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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距差異化華語教學課程設計與實踐 

何姿瑩 

國立臺東大學 華語文學系碩士班 碩士論文 

 

摘要 

 

在全球化的時代，第二語言已是現代人必備的能力。隨著中國經濟得崛起

及全球化的趨勢，各國對華語教學日益重視，學習中文的人數亦大量提升。至

今，不再單為華裔族群學習華語，越來越多非華裔背景的家長認同未來華語的

國際地位，陸續把孩子送到華語學校學習，除了希望子女能有流利的雙語能力

外，也為子女增加未來就業的競爭力。因非華裔族群的學習者增加，華語課程

班級中混雜著來自不同文化背景及語言程度的學生，重視學習者個別差異的差

異化教學便為教學設計重點之一。 

在2020年全球疫情的衝擊下，人們被迫改變現有行為、保持社交距離，高

度仰賴面對面教導與學習的教育體系首當其衝，為降低傳染風險及保護師生安

全，各國相繼宣布關閉學校，避免師生暴露在群聚感染風險之下。 

本研究以美國舊金山地區一所華語沉浸式學校七年級28位學生為研究對

象，進行為期13週的差異化教學研究。為滿足不同學生的學習需求，本研究讓

根據學生年齡階段特性、學習興趣、學習風格、性格、能力等差異，實施以

《自我探索》為主題的差異化教學，給予不同的學習任務及學習目標，透過課

程讓每一位學生在學習中獲得成功。 

本研究在差異化教學研究實施不久即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全面改為遠距

同步課程，因此融入大量遠距同步教學技巧及數位平臺使用。如何突破遠距教

學的困境，有效的將差異化教學理念融入遠距同步教學中，為本研究的研究重

點。 

本研究目的為:  

一、差異化教學於華語遠距同步課堂設計歷程。 

二、探討遠距差異化教學的實施歷程。 

三、遠距差異化華語教學實踐之反思。 

本研究結果發現:  

一、《自我探索》教學主題設計符合此階段學生特性，能激發學生學

習興趣，提升學習動機、學習態度及學習成效。 

二、在差異化教學中，教師應隨時彈性調整學習任務及分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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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者與教學同儕在差異化教學歷程中提升教師專業知能。 

  

關鍵詞:華語、遠距教學、差異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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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sign and Practice of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in Online Mandarin Partial 

Classes 

TZU-YING, HO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Language & Literature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bstract 

 

Nowadays, being able to speak two languages is a must in our modern society, 

with China coming into power, some countries are acknowledging the importance of 

Mandarin, and some schools have even put mandarin as a mandatory curriculum. 

Chinese Mandarin School is not only taking in Asian kids, but kids from all kinds of 

ethnicity. Mandarin is sought out to be the second most common language in the 

world, and because mandarin has such a hard learning curve. More parents are eager 

to let the kids get comfortable with it as soon as possible. 

Due to the popularity of Mandarin in our society, Mandarin classes housed a 

huge number of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ethnicities backgrounds. This Study focuses 

on building systems that enable learning from different levels, and make accentuate 

adjustment suiting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learning.  

Due to the global pandemic caused by Corona Virus , human interaction has 

made a drastic change , keeping up with social distancing , to prevent the virus from 

spreading, school system is put on hold , to prevent unnecessary contact and exposing 

both students and teacher to danger . 

This 13 week study is taken place in an institute located in California USA, the 

students are around the age of 13 to14. The foundation of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topic “the journey from within” tailoring each student with their own needs, focusing 

on developing learning styles and incorporating students' interest towards the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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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lobal pandemic striked right after the study is being carried out , thus for 

majority of the lesson is taken through online platforms , being able to breakthrough 

and having effective learning outcomes is the primary target of this study . 

Objectives for the study. 

1. Designing the immersive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study’s daily lesson / routines. 

2. The process and adjustment while participating lessons. 

3. Analyzing and asses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tudy. 

The major findings of this study is with self-discovery embedded lessons, kids 

are more inspired to get involved, and most importantly their self-esteem is 

flourished. The researcher can adjust different tasks towards students which are 

grouped together, and they would alongside each other, to overcome obstacles, and 

complete the task. Researchers can further develop their teaching styles while taking 

part in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study. 

 

Keywords: Mandarin, distance learning,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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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在2020年全球疫情的衝擊下，改變了傳統教與學的樣貌。2020年初新型冠

狀病毒的爆發，人們被迫改變現有行為、保持社交距離，高度仰賴面對面教導

與學習的教育體系首當其衝，為降低傳染風險及保護師生安全，各國相繼宣布

關閉學校，避免師生暴露在群聚感染風險之下。 

在全球疫情最為嚴峻的美國，確診與死亡案例不斷攀高，為了避免群聚感

染，各州州政府陸續宣布封城政策，實施居家禁足令，並令要求關閉學校，從

幼稚園到大學全面受到影響 。加州州長紐森(Gavin Newsom)在4月1日正式宣布

加州所有公立學校提早關閉，直到9月新學期開始，而在此之前加州多數公立學

校已宣布自16日起開始停課。然而面對學校暫不會恢復正常營運的情況下，學

生學習不應被長時間中斷，因此各自在家中利用網路進行遠距同步或非同步教

學似乎成為目前最好的方式。 

而在全球化的時代，第二語言已是現代人必備的能力。隨著中國經濟得崛

起及全球化的趨勢，各國對華語教學日益重視，學習中文的人數亦大量提升。

至今，不再單為華裔族群學習華語，越來越多非華裔背景的家長認同未來華語

的國際地位，陸續把孩子送到中文學校學習華語。因非華裔族群的學習者增

加，華語課程班集中混雜著來自不同文化背景及語言程度的學生，重視學習者

個別差異的差異化教學便為教學設計重點之一。 

本研究「遠距差異化華語教學課程設計與實踐」旨在探討如何在遠距同步

教學中融入差異化教學設計理念及其實踐過程，研究者將於本章第一節說明研

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闡述研究問題及目的；第三節界定研究範圍與限制；第

四節針對本文出現的名詞加以定義解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過往華人子弟學習華語多為父母希望傳承文化及語言，如今因中國經濟崛

起，會說流利中英雙語的人才擁有更多就業優勢，僑居美國的華人父母為增加

子女競爭優勢，除在家和孩子說華語，多半在孩子小時候便送孩子至中文學校

學習華語。由於華裔學習者家庭自幼便成長於華語使用環境，因此華裔學習者

華語學習起點和非華裔華語學習者有所差異(林承穎，2013)，多數華裔學習者

在進到中文班前便具備不等的華語聽、說、讀、寫能力。在華語沉浸式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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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因非華裔族群的學習者增加，華語課程班級中混雜著來自不同文化背景及

語言程度的學生，重視學習者個別差異的差異化教學便為教學設計重點之一。 

研究者所選研究場域為美國舊金山一所華語沉浸式學校，學校為 K-8 教育

學制，大多數學生為華裔混血背景，部分學生為非華裔學習者，在中學部學生

華語能力差異大，華語學習表現優異的學生大多能對老師所指派學習任務及作

業應付自如，有些華語能力較落後的學生學習表現跟不上上課的步驟，在獨立

完成任務上亦遇上瓶頸。如何因應課堂中學生華語學習表現差異大之現況是急

需解決的問題。 

2020 年初新型冠狀病毒的爆發，讓各國政府紛紛採取延後開學或停課措

施，以減少校園內群聚造成的疫情。然而面對疫情的延燒，學校暫無法恢復上

課，學生教育被迫長時間中斷。為避免學生學習長時間中斷，各國各校紛紛調

整授課方式改為遠距教學。研究者所在研究場域亦受到停課政策影響，於 2020

年 3 月 16 日起改為遠距同步課程。面對遠距同步教學且學生華語學習表現差異

大之情況下，對於教師及學生都是極大的挑戰。如何在遠距教學中進行差異化

教學，讓不同差異的學生有效的學習便為本研究的研究目標。 

因此，本研究為滿足遠距教學中學習者的學習差異及學習需求，運用差異

化教學設計理念融入遠距華語教學課程，重視異質性，透過不同數位平臺，設

計靈活彈性的課程內容及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及評量方式，幫助學生在遠距教學

中也能達到各自的學習目標。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差異化教學研究於美國華語沉浸式 Y 校實施，課程由 Y 校七年級華語

課、研究者及美國 B 大學教育博士生共同設計，研究者與兩位教學同儕同時為

課程設計者、教學者及課堂協助者。為使學習者在各自差異上得到適性發展，

透過課程引導出他們最佳學習成果表現，設計符合本研究對象七年級華語學習

者間能力差異的華語課程。  

又因配合美國防疫政策，加州全面改為遠距教學，Y 校七年級學生透過視

訊平臺上華語課。在遠距教學中，教師需將數位科技結合於教學中，運用數位

平臺及學習材料，幫助學生能掌握所學知識，同時虛擬課堂中班級經營不易，

教師需找到合適的教學模式，與學生培養出課堂中的默契，讓不同程度的學生

在課堂中有參與感。為讓不同差異的學習者在實體課程及遠距教學過程中有效

的學習，為本研究的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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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基於學習者特質及年齡階段特質，與兩位教學同儕以差異化教學理

念為基礎，設計此次實體課程及遠距教學課程內容，探討遠距差異化華語教學

課程設計與實踐歷程。 

本研究主要探究研究目的為: 

一、差異化教學於華語遠距同步課堂設計歷程。 

二、探討遠距差異化教學的實施歷程。 

三、觀察實體課室與虛擬課室間的班級經營差異。 

四、遠距差異化華語教學實踐之反思。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節說明研究的範圍與研究限制，包含研究對象、研究內容，分述如下:  

 

壹、 研究範圍 

 

一、 研究時間 

 

本研究教學時程為美國第二學期 3 月 5 日起至 6 月 12 日，研究時間為期

13 週，其中 3 月 5 日至 3 月 13 日為教學在實體課室進行，3 月 16 日起因新冠

肺炎疫情學校全面改為遠距同步課程。 

 

二、 研究對象 

 

華語學習者遍布世界各地，學習者因居住地文化、語言、教育背景不同，

而存在有極大差異(葉佳恩，2006)。本研究對像僅限於美國舊金山地區一所華

語沉浸式學校七年級學生(於本研究中，簡稱為 Y 校)，學生年齡 13-14 歲， 

共 28 名學生。學生均已有至少五年華語學習基礎，學生族裔背景多元，絕大多

數家庭語言為英語，僅有少數幾位學生家庭語言為粵語及華語。 

Y 校華語程度採用 Level Chinese 的分級制度。Level Chinese 為線上華語電

子書閱讀平臺，具數本電子書及閱讀練習題，協助老師準確評估每位學生的讀

寫能力，並借由相關資料，説明教師根據每位元學生的需求策略性地規劃和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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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教學。Level Chinese 設計理念以為學生打造適性化的教學內容，教師可根據

閱讀能力將學生劃分至不同級別的小組進行差異化教學。 

Y 校學生每學期皆需通過符合各自級別的 Level Chinese 讀本練習題，練習

題的每個問題均針對特定級別的目標，教師可清晰地瞭解學生的技能掌握情況

和需要提高的技能。評估結果可以客觀反映學生的華語級別、理解力和朗讀熟

練程度。 

Level Chinese 參照 ACTFL 分級1，線上閱讀課程制定了 20 個讀寫能力標準

級別，線上平臺電子書庫裡有來自多家出版社的超過 1000 本圖書和文本，讀本

類別多元，例如: 圖畫書、文化故事、章節圖書、人物傳記、非故事類文本

等。 

表 1-1 Level Chinese 語言和閱讀級別標準 

ACTFL Level Chinese 

Novice Low (初級初等) A 

Novice Mid (初級中等) B 

Novice Mid (初級中等) C 

Novice High (初級高等) D 

Novice High (初級高等) E 

Intermediate Low (中級初等) F 

Intermediate Low (中級初等) G 

Intermediate Low (中級初等) H 

Intermediate Mid (中級中等) I 

Intermediate Mid (中級中等) J 

Intermediate Mid (中級中等) K 

Intermediate High (中級高等) L 

Intermediate High (中級高等) M 

Intermediate High (中級高等) N 

Intermediate High (中級高等) O 

Advanced Low (高級初等) P 

Advanced Low (高級初等) Q 

Advanced Low (高級初等) R 

Advanced Low (高級初等) S 

                                                
1 Level Chinese分級《參照ACTFL分級之Level Chinese華語能力分級》

https://www.levelchinese.com/cn/actfl-and-common-core/ 

https://www.levelchinese.com/cn/actfl-and-common-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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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Low (高級初等) T 

 

學習者相關背景資料如下，學生姓名以代號稱之，華語程度級別根據 Level 

Chinese 分級: 

 

表 1-2 研究對象背景資料表 

學生 

代號 

性

別 

Level 

Chiense 

級別 

家庭使用語

言 

學習背景 

S1 女 L (中級高等) 英語 自幼兒園即在Y校學習華語 

S2 男 K (中級中等) 英語 自幼兒園即在Y校學習華語 

S3 女 Q (高級初等) 英語 自幼兒園即在Y校學習華語 

S4 男 R (高級初等) 英語、華語 自幼兒園即在Y校學習華語 

S5 女 N (中級高等) 英語 自幼兒園即在Y校學習華語 

S6 男 N (中級高等) 華語、英語 自幼兒園即在Y校學習華語 

S7 女 R (高級初等) 粵語 中學轉校生，自幼於他校華

語沉浸式學校就讀 

S8 女 S (高級初等) 英語 自幼兒園即在Y校學習華語 

S9 男 P (高級初等) 英語、華語 自幼兒園即在Y校學習華語 

S10 女 R (高級初等) 英語 自幼兒園即在Y校學習華語 

S11 男 M (中級高等) 英語 自幼兒園即在Y校學習華語 

S12 男 N (中級高等) 英語 自幼兒園即在Y校學習華語 

S13 女 O (中級高等) 粵語 自幼兒園即在Y校學習華語 

S14 女 O (中級高等) 英語、華語 自幼兒園即在Y校學習華語 

S15 女 M (中級高等) 英語 自幼兒園即在Y校學習華語 

S16 男 K (中級中等) 英語 中學轉校生，自幼於他校華

語沉浸式學校就讀 

S17 男 P (高級初等) 華語 自幼兒園即在Y校學習華語 

S18 男 K (中級中等) 英語 自幼兒園即在Y校學習華語 

S19 女 R (高級初等) 華語 中國籍轉校生，10歲前在中

國就讀，10歲後移民美國 

S20 女 N (中級高等) 英語 自幼兒園即在Y校學習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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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1 女 M (中級高等) 英語 自幼兒園即在Y校學習華語 

S22 女 O (中級高等) 英語 自幼兒園即在Y校學習華語 

S23 女 Q (高級初等) 英語、華語 自幼兒園即在Y校學習華語 

S24 女 Q (高級初等) 英語 自幼兒園即在Y校學習華語 

S25 女 O (中級高等) 英語、華語 自幼兒園即在Y校學習華語 

S26 男 P (高級初等) 華語 自幼兒園即在Y校學習華語 

S27 女 M (中級高等) 英語 自幼兒園即在Y校學習華語 

S28 女 Q (高級初等) 英語 自幼兒園即在Y校學習華語 

 

三、 研究內容 

 

本研究場域為美國華語沉浸式 Y 校，因應同班級學習者的學習特性及性格

特質設計差異化教學活動，且同時因疫情影響，於研究初期便改為遠距同步教

學課程，研究者透過教學過程觀察分析 28 位學生在差異化教學中的學習表現。  

 

貳、 研究限制 

 

本節提出本研究之限制，茲說明如下:  

 

一、研究方法限制 

 

本研究在特定學習者背景、學生人數、教學時間、學習者需求情況下發展

之課程設計及教學模式，為解決學習者學習差異並有效提升班級學習者學習動

機及動機而實施，研究結果無法概括其他短期及長期語言課程成效。 

 

二、教學時數 

 

本教學研究為時間為美國春季學期，因學校為華語沉浸式學校，每天皆有

50 分鐘沉浸式華語課，每週華語課時數約為 4 小時 10 分鐘，本研究教學時長

13 週，因應美國新冠肺炎防疫政策，本教學研究受政策影響，至 3 月 16 日起

Y 校採用遠距同步教學新課表，因著新課表課程時數縮減，每次華語課時調整

為 45 分鐘，一週調整為三次華語課，共計 38 節課，研究總時長為 29 小時 

 



 

7 
 

三、學生背景及人數 

 

學生人數以美國華語沉浸式 Y 校七年級 28 位學生為研究對象。大多數學

生為華裔混血背景，這些成長於多元文化背景的華裔混血學生家庭中主要使用

語言為英語為主，部分學生為其他族裔背景，家庭語言亦是以英語為主。 

此校學生多數從幼兒園起在此就讀，自幼兒園起即接受華語沉浸式教育，

中學插班生亦通過學校的華語能力測驗，本研究中的活動設計對象皆具備初級

到中級華語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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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釋義 

 

壹、 合作學習 

 

合作學習是一種有系統的教學策略，教師依學生能力、性別、種族背景等，分配

學生到兩人以上一組的異質學習小組中(Slavin，1985)，同時參與某個活動，小組成員

彼此相互依賴，運用合作技巧共同協商討論，達成共識，一起完成共同的學習目標(朱

柏州，2002)，進而從中習得各種技能(林靜萍，2005)。 

 

貳、 多元智能 

 

「多元智能理論(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由美國哈佛大學心理學教

授 Gardner提出。他認為人類至少有八項基本知能，分別為語文智能、邏輯數

學智能、空間智能、肢體動覺智能、音樂智能、人際智能、內省智能、自然觀

察智能。這八種智能代表每個人八種不同的潛能，而每個人都具備八項智能，

其分部皆不均，但只要給予適當的環境、機會、引導及鼓勵，大多數人的每一

項智能都可以發展到適當的水準(王國維，2000；雷敏君，2001)。 

 

參、 差異化教學 

 

差異化教學是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方式，注重學習者個體差異，針對其

能力差異、學習興趣和需求設計多樣化的教學、評量方式以符合學習者彼此間

的差異，滿足其學習進展達到個人成功(Hall，2002)。 

本研究所指差異化教學在短期密集華裔漢字識字班課程中實施，以學習者

為中心，注重其個體能力差異，為不同年齡、程度學習者安排不同學習進度及

評量方式。 

 

肆、 華語沉浸式學校 

 

華語沉浸式學校乃指學習者透過沉浸語言(Immersion Language,ML)學習上

課內容，且課堂沉浸語言超過 50%以上(Genesee，1994)，即為教師需以目標語

言教授上課內容和學習者交流，教師通常為一位雙語者，能隨教學情境、學習



 

9 
 

者需求調整使用語言(陳仁富、陳雅鈴，2011)。而推動華語沉浸式教學的學校

則稱之為「華語沉浸式學校」(楊婷安，2016)。 

本研究場域為美國華語沉浸式學校，課程均以華語進行教學，課堂中教師

華語使用為 95%，學生亦需盡可能的以華語和教師、同學溝通交流。 

 

伍、 華裔與非華裔 

 

「裔」有「後代」之義。根據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定義之「華裔」為「在

海外出生之華人子弟」；教育部國語辭典定義之「華裔」為「旅居海外的華人

後代」； 莊國土(2001)認為居住於海外擁有中華血統者即「華裔」，故父母或

父母一方為華人之後代亦為華裔(趙玉雯，2007)；廣義上則將「華裔」定義為

「僑居海外之華人、華僑所生後代」(郁漢良，2001)。海外指中國及臺灣以外

之國家或地區(黃富玉，2010)。 

本研究所指「華裔」限定為出生或自幼移居美國，在當地受教育並成長於

華人家庭之擁有中華血統之後代，而非華裔乃指不具華人血統之族裔。 

 

陸、 遠距教學 

 

遠距教學是一種將經系統化設計過的教材，透過電腦科技及傳播媒體傳遞

給學習者的教學過程(湯宗益、廖莉芬，2003)。此種教學方法結合電腦與網際

網路為媒介，高度依賴電腦網路科技，突破固定時間跟地點的限制，教師可藉

網路、視訊平臺、數位平臺等將傳授知識，與學習者進行同步及非同步的教學

(沈偉中，1998)。 

 本研究所指「遠距教學」為教師透過網路，運用各種數位平臺傳遞數位教

材、數位媒體等，讓學習者進行同步或非同步教學方式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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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文獻探討(Literature Review)旨於蒐集研究主題及研究問題相關之文獻， 並

有系統的分析及歸納，對本研究提出支持。本研究針對遠距華語課堂設計差異

化教學內容，研究者蒐集合作學習、多元智能、差異化教學、沉浸式教學、華

裔學習者及非華裔學習者、遠距教學之相關文獻加以歸納分析。 

本章分為四節，第一節介紹「合作學習」，目的為了解合作學習在差異化

教學小組分組策略、第二節為「多元智能」，探討多元智能對於不同學習者的

影響，第三節為「差異化教學」，旨在深入了解差異化教學的理念基礎及教學

策略；第四節為「沉浸式教學」，為了解第二語言沉浸式課堂特性；第五節為

「華裔學習者」，探討華裔學習者特性及學習需求；第六節為「遠距教學」，

目的為了解遠距教學中的課程設計及數位平臺應用。 

 

第一節 合作學習 

 

在過去傳統分組學習大多運用在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中，傳統分組僅將學生隨意分

組便將傳統分組視為合作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並能達到其學習成效，但真正的合

作學習不單只是讓學生坐在一起學習，而是將小組視為生命共同體，彼此依賴、相互

幫助(卓淑琴，2006)，一起達成共同的學習目標，而該目標不僅利己亦有利於他人(張

如瑩、郎雅琴，2011)。 

 

壹、 合作學習的緣起 

 

十九世紀的美國教育家C.Parker是在學校中倡導合作學習最成功的先驅，他認為合

作是民主社會的要素(陳慧珍，2007)，個體藉由合作增進自我的發展，貢獻社會的能力

也因此增長，學校教育應利用合作取代競爭，才能使學生能力獲得最大的發展。繼

Parker之後，John Dewey力倡合作學習的重要性，他認為班級的生活即是民主歷程的縮

影，民主生活的核心即是在團體中合作，學校教育應培養學生將來在民主社會中生活

應有的能力，即為訓練學生具有解決問題的能力，並使之成為能一起工作、解決問

題、具有社會責任感的公民，妥善適應民主社會(周立勳，1994；簡妙娟，2000)。因

此，學校應鼓勵學童在團體中一起學習，透過社會性的發展，以習得民主歷程的理解

及參與民主歷程的技能，同時促進學生認知的發展、社會及民主素養的發展，以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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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的發展(張杏如，2010；簡妙娟，2003)。 

M. May and L. Doob`s 1930年在《競爭與合作》(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一書

中將合作與競爭定義為「競爭或合作乃至少兩個人以上，直接導向相同的社會結果(the 

same social end)」，並指出在競爭中只有一些人能獲得好結果，而在合作中有多數人或

所有人都能獲得好結果(簡妙娟，2000；盧瑞珍，2013)。1949年Desutsch在競爭與合作

團體不同教學方式下的表現研究中，發現合作學習小組的較積極的分工合作及注重同

儕間的互動討論，其小組作品的品質也較高(黃政傑和、林佩璇，1996；簡妙娟，

2000；盧瑞珍，2013) 

1966年心理學家Sherif認為不同的群體之間進行合作學習，建立共同的目標，當不同

的群體能夠為達到共同目標而合作時，可以有效減弱或消除種族歧視(薛國政，2009)，

故1970年代後合作教學的研究與推廣開始蓬勃發展(洪蓉宜，2002)。 

 

貳、 合作學習的定義 

 

合作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所指的是兩個人以上為一組，同時參與某個活動，

組內成員必須經過協調與溝通，以達到大家所認同的目標。學生需要有機會以直接的

方式去經驗他們要學習的事物，並且需要時間去思考，去和同儕磋商形成共識，才能

使學習的事物變得有意義。 

鄭宗文(2001)在「全球資訊網對不同分組型態合作學習成效影響之研究」中歸納

整理不同學者對合作學習的定義。 

 

表 2-1 合作學習的定義 

學者 合作學習定義 

Haley & Resnick 

(1977) 

合作學習可以讓學生透過同儕間的相互幫助，分享彼

此經驗、看法，使學生的學習可以獲得更深刻的理

解，並改善溝通協調的社會技巧。 

Slavin(1979) 

合作學習乃是一種教學策略，讓學生在一個小型合作

團體或小組中一起工作以精熟學習教材。 

Parker(1985) 

合作學習是一種教室的學習策略，學生在異質小組中

一起學習作業，鼓勵彼此分享觀點，互相幫助，提供

資源，分發現的成果，批判並修正彼此的觀點。 

Slavin(1985) 合作學習乃是學習作業的再設計，允許兒童在小組內

分工及合作，它結合了教室的學業活動及社會互動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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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提供兒童奉獻己力，以加速組的作業進度並分享

學習的喜悅。 

Nijhost & Kommers 

(1985) 

合作學習是一種在一起學習的活動方式，鼓勵彼此討

論、擴展思考和期望以引導更高層次的認知，刺激多

元化的發展。在這種環境下，能用合作學習的方式組

織複雜、有趣及開放性的作業，一旦此過程達到完全

內過程達到完全內化之後，即成為學生獨立發展過程

中的一部份。 

Nattiv(1986) 

合作學習是鼓勵學生組成團體目標的一種教學方法。

它可適用於任何學科及任何年級，基於社會心理學的

研究肯定地指出，為達成共同目標而一起工作，能鼓

勵學生作最好的表現，並幫助他人全力學習，喜歡及

尊重他人。 

Kolkowski(1988) 

合作學習乃依不同能力、種族和性別所組成的常態性

異質結構，不同背景的學生參與合作之後，能增進學

科成就並加強自尊心，同時也能尊重別人不同的人格

特質。 

李錫津(1990) 合作學習是學習的重要歷程，旨在運用某種型式的小

型學習團體，實施有系統有計畫的學習活動。 

Johnson,Jhonson& 

Holubec(1994) 

合作學習乃是一種教學策略，它讓學生在小組團體的

合作行為下，增加自己和其他組員的學習效果。 

Slavin(1955) 合作學習是一種有系統、有結構的教學策略，教師將

依學生能力、性別差異等因素，將學生分配於小組中 

共同學習。 

林佩璇(1992) 合作學習乃是種有結構、有系統的教學策略，教師依

學生能力、性別、種族背景等，分配學生到一異質小

組中，鼓勵其彼此互相幫忙，以提高個人的學習效果

並達成團體的目的。 

吳清山、林天祐

(1996) 

合作學習是透過學生分工合作以共同達成學習目標的

一種學習方式。 

林達森(2002) 合作學習是一種班級組織的改良狀態，採小組學習方

式，藉由各種策略促進同儕互動，營造組織命運共同

體的狀態，擴大自己與他人學習的機會，構成積極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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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的學習情境。 

林靜萍(2005) 合作學習是一種教學策略，教師將學生妥善異質分

組，每組人數5-6 人，學習歷程中教師的角色是協助

者，經由教師的協助和學生同儕的扶持進行學習活

動，一起合作以完成個人和團體學習目標，進而從中

習得各種技能。 

資料來源:引自鄭宗文(2001)《全球資訊網對不同分組型態合作學習成效影響之研

究》，資訊教育雜誌，85，(頁55-64)。 

 

綜合上述各學者對合作學習的定義，可歸納出合作學習是一種有系統的教學策

略，教師在教學情境中的角色為學生學習輔助者、催化者，非傳統的知識權威者。教

師依不同能力、種族和性別等將學生分配到一兩人以上的異質學習小組中共同學習，

透過分工合作以達成小組的學習目標。通過合作學習可以培養學生人際關係與互助合

作的精神，提昇學生認知、社交與情意的發展，並增強學習動機促進學習的成效。 

 

參、 合作學習與傳統教學的比較 

 

在過去傳統教學法上，重視知識的灌輸，教師是知識的權威，是學習的主

導者，亦是學習材料的唯一來源，課堂中往往是教師單向的教學，並沒有提

供學生與同儕間互動溝通及交流討論的機會(陳靖薇，2006)。傳統教學法教學

過程較為簡單將教材內容教會學生，使學生能精熟知識內容，因此往往偏重

於知識的傳遞，容易忽略學生的學習興趣(盧瑞珍，2013)。 

一別過去教師是課堂學習的主導，合作學習強調以學生為學習主體，教師

提供合作技巧之情境來指導學生。在合作學習中，學習的責任由學生自己及

同儕負起，學生需負起領導及分工的責任。 

在合作學習中學生是中心，教師是知識的媒介，，以下就合作學習與傳統

教學兩種教學法依教師角色、學生獲得知識的方式、座位安排、課堂主角、

小組性質、互動技巧、學習責任、教學檢討等八個項目進行分析比較。 

 

表 2-2 合作學習與傳統教學之比較表 

項目 合作學習教學法 傳統教學法 

教師角色 指導學習 支配教學 

學生獲得知 學生主動學習，互相討論與溝通 專心聽講，被動接受知識 



 

15 
 

識的方式   

課堂主角 以學生為主，教師介入觀察指導 以教師為主 

座位安排 以互動討論的方式安排小組座位 固定座位 

小組性質 異質性分組 視全班為一整體 

互動技巧 使用合作技巧 重視個人的熟練技巧 

學習責任 同時具備個人和團體的績效責任 只有個人的績效責任 

教學檢討 進行團體歷程，強調歷程和持續 以個人為酬償對象，無團體 

 性的改善 歷程 

資料來源：黃俊程(2011)。合作學習對國中七年級學生的數學學習成就與數學焦慮的影

響(頁 25)，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北市。 

 

肆、 合作學習的特質 

 

有效的進行合作學習，必須明確立下學習目標，適當地分組，建立小組員間的互

賴關係，訓練其分工合作的技巧，讓學生明白工作的內容與自己所應負的責任(王國

棟，2005)。陳煥彬(1998)認為有效的合作學習活動應具備下列五要素：(1)合作群組結

構：包括群組規模、群組性質、凝聚力等。(2)合作任務結構：鼓勵並要求小組成員一

同完成任務。(3)合作誘因結構：設置獎勵辦法以鼓勵個別成員或小組。(4)個人權責：

依個人的學習與完成任務的狀況獎賞，以避免不參與的現象產生。(5)合作環境結構：

有特定的空間給予小組進行會議、討論與學習。 

合作學習為異質分組，教師依學生的學習能力、性別、種族等將學生分配為兩

人以上的小組，異質性分組讓學生能接觸到不同群體，有更多機會認識不同的學

習對象。通過合作學習，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聽取不同的觀點，分享彼此的學習經驗，

最後結合大家的觀點及學習經驗，進而達成個人與小組的學習目標。 

合作學習的核心，強調「我們」而非「我」，意即必須要建立團隊為生命共同

體的觀念。合作學習的過程中，學生能知覺到自己身處於一個團隊當中，而小組的成

功有賴於每位小組員的分工及努力，進而建立積極互賴的關係。教師應引導學生互相

幫助與鼓勵、交換處理資訊、信賴他人和為小組與團體利益奮鬥。 

合作學習評鑑個人的學習績效，個人績效為個人責任，為了確保個人責任的

完成，小組的人數不宜過多，必須使得每位組員都有任務，因此合作學習係採

用「共同學習、獨自表現」的模式，由小組學生共同學習知識技能，然後再由每位

同學個別表現。 教師必須判斷小組在合作學習歷程中的狀況，觀察評量小組裡每

位學生的學習情形，讓每個人都能感受到自己和他人學習成功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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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合作學習小組中，學生不但要學習與課程內容有關的任務工作，也要學習人

際關係經營的技巧。小組員間需彼此認識、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互接納、溝通

協調，並有建設性的解決衝突，透過不斷的練習學生能在人際關係技能上有所提

升。 

Slavin(1995)指出1.合作學習能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促進同儕關係及提高

學生的自尊心2.合作學習能促進學生思辨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及統整應用的能力

3.合作學習能促進不同背景的學生相互學習，學生能夠之間培養合宜的社會技能。 

善用合作學習能提升學生學習成就、增加高層次思考理解策略、有助於成就提升

學習動機與人際關係的發展，並在人際面有較佳互動技巧(朱柏州，2002)。 

 

第二節 多元智能 

 

在過去傳統的智力測驗認為透過單一、可量化的量表、以紙筆進行測驗，

便可適切的測量出個體的智能並加以描述(盧美貴，2002；黃娟娟2003)，但大

部分智力測驗只能測驗出在某一特定時空下學習的結果，無法測出其潛能及成

就(Gardner，1983；曾玉村，2003)。 

1983年美國哈佛大學教授 Gardner對「單一普遍的能力」提出不同看法，

他認為「智慧(wisdom)」是更普遍的智能形式，其本身包羅萬象，不單集中於

某一特定領域，而是各種能力的組合，便是「多元化的智能(multiple  

intelligence)」(王國維，2000)。  

多元智能打破了僵化的教學，顛覆制式的教育方式，不再用單一、標準化

的課程、教法及測驗對待所有學生。多元智能理論改變了傳統的智能評量方

式，促使人們重視每位學生的個別差異，以「優勢學習」為導向，重視個人的

特殊價值與差異性，以發揮個人殊異潛能為目標(郭靜姿，2006)。 

 

壹、 多元智能理論的緣起 

 

1904年法國教育部為研究學業成績低落兒童，究竟是由於智能不足或是由

於教育不當所造成的，委託法國心理學家Alfred Binet 設計智力評量工具，稱之

為「比西量表(Binet-Simon Test)」，是為史上第一個為學術社群所認可的正式

智力測驗，所評量的能力為「智商(intelligence quotient)」，簡稱IQ，以受試者

題目答對的多寡作為智力鑑定標準，是為鑑別學習上需要特別幫助的學生的評

量工具。比西量表測驗目的在將特殊兒童從一般學童中區辨出來，給予其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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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置與教育服務。測驗項目包括語文測驗及作業測驗二部分，內容涵蓋常

識、字彙、閱讀理解、圖形拼合、空間概念等，即個人觀察、記憶、思考、推

理等基本能力的綜合，故智力測驗又稱普通能力測驗。 

智力測驗在1910年由美國心理學家Henry Goddard推到高峰，他是優生學的

早期提倡者，特殊兒童心理學研究的先驅。Henry Goddard將巴西量表翻譯為英

文版，美國實施大規模智力測驗來鑑別不同智能表現，以解決當時社會的貧

窮、犯罪等問題，後來美國移民局也請Henry Goddard對新移民進行智力測驗，

將智力偏低者予以遣返。後來，美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 Robert Mearns 

Yerkes將智力測驗用於軍隊士兵的甄選與分類。智力測驗逐漸被世界各國採

用，並作為判斷人們是否聰明的重要指標，這樣的演變產生了後續許多問題，

因智力測驗僅含語文、邏輯數學兩項智能，測驗內容排除音樂家、運動員、演

員、舞蹈家等所具備的知能，窄化了人類的智力範圍(張滄敏，2001)。 

直到1960年中期，許多資賦優異的多元才能模式才被提了出來(楊珮詩，

2000)。C.W.Taylor在1968年區分出六個才能類型，分別為學業才能、創造或製

造才能、評鑑或決策才能、計畫才能、預斷才能、溝通才能。Taylor認為應發

掘學生的才能並加以栽培，才能促進學生多元才能的發展。 

 1983年美國心理學家Gardner挑戰了過去的智能理論，認為過去的智能理論

各有缺失，過去的智能測驗通常僅供過紙筆測驗，並只包含八種多元智能中的

兩項智能，語文及邏輯數學智能，並不能代表智能的全部，這類評量測驗不利

於只能在情境化的評量才能顯出他長處的人。他提出多元智能理論(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及真實性評量的觀念，有助於教學實務工作者透過情境中評

量 (assessment in context)認識與發展每個學生的潛能(王國維，2000)。 

 Gardner反對傳統智力測驗，指出現實生活中存在著多樣性的智能，非過去

智力測驗所能概括判斷一個人的智力標準，並希望教師、父母、學生本身能了

解不同的潛在智能會以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教學實務者更應運用多元智能理

論設計符合不同學習者特質及能力的課程(許寶月，2010)。 

 

貳、 八種多元智能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 Gardner 於 1983 年《多元的智力》中提出多元智能理

論(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他指出，人類的智力是由遺傳和環境兩種因

素交互作用下逐漸發展而成，其包含了八種智能，每一種智能都是獨立運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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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而不同系統間也會彼此作用影響整體的智能表現。以下列出

Gardner(1983)的八種多元智能: 

1. 語文智能(linguistic intelligence):指學習語文與使用語文的能力，包括了

對語言文字意義、規則，以及聲音、節奏、音調、詩韻、不同功能的

敏感性。 

2. 空間智能(spatial intelligence): 可以劃分為形象的空間智能和抽象的空

間智能兩種能力。抽象的空間智能為辨識方位、判斷距離遠近的能

力，而形象的空間智能是對色彩、線條、形狀、形式、空間及它們之

間關係的敏感性高，能準確地感覺視覺空間，並把所知覺到的表現出

來。 

3. 邏輯數學智能(logical-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指數學運算與邏輯推理

的抽象思維能力，涉及了對抽象關係的使用與瞭解，。 

4. 肢體動覺智能(bodily-kinesthetic intelligence):指支配肢體以完成精密作

業的能力，善於運用整個身體來表達想法和感覺，以及運用雙手靈巧

地生產或改造事物的能力。 

5. 音樂智能(musical intelligence):指音樂欣賞及表達的能力，能察覺、辨

別、改變和表達音樂，對節奏、音調、旋律或音色較具敏感性。。 

6. 人際智能(interpersonal intelligence):指辨識與瞭解他人的感覺、信念與

意向的能力，其核心成份包括了注意並區辨他人的心情、性情、動機

與意向，並做出適當反應的能力。 

7. 內省智能(intrapersonal intelligence):指能對自我進行省察、區辨自我的

感覺，並瞭解自已的欲求、目標、焦慮與優缺點，藉以引導自己行為

的能力，亦對人的臉部表情、聲音和動作較具敏感性，能察覺並區分

他人的情緒、意向、動機及感覺。 

8. 自然觀察智能( naturalist intelligence):指對大自然現象的理解並適應自

然環境的能力，能對周遭環境的動物、植物、人工製品，及其它事物

進行有效辨識及分類。 

 

Gardner(1983)認為，每個人皆具有八項智能，其都有獨特的智能組合，有的

人在語文上有學習   優勢，但音樂方面可能較為弱勢；有的人在長於肢體律

動，但拙於在數理邏輯。教師可依據學習者學習優勢給予適當的鼓勵與指導，

幫助其潛能發展及學習(甄曉蘭、侯秋玲，2014)，讓學習者的心智能力可以適

性且多元的發展，達到因材施教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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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多元智能理論的重要觀點 

 

Gardner(1999)在多元智能理論中指出每個人都具備八種多元智能(語文智

能、空間智能、邏輯數學智能、肢體動覺智能、音樂智能、人際智能、內省智

能、自然觀察智能)，每個人均有獨特的智能並以統整的方式在運作，在解決不

同情境的問題上會被激發出來。每一種智能都有不同的呈現方式，沒有一種智

能是可以獨立運作的，各種智能都是相互作用且複雜而獨特的合成，人們用智

能以複雜的方式統整運作來達成目標和任務。多元智能強調每個人都應有更廣

泛的能力，在各項智能間表現其特有的天賦才能。 

智能的表現因人而異，有的智能較為傑出，有的智能較為普通，也有的智

能偏弱。在我們成長經驗當中可能受到家庭、學校、社會、文化或其他事件等

影響，而阻礙了某些智能的發展，如果透過適當的引導及教育，給予正向支持

與鼓勵，大部分的智能都能得到適度的發展。 

智能隨著人的成長持續擴展與變化，是可經由學習及教導而來。音樂智能是最

早發展的智能，其他智能都是從幼兒到青少年階段才陸續發展，所以在教育上

應注重學生智能發展情形，提供適當的學習機會來發展潛能。 

 

肆、 多元智能的教育理念 

 

多元智能理論主張學校教育的目的在教導學生理解所學，它能激發教師和

學生在選擇課程、決定教導課程的方法，以及決定學生如何展現知識，更具有

創意和想像力。 

Gardner(1983) 重視學生的個別需求及學習特性，主張以個人為中心的教

育，建構個別學生中心的課程，強調提供學生多元的學習方式，鼓勵學生運用

優勢智能增進對所學知識的深入理解，並提升弱勢領域的學習(鄭博真，

2013)。實施多元智能教學可以創造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環境，促成學生和真實

生活的連結(Raffin，1996；Teele，1994)，也影響了教師的教學實務，促使教師

採用更多的教學技巧，讓教師在課程設計與教學上有新的思維，教師更能察覺

學生的需求，提供學生發揮潛能，開展多元智能的機會。 

根據智能多元化和獨特化的觀點，Gardner(1999) 更具體的提出實踐個別中

心教育的方式，他指出教師應了解每位學生個別的心智特性，然後根據學生最

新的智能輪廓和學習現況，去決定最有利於學生學習的教材、教法和評量方式



 

20 
 

(鄭博真，2013)，即使是教導每位學生都必須學習的一般性知識，並不表示每

一個人都要用同樣的方式去學習，或是用同樣的方式去評量學習成果。這種課

程觀強調學習是高度個別化的方式，學校需要針對學生的個別需求，提供適性

的教育選擇。在課程範圍方面，呼籲為了發展學生全部的智能，必須擴展學校

的課程，提供他們各種廣泛的學習活動和材料(White, Blythe & Gardner，

1995)；在課程設計方面，將各種多樣的教學方法結合運用，擴大課程範圍，以

納入更廣泛、更多元的學科(李平譯，2004)。教師就有如學生和課程的經紀

人，會經常注意有助於傳達相關學習內容的輔助器材，並盡可能符合每位學生

的學習風格和智能優勢來選擇(Gardner, 1993；鄭博真，201)。 

多元智能理論主張教學的目的在促進學生理解所學，而多元智能可以成為

有效教學的有力工具(Gardner1999a，1999b)。Gardner(1999)從多元智能的觀點

提出三種促進學習理解的取向，分別為提供有力的切入點、提供有力的類比和

比喻、提供核心概念的多種呈現方式。教師應多提供表現的機會，鼓勵多種的

呈現方式，不只提供更多學生機會表現他們所理解的內容，從中可以讓學生及

他人了解其對教材精熟的程度，也確保不會使用單一方式去限制學生對主題的

理解。 

 

伍、 多元智能評量 

 

多元智能理論重視評量的智能公平性和情境脈絡式(鄭博真，2013)，強調

智能公平的評量，允許學生使用智能中介的材料來解決問題或創作產品。另

外，也主張在情境脈絡中進行評量，每種智能需要直接在它運作的脈絡中加以

直接評估，而不是使用單一化的標準化測驗(鄭博真，2003a，2003b，2006；

Hatch & Gardner, 1997)。情境脈絡式評量應追求三個新方向：1.評量必須發生在

真實生活情境的脈絡；2.評量必須集中在深度理解，而非記憶訊息；3.評量必須

是表現本位的，給予學生表現的回饋和改進的機會(Learzer，1998)。 

對於學生能力的評量應擴展到所有的智能，模糊評量與課程的界線，由學

生有意義的行為表現、日常生活的活動和任務中去觀察，經常持續不斷的評量

學生的進展及對學習內容的理解 (Leazer，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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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多元智能理論在教學上的應用 

 

越來越多教學場域將多元智能理論應用在教學上，其中有幾間學校分享其成

功經驗，如美國新城小學、羅素小學等。 

 

一、 美國羅素小學 

 

美國羅素小學在課室環境中規劃出多元智能學習角，依主題組織適合學生

學習興趣的學習角學習內容，每天規劃一段時間讓學生在多元智能學習角學

習。例如，有一年羅素小學有位學生因住家失火而喪生，因此教師以防火安全

為多元智能課程主題，教導學生如何防範相同的結果再度發生。此課程多元智

能學習角的設置為要幫助學生展現出防火安全及其他求生的能力(梁雲霞，

2000)。 

表2-3 羅素小學防火安全主題學習角 

多元智能學習角 學習內容 

音樂智能 熟記並會唱防火安全歌曲 

語文智能 閱讀公寓房屋火災中生還者的日記 

肢體動覺與內省智能 角色扮演體驗生還者的經驗 

語文與肢體動覺智能 編寫一篇市區火災的新聞並模擬報導 

語文與空間智能 確知學校建築的火災逃生路線，為學校的防火演習寫

指導說明 

空間智能 能閱讀不同居家房屋和公寓的平面圖，並畫出兩條逃

生路線 

空間與肢體動覺智能 能拼裝出消防車的紙模型，並學習有關消防車的特色 

音樂與肢體動覺智能 啟發學生以防火安全為題材編演一齣歌劇 

 

羅素小學的主題統整式多元智能學習角，讓學生有機會使用其強勢智能來

學習，也對主題有較深而多角度的認識。 

 

二、 美國新城小學浮流教室 

 

通常我們在使用強勢智能去解決一個困難或有趣的問題時，會產生浮流

(flow)，它是個可以讓人完全投入，其他事情都不再顯得重要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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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流教室裡放滿了相對應各項智能的東西，並設計了相對應的學習活動，可

以是單獨進行的活動，也可以是和同儕一起進行的。浮流教室在沒有大人指導

干預下讓學生選擇他們想要進行的活動，學生在課室中可以玩西洋棋、蓋積木

模型、表演音樂、繪畫或寫日記，通過使用強勢智能進行活動享受學習的愉悅

並沉浸在其中(李心瑩，2000)。 

 

在多元智慧學習環境中，學生可以自由使用其強勢智能進行學習活動，從中

獲得智慧的成長與學習的樂趣，教師也可從活動中觀察學生的多元智能，並適

時的介入指導。在這樣的學習環境中，學生自主性較高，教師介入較少。 

 

第三節  差異化教學 

 

在過去傳統教學上，教師選用同教材、教學方法(one-size-fit-all)並取學習者

能力平均值設計課程，因為這能符合班上大多數學習者程度(丘愛鈴，2013)，

以此教學方式勢必忽略能力值高及低的學習者，對於程度好的學習者來說課程

太過簡單無趣，對學習困難的學習者則易在學習中受挫而失去學習動機，長此

下來班級內學習者程度差異日益擴大，教師也易在教學中感覺到挫敗(李佩甄，

2017；周婉玲，2010)。 

隨著時代變遷，學習者個別差異逐漸受到重視，為讓教師教學內容更貼近

學習者個別差異及需求，Tomlinson(1999)提出了「差異化教學」(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他認為教師在教學中，除讓大部分能力中等學習者受益外，也需

同時兼顧能力中上及能力低落學習者的學習需求。為符合學習者間能力差異，

引導出他們最佳學習成果表現，教師需依學習者的準備度、興趣、學習風格在

教學內容中提供多元學習輔導方案的教學模式(Tomlinson，2004；葉錫南，

2013)，最終目的是使學習者在各自差異上得到適性發展(Tomlinson & Edison，

2003)。 

 

壹、 差異化教學的緣起 

 

「差異化教學」起初是為在學習障礙及資賦優異的學習者身上落實個別化

教育所設計的區別性課程(顏惠君 & Lupo，2013)。 

美國國會於 1975 年通過「身心障礙兒童教育法案」(The Education for All 

Handicapped Children Act,EHA)，為保障在 1970 年以前被公立學校拒絕而無法



 

23 
 

入學的身心障礙兒童能接受免費、適合其特殊需求的教育權利。在 1990 年，

美國將「身心障礙兒童教育法案」更名為「障礙者教育法」(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IDEA)，特殊教育領域中的「融合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理念於此時興起，為讓身心障礙學習者回歸普通班級的環境，接受與

一般學習者相同的教育以協助適應未來生活及融入社會而發展的概念(Fuchs，

1994)。於 2001 年，美國通過「沒有孩子落後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NCLB)，其法案包含特殊教育相關之目標，讓身心障礙學習者接受普通教

育課程，並透過適當的調整評估學習者表現。2004 年通過的「障礙者教育改進

法」(the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Improvement Act,IDEA)為了解所

有特殊教育需求的身心障礙學習者特殊學習需求，皆要有其專屬的個別教育計

畫(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lan,IEP)(Smith，2010)。 

差異化教學在身心障礙的學習者的特殊教育上，是改變教師教學以符合學

習者個別需求的教學模式，強調分層教學(level system)、課程調整(adaptive 

curriculum)或教學調整(adaptive instruction)；針對於資賦優異的學習者則為區分

性教學(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高振耀，2010；洪儷瑜，2014)。 

隨著美國境內的移民人口快速成長，美國種族及文化的多元化趨勢持續不

斷增強，其課室中的學習者在種族、語言、文化及學業表現上的差異性也日益

顯著，原本的傳統教學法中，同樣的教材、進度及評量方式在學習者差異極大

的課室中已不再適用。為讓學習者受均等的教育，使其學習成效最大化且都能

有成功的機會，差異化教學的理念逐漸被介紹及引用於普通教育課室中，以滿

足不同學習者的學習需求(Bearne，1996；Tomlinson，1999；鄒純菁，2016)。 

Tomlinson 在 1995 年提出的差異化教學概念與模式備受美國教育單位的觀

注與討論(鄒純菁，2016)，其 1999 年出版的《差異化課室-回應所有的學習需

求》 (The Differentiated Classroom: Responding to the Needs of All Learners)更被

視為美國差異化教學的重要推手(Heacox，2002)。 

 

貳、 差異化教學的定義及內涵 

 

在過去的傳統教學上，教師習慣在課室中採用同樣的教學內容、教材及評

量方式，普遍忽略學習者的差異性。隨著時代的變遷，教師更加注重學習者的

異質性，過去課室以教師為中心逐漸轉為以學習者為中心，傳統教學不再適用

於現代課室，教師依據學習者的文化背景及學習起點設計多元化的教學內容及

評量方式。以下分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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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傳統教學與差異化教學的差異 

 

在傳統教學上，教師在課堂上教授同樣的內容、使用相同的教材並採用一

致的評量方式，而學習成效不佳往往被視為學習者自身的問題，而不是教學者

的教學問題，在此教學方法下，易造成讓學習者產生無助感，造成其學習動機

低落(高博銓，1999)。 

為補傳統教學法在教學上的不足，並讓教師教學內容及方法更符合學習者

差異及需求，「差異化教學法」(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應運而生，又稱為

「區分化教學」，是近十餘年來極受歐美重視的一種教育理理論。 

「差異化教學」原先為特殊教育及資賦優異的學習者而設計，隨著時代的

變遷，現今普通課室中學生的組成多元，學習者來自不同文化，有不同的學習

風格，在情感與社會成熟度上也與過去大相逕庭(Tomlinson，2001)，普通班級  

中學習者的異質性逐漸被教師所重視，差異化教學被引進普通課室中，強調每

個學習者都為獨立個體，有其先備知識的不同，性格、學習方式、學習興趣、

學習需求皆不同，面對異質性高的班級，教師需提供一個適合學習者各自學習

特質及需求的學習環境，讓每個學習者在各自的起點上得到適性發展，使其在

學習上發揮最大成效，發揮個人潛能，進而自我實現(朱惠慧，2017)。下表列

出「傳統教學」與「差異化教學」的差異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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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差異化教學與傳統教學的比較 

傳統教學 差異化教學 

1. 以教師為中心。 1. 以學生為中心。 

2. 在大班級中，由教師主導教

學活動的進行。 

2. 教師鼓勵學習者自主發展做決

定。 

3. 全班同時教學，單一層次的課堂

作 業，固定的教學時間。 

3. 彈性分組:全班、小組、兩人一

組、獨立研究等方式，多層次的

作業選擇。 

4. 教師以單一的評量模式。 4. 教師採多元的評量模式。 

5. 單一標準評量全班學生的表現。 5. 評量目的在診斷學習者學習需 

求，持續進行診斷評量與調整教

材教。 

6. 不重視學習者的學習興趣且忽略

學生的學習情況，不重視教學活

動的設計。 

6. 重視學習者的學習興趣並詳細記

錄學習情況，以作為學設計的依

據。 

7. 以課本及課程指引為教學主要依

據。 

7. 以學習者的起點行為、興趣及學

習情況作為教學的依據。 

8. 僅採用單一的觀點解釋知識。 8. 運用多元的教學資源，容許差異

化的觀點存在。 

9. 由教師解決學習者的學習問題。 9. 教師的專業知識外，更運用同儕

的協助為學習者解決學習問題。

學習者與教師共同協商全班及個

人的學習目標。 

10. 課程單元結束才進行評量。 10. 持續進行診斷性、形成性、總結

性評量。 

資料來源：取自邱愛鈴(2013)《成就每一位學生-差異化教學之理念與教學策

略》，教育研究月刊，231，(頁 18-33)。 

  

從表中可傳統教學及差異化教學差異對照表中發現，傳統教學以教師為中

心，教學內容、模式及評量方式單一，忽視學習者個別差異；而差異化教學則

以學習者為中心，著重多元化的學習，重視學習者的異質性，靈活彈性的設計

課程內容及評量方式，滿足學習者學習差異及學習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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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學者對差異化教學的定義 

 

被視為差異化教學奠基者的美國學者 Tomlinson 自 1995 年提出「差異化

教學」概念與模式，各家學者也紛紛對差異化教學提出定義及說明。以下研究

者整理各學者對差異化教學的定義及說明: 

 

表 2-4 近代學者對差異化教學之定義及說明 

學者(年代)  定義 

Tomlinson 

(2001) 

差異化教學是以學習者為中心，針對學習者個別

差異及學習需求，教師需運用多元的教學方法，

調整課室中的學習內容、學習過程及學習成果，

以回應學習者在學習準備度、學習興趣和學習風

格上的差異。 

華國棟 (2001) 差異化教學是立足於學習者個別的差異，滿足學

習者個別學習需求，以促進學習者在原有的基礎

上得到充分發展。 

Heacox (2002) 差異化教學是指，教師改變教學的進度、水平或

類型以適應學習者的需求、學習風格或興趣。實

施差異化教學的關鍵在於即時診斷學習者需求，

給予學習者不同的學習活動，並利用彈性分組等

進行教學。 

Good (2006) 差異化教學是依照學習者個別的學習需求，提供

學 

習者不同的方式習得知識。 

Campbell(2008) 差異化教學強調以學生為中心，在能力混和的班

級中，教導不同能力的學習者，並促成其發展。 

Levy(2008) 差異化教學以學生為核心，運用一系列彈性的教

學策略，讓不同特性的學習學習受所需要的教學

內容。 

吳清山(2012) 其理念與孔子的「因材施教」相通。差異化教學

即接納每一個學習者學習方式、先備知識、學習

興 趣、學習需求的不同。因著不同因素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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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上就必須採用不同的教學策略，其目的在於

使學習者有最好的學習效果。 

黃詣翔 (2012) 差異化教學中，實施彈性教學，讓學習者可根據

其 

學習興趣及能力，選擇適合自己的學習內容，而

教師可安排不同的教學素材與方法，用以達成教

學目的，讓學生在學習中充分發發揮自我潛能。 

葉錫南 (2013) 差異化教學為在學習資源及學習目標皆有差異

下，使每個學習者在追求個人目標上有成長與進

步，讓其朝公平及個人卓越兩大方向前進。 

謝文英 (2014) 差異化教學旨有差異的教學才能展現教育的公平

及價值，教師應回應學習者多元背景與差異性，

有效因應學習者多元學習現象，協助其發展學習

潛力，提升個體學習成效。 

田偉瑩(2016) 差異化教學是一種教育的哲學觀，強調每一個學

習者都是獨一無二的個體，擁有著不同的起點行

為，教師所要做的就是依據學習者不同的能力，

善用不同的方式引導其學習，使其達到最佳的學

習效果。 

資料來源: 研究者自行整理 

 

綜整理各學者對差異化教學的定義及說明，差異化教學是以學習者為中 

心，強調學習者個別差異及需求，教師需依學者學習準備度、學習興趣和學習

風格，搭配多元的學習內容、過程及成果，進行教學及評量，最終目的是使每

個學習者在各自的起點上得到適性發展，以達到最佳學習效果。 

 

參、 差異化教學的理論基礎 

 

在差異化教學中，為讓教師與學習者產生連結，吳清山(2012)提出，差異

化教學是建立在三個理論基礎上： 

1. 腦力研究(Brain-based Research):透過腦力研究，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到

哪些的因素會影響學生的學習，有助於教師提供學生更有效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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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習風格與多元智能(Learning Styles and Multiple  Intelligences):了解

學生運用視覺、聽覺或動覺接收訊息的偏好，以及學生多元智慧，可

以幫助教師採取適切的教學。 

3. 真實性評量(Authentic Assessment):經過測量之後，能夠瞭解學生是否

學到老師所教的內容，所以課程必須與學生學習結合，教學策略必須

配合學生需求，評量必須是多元、彈性和適切，且能評估學生持續的

表現。 

差異化教學以多元智能、腦力研究、近側發展區及真實性評量為理論基礎

(Tomlinson，1999；吳清山，2012)，以下分述之: 

 

一、 Vygotsky 近側發展區理論 

 

近側發展區間(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ZPD)是由俄國心理學家 L.S. 

Vygotsky 所提出的學習理論，指在學習者的學習能力以內，但暫時未能理解的

知識，是為學習者獨自能達到的能力水準，與在他人給予協助後可能達到的能

力水準，此兩種之間可達到的的差距。他認為人的發展有兩種層次，一為「實

際發展層次」，二為「潛在發展層次」。每個學習者的基本能力(實際發展層

次)和近側發展區間都不同，教學上應該考量到學習者個體的差異，為其搭起學

習鷹架(Scaffolding)，從而獲得更高一層知識。 

 

 

圖 2-1 Vygotsky 的近側發展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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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鷹架」(Scaffolding)的概念源自於 Vygotsky 的近側發展區理論(朱敬先，

1997)，是由 Wood、Bruner 和 Ross 於 1976 年提出。他們認為，「搭鷹架」

是學習者停留在某一認知層次時，經教師或有能力的同儕協助，讓學習者能超

越原有的認知層次，使學習者「實際發展水平」達到「潛在發展區」。 

 

二、 腦力研究 

 

大腦主要是神經細胞(neurons)和神經膠質細胞(glial cells)所構成，神經細胞

又簡稱為神經元。近來腦科學家發現，大腦它是一個可塑性強的器官，透過持

續不斷、積極主動的學習，便能改變大腦的生理機能(甄曉蘭、侯秋玲，

2014)。大腦會對有意義和無意義的訊息與情景作出不同的反應，而學習中的一

個重要因素即是意義，在有意義的學習下，大腦才會自動的進行訊息的處理、

儲存、檢所與連結等歷程(Subban，2006)，大腦研究亦發現，若非有意義的學

習，恐導致大腦神經元的萎縮與退化(甄曉蘭、侯秋玲，2014)。 

透過腦力研究，深入了解會影響學生的學習的因素，有助於教師提供學生

更有效學習(吳清山，2012)。為幫助學習者將有意義的學習內容儲存於長期記

憶，教師需妥善設計適合學習者的教學內容及活動。 

 

肆、 差異化教學的策略與實施 

 

差異化教學(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是為針對不同程度學習者學習需求所

發展出的一種教學方式(Servilio，2009)，此教學法強調「以學習者為本位」，

視學習者差異為教學的起點。為符合學習者個別不同的學習需求和差異，在進

行差異化教學前第一步教師需先了解學習者多元的背景、文化、學習長處及不

足之處，課堂中教師需依學習者的性格、興趣、能力彈性調整教學內容、教學

方式、課堂活動、學習進度、評量方法和學習環境，以多樣化的教學方法、策

略規劃教學，多面向的開發學習者學習潛力，在學習者原有基礎上得到充分發

展(華國棟，2001；謝文英，2014；李允梅，2015)。 

Tomlinson(2001)認為，教師在進行教學前，需了解學習者學習準備度、學  

習興趣及學習需求的差異，才能設計出適合學習者的教學模式。為明白闡述差

異化交學理念、教學可採用的教學策略，下圖為 Tomlinson 的差異化教學概念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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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Tomlinson(1999) 差異化教學概念 

資料來源: Differentiation of Instruction (P.15) by.A.Tomlinson(1999), The 

differentiated classroom: Responding to the needs of all learners. Alexandria, 

VA:AS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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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沉浸式教學 

 

沉浸式學習就如同沉浸於一個環境、狀態中，比如移民子女在第二語言環

境學習，通過語言及文化的沉浸，自然而然的學會了新語言，能使用第二語言

與他人溝通並逐漸融入當地主流文化。根據外國學者梅根在 1993 年提出對於沉

浸式教學的定義「學校完全使用非學生母語的第二語言進行教學」，指為學習

者創造一個非母語的目標語教學環境，讓學習者沉浸在目標語環境中，以最沒

壓力的方式自然地學習目標語。 

 

壹、 語言沉浸式教學的歷史 

 

語言沉浸式教學源於加拿大魁北克的聖蘭伯特(Saint Lambert)，該地區因歷

史殖民的關係，法裔居民為 80%，主要交流語言以法語為主。1960 年魁北克省

英語為母語的家長認為魁北克省的發展趨勢為英法雙語，但當地學校對法語教

育的效果不彰，當時傳統的法語課程無法使他們的子女能以流利的法語溝通交

流，因此家長們要求學校實施法語沉浸教學，讓孩童在法語沉浸中學習(Swain 

& Johnson，1996)。 

1965 年聖蘭伯特學校(Saint Lambert School)幼兒園開始試辦法語沉浸教

學，教學對象為母語為英語的學童(林曉專，2017)。一開始他們將語言沉浸稱

做「語言泡湯 (Language both)」，後改名為「語言沉浸 (Language 

immersion)」，又因目標語言為法語，定名為「法語沉浸式計畫(French 

immersion program)。於 1970 年，加拿大聯邦政府明確頒布法案宣告英語及法

語為加拿大官方語言。法語沉浸式教學因政府單位、學術單位及民間單位的推

動，使其能推動至加拿大其他地區。當局推動語言沉浸教學目的不僅為讓母語

為英語者能以法語溝通交流，更希望能為法語和英語搭建起文化交流橋梁

(Safty，1991)。 

當時最早參加此法言沉浸計畫的皆為一年級母語為英語的學童，其中一些

學生會一點法語，有些則完全不會法語。法語沉浸班教學內容全為法語授課，

計畫實施三年後，學童皆能掌握法語的使用。學童升至高年級後則採英法雙語

教學，一半學科用法語教授，一半學科以英語教授(謝智翔，2020)。 

這個最早的語言沉浸式教學相當成功，奠定了語言沉浸教育的基石。由於

實施效果顯著，除在加拿大實施，更推廣至世界各國。 

貳、 美國華文學校與華語沉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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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海外華語教育目的為透過華語教育海外華僑、華裔子弟延續語言

及文化的傳承。在華文學校建立前，世界各地華語教育主要行式為私塾、學堂

和義學。具文字記載之海外華語教育先河為 1690 年開辦於雅加達的明城書院

(方麗娜，2013)。 

美國最早的華語教育可追朔到 19 世紀 80 年代排華法案及種族隔離時期，

當時華人及其子弟無法進入主流社會，華裔孩子被禁止就讀白人學校，他們僅

能在華人社區中受教育，華人學校為他們能接受教育的唯一渠道(張東輝，

2014)。 

1994 年，在華盛頓註冊澈成立了美國華語學校聯合會，其組織聯合全美各

地華語學校，並計畫提高華語學校的辦學品質及水準，完善華語學校體制，望

能早日接軌北美正規教育(張東輝，2014)。直至 2006 年美國大學理事會宣布將

華語列入高中大學先修課程之一(Advanced Placement，簡稱 AP)，華語學習人

口快速增長，學習者背景越來越多元，不再只是華裔子弟。 

歷史上第一位任教於美國公立學校的華裔校師為尤方玉屏(Alice Fong 

Yu)，她是第三代華人。當時美國公立學校並不願意雇用華裔教師，而舊金山華

埠的襟馬多小學(Commodore Stockton Elementary)正巧需要一位雙語教師，因此

1926 年尤方玉屏受聘為該校教師，服務 34 年。 

1984 年，舊金山西門小學(West Portal Elementary School)成為第一所設有華

語沉浸課程的公立學校。1995 年，全美第一所全華語沉浸式學校座落於舊金山

日落區，校名以尤方玉屏命名(Alice Fong Yu Alternative School)，提供 K-8 年級

粵語沉浸式課程及 6 至 8 年級華語課程(陳巧倫，2011)。截至 2020 年止，全美

國已有 317 間2K-5、K-8 及 K-12 華語沉浸式學校，研究者所在加州便有 79 間

學校參與華語沉浸式計畫。全美華語沉浸式公立學校約占 76%，公立學校中有

25%為特許學校，私立學校約占 23%(楊安婷，2016)。全美華語沉浸式學校主要

教授簡體中文，約占 80%，僅約 20% 華語沉浸式學校教授繁體字。 

  

                                                
2全美華語沉浸式學校資料參見「Information for parents of kids in Mandarin immersion 

education」: https://miparentscouncil.org/ 

https://miparentscounci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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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語言沉浸式教學學習者學習表現 

 

過去許多研究中均證明越早學習第二或第三語言，除了能掌握多種語言，

對其大腦發育及認知發展有重要的益處。接受語言沉浸式教育的各方面能力發

展均有良好的學習表現，相較單語兒童，雙語兒童在展現出更出色的注意力，

更容易表現出同理心，也更擅長解決問題。 

在 Lamber 和 Tucker(1972)針對法語沉浸教學的研究中指出，雖非法語為母

語的學童講法語時帶有口音，但並不畏懼以法語發言，在法語能力迅速成長同

時，並未對第一語言及認知發展帶來負面影響；Genesee(1987)的研究中也顯

示，接受語言沉浸的學童在各項學科表現不落後非沉浸學習的學童，甚至表現

更優異；2001 年 Turnbuall 在加拿大安大略省針對語言沉浸及非語言沉浸學童

學習表現進行研究，比較小學三年級及六年級在閱讀、書寫及數學上的學習表

現，研究結果顯示語言沉浸學童在小學三年級階段英語讀寫能力也許會落後非

語言沉浸學童，但很快便能趕上，到小學六年級時英語讀寫及數學能力甚至超

越同齡學童(Lapkin、Turnbuall，2003)。 

Lindholm-Leary(2011)在華語沉浸的小學及中學生各項學習表現中發現，學

童在華語及英語能力都同時長進，在數學及其他學業表現上亦沒落後非語言沉

浸學童；林秀琴(2012)的研究中也指出，明尼蘇達州兩所華語沉浸學校小學生

在中小學生漢語考試中(Youth Chinese Test，簡稱 YCT)取得優異成績。明尼蘇

達州霍普金森教育局華語測試主管表示，華語沉浸學童英語能力並不落後，數

學學習表現更高於同齡學童，其中半數以上學童在全州統一測驗中均達到前

標。 

 從以上研究結果中，可以得知語言沉浸教學為學童在其他面向的學習表現

上帶來正向影響，可以更有效的幫助學童各項能力發展。 

 

  

http://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14790718.2012.714380#.VOYiNvnF98E
http://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13670050308667795#.VOZUbvnF9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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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華裔學習者 

 

本研究研究對象為美國華語沉浸式 Y 校七年級學生，部分學生為華裔學習

者，因華裔學習者(Chinese Heritage Language Learner)學習背景及特徵和一般非

華裔學習者不同，因此於研究前需深入探究華裔學習者特徵，了解其學習表

現。以下探討華裔學習者特徵、學習表現及華語學習策略。 

 

壹、 傳承語言學習者 

 

華裔學習者大多在非使用僑居地主流語言的家庭中成長，會說或會聽家族

所傳承的語言，定義上可為具備傳承語言(Heritage Language)及當地語言的雙語

者。大部分傳承語言學習者(Heritage Language Learner)具備達到母語者般的流

利語言能力的潛力，歸功於長期受家庭語言及文化影響(Gambhir，2001)，但在

傳承語言聽、說、讀、寫能力上發展普遍不均衡(Sweley，2006)。 

Campbell & Rosenthnal(2000)認為典型的傳承語言學習者發音、語調及語法

使用近乎母語者，但所習得的詞彙大多僅限家庭、社交範圍內容，並根據其語

言使用習慣在對談中大量借用當地主流語言詞彙。因受家庭文化背景影響，傳

承語言學習者較容易理解傳承語言中的「幽默」及「嘲諷」，能依據不同的環

境和不同階級的人對談中輕易掌握傳承語言言詞的語體、詞性和語法規則變

化，並吸收其族裔民族文化，混合其僑居地主流社會文化，如:風俗、文化、價

值觀等。在傳承語言的讀寫能力上，根據其傳承語言教育程度有不同程度的落

差。 

華裔學習者為傳承語言學者，具備其共性外，亦因族裔、語言、文化因素

發展出不同的特質及特徵(He，2008)。 

 

貳、 華裔學習者文化特徵 

 

成長於中華文化家庭背景的華裔學習者在孩童時期便沉浸於傳承語言及文

化中，吸收中華文化的價值觀和經驗。成長過程中受當地主流學校教育，學習

當地語言、文化及知識，中華文化價值觀逐漸融合當地主流文化，面對自身文

化及身分認同問題逐漸產生個體間的差異，從認同單邊文化和雙邊文化者都 

有，根據 Dai & Chang(2008)在文化傾向調查結果顯示 72 %華裔學習者認同雙

邊文化，所產生的行為及思考具備雙邊文化的特點，呈現出互補或矛盾現象(許



 

35 
 

依菡，2011)，比如美國籍華裔學習者勇於表達意見，表達內容帶著中華文化特

色，較為謙遜、婉轉。 

在社交方面，Dai & Chang(2008)從調查中發現華裔學習者交友圈傾向於和

有相似文化背景的朋友來往，並在多元文化的社交場合上視互動對象文化背景

調整或轉換與他人的互動模式(context-appropriate  mode)。 

語言是為文化的載體、文化的一部分。華裔學習者自幼受中華文化薰陶，

普遍認為應該學習說父母的語言，或多或少都會說些華語或漢語方言。在面對

文化及文化內涵相關題材，華裔學習者較非華裔學習者更容易理解及適應，比

如孝順父母、贍養父母、相夫教子、飲水思源、謙讓3等。 

 

參、 華裔學習者口語表現 

 

因受惠於家庭環境背景，多數華裔學習者自幼沉浸在華語環境，多半擁有

基礎華語聽、說能力，且發音、語調及用語近乎母語人士(林承穎，2013)。隨

著進到主流學校教育中，與手足和他人多以當地主流語言為主，使用華語的環

境多是與祖父母、父母的垂直連繫，口語輸出範圍大多僅限於家庭、社區相關

的「廚房語言」(kithch talk)(Campbell & Rosenthnal，2000；Dai & Chang，

2008；孫懿芬，2008)，在高層次的口語內容，詞彙及表達能力上仍不足(林承

穎，2013)。 

華裔學習者的口語表現除了受限於日常用語外，有些學習者口音亦受其他

漢語地方方言及當地主流語言影響。部分華裔學習者家庭傳承語言以漢語某方

言為主，如香港粵語、臺灣閩南話、中國四川話等，以致其華語口音帶有方言

口音，華語口語表達上可能有方言詞彙、語用混用的情形(林家盈，2016)。 

 

肆、 華裔學習者漢字識字表現 

 

華裔學習者在成長過程中內化大量來自家庭、社區的華語語言輸入

(linguisticinput)，其擁有的華語語感，有助於其華語學習，但華語聽、說、讀、

寫能力上明顯發展不均(Lu，2007)，有具備流利華語聽、說能力，卻完全無法

識讀漢字者，或能讀寫漢字卻僅會說某地方方言者(Wu，2008)。 

                                                
3中國僑網《華裔留學生漢語學習難點調查與分析-華裔留學生漢語學習特殊規律探討》 
http://www.chinaqw.com/node2/node116/node514/node531/node532/userobject6ai535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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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具備華語口說能力是否有助於讀寫漢字，學者們有不同看法。在

Xiao(2006)及 Ke(1998)的研究中指出華裔學習者的華語口語能力並無助於漢字

識讀，相較於第二語言學習者，華裔學習者能快速並正確的掌握華語口語發

音、語調、語用、句子結構，但於閱讀理解、識寫漢字上並無太大差異。雖其

家庭背景提供了華語口語環境，有助其發音、語法、句子結構發展，但有別於

英語、法語、德語、日語等拼音文字系統，漢字具聲符、形符、義符等，是為

表意文字，結構複雜，聲音和意義的連結與文字形式缺乏連結，則華裔學習者

漢字識寫能力受限於其漢字表意文字系統知識(Xiao，2006)。 

王如音(2008)則認為華語口說能力有助於讀寫漢字。華裔學習者常採用

「漢字輪廓」、「漢字代換」、「詞彙群組」及「口語協助」協助其閱讀，其

中「口語協助」為華裔學習者可利用自身華語背景及口語優勢，幫助其分詞斷

句、掌握句構，在閱讀時以猜測、判斷，克服漢字識讀障礙，朱志平(2009)也

認為華裔學習者可借助口語能力幫助理解閱讀材料。 

 

伍、 華裔學習者學習動機 

 

「學習動機」在學習成效上扮演著重要角色。對華裔學習者來說，學習華

語不單只是學一種語言，更是華裔族群自身對其族裔及身分的認同(林承穎，

2013)。 

多數華裔學習者在成長過程中應父母要求而受過正式或非正式華語教育，

華僑要求子女學習華語源於對原文化的情感連結，希望能將文化、語言傳承給

下一代(許擇昌，2001)，而部分華裔學習者年幼時則將自身華語背景視為其融

入主流文化中的阻礙而抗拒學習華語，在李明歡(2002)針對荷蘭中文學校學習

者學習動機調查及王愛平(2000)對東南亞華裔學習者調查研究指出，16 歲前學

習華語多為父母要求，16 歲後仍持續學習華語者多半為自身主動願意學習。華

裔學習者年紀稍長後，對學習華語發展出學習興趣或意識到具備雙語之優勢或

自身文化認同與連結意義等，開始主動渴望學習華語。根據 He(2008)的研究發

現，相較於非華裔學習者，華裔學習者易對於自身族裔的語言及文化產生情感

而主動學習華語。而朱媞媞(2007)則將華裔學習者學習語言及適應文化的過程

視為「文化尋根」的心理過程。 

黃富玉(2010)指出，想學好一種語言，保持強烈的學習動機是必要的。

Garder & Lambert(1972)將語言學習動機分為整合型動機(integ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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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tivation)和工具型動機(instrumental movtivation)。整合型動機學習語言目的

為想更加了解文化內涵(Wen，1997)，對自身族裔的認同感及文化尋根因素(夏

明菊，2003)，在心理層面上希望能融入其語言社群，成為一份子；工具型動機

學習語言動機則受經濟貿易交流、升學考試、工作升遷、社交等影響，為實用

性目的(Garder，2001)。而 Wu(2008)在對美國大學華裔華語學習者調查分析中

歸納出華裔學習學習目分為三類，未來職業規劃、文化尋根(seeking their 

heritage)及個人興趣，多數學習者為三者相互重疊，是為整合型動機及工具型動

機兼具(黃富玉，2010)。在中國經濟實力快速崛起後，華語在世界語言中佔有

一席之地，各國逐漸重視華語教育，並將華語列為外語項目考科，例如:美國

AP 測驗、紐西蘭 NCEA，也增加了些工具型動機學習者的比例。 

 

陸、 華裔學習者漢字識字策略 

 

在華語教學中，漢字及閱讀教學可謂為教學中的最大難點。不同於其他語

言的拼音系統，漢字為表意文字，學習上需兼具形、音、義，漢字的學習策略

牽涉學習者的觀察、分析、理解、記憶、辨認、書寫、應用(林季苗，2010)。

華語聽說讀寫能力不平均在華裔學習者中是普遍存在的，多數學習者已具備華

語口說能力，學習主要以讀寫漢字及文化傳承為主(李嘉鬱，2010)。 

華裔學習者自幼在華語環境濡染下，除具備華語聽、說能力外，亦對漢字

有「字感」，利用其聽、說、字感優勢來帶動識字，幫助其發展讀寫能力。畢

念平(2006)提出在在華裔學習者識字教學上應多提供部件、部件重組、聯想、

字詞聯想等練習。針對華裔學習者的閱讀識字教學方式應採用「內容導向」，

儘管學習者可能漢字及詞彙量不足，卻可調動及利用既有的華語能力理解重點

及含意(Gambhir，2001)。 

多半華裔學習者口語表達內容僅限於日常生活範圍，在高層次的內容表達

上有限，因此教師在閱讀材料上建議挑選敘述體文章，文章句型結構較為複雜

(畢念平，2006)，訓練學習者文章寫作的邏輯、組織與句子段落連接，鞏固強

化其口語能力同時，提升學習者語文知識、華語閱讀和寫作能力(李玉芬，

1997)，讓聽、說、讀、寫能力能一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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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根據上述文獻，由於家庭語言及文化環境影響，多半華裔學習者已具備華

語或地方方言聽說能力，發音、語調近乎母語者或受地方方言、當地主流語言

及文化影響，帶有方言口音，華語聽、說、讀、寫能力發展不均亦為華語學習

者特徵之一。其文化特徵融合中華文化的謙遜、內斂和當地主流文化，也因從

小生長於多元文化的環境，對不同的文化接受度高，面對不同文化背景的對象

時則能適時的調整、轉換合適的互動模式，在學習中華文化相關的教學題材

時，相較非華裔學習者，華裔學習者對文化內涵理解力及接受度高，較不會產

生文化衝突。 

華裔學習者學習動機依其年齡有所轉換，多數 15 歲以前學習華語為父母要

求，希望能傳承語言及文化給下一代。而至 16 歲後為尋找文化根源及自身文化

認同感，則轉換為整合型動機及工具型動機兼具，對學習動機而言具持久性及

時效性。 

就華裔學習者漢字識字及閱讀來看，明顯與聽、說能力有落差。猜測、聯

想是為學習者閱讀策略之一，利用自身字感、語感去帶動識字、記憶漢字、理

解閱讀材料。 

因華語能力發展不均衡現像，不同於非華裔學習者，加強華裔學習者識字

閱讀及文章組織能力為其主要教學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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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遠距教學 

 

隨著網路科技的進步與普及，促使網路學習成為未來學習的一大趨勢，遠距

教學成為全球積極推動和建立終身學習的重要途徑，而國內外遠距教學網站、

平臺也如雨後春筍般相繼問世。 

2020年上半年因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讓各國政府紛紛採取延後開學或停課

措施，以減少校園內群聚造成的疫情。然而面對疫情的延燒，學校暫無法恢復

上課，學生教育被迫長時間中斷。為避免學生學習長時間中斷，各國各校紛紛

調整授課方式改為遠距教學。 

二十一世紀科技發展的迅速，讓疫情下的教育型態有了遠距教學的選擇，學

習發展結合相關科技技術讓遠距教學有了更多元的樣貌。 

 

壹、 網路在教學的應用 

 

網路教學是利用網路資訊共享性及傳播即時性(王燕超，1998；張基成)的

特性，創造出有意義的學習環境，培養個體自主學習的學習活動(Khan，

1998)。網路科技在教學上的應用方式分為兩類(李鴻亮，2000): 

1. 以「內容」融入媒體 

將課程內容融入到網站中，活動課程所使用的網站資源可能包括數個學科

領域的內容。當教師展示網站時，數個重疊的知識領域也同時一起展示，將相

關領域的的知識也在教學活動中一同完成學習。 

2. 以「方法」融入媒體 

 以使用網際科技的方法與教學活動相結合，教師可以運用網路科技來配合

教學，使教學活動更活潑、多樣化，更能落實課堂的精神與內涵。 

 

貳、 同步教學、非同步教學與混成式學習 

 

目前教學領域的遠距教學類型，分別為「同步遠距教學」、「非同步遠距

教學」、「混成式遠距教學」三類。 

 

一、 同步遠距教學 

  

此類教學方式像一般課程一樣，在特定的時間將所有學員集合到特定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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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或連上線上教室，講者在遠端透過其聲音及影像線上授課(林翠雲，2016)，

師生間可以做即時的互動與問答，隨時調整教學進度及內容。此種教學方式突

破地域限制，教師亦能掌握學生學習進度，給予及時協助。 

 

二、 非同步教學 

 

「非同步遠距教學」也可稱之為網路教學或線上學習。教師事先拍攝、剪

輯好教學影片，並將課程內容及相關教學素材整合後放到網路教學平臺上，讓

同學可以自行上網學習。此教學方式優點為可以解決時間和地域的困擾，學生

同時也能自行掌握學習進度，時間具彈性。缺點是無法即時互動，教師無法看

到學生學習反應，隨時調整上課進度及內容，且無法隨時督促學生學習，學生

容易產生怠惰。學生有疑問時無法及時得到解答，很容易有學習上困難而輟

學。 

 

三、 混成式學習 

 

混成式教學是同步與非同步教學的混合運用，教師根據教學需要機動地選

擇同步或非同步模式進行教學(林翠雲，2016)。非同步線上教學能據學習者的

時間及學習速度彈性安排，更能延伸課堂外的學習活動。這兩種遠距教學可以

相輔相成，截長補短，提昇教學品質。 

 

圖 2-3 線上課程類型 

 

 



 

41 
 

參、 線上華語教師應具備哪些專業能力 

 

一位優秀的線上華語教師，應具備專業能力應涵蓋以下兩大面向： 

 

一、 華語作為學科教學的專業知識 

 

趙金銘(2001)從學科研究的角度 ，提出對外漢語教學的四項論說──「教什

麼」、「怎麼教」、「如何教」、「用什麼技術手段」；並指出對外漢語教學

應該遵循的四個面向： 

1. 本體論：從事漢語本體研究，理論基礎為語言學，研究目的是「教什

麼」 

2. 認識論：從事漢語習得與認知研究，理論基礎是心理學，研究目的是

「如何學」 

3. 方法論：從事教學理論與方法研究，理論基礎是教育學，研究目的是

「怎麼教」 

4. 工具論：從事現代科技手段應用於教學與學習的研究，理論基礎是計

算語言學和現代教育技術，研究目的是「用什麼技術手段」 

此外，宋如瑜(2008)針對美國《中小學(K12)中文教師專業標準》與中國大

陸出版的《國際漢語教師標準》，歸納出一位好的華語教師應具備： 

1. 較佳的中文聽、說、讀、寫能力 

2. 具備豐富的語音、語法、詞彙、漢字與中華文化的知識 

3. 將第二語言習得知識運用在教學上的能力 

4. 具備執行教學相關能力，如教學法導入、測驗與評量、教學設計與多

媒體輔助教學的能力 

5. 具備反思教學與尋求專業發展的能力 

 

二、 基本的電腦資訊處理能力 

 

余坤庭(2016)在〈數位華語教師能力養成〉一文中提到，線上華語教師的

數位教學能力養成，與四大面向相關： 

1.電腦本身基礎知識 

線上華語教師應具備基本的電腦硬體、效能的知識，當學生在課堂上遇到

電腦操作方面的問題時，能給予及時的協助。此外，電腦使用正確概念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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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對整個線上教學的流暢度有一定的助益。 

 

2.華語數位教材的製作能力 

線上華語教師應具備文書軟體使用能力、中文輸入法打字能力、以及從網

路上搜尋適當素材加入上課教材的能力。在線上同步教學中，教師所準備的數

位教材豐富程度，也會影響學生上課的專注度與增加課堂趣味性。 

 

3.華語文的電腦測驗與評量 

在線上同步教學中，為了檢視學生的學習成效如何，測驗與評量的導入是

必要的。因此教師應學會如何運用網路上現有的軟體與平臺，以實現測驗與評

量之目的。 

 

4.華語文的數位課程設計 

對線上華語教師來說，同步數位教學課程設計是最重要的技能。如何根據

學生的背景與特性安排教學活動，以及運用多媒體工具增進師生課堂的互動與

教學趣味性，是一項極大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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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運用差異化教學於華語沉浸式課堂教學設計歷程、教學研

究實施過程，對於學習者之學習表現與學習成效，以及差異化教學的歷程與反

思。 

本章共為六節，第一節說明研究方法，第二節為研究架構及流程，第三節

介紹研究場域與對象，第四節說明研究設計與工具，第五節闡述蒐集資料及編

碼之方法，第六節為研究倫理。 

 

第一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行動研究，研究者規劃、設計教學內容，並根據教學實務中所發生

的問題尋找解決方法及策略，加以評鑑、反思、修正及回饋。 

行動研究為一個動態的循環式過程，研究者根據教學現場中發現的問題發展

行動計畫。透過教學觀察、資料蒐集、分析詮釋資料、研擬教學內容、計畫實

施、反思並調整，再繼續執行計畫，研究過程中循環資料蒐集、反思、計畫調

整再行動，目的是透過行動研究實際行動提升學習者學習成效(Mills，2014)，

改善教育實務工作者的的工作情境，並增進教育實務者的情境問題解決能力(蔡

清田，2000)。 

王文科和王智弘(2012)認為行動研究應具備八個執行階段: 

1. 觀察及反思自身實務工作中需改進的情境問題，確認研究焦點、議題 

2. 確認合作研究人士 

3. 擬訂計畫及資料蒐集 

4. 分析、詮釋資料 

5. 根據資料分析結果擬訂行動計畫 

6. 採取行動 

7. 分析所蒐集的資料並反思 

8. 調整行動計畫 

 

行動研究強調實踐者即研究者，亦即教師同時扮演「教學者」與「研究者」

兩種角色，在教學情境中教師應即時觀察並監研究對象的學習狀況，並適時彈

性更動教學活動及教學策略。透過在教學情境中覺察、瞭解教學實務問題，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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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問題進行探究，進一步研擬相關策略，落實於教學實務中，並透過省思、回

饋與修正等方式，達到解決問題之目的，進而增進教師專業及效能，以實踐教

學理想(張德銳、李俊達，2007)。 

行動研究強調教學者與教學同儕的共同省思(林曉音，2014)，其牽涉到成群

的個體，當教學實務者們面臨共同問題情境產生同一信念「深入了解問題，並

採取行動改善問題」(蔡清田，2011)，彼此相互合作，共同研究問題解決方法

和分享研究結果(McNiff,Lomax & Whitehead，1996)。教學者在設計課程或教學

實施時，易有慣有思考模式和教學盲點，若此時有教學同儕共同設計課程，一

同檢視教學中的缺失並修正調整，在相互討論和激勵中，教師得到專業成長的

機會與動力。 

本研究欲改進華語課程中所遇問題，幫助學習風格、性格特質及程度不同

的華語學習者，將以行動研究方式進行，透過資料蒐集、課程規劃設計、教學

歷程記錄、教學反思、學習進度、作品產出等資料，了解如何有效運用差異化

教學於華語沉浸式課堂及差異化教學對於學習者之成效。 

研究者以所任教學校為研究場域，與另外兩位教師針對美國華語沉浸式 Y

校七年級學生設計為期 13 週的差異化教學活動，教學對象為同齡混程度學習

者，以差異化教學策略為每位學習者設定學習目標，提升學習者學習華語的自

信、動機及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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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架構與流程 

 

壹、 研究架構  

 

研究旨在探討遠距差異化華語教學課程設計與實踐歷程及學習成效，透過

學習單、教學日誌與反思、與教學同儕會議紀錄等方式蒐集相關資料加以分

析，觀察差異化教學對學習者學習成就及態度的影響，期望藉差異化教學設計

及教學策略，滿足每位學習者學習需求且發揮其最大潛能。 

 在本行動研究中，研究者與教學同儕經共同討論、反思，針對課程設計及

教學策略進行修正與調整，找出對學習者學習情況最完善的解決方案，同時達

到教師專業成長。本研究架構如圖3-1: 

 

圖 3-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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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流程  

本研究採行動研究法「計畫(planning)」、「行動(action)」、「觀察 

(abserving)」、「反思(reflection)」並循環修正每日教學設計，為不同差異的學

習者量身打造合適的學習目標。最後將資料進行整理與分析，提出結論與建

議。研究流程如圖 3-2，如下說明: 

 

一、 準備階段 

 

1. 發現問題形成研究主題 

 

研究者在美國Y校華語沉浸式課堂中發現，學生華語程度隨著年級增長落

差越大，至七年級程度較好的學生華語程度為高級初等，程度較低的學生為中

級中等，在程度差異下，學習態度問題也伴隨而來，學習成就低落的學生漸漸

失去學習興趣及自信。因此研究者期望藉差異化教學改善學生學習現況。 

 

2. 蒐集相關文獻 

 

研究者訂定研究主題《遠距差異化華語教學課程設計與實踐》後，蒐集及

整理「差異化教學」、「華裔與非華裔華語學習者」、「沉浸式教學」等相關

文獻資料，同時因防疫政策臨時改為遠距課程，加入「遠距教學」文獻資料。 

在研究者研讀差異化教學核心理念，參考各專家學者設計之差異化教學課

程及實施歷程後，最後根據適合海外華語學習者特性、學習者差異性、遠距虛

擬課室教學策略等研究資料，結合理論與教學實務，擬定教學計畫。 

 

3. 擬定教學計畫 

 

研究者及教學同儕參照差異化教學理念，並根據青少年心理特質及學習現

況，共同設計以「自我探索」為主題的一系列差異化教學方案，包含:學習目

標、課程教材、教學策略、學習任務和學習成果展現等，在共同教學、觀察及

省思中調整課程內容及教學策略。本差異化教學研究實施於美國第二學期3月5

日起至6月12日，課程共計13週。 

 

二、 實施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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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差異化教學實施 

 

本差異化教學研究實施於美國第二學期 3 月 5 日起至 6 月 12 日，課程共計

13 週。每日華語課時 50 分鐘，每週五堂華語課程總時數約為 4 小時，研究時

長原預計共 54 小時，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各校關閉學校進行遠距教學。研

究者所在 Y 校自 3 月 16 日起進行遠距教學，並對遠距教學課表進行了調整，

每次華語課時調整為 45 分鐘，一週調整為三次華語課，共計 38 節課，研究總

時長為 29 小時。 

在差異化教學課程開始前，研究者將對學生性格及興趣的觀察記錄下來，

並在正式進入差異化教學課程時，對學生的多元智能進行調查。 

在差異化教學主題課程中，研究者與教學同儕依照學生程度、性格、興趣

及多元智能安排了對應的學習任務及不同的評量標準，並依學生學習表現循環

修正調整課程內容及教學策略。 

 

2. 觀察並蒐集相關資料 

 

在每一次教學過程中，研究者觀察學生學習表現並記錄下來，藉此反思與

調整課程內容及教學方法，同時蒐集學生學習單及學習成果作為學習成效依

據。 

 

3. 與教學同儕共同省思，調整教學設計及教學策略 

 

研究者與教學同儕在每次課程後，討論課堂上所遇到問題、學生學習情

況，在每階段學習任務進行中及結束後檢視學生學習成果，共同探討教學改進

之方向，並再調整後進入下階段學習任務，以此循環歷程直至行動教學實施完

畢。 

 

三、 完成階段 

 

在差異化教學課程結束後，研究者整理所有相關資料，檢視教學過程所遇

問題、修正方案及學生學習成果，並省思研究者自身在此歷程所獲得的專業成

長，最後根據整理與分析的資料，撰寫研究結果，提出研究結論及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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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研究流程圖 

  



 

49 
 

第三節 研究場域與對象 

 

 本章節針對本研究之研究參與者、研究對象及研究場域進行說明: 

壹、 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課程設計者為三位教師共同設計-七年級主責華語教師、研究者、美

國B大學教育博士生，本研究為三位教師共同主持。課室語言主要以目標語-華

語為主，英語為輔。以下就研究者及教學同儕分述之: 

 

一、 研究者 

 

研究者為國立臺東大學華語文學系碩士生，大學及研究所時期接受紮實的

華語教學訓練，課程包含教育心理學、漢語語言學、漢字教學華人文化、華語

教學實務、華語口語表達、語法教學、教材編寫、數位教學、教學研究法、研

究理論等，並於在學期間分別至菲律賓、紐西蘭進行教學實習累積教學實務經

驗。研究者於 2019 年派送至美國華語沉浸式 Y 校擔任擔任華語教學助理一

年，協助 Y 華語課室教學事務。 

研究者於不同國家華語教學場域中體認到學習者背景、能力及程度差異大

的問題，希望能根據學習者差異設計差異化教學內容，滿足每個學習者不同的

學習需求，提升學習成效。 

為配合防疫政策 Y 校將實體課程轉為遠距同步教學，研究者自大學起便參

與過多次遠距教學培訓及一對一遠距教學華語教學經驗，為讓大班級遠距差異

化教學順利進行，研究者在教學過程中多次和教學同儕進行會議討論，致力於

滿足每位遠距學員的學習需求。 

為能將所學理論知識及教學實務結合，研究者積極參與遠距教學、差異化

教學研習及閱讀遠距教學及差異化教學相關資訊及書籍，並觀察、反覆思考每

位學習者學習特性、風格及學習需求，調整課程設計及教學策略再進行教學。 

本研究在 Y 校正規華語課程中進行，研究者同時擔任課程設計者、教學

者、課堂協助者及課堂觀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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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學同儕 

 

本研究教學同儕為 Y 校中學華語教師 S 老師及美國 B 大學教育博士生 P 老

師。  

S 老師畢業於美國馬里蘭大學教育研究所，在 Y 校任職四年，擔任中學部

華語教師及班級級任導師，熟悉學生背景及特質，對於華語教學具熱忱，為提

升學生學習動機及學習成效，願意嘗試許多新的教學策略。 

P 老師目前就讀美國 B 大學教育博士學位，至 Y 校中學部進行教學研究，

對於華語教學及差異化教學具熱忱，善於班級經營，和學生亦師亦友，深受學

生喜愛。 

兩位教學同儕主要工作為課程設計安排、授課、協助學生、教學觀察、課

後討論及課程整、作品評分等。在教學期間研究者與兩位協同研究主不定期討

論教學問題，透過課堂觀察、學習者反應提出建議及課程規劃調整。研究者將

討論內容錄音及筆記紀錄，做為研究資料。 

 

貳、 研究場域 

 

本研究場域為美國華語沉浸式學校-Y 校，位於美國加州奧克蘭地區，學校

不遠處為捷運站，交通方便。以下介紹研究場域概況、課室環境及該校 SWOT

分析。 

 

一、 學校概況 

 

本研究場域為美國華語沉浸式學校-Y 校，成立於 2009 年。學習者多數為

美籍混血華裔，家庭語言以英語為主，家長皆對孩子雙語教育相當關心，期待

孩子能精通第二外語，增加未來職場競爭力。 

Y 校為美國公立主流學校，學校為 K-8 教育學制，教學部門主要分為華

語、英語及才藝科目三大部門。學校相當注重華語課程，要求華語教師必須以

華語和學生溝通，並鼓勵學生多說華語、主動提升華語聽說讀寫能力。本研究

以華語教學為主，學校華語部外的其他部門不多加敘述。 

 Y 校從幼兒園至中學部皆為華語沉浸式課程。幼兒園至小學四年級以 70%

華語及 30%英語課的比例上全天課。學童需以華語學習科學、歷史、數學等科

目；至五年級調整為 50%華語課、50%英語課。；而六年級至八年級則調整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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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華語課、70%英語課，學習科目含文學、歷史、科學、美術、音樂、體

育、數學等。 

 Y 校分為兩大校區，一為幼兒園至小學二年級；二為三年級至八年級。幼

兒園至小學二年級學生人數較多，一個年級為三個班級，因應美國教育部規

定，一班學生不得超過 28 人，Y 校平均每班約為 25-26 位學生。三年級起至八

年級為每年級兩班。因 Y 校中學部為近三年新成立部門，許多學生會於六年級

轉到其他中學就讀，六、七、八年級人數較少，六年級每班 20 人，七年級每班

14 人，八年級為 24 人。本研究教學研究對象為七年級學生，華語課為兩班併

班教學，華語課堂共 28 人。 

儘管以年級分班，因家庭背景及學習背景因素，同班級仍存在學習者間的

華語程度差異。如何透過課程設計及教學活動，提升學習者學習動機及平衡程

度落差，則為本研究努力的目標。 

 

二、 學校 SWOT 分析 

 

 實施行動教學研究前，為進一步了解學校及學生目前優勢、劣勢、機會及

威脅並依學生特性設計適合的華語課程，研究者從學習環境、學習者特性及家

長特性三面向做 SWOT 分析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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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美國華語沉浸式學校-Y 校 SWOT 分析 

面

向 

Strengths 

(優勢) 

Wenesses 

(劣勢) 

Opportunities 

(機會點) 

Threats 

(威脅點) 

學

校

設

備 

1. 全校皆能接

收無線網路 

2. (低年級)每間

教室配備六

臺平板及投

影設備 

3. (三-五年級)

每間教室配

備一臺

Chromebook

車及投影設

備 

4. (中學)每位學

生配置一臺

Chromebook

並能攜帶回

家使用 

1. 有些教室無線

網路接收不太

穩定 

1. 學校推動數

位教學，重

視每位教師

及學習者的

科技運用能

力 

2. 學校重視數

位教學，推

動學習者在

家自學及完

成學習任

務，網路平

臺如 Google 

classroom、

quizlet 等能

有效的幫助

學習者達到

課後持續學

習的目的 

1. 教學中如高

度仰賴電子

設備，如遇

設備當機將

影響教學進

行 

2. 中學部高度

仰賴數位教

學及網路平

臺，如遇網

路不穩定或

斷網情形將

嚴重影響學

習進度 

華

語

學

習

環

境 

1. 學校重視華

語教學，要

求教師全華

語授課 

2. 學校要求華

語教師在學

校以華語和

學生交流 

3. 學校鼓勵學

生多說華語 

1. 學生學校生活

雖接觸大量華

語，但仍習慣

以英語溝通交

流，學生說華

語口說因同儕

壓力及主流文

化影響，年紀

越大的學生越

不願意說華語 

1. 為讓學生真

實體驗蛤與

生活環境，

學校每年安

排七年級學

生去中國遊

學兩週，讓

學生真實體

驗中國生活

環境及文化 

1. 學生在校外

無說華語的

機會 

2. 僅有學校才

會使用華

語，真實生

活中不會用

到，大多數

學生區幼稚

園起缺乏華

語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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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校投入大

量華語學習

資源，如

Level Chinese 

5.  

3. 華語課程時

數依年級遞

減，高年級

更加重視英

語課程 

教

師 

1. 皆受過美國

教育訓練 

2. 華語教師皆

為華語母語

者 

3. 教師皆為青

壯年年紀 

1. 部分華語教師

尚未通過加州

教師資格考試

取得加州教師

證 

1. 教師間時常

合作討論，

感情要好 

2. 教師皆重視

專業教學能

力，每週組

織教學研討

會學習新教

學知識 

1. 其他華語學

校薪資較

高，吸引教

師轉職，每

年皆面臨教

師外流問題 

學

習

者 

1. 90%的學生自

幼兒園起便

在此校就

讀，至三、

四年級已具

備基礎華語

能力 

2. 學生適應學

校文化 

3. 大多數學生

對教師所安

排的學習任

務配合度良

好 

4. 學生大多來

自多元文化

背景，對異

文化接受度

高 

1. 學生學習表現

及華語程度落

差大 

 

1. 學生十分期

待七年級中

國遊學旅

行，希望能

用所學在中

國生活成為

學習華語的

動力 

2. 中國遊學回

來後，讓學

生對於自身

華語能力感

到自信驕

傲，激發學

習動機 

1. 生活中華語

使用機會

低，學生學

習動機不高 

2. 高年級受主

流文化及同

儕影響，漸

漸不願說華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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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長

特

性 

1. 多數家長重

視孩子雙語

教育 

2. 認同學校文

化 

3. 多數家長具

備不錯的經

濟條件，願

意給予孩子

更好的教育

資源 

1. 大多數家長不

會說華語，在

家無法協助孩

子華語學習 

2. 部分家長不重

視孩子華語能

力 

1. 大多數家長

重視孩子多

元能力發

展，認為雙

語教育幫助

孩子智能發

展 

2. 大多數家長

重視孩子學

習表現，願

意配合教師

協助監督學

生學習進度 

1. 部分家長不

重視孩子華

語能力，特

別是高年級

學生家長，

認為是語言

選修科目 

2. 部分家長在

孩子升六年

級時安排轉

學 

3. 家長太過忙

碌無法督促

孩子學習 

資料來源: 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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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實體課室環境 

 

本研究實施實體地點為 Y 校七年級華語教室。課室中設有 1 臺電視、電腦

連接線、電視投影設備依課程設計需求使用。 

課室桌椅皆為可移動式。課室座位會依教學活動不同有不同排列。課室座

位及設備配至如圖 3-2 所示，座位編排依課程需要進行調配。 

 

 

圖 3-3 教室座位示意圖 

 

  

 

圖 3-4 教室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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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虛擬課室環境 

 

本研究因防疫政策改為遠距同步教學，線上虛擬課室採用Zoom會議室。

Zoom擁有豐富的視訊會議功能，包括無須帳號即可進入會議室、會議錄影、螢

幕共享與電子白板功能、會議聊天室、分組討論室功能等。教師透過Zoom課室

進行遠距同步教學，並善用Zoom平臺中的分組討論功能，讓學生在進行小組或

個人學習任務過程，教師開設分組討論室，讓學生進到在討論室中完成任務，

同時也便於教師在不受干擾下個別指導學生，幫助每位學生都能發揮各自最大

學習潛力。 

 

 

圖 3-5 Zoom 遠距課程畫面 

 

參、 研究對象 

 

本研究教學研究物件為美國 28 名七年級中學生。學生多數具華裔混血，部

分為其他族裔，學生家庭語言以英語為主，少數為其他語言。 

Y 校華語程度採用 Level Chinese 的分級制度。Level Chinese 為線上華語電

子書閱讀平臺，具數本電子書及閱讀練習題，協助老師準確評估每位學生的讀

寫能力，並借由相關資料，説明教師根據每位元學生的需求策略性地規劃和調

整教學。Level Chinese 設計理念以為學生打造適性化的教學內容，教師可根據

閱讀能力將學生劃分至不同級別的小組進行差異化教學。 

Y 校學生每學期皆需通過符合各自級別的 Level Chinese 讀本練習題，練習

題的每個問題均針對特定級別的目標，教師可清晰地瞭解學生的技能掌握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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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需要提高的技能。評估結果可以客觀反映學生的華語級別、理解力和朗讀熟

練程度。 

Level Chinese 參照 ACTFL 分級4，線上閱讀課程制定了 20 個讀寫能力標準

級別，線上平臺電子書庫裡有來自多家出版社的超過 1000 本圖書和文本，讀本

類別多元，例如: 圖畫書、文化故事、章節圖書、人物傳記、非故事類文本

等。 

表 3-2 Level Chinese 語言和閱讀級別標準 

ACTFL Level Chinese 

Novice Low (初級初等) A 

Novice Mid (初級中等) B 

Novice Mid (初級中等) C 

Novice High (初級高等) D 

Novice High (初級高等) E 

Intermediate Low (中級初等) F 

Intermediate Low (中級初等) G 

Intermediate Low (中級初等) H 

Intermediate Mid (中級中等) I 

Intermediate Mid (中級中等) J 

Intermediate Mid (中級中等) K 

Intermediate High (中級高等) L 

Intermediate High (中級高等) M 

Intermediate High (中級高等) N 

Intermediate High (中級高等) O 

Advanced Low (高級初等) P 

Advanced Low (高級初等) Q 

Advanced Low (高級初等) R 

Advanced Low (高級初等) S 

Advanced Low (高級初等) T 

 

學習者相關背景資料如下，學生姓名以代號稱之，華語程度級別根據 Level 

Chinese 分級: 

                                                
4 Level Chinese分級《參照ACTFL分級之Level Chinese華語能力分級》

https://www.levelchinese.com/cn/actfl-and-common-core/ 

https://www.levelchinese.com/cn/actfl-and-common-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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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研究對象背景資料表 

學生 

代號 

性

別 

Level 

Chiense 

級別 

家庭使用語

言 

學習背景 

S1 女 L (中級高等) 英語 自幼兒園即在Y校學習華語 

S2 男 K (中級中等) 英語 自幼兒園即在Y校學習華語 

S3 女 Q (高級初等) 英語 自幼兒園即在Y校學習華語 

S4 男 R (高級初等) 英語、華語 自幼兒園即在Y校學習華語 

S5 女 N (中級高等) 英語 自幼兒園即在Y校學習華語 

S6 男 N (中級高等) 華語、英語 自幼兒園即在Y校學習華語 

S7 女 R (高級初等) 粵語 中學轉校生，自幼於他校華

語沉浸式學校就讀 

S8 女 S (高級初等) 英語 自幼兒園即在Y校學習華語 

S9 男 P (高級初等) 英語、華語 自幼兒園即在Y校學習華語 

S10 女 R (高級初等) 英語 自幼兒園即在Y校學習華語 

S11 男 M (中級高等) 英語 自幼兒園即在Y校學習華語 

S12 男 N (中級高等) 英語 自幼兒園即在Y校學習華語 

S13 女 O (中級高等) 粵語 自幼兒園即在Y校學習華語 

S14 女 O (中級高等) 英語、華語 自幼兒園即在Y校學習華語 

S15 女 M (中級高等) 英語 自幼兒園即在Y校學習華語 

S16 男 K (中級中等) 英語 中學轉校生，自幼於他校華

語沉浸式學校就讀 

S17 男 P (高級初等) 華語 自幼兒園即在Y校學習華語 

S18 男 K (中級中等) 英語 自幼兒園即在Y校學習華語 

S19 女 R (高級初等) 華語 中國籍轉校生，10歲前在中

國就讀，10歲後移民美國 

S20 女 N (中級高等) 英語 自幼兒園即在Y校學習華語 

S21 女 M (中級高等) 英語 自幼兒園即在Y校學習華語 

S22 女 O (中級高等) 英語 自幼兒園即在Y校學習華語 

S23 女 Q (高級初等) 英語、華語 自幼兒園即在Y校學習華語 

S24 女 Q (高級初等) 英語 自幼兒園即在Y校學習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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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5 女 O (中級高等) 英語、華語 自幼兒園即在Y校學習華語 

S26 男 P (高級初等) 華語 自幼兒園即在Y校學習華語 

S27 女 M (中級高等) 英語 自幼兒園即在Y校學習華語 

S28 女 Q (高級初等) 英語 自幼兒園即在Y校學習華語 

 

為幫助教學行動研究的進行及規劃，研究者在課程中安排「多元智能測

驗」，目的為了解不同學習者偏好的學習風格並加以運用，並針對學生學習行

為及表現做進一步瞭解及分析。 

下表分析研究對象多元智能、學習行為及表現分析:  

 

表 3-4 研究對象學習行為表現 

學生代

號 

多元智能 學習者性格及學習表現 

S1 內省智能 

人際智能 

語言智能 

個性內向、沉穩，課堂中話並不多，學習表現上並不特

別突出，但與親近的同儕分組討論時可激發更多學習動

機，是小組中有力的組員。華語程度較低，時常缺繳學

習任務成果和作業。 

S2 內省智能 

自然觀察智能

人際智能 

個性內向，親近的同儕不多，課堂中小組討論參與意願

亦不高。華語學習動機低落，華語程度相較同班同學

低。課堂中不太專心，時常跟不上學習內容，需教師花

許多時間解釋及陪伴完成。平常和師長互動願意用華語

對話，對於感興趣的內容會稍稍提高學習專注力。 

S3 肢體動覺智能 

邏輯數學智能 

內省智能 

個性沉穩，學習動力高，在各科目中表現都表現亮眼，

作業、報告也都會準時繳交。在分組報告中總是擔任重

要角色，能快速準確的完成學習任務。 

S4 邏輯數學智能 

空間智能 

人際智能 

個性相較同齡同學沉穩，非常自律也喜歡自學課程以外

的事物。在不同領域的學習內容都展現很好的領悟力，

在人際關係中是同儕間很棒的榜樣。 

S5 音樂智能 

語言智能 

自然觀察智能 

個性活潑外向，擅長經營同儕關係，在音樂、戲劇領域

展現極高天份。課堂中常分心，學習任務完成速度過

慢，常常無法順利完成。在同儕中學華語程度較低，但

分組活動及面對師長時勇於開口說華語，在顯得吃力的

學習內容中仍能保持愉快的學習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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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 肢體動覺智能 

內省智能 

人際智能 

個性偏內斂，擅長球類運動，喜歡挑戰新事物，能夠快

速準確完成學習任務，但與親近的同儕分組活動時略顯

分心，反而影響學習效率，需教師挑選合適的學習夥伴

才能達到學習互助。 

S7 空間智能 

音樂智能 

肢體動覺智能 

個性外向，學習領悟力極高，在藝術創作中展現極高天

賦，卻很有青少年態度。在課堂中並不喜歡專心聽課，

在各學科課堂中都在畫畫，但在個人及分組學習任務都

能快速準確的完成，在每次分組活動中都展現領導力，

能精準掌握學習重點，相較同儕華語程度屬高成就，能

以全華語和師長溝通。 

S8 自然觀察智能 

語言智能 

內省智能 

 

個性沉穩，在同儕中心智發展較為成熟，擅長處理人際

關係，在不同交友圈中如魚得水，在課堂中願意主動幫

助學習程度較低的同學，是老師課堂中的得力助手。在

學習任務中勇於嘗試並具深度思考，在華語課堂中願意

主動以全華語溝通表達。 

S9 邏輯數學智能 

肢體動覺智能 

空間智能 

個性活潑，熱愛球類運動，在不同領域的學習內容願意

勇於嘗試。在不同的學習任務中表現積極，能快速領悟

學習重點。在同儕分組中時常擔任重要角色，幫助組員

精準快速的完成任務。 

S10 邏輯數學智能 

語言智能 

內省智能 

個性活潑，具很好的創意思考能力，喜歡在舞臺上大膽

表現，在同儕中極具領導力，在分組活動中總是一肩扛

起領導角色，帶領組員以有趣、不同於他組的方式完成

任務。 

S11 肢體動覺智能 

邏輯數學智能 

人際智能 

個性活潑，具很好的創意思考能力，總是有令人意想不

到的驚奇想法。擅長處理同儕關係，性格很好，時常能

同理他人處境，受同儕歡迎。在課堂中願意以全華語溝

通表達，勇於嘗試不怕犯錯。 

S12 肢體動覺智能 

人際智能 

內省智能 

個性活潑卻特別有青少年態度，具深度思考能力卻喜歡

和師長唱反調，喜歡干擾課堂秩序。分組活動中需教師

格外用心挑選才不會影響到其他同儕的學習進度。能快

速掌握學習重點並勇於用華語發表，對於有興趣的學習

內容展現高度領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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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3 邏輯數學智能 

自然觀察智能 

肢體動覺智能 

個性沉穩，自制力高，在各學科表現突出，皆展現高度

領悟力，能快速準確的完成任務，並能支援學習程度低

的同學。 

喜歡在課堂中積極主動回應問題，在分組活動中總擔任

重要角色，幫助組員精準掌握任務重點。華語程度較

高，課堂中願意主動以全華語溝通表達。 

S14 邏輯數學智能 

肢體動覺智能 

內省智能 

個性沉穩，自制力高，在各學科表現突出，皆展現高度

領悟力極深度思考的能力，能快速準確的完成任務，並

能支援學習程度低的同學，在分組活動中總擔任重要角

色，幫助組員精準掌握任務重點。 

華語程度較高，課堂中願意主動以全華語溝通表達。 

S15 空間智能 

內省智能 

自然觀察智能 

自閉症學習者，個性十分內向，渴望跟特定幾個同儕建

立關係卻不擅長處理人際關係，在同儕中幾乎不太主動

開口說話。在各學科學習動機低，學習任務完程度不

高，華語程度落後同班同學。 

在分組活動中總被孤立，需教師格外用心照顧安排。在

藝術領域中展現高度專注力及天賦，適合安排創作類型

的個人學習任務。 

S16 音樂智能 

空間智能 

語言智能 

個性活潑外向，各學科課堂中都不太能專注學習，學習

表現數落後族群，喜歡干擾課堂秩序及影響其他同學學

習進度，常常需要教師特別安排獨立座位。雖各學科表

現不優異，但在音樂及藝術創作展現極高天賦，安排創

作類型學習內容能有效幫助學習。 

S17 邏輯數學智能 

人際智能 

肢體動覺智能 

個性活婆外向，個學科表現並不特別突出，屬穩紮穩打

類型。熱愛球類運動及撰寫電腦程式，喜歡具挑戰性的

學習內容，勇於嘗試不犯錯。華語程度在同儕中略高，

願意主動以華語回應教師。能快速掌握學習任務重點並

回應教師回饋內容積極修正錯誤。 

S18 人際智能 

語言智能 

肢體動覺智能 

個性內向，各學科學習表現低落，學習動機低，課堂中

無法專注聽課，需教師跟同儕隨時的協助。華語程度

低，但願意以華語和師長溝通表達。教師及其家長來信

密切，家長積極關心課業內容，並配合學習內容不斷協

助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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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9 音樂智能 

肢體動覺智能 

空間智能 

中學才移民美國，華語為母語者程度，教師對其學習任

務品質及評量標準有較高要求。個性外向活潑，在藝

術、音樂及戲劇領域展現極高天賦。課堂中常分心，有

時任務完成進度還較其他同學低，需不斷提醒或教師留

心安排學習夥伴。 

S20 音樂智能 

肢體動覺智能 

自然觀察智能 

個性外向，但不太擅長處理人際關係。在各學科表現不

突出，但能準確的完成學習任務。華語表達程度略高於

其他同學，願意以華語表達。課堂中喜歡挑戰教師權

威，偶爾干擾課堂秩序。 

S21 自然觀察智能 

內省智能 

人際智能 

個性內向，喜歡和親近的同儕膩在一起，課堂中常因此

分心而沒跟上學習內容。在學習內容表現如專注能準確

的完成內容及深度思考問題。 

S22 自然觀察智能 

空間智能 

語言智能 

個性內向，喜歡嘗試新事物。個學科表現不突出，但能

展現高度專注力。對於有興趣的學習內容會有突出的學

習成果。 

S23 肢體動覺智能 

內省智能 

音樂智能 

個性內斂沉穩，具深度思考的能力，常能以有深度的內

容回答問題。同儕人緣不錯，富同理心。能快速掌握及

完成學習任務，並能幫助程度較低的同學。 

S24 音樂智能 

語言智能 

內省智能 

個性內向，課堂中較為安靜，熱衷於交友圈事物，課堂

中偶爾因此分心或影響課堂氣氛，需教師安排合適的座

位及學習夥伴。 

S25 肢體動覺智能 

內省智能 

人際智能 

個性內向沉穩，各學科學習表現突出，能快速掌握及完

成學習內容。在分組活動中雖沒有突出的領導力，卻是

小組中的得力助手，能幫助小組更快的完成學習任務。 

S26 邏輯術學智能 

肢體動覺智能 

人際智能 

個性外向活潑，熱愛體育活動。談吐風趣，受同學們喜

愛，在人際互動中不錯的表現。勇於嘗試新鮮事物，在

課堂中能快速掌握及完成學習內容，並能積極配合教師

指示修正錯誤。 

S27 人際智能 

語言智能 

自然觀察智能 

個性內向，面對課堂中教師提問，特別熱衷於交友圈事

物，喜歡和親近的同儕膩在一起，有時因此分心落後學

習內容，需教師耐心提醒及花更多時間解釋學習任務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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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8 邏輯數學智能 

語言智能 

人際智能 

個性外向，在課堂中展現高度領悟力，能快速掌握學習

內容，並時常舉手回應教師提出的問題。在分組活動中

有突出表現，總能幫助組員一起快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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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設計及工具 

 

本研究之教學方案設計根據差異化教學理念設計課程。本節分述研究時程、

課程規劃及研究工具。 

 

壹、 研究時程 

 

本研究教學時程為美國第二學期 3 月 5 日起至 6 月 12 日，研究時間為期

13 週。 

本研究每日華語課時 50 分鐘，每週五堂華語課程總時數約為 4 小時，研究

時長原預計共 54 小時，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全球疫情嚴峻，美國確診與死

亡案例不斷攀高，為全球疫情最嚴重地區，美國政府為了避免群聚感染機會，

各州州政府陸續宣布封城政策，實施居家禁足令，並令要求關閉學校，從幼稚

園到大學全面受到影響5。加州州長紐森(Gavin Newsom)在 4 月 1 日正式宣布加

州所有公立學校提早關閉，直到 9 月新學期開始6。而在此之前加州多數公立學

校已宣布自 16 日起開始停課，包含研究者所在的 Y 校。在此政策影響下，多

數學校開始了遠距教學，而研究者所在 Y 校於 3 月 16 日前已做好遠距教學的

因應措施，全校師生實施遠距視訊教學課程，也對遠距教學課表進行了調整，

以研究者教學研究班級為例，每次華語課時調整為 45 分鐘，一週調整為三次華

語課，共計 38 節課，研究總時長為 29 小時。 

 

貳、 課程規劃 

 

因應教學時數縮減及課程從實體課程轉為遠距課程，研究者與教學同儕討

論調整原訂課程內容及教學模式及策略。以下以表格說明原訂課程時程規劃及

遠距教學課程調整內容，調整及刪減內容以斜體字標明。 

  

                                                
5BBC NEWS 中文網《肺炎疫情：美國指示國民減少聚會與外出》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1920790 
6 Newtalk 新聞《加入停課行列 加州宣布本學期提早結束》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20-04-02/385388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1920790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20-04-02/385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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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差異化課程規劃及課程調整 

自我探索課程設計 

單元名稱 課程規劃 教學時

程 

《認識自

己-個人身

分標記》 

《認識外在標記及內在標記》 1 週 

(原計 4

小時，

縮減至

3 小時) 

《找找我的外在和內在標記》學習單 

《朋友眼中的我》學習單 

《力克胡

哲的生命

故事》 

《力克胡哲的生命故事》課文 2 週 

(原計 8

小時，

縮減至

5 小時) 

《找找力克胡哲的外在和內在標記》學

習單 

《克胡哲故事課文理解》學習單 

《力克胡哲的生命故事》分組報告 

《力克胡哲的生命故事》故事線學習單 

(增加) 

《Amy Tan

移民故

事》 

(整單元刪

減) 

《Amy Tan 移民故事》課文 2 週 

(原計 8

小時，

受教學

時數影

響，刪

除整單

元) 

《找找 Amy Tan 的外在和內在標記》學

習單 

《Amy Tan 移民故事》分組報告 

《關於 Amy Tan 故事課文問題回答》學

習單 

《個人身

分標記小

視頻》 

《找找我的外在和內在標記》學習單 11 週 

(原計教

學時長

9 週，

共 37

小時，

調整後

增加兩

週課

《我的個人身分標記故事》文章撰寫 

《我的個人身分標記故事》同學反饋學

習單(增加) 

《個人小視頻腳本》學習單(增加) 

《個人小視頻腳本》同學反饋學習單(增

加) 

《我的小視頻》期末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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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教

學時數

減少至

24 小

時) 

 

 因Y校全面改遠距視訊上課，課表做了調整，華語課程縮減並減少課時，

因應學校新政策教學內容亦做了更動，依據上表，研究者及教學同儕討論後因

考量本單元需更著重在「個人探索」及最後一單元學習任務的鷹架搭架，因此

共同決定刪減掉原訂的《Amy Tan移民故事》全單元，也讓其他單元的執行過

程有更充裕的時間。 

為幫學習者建立完整學習鷹架，最後一單元《個人身分標記小視頻》增加

「《我的個人身分標記故事》同學反饋學習單」、「《個人小視頻腳本》學習

單」、「《個人小視頻腳本》同學反饋學習單」三份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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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蒐集及編碼 

 

為深入了解華語遠距教學中實施差異化教學策略之實施歷程及成效，研究者

蒐集以下資料，包含:文獻分析、學習成果、教學紀錄等資料，加以整理分析。

分述如下: 

 

壹、 資料蒐集 

 

一、 文獻分析 

 

文獻分析法是根據研究目的及研究領域，透過文獻的蒐集、分析、歸納、

研究來獲得所需資料，並對文獻作系統而客觀的描述，能幫助研究者全面的了

解過去並推測未來。 

本研究透過蒐集國內外差異化教學、沉浸式教學、華裔、漢字領域專書、

期刊論文、博碩士論文、網路資源等文獻資料，整理並分析，探討其理念內涵

作為本研究之基礎。 

 

二、質性資料蒐集 

 

在華語差異化教學課室中，每位學習者皆依有其不同的學習進度及目標，

研究者蒐集教學設計、教學材料、學習單、學習者作品、教師反饋、教學日

誌、教學省思、教師討論紀錄等做研究結果分析之依據。 

  

1. 學習單及學生作品 

 

研究者蒐集課堂學習單及學習者作品作為學習者學習歷程紀錄，並就學生

於課堂完成之學習單及學習作品檢視差異化教學對學習者是否具學習成效，最

後作為教學改善之依據。 

 

2. 教學日誌 

 

本研究場域為美國 Y 校華語實體課室及虛擬課室，為探究華語沉浸式課堂

應用差異化教學設計及教學策略之教學歷程，以及學習者學習成效，研究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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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擔任課程設計者、教學者、課堂協助者及課堂觀察者，協同設計課

程、教學材料、教學活動等。研究者在課堂觀察學習者成就表現及學習態度，

每日將教學內容、教學活動、學生學習成效、教學上之問題紀錄於教學日誌

中，藉此反思教學結果。 

 

3. 教學省思 

 

研究者透過課室觀察及教學日誌，反思並紀錄教學上遇到的困難及發現，

藉此找出問題所在，調整課程設計及改變策略，改進缺失。 

 

4. 教師討論紀錄 

 

研究者與教學同儕不定期召開教學會議，一同設計教材、討論學習者學習

情形、課程實施情形，並提供改進建議，研究者將之紀錄於教師討論紀錄中。 

 

貳、 資料編碼 

 

研究者將研究中所取得的資料依其所屬面向分類，如:學習單作品、學習成

果、教學觀察日誌、教學反思、教師討論紀錄等資料基於研究倫理，將參與者

真實資料採匿名並予以編號，透過表資料編碼說明呈現，同時註明資料來源和

文件代碼，其涵蓋資料日期、研究對象，以此方式做研究中的相關探討。 

 

表 3-6 資料編碼說明 

資料來源 文件編碼範例 說明 

資料日期 20200316 20200316 以西元/月/日

表示，2020/3/16 代表西

元 2020 年 3 月 16 日 

學生代碼 S1,S2,S3… S1-20200316 S 分別代表

本研究中的研究對象，

代碼為西元 2020 年 3 月

16 日 S1 學習者的資料 

教學同儕代號 S 教師、P 教師 S 教師-2020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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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教師代表研究者之教

學同儕，代碼為西元

2020 年 3 月 16 日 S 教

師的資料 

學習者作品 學作 學作-20200316 

代表西元 2020 年 3 月

16 日的學習者作品 

觀察紀錄 觀 觀-20200316 

代表西元 2020 年 3 月

16 日的觀察記錄 

錄音紀錄 錄 錄-20200316 

代表西元 2020 年 3 月

16 日的觀察記錄 

教學日誌 日誌 日誌-20200316 

代表西元 2020 年 3 月

16 日的教學日誌 

教學反思 省 省-20200316 

代表西元 2020 年 3 月

16 日的教學反思 

教師討論紀錄 

 

會議 會議-20200316 

代表西元 2020 年 3 月

16 日與教學同儕研究過

程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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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研究倫理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美國華語沉浸式Y校28位學生，研究過程進行教學觀

察、紀錄、拍照及錄音，因涉及公共道德爭議與規範，故以知情同意原則、保

密與信任原則進行教學研究。本研究研究倫理處理方式如下: 

 

壹、 知情同意原則 

 

進行教學研究前，研究者及教學同儕以口頭及書面形式告知班上學生及家

長觀於本研究進行方式、目的與資料處理方式。研究者尊重學生及家長意願，

不同意者不得將相關資料作為研究用。  

 

貳、 保密與信任原則 

 

本研究基於保密與信任原則，可能涉及研究場域或個人身分之資料，皆已

改寫或匿名呈現，並對涉及隱私或應保密資料予以隱匿，不得作為研究資料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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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差異化教學研究實施歷程與研究結果 

 

第一節 差異化教學設計 

 

不同學生需要不同的學習管道及歷程(洪儷瑜，2014)，教師可以幫助學生

依自己程度、個人興趣及獨特的學習偏好去展現所學知識。 

差異化教學對於教師來說是複雜且相當有挑戰性的，但卻是一個最好的實

踐(Kobelin，2009)。差異化教學使得教師去調整、挑戰、體驗並創新，努力的

設計一個差異化教學滿足班級學生的需求。 

 

壹、 差異化教學設計 

 

透過研究者教學實施前在班級中的觀察發現，在過去S教師給予學生相同的

學習資源及學習任務，也對程度落差越來越大的班級感到不知所措，研究者則

以教學輔助者的角色盡力協助輔導學習落後的學生。經上半學期的課程，研究

者、S教師及P教師思考如何提升每一位學生的學習狀況，讓低成就學生也能在

課堂中發揮自己最大潛能完成學習任務。經共同討論後，決定於新學期嘗試過

去沒嘗試過的新教學主題，以差異化教學為理念設計適合Y校七年級班級學生

的教學內容。 

 

貳、 差異化教學課程規劃 

 

一、課程大綱及教學時程 

 

「自我概念(self-concept)」是個體發展過程中人格形成的核心，也是影響個

體行為表現的決定性因素。它由後天形成，是個體在成長過程中對於自己的評

價再透過與他人交往及互動過程中逐漸產生(林家屏，2002)，每個人會根據以

往生活環境經驗來評價自己(Shavelson，1987)。「自我認同(self-concept)」。青

少年期是自我發展的關鍵階段，兒童進入青春期，大腦額葉皮質快速發展(Jay 

N. Giedd，2015)7，根據皮亞傑(J. Piaget)的發展理論，兒童及青少年的認知發展

                                                
7 科學人雜誌《躍動的青春期大腦》 

https://sa.ylib.com/MagArticle.aspx?Unit=featurearticles&id=2736 

https://sa.ylib.com/MagArticle.aspx?Unit=featurearticles&id=2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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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四個階段，分別為感知運動階段(感覺動作期，Sensorimotor，0-2歲)、前運

算階段(前運思期，Preoperational，2-7歲)、具體運算階段(具體運思期，

Concrete Operational，7-11歲)、形式運算階段(形式運思期，Formal 

Operational，11-16歲)，青少年進入形式運思期開始能夠處理抽象而複雜的問

題，能夠推導出符合邏輯的結論，漸漸學會如何去處理沒有標準答案的議題。

在此階段的青少年慢慢更認識自己，對自己的情緒、人際關係、學業狀況、價

值觀和身心狀況等方面具有較充分的認識和客觀的評價。 

在Erikson提出的心理社會發展階段論中，Erikson指出青少年正值自我認同

與角色混淆(identity and roleconfusion)的階段，是形成自我認定的關鍵期。青少

年階段的個體重視他人及社會的反應，會由別人來看自己，轉而影響自己對自

己的觀點(黃德祥，1996) 

青少年是個體一生之中身心變化最快最急遽的時期，生理及心理方面皆面

臨重大的轉變，青少年的自我概念感深受家庭、社會、教育的影響。 

本研究對象為Y校七年級學生(年齡12-13歲)，皆為具備基礎華語口語及閱

讀能力之學習者。為幫助此階段學習者更認識自己，了解個人的身分標記和成

長經驗影響著他們如何看待自己，藉學習單元了解每個人的獨特性，增加自我

認同接納自己，進而肯定自己，是本研究課程設計的目的。研究者參考差異化

教學相關文獻，依學生身心發展和差異化教學理論與教學同儕共同討論設計

《自我探索》主題單元教學內容。 

在《自我探索》主題三個單元中，研究者與教學同儕從學生差異出發，在

既定主題內容中，給學生開放的空間自由搭配感興趣的個人身分標記完成學習

任務，在學習中有自主選擇的權利，讓每個學習者依個人學習風格、興趣及各

自的起點上發揮最大潛力。 

 

表 4-1 本研究差異化各教學層面及實施策略規劃 

差異化教學層面 實施策略 

學習環境 促進合作、支持成長、尊重差異 

學習準備度 透過教師平日觀察記錄及多元智能測驗 

學習風格 高成就學生: 能獨立完成學習任務 

低成就學生: 需教師在一旁帶領、鼓勵 

學習興趣 依學生不同興趣呈現學習成果，如: 繪圖、運動、舞蹈、戲

劇等 

學習內容 調整學習任務 (簡化、減量、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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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過程 透過分站學習、個人自主學習、異質性分組及同質性分組 

學習成果 分組報告、個人學習單、分組學習任務、個人影片成果 

 

表 4-2 差異化課程大綱及教學時程 

《自我探索》課程設計 

單元名稱 課程規劃 教學時程 

《認識自

己-個人身

分標記》 

《認識外在標記及內在標記》 2019年3

月5日 

至 

2019年3

月9日 

《找找我的外在和內在標記》學習單 

《朋友眼中的我》學習單 

 

 

《力克胡

哲的生命

故事》 

《力克胡哲的生命故事》課文  

2019年3

月9日 

至 

2019年3

月24日 

《找找力克胡哲的外在和內在標記》學

習單 

《克胡哲故事課文理解》學習單 

《力克胡哲的生命故事》分組報告 

《力克胡哲的生命故事》故事線學習單 

《個人身

分標記小

視頻》 

《找找我的外在和內在標記》學習單  

2019年3

月24日 

至 

2019年6

月11日 

 

《我的個人身分標記故事》文章撰寫 

《我的個人身分標記故事》同學反饋學

習單 

《個人小視頻腳本》學習單 

《個人小視頻腳本》同學反饋學習單 

《我的小視頻》期末作品 

 

教師在組織教學內容時，應連貫學生過去、現在與未來所學到的知識，讓

所學內容更有連貫性。在進行差異化教學的課程設計時，研究者與教學同儕根

據自己過去的教學經驗去思考學生可能出現的問題以及單元重要的關鍵概念，

並且對於課程內容再次省思。在進行差異化教學時，教師分析學生在舊單元所

學內容，並與下個單元連結。 

 

二、課程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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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蒐集相關資料後，確立《自我探索》教學主題差異化教學模式。以

下為本次教學單元主題及課程目標:  

 

圖 4-1《自我探索》主題學習目標 

 

表 4-3《自我探索》主題單元差異化教學課程學生學習目標 

單元名稱 學習目標 

 

 

《認識自己-個人身分標

記》 

1. 了解何謂外在標記、內在標記 

2. 能分辨外在標記、內在標記 

3. 能夠找出自己的身分標記 

4. 能夠了解個人身分標記對自己帶來的影響 

5. 藉由同儕彼此採訪增加華語口語表達能力 

6. 透過同儕訪談更認識自己 

 

 

《力克胡哲的生命故

事》 

1. 學會課文中的字詞 

2. 了解課文故事內容 

3. 能自己的話語說出力克胡哲的故事 

4. 找出力克胡哲的外在、內在標記 

5. 透過力克胡哲的生命故事，了解他的身分標

記對他帶來的影響 

 

 

《個人身分標記小視

頻》 

1. 重新調整單元一找到的個人身分標記內容 

2. 選出所列出的三項個人身分標記，各別具體

描述對個人成長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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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總結個人身分標記內容，撰寫一篇關於個人

的文章 

4. 透過文章撰寫，提升華語識字、用字及文自

組織能力 

5. 透過同學反饋學習單，彼此交流，提升華語

口語表達能力 

6. 能夠根據撰寫之文章編撰組織故事腳本 

7. 將故事腳本拍攝剪輯成個人影片 

8. 透過製作影片，提升文字到畫面的組織能力

及影片剪輯能力 

9. 透過一系列課程培養自學能力及個人時間掌

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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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數位科技融入差異化教學 

 

壹、 電腦設備  

 

科技的進步，讓教學工具有更多樣的選擇。隨着美國各校續實現了無線網

絡校園，讓學習者帶自己的筆電或平板到課堂(BYOD，Bring your own device)

或學校提供一人一部電子裝置(electronic device)進行1:1的學習成為教育趨勢。

要提供每位學習者一部電腦設備學校需要豐厚的資源和預算，Chromebook 逐漸

成為教育界的新竉。根據2016年 NetMarketShare 統計，目前全球大部份人使用

的 Google Chrome 網頁瀏覽器，而 Chromebook 有別 Windows PC 及 Mac 等需

要安裝軟件的概念，以雲端服務替代桌面程式，用戶只需登入 Google 帳號，系

統便會自動套用所有設定，讓用戶快速便捷的使用所有相關服務，無論是否有

網路連線，學生隨時隨地都能透過任何裝置存取自己的作業。透過雲端技術，

工作可在網絡上進行，因此 Chromebook 硬件的要求較一般電腦低，Windows

或 Mac 操作系統的傳統桌面電腦每臺設備成本約為1,000美元，而 Google 

Chromebook 只約為200美元。結合極具吸引力的價格、輕巧好攜帶的體積、操

作簡單的系統，Chromebook 在美國教育市場愈受歡迎，美國國內擁有過半數

K-12教育市場(5到18歲)市占率。 

研究者所在 Y 校也採購大量 Chromebook 提供給校內每位學習者使用，中

學部學生更可以將 Chromebook 天天攜帶回家使用，讓學習在放學後仍然持續

進行。 

 
 

圖 4-2 Y 校七年級學生課堂 Chromebook 使用情形 

  

做為研究、發揮創意及協同合作，Chromebook 都是很好的學習工具，

Google 雲端共用文件、簡報等功能，讓同學培養團隊精神和合作關係，搭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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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數位學習平臺讓學生學習製作影片、程式設計等技能。透過個人電腦設

備，讓教學與學習模式更多元。 

受到全球疫情影響，美國各校推動遠距教學，Y 校也在其中，此時個人

Chromebook 成為遠距教學必備工具，學習者除了能參與遠距同步課堂，課堂間

在網路平臺上完成學習任務，在課後使用行動裝置進行自主學習，以培養學生

自主學習之能力。 

 

貳、 遠距教學平臺 

  

Y校採用Zoom為停課期間的遠距教學虛擬課室。因著全球疫情的擴散，遠

距會議、遠距教學的需求大增，而Zoom作為功能豐富的視訊會議軟體，如:無

須帳號即可進入會議室、會議錄影、螢幕共享與電子白板功能、會議聊天室、

分組討論室功能等，正好是許多企業及教學單位的需求。在疫情期間，Zoom遠

距平臺解除原免費帳的限制(免費帳號限制的 10人視訊會議，並限制一次會議 

40 分鐘)，將視訊會議人數提升至100人及無時間限制視訊時間。 

 

 

圖 4-3 Zoom 螢幕共享及電子白板功能畫面 

 

根據Y校遠距教學規定，全校師生進行遠距教學皆需開啟視訊鏡頭，視訊

鏡頭開起與否將影響課堂出席成績，除遇無限網路不穩或電腦設備問題，在通

知教師後可暫時不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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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在遠距教學中三位教師能同時幫助不同程度的學生，本研究善用Zoom平

臺中的分組討論功能，讓學生在進行小組或個人學習任務過程，教師開設分組

討論室，讓學生進到在討論室中完成任務，同時也便於教師在不受干擾下個別

指導學生。

 

圖 4-4 Zoom 遠距課程畫面 

 

為幫助教師掌握學生學習狀態，學Y校配備給七年級學生的筆記型電腦

(Chromebook)皆設定了GoGuardian for teaher Chrombook管理系統。教師在進行

遠距教學課堂期間，可透過GoGuardian for teaher監看學生操作學習歷程或在學

生不專注時立即發送廣播資訊至學生電腦畫面。除此之外，在學生網路搜索自

殺、跳樓、槍械、色情等相關字眼時GoGuardian會立即通知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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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GoGuardian for teaher 課堂監看學生畫面 

 

參、 遠距教學結合數位平臺 

 

 隨著科技進步，數位教材、雲端平臺有更多的選擇，各式學習平臺與直播

的普及解構了過去在一個定點、固定時段追求學科知識的模式，創造更多學習

的連結點，學校課堂透過數位平臺的輔助，讓教學更加多元化。 

 因應數位教育趨勢，Y校中學部逐漸無紙化，大量學習材料及任務放置在

數位平臺及雲端空間，如:Google classroom、Google雲端文件、Quizlet、Summit 

Learning等，更因遠距教學政策，課堂無法如傳統課室採用紙本學習單，學生

皆需將學習任務成果及作業上傳，Y校七年級遠距課堂結合Google classroom、

Summit Learning及WeVideo使用，透過數位平臺使用，解決無紙本學習單的問

題，更培養學生自主學習及獨立完成學習任務的能力。以下說明Y校七年級課

堂使用的數位平臺:  

  

一、 Google classroom 雲端教室 

 

配合停課不停學政策，美國各校學校除了同步教學時使用的會議軟體，在

虛擬課堂更需搭配能夠管理學生和課程的數位平臺。在Y校的教師及學生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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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有個人Google教育帳號，而Google classroom整合了Google 服務，包括：

Gmail 信箱、雲端硬碟、Google 日曆、Google 表單、Google 文件、簡報、試

算表、繪圖等功能，讓所有流程變得更簡化，對於教師、學生來說相當容易上

手，Google classroom成為Y校教師雲端教室的最佳選擇。Google classroom雲端

學習管理平臺，讓教師可以快速建立課程、發佈作業和評分，更輕易追蹤學生

學習進度，雲端資料的整合幫助教師節省時間、有效管理課程，並促進師生之

間的溝通交流。 

 

表 4-4 Google classroom 介紹 

數位平臺畫面 畫面說明 

 

 

Google classroom課程 

在教師填寫完「課程名稱」後即可開始

一個新課程。 

 

 

課程佈告欄 

教師在課堂作業發佈並教師可設定繳交

期限。 

 

 

建立同步學習單或課堂作業 

在「課堂作業」頁面下顯示作業/學習單

清單，教師可依主題或日期分類。 



 

81 
 

 

 

檢視學生作業與評分 

在此教師可以看到學生繳交作業的概

況，不管是否所有學生都已經完成作

業，教師都能檢視、註記並給予成績評

語，最後發還給學生。 

 

協作教師及學生邀請 

教師可透過「成員」頁面「邀請老師」

及「邀請同學」功能，輸入老師、同學

「帳號」或「Email」，即可加入新成

員。 

 

二、 Summit Learning 網路課程平臺 

 

Summit Learning平臺作為一種免費的在線工具，可為教學與學習提供支

持。 

 教師可以編輯Summit Learning系統上提供的網路課程內容，或根據教學內

容創建新的課程主題和內容，同施教師可以從Summit Learning上查看學生的學

習進度及學習成果，並通過指導和輔導提供額外的支援。Summit Learning系統

著重於個人化學習，學生大部分時間都會在個人電腦裝置上按照自己的學習進

度參加網路課程及測驗，教師為輔導角色。透過Summit Learning，可以幫助學

生學習如何管理自己的時間，主導自己的學習進度 

 

表 4-5 Google classroom 介紹 

數位平臺畫面 畫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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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it Learning學生介面-年度進度 

學習者可從「年度」介面中查看每門課

程，以及每門課程的項目和重點領域。

而藍色及綠色的垂直線條個別代表: 

 藍色-學習者正在按計劃完成作業，

或尚未分配學習單元。 

 綠色-該項目已獲得評分，並且達到

或高於預期的成果。 

 黃色(√)-該項目已獲得評分，但至少

一項認知技能低於70％。 

 黃色(x)-收到教師反饋，需重新檢視

內容。 

 紅色-學習進度落後，但教師退件要

求修正內容。 

 

 

學習者介面-學習進度 

可查看當前學習進度及學年度成績。通

過點選每門課程，將顯示詳細的成績摘

要。 

 

 

教師介面-課程畫面 

教師可透過介面設定課程內容，並檢閱

每位學習者學習任務內容及測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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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介面-學習者學習進度 

「學生」瀏覽介面幫助教師輕易的檢閱

學習者進度，並給予幫助支持。 

 

 

三、 WeVideo 雲端影片剪輯平臺 

 

 雲端技術的進步，透過瀏覽器也可以完成影片編輯作業。為配合第三單元

《個人小視頻》影片製作，Y校七年級教師申辦WeVideo付費版供學生使用，學

生可選擇教師提供的WeVideo共用帳號或個人慣用的軟體剪輯影片。 

WeVideo做為線上影音編輯工具，除了具備影音編輯所需的基本功能，如:

影音裁剪、編輯影片，添加文字、視覺效果、動畫、濾鏡、背景圖案、背景音

樂、過場轉換特效等，最簡單易用之處為免安裝軟體，從網頁即可完成影音編

輯並雲端同步儲存，對使用Chromebook的學生們來說是相當容易上手的。 

WeVideo結合Google帳號服務資源，學習者除了從自己個人電腦裝置上傳

原始影片檔到WeVideo網站上做編輯之外，也可在WeVideo網站上直接匯入

Google Drivec或Dropbox等平臺中的影片、照片來做編輯。完成編輯的影音內容

會自動儲存在WeVideo網站中，也可將影片檔下載到電腦中或直接發佈到

YouTube、Facebook、Vimeo等網站。 

 

表 4-6 WeVideo 介紹 

數位平臺畫面 畫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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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Video登入畫面 

教師及學生可透過Google帳號登入

WeVideo。 

 

 

個人影片專案  

登入後即可查看個人的影片專案。 

 

 

影片協帳號管理 

透過教師端(主帳號)邀請學生Google帳

號或學生加入邀請代碼即可擁有付費

版服務供能，教師也易於檢視學生編

輯進度。 

 

 

影片輸出介面  

在「所有輸出(all exports)」介面可以瀏

覽所有學生(支帳號)輸出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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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編輯主畫面 

在媒體庫匯入影片、音樂、照片檔

案，拖曳到下方剪輯區編輯，製作自

己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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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差異化教學實踐歷程 

 

在差異化教學中，教師應按學習者學習準備度、學習興趣、和學習風格個

別差異安排課程內容、教學過程、評量方式並彈性的做調整，提供適當的學習

鷹架(Tomlinson，2001)。 

 

壹、 《自我探索》差異化教學主題單元教學流程 

 

一、第一單元-《認識自己-個人身分標記》 

 

 本研究以個人身分標記為教學主軸貫穿全單元課程。第一單元先帶領學習

者了解何謂個人身分標記，能夠識別並敘述自己個人身分標記，接著透過

「《朋友眼中的我》小組互相訪談活動」認識同儕對自己的看法。 

 

 

圖 4-6 第一單元《認識自己-個人身分標記》教學流程設計 

 

 

二、第二單元-《力克胡哲的生命故事》 

 

為讓學生除了能更認識自己，也透過他人的故事更加了解自我身分的認同

對個人成長的重要性，在第二單元課程研究者自編《力克胡哲的生命故事》課

第一步驟:《認識外在標記及內在標記》

•學習目標: 了解何謂個人身分標記，並能分辨外在身分標記和內在身
分標記

第二步驟: 《找找我的外在和內在標記》學習單

•學習目標: 能夠找出自己的個人身分標記，了解個人身分標記對自己
帶來的影響

第三步驟: 《朋友眼中的我》學習單

•學習目標: 透過同儕訪談更認識自己，同時藉同儕彼此採訪增加華語
口語表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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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透過殘疾人士力克胡哲的生命故事，學會欣賞他人的生命價值，了解每個

人的獨特性及不受限的未來發展可能性。 

 

 

圖 4-7 第二單元《力克胡哲的生命故事》教學流程設計 

 

三、第三單元-《個人身分標記小視頻》 

  

第三單元學習主軸為製作《個人身分標記小視頻》。《個人身分標記小視

頻》除了能幫助學生更加認識個人標記對自己的影響，進而更認識自己，也能

幫助別人更認識他們。學生所製作的影片將會幫助七年級兩週中國遊學體驗的

第一步驟: 《力克胡哲的生命故事》課文

•學習目標: 學會課文中的字詞、了解課文故事內容及能用自己的話語說出
力克胡哲的故事

第二步驟: 《找找力克胡哲的外在和內在標記》學習單

•學習目標: 能夠找出力克胡哲的個人外在、內在身分標記

第三步驟: 《克胡哲故事課文理解》學習單

•學習目標: 了解課文故事內容並回答問題

第四步驟: 《力克胡哲的生命故事》分組報告

•學習目標: 從故事中找出故事劇情元素，為下一單元《我的小視頻》做學
習內容連結

第五步驟: 《力克胡哲的生命故事》故事線學習單

•學習目標: 能夠欣賞他人作品，並彼此互評給予建議，同時加強華語口語
表達能力

第六步驟: 《你很特別》回家作業學習單

•學習目標: 配合本單元學習主題核心-欣賞每個人的獨特性，透過《你很
特別》回應本單元核心價值，加強漢字閱讀能力及文本理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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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宿家庭更加認識他們。 

為帶領學生一步一步完成影片製作，研究者與教學同儕共同討論出一系列

活動，學生將修改第一單元完成的《找找我的外在和內在標記》學習單內容，

接著以三個身分標記撰寫一篇文章，最後完成《我的小視頻》期末作品。 

Eric Mazur在2011年的研究揭示，同儕在課堂上的的互助教學能促進知識的吸收

內化過程，提升學習成效。經三位教師教學流程討論後，做了以下調整: 1.在此

階段的學習者重視同儕關係，並能在互相幫助中一同成長，因此在各活動階段

加入同儕互評反饋，學生需先同儕反饋建議修改內容，接著教師從旁輔助給予

修改建議，最後為教師反饋。2.為幫助學生將文字內容轉換成畫面呈現，加入

《個人小視頻腳本》學習單，透過電影腳本建構組織影片內容。 

 

 

圖 4-8 第三單元《個人身分標記小視頻》教學流程設計 

第一步驟: 《找找我的外在和內在標記》學習單

•學習目標:自我檢閱第一單元《找找我的外在和內在標記》學習單並修
正，將身分標記論述更完整

第二步驟: 《我的個人身分標記故事》文章撰寫

•學習目標: 能夠將資訊整合成一篇文章，提升華語寫作能力

第三步驟: 《我的個人身分標記故事》同學反饋學習單

•學習目標: 能夠欣賞他人作品，並彼此互評給予建議，同時加強華語口
語表達能力

第四步驟: 《個人小視頻腳本》學習單

•學習目標: 能夠將文章內容製作成影片腳本

第五步驟: 《個人小視頻腳本》同學反饋學習單

•學習目標: 能夠欣賞他人作品，並彼此互評給予建議，同時加強華語口
語表達能力

第六步驟: 《我的小視頻》期末作品

•學習目標: 學會使用剪輯軟體製作個人5-10分鐘小視頻，透過製作影片，
提升文字到畫面的組織能力及影片剪輯能力，提升自主完成學習任務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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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差異化教學教材、學習單設計 

 

一、第一單元-《認識自己-個人身分標記》 

 

本研究第一單元設計圍繞《個人身分標記》將個人身分標記分為「外在身

分標記」及「內在身分標記」兩大項，並再細分如下:  

表 4-7《個人身分標記》分類表 

外在身分標記 內在身分標記 

外表(長相) 興趣 

年齡 重要事件 

性別 有意義的物品 

種族 偶像 

國籍 關心的社會議題及政治看法 

家庭結構 流行文化 

社區  

職業  

  

 為幫助非華語母語者的學習者找出個人身分標記及對身分標記對個人的影

響，並以華語敘述表達，本研究設計《找找我的外在和內在標記》學習單輔助

學習者，學習者需從「外在身分標記」及「內在身分標記」中各挑出四個身分

標記，並完成標記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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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找找我的外在和內在標記》學習單 

 

《外在身分標記》學習單 

 

 

《內在身分標記》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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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讓學習者了解他人眼中的自己，同時增進華語口語表達能力，研究者與

協同研共同設計《朋友眼中的我》採訪活動，學生可自己找尋親近的同儕彼此

採訪。採訪問題為下列9個問題，學生從中選出自己喜歡的8個問題或自行設計

問題彼此訪談，最後將小組員回答的答案寫下。圖示為採訪活動規則指示、採

訪問題及《朋友眼中的我》學習單: 

 

 

圖 4-10《朋友眼中的我》採訪活動指引 

  

 

圖 4-11《朋友眼中的我》採訪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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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朋友眼中的我》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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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單元-《力克胡哲的生命故事》 

 

為讓學生除了能更認識自己，也透過他人的故事更加了解自我身分的認同

對個人成長的重要性，在第二單元課程研究者自編《力克胡哲的生命故事》課

文。研究者設計相關學習單及多媒體教材，幫助學生理解課文內容，並連結下

個單元主題。 

 

 

 

圖 4-13《力克胡哲的生命故事》課文 

 

為讓學生更了解力克胡哲的背景，研究者利用力克胡哲網路相關片影片8剪

輯符合課文內容的多媒體影片，在課堂播放及放置於課後練習學習單中。 

  

                                                
8 Youtube影片《Nick Vujicic Documentary About His Lif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6OK3MtsIak 
Youtube影片《Inspiring man born without arms or legs - Nick Vujicic | 60 Minutes Australi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JnJ_fTYofQ 

Youtube影片《Rare Nick Vujicic Video- No arms, no legs, no worrie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J28ldTaim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6OK3MtsIa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JnJ_fTYof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J28ldTa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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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連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n1-I8SokYE&t=2s 

圖 4-14《力克胡哲的生命故事》課文影片 

  

在本單元學生需 1.學會課文中的字詞 2.了解課文故事內容 3.能自己的話

語說出力克胡哲的故事 4.找出力克胡哲的個人身分標記 5.透過力克胡哲的生命

故事，了解他的身分標記對他帶來的影響，故研究者設計一系列學習單及多元

分組活動。 

 《找找力克胡哲的外在和內在標記》學習單內容延續第一單元《個人身分

標記》主題，找出力克胡哲個人外在和內在標記各一個並加以敘述；在充分閱

讀《力克胡哲的生命故事》後，根據課文內容完成《力克胡哲故事課文理解》

學習單。透過課文閱讀增加漢字識字能力、閱讀理解能力及文字組織能力。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n1-I8SokYE&t=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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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找找力克胡哲的外在和內在標記》學習單 

 

 

《力克胡哲外在身分標記》學習單 

 

 

《力克胡哲內在身分標記》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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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力克胡哲故事課文理解》學習單 

 

 

為銜接下個單元《個人身分標記小視頻》學習內容-《我的個人身分標記故

事線》文章撰寫，經與教學同儕討論後加入《力克胡哲的生命故事》故事線學

習單。學生需依課文劇情脈絡，整理出課文中的六大故事元素，分別為: 故事

背景、故事衝突、劇情上升、故事高潮、劇情下降及衝突解決，並完成《力克

胡哲的生命故事》故事線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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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故事線教學》講義 

 

 

圖 4-18《力克胡哲的生命故事》故事線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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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本單元學習主題核心-欣賞每個人的獨特性，研究者從主題相關文本中

挑選出Max Lucado所著作的《你很特別》繪本內容進行簡化、改編，派發為回

家作業。透過《你很特別》回應本單元核心價值，同時加強學生漢字閱讀能力

及文本理解能力。 

 

 

 

圖 4-19《你真特別》回家作業學習單  

 

三、第三單元-《個人身分標記小視頻》 

 

教師首先示範講解第一單元《找找我的外在和內在標記》學習單內容修改

方向，將個人身分標記論述更完整，再引導學生將三個身分標記組織成一篇完

整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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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0《我的個人身分標記故事線》課堂示範講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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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我的個人身分標記故事線》引導寫作方法講議 

 

 

圖 4-22《我的個人身分標記故事線》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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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我的個人身分標記故事》學習單 

 

在此階段的學習者重視同儕關係，並能在互相幫助中一同成長。在學生將

三個個人身分標記論述組織成一篇文章後，教師安排同儕互評反饋，學生需先

依同儕反饋建議修改內容，接著教師從旁輔助給予修改建議，最後為教師反

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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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4《我的個人身分標記故事》同學反饋學習單 

 

為幫助學生組織《個人小視頻》拍攝分鏡，教師在學生製作影片前，設計

《個人小視頻腳本》，幫助學生建構文章轉換到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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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5《個人小視頻腳本》google slides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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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個人小視頻腳本》後，進行同學反饋，根據同學建議修正腳本內

容，目的讓學生在合作、討論中學習他人創意、欣賞他人作品及傾聽他人建議

的能力。 

 

 

 

圖 4-26《個人小視頻腳本》同學反饋學習單 

 

 

圖 4-27《個人小視頻》地影評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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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差異化教學策略 

 

壹、 班級經營策略  

 

班級就如同是一個複雜的小型社會體系，是學校最基層的小團體，而班級

經營則是學校經營的基本單位。班級經營影響教學的成效與品質，通常被認為

是教學成功的先決條件，其牽動著教學活動進行、學生學習成效以及班級文化

的樹立。為維持教室情境使教學計畫更有效地進行，鼓勵良好表現、培養師生

關係、建立有益的團體行為都是班級經營的策略，良好的班級經營技巧，有助

於教師的教學及學生的學習。若是教師善於利用各項技巧來經營班級，學生的

學習效果會更好，教師也可以更投入於課堂教學活動，而不致因為要管控班級

秩序而限縮了教學時間。 

 

一、 班級規範 

   

因本教學研究剛開始，由短暫的實體教學轉為遠距教學，因此以下分為實

體課室班級經營和遠距虛擬課室班級經營兩部分說明:  

 

(一) 實體課室班級經營 

 

研究者在Y校中學部擔任華語教學助理，在進行教學研究前，已和學生已

有半年的相處時間，S教師則為中學部主責華語教師，帶領同班學生一年半，學

生已瞭解研究者與S教師的教學風格及班級規則。P教師則於教學研究實施前已

在班級觀察兩個月，透過協助學生學習讓學生熟悉P教師，並建立師生感情。 

 學生在進入班級前需在教師門口排隊，全班安靜下來才能依序進入教室，

並拿出課文、筆記本及Chromebook，目的是為了讓學生在上課前先靜下心，製

造學習的氛圍。 

 在獎勵制度上，S教師和研究者共同討論，制定了紅色獎勵卡制度，學生透

過良好學習表現、回答問題、幫助同學、遊戲優勝等獲取紅色獎勵卡，集滿10

張獎勵卡便能兌換homework pass免除當週作業。而在懲罰制度上，如學生打擾

班級秩序及影響其他同儕的學習，教師會口頭警告三次，並更換學生座位。 

 在實施教學研究開始實施時，學生已對三位教師的性格及班級規範相當熟

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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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8 紅色獎勵卡 

 

(二) 遠距虛擬課室班級經營 

 

在教學研究實施約一週時間，學校因應防疫政策便宣布全面改成遠距課

程。全新的學習方式、虛擬的課室環境、平臺操作尚未熟悉、沒有人與人實體

交流、遠距教學轉換時間極短、師生未有充足訓練，一開始面對遠距課程，教

師們和學生都顯得有些手足無措，但S教師很快便掌握了遠距教學步調，同時制

定了遠距教學班級規範，並帶領學生熟悉教學流程。 

 

  

圖 4-29 遠距教學班級規範 

 

班級規範包含準時進到虛擬課室、上課勿使用電腦玩遊戲和看影片、不能

飲食、離開座位需通知教師、需打開視訊鏡頭等，並在遠距教學前幾次課堂重

複提醒，讓學生熟悉了解教師課堂要求。  

 

三、學習環境的營造 

 

師生關係對於學習環境有重要影響，教師是學生的領導者，應該尊重每一

位學習者，承認並且理解學生差異(華國棟，2009)，依照每個學生的準備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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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適合的教育、教學，進而促進每個學生最大限度的發展。 

教師應平等的對待學生，並鼓勵學生表達自己的想法，理解並認同不同意

見的分歧，教師應創造一個諒解寬容的氛圍，鼓勵學生自我提高、自我約束與

進行創造性的努力。 

學生的差異是建立和諧團體的基礎，教師應該承認差異、利用差異，開展

差異學生間的學術交流，形成不同的和諧氛圍。 

 

(一) 共同建立友善互助的學習環境 

 

在差異化教學中，班上師生應視彼此為獨立個體，欣賞每個人的差異，共

同營造適合學習的友善氛圍。友善學習氛圍包含: 使用適當的言語、同理他

人、傾聽他人的聲音、不打斷同學的發表、管理好個人情緒等，藉此培養學生

欣賞與包容他人的能力。  

建立規則主要目的是讓學生能清楚地瞭解在執行學習任務過程中教師期望

的適當行為，透過正面地陳述班級規則，增強學生正面的行為，經由正面的互

動來激發合適的行為，更進一步有助於學生共同營造又善互助的學習環境。 

 

圖 4-30 《朋友眼中的我》採訪活動規則 

 

(二) 創造成功的機會 

 

教師積極創造給學生發表的機會，使學生有成功經驗與正向積極的感受，

提升每位學生參與課堂的學習動力。在差異化教學中，應公平給予學生發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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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的機會，並立即給予回饋，積極讚揚和鼓勵，提出具體優點，學生能在正向

回饋忠增加信心，維持學習動力繼續努力。 

 

研究者:  S22，你做得很好! 我好喜歡你(影片裡)放的照片，還有你用了 

很多有點難的詞在(影片)裡面。 

S22: 謝謝。 

研究者: 前面的配音你練習得非常好，你應該練習了很多次。 

S22: (開心微笑) 

研究者: 後面的配音感覺你沒練習的向前面那樣多，就唸得比較慢一點。 

S22: 對，我在想之後回去重做，但現在先全部放在一起，之後再回去把它 

做得更好。 

研究者: 你在明天10點之前改完就可以了。我知道你真的很努力，你放了 

很多你的照片、配樂、配音，還有很多你用的字、你用的詞、你

的字幕都做得很好，我看得出來你花了很多的時間，特別是你前

面的那段中文說得很不錯，我聽得出來你花了很多時間。 

S22: (開心點頭) 

研究者: 所以後面(的配音)我知道你一定做得到，你可以用purple culture、 

google翻譯，你用它的拼音，照著它的拼音多練習幾次，然後練

習 

好了再重新把配音放一下。 

S22: 好，我一定會的。 

研究者: 我知道你做得到，你可以做得很好。你(影片)做得太棒了，給你一 

個掌聲 (拍手)。我看到這影片我就能知道這就是你，S22! 

S22: 哇，謝謝! 這對我來說很重要，我真的花了很多時間! (點頭笑) 

 

錄-20200609 

 

(三) 正增強學生的好表現 

  

在營造適合學習的氛圍上，教師應建立正面與支持的學習環境，正增強學

生的好表現是行為塑造的策略之一，公開的讚美能讓其他學生清楚了解教師的

課室規則，也能在團體中達到仿效功能(施君潔，2013)。透過教師的讚美表

揚，學生能從中獲得支持、肯定，感受到自己的成長與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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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教師: 我今天要特別表揚S13，整個活動過程她都用中文去跟她的小伙伴 

討論。 

觀-20200306 

 

(四) 個別關懷 

 

教師是班級中的心理輔導者，了解班上學生的需求、能力，傾聽不同學生

的聲音、意見，包容不同特質的學生，並在學習的過程中給予支持的力量，幫

助學生充分發展其潛能。 

身為教師應站在學生的立場，同理他們的情緒，當學生遇到困難時伸出溫

暖的雙手給予個別的關懷與協助，如此幫助師生關係建立互賴互信的關係，共

同面對問題，學生也會因此覺得深受重視而加以努力。 

 

S教師: 最近發生了些事情，可能有些同學很難過、有些同學很緊張…我想 

講的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在這個社區、社會中，可能每一個人都 

是有不同的經驗跟期待，但是我們要告訴大家的就是…我們在這 

裡，就是你們的家人、老師和大人們都在你們旁邊，如果你們想 

聊一聊，跟任何一個人說，或是跟任何一個老師說，我們都可以 

幫助你連絡那個人或那個老師。 

 

錄-20200604 

 

三、教學互動 

 

(一) 遠距教學互動 

本研究大多教學時間為遠距教學，因此教學互動說明以「遠距教學互動」

為主。 

相較實體課堂班級經營，在不受時空限制的遠距教學課堂中，學生容易缺

乏存在感與班級歸屬感，使得學生在遠距教學中注意力較難持久集中，也較難

持續參與課程互動，因此教師在班級經營上花了些時間，建立起師生間習慣的

一套課堂流程及師生間的溝通模式，如:手勢、按讚、文字反饋等維持學習者線

上參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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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教師: 今天 S 心情特別好，因為昨天我跟朋友一起去爬山，可以出門走 

走我很開心!  

S 教師:今天大家心情怎麼樣?大拇指朝上是「很好」，手掌放平是「一般 

般」，大拇指朝下是「不好」，給我一個手勢，OK，等一下我問 

一下。你們可以誠實沒有關係，我只是想看一下大家心情都怎麼

樣? 

學生: (比手勢)  

S 教師:我看一下喔，OK，我看到了有的同學說…我看到很多同學心情狀態 

都很好，一些些人…S26，我沒看到你的手勢。 

S26: (比手勢) 

S 教師: 是這個對吧(比手勢)? 是一般般偏好一點，對不對?  

學生: (點頭) 

S 教師: 我再看其他同學的手勢…我看到了，好的，謝謝所有同學。我很 

開心大部分的同學都是給我一個朝上的手勢，說明大家今天狀態 

很好、很開心，希望上了中文以後，大家都可以更加的開心! 

錄-20200522 

 

 

圖 4-31 遠距教學互動手勢 

 

四、良好的親師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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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家長參與的重要性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學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也是最重要的啟蒙

老師，林明地(1999)認為家長參與教育才是整個教育改革的核心，因為家庭對

孩子教育的影響力並不亞於學校與教師，甚至遠大於學校的影響力。家長對孩

子學習歷程與活動的積極參與，可以促進孩子的學習與發展，因此學校、教師

應邀請家長參與孩子的學習歷程。 

 

(二) 與家長建立良好的親師溝通 

 

教師有權利也有義務讓家長了解教師的教學風格、教育理念、對學生的要

求、教室中的作息、學生在學校的表現及希望家長配合協助的地方。家長是教

師最重要的合夥人，良好的親師合作關係能提升教學效能，使學生獲最大效

益，也能減輕教師班級經營及教學負擔。 

 本研究三位教師在發送給學生的Email中都會加入學生家長的Email，一來

讓家長知道學生學習狀況及學習進度，二來在鼓勵家長多關注孩子、積極參與

孩子學習歷程，特別是在遠距教學的過程中，師生無法真實接觸，家長的協助

配合及監督和對孩子的理解與關懷都是教學上的重要支持力。 

 

20200603 

圖 4-32 親師來往信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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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12 

圖 4-33 親師來往信件 2 

 

在教師與學生家長通信中，家長能掌握學生的學習現況並監督學生學習任

務完成進度，讓學習任務的進行更加順利。 

 

貳、 學習材料及課程規劃策略  

 

一、提供多元的學習材料 

 

差異化教學關注不同學習者的差異，教師必須有更多教學知識及策略以適

應不同學習者的學習風格與學習需求(林妮靜，2015)。透過平日教學中對學生

的觀察與多元智能測驗，研究者與協同研究者依據學生年齡特徵、性格、學習

風格、程度等資料設計課程主題，並提供適合學生的學習任務及評量標準。 

 

二、分解學習步驟，提供學習鷹架 

 

為讓生經《自我探索》主題三個單元內容學習，於期末前能完成《我的小

視頻》影片剪輯，研究者與教學同儕需搭建學習鷹架，讓學生經由學習鷹架，

逐步由低階的學習任務發展到高階的學習任務，由低層次的思考發展到高層次

的思考，並能從依賴教師協助而逐漸能夠獨立完成學習任務 

為幫學生建立完整學習鷹架，研究者與教學同儕在第三單元《個人身分標

記小視頻》增加「《我的個人身分標記故事》同學反饋學習單」、「《個人小

視頻腳本》學習單」、「《個人小視頻腳本》同學反饋學習單」三份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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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教師: 讓他們做影片之前，我們應該給他們做個Story board，讓他們可 

以想影片要怎麼做。 

S教師: 我覺得你這個主意很好，Story board中文叫什麼來著? 

研究者: 故事腳本 

S教師: 我們簡單點跟他們說叫「故事板」好了。你(研究者)可以幫他們設 

計一下這個學習單嗎?  

會議-20200424 

 

 為幫助學生建構最終學習成果《我的小視頻》，P教師建議應該先讓學生學

習如何將《個人身分標記故事》轉換為故事腳本，因此由研究者設計《個人小

視頻腳本》Google雲端簡報學習單。 

 

三、設計不同層次的問題 

 

在教學活動中，教師設計不同層次的的問題，課堂中透過引導及提示，讓

不同程度的學生有均等發言答題的機會:  

  

研究者: 力克胡哲的外表和我們有什麼不同? 

 S18: 沒有手跟腳。 

研究者: 很好，S18看出來他很明顯的和大家不一樣。那沒有手和腳對他 

會造成什麼不方便?  

 S22: 他不能自己走路 

 研究者: 謝謝S22 一個人沒有手和腳，成長過程會遇到什麼困難? 

 S20: 他的同學不喜歡他、笑他，他不能找工作 

研究者: S20答得很好，課文中也講到了力克胡哲小時後被同學欺負。這些 

事情對他有什麼影響?  

S4: 他沒有confidence. 覺得自己比較不好。 

研究者: S4，謝謝你的回答，全部說中文試試。 

S4: 他沒有自信。 

研究者: 做得很好。那從課文跟影片中，我們看到他現在很有自信的演 

講，你覺得什麼事情改變了他?  

S14: 他知道自己要做什麼，他知道自己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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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20200312 

 

 經觀看影片及介紹課文後，研究者設計了一個3分鐘的小組搶答活動。一開

始的問題較簡單，研究者優先讓小組中內向及低成就的學生回答，讓低成就學

生也在課堂中有參與感及成就感，較高層次的問題由程度較好的學生搶答。 

 

三、差異化教學分組策略 

 

(一) 同質分組 

 

因對象性格、特質、學習風格不同且來自不同文化及家庭背景，這些差異

都影響著學習成效。在美國哈佛大學迦納教授(Howard Gardner)1983年提出的多

元智能中，他主張世界上每一個人，都有與生俱來的數種智能，分別為:語言、

邏輯數學、空間、肢體動覺、音樂、人際、內省和自然觀察八大智能，並且每

個人都有其獨特的智能組合。在八大智能中，呈現出每個人不同的學習風格，

透過不同的教學活動及評量方式，讓學習者利用自己優勢智能降低學習焦慮，

找到合適的學習模式。簡靜雯(2017)指出教師可依照學習者不同智能及學習風

格，以不同教學方式讓學習者了解學習內容，回應不同學習需求，滿足個別差

異。因此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分析學習者多元智能、性格、興趣及學習表

現，根據觀察分析結果設計適合學習者優勢智能的多元智能教學目標及學習評

量方式。 

在第二單元差異化分組教學策略中，研究者先對研究對象進行多元智能測

驗9施測，根據學生多元智能測驗結果、學生特質及學習興趣，設計不同難易度

的及不同智能的分組學習任務。 

 

 

                                                
9 多元智能測驗網站《Assessment: Find your strengths》 
https://www.literacynet.org/mi/assessment/findyourstrengths.html 

https://www.literacynet.org/mi/assessment/findyourstrength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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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4 學習者多元智能測驗卡 

 

 

表 4-8 學習者多元至測驗結果及學習行為表現 

學生代號 多元智能 學習者性格及學習表現 

S1 內省智能 

人際智能 

語言智能 

個性內向、沉穩，課堂中話並不多，學習表現上

並不特別突出，但與親近的同儕分組討論時可激

發更多學習動機，是小組中有力的組員。華語程

度較低，時常缺繳學習任務成果和作業。 

S2 內省智能 

自然觀察智能

人際智能 

個性內向，親近的同儕不多，課堂中小組討論參

與意願亦不高。華語學習動機低落，華語程度相

較同班同學低。課堂中不太專心，時常跟不上學

習內容，需教師花許多時間解釋及陪伴完成。平

常和師長互動願意用華語對話，對於感興趣的內

容會稍稍提高學習專注力。 

S3 肢體動覺智能 

邏輯數學智能 

內省智能 

個性沉穩，學習動力高，在各科目中表現都表現

亮眼，作業、報告也都會準時繳交。在分組報告

中總是擔任重要角色，能快速準確的完成學習任

務。 

S4 邏輯數學智能 

空間智能 

人際智能 

個性相較同齡同學沉穩，非常自律也喜歡自學課

程以外的事物。在不同領域的學習內容都展現很

好的領悟力，在人際關係中是同儕間很棒的榜

樣。 

S5 音樂智能 

語言智能 

自然觀察智能 

個性活潑外向，擅長經營同儕關係，在音樂、戲

劇領域展現極高天份。課堂中常分心，學習任務

完成速度過慢，常常無法順利完成。在同儕中學

華語程度較低，但分組活動及面對師長時勇於開

口說華語，在顯得吃力的學習內容中仍能保持愉

快的學習心情。 

S6 肢體動覺智能 

內省智能 

人際智能 

個性偏內斂，擅長球類運動，喜歡挑戰新事物，

能夠快速準確完成學習任務，但與親近的同儕分

組活動時略顯分心，反而影響學習效率，需教師

挑選合適的學習夥伴才能達到學習互助。 



 

117 
 

S7 空間智能 

音樂智能 

肢體動覺智能 

個性外向，學習領悟力極高，在藝術創作中展現

極高天賦，卻很有青少年態度。在課堂中並不喜

歡專心聽課，在各學科課堂中都在畫畫，但在個

人及分組學習任務都能快速準確的完成，在每次

分組活動中都展現領導力，能精準掌握學習重

點，相較同儕華語程度屬高成就，能以全華語和

師長溝通。 

S8 自然觀察智能 

語言智能 

內省智能 

 

個性沉穩，在同儕中心智發展較為成熟，擅長處

理人際關係，在不同交友圈中如魚得水，在課堂

中願意主動幫助學習程度較低的同學，是老師課

堂中的得力助手。在學習任務中勇於嘗試並具深

度思考，在華語課堂中願意主動以全華語溝通表

達。 

S9 邏輯數學智能 

肢體動覺智能 

空間智能 

個性活潑，熱愛球類運動，在不同領域的學習內

容願意勇於嘗試。在不同的學習任務中表現積

極，能快速領悟學習重點。在同儕分組中時常擔

任重要角色，幫助組員精準快速的完成任務。 

S10 邏輯數學智能 

語言智能 

內省智能 

個性活潑，具很好的創意思考能力，喜歡在舞臺

上大膽表現，在同儕中極具領導力，在分組活動

中總是一肩扛起領導角色，帶領組員以有趣、不

同於他組的方式完成任務。 

S11 肢體動覺智能 

邏輯數學智能 

人際智能 

個性活潑，具很好的創意思考能力，總是有令人

意想不到的驚奇想法。擅長處理同儕關係，性格

很好，時常能同理他人處境，受同儕歡迎。在課

堂中願意以全華語溝通表達，勇於嘗試不怕犯

錯。 

S12 肢體動覺智能 

人際智能 

內省智能 

個性活潑卻特別有青少年態度，具深度思考能力

卻喜歡和師長唱反調，喜歡干擾課堂秩序。分組

活動中需教師格外用心挑選才不會影響到其他同

儕的學習進度。能快速掌握學習重點並勇於用華

語發表，對於有興趣的學習內容展現高度領悟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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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3 邏輯數學智能 

自然觀察智能 

肢體動覺智能 

個性沉穩，自制力高，在各學科表現突出，皆展

現高度領悟力，能快速準確的完成任務，並能支

援學習程度低的同學。 

喜歡在課堂中積極主動回應問題，在分組活動中

總擔任重要角色，幫助組員精準掌握任務重點。

華語程度較高，課堂中願意主動以全華語溝通表

達。 

S14 邏輯數學智能 

肢體動覺智能 

內省智能 

個性沉穩，自制力高，在各學科表現突出，皆展

現高度領悟力極深度思考的能力，能快速準確的

完成任務，並能支援學習程度低的同學，在分組

活動中總擔任重要角色，幫助組員精準掌握任務

重點。 

華語程度較高，課堂中願意主動以全華語溝通表

達。 

S15 空間智能 

內省智能 

自然觀察智能 

自閉症學習者，個性十分內向，渴望跟特定幾個

同儕建立關係卻不擅長處理人際關係，在同儕中

幾乎不太主動開口說話。在各學科學習動機低，

學習任務完程度不高，華語程度落後同班同學。 

在分組活動中總被孤立，需教師格外用心照顧安

排。在藝術領域中展現高度專注力及天賦，適合

安排創作類型的個人學習任務。 

S16 音樂智能 

空間智能 

語言智能 

個性活潑外向，各學科課堂中都不太能專注學

習，學習表現數落後族群，喜歡干擾課堂秩序及

影響其他同學學習進度，常常需要教師特別安排

獨立座位。雖各學科表現不優異，但在音樂及藝

術創作展現極高天賦，安排創作類型學習內容能

有效幫助學習。 

S17 邏輯數學智能 

人際智能 

肢體動覺智能 

個性活婆外向，個學科表現並不特別突出，屬穩

紮穩打類型。熱愛球類運動及撰寫電腦程式，喜

歡具挑戰性的學習內容，勇於嘗試不犯錯。華語

程度在同儕中略高，願意主動以華語回應教師。

能快速掌握學習任務重點並回應教師回饋內容積

極修正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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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8 人際智能 

語言智能 

肢體動覺智能 

個性內向，各學科學習表現低落，學習動機低，

課堂中無法專注聽課，需教師跟同儕隨時的協

助。華語程度低，但願意以華語和師長溝通表

達。教師及其家長來信密切，家長積極關心課業

內容，並配合學習內容不斷協助溝通。 

S19 音樂智能 

肢體動覺智能 

空間智能 

中學才移民美國，華語為母語者程度，教師對其

學習任務品質及評量標準有較高要求。個性外向

活潑，在藝術、音樂及戲劇領域展現極高天賦。

課堂中常分心，有時任務完成進度還較其他同學

低，需不斷提醒或教師留心安排學習夥伴。 

S20 音樂智能 

肢體動覺智能 

自然觀察智能 

個性外向，但不太擅長處理人際關係。在各學科

表現不突出，但能準確的完成學習任務。華語表

達程度略高於其他同學，願意以華語表達。課堂

中喜歡挑戰教師權威，偶爾干擾課堂秩序。 

S21 自然觀察智能 

內省智能 

人際智能 

個性內向，喜歡和親近的同儕膩在一起，課堂中

常因此分心而沒跟上學習內容。在學習內容表現

如專注能準確的完成內容及深度思考問題。 

S22 自然觀察智能 

空間智能 

語言智能 

個性內向，喜歡嘗試新事物。個學科表現不突

出，但能展現高度專注力。對於有興趣的學習內

容會有突出的學習成果。 

S23 肢體動覺智能 

內省智能 

音樂智能 

個性內斂沉穩，具深度思考的能力，常能以有深

度的內容回答問題。同儕人緣不錯，富同理心。

能快速掌握及完成學習任務，並能幫助程度較低

的同學。 

S24 音樂智能 

語言智能 

內省智能 

個性內向，課堂中較為安靜，熱衷於交友圈事

物，課堂中偶爾因此分心或影響課堂氣氛，需教

師安排合適的座位及學習夥伴。 

S25 肢體動覺智能 

內省智能 

人際智能 

個性內向沉穩，各學科學習表現突出，能快速掌

握及完成學習內容。在分組活動中雖沒有突出的

領導力，卻是小組中的得力助手，能幫助小組更

快的完成學習任務。 

S26 邏輯術學智能 

肢體動覺智能 

個性外向活潑，熱愛體育活動。談吐風趣，受同

學們喜愛，在人際互動中不錯的表現。勇於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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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智能 新鮮事物，在課堂中能快速掌握及完成學習內

容，並能積極配合教師指示修正錯誤。 

S27 人際智能 

語言智能 

自然觀察智能 

個性內向，面對課堂中教師提問，特別熱衷於交

友圈事物，喜歡和親近的同儕膩在一起，有時因

此分心落後學習內容，需教師耐心提醒及花更多

時間解釋學習任務內容。 

S28 邏輯數學智能 

語言智能 

人際智能 

個性外向，在課堂中展現高度領悟力，能快速掌

握學習內容，並時常舉手回應教師提出的問題。

在分組活動中有突出表現，總能幫助組員一起快

速完成。 

 

 

表 4-9 《力克胡哲的生命故事》多元智能分組學習任務表 

智能類

別 

小組學習任務 組員智能類別 

 

肢體動

覺智能 

 

Group 1  

小組任務: 演戲: 五分鐘的表演  (5分鐘表演) 

組員:  

S6, S11, S19, S5, S12 

劇情內容: 力克被同學欺 負，他的爸爸媽媽和他

說話 

劇情角色: 力克, 同學, 爸爸, 媽媽 

思考問題: 

1. 想想6歲的力克可能會說什麼話? 會怎麼想? 

2. 想想幼稚園的同學可能會對力克說什麼? 

3. 想想除了力克爸媽說的 “你怎樣看自己，別人

就會怎樣看你。”可能還會說什麼? 

學習目標:  

1. 理解課文內容 

2. 想像課文情境及揣測課文角色內心想法 

3. 以華語組織劇本架構 
 

S6 肢體動覺智能 

內省智能 

人際智能 

S11 肢體動覺智能 

邏輯數學智能 

人際智能 

S19 音樂智能 

肢體動覺智能 

空間智能 

S5 音樂智能 

語言智能 

自然觀察智能 

S12 肢體動覺智能 

人際智能 

內省智能 
 

 

人際智

能 

 

語言智

能 

 

自然觀

Group 2 

小組任務:做google slides介紹Nick (上臺介紹)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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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智能 

 

分鐘報告) 

組員:S22, S21, S2, S17 

內容要求: 

1. 力克的國籍、出生年、年齡 (他的文化背景是

什麼? 影響了他什麼?) 

2. 力克的家庭背景 (以前和現在的家庭) 

3. 力克發生重要的事情  (是什麼事情? 對他有什

麼影響? ) 

4.力克說過重要的話 (請選他說過的兩個重要的

話。為什麼你會挑這兩個? 說明原因) 

5. 學習力克胡哲的故事讓我學到了什麼?  

學習目標:  

1. 理解課文內容並自行搜索相關資訊 

2. 透過資料查閱整理，並以華語製作簡報上臺

報告 
 

S22 自然觀察智能 

內省智能 

人際智能 

S21 自然觀察智能 

內省智能 

人際智能 

S2 內省智能 

自然觀察智能人

際智能 

S17 邏輯數學智能 

人際智能 

肢體動覺智能 
 

 

語言智

能 

 

人際智

能 

 

邏輯數

學智能 

Group 3 

小組任務: 從課文中找問題問同學 (5分鐘) 

組員:S9, S26 

任務要求: 

1. 從課文中找8個問題  (問題做在google Slide) 

2. 上臺大聲的問同學 

3. 為大家複習生詞 (選10個生詞，並造句，做在

google Slide上) 

學習目標:  

1. 理解課文內容並設計問題及答案 

2. 能識讀熟悉課文重點生詞，並造句 
 

 

S9 邏輯數學智能 

肢體動覺智能 

空間智能 

S26 邏輯術學智能 

肢體動覺智能 

人際智能 
 

 

人際智

能 

 

語言智

能 

 

語言智

能 

Group 4 

小組任務:採訪力克胡哲  (5分鐘報告) 

組員:S10, S28,, S20, S18, S3 

S10 邏輯數學智能 

語言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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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數

學智能 

角色: 採訪人, 力克 

任務要求: 

1. 上網查找力克胡哲相關資訊料(文章或採訪影

片) 

2. 採訪力克胡哲五個問題 

3. 請把採訪的內容記下來，在課堂表演採訪內容 

學習目標:  

1. 理解課文內容並能主動蒐集相關資料 

2. 以華語組織採訪活動劇本架構 
 

內省智能 

S28 邏輯數學智能 

語言智能 

人際智能 

S20 音樂智能 

肢體動覺智能 

自然觀察智能 

S18 人際智能 

語言智能 

肢體動覺智能 

S3 肢體動覺智能 

邏輯數學智能 

內省智能 
 

 

肢體動

覺智能 

 

內省智

能 

 

語言智

能 

Group 5 

小組任務: 力克胡哲外在身分標記  (5分鐘報告) 

組員:S8, S13, S27, S15 

任務要求: 

1. 完成力克胡哲外在身分標記 (選6個) 

2. 上網查找力克胡哲相關資訊 

3. 做成Google簡報 (加上圖片) 

4. 使用華語上臺報告 

學習目標:  

1. 理解課文內容並蒐集整理相關資訊 

2. 能從他人故事找出外在身分標記並論述 

3. 以華語組織報告內容 
 

S8  自然觀察智能 

語言智能 

內省智能 

S13 邏輯數學智能 

自然觀察智能 

肢體動覺智能 

S27 人際智能 

語言智能 

自然觀察智能 

S15 空間智能 

內省智能 

自然觀察智能 
 

 

邏輯數

學智能 

 

 

內省智

能 

 

人際智

能 

 

語言智

能 

Group 6 

小組任務: 力克胡哲內在身分標記  (5分鐘報告) 

組員:Yan, S1, S24, S4 

任務要求: 

1. 完成力克胡哲內在身分標記 (選6個) 

2. 上網查找力克胡哲相關資訊 

S1  內省智能 

人際智能 

語言智能 

Yan 邏輯數學智能 

肢體動覺智能 

內省智能 

 

邏輯數

學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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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做成Google簡報 (加上圖片) 

4. 使用華語上臺報告 

學習目標:  

1. 理解課文內容並蒐集整理相關資訊 

2. 能從他人故事找出內在身分標記並論述 

3. 以華語組織報告內容 
 

S24 音樂智能 

語言智能 

內省智能 

S4 邏輯數學智能 

空間智能 

人際智能 
 

 

內省智

能 

 

人際智

能 

 

語言智

能 

Group 7 

小組任務: 力克胡哲人生時間線，做出海報  (5分

鐘報告) 

組員:Pam, S25, S23 

任務要求: 

1. 了解他每個成長過程發生的事情和他的內心想

法和改變。 

2. 大字海報 

3. 上臺跟大家報告 

4. 上臺報告聲音要全班聽得到 

學習目標:  

1. 理解課文內容並整理出故事中重要的時間線 

2. 整理出重要資訊，清楚的畫出時間線上臺報

告 
 

S7 空間智能 

音樂智能 

肢體動覺智能 

S25 肢體動覺智能 

內省智能 

人際智能 

S23 肢體動覺智能 

內省智能 

音樂智能 
 

 

邏輯數

學智能 

 

 

內省智

能 

 

空間智

能 

 

 

語言智

能 

Group 8 

小組任務: 力克胡哲做出海報介紹  (5分鐘報告) 

組員:S16 

任務要求: 

S16 音樂智能 

空間智能 

語言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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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智

能 

1. 製作力克胡哲介紹大字海報 

2. 內容包含力克年齡、國籍、職業、家庭結構、

外表特徵、說過重要的一句話 

3. 使用華語上臺跟大家報告 

4. 上臺報告聲音要全班聽得到 

學習目標:  

1. 理解課文內容，並搜尋相關資訊 

3. 以華語完成海報及報告內容 
 

  

 

 

 

圖 4-35《力克胡哲的生命故事》分組學習任務作品-海報組與時間線組 

 

  

圖 4-36《力克胡哲的生命故事》分組學習任務-戲劇組與內在身份標記組 

 

研究者依多元智能測驗結果及平時對學生的學習表現觀察，將學生分組並

安排不同的學習任務，讓學生依自己個人學習風格、利用自己優勢智能降低學

習焦慮，找到合適的學習模式。過程中各組討論相當順利，學生能在自己擅長

的技能上得以發揮，願意投注更多的心力去準備、完成學習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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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分站學習 

 

在《找找我的外在和內在身分標記》學習任務中，研究者與教學同儕採分

站學習，讓學生自由選擇自己喜歡的身分標記。 

 

  

圖 4-37《找找我的外在和內在身分標記》分站學習任務海報 

 

  

圖 4-38《找找我的外在和內在身分標記》分站學習任務 

 

任務進行過程中發現，學生會主動選擇自己喜歡做的身分標記並與同小站

的同學一起討論，並不會跟以往般只跟自己熟悉的朋友黏在一起完成任務。 

 

 

 

(三) 自由分組 

  

在《朋友眼中的我》採訪任務中，S教師採用自由分組方式，讓學生選擇自

己喜歡也熟悉的同儕相互採訪。在開放讓學生選擇自己熟悉的採訪夥伴易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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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題，且採訪內容真誠，透過同儕間的學習互動，合作學習鼓勵學生彼此互助

與分享，創造一種積極互賴的關係。 

研究者: 這次活動是他們自己分組的嗎?  

S教師: 對的，這讓他們自己分組他們肯定喜歡的，而且這是採訪活動， 

對他們也比較好，採訪才真的有效果。 

會議 – 20200306 

  

圖 4-39《朋友眼中的我》採訪活動 

 

四、差異化評量標6 

 

(一) 針對學生能力差異給予不同的學習任務要求及評量標準 

 

在低成就學習者的研究觀察中，學者發現其共通特徵為對於有興趣的科目

及課程能展現優異學習表現，但對於沒興趣科目缺乏學習動機及耐心、專注力

低或學習態度不佳，對於同儕或師長的依賴性重、需陪伴及督促(王宣惠、洪儷

瑜、陳秀芬，2013)。因此，教師需針對不同能力或特殊需求學生的教學做出調

整。 

表 4-10 對於不同能力或特殊需求學生的教學調整原則 

 針對弱能力學生的調整方式 針對高能力學生的調整方式 

學習

內容 

基礎的、具體的、淺化的、

單純的、熟悉的、推論少

的、功能性高的、實用性高

的 

轉化的、抽象的、加深的、

複雜的、陌生的、推論多

的、理論性高的、科技統整

的 

學習

進度 

放慢的、延長的、重複練習

的、複習多的、思考慢的、

小幅進步的 

加快的、縮短的、減少重複

的、課程緊湊的、思考快

的、大幅進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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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

方式 

文本少的、例子先的、合作

多的、獨立少的、實物多

的、操作多的、編序教學多

的、解說仔細的 

文本多的、原則先的、合作

少的、獨立多的、探究多

的、發表多的、編序教學少

的、解說精簡的 

引導

進度 

舉例多的、引導多的、鷹架

多的、外誘多的 

舉例少的、引導少的、鷹架

少的、內誘多的 

學習

環境 

強結構的、固定的、變動少

的、單純的、安靜的、移動

性小的 

弱結構的、彈性的、變動多

的、複雜的、聲音多的、移

動性高的 

成果

要求 

降低標準的、品質較粗的、

低層次認知的 

有挑戰性的、品質精緻的、

高層次認知的 

資料來源：取自郭靜姿 (2013)《如何實施資優學生的區分性教學?》，資

優教育季刊，127，(頁 1-11)。 

 

◎ 第一單元 

 

在第一單元《個人身分標記》，教師給予相同學習任務，但對於依據學習

者不同的能力，給予不同的要求標準。首先讓學習者自行分組，再依照學生能

力對小組成員做些微調整，讓低成就學生透過同儕的陪伴，提升學習意願及表

現，同時降低學習任務的標準，下表說明學習任務的差異化標準:  

 

表 4-11 第一單元《個人身分標記》差異化學習任務標準 

 中高成就表現學生 低成就表現學生 

差異化標準 1. 找出4個外在身分標記 

2. 找出4個內在身分標記 

3. 以文字分別完整敘述八

個身分標記對自己個人

的重要性 

4. 以全華語進行採訪活動 

5. 完成八個採訪問題 

1. 找出至少兩個外在身分標記 

2. 找出至少兩個內在身分標記 

3. 以簡短的文字內容《個人身

分標記》學習單的填空 

4. 無法以華語表達的回答可用

英語回答 

5. 完成八個採訪問題 

 

從下圖可看出高成就學生學習單內容較低成就學生具高層次認知，符合專

家所提的差異化成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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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0 高成就學生《找找我的外在和內在標記》論述個人標記  

 

 

 

圖 4-41 低成就學生《找找我的外在和內在標記》論述個人標記 

 

 

◎ 第二單元 

 

 在第二單元《力克胡哲的生命故事》，研究者依據對學生的觀察及多元化

智能測驗結果分組，給予不同的學習任務。透過相似多元智能不同華語程度的

分組，讓低成就及中高成就的學生在小組中都能依其能力參與小組討論，共同

完成小組報告。 

 

表 4-12《力克胡哲的生命故事》同質小組 

組別 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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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組 

《五分鐘的戲劇表

演》 

S6 

(中級高等) 

肢體動覺智能 

內省智能 

人際智能 

S11 

(中級高等) 

肢體動覺智能 

邏輯數學智能 

人際智能 

S19 

(高級初等) 

音樂智能 

肢體動覺智能 

空間智能 

S5 

(中級高等) 

音樂智能 

語言智能 

自然觀察智能 

S12 

(中級高等) 

肢體動覺智能 

人際智能 

內省智能 

  

 

第二組 

《介紹力克胡

哲》 

S22 

(中級高等) 

自然觀察智能 

內省智能 

人際智能 

S21 

(中級高等) 

自然觀察智能 

內省智能 

人際智能 

S2 

(中級中等) 

內省智能 

自然觀察智能

人際智能 

S17 

(高級初等) 

邏輯數學智能 

人際智能 

肢體動覺智能 
 

第三組 

《課文問答及詞

彙複習》 

S9 

(高級初等) 

邏輯數學智能 

肢體動覺智能 

空間智能 

S26 

(高級初等) 

邏輯術學智能 

肢體動覺智能 

人際智能 
 

第四組 

《採訪力克胡哲》 

S10 

(高級初等) 

邏輯數學智能 

語言智能 

內省智能 

S28 

(高級初等) 

邏輯數學智能 

語言智能 

人際智能 

S20 

(中級高等) 

音樂智能 

肢體動覺智能 

自然觀察智能 

S18 

(中級中等) 

人際智能 

語言智能 

肢體動覺智能 

S3 

(高級初等) 

肢體動覺智能 

邏輯數學智能 

內省智能 

  

 

第五組 

《力克胡哲外在身

分標記》 

S8  

(高級初等) 

自然觀察智能 

語言智能 

內省智能 

S27 

(中級高等) 

人際智能 

語言智能 

自然觀察智能 

S13 

(中級高等) 

邏輯數學智能 

自然觀察智能 

肢體動覺智能 

S15  

(中級高等) 

空間智能 

內省智能 

自然觀察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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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組 

《力克胡哲內在身

分標記》 

S1  

(中級高等) 

內省智能 

人際智能 

語言智能 

S24 

(高級初等) 

音樂智能 

語言智能 

內省智能 

Yan 

(中級高等) 

邏輯數學智能 

肢體動覺智能 

內省智能 

S4 

(高級初等) 

邏輯數學智能 

空間智能 

人際智能 
 

第七組 

《力克胡哲人生時

間線海報》 

S7 

(高級初等) 

空間智能 

音樂智能 

肢體動覺智能 

S23 

(高級初等) 

肢體動覺智能 

內省智能 

音樂智能 

S25 

(中級高等) 

肢體動覺智能 

內省智能 

人際智能 

  

 

第八組 

《力克胡介紹哲

海報》 

S16 

(中級中等) 

音樂智能 

空間智能 

語言智能 
 

 

 研究者在課室巡視觀察過程中，各小組氣氛和諧，且很快速的便完成了工

作分配，熱絡的開始討論如何呈現報告成果。研究者發現各小組員們能同理彼

此程度差異，會分配較簡單的工作內容給低成就同學。 

 

◎ 第三單元 

 

 在第三單元《個人身分標記小視頻》，研究者與S教師、P教師經幾番討論

與反思，共同制定中高成就學生及低成就學生需完成的學習單要求及《我的小

視頻》評分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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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2《個人身分標記小視頻》學習單完成度 

《個人身分標記小視頻》各階段學習單，中高成就學生要求全部學習單都

需完成；低成就學生因華語程度較弱且完成速度慢，至少需完成其中五項學習

單。在完成學習單的過程，教師依不同程度學生給予不同標準的反饋建議。下

圖為28位學生《個人身分標記小視頻》學習單完成度，其中黃標S1、S2、S3、

S7、S8、S24、S27學生為低成就學生，綠原點為「已完成」，黃紅原點為「要

求修正」。 

S教師: 我們一起看看S15的(個人小視頻)吧，我是想給她高一點的分，我們 

一起看看吧。她兩個小時前還在改呢…(S教師播放影片)。 

S教師: 我們三個現在來給她打一下分。我覺得S15…我當時給她講的就 

是，只要她把她一個身分標記講好就行了，她講的是她的畫畫，你覺 

得講得清楚嗎?  

研究者、P教師: 我覺得蠻清楚的。 

S教師: 那就給她4.5或4分呢?  

P教師: 可以的。 

S教師: 那你們覺得是4分還4.5分? 因為按照我們給她的要求標準她都是達 

到的。 

P教師: OK，4.5。 

研究者，4.5，我覺得她算是有進步的。 

 

會議-20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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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針對學生個別差異給予適當的回饋 

 

不同的回饋方式會對內在動機造成不同層面的影響，在教學過程中，教師

需掌握學生個別差異，從而變化回饋的種類與程度，給學生適當的回饋，讓學

生知道，他現在所做的努力是一步一步更接近成功(吳家碧，2002)，同時教師

也需耐心傾聽學生想法，給予適切的引導。 

 

 

 

圖 4-43 教師對低成就學生《個人小視頻故事腳本》回饋 

 

 

 

圖 4-44 教師對中高成就學生《個人小視頻故事腳本》回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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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5 教師對中高成就學生《個人小視頻故事腳本》回饋 2 

 

 從上圖教師對兩個不同程度學生的反饋，可看出教師對低成就學生的要求

較低，而對中高成就的學生要求更高層次的想法及表現。 

 

五、教學同儕的協同教學 

 

對於低成就學習者教學策略需教師格外用心陪伴，並持續創造良好的師生

互動及正面的教學環境氛圍以提升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及成就表現，例如: 調整

評量標準、改變期望、找出有效溝通模式、同儕支持。透過教師、學習者及學

習者家長的的緊密合作、師生會晤，可以幫助釐清學習者特質、學習風格，找

出其適合的學習方式和評量標準。 

為幫助低成就學習者的學習需求，教學策略依學習者個性、認知、社交能

力、學習動機、學習興趣等採多向的形式，如使用下列各項不同的策略 

1. 提高學習者內在動機: 

 引起學習興趣 

 鼓勵學生珍視所得的成果 

 調整學習內容，減低學習者面臨挫敗的風險 

 運用有吸引力的內容或情境 

2. 隨時給予鼓勵、支持，肯定學習者各領域的學習表現，如舞蹈、音樂

等，以建立其自信、提升自我形象及價值 

3. 減少測驗的次數和壓力 

4. 邀請家長參與協助學生的學習 

5. 營造舒適、愉悅的學習氣氛: 一個開放、靈活、包容的環境，可鼓勵

學習者學習，並容許他們作新嘗試時犯錯，並從反覆試驗或錯誤中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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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效的分組:  

 安排適當程度的組別，使每一個學生都可在適當的程度中學習 

 同儕協助，安排學習者信任的同儕夥伴協作學習 

7. 隨時調整教學方式及教學材料: 

 簡化教學與學習材料的內容 

 因應學習者的能力調整學習進度 

 因應學生的興趣和需要，改變教學策略 

 採用多元化的資源激發學生的好奇心 

 加強師生間的互動，幫助學生建構知識 

8. 調整學習評量方式及標準: 

 調整評量方式，依據學習者能力表現給予適合的評量方式及標準 

 透過不同的評量方式找到學習者長處及弱點，為其選用適合的教

學策略 

 

 對於高成就學習者的教學策略，並非提供「更多的教學時數」、「額外的

教學」或「更多的功課或作業」，加重其心理負擔、增加無聊感而降低學習動

機。對高成就學習者的教學策略應強調的是「質的提升」而非「量的增多」。 

教學上「質的不同」便是要顧及不同學習者的獨特性。  

 許多高成就學習者能快速地處理及記憶，迅速掌握知識並連繫，能應付較

抽象的學習或能更深入地研習課。因此，對於高成就學習者的教學策略傾向開

放性與獨立性較高的學習氛圍，教師可透過下列教學策略:  

1. 安排一些包含更具挑戰性的學習目標及學習內容，多採用開放式問

題，以及能促進學生發展高層次思維能力及創造力的活動 

2. 讓學習者依照自己興趣及取向進行個別學習和專題研究，教師隨時予

以協助 

3. 採用不同的分組模式(如按能力或混能力分組)，使高成就學習者能應

付較具挑戰性的學習內容，或在正規課堂上與智能相若的學習夥伴合

作 (如按能力分組，完成分程度的工作紙) 

4. 不同的評量標準: 配以與他們能力相應的評量制度及標準 

 

為讓不同程度的學習者都能在課室中享有均等的學習機會，在適當的環境

中使學習者能用有效的方法盡己所能學習共同課程，差異化教學進度內容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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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為重要，最終的目的是要使不論是學習表現優異，還是學習能力稍遜的學習

者都能發揮潛能。 

差異化教學的課程設計及實施需教師多費心力及時間，因此實施上的困難

點為學習者的進度、學習表現不一，教師人力和課程時間不足都將影響差異化

教學的實施成效。為解決人力不足問題，本差異化教學課程實施為三位華語老

師協同設計及實施，課堂中平均分配帶領不同學習者，並每週開會討論不學習

者學習表現及進度調整、安排。 

 

S教師: 等等我們主要需要照顧的就是那些慢的同學。 

P教師: 上次S8跟我說他不太懂要做什麼。我等等先帶他做。 

會議-20200416 

 

當教師學習任務說明不夠清楚、使用的華語詞彙內容超過學生語言程度，

或學習任務較需學生抽象的想像，往往會出現學生不了解如何完成學習任務，

特別是低成就學生，時常需要教師一對一協助。在遠距教學中，學生需要個別

協助時，教師時常顧及不來全班學生的學習情形，此時三位教師的合作相當重

要，研究者與教學同儕在教學前或教學後，分析課堂中遇到的問題及學生學習

情形，分配需要個別花時間照顧的學生。在三位教師的協助下，學生了解自己

的需要會被教師傾聽，願意耐心等待跟聽教師解說，理解學習任務內容並繼續

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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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差異化教學課堂之困境 

 

壹、 教學環境的限制 

 

一 教室空間限制及互動限制 

 

 在實體課室中師生可走動、討論、交流，遠距虛擬課室雖突破時空限制，

讓師生能在不同地點同時間一同上線上課，但受限於視訊鏡頭，師生都是坐在

鏡頭前，缺乏人與人之間真實的互動。在遠距教學初期，教師曾幾次嘗試開啟

全部學生的會議麥克風讓學生交流討論，但雜訊太多、聲音太大而致無法順利

進行討論交流，甚至影響課堂秩序及教學進度，最後S教師決定關閉學生們的麥

克風權限，僅在必須讓單獨幾個學生發言時才打開權限。 

 為解決麥克風交流討論問題，在本研究遠距教學中許多堂課開設分組討論

室，讓學生在分組討論室中分組討論或單獨完成任務，研究者與S教師和P教師

會巡視各討論室，協助學生完成學習任務。 

 在Zoom主要會議室的課程互動，研究者與S教師、P教師主要採取按

「讚」、討論室或比手勢的方式確認學生課堂專注度，透過比手勢或輸入文字

在討論室，教師可即時確認學生是否理解學習內容或確認學生學習進度、學習

需求。 

 

二 遠距教學班級經營不易 

 

在遠距虛擬課室中，教師不易監控學生學習狀態。課堂中為監控學生是否

專注在視訊或學習單畫面，教師使用GoGuardian監控學生Chromebook上課畫

面，但仍受設備限制，部分學生使用自家電腦教師便無法掌握學生電腦畫面。 

在本研究遠距教學學模式中，為幫助學習者專心完成學習任務，同時讓教

師們能一對一陪伴需要協助的學生，許多堂課開設分組討論室，讓學生在分組

討論室中分組討論或單獨完成任務，研究者與S教師和P教師會巡視各討論室，

協助學生完成學習任務。在教師進分組討論室輔導需幫助學生時，無法兼顧其

餘獨自在其他分組討論室中的學生。曾幾次巡視討論室時發現學生關閉視訊鏡

頭且不在座位上，或學生直接離線翹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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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網路設備的限制 

 

 本差異化教學大多時間為遠距教學形式，而遠距教學高度仰賴視訊設備及

網路，在教學過程中，遇上幾次教師斷線或學生斷線問題，由於教師為會議主

持人，當教師斷線時，遠距教學被迫中止，師生皆必須重新進到會議室，因此

研究者與S教師、P教師想到找到方法，將研究者及P教師設定為聯合主持人，

可避免會議主持人斷線後的問題。 

 由於學校發給學生的Chromebook經中學學生們使用2年，加上中學生對待

學校給的Chromebook並不輕柔，少部分學生有無法打開視訊鏡頭問題，教師要

求學生的解決辦法為: 1. 和學校申請更換另一臺維修好的Chromebook 2. 使用家

裡其他有視訊鏡頭的電腦連線上課。 

 

 

貳、 教學時間的限制 

 

一 教學時間的減少 

 

因應美國新冠肺炎防疫政策，本教學研究受政策影響，僅3月5日至3月13日

為實體課程，Y校於3月13日宣佈全校關閉全面改遠距教學，並發送遠距教學手

冊至全校師生、家長電子信箱說明遠距教學課表、遠距課程教室(Zoom)帳號申

請及操作方法、遠距教學平臺帳號申請及操作方法、遠距教學注意事項。 

遠距教學課表分兩階段調整，遠距教學1.0課表於實施三周後，根據全校師

生反饋進行調整為遠距教學2.0課，主要調整內容為下課時間的增加，從兩分鐘

改為10分鐘下課時間，及每堂課課時減少五分鐘。下圖分別為遠距教學1.0課表

及遠距教學2.0課表，黃標為本研究之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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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6 Y 校七年級華語課課表 1.0 

 

 

 

圖 4-47 Y 校七年級華語課課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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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習任務進度不如預期致最後的學習成果完成時間緊迫 

 

 雖已刪除《Amy Tan移民故事》一整單元內容，但學習單完成時間仍然緊

迫，主因是遠距教學不易立即掌握學生學習進度，以及不易立即發現學生在哪

個學習內容遇上瓶頸，且遠距教學對低成就學生缺乏實體上課的感覺，容易分

心或無法藉同儕陪伴激起學習動機，因此在低成就學生進度越來越落後，教師

需花加倍的心力陪伴完成。另一方面，在學生建構《個人身分標記小視頻》過

程，學生完成進度比預期慢，因此至最後期末成果《我的小視頻》僅剩4-5堂課

能完成。 

 

第六節 差異化教學反思 

 

壹、 根據教學情境彈性調整教學策略 

 

一、依據教學情境調整教案 

 

透過瞭解學生學習狀況，實施教學時學生學習狀況和學習表現，教師必須

敏銳的去感受其中的差異性，課堂中隨時彈性的調整教學進度、教學內容及評

量標準，最後在每節課下課後反思教學流程及遇到的問題並做出調整。 

 

貳、 從教學的受限轉變為充實學生的學習 

 

一 不限制學生的思考與作答方式 

 

透過上半學期研究者在課室觀察的情形，發現在過去課堂中S教師每單元給

予固定學習文本及學習單，為幫助非母語的華語學習者能順暢的用華語表達，

學習單往往會有固定的模板及句式。在《自我探索》單元中，研究者及教學同

儕漸漸減少制式的句型模板，對於學習者撰寫的學習任務內容趨於多元化，並

依著學生撰寫的內容引導，增加學習深度。 

 

S教師: S25的文章我看了，看起來不像在寫自己身分標記的文章，只 

是單純陳述一件以前發生過的事情。 

研究者:  或許她想表達這件事情是對他很重要的一件事，改變了他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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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教師: 我也覺得他是在講一件事情而已，但我同意那件事情是他認為很重 

要的。 

S教師: 要不我們就請他總結要多一點自己的想法跟對他個人的影響吧。 

會議-20200416 

 

  

 

20200428 

圖 4-48 教師回饋 

 

二、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在進行差異化之前，教師必須瞭解班上學生差異，尊重此階段學生認知發

展的階段性特點，強調以學生為中心，照顧學生認知水準上的性格差異，培養

其獨立、自主學習的能力。 

學習的主要目的在於獲得有意義的學習，應讓學生了解所學內容的意義，

從中習得解決問題的能力，為未來就業做預備。因此，教師應盡可能提供學生

思考與解決問題能力的機會。 

在《自我探索》主題三個單元中，研究設計緊連學生生活經驗及此階段探

索「自我概念」心理特徵，提供學生深度思考的機會，並藉由學習鷹架的搭

建，讓學生在一步一步的學習中達到最終目的，而過程中如需協助，學生能知

道可向教師、同儕尋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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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28 

圖 4-49 高成就學生寄 Eail 詢問教師問題 

 

 
圖 4-50 低成就學生寄 Eail 詢問教師問題 

20200611 

 

S教師: 對的，對的。這應該對她(S15)來說會是一個很大的鼓勵，因為她現 

      在進步特別大，她最近一直在email我，然後問我怎麼改、問我怎麼 

      做，所以這是我認為她已經在做很大的進步了。 

會議-20200612 

 

在各階段學習任務完成的過程，研究者與教學同儕皆分別收到學生的學習

反饋，學生通常通過電子郵件或教師進到分組討論室時提問，不單僅是高成就

學生積極詢問教師該如何做，在低成就學生的學習觀察中，三位教師亦發現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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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化教學及回饋方式，減輕學生的學習負荷，更幫助低成就學生願意詢問教

師並嘗試達到教師訂下的學習任務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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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美國華語沉浸式 Y 校七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教學內容為教師自

編教材，教學主題為「自我探索」。本研究教學時程為美國第二學期 3 月 5 日

起至 6 月 12 日，研究時間為期 13 週，共計 38 節課，總時長為 29 小時，旨在

探討遠距差異化華語教學課程設計、實踐及學習者學習態度影響，本章分為三

節，第一節依據第四章研究結果說明研究結論，第二節依據研究結論提出研究

建議，第三節根據本次研究結果提出提出未來研究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章根據研究結果加以分析整理並歸納，提出差異化教學設計與實施結

論，以作為未來差異化教學及後續研究之參考。 

 

一、 差異化教學能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本研究教學主題以學習者為中心設計一系列《自我探索》主題單元，其學

習過程依著七年級年齡特徵-注重同儕關係及自我探索階段，以及每位學生的特

質、學習興趣及學習風格設計主題單元最中學習成果，透過研究者及教學同儕

的觀察與討論，發現至最後一單元，學生皆依個人興趣及學習風格完成具個人

特色的《個人小視頻腳本》及《個人小視頻》，例如；喜歡繪圖的學生以親筆

繪圖完成、喜歡球類運動的學生主題圍繞喜愛的球類運動、幽默搞笑特質的學

生以有趣的戲劇型式完成影片。 

 

二、 差異化教學能有效提升學生學習態度及學習成效 

 

在教學過程中，研究者及教學同儕依據不同程度學生的學習狀況適時調整

教學策略，對低成就學生縮減學習單內容及降低評量標準，對高成就學生增加

學習單難度及調高評量標準，透過分級提問的方式找出學生不清楚的概念，適

時給予鷹架輔助。在異質性分組中鼓勵高成就學生協助低成就同學，透過同儕

互助共同提升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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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差異化教學中，給予不同學習者適當的學習難度及評量難度，通過學生

學習成果發現，差異化教學能幫助不同程度的學習者發揮最大潛能，以達到最

佳的學習效果，因此實施差異化教學有助於學生學習態度及學習成效的提升。 

 

三、 大班課遠距教學仍應盡可能的滿足每位學生學習需求 

 

因著美國防疫政策各校陸續關閉，帶來了教育革新，遠距同步教學及非同

步教學成為最受歡迎及學校唯一能進行教學的教學形式。受到時空限制，少了

師生實體互動，教學活動亦受到了限制，所幸隨著資訊技術的發展，網路會議

室系統提供的互動功能逐漸完備，如: 會議聊天室、分組討論室、螢幕共享與

電子白板功能等，選擇合適的遠距教學系統，教學者仍然可使用不同的學習工

具實現不同的教學互動，達到一定的教學成效，但資訊科技並無法取代所有的

教學互動，遠距教學互動在實施上仍有許多困難，如:學習者面對遠距學習無法

專注、教師無法立即個別給予回饋、學習者的課堂參與度及互動度降低。 

教師應應該站在學習者需求的立場之上，盡可能在教學過程中善用遠距教

學系統功能、網路資源及數位平臺，讓教學者、教材、學習者等之間的互動符

合學習者需求，達到教師教學目標及學習者學習目標。 

 

四、 班級經營能有效提升遠距教學學生參與度 

 

遠距教學並不是要取代正常教室裡的學習活動，而是在學校之外仍有彼此

一起學習和分享的空間。相較實體課堂班級經營，不受時空限制的遠距教學更

加不易。在遠距教學課堂中容易缺乏存在感與班級歸屬感，使得學生們不容易

感覺到自己在一個班級裡與其他師生共學，因此在遠距教學中學習者注意力較

難集中，課程互動上也較難持續投入，因此在大班課遠距教學班級經營是不可

或缺的一個元素，教師需在班級經營上多花點心力，建立起師生間習慣的一套

課堂流程及師生間的溝通模式，如:手勢、按讚、文字反饋等維持學習者線上參

與度。 

研究者在遠距教學過程中發現有些學生會刻意不打開視訊、未告知教師便

離開座位或不參與課程互動，建議教師可將課程參與度列入成績考評中來以鼓

勵學生積極參與課程互動。 

 

五、 遠距課室實施差異化教學中在學生華語口語表達上未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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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中學生華語口語表達能力未見差異，研究者推論可能原因如下:  

1 學習者已具備一定基礎的華語口語表達能力: 本次研究對象大部分自

幼稚園起便接受沉浸式華語教育，已具備基礎華語口語表達能力，部

份學生能以基礎華語與教師溝通，而低成就學習者能聽懂教師華語引

導語，但仍慣以英語回應。 

2 教學單元重點非著重口語表達: 差異化教學單元主題圍繞「自我探

索」，在單元活動設計中研究者與教學同儕已盡可能安排華語口語練

習之分組活動，但並無口語能力前測及後測資料。 

3 遠距教學學生人數過多: 因著調整為遠距教學課程，課程受到時空、

電腦設備、遠距教學活動及網速限制，以及面對鏡頭缺乏互動感，種

種因素皆影響學生開口說華語的機會。 

4 教師經驗缺乏: 學校宣布改為遠距課程後僅有三天的準備時間，教師

們在缺乏訓練及經驗下都是首次帶大班課遠距教學，對於遠距教學蛤

語口語表達訓練仍在摸索及實驗中。 

 

六、 差異化教學能提升教師專業知能 

 

根據研究結果，差異化教學對教師的專業成長帶來正面影響。透過與教學同

儕的共同備課與議課及差異化教學的實施，讓教師於過程中不斷進行探討與反

思，在教學反思中調整教學設計及改變教學策略，持續精進教學技巧，提升教

學品質。 

 

第二節 研究建議 

 

壹、 差異化教學課程內容設計與教學歷程 

  

 差異化教學模式針對同一班級之不同程度、學習需求、學習方式及學習興

趣之學生提供多元學習輔導方案，課程內容、實施過程、實施成果都影響著差

異化教學的結果。 

從研究結果中，研究者認為差異化教學課程設計及教學策略應掌握以下幾

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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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多元化的學習任務 

 

教師需依學生興趣設計教學內容，依學生個體差異指派學習任務，同時兼

顧各程度的學生，給予不同的引導，並根據學生反應適時的調整學習內容，讓

他們能運用所學過的內容來處理解決問題，對學習內容跟任務處理更具信心進

而提升學習成效。 

 

二、 運用不同的教學策略 

 

在差異化教學的課堂中，高成就學生能夠獨立且快速的完成學習任務，低

成就學生有實需透過教師重複教學引導才能達到學習目標，教師應重視學生學

習的個別差異，了解學生學習最有效的方法，教學過程保有彈性空間，依學生

學習狀況及需求彈性調整教學策略與方法，如: 簡化學習內容、減少學習任

務、分級提問，改善學生學習狀況，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 

 

三、 差異化的評量標準 

  

「考試」並非唯一的評量方式。評量最重要的含意是要能設計出足以檢視

學生對於課程的理解與精熟度，考核學生學習狀況的評量可以是作業、討論、

報告、學習單等，依據學生學習準備度、興趣及學習風格，教師設計不同類型

的學習任務評量學習成果。透過評量的過程中，教師同時也可依照教學過程中

的評量結果，檢視自身的教學成效，並調整教學內容，師生彼此學習成長。 

在差異化教學的課堂中教師不僅要了解所有學生應達到的整體標準，還要

了解學生個人可以達到的個別化標準。對於低成就學生的標準應調整為其能掌

握的基礎知識與基本技能，對於高成就學生的標準為學生能掌握高層次知識與

技能。 

 

四、 同質或異質分組 

 

同班級中因學生程度差異，進行學習任務分組時必須考慮學生能力的不

同，在教學活動中教師需尊重學生的共同性和差異性進行同質或異質分組，並

適時的彈性調整，讓同儕相互學習提升低成就學生的學習表現及學習成效，同

時讓高成就學生能掌握更高層次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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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習任務中，教師需清楚了解學生在分組活動中擔任的角色，善用學生

的長處，使學生發揮才能，讓每位學生具有多元的表現。 

 

五、 學生家長的協同合作 

 

 適時的讓家長了解孩子在學校的學習情況，教師應將學生家長視為教育伙

伴，了解學生的家庭特徵及其影響，邀請學生的家長關心、參與孩子的學習，

鼓勵和協助監控學生學習任務完成的過程，家長的配合能減輕教師教學負擔。 

 

 

貳、 遠距教學課程設計及互動建議 

 

一、 遠距教學課程設計 

 

遠距教學仰賴電腦設備及網路，在實施遠距教學前學校師生應完善相關硬

體設備，選擇合適的遠距教學系統，以作為實施遠距教學的基礎。 

遠距教學在課程設計上應運用數位教學設計理念規劃課程，選擇合適的遠

距教學系統，使用不同的學習工具實現不同的教學互動，讓數位科技的應用跨

越時空限制，創造個別化的學習情境，兼具同步與非同步的混成式學習模式，

滿足不同學習者的學習需要。 

 

二、遠距教學互動 

 

在遠距教學中，少了人與人之間真實的互動，使得學生容易缺乏存在感與

班級歸屬感，因而難以保持學習專注力，因此教師需在班級經營上多花心思，

建立起師生間在遠距課堂中的溝通模式，如:手勢、按讚、文字反饋等維持學習

者參與度，或教師可將課程參與度列入成績考評中來以鼓勵學生積極參與課程

互動。 

教師除了單方面的講課外或給予個人學習任務外，也應注重學生的情意需

求與同儕關係，可善用網路會議室功能適時安排合作分組學習的方式，並在分

組期間時常關心各小組學習者間的互動，較能確保有效的合作學習。 

 

參、 教師教學專業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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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了解學生文化 

 

 面對學生特質與個別差異從了解文化開始。每位學生帶著不同的家庭文化

來到課堂，老師必須展示出對不同文化差異的知識、理解、敏感和尊重，了解

家庭文化對學習者特質及學習表現帶來的影響。 

 

二、 評估學生學習表現的能力 

 

 在教學前，教師需有準確評估學生起點的能力，通過學生能力的評估規劃

合適的教學內容及學習任務。在教學過程中，隨時檢視學生學習反應並修改教

學內容及調整教學策略。 

 

三、 改變教學模式 

 

傳統教學中忽略學習者差異，教師為課堂主導者，為改善單一教學策略及

評量模式，強化每位學生的成長和個別的成功，教師必須著重在學習者個體差

異。 

教師在執行差異化過程中，為學生打造客製化的教育環境，無論是教學內

容、教學活動設計、教學策略的使用及教學評量的形式都應以學生的個別需求

為出發點，教師的角色由主導者轉變為引導者與協助者，讓徐生成為學習的主

導者。 

 

四、 數位平臺的操作 

 

在本研究中，因著疫情改為遠距同步課堂，數位教材及數位平臺成為教學

重要的輔助工具。數位學習具有不受時空限制、無界傳播、自主學習、新鮮

性、便利環保、雙向交流等優點 

教師選擇數位平臺時應符應數位學習的重要精神，不論在學習過程或學習

指導的規劃，皆需考量學習者的需求與偏好，讓學習者完整的掌握個人的學習

進度自主學習，依自己的學習進度學習，提升學習成效，教師同時也能透過數

位平臺的運用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況、察覺學生的學習問題，適時給予協助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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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讓學生獲得立即性的回饋。教師如能在遠距同步課堂中善用科技的力量，

便能營造適切的學習環境與促進學生有意義的學習。 

 

五、 教師間的互助 

 

在教學協作過程，教師間的合作及統一對每位學生的不同標準使得教學過

程更加順利。透過教師協作間的共同備課、議課，分配各課教學任務，減輕教

學負擔，共同檢視課程規劃、教學流程和學習單，找出教學問題，使教學更為

完善。在與協作教師的互動中，教師本身能發現自身在教學上的缺失，汲取他

人優點建議，調整教學方式，提升教學專業知能。 

 

第三節 未來研究建議 

 

壹、 擴大研究範圍 

 

受限於課程、學生人數及研究人力，僅針對研究者教學場域的華語沉浸式

學校的一個班級實施差異化教學，研究對象為 28 位七年級美籍華語學習者，樣

本數受限。建議未來研究可擴大範圍，如: 不同地區、不同教育階段、不同年

齡、不同學科、不同課程內容等。 

 

貳、 延長研究時間 

 

本差異化教學研究僅為期 13 週進行三個單元的教學實驗，實驗時間不長，

不同程度學習者的學習表現及成就便有所提升，若延長研究時間，研究結果或

許更為顯著。建議未來研究探討差異化教學應用在實際教學現場中，延長實驗

教學週數，進一步觀察學生學習成效，研究蒐集的資料也能更為完整。  

 

參、 增加實驗組與對照組 

 

本研究受限於實驗班級僅有一班，並無進行對照組教學實驗，無法確認學

習成效提升是否全因差異化教學或是學生本身的心智成長影響，因此建議未來

實驗研究增加對照組以釐清差異化教學是否為教學成效提升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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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差異化教學導入實體課堂 

 

本研究實施時間受遠距教學影響，增加許多不可控因素，如:課程總時數減

少、學生上線遲到、電腦設備問題、網路不穩定、斷線、數位平臺限制、學生

學習態度改變、在遠距課程中學習專注度降低、無法立即個別給予學習反饋

等，以上問題皆影響教學步調、研究時程及資料蒐集的確實度，故建議未來相

關研究在實體課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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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第一單元教學流程紀錄 

 

日期 教學目標及內容 時間 教學流程 學習單 

3/5 學習目標:  

1. 了解何謂個人身分

標記 

2. 思考身分標記對於

個人的影響 

3. 能找出個人外在身

分標記 

4. 能透過教師給予的

模板完成四個外在

身分標記 

 

 

學習任務: 

分站學習-尋找四個內在

身分標記，完成《外在

身分標記》學習單 

 

10:12- 

10:13 

1. 說明課室規則 

 

《外在身分標

記》 

 

  10:13-

10:30 

2. 介紹何謂個人身分標記 

3. 講解外在身分標記 

4. 研究者示範如何介紹個

人外在身分標記 

5. 說明活動規則: 找出四個

外在身分標記 

6. 讓學生分站學習 

《內在身分標

記》 

  10:30- 

10:32 

7. 學生坐回座位，表揚學

生學習表現，頒發獎勵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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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教學目標及內容 時間 教學流程 學習單 

3/5 學習目標:  

1. 了解何謂個人身分

標記 

2. 思考身分標記對於

個人的影響 

3. 能找出個人外在身

分標記 

4. 能透過教師給予的

模板完成四個外在

身分標記 

 

學習任務: 

分站學習-尋找兩個內在

身分標記，完成《內在

身分標記》學習單 

 

9:50- 

9:55 

1. 提醒尚未寫完成四個身

分標記的學生可以請教

師協助 

2. 介紹個人內在標記 

 

《內在身分標

記》 

 

  9:55-

10:10 

3. S教師以影片示範個人標

記對她的影響 

4. P教師介紹三個個人內在

標記及對她的影響 

5. 研究者介紹一個內在身

分標記及其影響 

 

  10:10- 

10:11 

6. 和學生說明需找尋兩個

內在身分標記 

 

 

 

 10:11- 

10:25 

7. 分站學習-選擇感興趣的

內在身分標記，完成第

一個內在身分標記 

 

  10:25- 

10:31 

8. 分站學習-選擇感興趣的

內在身分標記，完成第

二個內在身分標記 

 

  10:31- 9. 請學生回到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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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 10. 提醒週末前需完成 

 

日期 教學目標及內容 時間 教學流程 學習單 

3/6 學習目標:  

1. 能以華語採訪同學 

2. 從朋友眼中認識自

己 

 

學習任務: 

互相採訪，並完成《找

找我的外在和內在標

記》學習單 

 

9:45- 

9:56 

1. 介紹今日學習目標: 小組

採訪，認識朋友眼中的

自己 

2. 總結個人身分標記重點 

3. 介紹八個問題教師預設

的八個問題，或學生可

自行發揮 

4. 快速找好要採訪的小組

員，找到安靜坐下 

《朋友眼中的

我》 

  9:56-

10:10 

5. 小組員討論問題，並用

Chromebook寫在Summit 

Learning上發布的學習單 

 

  10:10- 

10:14 

6. 採訪規則介紹:  

 尊重每個人:使用合

適的言語 

 尊重每個觀點:不打

斷別人回答 

 尊重每個問題:認真

思考、回答每個問

題 

 用華語採訪 

 

  10:14-

10:30 

7. 開始小組採訪，並將對

方的回答寫在自己學習

單上 

 

  10:30- 

10:32 

8. 回到座位 

9. 表揚以全華語採訪的學

生 

10. 預告下節課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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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教學目標及內容 時間 教學流程 學習單 

3/9 學習目標:  

1. 能以華語採訪同學 

2. 從朋友眼中認識自

己 

 

學習任務: 

反思《朋友眼中的我》

及完成的《個人身分標

記》學習單內容，從中

選出三個完成的身分標

記並加以論述 

9:44- 

9:47 

1. 穩定全班秩序，制造學

習氛圍 

《論述我的個

人身分標記》 

  9:47-

9:59 

2. 總結目前學習任務及目

標 

3. 介紹今日學習目標: 反思

《朋友眼中的我》及完

成的《個人身分標記》

學習單內容，並從中選

出三個完成的身分標記 

 

  10:00- 

10:32 

4. 完成《論述我的個人身

分標記》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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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第二單元教學流程紀錄 

 

日期 教學目標及內容 時間 教學流程 學習單 

3/10 學習目標:  

1. 認識自己的學習風

格 

 

學習任務: 

1. 完成《多元智能》

線上測驗，並設計

具個人風格的圖卡 

 

10:52- 

10:56 

2. 介紹今日學習目標: 認識

自己學習風格 

3. 介紹多元智能卡完成方

式 

 

《多元智能

卡》 

 

  10:56-

11:41 

4. 完成《多元智能》線上

測驗，並設計具個人風

格的圖卡 

5. 完成速度快的學生，繼

續完成尚未完成的個人

內外在身分標記 

 

 

 

日期 教學目標及內容 時間 教學流程 學習單 

3/11 教學目標:  

2. 讓學生認識新課文

《力克胡哲的生命

故事》 

3. 思考殘疾人士成長

過程可能面臨的困

難，並用華語發表 

 

學習任務: 

使用Quizlet自學課文生

詞 

11:44- 

11:48 

1. 重整秩序 

2. 介紹今日學習目標: 新課

文《力克胡哲的生命故

事》、思考殘疾人士的

困難 

《力克胡哲的

生命故事》課

文及生詞表 

 

  11:48- 3. 先打開Chromebook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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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 師設計好的Quizlet上預

習新課生詞 

4. 先自行閱覽一下新課文 

  12:00- 

12:10 

5. 介紹力克胡哲並觀看相

關介紹影片 

6. 提問: 感覺上他是個怎麼

樣的人? 他成長過程可

能遇上什麼困難?  

7. 思考問題，和同學討論

並回答 

8. 找找看他的個人身分標

記 

 

  12:10- 

12:25 

9. 帶領閱讀課文、介紹課

文生詞 

 

 

日期 教學目標及內容 時間 教學流程 學習單 

3/12 教學目標:  

1. 透過多元智能分組

報告，更加了解課

文內容 

2. 合作能力的培養 

 

學習任務: 

多元智能分組報告討論 

8:52- 

8:56 

1. 講解今日學習目標 

2. 講解分組規則 

3. 請學生用一分鐘依教師

分配的座位快速就座 

多元智能分組

任務卡 

 

  8:56-

8:58 

4. 各小組發放學習任務卡 

5. 講解分組活動目的 

6. 說明每階段任務完成時

間 

 

  8:58- 

9:00 

7. 開始小組討論  

8. 教師各組確認組員是否

理解學習任務內容 

 

  9:00 

9:40 

9. 小組學習任務討論 

10. 教師個小組巡視及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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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0- 

9:42 

11. 教師總結今日學習目標 

12. 請學生各組自我評分學

習表現 

 

 

日期 教學目標及內容 時間 教學流程 學習單 

3/13 教學目標:  

1. 分組上臺報告 

2. 透過多元智能分組

報告，更加了解課

文內容 

3. 合作能力的培養 

 

學習任務: 

多元智能分組報告演講 

10:51-

10:53 

1. 穩定班級秩序 

2. 講解今日學習目標: 透過

各小組的報告學習課文

內容、學習如何公正的

評分 

3. 說明今天上課流程 

 

  10:53- 

10:54 

4. 一分鐘找到同組員坐在

一起 

 

  10:54- 

11:00 

5. 說明評分方式及標準 

6. 獎懲規則: 表現好最後有

10分鐘派對時間；表現

不佳則最後10分鐘繼續

上課 

 

  11:00- 

11:10 

7. 小組報告準備10分鐘  

  11:10- 

11:12 

8. 向全班說明報告規則: 認

真聽同學報告、不能打

開Chromebook 

 

  11:02-

11:08 

9. 第一組報告-《採訪力克

胡哲》 

10. 報告後同學點評 

 

  11:08- 

11:16 

11. 第二組報告-《力克胡哲

的人生時間線》 

12. 報告後同學點評 

 

  11:16- 13. 第三組報告-《力克胡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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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4 介紹-海報》 

14. 報告後同學點評 

  11:24-

11:26 

15. 教師總結今天報告內容 

16.  

 

  11:26- 

11:29 

17. 帶領學生複習課文八個

生詞 

 

  11:29- 

11:31 

18. 教師表揚表現及報告好

的學生 

19. 宣布剩下時間看影片、

享用教師預備好的零食 

 

  11:31- 

11:38 

20. 播放關於力克胡哲的影

片 

21. 教師收取評分表 

 

  11:38- 

11:40 

22. 收拾桌椅及垃圾 

23. 宣布下週放假三天，3/19

開始改為遠距同步課 

 

 

日期 教學目標及內容 時間 教學流程 學習單 

3/19 教學目標:  

1. 學生適應遠距教學

上課模式 

2. 熟悉遠距課堂規則 

3. 熟悉平臺操作 

 

學習任務: 

將前面未完成的《個人

身分標記》、《論述我

的個人身分標記》、

《力克胡哲的生命故

事》學習單完成 

10:10- 

10:14 

1. 等待學生陸續上線 

2. 說明遠距課堂規則 

3. 講解遠距教學期間作業

繳交的方式 

評分表 

  10:14-

10:15 

4. 介紹今日學習任務目標: 

完成未完成的學習單；

完成的學生重新檢視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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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學習單的內容，增加

深度 

5. 告知上堂課未報告的組

別由教師帶進分組教室

練習 

  10:15- 

10:58 

6. 獨立完成學習單過程，

研究者帶《力克胡哲的

生命故事》尚未報告的

組別進入分組教室練習

報告；P教師分別帶低成

就學生進分組教室協助

完成學習單 

 

  10:58 

11:00 

7. 結束分組教室，讓所有

人回到Zoom大教室 

8. 提醒作業繳交及完成未

完成的學習單 

 

 

日期 教學目標及內容 時間 教學流程 學習單 

3/23 教學目標:  

1. 《力克胡哲的生命

故事》尚未報告組

別透過Zoom完成

報告 

 

學習任務: 

《力克胡哲的生命故

事》各組報告 

10:10- 

10:15 

1. S教師說明今日學習目標 

2. 提醒聽遠距報告時應有

的態度 

評分表 

  10:15-

10:30 

3. 第四組報告-《力克胡哲

的介紹》 

4. 報告後同學點評 

 

  10:30-

10:32 

5. 第五組因科技問題無法

分想螢幕 

 

  10:32- 6. 第五組報告-《力克胡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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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2 外在身分標記》 

7. 報告後同學點評 

  10:42- 

10:43 

8. 插曲: S教師透過

GoGuardian 發現有學生

在玩遊戲，因此打岔提

醒全班同學專心聽同學

用心做的報告 

 

  10:43- 

10:45 

9. 第五組報告-《力克胡哲

內在身分標記》 

10. 報告後同學點評 

 

  10:47- 

10:55 

11. 第五組報告-《力克胡哲

課文提問及生詞複習》 

12. 報告後同學點評 

 

 

日期 教學目標及內容 時間 教學流程 學習單 

3/23 教學目標:  

2. 《力克胡哲的生命

故事》尚未報告組

別透過Zoom完成

報告 

 

學習任務: 

《力克胡哲的生命故

事》各組報告 

10:10- 

10:15 

13. S教師說明今日學習目標 

14. 提醒聽遠距報告時應有

的態度 

《個人身分標

記》、《論述

我的個人身分

標記》、《力

克胡哲的生命

故事》 

  10:15-

10:30 

15. 第四組報告-《力克胡哲

的介紹》 

16. 報告後同學點評 

 

  10:30-

10:32 

17. 第五組因科技問題無法

分想螢幕 

 

  10:32- 

10:42 

18. 第五組報告-《力克胡哲

外在身分標記》 

19. 報告後同學點評 

 

  10:42- 20. 插曲: S教師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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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3 GoGuardian 發現有學生

在玩遊戲，因此打岔提

醒全班同學專心聽同學

用心做的報告 

  10:43- 

10:45 

21. 第五組報告-《力克胡哲

內在身分標記》 

22. 報告後同學點評 

 

  10:47- 

10:55 

23. 第五組報告-《力克胡哲

課文提問及生詞複習》 

24. 報告後同學點評 

 

 

日期 教學目標及內容 時間 教學流程 學習單 

3/24 教學目標:  

1 找出三個力克胡哲

個人身分標記並加

以說明 

 

學習任務: 

找出三個力克胡哲個人

身分標記並填寫《找找

力克胡哲的外在和內在

標記》學習單 

10:10- 

10:15 

1. 等待遲到學生 

2. S教師提醒遠距課堂規則: 

準時，同時表揚準時進

到教室的學生 

3. S教師提醒作業缺繳名單

及作業要求標準 

4. 說明本週作業 

《找找力克胡

哲的外在和內

在標記》 

  10:15-

10:18 

5. 教師說明今日學習目標:  

找出三個力克胡哲個人

身分標記並加以說明 

 

  10:18- 

10:45 

6. 依學生意願進行分組討

論或獨立完成《找找力

克胡哲的外在和內在標

記》學習單，個別將學

生放至分組教室 

7. 研究者、S教師、P教師

分別進入不同分組教室

協助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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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8- 

10:52 

8. 結束分組教室 

9. Quizlet複習《力克胡哲

的生命故事》字詞 

10. Gimkit字詞遊戲 

 

  10:52- 

10:55 

11. 研究者總結後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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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第三單元教學流程紀錄 

 

日期 教學目標及內容 時間 教學流程 學習單 

3/26 教學目標:  

1. 讓學生了解何謂故

事線、有哪些故事

元素、故事線目的 

2. 找出《力克胡哲的

生命故事》課文故

事線 

3. 《力克胡哲故事

線》分組活動 

 

學習任務: 

《力克胡哲的生命故

事》故事線各組分組討

論及報告 

11:05- 

11:07 

1. 等待學生進教室 

2. 提醒作業繳交 

《故事線》、

《力克胡哲故

事線》分組活

動 

  11:08-

11:11 

3. S教師說明今日學習目標: 

認識故事線，說明故事

線對於文章組織的幫

助，找出不同時間點分

組完成力克胡哲的故事

線  

 

  11:11- 

11:14 

4. S教師講解故事線重點及

公佈分組組別 

5. 讓學生練習google共編簡

報 

 

  11:14- 

11:45 

6. 開設分組教室邀請學生

進入 

7. 研究者、S教師、P教師

分別進入不同小組協助 

 

  11:45-

11:55 

8. 回到Zoom主要教室，各

組透過分想螢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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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S教師總結後下課 

 

日期 教學目標及內容 時間 教學流程 學習單 

3/31 教學目標:  

1. 學生修訂《論述我

的個人身分標記》

學習單，並運用故

事線技巧組織成

《我的身分標記故

事》 

2. 提升華語文字篇章

組織能力 

 

學習任務: 

修訂《論述我的個人身

分標記》學習單，並運

用故事線技巧以華語組

織《我的身分標記故事

線》 

11:05- 

11:07 

1. 等待學生進教室 

2. 提醒作業繳交 

《論述我的個

人身分標

記》、《我的

身分標記故

事》 

  11:08-

11:11 

3. S教師說明今日學習目標:

修訂《論述我的個人身

分標記》學習單，並運

用故事線技巧組織成

《我的身分標記故事

線》  

4. 提醒6個故事線的重點情

節 

5. 確認學生是否理解，邀

請需協助學生舉手 

 

  11:11- 

11:54 

6. 開設分組教室邀請學生

進入 

7. 研究者、S教師、P教師

分別進入需協助學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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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教室 

  11:54- 

11:55 

8. 結束分組教室，讓學生

回到Zoom主要教室 

9. 交代假期作業為需完成

《我的身分標記故事

線》及下堂課學習重點 

 

 

日期 教學目標及內容 時間 教學流程 學習單 

4/13 教學目標:  

1. 透過同儕間的合

作，彼此一同成長 

2. 提升華語閱讀能力

及篇章寫作組織能

力 

3. 訓練欣賞他人作品

的眼光及聆聽他人

建議的能力 

 

學習任務: 

用華語和同組同學共同

完成《我的個人身分標

記故事》同學反饋學習

單 

9:25- 

9:28 

1. 等待學生進教室 

2. S教師分享自己一週假期

的生活，並詢問學生假

期如何 

《我的身分標

記故事》、

《同學反饋學

習單》 

  9:28-

9:29 

3. S教師帶領一個簡單互動

活動活絡班級氣氛 

 

  9:29- 

9:35 

4. S教師說明今日學習目標: 

和同儕分組討論目前完

成的故事 

5. 講解《我的個人身分標

記故事》同學反饋學習

單重點及任務標準 

 

  9:35 

9:42 

6. S教師詢問學生們「同學

反饋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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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這次學習單要安排

和同學分享你的故事? 

 為何讓同學反饋而不直

接教師反饋? 

7. 學生舉手發表 

  9:42- 

9:55 

8. S教師說明反饋單完成方

法:  

 相互轉發文章 

 貼至學習單大空格中 

9. 根據評分標準為同學評

分並給予建議 

 

  9:55- 

10:22 

10. 開設分組教室邀請學生

進入 

11. 研究者、S教師、P教師

分別進入分組教室確認

學生理解度，並同時協

助進度落後的學生 

 

  10:22- 

10:25 

12. 結束分組教室，讓學生

回到Zoom主要教室 

13. 交代下堂課學習重點後

讓學生下課 

 

 

日期 教學目標及內容 時間 教學流程 學習單 

4/14 教學目標:  

1. 透過同儕間的合

作，彼此一同成長 

2. 提升華語閱讀能力

及篇章寫作組織能

力 

3. 訓練欣賞他人作品

的眼光及聆聽他人

建議的能力 

 

10:25- 

10:26 

1. 提醒學生準時上課 《我的身分標

記故事》、

《同學反饋學

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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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任務: 

用華語和同組同學共同

完成《我的個人身分標

記故事》同學反饋學習

單 

  10:26- 

10:28 

2. S教師說明今日學習目標: 

繼續完成《我的個人身

分標記故事》同學反饋

學習單下半部分 

3. 重新將學生不清楚的內

容講解、釐清 

 

  10:28- 

10:35 

4. S教師說明反饋下半部完

成方法: 給予同學評語及

建議 

 

 

  10:35 

11:04 

5. 開設分組教室邀請學生

進入 

6. 研究者、S教師、P教師

分別進入分組教室確認

學生理解度，並同時協

助進度落後的學生 

 

  11:04- 

11:05 

7. 結束分組教室，讓學生

回到Zoom主要教室 

8. 交代下堂課學習重點後

讓學生下課 

 

 

日期 教學目標及內容 時間 教學流程 學習單 

4/16 教學目標:  

4. 透過同儕間的合

作，彼此一同成長 

5. 提升華語閱讀能力

及篇章寫作組織能

力 

9:35- 

9:37 

1. 等待學生進教室 

2. 提醒學生準時交作業 

《我的身分標

記故事》、

《同學反饋學

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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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訓練欣賞他人作品

的眼光及聆聽他人

建議的能力 

 

學習任務: 

用華語和同組同學共同

完成《我的個人身分標

記故事》同學反饋學習

單 

  9:37- 

9:42 

3. S教師提醒同學反饋目的 

4. S教師說明今日學習目標: 

繼續完成《我的個人身

分標記故事》同學反饋

學習單下半部分 

 

  9:42- 

9:46 

5. S教師說明反饋下半部完

成方法: 反思同學作品與

自己的異同 

6. 說明「比較異同」部分

撰寫要求標準 

 

 

  9:46- 

 

10:14 

7. 開設分組教室邀請學生

進入 

8. 研究者、S教師、P教師

分別進入分組教室確認

學生理解度，並同時協

助進度落後的學生 

 

  10:14- 

10:15 

9. 結束分組教室，讓學生

回到Zoom主要教室 

10. 交代下堂課學習重點後

讓學生下課 

 

 

日期 教學目標及內容 時間 教學流程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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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 教學目標:  

1. 透過同儕間的合

作，彼此一同成長 

2. 提升華語閱讀能力

及篇章寫作組織能

力 

3. 訓練欣賞他人作品

的眼光及聆聽他人

建議的能力 

4. 透過分組，練習華

語口語表達能力 

 

學習任務: 

用華語和同組同學共同

完成《我的個人身分標

記故事》同學反饋學習

單，並給予同學修改建

議 

9:35- 

9:37 

1. 等待學生進教室 

2. 提醒同學回饋單完成速

度 

《我的身分標

記故事》、

《同學反饋學

習單》 

  9:37- 

9:42 

3. S教師說明今日學習目標: 

為完成《我的個人身分

標記故事》同學反饋學

習單繼續完成；已完成

學生依同學建議修改自

己的文章 

 

  9:42- 

9:46 

4. S教師確認學生是否都了

解自己的組別，並請各

組以手適表示完成的進

度 

 手勢1: 已經在文章修改

階段 

 手勢2: 正在進行同學給

予建議階段 

 手勢3: 進度落後，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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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反饋單 

  9:46- 

 

10:14 

5. 教師依分組開設分組教

室邀請學生進入 

6. 研究者、S教師、P教師

依學生手勢分三組關

懷，分別進入不同教室

確認學生理解度，並同

時個別協助進度落後的

學生 

 

  10:14- 

10:15 

7. 結束分組教室，讓學生

回到Zoom主要教室 

8. 交代下堂課學習重點後

讓學生下課 

 

 

日期 教學目標及內容 時間 教學流程 學習單 

4/21 教學目標:  

1. 透過同儕間的合

作，彼此一同成長 

2. 提升華語閱讀能力

及篇章寫作組織能

力 

3. 訓練欣賞他人作品

的眼光及聆聽他人

建議的能力 

4. 透過分組，練習華

語口語表達能力 

5. 培養獨立完成學習

任務的能力 

 

學習任務: 

用華語和同組同學共同

完成《我的個人身分標

記故事》同學反饋學習

10:35- 

10:39 

9. 等待學生進教室 

10. S教師說明今日學習目標: 

依三個組別完成個人進

度 

 超前及進度中組: 修改文

章 

 微落後組: 完成反饋單 

 進度大落後組: 反饋單給

予同學建議 

《論述我的個

人身分標

記》、《我的

身分標記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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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並給予同學修改建

議 

  9:42- 

9:46 

11. S教師確認學生是否都了

解自己的組別，並請各

組以手勢表示完成的進

度 

 手勢1: 已經在文章修改

階段 

 手勢2: 正在進行同學給

予建議階段或快完成同

學反饋單 

 手勢3: 進度落後，仍在

撰寫反饋單 

 

  9:46- 

 

10:14 

12. 教師依分組開設分組教

室邀請學生進入 

13. 研究者、S教師、P教師

依學生手勢分三組關

懷，分別進入不同教室

確認學生理解度，並同

時個別協助進度落後的

學生 

 

  10:14- 

10:15 

14. 結束分組教室，讓學生

回到Zoom主要教室 

15. 交代下堂課學習重點後

讓學生下課 

 

 

日期 教學目標及內容 時間 教學流程 學習單 

4/27 教學目標:  

1. 學生能了解故事腳

本對於影片製作的

重要性 

2. 了解如何建立故事

9:35- 

10:00 

1. 等待學生進教室 

2. S教師說明今日學習目標:  

 了解故事對於製作影片

的重要性 

 透過S13第一段文章，學

《個人小視頻

腳本》google 

slides分組練習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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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本 

3. 分組練習故事腳本 

 

學習任務: 

以華語共同討論並分功

完成《個人小視頻腳

本》google slides分組練

習學習單 

習如何製作《個人小視

頻腳本》 

3. 講解故事腳本四大元素: 

故事元素、背景音樂、

配音對話、畫面 

  10:00- 

10:14 

4. S教師宣布分組名單，並

確認學生是否都了解自

己的組別，並請各組以

手勢「讚」表示了解 

5. 教師依分組開設分組教

室邀請學生進入討論 

6. 研究者、S教師、P教師

分別進入分組教室確認

各組學生討論進度，並

同時協助 

 

  10:14- 

10:15 

7. 結束分組教室，讓學生

回到Zoom主要教室 

8. S教師總結各組故事腳本

優缺點，點出下堂課修

改方向 

9. 交代下堂課學習重點後

讓學生下課 

 

 

日期 教學目標及內容 時間 教學流程 學習單 

4/28 教學目標:  

1. 學生能了解故事腳

本對於影片製作的

重要性 

2. 了解如何建立故事

腳本 

10:25- 

10:32 

1. 等待學生進教室 

2. S教師提醒並複習故事腳

本四大元素重點 

3. S教師說明今日學習目標:  

 繼續透過S13第一段文

章，學習如何製作《個

《個人小視頻

腳本》google 

slides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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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組練習故事腳本 

4. 透過同儕間的合

作，彼此一同成長 

5. 訓練欣賞他人作品

的眼光及聆聽他人

建議的能力 

6. 透過分組，練習華

語口語表達能力 

 

學習任務: 

以華語共同討論並分功

完成《個人小視頻腳

本》google slides分組練

習學習單 

人小視頻腳本》，並分

組報告點評其他組別作

品 

4. 提醒小組討論規則: 以華

語討論、公平分工 (部分

程度差異大小組，教師

將進教師指定分工) 

  10:32- 

10:42 

5. S教師提醒分組名單，並

確認學生是否都了解自

己的組別，並請各組以

手勢「讚」表示了解 

6. 預告10分鐘後要進行下

依階段活動 

7. 教師依分組開設分組教

室邀請學生進入討論 

8. 研究者、S教師、P教師

分別進入分組教室確認

各組學生討論進度，並

同時協助 

 

  10:42- 

10:45 

9. 暫停分組教室，讓學生

回到Zoom主要教室 

10. S教師表揚分組教室觀察

到的學習表現好的組別 

11. S教師提醒: 須彼此以華

語交流 

12. S教師說明下階段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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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組閱覽其他組別的故

事腳本，並分享優點 

 比較他組與自己組的腳

本內容有何不同，不同

點在何處 

 最喜歡哪一組的腳本 

 從他人腳本中看到什麼

優點及學到什麼 

  10:45- 

10:50 

13. 重啟分組教室邀請學生

進入 

14. 研究者、S教師、P教師

分別進入分組教室確認

各組學生討論進度，並

同時協助 

 

  10:50- 

10:54 

15. 結束分組教室，讓學生

回到Zoom主要教室 

16. 各小組分享喜歡的組別

及其優點 

 

  10:50- 

10:54 

17. S教師總結各組故事腳本

優 

18. 交代下堂課學習重點後

讓學生下課 

 

 

日期 教學目標及內容 時間 教學流程 學習單 

4/30 教學目標:  

1. 依據自己的故事建

立故事腳本 

2. 訓練文字轉為影片

畫面的組織能力 

3. 訓練獨立自主完成

學任務的能力 

 

學習任務: 

9:35- 

9:40 

1. 等待學生進教室 

2. S教師說明今日學習目標: 

將依據自己的故事建立

個人的故事腳本 

3. 提醒故事腳本元素 

4. 說明故事腳本要求:  

 需含有6個故事劇情元素: 

背景、衝突、劇情上

升、高潮、劇情下降、

《個人小視頻

腳本》google 

slides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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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自己的故事建立

《個人小視頻腳本》 

衝突解決或改變 

 說明每個故事元素至少

要有2-3張故事腳本 

  9:40- 

10:13 

5. 教師開設分組教室邀請

學生進入討論，獨立完

成《個人小視頻腳本》 

6. 研究者、S教師、P教師

分別進入分組教室確認

學生理解度及完成進

度，並同時協助進度落

後的學生 

 

  10:13- 

10:15 

7. 結束分組教室，讓學生

回到Zoom主要教室 

8. 交代下堂課將繼續完成

後讓學生下課 

 

 

日期 教學目標及內容 時間 教學流程 學習單 

5/4 教學目標:  

1. 依據自己的故事建

立故事腳本 

2. 訓練文字轉為影片

畫面的組織能力 

3. 訓練獨立自主完成

學任務的能力 

 

學習任務: 

依據自己的故事建立

《個人小視頻腳本》 

9:35- 

9:40 

1. 等待學生進教室 

2. S教師說明今日學習目標: 

繼續依據自己的故事建

立個人的故事腳本 

3. 提醒故事腳本元素 

4. 說明故事腳本要求:  

 需含有6個故事劇情元素: 

背景、衝突、劇情上

升、高潮、劇情下降、

衝突解決或改變 

 說明每個故事元素至少

要有2-3張故事腳本 

《個人小視頻

腳本》google 

slides學習單 

  9:40- 

10:13 

5. 教師開設分組教室邀請

學生進入討論，獨立完

成《個人小視頻腳本》 

6. 研究者、S教師、P教師

 



 

189 
 

分別進入分組教室確認

學生理解度及完成進

度，並同時協助進度落

後的學生 

  10:13- 

10:15 

7. 結束分組教室，讓學生

回到Zoom主要教室 

8. 交代下堂課將繼續完成

後讓學生下課 

 

 

日期 教學目標及內容 時間 教學流程 學習單 

5/6 教學目標:  

1. 依據《我的個人身

分標記故事》教師

反饋修改文章 

2. 依據自己的故事建

立故事腳本 

3. 訓練文字轉為影片

畫面的組織能力 

4. 訓練獨立自主完成

學任務的能力 

 

學習任務: 

依據《我的個人身分標

記故事》教師反饋修改

文章 

依據自己的故事建立

《個人小視頻腳本》 

10:25- 

10:28 

1. 等待學生進教室 

2. S教師說明今日學習目標:

依據《我的個人身分標

記故事》教師反饋修改

文章，並繼續依據已修

改的《我的個人身分標

記故事》建立個人的故

事腳本 

《我的個人身

分標記故事》

及《個人小視

頻腳本》

google slides學

習單 

  10:28- 

11:04 

3. 教師開設分組教室邀請

學生進入討論，獨立修

改《我的個人身分標記

故事》及繼續完成《個

人小視頻腳本》 

4. 研究者、S教師、P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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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進入分組教室確認

學生理解度及完成進

度，並同時協助不清楚

反饋內容的學生 

  11:04- 

11:05 

5. 結束分組教室，讓學生

回到Zoom主要教室 

6. 交代下堂課將繼續完成

後讓學生下課 

 

 

  

日期 教學目標及內容 時間 教學流程 學習單 

5/7 教學目標:  

1. 依據自己的故事建

立故事腳本 

2. 訓練文字轉為影片

畫面的組織能力 

3. 訓練獨立自主完成

學任務的能力 

 

學習任務: 

依據自己的故事建立

《個人小視頻腳本》 

9:35- 

9:43 

1. S教師說明今日學習目標: 

繼續依據已修改的《我

的個人身分標記故事》

建立個人的故事腳本 

 

《個人小視頻

腳本》google 

slides學習單 

  9:43- 

9:45 

2. 提前預告接下來的任務

分組《個人小視頻腳

本》同學反饋學習單 

3. 提醒學生必須在5/12前完

成《個人小視頻腳本》 

 

  9:45- 

10:14 

4. 教師開設分組教室邀請

學生進入討論，繼續完

成《個人小視頻腳本》 

5. 研究者、S教師、P教師

分別進入分組教室確認

學生理解度及完成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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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並同時協助不清楚

反饋內容的學生 

  10:14- 

10:15 

6. 結束分組教室，讓學生

回到Zoom主要教室 

7. 提醒《個人小視頻腳

本》完成時間 

 

 

日期 教學目標及內容 時間 教學流程 學習單 

5/11 教學目標:  

1. 依據自己的故事建

立故事腳本 

2. 訓練文字轉為影片

畫面的組織能力 

3. 訓練獨立自主完成

學任務的能力 

 

學習任務: 

依據自己的故事建立

《個人小視頻腳本》 

9:35- 

9:43 

1. S教師說明今日學習目標: 

繼續依據已修改的《我

的個人身分標記故事》

建立個人的故事腳本 

2. S教師提醒故事腳本要求 

3. 提醒學生必須在5/12前完

成《個人小視頻腳本》 

 

《個人小視頻

腳本》google 

slides學習單 

  9:43- 

10:14 

4. 教師開設分組教室邀請

學生進入討論，繼續完

成《個人小視頻腳本》 

5. 研究者、S教師、P教師

分別進入分組教室確認

學生理解度及完成進

度，並同時協助不清楚

反饋內容的學生 

 

  10:14- 

10:15 

6. 結束分組教室，讓學生

回到Zoom主要教室 

7. 提醒配音的編排重點，

需有故事情節幫助觀眾

理解上下劇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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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教學目標及內容 時間 教學流程 學習單 

5/11 教學目標:  

1. 依據教師回饋修改

《個人小視頻腳

本》 

2. 訓練文字轉為影片

畫面的組織能力 

3. 訓練獨立自主完成

學任務的能力 

 

學習任務: 

依據教學回饋修改《個

人小視頻腳本》 

10:25- 

10:27 

1. S教師說明今日學習目標: 

重新檢視「配音」內容

是否能讓觀眾明白劇情 

《個人小視頻

腳本》google 

slides學習單 

  10:27- 

10:29 

2. P教師以S14的故事腳本

「配音」部分作為範例

說明 

 

  10:29- 

11:04 

3. 教師開設分組教室邀請

學生進入討論， 

4. 學生檢視自己的《個人

小視頻腳本》並繼續完

成 

5. 研究者、S教師、P教師

分別進入分組教室確認

學生理解度及完成進

度，並同時協助不清楚

反饋內容的學生 

 

   6. 結束分組教室，讓學生

回到Zoom主要教室 

7. 提醒下階段同儕反饋學

習任務 

 

 

日期 教學目標及內容 時間 教學流程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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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教學目標:  

1. 透過《個人小視頻

腳本》同學反饋學

習單，讓學生在同

儕間的合作，彼此

一同成長 

2. 訓練欣賞他人作品

的眼光及聆聽他人

建議的能力 

3. 透過分組，練習華

語口語表達能力 

 

學習任務: 

透過彼此觀看《我的身

分標記故事》，填寫

《個人小視頻腳本》同

學反饋學習單 

9:35- 

9:45 

1. S教師說明今日學習目標: 

《個人小視頻腳本》同

學反饋學習單，透過相

互建議，彼此學習、提

升；進度落後的同學繼

續完成《個人小視頻腳

本》 

2. 講解說明《個人小視頻

腳本》同學反饋學習單 

《個人小視頻

腳本》、《個

人小視頻腳

本》同學反饋

學習單 

  9:45- 

10:14 

3. 教師開設分組教室邀請

學生進入討論，同時將

不同進度的學生分組讓

三位教師分開照顧 

4. 研究者、S教師、P教師

分別進入分組教室確認

學生理解度及完成進

度，並同時協助不清楚

反饋內容的學生 

 

  10:14- 

10:15 

5. 結束分組教室，讓學生

回到Zoom主要教室 

6. 提醒進度落後的同學盡

快追上進度 

 

 

日期 教學目標及內容 時間 教學流程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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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 教學目標:  

1. 透過《個人小視頻

腳本》同學反饋學

習單，讓學生在同

儕間的合作，彼此

一同成長 

2. 訓練欣賞他人作品

的眼光及聆聽他人

建議的能力 

3. 透過分組，練習華

語口語表達能力 

 

學習任務: 

透過彼此觀看《我的身

分標記故事》，填寫

《個人小視頻腳本》同

學反饋學習單 

9:35- 

9:42 

1. S教師說明期末成績打分

數標準: 

 《個人小視頻》影片成

積 

 按時繳交作業 

 完成Summit Learning上

《自我探索》單元課堂

學習單 

 課堂參與成績: 上課出缺

席、說華語、回答問

題、回應教師、打開視

訊鏡頭 

《個人小視頻

腳本》、《個

人小視頻腳

本》同學反饋

學習單 

  9:42- 

9:47 

2. S教師說明今日學習目標: 

《個人小視頻腳本》同

學反饋學習單，透過相

互建議，彼此學習、提

升；進度落後的同學繼

續完成《個人小視頻腳

本》 

3. 講解說明《個人小視頻

腳本》同學反饋學習單

下半部分  

 

  9:47- 

10:14 

4. 教師開設分組教室邀請

學生進入討論，同時將

不同進度的學生分組讓

三位教師分開照顧 

5. 研究者、S教師、P教師

分別進入分組教室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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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理解度及完成進

度，並同時協助不清楚

反饋內容的學生 

  10:14- 

10:15 

6. 結束分組教室，讓學生

回到Zoom主要教室 

7. 提醒進度落後的同學盡

快追上進度 

 

 

日期 教學目標及內容 時間 教學流程 學習單 

5/19 教學目標:  

1. 透過《個人小視頻

腳本》同學反饋學

習單，讓學生在同

儕間的合作，彼此

一同成長 

2. 訓練欣賞他人作品

的眼光及聆聽他人

建議的能力 

3. 透過分組，練習華

語口語表達能力 

 

學習任務: 

透過彼此觀看《個人小

視頻腳本》，填寫《個

人小視頻腳本》同學反

饋學習單 

10:25- 

10:30 

1. S教師說明今日學習目標: 

 進度超前同學，開始修

改個人《個人小視頻腳

本》 

 尚未完成《個人小視頻

腳本》反饋學習單的同

學，仍進續完成 

 進度落後的同學繼續完

成《個人小視頻腳本》 

2. 提醒說明《個人小視頻

腳本》同學反饋學習單

下半部分撰寫要求 

《個人小視頻

腳本》、《個

人小視頻腳

本》同學反饋

學習單 

  10:30- 

11:03 

3. 教師開設分組教室邀請

學生進入討論，同時將

不同進度的學生分組讓

三位教師分開照顧 

4. 研究者、S教師、P教師

分別進入分組教室確認

學生理解度及完成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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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並同時協助不清楚

學習內容的學生 

  11:03- 

11:05 

5. 結束分組教室，讓學生

回到Zoom主要教室 

6. 提醒進度落後的同學盡

快追上進度，利用假日

修改完《個人小視頻腳

本》 

7. 說明下週進度: 開始製作

《個人小視頻》 

 

 

日期 教學目標及內容 時間 教學流程 學習單 

5/21 教學目標:  

1. 培養自主完成學習

任務的能力 

2. 透過《個人小視頻

腳本》同學反饋學

習單，讓學生在同

儕間的合作，彼此

一同成長 

3. 訓練欣賞他人作品

的眼光及聆聽他人

建議的能力 

4. 透過分組，練習華

語口語表達能力 

 

學習任務: 

透過彼此觀看《個人小

視頻腳本》，填寫《個

人小視頻腳本》同學反

饋學習單 

9:35- 

9:39 

1. S教師說明今日學習目標: 

 開始修改個人《個人小

視頻腳本》 

 尚未完成《個人小視頻

腳本》反饋學習單的同

學，仍進續完成 

 進度落後的同學繼續完

成《個人小視頻腳本》 

 

《個人小視頻

腳本》、《個

人小視頻腳

本》同學反饋

學習單 

  9:39- 

9:43 

2. 詢問學生個人進度，以

手勢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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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勢1: 還沒完成《個人

小視頻腳本》的學生 

 手勢2:尚未完成《個人小

視頻腳本》反饋學習單

的學生 

 手勢3:修改個人《個人小

視頻腳本》 

 手勢4:《個人小視頻腳

本》同學反饋單及修改

《個人小視頻腳本》皆

以完成的學生 

3. S教師交代學生持續進

度，已完成的學生可以

開始使用WeVideo平臺建

構影片 

  9:43- 

10:14 

4. 教師開設分組教室邀請

學生進入討論，同時將

不同進度的學生分組讓

三位教師分開照顧 

5. 研究者、S教師、P教師

分別進入分組教室確認

學生理解度及完成進

度，並同時協助不清楚

學習內容的學生 

 

  10:14- 

10:15 

6. 結束分組教室，讓學生

回到Zoom主要教室 

7. 提醒進度落後的同學盡

快追上進度 

 

 

 

日期 教學目標及內容 時間 教學流程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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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教學目標:  

1. 幫助學生建構腳本

轉換成影片的方法 

2. 培養專心、獨立完

成學習任務的能力 

3. 激發學生創意 

 

學習任務: 

使用WeVideo製作《個

人小視頻》 

10:25- 

10:30 

1. S教師說明今日學習目標: 

1. 開始製作《個人小視

頻》； 

2. 進度落後的同學，繼續

修改個人《個人小視頻

腳本》； 

3. 尚未完成《個人小視頻

腳本》反饋學習單的同

學，仍進續完成  

使用WeVideo

製作《個人小

視頻》、《個

人小視頻腳

本》、《個人

小視頻腳本》

同學反饋學習

單 

  10:30- 

10:40 

2. 介紹《個人小視頻》評

分方式，分四方面: 

3. 內容 

4. 格式 

5. 華語配音 

6. 吸引力 

 

  10:40- 

10:52 

7. S教師以S16的電影腳本

為範例，示範「格式」

要求標準 

 讓學生觀察S16電影腳本

有幾種圖片風格 

 教師說明風格、內容的

連貫性及要求標準 

8. 研究者補充配樂風格需

符合劇情、轉換需和諧 

 

  10:52- 

11:00 

9. S教師引導學生進到

WeVideo開設帳號，並加

入教師給的邀請碼 

 

  11:00- 

11:05 

10. S教師快速介紹WeVideo

操作方法 

11. 預告下節課內容: 由研究

者開設WeVideo教學，學

生自由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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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教學目標及內容 時間 教學流程 學習單 

5/28 教學目標:  

1. 幫助學生建構腳本

轉換成影片的方法 

2. 培養專心、獨立完

成學習任務的能力 

3. 激發學生創意 

 

學習任務: 

使用WeVideo製作《個

人小視頻》 

9:35- 

9:38 

1. 詢問學生個人進度，以

手勢回覆 

 手勢1: 還沒完成《個人

小視頻腳本》的學生 

 手勢2:尚未完成《個人小

視頻腳本》反饋學習單

的學生 

 手勢3:修改個人《個人小

視頻腳本》 

 手勢4:正在製作《個人小

視頻》 

 

使用WeVideo

製作《個人小

視頻》、《個

人小視頻腳

本》、《個人

小視頻腳本》

同學反饋學習

單 

  9:38- 

9:39 

2. 學生提問: WeVideo無法

上傳照片 

3. 教師解答: 更換一臺電腦

操作，或先上傳到

Google雲端硬碟，由

WeVideo連結Google帳號

載入照片 

 

  9:39- 

9:42 

4. S教師交代學生持續進

度，同時提醒學生參照

《小視頻評分表》標準

完成 

5. 研究者針對WeVideo功能

操作提問，學生以手勢1

回答「不會操作」: 

6. 會使用字幕嗎? 

7. 會加入照片、影片嗎? 

8. 會加入配音嗎? 

9. 會使用剪輯影音片段嗎? 

10. 會同時放好幾個影片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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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軌道嗎? 

11. 比手勢1的學生，教師分

配進分組教室，由研究

者帶領WeVideo操作教學 

 

  9:42- 

10:14 

12. 教師開設分組教室邀請

學生進入討論，同時將

不同進度的學生分組讓

三位教師分開照顧 

13. 研究者、S教師、P教師

分別進入分組教室確認

學生理解度及完成進

度，並同時協助不清楚

學習內容的學生 

 

   

 

14. 結束分組教室，讓學生

回到Zoom主要教室 

15. 提醒有問題的學生可以

透過Email聯繫三位教師 

 

 

日期 教學目標及內容 時間 教學流程 學習單 

6/1 教學目標:  

1. 幫助學生建構腳本

轉換成影片的方法 

2. 培養專心、獨立完

成學習任務的能力 

3. 激發學生創意 

 

學習任務: 

使用WeVideo製作《個

人小視頻》 

10:25- 

10:28 

1. S教師交代學生持續進

度，同時提醒學生參照

《小視頻評分表》標準

完成 

2. WeVideo操作有疑問的比

手勢1，教師將研究者與

需協助操作問題的學生

分配進同個分組教室 

使用WeVideo

製作《個人小

視頻》 

  10:28- 

11:04 

3. 教師開設分組教室邀請

學生進入討論  

4. 研究者、S教師、P教師

 



 

201 
 

分別進入分組教室，針

對學生目前影片進度給

予回饋 

  11:04- 

11:05 

 

5. 結束分組教室，讓學生

回到Zoom主要教室 

6. S教師提醒6/9為截止日 

7. 提醒有問題的學生可以

透過Email聯繫三位教師 

 

 

日期 教學目標及內容 時間 教學流程 學習單 

6/4 教學目標:  

1. 幫助學生建構腳本

轉換成影片的方法 

2. 培養專心、獨立完

成學習任務的能力 

3. 激發學生創意 

 

學習任務: 

使用WeVideo製作《個

人小視頻》 

9:35- 

9:37 

1. S教師交代學生持續進

度，同時提醒學生參照

《小視頻評分表》標準

完成 

2. WeVideo操作有疑問的比

手勢1，教師將研究者與

需協助操作問題的學生

分配進同個分組教室 

使用WeVideo

製作《個人小

視頻》 

  9:37- 

10:10 

3. 教師開設分組教室邀請

學生進入討論  

4. 研究者、S教師、P教師

分別進入分組教室，針

對學生目前影片進度給

予回饋 

 

  10:10- 

10:15 

 

5. 結束分組教室，讓學生

回到Zoom主要教室 

6. S教師談論議題-黑人暴

動事件: 默哀一分鐘，溫

柔告訴學生自己對此議

題的傷痛，並願意隨時

協助需要幫忙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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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S教師提醒《個人小視

頻》6/9為截止日 

8. 提醒有問題的學生可以

透過Email聯繫三位教師 

 

日期 教學目標及內容 時間 教學流程 學習單 

6/8 教學目標:  

1. 幫助學生建構腳本

轉換成影片的方法 

2. 培養專心、獨立完

成學習任務的能力 

3. 激發學生創意 

 

學習任務: 

使用WeVideo製作《個

人小視頻》 

9:35- 

9:37 

1. S教師交代學生持續完成

影片製作，同時提醒學

生參照《小視頻評分

表》標準完成 

2. WeVideo操作有疑問的比

手勢1，教師將研究者與

需協助操作問題的學生

分配進同個分組教室 

使用WeVideo

製作《個人小

視頻》 

  9:37- 

10:10 

3. 教師開設分組教室邀請

學生進入討論，  

4. 研究者、S教師、P教師

分別進入分組教室，針

對學生目前影片進度給

予回饋 

 

  10:10- 

10:15 

 

5. 結束分組教室，讓學生

回到Zoom主要教室 

6. S教師提醒《個人小視

頻》6/9為截止日 

7. 提醒有問題的學生可以

透過Email聯繫三位教師 

 

 

日期 教學目標及內容 時間 教學流程 學習單 

6/9 教學目標:  

1. 幫助學生建構腳本

轉換成影片的方法 

9:35- 

9:37 

1. S教師交代學生持續完成

影片製作，同時提醒學

生參照《小視頻評分

使用WeVideo

製作《個人小

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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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培養專心、獨立完

成學習任務的能力 

3. 激發學生創意 

 

學習任務: 

使用WeVideo製作《個

人小視頻》 

表》標準完成 

2. WeVideo操作有疑問的比

手勢1，教師將研究者與

需協助操作問題的學生

分配進同個分組教室 

  9:37- 

10:10 

3. 教師開設分組教室邀請

學生進入討論，  

4. 研究者、S教師、P教師

分別進入分組教室，針

對學生目前影片進度給

予回饋 

 

  10:10- 

10:15 

 

5. 結束分組教室，讓學生

回到Zoom主要教室 

6. S教師提醒《個人小視

頻》6/9為截止日 

7. 提醒有問題的學生可以

透過Email聯繫三位教師 

 

 

日期 教學目標及內容 時間 教學流程 學習單 

6/11 教學目標:  

1. 教師建立輕鬆愉快

的氣氛，帶領學生

們共同完成Google 

Slides《7th Grade 

Digital Class 

Memory Book 

2019-2020》 

 

學習任務: 

共同完成《7th Grade 

Digital Class Memory 

9:35- 

9:37 

1. S教師向學生說明: 已可

看到《個人小視頻》成

績 

2. S教師說明今日學習目標: 

大家共同完成Google 

Slides《7th Grade Digital 

Class Memory Book 

2019-2020》 

《7th Grade 

Digital Class 

Memory Book 

201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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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2019-2020》 

  9:37- 

10:14 

3. 共同完成《7th Grade 

Digital Class Memory 

Book 2019-2020》 

 

  10:14- 

10:15 

 

4. 三位教師分別祝福學生

們暑假愉快 

 

 

  



 

205 
 

附錄四、 《找找我的外在和內在標記》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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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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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朋友眼中的我》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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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力克胡哲的生命故事》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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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找找力克胡哲的外在和內在標記》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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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力克胡哲故事課文理解》學習單 

  



 

214 
 

附錄九、 《力克胡哲的生命故事》故事線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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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你真特別》回家作業學習單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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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 《我的個人身分標記故事線》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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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 《我的個人身分標記故事》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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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三、 《我的個人身分標記故事》同學反饋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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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222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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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四、 《個人小視頻腳本》google slides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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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五、 《個人小視頻腳本》同學反饋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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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六、 《個人小視頻》電影評分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