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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與課室瞻翌到袁境．

 洪振方、林志能，乙刁^^^^匕

 本研究旨在設計論證素材，規劃論證活動，並將之轉化為可在網路學習環

 境與課室學習環境中具體操作的論證課程，藉以提升學童論證能力。研究方法

 採用準實驗研究的不等組前後測設計，以葉玉珠(^003 )的「批判思考測驗-

 第一級」為前測，以研究者自編的「，侖，豎能力測驗」為後測進行共變數分析。

 研究對象為國小六年級學生共103人，進行連續八週的實驗教學活動後，比較

 網路論證學習環境組、課室論證學習環境組和對照組三組學生論證能力的表

 現。資料分析顯示課室論證學習環境組學童的論證能力表現比網路論證學習環

 境組好，課室論證學習環境的設計對六年級學童整體的論證能力提升有幫助，

 且具有申度以上的實驗效果量，因此在教學實務上具有推廣的價值。另外，研

 究也發現學生使用論證語言來進行解釋時主要是進行現象的描述，使用論證語

 言來進行辯護時主要是為自已的宣稱進行防禦，使用論證語言來進行反駁時主

 要以思考對方弱點的方式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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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且

 洪振方、林志能

研究背景與目的

 一"刊盲

 科學學習不只應重視探究能力的培養，尤其應特別強調論證過程的動態呈現，以

 培養學生論證的能力來理解並認識這個世界( A^ner^can   Assoc^at^on   60r  t^]e

Advance^ne^]t Of Sc^ence  [AAASl,   1993 ; zohar & Ne^et,  2002 ; Organ^zat^on  OOr

Econo^n^c Cooperat^o^ a^)d Deve^opme^]t [OECD], 2004 ; Osborne, Erdu^ran, & S^mon,

 2004 ; Ku^n, 2005 ; Sandova[ & Mil^wood, 2005 ; Kuhn & Ude^^, 2007 ;教育部^^00^ 1

 20^^;林志能、洪振方，2008)。學生透過論證的過程，不僅可以闡述特定的概念理

 解以當作支持的理由，並且會試著辯證他們的觀點，而其他人則會挑戰其觀點，表示

 懷疑，產生另有的想法，因此^^個清楚的概念瞭解將會在論證的過程中浮現出來

 (Newton, Dr^ver, & Osbo^ne, 1999)。上述科學學習的核心目標是要說服學習者能夠

 為他所抱持的想法去尋求合適的證據及理由，並且將證據和理由之間的關係作一個合

 理且有效的連結，然後認真地把它們當作是信念及末來行動的指引，以便監控並促進

 自己的科學學習。

 教育部於九年^貫課程綱要中指出，中小學資訊教育總藍圖的整體願景是「資訊

 隨手得，主動學習樂;合作創新意，知識伴終生」。其中特別指出學生要具備運用資

 訊進行判斷、組織、決策與處理的能力，並能創造新資訊;如此，不但能養成獨立學

 習的習慣，以能在全球化的網路學習社群中與他人進行合作學習，培養健全的社會價

 值觀與開闊的世界觀(教育部，200^)。從上述說明中，可以發現本質上資訊教育的

 教育目標可以看成是一個運用資訊、進行問題解決的活動，希望訓練學習者能在眾多

 訊息海洋中，找尋有意義的證據，以說服自己建構合適的觀點，並經由群體澄清的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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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特性，達到個人知識重憐的目的。

 Re^ser (2002)把網路輔助學習環境當成一種認知的^具，透過這種認知工具可

 以幫助學童來表徵和操作訊息，述讓這種認知工具變成主體和客體互動的一個載具。

 但是隨著網際網路快速發展，各種資訊取得變得更加快速便利，面對雜沓不一的多樣

 訊息，學習者常無法合宜考慮各種不同宣稱，以便針對所要認識的事物下^^個合理的

 決策判斷，因此如何根據報章和媒體所獲得的訊息，找到不同的來源證據，得到彼此

 競爭的宣稱，然後進行決策呢? Osborn]e ^ Erduran和S^^non (2003)更進一步指出學

 習者需要使用論證來評估所獲得證據的有效性和可信度，並建立理由與證據之間的連

 結，以進行合宜的決策。

 基於上述觀點，本研究設計論證素材，規劃論證活動，然後分別在網路學習環境

 與課室學習環境中將之轉化為具體可操作的課程，藉以提升學童論證能力;同時探討

 學童在兩個不同學習環境中使用論證語言來進行解釋、辯護和反駁等論證能力之表

 現。

 二、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目的在設計論證學習環境並探討學童在此環境中論證能力之表現，以網路

 環境申進行論證課程的班級為實驗組一;以課室學習環境中進行論證課程的班級實驗

 組二;以不進行任何教學的班級瀉對照組，進行準實驗設計。其研究問題如下:

 (^)網路論證學習環境組、課室論證學習環境組和對照組的國小學童論證能力

 表現是否有差異?

 (2)網路論證學習環境組、課室論證學習環境組和對照組的國小學童論證能力

 的組型(^atner^)有何不同?

 貳、網路論證學習日袁境之己理論根基

 一、論證的意涵

 合證是科學實務中相當重要的核心部份，大部分科學家的主要工作就是實際去形

 成^^個論證架構、收集並權量證據、建構理由來支持假說以及針對另有的解釋進行言d"

 而几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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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同時科學社群成員也透過檢驗、批判科學家的主張，來管控並提刊，科‥學的品質。

 因此想要瞭解科學，就必須要先瞭解科學的論證是如何建構出來的(Kuh^, 1^93; Dr^ve^,

 Newton, & Osborne, 2000 ; DuschI凡Osborme, 200^)。科學論證是在探究過程中所建

 構的一個符號產品，科學家藉由提供證據，考慮反證和競爭假設等智力生產活動來解

 決各種不同的觀點，以支持其研究假設，建構其科學理論，然後形成科學知識，而透

 過對不同科學知識進行評價，科學亦得以進步(Kuhn, 1993 ; Lawson, 2003 ; Osborne et

 a^., 2004 ; Kuh^), 2005 ; Nussbau^^ S^natra, & Po^^qu^n, 2008) 9亦即科學家透過使用科

 學語言來進行解釋、交流和說服，然後說服自己並與科學社群進行溝通，透過科學論

 證進而達到瞭解科學現象的目的。

 本研究採用上述觀點，分別從個人的角度和社會意義兩個層面來探討論證。從個

 人角度來看，將論證視為是個人使用推理、理論想法或實徵證據來對知識宣稱形成判

 斷，亦即個體需能以證據來支持理論，透過適當合適的證據支持自己所提出的理論，

 當個體能提出證據，描述證據與理論之間的因果關係，則比較能說服自己接受這個論

 證，因此特別強調理論性解釋和證據兩者的相關強度，希望邏輯能完整融貫，理論與

 實際能保持^^致彼此不矛盾。而從社會意義的觀點來看，則是個人與個人之間存在一

 些爭論或是不同的意見，而其中一．方試圖藉由說科學(^a^kin^)或是科學寫作( writ^ng )

 的方式，針對特定宣稱，提出說服另^^方的一種理性的社會性活動，學習者經由互相

 討論、挑戰、質疑和辯論，讓兩個或更多人融入在對宣稱的正反爭論的對話過程中，

 進而達到協調自己觀點和他人勸點的論證能^J  ( A^e^xandre  &  Erduran,  2008 ;

 Garc^a-M^^a & A^]dersen, 2008 ; W。志;能、洪振方? 200^)?

 由上論證能力的展現方式不僅可以使用「理論與證據的協調」的方式，進行--種

 內在、個人的心理對話歷程，同時也可以使用「個人觀點與他人觀點的協調」的方式，

 進行外顯、社會性的對話。因此Kuhn (2005)認為論證的認知活動應同時兼顧發展

 「理論與證據的協調」以及「個人觀點與他人觀點的協調」，依此脈絡Kuhn提出10

 個論證的認知活動來發展提升學童的論證能力;這-^-個活動分別是「產生推理」、「精

 緻推理」、「以證據來支持推理」、「評論推理」、「發展推理進入論證」、「審查並評估對

 立觀點的推理」、「產生用來反駁他人推理的論點」、「對他人用來反駁的論點產生抗

 辯」、「考慮正反兩方的證據」、「學習評估正反兩方的觀點」( Ku^hn , 2005 ) o

 而本研究中主要論證教學活動的設言」-原理，則依照上述理念進行設計。首先，透

 過「產生推理」、「精緻推理」、「以證據來支持推理」的活動關卡設計，將原木個人的、

 -7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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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在的思考歷程，透過明確的活動目標指弓^，讓學生得以提升「理論與證據協調」的

 論證技能，能與自己進行論證。其次，透過「評論推理」、「發展推理進入論證」、「審

 查並評估對立觀點的推理」、「產生用來反駁他人推理的論點」、「對他人用來反駁的論

 點產生抗辯」、「考慮正反兩方的證據」、「指導評估正反兩方的觀點」等目標明確的活

 動關卡設計，有計畫的引領學生在對話的脈絡中共同建構論證，以提升「個人與他人

 觀點協調」的論證技能，能與他人進行論證。

 二、網路論證學習環境

 BransnOrd - Brown與Cock^^g (^999, pp. 206-230)曾在《學習原理:心智、經驗

 與學校》"How peop^e Learn ?-書中指出:未來能支持學習的科技應該要建構在「以

 學習者為申心」、「以知識為中心」、「以社群為中心」、「以評量為中心」四個核心概念

 之上。Anderson (2004)更進--步詮釋支持學習的科技在網路環境中的表徵形式。首

 先，網路環境中要能夠包含各種有組織含學科觀點的學習活動(以知識為中心)，由

 於網路形式的學習環境具有不限時、地之特性，可破除學習時空之藩籬，同時此環境

 也具有多元化與即時性的學習內容，而這些內容的表徵方式非常多元豐富，不僅能使

 用聲音、語言、文字、影像、圖形、動畫、模擬、虛擬等各種型態，透過情境的鋪陳

 設計，不僅能表徵真實世界，同時也能創造各種不易理解的微觀或巨觀世界，讓個體

 置身於知識所在的複雜問題案例申，透過觀察、模仿、類比及一連串的實際活動，不

 斷的進行試驗、探索、操弄、反思及修正的歷程，透過一連串有組織的學習活動，完

 成概念的學習，達到情境認知的目的(林奇賢，^998;林奇賢、馬榮燦、林志能，2000 ;

 Brown, Co^^^ns, & Dugu^^^, 1989)。其次，網路環境要能夠有能力來支持個別化以及社

 群為中心的學習活動(以學習者為中心)，網路介面的設計可提供個別學習者以觀察、

 教導和練習等方式協助來達到學習目的，在必要的時候更可提供示範或淡出等認知師

 徒的方式幫助學習者進行認知的學習，不同學習者則透過與系統環境中不同介面的膺

 架環境進行互動，進而促進概念理解( Co^^^ns, Brown, & Newman, 1^89 )。再其次，網

 路所承載之豐富資訊，能透過網路社群的建立與分享，以同步與非同步的形式進行合

 作學習活動(以社群為中^^J)，與他人進行有意義的對談。經由介面設計或一些環境

 感測軟體(^wareness too^^)的協助，可以幫助學童覺察自己在同擠小組中所做的貢獻

 和地位，也可瞭解其他成員對小組的貢獻和參與，或是小組互動情形等等學生即時的

 學習狀態與反應( C^ark, Stegmnann, We^nberger, Menekse, & Erkens, 200^)   0最後，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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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網路論證環境可結合學習者個別適性的學習內容以當作論證素材，建構曬架環境協

 助學習者察覺自己的學習歷程，後設監控自己的學習，透過系統功能，學習者自己、

 同伴或教師隨時隨地得以做形成性評量和總結性評量(以評量為申心)。

 Dusch^與Osborne (2002)曾指出在科學教育中的論證教學，其學習環境的設言fF

 必須讓學生有機會實際從事論證內容的建構和評估等活動，並在活動過程中要求學生

 與他們的同擠必須能使用這些語言和推理。而目前結合網路學習環境進行論證學習的

 一些研究也大致呼應了以上看法，如? de Vr^es ^ Lund與Baker (2002)設計一個能

 提供同步和非同步學習的合作溝通介面，讓學習者透過此介面針對特定科學主題合作

 共同討論，最後並透過線上功能完成論證文本的建構。Jen^nann與D^^^enbourg (^00^)

 以及Ja^]ssen ^ Erkens與Kanse^aar (2007j ^^^設計了一些環境感測軟體( awareness

 t^o^s)，透過視覺化方式來呈現豐富資訊並讓學生能方便即時的取得相關有用的訊息

 等，以實際從事論證內容的建構。

 本研究欲建立一個符合上述，能提供學生實際使用論證語言進行論證的學習平

 台。學習者先透過系統功能與設計進行人與資訊之間的「介面互動」，同時透過網路

 環境也能夠更方便、即時、立即、有系統的呈現並提示對互動學習者有用的資訊，進

 行人與人之間的「人際互動」，經由這種共同創建和智慧創作的共享，可以幫助並指

 引學習者去注意、傾聽並關注他人的意見，同時還可以將學習者關注的焦點導引到與

 任務相關的知識，以期能促進學習者的學習，然後進行多元觀摩或直接模仿、間接模

 仿等論證目標導向的活動設計，學習者得以在網路論證學習環境中合作進行有意義的

 對談及反思。因此，本研究網路論證學習環境的設計主要採用多元表徵的方式(圖、

 文、動畫等)設計教學媒材，並透過臘架輔助的觀點，提供學習者論證思考的基本架

 構，進行理論與證據的協調，同峙透過網路系統的輔助提供有意義的對話，進行個人

 觀點與他人觀點的協調，提升學生的論證能力。

 三、論證能力及其評量

 由於學習者論證能力的展現為，當面對情境的問題與數據時，能根據所獲得的資

 料對現象進行解釋說明，並產生個人的宣稱，同時也能為個人的宣稱進行合理的辯

 護，更甚者，要能思考別人宣稱的不足處，提出反駁他人的宣稱，激發其思考反向的

 可能性，進而重新評估自己原有的宣稱，以展現更高層次的論證能力( Erd^ran, S^mon,

& Osborne, 200^; Sandova^ & Mil^wood, 200^^ VerheiJ, 200^^ S^^non, Erduran, & Osbor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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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 Erduran, 2008 ; Garcia-Mila & Andersen, 2008 ; McNeill, 2008 ) 0因此本文將論

 證能力分為三部分探討，其中解釋能力指能針對事物的現象、過程、狀態、道理等進

 行描述，以說明其含義、原因、理由(^cNe^ll, 2008)。辯護能力則是為自己主張進行

 防禦，或是對不當攻擊所做的辯駁(^andova^ & MilIwood, 2005 )。反駁能力則是能思

 考對方弱點，以增加自己宣稱的力量( Garota-M^^a & Andersen, 2008，p．34)?

 關於論證能力的評量，本文則考量論證結構和論證品質兩個向度，採匯合取向的

 論證評量方式，以下分別說明之。

 (^)結構的考量

 資料""『"一。。。限帝""宣稱"""""
歹利砂土於歹尿廿拌名卉押序今丑些爪圳

理由

 在歹毋起祥名矽上的人．九片卉坷人
反駁

 打的雙茄邦片#國人

支持
 卉四匆斑八地法茄定．人安走卉四址井刨扭八批dy^;5才^ ^c足英四人

 圖l TOulmin論證組型

Note. From "The Use Of Argu^ment" (P. 105), by S. Tou^^]]^n,   1958, Cam]]br^dge,  UK:

 Camub^^ge Un^ve^．slty Press.

 科學哲學家Tou^^]]^n (^958)從論證組型(^ou^m^n Argumentat^on patter^]; TAP )

 完整性出發來描述論證。Tou^^n^n ^^9主要架構為使用宣稱( C^a^^)、資料(data)   ^

 支持(^ack^ng )、理由(^arran^)，限^LI (^ualinle^)與反駁(rebutta^)六個結構性

 元素來形成論證組型。其中宣稱是為了被普遍性接受而公開提出的一個主張，資料則

 是支持一個宣稱的特定事實，支持則是依據可靠的特定事例所建立的經驗體系所做出

 明確的昔適化原則，反駁則指出可能會損及支持論證力量的異常情況或例外情形，而

 限制則是指置於結論中顯示依賴程度之種類的一些措辭。通常科學家在建構其論證

 峙，必須給定大量的資料數據，並依據這些資料數據得到一個宣稱，然後以理由來保

 衛他們提出的宣稱，而這些理由通常是有理論依據以作為解釋基礎的，其一般形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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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D l THF.N Ci」，「資料」是用來支持「宣稱」，使得「資料」和「宣稱」的關

 係產生合法連結，「埋由」則提供「資料，與「宣稱，之間的連結、「支持」可用來

 強化「理由」、「反駁」則是用來指出「宣稱」不為真時的情況，To^^^^n認為即使

 所有這些元素並不須外顯出來，但一個論證組型如果不具備所有這些元素，則將被視

 為是不完備的。其示例如圖1  Tou^^n^n論證組型所示。而往後的許多論證研究大都依

 循其TAP模式進行分析探討(Tou^^^n^n, 1958 ; zohar & Ne^et, 2002 ; Ke^^y & Takao,

2002 ^ Erduran et a^^, 2004 ; S^mon et al., 200^)   o

 (二)品質的考量

 學者認為學生的論點結構越完整者，其呈現的論證品質也越高(^^ark & Sampson,

 2008^，因此論點中結構元素的完整與否，以及論點中證據、想法等所使用的數量多

 寡，也必須列入考慮，因此生產性為論證判準的基本要求。此外，若論點中能整合精

 確、相關、特定的科學知識，來支持所提的宣稱，其論點品質也較為科學社群所接受

 (^ad^er & Fow^er , 2006 )，因此精緻性則列為第二個考慮要素。最後Kuh^ (^00^)

 認為學生所提的論點應能前後一致符合邏輯的規準，如此才是一個高品質的論點呈

 現，本文亦採用邏輯一致性來評判論證品質。

 綜上所述本文中的內容因素考量生產性、精緻性、邏輯一致性三者，以下則整理

 其所採用出學者及概念性定義，如表^不同論證品質考量因素所示。

 表1不同論證內容考量因素(向度二)

內容因素採用學者概念性定義

生產性

精緻性

邏輯一致性

 Osborne ^ Erduran和Sfmon (2004)學生討論主題的數量或是每個個

 C^ark和Sampson (2008)別想法的辯論次數

 Sad^er和Fow^er (2006)整合特定相關正確的科學知識

 Nussbau^n ^ Sinatra和Poliqu^n (2008)

 Kuh^和Udelt (2003) 4佐理的恰當性，論點前後一致能

 Dusch^ (2008)符合邏輯規準

 (三)匯合取向的論證能力評量

 本文試圖結合結構向度和內容向度當成論證評量的兩大檢核向度，並彙整兩大向

 度，提出論證品質檢核表以檢核學生所提的論證品質(如表2論證品質檢核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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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品質檢核表的檢核方式為檢查學生所呈現的論點，當學生沒有提出任何宣稱時，則

 宣稱的生產性的得分為0分，若有提出宣稱時，則宣稱的生產性得分為且分。而當所

 提的宣稱中有整合精確、相關、特定的科學知識，則宣稱精緻性為八分，反之則沒有

 得分。當所提的宣稱能前後一致符合邏輯的規準，則宣稱的邏緝一致性得分為^分，

 反之則為0分。同樣的資料、支持、理由、限制、反駁的生產性、精緻性、邏帽一致

 性評分方式亦如同宣稱一樣，論證品質檢核表的得分為0到^8分，透過此論證檢核

 表的評分，則可對論證品質的評定產生參照，檢核表得分越高者，表示其論點品質越

 佳;而檢核表得分低高者，表示其論點品質越低。

 在本研究中「;綜登能力」係指學童在研究者自編的「論證能力測驗」中使用解釋、

 辯護和反駁三種能力的得分情形。學童在「論證能力測驗，中得分越高者，表論證能

 力越高，得分越低者，表論證能力低。而「論證能力測驗」得分標準則依據上述「論

 證能力檢核表」進行評分。

 		表2論證@@"""@@	口""質檢核表一			

 結構內容	宣稱	資料	支才寺"一"	王里由一	卜F匕卡打寸	反．駛
 生產，性	0，l	0，^	0，l	0，l	0，^	0，l
 精緻，^生	0，I	0，l	0，上	0，I	0，1	0，l
 邏輯一致，性	0，1	0，1	0，I	0，1"@@@	0，I	0，^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Kuhn (2005)的論證教學理論為基礎，透過故事情境的導引設計成三

 階段十關-日的論證課程，然後分別在網路環境和課室環境中實做此論證課程。學童採

 用小組合作學習的方式，分別在上述環境中進行與自己論證、小組內論證、和小組間

 論證三個階段的學習反思，提升學生的論證能力。

 一、研究對象與研究設計

 木研究以台南縣某國小六年級三個班級學生(共計^03名)為研究樣本，基於學

 校行政考量，採用叢集抽樣的方式，在分組的時候維持以原班級為單位，將之分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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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實驗情境，其中網路論證學習環境組(以下簡稱網路組)35名學生，課室論證學

 習環境組(以下簡稱課室細) 35名學生，及對照組33名學生。研究實施時間為每週

 三下午實施^節外加課程，共為期兩個月。

 本研究屬於準實驗研究不等組前後測設計，由於實施教學處理前，學童的論證能

 力起點並不相等，為排除準賞驗研究內在效度的威脅，先在教學處理前施以批判思考

 能力前測以進行共變數分析調節。接著三組學生皆進行相同課程的基本論證語言介紹

 (包含Tou^m^n的六個論證元素簡介及使用，共四節課)，以讓學生熟悉並具備基本

 的論證語言及技巧;最後網路組、課室組分別進行八週的網路論證課程和課室論證課

 程，實驗結束後進行論證能力測驗，以比較三組學生在實驗操弄之後，論證能力的表

 現差異。研究設計選用批判思考能力測驗當前測的原因，乃是M^ssimner (2002)以及

 林煥祥、洪振方與洪瑞兒(2007j都認為^^個批判思考社群的成員，不論是在對話過

 程或文章書籍表達，都是使用修辭、說服等論證形式來將知識建構的內在過程公開外

 顯出來，以和社群成員進行交談; Gov^er (^989)更具體指出批判思考就是使用論證

 的語言來進行推理，因此學生使用批判思考的方式來評鑑自己想法、澄清思考不足

 廬、推演各種情況以及導出結論等，也是^^種論證能力的展現。

 二、實驗組別

 (^)網路論證學習環境組:網路組學生透過網路論證學習環境的設計，進行「科．

 德的難題，三階段十關卡的網路論證學習，並根據正、反意見的討論，形成宣稱。網

 路組是以網路匿名分組的方式實施，學生每三人組成小組，每兩小組互為對抗組。學

 生並不知道自己所屬的組別及組員，並經由網路介面設計進行互動討論，而教師事先

 透過系統功能將學生組別分配完成，並協助電腦問題排除，不參與活動討論。採用匿

 名的目的，乃是希望能發揮網路匿名及即時的特性，由教師依不同學習目的進行學習

 分組(異質分組)，學習者在系統中並無法得知自己是和那位同學配對成一組，也無

 法得知敵對競爭組是那些伙伴，這樣的設計目的有二，能夠讓原來學習發表自信心較

 弱的學童能夠不受原來小組意見領袖的影響，即時(匿名)勇於呈現自己的想法;另

 外也便於觀察不同學習表現的學生在小組中的表現，瞭解學習表現高的學童是否能成

 為學習表現低的學童的學習鷹架，以便進行社會互動的學習。其次，學生可以公平客

 觀地看待並評估每一個組員所提的證據與宣稱，藉由比較、澄清和判斷這些論證素材

 所呈現的不同觀點，與小組組員的對話論證得以發展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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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課室論證學習環境組:課室組亦採用相同的「科德的難題」課程，在課堂

 上進行十關^^「科德的難題」論證學習單學習，教師協助在課室內組成學習小組，學

 生每三人組成小組，每兩小組互為對抗組，學生都認識自己的組員和對抗組成員，且

 面對面的進行互動討論，然後依據「科德的難題」學習單教學設計進行教學，以幫助

 學童進行論證學習。課室組的教學方法先由個人進行理論與證據的協調，接著進行小

 組內的討論發表，然後再進行小組間的論證，最後並指導學生考慮正反意見，形成最

 後的宣稱。課室組教肺僅依照課室版學習單對課程的進行提供說明，但不參與學生的

 論證，只協助分組和活動流程的掌控。

 (3)對照紐:在對照組的設計上，由於網路組、課室組酌課程實施方式屬於外

 加的課程設計，為了使對照組也有相同的課外學習時間，乃在相同的時數中讓對照組

 做數學測驗卷，因為數學測驗卷所訓練的乃是形式推理的思考活動，同樣也能促使學

 童進行思考，故不進行論證課程酌教學活動。本質驗設計中對照組存在的目的主要是

 為了確認實驗操弄(網路論證學習環境以及課室論證學習環境)是否產生效果(學生

 論證能力的改變)，透過與對照組的比較，可以確保這些實驗效果是由於論證環境的

 操弄所產生的，可確保研究結果的準確及可信度。

 三、研究工具

 (^)批判思考測驗-第一級(葉玉珠，2003)

 本研究基於研究目的和樣本懾性(國小六年級生)乃選擇葉玉珠(^003 )的「^IbL

 判思考測驗-第一級」為本研究的前測x具，以排除實驗操弄前學童論證能力的差異，

 臣訂1三""""

‥'F^"刑巴  表的0係數為．76，在本研究中所測的&係數為引。

 (2)論證能力測驗

 本研究工具論證能力測驗由研究者參考Lawson (2003)的Me^[m八ark生物辨識任

 務，修訂成半結構式問卷，並送經科教專家及三名科教所博士班學生進行審查，此T

 具主要用來觀察瞭解學童經過賞驗操弄後，網路論證學習環境組、課室論證學習環境

 組和對照組三組學童論證能力表現的差異以及所呈現的組型(如圖2論證能力測驗題

 例)，學童在各分向度生產性、精緻性、邏帽--致性得分的a係數分別為:．589、．763、．

 834，總測驗的a係數為.86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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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蟲蟲大作戰(2)，請根據下圖，回答問題

 右圖這些都是B蟲

B^B2 B3 B4 B5

 右圖這些都不是B蟲
涉

B6 B7 B8 B9

 問哪些可能是B蟲?

BIO Bll B12 B13 B14

?

 2-^我撻得B^, B2, B3, B4, B5可以稱為「B蟲」的可能理由是什麼:

 2-2我覺得B6^ B7, B8, Bg可以稱為「不是B蟲」的可能理由是什麼:

 2^3根擴上述理由我"為B^O, B^^, B^2, B^3, Bl4 P哪些可以稱為「B蟲-

 2-4如果小盟說:「B14也是B蟲」，請問你會贊成還是反對小甩的說法?為什麼呢?

 圖2論證能力測驗題例

 (3)網路論證學習環境(Argu^^]]entat^on-Based Learning Env^ronment, f^^^^f^ ABLE

 系統)

 本ABLE系統設計的理論係依據^u^h^ (2005)所提的十種認知活動並以小組合

 作學習的方式所設計的課程，不僅採用Osborne等人(2004)所提的論證教學策略為

 輔助鷹架，並透過故事性腳本的編製，將論證素材融入故事情境中，並轉化為學習論

 證時的視覺化表徵方式，有計畫的引導學生進行論證學習。

 在ABLE系統中，論證素材的規劃取材並修訂自龍德義(1999)的「兩個訓練領

 袖的數學遊戲」的「SET」遊戲，參與遊戲者需從12張面向上的卡片中，儘快找出並

 組成一組「SET」的三張卡，這三張卡的每一種屬性都必須「同時」符合「完全相同」

 或「完全不相同」的特性才可以。每張遊戲卡皆有下列四種屬性:形狀(藥丸、蟲仔、

 菱形)，顏色(紅色、綠色、紫色)，數量r —個、二個、三個)及網底(外框、填

 滿、斜紋)。木研究中之論證素材，則先呈現組成--組「SET」，並將之命名為「好

 朋友組」，接著呈現不是^^組「SET」的三張卡，將之命名為「不是好朋友組」，藉

 由系統的規劃設計議學童找到形成「好朋友組」的宣稱、證據與理由，並能說服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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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辯護和反駁等論證過程。

 為了能讓ABLE系統充分發揮網路論證的功能，本系統設計建置前後歷經不同階段規

 劃以及科教學者、專家教師與黃教專家的審核、建議及修改，以提高系統之效度;同

 時亦在專業社群中發表與討論以激盪更多元的設計想法(林志能、洪振方，2007 ;馬

 榮燦、林志能、洪振方，2009 ; L^n及Hung, 2008 ; Lin & Hu．ng, 2009 )。其詳細規劃說

 明如圖3網路論證學習環境規劃說明所示，網路論證課程規劃設計如圖4:ABLE系統

 三階段十關卡課程設計規劃所示，ABLE系統圖例如圖5網路論證學習環境所示。

第一階段

 (2007年2-8月)
 #『志泥^^洪振方(2007^

一

第二階段

 (2008年9-12月)

 建置網路部落格，進行學童網路論證學習的前導研究

工

 以數學「SET,遊戲進行轉化並設計為論證文本素材

論證腳本設計
 緯研究者依披K血n(2005)論證理論及^sborne等人

 (2004)的論證教學策略設計論證腳本

科教學者審視論

證腳本

五

卜叫
毯科教學者審視腳本設計

 ?3名科教博士生進行文本審視，並提供更正意見

專家教師編修審

視論證腳本

工

笛專家教師編修論證學習單

略專家教師在教室情境分組貫際進行腳本教畢

紡專家教師提供相關回倣修正意見

資教專家審視論

證網站設計

五

傍研究者設定論證網站相關功能及網頁初稿

笛貴教所博士生針對網站架構缺失提出修正意見

魯背料庫規劃及流程規釗及維誨

 ABLE論證系統架設及學生實測

 「第三階段
 (2009年9-12月)
 L^n及^．^^^^ (2009)
 馬茶蛛、林志能和

*-IR*(2009)

 ABLE系統效度
 科教論證專家、專家教師、背訊媒體專家多次謀

 和磋商，再次針對系統設計進行多元修正與密

 視，擁有良好表面效度及內容效度

且

實驗教學

 圖3網路論證學習環境(ABLE系統)規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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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一關:產生推理
 ̂里，，:'。，它，"「

 ̂卸丁能^^．^

 ．系統捉示:待--個人
 對於形成'奸朋友組．

部可徙挪有不同的推理

 ．而消楚的茁"「逗些^lJ^

 瑚可以柑助我們思考．

 仔朋友組，足什嶼?

T
 乞第二關:精緻推理(要求毋土反思祀方下．瓦
 ""．"．""""。止形'

 ．系統捉示:荊恍出每

 個抑皿叨際被使用的卅"

 形．例如甲一泊個門^。^

 足否呵以支持^^，理--．

 甲二追仰而料足盃可^》．

 支持帷咄二等．也諦怡

 正-"卜推理所用的詞句

 T	

 第三朋刁年寸位3里^^托．^卉^^^	以證拂來支斤新出朔的廿，恃
 。杉乞:千^^缸	卜組成茁京川
 抽芷泱片	4叫叮伸同追些
 冉折^仟^^K	以^山Z刀刊;丑瓦^冬
 正庶．泉古	^^^．到己^

 ．系統捉示:小朋友．

你湍搜恨拇乙恤或丙凹

新出現的茂料或證照迎

 行思考．福行"不垢捉

 修改原來．奸朋友細，

 的推理呢?如果啞修改

 ，晒該抑何修改呢?

小組丞

呻
 第四關:評論推理
 ，．^"，"．亡寸

 ．系統捉示:小朋友，

 符-個人判，好朋友削

 ，所使用竹拙埋並不一
 定曲相同．甜你石看系

 統^^，所列同^組組貝酌

 惟挫．並評估可不可以

 使川追胭拙理。
工

 第五關:開發推理進

入論盜

 ̂主必吞三．，、^1l

 幽。
 ̂l w r壬^

 ．系統提示:系統秀出

 瑜描竹蛙本架冊網頁^包

 含例'□．以梢助叫亞照

工

 第六關:檢查並評估

反面推理

 (呼^'^^:卉"，、。

 ̂白^力L^^斯it;

 ．系統提示'小朋友．

現在諦你邦佔反方小組

 的椎理．行毛仙們的說

 法吧^

 小組。必

 第七憫:產生用來反

駁他人推理的論玷

 。"'。"'""。

|ma' ? tf-^sMi-at

 寸^"．^

 並姓'

 ．系統提示:依腮另一

 組成貝的推哩．接求丑

垃冉下可以反駁對方帥

 ;帥S?

工

 第^L關:對他人用來

反駁的論點產生抗

辯

 允沈夭咄反工。""

 ̂^咆，;．上^^:^^

 力寸三^吧

姻

 ．系統捉示:針對對方

 皮破心論酣．找呵以有
 哪些回卿方式呢?可以

 川強誼披以泄免被批;^;

 ．也可以針對反歧進行

 伉辯．或足捨斑迸恫論

工

 第九朋:考慮正反兩

面的證據

 ̂，．幼。，．，"．伴

 """亞

 ̂人 4 ^^^ ^^ ^^ c^ ^，． ^^

 ．系統捉示:小朋友．

如果對方小組的推理扣

 調憫對我有用功的話．

那啦找也可以考榴使用
已些扯理和證拔來削肋

我自己扯立一仰兀完苦

 T	

 論點儀十關:評估兩面的(系%．舟出而組六佃戊R	
 的言台@毛芭紅	叫．並耍柱坐^
 帝^千^古祈	丰皮恬後冉柚^
 ̂弘白P，台	^侖乞祭^扛型。^^
 匕	

 圖4    ABLE系統三階段十關卡課程設計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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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國□叫系罔足各言侖;
 注r^^^^^^^^^^^^^^^^^^ 1^^ro^^^ ^^^^^^^^^^r^。^

 """"""""。""。。""

 甲一．甲二．甲三所包含的三個回．"一"""^甲回．申五．甲天朋但自的 ̂可以柵札「好朋友狙」。可以佣姓，"好川及組，

 O^^壬

CJ1

 ̂-" 15二 '^D臼口

 "上"""

 l"""‥‥""""‥"""""""一"，"一一‥""‥‥" 乙一"乙二"乙三所包含的三個圃'^丙一"丙二"丙三所也含的三個圃 酣u拙可以柚為「好朋灰姐」。可仁月河於，"千足好川友刨」

LL

白  L邑--	匝巨、"一""	臣。OO""一
 口"一""" 口"

 D"丁
乙了

 刁"朋友'迫娃卻十岡。

 根肪削方組以皮朗們迪姐的抽叫"你可以下個里冗茁的箔悌帖，

 只嬰何*爪心回苔下面問妞'咄可以通過叔佳一悶埤愧"拇到玻筏一把^密甲陡捕
 ‥一"…一一"‥"一一"""""""一‥"‥一‥"""""""

 茨葫扭下岡的拔川"寸^仁^己姐^"n．爪刊刀組的咄ag^

 4娥蜿銳嫩"'．^""口」"．"．^
"""^"^"""^‥

 口可．但卻不里好朋

 。"翎。"。一

 灑霰驟，輻留

 反心女白勺丙N^斗芭生

 『"""'"

 匝頭"．"出倣色．形

 ̂^面F呵左E月乃卉娃坦^^^"抽烏*^女^描冉扛'扛兒冉吝扭，*壬^仍'艾之何。力二迂不胃應泣^主廷‥

 -^芷^共寸迂琳^^古泣打幻^^一^^^p^ 1而且二一土壁旦旦笙^垃封日

 一""。

 反^s^^的面料產生
 一一…‥一

 妍只出叨啊次的'1呀

 圖5網路論證學習環境(ABLE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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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那不一柢．瑚^^
成為奸朋友組

 夕又巧舛為吱云^．杆壬比弋．呂fo    ^

 磚芸^莖i^"""
 丙"一她垃，准三

 有二個:吧三角
 ̂囚:准子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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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資料分析

 在木研究中的資料分析則參考^u和TSa^ (2007)的質、量轉換架構，首先，將

 學童在論證能力測驗中的半結構式問卷答題情況，依據研究者自行設計的「論證品質

 檢核表」進行評分，以做為學童論證能力的主要參考依據。其次研究者根據學童在「論

 證能力測驗．中的回答，將學生的答題情況先區分為以論證語言進行解釋、辯護、或

 是反駁等不同狀況，然後將其使用的次數分別計數，以轉化為量的數據，接著根據學

 童有效進行解釋、辯護和反駁的次數(如:表3學童使用論證語言進行解釋、辯護、

 反駁及論證的分析項目所示)進行共變數分析，以便與原來「論證品質檢核表」的量

 化得分進行三角校正。而透過這種從不同的資料組中所獲得的多元證據，可提供比單

 ．-．資料組更佳的結果，而且更能產生正確有意義的結果，來說明並解釋所研究的現象

(^reswe^^&C^ark, 2007,p.^47)?

 表3學童使用論證語言進行解釋、辯護、反駁及論證的分析項目

論證語言分析項目

學童進行解釋的總共使用次數

使用論證語言

進行解釋的吹數

 學童五璀描迸硯象的坎談(才放坎數少

 學童瑾斤正磋說婢理的勿攻數/才教坎數)

學童錯誤使用解釋的次數

學童的回答是空自或不相干的次數

學童進行辯護的總使用次數

使用論證語言

進行辯護的吹數

 學童遊行仿禦勿俊房坎姦「才崁坎姦)

 學童進斤玟擊辦礙的礎房坎姦/才放坎數)

學童錯誤使用辯護的次數

學童的回答是空白或不相干的次數

 學童進行反．敬的總使用次數

使用論證語言

進行反駁的次數

 學童忠考對亥弱點的礎房坎數「才奴攻姥叨

 學童增加自乙支并證據釣使屏坎數(才教坎數汐

學童錯誤使用反駁的次數

學童的回答是空白或不相干的次數

學童進行論證的總使用次數

使用論證語言學童進行論證的有效次數

進行論證的次數學童錯誤使用論證的次數

學童的回答是空自或不相干的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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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結果與討論

 以下分別從幾個部份來分析學童論證能力表現:

 (一)使用論證品質檢核表進行論證能力分析

 為探討不同論證學習組在論證活動後論證能力之差異，研究者首先針對所收集樣

 本進行盒狀分析，以突顯出各組別中資料分布的狀況，詮釋組與組之間的分布差異，

 並據之判定資料中是否有偏離值的存在，而影響推論結果(譚克平，2007)。根據圖6

 三組學生論證能力測驗盒狀分布圖顯示，課室組存有五個偏離樣本，經研究者剔除其

 中偏離的樣本後，接著則以統計控制的方法來控制共變項的干擾效果，以增加實驗內

 在效度(吳明隆，2006)。三組以「批判思考測驗」前測做為共變量進行共變數分析，

 先進行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F。2192)二．28^, p=.755>.05，末達顯著水準，表示接受虛無

 假設，無法宣稱母群變異數不等，亦即共變項(批判思考測驗)和依變項(論證能力)

 不會因自變項各處理水準不同而有所差異，符合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的基本假定，故

 可進行以下共變數分析。

 首先，從表4不同組別學童在「論證能力測驗」共變數分析所示，組間效果檢定

 達顯著水準F^^,94^=5.080, P=.008二．05，效果量為．098，依據Cohen(^98B)建議以T^ =.0l'

 Tr =.06 l T^'二．^4分別作為小、申和大的效果量之代表值，因此實驗效果量為中偏大，

 表示三組學童在論證能力成績平均數差異達顯著，不同教學組在排除「扯^^^思考測驗」

 前測因素後，論證能力有差異，且達中偏大的效果量。

 從表5不同組別學童在「論證能力測驗」及分向度的事後比較分析顯示，網路組

 學童論證能力調整後的平均數為50.61，課室組學童論證能力調整後的平均數為

 59.95，對照組調整後的平均數為46.59。以上顯示課室組學童的論證能力優於網路組

 學童，課室組學童的論證能力優於對照組學童。在生產性和精緻性的分向度上課室組

 優於對照組，而在邏帽一致性的分向度上，課室組優於網路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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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測
驟
得
分

工

銅路組謀室組對照組

 圖6三組學生論證能力測驗盒狀分布圖

 表4不同組別學童在「論證能力測驗」共變數分析

 變異來源	一"^了口'	一幼	肋□，F S啟v，

 組間(論證學習組別)組內(誤差)校正後的全體@@一	2905.7826883.2533976.53	24799一一	1452.8 5.080        .008        .098285.992
 弘"""表5不同組別學童在「。冊證能力測驗」""""一""一"			及分向度的事後比較分析
 依變項不同學習組打		，，竹eanI仇ean事後比較@@@	
 	網路組	35	49.74	50.61	
 論證能力	課室組	30	60.96	59.95	課室組卜網路組
 	對照組	33	46.60	46.59	課室組戶對照組
 生產性					課室組二對照組
 精緻性					課室組卜對照組
 邏輯一致性					課室組卜對照組
 註^ Mean為調整後平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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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使用論證語言進行解釋、辯護、反駁及論證的次數進行論證能力分析

 首先，三組學童以「批判思考測驗」前測做為共變量，進行共變數分析，針對解

 釋次數、辯護次數、反駁次數及論證次數，分別進行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如表6不

 同組別學童在解釋次數、辯護次數、反駁次數、論證次數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所示:

 在解釋次數的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748, p^.476>.05 ;在辯護次數迴歸係數同質

 性檢定，^^，．^^^^.862, P=.426>.05 ;在反駁次數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9，^=.476,

 P二．623>.05 ;在論證次數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F(2192)二．522, p=.595>.05 ;以-匕四組檢定

 均末達顯著水準，表示接受虛無假設，無法宣稱母群變異數不等，亦即共變項^f^判

 思考測驗前WU)和依變項(解釋次數、辯護次數、反駁次數、論證次數)不會因自變

 項各處理水準不同而有所差異，符合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的基本假定，故可進行以下

 共變數分析。

 其次，如表7不同組別學童在「解釋次數、辯護次數、反駁次數、論證次數」共

 變數分析所示，在「解釋次數」上，組間效果檢定達顯著水準F。，，9，^=9.518, p=.000<.05 1

 效果量為．^67，實驗效果量為大，表示三組學童在解釋次數平均數差異達顯著，不同

 教學組在排除「批判思考測驗」前測因素後，解釋次數有差異，且達大的效果量。在

 「辯護次數」上，組間效果檢定達顯著水準F(2196)=8.493, p=.000<.05，效果量為．^5 1

 實驗效果量為大，表示三組學童在辯護次數平均數差異達顯著，不同教學組在排除「批

 判思考測驗」前測因素後，辯護次數有差異，且達大的效果量。在「反駁次數」上，

 組間效果檢定達顯著水準F(2,97)^3.671, p二．^29<.^5，效果量為．07，實驗效果量為中，

 表示三組學董在反駁次數平均數差異達顯著，不同教學組在排除「批判思考測驗」前

 測因素後，反駁次數有差異，丘達中度效果量。在「論證次數」上，組間效果檢定達

 顯著水準F^，，^^^=10.46,p=.000<.05，效果量為．182，實驗效果量為大，表示三組學童在

 論證次數平均數差異達顯著，不同教學組在排除「批判思考測驗」前測因素後，論證

 次數有差異，且達大的效果量。

 接著，從表8不同組別學童在「解釋次數、辯護次數、反駁次數、論證次數」事

 後比較分析顯示:在解釋次數上，網路組學童解釋次數調整後的平均數為7．526，課

 室組學童解釋次數調整後的平均數為8.578，對照組調整後的平均數為5．565。以上顯

 示網路組學童的解釋次數優於對照組學童，課室組學童的解釋次數優於對照組學童。

 在「辯護次數，上，網路組學童辯護次數調整後的平均數為^．591，課室組學童辯護

 次數調整後的平均數為2．336，對照組調整後的平均數為^．238。以上顯示課室組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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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49 .748 .476

7.953

 組別X前測^^.899

 解釋次數誤差739.643

 校正後的全體^037.96

1.054 .862 4426

^.224

 組別X前測2．108

 辯護次數誤差tl5.02

 校正後的全體^5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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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辯護次數優於對照組學童，課室組學童的辯護次數優於網路組學童。在「反駁次數

 -匕事後比較分析顯示，網路組學童反駁次數調整後的平均數為2．424，課室組學童反

 駁次數調整後的平均數為2．413，對照組調整後的平均數為1．774。以上顯示網路組學

 童的反駁次數優於對照組學童，課室組學童的反駁次數優於對照組學童。在「論證次

 數」的事後比較分析顯示．網路組學童論證次數調整後的平均數11.778，課室組學童

 論證次數調整後的平均數為^3.6^6，對照組調整後的平均數為8．6^9。以上顯示網路

 組學童的論證次數優於對照組學童，課室組學童的論證次數優於對照組學童。

 表6不同組別學童在解釋次數、辯護次數、反駁次數、論證次數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

 依變項變異來源SS df MS F Sig.

 組別X前測1.205 2 .603 .476 .623

 反駁次數誤差^20．4^0 95 1.267

 校正後的全體^50.634 100

 一論證次數	組別X前測誤差^校正後的全體^．．-;	20.673822.712572.418	2N7o9一一	10.33619.812	522一		.595一
 表7不同組別學童在「解釋次數、辯護次數""@@-．			反駁次數、論證次數」			共變數分析	
 依變項	變異來源	心□'	併	肋□	F．@@	．SI=，．．一	叮一

 一解釋次數	組問(論證學習組別)組內(誤差)校正後的全體	150.597751.5421037.96	99一2@@	75.2997．引且"一	．9518""@@	000^	.^67一
 辯護次數	組問(論證學習組別)組內(誤差)校正後的全體	20.725117.128152.160	269o9	10.362^．220	．@493．@@	.000"@@	一
 "一反駁次數	︶｜另^QM'-,組學︶全習 體證差的論誤灸︵︵才問內正、組組校	9.205121.615150.634	O0^一270	．46031.254一	．367^@@@	.029一	.07"一
 "一"論證吹數@@一	組問(論證學習組別)組內(誤差)校正後的全體	410.5411843.382572.41	29497	205.2719.61	．1046@@"	.000@@m	.18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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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8不同組別學童在「解釋次數一		、辯護次數、反駁次數、論謠			次數」事後比較分析
 依變項	不同學習組	竹	仇e^n	肋e^n'	事後比較

 解釋次數	網路組課室組對照組	5  1  3一︵^r^^勺f@  3	7.37148.74195.5758	7.5268.5785.565	網路組)壁十照組課室組卜對照組
 辯護次數	網路組課室組對照組	r^   r^   ^丁 3  3	1.55882.3636^.2424	1.5912.3361.238	課室組卜對照組課室組卜網路組
 反駁坎數	網路組課室組對照組	333一533	2.37142.45451.7879	2.4242.4^31.774	網路組卜對照組課室組二對照組
 論證次數	網路組課室組對照組	413@@@一   一	11.58813.8388.606	11.77813.6168.619	網路組二對照組課室組戶對照組
 註'? Mean'為調整後平均數

 (三)學生論證思考歷程的變仇

 以下則舉一實例分三階段說明學生在網路論證學習環境中的思考過程，其中stuO^,

 stu^2, StuO3為同一組學生，stuO4, St^O5, stuO6為對抗組學生。各階段質性資料分析如

 表9學生三階段論證分析示例所示。

 首先在第一階段，stu^O5先根據TOu^n^n ^9架構，提出自己對好朋友組的論證思考

 過程，最後產生「好朋友組就是形狀都是一樣或都是不一樣的宣稱」。其次，在第二

 階段小組內的討論時，由於stu^)6提出「丙二」以及「W三」當作反駁的證據來挑戰

 stu^^5，使得stuO5能夠重新檢視並評估s血06的觀點，最後產生「圖形、顏色可都相

 同或不相同，就可以成立的宣稱」。最後，在第三階段小組間的討論時，對抗組學生

 交互針對對方的對立觀點根據證據一一檢視，進行評估審查，最後stuO5考量到「數

 量一樣」也是必須考量的一個重要因素。同時事後訪談也顯示學生在分析及評估證據

 時較能多元檢視證據的有效性。

 透過上述三階段的論證思考示例，stuO5這個學生雖然未能完全掌握並產生「好

 朋友組必須圖形、顏色、數量三種屬性必須同時成立或同時不成立」的宣稱，但透過

 這種論證思考的過程學童可以學習到如何進^^^ Kuh^與Ude^I (2007)所提的「個人理

 論與證據的協調」，以及「個人觀點與他人觀點的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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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O5一開始的時候．我先召到的只是形狀，

 因用n，狀比。^交奸認。

 ̂^^^Lo5 —只有三柱形狀．凹形．三角形和一拉千弓^n主

 我就偶是不足跟形狀有例‥

 s^^^O^ —沒錯．前面三祉的^例凡那是-牒的．

 所以是好朋友租。

 s^^^o^ —可是後面三恫的形狀卻又邱不一棟

 sl^o^ —我柄形狀都足一-倣或者部走不一樸的

提出背料

提出理由

 根據背料"理由

產生暫時性的宣稱

反例產生

提出宣稱

 "，06-可足「內二」n、三個形狀都不一傑阿，協廿腔提出證據反駁他人
 仙不足奸冊友組呢‧^言侖證

 S^^^06 —而已ft^;看「丙=‥的三個形狀郡足一棵何‥他們3是出證功凍反駁他人
 ．也都不:走奸朋友:年^^，七侖證

 ̂^^^^^一丸子行^至，我郝有批被抗吼丁

 S^^^O5;—叩始鹿生「形狀足棚絀特微的侶法」叫旦在4^、組吋

 討論中．有其他同埋^^旨: s[u^6)捉到「內三」和我的
 的宜禍不一棣．所以腔該迎有其他的特徵存在

 (預料來源:』方S^^^^^^^

 S^^^06一我垃得很奇怪，^也n，B為什腰只有說剛形的伙子而已重新#侖視評估對方
 迅要巧啦鄧色，三個溯色奸^《;有些一悌．也肖-觀點
 些不--．棟。有沒有可能兩砸郡有關係呢。

 S^^^^^一你是說哪兩純有洲．足哪兩枉．…‥。

 st^^^一阿^我知迪丁．…‥圃形、額色可都租同或不相同重新提出宣稱
 ，就可以成立。

 —^^^4^^旨:，，。^^^^沒恨戕就直按回答符合奸朋友組，思考他人宣稱並進
 囚為沒有冉出拙理酌方法．所以完全不符合。行反駁

 一脫本花我n。^^佳^里申．就已經有將圃形、顏色可都相
 同或不相同寫付很消楚了，甩什麼要將我的宇屯牢查並評估對立觀
 裡"出來．而丘他脂: stuoI)點的推理
 ̂ u^^J,汁^^^nn^lHu^^^^，^1^'^^^i^^^^^^13^1^^^ p

 一用乙-．做判斷，因窟沒有符台全部-傑^^^t^，．L，，
 所以用下-．個條件來判斷。剛案不一愧符合，但勿析並絆估證披，
 咄址沒^^^1"．是全部蚊址佣同．從追裡就知迫然後根據證披來反
 有不符合的^u.力ps:還有凹圈沒方向．而我所根撼駁對抗組^tuO^的推
 的詭掀是，除上面乙一外．迅有乙二，乙二．甲理
 四．甲五，甲六．都足不符合的岡形。

一敬見一棵也很塑要

 「找蝴烈打尺有自己的想法，但現在我也衍考憫組貝所捉的想注，參考一"^，"
 然後修改而吏奸的拙理」^門料來源: ^^is^uO2)

事

 4支
 出我有--些想法後，我迅臼回輒去儉世每-組御形娃否符合我的拙理．

 ̂，^升3^來源哺方s^^^06^

 談而佇先恨戕他所說的推理去忱查所有川形．右石合不合埋」
 ̂黃料來源:訪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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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9學生三階段論證分析示例

 三階段質^性酋料論證歷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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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結果摘要

 茲將上述實驗結果整理如表叨三組學童論證能力實驗結果摘要比較以及表^^三

 組學童高、中、低論證能力分群解釋、辯護、反駁次數、論證次數結果摘要比較以說

 明學童論證能力的表現。

 表10三紐學童論證能力實驗結果摘要比較

依變項實驗效果量事後比較

論證能力中偏大課室組卜網路組課室組二對照組
------------------------------------------------------------------------------------------------

 生產性課室組)對照組

精緻性課室組卜壁十照組

邏輯一致性課室組卜網路組

解釋吹數大網路組卜壁于照組課室組卜對照組

 辯護吹數大課室組卜對照組課室組>^罔路組

反駁吹數中網路組卜對照組課室組卜對照組

 論證吹數大網路組3壟十照組課室組)壁十照組

 表11曰組學童高、中、4臨編登能力分群解釋、辯護、反駁次數、論證次數結果摘要比較

論證能力高分群論證能力中分群論證能力低分群論證能力不分群

有效錯誤有效錯誤有效錯誤有效錯誤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網路卜課課室甸罔課室抖罔課室甸罔課室卜網網路宅果課室功岡課室吋罔

 解釋室卜對照路二對照路卜坐于照路二對照路3壟十照室二壁十照路二對照路二對照
 -。．．z? A"刀

 ．"互"
吹數翼鑒三翼翟課室入御路卜對照翼望三翼毋諜室二繽路卜對照

 課室叫罔對照甸罔課室抖罔課室甸罔課室>必罔課室吋罔課室判罔課室心罔

 辯護路)望十照路=課室路卜紫于照路二哩十照路卜壁十照路弋對照路卜對照路二對照

 吹數，課室卜網路二姊照課室卜綢路卜對照譯室毛網路卜對照

網路卜課課室甸罔課室判罔網路二課課室功岡網路二課課室卜網課室二網

 反駁室)對照路二對照路卜對照室二壁十照路卜對照室之對照路卜對照路二對照

 課室3．綢，^^p對照
 吹數．綢路卜對照．網路二對照．綢路卜對照

諜室卜對照課室卜對照課室二對照

 網路卜課課室甸罔課室卜網課室弋網課室)網網路二課課室抖罔課室3網

 論證室)韭十R"路二對R"路>^%照路召押"路3壁寸^^室二對照路卜對照路)壟^r Rlg,

 -。．"^3 ^"用孕

 "，…，．．、
 吹數．翼鑒三翼協譯室毛綢路二卦照．翼鑒三翼滋課室毛縛路戶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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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表10中可發現，論證學習環境的設計對學童論證能力增進有中偏大的效果量，

 而課室論證學習環境學童在論證能力測驗上優於網路論證學習環境，且優於對照組。

 另外在次數的比較上，網路組和課室組使用論證語言進行解釋、反駁的有效次數，網

 路組和課室組均優於對照組。在辯護次數上課室組均優於對照組。上述結果顯示Ku^^

 的十個論證教學活動會影響學童在論證活動中「論證能力」的進步，使用論證語言進

 行解釋、辯護和反駁的次數也會增加。

 從表11中可發現，針對論證語言使用次數進行比較，若學童有效使用次數越高

 且錯誤使用次數越低，則表示該學生使用論證語言的能力越高。從表中可發現不同論

 證能力的學生，學生使用論證語言來進行解釋、辯護和反駁的能力，大致而言呈現課

 室組優於對照組，以及網路組優於對照組的結果，顯示經過實驗處理後，課室組和網

 路組學生使用論證語言來進行解釋、辯護和反駁的能力均優於對照組。

 先前研究指出學生的論證能1^需要適當的教學並配合情境來引出，另外還要提供學

 生示範以及練習的機會，才能提升學生的論證能力(例如'? Dusch^ & Osbo^e, 2002 ; zohar

 & Ne^]]et, 2002 ; Osbom]e et a^., 2004)^ A^e^xandre (2008)也具體指出在;命;辭環境的設ft^

 原則上，應該讓學生能體會並充當知識宣稱的生產者，而非僅僅只是當一個消費他人所

 產生知識的消費者。本研究中學童面對「好朋友組」的清境設計，必須反覆練習使用解

 釋、辯護和反駁等方式進行「與自己論證」、「小組內的論證」以及「小組間的論證」活

 動，透過網路環境的設計及功能協助來說服他人或與同臍產生共識，讓學童成為知識宣

 稱的積極生產者，而非單純的接受知識來源成為消費者。同時本論證學習環境中-^-關活

 動的設計更是學童從知識消費者到知識生產者的一個重要鷹架，透過儷架的搭建，學童

 得以經由設計過的引導式論證過程，產生並公開證明自己的知識宣稱，並進而與他人對

 這些思考過程進行社會性的互動汗e^ton, 2004 ; Kuhn & Ude^^, 2007 ) o

 研究結果也顯示網路組和課室組學童經歷過上述論證課程設計後，論證能力的提

 刊．有中上的效果量。由於在網路和課室環境申，學生從開始到結束的課程學習，都會

 透過^0種課程活動設計結構化的支持，系統或教師也會在適當時機提醒學生辨別並

 瞭解他們現在所做的這些程序會對應到論證的那個層面，讓學生能關注於課程目的以

 及所學的論證技能上，而非僅僅是操作的過程;此時學生不只關注到使用這些證據和

 宣稱的過程，也同時聚焦在學生對「好朋友組」活動的思考，以及收集這些資料、證

 據來連結宣稱以達到說服自己和他人的目的。為了探究何謂「好朋友組」的目標活動

 (^oa^-based act^v^t^es )，學生必須自行產生、考慮並檢驗所有可能的證據及假設，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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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其中某些具有因果關係的屬性或結構，最後分析可能的形成因素，學生透過來來回

 回進行與自己論證、與他人對話論證的過程來修訂並精緻自己的宣稱。上述活動過程

 中，學生因此可以區辨並學會這些認知技能，了解這些技能是如何發展出來的，進而

 俱備自行探究更複雜形式的能^^，這種探究與論證的能力正是Kuhn (2005)在《教

 導思考》一書申所強調學生需具備的兩大重要技能。

 二、網路論證學習環境組、課室論證學習環境組和對照組的國小學童論

 以下分別從兩個向度分析學童論證組型表現:

 (-)使用論證品質檢核表進行組型分析

 首先從圖7曰組學生高、中、低分群「;錦登能^^測驗」分向度表現差異圖考斃兒，總體

 而言，學生;綿銷呂力表現在生產性向度得分均優方餅胃緻性和邏輯一致性。但對高分群學生

 而言，玉組學生在論證能力三個向度(生產，性、精緻性和邏輯一致性)表現差異不大，表

 示對高論證能力群學生而言，三組學生;綿鄧旨力表現差異不大，且生產性向度的表現/勵公

 精緻性，而邏揖一致性上的表現/邸公生產和精緻性。但對中分群學生而言，學生在生產性

 的表現上，網路組和課室組表現都優於對照組，在精緻性和邏輯一致小生上，課室組的方式

 丫鋤公對照組的表現。在低分群學生的表丰見上，可以發圭射匝分群學生在生產性表現比精緻性

 和邏帽一致性的表1剃子，但是;締登表現的品質較不好，同時也可發現，網足絲朋插始十方式

 對低分群學生生產，性表上蝴劍圭，而在精緻往和邏輯一致世士．，則以課室組的表土翩列子。

 另外，從圖8三組學生高、中、低分群「論證能力測驗」分向度組型差異圖，可

 以發現高、中分群學生在生產性的組型，六個論證結構元素表現均相當一致，而對低

 分群學生而言，雖然每個結構元素的平均數量均減少，但各個結構元素相對表現差異

 不大。但是在精緻性的組型上，可以發現，高、中分群學童「限制」的使用表現，明

 顯低於其他五個結構元素，意即學童無法清楚精確說明在哪些條件的規範下，自己所

 提的宣稱可以成立;同時也可發現，在精緻性表現上，網路組和課室組低分群學生的

 「資料」、「支持」、「理由」、「反例」表現均比對照組高，顯示這兩組設計，可以提升

 低分群學生「資料」、「支持」、「理由」、「反例」的精緻性表現。最後在邏帽一致性的

 組型上，高、中、低分群學生六個論證結構元素大致表現均等，而且個別元素表現差

 者，其整體邏輯一致性的表現也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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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使用論證語言進行解釋、辯護、反駁及論證的次數進行組型分析

 從圖9三組學生「解釋次數、辯護次數、反駁次數」組型比較圖可以發現，三組

 學生在進行解釋時主要以現象的描述為主，三組學生有效使用解釋能力的次數則是課

 室組優於網路組優於對照組。另外，在解釋能力錯誤使用的次數比較上可以發現，課

 室組錯誤使用次數最少，其次為網路組，而對照組的錯誤使用次數最高。同時對照組

 不相干的解釋平均次數也高於網路組和對照組。三組學生在進行辯護時主要是以防禦

 為主，三組學生都沒有使用攻擊的方式進行，且防禦的次數課室組表現優於網路組優

 於對照組。另外，在解釋能力錯誤使用的次數比較上可以發現，課室組錯誤使用次數

 最少，其次為對照組，而網路組的錯誤使用次數最高。但對照組使用不相千的陳述平

 均次數遠高於網路組和課室組。三組學生在進行反駁時會採用兩種形式:思考對方弱

 點以及增加己方證據，其中網路組和課室組學生反駁時思考對方弱點的次數高於對照

 組，而且增加己方證據也比對照組高。另外，在反駁能力錯誤使用的次數比較上可以

 發現，網路組和課室組錯誤使用次數均低於對照組。而在使用不相干的陳述平均次數

 則是課室組最低。

 從圖^0三組學生高、中、低論證能力分群「解釋次數、辯護次數、反駁次數」

 組型比較圖可以發現，對論證能力高分群學生而言，網路組「解釋能力，表現優於課

 室組優於對照組;對論證能力中、低分群學生而言，課室組「解釋能力」表現優於網

 路組優於對照組。對高、申論證能力學生而言，課室組「解釋能力」的錯誤使用次數

 及回答不相關次數表現最低，顯示對高、中論證能力學生而言，網路組和課室組「解

 釋能力」表現均優於對照組。對低論證能力學生而言，可以發現對照組的錯誤表達次

 數及回答不相干次數增多且有效使用次數明顯低於其他兩組。對論證能力高分群和中

 分群學生而言，網路組「辯護能力」表現優於課室組優於對照組;對論證能力中、低

 分群學生而言，課室組「辯護能力」表現優於網路組優於對照組。對高、中論證能力

 學生而言，課室組「辯護能力」的錯誤使用次數及回答不相關次數表現最低，顯示對

 高、中論證能力學生而言，網路紐和課室組「辯護能力」表現均優於對照組。對中、

 低論證能力學生而言，可以發現對照組「辯護能力」表現的錯誤表達次數及回答不相

 干次數增多且有效使用次數明顯低於其他兩組，而課室組的有效次數增多，錯誤表達

 次數降至最低，顯示對低論證能力的學生而言，課室組的方式對辯護能力的提升最有

 效。對論證能力中分群和低分群學生而言，網路組和課室組「反駁能力」有效表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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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高，錯誤表現次數低，而對照組有效表現次數低，錯誤表現次數高，因此網路組和

 課室組的表現相對優於對照組;對論證能力高分群學生而言，課室組學生「反駁能力-

 表現較精準，正確率高於網路組和對照組。

 從圖口三組學生論證次數組型比較圖可以發現，網路組和課室組學生有效使用

 論證語言的次數高於對照組次數，且網路組和課室組學生錯誤使用論證語言的次數和

 使用不相干陳述的次數也比對照組低。從圖^2三組高、中、低分群學生論證使用次

 數比較圖可以發現，對高論證能力學生而言，網路組和課室組學生有效使用論證語言

 的次數高於對照組次數。對於中、低論證能力學生而言，課室組學生錯誤使用論證語

 言的次數和使用不相干陳述的次數優於網路組，而對照組錯誤使用論證語言的次數和

 使用不相干陳述最多。

 L"l^^、g、L鈍，，&用，"數口^。。足m、數 ．-人-

，。 彩正確^^述現來次數彩防心吹故茲思考^^方仍玷次數

 二。吋;。明，"。L，九幣r^，。，欠it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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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9 ^^組學生「解釋次數、辯護次數、反駁次數」組型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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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三組高、申、低分群學生論證使用次數比較圖

 (-)論證能力表現

 根據上述三組學童論證能力之結果比較，發現課室論證學習環境組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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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ean =59.95 )的論證表現比對照組學童的表現較好(達中度效果量)，而網路組的

 論證能力表現(Mean =50.61)和對照組(Mean =46.95)相比雖末達顯著，但其論證

 能力調整後平均得分優於對照組。此研究結果與蔡俊彥(2009 )使用CAWA系統

 (仿gnitive如lprenricesh扣怕b-base^ Argumnentation鈔stem )來促進學童論證能力的結

 果相比較，可說明網路論證環境確實能提升學童論證能力。而將本研究與蔡俊彥的研

 究設計(僅網路組與對照組)相比，本研究更進一步將論證學習環境的設計直接應用

 於課室當中，結果顯示課室論證組的表現更明顯優於兩組，研究者推測可能原因如

 "「 。

 (^)從社會互動觀點來看:雖然本研究申網路論證組的設計能讓低成就學童也獲

 得公平參與及發表意見的機會，並在網路平台的鷹架輔助下與高成就學童進行公平的

 互動溝通，進而共同建構知識，提升其論證能力之表現。但是，由於課室論證組的小

 組成員彼此熟識，且在面對面的課室環境中有豐富的互動經驗，因此較容易透過口

 語、手勢和身體符號等互動形式，以影響對方之行為和思考的過程，學童透過這種面

 對面的方式，直接與其他小組成員針對證據與宣稱的關係進行討論、質疑等協商過

 程，較易形成具歸屬感的互動與討論社群。而本研究中網路論證組的互動方式則為系

 統設定，學童可以漸次有邏帽的思考自己的理論與證據，並對他人意見提供評論;但

 是網路學習鷹架較著重公平地提供學童互動及溝通的機會，而較少注意到學童情意方

 面的鷹架工具提供;例如，Ja^]ssen等人(2007)認為可以提供「參與」工具的設計，

 讓學習者透過此種視覺化的工具，可以即時呈現並監控其他同臍參與討論的比例，同

 時也可以比較自己和其他小組成員個別努1^的程度，激勵自己全力參與互動，藉此提

 高學童參與網路互動的意願與品質。由於本研究中缺乏類似的網路鷹架，網路組學童

 蛟無法感受到課室組學童所經歷的真實情境中的情意感受。再加上實驗對象為小六學

 童，之前並未接受過使用寫作形式來提出宣稱並進行解釋、辯護及反駁等學術訓練，

 而網路組的實驗介面設計中僅允許學童使用寫作形式來進行彼此的社會互動，故對網

 路論證組學童而言，必須使用餃不熟悉且較高難度的寫作形式直接進行社會互動與建

 構。相對而言，課室論證組學童則可以同時使用其較熟悉的口語或肢體等形式來進行

 社會互動，因此課室論證組有較佳的論證表現。

 (2)從論證的表徵形式來看:由於兩組學童皆採用相同的論證文木設計學習環

 境，兩組學童均持續投入可引起競爭的宣稱或是衝突證據的活動設計中，差別在於一

 個透過網路環境進行書面形式的合作論證，一組透過老師的協助在課室環境中先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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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口語形式的合作論證，然後再分別進行書面的陳述。因此兩組可排除論證學習內

 容的差異，單純討論網路環境和課室環境之間的不同，兩者最大的不同乃是前組純粹

 經由網路透過書面表徵的方式進行合作論證，後組先經由小組面對面口頭的表徵進行

 辯證思考，口語的表徵形式多元豐富且直接(^^^nonneaux, 200^)，其後又進行書寫

 形式的論證，書寫形式的呈現可以完整詳盡的表達個人思考的脈絡，因此，課室論證

 組學童的表現優於網路論證組學童的論證表現。

 (3)從系統設計觀點來看:網路論證學習環境的設計本意為「;1翡侖;登素材以結構

 化方式，利用學習者與科技形式的互動為鷹架，有邏輯性的呈現個體內論證、小組內

 論證及小組間論證三階段的論證過程，以藉此訓練並提升學習者的論證能力」。但是

 本研究中網路論證學習環境的設計卻沒有考量「教師在教學現場的教學實務經驗」這

 個潛在因素。由於許多有教學經驗的專家教師，在教學現場會視學童的學習反應及狀

 況，適時的給予口頭或眼神上的接觸與讚許，因此，教師許多內隱末外顯的默會教學

 知識(^ac^t know^edge)，此系統並無法有效提取並表徵出來，故課室論證組學童的

 表現優於網路論證組學童的論證表現。未來系統設計可以考慮朝「專家系統」提取專

 家教師的教學實務經驗，經由人工智慧的設計模式進行，甚至可以考慮直接由專家教

 師直接在網路論證學習環境中引導論證學習，結合專家教師及網路環境的優勢，讓學

 童論證教學的成效有加乘效果。

 (二)論證能力組型

 根據前述，本研究發現在論證結構元素的組型上，學童大致採用的論證組型「宣

 稱」、口資料」、「支持」、「理由」、「限制」、「反例」來進行論證;由於三組學童在實驗前

 均先進行四節課的基本論證語言介紹，讓學生熟悉基本的論證語言及技巧(主要介紹

 TO^lmn^n的六個結構元素關係及使用)，因此可發現學童的論證紐型都採用TAP模式，

 而研究中也發現，其中限制的得分遠低於其他元素，而反例的得分卻沒有相對低分。而

 限制的得分低，經由研究者事後言庇炎，多名學生均表示，由於論證能力測驗中題目中已

 經有詢問「可以稱為A蟲的理由是甚麼」，以及「不是A蟲的可能理由是甚麼」，因此

 不需要把限制的條件在重新表述^^次，故限制的精緻性得分較低。而學生在反例部分的

 提出表現並不差，此結果和部分研究所提，反例的出現較不容易達到( zohar & Ne^et,

 2002 ; Ke^ly & Takao, 2002 )，並不相同。研究者推測，可能是研究過程中，網路組和課

 室組「不是好朋友組」的文本設計，以及「論證能力測驗」中特別把「不是A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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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據顯示出來，並要求學生根據這些證據進行思考。透過上述「這些蟲不是A蟲」的

 「明示化」指引及教學設計，學童較容易邁結到論證結構中的反例。

 研究結果同時也顯示，學生在進行解釋時主要進行現象的描述，在進行辯護時主

 要是以防禦為主，都沒有使用攻擊的方式進行，在進行反駁時會採用兩種形式，思考

 對方弱點以及增加己方證據，但主要以思考對方的弱點來進行反駁，而蛟不會加強提

 出證據來反駁對方。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uhn (2005)的論證教學理論為基礎，以論證文本作為媒材，透過故

 事情境的導引，發展設計建構成一個適性化的論證學習環境。學童經由小組合作學習

 的方式，在論證學習環境中進行與自己論證、小組內論證、和小組間論證三個階段的

 學習反思，以提升學童的論證能力。本研究獲得結論如下:

 首先，在學生整體論證能力的表現方面，論證學習環境的設計對學童的論證能力

 提升有幫助。而且課室論證學習環境比網路論證學習環境較能提升學生論證能力，且

 因為具有中度以上的實驗效果量，因此在教學實務上可嘗試推廣。

 其次，關於學生在論證組型上的表現，研究結果顯示學生在進行解釋時主要進行

 現象的描述，在進行辯護時主要是以防禦為主，都沒有使用攻擊的方式進行，在進行

 反駁時會採用兩種形式，思考對方弱點以及增加己方證據，但主要以思考對方的弱點

 來進行反駁，而較不會加強提出證據來反駁對方。

 二、研究建議

 (^)對論證教學的建議:從上述研究結果，顯示六年級學童課室論證學習環境

 的論證學習效果優於網路論證學習環境，且都優於對照組，顯示周延有目標的結構化

 論證學習環境設計，可以提高學童的論證能力。但本研究中網路環境的預期效應並未

 完全顯露出來，究其原因，除了前述口語表徵與書面論證形式差異外，學童網路基本

 素養的能力差異，以及學童本身學習風格的可能差異等因素，在本研究中均末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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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振方、林志能網路與課室學習環境促進論證能力

 因此，建議未來需針對學習風格等變項進行研究設言叫-，以找出可能影響因素，並據之

 修正網路環境設計，以期讓學童能發揮更大的網路論證學習效應。

 (2)對未來研究的建議:本研究中僅探討網路論證環境中學童的論證能力，並

 未針對學童科學概念的學習分析比較，因此透過網路論證學習環境可以促進學童論證

 能力的發展，但對於學童科學概念的學習是否有影響，仍待進一步的瞭解。另外，未

 來研究也可考慮將系統擴增設計成專家系統，並探討同時結合專家教師及網路系統的

 模式，學童是否有更佳的論證能力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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