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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學生間的差異：
以數學課堂為例

黃偉賢

數學科很多時都會在課堂上做題目，而這段時間往往會顯示出同學間的差異，有些同學做得慢或不

懂如何做，有些同學則做得快，做完後無所事事，呆坐浪費時間甚或與同學攀談以致影響課室秩序。

其實老師除了「處理」這些學習差異，更可以進一步「利用差異」——照顧差異的最好方法就是利

用差異，讓能力較高的學生協助較弱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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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觀看了一個課堂，該節課的目標是鞏固學生前數堂的學習所得。老師安排學生進行分組活動，每組

需要完成一些任務，而任務設計包括不同深淺程度的題目，讓不同能力或對課題有不同掌握程度的學生

可有不同選擇（教師心中亦預設了不同程度學生需要達成的目標）。最快完成任務的一組會獲得獎賞。

整個課堂基本上是成功的，因每組當中較弱的同學也會被邀請到黑板解決由老師指派的題目（這些題目

通常較基本，但能反映同學對該課題已有基本掌握），而較強的同學亦有機會在黑板上顯示他們解決較

複雜問題的能力。然而因活動帶有競爭性，有些組別在活動剛開始時就很有策略地分工合作。較強的學

生一早跳過較淺的問題，埋首嘗試較深的題目，以致未能在較淺的題目上與其他同學共同經歷，或主動

協助有需要的同學。後來學生開始掌握活動流程，知道較弱的學生會先接受考驗，所以慢慢也見到一些

學生教學生的情況。而較強的學生幫助同學後亦有時間嘗試一些挑戰題，所以最後整個活動也能達成目

標。

這類同儕指導並不限於活動中進行。以前筆者任前線教師時，也常將全班同學分為四個類別，分別是

「強」、「中強」、「中弱」及「弱」。筆者上課時會將強與中弱的學生編為相鄰而坐。做堂課時，中

強的學生大多會在預設時間前後相差不遠完成任務；較強的學生會較快完成任務，並幫忙照顧中弱學生；

而最弱的一批學生則由老師照顧。筆者為提升強生照顧中弱生的動機，就應許若這些中弱生每有兩次及

格，協助他的同學將會獲記優點乙次（這事先已徵得訓導主任同意，而且目標也不難達到，因這些中弱

的同學距離及格也不算差得太遠）。因此，這些強生也很樂意協助同學。事實上，除記優點外，同儕指

導對強生在學習數學方面也很有益處，因能向其他同學講解明白是比自己能解決一道數學題的學習層次

更高，同時，有些強生也能從教懂其他同學當中獲得成功感。有這些同學的幫助，筆者自己亦可運用更

多時間幫助最弱的一批學生。

有時強生和他負責協助的中弱同學都完成堂課任務時，筆者也會有後續的任務給他們，例如先做一些家

課，減少同學回家後需要做的數量，或者指派強生做一些較具挑戰性的題目。強生們在課外時間亦有機

會聚在一起一同研究這些較具挑戰性的題目、交流方法和心得。而筆者則會每月集合這班強生一次或兩

次，用作講解一些他們集體智慧也解決不到的題目，這時就是在課堂以外的「拔尖」。而上課時筆者則

盡量採用異質分組，以利用學生間的差異促進整體學生的學習。

總括而言，同儕指導使老師不單能處理差異，更能進一步利用差異。若能恆常地運用，對不同能力或處

於不同進度的學生皆有好處。

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學校發展主任，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曾任中學

校長、副校長、香港公開大學兼職導師及課程發展議會數學教育委員會成員等。

專長於學校管理、數學課程、教學法及評估的設計與檢討、照顧學習差異、建立

學習型組織。

黃偉賢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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