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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均一教育平台實施差異化教學之實務見解 
薛雅純 

屏東縣隘寮國小教導主任 

 

一、前言 

多數教師應該都有共同的體認－很難在有限的授課節數裡讓不同程度的學

生學習適性化的教學內容，若又須同時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況則更有挑戰。近側發

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ZPD）的理論建議教師應確認學生可獨立完

成表現的起點行為，再搭建好適當的鷹架（scaffolding）以提升學生進步到受協

助後可表現出的行為。 

綜上所言，教師應視學生情況提供有效的學習鷹架，使得不同程度的學生依

其需求差異獲得適性學習，以實踐「差異化教學」。本文嘗試從均一教育平台所

提供的相關教材、功能、測驗，融入差異化教學的哲學理念，提出教學實務見解

以供現場教師參酌運用。 

二、差異化教學的重要意函 

差異化教學（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是針對班級裡不同程度、學習需求、

學習方式及學習興趣的學生提供多元化學習輔導方案的教學模式（Tomlinson, 

1999），使課堂中的教學內容、活動、策略作為更具適性化，對於學生學習需求

有所回應。換言之，差異化教學是要教師在教學前先評估學習者的準備度、興趣、

學習特性、情意需求，並在教學中考慮教材內容、教學過程、教學評量、教室環

境等進行彈性調整，期能在教學後滿足學生的學習需求（Tomlinson, 2003；Corley, 

2005）。Mastropieri 與 Scruggs（2018）認為差異化教學並非創造新的教學方法或

技術，而是積極性差別待遇的友善展現，他們提出四種變項以達成差異化教學的

目標，包含設定教學的優先順序（prioritize instruction）、調整教學與教材或環境

（adapt instruction, materials, or the environment）、有系統地使用 SCREAM 教學

（systematically teach with the SCREAM variables）（指結構 structure、清晰

clarity、重複 redundancy、熱忱 enthusiasm、適當速度 appropriate rate、最大參與

maximized engagement）、系統化評量成果（systematically evaluate outcomes）。 

在設定教學的優先順序上，應先了解學生個別差異再編排合宜的課程內容和

教學活動。在課程內容上，數學課程的主要概念不應區分學生程度（每位學生都

需學習），Small（2012）認為教師可以就學生起始能力的高低提供適切的差異化

平行任務（parallel tasks），給予不同程度學生相同概念但不同難易度的學習挑

戰。在教學活動上，也可依照學生程度進行分組，依據組別差異運用適切教學策

略（如討論、檢核、自學、發表澄清、教導等）。在調整教學與教材或環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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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調整是差異化教學的核心，調整的目的是為了讓學習效果更具適配性，以符

學習者特性並讓教學成效反應出來。在系統化的 SCREAM 教學上，則如上所述

之重點使學生可掌握該學習單元的重要概念。在系統化成果評量上，需針對各組

別與學生之學習進度實施形成性評量及總結性評量，同時依據各項多元評量結果

適當調整教學節奏，確保教學成效（龔心怡，2016）。 

三、均一教育平台的運用 

全臺第一個免費且完全公開的線上教育平台－均一教育平台於 2012 年 10

月正式上線，為各階段學子提供免費且「均等、一流」的教育機會，起初的線上

課程較偏向補救教學，至 2017 年起將發展重心轉往課中進行的差異化教學。本

文的實務見解以國小數學領域為範疇，依據平台設計之規劃，數學課程分為年級

式（年級為架構，常用在進度教學使用）、主題式（主題為架構，針對特定概念

使用）與能力指標式（以教育部補救教學科技化評量為架構，可搭配補救教學課

程），滿足教師不同的教學需求。年級式的評量可以看出全班學生答題狀況以找

出多數學生的錯題集，主題式的評量可以根據學生尚不熟悉的概念再指派相對應

的任務予學生。特別的是，均一教育平台在 2017 年 12 月新增家長登入功能，使

得家長可以共同參與線上學習，一起陪伴學生找到適合的學習節奏。 

平台的功能設計符合多種教學理論，如分組合作學習（教師可設定同質或異

質分組，系統也提供分組建議名單）、前＆後測評量設計（透過自組卷的功能制

訂適性化評量題目）、教育心理學正增強機制（學生完成指派任務後可透過抽獎

得到稀有徽章）、翻轉教學（課程採線上教學短片且可隨時隨地觀看）、近側發展

區（平台提供互動式練習之教練功能，協助提升學習層次）、精熟學習（學生需

待數個小時後才可再練習同一個任務的試題並有升級與降級的可能，能通過等級

三才算精熟）、後設認知（學生可以透過影片的反覆觀看及系統所記錄的技能樹

而自行掌握、控制與監督學習歷程）、教學回饋（平台可最大化記錄各式學習歷

程，使教師能根據學生答題的錯誤樣態進行教學澄清）。 

四、以均一教育平台實施差異化教學之實務見解 

筆者在數學課堂教學中導入均一教育平台的教材內容，並透過分組的教學方

式進行差異化教學規劃。茲提供數項實務見解，以供未來教師實踐推動的參考。 

(一) 掌握學生特性、準備教材輔具 

進行差異化教學前先按照學生程度進行分組（高、中、低組別），同組別的

學生使用相近的學習策略與教材。分組依據以學生先備知識的掌握度為基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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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均一平台內建的前測測驗進行線上施測，施測完畢後系統會提供分組建議名

單，再由老師審視學生分組的合理性。每位學生都需利用行動裝置進行差異化教

學，教師另外依據授課單元之概念架構發展自編教材，使高先備知識組與中先備

知識組的學生可以依據自編教材進行學習搭配，低先備知識組則以教師授課為

主，搭配平台的解題練習與互動功能穩固基本概念。 

(二) 設計不同活動、調整教學策略 

授課前依照學生先備知識區分三大類別並授予不同的學習策略（採同質性分

組）。高先備知識組的學習策略採學生自學為主，以教師自編教材為主要學習內

容，學生透過行動裝置回答自編教材的問題，並自主完成每道題目的數學寫作

（mathematical writing），最後透過討論與發表進行回饋。中先備知識組的學習策

略以影片自學為主，透過均一平台課程的學習，學生相互討論影片內容後即練習

解決數學題目，教師則從旁協助觀念澄清。低先備知識組以教師教學為主，分組

教學後學生應共同討論後完成數學練習題。換言之，各組藉由教師所提供的不同

鷹架進行課程學習。 

(三) 實施多元評量、檢測學習成果 

完整的教學活動包括評量，因此差異化教學的實施也需完善的教學評量來瞭

解學生真實學習成效。在形成性評量上，高先備知識組的學生以自編教材之數學

寫作與均一平台解題任務為主，中先備知識組則以自編教材的完成度與均一平台

解題任務為主，低先備知識組則從教師授課過程的口頭問答與均一平台解題任務

為主。由於均一平台會設定與紀錄學生解題狀況，教師可根據學生測驗結果給予

補救教學或繼續精熟的回饋。同時，為確保每位學生已將數學概念轉化至長期記

憶裡，於課程結束後提供均一平台任務升級的機會，期能瞭解學生升級狀況並做

為總結性評量的參考依據。 

(四) 組織專業社群、共同備課觀課 

差異化教學的核心在於課堂教學與學習評量的調整，因此打破既有框架，建

構合適的差異化教學內容與教材勢必需要。教師若獨自面對教學調整與資訊科技

融入教學（上課使用行動裝置進行均一平台學習）的挑戰，容易卻步不前，所以

在執行之初可以組織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共同備課與觀課，尋找有興趣的教師一起

研發自編教材、協同教學、多元評量等，較能化解單打獨鬥的恐懼。此外本次差

異化教學以分組教學為主，非過往傳統教學讓教師有較佳的秩序掌控性，會大大

考驗教師上課時教室管理的能力，亦關係到差異化教學是否順暢進行，若有相關

社群教師協助班級秩序管控，成效會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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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本次活動利用行動裝置進行差異化教學，在實施前需要先行準備行動裝置、

聯網設備等硬體支援，並設置每位學生在均一平台的帳號、密碼，學生仍得有數

次操作經驗後，才能在課堂中融入實體教學課程裡。這些前期的準備工作難免繁

瑣，筆者建議教學者可以尋找更多人力支援，使差異化教學成效更為彰顯。 

差異化教學是「因材施教」與「有教無類」的展現，也是教育的崇高理想，

此理想欲實施在現今教學現場需要適切改變才能成真，包含教學過程、教材內

容、評量方式、學習環境等。是此，筆者透過均一教育平台教學影片輔助教學過

程；利用教師自編教材協助平行式的差異學習；運用數學寫作及均一教育平台解

題任務達成評量改變；融入資訊科技載具與分組教學模式之學習環境，讓每位學

生找到自己的學習步調，免於在教室場域中空轉（即強者邁向自學與精熟、弱者

積極奠基與教導），期望差異化教學的實施將學習的主導權還給學生，以真正提

升教學品質並落實學習者為中心的教育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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