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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前導組體設計之探討

霍秉坤、黃顯華

在學校教育中，教科書一直為傳輸課程最主要的途徑，尤以

社會教育、故事讀物、語言文學~甚。更有學者認為，教科書對

學生的認知起了關鍵性的作用。本文的焦點在於探討 J編訂教材

時，必須考慮如何應用教材組織要素中的前導組體。在教師作講

授者采解釋者時，均可應用前導F且信，其主要目的在幫助學生掌

握教學材料。首先，本文會說明前導組健在教科書設計之重要

性;接毒手，討論前導組雅之理念，第三，探討前導主且體對學生學

習教科書內容產生甚麼影響;最後，說明前導組健在何種條件下

更為有效。一殺認為，走去投計合宜，前導重且體的功能顯著，如促

進學習、防止干擾、提供先備知識、建立外在i是結等，均對學習

有正面的影響;然而，是主設計不當，前導F且體的主主用則會失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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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論

「如果要看見把教育心理學的所有內容簡約成一條原理，我會說:

影響學生學習的首要因素是他的先備知識。教育心理學者的任

務，是理i青學生學習在才知識前的先備知識，自己合之以設計教學，

從而產生意義的學習。 J (Ausubel, 1968) 

壹、引言

教科書是傳輸課程內容最主要的途徑 (Tyson-Berstein ， 1988) ，其編訂

應更受教育工作者的重視。筆者嘗試從不同的角度探討教科書之編訂，如

從社會公平的角度(霍秉坤、資顯孽，未刊稿) ，從圖表之應用(霍秉坤、黃

顯華， 1998 ;霍秉坤， 1998) 及從認知心理學等角度檢視教科書之緝訂(霍

秉坤、黃顯葦， 1995) 。筆者強調必須關注其過程及考慮過程中的各種因

素，同時亦曾以一模型圖表達(參圖一)其過程及四個編訂教科書之考慮要

素，其中包括:(1)課文晶晶寫 (2)教材組織要素整理 (3)印刷式樣設計 (4)

圖表設計(霍秉坤， 1998a;1998b) 。

本文的焦點在於探討緝訂教材時，必須考慮如何應用教材組織要素中

的前導組體。教材組織要素整理並非內容本身，但其對學生學習卻產生深

遠的影響。 Mayer(l987) 提出三個教材組織的要素:(1)前導組體 (advance

organizerl (2)標示 (signaling) ; (3) 附加問題 (adjund question) 。本文將深

入探討前導組體在教科書的作用。在以下的探討中，本文將首先說明前導

組體在教科書設計之重要性;接著，討論前導組體之理念，第三，探討前

導組體對學生學習教科書內容產生甚麼影響;最後，說明前導組體在何種

條件下更為有效。

貳、前導是且體在教科書應用的重要性

直到今天，中外教學仍以講解為主要的教學方式和手段(范印哲， 1998) 。

Ausubel 強調講解教學及其結果(接受學習) ，因為多數學校仍採用這種教

學取向。 Ausubel在其著途中曾多次提及我們無意貶低發現學習，但

我們相信學生獲得的學科知識主要是通過適當設計講解教學和教學材料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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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前等組體設計之探討

進行的意義接受學習。 J (Ausube1 et a l., 1978) 因此，教師為學生提供的教

材，應該是經過仔細的考慮、有組織、有序列而完整的。同時，講解教學

亦能出現Ausube1 所提倡的意義學習(Lefrancois ， 1997) 。然而，要使講解教

學及意義學習產生好的效果，教學材料中的前導組體非常重要 (Ausube1 et 

al., 1978; 范印哲， 1998)

媒介的選擇:書籍或電子媒體

國一:教材設計的模型國(霍秉坤、黃顯拳， 1995; 霍秉坤， 1998a, 1998b) 

講解教學、教材、前導組體三者之間的關係密切， Ausube1論到講解

教學的特點有助說明這些關係(見本文「前導組體的教學模式 J 一節)。

他的描述指出，前導組體在教材緝訂時E僅有其重要性;雖然它並非教材內

容，但其設計卻足以影響學習者之學習成效 CHart1ey ， 1994, p.178-179) 。教

材設計與緝寫必須遵結學生的認知結構，使新知識同化到原有認知結稱

中，以便於發生意義學習;而前導組體在這方面就扮演重要角色 (Ausube1 ，

1977 ;范印哲， 1998) 。按 Ausubel 的看法，要進行講解教學法註 1 ，教材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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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論

現必須遵循某些步驟，尤其是先要呈現一個前導組體，然後再把其中的內

容逐一呈現出來的usubel et aI., 1978) 。前導組體在直接講授法中，可幫助

教師激活 (adivate)學生的先備知識及連結新知識 (Morrison， 1997) ，亦即將

新素材與現有的認知結構連結(Lefrancois ， 1997) 。

正如本文初引述 Ausubel()968) 所說的，影響學生學習的首要因素是他

的先備知識;而在編寫教科書，前導組體Jm為處理先備知識的組織要素。

事實上，教科書一般都包括前導組禮，如一開始的綜述，或章節的大綱和

標題。前導組僅具有一個主要的作用，就是連結學生已有知識和即將學習

的新材料(陳琦、劉儒德， 1997) 。

參、前導主且體的理念

前導組種是用來解釋及組織新的訊息，使這些新訊息與學習者的認知

結構連結，因而產生意義學習。因此，在論述前導組體的定義和特點繭，

先簡單說明與其相關的意義學習及認知結構此二概念。

一、意義學習

Ausubel認為，意義學習註2包含兩個要素 (Ausubel ， 1977; 施良方， 1996; 

范印智， 1998) :一為學習者表現出一種意義學習的心向，即表現出把新學

的材料與已有的知識建立連結的意向;二為學習內容對學習者具有潛在意

義，即能夠與學生已有的認知結橋連結起來。 Ausubel 強調，這兩個連結

是實質而非任意的。非任意性是指在將新材料與認知結構中已有的有關觀

念建立連繫時，具有合理的或近乎合理的基礎;實質性是指材料的潛在意

義不在於字詞的連繫'而是在意義上相同的概念。 他認為當學生把教學內

容與自己的認知結繕連繫峙，意義學習便會產生的usubel ， et a I., 1978) 。有

些學者更認為，意義學習理論已成為教材設計技術的主要理論依據之一

(范印哲， 1998) 。

主義著重侵J.U:揖穌教學遠，且非君主赤著令末說用新的數學.a.學管理呈送(如

主主干昆主義) ，只是仍然豈是祟，以說解教學仍可何其吐量。因此，在論.a.敏科書

的設計峙，至崔脊章是為， 1乃應考l電指導姐姐的玉皇;乏和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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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前導要且體設計之探討

二、認知結構

上面所提及的意義學習與認知結構有極大的關係'因為認知結構應是

影響課堂情景中意義接受的學習和保持的首要因素 (Ausubel ， 1977, p.165) 。

論到認知結構，不同心理學家及教育學家對認知結構的解釋和使用是不間

的(余悅謀， 1995a) 。例如， Piaget從認知發展的觀點來解說認知結構;

Bruner用類目及其編喝系統解說認知結構 Ausubel從學習觀點來解說認

知結構(余悅諜， 1995b) 。本文重在探究前導組鐘，放以Ausubel 的說法為

主。廣義來說，它是學習者觀念之全部內容和組織架構;狹義來說，它是

學習者在一個課題內的觀念之內容和組織 (Ausubel， et aJ., 1978; 萬雲英等著

， 1989) 。

論到意義學習、認知結構和前導組體之詞係﹒ Ausubel認為學習的材

料能配合學生已有認知結構峙，學習才會有意義。意義的學習才是真正的

學習。他 (Ausubel ， et aJ., 1978) 又強調，教材組織必須先有意義性，然後才

能產生真正的學習;而要使教材組織有意義，則需善於利用前導組禮。

三、前導組體的定義

在進一步說明前導組體對學習產生的影響前，我們必須清楚了解前導

組體的定義和特徽。以下先列舉數個前導組體定義的例子:

﹒前導組體是指在學習之前所呈現的訊息，可以使學習者組織及解釋新

來的訊息 (Mayer ， 1987) 。

﹒前導組體是在意義接受學習過程中呈現的一種引導性材料，通常在呈

現教學內容本身之前被介紹(沈生民， 1995) 。

﹒前導組體是在講解課程之前給予學生的觀念或概念，用意在於提供認

知結構，使新的學習能夠停泊(被包容 )(1是francois ， 1997) 。

﹒前導組種是一套清晰的、有組織的資料，以學習者已熟悉的知識為基

礎而設計的產物。通常它是在教學起始時提供給學習者使其建立有用

的認知架構，期能幫助他們對新觀念原則學習的統合(李昧吟， 1998) 。

Z Rusubel 的:電失學習， ttti', r 定義接受學習 J (meaningful reception learning) , it 

荒草稿「矮失學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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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論

上述所列的五個定義，與 Ausubel 最初列出的並沒有多大分別。

Ausubel (1968; Ausubel , et aI.， !978) 所提出的前導組體，是指在將要學習的新

材料之前，給學生以一種引導性的材料，它要比新的學習材料更加抽象、

概括和具綜合性，並且能清晰地反映認知結構中原有的觀念和新的學習任

務的聯繫。細加分析， Ausubel所下的定義非常全面，其中包括了三個要

素:

1 . 呈現於新教材之前的引導性材料:

2. 具有比新學習材料更抽象、概括和具綜合性的概念;

3. 聯繫認知結構與將要學習的新知識。

四、前導組體的特徵

Ausubel對前導組鍾的定義非常全面;然而，有些學者以更全面的角

度探討前導組體。他們以特徵來描述前導組體的意義，認為這樣可更清楚

表達前導組鍾的意義，以下列舉四個例子說明。 Mayer0979 ， p.382) 認為一

般來說，前導組體包括下列特色:第一，一組簡短的文字或圖解的資料;

第二，在將學習的材料之前;第三，不包括將學習材料的內容;第四，提

供將學習教材的內容要素之間相互關係的方法;第五，能影響學習者在學

習時繃厲的過程。

Grippin & Peters (984)描述前導組體時提出四項特徵:首先，在課程

開始前呈現;第二，目的是喚起與課程有闊的舊知識(激起相闊的包容物) ; 

第三，相對於將要學習的知識而言，文抽象層次較高，亦更具概括性，即

通常自包容性概念(subsuming concepts) 所組成。最後，前導組體使舊知識

與新學習之間有明確的聯結。沈生民 (995)則提出前導組體具有三特徵:

第一，通常是在呈現教學內容本身之前介紹;第二，相對於將學習的內

容，其有較高一層的抽象性和包容性;第三，為學生所能拿喔，且以其熟

悉的語言來陳述。Corkill (1992) 認為許多研究者只求給前導組體一個簡單

的定義，但她強調前導組體應包括下列的特點:第一，呈現於要學習的訊

息之前;第二，以文字 (written paragraph) 的形式呈現;第三，以具體模

式 (concrete fashion) 作前導組體;第四 ， 包含一個例子，能幫助讀者注意

前導組體及將學習內容的類屬關係。Corkill (l 992) 對前導組體素有研究，

亦為前導組體下了一個非常嚴謹的定義。但若仔細來看，她的說法與

AusubeI(l977)相去不遠，只是強調了包含一個例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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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前導9且體設計之探討

Ausubel0977 , p .l 66l 詳細說明前導組體時，列出五個主要的特徵:第

-，在學習新的內容本身之前引入的;第二，由認知結構中已有的、具有

普遍意義的背景觀念有闊的材料構成的;第三，利用了這些背景觀念的術

語所構成的;第四，以適當的抽象、概括和包續性水平呈現的;第五，清

楚地表明了自己和上述背景觀念向新學材料的關係(這種關係應該是學習

者能夠察覺的)。事實上，上面的四位學者論到前導組體時，仍以Ausubel

的描述為藍本。

本文嘗試以 Ausube](1968l 在〈教育心理學:認知取向〉扉頁的話作這

節的總結如果要我把教育心理學的所有內容簡約成一條原理，我會

說:影響學生學習的首要因素是他的先備知識(認知結構)。教育心理學者

的任務，是理清學生學習新知識前的先備知識，配合之以設計教學，從而

產生意義的學習。 J 這是 Ausut副教育心理學最重要的觀念。他認為，意

義的學習只能產生於在學生已有充分先備知識基礎上教他學習新的知識。

簡單來說，前導組體是認知結構及將學習教材聞之橋樑，亦是通往意義學

習的閥門(參圖二)。

| 意義學習 | 

教材

國二 : 前導是且雅典意義學習的關係

五、前導組體的例子

說明前導組體的特徵後，本文先列舉一些前導組體的例子，使其更易

於理解。這些例子可分兩類，一為陳述性的前導組禮，另一為比較性前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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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學論

組禮。陳述性前導組體的例子很多: Ausubel (960) 為一第約 2500 字有關冶

金術的文章設計了一段約 500 字前導組體，說明有關冶金的基本概念:

Mayer(984)為一續有關雷達的短文設計了一個圖示式的前導紐禮，說明全

文的組織大耍。比較式的前導組體的例子亦很多: Ausubel & Youssef (963) 

為一篇約 2500字有關佛教的文章設計了一段前導組體，比較佛教與基督教

的關係 Corkill 等 (988) 則為一篇約 5000 字有關語言學的文章設計了一段

約 230字的前導組禮，說明社會語言學家及人類語言學家之比較。裁們在

以下將詳細列舉兩個前導組體的例子計3 。第一個例子是一本教科書敘述

英國政府的架構時，以前導組體連繫美國政府及英國政府兩單元(兒例一)

(West, Farmer & Wolff, 1991 , p.116) 。

[例一]英國政府架構

我們在上一單元提及美國聯邦政府的三個部門:行政 、立法

和司法。行政部門的主要功能是執行法律;立法部門(眾議

院)是通過法律;而司法部門則是按憲法保障人民的權利。

我們在這單元會學習三個功能相似的英國政府部門:行政、

立法和司法。

另一個例子亦是一本歷史教科書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以前導組體

連繫兩次世界中相類的戰爭起因:如突發事件、經濟困索、政治因素和內

部鬥爭等(見例二) (West, Farmer & Wolff, 1991 , p.117) 。

[例二 1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因

在上一個單元，我們會探討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成因，其

中包括經濟力量、政治動盪、內部門爭和邊境衝突;並且會

探討一些大戰前出現的突發事件。在這單元中，我們會談到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因。這些起因與第一次的起因相類似。

3 本文革末打算大是到單位例子，是莫逢一步了解近期研究的概況，可參考

Gorkill (199Z) 反 Rite (19日的兩篇文章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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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前導主且體對學生學習的影響

教科書之設計最重要的目的，是在使學習者閱讀教科書時，其學習更

為有效。由此而言，前導組體對學習所帶來的影響，是最值得教育工作者

關心的課題，而前導組體設計的恰當與否，在於其對學習者的學習是否有

幫助。事實上，在提高學生學習的前提下，前導組體確實吸引了不少的注

意 (G1over ， et a1., 1990) 。在本節中，筆者將以教育心理學者的研究，從理

論的層面說明前導組種對學習產生的影響。

論到教材對學生學習的影響，我們可從訊息處理系統的過程開始。全

過程可分為五個步驟(參圖三) :加以注意、擁有先備知識、建立內在聯

絡、建立外在聯結及財存結果於長期記憶(Mayer， 1993: 1987: 霍秉坤， 1998) 。

從認知取向的角度而言，學習者在認知過程中的學習模式，是令人關切的

問題。在設計教學材料時，前導組值在認知的過程中所產生的作用，包括

這五步驟的三項:加以注意、提供先備知識及建立外在聯結。此外，

AusubeHet a1., 1978) 及 Joyce & Wei1 (1 992) 亦於前導組體的基礎上，建立前

導組體教學模式，也對學生學習帶來一定影響。以下將逐一說明。

學習者認知系統

區面

國三:從訊息處理系統中的認知過程(參Mayer， 1993: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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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學習內容加以注意

「加以注意」是指學習者注意外來訊息。學習者若改變注意葷的大

小，可影響外來訊息到達短期記憶的總量;學習者若改變注意的選擇性，

亦可影響到達短期記憶的訊息的形式 (Mayer， 1987) 。前導組體具有『固定

焦點 J (anchoring foci) 的功能，提供學習者一鷹架式的結構(ideational scaf司

folding )(Ausut賠1 ， et aJ., 1978) 0 Ausubel 認為，前導組體是利用適當相闊的

和包攝性較廣的、最清晰和最穩定的引導性材料，可以促進學習和防止干

擾的最有效的方法 。 趙美聲(1995) 亦有相似的看法:前導組體在學習者閱

讀正文之前先給予一簡短扼要、概念清楚的摘耍，提供學習者一內容架

構，以增加其對於正文的注意。由於這些組體呈現於教學內容之前﹒故真

有助於固定焦點。

二、提供先備知識

學習者來到學習情境之前，已在長期記憶中脖有大量的知誠和策略

(Mayer, 1987) 。提供這些先備知識是前導組體的男一主要功用。按Mayer

(987) 的說法，說明式組體 (expository organizers) 是用來提供適當的先備知

識，它可使學生注意自己認知結構中已有的概念，並在這結構之上建立新

知識。這樣提供先備知識，有助於促進學習。

三、建立外在連結

建立外在連結是指學習者將佇存在長期記憶的先備知識轉移至短期記

憶，然後學習者能將新舊知識加以統盤在一起，用自己的語言文字把訊息

呈現出來 (Mayer， 1987) 。前導組體最重要的功能， J!~連結先備知識與新的

學習內容。這在Ausubel 的學習理論中非常重要，因為要使學習有意義，

除非學生能覺察到新、舊知識之間的連結。 Ausubel ， Novak and Hanesian 

0978 , p.148) 說明前導組體的主要功能在「縮短學習者已經知道和將學習內

容之間的差距~ J 很多學者以他的理論為基礎，加以說明前導組體的功

能;如施良方(1995)認為前導組體應能有其功效，因為它能連結新學習與

舊知識;又如沈生民 (995) 認為前導組值的主要功能是在學生能夠有意義

地接受學習新內容之前，在新、舊知識之間架設起橋樑'使新知識與原有

的知識清晰地聯繫起來，為有意義地接受學習新知識提供認知樂構。施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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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1996) 亦有相同的意見，而且詳加說明組織者的主要功能是在學生

能夠有意義地學習新內容之前，在他們 『 已經知道的 J 與 『 需要知道的』

知識之間架設起橋樑。 J 由此可知，前導組體為新舊知識建立了外在的連

結。

Ausubel 的看法是這重點一個很好的總結:組體的主要功能是在學習

者學習新內容之前，在他的先備知識與將要學習的新知識架設一道橋樑。

這種功能使學習者對於即將學習的較細節性的和較分化性的教材，能更穩

固的加以結合和保持 (Ausubel ， 1968: Auωbel ， et a l. , 1978) 。可知，建立外在

的連佑，實為前導組體的基本作用。

四、前導組體的教學模式

Ausubel (et a l., 1978) 所提出的前導組體，不僅為教材的組織提供了理

論依據，亦為講解式教學提供了基礎。他認為有意義的講解式教學是課堂

教學的基本形式。 Ausubel 所提倡的講解式教學有四個特點:第一，師生

進行很多的相互作用。教師在呈現教材的同時，必須引起學生的思考。第

二，運用大量的例子。這種教學雖然強調有意義的言語材料學習，但也可

以用圖畫、圖解或圖片輔助教學。第三，這種教學是演繹式的。教學首先

呈現一般的包容最廣的上位概念，而後從其中推演出較具體的下位概念。

第四，它有一定的程序。教材的呈現必須遵循某些步驟，最先要呈現一個

前導組體，然後再把下位的內容逐一呈現(張卿， 1995) 0 Ausube1所提出的

講解式教學，是由前導組體開始。這前導組體是以學生既有的先備知識為

基礎，使其與將學習的新知識連結，並為將學習的新知識提出一個具體的

架構，為學生學習新知識作準備(張卿， 1995 ;張春興， 1994) 。

Joyce & Wei](1992) 更在這基礎上，發展了「前導組體」教學模式(見

表一)。這種教學模式有三個階段的活動:第一階段是呈現前導組體 ， 包

括閻明本諜的目的、呈現組體及喚起學習者知識和經驗的關注;第二階段

提出學習任務或給予學習材料，包括呈現材料 、 保持關注、說明內容的組

織及學習材料的邏輯順序;第三階段是增強認知結構，包括運用綜合貫通

的原則、促進主動的接受學習、喚起批判學科知識的取向及閻明認知結

構。期望這種教學模式能產生一個積極的學習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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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前導組體」教學模式的結構(Joyce & Weil , 1992:190) 

第一階段:呈現前導，組體 第二階段:提供學習課業和材料 第三階段:增強認知結橋

﹒閻明本課目的 ﹒呈現材料 ﹒ 運用綜合貫通的原則

﹒呈現組體 ﹒保持關注 ﹒促進主動的接受學習

l 鑑別特徵的意義 ﹒說明內容的組織 ﹒喚起批判學科知識的取

2. 舉例 ﹒說明學習材料的邏輯順序 向

3 提供前後脈絡 ﹒閻明認知結構

4. 重覆

﹒喚起學習者的知識和經

驗的關注

Ausubel (et al., 1978) 及 Joyce & Weil (1 992) 所提出的前導組禮教學模

式，為講解式的課堂教學提供了心理學的基礎。它最能為中、小學教師所

接受，並且應用於教學實踐，應用於課堂教學。這種教學方法的作用，一

般認為可強化學生已有的認知結構的清晰性、穩定性和可辨別性，為新知

識提供觀念上的著點，可以達到促進知識的有意義獲得與保持(邵瑞珍、

皮連生， 1989) 。

然而，在採用「組體」時必須慎重，要求教師非常7解教材、了解學

生已有的認知結構，在適當的時候，視具體情況，而採取陳述性的「組

體」或比較性的「組體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

伍、在何種條件下更為有效

前導組體在何種條件下更為有效，提出了不少值得研究的課題。就已

有的研究結果來說，有些發現前導組僅沒有顯著的益處(如 Clawson & 

Barnes, 1973) 有些則發現前導組體具正面的效果(如Mayer ， 1979; Corkill, 

1992) 0 White & Tisher (1 986) 及 Mayer (1 979 , 1987) 所提出的證鐵顯示，前導

組體在不同的情況下均使學生獲得不同程度的益處 ， 這使Mayer(987) 非常

看重『在何種條件下，前導組體能促進學習 J 0 Glover 等人 (Glover ，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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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亦強調，雖然研究前導組體已超過 30年，但 r;在甚麼情況下，前導組

種對學習更有影響」仍是學者所關注的問題。以下筆者嘗試從學習者、學

習內容及前導組體的自身設計三方面，應用過去的研究成果，來說明緝訂

教科書時應如何使用前導組禮。

一、學習者

(一)熟悉課文的程度

Ausube1提出當學生沒有相關訊息可以讓新學習產生關係時，前導組

體即能產生其作用 (Ausubel & Robinson , 1969) 。其他研究亦顯示(直o White & 

Tisher, 1986; Mayer , 1979, 1987) ，缺乏相關舊知識的學生，最有可能從使用

前導組體中獲益。 Mayer (1987) 舉 West & Fensham(l976) 的研究為例，說明

前導組體對背景知識分數較低者而言，能顯著提高學習效果;但對於那些

分數較高者則不能。 Mayer(1987) 強調，若學習者沒有先備知識，或不能

正常的運用適當的先備知識組織新訊息，前導組體最為有效。因此，若學

習者對教科書課文內容熟悉程度不高，編訂教科書時應加以運用前導組

體;反之，可不強調甚或不使用前導組體。

已〉學生的閱讀能力

Ausubel提出當學生閱讀能力較弱、不太可能認出新舊知識的關聯性

時，前導組體即能產生其作用(i\usubel & Robinson, 1969) ，因為它的結構性

很強。因此，對閱讀理解能力較弱的學生來說，編訂教科書應加強前導組

體的使用，神能有效地協助他們了解閱讀內容，減低學習挫折，增加學習

信心;但對於閱讀能力較強的學習者而言﹒則不必使用前導組體，因為他

們通常需要更具挑戰的學習內容，否則便會容易失去學習興趣 (Rasinski ，

1983; 趙笑聲， 1995) 。

日學習風格

前導組體出現於正文之前，使整個學習內容架構較為緊密。若不具備

前導組體，學生便要從正文建構出一個架構;但是這需要學生具備相當強

的獨立思考能力。研究顯示，低能力或知識基礎較差的學生，尤其是對場

地依賴型(field-dependent) 的學生，為他們提供結構性的前導組體教材能輔

助學習;但對於場地獨立型 (field-independent)的學生，則前導組體教材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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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抑制自行整理教材的機會，也可能減低其學習興趣 (Chao ， 1986; Rasinki , 

1983; 李除吟， 1998) 。要言之，在教科書使用前導組禮，較能切合場地依賴

型 (field-dependent) 的學習者，學習成效也較為顯著 (Rasinki ， 1983) 。

二、學習內容

付涉及創造成問題解決的內容

學習內容若涉及創造性問題解決或新情境學習遷移之測驗，前導組體

所產生的效用最為顯著，因為它使學習者將材料組成和諧一致的結構。例

如， Mayer(I983) 以雷達坦文測試前導組體對學習者的學習，結果顯示在

創造問題解決方面，有提供前導組體的一組表現較控制組為好，但在逐字

保持方面則較差。按 Mayer(I983) 的解釋，前導組體可能會阻礙逐字保

持，因為學習者以自己的語言文字重新組織學習材料。再者，在一系列以

創造性問題解決為依變項的研究中， Mayer(l 979) 部發現前導組體帶來強有

力的學習遷移效果。因此，在編訂教科書時，必須考慮學科的性質;如在

科學教科書中應用，前導組體的價值尤為顯著(Meyer ， 1977; West & KelJ帥，

198 1)。

已)取決於課文內容的編寫

前導組值的作用，部分取決於學習材料本身是如何組織的。如果學習

內容本身已有內在的組織、緝排順序是逐漸分化的(包搔性程度由高至低) , 

那麼就不必採用前導組體(施泉芳， 1996) 。萬雲英等(1989) 亦有相似的說

法對於組織很好的程序教材，提供 『 前導組體 J 一般不能促進學習，

因為這樣的教材本身已經具有 『 組織者 J 的作用」。但是，如果教科書內

容繁雜，其內容表達亦需要嚴謹的組織，則前導組體的效用更為重要。

三、前導組體自身的設計

←)具體模式的前導組體

Ausubel 主張要使用抽象，亦即「較高度抽象性 (abstradion) 、普遍性

(generality) 和涵蓋性(inclusiveness) J 的前導組體。並且，組體的觀念要高

於新學習材料中的觀念水平。組體可以是一條定律、一個概念，或一段概

括性說明的文字。但Mayer(l987) 發展了 Ausubel 的思想，主張:具體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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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組體在提供適宜先備知識方面比較有效，這具體的模式可為文字或圖示

(Mayer , 1987) 0 Mayer舉了數個例子，說明以具體模式的前導組體協助學

生學習，不論在記憶(Royer & Cab1e, 1975, 1976; Mayer, 1983) 、了解及組織

訊息 (Mayer ， 1976, 1979) ，均更為有效。劉錫坤 0997 ， p.29) 有相同的看法:

r -最有效的組織概念是那些已為學習者所熟悉的概念、術語、命題以及適

當的例釋和類比的組織概念。」其實， Ausube1 在最初提出使用前導組體

時亦說明:若要得到好的效果，組體應是學生能夠掌盔的，因而必須用學

生熟悉的語言來陳述(施良方， 1996, p . 248) 。因此，我們相信前導組體飯可

以是在抽象、概括性上高於原學習材料，也可以是具體概念，在抽象、概

括水平上低於原學習材料。

口前導組體的條理性

提供前導組體的效果受到其內容的條理性所影響。如果前導組體的內

容具邏輯性的組織，與j學習者受益於前導組體的提供;相反的，如果前導

組體的內容雜亂，或超出學生的理解能力，則不能促進學生的學習表現

(Mayer , 1978; Siu , 1986) 。因此，應用於教科書之前導組禮，一般不宜過於

複雜，其條理亦應分明。

日表達形式應配合課文內容的性質

前導組體提供一概念性與結構性的簡題說明，以協助學習者了解正

文。 Ausube1 將其應用於一般的閱讀教學，故其形式多以文字、段落為

主。然而，不少學者的研究顯示，不同的學習內容應採用不同的表達方

式，以協助達成學習目標(李昧吟， 1998) 。以閱讀為例，若文章之性質是

小說，則前導組體可以文字、段落方式呈現;若內容是數學、電腦等相關

的科技，則圖解式的前導組體應更有助於學習('fompkins， 1991; 趙美聾，

1995; 李隊吟， 1998) 。

從前人的研究可知，使用前導組體需要因應不同情況而調節 (Mayer ，

1987) ，甚或有些情況不應使用前導組禮。例如，若學習不需要先備知識，

或是學生們似乎已擁有並應用這樣的知識;又如教學目標是特殊訊息的逐

字保持，或是與教學時所給的相似的問題之實際表現，那就不需要應用前

導組禮。總而言之，要有效地應用前導組體，必須考慮學習者、學習內容

及前導組體的自身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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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總結

前導組體雖然對學生學習可起一定的作用 (Mayer ， 1987) ，然其主要使

用於講解式教學。 AusubeHet aJ., 1978) 開宗明義地說明，前導組體是在講

解式教學中應用。而講解式教學在不少現代的教育中並不易應用(張卿，

1995) ，如對體育課及機械學習材料的教學以及對於低年級的學生(小學生)

就不大適用。在實際教學中也確實很少有教師單純使用一種教學方式，而

多同時採用幾種教學方式。

此外，研究者近年來在 Ausubel 定義的基礎上發展了「組體』的概

念:例如組體」一般呈現於要學習的材料之前(前導組種)(萬雲英等，

1989; 趙美贅， 1995) ，但也可以放在要學習的材料之後(歸納組體)(萬雲英

等， 1989; 趙美聾， 1995) 。再者，除了 Ausubel 所提及的文字組體外，學者亦

重視圖畫或闡表式的前導組體(趙美聾， 1995) .問題式前導組體 (Marzano

& Pickering, 1997) 、口述式前導組體 (Pelag & M∞re， 1982) 、框架概念組織

圖、流程圖、比較式教材(李昧吟， 1998) 。事實上，不少學者均認為組體

不應限於文字，亦不應限於課文前呈現，只要真可以提供一概念性與結構

性的簡短說明，同時能協助學習者了解正文的精髓(趙美聲， 1995) 。雖然

前導組體之應用有其限制，且呈現的方式及位置仍有新的發展，但它在教

科書中的作用仍不容置疑。我們相信，繃訂教科書時若能參考Ausubel 等

學者之理論，考慮學習者的特性、內容之特性，因事制宜地應用前導組

懂，更能有利於學生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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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The Inquiry of Designing Advance 

Organizer in Textbool<s 

Fok , Ping-Kwan* 、 Wong， Hìn- Wah ** 

ln school education , textbook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way of curriculum disse
mination , especially in disciplines such as social education, history ,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ome scholars even regard textbooks as the key to the cognition of 
students. The focus of this paper will be put on the consideration of applying the 
advance organizer, when editing textbooks. Advance organizer is of special use 
when a teacher is lecturing or explaining function , which is helpful for students to 
master the teaching materials. Firstly , this paper will explain the importance of 
advance organizer in textbook design. Secondly, the rationale of advance organizer 
wi1l be discussed. Thirdly , the effect of advance organizer on student learning wiU 
be examined. Finally , under what conditions the advance organizer can perform 
their role in helping student learning wi1l be described. ln principle, if the design 
。f advance organizer is appropriate, its function wi1l be obvious. However, if the 
design is inappropriate, its functions wi1l be lost. 

Keywords: textbook , advance organizer, curriculum,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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