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結果 

  本章茲針對教學實驗前及教學實驗後對學生所做的各式問卷和測驗卷結果

加以數據統計以及分析。本章共分五節，第一節為「學生數學學習歷程調查表」

結果，第二節為「學生資訊素養及電腦基操作能力調查表」結果，第三節為「資

訊科技融入數學教學學習狀況暨學習成效問卷」結果，第四節為數學學期成績Ｔ

檢定暨「學習成效總結性評量」結果，第五節為「授課教師訪談問卷」結果。 

 

第一節 「學生數學學習歷程問卷」結果 

 本節針對苗栗縣福基國民小學五年級受試者於教學實驗前所填寫的「學生數

學學習歷程問卷」加以分析，以瞭解學生在數學學習上的狀況和對未來數學教學

的期待。本問卷共發出39份，回收39份，回收率100%，有效問卷39份，茲將其結

果以圖表分析如下： 

一、 個人數學學習歷程方面 

表4-1-1 學生對數學之喜好程度 

1. 你喜歡上數學課嗎？ 百分比(%) 人數 

 喜歡 46.2% 18 

 不喜歡 53.8% 21 

根據表4-1-1顯示，有46.2%的學生喜歡數學，而喜歡數學的原因有：認為「數

學課很有趣」的學生佔72.2%；認為「我的數學成績很好」的學生佔22.2%；認為

「可以當小老師教同學」的學生佔33.3%；認為「可以學到很多數學知識」的學

生佔66.7%；認為「可以聽到很多有關數學家的故事」的學生佔44.4%。根據數據

顯示，喜歡數學的學生中以認為「數學課很有趣」的比例為最高。 

而不喜歡數學的學生則佔53.8%，其原因有：認為「我對數學沒興趣」的學

生佔57.1%；認為「數學課教學內容很無聊」的學生佔47.6%；認為「老師講解不

清楚」的學生佔14.3%；認為「數學課老師很兇」的學生佔19%；認為「數學課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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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聽老師講課，沒有活動很無趣」的學生佔23.8%；認為「數學課教學內容很難

聽不懂」的學生佔28.6%；認為「數學考試太多」的學生佔38.1%；認為「其他」

的學mn 生佔19%。依據數據顯示，不喜歡數學的學生中以認為「我對數學沒興趣」

的比例最高。 

 

 

表4-1-2 學生的數學同儕學習情形 

2.你喜歡自己一個人做數學嗎？ 

 非常喜歡 喜歡 不喜歡 非常不喜歡 

百分比（%） 23.1% 41% 12.8% 23.1% 

人數（人） 9 16 5 9 

 

3.上數學課時，你會和同學一起討論問題嗎？ 

 常常 偶而 不常 不曾 

百分比（%） 12.8% 43.6% 25.6% 17.9% 

人數（人） 5 17 10 7 

 

 根據表4-1-2顯示，學生過去的數學學習經驗，有64.1%的學生喜歡獨自完成

數學作業，但也有35.9%的學生不喜歡獨自完成數學作業；在上數學課時，有56.4%

的學生會和同學一起討論問題，但也有43.5%的學生不喜歡和同學討論問題。綜

合上述資料，現階段大部份學生的數學同儕學習仍是以獨自完成為主，而在課堂

上，則有超過半數的學生願意和同學一起討論。 

 

表4-1-3 上數學課時，學生與老師互動的意願 

4.上數學課時，你喜歡被老師叫起來回答問題或上台做題目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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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喜歡 喜歡 不喜歡 非常不喜歡 

百分比（%） 26.3% 26.3% 23.7% 23.7% 

人數（人） 10 10 9 9 

 

根據表4-1-3顯示，有52.6%的學生喜歡被老師叫起來回答問題或上台做題

目；而也有47.4%的學生不喜歡被老師叫起來回答問題或上台做題目。由此可見，

僅有一半的學生願意在上數學課時與老師互動。 

 

表4-1-4 對於學好數學的信心程度 

5.你覺得自己可以學好數學嗎？ 

 一定可以 可以 不可以 一定不可以 

百分比（%） 46.2% 30.8% 17.9% 5.1% 

人數（人） 18 12 7 2 

 

根據表4-1-4顯示，有77%的學生認為自己可以學好數學；而也有23%的學生

認為自己無法學好數學。由此可見，大部份的學生對自己能否學好數學仍具有信

心。 

 

表4-1-5 面對數學時所產生的焦慮感 

6.在考數學的時候，你會想起以前的數學分數而覺得緊張嗎？ 

 常常 偶而 不常 不曾 

百分比（%） 25.6% 17.9% 23.1% 33.3% 

人數（人） 10 7 9 13 

 

7.在考數學時，你會覺得愈想考好，反而愈緊張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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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 偶而 不常 不曾 

百分比（%） 30.8% 12.8% 20.5% 35.9% 

人數（人） 12 5 8 14 

 

8.你常覺得你不管怎樣用功讀數學，還是對數學很害怕嗎？ 

 常常 偶而 不常 不曾 

百分比（%） 17.9% 12.8% 15.4% 53.8% 

人數（人） 7 5 6 21 

 

9.你常常因為明天要考數學而睡不著覺嗎？ 

 常常 偶而 不常 不曾 

百分比（%） 2.6% 12.8% 15.4% 69.2% 

人數（人） 1 5 6 27 

 

10.在考數學的時候，你常會緊張的流汗嗎？ 

 常常 偶而 不常 不曾 

百分比（%） 2.6% 10.5% 10.5% 76.3% 

人數（人） 1 4 4 29 

 

11.在考數學的時候，你常因為太緊張而把本來會的都忘掉嗎？ 

 常常 偶而 不常 不曾 

百分比（%） 15.4% 33.3% 15.4% 35.9% 

人數（人） 6 13 6 14 

 

12.考完數學後，你常常因為答案錯誤而難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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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 偶而 不常 不曾 

百分比（%） 28.2% 25.6% 7.7% 38.5% 

人數（人） 11 10 3 15 

 

13.你常常夢到數學考不好被老師、爸爸、媽媽罵嗎？ 

 常常 偶而 不常 不曾 

百分比（%） 17.9% 23.1% 17.9% 41% 

人數（人） 7 9 7 16 

 

14.在上數學課的時候，你常常希望趕快下課嗎？ 

 常常 偶而 不常 不曾 

百分比（%） 25.6% 28.2% 25.6% 20.5% 

人數（人） 10 11 10 8 

 

15.當別人看你寫作業時，你常覺得緊張嗎？ 

 常常 偶而 不常 不曾 

百分比（%） 17.9% 10.3% 23.1% 48.7% 

人數（人） 7 4 9 19 

 

16.算數學時，你常常覺得快樂嗎？ 

 常常 偶而 不常 不曾 

百分比（%） 43.6% 25.6% 12.8% 17.9% 

人數（人） 17 10 5 7 

 

17.你常覺得數學很好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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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 偶而 不常 不曾 

百分比（%） 35.9% 30.8% 10.3% 23.1% 

人數（人） 14 12 4 9 

 

  根據表4-1-5顯示，有43.5%的學生在考數學時會因為過去的數學成績而感到

緊張；而也有56.4%的學生在考數學時不會因為過去的數學成績而感到緊張。在

考數學時，學生會覺得愈想考好，反而愈緊張的比例有43.6%；而也有56.4%的學

生覺得不會。有30.7%的學生覺得不管怎樣用功讀數學，還是對數學很害怕；而

也有69.2%的學生不會對數學很害怕。有15.4%的學生常常因為明天要考數學而睡

不著覺；而也有84.6%的學生不會因為明天要考數學而睡不著覺。有13.1%的學生

在考數學的時候，常會緊張的流汗；而也有86.9%的學生在考數學的時候，不會

緊張的流汗。有48.7%的學生在考數學的時候，常因為太緊張而把本來會的都忘

掉；而也有51.3%的學生在考數學的時候，不會因為太緊張而把本來會的都忘掉。

有53.8%的學生在考完數學後，會因為答案錯誤而難過；而也有46.2%的學生在考

完數學後，很少因為答案錯誤而難過。有41%的學生會夢到數學考不好而被老師、

爸爸、媽媽罵；而也有58.9%的學生很少夢到數學考不好而被老師、爸爸、媽媽

罵。有53.8%的學生在上數學課的時候，常常希望趕快下課；而也有46.1%的學生

在上數學課的時候，不會希望趕快下課。有28.2%的學生當別人看他寫作業時，

常會覺得緊張；而也有71.8%的學生當別人看他寫作業時，不會覺得緊張。有69.2%

的學生在算數學時，常常覺得快樂；而也有30.7%的學生在算數學時，不會覺得

快樂。有66.7%的學生常覺得數學很好玩；而也有33.4%的學生不覺得數學很好玩。 

  綜合上述資料，大部份的學生對數學仍具有相當的興趣，也覺得數學很有

趣，不會因為數學考試而產生過多的焦慮感，不過，在成績方面由於求好心切的

原因，仍有將近半數的學生會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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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個人數學學習期望方面 

表4-1-6 學生對數學課的期望 

18. 請問你最想從數學課當中學到什麼？ 百分比(%) 人數 

 日常生活中計算的能力 64.1% 25 

 考試時容易考到的數學知識 64.1% 25 

 古今中外數學家的相關資訊 23.1% 9 

 可以讓我成為數學家的知識 56.4% 22 

 快速的解題技巧 64.1% 25 

 很好的心算能力 64.1% 25 

 可以讓我數學考高分的方法 69.2% 27 

 其他 5.1% 2 

  根據表 4-1-6 顯示，有 64.1%的學生希望在數學課能學到日常生活中計算的

能力、考試時容易考到的數學知識、快速的解題技巧和很好的心算能力；有 23.1%

的學生希望在數學課能學到古今中外數學家的相關資訊；有 56.4%的學生希望在

數學課能學到可以讓他成為數學家的知識；有 69.2%的學生希望在數學課能學到

可以讓他數學考高分的方法；而也有 5.1%的學生希望在數學課能學到成為數學

老師的方法。 

  綜合上述資料，學生對成績還是很在意的，而且對於好的計算能力與解題技

巧更是迫切想要從數學課中習得，而更有半數以上的學生希望能成為數學家。 

 

表 4-1-7 學生對於利用資訊媒體輔助數學學習的意願 

19.請問你對於利用電腦相關科技設備來編輯或製作數學相關資訊的需求度為？ 

 非常需要 需要 普通 不需要 非常不需要 

百分比（%） 15.4% 12.8% 48.7% 15.4% 7.7% 

人數（人） 6 5 19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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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請問你對於在數學課中使用電腦相關科技設備來輔助數學學習的意願是？ 

 非常需要 需要 普通 不需要 非常不需要 

百分比（%） 28.2% 15.4% 33.3% 15.4% 7.7% 

人數（人） 11 6 13 6 3 

 

21.請問你對於在數學課中使用電腦多媒體數學教學光碟來學習數學的意願是？ 

 非常需要 需要 普通 不需要 非常不需要 

百分比（%） 30.8% 12.8% 30.8% 15.4% 10.3% 

人數（人） 12 5 12 6 4 

 

22.請問你對於在數學課中利用上網來學習數學的意願是？ 

 非常需要 需要 普通 不需要 非常不需要 

百分比（%） 38.5% 12.8% 28.2% 10.3% 10.3% 

人數（人） 15 5 11 4 4 

 

23.請問你對於在數學課中使用文書處理軟體(例如：Word)來輔助數學學習的意

願是？ 

 非常需要 需要 普通 不需要 非常不需要 

百分比（%） 15.4% 23.1% 30.8% 23.1% 7.7% 

人數（人） 6 9 12 9 3 

 

24.請問你對於在數學課中使用簡報軟體(例如：PowerPoint)來輔助數學學習的

意願是？ 

 非常需要 需要 普通 不需要 非常不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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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 17.9% 7.7% 43.6% 25.6% 5.1% 

人數（人） 7 3 17 10 2 

 

25.請問你對於在數學課中使用褶頁冊製作軟體(例如：Publisher)來輔助數學學

習的意願是？ 

 非常需要 需要 普通 不需要 非常不需要 

百分比（%） 20.5% 17.9% 33.3% 23.1% 5.1% 

人數（人） 8 7 13 9 2 

 

26.請問你對於在數學課中使用網頁製作軟體(例如：Publisher)來輔助數學學習

的意願是？ 

 非常需要 需要 普通 不需要 非常不需要 

百分比（%） 25.6% 12.8% 35.9% 23.1% 2.6% 

人數（人） 10 5 14 9 1 

 

  根據表 4-1-7 顯示，學生對於利用電腦相關科技設備來編輯或製作數學相關

資訊，有 28.2%的學生認為需要或非常需要；而也有 23.1%的學生認為不需要或

非常不需要。學生對於在數學課中使用電腦相關科技設備來輔助數學學習，有

43.6%的學生認為需要或非常需要；而也有 23.1%的學生認為不需要或非常不需

要。學生對於在數學課中使用電腦多媒體數學教學光碟來學習數學，有 43.6%的

學生認為需要或非常需要；而也有 25.7%的學生認為不需要或非常不需要。學生

對於在數學課中利用上網來學習數學，有 51.3%的學生認為需要或非常需要；而

也有 20.6%的學生認為不需要或非常不需要。學生對於在數學課中使用文書處理

軟體(例如：Word)來輔助數學學習，有 38.5%的學生認為需要或非常需要；而也

有 30.8%的學生認為不需要或非常不需要。學生對於在數學課中使用簡報軟體

(例如：PowerPoint)來輔助數學學習，有 25.6%的學生認為需要或非常需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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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 30.7%的學生認為不需要或非常不需要。學生對於在數學課中使用褶頁冊製

作軟體(例如：Publisher)來輔助數學學習，有 38.4%的學生認為需要或非常需

要；而也有 28.2%的學生認為不需要或非常不需要。學生對於在數學課中使用網

頁製作軟體(例如：Publisher)來輔助數學學習，有 38.4%的學生認為需要或非

常需要；而也有 25.7%的學生認為不需要或非常不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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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學生資訊素養及電腦基本操作能

力調查表」結果 

本節針對苗栗縣福基國民小學五年級受試者於教學實驗前所填寫的「學生資

訊素養及電腦基本操作能力調查表」結果加以分析，以瞭解學生在電腦操作及應

用上所具備之素養與能力。本問卷共發出 39 份，回收 39 份，回收率 100%，有

效問卷 39 份，茲將其結果以表列分析如下： 

一、電腦使用狀況方面 

表 4-2-1 學生家中電腦普及率狀況 

1. 請問你家裡有電腦嗎？ 百分比(%) 人數 

 有 84.6% 33 

 沒有 15.4% 6 

 

表 4-2-2 控制組學生家中電腦普及率狀況 

1. 請問你家裡有電腦嗎？ 百分比(%) 人數 

 有 78.9% 15 

 沒有 21.1% 4 

 

表 4-2-3 實驗組學生家中電腦普及率狀況 

1. 請問你家裡有電腦嗎？ 百分比(%) 人數 

 有 90% 18 

 沒有 10% 2 

根據表 4-2-1 顯示，有 84.6%的學生家中有電腦，其中有 18.2%的學生有自

己專用的電腦，而有 81.8%的學生是與家人共用電腦；家中沒有電腦的學生占

15.4%。透過交叉分析，控制組學生家中有電腦的占 78.9%，其中 20%的學生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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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專用的電腦，80%的學生與家人共用電腦；實驗組學生家中有電腦的占 90%，

其中 25%的學生有自己專用的電腦，75%的學生與家人共用電腦。 

 

表 4-2-4 學生使用電腦場所 

2. 請問你最常在那裡玩電腦？ 百分比(%) 人數 

 家裡 69.2% 27 

 學校 17.9% 7 

 網咖 2.6% 1 

 同學家 10.3% 4 

 其他 0% 0 

根據表 4-2-4 顯示，學生最常使用電腦的場所為「家裡」，占了 69.2%；而

有 17.9%的學生最常使用電腦的場所為「學校」，有 2.6%為「網咖」，有 10.3%

為「同學家」。 

 

表 4-2-5 學生使用電腦頻率 

3. 請問你使用電腦的頻率為？ 百分比(%) 人數 

 常常使用 71.8% 28 

 不常使用 28.2% 11 

根據表 4-2-5 顯示，學生使用電腦的頻率，有 71.8%的學生表示常常使用，

其中使用電腦的原因包括「課業需要」占 82.1%，「玩遊戲」占 89.3%，「上網

瀏覽資訊、收發 E-mail 信件」占 64.3%，「打發時間」占 28.6%，「與同學聊天

或交友」占 3.6%；而有 28.2%的學生表示不常使用電腦，原因包括有「家裡沒電

腦」占 54.5%，「不會使用電腦」占 0%，覺得「浪費時間」占 9.1%，覺得「上

網浪費錢」占 27.3%，「家長不肯」占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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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 學生使用電腦時間 

4. 請問你每次花多少時間玩電腦？ 百分比(%) 人數 

 30分鐘以內 35.9% 14 

 約1小時 35.9% 14 

 約2~3小時 10.3% 4 

 3小時以上 7.7% 3 

 其他 10.3% 4 

根據表 4-2-6 顯示，學生使用電腦的時間在 30 分鐘以內占 35.9%，約 1小

時占 35.9%，約 2~3 小時占 10.3%，3 小時以上占 7.7%，不一定的占 10.3%。 

 

表 4-2-7 學生使用電腦目的 

5. 請問你都利用電腦做什麼？ 百分比(%) 人數 

 玩遊戲 89.7% 35 

 上網 79.5% 31 

 寫作業 56.4% 22 

 使用教學光碟輔助課業學習 33.3% 13 

 其他 5.1% 2 

根據表 4-2-7 顯示，學生使用電腦的目的中「玩遊戲」占 89.7%，「上網」

占 79.5%，「寫作業」占 56.4%，「使用教學光碟輔助課業學習」占 33.3%，「聊

天交友」占 5.1%。 

 

表 4-2-8 學生上網的頻率 

6. 請問你上網的頻率為？ 百分比(%) 人數 

 非常頻繁 15.4% 6 

 頻繁 23.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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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 43.6% 17 

 不頻繁 2.6% 1 

 非常不頻繁 15.4% 6 

根據表4-2-8顯示，學生上網的頻率，有15.4%的學生認為非常頻繁，有23.1%

的學生認為頻繁，有 43.6%的學生認為普通，有 2.6%的學生認為不頻繁，有 15.4%

的學生認為非常不頻繁。 

 

 

表 4-2-9 學生上網的時間 

7. 請問你每次上網約花費多少時間？ 百分比(%) 人數 

 30分鐘以內 35.9% 14 

 約1小時 33.3% 13 

 約2~3小時 10.3% 4 

 3小時以上 7.7% 3 

 其他 12.8% 5 

根據表 4-2-9 顯示，學生上網的時間在 30 分鐘以內的占 35.9%，約 1小時

的占 33.3%，約 2~3 小時的占 10.3%，在 3小時以上的占 7.7%，沒有上網或上網

時間不固定的占 12.8%。 

 

表 4-2-10 學生在網路上從事的活動 

8. 請問你常在網路上做什麼活動？ 百分比(%) 人數 

 收發信件 33.3% 13 

 查詢資料 71.8% 28 

 聊天交友 17.9% 7 

 玩線上遊戲 79.5%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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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音樂 61.5% 24 

 看新聞 15.4% 6 

 參與線上學習課程 23.1% 9 

 隨意瀏覽網頁 10.3% 4 

 線上購物 2.6% 1 

 下載資料 53.8% 21 

 其他 2.6% 1 

根據表 4-2-10 顯示，學生在網路上從事的活動有「收發信件」占 33.3%，「查

詢資料」占 71.8%，「聊天交友」占 17.9%，「玩線上遊戲」占 79.5%，「聽音

樂」占 61.5%，「看新聞」占 15.4%，「參與線上學習課程」占 23.1%，「隨意

瀏覽網頁」占 10.3%，「線上購物」占 2.6%，「下載資料」占 53.8%，「看線上

小說」占 2.6%。 

 

表 4-2-11 學生上網搜尋資料的類型 

9. 
請問你都利用上網來搜尋那方面的資

料？ 
百分比(%) 人數 

 電腦遊戲 84.2% 32 

 藝文活動訊息 5.3% 2 

 音樂資訊 55.3% 21 

 電腦資訊 44.7% 17 

 休閒娛樂 50% 19 

 課業相關資訊 52.6% 20 

 電玩資訊 50% 19 

 聊天交友 13.2% 5 

 其他 2.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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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 4-2-11 顯示，學生上網搜尋資料的類型有「電腦遊戲」占 84.2%，「藝

文活動訊息」占 5.3%，「音樂資訊」占 55.3%，「電腦資訊」占 44.7%，「休閒娛

樂」占 50%，「課業相關資訊」占 52.6%，「電玩資訊」占 50%，「聊天交友」占 13.2%，

「電玩密技」占 2.6%。 

 

表 4-2-12 學生對於上網的看法 

10. 請問你覺得上網的優點有哪些？ 百分比(%) 人數 

 有豐富的資料可以使用 87.2% 34 

 可連結到世界任何一個地方 51.3% 20 

 方便、快速 79.5% 31 

 別人不知道我是誰 7.7% 3 

 有很多奇怪且沒見過的東西，很有趣 84.6% 33 

 其他 7.7% 3 

 

11. 請問你上網的缺點有哪些？ 百分比(%) 人數 

 網站資料太豐富，不知從哪裡找資料 51.3% 20 

 速度慢，浪費時間與金錢 23.1% 9 

 暗藏色情與暴力 71.8% 28 

 常找不到需要的東西 48.7% 19 

 有個人資料曝光及被盜用的危險 76.9% 30 

 有電腦中毒或駭客入侵的危險 79.5% 31 

 網路上的資料不見得正確 33.3% 13 

 沒有錢買相關支援的軟體 33.3% 13 

 網站資料過時 17.9% 7 

 英文資料多，看不懂 25.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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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網站間資料內容差異大 10.3% 4 

 無法上網，就無法進行任何查詢動作 48.7% 19 

 其他 0% 0 

根據表 4-2-12 顯示，學生對於上網的看法認為優點的部份有「有豐富的資

料可以使用」占 87.2%，「可連結到世界任何一個地方」占 51.3%，「方便、快

速」占 79.5%，「別人不知道我是誰」占 7.7%，「有很多奇怪且沒見過的東西，

很有趣」占 84.6%，「打發時間」占 7.7%；而認為上網的缺點有「網站資料太豐

富，不知從哪裡找資料」占 51.3%，「速度慢，浪費時間與金錢」占 23.1%，「暗

藏色情與暴力」占 71.8%，「常找不到需要的東西」占 48.7%，「有個人資料曝

光及被盜用的危險」占 76.9%，「有電腦中毒或駭客入侵的危險」占 79.5%，「網

路上的資料不見得正確」占 33.3%，「沒有錢買相關支援的軟體」占 33.3%，「網

站資料過時」占 17.9%，「英文資料多，看不懂」占 25.6%，「各網站間資料內

容差異大」占 10.3%，「無法上網，就無法進行任何查詢動作」占 48.7%。 

 

 

 

二、電腦及網路操作技能方面 

本面向主要是在了解學生在電腦及網路操作技能上，控制組與實驗組學

生之間的差異。本面向共 20 題，採李克特（Likert Scales）五點量表設計，

由受試學生依實際狀況填答，分別在「非常熟練」、「熟練」、「普通」、「不熟

練」、「非常不熟練」五個等級中勾選，並依序給予 5、4、3、2、1 等分數，

而各答題項目之中間數為 3，平均數大於 3者，表示對此一答題項目表示贊

同，而平均數愈高者，表示對此一答題項目認同度愈高，平均數小於 3 者，

表示對此一答題項目表示不贊同，而分數愈低者，表示對此一答題項目認同

度愈低。茲將學生填答結果表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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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3 學生在電腦及網路操作技能方面的表現 

 組別 李克特平均數 

 控制組 3.9 

 實驗組 4 

 

控制組學生在電腦及網路操作技能方面表現之百分比及李克特平均數分析 

項目 

非
常
熟
練 

熟
練 

普
通 

不
熟
練 

非
常
不
熟
練 

李
克
特
平
均
數 

01、請問你對電腦開機及關機動作的熟練度為？ 89.5% 0% 10.5% 0% 0% 4.79

02、請問你對使用滑鼠或鍵盤來操作視窗的熟練度為？ 73.7% 15.8% 10.5% 0% 0% 4.63

03、請問你對開啟或關閉檔案或應用程式的熟練度為？ 73.7% 5.3% 15.8% 5.3% 0% 4.47

04、請問你對複製、移動或刪除檔案的熟練度為？ 63.2% 5.3% 31.6% 0% 0% 4.32

05、請問你對使用隨身碟來儲存檔案的熟練度為？ 21.1% 31.6% 36.8% 10.5% 0% 3.63

06、請問你對切換視窗的熟練度為？ 21.1% 26.3% 42.1% 0% 10.5% 3.47

07、請問你對利用電腦播放光碟(CD、VCD、DVD)的熟練度為？ 36.8% 0% 42.1% 15.8% 5.3% 3.47

08、請問你對操作印表機的熟練度為？ 21.1% 10.5% 26.3% 21.1% 21.1% 2.89

09、請問你對上網的熟練度為？ 63.2% 21.1% 15.8% 0% 0% 4.47

10、請問你操作瀏覽器(如IE)的熟練度為？ 21.1% 10.5% 63.2% 0% 5.3% 3.42

11、請問你對利用搜尋引擎(如Yahoo 奇摩、Openfind 等)來搜

尋網頁的熟練度為？ 
52.6% 15.8% 31.6% 0% 0% 4.21

12、請問你對儲存或複製網頁上文字的熟練度為？ 63.2% 10.5% 21.1% 5.3% 0% 4.32

13、請問你對儲存或複製網頁上圖片或動畫的熟練度為？ 52.6% 26.3% 21.1% 0% 0% 4.32

14、請問你對儲存或複製網頁上的音樂或影片的熟練度為？ 63.2% 0% 21.1% 10.5% 5.3% 4.05

15、請問你對收發E-mail信件的熟練度為？ 26.3% 5.3% 21.1% 21.1% 26.3% 2.84

16、請問你對網路禮節的熟練度為？ 57.9% 10.5% 10.5% 15.8% 5.3% 4 

17、請問你了解電腦病毒、安全性或電腦使用規範的熟練度為？ 21.1% 5.3% 57.9% 5.3% 10.5% 3.21

18、請問你對資料複製及相關智慧財產權等知識的熟練度為？ 15.8% 10.5% 36.8% 21.1% 15.8% 2.89

19、請問你對電腦教室管理規定的熟練度為？ 84.2% 10.5% 0% 5.3% 0% 4.74

20、請問你對應用中文或英文輸入法來編輯文字的熟練度為？ 26.3% 26.3% 31.6% 5.3% 10.5% 3.53

總平均數 47.4% 12.4% 27.4% 7.1% 5.8%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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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組學生在電腦及網路操作技能方面表現之百分比及李克特平均數分析 

項目 

非
常
熟
練 

熟
練 

普
通 

不
熟
練 

非
常
不
熟
練 

李
克
特
平
均
數 

01、請問你對電腦開機及關機動作的熟練度為？ 90% 5% 5% 0% 0% 4.85

02、請問你對使用滑鼠或鍵盤來操作視窗的熟練度為？ 60% 20% 5% 15% 0% 4.25

03、請問你對開啟或關閉檔案或應用程式的熟練度為？ 70% 20% 5% 5% 0% 4.55

04、請問你對複製、移動或刪除檔案的熟練度為？ 75% 20% 5% 0% 0% 4.7 

05、請問你對使用隨身碟來儲存檔案的熟練度為？ 35% 20% 25% 15% 5% 3.65

06、請問你對切換視窗的熟練度為？ 35% 20% 35% 5% 5% 3.75

07、請問你對利用電腦播放光碟(CD、VCD、DVD)的熟練度為？ 30% 15% 20% 20% 15% 3.25

08、請問你對操作印表機的熟練度為？ 30% 10% 30% 15% 15% 3.25

09、請問你對上網的熟練度為？ 65% 20% 15% 0% 0% 4.5 

10、請問你操作瀏覽器(如IE)的熟練度為？ 40% 20% 25% 15% 0% 3.85

11、請問你對利用搜尋引擎(如Yahoo 奇摩、Openfind 等)來搜

尋網頁的熟練度為？ 
65% 30% 5% 0% 0% 4.6 

12、請問你對儲存或複製網頁上文字的熟練度為？ 75% 10% 15% 0% 0% 4.6 

13、請問你對儲存或複製網頁上圖片或動畫的熟練度為？ 55% 15% 30% 0% 0% 4.25

14、請問你對儲存或複製網頁上的音樂或影片的熟練度為？ 50% 10% 30% 5% 5% 3.95

15、請問你對收發E-mail信件的熟練度為？ 30% 10% 15% 20% 25% 3 

16、請問你對網路禮節的熟練度為？ 60% 5% 25% 5% 5% 4.1 

17、請問你了解電腦病毒、安全性或電腦使用規範的熟練度為？ 10% 25% 45% 5% 15% 3.1 

18、請問你對資料複製及相關智慧財產權等知識的熟練度為？ 30% 10% 45% 5% 10% 3.45

19、請問你對電腦教室管理規定的熟練度為？ 70% 20% 5% 5% 0% 4.55

20、請問你對應用中文或英文輸入法來編輯文字的熟練度為？ 55% 30% 10% 0% 5% 4.3 

總平均數 51.5% 16.75 19.75 6.75% 5.25% 4 

 

表 4-2-14 控制組與實驗組學生在電腦及網路操作技能方面表現之李克特平均數

差異比較 

Ｆ檢定 

 控制組 實驗組 

平均數 4.025 3.884 

變異數 0.3393 0.4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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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值個數 20 20 

自由度 19 19 

Ｆ 0.828  

Ｐ(F≤f)單尾 0.343  

 

Ｔ檢定 

 控制組 實驗組 

平均數 4.025 3.884 

變異數 0.3393 0.4096 

觀察值個數 20 20 

自由度 38  

t統計 0.731  

Ｐ(T≤t)雙尾 0.235  

根據表 4-2-13 顯示，學生在電腦及網路操作技能方面表現，控制組學生的

李克特總平均數為 3.9，實驗組學生的李克特總平均數為 4。根據表 4-2-14 顯示，

學生在電腦及網路操作技能方面表現，控制組與實驗組學生之李克特平均數比

較，透過Ｆ檢定得知兩組學生變異數無顯著差異（Ｐ=0.343，Ｐ>0.05），再經

由Ｔ檢定得知兩組學生在李克特平均數方面無顯著差異（Ｐ=0.235，Ｐ>0.05）。 

 

三、應用軟體能力方面 

本面向主要是在了解學生在電腦應用軟體能力上，控制組與實驗組學生之間

的差異。本面向共 20 題，採李克特（Likert Scales）五點量表設計，由受試學

生依實際狀況填答，分別在「非常熟練」、「熟練」、「普通」、「不熟練」、「非常不

熟練」五個等級中勾選，並依序給予 5、4、3、2、1等分數，而各答題項目之中

間數為 3，平均數大於 3者，表示對此一答題項目表示贊同，而平均數愈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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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對此一答題項目認同度愈高，平均數小於 3者，表示對此一答題項目表示不

贊同，而分數愈低者，表示對此一答題項目認同度愈低。茲將學生填答結果表列

如下： 

表 4-2-15 學生在應用軟體能力方面的表現 

 組別 李克特平均數 

 控制組 3.94 

 實驗組 3.95 

 

控制組學生在應用軟體能力方面表現之百分比及李克特平均數分析 

項目 

非
常
熟
練 

熟
練 

普
通 

不
熟
練 

非
常
不
熟
練 

李
克
特
平
均
數 

01、請問你對於應用Word 文書軟體來編輯檔案與資料的熟練度為？ 26.3% 15.8% 47.4% 5.3% 5.3% 3.53

02、請問你對於將網路上複製的文字貼到Word文書軟體的熟練度為？ 57.9% 26.3% 15.8% 0% 0% 4.42

03、請問你對於將網路上複製的圖片貼到Word文書軟體的熟練度為？ 52.6% 26.3% 15.8% 5.3% 0% 4.26

04、請問你對於使用Word 文書軟體中的「表格」功能的熟練度為？ 31.6% 36.8% 15.8% 15.8% 0% 3.84

05、請問你對於使用Word 文書軟體中的「文字藝術師」功能的熟練度為？ 21.1% 42.1% 21.1% 10.5% 5.3% 3.63

06、請問你對於應用Powepoint 簡報軟體來編輯『投影片』的熟練度為？ 26.3% 15.8% 52.6% 5.3% 0% 3.63

07、請問你對於應用Powepoint 簡報軟體的「插入圖片」功能的熟練度

為？ 
26.3% 47.7% 10.5% 15.8% 0% 3.84

08、請問你對於應用Powepoint 簡報軟體的「插入新投影片」功能的熟

練度為？ 
26.3% 5.3% 52.6% 15.8% 0% 3.42

09、請問你對於應用Powepoint 簡報軟體的「套用簡報設計範本」功能

的熟練度為？ 
36.8% 26.3% 31.6% 5.3% 0% 3.95

10、請問你對於應用Publisher軟體來編輯製作『褶頁冊』的熟練度為？ 52.6% 21.1% 15.8% 10.5% 0% 4.16

11、請問你對於應用Publisher軟體製作『褶頁冊』的「切換頁面」功能

的熟練度為？ 
68.4% 5.3% 21.1% 0% 5.3% 4.32

12、請問你對於應用Publisher軟體製作『褶頁冊』的「變更圖片」功能

的熟練度為？ 
57.9% 10.5% 26.3% 5.3% 0% 4.21

13、請問你對於應用Publisher軟體製作『褶頁冊』的「新增文字框」功

能的熟練度為？ 
52.6% 10.5% 21.1% 15.8% 0% 4 

14、請問你對於應用Publisher軟體製作『褶頁冊』的「新增圖片框」功

能的熟練度為？ 
52.6% 21.1% 10.5% 10.5% 5.3% 4.05

15、請問你對於應用Publisher軟體來編輯製作『網頁』的熟練度為？ 31.6% 36.8% 21.1% 5.3% 5.3% 3.84

16、請問你對於應用Publisher軟體製作『網頁』的「新增頁面」功能的

熟練度為？ 
52.6% 15.8% 26.3% 0% 5.3% 4.11

17、請問你對於應用Publisher軟體製作『網頁』的「變更圖片」功能的

熟練度為？ 
47.4% 15.8% 36.8% 0% 0%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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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請問你對於應用Publisher軟體製作『網頁』的「新增文字框」功能

的熟練度為？ 
47.4% 15.8% 26.3% 10.5% 0% 4 

19、請問你對於應用Publisher軟體製作『網頁』的「新增圖片框」功能

的熟練度為？ 
63.2% 10.5% 21.1% 5.3% 0% 4.32

20、請問你對於應用Publisher軟體製作『網頁』的「超連結」功能的熟

練度為？ 
15.8% 26.3% 31.6% 10.5% 15.8% 3.16

總平均數 42.37% 21.6% 26.06% 7.64% 2.38% 3.94

 

實驗組學生在應用軟體能力方面表現之百分比及李克特平均數分析 

項目 

非
常
熟
練 

熟
練 

普
通 

不
熟
練 

非
常
不
熟
練 

李
克
特
平
均
數 

01、請問你對於應用Word 文書軟體來編輯檔案與資料的熟練度為？ 50% 10% 20% 20% 0% 3.9

02、請問你對於將網路上複製的文字貼到Word文書軟體的熟練度為？ 60% 15% 15% 10% 0% 4.25

03、請問你對於將網路上複製的圖片貼到Word文書軟體的熟練度為？ 45% 40% 10% 5% 0% 4.25

04、請問你對於使用Word 文書軟體中的「表格」功能的熟練度為？ 55% 10% 15% 20% 0% 4 

05、請問你對於使用Word 文書軟體中的「文字藝術師」功能的熟練度為？ 50% 25% 0% 20% 5% 3.95

06、請問你對於應用Powepoint 簡報軟體來編輯『投影片』的熟練度為？ 65% 15% 5% 5% 10% 4.2

07、請問你對於應用Powepoint 簡報軟體的「插入圖片」功能的熟練度

為？ 
65% 20% 10% 5% 0% 4.45

08、請問你對於應用Powepoint 簡報軟體的「插入新投影片」功能的熟

練度為？ 
55% 20% 10% 5% 10% 4.05

09、請問你對於應用Powepoint 簡報軟體的「套用簡報設計範本」功能

的熟練度為？ 
50% 15% 5% 15% 15% 3.7

10、請問你對於應用Publisher軟體來編輯製作『褶頁冊』的熟練度為？ 50% 30% 15% 5% 0% 4.25

11、請問你對於應用Publisher軟體製作『褶頁冊』的「切換頁面」功能

的熟練度為？ 
70% 5% 15% 10% 0% 4.35

12、請問你對於應用Publisher軟體製作『褶頁冊』的「變更圖片」功能

的熟練度為？ 
25% 10% 40% 15% 10% 3.25

13、請問你對於應用Publisher軟體製作『褶頁冊』的「新增文字框」功

能的熟練度為？ 
75% 10% 10% 5% 0% 4.55

14、請問你對於應用Publisher軟體製作『褶頁冊』的「新增圖片框」功

能的熟練度為？ 
75% 10% 15% 0% 0% 4.6

15、請問你對於應用Publisher軟體來編輯製作『網頁』的熟練度為？ 40% 25% 15% 15% 5% 3.8

16、請問你對於應用Publisher軟體製作『網頁』的「新增頁面」功能的

熟練度為？ 
25% 10% 40% 15% 10% 3.25

17、請問你對於應用Publisher軟體製作『網頁』的「變更圖片」功能的

熟練度為？ 
25% 10% 40% 15% 10% 3.25

18、請問你對於應用Publisher軟體製作『網頁』的「新增文字框」功能

的熟練度為？ 
25% 10% 40% 15% 10% 3.25

19、請問你對於應用Publisher軟體製作『網頁』的「新增圖片框」功能

的熟練度為？ 
70% 15% 5% 5% 5% 4.4

20、請問你對於應用Publisher軟體製作『網頁』的「超連結」功能的熟

練度為？ 
25% 10% 40% 15% 10% 3.25

總平均數 50% 15.75% 18.25% 11% 5%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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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6 控制組與實驗組學生在應用軟體能力方面表現之李克特平均數差異比

較 

Ｆ檢定 

 控制組 實驗組 

平均數 3.94 3.95 

變異數 0.109958 0.225125 

觀察值個數 20 20 

自由度 19 19 

Ｆ 0.488  

Ｐ(F≤f)單尾 0.0636  

 

Ｔ檢定 

 控制組 實驗組 

平均數 3.94 3.95 

變異數 0.109958 0.225125 

觀察值個數 20 20 

自由度 38  

t統計 -0.05794  

Ｐ(|T|≥t)雙尾 0.9541  

根據表 4-2-15 顯示，學生在應用軟體能力方面表現，控制組學生的李克特

平均數為 3.94，實驗組學生的李克特平均數為 3.95。根據表 4-2-16 顯示，學生

在應用軟體能力方面表現，控制組與實驗組學生之李克特平均數比較，透過Ｆ檢

定得知兩組學生變異數無顯著差異（Ｐ=0.0636，Ｐ>0.05），再經由Ｔ檢定得知

兩組學生在李克特平均數方面無顯著差異（Ｐ=0.9541，Ｐ>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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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訊科技融入數學教學滿意度調

查」結果 

本節針對苗栗縣福基國民小學五年級受試者中之實驗組學生於教學實驗後

所填寫的「資訊科技融入數學教學滿意度調查」結果加以分析，以瞭解學生在接

受資訊科技融入數學教學過程後，對資訊科技融入數學教學之學習狀況暨學習成

效。本問卷共發出 20 份，回收 20 份，回收率 100%，有效問卷 20 份。本調查問

卷採李克特（Likert Scales）五點量表設計，由受試學生依實際狀況填答，分

別在「非常同意」、「同意」、「普通」、「不同意」、「非常不同意」五個等級中勾選，

並依序給予 5、4、3、2、1等分數，而各答題項目之中間數為 3，平均數大於 3

者，表示對此一答題項目表示贊同，而平均數愈高者，表示對此一答題項目認同

度愈高，平均數小於 3者，表示對此一答題項目表示不贊同，而分數愈低者，表

示對此一答題項目認同度愈低。本調查問卷共分為兩大部份，第一部份包含兩個

面向，分別為「學習成效方面」及「電腦多媒體學習成效方面」；第二部份則針

對學生學習數學過程中應用資訊科技的感受及態度作調查，以便了解學生在應用

資訊科技於數學學習時的困難與問題。茲將其結果以表列分析如下： 

第一部份 

一、「資訊科技融入數學教學」之學習成效 

此一面向包含三個部份，分別為「認知方面」、「情意方面」和「技能

方面」，茲將結果分析表列如下： 

（一）認知方面 

在認知方面，項目內容設計根據能力指標之節點分析後加以編製，主要在於

得知學生在接受資訊科技融入數學教學後之認知方面表現。根據表 4-3-1 顯示，

學生對於認知方面的理解程度，「非常同意」部份占 84.2%，「同意」部份占 12.9%，

而有 0.4%的學生表示無法理解；認知方面的平均數為 4.8。 

表 4-3-1 「資訊科技融入數學教學」之學習成效～認知方面結果分析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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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融入數學教學」之學習成效～認知方面 

內容 
非常

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

意 

非常

不同

意 

平均

數 

1. 我能了解日、時、分、秒的意義。 85% 15% 0% 0% 0% 4.85

2. 我能進行日、時、分、秒之間的換

算。 
85% 15% 0% 0% 0% 4.85

3. 我能了解『下午１時２０分』和『看

電視看了１時２０分』的不同。 
65% 20% 10% 0% 5% 4.40

4. 我會計算『從下午３時３０分起，

經過５０分鐘，是下午４時２０

分』。 

85% 15% 0% 0% 0% 4.85

5. 我會計算『從上午８時到下午４

時，共有８小時』。 
90% 5% 5% 0% 0% 4.85

6. 我知道１天有２４小時。 95% 5% 0% 0% 0% 4.95

7. 我知道１小時有６０分，１分鐘有

６０秒。 
95% 5% 0% 0% 0% 4.95

8. 我能了解『製造日期』、『保存期限』

與『有效日期』的意思，並且知道

食物有沒有過期。 

70% 25% 5% 0% 0% 4.65

9. 我能了解『聽一首歌需要１分鐘，

連續聽３遍，共需要３分鐘（１分

鐘ｘ３遍＝３分鐘）』的計算方

式。 

85% 15% 0% 0% 0% 4.85

10. 我能了解『阿姨用機器編織４頂帽

子，總共花了８小時。那如果編織

一頂帽子，就只需要２小時（８小

時÷４頂＝２小時）』的計算方式。

80% 15% 5% 0% 0% 4.75

11. 我能了解『同樣跑１００公尺，所

需時間越短的人，跑得越快』的意

義。 

90% 10% 0% 0% 0% 4.90

12. 我能了解『同樣跑１分鐘，所跑的

距離越遠的動物，跑得越快』的意

義。 

85% 10% 5% 0% 0% 4.80

總平均 84.2% 12.9% 2.5% 0% 0.4% 4.8

 

（二）情意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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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情意方面，項目內容主要在了解學生在接受資訊科技融入數學教學之過程

中的感受。根據表 4-3-2 顯示，學生對於情意方面的感受，在「非常同意」部份

占 89%，在「同意」部份占 7%，在「不同意」部份占 1%；情意方面平均數為 4.84。 

表 4-3-2 「資訊科技融入數學教學」之學習成效～情意方面結果分析一覽表 

「資訊科技融入數學教學」之學習成效～情意方面 

內容 
非常

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

意 

非常

不同

意 

平均

數 

1. 跟原來的上課方式比較起來，利用

電腦來輔助數學的學習更容易讓

我有興趣學習。 

90% 0% 5% 5% 0% 4.75

2. 跟原來的上課方式比較起來，利用

簡報（PowerPoint）來呈現數學學

習的內容，讓我能更了解老師上課

的內容。 

80% 15% 5% 0% 0% 4.75

3. 透過電腦的輔助學習，讓我學習到

如何與同學一起合作做作業以及

一起解決問題的方法。 

90% 5% 5% 0% 0% 4.85

4. 跟原來的上課方式比較起來，利用

電腦來進行專題式的學習活動，讓

我對這個單元的內容有更深入的

了解。 

90% 10% 0% 0% 0% 4.90

5. 透過不同的教學方式，並且應用簡

報甚至音樂來進行學習活動，會讓

我對學習內容印象更深刻。 

95% 5% 0% 0% 0% 4.95

總平均 89% 7% 3% 1% 0% 4.84

 

 （三）技能方面 

在技能方面，項目內容的設計上主要是要了解學生在接受資訊科技融入數學

教學後，應用電腦技術解決課堂上問題的能力與小組合作學習的能力。根據表

4-3-3 顯示，學生電腦應用技術的獲取上，表示「非常同意」占 72.5%，表示「同

意」的占 15.6%，表示「不同意」的占 0.6%；在技能方面的平均數為 4.6。 

表 4-3-3 「資訊科技融入數學教學」之學習成效～技能方面結果分析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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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融入數學教學」之學習成效～技能方面 

內容 
非常

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

意 

非常

不同

意 

平均

數 

1. 我能按照老師的要求，並配合學習

的主題，利用電腦製作出規定的作

業。 

75% 20% 5% 0% 0% 4.7

2. 我能在網路上利用搜尋引擎找到

充足的資料以及下載使用，並判斷

內容的正確與否。 

55% 15% 25% 5% 0% 4.2

3. 我能將我的想法化為文字，並用電

腦紀錄下來。 
85% 10% 5% 0% 0% 4.8

4. 我能將網路上的文字複製下來，以

供製作專題作業時使用。 
85% 10% 5% 0% 0% 4.8

5. 我能將網路上的圖片下載回來，以

供製作專題作業時使用。 
85% 15% 0% 0% 0% 4.85

6. 我能在電腦輔助學習的專題作業

裡放入至少２張有關「時間」的圖

片，而且大小適當及明顯。 

80% 15% 5% 0% 0% 4.75

7. 我能將與同學討論出來的結果發

表出來。 
65% 20% 15% 0% 0% 4.5

8. 我能將在網路上找到的資料，列出

引用記錄。 
50% 20% 30% 0% 0% 4.2

總平均 72.5% 15.6% 11.3% 0.6% 0% 4.6

 

 

二、「資訊科技融入數學教學」之電腦多媒體學習成效 

此一面向主要是要了解學生在接受資訊科技融入數學教學後，在電腦多媒體

方面的學習成效及態度，項目內容共分為 13 項。根據表 4-3-4 顯示，第一題在

了解學生使用簡報或網頁製作軟體對於將網路上或課堂所得到的知識和資訊做

有效整合的程度，以及是否提升了學生的電腦技術，結果有 85%的學生同意知識

及資訊能有效整合，並同時提升了電腦技術。第二、三題在了解學生以電腦來輔

助數學學習是否對其在反覆練習方面和獨力學習方面有所幫助，結果有 90%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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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認為在反覆練習及操作方面有幫助，也有 90%的學生認為這樣的學習較不受干

擾，且較能以輕鬆自在的心情學習。第四題在了解範本的使用是否對學生在學習

上有所助益，結果有 90%的學生認為範本的使用能使其更清楚作業的要求及方

向。 

  第五題至第九題是在了解學生利用資訊科技融入數學教學的學習過程中透

過圖片、文字、音樂、旁白、圖形或動畫的呈現，是否對其在數學學習上有幫助，

結果有 95%的學生認為圖片有助於其理解課程；有 95%的學生認為同時呈現文

字、圖片、旁白及音樂，能有效提高其學習的興趣，並對其概念上的了概有幫助；

有 90%的學生認為學習時若搭配相關的圖片或音樂，有助於加深其學習概念；有

95%的學生認為利用圖形及動畫，有助於其理解數學概念。 

  第十題在了解學生使用 PowerPoint 或 Publisher 軟體來製作專題作業的感

受，有 90%的學生認為感到很有成就感。第十一題在了解老師透過廣播系統教學

時，學生的感受為何？有 100%的學生認為透過廣播教學系統來學習，不會受其

他同學干擾，也能夠很清楚的知道操作步驟。第十二題在比較傳統數學教學與資

訊科技融入數學教學的感受差異，有 95%的學生認為資訊科技融入數學教學在學

習上更有效率。第十三題在透過資訊科技融入課程的學習方式後，在資訊能力的

提升上是否有幫助，有 90%的學生認為有幫助。 

  綜合以上資料，學生在「資訊科技融入數學教學」之電腦多媒體學習成效，

有 92.3%的學生持肯定的態度，而有 0.4%的學生持反對的態度；其平均數則為

4.6。 

表 4-3-4 「資訊科技融入數學教學」之電腦多媒體學習成效結果分析一覽表 

「資訊科技融入數學教學」之電腦多媒體學習成效 

內容 
非常

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

意 

非常

不同

意 

平均

數 

1. 使用 PowerPoint 或 Publisher 來

製作專題作業，有助於我將資訊整

合起來，並同時提升了我的電腦技

65% 20% 15% 0% 0%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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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與數學知識。 

2. 以電腦來輔助數學學習，可以讓我

有反覆練習與操作的機會，同時加

深我對本單元的印象。 

55% 35% 10% 0% 0% 4.45

3. 以電腦來輔助數學學習，讓我能以

較輕鬆自在的心情來學習，而且較

不易受到同學的影響。 

65% 25% 10% 0% 0% 4.55

4. 網路專題作業範本的使用，讓我更

清楚作業製作的方向。 
70% 20% 5% 5% 0% 4.55

5. 以電腦來輔助數學學習的過程

中，圖片的使用能幫助我理解課程

的內容。 

75% 20% 5% 0% 0% 4.7

6. 如果同時看到或聽到文字、圖片、

旁白及音樂，能提高我學習的興

趣。 

85% 10% 5% 0% 0% 4.8

7. 如果同時看到或聽到文字、圖片、

旁白及音樂，能讓我對學習內容有

更具體的概念。 

70% 25% 5% 0% 0% 4.65

8. 可以即時看到或聽到與學習內容

相關的圖片或音樂，有助於加深我

的學習概念。 

75% 15% 10% 0% 0% 4.65

9. 我覺得用圖形及動畫來呈現數學

觀念，讓我更容易理解。 
65% 30% 5% 0% 0% 4.6

10. 我覺得使用 PowerPoint 或

Publisher 軟體來製作專題作業，

可以立即看到我所製作的成果，讓

我覺得很有成就感。 

55% 35% 10% 0% 0% 4.45

11. 老師利用廣播系統進行課程講

解，因為我有自己的一部操作電

腦，所以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要如何

操作，不會受其他同學的干擾。 

85% 15% 0% 0% 0% 4.85

12. 比起傳統的數學教材，使用資訊科

技來學習讓我覺得學習更有效率。
65% 30% 5% 0% 0% 4.6

13. 我覺得上完這個單元的資訊科技

融入課程之後，我的資訊能力有顯

著的提升。 

70% 20% 10% 0% 0% 4.6

總平均 69.2% 23.1% 7.3% 0.4% 0%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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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一、 學生對於使用簡報（PowerPoint）、褶頁冊製作軟體（Publisher）或網頁

製作軟體（Publisher）來輔助數學學習時，有些學生認為感覺很新鮮、很

有趣，也很有成就感，然而，也有些同學認為很困難，或不知從何著手去

進行相關的學習活動，不過，大體上來看，學生多數還是持肯定的態度。

因此，建議在進行類似以軟體輔助數學學習時能在事前針對這些軟體的使

用技巧再多做練習，這樣會讓實際實施的過程較順暢些。 

二、 學生在使用資訊科技輔助數學學習的過程中感到最困難的地方在於使用褶

頁冊製作軟體（Publisher）時，對於版面的編排沒有概念，有些同學只為

了將版面填滿，而沒有顧及到文字的大小、字體、顏色、圖片的多寡等，

使得作品看起來無法達到老師要求的程度；另有學生認為規畫單的設計是

最困難的地方，因為事前對作品整體沒有一個完整的概念，或是之前並沒

有相關設計的經驗可供參考，以致於要完成規畫單的設計是一件困難的

事；而也有學生認為將工作平均分配給小組每一個成員是一件困難的事，

由於學生程度或專長不一，甚至工作分工的份量也不一，因此在實際分工

時，有時會導致小組其他成員的不滿；另有學生認為要在規定時間內完成

作品是一件困難的事，由於考慮學校行事及月考進度安排，操作時間並無

法很充裕，因此，需要用到下課及午休時間，才有辦法將作品完成。 

三、 學生在這幾堂課當中，最喜歡的活動有製作褶頁冊作品，因為當作品印出

來時很有成就感；還有課程ｅ化部份的講解也很喜歡，因為與平常上課時

的呈現方式不同，比較活潑，在抽象概念上也比較容易懂；還有製作網頁

作品的部份也很喜歡，因為在看到自己小組的作品可以在網路上看到就覺

得很興奮。 

四、 學生在這幾堂課當中，最不喜歡的活動有規畫單的製作，因為對規畫單的

內容並無法完全了解其目的及要求，以致於不知從何著手進行規畫；還有

學生對於製作褶頁冊軟體不喜歡，因為要在規定的版面中放入資料，但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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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找到的資料數量超過預期，以致於在刪減資料或將資料數量濃縮的過

程中造成很大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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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數學學期成績 T檢定暨「學習成效

總結性評量」結果 

數學學期成績Ｔ檢定在於了解受試者起點行為是否一致，以便控制變因及做

為前測依據，數據來源為受試者於四年級下學期之數學學期成績，並以學習成效

總結性評量為教學實驗之後測分析依據，以做為檢視教學實驗成效的依據。茲將

數學學期成績Ｔ檢定及學習成效總結性評量結果分析表列如下： 

一、數學學期成績Ｔ檢定結果 

為了解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之學習起點是否有差異，故在教學實驗前以

受試者於四年級下學期之數學學期成績做為檢視數學能力依據；而實驗組與

控制組學生於升上五年級時重新編班，編班依據為四年級國語學年總成績及

四年級數學學年總成績之平均，依成績高低排序後，以Ｓ型常態分配編班，

故兩組學生智力可視為無差異；在數學能力表現上，根據表 4-4-1 結果分析

顯示，在數學學期成績的平均數上，實驗組（Ｍ=75.7）與控制組（Ｍ=73.8）

相差 1.9 分，而以兩個常態母體變異的檢定（Ｆ檢定）來檢視兩組學生數學

學期成績之變異數有無顯著差異，根據表 4-4-2 結果分析顯示，兩組學生數

學學期成績之變異數並無顯著差異（Ｐ值為 0.26，Ｐ＞0.05），再以兩個

母體平均數差的檢定，假設變異數相等（Ｔ檢定）來檢視兩組學生數學學期

成績之平均數差有無顯著差異，根據表 4-4-3 結果分析顯示，兩組學生數學

學期成績之平均數差並無顯著差異（Ｐ值為 0.71，Ｐ＞0.05），表示兩組

學生之數學能力無顯著差異。 

表 4-4-1 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數學學期成績之平均數與標準差 

組別 樣本數Ｎ 平均數Ｍ 標準差ＳＤ 

實驗組 20 75.7 14.452 

控制組 19 73.8 16.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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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 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數學學期成績之Ｆ檢定 

 控制組 實驗組 

平均數 73.8421 75.7 

變異數 282.4737 208.8526 

觀察值個數 19 20 

自由度 18 19 

Ｆ 1.3525  

Ｐ(F≤f)單尾 0.2597  

 

表 4-4-3 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數學學期成績之Ｔ檢定 

 控制組 實驗組 

平均數 73.8421 75.7 

變異數 282.4737 208.8526 

觀察值個數 19 20 

自由度 37  

t統計 -0.3708  

Ｐ(|T|≥t)雙尾 0.7129  

 

二、「學習成效總結性評量」結果 

教學實驗後，以「學習成效總結性評量」來檢視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學習成

效上的差異，根據表 4-4-4 結果顯示，兩組學生在教學實驗後，其評量結果，實

驗組成績（Ｍ=91.75）比控制組成績（Ｍ=82.11）平均高出 9.64 分；而以兩個

常態母體變異的檢定（Ｆ檢定）來檢視兩組學生「學習成效總結性評量」成績之

變異數有無顯著差異，根據表 4-4-5 結果分析顯示，兩組學生「學習成效總結性

評量」成績之變異數並無顯著差異（Ｐ值為 0.27，Ｐ＞0.05），再以兩個母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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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數差的檢定，假設變異數相等（Ｔ檢定）來檢視兩組學生「學習成效總結性

評量」成績之平均數差有無顯著差異，根據表 4-4-6 結果分析顯示，兩組學生「學

習成效總結性評量」成績之平均數差呈現顯著之差異（Ｐ值為 0.0186，Ｐ＜

0.05），由此可見，實驗組學生之學習成效優於控制組學生之學習成效，表示「資

訊科技融入數學教學」之教學方法優於一般數學教學之教學方法。 

表 4-4-4 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學習成效總結性評量」成績之平均數與標準差 

組別 樣本數Ｎ 平均數Ｍ 標準差ＳＤ 

實驗組 20 91.75 12.904 

控制組 19 82.11 14.937 

 

表 4-4-5 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學習成效總結性評量」成績之Ｆ檢定 

 控制組 實驗組 

平均數 82.10526 91.75 

變異數 223.0994 166.5132 

觀察值個數 19 20 

自由度 18 19 

Ｆ 1.3398  

Ｐ(F≤f)單尾 0.266178  

 

表 4-4-6 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學習成效總結性評量」成績之Ｔ檢定 

 控制組 實驗組 

平均數 82.10526 91.75 

變異數 223.0994 166.5132 

觀察值個數 19 20 

自由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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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統計 -2.16124  

Ｐ(T≥t)單尾 0.0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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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授課教師訪談問卷」結果 

本節內容為授課教師於教學實驗結束後針對教學實驗實施前、中、後所遭遇

的問題與困難，以及解決因應的對策，並就「英特爾ｅ教師計劃研習」提出看法

及改進的意見。以下茲就訪談問題逐一條列如下： 

一、讓你想要持續進行類似「資訊科技融入數學教學」活動的動力為何？ 

授課教師認為本身想要持續進行「資訊科技融入數學教學」的動力有三： 

（一）個人理念方面：由於一般數學教學方法大部份只利用講述法講解課程內

容，因此對於學習類型屬於視覺型或觸覺型的學生，無法符合其學習型

態，學習效果可能大打折扣，而以「資訊科技融入數學教學」正好可以彌

補此不足之處。因此，想要把每一個學生帶上來是授課教師想要持續進行

類似「資訊科技融入數學教學」活動的動力之一。 

（二）研習刺激方面：過去在教學上一直想將資訊科技融入，但總是沒有一套方

法，在設計教案時，只是想到什麼就融入什麼，或者是在實際施教時，想

到那裡就融入到那裡，常會發生該融入而未融入，或是不該融入而浪費了

許多時間與精神在這上面；直到參加了「英特爾ｅ教師計劃研習」之後，

對資訊融入教學才有了一個比較完整的概念與設計流程，而透過這一套設

計方法，更能有效融入資訊科技於其中，在教學過程中對整個教學流程也

才能完全的掌控，不會浪費多餘的時間。因此，一套既定的設計模式與教

學流程方便老師們應用，而這是讓老師們會持續想要進行類似「資訊科技

融入數學教學」活動的動力之一。 

（三）學區文化背景因素：本校學區位居苗栗縣，且學校並不在鄉鎮市中心，因

此地處偏遠，在學習資源的獲取上可將其歸類為文化不利地區，為拓展學

生視野，挽救學生在起跑點上的不平等，透過資訊科技融入數學教學可讓

學生接觸與其他地區學生相同的網路資源，故拯救學生不平等的文化刺激

是授課教師想要持續進行類似「資訊科技融入數學教學」活動的動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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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討教師對資訊科技融入數學教案設計的影響因素為何？ 

（一）授課教師認為在設計資訊科技融入數學教案時應注意的地方有三點： 

1. 數量上：常會因網路上資源資料過多而沒有取捨，導致學生負擔太重，

反而降低其學習的意願。 

2. 時間上：為配合學校行事及月考進度安排，無法設計長時間的小組學習

活動，而在有限的時間內，為顧及往後活動的進行，講解時間可能不夠，

則會造成學生在操作上一知半解，而失去了資訊融入教學設計的初衷

了；亦不能設計太多融入的課程，因電腦教室有限，若每個班級皆有資

訊融入課程，則電腦教室在使用上可能會與其他班級衝突。 

3. 取材上：並非所有單元內容都適合以資訊融入，融入過多無用的資訊，

或為了資訊融入而融入，則會適得其反的，因此，挑選網路資源豐富的

單元或易於資訊融入的單元是在取材上特別需要注意的地方。 

（二）在實際實施教學實驗後，授課教師認為有些教學活動的設計方向或實施方

式需要改進，例如：本教學實驗單元有提到速率的概念，若以電腦動畫方

式不容易呈現，或是教師資訊能力不足無法做相關內容設計，可以改用實

地操作模型車比賽，並加以記錄以了解速率之差異及意義，而做為教學內

容的另一種呈現方式；在課程ｅ化部份，由於為顧及往後活動安排及時間

掌控，並無多做說明與講解，因此，若ｅ化部份設計不完善或不清楚，可

能造成學生聽不懂或不清楚，但卻沒有時間可以發問的情況發生。 

（三）針對評量以線上評量方式進行以及試題設計根據能力指標導向，授課教師

認為線上評量可以大量節省教師閱卷的時間，而且成績的統計可以馬上知

道，在效率上很值得肯定；而在試題的設計上由簡而繁，而且依據能力指

標來設計，可以很清楚的檢視學生問題出在那一個環節，也可以很容易的

知道學生是否有達到此一單元的能力指標，但有些試題過於簡單，反而無

法測出學生程度。 

（四）授課教師認為這次的教案可以很容易的被其他教師參考應用的地方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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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模式固定，而且架構化，其他教師只要依循此一模式及架構，即

可很快上手，但教師在資訊方面需有先備知識及素養才會比較容易些。 

三、探討教師對數學領域應用資訊融入教學的優缺點為何？ 

（一）授課教師在實施資訊科技融入數學教學的過程中遇到的困難有以下五點： 

1. 本身資訊素養不足，所花費的教案及教材設計的前置作業時間過多，常

需熬夜加班才能如期完成，但是在多練習或設計幾次之後，已能抓住訣

竅，且本身資訊素養亦因此而有所提升。 

2. 需先上網瀏覽，時間花費太多，且所搜集到的資訊及資料常超出預期，

導致取捨上的困難。 

3. 課程ｅ化部份的設計很難面面俱到，有些概念很難或本身資訊素養無法

用ｅ化呈現，導致課程ｅ化設計上的瓶頸。 

4. 電腦教室的使用上需經過協調，並非能夠依照課表安排進行資訊融入課

程，對於教學進行的流程會受到影響。 

5. 在學生的配合度上，有些學生對於相關軟體的操作仍無法進入狀況，這

樣會造成小組進度的延宕，而且學生在進行電腦操作活動時所花費的時

間比預期還多，甚至做出來的東西與老師所預期的結果有出入，此時就

只能就小組個別指導來導正其方向。 

（二）在實施資訊科技融入數學教學的過程中，授課教師認為得到最大的成就是

個人使用電腦能力有所提升，而且先上網瀏覽相關資料，對課程的內容及

教學流程很熟練並能做有效的掌控；而在學生方面，學生不僅從課堂中學

到應得到的知識，另外加深加廣的資料部份學生更是從中獲取課堂上所得

不到的知識，這個延伸學習的部份在學習評量上可能不會有效的呈現，但

實際上學生是得到更多看不到的知識，這對學生未來的學習是有幫助的。 

（三）授課教師認為資訊科技可讓數學教學更加活潑，進而引起學生學習動機，

提高學生學習興趣，而學生在課程關鍵的地方透過資訊科技的學習，更可

以輕易的達到學習目的。所以資訊科技若能有效融入，內容取材上多用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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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思，則資訊科技是一項非常好的教學輔助工具。 

四、探討學生在實施資訊科技融入數學教學過程中的反應及應具備的技能？ 

（一）學生在資訊科技融入數學教學的過程中需具備的資訊科技能力不外乎就

是電腦基本操作及相關應用軟體操作能力，例如 Word、PowerPoint、

Publisher 等，當然，複製、貼上、文字輸入、視窗操作等都是最基本應

具備的先備知識。 

（二）在實施資訊科技融入數學教學的學習過程中學生常遇到的困難有以下四

點： 

1. 電腦操作流程不熟悉，常發生一些小問題需要老師解決，而利用小老師

制度可有效減輕老師的負擔。 

2. 學生對於延伸學習的作業沒有整體的構思概念，因此在規畫單設計上常

有天馬行空或風馬牛不相及的情況發生，所以，老師適時的進行小組個

別指導，或將規畫單內容設計得較完整、較細項，或將流程設計得更流

暢些，並將此一流程先展示給學生看，類似工作流程手冊的效果，則可

有效的避免這種情況發生。 

3. 小組工作分配不均，常造成能者多勞的情況發生，則老師適時的介入，

或將作業主題設計成需多種工作型態以及各種程度的工作分配，則可有

效遏止此情形發生。 

4. 最後的成果發表部份，由於學生未受過相關訓練，以致於成果發表變成

照本宣科的情況，建議由老師先示範正確方法，再由學生上台發表會較

順暢些。 

（三）由於學生的學習成果並非全來自資訊融入以及電腦操作部份，因此，學生

接受資訊科技融入數學教學後的學習成效若優於傳統教學，並不能全歸因

於資訊融入的成效，但可視為因為資訊科技的融入而提高其學習的興趣，

間接影響其學業成就上的表現；不過，接受資訊科技融入數學教學之學生

雖在主學習內容上與一般數學教學無異，但在副學習上則超越一般數學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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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學生甚多，這是一般學業評量所無法測得的能力。另以投資報酬率來

看，同樣的教學時間，若資訊融入能讓學生學得更多，更有興趣，而且在

學業成就上不會輸一般數學教學的學生，甚至可能表現更好的情況下，以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確是教師教學成功的一項利器。 

五、探討學校在資訊科技融入數學教學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以目前學校的資訊科技設備來說，要進行相關的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活動是

沒有問題的。 

（二）除了資訊科技設備的充足之外，學校還應該提供其他的一些援助及配合，

才會讓資訊科技融入數學教學活動進行的更順利，茲條列如下： 

1. 學校應於固定每隔一段時間即辦理校內資訊科技融入之教育訓練，藉由

研習進修不斷刺激，以求技術及能力更精進。 

2. 電腦教室應完全開放，提供學生在校期間隨時進行電腦操作及資料查詢

活動，並安排各班學生使用時間表，以免衝突。 

3. 購置更多教學輔助軟體以供教學使用，讓老師可以用現成的軟體來達到

資訊融入的目的，減少教學研究設計課程的困擾及時間。 

4. 建立教學資源分享平台，讓教師的創意設計能提供給其他教師參考，也

讓教學資源能發揮其最大的功用，減少教師重複設計相同單元所浪費的

時間。 

（三）如果學校欲推動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活動，從行政支援教學觀點來看，學

校應主動提供足夠讓學生學習的各項服務及教師教學應用上的一切支

援，所以學校是主導者；然而，學校為了落實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政策，

勢必需要老師的配合，若老師們產生抗拒心理，學校又要扮演輔助者的角

色，協助老師減緩抗拒改變教學模式的情緒，而另一方面，學校扮演支持

者的角色，支持教師在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上的一切需要及作為。 

六、探討「英特爾ｅ教師研習」對教師的影響及將來持續推動的可能性及未來成

效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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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授課教師認為「英特爾ｅ教師研習」在實施資訊科技融入數學教學上幫助

很大，在觀念上的改變即是其一，例如剛進行資訊科技融入數學教學之教

案設計時，常常因為別人做得出來，為什麼我做不出來而感到氣餒，而在

接受過「英特爾ｅ教師研習」之後，按照步驟進行則可以很容易的設計出

來，因此，給予「英特爾ｅ教師研習」很高的評價；而在教學上，由於時

間的掌控較佳，在教學前就能夠很清楚流程及架構，並對課程內容有清楚

的認識，因此在實際教學時就能很流暢的進行了。 

（二）「英特爾ｅ教師研習」的課程內容中所應用到的軟體有 Publisher、

Word、PowerPoint 等，其中 Publisher 軟體並非每個學校都有，雖然研

習重點是在如何導入資訊科技的融入，而非單純軟體的介紹及操作，但也

沒有提及其他具有類似功能之軟體供教學選擇，造成教師回學校後，欲進

行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卻沒有軟體可使用的窘狀，因此，可以在研習課程

介紹類似功能之軟體以供教師做應用上的選擇。 

（三）授課教師認為成功的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應該是教學前先完整搜集與課程

相關的資訊及教案設計，而在教學中不斷檢視是否有將應教給學生的東西

完整呈現在學生面前，教學後應利用時間檢視學生的學習成效，並檢討教

學過程中遇到的困難與瓶頸，以做為下次實施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改進參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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