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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反省 

一、根據發現事實，修正計畫再繼續行動 

（一）社區層面: 

行動一的策劃與行動介入：「提供實地生態導覽解說機會」，經反省，此時以學

校出面，為社區大力爭取對遊客進行生態解說，是屬太操之過急的做法，因為本地

生態導覽解說員仍普遍缺乏足夠的知識素養與信心，這時冒然為外地遊客進行生態

解說，反而會損傷地方的生態觀光活動形象。不過，這時期所累積的生態解說經驗，

對曾參與解說的人來說，是個寶貴的經驗。同時也促使社區人士體認到，自我充實

閱讀新知，對生態導覽解說行動的重要性。 

其實，在行動一的努力基礎上，欲推動行動二的「引導地方生態導覽解說員讀

書會運作」，其實就容易了。 

表面上，成立「生態導覽解說員讀書會」的目的，是配合「推動樟湖地區生態

休閒活動計劃」，所做的生態解說員人才長期培訓（有別於一年一度三天密集式的生

態教育課程），因為研究者認為地方生態導覽解說員讀書會這學習型組織，短期上對

培養地方生態導覽解說人才十分具重要性。 

其實就學校教育機關的立場認為，長期言之，成立讀書會的主要構想，是要藉

閱讀行動來帶動社區閱讀學習風氣，形塑一個終身學習的學習型社區。這是一個長

遠且永續的目標。 

在運作讀書會的行動過程中，其中不乏有相當特殊的學習經驗(如：樟湖地區生

態解說牌的圖文內容設計)，雖然和閱讀本身沒什麼相關，但卻有助提升讀書會成員

參與讀書會的價值感，根據所學，實際應用到自己住家附近景點生態資源的介紹，

對建立地方觀光形象貢獻很大。除此之外，尚有幾個附加價值： 

1、 解說牌由當地人自行規劃設計，有助於提升地方意識，加深地方認同

感，並逐步形塑社區優質文化。 

2、 解說牌的設置，形同參考指引，有助於未來地方生態導覽解說成員，進

行導覽解說路線的規劃。 

3、 為了規劃設計解說牌，生態解說員需閱讀相關圖書蒐集資料，如此無疑

對社區閱讀風氣的提升，有其正面效果。 

不過，觀察參與生態導覽解說員讀書會的成員，雖是社區菁英，但畢竟只是一

部份人，這些社區菁英對閱讀風氣的提升，雖具有帶頭示範作用，但離建立一個喜

愛閱讀的學習型社區，還是有一段長遠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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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童層面 

蔡秀美（民88）認為「學校教育往往在單向灌輸的學習方式下，培養出依賴的

學習者」。避免重蹈此一覆轍的方法，就是引導學童主動學習。本行動研究中學童層

面的「學童個人小專題研究之引導」行動，行動立意即在於此。 

由參與觀察所獲得的資料顯示，行動一的實施，令學童閱讀風氣大為提升，他

們為完成報告，爭相借閱相關圖書參考。但平心而論反省，學童如此做，可能多半

是迫於研究者給予他們的壓力所致（完成報告後，學童需抽籤依序上臺報告），非出

於自動自發。 

基於這樣的反省，研究者與同事們攜手策劃行動二，將本校中高年級學生分成

三組（每組3~5人），分由兩位教師指導，共同調查週遭生態環境。此行動立意不錯，

但後來各組指導教師間無後續溝通協商，因此造成各組教師指導內容比重差異甚大

的情況。有的組過於著重電腦操作，忽略了閱讀思索工夫，使研究成果缺乏深度，

殊為可惜。基於此，研究者做了一個較大幅度的修正，策劃行動三。 

在行動三裡，同樣是也是分組，但卻完全由學童自行分組，一起決定討論所要

呈現在網頁中的校園植物介紹。在各組選定校園內的代表性植物後，大家再一起閱

讀相關圖書蒐集資料，做資料上的整理摘記。此一行動目前尚在進行中，觀察學生

參與態度，與訪談學童對行動三「學生分組合作介紹校園植物」的接受意願，反映

都還不錯。但幾個星期實踐下來，總覺得學童光利用每週兩節的電腦時間（本校中

高年級電腦課都排在一起）進行學習，時間上是不足的。 

 

二、監控進行的行動 

監控整個提升閱讀風氣的行動歷程，不管是從社區或學童層面來看，其行動都

是連續漸進的，在修正前次行動的基礎上，繼續創新實踐下一個行動。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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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個人小專題研究之
引導

師生生態專題研究
分組：自然景觀組
植物生態組
樟湖化石組

社區人士與學童一起共
同調查居家附近的植物

生態
(自己覺得特殊的植物)

提供實地生態導覽解說機
會,令其困而知學

引導地方生態導覽解說員
讀書會運作

思考:
如何讓社區生態解說員閱讀求知的文化反
饋到學校學童；或使學校與社區產生互動

交集效果。

在調查過程中，為了瞭解植物名稱
及生態特徵，勢必要閱讀植物圖
鑑，並蒐集相關資料。重點是活動
過程中，是否提升了閱讀風氣與閱
讀意願，而不是獲得了多少知識。

學童分組合作分站介紹
校園植物

未來行動?

 

圖12 監控進行中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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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評鑑修正過的行動成效 

（一）社區層次 

從行動一「提供實地生態導覽解說的機會」到行動二「社區生態導覽解說團讀

書會運作」，是一貫的，在生態解說員實地為觀光客進行生態解說後，讓他們自己發

現自己哪方面的能力與經驗不足，因勢利導的創立行動二，來加強閱讀研究討論問

題的能力與提升閱讀風氣。其細部構想如下： 

給予生態導覽解說機會→令其困而知學→因勢利導成立讀書會→進行情境式的
閱讀研究討論(針對生活中的生態問題)→將來更能勝任生態導覽解說 
評鑑其前後行動成效，發現讀書會成員，進步幅度相當大。去年(90.11月間)學

校主辦的第一次「樟湖地區生態一日遊活動」中，真正敢站出來擔任生態導覽解說

員的，只有兩個人，到今年（91.10 月間），第二次主辦時，實地敢為觀光客做解說

服務者，已達7人。 

而根據研究者的觀察與半結構式訪談，不同於以往的是，生態導覽解說員，為

求更勝任導覽解說工作，工作之餘，常兩兩討論、閱讀相關的解說教材資料。以求

對「樟湖生態一日遊活動」各站導覽解說內容（如下圖），有更深入的掌握。 

由此前後表現，可檢驗出藉著讀書會閱讀風氣的提升，對鼓舞成員，在參與解

說服務的能力，有很大的增強效果。不過，除長期讀書會的養成作用外，今年91.10

的生態導覽解說密集訓練課程中，速成實戰的解說練習，也確實大大激發了成員們

參與解說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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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樟湖生態一日遊活動路程 

 
（二）學童層次 

本校低年級學童，每週有固定的閱讀課，由於低年級尚處於認字階段，鼓勵廣

泛閱讀是正確的做法。至於中高年級全體學童，則可配合本行動研究，藉本地豐富

生態特色與其生活經驗的結合，來誘導其同儕閱讀風氣的提升。 

從行動一「學生個人專題研究的引導」開始，經行動二「師生生態專題合作研

究」，到行動三「學生分組合作介紹校園植物」，研究者念茲在茲者，皆在思考如何

藉學童對週遭生態環境的探索中，來引導他們接近書本，增加閱讀的機會。 

雖然三個行動都有其瑕疵，但重要的是過程中，如果能引發學童發覺自己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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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豐富的生態資源，並能尋找書本、閱讀書本，以便和其生活做一點連結，則這

樣的行動結果，亦足以令人欣慰。 

 

（三）社區與學童互動層次 

本校藉主辦「推動樟湖地區生態休閒活動計劃」，所做的社區生態解說員培育

計畫，使學校與社區已建立起一種積極正向的教育夥伴關係。正因為這層關係，學

校要採取行動，促進社區人士閱讀風氣的提升就方便多了。 

研究者一直有個觀念：社區閱讀風氣的提升及未來社區文化素質的提高，長期

來看這社區效果，一定會反饋到學童身上；至少短期來說，社區閱讀風氣的提升也

會對學童產生示範觀摩之效。不過，研究者認為，社區閱讀風氣與學童閱讀風氣的

提升，彼此是可以有辦法令其同時互動交集的，不用等到由社區閱讀風氣提升後，

反饋到學童身上那般長期。 

若能設法讓社區人士（特別是學童家長），與學童有更良性互動的機會，則不

啻為一個絕佳的策略，對學區整體閱讀風氣的提升，應會有其加乘的效果。 

基於此，研究者便擘畫社區與學童互動層次的行動：「社區人士與學童一起共

同調查居家附近植物生態」。這裡的社區人士，可為家長，亦可為街坊長輩，若參與

者為家長，則不啻為一種類型的親子教育；若為長輩鄰居，則可擴大社區與學校資

源的互動層面。目前此一行動尚在進行中，預期此行動，將悄悄投下一顆觸發閱讀

文化素質的提升良機。 

 

四、未來持續的行動 

展望未來的行動將有如下兩個方向： 

1、 擴大「社區人士與學童一起共同調查居家附近植物生態」之行動範圍，預

定明年經鼓勵更多社區人士、家庭親子、學校教師一起動起來，共同合作

調查樟湖學區內植物生態，調查過程中，如不明瞭某一植物名稱與其生態

特徵，必產生困而知學的情境，為解決問題勢必翻閱植物圖鑑等相關書

籍，從活動中激發培養起閱讀風氣。這樣的行動，其實是企圖以學習型學

校建立為核心，帶動學習型社區、學習型家庭的創造，共同實踐終身學習

社會的理想。 

2、 鼓勵社區發展委員會、生態導覽解說員、學童，於學校指導下，喚起社區

意識，實地參與踏勘蒐集鄉土解說資料，將之編輯成生態解說教材或鄉土

教材。讓社區發展委員會、生態導覽解說成員，得以利用此教材，規劃「樟

湖生態一日遊活動」路程。重點是，在勘查、蒐集資料的「做中學」過程

中，必遭遇到問題，為順利解決問題，必促使社區成人們與人討論或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