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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研究採用準實驗研究法來研究國中綜合活動領域的教學，研究的組別分成人造物

鷹架組及同儕鷹架組，將鷹架視為支持學生學習的教學策略。結果顯示在不同的鷹架

策略，兩組學生的學習成效都顯著提高，顯示學生在鷹架的支持系統中，學習成效能

產生正面的效益；而在最後一次上課進行鷹架的撤離，結果也呈現鷹架概念中學生學

習責任轉移的效果。分析結果也發現同儕鷹架組的學習成效皆優於人造物鷹架組，因

此建議教師在綜合活動學習領域的教學現場若要採用鷹架教學策略，或許可以同儕鷹

架的方式為主軸，輔以其他鷹架的支持。但若要深度了解學生的學習反應，或自我調

整的方式，未來研究可以透過質性研究的方式來了解。 
 

關鍵字：近側發展區、鷹架、綜合活動學習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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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鷹架」是建築房屋時作為輔助的支架，不僅是讓建築物在完成的過程中給予支

撐，也是讓建築工人能夠站立在鷹架上施工的重要工具。在「鷹架」學習的教育譬喻中，

學生被視為正在成長、茁壯的建築物，而教師和成人則是在旁支持學生學習、引導學生

成長的鷹架。 
鷹架概念源自蘇俄心理學家 Vygotsky 所提出的「近側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ZPD），再由 Wood、Bruner 和 Ross（1976）提出當成人或專家在學習者的

近側發展區內提供學習的鷹架（scaffolding）；鷹架理論通常也被歸納為建構式的學習理

論，此理論的運用認為知識是個體主動去建構的、強調情境脈絡及社會互動對知識建構

的重要、運用教師及能力較佳同儕的鷹架作用、重視在真實情境評量學習表現等（簡淑

真，1998）。 
九年一貫自 2011 年正式施行至今，其內容涵蓋七大學習領域及相關重大議題，並

指出「學習是自我與外在世界不斷互動與對話的結果」，學生應該積極瞭解自我與發展

潛能。其中，綜合活動學習領域常運用分組教學的活動方法，其領域內涵在「引導學習

者透過體驗、省思與實踐的心智及行為運作活動，建構內化意義與涵養利他情懷，提升

其自我發展…」（教育部，2008）。因此，在九年一貫及綜合活動的理念中，都闡明學習

者的主體性，透過主體在外在世界中的學習、體驗再建構內化的知識系統。 
鷹架理論被廣泛運用在教學中，國內外也有許多相關的研究，雖然我國在語言與學

習、語文教育、科學教育、數學教育等方面都有鷹架的相關研究，但實證研究的研究對

象也多為幼兒或身心障礙者（李淑娟、張麗芬，2009；林汝軒，2012；侯天麗，2012；

陳昇飛，2010；陸錦英，2009），在國中階段或者是綜合活動學習領域課程方面卻缺少

相關研究。綜合活動學習領域的教師在教學上，常使用遊戲或活動、分組學習、問題解

決的方式來進行課程（丘愛鈴，2006），其中都隱含了使用鷹架教學的概念；學生在活

動與他人一起「從做中學」，從分組合作中利用同儕鷹架的方式不僅達成教學的成效，

也培養利他的情懷。因此，本研究試圖彌補從鷹架概念到綜合活動學習領域課程研究的

不足之處。 
本研究運用準實驗研究法，利用鷹架的概念設計國中綜合活動課程，將鷹架視為支

持學生學習的教學策略（Puntambekar & Hübscher, 2005），研究組別分成人造物鷹架組

及同儕鷹架組，透過聖誕節的主題課程，運用分組、繩結運用及編織技巧的概念來實施。

本研究的鷹架概念認為鷹架在於支持學生的學習，並希望藉由學生的學習成效來探討運

用不同鷹架所產生的結果，以及探討從事鷹架教學於綜合活動課程的看法。本研究的鷹

架教學主要分成人造物鷹架與同儕鷹架，研究目的如下： 
1. 了解鷹架教學在綜合活動課程中是否對學生學習成效產生正面影響。 
2. 了解人造物鷹架與同儕鷹架在綜合活動課程中學生學習成效的差異。 

貳、文獻探討 
因本研究採用準實驗法於綜合活動學習領域中採用鷹架概念的教學策略，因此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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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綜合活動學習領域的教學，接著再探討鷹架概念的意涵及其理論與教學運用，並分

析鷹架理論的相關實證研究。 

一、綜合活動學習領域與教學 

（一）綜合活動學習領域的理念 
教育部於 1998 年公布「國民教育階段九年一貫課程總綱綱要」（教育部，1998），

並於 1999 年開始試辦此新課程，國民中學於 2002 年開始分階段正式實施，九年一貫以

「課程綱要」的方式代替傳統的「課程標準」，強調培養學生十大基本能力，重視學習

領域的課程統整，希望因此能具體實踐課程鬆綁的教改主張；新課程將原有的學習內容

整合為語文、數學、社會、自然與生活科技、藝術與人文、健康與體育、綜合活動等七

大學習領域，綜合活動也是一項新的課程概念。 
九年一貫綱要經過歷次的修訂，有 90 年暫綱、92 年課綱、97 年課綱，雖然歷次綱

要變革的內涵有所差異，但是綜合活動的內涵在於「跳脫傳統教育背多分、填鴨式的學

習桎梏，透過綜合活動的學習，使學生在活動中真正體驗教育意義，培養基本倫理觀、

感動的心、因應社會劇烈變化的實踐力、反思、批判建構、解決問題等帶得走的能力瞭

解社會脈動，體驗社會現實，進而關懷社會與環境，願意貢獻社會，表現出此課程之本

土性、國際觀與現代性」（洪久賢、蔡長艷，2004，頁 58）。 
綜合活動學習領域強調知識的統整與學習，透過課程及活動讓學生體驗、省思與實

踐，來引導學生建構與內化習得的能力，其範圍包括符合綜合活動理念之輔導活動、童

軍活動、家政活動、團體活動、服務學習等活動，以及需要跨越學習領域聯絡合作的學

習活動（教育部，2008）。 
雖然十二年國教於 2014 年正式實施，並以「核心素養」取代「能力指標」，但丘愛

鈴（2015）認為綜合活動領域是十二年國教「適性揚才、多元進路」的全人教育，能從

綜合活動的課程中，藉由體驗學習來建構學生內化的意義和價值觀，並能培養學生終身

學習所需要的生活智慧和能力。 
（二）綜合活動學習領域的教學 

張景媛（2003）認為「綜合活動領域強調以學生為中心（student-centered）的課程

與教學，關注學生在主動參與的學習活動中建構意義的心理歷程和學習策略。」（引自

蔡尚儒、黃毓婷，2016）因此，綜合學習領域的課程設計應該考量學習者的生活情境，

結合生活中所需要的技能、態度和情感，配合社區或學校活動、節日慶典或其他特殊事

件等來規劃學習內容，並運用多元的教學策略來引發學習者的學習成效。 
綜合活動學習領域強調體驗、省思及實踐，歐慧敏（2005）探討多元智慧理論在綜

合活動學習領域的教學應用，認為此與多元智慧理論中的人際智慧、內省智慧、與自然

觀察者智慧非常相近；而多元智慧理論落實在綜合活動學習領域中，除了重視學生的個

別化之外，更應該鼓勵學生參與與體驗、擔負起自己的學習責任。另外，林如萍（2007）

透過「統整」落實「生活應用」，掌握綜合活動中的「活動課程之精神」，讓活動「內容」

與活動「方式」交互作用，並以綜合活動中「生活實踐、體驗意義、個別發展、學習統

整」作為教學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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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來說，綜合活動學習領域比其他學習領域的範圍廣泛，且可進行跨領域的統整

與學習，或將議題融入綜合活動學習領域的課程概念中，但如學者所提示的，教師應該

設計以學生為主體的課程，不只是擔任課堂中知識的傳授者，應該適時的了解學生學習

狀況並調整，讓學生能從課堂中體驗、在生活中實踐。 

二、鷹架教學的理論核心概念 

（一）近側發展區 
近側發展區（ZPD）是由蘇俄心理學家 Vygotsky 提出，學者間各有不同翻譯，如趨

近發展區間、近端發展區、鄰近發展區、最近發展區、可能發展區等；本研究以「國家

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的近側發展區為翻譯詞（丁振豐，2000）。 
Vygotsky 認為兒童的發展並非是從一個點到另一個點，而應該將兒童發展看成是一

種連續性的行為，因此他才用區（zone）這個詞來強調兒童的發展（Vygotsky, 1978）。

他的論點中認為兒童的發展有兩個階段：實際發展階段與潛在發展階段，實際發展階段

就是兒童目前所應該具備的能力，潛在發展階段則是指兒童在成人引導或與其他能力較

高同儕的合作下能夠解決問題的能力；而這兩個階段之間的差距就是「近側發展區」

（Vygotsky, 1978）。 
Vygotsky 認為傳統智力測驗的功能是有限的，只能測出靜止、僵化的能力，而且測

驗的方式完全不考慮兒童之前所受的教育或其他社會支持所造成的結果，同時也不考慮

兒童每天面臨社會環境而不斷變化的心智。他認為傳統智力測驗只能測出實際發展階段

的部分，但實際發展階段的心智發展概念是回溯的、過往的，但近側發展區的心智發展

概念是前瞻的、具未來發展性的，因此，近側發展區可以說明那些尚未成熟但是正處於

成熟過程的功能，使我們能夠描述兒童不久的將來及其動態的發展狀態（李長燦，2003）。 
Vygotsky 以兒童是持續成長的觀點來建構兒童的認知發展，當成人或能力較高的同

儕在兒童的近側發展區中給予協助，雖然現在需要以合作的方式才能完成的事情，未來

兒童就可能可以獨立完成（Vygotsky, 1978），也就是說雖然兒童現在處於近側發展區，

但或許不久的將來就能處於實際發展階段。因此，Vygotsky 認為發展和培養技能最有效

的方法，就是成人或能力較高的同儕在近側發展區中協助兒童；在學校中，教師因學生

能力的不同而提供不同的協助，在師生互動過程中更了解學生的能力，從中適時提供協

助使其達到更高層次的發展，這樣經由教育去創造的學習歷程中，讓學生從實際發展階

段提升到潛在發展階段。 
Vygotsky 提出近側發展區的概念在教育上有兩大意義：（1）使教師注意的焦點從學

生的實際表現轉移到學生的潛能；（2）強調學習或教導對於發展的正面功能，為教導學

生的必要性提供理論的根據；然而，Vygotsky 並未做具體的說明要用何種方式協助兒童

才能使其達到潛在的發展層次，因此後來的學者們提出不同的詮釋，並以不同的方式應

用在教學實務上（李長燦，2003）。 
（二）鷹架 

「鷹架」（scaffolding）概念一詞雖然源自於 Vygotsky 提出的近側發展區，但卻不是

Vygotsky 提出，而是由 Wood、Bruner 和 Ross 於 1976 年以「鷹架」的概念來分析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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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兒童互動的情境而提出。 
Wood、Bruner 和 Ross（1976）提出成人或專家在近側發展區內提供鷹架時，雖然

目標或任務沒有改變，但學習者因為接受他人輔助而有更高階的表現；漸漸的，當學習

者接受輔助的程度減少，學習者也將承擔更多的學習責任。「鷹架」是一個概念但也是

一種隱喻，用來比喻成人或能力較高的同儕協助學習者完成超過其能力的任務歷程。 
Palincsar 和 Brown（1984）認為鷹架是一種在近側發展區中教師對學生所提供暫時

性的支持；Dyson（1990）認為鷹架的意義應該包含「垂直」與「水平」兩個層次：垂

直鷹架是將學習內容配合學習者的意圖與需求加以結構化處理，並在教學互動中鼓勵學

習者認知的複雜化，以培養其應用能力；水平鷹架則強調教師的支持與學習內容應配合

學習者的社會背景和經驗，而非孤立的教學支持（引自徐椿樑，2000）。 
黃雅萍（2007）提出從傳統鷹架的概念轉化到學習成效的概念具有幾個面向：（1）

從鷹架能讓建築物順利完工，轉化到教學輔助是「鷹架」能讓學習者成功學習；（2）鷹

架能讓建築物的架構延伸和擴展，轉化到教學輔助是「鷹架」能讓學習者順利從學習中

得到的舊知識擴展到新知識；（3）鷹架在建築物完成時的撤離，轉化到學習者受到輔助

的「鷹架」撤離後能自行學習。 
（三）鷹架與教學 

最早提出鷹架概念的 Wood 等人（1976）提出六種鷹架支持的類型，包含喚起學習

者的興趣、減少自由度（簡化問題）、讓學習者保持對目標或任務的方向、對學習者指

出關鍵特質、對學習者挫折的掌控、提供示範等，而這些鷹架的支持主要來自成人專家

（多數為家長）與孩童之間的互動。 
第一位將鷹架概念運用於班級教學的為 Cazden（Pol, Volman, & Beishuizen, 2010; 

Stone, 1998; Smit, van Eerde, & Bakker, 2013），就像家長用語言和遊戲來引導孩童早期語

言的使用和問題的解決，她認為教師在課堂間的不斷提問與引導，也可用鷹架概念作為

隱含的教學策略；另外，她也提出了「小組鷹架」（group scaffolds）的概念，認為小組

鷹架對於全班式的鷹架教學可能是好的方向（引自 Smit, van Eerde, & Bakker, 2013）。 
Hogan 和 Pressley（1997）指出進行大班教學時，建構鷹架時因為學生人數多可能

構成多樣的「近側發展區」，增加「鷹架」支持的難度，且學生的學習進程難以一致（引

自簡錦鳳，2008）。在這種情況下，Stone（1998）提出了兩個解決的方法：一是進行分

組教學，小組內提供鷹架讓學生學習，但這樣仍可能會面臨近側發展區多樣化的問題；

二是提供學習工具，如電腦輔助軟體或學習單作為學習的鷹架，雖然這樣的方式仍可視

為鷹架的一種隱喻，但卻無法讓教師與學生互動，或有同儕互動的本質；不過他更認為

鷹架的教學隱喻應該成為教師一系列的教學策略之內涵。Lange、Costley 和 Han（2016）

探討鷹架與小組合作學習的概念，透過結構化的小組參與與同儕鷹架，能讓學習成效更

好，並能提升學生的參與感。 
不僅是 Stone 提出小組學習和學習工具等不同鷹架的概念，Palincsar（1998）也認

為當初 Vygotsky 近側發展區的概念不僅包含人際間的互動，應該還包含學習者與人造物

鷹架的部分。Puntambekarc 和 Kolodner（1998）更提出應該在課堂中設計分佈式的鷹架

（distributed scaffolding）課程來支持學生學習，利用不同面向的鷹架讓不同近側發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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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生學習得更好。 
我國學者陳定邦（2003）則根據鷹架支持的來源，將鷹架分成教學者鷹架及同儕鷹

架兩種。而謝州恩（2013）討論人與人造物鷹架之間的異同，認為兩者都可以提供文字、

圖像或語言、動作的協助，也都是為了讓學習者達成學習目標；兩者相異之處如：（1）

人造物鷹架較穩定，人的鷹架較不穩定；（2）人造物鷹架經由設計後較不易產生錯誤，

人的鷹架則較不一定；（3）人造物鷹架是之前先設定好的，人的鷹架則不一定；（4）人

造物鷹架偏重文字，人的鷹架偏重語言；（5）人造物鷹架較呆板，人的鷹架較有變通性；

（6）人造物鷹架無法得知每個人的 ZPD，只能透過事前規劃設定，人的鷹架則要看教

師或同儕對教學對象的瞭解程度而定；因此，人造物鷹架無法隨時調整或整合，人的鷹

架則有辦法隨時整合；（7）人造物鷹架較難監督學習者學習，人提供的鷹架在監督上較

迅速、直接。 
除了探討鷹架的來源之外，以及鷹架的不同形式，鷹架教學中重要的步驟應該就是

最後的責任轉移，Pearson 和 Gallagher（1983）認為鷹架責任轉移包括三個階段：教師

的責任、師生間的責任、學生的責任。Stone（1998）也認為鷹架隱喻的核心功能在於責

任的轉移，因為建築鷹架的目的就是讓大樓最終能自己站好，所以責任轉移的機制在鷹

架概念的教學中不可缺少，這樣的機制也可以促使我們進行更有效的鷹架教學。Rogoff
（1990）認為鷹架教學中的責任轉移，才可以檢視學習者是否內化學習的過程，了解學

習者運用鷹架支持來學習，以及當鷹架撤離後學習者是否能獨立工作，這兩者都是相當

重要的。 
自從 Vygotsky 提出「近側發展區」的概念，再由 Wood、Bruner 和 Ross 提出「鷹

架」一詞，許多學者從不同角度去運用近側發展區的概念及鷹架概念於研究中，再從研

究中去定義學習的「鷹架」以及增添其內涵。早期研究的關係，傳統上的鷹架被認為是

成人與孩童之間一對一的互動關係上，但是當鷹架概念轉移到教室教學的情境中，面對

一群學生時就是處在一個多元的近側發展區，教師必定要運用策略去發展教室中的教學

鷹架，如此才能透過鷹架去支持學生學習，學生也才能從支持學習中慢慢獨立自主學習。 
（四）相關實證研究 

本研究試圖彌補國中綜合活動學習領域課程研究中對於鷹架概念運用的不足之

處，因此研究對象為國中生，研究方法主要採用準實驗法，故在相關實證研究的陳述上

主要著重在運用準實驗法或國中學生的研究上。 
鄭金昌、李建平（2006）探討鷹架應用在排球教學，以大一學生為研究對象，將兩

班學生隨機分成實驗組實施鷹架教學，控制組實施傳統教學；結果發現鷹架教學理論應

用在排球高手傳球技能教學，能有效提昇學習成效，但傳統教學在排球技能的學習成效

略優於鷹架教學，但並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簡錦鳳（2008）探討使用文字鷹架對國一學生學習科學解釋的影響，並且分析鷹架

撤離與科學解釋能力成長的關係，三組實驗組別的鷹架分別為：（1）在三次活動中都接

受完整文字敘述的學習單；（2）在第三次活動接受褪除部分文字敘述的學習單；（3）在

第二和三次活動接受褪除部分文字敘述的學習單。研究結果發現持續的完整文字式鷹架

教學對學生在學習提出主張的能力上幫助最大，過早撤離鷹架將會造成學習退步；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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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學習成就學生的學習結果，以中成就學生在接受持續完整鷹架教學後，科學解釋能

力進步最多。 
謝怡倫（2009）以生活中的平面圖形為例，運用實驗設計將國二學生分成三組：（1）

以動態幾何軟體及同儕合作為鷹架；（2）以動態幾何軟體及教師輔助為鷹架；（3）以同

儕合作的方式配合教具的使用。研究結果發現以動態幾何軟體和同儕合作方式的組別

（第一組）學習成效進步最多；若有以同儕合作方式進行的組別學習成效顯著優於其他

組。 
洪佳慧、林陳涌（2011）應用學習鷹架融入教學以對於職能治療專科學生學習活動

分析成效之探究，將參與課程學生隨機分為三組，A、B 組學生為實驗組，提供鷹架做

為學習支持，C 組為對照組，在教學過程不提供額外的學習鷹架做為支持：A 組在課程

中均使用學習工具鷹架「引導式活動分析表格」，B 組在課程中不僅使用「引導式活動

分析表格」作為學習工具鷹架並同時提供教學者鷹架「教師口語引導」做為支持，C 組

僅提供「一般活動分析表格」進行課程。結果顯示實驗組學習成效均優於控制組，並具

有很大的效益與高度關連性（ω2 = .45），分析發現學習工具鷹架可提升學生課程中程序

性瞭解，教學者鷹架可提升學生對於職能治療專有名詞之概念瞭解。 
于文正（2014）研究教學鷹架對於學生創意作業的影響，實驗組須嚴格依照明確、

具體的鷹架指導刺激創意發想，之後完成創意作業，控制組則採用鬆散的教學鷹架，擁

有充分自由度去發揮。創意作業由 3 位創造力教育專家針對「獨特性」、「豐富性」及設

計概念的「整體性」三項指標評分，雖然 t 檢定的結果顯示兩組並無差異，但若以各組

創意作業得分等第的分布進行比較，則實驗組的創意作業在獨特性與豐富性上均比控制

組好，控制組僅在創意作業的整體性上與實驗組表現接近。 
由以上相關研究得知運用鷹架教學對於學生的學習成效多能有所助益，且簡錦鳳

（2008）、謝怡倫（2009）、于文正（2014）及洪佳慧、林陳涌（2011）的研究都發現作

為鷹架實驗組的學習結果都比控制組來得好。在研究的設計上，鷹架研究通常可分成鷹

架支持或沒有鷹架支持的學習成效實驗（李建平、鄭金昌，2006），或者為兩種鷹架間

的學習成效比較（于文正，2014），第三種為一種鷹架、兩種以上鷹架和沒有鷹架的學

習成效實驗（洪佳慧、林陳涌，2011）。而本研究實驗採用全班上課的方式，Stone（1998）

提出解決全班上課學生具有多元 ZPD 的情況，一是進行分組教學，二是提供學習工具，

因此本研究主要也採用兩種鷹架：同儕鷹架與人造物鷹架，並將以兩者作為比較。 
另外，參照相關學者的理論（簡錦鳳，2008；Pearson & Gallagher, 1983; Rogoff, 1990; 

Stone, 1998），本研究也將進行鷹架教學中最後階段責任轉移（鷹架抽離）的實驗。 

参、研究方法與設計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台南市某國中二年級六個班的學生，計有 160 位學生，三個班級為「人

造物鷹架組」（第 1 組），另外三個班級為「同儕鷹架組」（第 2 組），人數分配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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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組樣本人數 

 班級 男 女 各班人數 各組人數 

人造物鷹架組 
204 10 11 21  
207 11 18 29  
209 10 19 29 79 

同儕鷹架組 
205 10 16 26  
206 11 17 28  
210 10 17 27 81 

總人數 62 98 160  

 
研究者將兩組同學之前課程所製作某次較簡單的手工藝作品成績作為前測的部

分，比較兩組的學習成效是否有差異，兩組同學的考驗結果 t 值為 0.06（p = .96 > .05），

因此顯示兩組同學在未介入教學策略前之成績並無顯著性差異。 
 

表 2 

不同鷹架教學法前測獨立樣本 t檢定分析摘要表 

組別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t值 
人造物鷹架組 79 89.05 11.33 

0.06 
同儕鷹架組 81 88.95 11.23 

二、教學設計與實驗 

本研究採用準實驗教學設計，實驗變項為教學方法，依變項為學習成效，以聖誕樹

中國結編織為課程內容。教學方法主要分成兩個採用不同鷹架教學策略的組別，一組採

用人造物鷹架的教學策略，一組採用同儕鷹架的教學策略，在確認兩組前測並無明顯差

異後進行實驗研究，實驗的時間為四週，每週一節課，並於每次同學所製作的半成品來

檢視其學習成效。 
人造物鷹架組所使用的是詳細步驟說明圖，每節上課時先由教師說明製作的流程與

注意事項，再由學生依據步驟說明圖獨立完成。同儕鷹架組則先由教師大致說明今天的

繩結編織做法和進度，再召集每組的組長，由教師教導各組組長製作方法後，然後再由

組長去教導各組的成員，當組長有問題時再請教教師。因此，人造物鷹架組的鷹架來源

主要為每一個步驟的詳細步驟說明圖，同儕鷹架的鷹架來源主要為同儕之間的相互學習

和指導。此教學單元為四節課，前三節課為人造物鷹架或是同儕鷹架的學習支持；有學

者認為責任的遷移才能是完整的鷹架（Pearson & Gallagher, 1983; Rogoff, 1990; Stone, 
1998），因此教學設計上在第四節課將鷹架抽離，主要在檢視其鷹架抽離後的學生學習

成效；鷹架抽離後，教師僅會於課堂前說明要打的繩結和製作的方法。 
此研究主要探討兩種鷹架教學對於學習成效的影響，每節下課後皆由教師將同學的

作品收回，並記錄每位同學的結果和分數。研究者以「完成度」、「鬆緊度」及「美觀性」

等三個指標評量學生在作品上的表現；「完成度」指的是學生在該節課的進度中的完成

程度，得分佔總分 50%，完成度越高得分越高；「鬆緊度」是指學生製作過程中中國結

的鬆緊程度，得分佔總分 30%，鬆緊適中得分越高，太鬆、太緊或是部分鬆部分緊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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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以扣分；「美觀性」是指學生該節製作進度中作品所呈現的美觀整體表現，得分佔總

分 20%。因為此課程為手工藝成品的展現，其分數評比如同藝術作品般較無法用制式的

規範其標準，但為避免研究上評分者信度的爭議，因此在每次評分都會進行評分者信度

的分析，以求其研究的信度；評分者為實驗前依據實驗對象所做作品評分後，其相關係

數較高的兩位同領域教師。 
 

表 3 

各次評分者信度摘要表 

 前測 第一次

實驗評量

第二次

實驗評量

第三次

實驗評量

第四次 
實驗評量 

評分者間分數的 
相關係數 .92** .98** .94** .90** .95** 

**p < .01 

 
另外，本研究非隨機抽樣的實驗設計，為減少實驗誤差的變異來源，增加實驗研究

的內在效度（吳明隆，2007；邱皓政，2005），故運用單因子重複量數共變數分析方法，

以前測作為共變項，排除兩組在教學前的差異可能性，其摘要表如表 4 和表 5。 
由表 4 得知未違反組內迴歸係數同質性假設（F (1,156) =3.63，p = .058 > .05），表

示兩組迴歸線的斜率相同，共變項（前測）與依變項間的關係不會因為實驗處理的不同

而有所差異，故可排除前測成績的影響。另外，由表 5 知道組間效果的考驗達到顯著水

準（F (1,157) = 42.86，p = .00 < .05），表示不同的鷹架教學策略會影響學習成效。 
 

表 4 

組內迴歸係數同質性考驗摘要表 

變異來源 SS df MS F 值 
組間*共變項  1439.96   1 1439.96 3.63 
誤差 61823.56 156  396.31  

 

表 5 

不同鷹架教學法的第一次實驗評量成績之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SS df MS F 值 
共變量  66069.04   1 66069.04 163.96*** 
組間  17271.77   1 17271.77  42.86*** 
組內誤差  63263.52 157   402.95  
全體 146604.34 159   

***p < .001 

肆、研究結果與討論 

一、運用鷹架教學的學習成效 

運用相依樣本單因子變異數分析重複量數的統計方法，四次教學評分的平均數達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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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差異，組間效果 F（3,477）= 148.57，p = .000 < .05，達到顯著水準，表示每次教學

後的學習成效確有不同。從統計分析數據比較得知，四次教學後評分的平均數進行成對

比較，發現都有顯著差異，而且在鷹架支持下的前三堂教學的平均分數呈現逐步增高（M 
= 67.34、78.19、90.81）；但在第四堂教學抽離鷹架，則分數又稍微降低（M = 88.44）。 

平均數請參考表 6 描述性統計量，變異數分析摘要表請參考表 7。 
 

表 6 

鷹架教學中學生學習成效評分的描述性統計量 

教學 個數 平均數 標準差 
第一次（A） 160 67.34 27.097 
第二次（B） 160 78.19 16.874 
第三次（C） 160 90.81 10.944 
第四次（D） 160 88.44 12.479 

 
表 7 

鷹架教學中學生學習成效的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SS df MS F 值 事後比較 
組間（A） 55336.37   3 18445.46 148.57*** C > D > B > A 
組內      
區組間（S） 146604.34 159   922.04   
殘差（A*S）  59219.88 477   124.15   
全體 261160.59 639    

***p < .001 

 
由上述摘要表可以得知，透過鷹架的支持，學生的學習成效都有逐步提升的趨勢，

應該我們可以知道鷹架概念的教學對於學生的學習成效具有正面效益的影響；而在鷹架

撤離後的第四次課堂的分數仍然比第一次及第二次的分數來的高，也顯示鷹架撤離後學

習的責任轉移讓學生的學習成效有正面的效益存在。 
雖然簡錦鳳（2008）的研究認為過早撤離鷹架會造成學習退步，但依據其他學者的

研究（Pearson & Gallagher, 1983; Rogoff, 1990; Stone, 1998）認為鷹架撤離才是完整鷹架

教學的策略，不僅能檢視鷹架的教學效果是否存在，教師也才能依據學生的學習表現重

新檢視自我的教學設計。 

二、不同鷹架策略教學法的學習成效 

兩組同學在兩組不同鷹架教學後的教學評量如表 8，顯示四次課程之後的評量同儕

鷹架組分數都比人造物鷹架組高，但透過平均數的 t 檢定，第一次教學後的評量無顯著

差異，但第二次、第三次教學及第四次抽離鷹架的教學兩組之間具有顯著差異（p 
< .001），同儕鷹架組學習成效優於人造物鷹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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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不同組別學生學習成效的平均數及 t檢定摘要表 

評量 組別 個數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第一次教學 人造物 79 63.16 28.00 -1.94 

 同儕 81 71.42 25.71  
第二次教學 人造物 79 72.59 18.59 -4.35*** 

 同儕 81 83.64 12.97  
第三次教學 人造物 79 85.32 11.86 -7.16*** 

 同儕 81 96.17 6.48  
第四次教學 人造物 79 82.85 12.85 -6.20*** 

 同儕 81 93.89  9.35  

***p < .001 

 
文獻探討中有學者提出鷹架撤離的重要，因此研究者為了解鷹架撤離在課程中對於

學習成效的影響，因此將第四次實驗設計進行鷹架撤離的評量作為實驗中的再測成績，

並與前測進行共變數分析統計。 
由組內迴歸係數同質性考驗（表 9 可以發現：F 值統計量未達顯著水準（F = 3.33，

p = .07 > .05），符合組內組內迴歸係數同質性之假定，因此直接採用傳統共變數分析法

進行兩組不同鷹架教學法的再測成績的差異考驗。由共變數分析摘要表（表 10）得知在

排除共變項（前測）影響後，組間效果檢定具顯著差異（F = 63.73，p < .001），再測部

分兩組不同鷹架教學法對學生的學習成就的確有影響（F = 63.73，p < .001），且經過比

較後發現同儕鷹架教學法（M = 93.92）優於人造物鷹架教學法（M = 82.82）。 
 

表 9 

不同鷹架教學法的再測成績及調整後平均數摘要表 

組別 個數 平均數 標準差 
人造物鷹架 79 82.85 12.85 
同儕鷹架 81 93.89  9.35 

註：共變項為前測成績 89.00 
 

表 10 

組內迴歸係數同質性考驗摘要表（前測－再測） 

變異來源 SS df MS F 值 
組間*共變項 254.01 1 254.01 3.33 
誤差項 11890.84 156 76.22  

 
表 11 

不同鷹架教學法的再測成績之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SS df MS F 值 
共變量 7684.45 1 7684.45 99.34*** 
組間 4930.08 1 4930.08 63.73*** 
組內誤差 12144.85 157 77.36  
全體 24759.38 159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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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研究實驗中共進行四次的評量，為分析比較四次評量中不同鷹架策略中的

學習成效，故運用二因子變異數分析混合設計的統計方法，將運用不同鷹架策略的組別

（組別）與四次教學後的評分（評量）作比較。 
由表 12 變異數分析摘要表可以發現組別和各次評量的交互作用不顯著（F = 0.60，

p > .05），表示不同組別在運用不同鷹架物的歷次教學上沒有差異，因此須就組別和四

次的評量之主要效果是否顯著加以探究。 
獨立因子（A 因子）個別的主要效果達顯著（F = 20.69，p < .001），表示不同組別

的同學對於運用不同鷹架物的整體學習成效仍然有顯著的不同，透過事後比較也發現第

2 組（同儕鷹架）大於第 1 組（人造物鷹架）。相依因子（B 因子）主要效果考驗的 F = 
147.98，p 值也小於 .05 而達到顯著；透過事後比較也發現 C > D > B > A，表示第三次

的教學評量得分比第四次高，第四次的教學評量得分比第二次高，最低者為第一次的教

學評量得分。 
 

表 12 

不同組別學生的學習成效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SS df MS F 值 事後比較 
組別（A 因子） 16971.26   1 16971.26  20.69*** (2) > (1) 
評量 b（B 因子） 55254.18   3 18418.06 147.98*** C > D > B > A 
組別*評量 b（A*B）   223.87   3    74.62 0.60  
組內 188629.09 632   944.93   
受試者間 129633.08 158   820.46   
殘差 58996.01 474   124.46   
全體 261078.40 639    

***p < .001 

三、小結 

從上述各項摘要表得知，同儕鷹架的教學策略比人造物鷹架的教學策略對於學生的

學習成效具有更強的影響力，學生能在同儕鷹架的教學策略中獲得更好的學習成效；此

研究結果也與謝怡倫（2009）的研究相同，若以同儕合作方式進行的組別學習成效顯著

優於其他組。 
此研究也能補充說明謝州恩（2013）認為人造物鷹架和人的鷹架之間的不同。雖然

人造物鷹架較穩定，人的鷹架較不穩定，但也因為人造物鷹架較呆板、無法隨時調整或

整合，而人的鷹架較有變通性、能隨著個人的 ZPD 不同而給予協助，因此同儕鷹架的

學習效果也會因此而比人造物鷹架來的好。 

伍、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認為鷹架教學可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國中綜合活動學習領域的教學也時常

運用同儕分組教學或其他多元的教學方式進行，不過卻缺少關於運用鷹架教學於領域內

的研究，因此本研究採用準實驗研究法來研究國中綜合活動學習領域的教學，利用不同

鷹架物的教學來探討學生的學習成效。本研究的結論與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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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結論 

（一）鷹架教學在綜合活動課程中能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教學中採用人造物鷹架與同儕鷹架的不同教學方式進行，分組的研究對象在前測部

分沒有差異，並透過四次的教學及計分來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效。研究結果呈現在不同的

鷹架策略支持下，兩組學生的學習成效都顯著的提高，顯示學生在鷹架的支持系統中，

學習成效能產生正面的效益。 
最後一次上課進行鷹架的撤離，雖然兩組的分數都比前次稍微降低，但其分數都仍

比第一次上課及第二次上課高，顯示鷹架概念中學生學習責任轉移的效果。 
（二）同儕鷹架的學習成效優於人造物鷹架 

研究者採用相依樣本 t 檢定的方式比較兩組之間的差異情形，發現兩組在第一次教

學後的評量無顯著，但第二次、第三次教學及第四次抽離鷹架的教學兩組之間具有顯著

差異，且同儕鷹架組優於人造物鷹架組。若運用二因子變異數分析混合設計的統計方

法，將運用不同教學策略的組別（組別）與四次教學後的評分（評量）作比較，則發現

四次的教學成效上，同儕鷹架組皆優於人造物鷹架組。 
為提高實驗研究的內在效度，排除實驗過程中的其他干擾變項，研究者採用共變數

分析的統計方式。研究者將前三次的教學評量平均作為實驗後測，將第四次教學時撤離

鷹架後的評量作為再測，比較運用不同鷹架教學的組別在前測、後測和再測的共變數分

析。從「前測－後測」的分析及「前測－再測」的分析結果，皆顯示兩組不同鷹架教學

法對學生的學習成就的確有影響，且同儕鷹架組優於人造物鷹架組。 
總結來說，同儕鷹架組的學生比人造物鷹架組的學生表現來得好。透過研究者在課

堂中的觀察，同儕鷹架組的同學能在分組過程中一起合作，在有問題時能透過發問與協

作示範來解決；人造物鷹架組在有問題時在具有圖文解說的步驟說明圖中找尋，雖然教

師會針對學生的差異而告知可以看哪一個圖，但也可能因為學生在空間的理解力不佳或

無法獲得示範而無法解決，因此可能造成學習成效的差異。但若要深度了解學生的學習

反應，或自我調整的方式，可能必須透過質性的訪談才能了解。 

二、建議 

（一）綜合活動學習領域採用之鷹架教學 
本研究可作為綜合活動學習領域教學的參考，作為活動課程的綜合領域，運用同儕

分組的方式來進行課程，或許會比學生自我的學習來得好，彼此合作、互相學習，除了

完成所要達成的目標之外，更能培養人際之間的溝通、解決問題、團隊合作等能力。而

在研究結果中顯示同儕鷹架比人造物鷹架對學生的學習效果來的好，因此建議教師在綜

合活動學習領域的教學現場若要採用鷹架教學策略，或許可以同儕鷹架的方式為主軸，

輔以其他鷹架的支持，當有多元的鷹架給予學生支持，學生的學習成效也會相對的更有

效果。 
任何教學理論都有其優缺點，為了能讓教學成效最大化，教師在教學上應該運用各

種多元的教學策略引導不同異質性的學生，提升學生的參與及學習熱情，如此更能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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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的目標。 
（二）重視鷹架的教學策略與研究 

研究者收集文獻的過程中，發現鷹架的相關研究有日趨減少的現象，而在國內的研

究近來更是不多，但事實上，鷹架不僅流動於課室活動間，它也出現在許多現今的理論

中。 
有學者認為支持學生的教學策略都可視為一種鷹架概念的教學策略，或者說鷹架的

教學隱喻應該成為教師一系列的教學策略的內涵；如此雖然是強調教師於現場教學中都

能以鷹架概念去設計教學，讓學生能獲得最大的學習成效，但從另一方面來思考，是否

因為課堂間的許多師生間的教學與學習流動都可視為鷹架的支持，因此讓我們反而不重

視鷹架的概念以及在教學中的實踐研究，所以不僅鷹架的研究日趨減少，教師間也越來

越不討論與重視多元、完整的鷹架設計。 
因此，研究者也建議應該在教學現場重視鷹架的教學策略，以及鷹架使用的相關實

踐研究，以幫助更多的學生學習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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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hoped to investigate the results produced by employing different 

instructional scaffolding based on the learning outcomes of students, and the views on 
applying instructional scaffolding to the Integrated Activities curriculum. There were two 
groups in this research, namely, the artifact scaffolding group and the peer scaffolding 
group, and the concepts of knot applica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ed that with the 
support of different scaffolding strategies, the learning outcomes of both groups of students 
were enhanced, indicating that under the support system of scaffolding, learning outcomes 
could produce positive benefits. The research results also showed the effect of the transfer 
of learning responsibility to students in the concept of scaffolding. In addition, the results 
of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also revealed that the learning outcomes of the peer scaffolding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artifact scaffolding group. Based on thi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peer scaffolding be used as the principal method supported by other 
types of scaffolding, if teachers are to employ scaffolding strategies in the teaching locale 
of the Integrated Activities Learning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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