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設計 
 

本章旨在說明本研究的架構與分析方法，全章共分五節：第一節 

研究架構。第二節研究方法。第三節訪談對象。第四節研究工具。第

五節研究實施步驟。第六節資料分析與檢核。 

 

第一節 研究架構 
 

 

  

 
 

 
                    

 
 

 

1.家庭背景方面 

2.經濟方面 

3.課業方面 

4.人格特質方面 

5.人際關係方面 

（形成堅毅力之因素）

1.內在的心靈力量 

2.外在的成長環境 

3.行動取向的因應技

巧 

逆境向上的主要因素

（堅毅力） 
個案逆境的來源 

個案逆境向上的成長經驗

 

 

 

 

因為逆境向上的概念與

構是以個案逆境來源的

要因素的觀點為分析主

歸結到個案逆境向上的

題之上的。 
 

 

個案逆境向上的結果與表現

 
圖3-1研究架構圖 

堅毅力的概念相當，因此，本研究的架 

為分析前提，繼而以Grotberg對堅毅力的主

軸，進行個案逆境向上主要因素的分析，最後 

結果與表現，整個架構是聚焦於研究目的與問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係採個案研究法來實施，研究者先蒐集國內外相關文獻加

以分析，再以深度訪談、撰寫訪談日誌及蒐集文件等方式蒐集個案的 

成長經驗資料，進而分析個案成長經驗之歷程。 

 

壹、深度訪談 

    透過深度訪談，研究者得以進入受訪者內心的世界。「質的訪談

始於這樣的假定，即他人的關照是有意義的、可知的，以及能使之顯

明的」。（引自張彥婷，民 88，頁 16） 

    研究者基本上保持開放性的談話態度，讓受訪者能盡量的表達心

中的想法，同時配合運用半結構性訪談方式進行深度訪談，避免訪談

失焦。當進行半結構性訪談時，研究者事先製作訪談同意書（參見附

錄二），針對訪談目的、過程、錄音聲明及受訪者之權益逐條說明。 

    在取得受訪者同意接受訪談的前提下，訪談前，依據該次訪談之

目的、研究問題及受訪對象編擬訪談大綱（參見附錄三），以獲取更

精緻的資料，避免訪談失焦。同時，訪談前跟受訪者約好時間及地點，

時間允許的話，訪談大綱可以事先寄送給受訪者，或是訪談前請受訪

者閱讀一遍。 

訪談時，研究者將以積極聆聽的方式，盡可能地使訪談在一種同

理的、溫暖的、安全的氣氛中進行。（引自張彥婷，民 88）為求訪談

資料的完整及可信，訪談過程將全部錄音，訪談大綱的問題次序也將

依個別訪談情境而彈性調整。 

訪談對象與訪談次數將依據資料分析之結果及線索而增加，以求

個案資料的完整。當訪談的資料一再重複或沒有新的資料呈現時即為

訪談工作的結束。 

 

貳、文件分析 

文件的用途可用來檢驗訪談資料，它具有增強及補充訪談資料的

功能。本研究在相關書面文件的蒐集，共獲得：一、國中學習態度測



驗及基氏人格測驗資料。二、國小、國中及高工的獎狀及輔導資料。

三、升高中聯招成績單。四、自強家庭表揚狀。五、劉老師接受訪談

的手稿及《結緣家扶》與《扶幼楷模》二文。六、個案《感恩的心》

一文。七、個案打工照片。文件共計四十三件。 

研究者將蒐集到的文件給予分類、編碼、分析並解釋其內容。（參

見附錄七）例如：參考個案國中學習態度測驗及個案基氏人格測驗的

解釋資料有助於個案學習情形及人格特質的分析。參考個案國小、國

中及高工的獎狀可以檢驗他的學習成就。參考劉老師接受訪談的手稿

可以瞭解個案受扶助的經過。參考個案《感恩的心》一文可以檢驗他

受扶助的完整歷程等等。 

 

叁、撰寫訪談日誌 

訪談日誌中將描寫訪談現場。訪談日誌中記錄訪談現場內空間和 

陳設，並描述給予研究者的感覺和印象；描寫受訪者：包括外表、衣

著、飾件、獨特的格調、說話和行動的樣子等，可顯示受訪者如何看

待自己，以及受訪者想要別人如何看待他；描寫研究者：研究者將翔

實記錄研究者在訪談中的行為和談話，能有助於評估不適當的影響，

並藉以修訂訪談的策略或發展新的策略。 

 

肆、資料信度與效度的檢核 

因為任何一種研究法或研究者都有其不足與限制，所以在研究中

融入多元方法，將引發新的研究層面並增加研究的正確性及效度。因

此，本研究除對於資料來源給予信實的處理外，並採用資料來源的多

重檢視及深度的描述，茲分述如下： 

一、訪談大綱的信度與效度 
首先，每位訪談對象的訪談大綱必需分別擬定，如此才能獲得個

案各階段的成長經驗及接受扶助的經過。其次，訪談大綱在訪談前寄

給訪談對象，使訪談對象對於訪談的內涵有所了解與準備，如此才能

獲得所要的資料。最後，訪談後將逐字稿內容給訪談對象以檢核是否



忠於原意。 

二、資料檢核 
本研究運用資料多重檢視的精神來檢核資料的來源，雖然本研究

個案在深度訪談中十分地袒露開放，但研究者仍以下列三種資料來檢

核：（一）訪談曾經幫助個案的人士或個案周遭的重要他人，檢視其

述說的資料是否一致，以作為研究參照比較之用。（二）研究者對訪

談情境的觀察，運用訪談日誌的方式記錄下來，將有助於訪談資料的

信度。（三）相關書面文件的蒐集，如以個案學校的成績單、獲獎資

料、輔導紀錄或測驗結果來驗證成長歷程。 

三、厚實的描述 

厚實的描述之目的在凸顯資料的意義感。Denzin表示：厚實的描

述⋯應當包含細節、脈絡關係、情感，以及連接人們的社會關係網

路。⋯互動中的個人聲音、感受、行動和意義都可以被聽到。（引自

張彥婷，民 88，p.19）因此，研究者擬將受訪者於訪談中陳述的情感

與經驗翔實、謹慎地轉換成文字資料，並將訪談紀錄拿給受訪者檢

視，讓研究者進行資料分析詮釋時有客觀的依據。 

 

第三節 研究對象與訪談對象的選取 
     

本研究對象的選取採單一個案為研究對象，並採「立意抽樣」原

則選取研究個案，尋找符合身處逆境中卻有卓越表現條件的學生，結

果研究者國中教導過的一位畢業生符合研究對象之條件。研究者先詳

細告知這位畢業生關於本研究之主題、目的及期程，進而取得他的同

意之後，這位畢業生正式成為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研究者將探討個案

國小至大二期間的成長經驗，分析他逆境的來源及促使他向上的因

素。 

本研究為了深入瞭解個案的成長經驗，前後對個案進行了四次的

訪談，每次都依據前次的分析而設計不同的訪談大綱，以增加資料來

源的效度。而為了瞭解個案各求學階段的成長經驗，研究者設計了與



其周遭互動頻繁人物訪談的策略，並採取「雪球式抽樣」的原則，選

取訪談對象，目的在掌握其成長經驗的完整性及前後一致性。在研究

者進行初探性訪談分析之後，研究者發現適合的訪談對象有：個案的

祖父、妹妹、國小級任老師、國小好同學、國中導師、高工導師、高

工好同學及長期幫助他的劉老師與羅老師，這些人士對個案成長經驗

頗有影響，因此，研究者將他（她）們列為本研究訪談的對象，並且

逐一的安排時間進行訪談。 

    總計本研究之訪談對象共有十人，訪談次數共計十三人次，詳如 

下表所列： 

表3-1 訪談對象一覽表 

訪談日期 訪談對象/代號 性別 年齡 成為訪談對象主因 

91.7.19 個案 AⅠ 男 21 瞭解個案成長經驗內涵 

91.8.18 個案 AⅡ 男 21 瞭解個案成長經驗內涵 

92.1.23 羅老師 C 女 56 個案國中階段長期協助的老師 

92.1.23 爺爺 D 男 80 個案爺爺 

92.2.1 個案 AⅢ 男 21 瞭解個案成長經驗內涵 

92.2.1 妹妹 B 女 20 個案妹妹 

92.6.10 個案 AⅣ 男 21 瞭解個案成長經驗內涵 

92.1.23 黃老師 E 女 32 個案國二、國三導師 

92.5.9 劉老師 F 男 61 家扶中心、小太陽社長期協助者

92.5.10 王老師 G 男 50 個案國小階段最喜歡的老師 

92.7.9 鄭老師 H 男 59 個案高工三年導師 

93.2.1 陳同學 J 男 21 個案國小及國中最要好的朋友 

93.2.3 葉同學 K 男 21 個案國小、國中及高工同學 

資料來源：研究者依據實際訪談時間先後編製。 

說明：1.代號依英文字母順序及羅馬數字之次序編排。 

      2.代號英文字母I因為與訪談次數代號Ⅰ相似，易生混淆，故 

略過不用。 



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主要的工具包含：研究者（本身觀察者的參與角色省思）、

訪談大綱以及錄音器具，茲分述於後： 

 
壹、研究者的角色 

在質性研究中研究者是主要的研究工具，而本研究中研究者扮演

是觀察者的參與的角色，因此在研究歷程中，研究者應該隨時提醒自

己保持謹慎又開放的態度。 

一、研究者是學習者 

研究者雖曾於研究所修習「質性研究方法在教育上的應用」及「如

何從事質性研究」等質性研究課程，但對實際研究過程及方法仍在摸

索階段。正因為研究者周遭具有適宜以質性方法進行研究的對象，因

此研究者嘗試以「學習者」的立場，秉持從「做中學」態度，試著運

用質性研究的相關方法完成此一研究。 

二、訪談倫理的實踐 

由於研究者與個案曾經具有師生關係，這種關係雖然很快能建立

彼此信任度，但老師身分的權威特性也會給個案帶來壓力，所以營造

訪談雙方地位平等的氣氛，這是研究者要努力的，畢竟研究個案是得

來不易的。此外，訪談前訪談大綱的事先送達給受訪者，訪談後讓受

訪者檢視修改訪談逐字稿內容的權利，以及最後訪談錄音帶及文件的

銷毀，這些研究倫理都應具體實踐。 

 

貳、訪談大綱的擬定與實施 

一、訪談大綱策略的設計 

為了使受訪者有較大的表達空間，本研究設計了半結構性的訪談

大綱。研究者編擬訪談大綱的策略是：先探討逆境向上相關文獻理

論，再針對不同的訪談對象，聚焦在個案各個階段經歷的逆境、成長

經驗的心理歷程及成就表現等問題上，分別擬定每位訪談對象的訪談



大綱，最後經過指導教授的修改訪談大綱才正式定案。 

二、訪談大綱焦點的擬定 

訪談大綱的最大功用為訪談進行時的導引，擬定的原則為扣緊研

究目的與問題，以避免訪談失焦，茲將本研究每次訪談大綱的焦點整

理成下表： 

表3-2訪談大綱焦點表 

代號 訪談對象 訪談大綱的焦點 

AⅠ 個案 瞭解國小、國中、高工與大學成長經驗內涵

AⅡ 個案 瞭解指定科考結果及大學時的學習與生活 

AⅢ 個案 瞭解國小、國中、高工與大學成長經驗內涵

AⅣ 個案 瞭解國小、國中、高工與大學成長經驗內涵

B 個案妹妹 瞭解個案與其妹妹互動的情形 

C 國中羅老師 瞭解個案國中羅老師長期協助的經過 

D 個案爺爺 瞭解個案與其爺爺互動的情形 

E 國中黃老師 瞭解個案國中黃老師協助的經過 

F 國中劉老師 瞭解家扶中心劉老師長期協助個案的經過 

G 國小王老師 瞭解個案國小王老師協助的經過 

H 高工鄭老師 瞭解個案高工鄭老師協助的經過與高工生

活 

J 國小、國中陳同學 瞭解個案國小、國中的學習情形與生活 

K 國小、國中、高工葉同學 瞭解個案國小、國中及高工的學習與生活 

資料來源：研究者依據每位訪談對象之訪談大綱整理而成。 

 

參、錄音器具 

訪談時研究者除了攜帶訪談大綱與紙筆外，事先必需備妥錄音相

關器具，以便在訪談過程中進行錄音。 

 

 



第五節 研究步驟 
 

壹、研究步驟 

本研究具體的研究步驟如下： 

一、確定研究目的及論文題目 
研究者首先進行初步的文獻探討，以瞭解與本研究相關的文獻或

現有成果，幫助研究者深入主題進而形成具體的研究問題。經多次向

指導教授請益，及蒐集逆境向上的相關資料後，終能確定研究目的及

論文題目，且進一步擬定初探性計畫與研究進度。 

二、蒐集與閱讀相關文獻 
    針對研究目的，研究者從網路、學術論文、書籍及期刊中廣泛蒐

集相關文獻，加以比較、分析、歸納及統整，以作為本研究立論與分

析之參考。 

三、確定研究對象及場域 
研究者在進行初探性研究時，發現典型的逆境向上學生個案難於

求得，而且願意成為研究對象與否又是一個變數。因此，對於研究對

象的選擇，本研究採「立意抽樣」原則，著手去尋找適合主題的個案，

結果研究者服務的學校中有一位畢業生符合研究對象。研究者先詳細

告知個案關於本研究之主題、目的及期程，進而取得他的同意之後，

個案正式成為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從質性研究的場域而言，本研究的

研究場域屬於後院式的。 

四、取得訪談同意及擬定訪談大綱 
    首先，由於研究者與個案先前具有師生關係，彼此的信任度便滿

高的，但基於研究倫理，及本研究會牽涉到部分家庭背景的隱私，因

此，研究者務必先正式取得個案的研究同意與訪談同意，並建立彼此

深厚的信任關係。 

    其次，研究者依據文獻、自己的觀察及指導教授的意見，先擬定

初探性研究的訪談大綱，經初探性研究分析後，收集受訪者回饋之意

見，修正後才進行下一次的訪談。研究者將本研究定位在研究者與個



案相關資料之互動歷程，舉凡研究目的、問題、方法、及研究者等重

要元素，都隨時彼此呼應與重複檢驗，以確保研究的可信與嚴謹。 

五、初探性訪談與分析 
    運用半結構性的深度訪談法，先進行初探性訪談再進入正式訪

談。每次訪談都包含三個步驟：一是訪談前的準備，包括擬定訪談大

綱、時間及地點，務使每次訪談內容都和研究目的聚焦。二是訪談中

運用傾聽的技巧，讓受訪者盡情的陳述，避免打斷並容忍沉默時間。

同時記錄訪談者的觀察，也記下受訪者說話時的表情、聲調、口音和

說話的速度，這些紀錄將有助於解釋對話及資料分析。三是及時謄寫

訪談紀錄，謄寫訪談逐字稿雖耗時費力，但研究者宜努力貼近受訪者

的陳述。 

六、論文計畫口試 

當研究目的、設計及方法確定後，而且完成初探性研究分析時，

研究者得到初步的分析結論。徵得指導教授的同意，便可提出論文計

畫口試申請，期望指導教授及口試委員能針對本研究提出批評與修正

意見。 

七、正式訪談資料分析與討論 
 訪談後，依照個案研究理論中資料管理、處理與分析之步驟進行

分析與討論。每經過一段時間的分析，將與指導教授及同儕進行討

論，以逐漸形成研究架構及結論。 

八、回饋與省思 
本研究具互動式研究之特性，資料的蒐集與分析是由研究者與受

訪者在訪談歷程中相互激盪產生，包括在訪談中或訪談後，研究者向

受訪者的請教與求證，或是受訪者主動給予研究者的回饋。這些回饋

加上研究者省思後，重複聚焦於研究目的，以利於下一次訪談與資料

蒐集的進行。 

九、提出討論、結論與建議 

研究者依照論文計劃口試中指導教授及口試委員的指導與建議

進行修改，再次聚焦於研究目的，對新資料及舊有資料進行分析與詮



釋，提出本研究比較的架構及提出討論、結論與建議。 

十、學位論文口試、修改及完成論文 

    以論文口試教授及指導教授之指導意見進行修改，並在期限完成

論文定稿。 

綜合上述研究步驟，獲致本研究完整的發展流程，研究流程圖如

下： 

 
確定論文題目及研究目的 

取得

正

學位論

資料來源：研究者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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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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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計畫口試 
 

 

 

 
談資料分析與討論 
 

 
結論與建議 
 

 

 
試、修改及完成論文 

3-2 研究流程圖 

究之個案研究特性繪而成製。 



貳、初探性研究過程 

初探性研究的功能：在研究目的上，初探性研究提供研究者有關

研究主題更深層的瞭解。在研究設計上，初探性研究提昇了研究者的

訪談技巧及分析詮釋的能力。在資料分析上，初探性研究使研究者能

更嚴謹地分析。 

一、取得研究對象的研究同意與訪談對象的訪談同意   

個案本人、個案爺爺及個案妹妹是獲得個案成長經驗的關鍵性人

物，因此研究者決定先將他們列為初探訪談對象，並取得初探性訪談

對象的研究同意及訪談同意，初探性訪談對象如下表： 

表3-3初探性訪談對象一覽表 

代號 訪談對象 訪談焦點 成為訪談對象主因

AⅠ 個案 瞭解成長經驗內涵 瞭解成長經驗內涵

AⅡ 個案 瞭解成長經驗內涵 瞭解成長經驗內涵

B 個案妹妹 瞭解個案與妹妹互動情形 與個案共同生活者

D 個案爺爺 瞭解個案與爺爺互動情形 與個案共同生活者

資料來源：研究者依據初步訪談資料彙整而成。 

（一）訪談對象A 

研究者於九十一年七月十二日聯絡訪談對象A，詢問他是否願 

意成為本研究的研究個案及是否同意接受訪談？（研究同意書，見附

錄二）結果訪談對象A答應研究者的請求，至此訪談對象A正式成為

本研究的個案，於是約定九十一年七月十九日上午十時進行第一次訪

談。 

（二）訪談對象B  

九十二年一月二十五日以電話聯絡訪談對象B，詢問她是否願意

成為本研究的訪談對象，結果訪談對象B答應研究者的請求，於是約

定九十二年二月一日下午三時進行第一次訪談。 

（三）訪談對象D 

九十二年一月二十二日以電話聯絡訪談對象 D，詢問他是否願意 



成為本研究的訪談對象，結果訪談對象 D答應研究者的請求，於是

約定九十二年一月二十三日下午一時十分開始進行第一次訪談。 

二、訪談經過 

（一）訪談對象A 

1.九十一年七月十九日在研究者辦公的輔導室進行第一次訪 

談，從上午九時五十分訪談正式開始，上午十一時二十分結束。 

2.徵求訪談錄音同意。 

3.說明研究倫理。 

4.訪談內容（請參見：附錄三訪談對象A第一次訪談大綱）。 

5.訪談對象A提早半小時到達，訪談從九時五十分開始，十 

一時結束訪談。 

6.訪談對象A願意配合幫助研究者，因此談得很開放、很深入， 

中間雖有上下課鈴聲的干擾，但影響不大。 

7.九十一年八月十八日晚上八時，利用電話進行第二次的訪談，

主要是詢問研究個案生活近況及放榜結果。 

（二）訪談對象B 

1.九十二年二月一日下午三時在訪談對象B家中進行第一次訪

談。訪談地點原先約在國中，但因天雨之故，改在對象B家中客廳進

行第一次訪談。 

2.徵求訪談錄音同意。 

3.說明研究倫理。 

4.訪談內容（請參見：附錄三個案B訪談大綱）。 

5.由於訪談對象A也在場，因此訪談對象B談得較少。 

6.訪談快要結束前十分鐘，訪談對象A與B的爺爺從廟裡回來，

但並未中斷訪談。 

（三）訪談對象D 

訪談之前研究者約了本校的羅老師一同前往訪談，經由羅老師的

帶領去，很順利找到個案的家，見到了個案的爺爺。個案住家地處偏

僻，生活機能幾乎沒有，我送了見面禮，剛寒暄坐下，爺爺就馬上跟



我們說，他曾叮嚀個案要去找研究者接受訪談這件事。爺爺很健談，

會主動談祖孫間的互動、家世背景及自己的經驗等方面的話題。 

三、訪談之後彼此的回饋 

（一）給訪談回電或回函致謝。 

（二）謄寫逐字稿時疑問的澄清。 

（三）將訪談稿寄送給受訪者。 

四、初步分析與發現 

就個案第一、二次的訪談逐字稿（含訪談日誌、文件），及訪談

對象B、D第一次的訪談逐字稿（含訪談日誌、文件）之內容作為初

探性研究分析的題材，其初步發現有七（詳參附錄八）： 

（一）個案原生家庭成員的現況 

（二）學校的學習情形 

（三）課餘、課後打工的生活  

（四）個案面對的逆境與心理反應 

（五）個案克服逆境的方法 

（六）個案生命中的貴人 

（七）個案逆境向上的動機 

五、形成初步結論 

將初步發現與文獻及文件相互比較、分析、歸納後形成六項初步

結論，茲條述於後： 

（一）個案祖孫三人互動密切關係良好 

（二）各階段的學習成就皆達到中上成績 

（三）課後忙於打工以彌補經濟來源 

（四）隔代教養家庭帶來主要的心理壓力 

（五）周遭有許多援助力量 

（六）與雙親關係日趨淡薄卻有家庭重聚的壓力 

 

叁、初探性研究的回饋與省思 

一、與訪談對象建立信任及平等關係的重要 



由於研究者與個案兄妹兩位訪談對象（A與 B）曾有師生關係，

這種關係雖然很快能建立彼此信任度，但老師身分的權威特性也會給

個案帶來壓力，譬如這次的訪談地點的更改，可能造成訪談對象的不

便或心理壓力，這是研究者要盡力去祛除的。（誌B3） 

二、研究者說了太多 

對於訪談對象 A第一次的訪談的氣氛、深度與時間都控制得不

錯。但研究者在說明問題時，深怕受訪者聽不懂，過多的說明，造成

發問不夠簡潔的弊病。此外，研究者同理、傾聽與跟進的節奏適當，

讓個案能坦然的自我表露，但也有關心過度、說了太多的缺點。 

三、訪談時間地點的選擇 

訪談地點的選擇不受干擾為原則。以訪談對象B為例，訪談的地

點是在訪談對象B家中的客廳進行的（當天原來是約在學校辦公室，

因下雨而更改）。這個地點好壞參半，好處是可以觀察到個案的居家

環境、物件及測量個案家裡距離學校的遠近；缺點是訪談對象的爺爺

進出時干擾到訪談的進行。 

 

肆、正式訪談的過程 

正式訪談的對象連同個案共有八人，詳如下表： 

表3-4正式訪談對象一覽表 

代號 訪談對象 訪談焦點 成為訪談對象主因 

AⅢ 個案 國小至大學成長經驗內涵 瞭解成長經驗內涵 

AⅣ 個案 國小至大學成長經驗內涵 瞭解成長經驗內涵 

C 國中羅老師國中羅老師長期協助的經過 個案國中長期協助的老

師 

E 國中黃老師國中黃老師協助的經過 個案國中二三年級的導

師 

F 國中劉老師家扶中心劉老師長期協助個案的經過 長期協助個案的老師 



表3-4正式訪談對象一覽表（續） 

代號 訪談對象 訪談焦點 成為訪談對象主因 

G 國小王老師國小王老師協助的經過 個案國小五六年級的級

任老師及球隊老師 

H 高工鄭老師高工鄭老師協助的經過與瞭解個案高

工生活 

個案高工三年的導師 

J 國小、國中

陳同學 

個案國小、國中的學習情形與生活 個案國小、國中的最要

好的同學 

K 國 小 、 國

中、高工葉

同學 

個案國小、國中及高工的學習與生活 個案國小、國中及高工

的最要好的同學 

資料來源：研究者依據正式訪談資料彙整而成。 

一、個案第三次訪談的經過 

    本次訪談聚焦在個案家庭背景、心理感受、與家人互動、旁人協

助經過、個案如何面對逆境及是否還有值得訪談的人物等問題上。此

外，研究者基於關心與鼓勵，因而請個案談未來計畫。 

訪談中有提到國小時獲頒孝悌楷模一事，個案稍後拿出一只皮箱

給研究者看，裡面存有國小國中的獎狀、成績單及孝悌楷模彩帶，可

謂琳瑯滿目，我心想這些文件可以成為檢核的資料。此外，值得一提

的是訪談結束的回程時，我特意測量個案住家與學校間的距離，結果

發現：個案的家距離國小約兩公里遠，距離國中約六公里遠，距離新

埔街上約十四公里遠，而且去程多為下坡，回程則多半上坡，這和個

案第一次訪談時敘述的內容是相吻合的。 

二、個案第四次訪談的經過 

在本研究論文計畫口試時指導教授建議可以增加成長經驗故事

的描述，因此這次訪談策略聚焦在個案成長的心情故事。首先他提到

一個高中時期妹妹幫他繳學費的故事，我心想十七、八歲年齡的兄妹

能不計較金錢，能互相扶持、上進，真是不易！當研究者請他再談成



長的心情故事時，個案再度談到某某功德會送米刺激到他的故事。 

    訪談中個案再度提到成長的壓力，主要有來自家庭的壓力及擔心

自己的未來。家庭的壓力主要是指老邁的爺爺乏人照料、妹妹能否順

利升學、是否接受父親及住家老舊漏水待整修等等的問題。 

此次訪談個案再次提到朋友的重要及打工的經驗，他說：「其實

我是很在乎朋友的」（AⅣ28）、「我覺得朋友很重要」（AⅣ60）。因為

高一打工佔滿了他的休閒交友時間，因此高二後打工時間就減少許

多，以增加同學間的互動。由於個案具有排球的專長，加上對人際關

係的態度是詼諧而不嚴肅，讓他在高中贏得許多友誼，也建立起自信。 

從這次訪談的內容發現：個案所談的內容重複的地方很多，例如

打工經過、壓力來源、重視朋友及送米的故事等，可見來自個案的資

料已達飽和，已經可以結束對個案的訪談。 

三、羅老師的訪談經過 

訪談的焦點在：瞭解羅老師協助個案的經過，個案學習的成就與

表現，以及個案向上的力量與信念有哪些？ 

訪談中，得知羅老師是從註冊時發現個案是低收入戶的學生就開

始注意他，加上平日觀察到個案總是穿著舊式的衣服，而且常常在假

日爬山時看見他與妹妹在田裡工作，瞭解這些背景之後就經常協助

他。 

訪談時羅老師提到曾經看到個案肯下田工作，並幫忙做家事，如

煮飯、洗碗、洗衣服等工作，顯示這次訪談資料是信實的。此外，她

也再度談到個案的家庭背景，以及提到劉老師長期協助個案一事，足

見羅老師的訪談可以告一段落。 

四、黃老師的訪談經過 

本次訪談主要的焦點是在個案：學習情形與成就，曾遭受哪些逆

境？以及向上的動力與信念為何？ 

訪談時黃老師指出個案平常不多話，喜歡運動，有責任感，孝順

爺爺，對人笑容可掬。黃老師也提到本校羅老師常常主動替個案及其

妹妹申請獎學金，或是放學主動載他們回家。 



    至於個案煩惱的的原因，黃老師說是因為功課退步，例如英文成

績退步，卻因經濟考量，無法參加校外補習，但他能很快的調適過來。 

五、劉老師的訪談經過 

本次訪談主要的焦點是在：劉老師協助他們的經過，個案向上的

過程與動機，個案跟家人互動的情形，以及劉老師對個案與其妹妹的

期許。 

訪談開始時他把五頁的書面資料，及「結緣家扶」、「扶幼楷模」

與「感恩的心」等三篇家扶中心關於個案的文章給我看，我心想這些

資料具有檢核的作用，於是瀏覽了一遍，訪談後我一再仔細地閱讀。 

訪談中，劉老師對協助個案打工的經過，如何轉介個案到家扶中

心，以及出錢出力幫妹妹補牙的故事，都能描述翔實，尤其是個案打

工的資料更是巨細靡遺，感覺上他已經把他要講的東西說完了。整個

研究至此，關於個案資料蒐集部分已漸達飽和了。 

六、王老師的訪談經過 

本次訪談主要的大綱有：個案國小階段學習的情形，家庭背景，

曾經遭逢過哪些逆境，以及王老師幫助個案及其妹妹的經過。 

訪談時，王老師先談到協助個案申請孝悌楷模的經過，王老師說

領獎那一天，他一大早親自開車載個案、個案爺爺及妹妹三人到台北

領獎，直到天黑吃完晚飯，才圓滿的送他（她）們回家。 

訪談中他拿了六本的相簿給我看，談到昔日利用假日帶個案至關

西老家搭竹屋或到竹南參加排球比賽的情景時，他很用心的拿給我

看，在泛黃的相片中，分享個案及其妹妹的珍貴影像，令我感受到王

老師的誠意及昔日的用心付出。訪談中他也以學習各項運動，如打排

球、練長跑，來蘊含人生、體驗成長及磨練意志的教育觀念。王老師

說：「運動場上就不一樣，運動場上動作做出來，鼓掌一下，生活上

自卑，我的感覺是這樣子，那、那像最近回來會主動跟我們聊天，以

前不會啊！現在會比較主動地找我們，聊現在的情形，以前問他一

句，回答一句，現在不是，你問他他可以多跟你聊，已經有一些信心

啦！」（GⅠ36） 



整個訪談，王老師對個案的背景、協助經過及人格的成長都能侃

侃而談，總覺得王老師是一位不可多得人師，當然這次的對個案資料

的蒐集裨益良多。 

七、鄭老師的訪談經過 

先談訪談前的連繫情形，研究者從92年5月20日開始聯絡，直

到7月9日才完成訪談，之間透過電話及電子郵件一再聯絡，但都得

到「很忙」、「還沒準備好」或是「電話無人接聽」的回答。但研究者

仍然不放棄這次的邀約，因為這牽涉個案資料取得的完整性，終於在

研究者鍥而不捨之下，鄭老師點頭了，這次的訪談讓研究者足足等了

近兩個月，令人格外珍惜與期待。 

鄭老師這次的訪談，主要的大綱有：個案的家庭背景個案高工時

期的學習情形及生活表現，學校方面曾給他哪些幫助？個案如何化解

自己面對的逆境？以及對個案的期許。 

訪談當天，鄭老師十點五十分到校，他直接到總務處找我，看到

我等待已久的受訪者到來，心中算是安定了些，我很快地帶他到穿越

教學大樓到教職員餐廳進行訪談。 

訪談中，發現鄭老師在訪談之前有跟個案連繫，對個案學校認養

及打工細節準備了草稿，這讓我感到欣慰，因為他是有備而來。他對

個案多半持正面的肯定，算是他教學上的成就。基本上，鄭老師從肯

定、客觀的角度談個案。 

談到逆境向上的動力與原因時，鄭老師歸因於個案積極、正面的

人生觀，也就是樂觀向上成就今天的他，鄭老師說個案的成長相當地

不容易，並認為他會有出息。至於爺爺年邁需人照顧之事，他提出目

前暫時沒有急切性的看法。至於個案與父母相認這件事，他認為時間

未到，難以猜測預料，可以找個案熟悉親近的人談談，如劉老師。 

訪談結束時，「值得的等待」與「不虛此行」是研究者當天訪談

後心情的寫照。畢竟鄭老師是一位退休的高職老師，學養深厚，對個

案的逆境成長能提出自己的看法，同時也舉了一個背景類似個案但

「沒有逆境向上」的反例做比較。鄭老師離開時說有任何問題可以用



電話聯絡，這句話也給了我很大的鼓舞。 

八、陳同學的訪談經過 

陳同學的訪談大綱聚焦在個案：跟同學及其家人之間的互動情

形，家庭背景，學習情形，在國小、國中時期分別遭遇哪些逆境？發

生在他身上感人的小故事，他打工的情形，他未來的計畫，以及逆境

向上的動力為何？ 

陳同學比我早到五分鐘，由此可見他是很慎重的來參與此次的訪

談，甚至臉上略顯緊張。我先拿杯珍珠奶茶招呼他坐定，並請他先看

參考訪談大綱，然後說明訪談的注意事項及倫理。為了避免干擾，我

預定在圖書室進行訪談。 

兩點四十分訪談正式開始，研究者依照大綱進行訪談，中間會隨

陳同學的敘說穿插一些臨時性的問題。他很健談，都能依問題陳述，

尤其說了些兒童時代爭吵的小故事，讓人感到溫馨的赤子之情。陳同

學說：「其實他功課方面他滿認真的」（JⅠ26）又說：「他滿積極的，

他找工作滿積極的。因為他不想讓他爺爺負擔太重。」（JⅠ38） 

陳同學也談到自己、個案與另外一位葉同學三人之間深厚的友

誼，因此研究者將葉同學列為下一個訪談對象，想看看是否能有新的

資料進來。 

九、葉同學的訪談經過 

葉同學主要的訪談大綱有個案：家庭的背景，跟同學及其家人之

間互動情形，哪些人曾經幫助他？國小、國中及高工等時期分別遭遇

哪些逆境？在逆境向上的動力為何等等？ 

訪談在本校圖書室進行，訪談中他提到個案家的環境是老舊的，

設備簡陋，只有客廳裝有日光燈，其餘的房間都是裝小燈泡而已，冰

箱也是小小的，這些描述跟研究者訪談妹妹時的觀察是吻合的。對於

曾經幫助個案的王老師及劉老師的描述跟之前的訪談比較也都能相

符。對於國小至高工的生活與學習都跟之前的陳同學所說的一致。例

如，葉同學對個案逆境向上動力的描述就與陳同學所說極為客觀一

致，葉同學說：「認為說自己本來就是這樣子，我必需擔負這個責任，



我覺得他比較知天命吧！然後認命說：『我就是要這樣子，我必需要

努力用功，要改善家裡的情況。』因為他也知道啊！阿公為了他們兩

人努力那麼多年，他不努力的話，家裡會都有困難。」（KⅠ42）至此

本研究的訪談抽樣將告一段落，依據多餘原則或紮根理論研究法「理

論性飽和」原則，資料裡的範疇已經發展的十分豐厚時，即為訪談抽

樣的結束。 

    訪談情境是富於變化的，訪談的問題也需要回饋或澄清，因此，

研究者在運用訪談大綱時應該保持開放與靈活的態度。 

 

第六節 資料分析 
 

本研究的訪談資料包括訪談逐字稿、文件與訪談日誌，研究者運

用同理心的理解、邏輯性的思考、持續性的比較及問問題等方法，從

資料中尋找主題和重要的概念，資料的整理與分析之具體步驟如下： 

 

壹、資料的整理 
一、訪談紀錄 
先將訪談的錄音帶謄寫成逐字稿，記錄受訪者的談話並引述其說

的話和特殊的措辭用語，也記下說話時的特殊手勢、表情、聲調、口

音和說話的速度，有助於解釋對話和溝通關係。訪談紀錄僅能近似受

訪者所說的，但研究者會盡力逼近受訪者的陳述。 

逐字稿（參見附錄四）謄寫完成後再依序編碼，並提出摘要及編

碼（參見附錄五）。  

二、文件 
研究者蒐集的個案相關文件可供分析的有：（一）國中學習態度

測驗。（二）國中基氏人格測驗資料。（三）國小、國中及高工的輔導

資料。 

可供佐證的有：（一）升高中聯招成績單。（二）自強家庭表揚狀。

（三）劉老師接受訪談的手稿及《結緣家扶》與《扶幼楷模》二文。



（四）個案《感恩的心》一文。（五）個案打工照片。 

三、訪談日誌 
於訪談日誌（參見附錄六）中將描寫訪談現場：日誌中記錄訪談

現場內空間和陳設，並描述給予研究者的感覺和印象；描寫受訪者：

包括外表、衣著、飾件、獨特的格調、說話和行動的樣子等，可顯示

受訪者如何看待自己，以及受訪者想要別人如何看待他；描寫研究

者：研究者將翔實記錄研究者在訪談中的行為和談話，能有助於評估

不適當的影響，並藉以修訂訪談的策略或發展新的策略。 

 

貳、資料的分析 
資料分析的具體步驟有四：一、重複閱讀已蒐集的資料。 

二、尋找資料中的論題。三、整合各論題，組成概念。例如：將「壓

力感」、「重要感」、「責任感」等論題組成「自尊」的概念。四、由各

概念再統整出類型的題材，以利分析。 

一、重複閱讀已蒐集的資料 
仔細閱讀所有的訪談逐字稿、訪談日誌、文獻和文件，熟讀資料 

後，再密集的分析資料。或請同學也閱讀資料，讓他們提供讀後感想、

解釋和資料蒐集的建議，藉著他們與研究現場的客觀距離，指出研究

者沒有發現的線索，亦可減少研究者的偏見。例如，Grotberg對堅

毅力主要因素的三大面向觀點的文獻是後來才發現的，但它卻可以作

本研究逆向上主要因素分析的主軸。 

二、尋找資料中的論題 
其中包括談話的問題、字彙、意義、情感和諺語等，有些論題顯

而易見，有些則不明顯，在尋找過程中，盡可能先列出暫時性的論題，

然後持續地檢核，尋找更深的意義。例如：個案說：「我覺得朋友很

重要。」（AⅣ60）這句話就可以發展出「同儕」的論題。 

三、整合各論題，組成概念。 
其步驟為：一是先尋找受訪者的詞彙和用語，這些詞彙能表現出

所說的和所做的意義；二是在資料中找到一個論題時，比較受訪者的



各種敘述，看看有無可連繫這些敘述的觀念；三是在資料中辨認出不

同論題後，尋找這些論題的相似處，逐漸組成概念。例如「同儕接納」

概念的形成，來自以下的論題：「我覺得朋友很重要（AⅣ60）」、「我

覺得朋友真的很重要（AⅠ44）」、「比較希望朋友開心，就是配合他們

（AⅠ106）」、「應該要有朋友同學嘛（AⅣ28）」、「他交的朋友都是很

棒的（HⅠ18）」、「他其實對朋友的付出也很多（JⅠ50）」、「因為同學

朋友都很關心他（JⅠ68）」、「他這個人真的很照顧朋友啊（KⅠ16）」。 

四、由各概念再統整出類型的題材 
步驟為：（一）比較適用每個概念的類別事例，研究者參照研究

目的和資料中呈現的論題發展許多概念類別，並將適用於這些資料加

以編碼，已編碼的資料與先前被編碼的資料相互比較，其目的在於發

展每個概念的理論特性。（二）努力統整分析概念類型及其特性，於

比較可能含有概念類別的資料時，並注意類別和類別之間特性的比

較，且開始洞察這些概念類別是否關聯到更大的分析架構。（三）統

整出類型的題材，當研究者進行編碼、比較、辨認概念的特性及概念

間的關聯性時，一個基本的解釋架構或類型的題材將會更完整的呈

現，呈現的題材再被資料所測試，而可能進一步定義或修正原有的概

念類別和之間的連結關係。（四）撰寫，研究者根據許多已編碼的資

料與它們之間的關係分析性敘述、對照、描寫和摘述資料中呈現的題

材，藉以回答經由研究過程所修訂的研究問題。 

 

參、資料呈現的方式 
本研究所引用的資料來源有三：一、訪談逐字稿：係以訪談對象編號結合訪

談次數（以羅馬字母呈現）、對話次序的順序編碼，例如 AⅠ1即為訪談對象 A

之第一次訪問的第一次的對話。二、訪談日誌：係以「誌」字結合訪談對象編號、

訪談次數及訪談日誌段落之順序編碼，例如誌 AⅠ1即為訪談對象 A之第一次訪

問的第一段的訪談日誌。三、文件：係以「文」字結合文件的序號（參見附錄七）

編碼，例如文 1即代表第一份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