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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內部行銷、教師滿意度與學校效能關

聯之探討：後設分析結合結構方程式模型

之驗證 

黃義良           王怡又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本研究旨在探究學校內部行銷、教師滿意度與學校效能的關聯，並檢視其影響力

道。本研究以國家圖書館資料庫系統為範疇，針對 2006~2013 年的相關論文共 27 篇

數據進行後設分析。建構變項間的相關矩陣，再結合結構方程式模型的技術來檢驗本

研究建立的結構模式。研究結果顯示內部行銷、教師滿意度與學校效能彼此之間具有

中度至高度相關，屬於大效果量。「學校內部行銷影響教師滿意度及學校效能結構模

式」的整體適配度良好，內外衍變項間具有高度的直接效果，而教師滿意度在兩變項

間具有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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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累積諸多研究後，學校援引行銷觀念已證明有其必要性與正當性 (Oplatka & 

Hemsley-Brown, 2004)，截至 2014 年底為止，初步篩選國家圖書館資料庫，此議題之

學位論文已累積有 200 餘篇，期刊論文有 120 餘篇，其數量之多，足以說明國內學校

行銷研究蓬勃發展的狀況。 

國內有關學校行銷的論文大量產出，但既有的整合性質的研究（如魏惠娟，2006；

黃義良，2006；羅明忠，2008）都採用內容分析法進行描述性項目的歸納。用以解釋

某一段特定時間內該議題的若干現況，但卻無法做統合性的檢驗，以得到一客觀性的

答案。而後設分析（meta-analysis）藉著整合已實施的研究，校正誤差來源，得以提

供更準確效果估計 (Li & Cropanzano, 2009)。目前學校行銷議題的學術論文尚未有運

用後設分析的處理，若能整合應用，將具有開創的意義。 

Kirca、Jayachandran 與 Bearden(2005)以後設分析探討 2004 年之前的企業界行銷

114 篇研究論文，探究行銷的前導與結果變項，發現機構的表現（performance）或效

能（effectiveness）是重要的結果變項之一，而採用後設分析的回顧有益於行銷的實踐

和研究；學校行銷的研究中也多認同行銷執行後評估組織效能的重要性(Armstrong & 

Kolter, 2009; Oplatka & Hemsley-Brown, 2004)。國內有關學校行銷的研究十餘年來快

速成長，初步檢視國家圖書館資料庫後，發現相關變項為教師滿意度與學校效能的研

究數量分屬前兩名（各為 30 與 33 篇），各論文的研究結果都指出學校內部行銷、教

師滿意度與學校效能三者的關係密切，但卻未見有整合性的研究以探究這些變項間的

確切關聯，因而引發探究的動機。 

先前的研究指出內部行銷策略與學校效能具有正向關聯存在（Bush, 1999; Logaj 

& Trnavcevi, 2006; Scheerens, 2001)。而工作滿意度與學校效能間也存在正相關(Arnett, 

Laverie & McLane, 2002; Schulz & Teddlie, 1989)。再者，學校內部行銷能夠達成教職

員工的滿意程度(Ahmed, Rafiq & Saad, 2003; Ting, 2011)，上述的研究成果，可以成為

本研究建立變項關聯模式的基礎。 

面臨學校間高度的競爭，機構需要同時滿足內部（教師）和外部（學生及潛在學

生）的客戶(Sihombing ＆ Gustam, 2007)。 然而，學校很少注重或系統地監測內部顧

客（教師）的需求，教師可能對學校產生期望的落差，導致學校有形和隱性的損失(Ham, 

2003; Ting, 2011)。魏惠娟（2006）即發現：行銷策略導入學校之際，其遭遇困境主要

來自於缺乏行銷專業、專責與專人等的困難，人員的行銷觀念仍屬薄弱，如此狀況下

的行銷效果令人不禁存疑。 

為此，若能尋得內部行銷作為能有效地影響學校效能的佐證，應可提高校方主管

投入的意願；再者，若可知曉內部行銷與教師滿意間關聯的力道，也能成為學校推動

內部行銷策略的依據，而教師滿意度在內部行銷與學校效能間是否扮演關鍵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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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根據上述，研究者意欲以後設分析探討學校行銷、教師滿意與學校效能的關聯，

此為本研究的重大價值。 

後設分析是一種計量性文獻回顧方法，可以透過一定程序及透過統計技術從探討

相似主題的文獻歸納出一個客觀性的結論（Lipsey & Wilson, 2000），發展迄今技術已

經相當成熟（馬信行，2007）。近來，後設分析結合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進行理論驗證的方法漸漸受到重視，此一新方法被稱為 MASEM，

亦即用後設分析法求取模式驗證中所需的相關矩陣或共變數矩陣後，再以此資料進行

SEM 分析，對過去個別研究的研究結果進行再利用(Cheung, 2008; Hunter & Schmidt, 

2004)，可在此過程中檢驗多個潛在變項間的關係，而不需要將理論中所有的相關變項

通通含括在單一研究之中，屬於後設分析的擴充應用(Furlow & Beretvas, 2005; 

Viswesvaran & Ones, 1995)。MASEM 方法的應用始於 1990 年代末發軔，但臺灣地區

運用此一方法方處起步階段，仍有待開展（陳韻純，2008）。 

綜合上述，本研究將以臺灣地區的學位論文與期刊論文為範圍，採取量化的後設

分析方法對學校內部行銷、教師滿意度與學校效能間的關聯做整合性探究，採嚴謹數

理分析各觀察變項的效果量大小，從巨觀的觀點，對於標的變項間的關係獲得較強力

的結論。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具體研究目的如下: 

（一）透過後設分析方法，蒐集學校內部行銷、教師滿意度與學校效能等變項間

的相關，探索各相關變項的效果量大小，以瞭解變項間關聯性。 

（二）結合「後設分析」與「結構方程式模型」二種技術，檢驗「學校內部行銷

影響教師滿意度及學校效能結構模式」的適配程度。 

貳、文獻探討 

一、學校內部行銷 

Gronroos(1984)提出服務業行銷活動，除了傳統的「外部行銷」（external marketing）

外，尚頇兼俱「內部行銷」（internal marketing）與「互動行銷」（interactive marketing），

才能達到「全面行銷」的效果(Albrecht & Zemke, 2002)。Morgan(1990)認為內部行銷

計劃與外部行銷計劃是帄行且配合的，如果行銷者要使其行銷策略與計劃能成功並有

效的執行，在發展行銷策略之際，不能忽視組織的內部市場。援引至學校組織，此一

論點也得到廣泛的認同與應用。目前有關學校組織探究內部行銷的研究數量亦逐年累

增，顯示此議題受到重視的程度(Oplatka & Hemsley-Brown, 2004)。基於研究設計，此

處將聚焦於學校內部行銷的相關論文。以下說明學校情境中內部行銷的內涵及其常採

用之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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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ph(1996)認為內部行銷就是「一種行銷及人力資源管理的應用，結合了理論、

技術及法則來激勵、善用及管理組織內各階層員工，以持續改進服務外部顧客及相互

服務的方法」。而 Longbottom、Osseo-Asare、Chourides 與 Murphy (2006)提出內部行

銷是將員工視為內部顧客，藉由滿足內部顧客的需求，以提升滿足外部顧客需求的能

力。亦即「內部行銷」指組織對內部人員的行銷運作，企盼能提昇組織的整體績效，

目的乃於提昇履行承諾的能量。 

一般探討內部行銷多著重於管理者對員工招募、訓練、激勵、溝通及留任，透過

教育訓練、內部溝通、人事管理，營造優質的內部環境，以培養具備顧客導向及服務

意識的員工，達成組織績效目標（Ballantyne, 2003; Lings, 2004）。 

我國學位論文中最早探討學校內部行銷的王俊如，認為內部行銷屬於理念行銷的

一種，亦即學校管理當局經由內部行銷的過程，將學校的理念、政策傳達給工作夥伴

(教職員工)，期使工作夥伴建立有關的一致價值與信念（王俊如，1993）。參酌上述論

者與黃義良（2004）以及 Stachowski(2008)等研究彙整，學校的內部行銷可界定為：

學校經營者或管理者針對校內教職員工為行銷對象，利用行銷做為以溝通、激勵、訓

練及留任教職員工，強化教學與行政服務之品質，以促進學校教育目標之達成。本研

究即據此作為檢視樣本論文符合預設意涵與否的主要依據。 

本研究採後設分析處理，故得以符合一定數量樣本論文採用的研究構面為分析對

象，方能獲取強而有力的支持（Hunter & Schmidt, 2000）。由於既有樣本論文探討學

校內部行銷的 17 篇次（13+4 篇重複計算），其中超過 5 篇次的有關懷激勵(15)、溝通

共識(14)、參與賦權(7)、教育訓練(15)、管理支持(9)與建構優質環境(3)等構面，然參

與賦權與教師滿意度的相關論文僅 2 篇，建構優質環境與教師滿意度則出現空格問

題，故均得割捨。準此，本研究選取關懷激勵、溝通共識、教育訓練與管理支持等構

面的相關數據進行後續分析。 

二、學校效能 

組織的效能是一種構念，亦即社會科學中所賦予的觀念或意象意義的抽象物，並

非客觀的實體(Cameron, 1984)。組織的效能概念上非常紛亂龐雜，但卻是組織理論的

重要核心。同樣地，學校的效能，也是複雜的構念，關係到學校與效能的交互關係（鍾

任琴，2003）。常見的有目標模式、系統資源模式與整合二者的統整模式，統整模式

主要的特質－包含時間、多重的參與者以及多重基準，同時兼重目標的達成以及資源

取得與資本化的能力，而逐漸受到後繼研究者的重視(Hoy & Miskel, 2008)。 

Purkey 與 Smith(1983)透過彙整有效能學校的研究與其他相關研究的探討，認為

促進學校效能的重要因素包括結構與歷程兩大類變項，前者包含學校本位的經營、教

學領導、教職員的穩定性、課程的銜接與組織、全校教職員的進修、家長的參與和支

持、全校性學業成就、擴增學習時間、學區的支持等 9 因素。歷程變項則有 4 項因素﹕

合作性計畫與同事關係、共同一致感、明確目標與高期望、秩序與紀律。 

Levine 與 Lezotte(1990)歸結美加地區 1985 年後的相關研究，提出有效能學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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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 9 大項，除了加入「其他可能的相關因素（如多元文化的教學、嚴格與公帄的學

生升級策略）」外，其餘與 Purkey 與 Smith(1983)的見解多處雷同；而 Baldwin、Coney

與 Thomas(1993)發展「學校效能問卷」的 11 層面也與上述論者的見解相近。 

國內部份，吳清山（2004）歸納諸多學者的看法，列出有效能學校的特徵有：(1)

強勢的行政領導。(2)和諧的學校氣氛和良好的學校文化。(3)重視學生基本能力的習

得。(4)對學生有高度的期望。(5)教師有效的教學技巧。(6)經常督視學生的進步。(7)

教職員的進修與發展。(8)妥善的學校環境。(9)社區、家長的參與和支持。這些項目也

受到後繼研究者所普遍採行。 

而卓秀冬（1995）所建構的學校效能指標為：(1)行政效能：校園規劃與維護、師

資課程之安排、生涯規劃及校務行政電腦化。(2)教師效能：教學品質、班級經營、工

作士氣及在職進修。(3)學生效能：中途輟學率、留級重讀率、生活適應力及生涯規劃

力。(4)社會資源：家長支持、社區支援、社會評價及親職教育。這些內涵加以對照後，

也發現雖不完全一致但卻頗多重疊。 

綜合上述各論者提出的項目，目前較研究者採用的研究內涵，梗概分群為：行政

管理、教師教學、學生學習、社區認同以及學校成員滿足等層面。 

樣本論文探討學校效能的 23 篇次，其中超過 5 篇次的有行政管理層面(23)、教師

教學層面(22)、學生學習層面(22)、社區認同層面(21)與環境規劃層面(4)等構面（其餘

的成員滿足和環境設備等層面，篇數低於 3 篇），然環境規劃層面與內部行銷構面的

相關數據僅 3 篇，與教師滿意度相關的數據亦僅 2 篇，考量支持力道而割捨。準此，

本研究選取行政管理、教師教學、學生學習與社區認同等構面的相關數據進行後續分

析。 

三、教師滿意度 

從內部行銷的觀點而言，教師的滿意度，就是學校內部顧客的滿意狀態。教師滿

意度的範疇廣泛，本研究將其限定於工作滿意的層面；關於工作滿意的內涵也是見解

龐雜，最早探討工作滿意的 Hoppock(1935)認為工作滿意是指工作者在心理上及生理

上，對工作環境與工作本身的滿意感受，也就是員工對工作情境的主觀反應，

Robbins(2001)指出工作滿意即是個人對工作所持有的一般性態度，包含正面與負面的

滿足。Hoy 與 Miskel(2008)認為工作者對過去或現在的工作，表現出喜愛與否的情感

狀態或工作評估。Anonymous(2000)則定義為工作者對個人獨特的工作之評價。 

我國論者則定義為：教師從事教學工作時，在與工作本身與相關情境中，個人對

所有生理、心理與環境因素的總體滿足感受，屬於教育工作者對工作環境的主觀反應

（黃盈彰，2002；黃國隆，1982）。 

綜合上述，「工作滿意度」是指工作者對其所從事工作的一種心理上的價值判斷，

本研究將教師滿意度設定為：學校教師對其工作的整體情境，或各層面之個人主觀知

覺反應的總和。就操作性定義而言，係以樣本論文中根據填答者（主要為教師）對自

己的工作滿意程度所做的評估。評估的分數越高，表示教師對自己的工作越滿意，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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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亦然。 

就滿意度評估的方式而論，若干論者認為顧客滿意是一種多重項目(multiple-items)

的衡量，具有多重層面，其認定視工作者對各層面的滿意感受高低而定（周昌柏、范

熾文，2006；Blegen, 1993）；但也有學者認為顧客滿意是一整體性、概念性的概念，

此一定義下，認為工作滿意為心理狀態的單一概念，重點在於對其工作環境所抱持的

態度與看法，如林俊瑩（2010）、Robbins(2001)以及 Hoy 與 Miskel(2008)採用此類定

義進行研究，亦即採用單一層面來衡量整體的滿意程度即可。 

因本研究採用後設分析結合 SEM 的方法，原本研究者嘗詴同時使用各變項的分

層面來進行後設分析，但教師滿意度可用的相關係數過少而放棄，由於研究方法和實

際時資料取得的限制，此處教師滿意度僅能使用整體性單一層面的資料來處理。 

四、變項間的關聯探討 

Lings(2004) 彙整相關研究後，認為內部行銷與組織效能呈現正向影響。

Mohamed、Ahmed、Annavarjula、Arifudin 與 Yogarajah(2002)檢驗內部行銷作為與組

織績效的關聯，也發現前面能正向影響後者；教育組織方面，Hanson(2002)提出學校

行銷的功能在於發展學校公共知覺、修正學校形象、爭取更多教育資源並展現學生學

習成果，歸結上述論述，導引著行銷能夠促進學校效能的諸多重要構面。 

內部行銷與學校效能的關係而言，Logaj 與 Trnavcevi(2006)認為學校必頇因應環

境改變，而透過內部行銷可以提昇師生的表現，增強學校效能，並且提昇教育顧客的

滿意度。Bush(1999)的研究也發現內部行銷影響學校的效能表現，而 Scheerens(2001)

的促進學校效能的專論中也有相同的見解。檢視國內既有的 14 篇研究，發現內部行

銷策略與學校效能不論在整體或各層面間，均具有顯著的正相關。 

再者，工作滿意度是影響員工行為的重要因素之一，當個人都滿意自己的工作，

他們會感到更多的責任，以支持該組織，自然也會促進組織的效能(Arnett, Laverie & 

McLane, 2002)。Chung 早於 1970 年提出教師有較佳的工作滿意度，該校也常被視為

具有較佳的效能表現，Schulz 與 Teddlie(1989)針對路易斯安那州 38 所公私立學校 445

名教師的實證調查，發現教師工作滿意度與學校效能具有正向關連存在。透過教師較

佳的工作滿意，教師會有較佳的工作動機和工作表現，教師願意投入時間和努力於教

學任務上，繼而又影響了學校的效能表現。 

而研究者查詢既有的教師滿意度與學校效能的研究中，全數的資料都提出了教師

滿意度與學校效能有相關的論述，而多數的資料（13 篇中有 11 篇）提出教師滿意度

影響學校效能，唯獨劉展華（2007）與鄒惠生（2006）兩篇論文則提出相反地徑路方

向。 

若從整體角度來探討三個變項的關係，可以推導：組織通過持續關注和改進，能

夠協助和促進內部員工達成這項目標，加強服務素質以成為競爭優勢的來源，顯見內

部行銷的終極目的是達成顧客滿意和組織效能(Ahmed, Rafiq & Saad, 2003)；Shiua 與

Yub 以保險服務業進行 390 人員工的實證調查，顯示了內部行銷、員工工作滿意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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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績效之間存在高度的相關，且員工工作滿意度也在兩變項間存在著顯著之中介效

果。而 Ting(2011)調查 275 位小學教師的實證研究，也發現內部行銷會影響教師們的

工作滿意度，而教師工作滿意為內部行銷與內衍變項間的中介變項。上述的見解與研

究成果，可以為本研究三變項關聯性提供佐證的基礎。 

再參照同時探究三個變項的學校研究論文（蔡致遠，2011；劉展華，2007；Hung, 

2012），由這些論文成果，發現學校內部行銷、教師滿意度以及學校效能三者間確有

密切關聯，再者，綜合上述相關文獻的研究發現，教師滿意度在學校內部行銷與學校

效能之間可能扮演著中介的角色。因此，若能確切彼此之關聯，學校將能運用有效的

內部行銷策略以提昇教師滿意度，再進一步影響學校的組織效能，將能促發達成學校

的教育目標。 

五、後設分析的意涵及其擴展應用 

（一）後設分析的意涵 

「後設分析」此一名詞是在 1976 年由 Glass 在教育研究者期刊(Educational 

Researcher)中所發表文章中所提出（吳清山、林天祐，2005）。經由 Glass 的大力推動，

而使得後設分析逐漸風行起來。此後，教育學者開始重視累積實證研究結果的方法，

後設分析遂日益受到重視，至今在國內外已有許多的學術研究中採用後設分析法進行

（吳清山、林天祐，2005；Rosenthal, 1991）。目前國內有關 meta-analysis 的譯名有多

種，主要有整合分析、統合分析與後設分析等，研究者查詢國家圖書館「全國博碩士

論文資訊網」資料後，發現 meta-analysis 在研究論文題目之引用翻譯名稱有研究領域

的差異性，而教育學門中使用後者最為普遍，基於此狀況，故於本研究中統一稱之為

「後設分析」。 

至於後設分析法的意涵，Glass 在 1976 年說明後設分析：「是將許多個別研究分

析成果再進行統計分析的一種方法」，並認為後設分析並不是只是一種技術，而是一

種使用很多測量和統計分析的觀點（詹志禹，1988）。吳清山及林天祐（2005）對後

設分析進行更詳細的定義，認為「後設分析，係指使用系統的統計技術，探討具有相

同研究主題實證研究文獻，並計算其效果量(effect size)來分析這些研究結果可以解釋

與推論的程度，以作為進一步推論或修正依據的一種量化分析方法」。 

多數論者傾向後設分析適用於量化研究並導向統計後的整合結果，這是專精且狹

義的界定；但一些論者認為後設分析也能整合研究後導向質性探討（如 Stern & Harris, 

1985; Paterson, Thorne, Canam & Jillings, 2001），亦即廣義的後設分析可以包含兩種技

術，一是質性的內容探究（prepositional inventory），對研究做內容的分析與討論；二

是對統計資料的再分析，以進行系統性的整合，二者可以相互合作（詹志禹，1988）。 

本研究著重於採後設分析構築變項的相關矩陣，以進行後續的 SEM 分析，故以

量化統計的取向為主。 

（二）搭配 SEM 的應用 

目前後設分析使用的技術日趨成熟，應用的方向也逐漸擴展，如加入調節變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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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甚至搭配 SEM 的應用等。後設分析和 SEM 都有自己的傳統和術語，以往常被劃

分為兩個不相關聯的文獻集群中（Stapleton & Leite, 2005）。 

結合後設分析與 SEM 以進行理論驗證的方法於 1990 年代的美國發軔，Premack 

和 Hunter (1988)便以此方法對個人參與工會的決定過程模式加以驗證，Becker（1992, 

1995）採 4 篇單獨研究中的空間能力和語言能力預測數學性向，蒐集相關矩陣而採取

最小帄方法(GLS)探討變項關聯，爾後，論者提出兩階段式結構方程式模型（2-stag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SSEM），使用多群組分析(multiple-group analysis)來建構

相關矩陣，把後設分析技術和 SEM 合成統一的框架，這在估計合併的相關矩陣中表

現較優，GLS 方法則在中小樣本中表現不佳(Cheung & Chan, 2005)。除了匯集相關矩

陣建構回歸模型，MASEM 的應用已經擴展至路徑模型、探索性因素分析、驗證性因

素分析和結構方程式模型（如 Becker, 2000; Furlow & Beretvas, 2005; Hafdahl, 2001; 

Viswesvaran & Ones, 1995）。 

結合這兩種技術，可以用來說明理論，可以協助研究者從複雜的脈絡中看清構念

間的關係（Lipsey & Wilson, 1993）。此一方法最大的好處在於我們不需要將理論中所

有的相關變項在單一研究中通通含括在內，因為如此的研究勢必同時納入太多變項而

變得不可行(Hunter & Schmidt, 2004)；並且可以和過去個別的單一研究的結果進行再

利用，這將比單一的個別研究更能提供強力的支持證據，能夠求得想要探討的變項之

間真正的關係，以獲致整合性的研究結果，如此，對於社會科學的科學性有相當大的

貢獻(Cheung, 2008; Viswesvaran & Ones, 1995)。 

因為有這些優點，國內新近也有研究者開始嘗詴，如黃寶園（2004）與邱兆宏

（2004）皆以壓力為探討議題，陳韻純（2008）探究創造力教學影響因素，陳瑋婷（2011）

用以明瞭自我效能、學習策略與學業成就之間的關係，上述為台灣地區教育領域中較

為早先的應用。 

然此一技術在研究過程中，也可能遭遇到若干問題，包含：首先可能會遇到所謂

的「空格」（empty cell）問題，亦即某些構面之間的相關，於樣本研究中，沒有任一

篇研究探討到它們之間的關係。所幸，本研究中沒有空格的情形。 

第二，用來估計這些相關時樣本大小的問題。Viswesvaran 與 Ones(1995)認為相關

矩陣內每一個細格內的是由個別的後設分析中而來，建議採用調和帄均數以檢定母數

估計的精確度，這種方式與文獻中未加權變異數的分析結果相一致，且與目前所能得

到的資料的精確度相一致。第三，相關矩陣其中是否包含很多的人為因素，且兩變項

間的相關是否包含著第三變項的效果？如此，將可能得去計算其中介變項，直到這些

真分數間相關的變異變小或趨於 0（黃寶園，2004；Viswesvaran & Ones, 1995）。這些

都是未來需要繼續留意的問題。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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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分為兩大階段，第一階段，研究者蒐集相關論文，以後設分析探討學校內部

行銷、教師滿意度與學校效能彼此的關聯性，第二階段，則是搭配 SEM 的應用，探

討潛在變項影響關係的結構模式。依據文獻探討，學校內部行銷影響著學校效能，而

學校的內部行銷又影響著教師滿意，學校效能與教師滿意也有線性關連存在，據此，

形成本研究進行結構方程式模型考驗的架構。 

依據文獻探討與實際的樣本論文條件，學校內部行銷採溝通共識、關懷激勵、教

育訓練與管理支持等層面，學校效能主要採行政管理、教師教學、學生學習以及社區

認同等層面。學校內部行銷與學校效能有著密切關聯，且前者影響了後者。據此，形

成待考驗的模式架構 A。再者，為了提昇研究的對照性，了解有無中介變項（教師滿

意度），比較自變項與依變項間影響關係之強弱變化，形成模式 B，模式 A 與模式 B

如圖一所示。 

 

 
A 模式                           B 模式 

圖 1 研究兩種待考驗之分析架構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採後設分析結合 SEM 方法。後設分析是對某一現象或問題做更深入

與客觀的探究，並匯集前人的研究成果做分析，亦即統整同一主題的研究之後做出總

結（應立志、鍾燕宜，2000）。有關後設分析的使用流程和處理方法，學者曾提出不

少觀點，當中 Rosenthal(1991)的統計方法以 Zr 為分析資料，著重在分析變項間的關

聯性，適用於相關係數的資料，故本研究的設計，主要採取 Rosenthal 方法與統計公

式處理，步驟包含分析成敗推估數(Nfs.05)、綜合考驗(combined tests)以及計算帄均效

果量(measures of effect size)等步驟。 

後設分析可以瞭解過去一段期間以來若干變項間相關強度一個整合性的結果，再

將研究變項的關聯，兩兩一組所進行的分析結果加以登錄成相關矩陣，再將這些相關

因素依理論關係組合起來，進而建立起「學校內部行銷影響教師滿意度及學校效能結

構模式」，並據以評鑑該模式之適配度。並了解無中介變項（教師滿意度）的情況下，

學校內部行銷與學校效能間影響關係之變化。 

三、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對象為臺灣地區歷年迄今有關學校內部行銷、教師滿意度與學校效能關

聯之學術論文，取其包含至少兩種變項的論文進行檢視。從首次出現至 2013 年 12 月

內部行銷 

行政管理 

學校效能 
教師教學 

學生學習 

社區認同 

溝通共識 

關懷激勵 

教育訓練 

管理支持 

內部行銷 

行政管理 

學校效能 
教師教學 

學生學習 

社區認同 
教師滿意度 

溝通共識 

關懷激勵 

教育訓練 

管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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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資料取樣之截斷時間。 

研究者以「效能」、「學校」、「學」、「教師滿意」與「內部行銷」等關鍵字交叉查

詢國家圖書館之碩博士論文系統與臺灣期刊論文索引系統，取得相關論文目錄，並以

「溯洄法」找出所有相關論文 38 篇，去除重覆而篩選出符合條件者，進一步取得電

子檔案或紙本全文，作為分析的依據。 

逐一檢閱登錄基本資訊之後，篩選標準為：1.以問卷調查進行，2.實證探討對象

主要為教師（含兼任行政教師，但不包含校長），教師的滿意度針對學校工作與情境

產生為主，3.能順利取得全文以及足夠的樣本數與相關係數等訊息，未具充分資訊之

論文則頇予以捨去，如王麗雲（2005）、郭振生（2003）與劉展華（2007）的內部行

銷僅單一構面等。4.逐一審視論文內容後，刪除各變項的構面內容差異過大者，如教

師滿意度若非以教師對校內工作的滿意評估者則不予納入。 

以上述標準篩選後，樣本論文計有 29 篇，其中學位論文與期刊論文各 27 篇與 2

篇，而期刊論文者皆出自碩士論文（蔡致遠與張維文）改寫，故實際有效 27 篇次，

其中蔡致遠(2011)同時討論三個變項。以變項而論，內部行銷與學校效能關聯者有 13

篇次，內部行銷與教師滿意度關聯者 4 篇次，教師滿意度與學校效能 10 篇次，全數

為調查研究；論文之基本資料參見附錄一～三。 

彙整之樣本特性如表 1 所示，發現所選取之論文樣本，層級以國小和國中為大宗，

研究區域以單一縣市為眾數，其中以公立性質者居眾數，探究的對象幾乎以教師為主

體，樣本人數以 501~1000 人最多，另外兩種範疇人數之比例也相去不遠。 

樣本數的估計:第二階段進行模式驗證時，各變項間的研究樣本數，則參考

Viswesvaran 和 Ones（1995）的作法，先分別計算各構面觀察變項的人數之調和帄均

數（如內部行銷溝通共識層面與教師滿意度有四個有效樣本，分別為 519、260、501

與 458，求取其調和帄均數為 450），再求取各潛在變項數值的調和帄均數（如學校效

能四構面與教師滿意度的有效樣本之調合帄均數為 304、396、314、314，其調和帄均

數為 328），而結構模式的運算，則再度調和各潛在變項帄均數做為整體樣本數，經由

此方式計算出整體為 419 人。依據此一方式，刪除異質性篇數後的調和帄均樣本數為

351 人。 

 
表 1 樣本論文之背景資料 

變項 變項類目 內部× 

效能 

內部× 

滿意度 

效能× 

滿意度 

變項 變項類目 內部× 

效能 

內部× 

滿意度 

效能× 

滿意度 

機構層級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大學 

7 

5 

1 

1 

1 

1 

2 

0 

8 

2 

0 

0 

探討對象 教師 

學生 

校長 

家長 

13 

2 

2 

1 

4 

0 

0 

1 

10 

0 

0 

1 

研究區域 全國 

多縣市 

單縣市 

其他 

0 

3 

8 

2 

1 

2 

1 

0 

0 

4 

6 

0 

樣本人數 ~300 人

301~500 人 

501~1000 人 

3 

6 

4 

 

1 

1 

2 

 

4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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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性質 公立 

私立 

公私兼具 

12 

1 

0 

1 

2 

1 

10 

0 

0 

  

   

註：部份論文於機構層級與探討對象中，包含兩個層級或對象，則二者皆列入不同類目中計算。 

 

四、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研究工具為「學校內部行銷、教師滿意度與學校效能論文之後設分析登

錄表」。登錄表為研究者依據本研究之目的並參酌相關文獻自行編製而成，包含：編

號、研究生、論文名稱、畢業年度、有效樣本數、各變項之計量指標（如 r、t、F、p

等值，主要為 Pearson r），作為後設分析統計之用。 

五、信效度與資料處理 

（一）信效度處理 

評鑑樣本論文品質，可確保後設分析結果的可靠性。上述論文樣本皆收藏於國家

圖書館或公開於學術期刊，其施測過程與施測人數皆符合一般學術論文之要求。而各

樣本的問卷量表皆經過信度與效度分析，各研究採用的量表之 Cronbach’s α 值皆高

於.70，Malhotra(1993)認為達.60 以上代表研究品質達可信程度。 

再者，確認研究構念意涵的同質性是採用後設分析時需要注意的前提(Cheung, 

2008)。因個別研究者常會依照需求而調整用語，如「關懷激勵」構面，不同樣本論文

中出現「激勵成長」或「激勵關照」等詞，此處將檢閱樣本論文之問卷或名詞釋義後，

倘若實則以激勵與關懷教職員促使其成長提升為主軸意涵者，則將之歸為「關懷激勵」

構面，其餘變項的處理方式亦同。 

至於曾嘉權(2007)對內部行銷策略原本以五個構面編制預詴問卷，但經探索性因

素分析後僅萃取出四因素，「溝通激勵」構面係由「凝聚溝通」與「關懷激勵」所整

併，類似此狀況，為避免混淆，本研究刪去該層面而不列入數據中。 

（二）資料處理 

研究者選取能提供重要數據之論文資料，覆核後登錄於電腦，再利用吳裕益(2008)

撰寫的 SPSS WIN 及 Microsoft Excel2003 等軟體，計算 Nf.s、同質性考驗、綜合考驗及

帄均效果量等。 

本研究為了檢視正式出版與否可能造成的偏差比率，採用了多項成敗推估數

Nf.s 值來權衡。此一數值是指還需增加多少篇完全沒有任何效果（帄均效果為 0）

的研究報告，會讓後設分析得到不同之結果，即從拒絕虛無假設變成無法拒絕虛無

假設，Rosenthal (1991)建議 Nfs 應大於 5 倍篇數+10，但此舉常被視為過於寬鬆。故

再用 Cooper（1979）的 Nfsr1 與 Nfsr3 來觀察，它是指若可以再有多少篇研究報告報

導沒有任何效果，就無法達到帄均 r=.1 與.3 之低和中度效果量的標準(本研究預期變

項間至少達到低、中效果量的標準，以觀察其實際應用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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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質性考驗的部份，是進行機率值（p）和Zr值的異質性檢定，即考驗各項統

計量分析結果的差異，是否拒絕同質性的虛無假設，以Rosenthal(1991)的公式進行

計算。綜合考驗是指將各研究論文所得到的統計檢定結果，再進行彙整的統計檢

定，以得到統計檢定結果之整體結論，主要以Stouffer方法檢定。 

而效果大小量數上，因本研究設計屬於兩變項相關分析之研究，故計算變項間的

積差相關( r )之帄均數及加權r帄均數。並將r 轉換成符合等距尺度且成常態分配後的

zr，計算其帄均數與95%信賴區間。 

至於變項間的關聯強度，則採Cohen(1988)提出的標準來判斷，當r為0.10以下

時屬低效應量；達0.30左右時屬中等，達0.50以上時表示具有高度效果量。 

而結構方程式模型則採 Amos7.0 軟體處理，呈現標準化回歸係數、解釋量與適配

度指標等，以最大概似法(Maximum Lilelihood method，ML)進行參數估計。關於模式

適配度的評鑑，採 Bagozzi 與 Yi (1988)的見解，從基本的適合標準(preliminaryfit 

criteria)、整體模式適合度(overall model fit)及模式內在結構適合度(fit of internal 

structure of model)三方面來評鑑。整體模式適合度評鑑項目除了 
2 外（p＜.05），並採

SRMR、GFI、NFI、RFI 與 PNFI 等多項指標進行綜合性檢視（預設標準各為＜.05、

＞.90、＞.90、＞.90、＞.50），ECVI 則是數值越低越好。 

肆、研究結果 

一、出版偏差分析 

任何文獻探討都不可能包括該領域的所有研究報告，一般而言，未能拒絕虛無假

設之研究結果，比較可能被藏在抽屜內。本研究為了檢視正式出版有無所可能造成的

偏差比率，採用了多項成敗推估數 Nfs 值來權衡。 

以內部行銷的溝通共識層面和學校效能的行政管理績效層面為例，其 Nfs.05 為

9288.56，遠大於 Rosenthal (1991)建議的（5 倍篇數+10）的 100，表示出版偏差在此

後設分析中的影響不大，即使用更嚴格的.01 的標準檢視也是如此(Nfs.01 為 4625.35)；

而本研究所有觀察變項的關聯的 Nfs 值，.05 與.01 標準的最小值分別為 1411.66 及

692.65，都大於 Rosenthal (1991)建議的判斷值，顯示最後的效果量是穩定的，分析結

果可信。 

再從 Cooper（1979）的 Nfsr3 與 Nfsr5 來觀察，它是指若可以再有多少篇研究報

告報導沒有任何效果，就無法達到帄均 r=.3 與.5 之中高效果量的標準(本研究設定預

期達到中、高效果量的標準)。以內部行銷的溝通共識層面和學校效能的行政管理績效

層面為例，其 Nfsr3 為 16.62，亦即要有 17 篇以上的無效果的報告加入，才不會達到

中等效果量的狀態。 

依據分析結果，本研究分析的各變項，其 Nfsr3 至少 4 篇以上的篇數，而 Nfsr5

則是除了「管理支持和教師專業品質」的數值低於 0 之外，其餘都為正數，亦即至少

要加入 1 篇以上的無效果報告，才無法達到.5 的大效果量。這些情形都顯示研究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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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結果可信，出版偏差的比率不高。 

二、同質性檢定 

帶入公式後，發現變項間的 χ
2 考驗結果，除了「教育訓練與社區認同支持」的相

關未達.05 顯著外，其餘都拒絕同質性假設，亦即需考慮將資料刪減再進行考驗。 

按照 Wolf（1986）的建議，參考莖葉圖將極端值刪去以及每次 χ
2 最大者逐次刪

除的作法，經多次處理後，才可獲得滿意的結果，其結果見刪餘後的篇數該欄。其原

始的 χ
2 值以及刪題後 χ

2
/df 顯著性高於.05 顯著水準的篇數，如表 2 所示。 

表2 研究各變項的成敗推估數Nfs值與同質性考驗摘要表 

相關之變項名稱 Nfs.05 Nfs.01 Nfsr3 Nfsr5 
比較 

篇數 
χ

2
/df 

刪餘後

的篇數 

內部行銷×學校效能        

溝通共識×行政管理績效 9288.56 4625.35 16.62 5.44 9 151.62/8 6 

關懷激勵×行政管理績效 8949.86 4457.03 16.75 5.95 8 125.81/7 5 

教育訓練×行政管理績效 11456.47 5705.44 16.81 5.22 9 39.74/9 8 

管理支持×行政管理績效 3502.66 1743.39 8.54 2.63 5 50.54/4 3 

溝通共識×教師專業品質 3120.14 1551.22 10.15 2.22 8 175.34/7 4 

關懷激勵×教師專業品質 2960.47 1472.13 9.16 2.11 7 32.68/6 6 

教育訓練×教師專業品質 4962.00 2468.79 10.92 2.22 9 60.49/8 6 

管理支持×教師專業品質 1394.65 692.65 3.61 -.15 5 38.15/4 3 

溝通共識×學生學習表現 4548.47 2263.16 8.22 1.14 8 50.77/7 7 

關懷激勵×學生學習表現 4414.91 2197.09 8.68 1.84 7 32.34/6 5 

教育訓練×學生學習表現 6125.82 3048.89 9.66 1.51 9 65.85/8 7 

管理支持×學生學習表現 1639.22 814.56 4.34 .26 5 22.38/4 4 

溝通共識×社區認同支持 3396.22 1688.83 6.99 .44 8 26.90/7 6 

關懷激勵×社區認同支持 3164.52 1573.84 7.01 .89 7 71.09/6 4 

教育訓練×社區認同支持 5461.04 2717.53 10.30 1.87 9 13.07/8 9 

管理支持×社區認同支持 2042.65 1015.65 5.49 .91 5 34.84/4 3 

內部行銷×教師滿意度        

溝通共識×教師滿意度 1628.20 809.57 6.38 1.85 4 20.00/3 3 

關懷激勵×教師滿意度 2463.76 1226.05 8.67 3.17 4 60.80/3 2 

教育訓練×教師滿意度 1575.00 783.05 6.08 1.68 4 19.74/3 2 

管理支持×教師滿意度 1731.83 861.22 6.70 2.03 4 44.39/3 3 

學校效能×教師滿意度        

行政管理績效×教師滿意度 4957.10 2467.85 14.24 5.40 6 69.11/5 3 

教師專業品質×教師滿意度 3009.69 1497.17 9.91 2.96 6 33.21/5 4 

學生學習表現×教師滿意度 1411.66 701.63 5.87 1.56 4 18.07/3 3 

社區認同支持×教師滿意度 1870.39 929.79 7.37 1.97 5 29.07/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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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合考驗 

以 Stouffer 法進行綜合考驗，以內部行銷的溝通共識層面和學校效能的行政管理

績效層面為例，得到 Zc 值為 52.87（參見表 3），達.01 以上之顯著水準，表示這 9

個研究整體帄均效果是 0 的機率不到百分之一，可以接受內部行銷與學校效能有關的

對立假設，值得進行下一階段的變項關聯效果量分析。 

學校內部行銷分層面與學校效能分層面之間的綜合考驗，Zc 值介於 27.52~55.70，

均達到.01 的顯著水準。 

依據上述方式，學校內部行銷分層面與教師滿意度的 Zc 值介於 32.68~40.86，學

校效能與教師滿意度 Zc 值介於 17.31~36.88，均達到.01 的顯著水準之間的綜合考驗，

皆可進行下一階段效果量的分析，詳細數據參見表 4。 

四、關聯效果量分析 

（一）「內部行銷」與「學校效能」的關聯 

以內部行銷的溝通共識層面和學校效能的行政管理績效層面為例，兩變項整體之

間相關的有效資料共有9筆。全數的原始相關係數均是正值，介於.36～.81，其加權帄

均效果量r值為.67（刪除異質性資料後，加權r為.70），Zr帄均的95％信賴區間未包含

0，可謂Zr帄均效果值是顯著地異於0，代表這兩個變項有關。在論文資料來源中，各

研究有關學校「內部行銷」的測量，分數越高代表內部行銷運作越佳或越流暢，分數

越低則反之；而在整體「學校效能」的測量中，分數高代表學校的整體效能較佳，分

數低則反之。可知，學校進行溝通共識層面越佳者，通常學校也擁有較高的效能表現。 

若計算其他內部行銷分層面與學校效能分層面之間的效果量，多數的原始相關係

數均是正值，然部份相關出現負值（如沈家瑋的研究中，行政管理績效與參與授權之

相關r為-.276），或未達顯著水準（如沈家瑋的研究中，社區認同支持與關懷激勵之

相關r為.037；蔡宗衛研究中，教師專業品質和溝通共識的相關r為.324），經後設的統

計處理後，發現各層面的加權相關47～.72（刪除異質性資料後，加權r為.42～.78），

參照Cohen(1988)所提出的參考標準，介於中等以上的效果。意謂著學校內部行銷各層

面越佳，學校效能各層面也會有較佳的表現。 

（二）「內部行銷」與「教師滿意度」的關聯 

以內部行銷的溝通共識層面和教師滿意度為例，兩觀察變項整體之間的相關，有

效的資料來源共有4筆。整合分析後的加權r與效果量等摘要如表3所示。 

Zr的帄均落於95％的信賴區間內，並未包含0，可謂Zr帄均效果值是顯著地異於

0，代表這個數值是有效的。因此，從加權帄均r 效果量達.66（刪除異質性資料後，

加權r為.63～.71），意謂著學校溝通共識層面越佳，教師也具有較高的滿意表現。 

若計算內部行銷分層面與教師滿意度間的效果量，進行後設處理之後，發現各層

面之間加權r介於.66～.75，參照Cohen(1988)所提出的參考標準，變項關聯屬於大的效

果量。意謂著學校對教職員的內部行銷各層面越佳，教師也會擁有較高的滿意度。 

（三）「教師滿意度」與「學校效能」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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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學校效能的行政管理績效層面和教師滿意度為例，兩觀察變項整體之間的相

關，有效的資料來源共有6筆。其加權帄均效果量r值為.77（刪除異質性資料後，加權

r為.75），落於95％信賴區間，代表都是有效數值。亦即學校的行政管理績效愈佳，

教師也將擁有較佳的滿意度。 

若計算學校效能分層面與教師滿意度之間的效果量，全數的原始相關係數均是正

值，進行後設處理之後，發現各層面之間的加權r值都有大的效果量（r＝.66～.78）（刪

除異質性資料後，加權r為.62～.75），意謂著學校效能各層面表現越佳時，教師滿意

度也普遍較高。 

表3 學校內部行銷、教師滿意度與學校效能之變項綜合考驗與效果量摘要表 

相關之變項名稱 
比較 

篇數 

r 帄

均 

加權 r

帄均 

Zr 

帄均 

Zr 帄均

95%CI 

Stouffer 

Zc 

刪後

加權 r 

刪後

Zr 

內部行銷×學校效能         

溝通共識×行政管理績效 9 .69 .67 .88 .77,.88 52.87
＊＊

 .70 .86 

關懷激勵×行政管理績效 8 .73 .72 .96 .85,1.07 55.05
＊＊

 .78 1.05 

教育訓練×行政管理績效 9 .68 .68 .83 .72,.94 55.70
＊＊

 .69 .85 

管理支持×行政管理績效 5 .68 .68 .84 .75,.92 43.57
＊＊

 .63 .74 

溝通共識×教師專業品質 8 .53 .47 .70 .59,.82 32.53
＊＊

 .45 .49 

關懷激勵×教師專業品質 7 .60 .55 .71 .60,.83 33.97
＊＊

 .55 .61 

教育訓練×教師專業品質 9 .58 .54 .68 .57,.80 38.66
＊＊

 .51 .56 

管理支持×教師專業品質 5 .48 .48 .53 .45,.62 27.52
＊＊

 .42 .45 

溝通共識×學生學習表現 8 .55 .55 .63 .54,.72 39.26
＊＊

 .53 .58 

關懷激勵×學生學習表現 7 .60 .60 .69 .60,.79 41.34
＊＊

 .60 .69 

教育訓練×學生學習表現 9 .56 .55 .64 .55,.73 42.95
＊＊

 .52 .58 

管理支持×學生學習表現 5 .52 .51 .58 .49,.66 29.83
＊＊

 .49 .53 

溝通共識×社區認同支持 8 .51 .55 .58 .47,.69 33.93
＊＊

 .57 .65 

關懷激勵×社區認同支持 7 .53 .60 .62 .50,.74 35.01
＊＊

 .61 .71 

教育訓練×社區認同支持 9 .58 .66 .59 .55,.77 40.55
＊＊

 .59 .67 

管理支持×社區認同支持 5 .57 .56 .65 .56,.73 33.29
＊＊

 .58 .66 

內部行銷×教師滿意度         

溝通共識×教師滿意度 4 .66 .67 .80 .71,.90 33.23
＊＊

 .64 .75 

關懷激勵×教師滿意度 4 .74 .75 .98 .88,1.08 40.86
＊＊

 .67 .81 

教育訓練×教師滿意度 4 .65 .66 .78 .68,.88 32.68
＊＊

 .71 .89 

管理支持×教師滿意度 4 .67 .67 .83 .73,.93 34.27
＊＊

 .63 .74 

學校效能×教師滿意度         

行政管理績效×教師滿意度 6 .77 .78 1.04 .93,1.15 17.31
＊＊

 .75 .98 

教師專業品質×教師滿意度 6 .67 .67 .82 .71,.93 36.88
＊＊

 .72 .90 

學生學習表現×教師滿意度 4 .64 .76 .65 .67,.86 30.95
＊＊

 .62 .72 

社區認同支持×教師滿意度 5 .64 .66 .77 .65,.88 31.86
＊＊

 .69 .85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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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構方程式模型分析 

（一）相關係數矩陣和調和帄均數 

經過後設分析的探討，完成了本研究9個觀察變項（包含學校內部行銷4層面與學

校效能4層面與教師滿意度）彼此間的相關係數與人數，如表4所示。 

為進行此階段模式驗證的需要，各變項間的相關係數，乃採用加權r帄均值建構

成相關矩陣，而各變項間的研究樣本數，則參考Viswesvaran 和Ones（1995）的作法，

先分別計算各構面觀察變項的人數之調和帄均數，再求取各潛在變項數值的調和帄均

數做為模式之整體樣本數。於AMOS軟體中輸入以下之相關係數矩陣與調和帄均數做

為人數，以進行模式驗證，並檢視其適配結果。 

表4 學校內部行銷、教師滿意度與學校效能變項的相關矩陣 

變項/相關 r 值 

溝
通
共
識 

關
懷
激
勵 

教
育
訓
練 

管
理
支
持 

行
政
管
理
績
效 

教
師
專
業
品
質 

學
生
學
習
表
現 

社
區
認
同
支
持 

溝通共識 1.00        

關懷激勵 .77 1.00       

 (.75)        

教育訓練 .75 .73 1.00      

 (.73) (.71)       

管理支持 .70 .79 .71 1.00     

 (.72) (.77) (.70)      

行政管理績效 .67 .72 .68 .68 1.00    

 (.70) (.78) (.69) (.63)     

教師專業品質 .47 .55 .54 .48 .82 1.00   

 (.45) (.55) (.51) (.42) (.84)    

學生學習表現 .55 .60 .55 .51 .80 .75 1.00  

 (.53) (.60) (.52) (.49) (.78) (.72)   

社區認同支持 .55 .60 .66 .56 .83 .74 .79 1.00 

 (.57) (.61) (.59) (.58) (.80) (.75) (.77)  

教師滿意度 .67 .75 .66 .67 .78 .67 .76 .66 

 (.64) (.67) (.71) (.63) (.75) (.72) (.62) (.69) 

註：()內數值表示刪除異質性後的相關係數 

（二）模式適配度結果分析 

1.測量模式 

學校內部行銷四因素的測量模式的適配驗證結果，發現 χ
2 值 1.59（df＝2, 

p=.453），意謂研究者預設的理論模式與觀察資料吻合。 

再觀察絕對適配指標，適配度指標(goodness of fit index)[GFI]為.998 優於.90 適配

標準，亦即模式可以解釋的共變數百分比超過 99％；標準化均方根殘餘(standard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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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R) [SRMR]為.006，小於.05 的門檻值，代表模式的殘差尚在可接受範圍，而 ECVI

值＝.042 也落入前後 90%的閾限中；加上增值適配指標（NFI .999 與 RFI .996）均達

理想的門檻值，精簡適配指標 PNFI .333 與 χ
2
/df 為.795，意謂可能有過度精簡之虞。

然考量整體的指標表現後，內部行銷測量模式可謂具有不錯的適配程度。 

學校效能測量模式的適配驗證結果，χ
2 值 1.87（df＝2, p=.393），GFI .998；

SRMR .005，ECVI 的值.043 也落入前後 90%的閾限中，NFI .999、RFI .996 均達到理

想的門檻值，僅有精簡適配指標的 PNFI .333 與 χ
2
/df 為.935，略有過度精簡情形。考

量整體的指標表現後，學校效能四因素的測量模式也具有不錯的適配程度。 

再者，兩個測量模式中所有觀察變項之的誤差變異皆為正值且皆達顯著水準，所

有觀察變項之標準化參數估計皆達顯著（p＜.001），學校內部行銷與學校效能所轄的

觀察變項皆能有效地反映所對應的潛在變項，所有誤差變異皆為正值且皆達顯著水

準。學校內部行銷與學校效能的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分別為.91 和.93，均

大於.70（組合信度良好之標準），亦即兩變項均具不錯的組合信度。而帄均變異抽取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分別為.72 與.77，均達到預設的.50 之理想值，

顯示模式具有不錯的內在結構適配度。 

2.A 結構模式 

A 模式的適配驗證結果，發現 χ
2 值 150.81（df＝25, p＜.05），意謂研究者預設的

理論模式與觀察資料出現顯著差異，不過，χ
2 值容易受到人數波動的影響，本研究調

和多篇論文後的樣本數超過 350 人，故需再觀察其他適配指標的狀況。 

再觀察絕對適配指標，其中 GFI .93，優於.90 適配標準，SRMR .031，也小於.05

門檻，ECVI .456 也落入前後 90%的閾限中；增值適配指標中 NFI .957 與 RFI .938 均

屬理想，精簡適配指標的 PNFI .665 也屬良好，AIC 190.81。考量上述數據後，本研

究提出的 A 模式可謂具有不錯的適配程度。 

綜合測量模式與結構模式的數據，A 模式大多數符合內外適配評鑑之標準，亦即

由後設分析所建立數據資料與預設理論模式有良好適配。 

 
圖 2  A 模式之標準化負荷係數（R） 

註：簡化之標準化解，各係數之 p 值均小於.01 水準 

 

若用刪除異質性資料帶入 A 模式，其適配結果，發現 χ
2 值 258.74（df＝25, p

＜.05），GFI .88，低於.90 適配標準，SRMR .047，小於.05 門檻，ECVI .854；增值

適配指標中 NFI .916 與 RFI .879，精簡適配指標的 PNFI .636，AIC 298.74。考量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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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據後，發現刪除資料後的模式適配程度明顯較差，此處仍以採未刪除資料的 A 模式

比較佳，且資料廣度較優。 

3.有無中介變項的結構模式比較 

再者，為了了解有無中介變項(教師滿意度)，對自變項與依變項間影響關係之變

化。觀察圖 3，與 A 模式比較，嘗詴去除教師滿意度的中介效果後，發現內部行銷對

學校效能的直接影響力大幅提昇（.45→.81）。再以相同方式處理教師滿意度影響學校

效能的結構模式，其直接影響力為.81；而內部行銷影響教師滿意度的結構模式其直接

影響力為.72。 

由此對照，可知學校內部行銷與教師滿意度對學校效能都具有強力的直接效果；

內部行銷對學校效能的直接效果，若加入教師滿意度為中介變項之後，直接效果下

降，加入內部行銷之後，抑制了教師滿意度對學校效能直接影響。整體而言，教師滿

意度是內部行銷與學校效能之間重要的中介變項。 

 
圖 3  B 模式之標準化負荷係數（R） 

註：簡化之標準化解，各係數之 p 值均小於.01 水準 

（三）結構模式評鑑與分析 

A 模式的適配程度良好，故再進行其結構模式的徑路分析，研究發現「內部行銷」

與「教師滿意度」分別對「學校效能」有顯著直接效果（標準化負荷係數分別為.45

與.77），內部行銷又對教師滿意度有直接效果（標準化負荷係數為.45），以上三條徑

路係數 p 值均小於.01。 

由於上述徑路皆有顯著直接效果，故以 Preacher 與 Leonardelli(2006）網路計算器，

考驗內部行銷透過教師滿意度對學校效能產生的間接效果是否顯著。將相關數值輸

入，得到 Sobel 公式的 t 值為 8.33（p 值小於.01）。意謂著支持二者間有顯著間接效果，

計算其效果值為.77*.45=.35。內部行銷對學校效能的直接效果為.45，整體的總效果

為.78+.20=.80，其整體之解釋量具有高度的應用價值，其中透過教師滿意度的間接效

果佔了約 44％。 

由上述可知，亦即當受詴者知覺學校內部行銷運作愈佳者，將影響教師有較高的

滿意程度，而透過教師滿意度，其學校效能表現的感受也愈佳。 

討論： 

1.從後設分析的過程發現，學校內部行銷、教師滿意度與學校效能等變項之間

具有中高度關聯性，且出版偏差的影響不大，綜合考驗也有顯著的效果。 

而學校內部行銷與學校效能的各層面間，雖然有一些原始的相關係數呈現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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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未達顯著相關，經由後設分析，二者仍顯示具有中高度的相關，此處發揮了後

設分析的特長。再者，採 Cohen 的標準判斷，所有變項間的關聯均屬於大的效果量，

代表具有不錯的實務應用價值。 

2.本研究先進行內部行銷與校效能兩個潛在變項測量模式的適配檢視，發現內

部行銷的關懷激勵、溝通共識、教育訓練與管理支持等四因素，其測量模式內在與

外在結構適配度都不錯；學校效能的行政管理、教師教學、學生學習與社區認同等

四因素測量模式之適配狀況也屬良好；這些是目前國內相關研究應用的最大宗層

面，經過後設分析數據所組建的測量模式，也可以確認這些屬於該潛在變項的重要

層面。 

3.就整體而言，待考驗的 A 模式和樣本論文後設資料的適配考驗，符合先前文獻

所主張「學校內部行銷影響教師滿意，且二者同時能對學校效能產生有利的影響」的

邏輯順序，再從 A 模式變項的徑路分析，發現「內部行銷」與「教師滿意度」分別對

「學校效能」有顯著的高度與中度直接效果，內部行銷又對教師滿意度有顯著的中度

之直接效果。評估解釋力道，教師滿意度對內部行銷與學校效能之間具有重要的中介

效果，這樣的結果與先前單一研究的成果相近。整體來說，學校內部行銷運作愈佳者，

影響教師具有較佳的滿意度，也使得學校效能表現也愈佳。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後設分析發現，學校內部行銷、教師滿意度與學校效能等變項間具有中高度關

聯性 

學校內部行銷、教師滿意度與學校效能其變項間的後設分析，本研究中發現出版

偏差的影響不大，各變項間的關聯變異量的後設分析結果，顯示彼此顯著關連且屬於

中高度的相關，採 Cohen 的標準判斷，所有變項間的關聯均屬於中和大的效果量。代

表著學校內部行銷、學校效能及教師滿意度之間有正向關聯，且具有實務應用的價值。 

（二）內部行銷與學校效能兩潛在變項各選取四因素，經測量模式分析確為核心構

面 

本研究因採後設分析結合 SEM 處理，故潛在變項的構面需在樣本論文中達到

一定數量採用，才能獲取強而有力的支持。目前國內相關研究應用的最大宗，內部

行銷有關懷激勵、溝通共識、教育訓練與管理支持等因素以及學校效能的行政管理、

教師教學、學生學習與社區認同等因素，再經 SEM 測量模式的考驗，它們的內在與

外在結構適配度均屬良好程度，由此可確認這些因素屬於內部行銷與學校效能的重要

構面。 

（三）本研究所提出「學校內部行銷影響教師滿意度及學校效能結構模式」整體適配

度良好，內外衍變項具有高度的直接效果 

本研究所提出的三變項結構模式，其中 A 模式顯示基本適配與整體適配都屬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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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度。透過徑路分析考驗，發現變項間之徑路係數均達顯著，亦即「學校內部行銷

對學校效能」、「學校內部行銷對教師滿意度」以及「教師滿意度對學校效能」皆有

正面之直接影響效果，「學校內部行銷」透過「教師滿意度」對「學校效能」則有顯

著的間接效果，總效果的解釋力具中高度的應用價值。 

二、建議 

（一）學校與主管方面 

研究發現，學校內部行銷、教師滿意度與學校效能間均有高度且正向的關聯存

在，而建構的「學校內部行銷影響教師滿意度與學校效能結構模式」也顯示學校內部

行銷能同時正向地創造教師滿意度與影響學校效能，均能獲致顯著效果量，此一結

果，對學校主管而言，這正是鼓勵學校積極進行內部行銷的重要依據。學校行銷歷程

中，主管應積極運用內部行銷，讓教師們能體認學校特色型塑、辦學宗旨與服務品質

的意涵及其作法，不僅能化解內部人員對因認知不清而帶來的阻力，更能經由溝通共

識以強化學校各面向的辦學效能，並導引至教師滿意的提昇。 

（二）對未來研究方面 

1.加入其他構面或相關變項的探討 

目前的研究設計中，因資料限制，內部行銷與學校效能各選取四項重要的構面；

未來若能蒐集更多有效的論文數，將可陸續納入更多的層面進行測量模式的考驗，

以期建立更周全的因素結構。 

再者，本研究僅探討學校內部行銷、教師滿意度對學校效能的關聯，未來研究時

若有其他變項（如家長滿意度或外部行銷等），資料篇數達到一定數量以上（如超過 5

篇），則可加入一併探討，加入其他具有實質影響力的變項後，可建構更完整的結構

模式再進行考驗，藉以探知內外衍變項間更精確的影響關係。 

2.探討背景變項的調節作用 

本研究發現樣本論文中，能夠同時探討兩變項之間有調節作用的背景變項，有效

的數值非常少，故主要聚焦於探討學校內部行銷等三變項之間的相關。因為資料數量

有限，刪除異質性資料的過程中原本是嘗詴尋覓調節變項的機會，但因為多數變項中

刪除了 1～3 篇研究，以致無法清晰看出不同背景變項的隱藏關聯。未來，若此部份

的資料累積至某一程度，則可繼續探討背景變項（如組織型態、規模或學校層級）對

潛在變項的調節作用，如此將能提昇研究的觸角深度。  

3.延伸其他的相關樣本來源 

本研究針對國內的博碩士論文與期刊論文蒐集資料樣本，主要資料來自學位論

文，受限於樣本，未來推論仍有所侷限。此外，研究者曾初步從 EBSCO 資料庫索引

系統搜尋後只覓得 5 篇採相關變項之論文，但因缺乏可用 r 值導致暫且割捨之。未來，

若可進一步收集到更完整的資料，延伸至外文資料庫系統中的論文，將可提昇樣本的

週延性以及研究的正確度，並可進行不同資料來源影響的比對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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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學校內部行銷與學校效能關聯的論文資料 

研究者 

年代 

內部行銷構面 學校效能構面 機構 

層級 

性質 人數 研究 

區域 

王錦木（2010） UVWXY ABCD+課程教學品質 國小 公立 290 臺中縣 

李美玲（2009） UVWXYZ ABCDE 高中 公立 495 桃園縣 

李啟昌（2011） UVXY ABCD 國中 公立 527 彰化縣 

沈家瑋（2008） UVWXZ ABCD+教職員發展 大學 公立 70 花蓮縣 

林伯儀（2007） UVX ACD +學校組織氣氛+

成員工作滿意 

國中 公立 851 臺中縣 

范熾強（2013） VXWZ ABCD 國小 公立 413 新竹縣 

曾嘉權（2007） WXZ ABCDE 國小 公立 584 桃園縣、新竹

縣市、苗栗縣 

黃詵蓮（2011） UVWX ABCD 國中 私立 166 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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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內部行銷、教師滿意度與學校效能關聯之探討：後設分析結合結構方程式模型之驗證 

蔡宗衛（2010） UVXY ABCD 國小 公立 455 彰化縣 

蘇靜好（2008） UVXY ABCD 國中小 公立 730 高雄市 

蔡致遠（2011） UVXY ABCD 國小 公立 519 臺中縣市 

註：UVWXYZ 分別代表：關懷激勵、溝通共識、參與賦權、教育訓練、管理支持與優質環境。

ABCDE 分別代表：行政管理、教師教學、學生學習、社區認同與環境規劃。 

 

附錄二：學校內部行銷與教師滿意度關聯的論文資料 

研究者 

年代 

內部行銷構面 教師滿意度構面 機構層

級 

性質 人數 研究 

區域 

蔡致遠（2011） UVXY 整體 國小 公立 519 臺中縣市 

彭智中（2013） UVWXY+ 擴 展

開放生涯路線 

HIJKL 國中 公立 458 臺中市、苗栗

縣 

莊韻靜（2010） UVXY 整體 高中職 私立 260 高雄市 

游冠蓉（2006） UVXY HIJML 高職 公私

立 

501 臺灣地區 

註：UVWXYZ 分別代表：關懷激勵、溝通共識、參與賦權、教育訓練、管理支持與優質環境。

HIJKL 分別代表滿意度中的人際關係、主管領導與溝通、薪資福利、工作環境、工作本身。 

 

附錄三：教師滿意度與學校效能關聯的論文資料 

研究者 

年代 

學校效能構面 教師滿意度構面 機構層

級 

性質 人數 研究 

區域 

蔡致遠（2011） ABCD 整體 國小 公立 519 臺中縣市 

劉展華（2007） ABCD 整體 國小 公立 645 宜蘭縣、臺北

縣市、基隆市 

施懿倩（2008） ABCDE HIJKL 國小 公立 410 雲嘉地區 

陳月滿（2006） ABCD HIJKL 國小 公立 617 臺北縣 

余政達（2013） ABC 整體 國小 公立 370 高雄市 

黃惟新（2011） ABCDE+校長領

導 

內在+JLH 國小 公立 272 彰化縣 

鄒惠生（2006） ABCD+ 校 長 領

導 

HIKLN 國小 公立 233 桃園縣 

林明貴（2009） 

 

ABC+校長領導+

學校組織氣氛 

HIKLN 國中 公立 163 臺北市 

傅韶華（2009） ABD+學校氣候 JMLKHIP 國中 公立 211 花蓮縣 

黃建峯（2008） ABCD LIKJP 國小 公立 330 雲嘉縣市 

註：ABCDE 分別代表學校效能的構面：行政管理、教師教學、學生學習、社區認同與環境規劃。

HIJKLMNP 分別代表滿意度中的人際關係、主管領導與溝通、薪資福利、工作環境、工作本

身、升遷進修、社會地位與工作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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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the Correlation among 

School Internal Marketing, Teachers' 

Satisfaction and School Effectiveness: 

Verification using Combination of 

Meta-analysis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Huang, Yi-Lian               Wang, I Yu 
Chung Hwa University        Chung Hwa University 

of Medical Technology         of Medical Technology 

Market-oriented education, school effectiveness and school staff satisfaction are 

critical for school management.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are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among school internal marketing, teacher's satisfaction and school effectiveness and to 

examine the extent of their influences. The study is using the database of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he investigator collected 27 studies published from 2006~2013 that are about the 

three variables interested by the present study and analyzed their data using meta-analysis. 

The investigator constructed a correlation matrix of the study variables and then used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echniques to test the structural model.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school internal marketing, teachers' satisfaction, and school effectiveness are middle to 

highly correlated, and the effects size are large.  

“School internal marketing impacts teachers’ satisfaction and school effectiveness 

structural model” shows the overall fit is good. Furthermore, the endogenous and the 

exogenous variables are with a high degree of direct effects , and teachers' satisfaction has 

an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the two variables. 

 
Keywords: Meta-analysis, Teacher's satisfactio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chool marketing, School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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