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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期限：110 年 1 月 1 日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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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助理教授鄭英傑、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助理教授黃

瑄怡、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助理教授陳宏彰、國立中央大學

學習與教學研究所教授陳斐卿、國立屏東大學教育系副教授王慧蘭、國立屏東

大學教育系教授王儷靜、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與教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兼主任

李文富、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與教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洪詠善。 

 
中文摘要： 

「課程改革的實踐」作為一種重要的教育實作活動，其涉及的層面廣泛且

深入。新課綱-「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之「素養」理念，涉及的是深層的教

與學觀念的轉變，學校組織運作以及政策制度（如考招）的連動效果。過去九

年一貫課程制度推行的缺陷之一，在於「學科專家」在認知層面的單向宣導，

以及考招制度的沿襲，並未觸及實作活動的深層面向，使得傳統課室層級的教

學與學習方式、學校層級的行政運作與課程組織方式、家長對教育的理解，容

易在舊有的路徑依賴中依循傳統遊戲規則，持續換湯不換藥的遊戲。行動者網

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簡稱 ANT）提出不一樣的理論觀點，提供我們趴

在本土教育脈絡裡一種水平式的觀看角度，在這快速變遷的教育改革中，讓我

們重新檢視教育研究如何與教育現場的實作活動，及其涉及的相關行動體與其

他非人之間是如何連結的；也讓我們進一步想，除描述「是怎樣」外，是否也

暗示我們「可以怎樣」的行動策略？本讀書會成員來自不同專業領域與學術機

構，有課程與教學、教育社會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專業背景的教師，以及

國教院課程與政策制度的研究員。讀書會討論時的多重語言與研究經驗的交

流，激盪出精彩火花，產出 ANT 應用在教育研究上的各種可能性。 

 
中文關鍵詞： 

行動者網絡理論、教育研究 

 
英文關鍵詞： 

Actor-network theory, Educational resear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