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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 / 國中小及學前教育組李佳昕提供）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重視國民教育品質的提升，讓每位學生都可順著自己的性向和興

趣去發展才能。在常態編班的架構下，各班級的學生存有個別差異現象，尤其在英文、數

學及自然等科目呈現「雙峰現象」，教師更應採用合宜的教學方法，讓所有的學生都能適

性發展。 

 

    國內外許多研究發現，「分組合作學習」有助於提升學生學習成就、增進學生之學習

動機、發展合作及溝通技巧、增進學生自尊及促進族群融合、有助於適性發展，是一項具

備多項功效的教學策略。 

 

  「分組合作學習」是一種教學型態，是指 2 位以上的學習者，透過彼此的互動互助及

責任分擔，完成共同的學習任務，或達成共同的學習目標。這種教學方式著重學習者的參

與，及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設計，提供學生主動思考、共同討論分享或進行小組練習的

機會，使教學不再侷限於老師的直接教導。在學習的過程中，每位學習者不但要對自己的

學習負責，也要幫助同組的成員學習。在多數的中小學班級中，因為學生的人數較多，為

了讓學生有更多、更密切互動及參與的機會，多半需要把學生分成若干小組來進行教學，



所以稱為「分組合作學習」。 

 

實施分組學習後，教師和學生的教與學，將產生哪些改變？ 

 

一、 師生角色的調整：以學生為主體的學習參與成為課堂學習的重心，教師規劃及引導

學生學習的角色會更凸顯。「老師講、學生聽」、「老師口沫橫飛、學生昏昏欲睡」的互

動模式不再是課堂活動的主流，「教師提問、學生討論」、「學生互助共學、教師巡迴指

導」，乃至「學生提問、師生共同研討」等由學生主動參與為核心的學習型態會更為普及。 

 

二、 學生學習動機與態度的改善：從學生的問卷及老師的課堂觀察都發現，採用分組合

作學習後，學生上課趴下打瞌睡及兩眼無神、無所事事的現象都大幅減少，學生課前預習

及上課發言的情形都日益改善，對課業的興趣也提高了。同時，由於同儕的相互激勵與彼

此約束，學生對學習的責任感也更為加強。 

三、 班級氣氛的改變： 

經過分組合作學習的洗禮後，原本死氣沉沉的班級會展現更多活潑的生機；許多原本

會分心搗蛋、擾亂課堂秩序的學生有了參與及表現的管道，反而成了帶動學習氣氛的推

手；原本老死不相往來的學生及相互排斥的小團體學會了互相溝通及合作，發展出積極正

向的互動模式，也更能彼此包容與接納：這些都使班級的學習氣氛變得更和諧、更積極。 

 

四、 學生學習成效的精進：整體而言，在有系統的實施分組合作學習一段時間後，都可

以看到學生學業成績的進步；對於原本課業成績較落後的學生，進步的表現往往更為明

顯。除了考試分數的提高外，學生學習品質的提升常更為顯著，包括：上課發言的人次和

普遍性都會提高，按時交作業的人數比例增加，作業的正確率、工整度和豐富或完整性都

提升等。 

 

    本署於 101 學年度針對全國國民中小學實施「分組合作學習試辦計畫」，共計 169 校

（國中 133 校、國小 36 校），1,100 餘位教師參與，並於 102 年 10 月完成「分組學習手冊」

及「分組學習教學示例影帶」，提供全國教師參考，以精進教學。 

 

    另規劃 102 學年度參與之教師可採同（跨）年級、同（跨）領域等多元模式組成專業

學習社群來進行，經統計 102 學年度上學期已達 809 校參與，預計下學期全國 935 所國中，

每校至少一個學習領域實施，以有效活化國中教學現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