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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筆者有幸擔任屏東縣國民教育輔導團生活課程輔導員，在今年 11 月間參加

國家教育研究院所辦理「以合作學習促進生活課程有效教學之專業工作坊」研

習，課程中讓我體驗到何謂「以學生為學習主體」的教師備課、課堂教學與課室

觀察，以及在生活課程如何引導低年級學生進行合作學習，筆者將參與工作坊之

收獲及省思，提出淺見供諸位教育先進參考。 

貳、生活課程綱要與合作學習之關聯 

一、生活課程綱要 

    生活課程讓兒童繼續透過生活中的遊戲、探索和觀察來認識人、事、物的特

性與關係；生活課程讓孩子經由體驗、操作與行動來探究問題、組織知識、學習

做事的方法並提升美感經驗；生活課程讓孩子進行創造、感受美的形式，以擴展

他們的想像；生活課程讓孩子在人群互動中，體察人與人、人與生態環境之間相

互依存的重要性，發展關懷、尊重、互助合作的態度；生活課程讓孩子在生活中

學習經營自己的生活。 

    從生活課程精神主軸來看，生活課程是學生與社會文化、自然環境及他人互

動後不斷調整與成長的過程，透過師長的引導，在真實情境中培養生活能力，在

學習過程中，學生必須時常與他人互動與合作，因此合作學習與生活課程理念是

非常契合的。 

二、合作學習概念 

    「合作學習」是一種強調學生同儕互動與主動學習的教學取向，具有數種可

適用於不同教學情境的教學模式，自 1990 年代至今有許多學者提出合作學習的

定義，總歸各學者專家之理論，可看出合作學習的定義有幾個共同點： 

一、合作學習是一種有系統的教學策略。 

二、合作學習為兩人以上的學習小組。 

三、有著共同的學習目標。 

四、小組間可以共同協商討論。 

五、合作學習可以提昇學生認知、社交與情意的發展，以增進彼此學習。 

    由合作學習的特質得知，實施合作學習恰巧可以有效的達成生活課程五個能

力主軸（探索與體驗、理解與欣賞、表現與運用、溝通與合作、態度與情操），

透過教學者精緻的教學設計與引導，配合合作學習策略應用可相得益彰。 

 



參、生活課程之合作學習教學策略 

一、減少使用麥克風 

    根據研究指出：只有在非常安靜的狀態，學生才可以進行深度思考與有效的

討論。多數台灣教師習慣使用麥克風上課，長期使用下不僅造成學生聽力受損，

經常影響隔壁班的教學，相對的自己的班級上課時亦會受到干擾。 

二、旋轉 90 度調整班級座位 

    實施合作學習必須先從學生座位調整，改變一排一排、單獨的座位編排方

式，並調整教室空間規劃。最好先以兩人為互動的小組，前後同學為四人合作的

大組。這樣安排的好處是第一階段兩位學生可進行深度的對話與討論，形成共識

之後，與其他組交換意見與辯正，擴大討論的層面。執行一段時間後，若發現學

生互動有困難，可考慮微調座位與分組的人員。 

三、精心安排指導語及提示語 

    如何提升學生的學習動力？如何引起學生的討論興趣？一般老師在班上提

問問題，低年級的學生經常答非所問，或者是以簡單的三言兩語結束，因此老師

的提問以及所下的指導語，便是教學成功的關鍵，就低年級的學生心智發展及辭

彙認知，老師的指導語必須簡單、明確。 

四、規劃充分的討論時間 

    老師們往往侷限於進度的掌控，而忽略提問之後的等待時間，也缺乏讓學生

的討論時間，更缺乏學生討論後的紀錄時間。生活課程的實踐不像學科領域著重

知識層面的學習，生活課程有賴於長時間的探索體驗，重視一連串的學習歷程，

候答、討論、記錄，都需要老師的精心設計與充分的討論時間，學生的討論就會

更充分與深入。 

五、組織教學研究會 

    除了幫助學生學習的合作學習策略運用，老師們之間成為合作、協同的關

係，將教室門打開，邀請合作夥伴入班觀察，協助記錄學生互動的情形，關注學

生的成長與能力養成，教學夥伴提供建議，教學後的討論有助於老師的了解班上

學生的學習狀況，藉此修正自己的教學。 

 

肆、結語 

    時代巨輪的轉變帶動教學翻轉，以學生為學習中心的教學在近兩年極為重

視，從評量的方式到課堂教學，逐漸屏除知識性與記憶背誦的學習，注重高層次

思考的問題探究。課堂上合作學習的實踐，保障每一位學生的學習權利，也幫助

老師掌握學生學習的特質，提升教學品質與有效學習，何樂而不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