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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由於學習障礙學生的異質性高，資

源班教師在進行同一單元的學習時，每

位學生習得其教學目標的時間有差異，

即使採取同質性分組，在進行單元教學

時，仍經常會出現部分學生已學會，而

部分學生仍須持續教學的情形，導致已

學會的學生僅能進行反覆性的複習，未

能針對其學習需求做出更進一步的學

習。 

貳、精熟學習與數位教學平台 

一、精熟學習 

Bloom（1968）提出精熟學習

（Mastery Learning）理論，指出教

師應根據學生不同的能力與學習

方式，提供多樣化的教學及充足的

學習時間，以滿足學生個人的學習

需求，並透過診斷教學的方式評估 
 

學生的學習表現。 

Guskey（2015）指出學習之初，

若學生已習得單元的基礎概念後，

教師應提供學生多元的充實活動，

擴展其學習機會，確保學生獲得高

品質的學習經驗。換言之，教師能

透過數位學習平台讓已達精熟水準

的學生進行充實活動，加深加廣其

學習內容，以滿足個別學生之間的

學習需求，並達到落實個別化教學

的精神。 
Bloom（1971）提出精熟學習的

具體實施程序，首先教師必須將學

習概念或技能組織成教學單元，每

單元的教學時間約一至兩週，第一

次實施教學後進行形成性評量，接

著教師則針對學生的錯誤題型與能

力進行校正活動，例如：教學過程

步驟化、替換不同的教材、個別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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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多加練習等，然後根據學習內

容再次進行形成性評量，反之若在

第一次評量後已經達到精熟水準，

則給予具有挑戰性、更高層次的充

實活動，例如：提供教學影片、有

難度的遊戲或試題等。Guskey（2007）

以 Bloom 的精熟學習理論為依據，

結合其理念繪製出具體實施程序圖

（如圖 1）。 

  

圖 1 

精熟學習的具體教學實施程序 

 
 
 
 
 
 
 
 
 
 
 

林建平（2009）針對精熟學習

提出其優點與缺點： 
（一）優點： 

1.兼顧個別差異的需求。 
2.教學目標具體明確。 
3.診斷學習困難。 
4.進行補救教學。 
5.提升學習動機與成效。 

（二）缺點： 
1.統一成就水準無法滿足個

別需求。 
2.教材進行工作分析有難度。 
3.學習時間調整無法解決所

有問題。 
4.教師難以編寫適當教材。 
5.教師負擔過重。 

二、數位學習平台 

隨著資訊網路進步，將資訊科

技應用於教學越來越普及，使得數

位學習平台亦日漸豐富，例如：因

材網、均一教育平台、學習吧、

PaGamO、酷英等。利用數位學習

平台能根據學生的學習進度彈性安

排學習內容（薛慶友、傅潔琳，2015）。

嘗試解決資源班同組學生達成教學

目標所需時間不同的情形。 

本教學使用「均一教育平台」

作為充實課程的數位學習平台，透

過其多樣化且符合課綱內容的教材，

增加學生的學習深廣度。教師能依

據學生的能力安排適切的教學影片

與互動式練習，並根據每一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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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記錄的學生學習歷程與解題表

現，進行教學調整或繼續練習以加

強精熟水準（薛雅純，2019）。學生

亦能選擇適合自己的內容進行自主

學習，並透過觀賞教學影片與試題

解題練習，累積平台的「點數」與

「徽章」，在遊戲制度的增強下，提

升學生學習動機，此外，平台的解

題過程設有「提示功能」，學生能在

遇到困難時，逐步依照提示分段的

引導進行解題，增加其自信心（李

筱燕，2022；謝婉瑛，2018）。 

參、教學對象 

本次教學對象為兩名就讀於臺中市

國小四年級之學習障礙學生，安置於不

分類資源班，數學課程採全部抽離式排

課。 

 

一、基本資料 

個案小林與小陳（化名）之基

本資料摘要整理於表 1。 

二、先備能力 

本次以四年級數學「等值分數」

作為教學單元，並依照課綱的教學

目標與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之學期

目標，編製「等值分數評量卷」。透

過教學前測，了解兩名個案在等值

分數單元所具備的先備能力包含下

列四點： 
1.解決同分母分數的大小比較。 

2.認識𝑵𝑵和 1 的等值關係。 
3.在連續量的情境中，透過面積大

小、長度相等解釋等值分數。 
 
 
 
 
 
 

表 1 
基本資料摘要表 

向度 個案基本資料 
研究對象 小林 小陳 

性別 女 男 
特教障礙類別 學習障礙（閱讀、數學） 學習障礙（閱讀） 
數學學習行為 對學習有自信時會主動舉手發

言，且大聲的回答；反之，若感

到困難或聽不懂時，則默不作

聲，較少主動表達聽不懂。 

課堂中經常表示自己聽懂了，但

實際問答或紙筆測驗時，更改答

案的次數多、錯誤率高；不論是

概念理解、提問思考，以及試題

解題均需要逐一引導練習後，才

能獨立完成後續的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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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學計畫與實施 

本次教學採用精熟學習，教導學習

障礙學生數學等值分數單元，並指導於

教學過程中先達精熟水準之學生，應用

數位學習平台進行自主學習之充實活動，

讓學生能依照各自的學習速度進行學

習。 

一、教學計畫 

本篇將針對「在離散量情境中，

透過比較內容物的個數，認識分數

的等值關係」之教學目標說明精熟

學習的實務應用。首先筆者根據學

生的先備能力，將單元概念細分為

數個小目標後實施教學，每次教學

均依照個案的精熟水準決定下一次

教學內容與活動，當精熟水準達

85%以上則為通過，接著教導學生

使用「均一教育平台」進行充實活

動，而未達 85%以上則調整教學，

並實施校正活動（如圖 2）。 

 

 

 

 

 
 
圖 2 

教學計畫實施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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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實施 

根據上述教學目標，共進行三

次教學活動，茲摘述逐次教學實施

重點： 
（一）第一次教學：透過一盒黏土

切割活動，並搭配自製的分

數剪裁圖卡，將一盒內容物

切割成指定的份數後計算其

個數，引導學生發現當個數

相當時，兩數互為等值分數，

並將結果記錄在學習單中，

教學後進行第一次形成性評

量，結果顯示兩名學生均未

達到精熟水準。 
（二）第二次教學：針對學生的錯

誤內容調整教學，於第二次

教學實施校正活動（一）時，

透過操作活動加強對試題的

理解與應用，強調一邊操作

一邊解題，協助學生連結概

念，並透過提問加強學生解

釋分數圖卡呈現的等值分數

訊息，教學後進行第二次形

成性評量。 
（三）第三次教學：第二次形成性

評量結果顯示個案小陳未達

精熟水準，故筆者針對其錯

誤內容調整教學，並重新從

等值分數的連續量情境引導

其理解離散量情境，於第三

次教學實施校正活動（二）

時，加強澄清其迷失概念後，

進行第三次形成性評量。 
而個案小林於第二次形

成性評量結果已達精熟水準，

故筆者為其安排充實活動，教

導學生登入「均一教育平台」，

並根據頁面上的按鈕選項選

擇等值分數的單元教學影片

與試題，接著實際引導其觀看

一部教學影片與填答一題試

題後，交由學生自主學習。 
故第三次教學，筆者主要

指導個案小陳，而個案小林則

進行自主學習。過程中筆者透

過巡視的方式，掌握兩名學生

的學習狀況，並適時提供協助，

教學後進行第三次形成性評

量。 

伍、教學成效 

第一次教學後，個案小林的形成性

評量結果為 5%、個案小陳的形成性評量

結果為 19%，均低於精熟水準 85%，顯

示兩名個案均未達精熟。 
第二次教學後，個案小林的形成性

評量結果為 100%，顯示其達精熟水準，

而個案小陳的形成性評量結果為 73%，

顯示其未達精熟水準。 
第三次教學後，個案小陳的形成性

評量結果為 100%，高於精熟水準 85%，

顯示小陳已達精熟水準。再者，根據「均

一教育平台」上個案小林的任務分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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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得知，不論是在連續量情境與離散量

情境中認識等值分數之測驗結果，四題

中答對四題，正確率達 100%，顯示個

案小林透過數位學習平台的自主學習後，

能有效處理較複雜的試題。（如圖 3、圖

4）。 
從教學成效發現，雖然兩名個案在

第一次教學的學習表現均未達精熟水準，

但第二次教學的校正活動之後，其中一

名個案達精熟水準，在第三次教學的校

正活動之後，另一名個案亦達到精熟水

準。換言之，透過一次又一次的校正活

動，能讓不同程度的學習者在學習表現

上趨近相似的程度，同時也能讓已達到

精熟水準的學生透過自主學習的充實活

動拓展其學習經驗。 
 

 

圖 3 

形成性評量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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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實施教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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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教學省思與建議 

針對精熟學習運用在國小學習障礙

學生之教學應用，筆者提出兩項省思與

四項建議，以作為日後教學之參考。 
一、教學省思 

（一）透過操作與圖像表徵建立單

元概念後，學生未必能解決

試題：教學設計時，考量兩

名學生在操作活動與圖像理

解表現具優勢能力，故將其

設計為教學活動，教學過程

中學生能按照教師指令逐步

完成具體物操作與圖像繪製，

並正確的回應教師提出的引

導與澄清問題，但在進行紙

筆測驗時，卻無法順利解題，

故調整教學方式，增加與題

目的連結性，例如：先在黑

板上佈題，教師再引導學生

根據題目線索進行具體物操

作，接著移除具體物改為繪

製圖像表徵， 後移除圖像

表徵，再以算式解決問題，

因此，個案小林順利的達成

精熟水準。 
（二）調整教學欠缺全面性安排，

導致兩名學生的進步幅度有

差異：兩名學生於第一次教

學後均未達精熟，經分析後

筆者僅針對兩名學生共同的

問題做調整，即增加操作與

圖像表徵及題目之間的連結

性，但未深入考量第一次的

教學方式是否不適合個案小

陳，以致於其無法熟悉單元

概念，由於忽略個別問題使

得第二次教學後僅有個案小

林達精熟水準，而小陳的進

步幅度有限。 
二、教學建議 

（一）善用精熟學習解決資源班同

組學生所需學習時間不同之

情形：教師能依照學生的學

習表現安排校正活動或充實

活動，解決資源班同組學生

需針對同一教學目標相互等

待的情形。 
（二）設定個別化的精熟標準：建

議教師根據學生的個別學習

表現設定個別化的精熟標準，

例如：針對低組學生設定較低

的精熟標準，反之高組學生則

設定較高標準，加速不同程度

的學習者在學習表現上趨近

相似的時間，同時也維持其學

習動機與獲得成功的機會。 
（三）運用數位學習平台增進學生

自主學習之能力：使用均一

教育平台進行充實教學，能

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動機，

透過選用平台中的習題做練

習，能增加其解題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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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平台習題多為選擇題

或填空題，其填答的形式與

平日使用紙筆試卷作答有差

異，故建議若初期學生不熟

悉電腦填答的形式，教師可

先用學生熟悉的紙本形式供

其解題，完成紙本解題後再

引導其將答案填入電腦，此

外，平台習題中的提示功能

多以文字描述引導學生逐步

解題，當學生受限於閱讀理

解能力時，則提示功能較難

發揮功效，建議當學生解題

有困難時，可舉手詢問教師，

教師則可利用校正組獨立練

習的空檔時間，個別指導學

生。 
（四）以學生過往學習失敗因素為

借鏡，妥善規劃教學以降低

教師備課負荷：教師必須在

短時間內分析學生未達精熟

水準的原因，並調整其回饋

與教學，在時間的壓力下，

相當考驗教師的專業能力。

建議教師根據過往的教學經

驗，將學生可能產生的學習

失敗納入教學設計考量，例

如：經本次教學筆者發現，

兩名學生在等值分數的連續

量情境中相當快速的理解概

念並解決問題，但卻難以理

解離散量情境，故下次進行

精熟學習時，筆者將增加教

材內容中離散量情境的圖像

表徵，並增加演練的試題數

量。當教師能有效掌握學生

可能遇到的困難，將能降低

後續課程調整的範圍，減少

備課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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