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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    

 

   在教育改革如火如荼進行的時代，傳統講述式教學(didactic instruction)模

式已經無法滿足學生對學習的需求。如何掌握時代的脈動，將電腦多媒體融

入傳統教學課程中，來提昇教學品質，是專業教師一項重要的課題。教育部

推行「班班有電腦」以及「小班政策」，皆希冀教師能夠運用電腦輔助教學，

創造教學新環境；九年一貫課程精神更明訂教師課堂上使用資訊媒體融入總

時數須逹到20％，因此資訊融入教學是近一波教育的潮流（鐘建坪，2005）。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不但是九年一貫課程教學的新型態，亦是全球教學

的新趨勢。國內外對於利用電腦輔助教學研究的文獻可以窺知，大部份的研

究重心都著眼於「電腦輔助教學」，其中有些研究提出「電腦輔助教學無法

取代教師」這樣的研究發現（許桂敏，1994；教育部電子計算中心，1995），

但是卻尚少有人去針對這個發現作更深一層的探究。相關文獻指出（Dreyfus 

& Dreyfus，1984；尹玫君，1993），讓學生單獨的使用電腦輔助教學，而

不佐以其它教學，對於學生的學業成就表現，其效果並不如預期中的好。換

言之，即使電腦多媒體的優點再多，教師的角色和地位仍是無法被取代的。

在電腦無法取代教師的前提下，如何發揮電腦多媒體的優點，讓電腦多媒體

融入傳統教學中，成為教師的左右手，以達到相輔相成之效果，是值得深入

探討的課題。假若我們摒棄特別關注電腦的研究取向，回歸「教師教學為主

＋電腦多媒體教學為輔」的真實情境，那麼研究情境和教學現場便會更加接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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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這促使研究者想了解，以傳統教學為主結合電腦多媒體教學為

輔，是否能促使教師教學更生動、活潑與多元，來引發學習者的學習動機，

幫助學習者獲得更佳的學習效果。另外，目前所見文獻（許繼德，2002；陳

明琪，2003；周清壹，2004；邱俊宏，2004；孫碧霞，2004；李美誼，2005），

關於電腦多媒體教學的研究多半將焦點放在學習動機的提昇與學習成就的

改進上，關於學習保留的研究仍不多見，促使研究者想了解在一段時間後，

學習者是將訊息送入長期記憶區還是遺忘？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研究目的與問題研究目的與問題研究目的與問題    

    

一一一一、、、、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了解傳統教學為主結合電腦多媒體教學為輔對國小學童的

學習動機、學習成就與學習保留之影響-以社會科「認識台灣」為例。依據

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以提供其他教學者在未來實施電腦多媒體教學時之

參考依據。 

 

二二二二、、、、    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欲探討的問題有下列幾項： 

一、探討國小學童在接受傳統教學為主與電腦多媒體教學為輔後，對其學習

動機之影響為何？ 

二、探討國小學童在接受傳統教學為主與電腦多媒體教學為輔後，對其學習

成就之影響為何？ 

三、探討國小學童在接受傳統教學為主與電腦多媒體教學為輔後，對其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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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之影響為何？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假設研究假設研究假設研究假設    

 

    根據第二節所述之研究問題，本研究提出下列研究假設加以考驗： 

一、國小學童接受以傳統教學為主與電腦多媒體教學為輔之後，在學習動機

量表上的表現有顯著上的差異。 

二、國小學童接受以傳統教學為主與電腦多媒體教學為輔之後，在學習成就

量表上的表現有顯著上的差異。 

三、國小學童接受以傳統教學為主與電腦多媒體教學為輔之後，在學習保留

量表上的表現有顯著上的差異。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研究的重要性研究的重要性研究的重要性研究的重要性    

 

    過去人口率高，班級人數多，適合使用傳統講述式教學，因可節省時間。

但在少子化的衝擊下，迫使班級學生人數逐年下降，教育部從96學年度起，

將推動國小新生班級人數逐年縮減政策，來達到教育精緻化，以提昇學生的

學習品質。 

有感過去教學方式大多由老師唱獨角戲的上課方式進行，對激發學生之

學習動機及興趣有限。電腦普及化、科技的進步；加上九年一貫電腦教學向

下紮根已併入國小課程中，若在教學上，適時運用電腦多媒體來輔助教學，

透過視覺、聽覺來傳達教學訊息，能協助學習者作有組織、有意義的編碼，

使學習者所接收的訊息能傳達至長期記憶區，以協助提昇學習者的學習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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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討傳統教學為主電腦多媒體教學為輔對國小學童學習動

機、學習成就與學習保留之影響，本章一共分為三節，第一節探討傳統教學

與電腦多媒體教學，第二節介紹學習動機之引發，第三節介紹訊息處理理

論，文獻部份皆呼應主題，以做為本研究之理論基礎，茲分別敘述如下：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傳統教學與電腦多媒體教學之探討傳統教學與電腦多媒體教學之探討傳統教學與電腦多媒體教學之探討傳統教學與電腦多媒體教學之探討 

 

壹壹壹壹、、、、傳統教學傳統教學傳統教學傳統教學 

傳統講述式教學仍是目前最常見的教學方法。自有集體性的教學活動以

來，教師講、學生聽的教學方式即存在，其優點有：教師傳授知識給學生；

內容呈現較為系統化、具組織架構，因此學生較易抓住學習內容之重點，也

有明確的學習目標，幫助學生快速記憶知識。其缺點有：教學活動是以教師

為中心，學生缺乏主動學習且不易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和學生互動較

少，一些學習意願較低的學生，因缺乏動機容易精神不集中，自然就吸收不

了知識。 

另外，大多數的教材，要求學生死背記憶，這樣沒有經過思考理解再吸

收內化為自己的產物，學生過了不久後便會遺忘，其學習效果較為短暫。 

 

貳貳貳貳、、、、電腦多媒體教學電腦多媒體教學電腦多媒體教學電腦多媒體教學 

    所謂媒體(Media)，簡單的說，媒體就是用來傳遞訊息的媒介，例如：

我們用文字、語言來表達意見及傳遞文化，透過聲音來交換訊息，及使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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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來表達結果或意念等。而多媒體(Multimedia)則是指使用一種以上的媒體

來傳遞訊息，例如：書籍、圖片、錄影帶、音響、 電視、電腦輔助教學軟

體、及網路資源…等。  

由此可知，電腦多媒體教學乃是藉著電腦硬體的設施和各種軟體所提供

的功能，結合教師的教學理念、教材內容，由電腦整合後，運用文字、圖形、

影像、動畫、聲音及視訊等不同的媒體型態，以活潑、生動、多樣性和富變

化的效果展現出來，藉以帶動上課的氣氛。雖然編製一個電腦多媒體教材要

比傳統教學之備課時間多出好幾倍的時間，而且許多國小教師都缺乏設計電

腦多媒體教材的專業技能，但因為網路的無遠弗屆，許多適合中小學教材的

優良作品，置於網頁上免費供教師瀏覽下載（請參閱附錄一），教師只要搜

尋適合的教材，即可將多媒體教材融入傳統教學中，來提昇教學品質。使用

電腦多媒體教學的好處甚多，研究者根據文獻（邱俊宏，2004；周清壹，2004；

劉建增，2005；鐘建坪，2005；李美誼，2005）整理如表2-1所述： 

 

表表表表2-1 使用電腦多媒體教學之好處使用電腦多媒體教學之好處使用電腦多媒體教學之好處使用電腦多媒體教學之好處 

新鮮感 學生會對新鮮的事物感到好奇，因而捉住了學生的注意力。 

互動性 多媒體能提供有意義的學習，促進師生互動。 

表達性強 傳統的教學模式多以講述為主，當然有些口語表達能力很強

的老師，不但能以活潑生動的語調讓學生打起精神，亦能清

楚表達老師要教授的概念，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但事實上

有許多老師都缺少此種魅力，因此電腦多媒體教學可以有效

地彌補這些老師教學之不足。 

便利性高 同樣的課程可以用同樣的材料來教授，但要注意不時進行更

新。 

工作量減輕 在新學年的教學中，可以取出重用或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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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課後複習 電腦多媒體資料，將它放在網路上可以讓學生課後複習，直

到了解為止，符合個別差異，提高學習效率。 

 

Kulik和Cohen(1980年)分析了五十九篇有關電腦輔助教學對大學生學習

成就的研究，結果指出電腦輔助教學可以增進大學生學習成就，並且可以縮

短學生學習時間。在1987年Kulik和Cohen又作了一篇有關電腦輔助教學對小

學、中學、大學及成人學習之影響的後設研究。其結果再次肯定電腦輔助教

學在教學的成效。並且特別指出： 

一、在28篇研究中發現電腦輔助教學平均可減少學生28％的學習時間。 

二、在17篇研究中發現學生對學習的態度獲改善。此外Krendl和Liberman(1

988)在整理和分析近來有關電腦與學習成就關係的研究後發現，電腦輔

助教學能改善學生學習，增進學生理解以及增進學生對課業的興趣及態

度。 

 

 邱貴發(1992年)收集國外對資訊融入教學與學習成就相關文獻中歸納提

出下列之研究結果： 

一、學習的新鮮感是造成學習成效提升的原因：1984年Kulik, kulik和Banye

rt-Drowns（引述自邱貴發，1992），分析254篇有關電腦輔助教學文獻

中指出使用電腦輔助學習，只能獲致短期效果，使用電腦輔助教學時間

在一至四週的效果(Effect size)是0.07，使用五週以上是0.03，亦即使用

電腦輔助教學在四週以內有相當的效果，但在四週以上效果便下降了。 

二、1985年Bangert-Drowns, Kulik和Kulik（引述自邱貴發，1992）等人曾經

對近代有關電腦輔助教學成效進行分析1968至1982年，四十二篇文獻中

發現電腦輔助教學結果發現：（一）電腦輔助教學可以提高學習成績。

（二）對國中及高中學生的學業有正面的影響。（三）對小學生及低成

就學生成效較佳。（四）可縮短學生學習知識的時間。（五）使用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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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新奇效應的影響。 

由以上的研究顯示，許多研究已經指出電腦輔助教學在提昇學生學習成

就上有相當大的成效。因此電腦已被肯定為具有相當高價值的教學媒體(Ha

nnafin,1987) 。電腦輔助教學是一種相當可以實施的教學法。因為電腦輔助

教學可以提昇學生學習成就，又可增進學生對學習的興趣與態度。 

 

參參參參、、、、傳統教學為主傳統教學為主傳統教學為主傳統教學為主，，，，電腦多媒體教學為輔電腦多媒體教學為輔電腦多媒體教學為輔電腦多媒體教學為輔 

從60年代到70年代『讓電腦變成教師，成為許多教育研發人員嘗試追求

的目標，……相信如果讓電腦擔任教師的大部分傳統角色，教育將會變得更

有創造力』。但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與實驗之後，現在已經少有人呼籲利用

電腦來取代教師（魏立欣譯，2004）。也就是說，未來電腦多媒體教學的發

展，是利用電腦作為教學的媒介，來進行輔助教學，以幫助學生學習的一種

教學方式，它是用來輔助一般正式教學之不足，而不是用來取代一般正式教

學。根據研究者所蒐集的文獻（Beth Coleman-Martin,2002;Chun-Yen Chang,

2002；陳明琪，2003；李美誼，2005）指出電腦多媒體教學與傳統教學混合

使用，其效果特別顯著。因此，兩者截長補短，以傳統教學為主，電腦多媒

體教學為輔，達到相輔相成之效果。 

運用教學媒體於各學習領域的教學活動之中，以輔助傳統教學工具之不

足，是身為一個教育工作者所必須具備的認知與信念（王英州，2003）。目

前電腦普及化、科技的進步，加上九年一貫電腦教學已併入國小課程中，若

在傳統講述式教學法上，適時運用電腦多媒體教學，透過視覺、聽覺來傳達

教學訊息，能協助學習者作有組織、有意義的編碼，使學習者所接收的訊息

能傳達至長期記憶區，將有助於提昇學習者的學習成效，將可以適當的在國

小教學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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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學習動機之引發學習動機之引發學習動機之引發學習動機之引發    

    

    教師在教學時，首要的任務即是要激發學習者的學習動機(motivation to 

learn)。學者Keller指出大多數的學生在經歷學校的教學方式之後，對學校課

程產生反感與壓力，不再對學習感到興趣或學習動機變得低落，若將電腦融

入教學可促使教學生動、活潑和多元，更吸引學習者投入且抽象的概念提供

強而有力的視覺支持。但並非所有電腦多媒體都能引起學習者的學習動機，

所以在電腦多媒體教學的使用上，如何引發學習者的學習動機是目前從事教

育工作者的當務之急。因為在多媒體電腦的學習環境中，學生們往往能被生

動活潑的媒體介面吸引，卻無法由其中學習到應有的概念 (ChanLin & 

Okey,1994; Dam,1992)。為了避免多媒體的學習環境只限於噱頭的設計而不

具教學效果，為了能激勵學習者參與學習，若能把引發學習動機的策略融入

課程設計與電腦多媒體教學的環境中，將能使學習變得更有趣且吸引學生。 

根據張春興(1997)對學習動機的定義如下：學習動機是指引學生進行學

習活動，維持學習活動，並導使該學習活動趨向教師所設定的目標的內在心

理歷程。由此可知，學習動機是學習過程中激勵學習者參與的重要因素，而

如何提昇學生的學習動機，並探討相對應的教學策略；是教學者所面臨的重

要課題（Luterbach & Reigeluth,1994）。 

傳統以來的教學設計對學習者學習動機的關注太少，任何一種教學設計所發

展出來的教材，若無法引起學習者的興趣或專注，學習的效果將會大打折扣

（李文瑞，1990）。為了要提昇學生的學習動機，學者開始整合多種學習心

理而發展出ARCS動機模式，其目的是為了強化系統化的教學設計，使教材

的設計更能符合激勵學習者參與及互動，並提供了理論的組織與實務的應

用。而學習動機策略的選用除了要考量學生的特性及其需求，根據學生需求

建立引發學習動機的教學目標之外，針對目標選擇適合的策略，隨時修正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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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改進教學品質，將使學生會產生並持續學習動機(Keller & Koop,198

7)。 

   根據Keller(1983)所發展出的ARCS模式中，可定義出四個提昇學習者學

習動機的四個必要要素：注意(attention)、相關(relevance)、信心(confidence)、

滿足（satisfaction）。所謂的ARCS模式，其過程是先引起學生對所學習東西

的注意與興趣，再讓學習者發現所學的東西切身相關，然後讓學生有信心去

學習，最後當學習者完成後會獲得滿意及成就感（陳李綢、郭妙雪，1998）。

由此可知，ARCS模式簡而言之就是藉著一連串的策略，強化學習者興趣，

以達到促進學習效果的目的，在此將這四個要素簡述如下： 

 

壹壹壹壹、、、、注意注意注意注意（（（（Attention）））） 

   注意力的集中是學習的第一步。要吸引學生的注意，也就是說吸引學生

的興趣和刺激學生的好奇心。在教學活動一開始時，可以應用簡單的未知的

事件或響亮的聲音來引發其注意力與好奇心。 

 

貳貳貳貳、、、、相關相關相關相關（（（（Relevance）））） 

   加強相關性的設計策略主要在於幫助建立訊息內容與學習者之間的關

聯性（林麗娟，1996）。要讓學生與所學產生切身相關。若是課程對學生沒

什麼好處，即使已經被引起的動機也會很快消失。因此教學設計要與學習者

的需求、興趣和動機相連結，才能滿足學生個人的需要和目標，使學習者產

生積極的學習態度。 

 

參參參參、、、、信心信心信心信心（（（（Confidence）））） 

  學習者對於學習任務所抱持的態度對於學習的成效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所

以教材的設計要建立學生的信心，避免學生對於教材感到太難或太容易，並

幫助學習者發展對成功的正向期待，協助學生創造正向的成功與期望，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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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相信成功操之在己。 

 

肆肆肆肆、、、、滿足滿足滿足滿足（（（（Satisfaction）））） 

   學習的滿足感乃是激勵學習者主動參與學習的要項。而為了達成學習的

滿足應幫助學習者建立其成就感，因為學習成就若與學生的期待不一致，容

易導致學生的學習動機低落（賴淑玲，1996）。換言之，在進行教材的教學

設計時，應提供情境讓學生一展所長，並提供正向的結果與適當的鼓勵，使

學習者感受到學習的快樂，如此才能使學生在滿足其成就感後，增進其學習

動機。 

 

以下將ARCS模型的四個要素之理論基礎、定義、方法及教學時所需考

慮的問題，研究者根據文獻（Keller,1987；李文瑞，1990；林思伶，1993；

許淑玫，1998）歸納整理如表2-2所示。 

 

表表表表2-2  ARCS模型的四個要素模型的四個要素模型的四個要素模型的四個要素 

構成要素 理論基礎 定義 方法 教學時考慮的問題 

Attention 訊息處理

理論。 

 

吸引學生的興

趣和刺激學生

的好奇心。 

例如： 

增加教材的

顯明度及趣

味性。 

Relevance 從人本主

義出發，

以學生為

中心。 

滿足學生個人

的 需 求 和 目

標，使他產生積

極學習態度。 

例如： 

教材要與生

活相關。 

如何讓學生覺得這

個東西值得投入心

力去學習？ 

激發其學習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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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dence 班都拉(B

andura)的

自我效能

論。 

協助學生創造

正向的成功與

期望，相信成功

操之在己。 

例如： 

增加學生成

功經驗。 

Satisfaction 行為學派

的增強原

則。 

因成就而得到

外在或內在的

鼓勵，產生繼續

學習的慾望。 

例如： 

當學生表現

出正面行為

時，即給予

獎勵。 

我如何藉由教學來

幫助學生學得更

好，並建立未來學

習的信心診斷成功

的能力？同時讓它

們相信成功是可以

自己掌握的。 

 

另外，ARCS模式也可以針對動機設計不足之處施以教學策略來修補學

生不足的動機，以提高學習效果(small & Gluck,1994)。Keller分別對ARCS

的四個要素各提出三個子概念策略，研究者根據文獻（Visser & Keller,199

0；林思伶，1993；Driscoll,1994；許淑玫，1998）歸納整理如表2-3所示。 

 

表表表表2-3  ARCS動機要素與教學策略動機要素與教學策略動機要素與教學策略動機要素與教學策略 

動機要素 子概念 教學過程中思考的

問題 

教學策略 

1.感官的吸引 

 

 

1.我如何捕捉學生

的注意和興趣？ 

 

1.要用新奇或非預

期的教學方式來

引起學生的注意

力。 

A：引起注意 

2.問題的探究 

 

2.我如何激發學生

探究的態度？ 

2.用奇特的問題來

持續學生的好奇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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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用變化維持 3.我如何維持學生

的注意和興趣？ 

3.變換教學方式。 

1.似曾相似 

 

 

1.如何連結教學與

學生的舊經驗？ 

 

1.結合學生的先前

經驗，以提高學

習者對於課程的

熟悉度。 

2.目標導向 2.如何讓學生了解

課程能滿足其需

求？ 

2.陳述教學內容對

學習者有用之

處。 

R：切身相關 

3.過程導向 3.如何在學生過程

中，提供學生適

當的責任、自我

訓 練 的 表 現 機

會？ 

3.提供自我學習、

領導統馭和合作

學習的機會，以

符合學習者的動

機和價值觀。 

1.學習必備的條件 

 

 

1.如何讓學生了解

要成功的完成這

門課所必備的條

件。 

1.明定明確的教學

目標，讓學生對

學習成功產生正

向的期待。 

C：建立信心 

2.成功的機會 2.如何使學生知道

哪些學習活動和

經驗可協助其提

高學習能力？ 

2.提供學習者在適

當範圍內，自我

控制其學習過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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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操之在我 3.如何讓學生知道

成功是控制在自

己的努力？ 

3.提供學習者有機

會可以成功的達

到具有挑戰性的

目標。 

1.自然的結果 

 

1.如何提供機會讓

學生應用新學習

的技能？ 

1.提供情境讓學生

來一展所長。 

 

2.正向的結果 

 

2.我能提供哪些增

強鼓勵學生的成

就？ 

2.當學生學習成功

後，利用口頭、

實質或象徵性的

獎賞來鼓勵學

生。 

S：獲得滿足 

3.維持公正 3.如何協助學生對

成功創造正向積

極的感覺？ 

3.對於成功應維持

一致的標準與結

果，使學習的最

後結果與剛開始

設定的目標和期

望一致。 

 

伍伍伍伍、、、、最佳學習動機最佳學習動機最佳學習動機最佳學習動機 

除此之外，在進行教學設計時，除了應用ARCS模式所提供的策略之外，

還應該同時講求創意與思考的啟發，使學習者的注意力集中在知識的追求，

而非停留於感官的需求而己(Keller & Koop,1987)。利用ARCS模式來進行教

學時，也應注意到學習者動機的過高或過低都會不利於學習。缺乏動機的結

果會造成低生產力，但動機過高也會造成錯誤率和低效率(Keller,1987)。學

習者的動機水平與學習者學習行為表現的關係如圖2-1所示（請見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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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ller認為當動機水平位於可接受區時，學習者的表現最佳，稱為「動

機教學最理想狀態區」，意即位於圖中可接受區的範圍之內的教學策略是最

適度的，過高或者過低都無法使學習者有理想的表現。所以，將動機策略融

入教學設計時，應盡量避免動機水平有「太低」或「太高」的這兩種情形。 

 

動機水平 

圖2-1  學習動機和學習行為表現的關係圖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訊息處理理論訊息處理理論訊息處理理論訊息處理理論 

 

 

Keller(1983)所發展出的ARCS模式中，注意、相關、信心、滿足，是提

昇學習者學習動機的四個必要要素，引發學習動機的策略融入教學設計中，

來提昇學生的學習動機是一項重要的課題，但如何協助學習者將教學訊息，

作有組織、有意義的編碼似乎同樣重要，因為學習者所接收的訊息若能傳逹

至長期記憶區，將有助於提昇學習者的學習成效。訊息處理理論中，在訊息

的接收與處理，即是人類產生學習的模式，在此過程中，學習乃是知識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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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程，這個過程始於環境刺激（資訊）的輸入而終於記憶的駐留（林麗娟，

1996）。這個學習者對訊息處理的心理歷程可用圖2-2表示之： 

 

 

 

 

反應（輸出） 

圖2-2  訊息處理的心理歷程 

資料來源：出自張春興（1997：225） 

 

由上圖中可以得知，學習者對於訊息的接收可以分為三個階段，茲分述

如下： 

 

壹壹壹壹、、、、感官收錄感官收錄感官收錄感官收錄（（（（Sensory register）））） 

感官收錄指個體憑著視、聽、嗅、味等感覺器官感應到外界刺激時所引

起的短暫記憶（張春興，1997）。訊息的處理在這一段時間中，過程極短，

環 

境 

中 

的 

刺 

激 

 

輸入 

短期記憶(STM) 

(時間) 

 

 

運作記憶(WM) 

(功能) 

複習 

意元集組 

注意 

形之辨識 

感官 

收錄 

 

(SR) 

 

視覺 

 

聽覺 

長期記憶 

(LTM) 

 

 

情節記憶 

 

語意記憶 

遺
忘 

遺
忘 

譯碼 

檢索 

反應(輸出) 

反應(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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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不管其為視覺或聽覺的訊息，都會保持原來收錄進來的形式。在訊息經

感官收錄後，個體就會對重要的訊息加以注意(attention)，並加以編碼以轉換

為另一形式。如果訊息沒有被進一步處理的話，就會消失並形成遺忘

(forgetting)。所以感官收錄是具有選擇性的，學習者是否選擇接收訊息，可

能與他個人的動機、需求以及經驗等因素有關。因此；在設計教材時，不管

是視覺或聽覺的設計，應要能引發學習者的注意，才能使訊息進入下一階

段，收到良好的學習成效。 

 

貳貳貳貳、、、、短期記憶短期記憶短期記憶短期記憶（（（（Short-term memory）））） 

   短期記憶指的是感官收錄後再經注意而在時間上延續到20秒以內的記憶

（張春興，1997）。訊息進入此階段後，會引發個體做出對於刺激的反應，

如閱讀一段文字或者是圖片，個體會做出對文字符號或圖像表徵的反應。但

個體如果認為這些訊息是重要的，就會使用運作記憶(working memory)，並

利用一些策略，例如複習(rehearsal)或意元集組(chunking)的方式，使訊息保

持長久的時間，然後輸入長期記憶，否則，訊息就會流失，也就是遺忘。因

此，張春興(1997)指出呈現教材（刺激）時，必先引起學生的動機與注意，

進而引導學生，在短期記憶階段使用舊經驗對新的訊息思維運作，從而獲得

新知識。 

 

參參參參、、、、長期記憶長期記憶長期記憶長期記憶（（（（long-term memory）））） 

   長期記憶指的是保持訊息長期不忘的永久記憶(permanent memory)（張春

興，1997）。也就是說，訊息若能進入長期記憶，就可以得到永久的保存。

當訊息從短期記憶輸入到長期記憶的過程，稱之編碼(encoding)，此時訊息

是一種有組織，有秩序的方式被編輯保存起來。而訊息從長期記憶中解碼後

所表現反映出來的過程，稱為檢索(retrieval)，學習者在檢索之後的反應表

現，就稱之為輸出。長期記憶之所以與短期記憶不同之處，可從兩方面來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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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一方面是短期記憶的容量是有限的，只有了加減2個意元(chunk)，但長

期記憶的容量卻沒有限制。另一方面，長期記憶中所儲存的訊息形式與短期

記憶中有很大的不同。根據認知心理學家的研究，一般人處理語文訊息時，

在短期記憶階段以聲碼(acoustic code)為主，但在長期記憶中，則是以意碼

(semantic code)為主（張春興，1997）。所以，提供多種相關線索來幫助學

習者檢索相關訊息，例如將文字教材配合語音或圖像來進行學習，將有助於

學習者將訊息送入長期記憶。 

 

肆肆肆肆、、、、訊息處理理論與電腦多媒體學習訊息處理理論與電腦多媒體學習訊息處理理論與電腦多媒體學習訊息處理理論與電腦多媒體學習 

   在電腦多媒體的學習環境中，學習者與視覺、聽覺性訊息互動的過程，

包括了訊息的接收、處理、編碼、提取、整合等，也可以使用訊息處理模式

來解釋。從感官收錄的過程開始，學習者與螢幕中圖像與語音的互動，多屬

於刺激導向式的接收，無意義的或程度超出學習者所能接收範圍的訊息，則

會在學習者瀏覽後被自動的濾除（林麗娟，1996）。所以，有意義的訊息會

被學習者作進一步的處理，也就是送到短期記憶區。而且，由於短期記憶區

的容量有限，因此在教材的設計上，需考慮到學習者的特性，包括教材內容

的範圍與其年齡的記憶量等，才會有好的刺激接受性。 

   而訊息進入短期記憶區後，在運作記憶中，會與舊經驗做連結，也就是

說，學習者在接收電腦多媒體教材的視覺、聽覺訊息後，會不斷提取相關的

經驗，而這些經驗包含了語言化與非語言化的經驗，並幫助學習者詮釋外來

刺激所要傳達的概念，之後再加以有組織的編碼，以將訊息送入長期記憶區。 

   因此，從訊息處理的層面來說，使用電腦多媒體來傳達教學訊息，能協

助學習者作有組織、有意義的編碼，使學習者所接收的訊息能傳達至長期記

憶區，並獲得充分的深層處理，將有助於提昇學習者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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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步驟研究方法與步驟研究方法與步驟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章的主要目的在說明研究架構與實驗設計模式、研究對象的選取、研

究工具、研究實施的程序與資料處理分析。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設計研究架構與設計研究架構與設計研究架構與設計 

 

壹壹壹壹、、、、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本研究採用準實驗研究法，以花蓮縣新城鄉嘉里國民小學二班五年級的

學生來進行實驗。自變項為教學法對照組接受傳統教學、實驗組接受傳統教

學為主電腦多媒體教學為輔，依變項為五年級學生的學習動機、學習成就與

學習保留。研究架構如圖3-1所示： 

 

自變項（教學法） 

1、傳統教學（對照組） 

2、傳統教學為主電腦多媒體教

學為輔（實驗組） 

 

圖圖圖圖3-l     研究架構圖研究架構圖研究架構圖研究架構圖    

 

 

 

依變項 

1、學習動機 

2、學習成就 

3、學習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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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自變項與依變項說明如下： 

一、自變項-教學方法 

   在本研究的自變項為教學方法，對照組接受傳統教學，實驗組接受傳統

教學為主電腦多媒體教學為輔。 

 

二、依變項-學習動機、學習成就、學習保留 

   在本研究之依變項中，學習動機是以Keller的ARCS模型中四個向度：A

（attention，注意）、R（relevance，相關）、C（confidence，信心）、S（satisfaction，

滿足）作為評量的基準，並採用（邱惠芬，2003）改編自孫琇瑩（2000年）

依據Keller未出版IMMS(Instructional Materials Motivational Scale)所改編的

量表作為本研究測量工具。 

   而學習者的學習成就與學習保留皆採用研究者自編的社會科學習成就測

驗與社會科學習保留測驗作為本研究的測量工具。 

 

貳貳貳貳、、、、實驗設計模式實驗設計模式實驗設計模式實驗設計模式 

   本研究採用準實驗研究法。實驗設計模式如表3-1所示。依據本研究目

的，實驗設計模式採用「不等組前測、後測實驗設計」。 

 

表表表表3-1        不等組前測不等組前測不等組前測不等組前測、、、、後測實驗設計圖後測實驗設計圖後測實驗設計圖後測實驗設計圖    

    組別     前測   實驗處理     後測   延宕後測 

  對照組     01     X1     03     05 

  實驗組     02     X2     04     06 

     

說明如下： 

一、將受試樣本分為二組，分別為對照組、實驗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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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實驗處理前，各組分別接受學習動機量表與學習成就測驗（O1、O2）。 

三、教學實驗處理，對照組接受傳統教學，實驗組接受傳統教學為主電腦多

媒體教學為輔（X1、X2）。 

四、教學實驗處理後，各組分別接受學習動機量表與學習成就測驗（03、04）。 

五、教學實驗進行後一個月，各組均接受學習保留測驗（05、06）。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九十五學年度花蓮縣新城鄉嘉里國民小學五年級甲、乙兩班的

學生為研究對象，實驗施測的時間為民國九十六年3月1日至3月31日，歷時

四週。所參與人數如表3-2所示。 

 

表表表表3-2        各個班級參與人數統計表各個班級參與人數統計表各個班級參與人數統計表各個班級參與人數統計表 

班級 甲 乙 總人數 

人數 27 23 50 

 

而參與研究的班級，分別將學生分為二組，各自接受不同的教學方法，

甲班對照組接受傳統教學、乙班實驗組接受傳統教學為主電腦多媒體教學為

輔。分配情形如表3-3所示： 

 

表表表表3-3        各組研究對象分配表各組研究對象分配表各組研究對象分配表各組研究對象分配表（（（（NNNN＝＝＝＝50））））    

 對照組（甲） 實驗組（乙） 總人數 

人數 27 23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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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工具包括了：學習動機量表、社會科學習成就測

驗、社會科學習保留測驗與電腦多媒體教學軟體。 

 

壹壹壹壹、、、、學習動機量表學習動機量表學習動機量表學習動機量表    

   本研究所使用的學習動機量表為（邱惠芬，2003）改編自孫琇瑩(2000)

依據Keller未出版的Instructional Materials Motivational Scale（IMMS，教材動

機量表），所改編為適合國內國小高年級程度學生使用之學習動機量表(請

參閱附錄二)，其中包含四個分量表，可分別測出學習者對於教材的注意、

相關、信心、滿足等學習動機元素。 

   本量表使用李克特氐(Likert’s)五點評定量表的方式，共包含36題，每一

題依據學習者的回答分為五種不同的答案；勾選「非常贊成」給五分、勾選

「贊成」給四分、勾選「沒意見」給三分、勾選「不贊成」給兩分、勾選「非

常不贊成」給一分，以四個分量表上的得分總和作為其個人學習動機之指

標，得分越高者代表其學習動機愈強烈、反之則愈消極。    

    

貳貳貳貳、、、、社會科學習成就測驗社會科學習成就測驗社會科學習成就測驗社會科學習成就測驗 

   本研究之教學主題採取「認識台灣」來進行研究，教學內容是根據賴誌

遠(2005)針對國小五年級學童學習台灣地圖時的概念研究編製而成。研究者

參考其研究，編製成本研究之學習成就測驗試題。 

 

參參參參、、、、社會科學習保留測驗社會科學習保留測驗社會科學習保留測驗社會科學習保留測驗 

本研究之學習保留測驗，在「社會科學習成就測驗」實施後一個月，分

別對二組受試者進行「社會科學習保留測驗」，以了解學習者的學習保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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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題目與「社會科學習成就測驗」相同，但題號與選項會有所不同，藉以

避免學生練習與記憶的影響。 

 

肆肆肆肆、、、、電腦多媒體教學軟電腦多媒體教學軟電腦多媒體教學軟電腦多媒體教學軟體體體體 

許多單位藉著舉辦教學活動設計比賽，來鼓勵教師運用數位典藏資源製

作適合中小學的教材，經專家審查的優良作品置於網路上免費供其他教師瀏

覽下載，因為網路的無遠弗屆，這些資源透過網路的傳遞而更加便利，對教

育功能的達成有助益。本教學軟體是台北教學資源網，網址為http://tmrc.tp.

edu.tw/index3/index3.htm由林江臺、黃立德、劉翔鳳所設計。至於遊戲軟體

是研究者以程式設計Visual Basic所編製而成，遊戲內容包括「台灣拼圖」

及「連連看」(請參閱附錄三)，經由澎湖技術學院黃志文教授修正評閱之。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研究步驟研究步驟研究步驟研究步驟 

 

本研究詳細的實施流程圖如3-2所示： 

 

準備階段 1、 確定研究題目。 

2、 決定研究方向，蒐集相關資料與文獻。 

3、 擬定實驗研究計劃。 

4、 洽商問卷預試與實驗教學之學校及對象。 

5、 編製研究工具。 

↓↓↓↓    

樣本 所有參與研究的班級，分別將學生分為二組，各自接受

不同的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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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圖圖圖圖3-2  研究實施程序流程圖研究實施程序流程圖研究實施程序流程圖研究實施程序流程圖 

 

 

 

 

 

 

 

 

 

 

前測：量表與測

驗實施階段 

在課程之前，先施予前測，了解二組受試者是否條件相

當。 

實施教學階段 本實驗以班級為單位，分別在社會課時間內進行實驗教

學，首先將班級分為二組，分別為對照組（進行傳統教

學）、實驗組（進行傳統教學為主電腦多媒體教學為輔）。 

後測：量表與測

驗實施階段 

在課程結束後，研究者接著實施「學習動機量表」與「社

會科學習成就測驗」，對受試者進行施測。 

學習保留測驗階

段 

在「社會科學習成就測驗」實施後一個月，分別對二組

受試者進行「社會科學習保留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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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資料蒐集與處理資料蒐集與處理資料蒐集與處理資料蒐集與處理 

 

 
壹壹壹壹、、、、本研究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來源本研究資料來源    

一、「學習動機量表」得分之比較，藉以了解對照組學生與實驗組學生，接

受不同教學法後，在學習動機上是否有所差異。 

二、「社會科學習成就測驗」得分之比較，藉以了解對照組學生與實驗組學

生，在接受不同教學法後，在學習成就上是否有所差異。 

三、「社會科學習保留測驗」得分之比較，藉以了解對照組學生與實驗組學

生，在接受不同教學法後，在學習保留上是否有所差異。 

 

 

貳貳貳貳、、、、資料分析資料分析資料分析資料分析 

一、本研究探討國小學童接受不同教學法後，在學習動機上是否有顯著差

異，以教學法為自變項，學習動機為依變項，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二、本研究探討國小學童接受不同教學法後，在學習成就上是否有顯著差

異，以教學法為自變項，學習成就為依變項，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三、本研究探討國小學童接受不同教學法後，在學習保留上是否有顯著差

異，以教學法為自變項，學習保留為依變項，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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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  研究者整理國小教材免費下載研究者整理國小教材免費下載研究者整理國小教材免費下載研究者整理國小教材免費下載之網址之網址之網址之網址 

教材資源中心    http://www.tces.chc.edu.tw/center/main.htm    

台灣史教學    http://www.fg.tp.edu.tw/~nancy/Taiwan/index.htm    

安安免費教學

網    

http://www.anan1.webnow.biz/main.htm    

國中教材上傳    http://www.dwhs.tnc.edu.tw/sh_learn/index.php?subj=5    

台北市多媒體

教學資源中心    

http://tmrc.tp.edu.tw/    

網路遊戲學習

站    

http://nerc1.ckjhs.tyc.edu.tw/117.htm    

台東縣多媒體

教學資源中心    

http://media.hsjh.ttct.edu.tw/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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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二二二二：：：：學習動機量表問卷學習動機量表問卷學習動機量表問卷學習動機量表問卷    

親愛的小朋友： 

    您好!這份問卷是要了解您的學習狀況，答案沒有對與錯的分別。 

題目共有三頁，每個題目有五種不同的選項（5：非常贊成、4：贊成、

3：沒意見、2：不贊成、1：非常不贊成），請您根據題目的內容在□

中，用「ˇ」選擇一個最符合您的想法的答案。 

 

1、這個課程的內容對我而言剛剛好，不會太難也不會太簡單。     

5□    4□     3□      2□     1□ 

2、這個課程的講解方式有一些引人注意的內容，能吸引我的注意力。      

5□    4□     3□      2□     1□ 

3、這個課程比我本來想像中的更難。       

5□    4□     3□      2□     1□ 

4、讀完最前面的介紹之後，我知道我會在這個課程中學到什麼。   

5□    4□     3□      2□     1□ 

5、學完這個課程的全部內容之後，我感到很滿足。 

5□    4□     3□      2□     1□ 

6、這個課程的內容和我以前學過的知識能連貫起來。               

5□    4□     3□      2□     1□ 

7、這個課程的畫面與講解出現太多東西，害我抓不住重點。 

5□    4□     3□      2□     1□ 

8、在這個課程中，有許多部份看起來非常吸引人。    

5□    4□     3□      2□     1□ 

9、這個課程的圖片或例子無法說明這個課程的重要性。                   

5□    4□     3□      2□     1□ 

10、這個課程的內容對我而言非常重要。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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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這個課程的呈現與解說方式能幫助我集中注意力。                       

5□    4□     3□      2□     1□ 

12、這個課程的內容太抽象了，讓我很難集中注意力。                      

5□    4□     3□      2□     1□ 

13、當我在學習這個課程的時候，我有信心學好它。 

5□    4□     3□      2□     1□ 

14、我很喜歡這個課程，希望有機會再多學習這方面的知識。 

5□    4□     3□      2□     1□ 

15、這個課程的畫面呈現與課程解說讓我覺得枯燥無趣。      

5□    4□     3□      2□     1□ 

16、這個課程和我的興趣有關。        

5□    4□     3□      2□     1□ 

17、資料在螢幕上表現的方式能夠幫助我集中注意力。 

5□    4□     3□      2□     1□ 

18、這個課程中有說明如何應用課程中的知識。                

5□    4□     3□      2□     1□ 

19、這個課程中的解說方式對我而言太難。            

5□    4□     3□      2□     1□ 

20、這個課程的畫面呈現與講解方式能引起我的好奇心。 

5□    4□     3□      2□     1□ 

21、我很喜歡學習這個課程。 

5□    4□     3□      2□     1□ 

22、這個課程中有很多重複的部分，讓我覺得很厭煩。 

5□    4□     3□      2□     1□ 

23、這個課程的內容與講解的方式讓我覺得很值得學習。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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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我從這個課程中學到一些原來沒有預期會學習到的東西。 

5□    4□     3□      2□     1□ 

25、學習這個課程之後，我覺得有把握可以通過考試。 

5□    4□     3□      2□     1□ 

26、我不喜歡學習這個課程。 

5□    4□     3□      2□     1□ 

27、這個課程中的建議能給我鼓勵的感覺。 

5□    4□     3□      2□     1□ 

28、這個課程中畫面的呈現、講解方式及各種練習能幫助我集中注意力。 

5□    4□     3□      2□     1□ 

29、我不需要學習這個課程，我早就知道這些內容了。 

5□    4□     3□      2□     1□ 

30、我能將這個課程內容和我以前學過或是做過、想過的事物相連結。 

5□    4□     3□      2□     1□ 

31、學完這個課程後，我不希望再多學習跟這些有關的知識。 

5□    4□     3□      2□     1□ 

32、學完這個課程讓我很有成就感。 

5□    4□     3□      2□     1□ 

33、我覺得這個課程的內容對我來說沒什麼用處。 

5□    4□     3□      2□     1□ 

34、我對這個課程內容還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 

5□    4□     3□      2□     1□ 

35、由於這個課程內容很有組織，使我有信心學好它。 

5□    4□     3□      2□     1□ 

36、我很高興有機會能夠學習這個課程。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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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電腦輔助教學電腦輔助教學電腦輔助教學電腦輔助教學畫面畫面畫面畫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