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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探討運用合作學習教學策略對偏鄉小校國小二年級學童數學學習成效

之影響，經過三次實驗教學研究循環發現，分組合作學習之 STAD 教學策略運用

在偏鄉小校國小二年級學生的數學學習上，能有效提升學生的數學學習成效，對

於提升學生「乘法（一）」單元的學習成就有顯著成效，且多數學生對合作學習

持肯定的態度。研究者發現在將學生作異質性分組時，需考量學生與同儕的互動

關係，並且至少分成 3 組，以增加良性的競爭互動；進行小組討論時，須多讓學

生彼此對話，教師有需要時再介入即可；與學生互動時，多一點讚美、多一些競

賽、多一些加分機會都可以讓學生們更願意合作討論；當教學涉及到先前已有的

學習經驗時，可以在教學流程上做些變化，提供學生更多的思考空間；而單元測

驗的題目量適當即可。 

關鍵詞：合作學習、偏鄉小校、數學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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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一、研究動機 

自西元 2000 年起，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 OECD）每三年大規模舉辦的「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簡稱 PISA）」，已經影響了全球許多國家的教育改革

方向。OECD 提出學生「必須在異質性的團體中互動」，這包含與人相處的能力、團隊

合作的能力以及處理解決衝突的能力（賓靜蓀，2013）。我國 2014 年 8 月開始實施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以下簡稱十二年國教）的核心素養中也提到要培養學生「人際關係與

團隊合作」，在小學階段要培養學生具備理解他人感受，樂於與人互動，並與團隊成員

合作之素養（教育部，2014）。在這一波教育改革的浪潮中，強調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學

習，合作學習顯得特別重要。 

合作學習是一種以學習者為中心，讓來自不同背景、性別與能力的學生透過彼此的

互助與互賴，組成命運共同體，一起努力達成共同學習目標的學習。根據近幾十年來國

內外多位學者的研究發現合作學習可以增進學生學業成就、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強化與

同儕的互動表現以及降低數學學習焦慮等（呂欽武、王燕雀，2012；張新仁、許桂英，

2004；張慧淳、林曉芳，2013； Johnson & Johnson, 1990, 1999；Slavin, 1980, 2014）。

因此研究者想藉由導入合作學習教學策略在數學課室中，透過觀察、問卷、訪談、教學

省思札記與錄影等，了解學生們在與同儕的討論互動中，能否有效提升他們對數學的學

習興趣，進而提高數學學習成就。 

二、研究目的 

此外，研究者也想藉由研究過程中的反思與循環，探討提升偏鄉學生數學學習興趣

與學習成就的較佳教學方式，藉以提升研究者的教學專業。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有三： 

（一）、探討合作學習教學策略提升偏鄉小校國小二年級學生數學學習成效。 

（二）、了解偏鄉小校國小二年級學生對數學課程採用合作學習教學策略的滿意度

與回饋意見。 

（三）、探討研究者在本教學研究中的教學反思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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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文獻探討 

一、合作學習 

（一） 合作學習之意涵 

合作學習是一種有結構、有系統的教學策略，以學習者為中心，讓來自不同背景、

性別與能力的學生透過彼此的分工合作與積極互賴，組成命運共同體，一起努力、互相

協助以達成共同學習目標的一種學習方式。Johnson 兄弟（1999）認為學生可經由彼此

互相討論、幫助，理解學習內容，並鼓勵彼此努力工作，共同實現目標，透過這樣合作

學習的學生，他們在學業上的表現都高於他們單打獨鬥時的表現。Slavin（2014）研究

指出任務動機可以促使團體成員為了實現個人目標，進而幫助他們的小組成員做任何使

小組成功的事情，並鼓勵同伴盡最大努力以達到團隊成功。李俊湖（2015）提出合作學

習有別於小組學習，是學生在團體內相互支持一起工作，以建立積極互賴的關係，共同

增進自我與他人的學習，並發展個人績效與責任感。 

不是將學生分組做學習就是合作學習。以往學生分組學習，強調的是競爭，不一定

是互相合作；而合作學習強調的是同儕間彼此互相信賴、互相協助以達成學習目標。國

內外許多學者（李俊湖，2015；林秀玉，2006；黃政傑，1996；黃政傑、林佩璇，1996； 

Johnson & Johnson, 1990, 1999；Slavin, 2014）提出合作學習應具有下列六個主要特質：  

1. 異質分組：提供學生更多元的生活視野與學習機會。 

2. 積極互賴：小組成員在團隊中互相依賴、互相協助以共同完成任務與目標。 

3. 個人責任：所有團隊成員必須學會為自我負責，了解沒有人可以「搭便車」。 

4. 促進互動：指小組成員間一起對話的行為方式，良好的互動有助於學習。 

5. 人際與小團體技巧：學生在團體中彼此理解與信任、互相接納與支持，並能精

準的溝通、理性的解決衝突以達成任務目標。 

6. 團體歷程：小組成員能夠藉由反省、思考，了解團體運作中遇到的問題，共同

想辦法解決，以提升小組合作的成效，激發同儕及個人學習的過程。 

1960 年代中期後，有關合作學習教學策略的各種研究陸續發展出來，較常被使用探

討的教學策略如下：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Student’s Team Achievement Division, STAD）、

小組遊戲競賽法、小組協力教學法、合作統整閱讀寫作法、共同學習法、團體探究法、

拼圖法第二代、協同合作法、學習共同體等，每一教學策略各有其理論背景與適用範圍

（佐藤學著，黃郁倫、鍾啟泉譯，2012；李俊湖，2015；吳美慧，2014；黃政傑，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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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政傑、林佩璇，1996）。 

其中 STAD 所使用的內容、標準和評鑑與傳統方式差異不大、應用範圍廣泛，是最

容易實施的一種策略。由文獻探討中也發現它可以提升學生的數學學習興趣、建立良好

的學習態度、提升數學學習成就等（吳美慧，2014；張新仁、許桂英，2004；張慧淳、

林曉芳，2013），因此本研究以 STAD 為實驗教學策略。 

（二） 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STAD） 

此法是 Slavin 於 1978 年所發展，它所使用的內容、標準和評鑑與傳統方式差異不

大，而且應用範圍廣泛，是最容易實施的一種策略（黃政傑、林佩璇，1996）。其教學

可分為準備活動和教學流程，評分方式也頗為特別（吳美慧，2014；黃政傑，1996；黃

政傑、林佩璇，1996）。 

1. STAD 的準備活動 

（1） 教材 

教師在教學活動進行前，需先編擬作業單、作業答案單、每單元的試題和小組總分

單等，以供小組討論、精熟教師授課內容、了解學生學習情形及記錄學生進步分數。 

（2） 分配學生到各小組 

合作學習採異質分組，將學生依其能力、性別及社經背景分配到不同小組中，接著

決定小組人數，盡可能使每組人數一致，然後安排學生角色任務，以建立他們在小組中

的責任及互賴關係。 

（3） 決定基本分數 

基本分數可依學生過去表現來評定，也可由教師依學生前幾次小考分數平均而得。

合作學習強調學生的自我成長，基本分數可作為個人及小組進步的指標。 

2. STAD 的教學流程 

（1） 全班授課 

在每節課進行之初，教師先介紹教材的重點內容，提示學習的任務，強調學習的意

義而非內容的記憶，常以問問題的方式評估學生的理解狀況，概念轉移時要讓學生很快

地抓住主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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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組學習 

小組討論期間，小組同學的主要工作是精熟教師授課的教材，並幫助他人也能精熟

學習內容。教師授課後，學生以作業單和答案單來練習老師教過的技巧，並評估自己和

組內同學的學習情形。每組只發一張答案單，以鼓勵組內同學一起學習；提醒學生，除

非小組內的同學都能做對作業單的問題，否則小組學習便不算完成；由同學「解釋」答

案，而不只是交換評分；發現問題，在請教老師前要先請教小組同學。教師的任務在了

解小組如何進行討論活動，並提供適切的幫助。 

（3） 測驗和團體歷程 

測驗在評估學生的學習表現，每個人獨自進行測驗，並立即交換批閱或由教師一起

收回後評分，並在下一節上課前完成評分。而團體歷程則在提供機會讓學生反思自己在

團體內表現，以求改進。 

（4） 學習表揚 

表揚標準依進步分數決定，分為小組表揚及個人表揚。小組表揚依小組總分為依據，

強調積極互賴的具體成效；個人表揚則是表揚進步最多及表現優異的學生，與自己過去

的學習做比較，重在學習成長的表現。表揚方式有給予歡呼、公布在公布欄、記優點等。 

3. STAD 的評分方式 

STAD 的評分方式分為個人進步分數和小組得分。個人的進步分數是由小考分數減

去基本分數後經過進步分數轉換表而得，轉換後的進步分數沒有「負分」，目的在鼓勵

學生能認真積極的表現。小組的得分則是合計小組成員的個人進步分數總分，再求其平

均數而得（參見附錄一）。 

此系統是讓學生跟自己的過去表現做比較，每個人只要努力學習都有相同的成功機

會，同時也能提升小組的表現，展現出合作學習中個人表現與積極互賴的特質。 

STAD 的中心概念有：個別責任、團體獎勵和相同成功的機會。也就是說團體中的

每一個人都要貢獻自己的能力、全力以赴，共同爭取團隊的成績，不論是低、中、高成

就的學生都能為團隊貢獻分數。而STAD的特點是小組成員需精熟教材，進行個別測驗，

再使用轉換的進步分數計算小組得分，強調只要努力就有成功的機會（張慧淳、林曉芳，

2013）。 

二、學習成效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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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稱的數學學習成效包含數學學習興趣與數學學習成就兩個面向。 

（一） 學習興趣 

學習興趣是個人對於學習任務的喜好程度，可能是個人本身的偏好，也可能是透過

個人和情境互動而產生喜愛的心理活動，它可以激發個人積極努力學習的動機（鄭瑞洲、

洪振方、黃台珠，2011）。張映芬（2017）認為學習興趣不同於學習動機，它比動機更

多了學生對學習任務的情感部分。余民寧、韓珮華（2009）則提出學習興趣是一種看不

見的潛在特質，是個人對事物喜愛與好奇的傾向，透過此傾向，將有助於動機的產生，

進而提升個人努力程度與學習成就的表現。 

（二） 學習成就 

蔡文榮、蔡佩君（2012）指出學習成就是指學生在學校裡，經由一定的課程、教材，

透過學習後所得的知識和技能，通常是以學校考試成績或由學業測驗所獲得的分數代表

之。周志鴻（2017）認為學習成就是學生在學校場域中，透過課程的安排和教學的實施，

產生有意義的知識學習經驗，並且經由各種評量方式，表徵其認知、情意和技能的學習

成果。許崇憲（2002）則透過文獻評閱，發現合作學習能提升學生的學習成就與高層次

思考能力。 

興趣是學生學習的動力，可由個人與情境環境間之互動產生，且情境興趣可發展成

個人興趣。張映芬（2017）提到教師可以透過營造有趣的情境來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

鄧滿英（2005）提出濃厚的學習興趣是增強人們自學和理解能力的主要動力來源。因此

要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可從營造安全的課室情境、設計有趣的教學活動著手；正確的

評價、適當的表揚與鼓勵，可以激發學生的上進心、自尊心和學習興趣。學習興趣能使

學生感受到學習的樂趣，因而喜歡學習，即使遇到困難也能想辦法克服，進而提升其學

習成就。林金珠（2014）則採用 STAD 教學策略提升學童的數學學習興趣及數學成就。

因此本研究即想透過 STAD 教學策略，提供學生適當的學習任務及不同的情境刺激，誘

使他們對數學學習活動表現出主動、積極投入、思考如何解題等學習興趣，進而提升其

數學學習成就。 

參、 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與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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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進行場域為台南市某偏鄉國小，居民以農作維生，是典型的農村社區，學區

弱勢學童（包括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經濟弱勢、新住民子女、隔代教養與單親家庭）

比例偏高，本班更高達 70%。 

本研究是以研究者所任教的二年級 9 位學生為研究對象，採異質性分組，進行 STAD

合作學習教學循環的實驗，其中，因為有個學生轉學之故，最後是以 8 位學生作為本研

究分析的對象。 

二、實驗設計 

本研究的 STAD 合作學習教學循環的實驗共進行三個循環，考量合作學習氛圍的培

育需有相當的時間，本研究以一學年的時間進行，由於二年級的學生的數學屬於啟蒙階

段，教材以「數與量」居多，因而本研究從中選擇五個單元，分兩個學期來進行。同時，

本研究考量，分組討論需要較多時間，而本研究的學生尚未有這樣的學習接觸，在建立

學生勇於發言和學習合作氛圍須有較多的養成時間，礙於進度壓力，因此於每次段考範

圍擇 2 個「數與量」的單元實施，第三次因要鞏固學生的乘法基礎，因此只選擇一單元

實施。 

一開始，依據學生一年級下學期的數學學期成績、課堂上的學習表現和性別，將學

生異質分為 2 組，每組 4~5 人；第二次則依據期中考成績重新分為三組；第三次改由低

成就生邀請中、高成就生組隊分為三組。 

第一教學循環的基本分數是以學生一年級下學期的學期成績為依據，合作學習教學

之後則以前一單元之小考平均成績作為下一單元之基本分數。本研究在量化部分採用前

實驗設計之單組前後測設計，自變項是 STAD 合作學習教學策略，依變項是學生數學學

習成效，其實驗設計模式如表 1，學生於實驗處理前後均施以評量，比較其前後測差異

的情形，預期效益是 STAD 能提升學生的數學學習興趣和學習成就。 

表 1 

單組前後測設計模式 

興趣前測 成就前測 實驗處理 興趣後測 成就後測 

O1 O2 X O3 O4 

說明：學習興趣前測、後測相隔約 6 個月；學習成就前後測相隔約 2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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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流程 

本研究在探討合作學習教學策略應用於偏鄉小校國小二年級學生學習數學之變化

情形。主要在解決研究者在數學教學實務上所遭遇之問題，及時修正解決；並從學生學

習表現和學後滿意度與回饋意見表來修正改進適當的合作學習教學模式，其研究流程如

圖 1。 

 

圖 1  研究流程圖 

本研究的合作學習教學設計是以 STAD 為架構來規劃，教學實施流程如圖 2： 

（一） 全班授課 

教師講解課程內容、學習目標，加強概念引導，並提示學生要學習的任務，使學生

了解學習重點。 

（二） 分組學習 

小組同學精熟學習單元的教材內容，並幫助組內同學熟練學習內容。教師組間巡視，

以了解小組進行討論的情形，適時提供協助。 

（三） 實測和團體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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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單元小節學習結束學生會藉由習作或學習單來測量其學習成果，同時透過團體

歷程反省他們在團體中運作的情形，以求精進。 

（四） 學習表揚 

分為小組表揚及個人表揚。小組表揚依小組平均為依據，強調積極互賴的具體成效；

個人表揚則是表揚進步最多及表現優異的學生，與自己過去的學習做比較，重在學習成

長的表現。 

（五） STAD 的評分方式則分為： 

1. 個人得分 

個人的進步分數是由小考分數減去基本分數而得，再將個人得分轉換成進步分數，

轉換後的進步分數沒有「負分」，目的在鼓勵學生能認真積極的表現。 

2. 小組得分 

總計小組成員的個人進步分數後，再求其平均數而得。 

 

圖 2  STAD 教學流程圖 

四、研究工具 

本研究需在教學過程中多方面蒐集資料，再盡可能詳實的予以整理及分析，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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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過於主觀的想法。針對本次教學研究所使用的工具說明如下： 

（一） 量化工具 

1. 數學學習興趣問卷 

本研究所使用的數學學習興趣問卷（附錄二）係參考吳美慧（2014）「數學學習興

趣問卷」再稍加修改而來，目的在測量學生對數學學習興趣的變化，以了解合作學習是

否能有效提升學生對數學的學習興趣。此份問卷的內部一致性為.91，共有 15 題，總計

得分越高表示對數學學習興趣越高。 

2. 數學學習成就測驗 

研究者針對教學內容與目標，搭配翰林版 107 年度國小數學第四冊的題庫，編製「乘

法（一）」的單元前測卷和單元後測卷，並以前、後測的成績分析學生在此單元學習成

就的進步情形。本乘法單元前測和後測所涵蓋的內容相同，試題內容經過現場教師與專

家學者審閱確認為複本測驗，兩測驗的差異主要在於數字的差異，透過前後測的表現來

檢視學生對於乘法概念及操作的能力是否提升。但考量前後測試題的題數不同、配分也

不盡相同，因此以試題通過率來比較前後測之差異，在本研究中，通過率是指每一大題

答對題數與總題數的比率，通過率愈接近 1 表示學習成效愈好。本研究以 SPSS 23 統計

軟體進行相依樣本 t 檢定分析，以了解學生在 STAD 介入教學後，其「乘法（一）」單

元的學習成就是否有顯著提升。此成就測驗的信度為.78，因為題數僅有 8 題，人數僅 8

人，故此信度應在可接受的範圍。 

（二） 質性工具 

1. 合作學習上課滿意度與回饋意見表 

本研究分別於三次教學循環結束時填寫合作學習上課滿意度與回饋意見表（附錄

三），以了解學生對於每一次教學循環數學課採用合作學習的教學策略有何看法與感受，

並請學生寫下個人的建議，做為下一次教學循環修正改進之參考。 

2. 教學省思札記 

教學省思（附錄四）是激發教師專業成長的助力，研究者於每堂數學課結束後，都

會記錄該節上課的情形與反思，並於課後調閱課堂教學錄影，以了解教學進行中的盲點，

並加以調整改進，精進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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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生訪談 

研究者於教學研究期間，不定期利用課餘時間對學生進行訪談，或輔以自我檢核表

（附錄五）、問卷（附錄六）等做半結構式訪談，以了解數學課採用合作學習教學策略

的優缺點及學生接受與否的情形，做為調整改進教學的依據。 

4. 協同觀察教師回饋意見 

協同觀察教師對研究者的教學進行觀課，並於課後針對教學過程提出建議或回饋，

協助研究者發現教學盲點、釐清教學問題。 

肆、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班 9 名參與學生中，有一名學生於學期中轉學出去，後又轉學回來，但考量該生

在第二次教學循環中缺席，因此在研究結果比較與呈現時不列入該生資料。 

本研究三次 STAD 是選取五個「數與量」的單元，分兩個學期來進行。研究分析的

資料來源學習興趣是以第一次 STAD的學習興趣問卷前測和第三次 STAD的學習興趣問

卷後測差異來分析；學習成就則以第三次 STAD 的乘法（一）前後測通過率來分析。上

課滿意度與回饋意見表、教學省思札記與學生訪談則三次 STAD 教學循環均有紀錄分

析。 

一、合作學習策略對學生數學學習興趣之影響 

為了解學生在實驗教學循環結束後，其數學學習興趣之變化情形，研究者將學生「數

學學習興趣問卷」前測和後測結果進行相依樣本 t 檢定分析，表 2 及表 3 呈現的即是描

述統計與相依樣本 t 檢定摘要。 

由表 2 可發現，學生在學習興趣前測的平均分數是 32.63、標準差是 8.50；後測的

平均分數是 36.13、標準差是 7.97，後測的平均分數高於前測平均分數 3.5 分，標準差縮

小 0.53，可以看出學生在「數學學習興趣問卷」後測的答題表現優於前測的答題表現。

進一步以相依樣本 t 檢定進行分析，結果如表 3，t（7）= 1.24，p ＞ .05 未達顯著，

表示學生在接受合作學習教學策略的教學後，對數學學習興趣的提升不顯著。但經計算

其效果量 d = 0.44，接近中等效果量，推測可能因樣本數太少而未能達顯著效果，建議

未來可以增加學生樣本數再做一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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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學生之「數學學習興趣問卷」前測與後測之描述統計資料摘要（n = 8） 

測驗名稱 平均值 標準差 標準誤 

學習興趣前測 32.63 8.50 3.00 

學習興趣後測 36.13 7.97 2.82 

表 3 

學生之「數學學習興趣問卷」前測與後測分數相依樣本 t 檢定摘要 

差異分 

數平均 標準差 標準誤 

差異的 95% 信賴區間 

t 自由度 

顯著性（雙

尾） 下限 上限 

3.50 7.96 2.82 -3.16 10.16 1.24 7 .25 

除了「數學學習興趣問卷」的填寫外，研究者於研究循環期間對全班同學進行半結

構式訪談，以了解運用分組合作學習策略上課之後，學生對上數學課的感受，以下將教

師的問題以及學生的摘要如下： 

T：用分組合作學習上課之後，你對上數學課的感覺是什麼？ 

S2、S4、S7、S8 和 S9 都覺得上課可以跟同學討論，他們比較會寫，喜歡

這樣的上課方式；S1、S3 和 S10 則覺得數學課很有趣。 

T：用分組合作學習上課之後，會讓你比較主動學數學嗎？ 

有 7 位同學表示會比較認真學習，僅 S8 表示沒有比較認真學習，因為在

玩，同學坐在一起比較會玩。                         （訪 S-1071214） 

T：你們認為分組合作的上課模式能讓你更喜歡數學、更想上數學課嗎？ 

有 7 位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只有 1 位否定。      （訪 S-1080226） 

從學生的訪談整理可以看出：多數學生都蠻肯定合作學習的上課方式，也都會比較

認真或主動學習。 

二、合作學習策略對學生「乘法」單元數學學習成就之影響 

在研究者進行研究的這段時間，主要的教學內涵以乘法居多，因此，研究者以學生

乘法的表現作為合作學習策略的成效資訊。由表 4 發現學生在乘法前測通過率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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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76，標準差是.25；在乘法後測通過率的平均值是.98，標準差是.03。 

表 4 

學生「乘法成就測驗」之前測通過率與後測通過率描述統計資料摘要（n = 8） 

 平均值 標準差 標準誤 

後測通過率 

前測通過率 

.98 .03 .01 

.76 .25 .09 

進一步以相依樣本 t 檢定進行檢測分析，結果如表 5，t（7）= 2.96，p < .05，d = 1，

表示乘法前後測的通過率有顯著的差異，即學生後測的通過率明顯高於前測的通過率，

此差異屬於大的效果量，也就是說，STAD 教學策略能提升學生數學「乘法」單元的學

習成就。 

表 5 

學生「乘法成就測驗」之前測通過率與後測通過率相依樣本 t 檢定摘要 

差異分 

數平均 標準差 標準誤 

差異的 95% 信賴區間 

t 自由度 

顯著性 

（雙尾） 下限 上限 

.23 .23. .08 .03 .42 2.96
＊ 

7 .029 

＊
p ＜ 0.5 

綜合一、二的分析可知，STAD 教學策略可以提升偏鄉小校國小二年級學生的數學

學習興趣與「乘法」單元之數學學習成就，這正與林金珠（2014）的研究結果不謀而合，

她發現 STAD 教學可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增加信心、提升學童數學的成績、促進學

童討論及發表能力，並可提升大多數學生的學習態度及專注力，且學生對學習的感受是

肯定、正向的。 

三、學生對數學課程採用合作學習的滿意度與回饋意見 

研究者於每一次的教學循環後，都會對學生做上課滿意度調查，從三次教學循環的

上課滿意度調查可以看出，選擇不是的比例都偏低，可見，多數學生肯定合作學習的教

學策略。 

從學生的回饋意見也發現，他們認為合作學習的優點有：「分工合作讓我們數學學

得很快」、「讓我數學更進步」、「討論時可以教同學」、「我比較會算、會思考，變得更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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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有組員教我，讓我更聰明」、「成績進步了，讓我變得更聰明」……；缺點是「組

員會吵架」，「不會聽別人發言」，這部分可透過合作技巧訓練和團體歷程做修正。 

在研究結束後，研究者針對合作學習的上課方式對學生的幫助，對學生做半結構式

的訪談，結果如表 6： 

表 6 

分組合作學習的上課方式對學生的幫助 

幫助的面向 人數 

讓我更想上數學課（學習動機） 7 

讓我更喜歡數學（學習興趣） 7 

讓我數學成績更進步（學習成就） 8 

讓我和同學的互動更好（社交技巧） 7 

同學更喜歡和我一起活動（人際互動） 6 

從訪談結果也可以說明學生是喜歡分組合作學習的，分組合作學習的 STAD 教學策

略能提升偏鄉小校國小二年級學生的數學學習興趣與學習成就。 

四、研究者在本行動研究中的教學反思與成長 

（一） 將學生作適當的分組安排 

第二次 STAD 研究者將分組由 2 組改為 3 組，學生的互動較佳，吵架的行為減少。

前兩次 STAD 分組組員都由教師分派，第三次改由低成就生去邀請高成就生組隊，學生

間的互動更好，學習興致也更高昂。因此研究者發現分 3 組比分 2 組學習更佳，而同儕

的互動關係，也會影響學生的學習興致。另外多給學生發言、表現的機會，他們的學習

成效會更好。 

（二） 進行小組討論品質的監控 

多鼓勵學生自行對話，並依組別特性給予不同介入。當發現低成就的學生不參與討

論，研究者除了請同組的組員多協助她（他）之外，也鼓勵學生多說說自己的想法，不

要吝於請教同學。當學生不知如何切入討論時，研究者會要求他們先倆倆討論，或走過

去幫他們起個頭，由小組長接續討論。 

（三） 與學生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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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時調整教學流程，在第二教學循環「加減兩步驟」單元時，研究者稍微改變教學

流程，讓學生先討論課本的例題和練習題之後各組上台發表，老師再補充修正學生們錯

誤的概念。學生透過討論，先行閱讀課本內容（有預習的效果），再聽老師解說，比較

能掌握住重點，學習效果較佳。 

給予學生多一點讚美、多一些加分的機會、多一些競賽都可以促使學生們更願意合

作討論，爭取榮譽是正向的刺激啊！ 

（四） 測驗題目的數量適當即可 

在前兩次的 STAD 教學中，單元後測卷題目都較多，低成就的學生就會懶得讀題而

隨便寫，第三次的前後測試題則減少題數，提高配分，學生的答題效果反而好，因此研

究者發現測驗題目適中即可，太多反而造成閱讀理解較差的學生產生困擾。 

（五） 研究者的收穫 

在這次的教學研究中，研究者發現小組表揚和個人表揚可以激發學生努力學習以獲

得表揚的機會，而研究者的嘴巴也變甜了，比較會讚美學生，學生的學習興趣是可以藉

由適當的讚美、獎勵激發出來的，若再搭配班級或學校的榮譽制度，更能收事半功倍之

效。 

伍、 教學與研究建議 

一、合作學習的流程可做微調 

遇到有先備經驗的教學單元，教師可以讓學生先行討論再授課，學生對這樣的上課

流程表示比較知道老師在說什麼，也比較容易學會。 

二、異質分組加入同儕互動的考量 

學生們的討論氛圍和組員關係重大，遇到可以互相討論的人，學習興趣就會提高；

反之遇到常會吵架的組員，學習興趣就會滑落。雖然合作技巧的訓練可以提升學生的互

動關係，但有些學生的人格特質還是無法強求的。 

三、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 延長實驗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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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技巧是需要經過指導與練習的，而且需要時間內化。本研究的三次教學循環是

抽取五個教學單元實施而非連續性，建議今後的研究可以進行整個學期的實驗教學，使

學生有更充裕的時間內化合作技巧，也讓研究結果更周延。 

（二） 增加研究對象，以及對照組的比較 

本研究因為是以偏鄉小校的學生進行合作學習的探討，礙於現實環境的限制，無法

有相對應的控制組來進行對照，這是本研究遺憾之一。雖然研究結果呈現學生對於合作

學習的肯定，但建議感興趣的研究者可考慮擴大實驗對象以及納入控制組別進行對照，

更能釐清合作學習的實際效益。 

（三） 不同的教學策略 

小二的學生是一個愛玩的年紀，遊戲的誘因可以提高他們的學習興致。建議往後的

研究可以選用像小組遊戲競賽法或其他類似的教學策略，融入遊戲，寓教於樂，期能提

升學生的學習成效，達到更佳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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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小考得分單與進步分數轉換說明 

小組組名：             學習單元：               日期： 

組員姓名 
基本 

分數 

小考 

分數 

進退步

分數 

轉換進

步分數 
進步分數轉換說明 

     退步 10 分以上 0 分 

退步 0-9 分 10 分 

進步 1-9 分 20 分 

進步 10 分以上 30 分 

維持 100 分 30 分 
 

     

     

     

     

 小組總分     

 小組平均     

附錄二   數學學習興趣問卷 

一、基本資料   年 班 座號：  姓名： 

親愛的小朋友： 

這份問卷不是考試，沒有正確或錯誤的答案，不用擔心寫

錯，主要是想了解你對數學的興趣，你只要想一想自己的

情形或感覺，在是 ()、還好() 或 不是() 的下面打，就

可以了。謝謝你的幫忙。 

二、例題 

※我喜歡吃香蕉。   

                   是   還好   不是 

  

三、 問卷題目 

題  目 


不是 



是 



還好 

1.上數學課時我很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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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數學可以讓我的頭腦更聰明。    

3.我喜歡做數學題目。    

4.我害怕數學考試。    

5.我喜歡上數學課。    

6.我喜歡和同學一起學數學。    

7.我覺得上數學課很好玩。    

8.我討厭上數學。    

9.學數學時，我的心裡很快樂。    

10.我希望數學課可以多一點。    

11.我願意多花一些時間做數學功課。    

12.我覺得數學很有趣。    

13.我不喜歡算數學。    

14.我覺得上數學課很無聊。    

15.我喜歡思考數學問題。    

修改自吳美慧（2014，頁167） 

附錄三   合作學習上課滿意度與回饋意見表 

座號：    姓名：       組別： 

親愛的小朋友： 

數學課進行合作學習的上課方式暫時告一段落，老師想了

解這一段時間以來你對數學課的感受與學習情況，請你仔

細回答問題，謝謝你的意見。請在你認為符合的選項下面

打

題目 


是 



還好 



不是 

1. 我喜歡合作學習的上課方式。    

2. 合作學習讓我更喜歡上數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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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跟同學一起合作學習，讓我的數學

學得更好。 

   

4. 我認為合作學習的上課方式，優點是： 

5. 我認為合作學習的上課方式，缺點是： 

修改自吳美慧（2014，頁 172） 

附錄四   教師教學省思札記 

                                         編碼：札T- 

教學單元： 日期 

教學內容： 

上課情形： 

教學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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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自我檢核表 

小朋友，請你想一想，在是 ()、還好() 或 不是() 的下面

打

題

號 項  目



是 



還好 



不是 

1. 
我能專心參與小組的學習活動，

不做其他事。

  

2. 我能仔細聽別人的發言。
  

3. 我會勇敢說出自己的意見。
  

4. 我能接受同學不同的意見。
  

5. 我很願意跟別人互助合作。
  

6. 我樂於分享自己的想法。
  

7. 
同學學習上遇到問題時，我會幫

助他解決。

  

8. 
自己學習上遇到問題時，我會主

動求助。

  

9. 同學常常給我幫助或鼓勵。
  

10. 
小組意見不同時，我能與同學討

論，達成共識。

  

引用自吳美慧（2014，頁 166） 

附錄六   分組合作學習感受訪談問卷 

1. 從上學期到現在，我們做了三次的分組合作學習，每一

次的組員都不大一樣。你最喜歡哪一次的分組？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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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 

 □第一次(5人一組)，因為                                           

 □第二次(3人一組)，因為                                           

 □第三次(3人一組)，因為                                           

 □都不喜歡，因為                                                  

2. 你認為分組上課的模式對你有哪些幫助？ 

 □讓我更想上數學課(學習動機) 

 □讓我更喜歡數學(學習興趣) 

 □讓我數學成績更進步(學習成就) 

 □讓我和同學的互動更好(社交技巧) 

 □同學更喜歡和我一起活動(人際互動) 

 □其他，請說明                                                    

3. 關於數學課，我想跟老師說的悄悄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