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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96 年美國「教育資訊資源中心」(ERIC)慶祝成立三十週年。民國 90 年台灣

師範大學「教育論文摘要系統」擴充為中文教育文獻系統(EdD Online)，但迄今中

文教育資訊仍未能有效整合。本文討論美國「教育資訊資源中心」(ERIC)發展源起、

歷史演進和最近的發展，闡述美國教育資訊資源整合的幾個關鍵歷史事件、人物、

法案，介紹該資訊資源中心的經營理念和資訊傳布行銷的方法。並以美國馬里蘭州

立大學「ERIC 評鑑資料交換中心」進行的系統使用為例，說明 ERIC 的使用者和使

用行為特質。最後探析 ERIC 引進國內的使用情形，報導 ERIC 檢索詞彙前導研究

的部分研究結果。本文期望對中文教育資訊資源系統的統整規畫和建置有所助益。 
 

Abstract  
 ERIC celebrated her 30 years anniversary in 1996. EdD (Educational Documents 
Online), a Chinese educational document online system was reformed from the earlier 
version of Chinese Educational Periodical Literature Abstract Retrieval System 
(EPLARS) in 2001. The paper portraits the initi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Information Center (ERIC), depicts the paramount concern of ERIC's 
philosophy of dissemination and marketing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discusses an 
evaluation research result conducted by ERIC Clearinghouse on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at University of Maryland.  It also reports a transition log analysis of the 
preliminary study on ERIC search strategies and search results of Chinese users.   
 
關鍵字(Keywords): 教育資訊資源中心簡史(brief history of ERIC);使用評鑑(use 

evaluation); 檢索詞彙研究(search term study) 
 
前言 
 

美國「教育資訊資源中心」(Educational Resources Information Center, 以下簡稱

ERIC) 在 1996 年慶祝成立 30 週年。三十餘年來，美國「教育資訊資源中心」從一

個集中式的全國教育資訊資源中心，成長為全美十餘個重要高等教育機構共同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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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資源系統。近年來又乘網際網路(Internet)之便，重新設計，透過檢索引擎，

提供網路即時教育資源參考服務(Ask ERIC)，且可以檢索重要主題的全文文摘(ERIC 
digest)，在規模、服務範圍及服務品質方面都與時俱進。 

 
中文教育資料整理方面，民國 51 年臺灣師範大學圖書館王振鵠館長收錄 46 至

50 年教育類期刊論文資料，編印《近五年教育論文索引》，並逐年出版《教育論文

索引》，至民國 53 年起加入教育類報紙論文。民國 67 年張鼎鍾館長利用神通電腦建

檔，增加摘要，更名《教育論文摘要》，民國 69 年張鼎鍾館長再開國內線上資料庫

檢索服務風氣之先，引進「國際百科供應業務」，提供 ERIC 檢索服務。該校歷任圖

書館館長繼續努力，民國 80 年發展單機版，81 年由單機檢索系統發展到網路版，

84 年做成光碟版，85 年採電腦建檔，資料更新速度加快，86 年透過全球資訊網查

詢。87 年有全文掃描計畫，90 年跨出校園，和其他教育相關大學合作，命名 EdD i。

該教育資料庫有「中文 ERIC」的美名，但受限於資源，仍未能達到全國教育資料

庫資源整合的理想。 
 

幾年前行政院教育改革委員會開始從事改革研究工作，工作之初，即著手收集相

關資料，其中各項教育資源必須從將近十餘處分頭找來，再著手整理建立資料庫。

該次教育改革委員會收集的教育資源，列在教育改革第一期審議報告書附錄中，有

九項ii： 
1. 各機構教育研究報告暨出版品【INSTI.DBF】收錄教育部教研會、台北市教育局

研考室、臺灣省教育廳研考室、國立教育資料館、行政院主計處、研考會、青輔

會、經建會人力處、台北市教師研習會、臺灣省教師研習會、師大教育研究中心、

大考中心，共十餘所機構之研究報告或出版品。 
2. 教育法令叢書收錄高等、中等、師範、國民、學生軍訓、技職等各級教育法規選

輯，及中華民國現行法規彙編乙套。 
3. 其他研究資料，除收錄「全國民間教育改革會議」論文集，以及「民間教育會議」

論文集外，並蒐羅其他教育相關研究報告。 
4. 中央圖書館博碩士論文【DATAH2.DBF】收錄央圖「中華碩士論文索引系統」

中，所有教育系所之博碩士論文共 109 筆；至 1973 年至 1991 年。 
5. 國立教育資料館博碩士論文目錄【DH2.DBF】收錄自教育資料館彙編之「博碩

士論文目錄 1992、1994 年版」中，教育類之博碩士論文共 810 筆。 
6. 中華民國教育研究資訊彙編【DAT1.DBF】【DAT2.DBF】收錄自國立教育資料館

委託，師大教育研究中心彙編之「中華民國教育研究資訊彙編」。以民國 80 年至

82 年（1991～1993）間國內各公私立機構之教育專題研究，集各研究所教育相

關博碩士論文為主，共 481 筆。 
7. 民間教育團體期刊目錄【DOCUMENT.DBF】分別收錄自四個民間教育團體：人

本教育基金會、振繹學會、主婦聯盟基金會、教師人權協會之期刊內容，自 1981
至 1994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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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教育部公告【EDUGAZE.DBF】收錄教育部，「教育部公報」自 1975 至 1994 年

每期之內容索引。 
9. 該會會議記錄歷次委員分組座談之會議記錄資料。 
 

教育資源如此，其他各類提供政府重大政策決定的資訊亦四處分散。知識立國的

口號極響，基礎建設極為薄弱。二、三十餘年過去，ERIC 在美國發展成為可資稱

頌的全國教育系統，用多種形式同時推廣應用iii，進而發行到全球二十七國iv。在國

內，是一所大學圖書館的兼辦業務，由大學獨力尋求財源維繫，並殷切盼望尋求永

續經營的可能。這其中的發展何只千里?本文追蹤美國「教育資訊資源中心」的發展

簡史，期望了解成功的因素，並期待健全好用的教學及研究教育資源環境早日實現，

做為國內教育實踐者及教育研究者的「知識的水庫」。 
 
一、美國「教育資訊資源中心」起源 

 
「教育資訊資源中心」(ERIC)是美國在 1960 年代最早開發的電子資料庫之一。

「教育資訊資源中心」實際上早已經不是「中心」的規模，稱為「教育資源系統」

更為名正言順。該系統包含十六個特定主題的資料交換中心(clearinghouses)，這些

資料交換中心分布在美國幾個大學校園之中，包括雪城大學、馬里蘭大學等。2000
年 ERIC 資料庫中書目資料和全文文摘已超過一百萬筆。ERIC 資料庫的資料類型包

括專題報告、期刊論文、課程資料、會議記錄和文摘。資料庫依資料類型分為兩個

子資料檔，一是「教育資源」(Resources in Education, RIE) 子資料檔，包括專題研

究報告、會議論文書目、摘要等，所有期刊以外的教育資源；另一是「教育現刊索

引」(Current Index to Journals in Education, CIJE)子資料檔，收錄教育類期刊論文索

引、摘要。ERIC 還提供全文資訊遞送服務，將收錄在「教育資源」(RIE)和部分「教

育現刊索引」(CIJE)之原件微縮片(microfiche)寄存在各大學及大型公共圖書館。ERIC
在全世界有超過一千個儲存點，在美國的各大學、州立和大型市立圖書館，都可以

透過線上或光碟資料庫檢索 ERIC、使用微縮片閱讀原件。1992 年推出 ACCESS 
ERIC，可透過線上訂購 ERIC 原件；另又推出 Ask ERIC 網站，提供網路即時教育

資源參考服務。經歷三十餘年的努力，ERIC 系統功能一直在調整。值得探究的是，

這三十餘年當中究竟發生了些什麼事，使 ERIC 能不斷進展？ 
 
 Burchinal (2000)回溯 ERIC 早期發展歷史，分析 ERIC 從 1959 年開始醞釀，到

1964 年正式問世，又從 1964 年「教育資訊資源中心」轉型到 1967 年成為全國教育

資源系統。他認為時代背景、人為努力，以及相關立法等是重要因素。八年之間，

ERIC 由誕生、全國教育資源中心、轉型為分散式全國中心、加入電腦資訊系統技

術、政策的良性影響、行政機構轉型、到正式成為分散式系統。ERIC 於 1964 年正

式問世，當時幾個學科領域開始應用電腦管理資訊，如美國「國家醫學圖書館」(NLM)
於 1958 年開始研究醫學索引電腦化的可行性，「國家科學基金會」(NSF)於同年也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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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科學資訊服務辦公室」(Office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 Services)。當時美國處於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亟待重整國力，特別重視基礎教育，加上受到蘇俄在 1957 年發

射史波尼克號衛星的衝擊，連續通過多項教育相關法案，如「合作研究法案」

(Cooperative Research Act, 1954)、「國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 
NDEA, 1958)，尤其後者規範「教育媒體研究計畫」，核撥可觀研究經費(Burchinal, 
2000, p.568)。當時 Tauber & Lilly 兩位哥倫比亞大學圖書館學院教授便領導其中一

個研究計畫，寫成研究報告: Feasibility study regar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education media research information service。西方儲備大學圖書館學院 Allen Kent
教授也寫成一份三百多頁的報告: The Library of tomorrow—today, an information 
service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materials。Burchinal(2000, p.568)認為這兩份研究報告

對 ERIC 的產生有直接而絕對的影響。 
 

1964 年 ERIC 最初的規畫是聯邦政府內部傳統機構形式，並非全國教育資源系

統。但是不久就發現在聯邦機構不能增加人力的壓力之下，系統不易發展。經過當

時任職「教育辦公室」(U.S. Office of Education, OE，後來改為教育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決策人員不斷努力，爭取獨立預算，終於得以成立多個資料交換中心

(clearinghouses)，將微縮資料和發行工作，外包給合約廠商經營。 
 
另一個重要的契機，係當時甘迺迪總統和詹森總統都特別重視教育法案，1965

年通過「中小學教育法案」(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ct)，ERIC 即獲得

一百萬美金預算補助。也是直到 1965 年，ERIC 系統才終於開始運作。1966 年 North 
American Aviation 獲得合約，將各資料交換中心的資料合併在一個資料庫中，1967
年「教育資源」(RIE)子資料檔建置完成。努力加上機會，ERIC 在成立兩年之間即

脫胎換骨，成為國家教育資訊資源系統。以下簡介 ERIC 發展歷程v，包括醞釀、誕

生、加值等： 
 

醞釀  1959 到 1960 年間，ERIC 的概念開始形成，也開始進行可行性研究。當

時 ERIC 是 Educational Research Information Center 的縮寫。 
 

誕生  1964 年 ERIC 正式在美國教育辦公室教育研究部 (U. S. Office of 
Education, Division of Educational Research)成立。 

 
加值  1965 年 ERIC 收到「中小學教育法案」(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al Act)經費援助，同年，ERIC 文獻複製服務(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DRS)成立，提供 ERIC 文獻的微縮片和紙本複本遞送服務(微縮片美金九分，紙本一

頁美金四分)。 
 
資料庫建置完成 RIE 出版  1966 年 12 個特定主題資料交換中心成立。E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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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庫建置完成，ERIC 文獻摘要印刷版 Research in Education(RIE)問世。 
 

第一版索引典出現  1967 年另外 6 個 ERIC 資料交換中心成立，ERIC 全名改

為 Educational Resources Information Center。第一版 ERIC 索引典(Thesaurus of ERIC 
Descriptors)出版。 
 

CIJE 出版  1969 年「教育現刊索引」(CIJE)，ERIC 期刊論文摘要紙本發行。 
 

商業磁帶  1970 年發行 ERIC 資料庫磁帶提供商業用途。 
 

DIALOG 檢索服務  1971 年 ERIC 正式加入 DIALOG 公司，以商業加值上線。 
 

加入 UMI 期刊全文文獻遞送服務  1977 年加入 UMI 公司提供 CIJE 全文服務。 
 

成立 13 年書目資料超過 30 萬筆  1979 年 ERIC 成立 13 年，收錄約 330,000 筆

文獻和期刊文章。 
 

成立 17 年有 50 萬筆書目資料  1983 年 ERIC 有 500,000 筆資料。 
 

和 Silver Platter 合作提供光碟加值服務  1987 年 ERIC 系統重新設計vi，1985 年

ERIC 資料庫被 Silver Platter 作成光碟。 
 

提供全文檢索  1988 年出版《ERIC 文摘》(ERIC Digest)提供線上全文檢索。 
 

新增 ACCESS ERIC 和附屬資料交換中心  1989 年成立 ACCESS ERIC。首次

有附屬 ERIC 資料交換中心加入 ERIC 系統，包括英語第二外國語素養 (ESL 
literacy)，美國─日本研究、藝術教育和補救教育等三中心。 
 

預算增加 發行 ERIC Review  1990 年 ERIC 在十年來首次預算增加〈從 570
萬元增加到 650 萬元〉。《ERIC 評論》(ERIC Review)開始發行。 
 

UMI 發行光碟片  1991 年 UMI 開始將 ERIC 期刊文章及文獻做成光碟片。 
 

進入網路時代  1992 年，教育資源網際網路上的問答服務 Ask ERIC，開始在

雪城大學「ERIC 資訊技術資料交換中心」(ERIC Clearinghouse for Information & 
Technology)運作。ERIC 也開始在 America Online and CompuServe 出現。1993 年所

有 ERIC 的支援系統可以透過免付費的電話連線，ERIC 增加書籍資料。1995 年 ERIC
首頁在網際網路上出現，第一個低價位 ERIC 光碟片開始上市。1996 年 ERIC 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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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持續成長，有 90 萬筆資料，並且開始網際網路全文文獻遞送研究。1999 年資料

庫中有 95 萬筆資料vii。 
 
    1994 年以來 ERIC 有更好的發展契機，主要是因為 1994 年美國國會通過「1994
教育研究、發展、分配及改善法案」(Educational Research, Development, Dissemin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1994)，法案中規定美國教育部(U. 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教

育研究和改進辦公室」和「媒體和資訊服務中心」(Media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and 
Office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Improvement)、國家教育圖書館(National Library of 
Education)，以及國家研究院(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必須進行延伸的研究計畫，

積極主動地從全美各地教育研究者、教師、學校行政人員、文化領袖、家長、其他

相關人士蒐集有關教育發展的建議，以便在未來十五年產生優先研究計畫(Dorfman, 
1996, p.11)。ERIC 系統發展為了服務使用者對於教育資源的需要，以及因為相關法

案產生的研究激勵效應，在規畫上自然更為用心，整體系統能不斷與時精進。 
 
二、美國教育資訊資源中心組織和功能 
 
    ERIC 由美國教育部(U. 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和國家教育圖書館(National 
Library of Education)贊助成立，總共包括十六個資料交換中心、九個附屬資料交換

中心，以及三個支援部門。ERIC 的資料交換中心收集、製作摘要和索引教育方面

的資料，還要回覆數以千計的資訊問題和資訊要求，每一年針對當前的研究計畫及

應用方面，出版相關的出版品，每一年大約出版 250 種出版品，包括小冊子、簡訊、

單書系列、書目、期刊、文摘等，當然包括《ERIC 評論》(ERIC Review)、ERIC ACCESS
出版的免費期刊、報導教育發展趨勢和課題，以及 ERIC 系統最新發展情況。此外，

ERIC 也提供免費的參考和轉介服務，讀者可透過各個資料交換中心取得。ERIC 資

料庫已有超過一百萬筆資料，包括期刊、研究報告、課程和教學指引、會議論文、

書等，每一年以三萬筆資料的速度增加。 
 

ERIC 目前有 16 個資料交換中心，包括 16 個主題viii: 
1. 成人、生涯、職業教育 (Adult, Career,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負責機構：俄亥俄州州立大學(Ohio State University) 
網  址：http://ericacve.org 

2. 評鑑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負責機構：馬里蘭大學測量、統計、及評鑑部門(Department of Measurement, 

Statistics, and Evalu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in College 
Park) 

網  址：http://ericae.net 
3. 社區大學 (Community Colleges) 

負責機構：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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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  址：http://www.gseis.ucla.edu/ERIC/eric.html 
4. 諮商與輔導 (Counseling and Student Services) 

負責機構：北卡羅尼亞大學教育學校(School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網  址：http://ericcass.uncg.edu 
5. 特殊及資優教育 (Disabilities and Gifted Education) 

負責機構：特殊兒童協會(Council for Exceptional Children) 
網  址：http://ericec.org 

6. 教育行政 (Educational Management) 
負責機構：奧勒崗大學(University of Oregon) 
網  址：http://eric.uoregon.edu 

7. 學前及小學教育 (Elementary and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負責機構：伊利諾大學(University of Illinois ) 
網  址：http://ericeece.org 

8. 高等教育 (Higher Education) 
負責機構：喬治華盛頓大學教育和人類發展研究所(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Human Development,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網  址：http://www.eriche.org 
9. 資訊與科技 (Information & Technology)  

負責機構：Syracuse 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 
網  址：http://www.ericit.org 

10. 語言及語言學(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負責機構：應用語言學中心(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網  址：http://www.cal.org/ericcll 

11. 閱讀、英語、傳播 (Reading, English, and Communication) 
負責機構：印地安那大學史密斯研究中心(Smith Research Center, Indiana 

University) 
網  址：http://eric.indiana.edu 

12. 小型學校及鄉村教育 (Rural Education and Small Schools) 
負責機構：AEL, Inc. 
網  址：http://www.ael.org/eric 

13. 科學、數學及環境教育 (Science, Mathematics,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負責機構：俄亥俄州州立大學(Ohio State University) 
網  址：http://www.ericse.org 

14. 社會科、社會科學教育 (Social Studies/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負責機構：印地安那大學社會研究發展中心(Social Studies Development 

Center, Indian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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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  址：http://www.indiana.edu/~ssdc/eric_chess.htm 
15. 教學及師資培育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負責機構：美國教師教育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for Teacher 
Education) 

網  址：http://www.ericsp.org 
16. 都會地區教育 (Urban Education) 

負責機構：哥倫比亞大學師範學院(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網  址：http://eric-web.tc.columbia.edu 

 
九個附屬交換中心:  
1. 兒童保育 (Child Care) 

負責機構：國家兒童保護中心(National Child Care Information Center) 
網  址：http://nccic.org 

2. 臨床教育 (Clinical Schools)  
負責機構：美國教師教育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for Teacher 

Education) 
網  址：http://www.aacte.org/eric/pro_dev_schools.htm 

3. 消費者教育 (Consumer Education) 
負責機構：國家 TRIO 資料交換中心(National TRIO Clearinghouse) 
網  址：http://www.trioprograms.org/clearinghouse/ 

4. 企業家教育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負責機構：企業家領導中心(Center for Entrepreneurial Leadership ) 
網  址：http://www.celcee.edu 

5. 英語為第二外國語教育 (ESL Literacy Education) 
負責機構：英語為第二外國語教育國家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SL Literacy 

Education) 
網  址：http://www.cal.org/ncle 

6. 國際公民教育 (International Civic Education) 
負責機構：印地安那大學社會研究發展中心(Social Studies Development 

Center, Indiana University) 
7. 服務學習 (Service Learning) 

負責機構：明尼蘇達大學(University of Minnesota) 
網  址：http://umn.edu/~serve 

8. 測驗中心 (Test Collection) 
負責機構：教育測驗服務(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網  址：http://ericae.net/testcol.htm 

9. 美日研究 (U.S.-Japan Studies) 
負責機構：印地安那大學(Indian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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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  址：http://www.indiana.edu/~japan 
 
三個支援系統:  
1. ACCESS ERIC 

網  址：http://www.accesseric.org  
2.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EDRS  

負責機構：DynEDRS, Inc. 
網  址：http://www.edrs.com 

3. ERIC Processing and Reference Facility 
負責機構：電腦科學協會(Computer Sciences Corporation) 
網  址：http://ericfac.piccard.csc.com 

 
ERIC 的資料交換中心有四個經營原則ix:專精、分散、科際整合、兼顧品質完整

及使用者偏好。專精(specialization)是指資料交換中心負責的主題明確，和負責機構

特長相符，資料收藏既廣且深。分散(fragmentation)是指各資料交換中心遍布不同的

地理區域，以地方機構為基礎，而往上推展成為一個完整系統。科際整合

(interdisciplinarity)是指各資料交換中心雖然有專精和分散兩個特色，但在某些領域

上又是很難畫清界限，例如社會服務和健康服務。因此，一些傳統分離的領域逐漸

合併，譬如「幼年兒童特殊教育」和「幼年兒童教育」已合併。兼顧品質完整及使

用者偏好(quality, comprehensiveness, and user preferences)方面，考慮有些使用者寧可

檢索出非常多的資料，自己再經過篩選；但是也有些使用者認為從資料庫裡檢索出

來的資料都應該是已經被選擇過的、可以立即使用的資料。使用者對系統的認知和

期望各不相同，資料交換中心必須注意規畫，兼顧符合不同的使用者需求。 
 

ERIC 對於教育資料傳布也有獨到的信念。Katz & Rothenderg(1996)分析 ERIC
資訊傳布的方式，認為其傳布理念植基於六項假設。第一是「最合適的資訊量」

(optimum information)，指任何新資訊、新概念、新想法、新知識、新事實等，在超

過或低於某些資訊量時，往往不容易被使用。第二個假設是「資訊傳布需要有最適

當的重複」(optimum redundancy in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當資訊透過多元的管

道，不斷重複出現時，人們最容易獲取這些資訊。第三個假設是「概念的最適當大

小」(optimum conceptual size)，是指教育方面的議題範圍不能太一般性或太大，以

致失去意義，也不宜太專精或範圍太小，使概念無法被採用。第四個假設是必須有

「鮮活的效用」(vividness effect)，是指資訊的包裝要活潑化，一般人通常是透過生

動的視覺媒體經驗，才會注意到、進而尋求、使用資訊。第五個假設是「便利性」

(propitiousness)，是說如果資訊在一個人最需要的時候出現，最能夠被充分地利用。

最後一項是對於知識的看法(orientations to knowledge)，例如學者、研究者傾向專精

且科學化地切入教育議題，但教師則需要在複雜的教室環境中，能實際產生效用的

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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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上述六項假設，ERIC 都有相對應的策略。針對「最合適的資訊量」假設，

ERIC 出版《ERIC 文摘》，整合各種資訊及研究發現，協助使用者了解最新教育課

題的發展，同時不至於被大量的資訊所淹沒。有關第二項議題，ERIC 透過不同的

資訊傳布管道便於使用者取得資訊，例如同時提供印刷版本、聲音影像、數位資料、

並透過人際溝通﹝如研究發表、電話對談等﹞傳布教育資訊。對於「概念的最適當

大小」，ERIC 開發新的資訊合成產品，如《ERIC 評論》，充分描述實踐的方法和原

則，並解釋複雜的研究結果。有關「鮮活的效用」，ERIC 透過會議發表、錄影帶和

數位媒體，傳播教育資訊。有關「便利性」的議題，數位媒體可以幫助老師、家長

和學生即時取得 ERIC 的摘要和合成品。至於最後一項，兼顧研究者和教師對知識

的不同品味，ERIC 試圖利用特別的資訊傳布方案，嘗試連結研究和實務這兩個世

界，同時也要求 ERIC 的工作人員必須具備知識和技能，將研究者的資訊翻譯給實

務工作者、家長和決策者了解(Katz & Rothenderg, 1996, pp.2-6)。 
 
三、教育研究發展現況和趨勢 
 

1996 年 ERIC 慶祝成立三十週年，出版《ERIC 評論》（ERIC Review）專刊報

導，其中提到兩個值得注意的現象，第一，教師行動研究流行，可能加速 ERIC 資

料庫的使用和教育資訊的傳布。第二，ERIC 同時存在兩種次文化，教育研究者和

教育執行者的作品同時在 ERIC 資料庫中。這兩個現象可以促進教育發展，同時也

更能推動 ERIC 的進步。教師行動研究可促進教育資訊資源系統進步，因為行動研

究需借助資訊查詢，而教師行動研究成果可充實教育資訊資源，兩者是良性循環的

關係。兩種次文化同時存在 ERIC 資料庫，則可促進教育研究者和教師的對話，使

教育活動進步更為迅速，也使 ERIC 資料庫的發展更具有時代意義。 
 
教師行動研究和 ERIC 的推廣應用相輔相成。Abdal-Haqq (1996)認為近年來教

師已從被動的知識消費者轉變成主動的知識建構者，行動研究正好可以提供教師生

動、有用的研究方法。行動研究主要的目的是在日常教室活動中，對於所遭遇的困

難及問題，尋求有效的立即解決方法。教師研究者可以獨立行動，或是和其他教師、

實習教師、大學裡的研究人員合作進行行動研究。教師研究和行動研究關係密切。 
 
行動研究的精神是有系統的探索問題、自我反映，以及實際應用。Abdal-Haqq

引用 McCutcheon & Jung (1990)，認為行動研究有三個核心要素：系統化探詢

(systematic inquiry)、反映(reflexivity)、以實用為主(focus on the practical)。行動研究

的方法包含實驗設計(experimental designs)、系統化觀察(systematic observation)、描

述研究(descriptive research)，以及人種誌或個案研究(ethnographic/case studies)。
McKay (1992)也將行動研究視為六個步驟的循環過程：(1)界定研究問題；(2)蒐集評

論相關資訊；(3)研擬行動計畫；(4)實行計畫；(5)評鑑結果；(6)自第一個循環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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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獲得經潤飾的問題或策略，再重複循環，直到問題解決為止。推展教師進行行動

研究使教師對於探詢、追尋和收集資料找答案、自我反映等個人知識生產的過程有

切身的體會，對於推展資訊素養教育(information literacy)、課程改革運動(curriculum 
reform)，使學生透過同樣的認知歷程學習經驗能夠遞移，所以課程改革成效卓著。 

 
教師行動研究是因為從事教職的老師希望改進自己的教學，針對教師或學生的

特定問題提出更好的解決方法。因此教學時的知識來源就不僅是教室外的資源，如

研究者、教科書出版商、行政人員等，而是來自實地的教室經驗。在教師研究的過

程中，學生會是最大的獲益者。1990 年代以來，教師研究逐漸受到重視，老師成為

具有探詢能力的研究者，職是，他們對於 ERIC 資料庫的需求就大為增加。 
 

教育這一行也有「一種專業，兩種次文化」(one profession, two cultures)的特質。

其實許多專業領域都有此一特性，有兩種不同面向的知識--科學和臨床知識，亦即

理論和應用的知識。Freidson (1972，引自 Katz & Rothenderg, 1996, p. 6)在醫學知識

社會學的研究中，根據醫藥專業人員的思考模式(mentalities)或對知識和研究的趨

向，將醫學的思考模式分為兩大類，一類是科學的思考模式(scientific mentality)，大

部分是醫學院裡的教授，屬於科學家而非醫生。另一類是臨床的思考模式(clinical 
mentality)，也就是醫生的思考模式。教育專業也同樣有這兩種次文化，以研究為主

的教育研究者和教室裡的老師。研究者和實務者這兩種次文化由於關心的知識層次

不同、使用的語言不同，主要的差異可從五方面來看：研究者屬於反映的(reflective)、
概念的(conceptual)、理論的(theoretical)、存疑的(skepticism)、 有決定性的

(determinacy)，而實務工作者則是主動的(active)、務實的(pragmatic)、主觀的

(subjective)、信任的(faith)、非決定性的(indeterminacy) (Katz & Rothenderg, 1996, p. 
8)。教育資源的有效傳布除了考慮可用的資料量、有效的傳播管道、適度的概念詳

盡程度、生動的資訊提供，以及最恰當的時機，同時也要考慮研究者和實務者思考

模式的差異。透過數位化資訊系統，Katz & Rothenderg(1996)相信 ERIC 正以最合適

有效的方法傳布教育資訊。他們認為更多的資訊並不一定更好，唯有在最恰當的時

間提出、並且適合不同思考模式的資訊，才是最理想的資訊傳布。三十餘年來，ERIC
在眾多的資訊系統中，屹立不搖，和其不斷創新、提供創新的資訊服務給教育界，

其發展過程和創新的精神十分值得借鏡。 
 
四、ERIC 使用研究--馬里蘭大學「ERIC 評鑑資料交換中心」的例子 
 

馬里蘭大學「ERIC 評鑑資料交換中心」(ERIC Clearinghouse on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研究員 Hertzberg & Rudner(1999) 發現 1999 年五月間，平均每日有 3,500
人次利用該資料中心的網站查檢 ERIC 資料庫，認為和十年前 ERIC 需透過檢索人

員查檢很不相同。Hertzberg & Rudner 進行一項 ERIC 使用研究，期望了解使用者如

何使用 ERIC 資料庫。他們設計線上問卷，在 1998 年 11 月中的兩天，邀請透過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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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交換中心網站檢索 ERIC 資料庫的使用者填寫十題線上問卷。Hertzberg & 
Rudner 利用磁帶分析法分析使用者的檢索策略，包括每次檢索中使用布林邏輯的次

數、每次檢索中使用檢索詞彙的數目、每次檢索結果檢驗檢索結果筆數、以及每次

檢索所費的時間等。研究發現使用者平均每次檢索 6 分鐘，平均每兩個檢索中，只

有一次使用布林邏輯，館員使用最多，教授使用布林邏輯的情形最少，平均每次檢

索使用 2.3 個詞彙，館員和教授多會使用索引典，一般而言，使用者對檢索結果的

檢驗不太深入，平均只檢驗 3 至 6 個檢索結果。Hertzberg & Rudner(1999)認為要加

強 ERIC 使用者的檢索技能。 
 

五、國人使用 ERIC 初步分析 
 

國人使用 ERIC 檢索方面，吳美美(民 89-90)x利用磁帶分析法，收集民國 89 年

5 至 6 月間共 6 週 ERIC 檢索磁帶，獲得總共 8,735 次檢索，去除重複的檢索策略，

總計 7,206 個檢索策略。分析檢索結果發現，在總計 7,206 個檢索策略中，有 3,258
個檢索策略獲得零筆檢索結果，約佔所有檢索策略 45%，換言之，每兩次 ERIC 檢

索，就有將近一次檢索結果筆數為零。另外約有 25%的檢索策略，其檢索結果筆數

在 100 筆至 5000 筆以上，亦即每四次檢索中，就有一次獲得超大的檢索筆數。7,206
個檢索策略中，有 1,941 個檢索策略的檢索結果筆數為 1 至 60 筆，約佔所有檢索策

略 27%(如表一)。換言之，大約每四次檢索，有一次檢索結果是檢索者可以應付的

筆數，但是這些在可應付的範圍之內的檢索結果，是否就是檢索者所需要的資料? 和
檢索問題有相關嗎? 
 
表一  ERIC 磁帶分析結果 (89 年 5 至 6 月間，共 6 週) 
檢索結果筆數 檢索步驟 (%) Σ(檢索步驟*檢索次數) (%) 

0 3,258 45.21% 3,772  43.18% 
1-10 1,097 15.22%  1,296   14.84% 

11-60 844 11.71%  1,045 11.96% 
61-100 208 2.89%   273 3.13% 

101-500 630 8.74%   813 9.31% 
501-1,000 237 3.29%   293 3.35% 

1,001-5,000 462 6.41%   606   6.94% 
5,000 以上 470 6.52%   637  7.29% 

總計 7,206  100.00% 8,735  100.00% 
 

 上述資料初步分析，引起我們對教育資料庫使用有更多的好奇和思考：為什麼

零筆的檢索結果佔去將近一半?是檢索詞彙的問題或是資料庫內容的問題?有沒有可

能使用翻譯軟體，使得中英文教育資料整合?使教育資訊的傳布速度更快一些?如何

建置和推廣教育資源的使用?中文教育資訊如何整合?集中式或分散式?四分五散的

教育資源需要統整嗎?如何規畫?誰來規畫?為建構優質的教育研究環境，這些議題都

值得關切並進一步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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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結語 
 

美國政府十分重視教育資訊傳布，三十餘年來，透過國會不斷地更新法案，使

ERIC 資料庫無論在經費和經營方面都能歷久彌新。ERIC 資料庫管理人員也能夠不

斷研究、創新，從政策、執行等各方面著手，而能產生一個好的系統。一個優良的

教學環境需有充足的資訊支援，一個資訊資源充足的研究環境當然更能鼓勵教師從

事行動研究、創新，改善教學品質。這些活動也進一步刺激教育研究資訊的使用和

流通，進而鼓舞教育資訊的收集者和處理者更新系統，強化系統功能。教育資訊的

生產、收集、組織、使用和傳布為一體的環節，互為良性影響。 
 
ERIC 系統在傳布教育資訊方面不遺餘力，近年來努力推展的重要議題之一是

資訊素養。在教室中，教師們努力創造資訊素養的環境，改變學生過去認為教書就

是一種「說」(telling)，學習只是吸收，而知識是固定不變的想法。新的教學與學習

並非如此，而是嚐試將教師及學生培養成具備有資訊素養的人，有資訊素養的人乃

是有能力辨識自己的資訊需求、找到合適的資訊來源、知道如何獲取這些資訊、評

估取得資訊的品質、組織資訊、有效地運用資訊。這個過程的主要目的在養成獨立

思考的個體，透過閱讀和思考而能慎思明辨，而能溫柔敦厚。由此看來，教育資源

系統遠非僅止於收集教育資訊，還有刺激新教學方法、傳布分享創新教學的作用。 
 

教育資源是國家的根本，起步慢三十年不算晚，但是再不開始行動，另一個三

十年很快就會過去。教育資源的統整和傳布從那裡開始?從有心和有資源的地方開

始，既然民眾甘心情願繳稅，有所託付，資源就在政府。政府促成教育資源的整合、

促成教育知識管理系統有效運作、促成教育資源普遍傳布、有效使用，是為了國家

興盛百年事業奠基!期待政府積極擘畫教育資源系統。 
 
 

附  註 
                                                 
i 文章寫成，正逢國立臺灣師範大學舉行 EdD Online 啟用儀式(民國 90 年 2 月 26
日)。梁館長提出永續經營的概念，期望校方、政府應繼續補助，維繫該資料庫的品

質和傳布。 
ii 根據行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第一期諮議報告書。民國八十四年。附錄九。方

括弧中為資料庫名稱。 
iii ERIC 最引以為傲之一是該系統致力於推廣教育資源，提供全文服務方面有紙本、

微縮片、數位全文三種資料類型並行。在美國各大學圖書館都有 ERIC 全文微縮片，

讀者可印出全文，也可要求獲得微縮片複製片。 
iv ERIC Highlights and future directions, 在 ERIC Review 5 (1&2)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in Action, 1996, p.15。(ED 405 844) 
v Great moments in ERIC history, 在 ERIC Review 5 (1&2)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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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ction, 1996, pp.18-19。(ED 405 844) 
vi Burchinal, Lee G. (2000).The tale of two ERICs: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rst ERIC and its transformation into a national system. JASIS 51(6): 574 
vii 根據 Hertzberg & Rudner (1999)，ERIC 資料庫在該年共有 950,000 筆資料。 
viii ERIC Sites 在 http://accesseric.org/sites/barak.html 
ix What is an information clearinghouse? 在 ERIC Review 5 (1&2)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in Action, 1996, pp.7-8。(ED 405 844) 
x吳美美(民 89)教育檢索詞彙研究。承蒙漢珍圖書公司協助提供資料，十分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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