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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生命敘事出發，走過一條從自利到利他，

學習教學研究進化的自我養成路徑



路途是從哪裏開始的呢?

教學研究的實踐之路



2003-2009→台文系主任

2001-2009→國科會計畫案共10件（含一件多年期整合型案件）

2010-2019→「全校型閱讀書寫課程推動與革新計畫」辦公室主持人

2014-2019→「專業知能融入敘事力之新創群組課程計畫」辦公室主持人

2018-2019→「議題導向跨領域敘事力培育計畫先期推動計畫」主持人

2019-2023→「議題導向跨領域敘事力培育計畫」總辦公室主持人

2014-2022→靜宜大學蓋夏圖書館館長

2014-迄今→靜宜大學「閱讀書寫暨素養課程研發中心」主任

2022-迄今→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2009-迄今→推動靜宜大學「閱讀與書寫」課程規劃、創新實踐



在教學現場，
真的很努力，

除了老師的身份，
還發願當教育志工。

然後呢？
然後呢？

嗯，
繼續努力教學，
因為好用，

所以繼續學習服務
然後……



嗯，

然後，

接著還有

什麼樣的「然後」呢？



似乎迎來了

「服教研」的厭世人生

如何自我轉化？



見自己，見天地，見眾生

困頓的心緒

教學研究實踐的起手勢



念念不忘

必有迴響



感謝生命中的貴人



自我進化小攻略



而是關乎

決心、毅力和願力

教學實踐，教學研究

無關江湖，無關風雲



當教學實務升等

一切客觀條件都混沌不明

教學研究實踐的基礎

從哪裏開始？



教學研究實踐的基礎

從哪裏開始？



回到問題的起點

✓ 學科教學的困境

✓ 學科價值的反思



回顧投入教育革新的初心

因為發現問題

什麼問題？

教學現場的問題：

學生學習面／課程設計面／教案實踐面

通過教學實況與實踐軌跡的綜整研究



從問題意識的核對出發

通過教學實況與實踐軌跡的綜整研究



有意識統整

走過的軌跡

盤點課程開展、計畫實踐

曾有累積或具體執行成效

從確認自己已有的累積開始，



2003-2009→台文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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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教學實踐轉化為知識產出

的可能軌跡是什麼？

問題→

計畫(planning)→執行(action)→

觀察(observing)→省思(reflecting)



面對教育情境的複雜性

也同時是研究情境的複雜性

教育實踐的複雜性

也同時造成研究變因的控制不易

教學實踐研究的真實場域

是活生生的教育現場



這麼複雜,
那麼我的起點在哪裏?

→成為自我行動實踐的研究者

✓ 從教育實踐的反思開始

✓ 澄清自己的教育實踐情境

✓ 勇於面對生命情境與學術認知



◆教學實踐如何轉化為知識產出？

問題→計畫→執行→觀察→省思

清晰的問題意識←→與前人的研究對話

←→對應到教學實踐的核心目標

←→問題應該是「我」想要去改變的

←→問題應該是目前的時間、努力和資源可達成的

有意識地收整質量化資料←→對應到課程實踐的設計操作



◆教學實踐如何轉化為知識產出？

問題→計畫→執行→觀察→省思

教學實踐成果總整與策略分析

←→對應到課程實踐過程的階段反思與教學實踐調整修正

知識產出的公共性

有意識地經營同儕社群



◆教學實踐研究品質判準

◼創新
◼累積
◼影響
◼成長

～台中教育大學黃鴻博院長



◼ 創新

➢新的連結

➢新的觀點

➢新的方法

➢新的工具

～台中教育大學黃鴻博院長



◼ 累積

➢時間累積

✓研究時間持續

✓研究主題持續

➢成果的累積

✓論文發表

✓人才培育

✓資源建立

✓社群推廣

～台中教育大學黃鴻博院長



◼ 影響

➢研究

✓理論建構

✓現象理解

➢實踐

✓問題解決

✓工作改善

✓服務利他

➢個人

✓人際關係

✓自我成長

～台中教育大學黃鴻博院長



◆作一為一個教學實踐研究者的自我期許

在前人研究基礎下有所創新。

在龐雜的日常教學實踐中，找到創新的突破點。

在年復一年的教學日常中，實踐教育的影響力，

以及教育者的尊嚴。

一個人走比較快，一群人走比較遠。



見自己，見學生，見天地

見自己，見天地，見眾生



自立足處走出

自立足處，只要你能你肯你敢

自立足處走出──

看！好長的天。好長的

天外有天有山有雲有樹有鳥有巢，雖然也有

不足為外人道的風雨

──周夢蝶〈細雪〉，2006年



人世間的相遇，

都是久別重逢。

謝謝您的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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