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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動 教 育
E d u c a t i o n

郭憲偉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海洋運動休閒系助理教授

合作學習在雜技教學的應用
──以撥拉棒教學為例

前  言

雜 技 活 動 屬 我 國 民 間 固 有 傳 統 技

藝，也就是各種遊戲的技術。通常分為

個人與團體項目，在團體項目中，經常

會發現藉由另一名學生來協助指導，反

而更容易達成教師所預期的成效；透過

同儕間的學習，使概念溝通變的比較容

易。是故，將合作學習教學法融入於雜

技教學之中，經由學生彼此互助合作學

習，定能在同儕互惠之間同步成長認知

概念及社會技巧等學習目標。本文將探

討合作學習在雜技教學之應用，除了讓

學生在雜技教學中獲得技能外，對於學

習動機與互助學習將是雜技教學日後的

課 題 ， 也 是 雜 技 教 學 未 來 發 展 方 向 之

一。

雜技教學的基本特點

雜 技 教 學 具 有 三 項 特 點 ： 一 、 雜

技教學不是一種普遍的大眾教育，它是

一種特殊的生計教育；二、雜技教學不

是一種趨同的社會化教育，它是一種典

型 的 個 性 教 育 ； 三 、 雜 技 教 學 不 僅 是

一種既定的技藝教育，它更是一種無限

開 放 的 藝 術 教 育 （ 邊 發 吉 、 周 大 明 ，

2007）。

隨 著 科 技 化 高 度 發 展 ， 社 會 化 快

速變遷，面對著不斷進步的現代社會的

教育，雜技教學也在不斷地進行自我調

整，與時俱進；教育部近年來針對國民

教育階段修訂、頒布九年一貫新課程，

將課程內容劃分為語文、健康與體育、

社會、藝術與人文、數學、自然與生活

科技及綜合活動等七大學習領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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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 1 9 9 8 ） ， 希 望 能 以 人 性 化 、 生 活

化、適性化、統整化與現代化的學習領

域活動，傳授基礎知識，養成終身學習

能力並培養身心充分發展的健全國民與

世界公民（黃顯章，2007）。雜技隨著

人類文化而發展，因授教傳遞而充實；

若沒有一套良好的雜技教學應用於現代

社會中將張顯其不足，且雜技表演著重

於團體演出，故合作學習法在雜技教學

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合作學習的基本要素

合 作 學 習 的 教 育 主 張 並 非 始 自 今

日，在人類開始存在時就已有使用小團

體的學習，但現代普遍使用合作學習是

在1966年明尼蘇達州大學運用有效的教

學在小團體上（Johnson ,  D .W . ,1970；

J o h n s o n ,  D . W .  ＆  J o h n s o n ,  R . ,  

1974）。

合作學習主要利用小組成之間的分

工合作、共同利用資源、互相支援等，

來進行學習，並不只是將學生置於小組

中，更重要的是如何促進小組的合作學

習 （ 曾 俊 堯 ， 2 0 0 7 ） ； 一 般 說 來 ， 合

作學習主要是以異質分組、小組內相互

依 賴 的 型 式 呈 現 ， 強 調 合 作 表 現 、 團

體及個人績效並重（黃政傑、林佩璇，

1996；Dyson & Rubin ,  2003）。合作

學習的特質包含下列幾點： 

一、積極的相互依賴（positive inter-

dependence）

積極的互賴是在強調小組中，每個

人的努力是不可或缺的，其貢獻都有獨

特之處，在團體中每個人都有一份任務

和扮演不同的角色。所以建構有效的合

作學習，是要讓學生知覺到自己與小組

是生命共同體（吳素真，1998）。

二、個人責任（personal responsi-

bility）

個 人 責 任 又 稱 個 人 績 效 ， 小 組 的

成功是決定於，組內每位小組成員的成

功，而不是某一成員單獨的成功，因此

每個成員都必須盡到學習的責任。每個

人對於小組表現都有其責任，並能對小

組貢獻一己之力，若各組組員皆能盡其

所能展現自己的專才，並且能具備良好

的人際互動，則整組將可淋漓盡致地發

揮其特色，展現最佳的效果。

三、面對面的互動（face-to-face 

promotive interaction）

合 作 學 習 中 強 調 小 組 成 員 間 的 互

動，學生透過組員間彼此幫忙、協助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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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而成功地學習，藉由小組組員之

互動、相互討論、觀察、回饋，彼此所

交流語文與非語文之訊息，皆有助於提

昇學生之學習效果。

四、社會技巧（social skil ls）

社 會 技 巧 又 稱 人 際 技 巧 或 合 作 技

巧。小組需要適宜的合作技巧，如相互

溝通，相互信任及建設性解決衝突與問

題。當小組組員意見相左時，可運用社

會技巧，有效地化解人際之間的衝突，

建立良好的溝通方式，採取民主化之投

票 表 決 法 則 ， 強 化 組 內 相 互 依 賴 之 程

度，以利於小組繼續進行討論。

五、團體歷程（group processing）

人要不斷的反省才會成長，同樣合

作學習也是需要反省。進行合作學習之

際，教師可協助組員省思小組之學習活

動的歷程，重新分析小組之運作及使用

社會技巧的情形，藉著小組組員自我評

估，瞭解小組達到目標的程度，檢視小

組運作之優缺點，促進小組維持良好的

合作關係，提昇組員之間的合作技巧。

六、異質分組（heterogeneous 

grouping）

目的是要提供學生有更多的機會認

識不同的學習對象，聽取不同的看法、

分享彼此的經驗，讓學生從更多樣的觀

點結合學習經驗，達成學習目標。

合 作 學 習 在 雜 技 （ 撥 拉 棒 ） 教 學

的應用

合 作 學 習 教 學 程 序 一 般 來 說 為 三

種 類 型 ： 正 式 、 非 正 式 和 團 隊 基 礎 合

作（John s o n ,  D .W . ,  J o h n s o n ,  R . ,  & 

Ho l u b e c ,  2008），以下將針對正式合

作 學 習 （ f o r m a l  c o o p e r a t i v e  l e a r n -

i n g ） 結 合 於 雜 技 教 學 上 （ 見 表 1 ） 。 

    在正式合作學習中，教師應遵循以下

原則：

一、教師決定課程目標（包括技術與社

會技能目標），團隊大小，學生在

群 體 中 分 配 方 法 、 學 生 角 色 的 分

配，課程中所需材料及教室安排。

二 、 解 釋 課 程 目 標 和 積 極 的 互 賴 關 係

（教導所需的概念和策略）。

三、監督學生的學習並適時提供援助或

增 加 學 生 的 人 際 關 係 和 群 體 的 技

能。老師系統地觀察和收集每個團

隊數據，並適時地幫助學生完成任

務，有效地的合作完成。

四、評價學生的學習過程，幫助學生以

及促進組織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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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真材實用」的能力。傳統雜技

教 學 ， 教 師 習 慣 於 經 驗 法 則 、 口 傳 心

授、打罵教育等方法來進行，使得教學

過程過於僵化、缺乏樂趣，無法吸引兒

童學習的興趣。而合作學習法讓教師不

再是唯一的教授者，教師將學習的責任

還 給 學 生 ， 以 學 生 為 中 心 的 學 習 為 架

表1  奇幻撥拉棒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領域 健康與體育領域 教學年級 國小高年級

教學名稱 奇幻撥拉棒 教學時間 40分鐘
教學場地 室內體育場 使用器材 撥拉棒器具  

教學目標

1.瞭解撥拉棒的動作要領
2.能正確做出雙杆左右打棍鐘擺
3.能相互鼓勵同儕學員
4.同組間能互相幫助
5.能聽取他人的意見
6.能積極參與學習

分組分式

1.  3位學生一組
2.  5位學生一組

教學程序

1.教師先講解並示範動作要領
2.每位學生手拿一組撥拉棒，先原地將撥拉棒置放於地面做出正確的鐘擺動作
與雙杆左右打棍鐘擺

3.依學生程度採異質性分組練習，並指派一名小組長負責
4.於下課前分組競賽
5.分節下課前5分鐘互相討論分享心得

活動方式
1.地面鐘擺練習
2.雙杆左右打棍鐘擺
3.異質性分組練習

教學重點

1.3人或5人為一組，由一位擔任小老師，教導學員地面鐘擺動作，並交叉練
習；再進行雙杆左右打棍鐘擺練習。（手與棍子的觸覺練習，以及動作的準
確性與協調性）

2.小老師即時的給予組員動作回饋
3.欣賞同學的動作，吸收同學的優點，缺點當為借鏡
4.每節下課前5分鐘，相互討論自己領悟到的動作要領與同學分享

設計理念

本活動設計採異質性分組來提高教學效果，讓技能較高同學帶領與教導技能較
差同學，並讓興趣濃的引領興趣淡的，發揮同儕之間的作用，讓學生為課堂的
主體，教師扮演協助的角色，以培養學生的默契與團結合作精神。從學習者的
角度而言，是希望透過自主學習的形式，促進學習之間的相互交流，學習過程
中加強同儕間的交流、互相評價、互相啟發，並培養學生良好合作，實現資源
共享；從教師者的角度而言，小組中的每個學生有更多的發言、表現、相互交
流機會，以彌補班級教學制度下的教學侷限性，讓小組勇於表達自己的意見、
接受他人的批評。

結  語

現 階 段 九 年 一 貫 課 程 的 目 標 ， 除

重視基本知識概念的獲得外，更重視兒

童 批 判 思 考 、 價 值 判 斷 及 解 決 問 題 的

能力，並培養互助合作的世界公民。而

合 作 學 習 的 環 境 可 促 進 個 人 與 同 儕 的

互動來建構知識，培養學生擁有「帶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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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讓學生在學習歷程能充分發揮學習

權 ； 也 以 開 放 的 胸 襟 ， 接 納 建 議 和 批

評，營造一個溫馨而充滿朝氣的學習情

境，使學生具有批判的思考和反省的能

力，良好的師生互動激勵教師教學策略

的轉變，也助長學生學習的興趣。

是故，利用合作學習將有助雜技教

學一層不變之困境，並培養同儕間彼此

互助與合作，並創造一個積極的互賴關

係與激發學生潛能，並提升學習成效。

圖1  磨墨〔一）

（左上）

圖2  磨墨（二）

（右上）

圖3  雙杆左右打棍

鐘擺（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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