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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教案教學對國小三和五年級學童水足跡知識、態度、行為之影響。研究對象分為實驗組與控制組，控制組

未接受教案教學，實驗組則接受教案教學活動，在教學前後施以同樣的問卷調查以獲知學童的學習成效，並運用描述性統

計、成對樣本 t 檢定、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皮爾遜積差相關等方法，分析水足跡教案教學的實施對學童

知識、態度和行為的差異情形。研究結果如下： 一、國小學童水足跡知識、態度與行為與家長教育程度無關。 二、水足

跡教案教學後，三年級和五年級實驗組學童在知識、態度與行為的前後測表現達明顯差異，後測皆優於前測；而控制組學

童未實施水足跡教案教學，其前後測並無顯著差異。 三、水足跡教案教學後，不同年級學童在水足跡態度與行為表現方面

有顯著相關，五年級優於三年級，而在水足跡知識表現 上則與年級無關。 四、教案教學後，不同性別學童在水足跡態度

與行為表現與性別無關，而在水足跡知識上則有顯著差異，女學童優於男學童。 五、教案教學後，實驗組學童在水足跡知

識和態度、態度和行為間呈現顯著相關，知識和行為則無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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