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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自古認為「三股合成的繩子不容易折斷」，「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

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至今十二年國教推動的「自發、互動、共好」，透過

合作學習提高學習成效（廖玉鈴、林素微，2020），和增加學生社會技巧培養（黃

詠仁、王美芬，2002），「合作學習」都被視為是有效且正向的學習方法。近代學

者認為合作學習雖有多種形式，但主要是透過小組，經由學生討論、交換想法、

共同完成教材內容等活動進行課程，目標是幫助每一位學生都獲得最大化的教學

方法（Johnson & Johnson, 2014；黃永和，2020）。 

然而，有效的合作學習，並不是將學生分成小組自行討論就會完美成功。在

教學現場中，我們常看見學生因為小組活動發生衝突與爭執，學業成就較高的學

生掌控全場，學習成就較低的學生，則呆坐在一旁。又或是學生在小組內各說各

話，缺乏傾聽的耐心，和正向回饋同儕的能力。這些挫折與困難，不僅讓學生對

於小組合作失去信心和期待，也讓教師束手無策、心力交瘁，實施的困難與挑戰

可能成為合作學習落實在課室中的阻攔。因此本文期盼透過研究回顧，整理教師

在實施合作學習的過程中可能會遇見的挑戰與困難，並針對這些議題進行回應，

盼合作學習的教學方式能深植在課程當中，並有效提升學生學習成就與社會技巧

的能力。 

二、合作學習的困難分析 

根據沙貝、武樹濱（2010）在文獻中針對實施合作學習所遇到的困難進行分

析，以三個面向的阻力進行切入，分別為：教師、學生及學校。本節以此架構，

分別探討三方實際所遇到的困難： 

(一) 教師：課程設計與班級經營的挑戰 

在課堂中學生參與操作和討論固然重要，但教師如何引導也是關注的重點。

在推動合作學習的教學方式時，教師是否有學習到合作學習的重要理念，且深入

了解其教學方法（沙貝、武樹濱，2010）都是需要看重的部分。 

事實上教師在專業成長上具有階段性。張景媛、呂玉琴、何縕琪、吳青蓉與

林奕宏（2002）透過實際參與，觀察課程與教師的成長歷程，提出以下幾個階段，

分別是：想像期、挫折期、習慣期、激發期、思考期、嘗試期、修正期和推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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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教師對於合作學習的課堂有所想像，但並不熟悉，個人專業和經驗的不足（王

金國、呂文惠、張新仁，2021），讓教師經歷挫折。若在實施初期，對於困難的

估計和預測較低，一但出現教學品質或評量的成果低落，就可能放棄改變，回到

原先傳統的教學方式（沙貝、武樹濱，2010）。但教師透過思考、反覆修正，在

合作學習的教學方法上可以更成熟，並繼續發展合作學習的教學方式。 

另外，教師在初期可能會遇到其他困難，例如：學生表現沒有達到教師的期

待（王金國、呂文惠、張新仁，2021），座位和小組安排不適、秩序混亂等（陳

芳如、段曉林，2007）。若這些困難沒有及時解決，也容易讓教師放棄合作學習

的課程。因此教師應加強學生對於合作學習方法上的熟練，讓學生理解「合作」

的重要性，透過合適的肯定回饋，加強學生的合作行為（陳芳如、段曉林，2007）。

除此之外，教師也可以思考，或許學生從未有團體討論的經驗，因此引導學生明

確的了解合作的正向行為與技巧十分重要，可以透過簡單的活動設計讓學生與教

師建立良好的默契，學生便可以在日後的課程中熟練合作學習的課堂（王金國、

呂文惠、張新仁，2021）。 

在現場教師常有進度上的困擾，但小組討論、學生操作的活動時間，可能較

單純講授課程的方式需要更多時間，進度成為教師必不可少的壓力。除此之外，

若每一位學生都想上臺發表，教學時間可能就更難掌控（陳芳如、段曉林，2007），

進而影響到原本設計好的課程（王金國、呂文惠、張新仁，2021）。對於時間安

排掌握的挑戰，建議可以透過採用有時間限制的小組討論，並以計時器輔助，幫

助學生可以練習在時間內完成討論。小組中若能有充分的發表和對話，也可以減

少學生個別舉手發言的時間，有效利用課程時間。教師也可以透過角色安排回應

此一困難，安排學生負責「控制時間」，可以協助學生注意個人發言的時間，讓

每一位同學都有機會發言，也減少超過討論時間的情況。 

在教師角色所遇到的挑戰上，我們可以看見在實施合作學習的教學方法時，

一開始可能會經歷挫折和挑戰，但透過反覆的修正，並善用控制時間、小組角色

的分配策略，即時給予學生正向獎勵，可以幫助班級投入合作的氛圍中。也建議

教師可以多與學生對話討論（陳芳如、段曉林，2007），了解學生在合作學習中

所遇到困難，進而幫助教師進行反思與修正。 

(二) 學生：缺乏合作能力與社會技巧的養成 

從學生的角度探討合作學習的困難，有幾項研究都有提到小組中容易發生期

望地位、學習成就較高的學生主導討論（楊文金，1999；陳芳如、段曉林，2007）。

較少參與討論的學生，也逐漸地失去參與的主動性。在國內的研究中，教師多使

用參與彈性較高的共同學習法進行合作學習的課程，但若發現學生參與度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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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也可以透過設計結構性較高的拼圖法、配對法的教學活動，或減少小組人數

等方法，引導學生必須參與合作，了解自己對團體可以有所貢獻。此外，教師也

可以融入差異化教學的概念，設計符合學生能力所及，或符合其個人優勢的任

務，幫助學生增加信心，提高參與學習的意願和動力（林秀玲、張聖翎、吳相儀，

2021）。 

關於學生合作的挑戰，也容易出現在特教學生參與的小組中（王金國、呂文

惠、張新仁，2021）。從許多融合教育的研究中，可以發現國小學童對於特生的

相處非常仰賴教師的正向引導，並教導技巧（鈕文英，2006），且若同儕間能有

正向的互動，特生的學習和參與度也可以有所增加。若班級內有關係較好或是可

以接納特生的小組，可以透過此方法減少可能會發生的衝突（王金國、呂文惠、

張新仁，2021）。因此教師應引導學生接納每一位不同特質與學習狀況的學生，

並且以身作則的教導。 

針對以上情況，文獻根據教師經驗提供兩項策略：「教師示範營造互信互賴」

和「組內成員互助回饋成長」（林秀玲、張聖翎、吳相儀，2021）。首先，教師可

以親自進入小組中，明確示範討論的口氣、語調、音量和內容，並要求學生觀察、

紀錄並模仿，在討論中也實際巡視各組，遇到有衝突的小組可以直接介入引導並

協助（林秀玲、張聖翎、吳相儀，2021）。此外，教師也可以引導學生給予同儕

回饋，透過正向肯定的回饋，讓學生可以建立對於合作的自信，若學生有負面的

感受，也可以透過表達感受和具體行為，進而在下一次的課堂中學習如何避免衝

突，並可以建立有效合作的關係。 

對於學生來說「合作」是需要學習的，教師不應預設學生與身俱來擁有正確

的合作態度與技巧。在課程初期教師透過規範與架構，對於要做什麼、說什麼，

應該要如何做、如何說有具體明確的準則，提供學生學習模仿。除了合作態度和

能力需要學習，若小組中負責帶領的學生不熟悉帶領團體討論的方法，不僅影響

小組難以正向進行討論，也容易引起團隊紛爭（陳芳如、段曉林，2007）。因此，

引導學生學習每個角色的任務和技巧，是需要教師詳細教導的重要能力，教師可

以提供角色任務的手卡，或是討論時對話的範本，提供學生一字一句的模仿學

習。此外，教師也可以針對學生不同的特質，安排適切的角色，增加學生合作互

動的正向經驗。 

(三) 學校：少有培訓資源，增加校內團隊合作 

目前國內教師對於合作學習課程的實施意願偏高，但在實踐的教學能力上卻

遇到挑戰（鐘丹伶，2021）。若學校能提供資源，給予教師在專業研習或培訓內

容上的協助，可以有效的協助教師（沙貝、武樹濱，2010）。事實上，相較於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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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以教師為主講述的教學方式，合作學習的課程，對於教師的課程設計能力是一

大挑戰，若有專家學者，或是擁有成熟經驗的現場教師，可以幫助教師在合作學

習教學上的突破（林秀玲、張聖翎、吳相儀，2021）。另外，研究也指出學校與

社會文化對於學生的影響，若學校或班級中，整體強調個人主義的氛圍，較不在

意合作與社會技巧的能力（沙貝、武樹濱，2010），學生也可能因此認為合作並

沒有益處。目前國內中小學的成績評量仍以個人紙筆測驗為主，若學校體制可以

給予合作性的教學活動與成果有所重視，並提供正向的回饋與獎勵，同時也可以

幫助學生提高投入合作的意願。 

最後，許多文獻也提到教師團隊合作的重要性（王金國、呂文惠、張新仁，

2021；沙貝、武樹濱，2010），學校教師之間彼此激勵，參與觀課和議課的歷程，

提出具體建議。教師也可以參與備課社群，互相討論、提供想法、共同備課，都

可以給予教師動力與信心。若有相關的學者、教授可以到校輔導，也能有效且快

速的給予教師在教學上的協助（王金國、呂文惠、張新仁，2021）。事實上，這

也正是教師期待教導給學生的合作關係，若孩子們經常看見教師互相合作，體驗

正向的合作過程與帶來的成效，也直接地成為學生嚮往合作的榜樣。 

三、總結 

本文透過文獻探討，以三個面向切入實施合作學習課程中，可能遇到的挑戰

與困難，並以過往教師的經驗與策略給予建議。在教師實施合作學習課程方面，

初期教師可能會因為課程不符合原先的期待或想像，或在秩序和時間控制上感到

挫折，這時教師應明確教導學生合作能力與態度，並學習掌握課程時間的技巧。

在學生小組中，容易發現學生的期望地位或學科能力，影響學生的參與程度，教

師應給予分工角色明確的工作指引，並針對學生特質與能力安排。在課程當中引

導小組給予彼此回饋，並給予建議，幫助學生建立有效的合作關係。最後，學校

方面需要更多專業研習的資源，並營造校園內對於正向合作關係的看重，教師若

能以身作則示範正向的合作關係，也可以成為學生的榜樣與示範。 

在合作學習的課堂中，教師除了提前預備合適的教學活動，並運用教學策略

指導合作技巧，也要提供學生彈性修正的空間與機會。相信透過合作學習的課

程，教師能夠給予學生的不只是更豐富的學習內容，實踐每一位學生獲得最大化

的教學方法，更是支持學生面對未來這個需要團隊、需要多元合作的社會，擁有

正確的社交技巧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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