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目的在於應用資訊科技來整合數學課程之教學設計與教學，為達研究

目的，本研究主要蒐集相關文獻加以分析，採用英特爾ｅ教師計劃之內容作為課

程設計之理論基礎，並以教學實驗、問卷調查及實驗教學之成效測驗作為探究資

訊科技融入數學科教學之可行性。本章共分為六節，第一節為研究步驟與流程，

第二節為數學領域「時間的計算」單元教材知識結構分析；第三節為研究設計；

第四節為研究工具；第五節為資料分析及處理；第六節為研究對象。茲將各項內

容分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步驟與流程 

 本論文研究過程，首先蒐集相關文獻進行探討，並蒐集與學生知識背景之相

關訊息，以做為教案設計及製作之依據；接著進行實驗教學，並以總結性評量驗

證教學成效，輔以學生學習後滿意度量表及授課教師晤談，期能建構出一套適合

實際教學的資訊融入教案設計，研究流程如圖3-1-1，各階段之內容茲分述如下： 

一、 擬定研究方向及相關文獻探討 

  研究者依研究目的之所需，透過全國碩博士論文網站、國內大學

圖書館、google等國內外搜尋網站，進行資料搜集，以了解目前資訊

科技之發展、我國資訊教育發展概況、資訊時代下教育的轉型以及教

師應具備之資訊素養與能力。 

二、 檢視起點行為 

  本研究以教學實驗方式進行，以苗栗縣福基國民小學五年級甲、

乙兩班為實驗對象，分實驗組與控制組，兩個班級以常態Ｓ形方式編

班，因此智力可視為一樣，另以四年級下學期之數學學期成績做Ｔ檢

定，以確定兩班學生在數學學科上之表現一致，控制變因以確定實驗

結果非智力及數學表現因素之影響。另研究者以「學生資訊素養及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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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基本操作能力調查表」及「學生數學學習歷程問卷」檢視學生相關

資訊能力齊備與否，並根據問卷結果，對實驗教學課程做適度的修改，

以做為研究者實驗研究後統計分析之資料來源。 

三、 分析數學能力指標並編製評量試卷 

  研究者採用學科專家知識結構模式，分析數學能力指標，並將之

節點化，以利命題及檢視能力指標達成度。 

四、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及傳統教學教案編製 

  與實驗教學之授課教師進行課程教材之討論與設計，配合學校教

學進度及時間安排，著手進行相關之教學教材製作，經多次討論、修

正並參考問卷結果加以修改完成。 

五、 教學實驗 

  以實際教學來檢視資訊科技融入數學教學之可行性及其他應注意

之相關問題，以苗栗縣福基國民小學五年級學生為實證研究對象，兩

班分別為實驗組及控制組，所教授之課程內容一致，唯針對教學方法

之不同，以檢視資訊科技融入與一般傳統教學間之學習成效差異。 

六、 實施總結性評量及學習滿意度調查 

  為瞭解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不同教學模式下所呈現的學習成效

差異，在教學課程結束兩組學生後隨即進行總結性評量，另實驗組學

生加以「資訊科技融入數學教學滿意度調查」，以瞭解學生對於資訊科

技融入數學教學之學習狀況及態度，進而推論資訊科技融入數學教學

之可行性及適切性。 

七、 授課教師晤談 

  與授課教師針對資訊科技融入教學過程中所遭遇的困難與問題，

提出可行之解決對策，建構出一套可行之教學模式，以利其他教師參

考利用，並對「英特爾ｅ教師計劃」之教學內容提出建設性之建議，

提供計劃推廣單位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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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施測及晤談結果分析 

針對資訊科技融入數學科教學之教材規劃過程、實驗教學中所遇

到之相關問題以及問卷調查之結果，進行歸納與分析。 

九、 論文撰寫 

  將所搜集之資料及實驗研究所得之結果，進行分析統計，撰寫成

報告。 

 

 

 

 

 

 

 

 

 

 

 

 

 

 

 

 

論文撰寫 

施測及晤談結果分析 

授課教師晤談 

實施總結性評量及學習滿意度調查 

教學實驗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及傳統教學教案編製 

分析數學能力指標並編製評量試卷 

檢視起點行為 

擬定研究方向及相關文獻探討 

圖 3-1-1 研究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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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數學領域「時間的計算」單元知識

結構分析 

  本研究之測驗評量模式主要是架構在分析單元知識結構上，首先先針對單元

能力指標分析，以建立單元內容之知識結構表，接著根據知識結構之節點命題並

輸入電腦題庫系統中。 

  本單元為九年一貫課程中國小五年級之教材，單元能力指標如下： 

 5-n-13 能解決時間的乘除計算問題 

經由研究者及所服務學校之五年級數學領域任課教師、六年級導師及教導主

任共五人擔任學科專家，對教材進行深入分析後，建立知識結構表如下： 

 

表3-2-1 「時間的計算」單元能力指標知識結構表 

1-1-1 能進行日、時、分、秒二階時

間的換算 １能解決時間

的乘法問題 

1-1 能解決時間的加法（進

位）問題 
1-1-2 能解決時間的加法（不進位）

問題 

２能解決時間

的除法問題 
2-1 能解決時間的減法問題  

３能解決物體

的運動速率

問題 

  

 

若以知識結構階層圖來表示，則如圖 3-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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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解決時間的

乘法問題 

能解決時間的

除法問題 

能解決物體的

運動速率問題 

能解決時間的

加法(進位)問

題 

能解決時間的

減法問題 

能進行

日、時、

分、秒、兩

階時間的

換算 

能解決時

間的加法

(不進位)

問題 

 

圖 3-2-1 「時間的計算」單元知識結構階層圖 

完整試卷請參閱附錄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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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準實驗研究法」(qusai-experimental design)，為了瞭解資訊

科技融入數學教學與一般數學教學之過程與成效差異，在不影響實驗班級正常授

課的情形下，將之分為實驗組與控制組，進行教學研究。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皆

須在進行實驗教學研究之前接受問卷調查，包括有「學生數學學習歷程及滿意度

調查表」以及「學生資訊素養及電腦基本操作能力調查表」，前測以四年級下學

期之數學學期成績為計算數據，以檢視學生之學習起點以及相關資訊能力之差異

性。本教學實驗課程共進行兩週八堂課，待實驗結束後，兩組學生皆須進行「數

學學習成效測驗」之後測，實驗組學生需另填寫「資訊科技融入數學科教學學習

狀況暨學習成效問卷」，以瞭解學生在接受資訊科技融入數學科教學之學習成效

以及資訊科技在數學教學應用實施上之可行性、適切性與學習上所呈現之相關問

題。本實驗研究設計如下： 

Ｔ Ｔ

 

圖 3-3-1 實驗設計 

Ｏ1、Ｏ2：表示實驗設計，即兩種不同教學模式之實施，Ｏ1 為實驗組，採資訊

科技融入數學科教學模式；Ｏ2 為控制組，採一般數學教學模式。 

Ｔ1、Ｔ3：表示前測之實施，即在實驗課程開始前，對所有受試者以四年級下學

期之數學學期成績為計算數據，並輔以「學生數學學習歷程及滿意度

Ｏ2 

Ｔ

控制組 實驗組 

前測 前測 

教學實驗 教學實驗 

後測 後測

1 3 

Ｔ

Ｏ1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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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表」以及「學生資訊素養及電腦基本操作能力調查表」，以了解

學生在數學學習歷程上的感受和資訊素養及電腦操作能力上的表現。 

Ｔ2、Ｔ4：表示後測之實施，即在實驗課程結束後，對所有受試者施測「「數學

學習成效測驗」，並針對實驗組額外進行「資訊科技融入數學科教學

學習狀況暨學習成效問卷」。 

根據上述研究設計，本研究的自變項、依變項及控制變項分述如下： 

一、自變項 

本研究的自變項為「教學模式」，即實驗組採資訊科技融入數學科

教學模式，控制組採一般數學教學模式。 

二、依變項 

依變項主要探求的是學生在進行教學實驗後所產生之學習成效之

影響與結果。 

三、控制變項 

為減少自變項之外之干擾變項對實驗效度所產生之影響，本實驗之

控制變項如下： 

（一）課程內容：兩組學生之授課內容皆為康軒五年級上學期第七單元

時間的計算。 

（二）授課教師：實驗組和控制組授課教師為同一人。 

（三）授課時數：兩組學生接受教學時數皆為兩週共八堂課。 

（四）學生程度：以國小五年級學生為研究對象，而苗栗縣福基國小學

生於四年級升五年級重新編班，依據學業成績以S型常態分佈編

班，且以T檢定檢視兩組學生於四年級下學期數學學期成績，以

避免因智力差異造成實驗誤差，因此兩班學生智力視為相等；另

為減少學生在數學興趣及資訊科技應用能力方面之起點行為不

一致所造成的實驗誤差，故以「學生數學學習歷程問卷」及「學

生資訊素養及電腦操作能力問卷」為前測共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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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 

  依據研究目的及需求，本實驗研究工具有「數學學期成績Ｔ檢定」、「學生

數學學習歷程調查表」、「學生資訊素養及電腦基本操作能力調查表」、「學習成效

總結性評量」、「資訊科技融入數學教學學習狀況暨學習成效問卷」以及「授課教

師訪談問卷」等，茲將其分述如下: 

一、數學學期成績Ｔ檢定 

本檢定是將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於四年級下學期之數學學期成績

作Ｔ檢定，目的是要檢視兩組學生在數學智力上的差異，以減低對教學

實驗後所呈現教學成效差異的影響。 

二、學生數學學習歷程調查表 

  本問卷是在瞭解學生過去學習數學的過程及感受，和未來期望以資

訊科技融入數學教學的感受，因此，本問卷分為二大部份，分別為個人

數學學習歷程方面以及個人數學學習期望方面，此問卷於教學實驗前進

行，以期結果能做為教學之參考。 

三、學生資訊素養及電腦基本操作能力調查表 

  本問卷在瞭解學生操作電腦軟硬體的熟悉程度，共分三個部份，有

電腦使用狀況方面、電腦操作及網際網路操作能力方面以及應用軟體能

力方面。 

四、學習成效總結性評量 

  本測驗是由研究者將課程單元能力指標節點化後依節點目標所設

計的題目，其目的在瞭解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經過實驗教學後在學習成

效上的差異。 

五、資訊科技融入數學教學學習狀況暨學習成效問卷 

  本問卷在瞭解學生接受資訊科技融入數學教學時所遭遇到的困難

與學習上的問題，問卷內容分為學習成效、電腦多媒體學習成效以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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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感受等三部份。 

六、授課教師訪談問卷 

研究者依據研究目的設計問卷題目，目的是在瞭解授課教師在教學

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與問題，以及未來改進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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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料分析及處理 

  本研究在資料分析及處理上採質量並重方式，茲分述如下： 

一、量的分析 

（一）次數分配與百分比分析 

  「學生數學學習歷程問卷」、「學生資訊素養及電腦操作能力

問卷」以及「資訊科技融入數學教學滿意度調查」將其數據量化，

以次數分配及百分比分析進行。 

（二）Ｆ檢定與Ｔ檢定 

  為比較實驗組與控制組的起點行為，將兩組學生四年級下學

期之數學學期成績以Ｆ檢定與Ｔ檢定來檢視其差異性。 

二、質的分析 

  研究者於教學實驗期間利用觀察記錄學生上課狀況及學生填寫之

學習單內容分析，瞭解學生接受資訊科技融入數學教學之上課態度及反

應，以及學生在學習成就上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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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苗栗縣福基國民小學為實驗合作學校，而研究對象設定為五年級學

生，該校五年級共兩班，兩班採Ｓ型常態分班，以這兩班為實驗樣本，甲班設定

為控制組，乙班設定為實驗組，甲班人數為 19 人，乙班人數為 20 人，共計 39

人。 

  在教學實驗期間，對實驗組學生實施資訊科技融入數學科教學，對控制 

組學生實施一般數學教學。實驗組與控制組所施教之教學主題皆相同，唯針 

對教學模式之不同來檢視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與一般教學之學習成效與差異。 

 

表3-6-1 實驗研究對象 

實驗人數 
實驗組別 

男 女 
合計 

控制組(甲) 13 6 19 

實驗組(乙) 13 7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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