109*** .795*** .771 .967 .674 .794 保留 

C12 14.966*** .759*** .729 .968 .703 .754 保留 

C13 17.154*** .792*** .765 .967 .729 .787 保留 

C14 16.768*** .770*** .742 .968 .738 .765 保留 

C15 18.644*** .804*** .780 .967 .741 .801 保留 

C16 19.017*** .778*** .751 .967 .717 .775 保留 

C17 17.097*** .795*** .772 .967 .647 .796 保留 

C18 17.463*** .800*** .777 .967 .696 .800 保留 

C19 14.488*** .761*** .735 .968 .623 .761 保留 

C20 15.601*** .781*** .756 .967 .617 .782 保留 

C21 14.325*** .755*** .729 .968 .574 .757 保留 

注：*p<0.05; **p<0.01; ***p<0.001 

B. 探索性因素分析与信度分析 

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KMO 值为.958，教师美感经验可分为三个因子，累积

解释变异量为 78.249%，其四个构面与初步量表设定之构面题目一致，故不修改

构面名称，分别为「对美的快感」，「审美的态度」，「对美的理解力」与「完整

经验」等四个构面（表 3.19）。 

表3.19  

教师美感经验探索性因素分析 

题项 

构面 

对美的快

感 

对美的

理解力 

完整经

验 

审美的

态度 

C2我在欣赏色彩缤纷且协调的事物时，会使我心情轻松

愉快 
.851 .235 .190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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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我在欣赏美好的事物时，会有一种幸福感，而暂时忘

记身旁的事物 
.821 .301 .215 .139 

C1我在欣赏美好的事物时，会感到心情愉悦 .814 .154 .192 .245 

C4我喜欢欣赏与接触美好的事物 .808 .205 .283 .252 

C5我有时候会不自觉的受到周遭美好事物所吸引，并且

感到愉悦 
.722 .265 .280 .334 

C6我会因为意外发现美好的事物而感到开心喜悦 .676 .298 .271 .418 

 

表3.19  

教师美感经验探索性因素分析（续） 

题项 

构面 

对美的快

感 

对美的

理解力 

完整经

验 

审美的

态度 

C14我能分析出美的事物的所呈现风格 .214 .820 .209 .254 

C15我能理解出美的事物所要表达的概念 .303 .796 .240 .219 

C13我能得快看出美的事物，它细微且特别的地方 .268 .779 .238 .255 

C16我能分析出美的事物具有美感的原因 .267 .731 .407 .109 

C12我能看出美的事物中，容易被别人忽略的细节 .171 .703 .305 .328 

C19我在创作时会回想与作品相关的美好事物 .235 .362 .781 .175 

C20我在创作时脑海里会突然闪过以前看过的类似事物 .332 .278 .742 .243 

C18我在创作时会不自觉的联想起与作品相关的事物 .266 .490 .656 .199 

C21我会和别人分享美好的经验 .289 .196 .621 .470 

C17我会和别人分享与讨论我觉得美好的事物 .344 .402 .600 .259 

C9我会试着从不美好的事物中找寻它美好的一面 .284 .439 .186 .672 

C7我会接受多元的文化活动，例如不同族群、信仰等 .357 .325 .249 .648 

C10当我接触美好的事物时，能激发我的生命力和希望感 .444 .236 .382 .614 

C8我会接纳与欣赏别人所提出的多元的想法与建议 .501 .283 .284 .607 

C11当我遇到困难或挫折时,我会用正面的态度去欣赏它 .241 .411 .289 .532 

变异的 % 24.542 22.361 16.717 14.629 

KMO:.958  Bartlett:5808.908***   总变异%（解释力）:78.249 

 

教师美感经验信度分析结果，对美的快感 Cronbach's α 值为.949，审美的态

度 Cronbach's α 值为 .909，对美的理解力 Cronbach's α 值为 .932，完整经验

Cronbach's α 值为.915，整体 Cronbach's α 为.969，因此本研究的教师美感经验量

表构面分别为，对美的快感 6 题、审美的态度 5 题、对美的理解力 5 题、完整经

验 5 题（表 3.20）。 

表3.20  

教师美感经验信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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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面 题目 
平均数（如果

项目已删除） 

变异数（如果

项目已删除） 

更正后项目总

数相关 

如果项目已删除

Cronbach’s α 
Cronbach’s α 

对美的

快感 

C1 21.335 11.816 .817 .943 .949 

C2 21.345 11.463 .856 .938  

C3 21.352 11.472 .844 .940  

C4 21.310 11.465 .875 .936  

C5 21.359 11.338 .840 .941  

C6 21.324 11.548 .834 .941  

表3.20  

教师美感经验信度分析（续） 

构面 题目 
平均数（如果

项目已删除） 

变异数（如果

项目已删除） 

更正后项目总

数相关 

如果项目已删除

Cronbach’s α 
Cronbach’s α 

对美的

快感 

C1 21.335 11.816 .817 .943 .949 

C2 21.345 11.463 .856 .938  

C3 21.352 11.472 .844 .940  

C4 21.310 11.465 .875 .936  

C5 21.359 11.338 .840 .941  

C6 21.324 11.548 .834 .941  

审美的

态度 

C7 16.623 6.636 .756 .892 .909 

C8 16.516 6.651 .799 .883  

C9 16.587 6.608 .778 .888  

C10 16.512 6.622 .785 .886  

C11 16.566 6.804 .735 .897  

对美的

理解力 

C12 15.975 8.246 .754 .929 .932 

C13 15.982 7.953 .825 .915  

C14 15.989 8.018 .851 .910  

C15 16.018 7.989 .860 .909  

C16 16.021 8.185 .809 .918  

完整经

验 

C17 16.466 6.721 .763 .899 .915 

C18 16.488 6.458 .802 .891  

C19 16.488 6.501 .816 .888  

C20 16.434 6.497 .805 .891  

C21 16.416 6.865 .723 .907  

教师美感经验Cronbach’s α=.969 

 

3.5 验证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通过AMOS软件进行各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通过检验各量表的信

度、效度和适配度。在模式的适配度考验上，本研究参考 Hair et al.（1998）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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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从模式的基本适配度、整体适配度以及模式内在结构适配度三方面，来评

鉴理论模式与观察数据的适配情形。 

环境美学感知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在基本的适配度部分，因素负荷量介

于.668~.834间，大于Bentler and Wu（1993）所建议的.45 的值，平均达显水平（p

＜.01），具有收敛效度。综合前述，在模式基本配适上，理论模式符合适配的标

准。在整体适配度部分，本研究根据Hair et al.（1998）的建议，参考绝对适配度

（Measures of Absolute Fit）、增值适配度（Incremental Fit Measures）、精简适

配度（Parsimonious Fit Measures）三方面的评鉴。此量表χ2值为643.779，虽然达

到显著水平，但χ 2值会随样本数而产生波动，所以评鉴模式的适配应会通过不同

角度，参照多种指标进行判断和验证，因此，本研究也将考虑其它适配指数

（RMSEA、CFI、IFI、PNFI、SRMR、GFI、PGFI）来观察数据的适配度和评鉴

理论模式。 

3.5.1 学校环境美学感知验证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RMSEA值为.075，虽然大于.05 的严格标准，但p 值仍小于.00， GFI 

为.879， SRMR 为.039；IFI、CFI、分别为.938、.938，均大于.90 的标准；PNFI、

PGFI 为.816 与.707，均大于.50 的标准。 

模式内在结构适配度部分，所有预估的因素负荷量都达p＜.05显著水平，符

合「因素负荷量应达显著水平」的评鉴标准。潜在变项之组成信度（CR）为美丽

和谐为.908以及自然与多样性.954，全部都达.70以上的评鉴标准（Hair, 1998）。

平均抽取变异（AVE）分别为美丽和谐为.586与自然与多样性.613，都符合.50以

上的评鉴标准（Fornell & Larcker, 1981），显示学校环境美学感知量表的适配度

为良好。其美学校环境美学感知量表之验证性因素分析数值摘要表、模式整体适

配度考验结果，分别如表3.21、3.22，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结果如图3.2所示。 

表3.21 

学校环境美学感知整体适配度考验结果 

整体适配度 鉴别项目 适配指标 
鉴定结果数

据 

模型适

配度 

绝对适配度 CMIN/DF ＜5.00 3.809 适配 

RMSEA ＜.05 .075 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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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MR ＜.05 .039 适配 

GFI ＞.900 .879 可接受 

AGFI ＞.900 .850 适配 

增值适配度 NFI ＞.900 .918 适配 

NNFI ＞.900 .930 适配 

IFI ＞.900 .938 适配 

CFI ＞.900 .938 适配 

TLI ＞.900 .907 适配 

精简适配度 PNFI >.05 .816 适配 

PGFI >.05 .707 适配 

 

表3.22 

学校环境美学感知验证性因素分析数值摘要 

变量 题项 
因素负荷

量 
标准误 CR 值 AVE 值 

美丽和

谐 

A1 .668 0.554 .908  

 

.586  

 
A2 .722 0.479 

A3 .804 0.354 

A4 .815 0.336 

A5 .804 0.354 

A6 .775 0.399 

A7 .761 0.421 

自然与

多样性 

A8 .733 0.463 .954  

 

.613  

 
A9 .786 0.382 

A10 .784 0.385 

A11 .764 0.416 

A12 .794 0.370 

A13 .834 0.304 

A16 .729 0.469 

A17 .799 0.362 

A19 .718 0.484 

A20 .789 0.377 

A21 .809 0.346 

A22 .821 0.326 

A23 .807 0.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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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学校环境美学感知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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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教师专业发展 

教师专业发展量表验证性因素分析，本研究所得RMSEA 值为.059，接近.05 

的严格标准， p 值仍小于.00。GFI 为.852， SRMR 为.0407，小于.05 的标准；

CFI、IFI、分别为.921、.921，均大于.90 的标准；PNFI、PGFI 为.819 与.744，

显示出理论模式与观察数据的适配度达到良好。 

模式内在结构适配度部分，所有预估的因素负荷量都达p＜.05显著水平，符

合「因素负荷量应达显著水平」的评鉴标准。潜在的变项组成信度（CR）依序为

教学实践为.929、教学信念为.899以及专业态度.936，全部都达.70以上的评鉴标

准。平均抽取变异（AVE）分别为教学实践为.522、教学信念为.498以及专业态

度.571，都符合.50以上的评鉴标准，表示教师专业发展量表的适配度基本为良好。

其教师专业发展之验证因素分析数值摘要表、模式整体适配度考验结果，分别如

表3.23、3.24，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结果，如图3.3所示。 

表3.23 

教师专业发展整体适配度考验结果 

整体适配度 鉴别项目 适配指标 
鉴定结果数

据 

模型适

配度 

绝对适配度 CMIN/DF ＜5.00 2.753 适配 

RMSEA ＜.05 .059 可接受 

SRMR ＜.05 .0407 适配 

GFI ＞.900 .852 可接受 

AGFI ＞.900 .830 适配 

增值适配度 NFI ＞.900 .881 适配 

NNFI ＞.900 .872 适配 

IFI ＞.900 .921 适配 

CFI ＞.900 .921 适配 

TLI ＞.900 .915 适配 

精简适配度 PNFI >.05 .819 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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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FI >.05 .744 适配 

 

 

 

 

 

表3.24 

教师专业发展验证因素分析数值摘要表 

变量 题项 
因素负荷

量 
标准误 CR 值 

AVE

值 

教学实践 B1 .654 0.572 .929  .522  

B2 .676 0.543 

B3 .649 0.579 

B4 .704 0.504 

B5 .757 0.427 
B6 .755 0.430 
B7 .785 0.384 
B8 .767 0.412 
B9 .709 0.497 
B10 .710 0.496 
B11 .742 0.449 
B12 .744 0.446 

教学信念 B13 .720 0.482 .899  .498  

B14 .678 0.540 

B15 .699 0.511 

B16 .724 0.476 

表3.24 

教师专业发展验证因素分析数值摘要表(续) 

变量 题项 
因素负荷

量 
标准误 CR 值 AVE 值 

教学信念 B17 .635 0.597   

B18 .752 0.434 

B19 .695 0.517 

B21 .739 0.454 

B22 .701 0.509 

专业态度 B23 .755 0.430 

.936  .571  

B24 .770 0.407 
B25 .790 0.376 
B26 .797 0.365 
B27 .782 0.388 
B28 .786 0.382 
B29 .752 0.434 
B30 .745 0.445 



 

68 

B31 .729 0.469 
B32 .758 0.425 
B33 .634 0.598 

 

 

 

 

 

图3.3  

教师专业发展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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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美感经验验证性因素分析 

教师美感经验量表验证性因素分析，本研究所得RMSEA 值为.058。G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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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912，达.90 的标准，SRMR 为.038，小于.05 的标准；CFI、IFI、分别为.951、.952；

PNFI、PGFI 为.819 与.829，均大于.50 的标准。本量表在整体适配度的考验，

显示出理论模式与观察数据的适配度达到良好。 

模式内在结构适配度部分，所有估计的因素负荷量都达p＜.05显著水平，符

合「因素负荷量应达显著水平」的评鉴标准。潜在变项的组成信度（CR）依序为

对美的快感为.895、审美的态度为.859、对美的理解.879以及完整经验.864，全部

都达.60以上的评鉴标准。平均抽取变异数（AVE）分别为对美的快感为.587、审

美的态度为.548、对美的理解力.593，以及完整经验.561，都符合0.50以上的评鉴

标准，显示美感经验量表的适配度大致为良好。其美感经验量表之验证性因素分

析数值摘要表、模式整体适配度考验结果，分别如表3.25、3.26，验证性因素分

析模型结果如图3.4所示。 

表3.25  

教师美感经验整体适配度考验结果 

整体适配度 鉴别项目 适配指标 
鉴定结果数

据 

模型适

配度 

绝对适配度 CMIN/DF ＜5.00 2.704 适配 

RMSEA ＜.05 .058 可接受 

SRMR ＜.05 .0384 适配 

GFI ＞.900 .912 可接受 

AGFI ＞.900 .890 适配 

增值适配度 NFI ＞.900 .925 适配 

NNFI ＞.900 .914 适配 

IFI ＞.900 .952 适配 

CFI ＞.900 .951 适配 

TLI ＞.900 .944 适配 

精简适配度 PNFI >.05 .819 适配 

PGFI >.05 .829 适配 

 

 

 

 

 

 

 

 

 

表 3.26 

教师美感经验验证性因素分析数值摘要表 

变量 题项 
因素负

荷量 

标准残

差 
CR 值 AVE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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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的快感 C1 .731 0.466 .895  .587  

C2 .788 0.379 

C3 .761 0.421 

C4 .788 0.379 
C5 .759 0.424 
C6 .770 0.407 

审美的态度 C7 .731 0.466 .859  .548  

C8 .738 0.455 

C9 .763 0.418 

表 3.26 

教师美感经验验证性因素分析数值摘要表(续) 

变量 题项 
因素负

荷量 

标准残

差 
CR 值 AVE 值 

 
C10 .749 0.439 

  
C11 .721 0.480 

对美的理解力 C12 .718 0.484 

.879  .593  
C13 .760 0.422 
C14 .779 0.393 
C15 .816 0.334 
C16 .773 0.402 

.864  .561  

完整经验 C17 .715 0.489 
C18 .792 0.373 
C19 .771 0.406 
C20 .761 0.421 
C21 .703 0.506 

 

 

 

 

 

 

 

 

 

 

 

 

图3.4  

教师美感经验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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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数据分析方法 

3.6.1.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统计包括两大部分：（一）人口统计变数的次数分配表；（二）研

究变项与构面的叙述性统计。次数分配表主要在了解研究样本的人口统计变项之

分布情形，包含人数与百分比。本研究样本人口统计变项，包括性别、教育程度、

服务年资和学校类型等四项，对于各人口统计变项采用次数分配表的统计方式，

说明各变项之人数、百分比与累计百分比等，以了解样本各变项的分布情形。 

3.6.2.验证性因素分析 

验证式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y analysis, CFA），主要功能是为了确认

潜在的变项是否真的能被几个构面所代表。亦即进行信、效度检定，本研究將以

验证式因素分析對感知环境美学、教师美感经验和教师专业发展各变项進行信、

效度检定。包含组成信度、收敛效度與區別效度。 

3.6.3 相关分析 

运用皮尔森积差相关分析感知环境美学、教师美感经验和教师专业发展各变

项与变量构面之间是否具有相关，以利之后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皮尔森积差

相关可以证明两个连续变相是否具有相关性，检视两个变项之间相关程度后若得

到的系数绝对值越接近 1，表示变相间的关联性越强。 

3.6.4 结构方程模型 

结构方程模型 （Structural Equational Modeling, SEM）用以探讨潜在变量之

间的因果关系并评估理论假设模型与数据的配适程度，包括路径分析、验证式分

析及所有参数的评估（结构系数及衡量系数）、整体适合度指标、R-square 等。 

由于本研究的所有变量包括环境美学、美感经验与教师专业发展等均是潜在

变量， 而且本研究探讨的是这些潜在构面之间的关系，因此以结构方程模型的

方法正是适当的估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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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EM 分析中，产生许多的配适度指针，提供了假设模型与搜集的数据配

适差异大小的完整检验。在判断模式配适度时，首先需要对整个模式做配适度的

判断，然后在做衡量模式与结构模式的配适度判断。Bagozzi and Yi（1988 ） 认

为必须从基本的适配标准（ Preliminary Fit Criteria）、整体模式适配度（ Overall 

Model Fit）及模型内在结构适配度 （Fit of Internal Structure of Model）等三方面

来加以衡量。 

最后进行中介模式检验，以 Shrout and Bolger（2002）提出的 bootstrapping 

method 来提高中介效果检验估计值的正确性。Preacher and Hayes（2008）也指出

在中介效果验证中最推荐的是采用自助法（Bootstrapping）求算各种效果之信赖

区间。这是一种藉由重复取样（Resampling）的程序，获得中介效果之平均数及

95%信赖区间的方法，若其中介效果之 95%信赖区间不包含 0，则表示中介效果

达到 p < 0.05 的显著水平（Shrout & Bolger,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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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研究结果 

研究结果部份，将回收后的研究问卷进行研究假设的检定与分析，以了解各

研究的假设是否成立，最后进行研究发现与讨论，以了解研究假设成立与否的原

因。 

4.1 样本分布情况 

正式问卷回收情况，本研究回收之正式问卷为 1716 份，删除无效问卷后，

有效问卷为 1479 份。研究样本的人口统变项分布情况，由表 3.1 可得知，在性

别方面，男教师 734 人、女教师 745 人；在年资部分，以 31 年以上教师最多为

358 人，5 年以下教师最少为 133 人；职称部分，讲师人数最多 642 人，助教人

数最少为 105 人；学历方向，硕士学历教师最多 919 人，本科以下教师最少 76

人（如表 4.1）。 

表 4.1  

研究样本人口统变项分布 

测量变数 类别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734 49.6 

女 745 50.4 

年资 5年以下 133 9.0 

6-10年 286 19.3 

11-15年 261 17.6 

16-20年 138 9.3 

21-25年 135 9.1 

26-30年 168 11.4 

31年以上 358 24.2 

职称 助教 105 7.1 

讲师 642 43.4 

副教授 455 30.8 

教授 132 8.9 

其他 145 9.8 

学历 本科 312 21.1 

硕士 919 62.1 

博士 172 11.6 

本科以下 76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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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共同方法变异性检验 

共同方法变异检验部份，由于研究中教师环境美学感知、美感经验与专业发

展的测量是同一时间进行的，研究对象填答时可能会出现类化问题，影响研究结

果的准确性。因此采用单因子方法来检验共同方法变异的问题，对所有题项进行

未旋转主要成分因素分析，结果如表 4.2，KMO =.987，大于参考值.800，Bartlett

球形检定 p 值=.000，达显着，符合 Podsakoff et al. （2003） 提出的共同方法变

异性检验标准，提取出的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共有 6 个，第一个因子的解释变异

量为 32.218%，低于参考值 50%（Podsakoff et al., 2003）由此可以得出，本研究

正式问卷回收的数据不存在共同方法变异性问题，可以继续进行接下来的数据分

析。 

表 4.2 

共同方法变异性检验 

因子 特征值（≥1） 解释变异量 累计总解释变异量 

1 23.519 32.218 32.218 

2 3.176 4.350 36.568 

3 1.510 2.068 38.636 

4 1.162 1.592 40.228 

5 1.097 1.502 41.730 

6 1.023 1.402 43.132 

 

4.3 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部份，运用 Pearson 相关分析进行各变量之相关分析与各构面之相

关分析。在各变量之相关分析结果，由表 4.3可知其相关系数介于.660-.821之间，

而且相关性都达到正向显著（p<0.001），表示各变量之间都存在正向相关，其中

国大学教师学校环境美学感知、教师专业发展、教师美感经验平均数分别为 4.106、

4.135、4.187。 

在各构面之相关分析部份，由表 4.4 可知其相关系数介于.453-.796 之间，而

且相关性都达到正向显着（p<0.001），表示各变量之间都存在正向相关，而且相

关系数皆未超过 0.8，因此共线性问题不大（Maruyama, 1998）。并根据 Hair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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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的建议，两个不同概念间的相关系数应小于每一个概念的平均解释变异

量（AVE）的平方根，其中美丽和谐，教学实践和教学信念未完全达到标准，但

大多数 AVE 平方根皆达标准，故区别效度仍可接受。 

表 4.3 

各变量之相关分析（n＝1479） 

变量 EA TP AE 

学校环境美学感知 1   

教师专业发展 .792** 1  

教师美感经验 .660** .821** 1 

平均数 4.106 4.135 4.187 

标准偏差 .570 .480 .471 

**p <.05 

EA：教师环境美学感知；TP：教师专业发展；AE：教师美感经验 

 

表 4.4  

各构面之相关分析（n＝1479） 

构面 EA1 EA2 TP1 TP2 TP3 AE1 AE2 AE3 AE4 

美丽和谐 .766         

自然与多样性 .796** .782        

教学实践 .676** .713** .722       

教学信念 .702** .725** .775** .706      

专业态度 .666** .673** .774** .778** .756     

对美的快感 .499** .453** .595** .592** .659** .766    

审美的态度 .545** .527** .644** .654** .674** .678** .740   

对美的理解力 .590** .598** .667** .691** .685** .627** .667** .770  

完整经验 .574** .543** .655** .654** .681** .660** .674** .681** .749 

平均数 4.136 4.075 4.126 4.129 4.151 4.217 4.193 4.152 4.186 

标准偏差 .595 .608 .519 .516 .528 .541 .540 .559 .538 

**p <.05 

 

4.4 整体模型路径分析 

在整体模型路径分析部份，针对研究假设进行教师学校环境美学感知、美感

经验与专业发展之整体模型路径分析，以及教师环境美学感知、美感经验对专业

发展的教学实践、教学信念、专业态度等三个构面分别进行路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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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教师学校环境美学感知、美感经验与专业发展路径分析 

教师环境美学感知、美感经验与专业发展之整体模型路径分析。先进行模型

整体适配度检验，根据 Hair et al.（1998）的建议模型适配度检验参考”绝对适配

度”, “增量适配度”, “精简适配度”三方面的评鉴。“绝对适配度”: χ2 值为 157.222, 

df=24，χ2/df=6.551，未达 χ2/df<3，RMSEA =.058，在.08 以下仍可接受，GFI =.975，

AGFI=.952，达 0.9 标准（Doll et al., 1994），SRMR=.0219 达到小于 0.05 的标准

（Hu & Bentler, 1999）；而在“增量适配度”: CFI 为.988、IFI 为.986、NNFI 为.979，

达 0.90 的标准；“精简适配度”: PNFI、PGFI 、PCFI 为.657, .520 与.659，均大

于.50 的标准（Ullman, 2001），显示整体模型具有良好适配度，可对整体模型进

行分析（表 4.5）。 

表4.5 

整体适配度考验结果（专业发展） 

整体适配度 鉴别项目 适配指标 鉴定结果数据 模型适配度 

绝对适配度 
CMIN/DF ＜5.00 

6.551 

（157.222/24） 
适配 

RMSEA ＜.05 .058 可接受 

SRMR ＜.05 .0384 适配 

GFI ＞.900 .975 可接受 

AGFI ＞.900 .952 适配 

增值适配度 NFI ＞.900 .986 适配 

NNFI ＞.900 .979 适配 

IFI ＞.900 .988 适配 

CFI ＞.900 .988 适配 

TLI ＞.900 .982 适配 

精简适配度 PCFI >.05 .659 适配 

PNFI >.05 .657 适配 

PGFI >.05 .520 适配 

 

整体模型直接效果方面，由表 4.5 与图 4.1 可发现，教师学校环境美学感知

知对于美感经验和专业发展有正向显著影响，其路径系数分别为 .745

（p<.05）、.453（p<.05），分析结果与张德锐等人（2006）和杨忠斌（2014）的研

究观点一致。而且教师美感经验对专业发展也有正向显着影响，路径系数为.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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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5），此结果也与 Attwood（2020）及 Wiebe（2007）的研究结果相符。即

表示教师环境美学感知越高，能提高其美感经验与专业发展；而且教师的美感经

验越高，教师专业发展也会越好。故 H1、H2、H3 成立。 

中介模式部份，以 Shrout and Bolger（2002）提出的 Bootstrapping Method 来

提高中介效果检验估计值的正确性。这是一种藉由重复取样（resampling）的程

序，获得中介效果的平均数及 95%信赖区间的方法，如果其中介效果之 95%信

赖区间不包含 0，则表示中介效果达到 p < 0.05 的显著水平（Shrout & Bolger, 

2002）。 

中介效果分析，表 4.6 和图 4.1 得知，教师美感经验在环境美学感知与专业

发展的间接效果为.429（.745*.576） 信赖区间[.352,.503]不包含 0（p<0.05），表

示美感经验具有中介效果。说明教师的环境美学感知可以经由美感经验，提升其

专业发展。 

然而，在直接效果中，教师美感经验到专业发展的直接效果为.576，置信区

间[.484, .663]不包含 0，而总效果为.882，信赖区间[.836, .915]不包含 0，表示教

师美感经验在环境美学感知与专业发展之间为部份中介作用。因此研究由模型验

证结果可知，教师环境美学认知可以透过美感经验提升教师专业发展。故 H4 成

立。 

图4.1  

SEM路径分析（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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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 

Bootstrap分析（专业发展） 

效果 估计值 p value 置信区间 

直接效果    

环境美学感知 -> 美感经验 .745 < .000 [.666, .806] 

环境美学感知 -> 专业发展 .453 < .000 [.365, .542] 

美感经验 -> 专业发展 .576 < .000 [.484, .663] 

间接效果    

环境美学感知 -> 专业发展 .429 < .000 [.352,.503] 

总效果     

环境美学感知 -> 专业发展 .882 < .000 [.836, .915] 

 

 

4.4.2 学校环境美学感知、美感经验与教学实践模型路径分析 

教师环境美学感知、美感经验与教学实践之整体模型路径分析。先进行模型

整体适配度检验，根据 Hair et al.（1998）的建议模型适配度检验参考“绝对适配

度”, “增值适配度”, “精简适配度”三方面的评鉴。“绝对适配度”: χ2 值为 442.227, 

df=132，χ2/df=3.350，达 χ2/df<5，RMSEA =.040，在.05以下，GFI =.964，AGFI=.954，

达 0.9 标准（Doll et al., 1994），SRMR=.0272 达到小于 0.05 的标准（Hu & Bentler, 

1999）；而在“增值适配度”: CFI 为.975、IFI 为.975、NNFI 为.959，达 0.90 的标

准；“精简适配度”: PNFI、PGFI、PCFI 为.832, .744 与.841，均大于.50 的标准

（Ullman, 2001），显示整体模型具有良好适配度，可对整体模型进行分析（表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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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 

整体适配度考验结果（教学实践） 

整体适配度 鉴别项目 适配指标 鉴定结果数据 模型适配度 

绝对适配度 
CMIN/DF ＜5.00 

3.350

（442.227/132） 
适配 

RMSEA ＜.05 .040 可接受 

SRMR ＜.05 .0272 适配 

GFI ＞.900 .964 可接受 

AGFI ＞.900 .954 适配 

增值适配度 NFI ＞.900 .964 适配 

NNFI ＞.900 .959 适配 

IFI ＞.900 .975 适配 

CFI ＞.900 .975 适配 

TLI ＞.900 .971 适配 

精简适配度 PCFI >.05 .841 适配 

PNFI >.05 .832 适配 

PGFI >.05 .744 适配 

 

整体模型直接效果方面，由表 4.8 与图 4.2 可发现，教师环境美学感知对于

美感经验和教学实践有正向显着影响，其路径系数分别为.745（p<.05）, .464 

（p<.05）。而且教师美感经验对教学实践也有正向显着影响，路径系数为.498 

（p<.05）。故 H2b、H3b成立。亦表示，教师环境美学感知有助于美感经验与教学

实践之提升，而且教师美感经验高，教学实践也会越好。 

中介效果分析，表 4.8 和图 4.2 得知，教师美感经验在环境美学感知与教学

实践的间接效果为.371（.745*.464） 信赖区间[.294，.457]不包含 0（p<0.05），表

示美感经验具有中介效果。然而，在直接效果中，教师美感经验到教学实践的直

接效果为.498，置信区间[.401，.595]不包含 0，而总效果为.836，信赖区间

[.781，.879]不包含 0，表示教师美感经验在环境美学感知与教学实践之间为部份

中介作用。因此研究由模型验证结果可知，教师环境美学认知可以透过美感经验

提升其教学实践。说明教师的环境美学感知可以经由美感经验，提升其教学实践。

故 H4b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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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8 

Bootstrap分析（教学实践） 

效果 估计值 p value 置信区间 

直接效果    

环境美学感知 -> 美感经验 .745 < .000 [.667, .807] 

环境美学感知 -> 教学实践 .464 < .000 [.364, .557] 

美感经验 -> 教学实践 .498 < .000 [.401, .595] 

间接效果    

环境美学感知 -> 教学实践 .371 < .000 [.294, .457] 

总效果     

环境美学感知 -> 教学实践 .836 < .000 [.781, .879] 

 

图4.2 

SEM路径分析（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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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学校环境美学感知、美感经验与教学信念之整体模型路径分析。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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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配度”, “增值适配度”, “精简适配度”三方面的评鉴。“绝对适配度” ： χ2

值为 232.728, df=87，χ2/df=2.675，达 χ2/df<5，RMSEA =.034，在.05 以下，GFI 

=.979，AGFI=.970，达 0.9 标准（Doll et al., 1994），SRMR=.0213 达到小于 0.05 

的标准（Hu & Bentler, 1999）；而在”增值适配度”: CFI 为.986、IFI 为.986、NNFI

为.973，达 0.90 的标准；”精简适配度”： PNFI、PGFI 、PCFI 为.810,.709 与.817，

均大于.50 的标准（Ullman, 2001），显示整体模型具有良好适配度，可对整体模

型进行分析（表 4.9）。 

表4.9 

整体适配度考验结果（教学信念） 

整体适配度 鉴别项目 适配指标 鉴定结果数据 模型适配度 

绝对适配度 
CMIN/DF ＜5.00 

2.675 

（232.728/87） 
适配 

RMSEA ＜.05 .034 可接受 

SRMR ＜.05 .0213 适配 

GFI ＞.900 .979 可接受 

AGFI ＞.900 .970 适配 

增值适配度 NFI ＞.900 .978 适配 

NNFI ＞.900 .973 适配 

IFI ＞.900 .986 适配 

CFI ＞.900 .986 适配 

TLI ＞.900 .971 适配 

精简适配度 PCFI >.05 .817 适配 

PNFI >.05 .810 适配 

PGFI >.05 .709 适配 

 

整体模型直接效果方面，由表 4.10 与图 4.3 可发现，教师学校环境美学感知

对于美感经验和教学信念有正向显着影响，其路径系数分别为.747（p<.05）, .513 

（p<.05）。而且教师美感经验对教学信念也有正向显着影响，路径系数为.492

（p<.05）。故 H2a、H3a成立。亦表示，教师环境美学感有助于美感经验与教学信

念之提升，而且教师美感经验高，教学信念也会越高。 

中介效果分析，表 4.10 和图 4.3 得知，教师美感经验在环境美学感知与教学

信念的间接效果为.368 （.747*.492） 信赖区间[.297，.443]不包含 0 （p<0.05），

表示美感经验具有中介效果。亦即老师的环境美学感知可以经由美感经验，提升

其教学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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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直接效果中，环境美学感知到教学信念的直接效果为.513，置信区

间[.423，.602]不包含 0，而总效果为.881，信赖区间[.462，.915]不包含 0，表示

教师美感经验在环境美学感知与教学信念之间为部份中介作用。因此研究由模型

验证结果可知，教师环境美学认知可以透过美感经验提升其教学信念。H4a 成立。 

 

表4.10  

Bootstrap分析（教学信念） 

效果 估计值 p value 置信区间 

直接效果    

环境美学感知 -> 美感经验 .747 < .000 [.670, .808] 

环境美学感知 -> 教学信念 .513 < .000 [.423, .602] 

美感经验 ->教学信念 .498 < .000 [.400, .578] 

间接效果    

环境美学感知 -> 教学信念 .368 < .000 [.297, .443] 

总效果     

环境美学感知 -> 教学信念 .881 < .000 [.462, .915] 

 

 

图4.3 

SEM路径分析（教学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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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专业态度 

教师环境美学感知、美感经验与专业态度之整体模型路径分析。先进行模型

整体适配度检验，根据 Hair et al.（1998）的建议模型适配度检验参考“绝对适配

度”, “增值适配度” ，“精简适配度”三个方面的评鉴。“绝对适配度” ： χ2 值为

279.870, df=116，χ2/df=2.413，达 χ2/df<5，RMSEA =.031，在.05 以下，GFI =.977，

AGFI=.970，达 0.9 标准（Doll et al., 1994），SRMR= .0201 达到小于 0.05 的标准

（Hu & Bentler, 1999）；而在“增值适配度” ： CFI 为.986、IFI 为.986、NNFI 为.973，

达 0.90 的标准；“精简适配度” ： PCFI、PNFI、PGFI 值为.741、.841 与.833,，

均大于.50 的标准（Ullman, 2001），显示整体模型具有良好适配度，可对整体模

型进行分析（表 4.11）。 

表4.11  

整体适配度考验结果（专业态度） 

整体适配度 鉴别项目 适配指标 鉴定结果数据 模型适配度 

绝对适配度 
CMIN/DF ＜5.00 

2.413

（279.870/116） 
适配 

RMSEA ＜.050 .031 可接受 

SRMR ＜.050 .020 适配 

GFI ＞.900 .977 可接受 

AGFI ＞.900 .970 适配 

增值适配度 NFI ＞.900 .977 适配 

NNFI ＞.900 .973 适配 

IFI ＞.900 .986 适配 

CFI ＞.900 .986 适配 

TLI ＞.900 .984 适配 

精简适配度 PCFI >.050 .841 适配 

PNFI >.050 .833 适配 

PGFI >.050 .741 适配 

 

整体模型直接效果方面，由表 4.12 与图 4.4 可发现，教师环境美学感知对于

美感经验和专业态度有正向显着影响，其路径系数分别为.747（p<.05）, .323 

（p<.05）。而且教师美感经验对专业态度也有正向显着影响，路径系数为.646 

（p<.05）。故 H2c、H3c成立。这表示，教师环境美学感有助于美感经验与专业态

度之提升，而且教师美感经验高，专业态度也会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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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效果分析，表 4.12 和图 4.4 得知，教师美感经验在环境美学感知与专业

态度的间接效果为.483（.747*,.646）信赖区间[.367.581]不包含 0（p<0.05），表示

美感经验具有中介效果。说明教师的环境美学感知可以经由美感经验，提升其专

业态度。而且在直接效果中，环境美学感知到专业态度的直接效果为.323，置信

区间[.209.461]不包含 0，而总效果为.805，信赖区间[.737.854]不包含 0，表示教

师美感经验在环境美学感知与专业态度之间为部份中介作用。因此研究由模型验

证结果可知，教师环境美学认知可以透过美感经验提升其专业态度。故H4c成立。 

表4.12  

Bootstrap分析（专业态度） 

效果 估计值 p value 置信区间 

直接效果    

环境美学感知 -> 美感经验 .747 < .00 [.670, .808] 

环境美学感知 -> 专业态度 .323 < .000 [.209, .461] 

美感经验 -> 专业态度 .646 < .000 [.501, .756] 

间接效果    

环境美学感知 -> 专业态度 .483 < .000 [.367, .581] 

总效果     

环境美学感知 -> 专业态度 .805 < .000 [.737, .854] 

 

图4.4 

SEM路径分析（专业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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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研究假设考验结果 

由中国大学教师环境美学感知、美感经验与专业发展分析结果可知，教师环

境美学感知对美感经验与教师专业发展有正向影响、教师的美感经验对教师专业

发展有正向影响，而且教师美感经验在环境美学感知与专业发展，及专业发展各

构面之间都具有部份中介，亦表示教师环境美学感知有助于专业发展，也可以透

过其美感经验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教学实践、教学信念与专业态度。其研究假设

检验结果，如表 4.13。 

表 4.13  

研究假设检验结果 

假设 结果 

H1：教师环境美学感知对美感经验有正向显著影响 成立 

H2：教师环境美学感知对专业发展有正向显著影响 成立 

H2a：教师环境美学感知对教学信念有正向显著影响 成立 

H2b：教师环境美学感知对教学实践有正向显著影响 成立 

H2c：教师环境美学感知对专业态度有正向显著影响 成立 

H3：教师美感经验对教师专业发展有正向显著影响 成立 

H3a：教师美感经验对教学信念有正向显著影响 成立 

H3b：教师美感经验对教学实践有正向显著影响 成立 

H3c：教师美感经验对专业态度有正向显著影响 成立 

H4：教师美感经验在环境美学感知与教师专业发展之间具有中介效果 成立 

H4a：教师美感经验在环境美学感知与教学信念之间具有中介效果 成立 

H4b：教师美感经验在环境美学感知与教学实践之间具有中介效果 成立 

H4c：教师美感经验在环境美学感知与专业态度之间具有中介效果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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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讨论 

本研究基于研究目的探究中国环境美学对高校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采用问

卷调查法探究现况，以提出高校教师专业发展之实务管理建议。因此本章针对分

析结果与研究目的进行深入讨论。  

5.1.中国教师环境美学认知量表、教师美感经验量表、教师专业发展

量表 

为探究中国环境美学对高校教师专业发展现况，本研究在前人研究基础，修

改建构问卷。中国尚未有符合中国教师环境美学认知量表、教师美感经验量表与

教师专业发展量表，因此先搜寻与本研究变量定义较为相关的量表，分别为

Subiza-Pérez et al.（2019）感知环境美学质量量表、Chang（2017）美感经验量表、

TALIS（2018）教师调查问卷等，再运用专家量表评鉴拟定初步量表，将初步量

表进行预试信、效度分析，最后再以正式量表做验证性因素分析，形成符合中国

教师之量表。 

Subiza-Pérez et al.（2019）感知环境美学质量量表，先进行量表翻译再请英

语专家审查所翻译的语句，之后再经由专家的量表评鉴，以及项目分析、因素分

析与信度分析，而感知环境美学量表原本有和谐、神秘、多感官与自然、视觉空

间与视觉多样性及崇高等 5 个构面，但是在删题与因素分析后所形成的教师环境

美学感知量表可分为「美丽和谐」与「自然与多样性」2 个构面，而且教师环境

美学感知是针对学校环境，因此也可发现教师对学校环境美学知感主要在于学校

的「美丽和谐」与「自然与多样性」。 

教师美感经验量表是以 Chang（2017）的大学生美感经验量表进行修改，并

且经过专家评鉴与信、效度分析，以形成大学教师美感经验量表，包含「对美的

快感」6 题、「审美的态度」5 题、「对美的理解力」5 题和「完整经验」等构面 21

题，其量表之构面与题目仍与 Chang（2017）的大学生美感经验量表相同，也表

示教师与学生的美感经验构成是一样的。 

教师专业发展量表是由 TALIS（2018）教师调查问卷中提取教师教学实践、

教学信念和教学态度部分的题目，再经由中文翻译、专家评鉴与信效度分析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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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最后形成教师专业发展量表，包含「教学实践」12 题、「教学信念」9 题、

「专业态度」11 题，共 32 题。 

本研究所修订的中国教师环境美学感知量表、教师美感经验量表、教师专业

等量表，以提供将来研究中国教师环境美学感知、教师美感经验量表、教师专业

发展等议题的研究人员进行测量之参考依据。 

5.2 中国大学教师环境美学感知对美感经验与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 

教师环境美学感知对美感经验的影响，由研究结果可知，教师环境美学感知

对于美感经验有正向显着影响，其路径系数为.745（p<.05），此结果与 Welchman 

（2018）、Berleant（1997）、Brady and Prior（2020）的观点一致。表示教师对于

学校环境美学感知越高，其美感经验也会越高，亦即教师若觉得学校具备美丽和

谐与自然与多样性的环境时，教师就更能接受多元的事物、对美的事物具有分析

能力，以及与别人分享和回想起美好的经验。 

而且环境美学是人们在整体环境中以欣赏和参与的方式，其中就蕴涵美感经

验（Berleant, 1997; Nasar, 1992），而且美感经验是个人在环境与日常活动所产生

的，是由自然环境转移到日常的经验（Dewey, 2005），然而环境美学思想不存在

丑，是自然、客观、肯定的美感性质，和美感经验相同（Rolston, 1988），而美感

经验对于环境的重要意义包含想象力、情感和多感官的反应（Brady & Prior, 2020），

因此人的美感经验可由个人与环境的互动所产生，当环境美学通过与和谐环境的

认同来获得自我决定和实现自我的同时，它就可以提出美育的核心概念并自然发

展（费希尔、刘可欣，2000），而环境美学更是美感经验产生的重要原因。故教

师对学校的环境美学感知是培养教师美感经验的重要关键。 

在教师环境美学感知与专业发展方面，教师环境美学感知对于专业发展有正

向显着影响，其路径系数为.453（p<.05），此结果与 Jurik et al.（2014）、张德锐

等人（2006）和杨忠斌（2021）的研究观点一致。亦表示教师环境美学感知有助

于教师专业发展，所以若教师对于学校环境美学的感知越高，可以提升教师的专

业知识、教学技能与态度等专业发展。 

而且本研究再以教师环境美学感知对教师专业发展之教学实践、教学信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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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态度等三个构面进行分别进行分析，其结果亦发现教师环境美学感知对于教

学实践（.464，p<.05）、教学信念（.513，p<.05）和专业态度（.323，p<.05）等

（Yuan et al., 2017）皆有正向显着影响，其中教师环境美学感知对教学信念的影

响较大。即教师对于学校环境美学的感知有助于教师的教学实践、教学信念和专

业态度之提升。Yuan et al.（2017）也认为对于环境知识与关注的态度与价值是提

升教师专业知识和能力、教学信念及效能之专业发展。而且 Attwood（2020）指

出美学教育应置于环境与情境之中，环境美学在环境教育中具有重要意义，老师

也扮演重要角色应该加强自身美感素养（杨忠斌，2021），环境美感可以提高教

师专业素养，也可以提升教师美感与专业知能涵养（张德锐等，2006；杨忠斌，

2014）。因此教师对于学校环境美学的感知是促进教师专业发展重要关键。 

综上可知，若教师认为自己所在的学校环境是多样的、美好的、令人愉悦的、

和谐的、引人注目，以及适合当地（周边）环境时，能够增加教师的教学实践（例

如，参与学生的相关活动、学校或系内教学课程讨论、教师之间的教学交流等）、

教学信念（例如，与学生之沟通与相处、对教师身份的认同、提供学生额外帮助、

促进学生学习进步）、专业态度（例如，认可校长对教师的管理、教学的管理、

教师发展）等教师专业发展项目。由上述结果可知，教师对于学校环境美学的感

知会深深影响着教师本身的美感经验与其专业发展，换言之，中国的大学应该重

视本体环境的美感，以提升学校教师的美感经验以及教学的专业发展。 

5.3 中国大学教师美感经验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 

从研究结果得知，教师美感经验对专业发展有正向显着影响，路径系数

为.576（p<.05），此结果与 Attwood（2020）、Frawley (2013) 及 Wiebe（2007）的

研究结果相符。而且教师美感经验也对教学实践（.498，p<.05）、教学信念（.492，

p<.05）与专业态度（.646，p<.05）等教师专业发展因素有正向显著影响，其中教

师美感经验对专业态度的影响路径系数最高。即教师美感经验中，对美的快感、

审美的态度、对美的理解力与完整经验等美感经验越高，教师教学实践、教学信

念与专业态度等专业发展越好。亦表示如果教师在欣赏美好的事物时会感到心情

愉悦，能够接纳与欣赏多元的文化与想法，能分析与理解美的事物所表达的概念，

以及在创作时会回想相关的美好事物并与他人分享，可以帮助教师教学实践、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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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信念与专业态度的发展。 

因为美是一种客观审美属性，需要具有审美能力的体验者来完成（Rolston, 

1988; Cohen, 2012）。而且美感是一种素养，可以提高教师专业素养，学校教师应

该接受美感教育的培训，以获得美感的体验与经验（Attwood, 2020）。Frawley

（2013）也建议教师职前培训应该将美感教育作为教师准备的内容之一，并且强

调美感课程也应该成为教师教育的一部分。在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中，美学对教

师专业发展与教师实践非常重要，应该被纳入教师专业发展计划，而美学不仅是

课程，情境也是美学的一部份（Oreck, 2004）。Wiebe（2007）也指出支持与扩展

美术融合会产生想象力、灵活和具体的教学实践，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因此美感

经验对于教师专业发展亦非常重要，美感教育应该纳入教师发展的规画之中，而

且在教师的职前教育中更应该加入美感教育课程，以促进教师在进入学校之前先

具备有美感之素养。 

5.4 中国大学教师美感经验在环境美学與教师专业发展間之中介效果 

教师美感经验在环境美学感知与专业发展之间具有中介效果（.429，p<.05），

而且教师美感经验在环境美学感知与教学实践（.371，p<.05）、教学信念（.368，

p<.05）及专业态度（.483，p<.05）等教师专业发展构面之间皆具有中介效果。这

也表示大学教师对于学校环境美学的感经，会经由教师自身的美感经验，进而提

高其专业发展，而且在教学实践、教学信念和专业态度等三方面的专业发展皆能

提升。换言之，教师感受到学校环境很美、很开阔、具多样性、令人感到愉悦、

和谐的时候，教师会容易被美好事物所吸引并感到开心，能充分分析美的事物具

有美感之原因，会不自觉的联想起与作品相关的事物，分享美好的经验，接纳与

欣赏多元的文化，以及可由不好的事物中寻找美好的一面等美感经验，都有助于

教师的教学实践、教学信念与专业态度等教师专业发展。 

就环境心理学和环境美学生态系统观点而言，环境心理学旨在改善人类与自

然环境的关系并使建筑环境更加人性化（Gifford, 2002），可作为审美欣赏和创造

性和精神的灵感源泉（Williams & Harvey, 2001），以及创造美丽、舒适和提升生

活的人类结构和环境的重要设计和规划标准与原则（Thompson, 2000）。从生态

系统的角度来解释环境美学，自然不存在丑，自然皆具有客观、肯定的美感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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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完整、稳定和美丽” 产生的，所有的美感经验也是如此（Rolston, 1988, 2002），

而客观审美属性可能需要具有审美能力的体验者来完成，但更需要自然的力量来

产生它（Rolston, 1988; Cohen, 2012），只有通过观察者的观察才会显现：“当人类

到达时，审美就会点燃，审美与主体相关联生成出现。自然具有美的潜力，人类

观察者将其变为现实（Cohen, 2012）。因此环境美学就可能造就了美感经验，而

人们再将美变成现实。Berleant（1997）也指出环境美学系人类以欣赏和参与的

方式，成为整体环境的一部分，其中蕴涵了美感经验感，即为对自然的美感经验

开始于并且经常是通过感官知觉所产生的（Berleant, 1992; Saito, 1998）。 

而且教师能将所获得美学的感知与美感经验化成现实，运用在教师教学专业

上，尝试新的方法改进实务，灵感来自反思过去经验或未来，从中所获得启发

（Schmuck, 2006），而美感经验是教学的中介，教师能够运用象征符号创造意义，

从规律与规范的习惯中，突破习惯的限制开启新的视野（洪咏善，2012），教师

接受多元的文化与想法，从不美好、与美好对立的事物中找到美好的一面，透过

美感经验的思考态度，并将其运用在课程之中，将有助于达到教育目标并促进教

学之转化，促進教学技巧发展（Perkins, 1994）。因此，教师对于学校环境美学感

知中所获得的美感经验，不仅帮助教师在教学实践的成长，同时也帮助教师在教

学信念与专业态度上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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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 

本章经由中国大学教师环境美学感知，美感经验与专业发展的研究结果讨

论后，提出研究的实际建议、研究上的建议，以及本研究的限制。 

6.1 结论 

本研究使用 TALIS（2018）教师专业发展问卷、Chang（2017）的学生美

感经验量表，以及 Subiza-Pérez et al.（2019）感知环境美学质量量表等，经由

专家评鉴与信、效度分析，修改为适用于中国高校教师之量表，分别为中国教

师环境美学感知量表可分为「美丽和谐」与「自然与多样性」2 个构面；教师

美感经验量表，包含了「对美的快感」、「审美的态度」、「对美的理解力」与

「完整经验」等构面 21 题；教师专业发展量表，包含「教学实践」、「教学信

念」与「专业态度」，共 32 题。而且三份量表皆具有良好信、效度。 

在运用结构方程模式进行数据分析结果与研究讨论可知，中国大学教师环

境美学感知有助于提升美感经验与教师专业发展，而且环境美学感知也分别对

教学实践、教学信念和专业态度有正向影响，因此中国大学教师对于学校环境

的美学感受越好，可以提升其美感经验与教师的专业发展。其次，中国大学教

师美感经验可提升教师专业发展，而且教师美感经验也对教学实践、教学信念

与专业态度有正向影响，表示中国教师美感经验的获得，有助于教学实践、教

学信念与专业态度等教师专业发展。最后，中国大学教师美感经验在学校环境

美学与教师专业发展之间具有中介效果，而且教师美感经验在学校环境美学与

教学实践、教学信念和专业态度之间皆有中介效果，亦即中国大学教师对于学

校环境美学的感知，可以经由美感经验进而提升教师专业发展。 

因此可知，中国高校教师对学校环境美学感知与美感经验有助于提升教师

教学实践、教学信念和专业态度等专业发展，而且教师对于学校环境美学感知

亦可提高其教师的美感经验，由此亦可发现中国教师环境美学感知的重要性，

是故学校必须重视学校环境美学，以提升教师美感经验与其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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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实际建议 

     本研究结果发现环境美学对提升教师专业发展是具有正向影响，因此对于

实务教师专业发展管理，提出下列建议。 

6.2.1 建立「美丽和谐」与「自然与多样性」的环境美学校园。 

从研究结果可以得知学校环境美学有助于增加教师的美感经验及教师专

业发展。因此，学校应该建立具有美丽和谐与自然与多样性的环境美学的校

园，其内容可包含多样的自然景观、环境能带来惊喜、令人愉悦、活化个人

情绪、和谐的环境、适合当地（周边）环境、环境与规模一切都很美好等的

学校环境美学（Attwood, 2020; Yuan et al., 2017; 杨忠斌，2021）。 

6.2.2 重视教师美感经验，以增进教师专业发展。 

美感经验有助于教师专业发展，将美感经验变成现实（Cohen, 2012），可

提升教师专业素养（Attwood, 2020），转化为教学技巧运用在课程当中（Perkins, 

1994）。而且美感经验除了对美的事物感到兴趣与愉悦之外，还涵括对美事物

的理解与分析、接受与欣赏多元文化与不同的想法、能从不好的事物中寻找

美好的一面、在创作时浮现过去相关的美好经验，以及与别人分享美好的经

验等，这些美感经验都可以运用在教师的教学实践，并且提升教师教学信念

与专业态度，促进教学专业发展。 

6.2.3 教师应该接受美感教育的培训，以具备美感素养。 

由研究当中发现美感对于教师的重要性，而且在目前重视学生的美育之

下，教师必须先接受美感教育才能够教授学生。Wiebe（2007）和 Oreck（2004）

都发现美感对于教师专业发展很重要，所以教师应该接受美感教育的培训

（Attwood, 2020）。 

6.2.4 美感课程纳入教师职前教育课程。 

美学对于教师教学技能与专业发展很重要， Frawley（2013）也提出职前

教师也应该将美感课程纳入教师教育课程之中，因此在教师的职前教育，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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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育专业课程应该加入美感课程，以增进教育专业学生教学专业能力。 

6.2.5 学校可由教师的「教学实践」、「教学信念」和「专业态度」方面来提升教

师专业发展。 

研究中整理教师专业发展之文献与衡量方式，最终拟定中国教师专业发

展量表，包含「教学实践」、「教学信念」和「专业态度」等三个构面，这也

表示中国教师专业发展主要为「教学实践」、「教学信念」和「专业态度」，因

此学校欲提升教师专业发展可由「教学实践」、「教学信念」和「专业态度」

等三个方面进行。 

6.3 未来研究的建议 

基于本研究结果发现，对于未来相关研究提出以下建议。首先，未来在探讨

学校环境美学研究时可先进行学校环境美学的评量，以确定所调查之学校是符合

环境美学的学校，以避免受访者的主观想法造成结果之误差。其次，本研究未直

接对可持续发展进行调查与衡量，而环境美学及美感经验皆与可持续发展有关，

因此未来研究也可加入可持续发展，以探讨环境美学、美感经验及可持续发展之

关系。再者，后续研究亦可比较学校环境美学之高低，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

以确认是否学校环境美学较好的学校是否教师专业发展也会比较好。 

而本研究修编的中国学校环境美学感知量表、教师美感经验量表、教师专业

发展等量表，只有在本研究中进行验证，虽然有良好的信效度，但未来可用于更

多相关的研究，以验证与更确定量表之信效度。最后，在研究中虽然运用问卷调

查与统计分析得到研究结果，验证了中国教师环境美学感知、美感经验与教师专

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如果研究可以将访谈方式加入，或许可以更深入了解变量之

间的关系是如何产生以。 

6.4 研究限制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探究中国环境美学对高校教师专业发展现况，存在研

究限制上的不足点，说明如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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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中的学校环境美学是以教师对于学校环境的认知进行衡量，仅在于

教师对于学校环境美的感受，可能会产生主观上的问题，而无法明确得知学校环

境是否真的美好，因此可以先筛选具有环境美学的学校进行调查。第二，虽然环

境美学和美感经验皆与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但在研究并未对可持续发展直接进

行衡量，因此在研究讨论中无法直接对可持续发展进行说明与讨论，后续研究可

以加入可持续发展。第三，本研究调查对象为中国 30 所高校 1800 名教师，但是

回收之有效问卷为 1479 份，这可能造成某些地区样本数较少代表性不足的问题。

本研究所使用的学校环境美学感知量表、教师美感经验量表、教师专业发展量表

皆经过修正为适合中国教师之量表，虽然经过专家评鉴与良好的信效度，但只是

第一次使用量表可能还不太稳定，应该再做多次衡量。研究以问卷调查与统计方

式进行验证，虽然最终得到验证结果，但是无法更深入了解变量关系结果的原因，

后续研究可使用不同研究方法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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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中国大学教师环境美学与教师专业发展量表衡量构面与题项适合度

专家评鉴表 
 

尊敬的专家及行业先进: 

您好，因研究需要，目前正在做中国大学教师环境美学与教师专业发展的相

关研究，敬祈拨冗填写此份专家评鉴表。 

本系统共有四个部分的题项共 87 道题，建议您在网络条件较佳或者 WIFI

的情况下操作，评鉴题项较多，恳请您在百忙之中评阅，本系统支持手机端、电

脑端操作打分，并设置了同一端口断点（退出后）返回页面为剩下题项继续评鉴。 

您的宝贵意见对本研究的意义非常重大，在此先向您致上敬意！ 

敬祝  身体安康 阖家幸福 

 

博仁大学中文国际学院 

指导教师：Dr . Yuan-Cheng CHANG  Dr. Peng-Fei CHEN 

博士研究生：LIN Weixin 敬上 

 

—————————————————————————— 
 

专家评鉴须知： 

1. 本研究旨在建构符合中国教师的环境美学感知、美感经验及专业发展。 

2. 本研究对象为中国大学校院教师，衡量构面主要参考 Subiza-P´erez et al. (2019) 

「Perceived Environmental Aesthetic Qualities Scale (PEAQS)环境美学感知量表」、

OECD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Survey (TALIS) 「教师专业发展问卷」, 因

为「环境美学感知量表」、「教师专业发展问卷」与「永续发展」为英文量表，故在进行

中文翻译与调整后，请专家学者针对其量表构面和题项内容进行评鉴，以修改为符合与

适用于中国教师的量表 

3. Chang (2017) 「学生美感经验量表」是以学生为对象之量表，在进行调修后，请专家

学者进行评鉴，以修改为符合与适用于中国教师的量表。 

4. 请于针对表格题目，勾选「适合」「修正后适合」或「不适合」，若有修正意见，请直接

写入。 

 

—————————————————————————— 
 

第一部分：环境美学感知 
请您依在中国高校校园环境包含绿色环境、雕像、建筑物、艺术、环境景观

设计及布置等情况，如要衡量环境美学各构面时，所需考虑的构面包括的题项内

容合适程度给予勾选或提出修正意见。 

 

·衡量构面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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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美学

感知 

序 衡量构面 适合 
修 正 后

适合 

不 适

合 

1 和谐 Harmony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2 神秘 Mystery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3 多感官与自然 Multisensority & Nature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4 视觉空间和视觉多样性 Visual 

spaciousness & Visual diversity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5 崇高 Sublimity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建议增加的指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构面包括的题项 

构面 序 构面包括的题项 适合 
修正后

适合 

不 适

合 

和谐 

1 我所在的校园适合当地（周边）环境。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2 我可以感受学校环境的和谐。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3 我很满意校园環境規模。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4 我所在的学校环境一切都很好。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5 我所在的校园拥有一个和谐的环境。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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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所在的学校与当地社区形成了一个完

善的整体。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7 我所在的学校很美。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8 我所在的学校拥有迷人之处。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建议增加的指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构面 序 构面包括的题项 适合 
修正后

适合 

不 适

合 

神秘 

1 我所在的学校环境可以活化个人情绪。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2 我所在的学校环境具有神秘感。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3 我想探索学校环境的每个区域。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4 我所在的学校有多样的元素能引起触摸

和感觉。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5 我所在的学校环境能给我带来惊喜。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建议增加的指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构面 序 构面包括的题项 适合 
修正后

适合 

不 适

合 

多感

官与

自然 

1 我所在的学校可以让一个人身处时感觉

到自己的渺小（相对于所有存在）。 

修正意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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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我所在的学校环境的空气中有很多气

味。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3 我所在的学校环境的自然景观是多种多

样的。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4 我所在的学校环境的音景(声音景观)令

人愉悦。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建议增加的指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构面 序 构面包括的题项 适合 
修正后

适合 

不 适

合 

视觉

空间

和视

觉多

样性 

1 我所在的学校环境能见度很好。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2 我所在的学校环境很广阔。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3 我所在的学校环境景色是多样的。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建议增加的指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构面 序 构面包括的题项 适合 
修正后

适合 

不 适

合 

崇高 

1 我所在的学校环境很引人注目。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2 我所在的学校环境有一种崇高和高贵的

感觉。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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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所在的学校环境有令人惊叹的景色。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建议增加的指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部分：教师专业发展 
请您依如要衡量中国高校教师专业发展，所需考虑的构面包括的题项内容合

适程度给予勾选或提出修正意见。 

 

·衡量构面组成 

教师

专业

发展 

序 衡量构面 适合 
修 正 后

适合 

不 适

合 

1 教学实践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2 教学信念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3 专业态度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建议增加的指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构面包括的题项 

构

面 
序 构面包括的题项 

适

合 

修 正 后

适合 

不 适

合 

教学

实践 

1 我会参加教职工会议，讨论学校的愿景

和使命。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2 我会参与制定学校课程或其中的一部

分。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3 我会参与学校、院或系内讨论并决定教

学媒体的选择（例如教科书、练习本）。 

修正意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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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我会与同事交换教材。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5 我会参加我所教的年龄/年级段的团队会

议。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6 我会参与学校、院或系内确保及评估学

生进步的共同标准。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7 我会参与学校、院或系内讨论特定学生

的学习发展。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8 我会参与同一个班级的团队共同教学。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9 我会参加专业学习活动（例如团队督

导）。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10 我会观察其他老师的课程并提供反馈。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11 我会参与不同班级和年龄组的联合活动

（例如项目）。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12 我会参与讨论和协调跨学科的家庭（课

后）作业。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建议增加的指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构面 序 构面包括的题项 适合 
修 正 后

适合 

不 适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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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信念 

 

1 总而言之，我对我的工作很满意。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2 我觉得我对于我学生的生活产生重大的

教育影响。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3 如果我真的很努力，即使是最困难和没

有动力的学生，我也能促使他们进步。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4 我对班上的学生的教育是很成功的。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5 我知道如何与学生沟通。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6 在我工作所在的社区，教师是很受尊重

的。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7 我所在的学校，师生之间通常相处得很

好。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8 我所在的学校，大多数老师都认为学生

的福祉很重要。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9 我所在的学校，大多数老师都对学生要

说的话感兴趣。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10 我所在的学校，学生需要额外的帮助，

学校会提供。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建议增加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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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构面 序 构面包括的题项 适合 
修 正 后

适合 

不 适

合 

专

业

态

度 

1 在会议上，我认同校长与教师讨论教育

目标。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2 我认同校长确保教师根据学校的教育目

标工作。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3 我认同校长或管理团队中的其他人在课

堂上观察（观摩）教学。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4 我认可校长就如何改进教学向教师提出

建议。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5 我认可当老师在课堂上遇到问题时，校

长会主动与老师讨论。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6 我认可校长能够了解更新教师的知识和

技能。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7 我认可校长表扬教师的特殊努力或成就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8 我认可在学校，校长带领教师制定学校

发展计划（规划）。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9 我认可校长制定学校教职工要完成的目

标。 

修正意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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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我认可校长确保在这所学校营造一种以

任务为导向的氛围。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11 我认可在学校，校长和教师采取行动确

保教育质量问题是一项集体责任。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建议增加的指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部分：教师美感经验 
请您依如要衡量大学教师美感经验，所需考虑的构面包括的题项内容合适程

度给予勾选或提出修正意见。 

 

·衡量构面组成 

教师

专业

发展 

序 衡量构面 适合 
修 正 后

适合 

不 适

合 

1 对美的快感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2 和谐的态度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3 对美的理解力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4 完整经验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建议增加的指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构面包括的题项 

构面 序 构面包括的题项 适合 
修正后

适合 

不 适

合 

对美 1 我在欣赏美好的事物时，会感到心情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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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快

感 

 

悦。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我在欣赏色彩缤纷且协调的事物时，会

使我心情轻松愉快。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3 我在欣赏美好的事物时，会有一种幸福

感，而暂时忘记身旁的事物。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4 我喜欢欣赏与接触美好的事物。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5 我有时候会不自觉的受到周遭美好事物

所吸引，并且感到愉悦。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6 我会因为意外发现美好的事物而感到开

心喜悦。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建议增加的指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构面 序 构面包括的题项 适合 
修正后

适合 

不 适

合 

审美

的态

度 

1 我会接受多元的文化活动，例如不同族

群、信仰等。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2 我会接纳与欣赏别人所提出的多元的想

法与建议。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3 我会试着从不美好的事物中找寻它美好

的一面。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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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当我接触美好的事物时，能激发我的生

命力和希望感。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5 当我遇到困难或挫折时,我会用正面的态

度去欣赏它。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建议增加的指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构面 序 构面包括的题项 适合 
修正后

适合 

不 适

合 

对美

的理

解力 

 

1 我能看出美的事物中，容易被别人忽略

的细节。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2 我能得快看出美的事物，它细微且特别

的地方。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3 我能分析出美的事物的所呈现风格。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4 我能理解出美的事物所要表达的概念。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5 我能分析出美的事物具有美感的原因。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建议增加的指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构面 序 构面包括的题项 适合 
修正后

适合 

不 适

合 

完整

经验 

 

1 我会和别人分享与讨论我觉得美好的事

物。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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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在创作时会不自觉的联想起与作品相

关的事物。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3 我在创作时会回想与作品相关的美好事

物。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4 我在创作时脑海里会突然闪过以前看过

的类似事物。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5 我会和别人分享美好的经验。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建议增加的指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部分：永续发展 
请您依如要衡量永续发展，所需考虑的构面包括的题项内容合适程度给予勾

选或提出修正意见。 

 

·衡量构面组成 

永续

发展 

序 衡量构面 适合 
修 正 后

适合 

不 适

合 

1 生态可持续性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2 幸福感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建议增加的指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构面包括的题项 

构面 序 构面包括的题项 适合 
修正后

适合 

不 适

合 

生态 1 我了解工业、交通和电力生产对环境产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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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

续性 

 

生的影响。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我了解使用自然资源对环境产生的影

响。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3 我了解自然生态福祉的先决条件（例

如，栖息地的充足性和良好质量）。 附

近的自然及其功能（例如，元素循环、

能量流）。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4 我了解农业对环境产生的影响。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5 我了解建筑环境及其功能（例如，人

口、工厂、车道）。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6 我了解环保的出行方式。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7 我了解并支持物品回收。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建议增加的指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构面 序 构面包括的题项 适合 
修正后

适合 

不 适

合 

幸福

感 

1 我了解身体健康的重要性。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2 我了解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修正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3 我了解社会福利、社会福祉的重要性。 

修正意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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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建议增加的指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感谢您耐心填答，敬祝  身体安康 阖家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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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环境美学与教师专业发展【预试教师问卷】 

 
尊敬的老师: 

您好，因研究需要，目前我们正在做环境美学与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相关 

研究，敬祈拨冗填写此份问卷。 

本系统共有四个部分的题项共 77 道题，建议您在网络条件较佳或者 WIFI 

的情况下操作，评鉴题项较多，恳请您在百忙之中评阅，本系统支持手机端、 

电脑端操作打分，并设置了同一端口断点（退出后）返回页面为剩下题项继续 

评鉴。 

您的宝贵意见对本研究的意义非常重大，在此先向您致上敬意！ 

敬祝 新年快乐 身体安康 阖家幸福 

 

博仁大学中文国际学院 

指导教师：Dr . Yuan-Cheng CHANG  Dr. Peng-Fei CHEN 

博士研究生：LIN Weixin 敬上 

 

Chinese International College (CIC), 

Dhurakij Pundit University 

 

————————————————————————————————————— 

 
 
 

第一部分：环境美学 

 

环境美学问答题 勾选项☑ 

请您依在中国高校校园环境包含绿色环境、雕像、建筑物、艺术、环

境景观设计及布置等情况，如要衡量环境美学各构面时，所需考虑的

构面包括的题项内容合适程度给予勾选或提出修正意见。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没

意

见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我所在的校园适合当地（周边）环境。 □□□□□ 
2 我可以感受学校环境的和谐。 □□□□□ 
3 我很满意校园環境規模。 □□□□□ 
4 我所在的学校环境一切都很好。 □□□□□ 
5 我所在的校园拥有一个和谐的环境。 □□□□□ 
6 我所在的学校与当地社区形成了一个完善的整体。 □□□□□ 
7 我所在的学校很美。 □□□□□ 
8 我所在的学校拥有迷人之处。 □□□□□ 
9 我所在的学校环境可以活化个人情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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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我所在的学校环境具有神秘感。 □□□□□ 

11 我想探索学校环境的每个区域。 □□□□□ 

12 我所在的学校有多样的元素能引起触摸和感觉。 □□□□□ 
13 我所在的学校环境能给我带来惊喜。 □□□□□ 

14 
我所在的学校可以让一个人身处时感觉到自己的渺小（相对于

所有存在）。 
□□□□□ 

15 我所在的学校环境的空气中有很多气味。 □□□□□ 
16 我所在的学校环境的自然景观是多种多样的。 □□□□□ 
17 我所在的学校环境的音景(声音景观)令人愉悦。 □□□□□ 
18 我所在的学校环境能见度很好。 □□□□□ 
19 我所在的学校环境很广阔。 □□□□□ 
20 我所在的学校环境景色是多样的。 □□□□□ 
21 我所在的学校环境很引人注目。 □□□□□ 
22 我所在的学校环境有一种崇高和高贵的感觉。 □□□□□ 
23 我所在的学校环境有令人惊叹的景色。 □□□□□ 

 

 

 

第二部分：教师专业发展 
 

教师专业发展問答题 勾选项☑ 

请您依如要衡量中国高校教师专业发展，所需考虑的构面包括的

题项内容合适程度给予勾选或提出修正意见。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没

意

见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我会参加教职工会议，讨论学校的愿景和使命。 □□□□□ 
2 我会参与制定学校课程或其中的一部分。 □□□□□ 

3 
我会参与学校、院或系内讨论并决定教学媒体的选择（例如教科

书、练习本）。 
□□□□□ 

4 我会与同事交换教材。 □□□□□ 
5 我会参加我所教的年龄/年级段的团队会议。 □□□□□ 
6 我会参与学校、院或系内确保及评估学生进步的共同标准。 □□□□□ 
7 我会参与学校、院或系内讨论特定学生的学习发展。 □□□□□ 
8 我会参与同一个班级的团队共同教学。 □□□□□ 
9 我会参加专业学习活动（例如团队督导）。 □□□□□ 
10 我会观察其他老师的课程并提供反馈。 □□□□□ 

11 我会参与不同班级和年龄组的联合活动（例如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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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会参与讨论和协调跨学科的家庭（课后）作业。 □□□□□ 
13 总而言之，我对我的工作很满意。 □□□□□ 
14 我觉得我对于我学生的生活产生重大的教育影响。 □□□□□ 

15 
如果我真的很努力，即使是最困难和没有动力的学生，我也能促

使他们进步。 
□□□□□ 

16 我对班上的学生的教育是很成功的。 □□□□□ 
17 我知道如何与学生沟通。 □□□□□ 
18 在我工作所在的社区，教师是很受尊重的。 □□□□□ 
19 我所在的学校，师生之间通常相处得很好。 □□□□□ 
20 我所在的学校，大多数老师都认为学生的福祉很重要。 □□□□□ 
21 我所在的学校，大多数老师都对学生要说的话感兴趣。 □□□□□ 
22 我所在的学校，学生需要额外的帮助，学校会提供。 □□□□□ 
23 在会议上，我认同校长与教师讨论教育目标。 □□□□□ 
24 我认同校长确保教师根据学校的教育目标工作。 □□□□□ 
25 我认同校长或管理团队中的其他人在课堂上观察（观摩）教学。 □□□□□ 
26 我认可校长就如何改进教学向教师提出建议。 □□□□□ 
27 我认可当老师在课堂上遇到问题时，校长会主动与老师讨论。 □□□□□ 
28 我认可校长能够了解更新教师的知识和技能。 □□□□□ 
29 我认可校长表扬教师的特殊努力或成就 □□□□□ 
30 我认可在学校，校长带领教师制定学校发展计划（规划）。 □□□□□ 
31 我认可校长制定学校教职工要完成的目标。 □□□□□ 
32 我认可校长确保在这所学校营造一种以任务为导向的氛围。 □□□□□ 

33 
我认可在学校，校长和教师采取行动确保教育质量问题是一项集

体责任。 
□□□□□ 

 

 

 

第三部分：美感经验 
 

美感经验问答题 勾选项☑ 

请您依如要衡量大学教师美感经验，所需考虑的构面包括的题项内容

合适程度给予勾选或提出修正意见。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没

意

见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我在欣赏美好的事物时，会感到心情愉悦。 □□□□□ 
2 我在欣赏色彩缤纷且协调的事物时，会使我心情轻松愉快。 □□□□□ 
3 我在欣赏美好的事物时，会有一种幸福感，而暂时忘记身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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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 

4 我喜欢欣赏与接触美好的事物。 □□□□□ 
5 我有时候会不自觉的受到周遭美好事物所吸引，并且感到愉悦。 □□□□□ 
6 我会因为意外发现美好的事物而感到开心喜悦。 □□□□□ 
7 我会接受多元的文化活动，例如不同族群、信仰等。 □□□□□ 
8 我会接纳与欣赏别人所提出的多元的想法与建议。 □□□□□ 
9 我会试着从不美好的事物中找寻它美好的一面。 □□□□□ 
10 当我接触美好的事物时，能激发我的生命力和希望感。 □□□□□ 

11 当我遇到困难或挫折时,我会用正面的态度去欣赏它。 □□□□□ 

12 我能看出美的事物中，容易被别人忽略的细节。 □□□□□ 
13 我能得快看出美的事物，它细微且特别的地方。 □□□□□ 
14 我能分析出美的事物的所呈现风格。 □□□□□ 
15 我能理解出美的事物所要表达的概念。 □□□□□ 
16 我能分析出美的事物具有美感的原因。 □□□□□ 
17 我会和别人分享与讨论我觉得美好的事物。 □□□□□ 
18 我在创作时会不自觉的联想起与作品相关的事物。 □□□□□ 
19 我在创作时会回想与作品相关的美好事物。 □□□□□ 
20 我在创作时脑海里会突然闪过以前看过的类似事物。 □□□□□ 
21 我会和别人分享美好的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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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环境美学与教师专业发展【正式教师问卷】 

 
尊敬的老师: 

您好，因研究需要，目前我们正在做环境美学与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相关 

研究，敬祈拨冗填写此份问卷。 

本系统共有四个部分的题项共 73 道题，建议您在网络条件较佳或者 WIFI 

的情况下操作，评鉴题项较多，恳请您在百忙之中评阅，本系统支持手机端、 

电脑端操作打分，并设置了同一端口断点（退出后）返回页面为剩下题项继续 

评鉴。 

您的宝贵意见对本研究的意义非常重大，在此先向您致上敬意！ 

敬祝 新年快乐 身体安康 阖家幸福 

 

博仁大学中文国际学院 

指导教师：Dr . Yuan-Cheng CHANG  Dr. Peng-Fei CHEN 

博士研究生：LIN Weixin 敬上 

 

Chinese International College (CIC), 

Dhurakij Pundit University 

 

————————————————————————————————————— 

 
 

第一部分：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题 填写/勾选项☑ 

1 姓名（可用拼音全拼或留空）  

2 性別 □男  □女 

3 教龄  

4 所在单位  

5 最高学历  

6 职称  

7 从事工作及研究领域  

 

第二部分：环境美学 
 

环境美学问答题 勾选项☑ 

请您依在中国高校校园环境包含绿色环境、雕像、建筑物、艺术、环

境景观设计及布置等情况，如要衡量环境美学各构面时，所需考虑的

构面包括的题项内容合适程度给予勾选或提出修正意见。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没

意

见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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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所在的校园适合当地（周边）环境。 □□□□□ 
2 我可以感受学校环境的和谐。 □□□□□ 
3 我很满意校园環境規模。 □□□□□ 
4 我所在的学校环境一切都很好。 □□□□□ 
5 我所在的校园拥有一个和谐的环境。 □□□□□ 
6 我所在的学校与当地社区形成了一个完善的整体。 □□□□□ 
7 我所在的学校很美。 □□□□□ 
8 我所在的学校拥有迷人之处。 □□□□□ 
9 我所在的学校环境可以活化个人情绪。 □□□□□ 
10 我所在的学校环境具有神秘感。 □□□□□ 

11 我想探索学校环境的每个区域。 □□□□□ 

12 我所在的学校有多样的元素能引起触摸和感觉。 □□□□□ 
13 我所在的学校环境能给我带来惊喜。 □□□□□ 
14 我所在的学校环境的自然景观是多种多样的。 □□□□□ 
15 我所在的学校环境的音景(声音景观)令人愉悦。 □□□□□ 
16 我所在的学校环境很广阔。 □□□□□ 
17 我所在的学校环境景色是多样的。 □□□□□ 
18 我所在的学校环境很引人注目。 □□□□□ 
19 我所在的学校环境有一种崇高和高贵的感觉。 □□□□□ 
20 我所在的学校环境有令人惊叹的景色。 □□□□□ 

 

 

 

第三部分：教师专业发展 
 

教师专业发展问答题 勾选项☑ 

请您依如要衡量中国高校教师专业发展，所需考虑的构面包括的

题项内容合适程度给予勾选或提出修正意见。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没

意

见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我会参加教职工会议，讨论学校的愿景和使命。 □□□□□ 
2 我会参与制定学校课程或其中的一部分。 □□□□□ 

3 
我会参与学校、院或系内讨论并决定教学媒体的选择（例如教科

书、练习本）。 
□□□□□ 

4 我会与同事交换教材。 □□□□□ 
5 我会参加我所教的年龄/年级段的团队会议。 □□□□□ 
6 我会参与学校、院或系内确保及评估学生进步的共同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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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会参与学校、院或系内讨论特定学生的学习发展。 □□□□□ 
8 我会参与同一个班级的团队共同教学。 □□□□□ 
9 我会参加专业学习活动（例如团队督导）。 □□□□□ 
10 我会观察其他老师的课程并提供反馈。 □□□□□ 

11 我会参与不同班级和年龄组的联合活动（例如项目）。 □□□□□ 

12 我会参与讨论和协调跨学科的家庭（课后）作业。 □□□□□ 
13 总而言之，我对我的工作很满意。 □□□□□ 
14 我觉得我对于我学生的生活产生重大的教育影响。 □□□□□ 

15 
如果我真的很努力，即使是最困难和没有动力的学生，我也能促

使他们进步。 
□□□□□ 

16 我对班上的学生的教育是很成功的。 □□□□□ 
17 我知道如何与学生沟通。 □□□□□ 
18 在我工作所在的社区，教师是很受尊重的。 □□□□□ 
19 我所在的学校，师生之间通常相处得很好。 □□□□□ 
20 我所在的学校，大多数老师都对学生要说的话感兴趣。 □□□□□ 
21 我所在的学校，学生需要额外的帮助，学校会提供。 □□□□□ 
22 在会议上，我认同校长与教师讨论教育目标。 □□□□□ 
23 我认同校长确保教师根据学校的教育目标工作。 □□□□□ 
24 我认同校长或管理团队中的其他人在课堂上观察（观摩）教学。 □□□□□ 
25 我认可校长就如何改进教学向教师提出建议。 □□□□□ 
26 我认可当老师在课堂上遇到问题时，校长会主动与老师讨论。 □□□□□ 
27 我认可校长能够了解更新教师的知识和技能。 □□□□□ 
28 我认可校长表扬教师的特殊努力或成就 □□□□□ 
29 我认可在学校，校长带领教师制定学校发展计划（规划）。 □□□□□ 
30 我认可校长制定学校教职工要完成的目标。 □□□□□ 
31 我认可校长确保在这所学校营造一种以任务为导向的氛围。 □□□□□ 

32 
我认可在学校，校长和教师采取行动确保教育质量问题是一项集

体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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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美感经验 
 

美感经验问答题   勾选项☑ 

请您依如要衡量大学教师美感经验，所需考虑的构面包括的题项内容

合适程度给予勾选或提出修正意见。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没

意

见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我在欣赏美好的事物时，会感到心情愉悦。 □□□□□ 
2 我在欣赏色彩缤纷且协调的事物时，会使我心情轻松愉快。 □□□□□ 

3 
我在欣赏美好的事物时，会有一种幸福感，而暂时忘记身旁的 

事物。 
□□□□□ 

4 我喜欢欣赏与接触美好的事物。 □□□□□ 
5 我有时候会不自觉的受到周遭美好事物所吸引，并且感到愉悦。 □□□□□ 
6 我会因为意外发现美好的事物而感到开心喜悦。 □□□□□ 
7 我会接受多元的文化活动，例如不同族群、信仰等。 □□□□□ 
8 我会接纳与欣赏别人所提出的多元的想法与建议。 □□□□□ 
9 我会试着从不美好的事物中找寻它美好的一面。 □□□□□ 
10 当我接触美好的事物时，能激发我的生命力和希望感。 □□□□□ 

11 当我遇到困难或挫折时,我会用正面的态度去欣赏它。 □□□□□ 

12 我能看出美的事物中，容易被别人忽略的细节。 □□□□□ 
13 我能得快看出美的事物，它细微且特别的地方。 □□□□□ 
14 我能分析出美的事物的所呈现风格。 □□□□□ 
15 我能理解出美的事物所要表达的概念。 □□□□□ 
16 我能分析出美的事物具有美感的原因。 □□□□□ 
17 我会和别人分享与讨论我觉得美好的事物。 □□□□□ 
18 我在创作时会不自觉的联想起与作品相关的事物。 □□□□□ 
19 我在创作时会回想与作品相关的美好事物。 □□□□□ 
20 我在创作时脑海里会突然闪过以前看过的类似事物。 □□□□□ 
21 我会和别人分享美好的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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