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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導向學習教學法教師手冊(第一版) 
Teacher Manual for Team-Based Learning (TBL) Instructional Approach 

     

 

(一) 團隊導向學習定義 

團隊導向學習(TBL)是一種運用個人的學習、小組的學習與立即回饋等特定的學習順

序，去創造一個激發學生主動學習動機的架構(motivational framework)，它是一種特別的、

合作的學習模式。在此架構中，學生們互相支持與協助，並配合逐漸增加的責任，從個人的

預先充分預習好課程內容，到教室參加測驗及熱烈地參與討論等主動地學習。 

 

(二) 團隊導向學習的四基本原則(Four essential principles)  

1. 適當的形成與經營小組 

2. 學生必須負責個別與團體作業的品質 

3. 學生被即時回饋 

4. 促進團隊的學習與成長 

 

(三) 團隊導向學習教學法課程要素定義 

1. 個人準備度測驗(Individual readiness assurance test, IRAT) ：建議 10~20 題選擇題考

試，目的讓學生從個人測驗中，了解他們自身從課前預習所獲得的基本知識，並預

備課堂中即將進行的各樣活動。 

2. 小組準備度測驗(Group readiness assurance test, GRAT)：小組成員用討論形式，根據

IRAT相同題目進行測驗考試。 

3. 即時回饋評量技術 Immediate feedback assessment technique (IF-AT) ：進行 GRAT時

所使用的工具，亦稱為刮刮卡 (scratch and win card)，學生所刮題項答案若顯示★

號，則表示此題項答對，若顯示空白，則表示此題項答錯。學生必須在每一題刮到

正確答案才可討論下一題。 

 

(四) 實行團隊導向學習的益處  

1. 對學生之成效(Benefits for students) 

i.) 大多數學生經由系列的問題解決，能對知識深度了解。 

ii.) 學生深入體會團隊合作學習在解決現實臨床問題之價值。 

iii.) 學生了解身為“學習者及團隊成員”角色之優缺點。 

iv.) 與傳統課程比較，TBL 較能促使學習困難學生得到較好的學習成效。 

2. 從行政觀點之成效(Benefits from an administration perspective) 

i.) 小組發展成有效自我管理之學習團隊。因此教師/行政人員在訓練小組老師

(tutor)，時間花費較少。 

ii.) TBL 成功地在課堂實施，運用主動學習之 TBL 模式是解決教師人力成本之實

務考量。 

3. 對教師之益處(Benefits for faculty) 

i.) TBL 促使學生熱烈參與學習過程，因此教師較不需煩惱學生缺席或未預習準

備。 

ii.) 學生認真準備，教師與學生互動就如同與同儕合作共事。 

iii.) 因教師投入更多時間在傾聽及觀察，與學生互動關係更加密切有意義。 

iv.) 教師採取「學習而非教導」(It’s about learning not about teaching)為主之教育觀

點，師生在教育過程自然形成為「夥伴關係」(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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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運用團隊導向學習教學法可發展之教學與學習核心能力 

1. 老師層面：(可使用附件二做為 TBL教學後反思評量) 

i) 發展帶領團隊間討論與互動能力 

ii) 發展設計不同層次考題能力(例：運用 Bloom’s Taxonomy) 

iii) 發展可提升學生高層次學習能力之教學策略 

 

2. 學生層面： 

i) 團隊合作能力 

ii) 自我導向學習能力 

iii) 高層次學習能力(如：批判性思考、問題解決、邏輯判斷等) 

 

(六) TBL課程評分原則與配分比例建議 
一、原則 
1. 由老師自行配分 

2. 由各組學生推派代表討論分數相對於期末的比率，各部分最少佔 10%，個人表現部

分可達 50%，期末分數亦可包括期中考、期末考、個人作業，不必要全部為 TBL的

分數。 

二、配分比例建議 

1. 個人表現(例：個人準備度測驗 IRAT、個人作業等)：10~50%  

2. 小組表現(例：小組準備度測驗 GRAT、團體表現等)：10~50%  

3. 同儕評量(Peer Evaluation)：10~20%  

4. 應用活動(Application Activities)：可以用加分方式鼓勵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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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團隊導向學習構成要素、教案設計與課程實施原則(二小時課程時間) 

課程構成要素/步驟 教案設計原則 課程實施原則 

課堂前   

1. 課前預備 

(Pre-class 

preparation) 

 預習材料可以運用閱讀、多媒體(例：

PPT錄影)等學習材料 

 閱讀材料時間建議在 2-3小時完成 

 同時給予學生重點準備的建議 

 學生於 TBL課程前，需知道 TBL課程佔成績比重 

 學生課前需完成材料預習 

課堂中   

2. 個人準備度測驗

(IRAT) 

 建議佔課堂時間 10% 

 準備 10~20題不同層次之選擇題測驗

題目(例：根據 Bloom’s Taxonomy來設

計題目) 

 學生需準時到達教室上課 

 課堂開始即進行個人 IRAT測驗 

 依照課程主題，由授課老師自行決定閉書(close book)或參考資料(open book)來進行 IRAT

測驗(IRAT題目範例請參見附件一) 

3. 小組準備度測驗

(GRAT) 

 

 建議佔課堂時間 20% 

 分組：建議 5-7 位學生/組，採異質分

組 (著重在多樣性；不同學習經驗、學

習程度、男女比例、不同認知風格等) 

 刮刮卡(Immediate feedback assessment 

technique, IF-AT) 

 學生分組討論 IRAT試題，使用刮刮卡呈現小組討論後答案(GRAT) 

 刮刮卡使用方式： 

1. 一組一張(參見圖一) 

2. 學生第一次就刮對答案得到該題滿分，刮錯則開始倒扣分數，繼續刮直到對的答案(參見

圖二) 

3. 刮對答案才可進行下一題 

4. 刮刮卡計分範例則可參見圖三 

4. 申訴(Appeals) 

 

 由授課老師自己根據課程型態與規

劃，於課堂或課後進行申訴 

 若情況適合，“申訴”也可以與”教師講解回饋”同時進行 

 老師馬上回收各組刮刮卡，了解各組答錯情形，老師帶討論時，可讓各組學生直接主動提

問，或根據回收之刮刮卡結果，了解學生在學科內容的理解情況，進行講解與回饋 

 建議學生使用麥可風，或提醒學生討論或申辯內容時盡量大聲，讓全班能夠聽到 

 老師引導全班同學進行討論 

5. 教師講解回饋(Mini 

lecture) 

 建議佔課堂時間 20% 

 已先預備之課程 PPT、demo影片等課

程資料協助講解 

 教師針對學生模糊或不清楚概念進行大班課堂講解 

 可使用已預備之課程 PPT來進行 mini lecture，若欲講解概念無 PPT可供使用，則由老師

決定何種方式適合運用 

6. 課堂應用活動

(Application activities) 

 建議佔課堂時間 25-50% 

 老師設計應用問題讓學生應用所學課

程概念或團隊自行設計情境題目和所

學課程內容如何應用 

 主要目標為讓學生應用所學概念，發展高層次學習 

 學生以小組為單位，使用舉牌方式呈現應用題目答案(參見圖四) 

 教師可誘發小組討論後，由老師推派組上台發表，建議可以推派 GRAT最差的上台 

 各組亦可用白報紙把結果寫出，貼於教室兩側，再由學生評比 

7. 同儕評量(Peer 

evaluation) 

 單堂課程可於課程結束時進行 

 整學期同一課程可於學期中與學期末

各進行一次小組內同儕互評 

 

 評量前，學生需了解填寫同儕評量的重要性 

 每一位同學可對同組成員提出對他們的建議，以改善小組的互動 

 同儕評估之規則 Peer evaluation rule(供參考) 

1. 每位同學評估同組的同學, 這些同學的總分加起來為(每組人數-1)*10 

2. 同學評其他小組成員的分數不能一樣，最高分不能超過 15分 

3. 建議可藉由網路平台讓同儕提供質性資料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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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團隊導向學習相關理論 

1. 團隊合作學習-社會學習理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 

Bandura (1977)的社會學習理論主張人類行為(behavior)的發展與修正是透過個人

(personal factors)與社會環境(environmental factors)三項因素彼此之間的連續交互過程

與影響所產生(參見圖一)，因此又被稱為三元學習論(triadic theory of learning)。社會

學習理論強調個體是藉由觀察學習(observational learning)與模仿(modeling)來產生行

為的改變。 

根據社會學習理論，TBL 教學法藉由團隊討論的學習環境，加上個人在認知、情感

的參與和個人產生的行為(如：互動討論等)之間的交互過程，而影響學習(如：知識

建構)。 

 
 

圖一 Bandura的三元學習論 

 

2. 自我導向學習(Self-directed learning, SDL) 

自我導向學理論常應用於成人教育，Knowles(1975)將自我導向學習廣泛定義為: 個

人主動發起且沒有他人幫助的一個歷程，其歷程包含自我診斷學習需要、規劃學習

目標、確認學習所需要的人力與資源、合適學習策略的選擇與實施、及學習結果的

評量。 

TBL 教學法旨在將學習主權交還給學生，藉此教學法，發展學生以下學習相關能力: 

自我診斷學習需要、規劃學習目標、確認學習所需要的人力與資源、合適學習策略

的選擇與實施、及學習結果的評量。 

 

3. 高層次學習 (Higher level learning) 

高層次學習包含批判性思考能力 (Garside, 1996)、問題解決能力 (Cooper, Cox, 

Nammouz, & Case, 2008)等學習能力 

TBL 教學法的團隊討論提供一學習環境，促進學生培養高層次之學習能力。 

  
 
 
 
 
 
 
 
 
 
 
 
 

Behavior 

Environmental 
Factors 

Personal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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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刮刮卡原貌                                                     圖二 小組使用後之刮刮卡 

      

 

圖三 使用後之刮刮卡計分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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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小組應用活動_舉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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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IRAT 和 GRAT 題目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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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團隊導向學習_教學評量表 

  團隊導向學習_教學評量表 

Instructional Rubric for Team-Based Learning  

TBL 課程要素 教學評量內容與階段 

 1  2 3 

1.課前預備 

 

 

 沒有訂出學習目標：學生不知道為

何要課前預備，也不知道完成後之

預期行為或知識 

 課前預備材料之難易度與準備完成

課程材料時間不符合本課程目標。 

建議/反思回饋： 

 

 

 

 

 

 學習目標不明確：學生對完成後是

否可以達成預期之行為或知識不確

定 

 課前預備材料之難易度與準備完成

課程材料時間尚符合本課程目標，

但仍需進一步發展規劃 

建議/反思回饋： 

 

 訂出明確學習目標：學生完成後可

達成預期之行為或知識 

 課前預備材料之難易度與準備完成

課程材料時間皆符合本課程目標 

建議/反思回饋： 

 

 1 2 3 

2.個人準備度測驗
(IRAT) 

 

選擇題內容只為每個答案的是非題 

建議/反思回饋： 

 

 

 

 

 
 

選擇題內容有部分比較性的選擇 

建議/反思回饋： 

 

選擇題內容有能評量 Bloom的高認知

學習層次 

建議/反思回饋： 

 

 1 2 3 

3.小組準備度測驗
(GRAT) 

 

GRAT進行時間與方式(例：學生需了

解小組討論進行方式、使用 IF-AT卡)

不適當 

建議/反思回饋： 

 

 

 

 

 

GRAT 進行時間與方式(例：學生需了

解小組討論進行方式、如何使用 IF-AT

卡)尚適當，但可進一步更好規劃進行 

建議/反思回饋： 

 

GRAT 進行時間與方式(例：學生需了

解小組討論進行方式、如何使用 IF-AT

卡)適當 

建議/反思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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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申訴(Appeals) 

 

教師沒有針對申訴的題目作回饋 

建議/反思回饋： 

 

 

 

 

教師有針對申訴的題目作回饋 

建議/反思回饋： 

 

 

 

教師有針對申訴的題目作回饋，並能對

題目作深度反思 

建議/反思回饋： 

 

 

 

 1 2 3 

5.教師講解回饋

(Mini lecture) 

根據課堂測驗結果，教師針對答錯題項

或課程預備教材不清楚概念，無法帶領

同學進行大堂課討論 

建議/反思回饋： 

 

 

 

根據課堂測驗結果，教師針對答錯題項

或課程預備教材不清楚概念，雖可帶領

同學進行大堂課討論，但帶領方式仍需

進一步發展 

建議/反思回饋： 

 

 

 

根據課堂測驗結果，教師針對答錯題項

或課程預備教材不清楚概念，能夠有效

帶領同學進行大堂課討論與辯論 

建議/反思回饋： 

 

 

 

 1 2 3 

6.課堂應用活動

(Application 

activities) 

應用題無法引導學生針對教學主題作適

當的小組討論 

建議/反思回饋： 

 

 

 

應用題能引導學生針對教學主題作適當

的小組討論 

建議/反思回饋： 

 

 

 

應用題能引導學生針對教學主題作適當

的組內與跨組討論 

建議/反思回饋： 

 

 

 

 1 2 3 

7.同儕評量(Peer 

evaluation) 

同儕評量進行時間與方式不適當 

建議/反思回饋： 

 

 

同儕評量進行時間與方式尚適當，能引

發學生同儕的互動，但可進一步更好規

劃進行 

建議/反思回饋： 

 

 

同儕評量進行時間與方式適當，並能成

功增進小組的互動 

建議/反思回饋： 

 

 

 

評量表附註：  

1. 教師/課室觀察人員可使用此表，此表可使用於：(1) TBL課堂觀察, (2)TBL錄影觀察, (3)教師 TBL課程進行完後之反思回饋。 

2. 附件一表格內之教學評量分數 1表示 TBL課程教學發展初始階段 (Initial level of development)；2表示 TBL課程教學發展中程階段

(Intermediate level of development)；3表示 TBL課程教學發展成熟階段 (Mature level of development)。 

註記：此教師手冊提供之部分內容(如：同儕評估之規則、課程評分原則等)僅供參考，各學院(系)可依據學科內容與課程規劃等情況做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