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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是教育的重要管道，誠如波姆（D. I. Bohm, 1917-1992）所說「對話

不是去分析事物，也不是去贏得爭論；對話不僅是意見的交流，更是一種自我

反思與自我解放，以及相互間的理解。簡言之，沒有對話，就沒有溝通，就沒

有生命；沒有生命就沒有真正的教育。」本刊邀請讀者一起來品嘗作者長期耕

耘後的心血結晶，並期待有更多的教育人和本刊的作者們進行深層的對話與溝

通、交流，進而激盪出新的學術發想與火花。 

感謝本刊辛苦的責任編輯群以及協助審察的委員們，在學術社群的嚴謹審

查後，本期刊出三篇著作，期讀者閱讀之後，除了共鳴、共感，亦能有進一步

的對話與發想，用期刊旺盛的生命力來影響教育的未來。本期第一篇為「與司

法平反者對話之敘說教學實踐研究」，作者於大學心理學系的課程中，以敘說

教學法（narrative pedagogy）引導學生閱讀五位司法平反者的判決書文本，並

蒐集、分析相關文本，繼而邀請前述五位司法平反者至課堂與學生對話。學生

修習本課程後，本研究探討面向含：(1)司法平反者相關心理議題；(2)司法制

度的認識；(3)司法制度與冤獄錯案的價值觀；(4)關懷能力的溝通表達；(5)敘

事力培養等以上五項的改變情形。從研究內涵來看，本文跨越了法學與教育的

邊界，其越界的努力值得被看見。 

第二篇「『贅詞』」出現率作為口語表達能力的一項指標—兼論語用學在

語言教學的應用」，此文係透過課程設計，藉以分析學生的口語資料，研究發

現：贅詞的出現率與學生的口語表現相關，並提出贅詞可以作為評量口語表現

的客觀指標之一。第三篇「什麼才是他／她要的幸福？從能動性角度探討新住

民子女教育的可能性」，本文透過 Giddens 能動性理論的觀點，來反思既有研

究的不足，並探討什麼才是新住民子女所要的幸福，繼而思維透過教育，如何

促進新住民子女的幸福。此一研究建議，透過微觀的身體經驗感受，來同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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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子女所處社會位置中的問題，藉此提昇新住民子女自我的意識反思，以協

助達到其主觀的幸福感；同時並建議透過「中觀」的社群實踐，來理解新住民

子女與社會特定社群成員的實踐互動，以作為未來教育政策與實踐的重要依

據。 

感謝作者們在教育研究上所投注之心力，並將珍貴的研究成果交付給我們

出版，本刊將持續努力地呈現教育人的關懷，與其反覆沉吟後所凝聚的智慧、

忠告；並期許作者們在研究中所呈現的心血結晶，藉由本刊的平台，讓臺灣的

教育擁有更強大的正能量。此外，身為教育社群的一員，我自己也會投稿給其

他刊物，我能深刻同理稿件未被採用之學界同儕的情緒。我自己是一位軟心腸

而極不容易做決定的主編，要退掉學界同儕的稿件，對我而言是一件相當大的

折磨。我相信本刊責編在各自專長領域在第一回合要做出退稿決定時，也是艱

難的考驗；於是，接任主編不久，我就自外於學校的審稿的線上系統。換言之，

多年來我只知道稿件內容但不知道作者的姓名，處於完全匿名的情況下進行相

關的作業，一直到進入編委會委員們討論具有共識、確定刊登之後，我才會知

道作者的大名。身為主編，我不能也不願早一步知道哪些學人的稿件會是本刊

的遺珠，但我完全能同理其中的苦澀。基於對學術匿名審查以及複審把關機制

的絶對尊重，我不知道你是誰，在此仍要致上深深的感恩與敬意。本刊之審查

委員均認真且投入，歡迎學界同儕在審查意見的鷹架下，調整、改寫後再度賜

稿給本刊。祝福所有學人在 Covid-19 仍具威脅的脈絡下，平安、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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