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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s based on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hich aim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s of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self-actualization on professional commitments. The questionnaires were 
targeted to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Macau, from whom 90 vali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The 
collected data were analyzed by linear regression.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The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self-actualization has significantly predictive power for professional commit-
ments. At last, on the basis of this study results, some suggestions are made, which act as refer-
ences for Macau educational department and special education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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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是以问卷调查为基础，旨在探讨特殊教育教师的自我实现对专业承诺之影响。调查问卷针对澳门

特殊教育教师，收集了90份有效的样本，通过线性回归进行数据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特殊教育教师的

自我实现对专业承诺具有显著的预测力。最后，在本研究结论基础上提出相关建议，以作为澳门教育部

门、特殊教育学校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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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 Maslow 曾提出「需求层次理论」(hierarchy of needs)，这些需求由低至高分别为

「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尊重需求」及「自我实现需求」等五个层次，其中「自

我实现需求」、即「自我实现」，是指包括成长、成就潜能、自我履行等个人内在如何成就可能的内驱

力[1]。学者简佩玲认为，当个人需求达到「自我实现」需求层次时，个人会激励自己充分的发展和实现

自己的潜能和禀赋，亦即是说，「自我实现」就是个人对自我改进的要求，以成为自己理想中的完整个

体，达到潜能之巅峰[2]。而教师的专业承诺是指教师对其所从事的教育工作，经由智性的评估及抉择，

而产生一种对教育专业价值的认同，以及与愿意持续为教育付出努力的心理连结状态[3]。之前有研究显

示，教师工作价值观中的「自我实现」向度，会对教师的整体专业承诺以及其向度构成正向的影响[4]。
由此可见，倘若教师的自我实现之程度，包括在教育工作中越能发挥所长、展现个人教育想法、有充分

自主权、学以致用，将会使其对教育工作的认同、留职意愿、工作投入等专业承诺方面构成正面的影响。 
近年，澳门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有持续增加的趋势[5]，本澳从事特殊教育的教师数目也在增加，

2011/2012 学年至 2015/2016 学年间，在公立学校、私立学校所负责特殊教育小班、特教班的特殊教育教

育师人数从 91 人增至 124 人[6]，若连负责融合教育、约 50 名全职资源教师也计算在内[7]，本澳专门从

事特教行业的特殊教育教师人数增至约为 170 多名。因此有关特殊教育教师的工作价值观、专业承诺等

各方面的特殊教育专业知能，正逐渐成为澳门社会所关注的议题。最近有澳门的研究显示，特殊教育教

师的工作价值观与其专业承诺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当中以「自我实现」向度与整体专业承诺的相关程度

较高[8]，这显示了特殊教育教师的自我实现与专业承诺有较大关系。至于本澳特殊教育教师的自我实现

与其专业承诺是否具有明显的因果关系呢？有关教师的自我实现对其整体专业承诺及各向度是否具有显

著的预测力？亦即这些教师的自我实现之程度是否会对其整体专业承诺及各向度构成影响呢？有关方面

我们仍未清楚。因此，开展澳门特殊教育教师的自我实现与其专业承诺的因果关系研究，了解这些教师

的自我实现对其专业承诺的实际影响，并按研究结果，对政府及学校提出相关之建议，对本澳特殊教育

教师的专业发展，具有很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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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特殊教育教师工作价值观问卷」的「自我实现」向度分量表、以及「特殊教育教师专

业承诺问卷」，来分别收集澳门特殊教育教师在自我实现、专业承诺等有关数据。「特殊教育教师工作

价值观问卷」是根据廖琬欣、黄玉娟的教师工作价值观问卷之资料编拟而成[9] [10]。问卷共 25 个题目，

包括「自我实现」、「组织安全与福利」、「人际互动」、「成就声望」、「健康与休闲」等 5 个向度，

每个向度之分量表各有 5 道题。问卷采用李克特式(Likert-type rating scale)的五点量表方式塡答，从「非

常同意」、「大都同意」、「普通同意」、「部份同意」到「极少同意」，分别给予 5 分、4 分、3 分、

2 分、1 分，由于本研究只以工作价值观中的「自我实现」分量表来探讨对专业承诺的影响，因此本研究

将每一位受试者在「自我实现」分量表的得分加起来，即为每位受试者的自我实现分数，得分越高即表

示教师的自我实现越好，反之相反。「特殊教育教师专业承诺问卷」则根据王衍力、詹雅帆的教师专业

承诺问卷之资料编拟而成[11] [12]。问卷共 25 个题目，包括「专业认同」、「留职意愿」、「乐业投入」、

「专业伦理」、「研习进修」等 5 个向度，每个向度有 5 道题。问卷亦采用李克特式(Likert-type rating scale)
的五点量表方式塡答，从「非常同意」、「大都同意」、「普通同意」、「部份同意」到「极少同意」，

分别给予 5 分、4 分、3 分、2 分、1 分，将每一位受试者在每题中的得分加起来，得分越高表示教师的

专业承诺越偏向正面，反之相反。 
问卷题目撰写上，是经香港、澳门等六位特殊教育专家检验与修正下，研究者就以较流畅、清晰的

文句去表达，并结合是否符合该分量表的适宜性、重要性的准则来编写题目。例如「自我实现」分量表

的第 3 题：「您在教育工作中展现个人的专长」，「专业认同」分量表的第 1 题：「您认为个人是具有

专业的」，以上有关题目的编写，之前均经专家作出检验与修正，研究者再依据修改题目的适合性、重

要性与文句流畅清晰度等准则，定出最终题目。因此以此准则来撰写题目，有关两份问卷就具有满意之

专家内容效度。预试分析结果显示：「特殊教育教师工作价值观问卷」的「自我实现」向度分量表之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33；而「特殊教育教师专业承诺问卷」之各向度及整体的 Cronbach α 系数均在 0.931 以上。

因此上述数字显示两份研究工具内部一直性颇高，具有良好的信度。 

2.2. 样本 

本研究以澳门 4 所私立学校、5 所公立学校的中、小、幼的特殊教育教师为对象，共发放调查问卷

90 份，有效回收 90 份，有效回收率 100%，研究样本覆盖了澳门相当数目的特殊教育教师。 

2.3. 数据处理及统计分析 

本研究采用 SPSS21.0 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数据处理，运用一元线性回归进行统计[13]。以自我实现

作为预测变项(自变项)，以专业承诺为效标变项(依变项)来进行回归分析。 

3. 研究结果 

统计后发现，各回归模型之条件指标均少于 30，变项间并不存在共线性问题，且直方图、常态机率

图亦显示数据符合常态分布的基本假定，因此有关回归模型成立。一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3.1. 自我实现对专业认同之预测分析 

由表 1 可以发现，自我实现对专业承诺的分向度「专业认同」之分析结果显示：自我实现可作为「专

业认同」的预测变项，自我实现与「专业认同」的相关系数 R 为 0.650，决定系数(R2)为 0.423，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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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R2 为 0.416，回归模型方差分析的变异量显著性检验的 F 值为 64.508，显著性检验的 p 值为 0.000，小

于 0.001 的显著水平，这表示以自我实现对「专业认同」所构成的回归模型之整体解释变异量达到显著

水平，也说明回归系数不等于 0，即预测变项达到显著水平。因而自我实现、这个预测变项可以有效预

测解释「专业认同」的 42.3%之变异量。 
从标准化的回归系数来看，回归模式中的预测变项之 β 值为 0.650，为正数，表示自我实现、这个预

测变项对「专业认同」的影响为正向。根据表 1 所示，B 值为 0.639，常数为 7.942。因此以自我实现作

为预测变项，其对「专业认同」之回归方程如下： 
「专业认同 = 7.942 + 0.639 × 自我实现」 
从上述自我实现对「专业认同」之回归方程可知，当自我实现提高 1 分，则「专业认同」就会提高

0.639 分，可见，自我实现对专业承诺的分向度「专业认同」具有显著的预测力。 

3.2. 自我实现对留职意愿之预测分析 

由表 2 可以发现，自我实现对专业承诺的分向度「留职意愿」之分析结果显示：自我实现可作为「留

职意愿」的预测变项，自我实现与「留职意愿」的相关系数 R 为 0.598，决定系数(R2)为 0.358，调整后

的 R2 为 0.351，回归模型方差分析的变异量显著性检验的 F 值为 49.073，显著性检验的 p 值为 0.000，小

于 0.001 的显著水平，这表示以自我实现对「留职意愿」所构成的回归模型之整体解释变异量达到显著

水平，也说明回归系数不等于 0，即预测变项达到显著水平。因而自我实现、这个预测变项可以有效预

测解释「留职意愿」的 35.8%之变异量。 
从标准化的回归系数来看，回归模式中的预测变项之 β 值为 0.598，为正数，表示自我实现、这个预

测变项对「留职意愿」的影响为正向。根据表 2 所示，B 值为 0.569，常数为 8.641。因此以自我实现作

为预测变项，其对「留职意愿」之回归方程如下： 
「留职意愿 = 8.641 + 0.569 × 自我实现」 
从上述自我实现对「留职意愿」之回归方程可知，当自我实现提高 1 分，则「留职意愿」就会提高

0.569 分，可见，自我实现对专业承诺的分向度「留职意愿」具有显著的预测力。 

3.3. 自我实现对乐业投入之预测分析 

由表 3 可以发现，自我实现对专业承诺的分向度「乐业投入」之分析结果显示：自我实现可作为「乐 
 
Table 1. The linear regression of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self-actualization on professional identity 
表 1. 特殊教育教师自我实现对专业认同之线性回归 

投入变项 相关系数 R 决定系数 R2 调整后的 R2 F 值 显著性 B Beta(β) 

常数      7.942  

1.自我实现 0.650 0.423 0.416 64.508*** 0.000 0.639 0.650 

***表示 p < 0.001. 
 
Table 2. The linear regression of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self-actualization on stay working’s willing 
表 2. 特殊教育教师自我实现对留职意愿之线性回归 

投入变项 相关系数 R 决定系数 R2 调整后的 R2 F 值 显著性 B Beta(β) 

常数      8.641  

1.自我实现 0.598 0.358 0.351 49.073*** 0.000 0.569 0.598 

***表示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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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投入」的预测变项，自我实现与「乐业投入」的相关系数 R 为 0.473，决定系数(R2)为 0.224，调整后

的 R2 为 0.215，回归模型方差分析的变异量显著性检验的 F 值为 25.337，显著性检验的 p 值为 0.000，小

于 0.001 的显著水平，这表示以自我实现对「乐业投入」所构成的回归模型之整体解释变异量达到显著

水平，也说明回归系数不等于 0，即预测变项达到显著水平。因而自我实现、这个预测变项可以有效预

测解释「乐业投入」的 22.4%之变异量。 
从标准化的回归系数来看，回归模式中的预测变项之 β 值为 0.473，为正数，表示自我实现、这个预

测变项对「乐业投入」的影响为正向。根据表 3 所示，B 值为 0.470，常数为 11.128。因此以自我实现作

为预测变项，其对「乐业投入」之回归方程如下： 
「乐业投入 = 11.128 + 0.470 × 自我实现」 
从上述自我实现对「乐业投入」之回归方程可知，当自我实现提高 1 分，则「乐业投入」就会提高

0.470 分，可见，自我实现对专业承诺的分向度「乐业投入」具有显著的预测力。 

3.4. 自我实现对专业伦理之预测分析 

由表 4 可以发现，自我实现对专业承诺的分向度「专业伦理」之分析结果显示：自我实现可作为「专

业伦理」的预测变项，自我实现与「专业伦理」的相关系数 R 为 0.276，决定系数(R2)为 0.076，调整后

的 R2 为 0.066，回归模型方差分析的变异量显著性检验的 F 值为 7.258，显著性检验的 p 值为 0.008，小

于 0.01 的显著水平，这表示以自我实现对「专业伦理」所构成的回归模型之整体解释变异量达到显著水

平，也说明回归系数不等于 0，即预测变项达到显著水平。因而自我实现、这个预测变项可以有效预测

解释「专业伦理」的 7.6%之变异量。 
从标准化的回归系数来看，回归模式中的预测变项之 β 值为 0.276，为正数，表示自我实现、这个预

测变项对「专业伦理」的影响为正向。根据表 4 所示，B 值为 0.478，常数为 11.622。因此以自我实现作

为预测变项，其对「专业伦理」之回归方程如下： 
「专业伦理 = 11.622 + 0.478 × 自我实现」 
从上述自我实现对「专业伦理」之回归方程可知，当自我实现提高 1 分，则「专业伦理」就会提高

0.478 分，可见，自我实现对专业承诺的分向度「专业伦理」具有显著的预测力。 

3.5. 自我实现对研习进修之预测分析 

由表 5 可以发现，自我实现对专业承诺的分向度「研习进修」之分析结果显示：自我实现可作为「研 
 
Table 3. The linear regression of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self-actualization on happy work 
表 3. 特殊教育教师自我实现对乐业投入之线性回归 

投入变项 相关系数 R 决定系数 R2 调整后的 R2 F 值 显著性 B Beta(β) 

常数      11.128  

1.自我实现 0.473 0.224 0.215 25.337*** 0.000 0.470 0.473 

***表示 p < 0.001. 

 
Table 4. The linear regression of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self-actualization on professional ethics 
表 4. 特殊教育教师自我实现对专业伦理之线性回归 

投入变项 相关系数 R 决定系数 R2 调整后的 R2 F 值 显著性 B Beta(β) 

常数      11.622  

1.自我实现 0.276 0.076 0.066 7.258** 0.008 0.478 0.276 

**表示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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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进修」的预测变项，自我实现与「研习进修」的相关系数 R 为 0.476，决定系数(R2)为 0.226，调整后

的 R2 为 0.217，回归模型方差分析的变异量显著性检验的 F 值为 25.724，显著性检验的 p 值为 0.000，小

于 0.001 的显著水平，这表示以自我实现对「研习进修」所构成的回归模型之整体解释变异量达到显著

水平，也说明回归系数不等于 0，即预测变项达到显著水平。因而自我实现、这个预测变项可以有效预

测解释「研习进修」的 22.6%之变异量。 
从标准化的回归系数来看，回归模式中的预测变项之 β 值为 0.476，为正数，表示自我实现、这个预

测变项对「研习进修」的影响为正向。根据表 5 所示，B 值为 0.558，常数为 8.117。因此以自我实现作

为预测变项，其对「研习进修」之回归方程如下： 
「研习进修 = 8.117 + 0.558 × 自我实现」 
从上述自我实现对「研习进修」之回归方程可知，当自我实现提高 1 分，则「研习进修」就会提高

0.558 分，可见，自我实现对专业承诺的分向度「研习进修」具有显著的预测力。 

3.6. 自我实现对整体专业承诺之预测分析 

由表 6 可以发现，自我实现对整体专业承诺之分析结果显示：自我实现可作为整体专业承诺的预测

变项，自我实现与整体专业承诺的相关系数 R 为 0.601，决定系数(R2)为 0.361，调整后的 R2 为 0.354，回

归模型方差分析的变异量显著性检验的 F 值为 49.799，显著性检验的 p 值为 0.000，小于 0.001 的显著水

平，这表示以自我实现对整体专业承诺所构成的回归模型之整体解释变异量达到显著水平，也说明回归

系数不等于 0，即预测变项达到显著水平。因而自我实现、这个预测变项可以有效预测解释整体专业承

诺的 36.1%之变异量。 
从标准化的回归系数来看，回归模式中的预测变项之 β 值为 0.601，为正数，表示自我实现、这个预

测变项对整体专业承诺的影响为正向。根据表 6 所示，B 值为 2.715，常数为 47.451。因此以自我实现作

为预测变项，其对整体专业承诺之回归方程如下： 
「整体专业承诺 = 47.451 + 2.715 × 自我实现」 
从上述自我实现对整体专业承诺之回归方程可知，当自我实现提高 1 分，则整体专业承诺就会提高

2.715 分，可见，自我实现对整体专业承诺具有显著的预测力。而图 1 亦显示了自我实现与整体专业承诺

之分散点大致呈现左下到右上的分布，显示两者具有正向线性关系。 
 
Table 5. The linear regression of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self-actualization on training and study 
表 5. 特殊教育教师自我实现对研习进修之线性回归 

投入变项 相关系数 R 决定系数 R2 调整后的 R2 F 值 显著性 B Beta(β) 

常数      8.117  

1.自我实现 0.476 0.226 0.217 25.724*** 0.000 0.558 0.476 

***表示 p < 0.001. 
 
Table 6. The linear regression of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self-actualization on professional commitments 
表 6. 特殊教育教师自我实现对专业承诺之线性回归 

投入变项 相关系数 R 决定系数 R2 调整后的 R2 F 值 显著性 B Beta(β) 

常数      47.451  

1.自我实现 0.601 0.361 0.354 49.799*** 0.000 2.715 0.601 

***表示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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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scatter graphs of the self-actualization and professional com-
mitments 
图 1. 自我实现与专业承诺的关系散布图 

4. 分析与讨论 

依据本研究中表 1 至表 6 所提供的数据作出了整理，统整为表 7。表 7 显示了澳门特殊教育教师的

自我实现对整体专业承诺及其各向度之影响。正因为本研究只采取一元线性回归进行分析，各回归方程

中只有自我实现的一个预测变项，因此增加量(△R2)会等于决定系数 R2。依据增加量(△R2)在 0.00 至 0.16(不
含 0.16)之间者为低度预测力、增加量(△R2)在 0.16 至 0.49(不含 0.49)之间者为中度预测力、增加量(△R2)
在 0.49 至 1.0 之间为高度预测力之准则来作预测解释[9]，从表 7 中可以发现，特殊教育教师的自我实现

对其专业承诺的其它向度上，包括对「专业认同」、「留职意愿」、「乐业投入」、「研习进修」等，

自我实现分别可以有效预测解释 42.3% (△R2 = 0.423 < 0.49)、35.8% (△R2 = 0.358 < 0.49)、22.4% (△R2 = 
0.224 < 0.49)、22.6% (△R2 = 0.226 < 0.49)等变异量，即表示特殊教育教师的自我实现对其「专业认同」、

「留职意愿」、「乐业投入」、「研习进修」等均具有中度预测力。唯独是对「专业伦理」的解释力较

低，自我实现只可以有效预测解释「专业伦理」的 7.6%之变异量(△R2 = 0.076<0.16)，即表示特殊教育教

师的自我实现对其「专业伦理」只具有低度预测力。对整体专业承诺而言，自我实现可以有效预测解释

整体专业承诺的 36.1%之变异量(△R2 = 0.361 < 0.49)，即表示特殊教育教师的自我实现对其整体专业承诺

具有中度预测力。从各向度之回归方程的 B 值可知，自我实现对各向度均存在正向的影响，当中对「专

业认同」的影响则为最大。 
综合上述可知，澳门特殊教育教师的自我实现可以有效预测解释「专业认同」、「留职意愿」、「乐

业投入」、「专业伦理」、「研习进修」等专业承诺分向度，除了对「专业伦理」为低度预测力外，特

殊教育教师的自我实现对其专业承诺其他分向度均具有中度预测力，当中对「专业认同」的预测力、影

响是最大。至于为何自我实现对「专业认同」的影响是最大呢？探究有关原因，可从 Maslow 所提出的

「需求层次理论」就能找到答案。Maslow 所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类的需求从低至高依次为

「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尊重需求」及「自我实现需求」等五个层次，当较低

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后，就会再追求更高的层次需求[14]。而当达到最高层次——「自我实现需求」、即

「自我实现」时，个体对于完成个人的目标，具充分了解与接纳自己之本质，并能发挥自己潜能，以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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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A comparison of the effects of self-actualization on the various dimensions of professional commitments 
表 7. 自我实现对专业承诺各向度影响之比较 

 自我实现有效预测解释效标变项之变异量 增加量(△R2) 回归方程的 B 值 

专业认同 42.3% 0.423 0.639 

留职意愿 35.8% 0.358 0.569 

乐业投入 22.4% 0.224 0.470 

专业伦理 7.6% 0.076 0.478 

研习进修 22.6% 0.226 0.558 

整体专业承诺 36.1% 0.361 2.715 

 
自我成长及突破[15]。在此情况下，达到「自我实现需求」层次的人，在工作中所追求的就是要自我实现，

或是发展自己的个人潜力，他们会较希望自己独立解决问题，并认为自己有这种能力，不需要公司规章

制度来管制就能积极地在其工作领域中组织工作，自觉性甚高，同时亦会关心人类的福祉、专注努力投

入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对自己的行为、生活态度、人生观等看法也较正面[16] [17]。因此，倘若特殊教育

教师的自我实现程度越高，他们就会越自觉，在工作中越会发展自己的潜能，并会用心将其个人的特殊

教育之专业能力投入特教工作中，也会对自己的特教工作有较高的认同感，认为自己的特教工作是专业

的，也认为自己的特教专业是会得到他人重视。所以特殊教育教师的自我实现之程度，能对专业承诺的

分向度「专业认同」产生正向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自我实现对整体专业承诺具有中度显著的预测力，亦即是说，本澳特殊教育教师的自

我实现，能对其整体专业承诺构成影响。从上述 Maslow 的「需求层次理论」看，达到「自我实现需求」

层次的人，在工作就越能努力勤奋、专注，会更努力投入心力在相关工作，因此其在工作也会倾向于乐

业投入，并较会通过研习、进修，以提升与自己工作有关的知识及其技能。所以本澳特殊教育教师，若

自我实现程度较高，则对其特教工作中的整体专业承诺也会有正面的影响；反之，若特殊教育教师的自

我实现程度较低，则其特教工作中的整体专业承诺就会较低。可见，本研究引证了教师的「自我实现需

求」，能对其工作的投入、留职意愿、进修态度、专业认同感等专业承诺产生正向的影响。 

5. 建议 

5.1. 政府方面 

国外有学者认为，高专业承诺的教师会有较高的动机、在意学生的学业成就、愿意解决教学中所遇

到的问题、关心自己教育工作的好坏[18]。因此这表示：本澳若要使特殊教育教师在其特教工作中有更好

的表现，则需要使这些教师有更佳的教育专业承诺。而从本研究结果看，若要使特殊教育教师有良好的

专业承诺，则可能需要提高有关教师的工作价值观中的自我实现之程度。因此，澳门特区政府在近年不

断加大特殊教育的投入下，在制订一系列特殊教育政策的同时[19]，就可能需要考虑加强有关的师资培训。

建议特区政府在师资培训上，需要加强有关特殊教育理念的培训，以提高未来的特殊教育教师在其教育

的价值观中、有更好的「自我实现需求」之程度。 

5.2. 学校方面 

本研究结果显示，特殊教育教师的自我实现，会对其整体专业承诺及各向度有显著的预测力。因此

提高特殊教育教师的自我实现之程度，必然会对专业认同、留职意愿、乐业投入、专业伦理、研习进修

等专业承诺构成正向影响。然而按照 Maslow 的「需求层次理论」，当较基本的层次需求得到满足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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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才会产生更高的需求[20]。所以以此观点看，倘若特殊学校管理者要使前线特殊教育教师能有较好的

「自我实现」之程度，建议需要先满足这些前线教师的基本需求，这包括有否为他们提供足够的福利待

遇、良好的工作环境、重要的激励与支持。只有这些外在与内在的需求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后，才可以

使这些教师更能踏入「自我实现需求」的阶段，尤其是学校管理者需要运用各种鼓励、赞赏、正面回馈

的方式，以使前线特殊教育教师在工作中得到「尊重需求」的满足，这样，本澳特殊教育教师才能开始

追寻「自我实现需求」阶段，其特教工作中的专业承诺才会有更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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