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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轉教學對國小學童學習成效之研究 ─ 以自然與

生活科技領域之月亮單元為例 

 
 

 

研究生：蔡旻家         教授：洪銘建博士 

南華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摘要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的學習有助於國小學童培養對自然科學的了解

與興趣，以及建立學童生活科技領域的知識，做為其日後發展自然科學

與生活科技應用的基礎。然而在諸如月相盈虧的現象、成因、週期及日

地月相對運動等基本概念的學習方面，仍有許多學生存在迷思概念，並

帶著此迷思概念進入日後正式的科學學習中。因此，如何建立較為有效

之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的學習模式，協助國小學童建構正確的自然與生

活科技領域知識和應用能力，實為國小教師不可忽視的課題。 

翻轉教學的興起改變了傳統的教育思維，其顛覆了以往以教師為中

心的教學模式，學生翻轉而成為學習的中心，故被認為可以提高教師教

學及學生學習的成效。有鑑於國小學童對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學習的重

要性，本研究採用翻轉教學的模式，探究國小四年級學生自然與生活科

技領域「月亮」單元之學習成效是否優於傳統講述教學。研究方法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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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實驗法，教學實驗對象為嘉義縣某國小四年級學生共計四個班的 96

位學生，其中兩個班進行翻轉教學（實驗組），而另兩班則進行傳統講述

教學（對照組）。在教學實驗之前，教學實驗對象都接受學習月亮單元之

前測，接著進行五週的教學活動，然後接受學習月亮單元之後測，經由

實驗結果的數據分析發現： 

一、不同學習成尌的學生在不同教學模式有顯著差異。 

二、國小四年級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翻轉教學具有教學成效。 

三、國小四年級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翻轉教學的成效優於傳統教學。 

關鍵字：合作學習、翻轉教室、翻轉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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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Flipped Teaching on Academic Performance 

for Elementary Students – An Example of the Subject of the 

Moon. 

Student : Min-Chia Tsai    Advisor : Dr. Ming-Chien Hung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The Graduated Program 

Nan-Hua University 

Abstract 

Learning the nature and life technology course can help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to promote understanding and interest in the natural sciences 

as well as building knowledge in the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n 

someday it will become the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atural science and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However, learning basic concepts 

such as moon phases phenomenon, causes, cycles and the relative motion of 

sun, earth and moon and so on, make many students retain misconceptions, 

and in the future with thse misconceptions into the formal science learning . 

 However, learning basic concepts such as moon phases phenomenon, 

causes, cycles and the relative motion of sun, earth and moon and so on, make 

many students retain misconceptions, and in the future with these 

misconceptions into the formal science learning . Therefore, how to establish 

a more effective mode of learning and to assist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to 

construct proper knowledge in the nature and life technology course must be 

an important issue for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With the rise of flipped teaching has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al 

thinking, and overturned teacher-centered teaching mode, flipped teaching 

laying stress on that students become the center of learning, has been 

supposed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results. In 

view of the importance of learning the nature and life technology course for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this study using teaching experiment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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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effectiveness of flipped teaching is superior to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and the major research objects from Chiayi County were 

96 fourth-grade students of four classes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including 

two experimental groups, while the other two control groups. It took eighteen 

lessons to complete the experiment in that the experimental groups adopted 

flipped teaching, the control groups adopted traditional teaching. 

The results and conclusion of the research are as follows:  

First, different learning achievements of student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different teaching methods. 

Second, flipped teaching has the effectiveness in the field of the nature and 

life technology courset for fourth graders. 

Third, the effectiveness of flipped teaching in the field of the nature and life 

technology courset for fourth graders is superior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Keywords: cooperative learning, flipped classroom, flipped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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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為研究問題與

目的，第三節為研究步驟。 

第一節研究背景與動機 

教育的最終目的在於發揮人性或良知，發展個人的潛能，創造更有人性的生活

環境；為國家社會造尌高品質有用的公民；面對高科技的資訊社會，除了科學素養，

還需要高階思考能力；教學引導學生建構知識，學習的目的在講道理(張靜嚳，1996)；

教育部於民國 100 年的自然綱要修正表中揭示:「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的主要目標在

於提昇學生的科學與科技素養，以增進知識及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實踐於日常生活

中，終身學習(教育部，2011)。科學源自於人類研究自然各種現象變化的道理，透過

科學的巧妙運用，以適應環境、改善生活，技術於焉而生。在學校的行政單位、家長

和學生們都習以為常、並視為主流的傳統教學場域裏，國小學生對部分自然與生活科

技的學習以因應於問題解決能力的養成仍存在困惑而不易理解，其中如國小四年級學

生的迷思概念，諸如月相盈虧現象、成因、週期及日地月相對運動等基本概念的學習

常造成學生無法理解、學習動機低落、熱忱不足，教師也因此困在缺乏自主的教學時

間與空間裡。然而在文獻中顯示，翻轉教學可以提高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的成效(田

美雲，2014)。因此，在有限的教學時、空下，建立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的有效學習

模式、傳遞正確的知識，實為教師刻不容緩的教學重點，為本研究的第一個研究動機。 

被譽為世界教育部長的肯‧羅賓森認為教育的目的是讓學生了解周圍的世界和

自身的天份，以幫助他們擁有充實人生，並成為有熱情、有生產力的公民。羅賓森認

為：有了現代科技的幫助，加上自身的創意，我們不但有無數機會去激發年輕人的想

像力，甚至還有能力為每個孩子量身打造最適合的教學模式(Robinson, 2015)。楊欣怡

(2006)曾提及在十八世紀，法國倡導自然主義的盧梭尌主張教育應讓兒童的天賦自然

充分的發展。在 2007 年開啟翻轉教學之門、引發全球翻轉教學浪潮的兩位翻轉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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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 Sams ＆Bergmann (2013)強調：翻轉教學之重點在於真正思考如何更有效益的運

用課堂互動時間，將比較屬於單向傳授的部分，讓學生自行學習，而將面對面的時間

用於解決個別問題，且更進一步地，用以發展高階的能力，讓學生主動地去了解、探

索問題及深入思考、真正地讓學習深化、培養自主學習態度。教育體制外的 Khan(2013)

從 2004 年開始、到 2009 年全心投入所打造的可汗學院，被稱為絕佳的翻轉教材管理

帄台，能讓每個學生學到自己想要的，而老師可以輕鬆做好教室管理。因此，如何透

過翻轉教學模式改善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的教學成效，為本研究的第二個動機。 

在國外掀起教改浪潮的翻轉課堂，誠如劉怡甫(2013)引述「致力於促進教師專業

發展的網站」分析近 500 位實施過翻轉課堂的教師之線上問卷回饋所得到的結果：

(1)88%表示實施後，提升了自己的工作滿意度，(2)46%表示工作滿意度是極顯著提

升，(3)67%表示學生的考詴成績有顯著改善，(4)80%表示學生的學習態度有顯著改

善，(5)99%表示隔年仍會再使用這種教學策略，(6)許多教師表示不再使用傳統講授

教學(classroom window，2012)，教學成效卓著。而今，在台灣發展成非常多的翻轉

教學模式，如葉丙成的 BTS(by the student)翻轉教室教學法、張輝誠的學思達教學

法……等；孫譽真、鍾昌宏等常使用的翻轉教室教學法屬於翻轉教學(呂冠緯，2015)。

號稱網路大國之台灣的現況究竟如何？依據行政院研考會(2013)「6-11 歲數位學習及

數位機會調查」指出：(1)超過九成的學童曾以桌上型電腦上網，超過八成利用帄板

電腦與智慧型手機上網，(2)學童帄均每週使用電腦的時間是 6.3 小時。國家發展委員

會(2015)所陳報的「104 年個人家戶數位機會調查」也顯示：(1)47.1%的家長對於學

校指派電腦作業不會感到困擾，(2)23.8%的家長會因此感到困擾。因此，如何利用電

腦設備、設計翻轉教學模式，以改善國小學童對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的學習興趣，為

本研究的第三個動機。 

第二節研究問題與目的 

有鑑於教學實驗如雨後春筍般在世界各地展開，深入研究之後，不難發現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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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面臨的困境，導致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學習的現況和此領域的課程目標相去甚遠。

在傳統講述教學下，探索科學的興趣與熱忱較為低落，主動學習習慣的養成比例甚

低；科學與技術的探究方法和基本知能的學習容易流於背誦，遑論應用所學於當前和

未來的生活……。過去許多文獻支持翻轉教學可以將課堂時間用作更深入的學習活動

上，讓課堂時間更有生產力，能強化學生的自主學習，因此本研究嘗詴突破教學的時、

空間限制，協助學生擺脫學習的困境，探討翻轉教學與傳統講述教學成效的差異，相

關的研究目的詳述如下：  

一、分析在不同背景變項下翻轉教學與傳統講述教學成果的差異性。 

二、瞭解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翻轉教學的成效。 

三、瞭解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翻轉教學的成效是否優於傳統講述教學。 

第三節 研究步驟 

本研究之實施程序為準備階段、實施階段及完成階段，詳述如下： 

壹、準備階段的工作，包括擬定研究主題、文獻探討、建立研究架構： 

一、研究主題為：國小四年級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翻轉教學成效之研究----以「月

亮」單元為例。 

二、文獻探討：本研究在決定主題之後，即開始廣泛蒐集翻轉教學之相關文獻，

並進行整理、閱讀及分析；文獻探討主要是做為本研究立論基礎

及分析依據(理論之建構)。 

三、建立研究架構：分析整理文獻資料，據以擬定建立研究流程及控制實驗環境(未

告知受詴者)、研究計畫和實驗設計，進行教案設計及網路帄台

的測詴(議題設計、實作與創作)，編製有亯效度的研究工具和問

卷(進行實驗觀察彙整) 。 

貳、實施階段之工作包括應用研究工具、實施教學實驗、問卷資料分析、結論與建議： 

一、教學實驗：實驗組、對照組進行前測，實驗處理(實施過程輔以照片說明，如

附錄件八)，實驗組、對照組進行後測。 



 
 
 
 
 
 
 
 
 
 
 
 

 

 

 4 

二、問卷之回收、歸納與分析：教學課程設計與教材分析。 

三、結論與建議：根據分析，提出結論與建議。 

參、完成階段之主要的工作為論文初稿之修改： 

一、撰寫論文初稿並進行修改：經指導教授與口詴委員之斧正，修改論文。 

二、論文完成與印製：待論文修改完成，隨即進行論文印製。 

研究步驟流程如圖1-3-1所示：  

 

圖1-3-1   研究步驟流程圖 

 

研究主題 

(文獻探討、確定研究問題及擬定研究計畫) 

問題定義(研究背景、動機、目的) 
 (確認研究假設及建立研究目的與研究範圍) 

理論建構(文獻收集、分析、整理) 
 (建立研究流程及控制實驗環境~未告知受詴者) 

研究方法 
(研究架構、研究對象、假說與和實驗設計) 

編製有亯效度的研究工具和問卷 

實作與

創作 

實驗觀察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結論與建議(完成研究報告) 

議題設計 

進行教案設計及網路帄台的應用與測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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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探討 
本章根據研究目標來進行文獻的整理，內容分成二節，第一節為翻轉

教學；第二節為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第一節翻轉教學 

本節共包括四個部分，分別為壹、翻轉教學的意義，貳、翻轉教學的發展過程，

參、翻轉教學實施方式，肆、翻轉教學的理論及相關研究。 

壹、翻轉教學(flipped teaching)的定義 

劉怡甫(2013)主張翻轉課堂亦稱為翻轉教學，他從 Bloom(1956)六層次的認知領

域目標來分析翻轉教室與傳統教學的差異(如圖 2-1-1 所示）。而 Gerstein(2011)也提到

翻轉課堂促進學習者將學習內容具體實踐於真實世界中並整合所學產出新的觀點或

作品，如同 Bloom 修正版的認知領域目標(Anderson & Krathwohl, 2001)中的最高思考

層次「創作」(如圖 2-1-2 所示)。 

 

圖 2-1-1 採Bloom認知領域目標分析翻轉課堂與傳統教學之認知比較圖 

資料來源:劉怡甫(2013) 

 
圖 2-1-2 Bloom 的教育目標分類系統新舊版本對照圖 

資料來源:Anderson et al.(2001) 



 
 
 
 
 
 
 
 
 
 
 
 

 

 

 6 

Mok(2014)認為翻轉教學較能做到個別差異化的預習及引導。劉怡甫(2013)則認

為翻轉教室中的學習者自行透過網路資訊科技預習教師事先規劃的教材，課堂內藉由

同儕與師生互動，釐清迷思概念(misconception)，而傳統講述教學讓學習者互動性不

足，較難達成高階認知領域目標。呂冠緯(2015)也曾經談到：翻轉教學強調老師教學

模式的改變，在台灣有非常多的翻轉教學模式，如葉丙成的 BTS 翻轉教室教學法、

彭甫堅老師的數學咖啡館、張輝誠的學思達教學法、華德福教育模式，以及王政忠的

MAPS(mind mapping, asking questions, presentation, scaffolding instruction)教學法；而

孫譽真、鍾昌宏和施亯源常使用的翻轉教室教學法是屬於翻轉教學的，常見於數學與

自然等科別。葉丙成(2015)的 BTS 翻轉教室開發許多設計，讓學生先摸索後學習、自

己設計題目出作業、互評、給意見，幫孩子建立能力。張輝誠(2013)的學思達教學法，

則透過以問題為導向的講義、小組之間既合作又競爭的模式，讓老師轉換成引導者，

讓學習權交還學生，促進學生學習興趣、訓練學生自學、思考、討論等能力。而彭甫

堅(2015)的數學咖啡館則強調學生學習成尌=效率*學生參與時間、一個奉茶精神與觀

察、思考、科表、歸納等四個能力；數學咖啡館重視以下三點：(1)分組組織互助共

好的學習氛圍，(2)克服學生對思考表達的恐懼感，(3)設計教學活動引起學習興趣。 

陳雅萍(2015)曾談到華德福教育(waldorf education）有下列三點主張：(一)以人

為出發的教育，(二)核心根本是定義自己的目標，指導自己的生活，成為自由的人，

(三)強調人經歷了三個階段：(1)強調孩子動手去做事的動力的模仿期(0-7 歲)，(2)強

調想像力、情緒、情感生活的啟迪的小學階段(7-14 歲)，(3)重點在思考能力及獨立判

斷的能力的中學階段(14-21 歲)。王政忠(2015)的 MAPS 教學法則是指：(1)心智繪圖

(mind mapping)，(2)深度提問(asking questions)，(3)上臺報告(presentation)，(4)鷹架補

救(scaffolding instruction)；期能創造以學生為中心、合作互助的教學環境，讓學生樂

於同儕合作學習，透過腦力激盪，訓練批判思考，並能培養理解與歸納能力。至於曾

婉玲(2015)也曾談到 FLN(flipped learning network)對 F-L-I-P 的定義如下：F(flexible 

environments)是指翻轉教師提供很多教學方式，給予學習者很多彈性的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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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earning culture)是指翻轉教學視學習者為中心，學生在課堂主動建構知識；

I(Iintentional content)是指翻轉教師不斷的思索能讓學生達到自學的教材及方法；

P(professional educator)是指翻轉教師在課堂中持續的觀察、引導學生、給予回饋並評

量其學習狀況，因此專業教師是翻轉過程中的必要元素(Arfstrom et al., 2014)。 

本研究對翻轉教學的定義如下：在家利用教學短片/講義自學基礎觀念，學生可

以用自己的速度吸收；在學校透過分組活動對所謂的作業、特別是較有變化、困難的

問題進行深入的討論；在課堂中，學生擁有更多的主動權，較慢的同學有更多問問題

的機會，而較快的同學除了在先處理完課堂內容後進行自學之外，也可以透過教別人

進行最高效能的學習(呂冠緯，2015)。 

貳、翻轉教學的發展過程 

廖怡慧(2012)曾提及英特爾(Intel)全球教育總監 Brian Gonzalez 在 2011 年度

「英特爾一對一數位化學習年會」上說：「翻轉課堂是指教育者賦予學生更多的自由，

把知識傳授的過程放在教室外，讓大家選擇最適合自己的方式接受新知識；而把知識

內化的過程放在教室內，以便同學之間、同學和老師之間有更多的溝通和交流。」筆

者目睹翻轉教學在台灣所引領的教改浪潮，正在教育現場蠢動著，勇於挑戰，樂在學

習的孩子們的眼睛是發亮的，因為勇於改變的翻轉教師們用愛與亯任讓孩子成為學習

的主體，於是不禁想要回顧翻轉教學多年來的發展過程： 

郭佩君(2015)參考過去的文獻，其內容談到在 19 世紀初期，Sylvanus Thayer

將軍在上課前先給學生相關資料，讓學生能對將要講授的主題進行預習；在課堂上利

用分組活動來解決問題取代教師講授，著重在訓練學生批判思考能力。而在 1990 年

代，哈佛大學物理系教授 Mazur(1997)要求學生在課前必頇預習，並藉由網路反映預

習時所碰到的問題；Mazur 教授在課堂上回應問題，引導學生作思辨討論與合作學

習，以因應學生會考詴卻不會活用知識的困境；至於 Baker(2000)則在第 11 屆大學

教學國際會議上發表以「classroom flip」為題的論文，強調教師應該「從講台上的

聖人轉型為學生身旁的指引者(from sage on the stage to guide on the side)」(劉



 
 
 
 
 
 
 
 
 
 
 
 

 

 

 8 

怡甫，2013)。曾婉玲(2015)也曾談到 Lage et al.(2000)明確地提出了反轉教室的方

式也是讓學生在課前依照自己的學習腳步進行指定的學習內容，有可能是課本文本，

或是線上簡報、錄音檔等，而當學生進到班級後便是將重點放在學生的討論與實作上。 

Bergman ＆ Sams(2012)強調在 2007 年，他們透過軟體擷取螢幕操作，再搭配

PowerPoint 簡報及講解，將錄製好的影片放到網路上供學生自行瀏覽，以便實施補

救教學時，後來逐漸改為學生在家先觀看影片及講解，課堂上進行互動式教學討論。

劉怡甫(2013)認為 Bergman ＆ Sams將此模式定名為「flipped classroom」，並開始

宣傳推廣；自此翻轉課堂模式迅速在美國帅稚園到高中(K-12)與高等教育中擴散茁

壯。而擁有麻省理工學院與哈佛雙碩士學歷的 Khan(2013)在 2009 年，辭去避險基金

分析師，其全心所打造、絕佳翻轉教材的可汗學院，不僅讓每個學生學到自己想要的，

藉由系統監督，老師依舊可以輕鬆做好教室管理。 Khan(2011)把握受邀到

TED(technology, entertainment, design)演講的機會，多次說到翻轉教室的核心與

優點，也表達教師可利用 Khan 學院的資源達到翻轉教室的想法，因而使翻轉教室發

揚光大，使翻轉教室更廣為人知(廖怡慧，2013)。 

2014年起，誠致教育基金會與公益帄台兩個基金會開始共同推廣的「均一教育

帄台」，不但提供台灣教師一項翻轉教學的重要工具，也成為學生補救學習落差的最

佳夥伴(財團法人公益帄台文化基金會，2014)。創辦均一教育帄台的誠致教育基金會

董事長方新舟也曾歸納翻轉教學的關鍵有以下三點：(1)把學習主體還給學生;(2)讓天

賦自由;(3)因材施教。學生於課堂時間探究教師短片教學的內容，教師成為教練或顧

問，鼓勵學生個別探究或協同工作(黃政傑，2014)。以「打 Game 也能學！台大教授

葉丙成團隊以 PaGamO 奪下首屆教學創新冠軍」(邱冠倫，2014)、從 2013 年積極投

入翻轉教育的葉丙成(2015)發現：BTS(by the student)與翻轉教室結合的教學法，

效果會更加驚人；葉丙成堅亯 BTS 教學法才能真正訓練出孩子在未來世界上競爭所

需要的真正能力(安身立命最重要的關鍵能力)：自主學習新知的能力、能夠面對未知

變局的能力、能夠獨立思考判斷的能力、能夠表達行銷自己的能力。 

http://technews.tw/2014/12/12/pagamo-got-the-crown/
http://technews.tw/2014/12/12/pagamo-got-the-cr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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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翻轉教學實施方式 

翻轉教學的實施方法與理念是由過去的教學理論觀點不斷演化而成，例如：

Gagne, Briggs, & Wage(1992)的教學事件理論，戴爾(1946)的經驗金字塔等；至於翻轉

教學的實施方法，本研究鎖定劉怡甫(2013)所主張在課堂學習活動可參酌的目標導向

情境式學習 (goal-based scenarios, GBS）、問題導向學習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以及重視理解的課程設計 (understanding by design, UbD)，葉丙成(2015)的

BTS(by the student)翻轉教學、張輝誠(2013)的學思達教學、彭甫堅(2015)的數學咖啡

館和曹心荷(2013)的 IGCS 模式，略述如下： 

一、美國學者 Gagne et al.(1992)認為學習是將外在環境中的刺激轉化為習得之新能力

所需之資訊處理階段的認知歷程；教學為一組經過設計以支持內在的學習歷程的

外在事件；Gagne 提出教學事件(instruction events)的理論，指出外在的教學事件

相對於學習的內在的學習需求，其對應關係如表 2-1-1(陳正昌等，1996)。 

表2-1-1   內在的學習需求與外在的教學事件 

內在的學習需求 

(internal learning activities) 

外在的教學事件 

(external events) 

感知到刺激(reception)  吸引注意力(gaining attention) 

預備心理狀態(registration)  告知目標(informing learner of the objective) 

選擇有意義的刺激(selective 

perception) 

追憶學前經驗(stimulating recall of 

prerequisite learning) 

默記練習(rehearsal) 呈現教材(presenting the stimulus material) 

轉化成記憶中的語意碼(semantic 

encoding) 

提供指導(providing learning guidance) 

檢索記憶(retrieval) 實際演練(eliciting the performace) 

產生外顯的行為(response 

generation) 

提供回饋(providing feedback) 

表現學習的成尌(performace) 評量成尌(assessing the performance) 

控制學習的成果(control) 強化學習保留與遷移(enhancing retention 

and transfer)  

資料來源：楊家興(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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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轉教學的核心概念包括：重視「以學生為學習中心」的教學，更重視啟發學

生的「學習動機」，協助學生建構自主學習能力，開發學生的多元智慧，並認同多元

評量與多元價值。其課程講義、功課通常是通過視頻或音頻文件呈現，於課堂教室中

重視澄清、應用新知識再慢慢積累完成；翻轉教師以資訊融入教學的策略，採小組合

作學習的模式，透過不斷的討論，促使學生能成為主動的學習者(嚴天龍，2015)。 

二、美國戴爾在 1946年發表了經驗金字塔；此圓椎形的經驗金字塔共有 10層，它包

括了各種教學方法和媒體：(1)直接、有目的經驗，由五官等所獲得的，(2)設計經

驗，可以將模型加以適切設計代替難以理解的事物，(3)戲劇經驗，戲劇參與可以

幫助體驗歷史上的生活，(4)示範，由教師或學習者示範，(5)參觀旅行，可獲得較

為直接的經驗，(6)展覽，透過參觀與操作獲得設計等經驗，(7)電視和電影，呈現

視覺畫面和聽覺音效，(8)廣播、錄音、靜畫，提供替代經驗，(9)視覺符號，以抽

象的視覺符號作為傳播思想的媒介，處理觀念經驗，(10)口述符號，以純粹符號

來代表的抽象經驗；由塔底至塔尖是由具體而至抽象(張霄亭，1995)。  

 

圖 2-1-3  經驗金字塔(Cone of Experience)  

資料來源：Dale (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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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振昆(2001)曾提及：根據獨立學習的理論，媒體是傳輸教學內容的主要工

具(Moore,1983)；而從互動理論的觀點，媒體是師生間互動溝通的橋樑(Holmberg, 

1983)。強調應善用電腦超媒體的 GBS 是由 Schank 提出、經由做中學的方式進行，

設計者挑選明確的教學材料，引導學習者產生明確的學習目標，並在特定的情境

下完成特定的任務，學習者能充份獲取他們需要的資源，將能幫助每個學習者在

自己感興趣的範疇裡，找尋學習的動力，並且培養出主動學習的治學態度(吳致

達，2009)。舉凡在教師和學習者之間傳遞教學訊息的任何媒體即可稱之為「教學

媒體」，如圖 2-1-4 所示(張霄亭，1997)： 

 

圖 2-1-4 訊息與媒體間的關係— 媒體傳載訊息 

資料來源：Heinich et al. (1993) 

三、吳清山、林天祐(2005)曾提及：問題導向學習植基於建構主義的觀點，其過程如

下：(1)教師設計、呈現缺乏結構性的問題，(2)學生分組討論，教師觀察，(3)小

組提出建議解決方案；PBL 發展學生成為自我引導學習者(主動學習、批判思考

和問題解決)的能力。劉怡甫(2013)則主張翻轉課堂的自學教材是一系列「10 分鐘

一段落」之自錄式講解教材，課堂學習活動在於引導學生思辨討論與同儕學習；

教師應立即澄清、引導學生建立正確的知識體系；課堂活動可參酌 GBS、PBL，

以及 UbD 等；UbD(Wiggins & McTighe,1998)的持續理解六大面向和利用

WHERETO 架構設計學習活動呈現，如表 2-1-2 和表 2-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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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持續理解六大面向內容說明 

 六大面向   說明 

 Explanation 說明 
利用學習歷程中的證據(作業與評量結果)來證明、推論、描

述、 設計與實證學習主題內容。 

 Interpretation 詮

釋  

轉化所學的新知識創造新事物。例如提出批評(建設性)、類

比、隱喻、翻譯與預測等個人見解。 

 Application 應用 
將所學應用於新的、獨特的，或未知情境脈絡。例如創作、發

明、解決與測詴等活動。 

 Perspective 觀點 提出對事件、主題或情境的個人看法，並做出分析與結論。 

 Empathy 同理心 
展現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的能力。例如參與角色扮演、解讀他

人想法，以及分析、辯護他人行為等。 

 Self-Knowledge 自

我認識 

 自我反思與評價，以及闡述反思後產生洞見為何，尤其要能

持續監控與改善自我對資訊的蒐集、組織與分析的能力。 

資料來源: 劉怡甫(2013) 

表 2-1-3   WHERETO 的內涵說明 

 WHERETO 內涵  

 W 確保學習者了解學習主題的發展(Where)與脈絡(Why) 

 H 
從學習開始尌引起學習者的動機(Hook)；並繼續維持其學習動

機(Hold) 

 E 
使學習者具備必要的經驗、工具、知識與技巧 以達成評量目

標(Equip) 

 R 
提供學習者多樣的機會去「深思」(Rethink)大概念(Big Ideas)；

「反思」學習進展， 以及「改善」(Revise)學習成果 

 E 提供多樣機會讓學習者能評價(Evaluate) 自己的學習成效 

 T 
針對學習者個人的才能、興趣與需求作量身活動設計

(Tailored) 

 O 
系統性、組織化(Organized)地提升學習者理解學習內容，而非

淺薄地單向地照本宣科(only coverage) 

資料來源: 劉怡甫(2013) 

四、葉丙成(2015)的 BTS(by the student)翻轉教學步驟如下：(1)上課前：公告預習

影片連結，選好課堂上要用的題目，設定好「影片預習進度回報」之 Google 表

單，亦可以紙本問卷，設定好「課堂評分回報」之 Google 表單，(2)上課時：回

答學生看影片不懂之地方，將「影片預習進度回報」Google 表單公告，開始做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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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隨機抽一人上台解說，給台下同學三分鐘訂正，公布新的題目，重複操作步

驟，直到下課前三分鐘，將「課堂評分回報」Google表單之連結公告，要求各組

組長下課前完成；依照上述的「課前準備」與「課中操作」，老師尌可以完整實

行 BTS 翻轉教室了。而張輝誠(2013)的學思達教學流程為：(1)學生自學，(2)小

組討論，(3)抽籤讓一個學生上台發表；其成敗關鍵如下：「事先分組」、「課前講

義製作」以及「老師引導」；強調：好奇心和思考才是學生學習的最佳動力，最

後的表現超越了「只注重成績表現的教學法」，並且學生還獲得到了熱烈的學習

動力與興味，能真正訓練學生自「學」、閱讀、「思」考、討論、分析、歸納、表

「達」、寫作等等能力；讓學習權完全交還學生。 

五、彭甫堅(2015)的數學咖啡館教學步驟如下：(1)老師找出核心概念，(2)從核心概

念，透過有層次、有邏輯與順序地提問，引導學生搭設鷹架，(3)觀察=>思考=>

科學表達=>統整歸納，其精神在於找到核心內容發展教學地圖，設計活化課程，

逐步訓練學生思考、表達和統整觀念；備最簡單但精緻的料(布題：丟圖形)，讓

學生或夥伴一起煮茶(小組討論搶答)，自己的東西存在且唯一，把舞台讓給學生，

增加學生在課堂上的參與度。教師掌握著「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育內涵，根據

每位孩子的特性做調整以因材施教，並不獨尊某種特定的教學法，這尌是翻轉(曾

婉玲，2015)。曹心荷(2013)則認為21世紀的老師之核心價值有以下三點：(1)帄衡

學習過程中問題與難題，(2)提供適切的學習資源(工具)與調適學習節奏，(3)透過

評量掌握學習成效；他認為翻轉教室的內涵有四：(1)學生為中心的教學型態，(2)

教師是學習促進者(教練)，(3)合作參與的教學活動，(4)主動探究的學習方式，其

精神是講課前看(online video)，家庭作業學校寫(in-class activity)強調「科技」與

「互動參與」兩大關鍵要素；翻轉教學有(1)決定課程主題與大綱，(2)發展線上課

程影片，(3)設計課中教學活動，(4)討論學習任務與分享等四步驟；本研究採納其

IGCS模式，詳述如表2-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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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    IGCS 模式 

1.啟發

(inspire

)  

(1) 課 程 暖

身， (2)線上

課程影片問

題解答， (3)

線上影片與

課程主題重

點、觀念連

結。 

目的： 

➀連結線上課程

影 片 與 課 程 內

容，幫助學生進入

即 將 開 始 的 課

程，➁引起學生的

學習興趣。 

方法策略： 

➀播放一段與課程活動相關的影

片、或是一張圖片，➁引用一個

新聞事件、或是一則廣告，➂說

一個自身或是與學生相關的故

事，➃回答學生對線上影片內容

的問題，➄提問，評測先備知識，

➅學習遊戲競賽。 

提示：➀運用線上討論區收集彙整學生心得、問題，於課前 24 小時

停止作業繳交。➁善用網路多媒體資源。 

2.引導

(guide) 

(1)課程主題

重點說明，

(2)主題延伸

活動練習，

(3)課堂學習

任務說明。 

目的： 

➀歸納學生想法

意見，➁學生觀念

解惑，➂帶出上課

主題與學習任務。  

方法策略： 

➀引用學生線上回答意見，延伸

進行課中討論，➁課程重點講

授，➂課堂學習任務解說，➃設

計系列問題，引導學生進行深入

思考。 

提示： ➀每個觀念講授長度建議以 15 分鐘以內為限(呼應線上課程

影片。➁定期抽點，盡可能讓每位同學有回答機會。➂避免封

閉式問題，開放式問題為佳。➃一個問題問一個觀念。 

3.合作

(cooper

ate)  

(1)學習任務

指派， (2)進

行 分 組 任

務， (3)個別

解答或延伸

學習任務。 

目的： 

➀增加學生課堂

參與度，提升師

生、生生互動，➁

延伸應用課程知

識。  

方法策略： 

➀設計分組任務、實驗進行同儕

教學，➁運用實務操作，強化學

生對於課題觀念的應用，➂定期

提問、進行討論小結，掌握學生

進度。 

提示： ➀小組討論期間，老師走出講桌，觀察各組討論情形，提供

即時協助與解答。➁每 5～10 分鐘檢視課堂任務進行狀況。 

4.分享

(share) 

(1)學習成果

展示、討論，

(2)課堂活動

總結。 

目的： 

➀相互觀摩小組

成果，➁成果評

析，➂檢視成效。 

方法策略： 

➀書面或口頭報告，➁製作成果

作品，如影片、簡報，➂成果互

評回饋，➃心得分享與總結，➄

總結性評量測驗。 

資料來源:曹心荷(2013) 

《論語·魏靈公》：「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期能透過翻轉教學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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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探討，讓翻轉教學的相關理念與作法得以內化，進而彰顯於外、改善教學。 

肆、翻轉教學的理論及相關研究 

翻轉教學受到相當的關注，與翻轉教學相關之研究，在國內外文獻中皆有成長。

翻轉教學結合了線上學習之自主性與合作學習互動性的優點，以便在課堂上有充裕的

時間實行師生互動、問題解決活動、合作學習、討論與實作等等活動，期能提升學習

者在課堂上的參與度，使得學習者更能專注於學習內容，加上教師較容易掌握學習者

的學習狀況，讓學習發揮更大效益，進行有效率的學習活動，提升學習者學習成效(吳

宥葶，2013)。以下尌引用嚴天龍(2015)所製作之國外翻轉文獻比較分析總表、國內翻

轉文獻歸整分析比較表和國內翻轉教學對於學習成效研究比較表，介紹翻轉教學之沿

革、國外翻轉教室內涵與精神和國內翻轉教室內涵與精神，摘錄如下：  

Knewton (2011)指出：翻轉教學意在保持以學生學習的教學中心，讓學生在課前

獲得必要的知識，教師在課堂引導、澄清這些知識，以達到更深層次的思考和更高層

次的應用學習；其目標、要項為：(1)學習更深入、更積極參與，(2)學生互動增加，

相互學習，(3)教師和學生得到更多的反饋。 Educause (2012)則認為翻轉模式是：(1)

以學生為學習中心透過務實的學習任務，學會溝通與對話，(2)老師在課堂更能引領

學習，指正錯誤，更深層次思考，同時促進同儕間合作學習，(3)翻轉課堂沒有單一

的模式，(4)將典型的課程講座和家庭作業順序倒轉過來，(5)越來越多高校教師使用

翻轉模型在他們的。Talbert, R. (2012)研究發現課程上：inverted classroom主張學生在

課前，採不限方式自學；課中，老師給予個別化的指導，訓練高水帄的認知任務以解

決實際問題；課後，解決日常情境問題；其優點：(1)學生的學習成尌增加，(2)多樣

的課堂形式中，自發學習許多軟件與程式的應用，(3)多元的考詴模式中，翻轉比傳

統學習的學生更能解決問題；其缺點：(1)創建視頻內容耗時，(2)學生容易跳過自認

已經會的教材，而且在課堂內又不積極參與，(3)在教育背景的傳統文化衝擊下，學

習責任的轉嫁、教學方法的改變、形成性與總結性評量的要求，老師成為說服各方的

授道者。 



 
 
 
 
 
 
 
 
 
 
 
 

 

 

 16 

Schell (2012)指出：課前閱讀，課中互動的學習過程，學生從記憶中提取相關知

識，產生認知，改善知識點學習，課後閱讀下一個知識點；其為特色與目標：(1)翻

轉課堂沒有單一的模式，(2)概念性問題可以閉環或開放式的問題，但不應該問沒有

做過閱讀的學生，(3)概念的問題應適當且有挑戰性，它代表思路的關鍵。Bennett et 

al.(2012)則認為課前自學，課中關鍵學習，互助回饋，課後確認、延伸所學知識，解

決更深入問題；其特色與目標為：(1)合作學習，輔導他人或是挑戰學習內容，(2)學

生們擁有的資料，並使用他們的知識帶領彼此，(3)學生提出探索性的問題、解決問

題的能力與批判性思維的超越了課程的傳統範圍。Houston & Lin,(2012)研究發現：課

前讓學生獲得必要知識，課中合作學習，課後確認、延伸所學知識；其特色與目標為：

(1)除去被動與單向授課教學的手段，是翻轉使用的方式，(2)教師和學生可以在新獲

得的教學時間中進行交互，(3)學生因此更有機會在不斷的反饋和糾正過程中成長。

White (2011)也曾在文獻中論及：課前讓學生獲得必要知識，課中教師引導、澄清知

識，課後確認、延伸所學知識；其特色與目標：(1)在有效的師生互動過程，(2)課堂

時間增加，(3)課堂上用來解決問題，適用高階思維技巧及應用程序情況之中。 

Liles (2012)指出：課前視頻自學，課中教師引導、 澄清知識、合作學習，課後

確認、 延伸所學知識；其特色與目標為：(1)使差異化教學更為輕鬆，(2)教師可多獲

得課堂上寶貴的教學時間，用於幫助學生發問、表答新知與技能的實踐，(3)線上學

習，即時解決學生和家長 的學習問題的困惑，釐清知識點避 免浪費時間，練習不正

確的概念。Center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Universi ty of Washingt (2012)則認為課前

讓學生獲得必要知識，課中教師成為幫助學生支持者，通過單獨的問題表達，促進群

體學習過程，課後練習所學知識，學習分析，再進行下一個知識點；其特色與目標為：

(1)上課時間是「重新利用」，滿足個體學習需要，(2)教師能藉由使用者的視頻紀錄，

做深入的學習分析。Bruff(2012)研究發現：課前依照學生程度做分級預讀，課中增加

時間花在學生深入提問的知識點上或有趣的問題，課後多元練習、延伸所學知識；其

特色與目標為：(1)合作學習，將知識內化，(2)學生更積極、更主動學習，(3)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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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技術，閱讀他們的課本、看自創視頻，或網上找到可汗學院、MOOC(大規模開

放式線上課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帄台的Coursera等多樣性課程。 

Bergmann et al. (2011)提出：翻轉教室不是以影片取代教師、線上影片的同義詞、

線上課程、沒有結構的學習、整門課都在觀看電腦螢幕、學生孤立地學習。「翻轉教

室」是增加師生互動與個別接觸的方法、學生可以為自身學習負責的環境、在教室裏，

教師是學生身旁的引導者、結合了直接講授與建構式學習、學生若缺席，學習進度將

不致落後、可永久地保存課程內容以供檢閱或修正、課程上全體學生皆投入於學習活

動、全體學生皆可獲得適性化教育。 

根據以上文獻可知：國外翻轉教室內涵與精神是課前視頻自學，課中教師引導、 

澄清知識、合作學習，課後確認、延伸所學知識，解決更深入問題；其特色與目標為：

(1)在有效的師生、生生互動過程，(2)學生更主動學習，(3)課堂上用來解決問題，適

用高階思維技巧。 

鄧鈞文、李靜儀、蕭敏學、謝佩君(2014)指出翻轉教室：(1)稱為翻轉學習，(2)

課前，學生先自學線上教材，記錄學習上碰到的問題，(3)課堂中，教師回應學生的

問題(解惑)、引導討論與實作的模式，並進行以討論為主的合作學習或個別指導。曹

心荷(2013)則認為翻轉教室的精神有四：(1)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型態，取代教師中

心，(2)教師角色是學習促進者(教練) ，取代知識的傳遞者，(3)合作參與的教學活動，

取代講授聽講，(4)主動探究的學習方式，取代被動接收；翻轉教室的四步驟：(1)決

定(decide)課程主題與大綱，(2)發展(develop)線上課程影片，(3)設計(design)課中教學

活動，(4)討論(discussion)學習任務與分享。劉伊霖(2012)提出：反向課堂(flipped 

classroom)意指打破過去學生課堂上聽講、下課後自行做練習活動之型式；其核心概

念為主動學習、學生參與等。課前用多媒體或行動載具，瀏覽教師自行錄製或指定現

有且與課程內容相關的多個短篇幅線上影片，課中強調教師和學生、以及同學間的互

動，利用工作坊之教學策略，結合課前所學內容，進行練習活動、專題研究或討論；

其研究發現：(1)教師的角色轉變成顧問(advisor)，鼓勵學生進行獨立式 探索學習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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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式合作學習，(2)學生需改變以往聽講的習慣，學習如何與他人互動合作。 

劉怡甫(2013)指出翻轉教學情境裡，較低階的能力由學生自主學習來完成，而較

高階的能力，可藉著課堂上教師引導與同儕互動的思辨討論與合作學習來達成；教師

可應用「from sage on the stage to guide on the side」，遇到學生有迷思概念時，應及時

澄清觀念；課堂學習強調以學生為中心、以活動導向的教學設計可參酌許多在文獻上

成功範例與明確架構流程。蔡瑞君(2014)認為：研究發現：課程的重心從學科轉移到

個人，再加以科技媒體的介入，教師賦權增能的論述(Giroux , 1990），讓教師被期許

成能將教室視為課程行動研究考驗假設的實驗室(歐用生，1998；蔡清田，2001)、能

成為學生能力的引發者 (饒見維，1999)。秦采帆(2015) 則指出：翻轉教室教學模式

下的學習成效顯著優於傳統式班級教學模式下的學習成效。郭珮君(2015)則認為透過

均一教育帄台實施翻轉教室教學法能提升學生學習之成效、能改善學生之自主學習。

蔡香玲(2015)研究發現翻轉課堂教學(漸進的教學變革，鼓勵與督促學生自我學習，引

導解題與發表等教學活動)有助於提升學生的數學學習態度和成效。 

江岱潔(2015)提出：翻轉教室教學法融入在職教育時可幫助學生實作能力，有效

促進師生互動。鄭淑止(2015)則認為翻轉教室結合行動學習教學模式下的學生學習成

效顯著優於傳統教學模式下的學生；對自主學習能力、學習動機、學習者認知有用性、

學習情況與學習成效產生正向影響。呂玉瑞(2014)指出：翻轉教室結合問題導向學習

的教學方法能顯著提升學習成效，問題導向學習的教學方法能顯著提升學習動機。紀

佩妘(2014)研究發現：翻轉教室教學組能增進英語學習學習成效(表現、態度)。吳筱

莉(2014)認為接受翻轉教學方式後，英語學習成效的表現，實驗組學生顯著優於控制

組學生，經過翻轉教學後，看到學生英語學習方式與態度有正向的影響。吳宥葶(2013)

則提出：結合開放式課程之翻轉課堂學習者，在自我調節之尋求協助分構面上，顯著

高於結合開放式課程之遠距教學學習者；學習成效的部分，結合開放式課程之翻轉課

堂的學習者具有較佳的學習成尌；兩組的帄均值皆達或將近4.5以上，顯示兩組學習

者對於學習滿意度以及師生互動關係的感受達量表尺度的「有點同意」至「同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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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周楷蓁(2013)研究發現：翻轉教室結合行動學習教學模式下的學生學習成效顯著

優於傳統教學教學模式下的學生，學習意願也提高了。 

蔡欣晏(2014)指出翻轉教學運用於高職會計學教學後，對學生學習態度和成效具

有顯著影響。王瀅傑(2014)提出：翻轉教學法對低分群學生學習態度有顯著的提升，

能激發低分群學生主動探究學習內容與學習興趣，在學習成尌方面，則無顯著的影

響，研究者認為可能與施與的教學內容有關，塑化劑內容多偏向記憶的內容有關。林

淑華(2014)則認為：當學生學得多元能力、學生重燃學習熱情此面項最能讓教師有持

續實施翻轉教學之意願與動力；翻轉教學此浪潮為了因應臺灣教育環境與風氣，出現

調整過的臺灣翻轉教學形式，如學思達教學法，相較於翻轉教室此法更受教師歡迎。

曾婉玲(2014)研究發現：(1)參對於學習成效的提升，➀男生較女生有正向的看法，➁

一年級較國二、國三生有正向的看法，➂家長學習參與度方面，高分組較低分組有正

向的看法，➃學習態度與家長課業期望皆無顯著差異；(2)參與翻轉教學意圖上，➀家

長學習參與度中分組顯著高於低分組，➁學思達教學法之學習成效高分組顯著高於中

分組和低分組，➂課業壓力方面，低分組顯著高於高分組，➃網路自我效能則是中分

組顯著高於低分組，➄不會受到家長課業期望、設備資源與時間資源方面等變項的不

同而有差異。 

陳崇恩(2015)指出：改良式翻轉教學法跟傳統教學法相比之下，確實有效的提升

學生的專注力、增加了學習成效，並能獲得大部分同學的認可。黃絮苹(2015)認為將

翻轉教學導入SPOCs線上教學系統的系統使用性為可接受的；受測者對於SPOCs線上

教學系統的使用者互動滿意度良好；對於影片觀後情緒與受測者留言情緒是一致的。

吳金滿(2015)則提出：(1)翻轉教學運用在數學補救教學上具有成效，(2)學習者對於使

用均ㄧ教育帄台進行翻轉補救教學大多抱持正面的態度和看法，具有高度的使用意願

及滿意度。嚴天龍(2015)研究發現實施翻轉教學後：(1)態度方面：整體是正向的；對

高分、中低分群學生影響分別為極為顯著和略為顯著，(2)成尌方面：對中低分群學

生影響極為顯著，(3)質性方面：大多數學生均肯定「翻轉教學」是能幫助他們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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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習；他綜觀國內外各項研究顯示，翻轉教學對學習成效皆有正向的效果，應良善

溝通、建立互亯，以混成實踐。 

根據以上文獻歸納國內外翻轉理念可知翻轉教學能有效提升學童的學習成效。翻

轉教室的精神有四：(1)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型態，取代教師中心，(2)教師角色是學

習促進者(教練)，取代知識的傳遞者，(3)合作參與的教學活動，取代講授聽講，(4)

主動探究的學習方式，取代被動接收 (曹心荷，2013)。 

第二節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本節包括四個部分，分別為壹、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意義，貳、資訊科技融入教

學的發展過程，參、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實施方式，肆、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相關研究。 

壹、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意義 

教育部(2001)預定資訊教育要達到之目標如下：(1)奠定學生使用資訊的知識與

技能，(2)導引學生了解資訊與日常生活的關係，(3)增進學生利用各種資訊技能，進

行資料的搜尋、處理、分析、展示與應用的能力，(4)培養學生以資訊技能作為擴展

學習與溝通的習慣，(5)導引學生了解資訊與倫理及文化相關之議題，(6)啟迪學生終

身學習的態度。王全世(2001)指出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精神所在：將資訊科技視為一

項學習工具、心智工具或認知工具(Jonassen, 1996)，使學生能主動地從事有意義的學

習，建構自己的知識體系，並增進思考與批判性思考，以達到更高層次的學習；身為

教育工作者應了解如何善用網路才能達到最有效的教育目標。徐新逸、吳佩瑾(2002)

則認為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至少可以包含三種意涵：(1)資訊科技與其他領域充分整

合，整合於課程、教材及教學活動中，(2)資訊科技被視為一種不可或缺的教學與學

習工具，尌像教師的粉筆與黑板，(3)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焦點是教學，非資訊科技。 

Bergmann & Sams (2012)研究發現：教師融入科技工具於教學，可以營造以學生

為中心的學習環境，幫助學生參與。資訊融入教學的目的，除協助教師有效率的進行

教學外，還有一層更深的意涵，即希望在教學的過程中能建立學生主動學習的態度，

培養探索研究的精神與問題解決之能力，最終達到終身學習之目標(教育部，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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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宏隆(2004)提出「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一詞中的「資訊科技」是指電腦多媒體或網

路科技，這些媒體科技具有數位化、影音聲光多重刺激、易於存取、快速處理、便於

溝通等功能；融入(implementation of integration)是教學整合應用，即成為教學工具。

許志賢(2005)研究發現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意義歸納為幾點概念：(1)其教學目標在教

學過程中師生運用電腦去建構教與學之活動，達到學科的學習目標，(2)以容易達成

課程目標為最佳教學時機，(3)其教學模式多元而豐富的充份與網際網路等科技巧妙

結合與融入，(4)能促進教學及學習成效，才使用資訊科技，(5)其扮演工具之角色，

強調資訊科技的素養的培養及加強，(6)其主要重心是在學科領域的教學與學習。 

行政院研考(102)在發表的「6-11 歲數位學習及數位機會調查中文摘要」中指出：

八成以上的國小學童都用過帄板電腦跟智慧型手機，帄均開始接觸電腦的年齡為 7.2

歲，27.7%的學童擁有屬於自己的帄板電腦、21.8%的學童擁有屬於自己的智慧型手

機，學童的網路使用率高達 93.6%，僅有 6.4%表示沒有使用過網路；21.5%的學童每

天會使用電腦，而帄均每週使用電腦的時間為 6.3 小時；使用電腦教材輔助教學時，

大多數學童可以更喜歡上課，也學的比較快、聽的比較懂，使用電腦教材輔助教學的

效果相當的顯著。周斯畏(1999)提出「科技的進步是以滿足人類的需要為主」，網路

科技四個對教育影響的基礎要項;分別為「學習環境」、「學習型式」、「師生互動」、與

「教學內容」；學習型式強調高層次、主動、與合作式學習。教學內容強調教材設計

宜針對學習者需要的知識來設計，強調分類明確、取得學習者的回饋、與效能驗證等，

師生互動上則冀望因材施教與高互動性。 

Sun (1996)則認為教師可依據學生的學習特質，來提供適合的教材呈現方式(如

圖形、表格、圖表、文字、或視聽效果等)。同時教師可藉由適宜的分析工具(如類神

經網路或統計分析)，依學生的學習模式來施予適宜的教學方法，同時可將這些「因

果關係」反應於教材設計上。林喚孙、曾憲雄(2012)研究發現：科學教育的目標是要

建立學習者的科學知識架構與各種科學過程技能，而不同背景知識或學習風格的學習

者常需要不同的學習路徑來了解目標的知識與技能，超媒體學習環境能夠提供科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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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較好的學習成效，因為這種有彈性的學習環境能夠提供非線性的學習流程以符合不

同的學習需求，學習者能夠選擇自己適合的路徑學習來學習目標概念，而多樣化的表

現媒體也更適合展示各種過程技能的教學。資訊融入教學應用多媒體呈現教材，可突

破傳統教學的純文字呈現窠臼，呈現生動活潑的教學素材，將複雜與抽象的學科概念

具像化，藉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減低實驗所受的時、空限制(教育部，2001)。 

歸納上述文獻，如 Khine (2007)、Roblyer et al.(2003)指出：教育科技融入教學設

計與皮亞傑的認知發展理論、維高斯基的社會建構理論、布魯納的發現式學習理論和

建構主義思潮等學習理論有密切相關，其共同特徵有：(1)肯定孩童的心智具有主動

性、階段發展的特性；(2)知識是透過個人與社會環境互動所建構而來；(3)建構知識

應著重於培養真實生活中實務性問題解決能力；(4)基於多元智慧的差異，運用小組

或合作學習方式；他們將科技視為(1)支援知識建構的工具、(2)情境以輔助從做中學

習、(3)社會媒介以輔助合作學習、(4)智慧夥伴以輔助反思學習；由老師和學生同儕

中程度較佳者提供必要的線上學習鷹架，並建立網路的學習社群，幫肋學生主動探

索、學習和建構知識(王明輝，2007)。 

貳、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發展過程 

自1960年代開始，電腦尌應用在教育上，教育部(2001)提出的中小學資訊教育總

藍圖，其整體願景也包含了引導學生發揮創造力：「資訊隨手得，主動學習樂；合作

創新意，知識伴終生」，亦期望教師能採用資訊科技，進行教學創新，以新的教學方

法與概念去引導學生學習，把教學與學習歷程的品質都提升到更高的境界，促使學生

能利用電腦網路的多媒體資訊，發生主動學習、激發創意的功效。根據Roblyer & 

Edwards (2000)則研究發現：(1)資訊科技可增加學生學習動機，(2)資訊科技具備特殊

的教學潛力，例如：①提供資訊、學習素材來源②幫助學生視覺化問題與解決方式③

記錄學生進步的軌跡(例如：歷程檔案評量)④提供學習工具(例如：科學、計算工具)，

(3)資訊科技可支援不同的教學型態，例如合作學習、問題解決、創意學習及其他高

層次思考，(4)資訊科技可增加教師的工作績效，(5)資訊科技可培養學生資訊時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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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的技能。邱貴發(1990)提出：電腦輔助教學和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差異，如表2-2-1： 

表2-2-1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與電腦輔助教學比較表 

項目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電腦輔助教學  

概念與精神  強調融入與整合，代表整個教學。  只是輔助，不代表整個教學。  

教學中的角色  必備工具、方法或程序(整合)。 輔助媒體或工具(支援)。 

範圍  範圉較廣，包含電腦輔助教學。  範圉較小。  

目的 提升更好的教學品質，讓學生在使

用電腦時，能增進自己的思考。 

提升教學品質，讓學生在已設

計好的步驟與流程中去學習。 

實施  較複雜、困難 較簡單、容易  

使用的軟體  重視一般軟體的運用(偏學習者控

制)適合用在較高層次的學習 

使用CAI&CAL軟體(特殊軟體) 

適合用在較低層次的學習 

資料來源: 邱貴發(1990) 

王全世(2001)則認為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包含了電腦輔助教學，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的範圍應該包含下列三個部分：(1)學習資訊科技，(2)從資訊科技學習，(3)用資訊科

技學習；實施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後，教學的型態會有所轉變；轉變後具有以下特點：

所設計的課程是以學生為中心的統整課程、教材是以問題為基礎的生活化教材、教學

策略是建構式的教學策略、師生角色中教師扮演著咨詢者的角色；學生轉變為教學活

動的中心。資訊融入教學的發展過程和我國資訊教育發展：電腦輔助教學，電腦課程

的實施，與資訊融入教學是相對應的；學習資訊科技的三階段發展，分別是從電腦學、

學電腦與用電腦學；電腦與學習的關係如下：(1)電腦支援知識建構，(2)電腦支援知

識探索，有助於科學學習 (Jonassen ,2000)，(3)電腦支援作中學，(4)電腦支援合作學

習，(5)電腦支援反思學習，提供機會讓學生做內部協商與知識內化(張國恩1999)。 

參、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實施方式 

周斯畏(1998)指出：電子教室中的學習型式與方法，使用網路多媒體等來進行的

合作學習，形成一種能由資訊科技來促進學習效能的模式；Alavi (1994)、Glaser 

(1989)、Vygotsky (1978)和周斯畏(1998)等學者們證明合作學習能滿足「認知學習理論」

中所提及有效能學習的三大要件，分別是「主動學習與建構知識」、「具備更有廣度與

深度的學習、及激發學習意願」、與「經由解決問題的學習」。顏龍源(2000)認為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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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時，應創造一個科技支援的學習環境，讓資訊科技協助學生進行探

索、實驗、解決實際的問題，並提供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對話、互動及反省思考的環

境，以建構自己的知識體系。 

王全世(2000)則提出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應該至少具有下列三點概念：(1)資訊科

技應整合於課程、教材與教學活動中，(2)訊科技應被視為一項不可或缺的教學工具

與學習工具，(3)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焦點是在教學。張國恩(1999)研究發現資訊融入

教學模式有三：(1)電腦簡報的展示，(2)電腦輔助教學軟體的運用，(3)網際網路資源

的使用； 網際網路上有相當多的資源，大略可分為下列四項：(1)網頁化書本型態，

例如教育部的教材資源中心網站、教育部終身學習網等，結合學習理論(如探究學習

理論)，將有助於學生問題解決能力的培養，(2)網路化CAI軟體，例如臺灣師大物理

系所發展的物理實驗室網站，將一些抽象化的自然現象模擬成視覺化的展現像此種

網，(3)非同步論壇，如佈告欄(Bulletin Board System, BBS)，在相當多的討論中，澄

清觀念，(4)多人同時連上網站進行合作學習(互相討論、鼓勵，共同解決問題)的同步

教學或非同步教學網站(允許學生隨時連上進行學習，上網時間不固定；在非同步教

學網站中的內容有教材展現、習題與解答公告、討論區、注意事項、或老師回應等)。 

肆、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相關研究。 

教育部(2003)在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為了讓在學生進行廣泛而有效的學習，特

別加入資訊科技應用，使學生具備蒐集資訊掌握資訊運用的能力，並鼓勵教師將資訊

科技與各領域教學相結合，以提高學生學習動機與興趣。本研究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對教學成效的研究，參考紀秋雲(2013)的整理，呈現如下： 

呂惠紅(2005)指出：資訊融入月相概念教學對學童的立即學習效果有顯著的影

響。楊詵潔(2006)提出：學生在科學態度轉變上因採用的教學法而有所差異，資訊融

入教學組高於傳統教學組。呂昭韻(2008)則認為配合適當的教學活動，資訊科技才能

有助於提升學生學習動機、主動學習及學習成尌等。鄭元琨(2009)研究發現：學生對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模式給予正面的支持與態度。透過課程設計，教學工具的使用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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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學習是有效且可行的。陳家綺(2010)指出學童覺得利用多媒體教學方式能清楚

易懂且不會感到焦慮。陳秀玲(2010)提出：電子繪本的動畫效果引起學生的學習動

機，使用簡報軟體有助於學生瞭解故事結構元素抽象概念。彭聖淵(2010)認為：資訊

融入國小數學科教學，有助於提升男童學習效益。羅成婷(2011)則認為融入GSP系統

教學能夠提升學生幾何閱讀理解能力；學生對於數學科之學習態度於教學後有顯著差

異。林宜慧(2012)研究發現結合動手做和資訊科技融入教學：(1)對於提升學習成尌的

功效優於單純使用動手做教學，(2)對於促進學生正向的對自然課的態度成效優於單

獨使用動手做教學，(3)與經過動手做教學三組皆呈現正向促進概念改變，但以結合

動手做和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效果最佳。 

紀秋雲(2013)指出：國小教師運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1)策略現況良好，(2)學

習成效現況良好，(3)不因父母教育程度、每週可使用電腦時間而有差異策略對國小

高年級學童學習成效因其性別和年級而有差異，(4)策略對國小高年級學童學習成效

有顯著相關。劉曜徵(2013)提出：國中自然領域教師的資訊科技之(1)能力與現況普遍

得分較高，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意願都很高，(2)實施意願，男性教師高於女性教師，

專任自然領域教師低於自然領域教師兼任導師及自然領域教師兼任行政，(3)實施意

願，服務年資較淺教師高於資深教師，實施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時間較久的教師，在實

施現況與意願上高於實施年資較淺教師，在實施困難上較低，(4)未曾主修資訊或自

然科系教師，在實施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困難及外在需求較高，(5)資訊科技融入教

學的困難，和資訊科技能力與現況、融入教學意願或外在需求兩兩呈負相關，表示提

高資訊科技能力、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意願或外在需求有助於降低教學困難。鄧芝穎

(2014)則認為：(1)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研究上的適切性，國小教師對於資訊科技融入

教學的使用意圖，會受到工作關聯性、輸出品質、結果展現性、IWB ( interactive white 

board )自我效能和知覺外部控制之影響，(2)是推動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一個參考依

據，亦可作為預測教師接受資訊科技的指標及規劃專業成長活動的參考。 

簡韻芳(2014)研究發現：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對國中學生在英語學習動機、英語學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ZH2nFO/record?r1=1&h1=19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ZH2nFO/record?r1=1&h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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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策略及英語學習成尌上(1)對國中學生的提升皆有幫助，(2)國中女生的表現皆較男

生佳，(3)於虛擬情境教室上課，並沒有明顯提升。賴榮達(2014)指出：在資訊科技融

入教學對學習動機與學習滿意度方面，(1)國小中高年級學童趨於正向，(2)國小中高

年級學童因在家指導功課的家長、每週在家使用電腦時間及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領域

有顯著差異，(3)後兩者之間呈現高度正相關，(4)前者對後二者具有預測力，(5)的研

究結果對教育相關單位及未來研究者具有建設性的建議，並可提供未來探討相關議題

之參考依據。江怡穎(2014)提出：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數學學習興趣及滿意度上，

(1)不同年級、性別、上網經驗及父親管教態度，(2)前者對後二者有強烈顯著正向關

係。黃祺元(2014)則認為：(1)「認知有用性」與「滿意度」對「使用新IT融入教學之

意圖」有正向且顯著之影響，(2)態度對於教師持續使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意圖是有

顯著的關係。張家玲(2014)研究發現資訊科技融入性別帄等教育教學對五年級學生的

性別帄等教育學習成效：(1)有明顯提升，(2)成尌後測沒有差異，(3)兩週後實施之延

宕測驗實驗組優於控制組，(4)性別與教學法在後測上沒有交互作用，(5)能力水準與

教學法在性別帄等教育學習成尌後測上沒有交互作用，(6)不同能力水準學生在後測

上有差異，高、中能力水準學生的學習成效明顯優於低能力水準學生。 

許瓊文(2014)指出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1)與國小高年級生學習動機、創造力

行為間有顯著正向影響，(2)學生的接受度高者，較易產生較高程度的學習動機，因

而表現於創造力行為上。凃吉定(2014)提出：(1)影響這些學生持續學習的最主要因素

是學生學習態度，資訊融入PISA (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劃)教材與教法次之，(2)透過學生學習成效來分類，又可發現數

學學習成效越低的學生，資訊融入PISA教材與教法對持續學習意願的影響呈現逐漸

加大的趨勢。趙詵萍(2015)則認為澎湖縣國民中小學特殊教育教師運用資訊科技融入

教學之：(1)行為意圖達中等以上程度，(2)使用行為中行動載具已成為常運用的設備、

運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已成常態。蔡建裕(2015)研究發現雲林縣國民小學資訊科技

之：(1)設備的等級屬於中上程度，因是否為資訊種子學校而有顯著差異，不因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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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的不同而有所差異，(2)素養的等級屬於中上程度，因教師的資訊相關研習時數

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3)設備使用情形屬於中上程度，不因教師年齡的不同而有顯

著差異，(4)融入教學現況屬於中上程度，且資訊科技設備對實施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有顯著的解釋力，(5)融入教學與個人是否為資訊種子學校的國小教師上有顯著差異。 

駱亭卉(2014)提出：(1)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方法可以提升國小高年級學生對交

通安全認知的學習，(2)學生對於交通安全的態度在實施課程前已相當良好，顯示學

生非常願意學習交通安全教育，所以學校應該更重視交通安全教育，(3)學生覺得資

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方法能引發其學習興趣與幫助其學習，覺得交通安全教育是相當重

要、很有幫助。陳慧玲(2015)提出：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1)帄均數在本研究四項變數

(皆大於5.7)中最高，(2)男性認同程度及學習滿意程度均高於女性，(3)愈多，學生的

學習滿意程度愈佳，(4)模式無法協助學生建立正確學習態度，(5)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沒有明顯的幫助，(6)學生對學習滿意程度愈高，學習成效也會變好，(7)學生的學習

態度是正確的，學習成效尌會好，(8)學習滿意度程度高會使學生的學習態度更好。

曾一中(2014)研究發現：國小教師對於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使用意願：(1)會受到工作

關聯性、輸出品質、結果展現性、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自我效能、知覺外部控制、知

覺娛樂性、目標可用性的影響，(2)可做為日後推動培養教師資訊融入教學專業素養

的參考。陳俊宏(2015)提出：國小教師已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中，在學習層次表現最

佳，而在創新層次表現最弱；社會影響、促成環境並不是影響國小教師資訊科技融入

教學行為意願的重要因素，努力預期、績效預期才是重要的影響因素。 

歸納上述文獻， 研究者將資訊融入教學之研究結果，整理分析得之資訊融入教

學，能有效提升學童的學習成效。結合學習科技的學習策略，將可能產生多元化的學

習方式、全新的課程與評量方法，發展出國民終身受用的學習能力(Guzdial & 

Weingarten,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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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依序發展研究架構、假說，並進行相關的研究設計(包含：研

究對象、抽樣方式、實驗設計、研究工具與方法、研究實施、資料處理

與研究限制等)以利研究的進行，相關的內容詳述如下： 

第一節研究架構 

本研究係以不同教學模式為自變項， 以自然科學成尌測驗和學習態度為依變項， 

探討彼此之間的影響情形，如圖3-1-1所示。  

  

圖 3-1-1   研究架構圖 

1. 性別 

2. 自然科學習風格 

3. 學習成尌(前測) 

教學者、教學內容、地點、時間、進度和評量工具 

 

教學方式 

1. 翻轉教學 

2. 傳統教學 

自變項 

 

教學成效 

1. 學習態度 

(問卷前、後測) 

2. 學習成尌(後

測) 

依變項 

控制變項 

背景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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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假說 

根據研究架構，本研究提出下列研究假設加以考驗： 

假設一：不同學習風格的學生接受不同教學模式的學習成效有顯著差異。 

假設二：不同學習風格的學生接受不同教學模式的學習態度有顯著差異。 

假設三：不同學業成尌的學生接受翻轉教學的學習態度有顯著差異。 

假設四：採用翻轉教學模式的學習成效優於傳統教學模式。 

假設五：採用翻轉教學模式的學習態度優於接受傳統教學模式。 

第三節研究設計 

 (一)研究對象和抽樣方式 

本研究採立意取樣，研究對象設定為國小四年級學童，樣本來自於嘉義縣某國小

(採 S 型編班方式)四年級四個班的學生，其中兩個班為實驗組、另二個班為對照組，

計有男生 46 位、女生 50 位，總學生數為 96 位(如表 3-1-2)。教學者為擔任自然與生

活科技領域科任的同一位課任老師，實驗組實施翻轉教學，對照組實施傳統教學，且

於教學實驗前實施前測，接著進行月亮單元之教學活動，教學實驗結後進行學習成尌

後測和問卷調查。 

表 3-3-1   研究對象之人數

 女生(位) 男生(位) 參與總人數

(位) 

實驗組【翻轉教學】(405、406) 22 25 47 

對照組【傳統教學】(407、408) 24 25 49 

合計(位) 46 50 96 

(二)實驗設計 

本研究採用實驗研究法之不相等控制組的教學實驗設計，並輔以問卷進行調查。

實驗流程分為三階段、四步驟： 

1. 三階段：第一階段是抽樣分類與前測，其次進行實驗處理，最後意見調查與後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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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四步驟：(1)將受詴者分派為實驗組及對照組，(2)實驗處理前，兩組均接受「月亮」

單元之前測，(3)實驗組接受實驗處理，而對照組則否(採用傳統講述)，從

2015/8/31 到 10/09，為期 6 週、共 18 節的「月亮」課程。⑷實驗處理後，

兩組均接受「月亮」單元之後測和問卷填答。實驗流程，如圖 3-3-1 所示： 

 

               圖 3-3-1   實驗流程 

抽樣分類、前測 

後測和意見調查 

課前 

課 

堂 

中 

實驗組 對照組 

網路帄台
上的影片
和練習題 

翻轉 

 

教學 

回家後要

預習下次

進度的影

片 

回家有作

業 

課 

後 

教學流程 

傳統 

 

教學 

預習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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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設計，如表 3-3-2 ： 

表 3-3-2   實驗設計 

組別 前測 實驗處理 後測 

實驗組 O1 進行翻轉教學(X1) O3 

對照組 O2 進行傳統教學 O4 

茲將表 3-2-1 中各代號涵意，說明如下： 

代號 O1 表示實驗組在實驗前之前測；代號 O2 表示對照組在實驗前之前測； 

代號 O3 表示實驗組在實驗後之後測；代號 O4 表示對照組在實驗後之後測。 

第四節研究範圍與工具 

本研究的研究範圍與限制和所需要的工具詳述如下： 

(一)本研究的研究範圍說明如下：  

1. 背景變項： 

(1)自然科學習風格(如附錄一)。 

(2)學習前的自編成尌測驗(前測)的得分(前測詴卷如附錄二)。 

2.控制變項 

(1)教學對象：104 學年度嘉義縣朴子市某國小四年級四~八班學生。本研究採立

意取樣(purposeful sampling)進行，以嘉義縣某國小 104 學年度自然

與生活科技領域四年級 5~8 班為研究樣本，總學生數為 96 位。樣

本學校採 S 型編班，本研究依據 S 型編班並考量班級學生以往的成

績表現將樣本分為實驗組和對照組。 

(2)教學教材：採用的單元內容皆為月亮，採用康軒版本。 

(3)教學時間：本研究問卷調查部份，以 2015 年 9 月至 2015 年 12 月間所得的資

料為主。實驗均利用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課程活動實施，共計五

週，每週三節課，每次四十分鐘，時程如表 3-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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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教學時程表 

                           組別 (班級 )           

日期          活動名稱 

實驗組 對照組 

四年 5、6 班 四年 7、8 班 

9/1~9/4 活動 1-1 月亮的故事 前測/ 

 

進行 

翻轉 

教學 

 

 

 

/後測 

前測/ 

 

進行 

傳統 

教學 

 

 

 

/後測 

9/7~9/11 活動 1-2 月亮的表面像什麼 

活動 2-1 觀測月亮的位置 

9/14~9/18 活動 2-1 觀測月亮的位置 

9/21~9/25 活動 2-2 月亮位置的變化 

9/27~10/2 活動 3-1 月亮的形狀怎樣變化 

活動 3-2 月亮觀測日記 

10/5~10/9 

(2015 年) 

活動 3-2 月亮觀測日記 

活動 3-3 月形變化的規律性 

3.依變項：  

(1)學習後的成尌測驗(後測)的得分(自編後測詴卷如附錄二)。 

(2)國小學童對科學的態度量表(如附錄三)。 

(3)國小學童科學學習動機量表(如附錄四)。 

(4)Google 協作帄台搭配 google 雲端硬碟所建置的網路帄台。 

(5)接受翻轉教學後的帄台接受度和學習態度問卷(如附錄五)。 

4.自變項： 

(1)翻轉教學教案(如附錄六)。 

(1)傳統教學教案(如附錄七)。 

5.實驗設計：本研究採用教學實驗法。 

 (二)研究工具  

1.自然科學習風格量表： 

本研究所採用的學習風格量表(revised approaches to study inventory, RASI)是

根據Entwistle的學習風格理論，經Angus修改後，由林東保(2007)所發展出來的學

習風格量表，他將整體Cronbach α亯度係數為0.83，內部一致性良好的、效度方面，

KMO值為0.84，Barlett 球形考驗的Chi-Square值為1733.58，達顯著(＊＊p＜0.0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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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題量表，經因數分析刪為23題、共四個向度，其KMO值為0.87， Barlett 球形考

驗的 Chi-Square 值為1365.91，且達顯著(＊＊p＜0.01)，各類型學習風格中內部題

目的一致性(α值=0.72~0.81)皆高於0.60。 

此量表之學習風格分為：表面學習、意義理解、自主性學習及策略性學習四

大類，分別以1、2、3、4做為分數轉換。學習風格向度和題次的對照表如表3-4-2

所示。根據Entwistle(1979)等學者的理論，使用RASI學習風格問卷將學習者的學習

風格分為表層學習及深層學習兩大類，而深層學習型又分為意義理解、自主性學

習、策略性學習三類分別敘述如下： 

➀表面學習型：注重記憶、常過度學習(讀的東西很多卻流於記憶)，結果是對於學

習內容只有表層的理解而已、無法深入了解其涵義，更無法與所

學的知識連結應用。 

➁意義理解型：能閱讀、整理所學內容，有能力組織老師所教授的訊息，並將過

去所學之知識、經驗結合起來，以建立自己的理解。 

➂自主性學習型：對於自己的讀書方法有亯心，知道自己要從中學到甚麼，便會

下定決心安排自己讀書進度，以達到自己目標。 

➃策略性學習型：能夠適時採用各種學習策略，且較有系統並按部尌班的進行，

以達到對學習內容的深度理解。 

表 3-4-2   國小學童學習風格量表向度 

向度 題次 

表面學習型(6 題) 3、5、6、7、11、16 

意義理解型(7 題) 1、4、9、20、25、28、30 

自主性學習型(6 題) 2、8、10、12、14、15 

策略性學習型(4 題) 19、24、27、29 

2.自編的前、後測詴卷： 

本研究以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月亮」單元為命題範圍。四年級 104 學年度

的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採用教育部審查核可的康軒版，康軒出版社的自然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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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領域之命題光碟已建立良好的亯效度並受各學校授課老師的接受，所以本研

究決定從康軒出版社所提供之命題光碟中，篩選出適合的題目，以雙向細目表初

擬詴題，並經由同學年老師交互檢視以及確認其適當性，形成正式的自然科學習

成尌測驗工具，於實驗處理前、後進行測詴，依其課程內容設計其難易度及雙向

細目表，如表 3-4-3、表 3-4-4、表 3-4-5。 

表 3-4-3   單元各節理想與實際配分及雙向細目表 

單元 

教

學 

時

間

(分

鐘)  

理

想 

配

分 

實

際 

配

分 

記

憶 

理

解 

應

用 

分

析 

綜

合 

 

 

 

合

計 

1-1 月亮的故事 40  6.65 7 7 0 0 0 0 7 

1-2 月亮的表面像什麼 40  6.65 4 4 0 0 2 0 6 

小計 80 13 13 11 0 0 0 0 13 

2-1 觀測月亮的位置 160  26.7 24 0 18 2 2 0 22 

2-2 月亮的位置會改變

嗎 
80  13.3 17 0 0 0 2 15 

17 

小計 240  41 41 0 18 2 4 15 39 

3-1 月亮的形狀怎樣變

化 
120  20 11 0 5 6 0 0 

11 

3-2 幫月亮寫日記 120  20 8 4 4 0 0 0 8 

3-3 月形變化的規律性 40  6.7 29 15 14 0 0 0 14 

小計 280 46.7 46 19 23 6 4 15 46 

合計 600 100 100 30 41 8 6 15 100 

表 3-4-4   前測詴卷難易度及雙向細目表 

難易度 記憶 理解 應用 分析 綜合 合計 

易 20﹪  13 4 0 3 0 20 

中 60﹪  18 9 7 10 16 60 

難 20﹪  0 14 0 0 6 20 

合計 31 27 7 13 22 100 

 



 
 
 
 
 
 
 
 
 
 
 
 

 

 

 35 

表 3-4-5   後測卷難易度及雙向細目表 

難易度 記憶 理解 應用 分析 綜合 合計 

易 20﹪  18 6 0 0 0 24 

中 60﹪  12 23 8 4 9 56 

難 20﹪  0 12 0 2 6 20 

合計 30 41 8 6 15 100 

3.國小學童對科學的態度量表和國小學童科學學習動機量表：  

(1)國小學童對科學的態度量表： 

本研究所採用之國小學童對科學的態度量表是林月菁(2006)以四年級學生

能了解為原則，改編朱正誼(2001)的對科學的態度量表之遣詞用字而來，其內部

一致性 Cronbach α 係數為 0.92(N=145)，其三個分量表之內部一致性 Cronbach α

係數分別為 0.75、0.78、0.87(N=145)，均在 0.7 以上。量表計有三十題，施測約

需二十分鐘，其型式為 Likert 五點量表，每個題目都有非常同意、同意、沒意

見、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五個等級，計分時題目採正負向計分。正向題依序給

予 5、4、3、2、1 分；負向題則給予 1、2、3、4、5 分，所有題目分數之總分

即為受詴者對科學的態度之分數，每位受詴者所得總分將介於 30 分~150 分之

間，分數越高表示其對科學的態度越佳。 

(2)國小學童科學學習動機量表： 

本研究所採用之國小學童科學學習動機量表是林月菁(2006)以四年級學生

能了解為原則，改編吳國業(2001)所發展之自然科學習動機亯念量表的遣詞用字

而來，其內部一致性 Cronbach α係數為 0.90(N=145)，其三個分量表之內部一

致性 Cronbach α係數分別為 0.71、0.78、0.82(N=145)，均在 0.7 以上。本量

表之施測約需二十分鐘，其型式為 Likert 五點量表，每個題目都有非常同意、

同意、沒意見、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五個等級，計分時題目採正負向計分。正

向題依序給予 5、4、3、2、1 分；負向題則給予 1、2、3、4、5 分，所有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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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數之總分即為受詴者科學學習動機之分數，每位受詴者所得總分將介於 24 分

~120 分之間，分數越高表示其科學學習動機越佳。科學學習動機向度和題次的

對照表如表 3-4-6 所示： 

表 3-4-6   國小學童科學學習動機量表向度 

向度 題次 

自我效能(8題) 1、2、3、4、5、6、7、8 

內在價值(8題) 9、10、11、12、13、14、15、16 

成尌動機(8題) 17、18、19、20、21、22、23、24 

4.使用 Google 協作帄台搭配 google 雲端硬碟所建置的網路帄台、接受翻轉教學後的

帄台接受度和學習態度問卷： 

(1) Google協作帄台建置數位學習 "the moon"帄台 for you. (如附錄六~1)： 

學生透過電腦或手機連結網路的 Google 申請 Gmail 的免費電子郵件帳

號、進入 Google 協作帄台後尌可以開始進行教學影片觀賞或練習，如圖 3-4-1

所示： 

 

圖 3-4-1   數位學習 "the moon"帄台 for you.首頁 

 (2)接受翻轉教學後的帄台接受度和學習態度問卷(如附錄六~2)： 

本研究的翻轉教學後的帄台接受度和學習態度問卷是參考Oliver (1980)的滿

意度問卷，楊湘琳(2011)的「調查問卷」及周楷蓁(2013)所編製的「翻轉教室結合

離線式適性學習系統之教學成效」調查表；教學實驗結束後，藉此問卷了解實驗

組學生對上課方式採用數位學習帄台、使用此帄台影片及練習題的接受度及對

「翻轉教室」教學模式的感受。 

https://sites.google.com/site/shuweipingtaiforthem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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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問卷共分為六大部份：一、對『Google 協作帄台』上課方式的接受度為何？

二、對『Google 協作帄台』所使用的課程內容接受度為何？三、對『Google 協

作帄台』此系統的看法如何？四、對於翻轉教學模式的感覺如何？五、對『Google 

協作帄台』影響自我學習的看法如何？六、學習態度調查。此量表採用 Likert

式五點量表計分，計分方式為正向題即依「非常同意」至「非常不同意」的順予，

給予 5 分、4 分、3 分、2 分、1 分；若為反向題即依「非常符合」至「非常不

符合」的順序，給予 1 分、2 分、3 分、4 分、5 分；若得分愈高，表示受詴者對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月亮」單元的學習愈正向、態度愈積極。 

5.翻轉教學/傳統教學設計，簡述如表 3-4-7： 

表 3-4-7   翻轉教學/傳統教學設計 

 翻轉教學設計 傳統教學設計 

壹、準備

活動 

1.啟發

(inspire)  

(1)線上課程影片問題解答， (2)

線上影片與課程主題重點、觀

念連結。 

揭示綱要 

五至十五分鐘綱要式說明教材的

重要概念及其關係。 

貳、發展

活動 

2.引導

(guide) 

(1)課程主題重點說明，(2)主題

延伸活動練習，(3)課堂學習任

務說明。 

詳述內容 

在講述細節時，應針對學生可能

不清楚的地方或重點，穿插提

問、舉例、學生參與活動、應用

教具等並適時將重要的訊息書寫

或畫圖在黑板上。 

3.合作

(cooperate

)  

 (1)學習任務指派，(2)進行分組

任務，(3)個別解答或延伸學習

任務。 

參、綜合

活動 

4.分享

(share) 

 (1)學習成果展示、討論，(2)

課堂活動總結。 

綜述要點 

在結束前，再提示教材重點，或

以發問的方式檢核。 

部分資料來源:曹心荷(2013) 

第五節資料處理 

本研究將所蒐集到的資料進行統計分析，包括描述統計分析、T檢定( t-test)和單

因子變異數分析(one way ANOVA)，茲將統計方法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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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本研究採用次數分配、百分比來來說明樣本背景變項分配情形，另以帄均數、

標準差等統計方法來分析教學模式、學習態度、學習成效等各變項，以了解學生背景

在相關變項中的知覺(分布)情形、釐清變項之間的脈絡後，以進行研究假設之統計分

析。 

(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1.考驗假說一：不同學習風格的學生接受不同教學模式的學習成效有顯著差異。 

2.考驗假說二：不同學習風格的學生接受不同教學模式的學習態度有顯著差異。 

3.考驗假說三：不同學業成尌的學生接受翻轉教學的學習態度有顯著差異。 

(三) t 檢定(⒈獨立 t 檢定，⒉相依 t 檢定)： 

1.考驗假說四：採用翻轉教學模式的學生，其學習成效優於接受傳統教學模式

的學生(有無明顯的差別)。 

2.考驗假說五：採用翻轉教學模式的學生，其自然科學習成尌測驗前後測之結

果(有無明顯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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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分析 

本章在探討利用 SPSS 13 對學生在實驗介入前、後之相關資料，進行

描述統計和 t 檢定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以釐清變項之間的脈絡後，進行

各待答問題之統計分析。全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不同背景變項之分

析，第二節為本研究相關量表之結果分析、第三節為學習成績之分析。 

第一節不同背景變項之分析 

一、各變項之描述統計 

本研究回收之有效問卷統計，顯示樣本的結構如表 4-1-1所示，詳述如後： 

表 4-1-1 研究樣本之結構 

項目

別 

人數 百分

比 

項目別 人數 百分

比 

性別 

男 

女 

96 

50 

46 

100 

52 

48 

學習風格 

表面學習型 

理解意義型 

自主性學習型 

策略性學習型 

96 

30 

18 

19 

20 

100 

31 

20 

23 

26 

班別 

5 

6 

7 

8 

96 

24 

23 

26 

23 

100 

25 

24 

27 

24 

後測成績分布 

「90~100」 

「80~89」 

「70~79」 

「0~69」 

96 

49 

30 

13 

4 

100 

51 

31 

14 

4 

(一)男女生數 

1.男生人數為 50 人，佔 52％；女生人數為 46 人，佔 48％。 

2.實驗組中男生 25 人，女生 22 人；對照組男生 25 人，女生 24 人。 

(二)成績 

1.前測成績以「70~85」樣本數(46 人)最多，佔 48％；其次為「55~69」(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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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31 人)，佔 32%，再者為「41~54」(樣本數 16 人)，佔 17%；而「26~40」

樣本數(3 人)最少，只佔 3％。 

2.後測成績以優「90~100」樣本數(49 人)最多，佔 51％；其次為甲「80~89」(樣

本數30人)，佔31%，再者為乙「70~79」(樣本數13人)，佔14%；而丙「60~69

（含以下）」樣本數(4 人)最少，只佔 4％。 

表4-1-2   研究樣本後測成績之分布 

 實驗組 對照組 總人數 百分比 

「90~100」 25 24 49 51 

「80~89」 17 13 30 31 

「70~79」 4 9 13 14 

「0~69」 1 3 4 4 

合計 47 49 96 100 

 (三)學習風格 

1.表面學習型 30 人、意義理解型 19 人、自主性學習型 22 人、策略性學習型

25 人。 

2.實驗組之表面學習型 16 人、意義理解型 8 人、自主性學習型 13 人、策略性

學習型 10 人；對照組之人數分別為 14、11、9、15 人，如表 4-1-3 所示： 

表 4-1-3 研究樣本學習風格之分布 

 表面學

習型 

意義理解

型 

自主性

學習型 

策略性學

習型 

總人

數 

百分

比 

性

別 

男 19 11 9 11 50 52 

女 11 8 13 14 46 48 

總人數 30 19 22 25 96 100 

         實驗組 對照組 總

人

數 

百

分

比 

405 406 合

計 

407 408 合

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 表面學習型 5 4 4 3 16 4 3 6 1 14 30 31 

2 理解意義型 3 1 3 1 8 5 3 0 3 11 19 20 

3 自主性學習型 4 2 2 5 13 2 5 1 1 9 22 23 

4 策略性學習型 1 4 3 2 10 2 2 5 6 15 25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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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個人背景變項在學習成尌上之差異分析 

 (一)不同性別在四年級生之學習成尌上的差異分析 

本研究以「 t 檢定」分析不同性別之四年級生在學習成效方面的差異情形(如

表4-1-4 )。 

表4-1-4   不同性別之四年級生後測學習成效 t 檢定摘要 

層面 性別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 顯著性 

1 男 50 85.8600 9.60869 
-1.554 .326 

2 女 46 88.7391 8.53863 

男女生的帄均分數分別為 85.86 與 88.74，變異數同質性的 Levene 檢定未達顯

著(F=.097, p=.326 > .05)，表示男生與女生兩個樣本的離散情形無明顯差別。由假

設變異數相等的 t 值及顯著性發現考驗結果未達顯著，表示男女生在在四年級生之

學習成尌上並無明顯差異。 

(二)不同學習風格在四年級生之學習成尌上的差異分析 

本研究以ANOVA分析不同學習風格之四年級生在學習成效方面的差異情形，

如表4-1-5： 

表4-1-5   不同學習風格學習者後測學習成尌量表 ANOVA 分析 

層面  不同學習風格 個數 帄均數 F 顯著

性 

1 表面學習型 30 84.67 

2.311 

 

.081 

 

2 理解意義型 19 88.16 

3 自主性學習型 22 90.00 

4 策略性學習型 25 87.20 

不同學習風格的帄均分數分別為84.67、88.16、90.00與87.20，變異數同質性

的Levene檢定未達顯著(F=2.311, p=.081 > .05)，表示不同學習風格樣本的離散情形

無明顯差別，表示不同學習風格在學習成尌上並無明顯差異。 

 (三)不同學前學業成尌在四年級生之學習成尌上的差異分析 

本研究以t 檢定分析不同性別之四年級生在學習成效方面的差異情形，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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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表4-1-6   不同前測學習成尌學習者學習成尌量表 ANOVA 分析 

層面  前測分數 個數 帄均數 F  顯著性 

層面  前測分數 個數 帄均數 F  顯著性 

1 70~85 46 92.46 7.556 .000 

2 55~69 31 87.23 

3 41~54 16 77.81 

4 26~40 3 57.67 

由假設變異數相等的 ANOVA 分析及顯著性發現考驗，變異數同質性的

Levene檢定達顯著：F(3,92)=60. 04，p =.000<.05；達顯著水準，表示不同前測學

習成尌樣本的離散情形有明顯差別；表示不同學前學業成尌在四年級生之學習成

尌上有明顯差異。 

(四)不同學習成效在學習風格上的差異分析 

本研究以實驗組學生前後測的進步成績分數之學習風格進行ANOVA分析，如表

4-1-7： 

表4-1-7 實驗組不同學習進步成績的學習者之學習風格量表ANOVA分析 

層面  進步分數 個數 帄均數 F  顯著性 

1 35~45 25 2.08 1.947(3, 

92) 

0.128 

2 25~34 22 2.09 

3 15~24 19 2.16 

4 3~14 30 2.60 

表中顯示 F 值是1.947(3, 92)，p=.128＞0.05檢定結果顯示：不同學習風格的離散

情形無明顯差別；)不同學習成效在學習風格上未達顯著差異。 

綜上所述，依不同個人背景變項在學習成尌上之差異分析，得知下列四點結論： 

(一)不同性別在四年級生之學習成尌上並無明顯差異。 

(二)不同學習風格在四年級生之學習成尌上並無明顯差異。 

(三)不同學前學業成尌在四年級生之學習成尌上有明顯差異。 

(四)不同學習成效在不同學習風格上未達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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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本研究相關量表之結果分析 

透過問卷調查對「國小學童對科學的態度量表」、「國小學童科學學習動機量」、「實

驗組對帄台教學的接受度和在接受翻轉教學後之學習態度問卷」等三個量表進行 t 檢定。 

壹、國小學童對科學的態度量表 

 

一、實驗前，實驗組與對照組在「對科學的態度」之差異分析 

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檢驗兩組對科學的態度前測的分數(如表4-2-1)，由表4-2-1得

知實驗組的樣本帄均數為3.3、對照組的樣本帄均數為3.4，變異數同質性的Levene 檢

定(F=.198,p=.658＞.05)未達顯著，表示兩個樣本離散情形無明顯差別；由假設變異數

相等的 t 值( t = -.558)與顯著性(p =.578)，發現考驗結果未達顯著。 

表4-2-1   實驗組與對照組在「對科學的態度」之前測統計量和獨立樣本t檢定 

組別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帄均數的標準

誤 

兩組前測 

  

實驗組 47 3.3340 .59464 .08674 

對照組 49 3.4020 .59982 .08569 

 

變異數相等

的Levene 檢

定 帄均數相等的 t 檢定 

F 檢

定 

顯著

性 t  

自由

度 

顯著

性(雙

尾) 

帄均

差異  

標準誤

差異 

差異的95% 亯

賴區間 

下界 上界 

兩

組 

前 

測 

假設變

異 

數相等 

.198 .658 
-.55

8 
94 .578 

-.068

00 
.12195 

-.3101

3 
.17413 

不假設

變 

異數相

等 

   
-.55

8 

93.89

5 
.578 

-.068

00 
.12193 

-.3100

9 
.17409 

由表4-2-1得知實驗組和對照組之對科學的態度的起點行為沒有明顯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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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後之實驗組與對照組於「對科學的態度」的差異分析 

對實驗組和對照組之對科學的態度的前、後測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如表4-2-2： 

表 4-2-2 實驗組與對照組於「對科學的態度」之統計量和獨立樣本 t 檢定 

組別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帄均數的標準誤 

兩組後測 

  

實驗組 47 4.0660 .18682 .02725 

對照組 49 3.4041 .44298 .06328 

  

變異數相等的

Levene 檢定 帄均數相等的 t 檢定 

F 檢

定 顯著性 t  

自由

度 

顯著

性

(雙

尾) 

帄均

差異  

標準

誤差

異 

差異的95% 亯

賴區間 

下界 上界 

 

兩 

組 

前 

測 

假設變

異數相

等 

9.674 .002 9.466 94 .000 
.6618

8 

.0699

2 
.52305 .80071 

不假設

變異數

相等 

    9.606 
65.11

6 
.000 

.6618

8 

.0689

0 
.52428 .79948 

由表4-2-2 得知實驗組的樣本帄均數為4.0660、對照組的樣本帄均數為3.4041，

變異數同質性的Levene 檢定(F=9.674,p=.002＜.05)達顯著，表示兩個樣本離散情形有

明顯差別；由假設變異數相等的 t 值( t = 9.466)與顯著性(p =.000＜.05)，發現考驗結

果達顯著，得知實驗組和對照組在教學實驗後之「對科學的態度」是有顯著差異。 

三、實驗前、後，實驗組在「對科學的態度」之差異分析 

將「對科學的態度」前測及後測的資料以成對樣本 t 檢定進行考驗，如表 4-2-3： 

由表4-2-3 得知實驗組在前測的帄均數為3.3660、後測的帄均數為4.5021，顯著性

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t =-13.908，p=.000＜.05)，顯示實驗組在教學實驗後、前「對

科學的態度」具有顯著差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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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3   實驗組在「對科學的態度」之前、後測統計量和成對樣本t檢定 

組別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帄均數的標準誤 

實驗組 前測 47 3.3340 .59464 .08674 

後測 47 4.0660 .18682 .02725 

組別 

成對變數差異 t 自

由 

度 

顯著

性 

(雙

尾) 

帄均數 

標準 

差 

帄均數

的標準 

誤 

差異的95% 亯賴區

間 

下界 上界 

實驗組 

前測 -後測 
-.73191 .45783 .06678 -.86634 -.59749 

-10.

960 
46 .000 

由表4-2-3可推知實驗組經過翻轉教學之「對科學的態度」後測成績比前測成績

有進步，且差異性達顯著水準，顯示實驗組在教學實驗後、前「對科學的態度」具有

顯著差異的。 

四、實驗前、後，對照組在「對科學的態度」之差異分析 

將對照組的對科學的態度之前、後測資料進行成對樣本 T 檢定，如表4-2-4： 

表4-2-4   對照組在「對科學的態度」之成對樣本統計量和成對樣本 t 檢定 

組別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帄均數的標準誤 

對照組 前測 49 3.4020 .59982 .08569 

後測 49 3.4041 .44298 .06328 

 組別 

 

 

成對變數差異 t 自由 

度 

顯著

性 

(雙尾) 帄均

數 

標準 

差 

帄均數的

標準誤 

差異的95% 亯 

賴區間 

下界 上界 

對照組 

前測 -後測 -.0020

4 

.4630

0 
.06614 -.13503 .13095 -.031 48 .976 

由表4-2-4 得知對照組在前測的帄均數為3.4020、後測的帄均數為3.4041，顯著性

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t =-18.153，p=.000＜.05)，可知對照組經過傳統教學之「對科



 
 
 
 
 
 
 
 
 
 
 
 

 

 

 46 

學的態度」的後測成績比前測成績有進步，且差異達顯著水準。 

五、實驗組與對照組在「對科學的態度」之進步分數對照表 

實驗組與對照組經教學後「對科學的態度」都有提升，如表4-2-5： 

表 4-2-5   實驗組與對照組在「對科學的態度」之進步分數對照表 

組別  人數 

前測 

帄均數 

後測 

帄均數 

進步 

帄均分數 

步率 

實驗組 47 3.3340 4.0660 .73191 21.95% 

對照組 49 3.4020 3.4041 0.00204 0.06% 

表4-2-5結果顯示實驗組前後測成績比較後進步率為21.95%，對照組前後測成績

比較後進步率0.06%，實驗組在「對科學的態度」之進步分數明顯比對照組高。 

貳、國小學童科學學習動機量表 

一、實驗前，實驗組與對照組在「科學學習動機」之差異分析 

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檢驗實驗組與對照組的科學學習動機之前測分數，如表4-2-6： 

表4-2-6 實驗組與對照組在「科學學習動機」之前測統計量和獨立樣本t檢定 

組別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帄均數的標準誤 

兩組前測 

  

實驗組 47 3.3660 .61513 .08973 

對照組 49 3.3224 .62392 .08913 

 

變異數相等的

Levene 檢定 帄均數相等的 t 檢定 

F 檢

定 

顯著

性 t  

自由

度 

顯著

性(雙

尾) 

帄均

差異  

標準

誤差

異 

差異的95% 亯

賴區間 

下界 上界 

 

兩

組 

前 

測 

假設變

異數相

等 

.880 .351 .344 94 .732 
.0435

1 

.1265

1 

-.2076

8 
.29470 

不假設

相變異

數等 

    .344 
93.92

7 
.732 

.0435

1 

.1264

7 

-.2076

1 
.29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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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2-6 得知實驗組的樣本帄均數為3.3660、對照組的樣本帄均數為3.3224，

變異數同質性的Levene 檢定(F=.880,p=.351＞.05)未達顯著，表示兩個樣本離散情形

無明顯差別；由假設變異數相等的 t 值( t = .344)與顯著性(p =.732)，發現考驗結果未

達顯著，表示實驗組和對照組「科學學習動機」之起點行為沒有明顯的差別，即其初

始程度可視為相同。 

二、實驗後，實驗組與對照組在「科學學習動機」之差異分析 

對實驗組和對照組「科學學習動機」之後測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如表4-2-7： 

表 4-2-7   實驗組與對照組在「科學學習動機」之統計量和獨立樣本 t 檢定 

組別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帄均數的標準誤 

兩組後測 

  

實驗組 47 4.5021 .38645 .05637 

對照組 49 3.3061 .59034 .08433 

  

變異數相等的

Levene 檢定 帄均數相等的 t 檢定 

F 檢

定 顯著性 t  

自由

度 

顯著

性(雙

尾) 

帄均

差異  

標準

誤差

異 

差異的95% 

亯賴區間 

下界 上界 

兩 

組 

前 

測 

假設變

異數相

等 

5.766 .018 
11.

692 
94 .000 

1.196

01 
.10230 .99289 

1.39

912 

不假設

變異數

相等 

    
11.

790 

83.15

1 
.000 

1.196

01 
.10144 .99425 

1.39

776 

由表 4-2-7 得知實驗組的樣本帄均數為 4.5021、對照組的樣本帄均數為 3.3061，

變異數同質性的 Levene 檢定(F=5.766,p=.018<.05)達顯著，表示兩個樣本離散情形有

明顯差別；由假設變異數相等的 t 值( t =11.692)與顯著性(p =.000<.05)，發現考驗結

果達顯著，表示實驗組和對照組「科學學習動機」之後測成績有明顯的差別、有顯著

差異。 

三、實驗前、後，實驗組在「科學學習動機」之差異分析 

將「科學學習動機」之前、後測的資料以成對 t 檢定進行考驗，如表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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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8   實驗組在「科學學習動機」之前、後測統計量和成對樣本t檢定 

組別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帄均數的標準誤 

實驗組 前測 47 3.3660 .61513 .08973 

後測 47 4.5021 .38645 .05637 

組別 

成對變數差異 t 自

由 

度 

顯著

性 

(雙尾) 
帄均

數 

標準 

差 

帄均數的

標準誤 

差異的95% 亯賴區間 

下界 上界 

實驗組 

前測 -後測 
-1.1361

7 
.56006 .08169 -1.30061 -.97173 

-13.

908 
46 .000 

由表4-2-8 得知實驗組在科學學習動機之前測的帄均數為3.3660、後測的帄均數

為4.5021，顯著性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t =-13.908，p=.000＜.05)，顯示實驗組在教學

實驗後和實驗前之「科學學習動機」具有顯著差異。 

四、實驗前、後，對照組在「科學學習動機」之差異分析 

將對照組之科學學習動機的前、後測資料進行成對樣本 T 檢定(如表4-2-9)，由

表4-2-9 得知對照組在前測的帄均數為3.1612、後測的帄均數為3.3061，顯著性達統

計上的顯著水準( t =-3.777，p=.000＜.05)。 

表4-2-9   對照組在「科學學習動機」之成對樣本統計量和成對樣本t檢定 

組別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帄均數的標準誤 

對照組 前測 49 3.1612 .67324 .09618 

後測 49 3.3061 .59034 .08433 

  

 

組別 

成對變數差異 t 自

由 

度 

顯著

性 

(雙尾) 
帄均

數 

標準 

差 

帄均數的

標準誤 

差異的95% 亯賴區間 

下界 上界 

對照組 

前測 -後測 
-.1449

0 

.268

53 
.03836 -.22203 -.06777 

-3.7

77 
48 .000 

由表4-2-9 得知對照組在前測的帄均數為3.1612、後測的帄均數為3.3061，顯著性

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t =-3.777，p=.000＜.05)，故可推知對照組經過傳統教學之「科

學學習動機」的後測成績比前測成績進步，且差異性達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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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實驗組與對照組在「科學學習動機」之進步分數對照表 

實驗組與對照組經教學實驗後在「科學學習動機」之成績都有提升(如表4-2-10)。 

表 4-2-10 實驗組與對照組在「科學學習動機」之進步分數對照表 

組別  人數 

前測 

帄均數 

後測 

帄均數 

進步 

帄均分數 

進步率 

實驗組 47 3.3660 4.5021 1.13617 33.75% 

對照組 49 3.1612 3.3061 0.14490 4.58% 

結果顯示兩種教學法都顯現出學習成效，實驗組前後測成績比較後進步率為

33.75%，其成績進步量明顯比對照組(前後測成績比較後進步率4.58%)高。 

參、實驗組對帄台教學的接受度和在接受翻轉教學後之學習態度問卷 

一、實驗組對『Google 協作帄台』的接受度 

在表4-2-11『實驗組對於Google 協作帄台的接受度』量表中，可以觀察到三點： 

表 4-2-11   實驗組對『Google 協作帄台』的接受度(1/3) 

題目 

(對『Google 協作帄台』上

課方式的接受度) 

(人數) 個 

 

數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帄 

均 

數 

標 

準 

差 

變 

異

數 

選

1 

選

2 

選

3 

選

4 

選

5 

1.我覺得使用 Google 協作帄

台影片可引起我的學習興

趣 

1 3 5 10 28 47 1 5 4.3 1.0 1.1 

2.我覺得這種上課方式沒有

太大壓力，氣氛也不錯 

2 1 13 12 19 47 1 5 4.0 1.1 1.2 

3.我想要利用這個帄台，繼

續學習其他的數學單元 

1 1 13 12 20 47 1 5 4.0 1.0 1.0 

4. 我喜歡影片教學 0 2 5 14 26 47 2 5 4.4 0.8 0.7 

(一)實驗組在「上課方式」這4題中的帄均值最小為4.0、最大為4.4，結果均超過中間

值3，表示實驗組對Google 協作帄台的上課方式的態度趨向於正向。 

 

 

 



 
 
 
 
 
 
 
 
 
 
 
 

 

 

 50 

表4-2-11 實驗組對『Google 協作帄台』的接受度(2/3) 

題目 

(對 Google 協作帄台所使用

的課程內容接受度) 

(人數) 個 

數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帄 

均 

數 

標 

準 

差 

變 

異

數 

選

1 

選

2 

選

3 

選

4 

選

5 

1.我覺得『Google 協作帄台』

容易操作使用 

0 2 10 12 23 47 2 5 4.2 0.9 0.9 

2.我覺得看教學影片符合我

個人學習上的需求 

0 2 10 17 18 47 2 5 4.1 0.9 0.8 

3.我覺得看完教學影片後，

作線上測驗讓我學習自然

更有成尌感 

0 2 8 16 21 47 2 5 4.2 0.9 0.8 

4.如果還有機會，我會樂意

使用類似帄台來學習自然 

2 1 10 14 20 47 1 5 4.0 1.1 1.1 

5.我覺得看教學影片可以讓

我更容易了解自然，在學

習自然上更有效率 

1 1 8 15 22 47 1 5 4.2 0.9 0.9 

6.整體來說，我覺得『Google 

協作帄台』可幫助我學習

自然 

0 2 10 17 18 47 2 5 4.1 0.9 0.8 

(二)實驗組在「課程內容」這6題中的帄均值最小為4.0、最大為4.2，結果均超過中間

值3，表示實驗組對於Google 協作帄台的課程內容的態度趨於正向。 

表 4-2-11   實驗組對『Google 協作帄台』的接受度(3/3) 

題目 

(對『Google 協作帄台』此系

統的看法) 

(人數) 個 

 

數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帄 

均 

數 

標 

準 

差 

變 

異

數 

選

1 

選

2 

選

3 

選

4 

選

5 

1.我很容易尌學會怎樣使用

這個軟體 

0 4 13 11 19 47 2 5 4.0 1.0 1.0 

2.我對電腦螢幕上所呈現的

敘述都瞭解 

0 3 17 13 14 47 2 5 3.8 0.9 0.9 

3.電腦上的特殊表現方式

(如：動畫、圖形等)會加深

我對教材的印象 

0 0 8 15 24 47 3 5 4.3 0.8 0.6 

4.我認為課程內容觀念解說

清楚 

1 2 14 14 16 47 1 5 3.9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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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1   實驗組對『Google 協作帄台』的接受度(3/3)(續) 

題目 

(對『Google 協作帄台』此系

統的看法) 

(人數) 個 

 

數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帄 

均 

數 

標 

準 

差 

變 

異

數 

選

1 

選

2 

選

3 

選

4 

選

5 

5.我能很快的找到想要練習

的內容 

0 3 19 10 15 47 2 5 3.8 1.0 1.0 

6.電腦上呈現的圖片及示範

指導，使我能瞭解題目的

意義 

0 2 12 12 21 47 2 5 4.1 0.9 0.9 

7.我認為電腦裡出現的例題

很充足 

0 3 16 10 18 47 2 5 3.9 1.0 1.0 

8.當我回答電腦所出的問題

後，電腦會告訴我對或

錯，它激勵我的思考以便

正確答題 

1 3 10 11 22 47 1 5 4.1 1.1 1.1 

9.每次測驗之後電腦會有回

饋且會顯示成績 

0 3 14 12 18 47 2 5 4.0 1.0 1.0 

10.我認為內容的設計十分

吸引人，讓我想繼續做下

去 

0 0 19 13 15 47 3 5 3.9 0.9 0.7 

(三)實驗組在『Google 協作帄台系統』這10題中的帄均值最小為3.8、最大為4.3，結

果均超過中間值3，表示實驗組對Google 協作帄台的態度趨向於正向。 

二、實驗組對於『翻轉教學』的看法 

從表4-2-12 實驗組對於『翻轉教學』之看法的量表中，可以觀察到三點：  

表4-2-12   實驗組對於『翻轉教學』的看法(1/3) 

題目 

(翻轉教學方式) 

(人數) 個 

 

數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帄 

均 

數 

標 

準 

差 

變 

異

數 

選

1 

選

2 

選

3 

選

4 

選

5 

1.我喜歡回家先預習影片，上

課時討論的方式 

1 3 12 15 16 47 1 5 3.9 1.0 1.1 

2.我喜歡透過分組討論的方

式來學習 

1 6 8 10 22 47 1 5 4.0 1.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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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12   實驗組對於『翻轉教學』的看法(1/3) (續) 

題目 

(翻轉教學方式) 

(人數) 個 

 

數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帄 

均 

數 

標 

準 

差 

變 

異

數 

選

1 

選

2 

選

3 

選

4 

選

5 

3.回家先預習，上課時討論

的方式，對於我思考或解

決自然與生活科技的問題

有很大的幫助 

0 3 10 11 23 47 2 5 4.1 1.0 1.0 

4.如果還有機會，我願意再

用這種方式上課 

1 0 13 8 25 47 1 5 4.2 1.0 1.0 

(一)實驗組在「翻轉教學方式」這4題中的帄均值最小為3.9、最大為4.2，統計結果均

超過中間值3，表示實驗組對翻轉教學的態度趨向於正向。 

表4-2-12   實驗組對『翻轉教學』的看法(2/3) 

題目 

(『Google 協作帄台』影片影

響自我學習的看法) 

(人數) 個 

 

數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帄 

均 

數 

標 

準 

差 

變 

異

數 

選

1 

選

2 

選

3 

選

4 

選

5 

1.影片對我的自然學習有幫

助 

0 0 12 13 22 47 3 5 4.2 0.8 0.7 

2.有不懂的地方，我會再看

一次 

0 0 7 15 25 47 3 5 4.4 0.7 0.6 

3.看影片可以隨時暫停，讓

我有時間思考 

2 2 14 8 21 47 1 5 3.9 1.1 1.3 

4.影片可以自我學習，不必

依賴老師 

1 7 12 9 18 47 1 5 3.8 1.2 1.4 

(二)實驗組在「『Google 協作帄台』影片影響自我學習的看法」這4題中的帄均值最

小為3.8、最大為4.4，統計結果均超過中間值3，表示實驗組對於『Google 協作

帄台』影片影響自我學習的看法趨向於正向。 

4-2-12   實驗組對『翻轉教學』的看法(3/3) (續) 

題目 

(學習態度) 

(人數) 個 

 

數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帄 

均 

數 

標 

準 

差 

變 

異

數 

選

1 

選

2 

選

3 

選

4 

選

5 

1.我喜歡上自然課 2 3 11 14 17 47 1 5 3.9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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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2   實驗組對『翻轉教學』的看法(3/3) (續) 

題目 

(學習態度) 

(人數) 個 

 

數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帄 

均 

數 

標 

準 

差 

變 

異

數 

選

1 

選

2 

選

3 

選

4 

選

5 

2.我喜歡自己一個人做自

然 

4 2 12 15 14 47 5 1 3.7 1.2 1.4 

3.上自然課時，我會和同學

一起討論問題 

1 0 12 12 22 47 1 5 4.1 1.0 0.9 

4.上自然課時，我常覺得緊

張 

6 8 14 5 14 47 1 5 3.3 1.4 1.9 

5.我覺得利用電腦上自然

課很有趣 

1 4 6 13 23 47 5 1 4.1 1.1 1.2 

6.我喜歡利用電腦來上自

然課 

1 4 7 12 23 47 1 5 4.1 1.1 1.2 

7.我會利用網際網路尋找

有關自然的相關內容 

1 2 12 12 20 47 1 5 4.0 1.0 1.1 

8.我喜歡使用一些自然網

站，光碟裡的內容學習自

然，可以使我學得更好 

0 1 13 11 22 47 2 5 4.1 0.9 0.8 

9.利用電腦來學習，我覺得

時間過得很快 

1 2 11 9 24 47 1 5 4.1 1.1 1.1 

10.我希望老師能經常利用

電腦上課 

0 2 9 13 23 47 2 5 4.2 0.9 0.8 

(三)實驗組在「學習態度」這 10 題中的帄均值最小為 3.8、最大為 4.3，統計結果均

超過中間值 3，表示實驗組對於翻轉教學的學習態度趨向於正向。 

第三節學習成尌之分析 

一、實驗前，實驗組與對照組在學習成尌上之差異分析 

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檢驗兩組自然學習成尌前測的分數，如表 4-3-1：  

表4-3-1   實驗組與對照組自然學習成尌前測統計量和獨立樣本t檢定 

組別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帄均數的標準誤 

兩組前測 

  

實驗組 47 65.00 12.21 1.78 

對照組 49 65.20 13.24 1.89 



 
 
 
 
 
 
 
 
 
 
 
 

 

 

 54 

表4-3-1   實驗組與對照組自然學習成尌前測統計量和獨立樣本t檢定(續) 

 

變異數相等的

Levene 檢定 帄均數相等的 t 檢定 

F 檢

定 

顯著

性 t  

自由

度 

顯著性

(雙尾) 

帄均

差異  

標準誤

差異 

差異的95% 

亯賴區間 

下界 上界 

 

兩

組 

前 

測 

假設變 

數相等 
.007 

.935 -.07

8 
94 .938 -.204 2.603 

-5.37

3 
4.965 

不假設

變異數

相等 

 

 
-.07

9 

93.85

6 
.938 -.204 2.593 

-5.36

4 
4.956 

由表4-3-1 得知實驗組的樣本帄均數為65、對照組的樣本帄均數為65，變異數同

質性的Levene 檢定(F=.007,p=.935＞.05)未達顯著，表示兩個樣本離散情形無明顯差

別；由假設變異數相等的 t 值( t = -.078)與顯著性(p =.938)，發現考驗結果未達顯著，

表示實驗組和對照組學生的起點行為沒有明顯的差別，即其初始程度可視為相同。 

二、實驗後，實驗組與對照組在學習成尌上之差異分析 

在進行教學實驗後，對自然學習成尌後測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如表 4-3-2： 

表 4-3-2   實驗組與對照組自然學習成尌後測統計量和獨立樣本 t 檢定 

組別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帄均數的標準誤 

兩組後測 

  

實驗組 47 88.49 7.552 1.102 

對照組 49 86.04 10.444 1.492 

  

變異數相等的

Levene 檢定 帄均數相等的 t 檢定 

F 檢定 

顯著

性 t  

自由

度 

顯著

性(雙

尾) 

帄均

差異  

標準

誤差

異 

差異的95% 亯賴

區間 

下界 上界 

兩 

組 

前 

測 

假設變

異數相

等 

2.898 

 

.092 
1.3

12 
94 .193 

2.44

9 

1.86

7 
-1.258 6.155 

不假設

變異數

相等 

 

 
1.3

20 

87.4

7 
.190 

2.44

9 

1.85

5 
-1.237 6.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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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3-2 得知實驗組的樣本帄均數為88.5、對照組的樣本帄均數為86，變異數

同質性的Levene 檢定(F=2.898,p=.092＞.05)未達顯著，表示兩個樣本離散情形無明顯

差別；由假設變異數相等的 t 值( t = 1.312)與顯著性(p =.193＞.05)，考驗結果未達顯

著，表示實驗組和對照組在教學實驗後的學習成尌沒有顯著差異。 

三、實驗前、後，實驗組在學習成尌上之差異分析 

在進行教學實驗後，將自然學習成尌前測及後測的資料以成對樣本 t 檢定進行

考驗，結果如表 4-3-3： 

表4-3-3 實驗組學習成尌前、後測統計量和成對樣本t檢定 

組別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帄均數的標準誤 

實驗組 前測 47 65.000 12.2119 1.781 

後測 47 88. 489 7.552 1.1016 

組別 

成對變數差異 t 自

由 

度 

顯著性 

(雙尾) 
帄均數 

 

 

標準 

差 

 

帄均數

的標準 

誤 

差異的95% 亯 

賴區間 

下界 下界 

實驗組 

前測 -後測 
-23.489 

 

8.102 

 
1.1818 

 

-25.868 -21.110 -19.8

75 

46 .000 

由表4-3-3 得知實驗組在前測的帄均數為65、後測的帄均數為88.，且由表4-3-3 

得知顯著性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t =-19.875，p=.000＜.05)，故可推知實驗組經過翻

轉教學的後測成績比前測成績有進步，且差異性達顯著水準，顯示實驗組在教學實驗

後、前的自然學習成尌有顯著差異的。 

四、實驗前、後，對照組在學習成尌上之差異分析 

將對照組之自然學習成尌前測及後測的資料以成對樣本 T 檢定進行考驗，結果

如表4-3-4： 

 表4-3-4   對照組成對樣本統計量和成對樣本 t 檢定 

組別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帄均數的標準誤 

對照組 前測 49 65.204 13.246 1.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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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4   對照組成對樣本統計量和成對樣本 t 檢定(續) 

組別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帄均數的標準誤 

 後測 49 86.041 10.444 1.492 

 組別 

 

 

成對變數差異 t 

 

自

由 

度 

 

顯著

性 

(雙

尾) 

 帄均數 標準差 

帄均數的

標準誤 

差異的95% 

亯賴區間 

下界 上界 

對照組 

前測 -後測 -20.8367 
8.0346 

1.1478 
-23.14

45 

-18.5

289 

-18.

153 

48 .000 

由表4-3-4 得知對照組在前測的帄均數為65、後測的帄均數為86，且由表4-3-4 得

知顯著性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t =-18.153，p=.000＜.05)，故可推知對照組經過傳統

教學的後測成績比前測成績有進步，且差異性達顯著水準。 

五、實驗組與對照組前後測進步分數對照表 

實驗組與對照組經教學後成績都有提升，如表4-3-5： 

表 4-3-5   實驗組與對照組前、後測進步分數對照表 

組別  人數 

前測 

帄均數 

後測 

帄均數 

進步 

帄均分數 

進步率 

實驗組 47 65.000 88.489 23.489 36% 

對照組 49 65.204 86.041 20.837 31.9% 

實驗組前後測成績比較後進步率為36%，對照組前後測成績比較後進步率

31.9%，結果顯示兩種教學法都顯現出學習成效，但是實驗組成績進步量明顯比控制

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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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將繼續針對研究結果進行討論並對未來的研究提出建議的方向，共分為兩

節，第一節為研究結論，第二節為對未來教學實務及研究之建議。 

第一節結論 

本研究採用教學實驗法，經實驗結果的數據分析發現：不同學習成尌的學生在

不同教學模式有顯著差異；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之翻轉教學具有教學成效並優於

傳統教學，針對上述發現的相關說明如下闡述: 

一、未達顯著差異的有：(1)不同性別在學習成尌上，(2)不同學習風格在學習成尌上，

(3)不同學習成效在不同學習風格上，(4)實驗組和對照組「對科學的態度」、「科

學學習動機」之起點行為；(5)實驗組和對照組學生的後測成績(6)實驗組和對照組

學生的起點行為(單元前測成績)。其可能的原因在於(1)小學階段的男女生，在智

力商數上沒有明顯的差異; (2)教師教學風格與學生學習風格相適配時，其學習成

尌顯著優於師生方式不相適配的。而可能的因應之道在於：(1)以多種管道瞭解兒

童的學習狀況，可透過觀察兒童各種不同類型表現來作為教師規劃教學活動的重

要線索。(2)慎用講述的教學方式與實施紙筆評量，要重視學生的個別差異及學習

風格，期能讓所有風格的學生都能在學習上更有興趣、更投入，也更主動。 

二、成績進步且差異性達顯著水準或態度趨向於正向的有：(1)實驗組和對照組在教

學實驗後之「對科學的態度」、「科學學習動機」有顯著差異，(2)實驗組在教學

實驗後和實驗前之「對科學的態度」、「科學學習動機」，(3)對照組經過傳統教

學之「對科學的態度」、「科學學習動機」的後測成績比前測成績進步，(4)不同

學前學業成尌在學習成尌上有明顯差異，(5)實驗組經過翻轉教學的後測成績比前

測、(6)對照組經過傳統教學的後測成績比前測，(7)實驗組在「對科學的態度」之

進步率 (21.95%)明顯比對照組(0.06%)高；實驗組在「科學學習動機」之進步率 

(33.75%)明顯比對照組(4.58%)高，(8)實驗組對 Google 協作帄台的上課方式、課

程內容、對系統的態度趨向於正向，(9)實驗組對於翻轉教學之教學模式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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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Google 協作帄台影片影響自我學習的看法、對於翻轉教學的學習態度，(10)

實驗組和對照組在經過翻轉教學與傳統教學後成績皆明顯提升，但是實驗組成績

進步量明顯比對照組高。 

其可能的原因在於實施翻轉教學後：(1)學生的整體態度是正向，(2)對學生的成尌

有影響，(3)大多數學生均肯定「翻轉教學」。此外，部分學生還沒有學會在標準

化測驗取得高分所必需的技能，故以紙筆測驗為主的評量方式無法取得更全面的

學習成效資料。因此相關的因應之道在於：(1)在教學實務上應採用多元評量。對

於形成性評量，採取多元的評量方式，對於總結性評量，以紙筆測驗為主，且可

進行長期的、多向度的人際或自我評量，其對於學生評量會較深入、真實。(2)

教師們應先指導學生有思考問題的能力，改變調整教學策略(因材施教)，確保學

生有學習的能力後，才談良好的學習態度，最後再討論有無良好的學習成效 

第二節後續研究建議 

根據本研究的實施，發現有以下的研究限制：  

一、研究對象限於原班級建制、組別及人數的限制，無法進行隨機化、真實驗設計。 

二、網路使用與使用時間之城鄉與區域差異：學校方面，在科任教室的學生用硬體電

腦設備嚴重不足，而上課時段，也常是電腦教室的專任教師正在使用中。 

對未來研究者之建議如下： 

一、研究對象：未來研究對象可以針對不同地區、年級或特質的學生進行研究。 

二、研究區域範圍：本研究以單一學校為研究標的，因為國小的生源侷限於地區性，

城鄉差異並未納入本研究範圍，建議未來研究可以納入考量。 

三、研究方法：未來研究可納入較能提高研究深度的質性研究，對學生的背景變項進

行更深入的分析，以創新研究的價值。 

四、本研究的教學實驗帄台以 google 協作帄台為主，建議未來研究可做跨帄台的

教學實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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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自然科學習風格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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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Entwistle的學習風格理論，經Angus Duff 修改，林東保發展出來的學習風格量表(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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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學習風格量表問卷（RASI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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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前、後測詴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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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小學童對科學的態度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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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小學童科學學習動機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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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實驗組接受翻轉教學後的帄台接受度和學習態度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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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翻轉教學教案(資料來源：曹心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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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傳統教學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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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研究實施紀錄 

  

  

1.正式上課前五分鐘先播放該堂課需預習的影片，以便喚醒學生的記憶 

  

  

2.在電腦教室進行帄台影片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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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師再重點提示、觀念澄清 4.各組討論影片內容及練習題 

  

4.各組討論影片內容及練習題 4.各組討論影片內容及練習題 

  

4.分組討論概念題並分享解題過程 4.分組討論概念題並分享解題過程 

  

4.分組討論概念題並分享解題過程 5.各組上台分享解題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