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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國小教師從事行動

研究之歷程探討

徐世瑜

本文梭視筆者過去一年多來鋪導國小教師從事行動研究之歷程自筆

者首先闡述教師行動研究之意涵，其次說明所採用的三種模式專題

演講』、「講演輔以互動示會'J J 、 r ，對話互動 J • 

「專題演講」模式是以知述為本位的專業訓練模式。「講演輔以互

動示{，'J J 的模式中，筆者透過專題演講傳進行動研究的專業知識 ，繼而

經由討論與分享，以教師的舊經驗$.，出發點，讓教師在互動中參與知識

社會建梢的歷程。「對話互動」的模式J1'J 透過自我反省、分析、與對話

的方式，讓教師從內在動力出發，尋求自我的更新與發展。

筆者的輔導座程印證了唯有以教師的舊經驗島出發點，重視經驗的

連續性與互動性，也就是以「教師為本位」的進修模式，才能有效促進

教師的專業能力、激發教師的內在動力。

關鍵字:行動研究、教師在職進修、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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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教師從師資培育機槍離開之後，進入現場教學，通常會有幾十年的

服務持悶。過去有人以「;萬年教師 J 一詞，暗自俞數十年來，教法如一日之教

師。然而，面對今日詭譎多變的釷會，教育的理念與主張也隨著時代的潮流

不斷更新，教師也因而必須具備再學習與反省教學的能力。因此，在教育改

革聲浪不斷的現代社會，如何協助教師在漫長的教學生涯中，持續性的提升

專業能力、從事專業發展已成為不容忽視的議題。

教師的專業能力包含兩個層面的涵義:一是教師「有能力 J 理解變化多

端的教學情境，做出理智的專業決定，並實踐於教學活動中;二是教師 r ;有

機會」將專業知能，展現在課程、教學、班級經營等與專業有關的決定上

(陳美玉，民 86 )。有鑑於此，台北市教育局於民國八十八學年度起，倡導

「教師即研究者」的理念，鼓勵國小教師從事行動研究。其目的即在於激發

教師的研究責任、提升教師專業判斷的能力。

筆者在過去一年多來，應邀至台北縣市近十所圈民小學，利用通三下午

教師進修時間，輔導國小教師從事行動研究。在這段輔導過程中，筆者根據

參與進修之國小教師所給予的回饋，不斷調整輔導的策略與方式，企圖激發

國小教師從事行動研究的能力、意顧與熱忱。本文的主旨 llP;在於回顧與探討

這段輔導國小教師從事行動研究的歷程。

在本文中，筆者首先說明教師行動研究之意涵，其次將過去一年多來的

輔導歷程中所運用的三種輔導樣式詳加敘述，同時對此三種模式進行自我反

省與評析，最後提出建議與結語，希冀能提供學校教育人員之參考。

貳、教師行動研究之意涵

在本段中，筆者首先定義教師行動研究的意義，說明行動研究的特色，

並歸納行動研究的實施步驟。

一、教師行動研究的意義

傳統的學校教育中，教師的角色往往被認為是消極被動的，只要按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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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書照本宣科的講述，便可進行教學，因此，自學校教師自己實施研究，是

為鳳毛鱗角(歐用生，民的)。事實上，教師是學校教育的靈魂人物，置身

於複雜萬端的教學情境、面對每一天千頭萬緒的教學實務，對於教育的實際

問題與困難最為清楚，而教師所做的每一個決定更影響教學的實踐。過去的

教育研究活動，由研究人員負責學術研究、而由基層教師負責研究結果的執

行，因而「研究」與「實務」之間往往脫節。教師行動研究即是為了彌椅此

一缺點，將研究者與執行者合而為一，由教師針對實際問題進行研究，以謀

求解決實際所遭遇的問題(夏林淆，民的;黃光雄、簡茂發，民的)

教師行動研究的範間很廣，舉凡課程的研究發展、教學方法、班級經

營、學生行為、親自用關係、學校行政等各種在學校生活所面臨的問題，均可

成為行動研究的主題。行動研究的目的在於解決當前問題;換言之，其焦點

在於即時的應用，而不在理論的發展或普遍的應用(王文科，民 79 ; Glick

man , Gordon , Ross-Gordon, 1995 ) 

二、教師行動研究的特色

綜合有關行動研究的論著，筆者將教師行動研究的特色歸納為以下六點

(夏林清，民的;黃光雄、簡茂發，民的;王文科，民79 ) 

(→以「問題解決」為導向

行動研究發起於每日教育工作中所產生的實際問題。教師透過文獻探

討、對話、訪談、觀察、問卷調查等方法，蒐集相關資料，並對蒐集到的

資訊加以分析 ，釐清問題情境，繼而發展策略並付諸實踐，因此可以說是

一種以解決問題為導向，亦是一種實用取向的研究歷程。

已)實務工作者亦就是研究者

行動研究是在問題發生的真實情境中進行研究，學校教師或行政人員

就是從事研究、執行行動策略、應用研究結果的人員。教師在改進實際教

育現場的同時，亦促進其發展個人的專業知識。

(且是一個團體主動的歷程

行動研究鼓勵群體性的研究，凡與研究主題有闊的學校人員，可以共

同參與行動研究，透過彼此的互助與合作，改善現況( Glickman , Gor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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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Ross-Gordon. 1995 )。此外，執行個別研究的教師，亦可透過與其他

同儕教師以及學者專家的諮商、討論，增進行動研究的效能。在研究過程

中，所有參與者的觀念、態度都會相互影響，因而受惠的也是整個群體組

織。

(叫研究的問題或對象具有特殊性

行動研究的目的在於解決實務工作者當前所面臨的特定問題，研究的

樣本亦有特定的對象。行動研究中隨時要針對改善現況的可能性進行評

估，當研究完成之際，也正是該特定問題解決之時。一般的學術研究強調

研究結果的普遍應用性，行動研究的焦點則在特殊情境中的特殊問題，著

重將結果直接應用於當時的工作情境。

伍)促進研究和行動不斷循環的投證

行動研究的問題發生在實際的工作情境中，其所擬定的行動策略也必

須隨時檢討、不斷修正以符合實際情況的需求。教師透過研究與省思 ， 開

發出行動的新策略，而此新策略也在行動中被檢驗，由此促進研究和行動

不斷循環的檢證。

(六)促進教師的專業成長。

行動研究是一種持續不斷的努力，教師致力於研究、實踐、與省思之

間的緊密聯繫，由此促進教師反省個人行動意識與潛意識作為。當研究告

一段落，問題獲得解決時，教師自身也獲得了研究與解決問題的知能與經

驗。因此，行動研究可算是促進教師專業成長的一種方式(見圖一)

國一 行動研究促進教師專黨成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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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行動研究的步驟

綜合相闋的論著(夏林清，民的;黃光娃、簡茂發，民的;王文科，民

79 ; Glickman, Gordon , and Ross-Gordon , 1995) .筆者將行動研究的歷程歸納

為七個步驟:發現問題、文獻探討與討論 、 擬定研究計畫、執行研究計畫、

發展行動策略並付諸實踐、反省與被討、記錄與發表(見圖二)。這七個步

驟提供一個原則性的基本架惰，教師可以很據實際情況做彈性的調整。舉例

來說 : 當行動策略無法如預期般解決問題時，教師須要檢核其行動之歷程，

因此可能循環至步驟二，再度審核問題的情境，深入調查、探索問題的癥

繕，發展出適當的新策略，並將這些策略再放到實務中，結而透過反省與撿

討來評估其效果，直到問題解決、並把行動研究之歷程透過記錄與發表、公

諾大眾之時，行動研究才算真正結束。關於行動研究之實施步驟，筆者將於

以下詳加說明。

發現問題

文獻探討與討論

擬定研究計畫

執行研究計畫

發展行動策略

並付諸實踐

反省與解釋

記錄與發表

國二 行動研究的步驟

行動研究的第一步是發現問題，這些問題是學校情境中足以引起教師困

擾，或干擾其教學的部份(夏林淆，民 86 )。舉例來說:教締對於學生說

謊、偷竊的行為感到困擾、或者對於九年一貫課程中所提倡的統整課程之設

計與教學感到疑惑、或者教師本身想要加強其經營班級的技巧與能力等，這

些問題都可以是行動研究的起點。

確立行動研究的問題後，筆者建議教師可以透過 r 6WIH J 的方法，來釐

清情境。 r 6WIH J 的概念包括何時( when )、何地( where )、誰( who )、

對誰( whom )、有什麼需要( what )、為什麼( why ) 、 如何做( how )。

教師透過相關文章的閱讀、以及與學者專家、同儕教師的討論、或者透過問

卷調查、訪談、觀察 、文件蒐集等研究方法來釐清問題。舉例來說 ，如果教

師對於上課時，學生吵鬧的現象感到困擾，教師可以透過草草察 ，記錄學生何

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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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開始吵?誰在吵?為何而吵?在 1十麼教室上課時最吵?透過這些現象的分

析，可以協助教師釐清問題的癥結所在。

行動研究的過程結合了對問題的「研究 」 和採取「行動策略」兩部份。

教師透過文獻閱讀、討論、觀察、資料分析等研究方法，釐清問題的情境、

甚至對該情境有了新的覺察之後，提出行動策略，進而採取行動、嘗試解決

問題。通常可以預見的是，新的行動策略無法立即解決問題，此時，教師可

以循環至之前的步驟，審慎評估，從經驗中學習，再更進一步的發展適切的

行動策略。舉例來說，筆者輔導的學校中，有一位主任對於學生在校園內亂

丟垃圾的現象感到困擾，於是以此為行動研究的主題。透過觀察記錄，該名

主任發現:晨閑時間與早上第二節下課時間，垃圾製造量最大，而垃圾的種

類以早餐袋與鋁箔包裝飲料為主，垃圾量最多的地方為川堂與合作社通往操

場的走道。在問題的情境得以釐清之後，該名主任研擬出數個可能的解決方

案，包括:在垃圾量多的定點設置垃圾桶、籲請各班教師向學生宣導維護環

境整潔的重要性、向家長宣導讓孩子在家吃完早餐再上學(避免學生在上學

途中，邊走邊吃早餐，並在進入校園後，隨手將早餐袋扔在川堂)、以及明

令學生必須在座位上吃東西的規定等。如此透過不斷的研究與行動之循環梭

證，直至問題獲得解決為止。

教師透過記錄與發表，將行動研究的歷程公開後，方案才算真正結束

(夏林淆，民的)。教師或許質疑，飯然行動研究的問題與對象具有特殊

性，其目的不在於普遍的應用性，那麼將歷程記錄下來、公諸大眾的用意何

在。筆者想學一個例子:許多人都閱讀過偉人傳記，也深知即使我們付出與

偉人一般多的努力，刻意選擇偉人會奮鬥過的途徑，仍不能保證我們能擁有

與偉人一樣的成就;然而，在閱讀偉人傳記的同時，我們獲得了許多啟示，

而這些啟示與知識將協助我們完成自己的人生。教師所從事的行動研究亦是

妞此，在面臨相同的問題時，或許其他教師認為適用的策略不一定能解決 自

己教學上的問題，但是其他教師的經驗與知識，可以啟發我們省思個人的行

動意識、發展個人的知識。更重要地，透過對於過程的紀錄與發表，教師得

以再次反省其教學行為。在提升教學反省品質的同時，讓教師的知識也免於

被遺忘，確立教師的專業形象、強化教師的專業自信。

總言之，行動研究的貢獻在於由教師與同儕、學者專家的總手合作，透

過研究和行動不斷循環的檢證，增進教師反省教學之能力、提升教師的教學

品質、促進教師個人的專業成長、更進而奠定教師集體專業發展的基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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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輔導國小教師從事行動研究之三個模式

筆者在過去一年多來，利用週三下午教師進修時間，輔導國小教師從事

行動研究。在這一年多來的輔導歷程中，筆者共運用了三種模式，分別為:

「專題演講」、「講演輔以互動示例」、「對話互動」模式。以下分別說明

之 :

卜1 r 專題演講」模式

自民國八十八學年度上學期起，筆者開始應邀至國小輔導教師從事行動

研究。當時學校希望筆者能藉由一次週三下午的進修時間，協助教師建構對

行動研究的理解與認知，讓教師在進修活動結束後，能自行開始找尋行動研

究的起點，甚或閱始實踐行動研究;當筆者第二次到校輔導時(其間間隔二

~三個月) ，則可以針對教師訂定的主題，協助教師評估其可行性、或協助

已開始實踐行動研究者解決其所面臨的相關疑惑及困難。

瞭解學校的需求之後，筆者將各校的第一次輔導定位為專題演講的型

態。希冀透過兩小時左右的專題演講，能協助教師充分瞭解行動研究之意

涵。專題演講的內容包括:行動研究的意義、特色、範園、實施步驟、與其

貢獻(內容詳見前段)。筆者在專題演講的開始時會強調:許多教師或許不

清楚行動研究的定義，但本身已是行動研究的實發者。希望藉此開場自拉近

教師與行動研究闊的距離。同時，為了避免流於過度理論與學術性，筆者在

介紹行動研究的流程、研究方法、以及實施步驟闊的循環特性時，會輔以實

例來說明。演講中所譽之實例，多是筆者熟識的國小教師所提供、或者筆者

自身的實務經驗，其目的在於協助教師產生共鳴，同時因而獲得靈感、找到

行動研究的起點。

專題演講後，筆者會開放一些時間，護教師問問題。一般而言，教師提

間的情形並不踴躍。距離第一次專題演講兩個月後，筆者到同一所學校進行

第二次的輔導。當時預定的輔導計畫，是由該校的教師個別或小組提出行動

研究的主題，並簡短報告所欲採行的研究計會j或行動策略，然後由筆者以外

來諮詢者的身份提供建議。當天進行口頭報告的教師中，有幾位教師非常坦

承的表示:在斃了筆者第一次的演講後，仍不清楚何謂行動研究，而是在教

務主任前一日的催促下，匆忙詢問其他同儕教師，才選定主題、繳交計I1J

番，但對於所選定的主題是否恰當、以及過程的實施方式，仍存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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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位國小教師的表白，對於筆者而言，無疑是當頭棒喝，因為筆者當

時認為專題演講的內容充實 ，對於教師應有一定程度的幫助 ， 豈料仍有部份

教師並未從該場演講中受益。筆者在驚訝與難過之餘，當下決定調整對於其

他學校的輔導策略，力求提升教師對於行動研究之知能。

(斗「講演輔以互動示例」模式

自八十八學年度下學期起，筆者改採「講演輔以互動示例 J 之模式。在

這個時期的輔導歷程中，筆者決定增加與國小教師互動的機會，希望透過討

論、溝通 、 與分事，包助教師澄清概念 ‘ 充分瞭解行動研究的內涵與實施歷

程。

筆者將兩小時的週三進修時間分為兩部份，在第一部份中，仍以專題演

講的型態呈現，演講的內容與前一時期相似，唯一的差別在於減少實例的說

明，留下時間在第二部份，直接邀請現場教師根線自身的教學經驗，提出行

動研究的起點﹒再由筆者帶領教師一起討論其可能的實施流程。

在「專題演講」的輔導模式中，雖然筆者以許多實例來輔助說明行動研

究的實施歷程，然筆者體認:實伊j再多，卻未必能引起現場聽講教師之共

鳴。因此，在「講演輔以互動示例 J 的模式中，筆者決定以教師之經驗為出

發點 ， 邀請函小教師現場提出行動研究起點，希冀透過與國小教師經驗交流

的方式，能增進教師從事行動研究的能力。

為了避免出現無人提闊的窘境，筆者在演講前，會情商該校的教務主任

或組長，當無人提問時，能帶頭提出一個行動研究的起點，之後，筆者會帶

領與會教師一起分析該問題的情境，提出可能運用的研究方法或行動策略，

藉此說明行動研究之實施流程。

很據筆者的經驗，大部份的學校會有二、三名教師自顧發表，少數則須

由主任帶頭發言。教師所提出的問題包括:學生遲交或缺交作業的問題、學

生程度差異大造成教學的困擾等。問題提出後，筆者會邀請所有與會教師共

同針對該問題加以分析，透過腦力激道，提供可能的解決方案。當教師提出

的問題能引起大部份教師的共鳴時，其討論與發表的情形會相當熱絡。當發

言的情形不踴躍時，筆者會提供短暫時間讓教師分組討論，之後再請教師發

言。最後則由筆者透過實施步驟的投影片(見圖二) .來歸納該行動研究之

實施流程。

根據筆者的經酸，在歷時約 40分鍾的第二部份，可以討論、歸納2-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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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所提的行動研究方案。而且在進修結束後，通常會有幾位教師前來和筆

者討論其構想的研究起點，並詢問該方案之可行性。這些現象額示講演

輔以互動示例」的模式似乎比 r :專題演講」的模式，更能激發教師尋找研究

起點的靈感。同時，曾有教師在演講結束後向筆者表示:該場次的進修協助

其澄清行動研究的內涵;更重要地 ， 他們發現:行動研究並不如想像中的可

怕 。

透過講演之後的互動歷程，筆者可以明顯發現:多數與會教師對於行動

研究己真備基本認知。筆者因此延用此輔導模式長達一個時期。直到有一次

(八十九學年度上學期) .筆者在進修結束的回程途中，憶及當天演講時，

會看到教師打瞌睡的現象，因而開始思考是否有可能再調整輔導型態，讓教

師得以受益更多。最近一次的過三輔導(九十年一月) .筆者應邀至台北縣

一所小型學校進行以「行動研究」為主題的進修活動，由於該校一個年段只

有一班，全校教師總數約 10 人 ， 筆者因此興起念頭嘗試「對話互動」的模

式。

已「對話互動」模式

在這一個時期，筆者以座談會的型式取代專題演講的方式。會場座位的

安排是以馬蹄型的方式排列，便於面對面的交流。座談會一開始，筆者開宗

明義的說明:行動研究的目的在於解決教師在教學上所碰到的問題或困境。

筆者隨即邀請在場的教師分享其在教學上所碰到的困難。第一位教師提及，

班上一名過動兒的論矩行為，嚴重影響其他學生在課堂上的學習﹒造成其教

學上的困擾。筆者按著邀請其他教師分享其看法或建議。或許由於該校是小

型學校，教師彼此之間的熟識度高，較能打開心房暢所欲言，在場的教師，

包括校長在內，紛紛提出其自身的經驗與看法，協助該名教師透視問題的癥

結 、 或提供可能的解決策略 。 當意見交流告一段落後，筆者隨即利用投影

片，以方才的實例來說明行動研究的實施步驟，同時根據討論結果，歸納整

理出幾個可能的實踐方案. {共該名教師參考。

之後，筆者陸續邀請其他教師提出其在教學上所面臨的困境，教師提出

的問題包括對統整教學的質疑、如何兼顧必授課程與學生學習興趣的兩難困

境等。教師提出問題後，筆者依錯前例，先邀請其他教師提供意見，繼而整

理歸納可能的實施方案。不同方案的實踐須運用不同的研究方法，筆者順勢

介紹各種可運用的研究方法，包括觀察、訪談、問卷調查、文件蒐集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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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筆者不斷強調文獻探討的重要性，鼓勵教師針對問題，閱讀相關文獻，

以增進對該問題的藤解與認知。

當在場的教師一一分享完畢後 ， 該校的校長有感而發的說道:教育的工

作，真是處處都是學問呀!由於筆者在之前的輔導經驗中，發現不少教師對

所提的問題缺乏信心 ， 會質疑其是否足以做為一個行動研究的起點，因此也

特別藉此說明教師在工作上所面臨的任何問題，不論問題的大小，只要

讓教師感到困擾，都是重要的問題，都可以做為行動研究的起點。」筆者的

用意在於護教師體會:教育有著無限的可能性，等著教師們去嘗試、探索，

小問題也可能會有大發現。每一個問題的解決，對教師而言，都是一大突

破，而最大的受惠者將會是學生 。

值得說明的是，對於行動研究記錄與發表的方式，筆者認為除了以論文

書寫的型態呈現 ， 記敘文也是一種適合採用的文禮 。 根據筆者的經酸，許多

國小教師對於書寫論文型式的報告，有著強烈的恐懼。慨然行動研究記錄與

發表的目的在於教育知富麗的累積與經驗的交流，文鍾的型態或許並不是重

點，焦點應在於教師是否能清楚描述行動研究的實踐歷程、並提出省恩與建

議，以供其他教育人員之參考。

所謂「對話互動 J 的模式，其特色在於由教師的經驗為出發點，在引導

教師討論、分享與歸納的互動過程中 ， 教師已在無形中瞭解行動研究的流程

與實踐方式。該場次的座談會結束前 ， 幾乎每位教師都已確定行動研究的起

點，筆者可以感受到與會教師對於行動研究已有相當程度的暸解。當筆者表

示非常希望在未來能閱讀教師們所發表的研究記錄時，也在教師們的臉上看

到熱忱與信心。最讓筆者感動的是當場有一位教師脫口而出:大夥一起努

力，加油!

這正是行動研究的精神，也是教育的希望所在。

肆、輔導歷程之評析

筆者過去一年多來，共運用了三種模式來輔導國小教師從事行動研究:

「專題演講」、「講演輔以互動示例」 、 以及「對話互動」模式。在這三種

模式中，國小教師的參與度依順序增加 r :專題演講」的模式中，教師的參

與度最低對話互動」採座談會形式，教師的參與度最高。另一方面，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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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這三種模式中的主導性則依序減低 r :專題演講」模式中，筆者的主導

性最高對話互動」模式中，筆者的主導性相對的最低。

根據與會教師當時所給與的口頭回饋、以及筆者至各校的後續輔導經驗

中，筆者發現:和教師互動的比率愈寓，愈能協助教師增進對於行動研究的

知能，同時也愈能激發教師從事行動研究的意願。此推理源自筆者本身的實

務經驗，雖未經過嚴謹的學術研究加以印證，但對於有意輔導教師從事行動

研究之教育人員，仍有其參考價值。筆者將於下文針對這三個模式加以評

析:

付「專題演講」模式之評析

在這個模式中，筆者透過演講將關於行動研究的知識與技能傳遞給教

師，與會教師所扮演的角色是被動的接受者，因此，這種模式的特色是由上

而下、單向翰送。

國內學者曾將教師在職進修的模式分為專業訓練 (professional training) 、

專業發展(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與自我更新發展( self-renewal develop

ment) 三種(林明地，民 87) 0 r 專業訓練」的模式重視知識的複製與記

憶，教師(往往被強迫)參加學校規量的的訓練方案，在訓練過程中，教師必

須學習飯定的知識與技能，結訓回到工作崗位後，則須應用所學。「專業發

展」的模式強調教師的承諾、投入、以及應用專業知識的重要性。而「自我

更新發展」則重視教師的自我反省、自我剖析、自我窺創、以及與同儕對話

互萃的歷程，讓教師從內在動力出發，尋求自我的更新與發展。

額而易見的，筆者採用的「專題演講」模式是教師在職進修中「專業訓

練 J 的一種。學者指出:專業訓練的模式將知識定位在教師之上，假定教師

是被動的、不足的、需要被強迫進修，所以知識可以告訴教師如何作為，教

師被視為知識的消費者(林明地，民87)。這種進修方式雖有其功效，但亦

有其缺失，包括:(1)動力來自外在，教師進修憲顧不高 (2)無法促使教師作

自我反省與規劃 (3) 未能善用教師的寶貴經驗，來促進其專業成長;“)假設

課程內容適合所有教師，缺乏彈性與適應健等{歐用生，民的;林明地，民

87 ) 

筆者一開始所踩用的輔導策略是單向傳遞式的演講、較缺乏和教師的互

動與交流、又未能善周教師本身的教學經驗來輔助其瞭解行動研究的內涵。

雖然筆者在演講中以許多實例來佐證，但這些實例終究不是與會教師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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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換言之，筆者的輔導方式未能將知識的建構奠基在教師的舊經驗上，

因此與會教師在聆聽演講時，可能抱著應付了事的心態，覺得事不關己，輔

導成效當然不佳。

口「講演輔以互動示例」模式之評析

在此模式中，筆者採用專題演講輔以主動示例的模式。專題演講之後，

筆者邀請教師根據自身需求，提出行動研究的起點，再透過與會教師的討論

與經按分享，歸納可實施之方案，並進而印證專題演講時所介紹的行動研究

之實施流程與方式。

筆者所採用的「互動示例」之策略正符合教師在職進修模式中「專業發

展」的特性。這種模式假定教師在知識之上，知識只是教師作決定的參考

(林明地，民 87 )。筆者在專題演講後，首先鼓勵教師很據各班情形，找出

行動研究的起點，繼而透過討論與分享，釐清問題情壤，找出可行的解決之

道。在此，筆者與教師之間是一種平等、專業的關係，教師的角色是知識的

建構者，而學校教師之間也因為經驗交流與互動，形成一個教學的專業團

體。

教育學者牡威曾指出:教育是一個永續成長的歷程，而成長的關鍵來自

於經驗的累積( Dewey. 1938 )。杜威同時強調:教育所提供的學習經驗應具

有連續性( continuity )與互動性( interaction )。經驗的連續性意指每一個當

下的經驗是奠基在過去的舊經驗，同時會影響未來的新經驗。經驗的互動性

則強調人是社會的一份子，因此，學習的經驗不能忽略與他人接觸、溝通、

交流的重要性，同時，唯有透過內在學習(學習者已有的先備知識與技能)

與外在學習(外在的學習情境)的有效互動，學習才算真正發生。申言之，

當學習者的經驗不被重視時(如筆者在先前所採行的專題演講模式) .成長

往往是沒有發生的。因此，在有效學習中，學習者的舊經驗與自然想法應受

到重視，在新的問題情境中，一方面鼓勵學習者反省、思、辨，另一方面鼓勵

合作學習。換言之，透過個體個別心智建構、以及群體質疑、討論的社會互

動歷程，促進教育性的成長。

r Ii動示例」的輔導策略，正是以教師的舊經驗為出發點。在此，筆者

成為知識建構的促進者﹒讓教師在討論與溝通中，對問題情境有了新的覺

察。當教師主動參與知識社會建構的歷程，而不是被動地接受巴結槽好的知

識包里時，知識的成長成為一種「質」的改變，每一次的建構歷程都是一次

知識的創造與發明。透過知識建構的歷程，教師的經驗得以擴展與累積，促

進教師個人的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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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對話互動」模式之評析

至此，筆者放棄實用的專題演講、完全以座談會的方式來呈現，強調與

教師之間的對話和互動。座談會一開始，即邀請教師分享其教學上所遭遇的

困境與問題，以教師的舊經驗為出發點，符合杜威主張的教育經驗之「連續

性」。之後，筆者提供教師討論、分享、經驗交流的機會，此則符合社成強

調的教育經駿之「互動性」。最後，筆者歸納教師的討論內容，同時藉此實

例來說明行動研究的實施步驟與方式，這種作法則反映經驗之連續性(教師

以飯有的概念與經驗為基礎，進而建構對於行動研究的瞭解與認知}與互動

性(教師內在的先備認真日與筆者提供的外在支持性的環境刺激產生有效互

動)。此外，研究亦指出:有效能的專業成長方案應提供教師與同儕專業對

話、討論、分辜的機會( Guskey & Huberman. 1995) 。因為，群體對話互動

的情境鼓勵教師做知能分享 、以及參與知識的建構和批判的活動。在專業互

動中，教師得以聚焦在飯定的目標上，達到專業成長的目的。

另一方面，這種輔導模式亦反映學者所提出的教師在職進修中「自我更

新發展」模式(林明地，民 87 )。此模式強調知識是個人的，是個人與他

人、以及個人與其所從事的教育工作的連結，所以，發展自我與發展專業同

時重要。在這種主張之下，教師是知識的內化者，透過教師的自我反省、自

我分析、與對話等方式，從內在動力出發，尋求自我的更新與發展。因此，

對於教師內在動力的激發，其效果應比「專業訓練」與「專業發展」的模式

額著。

伍、結語與建議

「教師JlP研究者 J 的理念，鼓勵教師透過行動研究，改進在實際教學工

作上所遭遇的問題。在本文中，筆者檢視過去一年多來輔導國小教師從事行

動研究之歷程，歸納出三種輔導的模式專題演講」、「講演輔以互動示

例」、「對話互動」模式。

「專題演講」模式是以知識為本位的專業訓練模式 ，忽略教師面對工作

環境所進行的反省、拉判、研究等能力之培養。「講演輔以互動示例」的模

式中，筆者透過專題演講傳遞行動研究的專業知識，總而以教師的舊經驗為

出發點，讓教師在討論、互動中參與知識社會建構的歷程。教師除了得以印

證之前所獲得的專業知識，經驗更獲得績展與累積，促進其個人的專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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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對話互動」模式則透過自我反省、分析、與對話的方式，讓教師從內

在動力出發，尋求自我的更新與發展。值得一提的是，筆者目前僅在小型學

校運用過「對話E動」的模式，在中、大型的學校中如何能讓全體教師得以

經驗自我反省、對話、分析的歷程，是值得加以深入探究的議題。

筆者在輔導歷程中也發現:與教師的對話、 E動比率愈高，愈能協助教

師增進對行動研究之知能、也愈能激發其從事行動研究的意顧。然而，這項

推理乃歸納自筆者的輔導經驗，未來尚待嚴謹的研究設計來應證。

當一渡波的教改提出以「學生為本位」的教育方式時，國內教師在職進

修卻仍多停留在以「知識為本位」的模式。以講演為主的進修模式並未能符

合社威主張的教育經驗之「連續性」與「互動性」。筆者的輔導歷程亦印證

了唯有以教師的舊經驗為出發點，也就是以「教師為本位」的進修模式，才

能有效促進教師的專業能力、激發教師的內在動力。

當教師的內在動力被激發，能自我檢視教學的歷程，進而謀求改變與成

長時，教師的專業自主能力已被啟動，在 r 研究」與「行動」的同時，提升

教學的品質，創造教育的一方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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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An Analysis of Promot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or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on the Topic of Action Research 

品u， Shih- Yu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amine lhe process of promoting professiona\ 
deve\opment for e\ementary schoo\ teachers on the topic of action research. The 
author first defines the meaning of action research. Next, three types of profes
sional development are described: \ectures, accompanied by interactive discus
sions, .as weI\ as interactive dialogue. The first type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s 
knowledge-based , delivered through lectures. The second type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ttempts to enhance teachers' competencies of self-refIection and self
research and is presented through both lectures and discussions. 

The third type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ttempts to enhance teachers' 
competencies of se\f-renewal and is presented through dialogues. 

8ased on the results of se\f-reflection, the author provides some practical 
suggestions regard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or e\ementary schoo\ teachers. 

Keywords: action research, in-service training, professiona\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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