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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瞭解國小自然課使用電子教科書的學習環境，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國小自然課師生對使用電子教科書的學習環境知覺，並

分析不同性別及學習風格學生對此種學習環境知覺之差異情形。研究工具係參考先前研究的學習環境量表編修為國小自然

課的「學習環境知覺量表」，以及Kolb（1984）的「學習風格量表」。立意抽選彰化縣公立國小六年級有使用電子教科書

教學的自然課師生進行問卷調查，共10班。 研究結果顯示：(1)師生自我對學習環境的期望知覺與實際感受皆有顯著差異

。(2)在學習環境的部份構面上，師生之間的期望知覺呈顯著差異。(3)個別班級師生對學習環境的期望知覺與實際感無顯著

差異。(4)女學生對學習環境的期望知覺和實際感受皆高於男學生。(5)不同學習風格學生對學習環境的實際感受在「探究」

與「視聽環境」構面上有顯著差異，學習風格屬「發散者」的學生其感受低於其他三種學習風格類型的學生。 本研究發現

在使用電子教科書教學的國小自然課，師生對學習環境的期望知覺與實際感受大致相符；女學生對此種學習環境的知覺高

於男學生；學習風格屬「發散者」的學生對此種學習環境之感受較低。最後，討論上述結果對電子教科書融入自然課的意

涵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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