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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資源的認知與用水行為意向關係著有限水資源之利用，故編製適合於國小學童學習的多媒體教材，並研究實施成效，實

有其必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永續水資源多媒體教材」對國小學童之「水資源」概念理解程度、認知結構與用水行

為之差異，研究結果可做為教育現場之教師在教學及課程設計的參考，以協助學童達到有效之學習。 本研究屬於量化研究

，在問卷方面，選取大興國小四及六年級學童，共121人，在多媒體教材實施之前後與教學兩週後各施予一次問卷調查，

再以SPSS分析比較三次調查之間的差異，作為教材編製與實施的成效依據。研究歸納如下： 在測驗後，水資源永續利用

之環境素養總平均在四分以上，呈現良好之概念。 教學前，學生對「水資源概念」層面得分最好，在「自來水」層面則最

後；教學後，學生對「水資源概念」層面依然得分最好，在「台灣水資源問題」層面則最後；教學兩週後，比教學後略為

退步，在「水資源概念」層面依舊最好，在「自來水」層面則最後。 不同背景之學生，整體表現，女生得分表現優於男生

，但只有「水資源概念」層面達顯著差異；國小六年級學童大多優於國小四年級學童，唯「使用行為」層面相反；不同家

庭社經背景之學生，未達顯著差異。 教學前後，在「自來水」與「永續水資源」層面均有顯著之提升；教學前與教學兩週

後，各層面得分依然優於教學前，但均未達顯著差異。顯示編製多媒體教學教材雖然讓學童平均分數進步，卻未能維持其

成效，須再修正其內容。 教學前後與教學後兩週，「使用行為」層面，均為「在家使用行為」方面表現最好，「在學校使

用行為」方面次之，最後則為「在外面使用行為」方面。

關鍵詞 : 水資源、永續水資源、國小學童、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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