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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調查國小低年級教師對兒童遊戲效益認知及遊戲融入教學意願，同時探討影響實施遊戲融入教學之可能因素，

以彰化縣國小低年級級任教師為研究對象，採量化研究，以普查方式進行問卷發放，合計發放1,008份問卷，回收892份，

有效問卷共476份，有效率為53.4%，以SPSS12.0進行資料分析與研究假設驗證，獲得以下研究結果： 一、國小低年級教

師對兒童遊戲效益認知程度為中高程度，「任教於低年級年資」在「體能效益」認知有差異。 二、國小低年級教師對實施

遊戲融入教學意願達中高程度，不同背景變項國小低年級教師間沒有差異。 三、影響國小低年級教師實施遊戲融入教學因

素多屬中低程度，教師不同「子女數」與「任教於低年級年資」有顯著差異。 四、國小低年級教師兒童遊戲效益認知對實

施遊戲融入教學意願不具預測力。 五、影響國小低年級教師實施遊戲融入教學因素之「個人主觀」與「缺乏支持」對實施

遊戲融入教學意願具預測力。 依據研究結果建議教育行政機關降低教師授課時數，編訂樂趣化課程，勿以升學為重；學校

機關能支持教師創新課程設計，家長宜尊重教師專業，給予支持；教師教學應積極求新求變，並做好親師溝通，最後建議

未來研究者針對不同對象、研究方法及研究變項進行後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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