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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職分組教學實施成效之探討─以家政科為例 
 

陳 葶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技職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壹、 前言 

12年國民基本教育理念為「有教無類、因材施教、適性揚才、

多元進路、優質銜接」，由這五大理念可以看出，十二年國教的願景

是讓孩子找到符合興趣的專長，並發展學習，因此 103學年度起，12

年國教正式上路。 

然而，教育端的教師對此政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難免有所擔憂，

因為我們即將面對的是一群學習能力參差不齊的孩子，面對這樣的一

個教學環境，教師該如何維持，甚至是提升教學品質及成效，就是我

們面臨最大的挑戰。 

貳、 高職家政科差異化技術教學 

高職是以建構專業知識及培養基礎的專業技能為主要教學目標，

並且在在未來的技術現場工作，能夠具有團隊合作的精神。高俊傑在

2004年表示：合作學習的目的在使學習活動成為共同合作的活動，

其成敗的關係為團體的榮譽，亦是達成多重教育目標最有效的方法。 

因此高職的學習的過程當中會有大量的實作技能課程，並以分組

教學的方式進行。教育活動的課程設計應以學生為主體，以團體合作

為中心，培養現代國民所需的基本能力(蔡明祥, 2011)，教師必須透

過良好的教學活動課程，才能在有限的時間內，以及設備等外在條件

因素限制之下，讓學生的學習達到最佳成效。 

如前言所述，目前高職教師在教學上必須面對的一大問題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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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學習能力程度不一的學生，該如何透過分組教學的方式設計一套

良好的課程方案，才能讓每一個孩子都能在學習技能時達到最大的成

效？ 

家政是以膳食、服裝、居住與家庭四大主軸來進行家政教育課程

的教學，充實日常生活所需之家政知能 (蔡秀滿, 2014)。家庭是我

們第一個開始進行學習的環境，然而每個人所成長的家庭都有一定的

差異性，在學校的團體之中，家庭背景因素會是造成學習差異的主要

原因，家政科的課程環繞著我們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學習的內容不

只在專業技能的表現，更注重的是學生對於家庭的價值觀，因此本研

究將以家政科為主要研究的科別，探討家政科進行分組教學的成效。 

參、 文獻探討分析 

一. 分組教學的功能： 

1. 增加學習動機： 

「分組教學」的模式即是將班級上的所有學生分為幾組小團體，

以團體為單位進行教學活動。以分組的方式學習，可增進同儕互動品

質及激發學習動機，使學生更能有學習的意願，運用協同學習的方式，

強化小組內的互動品質(蔡秀滿, 2014)。 

傳統的講述法，容易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感到無趣，合作學習教

學方式讓學生有快樂、興奮、緊張等的心情感受(蔡明祥, 2011)。若

能讓學生在上課的過程當中有一定的情緒起伏，學習的過程將會比無

趣的聽課模式更具有吸引力。莊惠如等人於 2014年的研究中表示「學

生認為分組教學與以往最大的不同處是可以討論，比較有趣，吸收快

速，參與度高，而且比較能自主學習。(莊惠如, 王菀詩, & 吳怡慧, 

2014) 

2. 提升學習成效及學習態度： 

合作教學設計之教學方法，可以提供學生學習機會均等及較多的

學習經驗，更重要的是可以營造一個非競爭式且互動頻繁的教學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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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增加學生學習的信心(高俊傑, 2004)。由此可見，良好的分組教學

設計，能夠讓學生在學習方面獲得成效，針對學習的情意部份，更能

給與自我肯定。合作學習可以提升學生認知、社交與情意的發展，以

增進彼此學習(蔡明祥, 2011)。家政課的主要目標在於讓學生學會生

活，並非提升孩子的成績，透過「分組教學」引導的教學方式，讓孩

子參與學習，培養孩子的思考及動手操作能力。(蔡秀滿, 2014) 

3. 提升團隊合作的能力 

高職是以學習基本專業技能為主，對於往後更長期的目標則是

進入技術性職場發揮個人專長，提升團隊競爭力。合作學習中，學生

除了學會課程內容外，還學會溝通、分工合作與互相欣賞(蔡秀滿, 

2014)。 

實施合作學習的教學過程中可以發表自己的看法、傾聽他人的

觀念、和組員一起合作解題、為小組榮譽而努力討論等(蔡明祥, 

2011)。透過分組教學法，可以讓學生在學校就養成團隊合作的精神，

也能藉此學習接受團體間的個別差異，彼此協助，共同成長。 

二. 分組的方式： 

如前言所述，十二年國教的政策實施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便是

學生的能力程度不均等，尤其在高職，一個班級當中或許會有 1~2位

有學習障礙的學生。大多數學障學生被安置與一般學生一起上課，接

受以一般課程為主的教學型態，教師須針對其學習特質，設計適合其

需求的個別化教學(呂翠華, 2011)。在面臨這樣的狀況時，教師該如

何針對學生的個別差異進行分組，就是課程設計當中非常關鍵的部分

了。 

1. 同質性分組 

常見的分組方式是由能力作為考量，針對學習能力較為弱勢的學

生，教師可以透過區分性教學(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幫助那些掙扎

於學習的學生，以順應一般程度的學習，對象當然包括學障學生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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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身心障礙學生(呂翠華, 2011)。 

反對能力分組者認為，雖然同質性分組能增進高成就學生的動機

及自尊，但同時減少低成就學生的動機及自尊(呂翠華, 2011)。 

2. 異質性分組 

較常使用的異質性分組其優點是可減少及預防劣質教學的問題

及在傳統能力分組中必須面對的恥辱，且透過混合能力分組，小組成

員從互動中顯示個別地位，不僅是限於低能力者，也可看出高能力者

的表現(呂翠華, 2011)。 

合作學習採異質分組，重點在於強調小組成員之間相互幫忙，

透過同儕的互助合作立刻獲得協助，以提昇學習成就(蔡明祥, 

2011)。 

3. 彈性分組 

彈性分組的方式可根據相同能力或混和能力，學生能參與不同

組別，經常改變成員資格(呂翠華, 2011) 。 

三. 分組的限制： 

在分組學習中，與同學相處溝通討論，是較困難的，推測的原

因可能是因為學生對於「互相討論」的認知不足，缺乏相關經驗及訓

練(蔡秀滿, 2014)。 

學生對於討論所需的技巧不夠成熟，因此學生想要達到真正的

討論學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蔡明祥, 2011) 。 

四. 教室中的群體互動： 

分組方式強烈影響教學互動特質，如同儕的口語交流與師生互動

方式的差異將使學生獲致不同學習成果。(呂翠華, 2011) 

1. 教師的角色： 

分組教學的過程當中，老師扮演輔助學生學習的角色，而學生才

是整個學習過程當中的主角，在「學習共同體中」，教師的工作是知

識的媒介，學生們經由教師引導進行小組共同學習，是學習共同體的



7 
 

主要方式(蔡秀滿, 2014)。 

2. 學生的角色： 

在分組學習的過程中，學生之間的互動不應該只是「懂的教不懂

的」，而應該是「互相學習」的關係(蔡秀滿, 2014)。 

實施合作學習教學策略後，學生彼此尋求協助，不懂的部份因為

同儕的分析解釋而了解，概念不清的部分因為同儕的說明比較及演練

而釐清，學生從這些歷程中出現教人者受認同的成就感，被教者因學

會而有成就感。(蔡明祥, 2011) 

五. 教學上的優點： 

「分組學習」的教學方式不僅可以節省教學示範的時間，更可以

協助老師在教室的秩序管理更有成效，學生為了達成任務，滿足團體

的榮譽感，更專注在學習上面，透過分組學習討論也讓每一位學生都

能學會動手操作內容與理論部份(蔡秀滿, 2014)。 

肆、 教師訪談分析 

 訪談對象：家政科老師 

 教學科目：烹飪、烘焙、飲料調製 

 教學均採分組教學 

一. 分組教學的目的 

1. 可以均分材料費 

『我們通常就是，譬如說 E 帶什麼東西 F 帶什麼東西 G 帶什麼東西，然後你

就報價錢，然後去除，買完對大家分攤，大家分攤，通常都是這樣。』 

2. 專業設備的數量分配 

『因為同樣一個時間，而且爐子沒這麼多拉，你看我們一個...一個教室厚，

我們的爐子有十七組，嘿十七組，那如果...一個同學要做一個的話，那你看

看要輪兩次喔。』 

3. 實作時間的限制以及教學進度考量 

『那兩次下來，可能就一個小時過了，然後同學只學到一道菜，再加上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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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示範，可能就兩個小時只能學到一道菜。』 

4. 小組成員可以分工合作 

『阿他們會叫不回來，因為他們還在做啊，因為你一但放回去以後，他們每

個人的速度都不一樣，他可能那個時候他沒辦法離開，嘿!因為他們那個時候

可能正在忙，沒有辦法全部人都過來，或者我會跟他講說，你們現在有空的

人過來看一下，這個要烤到什麼程度，請他用看的，嘿看的，然後呢...ㄜ...

等一下他們那一組遇到...相同的狀況的時候，他就知道怎麼處理，就有點類

似小組長，可是我沒有叫組長，我是叫...有空的人。』 

分析：由以上訪談可得知，家政科的實作學習因為場地、設備、時間

以及食物製作的種種條件限制下，不得不使用分組教學方式進行。分

組教學的動機不是建立在增加學習成效之上。 

二. 分組的考量 

1. 以專業能力程度安排 

『課程是一開始的話，我是讓他們自由分組，因為我不太知道他的...一個程

度，那像這一次..就是...ㄜ...一年級的，就是有一些轉科生嘛厚，我的確就有

這樣做，因為有一些課程厚他們是一下才轉進來，然後呢...那些東西有一些

是我一上就教過的，阿我...就限定他們在分組的時候，每一組都要有新同學，

嘿對，我是有特別這樣做。』 

2. 以學生的屬性為考量 

『那再就要看學生的屬性，因為有時候厚，有的小朋友...他可能不喜歡跟某

一些人在一起，那你如果又一定要把他分到某一組的時候呢，其實他有時候

學習狀況也不一會比較好，對!』 

分析：分組的考量是以學生彼此之間的默契及屬性為主。個性不合的

組員在一起可能反而會造成學習動機降低，除非有新同學的加入，才

需要有基礎能力的同學幫忙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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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嘗試過哪些分組方式？ 

1. 自由分組 

『你教過一學期之後，嘿，阿要我分組的話，我通常我一開始讓你自由分，

然後分完以後呢，我就會跟他講說老師給你兩個禮拜，然後老師會觀察，然

後你也自己去...就是觀察一下你跟這些分組的同學 O 不 OK，然後兩個禮拜

之後老師問你要不要調組，那你如果不調，就這學期不可以再這樣調來調去。』 

2. 強迫分組 

『通常都會有一組是...嗯...嘖..有一些同學厚，是沒有人...同在一起的，那我

以前曾經試著把那一組拆掉...對，試著把那一組拆掉，然後他們也是有按照

我的方式去拆，不過呢，這一些同學厚...在...各各各組上面的一個表現啊...

有時候也...有時候會變好啦，可是有時候是就他就在旁邊站著看。』 

分析：曾經嘗試過學生自由分組及依照能力強迫分組，可是後者的個

人學習成效反而不如預期。 

四. 以上分組方式教學的成效如何？ 

1. 同質性分組(自由分組) 

(1). 班級整體的學習成效： 

『讓同學自己分，那...可能六組裡面有五組的學習效果很好，可是有一組就

特別差，就是沒有人要跟他同組的就特別差。』 

分析：由同質性(個人屬性)分組的學生因為互動良好，小組的表現都

很好，而被排擠出來的組別小組表現就偏差。 

(2). 學生個人的教學成效： 

『同一組的時候厚，這些...就是沒有人跟他想要在同一組的人一起的時候你

就可以看出來，那裡面厚，還是...譬如說五個人是...沒有人要跟他在一起的，

這五個人裡面後你跟他分在一起的時候厚，裡面就會有兩個至三個會跳出來

做事。』 

分析：被排擠出來的組別在組員能力都偏弱的情況下，反而逼得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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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必須要主動學習。 

 

(3). 團體合作的精神： 

『所以為什麼厚分組的時候，有時候我大部分都讓他們自己去分組，因為我

會跟你一組，表示我可以接受你一些習慣拉，一些作為拉，阿縱使到時候你

犯錯了，其實對方也是願意原諒他，對，他也是可以接受。』 

分析：建立在彼此都能夠接受對方的缺點而分組，在團隊合作精神上

就較為融洽。 

2. 異質性分組(強迫分組) 

(1). 班級整體的學習成效： 

『我把這一...這些人分出去，對，分出去之後你看起來好像ㄟ各組的那個學

習效果好像...普遍都還不錯，都還不錯。』 

分析：將學習能力較弱的同學分散到各組後，班級的整體學習效果都

不錯。 

(2). 學生個人的學習成效： 

『可是呢，其實我覺得各組還是有隱藏的，厚，就是那一些人，嘿，他和和

在裡面的時候，反而你更看不出來喔，你更看不出來這些人到底...作了什麼

事情。』 

『他就在旁邊，那他有沒有貢獻，也有，他就可能變成，譬如說上烹飪課的

時候呢，大家很積極的在洗菜切菜啊厚，煮菜阿煮完以後呢，他就洗碗，然

後他三年就是...可能就在洗碗。』 

分析：在個人學習方面，能力較弱的同學反而沒有學習的機會，容易

被晾在一邊，學習不到太多的技能。 

(3). 團體合作的精神 

『通常厚...同學就是會插手，他們會去插手做，因為...他看不過，他會覺得

說，不是這樣子，然後要怎樣阿，學技術的時候，如果是團體合作的時候，

可能就會有...因為他怕成品不好，他們就會出手...去做東西。』 



11 
 

『可是當你是一些你可能被強迫的人分在一組的時候呢，他可能...有的時候

有的小朋友就會開始怪罪說，都是你拉，還是說怎麼樣，就會有很多的意見，

他會覺得，他們通常都不會說是因為我的關係，他都是因為你的關係，對，

所以這個也會變成他學習過程一個....嘿對，一個阻礙就對了，所以分組其實....

還是很很需要一個技巧。』 

分析：能力較好的同學會看不過去直接插手剝奪學習機會，而且因為

是非自願性分組，在團隊合作上容易發生衝突。 

五. 如何調整差異化的分組教學模式？ 

1. 信仰或飲食習慣 

『素食的話厚，如果他不會...嗯...有有多種狀況，有的素食是...嗯不能摸，對，

不能摸的話，我們會另外給他作素的，就是針對檢定，對，可是不是當次的

喔，因為有兩種小朋友，一種是他吃素食，可是他可以摸肉，他就跟著一起

學，阿有一種是他連摸都不能摸，他...又會分兩類，譬如說他只摸菜的部分，

他就是只處理菜的部分，阿我也允許他這樣作。』 

2. 個人心理因素 

『今年三年級就有一個，他看到血會暈倒的一個男生，他連看電影看到血他

就會...很快喔馬上就暈倒過去，同學可以洗完以後他來切，這樣子 OK，對，

其實我覺得我彈性蠻大的，而且我覺得現在的小孩子厚，你...不太能夠用強

迫的方式，對，你不要用強迫的方式，然後只要...他是真的有這方面的問題，

我覺得，都可以通融拉，這塊都可以通融。』 

分析：對於某些能力之外的因素，分組教學是很好解決問題的方法，

同學可以透過分工合作的方式去解決他人的困擾。 

六. 您覺得分組教學的成效如何? 

『稍微做調整，因為我的課程後...因為我大概都是教飲食方面的，就是餐..

餐阿飲的方面的，那我的全部都是要必須是分組，然後我會從分組裡面去發

現我這樣分的話，可能缺點是什麼，然後，我下學期就會調整，阿可是這個

不斷的修正裡面厚有時候真的也會受到，就我剛剛講的，你可能這樣分會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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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好，可是不管怎麼分都有他的缺點，對就是有他的缺點。』 

伍、 結論 

經過以上的文獻探討，可以了解分組教學在學習成效上的優缺點，

後續再經過訪談高職教師在教學的實務經驗後，可將分組教學運用在

家政科教學結論歸納出以下幾點： 

一. 高職分組教學的動機通常會因授課科目及目標而有所不同，如烹

飪、烘焙這類科目，會因設備、教學時間以及食物的嘗鮮時間限

制而被迫採用分組教學，其分組的動機主要在於解決這些限制的

問題，對於提升每一位學生的技能似乎無法達到平衡。 

二. 分組的考量會因教師的教學信念不同而有所改變，是以學習團隊

合作為重點，還是以個人技能發展為重點而有不同的分組方式。 

三. 學生學習的成效在本篇專題訪談呈現出來的結果是，若要達成能

力較弱的學生學習成效，必須將這些同學獨立出來成一組，才能

提升學習動機，對於團隊合作方面需做取捨。 

四. 分組學習可以平衡少數同學在學習上的障礙 

五. 分組教學不管如何安排、調整、修正都有缺點存在，只能不斷的

嘗試將缺點縮小，或是不斷的更換分組教學的方式，平衡缺點，

沒有 100%完美的教學方案 

陸、 參考文獻 
呂翠華 (2011). 彈性分組：從學習障礙學生需求的觀點探討區分性教學在普通班

的實施策略. [Flexible Grouping: A Strategy to Implement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for Students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in the Regular Classrooms]. 

特殊教育季刊(119), 7-14.  

高俊傑 (2004). 合作學習理論的教學理念.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學報(4), 

133-143.  

莊惠如, 王菀詩, & 吳怡慧 (2014). 同異質分組並行差異化教學.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with Homogeneous and Heterogeneous Grouping]. 中等教育, 

65(3), 117-131. doi:10.6249/se.2014.65.3.07 

蔡秀滿 (2014). 分組學習應用於國中家政教學之行動研究. 淡江大學.   

蔡明祥 (2011). 合作學習對高職學生學習成就與學習動機之影響. 中興大學.   



13 
 

圖書館電子書使用教學 

    本校玉崗圖書館擁有許多資源，相較於實體書而言，電子書對於

同學們是相對陌生的，為推廣電子書，小編於 106年 3月 6日前去參

加了「電子書推廣種子團隊」的研習活動，成為推廣團隊的種子之一，

所以有必要在此介紹目前學校的電子書資源與同學們知道，以下將為

同學們介紹。 

 

如上圖所示:本次將為同學介紹的是「iRead ebook 華藝電子書」及

「凌網電子書」。 

華藝電子書:  iRead ebook 華藝電子書服務平台，目前已收錄超過

一萬多本華文書籍，出版社包含時報、聯經、華泰、書林、前程、千

華、桂冠等近 400家優質出版品，學科領域包括文學、語言、醫學、

商業經營、教育、心理等及科普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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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藝電子書首頁(紅框為登入區) 

 

登入頁面_1(選取屏東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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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頁面_2(帳號-學號、密碼-身分證字號，第一個字小寫) 

 

登入成功畫面(紅框處變成屏東科技大學字樣) 

 

 

除了可以線上觀看，也有支援

手機/平板及電腦閱讀軟體下

載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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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網電子書: 最新出版學術、專業、休閒及工具書各類書籍，包含人

文社會、文學小說、語言學習、財經商管、科學科普、電腦資訊、宗

教心靈、醫藥養生、藝術設計、休閒生活、親子童書、考試證照各領

域電子書，特別推薦語言學習有聲書。  

凌網電子書首頁(由紅框區登入) 

 

登入頁面(證號為學號、密碼為身份證字號，首字要大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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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書頁面(紅框區顯示可借閱冊數，點選借閱即可借閱) 

 

個人書房(可看到目前借閱書籍，亦可察看過去借閱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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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可以線上直接看書，亦支援手機/平板及電腦下再接月書及觀

看。 

 

透過以上介紹，希望同學們對於學校圖書館電子書的資源，有個認識，

並希望大家有空，能試著上去多看看書，陶冶一下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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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體驗課程 

寒假甫結束，又是新學期的開始，新學期開始的第一個專討活動就是

要進行戶外體驗教學的活動，這個活動算是技職所自本屆起，開始實

施的專題討論活動，目的在於為所上同學進行「充電」的動作，由於

已經歷經上學期的洗禮，班上的大家，有些覺得累了，有些人甚至萌

發是否該休學的想法，而為了提振同學們的士氣，故所上決定規畫此

項課程，一方面讓同學們在活動進行，能去放鬆自己，且透過巨人梯

挑戰，讓自我的潛能有所激發，也能藉此明白互助的重要性，進而能

面對接下來三個學期的挑戰，是個別具意義的課程。 

活動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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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運動會進場 

校慶運動會，需要化妝進場，今年技職所主題為「各行各業」，鎖上

老師及同學均精心打扮，預備進場，雖然在外面等待的時間有點久，

但這對所上的同學和老師們，相信會是個難忘的回憶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