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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多媒體融入英語補救教學課程，其對英語低成就學生學習態度與學習成效之影響。研究方法採「行動研究

」方式進行教學與觀察，以南投縣國姓鄉某國小六年級學生為樣本，篩選出10名英語低成就學生為研究對象。研究對象接

受連續24堂課的多媒體融入英語補救教學課程。 研究者將多媒體融入英語補救教學過程錄影，並根據教學資料、記錄與分

析整個教學的實施情況；同時參考「英語學習動機量表」與「英語成效測驗成績」等資料來分析補救教學結果，並針對教

學過程、教學結果與學生反應來分析英語低成就學生對於多媒體融入英語補救教學的適應性。本研究主要發現歸納如下： 

一、多媒體融入英語補救教學對英語低成就學生之學業成就具有正面的提升。 二、多媒體融入英語補救教學對英語低成就

學生之學習動機具有正面的提升。 三、在行動研究過程中，教師不斷地省思，有助研究者發現問題，改進教學品質。 根

據研究發現，在小學實施多媒體融入英語補救教學課程可有效提升英語低成就學生的學習興趣與動機。此外本研究提供多

媒體融入英語補救教學過程的省思，提供國小英語老師參考，並且對未來相關研究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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