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論 

 

研究者藉由緒論，陳述研究的起緣、目的與範疇，為內容鋪設思考的架構，

以下分為四部分，分別介紹本研究之研究動機、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主要名詞

釋義以及研究範圍與限制等。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大多數有趣的、重要的、合乎人性的事物，皆是創造力的產物。人類基

因的成分有 98﹪與猩猩相同，而我們與猩猩有別者，像語言、價值、藝

術表現、科學領悟與科技，是因為個人的才情受到肯定與獎勵，並經由

學習而傳承的結果。若非創造力，人之異於猿猴者幾悉？ ~~

（Csiksentmihalyi，1996/1999） 

 

Csiksentmihalyi的話語，道盡了創造力之於人類文明的重要性，呼應於心理

學大家的啟蒙，創造力的概念近幾年來在台灣風起雲湧，在企業管理、組織領導、

行銷設計等領域大放異彩。 

然而，創造力的影響逐漸擴展到了教育體制，讓現今教育環境在企圖跳脫傳

統制式教學，嘗試經營新穎、豐富、有意義學習的同時，綻放一道引人注目的曙

光，許多教育工作者紛紛投入創造力研究的行列，探討利用創造力達成教學目標

的可能性，教學創意儼然成為教育研究領域的重要議題之一，教師如何採用多元

的、活潑的教學設計，引導學生學習，是許多教育工作者關心而欲深入了解的。 

回歸至實際的教學場域中，近幾年來，家庭作業的議題逐漸被教育現場所重

視，家庭作業造成教師、家長以及學生應接不暇的問題，身為教師的 Daniel（1996）

曾指出家庭作業是最令他頭痛的教學部分，在其與學生經歷的不愉快中，家庭作

 1



業大致就佔了 90﹪的比例；方茹蕙（1999）則以家長的立場，提出家庭作業是

家長們最關切的問題之一，家庭作業的必要性、執行性都是家長們十分在意的，

有些家長擔心老師出得不夠多，而有些則擔心老師出太多而做不完；而回歸至家

庭作業的主要完成者---學生，Corno（2000）整理相關研究發現，超過三分之二

的六年級學生反應家庭作業是他們課後最不想先完成的事情。 

家庭作業是教師、家長與學生共同參與的活動，需要三者有共識的經營，才

能使家庭作業的功能達到最大的發揮。在台灣的教育環境中，家庭作業幾乎天天

都有，面對這樣頻繁出現的活動，身為主要規劃者的教師是否能運用創新的方

法，讓家庭作業在協助教師達成教學目標的同時，也能協助學生或家長了解與接

受家庭作業，而進行學習，是本研究極欲關切與了解的。 

教學創意是指教師具備透過新奇、創新的設計，協助學生瞭解學習的能力，

而家庭作業是教師安排學生在課後所進行的學習，教師如何規劃，使家庭作業的

功能得以妥善的、有意義的執行，應是教師發揮創意的一環。回顧國內相關研究，

曾有研究者嘗試將教學創意與教師教學特質、內在動機、教學相關技巧等變項進

行連接，豐富了教學創意的實施價值與內涵；而觀察國內相關家庭作業的研究，

已有碩士論文針對區域性的家庭作業實施現況作調查性的研究。然而，現階段的

國內外文獻中，探討「教學創意」與「家庭作業創意」之間關係的研究尚未出現，

且「教學」與「家庭作業」雖然承續相同的教學目標，由同一教師規劃，但卻不

盡相同，教師對於學校的教學可即時的掌握與回饋，而教師對於學生帶離開學校

的家庭作業，則無法隨時的監控，不僅需顧及學生對於作業執行方式與內容的理

解，同時也必須將學生完成家庭作業的環境考量在內，因此能在教學中發揮創意

巧思，具有高度「教學創意」的教師，是否也能將此創意擴展至家庭作業的安排

範疇中，而展現「家庭作業的安排創意」，值得進一步的研究與探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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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本研究針對現階段國小教師進行調查，藉以了解國小教師教學創意與家庭作

業安排創意間的關係，研究者一方面蒐集文獻資料，歸納教師安排家庭作業時，

可能的創意元素，編製成「家庭作業安排創意問卷」，作為研究的主要工具之一；

另一方面分析教學創意與安排家庭作業創意中各因素的相關，並以此研究結果對

現今教學環境提出家庭作業安排之建議。彙整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如下： 

一、 了解國小教師教學創意之現況 

二、 了解國小教師家庭作業安排創意之現況 

三、 探討國小教師教學創意與家庭作業安排創意之關係 

四、 探討國小教師教學創意對家庭作業安排創意之預測性 

五、 依據研究結果對國小教師家庭作業的安排與未來研究提出具體建議 

 

依據上述的研究目的，本研究所欲了解的研究問題如下： 

（一）了解國小教師教學創意之現況 

1. 國小教師之教學創意如何？ 

2. 不同背景之國小教師，其教學創意有何差異？ 

（二）了解國小教師安排家庭作業創意之現況 

1. 國小教師在安排家庭作業方面之創意如何？ 

2. 不同背景之國小教師，安排家庭作業創意有何不同？ 

（三）探討國小教師教學創意與安排家庭作業創意之關係 

1. 國小教師之教學創意與安排家庭作業創意之關係為何？ 

（四）探討國小教師教學創意對家庭作業安排創意之預測性 

1. 國小教師之教學創意對家庭作業安排創意之預測性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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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主要名詞釋義 

 

研究者所欲詮釋的研究變項包括「教學創意」、「家庭作業」以及「家庭作業

安排創意」等三項。 

 

一、教學創意（creative instruction） 

本研究所指之教學創意為國小教師依據教學目的，在安排教學活動時，融入

新穎的教學觀點、方法或策略，引導學生學習。在本研究中教學創意之操作行定

義為國小教師在「教學創新行為量表」以及「教學創意動機量表」上得分的加總。 

「教學創新行為」是指教師能在教學情境中注入新的觀念或想法，提出具體

計畫、鼓勵分享與嘗試，並努力爭取有效之資源，研究者以「教學創新行為量表」

為研究工具；「教學創意動機」是指教師對於教學工作是具好奇心的、願意接受

挑戰的、開放心胸、接納不同的事物的、追求專業的成長且對於教學工作具高度

的內在動機，覺得教學工作是有趣且有挑戰性的，此部分以研究者彙整、修訂相

關工具而編製之「教學創意動機量表」為研究工具。 

二、家庭作業（homework） 

本研究所指之家庭作業為國小級任或科任教師依據教學目標，指派給學童在

課後進行的與學習相關之練習或延展活動，其目的在協助學生學習。 

三、家庭作業安排創意（creative homework planning） 

本研究所指之家庭作業創意為國小教師在安排或設計家庭作業的過程中，能

發揮創意，融入新穎的觀點、方法或策略，引導學生完成家庭作業。研究者彙整

文獻資料與現場教師開放性問答結果，編製成「家庭作業安排創意問卷」，作為

此部分之研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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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以下研究者主要分為兩部分，分別陳述本研究之研究範圍以及研究限制。 

 

一、 研究範圍 

家庭作業的議題，涉及教師、學生和家長，三方面之意見若能兼顧則較能窺

視家庭作業之全貌，而本研究較著重教師的立場，希望以教師的角度出發，瞭解

教師設計教學以及安排家庭作業之實情，因此本研究以教師為主要的研究對象，

對於學生與家長的部分則未進行探討。 

此外，國小教師之背景變項包含眾多因素，在此研究議題中，研究者所欲瞭

解之國小教師背景變項為性別、教學年資、擔任級任或科任以及任教地區等，對

於教師年齡、專業背景（師範學院、國小師資班或教育學程）、學經歷以及專長

科目等因素將不進行探討。 

 

二、 研究限制 

以下分為兩部分，分別論及本研究之研究內容與研究方法之限制如下： 

（一） 研究內容 

1. 本研究所意指之家庭作業，為國小級任或科任教師在學校指派學生

於課後完成之作業，以協助教師達成教學目標、引導學生學習為目

的。安親班、才藝班、課輔班教師所指派的家庭作業，或由其他指

導者，如家長、家庭教師等安排的家庭作業，或是教師指派與達成

教學目標無關之家庭作業等，並不列入本研究的研究範圍之內。 

2. 家庭作業的歷程中包括「教師安排」、「學生執行」以及「教師回饋」

等步驟，基於本研究初次嘗試連結家庭作業創意與教學創意，希望

能較精確的掌握研究主題，故僅能將研究重心聚焦於「教師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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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創意展現，無法顧及「學生執行」與「教師回饋」等步驟之創意。 

3. 本研究所欲瞭解家庭作業安排創意的部分，著重在分析教師在家庭

作業的「安排策略」與「安排內容」等兩個向度所展現的創意，然

而，其他諸如家庭作業的「份量」、「各科科目比重」、「完成時間的

規定」等部份，基於研究者所能掌控之變項數量，無法將全部變項

進行分析與探討。 

4. 本研究以創造力中流暢性、變異性、獨特性以及精進性等的特徵作

為評估國小教師家庭作業安排創意的規準，然而，因問卷調查法的

限制，本研究之問卷無法具體觀察到教師安排家庭作業的「流暢性」

以及「精進性」，僅就「變異性」或「獨創性」等面向進行探討。 

 

（二） 研究方法 

1. 量化之調查性問卷以隨機抽樣方式最能取得樣本代表性與推論的價

值，但基於研究樣本取得不易、且囿於研究者人力、物力的限制，

本研究採取便利抽樣的方式進行問卷調查，所選取之樣本對於推論

台灣國小教師之代表性低於以隨機抽樣方式所得之研究結果。 

2. 本研究若能針對國小教師安排或設計家庭作業的相關議題進行個別

深度的訪談，將可蒐集較為深化且完整之訊息，唯囿於研究者研究

方法學的限制與計畫進度的時間壓力，則改以開放式問答的方式取

代，並將開放式問答的結果進行分析與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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