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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根據以上各章節之討論，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可歸納如下圖所示： 

 
圖 3-1 研究架構圖 

                              

  

由圖 3-1 可知本研究將以「民主行政」理論所強調之價值與重要分析焦點切

入，對台南縣裁併小校政策之規劃與執行進行探討。 

  

政府強調裁併小校可以省下大筆的經費並促使教育資源分配有效率且適

當，此種說法乃是傳統效率行政所強調「效率」及新公共管理所重視「市場」的

概念，此種概念或許可以是政府施政所抱持的其中一種價值觀，但吾人認為此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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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對於我國國民教育影響相當深遠，所涉及的政策利害關係人亦非單一團體或個

人，而是深入到社會各個層面、各個領域，因此若是單獨以效率、經濟的觀點來

進行裁併小校之政策，無非是捨本逐末、一廂情願的想法，因此本研究以「民主

行政」的角度出發，從公共行政人員的角色、公共性與公共利益之論辯與民眾參

與和社區意識的概念來對此項政策進行探討，一方面可以透過民主價值的討論對

裁併小校政策進行檢討，一方面亦可提供未來政府對於小校發展的政策提供更加

妥適、良善的方式，希冀透過本項研究能促使政府與地方對此項議題有更豐富的

討論及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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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訪談問題大綱 

本研究之研究重心在於台南縣裁併小校政策之發展，而這項議題從研擬至執

行主要都發生在主要承辦單位〈即台南縣教育局〉，而受本項政策影響的標的團

體在外部相關機關，因此本訪談過程主要分為兩大部分，一為行政機關負責決策

與執行的承辦人員，二為政策相關利害關係人，期能獲得此項政策更實務性及全

面性的探討。  

一、 主要承辦單位 

主要訪談對象為負責本項規劃與執行政策的教育局教育行政人員，其對於本

項政策的規劃、執行方面具備較完整資訊，故針對其進行訪談，希冀獲得更多訊

息。 

  

表 3-1 主要承辦單位訪談問題一覽表  

題號 訪談問題 對應概念

一 請問您目前所負責的工作內容為何？對於裁併小校

的議題是否有所接觸？ 

  

二 據您了解，目前貴機關執行裁併小校之政策實質內容

為何？ 

 公共性

與公共利

益 

三 政府官員認為裁併偏遠小校將使「政府省經費，學童長智

慧」。請問貴機關對於裁併小校的目標為何？目前完成的

工作是否達成預期的目標？ 

公共性與

公共利益

四 教育部曾提出「小型學校發展評估指標」(如附件一)

做為各縣市裁併小校時參考之依據，請問您對於此種

指標有何看法？ 

  

五 此項政策在規劃與執行的過程中，行政機關是否有給

予政策利害關係人參與、發聲的機會？或是與社區、

學校、非營利組織等民間團體有合作的案例？若有，

其實際內容為何種形式？ 

行政人員

的角色；

民眾參與

六 如果偏遠小校被裁併，您認為此舉對於社區是否有任

何影響？ 

社區意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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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請問您對於偏遠小校之存廢是否有其他的意見？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二、 政策外部相關利害關係人 

    針對曾接觸本項政策的利害關係人，以及實際面臨裁併校危機的國小校長進

行訪談，希冀獲得更多資訊。 
表 3-2 政策外部相關利害關係人訪談問題一覽表  

題號 訪談問題 對應概念 

一 請問您目前所任職的工作為何？對於政府裁併小校

的議題是否有所接觸？ 

  

二 您認為政府提出裁併小校的政策所欲達成的目的為

何？ 

公共性與公

共利益 

三 根據政府調查報告指出，廢掉一所偏遠小學，縣(市)

政府每年可以省下近千萬元的經費，身為一位納稅

人，請問您支不支持這樣的政策？為什麼？ 

公共性與公

共利益 

四 教育部曾提出「小型學校發展評估指標」(如附件一)

做為各縣市裁併小校時參考之依據，請問您對於此種

指標有何看法？ 

  

五 此項政策在規劃與執行的過程中，行政機關是否有給

予政策利害關係人參與、發聲的機會？或是與社區、

學校、非營利組織等民間團體有合作的案例？若有，

其實際內容為何種形式？ 

行政人員的

角色；民眾

參與 

六 如果偏遠小校被裁併，您認為此舉對於社區是否有任

何影響？ 

社區意識與

社區發展 

七-1 請問您對於偏遠小校之存廢是否有其他的意見？   

七-2 

(校長) 

請問貴校在面臨裁併校政策時有無相對應的策略？若

有，請扼要說明之。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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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訪談對象與選擇標準 

基於本研究所探討主要為台南縣裁併小校之政策，因此在這過程中聚焦於公

部門規劃與執行本項政策之主管機關〈即教育局國教課〉以及曾經接觸或受該政

策影響之利害關係人為主要研究對象，故訪談對象的選擇主要以這兩方面具有代

表性的人員作為本研究之受訪者。 

表 3-3 訪談對象一覽表  

類別 受訪者 服務機關 訪談時間 代碼

主管 台南縣政府教育局 11 月 12 日 
(13：30-14：00) 

A1 行政單位 
  

承辦人 台南縣政府教育局 11 月 12 日 
(14：00-14：30) 

A2 

校長 台南縣甲國小 11 月 12 日 
(10：30-11：00) 

B1 

教務主任 台南縣甲國小 11 月 12 日 
(11：00-11：30) 

B2 

校長 台南縣乙國小 11 月 12 日 
(18：00-19：10) 

B3 

學校人士 

校長 台南縣丙國小 11 月 13 日 
(09：30-10：10) 

B4 

鄉長 台南縣○○鄉公所 11 月 12 日 
(09：30-10：10) 

C1 地方人士 

會長 台南縣教師會 11 月 12 日 
(16：30-17：10) 

C2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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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之信度與效度 

質性研究的「信度」是指可重複性；而「效度」是指可靠性、一致性、可預

測性與正確性。而質性研究為情境過程、互動、意義和解釋的探索研究，因此需

用其他方法增加質性研究的「信度」與「效度」 (胡幼慧，1996：143) ： 

一、建立與受訪者的良好訪問氛圍 

在進行訪談程序中，以尊重、誠懇的態度與受訪者溝通，因為此關係會影響

受訪者是否開放其經驗的意願，更直接影響了蒐集資料的深度與品質。故在訪問

過程中，以耐心傾聽取代不斷發問，盡量讓受訪者暢所欲言，不打斷其思路。 

二、詳實紀錄受訪資料與轉換並邀受訪者確認 

依據訪問之逐字紀錄，反覆聽取並仔細檢查校對，經由受訪者的陳述感受與

經驗，從事將資料性描述轉換為文字描述，待研究結果分析後，交由受訪者，請

其檢核，檢視該分析結果是否符合當初接受訪問情況，即為外在效度。 

三、詳細描述研究過程增加可靠性 

依據個人經驗的重要性與唯一性，以取得可靠資料，並由研究者分析、判斷

與決策、執行，且必須將整個研究過程加以說明，詳細描述研究的進行方法及步

驟，即為內在效度。 

另外，運用三角測定(triangulation)即為一個加強研究設計的重要方法，

或是在研究相同的現象或方案時使用多種方法，並可使用不同的方法或資料的研

究方法，其基本類型包含(Patton, 1990；吳芝儀、李鳳儒譯，1995：149-151) ： 

1.資料三角測定：即在研究中利用不同來源的資料 

2.研究者三角測定：即使用不同的研究人員或評鑑人員。 

3.理論三角測定：即使用多種觀照取向去詮釋一組資料。 

4.方法論三角測定：即以多種方法去研究一個問題或一個方案。 

沒有一個方法可以單獨適當地解決獨立因素所引發的問題，僅使用單一方法

之研究容易受方法本身缺陷的影響，應用多元方法，其多種資料之使用能夠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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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間相互的效度檢驗，因此本研究將應用上述概念，透過深度訪談及理論與文

獻之交互檢驗，以求論文之完整性與正當性。 

  

  

  

  

  

  

  

  

  

  

  

  

  

  

  

  

  

  

  

  

  

  

  

  



 68

第五節  研究倫理 

  

本研究為求客觀公正，訪談問題皆預先予專家學者檢視，以避免問題之不適

當或偏頗。對於同意參與訪談之研究對象，本研究不將其視為提供資料的工具，

而是將其視爲該領域的專家，與受訪者建立良好的夥伴關係展開對話。 

  

在訪談的同時，爲避免資料的遺漏或曲解當事人的語意，作者利用錄音與現

場筆記的方式來記錄；若當事人不了解或不清楚題目語意，作者將予以協助說

明；在資料分析的過程中，所有能夠識別個人身分的資料將會作適當處理，以求

保護當事人的隱私權；在訪談的過程中，如果有部分的內容當事人不願意公開，

隨時可以提出暫停錄音的要求。若當事人同意參與本研究並同意錄音與引用談話

內容，將在後附之參與訪談同意書(附錄三)上簽名。 

  

本研究最後會將訪談時的錄音檔，以忠於受訪者的口語逐字撰寫成文字檔，

做為分析資料的基礎，而在詳細閱讀每份訪談逐字稿後，依據研究目的決定所應

分析的重點，進行編碼的工作，亦即逐句檢視資料內容，找出其所涵蓋之主題，

加以分類與概念化，將屬性相近的概念組成「範疇」，並與以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