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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傳統大班教學，無法考量學生個別差異。老師所準備的課程內容大多只能顧及到

中間程度的學生，對於兩側學生的學習需求難以兼顧。為了因應學生的異質性，實現

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教學理念，本研究在教學內容（content）採差異化教學策略，

包含翻轉教學影片、建構「基礎概念」與「進階」兩種不同層級的教材（AB 練習卷）、

以及實施課堂個別練習與夥伴討論，藉此可以讓不同能力的學生提升學習態度與學習

成效。研究結果顯示差異化教學對於學習態度有正向影響。在學習成效方面，已實施

與未實施差異化教學的兩個班級的比較結果發現，已實施的班級平均成績較高，但未

達統計顯著差異。本研究亦探討大班差異化教學教師可能遇到的困難與解決之道。研

究結果可作為大學課堂未來差異化教學實踐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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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raditional large class teaching does not consider th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of students. 

Most teaching materials instructed by teachers are for middle level students, not for right -

tailed or left-tailed students.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adopts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al 

strategies in the teaching content, including flipping teaching videos, constructing two 

different levels of "basic concepts" and "advanced" materials (AB exercise papers), and 

implementing classroom exercises and discussions with partners.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abilities can improve their learning attitude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learning attitudes. In terms of learning 

effec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verage grade of the class with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was higher, but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is study also explores the 

difficulties and solutions that teachers may encounter in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future differentiated teaching practices in 

university classrooms. 

Keywords: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Learning Attitudes, Learning Effects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統計學是一門重要的課程，因此國內大學許多科系都把統計學列為必修課程。在

現今資訊科技與網路的發達，大數據時代來臨，更需要解讀數據的能力與分析技術。

統計學是收集、陳述、分析、解釋資料與推論的科學，大數據分析（big data analytics）

與資料挖礦（data mining）更是需要具備統計的概念，因此培養學生統計學的素養與

能力，更顯重要。然而對學生而言，統計學是一門困難的課程，學生常反映：「統計

學好難喔」、「統計學本來就很數理」、「數學真的好難，統計學又有很多符號數值

交綜」，因此學生對於此統計學通常較缺乏學習的興趣，導致學生上課容易出現打瞌

睡或是滑手機的分心情況。因此對於授課老師而言，如何調整教學策略，引發學生學

習興趣，以及鼓勵學生主動學習，內化所學到的知識，變成帶的走的能力，是授課老

師的一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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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式的大班教學，以教科書為主，一種教法全體適用（one-size-fits-all），老師

所準備的課程內容大多只能顧及到中間程度的學生，對於兩側學生的學習求難以兼

顧。而且學生的能力、興趣，甚至學習風格都充滿差異，造成學習成就變異大，有些

成績低落的學生（struggling students），上課表現出學習低落與無助感，而成績優秀

的學生，則已經瞭解教科書大部份內容，因而產生制度性動機喪失（ systematically 

demotivated）（丘愛鈴，2013）。教師普遍面臨班級學生能力殊異，教學無法兼顧全

體學生需求，難以有效回應每個學生的差異，學生的學習成效受到影響，教師的教學

熱忱也因此而銳減（張錫勳，2016）。 

差異化教學在小中高教育已被廣泛應用，實現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教學理念，

規劃出彈性多元的教學方式，研究顯示差異化教學對於小中高學生的學習成效有正向

影響。但探討高等教育差異化教學以滿足大學生多樣化需求的文獻較侷限，較少有學

者探討高等教育差異化教學，遑論針對大學統計學課程關於大學課堂差異化教學的研

究較少，可能是以下原因：(1)班級規模大，(2)與學生的接觸時間少，(3)需投入大量時

間創造多種教材，並同時滿足研究和服務義務，以及(4)道德問題的爭議，例如評分的

公平性（Ernst & Ernst, 2005；Lightweis, 2013；Turner, Solis, & Kincade, 2017）。然而，

差異化教學策略不僅對小中高學生很重要，大學生也可以受益（Williams-Black, Bailey, 

& Coleman Lawson, 2010）。研究指出根據學生的學習成效程度，進行能力分組的差異

化教學，對所有的成就能力分組學生有正向的影響（Lou, Abrami, Spence, Poulse, 

Chambers, & d’Apollonia, 2000）。教育需求因學生成就水平而異，針對學生成就水平

的不同需求給予不同教學。以適應這些不同的需求，會導致更有效的學習（Chamberlin 

& Powers, 2010；Prast, Van de Weijer-Bergsma, Kroesbergen, & Van Luit, 2018）。Danley 

and Williams（2020）指出異化教學主要分為三種：內容（content）、過程（process）、

成果（product）的差異化。為了因應學生的異質化，本研究將主要在內容（content）

採差異化教學策略，包含翻轉教學影片、開發基礎級與進階級練習卷教材（AB 卷），

以及實施課堂個別練習與夥伴討論。希望藉此可以讓不同能力的學生提升學習態度與

學習成就。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 調查學生學習者輪廓，找出學生學習方式偏向類型，以及活動或任務特色偏向，

以適時調整教學策略。  

(二) 開發 AB 練習卷二種層級的教材（基礎級與進階級）以幫助學生對教學內容的了

解與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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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探討差異化教學對於與學習態度與學習成效的影響。 

(四) 探討大班差異化教學教師可能遇到的困難與解決之道。  

貳、文獻探討 

為探究差異化教學的內涵，本研究針對差異化教學的理念、實施策略，差異化教

學實踐的相關文獻。 

一、差異化教學理念  

差異化教學（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主要以學生為中心，教師假設學生的不同

需求，事先規劃多種達成學習目標，課程內容質重於量，並透過持續且適合學生的評

量方式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針對課程內容、學習過程及學習成果提供多種策略，彈

性運各種分組方式進行教學活動，因此差異化教學是一個動態有機教學法（Tomlinson, 

2001）。差異化教學回應學生個別差異與學習需求，考量學生的先備知識、學習能力、

學習興趣、學習風格等，從教材內容、教學過程、結果評量、課堂環境等面向進行調

整，以滿足所有學生需求的作法（Arends & Kilcher, 2010）。差異化教學從成就每一

個學生的觀點，協助每一個學生的成長最大化（丘愛鈴，2013）。 

吳清山、林天佑（2010）指出差異化教學具備五項特性：(1)個別性：注重學生個

別差異；(2)彈性：學習內容、方式和時間依學生需求調整；(3)層次性：可依學生程度

分成各種組別，採循序漸進學習；(4)冒險性：教師於教學過程中多方嘗試與冒險；(5)

開放性：教師擁有開放態度，願意接受挑戰與改變。差異化教學是以學生為主體，倡

導因材施教、適性發展，並且重視每個學生的差異性與特殊性的教學策略，教師認可

每一位學生有不同的起始點，認識與了解學生的差異，瞭解學生的學習風格，設計使

其能夠有效學習的教學方法。Lauria（2010）指出 Dunn, Dunn, and Perrin（1994）學習

風格模式（learning-style model）分為五種：1.環境因素：學習者的學習表現受周圍環

境的聲音、光線、溫度以及座位影響；2.情緒因素：學習動機、責任感、任務堅持與

結構化；3.社會因素：學習者較偏向獨立學習、配對學習、小組合作、團隊學習、成

人支持或是綜合方式；4.生理因素：學習者因視覺、聽覺、觸覺等感官、食物習慣、

機動性等；5.性格因素：學習者為分析型、全面型、衝動型自省型。教師雖然無法控

制所有的要素和細節，但仍可藉由了解學生的學習風格，設計適合學生的學習方式，

例如：學生的學習風格屬於視覺型的學習者，就偏好以視聽媒材去獲取他的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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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覺型的學生，則必須透過聽見訊息或口頭表達的解釋，去幫助他們學習，有的學生

是動覺型，必須透過操作或具體物體的觸摸操作進行學習。  

綜上所述，差異化教學應以學生為學習主體，教師首先要充分了解學生的學習輪

廓，並理解學生的學習需求，訂出符合的教學目標，準備層次性的教材與教法，彈性

的教學策略，引領學生有效學習，幫助學生提升學習樂趣與學習效果，讓每個學生的

成長最大化。 

二、差異化教學實施策略 

(一) 發展學習者輪廓 

Strong, Thomas, Perini, and Silver（2004）發現學生在解決相同的數學問題時，學

生的作法與其學習風格有關，學生學習數學時的學習風格包含精熟型、理解型、人際

型與自我表達型，精熟型的學生偏好逐步示範與重複練習，理解型的學生希望理解數

學計算背後的概念和解釋，人際型偏好與人合作學習，並期待與生活經驗相關，而自

我表達型則偏好視覺化與探索。  

丘愛鈴（2013）指出教師可以學生學習之前，透過訪談、觀察、檢核表或問卷方

式，蒐集學習者相關資訊，建立學生如何學習的學習者輪廓，將學生的學習風格、課

業成就表現、準備度、興趣和多元智能的優勢等資訊建檔，並在教學過程中持續紀錄

其學習成長與進步情形。 

(二) 學習內容（content）差異化 

教師就其任教的課程蒐集或設計不同難易度的教材資源，若能透過教師專業社群

分工合作，將可更有效能且省時省力的完成此一任務。教材資源包括報章雜誌、專業

期刊、專業網站、文件資料等，尤其是多媒體影音教材資源，可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

亦可增進學生的思考度（丘愛鈴，2013）。Tomlinson（2001）指出分層教學以核心概

念或原則為重點，讓學習內容具有多種層次，可以適應多種學習偏好，並且調整學習

任務的複雜度，以保證適合學生的需要，讓學生依其程度彈性學習（張碧珠，2014）。 

多數依照學生的準備度與能力的分層教學會分為三層：低於平均、平均、高於平

均，對於低能力學生，透過適當的協助和提示，學生較快能掌握到學習成功的樂趣，

對於高能力的學生，提供超越基礎、增加深度、複雜性或是應用性，教師同時適時提

供鷹架支援，滿足他們的學習需求，拓展他們的視野與學習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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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習過程（process）差異化 

學習過程差異化是讓學生在學習新知識內容時，可以在不同時間下，利用不同的

方式，完成各種複雜程度不一的活動、課堂交流歷程及家庭作業的學習，同時教師依

學生的狀況給予不同的支援。若學生的學習準備度較低時，教師可以給予學生更多正

確的指導和練習，並讓教學活動更結構化或具體化，且隨時留意學生的學習速度，幫

助學生解決學習困難以促使他們進步；若學生的學習準備度較高時，教師可以加入更

複雜、更高層次的教學活動，鼓勵學生對課程內容做更深入的探討（黃于真、陳美如，

2018）。 

教師可以將學生以既有的知識、學習興趣和學習風格偏好，輪流分成小組教學的

目標是為了將所有的學生往更高層次的移動，因此彈性分組在差異化教學中是必要的

經營策略，透過彈性分組讓學生有時需要獨立完成工作，有時和小組一起分工，有時

和全班一起上課，小組可以依同質性或是異質性分組，這些不同的安排是要幫助學生

如何獨立以及合力完成工作，經由彈性分組，學生得到不同的學習經驗，會產生不一

樣的學習效果（劉沂芳，2008）。 

(四) 學習成果（product）差異化 

教師可依 Gardner（1993）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論和學習風格，考量學生的能力按興

趣，提供學生學習活動和評量方式的選擇機會（丘愛鈴，2013）。學習成果的形式、

內容、作業標準、計分標準或方式，可依學生差異而做調整，評量可以是一個正式的

考試、家庭作業、小組活動、課堂討論、成果作品等等給予學生更大的選擇機會去思

考、運用，以及展現他們所學到的知識（Tomlinson, 2001）。林佩璇、李俊湖、詹惠

雪（2018）指出教師應尊重學生智能的多樣性，根據其特質與學習狀況，選擇多元適

切的評量，以了解學習成果，並且把握多元評量的原則，鼓勵學生發揮創意，改變只

以考試標準答案作為評量依據，讓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問題、提出假設，運用不同的

方式與途徑來解決問題，發展創新能力。差異化教學策略上，教師可依其學校行政支

持和教師專業自主性，進行相對簡單可以實施的策略，再漸次實施較複雜、需要更多

支持與投入較多時間精力的策略，而使用高層次化教學技巧的教師。也增加自我效能，

且更願意嘗試新的教學法。差異化教學策略上，教師可依其學校行政支持和教師專業

自主性，進行相對簡單可以實施的策略，再漸次實施較複雜、需要更多支持與投入較

多時間精力的策略，而使用高層次化教學技巧的教師。也增加自我效能，且更願意嘗

試新的教學法，如表 1 所示（丘愛鈴，2013）。 

綜合上述，本研究以簡單教學策略為主，先調查學習者輪廓，設計基礎與進階二

種程度的教材，課程中搭配彈性分組來執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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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支持差異化教學的策略  

簡單策略  複雜策略 

1. 學習者輪廓 

2. 不同形式和難易度的教材 

3. 不同層次的提問與思考 

4. 選擇學習活動和評量 

1. 彈性分組和任務安排 

2. 濃縮課程 

3. 同儕小老師、師父和專家 

4. 多元智能 

5. 學習風格 

1. 學習中心或分站活動  

2. 合作學習  

3. 問題導向學習  

資料來源：（丘愛鈴，2013）。 

三、 差異化教學實踐的相關文獻  

張錫勳（2016）在學習共同體的理念下，推動國中生物教師進行課堂差異化教學，

透過彈性分組的教學策略，讓學生有機會在不同小組中進行適性的學習活動，這些適

性的差異化教學活動對於學生的生態概念學習確實有所幫助，有助於學習動機與學習

成效的提升。林佩璇、高翠鴻與許燕萍（2016）藉由針對四年級的數學課堂，探討教

師進行差異化教學，面臨的矛盾及實踐轉化特性。研究發現教師出現的主要矛盾包含

差異化理論的牽絆、學校課程進度的限制、標籤文化的影響和班級王國的孤立感。然

而也因這些困惑，促使老師在既有脈絡中，漸近調整取得認同平衡，進行教學轉化，

矛盾成為教師擴展學習的契機。黃于真、陳美如（2018）探討「差異化教學法」對國

中八年級學生數學學習成效的影響。採用準實驗研究法，研究對象為某國中八年級兩

班學生，一班為實驗組，進行「差異化教學法」，另一班為對照組，進行「講述教學

法」。教學內容為「等差數列」與「等差級數」兩個單元，實驗教學結束後，研究發

現，實施差異化教學可以顯著提高學生數學學習成效，以中分群學生之學習成效差距

最大。 

Chamberlin and Powers（2010）指出差異化教學對於 K-12 年級學生的學習成效有

改善。但卻較少有文獻研究大學差異化教學，以滿足大學生多樣化需求的水平，其是

在數學課程方面。因此針對大學數學課設計準實驗研究法，探討課程中差異化教學是

否增進學生的數學理解。結果顯示，接受差異化教學的學生，在他們的數學理解上有

更大的收穫。Lightweis（2013）針對差異化教學應用於高等教育的文獻進行探討，他

指出差異化教學能夠提高學生的學業成就，但是教師需要花費大量時間考量學生的差

異製作各式各樣適合的教材以滿足學生學習需求。Dosch and Zidon（2014）將差異化

教學應用於大學課堂，他們在差異化教學組使用建構主義者進行教學，以學生為中心

的形式，有許多實踐活動，完成作業的選擇和指導根據形成性評估進行更改。差異化

教學組在二個作業以及一個考試上的成績有顯著提升。McCarty, Crow, Mims, Potth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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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Harvey（2016）提到在大學生流失率高的時候，高等教育的教師比以往面臨更大

的教學挑戰。他們在論文分享三年專業發展計劃相關的見解，教師們磨練了他們的知

識、技能和以及他們的教學策略：差異化教學。參與教師致力於改變自己的教學實踐

的程度，結果令人鼓舞，特別是在技術集成方面，為學生提供了明確的目標和反饋，

並提高了學生的參與度。該計劃為大學教師提供了探索教學變化的機會。Turner, Solis, 

and Kincade（2017）探討大學課堂使用差異化教學策略，研究結果顯示，在一所研究

型大學的大班中進行差異化教學具有挑戰性。此外，教授大班的教師需要更好地理解

差異化的教學策略以及如何實施。Danley and Williams（2020）闡述了差異化教學在大

學教室的重要性。同時，針對高等傳播藝術整合課程的差異化教學結果進行調查，了

解學生對大學課堂差異化教學的看法與認知。此研究強調講師反思以增加課堂上的差

異化教學。教師須制定課程計劃以及學生參與內容的多種方式。同時強調大學校園內

關於差異化主題的協作對話與教師協同合作的，以促進教師與學生積極參與。 

綜上所述，教師進行差異化教學對於學生學習成效有正面效益。差異化教學尊重

學生個別差異，彈性而多元的教學策略，可以提升學生課堂的參與和學習。在台灣，

差異化教學已廣泛實踐於小中高課堂，然而卻較少被實施於大學教育。國外文獻顯示，

大學課堂的差異化教學有其重要性，因此希望藉此研究探討差異化教學在大學課堂的

實踐與其效益。 

參、研究設計與方法 

本研究透過行動研究法進行差異化教學。針對統計學「離散隨機變數」單元建立

差異化教學。首先調查學生學習者輪廓，找出學生學習方式偏向類型，以及活動或任

務特色偏向，以適時調整教學策略。同時為顧及學生程度差異性，開發 AB 二種層級

的教材（基礎級與進階級）以幫助學生對教學內容的深入了解，同時以量表衡量學生

的學習態度。最後探討差異化教學、學習態度對學習成效的影響。並探討差異化教學

中教師可能遇到的困難與解決之道。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旨在探討運用差異化教學於大學統計學課程對於學生學習態度與學習成

效的影響。因此本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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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假設 

本研究假設如下： 

(一) 差異化教學對學習態度有正向提升。 

(二) 差異化教學對學習成效有正向提升。 

三、教學方法設計 

本研究的差異化教學流程如圖 2 所示。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單元實施前，

蒐集學習者相關資訊，了解學生差異，建立學生的學習者輪廓。在此同時教師事先針

對「離散隨機變數」課程單元，開發不同形式和難易度的教材，內容包含離散隨機變

數的平均數、變異數、隨機變數的函數、二項分配、卜瓦松分配、超幾何分配等，設

計出 A（基礎）與 B（進階）二種層級的練習卷。A 卷為基礎必要概念，以選擇題與

簡單計算題為主；B 卷為計算題，並融入實務應用。除了 AB 兩種層級的練習卷之外，

並將每一小節內容錄製成 10-15 分鐘的教學影片。影片、課程 PPT 與 AB 練習卷（包

含解答）上傳至雲端，供學生複習與觀看，因應學生不同學習方式，提供多元的學習

方式，讓學生可以事先預習或事後複習。學習者輪廓調查在課程的學期初進行（大約

是課程第三-第四週）。影片、課程 PPT 與 AB 練習卷則是在學期初編制完畢，於課程 

差異化教學 

翻轉教學影片 

不同層級教材 

彈性分組 
學習成效 

學習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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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林佩璇、高翠鴻、許燕萍，2016） 

圖 2 差異化教學流程 

  

學生學習檔案、差異化教材  

學習者輪廓、差異化教材與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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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班進行（合） 

教師授課、操作活動 

課程實施 

個別練習（分層學習單）（分） 

A 卷 B 卷 

學後評估 

小組討論（分） 

基礎題目演練、 

概念熟悉與釐清 

全班進行（合） 

小組發表、教師澄清 

個別練習／小組作業 

單元後測 

單元實施後 

教師對學生 

個別指導 



邱靜娥：差異化教學對大學統計學課程學生學習態度與學習成效之影響 121 

 

 

第一週上傳至學校的 E-Class學習平台。第一階段的學習者輪廓調查採用丘愛鈴（2013）

如表 2 所示，調查學生之學習方式、學習偏好、任務特色與學習態度。 

第二階段為課程單元實施階段，參考林佩璇、高翠鴻與許燕萍（2016）所提出的

「合、分、合、分」的教學架構，如圖一所示。第一次的「合」為全班教學，經由教

師講解示範，讓學生了解學習重點，第一次的「分」透過個別練習或小組討論合作，

引領學生深入學習，第二次的「合」為全班教學，為澄清歸納階段，加強學習概念的

理解，最後「分」是經由評估，回饋掌握各層次學生學習表現。課程實施時，在「分」

的階段，學生依自己學習偏好，可以個別練習，也可以小組討論。在此同時，教師有

時間觀察學生的練習狀況，並視學生的狀況給予個別指導。若學生的學習準備度較低

時，教師會給予學生更多的指導和練習，並提供課後協助。  

第二階段以四週時間進行課程，並於「分」的階段實施彈性分組和任務安排，讓

學生可以選擇獨立完成工作（例如：練習題、回家作業），有時和小組一起分工（例

如：課堂討論、小組報告、學習單、練習題），有時和全班一起上課（教師講解核心

概念），這些不同的安排是要幫助學生如何獨立以及合力完成工作，經由彈性分組，

學生得到不同的學習經驗，會產生不一樣的學習效果，過程中，教師須持續關注學生

的學習狀況，以進行適合的彈性調整，促進學生學習成效。  

第三階段為課程單元實施後階段，在四週的離散隨機變數單元教授完畢後，給予

學生作業以及測驗，以了解學生學習成效。 

四、研究範圍與對象 

本研究以某國立科技大學管理學院大二學生 108 學年度上學期的統計學課程為主

要範圍，該課程為管理學院共同必修課，包含企管系、財金系、會計系、工管系、國

管系、資管系六個科系的學生混合選課，因此學生的組成多元，有不同的能力落差和

不同的學習方式。因此考慮學生的差異，以學生為學習主體，規劃出彈性多元的教學

方式，以確實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考量學生修課人數、師資與教室容量，

每學年管理學院共開七門統計學讓學生自由選課，並規定每班 60 人為修課人數上限，

筆者的課程很快就滿額，因此課程人數是 6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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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本研究之學習者輪廓 

姓名： 日期：  

學習方式 
視覺型  

人際型  

聽覺型 

精熟型 

動覺型 

理解型 

觸覺型 

自我表達型 

學習偏好 獨立  2 人一組 3-4 人小團體  大團體 

活動／任務的特色 
1.＿結構性＿開放性    2.＿全貌＿細節  

3.＿概念化／創作＿實作   4.＿最後期限＿分段完成  

統計學的準備度 低於標準  標準 高於標準 

學習態度問卷 學習慾望  學習過程 學習方法 統計學信念 

參考：（丘愛鈴，2013） 

五、研究工具與分析方法 

質性資料的收集包括學生學習輪廓的調查與學生上課的反饋單。量化資料收集以

量表蒐集學習者相關資訊，量表包含「學生學習態度」與「學生學習風格量表」。藉

此了解學生差異並建立學生學習者輪廓與學習風格等資訊。學習者的學習輪廓調查記

錄則改編自丘愛鈴（2013）。學生的學習態度依照林星秀（2001）改編。學習成效的

資料收集則以測驗成績為主。分析方法如下：以敘述性統計描述學生的學習者輪廓，

以成對樣本 t 檢定（paired t-test）了解實施差異化教學前後在學習態度上的差異。以

獨立樣本 t 檢定了解已實施與未實施差異化教學的兩個班級在學習成效上的差異。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學習者輪廓調查結果 

教學設計方法上，第一階段為單元實施前，建立學生的學習者輪廓，以了解學生

得學習方式，學習偏好、統計準備度與學習偏好。修課人數 60 人，有 57 人回覆，回

覆率 95%。學習者輪廓調查如圖 3 所示，其中修讀本課程理由大部分是因為必修，為

了未來考試與工作需則各有 6 人（10%）。學習方式則以理解型 28 人（49%）與視覺

型 13 人（23%）為主。學習偏好傾向 3-4 人小團體 25 人（44%），統計學準備度則有

38 人（67%）學生認為他們是在新手階段，以及較喜好結構式學習與實作，並希望事

先布置任務，學生可分段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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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學習者輪廓調查圖 

因此根據學習者輪廓調查，在進行差異化教學時，在學期初開發完畢 AB 二種層

級的教材（基礎級與進階級），以利上課週次第四週至讓學生實作演練，所製作基礎

級題目以概念理解，進階型以實作與應用為主，並以結構式方式製作教材，以幫助學

生對教學內容的了解與深入。同時考量視覺型之學習方式，授課者事先錄製每個主題

約為 15 分鐘之影片，放置學校 E-Class 雲端平台供學生隨時觀看。第二階段正式實施

差異化教學時，在「分」的階段，採 2-4 人討論與實作演練。  

二、實施差異化教學對學習態度的影響 

第一階段為單元實施前，同時針對學生的學習態度進行前測調查，並於第三階段

時，進行後測，以了解實施差異化教學前後，學生學態度是否有提升。本研究的學習

態度量表，改編自林星秀（2001）「數學學習態度量表」，此量表由數學學習心理學、

專家學者的建議編製而成，並且在預試後進行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將此量表

分成四個層面，並以 Cronbach's α 係數來考驗其信度。故此量表經過專家效度及建構

效度的考驗。此量表採用五點李克氏（five-point Likert scale）的計分方法，分成非常

同意、同意、沒意見、不同意、非常不同意；正向題計分為 5、4、3、2、1；反向題計

分為 1、2、3、4、5；就平均而言，大於 3 表正向態度，小於 3 表反向態度。前測與

後測的學習態度問卷共有 55 個學生回答，總量表 Cronbach’s α 係數＝0.88，顯示此量

表內部一致性佳。 

以成對樣本 t 檢定探討差異化教學前後學生學習態度的差異。結果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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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學習態度前測與後測的成對樣本 t 檢定結果 

構面 問項內容 
前測 

平均數 

後測 

平均數 
p 值 

學習慾望 1. 考試中不會做的題目我在考完後問清楚  3.66 3.56 .428 

 2. 對於看不懂得題目我會重覆多看幾次  4.22 4.20 .849 

 3. 我會預習老師還沒有教的進度  3.06 2.89 .192 

 4. 對於統計的難題，我希望別人直接告訴我答案，不要自己想 2.35 2.36 .919 

 

5. 與其他科目相比，我喜歡上統計課  3.04 3.31 .021* 

6. 我時常與同學或老師討論統計學課程內容  2.96 3.40 .004* 

7. 我覺得我不是學統計的料，用功也沒用  3.53 2.27 .000** 

8. 就算我考試考的很差我也不在乎  4.25 2.27 .000** 

 9. 我平常很少算題目，考試前才著手練習  2.66 2.82 .290 

 10. 我平常就有讀統計而不是考試到了才讀  2.98 3.11 .278 

 11. 當我計算統計題目時，如果無法馬上算出答案，我會放棄 2.09 2.22 .290 

學習過程 12. 當老師在上課講解時，我會專心聽  3.86 3.62 .022* 

 13. 我常常在統計學上課中與同學聊天  2.15 2.38 .074 

 14. 我會在統計課時想其他與統計無關事情  2.69 2.73 .805 

 15. 在上課時，我會想要睡覺  2.73 2.67 .759 

 16. 在上課時，我會想要看手機  2.84 2.86 .883 

 17. 發回的統計小考考卷，弄丟了我不在乎  2.15 1.98 .162 

學習方法 18. 我會主動找助教或老師幫助我學習統計  2.89 2.86 .749 

 19. 我會把老師當天教的內容溫習一遍  3.04 3.26 .057 

 20. 考試之前，我會認真準備  3.93 4.09 .140 

 21. 對於老師規定的作業我會按時做完  4.05 4.13 .498 

學習信念 22. 我覺得統計是一門很有用的科目  3.66 4.00 .005* 

*p＜.0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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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學習慾望 5、6、7、8 這四題有顯著差異。第五題顯示學生在差異化教學實施後

比較喜歡上統計課。第六題顯示與同學或老師討論有增加。反向題第七與第八題，經

過差異化教學平均分數減少。學習過程中的第十二題專心聽講的平均分數下降一點

點。探討其原因，可能是差異化教學進行中，會同時進行個別練習與夥伴小組討論，

造成容易分心所致。在第二十二題統計信念部分，經過差異化教學後，學生覺得統計

是一門有用科目平均分數提升。綜上所述差異化教學對於學生的學習欲望與學習過程

的學習態度有正向提升。並認為統計是一門有用科目。以上結果符合研究者進行差異

化教學目的，並國外文獻結果相似（Williams-Black, Bailey, & Coleman Lawson, 2010；

Lou, Abrami, Spence, Poulse, Chambers, & d’Apollonia, 2000；Chamberlin & Powers, 

2010；Prast, Van de Weijer-Bergsma, Kroesbergen, & Van Luit, 2018）。 

三、實施差異化教學對學習成效的影響 

本研究以學生成績為學習成效指標。106 級班級為前一年尚未實施差異化教學的

班級，107 級為實施差異化教學的班級，兩班所給予的考試難度程度相似。因為規定

每班修課人數上限 60 人，因此 106 級與 107 級課程人數均是 60 人。在兩個獨立樣本

的變異數相等下，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探討差異化教學前後學生學習成效的差異。結果

如表 4 所示。平均成績從平均 65.9 分提高至 69.7 分，雖未達統計顯性，但是將全班

平均分數提升 3.8 分，仍是令筆者振奮。同時筆者每學年只教授一班，限制上無法以

兩班（實驗組與對照組）設計教學活動，因此其他因素可能影響學習成效進而影響比

較結果。 

四、學生上課的反饋分析 

除了透過課室觀察與單元測驗來了解學生的學習反應之外，也透過學生上課回饋

了解學生對於採用差異化教學的看法。開放性問項詢問學生：「哪些教學活動有助於

你的學習？或其他建議？」問項有 49 位學生回答，將學生回答結果彙整與分類，結果

如圖 4 顯示。其中有 26 人（53%）學生回饋 AB 卷可以幫助他們更加瞭解課程內容；

6 人（12%）認為教學影片對他們有幫助。另外，有學生反應課堂上的練習節省很多他

們回去自己瞎琢磨的時間，甚至不會因為一直聽理論想睡覺。  

從學生的反應與質性反饋資料，筆者認為進行差異化教學過程中，因為注重學生

個別能力差異，彈性分組與 AB 練習卷循序漸進的學習，因此實施差異化教學能夠對

學生帶來的正面效益。呼應了國外文獻指出針對學生成就水平的不同需求給予不同教

學，會導致更有效的學習（Chamberlin & Powers, 2010；Prast, Van de Weijer-Bergsma, 

Kroesbergen, & Van Luit,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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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哪些教學活動有助於你的學習？或其他建議？（開放性題項）  

表 4 學習成效比較 

 n 平均 標準差  p 值 

106 級（尚未差異化教學）  60 65.9 11.6 0.088 

107 級（實施差異化教學）  60 69.7 12.9  

伍、結論 

一、結論 

依據學習者輪廓調查後，並在課堂上採「合、分、合、分」的差異化教學設計，

同時輔以 AB 二種層級的教材（基礎級與進階級）讓學生實作演練，幫助學生對教學

內容的了解與深入。本研究旨在討論差異化教學實施對於學生學習態度與學習成效的

影響，本研究的主要發現如下：  

(一) 實施差異化教學能提升學生學習態度。學生更喜歡上統計課，也更加願意與同學

或老師討論統計學課程內容，並且認為統計是一門很有用的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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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施差異化教學後，從質性與量化結果發現，確實提升了學生的學習成效。 

二、教學省思 

(一) 提升教師教學活動設計與製作教材能力  

對於實施差異化教學，教師所遇到的困難與建議解決之道，將於此小節說明。雖

然差異化教學法的實施耗費教師非常多的精力與時間，但是看到學生的學習提升，仍

然是很值得教師們嘗試。經過差異化教學的實施，翻轉學生覺得統計學很難的印象，

帶領學生穿越困難，完成此門必修的專業基礎課程，在此同時，亦提升了教師在教學

活動設計與製作教材的能力，促進了研究者的教師專業成長。  

(二) 增加助教人力協助課程 

上課過程中，課程進度容易因為小組討論與示範而無法適當的掌控，同時教師在

小組討論時會在教室到處走動，了解每一小組討論與理解情形，因此無法兼顧同學或

每一小組。有鑒於此，後期增加二位助教隨堂跟課，幫助學生演練。因此，在「分」

的小組討論階段，建議增加助教人數以輔助老師，增加助教人數也可以提供額外的課

輔服務，幫助學習成效落後的學生。  

(三) 搭配同儕教學法 

課程中「分」的階段的小組討論，分組可以考慮採學生能力較佳與能力稍差學生

做配對，提升學習效率。一方面提供能力稍差的學生的同儕幫助，另一方面策發能力

較佳學生的利他心，並藉由講給同學聽而促進能力好的學生對教學內容的內化與深入

理解。 

(四) 教師專業社群協同合作  

在大學課堂實施差異化教學，教師花費大量時間與精力制定課程計劃以及適合學

生參與內容的多種方式與教材，此研究提供了大學課堂探索差異化教學的機會。筆者

認為大班中進行差異化教學具有挑戰性，因此建議形成教師專業社群協同合作，可以

分工製作多元教材以適應學生需求，並分享彼此經驗，促進教師願意進行差異化教學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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