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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將針對我的研究實施的歷程進行回顧與重看。在一連串的事件中，自己

做了什麼，這個部份是比較能條理描述出來，也較容易釐清。但自己改變了嗎？

又改變了什麼？這個部份除了透過自我的反省實踐外，還需要來自外部的評鑑，

以獲得更加客觀的肯定。期望藉由這樣回顧，有更深切的體驗及更多的成長。 

 

第一節 研究歷程帶來的收穫 

  當初進行這個研究的主要目標，是要發展出一套適合自己班級教室紀律問題

的處理模式，以改進班級上課的狀況，而在敘說我所經歷的過程時，我更想去觀

照自己在專業能力上的發展。 

    從整個研究的執行上，難免有所阻礙。我與Ａ、Ｂ、Ｃ三位教師，歷經了

將近一整個學年的時間，有契合、有排拒，但我們依然願意一起去做一件事，去

檢視我們自己過去的教學。在整個研究所帶來的助益，並不僅利於我，對於三位

研究夥伴，也為他們帶來了轉變。研究實施的歷程中，運用了札記、對話、課室

觀察等方式，協助自我省思，與夥伴們進行互動交流，這些方法為我們帶來了難

能可貴的經驗觸動。 

一、對專業對話的認同 

  研究中的對話，聚焦在教學的問題上，採用了「對事不對人」的專業性對話

模式，是有助於提昇專業發展的方式之一。 

  對話是一種很花費時間，且不一定有具體成效的歷程，但偏偏是本研究進行

時，促進反省思考的一種重要方式。參與對話的老師，大家彼此的理念不盡相同，

但是對話並非一開始就有如此好的成效，參與的人是否有意願、有時間，且都能

將自己的想法與解決問題的策略坦然佈公，便是影響對話成效的果因素。如同我

將遭遇到問題的狀況及當時的情緒，做一清楚分享、其他教師樂於將經驗與大家

分享，以及對話過程中不斷的提問，才能使對話內容更加聚焦，更能朝向問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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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的方向前進。 

  進行對話有助於消除彼此意見的分歧與凝聚共識，參與研究的同儕教師有一

些深刻的體認： 

（一）教師溝通的質量提昇，凝聚教師情感 

  原本只是同一學年的班群教師一同進行本研究，經過一學年的淬練，大家對

於教學都想盡一份心力，力求進一步的成長，從原本定期的班群會議對話，轉變

成在空間時間、運作、方式上，展現出彈性與多元之有效互動。當需要有人商討

或諮詢時，專業對話就是最佳的選擇，行動的支援上，能適時得到彼此的援助。 

（二）明確的對話內容，有助於對主題的認同及問題解決 

  對話，使同儕教師也有重新關注教學事件的機會。除了分享每天層出不窮的

教室事件外，隨著增加的對話機會與次數，進一步探討事件的起因與改進的策

略，對關注的主題進行深層的釐清與批判，對話的內容深度也相對增加，彼此以

負責任的態度正視問題，進而構思問題的解決方案。 

（三)增加教師之間的相互了解與學習 

  每位參與對話的教師，都有其能力專長與教育信念異質的角色。透過對話，

可以激發多元的想法與行動策略，結合個人實務經驗與專家學理知識，得以延展

自我的能力與經驗，有助於相互提昇教師的專業發展。 

二、課室觀察有助於專業發展 

  Ａ教師或是自己擔任教學者時，總是能深刻感受與享受到自我專業成長的歷

程，這是種更真實的學習，也能同時提昇教學者與觀察的雙方的專業能力。 

（一）提供符合情境脈絡的教學回饋 

  因為課室觀察造成的教師情境共同性，讓教學者也更有尋求回饋的動機，所

得的回應也較具體而符合情境脈絡，對於專業發展實有助益。這樣的幫助，比起

透過對話所做的修正，更來得實際有效。 

（二）良好的觀察者態度，幫助教師建立信心。 

  值得注意的是課室觀察前，帶給教師的心理壓力，迫使教學者更加積極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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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可以是一種助力，但亦有可能是一種阻礙，其中觀察者的支持角色就更顯得

重要，一個肯定或支持的眼神，就可以增強教學者的信心。反之，若因為觀察者

的失望舉動，則容易打擊教學者信心。 

（三）檢視教學活動，察覺問題所在 

  課室觀察的重要在於對教學實況的描述與詮釋，不僅在重新檢視教學者的教

學流程，同時也在培養觀察者有無能力察覺問題，也考驗著教師是否能真誠的反

省，督促教師注意自己的盲點。 

三、札記促進自我的省思 

  研究過程中的反省札記，撰寫方式擬定為特定事件的記載，幫助教師正視教

學問題，提供教師進行反省思考，激盪不同的想法與策略。 

（一）札記的保密性，促使教師真誠面對自我 

  札記的撰寫為私人保密的關係，使得撰寫的過程較無後顧之憂，不必擔心撰

寫內容可能導致的影響，內容得以深入書寫，且教師的情緒感受得以真誠渲洩，

而非虛應故事，同時，這也是一種教師壓抑情感的抒發管道，藉此做自我調整。 

（二）提供事件原因的深究，具有自我提醒的意義 

  札記的書寫從陌生到熟悉，逐漸發展出屬於自己的撰寫風格，將課堂上孩子

們發生的話語詳實記載，不再只單由自我陳述的問題了解或解釋事件，更重視整

個問題背後的來龍去脈，使得自我有具體的參照方向。 

  我在札記的記錄中，多就事件進行描述，但未見於往後教學有積極性的驗證

或解決，雖然能秉持詳加描述的精神，卻缺少對自我責任的關懷，缺少詳細驗證

或解答，使問題未能得到有效解決。 

 

第二節 教學信念轉折歷程與因素 

  究竟我在研究的歷程中，真正改變了什麼？我再度去翻閱第四章，發現閱讀

的當下，自己仍會沈浸於敘說當時的事件中，我想嘗試站著一個旁觀者的立場去

看待並做再一次的省思，將自己抽離那樣的情境畫面，或許能萌發出不同的經驗

Create PDF files without this message by purchasing novaPDF printer (http://www.novapdf.com)

http://www.novapdf.com
http://www.novapdf.com


 112 

想法。 

  在第四章的敘寫當中，除了對自我的再認識，也包含對自我概念的統整、連

貫與再建構。感受和省思，是自我面對教室紀律問題，重新再認識的來源。但是，

我看到自己遭遇到挫折，卻又好勝、愛面子，接納他人意見卻又抱持懷疑。我嘗

試要更堅定自己的做法或想法，在描述裡試圖做自我觀念的澄清與辯護，想要做

個和善親切、關懷學生的好老師，但卻又想維護我的權威界線。崇尚如奶奶一般

的高權威教師身份，卻又想以鼓勵、關懷的態度對待學生，自身以往的學習經驗，

在我的心中，仍是只有模仿學習，沒有融會貫通，是一段段獨立的概念。我的想

法和感受似乎是一個複雜體，即使瞭解自己的想法，卻一直淪陷在自我衝突裡，

因此，我也將回顧研究過程中，看到的事件及想法整理出來，再仔細的重看自己。 

  在研究中，我看到了自己對待學生的嚴格，但這樣的嚴格並非出自於我的個

性使然，反而是對學生立下了期望的標準所致，而這樣的期望標準只是想達到學

生安靜聽課、專心學習的好學習圖像，才發現我所期望的學生及課堂，似乎是我

小學時候求學情境的翻版。原來我在培養和我相似的學生，當課堂的表現和我越

相似，學生的行為就自然的被我視為理所當然。相反的，和我愈不同，則那樣的

行為表現會被歸於負面的。所以總認為教室要由我掌控一切才有安全感，但結果

似乎只為了捍衛自己訂定的規範，反而窄化了師生互動的空間。 

  這樣有趣的現象，也讓我再度思考自己的教學信念，究竟在研究中，歷經了

什麼樣的轉變？因為教師的教學信念不僅影響著教師在教學中的思考、選擇、判

斷和決定，也影響著教師對經驗及個人教學行為的詮釋（李毓清、楊志強，2000）。 

一、教學信念的建構內涵 

在教學的過程中，信念會指引著一個人的行為與行動，而教師個人所持有的

信念，也是教師教學行為的指南針，讓教師在教學情境中，得以做出判斷與決定，

教學信念對教師而言，有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在完成研究資料的敘述與分析後，

在整個研究中，不難發現自我的教學信念，深刻的影響班級教室紀律建構的歷

程。而研究的發現也顯示，自我欲維持良好的教室紀律，卻運用與自己信念不一

Create PDF files without this message by purchasing novaPDF printer (http://www.novapdf.com)

http://www.novapdf.com
http://www.no


 113 

致的建構策略，以下將針對自我教學信念的部份，接續進行討論。 

（一）教學核心信念 

  一個人持有的信念很多，但王恭志（2000）將信念分為核心信念、中間信念

與邊緣信念三種。而個人的信念重要與否，則與之相關，愈接近核心信念則越容

易在個人表現的行為上，具有主導性，且不容易被影響而改變，反之，愈接近邊

緣信念者，則較易因外界因素而動搖、改變。 

  若以這樣的信念分類來看自我的教學信念，可以從研究資料中發現，自我認

為教師最重要的任務，必須幫助學生達成學習目標，使學生能有效學習，專注於

課堂上課內容。同時，我也認為國小低年級的教育，教師有責任提供一個正向、

關懷的教育環境，讓學生在快樂、和諧的氣氛中學習，並認為學生在學習上，具

有個別差異，教師須接納學生的能力不同，予以鼓勵與協助。 

  再深入分析之，我的教學信念系統中，最重要的核心信念是「使學生專注課

堂，達成有效學習」、「教師有責任提供學生正向、關懷、快樂的學習環境」，

以及「學生是有個別差異的」。因為這些信念的主導性，引導了自我在教室中，

相當重視教室的安靜，也影響運用建構教室紀律的策略，同時在對待學生的公平

性上，是有所差異的。 

  另外，教學信念系統的中間信念則是對「教師是輔導者」的看法，同時因為

核心信念與中間信念互相牽動，也就是教師必須幫助學生達成學習目標，因此，

也讓自我對於國小低年級教師的角色，更加肯定，認為教師應該有主導權，而且

必須為幫助學生達成學習目標而設定方法。 

  在了解自我的教學信念後，其實各個信念並不是單獨存在的狀態，而是每個

信念之間，會彼此互相牽動、聯結，這誠如黃淑苓(1997)所指出的，信念之間會

互相糾結，產生不同的關聯，以一種結構化的型式存在，如此的說法與本研究的

研究結果有異曲同工之妙。在研究自我的教學信念後，發現對學生、教育的目標，

及教師角色與責任的看法，兩兩之間互有聯結，環環相扣，形成了一個相互牽引

的系統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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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信念特徵 

   仔細探究研究資料，可以從自我的教學信念中，找到如Nespor(1987)所發

現的信念特徵之中，「信念具感情與評價成分」及「信念具有選擇性」二大特徵。 

1.信念具感情與評價成分 

  我在經營一個班級，或是在課堂的教學中，認為一個安靜的教室，學生都能

專注學習，師生關係是和諧的班級氣氛，是我心中最想要達到的理想國度。因此，

無論如何皆要努力帶領學生往這樣的目標前進。這是一個理想的境界，雖然不同

於自己目前所帶班級實際存在的狀況，但我依然努力使這個理想情境概念化，因

為我一直相信，只有這樣的教育環境與氣氛，才能帶給學生更有效、更有品質的

學習。而這樣子的信念是基於個人的偏好、心情和主觀的評斷，所以也使得自我

的教學信念符合了信念系統裡，具有感情與評價的成分。 

2.信念具有選擇性 

  「學生是有個別差異的」及「教師是輔導者」的這二種信念，來自於我的成

長與學習環境所影響。在求學時期，接觸了教育的現場，接受了教師前輩的指引，

使得我的信念從個人的經驗、文化、知識傳遞的過程裡，透過各種遭遇的事件、

偶然的插曲故事，並配合自我的背景經歷，內心會從中選擇所認同的觀點，建構

自我所認同的信念，使信念具有選擇性。 

  但也因為信念的情感及評價成分，以及具有的選擇性，個人早期的信念逐漸

整合形成個人的信念系統後，就很難被改變，同時也會影響到新概念的接受與處

理，這即是信念的偏執（蘇冠榮，1999）。而我的信念系統中，也有如此的信念

偏執存在著。因為我的求學與成長過程的經驗，讓我認定了「專注」是學生最好

的課堂學習態度，「安靜」是最徍的上課氣氛。因此，在教學工作上，我皆遵循

心中所認定的信念，也極力遠離我所認定的不佳態度與環境。所以在遇到班級的

教室紀律問題時，同儕教師所提出的「給孩子多一點討論機會」、「教室不見得

都要安靜無聲」如此與我的信念不一致的建議時，無形中自我會先阻擾這些訊息

的接收與處理，使新的訊息無法順利在舊有信念系統中立足。另外，自我所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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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生是有個別差異的」及「教師是輔導者」這二種信念，在研究中也發現，

兩者隨教學的年資增長而更加堅定，這也是符合了信念偏執的特徵。 

二、教學信念的影響因素 

    雖然信念有偏執的特徵，整合成個人的信念系統後，也不容易被動搖、改變，

但是教師信念的形成，並沒有停止的終點，反之，教師的教學信念在建構的過程

中，有可能在經歷衝擊後，促使信念轉換變遷，進而形成新的信念，是一個循環

的歷程。 

    在本研究中，除了再次釐清我的教學信念之外，也了解影響自我教學信念形

成的內在個人因素，包括我的求學經驗與個性；另一方面也對造成信念轉折的外

在環境因素，包括學生、教學經驗、同儕教師及情緒等，進行探究討論。 

（一）內在個人因素 

  在研究中，可以清楚發現自我原有的教學信念，來自於求學經驗與個性的影

響使然。 

1.求學經驗 

   每一位教師的教學特質，被自己孩提時代的記憶影響深遠，而這些記憶是

來自於父母、師長及重要他人的管教累積組成的（Wolfgang, 1995）。我的祖母

是一位國小教師，從小在祖母的耳濡目染之下，產生了身為教師所擁有的個人形

象，並承襲了與祖母相同的教師權威。 

在求學的歷程中，幼稚園、國小的階段，所接觸到老師，也都是相當具有威

嚴，要求嚴厲，他們所營造的學習環境和評量方式，雖然讓人感到有壓力，但卻

能為學生帶來卓越的學習成就，讓我能夠順利進入明星私校就讀。因此，在我任

教之後，我認為教師的角色是具有權威的，並且相信只要教師的嚴格要求，必能

帶給學生優秀的學習成就表現。 

但是，國中時期的導師，運用了自由成長的方式在教導我，且在我從未深入

追求的科學領域內，多做了引導，使我體會到學習真正的快樂與樂趣，這時期對

自我教學信念的建立，是相當有影響力的。這與我過去求學感受到的學習壓力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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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同，所以我也開始相信，教師除了是個權威者，同時也必須是能循循善誘的

輔導者，如此的信念，促使自我在面對教室紀律問題時，可以展現教師嚴格要求

的一面，亦能嘗試用親善委婉的態度對待學生，要讓孩子在適性的環境下，不斷

的激發出學生的潛能，這些都是來自於求學經驗的省思。二種建立於過去自我求

學經驗的信念，同時存在我心，也無形中產生了一股拉距的力量，彼此較勁，但

國中時期的正向回饋，以及國小遭遇的體罰負面經驗，使得自己還是較偏愛和諧

關愛的教學引導方式。 

2.個性 

自己其實是一個十分喜愛孩子的教師，雖然有著一顆愛玩樂的心，以及活

潑熱情的個性，也常像個孩子王，但對自己卻有著較高的要求，總是謹守本分，

想要將一切的事務都能盡力做到最好，盡到教導學生學習的職責。所以在教學

時，我都會十分注重於學生在教室的任何舉動及行為，對於學生有干擾學習的行

為時，我認為自己是有責任也有必要去阻止及改善的。過去許多的研究指出教師

的個性及人格特質，亦是影響教師教學信念的因素（陳湘玲，2000；吳松樺，2002；

翁崑泉2002；吳珮瓏，2004），在本研究中，也能找到相符合的情形。 

（二）外在環境因素 

   除了內在的個人因素會影響到個人教學信念之外，外在環境因素亦有使個

人信念轉折的影響，包括了學生、教學經驗、同儕教師及情緒等因素。 

1.學生 

  於研究之初，自己對待學生的態度，較偏於人本取向的觀點，偏愛以活潑、

有樂趣的教學方式，經營自己的班級。但是，學生並沒有在我的用心安排活動和

遊戲，以及展現的開放包容態度下，顯得主動積極學習，反而用不以為意或是唱

反調的態度在應對教師，無教室的紀律，在這樣的衝擊下，使得自我選擇以另一

種權威、嚴格的方式，來引導學生，經營班級。 

  在強權的管教下，學生也沒有因此而大幅進步，反而造成了師生之間的關係

冷漠，除了引起負面情緒，自己的教學信心也大受挫折，因而再度引發了自己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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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的心態。 

  隨著研究的進行，在嘗試調整自己之後，發現學生的態度變得較為積極、自

律，顯然這是我所冀求的目標，我的教學信念也因此再度轉折。原來這才發現，

自己的所做所為，無非是想培養學生的自律與積極學習，另一方面，原來自己也

期望能當一個受到學生愛戴、喜歡的教師，因此，「學生」是一個影響自我教學

信念相當直接而重大的因素。 

2.教學經驗 

在研究中，發現獎勵辦法使用所造成的問題。在過去接觸國小學生的經驗

中，即使是同年齡的孩子，其學習能力與程度皆不相同。從大學師資培育階段起，

接觸了教學現場，即不再有學生具齊一能力的看法，同時也改以依學生能力給予

鼓勵的型態，來帶領班級，以激勵不同程度學生的需要，但卻與孩子們重視的獎

懲公平性相互衝突。同時，太多的積分制，致使學生卻被動的學習，在這樣的過

程中，自我最後仍是選擇依能力給予獎賞，並且改變給予獎勵的型態，多加入了

一些變化，使獎勵不再古板制式，因為最終的目的是鼓勵學生主動學習，這就是

自我考慮改變獎勵制度方式的基礎，也顯示出自我的反省思考，這如同

Osborne(1998)所言，教師會透過反省思考的歷程，來修正本身的知識與信念，

並根據自己所知的一切，影響個人的教學行為。 

3.同儕教師 

同儕教師之間的觀念與想法會相互影響，尤其是教學經驗豐富或班級經營優

良的教師，更是帶來良多益處，以及令人有不同的思考方向（翁崑泉，2002）。

自從任教於現在的學校，因為教室班群的設計，使得我與其他同儕教師有了討論

教育問題的機會。雖然說同儕教師之間的觀念想法會相互影響，但在研究中，使

得自我的教學信念，從人本取向變成權威嚴格，而後又調整回具彈性的關懷態

度，並不是因為受同儕教師之間有人喜愛或極力贊成關懷取向的想法影響。真正

自我教學信念產生轉折，是透過課室觀察時，感受到教師與學生相處和樂與美

好，學生主動學習、規矩有禮的感覺，而非只有同儕教師之間觀念交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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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同儕教師在研究過程中，對我而言，扮演著相當重要的支持者角色。

如吳珮瓏（2004）所言，教師在碰到教學問題時，若同們皆能溫暖的提供支援依

靠，或是成為其學習模仿的對象，將會影響教師學行為及信念的轉變。對於我遭

遇的教室紀律問題，同事們對於我的帶班狀況都很關心，在履次的對話中，熱心

提供他們的經驗給我參考，願意讓我進行課室觀察，進行模仿與學習，甚至一同

協助思考新的策略，彼此間建立了情感上的支持系統，身處於這樣的環境氛圍

中，自然也較能敞開心胸，真實面對問題。 

此外，從研究結果也可以發現，在歷經一連串的對話與省思之後，參與研究

的同儕教師，觀點本來與我是有一些分歧的，後來卻彼此相互影響，我的教學信

念逐漸轉折向人本取向，而同儕教師也開始贊成當學生行為確實過於偏頗時，教

師還是得用較嚴格的方式來管教學生，這與 Sigel(1985)指出信念會因為個人的

教育、獲得的訊息及與他人的互動，產生交互作用，發生改變，衍生出不同的信

念類別，是相同的觀點。 

教室裡，我是規範的制訂者，另一方面又是執行者，就教師的角色而言，在

規範執行時是必須做到專業公允的立場，所以學生的表現所帶給我不一致的情緒

狀態，是危機也是轉機。情緒帶來的危機，在於厭惡或無奈的負面感覺，會影響

我對待學生的互動方式，容易無形中出現「放棄」的念頭；但是另一方面，自我

也能理性的去降低情緒干擾，在對話中進行不斷思考，平心靜氣的調整對學生的

管教方式，嘗試去依照班級學生的反應做調整。這使我深刻感受到在教師的情緒

與外在言行中間，還有一項專業能力。 

  潘正德（1993）指出教師需具備教學專業知能與教學修養，教師個人良好的

品德修養，最能令學生佩服，達到人格的感召。當我處理自身的負面情緒，對學

生及自身而言，是一種經驗學習的歷程。我的失望及無奈，只是轉移教學上的挫

折感，我的生氣、憤怒只是用威嚇去制止學生而非人格修養的感召，以及我的嚴

厲態度，絕非是在傳達教育愛。透過了同儕教師的對話，用了專業要求來省思自

己的行為及情緒，也讓我拋開個人的喜怒哀樂，多加考量學生，嘗試用彈性、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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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的方式來修正我的想法，及適度調整自己的教師角色。 

  班上有人討厭教師，我是能接受的，但造成學生沒有學習的意願，也是我極

力想去改變自己態度的原因。不論是嚴厲要求或是委婉勸導，才發覺自己在「嚴

格」與「關懷」之間力求轉變，是希望能將對班級的無奈，變成引導學生自主學

習的力量。我並不是要懲罰違規亂紀的學生，而是希望用另一種向上求好的方

式，引導學生向我期望的表現邁進。 

因為早期求學經驗及個性等內在個人因素的影響，形塑出自我教學信念，在

任教的過程中，學生、教學經驗、同儕教師及情緒等因素的涉入，導致自我信念

遭受到這些事件的衝擊，呈現了衝突、矛盾的狀態。 

在核心信念方面，對於專注學習及安靜的教室環境，以及鼓勵不同能力程度

的孩子學習，這些信念一直以來並未受到動搖，也沒有知覺有何不妥，故核心信

念仍維持其原有之穩固地位。 

此外，關於給予孩子一個正向、快樂的學習環境方面，受到學生態度的影響，

短暫存在後，卻被我放棄，轉而採用嚴格方式，相信必須使用絕對的教師權威來

管教學生。可是，因為與同儕教師的對話，促進了不同方向的思考，他們支持與

協助的態度，讓我有面對問題的勇氣，也給予我觀摩學習的機會，讓我感受到理

想中追尋的師生和諧融洽的學習氣氛，著實令人感動，也了解一個優秀且專業的

教師，是需要具備良好的情緒控制能力。這也再次令我的信念產生轉折，決定對

我原有的信念做些調整，給予孩子多一點空間及自主性，並嘗試與孩子們多一點

溝通的機會，反而較能激發他們學習的動機。我相信，只有孩子真心信服教師的

規定，願意配合遵守，才能讓他們在學習的過程中，行為更加自律，並且快樂、

積極的學習，這才是我的教學及班級經營所希望達到的目的。 

研究過程中，自我教學信念的變化，可利用下圖5-2-1來做概要說明與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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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1 自我信念變化圖 

透過本研究，看到了自我教學信念的形成與轉折，了解了背後產生影響的重

要因素，最主要的還是因為有同儕教師的合作、支持與協助，讓我得以在專業成

長的道路上，邁開大步向前進。 

 

第三節 建議 

我是謹守規定、好勝的人，在變化的過程中開始學習有彈性，給予孩子更寬

鬆的期望標準，有正向的美好感受。教室是一個複雜的情境，影響班級運作及學

生學習的因子非常多，要將一個複雜的教學歷程做片段完整的審視，宛如以管窺

天。在此也根據本研究的進行與研究結果，提供幾點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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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進行前，進行提問技巧的練習。 

雖然在研究中帶給同儕教師及自我教學省思的機會，但因為授課時間難以調

配，及同儕對話、提問技巧的不熟練，導致教學省思的空間受到侷限，這部份仍

是本研究中的遺憾，也是後續值得深入觀照的地方。 

二、做好自我心理調適，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克服自己的恐懼。 

自我研究也是檢視自己過去經驗的過程，在本研究中，原本害怕課室觀察的

我，以別人的進步做借鏡，說服自己去勇於改變，找尋自己的缺點。但因為害怕

別人觀察的氣氛，起先以口頭詢問的方式請教同儕，之後進入到利用教學錄影的

方式，最終能克服內心的恐懼，而接受課室觀察。這樣漸進的歷程，使個人較容

易有信心去嘗試及挑戰自己的弱點。 

三、選擇對研究主題有興趣及具有熱忱的教師，提供教學經驗分享 

  自我探究的歷程中，除了檢視自己的過去，同時也在他人的交流分享當中，

對自我進行思考與省思的過程，達到自我成長與改變的目的。本研究中，Ａ、Ｂ、

Ｃ三位老師的共同參與，讓專業對話的內容更加豐富及充實。大家都有豐富的教

學經驗，以及持有不同的教學信念，才能在專業對話的「衝突－平衡」過程中，

找尋問題解決策略，將理論和實務配合。同時，也因為大家都對研究主題感興趣，

因此讓研究中的問題解決具體方法，能互相分享，進而應用於各自的教學實務中。 

這個研究敘說了我自己的故事，整理了所遭遇的經驗，雖然這個故事只是我

人生故事中一點片段，但我希望能提供個人專業成長的成功經驗與他人分享。在

故事中，我是一個說故事的人，但同時也在聆聽其他人的感受及想法，很誠實的

面對自己在教學上的問題。幸運的，身旁的同儕教師能相互砥礪，彼此合作、加

油，一同成長。 

研究結束之後，我們的合作小組並未就此劃下句點，依然邁步前進，做為我

們四個人之間的學習機制，仍然定期開會，做對話分享，一同協助遭遇困難的夥

伴解決問題，繼續追求教學專業上的成長。除此之外，也開始有了讀書會，增進

在理論方面的知能，期許自己能帶給班上的孩子們，更多正向的學習內容，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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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學習環境。 

此刻的我，也反問自己，我的專業成長在研究結束後，究竟還要觀照些什麼？

我細細思索，之前被我忽略掉的部份－給孩子更多的自主及彈性，仍是我需要繼

續努力的地方。我也開始嘗試給予學生更多的討論空間，將自己與同儕教師的對

話經驗轉移至學生身上，期望對話也能帶給孩子們更廣闊、更多元的收穫，也幫

助師生之間的觀念溝通，共同找尋師生信念觀點的和諧平台。 

雖然這個研究是結束了，故事看似也完結了，但事實上，在我教學生涯中的

精采故事情節，不斷的在上演。自我研究是一個協助自己持續成長的工具，期許

自己的成功經驗，能提供另一次成功經驗的參考，也不忘提醒自己，成長之路無

盡頭，只有邁開大步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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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教學札記範例 

2006.8.22 

  今年算起來備課方面是蠻輕鬆的。課本使用的版本又沒有換，學習單、教具

都可以再用了。真的不錯！這樣就可以省下很多備課的時間了。唯一最需要費點

心的，就是在讓他們儘早熟悉環境吧！低年級的小朋友，上學最怕想家、不適應

陌生的環境，學期初總是有很多場親子離別記的上演，今年我早想好一些遊戲應

付這個狀況了。像是早安操、老師說、烏龜翹，我想應該都還是用的上的遊戲。

課程方面還好，但我覺得Ａ教師有點太緊張了，可是他明明帶班經驗豐富。他說

每次看到教室外有家長在看著他上課，就壓力好大！課都上不下去了。我是覺得

應該不會那麼嚴重吧！我以前的教室剛好在接送車道旁，每天第四節一定有家長

順道來看看，剛開始難免很討厭，不過有時我還會跟小朋友說有人看要表現好一

點，剛好用來管秩序。久了，其實那些家長也不會再感興趣啊！不過倒是最後一

節課都要按課表上課，這倒是一個麻煩的地方，不能自由運用。 

 

2007.3.11 

    「小立，現在是上課時間，你如果要丟垃圾，應該要舉手跟老師說，或是等

到下課時再去丟，有禮貌的好寶寶是不會在上課時隨意走動喔！」 

「要說話，請舉手！有舉手，我才知道要聽誰說話，沒有輪到你，就先耐心等待，

保持安靜喔！」 

（但一下子過後） 

「老師，我告訴你，……」、「我知道那個……」（教室一片吵雜聲） 

今天這樣子的上課狀況，我真的只能搖頭嘆氣，只有一個亂字可形容！說了又

說，講了又講，怎麼還是左耳進，右耳出，真是氣死我了。真的搞不懂，這些學

生來到學校，上課也玩，下課也玩，那張嘴一直動個不停，真的很吵。不管你用

什麼方式，學生根本就是亂成一團，效果很差，到底是我太沒用了，還是他們太

壞了啊？算了，如果教不聽，幹嘛那麼費力氣啊！真是氣死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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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家長回饋問卷 

親愛的家長們，您好！ 

本學期辛苦您了！感謝各位家長的與協助，讓寶貝們有個美好愉快的晨光時

間，收穫也相當豐富。從入學至現在，班上的寶貝們成長了許多，不知您是否也

感受到他們的成長了。在此，想請各位家長協助填寫這份不具名問卷，請您給予

最真實的回饋，以幫助我了解自我在教室紀律處理上的優缺點，再次感謝您！也

謝謝您對班上無私的付出！ 

                       欣慧 師 

＊請於您認為適當的答案內打勾！ 

                            是  否 

1. 老師對學生是採絕對的權威在管教學生的問題行為………….□    □ 

2. 老師會嚴格要求學生遵守班上的規定………………..………. □    □ 

3. 教師對於違規行為會予處罰，即使學生的理由正當………….□    □ 

4. 對於違規的學生，老師通常自行管教，不假手他人………….□    □ 

5. 老師處理學生行為問題的態度是嚴厲的，不和善的。……….□    □ 

6. 老師對於學生的反應或建議，完全視若無睹，不加採納。….□    □ 

7. 老師的獎勵制度，會使學生較自動學習，行為也較良好…….□    □ 

8. 老師會給予學生充分的自由…………………………………….□    □ 

9. 處理行為違規之學生時，老師會重視其內心的感受………….□    □ 

10. 學生犯錯時，老師一定會仔細查明原因再處理……………….□    □ 

11. 在管教學生時，老師會給學生充分的說明解釋機會………….□    □ 

12. 老師願意聽學生解釋問題的原因，使孩子更能勇於面對 

自己的問題……………………………………………………….□    □ 

13. 老師相當重視教室上課的秩序，希望保持安靜………...……..□    □ 

14. 上課時，若有學生不專注，老師都會提醒他………………….□    □ 

15. 老師訂定的教室紀律規則，學生大部份能主動遵守………….□    □ 

16. 學生會因為想獲得老師的獎勵加分，作業會認真完成……….□    □ 

17. 對於違規的學生，老師會給予改過的機會…………………….□    □ 

18. 班上學生遵守教室紀律，是被動且需老師隨時督促的……….□    □ 

19. 學生喜愛上學，因為師生關係是融洽且和善的……………….□    □ 

20. 老師態度變嚴格，是因為少部份學生履勸不聽……………….□    □ 

◎老師在教室紀律方面的要求，使您的寶貝在哪些方面的表現上進步了呢？ 

（請舉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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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課室觀察記錄表 

資料編碼  科目名稱  

觀課日期  教學者  

觀察時間  觀察地點  

事件描述 個人思考 

  

同儕之間對此次課室觀察記錄事件的分享與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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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研究同意書 

 
 

同 意 書 
 
 

本人同意接受私立東海大學教育研究

所碩士班研究生林欣慧於教學時進行課室

觀察、教學錄影，並進行對話分享及訪談等

研究工作，以蒐集與碩士論文最適切相關的

研究資料，其研究結果僅供學術與教學分享

之用，無其他用途。 

 

 

同意人：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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