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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行動研究方法應用於學校組織，藉以改進學校中實際的問題，提升辦學與教學成

 效，近年來極為受到重視。行動研究在學校的應用甚為廣泛，諸如:可內嵌成為學校

 全面品質管理的運作機制，或內嵌成為教師團體的團隊學習運作機制，此均對提升學

 校的教學成效之提升具有高度的效益。

 行動研究理論受到來自上一世紀對團體動力學研究熱潮之影響，行動研究的機制

 如何導入學校行政組織申運作，進而形成學校組織在社區與社會中的外顯價值，是值

 得從「質」的角度，作教育改革的新研究方向之一。因此本文首先對行動研究方法進

 行探究，其彰顯之重點包括:行動研究的理論基礎、特性與特徵、運作機制以及其實

 施之原則與步驟。其次探討行動研究方法在學校之應用，探討行動研究方法在學校推

 動TQM上的應用，以及在教師團體團隊學習應用之效益等，以作為行動研究之理論

 面與實務面應用之參考。

 關鍵詞:行動研究、學校、教師、團隊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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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研究方法在學校之應用刊

 壹、緒言

 行動研究是社會科學常用的方法論中之一種。所謂方法論，是關於認識世界和改

 造世界的方法之理論系統，其原理包括了方法的內在結構、方法的本質特徵、方法的

 來源和發展、方法的分類、方法的功能評價、方法的選擇和運用等一系列的問題(李

 志才，1998)。何以需要採用最適宜的方法，可謂取決於方法本身具備有條理性、規

 範性、系統，性和普遍性的理論型態。或許我們應該這麼說，一個好的方法，明確的

 提供了探索事件過程必要的思維邏輯，這個邏輯形式不僅有堅強的理論作基礎，也具

 有科學化的可複製性。當然每個人會選擇個人認為最佳的方法，做為改造世界的思維

 邏輯，其思維運作其實是個人的主體和外在客體相互作用之後，衡量個人對外在客體

 加工與改造能力之後，可能受到客觀外在環境與時空限制的強弱，而後所採行的最佳

 決定。因此即使是不同層次的個人，對所使用的方法之選擇，我們可以看到許多都是

 從「功能」的需求面出發的影子。可以理解的，著重在以解決問題導向而選擇的方法，

 必然地以功能的需求作為出發點。

 行動研究的理論與方法，近年來在國內受到相當的重視。從教育實際間題解決的

 觀點來看，行動研究有效的轉化學術理論為具體實踐的應用，對教學理論與實務的印

 證，提供一個實踐的途徑以及從實踐中不斷力求改進的最佳策略選擇。在學校內推動

 行動研究，除了寄望教育實際間題本身因人、因事、因地、因時的特殊性，能透過行

 動研究所獲致的結論，在該時空的需要下採取最適與最佳的策略與手段，達成直接解

 決問題之目標;也希望經由研究者與改革者的角色的結合，促成改善行動能化約為實

 際的教育績效，俾從質的角度提升教學成效。

 在科技方法的應用領域，行動研究方法構建的計畫、行動、觀察與檢討回饋，所

 形成的運作機制並非絕無僅有。例如在持續改善流程，以追求品質產出的PDCA管理

 方法即是其中一例。所謂PDCA管理方法係指依詢確立計畫(plan)、確實執f^(do)、詳

 細檢查(check)、進一步處理行動(actlon)等四個階段為基本循環，不斷地改進以追求最

 理想的表現。換言之，PDCA的管理是連續的過程，當學校在行政管理上，確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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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即開始實施，並詳細檢查結果，針對結果不合乎理想部分採取進一步處理的行

 動，根據所累積之經驗，再次進入^^T^ PDCA的循環。此PDCA循環的管理方法，

 強調以顧客為導向，從企劃、執行、檢查到回饋，包括了學校組織中所有教學研究及

 成員，不斷的追求品質的改善，此品質包括了(張吉成、周談輝、黃文雄，民91):

 1．產品品質:學生的產出品質:

 2．過程品質:學校各方面的服務品質與教學過程品質;

 3．環境品質:教育環境中的心理環境與硬體環境;

 4．管理品質:學校的教職員工等人力品質與教育行政決策的品質等。

 自1993年起國內教育改革的風潮，促使「改革」成為絕對正確的主流價值，那

 怕是教育改革的結果不如預期。經過了近十載的努力，在這一場老師、家長、學生共

 同置身的教育改革盛宴，呈現的現象似乎制度面的變革多於教育「質」的實質提昇。

 其部分的原因在於改造客體所使用的方法，並不能正確而有效的被應用。緣起此一動

 機，本文對行動研究的理論、方法與應用加以探索，期望充分掌握行動研究理論與方

 法的精髓，俾發揮研究方法應用的外溢效果。此外溢效果旨在將行動研究的心法，在

 學校組織中內嵌形成有用的機制，為學校發揮應用研究方法的外顯性價值，實際的提

 升教學成效。惟行動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在學校中的應用廣泛，本文僅作理論面探究、

 學校推動TQM以及教師團隊學習之應用等作為探究的範圍。

 貳、行動研究方法之探究

 行動研究之目的，不同於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行動研究的焦點在於貼近情境中

 的問題，注重即時的應用，並不在理論的發展或建立事例的通則，或研究結果可以被

 普遍的應用(王文科，民82;張世平，民80)。行動研究方法之目標，基本上可以被視

 為組織中的成員經由參與研究工作，將研究方法應用在特定的組織或工作情境中的各

 種問題，以改進組織的實務問題，並且把研究的功能和組織成員間的工作相結合，期



 行動研究方法在學校之應用53

 藉以提昇成員的素質，改進組織成員的技能與思維之習慣，促使成員與他人能和睦相

 處，強化其專業精神。

 行動研究的理論奠基於:

 (一)基於組織「變革」的需要

 學校組織是一個小型社會的縮影，在複雜的社會互動中存有許多改進的機會，以

 及變革過程可能的改革空間，變革已是此一系統不可避免且極為重要的一部分

 (AlthhChter, 1991)。學校組織需要隨著環境情勢轉變不斷的變革，才能追求永續生存

 的基業。因此，在競爭環境快速變遷的知識經濟時代，因應組織變革與組織發展的不

 同目標需求，選擇應用適合的研究方法是必要的。

 (二)研究方法要切合環境的動態改變需要

 研究的環境是動態的，環境不斷的改變，研究方法的選擇需要和情境變遷有相依

 性。研究方法要配合情境的變遷適時適切地調整，才能切合實際情境的需要。學校組

 織的實務運作過程中，每一所學校的組織結構與決策模式、階層的領導關係、學校文

 化．‥等均不同，個別學校組織均需要發展符合個別學校組織情境需要的解決策略與方

 案，才能解決組織中複雜的實務問題。此學校實務面問題的解決之道，常也只能從特

 定的學校組織的階層領導關係、組織文叱、學校願景、環境．‥等諸多因素交互影響，

 與相互互動的脈絡申去釐清事實、認清問題的本質與核心重點，才能發展出有效的解

 決策略與方案。並且也需要透過組織脈絡中的角色或人物，執行此一策略解決其實務

 之問題，進而檢驗解決策略與方案的有效性。

 因此行動研究在組織上應用，特別強調其理論所發揮的精神，著重在由學校組織

 內的成員作行動研究之計畫，並且由成員實施該計畫、實施過程中成效的評估與計畫

 之變更等。

 二、特]生與特徵

 行動研究是社會情境的一種研究，此種方法對問題的探索範圍其有局部與特殊的

 特性，其應用卻甚為廣泛。蘇雅惠(民88)指出其特性計有:

 1．在研究的社會情境中研究者長期融入情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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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研究者與團體的受訪者為共同的合作關係。

 3．一群組成團體的成員以解決共同問題或改進事務為取向。

 行動研究的一般性特徵，張世平(民80)認為應有:

 14以解決問題為主要導向。

 2．從事行動研究之人員即是實際工作之人員。

 3．從事研究的人員就是應用研究結果之人員。

 4．研究的環境即是真實的T作環境。

 工行動研究結合了問題的「研究」與「解決」。

 6．有時需仰賴專家從旁指導。

 7．研究過程採取共同計畫、執行與評鑑的方式進行。

 8．研究之問題或對象具有特殊性。

 9．行動研究之計畫屬於發展性的計畫。

 10．所獲得之結論，只能應用在工作進行中之場所，不作理論上之一般性推論。

 11．研究結果使現狀獲得改善，也使得實際參與人員獲得專業成長。

 12．評論研究價值，重視實際情況的改善程度多於知識量的增加。

 從這些特徵中可看出，行動研究主要涉及人、問題、情境、對策與改善回饋等諸

 要項。各要項之間，以「人」為核心，作直接或間接的交互作用，達成問題解決之目

 標。

 三、運作機制

 Ke^血s & McTa^gart ( 1997 )認為行動研究的可貴之處在於:具有即知即行、在

 研究申改進的精神和立即的效益。並且提出具動態性的行動研究螺旋(the action

 research Spiral)，此螺旋形成行動研究的運作機制。如圖一所示，運作機制由計畫

 (^lanning)、行動(^ctio^)、觀察( ObserVat^on )、檢討反思(^efRec[io^)等四個運作步

 驟所形成，不斷的循環運作，從實際行動中發現問題，研究問題，並且解決組織中動

 其中之各個程序說明如下(Ker而s&McTaggart ?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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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室 "里

行動

 發展一個具批判性的行動計畫，以改進已正在發生的事

 行動與實施此一計畫。

 觀察此一批判性行動計畫實施之內容所產生的效果。

 檢討反思:檢討反思這些效果，以作為修改後續計畫的基本參考，修正計畫後

 再進行下一循環的行動研究。

 圖一、Ke^mis & McTaggart的行動研究螺旋

 資料來源'? Ke^血s&TMcTaggart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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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實施原則與步烏

 綜合張世平(民80) ^ Ker而s & McTaggart(^^97)、胡夢鯨與張世平(民77)、張

 鍋富(民75)、陳伯章(民77)之各家以及研究者文獻探討後之觀點，行動研究的實

 施原則應注重:行動原則、實用原則、合作原則、彈性原則、協調原則、講求時效原

 則、計畫可行性、持續的考核與檢討等。其實施步驟則加以綜合歸納形成如下表的三

 個主要螺旋圈，各螺旋圈均形成一個行動研究的循環。

 在此三個螺旋圈當中，每一個循環均依循著計畫、行動、觀察、檢討反思等階

 段，形成一個循環(cycIe)。為了使每一個階段的成果均能明確的外顯化，俾作為在研

 究團隊中討論的素材，並作為下一個螺旋循環之後相互比較的^^^考，因此均需要仰賴

 各循環之後所提出的結論報告。

 表一、行動研究的機制與步驟形成之螺旋圈

行動階戶文 檢討反思階段

第一圈螺旋  1．發現問題

． 2界定並分析問題
賭

第一步行動 執行與結果監控

 七草擬計;

 1．探查成敗結

 果，反思原

因

 2．提出結論報
生

第二圈螺旋 第二步行動 與結果監控

修正計丐

 1．探查成敗結

 果，反思原

因

 2．提出結論報
上

第三圈螺旋 第三步行動

 巾爹工日言甲卜

 1．探查成敗結

 果，反思原

因

 2．提出結論報
生

 資料來源:張吉成(民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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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    LJ^

 參、4丁動研究方;去在學校之應用

 一以推動TQM及教師團隊學習為例

 一、學校推動TQM之應用

 (-)行動研究方法與TQM運作機制其精神一致。

 行動研究的木質和追求不斷改進學校行政品質的理念是一致的。行動研究的精

 神貴在透過計畫、行動、觀察、採取檢討回饋的行動，以改進行校行政與教學活動實

 際的問題。因此行動研究和倡導全面品質管理的觀念是一致的。所謂全面品質管理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TQM)，即是:「一種哲學和代表一組繼續引導組織持續改進

 的基本原理」(Ayers, 1994) o SayIor(1990)的觀點，更清楚指出TQ仞即是聚焦在:

 1．轉換新的管理哲學;

 2．組織使用新的操作方法的一種基本結構;

 王重視管理行動的設定與實施;

 4．長期持續改善的行動;

 5．避免錯誤;

 6．運用人的附加價值;

 7．以顧客為焦點;

 8．是一種生活的新方法。

 因此TQM是一種量(quant^tat^ve)化的改進方法和人力資源(human resources)相互配

 合的應用，其目標在透過持續改善組織申的生產要素，以追求高品質的產出，期符合

 外部與內部顧客的需求與需要。換言之，正如Stock & LambertO2001)的觀點一樣，TQM

 之所以成功需要組織文化配合改變，其關鍵即繫乎在持續改善(continuous imp「ovement)

 以追求高品質，以及外部顧客與內部顧客的支持。

 (二)行動研究可導入形成學校推動TQM的一種應用模式

 近年來行動研究方法普遍用以解決學校中的各種問題。Larson & Sinha(l^95)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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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更指陳行動研究的觀念和機制，可謂是TQM管理能否成功導入在學校中推動的關

 將行動研究方法的邏輯導入到TQM的管理上，在1990年代即已受到相當的重

 視。例如Wagoner(1990)從邏輯應用的觀點指出，行動研究貴在形成二個以上的迴圈

 循環(cycle)，其順序從需求之決定、邏輯批判、行動計畫、計畫實施、提升的檢討行

 動等，五個基本步驟所形成的基本迴圈。Stock & La祉ert(2001)進一步應用Wagoner

 的基本循環在後勤支援的品質管理上，形成一個可資在學校組織的團隊中運作的行動

 研究機制，如下圖二所示。

 二、教師團隊學習之應用

 本世紀以來知識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的發展，延續著一九七0年代著重

 「如何才能提升團隊工作績效」的團體動力學研究，進一步將此組織理論快速和資訊

 科技融合，使知識管理迅速成為眾人注意的焦點(李誠，民9^^ DiBella & Nevis > 1998) o

 知識管理的應用性，配合著e世代網際網路的風行，知識透過電腦為媒介，以網際網

 路溝通無遠弗屆的特性，在個人與組織申發揮知識的高度價值。於是知識管理的風

 潮，繼彼得．聖吉(Peter Senge)的「學習型組織」熱潮之後，形成一股應用在企業管理

 的新旋風。架構在以學習型組織為基礎建設的知識累積、知識擴散與知識創造之各種

 理論及模式，漸成為知識管理領域發展的核心重點。

 近十年來我國在學校的科技教育上投注許多心力，期透過教育系統的深耕，實

 現建立台灣成為科技智慧島的理想。教師是學校組織競爭力的核心，教師需要不斷的

 更新其既有知識，與提昇其掌握動態環境獲取新資訊的能力，才能培育出符合時代發

 展需要且具有競爭力的學生。行動研究方法及其運作的機制，適足以提供教師團體進

 行團隊學習的重要依循參考。因此採用行動研究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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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行動研究邏輯導入後勤支援全面品質管理之應用機制

 資料來源: Stock & Lambert(2001) ^p.28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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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動研究的本質具有計畫性、行動性、檢驗性與反思性。

 行動研究的本質涵括了:

 瞌十畫性:組織成員可充分應用其專業，針對問題善用個人的專業擬定具有高

 度可操作性的解決方案。

 2．行動性:組織成員是理論的實踐者，真正實際執行此一改善的解決方案。執

 行的過程依情境的變化需要，適度調整方案執行的橫向幅度與需要

 改善之問題的縱向深度。

 王檢驗性:行動的結果可透過質化的觀察獲得立即性的回饋，確認此方案的缺

 失與成效，以作為擬定新計畫的修正參考。

 4．反思性:一項解決方案的成功常不在方案本身，有時執行此一方案的個人人

 際關係與情感因素，才是促使方案成功的關鑑。尤其學校組織中有

 其特殊的組織文化，依循其組織文化之系絡，順勢而為常較能達成

 改革方案之目標。因此教師從實際的情境中解決問題的經驗與獲得

 之回饋，作進一步的反思與沉澱後，將可作為新計畫的重要修正參

 (二)機制與步驟，用於教師的知識創新團隊學習具有可行性。

 將行動研究的方法用於知識管理領域，本文並非絕無僅有。行動研究的基本循環

 用於組織中成員對知識的學習是必要的(Skyrme,2^叨)。在組織申的成員必須(張吉成，

 民90):

 1．以計畫、行動、觀察、回饋反思，形成不斷的循環，才能有效的累積學校組織

 的智能資本。

 2．在計畫階段，特別強調思考、概念化(conceptual^ze)和規劃多元的行動;

 工行動階段強調「做」(do)，以獲得理論在學校組織中實踐的經驗;

 4．觀察階段在於記錄經驗，使組織的知識外顯化，俾方便團隊學習過程的知識分

 一"

 子'

 5．檢討與反思階段則在於檢討所學到的是甚麼，以及如何思謀改進之道。

 因此行動研究方法具有即知即行，即時改進，符合學校需要快速回應外在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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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可提升知識型產業組織知識創新之效益。

 1，增進對情境的全盤檢視，有效檢測組織的目標與實踐間之落差。

 從行動研究的本質可看出，行動研究方法在學校組織中之應用，可以有效檢測

 組織的目標與實踐閒的落差。透過行動研究的持續執行，計畫者可以系統而全盤性的

 思考科技產業組織從事知識創新情境之安排，組織中社會情境的價值觀以及情境中的

 工作條件與學校文化的相容性，進而協助科技學校組織進一步發展。

 2．結構化知識創新的實踐步驟。

 結構化之意義，在於藉由行動研究之計畫、行動、觀察、反思回饋等基本步驟

 的螺旋交互作用，化為具結構清楚的知識創新之實踐步驟，以作為團隊學習活動中推

 動知識創新的基本運作步驟。換言之，由組織社會情境中的成員為參與者，進行持續

 不斷地自我反思探詢的研究方式，以改善組織知識創造的合理性。就行動的結果而

 言，可以提升參與的成員對於知識創新及其情境的認知;以反思回饋的方式來創新知

 識以及反映問題、尋找解決改善之道。因此，行動研究方法導入團隊學習活動中，避

 免學習過程鬆散而流於形式，減少應付上級要求的無效率團隊學習活動之情形。

 王協助發展學校組織成員實踐創新之能力。

 行動研究方法的可貴，在於擬定計畫者是規劃者也是參與行動的實踐者，此對

 參與成員實踐性知識之增進、改善情境能力之提昇與發展成員實踐創新之能力均有正

 面的助益。

 4．協同合作精神導入團隊學習活動，營造組織知識創新良好氣氛。

 協同合作(^ollaborat^v^)是行動研究的主要特徵之一，透過計畫者與與實踐者

 同心協力共同改善情境。將此精神導入團隊學習活動申，共同討論並建立共同的語

 言，提升知識創新之品質，對知識創新產生高成效。此外將學校組織的願景轉化為行

 動，使其得以對實際情境與知識之創新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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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結語

 一項方法的應用通常伴隨著本身的侷限性，其應用的幅寬與應用的深度亦受到

 當時的時空因素之推拉影響。行動研究理論與方法，可以在學校的行政與教師在探究

 教學實際間題上具有相當的助益，其在學校教師的組織知識創新活動的應用成效是值

 得期待的。其效益將包括:可以有效彰顯其計畫性、行動性、檢驗性與反思性之內在

 本質;並可用以檢測學校組織目標與實踐間之落差情形;避免鬆散而無效率的團隊學

 習過程;發揮教師團隊協同合作之精神;以及增進學校組織成員的知識創新能力等。

 因此，將行動研究方法的計畫、行動、觀察、檢討回饋等基本循環，導入在學校組織

 中，並化為運作之機制，將具有結構化團隊學習過程，以及確保知識創新產出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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