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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從前章的文獻探討中，證實了「遊戲」確實蘊藏社會文化意涵，而為求捕捉

「遊戲」所隱藏之社會文化意涵，以理解從事不同遊戲之學生團體是否具有家庭

社經地位上之差異，以及從事不同遊戲之學生團體對於彼此的態度，更甚者，進

一步探討學生遊戲如何受到家庭、同儕以及學校脈絡三者的交互作用影響，研究

者勢必需進入研究場域裡，才能更確實的掌握三者之間的互動關係。據此，本章

共分為三節，以介紹本研究的進行方式，第一節為研究場域的說明，第二節為研

究方法與步驟，包括資料蒐集方式、研究步驟，第三節則為資料整理、分析與檢

核之說明，茲分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場域 

 

    本研究旨在瞭解學生於學校時間與放學時間所從事之遊戲活動為主，因此，

為求更暸解學生團體間的身份認同是如何在家庭、學生團體以及學校脈絡三者的

交互作用下形塑而成，在學校的選取上，選擇一所處於中產階級與勞動階級混雜

社區之國民小學為主要考量1，而基於地利之便，決定選擇位於台北縣「和平區」

的「平凡國小」為研究場域。以下分別介紹學校所處的「社區環境」、「學校概況」

以及「研究對象」： 

 

壹、社區環境 

  「和平區」（化名）位於台北縣，位於「和平區」的「平凡國小」，若從學校門

口往左走，附近有一個傳統的黃昏市場，每到學生下午放學的時候，黃昏市場也

跟著熱鬧了起來，各種魚肉攤販、菜攤叫賣聲不絕於耳，除了各種黃昏市場外，

學校對面街口，有許多的流動攤販以及小吃店林立，常常可以看到「平凡國小」

的學生放學回家之後，在攤販旁邊幫忙，或者是待在旁邊寫功課或是遊戲。 

 

若沿著學校門口往右邊走，除了原本的住宅區外，也可見到許多商業性大樓

與各種小企業機構，而在學校後門，則是政府部門與文教機構，包括鄉公所、高

中職、圖書館、活動中心以及社區大學等等，因此，可謂為是一個勞動市場、住

宅區、商業區與文教混合的地區，亦可謂為一個兼具中產階級與勞動階級之社區。 

 

 

                                                 
1 本研究不特別找尋以某階級屬性為主的學校，目的即在於探究不同階級學生遊戲團體彼此之間

的互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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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校概況 

   「平凡國小」（化名）學校屬於一所大規模的小學，全校總共有134班，學生

總數約為4000人，而教職員數則約200人。學校教師年齡層多以35-45歲居多，

學歷方面則為一般大學教育學程、師範院校及研究所皆有，其中以師範院校為最

多。 

 

   「平凡國小」佔地4.2公頃，位於「和平區」的主要道路旁，週遭包括各式

攤販、店面、金融與商業機構以及行政辦公大樓，而學校校內建築物分佈如圖

3-1所示，各棟建築物在四至五樓之間，其中只有教室F棟有地下室，作為大禮

堂以及活動中心。全校教室約150間，包括普通教室、電腦教室、特教教室、輔

導教室、器材室等等。其中教室C棟剛於95年竣工啟用，且原本為籃球場，為

因應班級數眾多，才改建成教室，故本校籃球場改在風雨操場內
2。 

 

 
                           圖3-1：學校平面圖 

 

 

 

 

 

 

                                                 
2 原本的籃球場位於教室C的位置，而六年C班學生，在五年級時，教室則位於教室E棟，所以

學生們說，以前會到籃球場打球，不過現在球場搬到風雨操場，六年級教室也搬到新建的教室C

棟的五樓，所以離球場有一段距離。因此，學生們認為下課十分鐘，跑到那裡遊戲的話太遠，所

以有的學生們只在教室C棟的一樓中庭遊戲，有的乾脆只待在教室遊戲，故此種空間上的隔閡，

確實對學生的遊戲，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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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門                                                垃圾桶 

                                                       

            男     男                                             

           女     女                                       

参、研究對象 

    一、班級位置 

   在輔導老師的同意下，進入其所帶的六年級C班3，此班級位於教室C

棟五樓，C棟採四面相對，中間具有中庭之建築，因此在三樓以上，不同面

之間有橫跨兩面的橋可以互通。且因為是新蓋的教室，所以教室內設備仍相

當新。於教室外，一樓有廣大的中庭供學生使用，學生多在此中庭進行遊戲

活動。 

 

二、班級環境： 

   從後門走進教室內，可以發現牆壁油漆為白色，再配上日光燈的照射

下，故教室內相當明亮。教室左側是每個學生的學習檔案夾放置處，學生的

作品發回來時，學生都會放到自己的檔案夾裡再擺回去。教室後面佈告欄貼

著學生的作品與國語字詞，還有全班學生段考成績與名次排名的統計表。教

室右側外則有一公尺寬的空間，主要是擺打掃用具、垃圾桶、洗手台與飲水

機的地方。教室前面則為黑板與教師辦公桌，教師在此批改學生作業，而辦

公桌上亦有一台電腦。學生的座位總共有三大排，採兩兩併排而坐的座位分

配方式，且是男與男、女與女（如圖3-2所示）4。   

 

 

 

 

 

 

                                                                    打掃用具 

 

 

                                                                    洗手台 

    後門                                                飲水機 

    

                       圖3-2：6年C班教室平面圖 

 

                                                 
3 因位於C棟教室，故以六年C班名之，而選擇小學六年級的原因，請參見第一章第三節。 
4 本研究所觀察到的男女互動遊戲中，有關跑跳組欺負班上女生為樂的記錄，有的是於上課期間

所捕捉到的，因跑跳組常常欺負在自己座位週遭的女生，故與此種座位安排（男男、女女），

有著密切關係，詳見第四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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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簡介 

    本研究所選定的六年級C班，人數總共33人5，其中男生15人、女生18人，

以下就本班學生的家庭生活概況進行說明6： 

 

表3-1：六年C班學生家庭生活概況 

代碼 性別    學歷       父母職業 

阿汪  男 父：專科 

母：研究所 

父：貿易公司 

母：中央氣象局 

阿翔  男 父：國中 

母：高職 

父：水泥工 

母：售貨員 

阿台 男 父：國小 

母：國小 

父：計程車司機 

母：女工 

阿浩 男 父：專科 

母：高職 

父：飲食店店長（自營） 

母：貿易公司 

阿承 男 父：國中 

母：國中 

父：卡車司機 

母：作業員 

阿揚 男 父：歿 

母：高中 

父：歿 

母：清潔工 

阿勝 男 父：高中 

母：無 

父：火雞肉飯攤販 

母：火雞肉飯攤販 

阿黃7 男 父：國中 

母：國中 

父：管理員 

母：賣嬰兒用品 

阿德  男 父：國中 

母：國小 

父：無      

母：清潔工 

阿諭 男 父：專科 

母：高中 

父：室內設計師 

母：家管 

阿勳 男 父：專科 

母：高中 

父：電子業 

母：會計 

阿軒 男 父：專科 

母：專科 

父：工廠廠長（自營） 

母：公司行員 

阿楠 男 父：高中 

母：國中 

父：製造業代工 

母：製造業代工 

阿榮 男 父：專科 

母：高中 

父：7-11店長（連鎖） 

母：家管 

                                                 
5 其中一人(男)為特教班學生，其資料未列入。 
6 本研究的階級類別劃分，係採取朴允哲（1995），請參見第四章第三節。 
7 阿黃已於下學期轉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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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甄 女 父：專科 

母：大學 

父：驗車員 

母：幼教老師 

小文 女 父：碩士 

母：高中 

父：保險經紀人 

母：家管 

小楨 女 父：專科 

母：大學 

父：美術老師 

母：家教主任 

小慧8 女 父：亡故 

母：亡故 

父：亡故 

母：亡故 

小君  女 父：大學 

母：大學 

父：海關 

母：家管 

小筱 女 父：高中 

母：高中 

父：鈕扣公司（自營） 

母：鈕扣公司 

小庭 女 父：高中 

母：國中 

父：照相館（自營） 

母：照相館 

小吟 女 父：國小 

母：高中 

父：印刷店（自營） 

母：印刷店 

小卿 女 父：高中 

母：高中 

父：作業員 

母：開文具店（自營） 

小敏  女 父：專科 

母：高職 

父：飯店經理 

母：食品促銷員 

小儀 女 父：歿 

母：大學 

父：歿 

母：商業投資 

小雯 女 父：高中職 

母：高中職 

父：水果店（自營） 

母：水果店 

小婷 女 父：國中 

母：國中 

父：無 

母：賣檳榔 

小育 女 父：高職 

母：高職 

父：批發商（自營） 

母：批發商 

小甯 女 父：國中 

母：國中 

父：油漆工 

母：蔥抓餅攤販 

小筑 女 父：高職 

母：高中 

父：魚攤販 

母：家管 

小秀 女 父：高中 

母：高中 

父：無 

母：勞力工 

小茹 女 父：國小 

母：專科 

父：計程車司機 

母：護士 

                                                 
8 阿慧為孤兒，住在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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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研究方法及步驟 

    本小節旨在說明本研究將採用之資料蒐集方式以及預定研究時程，茲說 

明如下： 

壹、資料蒐集方式 

    一、參與觀察 

        本研究試圖採取「階段性」的觀察方式來為之，包括三個階段，以 

    下針對各不同階段的重點進行說明： 

 

    表3-2：各階段觀察重點說明 

 階    段      時   間          重    點 

 第一階段    約兩個禮拜 本階段目的旨在於瞭解學生

週遭的人、事、物，並與學

生建立關係為主 

 第二階段    約一個月 本階段目的旨在於廣泛的觀

察所有學生於學校所從事的

遊戲活動 

 第三階段    約四個月 本階段根據第二階段而來，

係指在從第二階段中歸納出

從事不同遊戲的學生團體

後，再根據各學生遊戲團體

進行選擇式觀察，並視學生

團體數量來作觀察時間上的

分配 

             

 

 

   二、訪談 

       本研究進行「半結構式訪談」，分別針對從事不同遊戲之學生團體進行訪

談。此外，研究者亦會透過隨時隨地與學生交談之非正式訪談，來從中獲取

於參與觀察或半結構訪談中未得到之資料。訪談大綱如附錄一所示，將於第

二階段結束後實施，訪談的時間，則利用中午午休時間，有關確切的訪談時

程，如3-3所示。 

 

 



 49

表3-3：訪談時程 

日  期 訪談對象     團體成員     典型遊戲 

96/04/20 跑跳組 阿翔、阿勝、阿

楠、阿榮、阿

台、阿汪、阿承 

      蝙 蝠 

96/04/12 彬彬組 阿浩、阿軒、阿

勳、阿諭、阿

揚、阿德 

     遊戲王卡 

96/04/10 淘氣組 小甄、小茹、小

敏、小筑、小

育、小筱 

      畫 圖 

96/04/17 嬉鬧組 小婷、小慧、小

秀、小卿 

  聊八卦、謾罵 

96/04/16 優雅組 小文、小吟、小

庭、小甯 

      看 書 

 

 

貳、研究步驟 

    本研究之研究步驟包括進入現場前、進入現場、與研究對象關係之建立、

資料蒐集、整理與分析、退出研究現場以及研究報告撰寫，分別說明如后，而主

要研究大事記如表3-4所示： 

 

一、 進入研究現場前 

在進入研究現場之前，研究者先針對研究對象的基本背景資料作調 

查，以求初步瞭解研究對象。基於此，研究者於95年9月8日初次拜訪原

班老師後，並於95年9月11日，在原班老師的幫助下，共同至輔導室取

得學生的學籍資料卡，對學生家庭生活概況的進行了解。 

 

二、 正式進入研究現場 

本研究原本預定於96年2月進入研究現場，但研究者在95年9月與

研究現場班級老師接洽後，同意研究者可於10月即進入現場，與學生提

早認識與建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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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與研究對象關係之建立 

   關於研究者與研究對象關係的建立過程，茲分成三個階段來說明之： 

 (一) 初始時期 

當研究者初次來到班級時，因為老師事前已經跟學生們說過將 

       有一位研究所的學生來班上做研究報告，所以學生們對於研究者的    

       到來，並未有太多的驚奇，而研究者在台上簡單的做完自我介紹之    

       後，老師安排研究者坐在第一排的最後一個位置，而旁邊坐的是「阿   

       勝」，當研究者跟「阿勝」打招呼的時候，只對研究者看了一眼而已。        

       緊接著老師即開始上課，於上課期間，有些許的學生，不時的轉過 

       頭來看研究者，而研究者則故意避免與其四目相交。 

 

           下課之後，有零星的幾位學生來詢問研究者到他們班上是要做       

      什麼，研究者則跟他們說要做學校報告，然後即問研究者是哪間學 

      校、幾年級之類的問題，談論的時間並沒有持續很久。之後，學生們   

      就自顧自的跑去玩了，接下來，對於研究者的存在，似乎變得不太在 

      意了，因此，其對研究者的忽視，比研究者想像的快的多。 

 

           不過，雖然學生們已經很少主動找研究者聊天，而是自顧自的    

      找自己的朋友玩，但研究者則開始觀察教室裡的種種切切，以試圖在   

      最短的時間裡，先對這個陌生的環境有所熟悉，爾後，則開始慢慢的 

      走到每個學生團體的旁邊，聽聽看他（她）們在聊什麼，以及在玩些 

      什麼，基本上，學生們對於研究者的靠近與詢問，皆能給予善意的回     

      應，研究者也會運用輕鬆的神情與言語，與之互動，希望透過這種非 

      嚴肅的互動方式，表達研究者友善的態度，以取得學生們的信任，進 

      而跟學生們培養良善關係。 

 

 (二) 互動時期 

     隨著時間的累積，相處的時間越長，學生們已經習慣了研究者  

 的出現，彼此的信任關係也逐漸穩固的建立，常常在早自習來到學校  

 的時候，便會有學生主動過來打招呼，然後開始閒聊最近的生活，有 

 時候，當研究者因故未能於固定的觀察時間出現時，次日來到學校， 

 學生們還會一直研究者說「你翹課唷，這樣不行」，且學生們開始稱 

 呼研究者為「鄭同學」，顯示出學生們心裡頭，已經認定研究者跟他 

 們是同學的關係，而非是大人與小孩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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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樣的關係，所以對於班上同學們的各種訊息，皆能較輕易

的獲得，且學生們也會很自然的在研究者面前表露出平常的言行舉

止，如有的學生在研究者的面前，常常很自然的就罵起髒話來，有時

候研究者甚至會跟某些學生一起扭打。或者是很有興趣的跟研究者說

班上的八卦以及小秘密，這些親密的互動行為，使得研究者與學生們

的關係越來越近，甚至有打成一片的感覺。 

 

    在此時期，研究者開始會運用上課時間，做些隨手札記，但學生

們對於研究者所記的東西相當好奇，會用搶的過去看，而且就算字跡

故意寫的很潦草，學生們還是會直接問你這一句寫的是什麼，因此，

研究者於記錄的初期，先記錄一些教室的週遭環境事物，以及教師上

課的內容以及過程，當學生們發現研究者記錄的東西，都是這些「無

聊」的東西時（學生說的），過不了多久，對於研究者所記錄的東西，

就不再存有好奇心，也不會想要拿去看了，此後，研究者才開始記錄

於下課時間與學生們的對話，以及所觀察到的遊戲。 

  

 (三) 熟悉時期  

    進入現場將近兩個月之後（12月），研究者其實已經變成學生學

校生活裡的一分子，因為此時期，學生們在下課的時候，都會特地的

跑過來，拉研究者過去一起玩，無論是男生還是女生，就男生而言，

玩「蝙蝠」的學生，每次下課時間，都要拉研究者下去一起跑，除非

研究者跟他們說實在是沒力的時候，他們才有點失望的下去玩，對於

玩「遊戲王卡」的男學生，則是在研究者靠近的時候，叫研究者跟他

們一起玩，當研究者說看不懂時，則會開始講解各種遊戲的規則。對

於女生而言，有的則會拉著研究者說八卦，討論電視節目，有的則是

拿她們畫的四格漫畫給研究者看。無論如何，此時期，研究者確實已

經融入學生們的生活世界裡了。 

 

    在這樣的關係下，研究者開始詢問他（她）們一些較私人的問題，

比如說家裡的情況、回家所玩的遊戲，或者是對於班上的其他學生團

體，有著什麼樣的看法等等，而學生們也都願意回答這些較敏感的問

題，讓研究者能更深入的理解學生們的狀況以及捕捉心中的想法與感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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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資料蒐集、整理與分析 

  資料的蒐集時間為95年10月至96年5月中（其中礙於研究者課 

     業因素，95年10月至1月一星期只能進入現場兩天）。而對於資料的    

     整理與分析，主要包括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將重點擺在理解學生的同 

     儕團體組成，以及補捉各學生同儕團體於課間以及課後所從事之遊 

     戲。第二階段重點在於對各學生同儕團體成員的家庭背景作理解，以 

     及針對各學生同儕團體所為的遊戲特質做分析，並將不同階級屬性的 

     學生同儕團體與其所為之遊戲特質做連結。第三階段重點則在於探討 

     從事不同遊戲的學生同儕團體對彼此之態度。 

 

五、 退出研究現場 

研究者於96年5月中退出研究現場，而在退出研究現場之前，研 

究者本來一個星期去3-4天，但在5月開始的時候，則一個星期去1 

天，以慢慢的退出研究現場，而在退出研究現場的當天，亦跟學生們 

留了即時通與MSN，以資日後研究者做資料分析時，若有資料不足之 

處，做補足的動作，此外，更與學生們約定於畢業典禮的時候，一定 

要去學校送他（她）們，種種叮囑與約束，不禁讓研究者更懷念與他 

（她）們之前共處的時光。 

 

六、 研究報告撰寫   

研究報告的思考與撰寫，其實從進入現場時，就已經開始，而在蒐 

   集資料的同時，亦早已做資料整理與分析，因此，在96年5月中至6 

   月的這段期間裡，研究者所作的事情，其實是針對過去的資料整理與分 

   析，做更進一步的思考與統整，並將之與過去的文獻做討論，嘗試做各       

   種可能的詮釋，以尋求可能的解釋之道，最後，再將上述的想法，以有 

   架構、有系統的方式撰寫出來，進而完成研究報告。 

 

   表3-4：研究大事記 

    進入研究現場前 95年9月8日初次拜訪研究對象 

95年9月11日作學生家庭生活概況

的調查。 

  正式進入研究現場 95年10月即進入現場，與學生提早

認識與建立關係。 

      觀  察 95年10至96年3月 

      訪  談 9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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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交測量問卷實施9 96年5月 

   退出研究現場 96年5月中 

   研究報告撰寫 96年5月中至96年6月 

              

 

 

 

 

 

 

 

 

 

 

 

 

 

 

 

                                                 
9 於五月實施「社交測量」包括兩個理由，第一，透過社交測量法，補足量化面向的資料；第二，

在五月即將退出研究現場之前，再次對學生遊戲團體作確認，以確保學生遊戲團體構成之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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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資料整理、分析與檢核    

壹、資料整理與分析    

   一、資料整理 

       資料整理是指有系統的搜尋和組織訪談逐字稿、田野記錄及所蒐集 

   到的資料，以增加對資料的理解。因此，研究者將把於現場所觀察到的 

   內容以及實地訪談資料用電腦鍵入逐字稿。其中觀察資料建檔方式為「日 

   期」、「資料類別」、「學生團體」或「個別觀察對象（家庭社經背景）」。

而訪談資料建檔方式為「日期」、「資料類別」、「學生團體」或「個別訪

談對象（家庭社經背景）」。 

   

   二、資料分析 

       質性研究中的資料分析與資料整理往往是同步進行、交叉重疊的， 

   不能截然劃分（陳向明，2002）。資料分析係指有系統的搜尋和組織訪談 

   逐字稿、田野筆記及其他蒐集到的資料，以增進對資料的理解、使研究 

   者有能力向他人呈現研究發現，換言之，為研究者對資料進行編碼、統 

   整、概念化與作出結論之過程（潘慧玲，2003：176-177），因此本研究 

   將反覆閱讀與審視田野筆記以及訪談逐字稿、從中發現概念並進行編 

   碼、串結成意義架構，希冀能將資料意義化與脈絡化，最後再完成研究 

   報告。 

 

貳、資料檢核 

        質性研究首重研究所蒐集而來的資料能具有客觀性，以確定研究結 

    果能貼近於真實，而檢驗的方式有澄清研究者之背景與立場、三角檢 

    正、同儕者審視等方式(潘慧玲，2003)。 

         

        研究者將於研究進行的過程中，不斷的反省自身立場，此外，將針 

    對不同的學生來蒐集資料，以及除學生同儕團體的課間遊戲外，也會詢     

    問學生們的課後遊戲，以作資料上的交叉檢證。最後，於每月的Semi- 

    nar，將資料分析結果與指導教授、學長姐及同儕進行討論，以求修正      

    研究者觀點上之謬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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