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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國小教師從事行動研究的經驗，以及從事行動研究之後

，對其專業發展的影響，共分為六章。本章緒論首先說明本研究之研究背景與

研究動機，其次描述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而後針對本研究之關鍵字

詞進行說明，最後，說明本研究之重要性。 

 

 

第一 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在知識大量生產、科技快速增長、社會日漸多元的現代，資訊每七年即增

長一倍，大部分專業領域的知識有一半在五年內會變成過期的知識，從事任何

一種專業其知能皆須與時俱進，於工作中不斷充實專業知能以應用於實務工作

，一方面提昇自我專業地位，一方面提昇專業實務工作能力。為了因應現今的

教育改革，教育事業更顯複雜，教師的專業需求日益提高，教師專業成長更為

重要，教師對於終身專業進修、自我成長及促進專業發展的需求更加迫切（謝

振裕，2000；謝美慧，2001；歐用生，1996）。 

Cheng(1996)的研究發現，教師的專業精神（professionalism）對學生的自我

概念、學生對同儕、教師及學校的態度及學習態度等都有正向的影響，較不易

產生輟學的意念，易言之，當教師認同他的專業規範，則學生對他們自己的概

念會較積極、願意與同學建立良好的關係、對教師的態度較為正向、喜歡他們

的學校生活、較有意願學習並且在課業上較積極，同時較不會有輟學的念頭。

另外，教師在高專業（high-professionalism）的學校服務，會有較為正向的工作

態度與感覺（feeling）。可見專業的影響非止於學生，教師也深受影響，教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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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繫於教師專業，由此窺見教師專業發展的重要性，教師的專業成長不再是教

師們應有的自我期許，更是社會大眾對教師們的要求。另外，余民寧、賴姿伶

、王淑懿（2002）之研究結果，大學或師資培育機構所給予教師的專業訓練，

頂多只夠使用三至五年；之後就須不斷地終身在職進修，才能維持教師的專業

程度和證書的繼續有效。除此之外，學校教育之成敗與教師素質息息相關，教

師應積極參與進修學習，不斷追求專業精進，教師專業知能成長與教師專業精

神發揮，對於教學成效與品質有重要的影響（張振成，2000）。高強華(1992；

1996)亦認為教師是成熟而自主的專業人員，自然需能積極主動開展自我導向的

學習，才能適應變遷社會中的教學任務。 

除工作需求層面之外，在法律層面亦有所規範教師進修、學習之迫切性，

例如，民國八十三年公佈之《師資培育法》第三條、民國八十四年公佈《教師

法》分別於第十六條、第二十一條規定、第二十二條、民國八十五年公佈了《

教師進修獎勵辦法》以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在職進修辦法》等

法令中明確規定教師需提昇教學品質，鼓勵教師進修、研究，所以在職進修不

啻為權利，亦為義務。因此，教師需不斷學習、成長，在面對種種的挑戰與需

求之時，唯有教師的專業不斷發展，得以與時代共同成長。 

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的進修活動相當多，包括了參加研討會、參加專題演講

、教學觀摩、參加讀書會，甚至是進修學位等等，受到九年一貫課程改革與提

高教師專業等等呼聲影響，行動研究更被視為是提高教師專業成長的途徑之一

，教育行政機關積極鼓勵教師們「動手做研究」，例如台北市政府為了提昇教師

專業知能，鼓勵教師做行動研究，於八十八學年度曾撥發十萬元經費予各國小

，教育部亦於八十八年起陸續發文，鼓勵學校進行行動研究。 

研究者為現職國小教師，曾分別於台北市及台中市服務，在教育現場觀察

到邇來受教育政策更新與九年一貫課程改革之影響，許多教師因而主動或被迫

動手做行動研究，但對大多數的基層教師而言，繁重的行政事務與雜務占據了

大部分的時間與精力，因此，對部分教師來說，動手做行動研究是一項不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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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然而，教育行政機關鼓勵教師從事行動研究必有其道理所在，但值得我

們思考的是，教師從事行動研究對教師專業發展有何助益？他們在進行研究的

過程中曾經遇到的阻礙為何？研究者試圖藉本研究探討教師從事行動研究的歷

程，了解本研究之研究參與者的經驗與想法。 

根據上述種種理由，促發我幾個研究目的，分別於下一節陳述說明。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基於研究背景與動機及相關文獻之閱讀，擬定本研究旨在了解國小教師參

與行動研究的經驗以及做行動研究與專業發展間相關問題之探討，訂定下列幾

項具體研究目的： 

一、探討國小教師從事行動研究之歷程。 

二、探討國小教師做行動研究對其專業發展之影響。 

  

根據上述之研究目的，提出下列幾項研究問題： 

一、服務學校有哪些推動行動研究的相關做法？ 

二、國小教師動手做行動研究的原因？ 

三、教師在研究過程中曾遭遇哪些困難？ 

四、影響教師從事行動研究的因素為何？ 

五、教師進行行動研究對其專業發展有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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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解釋 

 

一、行動研究 

本研究所稱之「行動研究」意指教師於教學工作現場中，為解決所面臨之

實際問題採取行動策略，並透過省思方式將整個歷程紀錄下來，藉此批判、反

省。其中定義係參考 Elliott(1991)及 Altrichter, Posch,＆ Somekh(1993/1997)的想法

，行動研究著重在解決每日實務工作中所產生的問題，及即時應用之效，是一

種持續不斷的努力，以改進學生學習品質，最重要的是，每個行動研究方案，

都有自己的特點。 

 

二、教師專業發展 

本研究所稱「教師專業發展」係指教師於教學生涯中，藉由從事行動研究

或其他相關進修活動，以求自我反省與瞭解，增進教學知識、技能與態度。其

中內涵係參考多位學者(蔡培村，1995；饒見維，1996；陳美玉，1998；謝美慧

，2001；吳和堂，2001；Erffmeyer ＆ Martray, 1988)的意見，將教師專業發展的

內涵著重於專業知識--例如教師通用知識、學科知識及教育專業知能，專業能

力--例如教學、輔導、行政、溝通、研究及批判思考能力等，專業態度--例如教

育理念、教育倫理道德及教育規範等。 

 

 

第四節    研究的重要性 

 

本研究重要性分「對研究者個人意義」及「研究貢獻」兩個部分說明。 

就研究者個人意義，研究者本身為國小教師，對專業進修等相關議題深有

切身之感，曾於服務期間嘗試著進行行動研究，在研究過程中曾有「力不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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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覺，因而想藉此研究了解他人從事行動研究之經驗，做為鼓勵、激發自

我之動力，並企圖探討研究參與者於從事行動研究過程中其專業發展的情形與

歷程。 

針對研究貢獻部分，教育行動研究正被大力推動，但至目前為止，雖有不

少行動研究的相關研究，但有關教師做行動研究與教師專業發展之間的實證研

究文獻仍不多，因此欲藉此研究了解國小教師做行動研究之困難處，企能藉此

提出良善之解決方案，供相關單位參考，以幫助教師得以更順利進行行動研究

。 

另外，研究者試圖以本研究回應目前教育相關政策推動以及多位學者對教

師做行動研究以提昇教師專業發展的觀點，經過文獻探討，相關教師做行動研

究與專業發展關係的研究實不多見，因而本研究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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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主要以國小教師的觀點來探討其從事行動研究的經驗，以及了解進

行行動研究對其專業發展的影響為何，因此本章針對行動研究及教師專業發展

相關議題做探討。 

 

 

   第一節     行動研究之相關研究 

 

本研究關注國小教師從事行動研究對教師專業發展的影響，因此本節將針

對行動研究的相關研究進行探討，包含了行動研究的起源、行動研究的定義以

及行動研究之經驗研究等。 

 

壹、行動研究的緣起 

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成為教育工作的一部分已經超過了 50 年(Noffke, 

1995)。根據 Corey 的描述，美國在 1930 年代，行動研究的先驅包括 John Collier

以及 Kurt Lewin(摘自陳惠邦，1998)。1933 到 1945 年間，John Collier 擔任美國

聯邦政府印地安事務部主管(U.S. Commissioner of Indian Affairs)，在他的職業生

涯早期，相當致力於教育工作，協助推動印第安保留區內之教育重建與生活改

善計畫；社會心理學家 Kurt Lewin 和他的同事一起將焦點放在了解與改善人類

的行動，以減少歧視及推動民主運動，他是基於對民主的信念及團體動力的了

解 以 解 決 社 會 問 題 。 行 動 研 究 最 早 期 是 應 用 在 「 應 用 人 類 學 」 (applied 

anthropology)及社會心理學中，而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開始被應於於教育

研究當中(Noffke, 1995；Noffke, 1997)。行動研究在美國盛極一時後於 195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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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逐漸衰退，而在 1960 與 1970 年代復甦於英國，於是教育行動研究在英國

逐漸蔚為潮流(Elliott, 1997)。自 1980 年代以來，「行動研究」逐漸風行於世界各

地，各國的中小學教師開始在不同的教育情境中，採用行動研究以產生他們專

業領域的知識，並且改善自己的實務工作(Altrichter, 1997；陳惠邦，1998)。 

近年來在台灣，我們不難發現教育行政機關試著推行教育行動研究，教育

部亦撥發研究經費鼓勵教師從事行動研究，謝寶梅(2003)提及台東師院自八十七

年起，持續以「行動研究」辦理全國性的研討會，投稿的篇數逐年增加，除學

者外，越來越多基層教師投入行動研究並發表論文。另外，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擬定鼓勵中小學教師從事行動研究實施要點，自八十九年起連續四年行文至公

立高中職及國中小教師提報研究計畫，擇優補助研究，而各縣市教育局也都相

繼行文或舉辦研討會或發表會。研究者感興趣的是，研究參與者服務的學校是

如何推行行動研究？有哪些相關的方案？本研究將藉由訪談探尋這些問題的答

案。 

 

貳、行動研究的定義 

行動研究是社會情境的研究，以「改善」社會情境中行動品質的角度來進

行研究，只要有關「社會實踐」的領域都是行動研究的應用對象，並與整個社

會情境的來龍去脈相關，且是實際參與。行動研究所應用的領域甚為廣泛，包

括工作組織、社會工作、警政、醫療衛生、婦女運動等與社會福利有關的「社

會實踐」領域等。行動研究是社會情境中的實務工作者以自我反省(self-

reflective)的方式，試圖改善或了解工作現況，行動研究有重要關鍵在於「行動」

，並且在行動之前需仔細思考整個情境脈絡以及脈絡中所牽涉到的所有成員

(Stringer, 1996；McNiff, 1988；Elliott, 1991)。在教育領域裡，有許多學者針對教

育行動研究的提出其看法與見解，研究者綜合歸納幾位學者的意見(Elliott, 1991

；Hopkins, 1993；Mills, 2000；林生傳，2000；張世平、胡夢鯨，1988；周新富

，2003)，傳統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解釋、預測或控制教育現象，但在教室內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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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自然情境中，很難控制所有相關教學的因素與變項，行動研究旨不在控制

變項或情境，而是根據他們的發現，透過採取行動對教育產生正向的影響。教

師一邊發展教學法的行動策略，一邊親自做研究，針對這些充滿脈絡性與動態

性的教學法，評估其有效性，增進本身的實踐知識與了解，在自己的教學領域

中根據學生的任何資料找出自己覺得可以改進的地方，進行研究以幫助教師研

究者(teacher researchers)檢視自己的教學專業表現。 

行動研究的目的在於解決當前全校或任教班級所發生的實際問題，及即時

應用之效，改進實務工作，而非只在於知識的生產、製造，或理論的發展，側

重於對實際情況所引起之改變歷程，其結果是不具「普遍性」，不可做廣泛的「

推論」。教師著手做行動研究時，並不需要開始於一系統嚴謹的學術假說，也不

一定是起於一個 「問題」(problem)，唯一要做的就是蒐集有助益的資料。綜言

之，反省歷程、經驗的特性，始於問題之產生，而終於問題之解決，行動研究

是教師在實際工作中遇到問題時，為了解決問題而從事之研究，即以實際行動

解決當前問題的研究。 

Altrichter, Posch,＆ Somekh(1993/夏林清譯，1997) 認為行動研究是由關心

社會情境的人針對社會情境進行研究，並且發起於每日實務工作中所產生的實

際問題，必須和學校的教育價值及教師的工作條件具有相容性，以改善教育系

統中教師的工作環境，亦提供研究與發展實務的一些簡要策略與方法，它是一

持續不斷的努力，最重要的是，每個行動研究方案，不論規模大小，都有自己

的特點。陳惠邦(1998)指出教育行動研究(educational action research)特指在教育情

境中，由教育專業工作者(通常指教師)進行，以改善教育專業實踐及教育理想

，其深植「變革」的概念，其主要特徵在尋求實務變革與進步，同時，行動研

究相當重視合作、協同及參與導向，強調教師之間的交互批判思考與共鳴。 

綜上所述，行動研究企圖支持教師及教師團體能有效因應實務工作中的挑

戰，且以反省(reflective)思考來創新改善困境，這種研究是以解決實務問題為導

向，使教師能以理性、客觀的態度面對問題，教師的行動與教學密切結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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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過程中發展出行動策略，進行行動研究工作。行動研究的主要意涵在於持

續行動、反省、評鑑與回饋，研究者試圖解釋為尋求創新，找出適合學生的教

學、學習策略，同時以提升教學品質、改進實際情境，讓研究者與實際工作者

結合。教師--研究者係從自己的角度出發為根本，經由自己的反省思考與實踐

行動來修正或改變自己所抱持的主觀理論，而非由局外人士(如：教育決策官員

、學者、課程專家等)主導與控制。 

研究者有興趣了解的是，參與本研究的教師中，是否在進行研究之前皆具

有從事「行動研究」的相關知能？而他們又是為了何種原因而動手做研究？  

 

參、教育研究中的行動研究 

目前在國內行動研究之相關研究中，多以課程發展、教學方法或學科領域

為探討主題，對教師從事行動研究與專業發展之關係探討者不多。為了能更進

一步了解國內行動研究應用在教育領域中的情形，研究者以「行動研究」為主

題，於九十三年四月下旬，搜尋國家圖書館之博碩士論文資料庫中「論文名稱」

、「關鍵字」與「摘要」部分，刪除非教育相關之論文後，相關教育類別之論文

自八十五年至九十二年間共計有 287 篇，若依出版之年份來看，論文的篇數以

民國九十一年最多，九十年居次，研究者意外發現在九十二年間的篇數少於前

三年，推測可能原因是相關論文還在圖書館內整編，尚未全部整理於資料庫中

。此部分整理成表於下(表 2-1)： 

 

表 2-1、國內「教育行動研究」博碩士論文出版之年份 

出版年份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篇數 

（287） 
5 4 8 14 37 88 99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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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進一步根據論文主題進行分析，大致將國內「教育行動研究」博碩

士論文主題分為七大類，分別為教學方法或教學策略、課程發展或課程研究、

教師反省、學習策略、成人教育、學校行政及學生的態度等，其中教學方法或

教學策略的篇數最多，達 155 篇，占全部的 54％，其次是課程發展或課程研究

，有 64 篇，占 22.2％，其總計篇數整理於下表(表 2-2)： 

 

表 2-2、國內「教育行動研究」博碩士論文研究之主題 

研究主題 篇數（287） 所占百分比％ 

教學方法或教學策略 155 54.0％ 

課程發展或課程研究 64 22.3％ 

教師反省 31 10.8％ 

學習策略 19 6.6％ 

成人教育 10 3.5％ 

學校行政 5 1.7％ 

學生的態度 3 1.1％ 

 

綜合以上整理，發現教育領域中，教育行動研究應用在博碩士論文中的情

形日漸增加，且研究主題以課程與教學面向者居多，這透露出了行動研究正慢

慢被應用於教育現場中。研究者更進一步分析這 287 篇論文的研究場域，大致

分為幼稚園、國小、國中、高中、教師或成人教育以及特殊教育等六個場域，

總計篇數以國小所進行的行動研究有 158 篇為最多，占有 55％，其次為國中（

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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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國內「教育行動研究」博碩士論文研究之情境 

研究場域 篇數（287） 所占百分比％ 

幼稚園 3 1.1％ 

國小 158 55.0％ 

國中 60 20.9％ 

高中 18 6.3％ 

教師或成人教育 41 14.3％ 

特殊教育 7 2.4％ 

 

謝寶梅(2003)藉由整理分析期刊論文亦發現與大學(專)、高中(職)、國中及

幼稚園教師相較，小學教師最為積極參與實務的改善活動，從事行動研究教師

人數所占比例較高。 

研究者再進一步閱讀相關研究後(張杏合，2003；劉青欣，2003；黃玉茹，

2003；柯柏儒，2002；利一奇，2002；詹焜能，2002；洪若馨，2003；徐怡詩，

2003；吳雪如，2002；林宜龍，2003)，發現教師從事行動研究過後，成長的面

向大致可分為課程教學專業的成長及行動研究知能的成長。 

課程教學專業面向的成長，許多研究者提及他們透過自我省思、批判反省

、檢討、不斷與同儕及文獻對話、討論、分享，進而得到觀念的改變，更深入

了解研究學科及自我的教學觀念，教學活動準備更為專業、自主，自我的批判

省思能力也同時得到成長；例如張杏合(2003)的研究，透過行動研究的方式，與研

究參與者不斷省思、對話、修正的歷程，了解教師專業成長的需求，發展教師專業成

長模式與活動，以促進教師的專業成長，他指出，藉由研究者不斷省思修正做法

的歷程，漸由少數老師的轉變，變為多數老師甚至是全體老師投入，這樣的改

變讓他出乎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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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研究知能面向的成長部分，有張杏合(2003)、利一奇（2002）、詹焜能

(2002)、吳雪如(2002)等人的行動研究經驗認為從事行動研究後，強化了他們的

行動研究的知能，且更清楚知道如何做行動研究。黃玉茹(2003)也提及「對話是

改變的起點，行動是成長的基石」，這說明教師的成長除了透過對話、討論之外

，仍得採取行動才得以成長；陳春秀(2002)以教師自我反省的方式，探討課程行

動研究與教師專業成長的關係，發現教師透過行動研究可得到的成長包括有課

程觀及行動研究觀的改變、理論與實際關係的新體認、教師可以自己主導研究

以及可扮演好「教師即研究者」的角色等。 

另外，國外的研究，Sax & Fisher(2001)以 21 位教師為研究對象亦發現，教

師透過行動研究所獲得的成長包含有人際溝通能力的增加，對自己的教學更具

信心，同時與同儕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好，最為重要的是，解決了實務工作的問

題，除此之外，在過程中，他們漸漸成為反省實務工作者(reflective practicers)，

而且教師也發掘他們在班級上及專業實務中所做的改變，最大的受益者是學生

。與此研究相似，Brown & Macatangay(2002)的研究也發現，教師藉由從事行動

研究，在工作實務中所得到的專業發展會直接影響學生的學習與表現。 

 

 

第二節    教師專業發展 

 

教師專業發展由傳統的教師「在職教育」(例如教學相關研究)、「在職訓練

」(例如各學科之種子教師訓練)走向教師「專業發展」(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致使專業發展、在職進修、專業成長等名詞的概念十分接近。歐用生(1996)認

為 「 專 業 發 展 」 一 般 都 與 專 業 成 長 (professional growth) 、 教 師 發 展 (teacher 

development)和教職員發展(staff development)等名詞交互使用，這些都圍繞著教

師切身的工作及專業，藉由專業成長、專業發展以達專業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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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關注於國小教師進行行動研究過程中之專業發展情形，故本節將針

對教師專業發展的相關內容進行探討。 

 

壹、教師專業發展的定義 

過去的教育從未認為教師持續的專業發展是極為重要的，近幾年，教師在

職訓練或其他形式的專業發展皆被視為是促進教育進步的重要關鍵之一(Guskey 

& Huberman, 1995)。以下將針對教師專業發展的定義做一整理。 

「專業」(profession)係指具備高度專門知能以及其它特性而有別於普通的

職業(黃嘉莉，2002)，例如醫師、律師、工程師、建築師等；蔡清田(1996)認為

「專業」是一方面具有精湛學術與卓越能力，一方面則是服務和奉獻的精神。

在三民書局出版的大辭典中，其意涵有三：1.專門研究某種學問，或從事某種

事業；2.專精於某種學問或事業；3.具有專門知識、才能和道德的人(三民書局

大辭典編纂委員會，1985)。現今社會中，不論從事任何工作，都需持續不斷朝

向專業化前進，教師專業亦然。有關教師專業發展的定義，各家學者眾說紛紜

，著墨甚多，研究者整理各學者之觀點於下： 

Ruth(2001)認為在要定義教師的專業發展之前，須思考三個問題，首先，

他針對「發展」提了第一個問題，改變的過程是逐漸、累積的？或是具有戲劇

般、革命般的特性？隨著這個問題，他提及幾位著名學者的觀點，例如杜威認

為教育是一個發展的過程，皮亞傑認為認知發展的過程是認知結構上的改變，

是持續且進步的前進，朝向更複雜、更完整的情境。第二個問題提及專業化

(professionalism)的問題，這當中存有兩個不同的觀念，一是視教學為應用科學

，而教師是具有理性的技術人員，另一是視教學為一種在特定情境中的反省經

驗；第一種是將焦點著重於教師教學的認知層面，第二種觀點則是強調極為尊

重教師的教學，因此教師的專業發展與教師的反省技巧以及對價值觀的覺知能

力與成長有關，這些最終都會影響教師的教學活動。第三個問題則是專業發展

的過程中，教師是在他自己本身所處的教室內或是在整個組織的情境脈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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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考慮選擇這兩者答案時，最廣泛且最有系統的方式是重視教師們的終身

專業發展，這可同時考慮到教師的個別需求、學校需求及法律明令的需求。 

另外，Kelleher(2003)的觀點認為教師專業發展並非單指教師想知道什麼或

是學什麼。他提到最近相關教師專業發展的研究顯示，專業發展必須與教師每

天的工作相結合，以促進學生學習，並能引導學校委員會及行政官員評估他們

投入成人學習的結果。許多學校常忘了教師的專業發展是需要與學生的學習緊

緊相扣，在教師的研習課程中，教師所學得的東西或許並非總是與學生的學習

有直接的關聯，但確可引導教師們從中習得新想法，刺激教師再思考，進而鼓

勵教師進行專業發展。另外，教師專業發展可由兩方面看：一是教師經由主任

到校長可視為一種專業成長，另一是教師雖為教師，但無論在教學方法、專業

知識、對學生的態度與方法等，都要有所改進。 

國內也有幾位學者對教師專業發展提出看法，研究者綜合學者們的意見整

理於下(饒見維，1996；吳和堂，2001；黃政傑，1996；李俊湖，1992；蔡碧璉

，1993；俞國華，2002)： 

教師經歷職前師資培育階段，到在職階段，直到離開教職為止，在整個教

學工作生涯過程中都必須持續學習與研究，以及不斷發展專業內涵，透過參加

各種進修活動，以期能引導自我反省與瞭解，並且不斷提昇教學知識、專業技

能以及專業態度等等各種專業知能，進而促進個人的自我實現，增進教育品質

並達成教育目標、改善工作表現的連續性歷程，提高專業精神，逐漸邁向專業

圓熟的境界。 

綜合以上，本研究所指教師專業發展係指教師在其教學工作生涯中，不斷

充實和增進專業知能與專業態度的歷程，並欲透過對 11 位曾從事過行動研究之

國小教師進行訪談，試圖了解教師透過行動研究所得到專業成長的歷程。 

 

貳、教師專業發展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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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的內涵包括了知識、能力及態度等不同面向，教師須具備各

種不同面向的知能以應對實務工作。以下將就幾位國內外學者提出教師專業發

展的內涵做一陳述，以便對教師專業發展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Hargreaves(1995)提及大部分的人都認為「好老師」的條件是要精通於教學

技巧、課程與教材以及教學法等相關知識，以此觀點，教師專業發展就是在討

論教師的專業知識與專業技能。針對教師專業發展內涵，亦有數位學者就其觀

點予以析論，如沈翠蓮(1994)以教學知能、班級經營、學生輔導及人際溝通等四

個層面分析教師專業發展的內涵： 

(一)教學知能：教師於教學歷程中，瞭解學生學習的基本能力，激勵學生的學

習動機，運用教學方法以增強學生優秀表現與處理學生問題所具有的專業知

能與態度等。 

(二)班級經營：在班級中能善用自治幹部與組織，並使用教室管理策略及獎懲

原則技巧以輔導學生學習，讓學生適應學校生活之專業知能與態度。 

(三)學生輔導：教師能瞭解學生的個性與能力，根據學生的性向發展潛能，並

有效輔導學生學習。 

(四)人際溝通：指教師與家長、學生的聯繫溝通事項，以及與同事建立和諧氣

氛的專業知能與態度。 

    饒見維(1996)則將教師專業發展內涵整理歸納為四個面向： 

(一)教師通用知能：其中含兩個要項，1.通用知識，如人文、藝術、社會科學等

等各種層面的知識；2.通用能力，如人際關係與溝通表達能力、問題解決與

個案研究能力、創造思考能力、批判思考能力等。 

(二)學科知能：指教師任教某一學科時，所具備的知識與技能，如選什麼教材

、如何詮譯教材、用何種教學法、如何命題評量等。 

(三)教育專業知能：其中包含五個要項：1.教育目標與教育價值的知識；2.課程

與教學知能，如一般課程知能、一般教學知能、學科教學知能；3.心理與輔

導知能；4.班級經營知能；5.教育環境脈絡的知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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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專業精神：教師認同教育工作後，在工作中表現出認真敬業、主動負

責、熱忱服務、精進研究的精神。 

除此之外，國內尚有其他學者對教師專業發展的內涵做了相關的論述(蔡

培村，1995；陳美玉，1998；呂錘卿，2000；謝美慧，2001；吳和堂，2001；俞

國華，2002)，研究者根據其相關論述，將相關教師專業發展內涵整理為三類： 

(一)專業知識：教育新知、學科知識、課程與教材、教學方法、學生的發展與

學習心理等。 

(二)專業技能：教學技巧、教學評量、班級經營、學生輔導、行政管理知能、

溝通與表達能力、行動研究知能等。 

(三)專業態度：教育理念、專業倫理道德、專業規範、生涯規劃等。 

Eraut(1995)則認為教師的專業知識大致可分為兩個領域： 

(一)教育相關知識：1.學科專業知識，是以學校的教學大綱為基礎；2.教育知識(

包含理論與實務面向)以及社會相關知識(包括生活經驗與常識)。 

(二)教學專業技能：班級實務知識、班級相關理論知識、行政管理與其他專業

知識(例如課程發展、學生諮商、溝通能力等等)。 

Borko & Putnam(1995)提出他們的看法，認為教師的專業知識是要建立在教

學上，並將專業發展的內涵分為三個面向： 

(一)教育通用知識(General Pedagogical Knowledge)：包括學習環境與教學策略、

班級經營、學生與學習的相關知識(knowledge of learners and learning)。 

(二)學科專業知識(Subject-Matter knowledge)：豐富的學科知識與組織能力、句法

結 構 (syntactic structures) 、 專 業 發 展 的 內 容 (implications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三)教學專業知識(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整體的學科教學概念與技巧

、教學策略與表達能力、課程與教材以及學生學習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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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討論發現，雖然不同學者對此議題分類方式不盡相同，但仔細比對

仍可大致歸納教師專業發展的內涵可廣義的泛指教師在專業知識、專業能力以

及專業態度上的成長。本研究綜合上述討論，將教師專業發展層面的探討定義

在專業知識、專業能力以及專業態度。其中專業知識包含教師通用知識、學科

知識及教育專業知能；專業能力則含有教學、輔導、行政、溝通、研究及批判

思考能力等；專業態度則含括教育理念、教育倫理道德及教育規範等。 

教師的專業發展是教育革新的關鍵因素，教育理念的落實需要教師以厚實

的專業知識與專業素養為基礎(林進材，2000)，當邁向教師專業成為基層教師致

力之目標，教師本身必須清楚了解專業的真正意涵(陳延興，2000)，教師應由被

動化主動追求進修機會與求新知，教師角色的轉換也含由被動轉主動，由被動

接受資訊、知識，到主動追求成長。 

 

參、教師專業發展的途徑 

Guskey(1995)針對此議亦提出看法，認為要成功規劃教師進修課程時需考

慮到幾項觀念，首先，學校發展是建基在教師專業發展上，兩者同等重要；任

何的改變都會帶來某些程度的焦慮，如同任何領域的專家一樣，教師在尚未確

定這些進修課程可以使他們的工作更有成效時，他們會不太願意接受新的訓練

課程或做法。成功的專業發展課程應是逐步漸進式的改變，同時可以跟得上時

代需求，並建立在宏觀且可達成的長期目標上。除此之外，Guskey 還認為教師

需透過團隊合作的方式以促進專業發展，並將專業發展建立在持續進步

(continuous improvement)的基準上，此有助於教師專業的提昇。在所有的訓練課

程都應針對成果予以回饋，並提供完整的課程訓練。 

透過專業發展、自我成長的方式，教師得以回饋社會的認同，完成艱巨的

使命，尤其是開放、多元、專業化的社會中，教師成長的需要益形迫切。教師

應接受專業訓練，如醫生應受專業訓練，若無接受專業訓練，則不足成為專業

人員，所以專業訓練成為專業人員必經過程(詹棟樑，1996)。教師進修之目的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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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代變遷而改變，過去教師進修的目的是補師資教學能力之不足，而後是為

提高教師學歷與資格，近年則視之為促進教師專業成長之途徑，強化教師追求

專業成長的驅力，激發教師尋求學習管道並接觸教學相長的動機，係提昇教師

專業素養的途徑(林進材，2000)。隨著社會進步、時代變遷，教師專業要求進而

提增，配合社會需求，教師需不斷檢視其專業行為。 

國內教師進修的方式，就進修道管道有大學院校的進修、研習機構的進修

、以學校為中心的進修以及區域進修，進修方式則分有參加研討會、教學反省

批判思考、參加專題演講、教學觀摩或示範教學、協同成長團體、協同行動研

究、參與課程設計、教具製作、向專家請益及同儕互動等(林進材，2000；吳清

山，1997；吳政憲 2001；陳永和 1999；陳美玉 1998；葉明政 1998；黃藿 1997)

。 

另外，饒見維(1996)將教師專業發展活動分為下列幾種型態： 

(一)被動發展類：進修研習課程，如專題演講、收看電視節目或錄影帶、短期

密集研習課程或講習、系列研習課程或講習、研討會、學分學位課程等。 

(二)省思探究類：1.參觀與觀摩，如校內外教學觀摩、相互教學觀摩與討論、校

外參觀訪問或考察等。2.協同成長團體，如讀書會式成長團體、問題導向式

成長團體、主題中心式成長團體等。3.協同行動研究，如課程研發式行動研

究、改進實務式行動研究、改革情境式行動研究、增進理解式行動研究等。

4.自我探究，如省思札記、行動研究、個案建立法、個案討論法、建構個人

專業理論等等。 

陳惠邦(1998)更進一步指出，教師可藉參與或執行課程與教學的研究，以

獲得專業發展，認為基於專業發展之需要，教師應對教學採取「研究」之立場

，並可藉此重新獲得「增權」(empower)。增權的意義一方面是主張教師應聯合

力量以提昇專業地位，強調擴增教師集體權力，以參與學校之經營與重建。另

一方面是強調在教師與其他教育專業工作者協同合作、團體參與的持續過程中

，建立相互溝通、理解、尊重、關懷、批判反省等態度，使教師接觸更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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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之機會，並發揮教育專業的影響力，以達成教育的理想、價值。透過進行

「行動中的反思」與「行動後的反思」，以獲得「教學相長」之教師專業成長，

在教育理念不斷開展建構歷程當中，進而提昇教師專業文化(蔡清田，1998)。透

過行動研究告知大眾，教師具研究能力、反省、批判能力，藉以提昇教師的專

業地位。除此之外，教師之間的關係亦是個關鍵，相互支持且信任的合作關係

將幫助教師發展反省的技巧及自我知識(self-knowledge)，因此他們可以發展他們

的實務工作、承認錯誤、改變方法(Frances，2003)，同儕的相互對話在專業中扮

演一定的角色。 

 

肆、視行動研究為教師進修的途徑之一 

許多的教師進修活動被批評未能切合教師實務工作專業的需求，歐用生

(1995)也指出了許多進修活動是由上而下(top-down)、政策導向、權威決定、零

散的，教師沒有選擇的自主權，進修的內容遠離教室生活實務，而參加進修的

教師只是學生而非研究夥伴；Galbo(1998)認為許多傳統典型的專業發展活動多

是「坐著聽」(sitting and getting)的演講課程，且跟參與者沒有直接的互動，「外

部專家」(outside expert)試圖教導老師新觀念及技能，但教師仍沒有能力將所「

聽」得的技能或知識應用在教學上，因而有學者(歐用生，1995；謝寶梅，2003)

提出「教師做行動研究」的進修方式將有助於解決此部分問題。吳宗立(2002)提

及教師應將自己視為研究者，教師在教育情境中動手做研究是促進專業成長、

發揮教學效能的保證；成虹飛(2000)認為，若教師是一門專業，應具有自己作研

究的能力，而非被動地等別人告知該做什麼。事實上，長期以來，「研究」與

「學術」總是被刻板的聯結，被認為是高深的學理探索，需要具有相當的研究

與學術知能才能從事研究工作，因此，研究工作常令人產生與大學教授「聯結

」的聯想。不論大學或中小學教師，都應起身做研究，唯大學教授多進行理論

的建立與發展，中小教師則著重理論的實踐與修正。成虹飛進一步指出行動研

究者未必是學院中人，而是實務工作者，他們真正關心的不是學術知識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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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實踐經驗的省思與分享。在《教師法》中對教師進修與研究有明確的規

範，明訂參加在職進修與研究是教師的權利與義務。教師從事進修與研究不再

如刻板印象，只限於大學教師，中小學教師應藉由研究以促進專業成長。根據

蕭勵英(2002)的說法，從行動研究的精神看來，教師專業發展的角色將逐漸變為

多元且彈性，漸從過去單一教學工作者的角色，轉變為學習活動的協助者與研

究的推動者。在台灣，近幾年由於教育行政機關的推行，漸漸有較多的老師知

道何謂「行動研究」，它將成為一種教師增能(empowerment)的方法(夏林清，

2000a)，就繼續專業教育的角度看，Mary(2001)認為行動研究是一種具有相當有

效(powerful)的工具。 

教師專業成長使得教師在執行工作時，擁有更多的自主權，引導教師進行

教學行為的自我監控，同時以提昇教師的研究能力與專業地位，增進教學品質

。Aaron（2003）認為專業發展是教師每天都會遇到的，了解並信任教師每天所

教的內容將會幫助教師成為一個有權威的教師。教師需具專業外，更要對自己

的專業有信心，否則無法確定其工作的專業性，縱然致力於提升教師專業，但

仍無法說服大眾，同時，教師應由被動化主動追求進修機會與求新知。本研究

試圖透過實際訪談以了解國小教師從事行動研究對專業發展的影響以及探討教

師對行動研究的看法。 

 

伍、教師專業之相關研究 

    截至目前，有許多有關教師專業成長之研究，但少有探討有關教師進行行

動研究與專業發展之間關係的研究，因此本研究欲藉由訪談方式試圖探討國小

教師進行行動研究對教師專業發展之影響情形，故藉由蒐集整理教師專業成長

之相關研究以進行了解。 

 

一、教師專業成長與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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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錘卿(2000)綜合學者們的意見，整理出十八個「教師專業成長」的層面

，其中「從事行動研究」為專業成長的十八個層面之一，然令人惋惜的是，研

究結果顯示基層教師們皆認為目前教師普遍缺乏從事行動研究這項專業能力；

另外，俞國華(2002)是以中部四縣市之國民小學教師進行問卷抽樣調查，其研究

結果顯示，就專業成長而言，「教育思想觀念與態度」、「人際溝通」、「學生輔導

與管理知能」與「教學知能」等層面表現較佳，「行動研究知能」則屬需要努力

的層面。 

行動研究既屬教師專業發展之一環，教師實際從事行動研究之過程如何？

其又帶來哪些專業成長？此為本研究關注之重點，研究者將藉由訪談以探討此

問題。 

 

二、教師專業成長與教學效能及學校效能 

教師的專業成長與教學效能有相關嗎？江易穎(2002)針對國中音樂教師進

行研究，發現音樂教師在「專業成長」與「教學效能」之相關程度方面，不論

就整體或各層面之內涵而言，均呈現高度顯著的正相關性；李俊湖(1992)以台灣

地區公立國小之教師為問卷抽樣調查之研究對象，此研究以「教學發展」、「個

人發展」及「組織發展」三個層面進行研究，結果顯示國小教師專業成長愈高

，則其教學效能亦愈高，而任教年資愈高者其教學發展及專業成長亦較高；陳

香(2003)以高雄市立國民中學之教師(含組長及主任)為研究對象，進行問卷抽樣

調查，此研究以「教學知能」、「班級經營」、「學生輔導」、「專業態度」及「研

究發展」五個面向進行探討，發現國中教師服務年資較深的教師在專業成長的

知覺高於服務年資較淺的教師；綜言之，教師的教學年資愈高，其專業成長較

高，專業成長較高者，其教學效能較高。陳香進一步指出，教師專業成長愈好

，則學校效能也愈佳；學校效能愈好，教師專業成長也愈佳；其中學校效能包

含有行政管理、課程教學、學生表現、學校文化及公共關係等個面向。沈翠蓮

(1994)針對國小教師進行問卷抽樣調查，其研究提出結論認為專業成長在學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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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其重要性，規劃前進性的專業成長可使學校導向更有效能，而增強教師專

業成長對提升教師教學承諾有幫助。 

 

三、教師專業成長與知識管理 

鍾欣男(2001)的研究以台中縣市、彰化縣及南投縣之公立國小教師為對象

，進行問卷抽樣調查發現，學校知識管理情形愈佳，則學校本位國小教師專業

成長愈佳；另外，俞國華(2002)、李瑪莉(2002)的研究顯示教師知識管理愈佳，

專業成長程度愈佳，李瑪莉的研究提出年齡較大、碩士以上畢業、服務年資較

久之教師，其所知覺的教師專業成長情況較佳。 

 

四、教師專業成長與教學反省 

吳和堂(2001)所進行之研究以國中實習教師為研究對象進行問卷調查研究

，研究結果發現教師的教學反省與專業成長有密切關係，反省態度愈佳者，專

業成長愈好。行動研究的精神之一在教師的反省思考能力，教師若藉由從事行

動研究過程進行批判反省思考，是否亦有助其專業成長？此問題深值探討。 

 

五、教師專業成長與教師在職進修 

教師在職進修方式種類多元，研究者整理幾種不同進修型式的相關研究，

以了解不同進修方式對教師專業成長的影響。 

李茂源(2003)是以主動且持續參與讀書會學習的國中小教師為研究對象，

研究指出，國中小教師讀書會的學習特質，例如小團體式的合作學習、自動與

自願學習、彈性自主的學習內容、平等互動的討論對話等，可以有效的改進現

行教師進修活動的缺點，增進參與教師的專業成長；另外，中小學教師持續參

與讀書會的學習後，對其專業成長的影響，例如教師一般知能、教師專業知能

、教師專業態度等三面向能力皆有提昇。另外，Hashey & Connors(2003)的研究

亦發現，他們以小組討論為起點，透過閱讀並討論期刊、書籍的方式進行，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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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除了藉由期刊更新教學相關知識外，更也平衡理論與教學實務之間的差

距，與文獻得到有意義的對話。 

張美玉(2000)的研究亦顯示教師參與在職進修，例如自我進修、校內研習

以及校外研習等，可促進教師通用知能、學科知能、教育專業知能以及教育專

業精神的專業發展。韓諾萍(2002)的研究以台東縣市公立國小之教師為對象，針

對就讀過研究所與未曾進修研究所之教師進行比較，發現曾經參與研究所就讀

之教師在專業發展的各個層面及整體表現上均高於未曾參與研究所進修之教師

。吳慧玲(2003)的研究以高雄市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發現教師參與在職進修的

方式，包含「學位進修」、「學分進修」及「一般研習進修」，其中就專業成

長之「教學策略」層面上，參與學分進修的教師顯著優於參與學位進修的教師

，而「學生輔導」層面上，參與一般研習進修的教師表現顯著優於參與學位進

修的教師。 

綜合上述討論發現，目前有關教師專業成長之相關研究以量化研究所佔比

例較多，教師的專業成長可透過參與不同形式的進修方式獲得，同時，教師專

業成長將影響教學與學校等各層面，而研究者感到興趣的是，教師透過參與行

動研究對其專業成長有何影響？因而欲藉由訪談進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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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章之主要目的在說明本研究之研究方法，敘述本研究所採用之方法與步

驟。共分五節來說明：首先依據研究目的及文獻探討，說明本研究之研究取向

，並根據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提出研究方法；第二，描繪說明研究參與者；第

三，敘述研究步驟與研究實施歷程；第四則說明本研究資料整理與分析；第五

說明本研究之信度與效度問題。 

 

 

第一節    研究方法 

 

本節之主要目的在說明本研究所採用之研究取向以及研究方法，茲分列為

兩部分，第一部分為敘述採用質性研究方法之原因，第二部分為本研究之研究

方法設計。 

 

壹、質性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了解曾經做過行動研究之國小教師，其從事行動研究的

經驗以及做行動研究對其專業發展的影響，著重於研究參與者的經驗及看法，

希望對整體現象及意義有一深度的了解，而非探討獨立的變項或假設，因此，

本研究採用質性的研究方法（qualitative research）。 

綜合整理幾位學者的意見（Miller ＆ Crabtree, 1992；Patton, 1990；Merriam, 

1998），質的研究方法通常目的在確認（identification）、描述（description）以及

解釋（explanation），質性研究善於描述現象的特質及意義，與量化研究相較，

質化研究更能深入了解人類經驗的意義，且資料蒐集不受預定分析類別之限制

，可增加資料的深度與細度，而研究樣本少，可提供豐富詳細的訊息資料。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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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研究最主要是從研究參與者的觀點來瞭解某一事件或現象，透過質性研究可

以幫助我們深入瞭解問題的核心，並取得較完整的資料。 

研究者主要關懷點在於「行動研究對國小教師專業發展之影響」，期許從

研究中瞭解國小教師從事行動研究之經驗與歷程，以及從事行動研究對其專業

發展有何影響？由於研究者將焦點著眼於研究者參與的經驗、想法與心理歷程

，故本研究採以質性研究方法為研究根本。 

     

貳、質性訪談 

本研究採用之研究方法以質性訪談法為主，Lincoln ＆ Guba（1985）認為

，訪談是指二個人以上進行「有目的的對話」（conversation with a purpose）。而

訪談法允許研究者可以再將問題重述、釐清疑點、避免誤解，且可觀察受訪者

的非語言反應，以及對話情境（引自林明地，2000）。本研究希望藉由訪談的方

式與受訪者進行互動、交流，並在過程中澄清、解釋自己的想法，期能蒐集到

最豐富的資料。 

Patton（1990）將訪談方法歸類為四種類型，分別有非正式會話訪談、引

導式訪談(interview guide)、標準化開放式訪談以及封閉式、固定反應的訪談。

其中訪談引導法之特徵在於訪談所涵括的主題係事先以綱要的形式明定，提供

了主題或話題範圍；訪談者於訪談進行中決定問題的順序及字組，可自由地探

索、調查和詢問問題，以闡明該特殊話題。本研究基於研究目的採用訪談引導

法，事先擬定半結構式的訪談大綱，並考量時間及各方面資源有限，預計訪談

11 位曾做過行動研究之國小教師，以瞭解國小教師進行行動研究與專業發展相

關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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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參與者 

 

質的研究集中深入地研究精心選擇、數量較小的樣本，有時甚至只有一個

個案（Patton, 1990）。本研究之取樣方式採用立意取樣（purposeful sampling），

Patton （ 1990 ） 認 為 立 意 取 樣 之 邏 輯 和 效 力 在 於 選 擇 資 訊 豐 富 之 個 案 （

information-rich cases）作深度的研究，樣本中含有大量對研究目的至關重要的資

訊，以說明研究所關注之問題。 

本研究希望能深入瞭解國小教師進行行動研究與專業發展間之相關的經驗

與問題，故以訪談為主要研究方法，共邀請 11 位曾經做過行動研究之國小教師

參與本研究，接受研究者之訪談。 

 

壹、選取研究參與者考量因素 

因受到教育改革與教育政策的影響，全省各國小教師做行動研究的風氣漸

行，而在選取研究參與者時，考慮下列因素： 

 

一、背景條件 

本研究之研究參與者為現職國小教師，其中包括教師兼任組長及主任，並

曾經於服務期間做過行動研究之教師。 

 

二、選取範圍 

由於研究者衡量各方面資源有限，考量時間及地緣方便性，故以研究者服

務縣市之教師為主要研究對象，導訪談之三位教師中，有兩位為服務於台北市

，一位服務於台中市，正式訪談則選擇台中地區且曾經做過行動研究之教師為

研究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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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意願配合 

由於本研究所探討之問題牽涉到參與者當初做行動研究之動機、經驗、心

理歷程等，甚至牽涉到工作情境等個人極為隱私的部分，如此坦露個人內心世

界對參與者而言是一項極大的挑戰與掙扎，再加上國小教師所要處理事務極為

繁多，欲撥出時間參與研究實為困難，因此，研究者先擬具「研究邀請函」（附

錄一）邀請研究參與者，說明本研究動機及相關事宜，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

對所有資料做絕對保密外。另外，事先將訪談大綱予參與者，讓參與者能了解

在訪談中所需面對之相關問題，最後確定參與者之意願後進行後續研究工作。 

 

貳、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 

根據上述因素考量，本研究最後選定之研究參與者共計 11 位，於前導訪

談(表 3-1)，共訪談了 3 名國小教師，而正式訪談共計訪談 8 位研究參與者，其

基本資料如下表(表 3-2)： 

 

表 3-1、前導訪談受訪者資料 

代  碼 

項  目 
J 教師 Y 教師 H 教師 

訪談別 前導訪談 前導訪談 前導訪談 

性別 女 女 男 

出生年次 65 年次 58 年次 57 年次 

已/未婚 未婚 已婚 已婚 

教學年資 5 年 9 年 11 年 

最高學歷 
學士 

碩士肄業 
碩士 

碩士 

博士肄業 

服務地區 台北 台中 台北 

現任職務 五年級級任 教學組長 設備組長 

訪談日期/時間 92.3.22/12：50pm 92.4.24/1：40pm 93.1.12/1：40pm 

第一次訪談時間 53 分鐘 42 分鐘 82 分鐘 

第二次訪談日期/時間 93.1.19/10：10am 93.2.6/4：30pm / 

第二次訪談時間 12 分鐘 10 分鐘 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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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正式訪談受訪者資料 

代碼 

項目 
R 教師 I 教師 S 教師 C 教師 U 教師 W 教師 N 教師 G 教師 

性別 女 女 女 女 男 男 男 男 

出生年次 64 年次 55 年次 61 年次 65 年次 54 年次 62 年次 62 年次 59 年次 

已/未婚 未婚 已婚 未婚 未婚 已婚 已婚 未婚 已婚 

教學年資 5 年 17 年 9 年 6 年 19 年 8 年 6 年 11 年 

最高學歷 學士 學士 碩士 

碩士 

博士肄業

學士 

碩士肄業

碩士 碩士 

碩士 

博士肄業

服務地區 台中 台中 台中 台中 台中 台中 台中 台中 

現任職務 導師 組長 導師 導師 主任 導師 導師 導師 

訪談日期/

時間 

93.3.31 

4：30pm 

93.4.2 

8：30am 

93.4.23 

10：45am

93.3.31 

2：00pm

93.4.26 

9：20am

93.4.12 

2：10pm

93.4.12 

10：10am 

93.4.1 

2：00pm

訪談時間 75 分鐘 58 分鐘 67 分鐘 69 分鐘 53 分鐘 56 分鐘 60 分鐘 78 分鐘 

 

 

 

第三節     研究步驟與研究實施歷程 

 

本節將介紹本研究的研究步驟與研究實施歷程，研究實施歷程包括初探期

、計劃期、正式研究期及後續整理期。 

 

壹、研究步驟 

根據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研究者擬定本研究步驟，繪出本研究的流程圖

（圖 3-1），並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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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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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實施歷程 

一、初探期 

(一)資料蒐集與閱讀 

一開始針對研究者有興趣之主題，如教師行動研究、教師專業發展等相關

資料進行蒐集與閱讀，漸漸地猶如滾雪球般愈讀愈多；另外，為讓研究者具有

研究能力並讓研究更具嚴謹性，在閱讀相關文獻外，也閱讀有關研究方法等相

關書籍。同時，亦利用機會與同事及同學進行非正式對話，以釐清研究者的想

法，尋找研究問題與焦點。 

(二)進行自我訓練、擬訂前導研究之訪談大綱並進行前導研究 

研究者對所欲了解之現象與問題有了初步雛型後，隨即找了三位分別於台

北市與台中市服務之國小教師進行前導研究訪談，一方面做為研究者對訪談能

力與技巧的訓練與培養，一方面做為爾後研究問題、訪談問題的參考，並於訪

談結束後讓研究參與者填寫受訪者基本資料(附錄五)，以利資料整理。訪談時

間分別為九十二年三月下旬、九十二年四月下旬及九十三年一月中旬；於第一

次訪談分析結束後，因資料不夠完整而分別針對研究參與者 J 及 Y 於九十三年

一月下旬及二月上旬進行第二次訪談，由於第一次與第二次訪談時間間距過長

，因此於第二次訪談前研究者先將第一次訪談之逐字稿給研究參與者參閱。訪

談結束後，整理三位教師的經驗與想法後，進而修正前導研究之訪談大綱，擬

訂正式研究之訪談大綱(附錄三)。前導研究為本研究之試探性質，目的在確定

研究主題的可行性、修正研究設計與缺失，並增加研究、訪談的經驗有助於正

式研究進行。根據研究者有興趣之議題，並參考相關文獻，與指導教授商討後

，擬訂研究之訪談大綱。 

(三)心得與反省 

為了確實記錄每次訪談的過程、優缺點及訪談後能回憶訪談當時狀況，並

做為爾後資料整理與分析的參考依據，於每次訪談結束後，隨即將訪談心得、

感想記錄成「訪談札記」(附錄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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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計劃期 

(一)閱讀再閱讀 

經過先前的閱讀及前導研究漸漸聚焦後，為讓研究更縝密，再行閱讀更多

相關書籍與資料，補充先前不足之處，並根據前導研究及文獻閱讀，擬訂本研

究計劃，做為後續研究步驟之參考。 

(二)編擬正式訪談大綱及研究參與邀請函 

修正先前研究經驗、進行相關閱讀，並參考前導訪談之資料分析，檢討訪

談過程以及訪談技巧之缺失，並檢視訪談所編擬之問題可否達到研究目的、獲

得切合之相關資訊，同時參考其他相關研究之訪談大綱，編擬出本研究之正式

訪談大綱。 

    為了讓研究參與者能對本研究之目的、進行方式等等相關事項得以了解，

於邀訪前編擬研究參與邀請函（附錄一），主要說明事項有：1.研究者基本資料

及介紹、2.研究動機與目的、3.研究重要性、4.研究方法(錄音必要性)與研究倫

理(保密原則)、5.預定次數與時數、6.訪談大綱等。 

(三)著手找尋、邀請並確定研究參與者 

為了讓研究資料與結果更具豐富性，於尋覓研究參與者時，盡可能選擇不

同之背景條件，例如在性別上男、女各半，在學歷上，盡可能涵蓋學士、碩士

及博士學歷者，在教學年資及擔任職務上，亦盡可能平均選擇。 

研究者從台中市國教輔導團之網站上查詢曾參加過行動研究論文徵文比賽

之名單，另由個人人際脈絡中尋找曾做過行動研究之國小教師，從兩種名單中

，列出符合背景條件之教師名單，並逐一取得聯繫，先以電話方式邀請研究參

與者，說明研究動機，當受邀之研究參與者對研究表示有興趣時，再另約時間

，並將研究參與邀請函、訪談同意書（附錄二）及訪談大綱等文件給受邀者，

以了解本研究之目的及相關事項，最後確定受邀者之參與意願，並確定研究參

與者之名單。 



 32

由於國小教師事務急為繁瑣，在正式研究階段，研究者於邀訪研究參與者

過程中頻頻受挫，許多符合本研究受訪條件之教師及主任因準備校務評鑑、準

備各項考試或工作極為繁忙而無暇接受訪談，最後八位受訪者中，僅有三位是

國教輔導團行動研究徵文比賽得獎者，其餘五位皆是藉由研究者個人人際脈絡

煩請服務於其他學校之同學或朋友協尋符合條件且有意願之教師。 

 

三、正式研究期 

(一)訪談前置作業 

確定受訪名單後，隨即與受訪者約定訪談時間，並於訪談前一週以各種方

式與研究參與者聯繫、提醒，同時利用電子郵件等方式，將本研究之訪談大綱

寄給受訪者。在正式訪談開始前與受訪者再次說明研究目的與動機，同時強調

研究倫理之相關事項，以保護研究參與者。 

(二)正式訪談 

為了盡可能不讓外界因素干擾，訪談地點盡量在非開放性空間，讓參與者

與研究者盡可能可安心、專心地討論、分享經驗，例如研究參與者學校的專任

教室或教師休息室，或是研究參與者進修就讀學校之研討室等。 

訪談時，研究者依事前編擬之半結構式之正式訪談大綱，依序訪談受訪者

，另依受訪者之反應隨時調整問題提問方式或順序，遇有不清楚或前後矛盾之

處，則立即發問以澄清想法。於每次訪談時，準備一份小禮物給受訪者，對受

訪者表達謝意及受訪者參與的重要性。 

(三)訪談結束 

每次訪談結束後，研究者立即將訪談當時之情形與心得及受訪者之非語言

表情或特殊情況等等記錄下來做成訪談札記（附錄六），做為日後研究分析之參

考資料。另外，研究者的時間資源有限，為爭取寶貴時間而煩請他人代為轉謄

逐字稿，因此要求訪談謄稿員簽立謄稿同意書(附錄四)，遵守保密原則。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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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訪談資料轉謄無誤，研究者於謄稿員於稿件謄畢後，研究者將自行再重新

檢閱以確認無誤。 

研究者於逐字稿檢閱完畢後，再將文字稿件以 e-mail 的方式寄給研究參與

者進行校正檢閱，以確保文字內容符合研究參與者之原意。 

     

肆、後續整理期 

將所蒐集得之所有資料予以分析、整理，進行分析比對，不斷反復閱讀、

思考與反省檢討，並整合出研究結果與研究結論。 

 

 

第四節     訪談資料整理與分析 

 

此節將說明訪談資料整理、分析之過程，茲分為訪談內容資料整理、資料

分析步驟與編碼、萃取核心主題，以及訪談分析與結論。 

 

壹、訪談內容資料整理 

研究者將訪談錄音資料經轉謄為逐字稿並送交研究參與者核對無誤後，依

質性研究之編碼原則，先將每位受訪者以英文字母大寫代替，如研究參與者一

之代號為 J，研究參與者二之代號為 Y，研究參與者三之代號為 H，而研究者之

代號為 L 等。為方便整理分析與檢索，將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所述說的語句分

別編號，例如：研究者說的第一段話編為 L001，J 研究參與者說的第一段話則

為 J001 等；而第二次訪談之句碼編號，J 研究參與者第一句話為 SJ001，Y 研究

參與者第一句話為 SY001，研究者為 SL001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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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逐字稿的格式 (附錄七)，為方便檢視而使用單面印表，並將表格細分

為主題、編碼、訪談內容(逐字稿)、初步分析及備註等項目，以方便日後評註

及分析。 

 

貳、資料分析步驟與編碼 

首先閱讀所有的訪談逐字稿及文件，逐段檢視訪談內容，並依據研究目的

進行大類目之編碼，例如：基 1 表示基本資料，目 1 表示第一項研究目的，目

2 代表第二項研究目的等。接著將關鍵句、詞加以標示，例如：J002：「就是因

為接了教學組長的職位之後，因應上面的需求所以就帶領著一群年輕的老師做

行動研究。一剛開始的心情當然是覺得被迫啊！可是後來是因為一群老師都有

在做嘛！所以覺得跟人家合作的感覺還不錯啊！」再將關鍵句、詞歸納成小類

目，同時命名成不同的主題，例如 J002：「就是因為接了教學組長的職位之後

，因應上面的須求所以就帶領著一群年輕的老師做行動研究。」歸納為『做行

動研究之動機』，而「一剛開始的心情當然是覺得被迫啊！可是後來是因為一

群老師都有在做嘛！所以覺得跟人家合作的感覺還不錯啊！」則歸納為『心情

轉變』，並且在不同研究參與者間進行比較、整理，並配合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與

研究問題逐一分析、歸納。 

 

參、萃取核心主題 

分析訪談內容核心主題之表格格式細分為主題、內容概念、句碼、編碼及

備註等(附錄八)。 

將編碼後的資料分門別類，繼續加以分析比較，綜合不同受訪者，將內容

相近的一類做有意義的歸納與連結；內容分析以「主題」為主軸，將所有受訪

者所談及相關議題之所有句子皆列入，並綜合整理、精簡語句，歸納出概念，

例如主題一「做行動研究之原因」，其中內容概念包括：1.學校主管要求；2.為



 

 35

了完成研究所之作業。而內容概念 1 的語句有 J002、J007、Y002、Y012 等，內

容概念 2 的語句有 G018、G019、G020、C001、U010 等。 

 

肆、訪談分析與結論 

分析各個核心主題，將所有相同或相異之主題間，做有意義的連結，進而

形成研究的結論，結合研究脈絡回應本研究之研究問題，例如本研究將萃取出

之「利用晨會公佈公文」、「個學習領域定期交件」、「全校教師做行動研究」以

及「教師組讀書會」等概念放在「學校推行行動研究的做法」類目下，用以回

應研究問題一「服務學校有哪些推行行動研究的相關方案」。 

 

 

第五節    研究的信度與效度 

     

效度和信度是傳統實證主義(positivism)量化研究的判定標準(胡幼慧、姚美

華，1996)，因此信度與效度自然成為評鑑研究的重要指標；Alkin 等人認為質

性研究的信度與效度特別決定於研究者本身的素養，因為研究者既是蒐集資料

的主要工具，也是資料內容分析的核心(引自 Patton, 1990)。除此之外，研究結

果的信度與效度包括了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的互動形式、資料蒐集、紀錄、分

析及資料詮釋，這些過程須經由嚴謹的技術與方法予以完成(王文科，1994)，因

此敘述詳細之研究過程與分析方法是可信度的指標之一，此部分已於第五節詳

加說明。 

為了使研究者於分析、解釋訪談資料時能更貼近研究參與者的真實世界，

同時不傷及研究參與者之權益下，本研究另以下述方式增進並確定資料及內容

分析之可信度、正確性及真實性。 

 



 36

壹、謹守保密原則 

研究參與者在安全、保密、尊重、可信任的情形，將提高意願分享個人切

身經驗與想法，在此情境下進行訪談以獲得可信之研究資料。 

 

貳、使用訪談錄音 

經研究參與者同意於訪談過程中使用錄音器材，以確保訪談資料之完整性

與正確性；另於分析、呈現資料時，研究者直接引述研究參與者之訪談資料，

使讀者知道受訪者的談話，以減少推論及自我判斷之錯誤。 

 

參、研究參與者檢核 

訪談錄音資料轉謄成逐字稿後，先送請研究參與者檢校，確認內容無誤後

始進行資料分析；於初步分析、整理完後再送請研究參與者檢閱，以確定研究

者未誤解研究參與者之意思。 

 

肆、詳述研究過程與分析方法 

說明清楚研究參與者選取過程與研究實施過程，並交代清楚分析方法，故

此部分於本章節做一詳細說明。 

 

伍、三角檢定 

研究過程中利用不同資料來源，應用方法說明如下： 

一、參考研究參與者之行動研究作品，做為訪談時尋找訪談問題與脈絡之參考

，將所得資料與多位研究參與者之訪談內容進行交叉分析檢證，以求互相

對照驗證。 

二、應用同儕評論策略，經常與指導教授、同儕研究生以及同事進行討論，以

確保資料分析之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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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我省思：質性研究最重要特徵即研究真實性與研究者的自省能力，著眼

於研究者在整個研究過程中須不厭其煩地反覆進行反思與檢視，以避免涉

入個人偏見或不當情緒反應而有失客觀，於整個研究過程中盡可能保持中

立態度。於每一次訪談結束後，隨即記錄下任何相關資訊，詳細記錄受訪

者之非語言表現部分，並檢討得失，同時反覆重聽錄音檔及反覆閱讀逐字

稿並回憶訪談當下之情景，以供日後訪談及分析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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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教師從事行動研究的經驗 

 

本研究旨在了解國小教師從事行動研究的經驗以及對專業發展的影響，為

了詳細了解國小教師的行動研究經驗及想法，故第四章與第五章，研究者依序

呈現教師從事行動研究的歷程以及對專業成長的影響。 

根據訪談結果予以分析，本章主要目的在呈現教師從事行動研究的歷程，

探討目前國小推動行動研究的狀況，以及了解教師做行動研究的原因以及研究

過程中所遭遇的挑戰等。 

 

 

第一節   國小推動行動研究之現況 

 

教育行動研究目前正大力地被教育部及各縣市教育局倡導，各國小面對這

項任務有何因應策略？本節旨在了解研究參與者的服務學校推動行動研究的方

法、學校提供教師們哪些支援以幫助教師從事行動研究，以及教師開始做行動

研究的原因。 

 

壹、學校推動行動研究之啟動機制 

一、由「國教巡迴輔導」、「校務評鑑」與課程發展委員會觸動 

Y 教師服務學校受教育局鼓勵各級學校教師做行動研究影響，再加上教務

主任於課程發展委員會中提出巡迴輔導的參訪日期及重點，其輔導評鑑指標之

一包含教師做行動研究，因此決議於國教輔導團到校參訪之前需完成該項業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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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根據教育部的政策開會之後，剛開始是鼓勵台中市所有的學校都做行動

研究，回來之後跟主任課長討論過後，在課發會做一個決議看要不要做，

…然後給老師大約半年的時間，…我覺得有時候好像是配合著主任，…巡

迴輔導是一個關鍵…。這是最大的一個原因，學校要去要這個成果。

(Y016) 

 

而 R 教師與 W 教師情況相似，學校受校務評鑑或教育局影響而要求教師

做行動研究。 

 

…等於是說他們(校務評鑑委員會)來學校考察，考察學校做那些，行動研

究有那些方面的、那些創新教學…，所以學校才要求老師去做呀！(R058) 

 

學校可能是承接教育局的指示吧！就是要學校老師交幾篇行動研究的報告

上去！…(W016) 

 

二、『行動研究』是資訊種子學校重點之一 

N 教師服務學校為台中市國小資訊種子學校之一，行動研究是其中一個要

項，因此學校的整體教學需配合種子學校的各項要點而完成一件行動研究。 

 

我們學校是資訊種子學校，…包含主題有教學主題探索等等，其中有一項

是行動研究的部分，我們(學校)是負責健康與體育領域的，所以我們必須

朝健康與體育的方向去做一個行動研究出來。(N002) 

 

貳、學校推行行動研究的做法 

一、利用晨會時間公佈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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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教師的學校曾利用晨會時間公佈相關訊息，以口頭鼓勵教師做行動研究

，且學校並未要求教師一定要交行動研究報告。 

 

…就是反正他就是晨會公佈有這項東西(行動研究)，鼓勵老師可以自己做

行動研究。(S021)就是一般公文這樣公佈而己，並沒有說特別要求，或哪

一個學年要交，至少要交幾份這樣。(S022) 

 

二、各學習領域定期交件 

學校以各學習領域來劃分，要求每個學習領域定期一學期或一個月繳交一

件行動研究的作品，但教師的著墨並不多；另外，以 R 教師的經驗，雖然學校

以學習領域為繳交作品的單位，但多由年紀輕的教師參與居多。 

 

學校對每個學習領域，每個月會要求做一個行動研究，但是我覺得老師們

著墨不多，並沒有很深入的去研究…。(C014) 

 

…只是把它(行動研究)分到各領域去，然後到底誰該做？所以常常各領域

還是從年紀小的開始做呀！因為他們一般都會認為年輕人有時間、比較懂

，老的什麼都不會…。…什麼創新教學、行動研究，幾乎每個學期、每一

年都要交呀！所以它已經變成一種就是年輕老師就要做這個呀！(R037) 

 

三、全校教師做行動研究 

Y 教師及 W 教師服務的學校推動的做法是要求全校每一位教師都要做行

動研究，並交行動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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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根據教育部的政策開會之後，剛開始是鼓勵台中市所有的學校都做行

動研究，後來跟主任課長討論過後，在課發會做一個決議看要不要做，後

來是決議全校都做。(Y016) 

 

做行動研究是學校那時候推廣，要做行動研究，還規定說每個老師要做一

篇…。(W001) 

 

四、教師組讀書會 

G 教師曾於指導實習教師那一年，在服務學校內辦了一個讀書會，雖然讀

書會一開始並非為了行動研究，但最後卻也以協同教學及讀書會的方式完成了

一篇行動研究報告。 

 

我們學校推的話，比較正式的就只有我帶實習老師那一年，我有開一個讀

書會，…也有學校其他老師來參與；…雖然不是行動研究方面的，像有所

謂多元評量、課程統整的部分，…那個讀書會雖然不是行動研究，可是我

們運用協同教學及讀書會的方式，最後也完成一篇行動研究的報告。

(G034) 

 

五、「由上而下」形式化的問題 

G 教師認為有些學校推動行動研究的方式有些偏頗，要求每個老師只交一

張 A4 表格的書面資料是不足以稱為「行動研究」，充其量只是「學生輔導記錄

」，他認為這問題事態嚴重。以他的觀點，有些學校雖然有在推動教師行動研究

，但是推動的方向或方式不對，造成一般教師對行動研究產生誤解，致使行動

研究成為教師為了應付形式的情形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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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的學校在推的歷程當中它的方向也會走偏，例如像有的學校規定每

個老師都要做行動研究，…他們的行動研究報告居然是每位老師只要交一

張 A4 的書面資料即可…。(G032)因為那根本不叫行動研究，如果你要做

學生問題輔導記錄的話，…這樣是沒有問題的。…我覺得有一些學校推的

太過火了，甚至方向都偏了，我覺得這真是一個滿嚴重的問題。…很明顯

的嘛，老師根本就不會，然後你上面行政又要推，推的方式又不對，…當

然老師也會誤解說，那個東西對我也沒有用啊，我只是應付，所以行動研

究到最後變成一個形式化的東西…。(G033) 

 

參、教師從事行動研究過程中所獲得的支持 

一、市政府給予經費支持 

台北市在推動「教師做行動研究」的第一年，曾提供研究經費補助參與研

究的教師做為影印、購買相關書籍等用途，但第二年開始則僅是發公文到各級

學校鼓勵教師做行動研究。 

 

…那是第一年做，所以有經費(J006)，第二年好像沒聽說！…好像沒什麼

辦法吧！可是好像有來文鼓勵老師做行動研究。(J007)…可是有經費嘛(

第一年)！所以也有買相關的書籍。(J008)…可能就是我們要影印一些東

西有一些幫助而已嘛！(J016) 

 

N 教師服務的學校是台中市資訊種子學校之一，市政府有撥發經費給各「

資訊種子學校」，因此有部分經費供他們進行行動研究之用。 

 

研究經費就是從這個資訊種子學校這個部分來的，裡面有部分的經費給我

們，(N023)…研究經費是掛在這個下面的(資訊種子學校)。(N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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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提供硬體設備 

N 教師服務的學校設備新穎，教學相關設備相當完善，同時當教學研究需

要用及其他教室時，行政人員會給予全力支援與支持；U 教師服務的學校亦提

供教學媒體設備。 

 

我們學校的教學設備滿充足的，比如我們想用到什麼樣的教室(視聽教室)

，行政方面會給我們全力的支援…。(N017) 

 

…我現在拍攝教學的攝影機，那就是學校的部分嘛！(U026)…教具部分，

你不做研究也可以申請的，因為我本身做的就是跟教學有關…。(U028) 

 

三、教師尋求人力資源 

U 教師是國教輔導團自然科領域小組成員之一，而 S 教師的另一個夥伴是

負責管理學校教材園的老師，他們皆認識幾位自然科或生態專長的專家，因此

在教材或教學上遇到問題，多可請益這些專家，獲得協助。 

 

我本身是在國教輔導團自然科領域小組的成員，我們是有一些同好，…有

組織一個學會，…那我會依他們的專長，…看我課堂上有需要的內容部分

，我再跟他們請教。(U014) 

 

我另外一個夥伴，教材園就是歸他管，所以他有校外的資源(人力資源)，

就是他有認識一個生態專家，…所以有時候我們需要蟲卵或什麼的時候，

…他可以供應免費的。(S028) 

 

肆、教師動手做行動研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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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一開始動手做行動研究的原因大致可分為兩種，一為被動參與，另一

是主動參與。 

一、被動參與 

(一)學校主管要求 

J、Y、I 及 N 教師一剛開始並非主動自發想做行動研究，而是校長或主任

要求老師需做行動研究。J 教師及 Y 教師當時是擔任教學組長的職務，J 教師他

的校長希望教師能做行動研究，所以便以教學組長帶動教師做行動研究。Y 教

師及 I 教師認為，當時若非學校要求，他們不會主動做行動研究。 

 

就是因為接了教學組長的職位之後，因應上面(校長)的需求，所以就帶領

著一群年輕的老師做行動研究。一剛開始的心情當然是覺得被迫啊(校長)

！(J002)…可是我是覺得是校長想要做這個行動研究，然後就想鼓勵老師

，用教學組長的名義來帶動一下這樣子。(J007) 

 

來這個國小滿一年半今年是第二年，然後就接下教學組長的工作…。

(Y002)不管是行動研究或以前做過的研究都是有目地的，都是因為學校需

要嘛！自己比較不會花時間去做，如果學校不要求，我大概不會去做吧！

(Y012) 

 

…這是學校規定，…那時候開始做教學研究是為了要應付學校。(I002) 

 

N 教師則是受校長邀請，校長除了認同 N 教師的能力外，他所考量的另一

理由是 N 教師同學年有一位教師的先生為 A 師大的教授，若在研究過程中遇到

問題，可以有諮詢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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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做行動研究的第一個是因為學校的需求。(N001)…大概是校長認為我

有這個能力去做吧！然後包含我們學年主任的老公是 A 師大的教授，如果

從中有問題的話可以請師大的教授幫忙…。(N008) 

 

(二)為了完成研究所之作業 

受訪的 11 位教師當中，有 3 位正在研究所進修，做行動研究的部分原因

是為了完成研究所的作業。G 教師受自己碩士論文研究經驗的影響，發現相較

於其他研究方法，行動研究對在職學生而言是較為適合從事的研究，因為行動

研究的精神之一是要從實際教學中尋找與解決問題，再加上研究所課業需求，

因而動手做行動研究；C 教師亦是因為進修碩士班研究所時，修了一門行動研

究法的課，為了交這門課的報告；另外，U 教師則是計劃將目前進行的行動研

究作為碩士論文。 

 

…當然教學上是其中一個因素，那自己在研究所所受的一些學業和課業方

面也是有一些關係。(G020)那可是在做研究的過程(碩士論文)當中發現，

有一些研究的立意或研究的方式對國小老師而言，它的助益不見得會那麼

大，所以行動研究是一個滿適當的方式。(G019)我們是在職教師，那行動

研究的其中一個精神就是從實際教學中去找出研究問題出來，所以行動研

究對於一般在職教師可能比較容易找出研究問題，…比較適合去從事的研

究。(G018) 

 

研究所(碩士班)二年級修課(行動研究)，才第一次接觸到行動研究。…為

了要交報告才做行動研究，也才第一次認識行動研究。(C001) 

 

…其實在我做的研究，一方面也是當做一個碩士論文在做研究…。(U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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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動參與 

(一)預見未來之趨勢 

R 教師第一次做行動研究是因為當時覺得『教師做行動研究』將會是個趨

勢，因而自發性地嘗試做行動研究，認為可以先做，以備將來有需要「交作業」

，而非因為出於自己對行動研究的興趣。 

 

…我記得不是被逼的，好像有點類似自發性去做，那時候我會想做，就是

做行動研究好像就是一個趨勢，那時候可能會想說先把它做起來。(R009)

第一次是自發性，但其實是想到未來，想到以後會用到，所以才去做的，

而不是去做是為了自己的興趣呀！(R013) 

 

(二)始於改善教學實務 

H 教師及 S 教師做行動研究並非被動地受學校要求或是為了徵文，不是特

地為了「做行動研究」而從事行動研究。H 教師是因一群好朋友於日常教學工

作中即已融入行動研究的概念，偶然機緣下將平日即有的教學點滴與改變訴諸

文字，唯因緣際會參加徵稿活動，再加上「天時地利人和」促成他們得以產生

文本寫作；S 教師是因為原本即已在進行課程改進，過程中因為看到了徵文比

賽，所以同伴建議將課程改進的過程記錄下來，他們一開始的行動研究皆不是

為了徵文或是公文。 

 

…我們當時在做的時候並不是要去發表文章，…我們本來就是在「玩」一

些教學上的一些改變，然後就是有個機緣就是看到這樣一個徵稿…。

(H007)…所以要強調的是說，今天我如果不是在這個學校，我如果是在這

個學校又不是在這個學年，我又沒有遇到這些老師，我們可能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並不是指說他們什麼都沒做，一樣在做教學上的改變跟嘗

試，但是它會不會生產這樣的文本出來？其實不會。(H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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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其實原本並不是為了做行動研究而做行動研究，我們原本是改進一個課

程，後來我另一個夥伴說有這樣一個訊息(行動研究徵文)，他說反正我們

就是在做改進教學的東西，…不如把我們正在進行的東西就是把它以用行

動研究的方式來去做，所以實際上我們不是公文下來才要做行動研究…。

(S001)我們已經在規劃這樣子的一個課程改進，…後來那個行動研究是半

路冒出來的嘛！(S003) 

 

另外，R 教師及 C 教師的第二及三次行動研究是為了解決教學上所遇到的

問題，R 教師的第一次是為了將來做準備，第二次做行動研究是因為後來帶班

時碰到較多的挑戰，當時覺得非常辛苦，因此下班後會將整個解決問題的過程

記錄下來；C 教師的第一、二次行動研究是為了交研究所的作業，第三次則是

為了解決學生的問題。 

 

…後來帶的第二屆，我會覺得問題學生很多…，所以我要去適應他們，…

因為那時候剛帶他們很辛苦，…所以回到家我就開始會去思考說怎樣把他

一些行為矯正過來，回家之後就開始類似寫記錄…。(R014) 

 

…做學生的方面(行動研究)就沒有學術性，只是為了要解決掉心裡面的問

題而已。(C002) 

 

(三)個人興趣所在 

C 教師第二次的行動研究雖然主要是為了交研究所的作業，同時亦是因為

自己對該議題有興趣而嘗試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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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做的是性別(主題)，是自己有興趣的東西…，可以來做做看！…做

一個女性教師性別覺察的行動研究，那是我有興趣去做的，…我查了很多

學術性的研究。(C002) 

 

 

第二節   教師做行動研究遭遇的挑戰 

  

此節所呈現的是研究參與者於教學實務現場中，從事行動研究過程中曾遭

遇到的困難，以及他們如何克服這些困境的相關經驗。 

 

壹、行動研究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 

一、對行動研究的認識不明確 

(一)缺乏行動研究的能力 

在訪談的 11 位研究參與者中，有 7 位教師提及一般教師並沒有行動研究

的概念與研究的能力，就算老師知道字面上的意思，但仍不清楚真正的內涵，

所以要做行動研究是很困難的，在此有許多教師產生排斥感。除此之外，W 教

師則認為雖然行動研究的立意很好，但是在研究過程中，教師自己一個人是不

容易確定整個研究設計是否完善，因此結果易令人起疑。 

 

一開始對行動研究名詞有點陌生…，(I005)…沒有學過，這個名詞我連聽

都沒聽過。(I006) 

  

…在一般大學或一般老師很少有這樣的概念，所以其實是你要他們做行動

研究都滿困難的。(G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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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百分之六十(學校老師)的話他沒有辦法去做，因為他們不了解，…

他們知道字面的解釋是什麼，但是實際的內涵，如何去做，他們可能還不

太去了解…。(N052) 

 

…我想，有的老師可能不知道行動研究是什麼，也沒辦法寫，不是沒有做

，可能是沒辦法寫吧！(S023) 

 

…這個過程、立意很好(行動研究)，但是結果是會讓人家非常起疑的。

(W022)因為一開始你的研究設計就不知道有沒有很完備、詳實？(W024)…

沒有這種行動研究的概念，…所以很多人都會排斥啊…。(W036) 

 

是什麼原因造成教師們缺乏從事行動研究的能力？有教師提到，一方面是

在過去的師資培育過程中，並未有這樣的一門課程訓練師資生做行動研究，而

服務學校所提供的在職進修亦沒有相關的訓練，除了有再繼續進修研究所的老

師之外，對一般教師而言，進行行動研究是有困難的。 

 

…這是這幾年才開始流行的，一般老師大概都是幾年前畢業的，所以對行

動研究應該是不熟…。(W020)…一開始就先天不足，因為行動研究以前沒

修過這門課啊！所以先天的先備知識就不夠。(W027) 

 

…不但平時沒有接觸的管道，…學校也沒有這方面的相關訓練課程。就好

像要求一群沒有槍枝、武器的老百姓，上戰場去打仗一樣。(C018) 

 

也沒有辦這方面的研習，…但是還是不知道它的理論是什麼，沒有一個基

礎。(I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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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老師有再進修(研究所)的，他可以有辦法接之外，…但是沒有接受

過行動研究的訓練可能就沒有辦法做。(G039)…沒有受過那個訓練，可能

對一般老師來說要寫是比較困難的。(G072) 

 

一般來講，在學校裡面，他如果沒有讀書或進修，他是很容易缺乏這樣的

知識…。(U008) 

 

值得一提的是，G 教師的經驗認為，就算是受過研究所訓練的教師也未必

有概念做行動研究，因為並非所有的研究所課程皆有行動研究的介紹或訓練。 

    

我太太也是○○國教所，…可是她畢業之後，她不做行動研究，因為她不

會做，所以說一般老師除非你有受過做行動研究那樣子的一個訓練，…所

以我如果沒有進修的話，我大概也不會做，因為我沒有能力去做這樣的東

西。(G073) 

 

(二)所做之研究不符合行動研究的定義 

J 研究參與者的經驗提及為了做行動研究而做行動研究，與行動研究真意

是為了解決問題而做研究不同，因而被批評為非真正的行動研究，對教師們而

言是個挑戰。 

 

那時候我們行動研究有被人家批評說其實我們那不算是行動研究，因為我

們並不是遭遇到困難才去做，我們是為了因應行動研究才去做…。其實我

們當初做的行動研究並不是很正式的行動研究，有一點像一種研究報告而

已啦！(J020) 

 

(三)書寫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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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在寫行動研究時會遇上一個共同的問題就是寫作格式，有人認為需

要以學術論文的方式撰寫，但也有人認為可以用說故事的方式呈現；若以故事

方式呈現者，易遭受「不夠嚴謹」的挑戰，同時欲寫出一個令人產生共鳴的好

故事是不容易的，但是一般如果沒受過學術研究訓練的教師，若要以學術論文

方式撰寫，在書寫研究上是有困難的。 

 

還有就是一般在寫行動研究的人會碰到的問題，例如寫作的格式，…所以

就像台中市國教輔導團部分老師上台所發表的論文一樣，有的就照正式論

文的格式(APA 格式)，…可是現在有的會以比較敘述典範的那種方式，…

到底他覺得要用什麼樣的寫作形式會比較好，這也是一個問題…，如果遇

到不同典範的教授，他會覺得你寫的不夠嚴謹…。那另外的話，…我比較

會受到研究所時做質性研究的影響，…如果沒有受過一般正式學術研究的

老師或實習教師這是很難的，所以行動研究用寫故事的方式立意是很好的

，但是要寫出一篇「很好的」、「讓人產生共鳴的」故事其實是滿困難的，

所以說在寫作的格式和寫作的方式都可能會碰到問題。(G031) 

 

另外，G 教師也提出了「理論與實務」之間的問題，上級行政人員及學者

專家建議教師從事行動研究以提昇教師專業形象，但當教師將作品發表之時，

卻又被批評為是難登大雅之堂、不符合學術規準的研究，因此對教師產生極大

的挫折感。 

 

…你上面的人或是學者專家說：「老師們要做行動研究才能提升專業形象

。」…當老師把研究拿出來發表的時候，卻覺得那些作品是不符合學術規

準的，所以那又是給老師一個很大的挫折，他們會問：「你不是要我們拿

行動研究出來？現在又講說那些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東西，那個不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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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的東西…。」(G080)像類似這樣的問題就是學者專家要我們做，好，

國小老師也做了，做出來之後，他又不符合學術論文的規格…。(G081) 

 

二、文獻尋找困難 

N 教師及 S 教師的經驗認為，有些資料不多，他們需要花大量的時間在文

獻蒐尋上，令人懊惱的是雖然花了力氣尋找資料，但卻仍無法找到充足的文獻

資料達到自己的要求標準。 

 

…資料的搜集，文獻的探討是比較困難的一點，因為你必須花很多額外的

時間探討題目的文獻…。(N030) 

 

…我有去找相關的資料，問題是我找到的資料不多，…那個地方我比較感

覺無能為力去做，有找資料但是沒有找到充份的資料去填補那個文獻的部

分…。(S044)…找不到的時候就會覺得很懊惱，…可能我找資料的資源不

夠，所以沒辦法弄得像我想要的那麼完整…。(S052) 

 

I 教師的困難之一在於理論上的知識較為缺乏，為了填寫教學組所提供的

行動研究報告表格，需要花許多時間尋找理論資料，無法馬上進入行動研究的

狀況中，同時，也對自己所寫的內容沒有信心，無法確定所寫的是正確的。 

 

…對學理、理論比較不懂，所以才要花時間去找資料，沒有辦法一下子就

進入狀況。(I012)…就是教學組給我們的一格一格的一張一張的照著打，

它雖然這麼小格可是裡面的項目，我就要找半天什麼理論，…找半天為了

這一格，然後寫出來我還會有點心虛不知道寫對了沒有…。(I052) 

 

三、研究主題難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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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研究參與者分享他們的經驗，認為一開始做行動研究時對「行動研究」

的概念還不甚清楚，也意識到當時他們是為了做行動研究而做行動研究，因此

整個小組在尋找共同主題時不甚順利，曾經換過幾個題目；N 教師亦有換過許

多題目的經驗。 

 

其實那時候我們第一次在討論的時候主題就很難決定了，…照行動研究的

定義是說老師的教學有碰到困難的時候，然後才做行動研究去改善這個困

難，這才叫一邊教書一邊做研究。…所以對於主題要怎麼去定就是一個難

題。(J009) 

 

我們在八月份的時候討論這個題目，…找了很多其他的題目來討論，…剛

開始題目的訂定就很困難。(N009) 

 

R 教師主要是因為學校要求「交作業」的次數頻繁，致使教師覺得似乎已

找不到主題進行研究，甚至覺得要做教學創新只為了「交作業」。 

 

我會覺得太頻繁了(交行動研究報告)，…我會覺得已經找不到什麼主題要

去做，快想不出來，你好像要一直不斷的去做行動研究的感覺，不斷得去

做創新教學出來都是為了交作業。(R040) 

 

四、研究資源有限 

H 研究參與者的經驗認為學校行政人員所能提供給老師的資源也相當有限

，不論在人力或物力上，學校無法為了教師要做研究而給予實質上的資源，例

如無法減課、無法提供研究經費、文獻資料普遍缺乏等等，而精神層面的鼓勵

對老師實質的幫助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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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會給你減一整節課嗎？夠實質了吧！他能夠多給你一些任何的薪資嗎

？不可能啊！…行政上他們能給你什麼？他們什麼也不能給。(H099)…其

實對老師做一件事來講，其實他(行政)很難去給怎麼樣的支持和鼓勵。

(H122)…我現在也有在做行政工作，我能夠給老師的資源跟協助其實是非

常有限的，不管在人力上，在物力上，都是這樣子。(H124) 

 

Y、W 及 R 教師服務的學校在推動行動研究時只給予教師們精神上的支持

與鼓勵，並無任何實質上的經費補助或是提供相關資源。 

 

…這樣講好像太直接了，學校沒有給任何的資源也沒有給任何的經費…，

只是報告一下，給精神鼓勵而已。(W018) 

 

…行政人員那邊大概就是精神上的支持呀！…實質上沒有經費，沒有補助

！(Y025) 

 

…我實在想不出來他們提供什麼資源！(R060)…頂多你做出來，人家會說

你很棒而已啊！那是一種精神上的鼓勵呀！…大部分也不會給你什麼實質

上的鼓勵，頂多像你作業交出來給你拍拍手就這樣呀！(R043) 

 

有部分教師的想法認為，學校能提供的資源十分有限，若站在行政人員的

立場，他們的日常事務亦相關繁重，要從學校獲得資源是相當有限的，更何況

行政人員未必能瞭解老師的需求，進而提供老師們所需要的協助，再加上一般

老師的普遍想法認為，能夠不去麻煩他人是最好的，所以也未曾主動向學校要

求相關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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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沒有期待太多的學校資源，因為我想學校也無法提供太多的資源吧！

(C009)…非常貧乏(學校資源)！我做了這幾個行動研究，並沒有用到校方

任何資源。(C019) 

 

…以學校整體運作來講的話，你想要獲得行政方面的資源，其實是非常有

限，因為行政人員有他們自己的事情要做，就一般老師而言的想法是儘量

不要去麻煩到別人，…你麻煩別人，會覺得第一個他不一定會答應或者提

供你想要的，第二個你會覺得說又欠人家情…。(R035) 

    

另外，U 教師視從事行動研究為他個人私事，因此他並沒有向學校提出任

何相關經費申請。 

 

但我沒有特別提說任何經費要做處理，我把它當做研究是一個私事，這是

我本來個人的原則…。(U028) 

 

五、時間瑣碎 

國小的教學生態是屬於包班制，所以一般教師所任教的科目相當繁雜，除

此之外，有兼任行政工作的老師仍需處理許多行政業務，扣除上課時間，剩下

零碎的時間多被許多行政雜務給佔滿。 

 

有些老師可能是受限於他課程很繁雜或是他教的課程沒有那麼純粹，那他

應付了一些行政上的工作…。(J029) 

 

…因為我都一直在跑行政的東西，我的心思很雜亂，沒有辦法很靜，就是

很完整的去做一件事情。(Y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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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身是一個行政工作者，有時候跟學生約了時間，就我常常在下課的

時間跟他們說抱歉，…因為有些公務是沒有辦法馬上跑開。(U017) 

 

H 教師肯定教師們透過寫作得以深化老師的思維，但在教師的班級事務中

，有許多事是非得老師親自處理不可，當老師花費許多時間教學與帶班教導孩

子，同時還要付出心力做研究，要付出的時間、精神等代價極高。 

 

…當這個老師他花這麼多力氣在寫的時候，當然我也相信是說透過書寫可

以更加去深化我們活在故事裡面的那個思維，但是這個付出的代價實在是

太高，在時間上、精神上太高了，…大部分的工作有很多工作是非小學老

師去做不可的。(H048)…你如何要求一個老師當他竭盡所有力量去帶孩子

的時候，去教孩子這些所謂淺化知識的時候，然後你又他付出更多的時間

跟力氣來像大學老師這樣做研究。(H073) 

 

11 位受訪教師中，有 8 位老師提到時間限制的問題，教師認為做研究必定

需額外花時間進行文獻閱讀及整理，大部分老師在學校的時間是非常零散，因

此常常得利用下班時間進行，無形中需要額外加班，甚至會影響家庭生活，因

而就時間觀點，多數老師多會覺得有困難而排斥。 

 

…做研究一定要有嚴謹的程序及步驟，所以你要花一些時間參考文獻呀！

(J010)…為了一個研究要花很多時間去準備這種東西，這也是蠻有困難的

地方。(J012) 

 

…我所遇到的困難就是沒有足夠的時間去做。還有，我的時間就是分成片

段。(Y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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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不是整天沒事做，其實老師整天扣掉上課以外剩下的空堂是瑣碎的

。一堂課都只有四十分鐘，…沒辦法去把這些時間去整合起來做完整思考

，…當你靜下心要來要做思考可能已經又有瑣事過來了。…所以這個部分

的事情我都是回家在去做，可是回家做你就一定會擔誤到家庭…。

(I008)…我覺得再叫我再抓時間去做我覺得還是有困難。(I026)…我們都

是在職在工作，我們利用瑣碎的時間去做研究，…是覺得有點困難，…等

於是無形中在加班…。(I031) 

 

基本上我和他人的訪談都是利用下班時間，…你必須利用自己額外的時間

去完成研究工作。(C020) 

 

六、專業對話的時間、空間與對象之缺乏 

國小教師常為課務、級務及行政相關業務相當繁瑣，級任老師絕大部分時

間多在教室內與學生朝夕相處，一天當中要找出簡短的時間與同儕對話極為困

難。 

 

像我們國小現在很缺乏老師互相專業對話的時間呀，如果你今天要做，就

是可不可以給老師專業對話的空間跟時間，讓老師有自行研究的能力跟興

趣，否則國小老師的事情太瑣碎了，我覺得很多老師很難兼顧。(J031) 

 

另外，H 教師提及他的經驗，在時間與空間有限的情形下，老師們需用力

爭取時間進行對話，他們利用早上升旗時間進行討論，但卻影響行政的節奏而

產生衝突。若能在校園中提供教師專業對話的時間與空間，對教師做行動研究

將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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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我們希望讓老師能夠有一個時間能夠聚在一起的地方。我們當時試

圖用早上學生升旗的時候，去把老師找在一起，雖然不長，不過至少有一

個機會這樣子。那這樣子呢，就明顯的威脅到(行政安排的節奏)，嚴重威

脅嘛！…什麼意思？就是說當學生升旗的時候，老師是不是應該，級任老

師是應該要在旁邊的。(H113)…那就我們是希望，老師利用這段時間聚在

一起。(H114) 

 

除此之外，在老師進行行動研究過程中，除非是以團隊合作方式進行，否

則教師都是各自進行，遇上問題多沒有討論的對象，因而易讓老師產生無助感

，覺得孤軍奮戰。 

 

…大家都各自做各自的，只會去問你行動研究怎麼做做出來了沒有。

(I054) 

 

…你做的過程當中，大家好像都自己做自己的，…也沒有人會指導你，…

我覺得這是最大的一個盲點，…你做完之後你不知道那個結果是不是正確

的，因為沒有人會跟你講，校長、主任、同學年的老師也不會跟你講…。

(W022)…遇到問題也沒有人問也沒有，無力無助感會猶然升起。(W027)…

在學校可能就是孤軍奮戰、孤苦零丁，就是自己做自己的…。(W044) 

 

貳、影響教師做行動研究的因素 

一、研究所的相關訓練 

在 11 位受訪教師中，有 5 位教師提及讀研究所給他們做行動研究的幫助

，H、C、U、N 和 S 教師對行動研究的概念源於碩士班的進修經驗及自行從書

本中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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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行動研究的概念是一直到了讀研究所之後(才有)…。(U004) 

 

…到碩士班才真正知道什麼叫行動研究…，(C047)我覺得在進行行動研究

時，如果你要做到很專業的地步，就一定要去唸書(研究所)，…而且你讀

的書一定會比較專業，其實去讀書，我覺得才是最大的幫助。(C048) 

 

…對行動研究的概念哦，是在讀書的時候(研究所)吧！就大概去涉獵那個

書籍還有文章，去了解，之前也不曉得呀，是在讀書的時候去了解。

(N049) 

 

…那個東西我一直有在接觸，可是實際上比較有系統的是在，好像我們有

一門課是研究法啦。(S046)…比較有清楚概念是同學報告…。(S048) 

 

另外，研究所的訓練提昇了 S、U 及 N 教師的研究能力，S 及 N 教師覺得

讀完研究所後，發現思考能力提高，較有組織規劃研究的能力，且在論文的陳

述上較有概念，N 教師更認為沒受過研究所訓練的老師，要完成報告會較為困

難。 

 

我覺得讀完研究所，我發現我的思考能力會比較多，…流程我都可以把它

規劃的很好，…我覺得我看事情的能力有比較好。(S071)研究所教育有影

響你對行動研究做的能力。(S073) 

 

…因為在之前也沒有一個這樣子行動研究的一個訓練，剛好在研究所進修

的過程之中，那麼我覺得這樣的方式是不錯的…。(U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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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完研究和沒有讀研究所之間的差異在於你的組織規劃，還有你的內容

的一些陳述會比較有大的概念吧，還有研究方法會比較有概念，可能大學

畢業的話，他沒有辦法去理解怎麼樣去完成這個報告出來…。(N053) 

 

值得一提的是，S 教師發現，在他服務的學校內，有進修過研究所的教師

，他們參與行動研究的次數多於未進修研究所的教師。 

 

…你會發現就是平常會去投這些東西的大概就固定那些人，我發現我們學

校，大部分很多研究所那些老師參與(行動研究)的次數會比較高…。

(S023) 

 

二、同儕相互支持、合作與討論 

N 教師所做的行動研究都是與同事合作的方式進行，研究團隊於固定時間

會談，分享自己進行研究之進度並將所面臨之困難與組員討論，並且分工合作

、彼此配合，彼此給予有形與無形支持與鼓勵是應對困難與挑戰的策略之一。 

 

…彼此之間的默契，其實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是，…那大家彼此的配合，…

所以大家分工合作起來，我是覺得滿愉快的。(N048) 

 

三、專家諮詢與引導 

J 研究參與者進行行動研究是以小組方式，該組成員中有一位教師在進修

博士班，小組成員遇上問題或有任何疑問皆與該位教師分享，討論解決之道。

N 教師的校長則是具有行動研究的知能，當老師遇上問題，校長會提供意見。S

教師除了校長具有自然科的專長外，他們還認識一位生態專家，在遇到問題時

，他們可有諮詢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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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個博士(同組成員)來領導我們。(J003)…剛好有一個高老師可以

讓我們諮詢，就是帶領我們組員的那個老師呀！給我們一些建議。(J013) 

 

…校長還滿有概念的，因為他的碩士論文就是寫行動研究的部分，當時我

們也有請教校長，校長也提供很多意見給我們。(N031)…之後我不是說有

跟校長討論結果，…然後校長提供意見，…讓我們繼續去推動下去的一個

動力這樣。(N047) 

 

…像我們校長是自然科的指導員嘛！有一些問題就會去問他…。(S015)…

很好的就是我們已經有一個生態專家在那邊，…我們有一個諮詢專家…，

所以我們也有很多可以請教專家，…有問題的時候，我們有諮詢的對象，

我覺得這樣滿好的。(S053) 

 

四、行政主管的支持 

N 教師的校長相當支持他們做行動研究，定期關心他們研究的情形，讓他

們得以順利進行；H 教師當時的教務主任是支持他們小組走下去的靈魂，這也

透露出當老師有心在教學上求取改變與進步時，需要有行政主管的支持。 

 

…校長也是滿支持的啦，他也是偶爾會關心一下，並不是給我們很大的壓

力，他只是說現在完成到什麼階段啦？定期問一下進行到什麼程度，讓他

了解我們的狀況是怎麼樣，給我們壓力並不是很大。(N021)我覺得我們這

麼順利，有一部分也是因為校長他滿支持，如果他不支持的話，我們可能

也不曉得要怎麼做，至少有一個方向。(N032) 

 

…當時如果沒有當時的教務主任，他如果沒有參加這個團體，這是很難的

，教務主任他其實也是在這個團體，扮演很重要的角色。(H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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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教師認為在科層體制中，基層老師們很難有強大的能量與力氣跟環境做

抗爭或改變環境，因此老師們的作為需在理想與現實間有所調整，這也道出科

層體制中缺乏彈性的問題。 

 

因為在學校裡面，其實它本來就設定成一個就是科層體制嘛！…我不是要

去跟那個強大的勢力或是那種所謂的結構做抵抗、去改變，而是我要去弄

懂你，把你摸清楚了，然後我就順著你的理路來求取我生存的空間。

(H118) 

     

五、不斷地閱讀 

J 教師、W 教師及 R 教師認為在研究上碰到問題時，藉由閱讀書籍、參考

文獻，仍能克服困難，R 教師提到，在就讀大學時曾經修過質性研究這門課，

所以經過閱讀後，認為做行動研究其實不是太困難的。 

 

…我們有去買有關於行動研究的書呀！…然後可能裡面有一些參考文獻，

可以幫你順利去做一些前置作業。(J013)…我覺得只要花時間去讀，然後

有人可以給你參考，那我就可以把這個困難克服掉。(J014) 

 

…我也是找了很多資料，除了學校提供的資料之外，還有研習發的資料，

…行動研究就是你多去看書、找資料。(W020) 

 

其實剛開始接觸是因為其實我也不了解，所以問同事相關方面的事，或者

是跟同學借一些書來看。(R060)…問同事，然後去看書，那其實因為我以

前學過(質性質究)呀，所以看其實很快，…因為行動研究這個名辭，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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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講是陌生的。…當你看完人家做行動研究之後，你再看我以前寫的研究

論文其實性質很像，…所以我會覺得還好不會說很困難。(R063) 

 

透過不間斷的大量閱讀，在閱讀中所得到的對話更是支持老師走下去的動

力。H 教師的經驗認為閱讀的最主要目的不在於印證自己做得對或錯，也不是

為了印證自己做得好不好，只是相互參照，在閱讀的過程中得到的共鳴令人獲

得相當的快感，更是教師繼續做行動研究的動力。 

 

閱讀它從來沒有斷過的，…如果沒有這些閱讀的話，我也沒有辦法做下去

，…沒有透過這些文本，我覺得沒有辦法有繼續往下走的這些動力來源。

(H169)它(讀書)不是印證哦，…然後我就相互參看啦。(H166)…你在做的

時候，你大概知道怎麼回事，我剛剛說你讀書讀到一半會覺得很爽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本來就在那個行動裡面，…可是你不太容易能夠知道那個感

覺，你有感覺，可是你說不出來，然後他幫你講出來了。…那你讀他的書

就會覺得我的感覺都被他講光了。(H167)…我所在意的東西，他都幫我講

到了這樣，那就會燃起你對什麼東西的再往前走。(H170) 

 

H 教師以學芭蕾舞的經驗做為例子來形容他的閱讀與做行動研究之間的關

係，基本動作猶如理論架構，但真正表演時是不用 Par，先前的訓練已深化為表

演者的一部分，若要做出好的研究需要有理論基礎做支持，當它根深蒂固內化

後，理論基礎將很自然地存在，做行動研究時不需刻意思考研究的理論概念。

經過閱讀並且內化為自己的知識後，在做行動研究時，不受行動研究概念框囿

而有意識的進行教學。 

 

反而行動研究這個概念是來自於書上的，而這個書上的，他就像個鏡子不

斷去照照我的，照我的實際或是說行動的脈絡這樣子而已。(H165)我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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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根本就不管什麼行動研究。(H161)…但是不管不是說沒有意識，不是

蠻幹，而是說不是用一個框框圈圈那種…。(H168)…我就是一開始就是只

是想做，所以也不會去管什麼是行動研究。(H170)有沒有看過那種芭蕾舞

的經驗，(H173)…這些理論、這些書，就像那個把竿(par)一樣，你要表

演得好，你必須要靠這些東西幫你幫你架住…。(H176)可是你久而久之，

這些東西，就會變成你自己的，你拿不走，別人也拿不走。(H178) 

 

六、正面思考 

I 教師、S 教師及 U 教師認為當他們遇上困難時，去抱怨或逃避是無濟於

事，他們會以正面的態度面對問題，盡力完成工作。 

 

…我從來不會想說遇到困難就不去做，…我也不會到處去講「好討厭、好

煩…」，我會靜靜的去找資料。(I019) 

 

困難的時候就去找啊！…光在那邊抱怨我也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S052) 

 

其實我覺得反正我就是盡力做而已，…我能做多少就多少，那當然可能要

有一些時間規劃啦，…就是盡力做而已…。(U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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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分析與討論 

 

本章主要在針對 11 位研究參與者從事行動研究的歷程，了解現在各學校

推行行動研究的現況與教師動手做行動研究的原因，還有教師在過程中所遇到

的挑戰。綜合上述兩節的探討，研究者經歸納與比較後，有下 列之發現。 

 

壹、學校推行教師行動研究的方式不盡相同 

一、推動方式 

受訪教師服務學校推動行動研究的啟動機制多受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影響，

例如國教巡迴輔導團的訪視或校務評鑑，另外，其中有一位教師服務的學校是

資訊種子學校。受訪教師服務學校在面對上級行政主管機關指示，推動的方法

不盡相同，有些學校是要求全校教師全面執行行動研究，部分學校則是要求以

各學習領域為單位交行動研究報告，且於規定時間內交件，也有學校沒做任何

規定，由教師自行決定參與與否。除此之外，有些學校會利用教師晨會時間轉

達公文，鼓勵教師從事行動研究，甚至在所有受訪者中，有一所學校是先以讀

書會的方式開始。 

另外，有些學校推動的方式不甚恰當，例如要求教師只交一張 A4 表格的

行動研究報告，將「教學記錄」或「學生輔導記錄」視為「行動研究報告」，造

成教師對行動研究的誤解。然而學校推動的方式有偏頗，或許也是因為學校行

政人員並不了解何謂「行動研究」，因此在需要「交差」應付檢查與評鑑情形下

，以此方式處理。 

 

二、資源提供 

在經費部分，台北市僅在第一年由市政府撥發經費給各個國小外，爾後不

再提供任何經費給學校，而台中市政府僅來文鼓勵，除了資訊種子學校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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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並無提供各校任何相關經費以支持教師做研究。在硬體設備部分，當教

師有需求向學校行政人員提出申請，只要學校有相關的資源，例如錄影器材、

視聽教室或教學教具等，校方多會給予支持。在人力資源部分，若教師本身、

同事或校長有相關學科的專長，或是教師認識相關領域的專家，在研究過程中

遇到相關問題時，可有專家提供諮詢以協助進行行動研究。 

有教師提及有時候學校僅給教師精神上支持與鼓勵，因為學校的資源有限

，無法給予教師很多實質上的協助，也有教師的想法認為盡可能不麻煩他人，

或是認為做研究是自己的私事，因而並無向學校提出相關資源的要求。 

若市政府或學校能編列相關預算支持教師從事行動研究，或能提供教師充

份、彈性的時間，給予相關知能的培訓，且能協助教師尋求相關的人力資源，

都將有助於教師做研究，更可提高教師做行動研究的動力。 

 

貳、教師從事行動研究的原因分為被動與主動 

一、被動部分 

有教師是為了繳交研究所作業或完成碩士論文而做行動研究。而『教師行

動研究』之始推動者為市政府教育局，由教育行政主管機關來文要求、於各校

主管會議中鼓勵教師做行動研究或校務評鑑重點等，其扮演著主要「推手」的

角色；再往下推展，各級學校之校長、教務主任及教學組長等，因為身份與職

務需要，所以希望教師們配合業務做研究。誠然，這畢竟是含有一種「由上對

下」的教改政策，夏林清（2000b）指出，「制式發文」與「公文帶動」的方式

，帶給不少校長、主任「任務不明，交差不易」的焦慮。對許多基層教師亦然

，「教師動手做行動研究」的「政令」推展至今已數年了，不難發現實際執行這

項「政令」的教師並不多，有許多充其量只不過是「應付」了事。 

 

二、主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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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教師是預見將來行動研究可能成為一種趨勢，為了將來需要「交作

業」而做行動研究，更也有教師是為了解決教學實務問題或是以個人的興趣為

出發而做行動研究，另外，也有教師在平日的實務工作現場，即已不時在解決

教學問題，並非一開始即計畫從事研究，唯因緣際會下與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事

一起工作、一同教學，教師將過程記錄下來，最後卻也完成一篇行動研究。這

也符合了許多學者的觀點，認為行動研究是教師在教學實務現場中，針對自己

有興趣的問題進行探討與研究，以提出解決方法以改善教學(成虹飛，2000；夏

林清，2000a；陳惠邦，1998；張鈿富，2000；趙長寧，2001)。 

綜合以上，教師做行動研究最原始的動機有出於自發，也有是被動或被迫

者。許多政策於推行之初，多會遭受質疑與反對，然在「不得不」的趨使下執

行，其對行動研究的體悟與感受不同於自發主動做研究的老師，前者是為配合

工作需求而動，視行動研究為一項業務，後者出發點是為了讓教學更好、改變

不滿，視行動研究為生活的一部分。 

 

根據以上討論，研究者進一步進行交叉比對，研究參與者共有 11 位，其

中男性 5 位，女性 6 位，發現教師的婚姻狀況與年資及現任職務對教師從事行

動研究的經驗並無明顯的差異。 

另外，研究者發現主動參與者與被動參與者並不受學歷與性別影響，主動

參與者有 3 位，就學歷來分析，具有學士、碩士及博士肄業學歷者各 1 位；被

動參與者共有 8 位，以學歷來看，具有學士學位者有 1 位，具有碩士肄業學歷

者有 2 位，具有碩士學位者共 3 位，具有博士肄業學歷者共有 2 位。 

除此之外，就學校推行行動研究的做法來看，「學校並無特別推行動研究

做法」者有 3 位，其中主動參與者有 2 位，被動參與者有 1 位；其服務學校推

行的方式是「部分教師參與」者，有 1 位教師是主動參與行動研究，同時，共

有 4 位是被動參與；「全校教師參與」者有 3 位，且這 3 位教師皆為被動參與行

動研究。研究者根據上述發現，當學校對推行行動研究無特別規定時，教師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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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參與的人數為 2 人，部分教師參與及全校教師參與者共 1 人，學校推行行動

研究的方式是部分教師參與及全校教師參與者，其教師被動參與者共為 7 人，

而學校並特別規定推行行動研究方法者，被動參與者僅有 1 人。 

另外，教師對行動研究的認識，有 6 位是於就讀研究所時，藉由修習相關

課程或閱讀相關書籍，有 2 位具有碩士學歷的教師，他們對行動研究的認識是

在做行動研究時邊做邊學的，由此可見，即使具有碩士學歷，在進修過程中若

無修習行動研究相關課程或訓練，仍沒有從事行動研究的能力。 

研究者將上述綜合整理於下表(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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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交叉分析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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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教師研究過程碰到的阻力與助力 

一、阻力 

有些教師於一開始碰上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研究的能力，一般教師，除非

受過行動研究相關概念的訓練，否則大都缺乏做行動研究的知能，教育行政單

位要求教師做行動研究，但卻未給予教師相關的資訊與訓練，造成教師不知所

措與抱怨，甚至排斥，若學校推動方式偏差，更易讓教師對行動研究產生誤會

，覺得那是無助於教學，而只是在應付上級罷了。而剛開始不諳「行動研究」

及教育相關理論的教師，除了面對找出研究方向、釐清概念、並找到適合且相

關的文獻等等挑戰外，更需面對他人的批評。除此之外，「為了行動研究而做行

動研究」是不符合行動研究的原意，也因此面對找尋題目的困難外，更受他人

批評為「非真行動研究」，充其量不過為「研究報告」，同時，寫作格式也遭受

專家學者的質疑，對教師造成打擊。另外，有三位教師提到在相關文獻的尋找

上有困難，一方面是相關資料不多，另一方面是教師的相關理論基礎不足而無

足夠能力找尋資料，因此，再給教師研究能力訓練的同時，也需訓練教師尋找

資料的能力與方法。 

國小教師的時間相當零碎，課務及行政工作更是繁雜，不易撥出時間及空

間靜心思考與反省教學，再加上學校若無法提供相關的資源與支持，教師欲進

行研究實為不易之事，除了平日大量的例行性工作外，還需額外花時間、費神

思考研究工作，尤其對有家庭負擔的教師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重擔，若教師不

是自發進行行動研究，則行動研究對教師並無太大的助益。此與陳美齡(2004)的

研究結果，指出幼兒教師在職進修的主要問題與困難為進修時間不恰當、家庭

無法配合、進修管道不足以及教師缺乏行動研究的能力等有相似之處。另外，

Altrichter(1997)在奧地利的研究中，有教師反應行動研究是一項極為吃力又耗時

的工作，大部分的教師都是傾向行動取向，而非研究取向，有些評論者

(commentators)認為這些問題都只是在表達「過度要求實務工作者」；因此，在教

師眼裡，真正的困難不在行動研究的問題，而是平日工作量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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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閉的小學校園中，教師同儕間相互對話的空間及時間極為缺乏，少有

機會與同事進行專業對話，就行動研究的要義之一，其重視合作、協同及參與

導向，同時強調教師之間的交互批判思考與共鳴(陳惠邦，1998)，可惜的是國小

校園中，提供教師們互動、專業對話的時間少之又少，此有礙教師發展行動研

究及專業成長。 

 

二、助力 

幾位讀過研究所的教師則是因碩士班啟蒙了行動研究的概念與能力，因為

研究所的訓練讓教師有能力從事行動研究，也因此提高教師參與的動機。對一

些排斥做行動研究的教師而言，缺乏研究能力是原因之一。 

進行行動研究過程中，遇到問題與困難，若有專家提供諮詢或給予建議，

是教師一大福音，使教師的研究更為順利；另外，行動研究若是以小組方式進

行，同一團隊的教師於固定時間會談時能相互支持、打氣、分享心得，給予意

見與建議，對整個研究過程將有很大的幫助，Guskey(1995)認為教師透過團隊合

作以促進專業發展必須建立在持續進步(continuous improvement)的基準上，此將

有助於教師專業的提昇。Stott(2003)也認為與同事之間的關係是相互支援、信任

則有助於教師發展反省的技巧與自覺(self-knowledge)，教師更可因此探索他們的

實務工作、承認自己的錯誤以及改變教學方法等。 

此外，克服問題的方式之一仍有賴教師的閱讀及教師本身的專業能力，從

實質面看，教師本身即具有相當的專業能力，若再結合相關資料的閱讀，閱讀

過程尋求支持，應能克服部分困難，同時，閱讀也是支持教師持續走下去之動

力。Horn(2003)認為專業書籍及期刊可以幫助教師精鍊、更新及建立各領域的專

業知識，Hashey ＆ Connors(2003)的研究亦發現，他們透過閱讀期刊可以更新教

學相關知識外，更也平衡理論與教學實務之間的關係，與文獻得到有意義的對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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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國小校園組織是屬於科層體制，老師有心求取改進教學之際卻受組

織限制，因此，教師為了理想在現實中找出路，是需要尋得主管的支持以助其

理念實現，Good(2003)也認為學校的主管具有獨一無二的職責以尋找各種途徑

啟發教師的專業成長，協助教師進步。除此之外，教師更要以正面、積極的態

度面對困難，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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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從事行動研究對專業發展之影響 

 

此部分將針對教師做行動研究對專業發展有何影響做探討，探討教師做過

行動研究後對教師專業發展的影響，並了解教師於從事行動研究前後的改變，

最後探討教師對推動行動研究的建議。 

 

 

第一節    由從事行動研究中所獲得之專業成長 

 

壹、教學方面 

一、改善教學 

J 教師該次的行動研究是以多元評量為主題，他們是以小組合作的方式進

行，透過做行動研究，增進教師對多種評量的認識，了解不同評量的使用方式

及其優點，吸收不同資訊。 

 

…對於實質教學工作可能就是多了解一種評量的方式。(J019)…然後運用

不同的評量方式，覺得以前不會使用這樣，但後來覺得這種評量方式也不

錯。(J021)我覺得可以從不同的老師那邊吸收一些不同的資訊，像我們整

個的研究是多種評量的方式，可以從不同的老師那邊吸收一些不同的資訊

，…你也可以藉由你同事的研究來挖掘說，唉！你其實這些評量也不錯。

(J023) 

 

由於 N 教師其學校是資訊種子學校，對他而言，經過這次的行動研究，N

教師學會大量使用教學媒體於教學上，更有辦法將資訊融入教學中，讓他得到

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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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我在教學法上會有較大的成就，因為我會更利用網路，我們這次是強

調資訊融入教學，那以前我可能會很少運用到教學媒體的部分，所以我上

課讓他們(學生)大量的使用教學媒體…。(N062) 

 

J 教師認為，只要教師具有改變與創新的勇氣，教師可透過創新、嘗試教

學改變而獲得成長。教師對行動研究有較深的認知後，發現教師若具有行動研

究的能力，有助於了解自己的教學成效進而改善教學模式、教學方法及課程設

計，對教材也更能了解與掌握，更明瞭如何引導學生以及如何與孩子互動，上

起課來更得能得心應手，從中獲得成長。 

 

…老師在自己的教法及做法上應該要努力創新嘗試，如果你今天有嘗試改

變的話就可能就有所成長這樣子呀，對呀！(J021)後來我自己接觸了這個

行動研究，就是認知比較深一點之後，我就發現說其實老師如果有行動研

究的能力的話，他是有辦法去改善他的教學模式…。(J024) 

 

…行動研究可以讓老師知道你有哪些教學方法需要去改變…。(W045) 

 

…你在蒐集文獻的當中，你可能會涉獵到現在有更新的教學法，…然後你

會去實地的運用在你的教學場地…。(N060)…它可以改善你教學實際場地

，幫助你專業成長的一個很好的方法。畢竟你可以在這個研究當中找到你

的缺點，甚至你可以去了解你所使用的教學方法是有沒有效…。(N058) 

 

…對這個教材可能會比較清楚，…教材的融會貫通，在做之前要看、要分

類所以在那方面我們對教材要更了解，那也是一種收穫。(I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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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這個部分，會有改進啊，我大概知道說，要怎麼去引導小朋友

，怎麼樣去解決這樣一個問題，…我就會盡力想要去解決這個問題，我會

比較有動力去找。(S061) 

 

…行動研究用在教學方面，會覺得課堂上比較得心應手吧！要怎樣跟小朋

友互動？提升小朋友的興趣？然後課堂上會覺得小朋友比較快樂，他們會

比較喜歡上課。(R069) 

 

在教學實務中，每個教師都在思考如何改進教學，進行行動研究，只是缺

乏有系統的研究，S 教師發掘做過行動研究後，最大的差別即是自己可以更有

系統的改善教學並尋求資源。 

 

我之前對行動研究喔！我就覺得每個老師其實都有在做啊！…想要改進什

麼樣的東西，只是說沒有那麼有系統的，…那其實做行動研究之後，我發

現就是最大的差別就是，有系統的這樣下去做…，你會去想一些改進的方

法，也會去找很多很多的資源…。(S053) 

 

另外，H 教師更認為，經過與以往不同的教學改變後，老師將不再躲在象

牙塔裡過日子，也將無法再回頭過以前閉門造車、各過各的生活。 

 

這些改變對我們來說，因為我們是根據我們一些選擇跟判斷，那透過這些

東西(協同教學)，老師已經沒有辦法再把門關起來過自己的日子。(H021)

…我就跟你講說，有這樣經驗的人他就沒有辦法回去…。(H181) 

 

二、改進學生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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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行動研究後，發現學生的回饋是超乎老師原先的預期，而小朋友的創

造力更令老師驚訝，他們的作品比老師原先預期的要好得多，學生的表現與進

步更成為教師的「補藥」，讓教師從中得到成就感，也從中發現學生的可塑性。 

 

…有些學生給你的回饋是超乎你的預期呀！就是你做這個研究發現說，其

實學生不是這麼的不能夠改進這樣。(J021) 

 

…小朋友自己去創造出來的東西，是讓你很驚訝的東西。…他們丟出來的

回饋當中我就覺得讓我很驚訝。小朋友創造力很夠。(N062)…那你沒想到

說小朋友的創造力和思考會比你更新，…小朋友做出來的東西，都會做得

比我還要好，令我很汗顏。(N064) 

 

學生進步那是老師一種成就感，至少我會覺得他不是我沒有浪費他兩年…

。(R032)…小朋友上起來快樂，老師也會有成就感…。(R071) 

 

R 教師認為老師最大的成就感來自於學生的成長，由學生的進步而得到的

成就感是值得教師去追求，H 教師也認為學生的改變是讓老師想「玩」下去的

動力，這樣的改變同時會影響其他學年的老師。 

 

當一個老師最主要的鼓勵就是來自於學生，學生表現好就是你最大的補藥

，…你說校長的一句鼓勵比不上一個學生由不好變成好， 那種成就感是

很大的，尤其一個小朋友變得很貼心，會為別人著想，我覺得那種窩心的

感覺更值得老師去追求的吧！(R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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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來自於看到學生的改變會有很高的成就感，然後這些學生的改變同

時會，就是它會相互影響的，…然後對這些改變其實也會影響到其他學年

。(H017) 

 

貳、研究方面 

一、更了解行動研究 

J 教師後來因為實地做了行動研究後才了解什麼是「行動研究」，而 W 教

師覺得做過行動研究後會讓教師更了解行動研究的概念，N 教師認為行動研究

不同於一般研究，它可讓教師結合理論與實務，對教師的成長是有所助益的。 

 

…所以像我後來理解的行動研究是說，今天是針對到我有困難譬如說班級

常規不好，我才去做這方面的改進及研究，這才是行動研究呀!…(J020) 

 

至少在一些基本概念(行動研究)會比其他的老師更知道這些呀，…你一定

比其他老師更了解行動研究在幹嘛！(W051) 

 

它是實地研究，並不是像我們在研究所，…關在研究室寫出來的一個東西

，可能就是一個理論而已。但是它是結合理論跟實際在一起的一個研究方

式，所以對教師的成長，我覺得會有很大的一個幫助。(N059) 

 

同時，J、C 及 N 教師皆認為，在做行動研究的過程當中，需要閱讀相關

文獻，藉由閱讀有助增進行動研究相關知識，對教師專業成長及提高專業自主

亦有幫助。 

 

如果你有確實去研讀，…那一定是對你的專業知識有所成長呀！(J025)例

如哦！剛開始為了要做研究，…看了有關行動研究方法的書…。(J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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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去閱讀更多的書籍，…相關行動研究的書，…可能就是在這些專業

書籍的方面會涉獵更多…。(N086) 

 

…你會閱讀到不少有關行動研究方面的書籍、論文，對專業自主性是很有

幫助的…。(C041) 

 

二、提昇研究能力 

行動研究提供訓練教師做研究的機會，也提昇了研究能力，增強自信心。

同時，教師由從事行動研究中重新整理自己凌亂的思緒而使得思緒更有條理，

再面對相同情況可有新的方向重新再來過。 

 

…最重要的收穫就是對於自己的研究能力應該是有所提昇啦！然後可能學

到了一些你可能想要改善的方法知識這樣子吧，對呀！(J028) 

 

…我會覺得我做研究能力比較好，而且會比較有信心，我肯定自己的能力

…。(S059) 

 

其實行動研究就是要把很凌亂的問題、凌亂的思緒重新作一個整理，然後

把它歸納一下。…所以那個成長我想應該是讓自己的思緒有條理、整理更

清楚，有了新的方向又可以重新出發。(Y049) 

 

三、增進批判反省思考的能力 

行動研究提供了訓練老師理性思考的機會，有助於以客觀的態度分析事情

，並學會嘗試從不同角度看待事情，在研究批判的過程中，可加深教師的專業

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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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上面，透過研究過程，覺得可以訓練自己更理性。…有時候你去

分析一些事情的時候會比較客觀一點。(Y051) 

 

…你需要寫札記，你就會藉由記錄中去反省，…可以幫助你反省及思考…

。(C041)你可以不一樣的觀點來看，和反省思考不大相同，你會用理性的

觀點來看待一些事情，而不會一直抱怨不斷…。(C043)…那對學校方面就

是你會學習用另外一種角度去看事情，…會換個角度去想。(C050)行動研

究本身就是一個批判的過程，…在專業發展方面，一定會加深專業自主…

。(C044) 

 

四、獲得研究成就感 

J 教師的學校將所有的研究成果集結成冊，出版成書，讓老師們最後得到

辛苦收穫的成果，便覺得苦心沒白費，也從中看到了成就感。教師辛苦完成行

動研究後，見到一本出刊的專輯實是一件令人鼓舞的事，老師們從中獲得成就

感外，亦達到拋磚引玉之效，帶引其他未加入行列的教師們。R 教師及 N 教師

服務的學校雖然並未將他們的作品集結成冊，但他們也都從行動研究的成果當

中得到成就感，C 教師也曾嘗試投稿，雖然過程很累，但同樣也從中獲得成就

滿足。 

 

…學校有一些經費，…然後學校有幫我們出版行動研究的那一本專輯。

(J017)…可能自己這樣做一做覺得還滿像樣的嘛！有一個成果這樣子。

(J019)…最後得到的是一本那個論文輯。(J027)學校幫你出版了一個刊物

，唉！我覺得今天付出的苦心沒有什麼白費。(J028) 

 

…不管你作品做的好不好，你有一份寫出來的研究，也就是你對自己比較

肯定一點吧！(R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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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完成這個報告的時候我會覺得很開心，…就是從中得到成就感。

(N088) 

 

…可以投稿，可以交報告，會有成就感，可是很累！…人都需要一點成就

滿足。(C053) 

 

參、人際關係方面 

一、學生與老師 

教室中的老師與學生之間存在有如「權力拔河」的關係，教師常常需要為

了學生的作業或行為與孩子們鬥智，藉著行動研究可增加師生互動的機會，除

了改善教室問題外，更增進師生之間的了解與改善彼此的關係。 

 

…你和學生之間互動會增加，可以互相更瞭解對方，同時增加教學互動，

也可以改善教室的問題…。(C041)…我覺得師生之間是一種權力拔河，老

師是威權，像是學生不寫作業我們就會跟他鬥到底，這是沒有益處的，藉

由行動研究可以改善師生關係…。(C044) 

 

二、老師與老師 

小學環境猶如一個孤立的小城堡，教師藉由工作坊或從事行動研究拉近了

彼此的距離，遇上教學問題時可以相互討論、分享想法，在彼此身上學習到更

多東西，增加教師們知識交流與合作的機會，增進彼此情誼，有助於人際關係

的改善。 

 

…從工作坊的進行中，大家都變成好朋友。本來老師們在學校是很孤立的

就像是一個小城堡，藉由工作坊，你可以在裡面得到同儕支持，…教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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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問題，你也可以問這些人，所以對人際關係上是有幫助的。(C045)…在

人際關係上，你會多很多和別人合作的機會…。(C050) 

 

…跟同事的感情會更好，因為在你做行動研究當中，會討論，會互相關心

，你做得怎樣…。(N071)更能分享彼此之間教學的情形，大家能袒誠佈公

的，…做一個知識分享的交流，教學方式的交流。(N072) 

 

那可能又多了一個跟同事、同儕之間接觸的機會，…一般的老師你如果今

天進行，然後願意坦開心胸去跟人家討論的話，我想你會多了很多不同的

意見，…這個應該也是在人際關係的增進是有幫助的…。(U034) 

 

與同事遇到相同的教學問題時，除了分享資料外，還可以一同設法解決問

題，使工作更有效率，同時這種合作的關係讓 S 教師感覺非常愉快。 

 

有時候我們回家找資料，找來之後我們會分享給其他人，我們上的是共同

的課程，…我們遇到的問題，有時候別人也會遇到，那我們就可以一起解

決，可以節省一些時間，我覺得那時候的合作是非常愉快。(S015) 

 

S 教師更提及在與同事的互動中，經過長期默契培養，他與合作夥伴的合

作關係更為良好，同時提高了他對自然科的興趣。 

 

…我覺得這樣一個互動過程，這樣長期培養默契下來，我們是可以從彼此

身上學到一些東西，所以我覺得我之所以對自然有興趣，也是跟合作夥伴

有關係，就是我們是合作滿愉快的…。(S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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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從事行動研究前後的轉變 

 

壹、心情上的轉變 

一、由「被迫」、「排斥」到「感覺愉快」 

J 教師的經驗是一剛開始感到「被迫」、「排斥」，被迫地做行動研究，但後

來與一群年紀相仿的老師合作而感覺愉快，再加上有博士、碩士學歷的教師一

同合作，最後接受了做行動研究。Y 教師雖然沒有同儕合作的經驗，但後來也

漸漸接受做行動研究。 

 

一剛開始的心情當然是覺得被迫啊！可是後來是因為一群老師都有在做嘛

！所以覺得跟人家合作的感覺還不錯啊！(J002)…跟自己年紀相仿的老師

呀合作的感覺當然不錯！還有一個博士來領導我們，所以就抱著試試看的

心情。(J003) 

 

我覺得做任何事情剛開始都會不習慣，多少心裡面會有點掙扎這樣子，可

是後來慢慢地接受了。(Y015)…可能剛開始做的時候心裡面不太願意，後

來也都慢慢接受了！(Y027) 

 

二、由「憑印象」到「訴諸文字」而獲得自信心 

雖然一直以來都有與同儕討論、修正教學，但過去並沒有將教學想法與過

程記錄下來，與他人討論時僅憑記憶，但後來進行較為詳實的記錄後，除了有

助於更能深入了解教學情況外，最重要的是在與同事分享時能較具有信心。 

 

之前我不會訴諸文字，那我一樣會跟人家討論，一樣會做修正，一樣會有

一些成果，…可是因為這樣有比較詳實的資料記錄，可能我以後講話會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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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有自信一點…。(U037)…之前是憑印象感覺，有時候你的記憶可能有疏

失，那你有一個完整的資料，而且你有記錄過，對這個情況的了解事實上

是會更深入，所以在討論的時候會有某一些的例子可以跟人家分享，這個

時候你整個資料的肯定度是比較高的。(U038) 

 

貳、研究上的轉變 

一、行動研究不如想像中困難 

J 教師及 R 教師於做行動研究的一開始時，覺得行動研究是困難的工作，

但在實際動手做行動研究後，發現它並不如想像中困難，也從中得到了自我肯

定。 

 

一開始覺得那好像很難做，…真正自己去嘗試之後才發現，唉！凡事沒那

麼難呀！(J027) 

 

那時候想法是很難，…應該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耗時耗力…，所以那時

候想說做行動研究好辛苦喔！後來有聽同事講，再去看別人做，就覺得耶

！好像不是像我原本想的那麼難。(R066)自己做了之後覺得還可以啦！要

花時間，但是基本上不會覺得很難…。(R068) 

 

二、發掘自己研究的潛能 

J 教師做行動研究當時尚未進修研究所，做了行動研究後，漸漸發現自己

具有研究潛能，似乎也成了自己再繼續進修研究所的動力之一。 

 

…好像覺得不是那麼的嚴謹，…可能自己這樣做一做覺得還滿像樣的嘛！

…就覺得那時候可能還沒讀研究所，所以覺得唉！自己可能還能做研究的

。(J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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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念上的轉變 

一、對自然生態產生興趣 

S 教師提及過去的他不曾有任何興趣去接觸蝴蝶，但與同事合作後，發現

自己漸漸對自然生態的議題產生興趣，且會主動尋找相關資料。 

 

其實那個東西我以前不是會，根本不會想要去接觸的東西，因為我本身會

過敏，可是蝴蝶的東西我接觸之後它是沒有影響的…，那我自己越來越有

興趣也會自己去找資料…。(S016) 

 

二、對行動研究的看法不同 

N 與 G 教師對行動研究的想法都始於正面態度，N 教師經過行動研究後，

他從中得到幫助，發現真的印證了原先的想法，更肯定「行動研究融入教學將

有助於改善教學」的這個想法。 

 

對行動研究一開始就是抱著正面的態度，在之前就是覺得做行動研究應該

是對老師有幫助的，那自己做了之後，才發現剛剛講得那些面向得到不少

幫助。(N065)其實在開始大家會覺得這是一個負擔，…所以它真正的內涵

是要融入在你的教學課程當中，…因為畢竟它是要改善你的教學方式…。

(N067) 

 

而 G 教師的經驗恰好相反，在他做過數篇行動研究且參加過數次的研討會

後，他發現行動研究對國小教師的實際教學未必有幫助，因為將做行動研究的

時間用來進行教學反省或處理教學及學生問題是更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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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行動研究之前，我會覺得行動研究以國小老師來說，是比較有幫助

的。那在做了這麼多篇行動研究，又參加了這麼多研討會之後，會發現其

實老師對行動研究這東西，它不見得會覺得對他實際的教學真的幫助更大

…，他如果把那些時間(做行動研究)拿來做教學反省，對於自己班級的教

學或對自己班上的學生，能有更深入的思考跟反省，那其實對於平常教學

，那也是滿不錯的，那為什麼一定要生產出可能那個比較沒有價值的知識

，那種形式的知識出來，可能對於他的教學反而實際沒有幫忙的東西…。

(G043) 

 

三、改變舊有的想法 

C 教師在第二次的行動研究過程中，在他與他的受訪者的互動中發現經過

覺察的方式，可以幫助他及他的受訪者改變原先的觀念，在這過程裡，對 C 教

師產生了激勵作用，影響他後來對很多事物的看法。 

 

…他(受訪者)有些觀念，還是站在傳統蠻保守的立場去思考，可是有些事

情又很棒！所以我會認為經過覺察的方式，類似行動研究的方式，來幫助

他瞭解對一些事物的看法，能做到平等(性別)的境界…，能幫助他改正一

些在想法上的差距…。(C010)…在我跟他的互動中，可能對他也產生了某

種程度的激盪，…真正有產生激勵作用的反而是我，甚至於影響我在後來

對很多事情上的看法。(C011) 

 

R 教師提及他的經驗，當教師以原有的觀念看學生的行為而無法改變學生

時，到最後，教師會漸漸地改變自己原先的想法去接受學生、認同學生，教師

的觀念會隨之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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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變成說我沒辦法改變他(學生)的行為了，…就變成說我要改變我的

想法，不認為那是錯的…。(R048)就變成我認同他的行為，…因為其實在

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我覺得很多老師的觀念呀什麼也都會跟著在改變吧！

(R049) 

 

另外，C 教師的經驗發現學生的改變有些時候是需要等待，或許在努力過

後仍發現學生的行為沒有改變，但是再過一段時日會慢慢發現學生的變化，後

來他會告訴自己試著等待學生的改變。 

 

就是說你會發現有些事情是你無法改變！…過了一段時間，發現那個學生

開始有了一些改變，…有時候改變是需要等待的。…當你發現努力做了這

麼多都沒有(進步)，可以試著去『等待』。(C028) 

 

H 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不斷問自己「我在做什麼？」，當無法接受現狀時將

會意識到改變自我的想法，並將周遭所有的資源拉進來一併思考，也因為如此

反覆思索讓老師在工作中得到樂趣，他舉了選用學生教科書的例子說明。 

 

…我常常會搞不清楚自己在幹嘛，然後我就會想說，我到底在幹嘛？…這

件事情你要不斷去認識你自己。(H181)…選教科書他本來就可以是一個例

行公事。我認識完了嘛，然後我接受我就不會改變，因為我沒有辦法接受

而去做改變，當我意識到這個改變的時候，我就會去拉我身邊所有的關係

跟相關的資源，然後做很多很多的串聯。所以我覺得我這樣教幾年書下來

覺得還蠻有趣的，然後做行政的工作也不會覺得很無聊。(H182)…這個改

變不是改變別人，而是改變自己(可能的想法)…。 (H185) 

 

肆、靜默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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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項皆為教師意識到的改變，但 H 及 R 教師提到在整個改變過程中，

有些部分是老師自身很難察覺的，H 教師的同事將這樣不自覺的改變稱為「靜

默的改變」，H 教師例舉一位老師的故事。 

 

…做行動研究的過程中，對自己的成長，其實是很難察覺的…。(R084) 

 

…老師們我們自己不太會意識到自己有什麼改變，可是從別人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是有改變的)，例如，有一個男老師，他從當老師以來就一直很

不想當老師。(H194)…老師這個身分對他來說就是，怎麼簡單怎麼做，怎

麼教學怎麼好。當時也是這樣，可是你現在看到他，他不是這樣子，你問

他有沒有什麼改變？他告訴你沒有。因為他的著眼點改變了…，開始把學

生的利益放進自己的利益裡面…。(H198)…然後會去做一些他之前從來都

不會做的事情。(H205)但是他自己沒有什麼樣太大的感覺。…學校的老師

就是針對這個寫了一個故事就叫做「靜默的改變」。(H215) 

 

這些改變從何而來？可能來自於學生、同事、家長等給他的肯定，當老師

從改變中得到成就感時，在教學上會持續不斷做自己有興趣的改變。 

 

…因為今天旁邊有這群人，他還會再做一些更多的變化，而且會做他有興

趣的東西。(H212)…會有很高的成就感，這些改變來自於學生，來自於同

事，來自於家長(對他的肯定)，然後他自己會覺得還滿有趣的。(H214) 

 

伍、學校的轉變 

前述四項皆為教師從事行動研究過後所產生的轉變，在研究者訪談過程中

發現，原來除了教師的轉變之外，學校環境亦會受教師影響而有所改變，教師

或許無法直接改變學校，但學校會因教師的改變而有些不同，H 教師在一次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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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衣機的經驗當中意識到這個部分。 

 

…他(學校環境)不會隨著你改變，但是他會隨著你而鬆動。(H185)…你說

我來這邊五年，學校有沒有什麼改變？不會有什麼改變啦，但是你有沒有

可能因為我的這些東搞搞，西搞搞，會不會有一些，不一樣的東西出來？

有，那了不起就是鬆動而已。會深刻的意識就是，我們家有一次要換洗衣

機，那搬不下來，因為太大了，然後唯一的方式就是把他敲碎這樣。 

(H187)把它敲爛，然後真的一塊一塊搬下來這樣，那時候就想說，ㄟˊ，

，其實學校就是像這樣，因為你大環境不可能改變，但是你把他鬆動之後

，他就有改變的可能性。(H188) 

 

 

第三節    教師對行動研究的建議與看法 

 

本節旨在探討教師親身經歷過行動研究後，針對行動研究提出教師的建議

與看法，以及將來是否有意願再做行動研究。 

 

壹、教師對推動行動研究的建議 

一、給教育行政的建議 

(一)訂定遊戲規則 

當要推動行動研究之時，應先訂定遊戲規則及實質獎勵制度，以減少教師

的心理反彈。 

 

針對教育部教育局的部分，我覺得應該明文來規定…。(C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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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如果說要推動的話其實就是獎勵制度訂出來，…就是你一些比較實質

上的獎勵訂出來的話，我想至少當年輕的老師被分配到這項工作時才不會

覺得為什麼就是我、為什麼老是我。(R055) 

 

(二)提供教師發聲的機會 

若國小教師有機會進行與學術有關的發表，教師會覺得除了教學之外，教

師還有進行學術研究的能力，老師可從中得到自我肯定。 

 

…請老師去發表，…我覺得那很好，有機會出去外面，做這樣一個跟學術

很有關係的發表，…就是除了教學之外，…我們還有一個學術研究的能力

。(S076)…會讓老師有發表的機會…。(S078) 

 

(三)改變師資培育課程 

要培育出具備專業素養的師資，首先需改善師資培育者的專業能力，師資

培育的專業不夠時是無法培育出具專業素養的教師；另外，還需要師資課程的

改進，例如開設行動研究相關知能課程，以訓練師資生從事行動研究，使其具

有研究能力，師資培育的課程需能跟得上教育改革的腳步，以教育下一代適應

未來的生活。 

 

…我認為師範學院課程要改變，你要訓練學生專業能力，必須要老師先養

成專業能力（師院的師資），師範學院老師不專業，如何期許教出來的學

生是很專業的。第二，師資培育機構課程要改變，因為現在是九年一貫課

程，你不能以舊的觀念來教現在的小孩適應未來的生活，所以課程方面要

跟著時代走要改變…。(C056) 

 

二、給學校行政領導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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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供做行動研究能力的訓練機會 

在推動教師行動研究之初，應先對教師進行觀念宣導及研究方法之相關教

育與訓練，或是組讀書會或工作坊，先讓教師有相關的先備知識並且能接受做

行動研究，有引導者進行引導與示範，以利日後進行研究，有好的訓練才能讓

老師寫出好的研究，而非只是為了要交差。 

 

…老師其實也不知道，因為沒有廣為宣導嘛！那如果我們想要接受這個新

的觀念跟方法，我們是不是要對這個行動研究有所了解。(J014)…行動研

究是需要幾個人來帶領的，而不是說自己一個人亂闖亂撞。(J028)你一定

要大肆的宣導，然後要有一些拋磚引玉的示範…。學校一開始就應該把行

動研究放入研習的規劃當中…，我覺得這種東西都是老師往前做的動力…

。(J029) 

 

做一個引導工作坊或讀書會或研討會，…要有固定在進行的，而不是說臨

時才做一個專題演講。(Y030) 

  

我是覺得可以辦一個研習或分享，像這學期有個分享我就覺得還不錯，或

是請專家來教授也好或是那方面的專家都可以…。(I011) 

 

我如果是主管，我會帶領他們一起先做研究…。或是說我會希望是隨時在

做，而不是因為有這樣才有人做，「我們來做一個東西，我們來交差好不

好」…。(S074) 

 

第一個一定要讓他知識夠，…要向老師推銷說，行動研究對你的教學是不

錯的、有幫助的，…讓老師先去接受它，然後大家安排怎麼研習講座那些

，讓老師有一些基本的概念…。(W040)…可以成立什麼教師專業素質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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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或者是成立一個讀書會也可以呀，就是讀書會的成員可以一起去涉獵這

方面的知識，然後互相的切磋…。(W041) 

 

…需給予老師訓練，有訓練才能寫出好東西…。(C033) 

 

另外，當教師於完成一件行動研究後學校應給予教師實質回饋，例如核發

研習時數以鼓勵教師，或頒發獎狀、列入積分計算或在職務分配時予以優先等

鼓勵，甚至提供研究獎金以激發教師做行動研究之動力。 

 

…學校可能在一些實質的回饋上，可能獎狀吧，那可能你做這個研究你也

有績分。(J029) 

 

…我也很希望有足夠的經濟資源可以給老師獎勵、發獎金或什麼的，…如

果這樣子的話，我可能會更賣力去做，…我會希望校方可以有這樣的獎勵

。(S075) 

 

(二)提供專家諮詢 

當教師於研究過程中遇上瓶頸，若有位專家可提供意見與諮詢，適時指引

方向、輔導教師，將有助於教師做行動研究。 

 

學校最好有一些專家或請一些專家來諮詢，不然老師不會。我覺得學校如

果願意幫老師解決研究上一些阻礙的話，老師應該就比較有興趣。(J030) 

 

…那工作坊的話可能就要比較有專業的人來帶領…。(Y029) 

 

(三)提供研究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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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研究是需要大筆金錢支出，對教師來說，都是一個負擔，做研究如果

有部分經費做為支持，對整個研究的進行與教師動手做研究的意願將大有幫助

，同時可提高教師做研究的興趣，並可運用經費購置圖書以利教師專業成長。 

 

…有一些經費，我覺得這種東西都是老師往前做的動力。(J029) 

 

…給予補助，…我覺得做行動研究，需要訪談、影印文獻、請人打逐字稿

，都需要一大筆金錢的支出…，對研究者來說是一個負擔…。(C033) 

 

…有研究經費，比方在搜集資料或是文獻探討方面，更有資源去做，如果

沒有那些資源的話，很多老師可能沒有那個意願去做。(N025) 

 

…要有一個預算來支持這些 team 的研究，不管是專書、經費或空間、時

間。(Y045) 

 

(四)給予資源協助 

學校行政人員應意識到提供相關的資源協助老師，包括行動研究相關資料

、時間、空間、人力資源等，讓老師們有共同對話、交流的時間與空間，以減

少教師的負擔，讓教師得以更順利地從事行動研究。 

 

再來書面上的資料最好也提供出來，不要讓我們去書局找半天。…我是覺

得老師已經在很有限的時間裡面要做這樣的東西，如果說學校可以提供更

多的資訊，那可能老師做起來也比較得心應手…。(I046) 

 

…像我們國小現在很缺乏老師互相專業對話的時間，如果你今天要做，就

要給老師專業對話的空間跟時間…。(J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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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實際上最需要的第一是減課，因該要讓老師有額外的時間來做研究

，不要讓老師覺得是一個沈重的負擔…。(C033)…為什麼我要花這麼多時

間來進行研究，何況回到家中還有家庭要忙碌，這是老師會反彈的部分。

所以老師的問題要從實際上（減課）去改善，而不是從情感上去安撫。

(C036) 

 

行政人員所接觸的資源與機會比老師還豐富，當教師有意想進行動研究時

，行政人員若能適時當協助教師尋找各種資源，成為教師與其他資源的媒介，

增加教師與各種相關資源的聯結機會。 

 

…如果是(我)行政人員的話，如果是教務主任，或是校長的話，我非但不

會卡你，我還會鼓勵，我會想盡辦法去挖一些東西給你…。(H142)因為你

在行政這個位置，相對於老師而言，他所接觸到的面向跟所觸及到的資源

，是比老師多更多、更複雜，然後你就有更多的機會能夠做判斷。(H145)

…還會想辦法去幫他拉關係，拉各種不同的關係跟脈絡，找一個資源給他

。(H146) 

 

(五)以鼓勵、營造風氣取代「以上對下」的強迫方式 

教師做行動研究應是教師體悟到目前所面臨的問題後，設法解決問題，這

過程應屬於教師自發、自主、無負擔與壓力，應先以鼓勵方式，由有興趣之教

師帶動以營造風氣而非被迫、被要求要「交作業」，才不失其真意與美意；教師

若對行動研究的觀念不清楚、對做研究的態度不夠積極、主動，做行動研究之

出發點是「為了交作業」，爾後做行動研究易產生延續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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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說你要推行動研究，那政策來了，那我可能就只好轉達(公文)，…

我們不會特別去勉強哪個老師一定要做哪些事，那可能私下會鼓勵，…我

們也不會特別去勉強或去強迫他。(U041) 

 

…但是在實施的執行上不要硬性規定老師要做什麼樣的報告，…要讓老師

自己去選擇。(I011) 

 

…我覺得也要是積極一點的老師，因為今天老師他可能不知道什麼叫做行

動研究，或是他做了，可是沒有辦法持續。(J024)不可能都由上對下要老

師做，這種是自發性的，如果有形成風氣的話，我覺得老師自然而然覺得

好像凡事沒有這麼難，就會有興趣做…。(J029) 

 

另外，當老師是非主動進行行動研究，為了「交作業」應付一下，對老師

而言不是件難事，除增加老師的負擔外，並無實質效益。 

 

…那你只是要求老師一些文獻上的成果，那老師當然就是抄呀，要應付這

種東西，其實很簡單。(J029) 

 

…我不會很鼓吹老師們在一個被要求的狀況下去做。…那這種就是老師要

交作業應付一下其實很簡單，抄一抄嘛！它只是增加老師的負擔，它沒有

實質上的效益。(H061)我舉一個例子來講，我們去年出了一本老師做的專

刊，那出那個專刊太簡單了，我在每個學年邀兩篇。(H063)…那這種就是

老師要交作業應付一下其實很簡單，它只是增加老師的負擔，沒有實質上

的效益。(H064) 

 

(六)不把行動研究當作考評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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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教師覺得不論教師做出來的行動研究是好是壞，都不應把它視為考評的

依據，不可以此將老師貼上標籤。 

 

…但是你不能說這個老師做比較深層的績效就比較績優…。(I011)…我是

覺得不管行動研究做出來的成果是好是壞，行政人員也不需要給他貼標籤

，這個第一名這個第二名第三名這個比較優、比較不優…。(I042) 

 

(七)不否定教師 

對教師所提之任何想法應予以支持、尊重，若以否定的方式處理，易造成

教師的心理壓力，打擊教師的信心而喪失教師做研究的動力。當教師們有想法

、努力爭取對話時間與空間時，學校應給予支持；學校最大的支援就是「不管」

，不阻撓教師努力求取成長的機會，相信教師的自主能力與處理級務的專業能

力。 

 

我覺得今天如果教師有興趣，也不要否定，老師可以嘗試任何題目，不要

覺得說老師他這個主題是能做或不能做。(J030) 

 

…當然上級有時翻翻(老師的作品)沒關係，翻一翻但是不要看得很仔細，

雞蛋裡挑骨頭這樣就會讓人感覺有壓力。(I044) 

 

「不管」就是最好的資源！我所謂的不管是指說你不要來砍人家，所謂砍

人家就是說當老師有這樣的改變的時候，你不要處處去設防，不要去阻擋

就是最大的支援。(H080)擋我的意思就是說，當我們要去動些什麼東西的

時候，你不要到處說「不要不要…」，但是我並沒有從你身上拿到什麼樣

的條件或資源。(H108)…那就是我們會跟學生安排好，讓學生下去(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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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旗典禮)，那你就不要說不要，我並沒有跟你要什麼資源。我希望行政

人員不要來煩我，就這樣好了。(H116) 

 

三、教師的自省 

(一)加強創造批判思考的能力 

教師應該多多培養自己的批判思考能力以成為一個專業工作者，C 教師更

認為教師應避免成為複製意識型態或文化霸權的機器。 

 

我覺得自覺外，自己也要，也要多加油吧，不管是學識或是其他各方面，

可能就是…怎麼講…就是要自己批判思考。(G068) 

 

另外是要加重一些批判思考能力，才能做一個專業知識份子…。…老師批

判性不強，變成複製國家意識型態的機器或是複製文化霸權。(C056) 

 

(二)提昇自我反省的能力 

行動研究過程中的自我反省是展現教師專業的象徵之一，教師在做任何事

情或決定之前若沒有經過思索是無法令人相信他是具有專業的；近年來的教育

行政單位除了推動教育革新外，也間接將教師推向一個專業化的職業，漸漸建

立教師的專業形象，因此教師應加強自我反省的能力。 

 

然後行動研究是其中一個，展現一個專業這一方面的一個象徵，…藉著自

我反省，來要求自己說一定要更進一步的想法…。…這幾年來教育部、教

育局推廣九年一貫制或是更早前的小班精神，一直一直推，把老師把學校

的部分變成一個更有專業的行業或專業的地點的話，我想行動研究或自我

反省的能力是不可或缺的一個因素。(W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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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老師如果不自省不反省的話，我覺得是不可能的…，但是我相信那

個老師如果有思索過，…那我才相信他真的有一個專業形象…。(U043) 

 

G 教師更進一步認為，教師需對自己的專業深具信心，例如當教師遇上教

學問題時，於反省過程中，有些教師可能會因此而退讓或修正原先的教育理念

，但教師應該要堅持自己的專業。 

 

那尤其我覺得碰到一些問題的話呢，…你可能在進行反省的過程當中，…

你可能會退讓，或你可能會修正，可是有的你可能會據理力爭，也不要說

據理力爭，也就是你會堅持你的那道「專業」防線…。(G069) 

 

(三)不斷進修、研究、與他人分享知識 

教師需要不斷的進修並且進行研究，有相關文章的發表或研究可以讓

外界覺得教師是不斷地在尋求成長，而非停滯不前，同時也會減少他人對

教師的質疑。 

 

我覺得老師要進修啊！或是說你真的有這些研究的文獻，研究的成果發表

，因為家長或社會外面各界對老師應該會有不同的，我們的家長或是其他

人，他真的會因為說，你好像有做過研究或做過什麼，對你會有不一樣的

感覺，至少比較不會質疑你啦…，你有發表一些東西，…我覺得做研究可

以讓外界改變那種看法，至少他們覺得老師是一直在向上的，不是一直停

頓在那裡。(S083) 

 

N 教師還認為教師除了應永保學習的態度外，還要與他人分享知識，透過

彼此的分享以獲得成長，若老師封閉的關在象牙塔裡閉門造車，將會阻礙教師

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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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的創造思考吧，…我覺得要有一顆學習的心，然後彼此分享，彼此

分享才能自我成長。(N082)很多東西是要透過彼此的分享，…在教師專業

成長當中，知識分享是很重要的一環…，因為很多老師是閉門造車，…這

就是很大的缺點，…然後就變成一個很封閉的缺點…，對你們教師專業成

長很大的一個缺點。(N083) 

 

貳、教師對行動研究的看法 

一、從事行動研究不等於專業能力的展現 

教師做行動研究就等於他有專業能力嗎？R 教師認為國小教師的專業與大

學教授的專業立足點不同，展現專業的角度也不盡相同，有高深學問者未必具

有國小教師的教學以及和小朋友溝通的能力，因此，國小教師做行動研究未必

就等於有專業能力。 

 

我想這該回歸到我們做的行動研究，做這些行動研究就代表教師有專業能

力嗎？我覺得這是一個問號呀！…我面對的是小朋友，…你要要求國小老

師跟大學教授一樣做研究，那完全是一個不平等的立足點來看這件事，…

如果他們回到小學來教小朋友，他們也一樣是在學習呀！不是嗎？他們也

是一樣在學習怎樣跟小朋友溝通…不見的說他們有高深的學問，他們就一

定會，專業能力所展現的角度是不一樣的…。(R084) 

 

H 教師認為文本的寫作產出有助於老師思考、成長，但行動研究絕無官員

想像中可以達到課程及教學的改革之「神奇」成效，教師們在「為了行動研究

而做行動研究」的情形中也道出了部分盲點，研究者將此稱為「變調的行動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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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這些文本對老師來說有沒有實質的幫助？我相信是有的，但是絕對不

會像之前像台北市或全國各地把行動研究當作是一個「令符」…。(H028)

…他希望讓國小老師做行動研究來達到課程跟教學的改變，課程改革，讓

人家覺得你這樣子就好像可以升天了。沒有這種事情！(H030)…老師為了

行動研究而行動研究，不只是這樣，是別人的行動我來研究，就是老師在

做一些事情，然後一批不相關的人來做一些研究，這些不相關的人通常有

一些權力關係在裡面。(H031) 

 

二、研究與教學緊密關聯會產生共鳴的學習 

能讓老師維持做任何研究的關鍵在於他的研究與教學生活是否有關聯，有

感覺的行動研究更是建立在老師與外界環境互動中，以教學與研究如同土壤與

植物的關係做譬喻，老師的教學就如土壤，行動研究猶如植物，要把植物種得

好需從土壤著手，如果種植的節氣不對，植物絕不可能長得好；老師做行動研

究亦然，研究需建立在與教學有緊密關聯中，當外界在教師還沒做好準備時要

求教師做行動研究，將無法與老師產生共鳴，是沒有「感覺」的行動研究。 

 

…如果有我們小學老師來做所謂的行動研究或任何的研究的話，他能夠維

持的下去，有一個前提關鍵是一定要跟他的教學關聯，跟他在學校的生活

情境有緊密的關聯，…等到我後來再去唸書，我沒有辦法容忍說我腦袋想

的是一回事，我做的是一回事，我寫的又是另一回事，所以我的博士論文

就是寫自己的故事。(H074)…你會有感覺(教書)，它是一個熱情啊，教書

需要有些感覺的。(H111)…如果要玩真的有感覺的行動研究，他不會搭在

一個智識上的，而是搭在一個老師的教學空間裡面…。但是重點是他要有

一個深耕的那個土，(H127)…每個老師他都要教學，都在過學校的生活，

所以那個土壤一直都存在，但是他並沒有太多的機會讓東西能夠種下來，

他是強行植入的，所以他跟那個土壤是發生不了關係的。(H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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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教師更進一步認為，當老師的教學工作與他的學習產生互動與共鳴時，

這樣的經驗讓老師的學習永不止息，此種經驗與學習將成為一種能力伴隨老師

，老師的學習更不是為了生產文本、寫作文章，因為學習將會一直存在老師身

上。 

 

…互相串連(教學相關工作)、互相學習的機會，他只要有這樣的經驗，他

就是一個帶著走的能力，他就會一輩子在那，沒有辦法停下來去想說我要

過以前的生活。那是不是這樣因為這個老師一直做研究，然後生產東西？

不是，而是他會一直處在一個不斷學習的這個狀態，而這個學習的素材就

是來自於他的工作經驗，那存在的工作經驗就是他不斷的跟學生、老師同

儕、學校的行政人員、家長、他學科，透過這些東西，作為他的學習的材

料，他這個(學習)是不會停下來的。(H132) 

 

三、教師自主學習重於做行動研究 

一個老師到底有沒有寫出行動研究並不是重點，關鍵在於老師的學習，可

能來自於學生、行政、教學等等，有無「行動研究」的頭銜不再是那麼重要。

老師的學習常無法自行主導，由學校安排常被視為理所當然而忽略了老師學習

的自主性，安排週三進修即道出此問題。教師們多希望學校可提供週三下午進

修時間讓教師可做研究、與同儕分享、討論，或可讓教師至圖書館查閱相關資

料，讓教師有充足的時間可彈性運用，把學習的主導權還給教師。 

 

…因為行動研究這個概念，對我來說已經不是那麼重要了，那是老師的學

習啊！老師來自什麼樣子的學習，來自於他的工作的訓練的學習。(H105)

所以我根本不會管你行動研究不行動研究，這個東西就比較其次的，而是

真正在一個是老師的學習，…他是不是要冠上行動研究的名稱我覺得不是



 

 101

那麼(重要)。(H133)…因為我們在決定一個事情的時候，必須安排教師進

修，老師會有一個假設(由學校安排進修活動)，可是這個假設我們都視為

理所當然，其實不是這樣子的。我們會期望學校能夠給我們週三進修的這

個部分，對不對？像我就不認為說這是你給我的，這本來就是我的。

(H105) 

 

…給他幾個週三下午的時間去進修嘛，我覺得這個都有幫助。(J029) 

 

周三下午或看哪些時候沒有課，或者比較有意願的話可能利用寒暑假的時

間來做一個引導工作坊或讀書會、研討會。周三下午的運用，可以讓他們

去做專業的討論、對談。(Y044) 

 

四、問題解決的急迫性重於產出研究文本 

當教師於教學現場碰上問題時，大部分時候需要馬上解決問題，通常問題

解決比做行動研究更為急迫，國小教師大多還是將精力投注於教學當中，對他

們而言，相較於做研究，教學畢竟還是較於急迫的。 

 

…其實有時候在教學上遇到的問題是沒辦法拖到你做一些研究再去做解決

的問題，有時候就是你必須馬上解決…。(I008) 

 

我們國小比較投入於自己的班級教學當中…，所以在教學投入的情況之下

，你還要再讓他們做研究或是要他們再…可能…還是不是那麼急迫性啦，

…可能課堂中教學還是國小老師最主要的一個部分。(G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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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老師們每天都有層出不窮的問題需要面對與解決，用行動研究解決

問題未必是最有效率的方式，花費大量力氣以產出文本的意義對教師而言並非

極為重要，因為教師最主要目的只為了解決問題。 

 

…像這種建議其實可以直接跟上面反應就好了，不用透過這種東西再去讓

校長看到再去做這樣的事情。(I027)有些事情是用講的、用溝通的會比較

有效率。(I028)…我們只是碰到教學上遇到的問題我們要去解決，解決問

題的方式很多種不一定要用行動研究這種方式來解決。(I061) 

 

我們通常會針對一個事情，…就是一般的老師遇到問題，我們把它解決了

就 o.k.了。(H037)…但是沒有把它寫成紙筆或文本，那其實不是很需要

。(H047)…當要求老師通通綁在他的日常生活瑣事裡面，那我們希望他能

撥出一些時間來做這些，或是來寫這些東西的話，對他來講是一個很大的

負擔，…那我不知道說老師為什麼要做？因為我只是要解決問題。(H048) 

 

U 及 C 教師更進一步認為，不如把做行動研究的時間與精神放在學生及課

程改變上，有無寫出行動研究倒是其次，重點在於教學過程中，教師是否保有

行動研究的精神，而非期待教師的學術論述。U 教師認為在教學過程中不斷解

決問題、反省教學，這已與行動研究的精神相契合。 

 

其實我在整個教學裡面，我覺得行動研究就是在解決班級上的問題…，那

麼無形之中，我覺得這跟一個行動研究的內容精神已經是有點契合的…。

(U003)但是我覺得如果把老師要做一個很詳實的記錄下來，…我覺得還不

如把時間花在對學生的身上…，或者在課程的改變上多一點，可能相對的

有一些問題可能會不見，…但是我覺得行動研究的精神一定要深植每個老

師的心中，就是至少對問題的了解會想辦法去解決它，甚至你在有一個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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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過程你找到自己心中的答案，那麼絕對有幫助你的教學，這個精神一定

要存在每個老師的心中…。(U040) 

 

…我會覺得放在行動中解決(問題)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的投入與

付出，或是他是否有解決到問題，…而不是去期待他會得到什麼專業(學

術)的論述。(C055) 

 

也有教師認為，教師的責任感更甚於行動研究的文本產出，教師的教學與

帶班使命感讓教師會花心思於教學中，設法解決問題，對 S 及 U 教師來說，行

動研究只是附屬於教學之下，不論有沒有做研究，教師的責任就是認真教學，

而 I 教師認為，只要教師的態度是負責任的，解決問題不一定要用行動研究的

方式。 

 

我覺得就是以一個我當老師的責任吧！我覺得我應該要這麼做，行動研究

應該是附加的…。(S063) 

 

…我覺得我的研究是附屬的，我還是比較覺得要對得起學生的一個教學過

程，我不管有沒有在做研究我都是要認真教學啦…。(U019) 

 

因為你帶的班級你有責任，…你一定會花很多心力去帶好它，遇到問題你

會想辦法去解決它，你不會把問題留在那裡，你一定會做很多事情去處理

這件事…。(R087) 

 

…只要他的負責任度對學生負責就好了，那這方面的話，解決問題我是覺

得不一定要用這種方式來做…。(I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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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動研究有助於提昇教師專業形象 

雖然行動研究未必是解決問題的最佳方式，但 G 教師仍認為行動研究或多

或少仍有助於教師專業形象的提昇，W 教師亦認為它的立意很好，可增進教師

自我反省的能力。 

 

…那你說做行動研究對於專業地位或形象有沒有提升？我覺得這都是多多

少少還是有，至少妳會做嘛！我不會做…。(G066) 

 

行動研究的立意是很好，因為它不僅可以讓老師自我反省的能力(提高)，

也可以讓外界對老師的專業素質更提高一些…。(W057) 

 

另外，H 教師提及，雖然教師工作繁重，但是當教師意識到自我的專業認

同時，即使吃力地做行動研究，唯一的收穫可能來自於成就感之外，得不到任

何物質上的回饋，仍會反省自己及他人如何看待老師們的訓練與專業成長。 

 

我沒事幹嘛會去自發呢？一個觀念就是說到底一個小學老師，當我們在看

待我們自己的專業的時候，然後從別人的角度和眼光又如何反應到我們的

訓練跟成長？那這例子就是認同的概念。(H066)…在物質上面的報酬根本

沒有呀！根本不會有！老師做這個事(行動研究)不會得到太大的回饋，唯

一能得的就是在精神上面及工作上，成就感包括在裡面。(H067) 

 

參、再做行動研究的可能性 

一、將來仍會再進行行動研究 

G、C、S、U 及 N 教師認為將來還是會繼續做行動研究，雖然他們所持的

理由不盡相同；G 教師在博士班畢業後仍然會繼續記錄教學過程中的反省歷程

與改變；C 教師則提了兩個理由，一方面是因為研究所的課業需求，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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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會選擇自己有興趣的問題進行研究；S 教師則是對行動研究仍抱持很大的興

趣，但唯一的條件是需要有「天時地利人和」的配合；U 教師則是會秉持行動

研究的精神解決教學上的問題；最後 N 教師覺得在有經費支援的情形下，將會

以團體合作的方式進行行動研究，因為經費是讓教師做研究的一個誘因。 

 

畢業之後(博士班)還是會做，可能你在教學歷程當中…類似反省吧，…你

還是多多少少在教學歷程會有一些…一些想法跟改變，那個部分我還是會

想把它記錄下來。(G076)  

 

第一點，會，因為課業所需，…這是大多數人的想法與需求(交研究所作

業)。第二點，我會依照自己的實際需求，不然就依照我自己的興趣去做

，或是真的要解決問題。(C054) 

 

其實我對行動研究我還是抱持很大的興趣，我還是會做。(S094)產生興趣

是因為「天時地利人和」，就是說當你想要做的時候、你需要資源、你需

要夥伴、你需要學生配合、家長配合的時候，反正你都可以你想要什麼就

都可以適時出現的時候，然後當你遇到困難你都可以得到解決的時候，就

是可以給我很大的信心繼續下去。(S097) 

 

我說我的行動研究應該是會持續的，就是秉持那種精神，…因為做行動研

究本來就是在解決職場上一個問題嘛…。(U045) 

 

下次有機會我可能還是會找比較好的同事，然後一起來做研究…。(N038)

…我可能是認為有研究經費吧！如果是團體的話啦！如果個人的話，沒有

經費的話我也會做。可是有團體的部分，我認為畢竟有那個誘因存在，…

我想這才會有一個驅動力存在吧！(N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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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若無特殊需要，將不會再做行動研究 

對一般教師來說，做行動研究是一項很花時間的工作，大部分有家庭需要

照顧的教師，他們下班後多忙於家事，當他們有學校的額外工作需帶回家做時

，影響了他們原先的生活步調，例如與家人之間的互動時間變少等等，所以，

在非必要的情形下，教師是不會自發再做行動研究。 

 

以後，其實也有點懶了，因為做那個本來就是要花時間的，那除了平常的

時間你另外又要花時間做研究。(R080)…我們現在還未婚，我們有比較多

的時間去投入，其實以一般的教師來講，他們有家庭，回家要照顧小孩、

照顧先生什麼的，…你還要撥時間做這種東西，可能是真的心有餘力呀！

…那你看我們年輕人做起來就覺得是一項負擔了，更何況是他們呢！…我

覺得不會主動自發的去做，別人說有作業我們才交…。(R081) 

 

…當然可以不要做就不要做。…我回去一定要煮飯，煮完飯一定要收，然

後要看他(孩子)的聯絡簿，每天我一定要看一下電視新聞，…弄一弄每天

都很晚才睡覺…。我不喜歡這種感覺，像這個禮拜我就跟大家沒有互動，

我吃飽飯就上去出我的考題，我就躲在房間裡面對著電腦開始做，我是覺

得這個禮拜就跟他們(家人)很疏遠。(I047)…以出考卷為例來講，…一個

晚上我可能只做一個大題，那我就要連續作好幾個晚上…。(I048) 

 

 

第四節     分析與討論 

 

本章主要是針對教師從事過行動研究過程中所獲得的專業成長，與從事行

動研究之前後的轉變進行探討，並了解教師對推動行動研究的建議與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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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師所獲得的專業成長 

Sax ＆ Fisher(2001)以 21 位教師為研究對象發現，教師透過行動研究所獲

得的成長包含有下列幾項，首先是人際溝通能力的提增，對自己的教學更具信

心，同時與同儕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好，更重要的是解決了實務工作的問題，另

外，在研究過程中，他們漸漸成為反省實務工作者(reflective practitioners)，教師

在班級上以及在專業實務中所做的改變，最大的受益者是學生。 

在 Brown & Macatangay(2002)的研究中發現，教師在工作實務中所獲得的專

業發展將會直接影響學生的學習與表現。本研究，教師經過從事行動研究後，

教師發現他們的專業成長包含教學、研究及人際關係等三個主要面向。針對教

學的部分，在教學相關知識上更為豐富，吸收更多的教學資訊，同時，藉由大

量閱讀相關書籍與文章，增長了教師的專業知識，透過行動研究可以看見其他

教師們的想法與研究，從中吸收教學相關資訊與知識，發掘自己可以更有系統

的處理教學設計與課程安排，亦改善了教師的教學模式，增進教學，將過去所

學的應用於實務工作中。另外，教師更可藉由行動研究激發創意，改變教學進

而從中獲得成長，此與學者張世平、胡夢鯨(1988)的想法吻合，認為行動研究

可以改變教師的教學態度、改進教學等等。經過不同的教學嘗試，在研究過程

中教師改變了舊有的想法，想法上更為包容與接納，同時可發現學生的改變，

學生給教師的回饋超乎原先預期，學生的作品更是比想像中要好，這樣的經驗

讓老師看見學生的可塑性，並且激發了學生的潛能，亦為老師持續走下去的動

力，這種成就感讓教師覺得是值得去追尋的，也讓老師踏上「不歸路」持續擇

善固執，即使過程不見得每每順心如意。國小教師的專業在於教學法、與學生

的互動，以及將繁複的的知識轉化為小朋友所能接受，此與 Guskey(2002)的論

述相似，他認為教師的成功與否在於學生的行為及學習表現。 

針對研究的部分，做過行動研究後，讓教師對行動研究更了解，知道相關

的概念與研究方法，Sax ＆ Fisher(2001)的研究也發現，教師經過從事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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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教師更了解研究及資料分析方法，同時減少對『研究』的恐懼(fear of 

research)。研究參與者提到，經過行動研究的訓練與經驗後，讓老師得以自覺到

自己後設思考，不把現況視為理所當然，過程中不斷反思問題，並與同儕分享

討論，更可多元廣泛察覺問題，增加改進機會。藉由反省日誌或札記的書寫，

整理研究的過程中也提昇自我的研究能力、批判思考與反省能力，於研究過程

當中需不斷思索、反省與整理思緒，同時也訓練教師得以理性思考的機會，有

助於以客觀態度分析事情。此與 Ruchti(2002)的研究相似，他以行動研究做為他

的碩士論文，在他研究的過程中不斷書寫日誌及札記，經過研究後，他相信研

究日誌對於教師的自我反省(self-reflection)是相當重要且有益的。另外，Brown & 

Macatangay(2002)的研究也發現，教師透過行動研究，將助於教師對自己的專業

發展負責，在他們的研究中，有一個有趣的發現，那些教師研究者(teacher-

researchers)認為教學日誌、反省、共同合作以及逐步的發展是行動研究過程中

最根本且是必要的特徵。最後，部分學校將全校所有教師的作品集結成冊，出

版成書，經過辛苦努力後，可實在看見成果的成就感令人難以忘懷。  

針對人際關係部分，本研究發現教師從事行動研究後，對人際關係的改進

是有幫助的，不論是教師與學生之間的或是教師與教師之間的；此部分的成長

與宋銘豐(2003)的研究相似，他的研究結果發現教師進行同儕合作的教學方式

所獲得的成長有解決教學上的困境、減少教師孤立感、減輕單打獨鬥的負擔、

提昇省思與檢討能力等等。Sax ＆ Fisher(2001)提到，教師透過與同儕在一起，

建立彼此的信任感、討論許多教學問題、分享彼此的經驗與知識等，最後變成

了一個學習社群(learning community)。 

 

貳、教師經過行動研究後的轉變 

經由教師我自察覺，發現教師從事行動研究前後的轉變可分為心情上的轉

變、研究上的轉變、觀念上的不同、靜默的改變以及環境的變化等五個部分。

教師改變的過程通常是逐步且不易的，而改變大多意涵著提增教師的能力及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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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學生的學習，但這都需要額外花費相當多的時間與精神(Guskey, 2002)，在本

研究中，教師的轉變也有這種現象，以下就教師經過行動研究後的轉變進行探

討。  

就心情上的轉變來看，在被動、被「強迫」的情形中進行一件自己不願意

做的事本是一件苦差事兒，在工作繁忙之餘得撥時間做研究讓老師覺得是一種

負擔，剛開始的心情絕非樂意、愉快，抗拒與排斥的心理居多；但真正執行、

切實做過後便慢慢的接受這件「差事兒」，尤其與年紀相仿的同儕合作的經驗令

人感到愉快，再加上具有博、碩士學歷的老師一同合作，最後多能接受做行動

研究，因此，對於被迫從事行動研究之事，大部分都能釋懷。另外，在與其他

教師分享教學經驗時發現，從過去的單憑印象到後來的訴諸文字，經過行動研

究讓教師更有自信於自己的分享。Stevenson(1991)提及，教師藉由行動研究更能

覺察班級事件外，還可增進自尊(self-esteem)及自信心(self-confidence)。 

就研究上的轉變來看，對尚未進修碩士學位的教師來說，行動研究提供了

證明自己研究能力的機會，也從中發掘自我的研究潛能，更從中激發再繼續讀

研究所的動力。透過實際動手做行動研究後，發現從事行動研究不如想像中困

難，在這過程中更得到了自信與自我肯定。 

就觀念上的轉變看，有教師經過行動研究後對某一領域議題產生興趣，改

變了原先認為自然生物可能會造成身體過敏而不去接觸的想法。對行動研究的

看法上，有受訪者於剛開始對行動研究抱持正面觀感，覺得行動研究應是有助

於小學教師，經驗行動研究後，產生了兩種不同的看法，一是做過行動研究後

，印證了之前的想法，教師從行動研究過程中得到了專業成長，另一是做過數

篇行動研究後，發現其實它對小學的教師助益並不大，因為小學教師每日都在

解決急迫性的問題，花費時間書寫研究對教師解決緊急問題的助益不大。研究

者進一步分析，若將教師從事行動研究視為一個歷程看，從尚未從事行動研究

、開始動手做、完成一篇行動研究、完成二篇行動研究、完成三篇行動研究…

，一直到完成數篇行動研究後，對教師從事行動研究的看法會有所不同，經歷



 110

的每一個歷程所看的重點會有所改變，研究者形容為一種「蛻變」的過程。 

另外，教師在教學或研究受挫時，要試著改變自己原有的觀念，漸漸會發

現 有 些 改 變 並 非 是 立 即 的 ， 改 變 有 時 是 需 要 等 待 的 在 ， Hashey ＆ 

Connors(2003)的研究中也發現相同的事，他們經過兩年的行動研究後發現，教

師需要給學生更多的時間，要有耐心等待學生的改變，且深信這樣的等待是值

得的。 

教師在一些轉變上可察覺到，但也有教師認為，其實並非所有的轉變都是

那麼顯而易見，教師有時候是無法自己察覺的。另外，在研究過程中，教師會

不斷地反覆思索，了解環境與自己，尋求改變的可能性，教師在改變過程中常

不自覺自身的變化，改變的力量來自於外界給他的成就感，改變的契機在於身

處的小團體，因為小團體的力量與氣氛讓老師產生改變的可能而不自覺，事實

上，這就是所謂「團體動力」(group dynamic)的影響，黃惠惠(1993)認為團體是

動態、有生命的組織，其中重要的組成是「人」和「他們的互動」，而團體過程

會產生影響團體成員及整個對體的力量。 

就環境的變化看，Guskey(1995)認為若教師的教學技巧及能力沒有提增時

，學校組織也將無法獲得進步，所以學校得以成長的前提在於教師。本研究發

現學校大環境不會因為一群用心老師的努力改變而改變，也許經過時間的歷鍊

後卻會被感染那「改變」的氣氛而鬆動，小團體的力量不足以改造大團體，但

卻足以讓大團體有所變化。 

     

參、受訪教師的建議與看法 

此部分分為教師對推行行動研究的建議、教師對行動研究的看法以及教師

思考將來是否會再做行動研究等三個面向來討論。 

一、推動行動研究的建議 

針對教育行政部分，教育行政單位在推動「教師行動研究」之初，應先訂

定遊戲規則，讓教師有所適從，並減少教師的心理反彈。同時，提供更多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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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發聲的機會，使教師們有機會進行研究發表；以澳洲的經驗為例，在澳洲有

多種不同專業發展型式，其中一種較受歡迎的方式是討論會或研討會的方式，

教師被鼓勵進行研究成為研究者，並在研討會、研究會或期刊上公開發表自己

的研究發現與成果，讓教師有機會進行分享與討論(摘自 Lorraine ＆ Noella, 

2001)。另外，師資培育的教師及課程也應要有所改變，跟得上教育改革的步伐

，改變數十年如一日的教材。 

針對學校部分，在推動鼓勵之初應先提供教師相關概念及能力的訓練機會

，規劃相關訓練研習與課程，進行觀念宣導，讓教師們對行動研究有所了解與

體悟，並且有先進帶頭示範引導，並給予教師研究者實質回饋等，皆可提高教

師做研究的動力。在研究過程中，老師遇上瓶頸時有專家學者提供意見，協助

教師克服困難是老師們所期待的；校方若能購置相關書籍、提供時間、空間及

人力等等資源以豐富教師的學習成長，增加教師進行同儕專業對話的機會，讓

同儕教師之間成立專業成長團體以相互支持與交流，並讓教師彈性運用週三下

午進修時間至鄰近圖書館查閱相關資料，讓教師有充足的時間思考、反省。另

外，在無壓力、無負擔、自發的情況下進行研究，教師得以盡情發揮，先由有

興趣者帶動、營造風氣，若強迫教師「交作業」易失其真意與美意。此部分與

王莉玲（2003）的想法相似，行動研究對教師們的必要性，不是要靠行政命令

就能讓教師們有所體會，而是須先讓教師們對研究的意義及重要性有所體認後

，而產生自發性的研究動機。除此之外，在教師心中，「不否定」即是最大的支

持，以正面態度鼓勵教師做行動研究，支持教師的做法與想法、相信教師的專

業能力、尊重教師的自主學習等等是老師最大的資源，有教師更覺得，不可把

行動研究當作是考評的依據，畢竟行動研究不全等同專業能力的表現。 

針對教師部分，首先應先提高教師的創造批判及反省思考能力，可藉由行

動研究與教師的自我反省來展現教師專業，並且不斷進修與研究，提高教師專

業形象，教師應堅守自己本身的專業防線，避免「盲從」而缺乏教師專業自主

性，且應樂於將知識與同儕分享，避免閉門造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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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行動研究的看法 

教師隨時在解決問題，產出文本的意義對於只為了能最有效解決問題的教

師而言並非極為重要，在教學實務工作中，問題解決常是刻不容緩，產出行動

研究的急迫性常常不及於解決當下的問題。當然，不可因此而否定寫作對教師

的益處，值得反省之處，教師有無產出研究論文並非要點，關鍵在於老師的學

習與成長，平日所做的教學改變是否套上「行動研究」名稱不是那麼重要，教

師的教學責任感更甚於是否有產出行動研究作品；此與周新富(2003)的觀點相似

，行動研究的目的在解決實際問題，不需花長時間撰寫研究報告。 

若教師在具有行動研究的概念下進行研究，且與工作經驗緊密串連時，老

師的學習將成為帶得走的能力，永伴隨之，深根的改變將影響長久，帶有欲罷

不能的情愫。是什麼關鍵啟動了停不下來的情愫？在於教師強烈意識到自我專

業認同及形象，教師所做的學習與改變得不到絲毫的物質報賞時，唯一支撐教

師持續走下去的動力在專業認同，雖然從事行動研究對教師來說是一項吃力的

工作，但也有教師認為行動研究是有助於提昇教師的專業形象，學者多認同專

業人員的判準條件之一在於他必須投入研究工作，認為這是教師基本職責(蕭英

勵，2001)；Auger ＆ Wideman(2000)針對 42 位職前教師做研究，這些教師發現

研究過程對他們成為一位專業教師是非常有幫助的。教學有時需靠「感覺」，當

教師的學習與教學工作緊密結合，產生共鳴的同時也產出了「有感覺的行動研

究」，鼓勵教師做研究需像「園丁」用心照顧，「揠苗助長」只會摧毀那等待茁

壯的幼苗，若栽種的時節、方法得宜，相信這株幼苗將會茂盛繁衍、根深蒂固

。 

 

三、再從事行動研究的可能性 

此問題的答案分為兩類，有教師覺得將來會再做行動研究，為了記錄教學

反省歷程、為了交研究所的作業、為了自己的興趣、為了解決教學問題等等都

是讓教師再繼續做行動研究的理由，持肯定答案的教師有 7 人；另外，也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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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認為做行動研究會造成個人很大的負擔，尤其是對需要照顧家庭者更是，因

此在沒有特殊需求下，教師並不會主動做行動研究，持否定答案者有 4 人。 

這也可以反應出，有動力做行動研究者多是學習動力較強且多是就讀過研

究所之教師，但也不可否認，行動研究確實會是教師在時間、精神上的負擔。 

     

研究者根據上述之分析與討論，進一步進行交叉比對發現，以性別來看，

6 位女教師中，有 2 人會再從事行動研究，4 人再從事行動研究的意願不高，而

5 位男性皆持肯定答案，認為將來有意願將會再從事行動研究。因此，在本研

究中，男性教師將來從事行動研究的意願高於女性教師。 

就教師的學歷觀察，具有碩士以上學歷者共 7 人，有 6 人將來會再從事行

動研究，有 1 人將來再從事行動研究的意願不高，具有學士學歷者(含碩士肄業

)共有 4 位，有 3 位表示將來再從事行動研究的意願不高，僅有 1 位表示將來會

再做行動研究，由此見得，就讀研究所的經驗不但有助於教師從事行動研究，

也會影響教師做行動研究的意願。 

從進行行動研究的方式來看，以合作方式進行行動研究者有 6 人，獨自進

行行動研究者有 5 人。同時，以合作進行行動研究者，將來再從事行動研究的

意願者有 5 人，而以獨自進行者僅有 2 人將來願意再從事行動研究，因此，教

師將來再從事行動研究的可能性，合作經驗者的人數高於獨自進行者。 

在訪談過程中發現，有 5 位教師具有行動研究的投稿經驗，有 6 位教師無

行動研究的投稿經驗，有投稿經驗者皆表示將來會再從事行動研究，而 6 位無

投稿經驗者，有 2 位表示將來有意願再從事行動研究，其他 4 位則表示將來再

做行動研究的意願不高。研究者更發現，5 位具有投稿經驗的教師，皆具有碩

士以上的學歷，無投稿經驗的 6 位教師當中，有 2 位教師是具有碩士學歷，有

4 位則是碩士下以的學歷，因此，就本研究看來，具有碩士以上學歷的教師，

投稿行動研究作品的人數多於學士學歷(含碩士肄業)者，另外，投稿經驗似乎

對教師從事行動研究的意願有正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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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師的職務、年資等背景條件，以及教師從事行動研究的主題與透過行

動研究所得到之專業成長等部分，則無明顯的差異，不論教師所研究的領域為

何，皆會產生專業成長，唯其專業成長的內涵將會隨著研究主題的不同而有所

改變。研究者將上述綜合整理於下表(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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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交叉分析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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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了解行動研究對國小教師專業發展的影響，試瞭解教師做行動

研究的經驗與想法，並分析從事行動研究對其專業發展之影響等，本節將綜合

上述二章的分析與探討做一研究結論，最後提出建議，並就本研究做一反省與

檢討。 

 

 

第一節    研究參與者之行動研究歷程 

 

本節將針對本研究參與教師從事行動研究的歷程與轉變做一縱貫性的統整

描述，以了解本研究參與者在行動研究歷程中的轉變。 

 

壹、R 研究參與者的故事 

針對從事行動研究的最初原因，與其他人的想法有所不同的 R 教師，一開

始做他的第一篇行動研究的原因是因為覺得「教師做行動研究」將會成為未來

的趨勢，再加上所帶班級的學生大致表現皆相當不錯，特殊學生較少，因而有

較多的時間處理教學及整理研究記錄。而第二篇與第三篇是於事隔兩年後，帶

另一個新的班級時，因為該班的學生資質相當不一致，特殊學生較多，甚至有

智能不足之情緒障礙的學生，使他每天下班後都需花許多時間思考如何處理、

改善學生的問題與表現，進而亦將過程記錄下來。唯他認為這些行動研究並非

相當正式，他的論文並未包含完整的研究動機、文獻探討等等相關理論資料，

尤其認為第二、三篇僅是個案輔導記錄。 

R 教師談及他輔導班上的個案學生之過程，不斷釐清問題、思考解決策略

、與其他的學生們溝通、不斷鼓勵個案學生及班上的學生們，也論及與個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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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及其他家長溝通的過程，他心情一直在成就感與挫折感中來回，一直到最後

請求一位熟識的退休教師利用早自修的時間與個案學生進行一對一的補救教學

後，在「多管齊下」的情形下，學生表現才漸趨穩定。 

研究過程中，當 R 教師掌握並解決學生問題後，有些問題仍會繼續做一深

入探討，同時會與同學年的老師討論學生行為及解決方法，同事的協助、提供

意見、分享等，令 R 教師覺得有助於釐清問題而感到助益良多。 

 

貳、I 研究參與者的故事 

I 教師認為在平常教學過程中即已含有行動研究的主要概念，當教師們遇

上教學問題時，會想辦法解決問題，但未必會將教學過程記錄成書面報告。而

他寫的行動研究主要是為了應付學校要求。在開始著手做行動研究之前，對行

動研究這個名詞相當陌生，過去並沒有行動研究相關的學習經驗，因此他藉由

上網找尋相關資料、閱讀他人作品、到書局找尋相關理論書籍等自學的方式拼

湊行動研究的圖像。 

當時所做的研究主題是關於植物教學，但學校此部分的教學環境較為貧乏

，因此進行這個單元的教學相當困難，他於報告中提及希望學校可以改善此部

分教學環境。隔了一個學期，雖然他不確定校長是否看了他的建議或是學校早

已有所規劃，校園裡後來增加了許多的校園植物，並規劃了水生植物園區及昆

蟲園區，也將這些相關教學資源放入網站供教師參考，這些改變都與 I 教師原

先的構想相符。 

I 教師自陳他所做的行動研究是「簡易式」的，即教務處發給每位教師一

張 A4 大小的表格，由教師填寫表格內容，他自認為那不是一個完整的行動研

究，且對於自己所寫出的內容及相關理論是極為缺乏信心，除此之外，他需利

用下班時間書寫研究記錄而影響他原先的家庭生活步驟。 

 

參、J 研究參與者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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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開始是因 J 教師服務學校的校長邀請幾位老師參與會議，說明做行

動研究的必行性與原因，J 教師他們共組合了平時較為熟識的六位科任及兼任

行政的老師，以小組合作的方式進行，其中有一位是博士研究生。剛開始討論

題目時曾遇到困難，由「班級經營」、「教學方法」到「多元智能」等等主題，

經過數次的討論，最後他們決定以不同科目的評量做為研究主題，而後每隔一

段時間就會開會報告各自的進度並討論所碰上的問題。 

開始進行時對行動研究的認識不是很清楚，學校也應要求購置相關專書提

供教師們參閱。雖然是團隊合的研究方式，但大多仍是針對各自的科目評量進

行，唯在共同章節部份，例如緒論與文獻探討的部分是由大家通力合作寫出來

的，過程中小組成員於固定時間聚會討論，分享心得。另外，還要求學校提供

週三下午的時間，前後共有三次至圖書館找相關資料。最後的統整、排版工作

是一大挑戰，因為對電腦排版的工作不是極為熟悉，為了能如期交件，小組老

師們各自利用空堂時間輪流進行最後整合工作。 

過程當中，讓 J 教師比較有印象的事，一開始大家多不太願意做行動研究

，認為那是額外的件苦差事兒，但因進行研究而增加小組成員相互對話的機會

，這樣的經驗令他感覺愉快，雖於正式談話時常沒效率，教師們會不自覺地把

話題岔開，但這卻放鬆老師們的心情，更拉近了彼此之間的情誼，於研究結束

後，聯誼性的活動增加許多。 

最後看見學校把所有成果做成專書出版成冊，雖同事之間仍會開玩笑認為

那可能被用來當鍋墊，但內心仍非常高興有這麼一本成果與成就。 

 

肆、U 研究參與者的故事 

於平日的學教過程中即以行動研究的精神解決教學上的問題，並不斷修正

教學方式，一直到進了研究所且受了相關的訓練後，與指導教授討論，計畫以

行動研究方式做為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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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教師針對他於教學過程中所欲改善的問題進行解決、研究，除了課前做

教學課程規劃外，於課堂結束後進行教學省思札記的記錄，同時要求任教的學

生寫上課心得札記，並且將每次的教學拍攝成錄影帶，雖然仍有少部分的疏漏

，例如學生的發言聲音或少部分學生的表現等無法列入鏡頭。另外，亦會固定

時間與指導教授會談、討論。他亦提及，雖然欲完全透過學生所寫的札記或與

學生的晤談以了解學生的想法或表現是不易的，因為受限於學生的表達能力與

語文能力，以及自己的工作繁重、時間有限，但仍可藉由學生上課的表情與表

現觀察出學生的想法與變化。 

回憶這段過程中，覺得幫助最大的是學生的上課心得札記，讓 U 教師多

了一個反省的機會，以及教學錄影帶，除了讓他可針對教學進行修正之外，還

可做為他的教學與研究的檢核。 

 

伍、Y 研究參與者的故事 

因為學校要求全校每位教師都需在六個月內交一篇行動研究報告，因此針

對教學上所遇到的問題進行解決並研究，但因兼任教學組行政工作，除了需繳

交一篇行動研究，更要負責推行此項業務，Y 教師認為他工作相當繁忙，常覺

得自己分身乏術，無法同時將所有工作都做得完美。 

Y 教師是自己一個人獨自完成行動研究，當面對問題時，便閱讀以前讀過

的書，單打獨鬥的過程雖然辛苦，但大致上多可自行解決問題。過程中遇到問

題時皆需一個人獨自面對、處理而令他感到孤單，他認為如果有同事一同研究

，相互討論解決問題，亦可給予彼此精神支持，或許所寫之研究會更好。 

最令 Y 教師感動的是，全校幾乎所有的教師都可以在規定的期限內交個

人行動研究，讓他覺得相當難得。 

 

陸、S 研究參與者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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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H 教師具相似經驗的 S 教師自陳，他其實並不是為了做行動研究而做行

動研究，與一位合作同事當時皆兼任行政工作，又任教同一年級的自然科，他

們原先即已在進行改進課程，但因同事看到了行動研究徵稿的公文，再加上受

學校幾位在進行行動研究的老師影響，因而便討論將正在進行的課程教學以行

動研究的方式執行。 

行動研究一開始是要解決過去小朋友養蠶之後的後續問題，因而改以養蝴

蝶，這過程不僅解決了原有的教學問題，也激發學生對自然生態的學習興趣。

在教學過程中，每遇上教學相關問題皆會與同事相互討論並分享資料，一同解

決問題，同時亦可省去一些教學準備及找尋資料的時間，再加上有熟識的生態

專家及自然領域的國教輔導團成員，因而所遇到之相關問題皆可迎刃而解。 

另外，與 J、H 教師相似的是，在做行動研究之前，S 教師與合作老師的

情感即已相當不錯，而他們這樣長期的互動中，更培養了彼此的默契，並從彼

此身上學到彼此的長處，也改變原先誤以為蝴蝶會造成身體過敏反應的想法，

這種合作愉快的經驗同時也激起 S 教師對自然生態產生興趣。 

研究的課程結束後，他們仍繼續進行研究資料的整理，最後將所完成的行

動研究作品投稿，順利被錄取，這整理個過程讓 S 教師及他的合作夥伴皆獲得

了成就感，肯定他自己的能力及專業。 

 

柒、W 研究參與者的故事 

一開始會做行動研究的主要原因是受學校要求，再加上當時研究所剛畢業

，欲試著將自己的主修(統計)應用於行動研究中，希望可「學以致用」、發揮所

長。W 教師於訪談前曾做過兩篇行動研究，但印象較為深刻的為第二篇。 

當時 W 教師為級任教師，與他合作行動研究的是任教於他的班上的科任

教師，如同 H、S 及 J 教師，在做行動研究之前，與合作教師即為熟識之同事

。於進行研究之前，兩人先達成合作的共識，合作教師負責進行教學活動與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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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學生平常小考成績之數據資料，而 W 教師則負責將數據進行統計分所與探討

，過程中時常討論與分享，試圖做最好的解釋。 

經過行動研究後，他除了印證統計是可以應用於日常教學之外，也印證了

當時所學的原理及教學研究的效果。最後，他們亦將作品進行投稿，除了曾發

表於國教輔導團所舉辦的行動研究論文發表會上，服務學校亦安排週三下午時

間，與同校教師進行心得分享，使之獲得成就感。 

 

捌、N 研究參與者的故事 

受到校長的「欽點」，與同學年其他兩位教師一同合作行動研究，三人集

思廣益共同討論教學研究主題及課程大綱，就主題決定的部分，老師們花了將

近一個月的時間進行探索，在執行教學部分則是各自進行，唯 N 教師負責最後

統整之工作。 

在研究過程的第一階段是藉由實地調查以及讓學生分組進行資料找尋，並

由學生透過資訊媒體或自製海報的方式，於課堂中分組上台報告，而後便針對

教學與研究目的抽取幾位學生進行訪談，第二階段再重覆進行實地調查，進行

後測以了解經過這樣的教學歷程，學生表現的前後差異，並進行評鑑與檢討。

研究過程包含了設計教學活動、進行學生前測、調整教學策略與方法、學生分

組找尋資料完成作業並上台報告、教師進行隨機抽樣訪談、前後測等等。 

在過程中，校方的全力支持以及團隊的分工與合作的默契，使得研究工作

順利進行，N 教師肯定以團隊合作的方式進行行動研究，經過這次的經驗，他

認為下次若有機會，他仍會找幾位要好之同事一同進行；在這次的經驗中，令

他印象最深的是，發現學生的表現令老師感到意外，除了獲得研究成果的成就

感之外，看見學生的作業成果更令教師們感到欣慰與鼓舞。 

 

玖、H 研究參與者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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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教師任教的學年於上學期恰好正進行社會科協同教學，教師們於教學過

程中針對教學困難解決問題，到了下學期，巧有機緣看見行動研究徵稿活動的

相關資料，這群教師便參加了徵文比賽，記錄幾位老師的故事並獲邀至台東師

院發表行動研究論文，H 教師強調他們的研究對他們而言是不同於生產教育知

識，同時他們所做的改變也不是因為寫作而來，他們一開始的組合更非以行動

研究為出發。H 教師補充說明，他認為以社會實踐的行動研究為出發點，老師

們一直都在面對問題、解決問題，這些問題都是來自於實務工作上老師們的親

身經歷，透過徵稿讓老師們有機會將自己教學過程中的思慮、解決問題的過程

等等記錄下來，也讓他們有機會發出他們自己的聲音。 

H 教師做行動研究最後做出心得，約有三、四十次與其中一位同事到處演

講，進行經驗分享、與他人討論，他認為當他們與他人談論他們的經驗時，並

非是要去吹虛或是去膨脹他們所做的事，而是從學術的觀點認為，行動研究是

公開形式的探究，同時強調教師之間的交互批判思考與共鳴。 

過了一、二個學年度後，雖然原先一同進行行動研究的教師因為職務調整

而不再任教於同一學年，但他們的情誼仍在，畢竟他們一開始的組合即不是為

了做行動研究而相聚。 

 

拾、C 研究參與者的故事 

C 教師於訪談之前，曾經做過三篇行動研究，第一次做行動研究是因為當

時正就讀碩士班，修習行動研究這門課程，直到修習這門課才對行動研究有所

認識，同時，也是為了繳交課堂報告而做行動研究，第一篇的主題探討教師的

心理需求，因而 C 教師於服務學校組織了一個教師工作坊。第二次的行動研究

是以自己有興趣的主題出發，並為將來的碩士論文做暖身，第三次則是為了解

決教學上所遇到的實際問題。第一篇與第二篇皆有將作品完成投稿，而投稿的

最主要原因是為了準備報考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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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教師在這三次的行動研究經驗中，印象最為深刻的是第二篇，探討性別

角色的相關議題，透過訪談一位女性教師的經驗，試著去瞭解過去的性別經驗

是否會影響教學以及對性別的看法，令他感動的是，他的受訪教師非常願意與

C 教師分享他的經驗與看去。透過行動研究的方式，幫助教師自己瞭解對性別

的看法，並試圖於教學中做到性別平等。同時，C 教師自陳，該受訪教師所述

說的經驗觸及到 C 教師的經驗而引起共鳴，更對他產生激勵與反省的作用，這

次的經驗讓 C 教師與受訪者皆獲得了成長。 

幾次行動研究的經驗下來，讓 C 教師有些深刻的體悟，例如第一次行動的

經驗，他透過工作坊的方式增加同儕相互對話的機會，此有助於增進老師之間

的情誼、從中給彼此支持、一同討論解決教學問題，更是情緒及壓力紓發的一

個出口。而以學生為主題的行動研究也讓他體悟到，有時候改變學生是需要等

待。 

 

拾壹、G 研究參與者的故事 

G 教師從事行動研究與發表的經驗相當豐富，至少有五篇以上的研究經驗

，而大部份也多有將行動研究的作品公開投稿，並曾經到台東師範學院發表過

三次，一次發表是於彰化師範大學舉辦的研討會，另一次則是台中市國教輔導

團所舉辦的行動研究論文發表會。 

G 教師第一次做行動研究是在博士班二年級時，一方面是為了研究所的課

業，另一方面則是為了教學上的需要，他一開始認為行動研究對國小在職教師

而言是相當適合的研究方法。 

在數次行動研究經驗中，令 G 教師覺得最為特別且方式最為不同的是，輔

導他任教班上的實習教師寫行動研究的那次經驗，由於實習教師的師培育學校

要求該實習教師需要繳交一篇行動研究作業，但實習教師並無行動研究的相關

知能，因此 G 教師特別為此開了一個讀書會，以討論行動研究為主題，並邀請

學校的其他教師一同參與，實習教師與輔導教師藉由每天寫札記、讀札記與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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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札記進行溝通、回饋與解決問題，這樣的方式持續了一年，G 教師卻也意外

地藉此寫了一篇身為實習輔導教師的行動研究。當他回憶起這段故事時，覺得

那是一段相當累人、辛苦的歷程，但卻是最可貴的經驗，同時也是最為完整的

一篇行動研究。 

在經驗過數篇行動研究並參加過數場的研討會後，發現這樣的成長或轉變

是一種「蜕變」的過程，一開始做行動研究時發現自己的成長較偏向教學與研

究面向，但經歷過數篇行動研究，會將焦點著重於議題的探討，到後半期便發

覺「文責」的重要性，同時，對自我的研究要求更高。 

 

 

第二節    結論 

 

本節將針對本研究的結果發現，做一總結歸納，研究者將呈現學校推行行

動研究的現況及教師從事研究的情形。 

 

壹、教師從事行動研究的歷程 

一、學校推動行動研究的現況 

(一)推行做法 

學校面對上級行政主管直接或間接要求，各校處理方式不盡相同，部分學

校要求全校教師皆要做研究，部分學校則是以分配的方式進行，將行動研究分

配於個學習領域中，亦有學校僅採以口頭鼓勵的方式，不做任何規定。 

(二)提供相關資源 

除了有接受市政府撥給經費之外，一般學校並無相關經費供教師從事行動

研究，但學校多會提供原有之設備，部分教師亦會運用相關的人力資源解決教

學及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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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從事行動研究之情形 

(一)教師動手做研究的原因 

此部分主要分為主動與被動，教師主動做研究的原因有三，一是認為『行

動研究』將會是未來之趨勢，因此嘗試做做看，以備將來所需；二是為了解決

教學上的困境，以改善教學品質與成效；三是為了個人的興趣，教師針對自己

有興趣之議題進行研究。被動從事研究的原因主要有兩種，第一是受到學校的

主管要求而做，第二是為了要完成研究所的作業，包括作業報告與論文兩部分

。 

(二)教師研究過程中遭遇的問題 

教師在做行動研究的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大致分為下列幾種，首先，對行動

研究的認識不明確，其中包括缺乏研究的能力、所做之行動研究不符合行動研

究的定義、書寫格式不易掌握以及作品被認為不符合學術規準；其次為不易尋

找相關文獻以及缺乏理論基礎等；另外，研究的資源有限，包括了人力、物力

及財力等等；再次，教師的時間瑣碎，課務繁多、行政事物繁瑣等等使得教師

需利用下班時間完成研究；複次，教師缺乏同儕對話的時間、空間及對象，對

於獨自進行研究的教師更是如此。 

(三)影響教師進行研究的因素 

影響教師做研究，使教師得以完成行動研究的因素有六項，第一，研究所

的相關訓練，這對就讀過研究所的教師來說，此部分占有相當大的影響力；第

二，同儕的扶持與討論，對於以團隊合作方式進行的教師，發現同儕的合作與

支持可以幫助教師克服部分研究困難；第三，專家提供的諮詢與引導讓教師碰

上問題時可以有諮詢、請益的對象；第四，行政主管的支持得以是教師繼續走

下去的動力之一；第五，不斷地進行閱讀，藉由閱讀找尋答案，尋求對話；第

六，正面積極的態度面對問題並解決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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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行動研究對教師專業發展的影響 

一、教師所得到的專業成長 

教師透過行動研究所得到的專業成長分為三個面向，一是教學面向，包含

改善教學品質以及改進學生的表現等；二是研究面向，包括提昇行動研究的知

能、增進理性思考以及獲得研究成就感等；三為人際關係面向，其中包含改善

學生與老師之間的人際關係以及促進老師與老師之間的情誼等。 

 

二、行動研究前後的轉變 

(一)教師轉變的部分 

教師的轉變包括了三向度，首先是心情部分，由原先排斥做行動研究，到

後來因為與他人合作愉快的轉變，以及原先與他人分享教學經驗與心得時對自

己所述說的內容持有不確定的心態，到後來經研究記錄而能以有自信與肯定的

態度與他人討論；其次是研究部分，經過行動研究後，發現它並不如原先想像

中困難，且也發掘自我的研究潛能；第三是觀念的部分，除了對行動研究的看

法不同之外，教師對於自己的想法也做了調整。 

另外，有些改變是不易被教師所覺察，是不知不覺的，有教師稱這種改變

為『靜默的改變』。 

(二)學校改變的部分 

雖然教師的力量不足以改變學校，但學校環境與氣氛會漸漸被一群用心的

教師所影響而有所不同，將來學校仍有改變的可能性。 

 

三、教師對行動研究的建議 

(一)教師的建議 

教師對於推行行動研究的建議，有三個部分，第一，針對教育行政的部分

，教育部或教育局應先訂定遊戲規則，明訂推行細則與鼓勵辦法，並提供教師

發聲的機會，讓教師有發表、進行經驗與知識分享的機會，同時，需要改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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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培育的課程，以因應教育潮流。第二，針對學校部分，學校應先提供行動研

究能力的訓練機會，並且提供專家諮詢，協助教師從事研究解決問題，同時，

需設法提供教師研究經費、給予資源協助，在做法上，應以鼓勵、營造風氣取

代「以上對下」的強迫方式，讓教師自行決定參與行動研究與否，另外，不把

行動研究當作考評依據，畢竟行動研究不能全然代表教師的教學表現與專業。

第三，教師應加強自已的創造批判思考的能力，並提昇自我反省的能力，不斷

進修、研究、與他人分享知識以求得專業的成長。 

(二)教師的看法 

有教師認為做行動研究不全然等於專業能力的展現，研究做得好未必能把

教學處理好，當然，也有教師認為行動研究是有助於教師專業形象的提昇，雖

然它需花費相當多的時間與精神；研究與教學應緊密關聯，當教師的教與學息

息相關，易讓教師產生共鳴使得學習成為一種能力而持續不斷，同時，教師的

自主學習及問題解決的急迫性是重於做行動研究的文本產出。 

(三)教師再做研究的可能性 

對行動研究有過經驗後，教師未來是否會再做行動研究？有教師認為為了

改善教學、自己的興趣或研究所作業，將會持續從事行動研究，持否定答案的

教師則是認為它是一種負擔，若學校不強迫要求，則教師將不會主動做研究。 

 

 

第三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主要是透過質性訪談法蒐集研究資料，探討教師從事行動研究的經

驗與建議，以及行動研究對教師專業成長的影響等等。研究者一開始尋找研究

參與者時，遭遇到相當大的困難，許多國小主任及教師因為工作業務繁重、時

間有限而無法配合研究者的訪談，因而流失許多符合條件之受訪者，致使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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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參與者並未全如原先預期，符合研究者所設定的條件，因而無法進行了

解教師做行動研究的經驗或想法是否因不同背景條件而有所不同，例如教學年

資、最高學歷及職務等。另外，本研究之研究參與者皆為曾經完成一篇以上行

動研究之教師，雖 11 位教師並非全部皆具有行動研究作品投稿之經驗，但本研

究並未進行了解曾經參與行動研究，但最後卻未能完成行動研究之教師的經驗

與想法，這些教師們於行動研究的過程中，遇上了什麼困難致使無法完成行動

研究？而他們的經驗或想法又有何不同？此為研究者覺得此研究有些缺漏之處

。 

此外，本研究主要係採用研究參與者報導的方式，回溯其從事行動研究的

經驗，有些教師距離上次做行動研究的時間已相去甚遠，其中相距時間最長者

長達四年，所以在資料蒐集上，難免受限於研究參與者記憶流失的問題，對本

研究資料提供恐有部分遺漏而造成不足之處。 

 

 

第四節    建議 

     

根據研究發現，本研究提出下例幾項建議，以供教育研究單位及教師做參

考，驥望對整個推動行動研究的政策方針或教師做行動研有所助益。 

 

壹、教育行政部分 

一、制定相關法令規章 

教育部在鼓勵教師從事行動研究之前，應先制定有關教師進修或研究的相

關法令與配套措施，例如增修『教師進修獎勵辦法』等，針對教師研究部分進

行鼓勵與規範，對於有從事行動研究之教師應予以鼓勵，以提增教師從事行動

研究之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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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減少教師授課時數 

國小教師在所有教育階段中，每週任課節數最多，要處理的學生雜務與行

政事務最為繁瑣，在時間瑣碎且有限的情形下，要老師分身來做研究實有困難

。同時，國小教師所擁有的資源，不論人力資源、研究資源或經費資源都明顯

偏低，因此應設法減少教師的負擔，協助教師可以順利進行研究。 

 

三、提供教師完整的研究訓練 

一般教師普遍缺乏行動研究的專業知能，教育部或教育局在鼓勵之初應先

給予教師完整的研究訓練，讓教師有足夠的知識與能力從事行動研究，包括建

立教師的理論概念，以及訓練教師具有撰寫研究、找尋資料與文獻等的能力，「

要他自己釣魚之前，先要教會他如何釣魚」。 

 

四、提供教師發聲機會 

教育行政機關應增加舉辦『教師行動研究論文發表』之次數，增加教師發

聲的機會，鼓勵教師發表研究，讓教師有更多的機會進行經驗分享與交流。 

 

貳、學校部分 

一、組織教師學習社群 

在國小校園中，一般普遍缺乏教師專業對話的時間與空間，學校應規劃適

當的時間及空間，鼓勵教師組成長團體或讀書會等相關學習社群，增加教師之

間對話的機會，並尋求專家學者提供教師諮詢請益，協助教師進行研究。 

 

二、營造氣氛優於強迫要求 

以強迫的方式要求教師從事行動研究易遭致教師的心理反彈，增加教師的

心理負擔，因此一開始應不急於要求教師交出行動研究之作品，由鼓勵為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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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邀請校內有行動研究經驗的教師或學者專家做示範、引導，當教師各方面皆

準備好之後，再要求教師做研究。 

 

三、提供相關支持與資源 

定期為教師舉辦相關研習、提供相關訊息，同時提供教師研究所需的資源

，例如提供人力資源以協助教師解決問題，提供意見；給予研究經費，以作購

買相關書籍、影印、資料蒐集等等用途；規劃完整的時間，減少教師時間瑣碎

之情形，讓教師有更充份的時間規劃研究設計、與同儕進行專業對話等。除此

之外，校長、主任的態度更是影響教師做研究的因素之一，主管若能支持且給

予實質與精神上的鼓勵，都會是教師動手做研究的動力。 

 

參、教師部分 

一、開放心胸接受新政策 

面對開放、多元的社會與教育，教師的心胸也應隨之改變，試著接受新的

教育政策，面對新的教育工作時，先冷靜思考、理性分析，讓胸襟更開放接受

做行動研究這項新任務。另外，當教師在研究過程中面對困難時，應以正面態

度面對挑戰，持續地「抱怨」是無濟於事，所以教師於情緒紓發後，應該以正

向的態度設法解決問題，即使最後無法克服困難，但那積極的心態與解決問題

過程中的歷程是相當重要的。 

 

二、認同自我專業並積極學習 

教師應要意識到自我的專業問題，以終身學習的態度面對教學工作，努力

提昇自我專業知識以及專業形象，當教師自覺到教師專業的重要性，教師才有

可能邁向專業領域，即便是辛苦地從事研究，仍會覺得值得一試。 

 

肆、未來研究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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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根據結論與研究限制，提供未來有志於從事相關研究者下列建議，

以供參考。 

一、本研究僅以國小教師且做過行動研究為訪談對象，對於曾經做過行動研究

，且現在已離開國小教育工作之教師，以及目前尚未做過行動研究的教師，

他們的想法為何？未來的研究，可將此部分納入研究範圍內，以進一步了解

更為多元背景之教師的經驗與看法。 

二、此次是以教師為主要受訪對象，對於教育行政層面並未觸及，無法了解行

政單位於推行教師行動研究的背後理念及相關辦法的訂定等，所以，未來可

增加此面向的研究。 

 

三、本研究是以質性訪談為主要研究方法，訪談了十一位國小教師以了解目前

教師做行動研究的現況，未來研究可增加研究參與者人數或量化調查研究，

比較不同性別、學歷、年資、職務等等之背景條件，讓研究資料更為豐富且

多元。 

 

 

第五節    研究省思 

 

壹、研究後有感 

「研究反省與檢討」這標題若更為「我的論文計畫『懷孕』過程錄」或許

會更為貼切吧！回溯整個研究過程，從計畫「懷孕」到滿心期待(能順利完成論

文)、難產(寫不出論文)、體檢找出問題並改變體質(檢查問題，修正方向與問題

)、培育出胚胎(論文雛型)、數次產前檢查、數次與「主治醫師」(指導教授趙老

師)請教、商討等；自己看了所做的研究，形同醫生做產前檢查一般，當這「胚

胎」似乎長得不甚健康，怎麼看都不順眼時，或許該是與「主治醫師」談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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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的時候了，想找趙老師談，也清楚知曉唯有討論過後才能解決目前困境，

但常常提不起勇氣！我心裡明白，找了主治醫師的結果，很有可能得要「小產」

，再重新期待、孕育另一個新的胚胎產生，這或許是必經過程，仍不免擔心之

前所有的努力都將隨風而逝…，但我深信老師會給予我最的幫助，協助我釐清

想法、修正我寫作的邏輯，讓整個研究更具架構、更臻於完美。這一路走來，

跌跌撞撞，但也因為這切身經驗讓我體悟完成一個研究需如此嚴謹、要求完美

與縝密思考，更得隨時提醒確保研究倫理，也更能體會身為研究者的辛苦，因

此我告訴自己，「將來如果有研究者需要幫忙，我必要義不容辭給予協助」。 

這連續不斷、煎熬的過程實如一位媽媽懷孕，從一開始期待能順利懷孕一

直到順利生產出健康、可愛的小寶貝，需經過無數的付出、歷練、檢查、討論

、修正想法、分享、記錄…，還有最難熬的陣痛及最痛苦的分娩，當然，若不

小心造成「小產」也是常有之事，但不論過程為何，即便是不順、難熬、痛苦

，我深信主治醫師會給予我最大的協助得以使我產出健康、可愛的寶貝。 

 

貳、研究者的個人收穫 

在訪談過程中，聽到教師的不同想法，整個過程對我來說，猶如一面鏡子

，不斷地照著我，讓我回想了過往的經驗，甚至與我產生了共鳴。 

研究參與者中的幾位教師，所談到的一些經驗與我相同，例如一開始不知

道怎麼著手做行動研究、對這項新的工作及政策有些抱怨，一直到後來經過行

動研究後有所收穫，與同事的情誼變得更好、拉近了同儕之間的距離，也從研

究成果得到成就感等等，與我個人的經驗相似；當研究參與者訴說著他們的想

法時，我也不斷反省自己，例如，有一位教師提到他在意與孩子的相處更甚於

自己所擁有的專業知識，他的學生喜歡他，他可以與孩子們玩在一起，同時他

會反省自己的教學等等，這令我反省我自己，我是如何與孩子相處的？我要如

何才能再把師生關係拉得更近？讓學生上課願意聽我，下課願意與我分享、玩

耍？這實實在在給了研究者一個反省的機會。除此之外，還有兩位教師提及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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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態度面對困難，這也是我該努力學習的，雖然不致於需要如「小媳婦」般

不怨天、不尤人，但「以正面思考取代抱怨」、「Just do it !」的想法一定有助於

日後我處理各項事情的態度。 

    有一位教師提及「學生的表現進步值得教師去追求…。」刺激了我再進一

步思考，未來我該追求什麼？經過了研究所的訓練，再加上本研究的研究經驗

，在研究能力與想法上，我似乎漸漸發掘自己的成長，也讓我再重新思考我未

來的教學目標以及人生方向，重新再出發。 

    經過研究省思，我對行動研究的想法產生了一些化學變化，改變了原先較

為負面的想法，將來我會以更為積極的態度看待行動研究與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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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附錄一 

研究邀請函 

親愛的          老師先進您好： 

    我是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的研究生林美惠，目前服務於台中市文山國民小

學，對於您平日之教學、工作各方面皆表現得用心、積極，令我十分景仰感佩

，在此誠摯邀請您參與我的研究，接受我的訪談，深信您寶貴之經驗分享對此

研究有極大之貢獻。 

我將進行的研究題目為：「行動研究對國小教師專業發展之影響」，旨在探

討教師做行動研究的經驗、過程及想法，另欲藉此瞭解國小教師做行動研究對

專業發展有何影響，並期望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供教育相關單位參考。 

    此研究以訪談為主要研究資料，您的意見與經驗對本研究將非常重要與寶

貴，訪談所需時間約一至一個半小時，訪談過程中會先徵得您的同意後，才予

以錄音，我也將嚴格遵守研究倫理，訪談過程中所有資料做到絕對保密原則。

訪談結束之後，錄音內容將轉謄為逐字稿，並給您過目審視，確認文字描述能

真切表達您的想法後再行使用，錄音內容僅做資料分析之用。 

    本研究將後匿名方式處理，不公開於任何其他資料中，請您放心！對本研

究或整個過程中，有任何問題或想法，誠摯歡迎您提供您寶貴意見。 

最後，附上本研究之訪談大綱，供您初步參考！非常感謝您的參與！ 

             敬祝    教安 

                                  私立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 

                                  指導教授：   趙長寧   博士 

                                  研究生：     林美惠           敬上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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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訪談同意書 

    本人          經私立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之研究生林美惠說明後，已經

瞭解此研究目的、性質、方法及過程，我同意接受研究者之邀請，參與此次研

究，接受研究者之訪談，提供我個人經驗及想法，以供此次研究進行。 

    為了便於研究者於訪談結束後，有效整理並運用訪談資料，我同意在保護

我的個人隱私身份之條件下，允許在訪談過程中使用錄音方式做紀錄，而錄音

內容於研究完成後銷毀，此訪談資料僅供此次研究之用，不作其他用途。 

    我瞭解在本研究中我應受到保護與尊重，包括我個人身份及研究資料，皆

需加以保密；訪談完後之逐字稿需經我審視、同意後方可使用。 

     

 

 

 

參與者：          (簽名) 

研究者：          (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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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正式研究訪談大綱 

 

1. 一剛開始做行動研究的原因(怎麼開始的)？ 

2. 在您做行動研究的經驗中，您進行的模式是一個人或與他人合作？ 

3. 開始做行動研究的過程為何？  

4. 在行動研究這部分，學校的政策或是辦法為何？  

5. 學校對教師做行動研究有什麼鼓勵或獎懲制度？ 

6. 在進行研究當中，學校給予教師哪些支持、支援與資源？ 

7. 在進行研究過程當中，曾遇過什麼困難或挑戰？ 

8. 當您遇到挑戰或困難時有何想法？  

9. 如果您是學校的行政人員或是主任或是校長，您會如何推動教師行動研

究？ 

10. 您在做行動研究前，對行動研究之想法？ 

11. 當做完行動研究後，有哪些地方改變？ 

12. 您覺得做行動研究，就自己的想法，對「專業發展」有什麼影響(例如：

評量、班級經營、批判思考等等)？ 

13. 在這研究的過程中，您有什麼收穫？  

14. 您希望學校或是各級教育單位可以提供哪些支援以方便教師進行行動研

究、提高老師的興趣？ 

15. 未來是否想再做行動研究？原因何在？ 

16. 您覺得「國小教師」是否為一份專業工作？如何認為？如何提昇專業形

象？ 

17.還有沒有什麼想說或是想補充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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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謄稿同意書 

     

本人            同意協助私立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之研究生林美惠謄錄

訪談逐字稿時，確實遵守保密原則，不在公開場所謄錄，謄錄時亦不可有他人

在旁，同時對訪談內容及各種相關資料嚴格保密，以保護受訪者。 

 

 

 

謄稿者：             

研究者：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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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受訪者基本資料 

研  究  參  與  者  基  本  資  料 

研究參與者姓名  

性別 □男性    □女性 

出生年 民國      年 

婚姻狀況 □已婚    □未婚 

育有子女數 □無      □有，      男      女 

學歷 最高學歷： 

次高學歷： 

聯  絡  方  式 

電話 （H） 

（C） 

（O） 

電子信箱  

教  學  工  作  相  關  資  料 

教學年資 共     年 

目前服務縣市 □台中市        區    □台北市        區 

學校規模 普通班共       班 

目前擔任職務 □校長   □主任   □組長   □級任   □科任 

做  行  動  研  究  經  驗 

研究時間 研究題目或主題 獨自進行或與他人合作 

      學年度     學期  □獨作  □合作，共    人

      學年度     學期  □獨作  □合作，共    人

      學年度     學期  □獨作  □合作，共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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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訪談札記表(例) 

受訪者姓名/編碼 R 訪談地點 受訪者家中 

訪談日期、時間 93.3.31/ 4：10p.m. 紀錄日期 93.3.31 

訪談重點 
R 教師花許多時間談他與學生之間的事，例如與學生之間

的互動、與家長的溝通、如何克服學生行為偏差問題等。 

外在干擾因素 
訪談到一半，R 教師的室友返家，雖室友沒有說話，但開

門、放東西等等，干擾影響 R 教師及訪談者而有些分心。 

受訪者非語言表現 
R 教師所說的每一句話都相當肯定，臉部表情會隨說話內

容而變化，而在回想時，眼睛會看著天花板。 

自我檢討 

◎訪談技巧： 

訪談過程中，思緒整理及追問的技巧稍差，尤其是到後半

小時。 

◎訪談問題： 

R 教師希望由訪談者提問，她自己覺得無法自己想，需要

有人引導、發問問題。 

◎訪談過程： 

1.研究者到後半小時有些『體力不支』，精神不夠集中，不

易掌握她的重點而追問問題。 

2.R 教師相當樂於分享他的教學經驗及想法。 

3.於一開始訪談前，R 教師覺得題目有些難，沒有特別的

想法而擔心可能談不到半小時，但後來還是樂於分享。 

◎其他：這是今天第二位訪談者，與上一位訪談者訪談的

時間相隔不到一小時，訪談到後來，研究者覺得體力上有

些吃力。下次應盡量避免同一天進行一位以上的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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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訪談逐字稿表 

受訪者： 時間： 地點： 次數： 

主題 編碼 訪談內容 初步分析與發現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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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訪談內容核心主題分析表 

主題 內含項目 編碼 句碼 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