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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學生分流談分組教學現況 
蘇郁文 

高雄市立瑞祥高中國中部教師 

 

一、前言 

參加任課班學生畢業十年同學

會，看到同學們在社會歷練後仍不失

純真，大家一邊看螢幕上播放過去相

處的畫面，一邊七嘴八舌熱絡談笑。

「老師！那些成績好的今天都沒有

來！」我回應：「你們也都很棒啊！」 
但仍疑惑詢問誰沒到場？「小不點在

美國讀書；小老師去瑞士讀公共衛

生；小瑜建築系畢業後去澳洲；禎禎

醫學系準備期末考不能來。」那……
還有誰沒來啊？「阿芬國中畢業就結

婚，在家顧小孩沒辦法來，小如兼兩

份工作……。」 

聽著學生敘述，發現即使過了十

年，社會階級中弱勢族群向上流動並

不明顯，不同家庭在文化資本傳遞

上，所持態度及資源充沛的程度皆相

去甚遠。但回頭檢視學校資源分配時

是否符合公平正義？能否提供一般勞

工階級學生向上提升的助力？席間有

學生提到當時國三依成績分組跑班，

主辦人說：「對阿！我是 A 班最後的，

每次未達標準都好有壓力！」另一個

女孩則說：「我在 B 班，那時候真的有

夠輕鬆！」 

這樣的對話讓我反思在學校中，

教師的注意力、協助、尊重、情意、

管教，都是稀有資源。而資源分配除

一視同仁，亦需考慮「需求」的原則，

學習較弱的同學應該予以較多的關注

（楊巧玲，2016）。在當時升學至上的

氛圍下，資源分配卻是與需求背道而

馳，忽略犧牲掉的學生潛能與尊嚴難

以計數。以學生成績為導向能力分流

同時，是否教師與學生對彼此，對自

己的期望也跟著分流了？究竟學生分

流的情況，過去和現在有什麼不同

呢？ 

二、過去臺灣國中生分流情況 

能力分流的措施涉及學校如何對

學生分類、選擇的機制，以往就是備

受關注與爭議的教育課題。過去臺灣

國中生能力分流的歷程大致如下： 

(一) 能力分班時期 

民國 59 年教育部通過《貫徹實施

九年國民教育方案》，期望透過能力編

班提高教學成效（馬向青，2005）。其

優點是學生同質性高，方便教師依學

生程度準備一致性的教材，但負面效

應也不少。例如： 

1. 學生教育機會不均等 

校內有限的資源多傾注於學業成

績較佳的前段班，以考上第一志願人

數作為建立學校口碑依據。前段班學

生所學習的課程通常較複雜並重思

考。後段班課程則較淺顯，偏重背誦

與基礎理解，教師對學生學習表現的

期望與要求也較低 （戴曉霞，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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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上階級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以自

身的經濟、政治及文化資本，運作

關係讓子女進到能力較佳班級或

挑選教師。 

Lareau 在家庭優勢（李怡慧譯，

2015）中提到，中上階級和勞工階級

家長同樣望子女成龍，但勞工階級家

長認為學校教育應交給專家，也就是

學校教師負責。而中產階級家長積極

試著影響教育體系的核心，讓自己的

孩子比其他人更具優勢，除了獲得更

多參與學校決策的機會，也合理化自

己子女有資格接受比別人更好的教

育。反觀後段班的學生家長參與班級

事務，由於學業上教師常採較低標準

看待，家長參與的多半是子女在校行

為表現，較少涉及學業狀況的討論。 

3. 能力分班對學生能力標籤化而形

成社會階層。 

期望同質性分組達到因材施教的

目標，卻流於將學生能力以形象表徵

的符號分類。  

4. 以多元智能的觀點來看，能力分班

否定了學生多元發展的可能性。 

非考試科目的優勢能力多半被忽

視，傳遞給學生「成績至上」的價值

觀。 

(二) 能力分組跑班時期 

民國 93 年通過《國民教育法》明

訂「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各年級應實

施常態編班；為兼顧學生適性發展之

需要，得實施分組學習；其編班及分

組學習準則，由教育部定之。」（馬向

青，2005）。通常是二至三班為一班

群，學習成就相近的學生集合同一

班，並針對英、數或數、理實施適性

化或個別化的教學。師資與資源分配

雖不再壁壘分明，依舊造成標籤化的

結果。在此思維下，其實不論任何學

科皆有學生程度差異的問題，是否皆

有分組跑班的需要？教育界開始反思

能力分班並非解決學生學習問題的萬

靈丹，從學校的課程、教法、評量等

都需要有相對應的改變，以利常態編

班的進行（戴曉霞，1998），並輔助個

別學生學習及適應未來生活。 

三、現今課堂內分組教學的興起 

近幾年出現許多分組教學模式。

以有系統組織的分組方式進行教學，

藉此讓小組成員間彼此交流、互教、

互學。此類教學模式強調多元智慧

觀，並融入差異化教學及文化回應教

學，讓學生從生活背景及學習經驗出

發，從教師，同儕、自己三方面去建

構專屬自己的學習鷹架，進而有效提

昇學習認知與技能。從合作學習法到

近期的翻轉教學，都顯示出新的教學

思維不只是知識的傳遞，而是強調批

判思考、問題解決能力的重要性。例

如：葉丙成教授（2015）倡導的 BTS
翻轉教學法強調“ For the studemt, by 
the student, of the student.”張輝誠老師

（2015）學思達教學法主張自學、思

考及表達。國文王政忠老師（2015）
的 MAPS 小 組 合 作 教 學 法 則 以

Mind-Mapping進行 I see/ I feel/ I think 
三步驟。教學重點與運作模式各有不

同，但皆強調班級內分組進行。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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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式與過去的能力分班在本質精神

上有何不同？或只是學生能力分流的

縮小美化版？筆者綜合這些教學方式

特色如下所示： 

(一) 分組方式 

都是異質性分組。從多重觀點、

不同學習起點出發，期望透過同儕彼

此激勵與扶持，啟發學生學習動機，

降低學習焦慮，提高學習成效。有組

間競爭的關係，也有組內合作、互相

激勵督促的功能。 

(二) 教師操作方式 

避免學生被標籤化的感受，教師

闡述的方式很重要。葉丙成（2015）
建議翻轉教學應從簡單的課程開始培

養，尤其是新生對教學模式尚未產生

固著的看法，等到較複雜的教材時，

學生已習慣自學與小組互助的組織模

式，分組教學就能更有效率的進行。

王政忠（2015）提到他會告訴全班，

課堂將採取分組合作學習模式進行，

沒有人可以放棄或是被放棄。 

(三) 教材與教法 

教材內容除基礎理解外，重視學

生自學能力，目標培養批判性思考及

共同做決定、行動的能力。教學中多

以提問、討論、報告或分組競賽的方

式進行。 

 

 

(四) 學生的學習歷程 

異質性分組，同質性競爭。王政

忠（2015）提到，觀察班上有些同學

的閱讀理解及口說發表能力在水準之

上，在分組中將他們定位為教練和明

星球員。但多數優秀學生只想明哲保

身，並沒有拯救同學的大愛，僅「以

愛為名」恐難以說服學生互助；應訴

之以理，以科學研究說明，教會別人

是一種可以讓自己也達到 90%以上理

解的雙贏學習方式，協助同學理解的

同時，也幫助自己融會貫通。另一方

面，其他人在分組中被設定為黑馬、

與球隊老闆，目標是提供這些同學即

時的協助，並感謝彼此提供的學習機

會（王政忠，2015）。而就情意角度來

看，高學習成就學生助人時被需要的

滿足感及團隊的隸屬感有助於自我肯

認（梁彩伶，2003）。並期望低學習成

就的學生在成員接納扶持中，逐漸建

構學習的鷹架，並達到成功的經驗。 

而最大的改變是教師開始重新檢

視那些長久以來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教

育作法。非教育部由上而下頒布政

令，而是教師開始檢討自身教學並嘗

試更多可能性；基層教師由下而上，

帶動整個教育環境反思目前教育政策

的適切性及未來性。 

四、直擊分組教學現場 

為瞭解目前分組教學在教學現場

的實施情況，筆者採觀察法、個別訪

談及問卷調查法，試圖釐清一般教師

及學生對分組教學的看法。筆者觀察

自己的導師班，發現多科皆實施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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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而在實施分組教學最徹底的數

學科，可觀察到下課中學生不斷討論

數學的情景，以及扶搖直上的學業成

就表現，因此筆者訪談了任教本班兩

位實施分組教學的老師，包含數學與

公民科；以及任教他班兩位以分組進

行教學的英、數教師。並採問卷調查

法瞭解筆者導師班及另一任教班學生

對於分組教學的看法，採開放性問題

的填答，依自由意願回答並繳回，共

40 位學生交回問卷。 

首先發現實施分組後，並非教與

學就能從此一帆風順，實際經驗中，

教師在教學中觀察各任教班級適合的

分組模式，一再循環修正調整，沒有

完美適合所有班級的教學模式，端賴

教師觀察並參考自身及教師間的經驗

分享。另一發現是：在教學現場中，

教師實施分組教學的動機分成兩類： 

(一) 企圖透過同儕合作學習的力量，

喚醒同學潛在的學習動機 

學生分組後成績共享。顧自己也要

顧隊友，同儕的壓力比起老師及親情的

呼喊銳利百倍，沒有人願意承認自己對

不起同組組員，大家「禍福與共」！例

如數學科分組有賞有罰，被處罰者要上

台表演、甚至在校園中演出歌舞節目，

間接也訓練了表達能力及膽量。 

(二) 不願放棄任何學生，同學互助向前走 

讓落後的同學可以詢問、依靠同

組組員，得到即時的幫助，不會以不

參與、不講話、安靜就沒事的態度參

與課堂。 

而筆者訪問教師分享實施分組教

學的優點如下： 

(一) 大幅提升課前準備及自主學習的

意願 

在未分組前，課堂中可能有人打

瞌睡、不寫功課或不專心，但是異質

分組的機制下，同學會主動幫助，互

相提醒（打瞌睡會被別組糾舉扣分，

組員會馬上叫醒，提醒午睡快去休

息），不流於只是多了抄功課的對象，

因為無論上課報告、搶答、上課前五

分鐘小考或作業完成度，全部都要更

俱戰力，不花時間把觀念搞懂都不

行，因為大家都想有貢獻。 

(二) 教師給予適切的期望，學生和自

己比較或同質性比較，容易產生

成功的經驗 

保持彈性的分組，學生在每次段

考後皆可能轉換不同的角色及定位；

以本班數學科為例：五分鐘小考卷題

目相同，題數少，學習目標明確，學

生準備意願相對提高。分組時組內依

數學能力安排棒次（分別為 1 至 6
棒），依棒次遞增難度與題數，只要願

意往前挑戰下個棒次的題目，就可以

為自己的小組貢獻加分。每位學生的

考卷及教材內容相同，僅題數及難度

不同並保持彈性，可兼顧學生的差異

性。並讓教師課前準備時，不至於因

負擔過重而退怯。而學生有了成功的

經驗後，才能進而改變學習態度，甚

至是熱愛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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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同儕激勵，提升團隊士氣 

    學習成就最好的組長不一定學習

意願最高，也不見得願意熱情協助同

學，但組內只要有不服輸、有鬥志的

一兩位成員，就會彼此提醒，推著所

有組員向前進。 

(四) 多科皆採分組教學時，學生的優

勢智能容易顯現 

在某一科受提攜的同學，其他科

卻可能十分擅長；也可能發現某同學

成績不好，但小組間協調能力最佳或

有良好的口語表達能力。老師可從中

鼓勵，讓學生看見自己優勢、找到興

趣，進而肯定自己，對適應未來生活

與生涯發展皆有建設性的幫助。 

筆者以問卷調查的方式訪問學生

發現： 

(一) 明確表達喜歡分組的學生有  19
位；不喜歡有 7 位；不一定則有

14 位。 

1. 喜歡的原因是：不會時可以問同

學、上課不沉悶、討論時可以知道

別人的想法和觀點、喜歡分組對抗

的感覺還有可以偷聊天……等。 

2. 不喜歡的原因是：有人不願討論或

分工，只想坐享其成；會分心聊

天；討論很浪費時間。 

3. 回答「不一定」的學生，認為組成

份子、實施科目和實施方式是影響

他們看法的主因。有些人表示好朋

友同組會互相配合，並祈禱別遇到

懶散的同學；部分學生認為有些科

目需討論才能完成，有些科目則不

分組較能專心。 

(二) 明確表達分組對自己學習有幫助

的有 37 位 

學生表示分組讓自己較積極面對

弱的學科，盡量去弄懂；不敢問老師

的可以和同學討論；還有同儕的壓力

會強迫自己學習；沒抄到的重點可以

及時補上；討論後思考會更周全；對

原本差的科目有幫助，原本好的科目

就不一定。 

(三) 人際相處上的正面影響 

有 32 位學生表示透過分組學習，

學到如何團隊合作、和平相處；看到

同學受歡迎的特質；增加同學間交

流；還有學到小組運作模式及學習領

導和解決問題。 

五、結論與建議 

本次受訪的老師們皆肯定分組教

學能提高學生學習動機和增加課程的

多樣性。並提到教師需要更多課前準

備，以及和教學進度之間的拉鋸戰，

還有必需適度實施個別的補救教學，

每位學生的學習策略與錯誤類型其實

都不同，理解之後才能真正給予幫

助，進而提高較低學業成就學生的戰

力與自信心，否則在基礎知識不足

下，光要「用愛發電」是不夠的。 

從學生問卷的回饋中也發現無論

喜不喜歡分組，幾乎皆肯定對自己學

習有幫助。教師應根據班級屬性或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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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需要，彈性調整分組方式，以明確

的問責制度及實施方法，減少學生提

到的缺失。也透過分組合作提升學生

道德意識，從「我」到「我們」的學

習，修正升學主義下，學生自我價值

的迷失，「利己」之外其實還有「共好」

的選擇。 

針對實踐分組教學與合作學習的

精神與目標，筆者歸納有下列要領與

建議： 

(一) 教師專業成長的必要 

透過進修或社群討論，教師能快

速並大量的獲取教育資訊，對於改變

教學模式的接受度相對會提昇，更有

助於激發自身教學中的靈感，從觀照

他人經驗和自身教學實踐中省思；課

程共備亦減輕教師教學前的備課負

擔，有助於課程流暢度及課程架構系

統化。 

(二) 理解學生的學習歷程 

以學習者為中心，依學生需求、

學習狀況與回饋為依據，保持調整分

組的彈性。分組的重要意義在於避免

以單一觀點、單一學習策略去看待學

習的內容與待解決的問題，透過充分

的討論能讓「卡關」的部分獲得解決。

師生是動態的學習共同體，需不斷反

思及調整。 

 

 

(三) 分組時避免以具有社會階級意味

的名稱分配角色 

不被學生的背景資料及目前學習

表現所框限，才能讓所有學生適性發

展，發展潛能。 

（四）掌握課程的節奏與連結，協助

學生增能賦權。在同一主軸核心概念

下，小組成員有不同的任務指派，考

量討論題目的規劃和課堂流程節奏快

慢，讓學生培養同組分享、批判思考、

負責決策與執行的能力，避免產生學

生所形容「和優秀的同組─輕鬆愉快；

和懶散的同組─做到氣死」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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