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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近年來因教育改革的提倡，「教師即研究者」之理念日受重視。許多學者

 撰文及著書介紹教育行動研究，不少高等教育機構裡的教育學者與中小學教師共同

 合作進行教育行動研究，而近年來以行動研究為主題的各大學博、碩士論文也大量

 增加。

 行動研究的焦點，在於即時的應用，強調切近教學情境的問題。其目標在於改

 進學校的實務，以及把研究與教師的教學工作相結合，藉以提升教師的教學品質，

 並強化教師的專業素養。簡而言之，行動研究的目的在於解決當前的教育問題。

 本研究旨在探討教師參與行動研究對教師專業發展的影響。本研究採用個案研

 究法，以三所國小教師四個行動研究為研究對象，研究中透過文件分析、參與觀

 察、深度訪談、教學回饋單等方式進行資料的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以四個行動研究的實例，探究以下幾個問題: (^)藉由貿例申行動研究

 著力的不同領域，而探究教師專業成長展現出的不同風貌。(2)藉由行動研究作為

 教師專業成長的一種方式，而了解其提升專業知識的可能性。(3)闡述行動研究作

 為教師專業成長的一種方式，實際所碰觸到的問題及因應方式。(4)反思教師專業

 成長所面臨到的困境，其背後所涉及的教育結構的問題。

 本研究主要結論如T ^ (^)教師參與行動研究著力的領域不同，而教師專業成

 長也會展現出不同的風貌。(2)藉由以「教育行動研究」作為教師專業成長的一種

 方式，對於提升教師學科能力及增進教師專業知識的可能性大增。(3)以「行動研

 究」作為教師專業成長的一種方式，實際會碰觸到一些問題，需要積極的尋求解

 決，包括行政資源、家長團體和專家學者的協助。(4)面對教師專業成長過程中所

 面臨到的各項困境，教師參與行動研究可以協助教師積極反思各項困境背後所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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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教育結構的問題。最後，歸納本研究結果，提出結論與建議，做為學校行政單

 位、教師教學之參考。

 最後提出幾點建議: (^)教師專業成長的方式有許多種，激勵老師在教學現場

 進行行動研究，應該提供一個更安全、更具批判性的環境，讓參與行動研究的教師

 能在完全授權的情況下，超越個人主觀的認知，對教育現象進行真實的批判與反

 思，才有創造教育現場改變與進步的可能。(2)在研究議題的選擇方面應提供更開

 闊的彈性，鼓勵教師從實務層面中發現自身教學和學生學習相關的問題，進行各式

 各樣理論與實務的對話、省思與探討。沒有人應該被限制，教學現場有經驗的資深

 教師和初任教師都有專業成長的需求，也都應該被照顧到。(3)教育場域的行動研

 究更應多多關注教學現場中「文化」的問題，許多習焉不察的教學現場文化，是阻

 撓教學進步的元兇。

 鼓勵現場老師重新思考「教學文化」，重新思考看待課程與學習者的方式，或

 許能為教育場域中的行動研究開敢一條康莊大道。教師在參與行動研究中成長，其

 經驗彌足珍貴，因為願意再回頭檢視自己走過的每一步，就是再進步的契機。相信

 藉由這些個案的分析，讓現場的教師勇敢的、主動的、積極的落實成為「教師即研

 究者」的角色，教師的專業發展才能真正的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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