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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欲探討不同分組方式對學習者角色之影響。以十八名國小六年

級學童作為研究對象，進行持續一整年的課室觀察。在自然與生活科技課

程中，利用不同的分組方式來觀察學童在學習過程裡學習者角色的變化。

結果顯示，在穩定小組中，每個小組均會有固定的主導者，其他小組成員

較傾向於被動參與。而在變動小組中，主導者角色並不明顯，並轉而成為

主動參與者。當學童願意分享看法，且樂於接受不同觀點時，較容易成為

分組成員中的核心角色，其學習者角色較不易因分組方式而有所改變。當

學童對本身較有信心者，在小組中投入程度較為主動。反之，若較無信心

的學童，其投入程度會轉變為被動，甚至是旁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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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在這多元化的社會體制下，觀察學生學習成果的方式，除了考試成績

與作業完成度等等，教育者轉向於學生在課堂中的投入程度來給予評量，

或從中理解學生的行為與遇到的困境，適時給予幫助。許多教育者在教學

過程中，因無法理解學童的行為與想法，對於要如何培養學童在學業上之

投入，嚴然成為一個值得探討的課題。  

陳嘉成（ 1999）指出在不同課堂上，因任課教師的不同，學科性質的

差異，傳達給學生的目標線索亦有所不同，而呈現不同的學習情境。反之

，身處相同課堂、相同教授方式與學習任務，其呈現出相同的學習線索時

，學習者之目標將與教學期望達成一致，而表現出的投入行為深受學習情

緒影響。依據本研究觀察之學童，在相同課程、教師及活動下，其投入行

為包含了舉手發問、與同儕討論課程、專注在學習與實驗中…等，與發呆

、看窗外、等非投入行為。在相同學習情境下，本研究利用分組方式的不

同，觀察對學童是否造成學習投入程度的影響。  

貳、文獻探討  

一、社會建構理論  

Vygotsky （ 1978）的社會建構論強調一個人的心智發展源自於社會

互 動 ， 並 藉 由 內 化 （ internal izat ion） 的過 程 建 構 個 人 認 知 。 這 個 社 會 互

動論的觀點強調個體與所處環境的雙向互動（ Bruner  & Bornstein ,  1989）

，但孩童並無法自發性的與週遭人、事、物進行心智交流活動，必需依賴

有條件的介入（ mediat ion），並以各種型式的符號（ sign）與工具（ tool

）來進行雙向交流，其中語言便是最重要的工具。  

Vygotsky 所謂的「介入」是最常被應用在教學上的便是「鷹架」，

但即使有了適當的鷹架，台灣學生並不適應在課堂上運用語言與同儕或老

師作溝通與交流，因此，小組合作學習便成為促進心智交流的重要教學活

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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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組合作學習  

學習的過程中，在成長背景或學習經驗不同的前題下，每一位學童吸

收或建構的知識，都大不相同。在社會建構論中，張靜嚳  （ 1995）指出

知識是個人與他人經由搓商與和解的社會建構過程，透過團體中的經驗分

享、信念與價值的溝通，在解決衝突達到意見一致的過程中逐步形成知識

。因此，透過在分組學習活動裡，以小組合作的方式，學生以舊有的知識

為基礎，再與小組成員互動的過程，交流各自不同的觀點，可促使學生本

身的思考，調整並修正自己的想法，來建構出知識的架構，這不同於過去

講述式教學裡，教師提供法則予學童當下，造成的認知衝突，同儕間的互

動才能引發真正的認知改變  （ Lumpe & Staver ,  1995）。當小組成員在共

同的基礎上，藉由學習任務促使各成員參與，在小組中分享各自的想法，

建立互動的方式後，就會彼此相互影響，本研究的學童已歷經過去三年來

進行科學學習活動，已有固定的小組成員，並形成可夠過協商互動來建構

知識之慣例，漸進的形成小組共識，因此當參與者積極投入時，便能達到

學習的目的。  

三、小組成員扮演的角色  

Richomond and Str i ley （ 1996）  依學習者投入任務的程度不同，將

小組成員區分為領導者、協助者、主動無貢獻者與被動無貢獻者四類。其

中主導整個學習活動，進行任務分配，掌握任務進度的為領導者，協助者

則與領導者配合以完成學習任務；主動無貢獻者雖然會參與學習活動，但

常從事與任務無關之行為；被動無貢獻者則很少參與學習。其研究中，更

將領導者分為統整型、說服型及疏隔型三類，每一種類型的領導者均會對

小組成員的學習行為及互動模式造成影響，在 Freud （ 1921）的團體心

理學中也明確指出，個體的角色定位對小組成員間的連結，及小組之運作

極具影響，此亦為本研究將探討之問題。  

四、教學策略  

本 研 究 中 小 組 合 作 學 習 的 任 務 安 排 以 POE（ Predict ion-Obsenat ion-

Exp）  與問題解決的教學策略為主。 POE 是由 White & Gunstone 在 1992

年所提出，其主要步驟包括了預測、觀察與解釋，學生必須運用先備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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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科學活動的結果，並提出支持的理由，在活動完成後再進行觀察與描

述，當預測與結果有所矛盾時，學童必須加以解釋。小組在進行 POE 的

過程當中，藉由各階段的討論，可增加小組成員互動的機會。  

另外 De Luca （ 1992）認為問題解決  （ Problem solving）：問題解

決是人類重要的心智活動。在解決問題時，學生必須利用先備知識界定問

題與假設，並在操作及驗證的過程中學習新的知識技能。在小組合作學習

的過程當中，問題解決的任務安排提供了學生討論與腦力激盪的鷹架，亦

能提升同組成員間的心智交流。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對象為小鎮郊區的學校中六年級學生，班級人數共 18 人，

其中 10 名為男生， 8 名為女生，為便於資料收集與分析，將學生以性別

作 為 區 分 ， 男 生 依 序 編 號 為 M001 ， M002…， M010 ； 女 生 為 F001 ，

F002…， F008。 該 班 級 學 生 從 一 到 六 年 級 均 未 分 班 ， 且 自 三 年 級 到 六 年

級由同一科學教師擔任自然領域之教學，課程中由該教師引導學生以小組

討論的形式，透過不同的教學活動以熟悉科學討論，並在小組中共同建構

知識。  

二、分組方式  

為瞭解六年級學童在科學學習中，分組方式的不同，投入程度的差異

，分別就學童在四次科學學習活動中的參與情況，進行觀察紀錄。以下就

不同的分組方式說明：  

1 .穩定小組：本研究初期先以學童自五年級起，所形成的小組進行一

學期的觀察，此分組方式已發展一段時間，成員間皆已有其行事 慣

例及共識的情境，故稱之「穩定小組」。其編排方式為同性別異 質

性 分 組 ， 由 教 學 者 挑 選 五 名 上 課 參 與 度 較 高 及 學 習 表 現 為 班 級 前

50%之學生 M002、 M010、 M005、 F001、 F007，而成員則由學生依

序自行挑選，編排如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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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小組成員編排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第五組  

教師選取  M002  M010  M005  F001  F007  

第一輪  M001  M006  M007  F003  F005  

第二輪  M003  M004  M008  F004  F006  

第三輪  M009    F008  F002  

 

2 .變動小組：本研究進行三次的變動分組。第一次變動自各穩定小組

中，隨機抽出一人到其他組（如表 2）；第二次變動再次從各小組中

，抽出一人（如表 3）；最後一次為全班隨機分組。  

表 2 第一次抽籤換組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第五組  

M001  *M008  *F002  F001  *M004  

M002  M006  M007  F003  F005  

*M005  M010  M008  F004  F006  

M009    *M003  F007  

註 ： *為 第 一 次 抽 籤 換 組 的 學 童  

表 3 第二次抽籤換組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第五組  

**M007 *F008 *F002 F001 *M004 

M002 **F004 **F006 F003 F005 

*M005 M010 M008 **M001 **M006 

M009   *M003 F007 

註 ： * *為 第 二 次 抽 籤 換 組 之 學 童  

三、教學策略  

在以小組討論方式進行科學學習活動時，除為配合現行的科學課程以

外，更透過呈現現象或問題的方式，營造小組討論的共同議題，促使小組

的成員參與討論。促使成員討論之課程設計如下：  

1 .POE 策略：在活動「滑輪概念」的教學活動中，採用此策略讓學生



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中的分組方式對學習者角色之影響 

 67 

依據已學習過的槓桿概念，對滑輪工具的施力大小進行預測，再 根

據操作後的結果進行觀察與解釋。  

2 .問題 解決  （ Problem solving）  ： 本研 究在「電 磁單元 」的 活動中

，小組成員必須運用桌上既有的器材，探索電與磁之間的關係， 這

會使小組互相討論，找尋解決的方法。  

四、資料收集  

本研究採用課堂錄影、教師觀察及深入訪談的方式，了解在研究課室

中自然發生的過程，並由教學者在每節課結束後，撰寫教學日誌來反思所

觀察到的過程，佐以課堂錄影和深入訪談來詮釋學童在科學學習任務中的

學習者角色。  

五、資料分析  

依據 Richomond and Str i ley （ 1996）的分類方式，透過上課錄影紀

錄，將學童在小組中的學習者角色，分為「主導者」、「主動參與者」、

「被動參與者」及「旁觀者」四類。本研究主要以質性研究方式，為增加

研究之信效度，在資料收集上利用教學日誌、課堂上的全程錄影及晤談，

而談話內容亦編寫逐字稿，以作內文分析之用，期間更從學生、教師及專

家等不同角度出發，了解學習者的想法，藉此三角校正之方式以確保資料

分析結果的信效度。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學習者的角色類型  

大致可以將學童在各小組中的學習者角色，分為四個類型： 1、主導

者， 2、主動參與者， 3、被動參與者， 4、旁觀者。  

於接收到學習任務時，主導者會率先採取行動，其通常是小組中接收

學習任務的主要成員，掌握小組活動的進行，分派任務、領取物品、確認

材 料 分 配 情 形… 等， 例 如 在 「 Junk Box」 的 教 學 日 誌中 可以 發 現 ， M002

為該組中的主導者。而 M003 表現出主動尋求參與，積極進行學習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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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或任務觀察，並依據學習印象，使用電磁相關物品嘗試電與磁之間的

關係。在思考操作的過程中， M003 不一定會干涉其餘成員的想法或者動

作，只投入在學習任務上。上述兩位學童參（ M002 及 M003）參與活動的

角色，相當於小組的核心，皆對學習任務有較顯著的影響。同組成員中另

有兩位成員（ M001 及 M009）  則採取較為被動的行為，觀察小組動態、

與聆聽其他人的討論內容，或者私下嘗試活動歷程，呈現被動參與者的特

質。  

表 4 教學日誌  091208-SG2 

學習任務  利用 Junk Bo x 中的各種物品（電路組、磁鐵、各式鐵製品…等）  

，探索電和磁之間的關係  

觀察組別  第一組  

成員行動  任務接收  任務執行  任務報告  角色  

M 001 在座位上閒聊  隨手拿取物品撥

弄，一邊與 M009

閒聊  

聆聽  被動參與

者  

M 002 指派 M003 領

取物品  

組合電磁相關物

品嘗試，並要求

組員操作及表達

想法  

徵詢成員想法，

書寫記錄，指派

M009 上台發表  

主導者  

M 003 離座領取物品  依據先前學習印

象，挑選電磁相

關物品嘗試，並

與 M002 溝通意見  

提供想法，回達

教師提問  

主動參與

者  

M 009 在座位上閒聊  隨手拿取物品撥

弄，一邊與 M001

閒聊  

聆聽，上台發表  被動參與

者  

另有一種不同於被動參與者的角色，自接受任務開始，即處於學習狀

況外，做自己的事、玩筆或發呆，其眼神未與小組成員接觸，在「磁鐵靠

近指北針時有甚麼現象？」中，在學習任務的報告裡顯示，旁觀者無法回

答任務相關問題，不清楚任務內容，更不知道任務的結果，完全未投入在

學習活動中，更罔論從中習得知識與技能，此為旁觀者，例如 M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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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每一位學童在各分組方式下的參與類型  

 穩定小組  變動小組  

M 001 P P  

M 002 L A 

M 003 A A 

M 004 O O 

M 005 P P  

M 006 P P  

M 007 P A 

M 008 L A 

M 009 P A 

M 010 L A 

F001  L A 

F002  A A 

F003  A A 

F004  P P  

F005  A A 

F006  L A 

F007  P A 

F008  O P/A 

註 ： L 為 主 導 者 、 A 為 主 動 參 與 者 、 P 為 被 動 參 與 者 、 O 為 旁 觀 者 。  

二、不同分組方式中學習者角色的變化  

從穩定小組到變動小組的角色變化，主要分為三個類別：主導者轉變

為主動參與者（ L→ A， 5 人）、被動參與者轉變為主動參與者（ P→ A， 3

人）、維持參與角色者（ 9 人， A→ A4 人， P→ P4 人， O→ O1 人），另有

一人的改變似乎與穩定 /變動的分組方式無關。在變動小組進行學習任務

時，通常由特定成員執行，也沒有特定成員主導，過程中有較多的共同操

作與討論。在第一次變動小組中，從教學日誌中可發現，變動小組之成員

共同操作與互動的頻率較穩定小組高，也沒有特定的主導成員，在接收學

習活動後，每位成員皆提出各自的預測，分工合作完成操作、觀察與紀錄

，小組成員扮演的角色改變為主動參與者與被動參與者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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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教學日誌 100315-UG1 

學習

任務  
省力還是費力？  （定滑輪與動滑輪）  （ POE）  

觀察

組別  
第一組  （ M002、 M 005、 M 007、 M009）  

成員

行動  
任務接收  任務執行  任務報告  角色  

M 002 器材準備，提出預測  操作器材  修正紀錄內容  主動參與者  

M 005 詢問組員預測，提出

預測  

進行觀察並紀錄  提出結論  主動參與者  

M 007 器材準備，提出預測  觀察與聆聽  聆聽  被動參與者  

M 009 紀錄組員姓名，紀錄

想法  

針對紀錄內容提

出建議  

與 M005 討論  主動參與者  

在第二次變動小組中，可以看出分組後的第四組，在接受學習任務時

，領取材料及準備器材上，小組成員都會共同執行，回到組內也都自動參

與器材的準備；雖然有些成員是在一旁聆聽，依據個人特質的不同，而形

成被動參與或旁觀者的角色。  

從晤談中能發現，學生對自身的信心及與同儕的關係，都會影響到在

小組中的學習者角色。例如：表 2 中的 F008，從旁觀者改變為主動參與

者與被動參與者，經晤談後發現，其在穩定小組與 F001 同組， F001 對自

身較有信心，使 F008 不敢給予意見，表現出旁觀者的角色；而在不穩定

小組中，與 M010 同組時，對學習任務的參與度較為低落，亦認為 M010

不會認同其想法，而轉變為被動參與者，被動的跟隨學習；與 F005 同組

時， F008 在組內的互動明顯增加，更願意提出想法，呈現主動參與者的

特質。對 F008 之改變，從上課錄影、教學日誌與晤談中可瞭解，當學童

與同儕關係較疏遠的成員同組時，對自己想法較有信心的學童會趨向主動

參與，而對自己想法較沒有信心的學童則會趨向消極，形成被動參與者與

旁觀者的角色，與友伴關係較好的學童同一組時，則會改變為主動參與者

。  

從晤談中也發現在穩定小組中， F001 對其他成員的想法相當熟悉，

因而認為原本組別不具討論空間，使其選擇以自己的意見為主，扮演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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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角色。在不穩定小組中，因不同意見較多，使 F001 願意提出自身看

法與成員討論，轉為主動參與者的角色。其對同儕交換意見抱持正向的態

度，喜歡與想法不同的人互動，因此在不穩定小組中，能成為核心成員，

主動參與討論。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為了解學童在不同分組方式下，其所投入在學習的程度，以參

與觀察的方式紀錄學童在各小組中所扮演之角色，透過觀察紀錄、影片分

析及晤談等方式。學童在穩定小組中，依其投入狀況分為主導者、主動參

與者、被動參與者與旁觀者四種特質，且不容易產生變動。而變動小組中

，學童投入狀況改變為主動參與者、被動參與者及旁觀者，成員間有更多

的協調與溝通。  

穩定小組間各組皆有一名主導者，主導整個活動的流程，而變動小組

間則無。學童在不同分組方式下，其在學習任務中的學習者角色，會依個

人特質及同儕友伴關係等因素而有所差異。當學童願意分享看法，且樂於

接受不同觀點時，較容易成為分組成員中的核心角色，其投入的程度較不

易因分組方式而有所改變。而比較傾向與其他小組成員能觀點一致，隨同

儕友伴關係而變動的學童，在學習中的投入程度，較容易出現差異。當學

童對本身較有信心者，在小組中投入程度較為主動。反之，若較無信心的

學童，其投入程度會轉變為被動，甚至是旁觀者，但若與同儕友伴關係者

同組，其投入程度會轉變為主動，更願意與友伴分享自身看法，並參與討

論。  

綜合上述，不論在何種分組方式下，學童參與學習的角色會依個人特

質及同儕友伴關係而有所差異，教學者一直以來都期望能提昇學童的注意

力、學習動機、課堂互動等投入學習之行為，然而這一切都是在社會文化

脈絡下所形成的，教學者更應隨時留意並觀察學童的一舉一動，若即時發

現其漸漸遠離學習核心時，適時關心與給予幫助，都可使學童投入在學習

這件事上。而為了減少學童在學習中的落差，以下則為教學提出建議：  

1 .研究發現長時間未重新分配的組別，因相處模式與合作方式都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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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太大的改變，小組結構與各成員所扮演的角色均會呈現穩定狀 態

，依據 Vygotsky 的社會建構論，穩定小組因組員之間的默契，容易

造成觀念上的同質性較高，無法達到合作學習的效果。因此，建 議

在採取小組學習的教學活動時，分組方式最好能時常改變。  

2 .學童在變動小組中的參與程度，有時會受到個人特質與同儕友伴的

關係影響，依據 Vygotsky 的社會建構論，在進行知識建構的同時，

需與小組成員有互動、解釋與聆聽的心智交流，因此建議教學中 提

供更多互動情境，除樂於分享自己的想法外，更應聆聽他人意見 ，

以修正自己的主觀想法，增進學童對小組的認同，使學童能對自 己

產生信心並表達出來。若能增進學童間的同儕友伴關係 ，將更可 促

使學童投入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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