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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此項調查研究的目的主要是調查慕莉華師範學院講師們對進行

研究工作所面對的問題及研究趨向。全院共有 91位講師回答調查問

卷。數據分析顯示有 85.7%的講師對研究工作有興趣，餘下 14.3%

的講師對研究工作沒有興趣。 

根據 Chi-square，學術資格的不同影響他們對進行研究工作的

態度。於 1999至 2003年期間，有 63%的講師已完成 1至 3篇的研

究論文。講師們不做研究的其中幾項主要的原因是不夠時間、缺乏

研究的便利等問題。就因爲如此，有 36位講師提出要鼓勵、幫助講

師進行研究工作須有研究的便利的建議，其他建議包括獎勵那些已

有研究成果的講師及讓他們能有更多的時間去進行研究工作等。 

前言： 

根據沃克與阿史而(Vockell & asher)(1995)， 研究是一項科研活

動。它可採用有系統地詢問法去對某一事項作出調查，把所獲得的

數據加以分析，然後觀察理論實踐後的結果。 

研究工作對學術貢獻良多。李(Lee,2003)與巴位克利斯南

(Balakrishnan,2003)指出，在教育方面有系統的詢問法的研究成果，

能讓管理人及決策者有所依據的作出更正確的決定。應用有關的研

究成果可帶來積極的改變與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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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位克利斯南也曾說過，在學院內所進行的教學研究大多是根

據西洋的研究理論去進行的。他認爲我們須有本土色彩的研究方

法。所謂本土化的方法是指教育學是根據本國的教育哲理與國家文

化來擬定的。爲了獲得本土化的教育方法，我們應該積極地進行本

土化的研究工作。 

師範學院是培訓未來教師的機構。師範講師應該積極地進行研

究工作，建立本土化的研究。這樣一來，師資的培訓更能有效地進

行與提升。 

研究目的： 

此項研究的目的共有下列三項： 

1.探討慕莉華師範學院講師研究工作的趨向 

2.找出妨礙講師進行研究工作的原因 

3.幫助講師進行研究工作的方法 

根據上述三項研究的目的，以下是幾項明確的研究問題。 

1.慕莉華師範學院的講師對研究工作的興趣如何？ 

2.於1999–2003年期間講師已完成的研究工作數量有多少？ 

3.妨礙講師進行研究工作的原因有哪些？ 

4.有哪些方法可幫助講師們進行研究工作？ 

研究方法： 

此項研究是採用問卷調查方式來進行。問卷共分爲兩個部

分。它們是： 



《慕莉華師範學院講師的研究工作概況》 217 

 

(一)調查講師們的履歷。 

(二)調查講師們的研究工作習慣。 

慕莉華師範學院共有 140位講師，其中有 91位回答上述兩份調

查問卷。 

數據分析： 

表 1：講師的性別與研究興趣比較表 

 性別 

 男 女 
總數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有興趣 39 42.8 39 42.9 78 85.7 

沒興趣 8 8.8 5 5.5 13 14.3 

總數 47 51.6 44 48.4 91 100 

Chi–square= 0.554, df=1, p>0.05 

從表 1的講師性別與研究興趣比較來看，47位講師是男性而

女性有 44位。在男講師中，39位對研究有興趣，8位對研究沒興

趣；在女講師中，39位對研究有興趣，5位對研究沒興趣。男女

講師對研究工作的興趣沒有明顯的區別。 

表 2：講師的學歷與研究興趣比較表 

 學歷 

 學士學位及專業文憑者 碩士與博士學位者
總數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有興趣 20 22.0 58 63.7 78 85.7 

沒興趣 8 8.8 5 5.5 13 14.3 

總數 28 30.8 63 69.2 9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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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91位講師當中，有 28位是擁有學士學位及專業文憑，其餘

的 63位擁有碩士與博士學位者。前 28位講師，有 20位對研究工作

有興趣，8位沒有興趣；後 63位講師中，有 58位對研究工作有興

趣，5 位沒有興趣。上述數據告訴我們資格越高的講師對研究工作

越有興趣。可見，講師的學歷明顯地影響他們的研究興趣。 

表 3：1999–2003年期間講師已完成的研究論文數量 

數量 人數 % 

無 27 29.7 

1 – 3篇 58 63.7 

4 – 5篇 3 33.3 

6篇以上 3 3.3 

總數 91 100 

表 3的數據説明有27位講師在1999 – 2003 年期間不曾發表任

何研究論文。有 58位講師曾完成 1至 3篇的研究論文及有 3位講師

曾發表 4至 5篇的論文。 

表 4：妨礙講師們進行研究工作的原因 

 原因 平均數 

1 不夠時間 4.11 

2 缺乏研究的便利 2.01 

3 缺乏進行研究工作的技能 1.79 

4 研究工作複雜艱難 1.77 

5 沒有獎勵 1.31 

6 缺乏專業指導 0.84 

7 擔心研究的素質 0.54 

8 沒有金錢的利益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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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同僚的影響 0.34 

10 研究工作乏味 0.32 

11 沒有興趣 0.24 

12 非研究會會員 0.00 

師訓講師的工作不只限於輔導師範學員學習，他們尚需負責指

導其他在職培訓的任務。此外，他們也時常須出席會議、上課或主

講一些課程。這造成講師們缺乏時間來進行研究工作。表 4 説明妨

礙講師進行研究工作的主要原因。妨礙講師們進行研究工作的五項

主要原因是：1 不夠時間  2 缺乏研究的便利  3 缺乏進行研究工

作的技能 4 研究工作複雜艱難 和 5 沒有獎勵。除此之外，表 4 也

列出其他妨礙講師們進行研究工作的原因。 

這個研究調查也探討如何鼓勵講師們多做研究工作。表 5 列出

講師們的建議。其中有 36位講師認爲學院應提供研究的便利，如提

供手提電腦及有更多的參考書。接著講師們也認爲學院應賞識他們

研究的成果並給于金錢上的獎勵。他們也建議學院應提供專業的指

導及研究方法的課程。 其他的建議請參閲表 5。 

表 5：幫助講師們進行研究工作的方法建議 

幫助講師們進行研究工作的方法建議 建議者人數 

1 提供研究的便利 36 

2 研究成果的賞識 28 

3 金錢的獎勵 24 

4 提供專業的指導 19 

5 提供做研究方法的課程 18 

6 讓講師們有假期做研究 13 

7 實行每週一小時的研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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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減少學院以外的工作 7 

9 減少教學時間 5 

10 建立學院的研究風氣 6 

11 成立研究小組 5 

12 舉辦研究工作的研討會 4 

13 出版研究成果 4 

14 出席研究課程的機會 1 

結語 

上述調查研究所提供的數據告訴我們有許多原因妨礙慕莉華師

範學院講師們進行研究工作。雖然如此，爲了使他們在教學生活中

對研究工作有興趣，有關單位如馬來西亞教育部師資培訓組的負責

人，慕莉華師範學院的領導者甚至講師本身須並肩攜手共同努力提

高講師們對研究的興趣。當所有的單位都積極的重視研究工作時，

研究工作不僅成爲學院的學術風氣，繼而也提高了師範學院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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