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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班級經營工作很重要，教師需有策略去處理班上的事務，並促進每位學生潛

能得以充分發揮。特殊學生入班的班級經營，教師容易陷入教學困境。本文提供

學習共同體為班級經營之教學法，分享自身實施後的實務經驗，提供教育先進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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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lassroom management is very important. Teachers need to have strategies to 

handle class affairs and promote the full development of each student's potential. In 
classroom management where special students are admitted, teachers can easily fall 
into teaching difficulties. The article provides a learning community-based teaching 
method for classroom management, shares the author’s own practical experience after 
implementation, and provides an advanced reference fo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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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班級經營工作相當重要，教師除了安排

教室環境、訂出適合的班級規範、擬定教學計

畫與實施、管理學生事務等日常工作，更需

要運用有效的溝通技巧，促使學生參與班級

活動與互助合作（吳耀明，2004）。再者，吳
耀明（2005）更提及班級經營策略之內涵，包
括五個層面：培養班級凝聚力、建立舒適安全

的教室環境、培養學生自我認同感、激勵學生

內在學習動機和建構良好班級常規。因此，班

級經營就是學生遵守規範，教師利用適當有效

的方式，處理班級中的人、事、時、地、物等

事務，藉以建構良好的班級氣氛，發揮有效

教學，達到教育目標的一個過程（吳明隆，

2006）。班級不像家庭是單純且互惠的團體，
它富含複雜本質，所以班級經營方式與師生互

動關係，就顯得特別重要（吳明燁、周玉慧，

2009）。而教室又潛藏著眾多實用的智慧，例
如：班級領導、班級經營等，皆需透過有系統

地學習和大量訓練，才能具備良好能力，才

能進行具創新性的班級經營（陳木金等人，

2010）。歸納前述可知「班級經營」是一項複
雜且影響學生甚鉅的任務，它與學生學習行

為、學習態度、學習成就以及人格發展有著密

切關係。教師需有計劃的去處理班上的事務，

並促進學生的潛能充分發揮。是以，無論在教

學、班級氣氛或學生行為經營方面，教師需對

班級經營策略瞭若指掌，才能採取最適當的策

略來領導班級、帶領整個班級氣氛，達到最成

功的教學。

特殊學生入班的班級經營，教師容易陷入

教學困境。教師對於特殊學生的情緒不穩、行

為不當，更需花費心力去溝通。因此，教師採

取適當的班級經營策略，才能做好整個班級經

營。從蔡宜潔與陳思帆（2013）研究受虐兒生
活適應的班級經營策略中，當教師處理不適當

行為，或處理受虐學生極大情緒時，若教師情

緒越平穩，學生對教師管教及輔導接受度會更

高。因此，教師必須先將自己的情緒調整好，

才能以更客觀、更理性的態度，平心靜氣地輔

導特殊學生。在張鳴芳（2014）研究亞斯伯格
症學童融入班級的實施策略中，特殊學生在普

通班接受教育，已是世界潮流，融合教育能提

供他們與其他同學在行為以及語言上互動的機

會，藉以增進其行為能力。透過入班特殊教育

宣導活動，讓普通班學生可了解亞斯伯格症學

生，促進彼此接納與學習。鼓勵特殊學生參與

社團與競賽、親師互助合作之下，創造多贏局

面。另外，周思憫與陳淑瑜（2019）研究班級
性領域課程融合活動實施歷程，特教老師主動

尋求普通班以二至四年級學生加入融合活動。

特教老師依據特殊生能力參酌課綱來設計課

程，課程內容以融合體育課與融合美勞課為多

數，讓特殊學生預先練習課程內容，並事先進

行特教宣導。在活動中，請普通學生擔任小天

使，在課堂中協助特殊生完成活動；教學中巧

妙分組，讓特殊生平分在普通學生之中，課程

也結合個別化調整原則。經過兩學期的融合活

動，普通班學生學會協助特殊生參與活動，注

意他人需求，對同儕包容力亦有所提升。實施

融合活動後，普通班學生也會學習提醒並協助

特殊生，在耐心與同理心皆有所進步。

國外研究中，Oliver與Reschly (2010) 研究
特殊教育老師對於行為失序的特殊學生之班級

經營策略，需要積極監督學生、訂定課堂規

矩、鼓勵學生參與學習活動、獎勵學生良好行

為、營造和諧班級氣氛等。而面對特殊學生在

課堂突如其來的干擾，毫無準備且毫無選擇教

學環境是教師面臨教育現場的一大衝擊。對初

任教師進行在職培訓，提高班級經營技能，可

減輕教師在教學現場的不安以及承受的打擊，

對教學現場的教師或教育特殊學生皆有助益 
(Dicke et al., 2015)。對於特殊學生的教導，需
要多關心他們，對他們要有耐心，有助於師生

間的教學與日常互動。綜上可知當特殊學生入

班的班級經營策略除了關懷他們、輔導他們、

獎勵他們，教師培養特殊教育的能力亦為必備

要件。教師具備更豐厚的班級經營應變措施，

更能產生良好的班級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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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臺灣或國外研究，特殊學生入班的班

級經營往往帶給教師許多困擾。融合教育是現

代期望的教育模式，認識更多群體，讓他們有

機會學習社會化，促使他們慢慢融入班級、適

應學校生活。並鼓勵他們多參加社團和比賽，

取得佳績藉以增強自信心。良好的班級經營策

略可以使特殊學生學習成效提高，激勵學生內

在動機，達成既定教學目標。特殊教育的培訓

更可讓教師更有能力去面對與解決困難，關懷

輔導特殊學生邁入學習正軌，因應學生突如其

來的舉動，應平心靜氣主動積極輔導，讓他們

越來越好。此外，教師多花心思了解特殊生的

心理需求，理解他們的不同，幫助他們融入班

級中，多運用鼓勵的班級經營策略，做好更棒

的班級經營。

吳明隆（2013）認為在社會整體發展脈
動，因應時代潮流的變遷，產生新世代教育革

新，如：開放教育、以學生為主體的革新精

神，因此班級經營所需的知能和實踐策略值得

深究。隨著時代不斷進步，科技融入教學、融

合教育下的特殊學生班級經營，班級經營模式

不可能維持不變，因此研究班級經營領域仍具

價值性。融合教育是臺灣特殊教育的重要發展

趨勢，融合教育由「人權」、「多樣性價值」

和「每位學生皆為學校一份子」這三個核心概

念所組成 (Taylor & Sidhu, 2012)。而且融合教
育提供學習機會給所有人，使所有學習者皆能

參與課堂生活，學生在學習上的困難是教師的

專業挑戰，並非學習者的缺陷不足，這種觀念

變得相當重要 (Florian, 2014)。在人權議題與
教育改革浪潮的影響之下，融合教育使身心障

礙者受教權更受到關注，不能將特殊學生排除

在外。陳怡君（2020）亦論及十二年國教所求
的融合教育為端視學生個體特殊需求，教師在

教學上提供最多支持以及最少限制，不應區分

普通學生或特殊學生，也不因其優勢或弱勢而

有不公平對待，希望每位學生成為具備社會適

應能力以及擁有應變能力的終身學習者。因特

殊學生進入普通班融合一起儼然是時代潮流，

前言說明多種班級經營實施策略，教師可運用

適當的班級經營策略，讓特殊生融入班級中。

然，本文最主要目的在以學習共同體為特殊學

生班級經營之教學法的實務經驗分享。首先，

闡述學習共同體相關論述；其次，提出學習共

同體教學實施步驟與經驗分享；最後，提出全

文之結語。

貳、學習共同體相關論述

學習共同體是由日本學者佐藤學提出，

活動式課程透過三個哲學觀點：公共性哲學、

民主主義的哲學與追求卓越的哲學來設計。課

程核心是協同小組學習，小學一年級是全體共

學，或是兩人一組的學習模式。值得注意的是

低年級學生精力充沛，因此教師對學生音量要

壓低，需要柔和與輕聲細語，藉以柔軟孩子的

心田，充滿教師細膩關照的課堂，才是培育低

年級學童知性的關鍵。直到小學三年級以上就

以四人小組一起來上課共同學習。藉此希冀大

家皆參與學習，不放棄任何一位學生；為追求

更高學習品質，利用四人小組模式，可激盪更

多學習火花。論及「協同學習」，乃是希望師

生之間及學生間的關係建構於「信賴」與「團

體」的基礎，在協同小組中，不使用「小老

師」這稱呼，因小老師隸屬於照顧關係，而非

相互學習關係。在學習共同體中，強調每位學

生存在價值皆相等。協同小組的「互相學習」

更講求平等、溫柔的對待關係。因相互學習關

係，對低學力的學生而言，更具學力向上的關

鍵（佐藤學，2012）。
再者，學習共同體是實現「協同學習」

的基礎，建立在互相學習的關係，而互相學習

關係又是需建立在「相互聆聽」的基礎之上。

班級中最需要協同學習的是低學力學生，然而

這類學生往往只憑藉個人努力，反而一直遭受

挫敗，因此必須引導低學力學生培養向同學

請教的習慣與自信心。談及「協同學習」在小

組活動及討論中最能有效發揮，亦能開展「伸

展跳躍」的學習。唯有小組順利討論，才能促

使每位學生願意投入，透過協同學習，解決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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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無法解開的問題，實現「伸展跳躍」學習。

師生間透過信賴與互動，以協同學習為基礎，

班上任一個學生皆可發言，不怕失敗、不會孤

單無援。教師在上課過程中，應減少個人觀點

的發言，且發言時機必是有助小組順利討論的

關鍵時刻。透過協同小組援助，可解決個人無

法解開的疑點。另外，從討論中亦可培養自

身的自信，追求屬於自己的卓越性（佐藤學，

2012）。
綜上可知，特殊學生或為較低學力的一類

群，若可使用學習共同體來作為班級經營的教

學法，應該會使他們更有自信。且透過相互學

習，學生們互相欣賞，更可截長補短，教師可

達成更成功的教學過程，締造師生間的雙贏互

惠局面。

參、 學習共同體之教學實施步驟
與經驗分享

研究者擔任過國小代課老師，運用學習

共同體在一年級的生活課程與六年級社會課程

中。以下就學習共同體的教學實施步驟與教育

先進分享實務經驗。

接續說明實施步驟，實施學習共同體之

前，與學校教師先共同備課，給予學生哪些核

心概念與學習力先討論清楚，將學生可能迷

思的盲點也一併列出，最後產生教案。教學

過程中，桌椅編排方式以男女為一組，前後各

一桌，生活課是美勞創作，該節課程題目訂為

「我是小小藝術家」，說明上課理念與想法

後，請小學一年級學生開始創作。學生皆以輕

聲細語聆聽同桌夥伴的想法，然後互相利用圓

點貼圖來協力完成作品。班上的特殊學生有輕

度學習障礙及學習遲緩，但這三位特殊學生透

過同儕幫助，也能融入其中，大家互相尊重且

信賴對方，特殊學生亦能有自信與夥伴討論內

容，最後跳躍思考題是以彩色筆再加以描邊或

添上色彩，加上作品名稱，即完成創作。請各

組學生上臺來分享其構思，拍下幾張照片做後

續討論之用。實施學習共同體在一年級學生身

上，最難得的是互相傾聽這件事，剛開始大家

都很大聲去述說自己的想法，互不相讓，教師

需要訓練幾次之後，使其降低音量，才能循序

漸進的產生信賴感，因為有這次的教學經驗，

讓研究者得到寧靜教學的美好。因生活課程是

較為輕鬆的課，且實施學習共同體教學法在一

年級學生身上，主要是訓練學生先傾聽他人的

想法，故學習成效是需要逐漸累積而來的成

果，這一點特此說明。

教授六年級社會課，課程為「日治時期的

經濟發展」。首先宣讀班級規則，六年級學生

的座位編排是利用撲克牌四種花色，將學生分

布在四個位子上，兩兩相對，才能相互低聲傾

聽和寧靜討論。班上一位多重障礙學生，尤其

情緒不穩，又常自言自語，要讓此學生先靜下

心來，教師必須先將自己的心靜下來，才能進

行輕聲細語的寧靜教學。上課前已將社會課章

節的核心教學目標和重點讓學生在家預習，學

生會作出心智圖，且已有先備知識。例如：瞭

解日治時期，總督府在臺灣的各項經濟建設措

施；探討日治時期，日本統治的企圖與貢獻；

瞭解日治時期，總督府在臺灣的資源開發情形

等。上課中只需專注與同學討論，闡述各組的

知識分享，大家傾聽他組的答案，相互學習、

相互欣賞不同的腦力激盪。而特殊學生偶爾

也會迸出幾句令人驚艷的答案，讓同儕不可思

議，皆為其學習進步給予鼓勵與支持。經過幾

次的上課經驗，特殊生能融入各組的討論中，

其他學生亦可知悉他人的不同優點。大家互相

學習，以期更好的班級轉變。

以下為高年級學生給予授課教師的問卷回

饋重點摘要：

（一）你喜歡學習共同體的協同合作學習

嗎？為什麼？

喜歡學習共同體。這個學習方式一方面

讓同學間的感情與默契愈來愈好，另一方面也

讓學習多元化；透過小組討論可以和同學交換

意見，得到不同的知識，了解同學的想法，從

中發現同學的優點；大家集思廣益，意見不同

時，會相互包容，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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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以民主的方式來得到答案。

（二）這種學習方式對我的幫助或影響？

學習共同體的方式讓我可以學習別人的

長處，發現每人都有其優點，也能讓自己動動

腦。跟同學一起討論，不讓自己的想法被限

制，激發出不同的思考，也增加很多知識。另

外，功課上進步許多，學習變多元化，同學間

的情感更濃厚了。

（三）你覺得和過去的學習有何差異？希

望繼續實施嗎？

過去的學習方式較為呆板，多填鴨式教

學。想法常被課本上、書本上、老師說的所制

約住。現在透過討論可以自由表達想法，也可

以傾聽別人的思想，進而充實自己。

實施共同體後，知識都有真正的吸收，不

再一知半解。以前自己一個人答案都想不出，

現在學到的知識很多且很棒，大家聯想力真豐

富。希望繼續實施，每天都期待上學，因為

很有趣，而且發現每個人臉上都充滿著燦爛

笑容。也可將此方式實施在國中、高中、補

習班。

希望教師們可以利用學習共同體為班級經

營之教學法，讓特殊學生也可與同學夥伴共同

討論，建立起更多自信心。其餘學生也可從特

殊學生身上，領略人各有其優點，互相學習。

最後，觀課教師給予上課教師回饋，經過每一

次的備課、觀課、議課，循環多次，將更駕輕

就熟，亦不畏懼被其他教師觀課。

肆、結語

實施有效的班級經營策略，建立融合的班

級氣氛、激勵學生的學習動機、運用適當的教

學法、提高學習成效，以求達到成功教學。面

對特殊學生進入普通班就讀，不應排斥他們，

教師可利用多元文化的包容尊重與同理心，

引導學生改變想法、換位思考，讓學生願意

站在他人立場著想，嘗試與特殊學生相處，發

現其優點、共同成長、互相學習。在教師引領

下，做好融洽的班級氣氛，增加知識與能力，

學習共同體肯定每位學生積極行為，相輔相成

之下，學生更願意投入班級活動中，展現出更

具團結凝聚力。而採用學習共同體的實踐需要

耐心與徹底實施，這個教學方法強調特殊學生

在班級之中存在的價值以及得到同學溫柔的對

待。在寧靜的氛圍中，每位學生皆能發言、輕

聲細語和同學討論，彼此尊重與相互關懷，特

殊學生更能自在地融入班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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