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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如何讓學生學的有動機、學習有成效，一直是教師們探討和努力的方向。儘

管研究者在補習班教學已長達 15、16 年，但仍舊在教學中發現，引起學習動機

與學習成效一直是教師們教學努力的方向，即便是身為培訓師資的資深老師亦

是。因此，本研究認為，若家長對孩子學習發展有相當的認知，便會讓孩子在生

活當中多接觸，善用機會。此外，學校的環境、老師、同儕等皆為學習的主要影

響因素。在學習過程中，若支持孩子的努力，引導孩子思考他自己的想法，運用

不同於由上往下的注入式教學方法是對其學習動機與成效有所助益。因此，探討

如何在課程教學中運用 Vygotsky 的鷹架理論，及培養孩子開心、主動、積極參

與的學習進而達到學習成效，即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二、鷹架理論與課程的相關研究 

(一) 鷹架理論的相關意涵 

    Wood, Bruner 和 Ross（1976）等人提出鷹架是一種學習系統的概念，意指大

人或其他比他能力強的同儕就像建築物的鷹架，一步一步搭上去協助和引導孩

子，當孩子可以獨立解決問題時，大人或同儕就慢慢減少協助，如同實體能支撐

自己的建築物時，即可將鷹架拆除一樣。潘世尊（2002）也以鷹架作為教學上的

譬喻，即學童在與教師的互動中可逐步理解學習內容，而在這學習的過程中，老

師是協助者的角色，孩子才是主動學習者，其中的提問或質問便是一種鷹架的搭

建進而影響學習。此外，學者陳昇飛（2004）的研究也指出，協助學生搭建鷹架

可以提高孩子的學習成效。由此可知，搭建鷹架於教學中，運用鷹架理論的教學

策略這個短暫性的支持，可以隨著孩子能力的提升，讓孩子擁有自主學習的能

力，並享受其探索與發現歷程的快樂。 

蔡瓊慧（2008）認為鷹架可分為回溯、材料、音樂材料、語言、同儕與示範

等六種鷹架，而這些鷹架在教學過程中的運用是彈性的，且對學習都有相當程度

的成效。例如：語言鷹架可幫助孩子對於思考、觀察、比較、聆聽，都備受肯定；

同儕鷹架可於互相學習和學習專注力中得到正面的回饋；示範鷹架可讓孩子認識

更多樣化的音樂內容，而孩子因模仿而習得其內容。而和鷹架息息相關的就是近

側發展區（簡稱 ZPD），此發展區即指幼兒的實際發展水平和潛在發展水平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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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差距，且此區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可同時儲存許多思維、語言與文化。Bruner

（1985）的研究也指出，家長或教師若在近側發展區提供孩子多重的視覺、聽覺

接觸和刺激，可提升孩子的學習效能和發展。 

再者，Vygotsky（1978）認為，教育是引導，學習與發展之間有著複雜的關

係，亦即教師與引導者皆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陳昇飛（2004）亦指出，雖然

學習可以帶動發展，但必須藉由個體的發展，有就是說，學習與發展是雙向的關

係，絕非單由學習主導發展，其目標在於應引發孩子的企圖心和學習慾望，協助

孩子學習、解決問題，並培養學習的續航力！ 

由上述可知，在孩子的成長發展中，近側發展區內的啟動和引導，對孩子的

學習與發展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若能在孩子需要支持或輔導學習的各層面中，

啟發他們的學習慾望，那麼如此有效的學習才是引導他們未來的社會生活力。因

此身為教育者，應該在孩子潛在的發展區內進行有效的鷹架搭建，運用教學工

具、教學方法，且針對不同的課程與孩子的差異性學習進行調整，使孩子在不同

領域中，皆能得到最大的幫助和能力的養成。 

(二) 課程內涵與目的 

    「十二年國民教育綱要總綱」其目的在精進台灣的課程發展，在課綱中課程

的主體為學生，適才適性發展，以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和興趣，並成為具備適應

社會且具應變能力的終身學習者。除了依學生不同身心的發展訂立不同的學習階

段外，也能於不同階段中完成其核心素養養成。再者，透過各教育階段、課程類

型的規劃，領域綱要的設定，落實於學校課程、教學、評量中，以循序漸進的方

式培養學生。因此當學生有全新的觀感和觸發，自然也願意解決問題、多閱讀、

多識字、多思考。 

再者，就 108 課綱的目的而言，不僅在培養學生的學習動機，更希望運用不

同教學策略讓學生有興趣的主動習得，使其學習成效有相對的顯著提升。此外，

亦提供成功的機會與經驗、多元的學習型態、充滿新意與活力的課程、學習探索

過程的注意與競爭元素的運用等等，都是在課程中運用教學策略，以提升學生的

學習動機。而在杜威的教育思想中則認為，課程及教材內容是在培養學生的活動

能力，課程和教材皆須源自學生的需求，如此才能引發學生內在動機和真正的學

習興趣盧美貴（1988）。學者葉辰禎（2010）也以開放式的科學探究教育方式，

讓學生重視問題的解決能力，強調學生在探索的過程中主動學習，組織並建構自

己的想法，並發展成為有創意思考的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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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從九年一貫到現在的 108 課綱，皆可看出因應世界環境的改變，台灣

的教育者投入大量的研究心力，以造就未來人才為目標，而讓我們的學生有思辨

能力、創造力和人際互動等，都是適應未來的應變能力。故在教學方面，教學研

究者不斷的藉由教學過程，從中再反思再進步，無非是在探究不同以往，以考試

分數決定成就，而是如何提升學生的內在學習動機和能力的具備。 

(三) 鷹架與教學課程之相關研究 

老師和學生和教學課程的關係密不可分，教學課程依孩子的發展給予循序漸

進的學習活動和符合社會化的情境，再將工作細分為符合孩子能力的部分，並引

導孩子以既有經驗、技巧再加以學習和發展。張馨云（2001）在其美語教學課程

中，運用語言鷹架和非語言鷹架的教學策略，並在研究中適時地調整其教學鷹架

的高度，來符合每個孩子的學習狀況，以達到最佳的學習效果。周淑惠（2003）

認為讓孩子置身於情境當中，以談話性的教學方式讓孩子思考並回答，藉此了解

孩童是否能完整了解其概念，而這有助於孩子能力之提昇。McNeill, Lizotte, 

Krajcik 和 Marx（2006）將孩子分散至各組別，便可提供各式各樣的學習工具，

增加有效的情境學習。謝州恩（2012）在研究中指出，在小組合作中，因同儕間

搭起的合作鷹架，可使較低成就孩子得到學習。 

綜合以上，鷹架教學的策略若搭配得宜，且能在孩子的近側發展區內發揮，

運用在各層面的學習，都可看見其被應用的價值。而「有動機的學習，才是有意

義的學習」，適才適性，孩子為本的階段性課程規劃，讓孩子從中學會自我思考

並解決問題。希望我們孩子經由教育的改變，看見自我核心價值，天生我才必有

用，每個人身上都有屬於自己的天賦。 

三、建議  

綜合上述，在各層面的學習中，鷹架確實有實質運用於課程的價值，因此本

研究提出下列建議。 

(一) 利用回溯和成人鷹架的交互作用，將舊經驗導入新的元素 

例如：以海底動物的主題為例，教師會利用孩子的舊經驗，引導孩子慢慢進

入主題，進而認識更多的海底動物以及所使用語言的豐富性。亦即，讓孩子說出

是否去過海生館、跟誰去、如何去，進而將語句加深加廣，也就是說，和誰一起

坐什麼交通工具到海生館，然後沿途以及在海生館有看到什麼，甚至能說出有什

麼感想或印象最深刻之處及其理由為何等。再如，探討生活環境惡化，其來源為

何，孩子思考其影響環境相關性，再加以分類並學習分析其因果關係後再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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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整如何改善或再次利用資源的觀念導入。 

(二) 善用語文與同儕鷹架來提升孩子的能力 

例如：在進行主題創作時，選出幾位能力突出的幼兒擔任引領者的角色，再

由這些幼兒去選出想要在一起進行創作的其他幼兒。如此一來，各小組的幼兒在

能力上即會有差異存在，而由擔任引領者的幼兒去進行工作任務的分配，達成主

題內容之需求。而在這過程中，幼兒能運用語言去溝通與表達自我的意見，且能

透過同儕間的相互學習與激勵來提升自己的學習成效。 

(三) 活用音樂材料鷹架領導多元層面學習 

例如：以音樂、韻文歌唱的方式融入跨領域的學習，豐富孩子的聽覺細胞，

培養或誘發有天賦特質的孩子，讓此特質如同於幼兒園主題學習，因著強烈的動

機，推動著孩子不斷地鑽研和投入學習。  

(四) 運用示範鷹架與材料鷹架來激發孩子與教師們的潛能 

例如：一個活動結束，可讓語文表達能力好的幼兒先行發表，而其他表達能

力較弱的幼兒們也能經由模仿和學習來完成自我的發表。再者，學校端若能不定

期的更新並提供多樣素材資源，更能讓幼兒發揮創意，使幼兒在學習上有最大的

受益產生。此外，園所若能添購軟硬體設備，例如：AR 虛擬實境的教學工具；

以及政府單位能提供輔導老師到校指導，或有跨領域的專業教學課程研習進修，

或甚至頒發其專業證照，並鼓勵學校、園所間相互學習、觀摩、分享等，皆將能

使教師們在其教學的品質以及技巧的運用、精熟以及變通性上有更多的進展與精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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