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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學習的自主性是當前教育相關領域重要的議題，好的課程與教學設計應該結

構清晰、以學生為導向，並能提供自主學習的機會，普遍運用於德國中小學的「工

作站學習法—Stationenlernen」即是有效地結合這些優勢的一種教學設計

（Hagemann, 2021）。相關教學研究指出，工作站學習法對於學生的學習動機和

學習成效具有正向的效果（Gerstner, 2009；Kučerová, 2016；Sturm & Bogner, 2008）。

過去數年，筆者邀請有興趣進行教學創新設計的教育夥伴們，運用多元教學方法

進行自主學習取向的課程設計與行動研究，其中多次運用工作站學習法於不同的

課程中，研究的結果顯示，運用工作站學習法有助於學生在課堂中的學習動機和

學習表現（李孝鶯，2014；李雅雯，2015；林吟霞、王儷燕，2018；黃玉瑤，2013；

卓淑梅，2013；劉玉婷，2015），同時也能協助學生自己掌控自己的學習，並在

學習過程中獲得各種學習策略的練習（林吟霞，2018；林吟霞、吳秀霞，2018）。 

工作站學習法的設計概念起源於體育教師熟知的「循環訓練」（Circuit 

Training） ，這是一種由英國里茲大學（University of Leeds）兩位體育教師 Morgan 

和 Adumson 提出體能運動訓練方式，讓學生們在短時間內完成一連串不同的運

動練習（Rani & Malik, 2017），工作站學習法將「循環訓練」的序列性、單獨性、

重複性的練習概念融入於一般課程的教學活動中，讓學生透過一連串不同的學習

工作站任務，進行特定主題的學習（Stübig, 2004）。除了「循環訓練」的概念之

外，工作站學習法更重視學生的積極性和自主性，學習過程中允許學生根據個人

的性向、能力和興趣安排學習節奏，彈性調整學習內容和進度。 

針對教師教學方法的調查資料顯示，在德國有六成以上的小學教師和四成以

上的中學教師會採用工作站學習法進行教學（Kroker, 2020）。然而，筆者長期與

臺灣中小學教師針對教學法的對話和討論中發現，縱使了解工作站學習法具備的

優點，但面對工作站學習法所產生的備課負擔，以及事先無法預知的教學問題，

很多教師對這個教學法仍然感到猶豫和卻步。運用過工作站教學法進行教學創新

的教師們，在嘗試工作站教學法之後，也不一定還會再次採用這個教學法。工作

站學習法雖有其優勢，一直以來也是教學法中常被討論的話題之一，從相關的研

究結果顯示，中小學教師對於實施工作站教學法的優缺點有不同經驗和觀點

（Janáčková, 2014）。因此，筆者希望整理耙梳國內外工作站教學法相關文獻，指

出中小學教師在運用工作站學習法的實施原理，以及進行課程設計和教學過程中

常見的困擾和有效因應策略。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1，10（10），頁 84-93 

 

自由評論 

 

第 85 頁 

二、工作站學習法實施原理 

工作站學習法是由教師根據課程主題，組織規畫學習範圍和內容，並將之轉

化為一個個不同的工作站學習任務。教師在課室中設置數個「學習站」，每一個

站安排特定範圍的學習任務和工作材料。學習過程中，每一位學生根據老師提供

的時間框架，自己調整自己的學習節奏，而教師則是學生學習過程中的觀察者和

學習顧問，必要時提供學生幫助（Schärfer, 2004a）。工作站學習法常用於中小學，

原則上適用於每個年級。流暢的工作站學習法的實施原理如下： 

(一) 課程計畫與準備 

1. 教師規劃課程主題與子題  

工作站學習法實施的首要步驟是進行課程計畫，教師必須先思考並擬定課程

主題。課程主題可以選自學校課程計畫中的主題，或者是教材中某個單元的知識、

能力或技能，也可以是由教師針對班級學生的學習狀況擬定的特定問題探究。課

程主題確認後，接著將主題分為數個子題，教師根據這些子題進行學習站的規劃

和設計。通常根據班級規模和主題，設置 6 到 8 個，或更多的學習站，各站的學

習任務和學習量須配合整個課程的時間長度進行考量。小範圍的課程主題，可於

連續 2 堂課的時間內完成工作站學習法。如果規劃較大範圍的課程主題，可運用

2-3 週，每週 2 堂課的方式進行。 

2. 教師安排學習站的任務和學習材料 

教師將個別子題轉化為不同的學習站，進行學習任務和進行方式的設計。由

於每一個學習站的目標任務不同，教師除了準備各種學習設備和材料，也需要設

計多元的學習單和工作方式，例如著重閱讀、寫作，或蒐集線上資料進行分析研

究，或採用觀察和描述、小實驗，或是手工藝、運動、解謎遊戲、兩人桌遊等不

同的活動方式（Kroker, 2020）。學習站的多元性可提升學生學習興趣，也可促進

學生習得不同學習策略（林吟霞、李雅雯，2016）。 

(二) 課程導論 

1. 教師說明課程主題 

課程一開始，教師向學生介紹課程主題，可利用問答、對話，或問題討論、

短片等，盡力激發學生學習動機，促進學生對課程主題的興趣。學生充分了解主

題之後，說明各個子題，以及對應子題的各個學習站任務和學習目標。同時也要

讓學生了解哪些學習站可以採個人、兩人一組或 3 人以上的小組方式進行，並說

明每一個學習站大約需要多少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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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生瀏覽工作站 

介紹各站任務的同時，老師應引導學生參觀瀏覽學習站，讓學生在開始執行

學習任務之前，有機會探索學習站，以掌握各站的任務內容和工作方式。學生探

索工作站時，教師同時發給學生「工作站過程記錄表」，紀錄表上可以讓學生一

目了然，知道各站的學習目標，以及哪些站是必須完成的任務，哪些站是屬於選

擇性的。圖 1 是德文課程的「工作站過程記錄表」範例，從最左到右，各欄位依

序為： 學習站編號、工作任務說明、完成狀況（學生在學習單上註記，是否已

完成任務）、分數（如果學習站有提供任務解答讓學生自行校正，學生可在這個

欄位中登錄自己的分數），以及最右邊-任務難易度評估（學生依據自己的學習狀

況勾選各站的難易度，說明個別學習站任務對自己而言，難度為何。） （Kučerová, 

2016）。 

 
圖 1 工作站學習法「過程紀錄表」範例 

資料來源：Kučerová, B. (201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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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施流程與上課規範說明 

不同於老師站在講台前、學生坐在自己座位上聽課的靜態學習方式，工作站

學習法過程中，學生需要走動和活動，為使課程順暢進行，明確的課程實施流程

和上課規範特別重要。學生開始進行學習站任務之前，教師必須讓學生充分了解

工作站學習法的實施流程，尤其要清楚說明是否由學生根據自己的學習進度轉換

工作站，還是由教師的信號指示轉換工作站。進行工作站學習法需要高度的專注

力，教師的教學經驗顯示，學生常會感到學習站的活動時間不夠用，因此無論採

用哪一種轉換工作站的學習方式，都應盡可能給予學生充足的執行學習站任務的

時間（Janáčková, 2014）。 

為了使學習更有效益，教師要和學生約定學習規則，並讓學生有機會參與討

論，一起思考走動於各站之間應該遵守的規則、工作站材料的使用規則、同學合

作和互動的原則、有疑問尋求協助的技巧等。由全體共同訂定的上課規範和學習

規則學生較易遵循，例如：小心處理材料、保持學習站整潔、安靜地交談、完成

任務後不要在學習站之間來回走動、一次只操作一個學習站任務，以及課程結束

時，所有東西都必須拆除並放回原處等工作規則等（Kroker, 2020）。 

(四) 工作站教學活動—學生執行學習站任務 

各個學習站的任務共同構成了整個課程的教學內容。學習站任務的進行是從

每一位學生選擇一個學習站開始，學生自己單獨，或是與同儕合作執行學習任務，

任務完成之後，即可繼續前往下一站。學習站可以設置在教室內、走廊或戶外適

合的角落。學習站的學習順序可以是明確的，或是開放形式的學習順序。具明確

順序的學習站設計，即所謂的「順時針學習站」，學者 Reiner E. Wick 指出，順時

針學習站設計適合針對沒有工作站學習法經驗的學生，指引學生明確的學習順序

（Janáčková, 2014）。 

學生進行學習站任務的過程中，教師的角色尤為重要。在學生穿梭於各站和

執行工作的期間，教師必須仔細觀察與紀錄，掌握個別學生的學習狀態，如果學

生需要幫助，可以運用提問引導學生找到解決方法，並於必要時提供示範和幫助

（林吟霞、李雅雯，2016）。學生活動過程中，教師要提醒學生維護教室秩序，

若學生遇到溝通困難或互動衝突，教師可能需要進行調停或仲裁，以確保學習活

動能順暢進行。 

(五) 課程總結、檢討與成果展示 

學生完成學習站任務活動之後，進行課程的最後一部分—課程總結、檢討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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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展示。課程檢討時，由老師與學生一起討論，評估和總結整體的學習站學習

成果，學生可參考自己的「過程紀錄表」分享學習經驗。透過課程的總結與檢討，

學生有機會表達自己對於課程和學習的感受，例如： 對他們來說什麼是困難的？ 

什麼是特別有趣的？他們是如何解決問題？或者他們沒有發現什麼好的學習方

法？這個方法為什麼可以促進學習？（Kroker，2020）課程總結和檢討很重要，

讓學生有機會反思自己的學習行為，以及認識到自己的學習優勢和劣勢，也可以

讓老師掌握和評估每一位學生的學習狀態。透過全體共同討論，教師可擬定下一

次工作站學習法時應調整的事項，以促進課程進行的流暢度和學習效率（Schärfer, 

2004a）。 

課程最後也會進行成果展示，學習站的學習成果將展示在教室內的特定位置

或角落，學生把自己的學習檔案或作品陳列於教室中，和同學分享自己的學習成

果，老師則針對陳列的學習成果給與回饋。同時，老師也提供學生正確學習方法

範例，教師透過課堂中觀察學生執行學習站的情形，並對應學生展示的學習成果，

給予良好的學習行為和策略正向回饋，並提醒學生需改進之處。此外，教師在規

劃工作站時，可將過程紀錄表擴充成「學習日誌」，設計成某個特定的學習站任

務，在課程結束時，學習日誌可作為展示的學習成果作品，以及學生自我學習績

效的檢核依據（Kroker, 2020）。 

三、實施工作站學習法的教學問題與因應策略 

工作站學習法具備差異化教學和自主學習的特性。不同類型的學習站任務提

供多樣化的學習方法，有助於促進學習動機和興趣。這意味著個別學生可以根據

自己的學習水平來解決任務，對於不同特質、能力的學生而言，有可能找到更適

合自己的學習方式。同時，工作站學習法的多元任務設計，讓學生有機會練習不

同的學習策略，也提供學生獨立執行任務、自己檢視自己的學習狀態的機會。工

作站學習法過程中，學生可以選擇工作站的順序，或是按照自己的節奏進行、選

擇執行的任務內容、自己分配時間，可促進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同時，這種自

主決定的自由，讓許多學生學習更有動力，也讓學生有機會和同儕合作，以及幫

助同學或向他人學習（Hagemann, 2021）。 

工作站學習法雖然具備許多優勢，但相關教學研究結果也顯示，教師實施工

作站學習法過程中會面臨不同的困難，這些問題干擾教學品質和學習成效

（Kroker, 2020；Stübig, 2004）。接著，本文以近年教學研究結果進行分析，說明

教師實施工作站學習法過程中遇到的主要問題，以及教師因應問題所採取的有效

的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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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課程準備過程 

工作站學習法最常見的批評之一就是讓教師聞之卻步的課程準備工作！根

據教師的教學經驗，工作站學習法的課程準備工作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

（Gerstner, 2009；Hagemann, 2021）。課程主題和子題的擬定需考量整體課程架

構、班級特質和學生的學習狀況。而決定主題和子題之後，針對每一個學習站的

安排，無論是學習目標、工作任務、材料、或是空間和時間規劃，都必須經過深

思熟慮。因此，相較於傳統的講述教學，或一般的小組活動，工作站學習法的課

程準備，更為費時耗力。 

然而，創造性的工作往往需要時間的投入，因此初次進行工作站學習法的嘗

試，課程準備的時間是不能省的。如何減少課程準備的教學負擔，相關研究指出，

教師採取的可行策略是建立合作夥伴或組織工作團隊（Schärfer, 2004b）。單打獨

鬥不如並肩作戰，龐大的教學準備工作如能有合作夥伴一起來分擔，不只有助於

減輕準備工作的負擔，整個課程的實施過程中，將能促進教師之間的專業對話和

交流。因此，老師可積極有意願進行創造性教學的教師夥伴，組織工作站學習法

教學團隊，團隊的老師們並非一定要同時實施工作站學習法，而是當有老師想要

在自己的班級中實施工作站學習法時，工作團隊的其他老師們可以給予支援。 

(二) 執行學習站任務過程 

工作站學習法的核心是學生執行學習站任務，這個階段需要提供充裕的時間

給予學生操作和練習，但根據老師們的經驗，常會遇到學生執行學習任務的時間

不足（Hagemann, 2021）。時間不足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前面的課程導論占用較多

時間，或是因為教師規劃的課程活動時間原本就不夠。上述狀況，調整課程實施

流程的時間分配，通常即可獲得改善，一般而言，越是有工作站學習法教學經驗

的老師，越能適當分配和安排工作站不同階段的時間（Stübig, 2004）。 

進行學習任務的活動另一個常見的困擾，是學生在執行任務時未能專注或未

能善用活動時間，例如聊天、分心（Hagemann, 2021）。此外，即使每個人都用小

音量的語氣說話，往往還是有一定的基本音量，可能會造成部分學生感到不安，

難以安靜工作（Kroker, 2020）。因應這個問題，訂立簡單、明確、易執行的學習

規範和紀律通常是有效的解決策略（Hagemann, 2021）。教師為了讓學生在學習

活動時間有效執行任務，並要求學生確實遵守，可透過明確的指示和幫助來指導

學生，尤其是課程剛開始進行工作任務的階段（Stübig, 2004）。當學生還不習慣

這種學習方式，未能掌握自主學習和獨立工作的方法，提供簡單、明確、易執行

的學習規範和紀律對學生而言，尤為重要。此外，學習站的空間安排也可能影響

學生的學習參與表現，順暢的動線也可提升學生的執行任務的意願，並減少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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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浪費，因此工作站的空間安排也很重要，應注意是否全班每一位學生必須都能

方便到達各個站，可以不被限制且無障礙地走動（Kroker, 2020）。 

造成學生無法專注進行學習任務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因為工作站任務的難度

太難或太簡單所造成（Gerstner, 2009）。由於全班每一位學生有各自的特質和能

力，因此設計學習站，除了要採用多元的執行方式之外，教師也要提供不同難易

度的學習內容，以減少學生因學習任務難度的問題，而降低執行任務的動機。有

效的學習站設計方式，例如運用兩種工作站：一種是學生必須執行的「必修站」，

另一種是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能力和學習速度，彈性選擇是否執行的「選修站」。

屬於課程目標的學習內容應放在「必修站」的任務中，必修站要提供解答，讓學

生可以自我校正、了解掌握自己的學習狀態。而「選修站」的任務通常是課程目

標延伸的相關知識，或具有加深加廣、更具挑戰性的學習內容（Janáčková, 2014）。

「選修站」也可以安排較輕鬆的學習任務，例如先前課程內容的重複練習，提供

能力較低弱的學生在學習過程中，也有機會獲得一些成就經驗。 

(三) 學習材料準備和處理過程 

相較於一般的教學方式，老師進行工作站學習法的過程須準備並提供比平常

教學更大量的多元教材和學習材料，因此需要費神，也需要體力和時間進行資料

的蒐集和彙整。在學生執行學習站任務的過程中，每次課堂結束時，老師要將各

個站學生已完成的各項學習資料整理收回，由於每一個學習站都有各自的學習任

務單或工作本，很快地，老師會被大量的學生學習資料所淹沒。如何面對工作站

學習法帶來的大量教材和學習材料，以及如何整理存放學生學習資料，這個問題

也是教師在實施工作站學習法時常遇到的困擾（Hagemann, 2021；Schärfer, 

2004b）。 

系統性蒐集與整理備課資料，並且歸類建檔是很重要的原則，可相當程度降

低這個問題對老師的困擾（Hagemann, 2021）。準備好的課程計畫和資料，以及各

個學習站的材料，通常可做為下一次相關主題的參考材料，可再次被運用，這些

都是可以累積成為教學團隊的重要教學資源。運用可重複使用的教材教具，例如

魔鬼沾、磁鐵等可重複黏貼的材料進行設計，學習單則可善用分類夾、卷宗夾、

分類箱進行整理，並以系統性的方式蒐集、整理備課資料，並且將資料分類建檔，

將有效減少未來進行工作站學習法的的材料準備工作，教師對於工作站學習法的

課程準備也會越來越熟練，越來越省時省力（Kroker, 2020）。 

四、結語 

班級是由一個個不同的孩子組成，能力各有千秋，特質和興趣各不相同，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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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學生有自己的學習方式，成功的教學設計必須要將學生的異質性納入考量。

筆者在國內大專院校的課程與教學領域任教十多年，授課的對象多數為在職的中

小學教師。透過課程議題研討、論文指導，以及教學行動研究的參與，筆者有機

會和中小學教師針對教學理論與實作運用等相關議題，進行討論與交流。許多教

育工作者，對於『學生導向、自主學習取向的教學設計』深感興趣，積極學習多

元的教學技巧和策略，也希望能在習慣而一成不變的教學設計中，嘗試融入自主

學習取向的設計。這些嘗試進行教學創新的教師們表示，在既定的、傳統的課程

中，若適量穿插安排自主學習取向的教學活動，對於學生而言，是非常寶貴的經

驗和學習機會。 

進行學生導向、自主學習取向的教學設計，教師確實需要花更多時間準備，

同時也必須面對許多無法預料的課堂狀況，但另一方面，學生在學習過程可能會

更主動和積極學習。工作站學習法是一種能將學生的個別特質和需求納入考，並

促進學生自主學習的教學設計。研究指出，從學生的觀點來看，相較於教師講課、

學生聽講的教學方式，工作站學習法是一個更有趣、較不會感到壓力的學習過程

（Gerstner, 2009）。在工作站學習法的教學設計中，老師以學生為考量，準備了

生動有趣的學習任務喚醒學生，學生可以按照自己的節奏工作，使用不同的節奏

學習風格和策略，是一種具有激勵性的學習活動設計（Hagemann, 2021）。此外，

工作站學習法採用不同的社交形式進行學習，學生們可以自己決定是單獨工作、

兩人一組工作，還是以三人以上的小團體進行，因此，工作站學習法也有助於開

展學生的情感、社交能力和社會學習策略（Schärfer, 2004b）。 

由於工作站學習法常見於德國中小學，本文聚焦於近年德國工作站學習法相

關研究資料的探討，說明工作站學習法的實施原理和特性，並分析教師運用工作

站學習法時常見的教學問題，以及因應問題所運用的有效策略，以供國內有志於

教學創新的教師和教育工作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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