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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採個案研究法，本章共分五節，第一節研究架構；第二節研究場域與

對象；第三節研究工具；第四節實施程序；第五節資料處理，說明如下。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係以臺北市清江國民小學結合社區資源推動環境教育之策略與成效

研究為研究主題，為深入分析研究該校結合社區資源的脈絡與後續影響，研究者

採用質性的「個案研究」方法，並深入探討清江國小推動環境教育校本課程的歷

程與所採取的策略，以供他校參考。本研究採文件蒐集檔案紀錄、訪談和問卷進

行。研究架構如下圖 4： 

 

 

 

 

 

 

 

 

 

 

 

 

 

 

 

 

 

 

 

 

 
        

    

 

 

 

 

 

 

第二節 研究場域與對象 
    本節就研究場域和研究對象說明如下： 

 
一、研究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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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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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依據「丹鳳山下的人文生態架構圖」，將此地區內的環境資源區分為

五個方面，包括：「人文特色」、「丹鳳山誌」、「生態環境」、「環教資源」

及「面臨問題」。分述如下： 

 

(一)人文特色方面 

    以本地區的人文特色（鳳梨產業、打石文化）、地景地貌（牛埤沼澤、溝渠

水圳）和人文景觀（廟宇信仰、墓園風水、威靈頓山莊）為主。 

 

(二) 丹鳳山誌方面 

   以本地區的丹鳳山誌（地理位置、大師山、傳說典故）為主。 

 

(三)面臨問題方面 

   以本地區的丹鳳山誌（開發建設、古蹟保存、災害防救、野外）為主。 

 

(四)環教資源方面 

   以本地環境與人的互動關係為主，如各級學校、圖書館、活動中心等。 

 

(五)生態環境方面 

   以本地生態環境為主，如生態特色(北降現象、綠手指、步道串聯) 、生物

多樣(動物群落、植物) 、氣象條件(社區氣候、背風屏蔽) 、地質資源(奇岩巨石、

黏土地質、海底沉積) 等。 

      

二、研究對象 
    以臺北市清江國小全校師生為主要教學實施對象，並邀請家長社區人士共同

參與為調查對象。 

 

 

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個案研究，研究工具有「文件蒐集」、「檔案紀錄」、「訪談調查」、

和「問卷調查」等四種方法。 

 

一、文件蒐集 
文件蒐集法是指收集、分析、研究統計資料和報導資料，是獲得情報信息的

一種方法。如利用圖書館、信息機構、國內國際的信息聯網，收集政府和企業的

各種統計資料、相關專業報紙和雜誌資料、有關的廣告、產品目錄、產品樣本等

資料。這種收集法要具備文獻檢索技能，包括檢索策略的確立，電腦和檢索工具

的使用(黃國彥，2000)。 

文件蒐集法的優點在於節省時間、人力和物力，其不足在於，已經形成的調

查結果可能針對性不強、信息過時等。因此，在蒐集與應用文件和檔案資料時，

研究者宜對下列三點特別注意並努力做好：第一，要鑑定資料的真實性和精確性，

審慎依據資料本身的內在邏輯結構，和外在的參照證據，確定所蒐集的文件和檔

案資料可靠而適用；第二，要運用適當的人際關係和正當管道，取得較完整的資

http://terms.naer.edu.tw/search/?q=au:%22%E9%BB%83%E5%9C%8B%E5%BD%A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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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以免偏差不全；第三，要依據研究目的，有系統的整理資料以利分析(黃國

彥，2000)。 

研究者將這十年來運用社區資源與奇岩社區發展協會在環境教育的執行成

果，按照時間，逐一記載，詳實紀錄(如附錄三、臺北市北投區清江國小暨奇岩

社區發展協會執行成果彙整表)，以供作日後資料管理與分析使用。 

 
二、檔案紀錄 
檔案紀錄指文件歷經一段時間經鑑定具有保存價值者，屬於非現行文件。例

如：日記、電話號碼簿、人口調查紀錄、地圖等。研究步驟須將檔案所記載的事

實作詳盡調查分析，使各自獨立不相關的檔案產生關連，主要研究步驟依序為檢

視檔案、發現問題、決定議題、蒐集檔案、考證檔案、解釋檔案、作成結論、撰

述報告。 

 

三、訪談調查 
訪談調查法是指研究者通過與受訪者進行面對面的交流，加深對受訪者的瞭

解以獲取信息的一種分析方法，是一種口頭交流式的調查方法。  

    訪談法的主要特點，是採用對話、討論等面對面的交往模式，是雙方相互作

用、相互影響的過程。其優點有靈活、準確、深入等，然其缺點為成本較高、缺

乏隱秘性、受訪談員影響大 (訪談員的價值觀、態度都會影響被訪者，造成訪談

結果的偏差)、記錄困難 、處理結果難。 

為了克服以上缺點，本研究主要採取「半結構式」的訪談，針對研究的主題，

編製訪談題目(如附錄四、訪談問卷)，以分別了解相關人員在實施後的看法。 

 

四、問卷調查 
問卷調查法也稱問卷法，是調查者運用統一設計的問卷向被選取的調查對象

瞭解情況或徵詢意見的調查方法。 

問卷調查是以書面提出問題的方式搜集資料的一種研究方法。研究者將所要

研究的問題編製成問題表格，以郵寄方式、當面作答或者追蹤訪問方式填答，從

而瞭解被試對某一現象或問題的看法和意見，所以又稱問題表格法。問卷法的運

用，關鍵在於編製問卷，選擇被試和結果分析。 

   環境教育學者常採用問卷調查方式對有興趣的主題進行探究。例如，以問
卷調查方式調查學習者環境知識、態度與行為間的相關性研究，本研究在課程實

施後對學生施測(如附錄五、學生問卷)，同時也請老師及家長填寫問卷(如附錄六、

教師家長問卷)，以瞭解學生在教學活動後的改變情形。 

 

第四節 實施程序 
    實施程序依研究時間與流程說明如下： 

 

一、研究時間 
    本研究從 105年 9月至 106年 1月底止進行社區資源調查，106年 2 月--106

年 6 月底止進行環境資源校本課程、環境教育登山活動，每月利用綜合活動課

程或相關領域協同教學， 106 年 6 月進行教學後環境教育問卷調查，106 年 6

http://terms.naer.edu.tw/search/?q=au:%22%E9%BB%83%E5%9C%8B%E5%BD%A5%22
http://terms.naer.edu.tw/search/?q=au:%22%E9%BB%83%E5%9C%8B%E5%BD%A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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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教師及社區人士意見訪談，106 年 10月進行課程總檢討及撰寫計畫。 

 

二、研究流程 
本研究針對本校結合社區資源所發展之主題式環境特色課程進行分析，以了

解社區資源運用、環境教育實施與校本課程發展；研究者運用文獻探討中的理論，

說明本校結合社區資源推動環境教育及課程發展的脈絡，並敘明課程發展與實施

中遭遇的困難和因應策略，最後以深度訪談及問卷調查方式，分析這些課程對學

習者：親、師、生、社區人士環境素養的影響；為了讓研究流程有統整的概念，

本研究流程如圖 6。 

 

 

 

 

 

 

 

 

 

 

 

 

 

 

 

 

 

 

 

 

 

 

 

 

 

 

 

 

 

 

 

 

 

 

 

 

圖 6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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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處理 
本研究歷程中主要採取「文件蒐集」、「檔案紀錄」、「訪談」和「問卷」

等四種方法，研究為了兼顧量化成效和質性研究的精神，本研究資料的蒐集採取

量化與質性兩種方法，在量的方面，採用問卷調查法，擬從多方面收集資料，再

將這些資料分析，期望呈現客觀的研究結果，說明如下。 

 

一、量化資料 
    本研究實施調查所收回的資料，即將所有樣本編碼，並進行登錄工作，然後

將所得之資料，另與訪談資料所推論的結果做比對分析，針對回收到之有效問卷，. 

利用 SPSS進行資料分析。 

 

二、質性資料 
本研究將每一個「文件蒐集」、「檔案紀錄」、「訪談」資料產生的結果，

在收回後將資料編碼。為了避免研究團隊在研究過程的偏見和盲點，也提高本研

究的信效度，使用資料的三角校正法進行分析，針對同一事件使用一個以上的來

源資料，並透過不同的資料和人員，進行交叉驗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