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101年雲端教學數位創新應用計畫中，台北市 16所頂尖國中小發表運用行動載具研發課

程設計、教學模式、創新教法等翻轉教學新型態的教學法與課程，這其中包含了:AR擴增實

境在小學高年級自然科天氣教學的應用；行動載具融入閱讀策略教學；平版電腦在數學領域

的使用，以統計圖表為例等等。當時我在想如果可以建構一個平台，把這 16所國中小所研發

的作品整合起來，讓有需要的親、師、生只要透過這锢平台，就可輕鬆鏈結運用這些優質的

創新作品，所以研究者建置了「e化精靈~導師的魔法棒」網路平台，成功的縮短使用者搜尋

的時間與提高使用的次數。 

為人師者，不但要給孩子們一條魚，更需要的是教會學生把魚釣起來。雖然在不同的學

科有不一樣的學習方法，但在教學過程中，老師必須提供有效的學習策略與方法，要求學生

們逐步的做到，並適時、適度的給予引導，培養正確的學習習慣，指引學生們在娛悅的學習

氣氛中，受到肯定、鼓舞，進而樂在學習中。 

謝新傳(2001)對於剛踏入國中的新鮮人做過調查，發現約有 90%的學生對於數學的學習

態度是期待又覺得新鮮，可是到了八年級其同樣的學習態度只剩 30%。研究者在教育現場中

也發現，有極大部份的學生，讀書的目的只是為了評量的分數，正因為如此，孩子學習的動

力愈來愈薄弱，到學校學習並不快樂。所以研究者擬定了三年研究計畫，探討「國中數學學

習地圖建置及其檢測、補救教學行動學習之研究」。 

第一年(104)探討「運用心智圖技巧繪製學習地圖融入數學領域教學對學生學習成效之

研究」。 

「為什麼表現跟潛能差異懸殊?」東尼〃博贊(Tony Buzan)在心智魔法師上一書提出見

解：儘管有越來越多的佐證，還是有很多人對於頭腦的潛力存疑，同時提出多數人的表現作

為反證，為了反駁這樣質疑，我們進行了問卷調查，用來深入了解這個重要器官無法被充份

應用的原因。問卷內容節錄如下，至少有 95%的參加者回答了以下的答案。 

「在學校的時候是否學到任何有關頭腦的知識?頭腦的功能可以幫助您學習，記憶或思

考嗎?」沒有。 

「曾經學到過記憶的功能嗎?」沒有。 



「學過特別且進階的記憶技巧嗎?」沒有。 

「學過眼球在學習時如何發揮功能嗎?如何讓這項知識成為你的優勢」沒有。 

「學過讀書技巧和這些技巧應用在不同學科的方法嗎?」沒有。 

「學過注意以及如何在必要時能集中注意力嗎?」沒有。 

「學過激勵、激勵對能力的影響，以及應用激勵技巧的好處嗎?」沒有。 

「學過關鍵字句與概念的特性，以及如何應用在整理筆記和想像力上嗎?」沒有。 

「學過有關思考的知識嗎?」沒有。 

「學過有關創造力的知識嗎?」沒有。 

看到這裡，答案應該很清礎了。外在的表現之所以比不上我們最基本的潛力，是因為對

於自己認識不清，或者說是對於如何應用內在潛能一無所知。「運用心智圖技巧繪製學習地圖

融入數學領域教學對學生學習成效之研究」，兼顧教學的彈性與多樣性，達到個別化、適性化

的教學目標。而在教學場域中，相較於傳統講述教學法，繪製學習地圖教學法，不僅可以落

實多元評量、提高學生的思想層次、學習動機、師生互動、學習成效等，更能強化教師教學

成效及提升學生學習成就。另從本研究之結論得知：本實驗教學規劃得宜，教學策略運用得

當，所以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即使起初有些微的困難，但經過教師預先設計程度適切的教材

說明、指導、觀摩與充分練習，且在融入過程中，給予適當的鷹架，讓學生按部就班學習後，

便能改善。另外教師更針對學生需求與反應，解決學習過程中所產生的困難與挫折，培養學

習的信心、興趣與動力，進而強化學生的學習態度，有效提高了學生的學習成效。 

第二年(105)研究「IWSQA(索引、觀賞、摘要、提問、評量)蜜蜂式教學法之研究，

以國中數學領域為例」。 

IWSQA蜜蜂式教學法之理念：取自笛卡兒的比喻，像蜜蜂釀蜜一樣，能夠主動獲取知

識，吸收轉化為己用。 

IWSQA蜜蜂式教學法之設計：分析了三十七種教學法、十八種教學評量，十九種數位

教學平台與有效教學等文獻，設計單元課程包含了：課前增能、索引、分享討論與回饋、

強化學習方案、學習評量與師生角色互換等。 

設計 IWSQA蜜蜂式教學法之原因： 

一、雲端可用的資源很多，需要合宜的教學法便利親師生下載、運用。 



二、符合自主、彈性、快樂、有效的學習目標，可以培養孩子帶得走的能力。 

三、教學現場對於補救教學較重視方法，授課內容與執行模式比較缺乏。 

四、引導學生從「被動接收者」轉變為「主動學習者」，甚至成為「教導學習者」。 

五、從學習金字塔中可以瞭解，學生的學習以能夠轉教別人的效果最好。 

IWSQA蜜蜂式教學法之推行：本研究所設計之教學法，能達到教師輕鬆備課、掌握課

程進度、內容學習精熟等基本條件與師生角色互換，重燃學生的學習熱情等目標。建議教

育當局藉力使力，翻轉教室，透過「教學輔導團」編制，廣邀各地有熱情的老師認養，以

國中數學來說，七、八、九年級的課程內容共有六十五個單元，全台只要有六十五個老師

願意幫忙，每人負責一個單元，短時間內就可以把「雲端老師」建置起來。而當「雲端老

師」建構完成之後，提供帳號讓親師生免費下載、運用，並設一平台，接受使用者的建議

與補充，如此一來 IWSQA蜜蜂式教學法之「雲端老師」的教材內容就會愈精進，能量也會

愈來愈充足。 

第三年(106)「蜜蜂式教學法運用於自主學習之研究，以體育班(棒球專長)數學學習

為例」 

台北酷課雲、均一、磨課師…等網路平台，整合了教育相關數位資源，並支援不同

的學習模式，創新完整的開放式課程與數位學習型態，提供學生線上進修與自學課程。值

此複雜多變的知識社會，終身學習實不可或缺，而在大多數的學習早已跳脫課堂與教室之

制式形態與限囿的前提下，推展自主學習與針對自主學習規劃提供支援，即為成功落實檢

測、補救教學與終身學習的關鍵之一。 

事實上，透過學習地圖與自主學習之能力建置，可以有效運用於國中數學領域之檢

測與補救教學，尤其面對當前進展日新月異之網路傳播科技所造就的開放學習環境與氛圍，

更突顯出自主學習之於個人的重要性，以及持續開發和提升個人學習自主是有其必要性。

故本文將就自主學習的內涵與歷程模式，進行重新界定及剖析，冀能以研究者自己所創新

設計出「IWSQA(索引、觀賞、摘要、提問、評量)蜜蜂式教學法運用於自主學習之研究，

以體育班(棒球專長)數學學習為例」，除有效提昇個人的學科素養與學習的主動力外，另

結合學習地圖之建置，達成其檢測、補救教學與提升數學學業成就之目的。 



雖然體育班(棒球專長)裡有很多孩子，因為專長訓練與比賽的關係，壓縮了孩子正

常學習的時間與環境，小學的基本能力建構不足，直接影響了孩子的課業，衍至升上國中

時對學科的信心與成就都明顯不足，學業表現也明顯落後。小學的數學以直觀為主，看得

見的真實問題，覺得對就好，不太需要證明，過程也不會太長，所以孩子只要多花一點時

間練習，程度落差不會太大。反觀國中數學，則引進較多的符號系統，開始出現一些生活

中不易印證的內容，有少許的證明，也出現一些規則，需要用推理來解決問題，所以需要

更多的時間來理解概念、思考問題與學習的方法。但實驗組在經過四週的「蜜蜂式教學法

運用於自主學習之研究，以體育班(棒球專長)數學學習為例」後，後測在七年級第一次的

數學領域學業成就測驗中總平均 77.4，僅落後控制組 3.6分(81)，比較前測(新生入學測

驗:實驗組:60.28，控制組:81.46分，落後了 21.18)，明顯進步很多，顯見運用蜜蜂式教

學法運用於自主學習之研究，將所遇困難使用研究者所研發之數學小教室與筆談教學法補

強、修正調整後，對學生的學業成就的確有很明顯的提升，是一項有效的學習利器。 

關鍵字: 自主學習；教學法；未來老師；翻轉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