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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課室實行合作學習



2

Let’s play a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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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課室合作的氣氛從遊戲開始！

理論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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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篇
• 合作學習起源：1960年代合作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由D. W. Jonson和

R. T. Jonson創立合作學習中心以來，有關合作學習相關研究逐漸展開。

–奠基： Piaget基模-同化與調適、 Lev Vygotsky近側發展區(語言與互動)

–競爭型、個人、少數人的成功→相互依賴

• 合作學習定義：合作學習是一種教學策略，將個別的學生組成小組(group)
或團隊(team)，鼓勵學生互助合作，一同討論、探究、思考、解決問題等，
達到教學目標。教師：協助、鼓勵。(黃政傑、林佩璇，1996)

理論篇
• 合作學習類型：

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STAD)、小組遊戲競賽法(TGT)、拼圖法二代(JIGSAW II)、
共同學習法(LT)、團體探究法(GI)、合作統整閱讀寫作法(CIRC)等。

• -F.Lyman的「思考-配對-分享」think-pair-share

• 合作學習效益：

Slavin(1995)認為合作學習可提升學習成效、改善人際關係、促進思考、提
升解決問題能力與培養學生社會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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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篇
• 合作學習的特徵

1.異質分組：提供學生更多元的學習機會。

2.個人責任：學會自我負責，沒有人可以搭便車。

3.人際與小團技巧：彼此信任、互相扶持→解決衝突。

4.積極互賴：相互依賴完成共同目標。

5.促進互動：一起對話，幫助學習。

6.團體歷程：反思團體運作困難，提升合作成效。

(廖玉鈴、林素微，2020)

理論篇 • 數學課室使用合作學習的研究

主題 對象 策略 結果

國小數學領域採合作學習之教學成
效(張新仁，2004)

國小三年級 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
(STAD)

數學成就提升
降低學生對數學的厭惡
合作技巧提升

利用合作學習教學策略提升偏向小
校國小二年級學童數學學習之探討
(廖玉鈴、林素微，2020)

偏鄉
國小二年級

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
(STAD)

數學學習成效提升

小組遊戲競賽法對國小新生的數學
學習成效(呂欽武、王燕雀，2012)

國小一年級 小組遊戲競賽法(TGT) 提升數學學習興趣
降低數學學習焦慮

合作學習教學策略對國小五年級學
童數學學習成效之影響-以數與量為
例(張慧淳、林曉芳，2013)

國小五年級 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
(STAD)

提升學生學習保留



6

經驗篇

• 動機：二年級語言能力提升、更傾向與人互動+傳統課室的侷限
=改變教學方法(以學生為中心)用在二年級數學課。

• 起初：分組→遇到困難→與孩子一同討論解決方案

• 合作前的準備：

• 異質分組(成績)：低成就、中高成就、中低成就、低成就

• 工作分配：組長、計時長、記錄長、秩序長

• 基本分數設定：個人進步分數、小組得分

經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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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自(廖玉鈴、林素微，2020)

參考自(廖玉鈴、林素微，2020)



8



9



10



11



12



13

合作學習讓數學課……

實作篇



14

工作分配：選出各個長~

１．組長：主持討論，請同學發言。凝聚共識。

２．記錄長：將共識寫在白板上。

３．計時長：控制每個人發言1.5分鐘。

若時間夠組員可以提問題。

４．秩序長：控制組內音量。

文字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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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ｙｅｒ數學解題歷程

問題
轉譯

將每一個句子轉譯為內在表徵。涉及語言知識
與語意知識。

整合
問題

將問題陳述句整合連貫一致的表徵，找出問題
類型，決定解決問題的相關資訊(除去多餘訊息)。
涉及基模知識。

解題
計畫

寫下算式過程，根據計畫完成解題任務。涉及
策略知識。

解題
執行

執行數學符號運算，涉及程序性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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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題３步驟：

１．問什麼？（問題轉譯：語言知識、
語意知識）反覆問自己知道題目再說
什麼嗎？哪裡不太懂？

２．找線索？（整合問題：基模知識）
把線索和問題拉上關係

３．列算式？（解題計畫與解題執行）
留意計算錯誤、問自己答案合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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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部曲(課前) 二部曲(課中) 三部曲(課後)

1.異質分組

2.個人責任

3.人際與小團體
技巧

4積極互賴

5促進互動

6團體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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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遇到的狀況……

聽聽學生怎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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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聽學生怎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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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