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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未來學家 Toffler 嘗言「教育源於未來的意象，所有教育也創造了未來的意象」。未來

主義以培養「未來意識」的教育思想，目的在協助處於日趨快速變遷社會中的學生，學習

澄清和發展他們自己的價值觀念，適切地把自己投向未來，藉以有效地應付個人和社會的

變動。

本研究實地以焦點團體訪談來建構臺灣未來學校理想教育發展趨勢有：以學生為主

體的 PBL 教學、同儕教練促進專業成長、重「學力」甚於「學歷」、多元評量取代紙筆測

驗、打破學習藩籬的流動教育、「數位化」學習的普及、喚起未來意識的的課程設計、終

身學習的學習型組織、及全球教育的思維等。最後，並針對研究限制提出省思與未來研究

的建議。

關鍵詞：未來學、未來主義、焦點團體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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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uturist Toffler has said: “Education is from the image of the future as well as creates it”.

Futurism uses the education thought of developing “Future Ideology” in order to assist students 

in learning how they clarify and develop their concept of value toward the future appropriately. 

Accordingly, students can deal with the individual and social change.

The study to construct future Taiwan’s idealized education development trend in focus 

group interviews. The image includes �. Students will be the main part in Problem-based 

learning . �. Peer coaching can improve professional growth. �. learning ability will be more than 

education degree. �. Breaking the flowing education can prevent students from mobile education. 

�. Digital learning will become popular. �. Curriculum design can arouse the future ideology. �. 

Lifelong learning organization.  �. The thought of global education.  Finally, the researcher made 

suggestions of reflection and future study for the limitation.. 

Key words:  Futurology, Futurism, Focus Group Inter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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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一、研究背景

Toffler (���0) 認為，今日的教育，即使是所謂最好的學校，也與時代「完全脫節」

(hopeless anachronism)。學校的各種運作，乃以工業時代為標準，殊不知社會已進入後工

業時代。所以學校永遠都跟不上社會的脈動。

自二十世紀末，資訊科技宛如驚濤駭浪，排山倒海而來，網上學習，不但改變了學生

學習式態及師生、同儕間的互動，也瓦解了地域間的藩籬，加速「全球化」(globalization)

現象。面對此一迅速逼近的無聲革命，「改變」似乎是唯一「不變」的必然途徑，教育因

而成為迎接新世紀挑戰的首要關鍵性因素。而在進入數位化時代，傳統課堂上有限的教學

時間、教材容量、學生學習與教師教學方式已不符時代學習需求，因此身負教育責任者不

能再以「過去」所學來教導「現代」學生去適應「未來」生活。

面對當前教育的重重挑戰，迎接未來的種種教育可能，每一位教育供作者與決策者，

確實都需要更認真地思考與探討：我們想要塑造怎樣的教育願景與學校圖像？應有怎樣的

教育內涵與實踐行動？當提供孩子怎樣的學習機會與經驗？必須培養孩子具備什麼樣的關

鍵能力？這些問題都是未來學校課程所不可逃避的重要問題。

因此，如何因應未來世代的人格特質與成長環境的轉變，發展出符合這群「吞」世代

(Tweens) 的教育需求，除了必須深入瞭解其成長環境背景與需求，更要跳出線性模式外的

思考，以未來導向思維，發展前瞻性教育，培養出具有創造力與競爭力的下一代。

二、研究動機與目的

「以史為鑑」、「鑒往知來」以避免重蹈覆轍，一直是教育極為重要之學習觀點。隨著

社會快速變遷、資訊科技的發達及全球視野的擴展，下一代所要面對的是一個充滿未知變

數、非線性、不確定性及多元化的世界。因此，不論從縱向或橫向面來看，學習世代差距

的產生，致使現行的或他國的教育模式以無法滿足臺灣未來世代之需求。

天下雜誌 �00� 年教育專刊以全球化下「孩子該學什麼？」為題，探索孩子該具備哪

些的關鍵能力。回顧臺灣十年來的教改，原是希望給予學童快樂學習，健康成長的美好願

景，但卻也莫名造成了現今各類補習班竟然成長五倍之多的怪現象，且學童的痛苦指數不

降反而逐年攀升（天下雜誌，�00�）。陳國華 (�00�) 指出，未來社會將持續加速的變遷，

教育與前瞻思考理念的加乘效果因而更顯重要。在思考與創造教育未來的永續過程中，最

基礎的需求莫過於對全球化加上在地性未來教育環境變遷的敏銳觀察，藉由瞭解趨勢所產

生的推力，進而與教育理想及願景的拉力結合，才能啟動高素質同時兼具應變能力的學習

型社會。本研究中，「未來學校」的施教對象係指出生在資訊科技發達時代的孩子，其成

長條件與時空環境與之前世代已截然不同，生活與學習模式亦非線性模式發展，必須以未

來思維導向發展出適合的教育內涵。職是，哪一種教育模式才能真正符合未來世代的學習

特質？契合未來世代與社會變遷之需求？因此，本研究試圖將焦點放在小學學校教育的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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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圖像建構上，探索何種教育內涵才是符合未來世代真正需要與想要的。

    緣此，本研究擬從未來世代學習需求角度，為臺灣未來教育尋找可能發展之途徑與

方向，進而建構出臺灣未來學校之理想教育發展趨勢。因此，本研究之目的有三：

（一）探究現今臺灣教育所面臨之問題與挑戰。

（二）分析影響未來學校教育發展的關鍵因素。

（三）綜合焦點訪談結果，建構未來學校理想教育之發展趨勢。

貳、文獻探討

社會變遷的加速發展，對於個人心理及社會各方面都具有極大之震撼力。因此有些學

者專家均坦陳他們對變遷加速之顧慮，對人類適應問題之操心，以及對未來之恐懼，於是

提倡「因應變遷而教育」，或「對付未來作準備」期以協助學生應變未來，而有效地去應

付個人與社會之變動，由是，「未來意識」之培養，在教育上已成為刻不容緩之要務。本

文試圖先剖析這群出生在資訊時代下的未來世代所具備之學習特質及其成長環境背景，再

者檢視現有文獻中關於未來理想教育圖像之研究，期能勾勒出未來世代可能發展之理想教

育發展趨勢。

一、臺灣教育發展環境與其面臨的挑戰

教育是國家一切建設的基礎，其工作錯綜複雜，經緯萬端，一方面需適應瞬息萬變

的時代潮流，另一方面也需適應包羅萬象的社會需求與民意脈動，同時復需根據推陳出新

的教育原理。因此，教育發展必須以目標導向，針對國家建設的需要，研訂最佳的可行方

案，以配合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均衡發展，追求國家的現代化。

教育的發展脈絡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息息相關，而相關因素的變動有些

是全球性的，有些是國家性的。在探討教育議題時，各國都希望強調自身文化特色和競爭

優勢 (competitive edge)，以尋求有利的國際定位；但在地球村的環境下，又必須關心世界

共通議題，以便跟上國際潮流。根據《教育政策白皮書》指出，臺灣面臨國際及國內的教

育發展現實環境，在國際環境有：知識經濟時代人力素質的提升、資訊科技發達改變生活

型態、全球化競爭迎接國際挑戰等；而在國內環境則受出生率下降超少子化現象、教育數

量快數擴增素質提升的壓力、鬆綁後教育體系的調整等影響。

而於八十五年十二月提出「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此報告書反映了英、美、澳、

紐等國的新世紀教改特質及本國教育弊病。報告書中並揭櫫教育改革五大方向：教育鬆

綁、帶好每位學生、暢通升學管道、提升教育品質及建立終身學習社會。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修訂，改革幅度相當大，可謂有史以來課程轉變最激烈的一次，

衝擊性及影響層面極大。「十年一覺教改夢」，九年一貫課程此立意良善的改革措施，實施

已經二年有餘，但是否能達到預期之目標呢？十年教改衍生的問題逐漸浮在臺面，各界

批評如萬箭齊飛。教改萬言書直指教改的亂象。黃光國 (�00�) 表示，十年教改好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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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大革命」，都是搞群眾運動，空有美麗口號；郭為藩認為九年一貫的立意良好，方向也

沒有錯，卻錯在於過於急躁；周祝瑛（轉引自聯合報，�00�）指出教改缺乏標準作業程

序、缺乏常設智庫、缺乏科學根據、缺乏基層意見是教改真正致命傷。也有學者批評九

年一貫課程「沒有哲學思想、缺乏人文素養」、「漠視學理根據、忽略社會特性」（石明原

�00�）。歐用生 (�00�) 更直指九年一貫課程的主要問題為：時間延宕，準備匆促；配套措

施，未能突破；由上而下，缺少參與；概念模糊，影響品質；實施策略，偏於技術；提供

命令，缺乏菜單；措施零散，缺乏整體；政策搖擺，加深疑慮。這八項足以說明九年一貫

課程改革的問題及其反效果。

誠如前教育部長黃榮村語重心長道出「教改是無法煞車的，最重要的是冷靜與理性思

考未來的教改要怎麼走」（聯合報，�00�）。評鑑的目的不在證明，而在改善；同樣地，檢

討的目的不在證明改革的成功，而是期望改革能夠更成功，這也是社會大眾深切的期望。

二、未來學校的定義

隨著人類社會的變遷，學校是保存文化、傳承文化、創新文化與人類傳遞知識的主要

場所，所有的教育都以求知、求真、求善的上教導學生，教育是一個持續進步的概念，一

定要往更理想的方向邁進。因此未來學校是比現在更進步、更理想，也更符合社會變遷的

教育場所，而如何營造最好的學習環境，製造最佳的學習過程，創造最佳的學習效果，是

未來學校的目標。因此，「未來學校」不是特定某個學校的名稱，而是一個理想的教育實

踐。

處於知識經濟與資訊科技快速發展的時代，學校的教育觀念也會隨之調整，亦即在未

來學校名詞中隱含著推動教育進步的催化劑，值得我們省思目前教育現況，提出持續性的

改革，規劃出未來學校的藍圖。

三、未來學校理想教育發展趨勢

���� 年 � 月 � 日至 �� 日，來自 �� 個國家和地區約 ��0 位教育學者專家與教育工作

者參與美國芝加哥「未來的學校」國際研討會，共同探討 �� 世紀的教育方向。與會學者

專家不約而同的提出「學生主導學習」之觀點，亦即學生不再是被動學習者，亦不再是由

教師主導傳授的接收者，而是經由專題研究與問題解決的方式來學習，依照自己的興趣和

需要，主動尋找資訊，進而獲得屬於自己的知識。

Bussey (�00�) 運用因果層次分析 (Causal Layered Analysis, CLA ) 的方法，站在學生公

平接受教育的立場，針對現存及新興教育實踐及未來可能的教育範圍，提出了四種不同類

型的理想教育圖像：

（一）堡壘學校 (Fortress school)：

簡單的描繪出當社會、文化與經濟走向全球趨勢的同時，未來社會分割將更加明顯，

如此的壓力內化於社會發展演進的過程，將會增加更多形式的社會不平等，建構出一種孤



臺中教育大學學報：教育類�

立與對抗式的菁英教育系統。

（二）多元文化學校 (Multicultural school)：

此類學校可被視為是強調人道主義傳統思維的基礎，將尊重不同的文化視為團結與重

建社會既得利益的必備條件。但未來此類學校逐漸減少可歸因於多元文化的原則事實上是

一種系統內傑出人物統治管理的執行與理論的直接產物。

（三）虛擬學校 (Virtual school)：

它比較不像堡壘或多元文化學校強調沒有問題的內在假設，為普遍實質改革上較含蓄

型的傑出人物統治方式，且較重視個體的實質教育。

（四）生態學校 (Eco-school)：

是一種新興的可能未來，其思想意識與理想主義無疑存在於今日，但此種學校以不同

方式的存在已經超越現實的建構。這種類型的學校著重於建立永續型社會，強調社會勝於

個體、責任勝於自由、參與勝於控制。

Sanborn, et al.(�00�) 認為教育的趨勢是由新科技、移民、學校選擇及開放教育等多向

具影響力的因素所共同形成，藉由這些力量可以發展出許多可能的未來，因此針對公眾教

育提出了四個未來 �0 年可供選擇的教育情節：

�0�� 年，直接式教育可以預期科技在教育上的廣泛應用，人類已經可以駕奴科技，

使學生與老師得以在教育與資訊取得上有了極大躍進。

�0�� 年，義務教育不必在局限於四面牆所為成的教室，教育將透過多元管道實施，

包括網際網路虛擬真實情境。

�0�0 年，社會將清楚的區分兩個不同的階層，從事高階或中階的大學教育資訊推進

者，以及被種族與社會地位所區分出來相對應的勞動者。

�0�� 年，非傳統與科技的結合將產生一種教室裡新型態的專家。研究顯示，著重於

豐富社會技能與人際關係的經驗教育，能獲得學生最多的滿意、興趣與接收度。

國內部分，潘正安 (�00�) 提到對未來學校的期許包括：教師角色的不可取代性、同

儕情誼及人際互動不可或缺、藉由策略聯盟持續推動、及檢視過去放眼未來等。莊淇銘

(�00�) 對未來教育的新思考為知識管理取代學習、學生主體取代教師主體、未來觀取代守

成、能力取代學歷、開創取代收斂、多元評量取代單一評量、人師取代教師匠等。鄭英耀

(�00�) 對未來學校的實施願景有學生快樂學習、教師創意教學、創新學習環境、拓展本土

文化、結合社區生活、培養學生鄉土意識、人文關懷素養、善用資訊科技工具、與國際接

軌、提升臺灣國際知名度。湯志民（�00�）想像中的未來學校提到學校會持續存在，形式

趨向多樣化、無圍牆社區學校會愈來愈多、教學課程研究會與企業有更多緊密結合、橫向

策略聯盟的合作關係、創新經營與追求優質化、機器人加入行政及教學的服務、全面以科

技來輔助教學、課程教材的議題與環境資源的開發運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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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國內外探討教育未來發展趨勢的相關文獻裡可看出，未來教育不再如過去強調以統

一、制式教材施教，而改以科技、全球視野、多元學習管道、自主學習等面向建構教育內

涵，但在建構圖像仍多偏虛幻想像，較少明確勾勒出未來教育之實質內涵。因此，符合未

來學校理想教育之內涵實有待各界共同建構，亦為本研究之最終意旨。

參、研究方法  

本文旨在建構未來學校理想教育圖像，希冀從相關文獻與焦點訪談中，尋繹出的相關

概念，藉以歸納出對現今臺灣教育改革的啟示，同時能在借鏡國小相關教育人員實踐經驗

的前提下，提高這些啟示之適用性，進而縮短理論與實務之間的差距，俾供教育決策者實

施教育改革之參考。

而在研究方法的選用上，研究初期係採用文獻分析與理論探究的方法，蒐集相關的文

獻資料和理論學說，從而歸納出其對現今教育啟示。研究後期則運用焦點團體訪談 (focus 

group interviews) 的方法，邀集教育領域內，具有實務經驗的教育人員、家長、及學生參

與訪談，從而蒐集質性資料，並輔以相關的書報文件，提供教育現場之實際經驗。

一、焦點團體訪談的抽樣

本研究在時間與交通因素的考量下，預計將邀請的對象限定在屏東縣屏東視導區，

同時為了廣徵意見，博採周諮，本研究計畫擴大參與焦點團體訪談的樣本層面，也就是將

樣本的對象涵蓋校長、主任、組長、科任教師、級任教師等，具有「代表性」或是「典範

性」的學校各類人員，及教育現場能提供建設性意見的學生、家長。值得一提的是，樣本

中也將校長和主任納入，其原因是因為近年來所推動的各項教育改革，已明顯將權力下放

給學校組織，強調所謂的學校本位管理，注重學校的績效責任，而這也使得課程與教學的

領導逐漸受到重視，其對於學校的教學活動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整體而言，如此的安排與設計旨在確保焦點團體訪談的樣本能夠具有代表性，因為利

用這種立意取樣方式，可以讓本研究從學校不同的職務角色，來蒐集各式各樣的實踐經驗

與看法，同時也可以引發參與者進行深入之討論。而由於樣本具有代表性，因而所獲得的

資料，也會有較高的價值性和批判性，可以對本研究做出積極的貢獻。

二、資料蒐集方法

本文主要採用焦點團體訪談，一方面希望能藉由與會人員的相互激盪，進一步在相互

脈絡關係中檢驗自己的觀點，以獲得更深一層的意義；一方面也希望在較短時間內獲得更

多參與者之意見。

第一次焦點團體訪談於 �� 年 � 月 �� 日進行，第二次焦點團體訪談於 �� 年 � 月 �� 日

進行，第三次焦點團體訪談於 �� 年 � 月 �� 日進行。本研究係以國民小學階段為探討的對

象，因此在焦點團體訪談樣本的選擇上，完全是以國民小學階段的教育相關人員為研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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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包括適度納入校長、主任、教師等學校管理階層人員，及學生、家長等，以真實反映

學校教育現場情況。其參與人員如表 �，包含 � 位校長、� 位主任、� 位教師代表、� 位家

長代表、及 � 位學生。訪談大綱如下：

（一）請問您認為現在的孩子在學習上與過去有哪些不同？

（二）您認為學習過程中影響孩子學習意願與成效最重要的因素是什麼？

（三）你認為影響未來學校理想教育發展的關鍵因素有哪些？

（四）您對臺灣現階段小學教育的看法為何？有哪些地方是需要加強與改進的？

（五）您認為資訊科技在教學上所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六）目前臺灣教育所面臨的挑戰與問題有哪些？

（七）請問您認為什麼樣的教育內涵才是理想的教育？有哪些重要的評估指標？

（八） 對於現行的小學教育，請提出您的建議和作法（針對課程內容規劃、教材、教學模

式等）。

（九）請試著描繪出您心中未來學校理想教育的發展趨勢。

表 1. 本研究焦點團體座談參與人員之基本資料

性別 職稱 服務年資 / 就讀年級 備        註

男 校長 �� 年 �� 學年度學校評鑑績優

男 主任 �� 年 博士

女 主任 �� 年 博士

女 教師 �0 年 春風化雨教師、組長

女 教師 � 年 Power 教師、級任

男 教師 �� 年 博士生、科任

女 家長 副教授

男 家長 家長會長

男 學生 六年級 �� 年度模範生代表

女 學生 六年級 �� 年度模範生代表

三、資料分析方法

焦點團體訪談資料的分析必須要以研究目的為核心，其分析的基礎和策略也都要以此

為主軸，藉此提高研究之價值與實用性。有鑑於此，本研究係以未來學校之探討為目的，

旨在瞭解其對現今臺灣教育的啟示，並蒐集教育實務供作者及相關人員對於本研究所發展

的啟示之看法及觀點。因此所規劃的研究設計並不複雜，在資料分析基礎，主要以錄音

帶、筆記、及記憶的方式進行，爾後再登錄為逐字稿的形式。其次，在資料分析策略上，

由於不像一般政策性或商業性之研究，需累積大量之文字資料進行深入探討，同時常以電

腦或長桌法來進行資料分析，而是採聲音法和快速法，節省時間及人力，來蒐集所需資

料。當然，在資料分析過程中，也會留意資料分析應把握的要領，包括親自參與各場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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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訪談、掌握有價值資料、知道自己要什麼、考量研究目的、捐棄己見忠實反映意見、

及瞭解數字敏感性等。而焦點團體訪談報告的呈現，本研究主要朝把握重點、敘述明確、

擴大視野、具啟示性、及朝向多元等五方面努力。

本研究以訪談方式來蒐集相關資料，由於所取得的資料多屬於質性的語言文字形式，

所以經過轉譯之後，常會累積為大量的文字資料，對於資料的管理形成相當大之挑戰。有

鑑於此，若能把轉譯過後的文字資料予以適當之組織與管理，將有利於日後的資料分析和

討論。以下就把本研究的資料管理編碼方式，簡要介紹如下：

（一） 編碼表的格式：依順序為焦點訪談場次、取得資料日期、資料來源型態、資料提供

者、提供者代號、資料出處頁。

（二）說明：

　　焦點訪談場次：係指所辦理的焦點團體訪談之順序別，以 A、B 表示。

　　取得資料日期：係指訪談之日期，如 ��0��� 等。

　　資料提供者： 係指訪談之對象，以 P（校長）、D（主任）、T（教師）、A（家長）、

S（學生）等。

　　提供者代號：係指訪談對象之代號，以 �、�、�、�、� 等代表之。

　　資料出處頁：係指訪談結果整理後的逐字頁碼。

肆、 未來學校理想教育發展趨勢之建構：焦點訪談結果分析

與詮釋

在最近的課程與教學論述中，「聲音」(voice) 的概念頗具啟發性。Giroux (����) 認

為，聲音是多元的、多層面的，每種聲音都是真實的，不可將之忽視、拒絕、消音及邊緣

化。職是，批判教育學者提倡聲音的「政略」與「教學」，也就是強調教育現場的各種聲

音不僅要被聽到、被讀到、還要被記錄、被使用。茲將十位受訪者，訪談摘要內容加以分

析的結果整理如下：

一、影響未來學校理想教育發展的五項關鍵因素

（一）「人本中心」的教育理念

Toffler(����) 也認為，我們身處「斷裂時代」(break with the past)，科層組織的「一致

性」造成人類莫名的疏離感，科技力量令人昏炫失去自我，而人文學科較其他學科更具潛

力，致力於內省及發展自我意義。職是，面對科技宰制，唯有宏揚人文精神與重視人文教

育，才能使人免於被科技文明吞滅。而本研究訪談中亦發現，未來教育之精神、教學方

式、教學內容、課程設計、師生互動等教育內涵，實際上所強調的精神即是「人本中心」

層面的發展。

教育應考量每個孩子實際的學習情況，尊重其成長節奏與速度，給予適當的發展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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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而非一味跟著時代潮流走，或強迫孩子遵從家長的意願選擇。譬如自從實施九年一貫

課程後，雖然課表上每週多了二～三節彈性課程設計時間，實際上卻是學校課程決策者另

一項變項操控：

彈性課程時間，老師大都拿來上國語或數學課，作測驗卷或考試之類，一點都不

彈性。(A��0���S�：�)

 學校認為電腦課程很重要、英文課也要排，還有一些配合宣導的活動比如交通安

全、藥物毒品、性侵害防制宣導或是參觀活動等，幾乎已經排滿，比較沒什麼彈

性了。(A��0���T�：�)

彈性學習應跳脫傳統制式教育的「按表操課」的學習思維，允許學生在學習上保持一

些彈性應用的空間，應有助於其思考與創造力的發揮。另在今日追求多元自由時代中，教

育主管機關明訂積極保障兒童受教權，但改革在向下落實到基層的過程中，卻沒有給學生

真正參與課程設計的權力。二位受訪家長就毫不諱言地指出此現象：

我覺得現在教育雖然是九年一貫，但還是換湯不換藥，比如課程的訂定，指示幾

位專家代表間的對話，完全聽不到學生的聲音。(A��0���A�：�)

大人覺得重要的、必須要學的教材課程，小孩子不見得想學、有興趣學，簡單地

說現在課程只是根據成人的理想及知覺而訂定的，學生無法去探索他們認為切身

的議題。(A��0���A�：�)

Toffler(���0) 亦主張「學習自主性」，學校映賦予他們參與課程設計的權力，將學習

主體歸學生，如此才能設計出真正引起其學習動機的課程。

（二）數位化時代學習型態改變

���0 年代，由 Skinner 的學習原理所發展出的電腦輔助教學 (computer-assisted 

instruction, CAI) 流行時，即有人預測將會為教育帶來重大之變革；而隨著電腦普及後，

更多人相信會影響到教師施教、學生學習及未來師資培育的模式。幾位受訪者提到相關經

驗：

微軟跟教育界的合作已超過十年，微軟瞭解隨著時代變遷，對於資訊傳播科技

(ICT) 的需求會不斷增加，因此他們協助教育產生改革與變化，來培養下一代擁

有生存於未來世界的能力。(A��0���A�：�)

微軟在“全球夥伴學習計畫”（Partners in Learning, PIL）的規劃下，希望減少數

位落差，在臺灣主要著重於資訊融入教學，並開發資訊教育中心，以科技資訊為

核心工具。(A��0���T�：�)

資訊科技發達，資訊網路四通八達。由於數位化時代的來臨，改變了學生傳統的學習

型態，如何提供各級學校尤其是中小學教師的資訊素養，營造數位化學習的環境，已是迫

不及待的工作。

（三）人口結構改變的衝擊

由於國內嬰兒出生率降低，出生人口數從二十年前的四十萬人，十年前降為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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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餘人，到目前更降為十九萬餘人。學齡人口呈現快速遞減，對於各級學校教育的供需成

嚴重的衝擊；人口結構的快速老化，形成未來國家整體生產力降低之隱憂，影響國家競爭

力；而國人與外籍及大陸人士的通婚，外即與大陸配偶人數快速激增，面對新移民趨勢，

其本人及子女的教育問題，在在影響國家整體人力素養及教育品質。受訪者也指出教育現

場的實際現象：

像以學校為例，去年六年級畢業五班，一年級進來三班，所以學校今年三位老師

被超額出去，今年畢業三班，一年級新生進來二班，又有老師要被超出去，真是

人心惶惶。(A��0���P�：�)

以我們班上小朋友來講，新移民之子就佔六分之一，可能是較缺乏學習對象，所

以表現比較跟不上。(A��0���T�：�)

以我國各級教育發展現況觀之，各級教育蓬勃發展，而學齡人口又逐年減少，學校數

量已趨飽和，今後發展重點應由量的增加改為質的提升。

（四）知識經濟時代終身學習需求

二十一世紀已邁入知識經濟的時代，人力素質的提升成為決定國家競爭力的關鍵。教

育如何因應知識經濟時代之需求，調整教育內容，加強創造力的培養，重視科學人才之培

育，配合產業的調整與轉型培育所需的人才，都成為教育發展的重要課題。

以腦力掛帥的知識經濟成為 �� 世紀社會的發展主軸，現在教育應該多培養學生

能運用資訊科技主動學習與創新思考的能力。(A��0���A�：�)

知識經濟帶來臨，如果沒有抱持著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來提昇自己的競爭力，

很快就會被時代的浪潮淹沒。(A��0���D�：�)

由於知識快速累積，每個人終其一生都必須不斷吸收新的知識，教育已不再拘限於特

定的時間與場所，必須建構終身學習的社會。

（五）全球化時代國際競爭激烈

在全球化的時代，國際間的競爭日益加劇。此外，全球化的競爭依賴創意速度與品

質，簡言之，即是「人才」的競爭。我國加入 WTO 教育市場的開放已是無可避免，對國

內教育將產生重大之衝擊。面對全球化的浪潮，教育該如何以「全球化思維、在地化行

動」(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 積極參與社會變遷，可說是當前及未來教育所要面臨的重

要課題。與會者指出其所觀察到的現象：

著名籃球巨星穿著 NIKE 的球鞋在球場上奔馳、明星偶像正在爭奪一罐百事可

樂、麥當勞叔叔在店門口親切揮著手、芬蘭的 NOKIA 和韓國三星手機、LG 廣

告，日常生活中無不充斥著全球化。(A��0���P�：�)

隨著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似乎讓我們又跨入全球世界一大步，再加上傳

媒、網際網路及交通便捷所賜，在時空壓縮下，全球化似乎是一股不可抵擋的潮

流。(A��0���D�：�)

全球化的趨勢已然明顯出現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如麥當勞、韓劇、迪士尼卡通、好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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塢電影、美語學習等，無時無刻存於我們四周，而這些對學生均是具體可接觸的，未來學

校教育必須思考：臺灣接受全球化的浪潮下，我們的孩子需具備何種觀點去看待與面對他

們所要接觸的世界？

二、目前臺灣教育所面臨的挑戰與問題

每個人心中都有最不希望看到的教育未來發展圖像，此部分透過呈現受訪者心中不受

歡迎的未來教育圖像，分析受訪者認為有哪些教育因素獎致使教育朝向負面方向發展，藉

此，凸顯受訪者在教育方面最擔心或不喜歡的部分，亦有利本研究找出理想的教育發展圖

像。

（一）政治力過渡介入

根據 Gramci (����) 霸權國家之觀點，當某一群體或階級在國家中取得地位而成為優

勢階級之後，欲保持其階級的優勢與利益，再製社會結構中之支配與從屬關係，必須更進

一步建構文化的霸權或採強制力量或意識型態方式，對社會中的其他階級或群體實施知識

和道德的領導。此種國家霸權再製通常透過學校教化過程來進行。此可說明臺灣教育制度

受到執政黨的意識型態影響之明證，亦即，政治本土化的落實在先，才有課程科目及教育

內容的本土化。此種說法在訪談中亦得到印證：

教育無法擺脫政治意識的糾纏與介入，不含政治性的教育是個神話。像中正紀念

堂易名風波、臺灣地圖橫著看、高中國文課本減少文言文篇數比例等，就是很政

治黑手深入教育的例子。(A��0���P�：�)

以前執政黨為了選票祭出「一縣一大學」的口號，據此政策到處設校，從而稀釋了

教育經費，降低大學生素質，也降低臺灣在國際的競爭力。(A��0���A�：�)

因此，臺灣推動的教育改革方案，本質上可以看成是執政優勢群體知識與權力交織的

具體成品，教育改革反映出執政優勢群體對教育的價值觀、偏好和理想的追求。未來社會

大眾應加強對執政優勢群體教育改革文化霸權 (cultural hegemony) 習性與秘思 (myths) 的

察覺與批判，如指出其霸權特性，揭露其教育改革文本與實施歷程中學理的或內涵的缺失

等；另一方面為降低教育改革淪為政治人物宣揚浮面政績的工具，有必要加強宣揚教育改

革專業性思考的理念，及針對每一種施行的教育改革方案進行系統性和整全性的評鑑。

（二）教育雙峰現象

日本大前研一指出，目前全球普遍的發展趨勢是目前代表富裕與安定的中產階級正在

快速消失中，其中大部分向下沈淪為中、下階級，導致各國人口的生活方式從倒 U 型轉

變為 M 型社會，此一趨勢不僅呈現在經濟發展上，在教育上亦有可能產生。幾位受訪者

印證了此看法：

以我自己帶班的經驗，社會階級家庭背景兩端的學生，在學業成就表現上確實

呈現明顯的差距。有能力的家庭想盡辦法讓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甚至送出

國留學，能力不足的家庭，有時孩子寫回家功課遇到難題都沒有人可以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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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T�：�)

最明顯的例子是學測或基測，學生在英文及作文分數上，常常有兩極化的表現，

好的很高分甚至滿分，差的卻很差甚至 0 分。(A��0���A�：�)

臺灣近年來教育的變遷快速，從是否延長十二年國民教育、技職學校快速轉型、九年

一貫課程的實施、提高高等教育學雜費、提前教授英文、高中社區化等的爭論，在在都涉

及到教育結構性的改變。Bowles 與 Gintis (����) 觀察到學校階層化的符應現象，他們認

為各級學校的發展，不只與經濟結構有關，同時更涉及到階級的結構。新教育制度的引進

必然涉及到整體教育結構重組的問題，而不只是單純的數學問題。因此，任何教育改革措

施的推行，最好事先都能針對階級再製的問題加以評估，以免惡化階級再製的現象。同時

透過課程統整規劃與多元評量方式的採行，或將有助於使學校提供更多的成功經驗，使學

校教育所扮演的「排除」角色降低，盡可能給予不同階級出身的學生相同的成功機會，如

此才能改善這類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成效。

（三）根深柢固的價值觀與態度影響

長久以來的升學主義及成績至上這些根深柢固的觀念，已深植每個人心中，雖然隨

著課程改革與九年一貫融入開放教育，希冀能讓學生「快樂學習」，降低其痛苦指數，然

而實施十餘年下來，社會整體的教育思維仍難以跳脫傳統束縛。教育關鍵者的價值觀與態

度，是目前存在於臺灣的一個普遍性問題。受訪者說出了其心聲：

像我們客家人很傳統，上一輩的老人家從小就要求我們「一等人，忠臣孝子；二

件事，讀書耕田」。所以我們也要求孩子要好好用功讀書，以後作個有用的人。

(B��0���A�：�)

現在家長很奇怪，小孩子考的好，認為是外面的補習班會教；若考不好，就會怪

班級老師不會教，這是什麼怪道理？ (B��0���D�：�)

媽媽把我戶籍轉到市區，告訴我說國中要轉到市區明星國中去念，比較有競爭

力，才有希望擠進第一志願高中。(B��0���S�：�)

家長是孩子在學習過程中相當重要的楷模與重要他人 (significance others) 其價值觀與

態度在在影響教師教學與孩子對學習的看法，轉換的過程是需要長時間，更需要整個社會

氛圍的支持。在一個多元文化社會裡，每個人都應該擁有更關大的胸襟去接受每一種教育

可能，也應該為每個孩子尋求更多可能性與機會。

（四）文憑無用論

臺灣自從經濟發展政治解嚴後，社會發生急遽變化，益趨多元開放、個人主義、競

爭激烈、及國際化區域化伴隨出現，致使以往官方版之學校課程與教材更加與現實社會脫

鉤，遂於民國八十三年四月十日民間團體發動四一○教改活動，同年九月行政院成立教育

改革審議委員會，聘請李遠哲博士主持，超越部會地探討研提教育改革方案。經過二年努

力，於八十五年十二月正式提出「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而此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修

訂，改革幅度相當大，可謂有史以來課程轉變最激烈的一次，衝擊性及影響層面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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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一覺教改夢」，九年一貫課程此立意良善的改革措施，實施已經十餘年，但是否能

達到預期之目標呢？十年教改衍生的問題逐漸浮在臺面，各界批評如萬箭齊飛。「文憑無

用論」就是典型教改所衍生出來的問題。幾位受訪者提出了他們的觀察：

 現在學生不太珍惜讀書的機會，可能得來太容易，反倒要休學或退學去賺錢，此

風若長，將來將釀成更難解決的就業問題。(B��0���A�：�)

今天許多碩博士到處碰壁找不到工作，蹲在家裡，使得高階人力閒置，這一嚴肅

的失業問題令人憂心，同時也將會慢慢惡化成更嚴重的社會問題。(B��0���D�：�)

以前教改有些政策像擴充大學、廣設師資培育課程等，造成現成許多怪現象，

比如 �� 分可以進大學、流浪教師問題、八位博士無法錄取過基層公務員特考等

等，真是可用罄竹難書來形容。(B��0���T�：�)

誠如前教育部長黃榮村語重心長道出「教改是無法煞車的，最重要的是冷靜與理性思

考未來的教改要怎麼走」（聯合報，�00�）。評鑑的目的不在證明，而在改善；同樣地，檢

討的目的不在證明改革的成功，而是期望改革能夠更成功，這也是社會大眾深切的期望。

準此，在面對鉅變的時代波動時，教育革新不應只是沈湎於過去歷史經驗中，更須掌握過

去、關注現在及放眼未來整體的歷程。因此，教育決策者需重新思考，應以何種哲學思考

進路來制訂教育政策，進而在教育政策上求改變與突破。Goates (����) 認為，未來主義的

教育思潮，凸顯了「展望」(prospective) 的教育觀點，提供哲學一個新的思考向度，它以

宏觀的時間性與空間性向前看，所關注的是過去到未來最具決定性的事件和延伸，包括現

在的選擇、意志和行動，不啻為現今教育提供一些啟示與實踐 (praxis) 策略。

三、未來學校理想教育的發展趨勢

（一）以學生為主體的 PBL 教學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林惠真 (�00�) 指出，目前臺灣的教育有以教師為中心的學習，無法建立自主學習的

動機、不尊重學習者不同的學習型態、課程設計無法符合較高層次的學習、以及學習者沒

有學習方法的決定權等缺失。黃琡惠 (�00�) 也認為臺灣教育忽視「思考」的重要，許多

低年級學生好喜歡問有關「為什麼」的問題；但待年齡漸長，提問題的主體大多以由學生

轉移給教師，課堂上勇於發問的學生寥寥可數，且隨年級越高，其好奇心減少，學習動機

的強度變弱 (Covington, ����)。幾位受訪者也反映了類似經驗與看法：

課堂上的學習往往強調背誦與記憶，再將被的知識應用在考試上，導致在考試獲

取高分後所學到的只是一成不變的答案，遇到問題卻無法進行思考，此學習方式

並無法將知識應用在真實情境中。(B��0���A�：�)

以往教師先教學後再給問題的方式，未來教育可以讓學生先接觸問題，教師再

介入教學，也就是強調「顛倒教學」的順序。學習過程中，教師退居第二線為

學習之引導者，以學生為主角，引導其對問題主動探索的一種自我導向學習。

(B��0���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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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受訪者提到的教學方式，類似問題本位學習，是一種以鼓勵學習者運用批判思

考、問題解決技能和內容知識，去解決真實世界的問題和爭議的教學方法。其主要強調真

實世界的結構鬆散問題為課程中心、以學習者為主的自我導向學習、小組分組的合作學習

方式、教師是學習促能者和引導者之角色等特徵。而相關研究（吳耀明，�00�，�00�）亦

指出，問題本位學習的課程統整能培養學生主動探索與研究、表達溝通與分享、獨立思

考與解決問題、規劃組織與實踐的能力，使學生學習資源更為寬廣而豐富，增加學習的廣

度與深度，而這些理念正是九年一貫新課程上所強調，學生應該具備的能力。Reid (����)

與 Beane (����) 也都認為，實施問題本位學習是一條未來教育應走的路。

（二）同儕教練 (peer coaching) 促進專業成長

���0 年 Peter M. Senge 出版《第五項修練》(The Fifth Discipline: The Art and Practice 

of the Learning Organization) 一書，深入探討企業如何邁向學習型組織的過程，激起企業

界廣泛的討論與迴響，紛紛朝向學習型組織的目標邁進。Senge 在書中亦強調同儕合作學

習的重要性。他主張學習的基本單位是團隊而不是個人，而團隊學習的修練，係從組織力

量的整合著眼，強調組織成員必須同步成長，要全體成員均能進入學習狀態，每位成員均

有邊做邊學的觀念與作法，並且透過團隊合作，共同經營組織的成長與發展。教師的成長

與學習可以經由同儕合作的歷程，以合作學習的方式組成學習社群，共同學習與成長。歐

用生 (����) 也主張同事應該是合作的夥伴，而非「另一端牆的陌生人」。幾位受訪者提到

教育現場的現況與解套的方法：

一般教師總是習於在自己的教室裡單兵作戰，主動再學習及同儕間合作學習的

意願與空間不足，對於同儕指導、同儕回饋，甚至同儕之間的互動都很缺乏。

(B��0���P�：�)

所謂術業有專攻，每一學科領域請比較有研究或心得的老師擔任召集人，彼此透

過三教師進修時間來分享此此教學心得或經驗，召集人可以發揮母雞帶小雞的精

神，共同組成一個研究團隊。(B��0���D�：�)

所謂「教練」指的是在術業有專攻情形下，提供自己專業建議的那位老師，藉由經驗

分享、相互支持、專業對話、技術支援、與給予回饋，一同研發、測試新的教學模式或改

進既有的教學策略或方法，使教師更有反省思考與系統分析的能力，以克服教學上的各種

挑戰。未來主義所建構的教學文化是一種以「學習社群」(learning communities) 為典範的

教學文化，亦即「教師們即研究群」的觀點。而同儕教練模式則符合此一導向。

（三）重「學力」甚於「學歷」

長久以來，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念，學歷取得成為所有孩子學習的唯

一目標，此迷思亦使父母陷入「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點」的氛圍裡，於是拼命補習最終目

標是為讓孩子在未來能進更好學校。與會者就剴切提出他深入的觀察，他認為：

現在大學生多如汗牛充棟、過江之鯽，卻也造成在社會上高不成低不就的失業窘

境，在強調全球競爭的時代，頂著高學歷光環，不見得就是就業的保證，擁有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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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力，知道如何去學習，才能面對知識與資訊快速變遷時代裡，立於不敗之地。

(B��0���P�：�)

在現代知識經濟裡，內容知識的壽命將逐漸縮短，如何有效處理不斷汰換的資

訊，是現代人必備能力 (B��0���D�：�)

Toffler (���0) 指出，具有學習能力的人，將是未來社會所迫切需要的，未來導向的教

育目的即是教導學生學習如何更有效率的學習。而目前九年一貫課程中，強調培養「學生

帶得走的能力，而非背不動的書包」，與 Toffler 重視學生「如何學習的能力」的理念不謀

而合。顯而易見，單純只傳授過去經驗與知識是不夠的，未來學校教育是應加強學習者控

制及選擇資料的方法，在資訊汪洋中去蕪存菁，建構出自我的知識體系。

（四）多元評量取代紙筆測驗

許多研究者 (Adams & Hamm, ����; Glaser & Silver, ����) 指出，要培養高層次的能

力，新的教學評量方式有其必要，因為傳統教學評量過度信賴客觀與量化，考題因此偏重

封閉式，而此使得教學流於機械記憶與低認知層次的練習，無法呼應教育改革之訴求。多

元評量的重要性，從幾位受訪者的說法得到印證：

以往傳統紙筆測驗通常是在固定時間舉行，孤立於教學特質使其欠缺機動性，似

乎兩者彼此獨立無關。因此對於學生整體學習情形與師生互動的掌握就略顯遲

鈍，再加以封閉型的評量題目，對於學生如何運用思考、解題策略來解題的內在

思維，就無法提供更深入的訊息。(B��0���T�：�)

教師以學生的各種表現為評量的依據，可花較長的時間去蒐集學生作品或實作表

現資料，一方面學生也得以有時間與機會去內化事前師生所共訂的評量標準；另

一方面也藉由如觀察、記錄、晤談、口頭報告、小組討論等多元評量的訊息，提

供教師更多瞭解個別學生於各層面的學習情形，以選擇合適的教學策略，並在教

學上不斷做適當靈活之調整，來幫助學生提升學習成效。(B��0���D�：�)

從上述可知，教學與評量應密切配合，教學即評量，評量即教學，兩者是一個持續不

間斷的歷程。所以教學並非固定一成不變，而是依評量之訊息不斷檢視與微調。教學與評

量的統合化、歷程化、適性化、脈絡意義化、與科技化乃未來的發展趨勢。

（五）打破學習藩籬的流動教育 (mobile education)

在工業社會裡，學校有著標準化的課程、制式化的學習內容、及以教室為唯一的學習

環境，接受固定教師之教導。然 Toffler (���0) 認為未來型的教育中，學生所受到的教育

是「流動教育」，他們會走出教室，其學習的場所將會散佈於商店、工廠、政府機構、醫

院、鄉公所等，並接受各方的教導，沒有固定學習夥伴，亦可能會因設計性的學習活動而

臨時組成學習的團體等。與會主任及老師說出了他們的經驗：

學校每學期都會規劃戶外教學，印證課本所學的知識，或者規劃到社區相關機構參

觀訪問的教學活動，從小建立與培養學生走出教室的學習活動。 （B��0���D�：�）

使學習走入校園、社區、田野、大自然等，是一必然之趨勢，充分與靈活運用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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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生生的教學資源，在老師或家長的規劃與引領下，有目的、有系統、有程序的

進行相關教學，活動過程中力求達到「寓教於遊，寓教於樂。（B��0���T�：�）

美國 �000 年教育政策中亦提到：「為使學校教育成功，教育工作者的眼光必須超越教

室，投向社會、社區及家庭，結合家長與社區資源力量，親師共同合作，如此才能培養健

全人格發展的兒童。」

（六）「數位化」學習 (e-learning) 的普及

Prensky(�00�) 因應數位時代的來臨，提出了數位原生世代 (Digital Natives) 的概念，

泛指孩子從出生開始就處在一個完全數位環境中，電腦已成為他們學習的母語，更是日

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所以，「學習網路化」、「資訊數位化」、及「家庭電腦化」等

概念深植教育領域中，這些都是拜資訊科技之賜，使學習無所不在，形成「處處是教室，

時時可學習」的趨勢，使學生能隨時隨地運用電腦資訊科技工具作為學習媒介，俾培養出

「主動學習、快樂學習、適性學習」的未來學生。部分與會者對未來學習型態做了簡要的

分享：

上課時老師常把電子書投射在電子白板上，並在一些教學軟體的支援下，學生眼

睛隨著老師的游標移動，可以在電子白板上面寫字、劃重點、補充相關景點圖

片，比較會吸引我們的注意力，師生之間的互動比較好。(B��0���S�：�)

現在學校都在加強宣導書包減重活動，如果朝向電子書包來發展，研究出具無線

傳輸功能、重量輕巧方便攜帶的學習專用電腦，不啻是一個解決問題的好方法。

(B��0���P�：�)

隨著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慢慢的學習者可以透過電腦、衛星廣播、互動式電

視、光碟、網際網路等數位化電子媒體來進行學習的方式，並藉由其所提供的數

位內容及教學方法來創造有意義的學習經驗，以便達成學習目標，這是一個時代

趨勢。(B��0���A�：�)

Toffler (���0) 指出，當人類邁入第三波資訊時代後，科技發展可謂日異千里，擁有資

訊蒐集與處理的能力將是第三波戰爭中致勝的關鍵。進入知識經濟時代，教育典範亦出現

轉移，導致進來學者越加重視學習管道的多元化，知識不在掌握於專家或教師上，而是方

便、快速、生動的方式大量傳播著。甚而，有些未來學者 (Hicks, �00�) 預警：大學如不開

始虛擬化，下場可能是急速失去之賜競爭力，以智消失不存在。準此，教師必須正視「資

訊時代」來臨，除專業知能外，還必須培養運用資訊媒體能力，採用資訊科技進行教學創

新，以提升教學與學習品質。因此，可以預期的是，強化教師的資訊能力及重塑電腦化社

會中教師的角色任務，將是未來我國師資培育的重點方針。

（七）喚起未來意識的課程設計

Toffler (����) 指出，學生若只能記憶過去歷史與現在的事實是不夠的，太多過往經驗

並不能類化到未來的問題上，學習者必須學習預估變易的方向，以前瞻性的立場，對未

來做出可能的假設。因此，英國未來學者 David Hicks (�00�) 指出未來導向的課程設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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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 預期及接受變化；�. 培養批判性思考；�. 認清價值觀念；

�. 培養做決定的能力；�. 引導創造性思考；�. 期待更美好的世界；�. 養成負責任的公民。

未來意識的重要性，從幾位受訪者的說法得到印證：

現在由於社會、文化的變遷速度加遽，未來已不再是遙不可及，而是瞬間即到。

如果沒養培養學生自我對未來的意識，可能較難應付未來不可知的種種挑戰。

(B��0���P�：�)

以前有部電影「未來小子」的劇情中，可以從過去選擇未來，也就是將未來當成

已知的事實來操弄，就社會變遷過程而言，其代表著某種程度我們已進入可以期

待未來的新紀元。(B��0���D�：�)

當 Toffler(���0) 出版《未來衝擊》一書時，他預警了社會變遷的急遽加速將使人們埋

沒於此一巨流之中。變遷將如電流般急竄，瞬間卻除我們預期的未來意象及適應未來的能

力，更遑論掌控未來。因此，未來課程設計應加強多元的課程內涵、全球文明意識的培

養、及世界關懷社會參與的課程，同時為了避免學生學習與生活脫節，需將新時代新興議

題不斷地融入課程教學中，如此適性化、多元化、生活化的課程，才能使學生的學習與未

來的生活作真實連結，從而培養學生未來意識，訓練學生有能力處理事實上和構想上的問

題，培養其創意與批判思考能力，使其善於對個體生涯做整體的規劃及預測，才能應付真

實生活中的危機、問題、災難與未來的鉅變。

（八）終身學習的學習型組織

在資訊通訊科技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所建構的學習環境中，

全球化所帶來的豐富學習資源，讓傳統以學校為中心的教育體系面臨轉變，並呈現四種特

性 (Morrison, ����)：�. 以學習者為中心；�. 開放的學習體系；�. 以資訊科技為基層結構；

�. 價值導向的學習體系。因而，在更具彈性與多樣性的教育體系之下，未來終身教育將是

實現學習型社會的重要一環。Toffler (���0) 認為，在新世紀裡，教育是一連續體，必須誇

越學校教育的範圍，且是延續終身的學習，不論是學或在職者都必須活到老學到老，以因

應未來學習型社會的到來。幾位受訪者提到其重要性：「終身學習是人類進入二十一世紀

的一把鑰匙。」、「應該教導學生『再學習』的觀念，才能接受時代日新月異的挑戰。」、「未

來應該是『人人學習，時時進步』的現代化社會。」

更有一位受訪者指出其實際作法：「結合政府民間及教育機構力量，以系統化蒐集整

合、發展推廣應用國內外網路學習資源，例如建置生命教育學習網、自然生態學習網、科

學教育學習網、歷史文化學習網及人文與藝術學習網等」(B��0���D�：�)

職是，未來學校應以終身學習理念，貫穿家庭、學校、社會，形成一個完整的教育網

路，一起營造適合學生發展的環境，培育優秀現代國民，進而提升國家競爭力。

（九）全球教育 (global education) 的思維

現今各區域性的經濟合作組織興起，加以資訊網路科技的發達，全球性的生活體驗

正逐漸形成，諸如疾病、氣象、污染、數位典藏系統等已經走向國際化。面對國際化的來



未來學校理想教育發展趨勢：以焦點訪談分析為例之建構 ��

勢洶洶，未來學校亟需培養學生國際觀及地球村的知能，以及加強國際交流所需的語言能

力，增進國際接觸與相互學習的機會 (Toffler，����)。與會者亦有此體認：

我認為臺灣未來教育確實需要全球教育來擴展學生視野，培養不同眼光與角度來

解決問題，也可以更人性地關懷世界上所有的人。(B��0���T�：�)

一位受訪者更清楚指出：

未來臺灣的全球教育更要建立於在地的條件與需求上，即“全球在地化”，因為

如果沒有清楚界定理念與在地脈絡化的思維，那麼全球教育恐怕只淪為一時學術

流行的口號而已。(B��0���A�：�)

全球教育在 ���0 年代再次受重視，它是多重複雜的概念，每一個全球教育方案都反

應特定的價值觀與看世界的觀點 (worldview)。未來臺灣的全球教育者可以從自身相關的

議題出發，設計出自己「有感覺」的課程，讓學生容易理解，並從不同的文化角度思考爭

議性的議題，以尊重、包容、開放的胸襟，瞭解全球彼此的關連，進而對這些現象批判思

考，並採取社會行動 (social action) 改變現況。使學生所認同的是全球人類與環境永續的

利益，國家疆域不再攔阻人與人之間彼此的關懷。

伍、結  語

Toffler (���0) 認為：「我們對未來的看法，將決定未來的樣子」。因此，如果真的會有

所謂的震撼，那麼現在的預加防範，至少可以緩和物未來的衝擊力。所以未來主義指出，

要是人們不能未雨綢繆，到時就會吉凶難卜。職是之故，教育的基本目的是要讓學生對未

來的生活有所準備。如果我們要讓學生對未來有所準備。本研究探究未來學校主要論述，

另本研究以焦點團體訪談實地訪視實際為第一線從事教育工作相關人員來建構未來學校理

想圖像，研究結果發現：（一）影響未來學校理想教育發展的因素包括：人本中心的教育

理念、數位化時代學習型態改變、人口結構改變的衝擊、知識經濟時代終身學習需求、及

全球化時代國際競爭激烈。（二）目前臺灣教育所面臨的挑戰與問題則有：政治力過渡介

入、教育雙峰現象、根深柢固的價值觀與態度影響、文憑無用論。（三）未來學校理想教

育的發展趨勢：以學生為主體的 PBL 教學、同儕教練促進專業成長、重「學力」甚於「學

歷」、多元評量取代紙筆測驗、打破學習藩籬的流動教育、「數位化」學習的普及、喚起未

來意識的的課程設計、終身學習的學習型組織、及全球教育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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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國小校長女兒教室生活經驗的潛在課程之研究

A Hidden Curriculum Study on Classroom Experiences of a         
Principal’s Daughter

（收件日期 �� 年 � 月 �� 日；修改日期 �� 年 � 月 � 日；接受日期 �� 年 � 月 �� 日）

摘  要

教室生活經驗的潛在課程鮮少以優勢階級為對象，而以學校校長女兒為研究參與者則

更能彰顯其特殊的現象。本研究藉由個案的實地研究，以瞭解校長女兒在教室生活經驗的

五個層面：師生關係、同儕關係、教師期望、學習經驗，以及班級規定與活動，以分析其

潛在課程。最後獲致以下重要的結論：「優勢階級學生在教室中也有沈默與抗拒的現象」、

「優勢階級學生能透過豐厚的資本進行有效的學習」、「文化資本仍是優勢階級學生『繼續

創造優勢』的關鍵」、「優勢階級學生表現負責認真但卻充滿生活壓力」，以及「優勢階級

學生的教室生活經驗，仍以結構功能取向的潛在課程為主」。

關鍵詞：教室生活經驗、潛在課程、教育機會均等、文化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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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dden curriculum studies on classroom experiences in schools have been paid little 

attention on upper-class students, and an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s daughter as a participant 

can manifest this special phenomenon. The field study aims to analyze the hidden curriculum 

of the classroom experiences on a class with a principal’s daughter inside by understanding � 

facets: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eacher and students, interaction among the students, the teacher’s 

expectation, learning experiences, and class regulations and activities based on which the hidden 

curriculum is analyzed. The study comes to significant conclusions as follows. First, there is a 

phenomenon of silence and resistance for the upper-class student in the classroom. Second, the 

upper-class student carries out her efficient learning through rich capital. Third, cultural capital 

is the key to continually create predominance for her. Forth, although she is conscientious and 

responsible for her work, she still has much external life pressure. Eventually, structure-oriented 

hidden curriculum is still given priority in the upper-class student’s classroom experiences.

Key words:  Classroom Experiences, Hidden Curriculum,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Cultural Capita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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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教育的實踐應植基於「社會正義」的彰顯，以弭平社經地位之不平等、文化資本的落

差，以追求教育機會均等的理想。然而，在教室裡就如 Bourdieu 和 Passeron (���0) 所指

的教育行動都是一種符號暴力。因此，學生因不同種族、階級，性別等因素，而在師生互

動過程、同儕關係、教師期望等教室生活經驗中產生教育機會不均等的現象。有鑑於過去

批判教育機會均等問題，多從弱勢種族、階級，以及性別著眼，以檢視其文化及經濟上的

不公平待遇（譚光鼎，����）。但從優勢階級  
�

的學生探究其在教室生活經驗的潛在課程卻

較少涉及。尤其是在研究者學校工作的實際經驗裡，校長子女因其對教室中的教育資源、

規則等有約制的力量，可使其班級能顯現教學的成效，但亦產生學習與適應的問題。因

此，探究類似校長女兒之優勢階級在班級教室生活經驗的潛在課程，並解析其所潛藏的現

象與影響，實可擴展教育研究更多的視角，提供教育進一步的省思。

教室經驗對學生經驗會有長期的影響 (Magnuson, Ruhm, & Waldfogel, �00�)，若將學生

視為一個人來對待，並給予正向良好的經驗，學生就會努力學習，否則就會沈默或是抗拒

(Lopez, �00�)。因此，提供教室正面生活經驗，以激發正向潛在的影響因素，則能促進學生

學習的成功。而學校的潛在課程就包含學校環境和組織特性、學校氣氛和文化、班級氣氛

和文化、教科書內容、學生同儕文化、教師期望、師生互動等，都深深影響學生的學習經

驗和成果（林素卿，�00�；陳伯璋，����；黃光雄，����；Jackson, ���� ; Giroux, ����）。換

言之，探究學生的生活世界、生活經驗或次級文化等之潛在課程，可從學生主體意識出發，

瞭解在意義與符號的社會交互作用下，所產生交換、溝通的動態過程（陳伯璋，����；湯志

民，����）。其具體方法則可透過質性研究途徑著手，將研究者置身在實際情境中，以慢慢

建構出學生生活世界，瞭解其價值和文化的形成過程，進而發覺性別歧視、種族不平等、

文化霸權等問題（陳伯璋，�000；劉玉玲 �00�；歐用生，����），以揭露教育的真實面向。

在有關學校生活經驗或教室生活經驗的研究中，大部分以弱勢族群之學生為研究焦

點，如：張如慧 (�000)、溫麗雲 (�00�) 等；其次，有些研究只關注在教室生活經驗的單

一面向，未能指出潛在影響的其他核心問題，而減低其研究實用性，如：楊雅萍 (�000)、

彭淑纓 (�00�)、Wilson、Pianta 和 Stuhlman (�00�) 等。此外，檢視國內外教室生活經驗的

潛在課程之研究，鮮少以優勢階級為對象，更何況以校長女兒為分析重點。基於上述論

點，本研究試圖以校長女兒為對象，藉由個案的實地研究，以瞭解校長女兒在教室生活經

驗的相關層面，並據以分析其潛在課程之運作與結果，進而探究其潛藏之教育現象。

二、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希冀達成以下之研究目的：

�　 本文「優勢階級」的學生意指中上階級家長的子女，其相對於勞工階級家長的子女，有更豐富的文

化資本、社會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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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析教室生活經驗對 T 同學（校長女兒）潛在課程的運作。

（二）瞭解教室生活經驗對 T 同學（校長女兒）潛在課程的結果。

（三）探究優勢階級學生在教室生活經驗可能的優勢與困境。

貳、文獻探討

一、教室生活經驗與潛在課程的關係

一般文獻探討中（林素卿，�00�；張如慧，�000；許美華，�00�；黃政傑，����；

Jackson, ����）對學校生活經驗大致指出學生在學校生活的面向，包含：師生關係、師生

互動的關係、同儕關係、師生的相互影響、教師期望、課程教材的學習經驗、學習成就、

學校與班級之制度規定、重要的學校活動、社團活動參與經驗、學校環境設備等。而教室

生活經驗的意義則將上述學校生活經驗的內涵，關注在教室層面上，也就是教室是兒童經

驗成長的場所，是一個傳遞社會價值的地方。因此，上述學校生活經驗中，師生關係、師

生互動的關係可歸納成教室生活經驗的師生關係；師生的相互影響、教師期望則代表著教

師的期望；課程教材的學習經驗與學習成就等實為學生在教室學習的實際情形，以學習經

驗代表；而學校與班級之制度規定、重要的學校活動、社團活動參與經驗等則可以班級規

定與活動代表之。基於上述推衍與歸納過程，本研究教室生活經驗的內涵，應包含：師生

關係、同儕關係、教師期望、學習經驗、班級規定與活動等。換言之，學生教室生活經驗

可透過上述面向的運作而獲得，但仍可能會受到其他教室內外各種因素交互影響其結果。

Jackson(����) 在《教室中的生活》(Life in classroom) 將潛在課程概念推廣到課程領域

之中。不過隨著課程典範的轉移與發展，潛在課程發展出三種不同取向。首先，從結構功

能來看潛在課程，其主要在於學校的社會化功能，潛在課程之目的在探討教育如何成其目

的，使個人得以接受良好的社會化歷程（黃嘉雄，����；Durkheim, ����）；其次，從現

象詮釋學的觀點而言，其重視學生主體性及對生活世界意義的詮釋，以探討學生在學校或

班級中的生活世界，其主動產生意義和價值（歐用生，����）；最後，從社會批判論觀點

而言，主要在找出學校潛在課程運作方式是如何與外在主流社會符應，並再製主流社會價

值，且根據社會正義的法則，進行反思與批判（黃政傑，����；甄曉蘭，����）。

從潛在課程能瞭解學校經驗如何影響學生 (Solmon & Lee, �00�)，而學生的學校經驗

則深受性別、社經地位等不同因素影響 (Springer, Morganfied, & Diffily, �00�)。基於此，

本研究即從教室生活經驗中的師生關係、同儕關係、教師的期望、學習經驗、班級規定與

活動等面向，以瞭解優勢階級在教室中可能的潛在課程。因而本研究潛在課程是潛藏在教

育措施中，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影響學生的態度和情感，而這些態度和情感可以是預期或非

預期的（林素卿，�00�）。換言之，連結教室生活經驗和潛在課程的概念，可從教室生活

經驗的不同面向，探究潛在課程可能的運作、結果，及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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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室生活經驗之潛在課程與優勢階級

（一）師生關係之潛在課程與優勢階級

�. 師生關係之潛在課程

教師可能因學生的差異而給予不同的學習經驗 (Springer, Morganfied, & Diffily, 

�00�)，而「教室中互動的類型通常是教師自己個性，如價值、動機、認知和行為的寫照」

（劉玉玲，�00�：���），突顯了教師是影響師生關係的關鍵。然而，師生關係中，教師願

意溝通與否亦會影響師生關係的良窳（柯瓊惠，�00�），其中師生的互動還必須經由彼此

情境和碰撞的歷程，進而相互修正原本的期待和解釋（吳康寧，����）。因此，師生關係

的潛在課程乃透過師生互動與相互溝通方式，並藉由生活情境的碰撞歷程而漸次形成。

�. 師生關係與優勢階級

Nash (����) 對美國學生研究其教室師生互動，發現教師對於學生行為處理常因「好

學生」而異。Bourdieu(����) 亦認為教室對學生所使用的形容詞，常會因階級而有差異，

對於來自都會區或較高階級背景的學生會得到正面積極與讚美的語辭。因此，學校或班級

會順應中上階級家長的尺度，對學生強調溝通、讚美、認可和鼓勵的態度（張建成、陳珊

華，�00�）。依此而論，教師會順應教室中的優勢階級，進而採取接納、溫暖、稱讚等態

度，以營造正面的師生關係。

（二）同儕關係之潛在課程與優勢階級

�. 同儕關係之潛在課程

同儕關係具有成員平等與情誼密切的特質。學生會經由同儕的增強，來肯定自己團體

內的價值與地位 (Mayer & Anderson, �000)，也會因被同儕拒絕而有強烈的孤獨感 (Cassidy 

& Asher, ����) 和社會焦慮 (Inderbitzen, Walters, & Bukowski, ����)。此外，學業成就也是

影響國小兒童的同儕關係的重要因素（王柏壽，����；Farkas & George, ���0），但太認真

讀書或是有太好成績，則可能會被同學輕視 (Rogers, ����)，亦即學生在班級中表現太突

出也會影響其同儕關係。因此，同儕互動、學業成就、學生階級等都會潛在影響同儕關

係。

�. 同儕關係與優勢階級

不同社經地位的家庭物質環境、子女管教態度、價值觀等方面都會影響子女在學校的

同儕關係。尤其是國小階段高社經地位對兒童在學校受歡迎、接納程度都有正相關，所以

有良好的人際關係 (DiMaggio, ����)。因此，高社經地位、較佳的學業成就之優勢階級學

生應有較受歡迎的同儕關係，也對教室中同儕關係有較大的影響力。

（三）教師的期望之潛在課程與優勢階級

�. 教師期望之潛在課程

學生進入學校很快就學會了順從教師的期望 (Jackson, ����)，說明了心理學中的「自

我應驗預言」(self-fulling prophecy)。因此，有效的教師應透過有效的溝通，以調整教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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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歷程 (Springer, Morganfied, & Diffily, �00�)，避免負向的期望。換言之，教師期望足以使

學生在課業的學習成功或失敗，Cohen、Kepner 和 Swanson (����) 就發現低地位學生經由展

現多元能力，並經由教師強化其期望後，會有優異的智力表現。因此，教師期望能使學生

產生期望的行為，且透過教師肯定的態度，更可潛在激發學生自我應驗預言的效果。

�. 教師期望與優勢階級

教師會根據學生不同社經地位與能力，調整對學生的看法（黃嘉雄，����）也對期望

高的學生會提供較多的機會，以及給予較多的讚賞，故這類學生表現較為積極，學業成就

也較高（郭生玉，���0；曾惠敏，����）。Anyon (����) 就指出教師希望中上階級學生能

從經驗中學習，能自我思考，而對勞工階級則認為只需學生讀寫算基本技巧。換言之，教

師對不同階級的學生會有先入為主的期望，致使學生產生不同的學習與發展。尤其是經由

學生表現能驗證了教師的看法和期望 (Cohen, Kepner, & Swanson, ����)，進而更加深其對

學生的期望。因此，教師對優勢階級有較高的期望，若優勢階級又有傑出的表現，教師的

期望就會更高。

（四）學習經驗之潛在課程與優勢階級

�. 學習經驗之潛在課程

教師可透過課程編排、教學的技巧與態度，以及評量的方法等，影響學生學習經驗

（張如慧，�000）。Newmann 與 Wehlage 在 ���� 年指出學校成員專業社區指數越高，學

生的成就越高（引自 Merz & Furman, ����），說明了教師的專業影響學生的學業成就。但

有的研究則認為學生是以樂趣和笑聲的多少來決定學校生活的滿意度，而非依據學業成績

的高低 (Woods, ����)。因此，學生學習經驗可能受教師的專業、教學態度，以及學生滿

意度等相關因素潛在影響。

�. 學習經驗與優勢階級

「階級地位對學習是有影響的」(Cohen et al., ����: �0)，中產階級孩子表現出「精緻

型符碼」，易獲得認同與支持（詹念峰，�00�），其較佳的文化資本  
�

(cultural capital)，有利

於學生在學校有較佳學習的表現（張芳全，�00�；蔡毓智，�00�；DiMaggio, ����），以

及較積極的學習經驗。此外，小學的學習過程，社經背景對學業影響隨著年級的增長而擴

大（陳建州、劉正，�00�），甚而中上階級學生在學校課業學習層次較高，材料也較為多

元而複雜（張建成、陳珊華，�00�）。因此，優勢階級學生豐厚的文化資本，除有利於較

佳的學習成就外，也可學習較為複雜的內容，進而產生較為正向的學習經驗。

（五）班級規定與活動之潛在課程與優勢階級

�. 班級規定與活動之潛在課程

班級的活動，正如 John Dewey 主張之「做中學」是一種經由活動促進學生學習的

觀點。而許美華 (�00�) 則從教育的立場去探討學生學校經驗的價值。因此，教師應建立

公平、有利於學習的班級氣氛，以營造情緒安全的環境 (Springer, Morganfied, & Diffily, 

�　 Bourdieu 與 passeron (���0) 認為文化資本為父母參與小孩學習，對其表現有相當正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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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甚而透過高品質的情緒支持、價值性的回饋，以發展學生較佳的社交能力 (Wilson, 

Pianta, & Stuhlman, �00�)。換言之，班級規定與活動應以學生為主，提供公正的教室氣

氛、情緒支持，以及價值性回饋等，以發揮班級規定與活動之潛在課程。

�. 班級規定與活動和優勢階級

高社經背景學生的語言模式、推理能力等能很快熟悉學校教育系統中的獨斷文化（謝

孟穎，�00�），進而能適應教室中的規定，並達成教師的要求。其次，高社經背景的學生

也有較多機會走訪大自然、參訪名勝古蹟，以及休閒活動（謝孟穎，�00�），使其能在班

級活動中有更多參與的機會。此種很快的適應班級規定，以及有效的參與活動，就能使學

生學習的越多，正如 Cohen 等人 (����) 所發現，在複雜教學中互動越多，學習就越多。

上述的觀點均說明優勢階級可有效的適應班級規定，甚至在活動中激發更多的學習機會。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藉由訪談與觀察的質化途徑，以瞭解校長女兒在教室生活經驗的潛在課程，研

究架構如圖 �。

教室生活經驗面向

�.師生關係

�.同儕關係

�.教師期望

�.學習經驗

�.班級規定與活動

�. 分析教室生活經驗對T同

學潛在課程的運作

�. 瞭解教室生活經驗對T同學

潛在課程的結果

�. 探究優勢階級學生在教室

生活經驗可能優勢與困境

潛在課程的面向

�.結構功能論觀點

�.現象詮釋學觀點

�.社會批判論觀點

圖 �. 研究架構圖

註：  教室生活經驗與潛在課程在實際運作下可能的互動情形

二、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以龍鳳國小（化名）Z 班級之 H 老師、T、F、G、W、I、L 同學，以及 B 美

勞教師等為研究參與者（均為化名）。龍鳳國小位居鄉村地區，學區家長以務農或從事

勞工工作為主，在社會階級上屬於勞工階級。選擇 Z 班級的理由，主要是研究者與龍

鳳國小 P 校長熟識，對於研究關係信任基礎較容易建立，也容易取得組織守門員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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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mmesson, ����)。然而，因研究主題涉及校長女兒的班級，可能會造成 H 教師礙於與

P 校長之權力關係，而不得不讓研究者進來觀察的情況，甚至也可能會造成 T 同學的壓

力，以及影響潛在特權的顯現。因此，研究者先透過 P 校長的引介，與 T 同學、Z 班級，

以及 H 教師初步認識，一開始進入現場，經常會利用下課時間 T 同學、H 教師和 Z 班級

成員接觸，大部份是聊天。接著，研究者也會適時的說明研究目的與內容，嘗試取得其信

任。實際上， Z 班級因已有兩年實習教師在教室觀察教學的經驗，因而對研究者並不排

斥，而慢慢的建立了彼此的信任感。一段時間後，研究者逐漸頻繁的觀察和訪談，時間一

久大家也都習慣了研究者置身現場的情形。上述的作法應可有效減低研究參與者的防衛心

理，進而獲致較為真確的資料。

T 同學為 P 校長的獨生女，現就讀龍鳳國小六年級，其個性溫順並無嬌縱的氣息，只

想作為一平凡的學生，經常困擾著與同學互動的問題。在學習上，T 同學學習態度即為認

真，就讀一年級時成績就相當優秀；從小喜歡讀書、作文，閒暇時間經常閱讀課外讀物；

對於畫圖、設計亦具有特別資質，經常獲得各項獎項；尤其在六年級時，曾經獲得全縣國

語文競賽作文組第 � 名。其次，H 教師為擔任 Z 班級五六年級兩年的級任老師，其身份

雖是代課教師，但因負責認真之態度，使其成為學校長達六年的代課教師的特殊身份，對

於引導 Z 班級的教室生活經驗扮演重要關鍵的角色。此外，Z 班級中 F 同學是隔壁學校

教師的孩子，G 同學則是學校家長會副會長的兒子，兩者皆是屬於優勢階級的學生，以作

為分析 T 同的參照。而 W 同學、I 同學、L 同學等則是一般勞工階級出身的學生，其主要

原因在於與 T 同學作階級的對比，以瞭解階級與教室生活經驗的關係。而美勞 B 教師之

訪談則作為 Z 班級資料檢證的基礎。

表 1. 六位研究參與者的簡要概述

性別 社會階級

H 教師 女 長期代課教師

T 同學 女 校長女兒

F 同學 男 他校教師的兒子

G 同學 男 家長副會長的兒子

I 同學 男 勞工階級

L 同學 女 勞工階級

美勞 B 教師 女 正式教師

三、研究方法

（一）訪談

本研究訪談從 �� 年 � 月起到 �� 年 � 月，並以放學後時間為主（如表 �）。訪談內容

則以訪談大綱中教室之師生關係、同儕關係、教師期望、學習經驗，以及班級規定與活

動等為主。其次，訪談的方式主要先採取半結構方式，以讓受訪者能較自由的表達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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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並對不清楚的訪談內容則以追問的方式，尋求更為深入的訪談資料，以利於探究相

關問題。例如：在訪談資料中的，「每個月的閱讀心得寫作，常常都不會得獎，真的很

奇怪」（訪 T 同學 ����），顯示其對於此獎項的疑惑，追問原因是「她既然全縣作文比賽

第一名，為何只是在班級的心得寫作卻經常無法得名，進而懷疑自己的能力」（訪 T 同

學 ����）。此外，對於訪談的次數則是以儘量直到資料呈現飽和狀態，可獲致研究目的為

止。

（二）觀察

本研究觀察從 �� 年 � 月起到 �� 年 � 月底，以長期浸潤為原則，開始先試探的進入，

每次時間大概是 �-� 小時，一週大概 �-� 小時；中期（�� 年 �� 月到 �� 年 � 月）則觀察次

數較頻繁，且時間較久，約為 �-� 小時，每週約 �-� 小時，而觀察也會儘量分配在一週之

不同時間，以獲致全面多元的資料；後期則次數漸漸減少，每次時間大概是 � 小時，一週

大概 �-� 小時，且慢慢退出現場，並以蒐集先前未獲得的資料為主。其次，觀察時間大部

分是上課時間，有時則會觀察其下課的活動情形，而觀察的重點則以其教室生活經驗的五

個層面為主，尤其是教室生活經驗中所呈現的之重要事件，藉以分析其成員間的互動情

形，以發覺其潛在課程。此外，在觀察結束後，以札記儘速記錄或事後回溯方式進行。

表 2. 研究參與者的訪談時間

代碼 性別 訪談次數 每次時間 總時間

T 同學 女 �� �-� 小時 約 �0 小時

H 教師 女 �� �-� 小時 約 �� 小時

F 同學 男 � �-� 小時 約 �  小時

G 同學 男 � �-� 小時 約 �0 小時

W 同學 男 �� �-� 小時 約 �0 小時

I 同學 男 �� �-� 小時 約 �0 小時

L 同學 女 �0 �-� 小時 約 �� 小時

美勞 B 教師 女 �� �-� 小時 約 �0 小時

四、資料處理與分析

訪談和觀察的資料在轉譯成逐字稿之後，進行資料編碼，以利於資料之分析。在訪

談編碼方面，若標示為（訪 T 同學 0�0�），則是指 0� 月 0� 日訪談 T 同學；在觀察札記編

碼方面，若標示為（觀 �0��），則是指觀察札記 �0 月 �� 日。其次，將初步獲致之資料，

將相同主題資料進行粗略分類，然後再進行分析主題下內容的分類，並透過持續比較找出

可能的關鍵詞。此外，針對研究參與者的回答，會儘可能依照研究者的意思加以有效的解

析，避免錯誤的詮釋。例如：在訪談資料中：「每次擔任導護時，總是有許多小朋友想要

和我同一組，有時候我就會分配大家導護工作的範圍」（訪 T 同學 �0��）。在資料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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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其意思並不是意味著 T 同學喜歡分配導護工作，而是「因為大家喜歡我，而使 T 同

學開始分配同儕的導護工作範圍」（訪 T 同學 �0��）。

五、研究信實度

研究方法所獲得的資料，透過三角檢證法進行分析與檢核，以達到資料蒐集及檢核

的可信度。就本研究而言，除透過不同的受訪者 T 同學、H 老師、Z 班級成員，以及美

勞 B 教師等的訪談，以確保研究資料的多樣化。其次，針對同一主題來設計不同受訪者

的訪談，使取得之研究資料更具真確性，也使不同受訪者的觀點能呈現正反論述 (Woods, 

����)，增加主題探究的深度（如：訪談資料，T 同學覺得全鄉第 � 名是試卷改錯；H 老

師指出 T 同學雖然功課很好，但經常會懷疑自己的能力；W 同學則認為 T 同學本來成績

就一直非常優秀。上述說法證實了 T 同學會質疑自己的能力）。再者，運用訪談與觀察等

不同的研究方法，以交互檢證資料的客觀性。另外，因為研究者與龍鳳國小校長熟識，可

能對校長女兒之特質有先前理解，所以會在資料解析時有特定的偏見，因而做完逐字稿會

儘量的讓研究參與者過目，以增加資料的可信度。此外，將上述歸納整理之觀點與原始

資料（如：編碼的資料等），先讓研究參與者檢視資料後，再交予同儕（Y 教師）進行檢

核，並提供其他面向想法或建議，將研究者主觀性降到最低。

六、研究倫理議題的處理

本研究對於研究倫理的考量，採取以下的作法。首先，以化名的方式（如：龍鳳國

小、T 同學、H 教師等），以保護被研究者的身份，避免因真名與實際資料的曝光而造成

困擾。其次，盡量的利用課餘時間進行訪談，不干預學校的運作與進行的活動，以適當的

距離保持與研究參與者的接觸。此外，以友好的態度與研究參與者建立研究關係（如：有

時候只是和 Z 班級成員打個招呼，並不一定進行訪談或觀察），並考量與研究參與者是否

處在相等的研究地位（如：因 P 校長介紹而進入觀察，會使 T 同學和 H 教師感到壓力），

避免因受訪者身份不同而影響其思考回答方向 (Bogdan & Biklen, �00�)。基於上述情形，

研究者亟需對本身行為意義有清晰的瞭解，並隨時檢討自己對研究結果的影響。

肆、研究發現與討論

一、聲音的隱藏與顯現－優勢階級也有沈默與抗拒

（一）校長女兒之沈默與抗拒現象

校長女兒的優勢階級之「特權」刻板印象，會導致其他同學的質疑與排斥，此時 T

同學通常會選擇以沈默或抗拒來回應。Lopez(�00�) 就發現若給予學生非正向經驗，她就

會表現出沈默、不學習、抗拒等。身為獨生女的 T 同學，比起其他人更在意同學對她的

觀感，因此會特別隱藏她的聲音，使自己能像同學一樣正常的上學。T 同學的特殊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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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著複雜的心理感受「好幾次想叫爸爸離開這個學校，因為大家都覺得我好像有後臺一

樣」（訪 T 同學 �00�），此意味著 T 同學其實並不想當校長的女兒的，使其學校生活受

影響，「每次月考到時，我的壓力就很大，也很緊張，因為我是校長的女兒」（訪 T 同學

0�0�）、「我不想當校長的女兒，只要數學考得比較低，像 �0 分，或 �0 分，同學就會說我

好像退步很多」（訪 T 同學 ����）。基於此，T 同學在教室中會儘量保持低調的姿態，也

會適時的表現出抗拒態度，「只要提到 P 校長，T 同學就叫我不要再說，想要表示和校長

沒有關係，其實這有什麼關係？」（訪 F 同學 ����），希望藉由隱藏校長女兒的聲音，以

過著正常的學校生活。例如：

T 同學雖然是校長的女兒，但從來都不會到教師辦公室，甚至是校長室，例如：

在分配路隊時小朋友都說她是校長隊，但是她每次卻都跟著其他路隊一起走出校

門，再折回學校校長室（觀 0�0�）。

雖然 T 同學是校長的女兒，但她從來不遲到，每次都一定會完成作業，跟所有

同學一樣的上下課（訪 I 同學 0��0）。

（二）文化資本能有效的繼續創造優勢

上述情形，P 校長會儘量保持中立性，以提供公平的學習環境，「校長很少對我談

及 T 同學的情形，而且他在學校都特別強調要對學生公平的對待」（訪 H 老師 �00�），

因而很少介入班級的教學或事務。但從另一個角度的觀點視之，校長爸爸這種不介入的

態度，在 T 同學受教育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實為「有效維持的不平等」的作法 (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Lucas, �00�)。其理由在於具有社經優勢的家庭比較瞭解不同教育種

類差異的存在，而能提供子女較多的訊息與幫助，「爸爸總是要我在班級裡認真的學習，

要和同學和好的相處，經常和我討論班級裡的生活，給我一些課外讀物看，也帶我到各

處旅遊」（訪 T 同學 0�0�）。謝孟穎 (�00�) 就指出高社經背景家長能具體扮演子女教學輔

助角色，「爸爸經常說一些歷史故事，以及地理的知識，甚至去科博館…等，所以老師上

課的一些內容，我早就會了」（訪 T 同學 ����）、「老師經常稱讚 T 同學能把幾個造句，編

成一個故事，說她很有創造力，這是我們做不到的」（訪 I 同學 ��0�）。而同是優勢階級

的 F、G 同學也有一樣的表現，「爸爸常常帶我去爬山，並且會教我山上植物的種類與生

長情形，所以我最喜歡自然課」（訪 F 同學 0��0）、「因為經常和家裡有一個菲傭說話（英

文），所以我根本就不怕英文，上起英文課很輕鬆」（訪 G 同學 ����）。上述情形證實了家

庭日常生活文化決定孩子的認知技巧，也影響了學生的學業成就 (Farkas, ����)。因此，P

校長基於對學生公平對待的價值觀，以及評估其家庭文化、子女個性與特質、學校環境等

因素，認為協助 T 同學以「學校普通人」角色正常學習，以繼續維持其社經的優勢。

我會儘量的把 T 同學當作一般學生看待，也就是給她相同的作業和發表意見的

機會等…，但她總是表現得十分優異（訪 H 老師 �0��）。

（三）學習成功會帶來更大的信心

以 T 同學角度而言，一開始因為校長爸爸的角色，顯得比較低調與沈默。然而，「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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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雖有一段時間很內向安靜，但後來就漸漸的有一些笑聲，而且會在下課時間和同學到

操場追逐玩樂」（觀 0���），這個轉變是因為 T 同學因學習的成功而顯現其聲音，證實了

成功是經由學校普通人努力而獲得，並非是校長女兒的原因。

這次作文比賽全縣第 � 名，我感到信心十足，因為不會再有同學說月考前我已經

知道考試的題目了，也證明成績好是因為我的努力獲得的…（訪 T 同學 ����）。

T 同學總導護做得很好，很有領導能力…，畫圖也很有想像力（訪 B 教師 0�0�）。

T 同學從一開始隱藏自己的聲音，以釐清大家對其角色的質疑，去除特權階級的疑

慮，進而對其產生信任感，「T 同學經常下課時間跟隨著大家一起活動」（觀 0���）。其

次，T 同學更藉由優異的成績表現，以及校外特殊的表現，顯現其真實的能力，使其不再

刻意壓抑學習的成就，甚至更願意的表現自己，為自己的能力發聲。例如：

T 同學獲得全縣作文比賽第 � 名，以及被許多小朋友稱讚後，她對自己開始產生

信心，會主動參與一些班級活動（訪 H 老師 0�0�）。

上課 T 同學會專心聽講，甚至是全神貫注的態度，會積極的發表意見（觀 ����）。

T 同學一開始壓低其聲音、隱藏她的身份，希望自己是學校中的普通人，甚至採用激

烈的手段要求其父離開學校，減除生活上異樣的眼光，以避免影響她正常的學習。此時，

校長爸爸對其而言並不是正面的資源，反而是影響學習的關鍵因素。然而，豐厚的文化資

本有利於學業成就 (Farkas & George, ���0)，家庭語言文化也決定孩子往後認知發展的技

巧 (Farkas, ����)，進而形成了不同階級的文化差異。換言之，T 同學潛在的文化資本是形

成其優異表現的根本因素，從潛在課程的結構功能論觀點而言，T 同學的社會化歷程，一

開始雖在教室生活上產生了適應的困難，但透過其文化資本所顯現的學習成效，漸漸的對

自己產生信心，從而過著正常的學習生活。

二、人際關係從個性孤獨轉變成互助合作，但過程中仍不免有挫折。

（一）特殊的身份對同儕情誼有更大的需求

文化資本越多的學生除了有較佳的學業成就外，亦較能適應學校生活及人際關係

(Farkas & George, ���0)。但 T 同學在家裡是獨生女的身份，影響了與同學互動的技巧，

比起他人更渴望有良好的人際關係，以滿足與人互動的需求。

我真的很希望能有很多好朋友，每次回家都只能面對爸爸媽媽…（訪 T 同學 ����）。

我常常面對著洋娃娃，還有家裡的狗，有時一整天都和狗一起玩…，甚至還能和

狗聊天（訪 T 同學 ����）。

為了在班級中有良好的人際關係，T 同學會刻意迎合其他同學的要求，甚至人緣比較

差的同學，她亦視之為好友，渴望其友情，「我的成績雖然不好，但 T 同學喜歡和我作朋

友」（訪 W 同學 ��0�）。因此，在與同學互動中產生許多挫折。例如：

T 同學經常一直乖乖的接受遊戲內容的分配…，可以知道她非常需要同伴（觀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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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真希望爸爸媽媽再生個弟弟或妹妹，我長大以後才不會被欺負…，像吳○○

常常對我亂發脾氣（訪 T 同學 �0��）。

（二）真誠態度能贏得同儕的信任

一段時間後，T 同學漸漸學會與同學相處，能判斷同學的互動的意涵，並瞭解怎樣

結交好朋友，「吳○○不喜歡我有其他朋友，一開始我很在意她的感覺，後來我就覺得不

能因為她而失去其他朋友」（訪 T 同學 �0�0），漸漸的在「一次班級票選好友的活動中，

T 同學得到全班約 �/� 同學認定為最要好的朋友」（觀 0���）。此種情形除了其擁有厚實的

文化資本，以維持其良好形象與人際關係外 (DiMaggio, ����)，其主要因素在於 T 同學經

由幫助同學，「功課的問題我都會問 T 同學功課，她的態度很有耐心，讓人很喜歡」（訪

W 同學 0���），甚至是互相合作完成工作，以取得大家的信任，有時甚至會主導班級的一

些活動。例如：

每次參加校外教學座位安排的時候，大家都搶著跟我一組或坐在一起，但也常常

使許多小朋友因此而不高興，我有時候便開始分配大家的座位或小組（訪 T 同

學 0���）。

此外，T 同學與同儕玩樂在一起，經常相互幫忙，以致於感情融洽，「但當他們遇到

困難或問題時，就會凝聚在一起，想辦法解決問題」（訪 H 老師 0��0），而且也會對班級

弱小同學提供協助與支持。

班級中有欺負弱小時，T 同學會站在弱小同學的那一邊…（訪 W 同學 ����）。

（三）階級仍會引發同儕間的裂痕

然而，Z 班級也會因為 T 同學的一些作為，形成了一股分裂的力量，就如 Rogers 

(����) 所指，當表現得太認真讀書或成績太好時，可能會被同學輕視與排斥。但在 H 老

師刻意的模糊階級的界限下，也塑造了公平的班級氣氛，「H 老師在班級中關注或維護 T

同學並不明顯」（觀 0���）。因此，Z 班級雖會因 T 同學而產生爭吵，但都能及時維持了

融洽的同儕關係。

有一次我只是把同學想要為老師慶生活動的事情告訴老師，吳○○、梁○○就說

我是間諜，害得許多同學都不理我…，還好老師將事情說明清楚，為我化解危機

（訪 T 同學 0���）。

基於上述的教室生活經驗分析，T 同學從教室生活經驗中獲得到社會化的歷程，從

原本獨生女不善於與同學相處，到獲得票選為最多朋友的學生，其過程就如潛在課程中

結構功能觀點所強調的社會化功能。究其原因，正如王柏壽 (����) 所指出，高社經地位

在學校較受歡迎，「T 同學有校長爸爸，所以小朋友也都喜歡和她一起遊戲或說話」（觀

0���），但其前提仍須透過本身樂於助人、與人合作等特質與歷程，才能真正的贏得友

誼。此外，從現象詮釋學觀點來解析其同儕關係的形成，亦即 T 同學其與生俱來的豐富

文化資本能獲得同儕的歡迎，且其獨生女的特質更對同儕有強烈的需求，惟仍必須經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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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謙虛、禮讓等的態度，此種個體的主動性，才能形成互助合作的同儕關係。

三、盡力想達成教師的期望─在壓力和努力間擺盪

（一）教師高度的期望，能激發優勢階級的創造力

T 同學優勢的文化資本，自然能獲得教師高度的期望，因此有強烈的成就動機。這種

特殊身份所產生教師不同的期望，正如 Solorzano (����) 主張，學生受教育的期望受到家

庭社會經濟地位與種族類型影響。

雖然老師對大家都很公平，但是我們都知道老師應該最關心 T 同學，對她也最

有期望，因為她一直成績都很好，又會畫圖（訪 W 同學 ��0�）。

為使 T 同學「學校普通人」的特質能順利學習，H 教師在班級教學與活動採取一視

同仁、模糊階級的態度，「擔任這一班的級任老師，固然很幸運，但是壓力也很大，校長

特別拜託儘量的能公平對待每一位學生，包含 T 同學…，這和我的教學想法是一致的」

（訪 H 老師 0��0），從而使 T 同學能感受到與一般同學相同的教師期望。然而，就 H 教

師而言，擔任 Z 班級級任教師雖感到光榮，但一方面要顧及班級的公平性，一方面又要

促進 T 同學有效的學習。因此，H 教師既要避免 T 同學特權的現象，又須有助於其學習，

其壓力是不言可喻的。雖然如此，H 教師仍然對 T 同學有特殊期望，正如 Anyon (����)

所指，教師會給中上階級學生更多的機會發現知識，以及發揮創造力。

在教學的進行的確感覺到 H 老師的公平性，但對上課內容較難的題目或需要思

考與創造力的問題，會將眼神轉向 T 同學，…，T 同學也都能有效的回答問題，

甚至提出不同的看法（觀 0���）。

此外，T 同學因為有校長爸爸日常生活的指導，以及豐富資源的支持，所以擁有較佳

的文化資本，正如 Bourdieu (����) 所指出，言行儀態表達出的內在文化資本、消費物品

的客觀文化資本；並因此顯現在「T 同學能夠有系統的說明課本大意，…，很會舉出一些

國內外故事，…，背課文特別得快，幾乎是過目不忘…，甚至能編出一套「傲慢與偏見」

的劇本，讓大家一起表演」（觀 ����）。因此，中上階級的家長教育程度較高，有較充裕

的資源人力指導子女的課業（張建成、陳珊華，�00�）。尤其是 T 同學認真的態度，「T 同

學本身具有努力、不驕傲的特質，和教師平常所重視品德的期望相符合」（觀 0���），更

讓她能靈活運用不同的方法完成學習。例如：

在課業學習方面，好勝心促使她完成的標準都要求盡善盡美，而且經由讀書的歷

程，她還學會一套特有「速記法」，使其學習更有效率（訪 H 老師 0�0�）。

T 同學能採用不同的學習方法，以尋求學習的突破，「爸爸經常要我像他一樣多看書，

常常參加各種活動或旅遊，以增加寫作題材，以後成為出名的作家」（訪 T 同學 ����），

此種豐富的教育資源會擴展子女的學習經驗與領域（謝孟穎，�00�）。此外，T 同學在獲

得成功之後更不會驕傲，甚至還經常自我訓練寫作，以利於厚實自己語文的天分，及未來

的發展，就如 Cohen 等人（����）所言，經由成功的表現後，能更強化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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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老師經常以我作例子，希望大家能夠不斷的努力，以獲得成功…，這樣的說法

更使我對於自己充滿信心（訪 T 同學 0�0�）。

（二）教師期望與文化資本有正向的關係

但是另一種聲音卻認為 T 同學的成功是天生的，而不是經由努力獲得的，證明了一

種對於文化資本的看法，「T 同學是校長的女兒，所以本來就會表現得很好」（訪 I 同學

0�0�）。而這種聲音傳到 T 同學耳中，也會對其產生了壓力，甚至表現出奇怪的行為，「聽

到同學討論有關校長的作為，就會藉故離開」（觀 ���0）。然而，T 同學在學習的過程與

結果裡，仍隱含教師對期望高的學生會給予較多的機會和讚賞，因此學生會表現較積極，

以及有較佳的學業成就。張芳全（�00�）就提出類似的觀點，學生家庭背景較優越，受到

的期望也較高。於此，證實了教師期望與文化資本仍有正向的關係。

老師表面上對大家都很公平，但是我們都知道老師還是對 T 同學特別好，尤其

是常常稱讚他學業表現和作文能力（訪 L 同學 ����）。

以社會批判論觀點而言，「學校的課程和教學，往往會頌揚優勢階層的一切種種，彰

顯代表中上階級利益的語言、知識、價值與文化」（張建成、陳珊華，�00�：���）。此種

潛在的環境，會提高教師對優勢階級學生的期望，也會強化其自我應驗預言，因此，「我

越對 T 同學的稱讚，她就更認真的學習，表現也更好」（訪 H 教師 0���）、「F 同學每次對

於自然科學的問題，反應都特別快，我常常說他是一個科學家，他自然科考試就真的常常

考試都 �00 分；G 同學在歷史方面表現也是很傑出」（訪 H 教師 0�0�）。換言之，T 同學

豐厚的文化資本，可以很容易的學習課程內容，並符應教師的期望，相對於勞工階級的學

生，此種情形呈現了教育機會不均等的事實。此外，教師對 T 同學作文的精心批改，再

加上適時的鼓勵，以及高度的期望，就如 Bourdieu (����) 所主張，較高階級背景的學生，

會受到充滿積極與讚美的正面評價。雖然這些正面的期望是 T 同學產生前進的動力，但

也形成了其生活的壓力，因為許多成功都會指向其優勢的文化資本，而非其自身的努力。

四、 認真負責的學習態度，能擴展學習的面向，但過程中有時有歇斯底里

和自我懷疑的現象

（一）優勢階級的學習壓力現象

不同階級地位擁有不同的文化資本，而文化資本有助於學生學業成就與學習（蔡毓

智，�00�）。

T 同學上課態度非常認真，學習效率非常好，尤其是理解能力特強，因此在學業

成績表現都非常理想（訪 H 老師 �0��）。

T 同學每次月考都有極優異的成績，常常接受頒獎（觀 0��0）。

中產階級學生能在學校獲得概念化的知識 (Anyon, ����)，T 同學所蘊含的文化資本，

可有效適應學習環境，以致於更加積極的肯定自己，甚至顯現在「上體育課是她最不拿手

的項目，但是在課堂上她仍然全力以赴，充滿著運動家的精神」（觀 0�0�）。然而，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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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命的精神除上述原因之外，「校長的女兒應該是很聰明」（訪 B 教師 0���），仍會對其學

習產生極大的壓力，有時會呈現歇斯底里的現象。

月考前我都緊張，幾乎會一而再的複習，爸爸經常教我放鬆一點，但是我一定要

第 � 名，以證明我的實力…（訪 T 同學 ����）

T 同學每次月考都是最後交卷的，一定要檢查到沒有一個錯字才行，上次我還發

現考完試，她好像身體不是很舒服，一直冒冷汗…（訪 H 老師 0�0�）。

（二）文化資本轉化成文化流動的模式

T 同學的學習經驗雖有壓力的，但卻也因學習成功而更有信心，甚而有正確的學習經

驗。此種情形，一方面來自於上述情況，另一方面可能是豐富的文化資本而有卓越的表

現。謝孟穎 (�00�) 就指出，家長社經背景與學業成就有密切的關係，以及家庭文化刺激

情境會進一步影響子女的語言模式、邏輯推理等不同程度的學習能力。「在兒童節的表演

活動，T 同學是班級戲劇表演的總導演，並能稱職的扮演其角色」（觀 0�0�）。尤其是在

多方的肯定下，T 同學有更強的學習動機。

上次作文比賽得第 � 名，使我全身充滿鬥志…，從一年級到現在我一共到圖書館

借了 ��� 本書，而且每一本我都很認真的看完，每本書也都看了好多遍，我覺得

學校圖書館應該再多買一些書…（訪 T 同學 0���）

T 同學希望增加學校圖書數量的情形，正如 DiMaggio (����) 所言，文化資本也會透

過後天參與文化活動，以獲得與累積而成的，稱之為「文化流動模式」。這種 T 同學不

斷累積圖書閱讀量的模式，讓其在學業成就表現更為優異，「五年級以後 T 同學成績幾

乎都是全班第一名」（訪 L 同學 0���）。可是 T 同學傑出成績表現，卻也帶來一些誤解與

質疑，「以前考第一名，有的同學會說因為爸爸都把考試卷給我看，真的很冤枉，我很生

氣…」（訪 T 同學 0���），甚至會不斷的質疑自己的能力，以致於呈現一方面成功的學習，

一方面對自己產生懷疑的弔詭現象。例如：

參加國中的成長營許多題目我都很不熟悉，雖然最後成績還是不錯，但是我覺得

一定是改錯我才會得到全鄉第 � 名的好名次（訪 T 同學 0���）。

基於上述，以社會批判觀點而言，T 同學認真負責的學習態度源自於優勢的文化

資本，且透過教科書充滿中產階級文化觀、知識觀等（許誌庭，�00�），遂行文化再製

(Bourdieu & Passeron, ���0)。然而，其歇斯底里的學習壓力現象，也帶來一種「弱勢」之

行為，例如：「有時帽子放在校長室，不敢去拿，怕其他小朋友看到我是校長女兒」（訪 T

同學 ����）。

五、班級規則與活動之偏見與看法─教師偏見或關懷的弔詭

（一）來自教師和學生的偏見或關懷

潛在課程不只發生在學校活動和教室場所，也產生在師生互動、同儕之間等，所提

供教學、價值、行為與原則 (Giroux, ����)。雖然規則是透過參與者協商遊戲規則的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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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Giddens, ����)，但教師的心態與實踐則是教室規則與活動的關鍵因素。Springer、

Morganfied 與 Diffily(�00�) 就指出，有效能的教師能營造有組織的、生產性的學習環境，

以及管理學生的行為，「T 同學的在班級應該很受老師疼愛」（訪 B 教師 �0��）。然而，T

同學長期隱藏其聲音，再加上 H 教師特別強調公平學習的環境，時間一久，「有時」H 教

師會誤以為只要壓低或視而不見，即可符應 T 同學的需求，就是一種教室內的公平文化。

老師最近經常在 T 同學與其他學生有相同好的表現時稱讚其他同學，甚至會刻

意忽視 T 同學傑出的表現（觀 0�0�）。

這種教師單方面的認知，對 T 同學是一種偏見與不公平，甚至形成了 T 同學心理的

負擔。例如：「從老師在編輯畢業紀念冊的過程中，可發現 T 同學活動照片出現次數，明

顯低於其他同學」（觀 0��0）。

T 同學成績非常優秀，再加上校外傑出表現，應該得到縣長獎，但今年不計校外

比賽成績，因此「還好」她沒得到縣長獎…，否則她會承受更大的壓力（訪 H

老師 0��0）。

在班級 T 同學表現太傑出，經常會讓其他學生感到挫折，所以我會盡量讓其他

學生有表現的機會，如：閱讀心得比賽，讓其他同學有得獎得機會；安排其他同

學擔任班長或模範生（訪 H 老師 0���）。

以教育的公平精神而言，T 同學低調的作風固然在尋求正常的學校生活，但並不意味

著其要放棄應得到的獎賞。H 教師這種「還好」的態度正顯示一種偏見與不公平的教室

規則。其次，班級的活動也常因為 T 同學的角色，刻意排除其參加比賽，藉以顯現「另

類」的班級公平性，如：「班際的作文比賽，H 教師竟派其他學生參與比賽」（訪 L 同學

��0�）、「T 同學作文已經很好了，應該把比賽的機會讓給其他同學」（訪 H 教師 ��0�），

這對 T 同學是一種刻意的貶抑作法，因 T 同學是全縣作文比賽第一名。相對而言，從 H

教師班級公平觀點而言，T 同學「還好」沒得獎，或特意作文比賽讓給其他同學等作法是

必要的，否則對其同學也是不公平，甚至可能使 T 同學受到其他同學的排斥，進而影響

其同儕關係。此外，在學校活動中也顯現這種偏見的現象，「爸爸新推出的五、六年級校

外探索教學，五年級同學都認為是為我而規劃」（訪 T 同學 0���），致使原本立意良善的

活動，對 T 同學心理卻蒙上了陰影。

這次 � 月份的科博館校外教學，很高興五年級也可以參加，不然又會有人說校外

教學，只為我而辦…（訪 T 同學 0���）

（二）T 同學生活的壓力形成生活的困擾

T 同學刻意的低調主要在尋求同儕歸屬感的需求，期望學習不受干擾，但這種需求仍

然會受到偏見，以及異樣的眼光，「校長的女兒還要寫作業嗎？…」（訪 W 同學 ��0�），

對 T 同學在學校生活與適應產生極大的困擾。尤其是來自教師的偏見或關懷，更使其價

值產生混淆，顯現出另類教育機會不均等的問題，「美勞老師每次都故意把我的作品分數

打得比其他同學低，真是奇怪；H 老師也經常把我的作文分數打得很低…」（訪 T 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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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美勞教師等可能是無意識的作為，「T 同學雖然構圖很好，但有時著色部分需

要再加強」（訪 B 教師 0���），但上述教師和同學的異樣眼光，就足以讓其生活表現出非

社會行為。例如：

每次爸爸載我到學校裡，我一開門就衝得很快，爸爸都說要放輕鬆、慢慢走，其

實我不是緊張，我是不想讓人家看到我，從車子裡走出來（訪 T 同學 ����）。

T 同學在學校很少上廁所，他爸爸（校長）為此很擔心，醫生說這是一種過度緊

張的現象（訪 H 教師 0���）。

從社會批判觀點，潛在課程是優勢者所欲傳授的信念、價值和行為，藉以維護其自

身利益者（黃政傑，����），而社會資本  
�

則有助於取得較佳的社會地位 (Lin, ����)。基本

上，T 同學的社經背景理應在班級規則與活動中享受豐厚的「文化流動模式」，以利於學

習與成長。但是規則涉及組織成員的位階與權責 (Giddens, ����)。因此，「校長爸爸」的

位階，自然使得 T 同學受到特權的聯想，尤其是在 H 老師刻意淡化下，以及 T 同學習慣

性的低調特性，更容易造成一些偏見與刻板印象，以致於形成學習上、適應上的困擾。綜

合而言，班級中的優勢階級經常須面臨如何排除不同的偏見與特權的陰影，即 T 同學雖

是教室中的「優勢階級」，但卻呈現另類「弱勢」的現象。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藉由個案的實地研究，以瞭解校長女兒在教室生活經驗的五個層面：師生關

係、同儕關係、教師期望、學習經驗，以及班級規定與活動，以分析其潛在課程。其重要

的結論如下：

（一）優勢階級學生在教室中也有沈默與抗拒的現象

「校長爸爸」雖代表著 T 同學擁有豐富的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有助於學習歷程或

同儕關係。但有時優勢階級的教室生活經驗，也經常會受到同學排擠，以及教師的偏見

等，進而產生學習上、適應上的困擾，甚至是沈默與抗拒的情形。換言之，T 同學「優勢

階級」的本質雖利於在各方面有優異的表現，但卻也必須經常面臨不同的偏見與特權聯想

的情形。此種教室生活並不全都是正面或良好的經驗，以致於可能在面對困難或受質疑

時，會呈現沈默或激烈對抗的態度，甚至是非社會的行為。

（二）優勢階級學生能透過豐厚的資本進行有效的學習

T 同學被認為是教室中的優勢階級，在豐富的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下，有著較佳的認

知技巧和創造力，進而有傑出的表現。雖然 T 同學一開始對環境的陌生，盡量的壓低她

的聲音、隱藏其身份，並以學校普通人的角色進行學習。但時間一久，其原本就豐厚的各

項資本、努力達成教師高度期望的堅強意志、能有效利用各項學習資源、積極的參與各項

�　Coleman (���0) 認為社會資本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所產生的社會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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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以及能很快的熟悉班級各項規定等，使其漸有特殊的表現，形成了一種文化流動的

模式。換言之，她那刻意深藏的聲音若隱若現，因為此時 T 同學的成功是來自於「學校

中的普通人」之努力與認真的本質，而不是透過其父親之特權而取得的。

（三）文化資本仍是優勢階級學生「繼續創造優勢」的關鍵

T 同學雖刻意形塑「學校中的普通人」，但其樂於助人、溫和有禮，以及認真努力等

的優異表現，以及她依然還是「校長的女兒」的特殊身份。此種相互交織而成的角色，使

T 同學成為教室中最具影響力的人，雖然她仍然刻意隱藏聲音，但是其聲音卻是自然的無

聲無息的進入教室裡師生的心中。T 同學的家庭日常生活文化，不斷的累積其高學業成就

與創造力的基礎，相對於勞工階級的學生她又能輕易的取得更多表現和學習的機會。也就

是文化資本的語言類型和文化差異，有助於能學習取得更多的文化資本，也漸次形成一種

「繼續創造優勢」現象。

（四）優勢階級學生表現負責認真但卻充滿生活壓力

雖然 T 同學在學校各方面表現都極為優異，但「校長爸爸」的形象並非給予全是正

面的資源。相對的「特權」影子，對 T 同學的教室生活產生極大的壓力。因此，她對於

學業的刻意要求、刻意的壓低身段、敏銳的感受同儕互動、必須面臨教師和同學偏見與挫

折等，使其養成了完美主義、不輕易挫敗的生活態度。而這種唯美的學習態度，正也意味

著 T 同學在教室中充滿生活的壓力。

（五）優勢階級學生的教室生活經驗，仍以結構功能取向的潛在課程為主

T 同學教室生活經驗的潛在課程，從社會批判論觀點，其優勢階級的身份，突顯其在

學校課程頌揚中上階級的價值與文化中學習的歷程；而現象詮釋學觀點則說明了 T 同學

經由真誠、謙虛、禮讓等主動性的作為，才能獲得同儕的歡迎，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然

而，T 同學透過其豐厚的文化與社會資本，以及教師的高度期望等多面向教育資源，正可

有效的面對和調適教室生活的適應問題，且有助於其社會化的歷程，則是形成繼續優勢的

關鍵因素。換言之，教室優勢階級學生的潛在課程，仍以結構功能取向為主。

二、啟示

（一） 教室裡應給予優勢階級沒有特權與偏見的教室生活經驗，以形成正向的潛在

課程

本研究結論指出，優勢階級固有豐厚的文化資本能有效的學習，但在與教師或同學互

動過程中，也會形成生活上的壓力。因此，在教室中應給予優勢階級學生沒有偏見，也沒

有特權的教室生活經驗，可促進良好的師生互動機會與融洽的同儕關係，以利於優勢學生

正常發展的潛在課程。

（二）教室中應提供更多的學習資源，以促進優勢階級有效的文化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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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結論指出，教育機會均等的一種體現，在使每個學生潛能最大的開展。因此，

教師應有效的提供多樣的學習資源，如：圖書、網路資源、參訪活動，以及加深加廣的教

材等，以提供教室中優勢階級學生能有效的學習，形成一種文化流動的模式。

（三）優勢階級學生的教室生活經驗，可採取不同潛在課程取向進行分析

本研究發現，優勢階級學生教室生活經驗的研究，可從社會化歷程之結構功能取向的

潛在課程著手；也可從現象詮釋學觀點，分析其個體主動與同儕關係的形成歷程；甚至可

透過社會批判觀點，揭露學校課程與知識所代表之中上階級利益的語言、價值與文化等。

換言之，從不同潛在課程取向分析教室生活經驗，有利於獲致實際生活經驗更整體的面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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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的課室言談分析─新移民子女的語言學習

Classroom Discourse Analysis in the Kindergarten- Language 
Learning of New Immigrant Children

（收件日期 �� 年 �� 月 �� 日；修改日期 �� 年 � 月 �� 日；接受日期 �� 年 �0 月 �� 日）

摘  要

本研究以新移民子女為研究對象，主要目的在於了解幼兒們在幼稚園的語文學習情

況。本研究的對象為一所鄉村型公立幼稚園，所觀察的班級為混齡班，共有六位新移民背

景之幼兒。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設計，透過教室觀察的方式蒐集幼兒在教室裡的言談對

話，真實呈現新移民子女的語言表達方式與發展情形。研究者透過課室的言談分析方法，

一方面呈現幼兒語言學習的問題，另一方面則分析教師提問方式與鷹架搭建對幼兒語文學

習的影響。最後，本研究發現新移民子女的語文學習有發音不標準、口語表達不清與識字

量不多等問題。而有關師生言談對話的學習成效，本研究顯示教師的導讀有助於新移民子

女的語意理解；開放性提問策略則能營造良好的對話環境，提供新移民子女更多的口語表

達機會；教學鷹架的搭建則有助於建構幼兒完整的知識概念。

關鍵詞：新移民子女、教室言談、鷹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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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research is to find out the learning problems of new immigrant children in 

the kindergarten. The research samples are six new immigrant children in a public kindergarten. 

The class is mixed age grouping. This study was a qualitative research design. Discourse 

analysis is adopted to analyze the language problems of new immigrant children, and to show the 

improvement of children’s language performance by building teaching scaffolding.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  There are problems of pronunciation, language expression, and word recognition of new 

immigrant children in the kindergarten classroom.

�.  Scaffolding building is helpful to children’s language expressions.

Key words: New Immigrant Children, Classroom Discourse, Scaffo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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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新移民子女的教育問題受到頗多的關注，以新臺灣之子／新移民／新住民為題

的研究與實務問題相繼出現。綜觀新移民子女的相關研究，顯示其教育問題經常是盤根錯

節，難以立即獲得解決。例如，很多研究者均發現新移民子女入學後的學習與生活適應問

題（吳錦惠、吳俊憲，2005；蔡榮貴、黃月純，2004；林璣萍，2003；劉秀燕，2003；盧

秀芳，2004；林雅婷，2004），而其中又以語言的學習與表達問題最多（楊艾俐，2003）。

但進一步分析這些問題的根源與解決之道時，則呈現分歧狀態。有些研究將問題的根源指

向外籍配偶在臺的語言不流利，造成子女成長初期的語言刺激不足（夏曉鵑，2005），甚

至影響其子女之語言發展（黃琬玲，2005）。也有研究者從不同的層面解析，認為問題的

根源並不在孩子本身的能力，而可能是其家庭社經背景或文化資源不足，甚至整體教育與

社會環境對於弱勢族群的不友善，而造成其子女就學上的適應不良（葉肅科，2004）。這

些研究結果除反應出新移民子女教育所面臨的困境，也突顯出問題的複雜性。為能進一步

釐清問題的本質，採取特定性與深入性的研究實有其必要性。

從多元文化教育的觀點而言，我們都是在特定的文化脈絡下教育與養育兒童。但我們

通常看不見自己的文化，因為我們將它視為理所當然，而且認為每一個人都以相同的方式

生活，或應該那樣生活（朱瑛、蔡其蓁譯，2004：61）。我們對文化差異的忽視與漠視，

或許也是形成新移民子女教育困境的因素之一。在這種「一視同仁」的基礎上，新移民子

女的教育問題容易被主流文化價值所淹沒，難以獲得更符合社會公義的對待。多元文化教

育發展至今，各項研究主題不斷地擴增，研究的方法也從早期的調查研究、內容分析等實

證取向轉趨敘事研究、歷史俗民誌、反例與自傳等研究取向 (Ladson-Billings, 2004)。以此

而言，對於幼兒的學習問題，不論是肇因於巨觀的社經層面或微觀的親子互動形式，教

室內的課程與教學的實施情況應能體現幼兒的學習問題。換言之，對新移民子女學習的探

究，深入教室或家庭的觀察應有助於釐清問題，發現事實的真象。

本研究以一所幼兒園班級進行教室觀察，主要目的在於深入了解新移民子女在課室內

的語言學習情況，並透過言談分析的方式，了解教師教學鷹架的搭建對幼兒語言學習的影

響，以下詳述之。

貳、新移民子女的教育問題

臺灣是自九○年代開如出現「外籍配偶」的名詞，並成為臺灣社會備受關注的新興議

題（郭添財，2006）。而外籍配偶在臺生活一段時間後，人數漸增自不在話下，緊追而來

的則是子女的教育問題。此一現象我們也可從名稱的變化看出端倪：從一開始的外籍配偶

之子、新臺灣之子、新住民之子到目前的新移民之子。代表的是其量的增加與社會地位的

改變，他們正從教育的邊緣化進入核心，逐漸受到重視。

但根據國內相關研究結果顯示，新移民子女之教育情況雖不必然有較差的表現。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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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的研究結果仍顯露出，新移民子女在教育學習上有較多的困境。整體而言，新移民子女

面臨的教育困境有下列幾個面向：

一、家庭社經地位不佳

根據多數實徵研究結果顯示，跨文化家庭多屬社經地位較低的一群（林璣萍，2003；

劉秀燕，2003；盧秀芳，2004），父母親較無能力提供學前子女較佳的學習環境，甚至無

力負擔安親班費用。有些迎娶外籍新娘的臺灣新郞收入不高，甚至也有無固定工作者，由

於經濟上的弱勢而無法提供子女基本的需求。簡言之，家庭收入是影響發展的主要因素

（許雅惠、李鴻章、曾火城、許文宗、鄭瓊月、謝義勇，2006：386）。換言之，新移民子

女易受到家庭社經地位的劣勢而影響其學業表現（謝慶皇，2004）。夏曉鵑（2002）進一

步的分析指出，許多跨洋娶親的男性，多是被經濟全球化排擠到邊緣的農、漁村子弟，由

於在本地的戀愛與婚姻市場上缺乏競爭力，與外籍女性媒合不僅解決其婚姻的困境，也為

農村家庭提供無酬勞力。這些現象顯示，跨國婚姻的形成跟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有關係，

也可以說，跨國婚姻的現象本身就交織著種族、階級、性別等不平等關係（譚光鼎、劉美

慧、游美惠，2008：291）。

二、語言學習問題

從國際移民的情況來看，大部分的遷移者會直接受到衝擊的應該是語言的障礙，語言

不通的情況下，其生活品質與個性難免受到影響。而受到語言溝通不良的影響，新移民的

母親通常難以教育子女（吳錦惠、吳俊憲，2005；賴建達，2002）。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新移民女性的母國語言並非臺灣主流的強勢語言，使其不願以本身的母語與子女互動，或

是使用到臺灣以後學到簡單的語言與孩子溝通，造成子女成長初期的語言刺激不足（夏曉

鵑，2005），甚至影響其子女之語言發展（黃琬玲，2005）。不過，也有些研究的發現持不

同的觀點，研究結果指出母親的不同語言使用，並不會對孩童語文學習成就造成影響（林

峻志，2007）。而有些針對學前教育階段的研究則指出，新移民子女整體的語文能力和本

國籍配偶子女無明顯差異（許家珍，2007），但鍾鳳嬌、王國川（2004）針對 4-10 歲新移

民子女的語言與學習狀況，以畢保德圖畫詞彙測驗施測，其結果指出新移民子女的語言發

展是參差不齊的，具有極大的差異性。依此而言，移民媽媽的語言問題並不必然等同於子

女的教育問題，家庭語言的環境是相當值得探討的面向。

近來的有關新移民子女的教育研究顯示，教師對於新移民子女若未存刻板印象，營

造良好的相處氣氛，新移民子女可以和同學互相討論功課或分享生活經驗，良好的同儕互

動對於新移民子女的學習是有幫助的（林含茵，2007）。新移民家庭子女其語文程度隨著

年齡增長，有日益改善的現象，可能是受學校教育的影響，增進其語文能力（蕭慧君，

2007）。由此可見，新移民子女在校的語言學習與環境至為重要。或許在校的適切學習環

境能有助於其改善語言學習之問題，畢竟語言的學習仍有賴豐富的環境資源，學校內同儕

與老師的對話互動是相當值得觀察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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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業學習問題

根據相關研究指出，新移民子女在學業上適應不良的情形，多發生在國小一、二年級

與學前階段，其中語言學習與數學成就是較明顯的弱勢（蔡榮貴、黃月純，2004）。盧秀

芳（2004）的研究也指出，新移民子女學前教育基礎普遍不足，入學後易出現學習成就較

為低落的情形，尤其是國語科成績最為低落。這些學子在學校的學習，多半無法參與上課

內容的學習，學習進度經常落後。不過，也有研究指出新移民子女在國小階段的學業成就

並無顯著差異（王世英等，2006）。然而，教師若能多利用機會鼓勵他們發言，則可發現

問題所在，再逐步改善（吳錦惠，2005）。再者，教師對學業成就高、主流文化學生經常

是抱持高度期待並給與稱讚鼓勵，而對於學業低成就、跨文化學生則是採取處罰的教學方

式。因此，被認為是教育不利的學生並不單單只是家庭問題使然，教師對學生學習能力的

概念 (conception) 更是重要的影響因素 (Yeung, 2006)，學校教育更應重視「跨文化」的對

話，破除國人對新移民族群的刻板印象（許惠茹，2009）。可見新移民子女的課業問題並

不全然受制於文化差異之影響，若教學上能提供適切的教學方法與協助，新移民子女的學

業問題可以有效解決。

四、生活適應問題

新移民家庭及其子女常見的生活問題有：1. 家庭生活氛圍影響子女的成長：父母因

婚姻生活的衝突、負面情緒產生而影響子女在校的學習；2. 父親常在子女教養上缺席，母

親又因文化與語言隔閡而暴露出對子女教養能力的不足；3. 教養子女缺乏支持系統；4. 學

校尚未投入更多資源與輔導（黃馨慧，2005）。張永昑 (2003) 以公立托兒所為研究對象指

出，新移民子女在團體學習中會表現出害羞、內向、沒有自信等人際間的適應問題。國外

研究也指出，來自兩個不同文化背景結合婚姻家庭的孩子，他們可能承受比單一文化婚姻

結合家庭的孩子有著更多負面壓力，而且在自我認知方面遭受較大的困難 (Bronfenbrenner, 

1986)。而這些問題若未能妥善處理，可能又因前述的一些學習問題而更加惡化。例如，

因語言學習比較緩慢而受到同學的取笑或排擠，更易使其課業學習受到挫折（吳錦惠，

2005）；父母親教養態度的不一致，以及教育觀念的不正確，間接影響到個案幼兒的學

習，導致個案的語言發展遲緩較慢被發現（張慧君，2007）。

整體而言，目前新移民子女學業成就的相關研究上，負面性看法是多於正面性看法。

臺灣轉型為多元文化社會後，各族群尋求在臺灣社會發聲，整個社會才開始重視異文化、

跨文化的了解和對話（周德禛，1999）。然而其背後原因則涉及個人、家庭、文化、語言

發展等複雜因素，此一議題要在短期內尋獲答案顯然有諸多的難題需要克服。從文化差異

的角度來看，新移民子女的學業問題並非所屬文化之故，學校是否能運用他們的長處進行

教學至關重要（林瑞榮、劉健慧，2009）。從上述的研究情況來看，新移民子女似乎需要

更個別化的課程與教學，就學校教育而言，教師的影響力實不容忽視。國內對於此課題已

相當關注，但學理上深入的研究與實務上問題的研習仍相當有限（黃德祥，�00�）。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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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認為，近年我國社會大眾對於新移民家庭及新移民女性配偶普遍存有偏頗刻板印象，

除了部分導因於異文化認知不足，多數偏頗刻板印象根源於報章媒體及個人身邊的特殊案

例所形成（夏曉鵑，�00�）。依此而言，從新移民子女在幼稚園學習情況出發，應有助於

釐清新移民子女的學習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可說反映此方面的需求性與迫切性。

參、讀寫萌發的語文觀點

對幼兒的語文學習而言，讀寫萌發的論述可說影響至深，是以研究者乃先就讀寫萌發

的理論進行探討，以利後續有關語文學習之分析。

傳統的語文學習著重學習成果，是以學科為本位的課程觀點（黃繼仁、周立勳、甄曉

蘭，�00�）。幼兒在語文學習上是處於被動的角色，是一群等待被教導的學習者。學校教

育裡特別強調系統性與序列性的學習流程，久而久之，語文學習變成是字詞義的背誦與習

寫，學習者的語言表達能力、語文使用的情境與實用性等特質逐漸退去。這使得幼兒在語

文學習上越來越不自然，並且也抑制了學習者的主體性發展。語文學習似乎成了學校教育

的專利品，在此之前學童並無法有效地學好語文，特別是書面文字。

相較於此，讀寫萌發乃是以學習者為中心來看待語文的學習。持讀寫萌發觀點者認

為，幼兒在進入正式教育之前已有相當豐富的口說與書面語言經驗，而這種讀寫的發展，

是一個緩慢而自然萌發的過程（李連珠，�00�；Teale & Sulzby, ����）。它興起乃是受

到 Vygotsky 對幼兒讀寫研究的影響，Vygotsky 認為幼兒在語文學習上有三個重要的原則

(Vygotsky, ���� : ���-���)：

一、在學前階段進行讀寫的教學是很自然的事。

二、 這些讀寫活動對兒童而言必須是有意義的，是植基於生活經驗的，能使他們產生內

在的需求。

三、讀寫活動應以自然的方式教導，它是基於培養，而不是灌輸的。

Vygotsky 的論點指出，讀寫活動是學童生活經驗的一部分，是一種持續的、一致的

發展過程。兒童學習書寫語言和學習口說語言一樣，是一種自然進展的過程。兒童在日常

生活中很自然就會接觸到文字，並主動地假設、驗證、發明、和建構有關文字的讀和寫的

知識（黃瑞琴，����）。讀寫萌發的概念意味著所有的兒童都會漸漸地萌發其讀寫能力，

在此歷程中閱讀和書寫的發展是同步進行的，是一個持續前進 (ongoing)、相互為輔的歷

程，並非是孰先孰後的問題（黃秀文，����）。而且這些無數的非正式讀寫經驗，是有助

於幼兒在讀寫方面的興趣和知識的發展 (Kantor, Miller, & Fermie, ����)。

讀寫萌發的觀點強調的是學習者的主動性與生活經驗，換言之，語文學習對於個體

而言是一種生活應用，也是一種心智成長的過程，而不只是聽說讀寫的技能呈現。在學習

的過程中，讀寫萌發深切期望是回歸到學習者的自然學習歷程與目的，是以學習者的需求

為考量，而非學科知識或成人的觀點。不過，我們切勿將讀寫萌發視為學習者的自主性學

習。讀寫萌發是以社會文化的觀點來闡釋兒童的讀寫發展，環境的刺激與社會互動在是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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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萌發的關鍵（黃秀文，����）。其所著重的是周遭環境的有意義互動經驗，這種意義並

非指教兒童一些認字或寫字本身的意義，而是指認識文字在真實情境中使用的運作意義和

溝通功能（黃瑞琴，����）。

這些論點提醒我們，學童的語文學習是在學前就開始的，正式教育不應抽離了學童既

有的生活經驗，而阻礙了學童語文能力的自然發展。Goodman (����) 的研究即指出，�0%

的三歲兒童能讀出常接觸到的環境文字，到了四歲則提高為 �0%。然而，如果將這些文

字的情境抽離，則很少兒童能念出來。是以，讀寫課程應必須關注並反應出在特定情境

下的日常生活本質 (Kantor, Miller & Fermie, ����)。教師在教學上應重視的是人際之間的

實際語文運用，透過人際間的溝通交流，協助學童語文能力的發展與提昇。是以，Sulzby

與 Teale (����) 融合讀寫萌發與維高斯基社會建構論，認為提供學童的語文教學應掌握三

項重要的原則：一、學童天生就能成為有讀寫能力的人，成人必須做的只是提供一個豐富

的讀寫材料和活動；二、學童的讀寫經驗是透過和環境互動的主動建構過程；三、強調讀

寫能力較高的成人和學童之間的社會互動，透過對話和支持性的、有意義的讀寫活動獲得

讀寫能力。

綜上所述，幼兒的語文學習應植基於生活經驗，更重要的是如何促進幼兒在教室內的

閱讀與言談對話之機會。倘若新移民子女的教育現況，呈現如前述之問題，那麼幼兒園則

更需要營造有利於讀寫萌發的學習環境，以改善其語文學不利的現況。依此觀點，反應在

教學層面上，教師採取什麼樣的具體作法或策略來提高社會互動的情況則至為重要。對於

幼童而言，教室內的師生互動無疑是學童學習的核心。根據 Wood, Bruner 和 Ross(����)

等人所提出的「鷹架」教學觀點，兒童是在與教師的互動中逐步理解學習內容。因此，教

師首要之務應是如何促進教室內的言談情境，而「鷹架」的搭建即是師生互動中由教師

所刻意營造出來的學習情境，是一種特定的社會脈絡（陳昇飛，�00�）。在此過程中，教

師扮演的是協助者的角色，並且依學習者的發展水準，促成其認知層次的提升。更具體地

說，輔助學習者的鷹架是針對學習者無法自行解決的困頓情境，目的是協助他進一步有效

解決學習問題，但並非直接告解決方法。致力於最近發展區的研究者也一再強調，教學上

應用 Vygotsky 的最近發展概念來引導學生學習時，社會互動的本質以及發生的脈絡才是

能否有效引導學童學習的關鍵 (Tudge, ���0)。是以，本研究亦期望能從教室觀察中，探究

師生互動對話是否具備教學鷹架之特性，以了解鷹架對新移民子女的語文學習之影響。

肆、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設計，以教室觀察為主要的資料蒐集方法，為求能深入了解個案

幼兒的學習問題與背後的影響因素，再輔以晤談法。

一、教室觀察

本研究的觀察焦點為新移民子女，故選取觀察個案的首要條件即需有新移民子女就

讀之班級。為此，研究者一開始即以鄉村地區的幼托園所為徵詢對象。研究者所觀察的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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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是一所國小附設幼稚園，該園的所在地位於鄉鎮的郊區，班級中的幼兒是中、大班的混

齡班級，全班共有 �� 名幼兒，其中 � 位具有新移民背景。該班級的課程規畫以主題課程

與角落學習活動為主，共有兩位主教老師。其 中張老師（化名）有 �� 年教學年資，並身

兼園長職務；謝老師（化名）有 �� 年教學年資。兩位教師對於新移民背景的幼兒並不陌

生，均有多年之教學經驗。

本研究的實施採取每週教室觀察半天，為期半年。觀察初期由研究者與研究助理共同

執行，待研究助理能掌握觀察重點後，則由研究助理擔任主要的研究資料蒐集者。 

研究者在教室的觀察資料，主要是來自老師針對課程主題的教學活動，以及幼兒在學

習區的角落學習活動。研究者蒐集教室的師生言談對話，了解幼兒的語文學習，在熟悉班

級的教學情況後，研究者則將觀察的焦點集中在新移民背景的幼兒。本文所呈現的個案幼

兒共有六名（均為化名），其簡要資料如下表所示。

表 1. 研究個案幼兒基本資料表

個案幼兒 年齡 性別 母親國籍 主要照顧者

皓皓 � 歲 男 越南 爺爺奶奶

小偉 � 歲 男 中國大陸 爸爸媽媽

阿南 � 歲 男 越南 爺爺奶奶

茹茹 � 歲 女 越南 爸爸

佑佑 � 歲 男 越南 媽媽

小楊 � 歲 男 越南 媽媽

二、晤談

晤談部分是由研究者在教室觀察一段時間後，與任教老師針對新移民子女的學習狀況

與觀察現象做探討。目的是為了能進一步釐清觀察中所發現的問題，同時也透過任教老師

對幼兒的熟識，多方了解幼兒的學習狀況。故晤談的部分並未預先設定時間，而是依據初

步的觀察結果做進一步的探討。

三、言談分析

「言談分析」(discourse analysis) 乃是基於語言、行動和知識是不可分割的想法，認

為說者與聽者之間的溝通是不可能沒有共享的知識 (Stubbs, ����: �)。諸如教師如何引導

參與者建構對話關係與角色？這些互動關係又如何影響課程的進展？學生接收了什麼？學

生的觀點是什麼 (Green, Weade & Graham, ����) ？另外，教室言談非常關注的是「意義」

的形成。根據 Bakhtin 的觀點，語言使用者乃是租用意義，沒有人擁有意義。我的發聲是

可以傳達意義，但最佳的時機是在「對話」(Wertsch, �00�)。意義並不是包含在文本裡或

存在個體的腦內，而是比較類似當說者和聽者碰觸後所激起的火花。

對本研究而言，言談分析的焦點在於幼兒語言能力的建構歷程，了解新移民背景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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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語言學習狀況。其次，分析師生的言談對話，可探知教師教學鷹架的搭建是否有助於幼

兒的語文學習。

四、資料的處理與分析

資料分析通常是指透過歸納的方法找出資料中的模式 (patterns)，諸如反覆出現的行

為、概念架構、意義訊息或知識體系等（甄曉蘭，�00�：���）。雖然在資料的整理上可分

為處理與分析的不同階段，但兩者之間並非是截然畫分的，而是需要來回穿梭，處於循環

互動的狀態。由於質性研究的資料相當龐雜，研究者必須有系統地的將資料予以歸納整

理，研究者採取 Huberman & Miles (����: ���) 之方式進行資料縮減與聚焦，如下圖所示。

圖 � 資料分析要素：互動模式

其次，研究者再透過言談分析的方式，從教室對話的語料中，推論幼兒語言學習情況

與本研究之發現，具體分析步驟如下：

（一）確認分析單位

所謂的分析單位其實是指一連串的對話句，在這些對話句所構築的脈絡裡隱含了特定

的意涵，超越字面上的意義。對於分析單位，首先要找出形成一個話題、事件、意象、觀

點或主題的「節」(staza) 或者是序列（蔡敏玲，�00�；Pomerantz & Fehr, ����；Van Dijk, 

����）。例如，以師生共讀一本書的對話內容或角落討論遊戲的事件做為基本分析單位。

（二）形成討論主軸

指的是將各個分析單位並置比較，形成一個詮釋現象的討論主軸。研究者從前述大單

位的話題或事件裡，就教師教學的角度抽離出具有教學上特定目的的對話內容，形成討論

的主軸，例如鷹架作用或提問策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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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詮釋與推論

指的是針對討論主軸下的分析單位，進行更細部的詮釋分析，以推論出該分析單位所

隱含的特定行動意義。

伍、新移民子女的語言問題

就相關文獻資料顯示，新移民子女多半會面臨語言學習上的問題，這些問題跟母親的

語言障礙有相當大的關係。然而，也有研究指出幼兒的語言學習會隨著年齡的增長，因學

校教育的介入而獲得改善。基此，為能深入了解幼兒在教室內的語言學習情形，研究者採

取教室觀察的方式，探究幼兒教室內師生互動的情況。研究者一方面想了解新移民子女的

語言表達情況，另一方面則透過教師主動介入幼兒的閱讀活動，以提高師生互動對話的學

習方式，藉以了解豐富的言談對話環境是否能提升新移民子女的語言學習品質。本研究所

觀察到的新移民子女語言學習問題，歸納如下：

一、發音不標準

例一

0� 小楊：大家～都以後吃好雪果好處以後都變的愛吃雪果的人了。

0� 茹茹：這是愛吃水果的牛，還又愛吃～～的那個農夫

0� 小楊：這個愛吃雪果的牛就是他的龍（農）夫

0� 謝師：龍夫？好～換茹茹！小楊～要聽茹茹書故事囉！

0� 小楊：我才不要勒！ （觀察 �00�0���）

上述的對話裡，小楊將「水果」讀成「雪果」；「農夫」讀成「龍夫」。顯見其在語文

的拼音上是有問題的，對於注音符號的「ㄕ」與「ㄒ」，「ㄋ」與「ㄌ」，無法清楚分辨發

音的不同。所以在故事書的念讀時，水果就變成了雪果，農夫就成了龍夫。

  例二

0� 謝師：你在畫什麼阿？

0� 皓皓：這是檔水的！（雨傘）檔那個從天空掉下來的雪！

0� 謝師：雪阿？是雪還是水？

0� 皓皓：雪

0� 謝師：雪阿！那所以說！這個是什麼？（手指著皓皓畫紙上畫的雨滴）

（觀察 �00�0���）

在這個例子裡，皓皓對「水」與「雪」的發音是分不清的，所以老師才在句 � 特別提醒

皓皓，是「雪」還是「水」？不過，皓皓未察覺兩者之間有何不同，仍將「水」讀成「雪」。 

二、口語表達不清

例三

皓皓在積木區裡玩遊戲，老師恰好進入，想了解他正在進行的活動與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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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張師：這是什麼？

0� 皓皓：這可以玩玩具的！

0� 張師：那你現在在排什麼？

0� 皓皓：高樓…玩…高樓…

0� 張師：什麼高樓？高樓大廈，是嗎？

0� 皓皓：他很像…如果這樣子就像海浪了！

0� 張師：這樣子就像海浪喔，倒下來是嗎？

0� 皓皓：哪是…我把它變下…把它變花花…還有斷…

0� 張師：你有看過高樓嗎？

�0 皓皓：我有看過高樓啊，它身體會變顏色，然後還有一種高樓，它頭會變顏色！

（觀察 �00�0�0�）

在此段對話裡，皓皓試圖說出他在做什麼活動以及想法，但從句 0�、0�、0� 的回答

可了解，其語句的表達並不完整，旁人很難完整理解他所要傳達的意思，呈現出詞不達意

的窘境。

例四

老師問茹茹為什麼要蓋城堡，茹茹在句 0� 的回答試著說明城堡的功能，但語句斷斷

續續，無法清楚說明自己心中的意念。而句 � 的回應就更顯得詞窮，老師並無法理解其

意，所以只好繼續追問。

0� 張師：那為什麼要做這個（牆＝城堡），茹茹？

0� 茹茹：你看他們都那麼多（積木）…因為這樣子才…才不會看到。

0� 張師：那茹茹現在你在做什麼？

0� 茹茹：現在…把牠…因為牠們要…

0� 張師：牠們要做什麼？

0� 茹茹：牠們已經很晚，牠們還在外面！ （觀察 �00�0��0）

三、識字量不多

例五

下面的對話是發生在語文角落，幼兒進入後可自由拿取書籍閱讀，教師進入學習區協

助幼兒的讀寫活動。

0� 張師：那你念這本書給我聽好嗎？

0� 佑佑：有一天…農夫…農夫走了！在河裡看到鱷，寶寶…

0� 張師：你是用念的嗎？手要比著字喔

0� 佑佑：不用了，鱷魚寶寶在樹上的…

0� 佑佑： 農夫一直在青菜…愛吃青菜田裡，走一走的，給愛吃青菜的鱷魚吃…

青菜。農夫每天都抓了各種各樣的水果…

0� 張師：各～式～各～樣（比著字）！

0� 佑佑：各式各樣的青菜給愛吃青菜的鱷魚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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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小楊：子，這寫子！

0� 張師：種子慢慢的長大！（比著字）

�0 佑佑：長大！從此都…

�� 小楊、佑佑：愈長愈大！ 

�� 小楊：有…這個我不會！

�� 小楊、佑佑：有時候會吃青椒菜！

�� 張師：不是，是有時候是青～江～菜！

�� 小楊：青～江～菜！ （觀察 �00�0���）

上述的對話可看出，佑佑對書面文字的閱讀表現並不是很好，即使面對一本熟悉的繪

本故事，在閱讀的過程中仍會斷斷續續或出現誤讀（例如句 0� 裡的「各種各樣」）。而後

來加入的小楊，在繪本的閱讀上同樣也有類似的情況。

整體而言，本研究所觀察的新移民子女學習問題，與多數相關研究的發現類似。然

而，吾人若將此學習問題直接歸因於新移民背景因素，似乎也過於簡化問題，甚至無法

有效解決問題。鍾鳳嬌、王國川 (�00�) 針對 �-�0 歲新移民子女的語言與學習狀況進行探

究，透過畢保德圖畫詞彙測驗的施測，其結果指出新移民子女的語言發展是參差不齊的，

具有極大的差異性。換言之，新移民背景的子女確實有些在語言學習上有困難，但這些差

異性並不能直接歸因於身份背景的影響，因為並不是所有的新移民孩子都有同樣的問題。

研究者認為幼兒身分背景並不是影響學習的根源，可能的因素是幼兒所處的家庭環境與資

源之不同。

國外的研究也有相同的看法，Lahman 與 Park (�00�) 選取五個移民至美國的家庭，以

質性研究的方式，探討學前幼兒在學校學習狀況，以及家庭和學校間的溝通聯繫情形。其

研究結果指出，父母親的語言能力並非絕對影響移民幼兒的語言學習，其中有三個個案的

雙親英語能力都欠佳，但個案幼兒的語言能力仍持續的進步。Lahman 與 Park 認為家庭經

濟狀況、家庭資源的豐富性才是影響移民幼兒學習與適應的主要因素。

以本研究的案例來說，皓皓和小楊的發音問題，可能是家庭生活環境所造成的。因為

幼兒的語言發展與主要照顧者的互動息息相關，張慧茹 (�00�) 的研究結果指出，新移民

子女會因主要照顧者的中文識字能力缺乏或口語表達不理想，而造成其在語言表現上的弱

勢。本研究個案皓皓的主要照顧者是爺爺奶奶，小楊則是媽媽，兩個個案幼兒在與成人的

語言互動學習上可能較為不利，所以到了幼稚園，在發音的學習上就顯得不理想。這點與

幼稚園張老師與謝老師的訪談中，也出現相同的看法。

研：我之前接觸到的是，像阿南、皓皓在發音上是比較有問題的…

張： 我們有跟爸爸講說我們剛開始以為是構造的問題，可是爸爸帶去醫院檢查過

是沒有問題的，應該是家裡照顧者的影響吧… （訪談 �00�0���）

謝： 小楊的媽媽語言能力已經進步很多了，生老大到現在也好幾年了，但還是有

一些腔調…  （訪談 �00�0���） 

其次，幼兒說話口語不清楚或者識字量較少，或多或少與家庭的語言環境與資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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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能提供幼兒豐富的語言環境相當重要，幼兒有愈多的機會與他人互動，他們就有愈

多的機會能夠使用和修正他們的語言（李連珠，�00�；陳秀才，����）。國外針對移民家

庭的研究也指出，父母親對語言的態度與親子互動方式，會影響幼兒的語言學習 (Mushi, 

�00�)。當父母是希望他們的子女能同時精通英語和母語，並且透過有聲的親子互動類型，

例如圖書閱讀、唱喜歡的歌等，則可以增進幼兒的辭彙能力。Lisa Delpit (����) 認為，來

自中產階級的孩子的受教過程是佔優勢的，因為他們了解權力的文化或符碼的運作；而來

自低下階層的孩子則因為缺乏這方面的知識而處於不利的地位。以個案中的皓皓為例，照

顧者（阿公阿嬤）常忙於管理孩子的行為問題，而無法提供幼兒更豐富的語文學習環境。

研：皓皓回家後是誰在照顧？

張： 跟阿公阿嬤，因為爸爸都平均九點左右才會回到家…阿嬤是跟我們談過說這

兩兄弟的行為問題，阿嬤說可能是太閒沒事做吧，常常是三兄弟這樣互打、

互抓，所以剛開學的時候阿，他們三兄弟來不是這裡瘀青，不然就是抓傷…

（訪談 �00�0���）

綜言之，移民背景的孩子在入學之前，已受到父母親對語言的態度與學習資源的影

響。以上述的研究個案來說，佑佑和小楊的主要照顧者為母親，而根據國內的相關研究顯

示，新移民女性的母國語言並非臺灣主流的強勢語言，可能是男方在文化沙文主義的驅使

下，強迫新移民女性以不熟悉的語言教育子女，造成子女成長初期的語言刺激不足（夏曉

鵑，�00�；陳佩足、陳小云，�00�）。而這也印證了父母在文化資本的取得與閱讀行為，

會對子女教育取得產生正向的影響 (De Greaf, De Greaf & Kraaykamp, �000)。

陸、師生言談互動與幼兒語文表現

從上述的師生言談對話資料顯示，新移民子女的語言學習的確存在一些問題。當然，

我們並不能認定這些問題僅發生在新移民子女身上，這可能也是一般幼兒在語言學習上會

發生的現象。但無論如何，教師該如何從教室的學習活動中改善這些學習差異，無疑是身

為教師的重責大任。就讀寫萌發的學習觀點而言，幼兒的讀寫經驗是透過和環境互動的主

動建構過程。在此過程中，幼兒透過師生所建立的支持性言談對話，以及有意義的讀寫活

動而獲得讀寫能力。換言之，在幼兒的學習過程中，成人的主動介入具有關鍵性的影響。

研究者認為教師的適時介入導讀或營造支持性的對話，對於弱勢背景的幼兒來講，是協助

其改善語言學習問題的有效途徑之一。因此，研究者乃以教室言談對話或學習區內教師主

動介入幼兒的學習活動為觀察重點，分析幼兒在支持性教室言談對話以及教師介入學習活

動後的表現情形，深入了解新移民子女的語言學習實際情況。以下即就教室的言談對話例

子分析之：

一、導讀模仿與語意理解

例一

0� 謝師：你看圖說故事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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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小楊：有一天胖國王

0� 茹茹：. 有…有…有一天

0� 謝師：從前有一個國王

0� 茹茹、小楊：從前有一個國王

0� 茹茹：這個字勒！姊姊？

0� 謝師：他很胖！

0� 茹茹、小楊：他很胖！

0� 謝師：因為太胖了

�0 茹茹、小楊：因為太胖了

�� 謝師：所以～

�� 茹茹：所以

�� 謝師：走路快一點

�� 茹茹：胖國王走路快一點

�� 謝師：就會流很多汗

�� 茹茹：走路快一點

�� 謝師：就會流很多汗

�� 茹茹：我知道啦！走路快一點，就會流很多汗。 （觀察 �00�0���）

上述的對話可看出，茹茹和小楊的閱讀能力並不好，老師請他們看圖說故事時，兩人

並無法順利地逐字念讀，可見其識字量並不足，需要有更多的閱讀經驗。不過，當老師介

入導讀時，兩位幼童因跟著老師的導讀複誦，而產生詞句意義的理解（見句 ��-��）。對

於模仿 (imitation)，Vygotsky 試圖打破複製的觀念，賦予新的意義。他認為學童不可能任

意的模仿，模仿只有在伴隨著某種程度的理解才可能發生。換言之，模仿必須在學童的最

近發展區內才可能發生 (Chaiklin, �00�)。因此老師的介入導讀除了直接就識字部分做回饋

外，也促進了幼兒對於文意的理解。這也反應出，學前教育是促進新移民子女國語能力發

展的重要因素。雖然新移民家庭多屬於低社經水準，但只要讓幼兒接受學前教育，透過同

儕互動、幼教教師的協助，以及園所提供的豐富文化刺激，即能有效提升新移民子女的國

語能力，彌補家庭功能之不足（謝文禎，�00�）。

其次，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來看，人類的發展是和特定的自然環境、文化與社會秩序

的交互關聯，其中文化和社會秩序都是透過重要的他人 (significant others) 來傳遞 (Berger 

& Luckmann, ����)。由此可見，學校教師扮演弱勢幼兒語言學習的重要他人，對其語言

的發展與學習有相當大的影響力，甚至可以彌補其家庭資源不足之處。當然以長遠的發展

來看，閱讀興趣的培養才是提升幼兒語文能力的重要因素，而前述的學習氣氛應有助於培

養幼兒的閱讀興趣。

二、教師提問與教室言談對話

例二

0� 佑佑：這是我們去戶外教學挖到的！還有這裡面有一個獨角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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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謝師：有幾隻？

0� 佑佑：一隻而已～獨角仙

0� 謝師：所以牠現在在做什麼？

0� 小楊：在睡覺覺！

0� 佑佑：這四隻甲蟲在睡覺！

0� 小偉：如果變黃了～牠就會出來喔！

0� 謝師：變黃喔？什麼東西變黃？

0� 小偉：變成蛹！

�0 謝師：喔～小偉你怎麼會知道牠會變成蛹？

�� 皓皓：借過，借過，我要去裝水了！

�� 小偉：因為我們有看獨角仙的電視啊！

�� 謝師：那是土嗎？

�� 佑佑： 那不是土！是幼蟲！牠在睡覺～真的！牠很害羞！牠每天都在土裡面

睡覺！是每天喔！

�� 謝師：所以牠現在還沒有變成獨角仙囉！

�� 佑佑：要等幼蟲長大才會變成獨角仙！

�� 小楊：我現在養的是金色的獨角仙！是我自己養的獨角仙！

�� 謝師：那牠會先變成什麼？

�� 皓皓：借過，借過，我要去噴水了！

�0 佑佑：會先孵成蛹，然後長更大才會變成獨角仙！ 

�� 謝師：所以這裡面到底會有幾隻獨角仙呢？

�� 佑佑：有很多隻幼蟲，只有一隻獨角仙。

�� 謝師：一隻是已經長大的獨角仙？

�� 佑佑： 一隻是獨角仙，一隻是有很多幼蟲！我在戶外教學的時候有很多隻獨

角仙，牠們都是一樣的！但是牠跟牠分開了！阿姨把牠放在土裡面了！

�� 謝師：有一隻給你們帶回來了是不是？有一隻留在那裡了？

�� 佑佑：這下面有一隻。這裡也一隻，這裡也一隻，這裡也一隻，這裡也一隻。

（觀察 �00�0���）

此一對話是老師和幼兒們共同觀察飼養箱裡的獨角仙，從對話中可發現幼兒對於獨角

仙有一定的知識基礎，並非只是出於好奇心，可見幼兒們已經對獨角仙有過一番探討。透

過教室裡的師生對話，幼兒很自然地將其所知道的予以公開分享，接連的對話內容，無形

中也拼湊出獨角仙的成長與活動情形。而言談對話的形成，教師的提問策略是相當關鍵的

要素。教師必須能運用適切的或鷹架的提問，誘導孩子說出心中所知道的和想說的話，使

得談話的內容得以延伸。例如，在句 0� ～ 0� 的對話過程中，老師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提問

者，以開放性的問題，讓幼兒說出他的看法。在此過程中，老師會根據幼兒的回應再提問

澄清（如句 0�、�0），一方面是能了解幼兒所說的訊息來源，確認幼兒真正的想法；另一

方面則是延續對話，帶動更多的幼兒參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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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後半段的對話中可看出，佑佑對獨角仙的認識相當豐富，非常了解獨角仙的生長過

程與活動方式。佑佑的語言表達能力不錯，能清楚的說出心中的想法與相關知識，可見新

移民背景並不見得會影響幼兒的語言表達能力，而是幼兒本身是否具有相關知識背景。其

次，幼兒需要安全可靠的說話環境，才能放心的說出自己的想法，表達不同的意見（陳昇

飛，�00�）。換言之，老師的提問相當關鍵，例如老師在句 �� 和 �� 的提問，基本上是詢

問幼兒的看法，而當佑佑說出自己的想法後，老師再繼續追問，並未否定幼兒的說明。如

此開放性的提問與接納的態度，讓幼兒能放心說出自己的想法。也因此，我們能從對話中

了解幼兒的知識概念與不足之處，是教學過程中師生進一步討論的重要依據。

除此之外，我們也發現皓皓在對話過程中，基本上是重複出現同一句話（句 �� 與句

��）。換言之，教師的提問方式雖能引導出教室的師生言談對話，但並不是每位孩子都能

順利參與對話，這還涉及幼兒本身的知識概念基礎。在本例的對話裡，皓皓可能相關知識

並不足，所以很難接續對話的內容，只能以插話的方式引起老師和同學的注意。彭信禎

(�00�) 長期針對兩個幼兒個案的長期觀察，發現幼兒學習閱讀和書寫的歷程是非常個人化

的，而且持續透過日常生活而發展。個人的興趣、學校角落活動之選擇與家庭中的親子共

讀活動，都會相互交織而影響幼兒的讀寫發展。換言之，幼兒在家庭的學習資源與在學校

的學習興趣發展是影響其語言發展的關鍵要素。

三、鷹架的搭建與知識概念建構

從個案的教室觀察中可發覺，教師的教學引導若能具備語言鷹架的特質，即能引發

幼兒參與討論，提出更多的想法，那麼教室內師生對話互動的情形就比較容易發生。透過

這些言談對話，一方面可以了解幼兒對相關主題的認識或概念；另一方面可以真實地呈現

幼兒口語表達的情況，評估其語言發展能力，進而引導幼兒學習完整知識概念之表達。

事實上，意義只能透過主動的、回應的與理解的歷程來加以領悟與了解。意義並不是包

含在文本裡或存在個體的腦內，而是比較類似當說者和聽者碰觸後所激起的火花 (Maybin, 

�00�)。因此教學鷹架的搭建，並不僅僅是提供幼兒說話的機會，更重要的是能引導幼兒

學習系統性的知識概念。下列的教學對話即是如此：

例三

0� 張師：皓皓這是什麼？獨角仙嗎（用手做影子遊戲）？

0� 佑佑：我會做螃蟹！

0� 皓皓：我也會阿！

0� 張師：那鍋牛怎麼做？

0� 皓皓：這樣（皓皓做反了）。

0� 佑佑：這樣啦！

0� 張師：鍋牛的頭在下面，牠是背著一個殼對不對？

0� 小楷：我會做貓，那你會做兔子嗎

0� 皓皓： 就這樣子做阿…兔子就這樣子做阿，這樣就兩隻腳洞洞洞洞…我會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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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頭！

�0 張師：哇，你自己編的嗎？很像耶！

�� 皓皓：對阿，沒人教我，我自己…恩…

�� 佑佑： 喔！我有看過一隻螃蟹手很大一隻…螃蟹…有一個螃蟹手很大然後那

個手大的螃蟹一個手很短，我有看過喔…

�� 張師：你的意思是它有一隻很大的螯，另一隻比較小，對不對？

�� 皓皓：老師我跟你講，有一種螃蟹有一隻手小一隻手大 ..

�� 張師：那是招潮蟹嗎？

�� 佑佑：對，應該是招潮蟹。

�� 小楷：我有電視上看過，然後那個很大的螃蟹牠的那個夾子比剪刀還要利！

�� 佑佑：我有看過一隻螃蟹可以變成炸彈喔！

�� 皓皓： 那種螃蟹是在頑皮豹裡面，我看見了，然後那個頑皮豹就用槍「碰」

射不過去，然後牠在玩的時候，然後那個…那個那個鞋子…螃蟹就一

直射射射都射不準，而且牠還…牠。而且頑皮豹牠還躲在一個木頭…

（小楷一直噓噓噓，要他停止）

�0 張師：我們聽他講完喔！

�� 皓皓：然後被炸…然後木頭就…咻…然後就一直…就跑到樹的裡面…

（觀察 �00�0���）

上述的對話發生在角落學習區，老師與幾位幼兒討論如何玩影子遊戲，過程中老師的

提問與回應，讓孩子能主動說出更多的訊息，師生對話的內容因而得以延伸，使談話內容

更為豐富。例如：句 0�、0� 老師所做的回應，目的是為了引導幼兒聯想出更多的模仿動

物。其中句 0�：鍋牛的頭在下面，牠是背著一個殼對不對？老師的說明是提醒幼兒注意

蝸牛的外觀，協助幼兒連結過去的舊經驗，使幼兒的影子模仿能更像真實的動物。後續老

師的談話與提問，都是正向的回饋，所以以下的言談對話，幼兒們的語言表達內容明顯較

為豐富，願意說出更多的想法。例如皓皓（句 0�）、佑佑（句 ��）、小楷（句 ��）等人的

說話內容，可看出幼兒的表達欲望相當強。

然而，從實際的對話內容來看，幼兒本身的語言表達並不是非常的流暢，例如皓皓

在句 �� 說：「對阿，沒人教我，我自己…嗯…」，其後半句原本是要說出自己如何做出兔

子的影子，不過卻沒有說出來。類似的情況，在此對話裡可說相繼出現（如句 ��、��），

可見其口語表達存有一些障礙，無法清楚說明自己的想法。以皓皓的例子來看，只是安全

的說話環境並不足以協助其口語能力的提升。Minami 與 Ovando (�00�) 即認為語言弱勢的

孩子、父母和社群的增權賦能是一項重要的議題，為了達此目的，教室內師生互動的重要

性必須再概念化，並運用 Vygotsky 和 Bruner 的鷹架概念加以落實。從鷹架學習的角度來

看，教師需要提供更具體的協助，來改善其口語表達的問題。以前述的對話來說，老師應

該試著說出皓皓的想法，讓他有一個模仿學習的機會。

或許是同儕幼兒的回應太快，老師還來不及在句 �� 之後做出回饋，佑佑已經急著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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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他所看到的螃蟹。而佑佑的話語同樣有表達不清的問題，所以老師在句 �� 立即做了精

簡的重述─「你的意思是它有一隻很大的螯，另一隻比較小，對不對？」，讓幼兒有機會

可以學習簡明扼要的語句。從最近發展區的概念來看，當學習者無法有效回答問題時，老

師應該從模糊的暗示轉變成明確的指導。換言之，教師應該提供更具體的線索，協助學習

者解決問題。所以，教師在句 �� 的回饋是讓幼兒可以模仿如何使用精簡的話語表達，相

對於要求幼兒直接精準的回答問題而言，此一回饋即是一種具體的提示。而此一效果也立

即獲得了回應，皓皓在句 �� 回答：「老師我跟你講，有一種螃蟹有一隻手小一隻手大…」，

即可看出老師具體提示後的模仿效果。由此可見，師生互動的性質和弱勢學童的學業成就

的提昇有特定的關係（Minami & Ovando, �00�）。

國外針對 ESL 班的研究發現，教室內的師生互動情形呈現兩種類型的鷹架：教學

鷹架與溝通鷹架。前者指的是用於協助學生學習的教學方法，例如，能主動的使用既有

的背景知識；後者指的是有助於維持教室內溝通型態的方法，例如，清楚了解教室溝通

的規則、型態與例行程序。其它包括說得清晰、速度慢、避免成語、鼓勵合作與回應等

（Truscott & Watts-Taffe, �00�）。就上述的師生對話來看，其談話的內容是建立在幼兒的

經驗基礎上，並且透過教師的提問產生分享的效果，產生教學鷹架的功能。而教師的精簡

重述或放慢速度說話，則符合溝通鷹架的特性。

柒、結論

有關新移民子女的語言問題，本研究的觀察結果發現，新移民子女在語言表達上有

發音不標準、口語表達不清及識字量不多等問題。這些現象與過去的相關文獻研究結果類

似，證明新移民背景幼兒在語文學習上，會產生一些學習困難。另外，本研究也發現新移

民子女在語文學習上的問題，多半並非本身的能力問題，而是家庭資源不足或主要照顧者

未能營造一個的良好對話環境。換言之，幼兒在家的學習環境會影響幼兒在幼稚園的學習

表現。

另外，當新移民子女在進入幼稚園之後，其學習情況並不見得全然受制於家庭環境之

影響。深入幼兒教室觀察發現，幼教師的教學活動規畫與教學策略之運用，對於幼兒的語

文學習表現會產生正面的學習效益。以本研究的發現來說，教師若能採取開放式的提問，

就能引發幼兒們的口語對話互動，新移民子女在此環境下也獲得更多的表達機會。透過教

室內豐富的語言環境，幼兒的語言發展有學習的對象與使用的機會，所以語言能力得以逐

漸進步與成長。再者，老師教學鷹架的搭建，除了能營造有利的對話情境外，更能進一步

從教室言談對話裡，引導幼兒建構完整的知識概念。因此，教學鷹架的搭建能營造良好的

對話環境並提供新移民子女更多語言的學習機會，同時也因語言的互動，而引導幼兒建構

完整的知識概念。

綜言之，新移民子女在入園前，或許因為家庭背景的關係，使其語文學習表現不盡理

想。但幼稚園的團體生活與學習活動，提供新移民子女語言模仿與學習的機會。老師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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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上若能採取開放式提問，或有效搭建教學鷹架，那麼處於不利學習情況的新移民子女，

仍可因教學策略的運用，而有效提昇其語言學習成效。因此促進教室言談對話的情境，能

有助於新移民子女的語文學習與發展。

（本研究蒙國科會專案計畫補助，編號：��-���0-H-���-0��-，特此申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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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aching Organizational Culture                   
 Scale for Middle Schools

（收件日期 �� 年 � 月 � 日；修改日期 �� 年 � 月 �� 日、�� 年 �� 月 � 日；                        

 接受日期 �00 年 � 月 �0 日）

摘  要

本研究將依據教導型組織文化的理論建構國民中學教導型組織文化模式，以結構方程

模式 (SEM) 統計方法學中的「驗證式因素分析」，進行模式驗證，企圖建立一套有信效度

的中等教導型組織文化量表。研究對象為臺灣的中等教育教師，有效問卷 ��� 份。結果顯

示教導型組織文化量表二階驗證式因素分析模式是一個有效的建構，其社區服務世界公民

觀、建構教導型組織理念、組織成員雙向學習、組織數位化教導學習、營造教導型組織環

境等 � 個潛在依變項及 �� 項觀察變項皆可以有效地作為教導型組織文化的測量指標。其

信度表現在整體的建構信度及 � 個個別潛在依變項的信度，都顯示出具有相當良好信度。

故此量表是具有建構效度與建構信度且適用於國民中學教師教導型組織文化的測量。

關鍵詞：組織文化、驗證式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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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construct a Teaching Organizational Culture Scale for 

middle schools using organizational culture theory.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 

was utilized to examine the proposed model and to establish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scale. A total of ���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second 

order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the measurement mode was effectively constructed; the � 

latent dependent variables, including community service and world citizen viewpoint, teaching 

organization construct, mutual learning of organization and members, organization e-learning, 

and creation of an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 of teaching, and the �� observed variables were 

shown to be valid indicators of the organizational culture of teaching. In addition, the reliabilities 

of the scale and its five latent dependent variables were found to be satisfactory. Therefore, 

the scale contained construct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and can be applied in measurement of the 

teaching organizational culture in middle schools.

Key words:  Organizational Culture,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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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從早期企業管理理論（XY 理論、權變理論），直到晚近的後現代領導理論（權變

領導、標竿領導）等。學校有許多理論源至自企業界，無論在管理、領導或是組織策

略，原因在於企業界講求實事求是及重效能效率（蔡俊傑，�0�0）。從組織的理論而

言，影響學校教師能夠發揮其扮演良好的教學與發揮教育的本質，組織效能將是一個關

鍵，而影響組織效能的眾多因素中更是以組織文化能深深影響生產力的提升、人力資源

管理與組織的革新 (Dension, ���0)；卓越的企業都擁有共同的價值觀，即是擁有相同的

組織文化 (Peters &Waterman, ����)；陳培文 (����) 的研究顯示，強勢的組織文化可以

幫助成員將工作做得更好。Tichy 和 Cohen (����) 指出企業與領導人的成功關鍵，就在

於創造更多的領導人，才能夠因應變革與生存競爭。所以面對現在社會組織不斷的學

習，學校的教師扮演著經師與人師上的「傳道、授業、解惑」之重要角色，其教師是否

能透過組織的學習及將個人的經驗教導於他人，提昇教學的效能，學校組織文化的優劣

將是關鍵之一。

學校是一個企業組織的縮體，所以近年來將學習型組織應用於學校組織文化上的研究

逐漸興起之趨勢，例如：吳清山 (����)；張明輝 (����)；張慶勳 (�00�)；陳俊生 (�00�)；

林騰雲 (�00�)；魏惠娟 (�00�)；吳振成 (�00�) 等以學習型組織的理念，運用於學校組織文

化、領導與政策實施的研究。因此，雖然學習型組織是近年來最熱門的管理概念，但是學

校組織試圖建立人人樂於學習、持續學習的組織，只是一個偉大的理念，可惜成效不彰、

效果不顯著。因為光是學習只成功了一半，還必需加上領導者的實際「教導」才能完整

有成效，故在未來功的組織將是教導型組織（邱如美，�00� 譯）。學校的功能在於作育英

才，其本質更符應了 Tichy 所提出的「教導」概念。教導型組織的理念為學習型組織的進

化，教導型組織要求每位組織內任何成員即是教師，也是學員，並在日常活動中安排彼此

教導與學習的互動機會。而組織領導人必須扮演校長角色，負責設定方向，塑造教導文

化，並分享本身寶貴的意見與知識（蔡俊傑，�00�）。換句話，學校在教育培養下一個世

代的領導人，讓整個社會不斷的提升與進步。

學校組織文化傳達教師有關教學的意義，可行的教學方法，以及學生像什麼。學

校組織文化促使教師的工作承諾，激勵教師對於學校理想與認同的情感連結，這些不

但可以導致教師接受學校組織的願景與理想，以作為其個人的價值觀，且因此努力

工作，以達成組織所標榜的目的（林明地、楊振昇、江芳盛譯，�000）。而二十一世

紀的組織，不僅必須成為「學習型組織」，更要進一步走向「教導型組織」(Teaching 

Organization)。亦即每位主管都能親自傳授、培養各階層的領導人，才能發動強勁的競

爭力，創造永續的成功（吳怡靜，����）。對於教導型組織應用於實證研究方面，蔡俊

傑 (�00�) 針對教導型組織與學校效能做研究，驗證教導型組織與學校效能關係，研究

發現三種統計分法呈現一致性，知覺教導型組織越高，其學校效能越高，換言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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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型組織越高，學校效能越高，反之，亦然。郭慶發 (�00�) 針對國民小學教導型組

織技術、學校營運策略與組織良性教導循環關係之研究。研究發現 �. 國民小學教導型

組織技術，整體性獲得教師高度的支持與肯定，其中尤以「校長運用故事激勵全體師

生」得分最高，影響最大。�. 國民小學組織良性教導循環，整體性獲得教師的高度支

持與肯定，其中尤以「家長參與」得分最高，影響最大。�. 教導型組織技術與學校營

運策略二者之間具有顯著的正相關存在。�. 教導型組織技術、學校營運策略兩者對組

織良性教導循環具有顯著的預測存在，其中尤以計畫執行、運作流程、校長運用故事

激勵全體師生、扁平互動及學校領導層級人才培育計畫等，五項之預測力最佳，影響

效果最大。

而在教導型組織理念的闡述方面，張仁家、趙育玄 (�00�)、嚴春財 (�00�)、蔡俊傑

(�00�)、林佳慧 (�00�)、汪家安 (�00�)、郭慶發 (�00�) 等針對教導型組織的理念如何運用

在學校的經營管理提出策略。上述研究中不論在實証以及理念充分顯示，教導型組織的理

念在學校的經營管理有其正面的影響。綜合以上學者論述，教導型組織文化的共同特徵包

含了建構教導型組織理念、營造良性教導循環的組織文化、破除惡性非教導循環的惡習、

因應超高速轉型、成長的時代趨勢、學校成員心中具有可傳授的心經、開發社會國家未來

領導人、全員雙向教導、數位化教導型組織、社區總體營造等重要概念。因此，現代的教

育必須符合時勢的潮流，新的管理觀念已經出現，教育的管理經營者，不應固步自封，而

是急起直追、仿效，以開創更美好的未來。

學校是孕育未來希望的園地，若將教導型組織建構於學校之中，學校校長、行政人員

與教師以專業知識來自我組織，共同建構學校體制，鼓勵參與決策，此一新的學校型態必

須全體人員作大幅的改變，才能創出新的模式以因應新世紀的需要，因此如何運用教導型

組織的概念，促進學校組織學習，以提升教育品質，已成為當前教育改革的趨勢，如此不

僅在學校效能、行政革新上能發揮功效，更能使學校符應新世紀教育的需求及因應學校教

育生態之變革。而教師是學校組織的重要成員，各成員必有其價值觀、信念，但在學校組

織中產生交互作用的結果會形成一種共識，這種共識會反映在對待成員的態度及學校行政

整體的運作上。

基於此，本文以教導型組織為理論基礎，瞭解學習型組織與教導型組織之異同，並將

教導型組織的特性與理念，導入學校組織文化。據此，本研究擬發展一套架構清楚、具有

良好信度、效度的國民中學教導型組織文化的量表，冀望能對未來更多要從事國民中學組

織文化之學者提供一個參考。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將依據各種教導型組織的理論來建構國民中學教導型組織文化模式，以結構方

程模式 (SEM) 統計方法學中的「驗證式因素分析」，對此一模式進行檢定，期能建立一套

有信度及效度的國民中學教導型組織文化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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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問題

根據本研究之目的可提出以下研究問題：

（一）國民中學教導型組織文化量表的因素結構為何？

（二）國民中學教導型組織文化量表是否具有效度？

（三）國民中學教導型組織文化量表是否具有信度？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依據教育部 �00� 年所彙整之資料，各縣市所管轄之公立國民中學計有 ��� 所（不

包括完全中學國中部），扣除外島（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共計 �0� 所。其中北

部區域（包括臺北縣市、基隆市、新竹市、桃園縣、新竹縣及宜蘭縣）有 ��� 所，佔

��.�%；中部區域（包括臺中縣市、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及雲林縣）有 �0� 所，佔

��.�%；南部區域（高雄縣市、臺南縣市、嘉義縣市及屏東縣）有 �0� 所，佔 ��.�%；

東部區域（包括花蓮縣及臺東縣），有 �� 所，佔 �.�%。據此，本研究以母群體係指四

大區域，共 �0� 所公立國民中學學校教師。正式施測採分層隨機取樣，決定以學校總

數的十分之一做為樣本學校，按前述縣市學校佔全部學校數比例抽取北區 �� 所、中區

�0 所、南區 �0 所及東區 � 所，合計 �0 所學校，每校分別抽教師 �� 人做為施測樣本並

均勻分佈四大區域，合計發出 �0�0 份問卷，扣除無效問卷，共計 ��� 份有效問卷，問

卷回收率約為 ��%。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工具為研究者依據以 �00� 年 Tichy 和 Cardwell 正式出版《教導型組織：奧

林匹克級的雙螺旋領導》為架構。並參考梁曉毅 (�00�) 所編製的「教導型組織量表」所

編修的「國民中學教導型組織文化量表」。問卷共 �� 題，主要分為五個構面分別為「社

區服務世界公民觀」、「建構教導型組織理念」、「組織成員雙向學習」、「組織數位化教導學

習」以及「營造教導型組織環境」。這些構面所對應的題目請參見表 �。整個量表以 Liker 

量尺方式作答，由「非常不符合」、「不符合」、「有點符合」、「符合」及「非常符合」五個

等級反應，分別給予 � 分、� 分、� 分、� 分及 � 分。

三、分析模式

國民中學教導型組織文化量表之架構所形成的二階驗證式因素分析模式如圖 �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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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國民中學教導型組織文化二階驗證式因素分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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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國民中學教導型組織文化測量模式各變數之符號與意義如下表 � 說明：

表 1 國民中學教導型組織文化測量模式各變數之符號與意義

二階潛在依變項 一階潛在依變項 觀察依變項

學校教導型組織文化

潛在依變項﹙ξ﹚

社區服務世界公民觀

潛在依變項 (η�)

校長會鼓勵同仁與社區家長互動 (Y�) 
學校老師能參與社區活動 (Y�)
會邀請地方人士參加學校活動 (Y�)
學校會設計活動與社區互動 (Y�)
我與別人可以交互學習 (Y�)
我願意挪出時間教導別人 (Y�)

建構教導型組織理念

潛在依變項 (η�)

校長會鼓勵同仁與社區家長互動 (Y�) 
學校老師能參與社區活動 (Y�)
會邀請地方人士參加學校活動 (Y�)
學校會設計活動與社區互動 (Y�0)
我與別人可以交互學習 (Y��)
我願意挪出時間教導別人 (Y��)
我願意終身學習 (Y��)
我願意將個人成敗經驗傳給學生 (Y��)

組織成員雙向學習關， 
潛在依變項 (η�)

與別人可以交互學習 (Y��)
願意挪出時間教導別人 (Y��)
願意終身學習 (Y��)
願意激勵他人共同學習 (Y��)

組織數位化教導學習

潛在依變項 (η�)

學校網站有師生共同的作品 (Y��)
學校重視電腦或網路教學 (Y�0)
學校會將活動成果呈現在網站 (Y��)
學校會鼓勵教師參加研習 (Y��)

營造教導型組織環境

潛在依變項 (η�)

學校網站有師生共同的作品 (Y��)
學校重視電腦或網路教學 (Y��)
學校會將活動成果呈現在網站 (Y��)
學校會鼓勵教師參加研習 (Y��)
學校會辦理師生參與的活動 (Y��)

本研究是使用 LISREL �.�� 軟體來處理驗證性因素分析之統計資料，主要是用於評

鑑本研究所建構模式之適合度，本研究參考 Bagozzi 和 Yi (����)、Bollen (����)、Browne 

和 Cudeck (����)、Byrne (����)、Chou 和 Bentler (����)、Joreskog 和 Sorbom (����) 等

學者之建議，將從整體模式適合 (overall model fit ) 與模式內在結構適合度 (fit of internal 

structure of model ) 兩大方面來評鑑。由於本研究是以 LISREL �.�� 之統計軟體來輸出適

合度指標，參考 Chou and Bentler (����)、Byrne (����)、Joreskog 和 Sorbom (����) 的建

議，採用以下之適合度指數作為本研究整體模式適合度之評鑑：

（一） 卡方考驗值 (χ�)：其值必須未達顯著水準，NCP 值需落入信賴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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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漸進的誤差均方根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 指數：其指

數低於 .0� 表示模式良好，.0� 至 .0� 表示模式不錯，.0� 至 .�0 表示模式中度，大

於 .�0 表示模式不好。

（三） 驗證模式之 ECVI (expected cross-validation index ) 指數：其指數必須比飽和模式

(saturated model) 及獨立模式 (independent model) 之 ECVI 指數還要小，並且落入信

賴區間。

（四） 驗證模式之訊息標準指數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 AIC)：其指數必須比飽和模

式 (satrurated model) 及獨立模式 (independent model) 之 AIC 指數還要小。

（五） 驗證模式之 CAIC (conhsistent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 指數：其指數必須比飽和

模式 (saturated model) 及獨立模式 (independent model) 之 CAIC 指數還要小。

（六）標準化 RMR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其指數必須小於 .0�。

（七） 適配度指數 (goodness of fit index, GFI)，調整後適配度指數 (adjusted goodness of fit 

index, AGFI) 及 PGFI (parsimonious goodness of fit index) 指數：其 GFI 與 AGFI 指

數需大於 .�，PGFI 指數需大於 .�。

（八） NFI (normed fit index ), NNFI (non-normed fit index) 及 PNFI ( parsimony normed fit 

index ) 指數：其 NFI 與 NNFI 指數需大於 .�，PNFI 指數需大於 .�。

（九） CFI (comparativefit index), IFI (incremental fit index) 及 RFI (relative fit index ) 指數：

這些指數需大於 .�。

（十） CN (Hoelter’s critical N) 值：此辨識值需大於 �00。

整體模式的適合度考驗是在於了解觀察資料與所要考驗之理論模式間的配合情形，可

以說是一種模式的外在品質檢定，而模式的內在結構適合度考驗主要是對模式的內在品質

做檢定，因此是評量觀察變頊與潛在變項的信度與其估計參數的顯著水準。在此方面本研

究主要是採用 Bagozzi 和 Yi (����) 所界定的評估標準，Bagozzi and Yi 認為一個理想的內

在結構適合度需符合下列標準 :

（一）個別觀察變項 (individual item reliability) 之信度宜大於 .�0。

（二）個別潛在變項之組成信度 (composite reliability) 宜大於 .�0。

（三）所抽取之潛在變項的平均變異量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必須大於 .�0。

（四）驗證假設之參數估計必須達到顯著水準。

（五）標準化殘差 (standardized residuals) 的絕對值必須小於 �.��。

（六）修正指標必須小於 �.��。

參、分析結果

本節將說明教師教導型組織文化量表之資料分析結果，依序為（一）基本資料之檢

視；（二）量表之建構效度；（三）量表之建構信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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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資料之檢視

在進行 LISREL 統計分析之前，研究者必須先對資料的特性作充分瞭解。以確認資料

是否符合 SEM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的假定，以避免影響模式的估計與檢定

結果。所以先 PRELIS 軟體，對模式中之觀察變項的峰度 (kurtosis) 與偏態 (skewness) 進

行檢定，以瞭解觀察變項的分配是否符合多元常態分配。

由表 � 可得知，國民中學教導型組織文化量表中 �� 個觀察變項的偏態及峰度情況，

可以發現各觀察變項的偏態值與峰度值皆不大。根據黃芳銘 (�00�) 指出使用最大概率模

式 (Maximum Likelihood, ML) 進行估計時，峰度大於 �� 時會對估計產生影響，本研究採

取較嚴謹的檢測以偏態絕對值不可大於 � 及峰度絕對值不可大於 �0 作為標準，由表 � 顯

示偏態值與峰度值（第 � 欄位及第 � 欄）均在接受的範圍，對 ML 估計法影響不大。故本

模式仍可以 ML 法進行估計。

表 2 國民中學教導型組織文化量表模式所有觀察變項之偏態及峰度分配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偏態 峰度

Y� �.��   .�0 -  .�� �.�0
Y� �.��   .�� -  .��   .��
Y� �.��   .�� -�.�� �.��
Y� �.��   .�� -  .��   .��
Y� �.��   .�� -  .�� �.��
Y� �.��   .�� -  .�� �.��
Y� �.��   .�� -  .�� �.0�
Y� �.0�   .�� -  .�� �.��
Y� �.��   .�� -  .�� �.0�
Y�0 �.��   .�� -  .��   .��
Y�� �.��   .�� -  .�� �.��
Y�� �.��   .�� -�.�� �.��
Y�� �.0�   .�� -  .��   .��
Y�� �.0�   .�� -  .��   .��
Y�� �.��   .�� -  .��   .��
Y�� �.��   .�� -  .��   .��
Y�� �.��   .�� -  .�� �.��
Y�� �.�0   .�� -  .�0   .��
Y�� �.��   .�� -�.�0 �.��
Y�0 �.��   .�� -  .��   .��
Y�� �.�� �.0� -  .��   .��
Y�� �.�� �.�� -  .��   .��
Y�� �.��   .�� -�.0� �.��
Y�� �.0�   .�� -  .�� �.��
Y�� �.��   .�� -  .�� �.��
Y�� �.��   .�� -  .�� �.��
Y�� �.��   .�� -�.�� �.�0



臺中教育大學學報：教育類�0

二、國民中學教導型組織文化量表之建構效度

效度之評鑑需包括三種檢定，第一種稱為違規估計檢視 (offending estimates)。第二種

是整體模式適配度的檢定。第三種為各別變項之效度檢定，檢定的項目為標準化參數是否

顯著。

（一）違規估計之現象檢視

由表 � 教師教導型組織文化量表二階驗證式因素分析模式之參數估計表，可得知標準

化參數估計值介於 .�0 至 .�� 之間，大部份皆未太接近 �（通常以 .�� 為門檻）。在觀察變

項之標準誤之值介於 .0� 至 .0�，表示測量誤並不是很大。此外，在此測量模式中所有變

項之 t 值均大於 �.�� 達顯著水準。綜合以上各項結果顯示違規估計之現象符合標準指標，

所以可以再進行評鑑整體模式適合度。

表 3  國民中學教導型組織文化模式參數估計

參數
ML
估計

標準誤 t 值
標準化參

數估計值
參數

ML
估計

標準誤 t 值
標準化參

數估計值

λy�,�   .�� .0� ��.��* .�� ε� .�� .0� ��.��* .��
λy�,�   .�� .0� ��.��* .�0 ε� .�� .0� ��.��* .��
λy�,�   .�� .0� ��.��* .�� ε� .�� .0� ��.��* .��
λy�,� �.00 -- -- .�� ε� .�� .0� ��.��* .��
λy�,�   .�� .0� ��.��* .�� ε� .�� .0� ��.��* .��
λy�,�   .�� .0� ��.0�* .�� ε� .�� .0� �0.��* .�0
λy�,�   .�0 .0� ��.��* .�� ε� .�� .0� ��.��* .��
λy�,� �.00 -- -- .�0 ε� .�� .0� ��.�0* .�0
λy�,�   .�� .0� ��.�0* .�� ε� .�� .0� ��.��* .��
λy�0,�   .�� .0� ��.��* .�� ε�0 .�� .0� ��.��* .��
λy��,�   .�� .0� ��.��* .�� ε�� .�� .0� ��.��* .��
λy��,�   .�� .0� ��.��* .�� ε�� .�� .0� �0.��* .��
λy��,�   .�� .0� ��.��* .�� ε�� .�� .0� ��.��* .��
λy��,�   .�0 .0� ��.��* .�� ε�� .�� .0� ��.0�* .��
λy��,�   .�� .0� ��.0�* .�� ε�� .�0 .0� ��.�0* .��
λy��,�   .�� .0� ��.�0 .�0 ε�� .�� .0� ��.�0* .��
λy��,� �.00 -- -- .�0 ε�� .�� .0� ��.��* .��
λy��,�   .�0 .0� ��.��* .�� ε�� .�� .0� ��.0�* .��
λy��,�   .�0 .0� ��.��* .�� ε�� .�� .0� ��.��* .��
λy�0,� �.00 -- -- .�� ε�0 .�� .0� ��.0�* .��
λy��,�   .�� .0� ��.��* .�� ε�� .�� .0� ��.��* .�0
λy��,�   .�� .0� �0.�0* .�� ε�� .�� .0� ��.��* .��
λy��,�   .�� .0� ��.��* .�� ε�� .�� .0� ��.�0* .��
λy��,�   .�� .0� ��.��* .�� ε�� .�� .0� ��.��* .��
λy��,�   .�� .0� ��.00* .�� ε�� .�� .0� ��.0�* .��
λy��,� �.00 -- -- .�� ε�� .�� .�� ��.�0* .��
λy��,�   .�� .0� ��.��* .�� ε�� .�� .0� ��.��* .��
γ�� �.00 -- -- .�� ζ� .�� .0� ��.��* .��
γ��   .�� .0� ��.0�* .�� ζ� .�� .0� �0.��* .�0
γ��   .�� .�� ��.��* .�0 ζ� .�� .0� ��.��* .��
γ�� �.00 .0� ��.��* .�� ζ� .�� .0�   �.��* .�0
γ��   .�� .0� ��.��* .�� ζ� .�� .0�   �.��* .��

*p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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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體模式適配度的檢定

經由 LISREL�.�� 版之統計估計，我們將各參數及指標以圖 � 組織文化二階驗證式因

素分析模式之標準化參數估計值及表 � 國民中學教導型組織文化二階驗證式因素分析模式

之整體模式適合度考驗指數呈現。

�.  從表 � 中絕對適配量檢驗，可以看到此一模式之 χ
�(���)= ����.��，P= .0，達到顯著

水準，表示本研究假設模式之共變數矩陣與實證資料之共變數矩陣之間有差異存在，

因此，模式被拒絕。其 AGFI = .��，GFI 值為 .�0，符合接受值 .�0，顯示假設模式可

以接受。SRMR = .0�，小於 .0�，顯示模式可以接受。RMSEA = .0�，介於 .0�-.0� 表

示顯示本模式「不錯的適配」。

�.  從增值適配量測量來看。NFI = .�0，RFI = .�0，IFI =.��，NNFI = .��，CFI = .��，大

於或等於接受值 .�0，顯示模式可以接受。

�.  從簡效適配量測量來看，PGFI = .��，大於接受值 .�，顯示模式可以接受。PNFI = 

.��，大於接受值 .�，顯示模式可以接受。CN = ��0，大於 �00 之建議值，顯示模式

可以接受。Normed chi-square = �.��，大於 �.0，表示模式可以接受，但未真實反應觀

察資料，因此模式仍有待改進。

表 4 國民中學教導型組織文化測量模式之整體模式適合度考驗指數

統計檢定量 適配的標準或臨界值 檢定結果數據 模式適配判斷

絕對適配量
Degrees of Freedom  ���

Chi-Square p >.0�（未達顯著水準） ����.�� (p = 0.00) 否
GFI >.�0 以上 .�0 是
RMR <.0�  .0� 是
RMSEA <.0�（若 <.0� 優良；<.0� 良好） .0� 是
AGFI >.�0 以上 .�0 是

增值適配量
NFI >.�0 以上 .�0 是
RFI >.�0 以上 .�0 是
IFI >.�0 以上 .�� 是
NNFI >.�0 以上 .�� 是
CFI >.�0 以上 .�� 是

簡效適配量 
PGFI >.�0 以上 .�� 是
PNFI >.�0 以上 .�� 是
PCFI >.�0 以上 .�� 是
CN >�00 ��0 是
Normed chi-square <�.00 �.�� 否

整體而言，我們可以看到，大部分的指標都皆通過所要求的接受值。表示本測量模式

是可以接受。結果顯示本測量模式是一個符合實證資料的一個模式。所以，本測量模式具

有整體的建構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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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教導型組織文化模式之標準化參數估計值



國民中學校教導型組織文化量表之編製 ��

三、國民中學教導型組織文化量表之建構信度

在信度的檢定方面，可以檢定單一觀察變項的信度以及國民中學教導型組織文化量表

的整體信度。從表 � 國民中學教導型組織文化量表之建構信度與平均抽取變異量中，可知

所有個別觀察變項的信度值介於 .�0 到 .�� 之間。這些值都大於或等於接受值 .�。所有潛

在依變項的信度值介於 .�� 到 .�� 之間，全都大於接受值 .�，表示五個潛在依變項的信度

不錯。整體的建構信度值 0.�� 大於接受值 .�，顯示整體的建構信度相當好。其整體的平

均變異數抽取變異量 .�� 大於 .� 接受值。顯示五個潛在依變項的皆具有良好的信度。

表 5  國民中學教導型組織文化量表之建構信度與平均變異數抽取變異量

變  項
測量指標個別項目

信度 (R�)
潛在變項組成信度

潛在變項平均

變異數抽取量

學校教導型組織文化 (ξ) .�� .��
　社區服務 (η�) .�� .��

Y� .��
Y� .��
Y� .��
Y� .��
Y� .�0
Y� .�0
組織理念 (η�) .�� .��
Y� .��
Y� .�0
Y� .�0
Y�0 .��
Y�� .��
Y�� .��
Y�� .��
Y�� .��
成員學習 (η�) .�� .��
Y�� .��
Y�� .��
Y�� .��
Y�� .��
數位學習 (η�) .�� .��
Y�� .��
Y�0 .��
Y�� .��
Y�� .��
教導環境 (η�) .�� .��
Y�� .��
Y�� .��
Y�� .��
Y�� .��
Y�� .��



臺中教育大學學報：教育類��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組織文化量表被許多學者使用在各種組織群體中，然而對於有關國民中學學校組織這

一個群體而言，在國內相關研究以組織文化與組織效能、教師知識分享、投入、士氣與滿

意度（許祝瑛，����；李政翰，�00�；葉倩亨，�00�；邱永樵，�00�；蔣佳良，�00�；黃

開成，�00�；謝勝宇，�00�；潘姿伶，�00�；柯淑惠，�00�）等 � 篇研究以國民中學教師

為對象做研究外，國民小學之相關研究確高達 �� 篇，因此研究者企圖建立一個適用於國

民中學學校組織文化量表。

其次，面對知識經濟的時代，學習型組織不斷地被倡導之下，學習型組織之研究已普

遍使用於學校組織中，然而，教導型組織的理念為學習型組織的進化，學校的功能在於作

育英才，其本質更符應了 Tichy 所提出的「教導」概念。所以，本研究探討教導型組織文

化的理論與文獻、及依據國民中學教師的特性，編成一份可以用來測量國民中學學校教導

型組織文化之量表，施測對象為國民中學教師，有效問卷為 ��� 份，以探討此量表是否具

有良好之建構效度與建構信度。

資料經 LISREL�.�� 版統計軟體來執行結構方程模式中的的二階驗證式因素分析。結

果顯示教師教導型組織文化量表二階驗證式因素分析模式是一個有效的建構，其社區服務

世界公民觀、建構教導型組織理念、組織成員雙向學習、組織數位化教導學習、營造教導

型組織環境等 � 個潛在依變項及 �� 項觀察變項皆可以有效地作為教師教導型組織文化的

測量指標。其信度表現在整體的建構信度及 � 個個別潛在依變項的信度，都顯示出具有相

當良好信度。故此量表是具有建構效度與建構信度且適用於教師教導型組織文化的測量。

此一量表的發展提供國中教師組織行為的研究一個新的基礎，尤其是面對教育的革新趨

勢，創意教學越來越受到重視。依據 Amabile 等人 (����) 的觀點，組織文化對組織的創

新具有相當的影響效果。因此，這個量表可以提供未來想要探討中學教師創意教學影響機

制的學者使用。

二、建議

（一） 本研究之目的是建構一適用於國民中學學校教導型組織文化量表，因本研究之研究

範圍僅以國民中學教師為樣本，建議後續研究可以其他階層教師，例如：國小教

師、高中教師、大學教師等再作一次取樣進行驗證性分析，以增加本量表之外在效

度。

（二） 本研究僅在 χ
�(���) = ����.��，P = .00，適配指標都符合標準，一般而言，樣本數

太大 χ
�
值便容易達到顯著水準，造成拒絕須無假設。因此研究者建議能夠以另一

組樣本作為效標樣本，以檢定本研究模式的複核效度。

（三） 學校教導型組織文化在國內尚在起步，可以再與其它變項搭配，從事其它模式的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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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校院行政人員經驗學習與工作競爭力關係之研究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 Experiential Learning and 
Work Competitiveness of Administrative University Staffs

（收件日期 �� 年 � 月 �� 日；修改日期 �� 年 � 月 � 日；接受日期 �� 年 � 月 �� 日）

摘  要

本研究以臺灣地區大學校院行政人員為對象，進行實徵調查，研究目的包括瞭解其

在職場上的經驗學習與工作競爭力之實際現況、不同背景變項人員的差異情形，並運用

SEM 結構檢驗大學校院行政人員的經驗學習對其工作競爭力是否具有影響力，以及兩者

之間是否相關？ 

本研究之結論及建議包括：

一、大學校院行政人員的經驗學習與工作競爭力實際情況在中等程度以上。

二、不同變項的大學校院行政人員具有部分顯著差異：

（一） 建議年輕、資淺、低階人員，加強經驗學習；而女性要突破傳統性別限制，工

作積極表現；

（二）加強快速回應的能力，以提升工作競爭力。

三、 大學校院行政人員的經驗學習以 SEM 結構驗證，對工作競爭力具有正向相關及影響

力：

（一） 學校應多舉辦研習課程，並增進行政人員經驗學習的機會，提升其快速回應能

力；

（二）大學校院應該重視行政專業體系；

（三）建議將工作競爭力列為行政人員考核與升遷的重要項目。

關鍵詞：大學校院、工作競爭力、經驗學習

顏朱吟＊

Chu-Yin Yen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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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at the universities staffs in Taiwan and the purposes are: understanding the 

real conditions of their experiential learning and work competitiveness; analyzing the distinct 

difference of them under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 investing the relationship of their 

experiential learning and work competitiveness under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he conclusions and suggestions of this study include: 

�.  The real conditions of universities’ administrative staffs on work experiential learning and 

work competitiveness appear middle-up’s level. 

�.  There are some distinct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their work experiential learning and work 

competitiveness:  

(�)  Suggest junior, subordinate staffs learning more and strengthening their experience; while 

women getting rid of traditional sex role limit and working actively; 

(�)  Suggest stuffs increasing the ability of rapid reaction, and then improving work 

competitiveness.

�.  The SEM shows that work experiential learning of the staffs has correlation and positive 

impact on work competitiveness：

(�)  Suggest universities providing occasions or programs for stuffs so that can improve their 

reaction ability;

(�) Universities should see administration system as a professional;

(�)   Suggest personnel department considering work competitiveness as a important factor for 

stuffs evaluation and promotion.

Key words:  Work Competitiveness, Experiential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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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言

由於資訊科技和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加上全球化大規模地對國家、市場、科技進行

動態的整合，個人、企業和國家雖得以開展無限的可能性，運用無遠弗屆的全球網絡進行

快速接觸，但人力、資本、產品、科技和資訊的快速流動，卻也造就了個人、企業和國家

的高度競爭環境。

組織必須適應外在社會環境，在這快速變遷的外在環境中，教育體系也受到全球化的

影響，像其他產業一般，開始強調競爭力，也開始引用企業經營理念與政策，講求在運作

過程中，以最少的投入，獲取最大的產出。

在競爭環境中首需具備競爭能力，而提升組織競爭力的重要資本，來自於有知識與技

能的員工，而且所有組織都必須人員運作才能經營，人是組織面對激烈競爭市場的核心競

爭力。在學校行政組織中進行校務運作的人員，即是行政人員，面對高等教育競爭市場，

學校要具有競爭力，就需要來自學校中所有成員，包括行政人員的凝聚力量，面對教育環

境的變化，行政工作需要隨時調整與發展，與時俱進，因此大學行政人員之工作現況是否

符合競爭環境之需求，值得深入了解與探討，此為本研究之主要動機。

學習是促使個人及組織精進的最重要利器，透過不斷學習與經驗轉化，員工適應多

元環境管理、配合顧客需要，並在工作上改進與創新，此外，隨著職場變遷與知識半衰期

縮短等因素，成人在職場中的學習，能維持和影響組織成員及團隊的發展與表現，由於工

作性質快速變遷，職場已成為學習的重要地方，以工作為基礎的學習，都是職場上的經

驗學習（黃明月，�000；游玉梅，�00�；魏惠娟，�00�；羅寶鳳，�00�；Fenwick, �000；

Rylatt, ����），學校行政人員必須如同其他企業人員一般，不斷地進行職場中的學習與經

驗轉化，才能維持個人與學校團體的進步與發展。

學習是連續進行的活動，尤其在工作環境中，無論是過去所習得的經驗，或是在工作

上的經驗，均能以實作方式進行學習，而且透過經驗的重組與改變，達到知能的增長，或

是行為與態度的改變，引導個人增能（黃富順，�00�；陳雪雲，�000），藉著加強個人工

作責任，並透過繼續學習、變革與創新，提升能力。工作職場經驗的學習，可以藉由參加

研習活動以提升知能，也可經由做中學，於每天與工作結合的機會中進行，行政人員藉由

工作中的經驗學習，才能作到所謂與時俱進的發展，並且有效提升競爭能力。

目前我國政府正推動組織再造，希望建構彈性精簡的行政組織，以提升整體行政效能

及競爭力，加上前述全球化競爭環境，知識高度發展，科技快速進步，學校組織功能日趨

繁複，大學行政人員必須加強學習，具備工作競爭力，並且因應環境變遷，進行不斷的調

整和發展，以符合多元社會要求。學習可以從多方面著手，包括經驗累積或研習進修等，

行政人員在工作上的轉化應用，或是提升進步也是本研究亟欲探究的面向。

高等教育環境已大幅改觀，大學競爭力受到重視是不爭的事實，但大學行政人員是否

進行職場學習與經驗轉化，並運用於工作發展，提升競爭力？兩者之間是否具有相關或影

響力？儘管近年來各機構組織爭相沿用企業界競爭力的概念，關於國內各級學校組織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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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研究也不少，但對於學校行政人員競爭力的探討，卻付之闕如，因此本研究針對大學

行政人員提出競爭力的概念，並進行實徵調查，希望能藉此研究，讓學校當局或行政人員

個人，都能對行政工作多加重視與改進。

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以臺灣地區大學校院行政人員為例，探討其職場上的經驗學習與工作競爭力之

關係，為讓本研究之脈絡有所依據及了解，以下分別就相關涵義進行探究。

一、經驗學習的涵義

「經驗學習」由「經驗」、「學習」二個名詞合併而成，通常所謂的「學習」，指有目

的、有組織的活動，旨在達成個體在知識、技能、情感和態度的改變，亦即由經驗獲得知

識或行為改變的歷程；而「經驗」指稱活動的結果，或是活動的歷程，即個體在生活活動

中所經驗的一切事故，或是生活中為適應環境要求，所從事的一切活動（黃富順，�00�）。

學習源自經驗，而且是賦予生命經驗意義，並將之轉換成為知識、技能、態度、價

值與信仰的過程，所以學習是尋求瞭解生命經驗的過程；學習本身也是經驗不斷改造的過

程，因為每一次改變、每一個階段，個人都會面臨挑戰，學習及精熟一項技能、一項知

識，對某項問題獲取一個新的視野，都是人類歷程，而經驗是學習的重要資源，經驗的意

義會經過再詮釋，學習不只是來自經驗，而是經驗和學習在相互影響中、在互動中彼此定

位，兩者之間是互相作用的動態過程（黃富順，�00�；Jarvis, ����），個人在過程中進行

意義之遷移轉化。

經驗的意義不易界定，但包含了反思與行動，乃至於所有個體與本身、情境之間的互

動，惟有個體反省與思考，甚至尋求別人意見，或由其他資訊理解的經驗，才是深具意義

的經驗，這些個體主觀認定具有意義的經驗，正是個體人生經歷中學習的基礎（黃明月，

�000；Jarvis, ����），工作者在工作場所中主動地建構其經驗，每個經驗的形成，受到學

習者獨特的過去所影響，內在信念和外在環境會詮釋事件的意義，個人建構經驗時，會將

事件各層面都包括進去（王文瑛，�00�；陳雪雲，�000；羅寶鳳，�00�）。經驗與學習的

相互影響，包含反省與思考，深具個人意義，即是遷移轉化的動態過程。

員工經驗是工作職場學習的基礎，也是學習的刺激物，加入經驗，主動參與其中，

才會發生學習，從做中學、將別人行動的意義內化，進行遷移轉化或者從與人際互動的過

程，進行經驗學習。而經驗學習的場域植基於生活世界，個人透過社群參與及溝通網絡，

自發性地、持續性地、現場地，並且創意地學習各種社會經驗，以因應快速變動的外在

環境；在快速變遷的社會環境中，職業場域的經驗學習相當重要，生產力、效率與優勢競

爭，均為職場經驗學習的重要概念（陳雪雲，�000；Fenwick, �00�）。

發生在工作環境中的學習，學習過程包括知識、技能與經驗的獲得，學習內容則依個

人在環境中適應的需求而決定，儘管學習內容多元與複雜，但最終目的在適應環境，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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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環境中的變化，培養職場中自我探索解決工作問題，或增進職場的知識技能，以促進

工作調適，提昇工作績效。職場上的學習與成人的既有經驗與先備知識有關，而且要求主

動參與學習過程，非被動接受知識（羅寶鳳，�00�；Caffarella & Barnett, ����），主動地、

自發性地、持續性地參與學習對於工作績效及競爭優勢相當重要。

在工作場所中，研習訓練也佔有關鍵角色，現代新的技能，例如網路操作、電腦資訊

系統，以及其他工作上的科技等，讓受訓者產生更多效能，擴大的、適當的、在實務上加

以運用 (Tai, �00�)，而適時給予員工教育訓練或學習的機會、開發和重組，人力資源的再

造，會提升組織競爭優勢，公務人力也需要成長與發展，政府因應現代化及社會環境，對

公務人員施予有系統之進修與訓練，大學校院行政人員能力的提升，能把校務行政提升到

較高的層次（李聲吼，�00�；陳沁怡等，�00�；顏朱吟，�00�）。

面對快速變遷的社會，及全球化趨勢等影響，成人職場環境，無論在組織結構、職業

內容、工作方式，或是人際互動關係等，均有明顯變化。工作本身提供潛在的學習經驗，

此種經驗有別教室情境中的學習，可藉由經驗的反思，從工作中獲得學習，職場學習的優

點是能提供專業上的準備，使個人實際獲得工作經驗職場環境的變化，促使職場具備組織

提升及個體發展的功能，讓組織得以延續發展，個人也得以持續成長（王靖惠，�00�；李

訓智，�00�；李藹慈，�00�）。

Usher 等人提出經驗學習圖的四個象限包括：生活型態、自我認定、職業、批判等，

在職業象限中，透過市場運作，學習者必須具有高度的動機，力求自我改變，結合社會經

濟環境的需求，職業主義者希望產生彈性的能力，以及對改變的傾向，透過經驗的方式，

學習適應的技能，使學習者更加具有能力，能應付環境的改變 (Usher, Bryant & Johnston, 

����)。

透過學習過程，不僅組織成員加強能力，組織效能也能同時提升，此變化過程，包

含學習、改變、轉化，以及能力建立等四個核心概念，這是一個演進的過程，不是終結的

狀態（魏惠娟，�00�）；Jarvis 將經驗學習應用在成人學習，其中包括職場上的學習，並

指出由於科技的進步，職場上的經驗學習將是繼續教育的重要方式，因為提供最實際、最

直接的經驗，成人學習場域從教室延伸至工作職場，正是 Jarvis 經驗學習觀點的重要啟示

之一；每一種實務工作的情境都提供了一個潛在的新經驗以供學習，Jarvis 假設這些行動

不會被習慣化，從事工作的人們可繼續的學習，而他們的專業技術也可以被增強 (Jarvis, 

����, �00�)。

工作上大部份從主要經驗中產生的學習，包括從錯誤中學習、從建立人脈關係的過

程中學習、從不定期的嘗試錯誤過程中學習，或是從人際互動的經驗中學習，融入日常

的慣例中，是一種思考與實踐的歸納過程，而大部分與行動或非行動同時發生 (Marsick & 

Watkins, �00�)。在全球競爭、知識高度發展，以及科技快速進步的環境下，工作成員透

過不斷的學習與經驗的轉化，適應多元環境，並在工作上改進與創新，培養統整能力，才

能增進競爭力（蔡培村、孫國華，����；鄭彩鳳，�00�）。

沒有學習就沒有進步，而綜合以上文獻，主動學習參與的態度與能力，影響學習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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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工作上的學習透過經驗遷移轉化，運用於職場進行提升與改善，正是競爭優勢所在，

本文援引上述文獻內涵，將經驗學習定義為「學習參與」、「研習提升」、「遷移轉化」及

「精進改善」等層面，作為實徵調查之問卷設計。

二、工作競爭力的涵義

Porter (���0) 指出，競爭力是在持續創新的生產表現過程中，察覺新的競爭基礎，或

從舊有的方法中找出更好的競爭手法，發展更精緻的優勢，所以企業要維持競爭力的唯一

方式，就是持續升級，持續將生產方式提升為更精密；吳清山與林天祐 (�00�) 則認為競

爭力是個人或組織與他人或其他組織，在某些情境或活動，彼此相互競爭的一種能力或力

量。

���0、���0 年代的市場理論，大幅影響全球公共政策，而學校因為家長及學生的選

擇性增加，也因此產生競爭。家長作為教育消費者，學校是教育的供應者及生產者，市場

理論學者認為這樣的環境會讓學校提升效率及水準，會表現得更好，對家長更負責任，因

為教育必須符合家長的需求與偏好 (Bagley, �00�)。

有組織就有競爭，有競爭才會進步，學校內外在環境不斷地變遷，學校組織與環境產

生交互作用，兩者為一共生體，目前不管大學或中小學，面對人口少子化現象，競爭愈來

愈大，而且高等教育擴張，教育容量閒置的問題已逐漸浮現（姜添輝，�00�），更加強了

優勝劣敗的競爭事實，具有競爭力的學校，才能確保優勢的地位。

行政與教學是學校運作的兩大並行系統，行政工作的效率與效能，不僅是學校成長的

動力，也是競爭力的來源，因為唯有教師不必為行政事務或技術性工作分心，才能提升學

術人力之生產力和附加價值，學校院除了要有傑出的學術研究與教學品質，還必須要有積

極、有效率的行政體系，唯有行政體系支援教學與研究目標的達成，才能發揮大學的功能

（戴曉霞，�00�）。

蔡培村與顏朱吟 (�00�) 指出，具有競爭力的大學校院，其行政工作必須具有以下重

要的層面：(�) 服務支援符合經濟、效率及效能：為了提高學校競爭力，必須特別重視教

育市場之顧客需求和滿意，並達到品質、經濟與效能；(�) 順應環境變遷作出快速回應：

社會與環境的變遷，影響大學校院的發展與競爭優勢，誰能最早警覺，並且作出迅速、

適當的回應，誰就能制得先機；(�) 擁有合作協調的行政團隊：學校行政是團隊合作的工

作，成員之間的互動、交互作用的頻率、互動的品質、以及團體的凝聚力，是否能夠協調

與合作，都與提升學校行政效能息息相關。

學校行政在支援與服務教學，行政工作的效率與效能，不僅是學校成長的動力，也

是競爭力的來源，為了提升競爭力，現代化有效能的學校經營，透過市場化機制重視經濟

(economy)、效率 (efficiency)、與效能 (effectiveness) 等，將學校治理達到如同「經營一個

事業體」一般，充分發揮資源引進之績效，提升教育資源的運用效率（陳伯璋，�00�；湯

堯、成群豪、楊明宗，�00�）。

未來社會是充滿變數又交互競爭的社會，學校整體經營環境混沌不明，任何組織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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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刺激，其內部人員要有高彈性的適應能力，並且能配合環境的需求以改變（凌嘉蓮，

�00�）；而且學校行政是團隊合作的工作，需要跨部門的工作協調，以竟其功，學校組織

效能能否發揮，端賴個人效力的程度以及彼此的協調合作（蔡培村、孫國華，����）。

Porter 認為一個國家的競爭優勢在「產業」而非國家；在 Clark (����) 的「大學轉型

路徑」中，大學的轉型心臟設定在「在系所層級」，而非大學；Clark 強調來自大學底層基

本組織的努力，因為轉型的力量如果由上層主導，雖可帶來改變，卻無法持久，若是企業

精神來自底層，則這種努力會有持續性及主動性，其中意義均在於整體的競爭優勢來自基

層能力的表現，故以本研究探討的大學校院而言，學校行政體系的整體競爭力必來自行政

人員個人之工作競爭力的集體精神。

學校經營者，包括校長、全體教師及行政人員，都必須具有專業行政知能與素養，以

利校務的推展與運作，行政人員素質與專業化的程度，服務態度及能力影響學校行政效能

（蔡培村、孫國華，����；鄭彩鳳，�00�），所以學校行政人員的工作知能與素養，乃是

工作績效之首要條件，無法達到行政效能，更遑論學校之競爭力。

此外，「顧客滿意」乃是學校競爭力的張力，學校的行政工作除了服務學生及家長，

還要支援教師教學與學術研究，唯有教師不必為行政事務或技術性工作分心，才能專注於

教學或研究，並提升學術價值。行政工作與教學品質同時提升，符合時代與社會需求，才

能提高顧滿意度（吳天元等人，�00�；吳清山，�00�；戴曉霞，�00�；鄭彩鳳，�00�），

所以學校競爭力，也必須重視行政人員的服務態度及行政支援的能力。

在競爭的現代社會中，學校的功能不僅在文化傳佈與創新，還必須適應社會環境變

遷，作出適當而快速的回應，因應高等育環境變遷，以及市場化的開放競爭，如何因應學

生、家長、社會等大環境改變，調整辦學方向及學生、家長、社區間互動模式，是極重要

的課題（謝義鄉，�00�；鐘長生，�000），一個能隨時調整因應挑戰的組織，才能生存於

多變的環境中，未來的學校經營無法全部依賴政府，學校本身要有危機感，思考對策，團

隊合作，發揮集體力量，才是提升競爭力的有力保證（吳清山，�00�；湯堯，�00�），快

速回應是現代社會必備的競爭力條件。

團隊合作也是行政競爭力不可或缺的一環，因為學校行政是團隊合作的工作，尤其支

援與服務教學，是跨部門的工作協調，成員之間的互動，以及團體的凝聚力，都與提升學

校組織效能息息相關，團隊合作的組織氣氛，教職員工對學校願意為學校的發展作更多的

投入與奉獻，學校競爭力自然可以提升（蔡培村、孫國華，����；鐘長生，�000）。

關於大學行政人員競爭力，目前尚無之相關研究文獻，此為本文探究之目的之一，本

文綜合以上文獻，並依學校行政實務之了解，將行大學政人員之工作競爭力定義為「工作

知能」、「服務支援」、「快速回應」及「團隊合作」，以利研究設計及實行。

三、經驗學習與工作競爭力的關係

綜合以上文獻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在提升學校競爭力的過程中，不能忽視行政人員在

工作所具備的競爭能力，可為大學競爭力帶來的加分作用，而持續在工作經驗中學習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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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則是行政人員具備競爭力的來源；由於社會變遷的快速，無論對個人或社會而言，職

業場域的經驗學習佔有重要的地位，規訓學習者的動機和技能，可藉以提升個人在市場的

競爭力（陳雪雲，�000；Usher, Byrant & Johnston, ����）。

在一切依法行政的學校中，行政人員在支援教與學時，必須具備工作上的基本知識、

程序知識和技能，不斷累積專業行政知能與素養，才能有利校務的推展及運作，而因應學

生、家長、社會期待及環境的快速變化，行政人員也須不斷獲取新知作有效的改變，在面

對工作發生的問題時作出有效回應，了解突發事件的輕重緩急，迅速取得支援，讓事情獲

得解決，這些均要藉助於工作職場中的學習與參與，除了經驗的累積，並將之遷移轉化，

蓄積能力，進行工作上的精進改善，才能實質助於競爭力。

競爭力的概念來自企業界，近年來公立機構或學校組織，為生存環境也爭相沿用，關

於國內各級學校組織競爭力的研究不少，但卻無關於公立機構或學校組織行政人員競爭力

的探討，因此，本研究嚐試將大學校院行政人員之職場經驗學習與工作競爭力形成研究之

架構，並依據文獻分析推演變項之分層面如研究架構圖。

四、研究問題

依據上述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本文提出以下待研究問題，作為編製量表、蒐集資料

和分析討論之依據。

（一）大學校院行政人員之職場經驗學習與工作競爭力實際現況如何？

（二） 不同背景變項的大學校院行政人員在經驗學習與工作競爭力是否有差異情形？其差

異情形是否顯著？

（三）大學校院行政人員的經驗學習是否影響其工作競爭力？兩者之間是否相關？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提出之架構如圖一，並說明各路徑分析如下：

A：瞭解經驗學習與工作競爭力之實際現況。

B： 瞭解不同背景在經驗學習與工作競爭力的差異情形。

C： 分析經驗學習與工作競爭力的關係結構模式。

D： 分析經驗學習對工作競爭力的影響力。 

二、研究假設

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一： 不同背景變項的大學校院行政人員在經驗學習與工作競爭力有顯著差異。

假設二： 大學校院行政人員的經驗學習對工作競爭力具有因果關係。

假設三： 大學校院行政人員的經驗學習對工作競爭力具有顯著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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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全國大學校院之行政人員為研究對

象，�00� 上半年研究期間，教育部統計處最新

為 �00� 年 � 月 � 日資料，去除專校及夜間部，

共 ��� 所公私立大學校院，職員數 ��,��� 人，

作為本研究母群。

二月底選定樣本進行預試，各選取北、中、

南區其中各一所大學校院，並涵蓋公、私立校

院，發出 ��0 份，回收 ��� 份，剔除無效問卷，

有效數為 ��� 份。

正式施測採立意分層隨機抽樣方式，先以區

域為分層單位，再依各區公立及私立校院數之比

例抽取學校，其中北區共抽取十二所學校，公立

四所、私立八所；中區及南區則各抽取九所學校，包括公立三所、私立六所，並隨機抽樣

各校約 �0% 之職員人數，於三月中旬開始寄送，全國共發出 ���0 分問卷，經請託熟識及

催收後，於四月上旬完成回收 �,0�� 份，有效份數 �,0�� 份，有效比率為 ��.�%。

四、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分為兩部分：「大學校院行政人員經驗學習量表」、「大學校院行政人員工

作競爭力量表」。

國內外關於經驗學習之研究大部分為研究歷程之質性研究，故本研究主要以大學校院

行政人員之實務工作經驗狀況，並向相關專長教授請益，自行編製而成，共分為「學習參

與」、「研習提升」、「遷移轉化」、「精進改善」等分層面。

本研究工作競爭力量表參考自企業之競爭力概念，並依行政人員實務工作情況，加上

工作效能因素等，再加斟酌修改，並向相關專長教授請益，自行編擬而成，共分為「工作

知能」、「服務支援」、「快速回應」、「團隊合作」等分層面。

問卷初稿並徵詢專家學者意見，以進行內容效度確認，名單包括大學校院之行政主

管、教育行政學者，統計測量專家學者，及大學行政實務工作者等教育先進合計十五名，

於 �� 年元月至二月中旬，分別親送或寄送檢視審閱；繼之參酌修訂意見修正，定為預試

問卷，分送 ��0 名預試對象填答，預試樣本回收後進行統計分析，以項目分析進行鑑別度

顯著水準分析，以因素分析進行信、效度考驗，始編成正式問卷，作為本研究測量工具。

本問卷採李克特式 (Likert-style) 五點量表填答計分，每題都有不同程度答項，受試者

依各量表每一題項，感受與事實相符程度，在每題右邊「�　�　�　�　�」中圈選適當數

字，數字 � 代表符合程度最強，數字 � 則代表符合程度最弱。

圖 �.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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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本研究工具信、效度分析

量表名稱 分層面 因素負荷量 特徵值 解釋變異量 分量表α值 總量表α值 題數

經驗學習 學習參與

研習提升

遷移轉化

精進改善

.���~.�00

.���~.���

.���~.���

.���~.���

�.0��
�.���
�.���
�.���

��.���
��.��0
��.0��
��.���

.�0�

.���

.���

.��0

.��� �
�
�
�

工作競爭力 工作知能

服務支援

快速回應

團隊合作

.���~.��0

.���~.���
.���~���
.���~.���

�.0�0
�.���
�.���
�.���

�0.�0�
��.��0
��.���
��.���

.���

.���
��0
.���

.��� �
�
�
�

本研究問卷之項目分析，量表各題之決斷值在 �.���~��.��� 之間，並均達顯著性，

故保留所有題目，繼之以最大變異法進行因素分析，依各層面萃取成分及因素分析之結

果，進行層面調整或刪題，經由因素負荷量、特徵值及解釋變量等指標分析，發現具有良

好之建構效度；而分量表α值，分別為 .�0�~ .��0，及 .���~ .��0，總量表之α值則為 .���

及 .���，總量表及分量表內部一致性高，信度相當良好。各量表題數及分析結果如表 �。

五、資料處理

本研究運用 SPSS ��.0 for Windows 及 AMOS �.0 for Windows 統計套裝軟體進行分

析，分析方法包括：描述性統計分析、獨立樣本ｔ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構方程模

式分析。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大學校院行政人員經驗學習與工作競爭力之現況分析

（一）經驗學習之現況分析

依表 � 資料顯示，總層面每題平均得分為 �.��，各分層面則在 �.��~�.00 之間；就百

分數而言，整體百分數為 ��.�%，各分層面則為 �0.�%~��.0%，呈現中高程度，尤其在學

習參與、精進改善、遷移轉化等分層面，均高於 �.� 分。

表 2. 大學校院行政人員經驗學習各層面平均數、標準差摘要表

變項層層 平均數 標準差 題數 每題平均得分 百分數

學習參與 �0.0� �.��   � �.00 ��.0%

研習提升 ��.�� �.�0   � �.�� �0.�%

遷移轉化 ��.�� �.0�   � �.�� ��.�%

精進改善 ��.�� �.��   � �.�� ��.�%

經驗學習 �0.�� �.�� �� �.�� ��.�%

N=�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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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學校院中，雖然升遷不易，但學習參與層面得分卻最高，在業務方面也會思考精

進改善；而在遷移轉化與研習提升層面，或因大學環境工作安穩、業務單純化，所以遷移

轉化的應用與運用機會減少，而且對研習提升的意願，也不及工作中的學習參與來的高。

綜合資料顯示，大學校院行政人員在職場上的經驗學習方面，有良好表現，是中等也

有偏高傾向，此與部分學者認為學校行政人員易流於安於現狀有所出入，可給予行政人員

正面的工作肯定與意義，並予外界觀感作些澄清。

（二）工作競爭力之現況分析

依表 � 資料顯示，總層面每題平均得分為 �.0�，各分層面則在 �.��~�.�� 之間；就百

分數而言，整體百分數為 ��.�%，各分層面為 ��.�%~ ��.�%，亦均屬中高程度，此層面

是本研究之探究目的，所以中高程度的結果具有相當意義，可提供本研究意義的支持，並

給予大學校院行政人員正面肯定與鼓勵。

表 3. 大學校院行政人員工作競爭力各層面平均數、標準差摘要表

變層層面 平均數 標準差 題數 每題平均得分 百分數

工作知能 �0.�� �.�� � �.0� ��.�%

服務支援 ��.�� �.�� � �.�� ��.�%

快速回應 ��.�� �.�� � �.�� ��.�%

團隊合作 �0.�0 �.�� � �.�� ��.�%

工作競爭力 �0.�� �.�� �0 �.0� ��.�%

N=�0��

本量表各分層面均達 �.� 分以上，尤其工作知能與團隊合作，以及工作競爭力整體得

分都超過 � 分，顯見大學校院行政人員相當注重工作知能與團隊合作，而快速回應雖然是

本構面得分較低的層面，但也呈現中高狀態，大學校院行政人員在工作上的努力，並未如

外界感覺的鬆散。

二、不同背景變項行政人員在經驗學習與工作競爭力之差異情形

本項分別以ｔ考驗分析不同行政人員性別、婚姻狀況、擔任職務、服務單位、學校類

型之差異；另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考驗不同行政人員年齡、服務年資、教育狀況、學校

地區的差異情形，若分析結果Ｆ值達到統計上之顯著水準，則進一步以 Scheffe 法進行事

後比較。

（一）大學校院行政人員在經驗學習之差異情形

依據表 � 資料顯示，不同性別在「學習參與」、「研習提升」、「精進改善」，以及整體

經驗學習之認知上，男性顯著高於女性，而在「遷移轉化」則無顯著差異。經驗學習強調

個人主觀經驗與客觀環境互相影響的關係，也與個人生經驗及脈絡息息相關，所以不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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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的行政人員在整體經驗學習及各分層面的差異，與男、女性從小在生活環境受到角色社

會化的影響有關，尤其社會上對於男女性別的角色期待，對行政人員的經驗與學習應該也

是會造成影響。

表 4. 不同背景變項大學校院行政人員經驗學習各層面 t 檢定結果摘要表

變項名稱 （人數） 學習參與 研習提升 遷移轉化 精進改善 經驗學習整體

性別

　� 男

　� 女

���
���

�.0��* �.���* �.�0� �.���** �.���**

婚姻

　�. 未婚

　�. 已婚

��0
���

-0.��� -�.0��** -�.��� -0.��� -�.���

單位

　�. 行政

　�. 學術

���
���

-�.��� 0.��� -�.��� -�.���* -�.���

職務

　�. 主管

　�. 非主管

���
���

�.��� �.��� �.��� �.0��** �.���*

學校類型

　�. 公立

　�. 私立

��0
���

-�.��� �.�0� 0.��� 0.��� 0.0��

*p<.0�，**p<.0�
不同婚姻狀況在「研習提升」之認知上具有顯著差異，已婚者高於未婚者，在「學習

參與」、「遷移轉化」、「精進改善」，以及整體「經驗學習」認知上，則無顯著差異。一般

而言，已婚者的年齡應以 �0 歲以上者居多，所以和不同年齡在研習提升的差異，應有關

連，而已婚者因有家庭與工作的職責及壓力，所以相對的應該較會要求自己提升。

不同服務單位人員在「精進改善」之認知上具有顯著差異，學術單位明顯高於行政單

位，其餘無顯著差異。服務學術單位的人員，可能受到教師的要求較多，而業務方面也較

少對外界的例行瑣事，所以較能在工作上有精進改善的表現。

擔任不同職務人員在「精進改善」，以及整體經驗學習之認知上具有顯著差異，其

中擔任主管職務者明顯高於非擔任主管職務者；而在「學習參與」、「研習提升」「遷移轉

化」、認知上，則無顯著差異。擔任主管職務者因為層級較高，思考工作的位階與視野可

能也會相對提高，所以整體經驗學習及精進改善方面，表現較好；公、私立學校的人員，

在經驗學習的表現，則無顯著差異。

另依表 � 資料顯示，不同年齡在「研習提升」之認知上具有顯著差異，其中 ��~�0

歲者明顯高於 �0 歲以下者；其餘則無顯著差異。一般而言，�0 歲以下的人員，均處於還

在熟悉工作的階段，反而不若 ��~�0 歲者，能進一步參與研習以提升工作；而私立學校

舉辦研習的機會較少，人力也較公立學校吃緊，年輕者壓力較大，所以本研究關於大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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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人員參加研習提升的結果，也許與一般企業刻意安排新進或年輕員工參與的情形不同。

表 5. 不同背景變項大學校院行政人員經驗學習各層面 F 檢定結果摘要表

變項名稱

︵
人
數
︶

學習參與 研習提升 遷移轉化 精進改善 經驗學習整理

F 值
事後
比較

F 值
事後
比較

F 值
事後
比較

F 值
事後
比較

F 值
事後
比較

年齡
�. �0 歲（含）以下
�. ��~�0 歲
�. ��~�0 歲
�. �� 歲（含）以上

���
�0�
���
���

.��� �.0��**
� ＞ �

�.���* .��� �.���

教育背景
�. 研究所（含）以上
�. 大學
�. 專科
�. 高中職（含）以下

���
���
���
��

�.��� �.��� �.0��**
� ＞ �
� ＞ �

�.0�0**
� ＞ �

�.���*

服務年資
�. � 年（含）以下
�. �~�0 年
�. ��~�� 年
�. ��~�0 年
�. �� 年（含）以上

���
��0
���
���
���

�.��� �.���**
� ＞ �

�.��� .��� �.��0

學校地區
�. 北區
�. 中區
�. 南區

���
���
���

.0�� �.��� .��� �.��� .���

*p<.0�，**p<.0�

不同教育背景在「遷移轉化」、「精進改善」之認知上具有顯著差異，在「遷移轉化」

認知上，研究所學歷者明顯高於大學及高中職學歷者；在「精進改善」認知上，研究所學

歷者明顯高於大學學歷者；而在「學習參與」、「研習提升」，以及整體「經驗學習」認知

上，則無顯著差異。依據本研究文獻，個人透過對環境的經驗覺知與自我的觀察學習，研

究所學歷者，在學習經驗上的表現所以會較好。

不同服務年資在「研習提升」之認知上具有顯著差異，其中服務年資在 ��~�0 年者

明顯高於年資 � 年以下者，而在「學習參與」、「遷移轉化」、「精進改善」，以及整體「經

驗學習」認知上，則無顯著差異。比起剛進入工作還在學習的資淺員工，服務年資較資深

者，工作流程已進入穩定狀態，而且也能運用其工作經驗，所以會進一步參加研習以提升

工作知能或效率，但年資 �� 年以上者，已將屆退休年齡，在研習提升方面，則未必表現

較好；不同學校地區的大學行政人員，在經驗學習的表現程度無顯著差異。

假設一：不同背景變項之大學校院行政人員對「經驗學習」之表現有顯著差異，獲得

部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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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不同背景變項大學校院行政人員工作競爭力各層面 t 檢定結果摘要表

變項名稱 工作知能 服務支援 快速回應 團隊合作 工作競爭整體

性別

  �. 男
  �. 女

�.���* �.��� �.���* �.���* �.0�0**

婚姻

  �. 未婚

  �. 已婚

-�.���** -�.���** -�.���** -�.��� -�.���**

單位

  �. 行政

  �. 學術

-�.��� -�.���* -�.��� -�.��� -�.0��*

職務

  �. 主管

  �. 非主管

�.���* �.���* �.���** �.���** �.�0�**

學校類型

  �. 公立

  �. 私立

-�.��� -�.��� -.�00 -�.0��* -�.���

*p<.0�，**p<.0�

（二）大學校院行政人員在工作競爭力之差異情形

依據表 � 資料顯示，不同性別除在「服務支援」無顯著差異外，在其他各分層面及整

體工作競爭力之認知上，均具有顯著差異，均為男性顯著高於女性。工作競爭力為本研究

之依變項，依據前面的調查結果分析，在「學習參與」、「研習提升」、「精進改善」，以及

整體經驗學習等，均是男性顯著高於女性，所以在本層面中，大部分的分層面及整體工作

競爭力，男性顯著高於女性，是可以預期與理解的。亦如前面的分析，在職場環境中，社

會文化價值，影響性別角色認知，加上個人主觀經驗與客觀環境互相影響的關係，仍是以

男性為主軸，所以男性在工作提升與表現，均嶄露出比女性較高的表現。

不同婚姻狀況除了在「團隊合作」之認知上無顯著差異，在其他各分層面及整體工作

競爭力之認知上，具有顯著差異，均是已婚者顯著高於未婚者。依據前面分析，已婚者在

研習提升顯著較高，所以表現在本項的各分層面，也是會顯著較高。

不同服務單位人員在「服務支援」以及整體「工作競爭力」之認知上具有顯著差異，

學術單位顯著高行政單位，而在其餘分層面則無顯著差異。

擔任不同職務人員在前述精進改善及整體經驗學習等，均明顯高於非主管人員，所以

在本項結果分析中，各分層面及整體工作競爭力之認知上，具有顯著差異，均為擔任主管

職務者明顯高於非擔任主管職務者。

不同學校類型人員除了在「團隊合作」之認知上，私立校院顯著高於公立校院，具有

顯著差異，其餘分層面及整體工作競爭力之認知，則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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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不同背景變項大學校院行政人員工作競爭力各層面 F 檢定結果摘要表

變項名稱

工作知能 服務支援 快速回應 團隊合作 工作競爭力整體

F 值
事後

比較
F 值

事後

比較
F 值

事後

比較
F 值

事後

比較
F 值

事後

比較

年齡

�.�0 歲（含）以下

�.��~�0 歲

�.��~�0 歲

�.�� 歲（含）以上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0 �.0��**
� ＞ �
� ＞ �

教育背景

�. 研究所（含）以上

�. 大學

�. 專科

�. 高中職（含）以下

.��� �.��� �.���**
� ＞ �

.��0 �.���

服務年資

�.� 年（含）以下

�.�~�0 年

�.��~�� 年

�.��~�0 年

�.�� 年（含）以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

學校地區

�. 北區

�. 中區

�. 南區

�.��� �.��� �.��� �.���**
� ＞ �
� ＞ �

�.���*
� ＞ �

*p<.0�，**p<.0�

依表 � 資料顯示，不同年齡除「團隊合作」無顯著差異，在其餘分層面及整體工作競

爭力之認知上，均具有顯著差異。學校行政工作以法規及制度為依據，講求穩定中發展，

而且帶有學術性，所以相對也比較重視工作倫理，與一般企業講求快速發展，年輕人較能

衝刺的環境有所不同，所以年齡較高的行政人員，不論是在工作知能、服務支援、快速回

應、團隊合作或是整體工作競爭力，表現都顯著高於 �0 歲以下的年輕人。

不同教育背景在「快速回應」之認知上，具有顯著差異，擁有研究所以上學歷者，明

顯高於大學學歷者，而其他分層面及整體工作競爭力之認知上，則無顯著差異。依據前面

的分析，具有研究所學歷者在「調整適應」與「精進改善」的表現顯著較高，對照之下，

在本層面「快速回應」也是顯著較高，也是合理的結果。

不同服務年資除了在「快速回應」之認知上無顯著差異，在其他及整體工作競爭力之

認知上，均具有顯著差異。在本項分析中，除了快速回應之外，其他各分層面及整體工作

競爭力都是年資 �� 年以上者，表現較好，因為學校行政工作係依法令規章及制度行事，若

有緊急事件，也都由主管負起主要責任，所以與年資無顯著關係，也可以得到合理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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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學校地區之大學校院行政人員在「團隊合作」，以及整體工作競爭力之認知上，

具有顯著差異，在「工作競爭力」認知上，北區及南區的大學明顯高於中區的大學；在

「團隊合作」認知上，北區大學明顯高於中區的大學，而在「工作知能」、「服務支援」、

「快速回應」之認知上，則無顯著差異。不同區域行政人員為何產生差異，因為缺乏相關

文獻解釋，成為本研究的限制之一，但此研究發現，可以提供未來研究重要的參考。

假設一：不同背景變項之大學校院行政人員對「工作競爭力」之表現有顯著差異，獲

得部分支持。

三、經驗學習與工作競爭力結構模式分析

本研究以 AMOS 結構方程模式進行檢驗，為分析經驗學習對工作競爭力的影響及其

整體關係之結構模式，將 ｢經驗學習 ｣及 ｢工作競爭力 ｣ 列為潛在變項，其各分構面則列

為上述各潛在變項之觀察變項，結構模式圖如圖 �，結構模式並分析結果如下：

（一）結構模式之適合度評鑑結果良好，經驗學習對工作競爭力具有顯著因果關係

經由實際資料分析，各觀察變項誤差變異有 � 個，潛在變項的誤差變異有 � 個，都沒

有負的數值，而且誤差變異也都達到 .0� 顯著水準，而模式中因素負荷量共有 � 個，最低

為 .��，最高為 .��，數值都介於 .0�~.�� 之間，其次發現在估計參數之間相關的絕對值都

未太接近 �，符合 ｢估計參數之間相關的絕對值不能太接近 �｣的標準。

本研究的因果模式與觀察資料整體適合度 χ
�
的 =���.���、df=��、p= .000 達顯著水

準，但本研究之資料樣本為 �0��，χ
�
在樣本人數較多時，容易達到顯著，所以只提供參

考，另需參考其他適合度指標，而其他各項適配度檢驗，本研究之 GFI、AGFI、NFI、

IFI、TLI 等數值分別為 .���、.���、.���、.���、.���，符合以上各理想數值至少在 .�0 以

上的要求，而 SRMR 理想數值必須要低於 .0�，最好低於 .0��，本研究數值為 .0���，相

當理想，評鑑結果相當良好。

內在品質之評鑑，依據圖 � 的標準化因果模式圖，� 個個別項目的信度數值在 .��~ 

.�� 之間，高於建議的理想值在 .� 以上，模式中潛在變項之間的效果分析，前已分析各徑

路均達顯著，具有預測力；另外，本模式在標準化殘差的絕對值僅有 � 個未小於 �.��，屬

相當良好。

而根據圖 � 模式，經驗學習預測工作競爭力之直接影響效果值為 .��，而且達到顯

著，綜合以上的分析，由本研究架構形成的結構模式在適配度相當理想，也驗證經驗學習

對工作競爭力具有顯著因果關係，假設二獲得支持。

（二）經驗學習對工作競爭力之預測精確性為 .76，解釋力高

經驗學習預測工作競爭力之迴歸係數為 .��，預測精確性為 .��，其中只有 .�� 無法預

測到，解釋力相當高。假設三：大學校院行政人員的經驗學習對工作競爭力有顯著影響

力，也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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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結構模式圖

四、綜合討論

依據本研究結果，男性行政人員在工作上比較能學習參與、研習提升，並且進行工

作上的精進改善，整體觀之，較具有主動性，似乎符合社會上對男性的角色期待，一般

而言，女性的工作角色期待，大都以穩定同時兼顧家庭為優先，因此在經驗學習的各層

面上，男性的表現幾乎都優於女性。依據文獻探討，經驗學習的場域植基於生活世界，學

習源自經驗，而且是賦予生命經驗意義，行政人員在成長經驗中，因為角色期待的性別差

異，造成不同的生命經驗意義，而這種性別差異在某種程度上壓抑了女性的成就動機，是

相當值得我們重視的。

此外，擔任主管職務者也是較能進行精進改善，因為職位階層的關係，所看到的工作

視野也不同，而且經驗學習的最終目的在適應環境，尤其行政主管在職場中務必要接受較

多挑戰，要幫屬下解決工作問題，作好上級及屬下的喬接工作，所以在經驗與學習的動態

過程中，工作提升與精進改善方面，也能表現較好。

具有研究所學歷者也在精進改善方面，表現優於大學學歷者，但研究所學歷者在遷

移轉化的表現，也優於大學學歷及高中職學歷，在學校的學習與經驗，雖然不直接影響工

作職場，但如同前述，生活世界的經驗對個人的生命意義不同，尤其學歷也是要藉由學校

學習過程才能完成，更上層樓的學校經驗，顯然對行政人員的職場學習及運用，也造成影

響。

在研習提升方面的表現，�� 歲 ~�0 歲，年資在 ��~�0 年者，優於 �0 歲以下者，以及

年資 � 年以下者，已婚者也優於未婚者，年資較高者，因為工作經驗的熟稔度，研習後，

也能運用在工作提升方面；但年齡太高，如 �� 歲以上，或年資 �� 年以上，即使有較多充

分時間，在研習提升，未必表現較好。除了工作場的做中學，研習提升必需另外參與，不

同年齡階段的人員，有不同的人生任務與歷鍊，要為家庭婚姻，或為仕途升遷，或為退休

作準備等，經過生命意義與經驗的互動，在研習提升也呈現不同的表現結果。

在整體工作競爭力，以及工作知能、快速回應及團隊合作等層面，依舊是男性的表

現比女性好，究其原因與前述相同，社會文化及角色期待，不僅影響個人如何看待自我能

力，也影響個人表現於工作與學習各方面；而擔任主管職務者也在各層面表現比未擔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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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職務者好，這應該可視為是互為因果，因為表現較好，所以才能晉升到主管職務，而主

管職務的責任，也趨使個人必須更加努力，而這也呼應前述生活經驗對個人的生命意義不

同之內涵。

在年齡及年資方面，年齡愈長及年資愈長，也有表現愈好的趨勢，尤其工作知能，經

由工作學習以及經驗的累積，實力愈來愈豐厚，在服務支援方面，也因為業務流程及工作

法令規章的熟悉，所以表現能夠也較好，倒是在快速回應上，因為大學行政工作，雖然面

對社會環境的變化，必須有所改革，但畢竟大學封閉系統長久以來的影響，所以在快速回

應上，不見得年資較長就表現較好，但年齡 �� 歲 ~�0 歲者，也許因為工作歷鍊較多，較

之 �0 歲以下之社會新手，在快速回應表現仍是較好；此外，具有研究所學歷者，在快速

回應的表現，也比大學學歷者較好。

在工作競爭力表現方面，已婚者的表現仍舊比未婚者好，除了前述的家庭責任因素

外，應該也與年齡有關，因為大部分已婚者年紀較大，對照前述關於年齡的分析，也有某

種程度上符合；而學術單位的行政人員，面對教師機會較多，一般而言，對老師服務的態

度會比對學生更尊重一些，所以學術單位行政人員在服務支援的表現，依據研究結果是優

於行政單位，在整體工作競爭力方面，亦相同。

此外，在團隊合作方面，私立學校的表現比公立學校好，也許可以歸諸於公、私立大

學校院工作生態環境，仍有些許不同；而在團隊合作的表現，中區學校的表現，不如北區

及南區學校的表現，而在整體工作競爭力方面，則是北區學校優於中區學校的表現。

不同變項的行政人員在工作競爭力之表現，和經驗學習的表現，其相關性有相關之脈

絡可循，最後本研究再以結構方程模式進行 SEM 的分析檢驗，以驗證假設。

SEM 結構方程模式的分析檢驗，大學校院行政人員的經驗學習影響工作競爭力之直

接效果為 .��，影響效果值相當高，而且達到顯著，所以行政人員的經驗學習，對其工作

競爭力具有很大的影響。而其效果模式中，因素負荷量以快速回應值 .��，影響最大，可

見行政人員在經驗學習的加強與提升，對於個人在工作上遭遇困難或問題，加速其面對回

應並進行處理，能獲得改善最多，而同樣在服務支援品質與效率提升，以及在工作知能方

面的增長，也獲得改善，經驗學習對工作競爭力確實有所幫助與提升，符合本研究建構的

模式。

本研究之內涵及模式之建構，以大學教育環境之發展與變化為社會背景，而行政體系

中的行政人員則為學校投入的因素之一，人員在行政過程中，面對環境變化，工作必須與

時俱進，隨時調整與發展，無論是過去所習得的經驗，或是在工作上獲得的經驗，均能以

實作方式進行學習，而且透過經驗的重組與改變，達到工作知能的增長，有效提升競爭能

力，希望依據本研究建構的工作競爭力模式，提升行政人員工作競爭力，進而有助學校之

發展。

本研究模式關於行政人員工作競爭力，提出有效的分析路徑，可提供大學校院行政體

系發展之重要參考，也可提供大學校院主管及人事單位對於行政人員之管理與評鑑有新的

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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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大學校院行政人員的經驗學習與工作競爭力表現在中等以上

大學校院行政人員在各變項層面之實際表現均達到中高程度，而其中經驗學習以「學

習參與」的表現最好，工作競爭力則以「團隊合作」的表現最好。

（二）不同變項的大學校院行政人員，在經驗學習與工作競爭力具有以下差異

�. 男性、擔任主管職務的大學校院行政人員，在經驗學習的表現較好

�.  男性、年齡較高、已婚、服務年資愈長、學術單位、擔任主管職務的大學校院行政

人員，在工作競爭力表現較好

（三）大學校院行政人員的經驗學習對工作競爭力具有影響力，而且正向相關

經驗學習影響大學校院行政人員的工作競爭力相當大，個人在工作上較能從事學習參

與、參與研習提升知能，並進行工作上的遷移轉化和精進改善，在工作競爭力方面，對工

作知能、服務支援、快速回應與團隊合作等，都有正面的影響。

此外，本研究之結構模式在適配度評鑑項目、理想評鑑結果，及評鑑其整體適配標準

時，均相當理想，具有良好的適配度。

二、建議

歸納本研究結果得知，行政人員在工作中不斷的參與學習，在工作上力求精進與改

善，是提升工作競爭力的重要因素，在工作上的遷移轉化、參加研習以提升工作能力等，

均會強化行政人員的工作競爭力，本研究除了針對研究調查結果，分別對大學行政人員以

及大學校院提出具體建議，也對大學行政人員之績效考核制度提出開創性之建言：

（一）對行政人員的建議

�. 年輕、資淺、低階人員，要多利用各種工作場合，加強經驗學習

職場上的經驗學習與資歷有很大的關聯，所以在本研究中，年輕、資淺、低階人員相

對之下較需加強，但除了客觀因素外，個人主觀的學習態度及意願，可讓行政人員獲得較

多學習，例如在工作中，或是在非正式場合，以積極主動的態度，隨時進行與他人經驗交

換及心得分享，或者在工作中多向資深及高階主管人員觀察與學習、多加請益，則可以突

破年資及位階的限制，並在學習中成長，提升個人競爭力。

�. 女性要突破傳統性別角色的限制，積極表現工作

在本研究中，女性的表現也沒有男性好，在傳統觀念中，一般都認為女性很適合公職

穩定的工作環境，讓女性更有心力兼顧家庭，而這樣的角色期待，不僅影響女性的就業選

擇，（在本研究中女性行政人員為男性的兩倍），也讓女性行政人員循著社會角色期待，在

工作崗位非常「安分守己」，表現大多不如男性，所以本研究呼籲女性不要被框限在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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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尊女卑的觀念，或是家庭是女性天職的束縛中，在工作上要勇於積極表現與提升，突破

現狀，並以成功女性為例證，作為學習楷模，積極參與研習或進修，有助個人發展及競爭

力的提升。

�. 加強快速回應能力，以提升工作競爭力

依據本研究調查，大學校院行政人員具有豐富的工作知能及高度的團隊合作精神，但

相對之下，快速回應能力則較為不足，為了因應社會多元化，校園開放予社會大眾，行政

人員必須掌握相關訊息及資源，才能加速回應能力，並且要隨時掌握學校最近訊息動態，

以及學校近期舉辦之重要活動等訊息，掌握工作上的各種資源，才能在緊急狀況迅速取得

支援。

（二）對大學校院的建議

除了對行政人員的建議，依據 Bandura 的行為、個人、環境交互作用的模式，大學機

構環境是影響行政人員的重要因素，所以本研究要建議大學校院提供行政人員可以追求發

展的環境，並且型塑積極的行政文化。

�. 增進行政人員經驗學習的機會

依本研究結果，職場經驗學習確實影響行政人員的工作競爭力，所以學校應增進行政

人員經驗學習的機會，鼓勵單位主管及資深人員經驗分享，並辦理單位觀摩及學習，在本

研究中，學術單位在精進改善、服務支援、工作競爭力等方面顯著高於行政單位，可讓學

術單位與行政單位進行互相觀摩與學習，提升改善。

�. 多舉辦實質效益的研習課程

研習提升為本研究經驗學習變項中相對較低的分層面，建議學校要為女性、年輕、資

淺、低階之行政人員舉辦工作知能研習，提升行政人員工作知能，並辦理行政電腦化相關

研習課程，提升其工作效率。

�. 加強行政人員學習參與，提升快速回應能力

快速回應也是工作競爭力變項中相對較低的分層面，學校要讓行政人員充分瞭解各項

重大政策、法令規章，以及學校中、長期計畫，定期公布學校重要會議決議，以及學校重

大活動訊息等，讓行政人員有學習及參與的機會，才能緊急應變或迅速取得資源與支援，

提升快速回應能力，也提升行政人員個人的整體工作競爭力，尤其快速回應能力在結構模

式中，是最具影響力的分層面。

�. 改善大學校園環境，重視行政體系專業

大學因為負有學術研究之社會責任，校園環境傾向重學術輕行政，職員常常只是配

角，除了一級行政單位主管，均由校長任命教師學者兼任，甚至二級主管也常由教師擔

任，職員缺乏主體地位，也減少升遷機會，故逐漸流於只安於現狀。依據本文研究，大學

校院競爭力之提升，亟需行政人員作為教師之後盾，才能讓教師教學與研究無後顧之憂，

所以本文極力建議大學校院應該重視行政專業體系，除非學術研究及交流之必需，否則主

管職缺應開放給職員升遷，重視行政專業，如是才能激勵職員加強學習，並在工作上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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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與改善，而且也願意站在第一線為學校打拼，讓教師更能安於教學與研究。

（三）對大學行政人員績效考核與人事制度之建議

行政人員以工作經驗為基礎，在職場環境中做中學，並參與研習之後，是否運用於工

作上，是否進行精進與改善，學校並未進行相關之考核評鑑，所以即使目前規定職員應有

最少學習時數，但幾乎流於形式，因此本研究建議以下之改進方向：

�. 績效考核之前置作業—行政人員的自我檢視

因為忙碌與重覆的工作，行政人員常陷於盲點而不自知，有時並非不願改進或提升，

而是缺少自我審視之機會，因此建議人事單位可參考運用本研究經驗學習量表，讓行政人

員每年進行自行檢視。行政人員自我檢視是否從職場獲得經驗與啟示，或主動參與學習及

研習，以及與同仁經驗交流；也檢視是否將各種經驗轉化運用在工作上，工作效率是否提

升，是否能做不同的思考等，透過量表內容測試，不僅可作為經驗學習結果的評鑑，行政

人員也會加強職場上經驗學習的意識，對積極的工作態度有很大的促進作用，而且也可以

作為績效考核之前置作業。

�. 考評與升遷之重要項—行政人員的工作競爭力表現

目前各校雖設有考績制度，但幾乎均流於形式，因此積極任事、勇於改革，與安於現

狀、無所長進，無甚差別；而在升遷方面，年資則多佔有重要積分比例，部分有能力之年

輕、資淺人員，常喪失晉升之機會。學校升遷機會本就不多，若績效考核無法落實，人事

升遷也無法唯才是用，則行政人員工作士氣難以提升，更遑論競爭力。

行政人員應用上述之經驗學習量表，先行自我審視，作為個人加強與改進的方向，此

為績效考評前置作業，繼之，人事單位循本文工作競爭力量表之脈絡，從工作知能、服務

支援、快速回應及團隊合作等，擬定具體項目，將工作競爭力作為績效考核，以及職位升

遷之重要項目，以自我及他人等兩階段的檢視與考評，作為人事制度之重要依據，不僅唯

才是用，提升人力水準，激勵年輕、資淺、低階的行政人員；而且凝聚對外，就是學校競

爭力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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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障礙教材教法案例發展之協同行動研究

The Study of Developing a Learning Disability Case for a Material 
and Instruction Course: A Collaborative Action Research Approach

（收件日期 �� 年 � 月 �� 日；修改日期 �� 年 � 月 �� 日；接受日期 �� 年 � 月 �� 日）

摘  要

本研究之目的為發展一個學習障礙案例作為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的身心障礙教材教法課

程使用。為達此目的，本研究採計劃、行動、觀察與省思、修正、再行動等一再循環的協

同行動研究法來探究整個發展案例的過程。

首先，研究者確定案例來源，接著就根據相關文獻發展第一版的案例，再來則依據多

位案例發展專家以及特殊教育教材教法與學習障礙專家的建議，多次修改案例的結構與內

容，最後再根據四位參與本研究的職前教師試用建議發展出最後一個版本的案例。

研究者進一步綜合所有研究參與者的看法，從多元的觀點，提出案例教學在此特教師

資培訓課程的優點與限制，以作為後續研究之參考。

關鍵詞：案例、學習障礙、師資培育、教材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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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develop a learning disability case for a material and 

instruction course at a special education preparation program. The study followed the action 

research cycles (planning, doing, systematic observation and reflection, revising action, doing) to 

develop the case study.

First of all, the researchers chose one student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as the case, and then 

wrote up the first version of case study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literature review. Second, the 

researchers got five experts’ opinion to revise the case study. At the end, the researchers gave 

the case study to the participating teachers, and revised the case study again according to their 

suggestion.

Furthermore, this study concluded some advantage and limitation to use the case study from 

all the research participants.

Key words:  Case Study, Learning Disability, Teacher Preparation, Teaching Material and 

I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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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 年「師資培育法」公佈施實後開啟了師資培育管道多元化的新紀元。然而，新

政策的實施卻也引發了師資素質良莠不齊的問題，國內知名的「教育研究月刊」更以「師

範教育何去何從」為主題，探討相關議題。其中，由蘇育秀與梁佳玲 (�00�a、�00�b) 訪

談師範大學校長康自立、戴嘉南，以及學者張春興等人亦直指師培單位對師資素質問題的

擔憂與師培單位運作機制的見解。黃源河 (�00�) 根據美國師範教育的演變更指出臺灣應

著重在實務教學的專業化，以提昇教師素質。事實上，從古至今培育優良的師資一直是師

培單位的目標，即使政策變了，此一終極目標仍不變，只是培育的方式需要有所調整，不

應只在於知識的傳授，更應結合實務等教學方式，以因應多元的教學現場。

特殊教育的師資培育也有著相同的目標。研究者在教授特殊教育系大三的身心障礙教

材教法課程時發現，修課學生在後來的實習課程大多無法應用所學，而初任教師也有同樣

的困擾。因此研究者認為有必要調整傳統講授式的授課方式，以實際案例討論的方式來引

導職前教師作實務的演練，另一方面也藉此讓授課教師了解並釐清他們對各教學策略的誤

解及迷思。由於國內並無正式出版身心障礙教材教法的案例與設計範本可供使用，因此有

必要更進一步探討如何發展案例內容。

二、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學習障礙教學案例的發展為二位研究者的共同興趣，因此本研究之目的主要是發展一

個可供教材教法課程使用的學障案例。根據此研究目的，本研究之研究問題如下：

（一）如何發展學障案例？

（二）研究參與者對此案例試用評估後的看法為何？

貳、文獻探討

一、教學理論與實務的落差

王千倖 (����)、Elksnin (����)、高熏芳 (�00�)、周水珍 (�00�)、陳憶芬、張克章與吳

壽山 (�00�)、陳憶芬 (�00�)、周淑卿 (�00�) 指出傳統師資培育教學方式偏重理論分析與講

授式教學，導致職前教師缺乏實際教學經驗而無法將所學有效應用於教學現場。因此有必

要加強職前教師的實務經驗，以縮短理論與實務的差距，並減少成為初任教師時的挫折

感。以特殊教育系的身心障礙類教材教法的課程為例，傳統講授方式容易造成師培生僅

「聽懂」上課內容，在紙筆測驗時，亦表現不錯的成績，但進行實際教學時，卻無法善用

所學過的教學理論或教材教法。如此結果反應出「知道教材教法」和「真正運用教材教法

於教學中」兩者間有著相當大的落差。因此，有必要進一步探究較有效的授課方式以培育

專業特教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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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例教學法的應用

根據文獻指出，案例教學法 (case-based Instruction) 為理論與實務的橋樑。所謂案例

教學法是指在教學過程中，以真實班級生活情境或事件為題材發展成案例，並運用案例討

論方式來進行教學。Shulman (����) 指出，案例教學法在師資培育上的應用相當重要，在

呈現案例的同時即引導職前教師以「自己已經是個老師」的方式來看問題、分析問題，

進而學習如何進行教學、如何解決問題，因此，職前教師會更加的投入與用心學習，也會

得到更多的啟發。此教學法除了能有效訓練職前教師在學習課程中使用真實情境、案例

等方式來練習理論，同時，師資培育者亦可透過相關活動來教導學生問題解決、做決定

等技巧，是一種可增加理論結合實務的一種教學方式。張民杰 (�00�) 指出案例教學法自

���0 年哈佛法學院提倡至今已 ��� 年，並從 ���� 年開始受到師資培育的重視；美國卡內

基更於 ���� 年成立教學專業專案小組，認為案例教學法可闡述出許多教學的問題，更應

該廣泛發展在師資培育課程上。Elksnin (����)、劉炳輝 (�00�)、陳憶芬、張克章與吳壽山

(�00�) 亦指出案例教學法優點為增進理論與實務結合、強調反省與價值澄清、提供思考的

激盪、訓練學生相關能力發展、增加師生彼此間溝通與同儕間合作能力，並能提供真實切

題的經驗。

三、案例教學法的實證研究

在實證研究方面，國外有不少的學者如 Shulman (����)、Wassermann (����) 等知名

學者提出很多案例教學法在普通教育領域上的應用。許嘉予、陳麗圓 (�00�) 整理相關文

獻後指出，國內王千倖 (����)、簡紅珠 (����)、張民杰 (�00�)、高薰芳與蔡宜君 (�00�)、

吳青樺與高熏芳 (�00�)、林子雯 (�00�)、卓亦甄 (�00�)、陳憶芬 (�00�)、林純華 (�00�)

等人將案例教學法應用於師資培育機構。其中，張民杰 (�00�)、高熏芳 (�00�)、林純華

(�00�) 更著手進行撰寫案例。整體而 言國內學者撰寫案例內容與研究主題領域包含普通

教育之教學行政課程、班級經營、戲劇課程、幼保等方面。

至於案例教學法在特殊教育領域上的應用，國外有 Elksnin (����)、McNaughton、

Hall 與 Maccini (�00�)、Pindiprolu、Peterson 與 Rule (�00�)、Baker (�00�)、Butler、Lee 與

Tippins (�00�) 等多位學者進行相關實證研究，內容包含案例教學法使用心得調查、特殊

教育師資培育課程、應用於應用行為分析、多元文化、發展特教專業知能等。而國內部份

目前仍少見相關實證研究報告正式出版，因此有必要進一步探討如何將案例教學法應用於

身心障礙領域。

四、案例的來源與發展

案例教學法的應用首先需要撰寫品質優良的案例，其優劣影響整體案例教學法成效。

一個好的案例需要考量多層面，包含敘述方式、人物的真實性、是否貼切課程與教學需

求、是否能觸動情感等。案例的來源包括坊間已出版的現成案例、在職教師從經驗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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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案例、師資培育者從教學經驗中以及從報章雜誌內容來發展案例 (McNaughton, Hall,  

Maccini, �00�)。案例內容不一定需要是最真實的狀況，但至少必須是可令人信服的情況。

至於案例撰寫部分，Elksnin(����) 整理多位國外學者意見後，提出撰寫案例前應該先

行思考案例內容的主要想法、故事主軸、案例特徵、背景知識、如何處理主要的問題或困

境等問題，並建議寫案例應該包含介紹部分、報導的標題、相關文件說明、補充部分、評

估部分，最多可長至二十頁。總之，案例的內容至少應包含概述案例、目標、背景、相關

資料、研究問題、整體描述及整體呈現方式。這些內容實應根據教學目的來加以發展，以

達到師資培育的目的。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為達到發展學障教材教法案例的目的，本研究採行動研究的方式，以反省、計畫、行

動、監控、修正等不斷循環方式完成案例的發展。

二、研究場域及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以第二位研究者所教授的特教系三年級「身心障礙教材教法」課程為發展場

域。此課程主要包括前面幾週身心障礙理論與教學的複習與探討 ( 例如學障學生的身心特

質、安置地點、主要課程、各種教材教法等 )，接著在第十三週與第十四週試用所發展出

的案例，並根據四位提供試用修改意見的職前教師之看法修改案例內容。

三、研究程序

本研究實施的流程包括一開始的準備工作，主要是相關文獻資料的整理與分析、案例

來源的確認、研究事項的安排處理、以及擬訂行動計畫、編輯各個訪談大綱及觀察表等研

究工具。接著即著手進行第一個版本案例的發展，並行動研究的方式修改案例，形成最後

的版本。

四、資料蒐集與研究工具

本研究資料蒐集方式包含撰寫研究日誌、請專家檢核案例內容、訪談、觀察、及相關

文件蒐集等，一一說明如下：

（一）撰寫研究日誌

每次研究行動後記錄當次活動內容，包含日期、活動主題、內容摘要、反省思考、備

註等。其中，活動主題包含所有活動事項，如研究過程中的自我省思、發展案例、各項訪

談筆記、觀察筆記、應用職前教師發展之教材教法使用心得等，內容摘要則詳實明確地紀

錄活動內容及事項、反省思考部分則是研究者針對活動過程中所有的想法及思考釐清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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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備註上說明決議事項或下一步的行動。

（二）專家案例檢核

本研究自編「案例評鑑檢核表」以取得專家對案例內容的看法，作為修改案例內容的

依據。案例評鑑檢核表除了說明外，分成三個主要向度共 �� 個子題，三個向度為格式完

整度（如是否有標題、是否有副標題、是否有主要概念…等）、案例品質（如問題具有討

論意義、案例有足夠的討論空間、案例的情況是實際的…等）、以及其他建議事項。每一

子題都以勾選是、否，以及開放性的建議欄呈現。

（三）訪談

本研究訪談之資料蒐集，大部分是透過採一對一方式訪談來蒐集相關文件資料，訪談

對象包括案例發展專家，以及其他研究參與者。所有訪談內容皆全程錄音，以利謄寫成逐

字稿。訪談案例發展專家部分，是將第一版的案例內容以開放式問答的方式請教國內二位

案例發展專家，並根據他們的意見修改內容。至於四位職前教師則分別在二次的課堂案例

討論後以根據自編的訪談大綱進行訪談，第一次的訪談內容主要是瞭解案例資訊內容是否

足夠作為討論，以作為補充內容的依據；第二次的訪談內容則是確認補充資料補足完整案

例資訊，以及職前教師對於該案例需求的瞭解程度。此外亦於期末進行訪談以瞭解他們對

案例試用整體的心得。每次每人的訪談 �0 到 �0 分鐘不等。另外，二位研究者間的對談與

討論內容也轉錄成逐字稿，作為多元資料來源的三角驗證。

（四）案例討論觀察與記錄

研究者參與四位職前教師們的案例討論，僅作觀察不發表任何意見及看法，主要是

透過直接觀察的方式，瞭解所提供的案例內容從他們的角度來看是否夠清楚、資訊是否足

夠、文字敘述是否誤導他們討論的重點、是否很快能抓到案例中主要問題概念重點…等。

（五）相關文件蒐集

本研究蒐集職前教師課堂省思筆記、期末省思心得等文件以瞭解他們參與試用案例的

看法，以及改善意見。

五、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之資料以質性的文字資料為主，因此研究者主要以持續比較法分析資料，案例

發展的過程依事件發生時間序加以一一陳述，並以圖表示意，而參與者的看法則以綜合列

點的方式加以說明。以下一一說明。

（一） 整理訪談錄音資料：本研究所有訪談內容皆進行錄音，再謄成逐字稿。對於有遺

漏及疑問的地方則再次當面請問受訪者，以避免偏見與誤差之發生。

（二） 資料文件編碼：需編碼之資料包括研究日誌、訪談逐字稿、課堂省思筆記、案例

討論行為觀察表，為了方便管理及引用資料，研究者將所有資料依據資料來源、

研究參與者、日期編上代碼，職前教師以 s� 到 s� 加以編碼，共有 s�、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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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四位，而在職教師的代碼為 R，師資培育者代碼為 T，並將受訪或填答內容

的日期以數字做編碼。如 �0 月 � 日，訪談第一位職前教師逐字稿，以「�00� 訪

s�」，代表職前教師 � 在 �0 月 � 日接受訪談後所騰出的逐字稿。

（三） 內容分析與編碼：研究者利用 Nvivo �.0 軟體將成效訪談逐字稿資料採持續比較

法加以分析，先依照訪談大綱的題項一一逐句閱讀資料內容，先將字句作有意義

的斷句，並將之以概念性的意義作編碼 (code)，接著依據編碼內容歸納分類，再

加以命名成一更高概念架構的類別。

（四） 引用資料來源、格式：在探討研究結果時，為了註明資料來源出處，研究者以

「文件，段落」的格式代表引自該份文件的第幾段。例如：（��0� 訪 T，�-�）代

表 ��.0� 訪談師資培育教師逐字稿（第三段～第五段）。

六、研究的信實度

本研究歷時一年完成，蒐集豐富的資料作為厚實敘寫的依據。以下分別針對本研究信

實度驗證方式說明如下：

（一）抽聽錄音部分、逐字稿、資料整理及審核者驗證

本研究請一位有質性研究經驗的在職教師隨機抽取錄音部分來進行與逐字稿的比對，

同時檢視資料整理是否依據錄音部分所進行分析，以增加本研究之可信性。針對本研究之

流程、設計、方法、架構與研究主體，皆在研究日誌中清楚紀錄研究者省思與調整過程和

決策的理由，以提供給審核者審核。

（二）參與者檢核

研究者將與職前教師訪談資料整理後，在訪談結束前藉著摘要訪談內容，請研究參與

者初步檢核資料的正確性，並在下一次訪談開始之前，再次檢核上次訪談資料的內容，以

確認資料整理是否符合研究參與者原始的意思。職前教師事後檢核此部分之訪談資料時，

大致上皆認為與其意見無太大差異，亦認同此份資料的正確性。

（三）三角驗證

本研究採用多元資料來源的方式作三角驗證以增加可信性，包括研究日誌、職前教師

案例討論行為觀察結果以及不同受訪者的內容、課堂省思筆記、期末心得等相關文件分析

資料來達到不同資料的彼此驗證。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研究者透過反省、計畫、行動、監控、修正等不斷循環的行動研究程序發展學障案

例。以下根據二個研究問題分別說明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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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障案例發展過程

圖 � 係依整個發展過程的行動時間序呈現，一一說明如下：

圖 �. 本研究案例發展過程示意圖

（一）選定案例發展對象

本研究選定第一位研究者班上的一名國小學習障礙學生，他已經過鑑輔會鑑定為語文

學習障礙者。被選為案例主要是因為該生具備典型的語文學障特質及問題，可作為職前教

師學習學障生學習相關議題的探討以及教材教法的基礎，符合課程目標。

（二）進行案例內容之構思與設計

由於國內特教方面並無特定案例蒐集的表格，亦無針對特教教材教法設計之案例可供

參考，因此，二位研究者依據文獻共同擬定案例基本格式，並依此格式收集相關學習檔案

後撰寫本研究案例草稿，內容包括案例背景、媽媽的觀點、資源班老師的努力、學生目前

學習表現、問題討論等，經多次的討論與修改後形成案例的第一版。

（三）專家檢核

�. 案例發展專家檢核

接著研究者透過電子信件、面對面訪問、電話聯繫等方式請教二位任教於大學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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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教育案例的專家之意見，並請教授閱讀後提供修改建議，所有意見整理如表 � 所示。

依行動策略修改案例，形成第二版本的案例。

表 1.  專家意見審核表及建議事項（一）

案例的結構部分的建議 行動策略

案例問題討論最好都放在案例後面 由於此案例使用分為兩階段實施，故問題

呈現仍分為兩階段。

案例內容部分的建議 行動策略

應從從教師的觀點、立場來描述，媽媽的

角色可刪除

為了突顯不同角色立場不同的問題，媽媽

的角色不刪除，但案例整體架構先描述案

例故事、「問題討論一」、「小豪目前學習表

現」、「問題討論二」來撰寫

標題缺乏創意和趣味性，可改為：「字寫不

出來，怎麼辦？」比較中性的問題，也不

要寫主題，甚至可以不要提學習障礙

標題改為：學不會，背不起來，怎麼辦？

如果案例太長可加副標題，缺乏副標題 增加副標題：親師溝通、普通班老師與資

源班老師溝通、學習障礙教材教法

如果是給師資生看的，以媽媽為角色的問

題可刪除。可增加一些對學習障礙認知的

問題

由於家長與教師間的立場衝突亦是本案例

的討論重點之一，故不刪除

�. 特殊教育專家檢核

接著研究者以修改好的第二版案例面對面請教特殊教育學系具有身障教材教法專長

的教授。研究者首先說明曾經詢問過兩位專家意見，亦說明此份案例之用途，再請教授閱

讀後而提供修改建議。其建議包括在案例結構部分補充說明案例主題、來源、資料收集時

間、案例觀察者（撰寫者背景）、案例基本資料，並建議將案例標題改為「以第一人稱來

描述」。研究者依其意見將案例修改成第三版。

研究者將修改後的第三版案例及相關資料、以及「案例評鑑檢核表」郵寄二位學障類

的專家學者，請他們提供檢核以及修改建議。結果整理如下表 �。

研究者依據專家審核指標所蒐集之意見，將標題改回以學生的立場出發，標題為「誰

把我的聰明藏起來了？」，期望能透過標題趣味化來說明學習障礙者並非因為智力因素

而表現不佳，同時亦新增案例主題：「親師溝通、普通班老師與資源班老師溝通、學習障

礙教材教法」。案例內容部分是以「案例背景」、「案例故事」、「問題與討論一」、「學習需

求」、「問題與討論二」來呈現。其中，在案例故事的部分，增加對話框來說明案例母親的

一些觀點，使整體案例故事內容能更活潑、更具吸引力。

為了使案例能更清楚地傳達學生現況能力及學習情形，特地在學習需求方面說明案例

個案目前語文程度、施測結果，同時附上平時校內學習單來舉例說明。此外，學習需求中

亦指出資源班老師曾經使用過的教學策略以及目前個案遭受的學習困難。綜合上述專家意

見修改成第四版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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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專家意見審核表及建議事項（二）

案例的結構部分 解決策略

附上的資料並不完整，需附上案例的相

關資料，應連同案例一起附上，否則不

清楚案例的現階段程度，則無法瞭解此

研究之真正目的為何

補充資料並致電向教授說明

案例內容部分 解決策略

請針對案例內文鉛筆標示部分做小部分

的語句修改

已經依照教授的標示做修正

問題討論一的部分，建議應增列「你該

如何與資源班教師合作？」

依據教授建議，補上「你該如何與資源班教

師合作？」、「如果你是小豪的普通班老師，

發現小豪的識字量越來越少，功課越寫越晚，

越來越沒有興趣完成作業，你該如何改善小

豪的行為？」

問題討論二的部分，建議增列「如果你

是小豪的普通班老師，發現小豪的識字

量越來越少，功課越寫越晚，越來越沒

有興趣完成作業，你該如何改善小豪的

行為？」

後來二位研究者多次討論後，決定將對話框內容文字改成案例母親的教育理念。在學

習需求方面，除了先前使用過的教學策略外，更增加使用教學策略後的教學成效，使職前

教師對於案例個案現階段能力能更為瞭解。如此形成案例第五版。

（四）參與本研究之職前教師試用

為了從讀者的觀點來瞭解案例的適用情形，並作為修改的依據，研究者將第五版的

案例分別提供給四位參與本研究之職前教師作課前閱讀，他們一週後亦於課堂上作共同討

論。第一次由職前教師在課堂中討論此案例第一部份的問題（學障教學之相關問題），並

於課後的訪談中向研究者提出對此案例資料不清楚或需要補充的內容；隔週第二次則由職

前教師在課堂中討論此案例第二部份的問題（學障教材教法），並再次於課後訪談向研究

者提出對此案例資料不清楚或需要補充的內容。

我覺得可以再補充的部分為小豪平常上課的作業本或練習單（蒐集學生錯誤類

型）、老師平常上課的教材教法（想知道什麼教學法有成效，我們未來報告的方

向可以朝哪方面進行等）、學生喜愛的休閒活動與增強物（可以把教學與遊戲融

合）以及學生學習上的情緒。（���� 省 s�，�）

其他三位的訪談也大致有相似的建議。因此，研究者除了向職前教師作口頭補充說明

之外，並再次提供相關學習單，使能作為設計教材教法之參考依據。修改後形成最後一個

版本的案例。

整體而言，本研究發展案例的過程大致與蔡宜君 (�000) 相似，但是案例的主題不同，

因此細步的發展方式及策略等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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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參與者對此案例試用評估後的看法

本研究於最後版本的案例完成後，訪談四位職前教師對試用案例後整體的看法與建

議，並加上研究日誌及二位研究者的對談記錄等多元的資料加以驗證，茲從優點與缺點二

方面加以分析討論。

（一）優點

�. 增進理論與實務的結合

四位職前教師表示，因為實際操作將理論運用在實例上，除了能更加深印象，亦可印

證自己對於理論的理解程度，加上不斷的與師培教師對話及互動下，職前教師因真正思考

及運用，才能更熟悉理論的運用方式及釐清疑惑概念。

在大三以前，雖然也有在相關課程學到相關的教學法，但卻都沒有這學期來的紮

實；在這學期中，雖然老師上得很快，但因為有藉由許多課後的案例練習，讓我

能在課後一邊寫課堂筆記時再一次將所學的教學法想過一遍，不再是像以前聽過

就忘記，等到需要用到時，才在腦海中拼拼湊湊零碎的片段。我想經由這學期的

磨鍊，我對自己也能有所交代，不再只是虛度大學生活。（0��� 省 s�，�）

課文介紹裡面的段落大意，是那個鷹架語文教學，然後生字教學，我們用到的是

字族，然後還有說文解字，…我覺得就是聽了很多的理論，但是就是在我們做的

裡面有實際做到的，像什麼鷹架那些，然後我都覺得自己有學到，而且覺得這已

經是融會貫通，又有學到這是在幹什麼，又可以實際運用在一個方法上面。（0��0

訪 s�，��~��）

此外，站在師資培育者的立場，亦認為能看到學生將理論與實務作結合，令人感到有

成就感。

我會覺得說，這樣我也很有成就感，因為我把你教會了，而且你是真的會。而且

我看你用出來的教法，我會覺得說：不錯，你有真正學到東西，你有真的學起

來。（0��� 訪 T，��~��）

�. 促進對教學實務工作的認識

職前教師表示教學實務現場比想像中的困難，亦認為教學現場有許多不可測的因素，

如家長、行政人員或普通班老師態度等，導致彼此間有時無法配合與提供協助，而師資培

育者亦提到相同的看法。

我喜歡案例討論，這樣會讓教材教法課顯得較有目標與重心，而非單憑想像自行

捏造個案資料，還不確定是不是符合該障礙類別可能出現的情形與程度。此外，

我們對於障礙類別的認識更進一步，也見識到真實教育職場可能遇到的問題。

(0�0� 省 s�，��)

很明顯的效果就是看到他們對於實務工作才會恍然大悟，說：原來教書不只是教書

而已，還牽涉到跟家長聯繫，跟其他老師之間溝通…我才知道，原來，連這些他們

都不知道。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可以確保他們對實務工作更深入的一些看法跟

瞭解，也可以幫助他們離釐清一些疑慮，或者是不清楚的地方。（0��� 訪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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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進與他人合作技巧及經驗

職前教師認為透過案例可增加彼此討論的機會，可增加自己與人合作的能力。

在大家討論的過程中，可以了解在不同角度解讀一件事會有不同的看法，在彼此

的分享中也可以看見針對同一件事，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處理方法，也學到溝通

合作的重要性。（���� 省 s�，�）

職前教師們認為透過案例學到溝通合作的重要性。而從小組團隊合作中產生小衝突的

機會，亦能讓職前教師思考未來面對真實的情境時有效的解決策略。

現在在做分組團隊工作時，就有許多的衝突，遇到這些衝突有時可以自己多做一

點工作就可以解決，但是未來到教學現場上，有時候並不是多做一點事就可以解

決的，還要面對缺乏特殊教育概念的家長及普通班老師，更會造成溝通上的一大

困難。（���� 訪 s�，�）

�. 增進問題分析與提出解決策略能力

研究者發現，在討論案例的過程中，職前教師能根據案例內容分析問題的關鍵點，並

且提出各種解決策略。

小豪有閱讀書寫障礙，現在小四，越來越跟不上普通班的進度。媽媽十分不能諒

解，總覺得小豪還不夠認真，對小豪要求十分嚴苛。普通班老師則重視大部分同

學，不願意花太多時間在小豪身上，有點放任的感覺。資源班老師則對媽媽與普

通班老師的態度十分頭痛，有許多想要運用在小豪身上的教學策略等，都因此而

有實行上的困難。（���� 省 s�，�）

其實個案的問題很明顯在於家長一意把教養的責任丟給老師，外加普通班老師的

態度讓個案感到懼怕進而退縮。（���� 訪 s�，�）

就是知道小豪…有怠惰的心情，所以可以跟家長講：「每天給他適量，但不要過

度的寫，這對他來說是好，這才是一件好事情」。（���� 觀 s�，��）

S�: 還是我們把他的學習檔案拿給普通班老師看，說他在資源班的學習檔案，然

後拿給普通班老師看，然後讓他知道他的狀況，就是他真的，書寫方面有問題

嘛！說他抄寫都有問題了，所以，你不可能再要求他完成跟小朋友一樣的東西。

S�：要不然就是一樣的進度，可是，是不同的方式讓他去做。（���� 觀，

���~���）

�. 職前教師展現主動學習的態度

研究者亦發現透過案例，職前教師的求學態度從以往的被動變成主動，主要是因為討

論案例時，常常主動發掘問題，因此上課時比較會提問，師生互動更好了。

（二）限制

�. 授課時間有限，影響案例討論的時間

研究者發現，課堂上的時間非常有限，而討論需要較多的時間。

你課堂上你要提供給學生案例，你要給他有時間可以討論阿！除了我要求他們課

前要各自瞭解案例的問題之外，你要在課堂當中要有時間給他們做彼此的討論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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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還有包括他們討論完之後，他們提出來的問題，還有我跟他們之間的互

動，這些都需要時間阿！（0��� 訪 T，�）

�. 案例資料呈現的形式應更多元

案例本身是平面敘述的文件，並非生動活潑的影音檔，因此，關於學習方面的資料應

提供更多元的形式，例如多媒體。

由於我們的案例是學障，光從書面資料所附件的檔案便要了解個案似乎是不夠的，

僅能得知個案於書寫、閱讀、理解上有困難，可是從少許的學習單很難判斷學生

學習的起始能力，很容易字面上的理解與實際情況有差距。（0�0� 省 s�，��）

上述本研究參與者對試用案例後的看法所提出的優點大致與陳麗圓、許嘉予 (�00�) 

所整理相關文獻的結果一致，但是限制方面則是在時間問題上一致，但是多媒體資料的部

份在文獻上卻未提及。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學障案例之發展過程

本研究以在職教師與師資培育者協同行動研究的方式發展一個學習障礙的案例，作為

身心障礙教材教法課程訓練之用。從選定案例、根據文獻設計第一版本案例內容，到最後

版本的案例，共經過了專家審核建議修改了四個版本，最後再經參與本研究的職前教師試

用意見修改成最後版本內容。

最後版本的案例內容包含 �. 標題與主題；�. 案例背景，用來說明案例基本資料及案

例的提供者；�. 案例故事，此部分可透過描述案例故事或呈現相關佐證資料（如學習單或

行為觀察記錄表等），讓讀者瞭解案例的相關行為或學習活動；�. 問題討論一，主要在引

導讀者思考學習相關問題；�. 學習需求，此部分可說明目前個案所遭遇的學習困難為何，

以及老師曾經使用哪些教學策略；�. 問題討論二，主要在引導讀者界定案例之學習需求並

提出有效教學策略。

（二）研究參與者對此案例試用評估後的看法

綜合所有研究參與者的看法，本研究發現案例能增進理論與實務的結合、促進對教學

實務工作的認識、增進與人合作技巧及經驗、增進問題分析與提出解決策略能力、職前教

師展現主動學習的態度等眾多優點。然而也有授課時間有限無法盡興討論以及應加上多媒

體形式呈現檔案資料等限制。

二、建議

（一）對於未來發展案例之建議

從本研究的結果可看出由師資培育者與在職教師合作發展案例確實是一個可行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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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未來也有必要加以推廣以發展更多案例。

（二）對於未來研究之建議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係運用行動研究方式來進行，研究者亦建議未來若能以實驗研究方

式將案例的運用作大量的實證研究，必定更能驗證案例的有效性。此外，亦可嘗試將案例

教學法應用擴展到其他不同課程，如理論基礎課程或各障礙類別課程，透過運用案例教學

法之實施，讓職前教師對於理論部分能更清楚。針對不同課程可設計不同內容或型式的案

例來因應課程需要，此必定能使案例內容更多元化，亦能使案例教學法有更豐富的形式及

內容。

三、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 限於研究的時間及資源有限，因此，本研究僅設計一個學習障礙案例，並僅針對

某大學特教系三年級修習「身心障礙教材教法」課程的職前教師進行案例試用，

而本研究結果所指之案例優點及限制則僅針對此一範圍作探討，至於其他障礙案

例或應用於其他不同課程的結果是否與本研究一致，則有待後續研究探討。

（二） 本行動研究依原本的行動計畫執行策略並根據所遇到的困難儘可解決，但是限於

時間及資源，有小部份困難 ( 例如單以案例書面資料來設計教材教法部份 ) 無法立

即解決，需待下一次的課程執行時再加以改善，因此僅將這些困難加以說明，以

作為後續研究之參考。

（三） 本研究之所設計之學障案例僅為資源班典型的識字、書寫障礙的學障類型。而學

習障礙類型又可分為許多類型，更多其他不同類型的障礙情形無法在此次研究中

一一呈現，至於是否因為案例障礙不同而產生不同研究結果，則待日後另一研究

進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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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銜評量在發展個別化轉銜計畫之應用探討

The Application of Transition Assessment on Developing an 
Individualized Transition Planning

（收件日期 �� 年 �� 月 �� 日；修改日期 �� 年 � 月 � 日；接受日期 �� 年 � 月 � 日）

摘  要

評量是轉銜的基石，本文首先說明轉銜評量之意義與功能，再呈現轉銜評量之內容

與實施、轉銜計畫之內容與擬定，接著聚焦於「高中職身心障礙者轉銜能力評量表」之編

製與內涵，最後討論「高中職身心障礙者轉銜能力評量表」在擬定個別化轉銜計畫上之應

用，包括了解個案之背景資料，施測「高中職身心障礙者轉銜能力評量表」、彙整「高中

職身心障礙者轉銜能力評量表」之施測結果於側面圖中、確認是否需要更進一步的評量、

統整分析個案之轉銜能力現況、擬定個別化轉銜計畫，以及實施個別化轉銜計畫並且評鑑

其成效七個步驟。

關鍵詞：個別化教育計畫、個別化轉銜計畫、轉銜評量

臺中教育大學學報：教育類
�0�0 年，��(�)，���-���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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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sessment is the foundation of transition. This article described the meaning and 

functions of transition assessment firstly. Then, the contents and administration of transition 

assessment, the contents and development of transition planning were presented. Next, the 

article focused on discussing the development and contents of a transition skills assessment 

instrument for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Finally,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transition assessment instrument on developing individualized transition planning was illustrated, 

including the following seven steps: (a) understanding th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f the case; 

(b) administering a Transition Skills Assessment instrument for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c) synthesizing assessment results into a profile; (d) identifying the need of 

advanced assessment; (e) analyzing transition skills of the case; (f) developing individualized 

transition planning; (g) implementing and evaluating individualized transition planning.

Key words: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 Individualized Transition Planning, Transition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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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是轉銜 (transition) 的基石，轉銜評量 (transition assessment) 是一連續過程，在這

過程中運用了生涯教育、職業評量與課程本位評量等之理念與實務。國內雖然陸續有學者

為文關切身心障礙者的生涯與轉銜，但是相關研究僅局限於個別學校的試驗性方案（林

幸台，周台傑、柯平順、陳靜江，����；陳靜江，����)。對於高中職身心障礙者而言，

在專業師資缺乏、組織運作不全，以及課程尚在修訂規畫之際，於發展個別化教育計畫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 IEP) 與個別化轉銜計畫 (individualized transition planning, 

ITP) 時，較缺乏有系統的轉銜評量反映學生的轉銜能力。而國內有關身心障礙者轉銜評

量的工具，以評量職業能力者居多；全面評量從中學階段轉銜至成人生活的評量工具較有

限，僅有「支持需求量表」（陳靜江、林幸台，�000）、「身心障礙者離校轉銜服務需求量

表」（陳麗如、王文科、林宏熾，�00�）兩項，前者適用於智能障礙學生，後者適用於身

心障礙學生；它們均評量學生的轉銜服務需求，而非轉銜能力。筆者認為需要直接評量身

心障礙學生的轉銜能力，如此才能確切了解他們的能力現況，設計符合其需求的轉銜計

畫。本文根據陳靜江、鈕文英 (�00�) 發展的「高中職身心障礙者轉銜能力評量表」（筆者

為此量表的編製者之一），探討如何應用它發展個別化轉銜計畫；以下先說明轉銜評量之

意義與功能，再呈現轉銜評量之內容與實施、轉銜計畫之內容與擬定，接著聚焦於高中職

身心障礙者轉銜能力評量表之編製與內涵，最後討論「高中職身心障礙者轉銜能力評量

表」在擬定個別化轉銜計畫上之應用。

壹、轉銜評量之意義與目的

在每個人生涯發展過程中，均會經歷不同階段或情境的「轉銜」。轉銜有「轉換」

和「銜接」的意思，意味「從一種狀態轉換並銜接到另一種狀態」，例如從國小到國中、

從國中到高中、從學校到成人生活，或是工作的轉換等。總之，從生涯發展的觀點，「轉

銜」係指人的一生中各階段在生活角色、形態及環境的轉換過程；在此轉換過程中，會

面臨許多議題，如從中學階段進入成年階段早期，會面臨生涯的選擇，決定要升學、就

業或接受職業訓練等。從學生轉銜到成人的角色是生活形態的最大轉變，Cronin 和 Patton 

(����) 表示：成人生活的指標包括身體／情緒健康、居家生活、休閒生活、個人責任與社

會關係、社區參與、職業／教育六大方面。由此可知特殊教育工作者須了解學生的轉銜能

力，以為其擬定 ITP；若能做詳盡的規畫與準備，則能減少學生在適應上的問題。

完整的轉銜計畫始於轉銜評量，綜合文獻 (Sax & Thoma, �00�; Sitlington, Neubert, 

Begun, Lombard, & Leconte, ����)，轉銜評量的目的包括：(�) 決定個人生涯發展之水準；

(�) 協助身心障礙者找出自己的興趣、喜好、優勢與能力，以決定適當的生涯目標；(�) 決

定在教育、職業與社區適當的安置，以呼應其離校後之生涯目標；(�) 促進學生之自我決

策能力；(�) 決定所需之輔助設施、支持及服務。由此可知：轉銜評量在轉銜計畫的發展

和實施過程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藉著轉銜評量分析個體的轉銜能力和需求，進而擬

定適切的 ITP，為身心障礙者之轉銜搭建「服務」的橋樑，使其能順利地轉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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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轉銜評量之內容與實施

一、轉銜評量之內容

美國 �00� 年修正公布之《身心障礙個體教育增進法案》（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Improvement Act of �00�，簡稱《IDEIA �00�》，即《�0� － ��� 公法》）指出：

「轉銜評量乃評量兒童訓練、教育、就業和獨立生活技能等方面的能力和需求。」而且

《IDEIA �00�》強調轉銜評量必須是適齡的。Miller、Lombard 和 Corbey（�00�）指出轉

銜評量是發展有效轉銜計畫的基礎，包括未來計畫、自我決定和自我倡儀（self-advocacy）

能力、生活技能、學業和行為技能，以及職業興趣、能力和性向的評量五個部分，如圖

�。其中未來計畫是評量個體在居家生活、社區參與、就業和職業訓練、休閒娛樂、中學

後教育和訓練上的需求和目標；而其他四個部分則主要為轉銜能力之評量，另加上職業興

趣和性向的評量。

圖 � 轉銜評量模式

修改自 Miller 等人 (�00�, p. �)。

二、轉銜評量之實施過程

在進行轉銜評量時，可以自我問答以下兩個問題：首先想要知道什麼以發展轉銜計

畫，例如要為學生進行就業輔導，欲了解擬就業職場的生態環境，以及學生職業方面的

能力；接著要從哪裡得到這些資料，以及得到這些資料的方法。綜合文獻 (Schalock & 

Jensen, ����; Sitlington et al., ����)，轉銜評量的內容包括身心障礙者及其重要他人的評

量，潛在環境或角色的評量，接著將二者配對，分析個體與環境的適配性和差異情形，最

後按照上述轉銜評量的結果，計畫個體的轉銜目標、需求和所需服務，如圖 �，其中括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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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數字是指評量的順序，詳細說明如下。

個體及其重要他人的評量 個體擬轉銜之潛在環境或角色的評量

＊了解個體的未來計畫 �.

＊了解重要他人（如家長）的想法與期待 �.

＊評量個體轉銜能力的現況和優弱勢 �.

＊分析個體擬轉銜的環境或角色 �.

＊ 了解個體擬轉銜環境中重要他人的想法

與期待 �.

配對分析

分析個體與擬轉銜之潛在環境或角色間

的適配性和差異情形 �.

擬定個別化轉銜計畫 �.

圖 �  轉銜評量的實施過程

（一）了解個體的的未來計畫

了解個體的未來計畫，由此反映個體的興趣、喜好、想法與期待，包括在高中（職）

畢業之後，考慮做些什麼？進入什麼樣的學校？做什麼樣的工作？期待過什麼樣的生活？

（二）了解重要他人的想法與期待

了解重要他人（如家長）對孩子角色、學習或生活環境轉銜之期待為何，希望獲得什

麼樣的服務或協助，例如孩子目前正在就讀高中（職），我們可以了解家長對孩子畢業之

後的想法與期待為何。 

（三）分析個體擬轉銜的環境或角色，及環境中重要他人的想法與期待

若個體擬升學，轉換安置形態、學校或班級，教師可以了解學生未來擬轉銜的學習

環境，包含哪些次級環境、設備、材料、人員、生活作息、課程、活動、要求和期待，存

在於環境中的助力與阻力，以及環境中重要他人的想法與期待等。若個體擬就業，教師可

以了解個體未來擬轉銜的就業環境之基本資料、工作環境、性質和條件，環境中的設備、

材料與人員，職場的作息，所需技能與行為，存在於環境中的助力與阻力，環境的可調整

性，以及環境中重要他人（例如雇主）的想法與期待等。若個體擬轉銜至不同的角色，如

兒女、學生、就業者、婚姻伴侶、父母或公民等，我們須了解一般人對這些角色之行為與

表現的期待，以及該角色可能的生活形態。

（四）評量個體轉銜能力的現況和優弱勢

在評量個體轉銜能力的現況和優弱勢方面，Clark 和 Patton (����) 認為轉銜能力包含

就業、進一步的教育／訓練、日常生活技能、休閒活動、社區參與、健康、自我決定、溝

通和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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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析個體與擬轉銜之潛在環境或角色間的適配性和差異情形

此步驟在分析個體目前能力與擬轉銜之潛在環境或角色要求間，是否適配或存在多大

的差異，若差異很大，則宜考慮是否須調整擬轉銜之環境或角色；若差異不大，則列出差

異的部分，之後進入下一步驟──擬定個別化轉銜計畫。

（六）擬定個別化轉銜計畫

 最後，彙整上述轉銜評量的資料，擬定個別化轉銜計畫。

三、轉銜評量之實施原則

在實施轉銜評量時，Clark 和 Patton (����) 提出以下八點須注意的原則：(�) 在評量計

畫和過程中包含學生和家庭在內；(�) 選擇可提供回答轉銜計畫關鍵問題的評量程序；(��)

轉銜評量須持續進行；(�) 使用多種形態和層次的評量工具；(�) 從效能和效率的角度計畫

評量的程序；(�) 組織評量資料以利於學生、家庭和學校人員的了解；(�) 安排某人負責獲

得評量許可，和協調各種轉銜評量的實施；(�) 發展和使用不僅考慮文化／語言殊異，甚

至更能增進文化／語言殊異者表現的轉銜評量取向。

其中在第四點「使用多種形態和多種層次的評量工具」上，Clark 和 Patton (����) 主

張讓學校、家長和學生參與轉銜評量，設計多種形態的工具。Thurlow 和 Elliott (����) 即

認為轉銜評量因學生之需求可分為三個層級：第一層級屬篩檢與資料收集階段，主要透過

訪談學生、家人、教師，以及彙整分析既有之檔案資料，初步評量學生所需之轉銜方向，

基本上可由認識該生的有關人員負責，許多學生可能只需此層級的資料即能設計 ITP。第

二層級則涉及較深入之需求評量，包括可能需進一步之職業諮商和／或其他心理、教育評

量，來了解其興趣、性向、特質與功能表現水準。除此，此層級還包括運用技能分析或

工作媒合等非正式評量工具，檢視學生與特定職業之適配性，以及能參與社區活動之程度

等。第三層級則為系統化且完整的轉銜評量過程，通常須運用正式評量工具，執行者也常

是訓練有素之轉銜評量人員，旨在界定須教導學生的轉銜能力，以及提供其所需的轉銜服

務。

參、轉銜計畫之內容與擬定

在個別化轉銜計畫方面，《IDEIA �00�》指出包含轉銜目標和轉銜服務兩方面如下：

轉銜目標是在確保所有的身心障礙兒童，能獲得符合其獨特需求，以及為其未來

進階教育、就業和獨立生活做準備的特殊教育和相關服務。…除此，還必須包括

能協助兒童達到上述目標的轉銜服務（涵蓋課程學習），並且每年更新。轉銜服

務是為身心障礙兒童安排的一組協調性活動，此活動是在結果導向的過程內設計

的，此過程必須聚焦在改善學業和功能性的成就，以促進兒童從學校轉銜到學校

後的活動，包括中學後的教育、職業教育、統合的就業（包含支持性就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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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和成人教育、成人服務、獨立生活或社區參與；它的發展須依據兒童的需求，

並且須考量其優勢、喜好和興趣。

我國《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 第 �� 條提出 IEP 之內容，其中一項為轉銜服務

如下：

學前教育大班、國小六年級、國中三年級，以及高中（職）三年級學生之轉銜服

務內容。前項第十款稱轉銜服務，應依據各教育階段之需要，包括升學輔導、生

活、就業、心理輔導、福利服務及其他相關專業服務等項目。

而 Sitlington、Clark 和 Kolstoe (�000) 提出轉銜服務包括教導學生所需的轉銜能力

（包含技能和知識），可透過課程學習達成；以及提供或連結促進學生轉銜所需之支持性

服務。綜合文獻 (Greene & Kochhar-Bryant, �00�; McDonnell & Hardman, �00�; Pierangelo 

& Giuliani, �00�; Sitlington et al., �000; Wehman, �00�)，依照國內《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

(����) 所指轉銜服務項目，從升學、生活、就業和心理輔導四個層面，整理轉銜服務之內

容如表 �，而福利及其他相關專業服務則融入於上述四個層面中呈現。

表 � 中教導學生所需的轉銜能力，可統整於 IEP 的長短期目標中；相關文獻（Davis 

& Bates, ����; deFur, �000, �00�; Roessler, Shearing, & Williams, �000; West et al., ����）即

指出 IEP 要能反映學生的轉銜需求，並將因應此轉銜需求所需的教育目標設計於長短期目

標中，而轉銜評量是了解學生轉銜需求的管道。Grigal、Test、Beattie 和 Wood（����）

分析 �� 位 �� 至 �� 歲身心障礙學生的 IEP，發現 IEP 雖然有符合法規的要求，但未完全

反映學生的轉銜需求，因此，擬定能反映學生轉銜需求的 IEP 是轉銜最佳實務之一。

肆、「高中職身心障礙者轉銜能力評量表」之編製與內涵

「高中職身心障礙者轉銜能力評量表」旨在協助教師評量高中職身心障礙學生的轉

銜能力，作為擬定轉銜計畫的基礎，它採 Likert 四點量表，包括學生、家庭和學校三種

版本，有四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學生基本資料，第二部分為下一個階段的可能規畫（含

就業、升學、職業訓練、生活安排等），第三部分為轉銜能力評量表內容，第四部分則為

補充意見；而在學生版中還有第五部分，訪談學生以了解其喜好和興趣；在家長和教師

版中也有第五部分，了解他們對孩子轉銜的想法和期待（陳靜江、鈕文英，�00�）。經項

目、因素和信度分析後，形成自我照顧、心理健康／自我決定、功能性學科能力、人際互

動、居家生活、社區／休閒生活、升學、職業訓練／就業、婚姻和家庭計畫等九個分量

表，共 �� 題；其中前六項分量表評量「轉銜成人生活之重要能力」（即獨立生活和社區參

與能力），能解釋 ��.��% 的變異量 (N = ���)；後三項評量「未來轉銜目標之計畫能力」

（即計畫未來轉銜目標所需能力），能解釋 ��.��% 的變異量 (N = ���)（陳靜江、鈕文英，

�00�），「高中職身心障礙者轉銜能力評量表」的內涵見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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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轉銜服務項目和內容

轉銜

服務

項目

轉銜服務內容

教導學生所需的轉銜能力 提供或連結促進學生轉銜所需之  
支持性服務

升學

輔導

�.  認識自己學習上的優勢與弱勢，如何善用優

勢，迂迴弱勢，以及教導學習策略。

�.  認識擬升學學校和科系之背景資料、入學管道

和條件，以及到達擬升學學校之交通方式。

�.  參觀擬轉銜之升學學校，說明擬轉

銜之升學學校的入學管道和條件。

�.  傳送學生資料和分享輔導經驗給新

學校的老師。

�.  提供教育輔助性器材之服務、教育

相關的福利服務資訊，以及到達擬

就讀學校之交通協助資源。

�.  協助家長輔導孩子獲得良好的就學

適應。

就業

輔導

�.  探索職業性向，職業能力的優勢與弱勢。

�.  認識擬就業之職場的背景資料、工作內容、應

徵條件和所需能力，以及到達擬就業職場之交

通方式。

�.  加強工作動機和求職技能。

�.  銜接特定職業所需的基本和職業技能，工作態度

和行為，以及須注意的安全事項。

�.  認識職業訓練的機構和種類、訓練內容、接受

訓練所需具備的條件和能力，到達擬參與之職

業訓練機構的交通方式。

�. 銜接職業訓練所需的能力。

�. 開發與媒合職業訓練或就業機會。

�. 安排校內外職業實習。

�.  提供職務再設計和就業輔助性科技

之服務、就業相關的福利服務資

訊、到達擬就業職場之交通協助資

源，以及連結職業復健的專業團隊

服務。

�.  讓雇主與員工了解學生的特質與協

助方式。

�.  協助家長輔導孩子獲得良好的就業

適應。

生活

輔導

�.  自我照顧技能、保護自己身體和心理健康與安

全的技能、因應自己性生理和心理的變化與需

求。

�.  金錢使用和管理技能、家事能力及居家安全和

意外事故的處理。

�.  使用社區中的各種場所、資源和服務，以及認

識社區活動的安全事項和意外事故的處理。

�.  安排休閒生活，以及具備到達社區或休閒活動

場所之交通方式。

�.  認識生活中相關法律、個人基本權益與責任。

�.  認識婚姻生活的意義、要素與準備事項。

�.  提供就養相關的福利服務資訊、社

區家園的資訊。居家生活輔助性科

技之服務、到達社區或休閒活動場

所之交通協助資源，以及社區中身

心障礙團體的資訊，媒合學生參與

他們舉辦的休閒活動。

�.  連結醫療與復健，以及社會工作的

服務。

�.  協助家長如何安排孩子的未來成年

生活（例如身心障礙者財產信託），

以及輔導孩  子獲得良好的居家生活

適應。

心理

輔導

�.  提升自我概念，以及為自我訂定合理的目標與

期待。

�.  擬定生涯計畫和規畫生活作息。

�.  以適當的方式與家人、老師、同學、同性或異

性朋友、雇主和同事互動。

�.  培養情緒調整，以及因應不同角色或環境轉換

之心理調適的能力。

�.  教導以適當的方式因應日常生活中的改變、困

難或問題。

�.  教導做選擇與決定，以及維護與爭取自我權益

的能力。

�.  提供社區中心理輔導的機構和服務

資訊。

�.  協助家長輔導孩子角色或不同環境

轉換之心理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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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高中職身心障礙者轉銜能力評量表」的內涵

向度 分量表 內  涵
題數

（題項）
選  項

轉銜

成人

生活

之重

要能

力（

即獨

立生

活和

社區

參與

能力

）

�. 自我照顧

能力

保持個人清潔衛生、整飾儀容、處理青春

期的身體變化、飲食、穿衣、維持身體健

康、自我保護、保管財物。

� 題
(第�-�題)

使用「�－�等級（代表非常不

同意－非常同意）」表示填答

者對各題項符合能力的同意程

度；而每一題依據其題目性質

，有分別說明「�－�等級」代

表的含意，部分選項是以「獨

立做到或知道項目的多寡」呈

現等級，例如獨立做到或知道

一項以下（�分）、獨立做到或

知道兩項（�分）、獨立做到

或知道三項（�分）、獨立做

到或知道四項以上（�分）；部

分選項是以「符合的時間長短

」呈現等級，例如很少做到（

��%以下的時間或��次中做到

�次以下，�分）、偶爾做到（

��%至�0%的時間 或��次中做

到�至�次，�分）．部分做到

（��%至��%的時間或��次中

做到�至�次，�分）、經常做

到（��%以上的時間或��次中

做到�0次以上，�分）。如果

本題項陳述的轉銜知識和技能

填答者覺得目前或未來不需要

、或不適合，則可圈選「不適

�. 心理健康

／自我決

定能力

覺察和接納自我，處理情緒、壓力或轉換

的狀況，管理時間，設定目標，表達選擇

。

� 題
(第�0-��題)

�. 功能性學

科能力

說出個人和家庭基本資料，轉達留言或敘

述事情大要，聽語和交談能力，分辨環境

中的聲音，閱讀個人證件、常見文字或標

誌、肢體動作或臉部表情，書寫簡單的表

格和文字，數量、測量和計算能力。

� 題
(第��-��題)

�. 人際互動

能力

主動建立人我關係，結交同性和異性朋友

，回應他人，使用聯絡工具，排隊和等待

，社交禮儀，表達需求、感受和想法。

� 題
(第��-��題)

�. 居家生活

能力

家事能力（飲食和衣物處理、居家環境清

潔）、居家安全和意外事故的處理。

� 題
(第��-��題)

�. 社區／休

閒生活能

力

認識法律、基本權益與責任，使用社區場

所、資源服務和福利措施，在社區中行動

，交通安全和緊急事故的處理，認識和撥

打公共服務電話、管理和使用金錢，選擇

、規畫和從事休閒活動，認識休閒場所和

設施、休閒活動資訊的來源、購買或租借

休閒活動使用的材料或票券的方法，休閒

安全。

�0 題
(第��-��題))

未來

轉銜

目標

之計

畫能

力

�. 升學所需

能力

了解自我升學性向、認識計畫升學的學校

或科系（升學機會、地理位置和環境設備

、課程內容、要求條件、入學管道、如何

獲致良好表現）、升學條件和交通能力的

具備情形。

� 題
 (第��-��題)

用」；如果填答者對本題項陳

述的轉銜知識和技能所知不多

，則可以圈選「不知道」。填

答者要是有其他補充意見，例

如該生在此項能力上有哪些待

加強之處，可在「備註欄」說

明。另外，若有其他填答者認

為重要而未列出的能力項目，

可在「十、其他題項」中空白

欄內寫出，並評量其表現情形

。

�. 職業訓練

／就業所

需能力

了解自我接受職業訓練的性向，認識計畫

參加的職業訓練機會、場所和環境設備、

方式和內容、申請條件和方式、如何獲致

良好表現，接受職業訓練之條件和交通能

力的具備情形，了解自我職業性向，認識

工作世界、求職方法、職業基本知識、如

何與職場中的雇主和同事維持良好關係，

表現工作所需的基本能力和特定職業技能

、工作安全、工作態度與行為、到達計畫

工作地點的交通能力。

�� 題
(第��-�0題)

�. 婚姻和家

庭計畫所

需能力

認識婚姻的要素，組成家庭的準備事項，

成為父母所需技能，以及了解處理每日家

庭事務和財務、與配偶和其家人維持良好

關係、計畫生育、照顧家人的方法。

� 題
(第��-��題)

註：取自陳靜江、鈕文英（�00�，第 ��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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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靜江和鈕文英 (�00�) 另以結構方程模式，考驗量表的因素結構，結果發現理論模

式與實證資料之基本適配度佳；在信度方面，九個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 Alpha 係數介於 .��

至 .�� 之間；家長和教師在評量學生轉銜能力的評分者間信度為 γ=.�� (N = ��)。上述資

料均顯示此量表有良好之信效度。

高中職身心障礙者轉銜能力量表適合高中職階段需要特殊教育服務之介入，以協助

其生涯轉銜之各類身心障礙學生，包括就讀普通班而有特殊需求之身心障礙學生；轉銜評

量實施人員宜最遲在學生高中職二年級結束前，完成轉銜評量；若可以的話，宜更早在學

生高中職一年級入班後，即逐步收集資料，而後在高中職三年級擬定 ITP（陳靜江、鈕文

英，�00�）。此量表的特色在透過教師、家長和學生參與的多元檢核中，客觀具體地找出

學生重要的轉銜需求為何，以作為個別學生轉銜目標與服務內容規畫之用；而當學校、家

庭與學生三者間的評量有落差時，正可以做進一步評量或溝通討論，而後再彙整轉銜評量

的結果，據以擬定轉銜計畫（陳靜江、鈕文英，�00�）。

另外，高中職身心障礙者轉銜能力量表提及針對學生、家庭和學校三種版本間，一致

性非常低的向度和題目，或是本量表未評量的其他轉銜需求和能力（例如適應行為），可

以確認是否需要進一步的評量，若有需要，可以在「進一步的評量建議」中勾選需要何種

評量，並且進一步說明。最後將評量的結果，統整於「高中職身心障礙者轉銜評量結果摘

要」，以分析學生轉銜能力現況。

伍、 「高中職身心障礙者轉銜能力評量表」在擬定個別化轉
銜計畫上之應用

筆者以一位高職自閉症學生為例，探討如何運用「高中職身心障礙者轉銜能力評量

表」，擬定 ITP。

一、了解個案之背景資料

從大毅的 IEP 了解他的背景資料，他是體型較瘦的男生，無特殊疾病，也未曾罹患重

大疾病。大毅小學五年級鑑定為「輕度智能障礙」，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後一直到國中

皆接受資源方案服務。在普通班人緣不佳，獨來獨往；於資源班上課很有反應，常會回答

問題。國中畢業後，透過十二年就學安置，進入○○商工特殊教育班綜合職能科就讀。導

師認為大毅疑似「亞斯柏格症」，帶至醫院做鑑定，身心障礙手冊於是變更為「自閉症」。

大毅的主要照顧者是母親。並與母親、妹妹三人共同住在一個房間裡。母親與妹妹睡床

上，大毅睡地上。雙親很早就分居，雖住在同一棟，但彼此沒有往來。父親沒有工作，每

天在家看電視、色情書刊，大毅受影響而對異性有負面觀念，例如大毅會出現髒話、不雅

字眼於字條、筆記、言談中，推測可能受父親影響。

大毅的祖母對他母親態度相當不好，大毅會因此挺身幫母親說話，而使母親遭受更嚴

重的辱罵。當大毅祖母仍與其住在一起時，常有家庭失和的狀況，大毅的情緒會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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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容易有不耐煩、心浮氣躁、罵人的情況出現。目前大毅的祖母已搬離，家庭紛亂趨於平

靜。由於大毅母親無工作，加上日前因受傷而行動不便，家中經濟來源全靠個案祖父。

二、施測「高中職身心障礙者轉銜能力評量表」

在大毅升上高職三年級前的暑假，施測學生、家庭和學校三種版本的「高中職身心障

礙者轉銜能力評量表」，由於學生和家長皆能自行閱讀和填答，便採取此種填答方式。

三、彙整「高中職身心障礙者轉銜能力評量表」之施測結果於側面圖中

接著彙整三種版本「高中職身心障礙者轉銜能力評量表」之施測結果於側面圖中，如

示例 �。

示例 1  大毅「高中職身心障礙者轉銜能力評量表」之側面圖

高中職身心障礙者
轉銜能力評量表

（側面圖和更進一步的評量建議）

第一部分：學生基本資料

學生姓名：   大毅     學生生日：   民國 �� 年○月○日   
年齡：  ��                 性別：   男   
學校： ○○ 高職     年級：   三   
預計畢業日期：     民國 �� 年 � 月 �0 日   

第二部分：轉銜能力側面圖

轉銜知識與技能

評量題項

學校評量 家庭評量 學生評量
三者評量之一致性
（一致者打勾） 是否

需要
進一
步評

量（需
要者

打勾）

不
適
用

非
常
不
同
意
1

不
太
同
意
2

同
意
3

非
常
同
意
4

不
知
道

不
適
用

非
常
不
同
意
1

不
太
同
意
2

同
意
3

非
常
同
意
4

不
知
道

不
適
用

非
常
不
同
意
1

不
太
同
意
2

同
意
3

非
常
同
意
4

不
知
道

學
校
和
家
庭

學
校
和
學
生

家
庭
和
學
生

 一、自我照顧能力

01.具備基本的個人清潔

衛生技能。
不適用 1 2 3  不知道 不適用 1 2 3  不知道 不適用 1 2 3  不知道 ˇ ˇ ˇ

02.能整理和裝扮自己的

外表。
不適用 1 2  4 不知道 不適用 1 2  4 不知道 不適用 1 2 3  不知道 ˇ

根據側面圖的資料，統計三個版本九項分量表和總量表的全距和平均數，結果如示例

�。筆者還計算學校和家庭、學校和學生、家庭和學生在九項分量表和總量表上之評量一

致性比率，結果如表 �，九項分量表之評量一致性比率的公式為：該分量表評量一致打勾

的題數除以該分量表題數（若有不適用或不知道的題目，則須扣除）；例如家庭和學生間

在「自我照顧能力」分量表上，評量一致打勾的題數為 �，該分量表評量一致性比率則是

� ÷ � = 0.��。全量表的評量一致性比率為九個分量表一致性比率的總和除以量表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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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2  大毅「高中職身心障礙者轉銜能力評量表」的全距和平均數

第三部分：轉銜能力分量表和全量表平均數

轉銜能力量表（題數）
學校評量 家庭評量 學生評量

全距 平均數 全距 平均數 全距 平均數

分
量
表

一、自我照顧能力 (9) 3-4 3.75 2-4 3.33 4-4 4.00

二、心理健康／自我決定能力 (9) 2-4 2.89 1-4 1.67 4-4 4.00

三、功能性學科能力 (9) 4-4 4.00 1-4 2.22 2-4 3.67

四、人際互動能力 (9) 1-4 3.00 1-3 1.67 4-4 4.00

五、居家生活能力 (7) 2-4 3.71 2-4 3.43 3-4 3.86

六、社區／休閒生活能力（20） 1-4 2.80 1-4 1.56 2-4 3.00

七、升學所需能力 (9)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八、職業訓練／就業所需能力 (18) 2-4 3.00 1-3 1.69 2-4 3.60

九、婚姻和家庭計畫所需能力 (9) 1-3 2.00 1-2 1.33 不適用 不適用

全   量   表 (99) 1-4 3.15 1-4 2.11 2-4 3.73

表 3. 大毅「高中職身心障礙者轉銜能力評量表」三種版本間的評量一致性比率

轉銜能力量表（題數）
學校和家庭評量

一致性比率

學校和學生評量

一致性比率

家庭和學生評量

一致性比率

一、自我照顧能力 (�) .�� .�� .��

二、心理健康／自我決定能力 (�) .�� .�� .��

三、功能性學科能力 (�) .�� .�� .��

四、人際互動能力 (�) .�� .�� .��

五、居家生活能力 (�) .�� .�� .��

六、社區／休閒生活能力 (�0) .�� .�� .��

七、升學所需能力 (�) NA NA NA

八、職業訓練／就業所需能力 (��) .�� .�� .��

九、婚姻和家庭計畫所需能力 (�) .�� NA NA

         全   量   表 (��) .�0 .�� .��

註：「NA」表示其中一位評量者在整個分量表上皆填寫「不適用」或「不知道」，故無法取得一致性比率。

示例 � 和表 � 呈現學生在九個分量表的自評分數最高，平均數的全距為 �.00 至 �.00，

總平均為 �.��；教師評量次之，全距為 �.00 至 �.00，總平均為 �.��；家庭評量的分數最

低，全距為 �.�� 至 �.��，總平均為 �.��。學校和學生評量之一致性比率最高，平均數全

距為 .�� 至 .��，總平均為 .��；學校和家庭次之，全距為 .�� 至 .��，總平均為 .�0；家庭

和學生評量之一致性比率最低，全距為 .�� 至 .��，總平均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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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自我照顧」與「居家生活」能力是學校、家庭和學生三方面一致評量最高的項

目；而「功能性學科能力」是學校和學生評量一致很高的項目，人際互動和職業訓練／就

業所需能力（僅填寫了就業所需能力的題目）也是學校和學生評量較高者，但家庭的評量

則偏低；值得注意的是：學生在這三個分量表中，分別有三、四和五題勾選「不適用」。

心理健康／自我決定、社區／休閒生活與婚姻和家庭計畫所需能力，是學校和家庭

一致評量最低的項目，但學生的評量則偏高；值得注意的是：學生在「心理健康／自我決

定」分量表中，九題中有四題勾選「不適用」；「社區／休閒生活能力」分量表中，�0 題

中更高達 �� 題勾選「不適用」，這些題項亦是學校和家庭認為學生需加強的能力，學生似

乎迴避這些題目的回答。而在「婚姻和家庭計畫」上，由於學生選擇「不要結婚」，所以

整個分量表勾選「不適用」。

對於學生、學校和家庭評量中，未評量 � 分者，請填答者於備註欄說明哪些能力尚須

加強；如果他們未說明，則會口頭詢問並補充之；例如在「自我照顧能力」分量表上，其

中一題為「能整理和裝扮自己的外表」，教師和家長填答均為 � 分，學生自評為 � 分；而

教師和家長未說明理由，筆者詢問的結果為：不會視天氣和場合調整衣著，例如天冷未穿

保暖衣物便出門，到正式場合卻著拖鞋，於是將此資料整合於對個案轉銜能力的分析上。

四、確認是否需要更進一步的評量

針對一致性非常低的向度和題目，例如「功能性學科」、「人際互動」和「職業訓練／

就業所需能力」，提出進一步評量的建議，包括訪談任課教師、觀察、實作評量，與檢視

過去的評量和學習紀錄等；另外，進行功能性職業評量，了解大毅在體力和搬重物上，是

否需要輔助性科技。結果發現學校評量較符合學生的能力現況，因為這三項能力在學校情

境中較容易評量到，訪談時教師表示：

家長可能未看到孩子在學校學科和職場中的實習表現，低估了他的能力；他各科表

現與同儕相較屬於中上程度，清潔工作技能大致都沒問題。不過，工作時的體力和

搬重物的能力是就業上老師關注的項目；除此，找工作的能力也是需加強的項目。

在人際互動上，他遇見職場同事會主動打招呼，並且會主動與雇主聊天，他很重

視能擁有一份工作，所以會與雇主、同事建立良好關係，但尚須加強他與雇主、

同事維持良好長久關係的能力，並且在聊天時談論適當話題。然而，他對老師和

同學，容易受他的情緒影響，情緒好時，能表現良好的互動態度；情緒不好時，

互動態度則不佳，甚至會出現咒罵的言詞；對家人更容易表現不良的互動態度，

所以家庭在這個分量表評量較低。

至於學校和家庭評量一致，而與學生評量不一致的分量表，則因為學生多數勾選「不

適用」，因此就以學校和家庭評量為依據。

五、統整分析個案之轉銜能力現況

總結來說，自我照顧、功能性學科與居家生活能力是學生的優勢；心理健康／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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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社區／休閒生活與婚姻和家庭計畫所需能力是學生的弱勢；而在「人際互動能力」

上，尚須加強與家人、老師和同學的互動；在「職業訓練／就業所需能力」上，尚須加強

工作時的體力，搬重物，找工作，與雇主、同事聊天時談論適當話題，以及維持與他們良

好長久關係的能力。

接著將評量的結果，統整於「高中職身心障礙者轉銜評量結果摘要」，如示例 �。在

中學後的可能安置上，整合學生和家庭的喜好與興趣，安排全時支持性就業，從事清潔工

作；在就業前，學校為他安排清潔工作的職場實習。而在生活安排方面，現階段以「與父

母或其他親戚同住」為主，未來若可能，再安排獨自生活。在轉銜能力和需求評量結果摘

要上，則整合「高中職身心障礙者轉銜能力評量表」，以及其他評量資料，分析學生轉銜

能力的優勢和弱勢。

示例 3. 大毅「高中職身心障礙者轉銜評量結果摘要」

高中職身心障礙者

轉銜評量結果摘要

第一部分：學生基本資料

學生姓名：   大毅     學生生日：   民國 �� 年○月○日   
年齡：  ��                  性別：   男   
學校： ○○ 高職      年級：   三   
預計畢業日期：        民國 �� 年 � 月 �0 日   

第二部分：學生和家庭的喜好與興趣

學生： 畢業後的規畫是全時庇護性就業，欲從事的職種為家事類（煮飯、洗菜、切菜、炒菜）和服
務類（資源回收、包裝、清潔、洗衣）；以及職業訓練，即參加為一般人所開設的職業訓練
方案，但需輔導員協助。而在生活安排方面，學生希望獨自生活，不要結婚。

家庭： 家庭期待孩子畢業後能獲得全時支持性就業，從事的職種為服務類（資源回收、包裝、清
潔、洗衣）；以及職業訓練，即參加為一般人所開設的職業訓練方案，但需輔導員協助。而
在生活安排方面，家長希望孩子能與父母或其他親戚同住，因為家庭經濟狀況不允許孩子在
外租屋，並且期待他能找到合適對象結緍，生育子女。

第三部分：下一個階段的可能規畫

整合學生和家庭的喜好與興趣，安排全時支持性就業，從事清潔工作；在就業前，學校為他安排清
潔工作的職場實習。而在生活安排方面，現階段以「與父母或其他親戚同住」為主，未來若可能，
再安排獨自生活。

第四部分：轉銜能力評量結果摘要

轉銜能力
收集資料的
方法與來源

評量結果

優勢 弱勢

轉
銜
成
人
生
活
之
重
要
能
力

自我照
顧能力

1.  2007年12月
25日施測魏
氏智力測驗
（第三版）
。

2.  2 0 0 9年5月
29日訪談媽
媽，並且實
施家庭和社
區生態評量
。

3.  2 0 0 9年7月
20日施測高
中職身心障

�.  生活自理能力佳，具備基本
的個人清潔衛生技能。

�.  能處理青春期下的身體變
化。

�.  能保管好隨身攜帶或使用的
物品。

�.  能整理和裝扮自己的外表。
�.  健康狀況良好，遇到感冒或

身體不舒服的問題，能自我
照顧。

�.  視、聽覺正常，喜歡把新事
物拿到鼻前聞。

�.  能表現適當的飲食能力與習
慣。

�.  體型與較同年齡者明顯瘦弱，而且 . 體
力較差，跑 ��0 公尺操場兩圈會喊
累。

�. 有時未能按時吃三餐。
�.  不會視天氣和場合調整衣著，例如天

冷未穿保暖衣物便出門，到正式場合
卻著拖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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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轉銜能力評量結果摘要

轉銜能力
收集資料的
方法與來源

評量結果

優勢 弱勢

轉
銜
成
人
生
活
之
重
要
能
力

心理健
康／自
我決定
能力

　 礙者轉銜能
力評量表，
資料來源包
括家長、教
師和學生本
人。

4.  檢視學生過
去的學習紀
錄。

5.  實作評量。
6.  平常的教學

觀察。

�.  接受自己的長處與弱處，並
且喜歡自己。

�.  能閱讀和使用一些計時工
具，像是鐘錶、日／月曆。

�.  能選擇吃或喝些什麼、穿什
麼衣服、選購什麼物品，並
且用適當的方式表達。 

�.  知道自己畢業後的目標，但在擬定如
何達成目標的計畫上，有待加強。

�.  當情緒穩定時，各項表現都非常好；
但情緒不佳時，會唸唸有詞，違抗指
令，甚至會罵人。

�.  挫折容忍度較低，對於自己認為困難
的事，較不願意學。

�.  較不會規畫一週的生活作息，選擇和
安排做些什麼事情或活動。

�.  較為固執，較無法因應日常生活中可
預期或不可預期的改變。

�.  當碰到困難或問題時，較不知道尋求
方法解決。

功能性
學科能
力

�.  平常會使用國語和閩南語與
人溝通，能了解他人話語並
正確回答；說話流暢，敘述
事情能包含人、事、時、地、
物。

�.  認得大部分的常用字。
�.  字體非常工整，像刻鋼板一

樣，每個字大小相同、整齊
劃一，並且能書寫流暢通順
的文章，偶爾會於聯絡簿上
記錄生活軼事。

�.  能分辨環境中常聽到的聲
音，並且做出適當反應。

�.  物品分類的辨識能力佳，能
將物品正確歸類。

�.  各科表現與同儕相較屬於中
上程度。

�.  對有興趣的事物記憶力超
強，像是日曆、數字、語詞
接龍等，並且能在短時間內
回答出過去到未來的任何一
天為星期幾。

�.  注意力會集中於有興趣的事物，對於
沒有興趣者，就會出現較不專心的狀
況。學習動機強弱視對該課程是否有
興趣而定。

�.  不會填寫履歷表、存提款單、初診
單。

人際互
動能力

�.  情緒好時，能適時且適當地
回應別人對他說的話，並且
與同儕和平相處，課餘時間
偶爾會與同儕一起約出去逛
街。

�.  遇見職場同事會主動打招
呼，並且會主動與職場雇主、
同事聊天，有時會出現幽默
的言談內容。

�.  與人溝通時，眼神會注視，但有時會
與人靠太近。

�.  喜歡給老師、同學取綽號，並常用較
難聽的字眼命名；情緒不佳時，會用
不當言詞罵同儕和師長。和家人互動
時亦有相同問題。

�.  較無法適時且用適當的方式請求協
助。

�.  較無法用適當的方式表達不愉快的
感受（例如被指正時）和拒絕的想法
（例如被指派不喜歡做的事），以及處
理與他人之間想法或意見不一致的狀
況。

示例 3. 大毅「高中職身心障礙者轉銜評量結果摘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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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轉銜能力評量結果摘要

轉銜能力
收集資料的
方法與來源

評量結果

優勢 弱勢

轉
銜
成
人
生
活
之
重
要
能
力

居家生
活能力

�.  能協助家中做家事（煮飯、
洗碗、整理居家環境）。

�.  烹飪手藝不錯，在家中負責
煮晚餐，他會於前一天將食
材切好備用，隔天放學回家
後便能直接烹煮。

�.  對於衣物的處理（洗、晾和收拾衣
物）需要人叮嚀

�.  不會縫補衣物。
�.  面對居家生活的意外事件，較不知道

如何處理。

社區／
休閒生
活能力

�.  能騎腳踏車、搭電梯、火
車、捷運，並且能注意交通
標誌和交通工具安全事項。

�.  具有金錢概念，能拿出正確
的錢數，也知道找的錢是否
正確。

�.  較常從事室內休閒活動（例
如看電視／錄影帶、聽音
樂），偶爾外出騎腳踏車，或
與同儕一起約出去逛街。以
前假日會到教會參加活動，
認識外國朋友，並一起逛書
店，現在則較少。

�.  使用社區使用能力較弱，未使用過社
區郵局，無獨自在外用餐經驗。

�.  沒有獨立支配金錢的經驗，較不會管
理和使用金錢。

�.  較不喜歡耗費體力的活動，例如不喜
歡球類運動，上體育課僅走走操場，
而且跑步時略嫌笨拙。

�.  較不會規畫或安排休閒活動，不清
楚居住的社區中有哪些休閒場所和設
施，不知道從哪裡可獲得休閒活動的
資訊，購買或租借休閒活動使用的材
料或票券，也較不會注意從事休閒活
動的安全事項。

�.  較不清楚公民和身心障礙者應有的權
益，以及政府創業貸款或社會福利措
施的申請條件和方式。

未
來
轉
銜
目
標
之
計
畫
能
力

就業／
職業訓
練所需
能力

�.  很期待畢業後能找到一份工
作，工作的動機很強。

�.  會自行擬定「職場的規定」
提醒自己須注意的工作態
度。

�.  裁切紙張，以及摺紙等精細
動作能力佳。

�.  能將掃地工作做得很好。
�.  會規畫從家庭到達實習職

場路程中須結合哪些交通工
具。

�.  較沒有主動幫忙的習慣。
�.  對工作內容若有不清楚，不會主動

詢問，容易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步驟做
事，而忽略了聽從雇主的指令和職場
的要求步驟工作。

�.  在時間壓力下的工作表現較不佳。
�.  工作時的體力和耐力較差，較無法搬

重物。
�.  較不清楚求職的技能。
�.  對於考試相當排斥，學校開設門市

服務課程，欲訓練學生考取證照，他
有能力考取，但卻非常排斥考試，在
每天作業抄寫考試內容中，他拒絕寫
作業；在排進度考試中，他甚至交白
卷。

婚姻和
家庭計
畫所需
能力

能處理家務，居家生活能力
不錯。

不了解婚姻的意義，對婚姻持排斥的態
度，也不清楚婚姻應考慮的要素。

六、擬定個別化轉銜計畫

依據前述轉銜評量結果摘要，擬定「ITP」，融入於大毅的 IEP 中，見示例 �。由於大

毅高職畢業後欲就業，加上轉銜評量資料顯示他的需求，因此從就業輔導、心理輔導、生

活輔導三方面擬定轉銜計畫，而福利及其他相關專業服務則融入於上述三個層面中呈現。

示例 3. 大毅「高中職身心障礙者轉銜評量結果摘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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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4.  大毅的「個別化轉銜計畫」

就讀年
級階段

高中（職）三年級

轉銜目標 經由支持性就業安置方式，能從事清潔工作。

轉銜小
組成員

○○○、○○○、○○○、○○○、○○○、○○○、○○○、○○○

轉銜需求與服務內容

項目 轉銜需求 轉銜服務內容 負責人

就業
輔導

1. 培養主動幫忙的習慣。

2.  加強主動詢問和求助不清楚與

不會做之工作的能力。

3.  加強在時間壓力下的工作表現。

4.  增進工作時的體力、耐力和搬

重物的能力。

5. 加強求職的技能。

1. 教導學生所需的轉銜能力

　能表現良好的工作態度和行為。

　 能表現良好的清潔工作知識和技能。

　 具備求職技能。

2. 提供或連結促進學生轉銜所需之支持性服務

　 安排一週三天清潔工作的職場實習。

　  申請支持性就業服務，安排清潔工作，並且帶領

個案和其家長參觀職場。

　 提供輔助性科技，以協助個案搬超過其負荷的重物。

　  讓雇主了解個案的特質，在變動工作內容之前，

能盡量事先告知。

　   提供就業相關的福利服務資訊，協助家長向社會

局申請就業補助。

　協助家長輔導孩子獲得良好的就業適應。

○○○
○○○
○○○
○○○

心理
輔導

1.  加強擬定達成轉銜目標的計畫。

2.  加強規畫一週生活作息的能力。

3.  加強情緒管理能力。

4.  增進挫折容忍度。

5.  促進人際互動的能力。

6.  提升因應日常生活中可預期或

不可預期改變的能力。

7. 增進因應困難或解決問題的能力。

1. 教導學生所需的轉銜能力

　 能擬定計畫和規畫生活作息。

　  能以適當的方式與家人、老師、同學、朋友、雇

主和同事互動。

　  能處理不愉快和挫折的情緒。

　  能以適當方式因應日常生活中的改變、困難或問題。

2. 提供或連結促進學生轉銜所需之支持性服務

　  提供社區中心理輔導的機構和服務資訊。

　  協助家長輔導孩子角色或環境轉換之心理調適。

○○○
○○○
○○○

生活
輔導

1.  加強視天氣和場合調整衣著的能

力。

2.  增進獨立處理衣物的能力。

3.  提升處理居家生活的意外事件。

4.  促進良好的健康習慣，改善體型

和體力。

5.  加強管理和使用金錢的能力。

6.  加強社區生活的能力。

7.  增進休閒生活的安排。

8.  加強對婚姻的了解。

9.  因主要照顧者為母親，且雙親皆

無固定收入，故須提供社會福利

資訊。

1. 教導學生所需的轉銜能力

　  能選擇適當的衣著。

　  能處理衣物。

　  具備良好的健康習慣。

　  能處理居家生活的意外事件。

　  能妥善管理和使用金錢。

　  能使用居住之社區中的各種場所、資源和服務。

　  知道休閒場所和活動的資訊。

　  能安排休閒活動。

　  能了解婚姻和家庭的意義、要素和需準備事項。

2. 提供或連結促進學生轉銜所需之支持性服務

　  提供社區中身心障礙團體的資訊，媒合個案參與

他們舉辦的休閒活動。

　  提供個案和家長身心障礙者居住社區家園的資訊。

　  協助家長輔導孩子獲得良好的居家生活適應。

　  提供就養相關的福利服務資訊，協助家長向社會

局申請就養補助。

　  提供社區中身心障礙團體的資訊，媒合個案參與

他們舉辦的休閒活動。

　  申請社會工作人員協助家庭。

○○○
○○○
○○○



��� 臺中教育大學學報：教育類

轉銜服務內容包括教導學生所需的轉銜能力，以及提供或連結促進學生轉銜所需之

支持性服務兩部分；其中教導學生所需的轉銜能力，可將這些轉銜能力目標納入學年和

學期教育目標中。提升大毅轉銜能力的學年和學期教育目標見示例 �。

示例 5.  大毅「轉銜能力的學年和學期教育目標」

課程領域 學年教育目標 學 期 教 育 目 標

職業教育

�. 能表現良好的工作

態度和行為。

�. 能表現良好的清潔

工作知識和技能。

�.具備求職技能。

�-�.能獨立遵守職場的規定。

�-�.能按照工作流程或雇主指令進行工作，不隨意更動。

�-�.能主動詢問和求助不清楚與不會做之工作內容。

�-�.在完成自己的工作後，能主動幫忙別人。

�-�.能獨立擬定工作計畫表，排出幾點到幾點必須做什麼事。

�-�.能正確說出清潔工作的時間和內容。

�-�.一次能記住三項工作指令並依序完成。

�-�.能提升清潔工作的完成品質，達到職場的要求。

�-�.能在規定的時間下完成清潔工作。

�-�.能提升工作時的體力和耐力。

�-�.能說出從哪裡可以得知工作資訊，至少三項。

�-�.能獨立填寫履歷表。

�-�.能說出求職面談的過程和注意事項，至少三項。

社會適應

�. 能擬定計畫和規畫

生活作息。

�. 能以適當的方式與

家人、老師、同

學、朋友、雇主和

同事互動。

�. 能處理不愉快和挫

折的情緒。

�. 能以適當的方式因

應日常生活中的改

變、困難或問題。

�. 能使用居住之社區

中的各種場所、資

源和服務。

�-�.能獨立擬定達成畢業後目標的計畫。

�-�.能獨立規畫一週的生活作息。

�-�. 當相關他人指正他的工作表現或行為時，能和顏悅色地接受，不

會出現唸唸有詞的行為。

�-�.能以適當的人我距離與人互動。

�-�.能在適當時間與雇主和同事談論適當話題。

�-�.能對異性表現合宜的舉止和禮貌。

�-�.當別人表現不符己意的行為時，能以適當的方式表達觀感。

�-�.能適時且用適當的方式請求協助。

�-�.能使用適當的方式表達拒絕。

�-�.能以適當的方式處理與他人之間想法或意見不一致的狀況。

�-�.能接受生活作息的變動性。

�-�.能接受工作內容的變動性。

�-�.能獨立尋求方法因應困難或解決問題。

�-�.能獨立使用居住之社區中的用餐場所。

�-�.能獨立使用居住之社區中的購物場所。

�-�.能獨立使用居住之社區中的郵政場所存提款。

�-�. 當點餐、購物和使用郵政服務遇到問題時，能主動詢問服務人

員。

�-�.能說出公民和身心障礙者應有的權益，至少三項。

�-�.能說出社會福利措施的申請條件和方式，至少三項。

�-�. 在社區中發生意外事故（例如車禍、迷路）時，能說出處理的方

法與原則，至少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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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領域 學年教育目標 學 期 教 育 目 標

生活教育

�. 能選擇適當的衣著

。

�.能處理衣物。

�. 具備良好的健康習

慣。

�. 能處理居家生活的

意外事件。

�. 能妥善管理和使用

金錢。

�. 能了解婚姻和家庭

的意義、要素和需

準備事項。

�-�.能配合季節穿著適當且整潔的衣服。

�-�.能配合場合穿著適當且整潔的衣服。

�-�.能獨立處理衣物（洗、晾和收拾衣物），不需要叮嚀。

�-�.能獨立簡易縫補衣物。

�-�.能按時吃三餐，不需要叮嚀。

�-�.能說出食物的營養成分。

�-�.能選用具營養成分的食物。

�-�. 面對天災（例如地震、火災、颱風），能說出處理的方法與原

則，至少三項。

�-�. 面對創傷（例如割傷、燙傷），能說出處理的方法與原則，至少

三項。

�-�.能獨立儲蓄零用錢或薪水。

�-�.能獨立分配他的零用錢或薪水要怎麼使用。 
�-�.能獨立使用金錢買東西。

�-�. 能獨立拿出和物品價格相同或更大的錢幣，並且會辨識找的錢是

否正確。

�-�.能正確說出婚姻的意義。

�-�.能說出婚姻應考慮的要素，至少三項。

�-�.能說出組成家庭所需準備的事項，至少三項。

休閒教育

�. 知道休閒場所和活

動的資訊。

�.能安排休閒活動。

�-�能說出居住的社區中有哪些休閒場所和設施，至少三項。

�-�.能說出從哪裡可獲得休閒活動的資訊，至少三項。

�-�. 能說出從哪裡可購買或租借休閒活動使用的材料或票券，至少三

項。

�-�.能獨立選擇符合自己能力的休閒活動。

�-�.能獨立選擇符合自己興趣的休閒活動。

�-�.能配合環境獨立選擇適合的休閒活動。

�-�.能獨立安排與同學一起從事的休閒活動。

�-�.能注意從事休閒活動的安全事項，至少三項。

七、實施個別化轉銜計畫並且評鑑其成效

最後，實施擬定的轉銜計畫，並與教學作結合。實施之後，配合 IEP，每學期透過

IEP 團隊，評鑑 ITP 之成效，包括敘寫轉銜能力的學年和學期教育目標之評量日期和結

果，以及評鑑轉銜服務之適切性，而且向家長分享評鑑結果，尋求改進的意見；最後，若

有需要，提出調整 ITP 的建議。

總括而言，評量是轉銜的基石，本文討論「高中職身心障礙者轉銜能力評量表」在擬

定個別化轉銜計畫上之應用，包括了解個案之背景資料，施測「高中職身心障礙者轉銜能

力評量表」、彙整「高中職身心障礙者轉銜能力評量表」之施測結果於側面圖中、確認是

否需要更進一步的評量、統整分析個案之轉銜能力現況、擬定個別化轉銜計畫，以及實施

個別化轉銜計畫並且評鑑其成效七個步驟。

示例 5.  大毅「轉銜能力的學年和學期教育目標」（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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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教育大學研究生對電子資源館藏使用情形之研究

A Study on Graduate Students Using Electronic Resources                
 at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收件日期 �� 年 �� 月 � 日；修改日期 �� 年 � 月 � 日、�� 年 � 月 � 日；                         

 接受日期 �� 年 �0 月 �� 日）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本校研究生對電子資源館藏的使用情形及對電子資源利用教育課程

的滿意度與需求，研究對象為本校碩、博士生共 �,��� 人。研究結果如下：�. 最常使用的

資料庫多為中文，通常每週使用一次，多從家中上網查詢；�. 較熟練的檢索技巧是「使用

與所需資訊相關之適當詞彙來搜尋資料」；�. 對電子資源館藏持肯定的態度，滿意度相當

高；�. 肯定「電子資源利用教育初階」課程內容的適當性；�. 認為接受 �~� 小時的利用

教育課程最適當；�. 認為數位型態的使用手冊是使用電子資源的最佳協助；�. 在背景變項

方面，不同學院學生在各分量表無顯著差異；女生在檢索運用、對電子資源滿意度、利用

教育課程滿意度等均顯著高於男生。

關鍵詞：電子資源、使用者研究、電子資源利用教育、電子資源使用調查、電子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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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use of library’s electronic resources and the 

needs toward electronic resources instruction by �,��� graduate students at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The major findings were as follows: (�)The most commonly used database for 

graduate students is Chinese language databases. Graduate students search databases once a 

week and the Internet connection is from home mostly. (�)Graduate students are familiar with 

using adequate vocabulary to search databases. (�)Graduate students are highly satisfied with 

databases provided by the library. (�)The contents of basic instruction course are available. (�)The 

most acceptable hour for basic instruction course is between � and � hours. (�)Digital manuals 

are helpful to enhance electronic resources searching skills.(�)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using electronic resources among the graduate students of � schools. 

Key words:  Electronic Resources, User Study, Electronic Resources Instruction, Electronic     

Resources use Survey, Electronic Col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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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

資訊的利用成效與資訊服務的規劃，其首要條件就是需要瞭解使用者對電子資訊的瞭

解、看法及實際利用的情況，其中包括使用者的資訊需求、使用習慣以及與資訊系統間的

互動。透過這樣的瞭解，除了提昇服務的效能外，在經費緊縮的狀況下，也可給予圖書館

一個指標，讓有限的經費發揮最大的用途（羅思嘉，�000)。圖書館處在瞬息萬變的資訊

時代，尤其是大學圖書館對於支援教學與研究相當重視，如何將圖書館和師生之間的關係

緊密結合，以師生的需求為依歸，提供最完善的服務，將圖書館的電子資源館藏加以行銷

推廣，以達充分利用的最終目的，對大學圖書館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由於網路科技的發達、電子出版蓬勃、使用者習慣改變，以及電子資源購置經費逐

年增加等因素，電子資源在圖書館館藏政策更顯其重要性。對於日益增加的電子資源，圖

書館每年必須投入相當多的人力與經費購買電子書、電子期刊及資料庫等電子資源，期望

藉以滿足使用者學術研究的需求。使用者是否瞭解圖書館有那些電子資源？是否能善加利

用？電子資源是否能滿足使用者的需求？電子資源利用教育課程是否符合使用者的需求？

使用者對電子資源的態度如何？均是值得探討的問題。因此，圖書館必須瞭解使用者的使

用情況，才能據以擬訂電子資源的推廣政策，進而提高電子資源的使用量。

電子資源的主要使用者是教師與研究生，圖書館如欲提昇電子資源的使用量，教師與

研究生是最值得探討的對象，國內外也有相關的研究與探討，唯大多數的研究皆涵括教師

與學生，尤其以教師為主要探討對象。本研究考量研究生是使用電子資源的最大族群，是

相當值得探討的對象，因此，本研究以臺中教育大學博士班及碩士班學生為研究對象，探

討其對電子資源館藏的利用情形，期望能瞭解研究生使用情況，據以擬訂適合研究生的電

子資源推廣策略。

二、研究目的

圖書館是為使用者而存在的，圖書館應瞭解使用者的期望、需求，以及實際上所獲得

的服務，並滿足使用者對圖書館的期望。本研究主要目的在分析使用者對圖書館電子資源

館藏的使用情形與滿意度，以及對電子資源利用教育的滿意度與需求，以期建立推廣電子

資源的最佳策略，使圖書館對服務對象能提供適合的資料或服務，以達到「藏用合一」的

目標。換言之，使用者研究就是在瞭解使用者對資料的需求，對圖書館的期望，以及其利

用方式與過程等（楊美華，����)。透過使用者研究，幫助圖書館進行檢討與省思，以服

務對象為依歸，進而提供更完善的資訊服務。茲將本研究目的說明如下： 

（一）瞭解研究生對圖書館電子資源的使用情形。

（二）瞭解研究生運用電子資源的熟練度。

（三）瞭解研究生對圖書館電子資源的滿意度。

（四）瞭解研究生對圖書館電子資源利用教育課程的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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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探討研究生對電子資源利用教育課程的需求。

（六）探討不同背景變項（學院、性別）在電子資源滿意度之差異。

貳、文獻探討

電子資源的興起徹底改變了圖書館的經營方式，使用者對電子資源的需求日益迫切，

促使圖書館必須重視其需求以及電子資源的使用情形。圖書館在面臨電子資源的衝擊下，

必須因應使用者的需求，全面調整服務模式，以符合使用者對圖書館的期望。茲分別就電

子資源的使用研究、利用教育，以及推廣等三個面向進行文獻探討。

一、電子資源的使用研究

Hart, Coleman, Yu (����) 的研究結果指出，電子資源最大的使用障礙是使用者缺乏相

關電子資源與服務的資訊，其次是缺乏時間及相關教育訓練，建議圖書館應該提供更多

電子資源服務和取得資源的指導，以及更深入教師們的研究，同時改善行銷策略等等。

Tenopir (�00�) 指出，近年來許多研究發現電子資源的使用行為會因為使用者的身份、研

究主題、需求、機構型態或工作地點、年齡及性別而有所不同。因此，圖書館在積極推廣

電子資源前，必須先從事電子資源的使用者調查研究，才能使圖書館投入的經費獲得最佳

的效益。

李碧鳳 (�00�) 的研究結果發現，大約一半的填答者認為圖書館現有的資料庫無法滿

足其研究需求；影響其使用的障礙因素，比率高的前三位依序為缺乏關於可使用電子資源 

(��%)、缺乏教育訓練 (��%)、缺乏時間 (��%)，另外還有網路傳輸及下載速度慢、未提供

所需的資料、資料庫全文部分不足、不懂如何使用等問題。透過使用者研究調查，得以發

現使用者在運用電子資源時，所遭遇的問題，才能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提供對使用者真

正有效的幫助。

羅美英 (�00�) 的研究顯示，有五成以上學生會使用電子資源，但僅有一成九的學生

會使用資料庫；學生的資訊尋求多是以教師指定參考或為了交報告及寫作業為主；最常利

用的資料類型是電子資源；最常利用的資訊尋求管道是透過網路尋找資源；電子資源使用

困境為缺乏檢索技巧、查詢資料庫時不知有哪些資料庫可使用。由此可知，使用者對電子

資源使用的目的，仍屬較被動的方式，且多在教師的要求下，才會使用電子資源，此外，

使用者也經常使用網路資源，圖書館應將其納入電子資源利用教育的範圍內，不可忽略網

路資源對使用者的重要性。

莊佳伶 (�00�) 的研究顯示，學生使用電子資源的目的多為撰寫論文或作業，且得知

電子資源管道以師長朋友推薦與圖書館網站公告居多；學生使用電子資源多以中文類為

主。Liu 與 Winn (�00�) 的研究結果發現以中文為母語的研究生，英文是其使用圖書館資

源的一大障礙。由此可知，學生較熟悉中文電子資源，以致西文電子資源的使用率較低，

但西文電子資源所佔的經費比重遠高於中文電子資源，如何提高西文電子資源的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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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圖書館推廣電子資源必須考量的問題。

Kaur 與 Verma (�00�) 的研究結果指出，有七成研究生知道圖書館所提供的電子資源，

八成六的研究生偶爾會使用；使用地點有九成是在電算中心，其次是家裡 (��%)，親自到

圖書館使用者不到一成。對於使用地點，Kayongo 與 Helm (�0�0) 的研究得到不同結果，

其研究指出每週從家裡連線檢索圖書館資源的研究生達六成五，較使用學校電腦上網檢索

的研究生 (��%) 來得高。由此可知，學生即使知道圖書館有哪些電子資源，仍會視其需求

程度才使用，而電子資源以其不受時空限制的便利性，學生往往在其方便的地點連線，未

必親臨圖書館使用。

圖書館必須先進行電子資源的使用調查研究，才能瞭解使用者的行為，不同的使用對

象，會有不同的使用動機與想法，圖書館清楚使用者的需求與使用目的，才能據此制定妥

善的電子資源推廣策略（羅思嘉，�000）。因此，圖書館可透過電子資源使用研究，擬定

電子資源推廣策略，針對不同的使用對象，設計不同的推廣方式，使電子資源得以發揮最

大的利用價值。

綜而言之，影響使用者使用電子資源的主要因素是缺乏電子資源與服務的資訊、缺乏

時間及相關教育訓練，且大都是因教師指定參考或為撰寫論文及作業才使用電子資源，而

得知電子資源管道則以師長朋友推薦與圖書館網站公告居多，此外，使用電子資源多以中

文類為主，且使用者大都在其方便的地點連線，未必親臨圖書館使用。因此，圖書館在推

廣電子資源時，必須考量使用者的需求，才能擬定最佳的電子資源推廣策略。

二、圖書館電子資源的利用教育

Tenopir (�00�) 的報告指出，由於電子資源的便利性，促使電子資源的使用人數日益

增加，也因此產生了電子資源的相關問題，例如：如此便利的電子資源為何不被使用？使

用者為何認為電子資源還是有其不便利之處？不同的使用對象有不同的需求，如何才能使

用適當的電子資源？ Mehta 及 Young (����) 也提到受訪的教師多是要求其研究助理協助

資料的收集，較少直接與館員接觸。調查結果顯示，即使圖書館提供電子資源，在各種檢

索方式中，教師仍較偏向以詢問及使用紙本式資料為多。羅思嘉 (�000) 也提到館員在滿

足資訊需求上所扮演的角色薄弱，受訪者多表示以往未有尋求或者是獲得圖書館員協助的

經驗。因此，在電子資源的時代中，館員必須自我調適與成長，方能回應電子資源時代使

用者對圖書館的要求。

McCarthy、Krausse 與 Little (����) 是以問卷調查的方式對學校使用者就電子資源的

偏好、使用電子資源的自我評量、檢索技能以及資料庫檢索的訓練等面向進行資料收集與

分析。此外，劉美慧、林信成 (�00�) 的研究結果指出大學圖書館利用教育應加強對使用

者需求調查工作的重視，才能使使用者的資訊需求反應在課程內容之中，進而設計出更能

符合使用者需求的課程內容。李碧鳳 (�00�) 的研究結果指出圖書館所提供電子資源利用

教育訓練，使用者比較能夠接受的方式，高於 �0% 的依序為利用（操作）手冊 ��%、電

子郵件諮詢 ��%、小型的團體教學 ��%、電話諮詢 ��%，此外，尚有選擇其他者希望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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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現場詢問館員和提供網頁 FAQ。

香港中文大學的大學研究學院及加強學習與研究中心 (The Universiry’s Graduate 

School and the Centre for Learning Enhancement And Research, CLEAR) 施行改善研究生學

習計畫 (Improving Postgraduate Learning Programme)，由圖書館員協助課程與研習營，包

含：�. 對研究所新生提供 � 小時圖書館資訊的特定主題課程；�. 網際網路與研究研習營；

�. 每個研究生的必修課程：進行研究時遵守智慧財產權及版權法規定（胡亦君，�00�；

McNaught, Storey, Leung, �00�）。由此可知，在學生的學習上，圖書館扮演著重要的角

色，圖書館應思考如何協助學生學習，使每位學生都能成為圖書館的使用者。

學生認為具備有利用圖書館資源的技巧是重要的，但多數學生因未收到相關訊息，或

因上課時間無法配合等因素，使圖書館在提昇學生對利用教育課程的參與程度上，仍有發

展的空間。（方寶琇，�00�）圖書館必須瞭解使用者無法參加電子資源利用教育課程的原

因，並針對其困難與問題，設法予以解決，提高使用者對課程的參與率，才能使電子資源

利用教育課程的效能發揮到最大，換言之，圖書館實有必要從使用者的角度，瞭解使用者

的需求，重新探討電子資源利用教育的內涵以及實施的方式。

電子資源利用教育策略必須加以擬定，詳加規劃實施的方式，如人力、時間與經費的

運用等，以做為圖書館政策的一環。此外，館員本身的相關知識與技能必須加以培養，以

利電子資源利用教育的規劃與實施，尤其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技術日新月異，館員必須

持續吸取新知，以在職訓練與繼續教育的方式來增進館員素養（陳雪華，����）。圖書館

必須將所有相關因素皆加以考量，據以制定推廣電子資源的策略，才能提供最佳的電子資

源利用教育。

綜上所述，圖書館所提供之電子資源利用教育訓練，使用者比較能夠接受的方式是利

用（操作 ) 手冊及電子郵件諮詢，而未收到相關訊息，或因上課時間無法配合等因素，以

致未能參加利用教育課程，此外，使用者大都沒有尋求或獲得圖書館員協助的經驗，顯示

館員在滿足資訊需求上所扮演的角色薄弱，圖書館應多方考量使用者的需要，才能設計出

更能符合使用者需求的課程內容，進而提昇使用者資訊素養的能力。

三、圖書館電子資源的推廣

元智圖書館在電子資源利用推廣途徑，包括在學校及圖書館首頁張貼公告、在 BBS

張貼訊息、寄發電子郵件通知教職員生、海報張貼、印製小傳單、電子資源利用指引的編

製、研究所及大學部新生導覽、配合教師或學生的個別需求，不定期舉辦利用指導課程；

此外，亦開設正式學分課程、配合個別教師的授課需求、辦理與課程相關的電子資源利用

指導課程、邀請廠商舉辦說明會、使用者問題諮詢時給予介紹、教師及學生個別諮詢電子

資源利用等方式（李碧鳳，�00�）。

張芳菁 (�00�) 的研究結果顯示學生得知電子資源的相關訊息管道，大多是同學朋友

之間口耳相傳，以及在課堂中教師的介紹或指定使用；學生及教師大多在圖書館、研究室

或實驗室內使用電子資源；學生使用電子資源的目的是為了繳交作業及準備學位論文，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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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老師指定；學生使用電子資源時會有畏懼英文、圖書資訊檢索素養不足、需要學習各

種電子資源的使用方式等障礙；學生認為在網頁公告及以電子郵件傳達相關訊息是最佳

的方式。對技專校院圖書館電子資源推廣利用提出六項建議：�. 推廣重心在教師；�. 研擬

電子資源的推廣策略；�. 鼓勵全體館員投入推廣活動；�. 整合各類電子資源於同一檢索介

面；�. 舉辦具有互動性的活動；�. 加強網路連線品質及電腦週邊設備。

胡亦君 (�00�) 對大專校院圖書館電子資源推廣服務提出建議如下：�. 實施推廣前應

事先調查使用者的需求；�. 提高使用者對電子資源推廣的參與動機；�. 重視「教師」在電

子資源推廣的地位並爭取支持；�. 推動以美國 ACRL 資訊素養五大標準為各館電子資源

推廣服務的實施目摽；�. 加強「免費電子資源」之推廣；�. 電子資源推廣須考慮與傳統服

務配合運用；�. 善用「電子郵件」進行推廣；�. 積極爭取圖書館利用教育納入正式課程；

�. 評鑑工作是促使電子資源推廣更完善的必備要件；�0. 圖書館應重視人力不足、館員學

科背景知識欠缺等問題；��. 建構多元化、活潑化、動態化及個人化的電子資源使用網路

自學系統。

吳雅慧 (�00�) 的研究也提到口耳相傳是提昇電子期刊使用率的行銷重要策略，此外，

電子資源的推廣必須具有創新的行銷思維。Ellis (�00�) 提到電子資源的推廣活動包括：

�. 以學科主題方式呈現電子資源；�. 到各系宣傳，介紹各種電子資源的特色；�. 每個月介

紹一種電子資源；�. 提供新知服務；�. 利用短文和圖片吸引使用者；�. 向出版商索取海

報、宣傳品或小文具送給相關的系所；�. 設計精美的明信片與便條紙，將圖書館電子資源

網頁的 URL 印刷其上。

網際網路無遠弗屆，使用者若能運用現有網路設備直接獲取網路上提供的資源，不必

親自參加相關訓練課程，對於使用者與圖書館而言都相當便利。因此，將自學教材放置於

網路中，一方面有利於資源的傳播、利用與分享，另一方面使用者可使用此教材自學。因

此應研訂符合使用者自學需求的適當教材，放置於網際網路中供使用者使用，將能擴充電

子資源利用教育的應用與影響的層面（陳雪華，����）。對使用者和圖書館而言，都是非常

適當的方式，使用者可以不受時空的限制進行自我學習，同時也減輕圖書館人力的負擔。

綜而觀之，透過網頁張貼公告、寄發電子郵件通知、開設正式學分課程、配合個別教

師的授課需求、辦理電子資源利用教育等方式，都是推廣電子資源的途徑，其中使用者認

為在網頁公告及以電子郵件傳達相關訊息是最佳的方式。特別應重視「教師」在電子資源

推廣的地位並爭取支持，此外，建構個人化的電子資源數位教材於網路提供使用者自學，

相信將更有助提昇使用者電子資源的檢索能力，進而提昇電子資源的使用率。

參、研究設計與對象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以「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研究生電子資源使用情形調查問卷」為主要研究工具，

問卷係依研究目的以及參考相關文獻編製而成，分為七部分，包括：（一）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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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子資源的使用情形；（三）對電子資源的熟練度；（四）對電子資源的滿意度；

（五）對電子資源利用教育課程的滿意度與需求；（六）對圖書館推廣電子資源的看法；

（七）建議與補充。

本問卷設計是參考張芳菁 (�00�) 的「電子資源使用研究調查」與許嫚婷 (�00�) 的「圖

書館電子資源使用調查問卷」中有關電子資源的使用情況及對電子資源推廣的看法；吳雅

慧 (�00�) 的「電子期刊使用研究調查表」中有關電子資源的使用情況；梁康馨 (�00�) 的

「大學教師對電子期刊資料庫評價之訪談大綱」中有關電子資源的使用情況及對電子資

源的認知，以及廖淑真 (�00�) 的「碩士生對資訊素養之熟練度與態度之調查研究問卷」

中對電子資源的熟練度等問卷內容，再依據本研究目的編製而成。問卷第一部份為「電

子資源熟練度」共 � 題，整體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信度係數為 .��。此部分可分為

兩部分，（一）是 ��-�� 題、�� 題計五題，命名為「檢索知能」，內部一致性 Cronbach’

s α 信度係數為 .�0；（二）是問卷 ��-�� 題，計四題，命名為「檢索運用」，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信度係數為 .��。

問卷第二大部分為「電子資源提供」之滿意度，題目從 ��-�� 題，計有 � 題，內部一

致性 Cronbach’s α信度係數為 .��；問卷第三部份為「資源利用教育之滿意度」，從 ��-��

題，計 � 題，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信度係數為 .��。

為瞭解本問卷之可用性與適用性，於問卷初稿完成，特商請教師推薦 �� 位研究生協

助檢視問卷的適當性，並給予修正意見與建議，根據其意見與看法，修正問卷初稿，再送

請專家審查。本研究採用專家效度檢驗問卷，特聘請本校教育學系游自達老師、社會科教

育學系賴苑玲老師、資訊科學學系孔崇旭老師協助審查問卷內容，請其針對本研究問卷初

稿之題目內容、文字用句及語意表達等方面加以檢視。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研究生為研究對象，包括碩士班與博士班各年級研究生（含

暑期及夜間在職專班），涵括 �� 年 � 月份畢業的應屆畢業生，以及延修生，�� 學年度第 �

學期有效在學人數至 �� 年 � 月 �0 日止共計 �,��� 人。本校有教育、人文社會暨藝術、數理

暨資訊等 � 個學院， �� 學年度有 �� 個系所招收碩士班學生、� 個系所招收博士班學生。

問卷發放時間從民國 ��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共計 �� 天，為求較高的問卷調查回

收率，本研究提供多管道問卷填答方式，以方便研究對象填答，分別採用現場發放紙本問

卷、郵寄紙本問卷、網路問卷，以及電子郵件寄送電子檔問卷等方式，茲說明如下：

（一） 現場發放紙本問卷：一、二年級配合課程，委請任課教師及系所辦公室代為發放，

共計發放問卷 ��� 份。

（二）郵寄紙本問卷：三年級以上採郵寄紙本問卷，共計郵寄問卷 ��0 份。

（三） 以電子郵件寄送電子檔問卷：針對回收率較低的系所，委請系所辦公室以電子郵件

代為轉寄電子檔問卷。

（四）網路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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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便於研究對象填答，另行製作網路問卷公告於圖書館網頁並透過電子郵件鼓勵研究

生填答，期望透過問卷填答的方便性，藉以增加問卷的回收率。

�.  為避免網路問卷的重複填答，特於網路問卷首頁籲請研究生勿重複填寫，另於資料輸入

時，會特別審視網路問卷填答者的基本資料，檢核填答人數是否超過該系所應填答人數。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調查結果分析

（一）研究對象分析

本研究以 �� 學年度第 � 學期臺中教育大學博士班與碩士班研究生為調查對象，包括

博士班研究生 �� 人，碩士班研究生 �,��� 人，合計 �,��� 人。本研究以普查方式進行，問

卷發放數量分別為教育學院 �0� 份、人文社會暨藝術學院 ��� 份，數理資訊學院 ��� 份，

共計回收 ��� 份問卷，其中紙本問卷 ��� 份，網路問卷 �0� 份，回收率 ��.�%，經剔除無

效問卷 �� 份，有效問卷總計 ��0 份，實際回收率為 �0.�%。玆將研究生個人基本資料（如

表 �），依據性別、年齡、學院、學制及班別統計如下： 

表 1. 研究生個人基本資料統計表

基本資料 組別 人數  (N=��0) 百分比

性別
女 ��� ��.�%

男 ��� ��.�%

年齡

��-�0 歲 ��� ��.�%

��-�0 歲 �0� ��.�%

��-�0 歲 �� �0.�%

�� 歲以上 �� �0�%

學院

教育學院 ��� ��.0%

人文社會暨藝術學院 ��0 ��.�%

數理暨資訊學院 ��� �0.�%

學制

日間班一般生 ��� �0.�%

日間班在職生 ��� ��.�%

在職專班夜間班 ��� ��.�%

在職專班暑期班 �0� ��.�%

班別
碩士班 ��� ��.�%

博士班 �� �.�%

（二）研究生使用本校圖書館電子資源館藏的情形

研究生使用本校圖書館電子資源館藏的調查結果詳如表 �，由統計結果得知，在前十

名資料庫中，只有 ERIC 是西文電子資源，其餘皆是中文電子資源，大部分的西文資料庫

經常使用率都低於 �0.0%，只有少數幾種高於 �0.0%，但亦都未超過 �0.0%，西文電子資

源的使用率，整體而言，顯然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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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每年投入大量的經費購置電子資源，尤其是西文電子資源佔了大部分的經費，

但相對於西文電子資源的使用量，獲得的成本效益顯然太低，如何加強推廣西文電子資

源，以提高西文電子資源的使用量，是圖書館必須審慎加以思考的問題，也將是圖書館面

臨的一大挑戰。

表 2. 研究生使用圖書館電子資源的情形

編號 資料庫
經常使用 偶爾使用 未曾使用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 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 ��� ��.�% �� �.�% ��� ��.0%

� 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 ��� ��.�% ��� ��.�% ��� ��.�%

�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博碩士論文全文資料庫 ��� �0.�% ��� ��.�% ��� ��.�%

� 中文電子期刊服務 CEPS ��� ��.�% ��0 ��.�% ��� ��.�%

� 中國博碩士論文全文資料庫 ��� ��.�% ��� ��.�% ��� ��.�%

� 中國期刊全文資料庫 ��� ��.�% ��� ��.�% �0� ��.�%

� ERIC（介面為 EBSCOHost） ��� ��.�% �0� ��.�% ��� �0.�%

�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學報全文資料庫 �0� ��.�% ��� ��.�% ��� ��.�%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EdDOnline 教育論文

線上資料庫

��� ��.0% �0� ��.�% ��� ��.�%

�0 國立教育資料館教育論文全文索引資料庫 ��� ��.�% �0� ��.�% ��� ��.�%

�� ProQuestEducationJournals ��0 ��.�% ��� ��.�% ��� ��.�%

�� EBSCOhost (ASP) �0� ��.�% �� ��.�% ��� ��.�%

�� ProQuestDissertationsandTheses (PQDT) �00 ��.�% �0� ��.�% ��� ��.�%

�� PQDT 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資料庫 �� ��.�% ��� �0.�� ��� ��.0%

�� WebofScience (SSCI) �� �.�% ��0 ��.�% ��� ��.�%

�� EndNote �� �.�% ��� �0.�% ��� ��.�%

�� IEEEComputerSociety �0 �.0% �0 �.�% ��� ��.�%

�� ScienceDirect (SDOL) �� �.�% �0 �.�% ��� ��.�%

�� 大英百科全書線上繁體中文版 �0 �.�% �0� ��.�% ��� ��.�%

�0 聯合知識庫 �0 �.�% �� ��.�% ��� ��.�%

�� ACMDigitalLibrary �� �.�% �� �.��% ��� ��.�%

�� SpringerLINK �� �.�% �� �.��% ��0 �0.�%

�� PsycINFO �0 �.�% �� �.�% ��0 ��.�%

�� NetLibrary �� �.�% �� �0.�% ��� ��.0%

�� WilsonWeb �� �.�% �� �.�% ��� ��.�%

�� Taylor & Francis 精選回溯教育資料庫 �� �.0% �� �.�% ��� ��.�%

�� WebofScience (AHCI) �� �.�% �0 �.�% ��� �0.�%

�� APSJournals �� �.�% �� �.�% ��� ��.�%

�� WileyInterScience �� �.�% �� �.0% ��� ��.�%

�0 北大方正中文電子書 �� �.�% �� �.�% ��� ��.�%

�� 全民英檢學習評量系統 �� �.�% ��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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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生對圖書館電子資源的瞭解情形

�. 研究生普遍知道圖書館提供的電子資源，並視為重要的研究資訊來源。

研究生對圖書館電子資源的瞭解程度與其對傳統紙本館藏的瞭解相差無幾，兩者均是

研究生最依賴的資訊研究來源。絕大多數 (��.�%) 的研究生曾使用過圖書館的電子資源，

進而知道使用此類資源以尋找研究資訊，電子資源已成為本校研究生蒐集資訊的重要管道

之一。

�. 研究生大多透過圖書館網頁的公告，瞭解電子資源的相關訊息。

研究生瞭解圖書館電子資源的途徑，最常見的是圖書館網頁公告的相關訊息 (��.�%)，

其次是經由他人告知 (�0.�%)，因此圖書館在網頁提供詳盡完整的電子資源訊息，將易於

傳達給研究生，並透過研究生之間口耳相傳，進而提高使用率。

�. 研究生使用電子資源最大的困難是不熟悉其內容與特色，但會尋求解決方法。

大多數研究生曾使用電子資源，但不一定熟悉資料庫如何使用，有 ��.0% 的研究

生表示使用電子資源最大的困難是不熟悉資料庫的內容與特色，僅止於知道電子資源是

尋找資訊的管道並加以使用而已。此外，有 ��.�% 的研究生認為從校外連線必須設定代

理伺服器，使用上感到不便；亦有 ��.�% 的研究生表示找到的資料過多，需要再篩選是

使用上的困難點。研究生使用電子資源若遭遇困難，通常會和同學或朋友討論解決方法

(��.�%)，有的會自己想辦法解決 (��.�%)，請教圖書館員 (�.�%) 或老師的情形 (�.�%) 並

不踴躍。

�. 研究生認為使用電子資源最大的助益是縮短查詢資料的時間，以及增加研究的便利性。

研究生認為使用電子資源所帶來的助益，不僅可以縮短查詢資料的時間，亦增進研究

的便利性，因電子資源有不受時空限制的優點，資訊取得迅速且來源層面更廣，故而研究

生的使用率相當高。

（四）研究生運用圖書館電子資源的現況

�. 研究生最常使用的資料庫多為中文，以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的使用率最高。

研究生最常使用的中文資料庫是國家圖書館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 (��.�%)，其次是

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 (��.�%) 以及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博碩士論文全文資料庫 (�0.�%)，

其中有兩個資料庫與撰寫學位論文有極大相關，符合研究生的學習目標。外文資料庫使用

率最高的是 ERIC 資料庫 (��.�%)，其提供豐富的英文教育資訊，是研究生搜尋外文教育

類相關文獻最主要的來源。由此可見，研究生比較常使用中文資料庫，外文資料庫則比較

少使用。

�. 研究生通常每週使用一次電子資源，且多從家中上網查詢。

研究生使用圖書館電子資源的頻率以每週使用一次最常見，其次是每月使用一次，教

育學院研究生的使用頻率高於其他學院研究生。七成五的研究生是從圖書館以外的地點透

過網路連線查詢，尤其在家中使用的比率高達 ��.�%，其次是到圖書館使用 (��.�%)、在

服務單位使用 (��.�%)、在研究室或實驗室使用 (�0.�%)、從宿舍上網 (�.�%)。統計結果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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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研究生經常使用電子資源，並且大多在校外連線使用，因此，圖書館應思考如何提供更

便捷的校外連線使用方式。

�. 研究生多為撰寫報告與學位論文而使用電子資源，並多以下載方式儲存檔案。

研究生使用電子資源的目的，以準備學期報告的比率最高 (�0.�%)，其次依序是準

備學位論文 (��.�%)、想對某一個領域做完整的研究 (��.�%)、教師指定使用某個資料庫

(�.0%)、想了解電子資源是什麼 (�.�%)。有 ��.�% 的研究生會將檔案下載儲存於電腦，供

日後瀏覽之用，其次是直接在電腦螢幕上閱讀 (��%)，選擇列印下來後再閱讀的研究生僅

有 ��.�%。由此可知，研究生使用電子資源的最大動機來自於教師指定的報告作業，圖書

館如能與教師充分合作，將是提高使用率的有效管道。

�.  研究生檢索電子資源的技巧，較熟練的是「使用適當詞彙來搜尋資訊」，較不熟練的

是「使用個人化服務功能」。

研究生使用電子資源較熟練的檢索技巧是「使用與所需資訊相關之適當詞彙來搜尋

資料」(��.�%)，其次是「利用適當的方式擷取所需資訊」(��.�%)、「挑選符合需要的電子

資源以獲取所需資訊」(��.�%)。研究生較不熟練的檢索技巧是「使用個人化服務功能」

(��.�%)，其次是「將查得文獻的書目資料轉入書目管理軟體進行管理」(��.�%) 以及「使

用電子資源利用教育講義及影片以進行自我學習」(��.�%)。由此可知，研究生多以個人

所熟悉領域的詞彙來檢索，較少學習專門與深入的技巧，故擬訂電子資源推廣策略需加強

此部分。

�.  研究生認為使用電子資源最重要的能力是「使用適當詞彙來搜尋資訊」，較不顯重要

的是「使用個人化服務功能」。

研究生認為使用電子資源最重要的能力是「使用與所需資訊相關之適當詞彙來搜尋

資料」(��.�%)，其次是「利用適當的方式擷取所需資訊」(��.�%) 以及「挑選符合需要

的電子資源以獲取所需資訊」(��.�%)。較不具重要性的能力是「使用個人化服務功能」

(��.�%)，其次是「將查得文獻的書目資料轉入書目管理軟體進行管理」(��.�%)、「使用布

林邏輯運算修訂檢索策略」(��.�%)。顯然研究生仍以個人認知作為判斷重要能力的依據，

故加強研究生對電子資源功能與技巧的認識，方能在出現需求時，提供正確的判斷。

（五）研究生對圖書館電子資源的滿意度

�. 研究生認為圖書館的電子資源館藏能符合其需求，滿意度頗高。

研究生對於圖書館所提供的電子資源館藏能符合其需求，有 ��.�% 表示滿意，不滿

意的僅有 ��.�%，顯示研究生認為圖書館的電子資源館藏能符合其需求，滿意度頗高。

�. 研究生對圖書館的電子資源館藏協助其完成報告或學位論文表示滿意。

研究生對圖書館所提供電子資源對完成報告或學位論文的幫助程度，有 ��.�% 的研

究生表示滿意，表示不滿意的僅有 ��.�%，顯示研究生對圖書館的電子資源館藏協助其完

成報告或學位論文表示滿意。

�. 研究生對圖書館提供的電子資源全文的滿意度，仍有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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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對圖書館所提供的電子資源滿足文獻（全文）需求的程度，只有 ��.�% 的研

究生表示滿意，表示不滿意的有 �0.�%，顯示圖書館在滿足研究生電子資源文獻（全文）

的需求，仍有努力的空間。

�. 研究生對圖書館網頁提供的電子資源連結甚表滿意。

研究生對圖書館網頁上電子資源連結方便使用的程度，有 ��.0% 的研究生認為連結

圖書館網頁使用電子資源很方便，不滿意的僅有 ��.0%，顯示研究生對圖書館網頁提供的

電子資源連結甚表滿意。

�. 研究生認為中文電子資源檢索系統較西文容易使用。

研究生對圖書館所提供中文電子資源檢索系統容易使用的程度，有 ��.�% 的研究生

認為容易使用，但西文電子資源檢索系統只有 ��.�% 的研究生認為容易使用，顯示研究

生認為中文電子資源檢索較西文容易使用，可能是受限於語言能力的因素，造成研究生對

西文電子資源檢索系統容易使用的滿意度比中文電子資源檢索系統低。

（六）研究生對圖書館電子資源利用教育課程的滿意度

�. 研究生認為圖書館的電子資源利用教育課程能符合其需求。

��.�% 的研究生認為圖書館提供電子資源利用教育課程符合其需求，不滿意的僅有

�0.�%，顯示研究生對電子資源利用教育課程相當予以肯定。

�. 研究生認為圖書館的電子資源利用教育初階課程內容適當。

�0.�% 研究生認為圖書館提供電子資源利用教育初階課程的內容適當，表示不滿意的

僅有 �.�%，顯示研究生認為圖書館的電子資源利用教育初階課程內容相當適當。

�. 研究生認為圖書館的電子資源利用教育課程每場次 � 小時是適當的。

��.�% 研究生認為圖書館安排電子資源利用教育課程，每場次 � 小時的時間是適當

的，表示不滿意的僅有 ��.�%，顯示研究生認為圖書館的電子資源利用教育課程每場次 �

小時是適當的。

�. 研究生對圖書館的電子資源利用教育課程的整體滿意程度相當高。

��.�% 的研究生對圖書館提供的電子資源利用教育的整體滿意程度表示滿意，表示不

滿意的僅有 ��.�%，顯示研究生對圖書館的電子資源利用教育課程的整體滿意程度相當高。

�. 研究生滿意圖書館電子資源利用教育課程對他們的協助。

��.�% 研究生對圖書館提供電子資源利用教育課程協助其利用電子資源均表滿意，

表示不滿意的僅有 ��.�%，顯示研究生相當滿意圖書館電子資源利用教育課程對他們的協

助。

�. 女性研究生對電子資源與利用教育課程的滿意度較高。

女性研究生在檢索運用、電子資源滿意度、利用教育課程滿意度等均顯著高於男性研

究生，詳如表 �。不同學院間則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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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性別研究生對電子資源使用差異之 t 考驗表

性別 男 女
t 值

分量表名稱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一、電子資源熟練度 ��.�� �.�� ��.0� �.�� -�.��**

　　（一）檢索知能 �.�� �.�� �.�� �.��  0.��

　　（二）檢索運用 �.�� �.�0 �.�� �.�� -�.��*

二、電子資源滿意度 ��.�� �.�� ��.�� �.�0 -�.��**

三、電子資源利用教育課程滿意度 �.�� �.0� �.�� �.�� -�.��***

* P< .0�    ** P<.0�   *** P< .00�

（七）研究生對電子資源利用教育課程的需求

�. 有半數研究生參加過電子資源利用教育課程，大都是經由教師的安排。

只有 ��.�% 的研究生曾接受過圖書館電子資源利用教育的課程，顯示圖書館應該加

強電子資源利用教育課程的推廣，讓更多研究生能夠參加課程，協助他們善用電子資源。

而研究生得知圖書館舉辦電子資源利用教育資訊的管道大多數是透過教師安排 (��.�%)，

其次是從圖書館網頁得到訊息 (�0.�%)，由此可知，透過教師安排是研究生得知舉辦電子

資源利用教育資訊最有效的管道。

�.  研究生認為具備使用電子資源能力，以接受 �~� 小時的電子資源利用教育課程最為

適當。

雖然研究生大都認為目前圖書館規畫的 � 小時電子資源利用教育課程是適當的，但認

為具備使用電子資源能力，以接受 �~� 小時的電子資源利用教育課程最適當 (��.0%)，其

次是 �~� 小時 (��.�%)，其中也有近二成的研究生對電子資源利用教育時數的需求超過 �

小時，而博士班研究生則多數認為 �~� 小時較適當。爾後電子資源利用教育課程的規畫，

應以 � 小時的規畫為原則，同時必須考量博士班及對電子資源利用教育時數需求較多的研

究生，規畫比較完整且深入的課程以滿足其需求。

�. 研究生對電子資源利用教育初階課程與 EndNote 書目管理軟體的需求比較高。

研究生曾參加電子資源利用教育課程的內容，以電子資源利用教育初階課程最多

(��.�%)，其次是 EndNote 書目管理軟體 (��.0%)。目前圖書館開設的電子資源利用教育分

別有初階、進階、EndNote 及單一資料庫等四種不同的課程，調查結果顯示研究生對資源

利用教育初階課程與 EndNote 書目管理軟體的參與率比較高，因此，可據以推斷研究生

對此兩種課程的需求比較高，爾後圖書館應多開設此課程。

（八）電子資源推廣之最佳策略

�.  研究生期望得知圖書館舉辦電子資源利用教育資訊的途徑是透過網頁公告，其次是圖

書館送發的 E-mail。

研究生最期望得知圖書館舉辦電子資源利用教育資訊的途徑是透過網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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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其次是圖書館送發的 E-mail (��.�%)，再次才是教師安排 (��.�%)。因此，E-Mail

告知應是爾後圖書館在公告電子資源利用教育時，可採用的方式，相信可以達到不錯的效

果。

�. 研究生認為數位型態的使用手冊是使用電子資源的最佳協助，其次是團體講習。

多數研究生認為數位型態的使用手冊 (��.�%) 是使用電子資源的最佳協助，其次依序

是團體講習 (��.�%)、有專責人員可隨時詢問 (��.�%)、網路上提供常見問題集 (��.�%)、

使用手冊（紙本）(��.�%)，統計結果顯示，研究生對電子資源使用手冊的需求很高，超

過三成的研究生認為使用手冊對他們有幫助，其中又以對數位型態使用手冊的需求較高；

網頁上提供常見問題集對研究生也有一定程度的幫助；另外，研究生對有專責人員可以隨

時詢問的需求也很高，上述方式皆是圖書館協助研究生使用電子資源可善加利用的方式。

�. 研究生贊成圖書館與教師課程配合，協助其學習使用電子資源。

對圖書館電子資源之使用與課程配合的看法，有高達 ��.�% 研究生贊成圖書館與教

師課程配合，協助其學習使用電子資源，表示不贊成的僅有 �.�% ，由研究結果可知，教

師在圖書館推廣電子資源時，扮演著很關鍵的角色，因此，圖書館應多與教師的課程配

合，推廣電子資源之使用，相信能獲得最佳的效益。    　

二、綜合討論

（一）研究生對圖書館電子資源的使用情況

�. 使用圖書館實體館藏 vs. 電子資源的頻率

研究生使用電子資源的頻率以每週一次為最高 (��.�%)，但使用圖書館實體館藏的頻

率卻以每月一次為最高 (��.�%)，可見電子資源使用不受時空限制的方便性，提昇了研究

生對圖書館資源的使用率，同時突顯圖書館的使用率不能單以實體館藏的使用情況來看，

更應該關注的是電子資源的使用量。圖書館對電子資源使用統計向來較為忽略，如何獲得

正確且客觀的電子資源使用量，是圖書館必須思考的問題。圖書館每年投注在電子資源與

實體館藏的經費比重逐漸接近，而圖書館的使用統計仍著重於實體館藏的部分，相當值得

圖書館省思，爾後圖書館應考量採購電子資源管理系統，可隨時取得電子資源的使用統

計，才能全面掌握實體館藏與電子資源的使用情形。

�. 依賴的研究資訊來源是電子資源 vs. 紙本館藏

研究生依賴的資訊來源最高為紙本館藏 (��.�%)，其次是電子資源 (��.�%) 及網路資

源 (��.�%)，雖然紙本館藏仍為研究生依賴的資訊來源，但由統計結果顯示，其中電子資

源（含網路資源）佔 ��.�%，換言之，超過半數以上的研究生所依賴的資訊來源是電子資

源。在羅美英 (�00�) 的研究結果指出使用者最常利用的資料類型是電子資源，本研究獲

致的結果亦相同，由此可見，紙本圖書與期刊已無法滿足其研究需求，電子資源已成為

研究生所依賴的資源來源中，很重要的一項資源。但仍有近三成的研究生依賴的研究來源

是紙本館藏，在 Mehta (����) 等人研究結果指出使用者仍較偏向紙本式資料為多，唯在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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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資源如此便於使用的情況下，卻仍有研究生依賴紙本館藏，是否意味著研究生使用習慣

未能改變，或者電子資源無法滿足研究生的需求呢？圖書館應審慎思考研究生的想法與需

要。

�. 在圖書館 vs. 遠端透過校外連線使用電子資源

研究生最常使用電子資源的地點是從家裡連線檢索 (��.�%)，其次是到圖書館現場使

用 (��.0%)、在服務單位使用 (��.�%)、在研究室或實驗室使用 (�0.�%)。由此可知，在圖

書館使用電子資源的研究生只佔 �/�，大多數的研究生都是在遠端透過校外連線使用電子

資源，此與 Kayongo 與 Helm (�0�0）的研究結果較接近。張芳菁 (�00�) 的研究結果指出

學生及教師大多在圖書館、研究室或實驗室內使用電子資源，以及 Kaur (�00�) 的研究發

現研究生多在電算中心使用電子資源，皆與本研究結果有所差異，本研究結果顯示研究生

最常使用電子資源的地點是從家裡連線檢索，其次才是在圖書館、研究室或實驗室內使用

電子資源。

�. 使用電子資源的目的

研究生使用電子資源的目的，以準備學期報告的比率最高 (�0.�%)，其次為準備學位

論文 (��.�%)。換言之，研究生使用電子資源的目的中，準備學期報告及學位論文合計即

佔了 ��.0%。多個研究結果均指出學生使用電子資源的目的是為了繳交作業及準備學位論

文，或是因教師指定才使用（張芳菁，�00�；莊佳伶，�00�；羅美英，�00�）。相較於本

研究結果，本校研究生使用電子資源的目的與相關研究結果並無差異，主要目的都是為了

準備學期報告或學位論文。

�. 影響研究生使用電子資源的因素

從研究生使用電子資源的情形可知，影響研究生使用電子資源的最主要因素有三：(�)

對館藏電子資源的熟悉程度。本研究結果有 ��% 的研究生並不知道資料庫的內容與特色，

此類資訊一旦缺乏，將無法選擇正確或適當的電子資源，會影響使用動機；(�) 對檢索技

巧的瞭解程度。本研究結果有九成以上的研究生多以個人熟悉領域的詞彙來檢索電子資

源，較少學習專門或深入的技巧，如檢索結果無法滿足需求，則會對電子資源失去信心，

影響使用意願；(�) 參加教育訓練課程。本研究結果有 ��.�% 的研究生曾參加過電子資源

利用教育課程，仍有將近半數的研究生未曾接受指導，如缺乏教育訓練，將不易瞭解電子

資源所具備的功能及其對研究所能提供的協助，將影響使用結果。以上歸納結果與多個研

究指出影響使用電子資源的因素，例如相關資料庫的資訊、檢索技巧與教育訓練大致相符

（李碧鳳，�00�；羅美英，�00�；Hart, Coleman, Yu, ����）。

（二）研究生對電子資源的熟練度與滿意度

�. 強化研究生使用電子資源的能力

綜合研究生對電子資源的熟練度分析結果，得知研究生能力比較不足的部分有三：(�)

將查得文獻的書目資料轉入書目管理軟體進行管理；(�) 使用個人化服務功能；(�) 使用電

子資源利用教育講義及影片進行自我學習。雖然此三項能力較為不足，但卻都高度認同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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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具有相當的重要性，顯示對此三項能力有需求，但能力顯有不足。前兩項能力，圖書

館可透過電子資源利用教育課程及使用手冊的內容予以涵蓋規畫，以使研究生具備該能

力。陳雪華 (����) 也提到應研訂符合使用者自學需求的適當教材，讓使用者可以不受時

空的限制進行自我學習。圖書館應重新檢視電子資源利用教育講義及影片內容的適當性，

是否符合研究生的需求，並廣為宣傳，以提昇電子資源教材的使用率。

�. 使用電子資源遭遇的困難

研究生使用電子資源遭遇的最大困難是不熟悉電子資源的內容與特色 (��.0%)，

其次是從校外連線使用時必須設定代理伺服器 (��.�%)、找到的資料過多，需要再篩選

(��.�%)、要學習各種電子資源的查詢及下載使用方式 (��.�%)、找不到年代較早的資料

(��.�%)、大多是西文的電子資源 (��.�%)。由此可知，研究生不易判別與掌握適用的電子

資源、不熟悉校外連線的使用方式、對電子資源的檢索技巧不夠熟練、資料涵蓋範圍不夠

廣、電子資源的操作方法未有統一介面，以及電子資源多偏向西文，使用上感到困難，都

是使用電子資源時碰到的困難。多個研究結果均指出學生使用電子資源時不知有哪些電子

資源可使用、資訊檢索素養不足、需要學習各種電子資源的使用方式、缺乏檢索技巧、檢

索結果不符合所需、不懂如何使用電子資源、畏懼英文等障礙（李碧鳳，�00�；張芳菁，

�00�；莊佳伶，�00�；羅美英，�00�；Hart, Coleman, Yu, ����；Liu & Win, �00�)，本研

究結果與相關研究結果大致相符合。

�. 館員在提供電子資源服務時扮演的角色

研究生使用電子資源如遭遇困難，最常和同學或朋友討論解決問題的方法 (��.�%)，

其次是自己想辦法 (��.�%)、上網尋求使用方法 (��.�%)、觀看電子資源利用教育講義

(�.�%)、會向圖書館館員尋求協助 (�.�%)。由此可知，研究生遇到困難時，尋求圖書館

館員協助的比例很低。多個研究結果均指出館員在滿足資訊需求上所扮演的角色薄弱，

使用者較少直接與館員接觸，可能是沒有這樣的習慣，使用者在蒐集資料有困難或遭

遇問題時，可能會詢問同學、老師或其他朋友，但不會想到詢問館員，在使用者的資料

搜尋經驗中，館員在其搜尋資料過程中的直接影響力相當小（羅思嘉，�000；Mehta & 

Young, ����）。由此可知，本研究結果與相關研究結果相符，此種現象值得圖書館思考

如何加以改善，館員必須持續吸取新知，具備更專業的資訊素養，才能提供使用者更優

質的服務。

（三）研究生對電子資源利用教育課程的滿意度與需求

�. 電子資源利用教育課程的高滿意度 vs. 電子資源的低使用率

綜觀研究生對電子資源利用教育課程的滿意度，整體而言滿意度相當高，接近九成的

滿意度，表示電子資源利用教育課程具有成效，對研究生有幫助，因此，研究生大都表示

滿意，但相較電子資源的使用率來看卻不甚理想，尤其西文電子資源的使用率更低，其中

的意涵值得探究。另外，從研究結果可知有 ��.�% 的研究生使用過電子資源，意味著電

子資源的利用推廣具有成效，但西文電子資源的低使用率，顯示圖書館在推廣西文電子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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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方面，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圖書館可請教師多鼓勵研究生利用西文電子資源，相信將

能提昇西文電子資源的使用率。不過，只有 ��.�% 的研究生參加過電子資源利用教育課

程，顯示圖書館在電子資源利用教育的推廣上應持續努力。

�. 研究生期望的電子資源利用教育課程訊息

研究生期望得知圖書館舉辦電子資源利用教育資訊的途徑是透過網頁公告 (��.0%)，

其次是圖書館送發的 E-mail (��.�%)、教師安排 (��.�%)，與目前情況大多數是透過教師

安排 (��.�%)，其次從圖書館網頁得到訊息 (�0.�%)、他人告知 (�0.�%)、張貼的紙本公告

(�.�%)、圖書館發送的 E-mail (�.�%)，相較而言，顯示研究生的期望與現況有所落差。多

個研究結果均指出學生認為在網頁公告及以電子郵件傳達相關訊息是最佳的方式（胡亦

君，�00�；張芳菁，�00�），由此可見，本研究結果與相關研究結果一致，爾後圖書館在

推廣電子資源利用教育時，應多採用網頁公告與 E-Mail 告知，相信可以獲得不錯的效果。

�. 推廣電子資源利用教育應與教師課程相配合

對圖書館電子資源之使用與課程配合的看法，高達 ��.�% 研究生贊成圖書館與教師

課程配合，協助其學習使用電子資源。多個研究結果均指出電子資源的推廣重心在教師，

如果沒有作業因素，使用者搜尋資訊的動機不強，圖書館的資訊服務應與課程做更密切的

配合，主動與系所老師配合，重視「教師」在電子資源推廣服務的地位並爭取支持（胡亦

君，�00�；張芳菁，�00�；羅思嘉，�000)。本研究結果與相關研究結果一致，由此可知，

透過教師安排是推展電子資源利用教育最有效的管道，因此，圖書館推廣電子資源利用教

育，應取得教師的支持與協助，相信能獲得最佳的成效。

（四）研究生對推廣電子資源的看法

�. 數位型態的使用手冊是協助研究生使用電子資源的最佳管道

多數研究生認為數位型態的使用手冊 (��.�%) 是使用電子資源的最佳協助，其次是

團體講習 (��.�%)、有專責人員可以隨時詢問 (��.�%)、網頁上提供常見問題集 (��.�%)、

使用手冊（紙本）(��.�%)、電子郵件提供相關訊息 (�0.�%)、個別講習 (�.�%)。李碧鳳

(�00�) 的研究結果指出，使用者比較能夠接受的方式為利用（操作）手冊、電子郵件諮

詢、小型的團體教學、電話諮詢，以及可以現場詢問館員和網頁提供 FAQ。兩相對照，

本研究結果與該研究大致相同。 

�. 善用圖書館網頁推廣電子資源

研究生瞭解圖書館電子資源的途徑，主要是透過圖書館網頁的公告 (��.�%)，其次

是經由他人告知 (�0.�%)。多個研究結果均指出在圖書館網頁公告是推廣電子資源時可採

取的方式，推廣電子資源時，圖書館網頁佔有極重要的地位（李碧鳳，�00�；胡亦君，

�00�）。此外，多個研究結果均指出學生得知電子資源的訊息管道，大多是同學朋友之間

口耳相傳的方式（吳雅慧，�00�；張芳菁，�00�），由此可見，本研究結果與相關研究結

果一致，圖書館應善加利用圖書館網頁及口耳相傳，作為推廣電子資源的重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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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瞭解本校研究生使用電子資源的情形，透過研究生表達的意見與看法，提

供圖書館設計適合研究生的電子資源利用教育課程，以及訂定電子資源推廣策略。本章將

研究結果歸納整理後，提出結論與建議，俾供學校、師生以及圖書館之參考。

一、結論

（一） 研究生最常使用的資料庫多為中文，以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的使用率最高，通

常每週使用一次電子資源，且多從家中上網查詢。研究生認為使用電子資源最大

的助益是可縮短查詢資料的時間，而遭遇到的最大困難是不熟悉電子資源的內容

與特色。

（二） 研究生運用電子資源較熟練的檢索技巧是「使用與所需資訊相關之適當詞彙來搜

尋資料」，其次是「利用適當的方式擷取所需資訊」。

（三） 研究生對圖書館提供的電子資源大都持肯定的態度，滿意度也相當高，唯有對電

子資源全文的取得比率滿意度稍低。

（四） 研究生大多滿意圖書館電子資源利用教育初階課程的內容，對每場次課程時間的

安排為 � 小時也表示適當可以接受。

（五） 研究生認為 �~� 小時的電子資源利用教育課程最為適當，對電子資源利用教育

初階課程與 EndNote 書目管理軟體的需求比較高。

（六） 數位型態的操作手冊對研究生使用電子資源最有幫助，圖書館如能加強在網頁公

告電子資源利用教育課程的訊息，以及與教師課程搭配等做法，對協助研究生使

用電子資源以及推廣電子資源將有莫大的助益。

二、建議

（一） 建置電子資源使用手冊之數位教材，提供使用者進行自我學習。

圖書館應建置更多電子資源使用手冊之數位教材，數位教材能更符合研究生的需求。

使研究生可不受時空限制進行學習，並依個人學習進度及喜好自我學習，相信學習效果將

更為顯著。

（二） 電子資源推廣重心在教師，善用各種管道積極向教師們推廣。

善用教師的資源，與課程作有效結合，請教師們思考可否在課程設計或教學進度中以

指定作業報告方式讓學生使用電子資源，透過課程與作業的搭配，相信會更具成效。

（三） 研擬電子資源的推廣策略，作為電子資源行銷的準則。

圖書館在推廣電子資源時，應制定詳細明確的電子資源推廣策略，以作為電子資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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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的準則，有可資依循的策略方針，才能依據既定的政策逐步推展，相信能使電子資源的

推廣更具效果。

（四） 電子資源利用教育課程的規畫應予以深化。

目前圖書館電子資源利用教育課程的規畫是以 � 小時為原則，� 小時為例外。爾後圖

書館的規畫應以 � 小時為原則，提供更深化的課程內容，才能滿足研究生的需要。

（五） 提高研究生使用電子資源的意願。

圖書館應針對影響研究生使用電子資源的因素加以改善，提供電子資源更便捷的使用

方式，例如：可採購校外連線認證系統或整合性查詢系統，提供統一介面的操作方式，以

提高研究生使用意願。

（六）加強西文電子資源的行銷，以提昇其使用量。

研究結果顯示，研究生使用電子資源，大都以中文電子資源為主，使用西文電子資源

的比率低。爾後圖書館應將西文電子資源列為行銷的重點，以主題式電子資源，針對特定

使用者進行重點行銷，藉以提高西文電子資源的使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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