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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train up the students' practical application ability and capacity of information system through the computer teaching is the major

target of current information education. Besides, to breakthrough the limitation of learing time and learning location in order to

apply to every student's individual difference for learning activities is the goal that front-line teachers to strive for. So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effect of the autonomous learner model (ALM) on students' learning achievements and attitudes in computer course

by using animation technology. The study i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quasi-experiments and focus on third grade students. The

subject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our classes from normally grouped third gradeclasses. Two classes were assigned to the experiment

group with autonomous learner model, and the other two classes were assigned to the control group with traditional model. And

then all the subjects received the learning achievement and attitude questionnaire for collecting data to proceed the variance

analysis. The finding of research are: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 group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rom the control group in their

learning achievements following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autonomous learner model. On the learning attitude, the students of

experiment group are better than the students of control group, so that shows the students respond positively to the autonomous

learner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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