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群組學習中，群組的認同感指的是，成員參與團體
或組織時，對於團體的價值或特性，產生情感與歸
屬，亦即是個人以身為這個團體的一份子。研究指
出認同感的形成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形成的過程中，
一方面反映出成員對於某些組織、職務、角色的定
義，另一方面，組員也藉由對於這些事物的定義，
來建構自己的個人價值觀與群組認同感。群組認同
感影響著每個小組參與者如何定義自己，這些角色
認同與群組認同將引導著成員的互動行為。經由本
社群研究實驗結果發現，群組學習中，群組的命題
與答題活動有助於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成績表現。

前言
由於目前學生習慣於使用3C產品，進而安於現狀，
對於創新生活、應用厚生的能力缺乏，經常無法將
自己的創新想法、創意點子付諸實現，其主要原因
在於缺乏分析與整合的能力。此外，目前學生由於
習慣於使用網路，多以網路作為學習平台，疏於與
他人分享知識，合力解決學習上的困難，造成性格
上的孤僻，進而形成行為上的偏差，分析其原因在
於目前的學生缺乏團隊互助與榮譽共享的精神。學
習群組是由對主題有興趣相同的人所組成，成員藉
由相互溝通、學習、並且完成群組工作，達到學習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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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了高度認同感的群組，成員可以一起分享學習的
成果，也可以一起面對工作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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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了高度認同感的群組，成員可以一起分享
學習的成果，也可以一起面對工作的挑戰。在群組
認同感的相關研究中，認同感是組員決策、決定未
來發展的重要依據，群組織成員依照對於群組的認
同感而做出決策，群組認同感有助於組員與外界溝
通及建立特有的群組特色與價值觀。這些說明了群
組認同除了受內部成員互動的影響，也會受到群組
以外的環境所影響，群組認同感影響了成員與外界
的互動，而成員與外界的互動也會影響群組的認同
感，形成一個動態循環的過程。根據群組認同與去
個人化理論，組員在具有高度群組認同感的情況下，
產生個人化的現象，促使小組成員合作互助。進一
步來說，群組認同感高的小組，成員之間的社會支
持能夠提昇群組合作的效率。
資訊社會中，知識經濟與終身學習的發展，有賴於
持續增長知識，而在網路發達的環境裡，數位學習
提供不受時間、空間限制，自然成為養成自我學習
及終生學習的學習平台，而數位學習當然成為重要
的教育趨勢。因此本研究社群之最終目的在於導引
學生的學習行為，進而使用網路社群，使得群組學
習應用於教學現場時，有效提升學生之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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