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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依據教育部統計，全國中小學生一年有 20 萬人次因為學習落後而接受補救教學。

面對補救教學的高度需求，長期以來補救教學仍受到教學成效不佳，學生的學習成果

有限的質疑，因此教師應提供多元適性的學習機會，以達成「確保學生學力品質」、「成

就每一個孩子」的目標。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在探究以合作學習法進行補救教學後，國小四年級課後班數學

學習低成就學生的學習成就表現與學習態度。研究對象為嘉義市某國小 5 名四年級課

後班學習低成就學生，以合作學習法進行八週的「四則運算」與「分數」補救教學。

研究資料以數學學習態度問卷與兩單元數學成就前、後測結果進行統計分析，並蒐集

學生的影片觀看學習單、單元學習心得以及教師教學日誌等質性資料，瞭解學生在兩

個單元學習成就的表現，以及數學學習態度的變化。 

  本研究之研究結果如下： 

一、合作學習法能提升四年級課後班數學學習低成就學生在「四則運算」與「分數」

補救教學的學習成就表現。兩個單元的前、後測結果經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後皆達

顯著差異，表示應用合作學習法的補救教學能提升學生學習成就及對學習概念的理

解。 

二、 合作學習法在個案學生進行補救教學之後，學生的數學學習態度均有明顯的正向

改變。經由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學生在學習態度全量表的後測得分平均數高於前

測得分平均數且達顯著差異。 

關鍵字：低成就、補救教學、合作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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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pproximately 200,000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Taiwan receive remedial teaching due to low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the face of the high demand for remedial teaching, remedial 

teaching has long been questioned because of its poor teaching results and limited student 

learning outcomes, therefore teachers should provide multi-disciplinary learning 

opportunitie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ensuring the quality of students' academic competence" 

and "helping individual student to reach the accomplishmen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explore the learning achievement performance and 

learning attitude of the underachievement students in the fourth grade after-school 

mathematics learning after the remedial teaching with the cooperative learning method. The 

articipants were five underachievement students in a fourth-grade after-school class from an 

elementary school in Chiayi City. The eight-week "arithmetic" and "fraction" remedial 

teaching were conducted in a cooperative learning method.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students'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performance and the changes in learning attitudes, 

research data, including the mathematics learning attitude questionnaire and the results of 

the pretest and posttest of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was statistically analyzed, and 

qualitative data such as the student's film viewing learning sheets, unit learning feedback 

and teacher teaching log was collected.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cooperative learning method can enhance the learning achievement performance 

of the underachievement students in a fourth-grade after-school class after "arithmetic" and 

"fraction" remedial teaching. The pretest and posttest results of these two unit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fter being verified by the Wilcoxon symbol level, indicating that the 

remedial teaching using the cooperative learning method can enhance students' learning 

achievement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learning concept. Second, after remedial teaching 

using the cooperative learning method, the students' mathematics learning attitudes have 

obvious positive changes. Through the Wilcoxon symbol level test, the average score of the 

post-test of the students in the full attitude of learning attitude is higher than the average 

score of the pretest and reached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Keywords: Underachievement, Remedial teaching, Cooperativ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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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四則運算」學習成就測驗之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結果．  58 

表 4 - 4  「分數」學習成就前、後測成績．．．．．．．．．．．．． 5 9 

表 4 - 5  「分數」學習成就前、後測成績標準差．．．．．．．．．． 6 0 

表 4-6  「分數」學習成就測驗之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結果．．．  60 

表 4 - 7  數學學習態度前、後測成績之標準差．．．．．．．．．．． 8 3 

表 4-8 數學學習態度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結果．．．．．．．．．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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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分四節，第一節為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為研究目的，第三節為重要名

詞釋義，第四節為研究流程。依序分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教育是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投資，落實教育機會均等、實現社會公平正

義，是現代化國家指標之一，而確保國民的基本素養與能力，更是國家發展的重要

基礎。換言之，國家是否具有足夠的競爭力，教育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依據教

育部統計，全國中、小學生一年有 20 萬人次因為學習落後而接受補救教學（林曉雲，

2013）。臺灣師範大學也估計國中小大約有 20 萬學生未具備參與現代社會運作所需

的基本學力（臺灣師範大學教育政策小組，2016）。若以研究者任職學校為例，104

學年度二年級有 34 名學生參加 2016 年五月份「國民中學與國民小學補救教學科技

化評量」（以下簡稱補救教學科技化評量）篩選測驗，數學科評量有 14 人施測後未

通過，年級未通過率為 15.91％。 

    面對補救教學的高度需求，政府自 1994 年開始實行「教育優先區計畫」，並在

1996 年擴大實施，時至今日已有 24 年的時間。教育部為了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推動，鞏固學生基本學力，自 2013 年起整合「教育優先區計畫－學習輔導」及

「攜手計畫－課後扶助」為「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補救教學實施方案」。建構把關基

本學力之檢核機制，同時落實補救教學，提供多元適性的學習機會，以達成「確保

學生學力品質」、「成就每一個孩子」的目標。 

    洪儷瑜（2012）曾提出由補救教學三層級學習支援概念，將補救教學分為第一

層：一般補救教學（如班級教學）、第二層：小組補救教學（如攜手計畫）、以及第

三層：特殊教育。因有經費考量，第二層級之小組補救教學可能無法天天進行，所

以仍應以一般補救教學為主（朱家儀、黃秀霜、方建良，2014）。然而在實際教學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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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學校要發展校本課程與特色，常會辦理各種相關活動，能夠用在補救教學的時

間十分有限，因此，放學後的課後照顧班，成了教師進行補救教學的主要管道。 

    在「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補救教學實施方案」中提到參與補救教學的學生多為

學習不利、學習態度消極或自我認同感低。這些學生的起點行為不同，學習困難也

不相同，因此在進行補救教學時，也需要個別化與差異化的多元教學處置（田育昆、

林志成，2014）。同時教育部每年挹注十五億元經費，並且擴大對象只要是學習低成

就者，即可參加補救教學，就是要落實補救教學，提供多元適性的學習機會，把每

一個孩子帶上來，一起為學生的學習盡心力，才能確保每一個學生具備有基本的學

力。 

    以研究者多年的教學經驗裡，學生在數學領域的學習表現與信心，往往低於其

他學科，補救教學需求也是高於其他各科。以研究者任職學校為例，104 學年度二

年級有 34 名學生參加 2016 年 5 月份補救教學科技化評量篩選測驗，數學科評量有

14 人施測後未通過，年級未通過率為 15.91％。國語科評量有 34 名學生參加篩選測

驗，4 人施測後未通過 ，年級未通過率為 4.55％。數學科年級未通過率明顯高於國

語科年級未通過率。  

     此次的研究對象均未通過 2016 年 5 月份補救教學科技化評量之數學科篩選測

驗的 5 名目標學生，而且已經接受長達 3 個學期的補救教學，仍未通過 2017 年 12

月份補救教學科技化評量之數學科成長測驗。研究者不禁思考，政府挹注龐大、足

夠的資金於補救教學，教師也利用課餘時間加強指導，學生也已經接受長達 3 學期

的補救教學，但教學成效仍然不佳，學生的學習成果有限。面對這樣的困境，研究

者思考如何為學生的學習盡一份心力，反思應該安排怎樣的學習環境，設計怎樣的

教學策略與教學活動，才能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產生有意義的學習，幫助學生建

構出正確的數學概念，才能夠銜接下一階段的學習。 

    有多位學者指出合作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不僅可以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

學習成就，還可以有效的降低學生的數學習焦慮、改善溝通技巧和社會關係（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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勳，1994﹔簡妙娟，2000﹔Johnson＆Johnson，1999）。而且老師要提高學生的學習

動機，其可行策略是鼓勵學生多提問，提醒學生傾聽其他同學的技巧，適時提供書

籍、學習網站，並且利用小組成員合作學習的模式，讓學生從中體現積極主動、互

助合作的精神（何怡如、何信助、廖年淼，2004）。研究者分析文獻發現，許多學者

雖然發展的合作學習方法及模式各不相同，但是都認定學生在小組中與同儕互動對

於提升學習動機與學習成就會有正面積極的影響（陳彥廷、姚如分，2004﹔章勝傑，

1991）。 

  研究者擔任中年級導師已經 10 年，四則運算是國小第一、二階段學生在「數與

量」的學習重點。在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數學學習領域的教學目標中，明

確的指出第二階段(國小三至四年級)學生，在數方面要能熟練自然數的四則與混合

計算，培養流暢的數字感；另外，應初步學習分數與小數的概念（教育部，2008）。

整數四則運算的教學是國小數學的核心課程之一，整數計算是一切數學學習的基礎

（陳國雄，2006） 

。「分數」在國小數學課程當中十分重要，藉由「分數」的學習，學童數學概念發展

從「整數」擴展到「有理數」，更是影響日後學童在小數、約分、擴分、比例等概念

的學習（方文邦、劉曼麗，2013）。在這個數位科技的世代中，數學能力是一項極為

關鍵的認知能力，擁有良好的數學能力不僅能應付日常生活中，隨時必備的各種運

算需求，同時也是要在各種領域立足的先備條件（Richland, Zur, & Holyoak, 2007）。

教育部（2012）於課程綱要中指出，數學的學習注重循序累進的邏輯結構，以保證

數學教育的穩定性。為了奠定良好的學習基礎，針對這 2 個單元進行補救教學，有

其必要性。 

    因此，本研究欲嘗試運用合作學習教學法，結合均一教育平台教學影片、練習

題目，進行數學四則運算與分數的補救教學，讓學生在校透過觀看教學影片、分組

討論，而後進行學習單練習，鼓勵在家自主練習數學題目等方式，進行學生的學習

成就表現和學習態度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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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依據前一節的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如下： 

一、 探討合作學習法於國小四年級低成就學生數學補救教學之學習成就表現。 

二、 探討合作學習法於國小四年級低成就學生數學補救教學的學習態度之影響。 

第三節 重要名詞釋義 

壹、 合作學習 

目前合作學習已經發展出許多策略與方法，本研究所採用之「學生小組成

就區分法」（Student teams achievement divisions，簡稱 STAD）是以 Slavin（1995）

所發展的流程，再依據實際教學來設計教學模式，應用在低成就學生數學補救

教學上。 

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是合作學習法中最基本、容易實施、適用於各種學科，

但最適合教導目標明確的教材，像數學計算題及應用題、地理科的作圖技巧及

科學概念等（Slavin，1995﹔黃政傑、吳俊憲，2006）。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強

調小組學習、單元小考、進步分數、小組成績表揚的設計。 

貳、數學學習低成就 

數學學習低成就的學生，在學習數學的表現上有些共同的特徵，例如數學

定義上觀念不清楚、基本計算能力不足、對於題意無法確實理解、對於數學課

程不感興趣、上課時間不專心、學習態度不積極等等（林玉雲，2017）。 

本研究所稱數學學習低成就乃指在普通班級中，月考成績為全班後百分之

三十五的學生，數學成績低落、數學學習成就有顯著的差異﹔而且參加 2016

年 5 月補救教學科技化評量數學科篩選測驗和 2017 年 5 月份補救教學科技化

評量數學科篩選測驗，2 次篩選測驗均未通過，測驗結果為補救教學之目標學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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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補救教學 

補救教學（Remedial instruction）是指教師在發現學生有學習困難後，診斷

出問題之所在，根據學生問題設計適宜的教學活動（楊德清，2008）。陳惠萍

( 2009）則認為補救教學是指在教學過程中，教師無法同時兼顧、配合每位學

生的基礎知識和學習進度，必須針對未達學習目標的學生，採取其它有效的教

學策略。張新仁（2001）補救教學是一種「評量─教學─再評量」的循環歷程，

就理想上而言，期望補救教學實施一段時期後，學生能跟得上原班級的教學進

度。由此可知，補救教學的理想目標便是幫助學生克服學習障礙，達成該階段

的學習目標，使其學習能跟上其它學生的學習進度。本研究所稱補救教學是指

於放學後每周一、四 16:10~16:50，採用合作學習法進行數學領域學習與評量之

教學活動。 

肆、均一教育平台 

全台灣第一個免費且完全公開的線上教育平台——「均一教育平台」，在

2012 年由財團法人誠致教育基金會的董事長方新舟先生創立。均一教育平台的

使命——每一個孩子不論出生，都能擁有免費並且「均等、一流」的教育機會。

2017 年，傳承交棒給年輕人，由呂冠緯與均一團隊一起成立一個新的基金

會——財團法人均一平台教育基金會，無償授權均一教育平台的智慧財產權給

「均一平台教育基金會」（均一教育平台，2018）。 

誠致教育基金會經營均一教育平台六年來，平台註冊人數超過 96 萬人，是

全台最大的線上學習平台（親子天下，2018）。平台提供數學、自然、電腦科學、

語文、社會、藝術與人文、夥伴課程等教學影片，並且配合教學內容提供學習

後的練習題目，擁有 1 萬多支課程影片和 4 萬多個練習題。其中數學科編排分

為主題式和年級式，教學者可根據不同教學目標選擇適合的教學內容。本研究

所指均一教育平台教學影片，為平台中翰林版國小四年級數學「四則運算」與

「分數」兩個單元的教學影片與練習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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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流程 

本節說明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研究流程圖，第二部

分則是流程項目說明。 

壹、 研究流程圖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如圖 1-1。      

 

圖 1-1 研究流程圖 

文獻探討、蒐集與整理

確定研究主題與目的

撰寫研究計畫

蒐集與編製研究工具 確定研究對象

四則運算學習成就與態
度前測

四則運算應用合作學習法
教學

四則運算學習成就後測

分數學習成就前測

分數應用合作學習法教
學

分數學習成就與態度後測

資料蒐集與分析

撰寫研究論文

邀請專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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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流程項目 

本研究流程項目說明如下： 

一、文獻探討、蒐集與整理 

蒐集並閱讀國內外相關文獻，並與指導教授討論研究方向。 

二、確定研究主題與研究目的 

和指導教授確定研究主題為「應用合作學習於國小四年級低成就學生 

數學補教教學之研究」，並綜合整理相關文獻，作為研究的基礎。 

三、撰寫研究計畫 

依據研究主題與目的，撰寫研究計畫。 

四、蒐集與編製研究工具 

數學學習成就前測卷、後測卷為研究者依據現行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數學學習領域 （教育部，2008），以及翰林文教事業經教育部審核通過之數學科教

科書及教師手冊及參考翰林版數學第七冊課本與習作編製而成。評量方式均為紙筆

測驗，作答時間約為 40 分鐘，若學生仍未完成則延長作答時間。 

評量卷編製完成後，遴請本校三位專家教師進行試卷內容審查，以確認試題難

度適中及符合教學目標與內容，並做修正題目內容與語句陳述方式後編製完成。 

數學學習態度量表使用蔡香玲（2015）的數學學習態度。根據蔡香玲（2015）

其數學學習態度量表的信度以 Cronbach’sα係數檢定，整份量表的信度α值分別是

數學的喜愛（.931）、數學的參與（.836）、數學的自信（.935）、數學的價值觀（.801），

與總量表（.952）。 

五、確定研究對象 

研究個案為研究者任教補救教學課後照顧班四年級學生，在與輔導處確認學生

身分別且經家長同意後，篩選未通過 2016 年 5 月份數學科補救教學科技化評量診斷

測驗，而且經過 3 學期以傳統的教師講解授課方式進行補救教學，仍未通過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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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補救教學科技化評量成長測驗之 5 名目標學生為研究對象。 

六、邀請專家團隊 

研究邀請的專家團隊共 3 位，2 位為研究者任教學校四年級級任教師，1 位資訊

組長。平均任教年資 15 年。專家團隊工作為協助研究者數學學習成就測驗前測、後

測試卷的審題與修改，並針對語句敘述、確認符合學習目標、概念的分配是否適當

給予建議。 

七、學習成就與學習態度前測 

學生在實驗教學開始前，先進行數學學習成就前測與數學學習態度量表前測，

施測時間各為一節課 40 分鐘，藉以獲得數學學習成就前測與數學學習態度前測成績，

了解學生起點行為並做研究後的統計分析。 

八、進行實驗教學 

實驗教學由研究者擔任教學者工作，總實驗教學時間共計 8 週，利用每週一、

四課後補救教學時間 16:10~16:50，每節 40 分鐘，每週共上課 80 分鐘。教學範圍為

翰林版國民小學數學第七冊第六單元「四則運算」與第八單元「分數」。 

每次上課時應用合作學習，並且以均一教育平台教學影片取代教師傳統講解授

課方式，進行教學，合作、討論完成學習單，並且利用課餘時間完成指派學習任務。

研究者在教學活動中觀察個案的學習狀況與完成學習單的情形，並根據學習情況進

行教學調整。 

九、學習成就與學習態度後測 

為了解學生經過實驗教學後的學習表現情形，學生在實驗教學結束的隔週，接

受數學學習成就測驗後測，和數學學習態度量表後測，測驗時間各為一節課40分鐘，

作為實驗研究後的統計分析。 

十、資料蒐集與分析 

研究者整理研究分析期間獲得的各項資料與數據，並據此提出結論與建議。 

十一、撰寫研究論文統整研究成果，完成論文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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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旨在呈現與本研究的相關文獻，作為研究的依據。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探

討應用合作學習法於國小四年級低成就學生數學補救教學之學習成就表現與數學學

習度。本章共有四節，依序為：第一節合作學習法、第二學習低成就、第三節補救

教學、第四節數位學習平台之應用。 

第一節 合作學習 

合作學習的主張並非近世代所提出的概念，從古以來就有學者提倡合作學習的

觀點，孔子就曾提出類似的概念：禮記學記中記載「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

論語中亦提出「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西方的康門紐斯(J. A.Comenius)也認為學

生彼此相互教導會得到學習的好處（黃政傑、林佩璇，2004）。可見古代的幾位偉大

教育家早就認為學習上需要以合作的的方式來學習，而不是單一個體單獨完成學

習。 

直到 1700 年代後期，蘭開斯特（J.Lancaster）＆貝爾（A.Bell）二人，在英國

倡導以合作學習團體來施教，展開合作式學習的先例，此一觀念在1806年傳至美國，

並在紐約設置第一所蘭開斯特學校﹔期後美國的共同學校運動十分強調合作學習的

運用，之後的學者派克（C.F. Parker）＆杜威（J. Dewey）也很重視合作學習的概念

在教學上的應用（黃政傑、林佩璇，2004）。 

壹、合作學習定義 

自 20 世紀初期，隨著時間的演進，合作學習法的內涵也更加多元化。在合作

學習的架構下，各家學派、學者提出許多看法與見解，同時也提出許多教學策略與

理論。Slavin 在 1979 年提到合作學習乃是一種教學策略，讓學生在一個小型的合作

團體或小組中一起學習，已精熟學習教材。 Parker（1985）認為合作學習是指一種

教室的學習環境，學生在異質小組中一起學習，彼此鼓勵分享觀點、分享發現的成



 

10 

果、互相幫助，提供資料，修正彼此的觀點。 

    張春興（2011）提出合作學習實施時，每個小組有 3 到 5 個人，各組有不同性

別、能力之學生，在教師講解完教材，並提出待解答問題後，與組員一起學習、互

助合作而得到學習。張新仁（2014）認為合作學習係指兩個以上異質的學生分於同

一組，透過互動互助、責任分擔、資源共享，達成共同的學習目標。是以學習者為

中心，提供學生主動思考、互相討論的機會。國家教育研究院在 2018 年提出合作學

習是指一些特定的群體活動，在此活動中，學生以小團體的方式一同工作，除了保

持個人的貢獻外，也和大家一同努力，以達到共同設定的目標，在合作學習中，團

員共負榮與辱。 

綜合以上專家學者對合作學習的定義，可以知道合作學習是一種合作型態的教

學，具有組織性、結構性、系統性的教學方式。教師基於教學目的和學生學習目標，

依照學生的學習能力、種族、性別、興趣及社經背景等，將學生分配到不同的小組，

讓小組成員間透過溝通協調、互動討論、互助合作等運作模式來促進學習，並從學

習過程中汲取他人的知識經驗，精熟學習之概念，學習尊重他人以及人際關係的建

立，除了能增進自我認知層面外，也能豐富他人的認知，培養團隊合作的精神，以

達成個人學習目標與完成小組學習任務。 

貳、合作學習的特質 

Johnson ＆ Johnson(1999)歸納合作學習的六項特質：異質分組、積極互賴、面

對 

的助長式互動、評鑑個人學習績效、人際與小組合作技巧、團體歷程。為清楚呈現

「合作學習小組」和「傳統學習小組」的相異處，將二者比較的結果呈現於表 2-1 

  



 

11 

表 2-1 合作學習小組與傳統學習小組的差異 

合作學習小組 傳統學習小組 

異質分組 同質分組或異質分組 

積極的相互依賴： 

成員負責自己和他人的學習，注重聯

合表現 

消極的相互依賴： 

只對自己的學習負責，關注在個人表

現上 

只重個人績效 團體和個人績效均重 

成員促進彼此成功，真正的共同工

作，互相幫忙、支持彼此的學習 

作業討論很少顧及他人的學習情形 

強調團隊工作技巧，所有成員都須輪

流分擔與領導責任 

忽視小組工作技巧，領導者指派成員

的參與 

進行團體歷程： 

注重工作歷程的品質和有效的分工

合作，強調持續的進步 

沒有團體歷程： 

只獎勵個別績效 

資料來源：黃政傑、林佩璇（2004） 

    從表格可以得知，傳統的教學以教師為中心，但合作學習則以學生為學習

主體，教師並非唯一的知識來源（黃政傑，1996﹔謝潔穎，2014）。合作學習主

要藉著班級組織的改變，教師的角色、學生角色的重新調整來達到教育目標

（Paker，1985）。在合作學習的情境中，教師須放棄主導的地位，責任在於清

楚的描述教學目標、安排教室環境、擴展社會互動、提供適切的教材、解釋工

作、幫助學生解決學習過程的問題、並評鑑小組的學習成果（黃政傑、林佩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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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因此，在合作學習過程中，團體成員是相互幫忙、彼此分工合作，從討

論的過程中可以培養學生分析能力、增進聽、說、表達及溝通等社會技巧的能

力， 讓學習更加的活潑，並且建立學生面對學習時具有責任感，因此每位學生

都有平等的機會參與學習，能有效的促使學生擁有互賴與成功學習的經驗。 

    綜上所述，合作學習具有以下優點：能提高學生自尊、能提供安全的學習

環境、對於教室學習任務及學習成果有較高的達成率、改變了傳統教室結構和

學習環境（黃政傑、吳俊憲，2006）。 

叁、合作學習的教學模式 

    許多專家學者已經發展出數十種多元活潑的合作學習策略，可以根據學生

的學習特質、教學目標、靈活選擇和運用於教室。根據教育部在 2013 年編輯的

「分組合作學習教學手冊」中提到，一般而言，合作學習策略依適用的教學情

境，可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適用於促進同儕之間分享與討論，第二類適用於

協助學生精熟上課內容，第三類適用於引導小組進行主題探究﹔如果一個學習

單元不止於一節課，可以根據學習材料的性質和學習目標，綜合運用兩種以上

的合作學習策略（教育部，2013）。 

 

第一類：分享與討論 (Sharing & discussion) 

 配對學習 (Pair-learning) 

 六六討論 (Phillips 66) 

 拼圖法 (Jigsaw) 

 腦力激盪 (Brainsto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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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類：精熟 (Mastery) 

 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 (Student teamsachievement divisions, STAD) 

 拼圖法第二式 (Jigsaw-II) 

 相互教學 (Reciprocal teaching) 

 認知學徒制 (Cognitive apprenticeship) 

 

第三類：探究 (Inquiry) 

 團體探究法 (Group investigation) 

 共同學習法 (Learning together) 

 問題本位學習 (Problem-based learning) 

 學習社群 ( 學習共同體 )(Learning community) 

每一種取向有各自許多不同的策略，其中「分享與討論取向」的合作學習

法，強調學習者經驗、觀點或想法的交流，適用於促進同儕之間分享與討論﹔

「精熟取向」的合作學習法，強調學習者對學習材料的精熟，適用於協助學生

精熟上課內容；「探究取向」的合作學習法，則強調學習者對特定主題的探究、

問題的解決或學習任務的達成，適用於引導小組進行主題探究（教育部，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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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適用於不同功能的合作學習策略 

資料來源：教育部「分組合作學習教學手冊」(2013) 

本研究是應用合作學習法於數學補救教學的學習成效之探討，以下將擇要介紹

以「精熟取向」的合作學習法，此合作學習法，強調學習者對學習材料的精熟，適

用於協助學生精熟上課內容。 

一、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  

    1978 年由史雷分（R.E.Slavin）所發展，是最普遍使用的合作學習策略（黃

政傑、林佩璇，2004）。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與講述教學的程序雷同，幾乎適用

所有的學習領域、各個教育階段，尤其是教材涉及學生不熟悉的內容，需要老

師清楚講述的單元，目標在使學生精熟教師教導的學習內容（教育部，2013）。

其教學流程如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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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之教學流程  

教學流程    內容說明 

1.全班授課 教師對全部同學直接教學 

2.小組學習 練習、精熟教師所教內容，並相互複習隨後要小考的內容 

3.隨堂小考 教師舉行隨堂小考，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效 

4.小組表揚 計算小組成員成績進步，並表揚進步最多的前幾組 

資料來源：教育部「分組合作學習教學手冊」(2013) 

二、拼圖法第二式 

 由美國德州大學 E.Aronson 和他的團隊所提出的合作學習法。適用於社會、文

學或教具概念性的學科領域（黃政傑、林佩璇，2004）。目標在使學生透過共同學習、

精熟學習教材和學習溝通表達，設計特點是將教材細分為許多部分，稱為專家主題，

讓每位組員各自去專家小組中學習專家主題，再回組內分享學習到的內容，藉以增

進組員之間的密切合作與相互依賴。 

而 R.E.Siavin 將拼圖法加以修改，加入其他合作學習法的要素，如：小考和小

組表揚，及增加閱讀時間等技巧，發展出拼圖法第二代，藉以促進小組成員為爭取

榮譽付出更大的努力。其教學流程如表 2-3 

表 2-3 拼圖法第二代之教學流程 

教學流程 內容說明 

1. 全班授課 教師複習先備知識，簡介學習主題，分配小組成員負

責的子題 

2. 閱讀 學生在原學習小組，各自研讀分配的子題 

3. 專家小組學習 負責相同子題的同學，另行組成專家小組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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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拼圖法第二代之教學流程(續) 

教學流程 內容說明 

4. 回原小組教學 各子題專家回到原小組，依序教導其他組員 

5. 小考 教師舉行隨堂測驗，其目的在了解學生是否精熟學習

內容 

6. 小組表揚 計算小組成績並表揚表現較佳的小組 

資料來源：教育部「分組合作學習教學手冊」(2013) 

三、相互教學  

相互教學法是帕利沙及布朗(Palincsar ＆ Brown, 1984)根據社會建構主義所發

展的教學方法。是一個社會性互動的學習歷程，討論與對話是主要的核心教學，目

的是透過學生主動進行有意義的閱讀（傅秀媚，1993）。透過師生及同儕的對話和討

論，訓練學生四項閱讀策略，以提高學生自我監控和理解文意的能力（林清山，

1996）。 

相互教學法四項策略 

（一）摘要：根據文章內容重要概念的敘述，節錄重點，用自己的話將文

章概念說出來。 

（二）提問：要求學生就文章中重要的概念提出問題，自我檢視能否掌握

文章的內容重點。 

（三）澄清：要求學生解決閱讀時部明白的字詞或概念，使他們能了解文

章的意思，幫助學生監控自己的理解情況。 

（四）預測：預測下一段文章內容，要求學生就已有的知識及部份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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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線索」，推測下文的內容，訂出閱讀的方向。 

四、認知學徒制  

認知學徒制是由 Brown, Collins ＆ Duguid 於西元 1989 年所提出的理念。係指

一位具有實務經驗的專家，引領新手進行學習，經由這位專家的示範和講解，以及

新手的觀察與主動學習，在一個真實的社會情境脈絡下，透過彼此的社會互動，讓

新手主動建構知識學習的過程（吳清山、林天佑，2005）。其教學流程如表 2-4 

表 2-4 認知學徒制的教學設計 

教學流程  內容說明 

1.選擇問題

情境 

在教學之前先選擇一個能夠幫助學生學到知識或能力的問

題情境。而這個情境必需能夠激發學生或生活上可能遇到的

難題。 

2.安排專家 專家是認知學徒制中攸關教學成敗的重要人物，透過專家精

確的示範與講解，提供學生鷹架與適時適度的支援，學生才

有可能在學習過程中主動建構知識。 

3.專家教學 包含示範與闡明、教導與回饋、鷹架與淡出、闡述與自省。 

4.評量 此評量應為「教什麼考什麼」，也就是專家應設定一個問題

情境讓學生獨立解決，讓學生有機會從專家方面學到的能力

實際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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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合作學習的相關研究 

 自從 1700 年代後期，蘭開斯特（J. Lancaster）＆貝爾（A. Bell）二人，在英國

倡導以合作學習團體來施教，合作學習蓬勃發展至今，國內外已經有許多關於合作

學習的研究。教育部在 2013 年分組合作學習教學手冊中提到在分組合作學習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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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透過小組成

員彼此互動與合作提升學習成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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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合作及溝通技巧、增進學生自信及促進族

群融合、有助於適性發展，是一項具備多項功效的教學策略。由於本研究是應用合

作學習法於數學補救教學的學習成效之探討，因此整理國內近年來應用合作學習法

於數學領域的研究成果，以了解合作學習法對學生數學之學習效應。 

表 2-5  合作學習於數學領域之研究 

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對象 研究成果 

謝潔穎 

（2014） 

合作學習應用於國

小三年級數學時間

概念建構之研究 

國小三年級 合作學習在三年級學生的時間單元學

習成就優於一般教學法，更能輔助學生

建構時間概念。 

吳美慧

（2014） 

合作學習對國小二

年級學生數學領域

學習成效影響之研

究 

國小二年級 實施合作學習，全體實驗組學生在數學

成就前、後測有顯著差異﹔全體實驗組

學生在數學學習興趣前、後測有顯著差

異﹔學生對於合作學習的上課滿意度

與意見回饋持正面回應。 

    

    



 

19 

表 2-5  合作學習於數學領域之研究(續) 

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對象 研究成果 

陳郁儂 

（2015） 

合作學習結合認知

學徒制對國小二年

級學生數學學習成

效之行動研究 

國小二年級 小組合作可以使學生產生積極互賴的

關係，增進學習的樂趣﹔增進同儕互動

及學習的參與度及專注力﹔數學成績

能有所提升﹔對於低成就的學生在學

習成就與態度均有所成長。 

錢思媚

（2015） 

運用翻轉教室合作

學習策略進行國小

三年級數學課程應

用之行動研究 

國小三年級 翻轉教室合作學習教學模式對於三年

級數學的學習具有學習成效與學習保

留效果﹔深受學生喜愛，對於學生的數

學學習態度有正向的幫助。合作學習讓

學生在小組討論中合作分工；小組間的

競賽讓學生積極參與、主動學習，提高

學習意願。 

黃杏華 

（2016） 

合作學習應用於國

小五年級數學教學

之研究 ─以概數

單元為例 

國小五年級 採用「合作學習」教學法，在學生學習

成就上達到顯著提升。 

陳怡彣 

（2016） 

合作學習應用在國

小二年級數學領域

學習成就與學習興

趣之研究 

國小二年級 能顯著提升學童的數學學習成就，在數

學學習興趣前、後測有顯著差異﹔學生

對合作學習之配對學習法的上課方式

呈現高度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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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合作學習於數學領域之研究(續) 

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對象 研究成果 

楊曼琳

（2016） 

運用小組遊戲競賽

法提升國小五年級

學生數學學習成效

與合作學習經驗之

研究 

國小五年級 接受小組遊戲競賽法後，可提升學生數

學學習成效及合作學習經驗﹔師生對

小組遊戲競賽法皆給予正向的肯定。 

李品蓁 

（2016） 

合作學習應用於國

小二年級數學補救

教學之研究 

國小二年級 STAD 的教學方式對於大多數學生的數

學成績及學習興趣有明顯的提升﹔能

提升數學低學習成就學生的學習興趣

與自信心 

周香琦 

（2017） 

合作學習應用在國

小數學教與學之行

動研究 

國小二年級 合作學習對國小數學學習成就的提昇

有影響﹔能提昇國小數學學習動機，其

在學習自信、興趣、及課堂投入程度皆

有提昇﹔能有效提昇教師的專業成長。 

施依如 

（2017） 

合作學習法應用於

國小四年級數學領

域--等值分數之教

學成效研究 

國小四年級 透過合作學習法應用於等值分數的教

學，實驗組的學習成效明顯高於對照

組﹔亦有助於提升學生對數學學習的

興趣。 



 

21 

表 2-5  合作學習於數學領域之研究(續) 

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對象 研究成果 

黃惠靖

（2018） 

運用數位教學平台

進行合作學習輔助

教學於國小四年級

數學科對學習成效

影響之研究 

國小四年級 運用數位教學平台及使用不同教學策

略在學習成就上達顯著差異，運用合作

學習的策略，可以增進學習效能及提升

學習成效。 

黃杏如 

（2018） 

分組合作學習對國

小二年級學童數學

學習成效之探討-以

分裝與平分為例 

國小二年級 合作學習可提升國小二年級學童在「分

裝與平分」的學習成效，且具有學習保

留效果。 

由上表 2-5 可知，合作學習法應用於數學領域甚為廣泛，許多研究者對於合作

學習法應用於教學，對於學生的學習成效、學習態度、學習動機與課堂上的學習氣

氛，抱持著正面的評價與肯定，可以帶來提升。 

第二節 學習低成就 

壹、低成就學生的界定 

關於學習低成就的界定，有的學者偏向學生能力與實際表現之間的落差，如 

Davis ＆ Rimm（1989）認為學習低成就為學生學習表現與智力測驗、成就測驗等

資料間的落差；有的學者則是認為學業表現顯著低於同年級水準，如 Delisle ＆ 

Berger （1990）認為是學生在某個學科中，成就明顯低於同儕的表現，而非指能力

的好壞；根據國家教育研究院（2018）編篡之教育大辭書的定義，是指個人在學業

或工作上的表現低於其所預期的能力水準；通常用智力或性向測驗來測量個人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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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水準，用標準化成就測驗建立學業成就的效標，如果後者低於前者就稱為低成就。 

此外，中文所稱低成就，在英文有兩個翻譯 Underachievement（低成就）或 Low 

achievement（成就低落），在英文中，兩者定義完全不同，而後者被譯為成就低落

更為貼切（洪儷瑜，2000）。Underachievement 包含二個概念：一為學業成績表現顯

著低於該年級的水準，如學業成績表現顯著低於該班級或年級的平均分數﹔一為學

業成表現顯著低於自己的能力，也就是「該有的水準」和「實際的水準」有落差。

故一般而言，所謂低成就學生是指「智力正常，但實際的學習成就明顯不及其能力

應有水準的學生」（張新仁，2001）。而 Low achievement 則泛指學業表現上顯著低

落，而不考慮其潛在之能力水準。（洪儷瑜，2000）認為 Low achievement 也是指學

業成績表現顯著低於同儕，除了可能是學業低成就之外，還可能包括智力偏低、感

官障礙等所導致的學業低成就，但其成就表現與能力相符，只是其能力本來就低於

一般學生，但智力又高於智能障礙的智力水準（IQ70）。 

在「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補救教學作業注意事

項」之規定，學習低成就條件的篩選，由班級任教老師提報該科成績（目前測驗科

目為：國語文、數學及英語三科）為原班級後百分之 35 的學生，參加教育部國民小

學及國民中學補救教學方案科技化評量診斷測驗，以未通過診斷測驗的學生，作為

應接受補救教學的目標學生。身心障礙學生經學校學習輔導小組認定確有受測困難，

得免參加篩選及成長測驗（教育部，2013）。從上述篩選流程與界定標準而言，比較

偏向學業表現顯著低於該年級的水準，而且未達基本學力。 

總結各方面對於低成就學生的探討，並考量本研究在於探討應用合作學習法於

國小四年級低成就學生數學補救教學成效的影響，所以本研究選取研究對象為成績

在原班級後百分之 35 的學生，且未通過補救教學方案科技化評量診斷測驗，並排除

身心障礙、長期缺課等情形，進而選取「智力正常，但學習成就明顯不及其能力應

有之水準」之低成就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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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低成就學生的成因： 

造成學習低成就的原因很多，在「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補救教學實施方案」（2018）

中提到學生參加補救教學成效與家庭因素影響息息相關，調查國內學習低成就之國

民中小學學生，高達 6 成係家庭因素造成。學習低成就的原因很多，包括環境因素、

個體因素，以及兩者交互作用的結果（洪儷瑜，2005）（見圖 2-2）

 

 

圖 2-2 學習低成就的原因 

資料來源：洪儷瑜（2005） 

洪儷瑜（2005）認為個體因素大部分是指因生理障礙而導致的學習成就低落，

例如：智能障礙、學習障礙、感官障礙、注意力缺陷（或合併過動）症等，由於這

些障礙會影響認知能力，進而影響個體對學習內容的吸收、統整和表達﹔至於影響

學習成就的環境因素則有缺乏學習的機會、缺乏學習動機、文化殊異、社經低落、

教學不當等，這些因素雖然不是源自個體的障礙，卻讓個體能夠發揮的空間受限﹔

學習成就的低落很多時候也不容易區分究竟是個體因素或環境因素造成，更多時候

是兩者的交互作用。 

個體＊環境 

交互 
普通教育系統 特殊教育系統 

（個人內不利因素） 

障礙 

學習障礙、智能障礙 

感官障礙、情緒障礙 

注意力缺陷與過動 

（環境不利因素） 

一般低成就兒童 

文化殊異、社經低落問題家庭 

缺乏學習的機會 

缺乏學習的動機 

缺乏學習的基礎 

成績不好 

個體因素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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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說，因個體障礙導致學業低成就的學生，通常也是特殊教育的服務對象，

經鑑輔會鑑定通過，可以享有特殊教育的資源﹔而環境因素所導致的學習低成就，

學校應該提供補救教學及較多的學習資源，讓這些缺乏資源的學生，能進行有效的

學習。 

叁、低成就學生的學習特質： 

對於學習低成就學生的教學，若能了解其特質，提早調整教學，不僅能減少學

習不佳的情形，也有助於學生進行學習。張新仁（2001）曾提出低成就學生在學業

表現上的特徵有：1.學業成績表現差、2.比較低的作答技巧、3.閱讀或數學程度較一

般同學來得低、4.有學業方面或被留級的挫敗、以及 5.常常遲交或不交作業、或拷

貝作業的情形。 

王瓊珠（2014）則將低成就學生的心理特質分成學習特質與情緒行為特質兩方面，

學習特質包括專注時間不長且易分心、缺少有效的學習方法、基礎能力弱與學業成

就動機低落﹔情緒行為特質則有低自我概念、情緒困擾、社會適應不良等特徵。除

此之外，Chukwu-etu（2009）提出低成就包含 5 種狀態：1.未按照特定學科領域的

期望進行學習、2.未表現出興趣且未做好學習的行為結果、3.在特定學科領域沒有良

好表現、4.有良好的智力卻未能展現水準、5.在學校中受限於文化、語言和性別而無

法在課業上有良好表現。 

除了上述的學習特徵外，邱上真等人（1995）也提出在數學學習上，數學學習

低成就學生會有數學概念理解困難、使用不適合或不正確的解題策略、計算速度慢、

基本運算不熟悉、運算速率差，與學習數學又焦慮感等特徵。當學生表現不佳時，

容易產生挫折感，否定自我價值、甚至自我貶抑(Baker, Bidger & Evans, 1998)。數學

低成就學生在解答文字題的過程中，經常在閱讀或分析階段就發生理解困難，這種

困難可能是閱讀理解問題或是分析解題時關鍵條件出現困難（潘文福、蔡敏潔，



 

25 

2014）。 

由以上文獻資料顯示，學習低成就的學生會有專注度不足、缺少學習策略、學

習動機低落、基本能力較弱，而且自我概念的發展低落，且因低成就的結果，可能

會導致情緒行為與社會不良的情形。因此，教師若能在教學過程中，針對其特質提

供適當的教學協助，將有助於低成就學生進行學習。 

第三節 補救教學 

壹、補救教學的意義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2018）對補救教學的解釋是 1.為謀使能力較差或

學習有困難的學生，能夠克服其學習的困難，所實施的特別教學﹔2.學生學習困難

原因經診斷後，所實施的補救和輔導工作。許之音（2015）認為補救教學是指當教

師面對很多學生時，在教學上可能無法兼顧每個學生的個別差異及學習理解程度時，

教師必須對這些無法跟上教學進度的學生採取有效的教學策略，以使他們可以和同

儕達到同樣的學習水準。Julie＆Ruby（2006）補救教學可以幫助學生學習過去認為

困難的教材內容，整合其發展與學習策略。宋信融（2012）則認為補救教學為教師

根據學生的學習表現、學習成就、身心發展情況等因素標準，針對未達水平標準、

學習有障礙困難及學習態度欠佳等學生，付出有別於正常教學的時間，所實施的適

切且具有系統與策略的教學方法或教學活動 

就目前政府的政策而言，根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補救教學作

業注意事項」之規定，補救教學受輔對象為：（一）未通過國語文、數學或英文科篩

選測驗之學生，依未通過科目（領域）分科目（領域）參加補救教學。（二）身心障

礙學生經學習輔導小組認定受輔可提升學業成就者及其他經學習輔導小組評估認定

有學習需求之學生，依國語文、數學或英文科之需求科目（領域），分科目（領域）

參加補救教學(該類學生以不超過全校各科目（領域）總受輔人數之百分之三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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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得單獨成班為原則)。 

綜合以上研究學者的定義，本研究將補救教學定義為：對於學習低成就或學習

欠佳、經補救教學科技化評量篩選測驗未通過之目標學生，於正式課程教學以外的

時間，進行一連串有效且合適的教學策略，幫助學生克服學習困難與障礙，達成該

階段的學習目標，使學習能夠跟上其他同學的學習進度。 

貳、補救教學相關政策之沿革 

國內補救教學政策自 1996 年起試辦「教育優先區」計畫，以縮短城鄉間的教育

落差，至今 2013 年起推動「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補教教學實施方案」之全面實施，

政府推動補救教學各項政策愈見完善，實施品質亦趨制度化，以下就國內補救教學

相關政策發展歷程及內容，加以整理說明。 

 

一、教育優先區計畫 

   教育部自1996年起推行「教育優先區計畫」（Educational priority areas program，

簡稱 EPA）。教育部（2015）有別於其他教育補助計畫，教育優先區計畫主要是針

對文化資源不足地區或相對弱勢的教育族群，進行加強改善的措施，而非針對一般

學校例行性的補助計畫，基於教育機會均等理念、社會正義及垂直公平原則，試圖

為偏鄉的弱勢學生族群，採取適當的教育策略，以助其發展。教育優先區計畫的實

施，可幫助原本處於文化不利狀態的學生，獲得環境的改善，進而接受相同機會的

教育，增進學生學習機會、提升學生競爭力，以及發展個人潛能。 

補助對象有： 

(一)原住民比例偏高的學校。 

(二)低收入戶、隔代教養、單(寄)親家庭、親子年齡差距過大、新移民子女學生

比例偏高的學校。 

(三)國中學習弱勢學生比例偏高的學校。 

(四)中途輟學率偏高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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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離島或偏遠交通不便的學校。 

(六)教師流動率及代理教師比例偏高的學校。 

補助項目有： 

    （一）推展親職教育活動。 

     (二)輔助原住民及離島地區學校辦理學生學習輔導。 

     (三)補助學校發展教育特色。 

     (四)修繕離島或偏遠地區師生宿舍。 

     (五)開辦國小附設幼稚園。 

     (六)充實學校基本教學設備。 

     (七)充實學童午餐設施。 

     (八)發展原住民教育文化特色及充實器材。 

     (九)補助交通不便地區交通車。 

     (十)整建學校社區化活動場所。 

 

二、攜手計畫--課後扶助方案 

教育部為加強扶助弱勢家庭之低成就學生，以弭平其學習落差，自 2006 年起

開始辦理「攜手計畫-課後扶助」方案，積極運用現職教師、退休教師、經濟弱勢大

專學生、大專志工等教學人力，於課餘時間提供弱勢且學習成就低落國中小學生小

班且個別化之免費補救教學。 

其受輔對象為： 

(一)一般性扶助方案受輔對象為兼具有下列二種情形之公立國中小學生： 

1、具有下列身分之一者： 

(1)原住民學生。 

(2)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及身心障礙學生。但接受其它輔導方案之資源服務者，

原則下不得重複接受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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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外籍、大陸及港澳配偶子女。 

(4)低收入、中低收入家庭及免納所得稅之農工漁民子弟。 

(5)失親、單親及隔代教養家庭子女。 

(6)其他經學校輔導會議認定學習成就低落之弱勢者(以不超過攜手計畫受

輔對象人數百分之二十為原則)。 

2、在學學習成就低落，需補救者：都會地區以班級成績後百分之十五，非都會

地區以班級成績後百分之二十五為指標；都會地區指直轄市、省轄市及縣轄市。 

(二)國中基測提升方案受輔對象：為前年度國中基測成績 PR 值低於十之人數達到

全 

校應考學生數之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學習成就低落學生。 

 

三、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補救教學實施方案 

有鑑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後，國中學生將可免經升學考試直接進入高中

（職）或五專就讀，因此，建構把關基本學力之檢核機制，並落實補救教學，提供

多元適性的學習機會，以達成「確保學生學力品質」、「成就每一個孩子」的目標（教

育部，2011）。因此，教育部自 2011 年度起，整合「教育優先區計畫－學習輔導」

及「攜手計畫－課後扶助」為「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國民小學及國民

中學補救教學作業要點」，作為國中小補救教學之單一補助要點，因此於 2014 年起

全面施行「補救教學實施方案」，將所有學習低成就學生均納入接受補救教學之對象

(教育部，2014)。 

此方案目標為 1.建立教學支持系統，提高教學品質 2.診斷學習程度落點，管控

學習進展 3.強化行政管考功能，督導執行效能 4.整合社福公益資源，偕同弱勢照護

5.扶助學習落後學生，弭平學力落差。 

方案的實施策略配套措施分述如下： 

(一)落實行政督導，提升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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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橫向、縱向溝通方式，成立推動組織建立三級督導機制，納入視導考核、

以及完備補救教學法令等，強化各機關學校行政功能，以提升補救教學的執行

成效。 

(二)精進教學品質，提高學習成效 

學生的學習成效與教師教學息息相關，透過建置教學輔導及支持系統、強化課

中實施補救教學多元模式、鼓勵多元人才投入補救教學，提高受輔學生之學習

成效。 

(三)彚整及研發教材教法，增進教學效果 

為降低補救教學老師備課負擔，協助老師迅速取得補救教學教材，提高擔任補

救教學師資之意願，以建立教學策略與教材分享平臺、建置輔助元件、英語科

線上學習系統、滾動修正基本學習內容及補救教學教材、研發補救教學教材教

法等執行細項，藉由系統化提供補救教學教材及教法，以增進教學效果。 

(四)強化評量系統及個案管理功能，輔助學習診斷 

補救教學是透過科技化評量方式實施篩選測驗、成長測驗，所以透過強化系統

功能及擴大施測量能、研發試題以穩定試題品質等執行細項，可改善學校施測

環境品質，並提高評量之精準度，同時藉由評量結果診斷學習落點、強化網路

平臺個案管理功能，可使教師掌握學生學習情形。 

(五)辦理配套措施，增進方案成效 

透過辦理 1.績優楷模評選 2.鼓勵民間教育資源（如教育基金會）投入補救教學，

透過公私部門合作，擴大受益學生 3.結合數位學習線上服務 4.委託專業單位辦

理補救教學成效考核和專案管理 5.加強家庭訪問功能。等執行細項之實施，提

高補救教學實施方案之整體效益。 

綜上所述，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2014 年起「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補救教學實

施方案」全面實施，補救教學政策仍保有扶助弱勢的基本概念，更把所有學習低成

就的學生納入補救教學對象，以提升低成就學生學習能力與效果，「確保學生學力品



 

30 

質」、「成就每一個孩子」為目標，將「每一個學生帶上來」做為教育改革的目標。 

 

參、補救教學的實施歷程 

補救教學是一種「評量─教學─再評量」的教學循環歷程，期望補救教學實施

一段時間後，學生能夠跟上原班級的進度，其歷程大致分為以下三個階段(張新仁，

2001)。 

一、轉介過程： 

 （一）篩選個案：補救教學的首要工作在篩選、診斷與轉介適當的學生接受補

救教學。教師透過平時觀察、一般性評量再加上家長的推薦，篩選疑似個案，

再轉介診斷小組，收集有關的資料，進行初步的診斷。 

（二）蒐集資料：針對轉介的疑似個案，由相關教師及診斷小組工作人員，分

析各科的成績、學習態度等相關資料以及智力與性向測驗結果，進行分析與診

斷。 

（三）初步診斷：根據學生日常成績考查作為初步判斷學生學習困難及可能所

需的補救措施之依據。並由班級任課老師報告學生在學習活動中所遭遇的困難，

做成初步「是否確實有接受補救教學的必要」之決定。 

（四）家長參與：進行評量之前與做成決定後，必需通知家長，使家長瞭解子

女在學校學習所遭遇的潛在困難，進而和家長討論學生否有接受補救教學的需

求。徵得家長同意後，再實施正式評量。 

二、正式評量： 

徵得家長同意後即展開各項正式評量，大致上包括有學習困難報告、教室觀察

記錄、醫生診斷書、同儕互動關係以及心理評量等。主要藉此瞭解學生學習過

程中，可能遭遇的困難、問題的癥結以及補救對策。 

三、教學： 

補救教學基本上是一種診療式教學（Clinical teaching）。當確定好需要參與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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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的學生之後，了解學生學習問題癥結所在，教師必須精心設計規劃補教教

學課程內容及教材，慎選適當的教學模式來進行，以符合學生的個別需求，才

能達到補救教學的目標。 

根據唐淑華(2013)以訊息處理理論為基礎提出了「三層次補救教學」模式，「第

一層級補救教學」乃是以全班學生為對象，教師主要根據學生在課堂中的學習表現，

提供適時協助與輔導；「第二層級補救教學」則鎖定學習狀況較為不佳者，主要是以

小團體方式，在課後進行較為密集的教學介入；「第三層級補救教學」則是對嚴重學

習落後之學生提供個別化的協助。目前教育部所推動的補救教學實施方案，則是以

課後抽離方式對學習低成就的學生提供額外的協助，相當於第二層級的補救教學。

若以「三層次補救教學」的觀點來檢視補救教學之實施，除了針對學習低成就學生

進行課後的第二層級補救教學之，更應在課堂中積極關注輔導需要第一層級補救教

學的學生，給予立即性必要的協助，提升其學習效能，以大幅度的減少第二層級補

救教學的需求人數。 

教育部推動的大部分是抽離式的班級的補救教學，但在尚未嚴重時教師可適當

實施補救教學（林永正，2014）。洪儷瑜（2012）提出補救教學的三層級學習支援圖，

如圖 2-3 所示，也提及許多研究發現，第一層介入有效教學方法可以讓超過八成的

學生有顯著的進步，除了及早進行有效教學外，也有研究發現要達到此顯著的成效，

需要長期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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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由補救教學到三層級學習支援圖 

資料來源：洪儷瑜（2012） 

肆、補救教學的設計原則 

接受補救教學的學生，通常自信不足，因此在補救教學課程的設計上，要考慮

到由容易到困難、由簡單而繁瑣，才能重新建立學生的自信心與學習動機（張新仁，

2001）。學習活動的設計更要考慮學童能力、學習動機、接受度和注意廣度。對中、

低程度的學童來說，更要簡化教材，學習活動更要有變化、具體化、生活化以及具

有趣味性為原則。 

一般補救教學的課程設計所需的項目，有下列五項（謝彩鳳，2012）： 

一、分析基本能力 

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考量學童的相關能力，包括注意力、理解力、記憶力、

觀察力、知覺力以及想像力等，再配合教材與教法，如此才能事半功倍。 

二、評量學科能力 

在進行補救教學前，需先對學習能力進行測試和評量，以作為課程設計的依據。

第三層 T3 

特殊教育
(5%) 

第二層 T2 

小組補救教學(15%) 

第一層 T1 

一般補救教學(80%) 

無視問題、順其自然者 

増加低成就學生比率 

降低一般學生比率 

降低低成就學生比率 

增加一般學生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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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學科能力的評量多為成就評量。 

三、評量學習動機 

了解學生是「不想學」還是「學不會」，如果是前者，缺乏學習動機的學童，須

增強動機，如果是後者，可以實施補救教學。 

四、擬定課程目標 

    課程目標的訂定，包括學習內容、行為的標準，教學方法以及評量的方式和標

準。 

五、選擇適合受試者能力的教材 

有效的補救教學設計，應該要根據學生程度選擇合適的教材，包括指導有效的

學習策略、簡化教科書內容、編選坊間教材、自編教材等。 

 

伍、補救教學的實施模式 

補救教學常見的實施模式有直接教學法、合作式學習、精熟教學法以及個別化

教學法等課程教學模式，能夠有效幫助低成就學生（張新仁，2001），茲分述如下： 

一、直接教學模式 

直接教學模式適用於教導學生複習舊有的知識，學習動作技能，以及簡單的讀、

寫、算技能。教師主要的任務是組織和呈現教材，讓學童獨立做練習，規劃各

項學習。 

二、合作式學習模式 

強調在課堂上透過小組合作學習、一起工作以幫助其他學童的方法精熟學習內

容，有別於傳統教學重視學童個人間的競爭，只要小組達到預期的學習目標，

即可獲得獎勵。 

三、精熟教學模式 

將教材分成許多小單元，設定好每一單元的具體目標和精熟標準，每一單元教

學後便進行測驗並回饋，未達到標準，則讓學生重新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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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別化教學模式 

學童根據教材個別學習，學習進度由學童自行決定，教師根據學童的個別差異，

準備合適的學習教材，設計不同的學習計畫來幫助學生學習，學生可以按照自

己的時間、能力，逐步完成每個小單元，且必須通過單元評量才可以進行下一

單元的學習。 

第四節 數位學習平台之應用 

在科技發達的時代，人類的生活品質逐漸提升，可以快速獲取資訊。隨著資訊

科技日新月異、網際網路的普及化，已經改變我們獲取知識與技能的方式。在網際

網路還未蓬勃發展時，我們如果要獲取知識、技能，只能依賴傳統教室的學習方式，

但是因為網際網路的興起，我們不但可以藉由傳統教室的學習方式來取得知識、技

能，亦可以利用數位學習來獲取。 

壹、數位學習的定義 

數位學習（E-learning）是近年來相當熱門的領域，結合了教育與資訊科技的發

展，也剛好因應了知識經濟的需求，在九零年代中期，隨著資訊網路的發展開始被

使用。其目的在於透過資訊和傳播科技的運用，以營造一個不受時空環境限制的探

究社群（Garrison，2011）。什麼是數位學習呢？教育部數位學習白皮書（2008-2012）

將數位學習定義為：透過多元的資訊、通訊與傳播等數位科技工具，運用多元化多

媒體學習資源，來支援教與學的學習活動歷程。美國教育訓練發展協會(American 

society of training and ducation，ASTD)所作的定義:數位學習是學習者應用網際網路、

互動式電視、衛星廣播、錄音帶、錄影帶及光碟等教材來進行課程學習的過程（資

策會，2003）。數位學習簡單地說，就是運用資訊科技與媒體來建立的各種學習的模

式，讓參與者能夠很方便地進行教與學，打破同時同地的傳統課堂限制（顏春煌，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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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數位學習就是學習者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可以透過電腦線上技

術來進行學習的一種學習方式，學習中，老師與學生透過網路科技與各種資訊來進

行互動與溝通。 

貳、數位學習的發展 

數位學習發展的歷史，早在 1940 年代美國運用影片來訓練散布世界各地的美軍

就是一種數位學習的實例﹔到了 1960 年代，教學影片製作越來越普及，因而應用的

層面更為廣泛﹔1970 年代以後，電視成為傳播視訊的管道，錄影帶也開始使用，播

放的管道更為多元化﹔1990 年代電腦與網路開始普及，出現了以電腦為主的學習

（Computer-based training，CBT），互動式的教學光碟可以透過電腦來播放使用（顏

春煌，2012）。接下來數位學習就搭上了全球資訊網，產生數位學習的平台，讓教學

設計者有了更多的選擇與輔助工具。 

數位學習的前身是遠距教學，遠距教學的演進可分為三階段： 

一、函授教學(又稱講義教學) 

函授教學是最早的遠距教學，透過郵寄的方式把教材寄給學習者，而學員利用

業餘時間，自學函授教材，如授課的講義、錄影帶等，再由函授學校給予輔導

或考核，目的在協助無法入學但又有進修需求的人士（李春雄，2013）。 

二、 電視廣播教學(又稱空中教學) 

廣播電視教學是早期遠距教學(Distance instruction)常採用的模式，遠距教學機

構提供自學式的教科書，透過廣播與電視來撥放教學節目，再輔以時數較少的

面授教學，學習者多半以通訊的方式與教學機構聯繫，大部分資源與服務以彈

性與方便取得為主（顏春煌，2012）。 

三、 網路教學(又稱數位學習) 

網路教學是利用電腦和網際網路的技術，提供教學的資源與資訊，增進教與學

的交流，讓學習者更有效取得學習資源，提升學習效果。 

 



 

36 

叁、數位學習的模式 

常見的數位學習的模式，分為同步、非同步和混合式，各有其使用時機，分別

說明如下（資策會，2003）： 

一、非同步(Asynchronous)模式 

指師生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進行教學的模式，即師生不必在相同的 時間出席，

教材、作業等學習資源都放在資料庫上，學生選擇自己合適的時間學習，有問

題再透過留 email、留言板或討論區等，向老師或同學請教。 

非同步教學的傳遞可分為教學內容和教學互動的傳遞。教學內容的傳遞可以透

過網頁、光碟或文件檔案等﹔教學互動傳遞，主要工具是線上討論區及電子郵

件。因為教學不只是傳遞知識內容，主要還是師生互動討論所激發的心得和體

會。最大特色是學習時間有彈性，學習者可以兼顧獨自進修和集思廣益的好處。 

二、同步(Synchronous)模式 

指老師與同學必須在同一時間，不同地點的教學模式，也就是即使分隔兩地，

也能在同一時間透過資訊設備進行教與學。早期同步教學透過衛星和電視來傳

遞視訊，有了網路後，就利用文字聊天室、虛擬教室、視訊會議、電子白板等

工具進行教學。同步模式對學生較具臨場感、較有吸引力，但這樣的學習模式

仍有缺點，需要高科技、高人力支援及時間上較無彈性。 

三、混合(Blended)模式 

混合模式就是老師機動的選用實體教室、同步模式或非同步模式來進行教學的

方式。混合模式很早就在我國遠距教學使用，像空中大學或專校除了用電視或

廣播來傳遞課程外，還搭配了教室的面授時間，為學生複習重點或解答疑難，

這就是最早的混合模式原型。2002 年以後，美國專家預測混合學習(Blended 

learning)會成為企業學習的主流模式，但所需動用的教學和行政人員最多，開

課前的課程規劃和分工、線上教材製作和相關教學資源整合都需有人負責，比

較適用於基本必修，有大量人員受訓的課程上。 



 

37 

表 2-6 各種數位學習模式優缺點比較表 

 特色 優點 缺點 

非同步

學習 
學習時間有彈性 

 隨時隨地 

 降低成本 

 文字紀錄 

 深度學習 

 無即時回應 

 低人際互動 

 溝通表達不易 

 教材費時費錢 

同步 

學習 

富臨場感 

具吸引力 

 師生可異地 

 即時反應回饋 

 加強學生參與感 

 電子檔可複習 

 高科技支援 

 高人力支援 

 高引導技巧 

混合式

學習 

混合「非同步」、「同步」

模式的學習方式 
 學習成果較佳 

 溝通協調工作多 

 課程規劃分工緊 

 人力管理成本高 

資料來源：資策會（2003） 

 

肆、數位學習與傳統教學的比較 

傳統學習（C-learning）模式大部分都是以面對面的方式，有教科書與老師

發的講義，老師在教室裡進行講授、實作、互動與評量等教學活動，接受同學

的提問，同學透學校的各種設施來幫助學習，而且只能在固定時間、固定地點

同步進行。人們透過數位學習將不再受時間、地點的限制，學習的機會也因此

增加，進而大幅提升學習成效，不僅是在教育方面，對企業與個人都帶來很大

的利益，也正因為如此，各個國家早已將教育的數位化是為國家未來重要的發

展項目之一（鄒宜君，2012）。Khan（2013）在《可汗學院的教育奇蹟》一書

中也指出，傳統教育已經無法滿足人類日新月異的需求，傳統模式將學習變得

被動，但世界卻需要我們主動處理資訊。 

如果將線上學習與傳統學習進行比較，則可發現兩者有著極大的差異。數

位學習以線上教材為主，不見得需要教科書，教學活動也透過網路來進行，學

習的輔導與資源也都以網路為實施的平台，各種學習資源都要透過網路取得

（顏春煌，2012）。以下整理傳統學習與數位學習的相異處，如表 2-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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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傳統學習與數位學習相異處 

項目 傳統教學 數位學習 

學習主體 1. 學習主體為學校教師，學

生處於被動地位。 

2. 對於學習內容、學習主題

學習者沒有選擇權利。 

1. 學習主體為學習者，學習

者處於主動地位，可以選

擇學習內容與主題。 

2. 學習者容易從學習中得到

自我實現。 

教材製作 1. 制式教材，學習者無論程

度高低均須依課程規畫進

行學習。 

2. 更新速度慢 

3. 眾人集合在同一地點學

習，提供大量資料，不一

定符合個人需求。 

1. 個人化教材，學習者可以

依照個人的先備知識及學

習情況來選擇適合的課程

與教材 

2. 更新速度快速 

3. 不受限人數與地點的學習

方式，即時的提供個人所

需資訊 

成本差異 1. 規模較小、成本較高。 

2. 包括師資、場地、交通等

成本 

1. 規模較大、成本較低 

2. 包括教材設計、頻寬與系

統穩定性等成本 

進度控制 老師教學並控制進度 學習者可以依照個人的先備

知識及學習情況來選擇適合

自己的課程。 

上課方式 固定時間 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可以透

過 e 化工具來進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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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傳統學習與數位學習相異處(續) 

項目 傳統教學 數位學習 

互動模式 

 

學生與老師進行「面對面」的

互動，可以直接建立社會化的

互動關係。 

學習者有學習上的疑問，透過

留 email、留言板或討論區等，

向老師或同學請教。 

認知迷失 為單一路徑，不易迷失 連結過多，易造成學習迷失 

 

伍、數位學習的優缺點 

    數位學習在網際網路普及化及夾帶著龐大的學習資源的優勢下，已經成為一股

趨勢潮流與選擇。數位學習型態是必要而且重要的發展方向，然而目前還有一些部

分需要再進步，例如：學習者人際互動與學習動機的議題、數位教材版權的問題、

網路環境與設備的建置、適性學習系統的建置、自動評分系統的建置……等（鄧進

權，2017）。  機構導入數位學習需要花費不少心力與成本，必須謹慎抉擇，個人參

與數位學習也需要做很大的調整與準備，因此，對於數位學習的優點與缺點都要有

充分的認識，才能為機構或是個人做最好的決定。Piskurich ＆ Piskurich（2003）

指出數位學習的目的是為教師和教學設計者建構一個學習的傳遞系統，使數位學習

設計的優點，能夠完全應用在學習者的組織學習及教師的需求上。顏春煌（2012）

指出數位學習的優點：1.隨時隨地學習的彈性 2.學習零障礙，可以跨校選修課程，

降低城鄉的差距或進行課後的補救教學 3.個別化的學習模式，依照個人的先備知識

及學習方式、習慣來選擇適合自己的課程與教材 4.降低學習成本 5.多媒體的學習效

果 6.相互觀摩學習 7.豐富的網路資源 8.完整紀錄學習者的學習歷程，授課老師可以

了解學習者的學習情況，學習者更清楚瞭解自我程度，藉以調整改進。 

    另外徐振琦（2000）認為數位學習優勢在於便利性：學生可以不受時控限制而

隨時隨地進行學習﹔在主動性上：學生依照自己的興趣選擇課程，並依照自身的程

度、意願，決定進度和內容﹔在互動性上：網路的多元性互動，提高學習樂趣，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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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掌控學習進度。 

    數位學習不受地點、時間的限制，然而必須要有良好的雙向溝通，過程中必須

有一套完整的紀錄與檢核，因此數位學習不是萬靈丹，而且不見得每個人都合適，

再導入數位學習時必須認清數位學習的缺點和限制。顏春煌（2012）認為數位學習

有以下的缺點和限制，1.數位學習有基本的參與門檻：參與數位學習的人必須有電

腦設備與網路連線的設施，學習者也要有基本的資訊素養，才能嫻熟的運用資訊科

技來進行學習 2.學習者要有自主學習的能力：數位學習擁有很大的彈性與自由，對

於學習熱忱不太高的人來說，有可能成為怠惰的好機會，無法達到學習的目標﹔即

使有學習熱忱，還是要有時間管理與學習方法，才能得到數位學習代的好處 3.科技

衍生出的疏離感：數位學習容易讓人產生疏離感，主要是少了面對面的溝通、相處，

也因為這樣，溝通上要有更好的技巧，才不會產生誤解。 

    薛慶友、傅潔琳（2015）認為數位學習也面臨若干的挑戰：1.教師意願成為學

習平台推展順利與否的關鍵，包括教師對教學科技運用、教學習慣改變以及教師角

色調整 2.數位學習平台的教學模式仍須突破與創新，如：教學方式仍是解說，缺乏

新意、學習方法受限軟硬體等因素的限制。 

    因此，數位學習有其優點亦有其不足之處，將數位學習平台應用於教學，並非

要完全取代傳統教室的學習，而是要擷取其長處，彌補傳統教學的缺漏，並從中找

出有利於改善傳統教學的方法與途徑，以培育優質的下一代（薛慶友、傅潔琳，

2015）。 

第五節   學習成就與數學學習態度之探究 

壹、學習成就的意義與影響因素 

一、學習成就的意義 

    個體從出生到老一直在不斷的學習。學習是指個體經由練習或經驗，使其行為

產生持久的改變歷程，而成就是指個人的先天遺傳因子，加上後天環境努力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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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春興，1996）。余民寧（2006）指出狹義的學習成就是指各學科的學科成績，或

各學科綜合後的平均學期成績﹔廣義的學習成就是在校期間學生的學習紀錄資料

（如：平時測驗、作業、期中評量、期末評量等），即凡是所有在校學習的成果及表

現都稱之為「學習成就」。石中英（2006）指出學習成就是經由教師指導下，學生的

自主活動所產生有價值的學習結果，存在型態有：將學生實際的身心發展，經由學

生的思想與行為真實反應出來；或是以成績評量方式，透過分數、等級呈現。張芳

全（2010）指出，廣義的學習成就是學習者透過學校教學或自己學習後，經由主客

觀評量後，所呈現永久性成果；狹義的學習成就指在校各科的學習記錄或平均學習

成績。陳柏霖（2014）則認為學童在就讀國民教育階段中，如何評定其學習成就，

普通即是透過成就測驗的結果作為依據，這是一種較適切、且被大眾接受的認知與

做法。 

二、影響學習成就之相關因素 

   學習成就可以顯示一個學生的學習成果，也可評量一個老師的教學成效，影響學

習成就之因素相當多元化。余民寧（2006）指出影響學習成就的因素包含 1.學生個

人背景因素：心理特質(智力、成就動機、自我概念、信念)、投入學習的行為(學習

方法與策略、時間管理、態度、應試技巧) 2.學生家庭背景因素：家長社經地位、教

育價值觀、教育期望、家庭提供的文化刺激 3. 教師教學背景因素：教學經驗、班級

經營、教學方法與策略 4. 學校管理背景因素：課程計畫、教學資源、懲罰制度、教

學績效、學校規模 5. 政府教育政策因素：教育資源、環境指標、教育經費，這 5

個因素除了直接影響學生學習成就，也彼此互相影響。林鋐宇（2006）認為學生的

學習成就會受到外在環境與內在環境的影響，所謂外在環境包括家庭結構、家長社

經地位等﹔而內在環境指學生學習態度、自我概念等。陳江水（2003）則認為在學

生學習的學校環境、教學設備、教材難易度也會影響學生的學習成就，教材的難易

應視學生程度而有所調整，適合學生程度的教材，才能達到最佳的學習效果。 

    綜上可知，影響學生學習成就的因素包含個人因素（智力、興趣、動機、同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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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自我期許等）、家庭因素（家長社經地位、家長教育背景、管教方式等）、學

校因素（學校資源、班級經營理念、教師態度、教學策略等）。本研究探討合作學習

法於低成就學生數學補救教學之學習成就表現，以應用合作學習法代替傳統講述式

教學，教師的角色從課程講述者，變成從旁引導協助、設計合適的教材，教師的態

度是有明顯改變﹔從討論的過程中團體成員是相互幫忙、彼此分工合作，讓學習更

加的活潑，建立學生面對學習時具有責任感。 

 

貳、數學學習態度的意涵及影響因素 

    態度（attitude）是指個體對人、對事物以及周圍環境，所持有的一種具有某種

程度的一致性與持久性的傾向（張春興，1996）。任何一種態度都是有組織的，而且

也都是表現於行動的。態度也是一種內在心理歷程，所以個人本身無法察知，而別

人更難了解，也無法直接的觀察，通常態度會與信念、看法、感覺、意見等名詞相

連結，而這些名詞都隱含了一個人對某事務的價值判斷。 

    廖碧珠（2006）認為數學學習態度是學生對數學所抱持的看法（如信心、目的、

成功的信念、重要他人的態度、有用性、喜好或厭惡等），並表現在學習的行為上。

國外最早的研究，認為數學學習態度就是對數學的認知、情緒或情感的反應。數學

學習態度是學習數學的樂趣、學數學的重要性、學數學的動機、免於數學恐懼等綜

合表現（Aiken，1974）。而國內學者魏麗敏（1991）則認為數學學習態度是指個人

對數學的喜好或厭惡程度，並涉及情感、認知和行為等方面，在情感方面包括對數

學的喜好或厭惡等；在認知方面包括個人對數學的信念、有用程度的看法等；在行

為方面包括是否肯花時間學數學、遇不懂不會是否有尋求解答的動作等。黃娟茹

（2011）指出學習者在學習環境的影響下，對學習數學的看法和喜好程度，所持有

的一種一致性且持續性的心理狀態與行動傾向，進而形成個體本身對學習數學的習

慣與方法等學習事項的準備態度或行為。數學學習態度是指個體在學習數學過程中，

透過教與學之歷程對數學所產生認知性、情感性與行為性三方面的反應傾向，此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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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養成受到後天影響甚鉅，且態度形成後，具有一致性與持久性的特性，所以在

建立數學學習態度時更應謹慎（陳秀蘭，2013）。 

    至於數學學習態度的成因，一般心理學者都同意態度是學習而得，並非與生俱

來的，而態度形成的最大影響力量是父母與同儕團體（張春興，1996）。Aiken（1974）

分析影響數學學習態度形成的主要因素有五個：（一）性別因素：多數研究發現男生

比女生更喜歡數學，和社會文化的期望和增強有關﹔（二）人格因素：如高自尊、

高責任感、高成就動機的人對數學比較有積極的態度﹔（三）社會因素：人際吸引、

團體動力等能提高學生數學學習的態度﹔（四）教師因素：教師本身對數學的態度

會直接影響學生數學態度之形成，假如教師喜歡數學，對數學教學充滿熱忱與耐心，

學生受其影響，將產生正向的態度﹔（五）教學與課程因素：在數學科的教學方法

與課程的安排是否妥當，也會影響學生對數學的態度。魏麗敏（1991）就五大項因

素歸納：前兩項的性別因素與人格因素，是屬於先天的，不易改變﹔後三項的社會

因素、教師因素及教學與課程因素，皆屬後天環境的影響，透過改變教學設計的方

式，將有助於提升學生的數學學習態度。 

    綜合以上所述，發現國內外專家學者研究數學學習態度的內涵，包括：學習數

學的信心、重要他人(如父母親和老師)對學生數學學習的態度、數學探究動機、數

學的有用性、數學的焦慮、數學成功的態度、個人對數學的看法等這些向度。本研

究欲探討的數學學習態度是指研究個案在應用合作學習法於數學補救教學後學習態

度之影響，所使用之「數學學習態度」量表，取自蔡香玲（2015）所編製的「數學

學習態度量表」，量表包含數學的喜愛、數學的參與、數學的自信、數學的價值觀等

四個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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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探討以應用「合作學習」教學法進行補救教學前後，四年

級課後輔導班數學學習低成就學生的學習成就與學習態度，研究資料之蒐集與分析

上採量化為主，質量並陳的方式進行。 

本章共有五節，依序為：第一節研究設計、第二節研究參與者、第三節研究工

具、第四節資料分析、與第五節教材設計。以下依序說明第三章各節內容。 

第一節 研究設計 

壹、實驗設計 

本研究以研究者任教之四年級補救教學課後輔導班 5 位學生為研究對象，個案

學生之篩選以未通過 2016 年 5 月份數學科補救教學科技化評量診斷測驗，而且經過

3 學期以傳統的教師講解授課方式進行補救教學，仍未通過 2017 年 12 月補救教學

科技化評量成長測驗之 5 名目標學生為篩選條件，經篩選後之 5 名研究對象其數學

成績在班上均為後段 35%。研究前實驗單組前後測設計（The One-group pretest 

posttest desing）在每周一、四利用課後補救教學時間進行「四則運算」與「分數」

兩個單元共 8 周 16 堂課的補救教學。實驗設計如下表 3-1。 

表 3-1 研究實驗設計 

前測    實驗處理    後測   前測     實驗處理    後 測  

O1、O2        X1          O3        O4           X2         O5、O6 

O1：數學學習態度前測 

O2：四則運算數學學習成就前測 

O3：四則運算數學學習成就後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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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4：分數數學學習成就前測 

O5：分數數學學習成就後測 

O6：數學學習態度後測 

X1：四則運算應用合作學習教學 

X2：分數應用合作學習教學 

 

貳、研究變項 

本研究依前實驗單組前後測設計，將研究變項整理如表 3-2，並說明如下： 

表 3-2 研究變項一覽表 

自變項 控制變項 依變項 

應用合作學習教學 

授課時間 

教學環境 

教材內容 

授課教師 

受試者 

數學學習成就 

數學學習態度 

 

一、自變項 

本研究自變項為應用合作學習，包含均一教育平台影片自學、影片學習單。教

學活動分兩部分，第一部分完成均一教育平台上的影片教材學習，第二部分影

片學習單共作、討論，並完成指派任務。（見表 3-2） 

應用合作學習法與活動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均一教育平台的影片教材 學習單共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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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控制變項 

（一）授課時數：上課時間為每周一、四補救教學時間 16:10~16:50，每周授課

節數 2 節，一節 40 分鐘，共進行 8 週 16 節課程。 

（二）教學環境：本實驗的教學場所為研究者服務學校的電腦教室，每一位學

生分配一台 iPad Air 平板電腦，可以在家完成指定習題練習任務。 

（三）教材內容：翰林版數學第七冊第六單元「四則運算」與第八單元「分數」。 

（四）授課老師：本實驗過程由研究者擔任授課老師。 

（五）受試者：本實驗 5 位受試者皆為補救教學的目標學生。 

三、依變項 

（一）數學學習成就：指在「四則運算」與「分數」學習成就後測的得分，以

及影片學習單的作答表現。 

（二）數學學習態度：指在數學學習態度問卷的得分、學習心得單回答內容與

教師日誌所呈現的學習狀況。 

 

第二節 研究參與者 

本節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說明 3 位專家教師之學經歷背景，第二部分說明

5 名個案之基本背景與學習特徵。 

壹、專家教師 

參與本研究的專家教師共有 3 位，皆為研究者校內四年級教師兼導師，協助研

究者數學學習成就測驗前測、後測試卷的審題與修改，並針對語句敘述、確認符合

學習目標、概念的分配是否適當給予建議。其基本資料依姓名筆劃條例如表 3-3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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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3 專家團隊名單 

專家教師 服務單位 學歷 經歷與專長 

黃老師 
嘉義市西區 

某國民小學 

嘉義大學 

數學教育系碩

士 

任教年資 17 年，一直擔任學校

資訊組長，推動學校資訊教育與

電腦教室設備管理與維修。 

目前為資訊組長及擔任均一教

育平台推廣教育種子教師。 

曾老師 
嘉義市西區 

某國民小學 

雲林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碩

士 

任教年資 10 年，曾擔任英語專

任教師、高年級導師、事務組

長。 

目前為四年級級任導師。 

蘇老師 
嘉義市西區 

某國民小學 

南華大學文化

創意事業管理

學系碩士 

任教年資 18 年，曾擔任低、中、

高年級級任導師，教學資歷豐富

完整。 

完成閱讀理解初階、進階培訓。 

完成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人員初

階研習。 

目前為四年級級任導師。 

 

貳、研究個案 

本研究之研究個案就讀於嘉義市西區公立國民小學，該校屬中型、教育部核定

的偏遠學校。個案人數共有 5 名，為研究者任教補救教學課後輔導班目標學生，均

未通過 2016 年 5 月份數學科補救教學科技化評量篩選測驗、及 2017 年 12 月數學科

補救教學科技化成長測驗。5 名經篩選出來之個案，其四年級上學期數學總成績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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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班後百分之三十五，經家長同意後作為本次研究的個案。 

研究個案平均年齡 10 歲，性別分布男生 2 人，女生 3 人，當中為單親家庭 2

名（女）、低收入戶 2 名（女）、原住民 1 名（女）。5 名個案依就讀班級與座號排列，

以 S1 至 S5 表示，其基本資料如下表 3-4。 

 

 表 3-4 研究資料蒐集對象基本資料 

個案代號 性別 家庭狀況 學習特徵與相關資料 

S01 女 單親，母親因車禍意外

過世，父親工作為汽車

美容業，常工作到晚上

9 點才回家。阿嬤是主

要照顧者，採放任態

度，無力給予課業上的

協助 

聰明、具有學習力，但是上課分心、常不

寫作業。 

數學理解、邏輯推理尚可，但是學習態度

被動、沒有耐心，加上家庭支持不夠、功

能不足，學科成就全面不佳。 

S02 男 雙薪家庭，經濟小康，

有 2 個兄弟。 

雖然學習能力不錯，但是學習意願低落、

態度被動。 

得過且過的態度，常因練習不足，而影響

學習成就。甚至會的題目也因散漫態度而

寫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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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研究資料蒐集對象基本資料（續） 

個案代號 性別 家庭狀況 學習特徵與相關資料 

S03  女 單親，低收入戶，和父

親同住，父親曾入獄，

主要是由姑姑照顧。 

做事俐落，做事態度還算積極，但因家庭

狀態不穩定，造成學業表現起起伏伏。 

基本運算還可以，理解較差、邏輯概念較

弱，需要多一些時間思考。 

S04 男 雙薪家庭，經濟小康，

有 2 個兄弟。 

 

做事俐落，服務熱心，但是不喜課業學習，

態度非常被動。 

書寫動作緩慢，需師長督促。上課容易分

心，作業常因懶惰沒寫，學習動機薄弱而

影響學習表現。 

S05 女 父母均為原住民，低收

入戶，有 6 名兄弟姐

妹。個案為家中唯一女

生，排行老三。 

學習意願尚可，但是家中子女眾多，父母

疏於管教，學習熱忱無法持續。 

作業缺交嚴重，父母也常因各種理由輕易

請假，而未到校上課，學習因此無法持續，

家庭功能不足，學習、教育幾乎仰賴學校

師長教導。 

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研究工具有數學學習成就前測與後測試卷、數學學習態度量表、教師

教學日誌、學生作品、均一教育平台。分別說明如下： 

壹、數學學習成就前測與後測試卷 

本研究之前測卷、後測卷為研究者依據現行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數學

學習領域 （教育部，2008），以及翰林文教事業經教育部審核通過之數學科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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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教師手冊及參考翰林版數學第七冊課本與習作編製而成。 

試卷編製完成後委由 3 位專家教師進行審題與修改，並針對語句敘述、確認符

合學習目標、概念的分配是否適當給予建議。 

 

貳、數學學習態度量表 

數學學習態度前測、後測量表採用蔡香玲（2015）所編製之「數學學習態度量

表」，該量表共有 39 題，分為數學的喜愛（10 題）、數學的參與（11 題）、數學的自

信（9 題），與數學的價值觀（9 題）等四個層面。 

量表計分方式採李克特式（Likert-type scales）五等量表，由填答者選出最符合

自己情況的答案，非常同意給 5 分、同意給 4 分、沒意見給 3 分、不同意給 2 分、

非常不同意給 1 分，分數越高，代表填答者對該向度的認同度越高。 

叁、教師教學日誌 

研究者記錄每週教學活動內容、學生學習情形和學習反應，以及教學省思，以

在課後了解教學時的效果與困難，做為日後研究資料的來源之一。 

肆、學生作品 

研究中蒐集關於個案學習的紙本資料，包括每次上課配合主題設計的觀看影片

學習單與單元學習心得單，作為了解學生學習情況與學習態度的資料。 

伍、均一教育平台 

研究者採用均一教育平台所提供的學習影片與練習題目，影片內容依據九年一

貫能力指標、九年一貫能力指標分年細目、教育部「補救教學基本學習內容核定版」

教學重點，以及翰林版數學第七冊課本與習作內容對照後，刪除課本與習作未包含

的學習內容。 

九年一貫能力指標、分年細目與補救教學教學重點，詳見表 3-7，教學單元的

學習主題與影片名稱如表 3-5 至 3-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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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四則運算單元影片內容 

單元名稱 學習主題 影片名稱 影片長度 

 

整數四則混合

計算 

認識四則運算 52 秒 

 兩步驟計算規則-先乘除後加減(1) 2 分 42 秒 

 有括號的四則運算混合計算 55 秒 

 連續加、減法的計算規則-(02)連續加

法的計算順序變更 

2 分 0 秒 

 連續加、減法的計算規則-(02)加、減

混合的計算 

2 分 54 秒 

 連續加、減法的計算規則-(02) 連續減

法的計算順序變更 

2 分 54 秒 

 

兩步驟問題併

式-連加、連

減、加減 

什麼是併式  36 秒 

 併式的三步驟 3 分 26 秒 

四則運算 併式的括號可不可以拿掉（2） 2 分 36 秒 

 加減混合併式 2 分 21 秒 

 

兩步驟問題併

式-連乘、連

除、乘除 

連乘的併式 1 分 48 秒 

 連除的兩步驟應用問題 1 分 46 秒 

 連除的併式 1 分 50 秒 

 乘除的兩步驟應用問題 3 分 11 秒 

 

兩步驟問題併

式-乘與加減、

除與加減 

乘法和加法的併式 1 分 46 秒 

 乘法和減法的併式 1 分 46 秒 

 有括號的乘、加併式 1 分 32 秒 

 有括號的乘、減併式 1 分 40 秒 

 除法和加法的併式 1 分 3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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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四則運算單元影片內容(續) 

單元名稱 學習主題 影片名稱 影片長度 

  除法和減法的併式 1 分 40 秒 

 有括號的除、加併式 1 分 36 秒 

 有括號的除、減併式 1 分 36 秒 

資料來源：均一教育平台課程內容 

 

表 3-6 分數單元影片內容 

單元名稱 學習主題 影片名稱 影片長度 

分數 

帶分數與假分

數 

帶分數換假分數 2 分 08 秒 

假分數換整數 1 分 23 秒 

假分數換帶分數 3 分 24 秒 

分數的加減與

整數倍 

假分數加減 1 分 48 秒 

帶分數加法 1 分 49 秒 

帶分數減帶分數 2 分 45 秒 

分數的整數倍（1）真分數 1 分 58 秒 

分數的整數倍（1）假分數 1 分 14 秒 

資料來源:均一教育平台課程內容 

 

第四節 資料分析 

本研究資料分為量化與文字紀錄，以量化資料為主，文字紀錄輔助說明。量化

資料採用 Excel2013 做為資料蒐集工具，並以 SPSS 中文版做為資料分析工具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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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數學學習成就前、後測「四則運算」與「分數」的數學學習成就測驗前、後測

成績，以 SPSS 軟體進行描述性統計，且因個案人數偏少，以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

定，分析學生在應用合作學習進行補救教學後，學習成就表現是否有顯著提升。 

貳、數學學習態度量表 

在取得數學學習態度量表的前、後測結果後，以 SPSS 軟體進行描述性統計與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分析學生在應用合作學習進行補救教學後的學習態度，在

「數學的喜愛」、「數學的參與」、「數學的自信」與「數學的價值觀」，以及全量表是

否有顯著差異。 

叁、教師教學日誌 

研究者記錄每週教學活動內容、學生學習情形和學習反應，以及每週課後學生

的反應，於教學活動後省思學生的學習情況，並作教學上的調整，同時作為了解課

程實施時學生學習狀況與學習心態的佐證。 

肆、影片學習單與單元學習心得單 

每一次教學均有一張配合課程設計的影片學習單，目的在於了解個案對影片內

容的學習情形。每個單元教學結束後還有一張單元學習心得單，用以得知學生的學

習心得，以及接受應用合作學習的看法，並作為數學學習態度的佐證。 

第五節 教材設計 

本研究的教材設計分別為教材分析與教學流程，依序說明如下： 

壹、教材分析 

本研究的補救教學單元為翰林版數學第七冊第六單元「四則運算」與第八單元

「分數」，屬於九年一貫能力指標數學科「數與量」主題。 

研究者為了確認補救教學的教學目標，整理教育部公布 97 數學課綱中九年一貫

數學科能力指標中「四則運算」與「分數」兩個單元的能力指標與分年細目，以確

認學習教材應包含的內容概念。除此之外，研究者也整理教育部「補救教學基本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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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內容核定版」內容，確認能力指標、分年細目與補救教學重點的對應範圍，以確

認補救教學在九年一貫能力指標之教學重點。 

研究者依據上述整理結果，製作三者的位階對應關係表（表 3-7），作為篩選教

學影片的依據，篩選出來之教學影片名稱詳見表 3-5 與表 3-6。 

 

表 3-7 九年一貫能力指標、分年細目與補救教學教材之補救教學重點 

單元名稱 九年一貫能力指標 分年細目表 補救教學之教學重點 

四則運算 

N-2-06 能在具體情境

中，解決兩步驟問題 

(含除法步驟)。 

N-2-07 能做整數四則混

合運算，理解併式，並解

決生活中的問題。 

4-n-04 能在具體情境中，

解決兩步驟問題，並學習

併式的記法與計算。 

1.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

兩步驟問題，並用兩個算

式記錄解題活動。 

2.能用一個併式，記錄兩

步驟問題的解題活動。 

A-2-03 能在四則混合計

算中，運用數的運算性 

質。 

4-n-05 能做整數四則混合

計算(兩步驟)。 

 

1.能認識整數兩步驟四則

混合計算「括號先算」的

約定。 

2. 能認識整數兩步驟四

則混合計算「先乘除後加

減」的約定。 

3. 能認識整數兩步驟四

則混合計算「由左往右

算」的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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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九年一貫能力指標、分年細目與補救教學教材之補救教學重點(續) 

單元名稱 九年一貫能力指標 分年細目表 補救教學之教學重點 

分數 

N-2-10 能認識真分數、假

分數與帶分數，做同分母

分數的比較、加減與整數

倍計算，並解決 

生活中的問題。 

 

4-n-08 能認識真分數、假

分數與帶分數，熟練假分

數與帶分數的互換，並進

行同分母分數的比較、

加、減與整數倍的計算。 

1. 能熟練假分數與帶分

數的互換。 

2. 能進行同分母分數

加、減的計算(含真、假分

數及帶分數)。 

3. 能進行同分母分數整

數倍的計算(含真、假分

數)。 

資料來源：教育部（2008） 

      

貳、應用合作學習實施方式 

本研究中的合作學習教學法是參考 Slavin 於 1990 年所發展出的小組成就區分

法來設計的教學模式。小組成就區分法是最容易而且廣泛實施的一種模式，適用於

任何學科，尤其是教導目標明確的教材，比如數學科計算題及應用題、地理科的作

圖技巧及科學概念等（Slavin，1995）。 研究者再根據實際教學需要逐漸修正而成。 

小組成就區分法的教學流程如下： 

一、準備教材：教學活動進行之前，教師根據所要教學的內容編擬學習單、作業單、

測驗卷等，以利教學進行。 

二、教學：課程一開始，引用均一教育平台教學影片進行教學，教師必須清楚地強

調學習的目標與學習概念。 

三、小組學習：老師發下觀看影片學習單或其他學習教材，小組成員的工作就是熟

悉教材內容，並且幫助同學也能精熟內容。學生以三人或四人一組方式進行工

作，每個學生先各自解題，然後再和同學對答案，如果有人答案錯誤，其他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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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有責任為他作「解釋」，而不只是交換評分，要小組的學習材料都正確，才算

完成共同的學習目標。發現問題時，在請教老師之前，先請教同學。而老師的

任務是行間巡視，觀察了解小組如何進行討論活動，提供適切的指導，對進行

良好的同學或小組給予讚美。 

四、測驗：學生接受個別測驗或其他方式的評量，讓學生有足夠的時間去完成，藉

由測驗來評鑑學習成果。 

五、學習表揚：根據個人進步分數或小組的進步來決定。所以每個人要精熟學習內

容，並且協助同學也能成功的學習。每次考試後，老師要盡快算出成績給予表

揚，這樣學生才能在「做得好」與「獲得表揚」之間建立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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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國小四年級補救教學課後班學生接受應用合作學習法的補

救教學後，其數學學習成就與數學學習態度的影響。本章共分兩節，第一節為個案

接受合作學習法進行補救教學後的數學學習成就表現，第二節為個案接受合作學習

法進行補救教學後的數學學習態度改變情形。 

第一節 以合作學習法進行補救教學之學習成就表現 

本研究第一個研究問題為「使用合作學習法是否能提升某國小四年級補救教學

課後班學生在數學補救教學之學習成就表現」，為回答研究問題，本節分為兩個部分，

首先分別將「四則運算」與「分數」兩個數學單元的前、後測成績以 Wilcoxon 符號

等級檢定進行分析，藉以說明經過合作學習法進行補救教學後，5 個個案的學習成

就表現情形。第二部分則以個案學習單的學習表現說明 5 名個案的學習狀況。 

壹、學習單元前後測表現結果 

以下就「四則運算」與「分數」兩個數學單元個案數學成就前、後測驗之描述

性統計與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結果分別說明，之後予以小結。 

 

一、 「四則運算」單元的學習成就測驗表現 

「四則運算」教學活動前後分別進行學習成就前測與後測，以了解個案學習成

就的成果。其前、後測的成績、描述性統計資料與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結果如表

4-1、4-2 與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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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四則運算」學習成就前、後測成績 

學生 前測成績 後測成績 

S1 37 58 

S2 74 92 

S3 84 88 

S4 45 68 

S5 39 61 

 

表 4-2「四則運算」學習成就前、後測成績標準差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四則運算」

前測 
5 55.8 19.38 37 84 

「四則運算」

後測 
5 73.4 13.99 58 92 

 

表 4-3「四則運算」學習成就測驗之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結果 

 N 平均等級 等級總和 Z p(雙尾) 

負值得分 0a 0 0  .043* 

正值得分 5b 3.00 15.00 -2.023  

等值得分 0c     

總計   5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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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與表 4-2 顯示 5 位個案在「四則運算」單元的學習成就前、後測成績表

現情形，全部 5 名個案的後測成績皆較前測成績進步，後測成績平均數（73.4）較

前測成績平均數（55.8）增加 17.6 分，且後測標準差（13.99）小於前測標準差（19.38），

顯示在經過合作學習法進行補救教學後，後測平均成績有所增加，且標準差縮小，

表示個案分數離散程度較小。 

將「四則運算」學習成就前、後測成績以 SPSS 進行無母數 Wilcoxon 符號等級

檢定，結果如表 4-3 所示。5 名個案中，後測分數均高於前測分數，將 5 名個案前、

後測分數的差化為等級後，其平均等級為 3。經檢定後 Z 值為-2.023，p 值為.043，

達.05 之顯著水準，故拒絕本研究之虛無假設，表示 5 位個案在「四則運算」單元經

過合作學習法的補救教學後，後測與前測成績有顯著差異，且由於平均分數較前測

高 17.6 分，故可推論個案學生經過合作學習法進行補救教學後，其學習成就有顯著

提升。 

二、 「分數」單元的學習成就測驗表現 

「分數」的單元教學在「四則運算」單元後測結束後隔一個禮拜進行，其前、

後測成績、描述性統計資料與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結果如表 4-4、4-5、4-1-6 所

示。 

表 4-4「分數」學習成就前、後測成績 

學生 前測成績 後測成績 

S1 0 28 

S2 53 57 

S3 88 99 

S4 9 28 

S5 6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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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分數」學習成就前、後測成績標準差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分數」前測 5 31.2 34.06 0 88 

「分數」後測 5 48.6 27.45 28 99 

 

    表 4-6「分數」學習成就測驗之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結果 

 N 平均等級 等級總和 Z p(雙尾) 

負值得分 0 0 0  .043* 

正值得分 5 3.00 15.00 -2.023  

等值得分 0     

總計   5   

*p<.05 

 

表 4-4 與表 4-5 顯示 5 名個案在「分數」單元的學習成就前、後測成績表現情

形，全部 5 名個案的後測成績皆較前測成績進步，後測成績平均數（48.6）比前測

成績平均數（31.2）高 17.4 分，且後測標準差（27.45）小於前測標準差（34.06），

顯示在經過合作學習法進行補救教學後，5 位個案在「分數」單元的後測成績有所

增加，且標準差縮小，表示個案分數離散程度較小。 

將「分數」學習成就前、後測成績以 SPSS 進行無母數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

結果如表 4-6 所示。5 名個案中，後測分數皆高於前測，將 5 名個案前、後測成績

差化為等級後，其平均等級為 3。經檢定後 Z 值為-2.023，p 值為.043，達.05 顯著水

準，可拒絕本研究之虛無假設，表示「分數」單元經過合作學習法的補救教學後，

後測成績與前測成績達顯著差異，且由於後測平均數比前測平均數多 17.4 分，故可

推論經過合作學習法進行補救教學後，5 名個案在「分數」單元後後測整體成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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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提升。 

同時這 5 名個案參加 2016 年 5 月和 2017 年 5 月數學科補救教學科技化評量診

斷測驗均未通過測驗，為補救教學目標學生。運用合作學習進行補救教學後，參加

今年 2018 年 5 月數學科補救教學科技化評量診斷測驗，其中個案 S02 和個案 S04

通過診斷測驗，故可推論經過合作學習法進行補救教學後，提升整體數學學習成效。 

 

                                        

 

    多位學者指出合作學習不僅可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成就、學習動機、還可以有效

地降低學生的數學學習焦慮、溝通技巧及改善社會關係（周立勳，1994；簡妙娟，

2000；Johnson & Johnson，1999; Slavin，1984）﹔研究者分析文獻發現，許多學者

雖然發展的合作學習模式及方法各不相同，但是他們都認定學生在小組中與同儕互

動對學生的學習成就與學習動機會有積極正面的影響（陳彥廷、姚如芬，2004；陳

燕磁，2014）。合作學習對國小數學學習成就的提昇有影響，能提昇國小數學學習動

機，其在學習自信、興趣、及課堂投入程度皆有提昇（周香綺，2017）。透過合作學

S04

2 

S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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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法應用於等值分數的教學引導，有助於提升學生對數學學習的興趣（施伊如，2017）。

運用合作學習的策略，可以增進學習效能及提升學習成效（黃惠靖，2018）。而國內

也有許多學者建議可以嚐試以小組合作學習的方式來進行數學解題教學（張景媛，

1994；劉錫麒，1991）。本研究之研究結果中兩個數學單元的成就測驗前、後測，經

SPSS 進行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發現經過合作學習法進行補救教學後，後測成

績皆達顯著差異，此結果與上述研究結果相符。 

貳、個案的概念理解與表現情形 

以下研究結果以個案在「四則運算」與「分數」兩個單元學習單中理解題意與

應用題題型的回答狀況，分析個案在概念理解與解題上的表現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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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則運算 

（一）第一周上課 

    第一次的課程主題是整數四則混合計算中「兩步驟的計算規則」。個案首先

要認識四則運算、連續乘除的計算規則及有括號的四則運算混合計算。第一支

影片中的題目是「所謂四則運算是指把＋、－、X、÷ 四種運算方式混合運用」。

5 名個案全部都能依照題意寫出正確概念。 

 

S01 

 

S02 

 

S03 

 

S04 

 

S05 

 

圖 4-1  個案對影片中「認識四則運算」的回答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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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處理四則運算時，有哪些規則？」的問題中，5 名個案也都能夠依照題意

寫出正確概念。 

圖 4-2  個案對影片中「處理四則運算時，有哪些規則？」的回答結果 

  

 

S01 

 

S02 

 

S03 

 

S04 

 

S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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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二周上課 

     觀看完教學影片後，請自己設計一題「有括號」的三個數的四則混合的計算題

目並算出答案，個案 S02、 S03、S05 都能正確的設計命題並且算出正確的答案。

個案 S01 雖然答案正確，但是題目設計錯誤，沒有把第三個數寫進題目中，而在第

二個計算式中突然出現，顯示對數字的序列概念不夠清楚。個案 S04 設計的題目為

「213＋2x7」，但解答過程為 213＋2x7＝215x7＝1505。顯示個案 S04 對於處理四則

運算的規則性，雖然會正確回答（先乘除後加減），但實際運用時，仍然錯誤，沒有

真正了解其意義。 

圖 4-3 個案對「自己設計一題「有括號」的三個數的四則混合的計算題目並算出答

案」的回答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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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的課程主題是整數四則混合計算中「連續加、減法的計算規則」，以影片

的學習內容為例，影片的講解題目是「975＋346＋25＝1346」和「8342﹣6879﹣1342

＝121」，學習的概念是不管連續加法或減法，計算的順序規則是由左向右計算。這

是四則運算規則中最基本的概念，5 名個案全部都能依照題意寫出正確概念。 

圖 4-4  個案對影片中「連續加、減法的計算規則」的回答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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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答「試著參考影片中，三個數的加、減法混合的計算題目，自己設計命題

並算出答案」，個案 S01、S02、S03 都能正確的設計命題並且算出正確的答案。個

案 S04 設計命題正確，但計算答案錯誤了。個案 S05 雖然答案正確，但是題目設計

錯誤，把 3 個數的連續加、減法，分開成 2 個算式計算。 

圖 4-5  個案對「三個數的加、減法混合的計算題目，自己設計命題並算出答案」

的回答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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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三周上課 

第三周上課的主題有 2 個，第一個是「兩步驟問題併式－連加、連減、加減」。

個案首先要認識何謂「併式」、及「併式的三步驟」。併式是代數學習的重要基礎，

含四則混合計算的約定（由左往右算、先乘除後加減、括號先算），學習逐次減項計

算。 第一支影片就先介紹「併式就是把多個運算式子合併成一個式子」。學習的概

念就是要把兩步驟問題併成一個式子，然後運用四則運算的規則性算出答案。 

本次上課除了個案 S03 請假，其餘 4 位個案的學習狀況如下：在「認識併式」

中，只有個案 S02 答對，其餘 3 位都答錯。因為教學影片只有 36 秒，直接說明「何

謂併式」，沒有例題示範，所以大部分個案無法理解。 

圖 4-6 個案對「何謂併式」的回答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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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接下來個案要學會「併式的三步驟」。有 3 支教學影片以應用題目「加減混合併

式」來教導併式的三步驟，以日常生活的情境來尋求解答，因為重複出現 3 次，雖

然難度比較高，但個案比較容易理解。 

例如其中一題「小明原來有 200 元，媽媽又給了他 300 元，然後小明買了一本 350

元的書後，小明剩下多少錢？」，先解說一般計算過程：先算小明總共有多少錢？

（200＋300＝350），再算小明買書後剩下多少錢？ （500－350＝150），接著以舊

經驗導入新的教材，說明併式的步驟：先把求出最後答案的算式寫下（500－350＝

150），找出每個數字的原始算式並替換上去（200＋300－350＝150），把替換的算

式加上括號「（200＋300）－350＝150」。透過解題過程，小朋友比較容易理解併式

的三步驟。影片觀看學習單中，除了個案 S01 答案錯誤以外，其餘個案 S02、S0 4、

S05 都能正確寫 

出答案。 

圖 4-7 個案對「併式的三步驟」的回答結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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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上課的第二個主題是「兩步驟問題併式－乘與加減、除與加減」。個案要學

習的概念有「乘和加法、乘和減法的併式」、「有括號的乘、加和乘、減的併式」。觀

看四支影片，每支影片長約 1 分 30 秒。一樣以應用題目，以解決日常生活的情境來

教導併式的三步驟，所以小朋友又再次複習了「併式的三步驟」。這次課程的學習單，

個案要自己寫出「併式的三步驟」。個案 S02 和個案 S03 可以完整寫出併式的三步

驟，其餘 3 個個案只有寫出部分答案。 

圖 4-8 個案對「併式的三步驟」的回答結果-2 

  

 

S01 

 

S02 

 

S03 

 

S04 

 

S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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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老師也請個案利用找到的重要概念（乘與加、減的併式），仿照影片中的例題，

設計一題應用題，並把解答與過程寫下來。其中個案 S01 和個案 S02 題目設計和解

答過程都正確。個案 S03、個案 S04、個案 S05 題目設計錯誤，解題過程也錯誤，

顯示概念尚未正確建立。 

圖 4-9 個案對「兩步驟問題併式－乘與加減」設計問題與解答過程的回答結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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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第四周上課 

本周有 2 次上課。第一次上課主題仍然是「兩步驟問題併式」---除與加減的練

習。個案要學習的概念有「除和加法、除和減法的併式」、「有括號的除、加和除、

減的併式」。觀看四支影片，每支影片長約 1 分 30 秒。一樣以應用題目，以解決日

常生活的情境來教導併式的三步驟，所以小朋友又再次複習了「併式的三步驟」。 

這次上課個案 S03 請假。老師也請個案利用找到的重要概念（除與加、減的併

式），仿照影片中的例題，設計一題應用題，並把解答與過程寫下來。只有個案 S01

題目設計正確，但是解答過程錯誤。其他個案 S02、個案 S04、個案 S05 題目設計

錯誤，解題過程也錯誤，甚至題目設計停留在上周課程內容（除與加、減的併式），

顯示除與加減的練習概念尚未正確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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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個案對「兩步驟問題併式－乘與加減」設計問題與解答過程的回答結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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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上課的第二個主題是「兩步驟問題併式－連乘、連除、乘除」。個案要學習

的概念有「連乘、連除的併式」、「連乘、連除的兩步驟應用問題」。上次上課後，個案

自行設計題目，概念沒有建立完整，所以這次上課前老師先提醒今天的上課重點也是兩

步驟問題併式，數學計算符號只有 X 和÷。 

   個案先觀看 3 支教學影片，每支影片長約 1 分 40 秒。一樣以應用題目，以解決

日常生活的情境來教導併式的三步驟，所以小朋友已經第 4 次複習了「併式的三步驟」。

老師一樣請個案利用找到的重要概念（連乘、連除、乘除），仿照影片中的例題，設計

一題應用題，並把解答與過程寫下來。只有個案 S02 題目設計正確，但是解答過程錯誤。

其他個案 S01、個案 S03、個案 S04、個案 S05 題目設計錯誤，解題過程也錯誤，甚至

題目設計停留在上周課程內容（除與加、減的併式），顯示除與加減的練習概念尚未正

確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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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個案對「兩步驟問題併式－連乘、連除、乘除」設計問題與解答過程的回

答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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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第五周上課 

本周是春假連假，只有周一上課。因為四則運算課程已經結束，但是個案對於

除和加、減法的計算概念不夠清楚，所以這一次課程，老師安排個案練習均一教育

平台上的題目，一方面再次統整四則運算的規則性，讓課程做個完整結束，同時連

假回校後又是一個新課程的開始。 

（六） 第六周上課 

四則運算教材已經在上周結束，本周進行四則運算後測，以及指導個案寫「合

作學習單元心得單」。 

四則運算小結： 

從個案「四則運算」影片觀察學習單內容可以發現，個案已經了解四則運算的

意義和處理四則運算時的規則性都已經了解，具有基本運算能力。但在解答文字題

時，如果只是＋、－計算，5 位個案都已經完全了解，答題表現較佳﹔但如果題意

中需有 X、÷ 的概念，個案這部分的答題表現較差，還須建立加強。顯示兩步驟問

題併式中－除與加、減和除與乘理解較弱。推究的原因有可能是對於題意不完全了

解，無法組織題意來進行問題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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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數 

（一）第七周上課 

本周上課的主題有二個，第一個要學習的是「熟練假分數與帶分數的互換」。個

案首先要學習將帶分數換成假分數。以學習單上的表現，5 名個案可以順著引導將

帶分數換成假分數。但用圖表示出來時，只有個案 S03、S04 答對，其他 3 位圖是

錯誤，顯示個案只是模仿計算方法，對於基本分數的概念還不夠清楚。 

圖 4-12 個案對「帶分數換成假分數、並用圖表示出來」的回答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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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個部份，個案要學習將假分數換成整數。以學習單上的表現，全部 5 名個案答

案都正確。 

圖 4-13 個案對「假分數換成整數 」的回答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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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個部分，個案要學習將假分數換成帶分數。以學習單上的表現，5 名個案

對於帶分數的定義，只有個案 S03 答對，其他 4 名個案答案錯誤或不完整。計算引

導過程中，全部 5 名個案答案也沒有完全正確，都有部分錯誤。尤其幾個分數可以

合成一個圓，這個部分要再加強指導。 

圖 4-14 個案對「 假分數換成帶分數」的回答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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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上課的第二個主題是「同分母分數的加減計算」。觀看完 3 支教學影片，小

組共同討論、合作，提供、交換彼此的想法與解題技巧後，各自完成學習單。以學

習單上的表現，個案 S03 計算錯誤，其他 4 名個案對於同分母分數的加法計算，答

案都正確。 

圖 4-15 個案對「同分母分數的加減計算」的回答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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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八周上課 

本周有 2 次上課時間，因為上次上課時間較匆促，練習時間不夠，所以第一次

上課，老師安排個案練習均一教育平台上的同分母分數的加減計算練習題目，以熟

悉計算方法，達到精熟原則。 

第二次上課內容是「分數的整數倍」計算練習。有 2 支教學影片。以學習單上

的個案學習表現，個案 S03 基本題和挑戰題都完全正確。其他 4 名個案，共同的錯

誤是分數的基本概念－平分的概念及單位分數尚未建立。（例如：一塊蛋糕平分成 4

等份，其中一等份就是 1/4）。個案 5 挑戰題的答案錯誤，對於分數的加法和乘法之

間的概念錯誤。  

圖 4-16 個案對「分數的整數倍」的回答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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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分數小結： 

分數這個單元錯最多的是圖 4-12 學習單上：3 又
3

4
 請用圖表示出來，只有個案

S03 和 S04 答對，其他 3 位個案 
 3

4
 都畫錯﹔另外圖 4-16 中有一題「姊姊把一塊蛋糕

平分成 4 等份，媽媽和妹妹也要吃，請問他們 3 個人，共吃了幾塊蛋糕？」請回答：

其中一等份就是( 1/4 )，只有個案 S03 和 S04 答對。顯示個案對於單位分數基本概

念還未正確建立，這是 3 年級課程，可見基礎的建立很重要，會影響日後的學習。 

帶分數的定義只有個案 S03 答對，其他 4 位都回答錯誤。由於帶分數同時記錄

了 2 個計數單位，個案在啟蒙之初，值得與學生再仔細溝通。 

後測平均數雖然提高為 48.6 分，標準差為 27.45 分。研究者分析個案分數，有

2 位個案得分最低為 28 分，最高得分 99 分，標準差為 27.45 分，顯示雖然有進步，

但是分數離散程度大。 

第二節 學生數學學習態度之分析 

本研究第二個研究目的為「探討合作學習法於國小四年級低成就學生數學補救

教學的學習態度之影響」。本節分為兩個部分，首先分析學習態度量表的結果，以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就量表的四個面向（數學的喜愛、數學的參與、數學的自信

與數學價值觀）與全量表進行分析，據此說明五位個案學生在接受應用合作學習法

進行補救教學前後，數學學習態度變化。第二部分則以個案的單元學習回饋單、個

案原班教師訪談，以及研究者教學日記了解個案的數學學習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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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數學學習態度問卷前後測分析 

研究者使用蔡香玲（2015）的「數學學習態度量表」作為數學學習態度的前、

後測工具，以了解合作學習法進行補救教學對於個案的數學學習態度之影響。全量

表共 39 題，分成四個面向，分別是數學的喜愛（10 題）、數學的參與（11 題）、數

學的自信（9 題）與數學價值觀（9 題）。研究結果以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進行考

驗，5 位個案數學學習態度量表前、後測描述統計與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結果如

表 4-7 與 4-8。 

表 4-7 數學學習態度前、後測之成績標準差 

  N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前測 

數學的喜愛 5 2.78 .64 18 34 

數學的參與 5 3.35 .65 26 46 

數學的自信 5 2.84 .88 12 32 

數學價值觀 5 4.04 .57 30 42 

整體數學學習態度 5 3.25 .59 89 146 

後測 

數學的喜愛 5 3.22 1.22 11 40 

數學的參與 5 3.96 .19 42 46 

數學的自信 5 3.42 1.10 16 42 

數學價值觀 5 4.4 .26 36 42 

整體數學學習態度 5 3.75 .06 107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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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數學學習態度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結果 

 
 N 

平均等

級 

等級總

和 
Z 值 顯著性 

數學的喜愛 

負值得分 2 2 4.00 

-0.944 0.345 

正值得分 3 3.67 11.00 

等值得分 0   

總計 5   

數學的參與 

負值得分 1 1.5 1.5 

-1.625 0.104 

正值得分 4 3.38 13.5 

等值得分 0   

總計 5   

數學的自信 

負值得分 1 2 2 

-1.483 0.138 

正值得分 4 3.25 13 

等值得分 0   

總計 5   

數學價值觀 

負值得分 2 1.5 3 

-1.219 0.223 

正值得分 3 4 12 

等值得分 0   

總計 5   

整體數學學習態

度 

負值得分 0 0 0 

-2.023 0.043 

正值得分 5 3 15 

等值得分 0   

總計 5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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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7 可發現，前測平均數最高是數學價值觀 4.04 分，分數等第介於同意與

非常同意之間，平均數最低是數學的喜愛 2.78 分，分數等第介於不同意到沒意見之

間；後測平均數最高的是數學價值觀 4.4 分，分數等第介於同意與非常同意之間，

平均數最低的是數學的喜愛 3.22 分，分數等第介於沒意見到同意之間。 

再以前、後測結果進行比較，四個向度與全量表後測平均數皆高於前測平均數，

平均數增加最多的是數學的參與，增加 0.61 分，維持在沒意見到同意之間；平均數

增加最少的是數學價值觀，增加 0.36 分，維持在同意至非常同意之間。由此可知個

案學生認同數學的價值，並且在合作學習法進行補救教學後，對於數學的參與有所

提升。 

將數學學習態度量表經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之結果如表 4-8，數學學習態度

四個面向均未達顯著差異。推測原因可能是研究個案本身為數學低成就學生，其對

數學學習的喜愛、參與及數學的自信本來就較低，雖然在整個教學活動過程中，個

案在參與數學學習的情形逐漸有正向的改變，也因為成績進步而漸漸對學習數學產

生自信心，但數學學習態度的改變需要時間的累積，八周的實驗時間僅可看到初步

的變化，尚無法得到顯著的成長，因此在數學學習態度的四個面向未達顯著水準。

但是全量表達到顯著差異（p=.043<.05），可推論合作學習法進行補救教學前後，個

案學生在整體數學學習態度均有顯著提升。 

根據（張新仁、許桂英，2004）認為接受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學習數學的學生，

其數學數學興趣，顯著高於一般數學教學法的學生。（林秋斌、蘇怡慈、李美萱，2012)

認為合作學習的教學模式深受學生的喜愛，教學模式對於學生的學習成效與信心有

正向的幫助。合作學習法可提升學生的學習態度，本研究與上述研究者之研究結果

類似。 

貳、個案學習活動的表現情形 

研究者在每次上課結束後會撰寫教學日記，個案在完成「四則運算」與「分數」

教學活動後，分別會填寫一張單元學習心得單，每分學習心得單共有八題。以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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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述資料分析個案在教學活動中的學習態度表現，以及對均一教育平台的看法。 

 

一、數學的喜愛 

5 名個案在「四則運算」與「分數」單元學習心得單中表示合作學習法讓他們

更有興趣學習數學。老師請問小朋友喜歡老師採用「合作學習法」來進行學習嗎？

從個案的回答內容可知，個案 S01 在「四則運算」單元學習心得單回饋表示，她認

為「喜歡，而且這個比較好學，也學得比較多，謝謝老師教我很多很多的東西。」

個案 S02 也認為「喜歡，因為可以讓我學到更多知識，看影片也是一樣。」個案 S03

也認為「我喜歡，因為看影片可以讓我更清楚而且還可以知道怎麼算比較快。」個

案 S04 回饋「我很喜歡，因為可以讓我進步，影片可以重複聽，讓我更進步。」個

案 S05 也認為「我喜歡討論，因為有不知道的可以討論，或對方不知道，我們可以

跟他說，這樣他的數學就很好了。」「跟同學一起討論很開心。」 

隨著使用時間增加，在「分數」單元學習心得單回饋和四則運算幾乎相同，合

作學習法會讓他們比以前更有學習數學的興趣，個案 S02 提到「老師的教學很有趣

又好玩。」個案 S03 提到「數學越來越有趣，老師的教學方式也很好。」個案 S03

在「分數」單元學習心得單中表示合作學習法「問來問去的很有趣，還可以增加朋

友。」 

研究者的觀察也發現原本個案 S01 對於學習數學並沒有耐心，面對不懂的部分

沒有耐心學習，會想直接抄襲同學的答案，但隨著教學時間的增加，與同學的互動

越來越好，願意和同學一起參與討論，也越來越能夠專心學習。數學 2 個單元的前、

後測分數都有提升。四則運算前測 37 分進步到 58 分﹔分數前測分數 0 分進步到 28

分。 

    而從其他個案的兩個單元學習心得單回饋可知，合作學習法除了讓他們比較喜

歡數學，更有學習數學的興趣，而願意用空閒時間練習數學，有些個案甚至會主動

學習數學，並在家使用平台電腦進行自學。個案 S03 表示「會利用課餘時間練習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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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因為想把自己的分數拉高。」個案 S05 表示「均一老師會出題目，要自己寫才

會。」 

    除了學生表示對於採用合作學習法學習數學感到有興趣以外，研究者也在教學

過程中發現個案的學習改變。其中最重要的是對於數學的排斥感減少了，願意主動

親近數學，並且認為數學比較好玩了，課後也會開始討論在均一教育平台的學習情

形，也會使用均一進行自學，而當遇到困難時，也會多花一些時間學習。 

 

二、數學的參與 

5 名個案在單元學習心得單回饋表達了參與數學學習的正面看法，並表示他們

喜歡目前的上課方式，能和同學一起討論是主要原因之一。個案 S02 提到「因為同

學幫助我和別人。」「同學可以教我，我也可以教他。」個案 S03 提到「題目看不

懂，可是我有跟同學和老師討論。」「因為問來問去的很有趣，還可以增加朋友。」

「我想要老師用合作學習的方式，因為有同學討論。」「可以知道別人的想法，也可

以增加知識，例如：本來我算都算很慢，可使經過其中一個人的討論，或許可以加

快算的速度還可以節省時間。」個案 S04 表示「可以和同學討論分享」「喜歡合作

學習，可以和朋友討論，老師不用說很多話。」個案 S05 則表示「我喜歡討論，因

為有不知道的可以討論，或對方不知道，我們可以跟他說，這樣他的數學就很好了。」

「因為都用討論的比較好。」此點與（黃政傑、林佩璇，2004）合作進行學習是一

種積極的互賴，促使學生產生互助式的互動關係，相互關心彼此的學習是否導向成

功的看法相同。 

除了和同學討論增加數學參與感外，個案也表示課後班的學習方式讓他們更了

解學習內容，遇到困難也會嘗試解決。個案 S01 提到「因為可以跟老師分享我不開

心或者是不會的數學國語。」個案 S02 提到「因為學習數學可以讓我的功課進步。」

「我天天都在寫數學」個案 S03 提到「題目看不懂，可是我有跟同學和老師討論」

個案 S05 提到「非常有幫助，不會的電腦或老師會教我怎麼寫這一題。」「因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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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我不會，看了很久，還是不知道，我就會問媽媽、老師，媽媽說完了，知道了，

就會了。」 

在利用其他時間參與數學學習的行為方面，大部分多表示願意多花一些時間學

習課程。老師問到會利用課餘時間使用均一教育平台進行數學習嗎？個案 S01 提到

「有時候，因為想進步。」「不一定，因為有時候寫功課寫到晚上。」個案 S02 提

到「因為可以讓我的知識變多和讓我的平常考和月考分數比平常更高。」個案 S03

提到「因為我想把數學成績拉很高很高。」個案 S04 提到「還好，因為有時候出去

吃飯和逛大賣場，沒有時間。」個案 S05 提到「有，均一教育平台有老師指定的作

業，老師指定有些沒做完，因為沒時間，月考我就開始寫，有進步一點點。」研究

者的課堂觀察及個案互動中也發現，部分個案會提到在家使用均一教育平台的情形，

以及分享目前的得分現象。 

由上述內容可知，個案認為以合作學習法進行課後補救教學，會讓數學學習變

得較簡單，也更願意學習數學，同時由於成績進步，更願意花時間學習數學，參與

度也就更高了。除此之外，並開始會在家以均一教育平台進行課程的預習與複習。 

 

三、數學的自信 

從 5 位個案在單元學習心得單中回饋可以發現，在接受合作學習法進行補救教

學時，由於成績的進步，個案對數學不再排斥，參與數學學習的意願提高，相對的，

也對學習比較有信心。個案 S01 提到「有進步了，比以前更有進步。」「有，很有

信心，我很期待第二次的月考，我覺得比以前更有信心。」「有一點，可是我會努力。」

「我很期待月考能考好。」個案 S02 提到「有，有比以前有更多更多的信心。」「有，

因為老師會教我不會或不知道的題目。」個案 S03 提到「有，比以前更有信心，因

為我用平板作答時每題都一次就答對了。」「有，我覺得比以前超有信心。」個案

S04 提到「有一點，電腦可以重複講，讓我更懂。」「不知道，有一點點。」個案

S05 提到「有，我有進步，以前我對數學沒信心，現在我有信心，因為老師教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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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 

    但是當老師追問使用「合作學習法」學習「四則運算」「分數」的過程中，你有

遇到什麼困難嗎？個案 S01 提到「有，因為乘法不會就不會除法，我也很擔心月考

的時候考不好」「有，因為有些還是不會。」個案 S02 提到「有，有些算是不會算

和不懂題目的意思。」「沒有，因為我天天都在寫數學。」個案 S03 提到「有，題

目看不懂，但是我有跟同學和老師討論。」「有，有一些比較難的題目我不會。」個

案 S04 提到「有，不會寫，寫錯了。」「有，因為四則運算要算很久、很麻煩。」

個案 S05 提到「有，數學我不會，那題很難，媽媽不會，我就用答案了。」「有，

不會的，或出錯」 

    除了個案 S02，從個案的回答顯示，其他 4 位個案雖然覺得在接受合作學習法

進行補救教學後，對於數學學習較以往更有信心，但問到是否有遇到什麼困難，又

有擔心，怕看不懂題目，不會寫。可見長期失敗的學習，造成習得無助感，對自我

的支持也不夠。只有 8 周實驗期，成績就可以進步，是值得肯定與鼓勵的一件事。 

    個案 S02 這次通過補救教學科技化評量 2018 年 5 月份篩選測驗，在教學實驗

過程中他就顯得自信滿滿，在四則運算單元，個案 S02 提到「有，有比以前有更多

更多的信心。」在分數這個單元，個案 S02 回答「有，因為老師會教我不會或不知

道的題目。」老師追問學習過程中，有遇到什麼困難嗎？個案 S02 回答「沒有，因

為我天天都在寫數學。」因為有信心，所以會主動學習，獲得老師鼓勵，又更認真

練習，成績進步更多，所以個案更有信心，天天練習數學，形成一個正向的學習循

環與正確的學習態度。 

 

四、數學價值觀 

個案對於數學價值的陳述在學習過程中較少出現。從個案在 2 個單元學習心得

單中的回饋可以發現，大部分對於數學價值觀著重在成績的表現上，並且成績好壞

會連帶影響對數學的看法。個案 S01 回饋「因為可以學到更多，也可以一直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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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過比我高分的人，我也想拿到個好成績回家，爸爸和奶奶看我有多利害。」個案

S03 回饋「老師謝謝你教我這麼久，我現在懂得比以前更多了，謝謝你，希望以後

還可以給妳教。」「我希望用現在的方式，因為可以增加知識、朋友、默契。」 

在數學學習態度量表第 33 題：學習數學能幫助我們探索更多未知的事物，個案

S02和個案 S05都由前測 2分進步到後測得 5分，分數等第由不同意進到非常同意。

在數學學習態度量表第 34 題：我覺得數學課教的內容常常能用到日常生活中，個案

S02 由前測 2 分進步到後測得 4 分，分數等第由不同意進到同意。在數學學習態度

量表第 35 題：身為現代人都應該要有一些數學的能力，個案 S05 由前測 2 分進步

到後測得 4 分，分數等第由不同意進到同意。在數學學習態度量表第 37 題：學習數

學對將來的人類而言，是相當重要的，個案 S05 由前測 2 分進步到後測得 5 分，分

數等第由不同意進到非常同意。 

除上述的看法外，個案在學習過程中因為不排斥學習數學進而喜愛數學、成績

進步、學習過程本身的遊戲性、自主掌控學習的特性，以及因上述原因而成長的自

信心，也都會影響個案對數學學習態度的建立。 

 

五、對均一教育平台的看法 

對於本研究中合作教學法使用的均一教育平台的影片與練習題目，5 名個案在

「四則運算」與「分數」的學習心得單回饋中，均表示喜歡均一教育平台，喜歡的

原因歸納如下： 

（一）可以藉由觀看影片的方式複習課堂上學習的內容，遇到學習困難時能夠

再看一次影片自學。個案 S02「因為課後可以複習數學。」個案 S04「因為電

腦可以重複講，讓我更懂。」 

（二）學習自主性增加，能依自己的學習步調進行學習。個案 S02「因為學習

數學可以讓我的功課進步。」個案 S03「因為我想把數學成績拉很高很高。」

個案 S04「在家用電腦，老師不用說很多話。」個案 S05「有，均一教育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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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老師指定的作業，老師指定有些沒做完，因為沒時間，月考我就開始寫，有

進步一點點。」個案 S05「因為均一老師會出題目，要自己寫，這樣才會。」 

（三）學習方式簡單有趣，使數學變得更有趣味。個案 S01「看影片學到很多，

能幫助我學習進步，還可以學到不同的知識。」 

由 5 名個案的回饋可知，個案對於使用均一教育平台幫助學習持肯定態度，由

於其具有學習自主性和趣味性，可以重複觀看，因此在學習過程，個案因著自己的

學習步調，能夠減少壓力。曾經在課堂進行中，個案主動向老師提出請求，希望老

師將教學影片放進指定作業，這樣回家就可以重複觀看學習。同時個案們也希望原

班導師教數學時，可以使用課後班補救教學的教學方式進行。可見使用合作學習法

進行補救教學，對於 5 名個案的數學學習態度有正向幫助。 

數學學習態度小結： 

在經過合作學習法進行補救教學後，5 名個案在數學學習態度皆有所改變，從

數學學習態度問卷的前、後測來看，有以下發現： 

一、個案在全量表的平均得分均有增加。 

二、個案在數學學習態度全量表達顯著差異。 

從個案的學習表現與回饋來看，則有以下情況： 

一、 個案認為合作學習法能夠提升他們對數學的興趣，而且數學變簡單了。 

二、 合作學習法和同學一起討論、互相幫助，均一教育平台提供教學影片和練習題

目，增加學習自主性，讓個案更願意參與數學學習，遇到困難也願意嘗試解決。 

三、 個案認為合作學習法進行補救教學讓他們的成績有進步了，因而在學習上更有

信心，同時也因為成績進步，覺得題目變得簡單，因此更有信心知道尋求解答

的方法。 

四、 個案在學習態度上的改變，連帶影響了學習行為的改變，部分個案在接受合作

學習法進行補救教學後，會利用課後時間進行自學，因著練習時間的累積，成

績也跟著進步，學習態度也更加有信心、更積極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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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目的主要是探討應用合作學習法於國小四年級課後班數學補救教學對於

學習低成就學生的學習成就表現與學習態度的影響。本章分為二節，第一節為研究

者依據實驗過程中的結果與心得加以整理歸納，所提出的結論﹔第二節為研究建議，

作為將來有意針對低成就學生，進行數學補救教學方面與未來研究上的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目的主要想了解應用合作學習法於國小四年級課後班數學補救教學對於

學習低成就學生的學習成就表現與學習態度的影響，經綜合分析後，根據研究問題

與研究結果，得到以下結論： 

壹、合作學習法能提升四年級課後班數學學習低成就學生在「四則運算」與「分數」

補救教學的學習成就表現。 

一、根據本研究之研究結果與討論，可得知合作學習法在個案學生進行「四則運算」

與「分數」的補救教學時，能提升學生學習成就表現。接受以合作學習法進行補

救教學的數學學習低成就學生，其「四則運算」與「分數」兩個單元的前、後測

結果經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後，皆達顯著差異。 

二、根據本研究之研究結果，可得知在經過合作學習法進行補救教學後，能提升學生

對學習概念的理解。從影片學習單的內容來看，隨著學習次數增加，個案越能掌

握學習概念，由於個案必須能理解題目與學習概念，才能設計題目並進行計算，

雖然在解釋學習概念時的詳細程度不同，但多能理解題目內容並提出自己的想

法。 

三、運用合作學習進行數學補救教學，2 個單元課程的學習成效有落差。比較這 2 個

單元的學習狀況，顯示 5 名個案學習 2 個數學單元都有進步，但是四則運算的進

步較大，不僅後測平均分數較高，且標準差縮小，進步弧度也較大。接受合作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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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法進行補救教學的個案，在學習「四則運算」單元時的後測平均數提高為 73.4

分，標準差也縮小為 13.99 分，顯示分數離散程度較小。在學習「分數」時的後

測平均數雖然提高為 48.6 分，但是個案分數最低為 28 分，分數最高得分 99 分，

標準差為 27.45 分，顯示分數離散程度大。 

四、基礎概念的建立學習很重要，會影響日後的學習。第二單元是學習「分數」，錯

誤類型最多的是單位分數的概念，雖然是 3 年級的基本課程，但學習單上大部

分個案還是圖示不清楚（圖 4-12），答題表現不佳，連帶影響了帶分數和假分

數的互換概念。 

貳、四年級課後班學生在以合作學習法進行補救教學後的學習態度有所提升，研究

者以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及數學學習態度四個面向分別加以說明。 

一、根據本研究之研究結果與討論，可得知合作學習法在個案學生進行補救教學之

後，學生的數學學習態度均有明顯的正向改變。經由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

學生在學習態度全量表的後測得分平均數高於前測得分平均數且達顯著差異。  

二、數學的喜愛面相，因為上課地點抽離原班教室，在學校電腦教室上課，個案可

以實際操作電腦，而且經過合作學習法進行補救教學後，後測平均分數高於前

測平均分數，個案表示更喜歡數學，更有學習的興趣，並且表示和同學一起討

論很開心、學習數學越來越有趣、可以增加朋友。 

三、數學的參與面相，由於合作學習法本身的參與性與學習高自主性，學生更願意

學習數學，而且因為數學成績的進步，個案更顯得願意花時間使用均一教育平

台複習課程內容或練習教材題目，甚至會要求老師把當天的教學影片放進指定

作業，回家可以重複觀看。 

四、數學的自信面相，在接受合作學習法進行補救教學後，個案認為題目變得簡單，

成績也有進步，因此對數學產生信心，甚至會期待第二次的月考。但是個案雖

然表達比較有信心，仍會擔心如果遇到比較難的題目，不會解題。顯示長期學

習的無助感，仍須老師多加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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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數學的價值觀方面，在接受合作學習法進行補救教學後，了解數學在生活中的

重要性，但學習成績表現仍廣泛影響著學生對數學的看法。此外學習成績表現、

學習本身的參與性與自主性，以及學習的自信心，也都會影響學生在學習數學

時的價值觀。 

本研究所實施的對象為嘉義市某國小四年級學生，其地理環境位於市郊，是教

育部核定偏遠學校，在 2017 年教育優先區計畫之指標第二項：低收入戶、隔代教養、

單（依）親家庭、親子年齡差距過大、新住民子女之學生合計人數，佔全校學生總

數百分之三十，是比率偏高之學校，學生的學習意願普遍低落。但研究者在資訊組

長幫忙與鼓勵之下，排除萬難，教學場所為研究者服務學校的電腦教室，而且每一

位學生分配一台 iPad Air 平板電腦，可以在家完成指定習題與練習任務，有很大的

收穫。尤其在運用合作學習進行教學後，原本因自信心不足，不喜與同儕交流的小

組成員為了達成共同目標、完成任務，可以虛心討教或協助他人，透過討論、學習

過程中建立了友善人際關係，也因合作學習激發了學習意願，進而提升學習成效。

尤其是學習成就原本較高的同學更為了挑戰精熟等級，願意主動學習，其學習成效

更是自我提升迅速。 

根據以上結論，應用合作學習法於四年級低成就學生數學補救教學後，研究對

象在數學學習成就表現和數學學習態度均有所提升，讓學生表現更好，且達顯著差

異。 

第二節 研究建議 

  研究者依據本次研究結果與進行研究過程中的反思及啟發，分別針對教學活動

與補救教學實施方案提出以下看法與建議，以供未來欲進行相關研究的研究者一些

建議。 

（一）從觀看影片學習單中顯示，個案普遍對四則運算規則都已經了解，具有基本

運算能力。但在解答文字題時，如果只是＋、－計算，5 位個案都已經完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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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但如果題意中需有 X、÷ 的概念，個案這部分的還須建立加強，顯示兩步

驟問題併式中－除與加、減和除與乘理解較弱。推究的原因有可能是對於題意

不完全了解或閱讀理解能力不足，無法組織題意來進行問題轉譯，未來的研究

可以針對這些文字題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二）根據學生背景條件，可將學習教材適度調整 

研究者建議教師在進行教學活動之前，可以先做一安置性的評量，了解學生的

數學起點行為及學生所具備的數學能力及特質，然後依據學生的學習能力、程

度及特質，編輯學習教材及準備課程內容，進行適性的補救教學。 

  本次研究者運用均一教育平台上的教學影片及練習題目當作教材，雖然均

一教育平台針對不同數學版本與數學主題，有相對應的教學影片，但是老師在

編輯學習教材上，須先了解課程架構與教學目標，學習教材的難易度要和學生

的背景條件作適當的選擇與安排，若是和學生擁有的概念和能力，落差太大的

題目，就須加以屏除修改。而這都必須仰賴教學者專業的考量及經驗的判斷，

才能讓這些低成就學生願意接受不同於傳統的教學方式，達成數學學習成就的

提升效果。 

（三）研究對象擴展至其他數學學習內容、其他年級或其他學科 

  本研究發現採用合作學習法進行數學補救教學，5 位受試者在學習成就與學習

態度，均有顯著提升。本次研究的課程乃以數學領域翰林版第七冊第六單元「四

則運算」與第八單元「分數」為主，建議未來研究者可以嘗試應用合作學習法

至數學領域其他不同單元或其他年級、甚至其他學科上的課程作為研究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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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數學學習態度量表 

親愛的小朋友： 

    這是一份關於數學學習態度的研究問卷，答案沒有對或錯，也不會作為評量成

績，你可以輕鬆的填寫，請你依照實際的感受來回答，在□中打勾。你的意見非常

寶貴，我們一定會替你保密，請誠實的作答。謝謝!  

                                            

 

 

一、個人基本資料 

1.班級：         

2.座號： 

3.性別：        □男生           □女生 

4.我每週的平均上網時數：         □0-5 小時  □6-10 小時  □11-20 小時 

                                 □21 小時以上 

5.我會利用網路教學平台進行課業學習?   □不曾  □很少  □偶爾  □經常 

6.我覺得我的數學學習成果如何?         □非常好□好    □普通  □不好 

                                      □很不好 

7.對於上網點閱教學影片，上課討論發表的學習方式，我覺得： 

 □非常喜歡 □喜歡 □普通 □不喜歡 □非常不喜歡 

8.對於聽老師講課再回家練習的學習方法，我覺得： 

 □非常喜歡 □喜歡 □普通 □不喜歡 □非常不喜歡 

 

 

 

二、關於數學學習態度 

  填答說明：以下問題分為四大類，分別是：數學的喜愛、數學的參與、數學自

信及數學的價值觀。請依你現在的真實情況和感受圈選最適合的選項（從非常同意

到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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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喜歡解決數學問題。  ……………………………………… 5  4  3  2  1 

2. 我喜歡用數學方法去察看生活中的事物。  ………………… 5  4  3  2  1 

3. 我對如何用數學解決生活中的問題感到好奇。  …………… 5  4  3  2  1 

4. 不需要其他人督促，我會主動演算數學。  ………………… 5  4  3  2  1 

5. 對於不會的數學，我會主動問清楚。  ……………………… 5  4  3  2  1 

6. 對於不會解的數學題，我願意花些時間思考。  …………… 5  4  3  2  1 

7. 即使沒有考試，我也常碰觸數學。…………………………… 5  4  3  2  1 

8. 我常和同學、家人或老師討論數學。………………………… 5  4  3  2  1 

9. 我覺得學習數學是愉快的事。………………………………… 5  4  3  2  1 

10.我願意多學一些有關數學的東西。…………………………… 5  4  3  2  1 

 

11.我喜歡目前的數學課學習方式。……………………………… 5  4  3  2  1 

12.目前數學課的學習方式讓我對學習數學更有信心。 …………5  4  3  2  1 

13.目前數學課的學習方式讓數學的內容更清楚、更容易學習。 5  4  3  2  1 

14.我覺得學習的過程中，大家都能認真參與。………………… 5  4  3  2  1 

15.目前數學課的學習方式，讓我願意花多些時間繼續學習數學 5  4  3  2  1 

16.我覺得用目前數學課的學習方式，讓我比較專心。 …………5  4  3  2  1 

17.我覺得目前數學課的學習方式，對於學習數學是有幫助的。 5  4  3  2  1 

18.我希望用這種學習方式，學習其他單元數學。 ………………5  4  3  2  1 

19. 我會運用網路資源幫助我學習數學。…………………………5  4  3  2  1 

20.我會事先預習上課的內容。 ……………………………………5  4  3  2  1 

21.我覺得用目前數學課的學習方式，讓我的成績有進步。 ……5  4  3  2  1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數學的喜愛 

 

數學的参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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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的自信 

22. 數學通常不會令我感到擔心。…………………………………5  4  3  2  1 

23. 我認為我可以再進一步學習更難的數學。……………………5  4  3  2  1 

24. 我認為要學會數學課的內容並不難。…………………………5  4  3  2  1 

25. 我知道如何完成數學作業。……………………………………5  4  3  2  1 

26. 我通常都能回答老師的數學問題。……………………………5  4  3  2  1 

27. 我覺得我有學習數學的能力。…………………………………5  4  3  2  1 

28. 我能獲得好的數學成績。………………………………………5  4  3  2  1 

29. 我對學習數學很有信心。………………………………………5  4  3  2  1 

30. 我覺得只要努力，數學就會進步。……………………………5  4  3  2  1 

數學的價值觀 

31. 我覺得學習數學可以幫助我思考分析。………………………5  4  3  2  1 

32. 我覺得學習數學是很有用的。…………………………………5  4  3  2  1 

33. 學習數學能幫助我們探索更多未知的事物。…………………5  4  3  2  1 

34. 我覺得數學課教的內容常常能用到日常生活中。……………5  4  3  2  1 

35. 身為現代人都應該要有一些數學的能力。……………………5  4  3  2  1 

36. 我認為數學會和將來的工作有關。……………………………5  4  3  2  1 

37. 學習數學對將來的人類而言，是相當重要的。………………5  4  3  2  1 

38. 我覺得學習數學可以幫助我們學習其他學科。………………5  4  3  2  1 

39. 我認為學習數學可以幫助我未來獲得良好的工作………………5  4  3  2   

                                                   作答完畢 

  

數學的自信 

 

數學價值觀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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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嘉義市育人國民小學四年級數學科平時複習卷（範圍：四則運算）前測卷 

                                  姓名：_______________ 

一、 想想看，下列的算式中，要先算算式中的什麼部分？ 

     把先算的部分圈起來：共 8 分 

1. 450－7 × 15     ２.16÷4＋25 

3. 60÷（6 × 5）    ４.（604－517）＋206 

二、下列算式中，前後算式答案一樣的打，不一樣的打×。 

                                          (每題 3 分，共 12 分) 

  （    ）1.  6＋(8＋4)和 6＋8＋4 

  （    ）2.  144＋(8－2)和 144＋8－2 

  （    ）3.  35×(5＋5)和 35×5＋5 

  （    ）4.  18÷(3＋3)和 18÷3＋3 

三、填充題：請填上數字，讓等式可以成立：共 12 分 

1. 72＋83－65                      2. 15×18÷9 

 ＝（   ）－（   ）                ＝（   ）÷（   ） 

 ＝（   ）                         ＝（   ） 

 3. 11 ×12＋213                   4. 12 ×（15÷3） 

＝（   ）＋（   ）                 ＝（   ）×（   ） 

＝（    ）                         ＝（   ） 

四、算算看。(每題 4 分，共 24 分) 

1. 352－124＋500 2. 90×45÷5 3. 145＋7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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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840÷(280÷70) 5. (200－4)÷14 6. 42×(336＋188) 

                                      
 
 

五、請按照題意，寫成一個算式 ，並且計算出答案。（共 44 分） 

 １.水壺內有 205 毫升的水，媽媽再倒入 550 毫升的水，接著哥哥又喝掉 485 毫升的

水，現在水壺的水有多少毫升？（一題 7 分） 

 

 

 

2. 籃球場一圈長 86 公尺，憶潔跑了 13 圈，佩晴跑了 9 圈，憶潔比佩晴多跑了幾公

尺？  （一題 7 分） 

 86×(13－9)＝344 

答：344 公尺 

3. 一個包子賣 8 元，哥哥買了 15 個後，剩下 30 元。請問哥哥原有幾元？ 

                                                    （一題 7 分）  

 15×(600÷50)＝180（一題 8 分） 

 

 

4. 大王水果行今天賣了 3 箱鳳梨，一箱有 6 顆，共賣了 900 元，一顆鳳梨是多少元？

（一題 7 分） 

 

 

答：180 元 

5. 小華有 670 元，弟弟有 515 元，如果爸爸再給弟弟100元，小華比弟弟多幾元？

（一題8分） 

 (154＋96)÷10＝25 

 

6. 鉛筆 1打賣 60元，家榮有 150元，可以買幾枝鉛筆？（一題 8分）              （1

打＝12 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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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嘉義市育人國民小學四年級數學科平時複習卷（範圍：四則運算）後測卷 

                         姓名：_______________ 

一、 想想看，下列的算式中，應先算算式中的什麼部分？ 

把先算的部分圈起來：共 8 分 

 １. 60÷（6 × 5）    ２.（604－517）＋206 

 ３.  16÷4＋25         ４. 450－7 × 15 

二、 下列算式中，前後算式答案一樣的打，不一樣的打×。 

                                          (每題 3 分，共 12 分) 

  （    ）1.  35×(5＋5)和 35×5＋5 

  （    ）2.  144＋(8－2)和 144＋8－2 

  （    ）3.  6＋(8＋4)和 6＋8＋4 

  （    ）4.  18÷(3＋3)和 18÷3＋3 

三、填充題：請填上數字，讓等式可以成立。共 12 分 

1. 85＋72－63                      2. 15×12÷9 

 ＝（  ）－（  ）                  ＝（  ）÷（  ） 

 ＝（ ）                           ＝（  ） 

 3. 213 ＋11 ×12                  4. 15 ×（12÷3） 

＝（  ）＋（  ）                    ＝（  ）×（  ） 

＝（  ）                            ＝（  ） 

四、算算看。(每題 4 分，共 24 分) 

1. 452－224＋500 2. 80×45÷5 3. 168＋7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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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810÷(360÷40) 5. (200－8)÷16 6. 42×(336＋188) 

 

 

 五、請按照題意寫成一個算式，並且計算出答案。（共 44 分） 

 １.哥哥有 357 元，爺爺又給他 250 元，買文具花了 199 元，哥哥還剩下多 

  少元？           （一題 7 分） 

 

 

2. 籃球場一圈長 95 公尺，秉宏跑了 14 圈，躍文跑了 9 圈，秉宏比躍文多跑了幾公

尺？  （一題 7 分） 

 86×(13－9)＝344 

 

答：344 公尺 

3. 阿玲到文具店買文具，一盒彩色筆 59 元，一本資料夾 30 元。阿玲買了一盒彩

色筆和 6 本資料夾，共花了幾元？ （一題 7 分）    

                                           

 15×(600÷50)＝180 

 

4. 240 塊餅乾，每 5 塊餅乾裝成 1 袋，每 4 袋裝盛 1 包，可以裝成幾包？ 

                                                    （一題 7 分） 

 

答：180 元 

5. 台灣高鐵車廂內原有438人，到站後有175人下車，又有109人上車，現在車廂內

共有幾人？（一題8分） 

 (154＋96)÷10＝25 

 

 

6.  陳老闆將 600 枝鉛筆平分裝成 50 盒，1 枝鉛筆賣 15 元，1 盒鉛筆賣多少元？

（一題 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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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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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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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補救教學課後班均一教育平台教學影片觀看學習單（一） 

單元名稱：四則運算             四年____班   姓名：______________ 

影片名稱：1.整數四則混合記算（01）認識四則運算        觀看日期：107.03. 

                         （02）先乘除後加減 

                         （03）連續乘除的計算規則 

                         （04）有括號的四則運算混合計算 

＊請小朋友看完影片時，回答下列的問題。 

 一：根據影片內容，所謂四則運算是指把（  ）、（  ）、（  ）、（  ）四種運算混合運

用。 

二、在處理四則運算時，有哪些規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三、請試著參考影片中，自己設計一題「有括號的」的三個數的四則混和的計算題目

並算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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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補救教學課後班均一教育平台教學影片觀看學習單（二） 

單元名稱：四則運算             四年____班   姓名：______________ 

影片名稱：連續加、減法的運算規則            觀看日期：107.03. 

 

＊請小朋友看完影片時，回答下列的問題。 

 一：根據影片內容，不管是連續加法或減法，計算的順序規則是什麼？ 

 

 

二、「不管連續加法或減法，都可以更換後面的順序，有時候可以加快計算速度」。這

樣的說法，對嗎？（           ）請填對或不對 

 

三、「當一個由加法和減法組合而成的算式，第一個數不要動，後面的每一組數則可以

任意變換順序，算出來的答案會改變嗎？」（           ） 請填會或不會 

四、請試著參考影片中，三個數的加、減法混合的計算題目，自己設計命題並算出答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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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補救教學課後班均一教育平台教學影片觀看學習單（三） 

單元名稱：兩步驟問題併式-連加、連減、加減 

                              四年____班   姓名：______________ 

影片名稱：1. 什麼是併式                         觀看日期：107.03. 

          2. 併式的三步驟                     

          3. 併式的括號可不可以拿掉（2）     

          4. 加減混合併式          

       

＊請小朋友看完影片時，回答下列的問題。 

 一：根據影片內容，併式就是把（             ）式子合併成（       ） 式子。 

 

二、影片內容提到併式的三步驟是： 

1.  先把（             ）的算式寫下來 

2.  找出每個數字的（           ）並替換上去 

3.  把替換的算式加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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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補救教學課後班均一教育平台教學影片觀看學習單（四） 

單元名稱：兩步驟問題併式-乘與加減、除與加減 

                              四年____班   姓名：______________ 

影片名稱：1. 乘法和加法的併式                   觀看日期：107.03. 

          2. 乘法和減法的併式                   

          3. 有括號的乘、加併式 

          4. 有括號的乘、減併式          

＊請小朋友看完影片時，回答下列的問題。 

 一：這次的影片主題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二、這次影片有「那些重點」，請把影片的重點寫下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三、請利用你找到的重要概念，設計一題應用題，並把解答與過程寫下。 

我設計的題目 我的解答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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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補救教學課後班均一教育平台教學影片觀看學習單（五） 

單元名稱：兩步驟問題併式-乘與加減、除與加減 

                              四年____班   姓名：______________ 

影片名稱：1. 除法和加法的併式                   觀看日期：107.03. 

          2. 除法和減法的併式                   

          3. 有括號的除、加併式 

          4. 有括號的除、減併式          

       

＊請小朋友看完影片時，回答下列的問題。 

 一：這次的影片主題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這次影片有「那些重點」，請把影片的重點寫下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三、請利用你找到的重要概念，設計一題應用題，並把解答與過程寫下來。 

我設計的題目 我的解答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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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 

補救教學課後班均一教育平台教學影片觀看學習單（六） 

單元名稱：兩步驟問題併式-連乘、連除、乘除 

                              四年____班   姓名：______________ 

影片名稱：1. 連乘的併式                     觀看日期：107.03. 

          2. 連除的兩步驟應用問題                    

          3. 連除的併式    

＊請小朋友看完影片時，回答下列的問題。 

 一：這次的影片主題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這次影片有「那些重點」，請把影片的重點寫下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三、請利用你找到的重要概念，設計一題應用題，並把解答與過程寫下。 

我設計的題目 我的解答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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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 

補救教學課後班均一教育平台教學影片觀看學習單（七） 

單元名稱：帶分數與假分數 

                             四年____班   姓名：______________ 

影片名稱：1. 帶分數換假分數                   觀看日期：107.04. 

          2. 假分數換整數                   

          3. 假分數換帶分數      

 ＊請小朋友看完影片時，回答下列的問題。 

 一：這次看的影片是在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這次影片有「那些重點」，請把寫下來。（不論是一段話或是公式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三、3 又
3

4
＝3＋（   ），也就是 15 個（     ）＝（      ）。 

     請用圖表示出來。 

四、
3

3
＝1  ，

4

4
＝1 ，

20

20
＝1 ，很多假分數都可以換成整數。 

   所以
16

8
 ＝（   ）個 

1

8
 ，每（  ）個 

1

8
 可以湊成 1 個圓，所以 

16

8
 可以化成整數

（    ）。 

五、所謂帶分數就是（      ）＋（       ）。
17

5
 是（     ）個 

1 

5
， 

  也就是可以合成（    ）個圓，剩下（      ）個 
1 

5
 。 

  所以 
17

5
 ＝（          ）（寫帶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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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三 

補救教學課後班均一教育平台教學影片觀看學習單（八） 

單元名稱：分數的加減與整數倍    四年____班   姓名：______________ 

影片名稱：1. 假分數加減                    觀看日期：107.04.  

          2. 帶分數加法                 

          3. 帶分數減帶分數 

          4. 分數的整數倍（1）真分數          

          5. 分數的整數倍（1）假分數 

＊請小朋友看完影片時，回答下列的問題。 

 ※特別提醒：把一個披薩平分成 12 等份，而其中的一等份就是 1/12，兩等份 

   就是 2/12，不要忘記我們要算的是幾「個」披薩喔！ 

1.請用圖片標示一下，看看你算對了嗎？ 

 

 

用加法表示：

(    )+(     )+(     )+( 

    )+(     )=(     ) 

用乘法表示：(    ) 個披薩 × (     )個人=(             )個披薩 

 

2.請自己算算看 

姊姊把一塊蛋糕平分成 4 等份，媽媽和妹

妹也要吃，請問他們 3 個人，共吃了幾塊

蛋糕？ 

請回答：其中一等份就是(      ) 

所以共有 3 個人： 

(     )+(     )+(     )=(     ) 

用乘法表示： 

(      )×(      )=(      ) 

挑戰看看： 

今天哆啦 A 夢很想吃很多個銅鑼燒，他把剩

下 1/3 的銅鑼燒，用道具複製了 5 次，請問

他可以吃到幾個銅鑼燒？ 

請回答：其中一等份就是(      ) 

共複製 5 次： 

(     )+(     )+(     )+(     )+(     ) 

=(     ) 

用乘法表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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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四 

「四則運算」單元學習心得單               姓名：________________ 

    

    親愛的小朋友：這份問卷，是老師想要了解應用「合作學習」輔助數學學習的心

得或看法。請小朋友根據你的想法或實際感受來回答問題，答案沒有對或錯，也和成

績沒有關係，請清楚說明，若能舉例更好。謝謝！ 

 

一、在「四則運算」這個單元，與平時的直接上課方式比較，你喜歡用觀看影片、討

論、共作的方式完成學習單來進行學習嗎？為什麼？請說說你的理由。 

 

 

二、你認為使用「合作學習」進行「四則運算」的學習對你有幫助嗎？ 

 

 

三、採用「合作學習」進行「四則運算」的學習，會讓你更有學習數學的興趣嗎？ 

 

 

 

四、在使用「合作學習」學習「四則運算」的過程後，你認為你的數學有進步嗎？ 你

對數學的表現比以前更有信心嗎？ 

 

 

五、你除了在課後補救教學班使用影片進行數學學習以外，也有利用課餘時間使用均

一教育平台進行數學習學習嗎？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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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如果有機會的話，你會希望老師採用以前的上課方式，或是使用現在的上課方式

（觀看影片、討論、共作的完成學習單的方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七、在使用「合作學習」學習「四則運算」的過程中， 你有遇到什麼困難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八、在使用「合作學習」學習「四則運算」後，你想繼續跟同學一起學習嗎？有什

麼心得或想法可以跟老師分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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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五 

「分數」單元學習心得單                     姓名：________________ 

 

    親愛的小朋友：這份問卷，是老師想要了解應用「合作學習」輔助數學學習的心

得或看法。請小朋友根據你的想法或實際感受來回答問題，答案沒有對或錯，也和成

績沒有關係，請清楚說明，若能舉例更好。謝謝！ 

 

一、在「分數」這個單元，與平時的直接上課方式比較，你喜歡用觀看影片、討論、

共作的方式完成學習單來進行學習嗎？為什麼？請說說你的理由。 

 

 

二、你認為使用「合作學習」進行「分數」的學習對你有幫助嗎？ 

 

 

三、採用「合作學習」進行「分數」的學習，會讓你更有學習數學的興趣嗎？ 

 

 

四、在使用「合作學習」學習「分數」的過程後，你認為你的數學有進步嗎？ 你對數

學的表現比以前更有信心嗎？ 

 

 

五、除了在課後補救教學班使用影片進行數學學習以外，你也會利用課餘時間 使用均

一教育平台進行數學習學習嗎？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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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如果有機會選擇的話，你會希望老師採用以前的上課方式，或是使用現在的上課

方式（觀看影片、討論、共作的完成學習單的方式），進行數學教學？ 

 

 

七、在使用「合作學習」學習「分數」的過程中， 你有遇到什麼困難嗎？ 

 

 

八、在使用「合作學習」學習「分數」後，你想繼續跟同學一起學習數學嗎？ 有什麼

心得或想法可以跟老師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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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六 

教師教學日誌           日期：107 年   月   日 

教學內容摘要  

重要記事  

教學省思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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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七 

家長同意書 

親愛的家長 您好： 

    看到您為孩子的生活、教育等各方面盡心盡力的付出，真的辛苦您了!也感謝您一

直以來與學校方面的協助與配合，讓我們共同為孩子的學習一起努力，使孩子在學校

能快樂的成長與學習。 

      孩子具有很強的可塑性時，給予正確價值觀、維持其學習樂趣，才能順利的接

軌之後的教育。師長們應該在教育上提供積極的介入以幫助學生，在教育機會上彌補

他們與一般人的差異，以使他們獲得在教育上最大的利益。 

    因此，研究者希望以合作學習法進行補救教學，教導貴子弟有關於數學領域的學

習，期待能提供貴子弟更多元化的學習刺激，老師能即時掌握孩子學習情況，給予個

別化的學習內容，進而看見孩子開始自主學習。 

活動內容： 

（1） 課堂教學：107 年 3 月份起，共八周。利用每周一、週四課後補救教學時間，

於電腦教室進行數學科補救教學活動 

（2） 自學學習：每週四老師會指派任務給學生，請學生利用時間完成。老師會利用

周一補救教學時間檢閱，並於教學前、教學後執行檢測。  

請家長協助配合事項： 

（1） 每日練習時間請儘量控制在 30 分鐘以內，分散練習比集中練習成效更佳         

（2） 發下的平板電腦為學校公物，請提醒孩子妥善使用與保管。 

（3） 請留意孩子上網的內容與時間，確實掌握孩子的學習狀況。 

     本研究需要您的孩子共同參與教學活動，研究內容會對孩子姓名部分與以隱藏，

以編號來取代，其相關資料不會外流，僅作為研究使用。研究生期待此研究能讓孩子

受益， 提升學生的數學學習成效與學習興趣。期盼貴子弟能參與這項教學研究。謝謝

您的合作! 

                                嘉義市育人國小  謝秀雲老師敬上 

                                                 中華民國 107 年 3 月 

學生姓名:                   

本人同意子女           參加 107 年 3 月份謝秀雲老師以應用合作學習於國小四

年級學生數學補救教學之研究 

家長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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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八 

運用均一教育平台活動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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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九 

教學活動相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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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相片二 

  

  

教學活動相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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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相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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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相片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