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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討傳統教學以及使用Wii遊戲機作為教學與練習輔助的互動式多媒體輔助教學對高中男生在罰球線

單手投籃表現的影響。利用實驗設計法，比較兩種教學方法在教學前、中、後學生投籃表現的差異。實驗對象為田中高中

一年級兩班男生共32位，經前測分析兩班投籃表現無差異後，以抽籤方式分配為兩組，對照組共16位實施傳統式教學；實

驗組共16位實施互動式多媒體輔助教學。兩組在前測後分別實施為期八週，每週兩節，總共十六節的教學與練習，並安排

教學中與教學後的投籃測驗，將所得資料經統計分析後，由結果可得：一、兩組在教學中與教學後的投籃表現都明顯優於

教學前的投籃表現，顯示兩種教學法對定點單手投籃的學習有相當的成效。二、兩組在各項投籃表現上沒有顯著差異，但

是實驗組在教學完成後的不計時投籃表現進步比對照組明顯，代表互動式多媒體的介入有其效益。 基於所得到的結果顯示

，在運動技能的學習上如果能適當的引用互動式多媒體，將可以提升學生學習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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