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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欲以六標準差手法提升學生之學習成效，運用其流程DMAIC- 定義 (Define) 、 衡量（ Measure ） 、分析

（Analyze）、改善（Improve）與控制（Control）探究學生學習問題，並尋求因應之道，比較實施改善策略後的效果與差

異。六標準差是企業界的管理方式，行之多年，對於流程改善有良好的成效，教學可視為一個流程，因此以企業界的管理

方式應用於教育界，亦同樣能達到改善之目的。本研究採用行動研究方式，以桃園縣一所國民小學四年級學生進行為期一

學期的研究，研究者依照DMAIC步驟實施改善活動，所蒐集的研究資料包含學生改善前後之成績、訪談表與文件分析，

研究結果顯示，應用六標準差手法可有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其中數學、社會與自然三科成績顯著提升，除了成績進步之

外，亦能提升班級經營的效能，建立一套系統化的管理方式，凝聚全體共識，一同為目標努力，因此在教學環境中施行六

標準差手法，可以獲得良好的成效。

關鍵詞 : 六標準差，學習成效，DMA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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