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

編輯室手記 

 

從藝術的角度切入，Will Gompertz 認為藝術家得對某件事很有興趣，否

則難以創作出讓人感興趣的成品。從學術的角度來看亦然，學者不但得對其研

究主題有感動、有興趣，而且得花費長時間付出極大的努力，否則其作品難以

在書海中被看見。感謝學術社群的朋友們願意把自身感興趣且長期耕耘的嘔心

瀝血之作給予本刊。本期共出版 5 篇論文，邀請讀者一起來品嘗、對話，繼而

激盪出新的作品，為社群盡一份教育人的責任與義務。 

除了研究者的興趣和投入，「研究觀點」亦是論文不能輕忽的議題，由此

切入，我們一起來鳥瞰 5 篇精彩之作。第一篇作品的研究視角是「課綱為本的

課程設計」，作者用了與十二年國民教育新課綱密切相關的觀點，來分析 10

位參加工作坊的教師之課程設計表現，其研究結果對現場教師以及師資培育者

均具有參考的價值。第二篇論文設定的研究對象是國中階段社會領域的初任教

師，研究兼採質性與量化兩種取向，此一探究從組織支持、同儕共享和自我效

能的視角來觀看初任教師所面臨的困境，研究發現對實務現場相當具有啓示。 

第三篇研究以經濟弱勢學生為對象，對焦的角度是「學習態度和學業表

現」，兩位研究者進入資料庫蒐集 3 個波次的資料進行分析、詮釋。本研究對

於經濟弱勢學生之學習態度和學業表現二者，有墊基於大量資料分析後的進一

步細緻勾勒，研究結果對於社群輔導經濟弱勢學生亦提供了進一步的看見。本

期第四篇論文的題目是〈向學生學習〉，對焦的觀點是「學科學生知識」，行文

間不但展現為師者的謙沖，亦體現這一波「學教翻轉」的課程與教學改革之精

神。沿著本期第五篇論文的視角，讀者可以看見澎湖地區的學子，了解其人格

特質、社會資本和創造力這三者對於學生創業意圖的影響，研究的發現對於地

方產業及澎湖在地教育均具有深刻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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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本期這 5 篇研究，我發現的共通處是：所有的研究者均看見弱勢並期

藉諸研究協助之、改善之，在看似嚴肅的學術作品下，其實是教育人一顆顆溫

柔而美麗的心。例如：澎湖地偏，從地理位置來看係相對的弱勢地區。在學校

體系中學生係相對弱勢，而作者溫柔地點出「向學生學習」。至於初任教師相

對於資深教師而言，挑戰嚴峻，故亦是弱勢。至於以經濟弱勢學生為研究對象，

更是清楚明白地以教育研究為仲介來展現其深切的關愛之情。身處課程遽變之

下的每一位老師，其徬徨、耽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本期第一篇研究就對焦

這一群教師，除了在工作坊給出實質的協助，並進一步深究以期未來能給出更

多的支持。質其實，各篇都是愛的表徵，在愛的正能量下我看見研究的真諦，

也將這分醒覺和讀者共享。 

每一篇好的學術作品均是作者長時間用愛心燉煮出來的，期許本刊所提供

的平台，讓更多教育界的友人一起來品嘗佳餚，從中獲得能量繼而貢獻於教育

實務或激盪出不同觀點的學術作品。法國畫家 Delacroix 說，造就天才，啓發

其創作的，有時候未必是新的想法，而是有個念頭一直逼迫著你，有時是前人

已經說過了，但似乎還沒說得很清楚。身為讀者的你，看完本期的作品，如果

你有那股被逼迫而想要再多說些什麼的動力，那本刊就成功地達到交流的效果

了。歡迎你將進一步的思索賜給本刊，用相互激盪、持續交流來許教育研究的

精彩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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