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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強調

有教無類、因材施教、適性揚才、多

元進路等理念。在常態編班的架構

下，班級學生存在個別差異是必然的

現象，在數學學習上甚至呈現雙峰現

象。要想達到十二年國教的理念，教

師勢必要改變現有的教學型態與方

法。（教育部，2013） 

筆者任教於新北市一所偏鄉國

中，全校只有 8 班，每班人數平均約

20 人。由於學校地處偏鄉，學生背景

多為單親家庭、新住民子女及隔代教

養，因此多數家長忙於維持家庭生

計，平時無法關心孩子課業同時也不

注重孩子的升學，故本校學生普遍學

習成就低落。再者，大多數家庭無法

給予孩子足夠的陪伴與關懷，偏鄉文

化刺激不利，國小學習基礎不穩，甚

至有些學生的常規都需要重新建立，

以致於學生的各項起點行為相對其他

市區學校要低。加上數學是一個循序

漸進、層層堆疊的科目，學生容易因

為先前概念不足造成現在學習上的障

礙與缺乏動機，因此在課堂上發呆放

空不學習的情況隨著年級越高越明

顯，故學生的學習動機也越來越低

落。上述總總的原因，以致於偏鄉學

生平均學業表現，普遍比來自中產階

級以上的孩子差。 

為了改善這樣的情況，筆者想要

嘗試分組合作學習的教學方式，國內

外許多研究發現，分組合作學習有助

於提昇學生學習成績、增進學生學習

動機。「分組合作學習」是一種有別於

全班授課及個別式學習的教學型態和

方法，在過程中，教師根據學生特質

與教學需求，將學生進行異質性或同

質性分組。分組合作學習有許多種型

態，包括學生小組學習法（STL）、拼

圖法第二代（JigsawⅡ）、團體探索法

（GI）、共同學習法（LT）等等。（黃

政傑、林佩璇，1996） 

筆 者 先 實 施 拼 圖 法 第 二 式

（jigsaw-II）的分組合作學習，首先將

學生異質分組形成學習小組，並且將

教學單元內容分成數個小單元，對全

班講解課程後，請每一組成員分配小

單元，接著讓同一個小單元的同學集

合在一起進行激盪與交流，此為專家

小組，屬於同質性分組，結束後，每

位學生又回到原學習小組教導組內其

他成員，但該次實施的結果出現了許

多狀況。首先學生的程度差異性太

大，並不是每一位學生都能正確執行

任務；第二、這樣方式要兩節課才有

辦法完成一次的循環，對學生來說時

間過長的討論難以保證討論品質；第

三、分組完後沒有搭配有效的測驗方

式，可能導致分組成效無法發揮；第

四、這樣的分組方式對學生來說操作

難度太高，沒有發揮出應有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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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筆者檢討修正先前的方

式，降低分組合作的難度，採用 Johnson 

與 Johnson 提出的共同學習法以及最

容易執行的配對學習法，再一次嘗試

分 組 合 作 學 習 （ Johnson & 

Johnson,1987），想在自己的數學課中

活化教學，透過學生願意主動學習來

提升學習動機，讓學生了解只要他們

有意願，其實還是可以學好數學。 

二、合作學習融入數學領域 

(一) 實施過程 

1. 實施時間：國三第二次數學段考範

圍，一共七週。  

2. 觀念部分： 

 

圖 1 觀念部分操作流程 

 

＊分組方式：學生每組 2-3 人採取異質 

分組。 

筆者將一個完整單元先拆成數個

觀念，並依照內容編制學習單，每個

觀念搭配學習單進行分組討論，學習

單內容是以理解觀念的題目為主，搭

配基本題為輔，每次上課學生必須完

成學習單，且必須講解學習單題目給

其他組同學聽，最後再由教師進行回

饋與補充。此外，在上台講解前提早

完成學習單的組別可以進行回家作業

的討論。 

3. 評量部分： 

 

圖 2 評量部分操作流程 

 

＊分組方式：學生就近隨機 2~3 人一

組。 

由於不想讓學生在測驗時因不會

寫就直接放棄，所以測驗方式一開始

先採小範圍測驗再到大範圍測驗，每

一次測驗都是一個循環，要完成循環

才進行下一個測驗，且當考大範圍測

驗卷時採取依題型做為區分的分段考

試，每一段也是一個循環，此外，準

備進階練習卷以及回家作業給提早完

成任務的同學，避免同學提早完成無

事可做而干擾其他同學討論。 

(二) 實施過程的困難與修正 

1. 討論的品質：因為不習慣分組的形

式，所以學生在一開始分組討論時

常會藉故聊天或者是不認真討

論，導致課程進度嚴重落後。 

 

觀念講述

學生討論

學習單試題講解

教師回饋

測驗

學生分組
討論訂正

教師回饋

觀念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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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方法： 

(1) 利用限制下課時間的方式，完

成學習單才能下課來減少學

生不認真討論的行為。 

(2) 增加上台講解題目的方式，讓

學生更積極投入在討論的環

節裡面。 

(3) 開放完成任務的學生可以提早

先寫回家作業並且討論習作。 

2. 學生上台講解耽誤課程進度：大部

分學生對於上台會感到害怕及緊

張，而且他們以前並未有相關經驗

及訓練，因此這個部分很容易延誤

時間。 

 修正方法： 

依學生討論狀況，時間允許就讓學

生上台進行講解，時間不足就讓小

組將答案寫在黑板上，由老師先進

行講解，負責該題的小組同學再額

外來講解給老師聽。 

3. 討論測驗卷的分組方式：一開始也

是採取異質分組，但是發現學生錯

的題目不一樣，且不懂的觀念亦不

相同，故第一次討論後發現過程不

太順利。 

 修正方法： 

更換分組形式，不採用固定分組，

直接就近隨機 2~3 人一組，且過程

中隨時可以更換討論組員，同時要

求學生在討論過程中，需將錯誤的

題目直接訂正在考卷上，以確保學

生參與討論。 

4. 測驗的範圍與形式：以往測驗的範

圍太大，學生觀念不懂就直接放

棄，當考完老師進行檢討時學生學

習被動且聽課也興致缺缺。 

 修正方法： 

(1) 經嘗試後發現學生較能接受小

範圍測驗加上循環式的討論訂

正，較合適的測驗範圍是一次

僅 1~3 個觀念，且進行兩次測

驗。第一次是基本題，測驗後

進行分組檢討訂正錯誤，緊接

著進行第二次同範圍進階題測

驗，每次測驗控制在 15 分鐘內，

測驗分數取兩次平均。 

(2) 由於分組檢討訂正後可以加分，

且訂正後有助於提升學生在第

二次進階題的答題狀況，讓學

生有更多的動力去檢討訂正。 

5. 學生程度上的落差：學生任務完成

時間不一致，導致提早完成的同學

沒事做，會覺得課程結構太鬆散且

無趣。 

 修正方法：導入差異化教學

的理念。 

(1) 如果考試的部分提早完成，給

予學生進階試卷，同時也開放

他們在不影響其他還在寫考卷

的學生下，互相討論進階試

卷。 

 

(2) 如果檢討的部分提早完成，鼓

勵他們多去幫助其他同學，在

教學的過程讓自己觀念更清楚，

同時也可以選擇找其他完成的

人討論進階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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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施結果 

雖然一開始實施的時候遇到很多

情況與問題，但在漸漸調整修正的狀

態下，與以往傳統教師講述的方式相

比，分組合作學習的教學模式明顯讓

學生在課程上投入的學習時間更多。

有學生提到：「以前覺得上數學的時間

過得超久的，都在想為什麼還沒有下

課，但是現在這樣上課，突然覺得時

間變好快喔，感覺上課才過一下下，

就下課，覺得很不可思議。」 

而學生在聽觀念講解時較往常更

為專注，以前不太願意問問題的學生

也變得會比較主動問問題，加上課堂

上有任務而且可以跟同學互動，大部

分的學生是很願意嘗試的。學生反

映：「之前老師講課的方式很容易偷偷

放空，然後就開始不想聽變成聽不

懂，但是現在因為每節課要完成學習

單，有時侯還要上台，不能拖累其他

人，所以就不能放空，要努力一下。」，

也有學生說:「這樣討論的方式，上課

比較不容易覺得無聊，而且有不會的

還可以隨時問同學，跟同學互相交

流，覺得還不錯。」 

在過程中甚至有同學來告訴筆者

說：「老師我數學從來沒有考這麼高分

過耶」。也觀察到雖然下課了，學生卻

仍在討論數學題目，甚至有些數學程度

普通的學生在課堂上會主動去找其他

同學討論或是去講解觀念給其他尚未

理解的同學聽。學生回饋：「有時候發

現以前比自己厲害的人寫題目卡住的

時候，可以去教他，覺得很爽，而且發

現把不會的人教會，覺得自己超厲害。」 

在原本由教師講授課程中，學生

只能單純地接受教師教導的訊息，現

在轉變成學生開始主動地探討學習內

容，思考數學解題的過程與方式，並

且更願意自我挑戰。學生：「大張考卷

可以分成好幾次寫，比較不容易因為

一開始不會就放棄，讓我會比較想要

寫考卷，不會想要整張空白亂猜。」

另一位學生則說：「雖然（考卷）很多

時候還是不太會，但是覺得自己有比

以前進步，至少（考卷）我可以寫出

一兩題，上課聽的時間有變得多一

點。」 

三、結語 

嘗試了這樣的上課方式，學生與

筆者都獲得很大的收穫，教學有無限

多種可能性，很開心自己可以嘗試不

一樣的上課方式，雖然過程中反覆修

正了很多東西難免感到挫折，但每當

發現學生願意更加投入學習就覺得一

切都很值得。對筆者來說合作學習只

是一個種子，漸漸在課程中發芽茁

壯，課程從一開始實施，經由修正到

現行方式，雖然方式跟原本合作學習

的方式不太一樣，但依然遵循合作學

習的理念，以學生為中心來調整教學

過程。偏鄉的孩子需要更活化的教學

以及更多互動性的討論來彌補他們家

庭功能缺失的部分，藉由分組合作學

習，他們可以的透過小組對話討論來

刺激思考與增加他們的主動性，為他

們學習帶來更多的可能性，接下來的

課程筆者還是會繼續用這樣的方式持

續進行，因為筆者確實觀察到學生在

學習數學過程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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