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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合作學習的定義及理論發展

 合作學習的意涵

 合作學習的基本要素

 合作學習的理論

 合作學習的模式

 合作學習的方法

 合作學習未能發揮效用之因素

 合作學習與傳統學習方式的比較

 合作學習、競爭學習和個別學習之比較

 合作學習教學方式的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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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三種
學習活動類型

個別化的學習

競爭式的學習

合作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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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義的合作學習

 A method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which 
students team together to explore a 
significant question or create a meaningful 
project.

 The group can be large or small.
 Examples
 A group of students discussing a lecture.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schools working together 

over the Internet on a shared assig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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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個人角色的合作學習

 A specific kind of collaborative learning. 
 In cooperative learning, students work 

together in small groups on a structured 
activity. 

 Students are individually accountable for their 
work, and the work of the group as a whole is 
also assessed. 

 Cooperative groups work face-to-face and 
learn to work as a team (in the p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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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small groups, students can share 
strengths and also develop their weaker 
skills.
 They develop their interpersonal skills.
 They learn to deal with conflict.
 With clear objectives, students engage in 

numerous activities that improve their 
understanding of subjects expl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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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ents need to feel safe, but also 
challenged. 

 Groups need to be small enough that 
everyone can contribute.

 The task students work together on must be 
clearly def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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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學習理論之發展

 數千年前：猶太教法典《一個人必須有學習
夥伴》

 1700年代：英國，已廣泛的使用合作學習

 1920及1940年代：有許多學者提出以合作學
習方式來學習

 1960年代中葉：開始訓練教師如何使用合作
學習

 1970年代：陸續發展合作學習策略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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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學習理論之發展 續

 1980年代：越來越多研究顯示，合作學習有
助於提高學習成效以及彼此競爭的心理

 近來電腦網路的盛行

CL CSCL MCSCL

合作學習的模式與活動設計 10

合作學習的基本要素
(Johnson & Johnson, 1989)

 積極的互賴關係(positive interdependence)：設計小隊名、建立
學習目標、建立積極互賴的報酬系統（群組共同目標及組員
連帶的獎賞）、建立積極互賴的角色等方式

 面對面的促進性交互作用(face-to-face primitive interaction)：為
了面對面討論，組員人數不能太多，約2~6名

 個人權責(individual accountability)：小組的成功基於每個組員
的成功，每一組員都要習得教材，不能搭便車(get ride)

 社會技能(social skills)：合作過程爭議在所難免；必須教導學
生相互認識和信任、清晰地溝通、相互接納和支援

 團體歷程(group processing)：給予學生適當的時間及歷程，用
以分析小組的運作及使用人際技巧的情形，強調自我檢視的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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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小組實體

 能包容與尊重個別差異

 規範群組與分享權威

 要分散責任、建立角色

 有群組共同目標與獎勵

 有學習的內在激勵

 有才能、技巧及服務的交換

 具備與現實相關且可運用合作技能的工作

 有可以促進互動的環境

 小組成員要具備人際互動的技巧

合作學習活動與環境的設計原則
(Graves and Graves,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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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學習的基礎理論

 多種來源：理論的發展是同時、平行，交
互激盪，源自哲學、心理學、教育學、管
理學

 社會互賴理論(social interdependence theory)
 動機理論(motivational theory)
 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
 社會學習理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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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互賴理論
(social interdependence theory)
 二十世紀初格式塔學派創始人考夫卡(Kafka, K)指出：

群體是成員之間的互賴性可以變化的動態團體

 德國心理學家(Lewin, K)
修正Kafka的觀點而提出「場地論」

群體的本質就是導致群體成為動態團體，且成員之間
具互賴性(此互賴性通常依據共同目標而設)
這樣的互賴關係促使小組成為一個動態團體

當團體中的任一成員發生變化，都會影響到其他成員

相互依賴的形成有賴於團體目標的建立

小組成員則藉由內部的張力狀態，促使團體朝向並達
成小組共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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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互賴理論
(social interdependence theory)

 1940年代晚期(Deutsch, M)
提出「合作」與「競爭」的理論

在合作性的社會環境下，發展出「促進性的相
互依賴」：個體目標與群體目標緊密相連

競爭性的社會環境下，發展出「排斥性的相互
依賴」(消極的相互關係)

 Deutsch的學生(Johnson, D. W.)
繼續擴展其研究而形成「社會互賴理論」，以
社會互賴的結構方式決定個體的互動方式

合作學習的模式與活動設計 15

動機理論

 主要研究學生活動的獎勵與目標結構

 必須要讓小組成員有共同學習的動機

 Deutsch提出三種目標結構(Deutsch,M.,1949)

合作式的目標結構

個人努力的目標有助於他人目標的達成

競爭式的目標結構

個人努力的目標在於阻止別人的目標

個體式的目標結構

個人努力的目標和他人是否達成目標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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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理論

 獎勵(設立動機目標)
在完成目標後，給予學習者獎勵

小組的獎勵

小組完成目標後，需適當給予獎勵

個人的績效責任

小組的成績是由個人學習表現累計而得，在群體中，
每位成員都需負擔個別責任

相等成功的機會

以個體較以往進步的分數做為小組獎勵積分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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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主義

 發展理論(developmental theories)
 Piaget 認知發展理論(cognitive development) 

學生在同儕合作互動情境中，會有社會認知衝突的
出現而導致認知不平衡的現象

在解決認知衝突的過程中論證會被提出和修正

進而倒過來激發個人認知上的發展

 Vygotsky社會建構理論
提出「近側發展區」(the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ZPD)
實際發展層次與潛在發展層次兩者間的差距

教學的主要特徵在創造近側發展區來刺激一系列的
內在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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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主義

 認知精緻理論(cognitive elaboration 
theory)

認知心理學的研究已證明，如果要使訊息
保持在記憶中，並與記憶中已有的訊息相
關連，學習者必須對課程內容進行某種形
式的認知重組或精緻(Wittroch,M.C.,1978)
對資料加以組識並做某種認知的建構以及
加以分類整理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解釋內容給別人聽，講
述課程內容給他人聽的學生學習成效較佳
(Webb,N.,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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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習理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

 Bandura的社會學習理論 (黃政傑,民86) 
強調在社會情境中個體的行為學習，乃經

由觀察、學習與模仿所產生

從觀察學習到行為表現歷經四階段：注意、

保留、呈現行為的動機、動作再生

四種模仿模式：直接模仿、象徵模仿、綜

合模仿、抽象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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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學習的進行模式
一、分組

 將學生按成績分組，每組五至六人。

 成績較好的學生擔任輔導員，負責教導身
旁的同學

二、座位安排
講 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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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學習的進行模式
三、分派每位成員的工作

 輔導員之外還需有組長，負責收作業、聯絡簿，
發東西等工作

 其他組員可擔任其他項目工作的負責人

 學生從工作服務中，獲得成長學習的機會

四、課前準備

 完成分組後，課前準備便可利用小組組員進行分
工合作

 除學生需要合作學習之外，更重要的前提是老師
也要進行合作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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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堂中學習活動的進行
 請各組小老師協助教師進行補救教學,尤其是形成性

評量時

六、課後的聯繫
 學生們進行討論、互通有無

七、分組討論
 採六六討論法

八、分組競賽
 有助於提升學習興趣

九、評量(課程評鑑、合作評鑑)
 需公平；除小組成績外，學生進行自評

合作學習的進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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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六討論法

 以腦力激盪法作基礎的團體式討論法。
 將大團體分為六人一組，只進行六分鐘的小組討論，

每人一分鐘，再回到大團體中分享及作最終的評估
（引自陳龍安，1997）。

 程序
1.選定題目：訂定討論主題
2.分組：六人一小組，人數可彈性應用
3.任務分配：推選主席與記錄員（兼報告人）
4.靜思：靜思一分鐘
5.發表：每人發言一分鐘
6.歸納：主席總結
7.報告：分組上台綜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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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學習活動設計的原則

小組獎勵（team reward）
個人績效責任（individual 
accountability）
成功的機會均等（equal opportunities 
for 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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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小組成就區分法 STAD ( Student 
Teams and Achievement Divisions)
 最普遍使用，適用於各種學科（最適合教導單一觀念

或測驗題目只有一個答案時)
 包括五個要項：

教師每周提供新的學習單元(並準備隨堂測驗評
量卷)
將學生分成每組四到五人之小組

教師評估各小組每位學生的表現

教師記錄每位學生的進步情形

教師獎勵一周來表現最好的個人及小組

全班授課 分組學習 進行小考 計算個人
進步分數(進步分數轉換表) 表揚個人與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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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小組成就區分法實施原則STAD 
( Student Teams and Achievement Divisions)

 學生依據教師發給的學習單進行學習

 可採兩個人共同研究、整組討論或互相考試等方式進行

 分組學習後實施小考

 評估每一組每一位學生的表現

 評估整體學習表現：以該組所有學生的學習表現計算

 當學生在另一次的小考有進步，整組的表現也隨之加分

 每周宣佈本單元學習中表現最好的小組，以及小組中表
現最好的學生

 每組需包括不同能力的學生，才可達到互相學習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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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遊戲競賽法
(Team-Game-Tournament, TGT) 
 TGT最適合用來教導有完整定義、單一正確答案的

教材，如數學運算及應用、語言用法和機械學、
地理及作圖技巧及科學概念

 與STAD相比，乃是以學科遊戲競賽代替隨堂考

 以能力系統代替進步分數(有相同機會為組別獲得
分數)

直接教學 小組練習 學業遊戲競賽 評量
能力系統 表揚及獎勵成績優異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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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圖法

 異質分組(5~6人)
 針對可細分的教材進行學習

 各成員先研讀自己的部分

 之後再到自己或其他小組進行教學

 所有成員都須接受小考

異質分組 指派工作 分組學習 指導自己
的小組及其他小組學習 進行小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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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拼圖法

 較適用於社會、文學或較具體概念的學科領域(黃
政傑、林佩璇,民85)

 教師將學習單元分成不同主題，分配給小組成員

 將不同小組中負責相同主題的成員組成專家小組，
共同學習該主題

 各主題的專家熟悉該主題後，回到原小組指導其他
組員

 優點：具有同時提供學生學習及指導他人的機會

 限制：學習者需具備一定程度、對單一主題有較深
的瞭解，同時具備教導他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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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協力教學法或小組加倍學習法
(Team Assisted Individualization, TAI ）

 結合合作學習與個別化的教學，適用於數學教學

 以合作學習團體獎勵結構，來解決個別化教學中
的問題

 每一組混合了各種不同能力的成員

 先實施個別化學習後，再進行合作學習

 學習步驟

組成異質小組 提供個別化練習題 組內同
學交換批閱 指導小組研究 形成性評量
表揚小組或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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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探究法
(the Group-Investigation Model, GI)
 依主題蒐集、分析、綜合資料（例如環境保護）

 學生自行依有興趣的次主題分組

 分工從事資料的蒐集，分析、歸納並參與討論，
交換意見

 小組成果發表準備小組向全班發表報告(可採
用各種不同的創意方式，如短劇、猜謎、短劇、
角色扮演、口頭報告等)

 師生共同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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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學習法（最簡單，廣泛使用）

(Learning Together Model, LT) 

 選擇適當的主題和敘述具體的教學目標
 進行異質分組(4~5人) 
 妥善安排學習(教室)空間
 適當分配教材及學生角色
 解釋作業任務，以單一的共同作品或一篇
報告做為小組共同學習的材料

 隨時觀察
 督導學生的合作行為的技巧
 最後綜合複習學習的內容
 實施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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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評鑑-使用社會觀察表
合作學習－學生自我檢核表(學生用)
教 學 單 元 檢 核 日 期

班 級 姓 名

檢 核 項 目 時時有 經常有 普 通 不 常 有 常 沒 有

我會多發言

我會鼓勵別人

我會專心聆聽

我會協助同學

我會遵守規矩

我會工作盡責

我的學習態度認真

我能理解課程內容

我能讚美別人的優點

我能檢討自己之缺失並加以
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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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評鑑-使用社會觀察表
合作學習－學生檢核表（教師用)

教學單元 檢 核 日 期

班 級 姓 名

檢 核 項 目 時 時 有 經 常 有 普 通 不 常 有 常 沒 有

學生會多發言

學生會鼓勵別人

學生會專心聆聽

學生會協助同學

學生會遵守規矩

學生會工作盡責

學生的學習態度認真

學生能理解課程內容

學生能讚美別人的優點

我能檢討自己之缺失並加以改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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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活 動 已 實 施 尚 未 實 際 備 註 說 明

1. 訂定教學目標

2. 訂定合作學習目標

3. 決定分組人數

4. 實施異質分組

5. 安排成員角色

6. 解釋教學目標

7. 講解合作技巧目標

8. 建構小組組員積極的互賴關係

9. 激發個人的責任心

10. 建構小組與小組的合作關係

11. 解釋成功的標準

12. 觀察學生的行為

13. 指導學生討論

14. 提供作業協助

15. 鼓勵學生發言

16. 設計多元的學習方式

18. 做結論

19. 個人表揚

19. 小組表揚

20. 團體表揚

教師自我檢核表：
教學檢核的內容應
該根據教學活動來

製定檢核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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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學習未能發揮效用之因素

 缺乏團體成熟度，可能是小組合作的時間不足

 未能批判反省即做出支配性的反應

 社會漂浮現象

不認真工作、隱藏自己的努力

 搭便車現象

依賴某成員的表現，全體成員不需努力即可受益

 認為不公平而失去努力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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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學習未能發揮效用之因素 續

 團體思考

過度強調尋求成員的一致性

 缺代足夠的異質性，以致於每一成員對小組
的貢獻有限

 缺乏小組工作技巧和人際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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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學習與傳統學習方式的比較

傳統學習 合作學習

同質分組或隨意分組 異質分組

無相互依賴 積極的相互依賴

強調個人的責任 強調小組和個人的責任

只重視個人績效 團體及個人績效均重

指派式領導 分擔式領導

只強調工作 強調工作和關的維繫

教師忽略小組運作 教師觀察及介入其間

無團體歷程 發生團體歷程

只能以完成工作做為獎勵 強調各適其所，持續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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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合作學習相關研究Ⅰ

 Cortez學者等人，建置了一套結合Ad Hoc無線
技術之合作學習應用系統

實驗時間

超過五週

每週三節課，一節課45分鐘

前兩節課進行課程教學，最後一節進行學習活動

實驗對象

兩班十年級的學生，每班45人
實驗組在進行學習活動時，使用Cortez等人所提出之系
統

控制組在進行學習活動時，是以個人方式進行學習活動
並無進行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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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合作學習相關研究Ⅰ 續

實驗結果

此系統提供了一個資料交換與分享的平台

採用合作學習分組的班級，其在錯誤率比
個人學習的班級較為低

採用合作學習分組的班級，其在答題正確
率比個人學習的班級較為高出所多

藉由合作學習的分組分式，能有效提升學
生的社交能力與溝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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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合作學習相關研究Ⅱ

 劉晨鐘教授等人，建置了一個在GSM網路
下的TGT合作學習系統

TGT合作學習系統之學習流程

老師進行課程教學

分組進行小組討論

進行小組競賽活動

實驗對象

65位大學生

參與程式設計這門課程

將這門課程的學生分成18組，每組3~4人
這18組再分成兩部分，一部分使用TGT合作學習系
統，另一部份則未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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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合作學習相關研究Ⅱ 續

 學習成效之評估

在小組競賽中，將比較每組上傳作業的時間與
完整度

 實驗結果

同儕間之互動藉由此系統而有所提升

促進合作學習中的正向依賴關係的建立

提高學生在學習中的參與度

提高學生在合作學習中分工合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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