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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研究背眾與研究目的

在民間和學界對中小學課程草體推動全面性的改革之下 ， 融學方法亞

軍峙的將漸趨多元 ， 教師在課堂上角色的扮演亦聞之改變，教師不再是教

學中唯一的主角，取而代之的是學生的主勸學習﹒但若只以學生屆學習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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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前過 情境教學中，吸獅教學歷程之俗良位研究 '" 
體，而缺乏教師位旁指導，恐怕學習殼果興盔、將大打折扣﹒再者，若教授

課本所提及的內容l目是片段的、過度抽象，與簡化，將與現實生活中個識

應用脫節﹒因此， 一些學者主張通過實際生活中的例子和學科內容相E結

古，而產生T r惜現學習 J (situated leaming)的理誼﹒「↑胃境學習」強調學

習者必須藉著與實際情坡的互動，建立其對蚓撮合理化的解釋﹒換言之，

情境學習是對相讀不斷建立意義的過程他一) .俏境數學主要目的除7增加

學習動機外，也期望遠至學習連串(learni ng transfer)的寶貴果﹒在國外蓓，

「情境學習」理念的研究機構先頭為要國 Vanderb i lt 大學的認間科拉小組

(Cognition and Technology Gro叩 at Vanderbilt ，簡稱CfGV) ，以情境認妞等

觀念，運用多媒體科技、學習理論與教學設計的聲音，建立一個較真實的

故車性學習環境，提供學習者學習解決問題，以研究學習者的個識建構歷

程，而使出「鍋式情境學習環境J 的情攪輯學新方渣，其中扭著名且成功

的教材便是 The Jasper Series(The Adventllres of Jasper Woodbury 

Mathematical Problem Solving Series) 。

CTGV所持論島為 學習應是講學習者在生活化的情境中去探索和解

決問題 ， 因為在道樣過程中 ，學習者才能真正7蟬「為什麼J (why) 、「何

時J (whe吋及「如何J (how)來使用各種巴習悍的概念和策略(草二) .再者 ，

合作學習亦是情境學習的必要輯件之一 。因在教學過程中 ， 以學生為中心

的學習方式將代替教師主導的教學 ， 其目的不懂希望藉此培醫學生主動求

知的能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單展學生古作過程中的人際溝通能刃，能而體

成其團體精神 ﹒ 國內在國科宙的主持下，草書自行閱讀設計本土「鋪式情

境學習琨境」點材「生活數學系列」此兩套情境學習教材「實可的假期」

"& r'l、酷的抉擇 J .且針對台北市國小商年級學童進行的實地實驗亦完成﹒

實驗結果顧示出情境學習環境對學生的數學態度上有其正面的影哥 ，且此

爾基教材對接升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亦有真正面的意聶(社三) .但在研究過

程中體現，學生在不同教師的帶領下，其學習成敢、學習態度，丑小組闊

的互動可能會有影曹﹒此蓋具有可能乃堂教師本身教學能力、草草背醋、

輯是參經驗 師生互動且教室管理按巧，且對電腦罪聾的不同等因曹~響。

因啦，本研究欲從教師數學歷程之面向探討不同輯關在「情坡數學環境」

中教學的現提及其成數相關因素 ， 如 軸師教主管理、合作學習之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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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師生互動按巧﹒

街上述可鞋現有關教師的教學捏捏其~曹因素非常多，因此有必要將

上述囡聶用另一個角虛操討，以7解道些~曹是如何及為何體生﹒國內就

目前有關研究情境學習報告的論文、書緒大部分為量的研究而較少圍的採

討﹒因此 ，此次以質化研究的ñ式將扭囡囡小軸師在情境教學下的教學歷

程加以呈現，乃囡考盧到在教師教學捏捏在和學生及教學思境E動過程中

λ類的行為及其內在的思維模式相當做雜 ， 因此 ， 很難率先建立假設或預

期該活動可能讀生的行為巨應及其結果 ， 須利用質化研究中鹽富的文字愉

述方式找出其串串曹因素為惘，期望能將觀察過程中所收單割的資料加以監

理分析而成為一些有意聾的賀訊 ， 以供國內外位軍相關工作之研究λ良苦參

考之用。

←研究目的

1 以質化研究方佳 ，描述國小教師在情揖教學現燒下數學情形-

2欲7解國小敏師在情境輯學中如何運用教室管理的技巧﹒

3欲了解教師特質在情境學習中對學生古作學習有何~曹-

4位7解在情境學習中軸師特窗事I師生互動有何草草書﹒

位研究問題

1 教師的班級經曾對學生的學習殼果有何影嘗。

2在情壤教學下，戰師的數學單時對學生古作學習有何靶曹?

3 在情境學習環境下，數師與學生彼此之間如何互動。

二、 文獻探討

Whitehead於 1929年所攘的「體化個說J (inert knowledge)是指一個人

在學過該開說陸卻不能將所學用在問題解決土﹒若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問題

時卻未能將所學運用在解決問題上就會形成我們所說的死胡識，而置也是

學校目前所遭遇的最大躍圈。目前學者並未對情境學習有相同的定義，綜

古學者所說 ，所謂情境學習是讀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與所學習的情境相結

古，讀學生在真實的(authentic)環境下學習﹒如此學習者才能將所學與日常

生活相結古，進而連成學習置靜的目的 ﹒為了更進一曹改進數學敷果 ，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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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范噩盧大學認蚓科控群(Cognitive and T，ιhnology Group at Vanderbilt)在

1師0年以E動武lIi碟方式呈現一華鋪式情境數學法稱為 rThe Adventure of 

Jasper W，阻dbery J ﹒利用故事主角 Jasper在故事中所遭遇到的問題鼓勵學生

幫助他解決問題﹒主要目的直讀學生在擬真的環境中學習如何適用不同的

概念直接巧東解決問題。量到此-17撞的影響，目前圍內也還漸開胎世事

情境教學E動媒體的製作﹒此君研究所用之軟體 f生活數學系列之二 小

酷的快樺J 即是用平時課堂所學的相識藉由互動式影片建立一個故事環

t章 ，並在其中級λ所要呈現的內容 ， 幫助學習者學習如何思考與推理的計

制以解決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問題﹒而其中所包吉的內容則有 四則運

算、數學觀念(如時間、時則表、距離、方向)‘生活倫理、健康教育、道德

軸膏、社會按巧等﹒

在教學過程中的主體是教師與學生間的E動，而極JIt間的互動程度及

品質也深深地盟主曹老師及學生的土課情緒及學生的學習敕果﹒而且學生大

多數的時間都在學校接受教育﹒與老師間的接觸也比較久 ﹒ 所以師生間的

接觸也會lIi曹到其他學生的學習﹒因為觀師對學生不同的印象E評價會盟主

曹到他對學生的世挂丑態度，學生也會因為教師對他的行為自巨響而改變自

己的學習態度直看法而影響到自己的學習成就 ，產生所謂的「學馬龍J 妞

應﹒也因為教師對學生的巨腫做出的回應會影響到學生的學聾成就及學習

行為和人搞鞋展，因此，有關師生間E動的研究也相當賣到重視 ﹒

目前從事師生E勵相關研究的方向主要分為兩種 一為量化研究， 一

為西化研究﹒量化研究主要是以系統觀禦表為主，是針對班級師生互動的

情形記錄下來，並將所出現的行為記錄其盟生次數並予以分類。而質化研

究則就當時所鞋生的事件方向加以陳述 ﹒ 因教師的巨曜會ltJ曹學生的學習

表現，若以積極的方式給予學生刺轍會接商學生的學雷動機，相庄地，若

以禍極的17式給予學生回帥則會削弱學生的學習動機 。因此 ， Klei n (1 97 1) 

在分析學生行為對數師行為影響的研究中則指出，當學生表現出積極的正

向行為(如對教師所謂的話給予注視、點頭或微買)時，目'1同樣地教師也會給

予學生類似的巨膺，相反地，苦學生表現出消極的自向行為(如不尊心、左

顧右盼、沒表情等)時. ~'I教師所表現的行為也多以提示丑曹示等品向行為

表現﹒因此 ， 師生在上課時的過程中是相互臨曹的一個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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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戰師數學歷程與行為的研究， 1970年代圍著重教師單純的個人特

質或輯學方法，而目前"'1運漸重視教師、學生、課堂活動、課程安排等互

動，且也愈朝向全方位、多重面向地深λ研究﹒同時也將軸師在班組經曹

土面的草控程度大小，將融師分為 專制式領導、世構武頓導、民主式衛

導，及組任式領導等四個I詞匯﹒所謂專制式領導是指由級任教師全憎決定

或處理 1 世續武領導則是在級任教師關心 暗示或空代下，學生依教師的

意思陸軍或處理，民主式禎導是指自級任教師和學生共同討論快定或處

理，放任式領導則是級任教師不干撈，任由學生自由決定直處理(位副﹒而

相闋的研究均著重於探討軸師如何恨樓教學目標，以及學生特賈(相先備個

識、能力、學習風格等)東單體教學行為的「品質 J (qual ily)與「適切性」

(appropria leness) 。尤其近年來教育界更加強調高層立思考與控能的教學，

因社研究者也開抽關注教師如何教導學生或指引學生精熟、綜合、擴展，

車運用相關的知識和技能 ， 以搜升學生問題解決能力，並讀展高層眾的思

考控能(ii 1i.)。

輯學首要工作在教師，而教師有關教學歷程之相關因曹很多，根攘

Wang & Walaberg所盟理歸納之閉關研究(組六) ，盟理區輯個聲一-

因索磁類

1 教學
2教室頌境

3教學時間及評E
4盟個及動機

4之一 教師教學歷程之因素

因絮

1教宜儉學 2歸程設計 3觀經與教學
1 師生E動 2教室氣鐵 3教室管理 4社會或行fl因紫

1 教學內容多寡 2符續評量

1 動機丑影響 2認知 3後扭扭個

串串曹扭師行為之因素也很多. Clark & Pe lerson認為教師的信念租眉挂

會自巨響其數塹，也進而單位曹學生的學習(益的 ﹒ 軸師的行為會直接覺自'IU

法、判斷興決定之影曹(社八) ，亦覺到其興睡、先備組識以及學習者經驗Jlj

曹(草九)。而教師對$性別、學習成就不同立學生也會給予不同之期持、回

饋單時，甚至輯學科怯之使用(益十)。

就λ暫1體展的時史東眉毛，自有歷史記輔以軍人們醒過著群居的生活，

值此間雖有競爭卻有更多的合作行為。指著古作行為的過程結合單人的智

盟及特品，值此1111相互合作，人類文明才樽以控l晨，社會才博以進~o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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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中亦是如此，學生在合作學習過程中值此分享所妞，並由合作學習的

過程中學習值此1閩台作技巧及社會互動技巧，加強值此間的溝通 ， 而連成

學習目標。依蟬 Johnson & Johnson的說告，所謂合作學習是讀學生以古作

的方式學習 ， 學生織分激至小組中 ， 種此共同工作以完成學習目標，除T

自己學會以外理品須確認小組中其他的成且也學會了此內容﹒ Johnson & 
Johnson宙就合作學習的五個組成因素加以說明 所調合作學習擅包宜的因

素有 (一瀨鍾的相E依存， (二洒對醋的E動， 但H國人鐵般賈任，倒λ際歧

呵丑小組工作扭巧直(電瀏體歷程道五個因素(社十一) • 

因此，在合作學習的情境下 ， 教師的角色不再只是單純地將學習內容

傳授給學生，或只是學習任務完全直給學生而在一膏休息。幅巨地 ，教師

的角色缸里居純的教授學科個識攘升至管理者的角色﹒指導學生合作學習按

巧中所需學習的更高層君的技巧，如指導學生如何單叫、組其他成且互動和

討論、評置小組的學習，和貴楊小組的成就等 ﹒ 所以教師在合作學習中所

暉指導的除7草草成績外，也要指導學生古作學習控巧的觀展﹒

三 、 研究方法

本研究計畫主要目的在於以質性研究中的俗民誌(ethnography)研究法，

探討在情燒教學環境下教師的教學歷程對學生古作學習歷程的影響 ﹒ 本;j(

研究在民國 86年 4月進行為期兩星期的實地研究，對軸師進行訪談、觀

署、文件資料收單，並ft:收單至一段高挂對所得資料加以鹽理、分析 ﹒

←研究對軍

此我研究主要豐與對象以台北縣蘆洲市一所小學費也學課程之軸師及學

生為研究壘參與對象。研究場所ßIIJlI該校電腦教室﹒此次主要著眼點自'1敢在

教師觀察方面 ﹒ 選定該小學數授圈'1、六年級數學課程之教師的原因乃在

1 考盧級任教師與學生相處輯久(至少有三年以上) ，學生較不會產生不適應

的問題 2 施棚轍體的適用性 也軟體當初在開睡時所設定問題難品程度

旦使用對象為國小高年級學章，因此較適合國小高年級學生作害 ﹒ 另外，

研究者在選擇吾與計盟的老師時也因只有三位老師表示參與軍顱 ，因此只

能與三位教師進行古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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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研究參與者背景介紹

此~參與計直的老師分別矗六年閉班的科老師、六年乙班的鐘老師，

及六年丙班的湯老師(以上老師姓名及授課班級皆為匿品) .三位教師都是該

班的級任老師，學生則是該校單一企事實施開放教育的班級，而且每班學生

也都是世四年級陸便未再重新分班﹒老師則是由四年級革五年級即揖任級

任老師，因此興學生相處的時間並不算垣。以下是三位級任教師的介紹

l 六年甲班 林老師，女性，年齡 25 '躍華於師範大學商華教育學

系﹒在車排行老大，有兩位弟弟，軍住學校附近 ﹒ 位照抖老師的學歷，可

以擔任與其大學所學科系相符的高級職車學校圖賀科老師， I且因位立國小

教師空缺較多，所以學畢之f垂直接選擇到國小任教﹒所帶的班級為林老師

學單桂第一~僻的班級 ， 民國 86學年度到校服務陸幣的單一個班級，當時

班級為五年椒，揖女古組共36名學生﹒因為是師範大學自費生的據故，沒

有經過學校特定的分鞋，也沒有大五的實習，直接進λ本校扭頭，聖職工

作﹒林老師上課期間，聲音宏亮，不使用賽克風﹒上課時間最悄雌廟，少

見其害。

2 六年之班羅老師，女性，年齡的，撥單胎師範大學要捕系 ﹒ 羅老

師未進該國小任軸前，曾於一軍私立自職任教三年。但因軍庭因素而暫停

撤職而轉任私人企罩上班 ﹒民國 85年再擔任教轍，則是由高中轉而進λ該

國小'並胎該年接任五年級擔任該班導師﹒因此有二年任拉國小的融學經

驗 ﹒ 此君所帶班級是第 次，也是單一個帶小學的班級。

3 六年丙班 湯老師，女性，年齡缸，學聾於師範學院初等教育系 .

在東排行在大，有 個弟弟，車住高雄，目前在學校附近自己，且屋﹒湯老

師於民國 8H手3年撥單桂餾即分鞋至該國小服務，所帶第一個班級即為當時

的四年級，並一直接任該班級任導師至六年級﹒班土學生(男女生)共有 38

名﹒ I攝老師止器時利用賽克風軸哩，上都時表情經輯，講話風趣。

正圍料收集直至3析

在教師教完每節課幢才由研究人口對授課期l:::lf1的讀現之問題(或由其他

的輔助工具個錄影帶、錄音帶中所觀察到的問題)進行訪問，以進一!1i了解

教師的觀學捏捏 ﹒ 研究者在此研究中的資料皈聾的方撞以現場觀察、揖

串串、錄甘、紙草記錄‘公開文件收單、訪談、共同割草人員觀察的方式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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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主要目的在輔助觀察人員酷現場觀察時可能過漏的活動﹒

四 、 研究發現與討為

以下就三位數師在教室管理、師生互動，及指導學生合作學習止的情

形蠅一歸納。

←→在教室管理方面

三位老師與其班組峽序皆有棺當不同﹒林老師班上社序比其他兩班出

現較為紊亂和吵雜的情況，因此，林老師在上課期間也花7相當的時間在

班級秩序的管理主﹒因為聖到實10&上課時間有限的限制，林老師真正可

用在教學直指導學生的時間也相對地減少﹒在體重管理土，林老師採取比

較矗峙的方法，對不遵守性悴的學生加以體制 ， 而相較之下羅老師和湯老

師的班級管理方式則較ý出現如此情舟。羅老師是以較幽默的方式告個學

生的行為不值允許並於課值再行體罰 ﹒而湯老師的班級並未出現此情形 B

時書， 三位老師課堂巡視的情形十分頻繁，除了國審問題時請學生上

台、 教師為7指導學生止古報告的狀混在講台土指揮外.;;1(是少部份在團

體古作進行競賽遊戲活動時，多毆時間三位教師會下講台巡視﹒主要功能

為 l 雄持課堂性序 蹄聲小組成員共同使用一個電腦貴幕 ，學生討論的

情形較頻繁，有時會偏離課堂上的學習主題﹒需要老師適時提醒 . 2 雄持

學習專注 電腦多工、同步的學習環境，值得許多學生會跳躍課堂設計中

所暉操作的軟穗 ，切換到其他避戲軟體或應用程式中 ， 老師的課堂巡視可

以防止道熱情形體生 ，維持學生專注的學習﹒

此外，數宜的學習扭扭也會串串嘗到學生的學習表現， nll受到學習表

現，老師的教學方法互會因學生的巨躍而有所不同﹒研究者聾現抖老師的

班級學習的攝氛比其他兩班明顯阻擋許多 ﹒ 由於牌老師的班組性再比較草

亂吵蟬，學生在上課時並不太專心聽講而是與其他學生起談天或背著老

師攘作軟體的其他部分 ﹒ 而學生在上台報告的時棋大部分書軍也回害的漫

不經心 ﹒ 林老師雖然給予學生獎勵也給于學生體剖，個學生的學習興趣卻

不如其他兩班學生來惜好。 相皮地，且外兩個班組(湯老師和躍老師任教班

級)的學生學習攝鼠則較高，雖然該兩班的老師並未給學生獎勵，而造兩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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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小組測驗結果經研究者比對和詢問老師接睡覺他們測驗卷上的成績

也並未明顯地此林老師的班級好 ， 但是該班學生故此間的事興程度卻比林

老師班土的學生熱烈，學生體言的情祝也比較踴陋。由此可棚，教室中的

學習氣鼠確實會影響童教師的教學方式與管理睛閉﹒

仁二師生間E動方面

三位老師在與學生的E動中有其共同性丑不同處，由下可得側。

1 在與學生的聲勵且憊罰方面 三位教師基本上皆較不喜歡採取處罰方

式，但為要求課程的進行，或雄持學生的秩序盟防止學生作弊時會採取憊

割的買時﹒林老師會先以口頭曹告方式告訴學生，苦惜現再未改善則閉倒

胃課文的體罰方式鐘老師亦是先以口頭告誠，並於下課佳處理，湯老師

則僅止於口頭告誠，未採取任何體罰﹒相庄地 ， 若學生體表出好的意見或

做出正確的解害，老師也不忘給于興勵﹒三位老師在學生有良好表現時，

會以口頭方式說出讀聾的旬千個 你們好樺喔 l 好閻明暖 l 謹以肢體動作

如鼓草或抽肩等方法畏示﹒

2 對學生所問問題的處置 在土課時學生若有問題或老師向同學問問題

的方式有所不悶。學生問老師問題時班上的學生先通過學季的方式徵求老

師同富佳才體言，未經老師允許則不會主動聽言。若是老師對學生問問題

時則有不同的方式要求學生回答，林老師以指定學生回答或以岫矗肯式決

定學生回害，雄老師自11以全班困苦的肯式說出書車，而楊老師則是先由學

生學手佳，再從中盟擇剛才未畢宮的學生。

3 接納學生想法 老師在學生提出問題時並不會直接對其甘甜做判斷 ，

而是要求學生再想想自己的想法先講一遍 ， 以7解其想醋 ， 並與之討論。

如果學生的想法錯誤，老師則會將其銷書想想法化餌 ， 並問其他學生是否有

不 樣的想法要單衰，以引導學生去找正確的解題方向﹒如果學生的想挂

正確時 ， 老師則會主F以獎勵 。 並鼓勵揮生若種現其他的人有間組時則要教

導他們學會該問姐﹒

4. 1講解與指示 酷了土述的E勵外，三位軸師在與學生做講解與指示

時﹒自然地也與學生產生了互動 ﹒ 軸師在與學生講解與指示時所產生的互

動可分為下閃現實Ii : <D個人講阱 . (1)小組解說﹒ @班級講解。 @個人講

解 若小組的學生在操作電腦有問題時或融數學問題解決過程中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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峙，老師會對有問題的學生先做個別指導 ， 值體生的真毆並不多﹒ (l}]、組

解設 在巡視小組的學習時老師遇到有學生對題君不擠不間如何作書時 ，

會學手向老師詢問題窟，而此時老師也會對學生所悶的問題加以回答，此

種情形比較多見﹒@班級講解苦老師鞋覺學生在某一地方的錯誤革開翹

特別多時，老師為7要使學生能避免錯誤，此時教師便會要求學生注意聽

講，並提高音調 ， 以引起學生的注意 ﹒ 等到f 學生講解完畢撞，老師也會

指示學生將剛才所說的過程重斬演示一次 ，以加強學生的印矗 ﹒一般而

言 ，學生在一體生問題的時候並不會馬上學手單間，而是先向同組的學生

請求接助，師果其他的人也都不如激如何解決才轉而向老師求助﹒

巨麒師對學生古作學習的指嗶

在教師的角色扮油方面，教師與傳統的教師角色扮油有相當地差異

性﹒原因在酷 冊統的融學以教師為中心，學生晶質聽餌，教師擁有相當

的控制憎 ﹒ 但在情攪融學合作學習的情境下，教師R盟將自己定位為指導，學

生的高層次學習，蚓幫助學生社會化的學習，引導學生建構個識的鹽1母等

也是相當重要的﹒

l 藉自師生 ItIi.指導學生學習 此'"三位戰師在她們的實驗過程中，大

部分時間也都將「如何計算J 害囂的過程賣給學生，而負責將高層眾的

「如何找書軍J 的校巧告訴學生，而且她們也不會直接告訴學生害囂，而是

指由與學生之間的討論吾與學生間的討論東激鞋學生的其他想怯，或藉由

指示學生再表:進λ翩翩內容中找尋書軍車指導學生個何找書車 ﹒ 當然， 三

位教師的做法也各有不同。在社研究中，林老師的布法主要是藉由學與學

生闊的討論讀博他們的想法，而勸老師則是與學生在空談過程中鹽輩學生

把相關的因素列出，並進λ骷片中找尋與莘莘有相爛的片段 而羅老師則

是要求學生與其他學生討論接再看一次點片﹒

2 指導學生往會化控巧 在相險的古作學習的址會仕過程中， 三位老師

會要求學生要與其他同學一齊討論， 一齊想寄囂 。若E到其他學生有問題

時則會問學生是否需要協助。在做法止 林老師會告訴學生要幫忙該組的

組民投書車不能自己一個人獨立作章 ，而溺老師則要求同組的學生幫忙有

問題的學生車轍嘩他身遇有問題的學生，而極老師亦會要求學生幫忙其他

小組人且﹒此外，數師為了要達到讓各組學生7解而且撞到"'平的情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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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都要輩學生不可砂輯或詢問其他小組的舊車﹒

3 引導學生數學知饋的建構策略 三位數師對學生測驗告指導則出現下

列憫同點@要輩學生寫出明朧的計算苦聽 三位老師在樹童學生測盟會嘻

時都會要求在淵驗嘩寫上自己組耳的詳細計算過程，以7解學生是否有計

算錯誤或觀念錯誤的地方。@針對學習陸的評量給予回饋在做完 個單

元的測驗題目哇，輯師會在上軍車時將上一堂囂的小組測臨體體鹽給學生，

令其再'"改正 ，並對所做書軍(不論對錯)給予回饋﹒就林老師的世撞而言，

如果學生做出正確的書車，自11給予好買賣的記號做為獎勵，湯老師會在拉

改時圈出學生錯設的地芳，而羅老師亦是點出學生錯誤的地方﹒給學生提

醒世故的回饋方式有所不同 林老師主要是以好買賣圖葷的曹代性變勵，

而羅老師則是以鼓軍方式結子學生揖勵，而湯老師則以口頭獎勵較多﹒@

針對學生的錯誤觀意進行加強指導 如果學生的問題比較少，教師則會用

較少的時間來講阱，但帥果遇到學生比較弱的數學觀念，教師就會針對此

車，緝的部分加強其數學觀念。不論用與學生互相討論.'"用小老師的指導

方法，或聽師站在講台止圖再次講解，主要做法就是希望改正並加強學生

數學問題解決的觀t ﹒

五、研究者的省思

研究者對研究所得做一討誨，以為日陸從事相關活動研究峙的參考﹒

←在教室管理方面

雖然三位教師團胎民主開放式，但迫三位教師班級管理方式所產生的

強果卻不同。在教室管理上，村老師在班級管理上有比較聽傲的情形，因

此上課時多有吵鬧的情形體生，雖無絲毫師採自由方式讀學生自由行動，

卻影響到其他同學的學習，遑論老師在上課時能加強教室常規的管理，以

維持學生的學習俏形，草控學生學習狀況。

1 良好的教主教If掌控 就研究觀察結果，良好輯室秩序的錯管是品聾

的，組開始進λ教室，對數學過程的進行，至課堂的結束，在在說明唯有

良仔的教室管理才能使教學過程順利進行 ﹒ 因此教師在數重性序的管理上

品須有相當的成敗﹒才能使學生學習過程順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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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進入電腦敬重前II持教室秩序的必要性 電腦設備與電腦軟體本身對

於學生而言都充滿了吸引力，學生對於每學期更新的電腦軟體現配合輯程

進虛設計的相關數學軟體在學習上都充滿7興趣，對於華中沒有電腦的學

章，揮過一次的電腦課程更是高興的時刻，有如課佳活動對於孩于的吸引

力一般﹒當孩子保有這樣的學習興趣與動機時，是對於學習相關課程最有

力的助:tJ.但是對於昂貴的電腦數硬體也是最大的殺傷力。

學生會因過齡興奮而吵鬧不休，無挂尊心於課程，里做出不正常的機

作(在開啟程式時不斷被滑鼠，致使程式開啟過多，即成電腦當機致電腦執

行速度緩慢的問題，通常學生對於遣樣的問題多不自翔，所以會怪罪於電

腦草引起同學間的爭吵，如果請老師解決的話又會影響課程進行) . 所以建

議@需要讓孩子做一做臨4、操 ， 在上課之前先排時， 111理好對隊伍再進

λ電腦教室，除了可以貴重學生興奮的心情之外 ， 也可以避免學生在電腦

教室因為推擠形成設備的碰撞揖害@小組成員壘定之聾再開機，讀學生

可以共同的進λ課程，間鍾的也可以維持教室秩序; QJ'軸師可以先經由盤

幕控制方式解說相關學習的課程﹒

位莊師生互動方面

由於三位教師在小學數學的時間不買主久，而且三位老師就研究者觀

察及訪殼的體現 ， 三位教師團於民主領導型式的教師 ，因此他們在與學車

的互動土較為輕喔，不會使學生在學習上產生壓迫感，在學生問問題時也

不會阻止學生鞋霄 ， 而且也不太贊成以盧割的方式警告學生。因此 ，研究

苦讀現班上的學生比較能與老師進行討論&!I!丰單言，未有出現不敢噩

雷﹒還對學生學習而言是比較有利的﹒但在遣相同的情境下又因為教師個

λ的特質而使得輯學歷程呈現不同的情形﹒

1 個人特質影響教學品質 雖無間為相同額型的老師，但林老師對於

班上的常規管理比較弱，所以在與學生討論草曹求小組上台報告時台下的

秩序吵碌，以致於老師須常常曹求學生安靜而中斷其他學生上台報告或舉

手體書時的連貫性﹒遣對學生學習過程的傾暢性和老師上Z擎的進度造成相

當的~曹。由此君出，老師的個人特胃里教室管理的能:tJ會~響學生學習

的品質。

2 .~學生 E動時並須考慮到公平性及周延性 不同於林老師，躍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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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之前在高職任輸血私人企單工作，因此對於講求團體紀律相當重視。

相同地，她對於班級輯序相當的重視，所以從學生體言到單言結束的置一

過程，罐老師會1月其他同學安靜，而同學也多能配合，聽取其他人的意

見，值得教室訣序出現比較規律化的動作，使神教室的學習過程比較順

輔﹒但研究者也體現在指學生瞳宮時，羅老師總是比較傾向於固定的學

生，而已}'有公平分配的現矗﹒道也是教師在教學時宜注意的草草t .就溺老

師而言，她本身比較注重學生讀書的企平性，並不會2月特定學生扭言﹒ 且

溺老師在醫學生體宮時也會記住是否有其他學生宋體霄 ，如果有的話她會

稍他們單表自己的重見﹒所以絕大部分的學生在課堂上都有單言的機會，

與學習環境產生E動﹒這對學生學習而言是有正面的~曹的，也唯有蚓此

才能使單位學生都有學習的機會。而湯老師本身班級管理的能力也不聾，

雖然學生在單宮時學手時都會出聲音，但在其他學生體宮時 ， 其他學生也

會馬土安靜聽別人的意見 ﹒

3 注意電腦不種定位負面影響及其發妝現，李曉.!!費 電腦軟硬體的!ll

Jf風 則對胎學生學習興趣上會形成一定性的障毆，先前因為軟體的不能執行，
割

草光碟機挑片形成學習土的間斷，對於學生而言，電腦的不確定性與不稽

定性的認蚓應會建構於他們對於電腦的認知上，有想到他們對於未來學習

電腦的印轟， . 經由觀車i專妞 ， 有些學生嘗試的想解決問題以便順利的進行

學習 ， 但因對於電腦軟硬體的詔個不夠，反而無法達到目的 ， 所以只能袖

手旁觀，另外對$學習興趣較低的學生而言 ， 學習活動的中斷會講他們感

到挫昕 ﹒ 因此書里師在設計電腦教學活動時，時直到對胎電腦系統或網路

等 ，較具製惰性相識需要傳單時 ，教師除7對於教室輯芹需要維持之外，

應盡量關獸性的引蟬話題，解除學生對$電腦所形成的挫折或將學生的困

惑心理加以消裙，進而維持學生的學習動機 。

4 上課時以多獎勵少 18 割的方式進行 至於在體罰學生方面，雖然林

老師對處罰學生表示不待已才使用，否則不會輕島使用﹒因府學生在學習

時比較希望老師給予獎勵而不希望給字體制﹒老師給予學生獎勵時會激讀

學生的情緒，講學生感到快畢而學習，但適量老師體罰峙，學生都會扭出

一陣獻血聾 ，並宜怪其他學生的行為，因而造成學習情緒恆蝠，如此簡頂

下去，則學習蝕果會打折扣﹒所以教師不直對學生做出憊罰，除非情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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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否則能不用則不用，個社學生才不會造成為兔於受到處齣而安靜liIi.專心

土課﹒而且教師在上課時若能以較幽獸的方式處理學生的情緒 ， 也能提振

學生上課的情緒﹒

巨旺合作學習方面

三位教師在小組指導學生的小組古作學習時，女多數時間會在教室中

東回巡視﹒除7指導學生的學習狀說外也的7防止學生臨其他與課程不相

關的事﹒

1 分組教學的必要性

電腦課程分組數學的必要性在於可以提供學生合作學習的機會，另外

亦可以解決硬體設備不足的問翹﹒現階段位照國小電腦教室設備要點，國

小電腦教室研規酬的電腦台數未及學生的人擻 ， 所以學生須敵人共用一台

電腦土課，因此教師在教學活動時就應該設計成分組的古作學習糢式以利

數學進行，也可以公平的分配數學賀顱，解決硬體不足的問題，

男外，電腦數學現階段並未完全融λ各科教學活動之中，而是以各科

的學習內容就電腦課程的單用，所以可以仿照踴桂活動聽其他自然課實驗

活動的方式，對胎本課程男行分組，因為運用電腦學習只在於開輯學生學

習的潛在能呵，解決現階段學生學習上的陣嚴 ， 謀求更好的學習ñ式，所

以如果經由不同的異質分組方式，可以揖升平常對於適用一般媒體學習數

學而學習成就較量的學生學習興趣聶學習潛刃，提升睦體的學習成殼﹒

2 著重學生的解H技巧

教師在戰導學生解閻時須性意到只告訴學生解題方向而不是告訴書

車。從之前的描述可體現，雖然三位老師的做法各有不同，但他們也都能

草握直堅持教師團於指導學生解題的原則，而不幫學生投書旦真﹒雖然學生

在學習生活數學解答上遭遇到必須考盧到相當的因單而使得學習過程不太

頤和l就能想出書辜的困境，但老師並不會就肚而告訴學生書車 ， 這對學生

的學習而言是有不'1的 ， 如此他們才不會等待老師「給于J 答案，而不主動

找尋解答技巧 ﹒

3 要求與其他學生討普及據作

在學習時，有時間觀師會曹求學生&:'須借流f壘作，如此才不會造成有

些學生 直佔著電腦的主控惜不放﹒而有些學生完全沒有接觸電腦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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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生，甚至胎就蝕著讓其他學生撮作竄作蓄而自己在一齊偷懶的情形體

生。而此次實Ií!剛開站時雖有惜沒畢生，個都為老師所制止而結束﹒因此

在研究期間 ， 老師著體現此情形時當立即告知學生加λ討論。

經由上述各點，整理蚓表三

S" 二 教師在教主管理、師生互動與合作學習的建議

教室管理 1 良好的教室紋序掌控
2 進λ電腦教軍立的維持教室秩序的必要 1

師生互動 1 個人格世軍區，教學品質

2 與學生E動時並需考慮費品平位E周延性

3 注意電腦不值定誰之負面影響，及突發狀況時應變處理能:tJ

4 主觀時以多獎勵少懲罰的方主走進行 ﹒終將教學的幽默性

合作學習 1 分組教學的必要性
2 著重學生的解組技巧

3 要求與其他學生對自省直線字

槌聲三看來，在~曹教學歷程因軍主雖然和 般串串曹教學的因素未有

太大差異，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結合7以電腦教學及合作學習的因素撞，

體師在教學時的因素也變得更懂雜 。原因有三 (-)以電腦教學峙，數師本

身的電腦素賽因素也佔7相當部分 ，個單遇到哩腦的硬體的問題草轍體操

作的問題時，教師當如何解決?此時軸師旦當如何解抉道段輯學空白時期

中教室秩序的管理?這些都在在考驗軸師的輛接能力. ，.二洒前電腦教室位

置安排對學生以古作學習的方式草書以其蚓、組數學ñ式的實胞造成相當

程度的不便，原因在缸軸師對學生學習狀況單握不扇，因此教師也須特別

注意此 情形 但此外，對於是否電腦教室也可以想似告作呂學習芳式jjl(小

組學習方式來建置，以方便學生相宜討論及教師對學生使用咀腦的戰導租

融學過程的草妞，也是值得末班探討的講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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