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撰寫經驗分享

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陳榮政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教學系教授兼主任



｜計畫申請通過｜
109年度

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偏鄉教育之實踐與責任延展

110年度

讓學生成為彼此的力量：同儕學習融入「各國教育行政研究」課程之成效評估

111年度

師資生的教育公平觀與偏鄉教學素養：教育社會學的行動

112年度

以混合式教學法探索全球教育趨勢與議題

｜計畫績優獲獎｜

109年度

110年度

近年申請及獲獎



知道自己的專業 連結自己的課程 想到學生的問題

1 2 3

計畫撰寫之初

在教學中見問題，在問題中做研究



從解決教學現場的問題出發，所驅動的一連串有系統反省、 批判與建構
的過程，最後結果再回饋給教學現場。

資料來源：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計畫總主持人 黃俊儒。
教學實踐研究目的與現況。109年計畫徵件說明會2019.10.08

教學實踐研究的核心精神



撰寫實務經驗

如何撰寫計畫



計畫架構

研究動機與
主題目的

文獻探討

課程及研究設計

預期完成工作
項目與成果

與課程之連結與重要性、特殊性、價值性
建立研究問題

相關教學理論、知識理論、實務文獻探討

課程內容、活動及評量；有別傳統課堂之教學法及實踐研究價值
研究步驟及架構，確保教學實踐內容及成果被檢核與研究探討

教學成果、學生學習成效
公開發表、領域貢獻

課程之特色
問題意識建立

教學法之研究、課程
創新之背景

工作坊、經驗分享、
發表期刊論文



110年｜
讓學生成為彼此的力量：同儕學習融入「各國教育行政研究」課程之成效評估

• 同儕學習法

1. 同儕學習融入「各國教育行政研究」課程能否有效提升學生的正向學習態度？

2. 同儕學習融入「各國教育行政研究」課程能否有效幫助學生培養國際觀念的視野？

3. 同儕學習融入「各國教育行政研究」課程能否有效提升學生學習各國教育行政制度

並進行批判的能力？

• 增進宏觀國際視野
• 學生判斷、分析、創造能力

撰
寫
實
例

教學法

研究問題

計畫背景及動機

文獻探討

• 同儕學習內涵、同儕學習課程設計要素、同儕學習同儕學習相關研究

• 教育行政國際化之重要性



110年｜
讓學生成為彼此的力量：同儕學習融入「各國教育行政研究」課程之成效評估

撰
寫
實
例



撰寫實例—課程設計

• 修課學生未來的專業如何與本門課結合？…使修課同學具備成為教育行政領導者的能力。
• 修課學生如何透過本門課增加視野？…提供當前國際最新之教育行政管理之政策趨勢。
• 期待修課學生具備何種能力？…培養同學獨立思考與研究的能力。
• 如何回歸教師研究的本質？…

撰寫教學目標思考點

撰寫課程規劃思考點   ….分區塊

各國教育
行政概述

比較教育
方法

各國教育
行政議題

• 本國教育行政介紹
• 東亞教育行政介紹
• 歐美教育行政介紹 • 比較教育方法介紹

• 各國學者觀點分析
• 比較教育應用案例分析• 教育議題式探討課程

• 比較教育方法分析議題
• 各國教育行政議題
• 各國教育行政改革



一、促進互動
1. 教師呈現符合學生生活經驗、且值得探索的複雜情境或真實問題。
2. 學生透過閱讀與分析問題情境，識別並釐清教師所提出的問題，找尋出有助於解決問題的資訊，並將事實性的資訊逐條列出。
3. 學生以自己的方式重述問題，以確定其對問題的理解情形。

二、知識產生
1. 透過提問或6W(why、what、when、where、who、how)的引導思考方式，協助學生進一步闡釋待解答的問題。
2. 讓學生利用已知的知識嘗試分析問題。
3. 請學生透過腦力激盪的方式，創意激發出任何有助於解決問題的解釋或假設。

三、知識的分享與交換 1. 釐清為了闡述/解決問題及發展行動方案，而必須學習哪些主題。
2. 學生須知道可從何處獲得前揭資訊，並對這些資訊有所反思。

四、知識的應用與擴散
1. 發展搜尋資料的策略，並找出與問題相關的資料。
2. 分析、批判與統整所蒐集到的知識，評析資料的信實可靠程度與可用性。
3. 融會貫通所使用的資料並進行摘要。

五、反思回饋
1. 省思個人解決問題的歷程。
2. 反思自己對於問題的詮釋與解決策略。
3. 由學生對自己與小組的表現進行反思並提出意見，繼而透過教師的引導與對話，以瞭解教師對於小組任務達成情形及探究過程的互動表現之評估。

• 同儕學習、案例教學法、討論法、講述法、專題研究及合作學習法
• 世界咖啡館、模擬聯合國

教學方法

同儕學習法



為討論議題定調

營造宜人
環境空間

教師適時的引導

鼓勵大家踴躍貢獻己見

交流與連結不同的觀點

共同聆聽其中的模式
和更深層的問題

集體心得的收成與分享

撰寫實例—課程設計
世界咖啡館



量化評量工具

個人/小組報告

學習歷程檔案
評量

• 「學習滿意度」調查 PZB模式活用

• 教學處理介入前、中、後等不同階段之情緒感受與學習變化

• 理解課程內涵，探勘出有價值的資訊，並整合所學以提出具體
的解決方案

• 問題意識的釐清、能以縝密的邏輯適當地回應問題情境等

為完整蒐集學生的學習歷程與成果表現資料，在實施教學活動期
間，除進行課堂的觀察實錄外，亦針對學生的反思札記及合作學
習輔導日誌等多樣化資料進行收集，期透過相互檢核各式資料，
為研究結果的正確性提供堅實的依據。

撰寫實例—課程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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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變項｜
自變項為教學實施，將同儕學習法融入「各國教育行政研究」的課程設計與教學
，進行前測及後測，測量學生所學習之知識。

依變項｜
依變項為學生在修習「各國教育行政研究」課程後的認知程度，以及學生在實作
評量上的成就表現。

質性資料｜
課堂觀察實錄、合作學習輔導日誌、個人省思報告、於學期間隨時進行的半結構
式訪談、課程結束後的焦點團體訪談、實作評量作品等方式以提高學習成效評估
之可信度。

1

2

3

混合研究法｜量化「事前事後」之實驗設計、質性分析

實驗進行程序｜
在課程進行前，學生先進行一次前測。課程進行後，進行後測並觀察學生
是否在接受這樣的教學法後，教育行政知識能有所增長。在課程結束後，
與學生進行深度的訪談，訪問其在課程中的感受等相關問題。



撰寫實例—研究假設

接受同儕學習融入「各國教育行政研究」課程的學生，
其正向學習情緒會逐步增長。

接受同儕學習法融入「各國教育行政研究」課程的學生，
其應用教育行政的能力會逐步進步。



問卷調查

質性資料蒐集

學習滿意度量表

形成性評量（課前評量與課後評量）

課堂的觀察實錄、學生的反思札記、合作學習輔導

日誌、半結構式訪談、焦點團體訪談

撰寫實例—研究方法與工具





撰寫實例—研究實施程序

• 將教材錄製為教學影片

• 發展動畫教材

• 課前自主學習、課後精熟

學習、深究探究媒介

• 解決生活與教育現場所面

臨的實際複雜現象

• 同儕學習法介紹與演練

• 學習法介紹、案例分析、

教師示範、真實情境問題

演練、小組團體互動練習

• 本研究以不打破系別建置的

方式，以學生作為研究對象

，同時也都作為實驗組

• 實施「事前事後」之實驗設

計。自變項為教學實施，依

變項則為學生的學習狀態與

其在實作評量上的成就表現

1 2 3

「各國教育行政研究」課程發展➡試驗性教學活動之實施（即前導研究）➡
學生同儕學習暖身活動➡正式實驗教學

http://../%E6%95%99%E5%AD%B8%E5%AF%A6%E8%B8%90%E7%A0%94%E7%A9%B6%E7%AF%84%E6%9C%AC.docx


預期完成工作項目與成果

教學預期完成之教學成果

（一）以學生為中心的「同儕學習」模式為課程設計理念，發展一能促進學習動機與正向學

習情緒、能垂直銜接教育行政相關知識以及行政經驗各單元及比較教育之內涵的課程

（二）本計畫會有效運用補助經費，製作兼顧知識性與趣味性之動畫教學影片，部分教學單

元則拍攝教學影片，以具體方法提升各國教育行政研究與教育行政專業知能學習上的

趣味性，並可做為提供學生課前自主學習、課後精熟學習的機會。開發之教材，均將

視為公共財分享於網路上，期能發揮政府經費之綜效，並建立分享的學術氛圍。



預期完成工作項目與成果

（一）在參與本計畫的課程後，學生不僅能在多樣化與大量的教育行政資料中，擁有快

速地獲取資訊與知識的能力，成為能善用教育政策資料進行創新研究與教育實踐

的專業人才。

（二）透過提供符合學生教育現場經驗的真實問題情境或案例，協助學生統整不同領域

的知識內涵，讓學習者藉由問題引導學習的探究過程中，以及解決生活中或教育

現場的複雜現象，享受學習的樂趣。

（三）透過同儕學習，培養學生問題解決、批判思考、合作問題解決、自主學習等高層

次思考能力。

預期達成之學生學習成效



預期完成工作項目與成果

本計畫所開發之同儕教學模組、分析案例、課程教材、動畫影片、單元預

錄影片及教學指引手冊等相關成果，將視為公共財公開上網，供關心教育

與大數據推廣人士使用，期能發揮政府部門公共預算之最大綜效。

預計教學成果公開發表分享之規劃



預期完成工作項目與成果

教學成果對教學社群可能產生之影響與貢獻

本計畫期望透過教學成果的發表、公開分享所開發的教材教案，引導國內

同儕學習以及各國教育行政研究的應用與推廣能蓬勃發展，並透過對於教

育行政人才的培育，以及應用合作學習風氣的促進，使台灣共享國際教育

的優勢，有效運用各國教育行政的資源，進行教育的革新，透過教育環境

的改善，以培養符合社會與國家發展需求之優質人才。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核心



教學實踐研究的最終目的就是一場行動研究

回饋教學現場 論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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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Q&A
陳榮政 教授 (robin@ncc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