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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talization process A1 Brunn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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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nan & Levin 2000, p.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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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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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
se

lf-
re

ne
w

al
 c

yc
le

 

情
勢
檢

討
：

建
構
一

個
現

在
 

（
he

re
 a

nd
 n

ow
）

的
圖
像

 

重
新

探
討

 
學

校
的
遠

景
 

引
進

探
究

過
程

 

重
組
管

理
架

構
 

訂
定

優
次

 



3
http://www.nmh.gov.tw/edu/basis3/27/gb16.htm

2001 105

Sagor 2000
1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2
3

1998 37

Reason & Bradbury 2001, p. 2

1. emergent development form
⎯

communities of inquiry
2. human flourishing ⎯ 

3. practical issues ⎯ 
practical outcomes

4. knowledge-in-action ⎯ 
l i b e r a t i n g  w a y s  o f

knowing



4
5. ⎯ 

Carr & Kemmis 1986

1996 2000
facilitators

A1

A2

1998 242

A2

1.
2.
3.
4.
5.

organizational



表 A1：行動研究的類型 

行動研究 

的類型 
宗 旨 

輔助者 

的角色 

輔助者和參與者

的關係 

技術性 

行動研究 

‧教育實踐的 

效能和效率 

‧專業發展 

‧外來「專家」 ‧共同工作 

(co-option) 

(實踐者依 

賴輔助者 

的帶領) 

 

實用性 

行動研究 

‧實踐者理解 

其主體意識 

的轉化 

‧輔助者鼓勵

參與者參與

並進行自我

反思 

 

‧合 作 

(co-operation)

(過程顧問) 

解放性 

行動研究 

‧實踐者從傳 

統、自我欺 

騙和脅迫解 

放出來 

‧輔助者作為

過程調協者

(process 

moderator) 

(由參與者 

共同分擔、

負責) 

 

‧協 作 

(collaboration)

資料來源：見 Zuber-Skerritt, 1996, 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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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3

Holly, 1991 Holly 1991, p. 37
innovation

procedural framework
Holly 1991, p. 49

1 c o n t e n t
t a s k 2 p r o c e s s
maintenance collaborative

enquiry 1

2

A2

Wilkinson Sagor Somekh

1.  1. 1.

Questioning 2.
2.  3.

Planning 4. 2.
3.  5. 3.

Implementation 6.
4.  7. 4.

Reflection

1998 249 1997
11 Sagor, 2000, pp. 3–4; Somekh, 1995; Wilkinson,

1995 , p. 15



7

 
1.
 
集

中
具

挑
戰
性

的
範

圍
—

探
討

問
題

、
檢

驗
假

設
和

詮
釋

結
果

 

2.
 
腦

激
盪
，
在
校

內
外

尋

求
解

決
方

法
 

3.
 
綜

合
解

決
方

法
並

發
展

行
動

方
案

 

4.
 
先

導
試

驗
及
／

 
或

實
施
方

案
 

5.
 
評

鑑
和
再

評
估

 
探

 究
 

A
2

Ho
pf

en
be

rg
, L

ev
in

, &
 A

ss
oc

ia
te

s, 
19

93
, p

. 3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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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如
何

達
致

目
標
？

 

我
們

做
得

怎
樣
？

 

我
們
需

要
注

意
甚

麼
？

 

我
們

的
現

狀
怎

樣
？

 
我

們
希

望
向
哪

 
些

地
方

發
展
？

 

A
3

Ho
lly

, 1
99

1,
 p

.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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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Finnan & Levin, 2000

Levin, 1995; St. John et al., 1996
A3

A3

*

* Hopfenberg, Levin, & Associates, 1993, p.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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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pfenberg, Levin, & Associates

1993, pp. 102–125

1. ⎯ 

A4

2. ⎯ 
cadre

hypothesis testing
A 4

3.
⎯ 

Hopfenberg,
Levin, & Associates, 1993, p.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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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閱讀材料並不符合學生

的發展且欠缺挑戰性 

‧ 教師欠缺教授閱讀的訓

練 

‧ 學生沒有選擇閱讀材料

的機會 

‧ 教師使用傳統

的灌輸方式教

授閱讀 

‧ 同學通常使用

某一種閱讀方

式 

‧ 家長沒有進行

親子閱讀 

‧ 學校的午後閱

讀安排並不恰

當（如同學感到

疲倦） 

‧ 課室缺乏充足

的圖書 

甚麼 

（WHAT） 

如何 

（HOW） 

脈絡 

（CONTEXT） 

學生的 

閱讀分數 

低於區內 

平均值， 

這是由於…… 

A4



表 A4：驗證假設示例 

假 設 * 可能的啟示（行動方案） 

‧ 假設 1：閱讀材料並不符

合學生的發展且欠缺挑

戰性 

‧ 選擇更適合學生學習的

閱讀材料 

‧ 假設 2：學生沒有選擇閱

讀材料的機會 

‧ 讓學生選擇閱讀素材 

‧ 假設 3：教師使用傳統的

灌輸方式教授閱讀 

‧ 運用新的方法教授閱讀 

‧ 假設 4：同學通常使用某

一種閱讀方式 

‧ 向同學授以不同的閱讀

技巧 

‧ 假設 5：家長沒有進行親

子閱讀 

‧ 組織親子閱讀計劃、教授

家長親子閱讀的技巧 

‧ 假設 6：學校的午後閱讀

安排並不恰當 

‧ 更換閱讀時間（例如在早

上進行） 

‧ 假設 7：課室缺乏充足的

圖書 

‧ 購買更多圖書 

驗證全部假設 了解「閱讀」範圍的挑戰和狀

況，繼而為校本的獨特處境設

計（tailor-made）解決方法 

* 修訂自 Hopfenberg, Levin, & Associates, 1993, p.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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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SQ3R 6W
2001 48–49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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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001

Sze, 1999

1. ⎯ Hopfenberg, Levin, & Associates
1993, p.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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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goals and objectives

A5
Levin, 1995; Brunner & Hopfenberg, 1996

Sageland Levin, 1995
A6



表
A

5：
學

校
推

行
探

究
過

程
的

例
子

 

階
 段

 
一

所
小

學
的

例
子

 
* 

一
所

中
學

的
例

子
 
**

 

一
 

小
組

／
使

命
團

隊
（

ca
dr

e）
的

挑
戰

：
 

‧
 

學
生

在
閱

讀
和

寫
作

技
能

的
掌

握
處

於
甚

低
水

平
 

‧
 

調
查

發
現

圖
書

館
被

視
為

惟
一

適
合

學
生

進
行

研
習

的

地
方

 

‧
 

學
校

的
一

部
分

遠
景

為
「

創
造

一
個

具
挑

戰
性

、
以

學

生
為

中
心

的
學

習
環

境
…

…
學

生
離

開
學

校
時

成
為

一

個
具

彈
性

、
有

道
德

和
負

責
任

的
問

題
解

決
者

…
…

」，

調
查

的
結

果
顯

示
現

狀
與

遠
景

並
不

一
致

 

‧
 

提
出

一
些

為
達

致
「

學
生

成
為

終
身

學
習

者
」

這
個

目

標
的

假
設

 

「
教

學
」

使
命

團
隊

的
挑

戰
—

成
績

低
落

：
 

‧
 

觀
察

：
音

樂
老

師
組

織
了

爵
士

樂
隊

和
合

唱
團

，
有

些

被
視

為
「

有
問

題
」

的
學

生
加

入
了

樂
隊

和
合

唱
團

，

但
表

現
積

極
 

‧
 

問
題

／
處

境
分

析
：

學
生

不
願

學
習

 

‧
 

假
設

：
當

學
生

對
科

目
或

題
目

感
興

趣
（

他
們

才
會

學

習
）；

當
學

生
所

學
與

生
活

有
關

；
當

學
生

能
運

用
他

們

所
有

的
能

力
 

‧
 

透
過

問
卷

，
搜

集
學

生
對

學
習

經
驗

的
意

見
。

結
果

顯

示
，

在
學

生
的

強
效

學
習

經
驗

裏
，

偏
向

動
手

（
ha

nd
s-

on
）

活
動

、
主

動
學

習
、

角
色

扮
演

等
；

教
師

行
動

和
態

度
則

表
現

為
對

學
生

持
有

高
期

望
、

對
個

別

學
生

和
小

組
表

示
關

顧
、

成
為

學
習

的
輔

助
者

（
fa

ci
lit

at
or

s）
和

給
予

獎
勵

等
（

p.
 3

3）
。

 

   



表
A

5（
續

）
 

階
 段

 
一

所
小

學
的

例
子

 
* 

一
所

中
學

的
例

子
 
**

 

二
 

‧
 

使
命

團
隊

到
一

所
實

施
全

語
文

取
向

（
w

ho
le

 la
ng

ua
ge

 

ap
pr

oa
ch

）
的

學
校

參
觀

，
他

們
對

同
學

之
間

互
相

討
論

閱
讀

材
料

和
進

行
同

儕
編

輯
工

作
留

下
深

刻
印

象
 

‧
 

教
師

開
始

探
討

如
何

使
教

學
達

致
「

強
效

學
習

」
的

理

想
，

例
如

閱
讀

最
近

的
教

育
文

獻
 

‧
 

部
分

教
師

對
複

雜
教

學
（

co
m

pl
ex

 i
ns

tru
ct

io
n）

感
興

趣
，

參
與

相
關

課
程

，
然

後
為

全
校

教
師

介
紹

這
種

教

學
方

法
 

‧
 

使
命

團
隊

成
員

探
訪

一
所

使
用

該
教

學
法

的
學

校
 

‧
 

使
命

團
隊

也
探

討
校

內
成

員
的

長
處

 

 

三
 

‧
 

學
校

嘗
試

實
施

全
語

文
取

向
，

引
進

學
生

喜
歡

的
文

學

作
品

，
以

小
規

模
及

先
導

方
式

進
行

 

‧
 

出
版

教
師

通
訊

，
鼓

勵
教

師
分

享
與

強
效

學
習

有
關

的

成
功

教
學

經
驗

 

‧
 

學
校

探
訪

一
所

使
用

「
複

雜
教

學
」

的
學

校
，

特
別

欣

賞
同

學
的

合
作

性
、

個
人

的
問

責
性

、
主

題
式

學
習

、

自
尊

感
的

強
調

、
批

判
思

考
技

能
、

以
英

語
作

為
第

二

語
言

，
以

及
評

鑑
策

略
等

。
學

校
籌

集
資

金
，

讓
每

科

的
一

些
老

師
獲

得
有

關
的

正
式

訓
練

 

 

 



表
A

5（
續

）
 

階
 段

 
一

所
小

學
的

例
子

 
* 

一
所

中
學

的
例

子
 
**

 

 
 

‧
 

同
事

建
議

每
月

安
排

一
些

樣
本

課
堂

作
為

全
校

會
議

的

分
享

內
容

 

‧
 

同
事

建
議

學
校

安
排

代
課

教
師

，
讓

教
師

互
相

觀
課

和

發
展

同
儕

教
練

（
pe

er
 c

oa
ch

in
g）

關
係

 

‧
 

同
事

建
議

學
校

組
織

部
分

同
學

拍
攝

教
師

的
教

學
狀

況

‧
 

亦
有

建
議

透
過

調
查

了
解

同
事

的
長

處
、

興
趣

、
願

意

分
享

的
教

學
策

略
，

以
及

期
望

發
展

的
領

域
等

 

四
 

［
同

階
段

三
］

 
‧

 
學

校
嘗

試
分

享
校

內
成

功
的

經
驗

，
並

鼓
勵

教
師

進
行

有
關

「
複

雜
教

學
」

的
培

訓
 

五
 

‧
 

九
位

使
命

團
隊

成
員

進
行

行
動

研
究

，
檢

視
運

用
新

教

學
方

法
的

狀
況

，
最

後
學

校
決

定
採

用
這

種
教

學
取

向

‧
 

評
估

顯
示

具
體

的
活

動
建

議
和

組
織

意
念

較
為

實
用

，

成
員

建
議

對
先

導
計

劃
的

不
同

部
分

安
排

評
估

步
驟

，

以
便

檢
視

計
劃

的
成

效
（

如
使

用
狀

況
和

對
學

生
學

習

的
影

響
）

 

* 
參

考
Ac

ce
le

ra
te

d 
Sc

ho
ol

s N
ew

sle
tte

r, 
19

95
。

 

**
 

參
考

B
ru

nn
er

 &
 H

op
fe

nb
er

g,
 1

99
6。

 

   



表
A

6：
在

學
校

層
面

和
學

生
層

面
進

行
探

究
 

 階
 段

 
學

校
層

面
 

學
生

學
習

層
面

 
一

 
‧

 
缺

乏
有

助
學

生
學

習
的

氣
氛

 

‧
 

假
設

：
教

師
缺

乏
對

學
校

發
展

和
課

室
變

革
新

近
研

究

的
覺

知
 

‧
 

四
年

級
學

生
利

用
「

探
究

」
研

習
不

同
的

德
薩

斯
文

化
。

他
們

的
挑

戰
是

：
如

何
研

習
不

同
文

化
？

 

二
 

‧
 

校
長

決
定

運
用

彈
性

經
費

去
購

買
專

業
發

展
資

源
，

讓

同
事

透
過

研
究

進
行

改
革

 

‧
 

區
域

教
育

局
提

供
支

援
，

讓
學

校
辨

別
本

身
的

挑
戰

領

域
（

ch
al

le
ng

e 
ar

ea
s）

，
並

搜
集

學
校

成
功

改
革

的
資

料

‧
 

部
分

教
師

和
家

長
自

願
組

織
小

組
，

探
訪

附
近

的
躍

進

學
校

，
並

引
進

友
校

的
學

校
改

革
模

式
 

‧
 

他
們

運
用

腦
激

盪
產

生
解

決
問

題
的

意
念

，
如

利
用

圖

書
館

、
電

腦
資

料
庫

、
社

區
資

源
去

發
展

行
動

方
案

 

三
 

‧
 

整
個

學
校

社
區

匯
報

結
果

，
成

員
關

注
其

他
學

校
的

經

驗
是

否
適

用
於

本
校

；
最

後
學

校
成

員
覺

得
躍

進
學

校

模
式

的
「

賦
權

承
責

」
取

向
最

受
到

支
持

 

‧
 

有
些

學
生

透
過

實
地

考
察

附
近

印
第

安
人

聚
落

以
了

解

文
化

的
異

同
；

有
些

邀
請

家
長

和
社

區
人

士
在

班
內

介

紹
不

同
文

化
；

有
些

利
用

電
腦

查
閱

百
科

全
書

和
整

理

從
圖

書
館

搜
集

的
資

料
 

四
 

‧
 

當
學

校
決

定
躍

進
模

式
是

一
個

理
想

的
選

擇
時

，
部

分

老
師

到
一

所
躍

進
學

校
參

觀
，

以
了

解
觀

察
開

放
式

課

堂
學

習
和

分
享

式
教

師
工

作
文

化
 

‧
 

小
組

把
探

訪
的

所
見

所
聞

與
其

他
社

區
人

士
分

享
 

［
同

階
段

三
］

 

五
 

‧
 

學
校

成
員

集
體

決
定

採
納

躍
進

學
校

模
式

 
‧

 
所

有
四

年
級

都
對

課
題

的
探

討
作

出
貢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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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Yu, Lam, & Fok 1999

isolated
culture

deskilling

incompetence disclosure

Soler & Levin 1997

1.
⎯ 

abbreviated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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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quick-fix

4. ⎯ 

5. ⎯

Soler & Levin, 1997,
p. 11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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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a n c t u a r i e s

7. ⎯ 

1996 146
2000 266–267

1.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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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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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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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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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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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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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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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

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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