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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提出「融入多層式學習目標與多層式同儕學習鷹架策略的體驗式問題解決學習循環」進行教學

設計與學習輔導，從認知和自律兩個面向將學生區分為創新擴散模型中五類學習群，並將問題解決目標與任務

定義成高度完整、正規程度及精簡扼要三種層次；每類學習群學生以螺旋狀的方式在自己的學習循環中學習問

題解決，同時接受同儕助教使用不同反思鷹架策略的指導。結果可見學生在雙重鷹架支持之下，得以自我提升

而在學習群之間發生移動，提升到更高層次的學習階層，使得本研究疊代各單層學習環成為互動式多螺旋狀的

教學過程，更具教育意義。 

【關鍵字】 體驗式問題解決學習；同儕助教指導；創新擴散模型；反思鷹架 

 

Abstract: This study proposed “the experiential problem solving learning spiral integrated with the scaffolding strategy 

of multi-layered learning objectives and peer-tutoring” to conduct the learning design and assistance. To encourage the 

diffusion of learning among students timely and effectively, this study classified the students into five learning clusters 

as the ones of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according to the degrees of self-regulation and cognition, and the problem solving 

tasks were defined with three levels. Then various clusters learned in their own learning cycle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problem solving tasks, and were tutored by various peer-tutoring reflection scaffolding strategies.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students shifted to an advanced cluster by the assistance of dual scaffolding, and the interactive and spiral 

learning design by iterating and composing every single learning cycle makes this study more educational. 

Keywords: experiential problem solving learning, peer tutoring,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reflection scaffolding 

 

1. 前言 

資料庫管理在許多大學資訊管理相關領域的課程中屬於核心課程，在課程規劃之中往下或

往上縱向連結資訊素養、網頁設計、程式設計、資料探勘、商業智慧、網路程式設計和專題

分析與實作，橫向連結系統分析與設計與進階網頁設計，學習如何探索、處理資料並賦予意

義，將資料轉變成具有潛在價值的資訊，開發資訊服務平台加速創新傳播擴散。在此理念之

下，更應注重並落實課程間的水平和垂直連結，於此核心課程中增強固化學生的基礎能力。 

台灣近年來大學受教機會大幅提高，在後段大學進行課程教學時，由學生的學習表現逐漸

浮現出教學上的困境，學生主動由下而上建構知識所需的時間和需要鷹架支持的時間皆明顯

延長，但一個學期的修課時間有限，使得越來越多的學生未能順利完成學習、習得建構知識

的能力及建構完整知識結構。因此，教師必須反思學生學習困境、以及時發現學生學習問題，

並提供適當的協助與支持。 

研究者隨著教學進程，在先前研究中延續性的探討在不同的階段所定義的教學目標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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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經由課程設計、分析學生學習歷程與成果、定義學生學習問題和建構同儕多層鷹架的新

型教學方式，提升學生學習成效。Lin(2011)使用紮根理論解析學生學習歷程質性資料，並以

人機互動價值聚焦計算智慧系統(Hong, 2009)，將知識結構視覺化，經由比對師生的知識結構，

具體辨識出學生知識結構破碎、概念間缺乏連結或有漏洞不完整之處，有助於教師辨識差異

和定義學習問題。Lin(2012)為了強化學生建構知識時概念的連結、看見所學知識的意義與關

聯，導入非結構化問題解決學習(van Merriënboer, 2013)。然而，解決非結構化問題需要執行

高層次的推理技能，需要密集的教學支援，為了加強商業模式概念，及領域知識與問題解決

間的連結，Lin(2013)提出體驗式問題解決學習循環框架，將問題解決歷程融入到體驗式循環

之中，加強有用資訊的蒐集、思維整理與表達，以正確的定義資料庫問題解決專題的問題情

境。Lin(2015)為了縮小學生知和行之間不一致的程度，使得容易運用知識與技能遷移到其他

情境中的問題解決，提出融入問題提示與自我解釋反思鷹架的體驗式問題解決學習循環框架，

針對具有不同認知與後設認知用途的問題提示策略與自我解釋策略進行探討(Kwon, 2011)。 

國內外學者的先前研究指出自律學習策略是學生用來提升學習成就的手段，所以，自律學

習策略高的學生通常有較好的學習成就表現，並且其回家作業完成度和效率也會比較好

(Zimmerman, 2008; 趙珮晴和余民寧, 2012)。因此，本研究從認知和自律兩個面向將學生區分

為不同的學習群，依不同學習群的知識結構和自律學習的程度現況，來設計適宜的鷹架支持。

教師面對多學習群學生或多個別單一學生進行學習補救時，遭遇時間有限和教師高投入時間

成本、但仍難以及時有效提供多群／多個人補救學習的困境。本研究為了克服單一的教師學

習鷹架的教學瓶頸及一對多的學習問題，提出教師反思不同學習群的認知與自律學習的差異，

訂定多層式的教師鷹架與同儕鷹架策略，融入先前研究所提出的體驗式問題解決學習循環框

架中，提供適當的多對多的協助與支持，包括(1)多層式的學習目標：依據不同學習群建構的

知識結構完整程度和自律學習的發展程度，定義多階層學習目標，(2)運用問題提示與自我解

釋，引導學生學會如何學會，在知識獲取與問題解決階段，促進具體經驗與抽象概念之間的

連結與轉換，(3)培養同儕助教，做教師的有力幫手，突破教師個人時間與能力的限制。 

2. 研究方法 

提出多層式學習目標與多層式同儕學習教學策略，寓課程內容教學於實際問題解決歷程中，

以解決學習時間有限，需加速學習擴散的問題。研究對象為台灣北部一所私立大學資管系修

習大學二年級資料庫管理課程之學生，問題解決學習歷程中，依據認知學習表現與自律學習

表現將學生分為 5 類學習群，並分別歸屬於創新擴散模型中的 5 種類型學習者族群裡(Rogers, 

1995)。本研究依據不同學習群的學習特性及認知差異，借助不同的同儕助教指導策略

(Arco-Tirado, 2011)做為不同學習群跨越鴻溝、彌補破碎知識結構洞的橋，以加速學習擴散，促

進理解知識概念與應用知識概念解決問題，順利完成學習，概念如圖 1。 

 
圖 1 多層式同儕助教指導帶動學習擴散與學生在學習群間遷移的互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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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問題解決目標與任務定義成三種層次，包括高度完整、正規程度、及精簡扼要程度的問

題解決任務。創新者與早期採用者學習群裡的學生，接受高度完整的問題解決任務；早期大

眾學習群裡的學生，接受正規程度的問題解決任務；晚期大眾與落後學習群裡的學生，接受

精簡扼要程度的問題解決任務。不同學習群裡的學生在不同層次的問題解決任務階層裡，接

受不同的反思鷹架支持，如圖 2 所示。此多層式同儕助教指導鷹架具有動態的特性，除個別

階層螺旋狀的學習歷程，還呈現上下階層之間互動式多螺旋狀的教學過程。起始階段，個別

學習群的學生在自己所屬的學習循環裡執行問題解決任務、接受反思鷹架的支持進行學習。

在循環的過程中，一但認知學習表現或自律學習表現跨越門檻，即能跨越鴻溝遷移到上一層

的學習循環裡，執行更加完整的問題解決任務或轉換成同儕助教的角色。 

 

圖 2 多層式同儕助教指導動態鷹架 

教學活動設計以選擇貼近學生生活經驗的特定商業模式，據此商業模式設計問題解決情境，

引導學生在此真實情境中應用資料庫設計理論與實作方法，執行資料庫應用系統問題解決任

務。學生先經歷問題情境，認識與商業模型相關的概念知識與業務流程，再使用提供的關鍵

字提示與概念整理，進行資料庫建置、資料庫應用系統建置、不同資料模型間的轉換、和使

用 SQL 指令在資料庫操作及統整資料以回答問題。同儕助教指導螺旋狀學習循環設計理念為

對創新者與早期採用者學習群提供的反思鷹架為擔任同儕助教，將自己所知道、已經學會的

解釋給自己的同學聽或協助同學找出錯誤問題所在。其中，教師在課前預先帶領創新者學習

群進行問題解決學習，之後，教師和創新者族群共同做為早期採用者學習群擔任同儕助教時

的反思鷹架。對早期大眾、晚期大眾和落後者學習群提供的反思鷹架為接受同儕助教的陪伴

與指導，完成問題解決任務， 

3. 結果與討論 

持續觀察、紀錄以了解學生在持續參與同儕助教指導活動後，在學習群之間可能發生的遷

移，以評估學生在此學習歷程中之學習成效。比對學期中及學期末之學習資料分析結果，清

楚可見部分學生在學習群中發生不同程度的遷移，或停留在原學習群中。部分學生同時需要

多重鷹架支持、部分學生在接受同儕助教輔導之後，能夠卸下部分鷹架或轉而成為其他同學

的鷹架。創新者學習群助教宇森帶領班級學習的表現，越來越能獨當一面，是教師得力的幫

手。早期採用者學習群輔導同學學習的互動過程中，有助於跳脫團體中自我劃定的框架，增

進人際關係、對同儕有較多的同情心，持續培養建立主動學習、主動訂定及規劃學習目標的

信心之後，將可遷移到創新者學習群裡。與同儕助教或同儕間緊密連結的早期大眾學習群，

在同儕助教的提醒與陪伴輔導下，以相近的學習經驗與生活情境，潛移默化的仿效，逐漸彌

補自律學習程度的不足和認知學習上的弱點，更能夠加快執行問題解決任務的腳步，不脫離

進度，逐漸提升到能夠遷移到早期採用者學習群的程度。持續密集參與課後同儕助教指導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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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晚期大眾學習群，在單層螺旋狀學習環中繞行幾圈之後，終於提升到早期大眾學習群裡，

執行較廣教深的問題解決任務；無法穩定的參與課堂與課後的活動，使得仍停留在晚期大眾

學習群裡。落後者學習群因生活習慣或自律學習問題，經常錯過課堂學習活動，課後斷斷續

續的參與同儕助教指導活動，學習經驗無法延續，致使認知破碎的漏洞難以彌補，只要無法

提供一對一的助教、一個口令一個動作的指導，就無法多執行一個問題解決的步驟。因此，

自律學習嚴重不足，認知學習的落差難有機會彌補，終於還是停留在落後者學習群裡。 

尊重每位學生因個別差異特有的認知學習歷程並激勵向上提升，發掘與培養高自律程度、

高自我效能和富有愛心的助教，招募與培養同儕小助教及擴散對同儕助教指導的接受意願。

本研究在體驗式問題解決學習循環中，教師定義三層不同廣度與深度的問題解決任務，設計

問題提示執行問題解決任務與自我解釋誘發反思。並引導深具助教特質的學生提前進行課程

學習，並培養其成為助教，協助教師課前備課、課堂中協助課程進行、課後帶領其他小助教

共同為同學進行多層式的同儕學習輔導，同儕助教不僅在認知學習上，輔導同學彌補知識結

構的缺漏，在多層式同儕助教指導的歷程中，同儕助教使用不同的自律學習策略輔導不同層

次學習循環學習群同學的學習，協助經營良好班級氣氛、帶動正向的學習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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