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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論文旨在探討創意教學法融入EFL課程教學對國二生英語學習動機與英語學習焦慮的影響。以準實驗教學為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為中部縣市八年級兩班男女學生，共計60人。分為實驗組採用創意教學融入EFL課程，與對照組採用一般傳統式

英語教學流程，各組皆為30 位學生。進行為期八週的課程，而實驗組與對照組之任課教師、英語教材、上課節數皆相同。

在實驗教學之前與後，皆施以「英語學習動機」量表及「英語學習焦慮」量表，收集前、後測之數據，以描述性統計、獨

立樣本單因子共變數分析、成對樣本t檢定等方式進行數據分析。 研究結果為：（1）兩種教學方式下，國中生的英語學習

動機與學習焦慮程度呈現出差異；（2）對照組在英語學習動機量表的前後測結果上有差異，且實驗組學習動機平均數明

顯高於對照組；（3）對照組在英語學習焦慮程度的前後測結果上有差異，且實驗組學習焦慮程度平均數明顯低於對照組

；（4）創意教學法融入英語教學是可顯著降低英語學習焦慮度，且增進英語學習效果。 最後，研究結果及實驗教學設計

，將提供往後對創意教學有興趣之英語教師、家長及未來研究者參考，使其更瞭解創意教學於國中英語課程之應用與教學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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