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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教師換人做做看－化學分組討論教學 

摘   要 

    本次課程採用分組討論的方式，將全班分組，並將習題依照難易度均分至各

組，由各組解題後，挑選出 3~4 題難題替同學說明。為使報告流暢，呈現方式可

以用電腦投影片或是全開海報紙方式呈現。報告皆需有題目，且有詳盡解題過

程。報告完後會有提問時間，先由同學提問，再由教師提問。在教學過程中，學

生對其報告呈現方式及參與程度，雖未達到筆者要求，但可感受到學生對此報告

的重視性，期望下次的分組報告，看到同學對化學的學習成就有所成長。 

關鍵字：分組討論、化學 

壹、緒論 

    在經過半年的高中化學科教學後，普遍認為現在學生對於化學科的學習達到

兩極化的落差，對於化學科有興趣的同學常會在課堂上主動回答老師的提問，學

習成就低落的同學則低頭不語，當老師得到答案後，也常因進度趕課關係，便”

認為”全班皆已瞭解，而繼續下個主題的教學課程。 

化學科目是屬於內容連貫性的一科，現代學生常因社團活動頻繁，線上遊戲

練功、校外過度補習及其他外在誘因等關係，而無法對於每堂課都付出專心一致

的態度。在課堂進行時，過於疲累無法融入課程，而在結束後，向我詢問前堂課

程教學內容，徒浪費彼此時間。此類學生常會在段考前有心無力的準備學科，考

試結果不盡理想，進而陷入惡性循環的困境。 

分組在化學上常見的型式，常出現在實驗室中做實驗時所實施的一種教學方

式。學生藉由小組工作分配，領取實驗器材，分工合作實驗步驟，完成一個實驗，

之後再進行實驗數據的討論。若此類教學也可應用於正常課程中，將班級同學依

其學習成績及人格特質進行分組，則藉由同儕力量增進彼此對於課程方面的瞭

解，可望達到事半功倍之效。 



2 
 

此次分組教學為應用於習作題目的難題講解部份，將各組分配題目下去，給

予各組近一星期時間進行討論、分工合作及研議呈現方式，經由抽籤方式選出上

台報告者，也可望避免部分同學僥倖心態。報告完畢後再以其他各組提問，或教

師抽問方式，完成此次分組報告。 

 

貳、設計理念 

一、母雞帶小雞，互助式討論學習 

分組方式採計以上學期期末化學成績及下學期第一次段考成績平均排名，以

S 型方式分組，而由於二類組男同學較多，故儘量以各組皆有女同學於其中安排

之。此種分組方式可望將各組水平達成一致。 

二、分組競賽，養成榮譽至上心態 

    除了基本報告方式評分之外，也設計另一種評分方式為提問給分。若以組別

提問，且問題具有內涵，則可整組加分。或教師提問後，個人搶答，則可個人加

分，抽組回答，答對者也可整組加分。期望藉由此種方式，使得上課時，不過於

沉悶，並達成各組的榮譽感之雙重效果。 

參、課程架構圖與教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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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設計流程 

1.報告前分組： 

    此次實施分組報告方式為兩個班級，分組所採用方式為依上學期成績及本學

期一次段考成績 S 型分組，兩班皆 36 人，以 6 人為一組，共分 6 組。分組後再

依各組特質進行微調。 

2.報告呈現方式： 

    教師將 3 回的習題依照題型難易度的方式，將題目分配給各組。各組從中挑

選出 3~4 題替同學說明，為使報告流暢，故呈現方式可以用電腦投影片或是全開

海報紙方式呈現。報告皆需有題目，且有詳盡解題過程，黑板僅可用以輔助說明

部分難解過程。報告長度以 10 分鐘為限，上台報告同學為各組抽籤上台。 

3.報告結論方式： 

    各組上台報告後，可詢問台下同學有無問題。若無人提問，則改交教師指定

台下任一組回答剛解題方式。 

（二）評量方式 

各組依照報告內容，將依下述方式評分： 

選題適當性…………10% 

海報或 PPT 製作……30% 

題目解說……………30% 

問題回答……………20% 

提問情形……………10% 

 

個人加分方式：提問者加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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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活動實施情況 

（1）教學照片 

         

照片一  插畫好強大                  照片二 海報也可以很清楚 

  

照片三  黑板也寫太滿了吧           照片四 想不到 word 也可以 

 

 

 

 

 

 

照片五  計算過程很詳細耶           照片六 全班安靜聽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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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生報告資料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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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伍、活動回饋 

（1）量化問表 

在報告完後，將學生回饋單分至各學生，並針對此次分組報告，依其滿意度

分成 5 等分填寫問卷，本次回饋單設計方式共分為自評 5 題、評量別組 5 題及總

評 1 題，共 11 題。其中評量別組是以其他 5 組平均水平而論。回饋單採用方式

並非傳統模式，如依序從非常滿意至非常不滿意勾選，而是將選項內容生活化、

活潑化，以期可讓學生對於此次回饋單投入心力填寫（如附件一）。雖然選項並

非一般制式化，但筆者依然要求學生將滿意度分成 5 等分填寫，不受選項內容左

右。表一為本次分組報告滿意度調查表。 

表一  滿意度調查表 

評量內 
班級 

非常 

滿意 
滿意 還可以 不滿意 

非常 

不滿意 

自評 

自己課前準備功夫 

207 6 15 6 3 5 

208 1 17 9 1 7 

合計 10.0% 45.7% 21.4% 5.7%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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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次本組教學投影

片或海報的滿意程度 

207 8 4 6 14 3 

208 7 6 14 4 4 

合計 21.4% 14.3% 28.6% 25.7% 10.0% 

本組上台同學的台風

及表達能力 

207 15 6 9 5 0 

208 7 13 10 3 2 

合計 31.4% 27.1% 27.1% 11.4% 2.9% 

對於報告時間及解題

的掌握程度 

207 8 8 12 5 2 

208 6 11 12 4 1 

合計 20.3% 27.5% 34.8% 13.0% 4.3% 

對本組整堂課報告內

容的評價 

207 10 11 14 0 0 

208 7 15 10 1 2 

合計 24.3% 37.1% 34.3% 1.4% 2.9% 

別組（平均水準） 

他組報告前準備功夫 

207 7 16 12 0 0 

208 3 22 9 1 0 

合計 14.3% 54.3% 30.0% 1.4% 0.0% 

對此次他組教學投影

片或海報的滿意程度 

207 5 22 7 1 0 

208 10 21 3 1 0 

合計 21.4% 61.4% 14.3% 2.9% 0.0% 

他組上台同學的台風

及表達能力 

207 5 12 10 8 0 

208 2 18 12 2 1 

合計 10.0% 42.9% 31.4% 14.3% 1.4% 

對於他組報告時間及

解題的掌握程度 

207 1 17 11 6 0 

208 6 15 11 3 0 

合計 10.0% 45.7% 31.4% 12.9% 0.0% 



8 
 

對他組整堂課報告內

容的感想 

207 2 18 14 1 0 

208 3 18 12 1 0 

合計 7.2% 52.2% 37.7% 2.9% 0.0% 

總評 

整 堂 課 聽 完 報 告 下

來，給你的感覺 

207 1 12 16 3 2 

208 6 13 15 0 1 

合計 10.1% 36.2% 44.9% 4.3% 4.3% 

 

（2）學生質性回饋 

    在這次的回饋表中，在每個選項後面，皆有一欄話可讓同學抒發對此問題的

想法，其中對於自評部分，大部分同學都認為自己組在準備上並未充分，但大家 

一起討論題目的感覺還不錯。對於別組的報告，由於上台同學皆未使用麥克風，

少數坐後面同學有反映聽不太到，也有人寫到對於有些組的報告相當失望，但大

部分的報告都持正面評論。對於總評來說，有的同學說到希望能夠再有一次報告

的機會，也有同學說聽完同學的報告，學到不同的解題方式，另外也提供建議是

說上台報告的人不要用抽的，不然會有人做投影片和上台的都是同一個人。 

 

陸、教學省思與展望 

    雖然在段考前要做題目又要做成報告的形式，很多同學在我宣佈這次做法

時，便不是相當認同。但在實施此次活動前，我認為做題目在化學科來說，本來

就是有效驗證自己學習成果的一樣方式。而希望透過此次的分組報告，可以讓同

學能夠自己分享自己的學習經驗，也學學不一樣的解題模式。 

    高二第一次的化學課上台報告，在報告呈現方面，僅有半數組別達到筆者的

要求（有題目及解題過程），其他組僅有題目或是只有解題過程的，這會對台下

聽報告的同學來說，是不利於吸收的，且在選題的適切性，有發現到某組選擇過



9 
 

於簡單題型講解，因此下次將會先對其報告先行驗收，並提供建議。上台報告的

同學在解題時，常會有卡卡不順的情形，或計是上台採用抽籤的方式，所以各組

沒一個專門負責報告的同學，以致大家認為應該不會抽到我，而出現沒人準備的

窘態，但當時採用抽籤的目的，是擔心各組有部分同學不負責任，下次將會討論

此方法之可行性。再來有同學反映做投影片跟上台的同學皆為同一位，故下次應

會將做投影片同學摒除在上台報告的名單內。 

在經過每個班兩節課的報告時間後，我覺得，不是只有同學自己做題目獲得

了些什麼，相信他們從分組討論、上台報告、台下發問及教師提問的過程中，一

定得到許多，而不只同學獲得，對於筆者而言，更是一大收獲，期待下次的分組

報告，希望可從未來的報告看到同學對化學的興趣及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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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