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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學生自律學習能力之研究
一以國民中學歷史科為例

林慧
*

施登堯
﹏

以學習來說 ,「 自律 」是 自己設定學習目標 、找出可以達

成 目標的方法或策略 、監控 自己的學習歷程 、根據學習結果調

整學習方法再繼續學習 。本研究是一個行動研究 ,旨 在了解

「在上課前進行隨堂考試 ,到底對於歷史科的自律學習是否有

幫助 」 ?

這個研究是以四個國中二年級班級為對象 ,採取立意取

樣 ,選出不考隨堂考試組(A)和考隨堂考試組°),A組共 57人

(男 巧 人 ,女 ” 人 ),B組 共 ” 人 (男 3U人 ,女 ” 人 ),

合計 l16人 (男 “ 人 ,女 61人 )。 經過教學後 ,收集期中 、

期末考成績 ,並在期末實施教學調查問卷 。

將收集到的資料進行質與量性的分析之後 ,與文獻進行討

論 ,獲致以下結論 :(一 )根據研究的結果與討論 ,肯定隨堂

考試的學習鷹架功能以及作為學習評量一個重要的方式 ,並且

確認實施的原則 。 (二 )教學還是希望獲得學習的效果 ,一昧

要無條件降低學生的壓力往往是教育品質的低落 ,本研究指出

兩者是可以並存的 ,尤其是創造自律學習的有利因素 ,將會使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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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學習和快樂越來越接近 。(三 )教師對於隨堂考試實施的方

式 、頻率以及佈題的方式應該針對於學生的學習是有益的 ,切

勿成為考試機器 。

並提供如下建議 :

(一 )為了提倡自律學習 ,營造有利的學習鷹架 ,促請家

長能夠協助學生妥善安排時間以作有效的閱讀 。(二 )教師應

該對於隨堂考試重新定位 ,使得這項有用的教學策略擺脫污

名 。(三 )學校宜將適度的評量彈性釋放給教師 ,讓授課教師

能夠更靈活的應用隨堂考試 ,以獲得學習最大的效能 。

關鍵詞 :自律學習 、隨堂考試 、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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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在現代教育環境下 ,面對新的教育改革與挑戰 ,懂得運用巧

思準備課程做有效的教學 ,教師所承受的壓力可想而知 。本文進

行此研究 ,主要是為了解決心中一個長久的疑惑 ,即在上課前進

行隨堂考試 ,到底對於歷史科的學習是否有幫助 ?第一作者是一

位國民中學歷史科專任老師 ,自 師範院校畢業實習開始至今 ,在

課前總是實施具有複習作用的隨堂考試 ,當時主要的 目的是希望

透過這種小考的形式來促使學生上課注意聽講 ,放學後能預先複

習 ,並且持續他們對於歷史知識的記憶 。一方面 ,和作業形成平

時考察的一部份 ,作為評量的依據 。這方式在過去似乎理所當

然 ,因為大家 (其他學科或本科的老師 )都在使用 。然而 ,現在

越來越少的老師會這樣持續的執行了 ,理由當然是 ,政府的政策

是減輕學生壓力 ,希望每天小考的科 目不得超過兩科 ,甚至以行

政命令來遏止學校的考風 ,多數的老師都是最聽話的 ,當然是照

辦了 ,而且可以減少自己命題以及改考卷的麻煩 ,又可以增加一

些講課的時間 ,何樂而不為呢 ?

其實 ,對第一作者個人在這 16年來的教學經驗得知 ,隨堂考

試倒是一個不錯的做法 ,因為小範圍的內容輔以適度的佈題 ,一

方面不但能立即反應出學生學習的成果 ,對於教師的教學當然也

是一面鏡子 ,給教師的教學直接的回饋 ,以便對教學方法進行改

善 ,在這個層面上其實隨堂考試有其一定的功能 。而家長和導師

更是支持的 ,大部分比較關心學生課業的導師都會主動要求教師

小考 ,甚至在其他 自習課或者空堂安排複習測驗卷 ,以便隨時掌

握學生的學習進度 ;家長的壓力也不可小覷 ,往往一次期中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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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不理想 ,電話就接不完了 。以上這些現象當然都是升學主義

的陰影 ,但是的確存在 ,套句電影 「小孩不笨」中新加坡人常掛

在嘴」二的口頭禪 :It’ sgUUdfUryUu,IWantyUugUUd.

上面是大人的想法和說法 ,其實並不是沒有反對的意見 ,多

年以來 ,許多家長便對我國的升學主義所帶來的一些現象提出嚴

厲的批評 。包括學習一堆破碎而零散的知識 ,無法整合到生活

中 ;過度強調知識的記憶 ,以至於思考 、分析和創新的能力完全

沒有培養到 ;再來就是由於需要大量的時間去強讀資料 ,以致課

餘時間都在補習班中度過 ,嚴重影響學童的身心發展 。

為了要對這個課題有進一步的了解 ,其 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也

是希望從實證的資料中去檢驗這些複雜而不同的聲音背面如何才

是比較真切的做法 ,而其中最重要的還是在 「上課前進行隨堂考

試 ,到底對於歷史科的自律學習是否有幫助 ?」 的這個議題上 。

當然也要注意學習者的反應 ,以及家長和導師的期望 。

由於實施新課程的緣故 ,第一作者上學年剛好接到過去沒有

教過的七個國中二年級的班級 ,由於是新的班級 ,一方面要適應

他們 ,一方面他們也在適應教師 ,所以對教師的教學風格尚未根

深蒂固 ,因 此 ,教師便考慮從一個班級之中找出四個合適的班

級 ,將之分成兩組進行研究 ,以比較進行隨堂考試和沒有進行隨

堂考試學習者歷史學習成效有甚麼差別 ?另外對學生實施問卷調

查以了解隨堂考試對他們的影響 ,以及他們對這個制度的反應如

何 ?從這樣的實證調查中希望給隨堂考試一個新的定位 ,在實施

教改之後的多元評量下 ,隨堂考試的實施是否有其必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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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相關文獻

在 6、 7U年代 ,課堂中實施隨堂考試被認為是一個盡責老師

的本份之一 ,每個老師為了學生的學習成就 ,幾乎人人是用盡一

切的努力在做測驗卷 、隨堂考 ,希望發揮學生最大的潛能 ,爭取

最好的成績 ,考上理想的學校 。這個時候 ,隨堂考試是被歌頌

的 。
l曾

幾何時 ,考試已經不再是一個大家爭取的頭銜 (也許是假

象 ),過多的測驗已經和壓力劃上等號 ,大批的學者專家 ,將教

育無法跟上時代進步的矛頭指向聯考 。
2媒

體與教育界也認為 ,根

據調查 ,有四分之三的青少年感到不快樂 ,主要關鍵就是來 自升

學與考試的迷思 ,而其背景就是在升學主義與文憑主義的交叉擠

壓下 ,我國教育自有 「考試領導教學 」的慣性 。
3有

些媒體甚至認

為 ,造成國中學生接二連三 自殺事件背後的源由是青少年身心的

壓力無法抒解 ,為了還給他們活潑絢爛的學生生活 ,學校 、家庭

和社會教育都有責任要面對現實 ,徹底更新教育政策 ,首要的就

是解決升學壓力 ,改革中小學教育型態 ;該報認為帶給青少年壓

力最大的就是各級學校規定的小考 ;而當務之急就是齊一學校水

平 、廢除小考制度以及提高教師素質 。
4

黃文典 ,<談小考的益處>,《 中華日報》 (台 北),199z1年 l1月 18日 ,5

片反。

林婉蓉 ,<邁向教改新紀元 :揮別聯考 ,迎接多元入學>,《 遠見雜誌》 ,

182(2UU1.8) ,頁 28肛291。

青年日報社論 ,〈 教改事涉多元應虛心接納各方意見〉 ,《 青年日報》 (台

北),加U1年 4月 3日 ,2版 。

世界論壇報社論 ,<革 除僵化教育紓解青少年壓力>,《世界論壇報》 (台
北),19%年 5月 3U日 ,2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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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學習評量的觀點來看 ,學生到學校接受教育 ,大眾的投資

所得到的報酬就是學生的學習成就 。因此 ,老師如何確認學生的

確獲得學習 ,取得學習成就呢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進行測驗 ,而

這些測驗可能是多元性的 ,隨著教學 目標的設定去設計評量的方

式 。所以 ,去確認隨堂考試的評量功能 ,也等於是了解了如何使

用這個工具以及何時使用這個工具了 。江俊婉認為教學評量是整

個教學過程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設計良好的的考試 ,可以引導學

生反省教材的重點 ,領悟讀書的方法 ,藉由考試 、測驗 、作業練

習等評量方式 ,探求學生學習進步情形 ,診斷教學困難原因 。經

常舉行測驗具有提高警惕作用 ,促進學習的功能 ,但是 ,教師也

要注意 ,如果僅把測驗當成工具 ,學生對學科學習的態度也會逐

漸消極 ,如果平時考試太多 ,學生形同考試機器的話 ,學生將會

失去學習的興趣 。所以 ,測驗要發揮功能 ,主要是達成 :1.了 解學

生的潛能與學習成就 ,以判斷其努力程度 ;2.了解學生學習的困

難 ,作為補救教學與個別輔導的依據 ;3.獲悉學生進步情形 ,可觸

發學生學習動機 ;4.估量教師教學效率 ,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的

參考 。為了達成以上功能 ,教師需要編制適合於教學需要的測驗

題目 。
5

其實學生的學習興趣和他的學習成就是成正比的 ,‘教師從得知

學生的學習成果中去了解自己的教學狀況 ,以求得教學改進 。實際

上 ,為了使我們這些實務工作的基層教師能共同攜手成為學習社

江俊婉 ,<國 中歷 史科教學改進之淺見〉

lU3 。

江俊婉 ,〈 國中歷 史科教學改進之淺見〉

lU4。

《菁莪》 ,5:1(1993.3)

《菁莪》 ,5:l(19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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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 ,需要透過教育實務工作者採取行動研究進行實務的探索 。
7行

動

研究的主要 目的是解決 、改善工作情境 中課程與教學的實際問

題 ,從問題解決的歸納過程 、實務的參與過程 、自我批判的反省

過程中獲得行動實踐能力的提昇 。而這正是我這個研究的 目的 ,

所以我希望能從此次的研究中獲致以下三項成果 :1.課程及教學的

實務改進 ;2.增進對自身實際教學行為的了解 ,以及 3.教學情境中

實際發生情況的改進 。
8

而實際上我最希望的是透過這個研究建立一個由學校老師 、

家長和學生共同搭建自律學習的鷹架 ,’ 自律 (或 自主 )學習不是

孤立的努力 ,而是強調用具體的方法 ,激勵並引導學生的學習 ;

它融合了目標設定 、策略使用 、自我監控和系統化的的練習 ,讓

學生知道 「怎樣成為聰明的學習者 」 。結合作業 、學習單及小考

的實質性具體做法 ,培養學生 「時間規劃與管理技巧 」 、「文章

理解與摘要的技巧 」 、「做筆記的技巧 」 、「準備測驗的技巧 」

及 「寫作的技巧」 ,lU使 得學生能從學習成就中自然而然養成讀歷

史的樂趣 。

’甄曉蘭 ,<行動研究成果的評估與呈現〉 ,載於中華民國課程與教學學會主編

《行動研究與課程教學革新》 (台 北 :揚智 ,2UUl),頁 2眨 。
8 W Carr,&S.Kemm沁

,BθcU沕 92gεr加ε〞rK〞Uwt偕 妨幼歿′ aεrㄌ乃′釕θaK乃

(AustraI釦 DeakinUniversi妙 ,19跖)轉引 白甄曉蘭 ,<行動研 究成果的評估與呈

現〉 ,頁 2飽 。
9梁

雲霞 ,〈 共同搭建自律學習的鷹架〉 ,載於林心茹譯 《自律學習》 (台 北 :

遠流出版社 ,2UUl),頁 7。

l° B.J乙 mmermam,” Academ㏑ studYIngandthedevelUpmentUfpersUnalSHll:ASel仁

regulato,perspective.” Eˊ磁εaJ9U乃 aˊ P● έ易UJ.g赤′,33(2/3)(1998),pP73-86.專 鼾引 自

梁雲霞,<共同搭建白律學習的鷹架〉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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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歷程與方法

這是一個為期一學期的研究 ,由於 目的是了解在上課前進行

隨堂考試 ,到底對於歷史科的 自律學習是否有幫助 ?這一個議

題 ,因此首先把研究歷程分成下列幾個步驟 :計劃研究 、確定受

試參與研究班級 (分成兩組 )、 設定教學計劃 、隨堂考命題 、實

施問卷調查 、收集期中考期末考成績 、資料整理統計分析並形成

結果 、補充文獻等方法對兩組進行比對分析 ,討論實施隨堂考與

不實施隨堂考班級的成績表現和反應 ,最後比對資料和文獻討

論 ,呈現並詮釋結果 。

本研究實施前的計劃 :在收到課表後便開始計劃本研究的實

施 ,首先研讀行動研究與 自律學習的相關資料 ,同時尋找有關隨

堂考試或是聯考與基本學測的相關文獻進行整理與閱讀 ;接著訂

定研究的流程與甘梯圖來控制研究進度 ;最後和相關班級導師協

商以取得支持 。

確定本研究的參與班級 :要在七個班級中挑選四個班級參與

本研究 ,最好的辦法應該是進行亂數抽籤 ,但是由於希望兩組的

背景能夠比較均勻 ,因此設定兩組的成績以及智能在分班時能夠

比較接近 ,因此採取立意取樣 ,選出不考隨堂考組lA)和考隨堂考

組°),A組共 ” 人 (男 巧 人 ,女 犯 人 ),B組 共 ” 人 (男 3U

人 ,女 ” 人 ),合計 116人 (男 筠 人 ,女 61人 )。

在所有七個二年級班級之中 ,進度可以說是一致 ,皆由教務

處統一訂定 ,因此 ,可以做教學調整的空間很有限 ,但是也提供

了參照的效標也就是幾乎每節課的進度 、教學方法都極為接近 ,

連創新教學的設計也是具有相類似的性質 ,在可以進行比較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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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便容易了許多 。

隨堂考試的命題方式依據前一節課上課的範圍去設計 ,在題

形以及題 目的佈題方向上採取多記憶 、部分分析思考 ,而以融入

生活為依歸 。考試時往往利用一些 日常生活的時事作為鷹架 ,協

助學生聯結已學到的知識 ,期望這些知識能夠形成帶的走的能

力 。

參與研究的四個班級 ,學期初到期中考之間全面實施隨堂考

試 ,期中考到期末考期間 ,A組停止隨堂考試 ,而 B組則繼續隨

堂考試 ,並於期末考結束後分兩組實施問卷調查 (A卷 、B卷 )。

收集的資料包括 :隨堂考試成績 、期中 、期末考成績 、調查

問卷 、和導師 、家長的對談資料 ,以及我 自己的教學專業檔案 、

教學反省札記等多元的資料進行分析整理 。

收集到的資料有量性的和質性的 ,首先對量的成績進行比

較 ,從實際的數據中了解學生學習成就的變化 ,另外就問卷上所

呈現的一些數據進行劃記 ,以了解學生答題的比例 ,把這些實際

的數據和質性資料進行分析詮釋 。質性資料有包括 :調查問卷上

的開放性題 目 ,學生所填寫的內容 ;和學生 、家長 、導師的一些

對談資料加上我自己的教學專業檔案 。

將以上資料進行比對 、分析 、研討與詮釋之後 ,一步一步進

行報告的呈現與撰述的工作 ,並隨時回頭檢視資料以及文獻對

照 ,以求取較客觀的事實發現 ,並對本研究主要的問題有所解

答 。

肆 、結果與討論

經過資料的分析整理之後將成果呈現於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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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 究結果 :

(一 )期 中 、期未成績 :

收集四個班級的期中考 、期末考成績 ,以作為學習成就的參

考依據的一部份 。

1.由 於期中考之前兩組班級都需要隨堂考試 ,從期中考的成績來

看 ,除了 B組的 d班之外 ,其他的三個班級程度基本上是差不

多的 ,由於相同的教法及進度 ,以期中考的成績作為基準 ,來

檢測實施與不實施隨堂考試對學習成較所造成的影響的確是很

理想的組合 。

2.期末考的成績所有的班級都退步 (當然不只是參與研究的班

級 ,所有二年級的期末考成績都有明顯的退步 ),根據試題分

析的結果 ,由於題型增加了整合題 ,對於分析 、應用與評鑑等

高層次思考題 目的增加 ,使得學生的成績滑落 。實際上 ,成績

的退步仍然在預期之中 。

3.但是在比較退步的幅度時 ,A、 B兩組的差距就明顯區分出來

了 ,有隨堂考試的 B組 ,退步的幅度在 5分左右 ;而沒有隨堂

表一 :A,B組期中 、期末考成績對照表

澲
A組 (57人 ) B組 (” 人 )

平均
a班 (29) b班 (28) c班 (3U) d班

期中考 79 8U.9 8U.9 75.6 79.l

期末考 67.7 952 7U.2 71.U5

平 均 73.35 78U5 72.9 75.U8

差距 -54
絁�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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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的 A組 ,退步的幅度在 1U分上下 ;這個結果引起了值得注意

的地方 。期中考表現較差的 d班 ,僅退步 5.4分是 4個班級之

冠 ,而 4個班級退步的平均值在 8分左右 ,B組的退步幅度呈

現了穩定的幅度 ,而 A組的退步幅度則大幅下落 ,尤其是 a班

竟然退了有 ll分之多 ,似乎可以看出 ,缺乏隨堂考試的刺激 ,

在面臨高層次的考試時將處於下風 。

4.在期中考之前 ,4個班級皆實施隨堂考試 ,可以說各班的學習成

就和平均成績相當接近 ,期末考很明顯的實施隨堂考試的班級

不論在退步幅度或者是學習成就上都明顯優於無隨考試的班

級 ,尤其要注意的是 ,d班的期末成績也超過 a班 ,並且和期末

考的 4班平均值相當接近 ,期末考的題型偏向高層次思考 ,可

以見得 ,若隨堂考試的佈題得當的話 ,對於學習成就有正面的

影響 。

5.從各項平均值來看 ,期中考 4班的平均值在 砂 分 ,d班很明顯

的是比較弱的一班 ,b和 c兩班是同等級的 ,但是和 a班差距不

大 ,三個班級都在平均值附近 ;期末考的結果是產生明顯差異

的呈現 ,c班顯然的超越平均的 71分許多 ,從這個角度來看 ,c

班已經超越了其他的 3個班級 ,而 d班則躍進平均數附近 ;原

來表現和 c班一樣的 b班則跌落到平均值附近 ,a班期中考原來

在平均值附近 ,期末考更是離譜的掉離平均值 3分多 ,和 d班

簡直是換了一個位置 ,數字會說話 ,這個結果告訴我們不要忽

視隨堂考試的重要性 。

(二 )調 查問卷的 「是一否」題 目結果

1.問題一是 :在上老師的課程之前 ,你是否有課後複習歷史科的

習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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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問卷上的統計數字得知 :A組填是的學生有 5人 (8.9U/U),B

組則只有 1人 (1.7U/U),這個結果讓教育的從業人員心驚 ,從

整體來看只有 5U/U的學生具有複習歷史科的習慣 。

分析表說明 :

1.B卷少 A卷一題 ,B卷的第四題與 A卷的第五題相同 ,表格中 B組的第

四題處劃除是把原來 B卷的第四題放在第五題格中處理 。

2.總計與比例僅計算兩組皆有的四題 。

2.你是否為了準備上課前的測驗而有在課後複習歷史科 ?

這個題 目的結果明顯的看出學生被動的心態 ,A組和 B組各有

48和 41人次填寫因為準備隨堂考而必須複習 ,這個數字的比例

佔整體的 76.7U/U,和 第一題的 5U/U比 較起來總共增加 了有足足

71U/U,這個結果證實了 ,在我們這個文化氛圍下的學生還是需要

有一些督促的力量才行 。

3.你是否有因為準備課前的測驗而養成課後複習歷史科的習慣 ?

這個題目是偵測隨堂考試對於養成學生有複習課程習慣的一組

鷹架的有效性 ,而實際從填答的人數來統計發現到 :A組有 27

表二 :調查問卷分析表

組別

道號

A組 (9人 ) B組 (59人 )

是 否 是 否

I 5(8.7U/U) 52(91.3U/U) l(19U/U) 58(98.3%)

2 48(84.2U/U) 9(158U/U) 41(ε9.5U/U) 18(3U.5U/U)

3 27(47.4U/U) 3U(52.6U/U) 34(57.6U/U) 25(42.4U/U)

4 1U(37U/.) 17(“ U/U)

5 42(93.7U/U) 15(26.3U/U) 36(61U/U) 23(39%)

總計 132 l12 124

比$ll 51.8U/U 48.2U/U 47.5% 52.5U/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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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B組有 34人 ,佔整體的 52.6%。 把這題人數和第二題人數

相減發現 :A組差 11人 ,B組差 7人 ,這個部分是有考試有讀

書 ,不考試就不讀書的學生 ,佔整體的 15.5U/U。 也就是說有

39.lU/U的學生因為隨堂考試而養成了複習歷史的習慣 。把這個結

果和第一題做比較 ,從 5U/U提升到 37U/U,中 間足足有 32U/U的成

長 ,也就是說有三分之一的學生透過隨堂考試養成了複習的習

慣 。

4.在老師停止課前測驗之後 ,你是否有繼續維持課後複習歷史科

的習慣 ?

這個題目只有 A組有設計 ,因為期中考之後 ,A組便停止了隨

堂考 。從統計數字中得知 ,有 lU個人繼續維持了複習的習慣

(39U/U),我 們可以推論 ,大約有三分之一的學生是需要約束

的 ,有約束的話他們還是會養成閱讀的習慣 ,這個訊息提供了

我們重要的了解 ,部分的學生只要家長和老師再用心的督促的

話 ,還是可以讀起來的 。

5.你覺得下學期是否繼續維持課前測驗的制度 ?

這個題 目的結果的確是有趣而值得細細品味的 ,A組竟然有高

達 42名學生認為需要 (佔 73.7%),學生從期末測驗的退步以

及對自己複習態度的知覺中察覺到 ,有隨堂考試的介入的確有

利於學生自己的學習 ,因而決定選取繼續實施隨堂考試 ;這個

結果在 B組就沒有那麼理想了 ,B組只有 鉐 人 (61U/U)選 擇繼

續實行隨堂考 ,那是因為他們退步幅度不大 ,而且他們並不知

道其他班級考試的成績 ,大部分的同學便跟著感覺走 ,但是 ,

這個比例仍然超過半數 ,實際上依舊肯定隨堂考試的功能 。

6從填答的總比例來看 ,填是與填否的比例相當 ,A組填是的有

l笓 人次 (51.8U/U),B組填是的有 112人次 (η.5U/U);A組 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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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的 有 123人 次 (48.2U/U),B組 填 否 的 有 124人 次

(兒 .5U/U)。 從問卷設計的角度來看 ,已經做到平衡消去的效

果 ,問卷本身是可以持平的 ,不會對學生有過度偏向某個角度

的嫌疑 。

(三 )問 卷開放題的整理 :題 目是 :你 覺得課前測驗制度的

優 、缺點為何 ?

經過歸納整理之後 ,發現兩組同學的意見相當接近 ,經過整

合以及統計之後將結果整理於表三 。

1.從學生的問卷調查結果發現 ,大多數學生都認為隨堂測驗主要

能督促平時讀書 ,以免到學期中和學期末所有的功課擠在一

起 ,時間不夠分配 。在兩組中都有幾近半數的學生填寫這個正

面的意見 。相反的意見是時間的分配不夠 ,並且造成主要壓力

的來源 ,這個部分如果和前面一個說法加起來看 ,便可以發

現 ,時間的分配以及是否有效閱讀將是這個反應的關鍵 。

表三 :調查問卷開放題整理分析表

蓔
A組 B組

學生的敘述 次數 學生的敘述 次數

優

點

l段考前壓力較輕 。 1分段考 ,段考前壓力較

輕 。

2強迫自己平時唸書 。 2強迫自己唸書 ,增強記

憶 。

7

3.從小考中抓住教材重

點 ,及對歷史事實理

解程度 。

3.從小考中抓住教材重

點 ,及對歷史事實理

解程度 。

4小 考 範 圍 小 ,成 績

高 ,產生成就感 。

2 4.小考範圍小 ,成績高 ,

產生成就感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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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
A組 B組

學生的敘述 次數 學生的敘述 次數

5.檢視自己學到多少 。 2 5.檢視自己學到多少 。 6

6.上課比較專心 。 l 6上課比較專心 。 2

7養成課前課後溫習的

習慣

9 7養成課前課後溫習的習

慣

1U

缺

點

1每科都考 ,平 時壓力

大 ,不 夠 時 間 準 備

(多｝酉己) 。

1.每 科都考 ,平時壓力

大 。

24

2.擔心考不好 。 8 2.擔心考不好 ,產生挫折

感 。

9

3教學進度會落後 。 9 3.沒時間準備 。

4小範圍不一定測 出實

力 。

l

5.只 為 應 付 ,考 完 忘

光 。

1 4只為應付 ,考完忘光 。 I

(9.煩 。 5.煩 。 8

7晚上唸書念的更晚 。

8.有時聽不清題目 l 6.有時聽不清題目 。 I

2.其實能夠利用小考加強記憶和理解也是同學們共同反應出的優

點之一 ,這個部分肯定了授課教師對於用心佈題所獲得的成果

感到欣慰 。

3.另外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學生反應的一些心聲 ,比如擔心考不好

會被責備 ,以及時間不夠使用 ,或者對於教學進度的擔心等

等 ,另外就是覺得煩 。這些意見值得我們在討論時特別去仔細

探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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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討論與省思 :

(一 )大數量的小考的確是壓力的一項主要來源 ,從文獻或者實

證的調查都能證實 ,但是在本研究的結果發現更多的學生

認為能夠分散壓力的方式竟然也是小考 ,這個令人矛盾的

結果顯現在另外一個事實上 ,那就是對於時間的分配 ,由

於學生面對考試的壓力來自於時間不夠和害怕考不好 ,那

麼也就說填答分散考試可以減輕壓力的同學其實是因為時

間分配得當以及讀書有效率所致 。套梁雲霞對於搭建學生

自律學習鷹架的觀點來看 :自 律 (或 自主 )學習不是孤立

的努力 ,而 是強調用具體的方法 ,激勵並引導學生的學

習 ;他融合了目標設定 、策略使用 、自我監控和系統化的

的練習 ,讓學生知道 「怎樣成為聰明的學習者」 。
Ⅱ
我們便

可以從這些填答正面意見的學生身上看見 ,減低學生壓力

並非是無條件的 ,還是需要植基在具有學習成效上的 ,這

點從 A組的學生依舊建議在中斷隨堂考後希望恢復隨堂考

的制度可以說明 ,他們著重在學習成就而非單純的學習壓

力上著眼 。

(二 )從學習的成效來看兩組期末成績的落差當然顯而易見 ,但

是由於期末測驗的題型偏重高層次思考 ,而實施隨堂考試

的學生的成就亦明顯優於未實施隨堂考的組 ,可以見得教

師在佈題以及分散學生學習壓力的策略成功 ,不但未落入

過多考試使學生成為考試機器的窘境 ,更符合利用小考作

為學習鷹架實質性作法的妥善性 ,這對學生的學習產生了

Il轉引自梁雲霞,<共同搭建自律學習的鷹架〉 ,頁 7。



培養學生 自律學習能力之研究一 以國民中學歷 史科為例 8〕

所謂地成為 「聰明的學習者 」 ,事實上對於讓學生成為 自

律學習的挑戰上也提供了貢獻 。這點在實際上具有三分之

一的學生因為隨堂考試的實施而成為複習歷史科 目的規律

者 ,這樣的結局是最令人滿意的 。

(三 )學生的其他反應也讓教師在這個行動研究中受益匪淺 ,也

達成了進行行動研究的 目的 :解決 、改善工作情境中課程

與教學的實際問題 ,從問題解決的歸納過程 、實務的參與

過程 、自我批判的反省過程中獲得行動實踐能力的提昇 。

同時使得隨堂考試作為一項評量的利器 ,達成評量的功

能 :1.了 解學生的潛能與學習成就 ,以判斷其努力程度 ;2.

了解學生學習的困難 ,作為補救教學與個別輔導的依據 ;3.

獲悉學生進步情形 ,可觸發學生學習動機 ;4.估量教師教學

效率 ,作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的參考 。實際上 ,學生最大

的困難依然是學習效率的問題 ,沒有效率的學習不但耗

時 ,也會因為沒有成就感而失去興趣 ,許多的數據和學生

陳述出了他們的無奈 ,這使得作為老師的我們 、學校的其

他師長更能體會學生需要我們的關懷與協助 ,幫他們解決

學習障礙的問題 。

(四 )我們總是認為作為一個稱職的老師 ,把學生教好並且讓他

們可以能繼續朝 自己的方向去發展 ,這一直都是我們努力

的 目標 。學生在老師有系統的引導下 ,如何一步一步找到

適合自己的學習方法 ,找回失落的自我信心 ,透過這次的

研究我們更進一步確認了我們努力的成果 ,一方面感謝學

校行政 、導師 、家長全力的配合 ,一方面也對 自己更加的

期許 ,將來能更進一步了解學生學習的困難 ,發展出更多

可以解決問題的策略 ,更加提昇教學的效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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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 根據研究的結果與討論 ,肯定隨堂考試的學習鷹架功能以

及作為學習評量一個重要的方式 ,並且確認實施的原則 。

教學還是希望獲得學習的效果 ,一昧要無條件降低學生的

壓力往往是教育品質的低落 ,本研究指出兩者是可以並存

的 ,尤其是創造 自律學習的有利因素 ,將會使得學習和快

樂越來越接近 。

教師對於隨堂考試實施的方式 、頻率以及佈題的方式應該

對於學生的學習是有益的 ,切勿成為考試機器 。

二 、建議

(一 )為了提倡自律學習 ,營造有利的學習鷹架 ,促請家長能夠

協助學生妥善安排時間以作有效的閱讀 。

教師應該對於隨堂考試重新定位 ,使得這項有用的教學策

略擺脫污名 。

學校宜將適度的評量彈性釋放給教師 ,讓授課教師能夠更

靈活的應用隨堂考試 ,以獲得最大的效能 。



培養學生自律學習能力之研究一以國民中學歷史科為例 路

附錄一 歷史科課前測驗學生意見調查問卷
(A)

歷史科課前測驗學生意見調查問卷 (A)

班級 :二年 ( )班  姓名 :       座號 :

一 、在上老師的課程之前 ,你是否有課後複習歷史科的習慣 ?

答 :   是口    否口

二 、你是否為了準備上課前的測驗而有在課後複習歷史科 ?

答 :   是口    否口

三 、你是否有因為準備課前的測驗而養成課後複習歷史科的習

慣 ?

答 :   是口    否口

四 、在老師停止課前測驗之後 ,你是否有繼續維持課後複習歷史

科的習慣 ?(題三答 「否」者本題免填 )

答 :   是口    否口

五 、你覺得下學期是否繼續維持課前測驗的制度 ?

答 :   是口    否口

六 、你覺得課前測驗制度的優 、缺點為何 ?

優點 :

缺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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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歷史科課前測驗學生意見調查問卷
(B)

歷史科課前測驗學生意見調查問卷 (B)

班級 :二年 ( )班  姓名 :       座號 :

一 、在上老師的課程之前 ,你是否有課後複習歷史科的習慣 ?

答 :   是口   否口

二 、你是否為了準備上課前的測驗而有在課後複習歷史科 ?

答 :   是口   否口

三 、你是否有因為準備課前的測驗而養成課後複習歷史科的習

慣 ?

答 :   是口   否口

四 、你覺得下學期是否繼續維持課前測驗的制度 ?

答 :   是口   否口

五 、你覺得課前測驗制度的優 、缺點為何 ?

優點 :

缺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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