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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學童家庭因素、遊戲同儕因素、遊戲參與程度對學習成效的影響，並以學童性別及家長社經地位為控

制變項。研究對象以彰化縣市、鎮都會交通便利地區六年級學童為調查取樣的樣本，有效樣本824份，採問卷調查法，以

「家庭因素量表」、「遊戲同儕因素量表」、「遊戲參與程度量表」及「學習成效量表」為工具，進行資料蒐集整理，

以Pearson相關、多元迴歸法進行統計分析，主要獲得以下研究結果： ㄧ、家庭因素、遊戲同儕因素對兒童遊戲參與程度

具部分預測力。 二、兒童遊戲參與程度對學習成效具部分預測力。 依據研究結果，本研究對教育工作者提出三點建議：(

ㄧ)給學童足夠遊戲時間，提升學習動機；(二)引導學童找到好玩伴，培養解決問題能力；(三)提供多元遊戲活動或場所，滿

足學童遊戲之需求。對家長則提出三點建議：(ㄧ)適時提供遊戲資源，深化學童遊戲；(二)善用社區資源，充實學童視野；(

三)協助學童擴大友群範圍，建立更多學習典範。對後續研究者建議，則提出可從縱貫性研究，分析遊戲對學習成效影響之

變化情形；或從不同領域著手，了解遊戲所扮演的角色，使遊戲相關研究更為完整。

關鍵詞 : 遊戲參與、學習成效、家人支持度、家長管教態度、手足關係、同齡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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