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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我概念與同儕互動對於低成就兒童發展十分重要，更影響其未

來人格發展。本研究旨在探討運用多人連線網路分享平台對於低

成就學生自我概念及同儕互動之影響。研究參與對象為國小高年

級三位資源班低成就學生以及五位普通班兒童，於多人連線分享

平台進行自我概念介入活動，共進行十週。研究結果顯示，三位

個案在自我概念量表之結果顯示，在自我概念皆有正向提升；三

位個案在同儕互動方面，正向互動表現有所提升，而負向互動較

為減少，且能改善在班級內與同儕之互動 ; 學生對網路分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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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正面評價，本研究結果支持網路分享平台為促進低成就兒童自我

概念與同儕互動之有效工具。

關鍵詞：網路支援合作學習，網路分享平台，低成就學生，自我概念，

　　　　同儕互動

壹、研究背景

學業成就經驗影響個人的自我概念，Marsh（1990）指出，在國小學齡的兒

童先前學業成就高低，影響其日後的學業成就，亦影響其自我概念的發展，因

此，早期介入方案對於低成就兒童的自我概念提升，具有重要的地位。自我概念

是人格核心概念，具有引導個人思想及行為的功能，並且在心理健康上扮演重要

角色，健全的自我概念乃是心理健康的必要條件，擁有正向自我概念，越能忍受

挫折，在待人處事上易產生成功的經驗（郭為藩，1996）。一個低自我概念的人，

心理健康可能較差，學業表現也會較低。兒童的自我概念對其自我價值肯定、自

我期許方面有很重要的影響，特別是在團體中的參與所得到的回饋，對兒童日後

進入社會有較佳的適應能力（陳春美，2004）。

先前研究發展許多針對學童自我概念的介入方案，例如：藝術治療（李杰

禧，2002；葉莉瑄，2003）、繪本教學（黃書瑩，2007；洪詩婷，2008；梁瑋

珊，2008）、音樂治療（陳宣蓉，2003；吳明芬，2007）、自我肯定訓練課程（陳

逸，2010；王怡靜，2001），研究結果皆顯示無論使用哪種介入方案研究對象的

自我概念均有改變；以低成就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電腦輔助（Zurita & Nussbaum, 
2004； 董 庭 豪，2009）、 補 救 教 學（Bartscher, Lawler, Ramirezm & Schinault, 
2001）、合作學習（Carlson, 1996；Box & Little, 2003；陳嘉貴，2010）等學習方案，

研究結果顯示均能有效提升低成就學生學業成績，然而上述研究限於大班教學或

是僅以低成就學生為對象，缺少以普通兒童與低成就兒童同儕互動之小組方式進

行之研究，限制了低成就兒童回到原班級同儕關係的情境適應。

學生的學校生活來自於同儕之間互動而產生的經驗佔很大的比例，同學的

接近與熟悉、小組合作學習，都增加了同儕互動的機會。同儕互動是學生在學校

學習社會適應的重要機會，老師的責任則是助長良性的互動，處理或輔導正確觀

念，使學生在尊重別人及尊重自己之間獲得平衡。同儕關係和自我概念相互影

響，互為因果，在同儕關係影響自我概念的同時，自我概念亦影響同儕關係（朱

經明，1982）。先前研究曾針對高雄地區 354 位國小學童為對象，結果發現國小

兒童自我概念與同儕適應層面有顯著正相關，可見得自我概念愈高，學生的同儕

適應會愈好（連廷嘉、戴嘉南，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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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合作學習的應用從傳統的教室，延伸成為以網路為

媒介來進行的學習活動，此方式為網路支援合作學習（Computer-Supported Col-
laborative Learning, CSCL）。CSCL 結合網際網路以創新的方式將學習者連結在

一起並強調學習者的共同合作，學習者不是獨自面對教材，而是透過同儕間的互

動而發生的。從問題探究、相互合作，以及觀察他人如何學習的過程中開始學習

（Stahl, Koschmann, & Suthers, 2006）。網路支援合作學習廣泛被應用在教學上，

多數研究以一般國小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運用網路支援合作學習增加同儕間的互

動以及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Zurita & Nussbaum, 2004；Staarman, Krol, & Mei-
jden, 2005；Bertucci, Meloni, Conte, & Cardellini, 2005；張子櫻、崔夢萍，2009；
董庭豪，2009），研究結果顯示對於國小學生而言，運用網路支援合作學習是有

效的教學輔助工具，經由網路支援合作學習，學生能自主掌控自己的學習進度，

甚至可以經由同儕合作而發展社交技能。Tsuei （2011）研究更以網路同步系統

融合同儕協助學習策略，針對國小四年級學生進行語文之學習，研究結果發現，

兒童在網路同步系統之語文學習能顯著提升學生自我概念，尤其是對於在網路上

被動參與的學生之自我概念，具有更明顯之助益。

綜合上述，運用網路支援合作學習之研究以低成就學生自我概念與同儕互

動為主題之相關研究較少，隨著網路多人連線技術發展，更能促進網路同儕的互

動。因此本研究以低成就學生為研究個案，運用多人連線網路分享平台設計自我

概念分享介入方案，選擇普通一般學生與低成就學生進行面對面線上同儕互動，

探討對低成就學生自我概念及同儕互動之影響。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運用網路分享平台，對於低成就學生自我概念之影響。

二、探討運用網路分享平台，對於低成就學生同儕互動之影響。

貳、文獻探討

一、低成就學生之自我概念

低成就學生是指學習者由於某些學習障礙的存在，造成個人在學業上的表現

無法達到其潛在能力所能達到的水準（Thornton, 2005）。綜合多位研究者的意

見（Moller, 2009；蔡文標、許天威、蕭金土，2003），發現低成就學童有以下

的特徵：

( 一 ) 消極的自我概念

低成就學生的自我覺知較低、自我概念也比較差。低成就學生會擔心自己能

力不夠對自己缺乏自信，面對問題時很容易放棄、退縮，因為他們害怕一旦努力

以後，卻換來失敗，當失敗的經驗越來越多時自我觀念也會變得越來越差，這樣

便形成惡性循環，讓低成就的問題更加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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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成就學生在學校因自覺受到老師的忽視與同學的冷落、父母的責怪，導致

學生漸漸失去信心而自我概念消極。學業成績失敗的經驗會影響學生的自信心與

日後追求成功的動力，此時，教師更應幫助學生學會面對失敗，讓學習者對自己

能力的了解與優點，協助低成就學生找出其學習的樂趣，累積成功的經驗。

( 二 ) 學習動機低落

由於長期的學習挫敗，常會導致低成就學生的學習動機低落，容易產生否定

自己的想法，而成為被動的學習者。謝幸雯（2010）以國語低成就學生為研究對

象，其研究指出學生在小學低年級階段因識字量少或識字問題而產生閱讀困難，

中高年級後，隨著閱讀篇章更長、內容更加複雜，需要用到進階閱讀及推理技巧

時，其閱讀能力落差越大，長期下來，不僅缺乏成就感，學習動機也日益低落。

先前研究亦指出（孟瑛如、周育廉、袁媛、吳東光，2001），數學低成就學生在

學習過程中，由於累積太多的失敗經驗，致使缺乏積極的學習態度、較差的自我

概念、負向的語言、較多的無助感、對數學有較大的焦慮，對學生的自我態度及

其往後的學習動機都有不良的影響。

( 三 ) 人際關係不良

低成就學童的人際關係往往較不佳，感覺自己被拒絕、被孤立。當學童在

學校持續地遭遇學業上的失敗，他們的學習動機就缺乏正向的增強機會。曾玟蒨

（2007）以 2,292 名國小六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國小學童之自我概念、同

儕關係、社會興趣與生活適應之相關，其研究結果發現，國小六年級學童之自我

概念、同儕關係與社會興趣間有顯著的相關。

綜合上述，造成學生低成就的自我概念低落因素很多，有時甚至並非單一因

素所造成，對教學者而言，除細心觀察找出學生低成就的成因外，更應提升低成

就學生的學習動機，增加其成功經驗，營造合適的學習環境，以利學生學習。

二、低成就學生與同儕互動

六到十二歲小學階段的學生正處於 Erikson 心理社會發展中「勤奮進取對自

貶自卑」的時期。此階段學生的特點便是需要與同儕互動並且尋求同儕的接納。

就學生的社會關係而言，獲得別人肯定與認同是極為重要的課題（修蕙蘭等譯，

2009）。Piaget（1926）認為兒童在學齡時期因同儕互動及衝突經驗的增加而逐

漸捨棄自我中心，當兒童獲得角色取替能力和溝通技巧後，同儕關係就顯得十分

重要。兒童同儕團體會以較平等的態度來看待團體成員，他們也有機會去經歷到

意見衝突的時刻，此時會嘗試和同儕協商並討論彼此的觀點。因此，不論從個人

心理、或社會層面來分析，兒童進入學校後，同儕關係則促進學生社會、人格的

正常發展，因此，同儕對於兒童之影響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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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低成就學生與同儕互動相關研究，以合作學習為介入方案之研究取向較

多。張正仁（2005）探討合作學習應用於國小六年級國語文教學的效果與小組同

儕互動之影響，以 69 名國小六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進行六週的實驗教學，研

究結果顯示小組中組員會相互協助，高能力的組員會引導小組討論並幫助低能力

的組員學習，透過同儕互動，學生的學習方式由個別式的學習轉變成小組合作學

習，從觀察記錄中可發現，小組中的成員會注意到其他組員的情形，而適時地給

予協助。

以國小中年級為研究對象之研究，謝君琳（2003）以 32 名國小四年級普通

學生為研究對象，將其中數學低成就的 6 名學生列為研究對象，探討合作學習對

數學低成就學生的數學學習成就、解題歷程與同儕互動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

合作學習能增進全體學生或小組成員接納數學低成就學生的傾向；合作學習亦能

增進小組成員與數學低成就學生的互動。劉自強（2007）以 58 名國小四年級學

生為研究對象，進行六週的實驗教學，探討運用共同合作學習法對同儕關係與合

作技巧之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合作學習能增進學生之同儕關係及互動，比起剛開

始合作，組員間的討論互動越來越頻繁；且合作學習能增進學生之合作技巧，學

生普遍對合作式的學習方式表現出正面的看法。上述研究皆顯示合作學習策略介

入在以單獨低成就學生小組或全班學生進行分組之學習活動，皆對於兒童之同儕

互動有正向之影響。

Carlson （1996）以國小三到六年學業低成就學生為研究對象，目的在於運

用降低負面的同儕互動之策略以提高學業成就和人際關係。研究者運用合作學

習、強調高層次的思維技巧、社區營造活動及衝突管理方案置於研究中。研究結

果發現，合作學習與社區營造活動，能有效改善學生的個人行為增加同儕互動；

高層次的思維技巧，不只讓學生改善了同儕溝通，連帶問題的解決能力也相對地

提升學業成就。

綜上所述，多數研究以合作學習為教學介入方案，學生學習成就有明顯

的提升，同儕互動也更加頻繁（Carlson, 1996；Bartscher, Lawler, Ramirezm ＆ 
Schinault, 2001；謝君林，2003；張正仁，2005；劉自強，2007）。合作學習被

廣泛應用於教學，且能有效提升同儕間的互動，但上述研究較少以自我概念課程

設計運用於同儕互動之介入方案，此亦為本研究的重要策略之一。

三、網路支援合作學習與同儕互動

網路支援合作學習是經由網路支援與合作學習兩者結合而成，包含以各種

形式的資訊科技支援合作學習，如透過網路媒體工具方式（孫春在、林珊如，

2007），其目的在於幫助學習者學習新知識的過程中，提供線上合作學習的環

境及資源上的支持，學習者透過網際網路與資源和同儕或教師之間進行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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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進行交換資訊、分享並且共同創造知識（Weinberger, Ertl, Fischer, & Mandl, 
2005）。

在 CSCL 環境下的學習活動，電腦與學習的關係符合 Jonassen（2000）所認

為「用電腦學」（learning with computer）的關係層次，也就是藉由資訊科技的

支援來增進學習者社會互動及促進學習，並在互動過程中逐步形成有意義的共

識。在 CSCL 的研究領域認為知識並非直接由教師教導而來，而是透過與他人協

同合作而獲得，以電腦網路為媒介，提供了溝通媒介、鷹架，以及有效的互動來

支援協同合作。CSCL 可以讓學習者透過數位化教材來進行討論、互動、合作，

保留了傳統電腦教學之個別化、適性化的優點，亦改善了與學習者互動貧乏之缺

點（Stahl, Koschmann, & Suthers, 2006；黃河銓、江翠瀅，2005）。

CSCL 主要基於 Piaget 認知發展論，其指出同儕學習能夠降低兒童以自我為

中心的認知型態，並提供同儕間知識發展過程中的認知協助，兒童藉由社會性、

同儕間的互動，得到不同訊息的回饋。Vygotsky 認為在合作學習的過程中，學

習者可透過能力較佳的學習夥伴鷹架式的協助而發展成長，因學習者個人自我發

展的能力有限，但透過同儕間的合作學習及有效的社會互動，能提升個體認知發

展。在社會心理學方面，合作學習可促使學習者在學習活動中，投注更多的參與

並引發對學習內容的注意，在相互合作的過程中，學習者也可藉此練習一些重要

的社會技能，如自我概念方面、自我肯定以及人際關係的發展等（Lepper, 1985; 
Tsuei, 2011；詹志禹，2002；許瑛玿、廖桂菁，2003）。

在 CSCL 的學習環境中，學習者可隨時透過網路與其他參與者進行討論、協

商，或與眾人分享學習經驗及成果，藉由網路社群中的群體互動提高學習的思考

層次，並促進個體在社會的參與與認同感。由此可知，在網路互動的模式中，學

習不再只是個人的歷程，而是與社會互動的過程。周倩和孫春在（1996）歸納運

用網路學習環境實現合作學習的優點包括：學生可以從其他同學得到不同的觀點

意見，有助於學習素材的瞭解；合作學習鼓勵個人經驗及想法的交流與分享，共

享團體的能力與經驗；學習者需展示、說明所學習之內容與工作，口語化的過程，

促使新舊知識的交融整合，擴大新知識的應用層面；促進對團隊的參與感、認同

感及歸屬感。因此在網路科技的協助下，合作學習不但能提昇學習效果，也能增

進社會互動的發展。

Staarman、Krol 與 Meijden （2005）設計三種學習情境，分別是面對面合作

學習、線上學習社群以及面對面結合電腦合作學習，研究主要探討此三種學習情

境對於學生學習及同儕互動之影響。研究結果發現，學生面對面並結合電腦合作

學習不僅能提升學生學習效果，更能使同儕間互動更頻繁；而線上學習社群對於

學生學習成效及同儕互動低於其他兩種合作學習模式。

Zurita 與 Nussbaum（2004）以 48 名國小學生為研究對象，研究者以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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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數學活動為教學主題，分別把學生分派於四個組別，探討合作學習與掌上型

電腦輔助合作學習 （MCSCL）的優勢與弱勢以及同儕互動之影響。研究發現，

MCSCL 能有效組織及管理學習教材，能促進與小組成員間的協商交流，並增加

成員間的互動與討論等。

Bertucci、Meloni、Conte 與 Cardellini（2005）以 21 名國小四年級與五年級

學生為研究對象，研究主要探討學生的人格、性別以及在合作學習任務裡，學生

的互動行為。研究者運用電腦支援合作學習模式指定學生完成任務，研究結果顯

示，學生的人格是影響合作學習的主要原因，外向的學生能快速完成任務與同儕

互動頻率高。作者認為電腦支援合作學習能幫助學生尊重同儕間的差異性、增加

學習成就以及社交技能。

Hertz-Lazarowitz 與 Bar-Natan （2002）以 599 名阿拉伯及以色列國小五年級

和六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研究者設計合作學習、電腦中介學習、合作學習結合

電腦中介學習三種模式融入教學，探討此三種模式對於學生的寫作能力與同儕互

動影響如何。研究結果指出，合作學習結合電腦中介學習的模式讓學生的寫作能

力、同儕互動頻率均有進步，研究指出受試者對於此模式的學習，可促進學生相

互討論、分享彼此的想法，以及欣賞優秀同學間的寫作。

Mavrou、Lewis與Douglas（2010）以 22名國小普通生及身障生為研究對象，

將一般生及身障生安排於同一小組探討普通生與身障生運用電腦完成任務過程中

同儕互動情況。研究結果指出，學生完成任務過程中，電腦扮演重要的角色，因

為電腦促進了同儕間的交流與對話、引導學生展現不同風格的互動。作者認為把

電腦當作一種中介工具，不僅能提升同儕間的互動機會也能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Tsuei（2011）以 56 名國小四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進行為期八週實驗教學，

探討網路同儕支援學習系統（EPK），對國小學生發展閱讀能力、自我概念與同

儕互動之影響。在閱讀方面，學生被分為使用 EPK 系統與在教室面對面學習；

同儕互動分為高度積極參與者、積極參與者、被動參與者三種做記錄編碼。研究

結果顯示，EPK 結合了同儕支援學習策略及中文語文學習是一個良好的 CSCL 學
習系統，使用 EPK 系統學習的學生在閱讀能力方面顯著優於教室面對面學習；

被動參與者在自我概念與同儕互動的進步高於高度積極參與者。

張子櫻、崔夢萍（2009）以 59 名國小五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研究採準實

驗研究，將學生分成網路合作學習組與面對面合作學習組，進行七週的課程，探

討運用網路合作學習對國小學童電腦繪圖表現及同儕互動之影響。研究結果顯

示，學生在網路討論與面對面討論的類別上有明顯差異，運用網路合作學習能有

效助於提升國小學童電腦繪圖表現、有效促進學生之同儕互動，學生更專注於小

組的工作任務內容與協調。

以上相關研究可發現，網路支援合作學習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對增加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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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學習的信心，均有其正面的效果。因此，本研究以多人連線網路分享平台，針

對合作學習方式進行自我概念學習活動，探討對低成就學生自我概念以及同儕互

動方面的影響。

參、研究設計

一、實驗參與對象

本研究參與對象為國小高年級低成就學生，3 位個案學生分別是小羿、小霖

和妮妮（化名）來自不同班級，小羿與妮妮屬數學低成就學生，小霖屬語文低成

就學生，小羿及小霖經過臺北市鑑輔會鑑定後判定為學習障礙兒童，妮妮則是一

般生。樣本篩選標準以學生實驗前一學期之班級，國語、數學的總平均成績，分

數為全班後 33% 的學生。

根據研究者於實驗前針對 3 位個案的導師與資源班老師進行訪談結果，個案

背景如下：小羿平日在班上個性溫和，脾氣好不易與人起紛爭。同儕互動方面，

小組活動時因個案在聽力理解上較遲緩，因此，小組成員會減少與他說話的機

會。妮妮生長於單親家庭，平日在班上表現合群是 1 位相當樂觀的小孩，樂於幫

助同學。妮妮個性文靜，小組活動時通常沒有意見，不會主動講出自己的想法，

即使與小組成員已經很熟悉，仍然沒有辦法暢所欲言並適度表達意見。小霖的母

親為大陸籍配偶，在低年級階段有文化刺激不利的問題，小一後適應不良，口齒

不太清楚、不敢表達，小二重讀一年。個性較內向、溫和，且遇表達場合時可看

出小霖明顯地膽怯，例如唸課文。社交技巧較弱、被動、多是等待同學找他玩。

小組活動時同學通常樂意幫忙小霖完成團體作業，但小霖較少發表自己的意見，

多半順從同學。

本研究為觀察 3 位個案學生與一般生互動情形，另選擇 5 位自願參與活動之

學生參與十週教學活動，5 位自願參與學生成績皆在班級中上程度，為促進個案

與一般學生的互動，本研究於實驗期間皆以小組方式進行，學生共分三組，每一

組安排 1 位低成就學生，以觀察該生在小組中的學習成效及表現。實驗共進行十

週，並於第五週時換組，以促進個案與不同學生之互動。

二、研究工具

( 一 ) 國小兒童自我概念量表

國小兒童自我概念量表，本研究使用吳裕益、侯雅齡（2000）。該量表內部

一致性 Cronbach α信度介於 .83 至 .89 之間，效標效度皆達 .05 的顯著水準，建

構效度達 .001 的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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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電腦繪圖之同儕互動分析表

本研究運用張子櫻、崔夢萍（2009）參考多位學者編製而成的分析表。此表

以學生進行分享平台之繪圖對話時進行分析，對話共分為五項分別是，「A 知識

內容」（有關任務的對話討論內容）；「B 工作協調」（有關協調工作輪流次序

問題）、「C1 小組正向互動」共有 9 個子項目；「C2 小組負向互動」共有 5 個

子項目；「D 人際社交」（與任務無關的對話內容）。本研究根據錄影結果，依

分析表項目記錄學生行為表現、同儕互動等情形，進行檢核，並記錄做為敘述的

數據資料。

 ( 三 ) 多人連線網路分享平台

本研究使用之多人連線分享平台乃使用多人連線伺服器 Electro Server 所開

發，並運用 Adobe Flash 以及 ASP.NET 技術所設計，可將線上互動畫面記錄於資

料庫（崔夢萍，2009）。

多人連線網路分享平台，共有十個房間。每位使用者都有自己的房間，使用

者的名字會標記在房間旁。當有其他使用者進入房間大廳後，除了進入自己房間

外，也可請求其他房間主人允許進入房間，進入敘事編輯系統，即可相同畫面一

同編輯進行創作。

圖 1 為網路分享平台之敘事系統編輯畫面，上方心情故事區可讓學生針對

創作之圖畫進行文字描述。下方繪圖區讓學生運用內建圖庫或者運用筆刷自由創

作，圖庫之圖案可自由放大縮小及任意移動位置，本研究以兒童生活經驗相關之

圖片上傳至系統中，並將圖庫分類，包含背景、男生、女生、家具、日常用品、

清潔、舞蹈、表情符號、運動、家族、生病、旗子等類別，每一類別裡有超過

10 種以上不同圖案可供選擇，以配合本研究五個活單元。

畫面左下方有粗、中、小筆刷、各種不同顏色、移動工具以及橡皮擦供使用

者自由繪圖。學生可在心情故事區留下文字、於繪圖區新增圖畫，文字交談區則

是讓學生進行線上交談。

圖 1 多人連線網路分享平台敘事系統編輯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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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訪談與錄音資料分析

針對研究主題需要，透過訪談以了解研究相關之問題。其一，針對 3 位個案

導師進行訪談，了解3位個案接受十週教學活動後在班上與同儕互動情況。其二，

了解 3 位個案對網路分享平台使用之感受。

三、實驗教學內容

本研究課程設計線上活動讓學生運用網路分享平台進行分享，學生以一人一

機、面對面交談討論來進行活動。學生均接受自我概念課程介入方案十週、每週

兩節課。課程內容設計共計五個主題單元，涵蓋「外貌自我概念」、「身體自我

概念」、「情緒自我概念」、「家庭自我概念」與「學校自我概念」五個面向，

自我概念教學單元如表 1。

表 1 線上同儕互動單元

單
元

活動名稱
使用媒材及使用
線上圖庫類別 

活動目標 輔導目標

一
原來我長這樣－

喜歡自己

媒材：鏡子、電腦、

滑鼠。

圖庫類別：男生、女

生、日常用品。

1、能夠描述與分享自己長相特色

2、瞭解與欣賞自己的長處與特色，

　  並接納自己

3、增進學生社會能力與他人融洽互動

4、瞭解自我內在屬性，進而欣賞、肯

　  定自己

外貌自我

概念、同儕互動

二
原形畢露－原來

我是這樣

媒材：電腦、滑鼠。

圖庫類別：生病、舞

蹈、背景、日常用

品。

1、能夠觀察與描述自我運動專長

2、養成良好的健康觀念與運動習慣。

3、挑戰自我體適能極限，並懂得欣賞

　  他人

4、體認運動能帶來健康趕走疾病

身體自我

概念、同儕互動

三
小心觸網－情緒

變變變

媒材：繪本《菲菲生

氣了》、電腦、滑

鼠。

圖庫類別：表情符

號、日常用品、運

動。

1、能夠描述與分享自己的情緒變化

2、瞭解與人相處、溝通的技巧

3、積極面對自己的負面情緒

4、增進學生社會能力與他人融洽互動

5、瞭解自我內在屬性，進而欣賞、肯

　  定自己

情緒自我

概念、同儕互動

四
我的這一家－生

活小幫手

媒材：皮球、生活用

品圖卡、電腦、滑

鼠。

圖庫類別：家族、家

具、清潔。

1、能夠描述與分享自己家庭組織

2、瞭解與欣賞自己在家庭中所扮演的

　  角色

3、增進與家人互動，瞭解家人在家庭

　  中的重要性

4、增進對家庭事物的瞭解，進而肯定

　  自己在家庭中的定位

家庭自我

概念、同儕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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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小小螺絲丁－說

說我是誰

媒材：繪本《好朋

友》、電腦、滑鼠。

圖庫類別：男生、女

生、旗子、背景、

1、能夠描述與分享「朋友」的真諦

2、瞭解與欣賞好朋友的長處與特色，

　  並友愛他人

3、增進學生社會能力與他人融洽互動

4、瞭解班級組織及幹部執掌，並從中

　  找到自我價值

5、學習團體紀律與分工合作之精神

學校自我

概念、同儕互動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低成就學生自我概念改變情形

本研究對 3 位低成就學生實施「國小學童自我概念量表」，施測的時機在參

與活動前接受前測，在結束十週教學活動後進行後測，結果如表 2。
整體而言，線上同儕互動教學活動能有效提升 3 位低成就學生的自我概念。

個案小羿，從家庭自我概念、學校自我概念和身體自我概念是分數進步最明

顯的三項。根據研究觀察小羿是 1 位很有禮貌的學生，上課進教室會向研究者問

好，下課離開教室會說再見，若是輪值當值日生會先打教室電話通知晚到上課，

上課期間守秩序不會干擾同學。教學活動前二週小羿總是很安靜地坐在位子上，

研究者請成員舉手發表，小羿不會主動舉手總是等研究者請他發言才會開口講

話，回答的答案也很簡短。第四週後研究者觀察發現小羿遇到感興趣的話題會一

直講、愛發言，跟組員或研究者皆能互動。每一個單元上課時，研究者都會請學

生發表，說說自己的看法，小羿總是能清楚地表達出自己的想法，若其他成員也

有發表時，他會針對他人的說法加以補充，所以同學常常讚美他，讓他知道自己

表現很好。

個案小霖在學校自我概念、外貌自我、身體自我概念、家庭自我概念皆有

提升，惟在情緒自我沒有提升效果。根據研究者觀察，第一週和第二週上課時，

小霖出現干擾上課的行為，例如移動椅子發出聲響，但經過研究者勸說後立即改

善。小霖非常喜歡玩線上遊戲，他總是第 1 位到教室，開啟電腦玩線上遊戲，另

外，小霖完成小組線上繪圖後也會請求玩線上遊戲。小霖在課堂上的參與是屬於

被動，剛開始上課時不願回答，也不知道如何表達，即使研究者請小霖回答問題，

不是沉默不語，不然就是說我不知道。第三週後，研究者觀察發現，當小霖只回

答，例如對、是等這類簡短答案時，如再繼續追問小霖其他問題，就能得到小霖

更多的回應。

個案妮妮在外貌自我概念、情緒自我概念皆有提升，其他面向進步分數不明

顯。在身體自我概念較無提升。其個性內向溫和的女生，較沉默，會和研究者互

動。研究者觀察發現，妮妮對畫圖還蠻有自信，尤其喜歡繪畫少女風格的圖案。

研究者常拿妮妮畫好的作品作為範本，向全部學生展示，給予她成功的經驗，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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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讓她變得比較有自信，知道自己雖然功課不好，但是也有別項優勢能力。

表 2  3 名個案自我概念量表前、後測得分

個案

自我概念量表分項
總量表

家庭 學校 外貌 身體 情緒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小

羿

得分 67 78 56 70 28 34 39 56 34 38 224 276

( 百分

等級 )
(43) (82) (57) (99) (30) (49) (26) (87) (51) (72) (42) (93)

小

霖

得分 40 53 47 52 29 31 36 42 27 18 179 196

( 百分

等級 )
(1.9) (10) (26) (42) (33) (39) (19) (35) (29) (11) (9.7) (19.5)

妮

妮

得分 53 54 30 41 17 23 25 24 21 26 146 168

( 百分

等級 )
(11) (13) (1.6) (7) (8) (21) (7) (5) (21) (31) (1.4) (4.9)

二、多人連線網路分享平台之繪圖作品

( 一 ) 個案小羿

圖 2 左邊是小羿第一次作品，輔導目標為「外貌自我概念」。從圖中可以看

到小羿僅使用黑色線條簡單畫出自畫像，完成後就不再添加其他圖象或顏色。根

據觀察紀錄顯示，小羿說長大以後絕對不會像女生一樣把頭髮留長，因為男生留

長髮會被笑說是娘娘腔，但是小羿認為自己眼睛是單眼皮，希望眼睛變大一點。

圖 2 右邊是第 5 次作品，小羿與組員使用內建圖畫加以變化，色彩的使用上也相

當多變，主題名稱為「幫菲菲加油」屬小組作品，輔導目標為「情緒自我概念」。

學生以小組方式討論，如果自己是主角菲菲，遇到不開心的事可以用那些方法抒

發負面情緒。根據觀察紀錄顯示小羿和組員運用各種圖庫的人像，並描述其心情

不好時牽小狗到戶外散步和曬太陽讓心情變好的事件。小羿的家裡有養狗，平時

小羿會幫忙帶小狗在家附近散步，雖然小狗偶而會亂跑不受控制，遇到其他的狗

會亂吠，但是小羿仍喜歡和狗一起在住家附近散步，尤其當他心情不好的時候，

和家裡的小狗在一起心情會變得更好一些。

圖 2  小羿分享平台之繪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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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個案小霖

圖 3 左邊是小霖第一次的作品，從圖中可以看到小霖僅用 2 種以上顏色畫出

自己並運用圖庫裡的圖案增加背景，主題名稱為「自畫像」，屬個人作品，小霖

一開始對圖庫的圖案很有興趣，總是一個一個把圖案抓出來看然後刪掉。選擇背

景圖時，小霖考慮很久，一再更換，最後才決定有沙發的背景圖，小霖表示，選

擇此張背景圖沒有特別原因，只是因為喜歡此張背景圖的顏色和圖案。對於自己

的自畫像，小霖表示自己最明顯的特徵就是有一對濃眉毛，至於其他五官則沒有

特別表示意見。圖 3 右邊是第二次作品，主題名稱為「我生病了」屬小組作品，

輔導目標為「身體自我概念」。小霖畫的是藥丸和針筒，小霖表示自己最常感

冒，而且最討厭打針和吃藥，可是小霖知道生病就要讓醫生看病然後吃藥才會好

得快。另外，小霖完成自己的作品後加入組員的繪圖，小霖與小組合作清楚畫出

人物生病的表情，並且替人物加上色彩鮮艷的衣服。

圖 3  小霖分享平台之繪圖作品

( 三 ) 個案妮妮

圖 4 左邊是妮妮第一次的作品，從圖中可以看到妮妮用 3 種顏色畫出自己，

圖像表情豐富，此次主題為「自畫像」屬個人作品，從圖中可以看到妮妮用 3 種

顏色畫出自己，圖像表情比較豐富。妮妮常常綁著馬尾，所以畫馬尾代表自己的

特色。另外，妮妮覺得自己看起來胖胖的，因此選用圓形的臉代表自己。完成後，

妮妮覺得成品很像自己，也非常滿意自己的作品，並表示用滑鼠繪圖很難，妮妮

比較喜歡用鉛筆繪圖。圖 4 右邊是第 4 次作品，主題名稱為「陰雨變晴天」屬小

組作品，妮妮和組員互相畫對方在校慶表演的動作。從對話紀錄可以了解妮妮和

組員有頻繁的互動，討論如何互相畫出對方的特色，妮妮和組員共同畫出彼此在

校慶表演的動作。妮妮表示校慶當天，因為班上比賽輸了沒有得到名次所以大家

都很難過，但是到了校慶表演的時候，大家跟著音樂跳舞和唱歌，心情就好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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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妮妮分享平台之繪圖作品

三、低成就學生同儕互動分析結果

學生在電腦繪圖之次數統計，以個案在一節課裡每 1 分鐘所出現的總次數計

算。每位個案各觀察 6 次，共計 18 次觀察紀錄。

( 一 ) 個案小羿

個案小羿之同儕互動對話內容分析 ( 圖 5) 所示，其在「C1 小組正互動」表

現次數有明顯增加 ( 從 20 進步到 39 次 )，尤其在子項目：「C1 為小組提供看

法」、「C2 溫和地表達看法」、「C4 熱烈參與全組討論」、「C6 協助同學」、

「C7 鼓勵同學」。在 6 次觀察中可以看到小羿與組員使用網路分享平台共同創

作時會溫和地表達自己的看法，根據觀察記錄顯示，他會指著組員的電腦螢幕說：

「我們在中間放上汽車的圖案你覺得好不好」或「你喜歡紫色，那你就用紫色在

旗子上寫字」；小羿在「C2 小組負互動」表現，可能是因為剛開始接觸新老師

與同學覺得還很陌生，因此在第 1、4 節課的觀察紀錄中在子項目：與小組之間

「C10 討論時，很沉默」，個案遇到平台使用上的問題會直接尋求老師的幫助，

不會詢問旁邊的組員或同學，在網路分享平台繪圖時也大多默默一個人進行。小

羿在「C2 小組負互動」的行為表現，在 6 次的觀察總次數來看，有略為減少 ( 從
8 次降至 4 次 )，偶而會有離開小組看其他小組的作畫。

在「A 知識內容」的觀察總次數有增加，顯示小羿對於在網路平台漸漸重視

內容，在「B 工作協調」方面則略為增加。從觀察紀錄中小羿剛開始並不會主動

協調或分配組員負責畫哪個部分，多半等待組員先開始進行後才跟進，到第 7 節

課後有略為增加，會主動協調組員間任務分配，如：「右邊空白的地方你先畫，

我畫左邊」或「你負責選一個女生的圖像，小狗讓我選，我們畫帶小狗散步的圖，

你覺得好不好」，小組的同學也慢慢接受小羿的工作分配，同學回答說「這是個

好主意」、「你來看看我們要再畫什麼，才會讓這張圖更熱鬧一點」，因此，這

樣的互動能促進小羿對於自我能力的認同，而影響其自我概念。在「D人際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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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 13、16 節課發現小羿與組員談論與任務無關的對話內容，可能是由於小羿

與組員相處漸漸熟絡，因此出現閒聊的情況。

圖 5 小羿之同儕互動對話內容分析結果

( 二 ) 個案小霖 

個案小霖之同儕互動對話內容分析（圖 6）所示，發現在「C1 小組正互動」

的行為表現略為增加（從 17 次進步到 33 次），在子項目的行為多為「C1 為小

組提供看法」、「C2 溫和地表達看法」「C4 熱烈參與全組討論」。根據觀察記

錄顯示，小霖會提供小組看法或建議，例如：「我們一起畫 3 個不同生病的人像，

而他們都要吃藥和打針才會好，你們覺得怎樣 ?」或「這是我們這組設計的旗子，

有運動會或比賽就可以揮旗幫同學加油」。該組學生也有了正向的回應，例如「3
個不同生病的人像，很難畫，要畫咳嗽、打針，還有什麼呢？你知不知道？」、

「你喜歡藍色，就用藍色畫旗子吧！太好了，我們一起來幫同學加油！」。漸漸

地，小霖與同學有更多的互動，並且同學也肯定他在小組合作學習中所扮演的重

要任務角色。

小霖在「C2 小組負互動」表現，在 6 次的觀察總次數來看，有略為減少（從

10 次降至 5 次）。在子項目：小霖最常出現「C12 與同學爭執」的情形，根據觀

察記錄顯示，初期小霖常會刪掉組員的作畫，導致同組組員常向老師反應小霖都

沒問過他們的意見就把圖案刪掉，此外，也會有不友善的口語和干擾他人的狀況

出現，如「你畫的人好奇怪，好醜喔 !」或當老師與同學發表意見時，小霖會故

意挪動椅子發出聲響，然而在第 4 次後，於觀察紀錄發現上述的不友善口語和干

擾行為已逐漸減少。

在「A 知識內容」和「B 工作協調」的觀察總次數有略為下降，可能是由

於小霖已熟悉網路分享平台的操作，他總很快地完成繪圖然後在一旁等待組員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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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小霖之同儕互動對話內容分析結果

( 三 ) 個案妮妮

個案妮妮之同儕互動對話內容分析（圖 7）所示，發現在「C1 小組正互動」

表現總次數明顯增加（從 22 次進步至 37 次），尤其在子項目：「C2 溫和地表

達看法」、「C7 鼓勵、讚美同學」，例如：「你的圖畫得好好看」、「我畫的

線都會歪歪的，還是你來畫比較直」，同學聽到這些讚美也會立即回覆說「你也

畫得很好呀！你的衣服都畫得很可愛，我喜歡上面的企鵝圖案」，這些正向互動

也影響了妮妮的自我概念。妮妮創作過程很專心，在作畫時有自己的想法，總會

細細的用滑鼠繪出想要的圖案，從妮妮的繪圖可以看出她最喜歡畫可愛的少女圖

畫。在「C2 小組負互動」表現有降低（從 7 次降至 3 次），在繪圖過程中當其

他組員在討論要不要在畫上其它圖案，該組同學若看到妮妮有時沒有加入組員間

的討論，也會主動和她互動說「妮妮，你現在放進來的這個圖，是什麼呢？」。

在「A 知識內容」的觀察總次數有增加，顯示妮妮在開始進行前會與組員

討論分享平台之內容，只是在作畫過程中，妮妮似乎不喜歡講話會非常專注於自

己的圖畫上。在「B 工作協調」的觀察總次數有略為下降，妮妮不會主動指揮組

員或分配工作，多半是聽完組員的討論後便進行創作。在「D 人際社交」方面觀

察結果，妮妮在創作過程中總是很專心，因此鮮少會與組員談論與任務無關的話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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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妮妮之同儕互動對話內容分析結果

根據以上資料統計結果發現，3 位個案使用網路分享平台繪圖過程中，「C1
小組正向互動」表現有提升，而「C2小組負向互動」有較為減少；在「A知識內容」

3 位表現有提升；在「B 工作協調」的觀察總次數只有小霖有提升，另 2 位則是

略為下降；「D 人際社交」3 位差異不大。在前面幾節課，小組間出現較多次的

負互動，如小組討論時，很沉默、做自己的事，但後來小組之間漸漸出現較多討

論、合作的行為表現。 

四、教師訪談結果

根據小羿的導師訪談結果顯示，個案在課堂上參與小組討論行為較有進步。

個案在聽力的理解上較遲緩，很多事情說了好幾遍他還是聽不懂，同組成員會顯

得不耐煩，因此小組成員會減少與他說話的機會，個案也就默默地聽取小組的指

揮，很少主動發表自己的意見。在下課時間，個案因經常有遲到的問題，所以個

案通常會利用此短暫時間補齊遲交的作業，所以也很少看到他與同學聊天。因

此，下課間的同儕互動較不易觀察其變化。小組討論時他會主動表達自己的看

法，對於不懂的部分會問旁邊同學也會在下課時問老師，整體來說，在同儕互動

方面比以前略為改善。

根據小霖的導師訪談結果指出，個案在同儕互動方面沒有明顯改變，與往常

一樣，個案有固定的朋友，不會與同學起爭執。小組活動時遇到感興趣的話題才

會開口說話，在小組間總是等著組長分配工作，偶而會分心做自己的事。導師發

現嚴厲的教學和要求較能讓個案認真學習，個案遇到好脾氣的老師會出現搗蛋的

情形，與小組合作會有不守秩序的情形產生。整體來說，在班級之同儕互動方面

沒有明顯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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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妮妮的導師訪談結果，個案以往不會主動講出自己的想法，有時候小組

要分組討論，個案通常是沒有意見，她也不會發出聲音除了別人一定要她回答，

即使小組之間已經很熟悉，她還是沒有辦法。然而，導師觀察這學期改善很多，

個案有比較積極，像班上要參加比賽，個案會主動問老師她可不可以參加。整體

來說，與同學互動有比較融洽也較以前好，但要個案上台或在小組間表達意見仍

顯得害羞。

綜合上述，個案小羿和妮妮參加十週教學活動後，在自我概念和同儕互動方

面表現皆有進步與導師平日的觀察相符合。根據兩位導師訪談結果，兩位個案在

課堂表現有改善、小組間的互動較以前積極、下課會找同學老師聊天或進行靜態

活動，坐在位子默默不說話的次數有減少，此結果與上述同儕互動分析結果大致

一致，兩位學生在小組的同儕正向互動有明顯提升。

個案小霖參與十週教學活動後在自我概念與同儕互動方面皆有進步，但是根

據導師的訪談結果，個案在班上與往常一樣沒有明顯改變。從同儕互動分析結果

對應來看，該生在正向互動的行為雖有增加，負向互動行為降低的次數也減少，

但觀察其與同學互動，仍有一些需改進的行為，例如不友善表達等。再者，可能

是由於學習情境不同，低成就學生在同儕的刻板印象部分，需長時間輔導，才能

在班級中改變其同儕社會互動。

五、綜合討論

本研究運用線上分享平台設計教學活動以分享模式促進同儕間互動機會，結

果發現 3 位個案整體自我概念分數皆有提升，此結果與黃書瑩（2007）、洪詩婷

（2008）的研究結果大致相同，運用不同研究工具搭配教學活動，可以有效提升

學生自我概念。黃慶惠（2003）表示延伸活動的目的在於幫助兒童回顧學習內容，

並與日常生活經驗相連結，協助兒童拉近學習與實際生活的距離。研究者觀察發

現，每週的作品回饋與分享時刻，學生透過分享表達自己，建立積極的態度，培

養欣賞自己、肯定自己的能力及建立正向的自我概念。

在同儕互動分析方面，3位個案在「C1小組正互動」的統計次數明顯占最多，

其次是「A 知識內容」，顯示 3 位個案與組員間有良好互動，重視完成任務的討

論。與張子櫻、崔夢萍（2008）研究結果不同，研究設計將學生分成網路合作學

習組、面對面合作學習組，研究結果顯示，網路合作學習組表現優於面對面合作

學習組。本研究設計只有安排學生面對面合作學習，從「C1 小組正互動」有明

顯上升，「C2 小組負互動」略微下降。Starman、Krol 與 Meijden （2005）研究

結果相同，研究設計三種學習情境，分別是面對面合作學習、線上社群合作學習

和面對面結合電腦合作學習，研究結果發現學生面對面並結合電腦合作學習不僅

能提升學生學習效果更能使同儕間互動更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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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wes （1997）、Mercer 與 Fisher （1997）、Wegerif 與 Dawes （1997）嘗

試利用混合小組成員的性別與能力、教導國小兒童如何與組員溝通討論、清楚傳

達老師要求每位成員都要貢獻並解釋自己意見等方式，增進學生操作軟體時的談

話品質與學習成效，他們的結論一致認為軟體雖然能提供學生有趣又值得投入的

學習環境，但沒有老師的輔助引導，學生很難產生有效的合作學習。在本研究中，

每經歷一次網路分享平台共同創作的課程後，研究者與學生們分享作品、請學生

發表對作品的想法、分享小組討論之過程遇到的問題和困難，也會對使用網路平

台創作過程中所發生的小組負互動行為與學生進行討論，所以漸漸增加 3 名低成

就學生與同儕互動並減少小組負互動。

對於多人連線網路分享平台使用之感受，3 位個案皆持正向的態度。對於單

獨或和小組共同使用分享平台繪圖，小羿和小霖皆能接受，只有妮妮喜歡自己使

用，她表示「因為繪圖區很小，跟同學一起畫覺得很擠」。3 位對於操作分享平

台只在初期有遇到使用上的困難，後來漸漸熟悉皆可上手。3 位學生喜歡的功能

也都不同，例如，小羿表示「我喜歡超人的圖像還有可以累積金幣玩戳戳樂」；

妮妮表示「我喜歡一進去的畫面，裡面的圖案都很可愛，顏色也很漂亮、圖庫裡

也有很多圖案可用」；小霖表示都喜歡。3 位學生各提出建議希望能增加遊戲、

繪圖區能再增大繪圖範圍與橡皮擦的功能需再作修正。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個案研究探討運用多人連線網路分享平台對國小高年級低成就學

生自我概念與同儕互動之改變。研究結果顯示，3 名個案經由教學活動後，對於

提升整體自我概念有所助益，尤其是外貌與身體的自我；但不同個案在家庭、學

校以及情緒自我方面之進步表現有所差異。本研究在自我概念分析上，以量化資

料輔導兒童線上繪圖作品進行分析，有鑑於本研究在實驗期間因各週繪圖主題不

同，因此在學生的繪圖作品分析上，不易進行比較，未來研究可設計活動主題類

似之繪圖主題，以利進行前後比較與分析。

本研究結果支持網路分享平台可促進兒童之同儕互動，尤其在知識內容、小

組正向、人際社交互動方面，在小組負向互動亦呈現下降。顯示多人連線網路分

享平台對提升低成就兒童同儕互動之有效性。

本研究以自我概念共分五個面向進行線上活動設計，但因每一面向的內容涵

蓋較廣，牽涉因素較多，教學時間只有十週，課程結束後對學生日後的延宕效果

值得追蹤，未來研究可針對自我概念每一面向進行長期深入的探討，以瞭解兒童

在自我概念的改變與影響。再者，本研究受限於 3 位研究對象，未來研究可增加

研究對象或增加對照組，將更能提升成效之考驗力。網路分享平台設計方面，建

議未來可增加其它繪圖或分享工具，提供學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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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online sharing system on 
self-concept and interactions for students with lower achievement.  In this study, 
there were three low-achieving students and fi ve general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face-to-face online sharing system for ten weeks. The Self-Concept Scale 
for Elementary Students was used in the pre- and post-experiment in the study. 
Students＇ online peer interactions were also analyzed. Three cases were inter--
viewed by the researcher to explore their perceptions for online sharing system.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1. The outcome showed that using the online sharing system can enhance three 
lower-achieving students＇ self-concept.
2.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observations, the peer relationships of three low-
achieving students were improved. The result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teachers＇ 
observations in their classrooms. There is only one case whose peer relationship 
did not signifi cantly change.
3.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interviews, the three students indicated the positive 
attitudes for using the online sharing system including the colorful system inter--
face, beautiful images, online live messengers, and mathematical games.
This study supported that the online sharing system is an effective tool for en--
hancing students＇ self-concept and peer-interactions.

Key words: Computer-support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Online sharing system, 
　　　　　Low-achievement students, Self-concept, Peer inter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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