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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學生進行合作的引導學生進行合作的引導學生進行合作的引導學生進行合作的引導 

2.2.1 為什麼要引導學生合作為什麼要引導學生合作為什麼要引導學生合作為什麼要引導學生合作？？？？ 

與人互動、溝通、合作是每位公民都必備的基本能力與要求，尤其處於社會

環境日趨複雜，彼此相互依賴關係更加密切的時代中，透過與人互動、合作的方

式，不但可以建立廣泛的人際網路，累積自己的社會資本；也可以透過與他人的

經驗交流，對事物有更深、更廣泛的認識，在處理問題上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因此團隊合作、人際溝通已被公認是未來人才所需具有的關鍵能力。 

教育的目的是在培養能適應未來需求的人才，然而在傳統課堂中，大多是由

老師講述，學生被動接受知識，學生不但鮮少有發表個人意見的機會，也缺乏與

他人互動、討論。這種以填鴨的方式不但讓學生失去學習的動機，更與未來人才

所需的團隊合作、人際溝通關鍵能力背道而馳，因此改變學習型態，強調同學間

對話、討論、探究、合作共學的方式，也成為當前世界各國啟動的學習革命。 

在課堂中安排合作的情境，有助於學生在與他人互動、共同思考或解決問題

的過程中，進行社會性的學習，包括如何與人建立關係、如何進行溝通與協調等。

此外，合作的方式可增加學生的主動參與性，讓每個人都有表達自己想法的機會，

同時也可以聽到他人不同的想法；在多元思考與觀點的交流與碰撞下，不但幫助

他人學習，自我的想法也獲得反思的機會，進而產生新的知識與經驗，提升個人

無法獨立達標的水準，達到知識性的學習。 

綜而言之，在課堂中引導學生進行合作，不但有助於學生在人際、社交技巧

上的提升，更可透過互助、互學、互惠的過程，促進個人及彼此認知能力的發展。

是以在課堂中進行合作具有以下的功能：  

 

� 提供學習社群的場域，幫助學生進行社會性的學習。 

� 建立學生對社群的意識。 

� 增加學生表達及參與的機會，對學習有更多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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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與他人互學、互助與互惠的關係。 

� 幫助學生接觸到多元觀點，增進彼此對知識理解的深度與廣度。 

� 透過與他人互動交流，引導學生對自我想法進行監控與反思。 

� 在多元觀點碰撞下，激發個人無法獨立達成的潛能，提升認知能力。 

 

2.2.2 什麼是合作什麼是合作什麼是合作什麼是合作？？？？ 

A. 學習共同體學習共同體學習共同體學習共同體「「「「合作合作合作合作」」」」的意義的意義的意義的意義 

「合作」，不但是力量上的「群策群力」，更是智慧上的「集思廣義」。透過

合作的方式，可以讓學生在課堂的學習，從被動的接收，轉變為主動的參與，增

進學習成效，同時在與他人互動、合作過程中，習得人際與社會性的技巧。 

學習共同體的合作，除了可培養一般的團隊合作能力與技巧，更強調每位學

生是在平等的地位中參與學習，透過協同學習的方式，與他人進行對話，分享彼

此的觀點；同時在協同學習過程中，尊重小組成員間思考與見解的多元性，讓彼

此在差異中相互學習，促進與他人互助與互惠關係。 

據此，學習共同體的「合作」主要要素包括「共學」、「對話」與「鷹架」，

其內涵分述如下： 

(A) 共學共學共學共學 

學習本身就具有協同性，建構主義的知識觀主張，知識是無法被傳遞的，知

識是被建構的，透過師生或同儕一同參與、討論、互動而共同建構知識。因此在

學習共同體中強調「共學」與「互學」關係，不是傳統的「小老師制」、「互教」

關係，由會的學生單向的教導不會的同學，而是不會的同學主動請教已經學會的

同學；經由相互討論，相互協助，原本不會的學生因他人的教導而獲得理解或澄

清，會的學生也透過教導他人的過程對自己本身的認知進行再認知，在這種共學

的氛圍中，彼此之間是平等、互惠的關係。 

(B) 對話對話對話對話 

真正的學習是個人與自己、他人及世界的相遇與對話後建構意義。廣義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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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包括分享、發表、討論和互學等，但是對話不應只是一種語言的行動，而是一

種學習的關係，因此，如果在課堂中只是單向的分享、發表，或是各抒己見，都

不能算是學習。所謂的對話，必須是每位學習者在學習的過程中，都有質疑、回

答、評論、反省的機會。透過語言將自己的思考與想法表現出來，一方面可以讓

學生進行自我探究，二方面也將理解他人或文本的話轉化為自己的話，達到相互

溝通的結果。值得注意的是，在對話中，追求的不是熱烈的討論，也不能流於聊

天閒談。當學生十分熱烈討論時，有可能是教師給予的任務過於簡單，所以學生

會踴躍的表達自己已知的答案；相對而言，如果教師給予的任務需要學生進行思

考時，學生就會傾向採用小聲及平穩的語氣來進行討論。此外，如果在對話中發

生聊天閒談，可能是因為教師本身的發言就是綴語太多，不著邊際，沒有把重要

的訊息成功傳遞給學生；或是學習任務本身過於簡單，學生不需要花太多思考去

進行對話與討論；還有一種可能是學生彼此並未構築出相互聆聽的習慣，導致各

說各話，無法進行真正的對話。 

 對話的最終目的並不在彼此達成共識或獲得共同的理解或答案，而是讓每位

學生都有表達的機會，並透過對話的過程，試驗不同的假定、澄清不同的觀點，

建構出反思性的學習。 

 

(C) 鷹架鷹架鷹架鷹架 

學習是從已知的世界出發，探索未知世界的里程；是超越既有的經驗與能力，

產生新經驗與能力的挑戰。而這些經驗與能力的晉升，無法靠學生原本的自我理

解來達成。從維高斯基的「近側發展區」與「內化作用」的理論來看，學生是透

過教師和同學的協助下，理解自己當下水準所不能理解的事物，並將這些知識「內

化」為自己的知識。換言之，在合作的過程中，不懂的學生主動詢問或提出疑問，

會的學生以自己的理解回答問題，透過互相提供支持與促進發展的鷹架，激發出

彼此潛在的能力，進行向上伸展與跳躍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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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習共同體學習共同體學習共同體學習共同體「「「「合作合作合作合作」」」」的特性的特性的特性的特性 

由上述合作的內涵可知，在學習共同體中的「合作」，並不只是在形式上將

學生分成小組進行學習，也不是透過分工的方式，讓小組成員各自完成所負責的

任務，再整合出成果，或是為了形成一致的共識而進行團隊合作；而是透過協同

學習的方式，建立夥伴共學的關係，過程中強調個人的主體性，尊重每位學生的

思考、見解與差異，並且在多元觀點與不同思考的相互碰撞下，強化彼此對學科

知識的理解，達到伸展跳躍的學習。 

具體而言，學習共同體的「合作」具有以下的特性： 

� 不強調分工，各自完成負責任務；強調透過對話，在深化彼此的思考下，共

同完成任務。 

� 不強調相互教導，各自發表；強調相互支持，共同學習。 

� 不強調會的去教不會的；強調不會的主動請教會的。 

� 不強調一定要達成小組共識和一致性；強調學習個人化。 

� 不強調一定要發表全組共識；強調分享個人想法。 

 

 

C. 未能彰顯學習共同體未能彰顯學習共同體未能彰顯學習共同體未能彰顯學習共同體「「「「合作合作合作合作」」」」精神的現象精神的現象精神的現象精神的現象 

(A) 只有分工只有分工只有分工只有分工，，，，沒有合作沒有合作沒有合作沒有合作 

很多時候學生在一接到小組活動任務時，先做的就是分工，把老師所交待的

任務切割分配給每一位組員，然後再拼湊起來。表面上看起來，這些同學共同完

成了任務，過程中也有交談，但是實際交談的內容不外乎：「誰做第幾題…」、「這

題的答案是…」。這樣的對話並未針對活動任務本身進行相互討論、學習，只能

說學生是以分工的方式完成了任務，並沒有合作。 

(B) 追求小組共識追求小組共識追求小組共識追求小組共識，，，，忽略個人不同意見忽略個人不同意見忽略個人不同意見忽略個人不同意見 

一直以來，在課堂中進行小組活動就是很多老師會採用的學習方式，很多老

師會在活動進行前，告知各小組最後要整合出大家的意見，或是派出一位代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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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這樣的預告很容易讓學生在小組活動中急著找出大多數人共同的意見，因

此，一些個人不同的意見與想法往往就在「少數服從多數」的潛規則中被否定或

忽略。這種尋求共識的合作方式，無法讓每位學生的想法與見解都獲得尊重，彼

此間也因為缺乏不同思考的相互碰撞與激盪，無法產生進一步的省思，對問題也

無法得到更深入的理解。 

(C) 個人主導全組意見個人主導全組意見個人主導全組意見個人主導全組意見 

課堂中總有一些比較積極主動、有個人想法的學生，也有一些被動、較沒有

意見、或怯於表達想法的學生。當這些學生分在同一組時，很容易就有人先提出

意見，其他人則直接接受其意見：「我覺得他／她的想法很好」、「我沒有其他意

見」；即使當中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見，也常被一些主導性較強的人給否定：「這個

想法沒有比較好。」這種由個人主導全組，沒有小組成員間的相互意見交流，是

不符合合作的本意與精神的。 

(D) 沒有相互支持沒有相互支持沒有相互支持沒有相互支持，，，，共同學習共同學習共同學習共同學習 

在小組活動中也常會發生一些狀況：不會的學生沉默不語，等著其他人發表

意見，然後直接抄錄他人的答案；或是會的人很積極的直接告訴其他人答案。這

兩種狀況表面上看似透過小組活動的方式，讓小組每位成員都成功的完成了任務，

但是過程中並沒有相互討論，或是不會的主動詢問，彼此間並未建立共學或互學

的關係；此外，由於缺乏相互的支持與協助，不同的思考與想法未能被激發，學

習上的疑慮也未能獲得澄清，無法達到彼此互惠的學習。 

(E) 未針對知識本質進行協同學習未針對知識本質進行協同學習未針對知識本質進行協同學習未針對知識本質進行協同學習 

有些小組在進行活動任務時，成員間很認真、也很熱絡的進行對話與討論，

但是仔細觀察後發現，他們可能將討論的重點放在「產出的結果」，而不是「形

成結果的過程」；或是在討論過程中，為了維持彼此和諧關係，對於不同的看法

或觀點並未進行相互質疑與澄清。表面上看起來，學生們在小組活動中，有進行

對話、聆聽與討論，也完成了學習任務，甚至也可能產生了幾個不同的答案，但

是為什麼是這些答案，或是在進行這個任務時，應該要知道與澄清哪些知識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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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並未進一步去探究。換言之，學生在這樣的小組合作情境中，學到的可能只

是「如何進行團隊合作」、「如何一起解決問題」等社會性層面的學習而已；相對

的，由於缺乏對學科知識本質的相互探究，無法激發出個人潛在的能力，也無法

達到伸展跳躍的學習，使得學生在更重要的知識性層面的學習上獲益反而並不

多。 

綜合上述各項可能發生的現象來看，在學習共同體中，引導學生在課堂中進

行合作時，應要讓小組的每位成員都有平等參與及表達的機會；透過協同學習的

方式，彼此間相互支持，共同學習，並且尊重成員間差異的看法。在過程中教師

也要能提醒及引導學生針對知識本質進行討論，有疑問時能主動請教他人。在完

成合作任務後，教師要能鼓勵學生分享不同的看法，激發同儕間產生更多的對話

與思考，協助自己與他人對知識內容有更深入的理解，達到互助與互惠的學習。 

 

2.2.3 如何引導學生合作如何引導學生合作如何引導學生合作如何引導學生合作？？？？ 

課堂中會產生無法彰顯合作精神的現象，追根究底，根本的原因是在於很多

老師只是將學生分組，但並未教導他們合作的技巧，忽略學生根本不知如何與他

人進行合作，或是有學生不想與他人進行合作，導致各種狀況發生，結果也不如

預期。以下提出一些引導學生進行合作的技巧及建議供參考： 

 

A. 教師透過可以進行分析教師透過可以進行分析教師透過可以進行分析教師透過可以進行分析、、、、評估的主題與問題評估的主題與問題評估的主題與問題評估的主題與問題，，，，促進學生的對話促進學生的對話促進學生的對話促進學生的對話 

課堂中導入協同學習，讓學生進行合作的時機，除了是在教學過程中看到多

數學生感到困惑時，也可以是在促進學生伸展跳躍學習時。如要挑戰學生的學習，

則教師所提出的任務就不宜在課本中可以直接找到答案，或是不需經過與他人討

論，就可以產生答案，因為這樣不易促成學生彼此的合作。因之，教師要引導學

生進行的合作任務，最好是需要學生透過彼此對話的過程（包括提出個人意見、

相互進行討論、提出質疑、獲得澄清等）來進行與完成。教師可以從一些易產生

迷思概念的內容著手，譬如在高中自然科「碰撞學說」單元，教師給予學生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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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任務：「當粒子遇見粒子時，要如何碰撞才能發生反應？」學生經由相互對

話、討論、質疑的過程，澄清「粒子是靠『吸引』或『破壞』鏈結的方式來產生

反應？」的概念。 

在進行這樣的合作任務時，教師除了鼓勵學生提出個人意見與想法，也應強

調學生要能對自己的意見與想法提出解釋與說明，其他同學則根據這些想法與解

釋進行提問與對話。譬如：「為什麼同樣是碰撞，有些粒子會在碰撞時產生斷裂，

有些卻沒有，原因何在？」，學生必須提出可能的理由，其他同學則根據這些理

由進行討論。透過彼此一來一往的對話，不但增加學生參與學習的機會，也在這

過程中幫助學生達到伸展跳躍的學習。 

 

B. 明確指出在合作過程中明確指出在合作過程中明確指出在合作過程中明確指出在合作過程中，，，，要注意的事項要注意的事項要注意的事項要注意的事項 

學生並非天生就知道如何與人合作，因此教師在一開始時要清楚的告知學生，

在進行合作的任務時，要注意的事項，包括：全心專注在任務上、仔細聆聽別人

的意見、主動分享自己的看法、有困難時要主動求助、適時的協助組員、要與他

人進行討論、當大家有不同意見時能互相尊重等。教師可以將這些注意事項轉化

成標語，在開始進行小組活動前，請同學一起跟著複誦，不斷提醒，讓學生逐漸

養成習慣。 

 

C. 透過示範透過示範透過示範透過示範、、、、練習練習練習練習，，，，培養學生與他人合作的技巧培養學生與他人合作的技巧培養學生與他人合作的技巧培養學生與他人合作的技巧 

教師可以先行示範在與人合作過程中要如何主動詢問、與他人討論的技巧，

譬如：「這個地方我不太瞭解是什麼意思？」、「嘿！這個該怎麼做？」、「這裡我

不懂，請教教我。」、「我想請問你為什麼這樣認為……」、「我有不一樣的想法……」。

教師在示範如何與人溝通、討論的技巧後，可利用較簡單的任務，從兩兩對話開

始，讓學生先習慣彼此聆聽、分享，再進行三至四人的小組討論。在討論的時間

上，也可以從三分鐘開始，再視情況逐步加長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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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逐步引導學生在小組中進行協同學習逐步引導學生在小組中進行協同學習逐步引導學生在小組中進行協同學習逐步引導學生在小組中進行協同學習 

要學生與他人合作並非一蹴即成，也不易一次到位。建議教師可以分階段引

導學生： 

� 第一個階段：先建立學生與他人合作的意願，教師要強調小組成員間是相互

幫助、相互學習，在一種安心的氛圍下，建立彼此互信、互惠的良好關係。 

� 第二階段：引導學生要能向小組成員發表想法，以及聆聽對方的意見，譬如

當某位同學在發表時，其他同學眼睛看著對方，適時的點頭，或是回應：「嗯」、

「是的」、「我懂你的意思」等。 

� 第三階段：引導學生針對彼此的想法進行對話，包括表達贊同、反對或追問

等，譬如：「你的想法很好，我也認為……」、「關於這點，我有不一樣的看

法……」、「我不太瞭解你的意思……」等。 

� 第四階段：進入到論證說理，能針對議題進行比較分析 進行正反辯證，譬

如：「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為什麼你這麼認為……」、「所以你的意思是……；

但是我認為……」等。 

 

E. 教師掌握進行協同學習的原則教師掌握進行協同學習的原則教師掌握進行協同學習的原則教師掌握進行協同學習的原則 

為了引導學生順利進行協同學習，在小組進行合作任務時，教師應掌握以下

的原則： 

� 巡視各組，儘量關照到每組學生的學習情形。 

� 不介入討論，關注那些不參與小組討論的學生，鼓勵他們和同組學生溝通討

論。 

� 對於學生的提問，僅引發思考，不立即給予答案。 

� 對於難以展開討論的小組給予提示，必要時可提供跨組合作的學習。 

� 小組協同學習是隨學習發生而發生，隨學習的結束而結束。若預定五分鐘的

小組學習，如果學習還在進行，則要延長時間，反之，則隨時停止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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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協助建立互相幫助協助建立互相幫助協助建立互相幫助協助建立互相幫助、、、、互相學習的習慣互相學習的習慣互相學習的習慣互相學習的習慣 

在學習共同體中的「合作」，強調的是同學間互學、互惠的學習氛圍，並且

不是由會的人去教不會的人，而是希望不會的人要能主動尋求協助。因此教師在

學生進行小組合作活動時，宜營造出一個安心的學習環境，讓學生感受到小組中

的每個人都是重要的人，彼此是互相支援、請教、分享的關係。教師也可多提醒

學生主動與他人互動，譬如：「不要自己一個人思考，不懂的地方可以問問旁邊

的同學，或是跟他討論一下……」、「跟其他人說說你的想法、你的發現。」等。

讓學生逐漸養成相互幫助、相互學習的習慣。 

 

G. 提供小組間相互對話的機會提供小組間相互對話的機會提供小組間相互對話的機會提供小組間相互對話的機會，，，，教師亦可適時為學生搭鷹架教師亦可適時為學生搭鷹架教師亦可適時為學生搭鷹架教師亦可適時為學生搭鷹架 

在各小組完成組內討論後，教師可請學生進行發表，並鼓勵其他同學做出回

應，包括：提出疑問、提出不同的觀點或做法，讓互學互惠的範圍擴大到全班學

生。譬如：老師請某位學生上台發表，接下來問其他同學：「瞭解他／她在說什

麼嗎？或是有人或其他組想說說自己的想法嗎？」、「有沒有誰的想法跟他們不同？

或是你覺得他們講錯？」 

在小組間或全班討論過程中，教師亦可適時提出問題，為學生搭鷹架，協助

學生澄清、歸納與統整概念。譬如當某生提出自己的看法時，教師問其他同學：

「他／她說……，你覺得呢？」學生回應後，老師再追問：「所以你認為是……，

那麼……的問題又要怎麼解釋？」透過不斷的提問，一步一步引導學生澄清與理

解概念。 

 

H. 塑造合作的學習氛圍塑造合作的學習氛圍塑造合作的學習氛圍塑造合作的學習氛圍 

合作共學是學習共同體的基本精神，不只是在課堂進行小組活動時要進行合

作，平日其他活動或學校各種成員之間，也都應該多營造出合作的氛圍，讓學生

體會到與人合作是隨時、隨處都可能發生的。教師或學校可安排的合作情境包

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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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需要透過團隊合作才能完成的活動競賽。 

� 教師彼此相互支援，共同備課，樹立合作的典範。 

� 利用班會或週會時間，讓學生討論及體會聆聽、對話、分享、尊重他人的重

要性。 

� 公開表揚良好的合作態度及成果。 

 透過學習社群的方式，建立夥伴共學，促進個人及團體發展，是學習共同體

的基本精神與理念。在課堂中引導學生進行合作，不但可以增加學生參與及表達

的機會，增進與他人溝通、合作的技巧與能力；藉由協同學習的方式，與他人對

話、意見交流，激發出多元的思考與觀點，強化彼此對學科知識的理解；同時在

互搭鷹架下，建立起互助互惠關係，讓群體中的每個成員都有機會跨越個人學習

無法達成的潛在水準，達到伸展跳躍的學習，提升個人及彼此的認知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