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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研究升等停聽看  
趨勢巨流河

 

過去教師升等以專業學術性研究為主，導致教師可能為拚升等而相對輕忽教學及

學生學習成效方面的研究。為協助教師適性職涯及多元專業發展，同時確保教師教學

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並重視教學及技術應用實務之相關研究，提升本校競爭力，本

校自104學年度起實施多元升等制度，引導教師專長分流，鼓勵教師投入教學及技術

應用實務場域，透過專業教學與技術性產學合作相輔相成，期待提升教師學術研究

，也幫助學生學習，俾利學校多元人才培育與學用合一奠定扎實基礎。

 

師資培育培中心主任陳劍涵於105學年度第2學期升等為副教授，為本校以教學研究升

等副教授第一人，曾任國中老師的他教學經驗豐富，秉持著對教育的熱忱，加上在師

培中心任教，在教學環境的引領下選擇教學研究型升等，本期將透過他的經驗分享

，介紹如何進行教學研究升等。（文／廖吟萱，圖／教師教學發展組提供）

 

 

 

陳劍涵副教授升等經驗分享

 

日前，學習與教學中心教師教學發展組安排陳劍涵向校內教師分享教學研究升等相關

準備經驗，他先拋出一個問題，「喜不喜歡教學？」他以自己為例，如果明天有課要

上，同時有一份研究報告要交，他會選擇先備課。因為他覺得上課的時間是非常珍貴

的，所以一定按時上課，而且要充分利用課堂上的每一分鐘將知識傳遞給學生。正因

如此，他特別重視課堂上的時間安排，儘管現在已經稍有經驗，但還是免不了在上課

前一兩天進行相關的課程內容檢視，務必達到最好的教學成效。當然研究還是很重要

，只是在當下，他的選擇是教學優先。

 

他認為考慮朝教學研究方式升等時，需先檢視自我特質與自身教學經驗，是否對於教

學有足夠的熱忱與興趣。他也提到大學教師並非只能透過發表傳統學術研究論文，升

等需要朝多元面向發展，因此教學研究型升等計畫，可以為擁有教學與服務熱忱的老

師，提供一個更合適的管道。

 

陳劍涵分享自身任教科目中，在強調「國際化」的「全球化課程與教學專題」課程

，帶領班上學生，透過國際組織媒合與巴勒斯坦的教師，進行線上國際交流，彼此討

論國家教育型態、國際政治情勢等等的跨文化議題。陳劍涵認為透過此類方法能帶給

學生有特色且創新的教育方式，能豐富學生的國際視野。後來也將此經驗撰寫成相關



報告，變成創新教學的主要著作。

 

因此，他認為教學研究型升等是將課程教學成效轉變成有系統之報告發表，針對有興

趣的問題著手，例如：課堂上之教學方法、教學教材或者教學應用的相關程式，需要

有具體面向發展，並隨時配合記錄與調整。

 

針對教學研究升等，陳劍涵也針對幾個重要問題提出說明：

 

Ｑ：「教學研究」，顧名思義要同時兼顧「教學」及「研究」？跟「教學實務」有什

麼不同？

 

Ａ：「教學實務」通常指透過公開授課或上課錄影接受評審，是屬於非常實務的層面

，本校的「教學研究」還是屬於以研究著作升等的方式，要提出升等就需要有以「教

學實務的改進」為目標的研究著作產出，作為代表著作和參考著作。但參考著作可以

加入包含教學績效等的教學檔案，兼顧教學實務面。

 

Ｑ：要拿甚麼作為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

 

Ａ：教育學院的教師大多出書，也可以用1-2篇有份量的期刊論文作為代表，可參考

各學院及人資處規則。以自己為例，升等資料開頭會附上整體資料說明，說明代表著

作與參考著作是如何鋪陳，闡釋為何提出這些成果並陳述其背景原因，當然這些著作

全部跟所教授的課程有關，強調教學實務的改進。內容則說明教授的課程與著作的連

結，例如進行課堂的行動研究、教材教法的開發與評估、科技工具的運用、新教學觀

念的引進與介紹，或與指導的研究生合作，研究生成為課堂中的TA或RA，與教師共同

進行課堂研究來撰寫論文等，皆為可行的方向。

 

Ｑ：教學研究著作與一般學術研究著作有何不同？要如何呈現教學的其他面向部分

？例如學生教學評量、教學特優獎勵等。

 

Ａ教學研究著作內容相對於一般學術研究，重點在於特別突顯教學應用與價值，通常

可表明與哪一門任教科目有直接連結，並附上教學評量做為參考指標。若有相關的得

獎紀錄，可透過教師發展組的心得分享、撰寫教育家電子報、淡江時報的專訪（後來

彙整出版成為宮燈講堂）等；另外教學評量、教材研發報告、教學平台的資料、甚至

校內外以教學為目的的專業服務紀錄、擔任研究生論文指導教授等，均可列出當成佐

證資料，提供成為升等依據。

 



Ｑ：假如有技術相關的報告，如國教院、科技部計畫，如何呈現？

 

Ａ：如果委託單位沒有將該報告公開供閱覽，想辦法找到有出版論文集的學術研討會

或學術期刊，進行投稿發表。

 

 

 

教發組協助精進教學結合行動研究

 

 

 

學習與教學中心教師教學發展組主要協助校內教師精進教學，以及提升教學品質。近

年來教育部提倡多元升等，希望教師們可以透過教學的成果來進行升等，對此教發組

開始思考教師在精進教學之餘，是否也能將教學成果變成研究，將之以教學研究的成

果進行升等，所以自104年度開始，透過「教學實務研究補助實施要點」，補助本校

教師於任教學科中進行教學實務研究，進行教學創新、研發教材及教具、投入教學研

究，以增進教學品質及提升學習效益，迄今已提供30件補助案；在提供補助之餘，教

發組也會安排受補助的教師進行分享，同時安排具相關經驗的教授予以協助。組長李

麗君說明：「我們在分享教學新知與技巧給老師之餘，也鼓勵老師能將教學經驗，透

過研究報告或成果報告的呈現，對於有志於教學的教師而言，可透過此種方式慢慢累

積成為升等的資源，同時也可以將教學實務研究跟『行動研究』結合。」

 

所謂「行動研究」，是將「行動」和「研究」加以結合，讓實務工作者針對自己的工

作提出問題並進行研究，從而改善工作狀況。這種行動研究，主要是在引導改善實務

工作，解決實際問題，並增進實務工作者本身對工作的進一步理解。將之應用在教學

實務研究上，則是教師將課堂作為實踐場域，先釐清課程問題及改革或創新需求，從

而擬定改善方案並加以執行，透過評估實施成效，提出反思與修正，最終完成研究或

成果報告。如果教師想升等時，這些除可成為自身代表作，也可記錄教學歷程。

 

李麗君更提醒，「教發組除了不定期舉辦教師研習、工作坊等相關課程外，針對教學

研究升等，也特別安排『駐點計畫』，邀請在教學實務研究方面具豐富經驗的教師包

括教政所所長薛雅慈、師培中心主任陳劍涵、課程所教授陳麗華與張雅芳，提供本校

有心精進教學或想申請教學研究升等之教師相關經驗分享及諮詢服務，協助教師們的

目標更加順利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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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學發展組安排陳劍涵分享教學研究升等經驗。（圖／教師教學發展組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