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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實踐研究撰寫 劉柏宏：從「我」出發

學校要聞

【記者林雨靜淡水校園報導】教師教學發展中心10月27日邀請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特聘

教授兼數學組召集人劉柏宏分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通識(含體育)學門的現況與審查

實務」，以「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之撰寫與審查重點」為主題，近28位教師與會。 

劉柏宏首先利用國學大師王國維的境界論來比喻，他將「無我之境」與「有我之境」

比擬成「學術性研究」與「教學性研究」，解釋學術與教學之間的差異，帶出在撰寫

教學性研究時應該注重「『我』為什麼要提出這個研究計畫，因為『我』遇到什麼問

題、什麼困難，『我』的學生在學習上遇到什麼樣的問題，所以『我』要透過這個計

畫，來解決『我』跟學生的問題。」所以一開始的問題意識動機，就是提報計畫的理

由，而遇到的困難，能舉出越具體的例子越好。 

「學術型研究是眼睛往外看，做完之後可以把學術的水準往前推，用的是高觀點，解

決這個問題之後，可以幫助我們學術走的更遠，這是一般學術計畫的進行方式；但教

學性計畫則是以學生的角度來探討課程到底需要什麼，而不是從教學角度。」接著劉

柏宏從「問題意識」、「教學價值」、「教師經歷」、「課程設計」、「研究工具」

、「實施歷程」、「資料分析」七大部分來介紹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案例。他特別提

到，有些教學實踐研究計畫雖然連續三年通過，卻無法持續到第四年的原因，或是申

請多年未獲准的原因，常常是源自「教學內容沒有符合學生的學習成效成長」，或是

「用同一套路的課程規劃」，往往就不會通過。如果在教學計畫中主動提出特殊性

，或是主動說明課程與文獻探討去年不同之處，擁有別人沒有的創新課程規劃，就很

容易通過。「增加學習成效，在於如何提升學生興趣跟態度。」劉柏宏特別提醒，問

卷評量工具都要具備信度與效度，同時透過行動與實踐進行反思日誌，以及質量的三

角驗證，做滾動式修正。 

最後劉柏宏提到「教」與「學」的關係，「《說文解字》裡的『教』，是上所施，下

所效；而『學』，是覺悟」，所以教是被動，學是主動。如果你認真教，學生沒有認

真學，毫無所獲，那你的教也是枉然」。並鼓勵大家，寫計畫就是一種「催眠與說服

的過程」，要寫出一個很有溫度的計畫書，覺得「我值得」這個計畫，就得透過寫作

技巧與認真程度來說服審查委員。 

日文系助理教授葉夌表示，因為教學與實踐研究計畫撰寫方式跟一般學術性論文不太

一樣，而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分成「教學實踐」與「研究」，也會讓許多老師容易搞混

，「這次劉院長的分享讓我比較了解兩者之間的差異，也會開始思考如何在課程中加



入教學實踐研究概念，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