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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遠距同步協同教學 
作為資源互補模式之成效研究 

作者：陳偉修 

國立台東大學教育學系所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應用「遠距同步協同教學」與一般授課方式

在國小社會領域泥火山地理環境單元之學習成效上是否有顯著的

差異。本研究將採準實驗設計法，分成實驗組(遠距同步協同教學)

及控制組 (一般教學 )。樣本採自台中縣某國小六年級二個班級共

60 人，以班級為分組單位，隨機編入各組。依測驗分數、不同學

習內涵得分及不同學習能力得分，進行共變數分析(ANCOVA)。歸

納分析結果，得到以下研究發現：一、遠距同步協同教學對學習

成效的影響方面：(1)在學習成效上有顯著差異；(2)在「概念知識」

學習內涵的學習成效上有顯著差異；在「生活應用」學習內涵的

學習成效則否；(3)高分組在學習成效上有顯著差異；低分組則否。

二、遠距同步協同教學對學後保留成效的影響方面：(1)在學後保

留成效上有顯著差異；(2)在「概念知識」學習內涵的學後保留成

效上有顯著差異；在「生活應用」學習內涵的學後保留成效則否；

(3)不同學習能力學生在學後保留成效上有顯著差異。 

 
 

關鍵詞：遠距教學、協同教學、教學資源互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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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effects of applying  
Distance Simultaneous Cooperative Teaching  

as Complementary Resources model. 
 

Wei-shiu Chen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s of effects 
among applying “Distance Simultaneous Cooperative Teaching” and 
“common instruction” in teaching the unit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for 
elementary students. The study used a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The 
samples were 60 students selected from two 6th grade classes of an 
elementary school in Tai-Chung county. The samples from two classe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into two groups as “experimental group” (Distance 
Simultaneous Cooperative Teaching) and “control group” (common 
instructional method). Research data were analyzed with “ANCOVA”. The 
study results were found as following: 1. post-test : (1) “experimental 
group” attained higher instructional effects than “control group” . (2) In 
“concept cognition”, “experimental group” attained higher instructional 
effects than “control group” . In “life experienc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3) In high learning ability groups, 
“experimental group” attained higher instructional effects than “control 
group” . In low learning ability group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2. delayed test: (1) “experimental group” attained 
higher learning retention than “control group” . (2) In “concept cognition”, 
“experimental group” attained higher learning retention effects than 
“control group” . In “life experienc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3) In different leaning ability, “experimental 
group” attained higher learning retention than “control group” . 
 

Keyword：Cooperative Teaching ; Distance Learning ; complementary 

Resources of I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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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擁有地方特色之教學專才教師，往往都只將其專長投教於本身服務的

學校，若能透過網際網路的方式，配合不同地區的班級進行遠距的協同教

學，將本身專長延伸於其他學校班級，不但能夠整合教學資源，更能提供

學生與更多老師接觸的機會，提高學習興趣與成效。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現階段國民教育藉著電腦和資訊網路的優勢力量，對資訊教育的推動

投入龐大的經費與人力以進行教育改革。這樣的學習環境趨勢並不只限於

我國，在美國、新加坡、日本等皆訂出資訊教育的規劃，為資訊教育奠定

基礎，這些先進國家對於資訊科技投入教育不遺餘力。  

國內的資訊教育基礎在教育部積極推動下，目前全國各中小學皆已建

置電腦教室，同時隨著科技的進步，不斷提升學校網際網路之品質，以寬

頻 ADSL 與網際網路連線，使各校都能使用網路服務，並實施提升教師資

訊素養之相關措施，使得各級學校資訊教育之軟硬體教學環境均有大幅改

善。教育部於九十年六月發表「中小學資訊教育總藍圖」，希望未來教師都

能運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在教學中能妥善運用資訊科技的資源，輔助教

學活動的進行，並將數位教材全面上網，達成「師師用電腦、處處上網路」

的目標。  

教育部在 97 年度施政方針中，更提出縮短中小學城鄉數位落差，均衡

城鄉數位資源；建構優質數位學習內容與環境，加強師生資訊應用能力與

網路學習素養。期使全國資訊教育的落實不受限於城鄉差距。  

在中小學資訊教育總藍圖總綱，明訂出推動中小學資訊教育的方向。

其中「資訊隨手得」的有以下三項目標：  

(一 )讓各級學校均能擁有良好的整體資訊化環境，讓學生、教師、學校

以網路與世界相連，突破時空限制。  

(二)開放共通教育平台，使網路教學資源共創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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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構無障礙的科技化學習環境，城鄉均衡發展，數位無落差，達到

「隨時隨地隨意隨身隨手學習」的理想。  

目前已漸漸邁向這三項目標，各級中小學皆能透過網際網路進行學

習，並重視資訊教學的實施。近年來積極推動資訊種子學校，盼能以學校

和學校之間的互助，輔導培養資訊團隊，共同為學校資訊教育努力，將資

訊教育在國民教育裡紮根。  

在現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提出『學習領域之實施，應掌握統整之

精神，並視學習內容之性質，實施協同教學。』並指出協同教學可以讓教

師透過教學團隊的合作，發揮各自的優勢與專長，改變過去單打獨鬥的教

學模式，經由團隊成員的相互的支援，同心協力解決教學上的困境，共創

教學新契機 (教育部，2003a)。  

教學現場上，無論學校的組織型態為何，在教學的資源上都受到地域

性的影響，再加上孤立的狀態限制了教師經驗的延展性，無法從他人的經

驗和智慧中吸取有益的養分，限制了教師尋求改進的能力。協同教學 (Team 

Teaching)是一種突破孤立狀態，透過與他人協力合作完成教學活動的一種

方式。並非每位國小教師均精熟所有學科，師生人際關係易受教師個人影

響，教師採齊一的教學方式難以顧及學生個別差異或提供較適性化教育 (李

坤崇，2001)。協同教學可以轉變教師過去劃一的上課型態，充分發揮教師

的能力，提高教師的團隊教育力量，增進教師意見交流與互相激勵，增加

教師合作經驗 (李坤崇，2001；李園會，1999)。  

協同教學強調團隊合作及專業分工，雖無固定形式，卻因學校規模人

力資源的不同，在實施上也將面臨不同的限制 (教育部，2003b)。無論學校

規模的大小，協同教學仍是彌補教學資源不平均與不足的方式之一，經由

教師之間的團隊合作，以達教學目標。  

為了配合時代的需要及達成九年一貫課程的基本理念，實施協同教學

是必要的，因其具有許多功能： (一 )轉變了過去統一的上課型態及教學型

態。 (二 )具有彈性的協同班群，能促進彼此的互助合作，增加更多的學習

體驗。(三 )進行統整的學習，充分運用各種教學器材與設備。(四 )充分活用

人才，兼顧學生的個性與群性。 (五 )更發揮了教師的專業能力與教師團隊

的教育力量。  

多位學者 (李園會，1999；柯啟瑤，2000；李坤崇，2001)已指出協同

教學對學校、教師和學生都能發揮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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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學校而言：(一 )可以促使教學組織和學習組織更具彈性。(二 )活用社

區資源人士和家長。(三 )提供多樣化的學習環境或活動。(四 )促使學校行政

充分支援教學。 (五 )提供多元化的學習評量。  

對教師而言： (一 ) 可以轉變過去劃一的上課型態。 (二 )充分發揮教師

的能力。 (三 )提高教師的團隊教育力量。 (四 )增進教師意見交流與互相激

勵。 (五 )增加教師合作經驗。  

對學生而言：(一 )具有彈性的學習班群。(二 )增加學生更多學習體驗。

(三 )可進行統整學習。 (四 )發展兒童的個性與群性。 (五 )增加個別學習機

會。 (六 )增加和更多教師接觸的機會。  

為了能實現九年一貫課程改革的精神，有效提昇國家競爭力，培養學

生有用的關鍵能力，教師的專業能力及教學品質有待提升。政府除了逐年

增加員額編制或減少班級人數，減輕教師工作負擔外，教師間也應發揮協

同教學的優點，透過各種類型的協同模式，充分發揮每位教師的專業能力，

實現教師的專業自主。透過彼此的分工合作，增加專業對話與共同研究設

計時間，並節省時間及精力。藉由外在資源的協同，讓教學可以更精采、

輕鬆，學生的學習更有趣、有效，使這波教育改革不僅是成功的課程改革，

也是成功的教師改造。  

在教學資源的分配上，大型學校並非就是集合了所有教學最有利的條

件，在社會領域中地方環境與生活部分的教學上，若能與擁有地方性教材

資源的教師合作，將雙方的教學資源進行互補，將使雙方教師提升專業能

力，更能提供雙方學生更豐富的教學資源，刺激學習動機，進而提高學習

效果。  

面對協同教學之資源互補的問題，研究者認為探討以資訊科技的技

術，協助教學資源的整合，是目前應該被重視的課題。資源互補原為資源

或產品交流的方式，為經濟學及企業管理上一項重要的經濟策略，但考量

企業利益，並不能充分將資源毫無限制地被使用。反觀教育領域則不然，

教師們不斷地開發教學教材，並毫無限制與保留地提供所有教師進行教學

使用，企圖共同營造更優質的教學環境。  
近年來隨著通信科技與網路技術快速進展，以及不斷突破技術瓶頸。

在網路頻寬及品質逐年遞增下，使得及時傳送高品質的視訊和影音已成為

可能 (張仁家、趙育玄，1999)。  

William W. Lee & Diana L. Owens (徐新逸、施郁芬，2003)認為運用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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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視訊及音訊有個好理由，當學生有問題時，可以將他的作品秀給老師看，

然後老師可以給予回饋或糾正，雙向視訊對於教師和學生的互動及個別化

的訓練上，都增加了另一個面向。互動遠距傳播訓練的精要是良好規劃安

排及教師主導的訓練，設計應著重感受良好的互動及媒體的整合上，讓資

訊科技輔助教學活動的進行。實施時，教學者必須經常注意學生、技術及

內容。遠距傳播訓練可能是現在最被低估和忽視的媒體，這個技術並不昂

貴也容易使用。如果設計有創意，那麼透過電視和電話線的視訊和音訊會

議，就很有潛力可以獲得並維持互動性了。  

回到教學現場，研究者目前服務於偏遠地區小型學校，該區擁有泥火

山特殊地理環境的自然景觀資源。該校於 2005 年度接受初級資訊種子學校

培訓，發展以「泥火山地理環境」為主題的教學課程，研究者為該課程編

寫與實際教學的教師之一。2006 年度承接教育部「走讀台灣」教材之編寫，

對於泥火山地理景觀有深入的研究與探討，並設計出數位教材。由於班級

學生數少，所準備之教材與課程計畫僅少數學生學習，並不能將這份資源

有效呈現給大多數學生。在一次與中部某位國小教師論及地殼地震相關課

程主題時，彼此認為若能將兩校地處不同地區的教學資源結合，有效呈現

在學習者面前，不但可以擴展教材內容，更能將學生的視界帶到不同的角

落。於是開始思考該運用何種方式才能使教師的專才得以發揮，讓教學資

源可以推己及人，受惠於更多的學習者。  

在參考相關研究文獻與教學模式，並考慮學校現有的教學資源及器材

設備之後，認為透過遠距同步協同教學方案，也許可以達到整合不同地區

教師與教學資源的目的。因此，探討透過遠距同步協同教學方案，對於學

生在學習上是否有成效，乃本研究的重點。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一、研究目的 
(一)發展與設計「遠距同步協同教學」之實施方式。  

(二 )探討運用「遠距同步協同教學」對國小高年級學習「社會領域泥火

山地理環境」之學習成效、不同學習內涵之學習成效，以及不同學

習能力的學生之學習成效。  



 

5 

(三 )探討運用「遠距同步協同教學」對國小高年級學習「社會領域泥火

山地理環境」之學後保留成效、不同學習內涵之學後保留成效，以

及不同學習能力的學生之學後保留成效。  

(四)探討學習者對應用「遠距同步協同教學」在進行「泥火山地理環境」

教學活動時之看法。  

二、根據本研究目的，提出研究問題 
(一)運用「遠距同步協同教學」的模式為何？  

(二)「遠距同步協同教學」對國小高年級在「社會領域泥火山地理環境」

之學習、不同學習內涵之學習，以及不同學習能力的學生之學習是

否有顯著差異？  

(三)「遠距同步協同教學」對國小高年級在「社會領域泥火山地理環境」

之學後保留、不同學習內涵之學後保留，以及不同學習能力的學生

之學後保留是否有顯著差異？  

(四 )學習者對應用「遠距同步協同教學」在進行「泥火山地理環境」教

學活動時，其實施狀況為何？  

第三節 名詞釋義 

一、遠距同步協同教學 
「遠距同步協同教學」乃指一群不同學校教師組成一個異質性高的教

師群教學團隊，針對教學所需之資源提供教學設計及教學活動上的支援，

透過遠距科技的模式進行教學資源的整合，藉此，教師發揮個人專長，共

同合作，設計教學計劃，協助學生並透過不同教學方式，評鑑學生學習及

教師教學活動。  

本研究之「遠距同步協同教學」係指分處高雄與台中的國小合格教師，

彼此透過網際網路方式進行溝通討論，並以視訊方式進行課堂教學和活動

的協同。  

二、教學資源互補 
資源互補為經濟學與企業管理上一個資源或產品交流的方式，在商業

機密的考量上，資源互補可能隱藏著專有技術外洩的風險，獨占的專門技

術最不容易以資源互補的方式被提出討論。產業間的資源互補，無論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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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之間的關係，或是對等的相關產業，為維持本身優勢以箝制他人，必

需將分享的資源作有利的保留，以確保產業的獨特性。  

教學資源互補乃指教學資源因地方性的差異有其優劣處，透過教師間

的合作，進行教學資源的整合。其內容包括提供地方性的教材與教師個人

專業知能、教師專業諮詢、課程規劃與設計的討論，以及課程教學的協助。

如此，教師間能在教學資源上互通有無，交換彼此的專業與地方性教材資

源，更能提供學生更充實的教學內容。  

本研究之教學資源互補乃指透過網際網路的各項功能，進行教學資源

的整合。由身處高雄縣之遠端教師，提供泥火山地理環境相關教材，以支

援地處台中縣教學現場相關需求。  

三、資源教師 
目前九年一貫課程之教學內容朝向多元化，教師知能與專長並非能完

全適合所有學習領域或是專題課程，而教師個人專業知能各有所長。資源

教師，係指提供個人專業長才於他位教師的教學需要，協助教學活動的進

行。資源教師擁有地方性教學資源與專才之教師，對於現場教學資源缺乏

的教學端，提供地方性教材資源與教學專業，協助現場教師準備教學上的

相關所需，並於教學活動中以視訊方式提供教學諮詢。協同教學教師團隊

之間的異質性高，並且擁有地方性教材的教學專長，彼此支援處於不同地

區的教學活動。  

本研究之資源教師係指熟悉泥火山地理環境相關教材，並且深入研究

之高雄縣教師。  

四、遠距教材 
遠距教材乃是透過網際網路的方式，將教材資源以數位化的影音方式

在電腦螢幕與喇叭上呈現，主要的用意在於打破時間與空間上的限制，將

他方的教材適切地引用於教學現場。遠距教材可以同步式與非同步式的型

態呈現，配合各種教學需要，擇其所需。  

本研究之遠距教材系指高雄縣之泥火地理環境相關教材，透過網際網

路的方式提供給台中縣之教師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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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本研究的意義 

一、本研究的獨特性 
由文獻可知，先前的研究者只注重在校內的整合，雖有跨校的協同教

學曾經被提出研究過，但是跨校的範圍仍屬於同一區域內，教材及教師的

異質性低，雖有達成協同教學之成效，但是所蒐集的資料過於侷限。然而

透過遠距同步協同教學，不但可打破時空上的限制，無論地處北、中、南，

或是東、西部，甚至於山上或海邊，都可以透過這個模式進行協同教學，

這是提出這個研究構想的獨特性。  

二、本研究的重要性 
如研究成功，可帶來更新的教學方法，將現有分散於教學現場的教學

資源，透過打破時空限制的遠距視訊方式進行整合，讓地方性教材與教師

專長得以發揮，讓課堂中充滿更多元的學習，讓教學成效目標更確實達成。

更可從實驗教學中獲得實際教學實驗，在時間、空間、教學相關細節上，

對未來相關研究提出操作上的實施建議，並提出大環境的教學資源互補整

合的未來研究構想。  

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節旨在說明本研究之範圍與限制，分別就研究對象、研究題材與實

驗設計之內、外在效度進行說明，在研究限制方面，則以研究結果推論、

研究內容與研究教學工具做說明。  

一、研究範圍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台中縣某國小六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由四個班級

中，隨機選取二個班級，其中一班為實驗組，另一班則為控制組。  

(二)研究題材及內容  
自編社會領域泥火山地理環境單元。  

(三)實驗設計之內、外在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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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教學目標、課程內容均相同，於實驗活動後，以自編「泥

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測驗」進行測驗，並以六年級上學期兩次定期評

量平均成績做為先備知識，進行共變數統計分析，如此可以排除影響實

驗研究內在效度之選樣不等之因素。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由於人力、時間及客觀條件無法完全配合，有以下限制：  

(一)研究結果推論的限制  
本研究僅以台中縣某國小六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進行實驗教學與

評估，故研究結果推論有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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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分節探討與本研究相關之理論及國內外文獻，作為研究各階段

之參考依據。第一節探討學習理論基礎，第二節探討遠距教學，第三節探

討協同教學，第四節探討遠距同步協同教學，第五節探討社會領域教材教

法分析，第六節探討相關研究。  

第一節 學習理論基礎 

本研究旨在探討遠距同步協同教學在於學習上的差異，對於教學活動

中所運用的學習理論加以提出分析，分別為有意義的學習與學習動機理論。 

壹、有意義的學習 

教學活動的歷程中，敎與學是有明顯主從關係的，雖然學習者的學習

成效是教學活動最終的目的，但是教學活動的設計仍然決定著學習者的學

習效應。有意義的學習是接受式的學習歷程，教學者有效的使學習者能夠

從事有意義的連結，使認知學習的新、舊基模交換產生新知，以達到教學

的目標。Ausubel(1978)認為學習者獲得學科的知識，主要是藉由適當設計

的教學設計，包含教學和教學材料，而進行的有意義接受式學習 (引自沈翠

蓮，2004)。  

一、Ausubel有意義的學習 
Ausubel(1978)認為人類的大腦具有主動的認知本能，並有保留訊息的

能力，主張學習活動應該是有意義的，新知識的產生必須以學習者大腦的

認知結構為基礎，才能使新知讓學習者吸收。Ausubel(1978)認為，認知結

構就是人類大腦神經系統中已經學會與保留的知識，當中包含了概念

(concept)、事實 (fact)、及命題 (proposit ion)(引自陳裕芳，2000)。  

(一)有意義學習的條件  
有意義的學習必須具備先備知識、學習材料和學習心向三方面條

件，學習者才能進行有意義的學習 (余民寧，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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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先備知識 (Prior Knowledge)：影響學生學習的首要因素是先備知識，
教學設計必須配合先備知識，才能產生有意義的學習。換言之，先

備知識是學習者所必備相關知識或概念，對於所要學習的新教材，

學習者本身必須具有相關的知識經驗或概念，當教學者進行教學

時，學習者才能使訊息和先備知識概念架構相聯結。  
2.學習材料 (Learning Material)：學習者具備了先備知識，如果能得到
具有實質性意義的學習材料連結，在這樣的基礎下所產生的學習將

會是有意義的。學習材料的意義，需要配合學習者的先備知識條件，

另外還必須具備有意義的方式，將這些知識結構連結在一起，而產

生有意義的學習模式。學習的材料內容與其他知識之間有存在著邏

輯性的關聯，而且本身是有意義的命題和概念，如此才能有效達成

學習目標。  
3.學習心向 (Meaningful Learning Set)：心向是心理的傾向，是經由長
期學習累積而得經驗，這可以使思考的歷程更敏捷，進而縮短思考

的歷程，在學習的過程中，主動搜尋新知識和先備知識中的連結，

使新舊知識衍生出有意義的認知。學習者必須展現出有意義學習的

心向，主動將新訊息與舊有的概念架構作聯結，使新訊息嵌入於舊

有的認知架構中。如此而言，學習歷程是否有意義，必須有賴於學

習者自己對學習負起責任，主動將新知識和學習者本身的舊經驗相

聯結。  
另外，林清山 (民 86)引用 Mayer(1975,1984)的資料，要產生有意義

學習必須符合三項主要條件：1.接受 (Reception)：學習材料必須被學生
接 觸 到 ， 學 生 必 須 接 受 到 或 注 意 到 學 習 目 標 訊 息 ； 2. 擁 有 性
(Availability)：學生必須擁有與新訊息有關的既存知識或經驗，學習者
的舊有知識或經驗是有意義學習的基礎；及 3.主動激發 (Act ivation)：學
生必須有主動組織新訊息的心向，並將新訊息統整在現存知識中，運用

既存的認知結構來吸取新知識。  
(二)有意義學習的類型  

沈翠蓮 (2004)將有意義的學習分成兩種學習習態，分別是接受式學
習和發現式學習。  

1.接受式學習：接受式學習指的就是學習內容經由教學者提供給學習
者的學習模式，是目前學校教學主要的教學形式。教學者將學習內

容經過有組織的呈現，有系統的提供給學習者，將學習內容的形式、

順序、組織等，整合成學習者可以接受的教材，學習者能夠接受這

些訊息後產生有意義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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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發現式學習：學習者自行將獲得的訊息，與自己具有的知識產生連
結，使這些收穫納入自己的認知結構中，這種方式就是發現式學習。

Ausubel 認為學習者在具體操作期是需要以發現式教學法來操作具
體事物，以實際的經驗激發內在動機和增進學習遷移，但是智能發

展到形式操作期的時候，就應該應用接受式學習，使新舊知識內化，

進而成為認知結構的一環。  
有意義的學習重視的是學習者能夠主動探索教材內的訊息，將新訊

息與舊經驗相結合，也就是希望學習者能主動的、深層的學習，將新學

習的概念連結到舊有的認知結構上，逐漸茁壯成一個更大的認知結構。

如此，教學應該以教師為中心的接受式學習方式，讓教師將教材以有組

織的方式呈現，如此比較容易在師生互動中引發新舊經驗的結合，進而

獲的新知。  
(三)學習認知系統圖  

Ausubel(1963)認為學習者對於任何學科皆有組織、穩定、澄清知識

的能力，這種組織能力稱為「認知結構」，可以決定一個人的學習與發

現其間關係的能力。假如新的學習材料和舊有知識的的認知結構有關，

就能容易地產生有意義的學習。所以，教學活動的主要目的在於將知識

結構化，而且清楚明確地將知識呈現，經由對於學習材料的注意，學習

者對新舊知識記憶的內外連結在認知系統產生了作用，進而才可能產生

學習表現行為。茲將學習認知系統圖 (圖 2-1)描繪如下：  

 

 
圖 2-1  學習認知系統圖  

(Mayer, 1993,p.260.引自沈翠蓮，2004) 

學習者認知系統  

記憶感知  短期記憶  

長期記憶 (擁有先備知識 ) 

建立內在聯

選擇 

建立外在聯

儲

存 

學習材料  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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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ubel(1963)認為：「教育學是一門教導如何有意義而有效率地呈現

教材的藝術與科學。」因此，教學者應該利用有意義的形式，將主要概念、

原則呈現，來教導新知識，並設法使新知識和學習者的先備知識產生關聯，

並建立在認知結構上，同時也要讓學習者具有學習的心向，才能對新知識

產生接受的行為。 
二、前導組織 

教材組織必須先有意義才能產生有意義的學習，要使教材組織有意

義，必須先考量到前導組織。前導組織是用來協助學習者使用先備知識的，

這和學習者的心向是一樣的。而前導組織可以協助教學者說明新概念和舊

經驗知識的差異。  

(一)前導組織的意義  
前導組織是指在學習之前所呈現的訊息，可以使學習者組織及解釋

新來的訊息 (Mayer,1979)。讓學習者在進入課程之前，能給予觀念及概

念的建立，這樣的作法主要在於將新的學習和先備知識相結合並建立於

認知結構之中。前導組織像是認知性地圖，幫助學習者新知識概念與舊

經驗知識間建立聯結的橋樑，使新教材和原有的認知架構中的抽象概念

得以結合和保留，可以幫助學習者進行有意義的學習活動。  

因此，學習者在學習新概念形成新知識時，會先運用本身原有的概

念去核對新概念，並試圖將這新概念納入自己的認知結構之內，進而同

化為自己的知識。既然這原有的概念具有吸收同化新概念的功用，在學

習新知識之前，若能先將新知識中主要概念提出來，使之與學生原有的

概念 (即先備知識或認知結構 )相結合，自將有助於學習，這就是前導組

織的意義。  

(二)前導組織的功能  
前導組織無論對學習者或是教學者而言，在整個教學活動的設計

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對於學習者認知結構的搭建更形重要。前導

組織在學習活動中的功能分述如下：  

1.前導組織讓學習者在認知結構中產生一個新的原則性組織，這可用

來吸收其他相關知識的架構，這樣的組織對學習者而言是不曾擁有

的，透過與舊經驗的結合而產生的新認知結構，將使整體的認知結

構更加茁壯。  

2.前導組織可以引發認知結構中的原則性組織，而這些原有的知識在

一般的情狀下並不會被學習者用來吸收新的知識，也就是這些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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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在平常中被用來對應到相對的事物上，更有可能因為久未使用

而被暫時遺忘或永久遺忘。前導組織能夠觸動這些原有的知識，使

其和新知識相結合。  

3.前導組織能夠縮短學習者的學習路徑，使學習者學的更快更有效

益。在前導組織的引導之下，很快就能提取舊經驗，而這舊經驗和

新知識概念有著相當程度的關係，很快的就引導學習者將雙方相結

合，如此，省去許多摸索、探討的時間，很快地建立新的認知結構。 

(三)前導組織在教學歷程的應用  
Ausubel(1963)認為課程內容組織的方式，學習者對於新訊息的心靈運

作，以及教學者運用有關課程和學習觀念的呈現方式，皆切實影響著有意

義的學習。茲將前導組織在課程、教學和學習三方面的應用分述如下： 

1.課程  

教學活動備授予的知識可以被類分為各種不同領域設計為課程的

學習，當教學課程內容或單元課程間的結構是有組織的概念結合時，

如此，學生將會學到整體而有意義的知識，而不是零善散、互不關聯

的知識。  

Ausubel(1963)提出前導組織的「漸進分化」和「統整協調」原則，

最為教學者安排有效的前導組織，讓學習者能更接近課程內容概念。  

(1)漸進分化 (Propressive Different iat ion) 

漸進分化是指教學者對課程內容採用由近而遠的策略，先提出

普遍性的概念，再逐漸提出細節或是關鍵部份；或是由大而小，也

就是先介紹學習者高層次概念獲大原則，然後再介紹細節 (李咏吟，

1998)。換言之，就是由簡單到困難，由大原則到小細節的區分歷程。 

(2)統整協調 (Integrat ive Reconciliat ion) 

統整協調是指新觀念應該有意識的和先備知識相連結，也就是

課程單元內的主要概念要被清楚的呈現，進而協助學習者辨識這些

課程中出現的名詞、概念，統整課程知識的相關性。  

2.教學  

學習者運用前導組織轉化認知結構和保持增強新知識，教學者從

事教學活動時應該運用學習者熟悉的概念、命題、用語等作為前導組

織，這樣才可以有效統整解釋或是銜接學習者認知結構和新知識。  

前導組織在教學的運用上，包括解釋性前導組織和比較性前導組

織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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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解釋性前導組織 (Expository Organizers) 

教學者提供學習者熟悉的知識或事件，作為解釋新學習內容的

引導。運用學習者可以理解的前導組織，作為觀念的架構，以期順

利帶入課程當中。  

(2)比較性前導組織 (Comparative Organizers) 

比較性前導組織是為了使新概念和認知結構中基本概念能夠統

整起來，或是釐清新舊概念之間的關係，以避免學習者產生混淆，

而設計出有組織性的教材。比較性前導組織的重要依據是類推，學

習者透過類推比較能避免混淆以進行有效的統整。  

3.學習  

教學者在整個教學活動當中，要讓學習者學習訊息處理的能力，

應該注意到「教材結構」和「認知結構」應該有效的交接，如果缺乏

連結，信息和觀念可能無法同化或保存，當學習者對於教學者授予的

知識無法產生知覺上的刺激時，學習就變得沒意義。  

教學者必須串連教材內容的重要概念，使其成為大概念和部分概

念之間有意義的連結，對學習者而言，能意識到教材結構就表示其已

經進入學習的狀態。而學習者對於訊息處理、認識的組織能力越清晰

穩定，對於所習得的新概念就比較容易且正確地組織到認知結構的連

接點上，進而不斷調適，使新概念經過差異性、關聯性比較後，有意

義地保留在認知結構中。  

三、有意義的學習在本研究的意涵 
教學活動應該都朝有意義的學習進行設計，在本研究當中也應保有此種

精神，為更確實落實有意義的學習教學活動，透過協同教學的模式，使教師

群能共同規畫教學課程，以更多的學習角度切入課程的設計，不單考慮到學

生的先備知識，也注意到實際課程的設計，更能以協同的方式進行教學。 

前導組織的教學策略應用，在本研究中也是重要的一環，本著讓教材結

構和認知結構能更有效連結，熟悉學生學習狀況的現場教和熟悉課程內容的

遠距資源教師相互合作，設計規劃有效學習的課程設計與教學活動的進行，

運用有意義的形式，呈現概念、原則，來教導新知識；而課程的設計經過教

師群的討論，設計有效使新知識和學生先備知識與認知結構產生連結的教材

內容與教學活動；同時也讓學生產生學習心向，使其更容易接受新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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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習動機理論 

學生參予課程學習的程度，影響著學習成效。學習動機是學習過程中

激勵學習者參與的重要因素，課程設計中不能忽略這項內在的心理層面。

缺乏動機的學習是一種阻礙，學生在課堂中感到無聊，對於學習成效必定

大打折扣。  

學習動機，指的是學習者發現學術活動有意義和真實價值，符合自我

的學習需求，因而想努力從中獲得想得到學習益處的傾向。學習興趣主要

是一種認知的反應，它含有理解這種活動的努力和理解訊息，並且和原來

的知識認知做進一步的聯繫 (吳文忠，1999)。  

張春興 (1997)對學習動機的定義如下：學習動機是指引學生進行學習

活動，維持學習活動，並促使該學習活動趨向教師所設定的目標的內在心

理歷程。所以說，在教學策略的設計與施行時，學習動機在激勵學習者參

予學習過程中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該如何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成為教學

設計時所要考量的一個重點。  

一、動機在學習上的功能 
動機是一種隱藏在個體內部的力量或對目標的迎拒力，引起個體的緊

張狀態，驅使個體做出某種行為反應；它可能是由本能所產生，也可能是

由理智的決定所策動 (李咏吟，1989)。動機又可分為「內在的動機」和「外

鑠的動機」，學習者內心感覺需要或對學習目的有所啟發而發自內心主動的

動機，例如主動學習以滿足學習者的求知慾，就是一種內在的動機；外鑠

的動機則是指因為受到外力的驅策而引發的被迫式動機，例如害怕受到處

罰或是為了考試、比賽而被引發出來的動力。  

在學習方面，動機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往往都會影響學習者的學習

成效與教學活動的進行。李咏吟 (1989)指出動機在教學上的主要功能如下： 

(一)動機使學習者產生一種動力作用。  

(二)動機常常能使人有目標或方向。  

(三)動機是有選擇性的。  

(四)動機使得學習者的行為變得有組織。  

動機能使學習者變得更為主動積極，也能提升其對學習的專注力，更

能自我建立學習目標與方向。有的動機之後，學習者在學習上會變得更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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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對於教學事件能更敏銳察覺，使得學習行為更有組織，更有意義。

此時，學習者在學習方面能更有恆心與學習的規劃，這些都有利於促進學

習成效。  

教學現場中令教學者最關心的就是如何有效引起學習者的學習動機，

而這也是教學者經常面臨的困擾。教學活動中有很多因素使學習者提不起

興趣，無心於課堂上，學習的效果自然不佳，這些因素可能包括：  

(一 )教學品質不佳，教學者所訂定規劃的教學內容不當，違反的學習理

論的原則。  

(二)課程方面，組織紊亂不明確，缺乏有效的指引與方向。  

(三 )班級情境影響教學與學習，班級風氣精神散漫、無精打采，很顯然

缺乏動機的驅策。  

(四 )所指定的作業或問題，過於簡單或困難，使得學生不想花心思在這

些問題的思考上，缺乏刺激。  

以上這些因素正是在教學上所面臨的一些問題，教學者在教材的選擇

上並沒有考慮到其適用性，也就是在教學上把每個學生的起始點都當成是

相同的，並沒有考慮到學習者的差異性，在教學上只是運用單一的教學方

式來教導每一個人，這樣的情狀下學習效果自然不能達到既定的教學目標

與學習成效。  

因此，教學者在進行教學設計與教學活動時，應該必須考慮到學習者

的狀態，瞭解他們的生理、心理、精神等層面，注意個別差異，無論課程

的設計或是教學活動，都應該以學習者為主體，隨時注意到學習者在學習

上的情緒，這些對於引起動機而言，都是必須考慮到的因素。  

二、不確定性與好奇心 
不確地性 (Uncertainty)乃是在我們經驗某些新奇的 (Novel)、意外的

(Surprising)、不協調的 (Incongruous)或是複雜的 (Complex)事件時所產生出

來的感覺 (Berlyne,1960)，它會造成中樞神經系統高度的激發狀態。當學習

者面對陌生的教師與教師期望時，便會產生不確定的感覺，假使這個時候

我們要去測量當該學習者發現那位陌生教師時的生理反應，我們可能會觀

察到該學習者會有心跳加速、瞳孔放大、呼吸短淺等等的神經系。統激發

程度升高的現象。而這種在面對不確定性時所產生的中等程度之激發狀態

便是 Berlyne(1960)所謂的好奇心 (Curiosity)(岳修平，1998)。  

好奇心會讓學習者進行探索性行為已減低其對訊息的不確定性，當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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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者經由探索後而取得一些有意義的訊息後，該學習者就會減低本身的不

確定性，而原本高亢的激發狀態也會隨著降低，也就是這樣激發狀態的減

低就是一種增強，以 Berlyne 的觀點來說，如此的增強作用，就向食物對

於一個飢餓的個體是一種增強的看法非常相像。  

Berlyne(1960)將好奇區分為知覺性好奇 (Perceptual Curiosity)與知識性

好奇 (Epistemic Curiosity)並加以解釋。「知覺性好奇」是經由新奇的、不協

調的、意外的或是複雜的感覺刺激 (Sensory Stimuli)所引起的；而「知識性

好奇」則是經由不一致的想法、信念或態度等所引發的，亦即經由內部刺

激 (Internal Stimuli)所引起的，與認知發展關係密切。當外界刺激導致不一

致的想法時，就會誘引學習者進入探索式的行為。  

根據 Berlyne(1960)的理論，新奇與不確定的刺激與訊息會產生較多的

概念性衝突 (Conceptual Conflict)，而這種衝突可以藉由提出問題導引學習

者獲得訊息，與支持這些想法中的某些概念，因而能夠降低存在於這些想

法間的衝突。想法會影響行為的方向與強度；也就是說，它們會影響動機；

而 Piaget(1980)同樣也提出一個主張，認為認知衝突 (Cognit ive Conflict；即

失衡 [Disequilibrium])在影響動機方面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他們都認為

學習者為了解決所遇到的概念性衝突問題，本來就是物種的適應 (adaptive)

行為，是自然而然發生的事件與活動。  

在教學中引發動機的所有方法都是來自於概念性衝突。其中一個方法

乃是「詢問式教學法」(Inquiry Teaching)(Suchman,1962)。當教學活動在進

行時，學習者並不只是單存的訊息接收者，他們會被不斷地問問題，藉由

問題的提問，引導學習者進入自我解決概念性衝突的歷程。另外有一種方

法則稱為「蘇格拉底式問答教學法」 (Socratic Teaching)，教學者選擇一些

和學習者認知不同的訊息來提問，藉此激發學習者的動機來面對這樣的不

一致性，進而思考因應之道。  

在教學現場中，教學者需要許多的準備與規劃工作，才能預期學生們

會產生的反應類型為何，以及教學者本身應該要如何應對與回饋。簡單的

教學規劃，教學者可以應用只是純粹提出一些問題，不必總是陳述意見；

這個方法可以提高學生們的好奇心，因為他們將會經驗到答案的不確定性。 

好奇心對於知識而言，乃是屬於內在的動機類型，這是很容易達到也

隨手可得的。每當學習者吸取新知識時，都可以隨時且輕易的被使用。在

許多高度創造力活動中，這類動機很顯然的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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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對於內在動機 (Intrinsic Motivation)的研究 (包括好奇心與精熟

動 機 [Mastery Motives]) ， 在 在 顯 示 內 在 動 機 比 外 在 動 機 (Extrinsic 

Motivat ion)具有較多的助益。Nolan(1988)指出其它一些對於此領域之研究

也顯示，那些具有「滿足本身好奇心」的目標之個體，比起那些具有「要

比一個比較群體表現更好」這樣的目標之學生來說，同樣在完成學校作業

時，前者傾向會使用一些較能夠對訊息進行詳細論述處理 (Elaborate 

Processing)的學習策略 (岳修平，1998)。  

三、激發學習動機策略 
Thomas L.Good & Jere E. Brophy(吳文忠，1999)指出，如果要準備使

用激發學習動機的策略，必須先確立四個先決條件：  

(一)支持性的環境  
如果想要讓學習者的學習動機活絡起來，教學者必須給予適當的學

習機會，並且對於學習情形給予回饋與鼓勵。營造一個輕鬆與具有輔助

性的環境是很重要的，這可以支持學習者的學習，讓他們在進行知識性

冒險時能有相當程度的後盾。  

(二)適度的挑戰性或難度  
學習活動應該具有適當的難度。對於熟悉或是太容易的活動，這會

讓學習者覺得只是在打發時間，或者太困難或是陌生的活動，考倒了所

有人，那麼想要利用策略來激發學習動機就不可行了。讓學習者清楚知

道要做些什麼，並設計適當難度的活動，運用激發學習動機的策略就可

以讓學習者得到適度的挑戰，並成功完成指定的活動目標。  

(三)有意義的學習目標  
教學活動應該是從事值得被學習的活動，如果從事一些毫無目的或

意義的活動，學習者的學習動機是不會被激發出來的。教學者設計教學

活動應該趨向於讓學習者能夠進行有意義的學習，而不只是單純的訊息

流入而已。  

(四)策略使用中的適度性和變化性  
激發學習動機策略並不是全是或全非的運用，策略必須視教學現場

的情形而隨之改變。若教學內容不被學習者所熟悉時，教學者就應該著

重在激發學生的學習上；相反的，課程活動中有著學習者本來就想要學

習的內容，這樣就不太需要激發學習者的學習動機，若仍要從事引發學

習動機的活動，會使得教學活動變長，也許就會產生相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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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刺激學習者學習動機的策略 
學習動機的涵義在於學習和表現之間有一種區別：學習指的是在獲得

知識或掌握並運用專門技術的能力時，所進行的訊息處理、內容理解，進

而掌握建構認知的資訊；表現指的是展示習得的知識或運用專門的技術能

力。刺激學習者學習動機的策略不是只有適用於表現方面，應該包含適用

於訊息處理的活動，若要獲得知識或掌握並運用專門技術的能力，首先必

先經歷這些活動。因此，這些策略強調鼓勵學生學習時，能夠將訊息內化，

將訊息經過內在加工和技能建立的策略。這和提供學習者刺激，好讓他們

好好表現的作法差異甚多。  

現行國民小學所教授的知識大都是認知的知識，也就是抽象的概念和

口頭表達訊息。學習者為了理解並獲得教學者所傳達的訊息，他們必須積

極處理訊息，將訊息和自己原有的認知相結合，並用自己能夠理解的方式

進行內化，接著用自己的語言表達出訊息，透過外在的回饋以確信自己明

白了所獲得的訊息。因此，激勵學習者學習不只是刺激他們對教學內容感

到興趣，還要使其懂得其價值涵養，換句話說，就是必須提供學習者關於

如何進行學習的指導。  

為了刺激學習者學習教學活動的內容或技能，Good & Brophy(1994)

提供了以下刺激學習動機的策略：  

(一)教師示範學習動機 
教學者在教學活動中與學習者的互動，應該以示範的方式引起學習動機，這

種示範必須能夠鼓勵學習者重視這個教學活動，使其認為這是有意義、有價值的

活動。因此，在教學活動當中，除了課本內容之外，應該把學習者所熟悉的人事

實地物都能適切地引進教學活動當中，使他們能因熟悉而促進學習動機。 

示範不只是讓學習者注意到教學內容的概念，教學者應該做出示範的榜樣，

表示出對於這個示範內容的想法或是實際的經驗與學習者分享，這樣可以讓學習

者瞭解已經具有教學內容目標之能力的人是如何運用這些能力，已成為學習者仿

效的對象。當教學者做出的示範行為，表現出積極思考的反應，也能激起學習者

積極思考，以對教學事件作出反應。 

所以教學者對於教學內容的示範，可影響學習者對教學內容的興趣，或是影

響他們對於這些內容的自我概念。 

(二)傳遞理想的期待和歸因 
教學者應該經常表現出期望和希望學習者可以達成某些學習上的程度，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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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學習者明白知道他們在學習上的努力，讓學習者感受到本身已經具有學習熱

情，那麼學習者就更會有學習的熱情。教學者應該讓學習者知道，他們期望學習

者好奇、學習應求慎解，並且明白他們所學的知識，在實際生活當中是有意義、

有幫助的。 

(三)盡量減少表現時的焦慮 
當學習者的學習目的明確，能夠以輕鬆的態度聚精會神地做著指定的作業，

此時不必太擔心他們是否能做到所期待的表現，這樣學習動機就會被充分地得到

發展。課堂活動應該讓學習者感受到的是一種學習情境，而不是倍感壓力的測驗

場合。如果教學活動包含類似測驗的練習，應該讓學習者保持在一個接受學習的

狀態，若是讓學習者感到有測驗的壓力而產生對課程的焦慮或排斥，這樣會讓教

學得到負面的效果。 

然而，教學活動最終還是需要利用測驗或其他評估方式來評鑑學習者的學習

成效，此時教學者應該將重點放在教與學上面，而不是放在表現評估上。 

(四)表現強度 
教學者可以利用時機、肢體動作和手勢、暗示及其他口頭技巧，用以表現一

定的強度，讓學習者明白學習教材的重要性，因此希望學習者能夠認真學習。通

常比較常被使用的方式就是直接告知學習者，強調說明某部分教材內容的重要

性，而強調的時機也必須恰當，不能將所有的時間都用在強調重要性上。因此，

教學者應該把握表現強度的要領，在需要表露強度的地方才表現出強度。 

(五)表露熱情 
教學者提出一個議題讓學習者討論，應熱情地顯示出議題的重要或價值，甚

至它是有趣的，如此，學習者很可能會採取相同的態度參與討論。教學者要確認

自己對議題感興趣的原因，或尋找對議題有意義或重要的原因，並且在教學活動

中把這些原因表達給學習者。表露出熱情作為激勵學習的一種發法，主要目的在

於引導學習者珍視或注重這一個教學活動，而不是一個娛樂性的表演。 

(六)吸引對作業的興趣和欣賞 
教學者可以口頭說明學習者為什麼要對某些活動或作業重視的原因，以吸引

他們對它的欣賞。對於教學內容，教學者要提示學習技能的實際用途，以期他們

對於將要完成的作業產生興趣，也期待對作業的欣賞。 

(七)引起好奇心或製造懸疑 
如果教學者提出的問題或為課程所做的安排，能使學習者感到有必要弄清楚

某個概念，或是想要獲得有關這些問題的更多訊息，透過提出活動所能解決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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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問題，讓學習者處於一種積極處理訊息或解決問題的狀態，那麼教學者就已經

刺激了學習者的好奇心，或製造了讓學習者想要更進一步去探究的動力。  

(八)把抽象的內容變得與個人有關、更具體或者更熟悉 
定義、原則及抽象的訊息，如果能具體的被呈現給學習者，這樣學習者就比

較容易產生連結，進而引起他們的學習動機。這可以利用講述經歷或歷史社會等

事件的方式，以顯示所學習的內容適用於學習者並使之感生興趣。教學者還可以

實物、圖片或進行示範來把抽象的概念以具體的事物或行動呈現出來，藉以幫助

學習者把新的訊息和原有的知識聯繫起來。 

(九)引起分歧或認知上的衝突 
如果教學內容已經是很熟悉的教材，學習者就會認為他們已經完全瞭解，因

此就不會花心思來閱讀這份教材。為了防止這樣的情狀發生，教學者可以提示教

材內容有令人料想不到或是一些錯誤的觀念，要求學習者要注意不尋常或奇特的

成分，激勵學習者能積極解決這隱藏的問題。 

(十)提供知識性的回饋 
學習者在學習的過程中，自己對於課堂中所傳遞了訊息，透過自我的理解，

也需要有機會評估自己在理解內容或掌握技能時取得的進步。在學習者完成閱讀

作業或是聽完教學者的講述後，教學者就應該適時地對學習者提出問題或作業，

以使他們能用自己的語言複述內容，以表現他們能夠成功地運用所學的內容，並

且能夠總結、整合或評估他們所學的知識，進而確定他們對於課程內容的認知是

否正確。 

(十一)誘導對學習策略的後設認知的意識 
當學習者的學習動機驅動之後，對於訊息的就會更有效率的處理，轉為更積

極的態度去確認自己理解的程度，並有效地將新知識與先備知識相結合，融入知

識結構中並能有系統地被提取。但是僅有積極的學習意圖並不能保證在學習上就

有這樣的成效，學習者還必須具有使用認知和後設認知的技能。 

因此，在教學活動中，教學者應該訓練學習者在學習活動中要意識到

自己的學習目標，對於目標要有實現的計畫與方法，並加以監測所使用的

方法是否有效，以及監測對這些正在展開事件的主觀反應 (林進材，2000)，

這些可以反應如下：  

(一 )積極準備學習：教學者訓練學生積極準備學習，使其專心面對學習

活動，讓學習者能清楚知道學習的重點為何，並能做好學習的計畫。 

(二 )記住材料：教學者可以利用背誦、複述、畫線、紀錄或抄寫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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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協助學習者記憶。  

(三 )詳述所介紹的知識：如果只想利用死記硬背的方式來記住知識，這

是不符合有效學習的。對於知識，學習者必須有系統地記住知識的

要點，才能提供未來的使用，有效地被提取。解釋和歸納總結所學

的知識，將其與原有的知識相結合，用自己的語言表達出來，透過

自我提問的方法來評估理解的程度，並加以反思。  

(四 )有條理地組織內容：教學者可引導學習者注意每個學習活動中的重

點，概略述說學習材料並引起注意，使學習者有組織地將學習內容

條理化。有效的進行筆記，可以幫助學習者整理條列所學知識。  

(五 )監測理解：在進行教學活動時，教學者應提醒學習者注意到學習的

目標，使學習者能使用實現目標的學習策略，並提高有效學習的效

率。教學者可提供在學習上所用的上的策略，例如重新閱讀、瞭解

定義、確認討論的內容等，使其在認知混淆的地方和錯誤理解的知

識中，回顧學習事件中所使用的學習策略是否恰當或正確，監測自

己的理解活動，進而準備可替代的學習策略與方式。  

(六 )保持合適的感情：教學者示範從事學習活動的感情，避免無效的感

情介入，以提供學習者模仿。這些應該包括向學習者示範如何進行

自我增強，以及該如何面對沮喪和失敗的學習策略。  

五、學習動機在本研究的意涵 
教學活動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引起學生的注意與學習動機，這是教

學事件發生首要的工作。藉由視訊輔助協同教學的方式，無論在教學者或

是教學媒體上，都能給學生耳目一新的感受，希望藉此吸引學生的注意，

進而引起他們的學習動機。由於這種教學方式未曾出現在以往的教學活動

當中，對於陌生的上課方式會有一種好奇心的期待，並且對課程存有一種

不確定性，這些都是增強學習的因素。如此一來，投入了這些特別的教學

創意，將能使學習活動變得更有趣也能吸引學生的興趣。  

當然不能只是因為單純引入媒體和新教師就能保證引起學習動機，為

了避免多媒體介入教學活動只限於譁眾取寵的設計而不具教學效果，教學

策略的規劃才是決定因素，課程內容的安排與設計才是教學主體。這些教

學活動組成的原件，相輔相成，只為達成有效的教學活動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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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遠距教學 

一、遠距教學的意義 
遠距教學的基本概念是：學生與老師被時空所分隔時，所進行的一種

教學方式。既然學生與老師被時空所分隔，那麼師生之間就必須要透過人

造傳播媒介，來傳遞資訊與提供互動管道，使得教學活動順利進行。  

Moore 與 Kearsly(1996)為遠距教學下一個定義：「遠距教學是有計畫的

學習，通常學生與教師分隔兩地，因而必須採用特殊的課程設計及教學技

巧，以及特殊的電子或是其他科技傳播方式，配合特殊的組織與行政作業

方能達成。」  

Keegan(1986)提出了六個遠距教學裡面重要的基本要素：(一 )非面對面

的教學模式，即教學者和學習者分開，不在同一個教學現場； (二 )不完全

是學習者自學的教學模式，必須還要投入教育組織在系統上的統合規劃；

(三 )透過媒體將教學者與學習者連結起來，透過媒體將教材資料傳送給學

習者使用，並且無使用時間的限制； (四 )重視雙向溝通，系統規劃能讓學

生可以進行教學活動對話；(五 )可能進行短暫的面授課程；以及 (六 )採用系

統化的教學方式。  

沈中偉 (1998)對遠距教學的定義：遠距教學係指師生分隔兩地，教學

者藉由電腦科技結合網路通訊、以及各種視聽媒體，將教材傳遞給學習者，

並與學習者進行同步與非同步的雙向互動的教學方式。  

遠距教學是有系統規劃的教學與學習歷程，必須考慮到三個基本要

素：(一)就是教學者與學習者被時空所分隔；(二)有教學互動的行為產生；

(三 )必須有溝通的媒介。此外，就必須重視有計畫的教學策略，以及克服

時空相隔而發展出特殊的課程設計及教學技巧。  

綜合上述學者的觀點，研究者整理認為遠距教學乃是顧及時間與空間

的考量，著重於學習的多媒體教學歷程，必須建立於完善的教學設計與教

學策略的基礎上，方能帶給學習者最有效益的學習環境。  

遠距教學的特性有四點： (李建興，2001) 

(一 )遠距教學以媒體為基礎：媒體種類有電視、廣播、電話、錄影帶、

錄音帶、書籍、電腦等。由於遠距教學是以媒體為其本質，各種媒

體的功能，必須視其能滿足遠距教學系統化之目標而給予論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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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遠距教學是以家庭或辦公室為基礎：遠距教學對象大多是成人。學

習者無法天天到學校，因此遠距教學設計不需要課堂教室為主。  

(三 )遠距教學是以空間距離為基礎：由於隔著距離進行教與學活動，因

而由行政到教學都必須顧慮遠距學習的情境。所以遠距教學必須考

慮將教學和自我評量結合在一起。  

(四 )遠距教學是以學習者為主：在遠距教學的教學環境中，必須以學習

者為主，事先設想學習者在學習活動中可能遭遇的困難。  

研究者認為遠距教學的特性，乃針對於不同的教學情境而選擇所需的

教學媒體，透過有系統的教學規劃，克服時空上的限制，協助遠距學習者

解決學習困難。  

趙美聲、陳姚真 (2002)認為遠距教學的特質有四：  

(一 )不論遠距教學組織的層級為何，遠距教育與傳統的教室教學有許多

差異存在。以教學者的觀點而言，最明顯的不同在於無法親眼目睹

學習者對其教學活動的反應 (雙向互動的電傳視訊除外 )。對於較無經

驗的教學者而言，遠距教學確實是一大挑戰；而經驗豐富的教學者

則較能掌握學習者的反應以及相關的因應方式。  

(二 )對科技的高度依賴性。因為教學的效果與科技使用熟悉度，有極密

切的相關。這不僅表示教學者必須了解科技的優缺點，更說明了教

學者必須能掌握成功使用科技的教學策略。  

(三 )遠距教學的授課教師必須多費心注意學生的感覺，尤其是學習動

機。學生利用遠距教學方式修讀課程，遠比其修讀傳統課程顯得更

為焦慮；同時難於將這種焦慮向遠距教學者表達。而缺乏經驗的遠

距教師，也難以分辨這種焦慮和其他情緒反應。  

(四 )遠距教學與一般教學另一個明顯的不同在於其工作團隊的組成關

係；團隊中只有一人與學習者直接產生教學互動，而其餘的則是設

計與發展課程的工作者；這在遠距教學單位、遠距教學機構與遠距

教學聯盟最為明顯。在一般教學的環境中所憑藉的是教師個人的努

力，而在遠距教學的環境中則是由一組人共同完成教學目的。  

遠距教學能蔚為教育界中的風潮，也因為其本身擁有的優點，洽能補

足一般教學的不足，其優點亦有下列四點： (李建興，2001)  

(一 )遠距教學突破時空的限制，使學習者擁有更多學習的機會：一般學

校教育須於固定時間、固定地點集中上課，對於偏遠地區的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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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與一般授課時間無法配合的學習者，如在職人士等，遠距教學彌

補了這類一般教學所不足的學習機會。  

(二 )遠距教學突破了人身障礙的限制：人身障礙的存在，有兩方面的意

義，除因上述時空的限制外，另一方面為學習者本身的肢體障礙。

遠距教學透過同步或非同步方式，將課程傳送給學習者，提供了這

類弱勢學習者受教的機會。  

(三 )遠距教學平衡教育與經濟機會的差距：一般學校教育雖經大力普

及，但在偏遠地區，仍有未及之處，造成教育上的城鄉差距。另外，

由於科技的發達，發展遠距教學的因素，如地理距離之限制雖已不

再重要，但因工作上時間之束縛，而無法在職進修者，教育機會問

題更形惡化。遠距教學即為因應這些問題而生的另類選擇方案。  

(四 )遠距教學彌補一般教學以教師導向教學方式之不足：一般學校教育

以師生互動為主要的教學模式，對學習者人格之陶冶有直接影響，

然而學習者的學習風格不盡相同，一般教學的教師授課風格，對不

同的學習者，效果並不一致。遠距教學則以學習者為中心，學習者

可自行調配學習的進度與過程，這種學習方式雖然需要學習者高度

的自我管理，卻可避免學習風格適應不良問題。  

綜上所述，發現遠距教學對於教學活動有利的條件有：  

(一)打破時間與距離上的限制，提供彈性的教學活動方式。  

(二)提供學習機會，任何人皆可以參予這種教學活動。  

(三)善用各種媒體功效，提供更多的教學資源，並協助學習者學習。  

另外，遠距教學在教學活動上仍有不利的條件，分述如下  

(一)遠距教學所需的硬體設備若故障，便嚴重影響教學活動的進行。  

(二)遠距教學的課程設計若無良好的教學策略輔助，恐難達成教學成效。 

(三)學習者仍為難以掌控的對象。  

(四)非同步遠距教學中，學習者對於問題不能得到立即性的正向回饋。  

因此，遠距教學在發展與實施上，必須將所有可能影響教學活動的因

素列入整套系統的規劃，並且尋求合理有效的配套措施或是解決方案，將

遠距教學有利的條件得以發揮，以達教學目標。  

二、遠距教學的類型 
遠距教學系統依其功能可分為同步式 (Synchronous)與非同步式

(Asynchronous)兩種類型。同步式的遠距教學系統是指即時群播 (Real-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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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adcast ing)，而非同步式的遠距教學系統是指數位學習或電子化學習

(E-Learning)。另外，將這兩類教學型態結合在一起，成為一個整合式的教

學型態。茲分別說明其意義與特性如下：  

(一)同步式遠距教學系統  
即時群播的遠距教學系統是指教學者在「主播教室」授課，藉由網

際網路與視聽媒體，讓在不同地點的學習者在收播的「遠端教室」裡上

課，可以即時進行互動、溝通與討論，講求即時回饋的教學環境。通常

可利用的設施有網際網路、視訊是聽媒體和數據專線，而即時群播的學

習成效之關鍵要素在於課程規畫、教材設計與教學策略 (沈中偉，1998)。 

換言之，就是線上有教學者，也有課程的同步學習環境，並利用網

際網路系統，結合電腦相關視訊設備，將教學者的影像及教材傳至遠

端，使教學者和學習者在不同地點仍可進行即時的教學與雙向的溝通，

學習者可以透過師生即時互動的方式來獲取知識與回饋，立即解惑以建

立正確認知結構。  

在這樣的環境下，具有即時、互動、全動態及多媒體訊號傳輸的能

力，讓教學者能夠將教材及影音，透過多媒體呈現的方式傳送給所有的

學習者，而教學者也可以同時接受遠端 (學習者 )的影像及聲音，讓師生

雙方都能達到接近面對面實體接觸的教學情境 (施富川，2005)。換言之，

發揮網際網路及視聽多媒體即時、互動的傳輸能力，讓教學者能夠如同

親臨教室，將教材與影音透過多媒體呈現給學習者，同時也可以接受到

學習者端的影音，讓師生雙方宛如在同一間教室進行教學活動一般；學

習者更能如面對教學者一樣，立即得到回饋。此種設備營造的教學情

境，接近師生間面對面的實體接觸。  

現今寬頻網路發達與普及，設備技術要求程度不高，影音視訊的傳

遞將會突破以往僅只能透過文字模式的溝通方式，讓教學者與學習者雙

方面都能更加貼近彼此的距離，以增加學習上正面的效果。  

沈中偉 (2005)指出同步式遠距教學系統的優點有：  

1.可提供給不同地點的人，在同一時間，面對面上課與討論問題。  

2.學生可節省交通往返之時間與經費。  

而其缺點則是：  

1.需要較完善好用的視聽設備，不論是主播教室或收播教室均需要完

善的視聽設備，如遙控數位攝影機、單槍投射器，數個監視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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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機、多個無線麥克風、錄放影機等。  

2.需要操作熟練的攝錄影、聲控與故障排除的技術人員。  

3.即時群播的網路教學易受到頻寬的限制，影響教學品質。  

4.主播教師必須靈活運用教學方法與學生做雙向互動，以免過於單調

乏味，而與錄影帶教學沒有兩樣。  

5.師生在互動時，由於收播的遠端教室無法提供足夠的無線 (或有線 )

麥克風，因此在傳遞時，常浪費等待時間。  

6.需要主動積極參與以及反應很好的學生，以便即時回答問題，如此

才能腦力激盪、討論熱烈，也才會有學習效果。  

實際上「遠距教學」這種模式其實只打破了空間的限制，但是並沒

有打破時間上的限制，是屬於同時不同地的模式 (施富川，2005)。  

研究者認為同步式遠距教學仍有幾項優勢：  

1.由於現代科技的發達，資訊設備普及，頻寬已經不再是推動網路教

學的絆腳石。  

2.遠距教學的方式和教師在一般教學方式並無太大的差異，貼近於教

師原有的教學模式，只是運用資訊設備將教學延伸出去而已，易於

操作。  

3.教學素材方面多樣化，吸引學生學習注意力，提高師生之間的互動。 

4.記錄一切的互動行為，提供教師對學生的評鑑，以可讓學生回顧學

習的過程。  

5.教學策略是教學活動的主要因素，資訊媒體只是教學策略中的工

具，即教學載具，透過同步遠距教學更可解決教師資源分配不均的

情形。  

(二)非同步式遠距教學系統  
這是網路學習目前最為普遍的方式，老師將平面教材及影音教材都

以事先錄製的方式，將教材掛在網路上供學員自行下載及閱讀，或者利

用文字討論版的方式，讓老師及學生進行非同步的討論，這種學習的好

處就是可以完全突破時間的限制，老師及學生可以依照自己的時間，來

進行教與學的活動，並且可以將所有互動的紀錄，原原本本的記錄保存

下來，供其他學員參考 (施富川，2005)。  

沈中偉 (2005)認為這樣的教學模式，強調「非即時性」的教學活動，

教學者將課程教材及影音教材都以事先錄製成為數位檔案，將檔案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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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地掛在網路上供學習者自行閱讀與下載使用，亦可利用文字討論版的

方式，進行師生間非同步的討論，這種教學的方式可以完全免除時間上

的限制，教學者及學習者可以依照自己的時間，來進行教與學的活動。

亦即教師將組織好之內容建置在數位學習平台上，學習者透過電腦網

路，隨時上網學習。活動期間的所以互動記錄，皆可以完整被記錄下來，

可作為教學者進行學習評鑑、學習者複習用途或是提供其他學習者參

考。而教學活動亦可包含測驗、指定作業、報告等等。  

教學者亦可在非同步教學活動中隨時增加或修編教材內容，機動性

地調整課程內容，以求最大的教學效益。  

數位學習是現在遠距教學常用的名稱，過去名稱的演化包括網路教

學 (Web-Based Instruct ion)、線上學習 (Online Learning)，虛擬教室 (Virual 

Classroom)與隨選視訊 (Video-on-Demand，簡稱 VOD)等。  

研究者認為教材數位化及上網只是遠距教學的第一步，學習者閱讀

教材時，僅屬於學生與教材的互動而已；透過討論版進行文字的對話，

是無法充分表達彼此之間對於課程的反應。教學者與學習者之間也因為

缺乏互動，而無法有效提升教學品質，更可能因為學習者在學習上的孤

立感受，進而導致學習中斷的比例提高。數位學習最重要的還是教材的

設計與製作，非同步遠距教學系統的建置需要專業能力才能辦到，這包

括了設計、製作與編輯的能力，也需要美工等等的資訊素養，如此才能

規劃設計出吸引學習的介面，而這些基本的要求卻是現場教學者最為缺

乏的技能。非同步式遠距教學在國小教育中，教學者普遍不能達到這樣

的基本能力要求，對於建置這樣的教學系統還是需要專業能力者的協

助，方能順利完成完善的教學系統。  
(三)整合式教學模式  

將上述兩種教學模式整合而成的學習環境。透過同步與非同步的方

式來運用在教學上，結合前兩者的優點互相克服彼此的缺點，將使得教

與學的活動更加的具有彈性，讓學習的效果更加有效率。這樣的結合活

用於教學現場，讓教學者與學習者之間的互動變得更加頻繁，不僅止於

課堂間的互動，課後非同步的學習亦能強化學習者的學習。  

由以上的三個模式，發現同步與非同步式網路教學系統各有其優缺

點。但是在國民小學教學現場中，考慮教學者的資訊能力素養程度，非

同步教學系統的建置目前已有套件模組的軟體，進行這樣的系統建置應

該只需要幾小時的培訓即可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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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認為，以往顧慮到資訊設備昂貴的同步式遠距教學模式，由

於教育部資訊教育基礎建設擴大內需方案積極推動下，目前全國各中小

學皆已建置電腦教室，並且隨著科技的進步，不斷提升學校網際網路之

品質，以寬頻 ADSL 與網際網路連線供各校上網，這已成為學校最基本

的資訊設備需求；再者積極舉辦資訊研習活動以提升教師資訊素養，使

得各級學校資訊教育之軟硬體教學環境均有大幅改善。再加上網路攝影

機在最近幾年也成為學校網路設備的基本設施之一，設置成本已大幅降

低，同步式視訊遠距教學的可行性更可提高。  

三、理想的遠距教學系統 
遠距教學主旨在於破除時空上的限制，讓身處兩個不同地域的教學者

和學習者能宛如面對面地進行教學活動，如果從學習的角度來看，要是不

能做到高互動性、適性化、學習診斷、評量與有效的補救教學之功效，那

這樣的遠距教學方式也只具有輔助的功能而已，談不上是個有效的教學活

動。葉士昇、沈中偉 (2001)提出理想的遠距教學系統應該具備以下的基本

功能：  

(一)能有效的對學生實施前測，瞭解學生的起點行為。  

(二)對於不同起點的學生應該能提供不同的學習教材內容。  

(三 )能提供豐富且能激發學生動機以及吸引學生注意力的多媒體學習內

容。  

(四 )能提供教學者有效分析學習者學習特性，以及能記錄學習者學習的

情形。  

(五)能提供教學者簡易完成線上命題及編輯教材的工具。  

(六)能提供師生互動所需的工具。  

(七)有簡單易用的操作介面。  

(八 )能對學生實施有效且具公信力的評量，並將資料分析完成後，作為

提供學生補救教學時的參考。  

(九)能提供有效的補救教學工具。  

(十)無所不在的使用環境 (例如公共資訊站、無線上網環境 )。  

遠距教學系統若能提供上述功能，遠距教學設計者就能夠設計出具有

良好教學效果的線上學習課程。  

此外，當在線上學習課程採行之際，必須加以思考的是，線上學習課

程所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例如人際之間的的疏離、評量與學習的公平性、



 

30 

隱私權、學習的深度及廣度、缺乏面對面機制所產生的學習困境 (例如教學

者無法依據學生的眼神、態度、動作適時調整教學策略 )、數位落差是否造

成更大的弱勢族群學習者的不利等，均需在設計線上學習課程時，加以審

慎思考 (葉士昇、沈中偉，2001)。  

研究者認為理想的遠距教學主要著重於課程的設計與系統建置方面，

對於學習者的現場學習狀態仍然無法掌控，以致於必須負擔的可能帶來的

負面影響，遠距教學潛藏著教學者與學習者之間互動的問題，兩者之間的

距離看似已經透過網際網路解決空間的問題，但這也成為遠距教學無法完

全環顧整個學習歷程的主要因素。遠距教學雖然已經順利設計出連結教學

者與學習者，但彼此之間的距離問題仍然潛藏在整個教學活動中，學習者

的各項學習層面並不能只透過網際網路來瞭解，換言之，唯有掌握學習者

的現場學習動態，方能給予恰當的學習評鑑與學習成效評估。  

四、互動性距離論 
互動性距離 (Transactional Distance)的第一個假設是「距離為一種教學

現象」。各類遠距教育的共同特徵是「教學者和學習者之間被時間與空間所

阻隔」，但距離對於教學活動、學習者、教學者、溝通互動型式、課程設計

與管理的影響，才是實務工作者和理論學者最感重要且興趣的部分 (趙美

聲、陳姚真，2002)。  

所謂的遠距學習，不是指「除了教師與學習者分隔兩地之外，其他完

全與面對面的學習相同」的教學方式。互動性距離所指的距離是「由於地

理上的分隔而產生的一種理解上與認知上的距離」，需靠教學者、學習者與

教育機構共同克服，才能產生有效的、經過深思與有計畫的學習。克服的

步驟便是利用教學設計和互動過程，並強調此為教學的距離，而非地理上

的距離 (趙美聲、陳姚真，2002)。  

陳姚真 (1999)在研究中，分別測量學習者所知覺的「師生之間」、「同

地點學習者之間」、「跨地點學習者之間」的互動性距離。結果發現在視訊

會議的情境中，學習者的確經歷了不同程度的互動性距離。   

Moore(1983)與 Saba(1988)的研究中提出：「互動性距離是對話和結構

的函數；遠距教育中的距離並非由地理上的接近性來決定，而是由對話和

結構的程度和比率 (level and rate)來決定。  

Saba and Shearer(1994)研究結果發現是師生間互動的量之多寡，而非

地理上的位置的遠近，決定互動性距離的大小，當互動的量越多，互動性

距離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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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Moore & Kearsly (1996)對互動性距離的論述中，可初步定義所謂

遠距教育中的互動性距離，是「教師、學習者與特定行為模式三者交互作

用時，因著學習環境中師生相互分離的特性，可能導致溝通上的障礙，而

形成心理上的隔閡，這就是互動性距離。  
研究者認為所謂的距離乃是教學者與學習者在教與學的活動過程中，

彼此之間溝通與理解上的程度，儘管教學活動皆處於相同的教學現場，仍

然會有此種距離上的問題存在，這有賴於有效的課程活動設計與教學現場

情境的配合，運用恰當的教學策略，以達教學目標。  

互動 (Transaction)的觀念起源於於 Dewey & Bentley(1949)，而由 Boyd

和 Apps(1980)繼續加以發展。據其解釋，互動意謂著「環境、個人和行為

模式的交互作用」。「遠距教育」的互動，即是相互分隔的教師與學習者之

間的交互作用，以及特別的教學行為型式。外在有形的距離可能導致溝通

上的障礙，甚至產生師生之間的誤解，而形成心理上的距離，這就是互動

性距離。在教學活動的歷程中，只要有教學者與學習者之間的溝通模式存

在，就有某種程度上的互動性距離。所以 Rumble(1986)認為，任何教育活

動中，都有互動性距離存在，即使是師生面對面的學習環境亦是如此，這

是存在於教學互動當中的必然要件。  

遠距教育通常是指「『教學者與學習者不同時存在於共同的空間』的特

性主導著他們彼此之間的行為模式」之教與學的活動。在教師計畫、教學

內容、互動與教學過程等方面，無論遠距教育與面對面教學，都有顯著的

差別。  

互動性距離即「特殊的組織與教學行為是必需的」，至於如何的特殊，

則端視互動性距離的程度。這些特殊的教學行為分為兩類：對話 (Dialog)

與結構 (Structure)。以此二類教學行為來描述互動性距離。相同地，設計課

程時，應該思索該投入多少在這兩類行為中，亦可以這二類教學行為來描

述互動性距離及其程度。這兩類特殊教學行為即 Moore(1980)提出「互動

性距離是對話與結構的函數」。  

(一)對話  
所謂對話是指教學過程中，教學者與學習者之間的文字敘述、動作

表現、思考模式及其他的互動，對話與互動在意義上是相當接近的，但

亦存在著重要的差異，對話是用來說明單一、或解釋一系列具正向效果

的溝通互動，而重點在於並非所有的互動都具有正向的效果。對話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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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具有目標性、建設性和價值，因此，對話是指正向的互動，用以

增進學習者的理解 (趙美聲、陳姚真，2002)。  

對話在教學歷程中是一項最基本的互動，協助了教學活動的進行。

對話的程度和性質因課程設計者的教育哲學、師生的人格特質、學科性

質與其他環境因素等而決定。如果其他影響因素都在控制之中，學習者

在一對一的教學情境比在團體教學中，有更多的機會與教師對話，因

此，學習活動參予的人數影響著對話的程度。語言也是另一個影響對話

的因素，教學者與學習者使用同一種語言的互動，會多於以使用不熟悉

之語言工具的教學活動。  

對話的程度與性質由許多因素決定，如課程設計者的教育哲學，師

生的人格特質、學科性質與其他環境因素，其中溝通的媒體便是相當重

要的環境變項 (鍾杰男，2003)。  

媒體的選擇會影響著對話頻率，例如使用函授方式，是屬學習者與

教學者透過文字進行對話，這種高度結構性的對話，其歷程是緩慢的。

同步式的音訊會議課程，因學習者的人數較多，相對的與教學者對話的

機會就會減少。也因為如此，以文字為主和非同步的討論課程，讓學習

者感到較為自在，提高了參予的意願，也增加了與教學者對話的機會，

即便如此，這樣的對話方式並不能得到即時的回饋，同時也無法清楚對

話間的情緒反應。  

學習者處於收視學習狀態的影音教學中，幾乎沒有對話產生，但是

這樣的學習行為，顯示著學習者與課程設計者之間的對話。這樣的學習

活動是以教學者準備一套想法與資訊，傳送給不同時空未知的學習者，

並與他們互動的方式進行。這種對話就是 Holmberg(1986)所謂的「內在

的教導性對話」。  

Holmberg (1986)認為遠距教育應該是一種互相的對話，可稱為「教

導性的對話，也就是一種指導性質的對話方法，這表示『以學習為目的

指導性對話』及『促進學習的對話方式』與好的遠距教學有具共通之

處」。換言之，就是以教學者與學習者之間的對話作為遠距教育的重點。 
(二)結構  

互動性距離的第二組變項與課程設計有關：這些變項可用「結構」

這個詞來描述。學習目標、內容主題、資料呈現、個案研究、畫片或其

他圖示、習題、研究計畫、測驗等要素皆屬於課程的範疇，而這些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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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謹慎地結合與組織。課程的設計先以實驗組進行測試的方式，以確

定學習過程中所需的每一要素，進而調整課程每部分的篇幅 (趙美聲、陳

姚真，2002)。結構就是課程目標、執行方式及評量方法能夠符合個別學

習者的個人需求的程度。結構變項就是在測量課程能否反應學習者個人

需求的程度 (鍾杰男，2003)。   

教學者可能會經常督導學習者的學習且提供補救教學給需要的學習

者，以確定每位學習者都在課程設計的程序中，完成每階段的學習，這

也包含了詳細的作業批改或閱卷計畫，以確保所有學生都達到學習成就

的標準。  

學習者可能是集體開始某個課程活動，除非大家有統一的學習步

調，否則沒有人可以提早進入其他學習領域。學習指引可能要求每位學

習者都要遵循既定的學習和活動程序，並依照學習指引的進度，配合使

用各種的教學媒材。透過電訊會議所進行的教學課程或討論也必須經過

謹慎地組織，因此每個地點的學習者都能被涵蓋於詳盡的學習計畫中。  

相反的，不同的課程可以提供學習者依自己的學習速度來觀看一系

列的教學錄影帶或研習一系列的讀物。當學習者需要建議或指導，就可

以電話諮詢指導老師。此類課程的結構比前述課程低。因此，無論是哪

一種的教育課程或活動都是具有結構性的，並且存在著程度上的差異。  

「結構」與「對話」皆決定於教學機構的教育哲學、教師本身、學

習者的教育程度、教學內容的性質、以及所使用的媒體等因素，並採不

同方式來設計與組織課程 (Moore，1980)。  

「結構」顯示教育目標、教學策略以及評量方法的系統化程度，同

時也顯示課程要素符合個人需求的程度，或是回應學習者個人需求的程

度。例如，在高結構化的預錄的電視教學節目課程中，不僅沒有提供對

話，連同教學者每個動作、每分鐘的時間、每個教學內容片段，都是預

先決定的，因此學習者被設定為沒有機會因個人的需要而偏離主題。反

觀電訊會議的課程的結構，就能提供學習者以不同的學習速度來瞭解教

學內容。  

(三)以「對話」和「結構」測量互動性距離  
由課程活動中的對話，以及課程設計的結構，對互動性距離加以測

量，如前所言，預錄的數位化課程結構性較高，但教學者與學習者之間

的對話並不存在，這代表著互動性距離很高。函授課程有較多的對話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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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不固定化的結構，因此互動性距離較低。電訊會議課程的對話很多，

結構性低，互動性距離的程度便相對地薄弱。以此推論，因課程、科目

等要素的差異，會影響著對話和結構的程度。  

Moore(1980)認為可用對話與結構這兩個變項的高低區分出四種教

學型態：一是沒有對話和結構的課程，如電視與廣播教學課程，因為接

受者廣泛，不加以分類學習層次，因此課程並無結構性，此類型的互動

性距離最大；二是沒有對話，有結構的課程，如預錄的數位化課程；三

是有對話，高結構的課程，例如一些同步或是函授課程，其設計可提供

學習者提出問題並且給予回應；四是有對話，沒有結構的課程，例如開

放性的視訊會議課程，此類為互動性距離最小的類型。在互動性距離低

的課程中，學習者藉著與教學者對話的過程來獲得教學與指引，同時所

使用的教學材料依個人需要、學習風格與步調而設計。  

Saba and Shearer (1994)依據 Moore（1980）提出互動性距離為對話

與結構的函數，對話、結構兩個變項的程度和比率決定互動性距離的高

低的假設。Saba and Shearer (1994)研究結果發現，當對話升高時，互動

性距離會降低；當結構升高時，互動性距離會隨之上升；互動性距離的

程度會隨著對話和結構的高低而變化；換句話說，師生之間可以透過改

變對話、結構的程度，來控制互動性距離的大小。  

在互動性距離較高的課程中，對話較少，如果結構性較高，學習者

便可自行依指導學習，但受個人自主性影響；但如果課程沒有對話也沒

有結構，學習者就可以依自己決定學習策略、學習方式、內容、時間、

地點、方法和程度，此類型亦受學習者自主性的因素左右。  

研究者認為課程設計應該是對話與結構相輔相成的，一般的教學策

略著重於結構性，課程內容必須預先設定，教學者依教材內容進行教

學，隨著重視課堂間的討論，結構性漸趨鬆散，但增加了對話的程度，

互動性距離也趨於微弱。遠距教學必須有嚴謹的課程設計，其結構性亦

高，同步式的遠距教學，將高結構性的課程，輔以對話性的討論，以科

技調整了互動性距離。  

(四)學習者自主性  
互動性距離越高，反映著學習者對於整個學習活動的主導性越高，

也越傾向於自我導向學習的自由。Moore(1972)提出「學習者自主性：獨

立學 習 的第 二 層面 」 (Learner autonomy: the second dimens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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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endent learning.)，他認為遠距教學模式不能只考慮到教學變項，如

此的設計是有瑕疵的。由於當時受到行為主義學習理論的影響，除了在

成人教育界之外，很少教育會注意到「學習者是自主的個體，能根據自

己的經驗建構知識」的觀點。  

從行為學派的角度來看遠距教育，主要在於有效掌握學習者的學習

進度並且達到教學目標，這對於教學者與學習者身處異地的特殊學習環

境是特別重視的環節。行為學派認為過高度結構化的教學設計以及有效

了練習與獎勵，促使學習者能夠依預設的學習行為路徑前進，訂定嚴格

的學習成就標準，進而測驗與評量學習者的學習成就。  

在學習過程中評鑑學習者完成教學者訂定的學習目標程度則為互動

的主要目的，同時也給予學習者在學習成就上的正增強。此時，建立有

系統且適合較大多數學習者的教學策略與測驗方式，使能依課程設計的

方向學習，是課程設計者與教學者所應投入的重點。  

Moore(1972)確認「結構」為遠距教育的主要因素，在高度結構化的

課程中，必須使用嚴謹有效的教學工具使被動的學習者能夠依教學目標

學習。此外也需重視教學者與學習者之間的教學合作關係，強調讓學習

者選擇自己的學習目標和行為，建構並控制大部分的學習過程。  

「學習者自主性」意指學習者有決定自己學習的不同能力，這些能

力存在於整個教育系統當中，學習者發展與他人不同的學習計畫之能

力，而學習者這些行為表現的程度便可提供課程設計者作為課程分類的

指標，這對於面對廣泛學習者的遠距教育課程而言是相當重要的。換言

之，課程可依「學習者所擁有的自主性」來分類或描述，使學習者擁有

較多的學習自主性。  

Moore(1993)認為當學習者的自主性高時，會偏好互動性距離較高的

課程；然而當學習者的自主性較低時，會偏好互動性距離低的課程。也

就是隨學習者自主性高低的不同，將會偏好不同水準的互動性距離，才

會有好的學習效果。   

研究者認為，因應學習者自主性的存在，遠距教育課程在發展課程

上必須針對學習者加以分類，有系統地規劃整套的學習課程。遠距教育

所提供的課程與方案，其內容與複雜程度，因學習者的需求與條件而有

所不同，更因學習者自主性是可以預期但不可以掌控的，如此，若掌握

學習者自主性，便能有效的發揮遠距教育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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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以上對於互動性距離論的闡述，研究者認為教學單位與教學者

是否能夠提供適當結構的教材，並在考量到學習者自主性的情況下，提

供教學者與學習者之間適當且為正增強的對話，是成功的遠距教育所考

量的因素。  

學習者自主性越高，便可以增加互動性距離，在較少的對話與結構中，

使學習者輕鬆地依自己的學習步調進行自我成長。相反的，對於學習者自

主性較低的族群，就必須增加對話來減少互動性距離，使其在預期的課程

結構中發展。  

五、媒體效果與教學策略 
在整個學習歷程中，學習環境與傳播媒介均無法預知學生學習成就。

即使經過仔細篩選、審慎評估，媒體對學習成就的影響只佔一小部分而已；

學習成就會受學習型態、課程設計、教學、行政及內容等因素影響；而媒

體對其所造成的影響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趙美聲、陳姚真，2002)。  

Beare(1989)的研究指出，學習者透過以下方式學習的差異：一般講課

型態、講課搭配錄影帶、團體音訊會議、利用錄音帶獨立學習、團體視訊

會議及利用錄影帶獨立學習等方式。結果顯示不同型態的學習方式，幾乎

不會影響學生學習成就。  

針對耗費在昂貴的傳播科技上的研究，得到的建議都傾向於，精心的

教學設計與適當的傳送，即便使用簡單的科技也可以得到同樣的教學成效。 

對學習者而言，最好的媒介因人而異；故採用多元媒體的混合設計較

為可行，對於數量多、差異大的班級教學而言，不失為最有效的方法，可

以讓不同型態的學生尋求最適合自己的媒體組合 (趙美聲、陳姚真，2002)。 

媒體介入教學活動中，因課程需要適時運用，多元化教材搭配課程的

需求，已達教學成效。Ahlm(1972)和 Beijer(1972)在探討電話個別指導以輔

助函授教學效果的研究指出：事實上幾乎沒有證據顯示增加的媒體對學習

成效有任何幫助。這是單純以媒體的角度切入觀察學習成效，若加入教學

者與學習者之間的互動，能使教學媒體在教學活動中釋放出效果。

Lauzon(1992)指出在學習過程中，多元化的互動管道是必要的，因而建議

增加電腦會議以提昇電腦化教學之效果。Gunawardena(1992)也認為結合音

訊圖像會議與電腦媒介傳播可提昇學習效果。  

(一)媒體選擇  
在教學的歷程中，使用何種教學媒體，都會明顯地影響教學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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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選擇傳播媒體的過程對於課程的效果而言，有非常大的影響。

Dutton & Lievrouw (1982)認為媒體的選擇應是「學習內容導向而非科技

導向」，因為媒體的適用性會隨著教育任務有所不同。科技融入教學的

目的，僅於提升教學成效，並非所有的教學活動都適用於一種科技媒

體。科技選擇的主要考慮應著眼於配合課程設計、教學內容、學生參與

程度及學習上的特殊要求等因素。  

Dutton & Lievrouw (1982)的研究以下幾點來比較各種媒體：互動功

能 (單向、回應、雙向 )、修正容易程度、花費、複雜性及學習類別 (認知、

情意及技能 )。  

Wagner & Reddy (1987)認為一定要根據特定的內容與教學目標來選

擇媒體，如此，運用在教學上的媒體效果才能顯現出來。在這方面的研

究應該是繼續測試各種媒體運用在各種不同的教學上，並累積且整理研

究結果，逐漸建構出一套知識體系，用以協助課程設計者或教學者作出

最有效的決定，組合各式各樣多種媒體教學，充分利用每個媒體的優勢

與長處。  

研究者認為，教學媒體不應該被何無目的的被使用，課程設計上也

並非必須將媒體融入其中；但媒體有其教學效果的存在，只有在適當的

教學活動中妥善地被運用，方能達成教學目標。因此，課程設計者在媒

體與教學內容上必須整理出一套搭配的方式，並且讓教學者很容易的使

用。  

(二)教學策略  
Barker & Patrick(1988)針對郊區小型學校所進行的現場衛星電視傳

送教學，以內容分析法記錄了下列教學技巧的使用頻率：教師開始的互

動、學生開始的互動、等待時間、發問程度、前導組織、對學生的期望

陳述、複習、口頭稱讚及修正性回饋。  

有效教學的訣竅在於教師能掌握該媒體互動性質的優勢，同時將影

響課程的負面因素有效控制，教學者利用各種不同的教學策略引導課程

進行，應用相關的技巧操作媒體以促進與學習者的互動。  

研究者認為，因應不同的課程教學需求，有其媒體需求的差異性，

媒體雖然對學習者的學習成就影響有限，但卻能提高教學成效。在遠距

教學的範疇中，透過謹慎且具有結構性的課程設計，配合有效的教學策

略，運用有限的媒體教學資源，如此，對於學習者的學習成效是否有某

程度上的影響是值得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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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小結 
遠距教學是一種 e 化的教學型態，e-Learning 包含網際網路的各種優

點，當然就包括了跨越時空及可以帶著走的優勢，目前及未來，網際網路

的通訊價值是不可被抹滅的。  

e-Learning 只是一個工具，重點仍在於教學的主軸上，在於教師如何

善用 e-Learning 這個工具，以達成教學目標與成效。而學習者也因為有更

多元化的學習方式，能更快速且有效的取得其所需知識，適性化的教學理

想，將能因 e-Learning 及協同教學而更容易達成。因此，如何運用資訊科

技來提高教師的教學成效與學生的學習效果，這才 e 化學習的目標，也是

遠距教學的重點。  

透過遠距教學的方式，可以打破時間、空間上的限制，整合所有的教

學資源，提供多元的學習管道。  

研究者認為，遠距教學利用電腦科技提供了更多元的教學內容，打破

時空上的限制。在教學現場裏，能將遠方的各項資源適切地融入教學活動

當中，有效解決地方性教材的問題。  

同步式的視訊媒體運用在教學活動的支援上，不但是一個輕易實施的

方式，也符合經濟效益，可以解決教師舟車勞頓的辛苦，使訊息的傳遞可

以打破空間的限制，更能提供即時的回饋，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習效果。  

第三節 協同教學 

一、協同教學的緣起 
協同教學的起源，是美國在 1956 年成立「國家中學課程計畫與發展協

會」 (Commission on Curriculum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by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ondary School Principals)，致力於中等學校的改革，並且

推動了一系列改善課程發展、教學方式以及空間和老師編配問題的實驗性

方案。  

根據蕭福生 (2001)研究，美國協同教學產生背景如下：  

(一)為了彌補教師員額短缺  
當時美國教師短缺，主要是普通教師人數相當欠缺，必須招來許多

的代理教師，而這些教師對於教學工作生疏，必須要讓這些代理教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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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教學團，接受資深教師指導同時觀摩教學，這樣才能正確的從事教學

工作。  

(二)為了改革傳統不良的教室教學  
傳統教室教學的成效不良，現行的教室規劃大小井然有序，教學現

場有時候需要比較大的教學空間，為了打破此一界線，以便施行協同教

學。  

(三)居於整體力量大於個人  
不管是從經濟、數學或是哲學的觀點，這個理論都會被接受，透過

教師間的合作，可以提升教學品質及效率；在編制無法增加情況下，欲

使教學效率提高，教師們彼此合作，是不錯的選擇。  

(四)為了彌補教師個別差異  
教師的個別差異，讓協同教學應運而生，教師們均有他們本身特具

的興趣和才能。因此，最好的教學，是能因材施教，因事設人，將教師

分級，搭配資深教師、一般教師、實習教師、助理人員，而在互助合作

之下，共同完成教學的工作。  

另外，鄭博真 (2002)認為採用協同教學，乃是因為反映師資不足，並

且為了因應知識爆炸，教師沒有足夠充裕的時間充實自己的教學本能，透

過教師間的合作，教導學生獲得更多知識的學習策略，所產生背景因素如

下：  

(一)教師短缺  
當時小學生人數增加，班級學生數編制減少，因此教師編制需要增

加。此時學校教育單位必須提供更多的服務，許多級任教師也因此轉任

更專業領域，如學校社會工作員、輔導員、語言治療師。而教師薪資微

薄的原因，許多畢業生投入其他產業，並不願意從事教職。  

(二)知識爆炸  
因應知識爆炸，現代溝通媒介傳播知識比以前更為快速和廣泛，我

們要教導學生更多的知識。全國課程小組致力簡化各學科構成要素的陳

述，教導學生新技術。另方面，從機械記憶活動和事實知識的保留，改

變為強調對學習過程的重視。  

(三)對孩子成長的了解  
教育研究的發展，使教育人員了解到不只在同一教室的孩子間有很

大差異，同一個孩子在不同學科間的表現也有很大差異。另外，也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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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許多方面的重要性，而不只是智能成就。  

(四)教育目的的重新界定  
知識快速發展，沒有小學教師能教好所有科目，國會認為學校教育

重心在國防，使的教育的目的變成強調科學、數學和外語，而輕視人文。 

由上述可了解，協同教學在國外產生背景不外乎因為師資的短缺、彌

補教師個別差異、結合教師群策群力、結合異質性高的教師群、重視學生

學習差異、改變一般教室建物限制等因素。  

協同教學在民國五 Ο 年代初期引進國內，並在國中、國小進行實驗，

但是當時並未受到重視及推廣，直到民國八十七年教育部公布「國民教育

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以後，因應學習領域之課程統整，再次提出

協同教學的想法，協同教學才又再度獲得重視，此時對於協同教學法，教

師只需要掌握統整精神，視學習內容實施協同教學。  

目前我國自全面實施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教師必須具備「課程」和

「教學」能力，換言之，教師必須具備課程統整和協同教學能力，教師必

須蒐集各種資訊來源，和其他教師偕同課程設計，以使學生獲取學習知識。 

二、協同教學的意義 
Singer(1971)認為協同教學是：一種編制的模式，由兩位或多位教學者

組成，另外可有或可無教學助理，共同合作計畫在一個適當的教學場所，

以及特定的時間裡，運用教學團對裡各個教學者的專才能力，對一個或多

個班級進行教學和評量。  

張清濱 (2000)認為協同教學 (Team Teaching)與合作學習 (Cooperative 

Learning)有別，不能混為一談。前者重在教師教學型態的改變，而後者則

在學生學習型態的改變。所謂協同教學乃是一群不同的教學人員以一種專

業的關係，組成教學團 (Teaching Team)，共同計畫、共同合作，完成某一

單元或某一領域的教學活動。教學團的成員彼此分工，各盡其職，通力合

作，完成教學活動。  

李坤崇 (2001)指出協同教學係指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教師和助理人員

建立目標導向的專業關係，在一個或幾個學科 (學習 )領域，整合與發揮個

人專長，善用各種教具與教材，指導一個團體的學生，應用各種不同教學

方式，來實施合作計畫、合作教學和評鑑，達成適應個別差異與適性教育

的目標；也就是以教學團或教師群來實施教學，以突破以往教師單打獨鬥

的教學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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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雅媚 (2003)綜合學者的定義，就國內目前仍處於初步推行階段，以

在國小教育現場實際的運作情況，將協同教學定義歸納如下：協同教學是

由兩位或兩位以上教師或科任老師，組成一個教學團或教學群，在一個或

數個學科 (領域 )，發揮個人專長，共同合作，設計教學計劃，協助學生並

透過不同教學方式，評鑑學生學習及教師教學活動。  

協同教學法和一般教學法相比，有相當大的變革。一般教學法的實施

全然以教師講述教學為主教學架構。透過課程編排機制安排運用教師不同

領域的素養，完成教學的活動。協同教學的運用，可以有效整合教師的專

業素養，並且運用教學本身的資源。在這樣的教學模式下，藉由教學相長

的互動過程中，教師彼此相互成長，並兼顧學生的學習適應。  

協同教學不但能夠集合異質性的教師資源，透過合作的模式，提供教

學專業與資源，共同設計教學內容，於教學現場相互支援；在教材資源上，

更能透過教師之間的合作，豐富教材內容，以達最終的教學成效目標。協

同教學被討論的範圍，應該走出學校，跨出地域性，如此，協同教學的內

容將更多元、更趨於完整。  

此外，李坤崇 (2001)認為協同教學有以下幾個要項：  

(一)兩位或兩位以上教師及助理人員  
協同教學人員包括教學團團長，專長教師，一般教師，實習教師，

視聽、圖書館或行政人員，或志工；其中教學團團長最好由教學經驗豐

富、具領導能力的教師擔任，進行推動、策畫、主持教學團之運作，除

團長外，最好有對某科教材熟稔的專長教師，以提供專長協助教學活動

的設計與進行，讓合作的教師群得到學習與成長。  

(二)一個團體的學生  
協同教學團體人數可為一個或二個以上的班級學生，進行跨越班級

架構將學習團體作彈性編組。進行協同教學法進行教學，必須考慮到班

級制度的規範。  

(三)不同教學方式  
實施協同教學時，必須綜合運用各種不同教學方式與策略，配合大、

中、小各組的分組教學和個別指導，因此，協同教學對於分組學習、獨

立學習相當重視。  

(四)目標導向的專業關係  
教學團成員各自以其專長建立合作關係，共同以協助教學達成一個

或幾個學科 (學習 )領域的學習為目標，充分整合並發揮成員的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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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合作行為  
一群教師的集合並非協同教學，必須以專業合作、系統計畫為基礎

的群集，方能稱之協同教學。  

綜上所述，研究者認為協同教學的意義乃是兩位以上的教師組成教學

團隊，依據課程目標與學生需求，教師分工合作共同規劃課程，運用適當

的教學方法及評鑑方式，所進行的一種教學法，其最主要的精神在於整合

教師之專長，讓專才教師充分發揮專長於教學及教學智能的分享，藉此讓

學生獲得最有效益的教學，也讓合作教師在教學上共同成長。  

三、協同教學的功能 
李坤崇 (2001)指出協同教學旨在突破個人教學缺失，尋求更佳適切的

教學方法，無論對學生或是教師，都能發揮其功能。  

(一)對學生的功能而言  
1.善用大班學習、小組學習或個別學習機會，提供適性教育、激發學

習興趣與潛能，培養統整的能力及提高學習成效，並獲得學習成就

感。  

2.經由合作學習，自然的體驗學習、探索，提升問題解決能力，培養

思考與創造力；提供學生個別學習的機會，以刺激學習意願，奠定

終身學習基礎。  

3.透過多樣化學習活動，提高教與學之間互動，增進師生關係與情誼。 

4.打破班級限制，增進學生之間交流，以分享學習經驗，拓展學習視

界；學習彼此尊重、合作並對個人學習負責，培養正確的學習態度。 

5.整合協同教學小組各項教學資源，提升學習成就、減少學習適應困擾。 

然而，協同教學不僅提供學生適性發展、激發潛能，更能增進師生

關係、減少學習挫折，營造一個多元的學習環境，提供學生更適性的學

習空間。  

(二)對教師的功能而言  
1.增進教師教學合作經驗，學習互助合作，提高合作意願；透過合作

機制，發揮教師個人專長，提昇教學效果及增進教學成就感，更提

供教師教學上更寬廣、彈性的思考方向，提高教育專業能力，充實

自我教學知能。  

2.精進教學策略，學習多元化教學知能，提高專業信心，經由教學團

隊之分工合作，發揮教學自主與專業性；提供教師依專長授課機會，

尊重教師專業自主，增進教學信心與熱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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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激勵教師樂於成長，營造朝氣蓬勃的學校學習文化，增進教師間的

意見交流與激勵，經驗豐富教師對資淺教師的傳承。  

由此可知，協同教學對教師的功能難以出現在個別教師間，唯有透

過交師團隊的互助合作，才能展現以上的功能。  

(三)協同教學對學校教育的功能  
1.促使學校行政充分支援教學，提昇學校教育績效；實施多元評量、

多位教師設計教學，使學習評量及結果更客觀。  

2.提供多樣化學習環境及活動，讓學生獲得更多更好的學習環境，更

提供適應個別差異的學生成長環境、讓學生主動學習。  

3.促使學習團體或教學組織更具彈性，創造專業及人性化之教學新組織。 

因此，協同教學可提升教育成效，提供多樣化學習情境與多元化學

習評量。  

研究者認為協同教學提供學習者更充實的學習資源及更多元的學習活

動，進而刺激學習動機，培養各種學習能力，提升學習成就及減少學習適

應困擾；對於教師而言，透過協同教學，整合教師個人專長，研討更有效

的教學策略，如此，不但可以提昇教師專業能力，更能改善教學內容，提

供學生更適切的學習環境。  

四、協同教學的優點與限制 
林進材 (2000)認為協同教學的實施可以讓教師發揮集體的力量，結合

教育資源完成有效的教學行為。結合講述教學法、討論教學法、個別化學

習等方法，教師可以在教學中充分發揮自己的專長，從教學相長中得到專

業方面的成長。協同教學法的實施，由於和傳懂教學法大相逕庭，因此在

實施過程中，免免遭遇到阻礙。  
(一)優點  

1.統整教師專業能力：協同教學的實施，由教師組成的教學團共同擬
定教學計畫，規畫教學活動，進行教學評鑑工作，是一種屬於集體

完成教學行為的教學型態。教學團成員在教學中，皆可以發揮個人

的專長，以互補的方式呈現教學內容，讓學習者的學習活動更順利

進行。  
2.組織分工完成教學：一般教學法的限制，在於由教師自己承擔教學
上的成敗得失，學生的教學評量由教師單獨擔任，在客觀性方面備

受質疑。協同教學法強調組織分工的觀念，教學團隊在教學過程中，

建立教學模式，由資深教師領導教學活動的進行，在經驗取向與專

業主導的情境之下，容易使教學活動能夠順利完成，以達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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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學相長專業成長：協同教學法的實施，必須透過教師團成員密切
的教業對話，才能提升教學品質。因此，在教學歷程中，不管教學

前的計畫擬定，教學中的教學行為，教學後的評鑑與反省思考，資

深教師可以協助並指導教師，在教育專業方面持續地成長，擴增教

學方面的經驗，達到專業成長的境地。  
4.教學活動富變化：協同教學的實施強調教學方式與風格的彈性化。
教師可以針對實際上的需求，做各種不同的調整，對於教學成效的

提升，有正面的成效。學習活動的多樣化，教師的隨機指導，容易

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對於教師教學品質的提升也有幫助。  
吳百祿 (2005)認為國教九年一貫課程，極為重視教師自編教材的能

力，而在協同教學的過程中，教師須不斷地共同討論與協商，進而提昇

教師自編教材的能力。教師在協同教學的過程中，累積自己實際的教學

經驗，同時吸取他人寶貴的教學技巧，進而增進教師教學經驗與自我反

省能力。更重要的，接受協同教學等同教師學觀念革新，適應教改能力

的提升。  
(二)限制  
在協同教學的限制上，林進材 (2000)認為：  
1.教師觀念上的偏差：協同教學法的實施，代表一種教學發展的新趨
勢，而這種創新並不能立即的擴散，更不能立即收到成效，這需要

更多的教師調整一般的觀念，投入協同教學工作的研究發展。然而，

受限於一般教師的教學觀念，以個人取向的教學觀，要求以集體合

作方式完成教學活動，恐需一段較長時間蘊釀，才能調整此種在教

學觀的落差。  
2.學生的學習適應問題：學生從以往的學習經驗中，對於一般教學形
式已經習慣，同時也養成自己的學習型態。如果貿然實施協同教學

活動，學生在學習適應方面，恐怕無法在短時間調適自己。此種限

制，或許經過教師取得共識之後，再慢慢培養學生的學習步調，才

能落實教學成效。  
3.行政上的支援：協同教學法的實施，需要行政人員做各種的溝通協
商，並提供行政上的各種支援。因此行政人員對教學法的認同與支

持，遂成為教學成敗的重要關鍵。增加行政人員負擔，家長經費上

得支出，恐成為實施教學的重要阻礙。運用普遍性的行政資源，減

少行政及經費的負擔，將使協同教學更容易推動。  
吳百祿 (2005)認為協同教學雖有不少的優勢，但在實施協同教學的

過程中，也會面臨許多的挑戰。在教學成果方面，須不斷地修正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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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成果無法立竿見影。在教師認同上，並非所有的教師都能夠接受，

畢竟目前教學上並沒有急迫性的需要改變。在時間與空間上，教師需要

花費更多時間去計畫和準備教學相關事宜，也經常為教學空間的缺乏感

到棘手，因此，在這樣的困擾下，協同教學就亟待考驗。教師在心態上

也會受到學校、教師間的互動、學生的學習狀況與家長關切的壓力。最

重要的，學生的學習狀況與接受度是教學上最重要的考量因素，一旦在

實施的過程中無法如預期得到教學效果，協同教學很有可能被貼上錯誤

教學策略的標籤。  
陳鳳妹 (2003)綜合學者觀點，將協同教學優缺點及限制歸納整理如表

2-1：  
 

表 2-1 協同教學之優缺點及限制，引自陳鳳妹 (2003) 

面向  優點  缺點限制  

學  生  1.適性、多元學習  

2.提高學習興趣，意願及負責態度  

3.增進同儕、互動角色認同  

4.增進表達、溝通、分享能力  

5.激發團隊尊重、探索、主動學習精神  

6.成就學生全人發展  

1.學生適應不良、影響

學習 

2.價值觀判斷與認同

有困難 

教  師  1.消除個人主義、增進人際互動  

2.建立教師合作、提昇教師專業能力  

3.整合教師專長、提升專業知能  

4.增進親師互動、提高親師合作意願  

5.轉化教師觀念、增權增能  

1.人格特質、教學理念

差異易生爭執衝突 

2.討論時間過長之負

擔與教學勞役分配

不均 

課程  

教學  

與  

行政  

資源  

1.教學型態多樣化、評量多元化  

2.簡化課程安排、促進科技整合  

3.建立學校願景、學習型組織  

4.整合使用教學設備規劃  

5 凝聚團體向心力、促進組織發展  

1.影響教學進度  

2.教學時數難公平化  

3.增加行政支援負擔  

4.必須重新調整規劃

設備、經費及資

源。  
 



 

46 

 
研究者認為，本著教育的觀點，面對協同教學的缺點可由下列幾點進

行：  

(一 )選擇更適當的合作方式，簡化教學團隊在準備與討論的時間，例如

利用視訊、討論區的方式進行，如此不但省去大部分聚集討論的時

間，也可以隨時紀錄想法與討論的內容。  

(二 )由理念相近，具有相同程度教學熱誠的教師共同籌畫進行，不應以

學校行政的立場強迫教師參與。  

(三 )協同教學的設計，仍應該有回歸一般教學的備案，一旦遇到學生適

應不良的情況，要能夠適時給予輔導，並回歸一般教學的模式，循

序漸進調整教學型態。  

(四 )協同教學的規劃，應該以教學進度為準則，不應為了協同而協同；

簡化行政支援的負擔，應以現有的設備與資源來進行協同教學設計。 

(五 )協同教學是教師之間彼此協助以進行教學，教學時應該共同進行，

適時地給予教學上的支援；每人對於自己教學專長支援教學，團隊

裡的每位教師都應該給予平等的工作分配。  

五、協同教學與一般教學之比較 
傳統班級教學有兩種方式，一是以科目為中心的分科教學 (國中階

段 )，另一是教師個人擔任大部分學科的教學 (國小包班制 )。汪嘉龢 (1974)

將一般教學與協同教學作以下比較：  

(一 )傳統中小學教師擔任每一班級大部分教學，相關級務工作也是由教

師個人負全責。此種方式阻礙教師進步，因其教學優劣全憑個人主

觀見解。但協同教學它有一嚴密、新穎組織，有組織成員共同設計

教學活動、執行教學計劃。  

(二 )一般教學偏向齊一教學活動，無法照顧學生的個別差異。而協同教

學可將學生依其能力作異質分組，由教師指導或自行學習。  

(三 )在一般教學學校，課前或課後互相討論，上課則忙於各自的教學。

而協同教學則不然，教師有機會彼此觀摩、討論教學，學習他師長

處，改進自己缺點。如此可打破班級不合理競爭現象，亦可讓老師

改變及學習活用各種不同教學方式。  

(四 )一般教學兒童學習活動方式殊少變化，教師教學方法也比較呆板。

而協同教學可藉由組織變化及教學法活用，保持學生學習興趣、深

入探討，達到真正內化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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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雅媚 (2003)綜合諸多學者的見解，發現協同教學教強調適性教育，

以「教學組織」為中心，而一般教學的「教師個人」為中心，較難兼顧個

別差異。傳統班級教學應制度化需要和大量教育的經濟原則所發展出來，

時至今日，二十一世紀教育改革如火如荼展開之際，我們應當順應世界潮

流，革除一般教學忽視個別差異、人格教育、過度偏重知識教學等缺失，

透過協同教學，提昇教學品質、促進教師專業成長及成就兒童全人發展。  

六、協同教學的評價 
協同教學團隊裡的所有教學者要一起針對課程來訂定目標、設計課程

計畫、準備教案，共同做教學的準備與努力。協同團隊成員分享彼此的看

法意見和心得，或是讓學生決定哪一個方法是正確的，這樣的體驗是令人

感到興奮和歡喜的 (Buckley, 2000)。  

對教師而言，協同教學提供了專業的成長。因為和其他老師合作能有

觀察彼此優點以及相互學習的機會，發現有效的新教學技巧與策略。同時，

藉由與教學組員分享自己的觀點時，能發揮許多教學效能，使教師本身的

教學專長得以發揮。此外，教學團可視為智囊團以幫助協助教師面對教學

上的難題，在組員的協助下，將更有可能嘗試冒險以及試驗新的教學方式。 

就教學策略而言，學生在大班教學同時有多位認同師生對象，更明瞭

老師協同教學的期待目標，讓新老師和新學生輕易而快速的融入學校情

境，因為師生都是協同合作的夥伴關係；分組討論可以使師生在小組腦力

激盪下激發新穎想法，有助於教學活動和單元進行；獨立研究可以提供學

生特別學習需求的諮詢，賦予更有意義的個別學習。  

由旁觀者的立場看，優點與缺點是一體兩面的。雖然協同教學具有許

多優點，但是它仍然有一些潛在問題，包括：1.組成教學團隊的困難度高。

2.難以規劃適當時間進行額外的計畫和評鑑。3.進行大團體活動時，會有

使用較大空間的問題。4.教學團隊的組員難共事：教學組員是上級指派的，

或者當初認為會是很好的組合，可是到頭來卻不是如此，這樣成員間的不

和諧，將難以完成教學的各項準備。5.缺少支持性的行政將會使事情窒礙

難行。6.家長或社區的錯誤認知將會是協同教學的絆腳石。  

综合言之，協同教學並非一定會成功的，仍有潛在的風險，打破分科及獨

立教學的固化模式，是首要面對的課題；另外，對某些教師而言，站在同事或

一大群孩子前面是有困難的。同時，要坦然開放、誠實以及必要時需與其他老

師衝突也是很困難的。然而，協同教學是不錯的想法，因為它對所有的學生或

老師提供更多創新知識的分享和成長，實質的回饋可能比想像中要來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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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認為任何教學模式、策略皆有正反向的評價，協同教學並非是

完善的教學策略，更未普遍落實於現今的教學環境中。但就教學品質與學

習環境的提升，有正面性的價值。唐錦超 (2008)認為就算一個新觀念、新

方案或新產品具有明顯的好處，可是要讓它讓被其他人接納，往往都是很

困難的，許多創新事物自推出後，必須經過好幾年的時間，才獲得廣泛的

接受。相同的，協同教學目前雖不受大部分的教學環境使用，但仍有部分

教師在某些課程上採用這樣的教學方式，這樣的觀念已經被接受了，仍須

受到時間的考驗，相望未來能引領教學的潮流，整合教師的專業資源，提

升教學品質，帶給學生更適切的教學環境。  

第四節 遠距同步協同教學 

在文獻當中可以得知，在遠距教學具有一般教學所沒有的優點，但是

單純運用遠距視訊教學的方式是無法同時對於教學現場的教室進行管理

的，也就是對於教學的對象學生是無法掌控的。  

而現行較為普遍的協同方式，均僅侷限於校內資源的整合，再者就是

運用社區資源的協同教學方式，這些無論是教材或是教師的同質性高，將

教學資源限制在一個區域裡面，並不能將具有各個區域地方性特色的教材

及具有專才的教師資源，運用協同教學的模式來整合。  

結合這兩套教學理論的模式，發展出「遠距同步協同教學」之構想。

透過協同教學的模式將身處兩個擁有不同地方性教材的教師資源結合在一

起，教師除了提供本身的專業知能協助教學活動的進行之外，並將不同地

方性的教材資源進行整合，經由教師間的合作，規劃設計多元且適合學習

者的教學活動。  

在實際教學現場上，專才教師協助教學活動的進行，並提供教學上的

諮詢，如圖 2-2，運用視訊方式進行遠距教學模式，將教學內容展示順利

呈現於教學現場中，讓專才教師將教學延伸出去；而教學現場教師對於學

生進行教室管理與掌控，適切進行資訊設備的協助操作，以補學生及教學

現場無法掌控的不足，秉持協同教學的精神，達成教學目標與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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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遠距同步協同教學模式圖  

研究者針對遠距同步協同教學與協同教學的特點進行比較，如表 2-2。
兩者的基本的精神上是相同的，講求的都是團隊合作的教學模式，各司其

職進行各項教學準備與活動的進行，讓教師專長得以發揮，亦有助於教師

專業能力的提升。如此的教學活動，將帶給學習者更多樣性的學習環境，

接觸更多的教學活動。  
提出遠距同步協同教學的構想，主要在於其可以結合異質性高的教師

群，有著不同教學背景、經歷的教師，可以提出更多的教學意見，蒐集更

完整的教學資料。而此模式主要是跨區域性的協同教學，可以走出地方性

的教學型態；校內或跨校的協同方式，仍走不出地方性的學習環境，給予

學習者的教材受限制。而教師分處不同地區，透過網際網路進行教學準備

與活動，亦能以同步或非同步的方式進行討論，記錄一切的教學活動。  
 

表 2-2 「遠距同步協同教學」與「一般協同教學」的差異  
 遠距同步協同教學  一般協同教學  

相同處  1.團隊合作進行教學的一切活動。 
2.教師資源相互支援，讓專長教師發揮己長。 
3.教學活動多樣化，提供學生更多元的學習環境。 
4.有助於教師專業能力的提升。 

相異處  1.可以結合異質性高的教師
群，蒐集到更完整的資料。 

2.教學內容走出地域性，更多
元的教材刺激學生的學習。 

3.透過網際網路的討論，可以
節省教師開會集合的時間，

並可隨時記錄討論的內容。 

1.教師背景、專長比較少變化，
提出的意見常有雷同的情形。 

2.校內班級協同或跨校協同，均
處於同一地區，所獲取的教材

內容也比較容易相同，變化性

不大。 
3.共同討論時間的安排，常受到
時間空間的的影響。 

研究者自行整理

現場 
教師 

 
課程 

遠端 
教師 

遠距協同教學 

教材多元豐富 

提升學習動機 

教學現場管理 

教學內容展示 

學
生 

課程目標 

教學成效 



 

50 

第五節 社會領域教材教法分析 
社會領域是統整自我、人與人、人與環境間互動所產生的知識領域，

為一門包含許多社會科學知識與能力的綜合性學習領域。以下對於社會領

域的教材與教法進行分析。  

一、社會領域教材內容 
(一)社會領域的內涵  

教育部 (2003a)於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中，依照社會領

域之知識結構及學習心理之連續發展原則，將該領域劃分為四個學習階

段，每一階段均有其要達成之能力指標，其內涵包括了「十大基本能力」

及「九大主題軸」。  

社會領域要培養的十大基本能力即為該領域之課程目標，因此，教

學活動均以此為原則，分別為：1.了解自我與發展潛能；2.欣賞、表現

與創新；3.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4.表達、溝通與分享；5.尊重、關懷與

團隊合作；6.文化學習與國際瞭解；7.規劃、組織與實踐；8.運用科技與

資訊；9.主動探索與研究；10.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十大基本能力強調

的是發展潛能與創新、運用團隊動力培養表達與溝通的能力，並透過主

動探索培養終身學習的能力。  

本研究之遠距同步協同教學，提供學生表達、溝通與分享的學習空

間，並培養尊重與關懷的態度；同時藉由運用科技與資訊的教學輔助，

提供多元的教材內容，接觸不同地區之地理環境與文化特色，培養欣賞

與表現的基本能力。  

因此，在遠距同步協同教學的模式下，透過主動探索及發展潛能的

學習讓十大基本能力更為落實。  

九年一貫社會領域的課程內涵，包括歷史文化、地理環境、社會制

度、道德規範、政治發展、經濟活動、人際互動、公民責任、鄉土教育、

生活應用、愛護環境與實踐等方面的學習。  

九大主題軸分別為：1.人與空間；2.人與時間；3.演化與不變；4.意

義與價值；5.自我、人際與群己；6.權力、規則與人權；7.生產、分配與

消費；8.科學、技術與社會；9.全球關聯，主題軸的功能在於將社會領

域的課程內涵加以歸類，但並不規範各類的比重。  

第三階段社會領域以「人與空間」、「人與時間」及「自我、人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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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己」為主要的課程內涵。  

(二)教材內容基本架構  
社會領域以社會科學為中心，凡是與人類「生存」、「生命」、「生計」、

「生活」有關的學科都是社會領域的教材內容 (吳宗立，2002)。從教材

基本架構表中 (如表 2-3)，依各階段發展的範圍，第三學習階段，即高年

級教材內容的主要重點是在「家鄉」、「台灣」二大範圍，其次為學校、

社區、中國及世界。  

 

表2-3  社會領域教材內容基本架構  

各階段重點     向度  

範圍  
空間/地理/環境 時間/歷史/發展 生活/互動/關係 

一  二  三  四  

自我  心理空間  個人史  個人生活  A B C C 

家庭  家庭環境  家庭史  家庭生活  A B C C 

學校  學校環境  學校史  學校生活  A B B C 

社區  社區環境  社區史  社區生活  B A B C 

家鄉  家鄉環境  家鄉史  家鄉生活  C A A B 

台灣  台灣地理  台灣史  台灣社會生活  C B A B 

中國  中國地理  中國史  中國社會生活  C C B A 

世界  世界地理  世界史  地球村生活  C C B A 

註：A＝主要重點，B＝次要重點，C＝再次要重點  

階段一：一、二年級 :二：三、四年級 :三：五、六年級 :四：七~九年級  

(資料來源：教育部，2003a) 

 

範圍固定時，各單元的順序大致上是採「空間－時間－生活」的順

序呈現，發展單元及單元主題時，應同時注意單元與單元或概念與概念

之間的連結，說明其關係、異同或相互影響，以減少教材中單元或概念

之間因連結不足所造成的分裂 (教育部，200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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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領域教學的問題  
社會領域的教學，早在民國八十二年教育部公佈社會科課程標準之

後，許多學者對於社會科教學的現存問題，經過研究提出看法。陳國彥

(1991)指出，國小社會領域教學方法，已經跳脫傳統的講述及演繹的教

學方法，發展為強調學童自行探究學習，這不僅重視演繹的思考，也強

調歸納的能力養成。教學活動過程已被加強重視，強調師生的互動，及

學生在活動中的表現。然而，多數的國小教師在社會領域教學時，仍以

傳統講述法為主，而問思教學法、價值澄清法使用仍不很普遍，這些教

學法的推展仍有待推廣，目前較多的國小教師其教學仍僅依賴教科書及

教師手冊，教學活動也侷限於教室的教學環境，對於實地參觀並不重

視，也鮮少利用視聽器材來輔助教學。在評量方式的選擇上仍以口頭考

查、定期評量及習作簿的評量等為主。  

洪若烈 (2001)認為，在實施社會領域課程教學方法的決定必須掌握

社會領域單元課程的特性，除了講述、問答和討論活動外，並輔以探究、

批判思考等高層次的心智活動，如此才能使學生在教學活動中穩定建構

認知基礎。  

李秋芳 (2002)綜合前人研究發現，提出國小社會科的教育有下列幾

項缺失：  

1.社會課程在教學上，學童的學習僅止於事實記憶，不重視教學過程，

而使得學童無法在師生互動的過程中，提升個人的判斷思考斷、與

解決問題的能力。產生的問題就是沒有足夠的能力面對當前多元的

現代社會時。  

2.講述教學法是社會科最常使用的教學方式，教師習慣此教學策略，

教學活動不夠，教學活動也聚焦於課堂上書本資料的研讀，對於校

外現場實務的參觀調查活動顯得忽略不重視，學童的學習內容缺乏

變化，以致於無法吸引學童學習的興趣。  

3.大部分的時間都用於零碎知識記憶的教學，不能適時地引起高層次

思考的討論，教學深度不夠，只能達成認知領域較低層次的知識、

理解的目標，但較高層次的應用、分析、綜合及評鑑的目標卻有待

加強。因此社會科目標的達成變成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實施後，對於社會領域教學仍出現教學上的問

題，其中仍包含著以往部分的教學問題，王仁宏 (2006)整理郭麗珠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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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李秋芳 (2002)的研究，列舉以下國小社會領域教學的問題。  

1.科目分立，缺乏聯絡、統整  

雖然近年來統整課程的教學觀念經常被強調，但是科目分力的教

學模式能為最主要的教學模式，致使社會領域教學陷入孤軍奮鬥，其

實施不能只利用課表上所列二至三節獨立授課時段，還必須借助各科

教學之橫的連繫配合，拓展學生生活經驗與社會體驗。科目之間亦非

截然各自獨立分離，統整課程的觀念應該被具體實施，藉由科目之間

的相互連絡，進而統整規劃，靈活運用各種教學資源。  

2.教材內容取材過於狹隘  

社會領域的教學內容不應該只是地理、歷史和公民三科的集合

體。舉凡和生活上或社會團體有關的知識、技能、態度觀念等，都應

該是社會領域的教學範圍。因此，歷史、地理、公民固然是社會領域

取材的主要範圍，另外應該加入領域的學術涵養，例如法律學、政冶

學、經濟學、心理學、社會學、人類學、生態學等。  

3.學習的深度不足  

社會領域的教學過於著重知識的傳授，教師在整個教學活動中用

了絕大部分的時間進行知識記憶的教學，相對的，學生也花了大部分

的時間精力於零碎知識的記取上，教學活動中無法有效提高師生的互

動，也就無法有效提升思考、判斷、做決定、解決問題的能力。認知

與記憶及複製的表現是教師教學引導的重點，但是接著應該讓學生進

行知識的統整與歸納零碎事實知識，是教學活動最終的目標。如此學

生才能進而分析、應用或轉化擴展其學習效能，更能表現出有批判、

創新等高層成效，這些是更重要的教育目標。  

4.教學活動廣度不夠  

教師習慣於講述教學法，活動集中在課堂上書本資料的研讀，對

於校外現場實務的參觀調查活動比較不重視，所以學生的學習缺乏變

化，無法吸引兒童學習的興趣。社會領域教學經常侷限於校內課堂中，

課堂上從事課本文字資料的閱讀或講解是不夠的，應把活動空間推展

至社區或其他區域，走進社區或人群中兼重語言文字資料之閱讀、講

解，進行現場的觀察、實地的訪視等社會真象的調查活動。  

5.教學評量過於偏重單一化  

教學評量應該以多元的方式進行，在社會領域的教學評量常常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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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種工具或方式評量，而且次數過少或僅作單次評量就認定學生在

學習上的成就；在考試或作業的題目或題型上，顯得過於封閉，經常

只有一個標準答案，箝制並且窄化了學生思考的空間，忽略了學生在

情意性的表現；重視個人的學習成就表現，對於學生在團體或小組合

作的成果上缺乏考核的機制；只有教師對學生評量，應該可以加入同

儕間之互評，以增加學生學習機會。  

因此，國小社會領域教學在現代教學思想改變的進行下，正在做大

幅度的改變與修正，在教學上已由靜態走向多元型態，重視知識概念的

探究；在情境上已由封閉的教室環境走向校外開放的學習空間，著重生

活實用的體驗；在學習上已由知識的傳授灌輸與背誦走向觀念的價值澄

清與問題解決；著重行為態度的實踐；在互動型態上已由教師單向被動

的提供走向同儕群體雙向主動的學習模式，著重在夥伴關係的合作。  

二、教學策略 
九年一貫新課程的內容中以能力指標取代實施已久的課程標準，作為

課程發展與實施的依據。能力指標是從知識取向的課程設計理念轉向以學

生生活為經驗中心的能力取向，配合教育部所公佈的中小學教育必須涵蓋

的石像基本能力，分領域分階段並配合主題軸的概念而訂立出能力指標，

目的在作為學習內容的引導與成效評估的依據；換言之，能力指標係指把

學生所應具備的能力項目，轉化為可以觀察評量的具體數據，藉以反映學

生的學習表現 (楊思偉，2002)。  

在整體的教學活動設計與規劃中，教學者應該透過掌握課程的教學與

目標，活用教材，並施以多元化的教學策略。在教學活動中引導學生進行

教學，打破只有片面傳達課本零碎知識的模式。所以，適當的社會領域教

學，教學者要多活用探究教學法、價值澄清法之外，也要多教材活用教法，

進而有效進行教學活動，提升學習者的學習成效。  

(一)社會領域教學的特性  
陳麗華 (1995)根據社會領域的目的與教學傳統的演進趨勢，提出有

效社會領域教學應具有以下五項特性：  

1.意義性  

不論是在學習內容、教材選擇、教學實施或評量方面，應能透過

具深刻意義的目標與內容，促進學生對社會的了解，並增進其公民效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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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統整性  

社會領域本質上是統整各種教學資源與活動，包括跨領域與跨時

空的範疇；整合知識、技能、信念到行動中；科技與各種學科技能的

運用，來說明廣泛的內容。  

3.價值性  

能兼顧內容課題的倫理層面與社會爭議議題的說明，提供反省思

考社會共同福只和運用社會價值的空間。  

4.挑戰性  

鼓勵學生以個別或團體形式，迎接課業、活動和指定作業的挑戰。 

5.主動性  

同時表現在教師主動地設計課程計畫，並不斷地透過省思進行課

程的調整；表現在學生經由主動建構意義的過程，產生新的理解。表

現在學習進行中，教師與學生角色的主動性互有消長，隨著學生逐漸

能獨立和自我安排學習活動時，教師的協助可逐漸減少。  

(二)社會領域常用的教學法  
社會領域教學宜視教學目標、教材內容和學習者特性等條件，選擇

適當的方法，以達成教學目標。比較經常被使用的社會領域教學方法有

下列四種 (歐用生，1989；林進材，2000)：  

1.探究教學法  

探究教學是教師在教學歷程中，指導學生主動探究問題並解決問

題的教學法。探究教學法強調以學習者的探究活動為主，培養學習者

高層次的思考能力及建立正確的價值體系。在此種教學法中，教學者

和學習者的角色相較於一般教學法有很大的轉變。一般教學法中，教

學者扮演主導的角色，學習者居於被動的角色。探究教學法中，教學

者的主要角色是引導學生從事探究活動，教學者是引導者，學習者則

是積極的思考者。  

探究教學法強調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運用個人的思考解決問

題，已完成學習活動。此種以思考、分析、歸納為主的教學法，適用

於社會領域的教學中。  

2.價值澄清法  

價值澄清法主要是協助學習者察覺自身的價值，並由此建立自己

的價值體系。傳統的價值教學，往往採用注入的方法，教學者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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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直接的方式教授給學習者，期望他們將這些價值內化，以建立價值

觀系統，而這樣的教學並無考慮學習者的學習意願。然而，學習者對

於價值觀念只是記憶、背誦，如此只獲知某些價值，並沒有培養價值

判斷的能力。  

價值澄清法就是要糾正這些缺失，使學習者更具有價值判斷能

力，也更有效地適應現代的社會。在教學活動中，重視由學習者自己

澄清、選樣、重視等過程，藉著活動的進行與策略的推展，培養學習

者價值判斷的能力，以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念，對於學習者價值觀念的

澄清與獲得，具有正面的幫助。  

價值澄清法採用各式教學技巧，如角色扮演、兩難困境問題討論、

澄清式訪問等活動，因此適用於教學活動和策略多元且具有彈性的教

學情境中。  

3.道德討論教學法  

道德討論教學法是屬於情意陶冶取向的教學方法，教學法的實施

是運用刺激學習者道德判斷與思考能力的自然發展，透過教學歷程協

助學習者以原有的道德認知為基礎，進而發展道教高層次的道德認知。 

道德討論教學法是由教學者在教學前，設計規劃或蒐集真實生活

中的兩難式困境教材，藉由在教室教學情境中討論假設性的或真實生

活的道德兩難式困境故事，教學者引導學習者面對此情境時，讓學習

者詳述對情境的認知，並辨明其中的道德觀點，學習者從學習過程中，

促進道德高層次的認知發展。  

4.問題解決教學法  

問題解決教學法是應用系統化的步驟，指導學生解決問題，以增

進知識、啟發思想和應用所學，透過師生共同合作，共同計畫，並提

出問題及共同求得解決問題方法的教學法。教學者以系統化分析的方

式，將教學上所需的日常生活知識歸納分析，透過策略的運用讓學習

者能夠適切地使用這些知識以解決問題，藉此活動以增進學習者的知

識，更能擴充至各類的生活經驗，培養問題解決的思考能力。  

(三)教學模式  
社會領域主要的教學法，除了傳統常用的討論教學法、價值澄清法、批判

思考教學、探究教學之外，陳麗華(2002)依據社會領域教學的特性將教學歸類

為三個模式：訊息處理模式、社會互動模式、社會行動模式。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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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訊息處理模式  

社會領域的學習是整合人的生存、生計、生活與生命等層面的互

動關係的一個綜合性領域，這個領域所牽涉到的學科知識相當龐雜，

因此，培養學生訊息處理的知能是社會領域的重要教育目標。其教學

策略有：基本歸納策略、概念構圖教學策略、探究教學策略等。  

2.社會互動模式  

這個模式強調的是社會互動性質，也就是該如何學習社會行為，

以及如何透過社會互動的形式增進學習。包括了合作教學策略、討論

教學策略、角色扮演策略、情境模式策略等。  

3.社會行動模式  

社會行動模式是一個綜合應用的模式，這個模式提供機會讓學生

在社區真實情境中，實現、類化和運用在教室中習得的課業知識，進

而增進學生在心理、社會、智識和社會責任感等方面的發展。可分三

個教學階段：(1)社區學習階段：重點策略是開發多元智能與陶冶多元

文化觀； (2)社區探究階段：重點策略是單元議題中心教學和口述歷

史； (3)社區行動階段：可採用故事連線探究策略和公民行動教學。  

以上三種模式在教學設計上可交叉靈活運用，相輔相成。教學者在

進行教學活動設計時，應朝向課前準備與課後延伸活動的方式規劃，或

利用其他領域搭配實施相關之教學策略，也應先行培養學生相關能力，

並考量學生程度，選擇適當的教學策略運用於教學活動中。  

三、社會領域教材教法在本研究的意涵 
地理的知識體系廣泛，若能以知識學科的角度，找出相關地理概念，

作為教材與學習重點，就能避免記憶過多事實的困擾，也有助於達到有效

的學習；而在地理教育的推動上需要倚賴多方面的配合，如課程的規劃、

教材的選擇、教學活動設計、教學情境的佈置、地理教學的評量等 (鄧國雄、

張政亮，2004)。  

本研究教學實驗選用社會領域泥火山地理環境單元，主要也是希望開

發教學策略，運用遠距同步協同教學的模式，輔以視訊媒體的介入，以創

新教學為構想。在社會領域方面，探考目前社會領域教學之問題，希望透

過此教學策略，改善教學現場的資源不足問題，也可提供學生更廣泛的教

材內容，使教學不僅止於事實記憶，更期能夠提升學生個人的判斷思考斷、

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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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以另類的教學方式，將教學環境以視訊的方式延伸到教學現場

以外，擴展學生的學習視界，使課堂不再只是從課本文字資料的閱讀或講

解，活動方式將比擬進行現場的觀察，也可以透過及時的互動讓學生力及

可以得到相關的訊息；同時也希望藉此吸引學生的注意，引起學習動機，

使以往較為單調的社會領域教學能更生動活潑。  

教師的教學也不再只是單純的講述教學，活動中可以讓學生進行問題

的提問，透過視訊資源教師的現場及時考察，讓學生可以得到比較及時的

回饋。另外，傳統的社會領域教學都比較著重於知識的記憶，此教學策略

可以提供學生思考的空間，藉由觀察輔助認知結構的建立，從學習活動當

中判斷思考，讓社會領域的教材不再只是單純的記憶背誦，透過理解可以

讓知識建構更加穩定，此乃本研究教學的目標。  

第六節 相關研究 

本節針對跨校協同教及遠距教學與本研究有關之實證研究進行整理，

並說明這些實證研究對本研究的啟示。  

一、小型學校跨校協同教學之研究 
陳麗秋 (2004)針對國小四年級社會領域進行小型學校跨校協同教學之

研究，將其發現歸納相關重點如下：  

(一)跨校團隊成員少，同質性過高  
由於課程內容包含各鄉鎮，若能從發展背景差異性較大的鄉鎮中尋

找教師加入跨校團隊，將可蒐集到更完整的資料，發揮跨校協同之效。

同質性高的教學團隊，在討論運作過程中，提出的意見常常出現雷同的

內容，因此，一個教學團隊最好有不同資歷、背景、專長的教師，這種

異質性高的團隊運作效果會比同質性高的教學團隊好。  

(二)計畫設計時間的安排  
團隊在設計教學計畫階段遭遇較大的困擾是「時間」。協同團隊為跨

校組合，因此，在共同時間的考慮上，比起校內協同團隊來說更困難，

需顧及二所學校之行事安排、空間距離所需交通時間等影響因素。  

(三)協同計畫於各班教學，需視教學情境調整  
跨校協同教學團隊之運作模式，是以教學前共同計畫，教學時，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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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班教師進行協同計畫內容。因此，教學計畫雖是共同討論與製作，但

是當教師面對不同的班及文化與學生之個別差異，應視實際狀況需求，

在不違反計畫目標與能力指標的前提下，予以適度調整，才不會流於制

式化或形式化，而犧牲了學生的學習權益，亦能有效解決教師現場教學

中之非預期性的困擾。  

(四)教師專業能力的提升  
教學團隊的籌組，可以讓教師透過團隊合作，互補不足。透過不同

學校文化背景的老師一起討論與分享，對參與教師來說，不僅可以集思

廣益、互通有無，增加教學內涵，更可從不同學校文化的觀點來修正自

己的教學，提升其專業能力。  

(五)教材多元化，提升學習效果  
跨校協同教學以合作取向的團體互動為策略，結合團隊教師之多元

智慧與專長，發揮其團體動力，設計不同的教學活動與教材呈現方式，

以適應學生之個別差異，提供學生多元智慧發展的學習情境。  

(六)上課的專心度，普遍提高  
對於進行實驗班級的實驗數據而言，結果並非一致，但是整體而言，

上課專心度都有提高。跨校協同教學方式，提高學生學習的興趣，別於

平時的上課方式，確實吸引學生的注意。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內容充實、

教學多元，對於高學習成就的學生來說，較能吸引與接受，而對低學習

成就的學生來說，卻形成難以消化的負荷。因此，在活動設計上，若能

儘量以分組方式，透過合作性的互動，彼此幫助，降低學習成就較低的

學生之挫折感。  

二、國小實施遠距教學之個案研究 
劉蓁蓁 (1998)在國小實施遠距教學的教學方法、學習策略及互動之個

案研究中對於國小實施遠距教學的研究，結論如下：  

(一 )教師採取遠距教學策略有：教導學生操作電腦、解釋遠距教學的意

義告知學  習目標、針對答案給予回饋、正面鼓勵學生等四種。  

(二 )學生學習策略包括：做筆記、朗讀電腦螢幕上的字、小組討論、口

頭詢問、寄電子郵件等五種。學生學習的情形大致可以歸納成瀏覽

式、跳躍式、系統化三種不同的學習類型。  

(三 )由於缺乏面對面的即時互動，學生的中文輸入速度較慢，以及其他

各種因素的影響，師生之間與小組之間的互動次數不多，且電子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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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內容以討論課程為主，學生與學習材料之間也多為單向式的互

動。  

(四 )在遠距教學中，教師仍扮演重要的角色。此外，良好的課程以及師

生之間、同儕之間、學生與學習材料之間互動也都是不可或缺的。  

(五 )參與本實驗教學的教師與學生都認為，遠距教學具有一般教學所沒

有的優點，但在國小實施時仍有許多問題極待克服。  

在國小階段實施遠距教學必須考量到學習者的資訊能力，教師是非常

重要的角色，除了提供實際的教學之外，還必須飾演資訊輔導的角色。  

三、運用遠距視訊在跨校教學之研究—以國小四年級自然
與生活科技領域昆蟲單元為例 
許志豪 (2008)運用遠距視訊在跨校教學之研究中，認為教師團隊推展

視訊教學需要學校行政的支持與援助，教師自我實現的成就感滿足支持教

學研究持續不斷，教學策略提出以探索及體驗增強學習動機，教師扮演引

導學生的角色，跨校遠距視訊教學提升不同學校學生間的互動，學生透過

視訊觀摩學習、彼此激勵，以改進主題報告，展現出小組間同儕合作的情

誼。  

在研究中整合不同專長教師，以對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興趣濃厚之教

師擔任主要的昆蟲探索課程設計者與教學者；協同研究者為遠距教學研究

專長，進行遠距工具的架設與研究方向建議；資訊組長負責學校網路管理，

提供關鍵性的技術協助。整個研究團隊的氣氛是在合作討論中進行，兼容

並蓄各方心得，並且不斷對話以獲致可行的研究方案。   

許志豪 (2008)在觀察專長教師的貢獻，認為可以區分為課程教學、資

訊工具建置、教學研究等三個部份。課程教學的教師相互間磋商課程的設

計，具體提供教學建議後，由現場教師進行教學；資訊工具建置的教師領

導志工，架設視聽器材及解決網路防火牆、連線問題，在研究上除基礎的

溝通工具建設外，具體提供資訊領域相關建議；教學研究的教師主要提供

遠距教學研究經驗及行動研究進行方向的建議。  

在學校視訊教學的推展上，從合作夥伴形成團隊合作，獲得學校行政

支持，不同專長教師間的能力互補，研究結合生活經驗，最後提出讓研究

持續不斷的主要原因，在於個人成就感的滿足。  

在跨校間遠距課程的教學策略上，認為事先掌握課程上概念的引導，

讓學生了解整個課程的方向，設計校園昆蟲探索以結合學生生活經驗，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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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觀察討論後畫出昆蟲圖像，學生彼此發表提問增加學習與探究的動機，

教師以實際照片比較圖像，突顯學生以往存在學習經驗中的迷思概念。引

進大學資源，進行視訊教學觀摩，提供教師專業對話，深入討論課程教學

中的問題，在學生完成主題報告後，進行成果發表以評鑑學習表現，最後

藉由專家解說讓學生親身體驗甲蟲生態，以鼓勵增強學習動機。   

整理許志豪 (2008)的研究結果，發現：  

(一 )遠距視訊教學可有效運用在國小教學課程中：透過有組織規劃的教

學設計與資訊科技運用，遠距視訊科技可有效發揮教學工具的角色。 

(二)跨專長教師互補有無：透過遠距視訊教學，教師群發揮就個人專長，

透過不斷的對話與技術的檢討，讓教師間的專業可以互補有無。  

(三 )專家解說以鼓勵增強學習動機：透過專業教師的解說，讓學習者能

夠更了解課程內容，進而引起學習動機。  

四、相關研究對本研究的啟示 
整理上述研究的結果，將與本研究相關的訊息整理如下：  

(一 )跨校成員的同質性高，使得教學資源的搜集受限，若能組成異質性

高的教師團，擁有不同資歷、背景、專長的教師，不但將使教學資

源蒐集更完整多元，更能刺激教師專業的提升。因此，在本研究中

結合地理環境相異的學校，教師擁有不同的教學資源，針對課程進

行教學資源的整合與設計，使教材呈現多元完整。  

(二 )在遠距教學中，是否能夠面對面的即時互動是相當重要的，而遠距

視訊科技可以克服這樣的問題。目前的視訊設備及網際網路的連線

速度，足以提供在教學上的問題諮詢，讓線上的兩端在溝通上能夠

順暢的對話。以往只出現在高等教育領域中的遠距教學，也能有效

運用在國小教學課程中。  

(三 )在學習成效上，因異質性高的教師提供了更豐富的教學資源，經有

系統的規劃與設計，呈現給學習者多元的教材內容；再者，遠距教

學讓專業教師以數位的方式進入教學現場，一方面吸引著學習者，

引起學習動機，另一方面透過專業教師的解說，可讓學習者更了解

課程內容，以提升學習效果。  

因此，相關研究中透露了遠距同步協同教學的可行性。研究者認為整

合各研究的相關優勢，提供本研究進行規劃與設計時參考的依據，期能堤

供教學上更有效益的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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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根據前述研究目的和有關之理論與文獻，  以準實驗研究法驗證

「運用遠距同步協同教學作為教學資源互補模式」之成效。茲依序說明本

研究的研究設計、研究假設、研究對象、課程實施歷程、研究工具、研究

流程及資料分析，  共分成七節。  

第一節 研究設計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中，教學策略為自變項，先備知識為控制變項，依變項則為學

生的學習成就。依據研究的目的與文獻探討，擬定研究架構，如圖 3-1：  

 

 

圖 3-1 研究架構圖  

研究架構圖說明如下：  

(一)自變項  
本研究之自變項依不同的教學模式，將學習者分成二組。一組為遠

距同步協同教學組 (實驗組 )，一組為一般教學模式組 (控制組 )，分別施以

不同的實驗處理。  

控制變項 

先備知識 

依 變 項 

學習成效 

學後保留 

學習接受度 

自 變 項 

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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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變項  
本研究之依變項為進行實驗教學後，二組學習者在「泥火山地理環

境學習成就評量卷」之得分為學習成就成績，及於四週後以相同評量卷

測得之延宕測驗成績。在排除控制變項之影響後，探討遠距同步協同教

學對於國小六年級學生在泥火山地理環境之學習成效、學後保留之成效

及學習接受度。  

(三)控制變項  
本研究之控制變項為先備知識，以採六年級上學期社會學習領域兩

次定期評量成績之平均進行同質性分析，以確定兩個班的學習成就分布

情形是否屬於同質。  

二、實驗設計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採用「準實驗研究法」(quasi-experimental research)

以不至於影響學校生態。  

研究設計以班級為單位，隨機抽出二個班級，一班為實驗組，進行「遠

距同步協同教學」；一班為控制組。二組皆以自編教案所定程序進行教學。

實驗組與控制組之教學設計概念圖如圖3-2及圖3-3所示。此二班皆由同一

位專任教師擔任主要教學者，唯實驗組加入視訊遠端教師進行協同教學。  

 

 
 

圖3-2 實驗組實驗設計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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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 控制組實驗設計概念圖  

研究設計如表3-1所示。  

表3-1 本研究實驗設計  

組別  上學期

成績  

實驗  

處理  

後側  延宕  

測驗  

遠距同步協同教學  Ｏ 1 Ｘ  Ｏ 2 Ｏ 3 

一般教學  Ｏ 4 C Ｏ 5 Ｏ 6 

 

(一)實驗設計步驟  
1.實驗組實施「遠距同步協同教學」、及控制組實施「一般教學」。

並蒐集各組學生前一學期社會領域兩次段考成績之平均作為前測分

數。  

2.教學時間為240分鐘 (二週 )，由同一位合格教師進行教學，各組不利

用課餘時間實施教學或輔導。  

3.教學活動結束後，立即進行後測。  

4.後測後四週，以相同評量卷進行延宕測驗。  

(二)實驗分組  
本實驗依不同教學策略分為實驗組及控制組二組，即為本研究之自

變項。在實驗教學過程中，對實驗組班級學生進行「遠距同步協同教學」

進行授課；對控制組班級學生施以一般教學。  

(三)共變數  
O1、O4分別代表二組的先備知識，本實驗採用二組學習者上一學期

上會學習領域之兩次定期評量成績平均數作為共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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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實驗之共變數不採「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做為前測

成績，乃避免學生對於未學習過的課程題目出現猜測的情形，因此研究

者採用上學期社會學習領域成績作為共變數之考量。再者，又因學期成

績中包含多元評量成績，教師給分的標準不一，因此只採用兩次定期評

量成績之平均作為共變數，以提高本實驗之效度。  

(四)實驗處理  
Ｘ即為本研究中的實驗組自變項。Ｘ是指教學者運用「遠距同步協

同教學」進行教學；C則是代表不實施特別教學模式，只以一般教學方

式進行教學，主要為教學者以直接講述方式進行教學。  

(五)後測成績  
Ｏ 2、Ｏ 5則為二組學習者分別在完成實驗教學後，接受「泥火山地

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所獲得之成績分數。本評量共25題，題型為四

選一之選擇題，每題4分，依學習者所答對的題數計算得分，無倒扣之

成績計算方式。  

(六)延宕測驗成績  
Ｏ 3、Ｏ 6為二組學習者在接受第一次的學習成就測驗後，間隔四週

後，在施以第二次測驗，以相同的「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

進行評量。  

第二節 研究假設 

依研究目的以及文獻探討的結果提出下列之具體假設：  

H01：應用「遠距同步協同教學」與一般教學在「泥火山地理環境」之學

習成效表現上無顯著差異。  

H02：應用「遠距同步協同教學」與一般教學在「泥火山地理環境」的「知

識概念」分項上之學習成效表現上無顯著差異。  

H03：應用「遠距同步協同教學」與一般教學在「泥火山地理環境」的「生

活應用」分項上之學習成效表現上無顯著差異。  

H04：應用「遠距同步協同教學」與一般教學對高分組學生在「泥火山地

理環境」之學習成效表現上無顯著差異。  

H05：應用「遠距同步協同教學」與一般教學對低分組學生在「泥火山地

理環境」之學習成效表現上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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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6：應用「遠距同步協同教學」與一般教學在「泥火山地理環境」之學

後保留成效表現上無顯著差異。  

H07：應用「遠距同步協同教學」與一般教學在「泥火山地理環境」的「知

識概念」分項上之學後保留成效表現上無顯著差異。  

H08：應用「遠距同步協同教學」與一般教學在「泥火山地理環境」的「生

活應用」分項上之學後保留成效表現上無顯著差異。  

H09：應用「遠距同步協同教學」與一般教學對高分組學生在「泥火山地

理環境」之學後保留成效表現上無顯著差異。  

H010：應用「遠距同步協同教學」與一般教學對低分組學生在「泥火山地

理環境」之學後保留成效表現上無顯著差異。  

H011：實驗組學生對於應用「遠距同步協同教學」在進行「泥火山地理環

境」教學活動時的「學習情形」看法上不持肯定態度。  

H012：實驗組學生對於應用「遠距同步協同教學」在進行「泥火山地理環

境」教學活動時的「教學現場的上課情形」看法上不持肯定態度。  

H013：實驗組學生對於應用「遠距同步協同教學」在進行「泥火山地理環

境」教學活動時的「與遠端老師的連線上課」看法上不持肯定態度。 

 

第三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依研究架構，規畫研究流程如下：  

(一 )擬定研究主題：依目前教學現場遇到的問題及參考文獻，尋求問題
解決方案，進而擬定研究主題。  

(二 )收集整理相關的文獻和研究報告：利用書面或網路資源收集與研究
主題相關之期刊，論文及書籍，並詳細閱讀，整理出與研究主題有

關的理論基礎，對於可行的研究方法、研究工具及資料分析的方法

進行探討與整理分析。  
(三 )分析學生及教材：對學生進行心理認知階段，學習特色，先備知識
的分析；對教材進行概念，學習目標等分析。  

(四 )設計課程、發展評量工具及設計問卷：依上述分析結果進行課程設
計並依上課內容發展適當的評量工具，並依課程內容、教學情境及

教學媒體三個向度設計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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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預試：抽取班級進行預試，並根據預試結果進行課程、評量工具及
問卷的修改，成為可用的研究工具。  

(六 )選擇樣本：因經費，人力的限制，故採便利取樣，以中部地區合作
配合此研究的學校之六年級班級，進行隨機抽樣，學校在班級編排

上採常態分配，無資優班或其他才藝班級。  
(七 )進行實驗課程：設置視訊環境並測試實際使用情形，避免在教學上
產生干擾或延誤；尋找適當時間，確定雙方都在準備完成的情況下，

依課程設計，進行教學。  
(八 )資料量化與建檔：將資料進行分類整理，輸入電腦建檔，以進行下
一步的統計分析。  

(九)統計分析：利用 SPSS 進行各項統計的分析。  
(十)結論與建議：依統計分析的結果，作出結論及提出建議。  

本研究流程圖，如圖3-4：  

 
圖3-4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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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樣本 

本研究基於教學實驗、電腦設備、人力支援之方便，故選定配合此研

究之教師所服務的台中縣某國民小學六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該校各年級

皆實施常態編班，學生多數來自中等社會經濟背景，且為提升本研究的內

部效度，教學者、學生及施測日均一致。  
本研究的樣本分為「預試樣本」、「正式樣本」兩類，抽樣、分派方

式詳述如下表3-2。  
 

表3-2 樣本分析表  
分析  
樣本  

母體  抽樣方式  後續處理  

預 試

樣本  
台中縣某國民小

學六年級學生 
以「班級」為單位，

隨機抽出一個班級 
進行預測實驗，實驗後

修正教案及評鑑工具。 

正 式

樣本  
台中縣某國民小

學六年級學生 
以「班級」為單位，

隨機抽出二個班級 
隨機分派至一組實驗組

及一組控制組，實驗後

對樣本進行意見調查。 

 

本研究以班級為單位，隨機抽出一個班級進行預測實驗，該班級已

經實施過相關課程，並對課程內容進行評鑑工具施測。  
隨機抽出二個班級作為實驗組及控制組，進行正式實驗課程。實驗

組班級31人，控制組班級29人，共計60人。各組再依上學期社會學習領
域兩次成績之平均數排序，由高至低，前二分之一為高分組，後二分之

一為低分組；即實驗組之高分組16人、低分組15人，控制組之高分組15
人，低分組為14人。  

 

第五節 課程實施歷程 
 

以下將本研究中進行遠距協同教學的部分，依教學資源需求的準備、

教學前的討論與規劃、教學活動的進行、學習成效評量、教學活動檢討五

個歷程進行說明，如圖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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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遠距同步協同教學實施歷程  

(一)教學資源需求的準備 
進行本研究遠距同步協同教學準備時，首先對於教學資源提出需求，包含

評估教學資源的需求、教學資源互補的方式、評估教師情況、組成教學團隊、

選擇教學工具。在此階段，針對教學上缺乏的資源與解決的教學方案進行評

估，以確定可行性。藉由網際網路進行教師間的專業對話，提出教學資源的需

求與程度，配合目前所能提供的教學資訊設備，提出初步的教學設計構想。 

教學資源需求的準備  

教學前的討論與規劃  

教學活動的進行  

學習成效評量  

教學活動檢討  

⊙評估教師情況 

⊙組成教學團隊 

⊙選擇教學工具 

⊙考量學生狀況 

⊙設定協同目標 

⊙設計課程方案 

⊙發展教學活動 

⊙選擇教學策略 

⊙安排學習過程 

⊙測試教學工具 

⊙確定教學計畫 

⊙掌握教學之連接性與完整性 

⊙注意教學計畫與實施之連結 

⊙多元學習評量方式 

⊙檢視教學活動成效 

⊙蒐集問題與改進建議 

⊙檢討限制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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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為遠距同步協同教學，亦是跨校協同教學模式的延伸，故先行評估

教師對於教學資源的需求及參與解決方案實施的意願，教師間組成教學團隊，

共同為後續的教學活動共同努力。就實際教學現場需求，分別處於不同區域之

異校教師，為籌策教學活動，依教師個人專長提供教學支援，更重要的是提供

雙方所欠缺的當地教學資源，針對教學活動進行各項準備。 

本研究之實驗教學班級學校位於台中縣，因地方教材缺乏泥火山地理環境

相關天然資源，故藉由網際網路向外校老師提出討論與需求，由位於高雄縣之

教師提供當地教學教材，並提供教師個人專才協助教學活動之設計與進行。 

(二)教學前的討論與規劃 
在教學實施前，應對於進行遠距同步協同教學的各種需要做好準備，包括

分析學生狀況、協同目標的訂定、設計課程方案、發展教學活動、選擇教學策

略、安排學習過程、測試教學工具、確定教學計畫、協調任務分工等工作。 

此階段須將所有教學資源準備完善，整合教學資源與教師專才，透過教師

的合作，共同討論，並針對協同教學之媒體工具進行測試，以減少教學活動中

的干擾；同時需針對教學活動時，遠距教學之視訊設備、網際網路連線(如圖

3-6)等工具若臨時無法發揮功效時，準備好教學的替代方案，並且能夠先行測

試可行性。 

 

 
圖3-6 網際網路連線視訊工具-sk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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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不涉及學校行政資源的介入，協同教學計畫階段的重要工作，將之

歸納為設計教學計畫，明確地列出個人負責的工作範圍與活動中注意事項。在

利用現有學校資訊科技設備，與測試現有網際網路通訊軟體後，決定以學校圖

書室為教學場地，該場地備有電腦主機、單槍投影機、網路攝影機、喇叭、麥

克風及投影布幕，並且網際網路連線正常。通訊軟體方面，即選擇免費的

skype，並透過反覆的測試，能將教學現場情況連線給遠端的支援教師，讓網
際網路之兩端可以順利溝通與對話。 

透過網際網路的方式，利用skype的視訊、音訊、文字訊息傳送及檔案傳
送的方式，讓網際網路兩端的教師可以進行教學活動的設計與討論，在教學前

共同設計課程方案，讓教學資源順利投入教學現場的需求。 
(三)教學活動的進行 
實施教學大部分依循計畫逐一實施，在進行遠距同步協同教學時，必須注意

的重點有二：一是教師應掌握教學活動之連接性與完整性，二為注意教學計畫與

教學活動實施之連結，使教學計畫在教學現場確實被實踐，若發現問題，應該即

時加以修正，並將問題與解決方式記錄下來，以作為教學活動檢討之依據。 
在本研究中的教學活動之進行，現場教師為主要活動進行者，同時協助遠

端教師以視訊或音訊的方式進入教學現場。因教學活動前的教學準備，透過教

師間的合作，將大部分的教學資源提供給教學現場之教師，讓教學現場教師能

夠掌握整個教學活動之內容；遠端教師透過網際網路的視訊或音訊，隨時支援

現場教師的教學，提供學生問題的諮詢與討論，如圖3-6。 

 

圖3-7 遠距同步協同教學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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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習成效評量 
評量是檢視教學活動成效的重要指標，協同教學也旨在協助學習者學習，

因此，必須透過學習成效評量，來了解學習者是否學到該主題的學習目標，其

評量範圍應涵蓋學習過程與學習結果的評鑑。因此，在形成性評量的部分，以

多元評量方式進行，如發表活動、學習檔案等，而在教學活動後進行學習成就

測驗之多元評量方式。 

本研究因主要探討教學模式之學習成效，故僅採取較具外部效度學習成就

測驗的部分，以作為研究後測成績。 

(五)教學活動檢討 
對於前列階段活動中所產生的問題及解決方案加以檢討，以求此模式在未

來執行的參考，並檢討此一模式在實際教學上之限制與困難，以期能夠更有效

解決教學資源缺乏的問題。 

第六節 研究工具 

實驗之前，對預測班級預測並實施實驗教學，以檢測、修正研究者設

計之多媒體學習物件、教案以及評鑑工具。  

一、學習成就測驗 
本測驗採自編式學習成就測驗，為四選一之選擇題，內容包括泥火山

地形成因與自然現象之延伸題目，其目的是評量學生是否能靈活運用學習

過的知識。預試試卷完成後，先由二位課程專家及三位現場教師校對認同

為可用之測驗卷後，進行預測，並依其難易度與鑑別度，進行修改，使其

成為可用之考題。二位課程專家為不同國立大學教育研究所之教授，三位

現場教師為擔任社會領域三年以上教學之教師。  

(一)擬定題目與預試卷內容  
預試試卷之相關題目與雙向細目之設計如下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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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泥火山地理環境預試卷雙向細目表  

科目：社會領域       版本：自編        使用年級：六年級  

單元  泥火山地理環境  合計  

課程內容  概念知識  生活應用   

題型  四選一選擇題   

題號  1,3,4,6,11,13,20 5,7,17,34  知識  

題數  7 4 11 

題號  8,10,28 2,22,29  理解  

題數  3 3 6 

題號  25,27 24,26,30,32,33  應用  

題數  2 5 7 

題號  9,12,14,19,21,35 15,16,18,23,31  分析  

題數  6 5 11 

合計   18 17 35 

本測驗內容為四選一之選擇題，共有35題，內容包括概念知識與生

活應用二個向度，概念知識向度計十七題，生活應用向度計十八題。本

試卷中皆為選擇題，將題目依其內涵依知識、理解、應用及分析四個層

面進行題型分析。  

(二)試題分析  
以團體方式施測，記錄答題組型及計算答對題數。本預試試卷測驗

對象為同年級中已進行本教學單元之班級學生，因此可減少學生對於課

程不熟悉導致任意猜測，而降低難易度與鑑別度的正確性與可信度。施

測後對預試試卷進行難易度與鑑別度分析，如下表3-4：  

表3-4 「泥火山地理環境成就評量卷」難易度鑑別度分析摘要表  

題號  難易度  鑑別度  初步取用  

1 0.55 0.63 * 

2 0.94 0.13  

3 1.00 0.00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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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頁  

4 0.48 0.63 * 
5 0.52 0.50 * 
6 1.00 0.00  
7 0.65 0.13  
8 0.58 0.75 * 
9 0.55 0.38 * 

10 0.97 0.13  
11 0.81 0.63  
12 0.65 0.75 * 
13 0.94 0.13  
14 0.55 0.75 * 
15 0.48 0.63 * 
16 0.55 0.63 * 
17 0.61 0.63 * 
18 0.68 0.75 * 
19 0.55 0.50 * 
20 0.58 0.88 * 
21 0.42 0.50 * 
22 0.06 0.13  
23 0.48 0.75 * 
24 0.58 0.50 * 
25 0.45 0.88 * 
26 0.65 0.63 * 
27 0.58 0.25 * 
28 0.48 0.50 * 
29 0.55 0.50 * 
30 0.58 0.25 * 
31 0.39 0.25 * 
32 0.55 0.50 * 
33 0.39 0.50 * 
34 0.55 0.38 * 
35 0.39 0.50 * 

 



 

76 

(三)選擇題目  
經預試後得到的相關統計資料，進而對題目進行難易度及鑑別度分

析。由於一份比較理想的試卷難易度應該在0.5上下，鑑別度在0.4以上

最佳，0.2以上亦可接受。故設定正式測驗卷選用題目之難易度在0.3~0.7

之間，鑑別度在0.2以上，故初步選取題目之題號為1、4、5、8、9、12、

14、15、16、17、18、19、20、  21、23、24、25、26、27、28、29、

30、31、32、33、34、35，共27題。  

初步估選的27題，其中27、30、31三題之鑑別度為0.25，稍微偏低，

而31題之難度較高，同時也是重要的思考問題，在經過與現場教師及專

家學者討論之後，大部分的題目難易適中，應加入比較難一些的題目，

也顧及重要觀念推演的評鑑，故保留31題，同時並去除27和30題，設計

成為25題四選一選擇題之學習成就測驗卷。正式測驗卷題目之相關向度

及難易度、鑑別度如下表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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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 正式測驗卷題目之相關向度及難易度、鑑別度分析表  

預試卷題號  向度  難易度  鑑別度  正式卷題號  

1 概念知識  0.55 0.63 1 

4 概念知識  0.48 0.63 2 

5 生活應用  0.52 0.50 3 

8 概念知識  0.58 0.75 4 

9 概念知識  0.55 0.38 5 

12 概念知識  0.65 0.75 6 

14 概念知識  0.55 0.75 7 

15 生活應用  0.48 0.63 8 

16 生活應用  0.55 0.63 9 

17 生活應用  0.61 0.63 10 

18 生活應用  0.68 0.75 11 

19 概念知識  0.55 0.50 12 

20 概念知識  0.58 0.88 13 

21 概念知識  0.42 0.50 14 

23 生活應用  0.48 0.75 15 

24 生活應用  0.58 0.50 16 

25 概念知識  0.45 0.88 17 

26 生活應用  0.65 0.63 18 

28 概念知識  0.48 0.50 19 

29 生活應用  0.55 0.50 20 

31 生活應用  0.39 0.25 21 

32 生活應用  0.55 0.50 22 

33 生活應用  0.39 0.50 23 

34 生活應用  0.55 0.38 24 

35 概念知識  0.39 0.50 25 

 

正式「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測驗卷」為四選一選擇題25題，每題4

分，共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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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 
本研究將實施問卷調查，參考陳昆益 (2006)「地球科學」單元意見調

查表，編制成內容為「學習情形」、「教學現場的上課情形」及「與遠端老

師的連線上課」三個分量表。問卷形式為李克特式五點量表，依受試者同

意程度加以填寫，以了解學習者之學習歷程態度。研究者於問卷完成之後，

經由二位專家的修改成為可用問卷。  

三、實施步驟 
本研究採準實驗設計法，以比較「遠距同步協同教學」與「一般教學」，

對國小六年級學童對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效之影響。此外輔以問卷調查

法，了解受試學生對運用視訊教學學習方式的感想與效果，最後再以相同

測驗方式進行延宕測驗，以了解學生之學後保留情形。實驗設計模式詳述

如下表3-6：  

 

表3-6 實驗設計模式  

組別  蒐集資料  實驗處理  施測  意見調查  延宕測驗  

實  

驗  

組  

遠距同步

協同教學  

施 以 泥 火

山 地 理 環

境 學 習 成

就 測 驗 。  

施以意見  

調查表  

施 以 泥 火

山 地 理 環

境 學 習 成

就 測 驗 。  

控  

制  

組  

蒐 集 前 一

學 期 社 會

領 域 兩 次

定 期 評 量

成 績 之 平

均。  
一般教學  施 以 泥 火

山 地 理 環

境 學 習 成

就 測 驗 。  

無  施 以 泥 火

山 地 理 環

境 學 習 成

就 測 驗 。  

 

對於研究工具的實施步驟如下：  

(一)實驗教學：依課程進度於同一週開始進行教學。  

(二)實施後測：於實驗結束後立即實施。  

(三)填寫問卷：於後測完成後實施。  

(四)延宕測驗：於後側完成後四週後施測。  

(五)補充教學：於延宕測驗後對控制組班級進行補充教學。  

(六)整理資料：將實驗所得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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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資料分析方法 

教學活動實驗結束後，取得各項資料，擬將資料輸入電腦，利用SPSS

統計分析軟體，根據研究目的的不同，進行各項分析。  

一、學習成就測驗 
(一 )實驗設計之自變項為教學活動實驗，依變項為「泥火山地理環境學

習成就測驗」之測驗成績，實驗之目的在於探討實驗組與控制組之

學習成效差異。  

(二 )統計方法採用六年級上學期社會領域二次評量成績之平均，以獨立

樣本t檢定進行同質性分析。  

(三)利用獨立樣本單因子共變數分析法 (One - way ANCOVA)，以六年級

上學期社會領域二次評量成績之平均為共變數，分析不同組別在「泥

火山地理環境單元學習成就測驗」分數上是否有差異，即考驗本研

究假設H01~H010。  

(三 )為探討實驗處理後之效果，將實驗前後及過程中所蒐集到的資料加

以整理，進行統計分析，以驗證假設。  

二、學習態度回饋單 
本研究為了解學習者對於遠距同步協同教學之態度與看法，參考陳昆

益 (2006)「地球科學」單元意見調查表設計「泥火山地理環境課程學習回

饋單」，分成「學習情形」、「教學現場的上課情形」及「與遠端老師的連線

上課」三個分量表。此回饋單僅對進行實驗課程的班級進行填寫。以下將

以各「分量表」進行分析探究，將選項換算成分數，依贊成問題程度選擇

五至一分的選項。統計「泥火山地理環境課程學習回饋單」之各向度平均

得分，以考驗本研究中研究假設H011~H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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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料分析  

本研究旨在探討運用「遠距同步協同教學」對於國小高年級學生在「泥

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效的影響。依據此目的，本章針對研究問題進行深

入的探討，共分成三節，第一節分析不同教學策略的組別 (遠距同步協同教

學與一般教學 )進行泥火山地理環境教學後，在「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

評量卷」之得分是否有顯著差異；第二節探討不同教學策略之學後保留的

成效是否有顯著差異；第三節對於「泥火山地理環境課程學習回饋單」的

施測結果進行分析與討論。本研究實驗教學前後所蒐集之資料及其資料分

析結果分述如下：  

第一節 「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

卷」後測得分之分析 

壹、不同教學策略之學習成效 

一、不同組別的學生在先備知識與「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

成就評量」後測得分之敘述統計 
參與本研究正式實驗教學為六年級學生，總人數 60 人，分別為實驗組

(遠距同步協同教學 )之學生 31 人及控制組 (一般教學組 )之學生 29 人。進行

施測之「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為二十五題之四選一「單選題」

之評量試卷，每題配分為四分。給分規則為答對得分，未作答及答錯均不

給分 ，亦無扣分。「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之最高分為 100 分，

最低分為 0 分。學生在「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的得分越高，

代表學生在「泥火山地理環境」的學習成效越佳，反之，得分越低則代表

在「泥火山地理環境」的學習成效越不理想。先備知識即為六年級上學期

之社會成績，成績計算方式為兩次定期評量成績之平均分數。將兩組學生

的先備知識與「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後測得分之平均數與標

準差詳列於下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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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實驗組與控制組先備知識與「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

後測得分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人數  先備知識  後測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實驗組  31 88.94 12.93 77.16 11.65 

(遠距同步協同教學 )      

控制組  29 87.05 9.00 69.66 9.41 

(一般教學模式 )      

 

由表 4-1 的分析結果中，實驗組在先備知識的平均分數為 88.94 分；

控制組在先備知識的平均分數為 87.05 分。在先備知識的平均分數上，實

驗組比控制組高 1.89 分。實驗組在先備知識的標準差為 12.93，控制組在

先備知識的標準差為 9.00，實驗組高於控制組。  

經過不同教學策略的實驗教學後，在「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

卷」後測得分上，實驗組的平均分數為 77.16 分，控制組的平均分數為 69.66

分，實驗組比控制組高 7.5 分。在「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後

測得分上，實驗組的標準差為 11.62 分，控制組的標準差為 9.41 分，實驗

組高於控制組。  

研究者發現經過實驗教學後，各組間的標準差有相對的變化。比較先

備知識的標準差，發現實驗組的組內差異較大，控制組的組內差異較小。

但經過實驗教學後，實驗組的組內差異變小，控制組的組內差異變大，即

便如此，實驗組的組內差異仍高於控制組的組內差異。  

二、「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後測得分之共變
數分析 

(一)「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  
本研究為增進統計考驗力以及降低實驗誤差，採用獨立樣本單因子

共變數分析 (ANCOVA)進行統計分析，所採用的統計軟體為 SPSS12.0

版。研究者以不同的教學策略為自變項，以學生上學期兩次評量之平均

分數當成先備知識為共變量，「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後測

得分為依變量。為求實驗之嚴謹，在資料進行共變數分析前先實施「組

內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 (Homogeneity of Within-Class Re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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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efficient)，來檢驗自變項與共變項之間有無交互作用，詳細結果如表

4-2：  

 

表 4-2 後測得分之「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摘要表  

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組間  3.046 1 3.046 0.048 0.828 

誤差  3568.389 56 63.721     

 

由表 4-2 可知「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的 F 值為 0.048，顯著性

p 值為 0.828>0.05，並未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表示自變項與共變量兩

組分數的迴歸線斜率差異不顯著且滿足平行的條件，符合進行共變數分

析時「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的基本假定，可進行「泥火山地理環境學

習成就評量卷」後測得分的共變數分析。  

(二)調整後的平均數  
將各組的先備知識作為共變數，對於各組於「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

成就評量卷」後測得分進行平均數的調整，以剔除先備知識對「「泥火

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後測得分的影響，其結果整理如下表 4-3： 

 

表 4-3 剔除共變數的後測得分平均數  

組別  人數  調整前平均數  調整後平均數  

實驗組  31 77.16 76.57 

控制組  29 69.66 70.25 

 

由表 4-3 可看出，利用共變數分析調整，將共變數對實驗教學的影

響剔除後，實驗組的平均得分由 77.16 分調整為 76.57 分，控制組的平

均得分由 69.66 分調整為 70.25 分。調整後實驗組得分高於控制組，兩

組得分差為 6.3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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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後測得分之共變數分析  
以不同的教學策略為自變項，先備知識為共變量，「泥火山地理環境

學習成就評量卷」後測得分為依變項，進行獨立樣本單因子共變數分

析。結果如表 4-4：  

 

表 4-4 後測得分之共變數分析表  

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先備  2979.31 1 2979.31 47.55 0.000* 

組間  590.60 1 590.60 9.43 0.003* 

誤差  3571.43 57 62.65    

*p<0.05 

 

由表 4-4 發現先備知識的確會影響後測的分數 (p=0.000)，因此，除

去先備知識的影響後，分析不同教學策略組別的所得之 F 值為 9.43，p

值為 0.003<0.05，表示實驗組的「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後

測得分優於控制組。  

依據上述統計分析結果，對於本研究之研究假設 H01：應用「遠距

同步協同教學」與一般教學在「泥火山地理環境」之學習成效表現上無

顯著差異進行比對。學生在學習「泥火山地理環境」時，接受「遠距同

步協同教學」教學的學習成效優於「一般教學」，所以拒絕 H01。  

三、結果討論 
由研究結果得知，受試者在學習「泥火山地理環境」時，接受「遠距

同步協同教學」教學的學習成效優於接受一般教學。本研究結果與陳麗秋

(2004)以小型學校跨校進行社會科協同教學之研究結果，發現學生上課的

專心度因課程內容豐富有趣而普遍提高，並且實施跨校協同教學班級學生

的社會領域學習成就優於未實施班級的學生之結果相同。亦與陳麗紅 (2004)

在資訊科技融入社會科教學學習成效之研究結果，在學習成效方面，發現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學生在社會科學習態度的表現上有更正面且積極的態

度，表示資訊科技融入社會科教學確實能為學生社會科的學習提高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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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研究者認為運用不同教學策略進行教學時，其教學成效能有明

顯提升學習者表現。就本研究而言，取樣學校之社會科教學以教師獨立進

行教學為主軸，實驗組班級對於接受視訊式的協同教學有著較高的接受

度；再者，課程之設計經由教師們透過網路方式討論，教學資料及活動設

計可不受時間空間之限制而互相支援與討論，由取樣學校教師依據學生實

際需要加以修整正與規劃，因此，教學課程的設計能符合學生需求，進而

提高學習興趣，以達教學成效。  

 

貳、不同教學策略對於不同學習內涵的學

習成效之共變數分析 
 

「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乃依不同學習內涵所設計之學習

評量卷，包括「概念知識」十二題及「生活應用」十三題，以下分別對這

兩種不同的學習內涵進行共變數分析。  

一、不同教學策略對「概念知識」分項得分之共變數分析  
為了解不同教學策略對於學生在「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之「概念知

識」分項的學習成效是否有顯著差異，研究者以不同的教學策略為自變項，

學生上學期兩次評量之平均分數當成先備知識為共變量，「泥火山地理環境

學習成就評量卷」後測中「概念知識」分項得分為依變量，進行共變數分

析 (ANCOVA)。  

 (一)後測中「概念知識」分項得分之「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 
為求實驗之嚴謹，在資料進行共變數分析前先實施「組內迴歸係數

同質性」考驗 (Homogeneity of Within-Class Regression Coefficient)，來檢

驗自變項與共變項之間有無交互作用，詳細結果如表 4-5：  

 

表 4-5 後測中「概念知識」分項得分之「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摘要表 

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組間  31.289 1 31.289 1.047 0.311 

誤差  1672.957 56 29.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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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5 可知「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的 F 值為 1.047，顯著性

p 值為 0.311>0.05，並未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表示自變項與共變量兩

組分數的迴歸線斜率差異不顯著且滿足平行的條件，符合進行共變數分

析時「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的基本假定，可進行「泥火山地理環境學

習成就評量卷」後測中「概念知識」分項得分之共變數分析。  

(二)後測中「概念知識」分項得分之描述性統計量  

將各組的先備知識作為共變數，對於各組於「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

成就評量卷」後測中「概念知識」分項得分進行平均數的調整，以剔除

先備知識對「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後測中「概念知識」分

項得分之影響，其結果整理如表 4-6：  

表 4-6 後測中「概念知識」分項得分之描述性統計量  

 人數  調整前  調整後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實驗組  31 36.26 5.651 36.11 

控制組  29 31.86 6.186 32.16 

由上表說明，實驗組在後測中「概念知識」分項得分的平均數為 36.26

分；控制組在後測中「概念知識」分項得分的平均數為 31.86 分。在「泥火

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後測中「概念知識」分項得分上，實驗組高

於控制組，兩組間相差 4.4分。實驗組在後測中「概念知識」分項得分的標

準差為 5.651；控制組在後測中「概念知識」分項得分的標準差為 6.186。

在後測中「概念知識」分項得分的標準差上，控制組高於實驗組。 

利用共變數分析調整後，將共變數對實驗教學的影響剔除後，實驗

組的「概念知識」分項之後測得分平均得分由 36.26 分調整為 36.11 分；

控制組的「概念知識」分項之後測得分平均得分由 31.86 分調整為 32.16

分。實驗組得分仍高於控制組，相差 3.95 分。  

(三)「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後測中「概念知識」
分項得分之共變數分析  
以不同的教學策略為自變項，先備知識為共變量，「泥火山地理環境

學習成就評量卷」後測中「概念知識」分項之得分為依變項，進行獨立

樣本單因子共變數分析。結果如表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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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後測中「概念知識」分項得分之共變數分析表  

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先備  325.138 1 325.138 10.875 0.002* 

組間  237.752 1 237.752 7.952 0.007* 

誤差  1704.246 57 29.899    

*p<0.05 

由表 4-7 發現先備知識的確會影響後測中「概念知識」分項之得分

(p=0.002)，因此，除去先備知識的影響後，分析不同教學策略組別的所得之 F

值為 7.952，p 值為 0.007<0.05，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表示實驗組與控制組

在後測中「概念知識」分項得分之效果有顯著差異，實驗組在「泥火山地理環

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後測中「概念知識」分項之得分優於控制組。 

依據上述統計分析結果，對於本研究之研究假設 H02：應用「遠距

同步協同教學」與一般教學在「泥火山地理環境」的「知識概念」分項

上之學習成效表現上無顯著差異進行比對。學生在學習「泥火山地理環

境」之「概念知識」分項概念時，接受「遠距同步協同教學」教學之學

習成效優於接受一般教學。所以拒絕 H02。  

二、不同教學策略對「生活應用」分項得分之共變數分析  
為了解不同教學策略對於學生在「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之「生活

應用」分項的學習成效是否有顯著差異，研究者以不同的教學策略為自

變項，學生上學期兩次評量之平均分數當成先備知識為共變量，「泥火

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後測中「生活應用」分項得分為依變量，

進行共變數分析 (ANCOVA)。  

(一)後測中「生活應用」分項得分之「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 
為求實驗之嚴謹，在資料進行共變數分析前先實施「組內迴歸係數

同質性」考驗 (Homogeneity of Within-Class Regression Coefficient)，來檢

驗自變項與共變項之間有無交互作用，詳細結果如表 4-8：  

表 4-8 後測中「生活應用」分項得分之「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摘要表 

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組間  53.859 1 53.859 2.149 0.148 

誤差  1403.599 56 25.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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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8 可知「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的 F 值為 2.149，顯著性

p 值為 0.148>0.05，並未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表示自變項與共變量兩

組分數的迴歸線斜率差異不顯著且滿足平行的條件，符合進行共變數分

析時「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的基本假定，可進行「泥火山地理環境學

習成就評量卷」後測中「生活應用」分項得分之共變數分析。  

(二)後測中「生活應用」分項得分之描述性統計量  

將各組的先備知識作為共變數，對於各組於「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

成就評量卷」後測中「生活應用」分項得分進行平均數的調整，以剔除

先備知識對「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後測中「生活應用」分

項得分之影響，其結果整理如表 4-9：  

表 4-9 後測中「生活應用」分項得分之描述性統計量  

 人數  調整前  調整後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實驗組  31 40.90 7.43 40.46 

控制組  29 37.79 6.38 38.09 

由上表說明，實驗組在後測中「生活應用」分項得分的平均數為 40.90

分；控制組在後測中「生活應用」分項得分的平均數為 37.79 分。在「泥

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後測中「生活應用」分項得分上，實驗組

高於控制組，兩組間相差 3.11分。實驗組在後測中「生活應用」分項得分

的標準差為 7.43；控制組在後測中「生活應用」分項得分的標準差為 6.38。

在後測中「生活應用」分項得分的標準差上，實驗組高於控制組。 

利用共變數分析調整後，將共變數對實驗教學的影響剔除後，實驗

組的「生活應用」分項之後測得分平均得分由 40.90 分調整為 40.46 分；

控制組的「生活應用」分項之後測得分平均得分由 37.79 分調整為 38.09

分。實驗組得分仍高於控制組，相差 2.37 分。  

(三)「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後測中「生活應用」
分項得分之共變數分析  

以不同的教學策略為自變項，先備知識為共變量，「泥火山地理環境學

習成就評量卷」後測中「生活應用」分項之得分為依變項，進行獨立樣本

單因子共變數分析。結果如表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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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後測中「生活應用」分項得分之共變數分析表  

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先備  1336.011 1 1336.011 52.250 0.000* 

組間  78.910 1 78.910 3.086 0.084 

誤差  1457.457 57 25.569     

*p<0.05 

由表 4-10 發現先備知識的確會影響後測中「生活應用」分項之得分

(p=0.000)，因此，除去先備知識的影響後，分析不同教學策略組別後所

得之 F 值為 3.086，p 值為 0.084>0.05，未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表示實

驗組與控制組在後測中「生活應用」分項得分之效果無顯著差異，實驗

組和控制組在「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後測中「生活應用」

分項之得分並無差異。  

依據上述統計分析結果，對於本研究之研究假設 H03：應用「遠距

同步協同教學」與一般教學在「泥火山地理環境」的「生活應用」分項

上之學習成效表現上無顯著差異進行比對。學生在學習「泥火山地理環

境」之「生活應用」分項概念時，接受「遠距同步協同教學」教學或一

般教學在學習成效上並無差異。所以未能拒絕 H03。  

三、結果討論  

(一)概念知識部分  
由研究結果發現，受試者學習「泥火山地理環境」的概念知識分項概

念時，接受「遠距同步協同教學」教學的學習成效優於接受一般教學。 

(二)生活應用部分  
由研究結果發現，受試者學習「泥火山地理環境」的生活應用分項

概念時，接受「遠距同步協同教學」教學與接受一般教學的學習成效並

無顯著差異。  

依據上述結果，研究者發現在生活應用的分項上，教學策略並不會影

響學習者的學習成效；而在概念知識上造成學習的差異。這可能是因為運

用「遠距同步協同教學」的教學活動吸引學習者的興趣並引起學習動機，

透過如此的教學活動使概念知識分項的教學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在生活應

用分項上，能夠由實際的生活經驗去理解體驗，因此在這方面並無顯著的

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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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認為，經由資源互補的模式使教學資源可以充分被揭露，對於

教學內容得以充實，如此，詳細而豐富的學習教材提供給學習者之後，對

於概念知識上的獲得更為滿足，同時有更充足的資訊以理解課程內容，致

使學生在概念知識上的學習成效更加明顯。  

 

參、不同教學策略對於不同學習能力者學
習成效之影響 

 

為了解不同教學策略對不同學習能力者學習成效之影響，將不同教學

策略組中的學生，依六年級上學期社會領域兩次定期評量成績之平均分數

的高低排序，分成前二分之一的學生為高分組，後二分之一的學生為低分

組。依此分類原則進行排序，得到的結果為高分組的人數為實驗組 (遠距同

步協同教學組 )之學生 16 人及控制組 (一般教學組 )之學生 15 人，共 31 人；

低分組的人數為實驗組 (遠距同步協同教學組 )之學生 15 人及控制組 (一般

教學組 )之學生 14 人，共 29 人。單就高分組與低分組分別進行共變數分析

(ANCOVA)，以探討不同教學策略對不同學習能力者的學習成效是否有顯

著差異。  

ㄧ、高分組學生在「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後
測得分之共變數分析 
為求實驗之嚴謹，在資料進行共變數分析前先實施「組內迴歸係數同

質性」考驗 (Homogeneity of Within-Class Regression Coefficient)，來檢驗自

變項與共變項之間有無交互作用。  

(一)「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  
研究者以不同的教學策略為自變項，以學生上學期兩次評量之平均

分數當成先備知識為共變量，高分組學生在「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

評量卷」後測得分為依變量，進行「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詳細

結果如表 4-11：  

表 4-11 高分組在後測得分之「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摘要表  

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組間  6.820 1 6.820 0.166 0.687 

誤差  1110.155 27 4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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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11 可知「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的 F 值為 0.166，顯著

性 p 值為 0.687>0.05，未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表示自變項與共變量兩

組分數的迴歸線斜率差異不顯著且滿足平行的條件，符合進行共變數分

析時「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的基本假定，可進行高分組學生之「泥火

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後測得分之共變數分析。  

(二)高分組後測得分之描述性統計量  

以各高分組的先備知識作為共變數，對於各高分組學生在「泥火山

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後測得分進行平均數的調整，以剔除先備知

識對「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後測得分之影響，其結果整理

如表 4-12：  

 

表 4-12 高分組後測得分之描述性統計量  

 人數  調整前  調整後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實驗組  16 83.75 5.927 83.41 

控制組  15 75.73 6.497 75.61 

 

由表 4-12 說明，在高分組當中，實驗組在「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

就評量卷」後測得分的平均分數為 83.75 分；控制組在「泥火山地理環

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後測得分的平均分數為 75.73 分。在「泥火山地理

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後測得分上，實驗組高於控制組，兩組間相差 8.02

分。控制組在後測得分的標準差為 6.497；實驗組在後測得分的標準差

為 6.497。在後測得分的標準差上，控制組高於實驗組。  

利用共變數分析調整後，將共變數對實驗教學的影響剔除後，實驗

組的後測得分平均得分由 83.75 分調整為 83.41 分；控制組的後測得分

平均得分由 75.73 分調整為 75.61 分。實驗組得分仍高於控制組，相差

7.80 分。  

(三)高分組後測得分之共變數分析  
以不同的教學策略為自變項，先備知識為共變量，「泥火山地理環境

學習成就評量卷」後測得分為依變項，進行獨立樣本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ANCOVA)。結果如表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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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高分組後測得分之共變數分析表  

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先備  0.959 1 0.959 0.024 0.878 

組間  379.706 1 379.706 9.518 0.005* 

誤差  1116.974 28 39.892   

*p<0.05 

 

由表 4-13 可知在高分組中，先備知識不會影響後測得分 (p=0.878)，

分析高分組後測得分所得之 F 值為 9.518，p 值為 0.005<0.05，達統計上

的顯著差異。表示高分組中的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後測得分之效果有顯著

差異，實驗組在「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後測得分優於控制

組。  

依據上述統計分析結果，對於本研究之研究假設 H04：應用「遠距

同步協同教學」與一般教學對高分組學生在「泥火山地理環境」之學習

成效表現上無顯著差異進行比對。高分組學生在學習「泥火山地理環境」

時，接受「遠距同步協同教學」教學之學習成效優於接受一般教學。所

以拒絕 H04。  

二、低分組學生在「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後
測得分之共變數分析 
為求實驗之嚴謹，在資料進行共變數分析前先實施「組內迴歸係數同

質性」考驗 (Homogeneity of Within-Class Regression Coefficient)，來檢驗自

變項與共變項之間有無交互作用。  

(一)「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  
研究者以不同的教學策略為自變項，以學生上學期兩次評量之平均

分數當成先備知識為共變量，低分組學生在「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

評量卷」後測得分為依變量，進行「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詳細

結果如表 4-14：  

表 4-14 低分組在後測得分之「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摘要表  

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組間  116.956 1 116.956 1.462 0.238 

誤差  1999.383 25 79.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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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14 可知「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的 F 值為 1.462，顯著

性 p 值為 0.238>0.05，未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表示自變項與共變量兩

組分數的迴歸線斜率差異不顯著且滿足平行的條件，符合進行共變數分

析時「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的基本假定，可進行低分組學生之「泥火

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後測得分之共變數分析。  

(二)低分組後測得分之描述性統計量  

以各低分組的先備知識作為共變數，對於各低分組學生在「泥火山

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後測得分進行平均數的調整，以剔除先備知

識對「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後測得分之影響，其結果整理

如表 4-15：  

 

表 4-15 低分組後測得分之描述性統計量  

 人數  調整前  調整後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實驗組  15 70.13 12.270 69.70 

控制組  14 63.14 7.553 63.16 

 

由表 4-15 說明，在低分組當中，實驗組在「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

就評量卷」後測得分的平均分數為 70.13 分；控制組在「泥火山地理環

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後測得分的平均分數為 63.14 分。在「泥火山地理

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後測得分上，實驗組高於控制組，兩組間相差 6.99

分。實驗組在後測得分的標準差為 12.270；控制組在後測得分的標準差

為 7.553。在後測得分的標準差上，實驗組高於控制組。  

利用共變數分析調整後，將共變數對實驗教學的影響剔除後，實驗

組的後測得分平均得分由 70.13 分調整為 69.70 分；控制組的後測得分

平均得分由 63.14 分調整為 63.16 分。實驗組得分仍高於控制組，兩組

得分差 6.54 分。  

(三)低分組後測得分之共變數分析  
以不同的教學策略為自變項，先備知識為共變量，「泥火山地理環境

學習成就評量卷」後測得分為依變項，進行獨立樣本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ANCOVA)。結果如表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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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低分組後測得分之共變數分析表  

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先備  733.109 1 733.109 9.007 0.006* 

組間  278.304 1 278.304 3.419 0.076 

誤差  2116.339 26 81.398   

  *p<0.05 

由表 4-16 可知在低分組中，先備知識會影響後測得分 (p=0.006)，因

此，除去先備知識的影響後，分析低分組後測得分所得之 F 值為 3.419，

p 值為 0.076>0.05，未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表示低分組中的實驗組與

控制組在後測得分之效果無顯著差異，實驗組與控制組在「泥火山地理

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後測得分上並無差異。  

依據上述統計分析結果，對於本研究之研究假設 H05：應用「遠距

同步協同教學」與一般教學對低分組學生在「泥火山地理環境」之學習

成效表現上無顯著差異。低分組學生在學習「泥火山地理環境」時，接

受「遠距同步協同教學」教學之學習成效與接受一般教學並無差異。因

此未能拒絕 H05。  

三、結果討論  

(一)高分組  
由研究結果發現，受試者學習「泥火山地理環境」時，高分組接受

「遠距同步協同教學」教學的學習成效優於接受一般教學。  

(二)低分組  
由研究結果發現，受試者學習「泥火山地理環境」時，低分組接受

「遠距同步協同教學」教學與接受一般教學的學習成效並無顯著差異。  

依據上述研究結果，高分組學生經由「遠距同步協同教學」教學後，在

學習成效上有顯著差異，高分組學生對於課程設計所呈現的方式，得到比較

充足的資訊，使其知識架構更為穩固，因此在學習成效上有明顯的提升。 

低分組在接受「遠距同步協同教學」教學時，雖然從教學活動回饋單

可知實驗班學生肯定這樣的課程呈現方式，可能因為對於學習內容呈現的

方式較以往不同，仍需較多的時間去適應，所以短期間對於這樣的改變不

能立即得到明顯的學習成效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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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

卷」延宕測驗分析 

本節將針對「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延宕測驗得分，進行

統計分析。其目的在於探討不同的教學策略之學後保留的成效如何。  

 

壹、不同的教學策略之學後保留成效 
 

一、「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延宕測驗之共變
數分析 
參與本研究正式實驗教學為六年級學生，總人數為 60 人，分別為實驗

組 31 人，控制組 29 人；參與延宕測驗之總人數亦為 60 人。本研究為增近

統計考驗力以及降低實驗誤差，採用獨立樣本單因子共變數分析法

(ANCOVA)進行統計分析，所採用的統計軟體為 SPSS12.0 版。  

(一)「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  
為求實驗之嚴謹，在資料進行共變數分析前先實施「組內迴歸係數

同質性」考驗 (Homogeneity of Within-Class Regression Coefficient)，以檢

驗自變項與共變項之間有無交互作用。研究者以不同的教學策略為自變

項，學生上學期兩次評量之平均分數為先備知識為共變量，「泥火山地

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延宕測驗得分為依變量，進行「組內迴歸係數

同質性」考驗，詳細結果如表 4-17：  

 

表 4-17 延宕測驗得分之「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摘要表  

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組間  58.236 1 58.236 0.529 0.470 

誤差  6167.558 56 110.135   

 

由表 4-17 可知「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的 F 值為 0.529，顯著

性 p 值為 0.470>0.05，未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表示自變項與共變量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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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分數的迴歸線斜率差異不顯著且滿足平行的條件，符合進行共變數分

析時「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的基本假定，可進行「泥火山地理環境學

習成就評量卷」延宕測驗得分的共變數分析。  

(二)「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延宕測驗得分
之描述性統計量： 
以各組的先備知識作為共變數，對於各組於「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

成就評量卷」延宕測驗得分進行平均數的調整，以剔除先備知識對「泥

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延宕測驗得分的影響，其結果整理如表

4-18：  

 

表 4-18 「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延宕測驗得分  

之描述性統計量  

 人數  延宕測驗得分  

  平均數  標準差  

調整後

平均數  

實驗組  31 67.74 17.218 66.72 

控制組  29 57.52 15.284 58.61 

 

由表 4-18 說明，實驗組在「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延宕

測驗得分的平均分數為 67.74；控制組在「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

量卷」延宕測驗得分的平均分數為 57.52；實驗組的平均得分高於控制

組，兩組相差 10.22 分。  

利用共變數分析調整，將共變數對實驗教學的影響剔除後，實驗組

的平均得分由 67.74 分調整為 66.72 分，控制組的平均得分由 57.52 分調

整為 58.61 分。實驗組得分高於控制組，兩組差 8.11 分。  

(三)「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延宕測驗得分
之共變數分析 
以不同的教學策略為自變項，先備知識為共變量，「泥火山地理環境

學習成就評量卷」延宕測驗得分為依變項，進行獨立樣本單因子共變數

分析。結果如表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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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 延宕測驗得分之共變數分析表  

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先備  9209.383 1 9209.383 84.316 0.000* 

組間  977.441 1 977.441 8.949 0.004* 

誤差  6225.794 57 109.224   

*p<0.05 

 

由表 4-19 發現先備知識的確會影響延宕測驗得分 (p=0.000)，因此，除

去先備知識的影響後，分析不同教學策略組別的所得之 F 值為 8.949，p 值

為 0.004<0.05，表示實驗組的「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延宕測

驗得分優於控制組。  

依據上述統計分析結果，對於本研究之研究假設 H06：應用「遠距同

步協同教學」與一般教學在「泥火山地理環境」之學後保留成效表現上無

顯著差異進行比對。學生在學習「泥火山地理環境」時，接受「遠距同步

協同教學」教學的學後保留成效優於接受一般教學，因此拒絕 H06。  

三、結果討論 
由研究結果得知，受試者在學習「泥火山地理環境」時，接受「遠距

同步協同教學」教學的學後保留成效優於接受一般教學。  

進行「遠距同步協同教學」教學對於實驗組學生而言，能將學習成效

有效果的保留下來，可能因為教學活動使其對課程內容有進一步的理解，

因而經過時間的考驗後，仍保留課程中學習的成效。  

 

貳、不同教學策略對於不同學習內涵的學

後保留成效之共變數分析 
 

「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乃依不同學習內涵所設計之學習

評量卷，包括「概念知識」十二題及「生活應用」十三題，以下就延宕測

驗得分，依這兩種不同的學習內涵分別進行共變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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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同教學策略對「概念知識」分項得分之共變數分析  
為了解不同教學策略對於學生在「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之「概念知

識」分項的學後保留成效是否有顯著差異，研究者以不同的教學策略為自

變項，學生上學期兩次評量之平均分數當成先備知識為共變量，「泥火山地

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延宕測驗中「概念知識」分項得分為依變量，進

行共變數分析 (ANCOVA)。  

(一)延宕測驗中「概念知識」分項得分之「組內迴歸係
數同質性」考驗： 
為求實驗之嚴謹，在資料進行共變數分析前先實施「組內迴歸係數

同質性」考驗 (Homogeneity of Within-Class Regression Coefficient)，來檢

驗自變項與共變項之間有無交互作用，詳細結果如表 4-20：  

表 4-20延宕測驗中「概念知識」分項得分之「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摘要表 

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組間  8.847 1 8.847 0.183 0.671 

誤差  2709.158 56 48.378   

由表 4-20 可知「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的 F 值為 0.183，顯著

性 p 值為 0.671p>0.05，並未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表示自變項與共變量

兩組分數的迴歸線斜率差異不顯著且滿足平行的條件，符合進行共變數

分析時「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的基本假定，可進行「泥火山地理環境

學習成就評量卷」延宕測驗中「概念知識」分項得分之共變數分析。  

(二)延宕測驗中「概念知識」分項得分之描述性統計量  

將各組的先備知識作為共變數，對於各組於「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

成就評量卷」延宕測驗中「概念知識」分項得分進行平均數的調整，以

剔除先備知識對「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延宕測驗中「概念

知識」分項得分之影響，其結果整理如表 4-21：  

表 4-21 延宕測驗中「概念知識」分項得分之描述性統計量  

 人數  調整前  調整後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實驗組  31 31.87 9.150 31.46 

控制組  29 24.83 8.168 2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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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說明，實驗組在延宕測驗中「概念知識」分項得分的平均數

為 31.87 分；控制組在延宕測驗中「概念知識」分項得分的平均數為 24.83

分。在「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延宕測驗中「概念知識」分

項得分上，實驗組高於控制組，兩組間相差 7.045 分。實驗組在延宕測

驗中「概念知識」分項得分的標準差為 9.150；控制組在延宕測驗中「概

念知識」分項得分的標準差為 8.168。在延宕測驗中「概念知識」分項

得分的標準差上，實驗組高於控制組。  

利用共變數分析調整後，將共變數對實驗教學的影響剔除後，實驗

組的「概念知識」分項之延宕測驗得分平均得分由 31.87 分調整為 31.46

分；控制組的「概念知識」分項之延宕測驗得分平均得分由 24.83 分調

整為 25.34 分。實驗組得分仍高於控制組，相差 6.12 分。  

(三)「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延宕測驗中「概念知
識」分項得分之共變數分析  
以不同的教學策略為自變項，先備知識為共變量，「泥火山地理環境

學習成就評量卷」延宕測驗中「概念知識」分項之得分為依變項，進行

獨立樣本單因子共變數分析。結果如表 4-22：  

 

表 4-22 延宕測驗中「概念知識」分項得分之共變數分析表  

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先備  1661.617 1 1661.617 34.846 0.000* 

組間  561.419 1 561.419 11.774 0.001* 

誤差  2718.005 57 47.684   

*p<0.05 

 

由表 4-22 發現先備知識的確會影響延宕測驗中「概念知識」分項之得

分 (p=0.000)，因此，除去先備知識的影響後，分析不同教學策略組別的所

得之 F 值為 11.774，p 值為 0.001<0.05，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表示實驗

組與控制組在延宕測驗中「概念知識」分項得分之效果有顯著差異，實驗

組在「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延宕測驗中「概念知識」分項之

得分優於控制組。  

依據上述統計分析結果，對於本研究之研究假設 H07：應用「遠距同

步協同教學」與一般教學在「泥火山地理環境」的「知識概念」分項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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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後保留成效表現上無顯著差異進行比對。學生在學習「泥火山地理環境」

之「概念知識」分項概念時，接受「遠距同步協同教學」教學之學後保留

成效優於接受一般教學。因此，拒絕 H07。  

二、不同教學策略對「生活應用」分項得分之共變數分析  
為了解不同教學策略對於學生在「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之「生活應

用」分項的學後保留成效是否有顯著差異，研究者以不同的教學策略為自

變項，學生上學期兩次評量之平均分數當成先備知識為共變量，「泥火山地

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延宕測驗中「生活應用」分項得分為依變量，進

行共變數分析 (ANCOVA)。  

(一)延宕測驗中「生活應用」分項得分之「組內迴歸係數同質
性」考驗  
為求實驗之嚴謹，在資料進行共變數分析前先實施延宕測驗中「生

活應用」分項得分之「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 (Homogeneity of 

Within-Class Regression Coefficient)，來檢驗自變項與共變項之間有無交

互作用，詳細結果如表 4-23：  

表 4-23延宕測驗中「生活應用」分項得分之「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摘要表 

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組間  21.687 1 21.687 0.530 0.470 

誤差  2292.677 56 40.941   

由表 4-23 可知延宕測驗中「生活應用」分項得分之「組內迴歸係數

同質性」考驗的 F 值 0.530，顯著性 p 值為 0.470>0.05，並未達統計上的

顯著差異，表示自變項與共變量兩組分數的迴歸線斜率差異不顯著且滿

足平行的條件，符合進行共變數分析時「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的基本

假定，可進行「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延宕測驗中「生活應

用」分項得分之共變數分析。  

(二)延宕測驗中「生活應用」分項得分之描述性統計量  

將各組的先備知識作為共變數，對於各組於「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

成就評量卷」延宕測驗中「生活應用」分項得分進行平均數的調整，以

剔除先備知識對「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延宕測驗中「生活

應用」分項得分之影響，其結果整理如表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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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延宕測驗中「生活應用」分項得分之描述性統計量  

 人數  調整前  調整後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實驗組  31 35.87 9.549 35.32 

控制組  29 32.69 9.685 33.40 

 

由上表說明，實驗組在延宕測驗中「生活應用」分項得分的平均數

為 35.87 分；控制組在延宕測驗中「生活應用」分項得分的平均數為 32.69

分。在「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延宕測驗中「生活應用」分

項得分上，實驗組高於控制組，兩組間相差 3.18 分。實驗組在延宕測驗

中「生活應用」分項得分的標準差為 9.549；控制組在延宕測驗中「生

活應用」分項得分的標準差為 9.685。在延宕測驗中「生活應用」分項

得分的標準差上，控制組高於實驗組。  

利用共變數分析調整後，將共變數對實驗教學的影響剔除後，實驗

組的「生活應用」分項之延宕測驗得分平均得分由 35.87 分調整為 35.32

分；控制組的「生活應用」分項之延宕測驗得分平均得分由 32.69 分調

整為 33.40 分。實驗組得分仍高於控制組，相差 1.92 分。  

(三)「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延宕測驗中「生活應
用」分項得分之共變數分析  
以不同的教學策略為自變項，先備知識為共變量，「泥火山地理環境

學習成就評量卷」延宕測驗中「生活應用」分項之得分為依變項，進行

獨立樣本單因子共變數分析。結果如表 4-25：  

 

表 4-25 延宕測驗中「生活應用」分項得分之共變數分析表  

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先備  3047.327 1 3047.327 75.052 0.000* 

組間  57.301 1 57.301 1.411 0.240 

誤差  2314.364 57 40.603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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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25 發現先備知識的確會影響延宕測驗中「生活應用」分項之

得分 (p=0.000)，因此，除去先備知識的影響後，分析不同教學策略組別

後所得之 F 值為 1.411，p 值為 0.240>0.05，未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表

示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延宕測驗中「生活應用」分項得分之效果無顯著差

異，實驗組和控制組在「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延宕測驗中

「生活應用」分項之得分並無差異。  

依據上述統計分析結果，對於本研究之研究假設 H08：應用「遠距

同步協同教學」與一般教學在「泥火山地理環境」的「生活應用」分項

上之學後保留成效表現上無顯著差異進行比對。學生在學習「泥火山地

理環境」之「生活應用」分項概念時，接受「遠距同步協同教學」教學

或一般教學在學後保留成效上並無差異。因此，未能拒絕 H08。  

三、結果討論 
(一)概念知識部分  

由研究結果發現，受試者學習「泥火山地理環境」的概念知識分項

概念時，接受「遠距同步協同教學」教學的學後保留成效優於接受一般

教學。  

(二)生活應用部分  
由研究結果發現，受試者學習「泥火山地理環境」的生活應用分項

概念時，接受「遠距同步協同教學」教學與接受一般教學的學後保留成

效並無顯著差異。  

本項研究結果與後測部份相同，經過時間的考驗後，仍無明顯轉變。  

 

參、不同教學策略對於不同學習能力者學

後保留成效之影響 
 

為了解不同教學策略對不同學習能力者學後保留成效之影響，將不同

教學策略組中的學生，依六年級上學期社會領域兩次定期評量之平均分數

的高低排序，分成前二分之一的學生為高分組，後二分之一的學生為低分

組。依此分類原則，高分組的人數為實驗組 (遠距同步協同教學組 )之學生

16 人，及控制組 (一般教學組 )之學生 15 人共 31 人；低分組的人數為實驗

組 (遠距同步協同教學組 )之學生 15 人及控制組 (一般教學組 )之學生 1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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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29 人。單就高分組與低分組分別進行共變數分析 (ANCOVA)，以探討不

同教學策略對不同學習能力者的學後保留成效是否有顯著差異。  

ㄧ、高分組學生在「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延
宕測驗得分之共變數分析 

為求實驗之嚴謹，在資料進行共變數分析前先實施「組內迴歸係數同

質性」考驗 (Homogeneity of Within-Class Regression Coefficient)，來檢驗自

變項與共變項之間有無交互作用。  

(一)「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  
研究者以不同的教學策略為自變項，以學生上學期兩次評量之平均

分數當成先備知識為共變量，高分組學生在「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

評量卷」延宕測驗得分為依變量，進行「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

詳細結果如表 4-26：  

 

表 4-26 高分組在延宕測驗得分「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摘要表  

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組間  309.217 1 309.217 3.801 0.062 

誤差  2196.573 27 81.355    

 

由表 4-26 可知「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的 F 值為 3.801，顯著

性 p 值為 0.062>0.05，未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表示自變項與共變量兩

組分數的迴歸線斜率差異不顯著且滿足平行的條件，符合進行共變數分

析時「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的基本假定，可進行高分組學生之「泥火

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延宕測驗得分之共變數分析。  

(二)高分組延宕測驗得分之描述性統計量  

以各高分組的先備知識作為共變數，對於各高分組學生在「泥火山

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延宕測驗得分進行平均數的調整，以剔除先

備知識對「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延宕測驗得分之影響，其

結果整理如表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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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7 高分組延宕測驗得分之描述性統計量  

 人數  調整前  調整後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實驗組  16 78.75 8.606 76.26 

控制組  15 68.53 10.239 67.88 

 

由表 4-27 說明，在高分組當中，實驗組在「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

就評量卷」延宕測驗得分的平均分數為 78.75 分；控制組在「泥火山地

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延宕測驗得分的平均分數為 68.53 分。在「泥

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延宕測驗得分上，實驗組高於控制組，

兩組間相差 10.22 分。實驗組在延宕測驗得分的標準差為 8.606；控制組

在延宕測驗得分的標準差為 10.239。在延宕測驗得分的標準差上，控制

組高於實驗組。  

利用共變數分析調整後，將共變數對實驗教學的影響剔除後，實驗

組的延宕測驗得分平均得分由 78.75 分調整為 76.26 分；控制組的延宕

測驗得分平均得分由 68.53 分調整為 67.88 分。實驗組得分仍高於控制

組，相差 8.38 分。  

(三)高分組延宕測驗得分之共變數分析  
以不同的教學策略為自變項，先備知識為共變量，「泥火山地理環境

學習成就評量卷」延宕測驗得分為依變項，進行獨立樣本單因子共變數

分析 (ANCOVA)。結果如表 4-28：  

 

表 4-28 高分組延宕測驗得分之共變數分析表  

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先備  72.944 1 72.944 0.815 0.374 

組間  464.666 1 464.666 5.192 0.031* 

誤差  2505.790 28 89.492   

*p<0.05 

 

由表 4-28 可知在高分組中，先備知識不會影響延宕測驗得分

p=0.374，分析高分組延宕測驗得分所得之 F 值為 5.192， p 值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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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0.05，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表示高分組中的實驗組與控制組在

延宕測驗得分之效果有顯著差異，實驗組在「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

評量卷」延宕測驗得分優於控制組。  

依據上述統計分析結果，對於本研究之研究假設 H09：應用「遠距

同步協同教學」與一般教學對高分組學生在「泥火山地理環境」之學後

保留成效表現上無顯著差異進行比對。高分組學生在學習「泥火山地理

環境」時，接受「遠距同步協同教學」教學之學後保留成效優於接受一

般教學。因此，拒絕 H09。  

二、低分組學生在「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延
宕測驗得分之共變數分析 
為求實驗之嚴謹，在資料進行共變數分析前先實施「組內迴歸係數同

質性」考驗 (Homogeneity of Within-Class Regression Coefficient)，來檢驗自

變項與共變項之間有無交互作用。  

(一)「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  
研究者以不同的教學策略為自變項，以學生上學期兩次評量之平均

分數當成先備知識為共變量，低分組學生在「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

評量卷」延宕測驗得分為依變量，進行「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

詳細結果如表 4-29：  

 

表 4-29 低分組在延宕測驗得分「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摘要表  

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組間  1.450 1 1.450 0.013 0.911 

誤差  2827.344 25 113.094   

 

由表 4-29 可知「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的 F 值為 0.013，顯著

性 p 值為 0.911>0.05，未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表示自變項與共變量兩

組分數的迴歸線斜率差異不顯著且滿足平行的條件，符合進行共變數分

析時「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的基本假定，可進行低分組學生之「泥火

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延宕測驗得分之共變數分析。  

(二)低分組延宕測驗得分之描述性統計量  

以各低分組的先備知識作為共變數，對於各低分組學生在「泥火山

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延宕測驗得分進行平均數的調整，以剔除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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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知識對「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延宕測驗得分之影響，其

結果整理如表 4-30：  

表 4-30 低分組延宕測驗得分之描述性統計量  

 人數  調整前  調整後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實驗組  15 56.00 16.423 55.34 

控制組  14 45.71 10.011 46.37 

由表 4-30 說明，在低分組當中，實驗組在「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

就評量卷」延宕測驗得分的平均分數為 56.00 分；控制組在「泥火山地

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延宕測驗得分的平均分數為 45.71 分。在「泥

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延宕測驗得分上，實驗組高於控制組，

兩組間相差 10.29 分。實驗組在延宕測驗得分的標準差為 16.423；控制

組在延宕測驗得分的標準差為 10.011。在延宕測驗得分的標準差上，實

驗組高於控制組。  

利用共變數分析調整後，將共變數對實驗教學的影響剔除後，實驗

組的延宕測驗得分平均得分由 56.00 分調整為 55.34 分；控制組的延宕

測驗得分平均得分由 45.71 分調整為 46.37 分。實驗組得分仍高於控制

組，相差 8.97 分。  

(三)低分組延宕測驗得分之共變數分析  
以不同的教學策略為自變項，先備知識為共變量，「泥火山地理環境

學習成就評量卷」延宕測驗得分為依變項，進行獨立樣本單因子共變數

分析 (ANCOVA)。結果如表 4-31：  

表 4-31 低分組延宕測驗得分之共變數分析表  

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先備  2250.063 1 2250.063 20.681 0.000* 

組間  574.307 1 574.307 5.279 0.030* 

誤差  2828.794 26 108.800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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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31 可知在低分組中，先備知識會影響延宕測驗得分

(p=0.000)，因此，除去先備知識的影響後，分析低分組延宕測驗得分所

得之 F 值為 5.279，p 值為 0.030<0.05，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表示低分

組中的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延宕測驗得分之效果有顯著差異，實驗組在

「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成就評量卷」延宕測驗得分優於控制組。  

依據上述統計分析結果，對於本研究之研究假設 H010：應用「遠距

同步協同教學」與一般教學對低分組學生在「泥火山地理環境」之學後

保留成效表現上無顯著差異進行比對。低分組學生在學習「泥火山地理

環境」時，接受「遠距同步協同教學」教學之學後保留成效優於接受一

般教學。因此，拒絕 H010。  

三、結果討論  

(一)高分組  
由研究結果發現，受試者學習「泥火山地理環境」時，高分組接受

「遠距同步協同教學」教學的學後保留成效優於接受一般教學。  

(二)低分組  
由研究結果發現，受試者學習「泥火山地理環境」時，低分組接受

「遠距同步協同教學」教學的學後保留成效優於接受一般教學。  

由此結果發現高分組在後測及學後保留上均有明顯的差異，而低分組

在後測時並無明顯差異，但經過時間考驗後，在學後保留上有了顯著的差

異，研究者認為，依據「泥火山地理環境課程學習回饋單」的統計結果，

實驗組對於「遠距同步協同教學」教學持著肯定的態度，對於低分組而言，

教學活動雖無立即產生學習成效的顯著差異，但學後保留的測驗上可以看

出實際的學習成效確實被保留了下來。  

 

第三節 「泥火山地理環境學習回饋單」
分析 

 

本節就「泥火山地理環境課程學習回饋單」進行分析，將回饋單內容

分成「學習情形」、「教學現場的上課情形」及「與遠端老師的連線上課」

三個分量表。此回饋單僅對進行實驗課程的班級進行填寫。以下將以各「分

量表」進行分析探究，將選項換算成分數，依贊成問題程度選擇五至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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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選項，將選項結果換算成分數。第 17 題為反向題，記分方式相反。檢查

反向題後，刪除不可用之回饋單，最後得到實驗組有效問卷 31 份。本節將

呈現「泥火山地理環境課程學習回饋單」描述性統計量及有效點選次數做

百分比，依此結果分析學生對於「泥火山地理環境課程」的學習反應。  

ㄧ、「學習情形」分量表之分析 
「學習情形」分量表共有十二題，主要針對實驗組學生的學習動機及

自我評估學習成效做調查。受試者所回答之選項依對問題之贊同程度由

五、四、三、二、一分進行計分，並統計有效點選次數換算成有效百分比。

茲將「學習情形」分量表之分析描述性統計量整理如下表 4-32：  

 

表 4-32 實驗組「學習情形」分量描述性統計表  

各選項所佔比例 (%)  

問題  5 分  4 分  3 分  2 分  1 分  

平  
均  
數  

1.可以更深入的瞭解所學習的內
容。  54.84 22.58 19.35 0 3.23 4.26 

2.可以增加我對學習社會課程的動
機。  45.16 32.26 16.13 6.45 0 4.16 

3.讓我學習時能夠更加專心。  32.26 35.48 25.81 6.45 0 3.94 

4.讓我對學習社會課程更有信心。  38.71 38.71 19.35 3.23 0 4.13 

5.我會很容易地記住上課的內容。  32.26 41.94 19.35 3.23 3.23 3.97 

6.我會比以前更喜歡上社會課。  54.84 19.35 16.13 3.23 6.45 4.13 

7.我可以從更多方面思考所學習的
內容。  51.61 29.03 12.90 6.45 0 4.26 

8.我會願意花更多時間在社會課程
的學習上。  19.35 51.61 25.81 0 3.23 3.84 

9.讓我在下課時間，更喜歡與老
師、同學討論上課內容。  22.58 32.26 29.03 6.45 9.68 3.52 

10.我覺得這種學習方式比較輕鬆。  70.97 9.68 16.13 3.23 0 4.48 

11.我喜歡這種學習方式。  70.97 16.13 12.90 0 0 4.58 

12.我對學習的內容很有信心，寫測
驗時我非常有把握。  22.58 29.03 38.71 3.23 6.45 3.58 

「學習情形」分量表  43.01 29.84 20.97 3.49 2.69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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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在「學習情形」分量表各子題得分的平均為 4.07 分，各

子題的平均得分在 3.52~4.58 之間。  

依據上述統計分析結果，對於本研究之研究假設 H011：實驗組學生對

於應用「遠距同步協同教學」在進行「泥火山地理環境」教學活動時的「學

習情形」看法上不持肯定態度進行比對。實驗組接受「遠距同步協同教學」

教學在「學習情形」方面持著正面的態度。因此拒絕 H011 

二、「教學現場的上課情形」分量表之分析 
「教學現場的上課情形」分量表共有十題，主要調查實驗組學生對於

教學現場所呈現之教學活動的接受度。受試者所回答之選項依對問題之贊

同程度由五、四、三、二、一分進行計分，惟第 17 題反向題記分方式相反，

並統計有效點選次數換算成有效百分比。茲將「教學現場的上課情形」分

量表之分析描述性統計量整理如下表 4-33：  

 

表 4-33 實驗組「教學現場的上課情形」分量描述性統計表  

各選項所佔比例 (%)  

問題  5 分  4 分  3 分  2 分  1 分  

平  
均  
數  

13.我很清楚了解老師所講述的內
容  38.71 38.71 19.35 3.23 0 4.13 

14.老師的上課方式非常有趣，十分
吸引我。  70.97 19.35 9.68 0 0 4.61 

15.老師上課的氣氛非常輕鬆愉快。 77.42 16.13 6.45 0 0 4.71 

16.能夠增加我和同學、老師之間的
溝通。  64.52 22.58 12.90 0 0 4.52 

17.這種上課方式會讓我「分心」，
無法專心聽講。  54.84 6.45 25.81 12.90 0 4.03 

18.老師使用許多教具 (圖片、投影
片等 )來說明，讓我更清楚上課
的內容。  

70.97 25.81 0 3.23 0 4.65 

19.老師比較能夠注意到我的意
見，並幫助我解決問題。  48.39 22.58 22.58 6.45 0 4.13 

20.老師上課時能配合我的生活經
驗，讓我感到很親切  45.16 35.48 6.45 12.90 0 4.13 

21.我喜歡老師的上課方式。  70.97 12.90 9.68 3.23 3.23 4.45 

22.我希望以後的單元，社會老師都
用這種上課方式  70.97 16.13 0 3.23 9.68 4.35 

「教學現場的上課情形」分量表  61.29 21.61 11.29 4.52 1.29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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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在「教學現場的上課情形」分量表各子題得分的平均為

4.37 分，各子題的平均得分在 4.03~4.71 之間。  

依據上述統計分析結果，對於本研究之研究假設 H012：實驗組學生對

於應用「遠距同步協同教學」在進行「泥火山地理環境」教學活動時的「教

學現場的上課情形」看法上不持肯定態度進行比對。實驗組接受「遠距同

步協同教學」教學在「教學現場的上課情形」方面，對於老師上課方式持

著正面的肯定。因此拒絕 H012。  

三、「與遠端老師的連線上課」分量表之分析 
「與遠端老師的連線上課」分量表共有八題，主要調查實驗組學生對

於教學活動中與遠端教師之教學互動性的接受度。受試者所回答之選項依

對問題之贊同程度由五、四、三、二、一分進行計分，並統計有效點選次

數換算成有效百分比。茲將「與遠端老師的連線上課」分量表之分析描述

性統計量整理如下表 4-34：  

 

表 4-34 實驗組「與遠端老師的連線上課」分量描述性統計表  

各選項所佔比例 (%)  

問題  5 分  4 分  3 分  2 分  1 分  

平  
均  
數  

23.我喜歡與遠端老師在課堂中
的互動。  70.97 19.35 3.23 3.23 3.23 4.52 

24.遠端老師提供的圖片和影片
解說，能讓我很快理解學習的
內容。  

67.74 22.58 6.45 3.23 0 4.55 

25.遠端老師的解說能夠讓我獲
得瞭解。  61.29 25.81 12.90 0 0 4.48 

26.這種方式非常有趣，很吸引我
的注意力。  64.52 29.03 6.45 0 0 4.58 

27.讓我學習時能夠更加專心。  54.84 22.58 19.35 3.23 0 4.29 

28.我希望以後相關的課程，能與
遠端老師連線上課。  61.29 19.35 9.68 6.45 3.23 4.29 

29.我能學習到一些有關網際網
路方面的技能和知識。  64.52 29.03 6.45 0 0 4.58 

30.會讓我對學習電腦資訊有興
趣。  74.19 9.68 16.13 0 0 4.58 

「與遠端老師的連線上課」分量
表  113.26 64.16 42.29 24.01 11.83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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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在「與遠端老師的連線上課」分量表各子題得分的平均

為 4.48 分，各子題的平均得分在 4.29~4.58 之間。  

依據上述統計分析結果，對於本研究之研究假設 H013：實驗組學生對

於應用「遠距同步協同教學」在進行「泥火山地理環境」教學活動時的「與

遠端老師的連線上課」看法上不持肯定態度進行比對。實驗組接受「遠距

同步協同教學」教學在「與遠端老師的連線上課」方面，對遠端老師在課

程中的互動持著正面的肯定。因此拒絕 H013。  

四、結果討論 
以「泥火山地理環境課程學習回饋單」對實驗組進行課程活動的相關

向度肯定程度調查，在「上課情形之意見」、「教學現場的上課情形」、以及

「與遠端老師的連線上課」三個向度上，學習者皆持肯定的態度。  

陳麗紅 (2004)在資訊科技融入社會科教學學習成效之研究結果，學生

在社會科學習態度會因採用不同的教學方法而有所差異。資訊科技融入教

學的學生表現會高於一般教學的學生。盧建勳 (2003)在資訊科技融入社會

科主題式教學之行動研究中，就教學後學生之改變情形而言，認為資訊科

技融入社會科教學可以提昇學生對社會科教學的滿意度。本研究所運用之

教學策略亦藉由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活動，學習者對於課程所持之肯定態度

與前述學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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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運用「遠距同步協同教學」對於國小高年級學生在「泥

火山地理環境」教學之學習成效。本章共分為二節，對本研究進行結論與

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運用「遠距同步協同教學」對於國小高年級學生在「泥

火山地理環境」教學之學習成效。  

一、發展實施「遠距同步協同教學」的可行模式 
研究者由教學現場實際狀況，加上文獻探討，發展出實施「遠距同步

協同教學」模式的五個歷程，分別是 (一 )教學資源需求的準備；(二 )教學前

的討論與規劃；(三 )教學活動的進行；(四 )學習成效評量；(五 )教學活動檢

討。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依此五個步驟進行教學準備與活動，過程經檢

討與修正後，可提供為現場教師以遠距同步協同教學進行教學資源互補的

模式。  

二、「遠距同步協同教學」為實際有效的教學 
由「泥火山地理環境成就測驗卷」的得分可知，在泥火山地理環境的

教學上，「遠距同步協同教學」組確實比一般教學組來得有效益，經過延宕

測驗的結果亦是如此。  

本研究發現「遠距同步協同教學」不但可提高學習者的學習意願，亦

可增進教學成效，在教學上為一有效能的教學策略。因此，在設計與本研

究類似課程時，可利用「遠距同步協同教學」進行教學規劃與活動，以提

升學習意願及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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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基於本研究之結果與實驗教學之經驗，本節研究者將對「遠距同步協

同教學」在教學實際應用以及未來的研究方向提出建議，以供現職教師和

未來的研究者參考。  

一、教學實際應用 
針對使用「遠距同步協同教學」進行實驗教學的意見與檢討，提供下

列應用建議：  

(一)遠距同步協同教學可用於提高教學成效  
經本研究實驗教學後，確認遠距同步協同教學用於泥火山地理環境

教學時，為一套可提升學習成效的教學模式，可提供相關課程進行教學

活動的規劃與進行。  

(二)學生學習經驗的累積  
在本研究中發現，高分組學生在進行本研究之學習成就上有顯著差

異，低分組則否。但經過時間考驗，低分組學生在學習成就上有了顯著

的差異，同時學習者對於遠距同步協同教學持肯定態度，因此，研究者

推判低分組學生可能因為需要累積學習經驗，才能在學習成就上馬上顯

現出顯著差異。  

參與本研究之學生，因第一次採用這樣的教學模式，對於學習能力

較高的學生，能夠很快的適應新的教學模式，進而立即見到學習成效；

相對的，學習能力較低者，可能還處於摸索階段，需要較多次相同經驗

的累積方能提升學習成效。  

(三)融入正式教學課程的實施  
本研究「泥火山地理環境」教學課程乃屬高年級社會領域之補充教

材，為正式課程之外的加廣課程，學生在進行學習活動時，可能因為非

正視課程而不加以重視，或以更輕鬆的學習心態面對，因此，若將此教

學模式融入正式課程的實施，讓學生以正常學習心態下進行學習活動，

方能更確認此教學模式的教學成效。  

(四)同步視訊與音訊的交叉使用  
在本研究教學活動進行中，學生對於視訊中傳來的影像表現濃厚的

興趣，因此也對於視訊中的老師保持非常友善的態度，課程進行中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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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專注認真。在此教學模式當中，由於教學前的準備，遠距教師與現場

教師已經針對課程內容詳加討論，並將課程需要的教學資源充分揭露給

現場教師，遠距教師在課程當中所要協同教學的部分最重要的就是提供

非課程準備中的問題，使教學活動能順利進行。因此，為了避免視訊影

響學生的注意力，亦可將視訊適時關閉，僅留下音訊的部分，這樣的做

法無違遠距同步協同教學的意涵。如此，遠距教師能夠聽到整個課程的

進行，並且在教學活動中協助現場教師回答學生的問題。  

研究者認為，音訊部分亦可完全用於課程的協助，遠距教師可以透

過音訊掌握教學進度，並且記錄現場教師的教學流程，依課程設計加入

教學活動。  

(五)網際網路連線  
本研究之教學準備，針對教學工具進行一系列的測試，在確定完全

無連線上的問題時，認為可以進行教學活動，但實際教學活動時，卻發

生連線上有延遲的問題，在第一次上課後，立即探究這個問題，推判原

因出現於，在一次又一次的測試中，所利用的時間都是學生放學期間，

或是例假日，學校使用網際網路的使用者不多，因此在測試階段並無發

覺這樣的問題。第二次上課時，先與學校進行協調，暫時不進行網際網

路的課程，後來進行遠距同步協同教學時就如測試時的順暢。  

因此，建議利用此方式進行教學時，在測試網際網路教學工具時，

應該在學校正常作息時間進行測試，比較能符合實際教學現場的所呈現

的狀態。  

二、未來研究的建議 
研究者在進行「遠距同步協同教學」實驗教學活動後，對於後進的研

究者提出下列研究建議：  

(一)運用「遠距同步協同教學」於其他領域單元  
本研究中教學資源互補，主要著重於目前分散於台灣各區域的本土

教材，能透過本研究所提出的教學模式，進行教學資源的整合，然而，

研究範圍僅限於社會領域之教材，未來若能將本模式運用於其他學習領

域，期待能獲得相同，甚至更有效益的學習成效。   

(二)建立整合教學資源的模式  
本研究所發展資源互補教學模式，主要是有教學資源需求之教師，

及提供教學資源與經驗的教師，雙方透過網際網路進行課程設計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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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如此，僅限於兩校所處地區的教學資源互相交流。未來研究方向，

可朝向充分運用遠距同步協同教學進行各區域間的教學資源整合，建立

有系統且有效的資源互補模式。  

(三)網際網路教學工具的運用  
目前網際網路連線技術日益進步，各種視訊器材與軟體逐一開發，

相信未來有更方便於遠距同步的視訊工具，無論是硬體或是軟體方面的

進步，都更利於遠距同步協同教學的進行。因此，掌握未來科技的發展，

使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能在既有的教學模式基礎上，發揮更有效益的教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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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實驗組教案 
泥火山單元教案(實驗組) 

※本教案內容提供教學參考，教師可依據教學活動、教學現場、教學時間等需求，調整教學

內容與方式。 

第一節課 

課 程 設 計 

主題 泥火山地理環境課程 節次 1 

單元 泥火山地形的認識 時間 40分鐘 

教學目標 
1.認識泥火山形成的條件 

2.分辨泥火山與相似地理景觀的差異 

活動目標 教學流程與說明 時間 
教學 

評量 

教學 

資源 

指導要點注意
事項 

A：簡介台灣火山地形的

例 子 與 特 色 ─ 影 片

3’16”→歸納整理→引

導學生另一種特殊地形

─泥火山地形 

引起動機

(泥火山

地形的初

步認識) 

 

 

 

 

 

 

【活動一】引起動機  

1.火山地形是經由火山運動所產生的地理

環境（A），但是泥火山地形雖有「火山」

二字，但是成因及地理環境與活山地形

截然不同。 

2.藉由本學期實驗學校舉辦的自然生態攝

影展中所展出的泥火山(噴泥錐)圖片，

描述與圖片帶領學生接觸泥火山的特殊

地理景觀，引導學生發覺有關泥火山的

問題，並對泥火山產生好奇。 

3.請曾經聽過或看過泥火山地形的同學發

表對此地形環境的看法。 

 

5 分

鐘 

 

 

 

 

 

 

至少各

有三位

學生嘗

試回答 

 

投影片 

圖片 

 

 

請曾經見過泥

火山的學生發

表經驗。 

目標 1：認

識泥火山

形成的條

件 

 

【活動二】認識泥火山 

1.播放泥火山相關地形現象圖片，帶領學

生接觸泥火山的特殊地理景觀，由圖片

中引導學生發覺有關泥火山的問題，並

對泥火山產生好奇： 

(圖 63,64,66,69,72,77,82,86,90) 

○1 為什麼叫做泥火山呢？ 

○2 泥漿會燙嗎？顏色為什麼是灰色的

呢？是什麼味道？ 

○3 泥池的有底嗎？ 

○4 噴泥的現象會一直持續下去嗎？ 

○5 是不是因為地震引起的呢？ 

2.請學生分享自己對老師或同學提出的這

些問題的看法？ 

 

15分

鐘 

 

至少各

有一位

學生嘗

試回答 

 

投影片 

 

從影片的觀察

中鼓勵學生發

揮想像力、推

理力與表達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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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目標 教學流程與說明 時間 
教學 

評量 

教學 

資源 

指導要點注意

事項 

 

 

 

 

 

 

 

目標 1：認

識泥火山

形成的條

件 

 

3. 播放泥火山相關地形現象影片，讓學生

從影片中去印證自己剛才的推論，並找

出正確的答案。 

˙為什麼叫泥火山呢？ 

※像火山一樣從地底冒出類似泥巴的

液態物質，所以稱為泥火山。 

˙泥火山冒出的液態物質是岩漿嗎？ 

※ 岩漿屬火山地形，泥火山和火山一

樣，會從地下噴出一些物質，不過

泥火山噴的不是岩漿，而是泥漿。 

˙泥火山冒出的液態物質顏色為什麼

是灰色的？ 

※因為是泥岩的顏色。 

˙為什麼泥火山的泥漿會噴出地表？ 

※因為伴隨著一些天然氣，有些還伴隨

少量的石油。天然氣較多的泥火山，

甚至可以引火點燃。 

˙泥火山的泥漿除了有泥岩，還包含什

麼成分才能呈現液態狀況？ 

  ※泥岩溶於水中，形成泥漿。 

˙泥漿的水從哪裡來？從哪裡噴出？ 

※ 地底下有泥岩層，並有地下水，混

合後由斷層通路噴出。 

˙泥火山的泥漿會燙嗎？ 

※ 有水、泥、天然氣，沒有高溫的成

分，所以不會燙。 

˙跟地震有關嗎？跟季節有關嗎？ 

※除了泥漿要噴出地表的斷層與地震有

關之外，其存在與地震與季節無關。 

20分

鐘 

至少各

有一位

學生正

確回答 

泥火山

影片 

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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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課 

活動目標 教學流程與說明 時間 
教學 

評量 

教學 

資源 

指導要點注意

事項 

目標 2：分

辨泥火山

與相似地

理景觀的

差異 

【活動三】應用泥火山的成因推論類似的

地理景觀 

1.由正在噴發的噴泥盆推論泥火山形成的

主要因素有哪些？ 

(圖 73,74,87~93,97~99影片 06,17,25) 

※有氣體冒出→天然氣。 

※噴泥含有水分→地下水。 

※噴泥含有泥土→泥岩層。 

※由地底噴出→有裂縫(斷層)。 

歸納條件：斷層、泥岩層、天然氣、地下

水 

2.以台南縣白河鎮關仔嶺水火同源的地理

景觀為例，提出相似的地形景觀作比

較，提供不同的思考方向(圖 109~112)。 

。是否有人曾經聽過或去過台南縣白河鎮

關仔嶺的「水火同源」名勝景觀？ 
。觀察圖片，比照泥火山的形成因素，「水

火同源」是代表該地底下存在哪些成

分？ 
。又不存在哪一種成分？ 
。關仔嶺的「水火同源」可不可以也算是

泥火山？ 
【活動四】歸納總結 

◎泥火山形成的條件： 

簡而言之就是斷層、泥岩層、天然氣、

地下水 

1.地底下儲有高壓氣體； 

2.岩層有裂隙，可供氣體和地下水湧升至

地面； 

3.岩層中有膠結鬆散、易被地下水帶動的

泥質物。 

◎從前面的討論得知，台灣北部有火山地

形、西南部有泥火山地形，以及台灣島

有許多的溫泉，可以推論台灣島的地底

存在一種很重要的能源，就是－天然

氣。 

20分

鐘 

 

 

 

 

 

 

 

 

 

10分

鐘 

 

 

 

 

 

 

 

 

 

10分

鐘 

 

 

 

 

 

 

 

 

 

至少各

有一位

學生正

確回答 

 

 

 

 

 

 

至少各

有一位

學生正

確回答 

板書 

 

投影片 

圖片 

 

 

 

 

 

 

 

投影片 

 

 

 

 

 

 

 

 

 

 

 

投影片 

圖片 

 

 

 

 

 

 

 

 

 

 

 

 

【註】位於台南

縣白河鎮關仔嶺

風景區內，枕頭

山麓西南側，又

名水火洞，其地

質特殊，壁上冒

出的天然氣可使

點燃的火焰永不

熄滅；但同時又

有泉水從崖壁細

縫中潺潺流出，

形成水中有火，

火中有水的特別

景觀，令人驚訝

水火能同時並

存。昔日，由於

鄉人迷信認為這

是「神火」，便在

其旁設置香案膜

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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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課 

課 程 設 計 

主題 泥火山地理環境課程 節次 3 

單元 泥火山的特殊景觀 時間 40分鐘 

教學目標 
1.從地理環境特性認識泥火山地形 
2.認識泥火山地形的特殊景觀 

活動 

目標 
教學流程與說明 時間 

教學 

評量 

教學 

資源 

指導要點注意事

項 

引起動機 

：利用特

殊景觀的

外貌，引

導學生思

考可能的

成因 

 

 

 

 

 

 

目標 1：

從地理環

境特性認

識泥火山

地形 

 

 

 

 

【活動一】引起動機 

1.展示高雄－台南地區「月世界」的圖片： 

（1）從這幾張圖片中所顯現的地形景觀， 

你觀察到什麼？ 

※光禿外觀、不易見到生物活動 

（2）有誰曾經去過類似這樣的觀光景

點？你知道這裡是哪裡嗎？ 

   ※高雄到台南一帶的「月世界」。 

（3）這個地方當地人稱作「月世界」，想

一想，月球上的景觀和這裡有什麼類

似的地方？ 

（4）想一想，「月世界」一開始就是這個

樣子嗎？ 

※不是，台灣島現存的地形景觀都是遭受過

侵蝕或破壞的。 

（5）「月世界」原有的地形可能被什麼侵

蝕破壞？ 

    ※雨水或風力。 

（6）由此可知，「月世界」的地質結構結

不結實？ 

    ※容易被侵蝕，表示不夠結實 

（7）想一想，「月世界」和前一節所提到

「泥火山」的地質，有沒有可能一

樣？又是哪一種地質？ 

    ※可能一樣；都是泥岩層。 

（6）「月世界」和「泥火山」在地理景觀

上有什麼相同的地方？ 

  ※土質很容易被沖刷流走，也不容易生長

植物。 

（7）從上面的討論以及地質成分，我們

可以將「泥火山」和「月世界」都稱

作「泥火山地形」。 

 

5 分

鐘 

 

 

 

 

 

 

 

 

 

 

10分

鐘 

 

 

 

 

 

 

 

至少

有 1

人以

上可

以說

出 

 

 

 

 

 

 

 

 

 

至少

有 1

人以

上可

以說

出 

 

 

 

 

月 世 界

泥 火 山

地 形 的

圖片 

 

投影片 

圖片 

 

 

 

 

 

 

 

 

 

 

 

 

 

 

 

 

 

對於觀察重點

能給予提示注

意 

【註】 

月世界這種奇特

的景觀，在地理

學上稱為「惡地」

係雨水與河水在

質地軟弱、色呈

青灰且略含鹽質

的泥岩區，經年

累月，強烈侵蝕

而成的荒涼崎嶇

之地形。月世界

地處二仁溪小支

流的山谷內，谷

內築有一座攔沙

土壩，蓄積雨季

之水，名為月景

農塘。昔日每屆

雨季，即集水成

湖。然而由於人

工蓄水庫四周盡

屬質地軟弱的泥

岩土丘，在雨水

強烈的沖刷下，

不過短十多年，

月景農塘已告淤

滿，只剩一片滿

目蒼涼的惡地景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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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目標 
教學流程與說明 時間 

教學 

評量 

教學 

資源 

指導要點注意

事項 

目標 1：

從地理環

境特性認

識泥火山

地形 

 

【活動二】認識泥火山地形的特性 

1.想一想，從台灣島形成的歷史來推測造

成月世界的原因有哪些？ 

(一)從土壤(泥岩)的特性來分析： 

※沈積岩－該地原本是海底板塊，歐亞

大陸的河川夾帶含泥質的河水流入太

平洋，逐漸將泥質土壤沈積在該處，後

經 造山運動將該海底板塊抬成升，該

泥岩層地形也隨著暴露出來。 

※泥岩顆粒細、孔隙小 

※沒有經過地底下高溫環境，所以未

變質 

※易龜裂 

※不易著生 

※可溶性鹽成份很高 

◎【土質特性所造成的現象】 

→土層分散作用 

→每當雨季，即隨水流失 

→影響土壤穩定度，更助長其沖蝕

的災害 

(二)從(泥岩的)風化作用來分析： 

1.泥岩風化剝蝕，主要因素為： 

※表面：裸露在大氣之中，缺乏保護 

※地表含水量 

※邊坡傾斜角 

※時間 

※當地氣侯 

※透水性等等 

2.風化侵蝕作用強烈，加上泥岩惡

地地區的山坡坡度都很大，在物

理及化學作用同時進行下，使表

層岩層不斷的剝落、滑下，新的

岩層又裸露出來，一次一次的持

續進行著，植物難著根生長。 

10分

鐘 

 

 

 

 

 

 

 

 

 

 

 

 

 

 

至少

有 1

人以

上可

以說

出 

 

 

 

 

 

 

 

 

 

 

 

 

 

 

 

投影片 

圖片 

 

 

 

 

 

 

 

 

 

 

 

 

 

 

 

投影片 

圖片 

 

 

 

 

 

 

利用推理引導

學生了解特殊

景觀的成因。 

臺灣本島西南部

的上新--更新世

地層，是由巨厚

的泥岩組成。這

組泥岩在曾文溪

以南的臺南和高

雄地區，幾乎很

少來有泥岩以外

的岩石，在曾文

溪以北的嘉義、

臺南地區則較常

來有砂岩層。泥

岩由於顆粒細

小，而且顆粒問

的膠結十分疏

鬆，因此沖蝕狀

況十分嚴重，泥

岩的透水性低，

本質性亦弱，過

水立即變得十分

軟滑，順坡下

流，因此山坡表

面上充滿了蝕溝

和雨溝。厚層泥

岩，也就是俗稱

的「青灰岩」，

由於嚴重的沖蝕

及植生貧乏的現

象，月世界山

頂，僅少數有礫

石覆蓋，大多數

沒有，在沒有礫

石覆蓋的地方，

使得這種地形不

僅童山濯濯而且

交通艱難，因此

稱為「惡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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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目標 
教學流程與說明 時間 

教學 

評量 

教學 

資源 

指導要點注意

事項 

目標 2：

認識泥火

山地形的

特殊景觀 

 

 

 

 

 

 

 

 

 

 

 

 

 

 

  (三) 從差異侵蝕的作用來分析 

※「差異侵蝕」作用是指侵蝕作用發

生的時候，由於岩層的性質差異造

成侵蝕作用展現出來不同結果的

現象。 

※差異侵蝕的特殊景觀 

‧土指(圖 48~54) 

‧雨蝕溝(圖 16,17,32,34) 

‧潛水涵洞(圖 55~61) 

  (四)泥火山地形這樣的景觀好處多？還

是壞處多？所以給這種地形稱作

什麼？ 

※惡地形 

※討論：劣多於優 

優：提供天然的地理教學環境 

劣：不利耕重 

試問，該如何改善這項缺點？ 

10分

鐘 

 

 

 

至少

有 1

人以

上可

以說

出 

 

 

 

 

 

至少

有 1

人以

上可

以說

出 

 

投影片 

圖片 

 

 

 

 

 

 

 

投影片 

圖片 

 

 

 

 

 

泥火山地區的地

表附近多泥流堆

積，在集中的降

雨沖蝕後，形成

了許多惡地小地

形。依照惡地地

形的發育，這裡

可以觀察到下列

的現象：泥火山

噴泥形成平滑的

傾斜邊坡，坡度

通常在6到 lo度

左右，這種平滑

坡很快就會被降

雨和逕流，沖蝕

成破碎的地形，

如淺溝、小溝及

寬廣的緩分水稜

脊等；接著，小

溝擴大成小溪流

的模樣，因此，

支流發育了，從

丘頂到丘底的平

行溝槽及曲流

(從泥火山噴出

的泥流，常呈曲

流狀流動 )也一

一出現；於是典

型的惡地地形外

露，鋸齒狀的小

山峰、v形谷、光

禿禿的泥岩，也

都呈現出來。 

 

 

【活動三】歸納總結 

1.觀察泥火山地形的圖片，說說看惡地的

主要特徵有哪些？ 

(圖 1~47) 

答：具有非常細緻的水系網路短而陡急的

坡，狹窄的河間地和童山濯濯草木難

生的景觀 

5 分

鐘 

   

將形成條件與

特殊景觀相互

應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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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課 

課 程 設 計 

主題 泥火山地理環境課程 節次 4 

單元 泥火山的類型與成因 時間 40分鐘 

教學目標 認識泥火山的類型及其原因 

活動 
目標 

教學流程與說明 時間 
教學 

評量 

教學 

資源 

指導要點注意
事項 

引起動機 

：透過圖

片引導學

生思考各

種不同泥

火山類型

的成因 

 

 

【活動一】引起動機 

一、觀看台灣目前最高大的一座泥火山所

坐落的「烏山頂泥火山自然生態保護

區」的圖片或影片，觀察具有相同泥

漿噴發，卻有不同地景外觀，引導學

生發現圖例中的異同，並嘗試回答。 

     1.說說看，要怎樣形容你所看見的圖

片？ 

     2.你覺得圖片中的泥火山，從外形來

看，你覺得像什麼？ 

     3.說說看，這些圖片有哪些不一樣的

地方？ 

     4.想一想，造成這些外形不一樣泥火

山的原因是什麼？ 

二、老師引導學生建構區分泥火山類型的標

準─1.泥漿稠度；2.噴泥口大小； 

             3.泥火山高度；4.邊坡陡緩； 

             5.泥火山外形 

10分

鐘 

 

 

 

 

 

 

 

 

 

 

 

 

 

 

至少各

有 1 人

以上可

以說出 

 

 

 

 

 

 

 

 

 

 

泥 火 山

投影片 

對於觀察重點能

給予提示注意，

鼓勵學生發言 

烏山頂泥火山是
全省泥火山區
中，噴泥口最密
集且泥錐最發達
的地方。尤其是
噴泥錐的規模最
大，原始面貌保
存最完整，還非
其他泥火山所可
比擬的。 
在這裡可以清楚
看見從泥火山缺
口流出的泥流，
經推擠後表面凝
固產生摺皺現
象，風乾後會因
流路的改變形成
橫移及斷層現
象；總總特殊景
觀實為大自然教
學的最佳教材。 
 

認識泥火

山的類型

及其原因 

 

【活動二】認識泥火山的類型 

一、以教師講述為主，配合投影片介紹泥火

山類型，並引導學生觀察、思考： 

（一）噴泥洞：(圖 92~96) 

  1.定義：主要為噴泥口直徑僅數公分，沒

有任何高度，泥漿稠度較稀。 

2.常出現在稻田、溝渠、山坡上或樹根下

的洞穴，如當地的「烏山頂」、「蕭家

宗祠」。 

 

20分

鐘 

 

 

全體學

生能專

心 聽

講，並

參與討

論 

泥 火 山

投影片 

 

 

 
本活動所下定義
皆以地理學上的
定義為根本，再
配合學生所討論
出來的區分標
準，所建構形成
之「操作性定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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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目標 
教學流程與說明 時間 

教學 

評量 

教學 

資源 

指導要點注意
事項 

認識泥火

山的類型

及其原因 

 

（二）噴泥池（塘）：(圖 88~91) 

1.定義：主要為噴泥口直徑達數公尺，沒

有任何高度，噴泥稠度極稀，

外形彷彿泥塘。 

2.主要出現在當地的「養女湖」。 

（三）噴泥盆：(圖 84~87) 

1.定義：噴泥口直徑約在數十公分至 l、2

公尺之間，邊坡極緩(<5 度)，外形

像裝滿水的臉盆，泥漿稠度較稀，

有時會有溢出噴泥盆的狀況。 

2.主要出現在當地的「新養女湖」。 

（四）噴泥盾：(圖 78~83) 

1.定義：噴泥口直徑約數十公分，外形是盾

狀丘，邊坡較緩(5至 20度)的。 

2.主要出現在當地的「烏山頂泥火山」。 

（五）噴泥錐：(圖 62~77) 

1.定義：泥漿稠度最高，噴泥口直徑約數十

公分，常成數公尺高、邊坡陡峻

(>20度)的錐狀小土丘。 

2.主要出現在當地的「烏山頂泥火山」。 

   

二、請學生在聽完講解之後，想一想： 

（一）造成不同類型泥火山地形的最主要原

因是什麼？ 

※泥漿稠度 

（二）影響泥漿稠度的原因又是什麼？ 

※取決於水量的多寡 

 

 

 

 

 

 

 

 

 

 

 

 

 

 

 

 

 

 

 

 

 

 

 

5分

鐘 

 

全體學

生能專

心 聽

講，並

參與討

論 

泥 火 山

投影片 

 

 

 

 

 

何謂新舊養女
湖？ 
養女湖位於埤底
巷附近，是泥岩地
區加一種地質特
產的產品。泥岩厚
達 3000至 5000公
尺，且因顆粒微
細，無法蓄存水
份，但在周邊有地
下水時，由於原淺
海沉積物中的有
機物，發生化學作
用，容易造成地下
深處聚積的高壓
天然氣帶泥漿噴
出的現象。養女湖
是這種泥火山噴
出所造成，湖略呈
圓形，直徑約 4--6
公尺，視泥漿噴湧
量而定。泥漿噴出
時，天然氣當然也
一併逸出，噴發劇
烈時，如擲以火
種，形成水火同源
的奇景 
燕巢養女湖，是據
說古時候有一養
女為情所苦，遂跳
入湖中殉情而得
名。 
原本養女湖的面
積及規模十分巨
大．每逢月夜沖起
泥柱高達一、二層
樓高，隆隆之聲遙
傳千里，有如哀怨
的泣訴，而今因人
為破壞，規模已大
不如前。近年又在
媯娥谷附近發現
烏山巷養女湖(被
稱為新養女湖)，
在其噴出口處可
見泥漿滾滾，並伴
隨著天然氣，一週
火苗則會產生火
燄噴發現象，有如
小型火山爆發，泥
漿順流而下產生
的泥流，更能扣人
心弦。 

 

 【活動四】歸納總結 

一、造成不同類型泥火山地形的主要原因，

主要受噴發泥漿稠度的影響 

二、依據泥漿稠度由稀到稠所形成的泥火山

分別為：噴泥口→噴泥池→噴泥盆→噴

泥盾→噴泥錐 

5分

鐘 

 

至少各

有 1 人

以上可

以說出

課程內

容 

 

投影片 

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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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課 

課 程 設 計 

主題 泥火山地理環境課程 節次 5 

單元 泥火山保護區及景觀價值 時間 40分鐘 

教學目標 
1.認識台灣泥火山地形的分布。 

2.了解不同生活環境，發展出不同的產業與休閒活動。 

3.能培養愛護台灣各種不同環境，並產生環境保護的觀念。 

活動 
目標 

教學流程與說明 時間 
教學 

評量 

教學 

資源 

指導要點注意
事項 

目標1：認

識台灣泥

火山地形

的分布 

【活動一】台灣泥火山地形的分布 

一、發展活動 

學生觀察台灣泥火山地形分布的圖例： 

（一）泥火山的分布是集中？分散？還是有

其他的狀況？ 

（二）主要分布在台灣的哪些區域？ 

※主要分布於： 

(1)台灣西南部；(2)海岸山脈南段 

（三）從泥火山地形形成的原因來推論，這

些泥火山集中分布的地區提供了哪些

條件？ 

※1.岩層中的裂隙有利於地底氣體和地下
水的流通，此兩條件出現於： 

（1）地熱區→上湧泉水溫度高（北部火

山地形區） 
（2）油田帶→水溫低，混有古海水，鹽

分高（西南部） 
（3）泥岩區→水溫低，泥火山地形（西

南部） 
※2.台灣的泥岩層分布： 

（1）南化泥岩（台灣西南部） 

（2）利吉層泥岩（海岸山脈南段） 
主要分佈在是台南、高雄及台東縣境內。 

※3.台灣西南部山麓區有較小規模的背斜
軸部斷層，而且加上前兩個條件，成

為低溫泉水密集區。(圖 103) 
二、【歸納與討論】 

（一）台灣泥火山主要在分布哪些地區？ 
※台灣泥火山分布在台南縣、高雄縣、

花蓮縣、台東縣等地，可劃分為 17個
泥火山區。具代表性的烏山頂泥火山

區(噴泥錐)、埤底巷泥火山區(噴泥
盆)、小滾水泥火山區(泥漿豐富)等。 

15分

鐘 

 

 

 

 

 

 

 

 

 

 

 

 

 

 

 

 

 

 

 

 

 

 

 

5分

鐘 

 

至少有

1 人以

上可以

說出 

 

 

 

 

 

 

 

 

 

 

 

 

 

 

 

 

 

 

 

 

 

至少有

1 人以

上可以

說出 

 

※台灣

泥火山

地形分

布圖 

※台灣

地區斷

層圖 

 

 

 

 

 

 

 

 

 

 

 

 

 

 

 

 

 

 

 

 

 

 

 

 

 

 

 

 

 

一、（二）： 

老師將台灣區分

成北、中、南、

東四區，再引導

學生區辨出更詳

細的位置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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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目標 
教學流程與說明 時間 

教學 

評量 

教學 

資源 

指導要點注意
事項 

目標1：認

識台灣泥

火山地形

的分布 

 (二) 岩層中的裂隙有利於地底氣體和地下

水的流通，而地底的超高壓氣體又有助於地

下水的上湧。上湧的泉水經過厚層泥岩，則

可形成泥漿，冒湧出地表而形成泥火山。前

述的湧泉區中，只有台灣西南部和海岸山脈

南段，地底下分別有厚達 2000 公尺及 1000

公尺以上的南化泥岩和利吉層泥岩。因此，

這兩個地區便成為台灣泥火山分布的主要區

域。 

  ※台灣

泥火山

地形分

布圖 

 

 

目標2：了

解不同生

活環境，

發展出不

同的產業

與休閒活

動。 

 

 

 

 

 

 

 

 

 

 

目標3：能

培養愛護

台灣各種

不 同 環

境，並產

生環境保

護 的 觀

念。 

 

 

【活動二】泥火山自然景觀與人類的關係 

一、從投影片教材及圖片，讓學生觀察近年

來當地自然環境的變遷及人為破壞。 

(圖 28,29,40,47,62,63,87,100~102) 

（一）首先觀察圖片中當地原始泥火山地形

的照片，讓學生思考下列問題─ 

    1.這樣的地形特不特殊？ 

    2.容不容易形成？ 

    3.要形成這麼壯觀的景象，所需要的時間

長不長？ 

    4.在全台灣島普不普遍？ 

    5.如果在自己的家鄉有這麼特殊與眾不

同的天然景觀，覺不覺得珍貴？ 

    6.一個珍貴的自然環境要形成不容易，但

是要破壞它，容不容易？ 

    7.自然環境被破壞之後，想要再恢復它原

來的面貌可不可能？容不容易？ 

（二）接著觀察圖片中，當地泥火山地形出

現人為建築的照片，讓學生思考下列

問題─ 

    1.一個自然環境會被破壞，可能的強況是

什麼？ 

      ※天然破壞與人為破壞 

    2.人為破壞自然景觀可能的原因有哪

些？ 

     ※為了謀生、取得原料、族群遷居、獲

取商業利益…… 

    3.哪一種原因是最可惡的？ 

    4.哪一種原因又是值得討論或諒解？ 

 

7分

鐘 

 

 

 

 

 

 

 

 

 

 

 

 

 

 

8分

鐘 

 

 

 

 

 

 

至少有

1 人以

上可以

說出 

 

 

 

 

 

 

 

 

 

 

 

至少有

1 人以

上可以

說出 

 

 

 

 

 

投影片 

圖片 

 

 

 

投影片 

圖片 

 

 

泥火山的景觀價值

決定於它的規模、活

動力、密集性、易達

性以及人為的干擾

程度 (完整性 )等因

子。以個別的泥火山

而言，它的吸引力主

要決定於它的規模

和活動力。規模大而

活動力強的，氣勢奪

人，而且泥漿冒湧的

隆隆聲響，常常令觀

賞者對大自然油然

升起一股肅然起敬

的心情。規模大如鯉

魚山的泥火山，如果

長期處於休眠的狀

態(呈現寂靜荒涼的

景象)，就缺乏吸引

力了。 

如果泥火山區的位

置孤立、偏遠，而且

僅有一、二個規模小

的泥火山，那麼它的

吸引力也低微，例如

小份尾、鹽水坑、龍

船窩、烏山頭、南勢

湖等泥火山區，都鮮

為人知。如果泥火山

區 的 位 置 交 通 便

利，而且小範圍內出

現許多活動力強、分

布密集，以及具有各

種不同造形(變異性

大)的泥火山，如小

滾水、千秋寮、烏山

頂等，那麼泥火山區

將極具吸引力，比鹽

埕或泡泡等僅有噴

泥盆和噴泥洞單調

造形的泥火山，更能

發揮自然景觀的教

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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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目標 
教學流程與說明 時間 

教學 

評量 

教學 

資源 

指導要點注意
事項 

 

（三）兩難問題：以高雄─台南的「月世

界」地區為例，這個地方是台灣島

特殊的泥火山地形景觀，自然環境

單純，且形成過程不易，是個天然

的自然地理教室；相對的，這裡屬

於惡地地形，不利種植植物，生物

少有蹤跡，連帶也影響當地居民的

生活與生計，若是能將月世界開闢

成休閒觀光名勝，讓更多的遊客可

以利用休閒假日來到這裡賞景，順

便促進當地產業、經濟發展。 

1.想要開闢成觀光景點，是否會破壞

到原有的自然環境，說說看，會

有哪些破壞？ 

2.若是發展觀光，可以當地帶來哪些

利益？ 

3.這些考量是否有衝突？該如何取

捨？ 

5分

鐘 

 

至少有

1 人以

上可以

說出 

 

投影片 

圖片 

 

 

 

投影片 

圖片 

 

 

此外，分布在高屏

平原的三個泥火

山區，規模雖大，

可是因為位於人

類活動密集區，或

因農民為保護其

田 園 而 加 以 圍

堵，或因破挖掘取

之為製磚原料，或

因長期處於休眠

狀態，以致於它們

的自然形貌被破

壞，也大大地降低

了它們的景觀價

值。而如果泥火山

區的附近或區內

存在特殊植物群

落、特殊地形景

觀，或是其他風景

區的時候，也許能

提高它們的吸引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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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控制組教案 
※本教案內容提供教學參考，教師可依據教學活動、教學現場、教學時間

等需求，調整教學內容與方式。  

第一節課  

活動  
內容  

教學流程與說明  

教

學

時

間  

教學  
評量  

教學  
資源  

指導要

點注意

事項 

一、引起動機   

1.藉由描述與圖片帶領學生接觸泥火山的

特殊地理景觀，引導學生發覺有關泥火山

的問題，並對泥火山產生好奇：  

2.請曾經聽過或看過泥火山地形的同學發

表對此地形環境的看法。  

10

分

鐘  

至少各

有五位

學生嘗

試回答 

投影片 

圖片 

請曾經

見過泥

火山的

學生發

表 經

驗。 

二、提出問題與確立探討主題  
1.提出問題讓學生進一步討論泥火山地
形。  

˙它會冒出岩漿嗎？  
˙為什麼叫泥火山呢？  
˙泥火山怎麼會有泥漿呢？它會燙嗎？  
˙泥火山的泥漿顏色為什麼是灰色的？  
˙為什麼有氣體？會臭嗎？  
˙為什麼要保護泥火山？  
˙地上有好多腳印！是誰留下來的？  
˙泥火山附近的植物有什麼特別的？  
˙它很深嗎？水從哪裡來？  
˙泥土可以做什麼用？  
˙跟地震有關嗎？跟季節有關嗎？  
2.根據問題分類為「泥火山的構造」和「泥
火山的利用與保護」兩個主題。  

 
25
分

鐘  
 
 
 
 
 
 

 
至少有

五位以

上學生

回答 
 
 
 
 
 
 
 
 

 
泥火山 
分佈圖 
 
 
 
 
 
 
 
 
泥火山

噴發的

圖片 

 
請學生

發揮想

像力猜

猜看 
 
 
引導學

生進行

問題分

類進而

確立探

討主題 
 

活
動
一
：
確
立
探
討
主
題(40

分
鐘) 

三、歸納總結  

1.「泥火山的構造」將進一步討論特殊景

觀、形成原因、與泥水含量關係及台灣

泥火山的分佈。  

2.「泥火山的利用與保護」將討論泥火山

的景觀價值及泥火山保護區。  

5

分

鐘  

 

  引發學

生學習

動機的

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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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課  

活動  
內容  

教學流程與說明  

教

學

時

間  

教學  
評量  

教學  
資源  

指導要

點注意

事項 

 引起動機   
利用帶領學生接觸泥火山的特殊地理景

觀，由圖片中引導學生發覺有關泥火山的

問題，並對泥火山產生好奇：  
○1泥火山會冒出岩漿嗎？  
○2為什麼叫做泥火山呢？  
○3泥漿會燙嗎？  
○4泥漿的顏色為什麼是灰色的呢？  
○5會有味道嗎？  

10
分

鐘  

至少各

有一位

學生嘗

試回答 

投影片 
圖片 

請曾經

見過泥

火山的

學生發

表 經

驗，或

請學生

發揮想

像力猜

猜看 
ㄧ、泥火山的分布  
1.請學生觀察台灣泥火山分布的圖例，並
回答有什麼發現？  

2.問題：泥火山的分佈是否具有特殊的情
形？  

3.引導學生思考：  
  ○1什麼是火山？  
  ○2火山和泥火山相不相似？  
  ○3分佈圖上為何泥火山分布在相近的區

域，是否和火山一樣有特殊的條件？  
二、泥火山形成條件的推敲  
1.使用相似的地形景觀引導學生比較、思
考泥火山應有哪些形成條件？  

 
 
2.提出相似的台灣地形景觀作比較，提供
不同的思考方向，例如：泥火山有泥、

水分與氣體，和關子嶺的水火同源 (水、
氣 )、恆春的出火(氣 )有何差異。  

 
10
分

鐘  
 
 
 
 
 
 
 

10
分

鐘  
 
 

5
分

鐘  
 

 
至少有

1 位以
上學生

回答 
 
 
 
 
 
 
能說出

泥火山

有泥、

水分與

氣體 
能說出

不同的

地方 

 
泥火山 
分佈圖 
 
 
 
 
 
 
 
 
泥火山

噴發的

圖片 
 
 
水火同

源、出

火的圖

片 

 
 
 
 
 
利用推

理引導

學生了

解泥火

山的形

成 條

件，使

學生靈

活 思

考，不

要死背

現成的

教材知

識。 

活
動
二
：
泥
火
山
形
成
條
件
的
探
索(40

分
鐘) 

三、歸納總結  
◎泥火山形成的條件：  
簡而言之就是斷層、泥岩層、天然氣、地

下水  
1.地底下儲有高壓氣體；  
2.岩層有裂隙，可供氣體和地下水湧升至
地面；  

3.岩層中有膠結鬆散、易被地下水帶動的
泥質物。  

 
5
分

鐘  
 

   
將形成

條件與

台灣斷

層、泥

岩層分

布相互

應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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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課  

活動  

內容  
教學流程與說明  

教

學

時

間  

教學評

量  

教  學  

資  源  

指導要

點注意

事項 

活
動
三
：
泥
火
山
的
特
殊
景
觀(40

分
鐘) 

一、引起動機：展示高雄縣月世界的圖片  
詢問學生是否聽過、看過、到過月世界？  

 
二、想一想，造成月世界的原因有哪些？  

(一)從土壤 (泥岩)的特性來分析：  
1.沈積岩，顆粒細、孔隙小、未變
質，易龜裂，不易著生  

2.土壤含可溶性鹽成份很高  
→土層分散作用  
→每當雨季，即隨水流失  
→影響土壤穩定度，更助長其沖
蝕的災害  

(二)從 (泥岩的)風化作用來分析：  
1.泥岩風化剝蝕，主要決定表面、
地下水、邊坡傾斜角、時間、當

地氣侯和透水性等因素。  
2.侵蝕作用強烈，加上泥岩惡地地
區的山坡坡度都很大，在物理及

化學作用同時進行下，使表層岩

層不斷的剝落、滑下，新的岩層

又裸露出來，一次一次的持續進

行著，植物難著根生長。   
  (三) 從差異侵蝕的作用來分析  
  (四 )月世界這樣的地形景觀好處多？還

是壞處多？所以給這種地形稱作什

麼？  
 
三、歸納總結：觀察月世界的圖片，說說

看惡地的主要特徵有哪

些？  
答：具有非常細緻的水系網路短而陡急的

坡，狹窄的河間地和童山濯濯草木難

生的景觀  

5
分

鐘  
 
 

10
分

鐘  
 
 
 
 
 
 

10
分

鐘  
 
 
 
 
 
 
 
 

10
分

鐘  
 
 

5
分

鐘  

 
 
 
 
 
至少有

1 人以
上可以

說出 
 
 
 
 
 
至少有

1 人以
上可以

說出 
 
 
 
 
 
 
 
 
 
 
 
 
至少有

1 人以
上可以

說出 

 
月世界

的圖片 

對於欲

觀察重

點能給

予提示

注意 
 
 
利用推

理引導

學生了

解特殊

景觀的

成因。 
 
 
 
 
 
 
 
 
 
 
 
 
 
 
 
 
 
將形成

條件與

特殊景

觀相互

應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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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課  

活動  
內容  教學流程與說明  

教
學
時
間  

教學評
量  

教  學  
資  源  

指導要
點注意
事項 

活
動
四
：
泥
火
山
的
類
型(40

分
鐘) 

一、引起動機  
 (一 )比較清水、泥水、泥漿流動的速度有

什麼不同？  
 
 (二 )把清水、泥水、泥漿裝在塑膠針筒

中，經過擠壓，請學生觀察從不同針

筒流出來的情況如何？  
 
 
 (三 )從上面的實驗說明什麼是「稠度」？  
     請學生回答：  

1.稠度越低(高 )，噴射出來的速度怎樣？  
2.稠度越低(高 )，噴射出來的形狀怎樣？  
3.稠度越低 (高 )，推擠針托的力量較大？
還是較小？  

二、以投影片介紹泥火山的類型：  
◎噴泥錐：泥漿稠度最高，常成數公尺高的

錐狀小土丘。噴泥口直徑約數十

公分，邊坡陡峻(>20度)。 
 ◎噴泥盾：噴泥口直徑約數十公分，外形

是屬於邊坡較緩 (5 至 20 度)的
盾狀丘。  

 ◎噴泥盆：噴泥口直徑約在數十公分至 l、
2 公尺之間，邊坡極緩 (<5 度)，
外形像裝滿水的臉盆。  

 ◎噴泥池：噴泥口直徑達數公尺，噴泥稠
度極稀，外形彷彿泥塘。  

 ◎噴泥洞：噴泥口直徑僅數公分，常出現
在稻田、溝渠、山坡上或樹根

下的洞穴。  
二、請學生在聽完講解之後，想一想，造

成不同類型泥火山地形的原因是什

麼？  
 

三、歸納總結：  
   造成不同類型泥火山地形的原因，主要

受噴發泥漿稠度的影響  

 
10
分

鐘  
 
 
 
 
 
 
 
 
 
 
 

20
分

鐘  
 
 
 
 
 
 
 
 
 
 
 

 
5
分

鐘  
 

5
分

鐘  

能說出

三者流

動速度

的快慢 
能觀察

三者從

針頭流

出的形

狀 
能說出

實驗與

觀察的

結果 
 
 
 
 
 
 
 
 
 
 
 
 
 
 
 
 
 
 
 
 
 
至少有

1 人以
上可以

說出 

 
清水、

泥水、

泥漿、

塑膠針

筒 
 
 
 
 
 
 
 
 
 
泥火山

類型投

影片 
 
 
 
 
 

○1 可 用
膠水取

代 泥

水、樹

脂取代

白膠 
○2 塑 膠
針筒的

方向要

朝上，

並緩慢

推動針

托 
○3 課 前
先準備

好，可

減輕上

課間的

混亂並

減少發

器材的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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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課  

活動  

內容  
教學流程與說明  

教

學

時

間  

教學評

量  

教  學  

資  源  

指導要

點注意

事項 

活
動
五
：
台
灣
泥
火
山
的
分
佈(40

分
鐘) 

一、引起動機：台灣各地泥火山地形圖片  
詢問學生是否曾經聽過、看過這些泥火

山地形？  
 
二、複習泥火山地形形成的原因有哪些？

從成因推判泥火山分佈的條件。  
(一)具備泥火山形成條件的地區  

岩層中的裂隙有利於地底氣體和地

下水的流通，此兩條件出現於：  
1.地熱區→上湧泉水溫度高  
2.油田帶→水溫低，混有古海水，鹽
分高  

3.泥岩區→泥火山地形  
(二 )台灣西南部山麓區的低溫泉水密集

區，則與天然氣和較小規模的背斜軸

部斷層密切相關。  
(三)台灣的泥岩層：  

1.南化泥岩  
2.利吉層泥岩  
主要分佈在是台南、高雄及台東縣境

內。  
(四 )台灣泥火山分布在台南縣、高雄縣、

花蓮縣、台東縣等地，可劃分為 17 個
泥火山區。  

(五 )例舉具代表性的烏山頂泥火山區 (噴泥
錐 )、埤底巷泥火山區 (噴泥盆 )、小滾
水泥火山區 (泥漿豐富)等。  

 
三、歸納總結   

透過分析台灣地形特色，結合泥火山

地形成因的條件，瞭解泥火山出現在

各地的原因，要能瞭解地理環境並非

毫無理由的出現，其來有自。  

2
分

鐘  
 
 

15
分

鐘  
 
 
 
 
 
 
 
 
 
 
 
 
 
 
 
 
 
 
 
 
 
 

3
分

鐘  

至少有

1 人以
上可以

說出 
 
至少有

1 人以
上可以

說出 
 
至少有

1 人以
上可以

說出 
 
 
 
 
 
 
 
 
 
 
 
 
 
 
 
 
 
至少有

1 人以
上可以

說出 

各地泥

火山地

形照片

及影片 
 
 
 
 
台灣地

形圖、

斷層圖 
 
 
 
 
 
 
 
 
 
 
 
 
泥火山

分佈圖 
 
 

對於欲

觀察重

點能給

予提示

注意 
 
 
利用推

理引導

學生了

解地形

成因，

能從各

個條件

中推判

出分佈

的 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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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起動機   

利用準備的投影片教材及圖片，與學生討

論近年來自然環境的變遷及人為破壞。  

 

3

分

鐘  

至少各

有一位

學生嘗

試回答 

投影片 

圖片 

注意平

時不易

察覺的

變動 

二、討論泥火山生態衝突點  

˙請學生根據泥火山自然景觀與周遭人文

互動可能產生的問題作小組討論。例

如：泥火山有哪些獨特的景觀需要保

護？這些獨特景觀是否應該有更多人來

參觀？  

˙製造討論衝突點：如果你是當地區民，你

會希望泥火山受到保護嗎？或是希望有

更多的人來參觀泥火山，讓此地變得更

繁榮？  

 

三、泥火山開發辯論會  

˙提出問題情境：「站在經濟發展立場，思

考如何開發此區，使這裡更進步，成為

著名觀光區，讓全國人民都可以重視泥

火山；站在生態保育的立場，如何維護

自然景觀，不致遭人破壞」。將學生分為

兩組 (贊成開發與反對開發)進行辯論。  

 

8

分

鐘  

 

 

 

 

 

 

 

 

7

分

鐘  

 

 

 

 

 

至少有

3 位以

上學生

回答 

 

 

 

 

 

 

 

能分成

立場對

立的兩

組進行

思辯 

 

投影片 

圖片 

 

 

引導學生

尊重他人

別的報告

與想法  

 

引起學生

對泥火山

生態與開

發方面的

兩難衝突

看法  

 

活
動
六
：
泥
火
山
保
護
區
及
景
觀
價
值(40

分
鐘) 

四、歸納總結  

教師針對辯論活動做綜合說明，並將兩方

說法加以彙整。  

 

 

2

分

鐘  

  在學習過

程中作進

一步的價

值判斷。  

 
 
 
 

第六節課  
 

泥火山地理環境單元學習成就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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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社會領域泥火山地理環境單元學
習成就測驗卷(正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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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社會領域泥火山地理環境單元學

習成就測驗卷(預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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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泥火山地理環境課程學習態度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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