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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獎勵制度的問題與改善之道 
張雯婷 

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一、前言 

在班級經營中，對教師而言，獎勵制度是最普遍運用的一種方法，可有效激

勵學生學習，提高學習效果，並建立正確的學習態度（丁亞雯，1991）。因此建

立適合的獎勵制度是每位教師在班級經營中需要面對的課題。為了讓學生遵守班

級規範及增進學習成效，獎勵制度的訂定與實施就非常重要。本文針對班級獎勵

制度來探討可能發生的問題及改善之道。 

二、獎勵的定義與班級獎勵類型 

(一) 獎勵的定義 

獎勵制度目前較廣泛使用的是增強理論及當中的代幣制度，以下就這兩個概

念做定義介紹。 

1. 增強理論（reinforcement） 

增強理論由斯金納（Skinner）在 1971 提出。目的是為了透過增加、減少獎

勵而改變、影響個人的行為，是心理學行為主義操作制約當中的概念，也普遍運

用在行為改變技術上。 

表 1 增強類型表 

類型 說明 

依性質分 
正增強 給予喜歡的增強物，提升個體的正確反應 

負增強 撤離學生嫌惡的增強物，提升個體的正確反應 

依層次分 

原級增強 能滿足人類基本需求的增強物 

次

級

增

強 

社會性增強 
指個人所喜歡接受的語言或身體刺激，例如口頭

讚美、擁抱等 

活動性增強 例如戶外活動與遊戲 

象徵性增強 
對個體來說具有內在意義與經驗連結的，像是個

體喜歡的地方 

依給予時間分 
立即增強 正確反應出現立即給予獎勵 

延宕增強 正確反應出現一段時間後給予獎勵 

依給予方式 

連續增強 正確反應後均給予獎勵 

間

歇

增

強 

固定時距 每隔一段特定時間，反應正確後就給予獎勵 

變動時距 增強的時間不固定，個體無法預測 

固定比率 某行為出現固定次數後給予增強物 

變動比率 增強的行為次數不可預測 

資料來源：整理自陳嘉陽（2014）。教育概論上冊第六章，頁 382-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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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代幣制度 

代幣制度為增強理論當中的一個獎勵方式。李杰倫（2020）認為，代幣獎勵

制度是透過約定物、代幣、符號等進行獎賞。老師能賦予代幣不同的價值與相關

規則，其目的都是以增強學生學習，降低負面行為並幫助學生養成良好習慣。在

林香吟（2014）的研究結果中也提到，實施代幣制能有效營造積極的班級氣氛，

尤其在激勵全班團結以爭取班級榮譽之成效驚人。因此在班級獎勵制度中，代幣

制是現今許多教師常用的班級經營方式之一。 

(二) 班級獎勵類型 

班級獎勵的類型有許多種，每位教師運用的方式及時機也有差異。以下是就

筆者觀察教育現場所列出幾種班級獎勵類型及說明。 

1. 畫記方式 

許多老師會使用畫記的方式作為累積的方式。從畫圈到畫正字皆有，大多會

呈現在教室明顯處或黑板上，期望給每位學生努力的動機，開放式的方式，也讓

同儕之間多了點競爭的關係。 

2. 集點方式 

個人集點的方式即運用代幣制度。代幣是一種操作制約中以增強為原則，類

化的制約增強物，促使個體產生動機重複完成被期待的行為，並依此根據代幣的

價值換取自我選擇的酬賞（許天威，1990）。目前教師較常使用的方式，有的是

給集點卡，有的是小貼紙，也有蓋章等方式，讓學生可以自己收集點數。筆者亦

有看過老師設計如超商的集點紙，讓學生使用，更能融入學生的生活中。此方式

無法知道同儕的點數，比較保有個人隱私，但容易會有遺失問題，也是需要老師

事先訂定規範。 

3. 存摺運用 

近年來有些老師將獎勵制度生活化，透過個人存班幣的方式，培養孩子金錢

概念，也給予使用的權力。彼此的存摺自行保管，老師每個月依學生平時表現給

予獎勵（薪水），並將薪資寫在存摺內。老師也會設置一些獎勵讓學生用班幣兌

換，提升學生學習的興趣與動機。 

三、班級獎勵制度的問題 

獎勵制度在使用時會遇到不同的問題，這也是在教育現場的教師們需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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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以下就筆者個人經驗及觀察，列出幾點班及獎勵制度可能會產生的影響及問

題。 

(一) 當獎勵制度抽離後，良好表現是否能維持 

在獎勵制度一開始，往往會使用連續增強的方式來提升學生的良好行為，但

若改變了增強的方式，學生是否能繼續維持，是個需要思考的課題。在郭純育

（2006）的研究中提到，呈現增強物的延宕時間，是影響增強效果的主要因子之

一。舉例來說：上課發表時，若有發言即給予獎勵，當下次發表時，有些學生會

問，回答有獎勵嗎？若回答沒有，這時往往會降低舉手的人數。雖然仍然會有少

數幾位同學願意繼續發表，但對於沒有獎勵時，學生的良好行為或學習動機是否

維持，就是師長們要注意的。 

(二) 獎勵制度的訂定與遵守不易 

在班級經營中，獎勵制度往往是教師自行訂定，且要求學生遵守。但是否貼

近學生的學校生活及需求，也是教師們需要注意的課題。邱珠瑛（2018）的研究

提到，正增強是獎賞，是對良好行為的肯定，目的是鼓勵好行為繼續進行下去。

尤其是當有學生達成目標時，教師就必須有原則的給予約定增強物，才能讓學生

確實遵守。 

(三) 獎勵的種類是否能引起學生的良好行為 

  獎勵分成原級增強，如糖果、餅乾，能滿足學生基本需求的；次級增強，如

社會性的表揚，活動性的玩遊戲，或是象徵性的自由選擇座位等，都會引起不一

樣的反應，每種層級都有適合的良好行為，教師需要去判斷及選擇使用時機。 

四、解決策略 

  班級獎勵制度在運用上需要審慎的規劃及思考適合的方式，當遇到問題時，

就需要解決策略來協助教師改進運用時機及規範。 

(一) 積極給予學生獎勵及確立規範 

  徐嘉珍（2015）提到，教師積極的獎勵能使學生當下能得到正面鼓勵，讓學

生達到預期行為。學生知道只要有好表現就可能獲得讚美與獎勵而保持好行為。

因而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及效果。而班級經營往往是從師生第一次見面即開始，

因此，相關的獎勵制度、班級規範，老師必須先跟學生們做講解及約定。一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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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讓學生了解應該遵守的獎勵制度也是非常重要的。這是學生在班級中行為的

準則，也能避免漣漪效應。 

(二) 與學生共同討論獎勵的方式 

  若能與學生共同討論獎勵方式，除了能讓大家知道有哪些行為是同學們在意

的，更重要的是，若是由學生們共同討論出的規範，大家會更願意遵守，因為是

學生們自己決定的。並且所訂定出的獎勵制度必須符合老師班級經營理念及學生

學習需要。這樣師生共同協議的方式，也能提升學生對師長的信任及良好關係。 

(三) 教師應彈性調整，選擇適合的獎勵制度 

  在詹傑森（2006）的研究結果提到，優良的教師應具有自己對代幣制度的教

育理念及原則，且能敏感察覺學生個別差異及情境變化，進而權變採取不同的策

略。獎勵制度有許多不同的形態，教師應事先分析學生的發展能力、興趣、班級

學生組成或是學校特色、社區氛圍等。這些都會影響獎勵制度的訂定及效果，因

此老師也是可以在不違反原則下彈性調整，運用不同的方式，才能更有效地做班

級經營，建立良好的班級氛圍。 

五、結語與建議 

(一) 結語 

  本文探討班級獎勵制度可能產生的問題與影響，當然，良好的班級經營，不

能只有獎勵，對於懲罰也是需要審慎。每位老師的個性與成長背景也會影響帶班

風格，班級學生組成每一屆也有差異性。因此，教師們應該要因地制宜，因材施

教，針對不同風格的班級使用適合的班級獎勵制度。平時也能多和同儕互相交

流，看看不同的方式，汲取他人的優點，發展出能提升自己班級經營的獎勵制度，

也是教師們需要具備的能力。 

(二) 建議 

1. 學校與教師共同經營獎勵制度 

有些學校會有自己的獎勵制度，發行集點卡讓教師在班級使用，若集滿點數

或印章，學校會協助頒發獎勵狀或獎品，筆者認為這就是學校端協助教師進行班

級經營很好的方式，提供教師們不同的選擇與協助。無論是教師或是學校，若能

用心安排獎勵制度，提升學生的自信心，增進學習成效，才能達到創造共好校園

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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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在使用時，最重要的是了解自己在班級經營上想要達到什麼目標，進而

選擇最適當的方式。有時也要判斷使用的時機，賞罰分明、遵守原則及因材施教，

才能達到班級獎勵制度最好的效果。教師除了可以多觀摩同儕教師的使用方式，

也能上網尋找相關資料，增進自己班級經營的知能，達到班級共好的願景。 

2. 家長及學生共同參與 

在初接班級時，建議教師能將班級獎勵制度向家長說明，無論是用紙本或是

在班親會時說明，都能讓家長們了解教師的班級經營方式，也讓他們對於學生在

學校的學習與班級規範有進一步的認識。當與孩子們溝通時，才能給予正面的回

饋與協助。 

每位學生的能力不同，對於能力較強的孩子，在獎勵制度中，往往會獲得比

較多的成果。對於弱勢學生，建議教師可以提供較多的表現機會，運用不同層次

的任務，以增加他們獲獎的次數，希望從中增進學生的自信，進而讓每位學生都

能提升自我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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