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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為了提升低成就學生的基礎學科能力，教育部補助各縣市政府進行學習扶助

課程，透過適性及差異化教學，提升學習落後學生之學習成效，以期達到「因材

施教」的教育理想（許金城，2016）。而參與學習扶助課程的學生多為低成就學

生。低成就學生的心理特質（王瓊珠，2014；董旭英，2020）包括低自我概念（低

自尊心與低自信心）、對事物普遍缺乏積極性、自我設限等，而這些學生在學習

行為上，則常出現分心（專注時間不長）、缺乏有效的學習方法、學習速度慢、

學業成就動機低落等狀況。換言之，低成就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容易出現習得無

助感（Abramson, Seligman, & Teasdale, 1978）。 

Combs（1999）認為，學習的目的不僅是獲得知識與技能，更需與情感、態

度、信念、價值觀、與情緒相連結；亦即，教育不僅與認知、技能有關，教育更

是與情意息息相關。若欲幫助低成就學生重回學科學習的軌道，就需先解決學生

的習得無助感與挫折感。實施正向管教能夠降低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不良行為，

並積極增強學生的正向行為，有助於營造正向學習氣氛，並改善學生學習態度（徐

嘉珍，2015）。 

筆者長年從事偏鄉國中學習扶助課程，觀察到學生在參與學習扶助課程後，

學科成績不見得能有明顯進步，但學生在學習態度上卻因正向管教而有所轉變。

對國中生而言，學科學習上的低成就通常已是「冰凍三尺」、「積重難返」，除了

個人化的學習輔導外，透過正向管教幫助學生重新建立自信，調整學習態度，引

導學生積極向上，才能解決長期學習成效不彰的問題。 

二、學習扶助課程 

教育部為了補救教學方案投入大量人力及經費，民間單位亦投入許多的人力

與資金來協助不同地區的弱勢學生（林妙玲，2008）。在過去兩年的國中會考中，

約有三成學生的英文、數學成績是「待加強」，且在接下來高中職階段仍須參加

學習扶助課程（楊怡婷，2016）。無法有效提升學生學習興趣與動機，應是學習

扶助課程成效不如預期的重要原因。而在諸多原因中，師資、課程設計與教材教

法是與授課老師直接相關的因素，亦是最直接影響學生學習動機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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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師資 

和學生學習最緊密相關的人莫過於教師，而教師的教學態度與方法深深影響

國中學生的學習意願。在進行學習扶助課程時，教師需要掌握學生學習狀況，並

需兼顧課程進度。學習扶助課程的設計與實施仰賴經驗豐富且具教學能力的教

師，而這些經驗或能力並非在上完 8 小時或 18 小時研習即可獲得（陳麗珠，

2008）。偏鄉小校常苦於缺乏專業師資投入協助低成就學生，而學習扶助工作常

因無法聘請到合適且穩定的師資而中斷（黃玉幸，2017）。 

(二) 課程設計與教材教法 

參與學習扶助課程學生的心理特質與學習需求較為不同，教師理應針對學生

不同的需求設計課程與教材。但陳淑麗（2008）的調查研究發現，大部分學習扶

助教師仍採用平常課堂所使用的教材來進行教學，有少數教師會自編教材或使用

課外教材。而教師最常用的教學策略是「讓學生多寫多練習」，大量重複練習測

驗卷及試題。在學習扶助課程中，教師應使用有別於平常課堂的授課方式，依照

學生學習狀況調整教學策略，並以多元適性的教學方式來引起學生學習動機。重

複性填鴨的教學方式實難以激發低成就國中學生的學習動機與興趣。 

三、學生認為有效的教學方式 

從筆者與畢業生的訪談中得知，學生認為有效的教學方式，包括如何將學科

知識整合於生活情境中、教授學科知識也教授學習方法、以及個人化的學習輔導。

相對於在原班級具考試壓力的學習環境，學生偏好較為舒緩、低壓力的教學節奏，

也喜歡老師舉例如何將學科知識應用在生活中，讓學生感受到學習的目的不在於

追求成績高低，如何融入生活中解決問題才是學習的意義。 

以學習英語而言，低成就學生的學習困難之一是不知如何有效率地學習單

字；而字彙量的不足，也導致無法有效地進行閱讀。授課老師在教授單字時，也

須針對記憶單字的方法舉例說明，幫助學生透過系統性的方法來學習單字，透過

累積單字量，進而能夠學習句子與段落篇章。有效的學習英語並不一定要加強艱

深的文法觀念，能將英語輕鬆應用於生活對話中，反倒對提升學生對英語學習的

興趣有所助益。 

參與學習扶助課程的學生，在原班課堂中常會因為聽不懂老師的授課內容而

跟不上進度，甚至不知如何發問以獲得解答。在學習扶助課堂中，由於學生人數

較少，同儕程度相近，學習上相對壓力較少，授課老師能夠關注到個別學生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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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狀況，並針對學生的困難進行個別化的輔導。學生因為能夠放心發問且得到有

效回應，也會比較願意主動參與學習活動。 

四、正向管教學習扶助課程對學生的影響 

學生認為老師的正向管教對他們影響最大的，是變得有自信心，學習態度也

變得較為積極。在學習扶助課程中，教師透過找到學習困難點幫助學生突破學習

瓶頸，讓學生較易獲得成就感，以正向鼓勵取代處罰，「加法原則」看待學生優

點並給予信心，使用貼近學生興趣的學習方式取代填鴨式練習，提升學習樂趣與

成就，不僅關心學生認知方面的學習，更加重視學生生活中情意層面學習的提升，

讓學生有自信地去面對課業挑戰而不放棄。 

由於教師以正向友善的態度進行教學與班級經營，因此學生在學習扶助課堂

中能夠放心地發問，不用在意其他同學異樣眼光，將問題解決並達到有效的學習。

也由於課堂中的正向氣氛，學生的學習態度也逐漸變得積極。學習態度轉為積極

後，逐漸在學習中看到自己努力的成果，形成正向的學習循環，不僅在學科學習

態度上有所改變，生活中的正向態度與價值觀也在無形中逐漸養成，達到素養教

育之目標。 

五、結語 

從筆者的教學經驗與對學生的瞭解，學生偏好的教學方式，包括較為舒緩、

低壓力的教學節奏，也喜歡老師舉例如何將學科知識應用在生活中。除了學科知

識，學生也喜歡老師傳授學習方法。學生認為老師在學習扶助課程中實施正向的

個人化的輔導，能夠提升他們的學習成效。 

而筆者以正向管教經營的學習扶助課程對學生最大的影響，在於建立自信心

與積極的學習態度。在學習扶助課程中所獲得的成就感逐漸改變學生的學習態

度，在高中之後成為主動學習的驅動力。 

學習扶助政策的原意是讓學生透過補救課程幫助學生建立基本學科能力，進

而回歸到原班上課。對國中生而言，正向管教能引導學生積極向上的學習行為，

形成正向學習氣氛，進而改善學生學習態度。作者認為學習扶助課程應優先處理

學生情意層面的態度與價值觀，建立正向友善的學習環境，讓學生可以安心的學

習與發問，再處理認知層面的學科知識。當學生建立自信心及獲得成就感後，良

好的學習態度便在潛移默化中形成，亦提升了學習成效。學生即使在國中階段無

法回歸原班級之進度上課，但良好的態度與價值觀之建立，卻能幫助學生具備正

向態度來面對未來學習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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