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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是針對幸福小學四年級 404 班級中五位補救教學學生。教師運用多元

智能教學於原班級的數學課程，探討補救教學學生的學習成就與學習狀況改善情

形。另外，為避免忽視班級內其他數學成績落後學生的學習，也一併探討其數學

學習成就提升狀況。研究方法採質量合併研究法，蒐集學生四次數學段考成績、

學生上課投入性與成就性記錄、學習單與學習落後學生學習狀況改變記錄等質性

與量化資料、並訪談每位學生和原班級數學任課教師。 

依據本研究的初探結果，包括(1)五位四年級補救教學學生在數學段考校排序

明顯進步；(2)補救教學學生反應喜歡班級內數學活動與數學成績進步的歡愉；(3)

補救教學學生的數學學習態度確實有改善；(4)有提升班級內成績後 35%學生數學

學習成就的效果；(5)完成建構尊重學生學習權的優勢智能組合程序，顯示運用多

元智能理論教學，可以提升班級內補救教學學生的數學學習成效。 

因應本研究的發現，對於未來教學建議有三點，可供教學者參考，包括(1)對

於班級內補救教學學生，建議同時運用個人的優勢智能於課後的輔導教學；(2)建

議教師嘗試運用學生的優勢智能組合於國語及英語的補救教學，以及(3)教師整

理學習單的學生學習困難，利用早自習、下課時間與下一節課的複習時間進行輔

導，有助教師對於學生學習問題的學習改善。 

關鍵詞：多元智能理論教學、補救教學、學習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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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learning achievement, learning status, 

and learning method improvement of five remedial teaching students in the fourth grade 

404 class at Happiness Elementary School by integrating multiple intelligences theory

（MIT） into the mathematics curriculum. In addition, to avoid neglecting the learning 

of students who were behind in mathematics, we also investigated their learning 

achievement. 

According to the preliminary findings of this study, (1) five fourth-grade remedial 

instruction students showe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math section test ranking; (2) 

remedial instruction students enjoyed in-class math activities and improved math 

scores; (3) remedial instruction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 math learning improved; (4) 

math learning achievement of the bottom 35% of students in the classroom improved; 

and (5) a combination of dominant intelligences that respected students' right to learn 

and the use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 theory of instruction could improve the math 

learning outcomes of remedial instruction students in the classroom. 

In light of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there are three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instruction that can be used by teachers, including (1) for remedial instruction in the 

classroom, it is recommended that individual strengths be used for remedial instruction 

after class; (2)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eachers try to use a combination of students' 

strengths for remedial instruction in Mandarin and English; and (3) teachers organize 

the learning difficulties of students in the study list and use the morning study period, 

the end of class time, and the review time of the next class to provide remedial 

instruction to help teachers improve the learning of students' learning problems. 

Keywords: Multiple intelligences Theory(MIT)instruction, students’ learning rights, 

The remedial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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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 

1960 年代的「終身教育」（lifelong education）與「終身學習」（lifelong learning）

觀念，引起「學習權」（right to learn）的出現，1980 年代至二十世紀末，各國開

始重視「學習需要」面向，因此「學習權」開始獨立於「受教育權」之外（周志

宏，2003）。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於 1985 年第四次成人教育國際會議，將學習權納入基

本權利之中（UNESCO, 1985）。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課程綱要，教學重點從關

注「教師的教」轉至「學生的學」，重視學習者為主體教學的表現（洪詠善、范

信賢，2015），可知教育的學習權是必然需要關注的重點。 

補救教學政策在保障學生學習權上立意良善，其針對學習落後學生進行補救

教學，在國外已行之有年，而國內補救教學相關文獻，亦已累積相當數量（陳淑

麗、曾世杰、洪儷瑜，2006；陳淑麗、曾世杰、張毓仁，2015；Magnan & Ecalle, 

2006；Raval, McKenney, & Pieters, 2014）。親子天下雜誌於 2015 年 9 月針對全國 

1,271 位教師的網路調查，卻發現公立國中小之弱勢學習學生逐年增加，尤其近

七年成長了 2.4 倍。此結果讓我們反思，補救教學保障學生的受教權，可是會不

會也造成學生不想學的後果，反而沒有保障到他們的學習權。目前學校進行補救

教學，主要是洪儷瑜（2012）學校三層級支援系統中的第二層和第三層。缺少第

一層級的運作（唐淑華，2014）。如果發現學生學習落後，學生已因挫敗感愈高

而降低學習意願，屆時才啟動第二層級等補救機制，這樣如何能有效提升學生的

學習成就呢？換言之，在原班級提升已經進入第二層級補救教學學生的學習成

效，是極需要解決且重要的議題，也是本研究動機之所在。 

德國數學家高斯（Carl Friedrich Gauss）說：「數學為科學之母」，「數學是科

學之鑰」（朱建正，1997）。Muijs 與 Reynolds（2001）指出大部份科學研究中，

需要以數學定理為基礎語言，使能表達科學想法與現象。就 2015 年 12 月的 PISA

評比結果，顯示臺灣學生的數學素養，高成就學生比例下降且「低成就」的比例

上升，另外依據 2021 年國中教育會考的考生數學成績結果為，得 A 的考生占

23.77%，得 C 的考生占 26.97%，其也顯示數學學習低成就學生數量高於高成就

學生數量趨勢，因此解決學生數學學習成就低落現象是待解決且重要的教育議

題，這也是本研究選擇提昇數學學習成就成效動機之所在。 

余民寧與李昭鋆（2018）的研究指出，應該盡早在原班級內對低成就學生實

施個別化教學，因為當發現學生的學習落後，再進行抽離原班補救教學並不是防

患未然的方法，若是可以在班級內改善低成就學生的學習，才能避免低成就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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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效應」（Matthew effect）的顯現。個別化的教學（individualized instruction）

是 1950 年代中期施金納（Skinner, 1904-1990）發展出來的教學理論，因為其是

提供學生個別差異需要的教學，所以其也是適性教學的措施（林生傳，1986；國

立教育資料館，2000）。不論適性教學（adaptive instruction）或是個別化的教學，

都強調先了解學生特性始開始教學（呂錘卿、曾榮華、陳韻如，2006；Wang, 1980, 

p.123）。適性教學的教學活動可於團體中進行，不必是個別的教學（黃政傑、張

嘉育，2010），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是班級團體，因此本研究將選擇能適用於班級

團體中的適性教學理論。 

適性教學於 1980 年之後，受到認知心理學及有效教學的影響，使得學習和

教學之間有更緊密地連結，意指教師可以回應學生個別差異的要求（Wang & 

Lindvall, 1984）。Gardner（1983, 1993, 1999）提出多元智能理論，其認為人類有

八種以上基本智能，包括：語文、邏輯數學、空間、肢體動覺、音樂、人際、內

省與自然觀察等智能。又根據其所撰的《智力架構》一書指出：過去一向強調語

文智能與數學邏輯智能為主的教學，逐漸有被以重視空間、肢體動覺、以及人際

智能等學習方向所取代。因每個人都具備八種智能，但每個人智能的強弱組合不

同，只要提供適切的學習情境，這些智能終將獲得開發，這觀點使得適性教學的

內涵更為寬廣，因為教師可以針對每位學生，設計出符合學生智能發展的多元學

習活動（Checkley, 1997；Gardner, 1997）例如：學習分數時，若是以披薩切片為

例，若是以圖像顯示四片，則是空間智能的運用，再請同學比較四片中之每片大

小是否相同，則是自然觀察智能，若讓同學在小白板上，以彩色筆畫出披薩的圓

形則是空間與肢體動覺智能的運用。由於每個人具有個別智能的差異，本研究可

藉助發展符合學生學習的多元活動，此為本研究選擇多元智能理論為適性教學的

動機。 

二、待答問題 

綜合上述議題及適性教學目的，除了探究班級內數學補救教學學生的學習成

效，同時為避免忽視非補救教學身分的數學學習落後學生，本研究待答問題如下： 

(一) 運用多元智能理論教學於四年級的數學課程，對於班級內補救教學學生的

學習成效改變為何？ 

(二) 運用多元智能理論教學於四年級的數學課程，對於班級成績後35%學生的

數學學習成就改變為何？ 

(三) 運用多元智能理論教學於四年級的數學課程，達到尊重學生學習權的作法

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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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擬應用多元智能理論於原班級的數學教學，達到提升班級內數學補救

教學學生的學習成就，所以文獻探討重點，包括學習權的內涵、補救教學與多元

智能理論的教學活動設計。 

一、學習權的內涵 

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於 1985 年的第四次國際成人教育會議宣言中提出

有關學習權（right to learn）的內涵，其對於學習權界定的內容為：「學習權是閱

讀和寫字、提出問題與思考問題、想像和創造、瞭解人的環境和編寫歷史、接受

教育資訊，以及發展個人和團體技能的權利」（UNESCO, 1985）。吳清山教授、

林天祐教授（1998）則認為學習權是指「個人在所處環境中充分發展閱讀、思考、

生活以及創造能力的一種基本權利」。從以上說法，我們可以理解學習權是以個

人為主體，也就是將個人視為學習的主體，透過適當的學習情境和學習活動，將

可以充分發展個人潛能，以記錄歷史、創造歷史的一種基本人權，也就是說，每

一個人於發育成長過程中，學習各種知識、技能，發展閱讀、思考、生活以及創

造能力的一種基本權利，是自然需求，也是與生俱來的人權。學習權的內涵不僅

包括受教育的權利，應該還有主動學習的概念在其中。 

教育是實現學習權的具體途徑，雖然補救教學為保障學生學習權的具體實踐

方案之一，然而教師於原班級中，尊重學生個體學習方式的教學，促使學生的主

動學習，也是符合上述學習權的內涵。 

二、補救教學 

(一) 學校的學習三層級支援系統概念 

教育部於 2012 年頒布「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學習支援系統建置及教

學增能實施要點」，針對學校提出學習三層級支援系統概念，第一層支援定義於

原班級的差異化教學，第二層支援定義於抽離式補救教學和第三層支援之特殊教

育系統（洪儷瑜，2012）。因應十二年國教的需求，唐淑華（2013）強調教師更

應在課堂上積極關注那些稍微落後且可以立即補救的學生。 

教育部於 2019 年 8 月頒布了「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學習扶助標準作業流程手

冊」（教育部，2019）將「補救教學」名稱修正為「學習扶助」，以說明提供低成

就學生學習資源的精神。本文提及「補救教學」對象是指學校學習三層級支援系

統第二層支援的抽離式課後補救教學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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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補救教學學生的篩選 

自 2006 年度起，教育部以「攜手計畫－課後扶助方案」，於課後時間提供弱

勢且學習成就低落的國中小學生免費之補救教學。期透過補救教學的方式，幫助

處於弱勢之國民中小學生培育出基本學習能力。篩選參加計畫低成就學生條件

為： 

1. 參加篩選追蹤輔導轉銜計畫試辦學校，其學生經評量系統標準化測驗結果，百

分等級未達 35%者。 

2. 未參加篩選追蹤輔導轉銜計畫試辦學校，都會地區（指直轄市、省轄市及縣轄

市）以單一學科班級成績後 25%，非都會地區以單一學科班級成績後 35%為

指標。 

(三) 補救教學的教學建議 

諸多學者就教室內的學習，發表低成就或成績低落學生的某些相類似表現特

徵研究結果（李素慧、張新仁、邱上真，1997），包括有(1)低的測驗基本作答技

巧；(2)對於有興趣的課程，有優異的理解力、記憶力與思想僵固的傾向；(3)容易

分心，不易專心；(4)缺乏學習動機。所以，如何在課程中，提高學生的注意力或

是學習動機是教學的重點。 

王文君、王金國（2014）與趙曉美（2015）提出提升補救教學學生學習動機

研究結果為從學生的興趣著手，以創造學生成功經驗；高宜芝、邵宗佩（2009）

則認為學生的優勢智能與適當的課程設計，可增加學生學習成功機會。楊蕎憶

（2015）提出藉由多元智能教學策略，讓學生了解自身優勢，可使學生有學習動

機。傅潔琳（2019）則應用補救教學教師問卷，提出教學建議(1)學生會從喜歡的

內容去主動學習；(2)多元教學策略，才能在補救教學課堂進行差異化教學。依據

上述學者的研究結果，本研究的重點是運用學生的優勢智能，發展活動以吸引學

生投入課程的學習情境。 

(四) 小結 

1. 班級中的學生，除了既有的補救教學學生，也存在著可能會發生學習低成就

的學生，本研究將高度關注班級數學成績後 35%學生。 

2. 依據學者對於提升補救教學學生的學習動機研究成果，本研究將應用學生優

勢智能規劃多元教學策略，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與興趣。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2，11（12），頁 154-182 

 

專論文章 

 

第 160 頁 

三、多元智能理論的教學活動設計 

教師以學生為主體，尊重學童的優勢智能是多元智能的教學觀點。為設計出

適合學童優勢智能的教學活動，將分別說明多元智能理論核心意義與教學實務、

多元智能教學活動設計的切入點與運用多元智能教學活動的優勢智能選擇。 

(一) 多元智能理論核心意義與教學實務 

多元智能理論（Multiple Intelligences Theory, MIT）是美國哈佛大學教授

Howard Gardner 於 1983 年所提出的。該理論認為每個人都具備至少有八項智能，

包括：語文、邏輯 數學、空間、肢體動覺、音樂、人際、內省與自然觀察智能

（Gardner, 1983；Gardner, 1995）。在適當的情境，大多數人智能是可以發展到一

定的水準，所以教師依學生的優勢智能規劃教學活動，就是在安排適當的學習情

境。彙整諸位學者（王為國，2006；郭俊賢、陳淑惠，1999；李平譯，2003）的

八大智能核心意義，以及研究者與數學教師討論八大智能教學活動範例，呈現於

多元智能理論核心意義與數學教學範例表（表 1），以利後續活動的設計參考。 

表 1 多元智能核心意義與數學教學範例表 

八大智能 內容 

語文 
核心意義 對聲音、句子結構、意義、文字及說話具敏感性。 

教學範例 語言或是文字教學。例如，語文解釋數學定義。 

邏輯數學 

核心意義 對邏輯或數字敏感；能推理因果關係。 

教學範例 
提問進行教學。例如，詢問 12 顆糖果，平分給三個小朋友，每人

可以分到幾顆？ 

空間 
核心意義 能感覺視覺空間的能力。 

教學範例 圖像、色彩教學。例如，運用圖形解釋文字意義。 

音樂 
核心意義 能創作並欣賞節奏、音調、音色。 

教學範例 音樂、節奏教學。例如九九乘法編成歌詞。 

肢體動覺 
核心意義 能控制身體動作處理事物。 

教學範例 提供教具的操作。例如，白板上操作、實際量測。 

人際 
核心意義 能辨別及回應他人的情緒、動機及期望。 

教學範例 運用小組討論活動。例如，教師要求小組量測桌面。 

內省 
核心意義 喜歡接近自己生活感受及區分自己情緒的能力。 

教學範例 連結學習內容跟自己。例如，量測自己的手臂長。 

自然觀察 
核心意義 能區分種類；能觀察不同物之間的關係。 

教學範例 生活與學習內容。例如：教室桌面的形狀連結周長。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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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多元智能教學活動設計的切入點 

Lazear（1999）指出，教師搭配學生的優勢智能進行教學設計，學習者則可

以運用自己的優勢智能學習，以達到教學的目標。而多元智能教學活動的設計，

Gardner（1999a）提出教學的切入點概念，即是應用學生的優勢智能轉化成教學

活動之意，而其切入方式則包括有語文、邏輯數學、內省、空間、肢體動覺、人

際與自然觀察等。劉唯玉（2007）提出應用 Gardner「搭橋理論」作為協助低成

就學生的學習，而搭橋（Bridge）之意，即教師透過學生優勢智能為學習途徑與

切入點。例如，讓學習落後者的學習改善，就可以選擇學生的優勢智能為切入點

進行教學活動的設計，讓學習者願意花心思於學習，達到學習成就改善的結果。 

(三) 運用多元智能教學活動的優勢智能選擇 

班級中有許多的學生，如何組合學生優勢智能為教學切入點是一個議題。國

內外以多元智能教學相關研究很多，大多以組合八種智能方式進行活動設計（許

啟明、許朝勝，2003；柯志儀，2002；Gens, Provance, VanDuyne & Zimmerman, 

1998），然而如此卻造成教師的教學負擔。葉育芳（2005）與劉唯玉（2007）兩人

是從班級大多數學生的優勢智能中，選擇一項優勢智能進行活動設計，而李佩穎

（2011）則是採取部分智能進行活動設計。以上的選擇方法，僅是班級學生中的

部份選擇，忽略了尊重全班學生的學習權考量。 

(四) 小結 

班級學生優勢智能的組合，必須能涵蓋班級中每位學生至少一項優勢智能，

以作為教學活動設計的切入點。 

四、文獻探討小結 

1. 以班級成績後 35%學生為高度關注的對象（含補救教學學生），以及為顧及

全班學生的學習權，本研究的班級學生優勢智能組合程序為：(1)先考量，

班級數學學習成績後 35%學生的優勢智能組合，(2)再思考，班級數學學習

成績前 65%學生的優勢智能組合。 

2. 課程中的多元智能活動設計，將應用於引起動機與教學活動。其分兩步驟安

排，包括(1)針對上學期第一次段考前的課程，將選擇可涵蓋全班學生的優

勢智能，應用於兩活動；(2)第一次段考後的每次段考前課程，則以前次段

考班級成績排序後 35%學生優勢智能組合，進行引起學生學習動機活動設

計，再以班級成績前 65%學生的優勢智能組合，輔以班級成績排序後 35%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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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優勢智能組合中至少一個優勢智能，達到涵蓋全班學生的優勢智能為教

學活動的設計。 

參、研究方法 

本章節將分別說明：研究情境與研究對象、研究工具、研究設計與教學流程、

與資料蒐集。 

一、研究情境與研究對象 

本研究實施於 109 學年度的幸福國小，其各年級有四個班級，因應計畫的展

開順利，僅選擇 1 個班級（404 班），進行多元智能的教學介入，同時蒐集非教學

介入的三個班級（401 班、402 班、403 班）必要資料。各班級補救教學學生情況，

如表 2，四年級班級補救教學學生與補救內容明細表。依據內容，首先發現各班

級需要補救的學生有三至五位，而學生代碼則以班級與座號組合為之（例如：401

班 9 號為 40109），而且班級中有些學生在補救數學的同時，也補救國語。而我們

也發現各班級存在著需要參與卻未實際參與補救的學生，因為學生是否參與補救

教學仍有家庭的考量，所以班級內提升補救教學或是學習低成就學生的學習成

就，確實是有必要解決的教育議題。 

表 2 四年級班級補救教學學生與補救內容明細表 

班級 教學介入 學生代號 需要補救學科 參與補救 

401 無介入 

40109 國、數 參與 

40114 數 參與 

40121 數 未 

402 無介入 
40212 國、數 參與 

40219 數 參與 

403 無介入 

40307 國、數 參與 

40311 國、數 參與 

40321 數 未 

404 介入 

40414 國、數 參與 

40424 國、數 參與 

40411 數 未 

40422 數 參與 

40423 數 未 

有關課程選定，乃依據主任與教師的教學經驗，上學期選擇第一次段考前之

「除法」單元與第一次段考後之「分數及小數」兩個單元；下學期選擇第一次段

考前「周長與面積」單元與第一次段考後之「簡化運算、小數－化為分數、時間」

三單元。本研究仍應用原班級的數學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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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工具 

基於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使用五種研究工具，來回答前述三個待答問題。 

1. 吉思維多元智能量表：由井敏珠教授於 2005 年主編，其帶領政大創新育成中

心多元智能研究團隊，所開發的吉思維多元智能量表。該量表的編制依據所蒐

集的 2,323 份有效樣本，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與內部一致性信度分析，具有良

好的信度與效度，此量表目前也為新北市教育局應用於國小適性職業探索課

程。量表的目的為分析出學生較優的前三優勢智能，以提供教師進行班級學生

的優勢智能分布之用。 

2. 數學段考試卷：國小上學期與下學期各二次數學段考試卷為工具，共計四次的

段考試卷。其目的為以同一份試卷追蹤四個班級補救教學學生的數學學習成

就變化。 

3. 學生課程投入性與成就性觀察表：此兩表單經由研究者與教師討論所編制，

目的是由研究者、主任及另一位觀察教師入班記錄補救教學學生的學習投入

狀況與課堂練習的狀況，以做為下一節課的教學調整參考，其應用如下說明： 

(1) 學生課程投入性觀察表（附件一）：針對班級補救教學學生進行課程中

學習投入的觀察與記錄。內容包括教學內容概述，每 10 分鐘觀察學生

的 1~5 分數記錄和簡要的記錄學生的投入狀況。 

(2) 學生課程成就性觀察表（附件二）：針對班級補救教學學生進行課程中

課堂練習的觀察與記錄。內容包括相關學習目標的課堂練習內容，觀察

者寫下 1~5 的分數與當下的表現，呈現學生完成練習的狀況。 

4. 班級補救教學學生學習狀況記錄表（附件三）：研究者訪談班級數學教師，記

錄該班級補救教學學生的學習狀況，內容包括教學介入前與教學介入後，期

間差異約八個月。其目的為，讓教師了解於教學介入前後，學生的學習行為

改變狀況。 

5. 學習單：教師依據課程教學目標設計學習單，內容包括文字題、圖像題。其

目的是了解學生的學習問題。例如學習單（周長）之附件四，教學目標是(1)

認識周長：學習單中，要求學生用彩色筆描出左邊圖形的周長。(2)認識正方

形與長方形的周長計算公式及應用，由學習單中圖形題，算出左邊圖形的周

長是多少公分?，以及應用題中已知長方形周長條件下，求解長寬和等問題。 

三、資料蒐集與分析 

資料收集工具包括(1)吉思維多元智能量表、(2)四次數學段考試卷、(3)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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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投入性與成就性觀察表、(4)班級補救教學學生學習狀況記錄表，以及(5)學

習單。有關工具應用於資料蒐集與分析內容，分述於後。 

1. 吉思維多元智能量表：蒐集班級每位學生的前三較優智能，並且分析及組合成

全班的優勢智能分布，如附件五，全班學生優勢智能分布圖，以利後續教師根

據此圖，進行涵蓋全班學生的優勢智能組合，進而設計教學活動。 

2. 數學段考試卷：蒐集四次班級段考成績，進行以下分析： 

補救教學與班級成績後 35%學生的數學學習成就變化，包括段考成績，以及

應用 T 分數統計該校四個班級學生的學校排序。以免僅以班級成績誤判學生的學

習成就進步狀況。例如班級內補救教學學生於該班級中仍舊排序於後段，可是卻

已經是全校學生數學成績排序的前段或是中段。 

3. 學生課程投入性與成就性觀察表：研究者與學校主任入班觀察與記錄學生的

學習狀況。 

(1) 學生課程投入性觀察表：蒐集與分析班級補救教學學生投入課程的狀

況，包括教師教學內容，學生投入學習狀況。例如，回答教師提問、主

動舉手、玩手中物品等，以作為優勢智能活動選擇參考。 

(2) 學生課程成就性觀察：蒐集與分析班級補救教學學生於課堂練習的狀

況，包括學習目標與學生完成練習的狀況。例如，上台分享、完成列式

與計算、完成以塗色表示分數，或是需要協助才能完成等。 

4. 班級補救教學學生學習狀況記錄表：分別於上學期教學介入前，以及教學介

入後，訪談與蒐集與分析班級補救教學學生的學習狀況之改變情況。 

5. 學習單：教師應用學習單的學習目標與練習題，蒐集與分析補救教學學生對於

本次學習單的錯誤問題，以作為課後補救與段考前複習之標的。 

四、研究設計與教學實施 

(一) 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用質量合併研究方法，運用多元智能教學於所選課程，然後蒐集學

生的質性與量化資料，追蹤學生數學學習成就與數學學習狀況之改變。本研究的

教學安排包括(1)班級學生的優勢智能組合、(2)優勢智能教學轉化活動範例，以

及(3)教學執行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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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學安排 

1. 班級學生的優勢智能組合 

教師參考班級學生的段考成績排序與班級學生的前三優勢智能組合，始進行

課程教學活動設計與執行。然而上學期第一次段考前，並無該班級段考成績排序

可以依據，所以班級優勢智能選擇與活動（學習動機與教學）的設計模式，將依

據兩種時段進行，包括(1)上學期第一次段考前，與(2)上學期第一次段考後進行。 

(1) 上學期第一次段考前課程的全班優勢智能組合 

第一次段考前的課程，將以全班學生的優勢智能應用於引起學生學習動

機與數學教學活動。 

圖1 上學期第一次段考前全班學生優勢智能組合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教師應用吉思維多元智能量表（附件一）於 404 班，然後蒐集資料完成

如附件五的上學期第一次段考前全班學生優勢智能組合圖（圖 1），接著依據

全班的優勢智能分布，選擇可以涵蓋全班學生至少一項優勢智能。以圖 1，

上學期第一次段考前全班學生優勢智能組合圖中的橘色標示為例，教師於上

學期第一次段考前的課程，選擇語文、邏輯、空間、自然觀察、肢體動覺，

以及人際智能進行教學活動的設計。 

 

學生 語文 邏輯數學 空間 自然觀察 音樂 肢體動覺 人際 內省

40401 ● ● ●
40402 ● ● ●
40403 ● ● ●
40404 ● ● ●
40405 ● ● ●
40406 ● ● ●
40407 ● ● ●
40408 ● ● ●
40409 ● ● ●
40410 ● ● ●
40411 ● ● ●
40412 ● ● ●
40413 ● ● ●
40414 ● ● ●
40415 ● ● ●
40416 ● ● ●
40417 ● ● ●
40418 ● ● ●
40419 ● ● ●
40420 ● ● ●
40421 ● ● ●
40422 ● ● ●
40423 ● ● ●
40424 ● ● ●
40425 ● ● ●
4042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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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學期第一次、第二次段考與下學期第一次段考後的全班優勢智能組合 

依據文獻探討結果，以段考班級成績排序後 35%學生優勢智能組合，進

行引起動機活動設計，再以班級成績前 65%學生的優勢智能組合，以及選擇

引起動機優勢智能組合中至少一個優勢智能（使涵蓋全班學生），為教學活動

組合，進行教學活動的設計。因此優勢智能的組合內容順序首先是：應用全

班的優勢智能分布圖，如附件五，然後組合學生段考成績與成績排序，如下

圖 2，上學期第一次段考後全班學生優勢智能分布圖，接著框出成績後 35%

學生的範圍，包括從學生 40403 到 40414 的九位學生。 

   圖 2 上學期第一次段考後全班學生優勢智能分布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以上圖為例，教師選擇肢體動覺與人際智能為引起動機，其涵蓋成績後

35%學生，而此兩種智能也可涵蓋部分成績前 65%的學生，如深灰色格子標

示，接著教師選擇語文、邏輯、空間與人際智能涵蓋成績前 65%學生之優勢

智能，最後教師再檢視成績後 35%學生，發現再加上肢體動覺智能，即成為

教學活動的智能組合。 

2. 優勢智能教學轉化活動範例說明 

完成學生優勢智能組合後，接著進行教學活動設計與教學執行。以周長與面

積五節課中的第一節課為例，進行引起動機與教學活動的內容說明如下： 

(1) 引起動機活動範例（依據優勢智能：邏輯、肢體、人際、空間）：先是以

空間圖像介紹學校花圃的形狀，教師再以邏輯數學智能之提問方式詢問

學生 狀態
上第1次

數學成績
語文 邏輯數學 空間 自然觀察 音樂 肢體動覺 人際 內省

40420 100 ● ● ●
40408 89 ● ● ●
40404 87 ● ● ●
40426 85 ● ● ●
40416 83 ● ● ●
40417 82 ● ● ●
40401 81 ● ● ●
40406 76 ● ● ●
40410 76 ● ● ●
40418 75 ● ● ●
40419 72 ● ● ●
40413 66 ● ● ●
40405 64 ● ● ●
40402 61 ● ● ●
40421 61 ● ● ●
40425 59 ● ● ●
40407 55 ● ● ●
40403 54 ● ● ●
40412 53 ● ● ●
40409 52 ● ● ●
40415 48 ● ● ●
40422 數補 36 ● ● ●
40411 數補 32 ● ● ●
40423 數補 23 ● ● ●
40424 數補 22 ● ● ●
40414 數補 20 ● ● ●

成績

後

35%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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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應該要如何量測周長，然後要求同學以肢體動覺之操作方式畫出長

方形、正方形於小白板。接著，教師也親自示範量測桌面周長，也讓小

組以人際互動的討論方式，進行實際的肢體動覺的動手操作量測桌子周

長，並且以肢體動覺智能，畫出形狀與記錄數字尺寸於小白板。 

(2) 教學活動活動範例（依據原邏輯、肢體、人際、空間，增加語文與自然

觀察智能）：教師利用正方形/長方形空間圖像，語文說明周長公式及有

邏輯次序的列出計算步驟，然後教師同時並列出正方形與長方形的周長

計算步驟於黑板上，請同學應用自然觀察，然後運用肢體舉手及語文說

明長方形與正方形列式的差異。最後教師再提供實際案例，讓每位學生

於小白板運用肢體描繪正方形與長方形形狀空間圖象，再以小組人際互

動討論方式，寫出計算周長的邏輯次序步驟與答案。 

3. 教學執行與修正 

教師教學執行時，研究者與教師依據補救教學學生的課程投入性與成就性觀

察表結果，修正次節課的教學活動，並且應用補救教學學生於學習單的學習困難

統計，進行課後的輔導。 

肆、研究結果 

一、參與教學介入班級的補救教學學生成績有明顯的進步 

以 T 分數進行全校四年級學生的數學段考名次排序，再以上學期第一次段考

與下學期第二次段考結果，進行比較，如表 3，補救教學學生數學段考成績全校

排序進步率比較表（上學期第一次/下學期第二次），顯示： 

表 3 補救教學學生數學段考成績全校排序進步率比較表（上學期第一次/下學期第二次） 

班級 
教學

介入 

補救 

教學人數 

排序 

進步人數 

人數 

進步率 

第二次段考 

及格人數 分數 

401 

否 

3 1 33.33% 0 18~51 

402 2 0 0% 0 22~26 

403 3 1 33.33% 0 28~50 

總計 8 2 25% 0 -------- 

404 是 5 5 100% 3 37、54、61、71、73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1. 檢視無參與教學介入計畫 401、402 與 403 班 8 位補救教學學生中，僅二位

學生的校排名是進步的，進步人數比率是 25%，而八位學生的下學期第二次

段考成績仍都是不及格的，分數介於 18 分與 51 分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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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檢視參與教學介入計畫 404 班 5 位補救教學學生，其校排名都是進步的，進

步人數比率是 100%。他們的下學期第二次段考成績，則是介於 44 分與 73

分。進一步檢視分析上學期第一次段考與下學期第二次段考的數學學校排序

與成績，如表 4，補救教學學生兩次段考明細表（404 班）， 

表 4 補救教學學生兩次段考明細表（404 班） 

學生 補救狀態 
(上)第一次段考 (下)第二次段考 成績進

步率 

校排進

步率 分數 校排 分數 校排 

40411 數，未參加 32 89 58 52 81% 41.6% 

40423 數，未參加 23 92 73 35 217% 62% 

40414 國數，有參加 20 95 44 88 120% 7.4% 

40422 數，有參加 36 86 71 49 97% 43% 

40424 國數，有參加 22 94 61 50 177.3% 46.8%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顯示，班級上具備第二層支援抽離式補救教學身分的學生，不論其是否實

質參加課後之補救教學，成績與校排序都是進步的，例如(1)有參加學生，分別

是 40414(國、數)的 44 分、40422(數)的 71 分，以及 40424(國、數)的 61 分：

(2)未參加學生，分別是 40411(數)的 58 分與 40423(數)的 73 分。總計 3 人成績

是及格的。 

3. 研究發現 

(1) 經過多元智能運用於課程教學歷程的 404 班級，補救教學學生於數學

段考成績的學校排序人數進步率與及格人數，都明顯優於 401、402 與

403 班，意指運用多元智能的教學及課後的輔導，確實提升班級數學

補救教學學生的數學學習成就。 

(2) 404 班補救教學學生，其不論其是否有參與課後的抽離式補救教學，

或其是同時需要補救國語、數學兩科，或是僅數學單科，他們的數學

學習成就都進步。成績進步率介於 81%與 217%間，而學校排序進步

率是 7.4%與 62%間。 

二、運用學習單，有助輔導班級補救教學學生的學習困難 

404 班教師利用訂正補救教學學生的學習單，進行彙整與輔導補救教學學生

的學習問題，確實能幫助教師後續對於補救教學學生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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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發現學生的學習問題：如圖 3 學習單錯誤內容圖（1）範例，顯示有關周

長知識學習問題，包括(1)錯誤周長的定義；(2)混淆周長與面積公式；(3)周長公式

運用問題。 

圖 3 學習單錯誤內容圖（1） 

教師於周長下一單元面積單元教學，利用早自習作業批改時間，再提供一份

學習單給該生練習，以確認該生的學習問題，其結果大致有改善如下圖 4 學習單

錯誤內容圖（2），顯示學生已經會使用周長公式解決問題，但是周長與面積仍混

淆。教師會於課後再找該學生，進行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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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學習單錯誤內容圖（2） 

(一) 彙整補救教學學生的知識學習問題 

周長單元結束，教師彙整補救教學學生學習問題，如表 5，周長之補救教學

學生尚存知識問題明細表，顯示補救教學學生不懂的四個知識問題，教師將利用

後續單元時間複習。 

表 5 周長之補救教學學生尚存知識問題明細表 

學生 知識學習問題 

40411 長方形的定義 拼接圖形不 

知周長位置 

--------- -------- 

40414 --------- 
無法理解從長方形

周長的反向推知的

應用題 

知周長，不會計算長

與寬的總計 

40422 --------- ------- 

40423 --------- ------- 

40424 --------- --------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二) 彙整補救教學學生於計算及應用題學習問題 

教師彙整補救教學學生的計算及應用題學習問題，如表 6，周長之補救教學

學生計算與應用題問題明細表之內容，教師將針對學生與表 6 之內容，進行教學

輔導。 

表 6 周長之補救教學學生計算與應用題問題明細表 

學生 計算問題 應用題文字理解問題 

40411 2 位乘 2 位、平分 看不懂，從長方形周長推算長寬和題意 

40414 2 位乘 1、2 位數、平分、除法 
看不懂，從周長反向推算正方形邊長，以及從長

方形周長反向推算長寬和題意 

40422 3 位數的加法、平分 看不懂，從長方形周長推算長寬和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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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23 2 位乘 2 位 ------------------------------------------- 

40424 2 位乘 2 位、平分 
看不懂，從周長反向推算正方形邊長，以及從長

方形周長反向推算長寬和題意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三) 教師運用優勢智能理論的教學輔導策略 

教師運用學生優勢智能於課後，輔導學生學習問題的解決，教學輔導策略如

表 7，周長知識學習問題的教學輔導策略表，幫助學生理解知識學習問題，以及

表 8，周長應用題文字理解學習問題的教學輔導策略表。 

表 7 周長知識學習問題的教學輔導策略表 

學生 優勢智能 

知識學習問題 

長方形的

定義 

拼接圖形不知周長

位置 

不理解從長方形周

長的反向推知的應

用題 

知周長，不會

計算長與寬的

總計 

40411 

空間 

自然 

人際 

不同彩色筆描繪長方型的長與

寬，比較長與寬的長度 
  

40414 

音樂 

肢體 

內省 

 

提供多張拼接圖，陪

同學生用筆描繪周

長位置 

 

40422 

空間 

人際 

內省 

  

1.三位同學討論。 

2.長方形圖像，標示長與寬的尺寸與

周長總和列式。 

3.以上述圖形，更改周長值，提問學

生單邊(長寬和的意思)，應該是多少。 

40423 

空間 

音樂 

人際 

  

40424 

音樂 

人際 

內省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表 8 周長應用題文字理解學習問題的教學輔導策略表 

學生 優勢智能 

應用題文字理解 

從長方形周長推算長寬和 從周長反向推算正方形邊長 

40411 

空間 

自然 

人際 

1. 將 40411、40414、40422 與

40424 組成小組。 

2. 以教室桌面形狀 (長方形 )為

例，利用彩色筆描長寬和的線

條，呈現長方形有兩組長寬

和。(要同學一起畫) 

3. 提問長方形周長等於幾組長

寬和，請同學討論後分享。 

4. 因此可知，長方形的長寬和等

於周長平分的結果。 

1. 將 40411 與 40424 組成小組。 

2. 依據左邊長方形長寬和的步驟

內容，推算正方形等於周長除以

4 的結果。 

40414 

音樂 

肢體 

內省 

 

40422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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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 

內省 

40423 

空間 

音樂 

人際 

  

40424 

音樂 

人際 

內省 

同上 同上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四) 研究發現 

1. 運用學習單，彙整補救教學學生的學習問題，發現(1)40414 與 40424 的文字

理解學習問題較多，原來他們都是兼具國語及數學的補救教學學生，而文字

的理解問題也是數學學習成就低落的因素；(2)許多計算問題是小學三年級數

學，顯示三年級數學課程即應該於班級內實施多元智能教學。 

2. 教師運用學生優勢智能，進行課後教學輔導，包括釐清觀念、計算與應用題

文字的理解等，顯示優勢智能的教學策略，也可以運用於課後其他學科的輔

導教學。 

三、教師使補救教學學生投入課程的優勢智能活動安排 

依據學生上課投入性記錄表之活動，整理本研究 404 班補救教學學生高上課

投入之活動，包括：教師以空間圖像之輔助說明、教師與學生人際互動方式的點

名回答或是上台、學生應用肢體動覺於小白板的操作畫圖、學生間人際互動的小

組討論與操作，以及教師應用人際與內省方式的對學生個別關懷、讚美與輔導。 

四、參與教學介入的班級，其班級成績後 35%學生成績有明顯進步 

針對上學期第一次段考班級成績後 35%學生的學校名次排序，比較下學期第

二次段考名次排序的結果： 

1. 無參與教學介入班級 401、402 與 403 班，其上學期第一次段考成績後 35%人

數，共有 23 人且僅 3 位學生是全校前 65%，其中 8 人於下學期第二次段考的

校排序有進步，進步人數比率是 34.8%，然而下學期第二次段考進入全校前

65%剩下 2 位學生。 

2. 參與教學介入的 404 班，其有 9 人於上學期第一次段考成績後 35%且無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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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前 65%，其中 9 人於下學期第二次段考的校排序都是進步的，進步人數

比率為 100%，另外檢視下學期第二次段考成績，已有 7 人進入全校的前 65%，

意指運用多元智能於數學課程教學歷程，參與教學介入的 404 班成績後 35%

學生的總體成績表現，不但優於 401、402 與 403 班成績後的 35%學生，並且

有明顯的進步。 

五、因應學生學習權，發現班級段考成績的優勢智能組合確有不同 

本次研究，為顧及學生學習權與關注班級內學習成就落後學生的優勢智能組

合，本研究主要是依據班級學生段考成績，進行班級學生優勢智能組合，包括：

(1)第一次段考前課程：涵蓋全班學生智能組合（共 6 種智能），以及(2)學年第一

次段考後的歷次段考前課程的兩種組合方式，如課程與班級優勢智能組合表（表

9）所示，包括依據上學期第一次段考成績之引起動機的 3 種和教學活動的 4 種；

上學期第二次段考成績之引起動機的 4 種和教學活動的 4 種，以及下學期第一次

段考成績之引起動機的 3 種和教學活動的 4 種。 

表 9 課程與班級優勢智能組合表 

依據 

段考成績 

上學期第一次 

段考前(無依據) 

上學期 

第一次段考 

上學期 

第二次段考 

下學期 

第一次段考 

介入課程 除法 分數、小數 周長與面積 
簡化運算、小數

－化為分數 

班級優勢智能組合 

引起動機 語文、邏輯、 

空間、自然觀察、 

肢體動覺、內省 

人際、 

肢體動覺、自然 

人際、肢體動覺、 

邏輯、空間 

人際、 

肢體動覺、邏輯 

教學活動 
語文、邏輯、 

空間、肢體 

語文、自然觀察、 

邏輯、空間 

語文、空間、 

邏輯＋肢體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六、運用多元智能教學，改變班級內補救教學學生的學習狀況 

1. 從補救學生於期末的數學訪談回答，顯示學生因為有數學成績進步的歡愉，

以下為訪談的回應記錄： 

「以前不喜歡數學課，現在我喜歡，因為我會了」（生訪 2021062140422）；

「這次我考 73，阿嬤很高興」（生訪 2021062140423）；「老師提醒我，用彩色筆畫

課本老師說的話，我很喜歡」（生訪 2021062240414）；「考試我很緊張，常常忘記

時間，所以寫不完。我喜歡小組討論，因為我可以上台發表。」（生訪

2021062240411）；「我考及格了，我很高興」（生訪 202106224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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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教師對於教學介入後補救教學學生的學習態度觀察，發現學生的數學學習

態度確實有改善狀況，如表 10，數學補救教學學生學習狀況改善表。 

表 10 數學補救教學學生學習狀況改善表 

學生 
教學介入前 教學介入後 

學習狀況 學習狀況 

40411 
注意力缺乏，上課不容

易專心 

1. 該生上課比過去更加專心且投入討論。 

2. 只是需要返校後再確認作業寫作。 

40414 
注意力欠缺，邏輯思維

較弱，無法舉一反三 

1. 需要以圖形輔助語文的說明，以及將步驟一一列出的

教學方式。 

2. 已經開始投入數學學習且認真寫筆記，遇到疑問也會

主動提問與訂正，但欠缺練習。 

40422 
注意力缺乏，喜歡畫課

本且段考就會失常 

1. 已會基本計算與應用，但因為不夠熟練，容易出現錯

誤。 

2. 喜歡上課與同學討論，喜歡上台發表。 

3. 缺少考試分配時間技巧。 

40423 
數學規則記不住，例如

先加減，後乘除 

1. 上課非常投入活動，回家作業也開始認真。 

2. 已能把握基礎題型，需要重複概念與精熟。 

40424 
部分單元概念混淆，文

字理解弱 

1. 願意面對不會的單元，能理解基礎知識。 

2. 計算錯誤多，不夠精熟，以致沒有自信。 

3. 喜歡答題與提問，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3. 研究發現：運用多元智能理論教學，提升班級內補救教學學生數學學習成效

的內容，包括改變學生的學習態度，尤其是課程的投入。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1. 針對運用多元智能理論教學於四年級的數學課程，班級內補救教學學生數學

學習成效有三點結果，包括(1)參與教學介入的補救教學學生的數學段考成績

之學校排序人數與及格人數均優於未參與教學介入的補救教學學生、(2)補救

教學學生反應喜歡數學活動與數學成績的進步，以及(3)運用多元智能理論教

學，有提升班級內數學補救教學學生學習的投入改變。 

2. 針對運用多元智能理論教學於四年級的數學課程，班級內成績後 35%學生數

學學習成效實證方面，包括上學期參與教學介入的 404 班級，其第一次段考

成績後 35%的 9 位學生，並無人於全校排序前 65%，而下學期第二次段考結

果，已有 7 人進入全校前 65%，此結果優於非參與教學介入的三班級成績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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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的 23 位學生僅 2 人進入全校前 65%排序的結果，意指運用多元智能理論

教學，有提升班級內成績後 35%學生數學學習成就的效果。 

3. 針對運用多元智能理論教學於四年級的數學課程，達到尊重學生學習權的作

法是：完成兼顧全班學生與補救教學學生的優勢智能組合程序，包括(1)第一

次段考前課程：以八大智能組合於學習動機與教學活動；(2)第一次段考後的

每次段考前課程：班級成績後 35%學生優勢智能組合為引起動機；前 65%學

生優勢智能組合，再輔以引起動機中至少一個優勢智能，使能涵蓋全班學生的

優勢智能。依據此程序，發現依據每次段考後的班級優勢智能組合皆略有不

同，意指為使學生發揮其優勢智能的學習，教師尊重班級學生優勢智能組合的

教學活動設計，即是尊重學生學習權的作法。 

二、建議 

研究結果與發現，可以提供教師對於班級內補救教學學生的教學建議。 

1. 對於班級內補救教學學生，教師可以運用優勢智能於班級教學，也建議同時

運用個人的優勢智能於課後的輔導教學。 

2. 教師運用學生的優勢智能組合於不同單元課程的活動設計，而補救教學學生

的學習成就提升結果，建議教師嘗試運用於國語及英語的補救教學。 

3. 教師整理學習單的學生學習困難，運用早自習時間、下課時間與下一節課的

複習時間進行及時輔導，有助教師對於學生學習問題的學習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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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學生課程投入性觀察表 

_______學年度（上/下）學期 

觀察科目：_______ 課程單元：_______（本次觀察是本單元第____次課，____次段考範圍）教學者：_______ 

被觀察學校：__________ 年級：______ 班級：______ 參與觀察與討論者：________ 紀錄者：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 

學生 

座號 
MI 原本學習狀況 

1~10 分鐘

(1~5) 

11~20 分鐘

(1~5) 

21~30 分鐘

(1~5) 

31~40 分鐘

(1~5) 
現象與可能原因 綜合建議 

         

         

         

         

         

         

         

         

         

教學內容概述       

**註：學生超過 5 分鐘做自己的事（2 分(含)以下） 

附件二 

學生課程成就性觀察表 

_______學年度（上/下）學期 

觀察科目：_______ 課程單元：_______（本次觀察是本單元第____次課，____次段考範圍）教學者：_______ 

被觀察學校：__________ 年級：______ 班級：______ 參與觀察與討論者：________ 紀錄者：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 

學生 

座號 
MI 

課程練習之學習表現 
現象與可能原因 綜合建議 目標： 目標： 目標： 

       

       

       

       

       

       

       

       

練習內容概述      

**註：學生超過 5 分鐘做自己的事（2 分(含)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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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班級補救教學學生學習狀況記錄表 

_______學年度（上/下）學期 觀察科目：_______  

被觀察學校：__________ 年級：______ 班級：______ 受訪教學者：________ 紀錄者：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 

學生 
教學介入前_填寫日期（__年__月__日） 教學介入後_填寫日期（__年__月__日） 

學習狀況 學習狀況 

   

   

   

   

   

   

附件四 

學習單（周長） 

【圖形題】以下的圖形的周長是多少公分？ 

1. 

 

(1)請用色筆描出左邊圖形的周長。 

(2)算出左邊圖形的周長是多少公分？ 

2. 

 

(1)請用色筆描出左邊圖形的周長。 

(2)算出左邊圖形的周長是多少公分？ 

【應用題】一個長方形兒童樂園，周長是 150 公尺，請回答下列問題。 

1. 兒童樂園的長寬合起來是多少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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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全班學生優勢智能分布圖 

學生

姓名 

優勢

智能 
語文 

邏輯

數學 
空間 

自然

觀察 
音樂 

肢體

動覺 
人際 內省 

001 

語文 

空間 

內省 

⚫  ⚫     ⚫ 

002 

邏輯 

空間 

人際 

 ⚫ ⚫    ⚫  

003 

空間 

自然 

內省 

  ⚫ ⚫    ⚫ 

004 

空間 

肢體 

人際 

  ⚫   ⚫ ⚫  

005 

邏輯 

空間 

自然 

 ⚫ ⚫ ⚫     

006 

語文 

自然 

內省 

⚫   ⚫    ⚫ 

007 

邏輯 

自然 

音樂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