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study of accounting learning motivation in the digital game  : 以合作學習作為干擾效果

鍾家宇、謝茵如

E-mail: 341888@mail.dyu.edu.tw

ABSTRACT

本研究之目的是針對數位遊戲式學習與會計課程學習動機進行探討。接著引入合作學習以探討其對數位遊戲式學習與會計

課程學習動機間關係之干擾效果。 本研究主要採用問卷方式蒐集資料，親自對北部、中部以及南部大學會計課程的學生發

放問卷，回收之有效樣本數共為318份。研究結果顯示，數位遊戲式學習對會計課程學習動機呈現正相關，當數位遊戲式

學習真實性、互動性以及易用性愈高，會計課程學習動機亦愈佳。合作學習對數位遊戲式學習與會計課程學習動機間之關

係有正向干擾效果。最後在根據研究結果，本研究亦進一步提出對學術與實務界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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