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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室手記 
 
研究或論述教育的學者，應都希望教育的實踐與教育的研究有銜接的空

間，期待教育研究者的努力能反映教育現場的脈動，並且提供教育實踐者反思

和開展視野的途徑；而教育的實踐能富豐教育研究者探究教育的議題。 

研究者與實踐者從不同的途徑來關心教育及參與教育。本刊編輯群關心的

是為研究者提供一個高品質的對話園地，讓作者的心血能與教育實踐者交會；

同時也能匯集學者們對相關議題的研究力量。 

本刊試圖記錄當代教育工作者在其崗位上的所思、所感、所行，實踐與研

究手牽手，肩並肩，讓教育工作者努力的結晶創造出可以傳承的教育文化。也

許短短的數年，本刊紀錄的內容尚不夠深厚，期許若干年後，《教育實踐與研

究》能展現教育的時代議題以及教育發展的軌跡。本刊編輯委員兢兢業業的面

對每一篇文章，便是希望讓本刊在教育的傳承上擁有重要的席位。 

這一期共刊出五篇研究。「工作滿意度、組織承諾與離職意圖」之研究，

根據相關文獻建立一個因果模式，並以工作特質作為個人背景影響其工作滿意

度、組織承諾與離職意圖的中介變項，探究我國中小學教師在這些主觀工作意

識的特殊性。本研究之主題與研究歷程深獲編輯委員的肯定。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研究，透過兩位資深資訊團隊成員的經驗敘說，

描繪政府的政策如何影響該校「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推廣，提供讀者對教育

現場實踐資訊融入課程歷程深刻的反思。 

「國中班級經營與班級氣氛相關因素」一文，探討國中導師班級經營、班

級氣氛與班級關係攻擊情況之間的關係。國中生的霸凌行為是學校教育的重要

議題，本研究採大量樣本為對象，研究結果為教育工作者擴展了瞭解關係攻擊

和關係受害之眼界。 



 

II

「高中奈米科技課程」之研究，邀請奈米科技專家、科學教育專家和高中

奈米科技教學的教師，組成研究團隊，以暸解高中奈米科技課程開發的成效。

本研究所提出的專家概念和情境式問卷之建構，為該領域的學者開啟後續研究

之門。 

「攜手計畫—課後扶助方案」以個案研究及實驗設計的方式，探討台灣推

動課後扶助方案之實施歷程與成效。研究結果肯定此方案的成效，亦即課後扶

助為弱勢兒童提供了直接與實質的協助。 

本期是「教育實踐與研究」改版之後的第四年，編輯委員感謝作者和讀者

對本刊的肯定與信心，每一期都以戒慎敬謹的態度進行審查稿件的歷程，期能

反映本刊對學術的尊重，對作者的尊敬和對讀者的責任。  

謹此感謝所有促成本期誕生的耕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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