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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文差異化教學對小二學童語文能力

影響之行動研究 

 

作者：陳秀如  

國立臺東大學師範學院國語文補救教學碩士在職專班  

摘  要 

本研究旨在透過行動研究的歷程，探討在國小二年級國語文課堂

實施差異化教學對小二學童語文能力之影響，及實施差異化教學之教

師省思。研究對象為國小二年級 6 位學生，以翰林版國語第三冊二到

十課為教材，進行為期 9 週，每週五節，每節 40 分鐘，一週共 200

分鐘之國語課。教學設計採不同難度之教學內容及教學活動。本研究

蒐集觀課紀錄表、議課討論記錄表、國語學習單、差異化教學回饋單、

標準化測驗來檢視學生學習狀況、教師適應歷程及小二學童語文能力

之變化。本研究主要發現：一、實施差異化教學對小二學童語文流暢

性有顯著提升。二、實施差異化教學有助於精進教師教學能力 

關鍵字：差異化教學、語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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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iate instruction on grade 2 

students’ literacy abilities: An action research 

 

Hsiu Ju Chen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adopt an action research approach to 

examine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in Mandarin class on 

the language proficiency of primary 2 students, as well as the teachers' 

reflections on implementing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The study focused 

on six primary 2 students, and Book 3, Lessons 2 to 10 of the Mandarin 

textbook published by Hanlin was used as the teaching material.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over a 9-week period, with 5 sessions per week, 40 

minutes per session, and a total of 200 minutes of Mandarin class every 

week. The teaching was designed based on different teaching contents 

and activitie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difficulty. Lesson observation 

records, lesson discussion records, Mandarin learning sheets,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feedback forms and standardized tests were 

collected throughout the study to examine the students' learning status, 

the teachers' adaptation experience, and changes in language proficiency 

of the primary 2 students. The main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1)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language 

fluency of primary 2 students. (2)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can improve 

teachers' teaching ability. 

 

Keywords: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language pro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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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以原鄉二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於國語文課堂實施差異化教學之行

動研究對小二學童語文能力之影響。本章第一節針對研究動機、第二節為研究

目的、及待答問題給予說明。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國內原住民學生學業成就普遍低落（巫有鎰，1999），透過研究者於偏鄉原

住民國小任教 14 年親身見證，原住民學校雖然班級人數少，但學生學業成就相

對低落，班級內學生程度落差大。一年級入學後的前十週，學生學習如何讀寫注

音；十週後，班級內一部分學生的注音能力已經達到可以流暢拼讀，而且能閱讀

數學題目及繪本，但另一部分的學生連注音符號都辨識困難。一年級下學期結束，

有部分學生在電腦化識字量測驗（方金雅、陳新豐，2018）的字數，已經達到一

年級識字水準 700 字，但另一部分學生，不只尚未達到，且大幅落後同儕。 

Chall（1996）的閱讀發展理論，小一至小三最重要的語文目標是教導學生

如何閱讀，因此，注音、識字這兩個教學成分為低年級的學童學會閱讀的基本能

力。一旦一年級開始出現閱讀困難，隨著年級增加會逐漸拉大與同儕間的差距（王

瓊珠、洪儷瑜、陳秀芬，2007），難道低成就的孩子就只能落入「馬太效應」

（Stanovich,1986）的迴圈，無法翻轉，甚至放棄了學習，所以我們要及早介入

才能避免學習落差與挫折感加大。 

由於研究顯示，在多層次的學習支援系統中，於第一層級的普通教室內，實

施有效能的教學，可以讓閱讀困難學生之出現率減低至 5%~7%左右，其次，才

會出現第二層級的補救教學介入，將已成為閱讀困難學生降至 2%至 6%（曾世

杰、陳淑麗、蔣汝梅，2013），所以在普通教室中提供有品質的教學是很重要的。

然而在學年結束後，一年級低成就兒童與同儕的學習落差早已產生，教師該如何

解決班級內學生語文程度落差的問題呢？實施差異教學可能是解套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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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研究顯示，面對教室內學生學習程度的差距，差異化教學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可解決教室內學習能力的不齊一，教學者符應學生的起

點能力，設定教學目標及活動，可以提升學習力（甄曉蘭，2012；張碧珠、呂潔

樺、賴筱嵐、蔡宛臻、黃晶莉譯，2014）。而近年來國內差異化教學的研究也開

始興起，但嚴謹的期刊報告中較少提及差異化教學成效。碩士論文中，實施領域

大部分為閱讀、數學、自然、資訊、和英文等，其研究之結果支持在各該課程中

大多持肯定態度；黃懷平，2014；李佳琪，2014；許燕萍，2015；顏惠君，

2015；張丹旻，2017），國語文差異化教學的研究多實施於補救教學範疇（施君

潔，2013；孫允梅，2015；李佩臻，2017 或實施於外加課程（陳允捷，2019），

僅有一篇研究實施於一般教室國語文五年級班級，採準實驗研究（張明珠，2019），

但少有實施於低年級一般教室國語文之差異化教學研究，且因學科特性、教學材

料及年段的不同，故本研究差異化之行動研究有探究之必要。 

綜上所述，於第一層級的普通教室中若能及早實施差異化教學，可同時解決

學童個別差異及縮短與同儕之差距，因此，本研究以國小二年級學生為對象，教

學成分著重在識字、流暢性、閱讀理解，符合 Chall（1996）的閱讀發展理論，

執行採有效教學原則及方法實施差異化教學，探究其執行成效及適應歷程。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壹、 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國小二年級國語文教學實施差異化教學之執行成效。 

二、描述教師於國小二年級國語文實施差異化教學之適應歷程。 

貳、 研究問題 

1-1 實施差異化教學融入國語文教學後，學生識字能力表現為何？ 

1-2 實施差異化教學融入國語文教學後，學生閱讀理解能力表現為何？ 

2-1 實施差異化教學的教師適應歷程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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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實施差異化教學後，教師在不同教學時段面臨之困難？解決方式？有何

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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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差異化教學 

壹、 差異化教學理念 

Tomlinson（1999）認為差異化教學是在一般教室中，教師能因應不同學生

的能力差異，設定不同的學習標準、使學生產出不同的成果。然而現今普通的班

級教室採取常態分班，教師在課程設計上，大多符應中等程度學生的學習需求，

這樣在天平兩端的高能力及低能力的學生容易被犧牲（邱愛玲，2013）。在教師

面對學生不同的興趣愛好、能力差異和學習型態，對於個別差異很難顧及（夏正

江，2008）的情況之下，學習能力在中等之下的學生跟不上一般課程進度，不斷

受挫，易產生習得無助感而停止學習；學習能力的在中等之上的學生，由於課程

太過簡單，缺乏挑戰性，有可能失去學習動機（張碧珠等譯，2014）。研究者觀

察任教班級學生，學習能力落差極大，在即將進入二年級的學習階段，班上有三

分之一的學生學習注音符號未達精熟水準，甚至落入百分等級 25 以下，在差異

如此大的教室內，教師要如何進行教學以達成學習目標呢？差異化教學的班級中，

教師重視學生的個別差異，評估學生的學習需求，主動規畫適切的教學目標，調

整學習之教材內容、教師之教學方法及教學型態、學生之學習評量，提供學習者

多樣的選擇來符應學生的個別差異（張碧珠等譯，2014），因此，差異化教學主

張教學者能夠因應學習者的個別差異，提高其學習意願，期勉讓每個學習者都能

有學習的成功的經驗，使其達到完整且適性的學習成效。 

貳、 差異化教學之實施要素 

差異化教學該如何在常態分班的教室中實施呢？差異化教學強調以學生為

中心，因此在差異化教學進行之前，教師需先解析學生的學習需求，包含學生起

始能力、興趣及學習風格（張碧珠等譯，2014）。首先對學生起始能力的評估，

以作為選擇教材及分組依據。教師蒐集學生的學習資料檔案，包含紙筆測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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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學生起始能力，設定教學目標，提供學生難度不等的學習內容，給予難度不

等的學習挑戰，以期達到最好的學習成效。教師可依據學生的起始能力調整學習

目標、教學策略、教材、作業、教學型態，以符應個別的學習需求。 

一、 學生的起始能力 

差異化教學強調為以學生為中心，因此教師需考量學生的起始能力，來調整

教學的內容、過程、成果。而起始能力也就是預備度為學習者對於某一特定學科

內容、了解程度，以及技巧的能力現況（Tomlinson, 2003）。那我們要如何評估

學生的起始能力呢？評量是理解學生預備度的主要方法之一，以評估二年級學生

國語文能力的準備度為例，Chall（1996）的閱讀發展理論指出，國小二年級之

閱讀的學習成分為識字與流暢性，因此，二年級國語文課的教學比重，生字詞約

佔 80%，而閱讀理解約佔 20%，實施差異化教學首先要找出學生的起始能力來

決定教學目標。本研究之對象為國小二年級學生，採用標準化測驗評估學生語

文能力，了解目前學生的起始能力，找出學生的「近側發展區」，並依據評估結

果來進行分組及教學設計。 

二、 學習內容 

了解目前學生的起始能力之後，Tomlinson（1999）認為教師設計差異化教

學內容之方向可從教材的難易、多寡程度，進行刪減、添加及重組設計。例如刪

減學習內容的份量，可以降低能力指標的難度；添加基本學習內容，可以增加支

持鷹架或提供學習策略。而重組為將課本原本安排的順序打散再重新組合（陳美

芳、洪儷瑜，2012），以符應之學生之起始能力，增加學習效果。 

本研究對象為國小二年級學生，主要教材以現行版本之國語教科書，根據

學生起始能力設計為 AB 兩種難度(A 為高能力組，B 為低能力組)的學習單，難

度分別以教師對不同能力學生之學習歷程提供不同的學習鷹架，以學習單中課

文之文章結構為例，採多層次提問設計，A 組的提問設計較為抽象概念的層次，

例如：主角發生了什麼問題？他如何解決？結果如何？；B 組的提問設計為具

體描述的層次，例如：主角在樹林裡找昆蟲時，遇到了哪些問題？他是用什麼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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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來解決問題呢？若低能力組的程度太低，將以具體的圖像引導提問，提供較多

的鷹架，提供學生成功的機會，增加學習成效。 

三、 學習過程 

Tomlinson（2001）指出學習過程常被稱為學習活動，準確的說法為「意義

化活動」，當學習者在透過「學習活動」這個工具媒介，將學習內容消化過後成

為知識內涵（張碧珠等譯，2014）。而學生的學習過程相對於教師來說就是教學

歷程，教師如何進行教學，決定源自於學生的起始能力，教師依學習者不同的能

力，分派不同難度的任務（Heacox, 1991）。要如何調整學習過程呢？由教學型態

及教學方法兩個面向可以討論，以下分述之。 

在教學型態上的調整，可分為分組教學、學生獨立自學及配對學習（陳淑麗，

2012）。以分組教學來說，可以採取異質或異質分組，學生可同時從教師及同儕

獲得不同的鷹架支持；另外，自學以習得之學習策略完成學習任務；配對學習，

通常為異質分組，程度差異大的學生互相合作，則可以交互獲得不等的回饋，增

加學習效能，但教學型態並非固定，教師應考量教學成分或評量目的，適當動態

調整其分組型態。 

教師在教學方法上的調整，可以針對學習能力異質的學生提供適切之學習表

徵，例如語文能力較低的學習者用圖片或單字描述學習的概念，而語文能力較高

的學習者則是用篇章、圖表來組識學習的概念，這些差異化的調整，讓不同能力

的學生都參與了學習活動，同時契合不同學習者的學習能力，也滿足其學習需求。

亦或是在引導層次上進行差異化，例如多層次的提問教學，教師在進行內容提問

時，可以根據學生的能力進行不同層次的提問，由抽象到具體，以解決學生程度

差異的問題。再者，學習策略應進行細項的工作分析，教學步驟化，實施逐步釋

放責任的教學模式，讓低能力的學生也可以習得策略進行獨立學習。 

四、 學習成果 

學習成果是指學生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運用、思考、擴展所學不斷累積而

產生的多元表現，高品質的學習成果也是評量學生知識、理解力的最佳方式，許

多學生無法藉由考試來展現學習成果（張碧珠等譯，2014），最大的原因可能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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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標準不符合學生之能力。然而透過多元的成果形式，如海報、書面報告的傳

統作品；舞蹈、戲劇的演出形式；演講、辯論的口語形式，皆能表現出學生對學

習內容的理解與應用，因此教師或許可以提供更多挑戰性、變化性及選擇性，鼓

勵學生使用自己獨特的方式展現所學（Heacox, 1991）。面對不同學生的個別學習

目標，教師在評量成果時，可允許產生成果多元，包括表達方式、學習難度及評

分標準不同（Hall, 2002）。以流暢性為例，一年級的一般學童朗讀速度每分鐘 160

字，而特別困難的孩子，可以降低標準，教師依據學生能力之差異，設定能對應

其能力之學習目標、評量項目及標準之差異。 

綜上所述，評估學習者的起始能力與需求，為實施差異化教學之首要工作，

依據學生的起始能力訂出符合學習目標之需求、設計教學內容、執行教學過程及

評量成果，差異化教學設計愈貼近學生的起點能力，愈容易製造學生學習的成功

機會。 

第二節 差異化教學之相關研究 

國外許多進行差異化之研究結果指出，實施差異化教學可能解決班級能力

落差大的問題，使學生學習成效增加（Connor, Morrison, Fishman, Schatschneider, 

& Underwood, 2007）。Connor 等人（2007）的閱讀教學研究使用線上閱讀評量

系統，診斷學生的閱讀、詞彙能力，教師會根據系統的診斷結果及建議，來進行

分組及教學，是一套結合多層次閱讀教學概念的線上系統；除了閱讀系統，也提

供教師專業的支持，精進教師的教學能力。研究結果發現，實施差異化教學的實

驗組，其閱讀、詞彙的成績明顯優於對照組（引自陳淑麗、曾世杰，2011）。 

差異化教學也非常重視教師教學的效能，Valiandes（2015）研究差異化教學

實施對能力異質混合課堂之識字及閱讀的影響，此研究提供教師差異化教學的

進修與支持系統，教師之教學品質因而提昇，研究結果發現，提供高品質的差異

化教學可以讓學生的學習成果得到最高發展（Valiandes, 2015）。雖國外實施差

異化教學有成功經驗，但國內外教育環境與樣貌大不相同，所以直接複製的可

能性則有待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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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國內探討差異化教學的相關研究大多為碩博士論文，差異化教學的實施

學科大多為數學、英文、閱讀、和資訊等，其結果大多持肯定態度，並對學生學

習動機的提升和學習態度有正向影響（翁惠婷，2015；黃懷平，2014；李佳琪，

2014；許燕萍，2015；顏惠君，2015；張丹旻，2017）。 

翁惠婷（2015）在國小五年級二個普通班級，分成實驗組進行英語差異化教

學及對照組進行傳統教學之準實驗研究，實施時間每週 3 節，為期 7 週，共 21

節。此研究差異化教學對學生英語科目的學習成就及學習態度之影響。其研究結

果發現實驗組英語成績高於對照組，但經統計分析，其差異結果未達顯著性；但

兩組學生學習態度之表現皆提升，其結果也未達顯著性。 

實施差異化教學時，教師將面臨種種挑戰，高桂懷（2014）研究結果顯示，

在執行差異化教學前，教師需回應學生之個別差異來進行課程設計，教師備課負

擔將加重；在執行普通班級內差異化教學時，會有教學進度的壓力，實施對象人

數偏多，物理環境不便性等問題。綜上可得，差異化教學就目前教學現場已為眾

多教師所關注，並實施於國小中高年級以上之一般班級，於各類學科進行研究

（翁惠婷，2015；黃懷平，2014；李佳琪，2014；許燕萍，2015；顏惠君，

2015；張丹旻，2017），由此可知，學生的年級愈高其學習能力差異愈明顯（王

瓊珠等，2007；Stanovich, 1986）。若教學者能及早發現學生之學習落差，及時

在低年段的第一層級教學介入，及早提供適切的幫助，可能幫助學生縮小差距

的機率會大大提升（陳淑麗等，2012）。 

再者，國語文差異化教學的研究多實施於補救教學範疇，且有效提升學生的

學習能力（施君潔，2013；孫允梅，2015；李佩臻，2017），因補救教學人數有

限，實施差異化教學或許可以兼顧到每位學習者的學習能力落差，且實施補救

教學較沒有進度上的壓力，教師教學以教會每一位學生學習為目標。而在一般

教室內實施國語文差異化教學的研究僅少數篇研究碩士學位論文（張丹旻，2017；

張明珠，2019；陳允捷，2019），以下就差異化教學實施於國語文的範疇進行討

論： 

施君潔（2013）研究對象為一年級學生三名，其皆為國語文低成就，教學實

施時間 8 週，實施倒返實驗設計中的 ABAB，評估學生能力以多面向著手，例

如參照科技化補救教學施測資料或標準化測驗、學生學習行為觀察、學習風格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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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家庭背景等，其主要教學內容為現行教材及自編教材，教學成份包含注音符

號、國字之識字、閱讀及寫字，教師的教學實施流程採用分站教學，教學活動實

施以重新編排教學順序的方式進行，學習成效評估採教師自編試題，其研究結

果發現能正向提升學生的學習效果。 

李佩臻（2017）研究對象為三、四年級之跨年級學生 10 名（三年級學生 4

人、四年級學生 6 人），以國語文補救時段實施，教學正式實施期間十週，採用

行動研究。以標準化測驗評估學生語文之起始能力，教學內容調整採用原班已授

課之現行教材進行差異化課程的設計；在教學型態調整，進行方式採全班上課或

分組進行教學，研究結果發現差異化教學提升了全體學生的學習動機及語文能

力，且學生有自動學習之意願，研究結果皆持正向積極的肯定。 

張丹旻（2017）研究對象為一班六年級 14 名學生，教學實施時間 5 週共 25

節，採實驗研究法單組前後測設計，採用標準化測驗，以閱讀理解及識字量能力

評估學生起始能力，以此分析進行分組與教學設計，教學內容採國語文現行教材，

以教師自編語文學習單作為異質能力組別的設計任務，將全班學生分成四組，分

別為低、中、中高以及高能力組，而各組所須達成之共同學習目標區分為「基礎」、

「中等」、「進階」等三部分，此研究分析學生的學習能力的成長與變化，輔以

學生訪談記錄及教師教學省思之質性資料加以分析，研究結果發現，此教學設

計對於學生識字量能力及閱讀理解皆有所提升，且以中等能力組別之學生表現

最為顯著，而大多數學生對差異化教學皆持正向肯定態度。 

張明珠（2019）研究對象為四個班級五年級學生為對象，採用準實驗設計，

把四班學生分成實驗組與對照組各 2 班，皆有 45 位，利用正式課程每週 5 節國

語課進行教學實驗，總共執行 11 週，共介入 55 節。採用標準化測驗及國語期末

成就測驗來評估學生起始能力之分析，將四班學生分成低能力組及高能力組。研

究結果發現，實驗組之詞彙能力表現較對照組佳，然而在閱讀理解之表現及成就

測驗表現兩者之間並無顯著差異；但實驗組參與者對差異化教學能有效提升自我

學習能力及提高學習動機持正向肯定態度；參與此研究之實驗組教師也認為實施

差異化教學，不但能提高學生討論熱度，而且可以提升學生的自主性學習，對於

教師自我教學能力有精進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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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允捷（2019）研究對象為偏鄉地區國小三年級之 7 名學生，採用個案研究

設計，實施方式採用課後外加每週 4 節的國語課程，，總共實施 60 節。採用標

準化測驗來評估學生起始能力之分析，將學生分成低能力及中高能力組。教學內

容選用由陳淑麗及曾世杰（2018）編製之漫畫式教材為主，根據有效教學原則及

方法進行編制，擁有國語文學科的特性。研究結果發現，此教學方案對於學生之

語文能力有顯著提升，其中流暢性及國字聽寫能力之表現顯示，能有效縮小的

班內語文程度落差的問題，還能提升學生踴躍參與學習及學生自主學習的主動性，

對於參與此教學之教師，能精進其教學能力。 

綜上所述，實施差異化教學之研究大多持正向肯定的態度，且對低成就學生

的學習成就能有效提升。在實施差異化教學初始，評估學生能力大多採用標準化

測驗居多，而在教學內容調整上，學生之學習任務設計以起始能力或興趣為主要

判斷之依據；教學過程調整方面，有部分研究採用分站教學模式或提供輔助教

具給予低能力學生，進行再次教學一次，或有自編符合國語文特性的教材進行教

學；學習成果調整，多半以自編學習成就測驗或符合國語文特性之學習單呈現學

習成果。但上述眾多研究，因授教學科科目特性以及學生年級不同，教學設計所

設定的學習目標也會有所不同，評估學習成效也會因施測工具的不同，成效也會

有所改變，大多研究類推至其他教學現場之可能性低，且現今差異化研究中少有

實施於低年級一般教室國語文之差異化教學研究，故本研究差異化之行動研究有

探究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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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行動研究方式，於二年級國語文課實施差異化教學活動，來探討

教師如何建構適合之差異化教學方案，並且探究在實施歷程中所遭遇之困難及如

何解決之途徑。最後探討學生學習成就之變化。本章分為六節：第一節說明研究

設計與流程；第二節介紹研究場域與參與人員；第三節闡述教學設計方案；第四

節定義研究工具；第五節資料處理分析；第六節界定研究者角色與倫理。 

第一節 研究流程 

壹、 研究準備階段(2019年 7月~2019年 8月) 

研究者於偏鄉原住民學校任教多年，一直擔任低年級導師，發現低社經背景

且家庭支持功能薄弱的學生在進入學校之後，學習成就會在短時間內大幅落後，

而且差距會隨著年級增加越來越大。在班上學生程度差異大的教室中，教師若採

取單一的教學方法已經無法滿足所有學生的學習需求（丘愛鈴， 2013），故研

究者希望能找到可以因應學生的學習需求，提升其學習動機，縮小學生程度差距

的解決方法。蒐集相關文獻、資料，進行分析探討，再與指導教授討論，確定研

究主題為於偏鄉原住民二年級國語文實施差異化教學之行動研究，期能提升學生

之學習動機並精進本身之教學效能。 

貳、 預備進入研究階段(2019年 9月) 

研究者於教學實施前預先詢求校長及學生家長之同意，使得進行研究。在學

期第五週後開始進入研究教學階段。進入研究前一週先確認學生起始能力，採語

文基本能力相關之標準化測驗作為前測；於教學結束後實施後測。 

教學內容方面，以 Chall 的閱讀發展理論來做教學設計之依據，將國小二年

級重要之學習內容分成識字、流暢性，學習教材分為 A、B 兩種版本的難度，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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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化測驗之前測驗結果來評估學生的起始能力，以此作為設定學生分組及教學

目標之依據。 

參、 研究實施階段(2019年 10月~2019年 12月) 

行動研究的正式實施階段先以現行國語文教材為主，每 3 課為一個主題單元，

共進行 3 次差異化教學行動研究的循環歷程。在教學過程中，全程錄影，教學後

可記錄教學歷程之困境與省思及蒐集學生行為反應之資料，藉此評估教材難度與

學生起始能力是否符應，並指導教授定期檢討教學進程，針對本此階段之教學提

出修正方案，再進行下一次之差異化教學循環歷程。 

肆、 研究整合階段(2019年 12月~2020年 8月) 

差異化教學結束後，研究者將進行初步的資料編碼及分析，於研究結束後，

將彙整教學影片及質性資料等研究資料，探討問題是否得到解決，撰寫研究報告，

歸納出結論並提出改進方向以供教學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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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行動研究流程圖 

研究主題之確立 

探討相關文獻 

初步評估學生起始能力 

準備實施介入前之相關工作 

檢視教學是否產生問題 

尋求解決方法 

實施修正後教學設計 

蒐集觀察學生

學習資料 

資料處理分析 

進行研究報告之撰寫 

教學介入結束後進行後測 

記錄檢視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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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場域與參與人員 

壹、 研究場域 

本研究以「心心國小」為研究場域，是一所位在偏鄉的原住民國小，班級數

六班，全校人數四十多人，大多是居住部落的布農族。本班家長社經背景多從事

農工，收入不高，對於學生課業不太關注。 

貳、 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對象為國小二年級學生共 9 人。研究者於 108 年 9 月進行標準化語

文能力之前測以評估學生學習起始能力。根據 Chall（1996）的閱讀發展理論，

低年級之學習成分主要分為識字、流暢性等語文能力，故本研究施測的前、後

測的評估工具包括識字量評估測驗（洪儷瑜、王瓊珠、張郁雯、陳秀芬，2006）、

基本讀寫字綜合測驗之國字聽寫分測驗（洪儷瑜、張郁雯、陳秀芬、陳慶順、李

瑩玓，2003）、常見字流暢性測驗（洪儷瑜、陳秀芬、王瓊珠、張郁雯，2012）、

閱讀理解困難篩選測驗（柯華葳，1999），並參照教育部國民中小學科技化評量

補救教學測驗結果，以作為參與學生學習目標之評估及分組之依據。學生分組依

據以上測驗得分，參照全國常模之百分等級，分為 PR25 以下、PR26~PR74、PR75

以上之三個組別級距，PR25 以下分級為低能力組，PR26~PR74 分級為中能力組，

PR75 以上分級為高能力組。 

本班 9 名學童國語文標準化測驗前測及科技化補救評量之結果，如下表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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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9 名學童國語文能力標準化測驗前測結果 

項目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常

見

字

流

暢

性 

B1 

流

暢

性 

原始分數 16.43 1.5 43.85 26.44 19.29 0.95 20.41 1.05 13.2 

全國常模 25 1 57 36 28 1 28 1 22 

分級 低 低 中 中 中 低 中 低 低 

正

確

性 

原始分數 23 1 38 26 27 2 33 1 11 

全國常模 42 1 68 48 50 3 60 1 23 

分級 中 低 中 中 中 低 中 低 低 

國

字

聽

寫 

 

原始分數 7 0 16 10 0 0 8 0 4 

全國常模 20 1 89 45 1 1 29 1 6 

分級 低 低 中 中 低 低 中 低 低 

識

字

量
A12 

 

原始分數 101 0 1340 476 506 0 900 50 253 

全國常模 5 1 90 36 38 1 65 3 19 

分級 低 低 高 中 中 低 中 低 低 

閱

讀

理

解 

 

原始分數 3 0 12 3 2 0 14 4 6 

全國常模 1 1 64 1 1 1 82 2 8 

分級 低 低 中 低 低 低 高 低 低 

科

技

化

評

量 

 

答對分數 

（二年級5月

施測） 

80 

通過 

60 

不通

過 

100 

通過 

88 

通過 

80 

通過 

68 

不通

過 

96 

通過 

56 

不通

過 

80 

通過 

評

估

結

果 

 

能力組別 

(教材版

本) 

低 

(B) 

低 

(B) 

中高 

(A) 

中高 

(A) 

中高 

(A) 

低 

(B) 

中高 

(A) 

低 

(B) 

低 

(B) 

二年級的閱讀發展重點為識字量及流暢性，因此本研究分組依據以常見字流

暢性及識字量為主。由表 3-1 可知常見字流暢性 PR25 以上的學生有 S3、S4、S5、

S7，識字量 PR25 以上的學生也是 S3、S4、S5、S7，因此將學生 S3、S4、S5、

S7 分為中高能力組，教材版本為 A 版。學生 S1、S2、S4、S8、S9 流暢性及識

字量都為 PR25 以下，分為低能力組，教材版本為 B 版。其中學生 S2、S6、S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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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暢性及識字量測驗都為 PR1，表現顯著低落，經過補救教學仍無法進步，可能

需要進一步做醫療或特教評估，故其前、後測不列入本研究之探討範疇。 

參、 協同研究者 

協同研究者為國語文補救教學研究所畢業之學長，現職為國小教師，曾經實

施差異化教學於國語補救班一學期，具有差異化教學之實務經驗。本研究於教學

介入後，每節課拍攝教學影片，供協同教學者檢視教師教學是否有效達到教學目

標，以期修正教學設計，提升教師之教學效能。 

第三節 教學設計 

本研究預計教學介入 9 週，以正式課程中每週 5 節，總共實施 45 節。本研

究教學內容主要教學成分為字詞、流暢性、文章結構，教材內容為翰林版第三冊

國語課本第二課到第十課課文，將進行教學內容的差異化及教學過程的差異化之

調整設計。在教學內容方面差異化的調整，以兩種不同難度設計之國語學習單為

主；在教學過程方面差異化的調整，將提供不同能力學生不等之支持鷹架，以及

教學型態和教學方法的差異調整，以達成差異化的設計內涵。 

壹、 教學內容設計 

本研究之對象為二年級學生，實施教學時間為每週正式課程中的五節國語

課，介入期程共計 9 週，總共 45 節。教材採翰林版國語第三冊，選取其中 9 課，

3 個單元，包含：成長的喜悅（各課課名為：身高樹、種子找新家、變得不一樣

了）、奇妙的大自然（各課課名為：天空愛畫畫、神奇的本領、樹林裡的祕密）、

故事園地（各課課名為：阿金的長尾巴、奇怪的鏡子、賣房子），每課的教學設

計如下： 

教學內容設計，依照 Chall（1996）的閱讀發展理論，因研究對象為二年級

的學生，其年段主要教學成分分別為字詞、流暢性和閱讀理解。識字教學方面，

採用部件教學法(日+十=早)為主，基本字帶字(黽→繩，蠅)為輔，讓低年段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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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容易掌握組字原則，提高學生擴充字彙的能力；閱讀理解的教學策略部分，採

用兩個閱讀理解策略，分別為重述故事重點結合文章結構為主要的閱讀策略，而

另外以推論策略結合連結線索（轉折詞/指示代名詞）和連結文本的因果關係之

閱讀策略為輔；其他詞彙教學設計方面，除了基本之字詞義理解和擴充詞彙的教

學活動之外，也教拆詞釋義(落葉→落下來的葉子)及由文推詞意等閱讀策略，為

了增加詞彙理解之應用；流暢性能力的訓練則是以重複性朗讀為主要實施方式，

其他各教學成分採用的教學策略，詳如表 3-2。 

表 3-2  差異化教材之教學成分及教學策略之規劃（教學課次以四課為例） 

 教學成分與教學策略 第 2 課 第 7 課 第 8 課 第 10 課 

 

閱

讀

理

解 

文章結構 

重述重點 

故事體結構   ● ● 

記敘文 ● ● 
 

 

多層次提問 
提取訊息、推論訊息 

詮釋整合、比較評估 
● ● ● ● 

推論策略 
指示代名詞 ● ● ● ● 

因果連結 ● ● ●  

識

字 識字教學 
形音連結 ● ● ● ● 

部件辨識 ● ● ● ● 

組字規則 ● ● ● ● 

詞

彙 
詞彙教學 

單一詞彙-理解、應用 ● ● ● ● 

詞彙擴展  ● ● ● 

延伸-句型教學   ● ● 

策略-拆詞釋義  ● ● ● 

策略-由文推詞義   ●  

流

暢

性 

流暢性訓練 重複朗讀 ● ● ● ● 

註：修正引自以差異化教學提昇三、五年級原住民學校低成就學生閱讀能力的成效研究，陳淑

麗，2018。科技部計畫期中成果報告(106-2410-H-143 -007 -MY3)，國立臺東大學，臺東縣。 

在差異化設計部份，以學習單呈現，設計了 2 個難度 A（高能力組，簡稱高

組）B（低能力組，簡稱低組），其區別指標有二： 

第一個指標為提問提示鷹架之多寡來區別，以國語學習單中之文章結構為

例，A 組在文章結構的問題提問，採較為開放的提問結構（例如：主角遇到什麼

問題？他如何解決？事情的結果呢？），也就是說，提問是比較抽象的；B 組文

章結構的提問會有局限的提示（例如：主角在找昆蟲時，遇到了什麼問題？），

是比較有鷹架支持的提問；再來以國語學習單中之字詞學習為例，A 組的語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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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迷藏題型，採用詞語填空，鷹架較少；B 組則採用選詞連連看，提供較多的鷹

架以降低難度。 

第二個指標為螺旋式學習，學習廣度可分為內容深度(垂直式學習)或廣度的

延伸(橫式學習)，以字詞學習單為例，A 組從第 8 課開始，字詞延伸成語並造句；

B 組則未加以延伸深度或廣度，只需精熟學習內容，鞏固其基礎能力。 

貳、 教學活動設計 

在教學活動方面的設計，AB 兩個難度有三個區別指標（詳見附錄 2），第

一個指標為學習型態的調整，運用逐漸褪除鷹架的責任轉移教學模式，選擇性

的提供學生不等的鷹架支持來進行學習難度的調整，最後達成獨立學習的學習

模式。而學習型態大致可以分成為四個教學層次：老師教以 T 表示、老師學生

一起來以 TS 表示、學生小組自學以 SS 表示、個人自學以 S 表示。在此四種學

習型態中，A 組學生之能力較高，褪除鷹架的速度比 B 組學生快，所以剛開始

會先以大班教學，至教學後期則是以分組教學進行，則是因為 AB 兩組逐漸褪除

鷹架的速度不一所致。第二個指標為分組學習任務的複雜度，異質分組中高能力

者扮演示範角色，教導低能力者，且高能力者任務較難，低能力者任務簡單。第

三個指標為教學方法提供之鷹架多寡，例如教師在造句教學時，對 B 組提供較

多之情境表徵，給予較多的引導，A 組則提供較少支持。 

參、 課程規劃 

本研究旨在探究國小二年級國語文教學中，實施差異化教學對學生語文能力

的影響，並期望建構差異化教學模式。依據學生標準化測驗之國語文之起始能力，

設計差異化之教學內容與教學流程，符應其學習需求。本研究之課程初步設計是

根據有效教學原則及方法，還有差異化教學策略來進行規劃，如表 3-3。 

表 3-3  前 2 課之課程初步規劃表 

第二課 第三課 

節次 
教學

內容 
教學流程 教學內容 教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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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節 

文章

理解 

1.由標題預測課文 

2.流暢性朗讀課文 

3.介紹文章結構元素 

4.閱讀理解教學 

5.重述課文大意 

6.完成習作 

文章理解 

1.由標題預測課文 

2 流暢性朗讀課文 

3.複習文章結構元素 

4.結構提問找大意 

5.重述課文大意 

6.完成習作 

第二

節 

文章

理解 

1.閱讀理解教學 

2.重述課文大意 

3.課文內容提問 

4. 複習策略及統整 

文章理解生

字教學 

1.內容提問 

2.學生字-字音/字形/字

義 

3.綜合活動 

第三

節 

生字

教學 

1.介紹部件 

2.學生字-字音/字形/字義 

3.綜合活動 

生詞教學 

1.難詞評估 

2.詞義教學 

3.詞語延伸 

4.應用造句 

第四

節 

生詞

教學 

1.難詞評估 

2.生詞教學 

3.綜合活動 

總結 學習單習寫和複習課程 

第五

節 
總結 學習單習寫和複習課程 課後評量 第三課習作習寫 

第六

節 

課後

評量 
第二課習作習寫    

第四節 研究工具 

實施差異化教學之首要工作為評估學生的起始能力與需求，根據研究目的，

本研究將此資料蒐集研究工具分為兩類：一為量化評估測驗工具，以標準化語文

能力測驗，來評估參與學生的國語文起始能力，包括識字量、國字聽寫、流暢性

及閱讀理解等四種語文能力，差異化教學介入前一週進行前測（108 年 10 月），

差異化教學介入結束後一週，進行後測。二為質性研究工具，用來分析參與學生

的學習表現及分析教師之教學歷程。茲將研究工具表列如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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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研究工具 

量化評估測驗工具 質性資料-研究工具 

識字量評估測 課堂影片 

基本讀寫字綜合測驗之國字聽寫分測驗 教學觀察紀錄 

常見字流暢性測驗 協同研究者討論紀錄 

閱讀理解困難篩選測驗 國語學習單 

補救教學科技化評量  

壹、 量化評估測驗工具 

本研究在 108 年 10 月進行研究參與學生語文起始能力的施測及診斷，以作

為教學難度設計及學生分組之標準，由於施測時間為學期初，皆使用一年級之標

準化題本常模作為施測之工具。評估工具的語文能力類別包括識字量測驗、基本

讀寫字綜合測驗─國字聽寫分測驗、常見字流暢性測驗、閱讀理解篩選測驗，教

育部教學科技化補救評量成績，研究者以施測後之數據來作為決定參與學生的學

習目標及分組依據。 

一、 識字量評估測驗 

採識字量評估測驗之目的為評估受試者的識字量。本測驗由洪儷瑜、王瓊珠、

張郁雯與陳秀芬（2006）所編製。本研究使用版本為 A12（小一到小二適用），

題目內容為寫出目標字的注音和造詞，測驗題數共 31 題，分數採計以注音或造

詞皆正確始得計分，測驗方式為團體施測。測驗的內部一致性介於.85～.92；測

驗的折半信度介於.85～.92 之間。 

二、 基本讀寫字綜合測驗之國字聽寫分測驗 

採基本讀寫字綜合測驗之國字聽寫分測驗之目的，為評估學生之寫字能力，

其方式為聽音寫出詞彙正確字形。本測驗由洪儷瑜、張郁雯、陳秀芬、陳慶順與

李瑩玓（2003）所編製，本分測驗題數總共 45 題，其計分方式為每題一分，滿



 

 23 

©

2

0

1
3

 

D

r
.

 

T

u
n

g

 

C
h

u

n

g
 

T

s

a

i 

分 45 分，其測驗方式為團體施測。本測驗適用年級為國小一至三年級學生。測

驗信度的內部一致性介於.89～.91。 

三、 常見字流暢性測驗 

採常見字流暢性測驗之目的在測量學生常見字的正確性與流暢性，作為識字

能力評估之參考。本測驗由洪儷瑜、陳秀芬、王瓊珠、張郁雯（2012）所編制，

本測驗進行方式為個別施測，有五種版本，本研究使用版本為 B1（一、二年級

適用），題目共有 60 個字，測驗步驟首先先測「看字讀音」記錄完成時間，然後

再測「看字造詞」不限時間完成。流暢性的分數以完成時間之內的正確讀音之題

數來計算，而正確性的分數計算為正確讀音且正確造詞才的以採計。本測驗的信

度部分，各年級版本的內部一致性α係數與折半信度均在.90 以上，重測信度也

在.80 以上。效度方面，與識字量評估測驗與閱讀理解篩選測驗皆具相關。 

四、 閱讀理解困難篩選測驗 

採閱讀理解困難篩選測驗的目的，在藉此了解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本測驗

由柯華葳（1999）編製，本研究採用之施測版本為國小二、三年級版，測驗題數

共 18 題，計分方式為每題一分。在信效度方面，測驗的內部一致性介於.75～.89

之間，在各年級間不同閱讀能力之群體區辨力佳。 

以上語文能力標準化測驗工具的施測時間為實施差異化教學前一週，視為前

測，而後測時間為差異化教學結束後一週。 

五、 科技化補救教學評量 

2008 年教育部建置科技化評量中心（ Technology-based Educational 

Assessment Center, TEAC）作為提供補救教學測驗工具的施測中心，其目的有兩

個功能，一作為篩選出全國中小學基本學力不足的學生，並提供教學支援，二為

追蹤評量參與個案之學習軌跡。本研究之對象在國語科測驗之評量，一至三年級

測驗方式考慮其發展採紙筆測驗，時間於每學年下學期 5 月，其總分為 100 分，

通過標準為 80 分。測驗題目為國小一年級學生國語課程之基本學習內容，包含

注音符號的拼讀書寫、常用生字的形音義、閱讀測驗、標點符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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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質性資料 

一、 課堂影片-觀課紀錄表 

實施差異化教學時，將全程教學錄影，利於研究者課後分析檢視執行成效，

主要觀察紀錄著重於教學時的教學效能、班級經營及學生的學習參與情形，藉此

檢視差異化教學的執行過程之適切性，以作為執行修改之參考依據。 

二、 議課討論記錄表 

研究者與協同研究者以非特定主題時間之方式進行議課討論，將議課之討

論內容記錄至議課討論紀錄表，協同研究者透過教學影片，針對教學時的教學效

能、班級經營及學生的學習參與情形，給予教師建議，藉此省思教學實施是否適

當，課程設計不否得宜，以作為之後修正之參考。 

三、 國語學習單 

教學介入期間，配合現行教材設計國語學習單，於課堂教學時使用，依據學

生能力分為 AB 兩組，依據能力分組，設計兩種不同學習難度，依據能力高低提

示的難度不同。教學介入期間，將連續蒐集分析學生的學習情況與遭遇之困難，

作為修正下次教學實施的設計之依據。 

四、 差異化教學回饋單 

研究者編制差異化教學回饋單，在研究課程結束後，以半結構性的問卷，

讓研究對象表達對進行差異化教學課程的想法，歸納統整問卷回饋內容，作為

研究者日後設計差異化教學之參考。 

第五節 資料處理 

本研究將所蒐集的資料包括語文標準化測驗前後測、課後評量、課堂影片、

觀課紀錄表、議課討論記錄表、國語學習單、差異化教學回饋單，進行量化和質

性資料的分析，上述資料之分析，分別進行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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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量化資料之處理 

本研究所採用之量化測驗資料包括識字量測驗、基本讀寫字綜合測驗─國

字聽寫分測驗、常見字流暢性測驗、閱讀理解篩選測驗，計算各項語文能力測

驗之前、後測成績之平均值、標準差、成對 t 考驗、Z 檢定與 Z 檢定顯著性。透

過成對 t 值顯著性可得知教學介入後，前、後測平均值是否有顯著差異。再透過

Z 檢定，計算後測平均與全國常模之 Z 值，可看出後測平均是否顯著高於全國平

均，以量化資料之處理與分析來描述學生之學習成效。 

貳、 質性資料之處理 

本研究所蒐集之質性資料包括教學影片、觀課紀錄表、議課討論記錄表、國

語學習單、差異化教學回饋記錄等，主要是為分析描述執行差異化教學時，教師

遭遇之問題及省思，學生在接受教學時之學習狀態。 

本研究之質性資料編碼分類以代碼表示，其分類說明如表 3-5 所示： 

表 3-5  編碼方式 

資料類別 資料編碼範例 說明 

研究對象 S1 編號 1 之研究對象 

教學影片 V1081011-L3課文 
民國 108 年 10 月 11 日第三課課文之
教學影片 

觀課紀錄表 O1081011-L3  
民國 108 年 10 月 11 日-第三課之觀課
紀錄表 

議課討論記錄表 D1081013-L4 
代表民國 108 年 10 月 13 日第四課之
議課討論記錄表 

國語學習單 B-L1-S1 S1 第一課 B 版國語學習單 

差異化教學回饋記錄 F- S1 S1 差異化教學回饋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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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研究者倫理與角色 

壹、 研究倫理 

本研究以之研究場域為研究者之任教學校，研究對象為 9 位學生，研究過程

中即教學介入時，進行課堂錄影與課堂紀錄，研究者應本著研究倫理之精神，遵

守研究倫理，以符合知情同意原則。 

一、 知情同意原則 

於研究教學前，預先將研究目的、進行方式、蒐集個人資料的處理情形，告

知研究參與學生及其家長，取得同意後，再進行研究，如未獲同意者，則研究將

不採用其相關資料。 

二、 保密與信任原則 

本研究基於保密與信任原則，為尊重研究參與者，將涉及個人隱私及保密之

相關資料加以隱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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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之目的在探討國小二年級國語文教學實施差異化教學之執行成效，

以及描述教師於國小二年級國語文實施差異化教學之適應歷程。以下先說明差

異教學實施後研究對象的語文能力變化，再呈現教師在執行差異化教學的歷程

中，所產生的困難、解決、反思，第一節為分析差異化教學實施後學生之語文能

力變化；第二節實施差異化教學的教師適應歷程，以下分述研究結果。 

第一節 差異化教學實施後學生之語文能力變化 

本節探討差異化教學實施後，經標準化語文測驗，學生之語文能力變化。

分別探討經教學介入後學生在識字量測驗、基本讀寫字綜合測驗之國字聽寫分

測驗、常見字流暢性測驗、閱讀理解困難篩選測驗之語文能力變化。 

壹、 各項語文能力測驗之學生整體表現 

表4-1顯示學生在本研究採計之標準化語文能力測驗之前、後測成績之平均

值、標準差、差異考驗、Z 檢定與 Z 檢定顯著性。透過成對 t 值顯著性可得知教

學介入後，前、後測平均值是否有顯著差異。再透過 Z 檢定，計算後測平均與

全國常模之 Z 值，可看出後測平均是否顯著高於全國平均。Z 檢定之計算如下： 

Z =
後測𝑀 −常模𝑀

常模𝑆𝐷

√𝑁

 

表 4-1  6 名學生前、後測之平均值、標準差、差驗考驗、Z 檢定與 Z 檢定顯著

性(n=6) 

 
前測 M 

（SD） 

後測 M 

（SD） 

全國常模 M 

（SD） 

成對 t

值 

成對 t 顯

著性 

Z 檢

定 

Z 檢定顯

著性 

常見字流暢性（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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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常見字流暢性測驗之正確性學生整體表現，由表 4-1 可看出研究對象整體

之常見字正確性測驗平均值分別為前測 26.33(9.24)、後測 35.83(12.45)，正確字

平均值增加了 9 個，經成對成對樣本 t 考驗，p 值達顯著(t=3.22，p<0.05)，這個

結果顯示研究對象的常見字正確性實施差異化教學後有顯著的成長，正確性之

前、後測標準差由 9.24 增加至 12.45，顯示班內差距加大。後測平均值與全國常

模平均值，經 Z 檢定，其顯著性未達顯著，顯示常見字正確性後測平均值未顯

著高於全國常模平均值，仍接近全國常模。 

再看常見字流暢性測驗之學生整體表現，由表 4-1 可知，研究對象整體在常

見字流暢性測驗之流暢性平均值 (標準差 )分別為前測 23.27(11.00)、後測

43.07(12.30)，每分鐘的認讀字數平均值增加 20 個字，再經成對樣本 t 考驗達顯

著差異（t= 6.18，p< .01），結果顯示研究對象的常見字流暢性經過差異化教學

介入後，有顯著成長。後測平均值與全國常模平均值，經 Z 檢定，未達顯著，

顯示平均未高於全國常模，已接近全國二年級常模水準，流暢性前、後測標準差

由 11 增加至 12.3，顯示班內流暢性差距加大。 

接著是識字量測驗學生之整體表現，從表 4-1 可知，學生識字量之前、後測

平均值（標準差）分別為 596（454.12）及 1112.17（819.49），識字量平均增加

了 516 字，再經成對樣本 t 考驗達顯著差異（t= 2.56，p< .05），全體之識字量皆

有增加。識字量後測平均值與全國常模平均值，經 Z 檢定達顯著，顯示後測平

均值顯著高於全國常模平均值(M=1107.46)，流暢性前、後測標準差由 454.12 增

加至 819.49，顯示班內識字量差距加大。 

正確性 
26.33 

（9.24） 

35.83 

（12.45） 

31.24  

（16.19） 
3.22 .02* 0.69 0.25 

流暢性 
23.27 

（11.00） 

43.07 

（12.30） 

39.33 

（25.43） 
6.18 .002** 0.36 0.36 

識 字 量

（A12） 

596 

（454.12） 

1112.17 

（819.49） 

712.37 

（444.99） 
2.56 .05* 2.2 0.01* 

閱 讀 理

解 

6.66 

（5.12） 

8.50 

（5.61） 
 2.60 .048*   

國 字 聽

寫 

7.50 

（5.43） 

11.83 

（5.04） 

10.56 

（4.43） 
3.78 .013* 0.70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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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閱讀理解測驗部分學生之整體表現，由表 4-1 可知在閱讀理解測驗前、後

測平均值（標準差）分別為 6.66（5.12）及 8.5（5.61），經成對樣本考驗達顯著

差異（t= 2.60，p< .05），全體之閱讀理解皆有增加，閱讀理解之前、後測標準差

由 5.12 增加至 5.61，顯示班內閱讀理解差距加大。 

在國字聽寫測驗之整體表現，前、後測平均值（標準差）由表 4-1 得知分別

為 7.5（5.43）及 11.83（5.04），經成對樣本考驗達顯著差異（t=2.60，p<.05），

全體之國字聽寫能力皆有增加，國字聽寫之前、後測標準差由 5.43 降低為 5.04

班內國字聽寫能力差異縮小。後測平均值與全國常模平均值，經 Z 檢定，其顯

著性未達顯著，顯示後測平均值未顯著高於全國常模平均值，仍接近全國常模。 

貳、 各項語文能力測驗之學生個別與組間表現 

學生在各項語文能力測驗之個別表現於下分述之。表 4-2 為常見字正確性及

流暢性測驗之描述統計摘要表，記錄 6 名學生在常見字正確性及流暢性測驗之前、

後測原始得分、PR 值及得分差異。 

表 4-2  6 名學生在常見字流暢性測驗之描述統計摘要表 

常見字流暢性測驗（B1） 

能力

組別 

學

生

編

號 

正確性 流暢性 

前測 後測 得分

差異 

前測 後測 得分

差異 得分 PR 得分 PR 得分 PR 得分 PR 

中高 

S3 38 68 47 81 9 43.85 57 55.29 78 11.45 

S4 26 48 46 57 20 26.44 36 58.72 81 32.28 

S5 27 50 25 35 -2 19.29 28 35.71 48 16.43 

S7 33 60 46 79 13 20.41 28 46.78 69 26.37 

低 
S1 23 42 33 50 10 16.43 25 31.94 43 15.51 

S9 11 23 18 22 7 13.20 22 30.00 41 16.80  

由表 4-2 可得知在常見字正確性測驗中 6 名學生之前、後測得分及對應 PR

值，學生 S3、S7 在常見字流暢性測驗之正確性前測表現高於全國常模平均值

（M=31.24），而其餘學生前測表現皆低於全國常模平均值。後測得分，除 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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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其餘學生都有成長，尤其是 S7 成長最多,其百分等級從 PR60 成長到

PR79。 

從組別能力之差異來看，圖 2 為常見字正確性測驗分為中高能力組及低能力

組之前、後測差異，由圖 2 可以看出兩組正確性後測均高於前測，成長幅度以中

高能力組較多，整體來看，差異化教學介入後，學生之正確性皆有成長。 

 

 

圖 2 常見字正確性測驗組別前後測差異 

由表 4-2 可知，只有學生 S3 在常見字流暢性測驗之流暢性前測得分高於全

國常模平均值（M=39.33），其他學生皆低於全國常模平均值。6 名研究對象在

差異化教學介入後，在常見字流暢性測驗的表現都有成長，6 名學生後測分數

表現高於全國常模平均值，成長最多的是 S4 和 S7，分別從 PR36 和 PR28 進步

到 PR81 和 PR69。 

從組別能力之差異來看，圖 3 為常見字流暢性測驗分為中高能力組及低能力

組之前、後測差異，由圖 3 可以看出兩組流暢性後測均高於前測，成長幅度以中

高能力組較多，整體來看，差異化教學介入後，學生流暢性皆有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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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常見字流暢性測驗組別前後測差異 

表 4-3 為識字量評估測驗之描述統計摘要表，記錄 6 名學生在識字量評估測

驗之前、後測原始得分、PR 值及識字量差異。 

表 4-3  6 名學生在識字量評估測驗之描述統計摘要表 

 識字量評估測驗(A12)  

能力組

別 
學生編號 

前測 後測  識字量差

異 識字量 PR 識字量 一下 PR 二上 PR 

中高能

力 

S3 1340 90 1981 99 99 641 

S4 476 36 865 63 25 389 

S5 506 38 458 35 5 -48 

S7 900 65 2310 99 99 1410 

低能力 
S1 101 5 536 40 8 435 

S9 253 19 523 39 8 270 

由表 4-3 可知，在差異化教學介入前，除學生 S3 前測識字量比全國常模平

均值高，其他學生皆低於全國常模平均值。在教學介入後，除 S5 之外，5 名學

童之識字量皆有成長，但只有學生 S3、S7 高於全國常模平均值，尤其是 S7 原

本低於全國平均值，後測識字量比全國平均值多了 1202 字，成長最多，從 PR65

進步到 PR99。但後測對照全國常模二上之水準，除學生 S3、S7 之外，其餘學生

皆在 PR25 以下，顯示其識字量仍無法達到二年級之識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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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字量評估測驗之組別能力差異，由圖 4 可看出中高能力與低能力之識字量

後測平均值皆高於前測平均值，顯示全體識字量皆增加，以低能力組增加幅度較

大。 

 

圖 4 識字量測驗組別前後測差異 

表4-4為閱讀理解困難篩選測驗之描述統計摘要表，記錄6名學生測驗之前、

後測原始得分、PR 值及得分差異。 

表 4-4  6 名學生在閱讀理解困難篩選測驗之描述統計摘要表 

閱讀理解困難篩選測驗  

能力組別 學生編號 
前測 後測 

得分差異 
得分 PR 得分 PR 

中高能力 

S3 12 64 14 82 2 

S4 3 1 7 14 4 

S5 2 1 4 2 2 

S7 14 82 17 96 3 

低能力 
S1 3 1 4 2 1 

S9 6 8 5 5 -1 

在閱讀理解困難篩選測驗之個別表現，由表四-4 可知學生 S3 及 S7 在前測

之 PR 值分別從 PR64 及 PR82 進步到 PR82 及 PR96，進步幅度較大，其餘學生

之閱讀理能力只有小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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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理解能力之組別能力差異由圖 5 可知，中高能力組之閱讀理解能力之進

步幅度較大，低能力組則沒有進步。 

 

圖 5 閱讀理解測驗組別前後測差異 

表 4-5 為國字聽寫測驗之描述統計摘要表，記錄 6 名學生在國字聽寫測驗之

前、後測原始得分、PR 值及得分差異。 

表 4-5  6 名學生在國字聽寫測驗之描述統計摘要表 

國字聽寫測驗  

能力組別 學生編號 
前測 後測 

得分差異 
得分 PR 得分 PR 

中高能力 

S3 16 89 18 95 2 

S4 10 45 11 56 1 

S5 0 1 5 10 5 

S7 8 29 17 93 9 

低能力 
S1 7 20 12 64 5 

S9 4 6 8 29 4 

國字聽寫能力之個別表現由表四-5 得知全體之聽寫能力都有進步，尤其是

S7 之進步幅度最大，從前測 PR29，進步到後測 PR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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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字聽寫測驗之組別能力差異，由圖 5 可看出中高能力與低能力之國字聽寫

後測平均值皆高於前測平均值，顯示全體國字聽寫能力皆增加，以低能力組增加

幅度較大。 

 

圖 6 國字聽寫測驗組別前後測差異 

第二節 差異化教學實施後教師之適應歷程及省思 

本節將教學實施的過程分成三個階段來描述教師之適應歷程及省思，以課程

3 課為一個時期，第一期為教學前期，第二期為教學中期，第三期為教學後期，

分述如下。 

壹、 教學前期： 挑戰降臨 

在二年級的國語課堂上實施國語文差異化教學，對研究者是一個而言是一個

全新的挑戰，一來接手新的班級，二來實施新的教學方法，面臨雙重挑戰，研究

者在研究準備期間已備感壓力，實施初期更遇到許多困難與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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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班級特質活潑躁動，上課秩序難掌控 

班上九名學生，有五個男生，個性活潑好動，所以在安排座位時，儘量為一

男一女，一靜一動。上課時座位安排如圖 7 所示，男童以藍色表示：S6、S8、

S5、S9、S7，女童以紅色表示：S4、S3、S5、S7，中高能力組以灰底表示：S4、

S3、S5、S7，低能力組：S1、S9，能力低於 PR1 者以黃底表示：S2、S6、S8。

其中能力低於 PR1 者，需要教師最多且直接的協助，所以安排在前排，但 S6、

S8 只要碰在一塊，就有鬥不完的嘴、吵不完的架，無法併排坐，只能安排在前

排兩側。座位安排採高、低能力者相間，期望中高能力組之學生能協助低能力組

學生。實施初期座位在前排靠近教師者尚能維持上課秩序良好，但在教師專心協

助前排學生時，位於後排對學生會趁機玩鬧，無法專注於學習。 

 

圖 7 學生上課座位圖 

後排的座位安排，因學生 S7 在前測時為中高能力組，且上課時的表現經常

舉一反三，經過評估，S7 應該可以帶給低能力組較多的協助，所以安排在低能

力組 S9 及 S1 之間，期望 S7 能帶給 S9 及 S1 較多的協助。研究者在進行生字教

學時，會讓學生用白板筆在生字小白板(每格 15 公分見方)上習寫，便於檢視學

生在生字習寫時的成果。 

教師在第 6課生字教學時，發現 S7及 S9一直交頭接額在交談。 

黑板 

S6 S4 S2 S3 S8 

S5 S9 S7 S1 

黑色：男生、紅色：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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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7未經過 S9的同意，就拿了 S9的小白板擦，S9就一直要 S7道歉，影響上

課秩序，所以將 S9跟 S5座位交換。 

(V1081001-L6生字) 

教師發現，S7 及 S9 在上課時會不斷交談玩鬧，因此將 S5 的座位安插在 S7

及 S9 之間，降低了 S7 及 S9 接觸的距離，後排學生上課的秩序因而得到改善。 

二、 教學實施時無法兼顧學生反應 

差異化教學的實施對研究者而言，是一種新的教學方式，雖然事先安排結構

性的課程教學，由於對課程不夠熟悉，在實施教學時，教學者猶如新手教師般，

要先適應新的教學流程，雖預先設定要觀察學生反應，根據學生反應來提供協助；

但實際上課時卻手忙腳亂，卻無暇回應學生能力的差異，剛開始實施差異化教學

時，會使教師之教學負荷增加，以致於課堂上發生學生之分心搗蛋行為時，教師

未能察覺及時處理。 

老師在前方協助 S6回答國語學習單第五頁選擇題與填空題時，後面學生 S9、

S7、S1 已經完成學習單內容後，在安靜的互相丟橡皮擦玩鬧，但老師並未發現

處理。 

(V1081001-L6課文) 

課後從教學影片的觀察中，發現在教學時教師尚未熟悉教學流程，光是執行

教學，已經超過教師本身的負荷，需時間來熟悉調適；學生也在適應新的教學流

程，無法預期下一步可以做什麼，才會在完成學習任務後就開始嬉戲玩鬧。因此

教師剛開始執行差異化教學時，會覺得負擔。 

三、 教學內容增加，教學時間不足 

在差異化教學實施之前，原本二年級國語課的教學流程為：預習單探討、生

字教學、語詞教學、課文內容深究、課文形式深究及完成習作。這樣的教學流程

對中高能力的學生而言，可以達成教學者預設之教學目標，但對能力較低的孩子，

可以跟上嗎？研究者在實施差異化教學設計了國語學習單內容包括了字詞、流暢

性和閱讀理解，內頁多達十幾頁，每一項都需要先讓學生了解學習內容，步驟如

何進行，及操作之規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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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字教學後，在國語學習單裡設計了寫生字的綜合活動，學生將每個生字

先仿寫一遍，再將生字遮蓋起來，從腦中提取再寫一遍。 

師：請先跟著學習單上的生字寫一遍，寫完後把生字遮起來，自己考自己，

最後再造詞。 

S8：一遍而已哦！ 

S5：太快了！ 

S8：害我寫那麼多遍！ 

S7：描一遍，寫一遍？ 

S3：他還有造詞 

S8：老師，森林怎麼寫？ 

師：這是「神」，造詞不是森林。 

(V1081003-L6生字) 

綜上所述，實施差異化教學初期，剛接任新的班級，對學生不夠瞭解，班級

秩序的掌握不佳，且新的教學流程需要適應，對教師來說，增加了教學時的挑戰

與負荷。 

貳、 教學中期：且戰且走 

在熟悉教學流程後，教學運作較為上手後，教師已有餘力可以觀察學生反應，

以修正教學，但面對特別困難的學生，仍然是棘手挑戰。 

一、 特別挑戰 

本班有三名學生 S2、S6、S8，語文能力落於 PR1 以內，其注音符號的認讀

能力，都落在 PR1，無法流暢拼讀注音，極需要個別化的教育支持，由於本研究

於國語文課堂實施差異化教學，在無其它支持的情況下，需要再將原本設計之教

材及內容再加以減量並簡化，讓這些孩子在課堂上也能投入學習，其學習成果之

標準也會降低。其中 S6，挫折容忍度極低，情緖易失控，經常不聽指令，口出

髒話，嚴重影響課堂運作，教師經常要花費很多心力來與之拉鋸。S2、S8 雖然

不像 S6 那樣情緒失控，但學習動機低落，面臨挫折，也需要老師一再鼓勵與支

持。前述三名學生在進行分組學習活動時都需要老師特別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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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進行課文流暢性活動時，學生異質分組，兩兩開始輪流念課文，互相計

時，紀錄在各自學習單中，計時的時候要幫對方在課本上圈出課文念錯的地方。

由中高能力者先念，有示範的效果，而低能力者在幫高能力者計時及圈錯時，也

再次讀了課文。但 S2、S6、S8 在進行這項活動時，無法幫對方圈出錯誤，也無

法在短時間內念完課文，此時就需要教師介入分配適合的活動。國語學習單的其

餘部分也依照其能力將內容減量，如生字學習，一課生字有 16 個字，S2、S6、

S8 減量為 5 個字，並在學生進行學習時從旁給予更多協助。 

進行第四課課文流暢性朗讀，全班三分之二學生已完成。但 S2、S8 連第一

段都未完成。S1和 S2同組、S8和 S7同組。S6早上吃了藥，趴在桌上睡覺。 

師：還有人還沒念完嗎？ 

S7：老師，S8第一遍都還沒念完哦！ 

師問 S1、S2：念到哪裡？ 

S1：念到這裡。 

師發現 S1 幫 S2 計時圈錯時，圈的是 S1 的課本，及時糾正應該是要圈 S2

的課本。 

S7：老師，S8連第一段都還沒念完！ 

師：沒關係！他念到哪裡，幫他做個記號。 

S7：他念到第一頁，3分 11秒。 

師：那幫他在國單上面第一次寫 3分 11秒。 

此時 S2回到自己的座位，S7對 S2說：S2，你的寫 3分 11秒哦！ 

S2：1分 11秒。 

(V1081022-L4課文) 

二、 分組活動，時間轉換問題 

國語學習單的內容編排為預習課文、文章結構及重述故事、生字、語詞、句

型學習。老師教學完，學生要依照進度習寫國語學習單，例如語詞教學完，進行

綜合活動時，其進行流程為語詞仿寫、蓋起來考自己、語詞捉迷藏、分組互相考

聽寫、測語詞流暢性、語詞填空競賽。除了語詞流暢性是測時間，其餘都需要書

寫學習單，學生書寫的速度不一，以致於活動時間轉換不定。進行分組互相考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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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時，也需等待同組之學生完成書寫任務後，才能進行，以致活動轉換之時間常

受影響。 

老師在 10：39 分完成第五課語詞教學後，進行綜合活動。請學生在國語學

習單上，先仿寫本課語詞，再遮住語詞考自己。10：46 分，S3 就完成仿寫及考

自己的活動，請 S3 先進行下一個活動：語詞捉迷藏。10：50分，S9也完成仿寫

及考自己的活動，進行下一個活動。其他學生仍繼續仿寫及考自己的活動。10：

56 分，S3 及 S9 分別完成語詞捉迷藏，進行分組互相考聽寫，這時 S4 完成語詞

捉迷藏，需等待其他同學完成語詞捉迷藏，才能進行分組互相考聽寫。到本節課

結束前 5 分鐘，S1才完成語詞捉迷藏準備和 S5進行分組互相考聽寫。 

(V1081025-L5語詞) 

因此，原本之分組打散，先完成個人學習活動的學生，進行分組活動，個人

活動給予限定時間，無法在課堂內完成者，先暫停個人學習活動，先進行分組活

動，未完成部分在課後補完，或教師依學生狀況來進行減量。 

三、 教學時間依然不足 

依教學進度規畫，應該要在期中考前上完第七課，10 月 30、31 日進行期中

考。但是進行教學介入，結構性的教學安排，很難更動，只好把原本在期中考範

圍內的第七課，移至期未考範圍。教學時間的掌握度明顯不足，加上學生在習寫

學習單時書寫時間過長，以致於上課時間一再推延，儘管研究者心裡十分焦急，

卻沒有退路，只能再努力調整。 

S7：老師，已經下課了，還要繼續考嗎？ 

師：互相考完再下課哦！ 

S1：蛤？我還沒寫完 

S5：那老師我可以先下課嗎？等 S1寫完，我再考她！ 

(V1081025-L5語詞) 

將原本在課內的活動，如生字考自己及生字賓果，調整至課後時間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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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教學後期：愈戰愈勇 

經過 6 週的教學介入後，研究者自覺較能掌握教學節奏，發揮教學效能，學

生也積極投入學習。 

一、 學生積極投入 

隨著時間的腳步，學生已經愈來愈熟悉教學的規律，因此會將加速自我學習

的步調，完成之後會同組同伴進行互測、互考及遊戲競賽，學習從開始的被動化

為主動，不必等老師催促便能自己向前。 

S9：老師，我贏了，已經 3條線了，可以繼續玩嗎？ 

師：好哇！可以擦掉重玩。 

S7：我也是 3條線了，再玩一次！ 

(V1081224-L10生字) 

學生也能將學到的策略應用在學習上，如將生字拆解為部件後，比較容易記

憶；遇到文章也會利用文章結構元素，自行先找出主角、問題、解決、結果，讓

自己更容易看懂文章。 

二、 國語學習單完成度最高的項目：流暢性 

在國語學習單的學習活動，以流暢性的完成度最高，因為不用手寫只要朗讀，

再加上按馬表就能完成，而且可以馬上得到數據(時間)，就能知道自己有沒有進

步，會想要再挑戰，下一次能不能在更短的時間內念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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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國語學習單中的課文、生詞、生字流暢性記錄 

三、 差異化教學有助於提升教師教學效能 

在研究過程中，因為教學影片的觀察，研究者從中發現在進行教學時容易忽

略學生反應，但在差異化教學課堂上，教師必須訓練細微的觀察力，從學生的學

習反應來提供學生適當的鷹架，以符應學生的學習需求。 

研究者在原本的國語文教學中，設定一個教學目標，就要全班一同適用，經

過差異化教學研究之後，研究者要先區分教材難度與層次，因應學生的能力，來

決定符應的目標，採取相應的教學策略，並給予不同的協助，使學習者達成不同

的學習成果。這些在國語文課堂實施的差異化教學策略確實精進了研究者的教學

效能，期待之後能將之推廣致其它領域課程中實施。 

肆、 教師省思 

教師在實施差異化教學的初期，要先區分教材難度與層次，並設計國語學習

單，因此在為備課時會增加教師不少的負擔，再加上對教學流程的不熟悉而無法

顧及學生的反應，即時作出適當教學的回應。但經過一段時間的碰撞磨合後，這

些挑戰會慢慢內化成能力，提昇教師的教學效能。 

當初在設計差異化學習單時，常為了如何區分教材之難度，來符應學生的能

力，而想破了頭，經過實際的運作、經驗的累積，曾經的困難已經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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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在探討在國語文課堂實施差異化教學，對二年級學童語文能力的影響

及教師的適應歷程，本章依研究結果提出結論以及建議，以提供後來之教學研究

及教學現場實施之參考。 

第一節 研究結論 

壹、 結構性的差異化教學能提升小二學童語文能力 

在國語文課堂實施差異化教學，以結構性的教學規畫，如表 3-3，輔以差異

化國語學習單，可以讓低能力組的學生預知老師的教學流程，這樣就算上課分心，

因結構化教學，學生回神後也可以馬上找到學習脈絡，繼續踏上學習之路。 

貳、 看得見的學習回饋：能提升小二學童流暢性能力 

本研究中語文能力的提升，以常見字流暢性最高，其原因在於通常學生在學

習過後，學習產生的回饋比較慢甚至看不見，但學生在國語學習單的課文、生字

及語詞流暢性練習時，利用馬表計時，馬上測出時間，可以產生立即的回饋，透

過多次評量，就可以看出自己的成長軌跡，更鼓舞了學童，提昇了學習動機。 

參、 差異化的國習學習單對高低組的好處 

國習學習單的差異化在低能力版本提供較多的鷹架支持，讓低能力組的學生

在學習時不再受挫，提升學習自信，同時也提高學習力；高能力版本給予較少的

鷹架支持，高能力組的學生在學習時會覺得有挑戰，不會因為內容太簡單、無聊

而放鬆，需要努力動腦才能完成，更能專注學習勇於接受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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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實施差異化教學有助於提升教師教學能力 

實施差異化教學首要從學生之起始能力，進行教學設計，教學者必須對學科

知識熟悉，還要具備多層次的工作分析能力，才能做出適當的差異化教學。教學

實施時，也要隨時觀察學生反應，並適時調整，以符應學生之需求，提高學習參

與。因此差異化教學有助於教師教學能力的提升，精進教師教學效能。 

第二節 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採行動研究方式在二年級國語文課堂實施差異化教學，以下提出未來

對實施差異化教學研究之建議： 

壹、 建立師生關係的時間應充裕 

在進行差異化教學前，應先了解學生特性及建立關係，本研究於剛接新班級

一個月就實施，對於老師了解學生及建立關係之時間不太足夠，建議實施時間可

在建立關係之後開始。 

貳、 教學項目逐漸增加 

在國語文課堂實施時，可選擇易實施之教學成份，以螺旋漸進方式逐步實施，

如先從生字教學，等熟悉教學實施流程之後，再來逐步擴充下一個教學成份如語

詞教學、閱讀策略教學等，逐漸增加教常學項目，可減輕教師教學及備課的負

擔。 

參、 提供輔助支援 

進行差異化教學時，建議參與支持團隊或專業社群，有夥伴可以共同設計教

學，也可互相觀議課，增進教學成長，期能有更多教師願意施行差異化教學，推

廣至教育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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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附錄 1 AB兩組國語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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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差異化教學-教學活動區別難度的指標 

 

指標 A 組（高能力） B 組（低能力） 

學習型態

調整 
T─TS─SS─S 提供較多教師主導的學習活動 

分組學習

任務的複

雜度 

1. 在異質分組中，扮演示範

或教導的角色 

2. 學習任務較難 

1.小組學習時，由 A 組協助 B 組學習 

2.學習任務教簡單 

鷹架多寡 1. .提供較少鷹架/引導/舉例 2.提供較多鷹架/引導/舉例 

註：修正引自以差異化教學提昇三、五年級原住民學校低成就學生閱讀能力的成效研究，陳淑

麗，2018。科技部計畫期中成果報告(106-2410-H-143 -007 -MY3)，國立臺東大學，臺東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