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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跨年級遇上適性教與學： 

國小社會領域跨年級課程規劃與實施 
之探究 

詹寶菁 
由於少子化及都市化的影響，臺灣少人數學校逐年增加，跨年級教學成為

學校面對此挑戰的對策之一。本文以一所在中年級社會領域實施跨年級教學的

小學為研究合作對象，透過課室觀察及教師訪談，探究國小社會領域跨年級課

程規劃和實施，以及如何兼顧適性教與學。研究結論為：（一）就國小社會領域

跨年級課程規劃模式而言，教科書為本之調適模式、課程規劃步驟融入 Skilbeck
之分析情境、以螺旋課程結合平行課程是較為可行的課程組織形式。（二）國小

社會領域跨年級課程規劃與實施受到教科書、學生特質和社會脈絡三股力量的

影響，而這三股力量皆受到教師教學信念影響而有所偏重。（三）國小社會領域

進行跨年級教學時，可以從各年級目標和個別學生需求來規劃和實施，以兼顧

適性教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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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小型學校及班級人數減少日益普遍 

臺灣受到少子化及人口朝向都市集中等社會變遷的影響，以及避免廢校的

政策趨勢下，小型學校的校數逐年攀升。108 學年度全臺學生數為 100 人以下

的國小學校數佔 38.5%，50 人以下者則佔 18.6%，亦為歷年來成長最為快速的

學校規模，更甚者，一年級在 3 人以下者已達 136 所學校（教育部統計處，無

日期）。在每年級僅一班，且班級學生數稀少的情況下，以班級為單位的教學型

態，將使學生失去群性培養及同儕互動的機會，為了因應此現象，同時對二個

以上的年級進行教學，成為小型學校必要的對策之一（林欣毅、鄭章華、廖素

嫻，2016；簡至悅，2015）。 

二、從混齡實驗教學到跨年級教學的發展 

在面臨少人數班級漸增的挑戰下，跨年級的課程與教學運作在 2014 年實

驗教育三法的立法通過後具備了法源依據。隨後，教育部及國立政治大學鄭同

僚於 2015 年推展「偏鄉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計畫」，採用公辦公營的混齡實驗教

學，以年段進行混齡編班及教學（鄭同僚，2015）。這一股推展者與研究者，採

行「混齡教學」（multi-age teaching）此一概念，意指：「將兩個或者以上的年齡

層集合起來成為一個上課班級」的教學模式（Durney, 1997, 引自鄭同僚，2015，
頁 2）。但是混齡實驗教育計劃及其相關研究，仍以年級為主要單位，將一二年

級、三四年級、五六年級合併為三個年段的班級（張維庭，2018；莊豐駿，2018；
鄭同僚，2015）。 

另一股以維持「年級」為主要概念，推動跨年級教學（cross-grade instruction）
的團隊在 2014 年開始啟動，這一股推展與研究者，採行「跨年級教學」一詞，

並界定為「由教師在同一節課中，在同教學場域對不同年級之學生進行教學」

（洪儷瑜，2018，頁 4-5），著重在教室內的學生不僅在年齡、能力上有所差異，

也具有年級上的不同，此概念正視目前在課程綱要、教科書仍以「年級」為主

要的思考與設計依據，是更為符合臺灣目前學校教學現場的形式。 

各縣市政府在跨年級教學或混齡教學的推展上，新北市政府可以說是其中

最為積極的。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於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選擇未滿 50 人之學校

推動混齡教學，新北市國教輔導團為此編輯了手冊，重新選擇及編排現行各領

域教科書（林奕華編，2017；張明文編，2019），得以避免混齡教學造成教材重

複的問題（簡至悅，2015），並且能夠顧及現行教科書的目標與內容，較具有完

整性。雖然新北市採用「混齡教學」一詞，但是其發展的混齡教學教材仍基於

各年級的課程，因此深具跨年級教學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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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背景揭示，在班級人數過少的現況下，跨年級教學已經成為臺灣少人

數學校必須採用的形式。 

三、社會領域較少、較難以進行跨年級教學的省思 

如臺灣的實徵研究和研究者參與跨年級教學計畫的經驗顯示，國內小型學

校進行跨年級教學以非主科為多（尤曼婷，2019；洪儷瑜、梁雲霞、林素貞、

張倫睿、李佩臻，2019；曹念淑，2019；陳聖謨，2016；黃詩雅，2019），如果

是主科，則會選擇國語文、數學、英語、自然（吳易聰，2019；周立軒，2019；
徐偉慈，2018；徐慧中，2019；莊豐駿，2018；蔡安茹，2019）。雖然混齡實驗

學校基於實驗的理念，全校課程採混齡教學，社會領域就會涵蓋在整體的規劃

中，但是卻有不同的呈現，例如：陳延興、朱秀麗（2018）研究一所混齡實驗

學校，該校社會領域的實驗教學是採用年段選用同一年級教科書進行教學。張

維庭（2018）研究一所混齡實驗學校，論及該校社會亦採行混齡課程設計，相

對於研究中較詳細探討國語和數學混齡課程設計，該校社會課程設計的歷程、

課程的內容，等則未有相對等的細部探討。 

跨年級教學避開社會領域的情況，在實施複式編班的日本鹿兒島縣，亦有

相同的情況，學校說明複式教學主要在國語和數學實施，主要原因是，鹿兒島

縣已經針對這兩個科目發展出成熟的教學階段和流程，教師容易掌握並且遷移

至其他國語課次或數學單元，「社會與理科則有不同的流程，有時還到校外或實

驗的項目不大一樣，所以比較困難」（詹寶菁、洪千惠，2019，頁 57）。 

從上述國內跨年級的實施及研究現況，以及日本鹿兒島縣的實施經驗，促

使從事國小社會領域師培多年的研究者深切思考，小型學校進行跨年級教學的

目的之一，是希望讓不同年級的學生一起學習，以培養學生的群性（張明文主

編，2019；黃昱芳，2018），或是促進學生的社會互動與學習社會能力，例如：

相互合作、利他能力等等（Veenman, 1995）。在國內的研究中，研究者亦發現跨

年級／混齡教學，學生會有互助行為、形成討論的氛圍（周麗華，2019；徐偉

慈，2018；黃詩雅，2019；劉琴惠，2015）。在諸多科目中，社會領域的本質及

課程目標正著重於此（歐用生，2001；陳麗華、詹寶菁，2020），因此令研究者

深切思考，國內小型學校為何較少在社會實施跨年級教學呢？如果在社會領域

進行跨年級教學，可能會面臨哪些挑戰？又如何進行課程規劃？這些問題在國

內尚未有實徵研究，因此成為本研究的動機之一。 

四、社會領域進行跨年級教學的關鍵：建置課程規劃的模式及案例
以支持教師 

跨年級教學面對不同年級、年齡、能力的學生，而現行教科書皆是基於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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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級教學所編撰的，並不適合跨年級教學直接使用，所以需要教學者自行規

劃，因此如何規劃課程，無論是進行課程的重新設計或調整，讓教師能有彈性

且便於實施的課程進行教學，成為推展混齡教學的支援系統之一（林欣毅等，

2016）。此一需求亦反應在對新北市實施混齡教學小型學校的實徵研究中，研究

顯示，在課程規劃與教材的編選上，高達 70%是由教師自行規劃與編選，課程

編選成為最需要協助的項目（黃昱芳，2018）。國外學者 Taole（2017）亦主張，

從現行課程中尋找相似的主題，進行課程規劃，是教師進行跨年級教學的專業

知識之一。 

然而，各科之間的課程規劃並不盡相同。新北市政府積極推行混齡教學，

因此發展出混齡教材，重新編排現行教科書各單元成為 A、B 兩套教材，但是

卻成為教師面臨困境的第一順位（黃昱芳，2018）。在其他主動推行混齡教學的

學校，陳聖謨（2016）研究三所嘉義縣的學校發現：（1）藝文、體育、綜合課

程普遍採取全班教學（whole-class teaching）的課程編排方式，亦即各年級在同

一時間上同一科目且使用同樣教材。以選編自教科書為主，少部分由教師自編。

（2）主要學科仍以分年級教學為主，大部分教師並不敢貿然採用混齡教學。（3）
極少部分教師在主要學科採取全班混齡教學，但教師之間的課程編排方式有別，

有教師是採取平行課程的組織方式，亦即依學生所屬年級分別進行，同一個班

級有兩套課程同時進行。 

國內外研究結果顯示，課程規劃為教師進行跨年級教學的困難之一（李玉

玫，2018；林欣毅等，2016；黃詩雅，2019；黃昱芳，2018；簡至悅，2015；
Engin, 2018; Taole, 2017）。課程規劃是複雜和隱晦的歷程，又，國小社會課程的

本質為跨領域的學科，其課程內容來自於各個學科、學生所處的社會生活，並

且隨著時間變遷、地區特色而有所調整，難以依據單一學科結構進行課程規劃，

教學上亦有諸多變化，可採行各種教學方法與策略，因此並不容易進行跨年級

課程規劃，各校規畫的跨領域社會課程亦不容易為其他學校所採用，能否建置

國小社會課程規劃的模式，以供其他小型學校參考？能否發展其他學校能採用

的跨年級課程？此為本研究的動機之二。 

五、社會領域跨年級教學如何規劃與進行適性教育 

班級學生數少不是更容易實施個別化教學嗎？達到適性學習的理想嗎？跨

年級教學將使班級人數增多，是否會較不利於實施適性教與學？  

跨年級教學時，班級內學生數增加，學生的差異向度會比原有單一年級班

級高，教師如何在班級人數增加及差異性提高的情況下，仍敏銳覺察學生的需

求與興趣，以調整教育情境，讓不同的學生都能成功（Anderson, 1979）呢？此

外，跨年級教學因各年級課程目標的差異，在差異化向度上勢必增加了「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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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納入考量，因此，聚焦於個別學生或年級群體學生學業成就的「差異化教

學」（differentiated teaching）（Ikwumelu, Oyibe, & Oketa, 2015），或是在課程設

計上採用差異化課程模式（differentiated curricula）（Pridmore, 2007），就成為跨

年級教學必須處理的議題。在此教學方式中，教師須深入了解個別學生的學習

歷程與社經背景、興趣與學習能力，然後選擇最適合個別學生的教學策略或技

巧，以達到整體的教學目標。因此跨年級教師為達到適性教與學的理想時，即

調整課程、教學、學習、評量等適性教育的要素（吳清山，2018），以支持學生

學習成功，不僅需要考量班級學生的興趣、學習傾向等特質，尚需要面對達成

跨年級目標的雙重挑戰。 

基於上述背景與動機，本研究主要有以下二個目的：  

（一）探究國小社會領域實施跨年級的課程規劃和實施之歷程。 

（二）分析國小社會領域跨年級教學中如何兼顧適性教與學。 

 

貳、相關文獻評析 

本研究旨探討國小社會領域實施跨年級教學時，其課程規劃和實施，並探

討如何兼顧適性教與學，以及在此歷程中學生獲得的經驗。以下將依序探討跨

年級教學的意涵及其相關研究、適性教育的意涵和與跨年級教學的關係。 

一、跨年級教學的意涵及相關研究 

目前國內以「跨年級教學」和「混齡教學」為主題的碩、博士論文和期刊

論文的研究，就數量而言，仍以「混齡教學」為多，「跨年級教學」則以跨年級

教學計劃的兩冊專書《跨年級教學實務手冊》（梁雲霞、陳淑麗主編，2018）、
《小校創新：跨年級教學的實踐與眺望》（洪儷瑜、陳聖謨主編，2019）為代表。

以下將評析國內以「跨年級教學」和「混齡教學」為主題的相關研究，以為本

研究理論與設計之參考基礎。 

（一）針對部定課程的實施而言 

實徵研究顯示，除了混齡實驗教學之外，混齡教學以非主科為主，教師實

施的意願較高、困難較少，教師認為非主科混齡教學比單一年級教學效果較高。

陳聖謨（2016）研究發現，藝文、體育、綜合課程普遍採取全班教學的課程編

排方式，亦即各年級在同一時間上同一科目且使用同樣教材。教師認為，兩班

合起來學生數較多，課程活動的變化較多，也較容易進行。洪儷瑜等人（2019）
的研究亦發現，跨年級教學以健康與體育領域為最多，參與計畫的每所學校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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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此領域，其次是彈性課程，第三則為藝術與人文領域，前三順位皆是非主科。 

在主科實施跨年級教學現況及意願的研究上，陳聖謨（2016）研究顯示，

大部分教師並不敢在主科採用混齡教學，仍維持單一年級的教學，採用的教師，

則運用平行課程的形式，同時進行不同年級的課程。徐偉慈（2018）研究國小

英語混齡教學，雖然研究學校在英語實施混齡教學，但是研究對象認為，混齡

教學在非主科實施即可。教師認為主科不易實施跨年級教學，考量的因素包括：

混齡教學要同時進行兩個年級的課程規劃，難度很高，即使備課也遭遇許多困

境與難題（陳金山，2019），再者，教師在師培階段缺乏相關的教育，第三，教

師缺乏實施經驗可供參照。 

除了非主科的音樂（黃詩雅，2019）、體育（曹念淑，2019）、健康教育（尤

曼婷，2019）之外。研究主科進行混齡教學的比率更高於非主科，這類研究包

括：國語文（蔡安茹，2019）、數學（吳易聰，2019；徐慧中，2019）、自然（周

立軒，2019）、英語（徐偉慈，2018；莊豐駿，2018），雖然不全然是以教科書

為本的混齡教學研究，但是皆是以部定課程為目標。其中，方正一（2019）的

研究涵蓋在其課程領導下發展的社會課程設計，但是其研究主要目地並不是在

深入探討社會的混齡教學。因此，針對國小社會領域的混齡教學研究尚待充實。 

（二）針對混齡教學的課程規劃而言 

跨年級教學的課程規劃涉及複雜、隱晦未顯的歷程，從課程組織、課程實

施或教學、課程的評鑑或評量等。在推展跨年級教學時，國內外學者提供了幾

種課程組織形式供學校參考，主要包括：交替課程、平行課程、輪替課程、螺

旋課程（梁雲霞，2018；陳聖謨，2017；Little, 2006）。國內張維庭（2018）研

究一所混齡實驗學校，研究結果呈現，在社會領域該學校教師歷經兩年的螺旋

式課程，以及一年的循環式課程（類似於輪替課程）。 

在跨年級課程規劃上，可以分成三大類別，第一類是實驗教育取向，課程

發展較富彈性，張維庭（2018）在一所混齡教學實驗學校進行研究，發現該校

混齡課程設計方式主要為循環式、螺旋式及主題活動式。 

第二類是基於現行課程，使用現行的教科書（徐偉慈，2018），再依據混齡

教學的需要加以整合或設計，或是加入自編教材。陳聖謨（2016）研究發現，

藝文、體育、綜合課程普遍採取全班教學，教材以選編自教科書為主。但是這

類的課程發展往往增加教師的備課負擔（李玉玫，2018；簡至悅，2015），甚至

反映教學計畫撰寫困難（黃詩雅，2019）。 

第三類是新北市教育局的課程規劃方式，重新選擇及編排現行各領域教科

書的主題，形成適合進行輪替課程的 A、B 版兩套教材，混齡教學時，第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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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 A 版教材，第二年進行 B 版教材（林奕華主編，2017；張明文主編，2019），
能夠同時避免教材重複和顧及教科書的所有目標與內容。亦同時成為新北市偏

鄉小校實施混齡教學時，教師反應的最主要困境「教材分成 A、B 兩套，造成

教學上困擾」（黃昱芳，2018）。 

混齡教學的課程涉及不同年齡層的需求，加上尚未有適合混齡教學的現有

教材，需要教學者自行規劃，混齡實驗學校的教師反應課程規劃的難度頗高，

需要熟悉整體課程架構，再按照混齡的年段規劃，甚至認為應由國家來進行課

程規劃（林欣毅等，2016）。而簡至悅（2015）研究嘉義縣混齡教學，發現學生

會有課程內容重複學習的困擾。 

（三）針對混齡教學的課程實施而言 

課程規劃階段之後即進入課程實施階段，國內外研究顯示，跨年級教學的

教學形式可區分為全班教學、分組教學兩大類別，分組的方式又可依據分組的

依據及目的，而有諸多變化，例如：同質/異質、配對、個人。一節的教學形式

又可以變化，因此，日本鹿兒島縣的國語、數學複式教學使用單一年級編撰的

教科書，但是針對國語和數學的教學，發展出固定的教學流程，教師在國語課

和數學課都可以套用此流程，學生也很熟悉，例如：國語分成三個階段來進行；

數學則有一定的步驟，分別是練習、個人思考、學生分組討論（詹寶菁、洪千

惠，2019）。或是鹿兒島大學教育學部附屬小學複式教學的「問題設定、問題追

究、總結」（鹿児島大学教育学部附属小学校，2018）。 

從有效教學的角度進行研究跨年級教學，Engin（2018）從計畫、時間管理、

班級經營、學生後續發展等四個主題進行比較，發現荷蘭教師和土耳其教師相

較之下，更有系統地進行。教學計畫時較多荷蘭教師會先於課前組織教學材料、

準備工作板、規劃每週的作業，教學時會輔以計時器、訊號板，班級經營運用

符號板、交通號誌。土耳其教師則因為需要擔任非教學工作，導致將課進行切

割或是取代，影響課程的完整執行程度。 

國內研究則顯示，新北市偏遠地區公立小學進行混齡教學時，由於各年齡

層學生發展階段不一，難以實施混齡教學（李玉玫，2018）。或是比起單一年級

班級，混齡教學時，學生來自不同的班級，導致教師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在處

理同儕關係（羅德發，2019）。 

二、適性教育的意涵以及與跨年級教學的關係 

（一）適性教育的意涵 

適性教育（adaptive education）的目的有不同的著重層次，有主張在達到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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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教學目標（Ikwumelu et al., 2015），亦有主張在發展個人進而自我實現（吳

清山，2018；黃政傑、張嘉育，2010），但是適性教育的重要性皆受到學者的肯

定，並主張教育過程應考量學生的特質與需求，如能力、興趣、風格、文化等。

因此 Parsons 等人（2018）認為適性教學是教師在教學前、教學歷程中、教學

後，反思學生需求而社會建構成的。 

這些在課程和教學上的調整，Corno（2008）認為可以區分為宏觀層次（macro 
level），如為同質分組學生進行課程規劃、差異化的學習材料和任務，和微觀層

次（micro level），如持續的診斷和教學活動。Hardy、Decristan、Klieme（2019）
進而將適性教學的概念化為意圖的和實施的兩個層次： 

1. 將教師在教學設計上的決定，概念化為「意圖的」（intended）適性教學，

指教師的行動或是教學抉擇，是基於對個別學生需求和學習狀態之診斷。 

2. 認定學生為主動的學習者，教師設計的學習環境可能為學生所知覺，並

且如同教師的意圖來運用，但是也有可能為學生所轉化和重新再解讀。此為「實

施的」（implemented）適性教學，指教師的意圖教學、教學和觀察到學生所使用

的學習環境，這三個環節的調整。 

（二）跨年級教學的專業知識涵蓋適性教育 

適性教育的發展在 1980 年代之後受到認知心理學和有效教學的影響，朝

向差異化教學和教師效能方向發展（王為國，2004；黃政傑等，2010）。就本文

探討的目的而言，跨年級教學的教師和單一年級教學的教師，在專業知識上有

何不同？Taole（2017）研究澳洲跨年級偏遠小學，透過觀察及觀察後訪談 9 位

教師，提出七種跨年級教學的專業知識，分別是： 

1. 所有教師都彈性運用各種學習者分組形式（learner grouping），包括個別、

配對、年級分組、異質年級分組、能力分組和全班教學等，但是受訪教師皆儘

可能的使用全班教學。該研究並且歸納出分組變化的形式，即是，每個教學單

元皆有一個合班的開始和結束，中間時間則共同進行相同或相異活動，就沒有

固定的形式。 

2. 學生同時進行不同的學習活動，教師就需要在教學前進行大量的組織和

規劃，以及安排固定的例行工作（organisation and routines）。所有的教師皆強調，

跨年級班級的學生必需有責任感和獨立性，學生就不會完全依賴教師，不會將

時間用來等著教師，而是能善用在學校學習的時間，依據教師的例行工作進行

學習。這例行工作的概念類似日本鹿兒島縣國語、數學複式教學的固定教學流

程，教師在國語課和數學課都可以套用此流程，學生也很熟悉，能夠按照流程

與指示版自行學習（詹寶菁等，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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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師進行跨年級教學時，需要從各年級的課程中，找出相似的主題，才

適合進行全班教學，即稱之為課程規劃（curriculum mapping）1，這些主題在學

生各學習階段不斷地再現並擴展，成為小學各年級的螺旋課程（ spiral 
curriculum）。因此，教師需要通盤了解各年級的課程，才有可能進行如此的課

程規劃，相形之較下，年級教學的教師，由於課程和教科書已經依照年級切割，

因此教師僅需要熟悉所任教年級的課程。本研究提及另外一種適合跨年級的課

程組織方式：輪替課程（rotation curriculum），主要針對某些主題並沒有學習的

順序，因此可以安排成為三年的循環，適合給跨三個年級的班級。 

4. 根據學習者的差異，將課程從教學方式、學習內容、和學習材料等方面，

進行課程差異化（curriculum differentiation）。由於跨年級班級的學生數都少，

和年級學習相較之下，跨年級教學的教師會更關心個別化學習。 

5. 研究發現，跨年級教學的教師傾向進行全班教學，但是對學生有個別的

期待，而年級教學者則著重在學生是否達成年級的學習目標。換句話說，跨年

級教學的教師對學生的學習活動進行多層次的評量（multi-level assessment）。這

不僅是採用不同形式的多元評量（multiple assessment），還需要針對學生個別的

學習進程進行評量，包括學習開始對個別學生需求的評量，學習活動後的評量

等。 

6. 所有參與研究的教師都強調，計畫（planning）是必要且耗時，甚至比實

際教學還重要。教師會事前妥善計畫，以確保教和學能夠不受干擾的完成，確

保學生投入的學習活動是和這階段的學習相關，確保完成所要求的課程。研究

者並觀察到，教師會列出每日各年級需要完成的事項，並且放在所有學習者可

以看到的地方，教師的計畫需要讓學生知道，使其肩負起自己學習的責任，避

免無謂的等待。除了每日工作的計畫之外，參與研究的教師也提及計畫學習的

例行工作、家長參與學生的學習、跨年級的輪替課程（rotation curriculum）等。 

7. 時間管理（planning）往往成為教師進行多年級教學的議題，從時間不足

的角度，說明了為何參與研究的教師會儘量採用全班教學，同時搭配多層級評

量和差異化課程。 

Taole（2017）將其研究結果對照早期 Vincent（1999a, 1999b, 1999c, 1999d, 
1999e, 1999f）所提出成功跨年級教學的六個面向：（1）教室組織（教學資源和

物理環境）、（2）班級經營和紀律（清楚的期望和例行工作）、（3）教學組織、

課程和評量（教學符合學生需求）、（4）教學傳授和分組、（5）自我引導學習（發

                                                       
1 或譯為「課程地圖」，此處採用周淑卿（2000）的「課程規劃」，指學校或教

師對教材、教學時間及其他所需資源等，進行有系統的分析與計畫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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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獨立學習者）、（6）計畫和運用同儕小老師。Taole（2017）自陳認為，他們的

研究結果多出了「有效時間管理」的面向，更強調「計畫」的重要性，更明確、

具體地指出「多層次評量」。 

三、文獻評析對本研究的啟示 

現行教科書以「年級」為主要設計依據，而現場教師多以教科書為教學主

要來源，因此本研究採行「跨年級教學」（multi-grade instruction）一詞，並根據

洪儷瑜（2018，頁 4-5）的定義，界定為「由教師在同一教學時間中，在同教學

場域對不同年級之學生進行教學」。本研究旨在從適性教與學的角度，探討國小

教師在進行社會領域跨年級教學時，如何基於現行教科書規劃其課程、教學流

程、學習活動、評量等。本研究的目的之一在探討跨年級社會的課程規劃，Taole
（2017）提出的七個跨年級教學的專業知識，其中課程規劃、課程差異化兩個

類別的專業知識可列為本研究課程規劃的範疇。再者，Taole（2017）研究澳洲

小學教師發展的課程，其中符合螺旋課程和輪替課程的概念，這樣的跨年級課

程規劃適合臺灣國小社會課程嗎？會成為臺灣教師的選擇之一嗎？值得本研究

探討。 

此外，本研究依循跨年級教學的定義，維持「年級」為主要概念，不可避

免需要兼顧年級目標的達成，因此採用 Ikwumelu 等人（2015）探討社會領域適

性教學的界定「適性教學是一種使具有個別差異（如學業成就、資質、學習型

態）學生們達到共同教學目標的方法」（Ikwumelu et al., 2015, p.141）。並參考

Hardy 等人（2019）提出概念，將本文聚焦於探討跨年級社會領域中，課程發展

者和教師的意圖適性教與學，以及教師實施的適性教與學。 

 

參、研究方法 

從文獻回顧中可知，國內甚少實徵研究專門探討國小社會領域如何進行跨

年級教學，嘗試在國小社會進行跨年級教學的學校教師也甚少，因此研究者採

用探索性設計（exploratory design）（張芬芬譯，2006），是在對該議題或問題有

更深入的認識與理解，因此對研究結果採取較為開放性的立場，而不在驗證假

設或證實理論。以下分別說明本研究設計和流程。 

一、研究流程及資料蒐集方法 

本研究採立意取樣，是在一所實施跨年級教學的小型學校進行，由研究者

於主動邀請該校教導主任，徵詢該校參與研究的意願。在獲得教導主任同意，

並得知為中年級時，研究者與課程設計者即開始規劃中年級跨年級社會課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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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提案，課程設計者為一位退休國小教師，具備多年國小社會教科書編寫委

員的經驗。本研究在課程規劃階段採行由學校外部人員進行，目的是企圖減少

小型學校教師的備課和撰寫教學計畫的負擔（李玉玫，2018；黃詩雅，2019；
簡至悅，2015），實際教學者為原任國小教師。 

研究者、課程設計者、該校教導主任，以及中年級二位教師，於課程實施

前進行了三次共備會議，目的在根據該校、教師、學生的需求進行課程規劃。

由於現行三個版本的中年級社會教科書，其課程內容的地理範疇皆是在社區及

家鄉，因此本研究參考 Skilbeck（1976, 1984）「情境分析模式」的第一個要素：

分析情境，分析與本次課程規劃相關的學校所處情境的內、外在因素及其交互

作用，詢問學校內外環境和資源。其他重點尚且包括：確認課程規劃依據的教

科書課次、教學進行的日期、評估學生先備知識和經驗、確認課程方案的可行

性等等。研究流程及各階段的重點摘要如圖 1 所示。 

 

 
 
 
 
 
 
 
 
 
 
 

圖 1 研究流程 

二、研究參與者和資料代號 

本研究最終獲得四年級教師，以及兩班學生家長的同意，因此參與本研究

的學生共計 10 位，其中三年級 2 位，四年級 8 位。本文田野資料的代號和其意

涵如表 1。由於三年級教師並未同意參與本研究，雖然課程規劃會議、課程實

施歷程中所蒐集的部分資料包含三年級教師，基於研究倫理，本文並不呈現三

2.課程方案共備會議 
評估學生先備知識

和經驗；詢問學校

環境和資源；發展

課程方案等。 

4.觀課 
進行六節觀課，

含三節室內課及

一次半天的戶外

學習。 

3.課前教師訪談 
教師對課程方案

的理解及學生學

習的預設。 

獲得學生家

長知情同意 
獲得教師知

情同意 

5.課後教師訪談 
教師對課程方案

的意見、學生學

習狀況的覺知。 

6.資料整理分析 
教師對課程方案規

劃及實踐歷程、學

生學習狀況。 

1.準備階段 
接洽研究合作學

校、提出課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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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教師的資料，亦不會針對三年級教師進行個別分析。再者，基於本文之目

的及撰寫篇幅之限制，課程方案所規劃的戶外學習亦不在本文分析之範圍，僅

針對第一、二節課進行分析。 

 

表 1 田野資料的代號和意涵 

代號 代表意義 資料來源 
札 0926 9 月 26 日研究者札記 共計 3 次的課程方案共備會議 
T4 訪 1113 11 月 13 日四年級教師訪談 課程方案實施前、後，進行半結構

式訪談，共計 2 次 
觀 1119-1 11 月 19 日第一節觀課 第一、二節課室教學的錄音、錄影

逐字稿 

 

肆、資料分析與討論 

本文旨在探究國小社會領域跨年級課程的規劃和實施，以及如何在跨年級

教學中兼顧適性教與學。本文參考 Hardy 等人（2019）所提出的「意圖」和

「實施」的適性教與學兩個層次。意圖的層次是在課程規劃階段對學生需求和

學習狀態的判斷，進而對教和學進行調整，因此，以下將意圖的適性教和學併

入跨年級課程規劃之中。實施的適性教和學則是教學時依循學生的學習狀態而

進行調整，因此以下將於跨年級課程實施部份進行分析與討論。 

一、國小社會領域跨年級課程的規劃 

（一）國小社會領域跨年級課程的規劃步驟 

從課程共備會議的討論中可以得知，在進行國小社會領域跨年級課程規劃

時，第一個討論及需要決定的問題：是依據教師目前使用的教科書，或是自行

發展課程？在教師表達希望以目前使用的社會教科書為規劃依據，並參考兩個

年級的教學進度（札 0830），本課程方案所依據的單元即隨之決定。本文在文

獻回顧時整理出三種跨年級課程規劃的類型，第一類為實驗教育形式（張維庭，

2018），即重新組織設計課程；第二類則以現行課程或是教科書為本，再依據需

求加以整合或加入自編教材（徐偉慈，2018；陳聖謨，2016）；第三類則為新北

市重組輪替課程的形式（林奕華主編，2017；張明文主編，2019）。根據共備會

議的討論顯示，第二類是本研究參與教師較能接受和實踐的形式，即，基於學

校使用的教科書，再依據該校跨年級教學的需要加以整合或設計，並加入自編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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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跨年級課程依據教科書內容之後，由於國小中年級社會領域的內容以

地方和家鄉為範疇，因此在第一次共備會議時，就學生的地區探索經驗進行討

論，包括：三、四年級教師曾經帶領學生到哪些地點進行校外教學？規劃的交

通路線？並盤點學校附近的文化、產業等各面向特色，最後決定戶外教學的地

點，並以戶外教學地點為焦點，發展出各節的主要重點。本次共備會議的另一

個討論焦點為：三、四年級學生的特性，以作為分組的參考（札 0830）。此步驟

類似 Skilbeck（1976, 1984）「情境分析模式」第一個要素「分析情境」，即對情

境的觀察，以及分析學校所處情境的內、外在因素及其交互作用。雖然並未周

全的分析學校內外在因素，但是有助於了解學校的外在因素，以及學校所在情

境的文化、產業特色，以作為課程方案的規劃依據。 

在後續的共備會議中，教師的關心聚焦於課程方案的可行性，和可以融入

的學生經驗，例如：第二節的地圖繪製，教師建議以投影 google 地圖在白紙上，

先繪出學校附近的輪廓，學生更容易繪製出地圖。四年級教師則主張在第一節

除了課本提供的「藺草帽的故事」之外，需要融入學生知道的當地故事（札 0926、
札 1030）。課程規劃在課程尚未實施前，仍然持續不斷地進行，愈接近實施時

間，教師愈關心如何實施的問題，甚至會仔細對照課程方案與教科書內容的搭

配。 

（二）跨年級課程的組織形式及教學形式 

由於本研究合作學校的中年級社會領域是由級任教師授課，原本是採單一

年級分班的上課形式，在課程方案共備會議時，教師考量國小學生在年級之間

仍有知識、能力上的差異，且有年級學習任務需要達成。基於原任教師的需求，

研究者和課程設計協作者採行單一年級平行課程，加上跨年級螺旋課程交錯的

設計，並獲得合作教師同意（札 0830）。 

該校原為跨年級教學的學校，社會的單元教學順序與其他非跨年級教學的

學校略有不同，本研究發展的課程方案依循三、四年級原本各自的教材及進度，

為翰林版社會三上「5-2 進行戶外學習」和三下「5 地方的故事與特色」。本課

程方案在經過三次共備會議後，成為一個單元六節課的設計，最終課程方案的

節次安排、教學形式、各節次名稱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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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年級社會跨年級課程方案 

節次 課程組織 
形    式 教學形式 

節次名稱 
三年級 四年級 

1 平行課程 單一年級/全班教學 旅遊手工書 居住地區的 
故事與特色* 

2 
螺旋課程 跨年級/合班小組教學 

動手畫家園* 

3~5 OO 戶外教學 

6 平行課程 單一年級/全班教學 我的戶外學習 OO 的 
故事與特色 

註：*為本文分析之節次。此外，為達匿名，表中 OO 為該校所在的相關地名。 

 

第 1 節三、四年級依循各年級既有進度進行分班教學，為平行課程的設計，

三年級進行「旅遊手工書」，四年級則為「居住地區的故事與特色」。第 2~5 節

「動手畫家園」、「OO 戶外教學」為跨年級螺旋課程，三年級需要掌握「戶外學

習」方法，四年級則在進行「地方的故事與特色」，內容有獲得地方故事的方法

和特色產生的原因。因此，兩個年級的課程得以結合，既增加學生之間的互動

機會，又能兼顧各年級學習重點的差異，因此具有差異化設計的需求。 

（三）課程規劃的支持方式 

國內研究顯示，課程規劃為推展混齡教學的支援系統之一（林欣毅等，2016），
也是最需要協助的項目（黃昱芳，2018）。因此，本研究在準備階段時，即邀請

學校外部的資深國小社會領域課程設計專家協作，在第一次共備會議了解研究

學校和教師的需求之後（札 0830），先規劃課程方案，再透過共備會議調整與

修改課程方案。此一規劃原意在降低小型學校教師的課程規劃之工作量，但是

在課程實施後的訪談中，受訪教師覺得的確能夠達到預期的學習效果，但是受

訪教師表達，仍較喜歡與校內有合作經驗的同事共同進行課程規劃（訪 1204）。
由教師在課程規劃會議中的「安靜」（札 0926、札 1030），及曾詢問是否可以更

改課程內容（T4 訪 1113），或許可以推測，由外部人員協助課程規劃，的確能

夠降低教師的工作量，但是教師仍需要花費時間去理解和掌握課程設計者的想

法，思考「我要怎麼樣進入設計者他的那個觀點去」（T4 訪 1113）。 

（四）意圖的適性教與學 

1. 從個別學生經驗開始建構知識，進而連結教科書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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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級第 1 節為「居住地區的故事與特色」（如表 2）。在訪談中，T4 教師

認為這一課程內容適合透過學生自行調查的地方故事，逐漸建構出學生自己的

學習架構，如此，學生較能理解教科書的內容。 

T4：...可能就這個地方不會用讀者的方式演出，...我可能會希望他們去問或

者是搜尋，就是在課堂之前去蒐集更多，這個比較他們接近的…。 

T4：…上課的方式是就是以他（指學生）的架構為主，但是我不會讓他們

去記太細部的東西，比方說呃...就是...就是這個傳說故事我可能都是帶

過。 

T4：我會希望他找一點就是找多一點呃...真正是屬於他自己的。 

…… 
T4：...對他們來講，講述式的是最直接的。...可是講述式不一定他就聽得進

去。（T4 訪 1113） 

教師如此主張的目的，是希冀學生對於教科書內容能達到較高層次的學習，並

能連結生活經驗與教科書歸納的概念性知識，進而有助於日後將所學的連結，

應用於其他日常生活的情境。 

T4：呃...應該是對這個地方更深入的了解，因為他聽了不同的故事，那也知

道因為說原來就是比方說地名，它可能有不同的涵義在裡面，或者是就

是原來地方特色是有很多個，他不單單是就是上而下，比方說這是政府

命名的，他可能是居民他們的風俗民情…。 

…… 
T4：......我說真正知識上面可能就是...就是那個也許他會知道說原來那個故

事的元素跟那個地方特色，他是有一些連結的，然後聽更多相關的故

事。 

T4：比方說藺草帽，它不是就忽然出現，他可能就是因為老師之前說靠山吃

山靠海吃海，那也許那個地方的特產就是這樣，就像他可能就會慢慢

去...去比方說他去到另外一個地方，他就可以去猜想為什麼這個地方它

的海鮮會這麼有名。（T4 訪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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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透過目標和內容的差異化設計，達到年級和個人的學習目標 

課程方案的第 2 節「動手畫家鄉」為跨年級合班上課（如表 2），本節學習

目標包含地圖能力的養成，三、四年級的先備學習經驗不同，因此進行「目標

及內容差異化」設計。在方位上，四年級應該能夠掌握至少四個方位（東、西、

南、北）到八個方位。三年級則為相對方位（左、右、前、後、上、下）。在讀

圖能力上，四年級能夠從地圖上辨識距離學校較遠的地點和抵達的路線，這些

地點是學生曾經參訪過。 

此外，繪製家鄉地圖時，教師會請每位學生準備代表自己家的小盒子，第

2 節完成地圖主要地標後，將會邀請每一位學生上臺，將小盒子貼在地圖上相

對正確的位置，使地圖上的象徵物富有個人意義。 

二、國小社會領域跨年級課程的實施 

（一）影響國小社會領域跨年級課程實施的力量 

從國小社會領域跨年級課程的實施，可以得知，四年級教師覺知的學習重

點為第 1 節的主導力量。四年級第一節課在讓學生了解「地方的故事與特色」，

規劃時間與實際時間落差較大主要落在兩個時段，以下分別說明。 

教學時間延長的部分，主要是在「獲得地方故事的方法」和「導致地方特

色」的五個因素（由規劃的 5 分鐘，延長至 18 分鐘），這兩個重點是教科書既

定的內容，會導致教學時間比原規劃長，主要是教師在實際教學時，每一個獲

得地方故事的方法，都試圖結合學生過去經驗及學生調查結果來理解。第二個

重點是理解導致地方特色的五個因素，教師試圖讓學生分析苗栗苑裡鎮藺草帽

特色的因素，假若學生間答案殊異，則請學生再次朗讀教科書相關文，這過程

反覆數次（觀 1119-1）。是以理解教科書文字為依據的解惑方式。 

T4：當地的藺草，好，那我們再來看哦，有人...那這兩個就沒有對不對？好

來，那我們來看一下那個...你覺得是這三個裡面哪一個？好來，「地理環

境」幫我唸一下，「不同的...」 

SS 朗讀 

T4：好來，那再幫我唸一下「自然資源」，中間那裡。 

SS 朗讀 

T4：來，再來幫我唸一下「產業發展」。 

SS 朗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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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好來，那你們再來幫我選一下，你覺得是「地理環境」，剛剛講的藺草

帽是「地理環境」、「自然資源」還是「產業發展」？ 

S：自然資源。 

T4：好來，你覺得是「地理環境」的舉手。那我們就把它請到旁邊。  

…… 

T4：好來，那你覺得是「自然資源」的？好來，「自然資源」你有沒有？這

是舉手還是摸頭？1234，啊你也有哦？好來，「產業發展」的舉手，哇~

好來，那我們再來看一下。來，請你讀一下，「自然資源」。 

SS 朗讀 

T4：好來，那我們再讀一下「產業發展」。 

SS 朗讀 

T4：有沒有人要跑票？還是覺得就是這樣，你覺得是「自然資源」舉手，你

覺得是「產業發展」舉手。…（觀 1119-1） 

教學時間比原規劃較短的部分是在第 1 節最後的「讀者劇場：阿信女醫師」

（由規劃的 12 分鐘縮減至 8 分鐘）。教學前的訪談時，加上教師考量學生的特

性，認為讓學生動手蒐集到的資料，是學生「自己的」，更有助於理解教科書的

內容（T4 訪 1113），讀者劇場分配到的教學時間就較少。此外，教師自陳該班

學生有戲劇表演的經驗，在讀者劇場很快就上手，表演後，教師因為已經下課

鐘響起，未能與學生討論表演的情況和意義。因此可以理解，在實施課程時讀

者劇場的教學時間就比規劃時預計的時間略少。 

（二）實施的適性教與學 

1. 融入個別學生調查的地方故事，以連結教科書中的知識和培養自學能力 

教師在課程規劃時著重社會教科書的內容，但是在教學中大量融入學生自

行產生的經驗，透過調查居住地方的故事，學生會透過自己能接近的管道，蒐

集居住地方的故事，例如：學生表達爸爸說得太多導致記不得，於是就自行查

詢。甚至使用錄影方式，培養學生自學的能力。四年級教師雖然擔心學生是否

能夠勝任，但是在事後表示「就是我當初想要的」（T4 訪 1204）。 

T4：好來，那個你們回去都有問過爸爸媽媽，就是你們居住地方的故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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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4：所以他們家那邊就有個地方地名叫作****，你們有興趣可以去 google 一

下，我們等一下下一節會點到他家在哪裡。好來，那還有沒有回去問？

你是問爸爸是不是？ 

S4：嗯。 

…… 
T4：這是誰跟你？你問誰的？ 

S4：我去查。 

T4：你去查的，欸你本來是說你問誰？問爸爸。 

S4：問爸爸，他講一大堆，我記不好。 

…… 
S2：那我就有回去問外婆有什麼故事，他就說... 

…… 
T4：好來，這個是***他找的。可是他今天嗯...他今天不想講，今天天氣太冷

了，所以他還沒醒過來，好，先給你們看一下。 

（T4 播放該生家長協助拍攝的影片）（觀 1119-1） 

2. 地圖能力差異化採教師協同教學方式，由相對方位到絕對方位 

第二節為三、四年級合班上課，分成兩組，一組包含 2 位三年級和 3 位四

年級學生，由三年級教師主導教學 2；另外一組則為 5 位四年級學生，由三、四

年級教師協同教學，由四年級教師先開始，在透過 google 地圖投影在白紙上以

繪製居住地區的地圖時，換成三年級教師主導。在這段教學過程中，兩位教師

和學生都使用相對方位的用詞，採用以「學校」等具體目標為標的物，運用「上

面、下面、左邊、右邊、旁邊」等相對方位的語詞。 

T4：好，來，那現在上面這邊有秀出幾位同學的那個。來，**家就是再上來

一點 OO 那邊，這邊沒有點到。然後**家在學校旁，對，好，來，那這

是誰的家？ 

                                                       
2 由於未獲得三年級教師的知情同意，所以本文僅能呈現四年級教師主導的上

課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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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4：好，來，那下面這個比較遠。 

S4：哦～，我的家。 

T4：來，最遠，那比較近的這個是**的家，就在學校旁邊。 

S4：不是啦！下面一點。（觀 1119-2） 

三年級教師完成地圖繪製教學後移動至另一組，這一組的教學則換成由四

年級教師進行，此時，四年級教師開始強調四大方位或是八大方位，引導四年

級學生在自繪地圖上標出方位座標，並口頭測試每位學生的方位辨識能力，以

及使用「東、西、南、北」等絕對方位的語詞。 

T4：那個四年級注意一下，來，你們還記不記得我們看地圖的時候有講到方

位，還記得的舉手。（SS 舉手） 

T4：好，來，那如果這個地圖要定方位，北方是在哪裡？這個地圖要定方位，

北方是在哪裡？ 

…… 

T4：我們通常定方位座標是在這一個地方。 

S：在角落可以嗎？ 

T4：對、對，在角落你畫一個十字，然後寫出東南西北。 

…... 

T4：學校在你們家的哪一邊？ 

S：東。 

…... 

T4：北方，我們下個禮拜要去**是在你們家的，你們家的？ 

S：西南方。 

T4：更標準的就是西南方，這樣方位記得哦！有沒有問題？（觀 1119-2） 

就上述的教學歷程可以得知，兩位教師在地圖繪製教學時，先使用相對方

位的語詞，當教學進行到分組教學，四年級教師對四年級組時，則轉成絕對方

位的詞詞，主要是考量三年級的學習進程。在此節課，學生需要標示出自己家

的位置，並將代表自己家的立體紙盒置於相對正確的位置上。從課堂觀察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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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級組的 5 位學生都能完成，並能回應教師對於方位的提問，以及使用絕對

方位的語詞回答（觀 1119-2）。 

3. 差異化教學中，年級間學生數落差大影響教師跨年級分組的意願 

本研究合作學校的三、四年級學生數差異較大，課程規劃時是採行異質年

級分組的形式，即，每一組都有三年級和四年級學生。在實施時，全班分成兩

組，2 位三年級學生集中於其中一組，並加上 3 位四年級學生，然後由三年級

教師負責教學，另一組全部為四年級學生。如此分組，使兩組的學生組成不一

致，一組為異質年級分組，另一組為年級分組。因為三年級教師未參與本研究，

所以無法得知確切的想法，或許是三年級學生僅有 2 位，如果平均分到兩組，

每組組成變為 1 位三年級和 4 位四年級，三年級教師會擔心較低年級學生的學

習情況，因此將三年級學生集中於自己負責教學的組別。因此，可以得知年級

間的學生數差距影響了教師跨年級分組的意願，進而影響不同年級間社會互動

的機會。 

4. 差異化教學中，以教師直接教學為主，故僅能同時觀照一組學生 

第 2 節進行三、四年級合班教學時，全班 10 位學生分成兩組，一組 5 人。

三年級學生集中在其中一組加上 3 位四年級學生，分組時由三年級教師負責。

因此四年級教師在確認四年級組的 5 位學生都能掌握方位後，四年級教師就移

動至另外一組，讓這組四年級學生自行完成描繪地圖上的道路。這段時間僅 50
秒，學生在完成後不知道接下來的學習任務，因此出聲詢問教師，促使四年級

教師立即中止另一組的指導，並說明再另找時間指導，返回這一組。雖然是內

容差異化，但是教師同時僅能觀照四年級組學生。 

28’20’’ T4 到另一組指導四年級學生（以下灰底為 T4 在另一組的提問） 

T4：來，你們三個要告訴我，來，學校在哪裡？ 

S：你的顏色跟我的。 

T4：那你家在哪裡？好，來，所以 ooo 在**家的哪一方？  

S：把他擦掉。 

S：右方。 

T4：沒有，你要說東西南北。 

S：細的就是越淺的。 

S：這個是稍微比較細一點。 

S：細的、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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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老師我們都已經描好了，現在要幹嘛？ 

S：老師我們都好了。 

29’10’’  T4 回來。（觀 1119-2） 

由上述觀課資料可以得知，本節國小社會領域以教師直接教學為主，兩位

老師協同交錯上課，較少出現學生自學，或是間接教學的情況，唯一一段學生

工作的時間，也由於學生不知後續工作而停止。 

 

伍、結論與建議 

根據上述研究發現，本研究之結論歸納如以下三點，並提出三點建議，以

為後續進行國小社會領域跨年級課程規劃和實施之參考。 

一、結論 

（一）國小社會領域跨年級課程的規劃模式 

首先，在國小社會領域跨年級課程規劃的類型上，第二類是教師較能接受

和實踐的形式，即，基於學校教師使用的教科書，再依據該校跨年級教學的需

要加以整合或設計，並加入自編教材，本文稱之為「教科書為本之調整模式」

（adaptive textbook-based model），是本研究跨年級教學教師較可以接受並實施

的類型。 

其次，在國小社會領域跨年級課程規劃的歷程上，根據本研究結果，可歸

納為五個步驟，第一個步驟是決定以教科書為本或是自行發展課程。進入到第

二個步驟時，考量到第一步驟決定的學習目標聚焦在社區和家鄉等學生的生活

環境，因此需要分析學生探索在地經驗，以及盤點學校所在地區的文化與產業

資源，此時非常適合融入 Skilbeck「情境分析模式」的第一個要素「分析情境」，

先分析國小社會教學所涉及的學校內外要素，將其與教科書內容結合，有助於

學生真正理解，也是本研究參與教師所強調的學習重點。第三個步驟則為分析

學生的特性，包含與不同年級共同上課的經驗、學業與社會互動的情況，以做

為課程設計和分組的考量。第四步驟為形成課程分案，最後一個步驟則是反覆

與教師討論和溝通，以確定可行性，直到課程實施為止。本研究的課程規劃之

歷程如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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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國小社會跨年級課程規劃之歷程 

第三，在國小社會領域跨年級課程的組織形式和教學形式上，以兩個年級

共同的部分形成螺旋課程，其他則採單一年級平行課程形式，和 Taole（2017）
研究澳洲跨年級教學教師的專業知識有相似之處。此種課程規劃得以兼顧課程

綱要的要求，而課程綱要已有規劃妥善的縱向課程內容邏輯，避免重複學習的

困擾（簡至悅，2015），並兼具跨年級和小組教學的優點，更得以讓不同年級的

學生有互動的機會，學習與人互動的能力、促進多元觀點的發展、增進學習的

樂趣，是國小社會領域跨年級教學較為可行的設計。 

（二）國小社會領域跨年級課程規劃與實施的影響力量 

本研究從國小社會領域跨年級課程規劃和教師實施歷程中，歸納出教科書、

學生、社會脈絡，是三股主要的影響力量（如圖 3）。第一股力量是來自教科書，

是依據社會領域課程綱要編寫而成，代表國定課程，而教科書是為單一年級編

寫，因此具有國定課程及年級目標的雙重特徵。第二股力量為學生所處的社會

脈絡，本研究的課程規劃及教師實施歷程中，都將學生所處的環境、居住地方

的特色納入課程與教學之中。第三股力量為個別學生的特質與興趣，在課程中

進行差異化教學設計、融入依據學生興趣所進行的調查與實作等。 

  

步驟 1 
決定教科書為

本或自行發展

課程 

步驟 2  
分析學生探索在地的經

驗；分析情境：盤點學校

所在地區的文化與產業資

源 

步驟 3 
瞭解學生

特性 

步驟 4 
形成課程方案 

步驟 5  
反覆討論以確認課

程方案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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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國小社會領域跨年級課程規劃與實施之影響力量 

值得留意的是，本研究發現，課程中納入的社會脈絡和個別學生的特質與

興趣都是與教科書內容相關，所以社會教科書成為上述兩股力量的重要篩選依

據（如圖 3 所示，和會先通過「國小社會教科書」）。此外，在整個國小跨

年級課程規劃與實施歷程中，從那些內容可以進行跨年級、如何進行跨年級、

如何因年級和個別學生進行適性調整等等，皆受到教師信念的影響，教師對國

小社會領域跨年級教學的信念成為最根本的影響來源。 

（三）國小社會領域跨年級教學如何兼顧適性教與學 

根據本研究之分析，國小社會領域跨年級教學在面對適性教與學理念時，

有兩種做法。第一，本研究合作四年級教師強調學生自行建構知識的重要性，

年級分班教學時，教師以教科書為本，安排學生於課餘時間訪問和調查居住地

區的故事，上課時邀請學生分享訪問調查，並且透過提問與教科書內容交互連

結。不僅能引起學生學習動機和興趣，促使教科書內容與學生經驗連結，更有

助於培植學生的自學能力，逐步達成適性學習的理念。第二，跨年級合班授課

時，在兩個面向運用差異化設計：首先，課程規劃上，將三、四年級目標和學

習內容差異化，三、四年級要達致的地圖能力目標不同，並且每位學生需要在

地圖上正確標示自家位置。在實施時，三年級和四年級教師採協同教學的方式，

繪製地圖時，配合三年級使用相對方位語詞，四年級同質分組教學時，教師才

教師的信念 

學生所處的社會

脈絡 
個別學生的特質

與興趣 

  
國小社會教科書： 
課程綱要目標、 

年級目標 

   

國小社會領域跨年級課程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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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絕對方位的語詞。因此，本研究顯示，國小社會領域進行跨年級教學時，

可以從各年級目標、個別學生需求來規劃和實施，以兼顧適性教與學。 

本研究發現，在差異化教學中，年級間學生數如果落差較大，會影響到教

師選擇的分組形式，負責較低年級又人數較少的教師會傾向同質年級分組，以

妥善照顧較低年級學生的學習，進而影響不同年級之間社會互動的機會。此外，

差異化教學時，仍以教師的直接教學為主，因此僅能觀照其中一組的學生。 

二、建議 

（一）國小社會領域跨年級課程規劃時，宜納入間接教學並善用策略，

以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從本研究課室觀察顯示，國小社會跨年級教學以教師的直接教學為主，當

分組學習時，教師僅能指導其中一組學習，另一組學生在完成教師分派的學習

任務後，由於不知道接下來的學習任務，因此就會需要教師立即停止指導的組

別，返回不知道下一步學習的組別，產生等待教師的時間，就教師而言，需要

另找時間指導不同組別學生，間接影響教師分組學習的需求。 

因此，在跨年級課程規劃中，宜同時規劃教師的直接教學和間接教學，或

是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以避免造成教師無法兼顧各小組或是各種能力的學生。

從 Engin（2018）對荷蘭和土耳其跨年級教學的有效教學研究來看，荷蘭教師比

土耳其教師更常運用策略，讓跨年級教學更有效。在上述本研究分析的脈絡中，

如何避免不同組別學生等待一位教師指導，讓課堂時間儘量花在學習上，也培

養學生在課堂上具有學習的方向感。或許可參考荷蘭教師較常運用的「工作板」

或「訊息公告版」（Engin, 2018），揭示學生這節或是後續要完成的任務，或是

運用「同儕支持」（Engin, 2018），讓兩組在間接教學時間，有領導同儕學習的

同學。此外，亦可參考 Taole（2017）提出的七種跨年級教學專業知識，其中教

師可以列出各年級須完成的事項，並放在所有學生看到的地方，或是形成固定

的例行工作，讓所有的學生都知道學習的流程和方向，學生就能夠按照和教師

事先約定的流程與指示版自行學習（詹寶菁等，2019），進而養成學生學習的責

任感和獨立性，值得國小社會領域跨年級教學的教師逐步在課堂上運用。 

（二）年級間學生數差距較大時，可彈性運用各種學習者分組的形式 

在課程實施時，本研究合作學校的三、四年級學生數差異較大，在擔心三

年級學習的考量下，導致兩組的年級組成不一致，一組具有異質年級分組，另

一組為年級分組，如此分組影響了年級間社會互動的機會。或許可以參考 Taole
（2017）彈性運用各種學習者的分組形式，例如：在繪製地圖時，可以年級異

質分組，讓三年級與四年級共同完成學校附近的地圖，以增加互動的機會，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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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在後續的形成性評量學生讀圖能力時，可以採用同質分組，以確定各年級的

讀圖能力。 

（三）課程規劃的支援方式，以教師為主外部人員為輔，鼓勵教師「發

聲」 

課程規劃的支援方式部分，進行課程規劃時，宜以跨年級教學的教師為主

導，外部協作人員為輔，並鼓勵教師於共備會議中「發聲」，如此則可以降低教

師課程規劃階段的備課負擔（李玉玫，2018；簡至悅，2015），免除撰寫教學計

畫產生的困難（黃詩雅，2019），又能夠發展符合該校教師信念的課程。至於外

部協作人員，可以和各師培機構或是有跨年級課程發展經驗的教師合作，使國

小社會跨年級課程規劃成為教師的專業知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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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Cross-Grade Mets Adaptive Teaching 
and Learning: A Study on Cross-Grade 

Curriculum Mapp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Primary Social Studies 

Pao-Jing Chan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sub-replacement fertility and urbanization in Taiwan, the 

percentage of mini-schools increases every year. The cross-grade instruction becomes 
one of the mini-schools’ strategies now to cope with challenges caused by small 
amount of students. This study, using a classroom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s with 
teachers, explores the cross-grade curriculum mapp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3rd 
and 4th grades’ social studies and its related approaches to the adaptive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a mini-elementary school. Three findings concluded are: (1) it is better to 
have a feasible form of curriculum organization, contained with a textbook-based 
adaptive model, a situation analysis described in Skilbeck’s model, and an integration 
of spiral and parallel curriculum organization; (2) textbooks, students, and social 
context are three forces influencing this mapping and implementation, each influenced 
by the teacher’s teaching belief to a certain degree; and (3) the mapping and 
implementation should be based on the learning aims of individual grades and the 
needs of individual students in order to successfully conduct the adaptive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cross-grade i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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