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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方法 

行動研究的研究方法，實際上主要應需考慮以下兩個層面：第一、問題解決

的行動方案的策劃歷程；第二、用什麼技術，蒐集行動歷程的資料，以利研究者

記錄，並提供研究者自我省思，分享研究知識的過程。 

有關「問題解決的行動方案的策劃歷程」，包括行動研究流程；釐清研究構

想。 

至於「資料蒐集技術，與研究知識呈現」，則包括資料蒐集技術；研究進度

等。 

一、 本行動研究流程 

如何有效共同提升社區與學童的閱讀風氣，是本行動研究的中心問題。若只

依靠短期的行動，勢必無法達成目的。因此，有必要研擬出一套長期的行動方案

（圖1），而這方案，必定是可隨時因應問題回饋，予以反省修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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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行動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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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內涵

策劃

反省

觀察

行動

a.檢視現有實務工作
b.確認要去改善實務工作的某層面
c.構想出一種可能解決方案

d.嘗試進行解決問題的方案

e.錄事實

f.根據發現事實，修正原先計畫再繼續行動
g.監控進行的行動
h.評鑑修正過的行動
i.持續行動

 
整個行動研究的歷程，即如上述，是一個不斷研擬出構想、嘗試行動、再行

修正回饋行動的反覆過程。 

二、釐清本研究之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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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生態休閒活動趨勢，
行政院農委會撥款給本校主辦「推動樟湖地區生
態休閒活動計畫」。以培養地方生態解說員為工

作重點。

如何有共同提升學童與社區

閱讀風氣?

?

出現轉機

行動策劃

培養地方生態解說員

提升社區文化素養

行動過程

鼓勵學童參與調查地方生態

蒐集相關生態圖書資料

行動過程

提升社區之閱讀風氣提升學校學童之閱讀風氣

介入可互動的行動:
學校與社區共同參與調查
社區內植物生態

學校與社區獨
立發展階段

學校與社區互
動階段

 

圖4 本研究構想圖 

三、資料蒐集技術 

本研究資料蒐集的技術，主要是以參與式觀察法為主，輔以半結構深入訪談

(研究者已事先想好要訪談的問題，但由受訪者自行決定表達方式與內容)，簡易

問卷、照片詮釋（透過影像拍照，除可提供研究證據，亦可做為行動歷程備忘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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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等。 

    用不同的蒐集方法，蒐集相同事件資料，即可運用三角測量法

（triangulation）：，比較檢核資料，增加資料的信效度，以利研究者提出更周全

的詮釋觀點。 

參與式觀察的使用，一開始就像繪圖員一樣，進行描述性觀察；接著縮小範

圍確立文化範疇間的關係（焦點觀察）；最後將焦點再縮小，選擇幾個特定文化

類別去比較（選擇性觀察）（引自周德禎，民 90：47~48）。參與式觀察者心中

有所感觸，或遇到格外值得重視的事件處理，應立即於心得摘記中呈現。由於研

究者朝夕居住於研究地區，不管是上班或下班時間，幾近全天候進行參與性觀

察。但本研究限於篇幅，將選擇在行動過程中，特別的觀察事件來予以書寫報告，

也就是將書寫焦點集中於選擇性觀察上。 

四、研究進度 

本研究各行動之研究進度時程，如下表所示： 

表2 研究進度表 

月份 (進度) 
研究項目 

90.11 90.12 91.0191.0291.0391.0491.0591.0691.07 91.08 91.09 91.10

提供實地生態導覽解

說機會 
ˇ ˇ  ̌        ˇ

引導生態導覽解說讀

書會運作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學童個人小專題研究 
     ˇ ˇ      

學童分組專題研究 
     ˇ ˇ ˇ ˇ    

學童分組合作分站介

紹校園植物 
          ˇ ˇ

社區與學童一起共同

調查居家附近植物生

態 

           ˇ

觀察蒐集資料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資料分析與反省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撰寫報告 
      ˇ ˇ ˇ ˇ ˇ 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