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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情境教學?」應用於國小生活?域美勞教學的可?性及侷限性，以及在教學過程中可能面?的問題與解決對

策。

本研究採實驗研究法，國小二?級以閱讀四本繪本及學生作品為樣本，研究者將深入現場做實地的自然觀察，並將蒐集的

資?不斷的推衍與驗證。

本研究所獲致之結?如下：

1、情境教學融入美勞課程對學生繪畫能?及學習態?皆有十分明顯的提升。

2、情境教學美勞課程對國小教師從事美勞教學是一種有系統的方法。

3、情境教學法對國小二年級學童藝能科之學習成就、學習動機與態度、班級氣氛上，優於傳統講述教學方法。

最後，再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以做為教師、後續研究者及教育主管機關之?考。

關鍵字：情境教學、美勞教學、繪本教學

關鍵詞 : 情境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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