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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五年級學童在不同背景變項對資源保育認知與實踐的差異，並以實施教學後之對照組(傳統講述教學)

與實驗組(影片融入教學)來探討學童對資源保育認知與實踐的影響。本研究以自編問卷做為研究工具，所測得資料再以描

述性統計、獨立樣本t 檢定、成對樣本t 檢定、Pearson積差相關及共變數分析等進行統計分析。本研究所得的結論如下：(1)

在不同的背景變項下，學童在資源保育認知與實踐皆無顯著差異，其資源保育認知與實踐兩者之間亦呈現無顯著相關。(2)

教學後，實驗組學童在資源保育認知及實踐前後測成績皆達顯著差異，對照組學童只有在資源保育認知前後測成績達顯著

差異。(3)實驗組學童的資源保育認知及實踐後測成績與對照組學童的後測成績，皆達顯著差異。(4)教學後，實驗組學童的

資源保育認知與實踐，兩者呈現顯著正相關，對照組學童的資源保育認知與實踐，兩者呈現無顯著相關。整體而言，資源

保育議題之影片融入教學對於提升學童資源保育認知與實踐有不錯的成效。

關鍵詞 : 資源保育、影片融入教學、認知及實踐、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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