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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數學領域合作學習之問題與解決策略 
孫宛婷 

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一、前言 

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2014）所提，十二年國民基

本教育之課程發展本於全人教育的精神，以「自發」、「互動」及「共好」為理念，

強調學生是自發主動的學習者，更以「核心素養」做為課程發展之主軸，培養學

生在「自主行動」、「溝通互動」與「社會參與」等三大面向上循序漸進，成為均

衡發展的現代國民。因此，對於教師而言，要改變課堂的教學樣貌，翻轉傳統偏

重教師直接講述的教學模式，並選用多元的教學模式與教學方法，以激發學生學

習動機，培養學生成為主動的學習者、探索者。 

然而，在教育現場仍會看到「一個教室兩個世界」的現象：聽得懂的學生和

教師互動熱絡，教師可以即時給予回饋；聽不懂的學生則較少參與課堂的活動，

容易成為教室裡的客人（蔡欣穎，2015）。學生個別差異的現象一直普遍存在，

尤其是在「數學」領域，雙峰現象更是明顯，所以教師如何引起學生在數學上的

學習動機與興趣，使學生不再害怕數學，是當今教師值得深思的問題。多數的學

生在數學科的學習經驗，都是由教師直接講述，很少有在課堂中與同儕討論的模

式，所以數學領域一直面臨有疑問卻無法即時解決的困境。因此，筆者採用「合

作學習」的模式進行教學，讓學生學會與同儕合作，並提起學習動機，增加學習

興趣。配合數學課的學科特性，在分組合作學習策略方面，筆者選擇協助學生精

熟上課內容的「認知學徒制」，在教師進行示範與講解後，讓學生從旁觀察、模

仿與反思，進而學習到完整的知識與技能（陳國泰，2017）。但「合作學習」非

萬靈丹，仍有其必須面對的問題，本文提出解決策略，供教師及家長參考。 

二、數學領域合作學習衍生之問題 

實施「數學領域合作學習」的過程中，存在著一些問題與困難，以下分教師

及學生兩個面向，說明如下： 

(一) 教師面臨的教學困境 

1. 組內互動機會不均，教師無法兼顧所有學生 

合作學習普遍組內採「異質分組」，在小組討論時，因能力不同而有互動機

會不均的現象。尤其是在面對應用問題時有明顯的差異，能力佳的同學會一直表

達自己的想法，部分組員因為自信心低落或缺乏先備知識，總是不敢表達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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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容易成為課堂中客人，讓教師擔心學生是否有進入學習歷程。    

2. 討論時間不易掌控，影響教學進度 

學生討論過程往往需要耗費許多時間，即使教師明確計時規定討論時間，但

常因為個人的計算速度而耽擱，學生們為了學習成效而希望教師延長數分鐘，如

此在一堂課四十分鐘下，便無法達到已安排好的教學進度。          

(二) 學生產生的負向問題 

1. 學生會抱怨同組成員，影響同儕關係 

落實分組合作學習後，接著會實施團體獎勵，發表良好的小組，教師給予特

定的團體獎勵，因此，學生都會非常在意小組的積分，當積分不如預期時，學生

容易有抱怨的心態，甚至批評組員的表現，而影響同儕關係的和諧性。 

2. 學生產生意見分歧，無法在限定時間內進行統整 

小組在針對同個題目進行討論時，每個人可能都有不同的想法、各持己見。

期間各方漸漸僵持不下，討論最後已不再是就事論事，而是變成意氣用事，就會

出現爭執的現象，而影響了班級秩序。 

3. 學生在相互討論中，傳遞錯誤觀念 

在教師進行示範與講解後，學生可能以錯誤的方式進行理解，而當作正確的

知識向組員敘述（賴光真，2016），能力較佳的同學通常會主導小組討論，即使

他傳遞錯誤的觀念，組員們也會全盤接收。若教師未能及時察覺與導正，會深深

影響孩子的學習成效。 

三、解決策略 

針對前述「數學領域合作學習衍生之問題」，筆者提供相對應的解決之道。 

(一) 教師教學規劃方面 

1. 賦予學生任務，肩負應當的責任 

根據孩子的能力不同，教師分配適合的題目輪流完成，負責該題目者還需擔

任主講者，在組內進行講解，組員聆聽後給予回饋，最終代表整組上台報告。也

可適度分配小組角色，例如：小組長負責主持討論、記錄長負責記錄內容、資料

長負責拿取教學材料和檢查長負責核對組員的報告等（張新仁、王金國、田耐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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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履維、林美惠、黃永和，2016）。讓每一位孩子都有自己的任務，並能主動參

與學習歷程。 

2. 規劃教學進度，掌握適當的節奏 

教師在事先備課時，需要審慎的加以思考該堂課的教學目標及教學重點，接

著設計適合討論的題目內容，並且拿捏計算題和應用問題的題目比例，在教學過

程中也應將討論時間納入並彈性運用。 

(二) 學生學習調整方面 

1. 尊重班上同學，建立和諧的關係 

由師生共同營造和諧的班級氣氛，增加對班級的認同感與凝聚力，讓每一位

學生都能在適度的規範之下，獲得尊重，進而也會懂得尊重他人。即使同學表現

不盡理想，也能予以正向鼓勵作為回饋。 

2. 尋求教師協助，接受理性的建議 

當小組討論的音量有愈來愈大的趨勢時，可能是討論得過於熱烈或是遇意見

分歧在爭吵，學生宜主動尋求教師的協助，聆聽教師提供的想法，讓小組適時找

到對的方向。 

3. 探索解題歷程，澄清錯誤的觀念 

教師一旦發現學生正在陳述錯誤的觀念時，教師必須深知這可能是許多學生

常見的解題迷思，因此適合在小組公開發表時，讓班上同學共同參與討論其過程

是否有不合理之處，教師再從中及時導正，為同學作觀念澄清，以加深孩子的學

習印象，提升學習成效。例：「
1
3

× 2 和
1×2
3×2

」，學生會認為是相等的寫法，但其實

是不同的概念，可以先拋出問題，讓學生分組討論進行合作學習，再請學生上台

表達看法，教師適時引導，逐步澄清，讓全班學生漸進理解：「
1
3

× 2」代表的意

涵是
1
3
有 2 個，也是

1
3
＋

1
3
的意思，得到的答案是

2
3
 ；而「

1×2
3×2

」則代表擴分的歷程，

將分子和分母同乘以一個非 0 的整數，得到的分數和原來的分數相等，即「
1
3
＝

2
6
」。兩者的觀念截然不同，教師在課堂上必須向同學澄清，以解決孩子的迷思概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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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與建議 

(一) 結語 

分組合作學習有其優點或效益，也有其缺點或限制。大部分的學生偏向喜愛

這樣的學習方式，且學生們亦認為，透過合作學習讓他們懂得如何主動「提問」、

「探究」，不僅提升了學生學習的動機，也看見學習的成效，更增進人際關係，

使學生們享受學習的樂趣。相信，問題可以被解決，熱情不能被澆熄，用心改善

教學現況，積極引起學生共鳴，是教育工作者一致的目標。  

(二) 建議 

1. 對教師的建議 

教師必須以身作則，尊重每一位學生，包容所有的學生，展現寬宏的氣度。

在數學領域教學設計方面，要讓每一位學生都能參與解題的歷程，以掌握學生的

學習狀況。最後，從每一次的教學經驗中學習，進行自我省思，並對教學做滾動

式的修正，以提高良好的學習成效。 

2. 對家長的建議 

家長必須給予鼓勵，當孩子遇到學習挫折時，關心及鼓勵孩子持續嘗試，勇

於面對挑戰，從過程中得到成就感，當孩子感受到自己的進步時，自然而然就會

變得更積極，練習解題也會變成孩子的習慣，燃起對數學的熱情，孩子會更喜愛

數學。 

3. 對學生的建議 

學生必須做好本分，積極參與課堂中活動，主動表達自己的想法，培養良好

的學習態度。學習數學的過程中，應該將重點放在「思考」，把握每一堂課中的

學習機會，理解每一道題目，並搭配適度的「記憶」與「練習」，相信在數學領

域表現，能有實質性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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