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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透過電腦課程教學培養學生資訊素養與應用能力，是現階段資訊教育的重要目標。要如何突破學習時間及地點的限制，並

且能適應學生個別化差異進行學習活動是教育現場教師努力的目標。本研究目的是探討使用Flash動畫教學時，自主學習模

式對學生電腦課程學習成就與學習態度的影響。 本研究採用準實驗研究法，以國小三年級學生為實驗對象，隨機選取二班

採取『自主學習模式』為實驗組，另選取二班採取『傳統學習模式』為對照組。以學習成就測驗與學習態度問卷，所得資

料進行變異數分析。 研究結果顯示：採取自主學習模式的實驗組學生在自我學習後，在學習成就上與傳統教學模式有顯著

差異。在學習態度上，實驗組學生顯著優於對照組學生，顯示學生對於自主學習模式抱持正向支持的態度。

關鍵詞 : 自主學習模式、學習成就、學習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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