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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過去20年來，大學課程之教學品質逐漸成為全球高等教育的發展重

點。研究者反思自身所教授的教育研究法課程，發現部分學習者存在學

習成效不佳、缺乏教育研究素養能力等問題。然而，教育研究法雖為教

育學領域之重要課程，但教育研究法課程相關實證研究在臺灣仍屬稀

少。本研究目的為改善學習者於教育研究法課程的學習困境，提升其學

習成效與教育研究素養。本研究採行動研究法，並使用混合方法進行資

料蒐集與分析。研究結果顯示，以教育研究素養作為教育研究法課程核

心，對學習者的學習成效與態度皆具正向影響。另課程教學時數的有

限，則導致教與學之間難以達到平衡。本研究結果除作為研究者下一輪

教學實踐研究的設計基礎，亦可提供未來研究者或教育研究法課程的教

學者，課程設計與應用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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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高等教育的教學轉向

全球化世代的來臨，帶來社會快速變遷、產業轉型等衝擊，學習

者多元能力的培養已然成為當代教育的目標（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2）。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於2012年

出版的《促進高等教育的教學品質：政策與實踐》（Fostering Quality 

Teaching in Higher Education: Policies and Practices）報告指出（Hénard 

& Roseveare, 2012），面對瞬息萬變的局勢，世界各地大學紛紛開始致

力培育具備將知識整合與應用於生活及工作環境能力的學習者。同時該

報告顯示（Hénard & Roseveare, 2012），高等教育目標的變化，亦使新

興教學典範應運而生，包括：（一）教師間透過學習平臺進行更廣泛的

交流與合作；（二）重新設計課程；（三）強化教學與研究之間的橋

梁；（四）考量學習者學習負擔和教學者教學負擔；（五）持續提升以

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方法、科技工具以及評估模式；（六）建立創新的

學習平臺；（七）運用新的教學方法指導學習者；（八）評估教學影響

與記錄教學成效。從上述新興教學典範可知，全球高等教育開始走向實

踐新的教學策略與方法，並重新檢視和修正教學內容，藉以提升整體高

等教育之教學品質。

臺灣高等教育也在這一波重視教學品質的趨勢下受到影響，尤其是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的發布（教育部，2017a），其主要目的為提升高等

教育教學品質、發展學校特色和提升學習者學習成效，此一政策目標的

改變亦凸顯高等教育中課程與教學的重要性。過去20年間，高等教育教

師們為爭取升等與政府部門之研究經費，多偏重於學術研究而忽視教學

（張新仁，2018），此現象更加顯現教學實踐的改善有其必要。教學實

踐研究係指教學者從課堂教學中發現問題，並經由重新規劃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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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學習者學習紀錄與成果，藉以檢視教學模式修正的有效性並促進教

學者的教學專業成長（張新仁、符碧真、崔夢萍、黃淑苓，2019）。

研究者因此重新檢視自身過去7年間所教授的教育研究法課程，進

而在修習教育研究法的學習者身上，發現幾個反覆出現的學習問題：首

先，學習者缺乏使用研究證據之習慣，而多依賴經驗證據；其次，學習

者十分欠缺理性之論證能力，造成課堂討論無法深入；第三，學習者因

為對研究過程缺乏認識，常會錯估撰寫研究計畫所需之時間，造成研究

計畫進度落後甚至無法完成；第四，教育研究法課程為系所規定之必修

課程，並非每位學習者都對研究感興趣，對於初次接觸研究的部分學習

者往往會先預設立場，進而加諸內心無形的恐懼。由這幾個問題來看，

可以發現學習者無法批判地閱讀研究論文，欠缺以證據為本的討論模

式，無法有效地與他人對一個議題進行理性之討論，同時在面對研究時

又懷著恐懼的心態。因此，如何提升學習者的教育研究素養和消除對學

習的恐懼是本教學實踐研究所欲解決的主要問題。

研究者認為，修習教育研究法不僅在於學會研究方法之定義與流

程，更重要的是在於培養學習者成為具備教育研究素養的專業實踐

者。本課程主要授課對象為教育領域的大學生，多數學習者也將於未

來從事教育相關工作，而教育研究素養所著重的批判性思考與問題解

決的概念，正是教育工作者所需具備的重要能力（Evans, Waring, & 

Christodoulou, 2017）。本研究之教育研究法課程教學法主要是以數位

學習和翻轉概念進行自主與合作學習，同時亦加入論證能力養成與知識

建構概念，探討有益於學習者自我導向學習與研究素養的培養。然而，

由於本研究主要以探究學習者的教育研究素養之精進為目的，故關於數

位學習與翻轉學習的細節不在本文討論之範疇，僅針對教育研究素養概

念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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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本教學實踐研究為循環式課程調整歷程的其中一階段，目的為透過

教育研究法課程調整，與分析學習者對於課程調整的回饋，藉以觀察學

習者的教育研究素養變化。除了解決學習者所面臨的學習困境，進一步

改善課程設計以期達到更佳之教學成效。根據前述目的，本研究將回答

下列研究問題：

（一）教育研究法課程中影響教學成效之因素為何？

（二）教育研究法課程調整之考量與歷程為何？

（三）教育研究法課程調整後對提升學習者教育研究素養態度的變

化為何？

透過本研究期能找出影響學習者修習教育研究法的學習問題，並分

析課程調整之歷程及所考量的重要因素，進一步探究課程調整對於提升

學習者教育研究素養的結果。最後，透過本實踐研究，提出教育研究法

課程的調整方向與建議，提供未來教學者的教學實踐進一步參考。

貳、教學實踐研究與研究素養

一、高等教育中的教學專業養成：從英國到臺灣

過去高等教育多重視大學教師的研究能力，而較少關注教學能力，

然而，要促進高等教育的進步，有效的教學至為重要（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 2003）。教學能力對於教師是一項重要的

技能，相較於初等教育、中等教育的教師，皆必須取得教師資格證照方

能執教，大學教師作為專業知識的傳遞者，卻多未經過教學專業的訓練

與檢驗。綜觀全球各國對於高等教育教學的政策，英國首開大學教師

資格認證之先驅，於2000年設立的「高等教育人員發展機構」（Hig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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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Staff Development Agency, HESDA），即負責提供專業的教

學建議和資源，藉以培訓和發展高等教育職員的教學技能以及資格認

證（Bailey & Robson, 2002）。而後HESDA於2003年被進一步整合為

「高等教育學院」（The Higher Education Academy, HEA），與英國政

府、全球各大學與專家學者合作，致力提倡卓越教學與學習者經驗多

元化（Nurunnabi, Abdelhadi, Aburas, & Fallatah, 2019）。Nurunnabi等人

（2019）的研究指出，持有HEA教師資格證書的大學教師比例愈高，

該校學習者的滿意度也愈高，此現象也顯示出大學教師的教學專業度對

於學習者的重要性。

了解全球趨勢的臺灣高等教育機構與教育部也開始朝向教學品質的

提升邁進，制定高等教育教學的相關政策。2006年推動之大學教學卓越

計畫，鼓勵大學自制度面著手進行改革以強化高等教育對教學價值的重

視（教育部，2006），就是個鮮明的例子。爾後，教育部更推出高等教

育深耕計畫（教育部，2017a），針對高等教育資源分配和發展進行調

整與修正，除延續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提升高教品質、發展學校特色和

促進學習者學習成效」之精神，更將「教學創新」作為計畫重點。而為

落實高等教育的教學創新，教育部亦推動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教育部，

2017b），鼓勵大專校院教學者執行教學實踐相關研究。上述種種政策

推行歷程亦顯示出臺灣對於高等教育的教學品質日益重視。

再者，教育部自2013年起推動大專校院教師多元升等制度試辦學校

計畫（教育部，2013），鼓勵大學建立多元升等制度，引導教學者進行

專業分工，推動學校全面自審升等相關事宜，落實大學自主及彈性多元

發展。教學專業的重視與行動，不僅只是為提升教學者教學品質以及學

習者學習成效。面對臺灣高等教育十多年來的競爭型經費機制的實行，

造成各大學為追求排名、教學者追求升等而偏重學術研究的現象，教學

專業的精進與教學實踐的研究，或許是重新喚起高等教育對「教學」重

視的可能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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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現場所見之需求：教育研究素養為何重要？

如研究者於前言所述，從過去教育研究法課程的教學現場中可發

現，學習者待改進的一些問題，包括鮮少援引研究證據、缺乏理性論述

能力、時間管理不佳以致作業延宕、對課程本身未感興趣，或因初次接

觸研究相關課程而感到恐懼等。而這些問題亦與Daniel、Kumar與Omar

（2017）和Lei（2010）的研究有類似的發現，Daniel等人的研究指出，

學習者在研究法課程所遭遇的困境，包括：（一）研究法課程的內容不

符合學習目標；（二）對於理論與實作的結合感到困難；（三）對於資

料分析的處理和統計數據的使用感到困難；（四）對於如何確立研究

問題感到困難；（五）對於如何批判性思考處理文獻感到困難。Lei的

研究亦指出，學習者對研究法課程缺乏動機和興趣的現象，他認為其中

有兩大原因，一是在於研究法課程多設為必修課程，而僅有極少數的學

習者對於研究抱持興趣和熱忱；二是在研究設計、統計能力方面，學習

者並未獲得足夠的教學，以致學習態度低落，並使其學習意願銳減，同

時也限制學習者繼續深入探究的可能性。整體而言，學習者在研究法課

程的困境除缺乏動機和興趣外，他們也無法熟練地應用研究知識，此亦

顯示出學習者極度缺乏教育研究素養（educational research literacy）的 

訓練。

教育研究素養係指教育領域之學習者必須具備以批判性思考的

能力閱讀研究資料，此概念始於Shank與Brown（2007）。Shank與

Brown認為過往教育領域的研究法教學多是讓學生成為內容的消費者

（consumer）為目的，然而，學習者僅作為消費者是不足的，學習者若

要能專精於教育研究，則必須讓學習者知道如何讀懂研究。其進一步表

示，當學習者擁有教育研究素養，始能觸類旁通，並持續精進自身的

批判思考能力，將習得的知識和技能應用於其他領域。Groß Ophoff、

Wolf、Schladitz與Wirtz（2017）進一步將教育研究素養的定義，再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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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三個面向：（一）資訊素養（information literacy）：能夠確立合

適的研究問題、知道如何搜尋並評估資訊的能力；（二）統計素養

（statistical literacy）：能夠彙整、分析並解讀數據的能力；（三）證據

為本的探究（evidence-based reasoning）：能夠嚴謹評估、進行合理推

論並給定結論的能力。整體而言，教育研究素養關乎如何明智地評估、

應用與整合研究證據，並與批判性思考、問題解決等概念互有連結，對

於現職教師、職前教師和教育工作者而言，此能力至為重要，在教育研

究領域亦是必不可少的核心技能（Evans et al., 2017; Groß Ophoff et al., 

2017）。

此外，檢視學習者於研究法課程中的學習態度也相當重要。如前段

所述，缺乏學習動機和興趣為學習者在研究法課程的學習困境之一，如

Kiener、Zelinske與Green（2015）研究所提及，許多學生無法理解研究

能力作為一項專業技能的重要性，而對課程的負面態度亦可能影響學習

者的學習表現。Murtonen、Olkinuora、Tynjälä與Lehtinen（2008）的研

究指出，那些認為研究法對於未來職涯具有益處的學生，在研究法學習

過程中會遇到較少的困難與障礙，因此，該研究建議應讓學習者對於研

究有正向的態度。近年來，亦有研究者針對學習者的研究法課程學習態

度，進行探究與量表工具的編製。如Papanastasiou（2014）所編製的研

究態度量表（revised-attitudes toward research scale），目的即是幫助研

究者了解學習者對研究法課程的負面態度程度，讓研究者能根據學習

者的學習狀況調整課程，期許學習者能以更為正面的態度面對研究法

課程。

綜上所述，教育研究素養的具備，不僅能使學習者獲得教育研究法

知識，未來更能將所學的知識遷移並應用於其他學科。而擁有良好的研

究態度也是提升學習者在教育研究法課程上學習成效的一個重要因素。

因此，本研究以實證方法進一步探究影響學習者修習教育研究法課程的

學習問題。同時藉由課程設計的調整，將教育研究素養融入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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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以促進學習者教育研究素養和學習成效的提升。

參、教學課程設計與內容規劃

一、教育研究法課程之規劃

研究者在過去的教育研究法課程規劃中，試圖涵蓋研究素養與相關

技術性知識，學習任務多為事前預習當週的課程教材，並按時完成個人

研究計畫報告，期末以口頭發表和書面報告的繳交作為課程的學習成

果。然而，研究者發現近幾年學習者在教育研究法的課程表現有待加

強，且延遲繳交作業、課程反應不熱烈的狀況也頻頻發生。為解決此問

題，研究者經爬梳教育研究素養相關文獻後，進而調整課程規劃，以提

升研究素養為主軸，希冀提升學習者之學習成效。

本課程規劃調整之內容與作業，主要是根據Groß Ophoff等人

（2017）的「資訊素養」及「證據為本的探究」兩個面向進行。由於本

次課程之學習者已修習過教育統計課程，加上課程時數限制，故「統計

素養」非本次教學重點。另外，研究者認為，由於教育研究法之重點應

是在如何針對自己的研究問題、研究方法進行有意義的論證及書寫，以

及文獻探討中如何將搜尋、篩選過後的文獻進行統整及定位。資料庫、

APA（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格式等教學皆屬於技術性知

識，學習者們可藉由自主學習與反覆練習來精熟這些知識，但研究素養

與論證能力要學習者獨自意會是有困難的。因此，希望透過更多鷹架之

提供，引導學習者深入了解研究素養之基礎及論證之使用（課程規劃調

整對照請參閱附錄）。

為更好地協助學習者規劃其研究計畫撰寫時程，研究者設定三次檢

核點（於附錄以*號和粗體標示），搭配的課程單元為：（一）研究問

題；（二）文獻探討；（三）研究方法。此檢核點的目的不僅僅是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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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檢視作業的完成進度，同時也是讓學習者學習整合每一課程單元

所學，並按部就班地撰寫成研究計畫。於檢核點二後，學習者無法再更

換研究主題，該檢核點的時間設於學期中，此規定之用意在於訂定一個

明確的時間點，讓學習者研究計畫的書寫能與教學者教學進度同步進

行，以免於學期末時才臨時抱佛腳，導致學習成效不彰。同時，亦請課

程助教協助學習者進行個別面談討論研究計畫初稿，此課程助教為碩士

班二年級學習者，過去大學期間曾申請通過並執行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

計畫，除對於研究知識擁有基本的認知之外，同時亦有實際執行研究的

經驗。且過去該生亦曾修習過研究者的教育研究法課程，故對於課程也

具一定熟悉度。此課程助教將以客觀的立場與學習者討論並給予建議，

以確保學習者研究計畫的撰寫品質。

二、教育研究素養為核心：資訊素養和證據為本的探究

本教學研究之課程作業，以培養學習者「資訊素養」及「證據為本

的探究」之教育研究素養為核心。課程作業分為「個人研究計畫書寫」

及「同儕研究計畫回饋」兩項（如圖1所示），列舉說明如下：

（一）個人研究計畫書寫

此作業核心主要是訓練學習者的資訊素養。根據Groß Ophoff等人

（2017）的定義，教育研究素養中的資訊素養即是能夠確立合適的研究

問題、知道如何搜尋並評估資訊的能力。因此，每位學習者必須於線上

平臺建立自己的學習歷程資料集，而發文的內容將著重於個人的研究計

畫書寫。配合每週教學者教學的課程主題，學習者必須按部就班上傳研

究背景、動機、研究問題，以及研究方法等計畫（如圖1所示），在書

寫的過程中也會運用到資訊查找與評估的技能，藉以訓練學習者彙整並

應用資訊的能力。

（二）同儕研究計畫回饋

此作業核心主要是訓練學習者證據為本的探究。根據Groß Oph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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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個人研究計畫書寫之作業示意圖

等人（2017）的定義，即是能夠嚴謹評估、進行合理推論並給定結論的

能力。在課堂中，研究者首先進行論證方式的教學，而後學習者必須針

對同儕的研究計畫進行評析與回饋。論證學習的主旨在於透過論證學習

知識的過程，學生於過程中不僅要能提供好的論證，亦必須妥適地評估

他人所提出之論證（Jonassen & Kim, 2010）。另外，本課程亦鼓勵學

習者於閱讀課堂用書或參考文獻的過程中，若遇到不明白之處，可在線

上平臺提問。同時也鼓勵其他學習者看到提問能踴躍回覆自己的看法

（如圖2所示），若討論未果，教學者便會進一步將學習者的線上提問

帶至課堂上一起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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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同儕研究計畫回饋之作業示意圖

三、教育研究素養作為評量方法：證據為本的探究

本課程評量主要是訓練學習者「證據為本的探究」之教育研究素

養。有別於過往課程的個人紙筆評量，本次課程的期中評量將以小組為

單位進行。研究者會挑選一些科技部大專生專題計畫的論文讓每組進行

評論，學習者必須活用課堂所學的研究法知識，也需透過批判性思考與

論證能力，與同儕相互合作完成期中評量。最終的期末評量，會請每一

位學習者進行個人研究計畫口頭報告，並在發表完的當下接受教學者與

其他學習者的提問，而後針對發問進行答辯，此項評量亦是為訓練學習

者論證能力所設計。口頭報告結束後，學習者需彙整收到的建議與回饋

後再次修正研究計畫，最後繳交完整的個人研究計畫書面報告，完成一

學期的教育研究法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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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整體而言，本課程作業及評量設計旨在訓練學習者教育研究素養中

的資訊素養及證據為本的探究。研究者希冀教育研究法課程並非只是單

純傳遞研究法知識，而是學習者透過思辨與討論的過程，訓練其批判思

考能力，藉由反覆提問和答辯，更加理解並內化研究的方法，終而提升

學習者的教育研究素養。

肆、研究設計與流程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之定位為行動研究，係指專業實踐者（在本研究中所指涉的

就是教學者自身）透過反覆地問題修正與實踐行動的循環，改善專業

實踐現場問題所進行的研究；其目的主要為幫助專業實踐者改善工作

環境所遭遇之難題，或促進專業實務者自身的專業實踐能力（Thomas, 

2013）。本研究的出發點正是研究者在教學實踐中發現問題，進而透過

重新規劃課程並調整教學取徑，期能解決問題並改善專業實踐。本研究

前期透過文獻探討及質性反饋探究學習者的學習困難點，進一步規劃課

程之行動方案，並採用線上學習與翻轉學習兩種方法，試圖解決學習者

在研究法課程的困境。研究中期的課程執行與教學歷程紀錄，係由研究

團隊（包含研究者、教學助理和研究助理共三位）一起進行，由於研究

者本身為授課教師，無法一邊授課一邊蒐集相關資料與詳細記錄學生學

習情況，因此教學助理與研究助理分別於教學過程中，依照研究者對此

一課程之設計與規劃，進行觀課與記錄的工作。此外，為避免研究參與

者因研究者本身即為授課教師的因素而影響其訪談時之回應，訪談人員

的篩選、邀請與訪談，係由研究者設定篩選條件與規劃訪談大綱後，由

研究助理邀請受訪對象並執行訪談。訪談參與者的標號方式亦是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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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決定原則，由研究助理進行編號。因此，研究者在取得訪談逐字稿

時，是無法由受訪者編號去回推受訪者之真實身分。研究後期階段，則

進行資料的分析以及彙整前一階段新出現的待解決問題，提出此行動研

究之成果和建議，以利下一次的行動研究規劃，造就良性的研究循環歷

程（如圖3所示）。

圖3　本研究之行動研究循環歷程

二、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之課程為北部某國立大學教育學系之「教育研究法」課程，

該課程係教育學系大學部三年級的必修課程，每週授課時數為2小時，

每一學期總計授課時數為36小時。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修習教育研究法

之大學部三年級的學習者，其組成包含本系與外系選修之學習者。因班

級人數控管緣故，共分為兩個班級，兩班教學範圍皆相同，共計65位學

習者參與。此外，研究者於課程期間皆已通知學習者，其課堂討論和回

饋將於日後作為課程改進分析之用。



教學實踐與創新　第4卷第1期14

三、研究工具

（一）檢核工具

本研究採用Trello專案管理工具進行每週作業之檢核。Trello是一個

以專案管理為目的之雲端工具，讓使用者更容易追蹤與管理專案的進度

（Minchew, 2015）。本研究將每週作業任務化並標註截止日期，並根

據學習者每週作業完成情形進行檢核，且每週自主查看自己是否尚有作

業缺交，透過作業資訊的任務化和視覺化，使學習者能清楚掌握自身的

學習狀況及歷程。

（二）學習者研究態度量表

本量表使用Papanastasiou（2014）的研究態度量表，目的為檢測學

習者對研究態度的變化。為配合研究主題，本研究將題目中「研究」一

詞，修改為「研究法課程」。本量表為七點式量表，題目總數為13題，

分成三構面：研究對個體的有用程度（research usefulness）、研究對

個體的焦慮程度（anxiety）與研究對個體的正向程度（positive research 

predispositions）。題目的中文翻譯皆經過量化研究專家學者審閱核

可，詳細題項如表1所示。

表1

本研究態度量表之構面與題項

構面與題項 代碼

1. 研究法課程對個體的有用程度 R
研究法對於我的職涯發展是有用的 R1
研究法與我的系所專業領域有關 R2
我在研究法中習得的技能將在未來對我有所助益 R3
研究法在我的系所專業訓練中是不可缺少的 R4

2. 研究法課程對個體的焦慮程度 A
研究法課程使我害怕 A1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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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續）

構面與題項 代碼

研究法課程使我感到焦慮 A2
研究法課程是有壓力的 A3
研究法課程使我感到緊張 A4
研究法課程是困難的 A5

3. 研究法課程對個體的正向程度 P
我享受研究法課程 P1
我喜歡研究法課程 P2
研究法課程是有趣的 P3
研究法課程是愉快的 P4

（三）學習者質性訪談大綱

本研究根據量表分析之集群分析結果，搭配課程觀察，篩選出具特

異性之學習者進行半結構式深度訪談。個別訪談進行的時程為課程結束

後的8週內，每位受訪者各進行一次60分鐘左右之訪談。

四、資料蒐集與分析

（一）資料蒐集與分析策略說明

本研究以量化資料為主，質性資料為輔進行分析。研究蒐集之量化

資料為學習者於課後填寫的Papanastasiou（2014）研究態度量表資料；

質性資料為學習者的半結構性深度訪談資料，受訪者係依據研究態度量

表資料經由K平均數集群分析後，篩選具殊異性之群體進行訪談。本研

究之分析策略採用混合分析法之三角檢證性設計（Greene, Caracelli, & 

Graham, 1989）與解釋性設計（Creswell & Clark, 2007），分析流程區

分為三階段（如圖4所示），以下分項說明：

1. 第一階段：於課程執行期間同步蒐集學習者之質性資料與量化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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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本研究資料分析流程

2. 第二階段：透過量化資料之量表分析，經由K平均數集群分析後

確立出特殊表現之群體，並於群體中配合課堂觀察等質性資料表現，篩

選出具特異性之訪談對象，接續進行半結構性深度訪談。

3. 第三階段：本階段將第一階段之質性文件資料與第二階段得出之

深度訪談資料，進行交叉比對和資料編碼。編碼由兩部分組成，一為透

過持續的文獻探討，根據其他相關研究發現來產出部分編碼；另一方

面，研究者透過對質性資料的反覆閱讀，解析出部分編碼。研究者在第

一輪分析完成後保留開放性，進一步整合類似的編碼或者產出新編碼。

持續反覆閱讀和分析至無產出新編碼類別後，始進行下一步理論化之動

作，而後將資料進行相互對照、統整分析與討論。

（二）研究之量表工具信效度說明

本次研究態度量表總計發放65份，回收61份，有效量表61份，回

收率為93.84%。本研究量表工具編修自Papanastasiou（2014）的研究態

度量表，量表題項共13題，計有三個構面，其Cronbach’s α值分別為：

1. 研究法課程對個體的有用程度（α = .90）；2. 研究法課程對個體的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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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程度（α = .86）；3. 研究法課程對個體的正向程度（α = .92）。整體

Cronbach’s α值皆高於 .80，為具有效度之研究量表。

伍、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一、K平均數集群分析

本研究根據回收之有效量表，採K平均數集群分析，集群分析為根

據個體特性進行多樣分群的一種分群方法（Konchev, 2019）。研究者

根據61位學習者的分群現象，從中找出具特殊性的個體進行後續質性研

究。其分群數目依觀察結果顯示，以四群較適宜。因此，本研究將61位

學習者分成四群，並對照三個構面之平均值（如表2所示）。其四個集

群的特性為：

表2

研究態度量表K平均數集群分析結果

構面
集群

平均值 標準差
一 二 三 四

R124 3.47 5.06 6.44 6.10 5.63 1.02
A145 5.33 5.43 5.49 3.38 4.90 1.16
P123 3.53 5.44 6.68 6.17 5.86 0.98
人數 5 21 19 16 61 61

（一）集群一：研究法課程對個體的有用程度低、研究法課程對個

體的焦慮程度高、研究法課程對個體的正向程度低。（低RP高A）

（二）集群二：研究法課程對個體的有用程度、研究法課程對個體

的焦慮程度、研究法課程對個體的正向程度，三個構面皆為平均值。

（RAP平均）

（三）集群三：研究法課程對個體的有用程度高、研究法課程對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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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焦慮程度高、研究法課程對個體的正向程度，三構面皆高，有用程

度與正向程度又再偏高於焦慮程度。（高RAP）

（四）集群四：研究法課程對個體的有用程度高、研究法課程對個

體的焦慮程度低、研究法課程對個體的正向程度高。（高RP低A）

根據分成四個集群的結果，研究者觀察到集群一相較於其他集群的

表現非常特殊。首先，此集群人數僅有5人，人數非常的少。第二，從

構面的表現來看，集群一學習者特性為「研究法課程對個體的有用程度

低」、「研究法課程對個體的正向程度低」及「研究法課程對個體的焦

慮程度高」。針對此結果，研究者進一步對照課堂觀察和作業等質性資

料，發現集群一之學習者的確在研究法課程中表現較不積極。另外，集

群二的學習者特性為「研究法課程對個體的有用程度」、「研究法課程

對個體的焦慮程度」及「研究法課程對個體的正向程度」，整體而言，

此群學習者在三個構面皆十分平均。集群三的學習者特性則為「研究法

課程對個體的有用程度高」、「研究法課程對個體的焦慮程度高」及

「研究法課程對個體的正向程度」，此群學習者的三個構面皆偏高，其

中對個體的有用程度與正向程度又再高於對個體的焦慮程度。最後，

研究者亦發現，集群四學習者特性為「研究法課程對個體的有用程度

高」、「研究法課程對個體的正向程度高」及「研究法課程對個體的焦

慮程度低」，與集群一相較，恰好為完全相反的特性。因此，研究者決

定挑選集群一與集群四的學習者進行訪談。同時，根據特性將集群一命

名為「研究意願弱組」；集群四命名為「研究意願強組」，以利資料分

析和資料來源辨別，並於下一節針對此兩組不同表現的學習者進行質性

反饋的分析和討論。

二、訪談資料分析

本節彙整學習者的訪談資料，針對研究意願弱組、研究意願強組對

於本次研究法課程的觀點和看法進行梳理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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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故步自封到勇於嘗試：研究意願弱之學習者的學習態度轉變

本研究之受訪者皆已徵詢其意願，本組原人數為5位，接受訪談之

學習者總計4位（代碼為C1_S1～C1_S4），而該組特性為對研究法課程

焦慮程度高、正向態度低，並認為研究法對於自身有用程度低的學習

者。此節將逐步剖析學習者的焦慮和對研究不感興趣的原因，並觀察學

習者於教研法課程的前後是否有變化。首先是焦慮的原因，研究彙整出

此組學習者焦慮的原因有二：1. 擔心自己的研究作業不符合教學者期

待；2. 擔心自己跟不上同儕的作業進度。學習者自述如下：

有時候跟老師面對面的時候可能會有點壓力，而且會怕被他點

到，因為他有時候快下課的時候，就會點說有沒有人要發表自己的

研究，然後我就是怕被他點到的那個人。因為老師可能比同學回饋

更嚴格，擔心可能自己做了好幾個禮拜的東西，老師覺得不太好。

（C1_S1）

然後我自己會覺得壓力有點大，因為我比較晚起步。因為我在

這方面沒有很擅長，我就怕自己做不好，然後看大家都起步了我自

己就會有點擔心。（C1_S2）

同時研究亦彙整此組學習者對研究不感興趣的原因，大致可分為兩種：

1. 認為自己不擅長研究領域或是不具備研究領域所需的技能；2. 無法理

解研究對於自身的實質益處。

我覺得研究好像是要花很多時間去讀文字，然後去搜尋資料。

可是我覺得自己在資料處理上面不是非常的擅長。就是我可能接觸

到很多資訊，我沒有辦法把他統整成一個有架構的東西。我覺得這

是個人能力的問題，我覺得研究是一個很固定、很需要耐心的工

作，但我本身個性就是沒有什麼耐心。（C1_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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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得當初老師叫我們想研究問題的時候，就問我們有好奇什

麼嗎？，我覺得我都不好奇，為什麼我要好奇？我覺得我的生活沒

有什麼好奇的事，還有加上我的閱讀速度比較慢一點，我覺得坐在

電腦前看這麼多的文獻，其實也不知道它對我的生活有什麼實質上

的幫助。（C1_S3）

綜上所述，由於對於研究領域缺乏自信，此組學習者普遍認為自己的研

究能力不足，也因此在面對作業時會感到不安。而如何緩解自身焦慮，

部分學習者會選擇自我調適並尋求同儕的協助，抑或是直接詢問教學者

的建議以修正自己的研究計畫。學習者也表示經過求助後，他們的焦慮

感有所緩解。

我蠻焦慮的，可是我會自己調適，我會覺得自己的專長不在這

邊，就做到自己能做到的就好，就不需要給自己太大的壓力，然後

同學有些很厲害，是真的很厲害，那我就會去問他。（C1_S2）

一開始我不是很有信心，但讓我很有信心、很期待趕快報告的

時候是在跟老師討論完的時候。我覺得和老師討論很好，就是你可

以很清楚知道說，你從學期初做到現在這些東西到底有沒有用、能

不能拿上臺講。（C1_S3）

然而，課堂的焦慮並未讓學習者在面對學習時止步，談及學習者於修課

前後的改變，可歸納出三點：1. 對研究架構產生基礎的認知，並於閱讀

論文時能理解其脈絡；2. 文獻搜尋時會主動揀選具有可信度的資料；3. 

增進自身對於研究設計的知識，並能應用於未來的課程。

以前有很多作業也是要看論文，但就不太清楚論文的架構。不

過在自己寫過一次之後，大概就能理解為什麼論文的作者會這樣

寫，我覺得對於我在看論文的脈絡還蠻有效的。（C1_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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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在找資料的時候會比較精確，跟之前大一大二的報告比

起來我會去分析更多比較專業的文獻，而不是google、網路新聞找

一找這樣而已。還有老師上課有講到訪談對象的設計，因為我們現

在正在上教育專題，然後我在選擇訪談的對象這方面，我覺得我就

有那個能力去篩選，能夠運用課堂中所學的知識去針對每個訪談對

象做分析。（C1_S1）

同時他們也透過教育研究法課程獲得新發現或體悟，包括：1. 對於生活

中的現象能產生問題意識；2. 對於自身不熟悉的領域產生了新的認知；

3. 對於不感興趣的領域會以正面的心態去面對。

我回到華東台商子女學校的時候看到了榜單，發現怎麼這麼多

人上中國大學。剛好那時候正在上教研法，因為我當下就有一個問

號在那裡，所以就剛好將這個當作我的研究主題。（C1_S3）

雖然我本身是客家人，可是我對於這部分其實沒有很了解，我

在做研究的時候才發現，原來有很多學校正在鑽研母語教育，還有

這麼多人為了傳承客語這件事情努力。（C1_S4）

發現即使是自己不那麼有興趣的領域，最後也可以做出蠻完整

的研究。那說不定以後再遇到其他也沒有興趣的領域，我不會因為

沒有興趣，就去排斥它。（C1_S1）

綜上所述，研究意願弱之學習者雖對於自身研究能力未有太大自信，導

致他們在面對課堂呈現低學習意願的狀態，但在課堂結束後，我們亦可

從他們的自述發現研究法課程仍對他們產生了一些正向的影響。我們亦

可從學習者修課前後的變化發現，他們於修課後對於研究架構已有基礎

的認知，且亦了解文獻揀選與研究設計的方法，整體而言，此組學習者

的教育研究素養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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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何減輕學習者的低學習意願感仍然是未來教學實踐研究所

需面對的問題。本研究之研究意願弱學習者還有一個共同特質是他們

知道如何緩解自我焦慮，例如C1_S2同學雖為此組中最缺乏自信的學習

者，即便課程結束後，他仍然對於研究抱持著較為負面的態度，但課程

中他會透過自我調適以及尋求研究能力較好的同儕協助以緩解焦慮，也

因此能持續課程進度並完成研究作業。而研究者亦須考量到未來修課學

習者中，或許有無法自我調適焦慮感的學習者類型，因此，於未來的教

學實踐設計，將教學支持與陪伴的層面納入考量仍有其必要性。

（二）融會貫通並精益求精：研究意願強之學習者的正向學習歷程

本研究之受訪者皆已徵詢其意願，本組原人數為16位，接受訪談的

學習者總計有9位（代碼為C4_S1～C4_S9），該組特性為對研究法課程

焦慮程度低、正向態度高，並認為研究法對於自身有用程度高的學習

者。此節將彙整學習者對於研究法課程的看法和課程前後的變化。如同

量表分群後顯示的特質，自此組的學習者回饋可見他們對於研究法課程

正向態度高，整體課程對於他們而言未造成太大壓力。

我覺得焦慮應該就還好。我覺得上課就還蠻沒壓力，然後上起

來其實蠻快樂的。（C4_S6）

我會覺得其實研究法就是學長姐都在恐嚇而已，研究法其實沒

有想像中這麼複雜。（C4_S2）

不過即便是研究意願強的學習者，仍有部分學習者提及他們曾感到焦慮

的原因，主要是擔心自己無法在期限前繳交作業，然而，研究意願弱之

學習者焦慮的原因在於缺乏自信、擔心自己無法符合教學者期待，而研

究意願強與研究意願弱的學習者在此部分有明顯差異。對於其他同儕可

能感到焦慮的原因，此組部分學習者亦分享自己的觀點。他們認為焦慮

感高的同學可能是對研究不感興趣、學分多無法負荷，或是因為作業要

求字數多，造成心理壓力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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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聽到有同學對研究法感到很有壓力。因為他自己本身不太

喜歡研究，然後他又修很多學分。整體下來他對研究就是更加的不

喜歡，他自己也覺得說壓力太大了。（C4_S5）

我覺得大家會焦慮的原因是因為聽到六千到八千字，就會覺得

很多。我覺得可能因為我之前高中有寫過小論文，所以我不會對字

數部分感到焦慮。整個研究法過程我其實都很快樂，沒什麼焦慮的

問題。（C4_S6）

根據上述學習者所述，我們亦發現此組的部分學習者擁有小論文或是文

本分析研究的相關經驗，此因素或許也是造成他們焦慮感低的其中一個

原因。

就是我以前做過的研究是統一都是文獻檢索，我沒有特別研究

方法，因為我們沒有要去做實際訪視，所以我做的那個只有動機、

背景，然後去找文獻，得出結果，基本上就這樣子。（C4_S5）

我高中寫小論文時老師幫很多忙。然後那時候的主題是文學

類，所以主要就是文本的分析。（C4_S6）

而談及此組學習者於修課前後的改變，可歸納為三點：1. 對於研究架構

有基礎的認知，並知道如何判斷研究的品質；2. 能實際運用研究設計知

識，並達成研究目標；3. 時間控管方面的能力提升，並能在一定期限內

完成作業。

我覺得是對研究有基本的了解，以及比較知道怎麼判斷它是不

是一個好的研究題目跟研究方法。（C4_S7）

我覺得是自己不會只是在講空泛的東西，我現在會知道說，我

的研究要如何去設計才能達到我原本的目標。（C4_S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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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是可以在一定的時間、壓力內做出一個研究。因為自

己的時間控管比較不好，但是這次可以在期限內做出一個東西。

（C4_S2）

同時他們透過研究法課程亦獲得新發現以及體悟，這些體悟大致可分為

三點：1. 學術研究的啟蒙；2. 遇到困難知道有哪些方法可以尋找並嘗試

解決難題；3. 從研究過程獲得成就感，且對研究具有正向態度。

大概是做一個學術之路的起頭吧。就是感覺是最貼近學術的一

堂課。（C4_S4）

我覺得在研究執行過程中，看了這麼多文獻後你就會對於一個

概念有更多了解，然後會發現自己的不足，我覺得這是很大的學

習。而且這堂課讓我們去看論文的部分很棒，有時候我真的想不出

來的時候，我就會去看別人如何切入。（C4_S7）

整個研究出來的時候，標題、架構都上傳的時候會覺得一種很

有成就感。（C4_S3）

整體而言，此組學習者認為教育研究法課程對於他們是有益的，亦表示

若之後有機會再上一次研究法課程，他們會有意願並對此抱持著正向的

態度。

我很喜歡整體上課的氛圍，就大家一起有自己的目標，還有自

己想法，然後付諸實現，大家彼此可以一直幫助和鼓勵，然後一起

在一個課堂裡面學到東西，我覺得這個氛圍是我很喜歡的上課。

（C4_S5）

我覺得如果我有再找到一個問題意識的話，那我應該就會想要

趁著研究法，然後就做下去。（C4_S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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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本研究研究意願強之學習者於研究法課程期間大致呈現以正

向態度面對，這也與前一階段的研究態度量表結果相符。而我們從此組

學習者於修課前後的改變也可發現，他們對於整體研究架構已有基礎的

認知，同時亦知曉如何判斷一份研究論文的品質。他們知道如何運用所

學的研究方法知識，並達成研究目標。整體而言，從質性回饋來看，此

組學習者的教育研究素養亦有所提升。

（三）生手與專家攜手同行：未來教學調整方向

由訪談分析顯示，本研究透過將教育研究素養融入課程設計，確實

讓學習者的教育研究素養能力有所改善，兩組學習者之教育研究素養相

較於修課前皆有所提升。部分學習者也因為教育研究素養能力的提升，

能將修習到的教育研究知識應用於未來的課程，此結果亦回應教育研究

素養所強調的知識遷移能力（Shank & Brown, 2007）。同時我們也發現

如何減緩學習者的焦慮感會是未來教學設計時考慮的重點之一，而從研

究意願強組中發現，部分學習者於高中時期已有書寫小論文或是簡易報

告的經驗，雖然過去所完成的研究尚不成熟，但相較於全然未有研究經

驗的研究意願弱組而言，研究意願強組對於研究的想像至少已具有基本

輪廓，當然焦慮感也較低。本次的課堂分組採取讓學習者自由分組的方

式，因此未來的學習者分組，或可考慮以有經驗者搭配無經驗者的組

合，讓同儕討論達到經驗交流的效益。

三、綜整分析

由學習者質性訪談資料中，研究者發現研究意願弱組和研究意願強

組學習者有些相近與共同的回饋。本節將歸納分析兩組學習者的質性

資料。

（一）鑑往知來：教育研究法課程中的學習問題

本節針對學習者於研究法課程中的三個單元：研究問題尋找與確

立、文獻搜尋與撰寫以及研究設計的確立，彙整學習者認為自己在各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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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中學習順利與困難之處，並從學習者的回饋中歸納各單元的學習問題

如下：

1. 研究問題尋找與確立：缺乏發現研究問題的敏銳度

學習者在研究問題尋找與確立時的困難點在於不清楚研究問題應從

何發想。縱使有研究問題，也不確定如何與研究背景、動機連結。且我

們亦發現在尋找研究問題的部分執行順利的學習者，多半與成長過程中

對某個問題或現象感到好奇，又或者是本身對周遭事物感受細膩，因此

他們較容易發想和確立自己的研究問題。未來教學者在此單元可以請學

習者多關注生活周遭的人、事、物並進行反思，藉此訓練研究問題意識

的敏銳度。

2. 文獻搜尋與撰寫：缺乏揀選與整合文獻的能力

在文獻搜尋與撰寫上，學習者的主要困難在於文獻的篩選與統整及

不清楚文獻引用的格式。而於文獻部分執行順利的學習者則是本身即擅

長蒐集整理資料，或是根據課堂所學了解如何選擇關鍵字並搜尋自己所

需的文獻。由於學習者於此單元的困難多屬於技術性問題，未來教學者

或可於課堂中實際操作文獻搜尋的方法，並設計文獻搜尋相關作業請學

習者練習，讓學習者擁有實際操作的經驗後，他們在後續尋找個人研究

所需文獻亦較有方向可循。

3. 研究設計與方法的確立：缺乏背景知識與理論應用的能力

多數學習者認為研究設計與方法相較於另外兩個單元是執行起來較

順利的，原因在於他們可以參照文獻或同儕的研究設計。然而，學習者

亦表示並不確定自己所參考的研究方法是否正確，只是看同儕都這麼書

寫，故依樣畫葫蘆。其他學習者提及的困難尚有背景知識不足、不明白

專業術語，以及不清楚訪談人數的揀選標準，未來教學者可在這些部分

特別詳細說明。此外，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困難點是，由於此門課為教

育系必修課程，而教育領域相關研究又以質性研究為大宗，然而，部分

學習者對質性研究的研究價值抱持疑惑態度，認為量化研究較具有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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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與研究價值，因此未來以質性研究為主的教學者可以特別著重說明質

性研究與量化研究的區別與脈絡。

綜上所述，可見學習者於修習教育研究法課程所遭遇之問題，諸如

研究問題發現、文獻揀選與整合，以及研究方法理論的應用，與研究者

過去教學經驗及Daniel等人（2017）所發現的學習問題是類似的，這些

學習問題皆關乎學習者如何搜尋、批判、整合及應用研究資料的能力，

意即學習者的教育研究素養能力在教育研究法課程中需要更加強調以及

持續培養。

（二） 課程作業任務化與檢核機制：有助減緩學習者心理壓力與提升

作業完成率

由訪談資料中可知，過去學長姐們對於教育研究法課程的評價，多

半認為過去的教育研究法課程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並於修習過程感受

到極大的心理壓力、恐懼感和疲憊感。這些評價與描述無形中亦造成學

習者在修課前即懷抱著恐懼。

在修研究法前，我們上一屆學長姊就有說研究法很重，然後修

之前就會有點怕說是不是真的需要花那麼多時間？因為我修研究法

那學期是三十三學分，我就會擔心研究法要花掉我很多的時間。

（C4_S4）

我從大一就一直聽到說等你大三就知道啦，教研法、教育專題

什麼的很可怕、壓力很大。所以一開始對於教育研究法，其實很忐

忑不安。就是我會想到說大三上還有那麼多學分要修，再加上教研

法那我不就爆掉？（C4_S5）

然而，受訪學習者表示整個過程並未如同學長姐所描述的如此累人，反

而認為學長姐所言過於誇大。部分學習者針對此現象指出，或許與教師

不斷修改課程的原因有關，因此學長姐與他們對課程的感受才會如此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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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而此回饋亦顯示研究者針對課程內容的調整對學習者而言是有幫

助的。

但是我自己修下來，我覺得不會很可怕。我不知道是不是學長

姐和我們之間對課程的理解有什麼差異，還是說因為課程改變很多

的關係。（C4_S2）

但是我後來修下來，就覺得好像沒有學長姐講得那麼可怕，作

業量也蠻ok的。我聽說老師這次有修改過課程，學長姐說他們之前

常常是擠到最後才完成，但是我們每週或是隔個幾個禮拜，就會有

需要繳交的作業。所以我覺得整個平均分配下來，就覺得不會太

重。（C4_S4）

從上述回饋可見，學習者認為本課程的作業量適中。然而，值得注意的

是，本次課程調整後的課程作業量實際上是歷屆以來最多的，但多數受

訪學習者對本次課程的感受卻與以往相反，他們皆表示壓力反而沒那麼

大。學習者提及過去學長姐通常將作業拖延至最後幾週才開始進行，此

回饋也與研究者在課程設計納入檢核機制的初衷可相呼應，由於研究者

在過往教學經驗發現，學習者常會錯估作業撰寫時長，導致作業遲交或

未完成的現象頻繁發生。因此，本次重新規劃後的課程則以週為單位規

定進度，並納入每週檢核機制，藉以讓學習者檢視自身的學習狀況與歷

程，且按時完成作業進度。本次教學歷程檢核機制所搭配的是Trello專

案管理工具，主要是用來追蹤學習者的學習進度，將每週進度清楚羅列

並請助教每週檢查學習者的完成進度（如圖5所示）。

談及檢核工具的使用，學習者表示對完成作業有明顯助益。

我覺得還不錯，因為選很多課的時候真的會有點混亂，忘記哪

個作業有沒有確實繳交。我覺得它（檢核工具）對於有些記憶力比

較不好的同學蠻有幫助的，如果是進度落掉的同學，也可以用那個

表單去看，回頭檢查哪些事情是需要補完成的。（C4_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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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本課程檢核機制

我們亦可從學習者的回饋發現，檢核工具的介入不僅僅是協助學習者確

認自己作業的完成情形，同儕間亦因檢核工具而自然產生彼此督促、相

互關心的行為。

我有時候可能會忘記一、兩個作業，那時候我就會上去看到底

這週有哪些作業，然後也可以看看組員的情況。因為我當時是組

長，我就會看我們組誰還沒做到，然後去聯絡他，跟他說要快點交

作業。（C4_S7）

我們組應該算感情還不錯，所以會互相提醒。那個檢核表對我

來說用處在於，做作業的時候會有他人來關心，也可以（透過檢核

工具）看到我的組員完成了沒，我就會去關心一下他。（C4_S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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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業分派方式的修正，除了減緩學習者的壓力感之外，也使學習者的

作業完成率有所提升。

研究法的課就是一個非常按部就班的過程。一步步往前走，我

不會有一下要跳上去然後跳不上去的感覺。（C4_S3）

我覺得研究法很棒的一點是，研究對我們來說是一個loading比

較重的東西，然後我蠻喜歡分批進行的，就是按著老師的步調走就

會做完。我覺得這蠻重要的，這是我對於教研法的這課程感到壓力

沒有那麼大的原因，就是分週上傳，然後這週要完成什麼，只要妳

有按照這樣的步調來走的話就一定會完成。然後再搭配那個檢核工

具，大家完成度就會很高。（C4_S8）

綜上所述，從本研究結果可知，將課堂作業以任務制分週指派並配合檢

核機制，不僅有助於減緩學習者於課程中感受到的心理壓力，同時我們

亦發現公開的檢核機制，也讓學習者間可能產生相互督促與關心的現

象，進而提升整體的作業完成率。

陸、教學省思

一、學習者於課程作業方面希望專家介入

本研究主要為觀察學習者彼此於線上平臺的互動與討論是否有助於

他們理解研究法課程內容以及作業書寫，擔心教學者的介入對於研究結

果產生影響，因此，本次教學者除了期中安排助教與學習者們的討論會

議之外，較少主動介入學習者們的作業討論。

因為老師不會進到線上平臺裡面，就是不會進到各組的平臺裡

面，給予我們各組的回饋，然後上課的時候，就是可能只能針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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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大家都有的問題，可能就稍微講了一下。但是自己的研究或是繳

交作業上面沒辦法得到個人的回饋。（C4_S4）

然而，在本學期的觀察以及學習者的回饋中，研究者發現專家的介入對

於學習者在研究法內容的理解有其必要性。最大的原因在於研究法對於

大部分學習者而言是屬於新興領域，雖然與同儕討論能獲得一些回饋，

但該回饋並非來自專家學者，所以學習者對於自己所收到的回饋也會有

高不確定性，不知是否應該聽取和修正。

課前預習的提問，老師會希望同學可以幫別人解答，但因為大

家都剛接觸這個領域，所以會變成我們也不會去幫人家解答，可能

需要助教或是老師特別針對問題然後去解答。（C4_S8）

我是想要得到可能更專業一點的回饋，畢竟同學還是同學，是

一起修研究法的同學，但是還是會比較希望老師可以給予回饋個人

作業的回饋。因為每週都要修改作業，如果可以在每週繳交作業

得到老師的回饋，可能我在下次的作業繳交可以有更好的修正。

（C4_S4）

我覺得在這種漫長的過程中，我覺得很大的轉折點是在跟助教

或是跟老師meeting的那個過程，因為之前通常是同學幫你看你的

研究，所以我覺得能夠給的回饋跟吸收的比較少，可是如果能夠給

老師或是助教看過討論過後，我就會有很大的幫助。（C4_S7）

由前述訪談資料可見，專家介入可讓學習者及早修正其研究作業，同時

也讓學習者對研究方向有信心。然而，根據教學現場的實際情形來看，

研究者一學期必須教授兩個班級的教育研究法課程，在研究者及助教各

僅有一人的情況下，如何在有限的人力與時間內針對60多位學習者進行

個別指導，或是尋求其他方式提供學習者支持與陪伴，實為未來新一輪

的教學實踐研究需面對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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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者期望課程內容能有書寫格式的教學

本研究之課程內容將教育研究法內容關於技術性知識（如資料庫搜

尋、APA格式等等）的部分作刪減。起因在於考量本課程一學期教學時

數僅為36小時，勢必在教學內容上需有所取捨。故本課程內容將重點置

於研究素養的培養及論證能力之建立。然而，部分學習者的回饋中提及

他們對於研究的書寫格式和文獻引用的方式並不了解，希望課程內容能

針對此部分進行更詳細的說明。

格式的部分，可能比較細節，假設如果真的要投科技部大專生

專題研究計畫，反而比較注意這個。所以這個我覺得可能或許可以

就直接列個表說，假設第五項是研究設計，那就可以直接告訴大家

說，一要寫什麼，二要寫什麼。（C1_S3）

我聽其他同學說對於書寫格式好像沒有很了解，就是我們是比

較著重內容的部分，但在書寫格式上可能比較沒有教學，所以大家

可能不是很了解，所以會蠻想增加那部分的教學。（C4_S9）

由學習者反饋中可見，研究者期望傳授的內容與學習者欲學習的內容是

可能有牴觸的，雖然內容調整是為使整體課程更聚焦於教育研究素養的

培育，但若學習者在技術性知識層面即遇到門檻的話，未來課程內容勢

必需要針對此部分詳細說明。而在教學時數有限的情況下，研究者如何

在期望傳授的內容與學習者需求間達到平衡，此亦是未來課程內容設計

可思考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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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為循環式教學實踐研究的其中一階段，期以透過教育研究法

課程的調整與分析學習者回饋，改善課程設計及提升學習者的學習成

效。此節將針對研究最初所提出之問題進行回應：

（一）教育研究法課程中影響教學成效之因素為何？

根據彙整之學習問題可知，問題大多是缺乏研究素養能力的訓練。

但從研究結果也發現，課程教學時數不足與教學輔助人力的有限，導致

研究者無法顧及每一位學習者的學習狀況。同時研究者欲教授之內容與

學習者學習需求也可能產生落差，本研究之課程調整考量教學時數的限

制，請學習者自行修習書寫格式和文獻引用等技術性知識。但根據學習

者回饋發現，他們對於技術性知識仍不熟悉，且會影響他們的學習，

因此，顯示技術性知識的教學仍有其必要性，這也同樣可回應Moore、

Hvenegaard與Wesselius（2018）的研究，該研究指出教學者與學習者在

研究法課程內容的期待上取得共識是必須的，而未來課程設計亦將針對

學習者的學習需求進行調整。

（二）教育研究法課程調整之考量與歷程為何？

本研究之教育研究法課程原以傳統講授式教學形式為主，並請學

習者自主預習教材以及完成研究報告。而研究者為改善學習者的學習

情形，故決定調整課程規劃。主要考量不放在研究法技術層面（如教

授APA格式），而是以提升學習者的教育研究素養為基礎，並根據Groß 

Ophoff等人（2017）的教育研究素養定義進行首次課程內容與作業的調

整規劃。在此必須指出，高等教育教學實踐的歷程通常無法一次調整到

位，而本文中所呈現的歷程為第一次之調整，目前正在進行調整後的新

一輪教學循環並同時進行教學實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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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育研究法課程調整後對提升學習者教育研究素養態度的變化

為何？

本研究經由集群分析將學習者分群，依據集群特性挑選出研究意願

強與研究意願弱的兩組學習者進行深度訪談。從兩組不同性質的學習者

回饋中可發現，教育研究素養融入課程設計，對於學習者在教育研究法

課程的學習成效與學習態度皆有正向的影響。從原本對於研究問題與方

法的確立與資料搜尋的不熟悉，至課程結束後能侃侃而談對研究的看

法，以及知道如何引用具有公信力之資料來源，甚至能將此能力應用於

其他課程的學習。這也同樣回應Reddy（2018）的研究，研究技能與研

究素養的學習與養成有助於學習者將習得的知識遷移至其他專業領域。

整體而言，本次的教學實踐研究，透過以教育研究素養為核心的課程內

容設計，對於學習者的研究能力是有正面影響的。而研究者於課程期間

亦持續進行滾動式修正，根據本次蒐集分析之回饋與問題，進行未來教

學實踐研究的規劃與改善，並已於2020年9月開始新一輪研究。

二、建議

由於大學課程內容的專業度高且學習者在學習方面較為自主，教學

者在教學上必須根據學習者的特性和組成而進行課程的調整，也因此教

學實踐研究的領域有其必要性，教學實踐研究領域的耕耘不僅可幫助現

今的研究者，對於未來的研究者亦提供良好的基石。本研究彙整之學習

者於研究法課程單元的學習問題，即可供未來研究法課程教學者參考並

根據學習者的問題進行規劃。從本研究亦可發現，沒有研究經驗的學

習者在修習過程中會主動請教有研究經驗的學習者，而有經驗的學習

者在修習課程時具有高成就感，且學習成效也較高。根據Durmuşçelebi

（2018）的研究結果，過去有過研究經驗的學生在學習動機、研究能力

方面的表現也較良好。因此，本研究分組雖採取讓學習者自主分組的方

式進行，但未來研究可採有經驗者搭配沒有經驗者作為分組的考量，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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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在相互討論時達到經驗交流與互助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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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教育研究法課程規劃之調整對照表

調整前課程 備註 週 調整後課程 備註

課程介紹與分組 1 課程介紹、分組

科技部大專生專題

研究計畫申請與研

究經驗分享

課堂提供預習材料

學習者至線上平臺

完成帳號註冊

教育與社會科學研

究方法發展與研究

問題的產生

課堂提供預習材料 2 教育與社會科學研

究方法發展與研究

問題的產生

課堂提供預習材料

課後請思考個人之

研究背景與動機並

上線上平臺進行作

業（資訊素養）

科技部大專生研究

計畫經驗分享

3 站 在 巨 人 的 肩 膀

上：文獻探討（I）
介 紹 資 料 庫 與

Endnote軟體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課堂活動：認識

資料庫與endnote）

課堂提供預習材料

本週之後請開始進

行相關文獻搜尋與

閱讀

4 站 在 巨 人 的 肩 膀

上：文獻探討（II）
課堂提供預習材料

請開始進行相關文

獻搜尋與閱讀（資

訊素養）

研究的必要條件：

研究倫理、 A PA 
格式

課堂提供預習材料 5 e-Learning週
*檢核點一（提醒學

習者檢視作業完成

進度）

請閱讀文獻並上線

上平臺進行個人作

業（資訊素養）

研究的架構 課堂提供預習材料 6 研究方法論（I）
課堂提供預習材料

請閱讀文獻並上線

上平臺進行個人作

業（資訊素養）

自主學習週 作業繳交：研究動

機與研究問題初稿

7 研究方法論（II）
課堂提供預習材料

請閱讀文獻並上線

上平臺進行個人作

業（資訊素養）

量化研究設計 校外講者教學

課堂提供預習材料

8 研究背景、動機與

研究問題

*檢核點二（提醒學

習者檢視作業完成

進度；為確保作業

與課程進度同步，

此檢核點後不可再

更改主題）

作業繳交：

研究背景、動機與

研究問題，上傳至

線上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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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課程 備註 週 調整後課程 備註

質性研究設計 課堂活動：訪談、

參與觀察

課堂提供預習材料

9 量化研究設計

課堂提供預習材料

線上平臺進行個人

作業與小組討論

（資訊素養、證據

為本的探究）

期中考試 個人紙筆測驗 10 質性研究設計

課堂活動：訪談、

參與觀察課堂提供

預習材料

線上平臺進行個人

作業與小組討論

（資訊素養、證據

為本的探究）

研究計畫諮詢 與助教一對一討論

研究計畫初稿

11 期中考試：

*檢核點三（提醒學

習者檢視作業完成

進度）

以分組方式對一篇

大專生專題研究計

畫進行討論，各組

題目不同（證據為

本的探究）

作業繳交：

修改過之研究背

景、動機與研究

問題並加入文獻

探討，上傳至線上

平臺

研究計畫諮詢 與助教一對一討論

研究計畫初稿

12 研 究 計 畫 諮 詢 ： 
與助教一對一討論

研究計畫初稿

線上平臺進行個人

作業與小組討論

（資訊素養、證據

為本的探究）

研究計畫口頭發表 學習者分週進行個

人口頭報告

13 研究計畫諮詢：

與助教一對一討論

研究計畫初稿

線上平臺進行個人

作業與小組討論

（資訊素養、證據

為本的探究）

研究計畫口頭發表 學習者分週進行個

人口頭報告

14 研究計畫撰寫：範

例說明

預習材料：三篇大

專生專題研究計畫

*檢核點四（提醒學

習者檢視作業完成

進度）

作業繳交：

修改之研究背景、

動機與研究問題、

文獻探討與新增之

研究設計，上傳至

線上平臺

線上平臺進行個人

作業與小組討論

（資訊素養、證據

為本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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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課程 備註 週 調整後課程 備註

研究計畫口頭發表 學習者分週進行個

人口頭報告

15 研究計畫口頭發表 學習者分週進行個

人口頭報告（證據

為本的探究）

研究計畫口頭發表 學習者分週進行個

人口頭報告

16 研究計畫口頭發表 學習者分週進行個

人口頭報告（證據

為本的探究）

研究計畫口頭發表 學習者分週進行個

人口頭報告

17 研究計畫口頭發表 學習者分週進行個

人口頭報告（證據

為本的探究）

研究計畫口頭發表 學習者分週進行個

人口頭報告

18 回顧與討論 作業繳交：

完整之研究計畫上

傳至線上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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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Innovation for Courses on Educ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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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worldwide has focused on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college courses. The 
author contemplated on the educ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course provided 
and discovered that some learners did not exhibit satisfactory learning 
outcomes and lacked educational research literacy. Although educ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are an essential course in the education field, few empirical 
studies on educ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have been conducted in Taiwan.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ameliorate learners’ difficulties in learning 
educ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improve their learning outcomes, and enhance 
their educational research literacy. An action research method was adopted, 
and a mixed-method strategy was employed for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when the educ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course 
centered on educational research literacy, the learning outcomes and attitude 
were enhanced. However, because the course duration is limited, a 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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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teaching and learning could not be attained.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serve as a basis for designing a future study on teaching practices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ers or educators to design and apply an 
educ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course.

Keywords:  research on teaching practices, educational research literacy, 

course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