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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自1994年四一○民間教育改革運動迄今（2013年），國民小學的學校教育改革中，一位半線小學教師教學

與行政的實踐歷程。研究方法採質性敘說研究，透過半結構式訪談方法蒐集資料，並加以分析探討。 本研究緣起於協作者

在教育改革中的樂意轉變，確定研究主題後，接著進行協作者的生命歷程深度訪談，依據第二章生命歷程中的教育職場重

要經驗，佐以1994年後教育部推動的教育改革政策文獻資料，不斷釐清二者間的關聯性，進而安排章節：第三章教師專業

自主、第四章學校專業自主課程、第五章學校的社會正義。 本研究第六章分別從協作者在教師專業自主、學校專業自主課

程、學校的社會正義作為，反思教育自主、學生福祉、教師美德等正義作為，提出想法與建議。本研究的研究結果： 一、

協作者的生命歷程，使其在必然性的教育改革政策下，產生偶然性的樂於變革與轉變的結果。 二、協作者的教師專業自主

作為，具備教育自主、學生福祉、教師美德等正義作為。 三、協作者的學校專業自主措施，具備教育自主、教師美德等正

義作為；也存在著行政與教學的二元對立、包裝形象的教育自主問題。 四、協作者學校的社會正義作法，具備學生福祉、

教師美德等正義作為；也存在著科層體制的運作與僵化的教育自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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