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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考卷，為什麼有學生可以成功地解

答，也有學生無法找到關鍵點而正確回答？

學界研究學生解決問題的行為模式由

來已久，但過去多半著重在學生外顯的解

決問題策略上，如以問卷或訪談讓學生回

答解題的步驟、過程，甚至以錄影方式觀

察學生如何解題，但這些方式都難以察覺

其解決問題的內隱策略。

其實，許多科學教育研究者早已試圖建

立數位學習系統，希望結合數位科技找出學

生理解平面教材和動態教材的內隱策略，甚

至研究個人信念對問題解決的可能影響，讓

老師提供學生更適切、更即時的幫助。

人的內隱策略之所以重要，是因為解

決問題本身就是個很複雜的認知歷程。為

了找出學生解題時的認知策略，台灣科技

大學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蔡孟蓉教授便

把常用於閱讀研究上的眼動儀運用在解決

問題的研究中，企圖追蹤學生在解題時視

覺注意力的分布情形和凝視點的移動路徑，

找到成功解題與不成功解題的學生在閱讀

題目時注意力的分布和路徑，進而發覺解

題的內隱策略。

在這項研究中，蔡教授提供 4個圖
片選項讓學生勾選何者會發生土石流，圖

片中也清楚表明 4個會發生土石流的變
項，包括溫度、雨量、坡度，以及坡度上

的物體，學生在解題過程中同時接受眼動

儀的測量。

從記錄受測者總凝視時間的注視熱

圖（hot zone，以顏色表示凝視時間）來
看，成功解題者容易花較多的時間凝視正

確的變項。再從成功解題和不成功解題的

學生眼睛注意力路徑中發現，得分較高的

學生會從無關的變項轉移注意力到有關

的變項，例如從不重要的溫度變項轉移到

重要的雨量變項，卻不會再從雨量變項回

去察看溫度變項。得分較低的學生卻會看

了重要的雨量變項後，再回去檢視不重要

的溫度變項，有的人甚至還會不斷重新回

去察看題目。

從訊息處理理論來看，人接觸到的

環境刺激大部分來自於視覺，眼睛接受刺

激後，再把訊息傳至大腦，然後做進一步

的認知處理如記憶、理解等。但從這個研

究可以清楚發現，不成功的解題者往往

以眼動儀找出學生

解決問題的內隱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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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在解決問題過程中分辨出哪些是關鍵因

素，甚至在理解題目上有困難。這些觀察不

僅可以看出不同學生的閱讀模式，還可以成

為未來老師診斷學習障礙的工具。

不過，訊息處理與解決問題的行為模

式當然還有其他可供研究的領域，而蔡教

授第二階段的研究也從上述平面實驗擴展

到網路動態訊息，也就是以眼動儀觀察欲

解決問題的學生在搜尋網路動態訊息時的

凝視時間和路徑。

結果發現，一般人在搜尋網路時多半

會先點選線上提供的前 3∼ 5則訊息，但
女生多會往下再看多一點資訊，男生卻只

會看個大概。這可明顯看出男女生在閱讀

網路資訊上的差異，也可看出成功搜尋者

會花較多時間觀看和任務相關的網頁。從

事後問卷發現，成功解題者也能較有效地

整合網路資訊。

人的視覺注意力其實與其解決問題的

行為很有關係，透過眼動儀可以看到一般

人在處理平面資訊、動態資訊，甚或具爭

議性問題的資訊的內隱策略，提供老師建

立更有效的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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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接觸到的環境刺激大部分來自於視覺，眼睛接受刺激後，再把訊息傳至大腦，做進一步的認知處理。（圖片

來源：種子發）

找出學生解決問題時的內隱策略，才能建立更有效

率的學習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