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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資訊科技時代的來臨，教育也必須趕緊跟上時代變化的腳步，全

國中小學補救教學，從篩選個案到學生結案，皆統一使用線上評量工

具為輔助，教育部提供相關數位學習資源、平臺與工具已成為補教教

學教師重要的教學策略。 

    本研究以開放式問卷及參考相關文獻整理出，數位場域下影響國

中小學校補救教學成效因素的六個構面及三十個項目，再以修正式德

爾菲法，由專家群歸納出六個構面及十七個項目。 

    研究者以台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補救教學相關碩士論文

作為分析對象，從2013年至2020年取樣299篇論文，以彙總分析法，

依序排列出重要影響因素，研究結果摘述如下： 

一、與國中小學校補救教學成效有顯著正向關係的四個構面，「課程教

法」、「課程教材」、「校內行政」、「教師教學」。 

二、與國中小學校補救教學成效有顯著正向關係的九個項目依序排列為，

「教師教學策略」、「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可操作性教材」、「課

程教材設計完整」、「適性教材」、「差異性教學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行政人員支持度」、「教師專業知能」、「個別化

教學 Individualized instruction」。 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

議，以供補救教學教師及未來研究參考。 
 

 

關鍵字：補救教學、德爾菲法、彙總分析、數位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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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While the information era is a global trend, our education should also 

change rapidly to keep up with the pace. Junior high and elementary 

schools in Taiwan are using online assessment measures to conduct the 

remedial teaching from the selecting of students to the closure of cases.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provides related digital learning resources, 

including learning platforms and learning tools which have become 

essential strategies for all teachers. 

    This study result is based on both open questionnaires and studies on 

related literature review and this research is focusing on the study of the 

six structures and thirty projects affecting the factors of effectiveness on 

remedial teaching in Junior High and Elementary Schools under the digital 

field domain. It then applies the Modified Delphi method to summarize six 

structures and 17 projects by the group of experts. 

    This study analyzes Taiwan masters’ thesis related to remedial 

teaching from 299 papers of year 2013 to 2020 to summarize the important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research result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re are four components having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remedial teaching in Junior high and elementary 

schools. They are "curriculum teaching methods", "curriculum teaching 

materials", "administration in schools" and "teacher teaching". 

    Second, there are nine projects which effectively and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effectiveness of remedial teaching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practical :"Teacher Teaching Strategy", "It Technology 

Integration Teaching", "Operational Teaching Materials", "Complete 

Curriculum Teaching Materials Design", "Appropriate Teaching" 

materials, "Differential Teaching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Administrative Support", "Teacher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finally 

the "Individualized Teaching Individualized Instruction". 

Keywords: remedial teaching, delphi method, meta-analysis, digital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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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以德爾菲法探討數位場域下影響國中小學校補救教學成

效因素之彙總研究。本章分節說明，第一節為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

節為研究目的、第三節為研究範圍、第四節為研究流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自 108年起，教育部將「補救教學」更名為「學習扶助」，彰顯

正向積極的意義之外，更希望大家秉持「成就每一位孩子」的理念共

同努力(教育部，2020a)。縮短每位孩子在起跑點的差距。研究者本

身從事教育工作，於國民小學服務 18 年時間，接觸並教導過許多低

成就學生，深刻了解教育部推行補救教學相關政策的必要性及提升低

成就學生自信心的重要性。根據教育部最新統計，109年度全國國中

小學生學習扶助受輔人數達到 348,186人，國語文進步率達 78.61%，

數學進步率達到 79.74% ，英語文進步率達到 77.10%(教育部，2020b)，

受輔人數及進步率皆逐漸進步，可見教育部推動學習扶助計畫成果已

趨向完整性及穩定性。科技時代的來臨，正影響近期補救教學教師教

學策略，教師嘗試多元化且別於以往傳統方式教學，教師運用日新月

異的數位學習平台如:因材網、Cool English、PaGamo、均一教育平臺

等，設計更適合學生的課程與教學。研究者希望透過探討數位場域下

影響國中小學校補救教學成效，彙整出有利於學生學習成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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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隨著變化快速的學習時代，網路數位學習平臺的角色愈顯重

要 ，本研究基於上述之背景與動機主要是探討數位數位場域下影響

國中小學校補救教學成效之研究，藉以瞭解2013-2020年補救教學成

效之重要影響因素為何。 

一、研究問題 

(1)、瞭解國內數位場域下影響國中小學校補救教學成效的關鍵因素？ 

二、研究目的 

(1)、彙整國內2013-2020年數位場域下影響國中小學校補救教學成  

     效的因素。 

(2)、確立影響國中小補救教學成效的關鍵因素。 

      

第三節  研究範圍 

    本研究採修正式德爾菲法，蒐集2013-2020年台灣國中小實施補救

教學相關的碩士論文，並將相關文獻與專家群意見設定為研究範圍，進

行編碼統整分析，進行數位場域下影響國中小學校補救教學成效因素

之彙總研究，故設關鍵詞為、「補救教學」、「學習扶助」、「修正式德爾

菲法」、關鍵詞、論文題目有符合之研究文獻予以採用。 

(一)、研究地區 

本研究之研究地區以全國國中國小辦理學習扶助學校為範圍。 

(二)、研究對象 

教育部於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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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建立補救教學資源平臺，故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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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研究對象以2013-2020年探討全國數位場域下影響國中小學校補救

教學成效之相關論文。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修正式德爾菲法進行數位場域下影響國中小學校補救教學

成效因素之彙總研究。 

(四)、研究內容 

本研究以教師教學、學生學習態度、課程教法、課程教材、校內行

政、校外環境六大構面探討數位場域下影響國中小學校補救教學成

效之因素。 

第四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先確定研究背景與目的，再依相關文獻及開放式問卷為

初步研究構面及項目，進而進行修正式德爾菲法問卷設計與修訂探

討之構面與項目，最後於問卷施測後進行彙總分析結果，撰寫研究結

論。 

 

 

 

 

 
 

 

 

圖1-1 研究流程 

確定研究主題 

研究背景與目的 

參考文獻及問卷設計 

結論 

資料整理與分析 

彙總分析 

修正式德爾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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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根據研究動機與目的，蒐集相關文獻且加以歸納探討補救教學

及德爾菲理論基礎，將內容分為六節。第一節為「數位學習」，第二節為

「補救教學意義」，第三節為「補救教學成效意涵」，第四節為「補救教

學相關研究」，第五節「德爾菲法」，第六節「修正式德爾菲法」。 

 

第一節  數位學習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資訊教育」之目標，有效解決日常生活的學

習問題，培養學生於資訊科技上進行邏輯思維(教育部，2012)。數位

學習以學習者為中心導向，具有互動性、可反覆練習、自我導向、量

身訂作等特性，如何利用資訊通信科技以提高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成

效(龔毅倬，2013)。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是運用資訊科技融入於課程、

教學與教材中，成為師生的學習工具與教學工具（王全世，2000）。

資訊科技的使用儼然成為行政、教師、學生甚至家長，必要學習及熟

悉的主要方法，更是教師及學生不可或缺的能力，倘若拒絕接受數位

時代的改變，就等於中斷學習。 

    國內有多項研究指出資訊科技融入教師教學中，不僅增加學生

主動參與的意願，明顯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和興趣，更有助於提升學

生學習成效(蔣承珊，2020)。依據補救教學需求而建置的數學領域學

習平臺，可提供線上教材作為輔助學生學習的資源，個案學生在使用

數位教材後，除了成績能達到及格的學習目標之外，對其學習態度也的

確有正面的影響(鄒志清，2016)。相較於以往傳統一般教學，資訊融

入教學的特性與吸引力使學習者脫離較為枯燥的學習環境，培養了

學生積極的學習態度，進而影響學習者提升學習專注力（梁育維 & 陳

芳慶，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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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技術融入補救教學是可以提升學習者之學習成效，並改善學

習者學習態度，讓學習者在沒有壓力之下，不再排斥上數學課，也吸

引學習者想學習，激發其學習的意願(許藝蓁，2015)。運用數位心智

圖教學策略，使低成就學生對補救教學的學習習慣、動機、態度有正向影

響，且提高學習滿意度和持續使用意願，明顯比傳統方法得到更好的

效果(林沛蓉，2018)。教師運用均一教育平台進行數學補救教學，證

明有助於提升對學習數學的興趣，也提升了學生的學習成效(盧瓊綉，

2019)。從上述學者研究可得知，近幾年數位學習已大幅影響學習習

慣、學習成效、學習興趣、師生使用滿意度、學習動機、學習態度、

學習專注力。 

     

第二節 補救教學意義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數位場域下影響國中小學校補救教學成效之

情形，補救教學是幫助需要學習協助的學生有第二次學習的機會，而

在進行補救教學前，要先了解補救教學之意涵及其相關政策。本節探討

補救教學的意涵、補救教學的實施要點、補救教學的政策及其演進。 

    「補救教學」的意義是多元的，在中文的解釋上，「補救」是彌補

過失，矯正差錯(陳慧美，2015)。說明「補救教學」是針對學生學習

中所遇到困難，所進行的教學。學校實施「第一層級補救」是在學生

對學習表現欠佳，而成績未達基準時提供及時學習協助，「第二層級

補救」大多為抽離式學習扶助，為鞏固學生學力，而做的全盤性規劃

(教育部，2019)。補救教學是一種發現學習困難並給予適當教學方法，

再經由檢測了解學生有沒有達到學習目標，決定是否繼續下一階段的

補救教學課程(林巧文，2018)。補救教學可以協助學生發展完整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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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策略，並有效地解決學生遇到的學習困難，由教師先行診斷學生在學

習上遇到困難，針對補救教學對象，進行連續性且積極性的教學活動，

故補救教學亦屬於診療式教學(Julie,2006)。說明了「補救教學」需

要完整規劃並持續進行才能有效協助學習困難學生達到預期目標。 

    本研究所指「補救教學實施方案」，是指教育部自 102年起，為

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配套措施之國中小學校補教教學實施方案。

目的在於落實學生教育機會均等、實現社會之公平正義、弭平學生學

習落差、扶助弱勢家庭之低成就學生(教育部，2013a)。依據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扶助作業要點相關

規定(教育部，2020b)，最新相關注意事項，實施原則為檢視辦理成

效及預期目標、篩選有需求之學生並運用成長測驗追蹤學生學習成效 

、成立「學習輔導小組」執行要點。 

     受輔對象為未通過國語文、數學或英語文篩選測驗之學生及認定

受輔之身心障礙學生。篩選及成長測驗時間為第二學期期末依提報名

單進行篩選測驗、未結案之個案學生於第一學期期末參加成長。開班

原則之人數不得低於六人，不得超過十二人、抽離原班採小班或混齡

等方式。實施期別分為第一、二學期及寒、暑假等四期、學期中以不

影響學生身心健康發展為原則、寒暑假每日至多實施四節、一至九年

級均得實施國語文、數學、三年級以上始得實施英語文。 

     教學人員資格為合格教師接受八小時學習扶助師資研習課程、未

取得合格教師證書者十八小時學習扶助師資研習課程。教學人員來源

為校內現職教師、退休教師及儲備教師、大學生及大專以上之社會人

士，並依學生學力需求決定授課節數。管理學生資料管理建立及網路

填報作業，應依實施要點作業流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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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自95年起推動「攜手計畫課後扶助方案」，自100年將「攜

手計畫課後扶助方案」及「教育優先區學習輔導方案」整合為「國

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補救教學實施方案」，108年將「補救教學」更名

為「學習扶助」，茲就教育部歷年推動事項說明如下表。 

表 2-1 學習扶助整體行政歷年推動事項 

  

時間 推動事項 

2011 

(教育部) 
1.推動小組督導學校填報作業及辦理全縣市說明會。 

2.推廣基本學習內容及補充教材、線上評量之普及性。 

3.備盤點及備援各校英語科聽力測驗設。 

4.教師師資培育課程達到適切性。 

5.規劃訪視指標層面及其紀錄完整性。 

2013 

(教育部) 

 

 

 

 

 

 

 

 

 

 

 

 

1.102年起規定擔任補救教學師資的資格，其現職教師

需取得教育部規劃之 8 小時研習證明；而現職教師

以外之教師則需完整取得 18小時之研習證明。 

2.落實行政督導成立推動組織、建立三級督導機制、獎

勵辦理績優之縣市、完備補救教學法令。 

3.建置教學輔導及支持系統、是為了強化課中實施補

救教學、並鼓勵多元人才投入以精進教學品，提高學

習成效。 

4.建立完整的教學策略與多元的分享平臺、系統性建

置教學輔助元件、建置英語科線上學習系統、增加基

本學習內容及教材，其目的乃為增進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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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學習扶助整體行政歷年推動事項(續) 

  

時間 推動事項 

 5.為了掌握學生學習情形，強化評量系統功能及網路 

  平臺個案管理功能、研發及提升試題品質，依評量結   

  果診斷學生學習落點以提升學習成效。 

6.辦理學校績優楷模評選辦法、引進社會民間資源、結

合數位平台提供線上服務及衛生福利部社會、推動

弱勢家庭及社區照顧相關服務計畫以增進補救教學

方案成效。 

2016 

(教育部) 

1.補救教學推動小組運作功能加強化，規劃整體性補

救教學推動策略為主。 

2.為評估相觀計畫及學校的執行成效而建立督導考檢   

  機制。 

3.為落實教學實踐而辦理教師專業成長相關研習或工   

  作坊。 

4.強化應用科技評量診斷系統，提昇學生學習成效。 

5.為協助解決學校在行政及教學層面的困境，規劃完

整性輔導支持系統。 

2017 

(教育部) 

1.國內外在教育政策上努力執行的方向，是「把每個孩  

  子帶上來」。 

2.整體性擬定行政推動計畫並促使推動小組完善運  

  作。 

3.資源中心工作推動包含落實宣導及辦理開班申請說  

  明會。 

4.各縣市積極辦理師資培訓認證研習，以強化教學教  

  師相關專業知能。 

5.強化督導及檢核各國民中小學執行成效。 

6.辦理績優學校及績優人員經驗分享研習。 



 
 
 
 
 
 
 
 
 
 
 
 

 

9 

 

表 2-1 學習扶助整體行政歷年推動事項(續) 

 

時間 推動事項 

2018 

(教育部) 

 

 

 

 

1.規劃縣市推動補救教學的政策方向及工作要點。 

2.審查縣市學年度整體行政推動計畫。 

3.審核縣市之資源中心學年度整體運作推動計畫。 

4.檢核並督導各校補救教學實施成效、力行到校諮詢  

  及入班輔導等相關事宜。 

5.提供學校推動補救教各項問題與困難之專業諮詢與     

  行政協助。 

2019 

(教育部) 
1.各縣市政府教育局，應就提升學生學力整體規劃學

習扶助推動事宜，積極檢視前一學年度辦理成效與

預期目標，據以擬定當年度推動重點。 

2.學校確實透過篩選測驗找出有補救教學學習需求之

學生，依測驗結果設計適性課程及完整教學策略，再

運用成長測驗了解學生學習成效。 

3.對於需要進行學習扶助的學生，學校行政須召集相

關處室成立「學習輔導小組」，規劃與執行相關事項。 

2020 

(教育部) 
1.學習扶助推動小組檢核各計畫推動情形及各校辦理

成。 

2.學習扶助資源中心整合性展示學習扶助實施之學年

度成效，提升對學習扶助理念目標之認同與支持。 

3.輔導學校訪視及諮詢輔導系統展現支持作為 

4.辦理學習扶助相關人員研習課程及縣市學習扶助績

優人員評選。 

5.各地方政府依需求評估辦理與學習扶助相關之提升

學習低成就學生學習成效之計畫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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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補救教學成效意涵 

學習成效為教學者針對教學目標進行有系統且有計劃的教學後 

，學習者經由多元的測試來展現學習成果(王希盈，2018)。教師必須

對無法跟上教學進度的學生採取有效的教學策略，使他們可以和同儕

達到同樣的學習水準（許之音，2015）。為提升補救教學學生學習成效

並協助學生學習進度跟上原班課程，於正規教學以外的學習時間，提供小班

制、個別化、適性化的課程(李艾倢，2017)。國中小補救教學測試有紙

筆施測及線上測驗，依規定實行一、二年級國語文與數學科目、三年

級英語文進行紙筆測驗，三年級國語文與數學、四年級至八年級之國

語文、數學及英語文則進行線上測驗(教育部，2020)。學生學習成效

的相關概念，包括直接的學習成效，是指學生在接受教育前、後的行為

變化，以及間接的學習成效，是指學生在經歷一段長時間學習後才能

顯現的學習成效（王如哲，2010）。 

    教育部為了有效推廣學習扶助計畫，藉由積極辦理頒獎典禮活動，

表揚「領航團隊獎」給予行政實施成效明顯之學效、「鐸聲伴學獎」

給予積極教學且成效卓越之老師、「學習潛力獎」給予學習效能顯著

提升且回歸原班級後表現良好的學生。本研究指的補救教學成效，屬

於間接性學習成效，參加補救教學之學生，於每學年第一學期期末實

施成長測驗，依線上測驗結果判斷其學生學習是否明顯進步，並以此

依據歸納為有效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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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影響補救教學成效相關研究 

    依教育部國中小學校補救教學實施方案，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推動以及鞏固學生基本學力，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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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規劃將於103

年完成全面實施(教育部，2013)。研究者彙整2013年至2020年期間，

影響補救教學成效之相關研究，並探討近期主要影響補救教學成效

因素，詳細介如下：         

(一) 教師教學 

    原住民重點國民中學教師專業素養，與補救教學意念各層面成效

有顯著正相關(蔡政忠，2016)。高雄市國小教師對教師教學效能的感

受居於中上程度，情況正向積極，顯示教師因應教育改革新趨勢教育，

從原本採用計畫控制的模式，逐步朝向後現代社會強調自由、開放與多

元的教學模式，故提升親師生互動與溝通能力更顯得重要(李秀貞，

2015)。教師參與補救教學實施方案態度與實施成效之間具有

顯著正相關，教師參與補救教學實施方案態度的越積極，補

救教學實施成效的程度也愈佳(邱盈禎，2015)。從成功模式個案

研究中發現，老師的補救教學經歷影響學習概念精熟的程度，它必須

配合有效的教學技巧，將複雜的工作項目分析成精簡較容易執行的細

目之過程(朱家儀，2013)。 

(二)學生學習態度 

    從事補救教學教師要有極大的耐心，且師生關係良好，才能給予弱

勢學生學習上的鼓勵，提升弱勢學生在補救教學時的學習態度(陳雉

芊，2020)。「批判教育學」為課程方案設計後設哲學思維，融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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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文化之社會正義教育取向」實踐觀點，並採取文化回應教學具體教

學介入之課程方案與教學，能全面提升學生於學校教育中重要之認知 

、情意與技能表現(龔元鳳，2016)。為了提升低成就學生學習動機，

讓其能用正向積極態度面對學習，教師之課堂活動設計以提升學生自

信心為主，不斷於教學過程中給予學生關心與肯定，並設立獎勵制度，

激發其學習動機，成功經驗的不斷累積，將促低成就學生之補救教學

成效提升(張仁馨，2016)。 

(三)課程教法 

    個別化教學策略補積極地針對個別學習困難的學生，轉化學習教

材，提供合宜的教學方式策略，使其學習弱勢之情形獲得改善，並於學

習的過程建立自我的自信，透過教學策略的介入，成功激發低成就學

生的學習興趣(侯雅云，2019)。差異化教學能顯著提升學生英語寫作

測驗分數，有助於英語寫作能力的進步。差異化的英語寫作也有助

於提升學生英語寫作測驗分數(蔡瑞珍，2019)。經由英語補救教學

實施後，五位參與學生在英語學習動機問卷的前測和後測間的差異

達到顯著水準，前測平均數 42.0，後測平均數v48.8，後測的平均

數高於前測，這表示研究者在運用英語補救教學策略後，參與者整體

的英語學習動機是有所進步的(蔡幸慧，2016)。摘要策略教學有助於

提升學童閱讀理解能力，學童在後測的得分均有所成長，亦即所有學

童摘要能力皆有進步，研究結果顯示摘要策略融入國小補救教學對學

童摘要能力有正向影響(蔡凱逸，2016)。 

(四)課程教材 

    圖示法可以引導學生對題意的理解，澄清關係句的敘述及了解數

量之間的關係，且藉由圖示法進行解題，提供更具體的協助，增進學

生文字題的解題能力，進行後測之後，學習表現都有顯著提升(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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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2019)。數位教育平台補救教學的實驗組學生後測平均成績高於傳

統講述式補救教學學生，並達顯著差異的水準(王希盈，2018)。補救教

學教師採用個別化課程進行教學，個別化課程教學模式的教學效果，遠大

於課堂上共同教學的效果；補救教學多元化教學模式有助於提高學生學

習興趣與學習成效(李艾倢，2017)。學生在在經過具象化教材實施之

補救教學後，在分數後測卷上的整體表現達成率為63%，在小數後測卷

上的整體表現達成率為 79%，表示具象化教材對補救教學學生在分數

與小數之學習有正面成效(李振嘉，2016)。教材教法實施策略彙整及

研發教材教法，提供各級政府授權使用之補救教學教材，有助於教

師迅速取得補救教學教材，有效降低補救教學教師備課負擔，提高教

師擔任補救教學師資之意願，有助於提升實施成效。因此，教材教法

與實施成效間具有正向顯著關係(王麗雪，2014)。 

(五)校內行政 

   補救教學績優教學團隊，運用學習領導構念意義，塑造教學與學

習的環境，費盡心思了解與關懷孩子需求，發揮領導成效，激勵更多

教師群投入國中小補救教學行列，讓更多有需求之學生受益(王曉鈴，

2017)。探究一所執行成效績優個案國中之執行作為，將其成功經驗

提供其他學校參考，而該校整體執行政策主要為師資人力最大化、目

標學生參與最大率、執行時間持續化三大原則，成功提升學習成就表

現(簡中籥，2016)。大部分學校都有按照「補救教學實施方案」規定

辦理。執行本案相關人員具有相當的意願及積極的作為，能與學校各

處室相關人員做好縱橫向溝通與聯繫等工作，使本方案在校內執行時

能更加落實推動，以達計畫目標(郭詠廷，2015)。全面品質管理理論

提升補救教學成效，全員參與並配合學校積極運作 

、全面檢核適時修正，永續改善提升教育品質、藉由有效的執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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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方針，締造優質的學習環境，讓師生沉澱於快樂的學習殿堂，達到

有效教學(陳啟榮，2014)。 

(六)校外環境   

    都市原住民族學童往往因缺乏學習動機，以至於一直無法提升其

學習成效，也因為長期學習成效低落，學習意願也跟著降低研究者發

現，家長的支持、配合與鼓勵對執行成效有很大的助益(張秀玲，2019) 

。影響學童學補救教學習成效因素之一為學生的學習意願及家庭問

題，學生個別差異及教育資源城鄉差距等問題，是補救教學應審慎考

量點，教學者認真分析，造成學習低成就之主客觀因素來調整相關教

學策略，補救教學才能真正得到事半功倍的具體成效 (蔡玉涵，

2018) 。補救教學政策之推動有賴學校強化合作機制整合資源，建立

系統性標靶宣導，凝聚親師生共識，家長積極督導補救教學能發揮正

向影響力(李秀娟，2018)。「執行者意向」、「溝通」和「資源」面

向是影響政策執行成效的主要因素，強化校內教師、學生和家長對補

救教學政策有正確認知，並加強補救教學教師和家長的溝通機制，以

提升補救教學成效(蔡沂媗，2017)。 

 

第五節  德爾菲法 

    德爾菲法 (Delphi Method)起源於 1950年代蘭德公司 (RAND 

Corporation)一系列的研究，主要目標是開發一種技術以獲取一組專

家可靠性的共識(Dalkey & Helmer,1963)。德爾菲法過程中，允許每

位成員就任何議題充分表達其意見並受到同等重視，以求得在該複雜

議題上意見的共識，屬於一種結構性團體溝通過程(Linstone ,1975) 

。德爾法菲研究方法是以未來取向、科技整合為主，甚至在資料不足

或情況未知下，允許專家提供專業知能及相關意見，凝聚了對特定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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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共識( Shieh,1990)。德爾菲法的要點在於被徵詢意見的專家採

用匿名發表意見，專家之間不允許互相討論且避免橫向聯繫(王維浩，

2015)。對研究議題具一定程度了解之專家們對議題進行預測，亦為

一種群體決策方式 (施智聖，2019)。 

     透過專家的知識與獨立思考、判斷的見解，產生集思廣益之效，

取得專家的共識，且經數次反覆回饋之過程，直到專家意見趨於一致

（Rowe et al.1991）。此方法具有腦力激盪法的效果，同時兼顧了

問卷調查的隱密性及避免團體壓力（黃誌瑩，2001）。專家群必須符

合下列條件：(1)對此議題有興趣、(2)有相關知識、(3)擁有理論知

識與專業性(Lee et al.2008)。此方法具有腦力激盪法的效果，同時

兼顧了問卷調查的隱密性及避免團體壓力（黃誌瑩，2001）。1960 年

代以後，此方法應用層面逐漸推展到其他領域，目前已廣泛應用到高

階層決策問題上（鄧振源，2005）。德爾菲法又稱專家預測法，是故

在此項研究方法中最重要的就是專家(Duncan et al., 2011)。 

    多數決法的方法採取多數專家具有共識性的看法，多數決原則可

採用「過半數原則」或「三分之二原則」(沈柏蒼，2015)。而德爾菲

研究方法常見之優缺點如下。 

（一）優點 

  1.使每一位參與者都能獨立發表自己的意見，並減少團體壓力以及  

    從眾行為之產生。 

2.各種背景的專家學者形成的小組，可以從不同的角度討論特定

議題，使結論更具宏觀性與廣泛性。 

（二）缺點 

 1.挑選專家學者的過程非常主觀，專家學者的專業知識與實務經 

   驗的認定以及代表性容易受到質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BF%E5%90%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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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專家學者通常都很忙碌，時間有限，有意願參與數回合問卷來   

 回的專家有限。 

   3.參與者為個別填寫問卷，因此無法面對面透過意見交流與回饋  

 產生腦力激盪之效果(Donohoe et al.2012)。 

 

第六節 修正式德爾菲法 

    主要改以過往文獻相關的研究結果或研究者經驗所擬定出項目，

形成半結構式問卷，並委請專家群依據該項目勾選以表達個人意見，

以此作為第一回合之問卷，省去了傳統德爾菲法以專家學者群之開放

問卷填答取得第一回合問卷此步驟（張翊峰等人，2013）。修正式德

爾菲法已經由大量文獻探討歸納出構面與準則，並非先統整專家意見 

，修正式模糊德爾菲法更能有效率地節省時間(宋文娟，2001)。為了

省去對開放性問卷的臆測及節省許多時間，認為直接以結構性問卷進

行第一回合調查，透過採用結構性問卷，能夠讓參與研究的專家群將

所有注意力集中在研究主題上（Murry & Hommons, 1995）。以文獻

回顧的資料歸納整理取得第一階段的問卷項目，委請專家學者針對該

項目進行勾選；整併第三、四回合，且若在第二回合的結果已達一致

性即可停止，因此整個問卷流程最多僅三回合(陳衍村，2020)。 

 修正是德爾菲法的方式有：(1)省略第一回合開放式徵詢的步驟 

，依據文獻中相關研究結果、研究人員的經驗擬定出項目，再委請專

家針對擬定之項目做個人意見的勾選或表述；(2)整併第三、四回合：

將第二回合問卷之結果整理後郵寄給參與問卷填答之專家，並依照研

究者的分類項目進行「重要性」與「等級」指標的勾選；故修正式德

爾菲法研究過程僅三回合(邱淑芬&蔡心玲，1996)。一般被廣泛的運

用在各個學科領域上的課程規劃、未來趨勢預測、能力評鑑、科技預

測等（Sackman et al.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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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藉由修正式德爾菲法，並蒐集相關文獻，探討數位場域下

影響國中小學校補救教學成效因素的重要構面及項目，第一節說明研

究範圍與對象，第二節說明本研究的德爾菲法執行步驟及流程。 

 

第一節 研究範圍與對象 

(一)開放式問卷 

    本研究初步透過20位目前正擔任或曾經擔任過補救教學之教

師，進行第一階段開放性問卷，收回問卷18份，並同時參考相關文獻

資料，彙整初步之數位場域下影響補救教學成效要素之六大構面及三

十個項目；再由專家群進行修正式德爾菲法歸納出六大構面及17個影

響項目；最後由彙總分析法探討出重要的影響關鍵。 

 

(二) 專家群背景 

表3-1 德爾菲法專家群 

服務單位 姓名 學歷 職稱 專業領域 

嘉義縣和睦國小 陳○○ 碩士 校長 學習輔導小組召集人 

高雄市那瑪夏國小 顏○○ 碩士 校長 學習輔導小組召集人 

嘉義縣和睦國小 陳○○ 碩士 教務主任 學習輔導小組承辦主任 

嘉義縣和睦國小 陳○○ 碩士 輔導組長 學習輔導小組承辦人 

嘉義縣圓崇國小 莊○○ 碩士 教務主任 學習輔導小組承辦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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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德爾菲執行步驟 

    德爾菲法是利用一系列問卷調查的方式以取得專家群對於研究

內容的共識決(田采鑫，2019)。也就是以一研究主題，對於參與研究

之學者、專家進行反覆調查，並將每次調查的結果與變動情形告知

參與研究的學者、專家，觀察並整理其意見之收斂情形，藉以取得解

決問題之最佳途徑。而修正式德爾菲法研究步驟是，由研究主題相關

文獻彙整出問卷之構面及題項，經歸整後之問卷提供給專家群體，評

選指標因子將第一回合之問卷結果呈現出，以利專家群體填答第二

回合問卷；刪除不符標準之因子，再進行下一回合之問卷填答，第二

回合若已達穩定即可停止；若第二回合未達穩定則再進行第三回合

即最終回合(游京蓉，2016)。本研究即是以此法為基礎，企圖找出數

位場域下影響國中小學校補救教學成效因素。執行步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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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德爾菲執行步驟 

一、進行開放性問卷調查，研究主題確定後，為了讓20位受訪教師能

充分表達意見，設計問卷以開放形式探討「數位場域下影響國中小學

校補救教學成效因素」如附錄一。 

 

二、研究者回收 18 份問卷，彙整出第一階段開放性問卷調查之意見，

並依問卷結果參考文獻歸納出「數位場域下影響國中小學校補救教學

成效因素」之六個構面及 30 個項目，彙整歸納後如下表。  

確定研究主題 

開放性問卷調查 

歸納初步影響因素 

彙總分析 

統計第三回問卷 

統計第二回問卷並設計第三回問卷 

統計第一回問卷並設計第二回問卷 

選定專家並進行第一回問卷調查 

資料分析及最後結果 

參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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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開放性問卷歸納結果 

構面 項目 

A教師方面 A1教師對學生的認識 

A2教師熱忱(敬業)度不同 

A3教師素質不一(專長) 

A4教師身分別不同(職位) 

A5教學者不固定 

A6教師教學經驗不同 

B學生方面 B1學生學習意願 

B2學生學習專注力 

B3學生自信心 

B4學生對課程的興趣程度 

B5學生練習量 

C教法方面 C1教師教學方法及策略 

C2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C3教師教法是否吸引學生學習 

C4差異性教學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C5 個別化教學 

Individualized instruction 
C6 多元化教學 

multiple instruction 
C7 素養導向 

D教材方面 D1教材選用是否適合 

D2課程教材設計完整 

D3可操作性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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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開放性問卷歸納結果(續) 

構面 項目 

E學校行政方面 E1行政人員支持度 

E2教學時間充足 

E3教學環境影響(氣氛) 

E4教學情境(模式) 

E5輔導時間點安排 

F家長方面 

 

F1家長認知 

F2家長配合接送意願 

F3 家長配合複習的意願 

F4家庭經濟 

三、研究者選定5位專家成立專家群，設計問卷且親自送達解說， 

並依步驟二結果進行修正式德爾菲法第一回合問卷如附錄二。 

第一回合德爾菲調查問卷主要是由研究者針對相關文獻探討分

析及教師開放性問卷結果為初步建構，然後編製成「數位場域下影響

國中國小補救教學成效因素」問卷，讓德爾菲專家群針對每一構面與

項目做評判，提供開放性意見欄，讓專家補充及提出建議。研究者得

知專家群第一回合問卷意見詳述如下: 

1. A構面名稱由「教師方面」改為「教師教學」。 

「教師方面」涵蓋意義過於廣泛，除了指教師本身的特質以外，還

可能包含個人文化等層面，本研究所指補救教學教師，主要是探討

教師在教學上，對學生學習成效的幫助，故將A構面改為「教師教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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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構面名稱由「學生方面」改為「學生學習態度」。 

「學生方面」可從家庭背景等層面解釋其意義，無法顯示與補救教

學高相關度，本研究主要針對學生在第二次學習機會中所表現的

學習態度，故將B構面改為「學生學習態度」。 

3. C構面名稱由「教法方面」改為「課程教法」。    

由「教法方面」改為「課程教法」是因為，教法方面只有表示教師

在補救教學上常用的教法，而課程教法意義包含補救教學中所設

計的課程計畫、所設定的目標，是否依學生個別化、差異化安排相

關課程及活動。 

4. D構面名稱由「教材方面」改為「課程教材」。 

本研究所指的課程教材，是指教師於補教學時間，是否提供學生合

適性及完整性的課程設計、是否引導學生使用正的確操作性教材，

以銜接正式課程的相關教學活動。故將D構面改為「課程教材」較

合適。 

5. E構面名稱由「學校行政方面」改為「校內行政」。 

「學校行政方面」指的是校內行政體系，教務處、學務處、總務

處、輔導室，各處室主任及組長，本研究指的「校內行政」著重

於各處室人員，是否抱持支援教學的精神，以達成教學目的、是

否於課後補救教學時間，提供適當及舒適的學習環境、是否定期

檢查或改善課後補救教學的軟硬體設備，增加教師與學生的上課

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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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F構面名稱由「家長方面」改為「校外環境」。 

「家長方面」的意義為家長對課後補救教學支持的態度、重視的程

度，本研究「校外環境」的意義除了能表示家長意願外，還能表示

家庭的經濟狀況、家庭的環境條件，影響學生持續參加補救教學的

機會。故將F構面改為「校外環境」。 

7. 刪除項目A1「教師對學生的認識」及A4「教師身分別不同(職位)」。 

   項目A1「教師對學生的認識」及A4「教師身分別不同(職位)」，都   

   只得到1位專家認同，未達半數以上之門檻，專家認為上述2項項 

   目，非直接影響補救教學成效因素，因此刪除。 

8. 合併項目A2「教師熱忱(敬業)度不同」與A3「教師素質不一(專長)」

為「教師專業知能」。 

「教師專業知能」涵蓋教學內容、教學歷程、教學情境、教學活動

等面向，專家認為「教師熱忱」及「教師素質」意義皆屬於「教師

專業知能」，擔任課後補救教學教師，必具備上述專業能能力，進

而帶領學生展現出更深更廣的學習成效，5位專家皆同意此項改變 

，故將「教師熱忱(敬業)度不同」與A3「教師素質不一(專長)」2

個項目合併後改為「教師專業知能」。 

9. 刪除項目B2「學生學習專注力」及B4「學生對課程的興趣程度」。 

5位專家皆認為「學生學習意願」已涵蓋學生學習專注力及學生對

課程的興趣程度，學生被激發求知欲望後，便會積極參與補教教學

相關活動與教學，故將「學生學習專注力」及「學生對課程的興趣

程度」2個項目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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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刪除項目C3「教師教法是否吸引學生學習」。 

 此項目的意義為怎樣的老師才有吸引力讓學生樂於學習、享受學   

 習，專家認為教師於補教教學課堂上，主要是有效發展專業能力，  

 提升學生的學習成就，與其藉教師吸引力影響學生學習態度，不 

 如具體落實教師專業展現在有效教學的活動上，而教師策略顯得 

 更重要。 

11. 刪除項目C7「素養導向」。 

 發布108新課綱之後，全國各中小學才開始逐漸落實素養導向命題   

 及素養導向教學，重視情境化、整合運用能力、跨領域或跨學科，  

 專家群認為此項目的資料尚未齊全，不適合列入影響因素。 

12. 刪除項目E2「教學時間充足」。 

 學生參加補救教學以不影響學生身心健康發展為原則，學生已利  

 用放學時間及寒暑假期間補救相關進行課程，若再運用午休時間 

 或下課時間，專家認為學生可能會因為產生疲倦感，反而發生倦  

 怠現象甚至造成學習反效果，因此刪除此項目。 

13. 合併項目E3「教學環境影響(氣氛)」與E4「教學情境(模式)」。 

 有效的教學環境主要鼓勵師生之間的互動協助、學生發展合作關  

 係，協助學生發展合作關係鼓勵學生主動學習；情境教學以學習 

 者為中心，讓學習者置身於教學情境中，參與行動學習、反思探 

 索與回饋，在於使學習者在多元環境中互動。項目「校園整體環 

 境佈建」意義涵蓋環境氣氛與情境模式。 

14. 刪除項目E5「輔導時間點安排」。 

 專家認為項目E5「輔導時間點安排」可歸納於E1「行政人員支持 

 度」，學校的教育活動中，行政人員應當有行政支援教學之體認，  

 因此刪除項目E5。 



 
 
 
 
 
 
 
 
 
 
 
 

 

25 

 

15. 刪除項目F2「家長配合接送意願」及F3「家長配合複習的意願」。 

 參與補救教學學生從一開始的篩選測驗到結案，必須經過家長同  

 意，校方在教學活動中也持續與家長聯繫，讓家長隨時掌握學生 

 於補教教學中的學習情形，家長認知及態度直接影響學生學習成  

 效。因此，專家認為「家長認知」意義涵蓋「家長配合接送意願」 

 及「家長配合複習的意願」。 

四、回收問卷後由研究者分析統整「數位場域下影響國中國小補救教   

學成效因素」之六個構面及19個項目如下表，而專家群提出的新增項

目及無法到達門檻的刪除項目，成為第二次問卷的題目依據。 

 

表 3-3 第一回合問卷歸納結果 

構面 項目 票數 

A教師教學 A1教師專業知能 5 

A2教師教學意願 5 

A3教師教學經驗 5 

A4教學者不固定 4 

B學生學習態度 B1學生學習意願 5 

B2學生自信心 5 

B3學生練習量 4 

C課程教法 C1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5 

C2教師教學策略 5 

C3差異性教學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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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第一回合問卷歸納結果(續) 
 C4個別化教學

Individualized instruction 
5 

C5多元化教學  
multiple instruction 

5 

D課程教材 

 

 

 

 

D1適性教材 5 

D2課程教材設計完整 5 

D3可操作性教材 5 

E 校內行政 E1行政人員支持度 5 

E2校園整體環境佈建 5 

F校外環境 

 

F1家長認知 5 

F2家庭經濟狀況 5 

 

五、依第一回合問卷結果設計專家第二回合問卷如附錄三，並親自送

達解說。研究者得知專家群第二回合問卷意見詳述如下: 

1.刪除項目A4「A4教學者不固定」及 B3「學生練習量」。     

     

六、回收問卷後由研究者分析統整「數位場域下影響國中國小補救教

學成效因素」之六個構面及17個項目如下表，而專家群提出的新增項

目及無法到達門檻的刪除項目，成為第二次問卷的題目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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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第二回合問卷歸納結果   

構面 項目 票數

A教師教學 
A1教師專業知能 5 

A2教師教學意願 5 

A3教師教學經驗 5 

B學生學習態度 
B1學生學習意願 5 

B2學生自信心 1 

C課程教法 
C1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5 

C2 教師教學策略 5 

C3差異性教學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5 

C4個別化教學  

Individualized instruction 
5 

C5多元化教學 

multiple instruction 
5 

D課程教材 D1適性教材 5 

D2課程教材設計完整 5 

D3可操作性教材 5 

E校內行政 E1行政人員支持度 5 

E2校園整體環境佈建 5 

F校外環境 

 

F1家長家長認知 5 

F2家庭經濟狀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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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依第二回合問卷結果設計專家第三回合問卷如附錄四，且親自送

達解說。 

 

八、回收第三回合問卷後無任何意見，研究者歸納出專家群達成共識

之結果如下表。 

表 3-5 第三回合問卷歸納結果   

構面 項目 票數 

A教師教學 A1教師專業知能 5 

A2教師教學意願 5 

A3教師教學經驗 5 

B 學生學習態度 B1學生學習意願 5 

B2學生自信心 5 

C 課程教法 C1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5 

C2教師教學策略 5 

C3差異性教學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5 

C4個別化教學  

Individualized instruction 
5 

C5多元化教學  
multiple instruction 

5 

D 課程教材 D1適性教材 5 

D2課程教材設計完整 5 

D3可操作性教材 5 

E校內行政 E1行政人員支持度 5 

E2校園整體環境佈建 5 

F校外環境 

 

F1家長家長認知 5 

F2家庭經濟狀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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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彙總分析結果與討論 

本章共分為二節，第一節為彙總分析結果；第二節為綜合討論，以

下各節詳細情形說明如下： 

 

               第一節   彙總分析結果 

一、樣本選取 

    本研究以台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補救教學相關碩士論

文作為分析對象，其中取樣是從2013年至2020年共8年，總共299篇

論文。最近一次做全面性學習成效彙總分析論文為1篇(鍾明芬，

2009)，至今已隔近12年之久，其他非全面性論文有20篇，其中以某

一區域做分析有8篇(蔡鎔亘等人，2018)，以某一科目或教學方法做

分析有12篇(王詩涵等人，2016)，透過德爾菲法研究補教教學成效

的論文有2篇(廖冠傑，2015；薛雅芳，2014)。 

二、論文歸類 

    本研究依德爾菲法專家群達成共識後，所歸納的六個構面及17

個項目，由兩位研究者獨立進行對補救教學成效因素的論文進行歸

類，並加以計次歸類，完成所有論文歸類後，依每一項目做進一步

彙總，若兩位研究者發生不同意時，則加入第三位研究者 

共同討論，以取得最後分類共識。 

    本研究採用內容分析法常用之信度衡量指標中的相互同意度

及研究信度來檢測結果的一致性，採用公式如下（Holsti,1969）： 

    相互同意度 =
2𝑀

N1+N2       信度=
𝐧×(平均相互同意度)

𝟏+[(𝒏−𝟏)×平均相互同意度]
                  

M為編碼員對該類都同意的數目；N1為第一位編碼員的同意數目；

N2為第二位編碼員的同意數目；n 為參與編碼人員數目。 

 

    299篇補救教學成效因素相關研究的歸類，278篇相同意見，21

篇意見不同，相互同意度為92.9%，研究信度為95.8%，相互同意度

與研究信度皆符合學者認定8%的基本要求(Gerbner,1973)。詳細統

計情形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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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彙總分析結果 

構面 項目 篇數 百分比 

A教師教學 

A1教師專業知能 6 2.0 

A2教師教學意願 1 0.3 

A3教師教學經驗 1 0.3 

B學生學習 

  態度 

B1學生學習意願 3 1.0 

B2學生自信心 1 0.3 

C課程教法 

C1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82 26.4 

C2 教師教學策略  121 39.0 

C3差異性教學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8 2.6 

C4個別化教學 

Individualized instruction 
6 2.0 

C5多元化教學 

multiple instruction 
2 0.6 

D課程教材 

D1適性教材 9 2.9 

D2課程教材設計完整 27 8.7 

D3可操作性教材 33 10.6 

E 校內行政 
E1行政人員支持度 7 2.3 

E2校園整體環境佈建 2 0.6 

F 校外環境 
F1家長認知 1 0.3 

F2家庭經濟狀況 1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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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綜合討論 

 一、藉由上表彙總分析結果可知，出現重要的影響因素構面依百分比排

序為「課程教法」、「課程教材」、「校內行政」、「教師教學」，以

下針對此四大構面逐一分析討論。 

(1) C課程教法 

    總篇數 219篇，總百分比為 70.6%。為了讓學習扶助學生學習更  

    有效，教師於教學教法上應該引導學生多嘗試、多挑戰、多體驗， 

    甚至透過老師的個別指導，幫助學生不僅持續精進課業，亦有能 

    力積極參與校內外各項活動與比賽，增加學生自信心。 

(2) D課程教材 

    總篇數 69篇，總百分比為 22.2%。在數位學習時代趨勢下，學習   

    扶助的課程必然結合數位、遊戲等多元模式，為學生需求設計適 

    性的課程與教學策略，以增加學生學習意願及自主練習，激發學 

    生的學習潛力，展現良好的學習成效。 

(3) E 校內行政 

    總篇數 9篇，總百分比為 2.9%。結合學習扶助專案與教學計畫， 

    強化與民間公益團體合作，提供學習低成就學生更多學習的機會， 

    行政及教學齊心合作，提供完善之硬體及軟體設備，利用閒置空 

    間設置學習扶助班專用教室、賦予教師具備教學熱忱和正確的學 

    習扶助觀念、為每位學生建立個別學習扶助輔導資料冊，有效掌  

    握推行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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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教師教學       

   總篇數 8篇，總百分比為 2.6%。教師屬於專業工作者，應當得到  

   教師專業支持、得到共同面對問題的支持，以增進補救教學現場  

   教師的熱忱，專業品質相對提升，學習成效突飛猛進。     

二、研究者將篇數超過6篇(包含6篇)，百分比超過2.0(包含2.0)之影

響因素項目列為本研究最重要的影響因素，以下針對九個重要因素的

項目依序並逐一分析、討論。 

(1) C2 教師教學策略 

    有效篇數為 121篇，百分比為 39.0%。本研究探討的有效教學策 

    略包含:合作教學、閱讀理解、沉浸式語言學習、情境式教學、 

    故事繪本教學、探救教學、問題答案關係教學、摘要策略、讀  

    者劇場、認知與情感教學、回音法、回溯法、智慧觀議、視覺 

    識字教學法、圖像化教學法、數學溝通教法、交互教學、圖解 

    識字教學法、文化導向教學、概念構圖、故事結構教學法、主 

    題式英語單字背誦、歌曲賞析法、翻轉教室教學、團康活動、 

    音標教學法、拼讀教學、課文改編、直接教學法、小組合作競 

    賽、希望理論教學、爵士韻文教學、鷹架構築教學、補償式教 

    學、妙語說書人、動機模式教學。 

(2) C1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有效篇數為 82篇，百分比為 26.4%。本研究探討有效的資訊科  

    技融入教學包含:電子書閱讀、點子書教學、遊戲式教學軟體、   

    因才網線上學習、均一教育平台、線上讀寫教學、線上心智圖、  

    對話式智慧家教系統、繪圖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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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3可操作性教材 

    有效篇數為 33篇，百分比為 10.6%。本研究探討有效的可操作  

    性教材包含:空間模型、具象化教學、桌上遊戲、圖形計算機、 

    摺紙教學、分數牆、揭示板、點讀筆、單字盒、多滑鼠剪報系 

    統、操作電子白板。 

(4) D2課程教材設計完整 

    有效篇數為 27篇，百分比為 8.7%。補救教學教師為因應學生的 

    學習狀況和學習需求，對補救教學教材做適當的調整，藉由科技 

化平台了解學生的學習弱項後，以學生的弱點去分析適合學生學

習能力及學習重點的教材，並以教育部補救教學平台的教學

資源為主軸，及學生實際上課教材搭配運用，達到適才適用及全

面性的效果。 

(5) D1適性教材 

    有效篇數為9篇，百分比為2.9%。有效的教學必須是適性的，在  

    學習進程中設計的教材系統，能敏銳的根據學生過去與臨場表現 

    而變化，並根據學生的學習情形，運用各種不同的教學教材，啟 

    發學生的學習慾望及創造性思考，增益個別學習效果，尤其網路 

    時代來臨，數位化補救教學教材不斷開發，達到適性教材仍以  

    增進教學效果為目標，補救教學之教材應提供生活化、多元化、  

    實用性之教學指引與評量習題、教學素材，供老師教學參考及 

    學生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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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3差異性教學  

    有效篇數為8篇，百分比為2.6%。每個孩子的成功機會是均等的，  

    接納每位學生在學習方式、先備知識、學習興趣與需求的差異性 

    ，為每位學生設計一套不同學習目標與需求的適性教學計畫，不  

    應拘泥於單一的教學策略以及教材教法，教師在差異化教學過程  

    中，必須不斷在教學的過程當中隨時修正教學內容、教學思  

    考、教學程序，隨時掌握學生的動態學習歷程，以獲得最佳的   

    學習成效。 

(7) E1行政人員支持度 

    有效篇數為7篇，百分比為2.3%。提昇教育品質是學校經營上的  

    首要工作，在國中小補救教學上，運用全面品質管理理論做有效  

    管理，提升教學品質，學校領導者的風格及支持的態度、全體師  

    生的態度、各處室能互相的支援與合作，共同瞭解補救教學品質  

    過程的問題，建立完善的組織，有計畫地推展補救教學政策。 

(8) A1教師專業知能 

    有效篇數為 6篇，百分比為 2.0%。教師為學生提供主動體驗、學  

    習的機會，並引導學生成為學習主體，提升教師專業知能須具備  

    建立教學目標、進行課程設計、運用教學策略、探究教學實務、 

    觀察教學文化等多元能力，提升補救教學成效。 

(9) C4個別化教學 

    有效篇數為6篇，百分比為2.0%。強調學生個別差異，引導學生  

    主動學習，啟發學生自我創造，透過課程、教材及評量的精心設  

    計，運用創新的教學方法和靈活的教學活動學發揮因材施教的功  

    能，而非一對一的教學型態，依據學生個別差異和個別需要決定  

    個別化教學內容，是實現個別化教育的主要方法與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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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透過修正式德爾菲法、彙總分析法方法，分析國內中小學

補救教學相關研究文獻，探討數位場域下影響國中小學校補救教學成

效因素。本章節依據研究實證結果分為兩小節，第一節為研究結論；

第二節為提供建議給從事補救教學成效相關研究者，說明如下。 

 

第一節  研究結論 

    四個的重要構面因素「課程教法」、「課程教材」、「校內行政」、

「教師教學」與國中小學校補救教學成效有顯著正向關係，「學生學習

態度」、「校外環境」兩個因素則與國中小學校補救教學成效無顯著正向

關係。 

一、影響國中小學校補救教學成效因素「課程教法」構面中 

(1) 「教師教學策略」與國中小學校補救教學成效有顯著正向關係 

    彙總分析結果其相關碩士論文研究篇數為 121篇，達 39.0%，此

項目為本研究呈現最顯著正向關係的因素，研究者探究其原因發現，

教師教學策略隨著資訊科技日新月異的轉變，本研究教學策略方法多

達 40種以上，補救教學教師則會為學生選擇最合適的教學策略。 

(2)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與國中小學校補救教學成效有顯著正向關係 

    彙總分析結果其相關碩士論文研究篇數為 82 篇，達 26.4%，本

研究取樣自 2013年至 2020，篇數雖然不是最高，卻有逐年增加的趨

勢，尤其在課程教法與課程教材之構面，與數位學習有著密不可分的

關係，使用遠距教學課程，亦是目前國中小學校補救教學教師與學生

不可或缺的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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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差異性教學」  與國中小學校補教學成效有正向關係 

    彙總分析結果其相關碩士論文研究篇數為 8篇，達 2.6%，不同程

度的學生，有著不同的學習方式、多元智能、文化背景、性別差異，

教師應給予不同的學習教材、教學方法及評量，適當調整教學活動

內容，提升教學成效。 

(4) 「個別化教學 」與國中小學校補救教學成效有正向關係 

    彙總分析結果其相關碩士論文研究篇數為 6 篇，達 2.0%，教師

於補救教學課程運用個別化教學，不僅能讓學生提升自信心，更能激

起學生學習意願，提升學習效果。 

二、影響國中小學校補救教學成效因素「課程教材」構面中 

(1) 「可操作性教材」與國中小學校補救教學成效有顯著正向關係 

    彙總分析結果其相關碩士論文研究篇數為 33 篇，達 10.6%，本

研究發現，雖然目前補救教學教師教學方法以數位教學為趨勢，然而

對於補救教學學生而言，透過非抽象而是具象化的輔助工具，是直接

性且顯著性的學習成效。 

(2) 「課程教材設計完整」與國中小學校補救教學成效有顯著正向關係 

    彙總分析結果其相關碩士論文研究篇數為 27篇，達 8.7%，本研

究發現，教師不論應用何種教學方法，都必須設計一套完整的教材，

符合補救教學學生需求，以提升學習成效。 

(3) 「適性教材」與國中小學校補救教學成效有正向關係    

    彙總分析結果其相關碩士論文研究篇數為 9 篇，達 2.9%，

有效的運用教材、有效的教學安排，必須是適性的，透過教師觀

察、紀錄與分析，以學生為中心，提供每位補救教學學生最合適

的教材教法，以提升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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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影響國中小學校補救教學成效因素「校內行政構面」中 

(1) 「行政人員支持度」與國中小學校補救教學成效有正向關係    

    彙總分析結果其相關碩士論文研究篇數為 7篇，達 2.3%， 

多數研究中所指的行政人員是學校領導人-校長，在補教教學實行政策

中負責塑造教學與學習的環境、帶領學校團隊落實推動並達到有效教學

的目標。 

四、影響國中小學校補救教學成效因素「教師教學」構 面中  

(1) 「教師專業知能」與國中小學校補救教學成效有正向關係 

    彙總分析結果其相關碩士論文研究篇數為 6 篇，達 2.0%，教師

專業知能包含學科教學與教育專業、實踐教學設計與實施及學習評

量與學生輔導、保有教學熱忱投入專業責任，培養學生的專業精神與

素養。 

 

第二節  建議 

    本節依據影響國中小補救教學成效因素研究發現及結論，提出以

下建議提供後續研究者之參考。 

一、補救教學人力資源研究 

    依據 109學年度國中小辦理學習扶助作業要點原則，聘用教學

人員資格為(1)具有合格教師證書者(2)無合格教師證書而具有國語

文、數學、英語文三學科教學知能者之代理教師、社會人士、大學

生。本研究初步設計影響因素之構面及項目，未將人力資源列入，

故建議後續研究者，每一個縣市的人力條件不同；每一種人力在補

救教學現場所運用的教學策略不同、與學生互動模式不同、甚至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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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行政人員及家長支持度不同，所以教學成效固然不同，進一步探

究每一種人力資源，在某一個縣市國中小補救教學學校所佔的比例

及教學成效影響的程度，以提高研究價值度。 

二、補救教學科目研究 

    補救教學科目為(1)國語文(2)數學(3)英語文，本研究並未針對

科目做細部分析，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依據文獻探究每一科目在教師教

學策略、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差異性教學、個別化教學、可操作性教

材、課程教材設計、適性教材、行政人員支持度、教師專業知能九個

項目中，成效表現有何相同或不同之處?亦可依據文獻探究不同科目

所影響的補救教學成效關鍵因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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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附錄一 開放性問卷 

補救教學是基於「教育好每一個孩子」的精神，給予低成就學習者再次

學習的機會，辦理補救教學需要全面性努力，才能顯見其成果。請問在

您補救教學的經驗中，數位場域下影響補救教學成效的因素有那些？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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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德爾菲第一回合問卷                  

首先感謝您願意撥冗填寫此問卷，本研究現階段運用德爾菲法歸納

-數位場域下影響國中小學校補救教學成效因素之構面及項目，請您

不要吝嗇給予指教。 

1.數位場域下影響補救教學成效因素的六項構面，定義是否適宜? 

2.數位場域下影響補救教學成效因素的 30個項目，定義是否適宜? 

3.數位場域下影響補救教學成效因素的 30個項目，排序為何? 

4.需要增加或刪除的項目建議為何? 

構面               項目 排列 建議 

A 

教

師

方

面 

A1教師對學生的認識   

A2教師熱忱(敬業)度不同  

A3教師素質不一(專長)  

A4教師身分別不同(職位)  

A5教學者不固定  

A6教師教學經驗不同  

 

  B 

  學 

  生 

  方 

  面 

B1學生學習意願   

B2學生學習專注力  

B3學生自信心  

B4學生對課程的興趣程度  

B5學生練習量  

C 

教 

法 

方 

面 

C1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C2 教師教學策略  

C3教師教法是否吸引學生學習   

C4差異性教學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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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德爾菲第一回合問卷(續) 

構面 項目 排列 建議 

 

C5個別化教學 

Individualized instruction 

  

C6多元化教學 

multiple instruction 

 

C7素養導向  

D 

教 

材 

方 

面 

D1教材選用是否適合   

D2課程教材設計完整  

D3可操作性教材  

E 

學 

校 

行 

政 

方 

面 

E1行政人員支持度   

E2教學時間充足  

E3教學環境影響(氣氛)  

E4教學情境(模式)  

E5輔導時間點安排  

F 

家 

長 

方 

面 

F1家長認知   

F2家長配合接送意願  

F3家長配合複習的意願  

F4家庭經濟  

 其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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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德爾菲第二回合問卷 

首先感謝您願意撥冗填寫此問卷，本研究現階段運用德爾菲法歸納-

數位場域下影響國中小學校補救教學成效因素之構面及項目，請您不

要吝嗇給予指教。 

1.數位場域下影響補救教學成效因素的六項構面，定義是否適宜? 

2.數位場域下影響補救教學成效因素的 19個項目，定義是否適宜? 

3.數位場域下影響補救教學成效因素的 19個項目，排序為何? 

4.需要增加或刪除的項目建議為何? 

構面               項目 順序 建議 

A 

教

師

教

學 

A1教師專業知能   

A2教師教學意願  

A3教師教學經驗  

A4教學者不固定  

  B 

  學 

  生  

  學 

  習 

  態 

  度 

B1學生學習意願   

B2學生自信心  

B3學生練習量  

C 

課 

程 

教 

法 

 

 

C1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C2教師教學策略  

C3差異性教學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C4個別化教學 

Individualized instruction 

 

C5多元化教學 

multiple i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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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德爾菲第二回合問卷(續) 

構面 項目 順序 建議 

D 

課 

程 

教 

材 

D1適性教材   

D2課程教材設計完整  

D3可操作性教材  

E 

校內 

行政 

E1行政人員支持度   

E2校園整體環境佈建  

F 

校外 

環境 

F1家長家長認知   

F2家庭經濟狀況  

其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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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德爾菲第三回合問卷       

首先感謝您願意撥冗填寫此問卷，本研究現階段運用德爾菲法歸納

-數位場域下影響國中小學校補救教學成效因素之構面及項目，請您

不要吝嗇給予指教。 

1.數位場域下影響補救教學成效因素的六項構面，定義是否適宜? 

2.數位場域下影響補救教學成效因素的 17個項目，定義是否適宜? 

3.數位場域下影響補救教學成效因素的 17個項目，排序為何? 

4.需要增加或刪除的項目建議為何? 

構面               項目 排列 建議 

A 

教

師

教

學 

A1教師專業知能 
  

A2教師教學意願 
 

A3教師教學經驗 
 

  B 

  學 

  生  

  學 

  習 

  態 

  度 

B1學生學習意願 

  

B2學生自信心 

 

C 

課 

程 

教 

法 

 

 

 

 

C1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C2 教師教學策略  

C3差異性教學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C4個別化教學 
Individualized instruction 

 

C5差異性教學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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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德爾菲第三回合問卷(續) 

構面 項目 順序 建議 

D 

課 

程 

教 

材 

D1適性教材 
  

D2課程教材設計完整 
 

D3可操作性教材 
 

E 

校內 

行政 

E1行政人員支持度 
  

E2校園整體環境佈建 
 

F 

校 

外 

環 

境 

F1家長家長認知 
  

F2家庭經濟狀況 

 

其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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