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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進行教育研究？

•提升教學品質

•促進教學反思

•解決教學問題

•引發教學創新

•促進專業交流

創新教育精神實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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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教研趨勢

發展教研能力
跨越課改挑戰

教育研究成新趨勢
教師能力必需更新

教育局通告第 6/2020 號落實教師專業發展專責小組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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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的特徵

解決教育現場問題

強調實際應用價值

持續優化實施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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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與學校發展之關係

提升解難能力

促進創新改變

設計校本課程

照顧學生需要

解決學校危機

促進學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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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教育研究之考慮

配合學校發展計劃

解決教育現場困難

有利學生提升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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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之始：由目標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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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之核心價值
 真：

確保所收集之數據具真確性

 善：
以解決學生學習困難、行為問題為目標

 美：
確保行文或匯報架構清晰可目
（供讀者參考、複製及檢驗研究成果／促進同儕的專業交流）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教育學門的研究倫理：理念、實況與評析》

（吳善揮，2017）〈香港中、小學教師進行教育研究之倫理困境及其改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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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基本步驟

問題形成(problem formulation)

研究設計(research design)

資料蒐集(data collection)

資料處理(data processing)

資料分析(data analysis)

研究發現的解釋(interpreting the research finding)

撰寫研究報告(writing the research report)

https://moocs.nknu.edu.tw/moodle/pluginfile.php/1406/mod_resource/content/1/批改研究論文的甘苦談.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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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問題及方向

你要研究什麼問題？

質性研究：為何？如何？ 探究過程及原因

量性研究：能否？是否？  了解學生或教師的改變

現行教育研究模式：混合式（mixed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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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資料

質性：
學生習作、學生反思、訪談、開放性問卷、
課堂觀察、教師日誌

量性：
問卷、量表、紙筆評估（前後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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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研究工具是否能回答研究問題

 研究工具的信度及效度問題

 配合原來的校本課程

 建立教師專業社群(教研小組)

 及早規劃，以免造成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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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經驗分享(教育研究獎勵計劃19/20)：
從閱讀理解到寫作立意：《伊索寓言》融入

初中寫作教學課程之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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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小)

•學校背景：

學生學習動機低

推動重整課程

照顧學習多樣性

回應周年計劃
實施具體教案

尋找校本依據
重整教學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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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由大至小)
香港

在課改下，寫作教學已變得日益重要
四卷兩卷(讀寫)學生必須掌握一定讀寫能力

學校
實施課程調適，照顧學習多樣性
天主教教育價值融入各科課程

班級
學生學習動機較低 / 學習能力稍遜
寫作能力薄弱言之無物、立意浮泛、反思淺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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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設計的考量點

《伊索寓言》
融入寫作
能力教學

審題立意

個人視野

思考角度

培養興趣

16



研究設計的考量點
反思生命

是非曲直

寫作取材

配合教區價值
推動基督教育

寫作立意

寫作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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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索寓言》特點

1. 故事性強

2. 篇幅簡短

3. 內容虛構

4. 具比喻性

5. 包含寓意

減少學習壓力
提升閱讀動機

發展創意思維
培養寫作靈感

反思生命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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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索寓言》與寫作教學

《伊索寓言》

結構

取材

反思

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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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索寓言》融入寫作教學之理念

文本簡短

《伊索寓言》

創意內容深刻哲理

創作靈感
學習興趣

反思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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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決定：

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及寫作能力

漫畫創作 個人分享 師生討論 短片賞析

《伊索寓言》融入初中寫作教學課程

微寫作 海報設計 故事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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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

1. 知識：歸納寓言的主旨思想。
2. 知識：分析人物的性格特質。
3. 知識：理解取材與立意的關係
4. 技能：應用所學，創作具反思元素的文章。
5. 態度：培養良好、健康、正向的價值觀。

構思教學目標
引導研究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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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反思
• 學生問卷：

提升寫作興趣及動機。

• 寫作測試：
學生能提升寫作立意能力。

• 學生訪談：
《伊索寓言》的哲理能啟發學生思考。
《伊索寓言》能開拓學生的閱讀視野。

• 教師反思：
開發多元閱讀教材，以利學生學習。
進一步強化課程中「以讀帶寫」的理念。

回顧教學實踐
提升反思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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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教育研究獎勵計劃之反思
• 提升實施教育研究的能力

• 不斷反思教學，以螺旋式的方法改善問題

• 建構專業學習社群，共同改善教育品質

• 與教育有心人並肩同行，共同進步

• 回饋學與教，讓學生真正掌握所學

• 以此為推動課程改革的契機

成果滿載齊進步
規劃未來再出發

24



其他校本經驗分享：
以CYS STEAM PROJECT為例

25



研究背景(小)

•學生背景：

學習動機低

學習能力弱

活潑好動

回應周年計劃
實施具體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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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大)
在科學、科技及數學範疇讓學生建立穩固的知識基礎，並提升
學生的學習興趣，以助他們日後在有關範疇升學和就業，應對
現今世界的轉變所帶來的挑戰。

強化學生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的能力、培養學生二十一世紀
所需要的創造力、協作和解決問題能力，以及使他們具備創新
思維與企業家精神。

香港教育局(2015)《推動STEM 教育—發揮創意潛能》概覽

推動STEAM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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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大)
語文是學生建構知識的基礎，語文學習有助
促進其他學習領域的學習，而其他學習領域，
往往又為語文學習開拓更寬廣的空間，提供
更多語文實踐的機會，能延伸學生的學習，
亦可使課時運用更具效益。

香港教育局《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
學校課程規劃及教學示例

跨學科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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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思教育研究之考量點

學生特性

政策依據

人力資源

校方支持

學習目標

課程彈性

學生
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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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決定：

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及相關學科的能力

中國語文 藝術教育 科技教育 科學教育

探究與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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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學習

1. 水污染對人類生活造成的影響。

2. 污水淨化的方法：沉積法、過濾法、消毒法及蒸餾法。

3. 各種污水淨化方法的優點和限制。

4. 濾水器的原理和實際操作理論。

5. 設計思維之概念：同理心（Empathy）、需求定義
（Define）、創意動腦（ Ideate）、製作原型
（Prototype）、實際測試（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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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重點

探究理論
了解現象

動手實作
研發成品

在地考察
發掘問題

展現成果
建構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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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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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反思

• 學生問卷：
學習興趣提升
學習效能提升

• 習作分析：
學生能認真完成課業，並呈現學習成果

• 學生訪談：
培養出「科技為民」精神 / 引發他們的創意思維 /
提升動手解難能力

• 教師反思：
成果滿載，師生共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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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馨提示

• 不可一稿兩投違反學術倫理

• 研究報告須為原著

• 研究報告一經接納，其版權亦自此轉交秘書處所有

• 及早規劃研究大綱，並與科組取得共識

• 如有問題，可與教育局同事聯絡，他們都會親切地
解答你的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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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結束
敬請賜教

攜手同行，教學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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