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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華  大  學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摘        要 

 

隨著時代的改變及十二年國教的來臨，傳統的講述教學已無法滿足

所有的學生，因此近年來台灣的教育界掀起一股改革的浪潮，其中「翻

轉教室」模式更是引起廣大迴響，成為一股風潮。 

本研究透過教學實驗法探討翻轉教室結合合作學習模式於國小六年

級數學科學習成效，研究對象為嘉義縣某國小六年級學生，進行教學研

究。綜合前後測、問卷調查、學生訪談及教學日誌等資料分析後得到以

下結論：（1）翻轉教室結合合作學習模式有助於數學學習成就的提升；

（2）翻轉教室結合合作學習模式有助於數學學習態度的提升；（3）學

生對翻轉教室結合合作學習模式的接受度趨於正向。 

    

 

關鍵詞:翻轉教室、合作學習、均一教育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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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Flipped Classroom and 

Cooperative Learning for Sixth Grade Students in Teaching 

Mathematics  

 

Student：WANG, SU-YUE             Advisor：Dr. WU, GUANG-MIN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The Graduated Program 

Nan-Hua University 

 

Abstract  

Due to the rapid changes of times and the approach of 12-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like lecture can’t meet all students’ 

needs anymore. There is a transforming wave in Taiwan’s education in recent 

years; especially, the model of “Flipped Classroom” has caused great responses 

and goes viral.  

Ｔhis research focused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Flipped Classroom and 

cooperative learning for sixth grade students in teaching mathematics through 

experimental study. This study’s subject is a class of sixth graders in an 

elementary school in Chia-yi County experimental study. By analyzing the 

pretest, the posttest, questionnaire, interviews with students and teaching 

journal, we can get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 there is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learning effect of mathematics when collaborative learning and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ethods are applied in class; (2) there is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learning attitude toward mathematics when collaborative learning 

and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ethods are applied in class;(3)students’ 

acceptance held a moderately positive perception towar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and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ethods. 

 

Key words: Flipped Classroom, Collaborative Learning, Junyi 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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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闡述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說明研究目

的與研究問題，第三節名詞解釋，分述如下： 

第一節研究背景與動機 

十九世紀偉大的數學家高斯(Gauss)曾說：「數學是科學之王」，可見

數學是一切科學的基礎，因此數學一直是國民教育課程中重要的核心課

程。「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自 100學年度開始實施，課程目標

的理念說明數學能力是國民素質的一個重要指標，且要培養學生正向的

數學態度。內容強調以學習者為主體，以知識的完整面當教育的主軸，以

終身的學習為教育目標。在現今高度文明化的世界中，數學知識及數學能

力，已逐漸成為日常生活及職場裡應具備的基本能力 (教育部，2011) 。

在「九年一貫」課程改革中，重視學生解題、思考、批判與溝通能力培養，

因為這些能力可幫助學生發展「如何學」與「樂於學」的基礎涵養(陳啟

明，2003)。但是，在學校實際課堂中許多學生在接受訊息時，並無法立

即思考，且教師無法確認學生可否完全了解上課的內容（Mazur，2001）。

所以，教師應重視數學科教學，並善用教學方法，以提昇教學成效及學生

數學能力。 

「把每個學生帶上來」、「培育每個學生具有帶得走的能力」，是教育

改革的目標。民國 103年 12年國教正式上路，十二年國教是適性揚才的

教育，目的是讓每個學生在人生舞台展現自信與創意｡每個孩子都不能被

放棄，要讓孩子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培養學習能力、在探索中開啟無限潛

能。但是目前由於教育系統統一化的設計原則，已使不同程度的學生隨著

年級的成長，學習成就的差距也愈來愈大(林錦昭，2009)。孔子認為教學

應該因材施教，在現今教育中應讓學生適性學習，可是實際上，在學校教



 
 
 
 
 
 
 
 
 
 
 
 

 

2 

育中，礙於教學時間及進度問題，教師很難滿足每位學生的需求，一般教

師在課堂上，只能採取大部分學生平均水準為主的內容來授課，有些低成

就學生表現出學習動機低落和習得無助感，因此成為班級中的「客人」；

反之學業成績優異的學生，可能早已熟悉教科書上大部分的內容，因此在

課堂上會覺得課程太簡單而形成「制度性的動機喪失」（systematically 

demotivated）。因此，班級中應實施差異化教學策略，才能成就每個孩子

（丘愛鈴，2013）。 

古希臘偉大哲學家柏拉圖曾說：在孩子幼小時教育他，但不要用強硬

的手段，將早期學習打造成一種樂趣，才能發孩子真正的天賦。所以，任

何學習都應先培養興趣，而引發學習動機也是教師的重要教學活動。由行

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及教育部主辦的 2011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

調查(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簡稱 TIMSS)，

這個計畫目的在調查我國四年級與八年級（國中二年級）之學生數學與科

學學科學習成就。TIMSS 2011的研究顯示，臺灣的國小四年級學生約有

34％喜歡學習數學，國際排名倒數第八名，20％對數學有信心，國際排名

倒數第五名，由此可見：臺灣國小四年級學生對於學習數學相當缺乏信心

及興趣。雖然臺灣數學成就表現在各國之間排名第四，但對於數學有興趣

及自信心的人數百分比卻都遠低於國際平均水準。這種現象，值得教育研

究者更進一步探討原因。 

    團班教學是國內最傳統也最普遍被採用的教學模式。團班教學以教

師單向授課為主，因為一個教師必須同時指導全班學生，因此師生缺少互

動的機會，這種教學過程注重知識的傳遞，而忽略了學生需要將知識吸收

內化，在這種教學環境下，學生往往不會主動思考上課的內容(Mazur, 

2011)。隨著時代的改變及十二年國教的來臨，傳統的講述教學已無法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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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所有的學生，如何精進教學及提昇學生的學習興趣是一個重要的議題。

近年來台灣的教育界掀起一股改革的浪潮，佐藤學教授的「學習共同體」

席捲全臺、「翻轉教室」(Flipped Classroom)模式更是引起廣大迴響，成為

一股風潮。翻轉教室並非一種創新的教學模式，而是將傳統教室裡的教學

模式完全翻轉過來，所謂翻轉是將課堂中教師的「知識講授」和學生回家

「預習和複習」的順序互調，使學生成為學習主角，培養學生的好奇心和

思考力，使學生更有學習動力，以改善傳統團班教學的缺失（張輝誠，

2014）。目前中小學沒有大班教學問題，但傳統講述的教學效果常遭質疑，

至於要如何改善，一直是教育界、社會及政府關注的，翻轉教學讓老師能

和學生進行一對一教學及學生能互相教導的學習，使學生更能自主學習，

讓教育見到改革的希望（黃政傑，2014）。 

1980 年代以後出生的人，一出生就活在電腦、網際網路的世界，他

們流利的使用數位語言，生長在一個充滿科技的世代，每天與 3C產品密

切的共存，這些人稱為「數位原生」。他們喜好主動探索及立即回饋，喜

歡掌控自己的東西，希望所有的事物都是即時的，也是互動的；他們喜歡

集體行動或共同參與，但也喜歡展現自我；他們喜歡自訂步調，特別喜歡

視覺跟影音；他們不喜歡獨自作業、受他人主導，不喜歡統一規範、沒有

變化；不喜歡文字及靜態聽講和延遲回饋(高熏芳，2009)。面對數位原生

時代的來臨，教師可運用翻轉教室的教學模式，適時融入各種科技媒體，

引導學生如何學習，營造一個數位原生代喜歡的互動式學習環境(錢思媚，

2014)。薩爾曼∙可汗在可汗學院的教育奇蹟一書中提到：科技可強化教

學，可以讓未來教育更平等，但關鍵在於如何運用科技；如果光是在教室

裡配置電腦或其他資訊設備是不夠的，重點在於將科技融入教室中的教

與學；如果不用創造力、有意義的方式運用科技，教室裡的科技產品將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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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種昂貴無比的玩具。所以，如果教師能夠善用科技產品，並運用翻轉

教室的概念於教學中，就能使資訊融入教學，並發揮更大的教學成效。 

    在現代社會中，許多事情都需尋找資源、與他人合作而完成，因此學

習科學的研究者極力建議，應該讓孩子在學習過程中，能有學習與團隊合

作的機會，在美國，「團隊合作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已成為這幾

年最熱門的教師研習課程之一 (何琦瑜等人，2013)。合作學習在美國被

公認為是一項成功的教改項目，是在教室中常被使用的一項教學策略，也

頗受教師喜愛（Slavin, 1999）。合作學習是一種有結構、有系統的教學策

略，能有效促進溝通，提昇學生思考能力。合作學習的基本觀念是教師根

據學生特質與教學需求，將學生異質性或同質性分組，透過小組彼此互動

與合作達成學習目標，小組成員間會互相鼓勵及幫助，以追求更卓越的表

現（黃政傑，1996）。為因應十二年國教的推動，以及社會各界對改變教

室教學的期盼，教育部積極推動多項活化教學策略，但各項教學策略都以

「分組合作學習」為基礎，其主要目的在於改變長期以來教師單向講述、

學生被動聽講的傳統教學型態，而轉變成「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模式，

助於提升學生學習成就、增進學生學習動機、發展合作及溝通技巧，有助

於適性發展，是一項具備多項功效的教學策略。教育部自 101學年度起，

委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推動為期四年的「活化教學—分組合作學習的理

念推廣與實踐方案」計畫，過去四十多年來，「分組合作學習」已經在國

內外累積了無數的研究與實踐經驗，證明它能「增進學習參與」、「提升學

習動機」、「增強同儕及師生互動品質」、「提高學習滿意度」及「提升學習

成就」，許多實務工作者和研究者也已發展出幾十種具體可行的教學策略，

來幫助教師在課堂中靈活的運作(教育部合作學習工坊網站，2012) 。 

    研究者自從擔任教職以來，多年擔任高年級導師，發覺學生愈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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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班級中的數學表現落差愈來愈大，且很多學生對數學沒有學習動機

及興趣，難怪數學成績不理想。為了提昇學生的數學能力，我希望從兩

個方面著手：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及自主學習，所以在班級中上採用了不

同的教學方法： 

（一）運用數位學習輔助教學 

  利用「均一教育平台」，讓學生回家或是課前先觀看網站的數學影片

做預習，接著在課堂中進行小組討論或上台報告預習重點，最後再由教師

補充說明及歸納整理重點，這樣的教學模式可以讓學生在課堂上學得更

快、更好，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課堂上進行分組合作學習 

  讓學生透過討論、互相學習，讓數學概念更清楚；並在課程中適時

進行小組競賽活動，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及動機。 

    在數學課程中，我運用翻轉教室結合及合作學習模式，希望藉由教

師的觀念及教法改變，也能看到學生學習態度及學習成就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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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依據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如下： 

一、研究目的 

(一)探討「翻轉教室結合合作學習模式」對數學學習成就之影響｡ 

(二)探討「翻轉教室結合合作學習模式」對數學學習態度之影響｡ 

(三) 探討學生對「翻轉教室結合合作學習模式」的接受度。 

二、研究問題 

(一)翻轉教室結合合作學習模式對六年級學生在數學學習成就上的改變 

  情形如何? 

(二)翻轉教室結合合作學習模式對六年級學生在數學學習態度上的改變 

  情形如何? 

(三)學生對翻轉教室結合合作學習模式的接受度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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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名詞解釋 

一、翻轉教室 

      翻轉教室是指「學生利用課前預習，在課堂上進行互動討論」的上

課方式(Bergmann & Sams, 2012)。翻轉教室是一種混成學習（blended 

learning）的應用，它是兼具課堂教學與線上學習的教學模式 (劉怡甫，

2013)。它的教學活動是在課前以線上e 化方式教學，而在實體教室中，

課堂教學之重點則不在教學，教師的角色非授課，而是與學生討論或進

行對話；其核心價值在於「以學生為中心之學習」，將學習的主動權交

給學生(郭靜姿、何榮桂，2014) 。 

    本研究利用均一教育平台的教學影片作為課前預習教材，學生利

用課前進行自主性學習，課堂上則進行小組討論報告、合作解題、小

組競賽等活動，以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二、合作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 

    翻轉教室在課堂上互動討論的方式有許多種，本研究以合作學習作為

老師與學生上課時交流互動的教學法。合作學習是一種教學型態，教師將

班上學生依能力、成就、性別等異質分組，每組四至六名，教師指定各小

組要完成的學習目標，從旁協助指導並鼓勵組員交換資訊、互教、互學、

互助，要求小組成員承擔達成目標的責任，最後教師給予肯定與獎賞（丘

愛鈴，2013；溫世頌，2011；Slavin,1995）。教師可依據不同的教學目標

選用適宜的教學活動，例如：小組遊戲競賽法、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團

體探究法、共同學習法等，實施不同的教學活動，學生的角色分配及任務

內容也會有所不同（黃政傑、林佩璇，2008）。本研究的合作學習模式採

用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是目前最常被研究的合作學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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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數學學習態度(mathematics attitude) 

數學態度係指個人對數學的看法及學習動機、喜好或厭惡的程度(李

佳芬，2013)。本研究改編自教育部合作學習工坊(2012)所編製的數學學

習態度量表。   

四、數學成就(mathematics achievement)  

數學成就係指學習者在數學領域內所表現出來的成功水準(李佳芬，

2013)。本研究的「數學成就」指的是，學生於研究者自編數學檢測卷上

所得的成績，測驗分數越高，表示數學成就越好，檢測題目選自康軒版六

年級數學之光碟題庫。 

五、均一教育平台 

   均一教育平台為財團法人誠致教育基金會董事長方新舟於2012年10

月引進「可汗學院」（ Khan Academy）進入台灣，成立非營利性網站的

教育平台，至民國 105年 7月為止，均一教育平台有超過 42萬名註冊者，

每週穩定使用者 3 萬人次。目標是透過雲端平台，結合「翻轉教室」概

念，提供每個人「均等、一流」的啟發式教育；初期以「可汗學院」上的

線上數學試題及教學影片中文化為主，但後來為了配合台灣教育的需求，

便開始錄製在地化的課程，並開發在地化的線上題目，教師及學生只要申

請帳號就可使用 (維基百科，20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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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翻轉教室 

壹、翻轉教室的發展背景 

早期翻轉課堂的實踐和研究，主要在高校進行，這種教學模式，其發 

展過程介紹如下(張渝江，2012；劉怡甫，2013；林娟等人，2015 ）： 

  一、 1990年代，哈佛大學物理系教授埃裡克·馬祖爾（Eric Mazur） 

在這一領域最早展開了研究工作，他創立同儕互助教學(Peer Instruction)

方式，他認為這種教學方式能使學習更具活力，實驗證明同儕互助教學能

促進學習的吸收內化，使學習正確率增加一倍。他認為教師角色可以從演

講者變成教練，把教學重心放在指導學生吸收內化及互助學習，並幫助學

生解決一些常見卻沒有被發現的誤解。他有感於學生會考試卻不會活用

知識，於是要求學生課前預習，然後藉由網路提出預習遇到的問題；且

Mazur在課堂上也不再講授，而是將時間用來回應學生問題，引導學生做

思辨討論與合作學習。 

 二、作為一個概念並被明確提出始於 2000年，莫林·拉赫（Ｍaureen  

Ｌage）、葛蘭·普拉特(Glenn Pratt)和邁克爾·特雷格(Michael Teleige)在美

國邁阿密大學開設的“經濟學入門” 課程時採用了翻轉教育模式（當時

稱為“顛倒教學”或“顛倒課堂”），並發表了兩篇論文《顛倒課堂：建

立一個包容性學習環境途徑》和《互聯網與翻轉課堂》，主要使用翻轉教

學啟動差異化教學，以適應不同學生的學習風格，不過文中並未正式引出

“翻轉教學”和“差異化教學”的名稱。 

三、2000年衛斯理·貝克(Wesley Baker)在第 11屆大學教學國際會 

議上發表以「課堂翻轉」為題的論文，提出了自己的翻轉課堂模型，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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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未對傳統的教學模式進行徹底改變，他強調教師應該「從講台上的聖人

轉型為學生身旁的指引者」（from sage onthe stage to guide on the side）。其

中教師“成為身邊的指導”替代以前的“講臺上的聖人”成為大學課堂

翻轉運動口號，並被多次引用。論文中，貝克提出的翻轉課堂的模型為：

教師使用網路工具和課程管理系統，以線上形式呈現教學作為學生的家

庭作業；然後在課堂上，教師便能有更多時間深入參與學生的主動學習活

動。 

四、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森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從 2000年秋季開始，在電腦科學課程中使用 eTeach 軟體的流媒

體視頻（講解與 PPT 結合的視頻）進行教學，以取代教師的現場講課。

放在網路上的視頻講座允許學生在有空且注意力最集中的時候觀看，也

允許學生和教授用上課時間討論解決問題，增加導師和學生之間的互動。 

五、擁有麻省理工學院與哈佛雙碩士學歷的避險基金分析師薩爾曼· 

汗(Salman Khan)，在 2004 年為了幫表弟解決數學問題而上傳自錄的教

學影片到 YouTube，未料此舉竟獲得廣大網友好評；2009年 Khan 成立可

汗學院（Khan Academy），開始在 YouTube 上提供多達 3600部――涵蓋

數學、理化、生醫、金融、歷史、公民、天文學、美術史、經濟學，以及

電腦科學等教學短片，自此可汗學院成為翻轉教學與自學之素材寶庫。 

六、傑瑞米·斯特雷耶(Jeremy Strayer)在 2007年的博士論文《翻轉 

課堂在學習環境中的效果：傳統課堂和翻轉課堂使用智慧輔導系統開展

學習活動的比較研究》中，論述了翻轉課堂在大學的設置。在作者講授的

統計和微積分課程中，他把教學內容錄製為影片，作為家庭作業讓學生觀

看，課堂上則讓學生參與到專案工作中，該課程的課堂活動利用了線上課

程系統 Blackboard 的交互技術。作者在論文中談到學生能夠控制正在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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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的影片，因此他們能機敏地接受新資訊。 

七、2007年美國科羅拉多州林地公園(Woodland Park)高中的化學老 

師喬納森·伯格曼和亞倫·薩姆斯(Jonathan Bergmann & AaronSams)，為了

讓缺課的學生能順利補課並跟上進度，採用了翻轉課堂模式，獲得極佳成

效，兩位老師正式將此模式定名為「Flipped Classroom」，並開始宣傳推

廣；自此翻轉課堂模式迅速在美國幼稚園到高中（K-12）與高等教育中

擴散茁壯。翻轉課堂在兩位教師的推動下在全美推廣，他們不僅受到學生

的喜愛，也得到了眾多同行的認同；而在此之前，他們並不知道有一些大

學教師曾經做過實踐和研究，更沒預料到他們取得的成就比其他人都高。

這兩位教師甚至彙整多年的教學心得，進一步證實在使用「翻轉教室」模

式教學後，學生在課堂上的互動增加，課堂時間的運用更具有彈性，不論

是進度超前或落後的同學均能得到適宜的關注（Bergmann & Sams, 2012）。 

八、2011年薩爾曼·汗和他的可汗學院突然紅遍全球，原因是他的教 

學影片受到無數人的喜愛。且此時，一些教師也把可汗學院的影片加入了

自己的翻轉課堂策略中，省去了錄製教學影片的環節，可汗學院的免費線

上教學影片降低了學校和教師實施翻轉課堂的門檻，使翻轉課堂更普及。

薩爾曼·汗在 TED 的演講「用視頻變革教育」中，提到了翻轉課堂是跟隨

著可汗學院躥紅全世界，翻轉課堂在 K12日漸流行。 

 九、受到這股數位學習浪潮的影響，國內財團法人誠致教育基金會仿 

效美國可汗學院「翻轉教室」的概念，以高中、國中與國小學生為對象，

創辦「均一教育平台」。 這個平台自 2012 年 10 月正式上線後，持續受

到學生、老師及家長的支持，它提供數學、生物、物理及化學等符合學習

歷程的短篇教學影片及數位化互動式習題。每一道習題都有即時追蹤作

答記錄的功能，當學生自學線上教材時，老師可即時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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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幫助學生解惑、引導討論與實作找到答案的輔導者。透過這項平台，

除了讓學生掌握學習的主動權，也讓老師在教室內有更多時間為學生解

惑，為翻轉教室教學模式奠定基礎，也提供台灣教育一個不同的走向。（公

益平台文化基金會，2014）。 

貮、翻轉教室的定義與特色 

一、翻轉教室的定義 

    翻轉課堂亦稱為反轉課堂（inverted classroom）、翻轉教學（ flip 

teaching）、翻轉學習（flip learning）。傳統的教學模式是由教師在課堂講

授，再讓學生回家完成作業，但翻轉教室是由學生先自學線上教材，再於

課堂上由教師解惑、引導討論及實作，這種模式翻轉了傳統的教學方式，

故稱為翻轉教室 (劉怡甫，2013) 。翻轉教室是將課堂上的教學活動提

早在課前進行，將課後作業提早到上課完成，讓學習由被動轉為主動，使

課堂成為解決問題的地方，不但翻轉了教學，也延伸了課堂的學習 (羅

志仲，2014)。英特爾（INTEL）全球教育總監 Brian Gonzalez 在 2011年

度「英特爾一對一數位化學習年會」上說：「翻轉教室是教育者賦予學生

更多的自由，把知識傳授的過程，放在教室外，讓大家選擇最適合自己的

方式，接受新知識；而把知識內化的過程，放在教室內，以便同學之間，

師生之間，有更多的溝通和交流。」(廖怡慧，2013)。張渝江(2012)認為

翻轉課堂有很多名稱，如:顛倒課堂、顛倒教室等，其定義就是學生在課

前利用教師分發的數位學習教材（音視頻、電子教材等）自主學習，接著

在課堂上參與同伴和教師的釋疑、解惑、探究等互動活動，並完成練習的

一種教學形態；它的定義目前還不是很準確，因為翻轉課堂還在持續發展

中，引入實踐翻轉課堂的學校已越來越多，它也為教育帶來顛覆性的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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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翻轉教室的特色 

翻轉教室就讓學生在課堂上花時間解決問題一種學習，課堂變成一

個積極的、真正的學習環境，讓學生可以處理與學習內容相關的複雜問題

（Holland ＆ Holland，2014）。建構主義主張學習及教學設計應由學習者

主動建構，並關注學習者與他人的互動。建構主義是翻轉教室的重要理論

基礎，教師不是知識的唯一來源，知識是建構出來的，且學生必須藉由與

他人合作及互動，才能促進其學習的成長（蔡進雄，2008；Gredler, 1997）。

「翻轉教室」的出現所凸顯的不僅是科技發達下科技如何與教育相輔相

成，進而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更重要的是，當學習的空間與工具突破過去

的限制時，未來教師在課程設計與教學歷程中，將可不再侷限於既有教學

框架中，可扮演更為積極主動的角色，能以不同模式進行教學，創造另一

新的教學空間(蔡瑞君，2014) 。 

Moran ＆ Milsom（2015）認為翻轉教室目前沒有特定模式，但有幾

個關鍵特性：  

1.教師必須選擇學生自主學習的內容及用積極的學習策略在課堂上教導 

 學生。  

2.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方式，專注在如何達到每個學生個人的需求。  

3.有彈性的學習環境，要能配合不同學習風格學生的學習，例如：聽覺型

或視覺型學生的需求就不相同，要能在學習過程中，有規律及有系統的

使用互動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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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傳統講述教學與翻轉教學的比較如下: 

表 2-1-1傳統講述教學與翻轉教學的對照表 

傳統講述教學法 翻轉教學法 

以教師為中心 

(教師呈現資訊給學生) 

以學生為中心 

(教師幫助學生獲得資訊) 

重視結構和秩序 重視彈性和動態 

單向溝通 多向溝通 

教師主動、學生被動 師生皆主動 

教師決定學習內容 師生共同決定學習內容 

教師在台上講課 教師在學生身邊指導 

內容驅動教學 活動驅動學習 

重視教學的效率 重視教學的效能 

教師是資料呈現者 教師是學習促進者 

較重視低層次認知能力的學習 

(如:記憶、理解) 

較重視高層次能力學習 

(如:應用、分析、評鑑、創造) 

資料來源: Honeycutt （2012） 

參、翻轉教室的實施方式 

翻轉課堂在教學中注重學生的深度學習，讓學生有更多機會參與教

學活動，成為教學的主體。隨著科技網路技術的不斷發展和完善，翻轉課

堂顛覆了傳統教學模式，並得到良好的教學效果，它建立了以教師為主導，

學生為主體的三大教學環節：以「設置問題」 為引導的課前自主學習；

以「解決問題」為核心的課堂討論學習；以「探索問題」為主導的課後拓

展思考（林娟等人，2015）。 

一、翻轉教室實施的關鍵(劉怡甫，2013) 

(一)上課前，教師將自錄的講授教材（或現成素材）上傳或連結到學

習平台，學生在平台上「自主學習」這些內容，並且記錄在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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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遇到的問題。 

(二)上課時，教師回應學生課前自學時碰到的問題，並進行以討論

為主的小組學習或個別給予指導。 

二、翻轉教室實施的四個原則(李岳霞，2013)  

(一)選擇 15分內就能講解完畢的主題 

翻轉教室教學法適用於學生能自行理解的學習內容，老師可事

先整理讓學生一看就懂的影片或資料，重質不重量。 

(二)清楚規劃好課堂上的討論與活動時間 

像教練設計球局給學生打一樣，而不是任由學生自行討論或自修。 

(三)不要每一堂課都翻轉 

翻轉教室教學法並不是唯一的教學法，一開始可嘗試不同的科目，

且每週翻轉一堂課就好。 

(四)為家裡沒有網路的學生設計備案 

翻轉學習倚賴課前先預習，若需上網完成，老師需考慮到家中沒

網路或電腦的學生，提供他們課前預習的替代方案。 

三、翻轉教室可行的策略與方法(王全興，2014；蔡瑞君，2015） 

(一)創意思考教學 

學生創意無所不在，創意是可以被激發與培養的。從認知心理學

或學習心理學角度來看，創意教學應落實於日常自然的教學情境當中。

教師在課程的安排上、教學教法的設計上及教室布置等，都應發揮創

意、嘗試突破。 

(二)資訊融入教學—科技開啟權力共享的新局 

現今網際網路發達，因此全面普及資訊教育是當前國民教育的重

要目標。教師可利用多媒體輔助教學，再結合網際網路豐富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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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電腦模擬或虛擬學習，可突破傳統教材的限制，促使學生學得正

確的概念。翻轉教室的實施有一部分乃是仰賴科技達成，教師將教學

影片放置在網路平臺，學生將可不受時間及空間的限制，並且能夠依

照自己的學習需求，決定讀取課程內容的次數，自行進行學習。學生

可透過影片學習最基礎的知識內容，為後續的練習做好預備

（DiaGiacomo & Barreto,2013）。每位學生都可享有個人化學習的經

驗（Springen, 2013），只要學生具有學習的意願，就不會有學習落

後的問題。 

(三)遊戲融入教學 

喜愛遊戲是兒童的天性，對兒童來說，遊戲是一種學習、活動、

適應、生活或工作，遊戲也是兒童主動參與而沒有無固定模式的外顯

行為。教師在班級中善用小遊戲，可提高學習動機，並讓班級氣氛更

為融洽。 

(四)實地操作體驗—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法 

講授式教學法可說是最為常見的教學方式，在教學的過程中，學

生接受教師所給的指示，獨自進行知識學習。講授式教學法常被批評

為如同工廠模式的教學（Harris & Cullen, 2010）。這種教學模式希

望學生能夠按部就班學會既定的知識內容，學習成為一種被壓迫的經

驗。學生只能適應由教師所選擇的教學內容，接受教師的訓練

（Freire,2000）。翻轉教室特別強調以學習者為中心，教師僅扮演教

學輔導角色，活動過程中學生須主動思考，並動手操作具體物，藉由

操作實物使概念正確且完備。 

(五)教師專業精進—教師進行課程規劃與數位科技應用能力的統整 

 在實施翻轉教室的過程中，教師需要重新規劃課程，錄製影片並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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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教學活動，因此，教師對於教材必須十分熟悉。影片、線上資源和

課堂活動，都需要和整體課程學習做統整（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2014）。此外，教師所安排的課堂活動更要能激發學生

發展更高層次的思考，教師需要思考如何在課堂中利用各種不同的教

學方式幫助學生進行深度思考。 

第二節合作學習    

  美國教育學家埃德加.戴爾(Edgar Dale)在 1969提出經驗金字塔，由

美國緬因州的國家訓練研究室（National Training Laboratories）發展出學

習金字塔（cone of experience）。從學習金字塔（圖 2-1-1）可以看出，學

生的學習保存率，會因為不同的學習方式而有很大的差異，從第一項到第

四項的學習方式都是被動的，學生的參與度非常低，所以學習保存率都無

法超過 30%；而學習效果在 50%以上的，學習方式都是團隊學習、主動學

習和參與式學習。對老師而言，講述法是最簡單而且有效率的教學方法，

但是對學生而言，其學習保存率卻是最低的；在金字塔的最底端，學生如

果有機會當同儕的小老師，有機會把上課內容作立即的應用，那麼他對這

項學習的保存率可以高達百分之九十，但這個方法卻是老師們趕進度時

無法兼顧的。所以，如果學生能在課前預習，課堂上就能有更多時間進行

分組合作探究，進行以學生為中心的主動學習，就可獲得較高的學習保留

率，學習效果也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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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1-1學習金字塔 

        資料來源：National Training Laboratories in Bethel Maine (1969)       

 一、合作學習的定義 

自 1970年起合作學習蓬勃發展，合作學習是指兩人以上，透過彼此

的互動與互助，以及責任分擔，達成共同學習目標，合作的目的在發揮

1+1>2 的成效。「小組合作學習」背後的基本觀念是學生願意見到小組成

功地達成學習目標，他們會鼓勵其他同學追求卓越的表現，甚至會幫助其

他同學實現之。合作學習就是一種分組學習，以增進個人和小組其他成員

學習成效的教學方法（Johnson、Johnson & Holubec，1990）。在合作學習

的環境內，教學模式產生了重大的改變，教學方法由「教師為主」轉變為

以「學生為中心」，教師是學習引導者，學生是主動學習者（林寶山，2003）。

所以，合作學習是一種有結構、有系統的教學策略，以異質性分組、小組

討論互動及同儕協助等方式進行學習，以培養學習者更多的合作技巧，達

成共同的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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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作學習的基本要素 

Johnson ＆ Johnson 提出合作學習有五項關鍵要素，合作學習必須

具備這五項要素，才能塑造一個合作學習的情境，促使小組成員互動、協

調合作，並注重學習與反思的歷程，增進學生的人際關係及合作技巧，達

成團體共同目標(Johnson ＆ Johnson, 1999；黃政傑、 林佩璇，1996；

林穎，2010)。 

 (一)積極互賴（positive interdependence） 

合作學習過程中，重視組員間的互動與互助，形成成敗與共的氛圍，

教師要能建構正向的相互依賴學習環境。學生要知道自己與小組是命運

共同體，強調「我們」而非「我」的積極目標，每個人都要對自己和小

組成員的學習負責，每一位學生都有兩個責任，一為學習分配的材料，

其二為確保所有小組成員學會。  

而建立積極互賴的方法有：  

1.設計小組隊名：建立小組認同感，加強積極互賴的感覺。  

2.建立積極互賴的學習目標：透過共同目標，讓小組成員有共同努力的

方向。  

3.建立積極互賴的報酬系統：當小組達成學習目標時，組內每一成員都

獲得相同報酬，還可設計不同的歡呼方式，用來強化獎勵的效果。  

4.建立積極互賴的角色：每一成員都分配到一互補或相關聯的角色，也

可依學習內容分配角色。  

5.建立積極互賴的資源：僅提供小組每一成員完成任務一部份必要資源，

或讓每組只有一項共同使用資源，透過此安排促進組內合作關係。  

6.安排積極互賴的任務：每組成員達成所負責任務，作為其他成員達成

任務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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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面對面的助長式互動（face-to-face promotive interaction） 

課堂中進行分組合作學習，採用小組面對面座位安排，讓學生有

機會面對面解釋、討論和解決問題，能助長組員間彼此學習，並完成

指定的作業，而合作解決問題的歷程也能促進學生思考能力的發展。

知識是認知個體經由不斷地與周遭環境的互動過程中，發展出來的，

因此人際間的互動對個體的學習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 

(三)個人學習績效責任(individual accountability) 

合作學習當中，小組的成功是界定在組內每一個人的成功，而不是以

小組某一個成員的成功來代表小組。一般人往往以為合作學習會抑制個

人的學習，其實不然，因為，要有優秀的個人表現，才會有優秀的團體。

合作學習除了強調小組的整體表現外，同時也強調個人的績效，在合作學

習情境下，學生易於察覺到個人的努力攸關小組的成就，所以反而會促使

自己表現得更好。因此，合作學習是「共同學習，獨自表現」（林穎，2010）。  

(四）人際與小團體技巧（interpersonal and small group skills） 

學生在小組中，彼此要能以和善、互相尊重的方式來溝通，因此教導

合作技巧是必要的。合作學習小組的每一個成員必須進行兩方面的學習，

其一為學業有關的任務工作(taskwork)，其二為參與小組學習必備的人際

技巧和小團體技巧，稱為團隊合作(teamwork)。在團體互動中，難免會有

爭議，若小組成員有良好的協同工作技能，則將會有高品質、高效率的學

習效果。所以教師要教導學生：1.相互認識和相互信任；2.清晰地溝通；

3.相互接納和支援；4.化解衝突（林穎，2010）。 

（五）團體歷程（group processing） 

  分組學習效能的展現有賴於每個小組能夠檢討其運作狀況和功能發

揮程度，團體歷程便是在分析小組目標達成的程度；小組成員為了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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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活動中順利地達成學習目標，在活動後，要有檢討反省的機會，藉

由此歷程決定如何調整活動以促使小組成員合作努力達成小組目標（陳

麗珠，2014）。    

三、合作學習的類型 

自 1970 年代以來，合作學習策略發展至今不下八十種（簡妙娟， 

2003），實施合作教學，要依不同的教學設計而使用適合的策略。各種合

作學習模式均有其適用時機及特點，教師可根據年級、學科或特殊需要，

採用不同策略。根據文獻歸納合作學習的類型，常用於教學現場的教學

法有：學習小組成就區分法(Student Team Achievement Division,簡稱 

STAD)、小組遊戲競賽法(Team-Game-Tourament,簡稱 TGT)、拼圖法第

二代(Jigsaw Ⅱ)、團體探究法（Group-Investigation，簡稱 G-I）、小組

協助教學法(Team Assisted Instruction or Team Accelerated Instruction，簡

稱 TAI)、共同合作法（Co-op Co-op）、共同學習法（Learning Together，

簡稱 L.T.）等，分述如下(黃政傑、林佩璇，1996；世新大學教學教學卓

越中心，2010)： 

 （一）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 

  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是由 Slavin 在 1978 年所發展出來，這是最容

易實施的一種合作學習方法，也是分組合作學習最常見的分組教學方法，

因為它所使用的內容、標準和評鑑均和一般的教學方法沒有太大的差異。

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應用廣泛，它強調異質分組，教師先進行教學，小組

內成員相互幫助以達精熟學習，接著以測驗檢定個別學生進步的情形作

為小組績效之考量（Slavin,1995）。它適用於各學科，用個人進步分數作

為表揚依據，可提高低成就學生學習動機。教學流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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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班授課：每個單元教學時，教師先以講解、討論、展示圖片或播放影

片的方式呈現單元內容，介紹教材重點和學習目標。   

2.小組學習：教師依學生的性別、人格特質、學習能力、社會背景採異質

性分組，每組 4-5人，學生依據老師發給的學習單，可採兩個人一起研

究、互相問答或和整組同學一起討論等方式進行學習，直到成員都學會。   

3.個別小考：實施個別測驗來評鑑學生的學習表現。 

4.計算個人進步分數：個人進步分數以過去小考平均分數為基準，每個人

能為小組爭取多少積分，視其進步的分數而定，此一設計使得每個學生

都有機會對小組做出貢獻。   

5.小組表揚：教師將個人進步的成績轉化成小組的表現分數給予表揚，表

現優異的個人與小組以獎卡或禮物作為獎勵。  

（二）小組遊戲競賽法 

   小組遊戲競賽法與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類似，主要的不同在透過工

作單的學習活動完成後，舉行小組之間成就測驗的競賽，來促進學生的學

業表現，讓學生主動學習。學業競賽的實施是先安排競賽桌，把各小組能

力相當的人集中在同一張競賽桌，每個學生在競賽桌所得到的分數加總

當成該小組的團體分數，來決定小組的優勝順序，獲得高分之小組將接受

表揚或獎賞。由此可知，小組遊戲競賽法分組雖採異質分組，但遊戲競賽

時採同質性競賽。此法最適合用以教授有單一正確答案且有明確定義的

課程，如數學計算與應用、語言用法與技巧、繪製地圖與地形技巧及科學

概念等，教學流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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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拼圖法第二代 

  拼圖法最早由 Aronson 發展出來，後來 Slavin 修改為拼圖法第二代。

其方法是讓 4-5人異質分組之學習小組的每位學生學習教材的部分內容，

而後互相教導其他成員，藉由拼圖法，可促進小組成員之間的相互依賴，

亦可藉由自學而後分享教導他人的過程中，強調個人的學習責任，此將更

強化共同分享個別努力的成果，也更能推動合作學習的精神。拼圖法第二

代的優點是：學生除了學習教材，還能學習如何指導他人；其限制是：學

習者需具備一定程度、對負責主題有較深入的瞭解，同時具備教導他人的

能力。此法適用於社會、文學及其他較具概念性的學科領域。教學流程如

下圖： 

 

 

 

 

1.全班授課：教師先將學習材料分成幾個部分，先教授學生全部的主題。  

2.小組學習：各小組負責同一部分學習材料的學生，集合在專家小組中討

論共同負責的主題，熟練之後回到自己原來所屬小組，教導同組成員其

所負責熟練的主題。 

3.個別小考：每個小組成員進行包含全部主題的小考。 

4.計算個人進步分數：同「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  

5.小組表揚：同「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  

(四）、團體探究法 

   此教學法是由 Sharan 等人於 1976年所發展的。此法將教學單元分成

幾個小題，全班每一小組負責一個主題，小組先研討所負責之主題，再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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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班其他小組報告，成績評定乃依小組報告品質及其他相關的團體表現，

是一種高結構的學習法，本方法最大的特色是教師不參與小組內容及小

組運作的過程，不但重視小組內的分工合作，更強調共同分享團體努力成

果的組間合作，較關注學生參與學習活動之內在的學習動機。它適用於資

料蒐集、分析、綜合等以解決相關學習問題的範圍及科目，此教學法的教

學流程如下：  

 

 

 

 

 

1.教師介紹探究主題。 

2.學生針對有興趣的相關主題組成探究小組，進行小組學習。 

3.計畫學習工作。  

4.小組依主題探究，進行資料蒐集。 

5.小組準備成果發表 

6.小組發表，各組將研究成果依不同形式，如展示、表演等呈現出來。  

7.學習評鑑：強調評估學生的高層次思考能力，如應用、情意、動機和投

入程度等，評鑑方式儘可能由師生共同研擬。 

(五)、共同合作法 

  此教學法類似「團體探究法」，傾向多樣態的學習工作，它由學習者

擬定探討主題，自己決定要「學什麼」及「如何去學」，適用於任何年級

層次。先由班級選定主題，再由小組選定與班級主題相關的小組主題，小

組再將其細分為更小的主題，成員分工探討後，合成小組報告，再進而統

合起來解答全班關心的主題，教學流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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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小組協助教學法 

    小組協助教學法也叫做小組加速教學法，是屬於比較高階的合作學 

習方法，此學習法是 Slavin 於 1985年為三〜六年級數學而設計。融合 

個別化教學和小組學習，適用於中小學數學教學。其教學流程如下圖：  

 

 

 

1.個別化學習教材：教學前進行前測，提供適合學生程度的個別化學

習材料。 

2.小組學習：學生在小組內依照數學教學單元學習手冊，進行自我學

習，學生在小組中可以檢核彼此的學習成果，並可依據個別需要尋

求同組組員或老師的協助。  

3.學習表揚：依每週小組學完單元數和正確性來判斷，表揚合乎標準

者。  

4.全班性的單元教學：在學生完成所有教學活動單後，教師進行全班

教學，針對學生在該學習材料所應習得的概念或技巧，進行統整歸

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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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共同學習法  

此學習法為 1987年 Johnson & Johnson 所發展，他們提出十八項

教學步驟，稱之為「學習圈」（circle of learning）。由 4、5位學生組成

異質團體，根據教師分派的工作單一起學習，之後每組繳交一份代表成

員努力成果的工作單，並合力接受一個測驗，此測驗成績代表小組成績，

以此為小組獎勵的依據。共同學習法強調共同研讀與分享團體努力的成

果，是最簡單的合作學習法，應用上相當普遍。 

翻轉教室的教學模式相當多元，因此在課前預習或課堂上的互動討

論皆有許多種方式，例如：個別練習、問題解決、合作學習、小組或團體

討論等，在國外運用合作學習的相關策略非常豐富，本研究課堂上使用學

生小組成就區分法的合作學習模式。黃政傑(1996)曾提到，合作學習教學

法受到重視的原因，主要有兩個：第一是希望透過合作學習來提高學習成

效，讓能力高的學生指導能力較差的學生，或讓經驗豐富的學生協助沒有

經驗的學生進行學習。第二是希望經由合作學習來增進人際互動，培養人

際關係，解除社會隔離的現象。 

綜合上述理論，設計教學活動、給與小組成員個別責任，使學生在適

宜的學習情境中合作來完成學習任務，是合作學習的基本原則。合作學習

方法各有特色，本研究採小組成就區分法來幫助學生數學科的學習，此法

強調組內合作以及組間的競爭，擺脫傳統教學純粹個人競爭的限制，再加

上使用的內容及標準和一般傳統教學法有許多相似之處，因此實施起來

學生較易接受。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是六年級學生，學生的學習態度及學業

成就，在班級中有明顯的落差；小組成就區分法可用來教學具有單一答案

的課程教材使用，此法可顧及學生個別差異，注重個別績效，每個學習者

進步的分數，平均起來便成為小組表現，因此每個人都有成功的機會，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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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為小組盡一分心力，每個學生都會為彼此的學習負責，且學生因為有獎

賞和表揚，所以會為組的表現而努力，因而能提升學習態度，進而提高學

業成就。 

 

第三節翻轉教室結合合作學習模式的相關研究                                              

    「翻轉教室」是這幾年才興起的教學概念，現在有關於「翻轉教室」

的探討以概念性的傳達與推廣居多，有許多外國學者均針對不同學科進

行教學實驗，實驗結果均顯示使用「翻轉教室」對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都

具正面性影響（錢思媚，2014）。2013年臺灣開始大量出現關於翻轉教室

議題的相關書籍，以翻轉教室為主題之實徵性研究及期刊研究論文發表

正蓬勃發展，以下針對國內翻轉教室結合合作學習模式應用於教學的相

關研究論文，將其整理分析如下： 

一、翻轉教室結合合作學習----應用於國小課程 

    周楷蓁(2013)，運用翻轉教室結合行動學習，進行國小六年級數學科

之教學。本研究使用行動載具作為學生個人學習輔具，並利用電腦化測驗

作為評量工具。課堂上學生利用合作學習法與同儕互相討論、互助學習，

以達到特定的學習目的。研究結果顯示，翻轉教室結合行動學習教學模式

下的學生學習成效顯著優於傳統教學模式下的學生，實驗組的學生不但

對課程有更深入的了解，學習意願也提高了。透過問卷與訪談，可以了解

師生們對於本研究的教學法均持正面、肯定的態度。錢思媚（2014），運

用翻轉教室合作學習策略進行國小三年級數學科之教學，共計進行 6 週

18 節課兩循環的數學應用課程行動研究，其結果為翻轉教室合作學習教

學模式能提升學習成效，且具學習保留效果，此教學模式深受學生喜愛，

對其數學學習態度有正向的幫助。同儕間的合作學習讓學生在小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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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合作分工；小組間的競賽讓學生積極參與、主動學習，提高學習意願。

教師在課前預錄課程，幫助教師重新編排教學內容，提升教學的效能；課

中的數學應用課程及佈題討論，增進教師的教學技能。 

二、翻轉教室結合合作學習----應用於國中課程 

薛毅白（2015），結合翻轉教室與合作學習應用於九年級地理之教學， 

以結合翻轉教室和合作學習的教學方式為實驗組；結合講述和合作學習

的教學方式為控制組，進行為期七週的教學，結果發現實驗組學生的學習

成效沒有顯著進步，但學習動機和學生接受度的高得分，仍讓人對此學習

方式的持續實施的結果感到期待。黃俊富（2014），利用翻轉教室學習平

台，在平台上結合分組討論、同儕互評、評分模組等來提升學生的學習成

效，經過實驗的結果分析，其中分組討論、同儕互評，能明顯提昇學生的

學習成效。 

三、翻轉教室結合合作學習----應用於高中課程 

  呂豐章（2016），以合作學習搭配翻轉教室，實施在四技二專統一入

學測驗「基本電學」考科的總復習課程上。實驗過程中藉由科技的輔助來

製作數位教材，結合行動載具，幫助課堂外學習更加便利、增進課堂中面

授的互動，形成混合式的學習模式。實驗組進行 18堂課的實驗教學；控

制組維持傳統的上課模式。研究結果顯示：本實驗之教學策略可以有效提

升學習態度，對於教學方式的感受度，普遍給予正向評價，但學習成就沒

有明顯的進步，且高程度學生認為，上課步調過慢及開課時機應作調整。  

  戴文雄等人（2016），以翻轉教學式合作學習，探討對高中生在生活

科技實作課程學習成就、科技態度、合作學習態度及課程滿意度之影響。

本研究主要採準實驗研究法，實驗組學生採用翻轉教學式合作學習，控制

組學生採用傳統講述式合作學習，並進行為期 11 週(22 節課)的教學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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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研究結果顯示：一、「翻轉教學式合作學習」確實能提升學生在科技

實作課程的學習成就、課程滿意度、科技態度及合作學習態度。二、「翻

轉教學式合作學習」中學習參與確實會影響學生在科技實作課程的學習

成就及課程滿意度，但對科技態度及合作學習態度則無顯著影響。三、「翻

轉教學式合作學習」中線上學習自我效能確實會影響學生在科技實作課

程的學習成就及課程滿意度，但對科技態度及合作學習態度則無顯著影

響。 

四、翻轉教室結合合作學習----應用於大專課程 

  鄧鈞文等人（2014），以大學電子學進行為期三週的翻轉教學，學生

在網路教學平台上觀看影片，教師將每章重要題目放置平台，再與學生於

課堂上討論。教學後進行測驗，其結果為結合翻轉教室與合作學習的教學

法能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學生對此教學法也抱持正向態度。而授課老師

認為能改變學生學習行為、提高上課專注度、學生請益次數增加及改善課

堂氛圍等，因此授課老師的態度也由抗拒到接受。何柏翰（2016），利用

網際網路作為教學的途徑，針對實習課程的內容，在課前上傳至網路平台

讓學生課前預習，並在課堂中再次講解，加深學生的印象，同時錄製課堂

中的授課內容，於課後上傳至網路平台，方便學生複習。在進行小組合作

學習時，對於學生分組學習的概念必須確實傳達，使學生對於自己的所屬

小組有一定的歸屬感，才能有顯著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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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方法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及文獻探討，採用單組實驗前後測設計，探討翻

轉教室結合合作學習模式於國小六年級數學科的學習成效，使用「數學科

成就測驗」蒐集研究對象之前後測的學習成效；分別以「翻轉教室結合合

作學習模式之學習態度問卷」與「接受度問卷」進行前後測及後測的調查，

再進行統計分析。本章節旨在說明研究設計與具體實施程序，共分為五節，

分別是第一節研究對象、第二節研究架構與實驗設計、第三節研究工具、

第四節教學設計與實施、第五節資料處理與分析。   

 第一節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研究者任教之太保市某國小六年一班 22 位學生，

以課前預習及課堂上分組合作學習模式進行教學活動，因此在實施教學

實驗前先參考六年級上學期三次段考數學評量成績，將學生作異質性分

類，每組 3-4人，均包含有高成就及低成就生，共計 6個學習小組。每組

的男女學生人數儘可能相同，並儘量使每組學生之數學程度及表達能力

皆相近，而且每組一定要有一位熱心或能積極帶領團隊的學生。 

第二節研究架構與實驗設計 

壹、研究變項 

一、自變項 

  係指研究者可以自由操弄或安排的變項，本研究以翻轉教室結合合

作學習模式為自變項｡ 

二、依變項 

  係指隨著自變項的改變而產生變化之變項。本研究以受試對象「數學 

科成就測驗」前後測所得到的成績、「翻轉教室結合合作學習模式之學習 

態度問卷」與「接受度問卷」前後測及後測所得結果為依變項。在教學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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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結束後一個月，再進行「學習態度問卷」延宕後測，亦為依變項｡ 

三 控制變項： 

(1)教學者：本研究者即教學者。 

(2)教材內容：以康軒版數學領域第十二冊第五單元「比較量和基準量」

為教材。 

(3)教學時間：教學時間為十節課，自 105.3.28—105.4.30。研究對象利

用上課時間於電腦教室或假日在家利用電腦進行課前觀看教學影片之預

習活動，在課堂中則進行合作學習活動。 

貳、研究架構 

    本研究依上述的研究目的與研究內容，提出的研究架構如下： 

 

 

 

 

 

 

 

圖 3-2-1  研究架構 

參、實驗設計 

                  

                 圖 3-2-1研究架構圖 

本研究以量為主，以質為輔，採質量混合設計，Patton(1990)認為，

質化與量化兩種方法可以互相彌補其在研究上的盲點。研究者如果同時

採用了質化與量化方法來探究現象時，一方面可探索事件獨特而無法類

化的性質；另一方面透過量的技術，將質化資料轉為量的統計，可以進行

➀教學者 ➁教材內容 ➂教學時間  

翻轉教室結合合作學習
模式 

自變項 

教學成效 
1. 數學科成就測驗 
(前後測) 

2. 數學學習態度問卷 

(前後測及延宕後測) 

3. 接受度問卷調查表 

 

依變項 

控制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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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的分析 (謝志偉，2007) 。 

一、量的部分 

本研究採取單組實驗前後測設計，利用單一實驗組，進行十節課翻轉

教室結合合作學習模式的數學教學｡在教學前進行數學成就測驗前測、數

學學習態度問卷前測；在課程結束後，實施數學成就測驗後測、數學學習

態度問卷後測及接受度問卷調查；在教學實驗結束後一個月，再進行「學

習態度問卷」延宕後測，比較前後測所得的分數，問卷結果加以歸納、分

析，以探討學習成效。實驗設計如下： 

表 3-2-1：實驗設計 

組別 前測 實驗處理 後測 延宕後測

測

測

測

測 

實驗組 O1 x O2 O3 

 

O1：代表實施教學活動前所進行的數學成就前測及數學學習態度問卷前

測｡ 

X ：代表對研究對象進行教學引導，實施 10節課的數學科教學活動。 

O2：代表實施教學活動後所進行的數學成就後測、數學學習態度問卷後測

及接受度問卷調查｡ 

O3：代表教學活動結束後一個月所進行的數學學習態度問卷延宕後測｡ 

二、質的部份 

   為了解六年級數學科在結合翻轉教室和合作學習模式後，學生在學

習上的反應，研究者每次於教學活動後均整理教學日誌，記錄課堂上學生

的反應及教學省思，並於實驗結束後訪談學生，並予以分析訪談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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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研究工具 

壹、國小數學科「比較量與基準量」成就測驗試卷 

本研究根據國小數學康軒版第十二冊「比較量與基準量」教學內容，

由出版社建置的系統題庫中隨機抽題，自行編製試題內容。在題目出完後，

請校內同學年三位數學科教師針對本成就測驗試題進行審查，進行專家

效度檢定，以確認前後測題目之敘述及內容是否恰當，作為本研究成就測

驗之前後測施測工具。前、後測的試題題數、難易度和題型均一致。 

表 3-3-1三位數學領域教師資歷名單 

教師姓名 任教科目 服務年資 

傅老師 六年級級任教師，任教國語 

、數學等課程｡ 

24年 

陳老師 六年級級任教師，任教國語 

、數學等課程｡ 

20年 

張老師 六年級級任教師，任教國語 

、數學等課程｡ 

19年 

 

成就測驗試卷命題說明如下： 

表 3-3-2成就測驗試卷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簡單         中等          困難           挑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2分        30分          22分          16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應用 4題     2題          4題           4題(每題 4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充 8格    11格          3格            (每格 2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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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結合翻轉教室和合作學習策略之學習態度問卷 

本研究以教育部合作學習工坊(2012)的學生分組合作學習經驗問卷 

調查為依據，改編成實驗的前測、後測工具，量表共有 10 題。本問卷採

用 Likert 五點量表計分，選答「非常同意」者給 5分，「同意」者給 4分，

「沒有意見」者給 3分，「不同意」者給 2分，「非常不同意」者給 1分。

分數越高，代表學習動機越強，對實驗教學法的接受度越高｡ 

參、翻轉教室結合合作學習模式之接受度問卷調查表 

本研究以教育部合作學習工坊(2012)的學生分組合作學習經驗問卷 

調查及林幸玉(2015)的「教學平台教學調查表」問卷為依據，改編成實

驗的工具，問卷內容分為二個部分，分別為「翻轉教室接受度」、「合作

學習接受度」。 

肆、學生訪談 

  學生訪談分為分組訪談及個人訪談，訪談形式採半結構式，在教學  

實驗結束後進行。訪談內容以課前使用均一教學平台預習及課中分組合  

作學習為主，以了解學生的接受度及看法（如附件二十）。 

伍、教師教學省思日誌 

研究者於教學後詳實記錄教學歷程及教學省思，以作為往後改進 

的基準，增加研究的完整性。 

 

第四節教學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以翻轉教室結合合作學習模式相關理論為基礎，並以國小六 

年級數學領域「比較量與基礎量」教材為學習範圍，作為教學設計的依

據。教學實施流程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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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實驗前 

一、教學準備工作 

    準備研究器材及工具，包括電腦教室的使用登記、耳機器材的清

點、均一教育平台的連結，相關測驗及問卷、合作學習記錄表格印製

等。 

二、家長同意書(如附錄一) 

    利用「親師通訊」告知家長班級中即將進行翻轉教室結合合作學習

模式的教學活動，並請家長留意孩子在家中使用均一教學平台學習的狀

況。 

三、學生基本資料蒐集(如附錄二) 

    利用基本資料問卷及個別訪談方式，了解學生放學後的生活作息、

家中網路使用情形及對於數學學習態度等，以利安排課前預習教材的方

式。 

四、數學學習成就前測(如附錄三) 

    實施數學習習成就前測，測驗題目共 30題，作答時間 60分鐘，測

驗結果作為了解學生的起點行為，作為分析的參考依據。 

五、數學學習態度前測(如附錄四) 

實施「數學學習態度」前測，之後與後測比較分析學生的學習態度

是否有提升。 

六、均一教學平台操作練習(如附錄五) 

利用二個星期的早自修或午休時間，指導學生辦理帳號、設定密

碼，練習登入均一教學平台，並介紹平台介面及如何觀看教學影片及做

練習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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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翻轉教室結合合作學習模式的教學活動 

一、課前以均一教學平台作為自學工具 

    教師參考均一教學平台教材內容，設計「課前預習單」(如附錄八

至十二)。學生在課前除了觀看影片或做線上練習題，還要完成預習單 

，課前預習單有助於教師了解學生預習狀況。 

二、課中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合作學習模式 

（一）教學流程（黃政傑、林佩璇，2008） 

1、全班授課：每個單元教學時，教師介紹教材重點和學習目標，對全

班同學直接教學，且強調學生有意義的學習。  

2、小組學習：學生採異質性分組，學生依據老師發給的學習單，和整

組同學一起討論進行學習；教師依據教學的內容進行小組討論分享 

、測驗練習。如果是評量簡單概念的問題，採用分組測驗練習的方式，

以了解學生的基本觀念；如果是評量解題策略的問題，則採小組討

論分享方式進行。學生在小組中做練習並且力求精熟教師所授之教

材。    

3、個別測驗：教師進行隨堂測驗，以評估每一組每一位學生的學習成

效。 

4、個人進步分數：每位同學訂定基本分數，基本分數是以六年級上學 

期三次月考平均分數為主，再依學生個別狀況稍做調整。每次測驗分

數減去基本分數，依所得分數轉換成個人進步分數，再將個人進步分

數轉換成小組進步分數，而小組進步積分=小組成員個人進步分數總和

÷小組人數（如附錄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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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進步分數與進步積分之換算表 

個人進步分數 轉換成小組進步分數 

成績優異（95分以上） 30 

進步 10分以上 30 

進步 1-9 20 

退步 0-9分 10 

退步 10分以上 0 

          資料來源：修改自 Slavin(1995).Cooperative Learning.p.80      

5、合作學習記錄單：在課堂活動結束後，各組完成合作學習記錄單，透 

過記錄單老師可了解學生分組合作學習的狀況及成效(如附錄十三)。 

6、表揚獎勵：教師每週將個人進步的成績轉化成小組的表現分數給予表 

 揚，表現優異的個人與小組以獎卡或禮物作為獎勵。本研究採取小組 

 獎勵方式，小組加分內容包括：數學科課前預習單、合作學習記錄單 

 及個別測驗等，每週依各組累積分數獎勵前三名的組(如附錄十九)。 

三、教學活動設計簡案 

表 3-4-2比較量與基準量教學活動簡案 

單元名稱 比較量與基準量 教學時間 10節課 

教材來源 康軒版國民小學數學第十二冊 適用年級 六年級 

學習本單

元先備知

識 

1、應用比與比值，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2、解決整數、小數和分數的混合計算。 

教學目標 

1、認識基準量與比較量。 

2、能了解並運用求母子和的方法。 

3、能了解並運用求母子差的方法。 

4、能了解並運用由母子和求母數的方法。 

5、能了解並運用由母子差求母數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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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節次 教   學   活   動 
融入教學

法 
時間 

  

一 

 

1、全班到電腦教室觀看均一教學平台六下康軒版數學第

五單元教學影片----認識基準量和比較量，並試做練

習題。 

2、教師發下事先設計的預習單，請學生看完影片及做完

練習題後，完成本單元第一張預習單。 

翻轉教室  

40分 

 

 

 

 

二 

 

 

 

 

 

1、先練習數學電子書的學前即時評量五題，再看扉頁動

畫，使學生對比較量和基準量有基本的了解。 

2、全班共同討論數課本 60.61頁。 

3、分組討論第一張預習單，每組抽一人上台報告一題。 

4、個別測驗數習 51頁，兩組間交換改，並依個人進步

分數計算組的得分。 

5、各組完成合作學習記錄單並交回，記錄單書寫用心的

組別，接受表揚並加小組分數。  

合作學習 

的小組成

就區分法 

5分 

 

5分 

15分 

10分 

 

5分 

 

 

三 

1、針對上次課程的內容，各組抽問一位同學，接著教師

歸納複習。 

2、上課本 62.63頁，並教導基準量與比較量的三個關係

式子。 

3、各組針對今天的課程討論並提問，以建立正確觀念。 

4、在黑板上出二個題目，發下白紙進行個別小考，表現

優良者給予個人獎章，並依個人進步分數計算組的得

分。 

合作學習 

的小組成

就區分法 

5分 

 

15分 

 

10分 

 

10分 

 

 

四 

1、全班到電腦教室練習均一教學平台六下康軒版數學第

五單元線上練習題----母子和。 

2、教師發下事先設計的預習單，請學生做完練習題後，

完成本單元第二張預習單。 

翻轉教室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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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五 

1、上課本 64.65頁母子和，並畫線段幫助了解題目。 

2、分給每人一張學習單（如附錄十四），上面有六個題

目，各組討論後，各組抽一位同學上台寫一個題目，

答對組加分獎勵。 

3、個別測驗數習 51頁，兩組間交換改，並依個人進步

分數計算組的得分。 

4、各組利用下課時間完成合作學習記錄單並交回，記錄

單書寫用心的組別加小組分數。  

合作學習 

的小組成 

就區分法 

10分 

 

 

20分 

 

10分 

 

 

 

六 

1、複習上次課程的內容，再說明母子和的題型。 

2、上課本 66頁及 70 頁 5.6題練習題，並畫線段幫助了

解題目（求母子和及由母子和求母數）。 

3、分給每人一張學習單（如附錄十五），，上面有 6個

題目，各組討論後，抽一人上台寫一個題目，答對組

加分獎勵。 

4、各組利用下課時間完成合作學習記錄單並交回，記錄

單書寫用心的組別加小組分數。 

5、今天是週三，下午不用上課，家課要完成一張預習單

（本單元第三張），內容是利用均一平台預習母子差

題目，明天上課前先做課前小考，以了解學生回家預

習狀況｡ 

合作學習 

的小組成

就區分法 

翻轉教室 

 

 

10分 

 

10分 

 

20分 

 

 

七 

1.各組拿出昨天的家課—數學預習單，和組員討論，並

在預習單背面寫上一些給同學的回饋，提醒多看同學的

優點或給予建議，而不是互相指責｡ 

2.個別測驗---昨天預習單內容—母子差前測 4個題。 

（如附錄十六）。 

3.檢討考卷，依個人進步分數計算組的得分，並獎勵優

良同學及小組。 

合作學習 

的小組成 

就區分法 

 

10分 

 

15分 

 

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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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八 

1、上課本 67頁及 68 頁，並畫線段幫助了解題目（求母

子差及由母子差求母數）。 

2、分組討論完成課本 67及 68頁的練習題，在課前已經

預習及前測過，大家對這部分的課程應不陌生｡  

3、各組請一位同學上台書寫練習題，全班共同檢討。 

4、各組利用下課時間完成合作學習記錄單並交回，記錄

單書寫用心的組別加小組分數。 

5、交代今天家課要完成一張預習單（本單元第四張—基

礎題和綜合題練習） 

合作學習 

的小組成

就區分法 

翻轉教室 

 

 

15分 

 

15分 

 

10分 

 

 

 

 

九 

1、教師再複習本單元重點，並以例題說明。 

2、分組討論完成課本練習百分百題目，全班再共同檢討 

3、個別測驗數習 51頁，兩組間交換改，並依個人進步

分數計算組的得分。 

4、各組利用下課時間完成合作學習記錄單並交回，記錄

單書寫用心的組別加小組分數。 

5、交代今天家課要完成一張預習單（本單元第五張—進

階題和應用題練習） 

6、預告明天要進行本單元平時小考，題目來自均一平台

的練習題題庫。 

合作學習 

的小組成

就區分法 

翻轉教室 

 

 

 

10分 

20分 

 

10分 

 

十 

1、進行本單元平時小考，測驗時間 20分鐘｡ 

（如附錄十七）。 

2、交換批改，再共同檢討，並依個人進步分數計算組的

得分。 

3、在考卷背後寫上學習本單元學習心得至少 30字。 

合作學習 

的小組成

就區分法 

20分 

 

15分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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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教學實驗後 

一、數學學習成就後測(如附錄六) 

    實施數學學習成就後測，其測驗結果和前測做比較分析，了解學習

成效。 

二、數學學習態度後測及延宕測驗(如附錄四) 

了解學生在教學實驗後，學習態度的改變及能否持續。延宕測驗在 

教學實驗結束後一個月實施。 

三、接受度問卷調查(如附錄七) 

了解學生對於翻轉教室結合合作學習的接受度。 

肆、研究流程圖（如圖 3-4-1） 

 

 

 

 

 

 

 

 

 

 

 

 

 

 



 
 
 
 
 
 
 
 
 
 
 
 

 

42 

 

 

 

 

 

 

 

 

 

 

 

 

 

 

 

 

 

 

 

 

 

 

 

 

準
備
階
段 

研究背景與動機 

確定研究目的與對象 

擬定研究題目 

文獻探討 

擬定前後測題目 設計教學流程 

實施前測 

實
施
階
段 

 

1.課前以均一教學平台作為自學工具

（翻轉教室） 

2.課中進行合作學習模式 

學習後測 

分
析
階
段 

資料分析與討論 

1.學習成就（試卷） 

2.學習態度（問卷） 

3.接受度（問卷） 

完成論文撰寫 

圖 3-4-1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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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的資料分析從量化資料與質性資料兩部分來探討，茲將所採

用的資料分析方法說明如下： 

一、量化資料 

本研究資料整理方式，主要為「量」的分析，即對於實驗組在「數

學科學習成就測驗」、「數學學習態度」及「接受度問卷」上的得分，使

用 SPSS20 統計套裝軟體處理，並將統計結果加以分析。本研究統計分

析方式如下：  

（一）描述性統計 

  以次數分配表與百分比來瞭解學生的基本資料，包括：課後上安親班

或補習班情形、家中 3C產品及網路使用情形及使用目的、放學返家時間

等。 

（二）成對樣本 t 檢定  

1.瞭解全體學生的學習成就在前、後測的變化。 

2.瞭解高學習成就學生的學習成就在前、後測的變化。 

3.瞭解低學習成就學生的學習成就在前、後測的變化。 

4.瞭解男學生的學習成就在前、後測的變化。 

5.瞭解女學生的學習成就在前、後測的變化。 

6.瞭解全體學生的的學習動機在前、後測及延宕測驗的變化。 

7.瞭解高學習成就學生的學習動機在前、後測及延宕測驗的變化。 

8.瞭解低學習成就學生的學習動機在前、後測及延宕測驗的變化。 

9.瞭解男學生的學習動機在前、後測及延宕測驗的變化。 

10.瞭解女學生的學習動機在前、後測及延宕測驗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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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單一樣本 t 檢定  

1.瞭解全體學生對實驗教學法的接受度。  

2.瞭解高學習成就學生對實驗教學法的接受度。  

3.瞭解低學習成就學生對實驗教學法的接受度。 

4.瞭解男學生對實驗教學法的接受度。 

5.瞭解女學生對實驗教學法的接受度。 

二 、質性資料 

    本研究中以教學觀察、教學省思日誌、數學科預習單、合作學習記

錄表及學生訪談紀錄等，以強化量化資料，並增進本研究之可靠性。 

 

 

 

 

 

 

 

 

 

 

 

 

 

 

 

 

 

 

 



 
 
 
 
 
 
 
 
 
 
 
 

 

45 

 

第四章研究結果和分析 

本研究以嘉義縣太保市某國小六年級一班為實驗對象，以進行翻轉

教室結合合作學習模式的數學科教學研究。本章將針對實驗教學後所得

的結果，進行統計分析，並加以解釋和討論。以下是本章將探討的四個

重點： 

 一、研究對象資料分析。 

二、翻轉教室結合合作學習模式的學習成就。 

 三、翻轉教室結合合作學習模式對學生學習態度之影響。 

 四、學生對翻轉教室結合合作學習模式的接受度。  

五、教學實驗成效綜合分析。 

六、翻轉教室結合合作學習模式訪談資料分析。 

第一節研究對象資料分析 

壹、基本資料 

     在進行研究前，利用學生基本資料問卷(附錄二)來了解學生的相關

資料。研究對象共 22人，男生 10人，女生 12人；其中課後上安親班或

補習班的有 16 人，6 人沒有上安親班或補習班。由表 4-1-1 及表 4-1-2

顯示，全班學生家中都有 3C 產品可使用，且都可上網，不過有 18%的學

生假日才可使用電腦或手機，放學後有 14%的學生 8 點後才回到家，因

此，本研究利用均一教育平台的教學影片進行課前預習，比較適合在兩個

時間進行:(1)在校時間，在學校電腦教室觀看(2)學生假日時間，自行在

家觀看｡課前觀看影片的活動，在學校課堂上完成，課前做線上練習題，

則部分在家完成。在均一平台上，教師是每位學生的教練，所以可以從平

台上查看學生看影片或做練習題的進度，可初步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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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有少數同學課前無法做預習，則利用早自修時間到電腦教室完成。 

表 4-1-1家中 3C產品及網路使用情形 

使用情形 無 3C 產品

及網路可使

用 

可自由使用 平日寫完功

課才可使用 

假日才可使

用 

完全禁止

使用 

人數 0 5 13 4 0 

百分比 0 23% 59% 18% 0 

 

表 4-1-2返家時間統計表 

返家時間 放學後立

刻回家 

5-6點(之

前) 

6-7 點(之

前) 

7-8點(之

前) 

8 點以後 

人數 6 2 6 5 3 

百分比 27% 9% 27% 23% 14% 

 

由表 4-1-3的票數統計顯示，研究對象最常使用電腦及網路來玩遊

戲、聊天，其次是聽音樂和瀏覽網頁，可見學生上網的目的娛樂大於學

習。 

 

表 4-1-3使用 3C產品及上網目的 

使用目的 線上遊戲 聊天 聽音樂 瀏覽網頁 戲劇影片 

人數 7 7 3 3 2 

百分比 31.5% 31.5% 14% 14% 9% 

    

  本研究之教學實驗時間在六下第一次月考之後，因此在六下剛開學便

利用二個星期的早自修或午休時間，指導學生到均一教育平台上註冊及

練習操作，並在各種課程中適時融入合作學習教學模式，使學生能慢慢

熟悉翻轉教室給合合作學習的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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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生對於學習數學的態度 

表 4-1-4不同程度學生對於數學的學習態度 

低成就學生 高成就學生 

S1:我覺得數學有點難，對自己的

成績不滿意。 

S2:我喜歡數學，對自己的成績滿

意。 

S7:我對數學不太喜歡，對自己的

成績非常不滿意。 

S8:我不喜歡數學，學習態度不好 

，也不在意自己的成績。 

S11:我覺得數學有點難，我不討厭

它，對自己成績非常不滿意。 

S13:我覺得數學是一個很棒的科目 

，因為可以應用在生活中，我還算

喜歡它，成績還可以。 

S15: 我覺得數學很難又複雜，我 

不喜歡，對自己成績非常不滿意。 

S16: 我覺得數學是很難搞懂的科

目，對自己的成績不滿意。  

S20:數學是一個需要動腦筋的科目 

，對自己成績不滿意，因為還可以

更好。 

S21:我對自己成績不滿意，上數學

課很緊張，怕被老師問到不會的題

目。 

S22:我喜歡數學，它是有趣的，對

成績也滿意. 

S3:我覺得數學是很有趣的科目，我

喜歡它，但對自己的成績不滿意。 

S4:我覺得數學是很簡單的科目，我

喜歡它，對自己的成績滿意。 

S5:我覺得數學對未來是有幫助的，

我不喜歡它，對自己成績也不滿意。 

S6:我覺得數學很簡單，還算喜歡

它，覺得自己成績還可以。 

S9:我覺得數學是有挑戰性的科目，

我不喜歡它，上課有點分心，覺得自

己成績還可以。 

S10:我覺得數學是困難的科目，我喜

歡它，對自己成績不滿意。 

S12:我覺得數學是一個會增進成就感

的科目，我還算喜歡它，對自己的成

績滿意。 

S14:我喜歡解題，但不喜歡上課，因

為上課比較無聊，我的成績還不錯。 

S17:我覺得數學是一個很難掌握分數

的科目，我還算喜歡它，對自己的成

績還算滿意。 

S18:我覺得數學還滿困難的，我喜歡

它，對自己的成績滿意。 

S19:數學是我喜歡的科目，對自己的

成績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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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樣本數僅 22人，故研究者以六年級上學期三次月考平均分

數依據，將研究對象區分為高成就及低成就二組。由學生基本資料問卷及

表 4-1-4得知，低成就學生覺得數學很困難，不喜歡數學，對自己成績也

非常不滿意；高成就學生大部分覺得數學簡單，而且喜歡它，對自己成績

也感到滿意。一般認知，數學學習成就越佳的學生，其學習態度也越趨積

極正向；因此本研究運用翻轉教室結合合作學習教學模式，以改變學生的

學習動機及態度，進而提昇學習成就。 

第二節翻轉教室結合合作學習模式的學習成就 

壹、整體學生學習成就分析 

    表 4-2-1為整體學生在學習成就前、後測之得分，以成對樣本 t檢

定進行統計的結果。 

表 4-2-1整體學生在學習成就的前、後測之成對樣本 t檢定 

項目 平均數 個數 標準差 t 顯著性(雙尾) 

數學成就前測 44.73 22 22.615 6.441 

 

0.000*** 

數學成就後測 71.18 22 25.421 

*p≤ 0.05    **p≤ 0.01  ***p≤ 0.001 

由表 4-2-1可以得知，研究對象的整體前測平均數為 44.73，標準差

為 22.615，後測得分平均數為 71.18，標準差為 25.421，進步分數為

26.455，後測平均分數顯著高於前測，且差異性達顯著水準（t=6.441，

p<0.001），顯示實施實驗教學法後，整體學生的數學成就有顯著提升。 

貮、不同程度學生學習成就分析 

    此部分主要以高、低學習成就二組學生，探討二組學生在學習成就

前、後測之得分，以成對樣本 t檢定進行統計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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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高學習成就在學習成就的前、後測之成對樣本 t檢定 

項目 平均數 個數 標準差 t 顯著性(雙尾) 

數學成就前測 59.45 11 20.709 4.390 

 

0.001*** 

數學成就後測 87.82 11 8.400 

*p≤ 0.05    **p≤ 0.01  ***p≤ 0.001 

由表 4-2-2可以得知，高學習成就者的前測平均數為 59.45，標準

差為 20.709，後測得分平均數為 87.82，標準差為 8.400，進步分數為

28.364，後測標準差較前測標準差差距縮小，後測平均分數顯著高於前

測，且差異性達顯著水準（t=4.390，p≤ 0.001），顯示實施實驗教學法

後，高學習成就者的數學成就有顯著提升。 

表 4-2-3低學習成就在學習成就的前、後測之成對樣本 t檢定 

項目 平均數 個數 標準差 t 顯著性(雙尾) 

數學成就前測 30.00 11 12.961 4.608 

 

0.001*** 

數學成就後測 54.55 11 26.032 

*p≤ 0.05    **p≤ 0.01  ***p≤ 0.001 

由表 4-2-3可以得知，低學習成就者的前測平均數為 30.00，標準差

為 12.961，後測得分平均數為 54.55，標準差為 26.032，進步分數為

24.545，後測平均分數顯著高於前測，且差異性達顯著水準（t=4.608，

p≤0.001），顯示實施實驗教學法後，低學習成就者的數學成就有顯著提

升。在表4-2-3中，雖然數學成就前後測有顯著差異，但標準差卻由12.961

變成 26.032，後測標準差較前測標準差差距大，探究其原因，可能因班

上低成就學生在教學實驗前，成績明顯偏低；而在教學實驗後，部分學生

成績突飛猛進，但也有少數學生進步幅度較小，以致標準差提高。以下以

七位學生為例：在低學習成就的 11位學生中，S22進步 48分，S20進步

43 分， S13 和 S16 都進步 41 分；而 S11 進步 2 分， S15 進步 4 分， 



 
 
 
 
 
 
 
 
 
 
 
 

 

50 

S21進步 3分，由此可見，在低學習成就的學生中，數學成績還存在著明

顯的差距，其原因是：在低學習成就的學生中，S11、 S15和 S21是需要

補救教學的學生，研究者六年級才帶這個班，發現他們有很多基本的數學

觀念及計算能力要再加強，在這個教學實驗活動中，雖然他們都很認真參

與，但短時間內並無法馬上見到學習成效。因此，希望透過翻轉教室結合

合作學習模式，提升他們的學習態度，進而使成績慢慢的進步。 

參、不同性別學生學習成就分析 

    此部分主要以男、女二組學生，探討二組學生在學習成就前、後測

之得分，以成對樣本 t檢定進行統計的結果。 

表 4-2-4男學生在學習成就的前、後測之成對樣本 t檢定 

項目 平均數 個數 標準差 t 顯著性(雙尾) 

數學成就前測 48.40 10 26.209 4.265 

 

0.002** 

數學成就後測 70.50 10 20.770 

*p≤ 0.05    **p≤ 0.01  ***p≤ 0.001 

由表 4-2-4 可以得知，男學生的前測平均數為 48.40，標準差為

26.209，後測得分平均數為 70.50，標準差為 20.770，進步分數為 22.10，

後測標準差較前測標準差差距縮小，後測平均分數顯著高於前測，且差異

性達顯著水準（t=4.265，p<0.01），顯示實施實驗教學法後，男學生的數

學成就有顯著提升。 

 

表 4-2-5女學生在學習成就的前、後測之成對樣本 t檢定 

項目 平均數 個數 標準差 t 顯著性(雙尾) 

數學成就前測 41.67 12 19.796 4.874 

 

0.000*** 

數學成就後測 71.75 12 29.665 

*p≤ 0.05    **p≤ 0.01  ***p≤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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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2-5 可以得知，女學生的前測平均數為 41.67，標準差為

19.796，後測得分平均數為 71.75，標準差為 29.665，進步分數為 30.083，

後測平均分數顯著高於前測，且差異性達顯著水準（t=4.874，p≤0.001），

顯示實施實驗教學法後，女學生的數學成就有顯著提升。在表 4-2-5中，

雖然數學成就前後測有顯著差異，但標準差卻由 19.796變成 29.665，後

測標準差較前測標準差差距大，探究其原因，可能因班上女學生在教學實

驗前，大部份成績偏低；而在教學實驗後，大部分學生成績有明顯進步，

但也有少數學生進步不多，以致標準差提高。以下以七位學生為例：在 12

位女學生中，S22進步 48分，S20進步 43分， S13和 S16都進步 41分；

而 S11進步 2分， S15進步 4分， S21進步 3分，由此可見，在女學生

中，數學成就還是有明顯的落差，其原因是：在女學生中，S11、 S15和 

S21是需要補救教學的學生，研究者六年級才接這個班，發現他們在許多

基本的數學觀念及計算技巧，都要再加強，在這個教學實驗活動中，雖然

他們都能配合老師的引導認真學習，但短時間內並無法馬上提高學習成

就。因此，希望透過翻轉教室結合合作學習模式，使他們的學習態度更積

極主動，進而使成績進步，並能縮小數學成績間的差距。 

第三節翻轉教室結合合作學習模式對學生學習態度之影響 

壹、學習態度整體表現分析 

表 4-3-1為整體學生在學習態度前、後測之得分，以成對樣本 t檢

定進行統計的結果。 

表 4-3-1整體學生在學習態度的前、後測之成對樣本 t檢定 

項目 平均數 個數 標準差 t 顯著性(雙尾) 

學習態度前測 3.34 22 0.74677 5.269 

 

0.000** 

學習態度後測 4.06 22 0.50004 

    *p≤ 0.05    **p≤ 0.01  ***p≤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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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3-1 可以得知，整體學生的學習態度前測平均數為 3.34，標

準差為 0.74677，後測得分平均數為 4.06，標準差為 0.50004，後測平均

分數顯著高於前測，且差異性達顯著水準（t=5.269，p<0.001），顯示實

施實驗教學法後，整體學生的學習態度有顯著提升。 

   表 4-3-2為整體學生在學習態度後測和延宕測驗之得分，以成對樣本

t檢定進行統計的結果。 

表 4-3-2整體學生在學習態度的後測、延宕測驗之成對樣本 t檢定 

項目 平均數 個數 標準差 t 顯著性(雙尾) 

學習態度後測 4.06 22 0.50004 -1.584 

 

0.128 

學習態度延宕測驗 3.90 22 0.51916 

    *p≤ 0.05    **p≤ 0.01  ***p≤ 0.001 

  由表 4-3-2可以得知，整體學生的學習態度後測平均數為 4.06，標 

準差為 0.50004，延宕測驗得分平均數為 3.90，標準差為 0.51916，延宕

測驗與後測成績之差異為-0.16，雖然分數稍有退步，但是並未顯著 

（t=-1.584，p>0.05），顯示實施實驗教學法後，整體學生的學習態度有

保留效果。 

貳、不同程度學生學習態度分析 

一、高學習成就學生 

表 4-3-3為高學習成就學生在學習態度前、後測之得分，以成對樣

本 t檢定進行統計的結果。 

表 4-3-3高學習成就在學習態度的前、後測之成對樣本 t檢定 

項目 平均數 個數 標準差 t 顯著性(雙尾) 

學習態度前測 3.43 11 0.70865 3.041 

 

0.012* 

學習態度後測 4.00 11 0.51186 

    *p≤ 0.05    **p≤ 0.01  ***p≤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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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3-3可以得知，高學習成就者的學習態度前測平均數為 3.43，

標準差為 0.70865，後測得分平均數為 4.00，標準差為 0.51186，後測平

均分數顯著高於前測，且差異性達顯著水準（t=3.041，p<0.05），顯示實

施實驗教學法後，高學習成就者的學習態度有顯著提升。 

表 4-3-4為高學習成就學生在學習態度後測、延宕測驗之得分，以

成對樣本 t檢定進行統計的結果。 

表 4-3-4高學習成就在學習態度的後測、延宕測驗之成對樣本 t檢定 

項目 平均數 個數 標準差 t 顯著性(雙尾) 

學習態度後測 4.00 11 0.51186 -1.118 

 

0.29 

學習態度延宕測驗 3.80 11 0.42426 

    *p≤ 0.05    **p≤ 0.01  ***p≤ 0.001 

   由表 4-3-4可以得知，高學習成就者的學習態度後測平均數為 4.00，

標準差為 0.51186，延宕測驗平均數為 3.80，標準差為 0.42426，延宕測

驗與後測分數之差異為-0.20，雖然分數稍有退步，但是並未顯著 

（t=-1.118，p>0.05），顯示實施實驗教學法後，高學習成就者的學習態

度有保留效果。 

二、低學習成就學生 

表 4-3-5為低學習成就學生在學習態度前、後測之得分，以成對樣

本 t檢定進行統計的結果。 

表 4-3-5低學習成就在學習態度的前、後測之成對樣本 t檢定 

項目 平均數 個數 標準差 t 顯著性(雙尾) 

學習態度前測 3.25 11 0.80668 4.421 

 

0.001*** 

學習態度後測 4.13 11 0.50416 

    *p≤ 0.05    **p≤ 0.01  ***p≤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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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3-5可以得知，低學習成就者的學習態度前測平均數為 3.25，

標準差為 0.80668，後測得分平均數為 4.13，標準差為 0.50416，後測平

均分數顯著高於前測，且差異性達顯著水準（t=4.421，p≤0.001），顯示

實施實驗教學法後，低學習成就者的學習態度有顯著提升。 

表 4-3-6為低學習成就學生在學習態度後測、延宕測驗之得分，以

成對樣本 t檢定進行統計的結果。 

表 4-3-6低學習成就在學習態度的後測、延宕測驗之成對樣本 t檢定 

項目 平均數 個數 標準差 t 顯著性(雙尾) 

學習態度後測 4.13 11 0.50416 -1.136 

 

0.283 

學習態度延宕測驗 4.00 11 0.60332 

    *p≤ 0.05    **p≤ 0.01  ***p≤ 0.001 

由表 4-3-6可以得知，低學習成就者的學習態度後測平均數為 4.13，

標準差為 0.50416，延宕測驗得分平均數為 4.00，標準差為 0.60332，延

宕測驗與後測分數之差異為-0.13，雖然分數稍有退步，但是並未顯著 

（t=-1.136，p>0.05），顯示實施實驗教學法後，低學習成就者的學習態

度有保留效果。  

參、不同性別學生學習態度分析 

一、男學生 

表 4-3-7為男學生在學習態度前、後測之得分，以成對樣本 t檢定

進行統計的結果。 

表 4-3-7男學生在學習態度的前、後測之成對樣本 t檢定 

項目 平均數 個數 標準差 t 顯著性(雙尾) 

學習態度前測 3.14 10 0.94540 3.612 

 

0.006** 

學習態度後測 3.92 10 0.54324 

    *p≤ 0.05    **p≤ 0.01  ***p≤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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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3-7 可以得知，男學生的學習態度前測平均數為 3.14，標準

差為 0.94540，後測得分平均數為 3.92，標準差為 0.54324，後測平均分

數顯著高於前測，且差異性達顯著水準（t=3.612，p<0.01），顯示實施實

驗教學法後，男學生的學習態度有顯著提升。 

表 4-3-8為男學生在學習態度後測、延宕測驗之得分，以成對樣本

t檢定進行統計的結果。 

表 4-3-8男學生在學習態度的後測、延宕測驗之成對樣本 t檢定 

項目 平均數 個數 標準差 t 顯著性(雙尾) 

學習態度後測 3.92 10 0.54324 -0.608 

 

0.558 

學習態度延宕測驗 3.81 10 0.61001 

    *p≤ 0.05    **p≤ 0.01  ***p≤ 0.001 

由表 4-3-8可以得知，男學生的學習態度後測平均數為 3.92，標準

差為 0.54324，延宕測驗得分平均數為 3.81，標準差為 0.61001，延宕

測驗與後測分數之差異為-0.11，雖然分數稍有退步，但是並未顯著

（t=-0.608，p>0.05），顯示實施實驗教學法後，男學生的學習態度有

保留效果。  

 

二、女學生 

表 4-3-9為女學生在學習態度前、後測之得分，以成對樣本 t檢定

進行統計的結果。 

表 4-3-9女學生在學習態度的前、後測之成對樣本 t檢定 

項目 平均數 個數 標準差 t 顯著性(雙尾) 

學習態度前測 3.50 12 0.51874 3.678 

 

0.004** 

學習態度後測 4.18 12 0.44890 

    *p≤ 0.05    **p≤ 0.01  ***p≤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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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3-9 可以得知，女學生的學習態度前測平均數為 3.50，標準

差為 0.51874，後測得分平均數為 4.18，標準差為 0.44890，後測平均分

數顯著高於前測，且差異性達顯著水準（t=3.678，p<0.01），顯示實施實

驗教學法後，女學生的學習態度有顯著提升。 

表 4-3-10為女學生在學習態度後測、延宕測驗之得分，以成對樣本

t檢定進行統計的結果。 

表 4-3-10女學生在學習態度的後測、延宕測驗之成對樣本 t檢定 

項目 平均數 個數 標準差 t 顯著性(雙尾) 

學習態度後測 4.18 12 0.44890 -1.723 

 

0.113 

學習態度延宕測驗 3.98 12 0.44339 

    *p≤ 0.05    **p≤ 0.01  ***p≤ 0.001 

由表 4-3-10可以得知，女學生的學習態度後測平均數為 4.18，標 

準差為 0.44890，延宕測驗得分平均數為 3.98，標準差為 0.44339，延

宕測驗與後測分數之差異為-0.20，雖然分數稍有退步，但是並未顯著

（t=-1.723，p>0.05），顯示實施實驗教學法後，女學生的學習態度有

保留效果。 

 

第四節學生對翻轉教室結合合作學習模式的接受度 

壹、翻轉教室接受度分析 

表 4-4-1和表 4-4-2為整體學生、不同程度及不同性別學生在翻轉

教室接受度之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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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整體學生翻轉教室接受度之平均數分析 

題目：對翻轉教室接受度         人數 個數 平均數 

非常 

同意 

同

意 

沒有 

意見 
不同意 

非常 

不同

意 

1.我喜歡利用均一教學平台

預習數學 

3 8 6 4 1 22 3.36 

2.透過均一教學平台預習數

學，對我是有幫助的 

5 12 2 1 2 22 3.77 

3.父母對於我透過均一教學

平台預習數學，抱持肯定的

態度 

4 5 9 2 2 22 3.32 

4.透過均一教學平台預習數

學，讓我較有信心學好數學 

3 10 6 2 1 22 3.55 

5.透過均一教學平台預習數

學，讓我對數學更有興趣 

4 9 2 2 2 22 3.50 

6.透過均一教學平台預習數

學，可以讓我學習時更用心 

4 10 4 2 2 22 3.55 

7.透過均一教學平台預習數

學，能夠符合我個人的需求 

4 8 5 4 1 22 3.45 

8.透過均一教學平台預習數

學，讓我覺得只要自己多努

力，就能學好數學 

4 10 5 1 2 22 3.59 

9.透過均一教學平台預習數

學，讓我想多花一些時間在

數學科學習上 

2 9 5 5 1 22 3.27 

10.我希望以後還能持續使

用均一教學平台來預習數學 

3 12 3 2 2 22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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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不同程度及不同性別學生翻轉教室之接受度平均數分析 

研究對象 接受度平均數 

全體學生 3.49 

高學習成就學生 3.21 

低學習成就學生 3.77 

男學生 3.11 

女學生 3.81 

由表 4-4-1 和表 4-4-2 可以得知，研究對象對翻轉教室的接受度這

10題中的平均值最小為 3.27、最大為 3.77；整體學生的接受度平均數為

3.49，高學習成就學生的接受度平均數為 3.21，低學習成就學生的接受

度平均數為 3.77；男學生的接受度平均數為 3.11，女學生的接受度平均

數為 3.81。由此可知，低學習成就的平均數高於高學習成就，女學生的

平均數高於男學生，學生對翻轉教室的接受度平均數均超過中間值 3，表

示學生對翻轉教室的接受度趨於正向。 

貳、合作學習接受度分析 

表 4-4-3及表 4-4-4為整體學生、不同程度及不同性別學生在合作

學習接受度之得分。 

表 4-4-3整體學生合作學習接受度之平均數分析 

題目：對合作學習接受度         人數 個數 平均數 

非常 

同意 

同

意 

沒有 

意見 

不同

意 

非常 

不同

意 

1.我們組在討論時會輪流發

言 

11 7 2 1 1 22 4.18 

2.我們組在討論時，我能仔

細聽取別人的發言 

12 7 2 1 0 22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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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3.我們組在討論時，我會勇

於說出自己的意見 

15 5 2 0 0 22 4.59 

4.我們組在討論時，我能接

納同學不同意見 

12 7 2 1 0 22 4.36 

5.當我說出想法時，組員有

專心在聽 

7 9 4 1 1 22 3.91 

6.在分組討論後，我覺得有

學到新的數學概念 

7 7 4 1 2 22 3.77 

7.組員學習上遇到疑難時，

我會幫助他解決 

9 9 3 0 1 22 4.14 

8.自己學習上遇到疑難時，

我會主動向組員求助 

10 6 5 1 0 22 4.14 

9.我對同組同學的表現感到

滿意 

9 5 5 2 1 22 3.82 

10.小組意見不同時，我能

與同學協商，來達成共識 

7 10 4 0 1 22 4.00 

 

表 4-4-4不同程度及不同性別學生合作學習之接受度平均數分析 

研究對象 接受度平均數 

全體學生 4.13 

高學習成就學生 3.89 

低學習成就學生 4.36 

男學生 3.94 

女學生 4.28 

由表 4-4-3 和表 4-4-4 可以得知，研究對象對合作學習的接受度這

10題中的平均值最小為 3.77、最大為 4.59；整體學生的接受度平均數為

4.13，高學習成就學生的接受度平均數為 3.89，低學習成就學生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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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平均數為 4.36；男學生的接受度平均數為 3.94，女學生的接受度平均

數為 4.28。由此可知，低學習成就的平均數高於高學習成就，女學生的

平均數高於男學生，學生對合作學習的接受度平均數均超過中間值 3，表

示學生對合作學習的接受度趨於正向。 

第五節教學實驗成效綜合分析 

壹、不同程度學生教學實驗成效綜合分析 

表 4-5-1不同程度學生數學成就綜合分析 

項目 高成就平均數 低成就平均數 

數學成就前測 59.45 30.00 

數學成就後測 87.82 54.55 

進步分數 28.364 24.545 

進步率 47.71% 81.82% 

 

表 4-5-2不同程度學生學習態度綜合分析 

項目 高成就平均數 低成就平均數 

學習態度前測 3.43 3.25 

學習態度後測 4.00 4.13 

進步分數 0.57 0.88 

進步率 16.62% 27.08% 

 

表 4-5-3不同程度學生接受度綜合分析 

項目 高成就平均數 低成就平均數 

翻轉教室接受度 3.21 3.77 

合作學習接受度 3.89 4.36 

  由表 4-5-1、表 4-5-2和表 4-5-3可以得知，低成就學生的數學成就

進步率為 81.82%，高於高成就學生的 47.71%；低成就學生的學習態度進

步率為 27.08%，高於高成就學生的 16.62%；低成就學生的翻轉教室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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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學習接受度，均高於高成就學生。由此可以得知，低成就學生對實驗教

學的接受度比較高，學習態度也較積極，相對的數學成就進步率也較高。

所以，翻轉教室結合合作學習模式的數學科教學，是一種有效的教學法。 

貳、不同性別學生教學實驗成效綜合分析 

表 4-5-4不同性別學生學習成就綜合分析 

項目 男學生平均數 女學生平均數 

數學成就前測 48.40 41.67 

數學成就後測 70.50 71.75 

進步分數 22.1 30.08 

進步率 45.66% 72.19% 

 

表 4-5-5不同性別學生學習態度綜合分析 

項目 男學生平均數 女學生平均數 

學習態度前測 3.14 3.50 

學習態度後測 3.92 4.18 

進步分數 0.78 0.68 

進步率 24.84% 19.43% 

 

表 4-5-6不同性別學生接受度綜合分析 

項目 男學生平均數 女學生平均數 

翻轉教室接受度 3.11 3.81 

合作學習接受度 3.94 4.28 

  由表 4-5-4、表 4-5-5和表 4-5-6可以得知，女學生的學習成就進步

率為 72.19%，高於男學生的 45.66%；女學生的學習態度進步率為 19.43%，

低於男學生的 24.84%；女學生的翻轉教室和合作學習接受度，均高於男

學生。由此可以得知，女學生對實驗教學的接受度較高，學習態度雖然進

步率低於男學生，但學習態度後測平均數為 4.18，可見學習態度是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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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以相對的數學成就進步率也較高。所以，翻轉教室結合合作學習模

式的數學科教學，可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態度，進而提升數學成就。 

參、焦點學生教學實驗成效分析 

  表 4-5-7焦點學生學習成就成績 

焦點學生 前測成績 後測成績 進步分數 

高成就 S12 58 90 32 

高成就 S19 50 98 48 

低成就 S13 32 73 41 

低成就 S20 34 77 43 

 

表 4-5-8焦點學生學習態度平均數 

焦點學生 前測平均數 後測平均數 延宕測驗平均數 

高成就 S12 3.6 4.6 4.4 

高成就 S19 3.5 4.4 4.2 

低成就 S13 3.7 5.0 4.8 

低成就 S20 2.9 4.7 4.5 

教學實驗結束後，對研究對象進行個別訪談，針對課前翻轉自學、

課中合作學習及整體的學習狀況進行訪談，並將資料整如下： 

表 4-5-9不同成就學生對於學習態度的改變對照表 

焦點學生 教學實驗前 教學實驗後 

高成就 S12 我覺得數學是一個會增

進成就感的科目，我還

算喜歡它，對自己的成

績滿意。 

我覺得上數學課很有趣 

。課前我會先利用均一

平台做預習，課堂中分

組學習時，老師會讓我

們多做題目，所以我的

數學成績進步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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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高成就 S19 數學是我喜歡的科目，

對自己的成績滿意。 

我的數學有明顯的進步 

，因為在計算題及基礎

題方面，我已能駕輕就

熟，就能有更多時間去

思考進階題。 

低成就 S13 我覺得數學是一個很棒

的科目，因為可以應用

在生活中，我還算喜歡

它，成績還可以。 

雖然一開始覺得這個單

元很難，但經過課前預

習、課堂中分組學習及

老師的講解後，讓我對

它更了解。謝謝老師介

紹均一教學平台，均一

讓我們數學更進步｡ 

低成就 S20 數學是一個需要動腦筋

的科目，對自己成績不

滿意，因為還可以更好 

。 

我覺得這個單元滿簡單

的，之前還沒學的時候 

，覺得它很難；經過學

習後，感覺題目都變簡

單了，現在對學習內容

都了解了｡ 

 

表 4-5-10焦點學生接受度平均數 

學生 翻轉教室接受度 合作學習接受度 

高成就 S12 3.9 4.0 

高成就 S19 3.5 3.9 

低成就 S13 3.3 4.5 

低成就 S20 3.5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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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四位焦點學生的家長對於利用均一平台作為課前預習工具的

看法：（親師通訊中的回饋意見） 

高成就 S12 家長：拜科技之賜，數位學習提供孩子另一種學習管道｡ 

高成就 S19 家長: 數位學習輔助教學，對孩子的學習有幫助，均一教學 

平台是個很好的學習資源。 

低成就 S13 家長：線上教學符合教學所需，贊同在班級中實施，或許這 

對學生的學習態度及自信心，會有不錯成效。 

低成就 S20 家長: 均一教育平台讓孩子會主動練習數學的題目，這個教 

育平台對孩子有很大的助益。 

由上列四個表及家長的意見可以得知，這四位焦點學生在教學實驗

後的學習態度及接受度都更正向、積極，而且家長對於翻轉教室的線上

預習方式，都持肯定、支持的想法，所以學生在數學成就方面都有明顯

的進步，這表示翻轉教室結合合作學習模式，是學生喜愛的教學方式，

且對學生是有助益的。 

第六節翻轉教室結合合作學習模式訪談資料分析 

    教學實驗結束後，對各小組進行團體訪談，針對課前翻轉自學、課

中合作學習及整體的學習狀況進行訪談，並將資料整如下： 

一、課前利用均一教育平台翻轉自學方面 

    訪談「你覺得回家先預習數學，上課再討論的上課方式如何? 為什

麼?」這個題目時，多數的學生都表示喜歡利用線上影片預習數學，他

們認為課前預習能使學習更有效率，也能使低成就學生有更多學習的機

會，並能縮短班上同學數學成就的差距，肯定這樣的學習方式對他們是

有幫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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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這種學習方式非常好，回家先預習，到學校再聽老師講解，可以學 

得更快更好。 

S2：回家先預習可以對課程有概略的了解，如果在預習中發現問題，可 

以在學校課堂上和老師及同學討論。 

S6：這種學習方式可以讓數學成績較落後的同學多些學習的時間，縮短 

班上同學數學成績的差距。 

S11：課堂上有時要分組上台報告，回家先做預習，可以先思考一下要 

     如何報告。 

S14：這種學習方式可以加深對數學的印象，有些同學學習比較慢，如    

果課前先看影片，想看幾次都可以，可以學得更紮實。 

    訪談「你覺得影片要在學校看或家裡看?為什麼?」這個題目時，大

多數學生認為影片在學校看的效果較好，雖然班上每位學生家中都有 3C

產品且可上網，但是回家卻不一定有時間可上網學習。對於積極主動的

學生而言，適合在家中看影片，因為可反覆學習；但是對其他學生而言

則不然，因為有的學生在家中看影片容易分心，因而影響學習成效。 

S2：我比較喜歡在家中看，因為可以重複看，幫助自己學習；在學校因

受限於時間，則只能看一、二次。 

S3：我比較喜歡在學校看，因為如果遇到不懂的地方，可以馬上請教老

師或同學。 

S5：我覺得要在學校看，因為這樣老師才能確定並督促每位同學都能專

心看完，如果在家中看，有的人可能會趁機玩電腦。 

S8：我比較喜歡在學校看，因為放學後有的同學要去補習，回到家可能

已經很晚了，在學校比較有時間，可以利用午休時間看。 

S11：我覺得要在學校看，因為有的同學如果沒有看，可能會找藉口欺



 
 
 
 
 
 
 
 
 
 
 
 

 

66 

騙老師，例如：父母不准許用電腦、電腦壞掉等理由。 

S22：我比較喜歡在家中看，因為有充裕的時間看影片及做線上練習題。 

訪談「回家的空閒時間，你會主動上均一教育平台做數學練習題嗎?

為什麼?」這個題目時，班上一半的學生會主動上網站做練習題，因為想

讓數學進步；另一半學生則無法做到，因為他們大都是高成就學生，他們

平日課外補習較多，學習資源也較多，即使沒有使用均一平台做練習題，

數學成績也不致落後。  

S1：會，因為希望自己數學進步。 

S9：會，因為我的數學能力較弱，所以我需要加強。 

S11：會，如果數學方面有不會的題目，就要多練習。 

S17：如果有空或無聊的時候，會上均一平台做練習題，順便提升數學 

能力。 

S14：不會，因為家裡的手機有時不能上網，補習班的練習題多到寫不 

完，題目比較多元化，也較有挑戰性。 

S3：不會，因為那些練習題都太簡單了。 

S18：不會，因為家人有時也要使用電腦。 

二、課中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合作學習模式 

  訪談「你喜歡上課分組討論數學?為什麼?」這個題目時，多數組別

反應合作學習成效佳，認為合作學習是有助益的；少數合作互動情形較

不理想的組別，則反應合作學習雖然不錯，但是如果組員意見不同時，

容易發生爭吵。此外，少數高成就的同學認為，分組解題時，常要負責

教導組員，自己要擔負許多責任。 

S1：喜歡，和同學討論可以參考別人的解題方式，再修正自己的方式， 

提高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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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喜歡，和同學討論可以使題目變得更簡單，上課也會更有趣。 

S6：喜歡，和同學討論可以說出自己的想法，也可以和組員分享心得。 

S14：喜歡，和同學討論可以集思廣益，能使成績進步，還能增進同學 

的友誼。 

S15：喜歡，因為我常會請教同學許多問題。 

S17：喜歡，因為不會的地方可以請教組員，也能體會團結力量大的道 

理。 

S2：還好，雖然分組討論對學習有幫助，但是小組討論時，有時意見不 

合，會有吵架情形出現。 

訪談「你喜歡聽同學上台報告數學重點嗎?為什麼?」這個題目時，約

五分之三同學很喜歡，認為對學習有幫助；但五分之二同學不太喜歡，由

訪談中了解其原因：（1）部分高成就學生課前翻轉自學後，己大致能掌握

課程重點，且會自己整理重點，所以覺得同學的報告對自己幫助不大。（2）

部分同學上台報告技巧不純熟，例如：音量太小、重點不夠明確、講太快、

身體會擋到黑板寫的重點、講得不通順等，這都是研究者要再個別指導加

強的地方。 

S2：喜歡，因為可以更了解課程的重點。 

S5：喜歡，因為可以幫助學習，而且覺得很有趣。 

S11：喜歡，因為同學說一次，老師再講解一次，可以加深印象，不懂 

的地方也可馬上提問。 

S12：喜歡，因為可以聽到不同的重點，也可以知道他們有沒有認真看 

均一的影片。 

S3：不太喜歡，因為同學沒辦法講解得很仔細。 

S4：不喜歡，因為我比較喜歡自己整理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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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8：不喜歡，因為有些同學聲音太小了，最好要使用麥克風。 

S17：不太喜歡，因為有些同學報告的內容在均一影片中都看過了，會 

覺得有點無聊，應該要把重點很明確說出來，讓人更容易了解。 

訪談「在上課過程中，包括討論、老師講解、小考、分組競賽及表

揚等方式，讓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為什麼?」這個題目時，大部分同

學認為印象最深刻的是“分組競賽”，其次是“小考”。在合作學習課

堂中，每次分組活動或小考後，都會依個人進步分數計算組的得分，這

種分組競賽的方式，能提昇學習動機及學習成效，學生十分喜愛。在課

程中，常給學生個別測驗，這樣的小考並沒有給學生壓力，因為每個學

生有其基本分數，且達到基本分數不是一個很難的目標。如果學生達到

了基本分數，能為組加分；如果考得不理想，並不會被處罰，而是會得

到老師及組員的鼓勵。 

S2：分組競賽，讓我們知道合作的重要性，培養團隊精神。 

S6：分組競賽，因為可以和組員一起討論，並和其他組競賽，就像在玩 

遊戲。 

S12：分組競賽，因為可以激發每一個組員的鬥志。 

S13：分組競賽，因為可以讓每個人發揮最大潛力，也有助於學習課程 

內容。 

S20：分組競賽，因為能使課程更有趣，還能多學一些知識。 

S1：小考，因為可以知道自己是否真的懂了，也可以增進數學實力，如 

果成績有進步，還能為組加分。 

S8：小考，有一次我的小考進步了，也為組加了分數，雖然表面上我很 

平靜，但是心中卻興奮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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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9：小考，因為考得好可以為組加分，對組有些貢獻，自己也會覺得很

有成就感。 

S11:小考，因為考得好可以為組加分，感覺就像和組員一起努力奮鬥。 

S14:小考，讓我體會用心付出，就一定會有收穫。 

訪談「數學課的上課方式改為合作學習的方式，對於你的學習有什麼

幫助?」這個題目時，同學的反應都是正向的，合作學習的方式可以使課

程內容更多元、有趣，使學生學習更主動、積極，進而使學習成效更佳。 

S5：可以提昇學習成效。 

S6：可以勇敢的說出自己的意見，也可以專心聽組員報告。 

S11：以前我都不會主動複習數學，自從改成合作學習的方式後，我每天

回家都會複習，如果遇到不會的地方，會請教組員。 

S13：對我有很大的幫助，因為合作學習可以讓組員互相幫助，讓大家不

懂就問，可以學得更多。 

S14：不再覺得學習很孤單，可以體會到團隊合作的樂趣，培養同學之間

的感情，而且上台報告可以訓練膽量，這樣的上課方式，使數學課學

習方式更多元。 

S16：可以利用組員提供的重點，找出更簡單的解題方法。 

S18：因為上課方式變得有趣，使我更努力學習。 

S20：可以學習別人寫筆記的方式，知道成績優異的同學平日的讀書技巧。 

三、整體的學習狀況 

訪談「在小考測驗後，你覺得自己的成績如何?為什麼?如果成績有進

步，最大原因是什麼?」這個題目時，大多數的同學成績都進步了，其進

步的原因都來自於翻轉教室結合合作學習模式的成效。所以在課堂中，學

生有更多機會參與教學活動，成為教學的主體，老師不再是主要知識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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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而是引導學習者。 

S2：成績有進步，因為在合作學習中，組員互相幫助，常給我很多鼓勵。 

S3：成績還不錯，因為回家有預習。 

S5：成績有進步，因為在分組學習中可以為組加分，是努力的動力。 

S11：成績有些許的進步，因為如果有不會的題目，我會請教同學。 

S13：成績有進步，因為上課有認真學習，且組員及老師都很細心教導我。 

S14：成績有進步，小考時我會為了組的分數而更細心作答。 

S16：成績有進步，因為課前看均一影片預習，課堂上同學認真討論、老

師細心講解，平日常做均一平台的練習題。 

S17：成績有進步，因為課前預習後，對課程已有概略的了解，平日遇到

問題，組員會教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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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的目的旨在探討研究對象數學學習成效，在數學成就及學習

態度是否提昇。為達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採取單組實驗前後測設計，以

國小六年級一班共 22 名學生作為研究對象，進行 10 節課的教學實驗活

動。在活動結束後以「翻轉教室結合合作學習模式接受度問卷」做檢核，

進一步探討受試對象對實驗教學法的接受度。 

本章旨在根據研究結果提出整體性的結論與建議，並說明本研究的

限制。全章共分為三節 :第一節根據第一章研究問題及第四章結果歸納

出研究結論，第二節根據研究結論提出具體建議，以供未來研究及教學

參考，第三節為研究限制，說明本研究設計在推論上的侷限。 

第一節結論 

本研究採用單組實驗前後測設計，探討翻轉教室結合合作學習模式

於國小六年級數學科的學習成效。研究者透過數學成就測驗、數學態度

問卷、接受度問卷、教學觀察、教學省思日誌、數學科預習單、合作學

習記錄表及學生訪談紀錄等相關資料進行分析，探討翻轉教室結合合作

學習模式對於研究對象在數學學習上的影響。經由實驗結果及資料分析

後，發現翻轉教室結合合作學習模式可以提升學生的數學成就及學習態

度，學生對於教學實驗活動的接受度也趨於正向。茲將本研究結論分項

說明如下: 

壹、翻轉教室結合合作學習模式有助於數學學習成就的提升 

在實施課前翻轉自學、課中合作學習的課程後，依據數學學習成就

前後測結果與質性資料分析，研究者發現整體學生、不同程度及不同性

別學生在數學成績上都有顯著進步，顯示實施實驗教學法後，學生的數

學成就有顯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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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轉教室強調以學生為中心的自主學習，可運用數位科技來滿足不

同程度學生的個別需求，協助教師解決因材施教的問題。本教學實驗使用

均一教育平台作為課前預習工具，在平台上的學習內容包含了小學、國中

及高中許多科目的課程，它是一個個人化學習工具。本研究結果發現，高

學習成就者的後測平均分數顯著高於前測，且差異性達顯著水準，後測標

準差較前測標準差差距縮小；低學習成就者後測平均分數顯著高於前測，

且差異性達顯著水準，但後測標準差較前測標準差差距大，因為研究對象

為六年級學生，班上少數幾位需補救教學的學生，進步速度還是比較緩慢

的。因此教師可鼓勵高成就學生利用平台資源，做跳躍式學習，可學得更

深更廣；低成就學生學習速度較慢，可針對基本觀念的教材反覆學習，直

到了解為止。教師在平台上可指派任務給學生，也可以教練身份查看學生

學習進度，了解學習狀況。 

    本研究的合作學習採用小組成就區分法，小組內有高、中及低成就的

學生，為了爭取小組的分數，組員必須互相教導及完成共同任務，才能累

積小組積分。因此教師為每個學生訂定基本分數時，低成就學生的基本分

數一開始不要訂得太高，之後視情況再做調整，讓他們容易達成目標，有

機會為小組累積積分，要多給予他們鼓勵及發表機會，藉以增加自信心，

進而提昇學習成就縮短學習差距。 

貳、翻轉教室結合合作學習模式有助於數學學習態度的提升 

一、 整體學習態度提昇 

  在實驗教學活動結束後，依據數學學習態度前後測結果與質性資料

分析，整體學生、不同程度及不同性別學生的後測平均分數顯著高於前

測，且差異性達顯著水準，顯示學生在數學學習態度上都有顯著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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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態度保留成效佳 

    教學實驗活動結束一個月後，進行學習態度延宕測驗，發現整體學生、

不同程度和不同性別學生，其後測和延宕測驗差異性未達顯著水準，表示

其學習態度有保留效果。只要學生的學習態度有正向提昇，數學成績也會

進步。 

    如果學生能培養良好的學習態度，並延續成為習慣，便能達到自主

學習的目標。當學生已熟悉使用均一教育平台來預習課程，教師可以在

寒暑假作業中，納入「利用均一平台預習下學期課程」這項作業，鼓勵

學生自主學習，並可利用三種方式來檢核：預習學習單、線上檢核及開

學後進行課程前測。平日也可常鼓勵學生，對於任何何課程都要培養預

習的習慣，學習才能有事半功倍的成效。 

參、學生對翻轉教室結合合作學習模式的接受度趨於正向 

整體學生、不同程度及不同性別學生，對翻轉教室及合作學習的接受

度平均數均超過中間值 3，表示學生對教學實驗法的接受度趨於正向。由

資料分析發現，低成就學生的接受度平均數高於高成就，可能因為高成就

學生課外時間參加補習活動較多，學習資源也較充裕；但低成就學生則大

多仰賴課堂上學習，所以如果課程能引發他們的學習動機，改變學習態度，

便能提昇學習成效。 

整體學生對翻轉教室的接受度平均數為 3.49，問卷中第三題：「父母

對於我透過均一教學平台預習數學，抱持肯定的態度。」的平均數為 3.32，

低於整體平均數，因此翻轉教室的模式不只是教師需要改變，學生和家長

也要跟著改變，因此教師要積極和學生及家長溝通，取得信任、接納和配

合，在實施過程中也要不斷蒐集家長和學生意見，檢討改進。 

 



 
 
 
 
 
 
 
 
 
 
 
 

 

74 

第二節研究建議 

壹、對教育行政單位之建議 

在目前的小學教育環境中，礙於經費，電腦教室設備更新緩慢，例如：

電腦硬體老舊、網路傳輸速度慢、電腦無配備喇叭、耳機老舊或損壞等。

雖然各校幾乎班班都有電腦及網路的基本資訊設施，但是並無法提供學

生自行學習的電腦。如果可以提供每個學生行動載具，讓學生不受時間地

點限制，隨時可使用均一教育平台學習數學，能使翻轉教室達到更佳成效。 

貳、對教師的建議 

1.翻轉教室能培養孩子自主學習的態度，激發孩子的學習動機，讓老師

能因材施教，進而提昇學習成效。翻轉教室成功的關鍵還是在於教師 

，只要教師願意嘗試改變，便能見到教育新風貌。但是，翻轉教室可

能比傳統教學法花費較多的時間，所以教師課前的課程設計和備課相

當重要，唯有課前做好詳盡的課程規畫，課程才能進行得更順暢，更

易於達成教學目標。 

2.使用合作學習教學法，讓教學的方式更多元化，而且學生透過同儕間 

及師生間的互動，可以提高其對課程的參與度及學習興趣，有助於 

增進學習成效。合作學習成功的要素，除了教師事前的教學準備及活 

動設計，小組成員間要建立互相仰賴的關係，熟練人際互動技巧，所 

以教師平日要重視班級經營，學生平日良好的互動關係及班級中和諧 

的氣氛，都有助於合作學習的進行。 

參、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1.翻轉教室課前預習教材不一定都要使用教學短片，可視教材內容做調 

整，如：教科書內容、報章雜誌、優良書刊等。 

2.長期進行分組合作學習，可定期更換組員，讓學生之間有更多互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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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學習機會。教師在引導討論時，必要時可參與每組討論，充分了 

解學生學習狀況。 

3.合作學習有許多相關教學策略，較適用小學，且適用數學科的是：學 

生小組成就區分法、小組遊戲競賽法和小組協助教學法。在本教學實 

驗中使用小組成就區分法，未來可運用另兩種方法進行教學研究。 

第三節研究限制 

一、課前線上觀看影片時間 

如果學生能在家完成課前觀看教學影片的功課，在校課堂上教師將

能有更多時間和學生互動，並讓學生發表及討論。但是事實上，學生在

家觀看影片卻受到許多限制，如：家長配合度、學生專心度、學生電腦

操作能力、家中資訊設備等。 

二、研究內容 

 本研究以「康軒版數學第十二冊」作為研究範圍，探討結合翻轉教室

給合合作學習模式對於國小六年級學生之數學學習成效的研究分析，由

於本研究領域侷限於數學，研究結果無法適用於其他領域與其他版本。 

三、研究對象 

本研究學校規模不大，且因擔任級任導師，僅能針對單班進行教學

研究，沒有對照組可做研究比較，因此外在效度有一定的限制，不宜過

度推論研究結果。 

四、研究時間 

研究者礙於教學進度之壓力，故研究教學活動時間僅 10節，因此

所得之研究結果無法推論至全部的數學領域學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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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親師通訊------ 

各位親愛的家長您好: 

    本學期已過了三分之一，也經過了一次定期評量，從第一次定期評量中發現：

在數學科方面孩子們都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數學科一直是許多學生不太喜歡的科

目，所以學習成效也會受影響。為了提昇學生的數學能力，我希望從兩個方面著手:

提高學習興趣及自主學習；所以在第一次定期評量之後，我在班上採用了不同的教

學方法： 

(一)利用數位學習輔助教學：「均一教育平台」是免費教學網站，網站上除了有配合

課本內容的教學影片，還有練習題可當課後複習教材，透過這個教育平台，希望能

提昇孩子的學習興趣及培養自動學習的態度，使他們不再排斥數學。老師會利用課

前預習單，讓孩子們回家先看網站的影片做預習，如此，在課堂上才能學得更快、

更好，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課堂上利用分組合作學習：讓孩子透過討論、互相學習，讓數學概念更清楚，

也能學會與人互動合作的技巧。除此，透過小組競賽的學習方式，也可提昇學生對

數學的學習信心及樂趣。 

資訊時代的來臨，使學習方式更多元化。孩子在家使用數位學習，請家長們也能 

幫忙提醒使用時間，每三十分鐘休息 10分鐘，若有任何問題，也請您隨時與老師聯

絡。期盼孩子在我們的共同努力下，能有更傑出的表現!  

素月老師敬上 105、3、21 

★家長意見交流:                       

 

                                                 家長簽名：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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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學生個人資料問卷  姓名:_________________ 

1.父親的教育程度：□國小 □國中 □高中職（五專）□大學□研究所(含)以上 

2.母親的教育程度：□國小 □國中 □高中職（五專）□大學□研究所(含)以上 

3.父母親對你使用 3C 的管教方式 

□開放態度，可自由使用 □完全禁止使用 □平日寫完功課才可使用 

□假日才可使用 

4.家中是否有 3C產品(包含電腦、手機、平板)：□否  

□是(右方可複選，請打ˇ)  □桌上型電腦   □筆記型電腦   □手機  

 □平板         □其它 

5.家中 3C產品(包含電腦、手機、平板)是否可上網? □是    □否 

6.你(妳)每週使用網路時間：□1小時（含）以內 □2~4小時 □5~7 小時 

□8~10小時  □11~13小時 □ 14~16小時  □17~19小時  □20~22 小時 

□23~25小時 □26~28小時 □29~31小時   □32小時（含）以上 

7.你最常使用網路用途(限選一樣)：□瀏覽網頁 □線上遊戲 □聊天 

（如 FB、Line）□收發電子郵件□戲劇影片□查資料□聽音樂□線上學習 

 □其它                

8.每天放學後你有補習或上安親班嗎? □是    □否  每天放學後大約何時返家? 

□放學後立刻回家 □5-6點(之前) □6-7點(之前) □7-8點(之前) □8點過後 

9.是否參加數學安親班或補習班?  □否  

□是(繼續勾選以下選項)  □家教(1-3人)  □小型補習班或安親班(4-15人)   □中型

補習班或安親班(16-30人)   □大型補習班或安親班(30人以上)  

10.對你而言，數學是怎樣的科目?你喜歡嗎?你的學習態度如何?平日是如何學習的?上

數學課時感受如何?對自己的成績滿意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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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三 

數學科檢測卷 六 年 一 班 姓名：__________  比較量與基準量(前測)   

一、應用題(每題 4 分) 

1. 紅緞帶的長度是綠緞帶的
5

6
倍，紅緞

帶的長度是 25 公分，綠緞帶的長度

是多少公分？ 

 

 

 

2. 紅豆麵包重
1

5
公斤，菠蘿麵包的重量

是紅豆麵包的 1
1

4
倍，菠蘿麵包重多

少公斤？ 

 

 

 

3. 司令臺的高度是德興樓的 0.65 倍 

，德興樓高 12 公尺，德興樓和司令臺

的高度相差多少公尺？ 

 

 

 

4. 大罐果汁的容量是小罐果汁的 3.4

倍，大、小罐果汁的容量相差 900 毫

升，小罐果汁的容量是多少毫升？ 

 

 

 

 

5. 九福村動物園的公猴數量是母猴的

10.5 倍，母猴有 120 隻，公猴和母猴

一共有多少隻？ 

 

 

 

6. 六年忠班數學平時考成績，及格人數

占全班人數的
5

7
，全班有 35 人，不及

格人數有多少人？ 

 

 

 

7. 一件牛仔褲的成本是 1680 元，售貨

員以成本加二成五作為售價，賣出

15 件後，共得多少元？ 

 

 

 

8. 有甲、乙兩數，甲數是乙數的
3
7，

甲、乙兩數的差是140，甲數和乙數

的和是多少？ 

 

 

9. 某一天夜長是晝長的
7
9，這一天的晝

長和夜長各是多少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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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一本故事書有 560 頁，立昌已看完全

部的
3

7
。如果要把剩下的頁數平均分

成 8 天看完，他每天要看多少頁？ 

 

 

 

11. 甲、乙、丙、丁四數的和是 200，若

甲除以 1、乙除以 2、丙除以 3、丁

除以 4，則四數恰好相等。甲、乙、

丙、丁四數各是多少？ 

 

 

 

12. 把 50 公畝的地分成果園、菜園和空

地三塊，果園的面積是菜園的 3 倍，

空地的面積是菜園的 8 倍，果園和空

地的面積相差幾公畝？ 

 

 

 

13. 甲、乙、丙三數的和是 210，甲數除

以 5 所得的商恰好是乙數，乙數乘以

9 所得的積恰好是丙數。這三個數哪

一個最大？是多少？ 

 

 

 

 

 

14. 買 1 公斤櫻桃和 1 公斤香蕉，一共是

315 元。1 公斤櫻桃比 1 公斤香蕉多

出來的價錢，剛好可以買 7 公斤的香

蕉。櫻桃每公斤多少元？ 

 

 

 

二、填填看(每格 2 分) 

1. 一件洋裝的成本是 1584 元，服飾店

老闆將洋裝以 1980 元賣出，洋裝的

售價是成本的(   )倍。 

2. 在(   )內填基準量或比較量。 

(1)(   )÷(   )＝比值 

(2)(   )×比值＝(   ) 

3. 書維身高 160 公分，宇函身高 120 公

分，宇函的身高是書維的多少倍？ 

(1)書維的身高是( 基準量，比較量) 

  宇函的身高是( 基準量，比較量) 

(2)宇函的身高是書維的多少倍？

(   )倍 

4. 育才國小的女生人數是 860 人，男生

人數是女生人數的 1.25 倍，育才國

小的男、女生人數相差(   )人。 

5. 若將商品的成本提高 15％作為售

價，則售價是成本的多少倍？( )倍 

6. 有甲、乙兩數，甲數是乙數的
5

8
倍，

甲、乙兩數的差是 390，乙數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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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美如和明倫摺星星，美如摺了 24

個，明倫摺好的數量是美如的 1.25

倍，兩人一共摺了(   )個星星。 

8. 罐頭工廠今天生產 7200 罐，比昨天

多生產了 50％，昨天生產多少罐的

罐頭？(   )罐 

9. 超級包子店早上賣出 280 個肉包，菜

包賣出的數量是肉包的
6

7
倍，早上賣

出的肉包和菜包數量相差(  )個。 

10. 一雙皮鞋的定價是 1620 元，老闆以

成本加三成五作為定價，這雙鞋的成

本是(   )元。 

11. 大象的重量是獅子的 3.5 倍，獅子重

300 公斤，大象的重量是多少公斤？

(   )公斤 

 

 

 

 

12. 雅惠的存款是少甫的 6 倍，少甫有

480 元，那麼雅惠有(   )元，雅

惠比少甫多(   )元。 

13. 李伯伯在花圃裡種茉莉花和玫瑰花，

種玫瑰花的面積是種茉莉花的
5

6
倍，

種茉莉花的面積是 1200 平方公尺，

李伯伯種花的土地面積是(   )平

方公尺。 

14. 今年失業的人數比去年多 15000 人，

今年失業人數是去年的 3 倍，今年有

(   )人失業。 

15. 有甲、乙兩數，甲數是乙數的
5

11
倍，

甲、乙兩數的和是 240，甲數是

(   )。 

16. 健康農場上個月有機蔬菜的收成是

240 公斤，這個月比上個月多了
5

6
，

這兩個月一共收成(   )公斤的有

機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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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參考: 教育部合作學習工坊      

翻轉教室結合合作學習模式之學習態度問卷調查表（前測、後測） 

親愛的同學： 

這份問卷可以用來瞭解你們在數學課的學習情形，以下的題目並沒有正確答案，

請依你自己的經驗勾選不同程度的選項即可。填答結果不會公開，也不會影響你

的成績，請你放心。請先閱讀題目的內容，然後想一想你自己的內心感受。如果

你覺得題目內容「完全符合」你的內心感受，則在「完全符合」欄的□中打ˇ；如

果你覺得題目內容「完全不符合」你的內心感受，則在「完全不符合」欄的□中打

ˇ。其它依此類推。 

導師：王素月    

班級：六年_______班，姓名：____________ 

題號 題     目 
非常 

同意 
同意 

沒有 

意見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1.  我覺得用翻轉教室結

合合作學習模式的上

課方式是有趣的。 

     

2.  上數學課，我比較喜

歡有挑戰性的教材，

因這樣可以學到新的

事物。 

     

3.  翻轉教室結合合作學

習的上課方式，使我

在課堂上更用心｡ 

     

4.  我樂意參與老師要我

們進行的討論或競賽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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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學習上遇到難題，

我會想辦法克服。 
     

6.  翻轉教室結合合作學

習的上課方式，使我

經常在上課時動腦筋

思考。 

     

7.  我覺得我的數學能力

還不錯｡ 
     

8.  當別人問我數學問

題，我可以很有信心

的回答。 

     

9.  翻轉教室結合合作學

習的上課方式，使我

數學科的學習能力比

以前還要好｡ 

 

     

10.  我覺得翻轉教室結合

合作學習的上課方

式，使我的數學成績

進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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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90 

附錄六 

數學科檢測卷 六 年 一 班 姓名：__________  比較量與基準量(後測)   

                                     

一、應用題(每題 4 分) 

1. 甲量杯裝 35公升的水，乙量杯裡的

水是甲量杯的 425倍，乙量杯裡的水量

是多少公升？ 

 

 

 

 

2. 圓形水池的容量是方形水池的 23

倍，圓形水池的容量是 225公秉，方形

水池的容量是多少公秉？ 

 

 

 

 

3. 嘉生牧場裡養了 210隻牛，羊的數

量是牛的 0.7倍，牛比羊多幾隻？ 

 

 

 

 

4. 捷明的彈珠比耕華多 20顆，捷明的

彈珠數量是耕華的 1.5 倍，耕華有多少

顆彈珠？ 

 

 

 

 

5. 曉華的體重是 36公斤，爸爸的體重

是曉華體重的 2.5倍，曉華和爸爸的體

重合起來是多少公斤？ 

 

 

 

 

6. 慶豐國小六年級學生共有 210人，

其中 1115的學生是原學區就讀，越區

就讀的有多少人？ 

 

 

 

7. 一個皮包的成本是 2600 元。精品店

老闆以成本加一成五作為售價，這個皮

包的售價是多少元？ 

 

 

 

 

8. 美玲和姐姐的薪水相差 5000元，美

玲的薪水是姐姐的 78，姐姐的薪水有多

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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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聖傑和慧欣兩人共有 16000元，其

中聖傑的錢是慧欣的 35倍，慧欣有多

少元？ 

 

 

 

 

10. 一本故事書有 490 頁，立昌已看完

全部的 37。如果要把剩下的頁數平均分

成 7天看完，他每天要看多少頁？ 

 

 

 

 

 

 

11. 甲、乙、丙、丁四數的和是 280 

，若甲除以 2、乙除以 3、丙除以 4、丁

除以 5，則四數恰好相等。甲、乙 

、丙、丁四數各是多少？ 

 

 

 

 

 

12. 把 60公畝的地分成果園、菜園和

空地三塊，果園的面積是菜園的 4倍，

空地的面積是菜園的 8倍，果園和空地

的面積相差幾公畝？ 

 

 

 

 

13. 甲、乙、丙三數的和是 224，甲數

除以 6所得的商恰好是乙數，乙數乘以

9所得的積恰好是丙數。這三個數哪一

個最小？是多少？ 

 

 

 

 

14. 買 1公斤櫻桃和 1公斤香蕉，一共

是 342元。1公斤櫻桃比 1公斤香蕉多

出來的價錢，剛好可以買 7公斤的香

蕉。櫻桃每公斤多少元？ 

 

 

 

 

二、填填看(每格 2分) 

1. 一件洋裝的成本是 1600 元，服飾店

老闆將洋裝以 1920元賣出，洋裝的售

價是成本的(   )倍。 

2. 在(   )內填基準量或比較量。 

(1) (   )×比值＝(   )  

(2) (   )÷(   )＝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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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書維身高 165公分，宇函身高 120公

分，書維的身高是宇函的多少倍？ 

(1)書維的身高是( 基準量，比較量) 

宇函的身高是( 基準量，比較量) 

(2)宇函的身高是書維的多少倍？ 

(   )倍 

4.英才國小的女生人數是 900人，男生

人數是女生人數的 1.25 倍，英才國小

的男、女生人數相差(   )人。 

5.若將商品的成本提高 25％作為售價，

則售價是成本的多少倍？(   )倍 

6. 有甲、乙兩數，甲數是乙數的 58

倍，甲、乙兩數的差是 420，乙數是

(   )。 

7. 美如和明倫摺星星，美如摺了 32

個，明倫摺好的數量是美如的 1.25

倍，兩人一共摺了(   )個星星。 

8. 罐頭工廠今天生產 7350罐，比昨天

多生產了 50％，昨天生產多少罐的罐

頭？(   )罐 

9. 超級包子店早上賣出 350個肉包 

，菜包賣出的數量是肉包的 67倍，早

上賣出的肉包和菜包數量相差(   )

個。 

10. 一雙皮鞋的定價是 2160元，老闆

以成本加三成五作為定價，這雙鞋的成

本是(   )元。 

 

 

11. 大象的重量是獅子的 3.5倍，獅子

重 280公斤，大象的重量是多少公斤？

(   )公斤 

12. 雅惠的存款是少甫的 5倍，少甫有

480元，那麼雅惠有(   )元，雅惠

比少甫多(   )元。 

13. 李伯伯在花圃裡種茉莉花和玫瑰

花，種玫瑰花的面積是種茉莉花的 56

倍，種茉莉花的面積是 1800平方公

尺，李伯伯種花的土地面積是(   )

平方公尺。 

14. 今年失業的人數比去年多 15000

人，今年失業人數是去年的 4倍，今年

有(   )人失業。 

15. 有甲、乙兩數，甲數是乙數的 511

倍，甲、乙兩數的和是 320，甲數是

(   )。 

16. 健康農場上個月有機蔬菜的收成是

360公斤，這個月比上個月多了五分之

六，這兩個月一共收成(   )公斤的

有機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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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七 

翻轉教室結合合作學習模式之接受度問卷調查表 

親愛的同學： 

這份問卷可以幫助我瞭解你們在數學科的學習情形，以下的題目它們並沒有正確

答案，請依你自己的經驗勾選不同程度的選項即可。填答結果不會公開，也不會

影響你的成績，請你放心。請先閱讀題目的內容，然後想一想你自己的內心感

受。如果你覺得題目內容「完全符合」你的內心感受，則在「完全符合」欄的□中

打ˇ；如果你覺得題目內容「完全不符合」你的內心感受，則在「完全不符合」欄

的□中打ˇ。其他依此類推。 

導師：王素月    

班級：六年_______班，姓名：____________    參考林幸玉 2015 論文   

第一部分：翻轉教室  

題

號 
題     目 

非常 

同意 
同意 

沒有 

意見 

不同

意 

非常 

不同

意 

1 我喜歡利用均一教學平台預習數學｡      

2 透過均一教學平台預習數學，對我是

有幫助的｡ 
     

3 父母對於我透過均一教學平台預習數

學，抱持肯定的態度。 
     

4 透過均一教學平台預習數學，讓我比

較有信心學好數學｡ 
     

5 透過均一教學平台預習數學，讓我對

數學更有興趣｡ 
     

6 透過均一教學平台預習數學，可以讓

我學習時更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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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透過均一教學平台預習數學，能夠符

合我個人的需求。 
     

8 透過均一教學平台預習數學，讓我覺

得只要自己多努力，就能學好數學。 
     

9 透過均一教學平台預習數學，讓我想

多花一些時間在數學科學習上。 
     

10 我希望以後還能持續使用均一教學平

台來預習數學｡ 
     

 

 

 

 

 

 

 

 

 

 

 

 

 

 

 

 

 



 
 
 
 
 
 
 
 
 
 
 
 

 

95 

第二部分：合作學習            參考: 教育部合作學習工坊 

題

號 
題     目 

非常 

同意 
同意 

沒有 

意見 

不同

意 

非常 

不同

意 

1.  我們組在討論時會輪流發言。      

2.  我們組在討論時，我能仔細聽取別人的

發言。 
     

3.  我們組在討論時，我會勇於說出自己的

意見。 
     

4.  我們組在討論時，我能接納同學不同意

見。 
     

5.  當我說出想法時，組員有專心在聽。      

6.  在分組討論後，我覺得有學到新的數學

概念。 
     

7.  組員學習上遇到疑難時，我會幫助他解

決。 
     

8.  自己學習上遇到疑難時，我會主動向組

員求助。 
     

9.  我對同組同學的表現感到滿意。      

10.  小組意見不同時，我能與同學協商，來

達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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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六年一班數學科課前預習單   姓名:_________   

單元內容:六下第五單元基準量與比較量 

 (一)觀看均一教育平台六下數學第五單元教學影片--- 

談基準量與比較量(1)---(4:53)觀看影片後，我學會了: 

 

 

 

 

 

 

(二)觀看均一教育平台六下數學第五單元教學影片--- 

談基準量與比較量(2)---(3:45)觀看影片後，我學會了: 

 

 

 

 

(三)練習(認識基準量與比較量 1)，並寫出一個題目及解題過程和答案。 

 

 

 

 

(四)練習(認識基準量與比較量 2)，並寫出一個題目及解題過程和答案。 

 

 

 

**老師的叮嚀:使用數位學習，請注意要讓眼睛做適度的休息喔!**                   

家長簽名或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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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六年一班數學科課前預習單   姓名:_________   

單元內容:六下第五單元比較量與基準量   

★練習均一教育平台的六下數學「比較量與基準量—兩量的和」練習題至少 10 題，

並做記錄，請寫出對你比較有挑戰性的題目，並寫出計算過程及答案。 

  

(一)題目: 

 

 

 

 

解答: 

 

 

(二)題目: 

 

 

 

 

 

解答: 

(三)題目: 

 

 

 

 

 

 

解答: 

★我共花了約(      )分鐘做(     )個題目，做了這些題目，我的收穫是: 

**老師的叮嚀:使用數位學習，請注意要讓眼睛做適度的休息喔!**                  

家長簽名或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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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六年一班數學科課前預習單   姓名:_________   

單元內容:六下第五單元比較量與基準量   

★練習均一教育平台的六下數學「比較量與基準量—兩量的差」練習題至少 10 題，

並做記錄，請寫出對你比較有挑戰性的題目，並寫出計算過程及答案。  

(一)題目: 

 

 

 

 

 

解答: 

 

 

(二)題目: 

 

 

 

 

 

解答: 

(三)題目: 

 

 

 

 

 

解答: 

★我共花了約(      )分鐘做(     )個題目，做了這些題目，我的收穫是: 

 

**老師的叮嚀:使用數位學習，請注意要讓眼睛做適度的休息喔!**                  

家長簽名或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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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 

六年一班數學科課前預習單   姓名:_________   

單元內容:六下第五單元比較量與基準量   

★練習均一教育平台的六下數學「比較量與基準量—基礎題和綜合題」練習題至少

10題，並做記錄，請寫出對你比較有挑戰性的題目，並寫出計算過程及答案。  

(一)題目: 

 

 

 

 

 

解答: 

 

 

(二)題目: 

 

 

 

 

 

 

解答: 

(三)題目: 

 

 

 

 

 

解答: 

★我共花了約(      )分鐘做(     )個題目，做了這些題目，我的收穫是: 

 

**老師的叮嚀:使用數位學習，請注意要讓眼睛做適度的休息喔!**                  

家長簽名或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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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 

六年一班數學科課前預習單   姓名:_________   

單元內容:六下第五單元比較量與基準量   

★練習均一教育平台的六下數學「比較量與基準量—進階題和應用題」練習題至少

10題，並做記錄，請寫出對你比較有挑戰性的題目，並寫出計算過程及答案。  

(一)題目: 

 

 

 

 

 

解答: 

 

 

(二)題目: 

 

 

 

 

 

 

解答: 

(三)題目: 

 

 

 

 

 

解答: 

★我共花了約(      )分鐘做(     )個題目，做了這些題目，我的收穫是: 

 

**老師的叮嚀:使用數位學習，請注意要讓眼睛做適度的休息喔!**                  

家長簽名或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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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三 

合作學習記錄單  第(     )組  日期 105. 

本表由觀察員記錄，下課後交給老師 

觀察之行為 主持人: 觀察員: 記錄員 

（記錄討論結果） 

報告員: 

（報告討論結果） 

1.注意聽同

學發言 

    

2.幫助同學     

3.鼓勵同學     

4.參與發言

討論 

    

*完全做到○,部分做到△,沒有做到╳ 

*針對今天的討論活動，同學的收穫及看法:（由組員個別書寫） 

主持人: 

 

 

觀察員: 

 

 

記錄員: 

 

 

 

報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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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四 

六下數學第五單元基準量與比較量學習單（一） 姓名：               

**請畫出線段圖並計算； 

1、北門國小上個月的電費是 50400元，這個月比上個月多了
1

12
的電費，這個月的電

費是多少元？ 

 

 

 

2．棋盤上有 25顆白棋，黑棋的數量是白棋的 1.2倍，棋盤上共有多少顆棋 

子？ 

 

 

 

3．六年甲班有 20個男生，女生人數是男生人數的 0.8倍，六年甲班全班共有多少

人？ 

  

 

 

4、快跑運動飲料原有容量 375毫升，現在加量 50％，新包裝的容量是多少毫升？ 

 

 

 

5、有一件毛衣外套原價 2400元，加 16%作為定價，定價是多少元？ 

 

 

6、有機農場去年稻米的收成是 6400公斤，今年比去年多收成
5

8
公斤，今年一共收成

多少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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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五 

六下數學第五單元基準量與比較量學習單（二） 姓名：               

**請畫出線段圖並計算： 

一、一件衣服的成本是 2500元。服飾店老闆以成本加三成作為售價，這件衣服的售

價是多少元？ 

 

 

二、網路購買「周吉延演唱會」的門票，要另外加收票價的
1

12
作為手續費，Jolin

買一張門票，付了 6500 元，一張演唱會門票的原來票價是多少元？ 

 

 

 

三、颱風過後，青菜價格上漲 25％，一斤 45 元的高麗菜，未漲價前一斤賣多少

元？ 

 

 

四、雜糧行這個月進了一些綠豆和 240公斤的紅豆，綠豆的重量比紅豆的重量多
5

12

倍，雜糧行這個月進了多少公斤的綠豆？ 

 

 

五、有甲、乙兩數，甲數是乙數的 6倍，乙數是 17，甲、乙兩數的和是多少？ 

 

 

六、小萍和珍珍兩人一共有 356元，小萍的錢是珍珍的 3倍，小萍和珍珍各有多少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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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六 

六下數學第五單元基準量與比較量---母子差前測  姓名：________________                 

**請畫出線段圖並計算： 

一、哥哥的身高是爸爸的
7
9，爸爸的身高是 171 公分，請問爸爸的身高比哥哥高多

少公分? 

 

 

 

二、桌上有一罐柳橙汁，已經被喝掉開封前的
 7

50
 ，如果剩下的柳橙汁有 1075 毫

升，請問這罐柳橙汁在開封前原有的容量是多少毫升? 

 

 

 

三、小凱蒐集的郵票張數是小鴻的 1.64 倍。如果兩人的郵票相差 192 張，小鴻有

多少張郵票? 

 

 

 

四、雜貨店進行出清大拍賣，每件商品都比原價降了四成。寬寬在這間雜貨店買了

一支拖把。 

如果把拖把的原價當成 1，降價後的價格相當於多少？(            )  

 (答案要用小數表示。) 

如果拖把的原價是 420 元，請問降價後的售價是多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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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七 

六下數學第五單元基準量與比較量---平時測驗  姓名：________________                 

**請畫出線段圖並計算： 

一、威利在拍賣網站上賣手機，在網站上賣東西會被收走售價 5% 的手續費。售價

扣掉手續費剩下的錢，就是賣東西的總收入。 

如果把手機的售價當成 1，扣掉手續費後，威利賣手機的總收入相當於多少？  

答：________ (答案要用小數表示。) 

如果手機的售價是 16000 元，請問扣掉手續費後，威利賣掉手機的總收 

是____________元。那麼被收走的手續費是_____________元  

 

 

二倫倫的錢是瑄瑄的 1.34 倍。如果兩人的錢相差 170 元，瑄瑄有______ 元  

 

 

 

三、小欣的體重是小儀的
16
19，小儀的體重比小欣重 9 公斤，小儀的體重是________

公斤。 

 

 

四、烏亮亮鞋店把每一雙皮鞋的成本加上三成做為定價。 

將每一雙鞋子的成本當作 1，定價會相當於多少？ 

答：_________。 (答案要用小數表示。) 也可以說定價是成本的 ______倍 

如果一雙鞋子的定價是 5200 元，成本會是___________元  

 

五寒流過後養殖漁業損失慘重，魚的價格也漲了 25% 。 

如果漲價後魚的價格變成每條 100 元，漲價前每條魚__________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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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八 

小考得分記錄單        組別:           隊名: 

姓名 小考 

分數 

基本 

分數 

進步 

分數 

姓名  小考

分數 

基本

分數 

進步

分數 

 

 

 

       

 

 

 

       

 

 

 

       

 

 

 

       

 

組員進步分數 

總和 

 

   

組員進步分數 

總和 

 

  

 

平均組員進步 

分數 

 

   

平均組員進步 

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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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九 

六年一班分組合作學習各組表現記錄表 

組別 

 

 

 

週次 

瘋孩子 

狂加分 

 

Give me 

 two 

獨一無 

二 

Elite  

four 

好孩子 無名氏 

  

 

     

  

 

     

  

 

     

  

 

     

  

 

     

總分       

組員 2.3.16 4.9.23 

 

7.10.20

.22 

5.11.14

.21 

8.12.13

.19 

1.6.15.

18 

老師的勉勵: 

1.與自己競爭，與別人合作。 

2.當你發現美好事物時，請與別人分享，這樣美好的事物才能在這世界

上散播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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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十 

半結構式訪談大綱 

1.你覺得回家先預習數學，上課再討論的上課方式如何? 為什麼? 

2.你覺得影片要在學校看或家裡看?為什麼? 

3.回家的空閒時間，你會主動上均一教育平台做數學練習題嗎?為什 

 麼? 

4.你喜歡上課分組討論數學嗎?為什麼? 

5.你喜歡聽同學上台報告數學重點嗎?為什麼? 

6.在上課過程中，包括討論、老師講解、小考、分組競賽及表揚等 

 方式，讓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為什麼? 

7.數學課的上課方式改為合作學習的方式，對於你的學習有什麼幫 

 助? 

8.在小考測驗後，你覺得自己的成績如何?為什麼?如果成績有進 

 步，最大原因是什麼? 

9.請說出其他的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