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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精熟學習的發展背景

 精熟學習的觀念早在一九二0年代即已產生，一九二二年華虛本(Carleton

 忙Wa^^h^rn^ )及其同事所設計的「文納特卡制」(Winnetka P^an)，及一九二六

 年莫禮遜(Henr^ C. Marrison)博士在芝加哥大學實驗學校的教學實驗，為精熟

 學習法的濫鯓。這兩種教學制度的主要特徵，第一精熟的標準被界定在於學生所要

 達成的特定教育目標;第二教學內容分成較小的學習單元，每個單元的教材依序編

 排，以期達到單元目標;第三學生必須完全精熟該單元，牙能進行下一單元的學習

 ;第四每個單元結束時，實施診斷進步的測驗，以提供學生學習的回饋;第五依據

 診斷學生學習的資料，安排學生適當的學習校正，以完成其學習單元;第六實施個

 別化教學，時間不限制，以培養學生的學習精熟。這六項特徵已初具精熟學習法的

 雛型。

 一九六三年卡洛(John B. Carro^^'s)設計了有效的「學校學習的模式」，卡

 洛認為學生性向應視為學生學習速率的指標，所有學生都具有潛能學好東西，只是

 所需時間不同而已，他相信如果允許學生學習某一學科到某一效標層次所需的時間

 ，學生就能達到特定的成就水準。學生所達的學習程度可用下列公式表示，即學生

 學習程度，等於學生實際從事學習所費的時間，除以真正學好該科所需時間的函數

實際所費時間
 學習程度= f

真正所需時間

 他認為學生學習所費的時間，約有兩項決定因素:一是允許學生從事學習的時

 間總數;一是毅力，即學生願意積極投入學習的時間數量。而學生學習所需的時間

 ，約有三項決定因素:一是學生性向，性向愈高，學習所需時間愈短;一是學生瞭

 解教師教學的能力;一是教師教學的品質，即以最佳的方式，呈現教學的內容。如

 果教師教學的品質與學生瞭解教師教學的能力均高，則學習所需的時間較少。反之

 ，如果兩者均低，則所需時間須增加。卡洛的公式可再化為

 1．允許的時間2．毅力

^ (^)
 3．性向4．教學的品質5．瞭解教學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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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八年布魯姆(B^oom  B．)把卡洛這種概念模式轉換成有效的實行模式，

 他認為如果學生的性向可預測學生學習一項工作的速率，則我們可以固定學生學習

 精熟的程度，並系統操作卡洛模式的相關教學變項，則幾乎全部的學生將可達到該

 精熟度。如果學生學習某一科目的性向是常態分配;並且如果提供這些學生以傳統

 的教學，則其學科的成就也是常態分配，如圖一。亦即性向與成就的相關甚高。

性向成就

圖一傳統教學的成就分配

 如果學生的性向是常態分配，但是如果每一學生接受最佳品質的教學及給予所

 需的學習時間，則大部分的學生可能達到精熟的程度，亦即性向與成就的相關甚低

 ，甚至無關，如圖二。

性向成就

圖二精熟學習的成就分配

 二、精熟學習之理論基礎

 □哲學基礎:

 易經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鼓勵人效法天體運行之恆常而努力

 不懈。黃庭堅跋奚移文:「持勤補拙，與巧著億。」強調勤奮的學習，以彌補不足

 之處。鏡花緣廿一回:「．…‥俗語說的，熟能生巧……。」在不斷的練習中，自然

 能培養出熟練的技巧。美國發明家愛迪生說:「天才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加上

一分的天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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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思想都激勵人要有主動積極的學習態度，奮發進取的精神。論



 語陽貨第十七章，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上智者和下愚者，天生的性向已

 定，不容易改變他們，然而大多數的人資質相近差異不大，學習的成就表現，就在

 於學習的態度、方式，和所花費的時間上，產生出不同的結果。精熟學習的理念，

 與上述思想是一致的。

 □心理學基礎

 期待產生之成就效應，最具名的皮葛馬連(Pygma^^on)效應，當皮葛馬連期

 待自己所膨的雕像，成為他的伴侶時，他的祈禱和期盼，終於使他的願望成真。這

 種高期待的效應，應用在教室裏的教學，其效果也從相關研究中獲得證實，教師的

 期望與學生的成就之間的關係有六點:

 1．教師對學生期待不同的行為和成就。

 2．因為不同的期待，教師對學生有不同的態度。

 3．教師看待學生常有差異，這種差別看待影響學生的自我觀念、成就動機及抱負

 的層次。

 4．教師期待會影響學生的行為和成就，被教師期待高的學生會有高的成就，而被

 教師期待低的學生，成就則會退步。

 5．假以時日，學生的成就和行為會跟他們被期待的模式漸趨一致。

 6．期待產生行為，爾後造成自我實現。

 精熟學習法的教學，當學習開始之前，教師即告訴學生，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五

 的學生，能達到精熟的標準，對學生產生高的期待，激勵學生內在的期望，以與自

 己所學的材料競爭，而非與他人競爭，教師以鼓讚許的方式，製造溫馨的學習氣氛

 ，學生的能力，學習的動機被激發，自然朝期待的標準去努力。

 古人說:「活到老，學到老。」，莊子曰:「吾生也有涯、知也無涯。」，現

 代的社會是知識爆炸的時代，知識日新月異，惟有不斷的學習，才能適應現代化的

 生活，終生教育的理念應運而生，學習成為一種繼續生活的歷程。根據許多學者研

 究的顯示，兒童前期的發展，乃為日後的心理成長奠定基礎，學校教育如能促進個

 人認知、動機、社會情感等方面適度的發展，則將為個人終生自我實現奠定良好的

 基礎。個人已往的學習經驗、自信心，與繼續學習的意願和動機有密切的關係，精

 熟學習對自信心的建立有絕對的助益。俗話說:「不怕慢，只怕站。」，大學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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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盤銘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能有信心去學習跨出第一步，不在乎學習

 速度的快慢及學習時間的長短，不是與別人作比較，乃是評量自己是否一天比一天

 進步，如此才能充實自我，實現自我，個人的素質提高，社會也和諧進步。

 三、精熟學習的要素與實施

 馬克涅(J．D．McNil)歸納精熟學習法的要素如下:

 lJ學生須了解學習工作的性質，及其學習程序。

 2．教師須擬訂特定的教學目標。

 3．教師須將學科分成較小的學習單元，並在每一單元結束時，加以測驗。

 4．每個測驗後，教師對學生的錯誤和困難，應該給予回饋。

 5．教師須尋求各種方法，以改變某些學生方便學習的時間。

 6．教師應提供學生各種不同的學習機會，以益學生的學習。

 7．由二、三名學生組成小組，定期集會一小時，檢討複習測驗結果，互相協助克

 服學習困難，則學生會更加努力。

 布拉克等人(^^^ck & Anderson)指出精熟學習的實施策略

 1，界定精熟學習的範圍

山建立整個科目的教學目標

 (2)依據目標設計總結性測驗，確定精熟的標準。

 (3)將學科分成一系列學習單元。

 (^)確定每個單元所包含的科目目標。

 山設計每單元要呈現給學生的教材，計畫引導學生進入學習的方法。

 (2)發展回饋和補救的程序，最重要的是形成性測驗的設計。

 山教導學生精熟學習的觀念，包含學什麼，如何學、學到何種程度。

 (2)依照計劃好的教學方法、教第一個單元。

 (3)實施第一個單元的形成性測驗，按照結果將學生分成兩類，精熟者自由進行

 加強活動，未精熟者參加補救教學，以達到精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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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重複上述程序，教完所有的單元。

 (5)時間的運用有兩種方式，一是運用課外時間補救

 ，來補救前面單元發現的缺點。

了三借用後面單元的時間

 山實施總結性測驗，達到既定標準者都給甲等，其他則依表現給予相互的等第

 (2)評分程序是將個人表現與標準比較，而不是與別人比較。

 四、精熟學習的評量、校正與充實活動

 精熟學習法的關鍵要素在個別化的校正教學。布魯姆認為不管學生與學習環境

 的配合如何良好，不管目標或教學單元的編排如何精確，不管教學材料及活動的設

 計如何多樣，若干學生仍然會發生錯誤，產生誤解。因而提供部分學生額外的學習

 時間及協助，以改正其錯誤和誤解仍屬需要，如圖三精熟學習法的教學過程。

 		%   ft   ^   m		
 				

 第一次形成性測驗	斗	匠竺	呻	第二次形成性測驗
圖三精熟學習法的教學過程

 在校正活動之前，教師要為每一單元建構一種簡單的、不分級的診斷進步情形

 的測驗或形成性評鑑工具。形成性測驗可以有多種形式，大多是選擇題或簡答題式

 的小考。形成性測驗最重要的特徵是，迅速而正確地提供學生有關其學習進展的回

 饋，作為補救學習困難之用。換言之學生獲得的分數，不僅僅是作為等級評定之用

 而已，它的主要用途是要檢視學生的學習進展並指引後續的學習。良好的形成性測

 驗應用有以下的特徵:

 1．對全部受試學生而言，均明白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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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應有明確易懂的作答說明，其內容包括如何作答、計分方式、限答時間及測驗

 的基本目的。

 3．施測時只須少量的課堂時間，教師可讓學生交互核對答案，並就學生學習進步

 的狀況立即予以回饋。

 4．形成性試卷通常包括數題螺旋式的試題。螺旋式的試題就是依據或建基在先前

 單元教材而編製的試題其功用能增強先前的學習及學習保留，及促進概念及原

 則的遷移。

 5．形成性試卷須密切配合教學計劃細目表而編製，使學習目標和教學過程一致，

 藉以檢視學生學習的進步情形。

 針對學生學習困難必須進行補救，校正活動的目的就是要幫助學生補救起始教

 學時所遭遇的困難。為了提供校正活動不同的途徑，教師必須做到以下二件事，第

 一就是用不同於起始教學的方法來呈現教材，第二就是讓學生在不同於起始教學的

 方式下學習。校正活動成功的要點如下:

 1．重新教學:即教師用新方法重新解釋一個複雜概念或目標的校正活動，是一項

 非常簡單而有效的工作。

 2．重讀教科書:就是指出教學書上所解釋或討論的特定概念。

 3．使用輔助教材:可以提供不同的角度來呈現或解釋同一概念和想法。

 4．使用輔助器材:包括圖片、模型、錄音帶、影片、錄影帶等不同的教具。

 5．使用工作手冊:是教師彈性補充單元教學活動的良好資料。

 6．使用教學遊戲:很容易讓學生融入學習狀態中，同時更能增進學生合作的情誼

 7．使用小組研討的方法:由三、四個學生互助合作一起研討學習上的困難。

 8．使用個別輔導老師:可說是所有校正活動最有效的方法;通常可由已經精熟學

 習單元內容的學生，可充當優良的輔導老師，其他如助教、學長、父母等也都

 是適當的人選。

 9．利用電腦輔助教學。

 校正活動的說明，可在形成性測驗卷或答案卷上或用另外一張紙來說明。

 而對在第一次形成測驗時，成績達到精熟標準或超乎其上、學習特別快的學生

 ，應該進一步給他們充實活動內容，擴展他們學習的領域。要使學生的充實活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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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效果，其內容應具備以下兩個要素，第一它必須是另一個具有酬賞性及令人興奮

 的學習機會，第二充實活動的內容必須富有挑戰性。再者充實活動如能提供學生彈

 性選擇的機會，就能像校正活動般，提高活動本身的獎賞效果，而提升學生的學習

 興致。充實活動的種類如下:

 1．同擠教學:對學習較快的學生來說，幫助其他同學了解學習單元內的教材，是

 一個很好的自我充實經驗。當他們極力尋找不同的方法來解釋一個想法或概念

 給同學聽的同時，自己也獲得了更深一層的認識，教者比受教者獲益更多。

 2．為同學出練習題:除了直接教導其他同學以外，學得快的學生，也可以幫忙為

 某個特定單元構想一些新的練習題。

 3．發展與技能有關的教學媒體:對許多學生而言，有機會參與設計可能充做學習

 用的教具、教學遊戲等，是件令人非常興奮的事。

 乙特殊的計劃和報告:對許多學習反應較快的學生來說，最富有鼓勵作用的充實

 活動，莫過於提供他參與特殊計劃或讓他準備一份特定的報告。而該份計劃或

 報告的主題則必須與該學科有關，同時還須是學生所感興趣的。

 5．有難度的遊戲、問題和比賽。

 6．高級電腦輔助課程。

 五、精熟學習與能力本位教學之比較

廿精熟學習與能力本位教學相同處

 1．均為有計劃的教學方式。

 2．是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方式。

 3，規定學生達到一定的水準，學習效果明確。

 4．評鑑為教學過程申之重要步驟。

 5．能力本位教學也是一種精熟的學習方法

廿精熟學習與能力本位教學相異處

 1．精熟學習在教學一開始，即告訴學生百分之分九十五可達到精熟的水準，高期

 待效應較能力本位教學明顯。

 2．精熟學習是由教師進行團體式個別化教學，而能力本位教學由學生依據教材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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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學習。

 3．精熟學習的形成性測驗，所有學生在同一時間參加評量，考完後可由學生依據

 標準答案自行評分成友互評分。若未通過可再參加一次同單元的副本測驗。能

 力本位教學學生自認熟練時，即可個別要求評量，由教師或助理論評分並告知

 是否通過，若未通過可不限次數對同一單元進行練習，直到精熟為止。

 4．精熟學習校正活動型態較多，學生可透過教師設計的各種校正活動或教材來改

 正錯誤。能力本位教學所實施的補救學型態較少，如沒有小組研討的方式。

 5．精熟學習之充實活動範圍較為廣泛，能力本位教學則多為繼續學習新的單元。

 6．精熟學習學生互相合作的活動及精神較為明顯，能力本位教學學生彼此間還是

 存有競爭的心理。

 六、結言侖

 精熟學習主張在有效的教學下，學生所花學習時間足夠，則百分之九十五的學

 生，能達到精熟的水準，其推崇勤勞的美德，符合我國民之民族性與哲學觀。對於

 職業教育體系的學生。已經過一次聯招的篩選，學生之間的性向相近，不應硬套上

 常態分配曲線來凸顯其差異;職業訓練申心的教學目標，亦是希望受訓的學員個個

 都能達到精熟的水準，都能獲得一技之長，而在目前來說，大部份職業學校的學生

 ，並非以第一志願來就讀職業學校，因此教師在教學上應多給予鼓勵，協助學生自

 信心的建立。精熟學習的特質，在自我概念上，給予學生高期待，使學生覺得受到

 尊重與重視，看重自己的價值，視自己為成功的人物，對自己充滿信心;在情意學

 習方面，會使學生相信自己的能力，對學習內容產生興趣，希望進一步的學習;精

 熟學習的總結性評鑑，以目標作為評分的參照點，凡達到精熟標準的學生，都可以

 得到最好的成績，學習者比較容易趨向合作，而不是相互比較、彼此競爭，教室氣

 氛融洽和諧。精熟學習的理念，充滿樂觀的人性與教育觀，促進學生的學習動機，

 為生涯教育的繼續學習，奠定良好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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