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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與校務研究共舞之路─個人省思與發現 
沈碩彬 

靜宜大學招生專業化辦公室/社會企業與文化創意碩士班助理教授 
 

一、前言 

筆者自大學數學系轉向到教育學碩博班就讀後，自此之後便與教育研究結下

不解之緣；後來，因緣際會來到校務研究辦公室工作，也開啟本人從教育研究走

向校務研究之路。最近我體會到：這是一條教育研究和校務研究共舞之路，也因

而有許多省思與感觸，茲逐項述之如後。 

二、教育研究：學術訓練過程 

回首碩博班的十年教育研究歲月中，恩師的句句叮嚀與關心，總是點滴在

心、歷歷在目，為筆者扎入更深的學術根基。然而，有誰一開始論文就寫得好呢？

當我偶然點閱我首篇研討會論文與期刊論文後（沈碩彬，2007a，2007b），頓時

噗哧一笑而有種不堪回首的感受，原來那是一段依樣畫葫蘆的論文寫作時代。後

來，隨著在教育學知識、統計與研究方法日益精熟，而逐漸能掌握訣竅後，我開

始獲得連續幾年的論文獎項（Huang & Shen, 2014; Shen, 2015），以及數篇獲刊 I
級學術期刊論文的榮耀（李新民、黃文三、沈碩彬，2014；黃文三、沈碩彬，2014）。
那時我心想：原來我做得到啊！此後，我嘗試學習並使用更高深的統計方法，以

求更為紮實的研究。我以為這樣才能跟得上學術期刊對論文品質的要求，一部分

來說，這樣想並沒有錯；但從根本上來說，還是有些想法上的偏差。 

我記得有次在國際研討會的發表場合上，有人對著我舉手發言說：「You 
cannot do research for research.」這句話一直到目前為止我都還記憶猶新，也成為

時時警惕我的金玉良言。其實那段時期，隱約有幾個問題浮現在我心頭，只是我

沒有仔細去找出解答，例如：一定要使用很深的統計才能獲得 I 級期刊評審的青

睞嗎？我做這些問卷調查能夠改善教育現況有多少呢？為什麼做研究總有股離

教育現場很遠的感覺？凡此種種問題，在之後的校務研究時期逐漸被解開謎底。 

三、校務研究：學術運用時期 

在進入校務研究單位後，筆者開始理解到要用自己所學的心理學、教育學、

統計學等技術來解決學校實務上遇見的問題。當時主管曾試著提醒我：「如果可

以用簡單的統計來解決關鍵的問題，那不是很具經濟效益嗎？」原來，必須先留

心找出重要的研究問題，再採用合適的研究方法來解答之，才是做研究的根本之

道。後來我們一起發了一篇 I 級期刊論文，內容提到不同職級大學教師的研究產

能預測模式異同（黃淑玲、沈碩彬，2017），這篇論文為我在這段時期工作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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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種戮力，下了最簡潔有力的註解。 

後來，我轉換到目前學校擔任招生專業化試辦發展計畫的專責教師，此份工

作讓我在校務研究上也有著更為嶄新的認識。例如：在撰寫計畫與成果報告時，

我開始運用評分者信度等統計方法，去解決計畫辦理時遇到的實務問題（沈碩

彬、鄭志文、林家禎、葉介山，2019）。我覺得非常奇妙！過去我並沒有想到要

這樣「實在地」使用統計方法。此外，因為工作業務需求，我常常需要與高中端

洽談各種課程合作模式，因而對 108 新課綱內容更為熟悉，此也幫助我更能夠走

進教育實務現場，這是此份工作給我的最大禮物之一。目前主管常常提醒我：「沒

有甚麼事是真的難，只有自己的心覺得難！」這句話比我在心理學教科書上看到

的任何一句話，都來得更具有衝擊性與實在性。 

四、 教育研究與校務研究共舞：回首與前進時期 

現在筆者已經是一位大學老師，算是正式踏入高等教育學術生涯的進路。雖

然，剛起步的挑戰實在是非常多，但我期許自己永遠不要做個麻木的學術研究人

員。現在我再回首之前學術訓練的教育研究歲月，內心充滿感謝之情；當時我常

常不是很懂為什麼要那樣做的理由，卻沒有因此而停下腳步，而是邊做而懂了更

多。而當我看看目前正在進行的校務研究歲月，我似乎逐漸有更加積極的眼光及

洗鍊的技術，來為校務問題找尋證據及解方。如此說來，我恰恰正走在教育研究

和校務研究共舞之路上，時而穩健漫步、時而圓滑飛舞，既需技術也是藝術；我

需要用更具高度的眼光來思索每項研究議題，也因此而萌發出更多創意與想像。

我期許在未來的每一天，當我遇見種種學術工作困難時，不再只是心生畏懼，而

是能夠帶著更加感謝的心情，去不斷嘗試超越與突破。這是屬於我的學術之路，

一路走來，冷暖自知，套一句名作家陳之藩的名言：要感謝的人很多，那就謝天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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