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相長的秘訣：如何將教學轉化為研究？ 

 

一、主講人：國立臺灣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 王秀槐教授 

二、主持人：教師教學發展組李麗君組長 

三、活動日期：中華民國 108 年 06 月 24 日(星期一) 09：00~17：10 

四、活動地點：淡水校園驚聲綜合大樓 教學翻轉教室 T307  

五、主辦單位：學習與教學中心教師教學發展組 

 

六、內容說明： 

為鼓勵本校專任教師投入教學，本組於 108年 6月 24日舉辦「教

學實踐原理與實作」工作坊，邀請國立臺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王秀槐

老師分享教學研究的原理與方法。 

在教學研究領域，王老師指出現行教學界的三大核心：教學、研

究與服務，本次工作坊針對教學與研究的結合，王老師以

「6-5-4-3-2-1」的關鍵收穫密碼作為起始，期與會老師均能有系統

地帶走今日工作坊所得。 

在工作坊的開場活動中，王秀槐老師請與會老師 4~5 人一組，討

論並繪製出自己教學與研究的關係圖，老師們以不同大小的圓或重疊、

或分離抑或是相互包含，藉教學與研究的實際案例分享自身經歷與體

會。會中何啟東副校長加入繪製教學研習關係圖，指出所有行業裡面，



唯有教育是最不能失去方向的，而副校長自身對於進步方向的體悟是：

「沒有教學研究就沒有人欣賞，沒有研究教學就不會更新、進步。」 

上午的工作坊，王老師以教學研究原理與實例為方向，以教學實

踐研究論文為案例進行解析。上午工作坊以 What、How、Who 思考教

學研究 4步驟：「一、提出教學研究問題 二、形成研究假設 三、設

計教學研究方法 四、 蒐集資料分析」。 

王老師提出議題：「What：教學研究是什麼？與一般科學研究有

什麼不同？」，王老師定義 What，以「教育現場」應用、體會，佐以

「文獻資料」之理論依據，並以適當研究方法及評價工具檢驗成效。

佐以實際案例秀槐老師帶領與會老師檢核、討論分享：如此方法是否

可被稱為「教學研究」、能否發表、哪裡需要改進？王老師指出現行

學術研究中時有「重研究而輕實務」的迷思，若要將實務與研究結合，

「教學研究」中 SOTL(Scholarship Of Teaching & Learning)教學

實踐研究便是從實務中進行研究的一大領域，而研究主題的 5種範疇：

一、教學策略 二、學習評量 三、師生互動 四、教師信念 五、課程

發展。王老師提供國內外教學學術(SOTL)期刊供老師們參考，並分享

有時投國外期刊反而較為容易的經驗，鼓勵與會老師多方嘗試。 

王老師進一步介紹教學研究主題範圍，教學類型方面：線上教學、

翻轉課堂，以及如何評量如線上教學評量、影片教學評量、同儕間評



量等，而關係與互動方面：諸如師生關係、師生互動甚至教學助理如

何幫助教學，均是教學實踐研究的主體範疇。 

 確立主題後，教師們該如何進行研究？這便是研究的 How 環節。

舉例提出研究問題時，王老師帶領大家共同探討設定研究問題方法，

依照嚴謹度，教學研究的方法共有 6項，依序為：一、持續行動、反

省、修正的行動研究法 二、深入探究主觀感受的訪談法 三、根據整

體脈絡探索的個案研究 四、依據自然情境的觀察法 五、著眼於趨勢

的調查法 六、精準控制、研究因果的實驗法。依據自己發想的題目

訂製研究方法，接著考量如何定義變項及操作化研究變項。王老師舉

例：比起空泛模糊地說「課堂氣氛很好」，以主動發言參與次數、參

與學生數、參與行為等描述方式更為實際客觀，經由蒐集公正客觀資

料，實際量化後設立變項 X1、X2…，對 Y 的影響，建立迴歸模型，

這才是具有相當信度與效度的良好研究範例。除此之外，王老師提醒

與會老師即使統計運算結果顯示變項之間顯著相關，也不能直接推論

其中具有因果關係，若要探尋因果關係，仍需設計實驗驗證。除了量

化分析，質性研究也是許多領域的一大發展類別，而質性研究常使用

的分析方式包含直接陳述研究標的、簡要分類資料內容、修正、驗證

理論框架、進入其內扎根分析等方法，為研究領域提供脈絡性的深度

資料。 



下午工作坊時段，為了使與會老師更加了解研究 4 步驟，王老師

藉由小組討論活動實際操作分析，以三篇論文讓老師們閱讀，討論其

中要點、可供借鑑、可以更精進的地方，以此完成學習單，最後由各

組分享該篇論文研究方法、研究動機、研究假設、文獻理論背景、工

具、質化量化研究等分享，王老師隨著不同論文研究架構補充介紹如

以工作中產生實際議題為標的之行動研究，其核心圍繞著持續地策劃、

行動、觀察、反省、修正；實驗法意涵與設計實驗時經常有所疏失的

倫理議題等。，王老師表示這些研究的框架這是最希望大家能帶走的

知識能力。活動最後，各小組以曾遭遇的教學現場問題出發，利用學

習單進行討論，產出一份小組的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草案。 

工作坊活動中與會老師提出反饋：在論文研讀分析活動中，其一

論文作者以問卷調查方式研究非自身教導班級，是否符合教學實踐研

究的精神，問題激發了王老師與成員們熱烈討論，也是將來研究者可

以納入考量的議題之一。 

教學研究中的 Who 部分，是考量「可以與誰合作？」藉由教學研

究 3 模式：教師個人探究、專業與教育合作、教師社群整合，將個人

與群體、與跨領域領域人才一同合作，共同收穫成長、各得其所，並

且依照教學研究 2層次：應用理論與研發理論各取所需，最後達到教

學研究的唯 1 目的：提升。論及此處，本次工作坊貫串全課程的



6-5-4-3-2-1 密碼便已揭曉。 

暮色漸臨；與會老師漸明。王老師以 6-5-4-3-2-1 密碼作本次工

作坊開端，以 6-5-4-3-2-1 密碼結尾。在為時八小時的工作坊中，與

會老師與王秀槐老師熱烈地討論、構思、成長，使老師們帶著體悟與

收穫離開。 

 

 

七、活動花絮 

與會老師蒞臨現場 淡江大學副校長致詞 

國立臺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王秀槐教授分享教學研究實

務原理與方法 
王秀槐教授、副校長及李麗君組長共同討論參與活動 



與會老師參與情形  與會老師提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