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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行動研究及其對國小教師教學 
省思影響之研究 

 
張德銳 、李俊達 

 

摘要 
 

    本研究目的有二：首先探討國小教師參與教學行動研究的情形，其次

則是希望暸解教學行動研究對國小教師教學省思的影響。為達上述目的，

本研究採不等組前後測準實驗設計為主，半結構訪談為輔，以取得相關資

料。本研究有效樣本共 126 人，實驗組及控制組各為 63 人，訪談對象則立

意取樣實驗組中的 17 人。所得資料經分析後獲得如下結論： 
1. 教師基於「個人興趣與需要」、「他人或學校影響」、「制度規範」等

動機，參加教學行動研究。 
2. 教師行動研究所選主題，包括「學科主題」、「班級經營」、「特殊教

育」、「教師專業成長」等四類。 
3. 教師在行動研究過程中，遭遇「時間不足」、「問題界定不清」、「文

獻蒐集不易」、以及「缺乏實施策略」等問題。 
4. 經過教學行動研究研習與實作，實驗組教師在「教學省思態度」，

得分顯著優於控制組。訪談結果發現，因為行動研究，實驗組教師

更能針對教學進行檢視反省。 
5. 經過教學行動研究研習與實作，實驗組教師在「教學省思策略」，

得分顯著優於控制組。訪談結果顯示，參與行動研究的教師，能使

用多元方式進行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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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經過教學行動研究研習與實作，實驗組教師在「教學省思內容」，

得分顯著優於控制組。受訪教師指出，教學行動研究能使其針對教

學內容做更深層的思考。 
7. 經過教學行動研究研習與實作，實驗組在「整體教學省思」方面的

進步顯著優於控制組。受訪教師表示，參與行動研究讓他們能以更

加開放的態度進行教學省思、面對問題並解決問題。 
    最後，根據研究發現，提出相關建議，俾供國民小學、教師、以及未

來研究之參考。 

 

關鍵詞：國小教師、行動研究、教學行動研究、教學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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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行動研究及其對國小教師教學 
省思影響之研究 

 
張德銳、李俊達 

 

壹、緒論 

 

    教學是一種「人際專業」(interpersonal profession)，教師在面對眾多學

生的不同想法、不同的學習基準、以及隨時變化的師生與同儕關係之中，

還要能夠冷靜而有效率的進行教學、決定教學步調與方法，實在是一大挑

戰（Schon,1987)。 
    它看似單純，實際上卻相當複雜。教學者需要判斷學習者特質和教材

內容的關係，才能規劃適當的教學進度與方式。然而，學習者並非一成不

變，因此教學者也要能夠在教學時，依據實際需要調整上課步調。也就是

說，一次好的教學，需要細膩的規畫與嫻熟的技巧方能竟其功，兩者缺一

不可，否則不是毫無章法，就是眼高手低、狀況百出。正由於教學的複雜

本質，使得教師在教學過程所做的判斷顯得格外重要。 
   Schon(1987)認為，教學的專業性需要透過省思才能充分展現，

Pollard(2002)也指出，省思可以填補理論因為教學情境變化所造成的空缺，

讓教師能在極短的反應時間內，作出適合的教學決定，因此對於教師的教

學效能有關鍵的影響。 
    由於教學的複雜與特殊性，對於所有教師而言，每一個人的教學生涯

都是獨特的旅程。教學專業的形成是以經驗為基礎，再與理論知識和內在

省思對話，而逐步完成的建構過程。那麼，教師要透過哪些途徑，以培養

自我省思能力，以有效建構教學專業？學者指出，行動研究是很值得被考

慮的方式，因為行動研究以教師本身的需求與經驗為基礎，可以在理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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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之間，更一致而有效的建構自己的實踐知識(陳美玉，民 87a；饒見維，

民 85)。 
    本研究以教學行動研究的研習與實作為實驗變項，目的在於探討國小

教師參與教學行動研究的情形，進而確認國小教師參與教學行動研究之

後，對其教學省思的影響。研究者透過訪談，蒐集教師對於教學行動研究

研習，以及本身實作過程的相關資料，並透過實驗組與控制組資料的對照，

驗證行動研究對其省思影響的程度。 
依據上述目的，本研究設定研究問題有二：第一，「國小教師教學行動

研究的進行情形如何？」；第二，「教學行動研究的實施，對教師教學省思

的影響為何？」根據待答問題，研究者進一步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1. 實施教學行動研究的實驗組國小教師，其在「教師教學省思全量表」

的分數顯著高於未參與行動研究的控制組國小教師。 
2. 實施教學行動研究的實驗組國小教師，其在「教師教學省思態度分

量表」的分數顯著高於未參與行動研究的控制組國小教師。 
3. 實施教學行動研究的實驗組國小教師，其在「教師教學省思策略分

量表」的分數顯著高於未參與行動研究的控制組國小教師。 
4. 實施教學行動研究的實驗組國小教師，其在「教師教學省思內容分

量表」的分數顯著高於未參與行動研究的控制組國小教師。 
    為方便讀者了解本項研究，以下針對依變項說明： 
    所謂「教學省思」，係指教師於教學過程中的內在檢思歷程。教學省思

可進一步細分為「省思態度」、「省思內容」、與「省思策略」： 
1. 教學省思態度：教學省思態度是針對教學所做的謹慎思考，良好或

有效的省思會展現出三種特質，包括「開放的心智」、「責任感」與

「全心全意」。本研究所指「教學省思態度」，係指研究對象在「教

學省思量表」之「教學省思態度」分量表上的得分。 
2. 教學省思內容：教學省思內容是指教師在教學省思時，所思考的事

項內容，一般常見教學省思內容包括「教師個人」、「教學」、「學生」、

「環境與脈絡」等四方面。本研究所指「教學省思內容」，係指研究

對象在「教學省思量表」之「教學省思內容」分量表上的得分。 
3. 教學省思策略：教學省思策略係指教師在教學省思過程中所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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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比較有系統的策略如「建立教學檔案」、「進行行動研究」、「採

取教學視導」等，其他常見策略則有「書寫教學日誌」、「舉辦觀摩

教學」等。本研究所指「教學省思策略」，係指研究對象在「教學省

思量表」之「教學省思策略」分量表上的得分。 

 

貳、文獻探討 

 

一、教學行動研究 

    「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於 1930 年代起源於美國，由 Collier 與
Lewin 兩人為其奠定發展基調（McKay，1992）。1980 年代之後，「行動研

究」逐漸風行於世界各地，各國中小學教師在教育情境中，援用行動研究

改善自己的實務工作，產生以實務為基礎的專業領域知識 (陳惠邦，民 87；
夏林清與中華民國基層教師協會，民 86；甄曉蘭，民 84；Kemmis & Grundy, 
1997)。其對教師實踐知識的發展及實務理論的建立，能夠提供實質的協助。 

  （ㄧ）教學行動研究的意義 

Lewin 指出，所謂行動研究乃是結合科學研究者與實際工作者的智慧

與能力，以完成某項事業的方法（引自張世平，民 83）。1981 年於澳洲

Deakin 大學所舉辦的「行動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National Invitational 
Seminar on Action Research)，參與者於會中同意教育行動研究的定義為

(Carr & Kemmis, 1986: 164)：「在描述課程發展、專業發展、學校改善計畫

以及政策發展等領域所從事的類似活動。這些活動會共同的確認及實施策

略性的行動，然後系統的進行觀察、反省和改變；並且，參與者都必須參

與這些活動。」由此推知，「教學行動研究」即是以教師的最主要的工作—
教學為範疇的行動研究，亦即教師同時扮演「教學者」與「研究者」兩種

角色，在教學情境中，覺察、瞭解教學實務問題，且針對問題進行探究，

進一步研擬相關策略，落實於教學實務中，並透過省思、回饋與修正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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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達到解決問題之目的，用以改善教師教學，進而增進教師專業及效能，

以實踐其教學理想。 

  （二）教學行動研究的模式 

不同的行動研究模式，反映的是研究者特殊的思考模式與理論形式。

有關行動研究的模式，國內外學者各有不同見解，較重要者包括陳美玉（民

87a）之「教學行動研究圈」、蔡清田（民 89）之「教育行動研究循環歷程」、

Lewin 的「螺旋循環模式」（吳明隆，民 90）、Kemmis 的「行動－反省步

驟循環圖」（吳明隆，民 90）、Elliott 的「行動研究階梯式循環圖」（吳明隆，

民 90）、Sagor(2000)的「教育行動研究歷程」。本文限於篇幅並基於行動研

究的發展歷史，僅就本研究所借用的 Lewin 之「螺旋循環模式」加以說明

如下： 
Lewin 以「規劃」、「行動」、「觀察」、「反省」、「重新規劃」等步驟組

成行動研究的動態循環歷程，研究者透過此等循環歷程，直至實務問題解

決為止（如圖 1），而此模式也成為後人研究行動研究歷程的主要參考架構。

該模式是由許多迴圈形成反省性螺旋，每一個迴圈均含「計畫」、「行動」、

「觀察」和「省思」等步驟，每一個迴圈會導致另一個迴圈的進行，建構

成一個連續不斷的歷程。 

 

 

 

 

 

 

 

圖 1  Lewin 行動研究螺旋循環模式圖 

資料來源：吳明隆（民 90）。教育行動研究導論—理論與實務（頁 69）。臺北市：五南圖書公司。 

規劃 行動 觀察 反省 

重新規劃 行動 觀察 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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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教學行動研究的功能與限制 

1.教學行動研究的功能 

教學行動研究是一種較具彈性與變通的教育研究方法，其實施歷程與

內容，可依研究者在實務上的需求加以修改與變換，因此在基層廣受國中

小教師採用，不僅有助於教學問題的解決，同時有也助於學校效能的提升。

Calhoun (1993)曾歸納文獻並蒐集美國三個州 76 所學校資料，指出行動研

究可以協助教師發展解決問題的能力、爲學生示範解決問題的方式，或者

透過團隊行動研究，可使學校成員齊心努力、共同解決難題並增進同事情

誼。 
進一步綜合其他學者看法(吳明清，民 90；黃政傑，民 88；蔡清田，

民 89；McKay，1992)，可以發現行動研究具有以下功能：  
(1)提升教師反省思考能力，有助於本身教學理念的澄清； 
(2)協助教師解決教學問題與困境，提升教學成效； 
(3)教師建構教學現場知識，提升教師專業地位； 
(4)透過協同行動研究，可促進教學者與同儕的專業對話，有利於彼此

良性互動與專業成長。 

    2.教學行動研究的限制 

    教學行動研究雖能有效協助教師成長，但也面臨一些困境。綜合學者

意見（王令行，民 91；葉興華，民 90；蔡清田，民 89；謝金青，民 90），
教師在教學行動研究過程中，所遭遇的最大困難是「時間不足」。由於一般

中小學教師在校例行性事務繁忙，加上趕課、學生輔導、家長要求…，已

耗去泰半精力，行動研究便成為加重負擔的額外工作，而非協助解決問題

的方法。行動研究另一主要障礙，則是研究者欠缺行動研究所需知能，致

使部分教師雖有心研究，卻不知如何著手，或是進行到一半無人支援（理

論啟導或是實際支持）而功虧一簣。其他如設備經費支持不夠、研究結果

的類推程度較低等困難，亦散見於相關文獻之中。 
    欣慰的是，基於行動研究對於教師專業成長的重要性，愈來愈多縣市

開始注重並加以推廣支持，例如臺北市教育局每年舉辦的中小學教育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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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比賽，對於中小學教師研究風氣的推廣就有很明顯的影響。 

二、教學省思 

    教學研究受心理學與哲學的影響甚鉅，隨著認知取向日漸受到重視，

對於教學的暸解，也逐漸從技術本位、能力本位的觀點，轉變到省思取向

的教學。以下即介紹教學省思的意義、功能，以及行動研究對於教師教學

省思影響之相關研究。 

  （一）教學省思的意義 

    教學省思是教學者對教學的內隱性檢思歷程（陳聖謨，民88），其主要

內容包括四個層面：第一，教師對自己教學信念、假設與價值觀的省思；

第二，對學生學習狀況的省思；第三，對本身教學方法、教材教具使用等

等的省思；第四，對教學脈絡與環境進行省思（高敬文，民79；孫維屏，

民92；饒見維，民85）。有許多方法可用以促進教學省思，較常見者包括撰

寫教學日誌（陳美玉，民87b；陳麗華，民86）、進行專業對話（Kirby, 1987）、
建立教學檔案（陳惠萍，民88）、進行教學觀察與回饋（張德銳，民92）、
參與課程發展分析（簡紅珠，民80）、參與研討會工作坊研習（Starla, 2002）、
以及進行行動研究（陳惠邦，民87）。 

綜合上述有關教學省思的特質、內容、以及促進教學省思之策略等說

明，研究者認為教學省思是「教師對於教學有關的人事物，透過內在思考

歷程結合外在促進思考的策略，對本身的態度、信念、價值體系等，不斷

地反省、思考、批判、辯證，以重新組織與建構教學經驗並改進教學實務。」 

  （二）教學省思的功能 

    教師進行教學省思，其目的在於瞭解自己教學優缺點，對症下藥解決

問題，並學習如何獲得知識，是提供教師專業成長的釣魚方法 (饒見維，

民 85）。 
    近年來，以教學省思為主題的研究明顯增加，歸納國內外研究所得，

可以發現教學省思對於促進教師專業成長具有顯著的功效(吳和堂，民 88；
陳聖謨，民 88；鄭長河，民 89；Engelbert, 2002；Ostorga, 2002；Owsiak, 
2002)。茲就教學省思功能簡要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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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使教師敏於知覺教學問題與成因：隨著省思能力增加，教師愈能發

現教學問題，以及問題的成因及可能導致的後果； 
2.使教師勇於質疑日常工作的本質與目的：隨著敏感度增加，教師對

於日常工作的意義和價值，能更邏輯而有系統的檢視批判，也因此能勇於

表達主張，而非依賴外界權威。 
3.使教師注重專業對話：透過與他人專業對話，教師得以反省、澄清

既有觀點與知識架構，此一經驗使其更加體會專業對話的價值。  
4.使教師不拘泥於固定做法：省思強調教學者對內外環境的體察，因

此會經常產生新觀念和新做法，同時對這些觀念和做法，表現出相當程度

的信心與堅持。 
5 使教師更願意落實省思的結果：由於對省思結果具備高度的認同與

承諾，這使教師更願意實踐省思所得，以驗證自己的判斷是否正確。 
教學省思對於教師專業成長的影響是根本的，它是以增進教師認知判

斷能力為基礎，據以發展其專業需求、追求專業成長的內容與方式、進而

解決教學問題，它強調教學的自我瞭解與建構，因此，省思結果對個人生

涯發展也別具意義。 

  （三）教學省思的層次 

    教師的省思會因為內容與重點的不同，而表現出不同的層次。依照

Manen 的界定，教學省思可分為三個不同的層次（引自饒見維，民 85）： 

    1.技術的省思（teachnical rationality reflection） 

技術性省思重視為達成目的所用手段的效果與效率（Day, 1993）。它是

針對活動進行步驟程序與技巧性的問題作省思，也就是於教學過程中省

思，採行最佳教學方法和教學技巧（歐用生，民 84）。 

    2.實際性的省思省（practical action） 

實際的省思係將經常使用的教學方式思考，重新加以組織建構。此層

次的省思，強調解釋教學活動中蘊含的假定與前提，評估教育目標的適切

性與達成目標的手段（歐用生，民 84），屬其目的在探討或澄清個人的意

義，省思自己的假定與信念（饒見維，民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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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批判的省思（critical reflection） 

歐用生（民 84）指出，此種層次省思要考慮道德的、倫理的標準，如

哪一種教學目標、活動和經驗代表那一階層利益？是否有助於學生的自我

實現？能促進社會的正義和公道？它並非是一套全新的、具有取代性的教

育方法，而是強調如何運用技巧或變化策略（楊忠斌，民 87）。 
    上述三個層次的省思各有其價值與功能。技術省思可以協助教學者有

效解決工作上的問題，實際省思可以發揮重組與創意的功能，批判省思則

可協助教學者更能掌握自己的教學理念，確定教育價值之所在。 

三、教學行動研究與教學省思影響之相關研究 

    由於教學行動研究強調省思的歷程，因此許多研究者往往藉由行動研

究，促進本身的省思能力，進而改善教學品質，提升教學成效。茲歸納相

關研究發現，整理分析如下： 

  （ㄧ）研究方法 

 多數研究者使用行動研究法(梁淑娟，民 91；張惠津，民 91；楊美玉，

民 91；楊美伶，民 93)或質性研究方式(Lawrence, 1999)，來瞭解教師教學

省思的歷程，或藉以提昇教師教學省思的能力，而量化調查研究則顯著較

少。 

  （二）研究對象 

 多數研究對象為研究者本身與受教的學生(梁淑娟，民 91；張惠津，民

91；楊美玉，民 91)，少數研究則透過質性研究與訪談方式(楊美伶，民 93；
Lawrence, 1999)，以其他教師為研究對象，瞭解其教學現場進行教學省思

的情形。 

  （三）研究結果 

 .有關行動研究對教師教學省思影響之研究結果，可歸納為兩部份說明

如后： 
    省思在行動研究過程中，是促使教師修改課程、激勵專業成長及教學

改進的關鍵因素（梁淑娟，民 91；楊美玉，民 91）。教師透過行動研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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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促進自己的批判能力。由於行動研究，教師會自我探究「我在做什麼？

為什麼我要做這些事？這些結果會增進學生學習成就嗎？這些問題是如何

幫助我成為更有知識與效能的老師？」等重要問題（Gil  & Riggs,1999)；
另一方面，教師可以將重複經驗中形成的內隱理論加以具體化，並進行省

思與批判。（沈中偉，民 90）。 
    至於省思內容、時間、層次等各方面，在行動研究過程中，教師在教

學方法方面的反思內涵最多，教學反思的時機多數為教學後、團體引發反

思，教學反思的層次以實務性反思層次居多(楊美伶，民 93）。 

 

叁、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係以不等組前後測準實驗設計為主，半結構訪談為輔，以探討

教師教學行動研究的情形，及教學行動研究對教師教學省思的影響。以下

分別說明研究方法與研究對象、研究工具、研究實施步驟等三項： 

一、研究方法與研究對象 

  （一）準實驗設計 

以下根據研究目的、待答問題，與文獻探討結果，提出本研究之研究

架構圖如下： 

 

 

 

 

圖 2 研究架構圖 

自變項 
 

教學行動研究參與情形： 

1. 實驗組 

2. 控制組 

依變項 
 
教師教學省思量表

後測得分 

共變項 
 

教師教學省思量表

前測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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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2 可知，本研究自變項為教學行動研究參與情形；依變項為實驗

組與控制組教師在「教師教學省思量表」的後測得分；共變項則為實驗組

與控制組教師在「教師教學省思量表」的前測得分。 
本研究之設計如表 1 所示，G1 為實驗組教師，G2 則為控制組教師；

O1、O3 分別表兩組教師在「教師教學省思量表」的前測得分；X 代表本研

究的實驗處理；而 O2、O4 則分別表示實施行動研究研習與實作之後，兩組

在「教師教學省思量表」的後測得分。 
 

表 1 不等組前後測準實驗設計 

組別 前測 實驗處理 後測 

  實驗組（G1） O1 X O2 

  控制組（G2） O3 － O4 

 

本研究之實驗處理，係指國小教師參與教學行動研究工作坊，以及與

工作坊交錯進行的行動研究實作。教學行動研究工作坊共計六場次，分別

委託臺北市六所小學協助辦理研習活動，每場次均為十個半天，每半天的

上課時間為三小時，配合各校及教師研究需要決定上課日期。研習係採分

散式的，歷時半年以上，俾利研習後的行動研究實作。行動研究實作是本

實驗處理的主體，而教學行動研究工作坊一方面教導教師如何進行行動研

究，另方面則提供參與教師彼此互動與成果分享的平台。 
工作坊的課程內容則是以張德銳等人（民 93）所設計的教學行動研究

系統為主，研習課程如表 2。張德銳等人（民 93）依據 Lewin 的螺旋循環

模式，進一步將行動研究過程分成：「發現問題」、「診斷問題」、「擬定與實

施行動計畫」、「選擇方法與分析資料」、「結論與省思」等五個循環性的階

段，每個階段設計數個活動表，共有十三個活動表，俾利現場教師掌握行

動研究的內涵、實施歷程與步驟。在發現問題階段，鼓勵教師省視自己的

教學實務和情境，提出待解決的初步問題。在診斷問題階段，引導教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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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文獻以及教師同儕對話，以澄清問題以及發展問題解決的可能性。在

「擬定與實施行動策略」，教師根據問題的掌握，深思熟慮問題解決的行動

策略並在行動中持續的省思修正。在「選擇方法與分析資料」階段，教師

運用質性與量化資料搜集方法，多方檢視問題解決的成效。最後，在「結

論與省思」階段，教師根據研究發現提出結論，省思研究歷程與個人專業

成長，並思考後續或未來的研究方向。「省思」可說是整個教學行動研究歷

程的核心理念與關鍵性工作。 
 

表 2  教學行動研究研習課程安排 

時間 第 1 個半天 第 2 個半天 第 3 個半天 第 4 個半天 第 5 個半天 

課程安排 發現問題 診斷問題 診斷問題 擬定與實施

行動策略 

選擇方法與

分析資料 

時間 第 6 個半天 第 7 個半天 第 8 個半天 第 9 個半天 第 10 個半天 

課程安排 選擇方法與

分析資料 

結論與省思 結論與省思 實作分享與

成果發表 

實作分享與

成果發表 

     

工作坊的上課內容及方式，特別強調教師的自我建構與省思：研究者

有步驟的引導教師，在每次研習之後，將所學加以應用；透過同儕討論與

分享成果的方式，交流研究經驗，提供教師更具體的研究實例。研究過程

中，研究者也透過電子郵件與電話，適時和各組成員討論研究重點及方向，

協助解決教師遭遇之問題，進而激發更多教學的創新思維。 
此外，透過實作，研究者要求教師能對所選議題，提出具體明晰的看

法；並就研究過程遭遇的人事物，做深入的探究與解讀。例如教師為了處

理學生行為問題，必須分析班級情境、了解家長期待、澄清自己管教信念，

並藉由解讀文獻、訪談同儕專家，逐漸形成處理策略。最後，能多元思考

問題，形塑本身特有的教學模式。 
    實驗組教師為 93 學年度期間參與教學行動研究研習，並於任教學校確

實完成教學行動研究者，計 63 人；研究者於確認實驗組成員之後，商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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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組教師所屬學校行政人員，協助尋找控制組教師。控制組教師之選擇依

據以下兩項原則： 
（1）和實驗組教師在年資、擔任職務、性別、學歷等四方面同質或接近者；

（2）不曾參加教學行動研究研習，同時也不曾進行行動研究者。控制組教

師共計 63 人，兩組人數合計 126 人。 
    實驗組 63 人之中，男性教師計有 6 位、女性 57 位；年資 1-3 年有 20
位、4-6 年有 7 位、7-12 年有 10 位、13-20 年有 16 位、20 年以上有 10 位；

碩士學歷有 34 人、大學學歷為 29 人；教師兼任行政者有 12 位(含主任、

組長)、級任與科任教師有 51 位。控制組教師即依實驗組背景，選取背景

相近之同校教師，作為實驗結果比照對象。 

  （二）半結構訪談 

此外，為佐証量化資料，並進一步瞭解教學行動研究研習與實作歷程

及其效果，本研究也兼採半結構式訪談法，對參與教學行動研究的實驗組

教師進行訪談。至於訪談對象的選取，係研究者根據實驗組教師在研習與

實作之表現，以立意抽樣的方式，從完成教學行動研究的實驗組國小教師

中，根據「具有代表性」、「能夠提供豐富資訊」、「不同背景來源」等原則

抽取 17 位教師，進行深入訪談。其中，兼任組長的教師有 3 位、級任教師

有 6 位、科任教師有 7 位、特教班教師有 1 位。至於在年資方面，服務兩

年以內的初任教師有 7 位，年資 3 年以上的教師則有 10 位，其中 8 位教師

之服務年資是在 10 年以上者。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工具包括「教學省思量表」與「教學行動研究與教

師教學省思訪談大綱」。茲逐一說明如下： 

  （一）教學省思量表 

    本研究所使用之「教學省思量表」，係研究者編修自陳靜文(民 93)所編

製「台北市國民小學初任教師教學省思與教學效能現況之調查問卷」中之

「教學省思」分量表。茲就量表發展過程及量表內容說明如下： 

1.量表內容與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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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量表共計 32 題，用於測量教師對自我教學省思程度的知覺，內容主

要包括三大部份：1〜7 題是教學省思態度、8-19 題為教學省思策略、20〜
32 題則屬於教學省思內容。 

2.量表之信效度與評鑑度分析 

本量表選取臺北市縣三所國小，共抽取 200 位教師進行預試。有效問

卷 168 份，回收率為 84﹪。根據預試資料，本量表之信度分析，不管是分

量表或是總量表，其 Cronbach α係數都是大於.93，顯示本量表具有良好的

信度。此外，本量表針對預試問卷之內容，進行專家審題判斷內容效度。

根據專家所提供之修正意見與勾選資料進行統計分析，凡適合程度低於

50%的題目即予以刪除；如「適合｣與「修正後適合｣選項百分比相加在 80%
以上之題目，及歸納專家學者之意見後，將題目語句或內容予以修正。在

鑑別度方面，各題臨界比從 3.24〜7.82，且每題 t 值均達.01 以上的顯著水

準，顯示本量表之各個題目均具有良好的鑑別度。 

  （二）教學行動研究與教學省思訪談大綱 

為深入瞭解教師對於教學行動研究的意見，以及對其教學省思的影響

情形，研究者特別擬訂「教學行動研究與教師教學省思訪談大綱」，訪談問

題如下： 
1. 請您談一談您當初是在什麼動機之下，參與教學行動研究研習？  
2. 您選擇的行動研究主題是什麼？為什麼您會選擇這個主題？ 
3. 請說說您的行動研究實作狀況？其實施的詳細歷程為何？實作的過程

中，您是否曾遭遇哪些困難？您如何克服這些困難？ 
4. 您平常會對哪些教學內涵進行省思？為什麼您比較關注這些重點？您

覺得這次行動研究的研習與實作，對您教學省思的內容產生怎樣的影

響？有哪些幫助？ 為什麼？ 
5. 您通常運用哪些方法(如書寫教學日誌、與同事對話等）進行教學省思？

為什麼會採用這些方法？您覺得這次行動研究的研習與實作，對您教學

省思的方法產生怎樣的影響？有哪些幫助？ 
6. 您在進行教學省思時，所抱持的態度為何？您覺得這次行動研究的研習

與實作，對您教學省思的態度產生怎樣的影響？是否讓您更願意進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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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省思？為什麼？ 

三、實施程序 

    本研究實施程序包括前測、實驗介入、後測、半結構訪談以及資料處

理分析等，其內容如下所述：（1）實施前測：實驗介入之前，先請兩組教

師分別填答「教師教學省思量表」，以瞭解教師行動研究前的教學省思情

形。（2）實驗介入：前測之後，實驗組教師參與教學行動研究研習，研習

之後，再根據所選主題進行研究，並於 93 學年度內完成實作與發表。（3）
實施後測：當實驗組教師完成教學行動研究研習與實作後，再以「教師教

學省思量表」，對實驗組與控制組教師施予後測，以瞭解兩組得分的改變，

並比較其差異。（4）進行訪談：研究者立意取樣 17 位實驗組教師，進行半

結構訪談。研究者與受訪教師聯繫，確認訪談時間地點，並在徵得受訪教

師同意之後，將訪談內容予以錄音。（5）資料處理分析：問卷施測與訪談

工作結束後，進一步將問卷資料，以 SPSS 10.0 for Windows 版套裝軟體處

理量化資料，統計方法則包括平均數與共變數分析，藉以瞭解實驗組與控

制組得分的差異情況；半結構式訪談所得資料，則把握「讓資料說話」以

及「正確地描寫」等原則（徐宗國，民 86）。首先，研究者根據訪談重點

進行編碼工作。其次，將已編碼的資料進行剪輯與分類。最後，針對本研

究之研究目的及假設，對應量化統計資料歸納受訪意見，並整理出系統化

的理念架構，務求忠實呈現訪談結果。 
 

肆、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段針對研究結果加以分析討論，首先根據訪談結果，說明國小教師

參與教學行動研究的情形；其次則是教學行動研究對於國小教師教學省思

的影響。 

一、國小教師參與教學行動研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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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透過訪談，探討國小教師參與教學行動研究之動機、所選研究

主題、以及遭遇困難與解決策略等三方面之情形。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參與教學行動研究的動機 

教師參與教學行動研究，其主要動機由內而外，大致上可分為三種類

型：第一類是基於個人的興趣，這類動機也是最常被提到的，例如教師 H
說：「之前雖然沒有機會接觸，但是想對行動研究有更進一步的認識，所以

參加這一次的研習。」教師 E 則表示：「我有兩次參加行動研究的經驗，很

希望深入了解行動研究的規劃方式以及如何實作。」這類型的教師，不管

有無行動研究經驗，對於行動研究均展現相當興趣。 
第二類動機，則是因為受到他人或學校的影響而參加。除了學校鼓勵

要求之外，主要影響者包括學者專家、好朋友、以及教學輔導老師。教師

B 提到，由於研習過程中授課講師的推薦，提高了他參加的動機： 
去年暑假我參加教學輔導教師研習，在研習當中，指導教授指導得十

分的精彩，同時再三強調行動研究對老師的教學有很大的幫助，可以

解決老師在教學上的困難，所以我當時就有這樣的動機想要繼續參加

進階研習。 

    第三類型的動機源自於制度規範。有幾位研究者由於本身擔任教學輔

導教師，因此參加行動研究。例如教師 E 說：「參加教學行動研究的研習是

因為剛好今年我是教學輔導老師。」而教師 K 則因身為承辦人員，所以參

加本次研習。 
    儘管教師參與行動研究動機，可以歸納為上述三項，但是有多位受訪

者兼具一種以上的動機，也就是說，動機與受訪者並非一對一的關係。 

  （二）教師所選研究主題 

教師行動研究所選主題，均能以其工作遭遇之問題為核心，逐步澄清

建構而成。歸納主題內容，大致可以分為四大類：第一大類為學科主題，

例如各科教學以及師生對話的分析；第二大類是班級經營；第三大類是特

殊教育；第四大類則是教師專業成長。研究主題和人數對照，請參見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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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行動研究主題人數對照表 

學科主題 類 

別 社會 國語 體育 師生言談

班級經營 特殊教育 教師成長 合計 

人

數 
3 3 1 1 5 2 2 17 

 

教師選擇研究主題的原因，主要在於教學面臨的困難，例如教師 A 就

提到我選擇研究主題是因為要用小團輔協助班上一個受同儕排擠的小朋

友，主 要是因為我們班那個小朋友的問題從三年級就有了，只是說一直都

沒有有效的方式可以處理、解決他跟班上同學互動的關係，所以就以他為

個案作這次研究。 
也有部分教師則是希望能就自己的專長繼續深入，例如教師 C 就是，

他說：「因為我是有體育這方面專業的能力，在體育教學上比較得心應手，

也比較有興趣，所以我這次所擬定研究的問題是『從體適能檢測至提升學

生體適能的教學設計－以本校為例』」。 

  （三）遭遇困難與解決策略 

  教師在行動研究過程中，遭遇的主要問題包括：「時間不足」、「問題界

定不清」、「文獻蒐集不易」、以及「缺乏實施策略」等幾項，有一位教師還

曾遭遇家長誤解，也在本段一併敘述。教師在面對問題時，也能依據情境

找到不同的解決方法，這些方法配合問題加以說明。 
 首先是「時間不足」，這是多位受訪教師在研究過程中遭遇的主要問題，

例如教師 N 提到：「我們的級務都很重，所以沒有時間，沒有時間好好做

計畫」。針對此一問題，他們也提出了解決方法，包括利用瑣碎時間或者做

好協調分工： 
自己會覺得能夠進行討論的時間也不多啦！就變成說下了班過去問問

說最近怎麼樣，那小聊【行動研究】十分鐘到二十分鐘這樣子。」（教

師 Q） 
我這個主題是跟主任合作，可是大家都很忙，所以就由我先來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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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到時候他寫的部份再交給我。我就先寫我這個部份，主任就負責文

獻的部份。（教師 P） 
    其次，有五位教師提到「問題界定不清」、「文獻蒐集不易」、「缺乏實

施策略」等和研究階段有關的問題。例如教師 D 認為「主要的困難就是我

自己蒐集資料的一個經驗和能力的部份」。教師 F 則無法確定該如何進行：

「遭遇的困難就是，想像跟實際去做有一段差距，有時候會不曉得該怎麼

進行比較好。」針對這個問題，教師主要的解決策略是尋求專家或資深老

師的協助： 
當我有問題需要解決，卻不知道要從哪些方向下手，那麼在研習過程

中有一部份可以詢問資深老師或專家，專家給了我很多不同建議，我

再從中挑選出適合我用的方法。（教師 A） 
    最後，受訪教師 A 提到研究過程中，曾經因為訪談某位學生，而遭到

家長的抗議： 
我覺得主要困難就是家長的部分。我們最後要訪問我們班的小朋友，

有一位媽媽就說我這樣是錯誤的示範，必須要先徵得家長的同意，要

不然他會覺得他的小孩就像犯人一樣被審。（教師 A） 
    這件事情對研究者心理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後來有賴他和家長誠摯

溝通，才化解了家長的誤解： 
那時候我就跟跟家長溝通，我向他說明我會訪問主要是我們在做一個

研究，那關於與孩子訪談資料我們絕對不會公開，絕對是保密的。（教

師 A） 

二、國小教師參與教學行動研究對其教學省思的影響分析 

    本節旨在比較分析實驗組與控制組之國民小學教師，在參與行動研究

後教學省思現況意見調查的得分差異情形。 
    經初步分析實驗所得資料，發現實驗組與控制組教師在教學省思前後

測的得分變化有所不同：實驗組不管是整體或三個面向的教學省思，進步

情形均優於控制組教師。由於實驗組教師參與教學行動研究研習與實作，

因此教學行動研究可能就是造成這些差異的原因，而這將由後續的統計比

較加以確認。 



 

 

52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學報—教育類 

 

本研究採單因子共變數分析，以暸解兩組教師在整體省思及各教學省

思領域上的差異情形。共變數分析法除了變異數同質性的基本假定之外，

尚須符合「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假定」。  
同質性考驗後發現，教師在教學省思方面，「省思態度」之 F 值為.21

與「省思策略」之 F 值為 3.60，均未達顯著水準，亦即此兩省思領域符合

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假設，因此可以進一步進行共變數分析。而「省思內

容」F 值為 6.69，整體教學省思 F 值為 6.79，均達.05 顯著水準，違反組內

迴歸係數同質性假設，不宜採用共變數分析，將另採 t 考驗進行分析。 
根據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結果，「省思態度」與「省思策略」可進行共

變數分析。表4顯示共變數分析結果，「省思態度」F值為25.55，達顯著水

準；「省思策略」F值為28.15，亦達顯著水準。 
 

表4  教師教學省思領域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省思領域 組別 人數 調整後平均數 F 值 

實驗組 63 
省思態度 

控制組 63 

4.37 

4.16 
25.55＊＊＊ 

實驗組 63 
省思策略 

控制組 63 

3.86 

3.39 
28.15＊＊＊ 

＊＊＊p＜.001 

此外，由於「省思內容」與「整體省思」不符合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

假定，因而改採t考驗進行分析，考驗結果如表5所示：「省思內容」t考驗之

F值為3.73，達顯著水準；「整體省思」F值為4.00，亦達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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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省思領域之 t 考驗分析摘要表 

省思領域 組別 人數 實得分數 t 值 

實驗組 63 .34 
省思內容 

控制組 63 .09 
3.73＊＊＊ 

實驗組 63 .36 
整體省思 

控制組 63 .04 
4.00＊＊＊ 

 ＊＊＊p＜.001 

 
除了量化的顯著性考驗之外，研究者也對實驗組教師進行訪談。以下

整合統計資料與訪談所得，說明教學行動研究對教師教學省思的影響： 

  （一）教學行動研究對教學省思態度之影響 

由表 5 可知，「省思態度」之 F 值已達顯著水準。顯示參與教學行動

研究之實驗組教師在教學省思態度上，比控制組教師的表現佳。訪談結果

也發現，參與行動研究研習的教師，會從比較整體的面向去檢視教學問題，

並提醒自己要對教學結果負責： 
這樣做一學期以後，就會經常懷疑和修正自己，就比較不會像以前那

麼呆版，會比較全面性的去看教學問題，做任何教學活動的時候，我

會提醒我對這個教學活動要負責任。（教師 P） 
此外，教師 I 表示，因為行動研究的影響，而比較願意展現自己的教

學： 
以前可能比較屬於單打獨鬥，而且不敢開放自己的教學過程給別人知

道，然 後也不知道自己哪裡有缺失，可是現在就比較勇敢，會把一些

教學可能困擾提出來，比較不拘謹！（教師 I） 
    態度的改變，可能是教學省思成長過程最珍貴，但也是最困難的部份。

由於行動研究過程的實際投入，教師或許因為有其需要，經過一段時間的

嘗試摸索，發現需要澄清本身想法，也要更加開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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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學行動研究對教學省思策略之影響 

    由表 5 可知，「省思策略」之 F 值顯示參與教學行動研究之實驗組教

師在教學省思策略上，更能使用多元方式思考事情。教師 A、M、C、J、P
等五位受訪者，在訪談時明確指出，由於行動研究，受訪者在處理事情時

更有系統，同時也會使用各種不同的方式進行省思，包括書寫、請教專家、

參與成長團體、檢討會、分享發表等方式。例如教師 J 表示：  
由於行動研究，自己在處理事情比較有系統。在面對問題時，除了思

考和實際行動外，會去找隔壁班的老師談一談，也會去找資料，會把

它寫下來，我要怎麼做怎麼做。（教師 J） 
教師 A 亦指出以書面方式寫下省思內容，反省印象的程度會比較深

刻。他在訪談中表示： 
這次行動研究是每次做完一次小團輔之後就必須開檢討會，開始反省

這次教學…做完之後還要用書面方式來反省你做了什麼事情，我覺得

這個是會比較真的有深刻的反省。（教師 A） 

  （三）教學行動研究對教學省思內容之影響 

    根據 t 考驗結果，實驗組與控制組教師在「省思內容」方面的進步有

顯著的差異，表示實驗組教師在省思內容之得分高於控制組教師。 
教師 I 在訪談也指出，參與行動研究能加深自己在教學省思上的深度：

「參加這次行動研究，你好像就會比較去找他很多的好像是我們所謂的教

學原理原則，或者是一些教學方法技巧」。另外，教師 E 發現，透過行動研

究可以反省自己在教學上可能的缺失，並針對特定問題進行思考： 
透過行動研究研習，我自己就會常常省思說是不是我在講解上，或者

是說我的教學方法或技巧不夠清楚，或是讓他們覺得不有趣，沒有辦

法引起動機，所以行動研究的研習與實作讓我針對譬如說班級經營的

問題，還有學生繳交作業類似這樣的問題，深入去思考。（教師 E） 
根據上述資料，在教學行動研究之後，教師愈能針對教學省思內容做

更深層思考，顯現教學行動研究對於教師在教學「省思內容」方面具有明

顯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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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教學行動研究對整體教學省思之影響 

「整體教學省思」方面，根據 t 考驗的統計分析結果，t 值已達統計上

之顯著水準，表示實驗組明顯優於控制組教師。 
在訪談方面，教師 D 指出，透過行動研究的研習讓教師能從蒐集資料

開始，用比較全面整體的角度進行教學省思： 
透過這個行動研究在蒐集文獻、蒐集資料的一個過程，然後自己系統

的作一個整理，可以作為日後的參考，就是讓我比較會有系統的去做

整個省思的紀錄或改進。（教師 D） 
從以上的量化分析與訪談結果，我們可以看出國小教師參與行動研

究，會讓他們在教學省思時，以更開放的態度面對事情，在遇到問題時，

會更具整體性、深度性與系統性，符合量化統計資料所呈現的結果。因此，

從上述不論是質性訪談結果分析或是量化統計結果而言，行動研究是值得

國民小學教師參與的。 

三、綜合討論 

本節針對研究結果發現進行探究與討論，內容包括「教師參與教學行

動研究的情形」及「教學行動研究對教師教學省思的影響」，茲分述如下。 
  （一）教師參與教學行動研究的情形 

根據訪談 17 位實驗組教師的結果，茲分別針對參與動機、所選研究主

題、以及遭遇困難與解決策略等三個層面進行討論： 

    1.參與教學行動研究的動機 

教師參與教學行動研究研習與實作的動機，可以分為「個人興趣與需

要」、「受到他人或學校影響」、以及「制度的規範」等三類。其中又以第一

類個人興趣與需要為主。 
根據動機理論（張春興，民 85），個人內在動機可以產生較強驅力。

對照上述發現，「個人興趣與需求」即屬內在動機，使得教師較能克服研究

過程所遇困難。這或許是完成行動研究者，許多具備第ㄧ類動機的原因。 

    2.教師所選行動研究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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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教師所選主題可分為「學科主題」、「班級經營」、「特殊教育」、

「教師成長」等四類，又以第ㄧ類及第二類較多。此與文獻所提相符，也

就是各國中小學教師開始在不同的教育情境中，援用行動研究來產生有關

他們專業領域的知識，並且改善自身實務工作（陳惠邦，民 87；Kemmis & 
Grundy, 1997）。 

3.遭遇困難與解決策略 

教師實施行動研究的時候，遭遇「時間不足」、「問題界定不清」、「文

獻蒐集不易」、「缺乏實施策略」等問題，這些困難點與相關研究學者（吳

明隆，民 90；陳惠邦，民 87；張德銳等，民 93；蔡清田，民 89）所做的

研究相似。研究者會針對所遭遇的問題，找到適當的解決策略，例如透過

協同分工減少時間造成的壓力。 

  （二）教學行動研究對教師教學省思的影響 

研究者根據量化統計分析與質性訪談結果，進一步討論教學行動研究

對教師教學省思的影響： 
在統計量化分析結果中，實驗組教師在教學省思態度、省思策略、省

思內容均達顯著差異，就整體教學省思而言，實驗組教師的教學省思進步

顯著高於控制組教師；在訪談方面，受訪教師亦表示，參與行動研究能增

加自己教學省思的廣度與深度，認為對其本身教學省思態度、策略、與內

容的豐富性，均有明顯的幫助。 
上述兩項教學行動研究對教學省思影響的研究發現，與中外教學行動

研究對教學省思影響之相關研究發現，結果一致。例如楊美伶（民 93）以

數學教師為研究對象所做的個案研究，發現參與行動研究的教師在增進教

學反思能力的發展上有明顯的提昇；Lawrence（1999）研究發現，五名教

師透過協同行動研究，有效促進在教室教學的深入省思。儘管研究結果相

近，但是由於本研究係採準實驗研究法，依據不同研究架構所得研究發現，

因此對於行動研究與教學省思相關的研究，由於和以往行動研究的研究取

向明顯不同，因此可以更加豐富此類研究結果的內容，也更加肯定行動研

究提升教師教學省思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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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根據本研究量化問卷與質性半結構式訪談分析結果，茲將研究所得結

論摘要敘述，並依據結論提出相關建議。 

一、結論 

（一）教師參與教學行動研究的動機，可分為「基於個人興趣與需要」、「受

他人或學校影響」、「由於制度規範」等三類。第一項動機比較屬於

研究者內發的動機；第二及第三項動機則較屬外爍動機。其中在制

度規範方面，部分參與者是因為本身擔任教學輔導教師，有些則是

身為學校研習承辦人員，因此覺得有義務參加。 
（二）教師行動研究所選主題，包括「學科主題」、「班級經營」、「特殊教

育」、「教師專業成長」等四類。這四類主題之中，以學科主題最多，

班級經營其次。學科主題中又以社會科較多。 
（三）教師在行動研究過程中，遭遇「時間不足」、「問題界定不清」、「文

獻蒐集不易」、以及「缺乏實施策略」等問題。其中時間和選擇研究

問題，是最常見的問題。 
（四）實驗組教師在「教學省思態度」上，得分顯著優於控制組，達統計

上之顯著水準，代表實驗組教師有較好的教學省思態度。訪談結果

也發現，受到教學行動研究的影響，教師能針對自己的教學進行檢

視與反省，心態會有所改變，會以更開放的態度接納別人的意見，

此與統計分析結果相符合。 
（五）實驗組教師在「教學省思策略」上，得分顯著優於控制組，達統計

上之顯著水準，代表實驗組教師更能使用多元方式思考事情。訪談

結果呼應問卷調查結果，參與行動研究的教師，能使用檢討會、書

寫反省內容、網路搜尋、請教他校專業同儕等多元化的策略進行思

考，處理事情時會更有系統化，而教學時也更能聚焦於學生身上。 
（六）實驗組教師在「教學省思內容」上，得分顯著優於控制組，達統計

上之顯著水準，表示教師在參與教學行動研究後，增加了自己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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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深度與廣度。教師受訪時也指出，實施教學行動研究後，能

引發教師針對教學省思內容做更深層的思考，此與量化統計分析所

得的結果相同，所以，我們可以說教學行動研究對於教師在教學「省

思內容」方面是有所幫助的。 
（七）實驗組在「整體教學省思」的進步，和控制組教師相較有顯著差異。

受訪教師指出，在參與行動研究的研習與實作後，會讓他們在教學

省思的過程中，以更開放的態度面對事情，在遇到問題時，會更具

整體性、深度性與系統性。 

二、建議 

根據研究結果與討論，本研究將提出對師資培育與研習機構、國民小

學、國小教師及未來研究等各方面的建議，以做為參考。 

  （一）對師資培育與教師研習機構的建議 

    1.提供在職教師選修研究方法課程 

    師資培育機構與教師研習機構，可利用其豐厚的人力及學術資源，提

供有關研究方法之在職進修課程，以便在職教師選修。 

    2.課程內容要更強調理論與實務的結合 

理論與實務結合的呼籲早已提出，但睽諸實際，教師應用研習所學仍

有待改進。課程內容可以提供更多更具體的實例，作為上課說明以及練習

之用；另一方面，課程強調實作與過程的確實輔導，也是落實所學的重要

機制。這樣才能有助於解決現場教師於進行行動研究時「問題界定不清」、

「缺乏實施策略」等問題。 

  （二）對國民小學的建議 

    1.與鄰近學術機關建立合作夥伴關係 

學校除可鼓勵教師參加校外機構舉辦之專業成長課程，也可以更貼心

的將外在資源引進校內，讓教師在專家學者的協助之下進行研究，更有效

率的完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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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協助教師解決時間不足問題 

    學校可以採取以下幾種方式協助教師解決進行行動研究時間不足的問

題：第一，根據教師協同研究需要安排課程，俾利教師進行協同研究時有

更多互動討論的時間；第二，整合校內各項活動，並避免不必要的、與教

學無關的活動，干擾教師的正常教學工作以及教學問題解決的時間；第三，

簡化或效率化教學行政流程，避免教師在行政程序上花費過多的時間和精

力而弱化了教學問題解決的投入。 

  （三）對國小教師的建議 

    1.選擇適切主題進行研究 

透過行動研究，教師確能提升教學省思能力，進而促進專業發展，而

其關鍵就在於所選主題是否確實符合本身需求。因此，教師必須培養教學

問題敏感度，掌握本身教學關注焦點，那麼行動研究就會是一趟很棒的專

業之旅。 

    2.進行專業對話，分享教學經驗與成果 

透過同儕互動增進專業，是近年教師專業成長的重要手段，行動研究

也不例外。教師可利用課餘時間分享彼此的教學，針對主題、科目或領域

進行討論對話，透過分享活動汲取經驗，可增加同儕間的情誼，促進教師

彼此間的交流。 

  （四）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1.在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地區僅限臺北市，其結果或許會有推論不足的情形。因此，本

研究建議未來研究可考慮擴展至臺北市以外的學校；其次，也可將研圍推

廣至幼稚園、國民中學、高級中學等不同層級之學校。此外，還可以將研

究對象擴大至初任教師、代理代課教師、兼任教師、教學有困難的教師等。 

2.在研究方法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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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以兩次量化資料進行統計分析比較，並佐以半結構訪談分析，

應當是一個兼重量化探究與質性分析的研究。然而前後測的實施可能使受

試者產生實驗的敏感性，導致「實驗安排反作用效果」的產生，影響實驗

的正確性。此外，由於教師的教學省思的成長需要靠長期的累積，建議可

將研究時間拉長，進行長期的參與觀察與縱貫研究，更能瞭解教師在參與

過程中的改變與成長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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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cess of Teaching Action Research 
and Its Impact on Elementary Teachers’ 

Teaching Reflection 
 

Derray Chang , Chun-dar Lee 

 

Abstract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ere to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eaching action research, and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teaching action 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reflection of the elementary teachers. 

A multiple research design was employed in this study.  An experimental 
design was used to verify if there was an impact on teaching reflection for 
elementary teachers about teaching action research. In addition, a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was applied to collect the perceptions of the 17 
elementary teacher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about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eaching action research and the influence of teaching action research on their 
teaching reflection. The population consisted of 126 elementary teachers, 63 in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63 in the comparison group.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were as follow: (1) Motivation of doing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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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f the elementary teachers included “interesting”, “the influence of 
other people and school” and “the requirement of system”. (2) Subjects selected 
by those teachers during action research included “classroom management” and 
so on. (3) The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doing action 
research were “insufficiency of time” and so on. (4)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eflection attitude domain between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comparison group. (5)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eflection strategies 
domain between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comparison group. (6)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eflection subject domain between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comparison group. (7)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teaching 
reflection whole scale between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comparison group. 

 

Keywords：elementary teachers, teaching action research, action research,  

          teaching Refle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