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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位安排對國小學童知覺感受與班級互動影響之研究 

 袁紫菁、王明志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不同的座位排列方式與其帶給學生的知覺感受及班級互動

的影響。本研究採用行動研究法，蒐集多元資料，包括上課互動觀察表、教師省

思札記、學童日記、訪談紀錄等，並將資料進行交叉比對，增加研究信度。研究

過程中以國小五年級學童為觀察對象，階段性地將各種座位排列方式試行兩週，

實施行動研究，並根據研究期間的觀察與發現，提供次一階段修正及更換不同座

位排列方式的參考依據。 

本研究結果發現：學童普遍喜歡變換不同的座位排列方式；其對座位知覺感

受最深者，為出入空間、看黑板角度、影響考試與同儕干擾等四項；採用不同的

座位排列方式，對師生互動影響有限；採用群集式的分組座位時，同儕互動較為

頻繁，上課時同儕彼此較易受到影響。本研究期能將研究過程中的省思、修正及

其各別成效的分析，提供小學教師們在變換學童座位與班級經營時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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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various seating arrangements and their 

effects to th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in the consideration of perception and 

interaction in the classroom. This study adopts action research method to collect a 

variety of data, including observation tables of student interactions in the classroom, 

records of teacher’s thoughts, diaries from students, interviews to students, etc. 

Moreover, we cross check those data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reliability of this study.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are grade five students at the elementary school which the 

first author works with. Each seating arrangement had been tried two weeks stage by 

stage. According to observations and discoveries during study periods, seating 

arrangements had referred for revision on the next stage. 

This study obtains the following results: Students generally like to try different seating 

arrangements. The most effective factors of perceptions to students’ seating 

arrangements are passing in and out space, the vision of seeing blackboard, fairness of 

exams and peer interferences. While adopting different seating arrangements, the 

interactions among teachers and students are limitedly affected. Grouping seating is 

more interactive among peers, and influences to each other are easily occurred in 

classes.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thoughts and amendments for seating arrangements in 

this study can provid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the reference of varying students’ 

seats and classroom management. 

 

 

Keywords: Seating Arrangement, Students’ Perceptions, Interactions 

in the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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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教室情境包含了班級規模、教室佈置和座位安排，其中座位的配置提供了師

生互動的機會，對學生行為也會有影響（湯志民，1992：44），座位坐一段時間

後應該要調整，對學生的學習機會才公平（胡鍊輝，1980：24），學生的座位安

排會影響師生與同儕之間的互動（黃鈺雯，2004：54），故老師在安排學生座位

時要仔細考量，而且最好不要一直固定不變。本文主旨在探討不同的座位排列方

式對於學生之知覺感受與班級互動狀況的影響。 

 

貳、 座位安排、知覺感受與班級互動 

 

一、座位安排要領與原則 

教師安排座位的要領，一般來說，就如同國立教育資料館網站所建議的，通

常會按學生的性別、身高、視力等因素來排座位，當教師對學生愈來愈熟悉之後，

所考量的因素便更複雜，會將學生的性格與學習狀況等因素列入考慮，以利班級

秩序管理及建立良好學習風氣。 

在座位的編排規則方面，多位學者都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見解，大致可歸納成

以下四個大原則（曾英銘，1977；楊文偉，2008；劉建明、童明均，2008；金家

軍，2009：20）：  

（一）身心健康原則：身體健康部分考量學生的視力、頸椎，要避免讓學生長

期坐在兩旁，應左右輪替。在不影響學生觀看黑板的前提下，也可前後

輪替，避免前面的學生長期吸入粉筆灰，影響呼吸道。心理健康部分應

讓男女搭配坐，讓學生學習與異性相處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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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互補原則：可以成績或學科優劣互補，個性或能力強弱互補。在有分組

的情況下，要注意組內的均衡，使組內異質，組間同質，促使小組成員

合作學習，並使班上各組皆能公平競爭。 

（三）隔離原則：將易干擾上課秩序的學生座位錯開，好動、愛說話的學生鄰

座可安插較為安靜乖巧、守秩序且克制力較佳的學生，有助於削弱或改

善易干擾上課的學生之行為。若有的學生干擾上課情況真的非常嚴重，

可暫時採取單獨隔離的方式，使其反省改過，一般俗稱為「特別座」。

另闢所謂的「特別座」時要特別留心，不可長期隔離，以免對學生的心

理造成負面影響；此做法雖可減少該學生對其他學生的干擾，但相對

的，會使該名學生與班上有了隔閡，可能會傷及孩子的自尊心，也要小

心引起家長的反彈。 

（四）特殊原則：針對身體有一些缺陷的孩子，如弱視或行動不便者，需要

安排特殊的座位。有些學生在相處時顯得極度不合，遇到此類的學生，

教師在安排座位時可技巧性的錯開。或與學生溝通條件，達到條件則可

選擇某些座位。 

    教師在進行座位的調整時，可依原則適時的加以修正，以使上課互動情況與

整體學習風氣更為良好；且為了讓學生有公平的受教權，座位應定期的調整或輪

替。 

二、座位排列方式與對知覺感受的影響 

國立教育資料館網站對座位排列提出了一些參考範例，且建議教師在開學之

初先採用直排方式，學生上課較易專心，班級秩序也較易掌控，等到全班常規上

軌道後，再變換座位的形式。專家學者也提出了座位排列的方式（胡鍊輝，1980：

25；汪美鳳等，1999），加上國立教育資料館所提供的方法，可歸納為：直排、

群集（分組）、圓形、馬蹄形（ㄇ字型、U字型）、V字型、直排與小組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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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等七類。這些座位排列方式，教師可於班級中靈活運用，最好能配合課程活

動。 

任何的座位排法，教師都應考量到學生的知覺感受，Burden（2003：53）對

於學生的座位排列方式提出了以下五點關鍵原則： 

（一）動線要暢通，使教師巡視或學生走動無礙。 

（二）要配合教學目標和活動。 

（三）教師要能看到每位學生。 

（四）學生都能看到教學演示。 

（五）教師和學生都容易運用教學和學習的用具。 

在人數多且主要採取講述教學法的班級，座位仍以直排方式居多，因為此方

式教師和每位學生的視線和動線較順暢，教師較容易掌控全局、維持秩序，學生

也較能專注（張民杰，2010：67）。Hastings and Schwieso（1995：279）曾針對

國小學生進行「直排座位和分組座位的專心時間比較」，結果發現分組座位的專

心程度比直排座位來得差。這也許可以說明為何大多數的老師在編排座位時都還

是以直排座位為主。 

有觀察實驗報告指出直排座位比圓形座位的學生用功程度多一倍，教師稱讚

次數多四倍；圓形座位的學生心不在焉，壞習慣比直排座位多三倍；但團體討論

時，圓形座位較佳（胡鍊輝，1980：24）。李郁文（1999：101）認為團體活動中

的座位安排以圓形最佳，因成員彼此都看得見對方，方便面對面的溝通，對學習

參與度與注意力會有所影響。Rosenfield等學者（1985：101）曾研究三種座位排

列方式「直排、小組圍坐和圍圓圈」對小學生教室行為的影響，研究發現在上課

時的參與程度依序為「圍圓圈」>「小組圍坐」>「直排」，而「圍圓圈」與「直

排」達到顯著差異，顯示圍圓圈方式的確能增加學生上課時的參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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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座位安排對師生與同儕互動之影響 

「課堂」（classroom）是由教師與學生所形成的一個小型社會體系，師生在

此社會體系的學習活動中彼此互動，因此教師與學生的社會互動除了師生互動之

外，也包括學生的同儕互動（吳瓊洳，2007：42）。班級中的「師生互動」與「同

儕互動」是指師生雙方或同儕之間透過語言、符號、手勢等口語和非口語的溝通

方式，彼此影響、改變的歷程。以下分別就師生互動與同儕互動來說明： 

（一）師生互動 

師生互動的行為可分成教師的說話與學生的說話，互動模式可分成單向與雙

向的互動。教師的說話分為直接影響和間接影響兩種，直接影響是教師提出自己

的觀點指導學生，或以教師權威批評指正學生；間接影響是誘導學生發表、鼓勵

學生參與教學活動。學生的說話則分為反應性和自發性的說話（吳宗立，2003：

23）。在課堂教學中，座位的安排要使教師能在教室順暢的走動。教師在課堂間

要時常巡視，且不可只循固定的路線巡視，這樣會容易忽略邊陲地帶的學生，無

法關注到每位學生上課的情況，還可能只與某一群的學生有較多的互動機會，而

與另一群的學生互動困難。 

許多國外學者的研究發現師生互動會受到座位位置的影響，教室座位前排和

中央的區域稱為「活動區」（action zone），學生和教師語言互動、眼神接觸與

發問等機會較為頻繁；而兩旁及後排座位則是「公共區」（public zone），通常

只接收到講述式與單向的溝通（湯志民，1992：48）。雖然互動區提供師生較多

互動的機會，然而卻不一定全體學生皆與教師有頻繁互動，鍾元欽（2002：62）

觀察國小學童教室互動情形的研究發現，師生口語互動只有「中互動類型學生」

口語互動次數前排比後排多。因此可知優勢位置並非對所有學生都會產生作用，

位置雖然影響了互動，但是必須在學生願意和老師互動的前提下才成立。 

有的座位排列方式學生需要側坐，甚至是背向黑板坐，這樣會不會在互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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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影響呢？國外學者曾研究把學生分成面向老師及背向老師兩種，在研究中假

設面向老師的學生和老師視覺接觸的時間比較長，背向老師的學生和老師視覺接

觸時間比較短，所以推論面向老師的學生口語互動次數會較多，但研究結果並未

顯示出二者有顯著差異（Caproni, et al., 1977：315）。 

（二）同儕互動 

課堂中的同儕互動可分為正式互動與非正式互動，互動方式包括語言與非語

言互動。正式的同儕互動有助於增進教師的教學效率，同儕互動的型態可能是合

作或競爭的關係；而課堂上學生可能會彼此閒談、傳達消息、抒發情感與影響說

服等，教學過程中過多非正式的同儕互動會產生負面的影響（吳瓊洳，2007：27）。

教室後面或兩旁的學生因其距離教師比較遠，因此可以趁老師不注意的時候，與

同儕進行較頻繁的非正式互動。鍾元欽（2002：63）的研究中發現，若由老師安

排座位，後排的學生會有較多的「同儕互動」。對於班上的小團體，教師在安排

座位時需要適度的分散，若是讓他們都相鄰而坐，會容易造成學生分心（張民杰，

2007：66）。雖然同儕間的非正式互動有助於增進團體動力，不過若是同儕間的

非正式互動干擾到教學的進行，教師則需適當的引導其回到教學正軌。 

 

參、 研究方法與歷程 

 

「教師即研究者」的觀念在教育上十分重要，由教師研究在教學上面臨的問

題，才能促進專業成長，落實課程與教學革新（歐用生，1994：1）。本研究以

行動研究的方式進行，觀察座位安排對國小高年級學童的知覺感受與班級互動之

影響，研究對象為本研究第一作者（以下簡稱研究者）所教導之五年級學童，由

於研究者本身為班級導師，故扮演之角色為教學者兼觀察者。教育行動研究的步

驟常以勒溫所提出的循環研究模式為基本架構，即透過「規劃、行動、觀察、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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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再規劃」的動態歷程來解決實務問題（吳明隆，2001：89）。故本研究進行

的歷程與其基本架構為： 

一、規劃座位排列方式； 

二、實施座位變換； 

三、觀察學生的知覺感受與班級互動狀況； 

四、反省產生的問題與思索改善方法； 

五、再規劃新的座位排列方式。 

在研究準備期，研究者會先瞭解學生心中所期望的座位安排方式、進行相關

文獻的探討及試驗簡單的座位變換方式，以初步觀察學生的反應與班級互動常發

生之狀況。準備期的試驗過程為研究模擬，以作為正式研究的前導（precede）步

驟。準備期的工作有助於先行瞭解學生對於座位安排所重視的面向，除可擬訂正

式研究初期的座位排列方式，還可以先行歸納學生對座位知覺感受較為深刻的項

目。另外，研究者透過此時期的課堂觀察，可熟悉班級互動紀錄的方法，及區別

各種不同類型的互動情形，使正式研究時能夠正確紀錄該項行為發生之次數。 

研究正式實施期分成三個階段，每階段進行兩週的觀察。次一階段將針對上

一階段所發現的問題進行修正，進行新的座位排列方式，每個階段皆於週五下午

的綜合活動課調整座位。本研究主要是透過教室觀察、訪談、教師與學童的省思

紀錄來蒐集資料，再將這些資料做進一步的整理、歸類與分析。每種資料皆可作

為檢驗和增強其他資料來源的證據，而分析結果會與其他協同教師做討論、分享

與釐清，避免因個人過度主觀而影響研究成果。以下分別就三種資料蒐集歷程加

以說明： 

一、教室觀察 

研究者會在本身授課的課堂上和日常生活中進行實際觀察，完全參與觀察對

象的活動，研究者與被觀察者之間係屬自然地交互作用 (王文科、王智弘，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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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為避免研究者主觀的認知干擾研究的詮釋與進行，研究者在研究的歷程中

會不斷對自己的角色進行反思。此外，研究者也利用社會與臺語兩門科目的任課

時間於教室後方進行觀察，不介入教學活動，僅在現場純觀察。 

進行實際課堂觀察時，運用Exeter的記號方式進行記錄。依照Exeter記號系統

將一個特定的觀察時限，區分成許多時間一致的時段，在每個時段內記錄所發生

的行為，在時段內如果有該行為發生，就只在該時段內記錄一次，而不管在該時

段內相同行為發生的次數多寡（周玉真，1999：51）。研究者將一堂課40分鐘訂

定區隔的時段時間為2分鐘，以便有充裕的時間觀察班上27名學生的「師生互動」

與「同儕互動」的情形。由於剛開始上課的3～4分鐘，通常學生才陸續進教室入

座，或教師在準備教具等，所以研究者從上課後的第4分鐘開始觀察，直到下課

共可觀察18個時段。 

二、訪談 

訪談是經由他人的觀點來看待研究情境的一個好方法，本研究的訪談對象可

分為學生們與兩位科任老師。研究者從平時與學生的相處過程中，一旦發現有與

座位相關之事件，或學生自然提及的座位話題，便可進行隨機訪談，以深入瞭解，

並予以記錄。特別在每次社會或臺語的課程結束後，會利用下課十分鐘的時間對

科任老師們進行簡短的訪談。若科任老師當次有諸多想法願意提供，或者該次下

課時間有事情耽擱而無法受訪，則另約時段實施。訪談的內容基本上是關於教師

或學生們對新的座位排列方式的感受，及其對師生互動的看法，或者任何其他的

發現。 

三、省思記錄 

省思的部份主要分為教師省思札記與學生回饋日記。省思記錄可作為反省、

分析和自我檢討的工具，研究者於記錄過程中，可同時進行書面的個人批判，擴

充個人的觀點與檢視歷程中座位安排上的問題，進而思索改善措施。另外，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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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感受是自身主觀的內部體驗，他人無法直接得知，需通過內省並以自我報告

的形式陳述，才可供人了解（袁之琦、游恒山，1995：32），故研究者會在週一

早上規定與本研究相關的日記題目，請學生在日記中自由發揮，再從學生所提供

的回饋日記中進行反省分析。 

在研究的準備階段，研究者便以「希望的座位排列方式和安排建議」為題，

讓學生寫下心中所期望的座位安排方式。研究正式實施時，每階段則分成兩次敘

寫，第一次為剛變換座位時的感想，第二次為體驗了一週新座位的感想。為了得

知學生心中真實的感受，故並未強制每位學生一定都要寫，而是強調「有想法才

寫」。研究者在閱讀上述所蒐集到的資料時，會緊扣研究主題「學生知覺感受」

與「班級互動」，以嚴謹的態度，謹慎的將有相關的重要訊息加以標記，以便進

一步分析。對於資料中出現的明顯範疇，研究者也會進一步批判，除原有的解釋

之外，是否有其它合理的解釋，並對此加以說明（邱兆偉，1995：20)。  

 

肆、 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 準備期學生對座位的期望 

    研究準備期透過學生的日記探詢學生心中的想法，從其中發現全班 27 名學

生中，有 15 人希望的座位排列方式為「分組排列」的座位，即五到六人群集圍

成一組，這種群集的座位排列方式也是許多老師在班級座位排列時普遍會使用的

分組排法。學生們提出的優點有：一、討論或做報告方便；二、收作業較方便快

速；三、可互相監督；四、出入方便；五、問事情較快；六、共用東西方便。 

其次，有 7 人提出希望採取ㄇ字形或 U 字形排法，如此的排列方式較常用

以舉辦同樂活動；另外有 1 人提出扇形排法，為一種放射式的排列，類似交響樂

團演奏時的排列方式，老師在指揮的中心位置，座位整體的感覺較令學生感覺有

新意；其他有 4 人為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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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準備期學生對座位的感受與班級互動 

準備期的座位試行階段，採取四或五人群集圍坐的座位排列方式，如圖一。 

 

 

 

 

 

 

 

試行階段僅將原本直排的座位做一點小變化，將全都面向黑板的座位改成兩

兩相對的座位，除最後面的學生外，其餘學生皆為身體側向黑板，從試行階段中

發現，學生的知覺感受主要可分成以下四大類： 

（一）空間感受 

1.出入空間：大部分的學生認為群集併桌之後，教室空間變大，但也有少

數學生覺得不好進出，主要是椅子皆拉開時，走道會變窄，影響通行。 

2.座位空間：面對面坐，有的人習慣將腳伸直放，這樣容易影響到對座學

生的空間。 

3.距離感：群集座位使得同組學生之間的距離更靠近，收發作業等事情變

得較方便快速，也能共用物件。 

（二）視覺感受 

1.看黑板視野：有的人認為看黑板更清楚了，但也有人認為要轉頭才能看

到黑板，很不方便。 

黑   板 

圖一  試行階段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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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試視野：考試時視線容易看到別人的考卷或被看到考卷，令有的人覺

得困擾，以前直排時兩人併坐，抬頭往前看比較不會看到別人的考卷；

現在除了兩邊之外，還容易看到前方的考卷。 

（三）聽覺感受 

1.討論活動：有的人覺得這樣坐很方便討論，此和空間感受中距離相近也

有關連，不過因為是交談時更為容易聽到彼此的聲音，故研究者將之歸

到聽覺感受。 

2.同儕講話：同上所述原因，容易聽到同儕講話，會影響到上課；也有的

人認為因為坐得近，反而可以有監督效果，請他人不要講話。 

（四）其他：班級事務的運作、秩序管理和內心的感受，如增加團結向心力等。 

而在班級互動方面，研究者於試行階段試驗觀察每週兩節社會課和一節臺語

課的上課情況，其用意一方面可熟練觀察技巧，另一方面可瞭解課堂中會發生的

各種情況，以便於進一步做歸類。茲將所觀察到的上課情形分為以下五大類： 

（一）雙向互動 

     以師生之間的口語互動為主，不包括肢體互動。不論是教師啟動，或    

學生啟動，只要是教師與學生之中其中一方先啟動，而另一方有正面回應即

可算是雙向互動。惟其中教師負面禁止之回應，或教師啟動，班上同時有數

十人以上回應的狀況則不列入紀錄；還有，教師隨機點學生號碼，令該生起

立回答的狀況也不列入紀錄，其理由為按號碼隨機點人與座位並無關聯。 

（二）單向互動 

     以學生啟動的口語互動為主，不包括肢體互動。只要是學生啟動，但老  

師未有回應，則算是單向互動。學生自言自語的行為也列入單向互動。 

（三）同儕互動 

    以學生間私下啟動的口語互動為主，包括肢體互動、傳物件等。若由 A

方的學生啟動，但 B 方學生未有回應，則 A 方算有一次同儕互動，但 B 方

不算有互動。若 A 方學生啟動，而 B 方也有回應，則兩人都算有一次同儕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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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然而教師讓學生互相討論或分享的情況則不列入同儕互動。 

（四）玩 

    學生於課堂上自己玩物件，如筆、尺、娃娃等，或者畫圖、梳頭髮、綁

頭髮等行為，皆歸屬「玩」的不專注行為。 

（五）趴著 

    學生的頭趴在手臂上或桌子上，其中不包括抬頭但單手托著臉的情形。 

上述的五大類班級互動行為，雙向及單向互動皆屬「師生互動」。研究者發

現當教師與學生互動很熱絡時，會有難以記錄的情形，例如：教師發問，班上同

時有很多學生回應，若是舉手或此起彼落回答，仍可判斷回應的情況則可記錄；

但有時是異口同聲或爭先恐後、七嘴八舌搶著回答的狀況，則無法記錄。而玩和

趴著屬於上課不專注的「個人行為」，情況嚴重時也表示師生互動情形不好。 

三、 實施期三階段的學生感受與省思 

（一）第一階段群集式座位 

在第一階段，研究者先採用一般常用的群集式座位，如圖二，以五或六人為

一組，此即為本班多數小朋友心中所希望的排列方式。 

 

 

 

 

 

 

 

 

 

 

 
黑   板 

圖二  第一階段群集式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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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集式座位學生的感受有：1.空間方面：感覺空間變大和變小的學生皆有半

數，照理說，群集併桌後，整個教室空間應該是會變大，但半數學生感覺空間反

倒變得狹窄，主因是學生未靠椅子，造成通行困難；而有的學生習慣不好，喜歡

將腳伸長到對面學生的空間，使得有些學生容易被踢到，也造成一些學生的困

擾。另外學生相對而坐，距離感變近，也使收取或檢查作業變得更為方便快速。

2.視覺方面：某些座位的學生需轉九十度才能看到黑板，遇到需要抄寫板書內容

時，更是要將頭不斷轉來轉去，非常不方便；而考試時視線容易看到他人的考卷，

也令許多學生感到困擾。3.聽覺方面：學生上課時討論很方便，但學生比以前直

排座位時更容易上課講話。 

群集式座位研究者的省思有：1.空間方面：靠椅子的習慣可以透過規定、訓

練而改善，學生的腳伸到對面的問題也可提醒制止而改善；2.視覺與聽覺方面：

所遭遇的問題比較令人困擾，為此研究者請教了同一學年班級採用群集式座位的

三位老師之看法。在看黑板方面，其中一位老師是把某些需要轉九十度的位置轉

正，使其形成似「ㄈ」字形的座位，另外兩位老師則搭配口令，讓學生習慣上課

時轉正看黑板。而考試的問題，三位老師的做法皆為考試時即變換座位。一開始

會訓練學生如何將分組座位變換成「分散的考試座位」，訓練學生可以在一分鐘

內變換完畢，等考完試後再變回原本的分組座位，故考試時便沒有容易看到他人

考卷的問題。研究者本身想到的解決方式為採用「物件隔離法」，學生手邊最方

便的阻隔物件為鉛筆盒和墊板，當然若能有設計良好的隔板，考試時拿出來放著

就能隔開視線，更是一種不錯的方法。在同儕互動方面，研究者也詢問了關於學

生群集而坐是否更容易交談的問題，三位老師皆有用分組榮譽制度來控制秩序，

且在分配組別成員時，會掌握優劣互補原則，同組榮譽心強的學生為了爭取榮

譽，便會制止其他學生講話的行為。 

透過上述的分析與省思，研究者於次一階段將修正空間感受中椅子拉開造成

的行走不便問題，還有部份學生需轉頭九十度才能看到黑板的問題，在小組成員

的搭配上也考量將易講話的學生鄰座安排較不會上課講話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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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階段F形座位 

在第二階段，研究者仍維持五組的分組模式，但將原本前面三組、後面兩組， 

改為前面兩組、後面三組，且將原本身體要轉九十度才能看到黑板的位置轉正，

除中間的一組外，其他的四組並非相對而坐，而是變成像 F 形的座位，如圖三。 

 

 

 

 

 

 

 

 

 

此種座位排列方式對於學生來講，是從來沒有嘗試過的座位方式，因此，初

換座位時，大家都覺得非常的新奇。另外研究者也開始讓高的人坐到最前面，矮

的人坐到最後面。在空間感受上，F 形座位使整個教室空間感覺更寬敞了，前面

改為兩組讓教師更容易環視全班學生的上課情況。上一個階段學生反應出入不便

的問題有改善，而研究者也會提醒學生離開座位時要記得靠上椅子，以使出入空

間感覺更寬一些。在視覺感受上，不再有學生反應看黑板要轉頭的問題，科任老

師也有正向回應，認為學生不會背對黑板的座位比較好。考試時也比較不會有看

到對面考卷的問題，而研究者在考試時除了提醒誠實作答的重要性，也會提醒學

生要拿鉛筆盒之類的東西稍微擋一下，彼此的考卷也要離遠一些，保護好自己的

考卷，避免給別人看到答案。 

這次的座位改善了之前空間與視覺感受上的問題，但聽覺感受仍是容易受到

愛講話同學的干擾。班級中多少都會有些比較愛講話的學生，若鄰近的學生自制

黑   板 

圖三  第二階段 F 形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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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不強，就會跟著一起講話，使得班上秩序越來越差，影響到其他學生學習的權

利。雖說上課時可以用一些班級管理技巧讓全班安靜下來，但若頻率很高，一再

的花時間在管理上，會影響到課程的進度，對於每週只有幾堂課的科任老師來

說，更是不可能花太多時間在秩序管理上面。 

    整體來說，F 形座位成功改善了上一個階段群集式座位在空間與視覺上的問

題，但群集模式在上課時容易產生的交談問題卻依然存在。因為本班進行的課程

很少會使用討論的方式，所以學生的桌子其實不必都相併在一起。研究者在下一

個階段的座位排列方式修正重點，將回歸上課時最基本的訴求－「學生能專心」。 

（三）第三階段扇形座位 

在第三階段，組別依舊維持五組，但座位不再有兩兩相對併桌的方式，而是

全部面向前方。這次的座位排列是將原先的直排座位再加上一點變化，將兩旁的

座位調整為斜的，使學生更方便看黑板；中間不是從最前面開始排，而是往後退

一列，可以讓老師站在中間環視全班。座位排列感覺有如扇形一般，如圖四。 

 

 

 

 

 

 

 

 

 

此座位排列方式，同樣能打破按照身高排座位的限制，讓高的人往前坐，矮

的人往後坐；只是比較侷限於排在兩旁的位置，正中間位置因為大家視線皆往前

直視，仍需依照高矮來排。這次的扇形座位排列，在空間感受上，老師可以很方

黑   板 

 

 
  

 

 

第一組 第二組 

第四組 第三組 第五組 

圖四  第三階段扇形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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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環視全班，班級中的風紀股長在前方管理秩序時，也容易看到是否有人在講

話。前方空出的一小塊空間，則可供學生發表或表演時加以利用。起初較有困擾

的是組別分配的方式，尤其對於科任老師來講，若不瞭解組別分配的方式，發考

卷時會有一些困擾。若是熟悉了組別的分配，因同一組的座位都很靠近，在收發

作業時會比較便利。在出入方面，除了幾處三人座位的中間位置進出會比較不方

便之外，整個空間出入還算便利。在視覺感受上，由於座位全都面向前方，兩旁

座位也有做調整，故學生不需轉頭，視線就能直視黑板。在聽覺感受上，這次的

座位的確改善了學生之間上課講話的頻率，可能是因為大家皆面向前方，轉頭講

話的動作非常明顯，因此大大降低了學生間講話的機會。當然班上或多或少都有

一些喜歡上課講話的學生，但至少將影響降到最低，避免干擾到其他的學生。 

透過座位的排列方式能減少學生間上課講話的情況，但若要完全杜絕此情

形，還是得加上班級經營的技巧輔助才有可能。 

四、 實施期三階段的班級互動分析 

實施期每階段的座位排列方式進行時程為兩週，每週觀察三節課，觀察的節

次為週一第6、7節的社會課和週二第6節的臺語課，每個階段共觀察六節課。主

要觀察重點為師生的雙向與單向互動、同儕互動，加上觀察個別行為以輔助互動

情形分析。以下分別說明： 

（一）師生互動 

高年級上課發言的學生常是固定的幾位學生。依性別來看，男生的雙向及單

向互動次數皆比女生多。不論何種座位排列階段，仍是相同的幾位學生比較常發

言；雙向互動次數較多的學生，其單向互動次數也較多；反之雙向互動次數較少

的學生，其單向互動次數也較少。 

從觀察中發現，鄰座同儕是造成師生互動次數變化的一大因素。少數學生雙

向及單向互動次數從第一階段至第三階段為逐漸增加的情形，可能是受到鄰座同

儕的影響，剛好喜歡發言的學生都坐得很靠近，發言頻率會增加，且會有帶動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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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學生發言的影響力；有一名學生雙向互動為逐漸減少的情形，除了因為該生經

常未舉手發言，想到什麼就脫口而出，使其單向互動次數遠多於雙向互動次數，

而其鄰近同儕為比較安靜型的學生，較不會帶動其上課發言，也是影響因素；還

有老師若只與某些學生互動較密集也會造成影響，該生的座位在最後方，有可能

老師的互動集中在前方的學生身上，因此與該生的互動機會變少。另外，當同儕

互動變多時，師生互動則可能會變少。 

課程也是影響師生互動的另一大因素，當課程與學生生活經驗相關或課程是

學生所擅長或有興趣的，發言機會也會增加。班級裡難免會有一些比較喜歡上課

說話的學生，研究者在安排座位時，都會盡量錯開這些學生，避免鄰座。不過也

因為有這些喜好發言的學生，故上課互動情形比較熱烈，雖然有時過度發言會變

成上課的干擾，但只要控制得宜，這些學生反倒成為帶動上課氣氛的好幫手，這

些喜好發言者有帶動其他人發言的影響力。 

（二）同儕互動 

從觀察中發現，同儕互動會受到座位的排列與鄰近同儕之影響，在第一階段

群集式相對而坐的座位排列方式，可交談的對象增多，同儕互動的次數非常多。

若本身就愛講話的學生鄰近坐的為易受影響或本身專注力不足的學生，則容易帶

動鄰近的學生跟著講話；另外，若彼此關係為好朋友，講話的機率也會增加。 

同儕互動出現最多的時機為：一、課程談到與自己經驗有關的事情時，學生

通常就會開始與他人分享；二、教學活動停頓或恰逢轉換點時，尤其是當老師在

準備教材的期間，學生就會趁機和同儕聊天。若僅是片刻的互動，非持續性或頻

率很高的互動，不會造成上課時的干擾，課堂中的同儕互動也會有增進學生感情

的作用。但若情況很嚴重，便會干擾教學，影響整個上課秩序。在前兩階段座位

相連時，學生之間的同儕互動情形很頻繁，臺語老師也認為學生之間交談情形比

以前來得嚴重。 

綜合比較三個座位排列階段，可以發現第一階段面對面相坐的群集式座位排

列方式，其同儕互動頻率明顯高於F形和扇形的座位排列方式。研究者在第三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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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改成扇形座位，不再讓學生群集而坐，將學生分散開來坐的方式，比之前兩個

階段更不易互相講話，整體同儕互動情形有減少的趨勢，學生在上課的專注度比

較高。除了座位排列方式會影響同儕互動頻率之外，鄰近之同儕亦是影響因素。

同儕產生的影響有：1.與鄰座同儕關係良好，例如好朋友鄰座，便容易互相交談，

有時也可能是監督角色，會彼此提醒並制止；2.與鄰座關係不甚良好，上課時可

能容易會有爭執；3.自制力不足，易受到愛講話同儕之帶動。故教師在座位安排

方面，如何技巧性的將容易互相影響或受到影響的學生隔開，是個很重要的課題。 

（三）玩與趴著的個人行為 

在班級互動上，除了言語互動之外，有時個人的一些行為也透露出上課互動

關係的良窳。故研究者在觀察師生言語互動之際，也一併將學生私下玩筆、玩尺、

畫圖、弄頭髮、趴著等不專注行為記錄下來。有幾名女生會有上課梳頭的習慣，

少數學生上課常會玩東西。其中一名學生不論是師生互動、同儕互動都很頻繁，

還兼有頻繁的不專注行為，研究者觀察發現，該生邊玩東西時，也有邊聽老師上

課，並能對自己感興趣的話題適時的做出回應。故若全以此判斷一個學生是否有

專注於課程的確有失準確，因為學生在玩東西不代表他沒在聽，而凝神注視黑板

的學生，未必就很專心聽講，也許是在發呆或神遊。另外，鄰座是否有同儕可互

動也可能是影響因素，沒有同儕可互動也會使其玩的次數增加。 

除少數學生能邊玩邊互動之外，多數學生玩的次數較多，其師生互動的次數

相對的就比較少；趴著的情況也類似，依性別來看，女生上課趴著的情形比男生

來得多，對照師生互動時，男生互動次數比女生來得多，可知上課趴著的確使得

上課的師生互動受到影響。有些看黑板角度不便的學生，其上課互動也會受影響。 

課程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除了課程內容是否吸引學生外，有些學生是因為

本身學習能力較差，故對課程缺乏興緻；課程進行方式也有影響，觀察中發現社

會課趴著的情況比臺語課來得嚴重，其原因應該是社會課上課的方式是運用單槍

投影機播放教學內容，上課時需要關燈觀看投影布幕，學生處於昏暗的環境下，

很容易就趴在桌子上，而影響學習成效。精神不濟或身體不適也可能是造成容易

趴著的原因。 



170 北市教大社教學報 第八、九期合刊 

伍、結語 

 

在座位變換的實施過程中，研究者發現學生喜歡變換不同的座位，且對於下

次會有何種創意座位感到期待。學生除了對變換座位排列方式感到興奮外，另一

種興奮感是來自於不再依照高矮入座。按照以往的安排方式，座位通常都是矮的

人坐前面，高的人坐後面，所以很多學生從入學後可能一直都是坐在前面，或者

坐在後面。不同的座位排列方式，使得學生有機會可以嘗試不同座位的感受。而

學生的座位知覺感受最深者，為出入空間、看黑板角度、影響考試與同儕干擾。 

就班級互動而言，三個階段的師生互動變動不大，而多數學生於前兩階段的

同儕互動以及玩與趴著的次數皆多於第三階段的扇形座位，表示學生於分散且能

直視黑板的座位確實比群集式的座位更能專注於上課。鄰座同儕的安排也很重

要，喜好發言者會有帶動上課發言的影響，也會影響同儕互動。 

教師若能在座位排列方面花些心思，就可以打破身高的限制，讓學生有更多

不同的感受；只不過要留意鄰座同儕的安排，安排得宜便能使上課互動良好，學

生坐在教室上課也變得更有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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