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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國小學生普遍對星象單元感到艱澀難懂，如能運用數位媒體融入情境式教學，或可改善此一現象。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如何

設計數位認知工具融入星象教學，評估此教學方法對國小學生「星星」單元的學習成就與態度。本研究依據情境認知理論

，利用stellarium星象軟體作為認知工具，設計8節課的「星星」單元教案。首先將受測學生在上學期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的三次段考成績進行t檢定，結果顯示兩組的起點行為具同質性。教學實驗前後，兩組進行「星星」單元學習成就及學習

態度之前測及後測，實驗組學生另填一份教學意見調查表。 使用共變數分析(ANCOVA)檢驗兩組的學習成就差異，以t檢

定比較各組在前後測的學習態度差異。結果顯示：(一)實驗組及其高、中、低分群的學習成就皆明顯高於控制組，達顯著

水準；(二)在學習態度上，只有實驗組的前後測達顯著水準，控制組及兩組各分群的前後測未達到顯著水準；(三)近九成實

驗組學生對此種教學方式持正向態度，認為數位認知工具融入情境式教學有助於學生瞭解星象的基本概念。本研究證實數

位認知工具融入情境式星象教學對學生的學習成效有所助益，最後提出教學實務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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