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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訊 融 入 教 學 與 直 接 教 學 對 資 源 班 學 生 國 語 

文 學 習 成 效 之 比 較 研 究 

鍾慧凡 

新埔國 中教 師 

摘 要 

本 研 究 旨 在 比 較 「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 與 「 直 接 教 學 」 對 資 源 班 學 

生 國 語 文 閱 讀 學 習 之 成 效 ， 採 用 單 一 受 試 實 驗 設 計 中 的 比 較 介 入 交 

替 處 理 ， 實 驗 參 與 者 為 國 中 二 年 級 資 源 班 特 殊 需 求 學 生 共 三 名 ， 研 

究 工 具 為 研 究 者 自 編 之「 閱 讀 學 習 成 就 測 驗 」及「 學 習 滿 意 度 問 卷 」。 

實 驗 教 學 計 六 週 二 十 二 節 課 （ 每 週 二 天 ， 每 天 二 節 課 ） 。 主 要 研 究 

結 果 如 下 ： 

一 、 在 交 替 處 理 階 段 ， 三 位 實 驗 參 與 者 在 國 語 文 閱 讀 學 習 成 效 上 有 

不 同 表 現 ， 直 接 教 學 對 甲 生 在 國 語 文 閱 讀 學 習 有 明 顯 成 效 ，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對 乙 生 有 明 顯 成 效 ， 兩 種 教 學 對 於 丙 生 之 國 語 文 閱 

讀 學 習 成 效 則 無 明 顯 不 同 。 

二 、 在 保 留 階 段 ，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及 直 接 教 學 對 三 位 實 驗 參 與 者 國 語 

文 閱 讀 學 習 皆 具 保 留 效 果 。 

三 、 三 位 實 驗 參 與 者 對 於 資 訊 融 入 國 語 文 閱 讀 學 習 ， 有 較 高 學 習 滿 

意 度 。 

本 研 究 最 後 提 出 教 學 及 建 議 ， 供 教 師 及 未 來 研 究 者 參 考 。 

關 鍵 詞 ：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 直 接 教 學 、 資 源 班 學 生 、 國 語 文 學 習 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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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ng the Chinese reading 
effects  between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egrated 
instruction and the direct instruction 
toward the resource classroom students 

Hui  Fan  Chung 
S inpu  J un io r  H igh  Schoo l  Teac he r 

Abst rac t 
The   pu r po se   o f   t h i s   s t u d y wa s   t o   c ompa r e   t he   e f f e c t s   o f 

I n fo rma t io n  Tec hno lo g y  I n t e g r a t e d  I ns t r u c t io n  a nd  D ir e c t   I n s t r u c t io n 

o n  Ch in e s e   r e ad ing   o f   s t u d e n t s   i n   t he   r e so u r c e   c la s s r o om.  T he 

a l t e r na t ing   t r e a tme n t s   d e s ig n   o f   t he   s in g l e   s u b je c t   f r amewo r k  wa s 

u s ed   t o   a ch i e ve   t he   r e s e a r c h   p u r po se .   P a r t i c ip a n t s  we r e   t h r e e   s e co nd 

g r ad e   s t u d en t s  w i t h   s p e c i a l   n e ed s   i n   t he   j u n io r   h ig h   s c ho o l   r e so u r c e 

c la s s r o om.   T he   in s t r ume n t s   i n c lu d ed   t he   T e s t   o f   Read ing   E f f e c t s   a nd 

t he   Le a r n in g   S a t i s f a c t io n  Que s t io nna i r e   d e s ig n ed   b y   t he   a u t ho r .   T he 

e xp e r ime n t a l   t e a c h ing  we r e   2 2   s e s s io n s  wh ic h   l a s t e d   s ix  week s   (   2 

d a ys   a  week ,   2   s e s s io n s   a   d a y  ) .   T he   ma in   r e su l t s  we r e   a s 

fo l lows： 

1 .  A t   t he   a l t e r na t ing   t r e a tme n t   s t a g e ,   t he   immed ia t e   e f f e c t s   o f  t he 

t wo   t r e a tme n t s  o n  Ch in e s e   r e ad ing  fo r   t h r e e   p a r t ic ip a n t s  we r e 

va r io u s . 

2 .  A t   t he  ma in t e na nc e   t r e a tme n t   s t a g e ,   bo t h   o f   t he   t r e a tme n t s 

s howed   n i c e   ma in t e na n c e   e f f e c t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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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A l l   p a r t ic ip a n t s   fe l t   mo r e   s a t is f a c t o r y   a bo u t   t he   t r e a tme n t   o f 
I n fo rma t io n  Tec hno lo g y  I n t e g r a t e d  I n s t r u c t io n  t ha n  t he   t r e a tme n t 
o f  D ir e c t   I n s t r u c t io n  o n  C h in e s e   r e ad ing . 

Ba s ed   o n   t he   r e su l t s  o f  t h i s   s t u d y,  r e commend a t io ns   fo r   t he 

t e a ch ing   a nd   fu r t he r   s t u d ie s  we r e   o f f e r e d . 

Ke y wo r d s： I n f o rm a t i o n  T e c h n o lo g y  I n t e g r a t e d I n s t r u c t i o n ,  D i r e c t 

I n s t r u c t i o n ,  r e s o u r c e  c l a s s r oo m  s t ud e n t ,  Ch in e s e 

r e a d in g  e f f e c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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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 景與動 機 

我 國 特 殊 教 育 法 第 五 條 明 定 「 特 殊 教 育 之 課 程 、 教 材 及 教 法 ， 

應 保 持 彈 性 ， 適 合 學 生 身 心 特 性 及 需 要 … 。 」（ 教 育 部 ， 20 0 1）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教 材 教 法 實 施 辦 法 第 三 條 亦 明 定 「 學 校 實 施 身 心 障 礙 教 

育 ， 應 依 前 條 二 項 訂 定 之 課 程 綱 要 ， 擬 定 學 生 個 別 化 教 育 計 畫 進 行 

教 學 ， 且 應 彈 性 運 用 教 材 及 教 法 。 」 第 五 條 則 明 定 「 學 校 辦 理 特 殊 

教 育 得 依 學 生 之 個 別 需 要 ， 彈 性 調 整 課 程 、 科 目 （ 或 領 域 ） 及 教 學 

時 數 … 。 」（ 教 育 部 ， 1 99 9） 上 述 法 源 依 據 ， 賦 予 了 學 校 辦 理 特 殊 教 

育 教 學 彈 性 空 間 ； 特 教 教 師 因 應 學 生 個 別 差 異 及 需 要 ， 進 行 課 程 或 

教 學 設 計 ， 為 特 殊 教 育 一 大 特 色 （ 秦 麗 花 ， 200 2）。 特 教 老 師 需 有 一 

定 專 業 知 能 ， 調 整 修 正 或 改 變 課 程 與 教 材 教 法 （ 楊 坤 堂 ， 19 98）， 以 

滿 足 特 殊 需 求 學 生 學 習 上 真 正 需 要 。 

近 年 來「 教 師 評 鑑 」議 題 受 到 廣 泛 討 論，當 中 主 要 項 目 即 為「 教 

學 評 鑑 」，其 係 指 教 師 於 教 學 之 學 科 專 門 知 識 外，需 熟 悉 及 擅 用 各 種 

不 同 的 教 學 方 法 ， 以 激 發 學 生 學 習 潛 能 ； 國 內 學 者 張 德 銳 （ 1 99 6） 

提 出 「 發 展 性 教 師 評 鑑 系 統 」 中 ， 提 及 教 學 評 鑑 規 準 ： 1 . 導 引 學 生 

進 入 教 學 脈 絡 ， 獲 得 概 念 與 技 能 ， 並 重 建 其 知 識 系 統 ； 2 . 運 用 不 同 

的 教 學 方 法 、 教 學 媒 體 及 發 問 技 巧 來 呈 現 教 學 … 。 上 述 是 期 許 一 般 

教 師 從 事 教 學 所 應 具 備 信 念 ， 在 特 教 教 師 養 成 教 育 及 教 學 歷 程 中 ， 

更 早 已 內 化 為 課 程 設 計 之 必 備 本 領 ， 也 是 研 究 者 在 資 源 班 進 行 教 學 

所 奉 行 準 則 。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具 有 相 當 彈 性 ， 有 效 教 學 亦 多 元 。 研 究 者 擔 任 國 

中 資 源 班 國 語 文 教 學 工 作 六 年 ， 在 教 學 現 場 ， 經 常 思 索 如 何 運 用 各 

種 教 學 來 提 高 特 殊 需 求 學 生 之 學 習 興 趣 及 學 習 成 效 。「 資 訊 融 入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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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 已 被 許 多 研 究 者 認 為 ， 增 進 特 殊 需 求 學 生 學 習 之 一 適 切 且 有 效 

之 措 施 （ 孟 瑛 如 ， 20 01 ） 。 此 外 ，「 直 接 教 學 （ D i r e c t  I n s t r u c t i o n， 簡 

稱 D I ）」 亦 被 廣 泛 應 用 於 教 導 各 類 特 殊 需 求 學 生 ， 其 係 「 根 據 行 為 

分 析 理 論 ， 以 工 作 分 析 為 基 礎 ， 以 編 序 方 式 設 計 教 材 ， 並 以 系 統 化 

方 式 呈 現 教 材 之 結 構 性 教 學 」（ 盧 台 華 ， 19 86）， 提 供 適 當 範 例 與 大 

量 練 習 、 複 習 機 會 ， 讓 學 生 精 熟 重 要 概 念 ， 亦 有 許 多 實 驗 研 究 證 實 

其 教 學 成 效 。 

因 研 究 者 對 於 「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 之 長 期 教 學 興 趣 、 再 將 前 人 對 

於 「 直 接 教 學 」 之 相 關 研 究 成 果 作 一 延 伸 ， 探 討 二 教 學 究 竟 何 者 能 

讓 學 生 獲 至 較 多 學 習 成 效 ， 以 為 日 後 教 學 之 依 據 ， 此 為 本 研 究 動 機 

之 一 。

其 次 ， 資 源 班 學 生 在 知 識 保 留 能 力 上 普 遍 較 弱 ， 多 

半 教 過 即 忘 ， 此 乃 困 擾 特 教 教 師 之 一 大 問 題 （ 邵 淑 華 ， 19 96）， 直 接 

教 學 目 標 在 於 使 學 生 短 時 間 內 ， 學 習 較 多 且 保 留 較 久 （ 何 素 華 ， 

19 9 7）。 至 於 目 前 所 見 文 獻 關 於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之 研 究 ， 則 多 將 焦 點 放 

於 提 升 學 習 動 機 與 改 進 學 習 成 效 上 ， 關 於 學 習 保 留 研 究 仍 不 多 見 ， 

比 較 兩 教 學 何 者 較 能 使 學 生 學 習 獲 至 較 多 保 留 效 果 ， 為 本 研 究 動 機 

之 二 。 

再 者 ， 接 受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與 直 接 教 學 之 後 ， 學 生 對 於 何 者 教 學 

之 學 習 滿 意 度 較 佳 ， 亦 可 作 為 未 來 課 程 安 排 及 教 學 之 重 要 參 考 指 

標 ， 此 為 本 研 究 動 機 之 三 。 

綜 上 所 述 ， 運 用 本 身 專 業 素 養 ， 選 擇 適 切 教 學 ， 指 導 學 生 進 行 

有 效 學 習 以 提 升 教 學 成 效 ， 乃 身 為 特 教 教 師 所 需 投 注 心 力 之 重 要 課 

題 ， 藉 由 不 同 教 學 之 實 驗 研 究 ， 亦 可 促 進 教 師 自 我 學 習 與 成 長 ， 對 

於 實 際 從 事 教 學 有 所 助 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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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 的與問 題 

一 、 研 究 目 的 

基 於 上 述 研 究 動 機 ，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目 的 如 下 ： 

（ 一 ） 比 較 「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 與 「 直 接 教 學 」 對 資 源 班 學 生 的 國 

語 文 閱 讀 學 習 成 效 之 差 異 。 

（ 二 ） 比 較 「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 與 「 直 接 教 學 」 對 資 源 班 學 生 國 語 

文 閱 讀 學 習 保 留 效 果 之 差 異 。 

（ 三 ） 比 較 資 源 班 學 生 對 「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 與 「 直 接 教 學 」 國 語 

文 閱 讀 學 習 滿 意 度 之 差 異 。 

二 、 研 究 問 題 

根 據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目 的 ， 研 究 者 擬 提 出 以 下 

研 究 問 題 ： 

〈 一 〉「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與「 直 接 教 學 」對 資 源 班 學 生 之 閱 讀 學 習 立 

即 成 效 差 異 為 何 ？ 

• 「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 與 「 直 接 教 學 」 對 資 源 班 學 生 在 

閱 讀 學 習 之 隨 堂 成 就 測 驗 表 現 差 異 為 何 ？ 

〈 二 〉「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 與 「 直 接 教 學 」 對 資 源 班 學 生 閱 

讀 學 習 之 保 留 差 異 為 何 ？ 

• 在 保 留 階 段 中 ，「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 與 「 直 接 教 學 」 

對 資 源 班 學 生 在 國 語 文 綜 合 成 就 測 驗 表 現 之 差 異 

為 何 ？ 

〈 三 〉 資 源 班 學 生 對 「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 與 「 直 接 教 學 」 之 

國 語 文 閱 讀 學 習 滿 意 度 差 異 為 何 ？ 

• 資 源 班 學 生 在 「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滿 意 度 問 卷 調 查 」 與 

「 直 接 教 學 滿 意 度 問 卷 調 查 」 結 果 差 異 為 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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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 義 

一 、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 I n f o r m a t i o n  T e c h n o l o gy  I n t e g r a t e d  I n s t r u c t i o n ）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係 指 教 師 以 學 科 教 學 為 主 ， 輔 以 資 訊 科 技 ， 協 助 

教 學 活 動 進 行 並 提 升 教 學 效 果 ； 在 本 研 究 中 ，「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指 教 

師 實 施 國 語 文 教 學 時 ， 運 用 自 由 軟 體 M oo d l e 數 位 學 習 平 台 ， 呈 現 教 

學 內 容 及 提 供 線 上 評 量 之 教 學 方 法 。 

二 、 直 接 教 學 ( D i r e c t  I n s t r u c t i o n， 簡 稱 D I ) 

直 接 教 學 指 教 師 運 用 組 織 精 密 、 系 統 層 級 分 明 之 教 材 教 法 ， 以 

直 接 預 防 與 補 救 學 生 學 業 缺 失 〈 盧 台 華 , 1994 ； S i l b e r t , C a r n i n e  & 

S t e i n , 1 9 8 1 〉。 在 本 研 究 中 ， 直 接 教 學 用 於 資 源 班 國 語 文 閱 讀 教 學 ， 係 

依 據 直 接 教 學 模 式 之 原 理 原 則、及 參 考 廖 凰 伶 （ 20 00） 及 陳 秋 燕 （ 20 02） 

等 研 究 者 文 獻 資 料 ， 依 「 背 景 知 識 複 習 、 文 章 段 落 講 解 、 小 組 練 習 、 

個 別 隨 堂 測 驗 」 步 驟 進 行 之 教 學 。 

三 、 資 源 班 學 生 

資 源 班 學 生 為 民 國 九 十 二 年 八 月 七 日 頒 佈 之 特 殊 教 

教 育 法 施 行 細 則 第 三 條 所 稱 「 特 殊 教 育 班 」 之 其 中 一 類 別 學 生 。 其 

接 受 特 殊 教 育 之 型 態 為 資 源 式 ， 學 生 就 讀 於 常 態 班 ， 部 分 時 間 安 排 

至 資 源 班 上 課 ( 王 振 德 ， 19 99 ) ， 所 有 特 殊 需 求 學 生 皆 經 過 縣 市 特 殊 

教 育 鑑 定 輔 導 委 員 會 ， 依 據 身 

心 障 礙 鑑 定 原 則 與 基 準 入 班 。 本 研 究 所 指 之 資 源 班 學 生 ， 

係 研 究 者 任 教 之 新 竹 縣 國 中 不 分 類 身 心 障 礙 資 源 班 ， 接 受 國 語 文 教 

學 之 特 殊 需 求 學 生 三 位 。 

四 、 國 文 學 習 成 效 

國 文 學 習 成 效 係 指 實 驗 參 與 者 在 研 究 者 自 編 之 國 語 文 隨 堂 成 就 

測 驗 、 國 語 文 綜 合 成 就 測 驗 之 得 分 情 形 ， 國 語 文 隨 堂 成 就 測 驗 於 每 

進 行 完 一 種 教 學 後 實 施 ； 國 語 文 綜 合 成 就 測 驗 於 教 學 結 束 後 保 留 階 

段 實 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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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 章 為 相 關 文 獻 探 討 ， 擬 分 為 四 節 ， 第 一 節 為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之 

課 程 調 整 、 第 二 節 為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之 意 涵 及 相 關 研 究 、 第 三 節 為 直 

接 教 學 之 意 涵 及 相 關 研 究 ， 分 述 如 下 。 

第一節 身心 障礙 學生 之課程 調整 

課 程 構 成 要 素 中 ， 經 常 被 提 及 之 項 目 有 目 標 、 內 容 、 活 動 、 評 

鑑 、 另 可 再 加 上 時 間 、 空 間 、 環 境 、 學 習 材 料 及 資 源 、 學 生 組 織 與 

教 學 策 略 等 （ 王 文 科 ， 1 99 1； 黃 政 傑 ， 1 9 9 3） 。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之 課 程 

調 整 ， 涵 蓋 了 學 者 所 提 之 課 程 要 素 ， 如 目 標 、 內 容 、 評 鑑 、 環 境 、 

學 生 行 為 、 學 習 教 材 、 學 習 時 間 等 。 國 外 學 者 H oo ve r 與 P a t t o n（ 19 97） 

將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課 程 調 整 ， 分 為 課 程 內 容 、 教 學 策 略 、 教 學 環 境 、 

學 生 行 為 等 四 項 （ 引 自 蔣 明 珊 ， 2 00 1 ）， 依 該 四 項 並 參 考 學 者 之 研 究 

文 獻 ， 分 述 如 下 ： 

一 、 課 程 內 容 

課 程 內 容 之 調 整 項 目 及 方 式，國 外 學 者 B i g ge 等 人 ( 1 99 9 ) 提 出 四 種 

課 程 內 容 選 擇 形 式 ： 

1 . 未 經 調 整 之 普 通 教 育 課 程 （ G e ne r a l e du c a t i o n c u r r i c u l u m  w i t h o u t 

m od i f i c a t i o n s ） ： 包 括 傳 統 上 由 學 科 組 成 之 核 心 課 程 ， 選 修 課 程 

（ 如 會 計 、 戲 劇 ） ， 基 本 學 業 技 能 課 程 （ 如 閱 讀 、 寫 作 ） ， 及 

跨 學 科 課 程 等 。 

2 . 經 調 整 之 普 通 教 育 課 程 （ G e ne r a l e d u c a t i o n c u r r i c u l um  w i t h 

m od i f i c a t i o n s ）： 調 整 或 修 改 所 影 響 層 面 可 包 括 ：（ 1 ） 作 業 複 雜 

度 （ 例 如 讓 學 生 依 其 閱 讀 水 準 而 非 年 級 水 準 寫 作 業 ） （ 2） 作 業 

要 求 型 式 （ 例 如 讓 學 生 以 口 頭 代 替 書 寫 報 告 ） （ 3） 使 用 策 略 使 

學 生 能 參 與 並 精 熟 作 業 （ 例 如 教 導 學 習 策 略 及 研 究 技 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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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生 活 技 能 課 程 （ L i f e s k i l l s c u r r i c u l u m ） ： 此 類 課 程 包 括 功 能 性 學 

業 技 能 （ 如 閱 讀 食 譜 ， 平 衡 個 人 收 支 ） 、 日 常 及 社 區 生 活 技 能 

（ 如 個 人 清 潔 、 編 列 預 算 ） 、 與 轉 銜 技 能 （ 如 從 中 學 到 高 中 轉 

銜 ） 。 對 一 些 特 殊 需 求 學 生 而 言 ， 尚 需 特 殊 且 系 統 性 教 學 以 精 

熟 此 類 技 能 。 

4 . 調 整 溝 通 與 表 現 行 為 之 課 程 （ C u r r i c u l m i n m o d i f i e d 

m e a n s  o f c om m un i c a t i o n  a n d p e r f o r m a n c e ）： 此 類 課 程 源 自 學 生 對 

於 溝 通 與 表 現 之 特 殊 需 求 ， 如 科 技 輔 具 

使 用 、 成 就 表 現 之 調 整 方 式 等 （ 如 表 達 請 求 時 以 手 勢 代 替 文 

字 ） 。 

在 身 心 障 礙 課 程 調 整 方 式 上，S w i t l i c k 與 S t on e ( 19 92 ) 提 出 建 議 如 

下 （ S w i t l i c k， 19 96 ） ： 

（ 1 ） 調 適 （ A c c om m o d a t i o n s ） ： 指 修 改 教 學 方 法 或 學 生 表 現 方 式 ， 

但 不 明 顯 改 變 課 程 內 容 或 概 念 困 難 度 。 如 以 口 語 代 替 書 寫 。 

（ 2 ） 調 整 （ A da p t a t i o n s ） ： 指 修 改 教 學 方 法 或 學 生 表 現 方 式 ， 且 改 

變 課 程 內 容 或 概 念 困 難 度 。 如 使 用 計 算 機 完 成 數 學 作 業 。 

（ 3 ） 平 行 教 學 （ P a r a l l e l  I n s t r u c t i o n ） ： 指 修 改 教 學 方 法 或 學 生 表 現 

方 式 ， 其 中 不 改 變 內 容 ， 但 明 顯 改 變 課 程 概 念 難 度 。 如 其 他 學 

生 用 口 語 閱 讀 報 紙 和 回 答 問 題 ， 特 殊 需 求 學 生 只 要 口 頭 回 答 ， 

其 所 記 得 從 別 人 那 聽 到 之 三 件 事 即 可 。 

（ 4 ） 重 疊 教 學 （ O ve r l a pp i n g  I n s t r u c t i o n ） ： 指 當 所 有 學 生 共 同 參 與 

活 動 時 ， 修 改 對 學 生 表 現 之 期 望 或 教 學 方 式 ， 同 時 ， 改 變 課 程 

內 容 和 概 念 難 度 。 如 學 生 們 正 在 

作 一 個 六 人 小 組 的 化 學 實 驗 ， 這 名 學 生 則 負 責 確 定 每 個 人 有 試 

管 及 作 業 單 。 

總 而 言 之 ，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之 課 程 ， 係 依 其 特 殊 需 求 之 類 別 與 程 

度 不 同 ， 選 擇 不 同 之 課 程 內 容 及 學 習 方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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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教 學 策 略 

教 學 策 略 之 運 用 ， 國 內 外 亦 有 許 多 研 究 者 提 出 看 法 ， 

K oc hha r , W e s t 與 T a ym a n s （ 2 00 0 ） 認 為 有 效 教 學 策 略 包 括 ： （ 1） 以 工 

作 分 析 將 教 學 目 標 分 成 較 小 單 位 （ 2 ） 配 合 學 生 學 習 風 格 教 導 學 習 策 

略 （ 3 ） 隨 機 教 學 （ 4） 合 作 學 習 （ 5 ） 利 用 特 殊 教 材 或 電 腦 進 行 一 對 

一 教 學 （ 6 ） 運 用 同 儕 教 學 （ 7） 利 用 視 覺 性 圖 表 增 進 學 生 學 習 （ 8） 

調 整 評 量 方 式 ， 如 真 實 評 量 取 代 傳 統 標 準 化 測 驗 及 紙 筆 測 驗 。 

國 內 對 於 教 學 策 略 調 整 之 相 關 研 究 ， 有 不 少 研 究 實 驗 呈 現 良 好 

成 果 ， 如 林 雅 芳 （ 20 01） 運 用 合 作 學 習 策 略 ， 對 於 普 通 班 聽 障 生 進 行 

教 學 ， 結 果 對 其 人 際 互 動 與 上 課 情 形 有 所 改 善 。 陳 淑 惠 （ 20 02） 對 國 

中 啟 智 班 三 位 中 重 度 智 能 障 礙 學 生 進 行 電 腦 輔 助 教 學 策 略 ， 具 良 好 

成 效 ； 鄧 秀 芸 （ 2 00 1） 及 裘 素 菊 （ 20 04 ） 所 做 研 究 亦 有 相 似 結 果 。 廖 

淑 戎（ 2 00 4 ）以 國 立 林 口 啟 智 學 校 國 中 部 三 位 中 度 智 能 障 礙 學 生 為 實 

驗 參 與 者，運 用 漸 進 時 間 延 宕 ( P T D ) 與 固 定 時 間 延 宕 ( C T D ) 二 種 教 學 策 

略 調 整 進 行 教 學 ， 其 兩 種 教 學 策 略 都 能 使 實 驗 參 與 者 產 生 學 習 效 

果 ， 且 達 到 正 向 且 滿 意 結 果 。 朱 淑 芬 （ 20 04） 以 任 教 資 源 班 級 之 六 年 

級 學 生 為 實 驗 參 與 者 ， 運 用 多 元 智 能 理 念 融 入 國 語 科 之 教 學 ， 結 果 

學 生 

之 自 我 態 度 具 正 面 提 昇 。 

三 、 教 學 環 境 

在 教 學 環 境 調 整 方 面 ， H oove r 與 P a t t o n （ 1 9 97 ） 認 為 可 考 慮 下 列 

六 項 ： （ 1） 座 位 安 排 和 個 人 閱 讀 座 位 使 用 、 （ 2） 在 班 級 中 組 織 不 同 

學 習 區 域 、 （ 3） 小 組 安 排 、 （ 4） 組 織 不 同 形 式 教 學 、 （ 5） 根 據 學 

習 經 驗 彈 性 分 組 、 （ 6） 營 造 有 助 正 向 學 習 、 有 價 值 之 作 業 時 間 和 有 

效 互 動 之 班 級 氣 氛 。 

K oc hha r 等 則 提 出 ：（ 1 ） 創 造 一 個 沒 有 障 礙 之 班 級 情 境 ， 包 括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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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室 、 資 源 區 、 科 技 或 學 習 實 驗 室 ； （ 2） 調 整 分 組 方 式 ； （ 3） 調 整 

座 位 安 排 使 肢 體 及 視 覺 障 礙 學 生 行 動 方 便 或 無 視 覺 阻 礙 ； （ 4） 重 新 

安 排 或 放 大 教 室 中 與 視 覺 有 關 工 具 、 材 料 或 資 源 ； （ 5） 對 有 溝 通 困 

難 之 學 生 使 用 視 聽 媒 體 或 其 它 溝 通 器 材 ； （ 6） 重 新 安 排 教 室 及 學 校 

建 築 、 出 口 設 計 。 

綜 上 所 述 ， 教 學 環 境 之 設 計 ， 應 著 重 在 提 供 適 性 且 無 障 礙 之 使 

用 空 間 ， 以 協 助 學 生 在 其 中 建 立 正 向 學 習 及 愉 快 互 動 之 學 習 氣 氛 。 

四 、 學 生 行 為 

在 學 生 行 為 調 整 策 略 方 面 ， 鈕 文 英 ( 20 0 1 ) ， o ove r - D e m ps e y , K . V . 

與 B a s s l e r 等 人 ( 1 98 7 )， B a uw e n s 與 K o r i n e k ( 1 9 9 3 )， H o ove r 與 P a t t o n ( 19 97 ) 

等 對 促 進 學 生 正 向 行 為 之 教 學 策 略 建 議 ， 包 括 以 下 幾 點 ： 1. 獎 勵 預 期 

行 為 而 非 著 重 在 注 意 不 適 當 行 為 或 持 續 提 醒 不 適 當 行 為；2. 變 化 增 強 

物 ； 3 . 保 持 學 生 對 日 常 學 習 活 動 興 趣 、 參 與 及 成 功 ； 4 . 在 單 元 中 整 合 

身 體 活 動 ； 5 . 在 學 生 互 動 中 示 範 組 織 與 尊 重 ； 6 . 設 計 活 動 、 媒 體 或 特 

殊 興 趣；7. 利 用 手 勢 而 非 打 斷 學 生 或 使 學 生 困 窘 之 方 式 來 暗 示 適 當 行 

為 ； 8. 運 用 接 近 之 控 制 方 式 ， 在 學 生 感 到 挫 折 之 前 即 給 予 協 助 或 靠 近 

學 生 座 位 ， 以 監 視 學 生 工 作 情 形 ； 9. 提 供 學 生 關 於 作 業 、 行 為 、 工 作 

等 自 我 評 量 檢 核 表 以 協 助 學 生 獨 立 及 自 我 評 鑑 ； 10 . 讓 學 生 計 算 目 標 

行 為 達 成 程 度 ， 並 定 期 討 論 進 步 情 形 ； 11 . 教 導 學 校 生 存 技 能 ， 包 括 

行 為 自 我 控 制 與 管 理 、 配 合 教 師 教 學 之 行 為 （ 如 眼 神 接 觸 、 反 應 、 

遵 守 規 則 ） 、 表 現 教 室 適 宜 行 為 等 ； 12 . 教 導 學 生 為 自 己 行 為 負 責 ； 

13 . 教 導 學 生 準 時 繳 交 作 業 及 完 成 作 業 之 方 式 ； 14 . 能 應 用 教 師 所 教 導 

之 學 習 策 略 與 讀 書 方 法 ； 15 . 運 用 示 範 或 模 仿 、 行 為 塑 造 、 連 鎖 、 提 

示 、 行 為 演 練 、 回 饋 、 褪 除 、 行 為 契 約 法 、 系 統 減 敏 感 法 、 肌 肉 鬆 

弛 法 等 行 為 訓 練 策 略 ， 以 支 持 學 生 產 生 正 向 行 為 （ 蔣 明 珊 ， 2 0 0 2 ） 。 

綜 上 所 述 ， 教 師 在 教 學 中 應 善 用 各 種 促 進 學 生 正 向 行 為 之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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略 ， 以 提 高 其 學 習 動 機 與 興 趣 、 建 立 與 同 儕 合 作 互 動 之 行 為 、 及 協 

助 其 順 利 達 成 教 師 所 設 定 之 目 標 行 為 。 

第二節 資訊融入 教學 之意涵 及相 關研 究 

壹 、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之 意 涵 

「 資 訊 科 技 融 入 教 學 」 是 九 年 一 貫 課 程 中 所 劃 分 六 大 議 題 之 

一 ， 並 未 單 獨 設 科 ， 而 採 融 入 各 學 科 方 式 ， 依 據 教 育 部 所 頒 布 九 年 

一 貫 新 課 程 精 神 ， 各 學 習 領 域 應 使 用 資 訊 科 技 為 輔 助 學 習 工 具 ， 以 

擴 展 各 領 域 學 習 並 提 升 學 生 解 決 問 題 能 力 。 因 此 教 師 必 須 適 時 將 資 

訊 科 技 融 入 於 各 領 域 教 學 ， 並 轉 化 成 為 具 體 可 行 之 教 學 活 動 ， 以 期 

提 高 教 師 教 學 效 率 與 學 生 學 習 品 質 。 對 於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之 意 涵 ， 就 

相 關 文 獻 探 討 整 理 如 下 ： 

王 全 世 ( 20 00 ) 認 為 資 訊 科 技 融 入 教 學 ， 就 是 將 資 訊 科 技 融 入 於 

課 程 、 教 材 與 教 學 中 ， 讓 資 訊 科 技 成 為 師 生 一 項 不 可 或 缺 之 教 學 工 

具 與 學 習 工 具 ， 使 資 訊 科 技 成 為 在 教 室 中 日 常 教 學 活 動 之 一 部 分 ， 

並 且 能 延 伸 將 資 訊 科 技 視 為 一 個 方 法 ( m e t ho d ) 或 一 種 程 序 

( p r o c e s s ) ， 在 任 何 時 間 任 何 地 點 來 尋 找 問 題 解 答 。 

張 國 恩 ( 19 99 ) 亦 提 到 電 腦 融 入 教 學 之 意 義 ， 其 係 指 教 師 運 用 電 

腦 科 技 於 課 堂 與 課 後 活 動 上 ， 以 培 養 學 生 運 用 

科 技 與 資 訊 的 能 力 和 主 動 探 索 與 研 究 精 神 ， 讓 學 生 能 獨 立 思 考 與 解 

決 問 題 ， 並 完 成 生 涯 規 劃 與 終 身 學 習 。 

從 資 訊 科 技 融 入 教 學 意 義 和 內 涵 中 可 了 解 資 訊 科 技 融 入 教 學 目 

的 有 ( 王 全 世 ， 2 00 0 ) ： ( 1 ) 培 養 學 生 資 訊 素 養 ； ( 2 ) 培 養 學 生 運 用 科 

技 與 資 訊 能 力 ； ( 3 ) 提 升 教 學 品 質 與 學 習 成 效 。 

身 為 一 位 教 師 ， 除 了 著 重 資 訊 科 技 運 用 能 力 外 ， 教 學 應 用 能 力 

更 為 重 要 ， 本 研 究 參 考 相 關 研 究 文 獻 ， 對 資 訊 融 入 資 源 班 教 學 之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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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 訂 定 如 下 ： 「 資 源 班 教 師 於 既 有 之 資 訊 環 境 下 ， 運 用 資 訊 科 技 相 

關 設 備 協 助 教 學 準 備 、 配 合 教 學 活 動 ， 以 提 升 特 殊 需 求 學 生 之 學 習 

成 效 ， 進 而 達 成 教 學 目 標 之 教 學 方 式 。 」 

貳 、 資 訊 融 入 特 殊 教 育 

鐘 樹 椽 ( 19 95 ) 指 出 電 腦 在 特 殊 教 育 上 可 應 用 在 下 列 四 個 領 域 ： 1 . 

當 增 強 動 機 用 ： 許 多 教 學 軟 體 都 具 有 遊 戲 導 向 ， 可 提 升 特 殊 兒 童 對 

學 習 內 容 產 生 興 趣 ， 進 而 提 昇 上 課 專 注 力 ， 也 有 教 師 將 使 用 電 腦 機 

會 作 為 正 增 強 物 。 2. 當 個 人 輔 具 用 ： 電 腦 可 被 當 成 教 學 者 或 學 生 個 人 

輔 助 工 具 。 在 學 生 方 面 ， 可 用 來 打 字 、 畫 圖 、 計 算 、 溝 通 、 找 資 料 

等 ， 視 障 生 可 透 過 電 腦 將 畫 面 資 料 轉 譯 成 聲 音 ， 肢 障 生 可 以 透 過 電 

腦 將 自 己 無 法 表 達 之 意 念 以 聲 音 或 文 字 表 達 出 來 。 在 教 師 方 面 ， 可 

使 用 電 腦 來 編 製 教 學 講 義 、 紙 筆 測 驗 、 製 作 投 影 片 、 多 媒 體 教 具 、 

計 算 學 生 成 績 或 其 他 教 學 輔 助 器 材 。 3. 當 教 學 工 具 用 ， 即 電 腦 輔 助 教 

學 ( C A I ) 。 4 . 當 教 學 管 理 用 ： 電 腦 管 理 教 學 ( C om pu t e r M a n a ge d 

I n s t r u c t i o n ， 簡 稱 C M I ) 乃 是 用 電 腦 管 理 有 關 兒 童 學 習 表 現 及 學 習 資 

料 ， 以 隨 時 提 供 學 生 所 需 內 容 及 控 制 學 生 個 別 學 習 進 度 。 例 如 使 用 

個 別 化 教 育 計 畫 ( I nd i v i du a l i z e d  E d uc a t i o n  P r og r a m， 簡 稱 I E P ) 電 腦 軟 

體 ， 可 以 協 助 教 師 擬 定 並 管 理 學 生 個 別 化 教 育 計 畫 。 

朱 經 明 ( 19 99 ) 將 多 媒 體 科 技 運 用 在 特 殊 學 生 情 形 ， 

分 為 四 方 面 探 討 ： 1 . 超 媒 體 與 閱 讀 障 礙 ： 超 媒 體 ( h ype r m e d i a ) 能 提 

供 字 義 、 字 音 、 圖 畫 、 動 畫 、 影 像 、 摘 要 、 心 理 圖 像 等 幫 助 閱 讀 障 

礙 學 生 。 2. 電 腦 語 音 科 技 與 寫 作 障 礙 ： 電 腦 語 音 合 成 、 語 音 辨 識 、 大 

綱 及 語 意 圖 網 軟 體 對 書 寫 障 礙 者 有 所 幫 助 ， H i gg n s 、 B oo ne 與 L o v i t t 

（ 19 9 6）研 究 發 現 使 用 語 音 辨 識 技 術 作 文 之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 作 文 可 獲 

得 較 高 分 數 。 3. 影 像 科 技 與 聽 覺 障 礙 ： 結 合 手 語 影 像 、 圖 畫 、 動 畫 等 

加 強 聽 障 兒 童 對 文 字 了 解 。 4. 虛 擬 實 境 ： 適 合 經 驗 學 習 ， 將 學 習 過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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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抽 象 文 字 理 解 轉 移 為 具 體 經 驗 學 習 。 此 為 多 媒 體 應 用 之 極 致 。 

Z o r f a s s ( 19 94 ) 舉 出 應 用 科 技 在 課 程 中 加 強 、 加 深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學 習 例 子 。 例 如 ： 幫 助 學 生 使 用 認 知 組 織 工 具 ， 如 I n s p r a t i o n 軟 體 ， 

將 學 生 想 法 提 供 視 覺 呈 現 。 對 於 有 讀 寫 問 題 之 學 生 ， 他 利 用 不 同 形 

式 ( 媒 體 、 圖 畫 書 、 攝 影 集 、 訪 談 等 ) ， 提 供 學 生 各 種 機 會 接 觸 資 訊 ； 

S e a r c h  O r g a n i z e r 軟 體 ， 對 於 處 理 資 訊 和 組 織 研 究 報 告 ， 提 供 具 體 提 

示 架 構 。 

M a c A r t hu r 、 F e r r e t t i 、 O ko l o 與 C a va l i e r ( 200 1 ) 檢 視 近 十 五 年 來 ， 

使 用 科 技 來 協 助 輕 度 障 礙 學 生 發 展 讀 寫 能 力 之 研 究 ， 歸 納 出 三 點 科 

技 協 助 形 式 ： 1 . 利 用 語 音 回 饋 幫 助 音 素 覺 識 和 解 碼 技 巧 。 2 . 電 子 書 形 

式 加 強 閱 讀 理 解 。 3 . 支 持 寫 作 之 各 種 工 具 。 

綜 合 上 述 學 者 觀 點 ， 當 為 特 殊 需 求 學 生 規 劃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活 動 

時，必 須 考 慮 如 何 將 學 習 內 容 結 構 化，及 如 何 給 予 學 生 引 導 與 協 助 。 

教 師 可 根 據 個 別 學 生 之 特 殊 需 求 ， 適 時 以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 以 彌 補 傳 

統 教 學 在 協 助 特 殊 需 求 學 生 上 所 可 能 產 生 之 限 制 。 

本 研 究 之 資 訊 融 入 特 殊 教 育 之 研 究，為 使 用 M oo d l e 數 位 學 習 平 台 

呈 現 國 語 文 教 材 ， 讓 實 驗 參 與 者 進 行 線 上 課 程 學 習 ， 並 進 行 線 上 測 

驗 ， 藉 以 了 解 其 使 用 此 一 學 習 管 道 之 成 效 為 何 。 

參 、 M oo d l e 數 位 學 習 平 台 

M ood l e 是 M o du l a r  O b j e c t  O r i e n t e d  D y na m i c  L e a r n i n g  E n v i r onm e n t 的 

縮 寫 ， 意 即 模 組 化 物 件 取 向 的 動 態 學 習 環 境 ， 係 由 M a r t i n  D o u g i a m a s 

所 建 立 的 ， 以 I n t e r n e t 為 基 礎 的 一 套 免 費 課 程 教 學 套 裝 軟 體 ， 採 用 社 

會 建 構 主 義 教 學 ( S oc i a l  C o n s t r u c t i v i s m  P e da g og y ) 做 為 系 統 理 論 依 

據 ( 江 世 勇 ， 20 04 ) 。 

M oo d l e 的 主 要 功 能 架 構 表 可 以 看 出 其 大 略 分 為 三 大 主 體 ， 見 圖 

2 - 1 ， 分 別 說 明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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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網 站 管 理 

• 使 用 者 可 以 依 所 需 ， 加 上 不 一 樣 的 教 學 功 能 項 目 。 

• 使 用 者 依 自 己 喜 好 設 定 網 頁 樣 式 。 

• 使 用 者 可 依 照 所 需 顯 示 不 同 功 能 區 塊 項 目 。 

• 使 用 者 可 使 用 系 統 設 定 網 頁 呈 現 語 系 。 

二 、 學 習 管 理 

• 管 理 使 用 者 及 任 課 教 師 之 認 證 及 分 組 方 式 。 

• 檢 視 學 習 者 成 績 及 學 習 活 動 紀 錄 。 

• 對 學 習 者 發 佈 問 卷 或 投 票 。 

• 一 個 M o od l e 網 站 可 有 多 個 課 程 ， 所 以 有 課 程 管 理 

機 制 ， 教 學 者 可 以 安 裝 既 有 的 課 程 封 包 ， 解 開 即 按 

其 設 定 的 單 元 或 週 數 呈 現 在 課 程 主 頁 ， 刪 除 或 增 加 

都 非 常 容 易 ， 當 安 裝 課 程 數 量 龐 大 時 ， 也 可 依 類 別 

或 關 鍵 字 找 尋 課 程 。 

三 、 課 程 設 計 

針 對 每 一 個 課 程 ， 都 有 以 下 的 教 學 模 組 可 利 用 ： 1 . 

作 業 。 2. 聊 天 室 。 3. 意 見 調 查 。 4. 討 論 區 。 5. 辭 彙 。 6 . 心 得 報 

告 。 7 . 標 籤 。 8 . 課 程 。 9 . 測 驗 。 10 . 線 上 資 源 。 1 1 . 問 卷 。 1 2 . 

專 題 討 論 。 1 3 . S c o r m 課 程 安 裝 。 14 . W i k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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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  Moo d le的 主 要 功 能 架 構 表 

本 研 究 於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設 計 部 分，即 利 用 M oo d l e 提 供 線 上 閱 讀 

文 章 資 源 、 進 行 隨 堂 及 綜 合 成 就 測 驗 卷 ， 並 進 行 課 程 結 束 後 之 滿 意 

度 回 饋 單 等 項 目 。 見 圖 2 - 2 M o od l e 學 習 平 台 頁 面 。 

圖  2  2  Moo d le 學 習 平 台 頁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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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 小 結 

由 文 獻 探 討 可 知 ， 透 過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之 各 種 方 式 ， 確 實 可 增 進 

一 般 學 生 及 特 殊 需 求 學 生 之 學 習 效 果 ， 教 師 需 熟 悉 資 訊 科 技 使 用 方 

法 並 於 教 學 中 適 時 運 用 ， 利 用 資 訊 科 技 多 元 特 性 ， 更 可 完 整 清 楚 掌 

握 學 生 學 習 情 況 ， 教 學 將 更 順 利 而 具 成 效 。 

第三節 直接教 學之意 涵及 其相 關研究 

壹 、 直 接 教 學 （ D i r e c t  I n s t r u c t i o n  M o de l ） 意 涵 

直 接 教 學 源 自 於 E nge l m a nn 和 B e c ke r 於 1966 年 所 發 展 出 來 之 直 接 

教 學 （ d i r e c t  i n s t r u c t i o n ） ， 其 擁 護 者 為 了 將 「 直 接 教 學 」 （ D i r e c t 

I n s t r u c t i o n  M od e l ） 與 傳 統 之 直 接 教 學 （ d i r e c t  i n s t r u c t i o n） 作 區 分 ， 

故 以 大 寫 D I 來 表 示 。 而 D I 與 d i 最 大 差 別 在 於 d i 雖 也 強 調 教 學 技 巧 ， 但 

卻 很 少 注 意 到 教 學 內 容 之 安 排 ； 而 D I 不 僅 強 調 教 師 行 為 與 教 室 組 

織 ， 且 更 重 視 課 程 與 教 材 之 構 成 與 分 析 以 符 合 學 生 學 習 之 特 性 

（ G e r s t e n , W o odw a r d & D a r c h , 1 986 ） 。 本 研 究 所 採 用 之 直 接 教 學 ， 即 

是 參 考 D I 模 式 。 

R os e n s h i n e （ 19 79 ） 認 為 D I 為 使 閱 讀 與 數 學 有 所 進 步 而 安 排 之 活 

動 、 及 安 排 此 活 動 之 設 施 ， 以 三 方 面 說 明 D I 定 義 ： 1. 指 一 些 有 關 促 成 

閱 讀 與 數 學 之 指 導 性 活 動 ， 以 及 促 發 這 些 活 動 情 境 。 2 . 指 針 對 學 業 

上 ， 由 教 師 引 導 之 班 級 ， 使 用 有 程 序 、 有 結 構 之 資 料 。 3. 指 對 學 生 而 

言 ， 教 學 活 動 目 標 清 楚 ， 教 學 時 間 分 配 連 續 且 充 足 ， 內 容 範 圍 雖 廣 

但 屬 於 較 低 認 知 層 次 ， 學 生 容 易 產 生 正 確 反 應 ， 其 表 現 被 監 控 ， 其 

學 業 導 向 明 確 ， 反 應 被 立 即 回 饋 。 B e nde r（ 1 9 9 6） 認 為 D I 是 一 系 列 以 

行 為 為 導 向 之 教 學 步 驟 ， 其 意 義 端 視 使 用 者 而 定 。 一 般 而 言 ， 係 指 

教 師 為 引 導 學 生 之 高 學 習 成 就 所 使 用 之 教 師 行 為 。 此 教 師 行 為 包 

括 ： 教 師 直 接 引 導 教 學 、 監 控 特 定 學 習 目 標 之 學 習 成 果 、 要 求 學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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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學 習 之 成 果 、 對 學 生 錯 誤 給 予 回 饋 ， 且 在 學 生 達 到 精 熟 標 準 後 才 

進 入 下 一 單 元 等 。 

S t e i n , C a r n i n e 與 D i x o n（ 1 9 9 8）認 為 D I 係 指 一 種 十 分 清 楚 之 教 學 系 

統 ， 用 清 晰 之 課 程 設 計 、 教 室 組 織 與 管 理 整 合 為 有 效 之 教 學 實 施 ， 

不 僅 可 仔 細 地 監 控 學 生 進 步 情 形 ， 同 時 也 擴 展 了 教 師 之 專 業 發 展 。 

盧 台 華 （ 1 99 2） 認 為 D I 是 一 種 「 教 師 應 用 組 織 精 密 、 系 統 層 次 分 

明 的 教 材 與 教 法 ， 直 接 預 防 與 補 救 學 生 學 業 及 其 他 技 能 缺 失 之 教 學 

模 式 」。 陳 政 見 （ 200 0） 認 為 D I 是 以 老 師 為 中 心 主 體 的 教 學 模 式 ， 學 

生 和 老 師 之 間 直 接 互 動 ， 教 師 在 教 學 前 、 教 學 中 及 教 學 後 均 需 考 慮 

學 生 情 形 以 安 排 適 當 教 學 與 補 救 ， 提 昇 學 生 學 習 動 機 與 成 就 ， 教 師 

對 學 生 學 習 須 負 完 全 責 任 。 

綜 上 所 述 ， 直 接 教 學 包 含 了 許 多 教 學 理 論 及 教 學 精 髓 ， 是 根 據 

應 用 行 為 分 析 理 論 而 來 ， 以 工 作 分 析 為 基 礎 ， 用 編 序 方 式 設 計 教 材 ， 

並 以 系 統 化 方 式 來 呈 現 教 材 之 一 種 強 調 面 對 面 教 學 、 教 學 過 程 與 學 

習 成 果 分 析 之 高 度 結 構 性 教 學 。 

貳 、 直 接 教 學 與 特 殊 教 育 

直 接 教 學 歷 經 了 十 幾 年 實 驗 與 發 展 ， 在 世 界 各 地 普 遍 證 實 其 適 

用 於 一 般 兒 童 及 各 類 特 殊 需 求 兒 童 ， 大 部 分 研 究 均 證 明 其 教 學 效 果 

良 好 。 有 些 研 究 探 討 直 接 教 學 對 於 學 生 學 習 態 度 （ D a r c h , 1 9 83 ） ， 

以 及 學 生 與 教 師 對 直 接 教 學 模 式 滿 意 度 （ M ood i e & H oe n , 1 9 7 2 ； 

D i p a s a l e g n e & O g l e t r e e , 1 9 76 ） 。 這 些 研 究 均 證 明 直 接 教 學 之 正 面 效 

果 ， 另 外 還 有 一 些 研 究 亦 發 現 在 之 後 幾 年 追 蹤 調 查 結 果 ， 接 受 直 接 

教 學 之 表 現 仍 高 於 對 照 組 （ D a r c h , 1 9 87； S t a l l i n g s , 1 98 7； 盧 台 華 ， 

19 9 2） ， 顯 示 直 接 教 學 具 有 長 期 保 留 效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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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 研 究 旨 在 探 討 國 中 資 源 班 學 生 之 國 語 文 教 學 ， 以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與 直 接 教 學 ， 對 於 其 學 習 成 效 比 較 結 果 為 何 。 本 章 分 為 五 節 ， 包 

括 研 究 設 計 、 實 驗 參 與 者 、 研 究 工 具 、 實 驗 材 料 、 研 究 步 驟 ， 分 述 

如 後 。 

第一節 研究設計 

一 、 研 究 設 計 

本 研 究 架 構 如 圖 3 - 2， 係 採 單 一 受 試 實 驗 研 究 法 設 計 模 式 中 ， 比 

較 介 入 之 交 替 處 理 設 計 ( A l t e r n a t i n g  T r e a t m e n t s  D e s i gn s， 簡 稱 為 A T D ) 

進 行 研 究 （ 杜 正 治 ， 20 06），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與 直 接 教 學 一 般 皆 有 正 面 

效 果 ， 但 何 種 教 學 效 果 較 好 ， 為 本 研 究 所 欲 探 討 目 標 。 採 用 交 替 處 

理 設 計 ， 可 容 許 研 究 者 比 較 兩 種 或 更 多 種 介 入 之 效 果 （ 杜 正 治 ， 

19 9 4） 。 本 研 究 設 計 模 式 如 圖 3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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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替 處 理 階 段 保 留 階 段 
B  C 

甲  |            |           | 
B1和 B2  C1和 C2 

乙  |            |           | 
B1和 B2  C1和 C2 

丙  |            |           | 
B1和 B2  C1和 C2 

說 明 ： 

一 、 交 替 處 理 階 段 ： （ 第 一 ~第 五 週 ） 
B1為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 B2為 直 接 教 學 ， 兩 個 方 法 在 同 一 天 兩 節 

課 交 替 進 行 ， 每 個 教 學 進 行 時 間 為 十 五 分 鐘 ， 每 次 教 學 結 束 後 

即 進 行 當 次 隨 堂 成 就 測 驗 ， 評 量 實 驗 參 與 者 接 受 不 同 教 學 後 之 

學 習 成 效 ， 下 次 教 學 時 間 兩 種 教 學 實 施 順 序 互 換 ， 此 階 段 進 行 

隨 堂 成 就 測 驗 各 十 一 次 。 

二 、 保 留 階 段 ： （ 第 七 週 ） 
C1為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 C2為 直 接 教 學 ， 保 留 階 段 不 進 行 任 何 教 

學 ， 僅 以 國 語 文 綜 合 成 就 測 驗 了 解 實 驗 參 與 者 學 習 保 留 狀 況 。 

測 驗 次 數 為 三 次 ， 測 驗 範 圍 為 交 替 處 理 階 段 教 學 內 容 ， 並 於 交 

替 處 理 階 段 結 束 後 的 第 二 週 實 施 。 

圖 3  1  研 究 設 計 模 式 

二 、 研 究 架 構 

自 變 項 實 驗參 與者 依 變項 

圖  3  2 研 究 架 構 

一、資訊 融入教 學 

二、直 接教 學 

國中 資源 班 

特殊 需求學 生 

三名 

一、閱 讀學 習立 即效果 

二、閱 讀學 習保 留效果 

三、學 習滿 意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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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自 變 項 ： 

本 研 究 以 「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 及 「 直 接 教 學 」 為 自 變 項 ， 觀 察 在 

不 同 實 驗 教 學 下 ， 資 源 班 學 生 學 習 國 語 文 表 現 之 成 效 影 響 。 

（ 二 ） 依 變 項 ： 

本 研 究 擬 探 討 之 依 變 項 如 下 ： 

1 . 實 驗 參 與 者 之 國 語 文 閱 讀 學 習 立 即 效 果 

本 研 究 之 國 語 文 閱 讀 學 習 成 效 為 詞 彙 及 理 解 能 力 。 此 一 變 項 資 

料 之 收 集 ， 在 於 實 驗 參 與 者 隨 堂 成 就 測 驗 答 題 正 確 率 為 何 ， 正 確 率 

愈 高 表 示 其 閱 讀 學 習 成 效 愈 佳 。 

2 . 實 驗 參 與 者 之 國 語 文 閱 讀 學 習 保 留 效 果 

本 研 究 之 國 語 文 閱 讀 學 習 保 留 結 果 為 教 學 實 驗 之 保 留 階 段 ， 所 

進 行 之 國 語 文 閱 讀 學 習 答 題 正 確 率 為 何 ， 正 確 率 愈 高 表 示 國 語 文 學 

習 保 留 結 果 愈 佳 。 

3 . 實 驗 參 與 者 之 國 語 文 學 習 滿 意 度 與 態 度 變 項 

本 研 究 之 國 語 文 學 習 滿 意 度 與 態 度 變 項，係 指 實 驗 參 與 者 在「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 直 接 教 學 」之 學 習 滿 意 度 與 態 度 調 查 問 卷 填 答 結 果 ， 

填 答 分 數 越 高 ， 表 示 其 對 於 該 一 教 學 學 習 滿 意 度 與 態 度 愈 佳 。 

（ 三 ） 控 制 變 項 

1 . 教 學 者 ： 由 研 究 者 擔 任 ， 從 事 國 中 資 源 班 實 務 工 作 六 年 ， 目 前 任 教 

資 源 班 國 語 文 課 程 。 

2 . 教 學 時 間 與 情 境 ： 每 週 於 早 自 修 及 國 文 課 實 施 計 二 日 ， 是 日 二 種 教 

學 交 替 一 次 ， 每 次 於 研 究 者 教 學 之 資 源 教 室 進 行 。 

3 . 教 學 程 序：採 交 替 教 學 方 式 進 行，資 訊 融 入 教 學 之 進 行，係 採 M o od l e 

學 習 平 台 進 行 線 上 教 學 及 隨 堂 成 就 測 驗 、 直 接 教 學 則 依 照 「 背 景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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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 複 習 — 文 章 段 落 講 解 — 小 組 練 習 — 個 別 隨 堂 成 就 測 驗 」 方 式 進 

行 。 兩 種 教 學 次 序 需 與 上 一 回 進 行 次 序 輪 替 。 兩 教 學 實 施 流 程 如 表 

3 - 1與 表 3 - 2 。 

表 3-1資 訊 融 入 教 學 實 施 流 程 

流 程 時 間 （ 分 ） 進 行 方 式 

登 錄 Moodle 

並 連 結 教 材 簡 報  2 
學 生 使 用 帳 號 進 入 
Mo o d le學 習 平 台 

線 上 教 學  1 3 
教 師 以 Mo o d le呈 現 課 

文 及 相 關 動 畫 圖 片 

分 段 講 解 

線 上 隨 堂 成 就 測 驗  5  學 生 獨 立 作 答 

表 3-2直 接 教 學 實 施 流 程 

流 程 時 間 （ 分 ） 進 行 方 式 

背 景 知 識 複 習  2  教 材 生 字 詞 複 習 

教 材 講 解  9 
教 師 進 行 教 材 內 容 

講 解 說 明 

小 組 練 習  4 
教 師 帶 領 學 生 

口 頭 問 答 練 習 

隨 堂 成 就 測 驗  5  學 生 獨 立 作 答 

第二節 實驗參 與者 

本 實 驗 參 與 者 為 資 源 班 之 特 殊 需 求 學 生，其 需 具 備 基 本 標 準 為 ： 

（ 一 ） 智 力 臨 界 以 上 ： 在 魏 氏 兒 童 智 力 量 表 第 三 版 ( T he  W e c h s l e r 

I n t e l l i g e n c e  S c a l e  f o r  C h i l d r e n - T h i r d  E d i t i o n , W I S C - I I I ) 全 量 表 分 數 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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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等 級 9以 上 ， 全 量 表 智 商（ F u l l  I n t e l l i g e n c e Q uo t i e n t  , F I Q ）7 0 以 上 ； 

（ 二 ） 能 夠 參 與 教 學 30 - 4 0分 鐘 ； 

（ 三 ） 能 夠 了 解 指 令 且 能 遵 從 簡 單 口 語 指 示 與 回 應 ； 

（ 四 ） 情 緒 穩 定 ， 對 讚 美 鼓 勵 能 適 當 回 應 。 

以 下 描 述 為 實 驗 參 與 者 之 背 景 資 料，其 篩 選 測 驗 結 果 列 於 表 3 - 3。 

1 . 實 驗 參 與 者 甲 ： 

國 一 下 由 外 校 轉 入 ， 實 驗 參 與 者 甲 對 語 文 學 習 極 感 興 趣 ， 課 

餘 時 間 經 常 主 動 借 閱 相 關 讀 物 ， 認 字 、 閱 讀 理 解 能 力 不 錯 ， 然 其 

課 堂 學 習 專 注 力 卻 弱 、 極 易 分 心 ， 文 字 書 寫 亦 有 困 難 。 

2 . 實 驗 參 與 者 乙 ： 

實 驗 參 與 者 乙 有 閱 讀 障 礙 ， 識 字 量 少 ， 造 成 其 語 文 學 習 一 大 困 

難 ， 評 量 須 採 報 讀 方 式 ， 學 習 態 度 較 被 動 消 極 、 注 意 力 易 受 干 擾 。 

3 . 實 驗 參 與 者 丙 ： 

口 語 表 達 能 力 尚 佳 ， 然 注 意 力 易 受 干 擾 、 學 習 較 被 動 粗 心 ， 

語 文 能 力 表 現 則 為 優 勢 能 力 。 

表 3-3實 驗 參 與 者 篩 選 測 驗 結 果 

項 目 甲 乙 丙 

性 別 男 男 女 

年 級 八 年 級 八 年 級 八 年 級 

魏 氏 兒 童 智 力 

測 驗 

全 量 表 ： 7 5。 

語 文 智 商 ： 9 1。 

作 業 智 商 ： 6 4。 

內 在 差 異 顯 著 。 

全 量 表 ： 7 2  。 

語 文 智 商 ： 7 1。 

作 業 智 商 ： 7 8。 

全 量 表 ： 7 5  。 

語 文 智 商 ： 8 3。 

作 業 智 商 ： 7 1。 

內 在 差 異 顯 著 。 

（ 續 下 頁 ） 

（ 接 上 頁 ） 

項 目 甲 乙 丙 

課 程 本 位 寫 作 

評 量 

總 字 數 5 7  。 

非 常 用 字 6 
未 通 過 切 截 點 。 

總 字 數 3。 

非 常 用 字 0 
未 通 過 切 截 點 。 

總 字 數 8 5。 

非 常 用 字 9 
未 通 過 切 截 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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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 具 

本 研 究 所 需 相 關 工 具 為 進 行 實 驗 所 需 ， 分 述 如 下 ： 

一 、 M oo d l e 數 位 學 習 平 台 

本 研 究 採 用 M o od l e 為 免 費 之 課 程 管 理 軟 體 ( C o u r s e  M a na ge m e n t 

S y s t e m ) ， 所 有 教 學 進 行 之 前 會 先 將 課 程 相 關 媒 體 ， 如 教 學 檔 案 、 簡 

報 檔 、 連 結 等 資 源 ， 透 過 M oo d l e 所 提 供 之 模 組 功 能 ， 將 教 學 資 源 放 

置 在 教 學 平 台 網 站 ， 由 於 教 學 資 源 多 元 且 廣 泛 ， 建 置 時 會 運 用 到 大 

量 資 源 模 組 ( R e s ou r c e M o du l e ) ， 本 研 究 所 著 重 在 於 其 測 驗 卷 模 組 

( Q u i z  M od u l e ) 。 

M oo d l e 是 一 種 基 於 網 路 的 課 程 管 理 軟 體 ， 故 教 學 時 必 須 具 備 有 

順 暢 的 網 路 環 境 ， 實 驗 參 與 者 也 可 以 在 課 程 結 束 後 ， 使 用 自 己 課 外 

的 時 間 ， 到 M o o d l e 教 學 網 站 中 複 習 上 課 內 容 ， 或 是 預 先 瀏 覽 即 將 開 

始 的 課 程 資 源 。M o od l e 的 設 計 相 當 直 覺 ，教 學 者 將 課 程 內 容 素 材 準 備 

好 之 後 ， 將 

課 程 素 材 以 資 源 方 式 放 置 到 網 站 上 ， 評 量 則 以 測 驗 卷 方 式 呈 現 。 實 

驗 參 與 者 須 以 自 己 的 帳 號 才 能 進 入 課 程 中 進 行 測 驗 。 

M oo d l e 測 驗 卷 模 組 提 供 了 常 見 的 限 制 作 答 次 數 、 隨 機 排 列 題 

目 、 隨 機 排 列 選 項 、 時 間 限 制 等 功 能 。 本 研 究 中 ， 實 驗 參 與 者 在 每 

次 重 新 作 答 測 驗 卷 時 ， 測 驗 之 題 目 、 選 項 皆 重 新 隨 機 排 列 過 ， 避 免 

實 驗 參 與 者 投 機 取 巧 或 草 率 選 擇 答 案 。 形 成 性 評 量 採 不 限 制 作 答 次 

數 ， 計 分 方 式 為 取 最 後 選 答 結 果 之 策 略 ， 鼓 勵 實 驗 參 與 者 重 複 思 考 

之 能 力 ， 而 本 研 究 針 對 答 錯 部 份 並 未 提 供 立 即 回 饋 設 定 ， 以 符 合 與 

直 接 教 學 評 量 方 式 之 ㄧ 致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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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Moodle 測 驗 卷 模 式 範 例 

本 研 究 以 M ood l e 建 立 的 網 站 內 容 係 國 語 文 閱 讀 教 

學 ， 網 站 名 稱 為 「 資 訊 融 入 特 教 國 語 文 課 程 」 ， 課 程 名 稱 

為 「 閱 讀 學 習 」， 並 以 M o o d l e 提 供 問 卷 、 測 驗 卷 、 線 上 資 源 等 三 種 課 

程 管 理 模 組 ， 分 述 此 三 種 模 組 功 能 如 下 ： 

1 . C h o i c e  M o du l e  ( 問 卷 模 組 ) 

• 可 用 來 投 票 。 

• 使 用 者 選 擇 後 的 結 果 以 表 格 呈 現 給 教 師 。 

• 即 時 的 結 果 以 圖 形 呈 現 供 學 員 觀 看 。 

2 .  Q u i z  M o du l e  ( 測 驗 卷 模 組 ) 

• 教 師 可 定 義 試 題 資 料 庫 以 便 同 時 在 其 它 測 驗 中 使 用 。 

• 問 題 以 類 別 儲 存 方 便 存 取 ， 也 可 匯 出 供 其 它 課 程 使 用 。 

• 題 庫 可 以 隨 時 重 新 分 類 。 

• 測 驗 可 以 設 定 時 間 限 制 。 

• 以 教 師 的 觀 點 來 看 ， 測 驗 要 可 以 被 嘗 試 許 多 次 ， 並 顯 

示 回 饋 及 / 或 正 確 答 案 。 

• 測 驗 題 目 與 答 案 可 隨 機 排 列 ， 減 少 作 弊 可 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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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 題 支 援 H T M L 與 圖 形 。 

• 試 題 可 以 由 文 字 檔 匯 入 。 

• 測 驗 可 以 實 施 很 多 次 。 

• 多 選 題 支 援 一 個 以 上 的 答 案 。 

• 支 援 簡 答 題 。 

• 支 援 是 非 題 。 

• 支 援 配 合 題 。 

• 支 援 隨 機 試 題 。 

• 支 援 計 算 題 （ 在 可 接 受 的 範 圍 內 ） 。 

• 支 援 填 充 題 。 

4 . R e s o u r c e  M od u l e  ( 線 上 資 源 模 組 ) 

• 支 援 各 種 電 子 式 內 容 文 件 、 W or d 、 P ow e r po i n t 、 F l a s h 、 

影 像 、 聲 音 等 ， 儲 存 在 主 機 內 。 

• 可 上 傳 並 管 理 檔 案 （ 壓 縮 、 解 壓 縮 、 更 名 、 刪 除 等 ） 。 

• 可 建 立 、 管 理 、 連 結 到 資 料 夾 。 

• 以 W Y S I W Y G 編 輯 器 來 編 輯 並 連 結 網 頁 。 

• 可 建 立 並 連 結 到 文 字 頁 （ 無 任 何 格 式 ） 。 

• 可 在 課 程 介 面 中 連 結 網 路 上 的 內 容 。 

• 可 連 結 到 外 部 網 頁 應 用 程 式 並 帶 入 參 數 。 

• 可 透 過 F l a s h  P l a y e r 播 放 M P 3。 

二 、 自 編 閱 讀 學 習 成 就 測 驗 

本 研 究 自 編 之 國 語 文 成 就 測 驗 為 閱 讀 學 習 隨 堂 成 就 測 驗 及 綜 合 

成 就 測 驗 ， 前 者 以 閱 讀 學 習 之 文 章 內 容 為 評 量 範 圍 擬 定 題 目 ， 包 括 

詞 彙 與 理 解 測 驗 兩 項 ， 進 行 二 十 二 次 單 元 課 程 之 實 驗 教 學 ， 內 容 採 

獨 立 不 累 加 先 前 內 容 ， 選 題 原 則 為 ： 1 . 各 單 元 出 題 數 量 相 同 、 2 . 各 單 

元 分 項 能 力 難 易 一 致 ， 以 評 估 實 驗 參 與 者 接 受 何 種 教 學 後 學 習 成 效 

較 佳 ； 後 者 為 抽 取 隨 堂 成 就 測 驗 二 十 二 次 單 元 中 相 對 應 之 六 單 元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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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 。 自 編 閱 讀 學 習 成 就 測 驗 請 資 源 班 國 語 文 教 師 與 指 導 教 授 作 專 家 

效 度 審 核 後 據 以 修 改 。 

三 、 學 習 滿 意 度 問 卷 

本 問 卷 探 討 實 驗 參 與 者 在 兩 種 教 學 實 施 後 ， 是 否 喜 歡 此 教 學 ， 

並 比 較 兩 者 之 學 習 滿 意 度 差 異 。 本 問 卷 由 研 究 者 自 編 ， 依 兩 種 教 學 

區 分 為 「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滿 意 度 問 卷 」 與 「 直 接 教 學 滿 意 度 問 卷 」 ， 

並 參 照 相 關 研 究 （ 邵 淑 華 ， 

19 9 6； 李 怡 璇 ， 2 00 2 ） 擬 定 初 稿 ， 再 請 指 導 教 授 修 訂 。 本 問 卷 旨 在 

了 解 實 驗 參 與 者 對 於 學 習 國 語 文 之 教 學 方 式 是 否 滿 意 ， 包 括 研 究 者 

教 學 內 容 、 上 課 方 式 、 學 習 動 機 及 成 效 等 問 題 、 亦 了 解 實 驗 參 與 者 

是 否 願 意 繼 續 接 受 此 教 學 方 式 。 本 問 卷 採 五 點 量 表 ， 最 高 為 5 分 ， 

最 低 為 1 分 ， 得 分 愈 高 表 示 對 本 研 究 所 進 行 之 教 學 方 式 感 到 滿 意 。 

第四節 實驗材 料 

本 研 究 係 配 合 日 常 課 程 之 進 度 與 目 標 ， 以 資 訊 融 入 與 直 接 教 學 

交 替 實 驗 進 行 ， 以 驗 證 對 於 資 源 班 學 生 國 語 文 學 習 之 成 效 差 異 ， 所 

運 用 之 實 驗 材 料 內 容 及 教 學 實 施 順 序 分 述 如 下 。 

一 、 實 驗 內 容 設 計 

本 研 究 之 實 驗 內 容 計 二 十 二 單 元 ， 教 材 來 源 為 捷 英 社 出 版 之 國 

語 文 閱 讀 教 材 、 康 軒 出 版 社 之 國 三 國 文 課 本 中 選 取 之 文 章 。 單 元 名 

稱 、 教 學 如 表 3 - 4 。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以 I I 表 示 、 直 接 教 學 以 D I 表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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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實 驗 內 容 之 單 元 名 稱 文 體 與 教 學 

單 元 名 稱 教 學 教 學 日 期 

一 曳 尾 泥 中  D I  9 7 / 03 / 04 
二 一 字 詩  I   I  9 7 / 0 3 / 04 
三 十 罈 酒  I   I  9 7 / 0 3 / 06 
四 寶 塔 對  D I  9 7 / 03 / 06 
五 稽 康 與 廣 陵 散  D I  9 7 / 03 / 10 
六 曲 徒 徙 薪  I   I  9 7 / 0 3 / 10 
七 明 月 鳥  I   I  9 7 / 0 3 / 13 
八 鄭 板 橋 吟 詩  D I  9 7 / 03 / 13 
九 唐 玄 宗 下 棋  D I  9 7 / 03 / 17 
十 醜 新 娘  I   I  9 7 / 0 3 / 17 

十 一 大 鼠  I   I  9 7 / 0 3 / 20 
十 二 望 梅 止 渴  D I  9 7 / 03 / 20 
十 三 天 淨 沙  D I  9 7 / 03 / 24 
十 四 沉 醉 東 風  I   I  9 7 / 0 3 / 24 
十 五 不 食 嗟 來 食  D I  9 7 / 03 / 25 
十 六 苛 政 猛 於 虎  I   I  9 7 / 0 3 / 25 
十 七 詠 絮 之 才  I   I  9 7 / 0 3 / 31 
十 八 夢 江 南  D I  9 7 / 03 / 31 
十 九 以 口 囓 鼻  I   I  9 7 / 0 4 / 07 
二 十 鋸 竿 而 入  D I  9 7 / 04 / 07 
二 一 畫 鬼 最 易  D I  9 7 / 04 / 11 
二 二 鬼 避 姜 三 莽  I   I  9 7 / 0 4 / 11 

本 研 究 之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模 式，係 以 自 由 軟 體 M oo d l e 學 習 平 台 呈 現 

教 材 文 字 及 圖 片 方 式 進 行 ； 本 研 究 之 直 接 教 學 模 式 則 依 三 項 原 則 ： 

1 . 所 設 定 教 學 對 象 符 合 直 接 教 學 理 念 ； 2. 教 材 呈 現 方 式 符 合 直 接 教 學 

模 式 原 則（ 如：教 材 細 步 及 概 念 呈 現、單 一 教 學 活 動 僅 含 單 一 概 念 ）； 

3 . 教 學 安 排 符 合 直 接 教 學 之 持 續 評 量 原 則 。 確 定 教 學 方 式 與 原 則 後 ， 

請 指 導 教 授 、 及 任 教 國 語 文 教 學 經 驗 六 年 之 資 源 班 兩 名 教 師 進 行 專 

家 審 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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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 研 究 旨 在 探 討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與 直 接 教 學 ， 對 資 源 班 學 生 之 國 

語 文 學 習 成 效 ， 以 單 一 受 試 之 交 替 處 理 實 驗 設 計 ， 比 較 兩 種 不 同 教 

學 ， 在 難 易 相 當 的 教 學 內 容 下 介 入 成 效 。 

本 章 將 實 驗 教 學 所 得 資 料 以 點 繪 法 、 視 覺 分 析 法 與 C 統 計 來 進 

行 分 析，根 據 階 段 曲 線，整 理 出 階 段 內 資 料 分 析、階 段 間 資 料 分 析 ， 

並 進 行 各 階 段 資 料 分 析 說 明 ， 以 了 解 實 驗 教 學 階 段 兩 種 教 學 之 成 效 

為 何 。 以 下 共 分 三 節 ， 第 一 節 分 析 「 國 語 文 閱 讀 學 習 成 效 」 ； 第 二 

節 分 析 「 國 語 文 學 習 滿 意 度 」 ； 第 三 節 為 「 綜 合 討 論 」 。 

第一節 國語文 閱讀學 習成 效 

本 研 究 設 計 包 含 了：一、交 替 處 理 階 段：研 究 者 以 二 種 教 學（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B 1 與 直 接 教 學 B 2）輪 替 教 學，並 分 別 進 行 十 一 次 評 量 。 

二 、 保 留 效 果 階 段 ： 停 止 教 學 後 第 二 週 進 行 三 次 評 量 ， 以 瞭 解 每 位 

參 與 者 之 閱 讀 學 習 保 留 效 果 。 實 驗 期 間 所 進 行 之 評 量 題 數 皆 為 七 

題 ， 滿 分 為 七 分 。 以 下 分 別 敘 述 每 位 參 與 者 在 各 階 段 之 表 現 及 比 較 

二 種 教 學 之 成 效 。 

壹 、 參 與 者 甲 （ 以 下 簡 稱 甲 ） 

一 、 「 交 替 處 理 階 段 」 資 料 分 析 與 討 論 

圖 4 - 1 為 甲 在 實 驗 教 學 後 ， 國 語 文 閱 讀 學 習 答 對 題 數 曲 線 圖 ， 

由 圖 中 可 看 出 在 交 替 處 理 之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階 

段 ， 甲 的 答 對 曲 線 均 高 於 直 接 教 學 階 段 ， 在 第 二 及 第 九 次 

評 量 雖 出 現 滑 落 情 形 ， 但 仍 與 直 接 教 學 當 次 結 果 相 同 。 而 在 直 接 教 

學 曲 線 中 ， 甲 答 對 題 數 起 落 幅 度 較 大 ， 尤 以 第 三 、 四 次 答 對 題 數 最 

少 ， 僅 為 四 題 ， 不 過 後 續 曲 線 則 呈 現 攀 升 趨 向 ， 雖 在 第 九 次 下 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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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未 低 於 前 半 段 之 第 三 、 四 次 ， 可 看 出 後 半 段 直 接 教 學 成 效 維 持 進 

步 狀 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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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  參 與 者 甲 在 各 實 驗 階 段 閱 讀 學 習 答 對 題 數 曲 線 圖 

表 4 - 1 中 ， 甲 在 交 替 處 理 階 段 的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表 現 趨 向 雖 不 穩 

定 ， 但 其 發 展 趨 向 為 正 向 成 長 ， 平 均 水 準 6 . 2， 而 在 此 階 段 以 直 接 教 

學 所 習 得 的 結 果 趨 向 亦 為 正 向 不 穩 定 成 長，但 平 均 水 準 5 . 4 , 視 覺 分 

析 可 得 甲 在 交 替 階 段 以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所 得 學 習 成 效 較 佳 。 

表  4  1  參 與 者 甲 階 段 內 資 料 分 析 

交 替 處 理 階 段 保 留 階 段 
階 段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B1 

直 接 教 學 
B2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C1 

直 接 教 學 
C2 

長 度  11  11  3  3 
趨 向 

預 估 （ ＋ ） （ ＋ ） （ ＋ ） （ ＝ ） 

＊ 

趨 向 

穩 定 

不 穩 定 
7 3％ 

不 穩 定 
6 4％ 

穩 定 
1 00％ 

穩 定 
1 00％ 

＊ 水 

準 穩 

定 與 

範 圍 

不 穩 定 

（ 5  7） 

不 穩 定 

（ 4  7） 

穩 定 

（ 4  7） 

穩 定 

（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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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均 

水 準  6 . 2  5 . 4  5 . 3  5 . 7 
水 準 

變 化 
6  7 

（ ＋ 1） 
5  6 

（ ＋ 1） 
4  7 

（ ＋ 3） 
6  6 

（ 0） 

＊ 穩 定 標 準 百 分 比 為  2 0％ ， 交 替 階 段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穩 定 範 圍 

＝ 7 × 2 0％ ＝ 1 . 4； 交 替 階 段 直 接 教 學 穩 定 範 圍 ＝ 7 × 2 0％ ＝ 1 . 4 

二 、 「 保 留 效 果 階 段 」 資 料 分 析 與 討 論 

在 保 留 效 果 階 段 中 ， 由 圖 4 - 1 可 知 甲 在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部 份 表 現 

各 為 4、 5、 7， 平 均 水 準 約 為 5 . 3， 曲 線 呈 攀 升 趨 向 。 至 於 甲 生 在 保 

留 階 段 之 直 接 教 學 表 現 曲 線，為 穩 定 趨 向，三 次 評 量 結 果 各 為 6、5、 

6 ， 平 均 水 準 約 5 . 7 ， 故 可 得 直 接 教 學 對 於 甲 生 保 留 效 果 略 高 於 資 訊 

融 入 保 留 效 果 。 

三 、 二 種 教 學 成 效 分 析 與 討 論 

由 表 4 - 2 分 析 甲 生 在 B 1 與 B 2 重 疊 百 分 比 為 8 2％ ， 顯 示 二 種 教 

學 對 甲 而 言 差 異 性 不 大 ， 然 而 比 較 在 交 替 階 段 內 二 者 平 均 水 準 ， 差 

異 為 0 . 8 ，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對 於 甲 生 之 

成 效 略 佳 。 

比 較 B 1 與 C 1 重 疊 百 分 比 為 67 ％ ， 兩 階 段 趨 向 均 為 正 向 成 長 ， 

B 1 平 均 水 準 為 6 . 2 ， C 1 平 均 水 準 為 5 . 3， 保 留 階 段 成 績 較 交 替 階 段 

為 低 。 B 2 與 C 2 重 疊 百 分 比 為 1 0 0％ ， 平 均 水 準 各 為 5 . 4、 5 . 7， 可 見 

甲 在 直 接 教 學 介 入 後 的 保 留 效 果 不 錯 ， 呈 現 進 步 趨 向 。 

再 者 ， 比 較 C 1 與 C 2， 重 疊 百 分 比 為 10 0％ ， 顯 示 甲 生 在 保 留 

階 段 兩 教 學 成 效 比 較 ， 差 異 不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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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  參 與 者 甲 階 段 間 資 料 分 析 

階 段  B2 /B1 
（ 2： 1） 

C1 /B1 
（ 3： 1） 

C2 /B2 
（ 4： 2） 

C2 /C1 
（ 4： 3） 

改 變 變 項 

數 目  1  1  1  1 

趨 向 路 徑 

變 化 效 果 
（ ＋ ）（ ＋ ） （ ＋ ）（ ＋ ） （ ＝ ）（ ＋ ） （ ＝ ）（ ＝ ） 

趨 向 穩 定 性 

變 化 

不 穩 定 

至 

不 穩 定 

不 穩 定 

至 

穩 定 

不 穩 定 

至 

穩 定 

穩 定 

至 

穩 定 

水 準 變 化  7  5 
（  2） 

7  4 
（ － 3） 

6  6 
（ 0） 

7  6 
（  1） 

重 疊 

百 分 比  8 2％  6 7％  1 00％  1 00％ 

四 、 C 統 計 分 析 

由 表 4 - 3 可 知 ， 甲 生 在 B 1 階 段 的 表 現 資 料 ， 經 統 計 分 析 結 果 Z 

值 為 - 0 . 55 95 ， 未 達 . 0 5 統 計 水 準 ， 表 示 甲 在 資 訊 融 入 階 段 之 表 現 皆 

呈 現 穩 定 狀 態 。 甲 生 在 B 2 階 段 的 表 現 資 料 ， 經 統 計 分 析 結 果 Z 值 

為 2 . 1 5 6 0， 已 達 . 0 5 統 計 水 準 ， 表 示 甲 在 直 接 教 學 階 段 ， 閱 讀 學 習 答 

對 情 形 有 持 續 增 加 趨 勢 ， 亦 即 直 接 教 學 對 甲 在 閱 讀 學 習 上 有 顯 著 效 

果 。 

接 著 ， 甲 生 在 B 1 後 半 段 三 點 到 C 1 間 ， 其 Z 值 為 - 0 . 26 89，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表 示 甲 在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介 入 後 至 保 留 階 段 之 閱 讀 學 習 表 

現 平 穩 。 再 者 ， 在 B 2 後 半 段 三 點 到 C 2 間 ， 其 Z 值 為 - 0 . 3 69 8， 亦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可 得 甲 生 在 直 接 教 學 介 入 後 的 保 留 效 果 亦 與 前 一 階 段 

維 持 穩 定 狀 態 。 

綜 合 C 統 計 分 析 結 果 ， 在 交 替 階 段 直 接 教 學 對 甲 有 顯 著 進 步 成 

效 ， 而 甲 在 學 習 保 留 階 段 ， 無 論 資 訊 融 入 或 直 接 教 學 ， 則 皆 能 穩 定 

維 持 與 交 替 階 段 相 等 之 水 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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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3  甲 答 對 題 數  C 統 計 摘 要 表 

階 段 統 計 值  C  S c  Z 

B1   0 . 1 532  0 . 2 7386   0 . 5 595 

B2  0 . 5 904  0 . 2 7386  2 . 1 560＊ 

B1 後 半 段 

三 點 ＋ C1   0 . 0 909  0 . 3 3806   0 . 2 689 

B2 後 半 段 

三 點 ＋ C2   0 . 1 250  0 . 3 380   0 . 3 698 

＊ ： ρ＜  . 0 5 

貳 、 參 與 者 乙 （ 以 下 簡 稱 乙 ） 

一 、 「 交 替 處 理 階 段 」 資 料 分 析 與 討 論 

圖 4 - 2 為 乙 生 在 實 驗 教 學 後 之 閱 讀 學 習 答 對 題 數 曲 線 圖 ， 其 中 

在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階 段 呈 現 持 續 上 揚 趨 向 ， 在 直 接 教 學 階 段 則 在 第 

六 、 七 次 答 對 次 數 最 少 ， 其 後 則 回 復 較 穩 定 狀 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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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  參 與 者 乙 在 各 實 驗 階 段 閱 讀 學 習 答 對 題 數 曲 線 圖 

由 表 4 - 4 資 料 分 析 則 可 知 ， 乙 生 在 交 替 處 理 階 段 之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與 直 接 教 學 表 現 ， 均 呈 現 不 穩 定 路 徑 ，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之 平 均 水 準 

為 4 . 6， 直 接 教 學 為 4 . 8；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階 段 穩 定 百 分 比 為 73％ ， 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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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教 學 階 段 穩 定 百 分 比 27％ ， 可 得 直 接 教 學 對 乙 閱 讀 學 學 習 表 現 ， 

雖 然 略 高 於 其 在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平 均 水 準 ， 但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具 較 高 趨 

向 穩 定 性 。 

表  4  4  參 與 者 乙 階 段 內 資 料 分 析 

交 替 處 理 階 段 保 留 階 段 
階 段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B1 

直 接 教 學 
B2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C1 

直 接 教 學 
C2 

長 度  11  11  3  3 
趨 向 

預 估 （ ＋ ） （ ＝ ） （ ＋ ） （ － ） 

＊ 

趨 向 

穩 定 

不 穩 定 
7 3％ 

不 穩 定 
2 7％ 

穩 定 
1 00％ 

不 穩 定 
6 7％ 

＊ 水 

準 穩 

定 與 

範 圍 

不 穩 定 

（ 3  6） 

不 穩 定 

（ 3  6） 

穩 定 

（ 5  6） 

不 穩 定 

（ 4  6） 

平 均 

水 準  4 . 6  4 . 8  5 . 3  5 . 0 
水 準 

變 化 
3  6 

（ ＋ 3） 
6  5 

（ － 1） 
5  6 

（ ＋ 1） 
6  5 

（ － 1） 

＊ 穩 定 標 準 

百 分 比 為  2 0％ ， 交 替 階 段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穩 定 範 圍 ＝ 6×20％ ＝ 1 . 2； 

交 替 階 段 直 接 教 學 穩 定 範 圍 ＝ 6×20％ ＝ 1 . 2。 

二 、 「 保 留 效 果 階 段 」 資 料 分 析 與 討 論 

由 圖 4 - 2 及 表 4 - 4 分 析 ， 在 保 留 效 果 階 段 中 ，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均 

能 讓 乙 閱 讀 學 習 表 現 有 穩 定 成 長 效 果 ， 直 接 教 學 

則 為 不 穩 定 狀 態，其 中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平 均 水 準 為 5 . 3，略 高 於 直 接 融 

入 教 學 平 均 水 準 5 . 0 ， 顯 示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對 乙 有 較 好 的 學 習 保 留 效 

果 。 

三 、 二 種 教 學 成 效 分 析 與 討 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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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表 4 - 5 分 析 乙 生 在 B 1 與 B 2 的 重 疊 百 分 比 為 1 00 ％ ， 顯 示 兩 

種 教 學 效 果 對 於 乙 生 並 無 差 異 ， 然 而 兩 階 段 的 

路 徑 皆 為 不 穩 定 趨 向 。 

接 著 ， 比 較 B 1 與 C 1 階 段 重 疊 百 分 比 為 1 0 0％ ， B 1 趨 向 變 化 為 

不 穩 定 路 徑 ， C 1 路 徑 為 穩 定 正 向 成 長 ， 顯 示 

乙 經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後 保 留 效 果 良 好 。 B 2 與 C 2 趨 向 變 化 則 均 為 不 穩 

定 路 徑 ， 其 中 C 2 則 為 不 穩 定 負 向 趨 路 徑 ， 兩 者 

重 疊 百 分 比 為 1 00％ ， 表 示 乙 經 直 接 教 學 後 之 學 習 保 留 成 效 與 前 一 

階 段 一 致 。 

再 者 ， C 1 與 C 2 重 疊 百 分 比 67 ％ ， C 1 為 穩 定 正 向 成 長 ， C 2 則 

為 不 穩 定 負 向 成 長 ， 可 看 出 在 乙 生 學 習 保 留 成 效 上 ， 二 者 教 學 有 所 

差 異 。 

表  4  5  參 與 者 乙 階 段 間 資 料 分 析 

階 段 
B2 /B1 

（ 2： 1） 
C1 /B1 

（ 3： 1） 
C2 /B2 

（ 4： 2） 
C2 /C1 

（ 4： 3） 

改 變 變 項 

數 目  1  1  1  1 

趨 向 路 徑 

變 化 效 果 （ ＝ ） （ ＋ ） （ ＋ ）（ ＋ ） （ － ）（ ＝ ） （ － ）（ ＋ ） 

趨 向 穩 定 

性 變 化 

不 穩 定 

至 

不 穩 定 

不 穩 定 

至 

穩 定 

不 穩 定 

至 

不 穩 定 

穩 定 

至 

不 穩 定 

水 準 變 化  6  6 
（ 0） 

6  5 
（ － 1） 

5  6 
（ ＋ 1） 

6  6 
（ 0） 

重 疊 

百 分 比  1 00％  1 00％  1 00％  6 7％ 

四 、 C 統 計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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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6 為 乙 在 答 對 題 數 之 C 統 計 摘 要 表 ， 可 看 出 在 

B 1 階 段 之 Z 值 為 1 . 7 47 0 ， 達 . 05 顯 著 水 準 ， 顯 示 乙 在 交 替 

處 理 之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階 段 ， 其 閱 讀 學 習 答 對 情 形 持 續 上 升 。 乙 在 B 2 

階 段 之 Z 值 為 - 1 . 0 34 6，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表 示 

其 表 現 平 穩 ， 在 交 替 處 理 直 接 教 學 階 段 皆 維 持 穩 定 狀 態 。 

乙 生 在 B 1 後 半 段 到 C 1 階 段 間 ， 其 Z 值 為 - 0 . 36 9 75，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表 示 乙 表 現 平 穩 ， 在 交 替 處 理 之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效 果 仍 繼 續 維 持 穩 定 狀 態 至 保 留 階 段 。 至 於 乙 在 B 2 後 半 段 到 

C 2 階 段 間 ， 其 Z 值 為 - 1 . 4 79 02，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顯 示 乙 在 直 接 教 學 

介 入 下 的 效 果 亦 能 維 持 穩 定 狀 態 。 

綜 合 分 析 統 計 結 果 ， 可 見 兩 教 學 對 乙 在 交 替 階 段 仍 有 

差 異 ， 其 中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有 顯 著 進 步 成 效 ， 其 後 在 保 留 階 段 則 二 者 

皆 能 維 持 穩 定 水 準 。 

表  4  6  乙 答 對 題 數  C 統 計 摘 要 表 

階 段 統 計 值  C  S c  Z 

B1  0 . 4 784  0 . 2 739  1 . 7 470＊ 

B2   0 . 2 833  0 . 2 7386   1 . 0 346 

B1 後 半 段 

三 點 ＋ C1   0 . 1 250  0 . 3 3806   0 . 3 698 

B2 後 半 段 

三 點 ＋ C2   0 . 5 000  0 . 3 3806   1 . 4 790 

＊ ： ρ＜ . 0 5 

叁 、 參 與 者 丙 （ 以 下 簡 稱 丙 ） 

一 、 「 交 替 處 理 階 段 」 資 料 分 析 與 討 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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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圖 4 - 3 可 知 丙 生 在 交 替 處 理 階 段 ， 無 論 是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或 直 接 教 學 ， 其 閱 讀 學 習 答 對 題 數 曲 線 均 為 平 行 趨 

向 ， 且 答 題 分 布 範 圍 頗 為 相 近 ， 再 由 表 4 - 7 可 得 丙 生 在 B 1 與 B 2 階 

段 之 平 均 水 準 各 為 6 . 7、 6 . 6， 差 異 值 僅 0 . 1， 二 者 趨 向 均 為 不 穩 定 狀 

態 ， 但 仍 均 有 7 3％ 之 穩 定 百 分 比 。 視 覺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丙 生 在 二 種 教 學 介 入 後 的 學 習 成 效 極 為 一 致 。 

0 

1 

2 

3 

4 

5 

6 

7 

1 3 5 7 9 11 13 15 

評量次數 

答

對

題

數 

資訊融入教學 

直接教學 

圖  4  3  參 與 者 丙 在 各 實 驗 階 段 閱 讀 學 習 答 對 題 數 曲 線 圖 

表  4  7  參 與 者 丙 階 段 內 資 料 分 析 

交 替 處 理 階 段 保 留 階 段 
階 段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B1 

直 接 教 學 
B2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C1 
直 接 教 學 

C2 

長 度  11  11  3  3 

趨 向 

預 估 
（ ＝ ） （ ＝ ） （ ＝ ） （ ＋ ） 

＊ 

趨 向 

穩 定 

不 穩 定 
7 3％ 

不 穩 定 
7 3％ 

不 穩 定 
6 7％ 

穩 定 
1 00％ 

＊ 水 

準 穩 

定 與 

範 圍 

不 穩 定 

（ 6  7） 

不 穩 定 

（ 6  7） 

不 穩 定 

（ 6  7） 

穩 定 

（ 6  7） 

平 均 

水 準  6 . 7  6 . 6  6 . 7  6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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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準 

變 化 
6  7 

（ ＋ 1） 
5  6 

（ ＋ 1） 
7  7 

（ 0） 
6  7 

（ ＋ 1） 

＊ 穩 定 標 準 百 分 比 為  2 0％，資 訊 融 入 教 學 穩 定 範 圍 ＝ 7×20％ ＝ 1 . 4； 

直 接 教 學 穩 定 範 圍 ＝ 7×20％ ＝ 1 . 4。 

二 、 「 保 留 效 果 階 段 」 資 料 分 析 與 討 論 

由 表 4 - 7 可 知 丙 生 在 C 1 階 段 曲 線 為 不 穩 定 趨 向 、 C 2 階 段 為 正 

向 穩 定 曲 線 ， 平 均 水 準 各 為 6 . 7 、 6 . 3 ， 可 得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對 於 丙 生 

學 習 保 留 效 果 ， 略 高 於 直 接 教 學 效 果 。 

三 、 二 種 教 學 成 效 分 析 與 討 論 

由 表 4 - 8 可 看 出 丙 生 在 B 1 與 B 2 階 段 曲 線 路 徑 為 平 行 趨 向 ， 皆 

呈 不 穩 定 狀 態 ， 兩 者 重 疊 百 分 比 9 1 ％ ， 表 示 在 交 

替 階 段 二 種 教 學 對 於 丙 生 學 習 成 效 差 異 不 大 。 

接 著 ， 由 表 中 可 知 B 1 與 C 1 階 段 重 疊 百 分 比 1 00％ ， 表 示 其 學 

習 保 留 效 果 極 佳 ， 然 而 二 者 之 間 趨 向 變 化 均 為 不 

穩 定 狀 態 。 其 次 B 2 與 C 2 階 段 重 疊 百 分 比 10 0 ％ ， 趨 向 變 化 為 不 穩 

定 至 穩 定 狀 態 ， 顯 示 丙 生 在 直 接 教 學 介 入 後 成 效 趨 於 穩 定 。 

再 者 ， 比 較 C 1 與 C 2 變 化 ， 重 疊 百 分 比 10 0％ ， 趨 向 變 化 則 為 

不 穩 定 至 穩 定 狀 態 ， 可 得 丙 生 在 二 者 教 學 之 學 習 保 留 成 效 差 異 不 

大 ， 而 其 中 直 接 教 學 部 份 表 現 較 平 穩 。 

表  4  8  參 與 者 丙 階 段 間 資 料 分 析 

階 段 
B 2 /B1 

（ 2： 1） 
C1 /B1 

（ 3： 1） 
C2 /B2 

（ 4： 2） 
C2 /C1 

（ 4： 3） 

改 變 變 項 

數 目  1  1  1  1 

趨 向 路 徑 

變 化 效 果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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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 向 穩 定 

性 變 化 

不 穩 定 

至 

不 穩 定 

不 穩 定 

至 

不 穩 定 

不 穩 定 

至 

穩 定 

不 穩 定 

至 

穩 定 

水 準 變 化  7  5 
（  2） 

7  7 
（ 0） 

6  6 
（ 0） 

7  6 
（  1） 

重 疊 

百 分 比  9 1％  1 00％  1 00％  1 00％ 

四 、 C 統 計 分 析 

丙 生 在 B 1 階 段 經 C 統 計 分 析 結 果 得 Z 值 1 . 1 41 1，未 達 . 0 1 顯 著 

水 準 ， 表 示 丙 生 在 交 替 處 理 之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表 現 呈 現 穩 定 狀 態 。 而 

在 B 1 階 段 其 Z 值 為 0 . 8 3 98， 亦 未 達 到 顯 著 水 準 ， 代 表 丙 在 直 接 教 

學 介 入 後 之 交 替 處 理 期 表 現 亦 維 持 穩 定 狀 態 。 

再 者 ， 丙 在 B 1 後 半 階 段 三 點 至 C 1 階 段 間 ， 其 C 統 計 分 析 結 果 

之 Z 值 為 0，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表 示 其 在 交 替 處 理 期 的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效 果 仍 可 維 持 至 保 留 階 段 。 而 其 B 2 後 半 階 段 三 點 至 C 2 階 段 間 ， 經 

統 計 分 析 其 Z 值 為 0 . 98 60， 亦 可 得 其 直 接 教 學 成 效 仍 繼 續 維 持 平 穩 

至 保 留 階 段 。 

綜 合 C 統 計 分 析 結 果 ， 顯 示 丙 生 無 論 經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或 直 接 教 

學 介 入 學 習 ， 其 在 交 替 處 理 期 與 保 留 階 段 ， 學 習 

成 效 皆 呈 現 持 穩 情 形 ， 且 對 照 表 4 - 7 可 得 知 其 階 段 內 答 對 題 數 平 均 

值 均 接 近 滿 分 ， 顯 示 丙 對 於 此 二 者 教 學 皆 有 良 好 學 習 效 果 。 

表  4  9  丙 答 對 題 數  C 統 計 摘 要 表 

階 段 統 計 值  C  S c  Z 

B1  0 . 3 125  0 . 2 739  1 . 1 411 

B2  0 . 2 3  0 . 2 739  0 . 8 398 

B1 後 半 段 

三 點 ＋ C1  0  0 . 3 38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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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後 半 段 

三 點 ＋ C2  0 . 3 3  0 . 3 381  0 . 9 860 

肆 、 小 結 

綜 上 所 述 ， 可 得 知 三 位 實 驗 參 與 者 在 二 種 教 學 介 入 閱 讀 學 習 之 

成 效 上 有 所 差 異 ， 甲 生 在 交 替 處 理 期 以 直 接 教 學 之 學 習 成 效 較 佳 、 

乙 生 則 在 交 替 處 理 期 以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之 學 習 成 效 較 佳 ， 丙 生 對 於 二 

種 教 學 介 入 之 成 效 一 致 ； 而 在 

保 留 階 段 則 無 論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或 直 接 教 學 ， 對 於 三 人 之 保 留 成 效 皆 

可 維 持 穩 定 水 準 。 

第二節 國語文 閱讀學 習滿 意度 

在 實 驗 教 學 結 束 後 ， 由 另 外 一 名 資 源 班 教 師 負 責 施 測 ， 

請 三 位 實 驗 參 與 者 填 分 別 填 答 了 「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滿 意 

度 問 卷 」 及 「 直 接 教 學 滿 意 度 問 卷 」， 以 了 解 經 二 種 不 同 教 

學 介 入 後 ， 對 於 其 閱 讀 學 習 之 滿 意 度 是 否 有 所 影 響 。 以 下 說 

明 三 位 實 驗 參 與 者 在 二 種 教 學 之 閱 讀 學 習 滿 意 度 結 果 為 何 。 

壹 、 「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滿 意 度 」 結 果 分 析 

此 部 份 針 對 實 驗 參 與 者 在 「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滿 意 度 問 卷 」 表 現 ， 

探 討 三 位 實 驗 參 與 者 經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後 ， 對 此 教 學 的 喜 愛 程 度 ， 問 

卷 內 容 分 為 ：（ 1） 對 於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方 式 之 滿 意 度 ， 共 3 題 。 （ 2 ） 

對 於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成 效 之 滿 意 度 ， 共 2 題 。 （ 3） 對 於 資 訊 融 入 閱 讀 

學 習 之 滿 意 度 ， 共 3 題 。 （ 4） 是 否 願 意 以 此 方 式 繼 續 被 教 導 ， 共 2 

題 。 本 問 卷 採 五 點 量 表 計 分 ， 最 高 得 分 為 5， 最 低 得 分 為 1； 結 果 採 

平 均 數 方 式 呈 現 ， 各 部 份 得 分 分 別 除 以 各 部 分 題 數 ， 及 

問 卷 總 得 分 除 以 總 題 數 ， 若 平 均 數 超 過 3 即 代 表 實 驗 參 與 者 對 該 部 

分 得 分 感 到 滿 意 ， 結 果 如 表 4 - 1 0 所 示 ，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以 I I 表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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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 0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滿 意 度 之 平 均 數 

甲生 乙生 丙生 平均 

I  I 方 式  5 . 0  4 . 3  5 . 0  4 . 8 
I  I 成 效  5 . 0  4 . 5  5 . 0  4 . 8 
對閱讀 

學習滿 

意度 

4 . 3  4 . 3  5 . 0  4 . 5 

繼續被 

教導 
5 . 0  4 . 0  5 . 0  4 . 7 

總平均  4 . 8  4 . 3  5 . 0  4 . 7 

一 、 實 驗 參 與 者 甲 （ 以 下 簡 稱 甲 生 ） 

由 表 4 - 1 0 可 得 甲 生 在 各 部 份 滿 意 度 平 均 數 介 於 4 . 3 至 5 . 0 間，顯 

示 其 對 於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感 覺 很 滿 意。。由 本 章 第 一 節 實 驗 結 果 發 現 ， 

甲 生 在 交 替 階 段 經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介 入 後 之 成 效 ， 雖 然 未 比 直 接 教 學 

階 段 成 效 顯 著 ， 但 因 甲 生 原 先 對 於 電 腦 使 用 十 分 熱 衷 ， 故 對 於 此 教 

學 仍 抱 持 極 佳 滿 意 度 。 

二 、 實 驗 參 與 者 乙 （ 以 下 簡 稱 乙 生 ） 

乙 生 在 各 部 份 滿 意 度 介 於 4 . 0 至 4 . 5 間，顯 示 其 對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亦 呈 相 當 滿 意 態 度 。 而 由 前 一 節 乙 生 在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階 段 表 現 即 有 

較 佳 成 效 ， 故 可 能 獲 致 乙 生 對 於 此 教 學 持 正 向 態 度 。 

三 、 實 驗 參 與 者 丙 （ 以 下 簡 稱 丙 生 ） 

丙 生 在 各 部 分 平 均 數 均 為 5 . 0，顯 示 其 對 於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均 感 非 

常 滿 意 ， 由 前 一 節 實 驗 結 果 丙 生 在 二 種 教 學 表 現 成 效 一 致 ， 但 其 平 

日 課 堂 學 習 即 顯 現 對 於 使 用 電 腦 資 訊 之 興 趣 ， 而 經 由 此 教 學 學 習 也 

能 獲 致 頗 佳 成 效 ， 故 丙 生 對 此 教 學 極 為 滿 意 。 

此 部 份 針 對 實 驗 參 與 

貳 、「 直 接 教 學 滿 意 度 問 卷 」 結 果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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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在 「 直 接 教 學 滿 意 度 問 卷 」 表 現 ， 探 討 三 位 實 驗 參 與 者 經 直 接 教 

學 後 ， 對 

此 教 學 的 

喜 愛 程 

度 ， 問 卷 

內 容 分 

為 ： 1 . 對 

於 直 接 教 

學 方 式 之 

滿 意 度 ， 共 4 題 。 2 . 對 於 直 接 教 學 成 效 之 滿 意 度 ， 共 2 題 。 3. 對 於 直 

接 教 學 應 用 於 閱 讀 學 習 之 滿 意 度 ， 共 2 題 。 4 . 是 否 願 意 以 此 方 式 繼 

續 被 教 導 ， 共 2 題 。 本 問 卷 採 五 點 量 表 計 分 ， 最 高 得 分 為 5， 最 低 

得 分 為 1 ， 若 平 均 數 超 過 3 即 代 表 實 驗 參 與 者 對 該 部 分 得 分 感 到 滿 

意 ， 結 果 如 表 4 - 11 所 示 ， 直 接 教 學 以 D I 表 示 。 

一 、 實 驗 參 與 者 甲 （ 以 下 簡 稱 甲 生 ） 

表 4 - 11 直 接 教 學 滿 意 度 之 平 均 數 

由 表 4 - 1 1 可 得 知 甲 生 在 各 部 份 平 均 得 分 介 於 3 . 0 至 4 . 8 間 ， 總 平 均 

為 4 . 2， 進 一 步 由 問 卷 中 發 現 ， 在 直 接 教 學 方 式 部 份 ，「 我 喜 歡 您 調 

項 目 甲生 乙生 丙生 平均 

DI 方 式  4 . 8  3 . 8  3 . 5  4 . 0 

DI 成 效  3 . 0  3 . 5  3 . 5  3 . 3 
對閱讀 

學習滿 

意度 

4 . 5  3 . 0  4 . 0  3 . 8 

繼續被 

教導 
4 . 5  3 . 5  4 . 0  4 . 0 

總平均  4 . 2  3 . 5  3 . 8  3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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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座 位 的 方 式 ， 讓 我 更 專 心 上 課 。 」 一 題 ， 甲 生 答 「 非 常 不 滿 意 」， 

因 甲 生 上 課 喜 歡 與 乙 生 講 

話 ， 研 究 者 將 三 位 實 驗 參 與 者 座 位 調 整 後 ， 讓 甲 生 無 法 與 乙 生 坐 在 

旁 邊 ， 故 讓 其 感 覺 不 滿 意 ， 但 對 於 教 學 方 式 、 對 閱 讀 學 習 滿 意 度 、 

是 否 願 意 繼 續 受 此 教 學 三 部 分 ， 甲 生 卻 均 有 相 當 滿 意 度 ， 對 照 本 章 

第 一 節 交 替 介 入 結 果 分 析 ， 甲 生 經 直 接 教 學 介 入 學 習 之 成 效 較 顯 

著 ， 故 可 見 除 座 位 調 整 之 外 ， 甲 生 對 於 此 教 學 仍 持 正 向 滿 意 態 度 。 

二 、 實 驗 參 與 者 乙 （ 以 下 簡 稱 乙 生 ） 

乙 生 各 部 份 平 均 得 分 則 介 於 3 . 0 至 3 . 8 間，乙 生 在 直 接 教 學 介 入 

的 立 即 學 習 成 效 未 比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成 效 顯 著 ， 雖 然 在 保 留 階 段 兩 者 

之 表 現 均 呈 穩 定 狀 態 ， 但 乙 生 對 於 以 傳 統 紙 筆 作 業 學 習 國 語 文 本 就 

不 感 興 趣 ， 故 可 能 對 於 直 接 教 學 之 實 驗 設 計 較 無 特 殊 喜 好 感 覺 。 

三 、 實 驗 參 與 者 丙 （ 以 下 簡 稱 丙 生 ） 

丙 生 在 直 接 教 學 方 式、 直 接 教 學 成 效 之 平 均 分 數 皆 3 . 5；在 閱 讀 

學 習 滿 意 度、繼 續 被 教 導 部 份 皆 為 4 . 0，丙 生 在 直 接 教 學 介 入 之 表 現 

良 好 ， 故 大 體 上 對 於 此 教 學 持 正 向 態 度 。 

叁 、 小 結 

由 「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滿 意 度 問 卷 」 及 「 直 接 教 學 滿 意 度 問 卷 」 結 

果 來 看 ， 明 顯 看 出 三 位 實 驗 參 與 者 對 於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各 部 份 均 抱 持 較 高 滿 意 度 ， 無 論 是 對 於 其 呈 現 方 式 、 

教 學 成 效 、 應 用 於 閱 讀 學 習 或 繼 續 使 用 此 教 學 方 面 。 而 對 於 直 接 教 

學 ， 三 位 對 於 其 亦 持 正 面 滿 意 度 ， 惟 即 使 在 閱 讀 

學 習 成 效 上 直 接 教 學 有 不 錯 效 果 ， 如 甲 生 或 丙 生 ， 仍 選 擇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為 其 最 滿 意 之 教 學 。

第三節 綜合討 論 

根 據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與 直 接 教 學 之 交 替 實 驗 結 果 發 現 ， 三 位 實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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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與 者 因 個 別 學 習 特 質 及 語 文 能 力 差 異 ， 在 二 種 教 學 之 成 果 上 有 不 

同 表 現 ， 以 下 就 實 驗 結 果 及 相 關 條 件 因 素 進 行 討 論 ， 並 與 相 關 的 研 

究 與 文 獻 互 相 驗 證 。 

壹 、 三 位 實 驗 參 與 者 於 二 種 教 學 之 學 習 成 效 討 論 

在 本 研 究 實 驗 之 交 替 處 理 階 段 ， 甲 生 對 於 直 接 教 學 有 較 顯 著 閱 

讀 學 習 效 果 ， 高 於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對 之 立 即 成 效 ， 對 照 甲 生 背 景 資 料 

及 內 在 能 力 表 現 ( 見 第 三 章 第 二 節 ) ， 其 語 文 能 力 相 較 於 數 理 為 優 勢 

能 力 ， 但 在 學 習 方 面 有 注 意 力 顯 著 缺 陷 問 題 ， 以 往 在 完 成 階 段 性 作 

業 及 隨 堂 評 量 方 面 ， 經 常 錯 誤 率 極 高 ， 經 由 直 接 教 學 之 介 入 學 習 ， 

改 善 其 注 意 

力 ， 此 與 C a r n i n e 等 人 ( 1 9 87 ) 所 提 出 直 接 教 學 方 式 ， 能 讓 學 生 注 意 力 

持 續 較 久 之 論 點 一 致 ， 因 而 使 其 有 較 佳 之 立 即 學 習 表 現 。 

乙 生 在 交 替 處 理 階 段 ， 對 於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部 分 成 效 表 現 較 顯 

著 ， 將 研 究 結 果 與 其 學 習 現 況 作 一 參 照 ， 乙 生 語 文 能 力 極 弱 ， 課 堂 

上 的 學 習 起 點 原 本 即 落 後 許 多 ， 課 後 因 為 無 人 指 導 及 缺 乏 自 我 複 

習 ， 對 其 學 習 效 果 產 生 不 良 影 響 ， 而 以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方 式 ， 藉 由 電 

子 圖 文 畫 面 的 操 作 引 導 ， 對 於 語 文 能 力 極 弱 的 乙 生 而 言 ， 可 提 高 其 

在 課 堂 學 習 之 興 趣 與 專 注 力 ， 故 立 即 學 習 成 效 亦 獲 得 提 升 ， 此 結 果 

與 林 紀 達 （ 2 00 4） 所 提 「 資 訊 融 入 國 語 文 教 學 ， 可 提 升 低 能 力 水 準 

學 生 學 習 態 度 與 效 率 」 之 結 果 一 致 。 

丙 生 對 於 二 種 教 學 介 入 之 學 習 成 效 均 十 分 良 好 ， 答 對 題 數 亦 為 

三 人 最 高 者 ， 丙 生 在 語 文 方 面 本 具 優 勢 能 力 ， 故 相 關 課 程 可 引 起 丙 

生 較 高 學 習 興 趣 及 專 注 力 ， 連 啟 舜 （ 20 01） 提 出 「 閱 讀 策 略 之 教 學 

可 提 升 學 習 效 果 ， 但 非 影 響 之 中 介 變 項 ， 影 響 閱 讀 理 解 表 現 的 中 介 

變 項 之 ㄧ 即 為 學 生 學 習 能 力 … 」 本 實 驗 中 丙 生 在 不 同 教 學 之 閱 讀 學 

習 皆 有 不 錯 之 效 果 ， 亦 呼 應 此 論 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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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位 實 驗 參 與 者 於 二 種 教 學 介 入 後 之 保 留 階 段 皆 達 穩 定 水 準 ， 

但 對 於 特 殊 需 求 學 生 之 閱 讀 學 習 保 留 效 果 研 究 ， 相 關 文 獻 資 料 尚 未 

充 足，而 由 本 研 究 實 驗 結 果 分 析，則 無 論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或 直 接 教 學 ， 

對 於 三 位 實 驗 參 與 者 皆 有 穩 定 之 保 留 效 果 。 

貳 、 三 位 實 驗 參 與 者 於 閱 讀 學 習 滿 意 度 討 論 

在 以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 直 接 教 學 介 入 之 閱 讀 學 習 滿 意 度 調 查 中 ， 

三 位 實 驗 參 與 者 皆 表 達 肯 定 且 滿 意 之 結 果 ， 其 中 以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最 

為 三 人 所 滿 意 ， 在 平 鋪 直 敘 的 課 堂 講 述 中 ， 利 用 聲 光 動 畫 等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方 式 吸 引 實 驗 參 與 者 注 意 力 ， 提 高 其 學 習 興 趣 。 

由 多 篇 研 究 文 獻 中 ， 例 如 李 嘉 峰 ( 2 00 4 ) 、 林 紀 達 （ 2 0 0 4） 、 陳 麗 

紅 ( 2 0 0 4 ) 、 林 菁 與 李 曉 媛 ( 2 00 3 ) 、 盧 建 勳 ( 20 03 ) 、 魏 本 洲 ( 20 02 ) 、 和 顏 

膺 修 （ 20 0 2 ） 等 ， 亦 指 出 接 

受 資 訊 科 技 融 入 教 學 ， 在 實 驗 參 與 者 之 國 語 文 學 習 態 度 上 有 明 顯 提 

昇 ， 且 其 學 習 態 度 更 趨 於 積 極 、 正 向 ， 本 研 究 結 果 正 與 上 列 研 究 論 

述 相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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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 研 究 主 要 探 討 「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 與 「 直 接 教 學 」 在 國 中 資 源 

班 學 生 國 語 文 閱 讀 學 習 之 成 效 ， 以 實 驗 參 與 者 在「 隨 堂 成 就 測 驗 」、 

「 綜 合 成 就 測 驗 」答 對 表 現 、「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滿 意 度 調 查 」與「 直 接 

教 學 滿 意 度 調 查 」 中 所 得 之 滿 意 度 為 指 標 ， 將 所 得 資 料 進 一 步 探 討 

教 學 介 入 之 成 效 。 以 下 分 別 說 明 本 研 究 結 論 、 與 依 據 研 究 結 果 提 出 

建 議 ， 以 供 未 來 相 關 研 究 之 參 考 。 

第一節 結論 

本 研 究 之 主 要 發 現 如 下 ： 

壹 、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與 直 接 教 學 對 於 國 中 資 源 班 學 生 國 語 文 閱 讀 學 

習 立 即 成 效 ， 因 實 驗 參 與 者 學 習 狀 況 不 同 有 所 差 異 。 

本 研 究 隨 堂 成 就 測 驗 中 ， 實 驗 參 與 者 甲 對 於 直 接 教 學 、 實 驗 參 

與 者 乙 對 於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有 顯 著 立 即 成 效 、 實 驗 參 與 者 丙 對 於 資 

訊 融 入 與 直 接 教 學 皆 有 立 即 成 效 ， 故 二 種 教 學 應 用 於 閱 讀 學 習 之 

立 即 成 效 ， 因 實 驗 參 與 者 之 學 習 狀 況 不 同 而 有 所 差 異 。 

貳 、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與 直 接 教 學 對 於 國 中 資 源 班 學 生 國 語 文 閱 讀 學 

習 保 留 皆 達 穩 定 狀 態 。 

經 由 本 實 驗 發 現 ， 無 論 資 訊 融 入 與 直 接 教 學 對 於 三 位 實 驗 參 與 

者 ， 皆 可 將 閱 讀 學 習 之 交 替 處 理 效 果 ， 持 續 至 保 留 階 段 。 亦 即 資 

訊 融 入 與 直 接 教 學 對 於 三 位 實 驗 參 與 者 之 國 語 文 閱 讀 學 習 皆 具 保 

留 成 效 。 

參 、 實 驗 參 與 者 對 於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之 滿 意 度 較 高 。 

經 研 究 發 現 無 論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或 直 接 教 學 ， 三 位 實 驗 參 與 者 

皆 達 滿 意 程 度 ， 其 中 尤 以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獲 得 較 高 滿 意 度 及 正 向 態 

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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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 節 將 針 對 研 究 過 程 中 發 現 、 與 本 實 驗 之 研 究 結 果 ， 提 出 幾 點 

建 議 ， 以 供 未 來 相 關 研 究 參 考 。 

壹 、 教 學 方 面 之 建 議 

一 、 針 對 不 同 學 習 能 力 之 學 生 可 採 不 同 教 學 方 法 

根 據 本 研 究 發 現 ，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或 直 接 教 學 對 於 不 同 學 習 特 質 與 

能 力 之 學 生 分 別 具 有 學 習 成 效 ， 教 學 上 可 針 對 不 同 需 求 者 提 供 二 種 

教 學 方 法 。 

二 、 適 當 運 用 資 訊 融 入 資 源 班 教 學 ， 可 提 高 學 生 學 習 動 機 

資 訊 融 入 閱 讀 學 習 可 吸 引 學 生 注 意 ， 在 平 鋪 直 敘 的 課 堂 講 述 中 ， 

建 議 可 適 時 提 供 數 位 課 程 ， 吸 引 學 生 注 意 力 與 提 高 其 學 習 興 趣 。 

貳 、 未 來 研 究 之 建 議 

一 、 實 驗 參 與 者 

本 研 究 實 驗 參 與 者 為 三 名 國 中 資 源 班 學 生 ， 未 來 研 究 可 考 慮 其 他 

年 齡 層 或 其 他 特 殊 需 求 類 別 之 實 驗 參 與 者 。 

二 、 研 究 設 計 

本 研 究 設 計 旨 在 比 較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與 直 接 教 學 二 者 對 於 閱 讀 學 

習 之 成 效 差 異 ， 未 來 研 究 亦 可 結 合 資 訊 科 技 與 直 接 教 學 ， 進 行 第 三 

種 教 學 之 成 效 優 劣 評 比 。 

三 、 實 驗 評 比 方 式 

本 實 驗 評 比 以 選 擇 題 方 式 進 行 ， 未 來 亦 可 擴 充 為 更 多 元 面 向 之 

評 量 ， 如 操 作 、 口 頭 回 答 、 繪 圖 等 方 式 ， 以 涵 蓋 學 生 個 別 差 異 與 不 

同 學 習 能 力 。 

四 、 研 究 效 益 

本 研 究 因 時 間 限 制 因 素 ， 直 接 進 入 交 替 處 理 階 段 ， 未 來 可 加 入 

基 線 期 ， 以 更 加 了 解 實 驗 參 與 者 之 學 習 成 效 變 化 。 實 驗 內 容 若 可 搭 

配 日 常 課 程 進 行 ， 將 研 究 與 個 別 教 學 計 畫 結 合 ， 或 許 更 可 提 高 研 究 

效 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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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訊 融入 教學 與直 接教 學滿 意度問 卷 

＊ 資 訊 融 入 教 學 滿 意 度 問 卷 
○○同 學 你 好 ！ 

在 這 段 時 間 中 ， 老 師 採 取 了 不 同 的 教 學 方 式 ， 來 了 解 你 學 習 的 

情 形 ， 同 時 看 到 了 你 的 認 真 用 心 ， 謝 謝 你 的 配 合 。 接 下 來 ， 老 師 想 

了 解 你 在 這 段 學 習 過 程 中 的 一 些 看 法 ， 以 作 為 老 師 改 進 教 學 的 參 

考 ， 希 望 你 能 認 真 回 答 。 謝 謝 ！ 

非 

非 同 無 不 常 

常 意 同 不 

同 意 見 意 同 

項 目 

意 意 
1 .學 習 內 容 在 螢 幕 上 呈 現 的 方 式 

能 幫 助 我 集 中 注 意 力 。 
□  □  □  □  □ 

2 .我 喜 歡 您 使 用 電 腦 畫 面 呈 現 教 

學 內 容 的 方 式 。 
□  □  □  □  □ 

3 .我 喜 歡 您 使 用 電 腦 講 解 方 式 。  □  □  □  □  □ 
4 .您 使 用 電 腦 進 行 測 驗 的 方 式 不 

能 引 起 我 的 興 趣 。 
□  □  □  □  □ 

5 .我 覺 得 電 腦 容 易 操 作 ， 適 合 用 

來 學 習 國 語 文 課 程 。 
□  □  □  □  □ 

6 .使 用 電 腦 畫 面 呈 現 教 材 能 幫 助 

我 抓 到 學 習 重 點 。 
□  □  □  □  □ 

7 .使 用 電 腦 學 習 讓 我 能 將 國 文 課 

程 和 以 前 學 過 的 知 識 做 連 結 。 
□  □  □  □  □ 

8 .我 喜 歡 這 種 使 用 電 腦 方 式 學 習 

國 文 。 
□  □  □  □  □ 

9 .和 以 前 比 較 ， 我 比 較 喜 歡 您 這 

種 教 學 。 
□  □  □  □  □ 

10 .我 希 望 您 能 繼 續 用 這 種 方 式 

教 我 們 。 
□  □  □  □  □ 

◎我 還 有 其 他 的 話 想 要 告 訴 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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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 接 教 學 滿 意 度 問 卷 

同 學 你 好 ！ 

在 這 段 時 間 中 ， 老 師 採 取 了 不 同 的 教 學 方 式 ， 來 了 解 你 學 習 的 

情 形 ， 同 時 看 到 了 你 的 認 真 用 心 ， 謝 謝 你 的 配 合 。 接 下 來 ， 老 師 想 

了 解 你 在 這 段 學 習 過 程 中 的 一 些 看 法 ， 以 作 為 老 師 改 進 教 學 的 參 

考 ， 希 望 你 能 認 真 回 答 。 謝 謝 ！ 

非 

非 同 無 不 常 

常 意 同 不 

同 意 見 意 同 

項 目 

意 意 
1 .我 喜 歡 您 調 整 座 位 的 方 式 ， 讓 

我 更 專 心 上 課 。 
□  □  □  □  □ 

2 .我 喜 歡 您 上 課 時 間 分 配 方 式 。  □  □  □  □  □ 
3 .我 喜 歡 您 上 課 時 讓 我 們 一 起 回 

答 問 題 的 方 式 。 
□  □  □  □  □ 

4 .我 喜 歡 您 上 課 時 複 習 以 前 教 過 

的 內 容 。 
□  □  □  □  □ 

5 .我 喜 歡 您 提 供 學 習 單 讓 我 們 

練 習 教 過 的 內 容 。 
□  □  □  □  □ 

6 .您 上 課 時 進 行 練 習 、 複 習 、 教 

新 知 識 等 活 動 讓 我 上 國 文 課 更 

專 心 。 

□  □  □  □  □ 

7 .每 次 上 課 學 習 一 部 分 的 新 知 

識 ， 讓 我 更 容 易 吸 收 您 教 的 內 

容 。 

□  □  □  □  □ 

8 .我 對 這 種 教 學 學 習 國 文 感 到 有 

興 趣 。 
□  □  □  □  □ 

9 .和 以 前 比 較 ， 我 比 較 喜 歡 這 種 

教 學 。 
□  □  □  □  □ 

10 .我 希 望 您 能 繼 續 用 這 種 方 式 

教 我 們 。 
□  □  □  □  □ 

◎我 還 有 其 他 的 話 想 要 告 訴 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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