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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互評的策略及意義：一個道德科教學的行動研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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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從行動者的角色出發，以行動研究探討兒童同儕互評在教學中的可行策略與意

義。本文之第一作者乃為快樂國小四個班級的道德科代理教師，授課期間為時兩個學期（民

國九十一年九月至民國九十二年七月），每班每週一節課。研究者使用同儕互評來解決教

學現場的的困境：1、對學生平常生活情境所知太少，苦無情境教材；2、教師影響力小，

恐難督促孩子的作業繳交；3、亟希促進孩子的道德感之同時增進孩子的作業表現評斷能

力。經由兩學期的行動之後，以上三困境的解決之道為：1、使用同儕相互軼事紀錄法，

促進筆者了解小朋友日常生活及行為，亦發現到軼事記錄需要後續統整處理，才具有寓評

量於教學的意義。2、使用同儕相互觀察回饋法，促使觀察者與被觀察者共同完成作業。

然實施之後，研究者體會到不能將督促小朋友交作業的責任放在同儕身上，同儕相互觀察

回饋應多強調命運共同體的氛圍，但不在表現不力之連坐效應。3、實施實作表現同儕互

評，結果發現師生評分之差異來自於小朋友無法掌握評分結構，亦未能分辨能力之層次品

質。文末本文建議教師在小學現場中，可將同儕互評之歷程與結果當做引導學習的指標以

及了解學生內心世界的方式，其助益勝於作為「評量」的一種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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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一為台北市光復國小代理教師 

**本文作者二為國立台北師範學院教育心理與諮商系教授

                                                 
1本文改編自第一作者之碩士論文。感謝論文之口試委員林佩璇老師以及張煌熙老師的指正，快樂國小教

務主任給予機會至校服務，現場老師的協助及幫忙，以及現場小朋友所給我們的啟示；有你們，才有這篇

文章的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