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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資訊融入數學領域教學對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之影響。經由不同教學工具的教學，以瞭解學生在學

習動機及學習成效測驗與延宕保留效果的差異，並透過教學意見調查表與訪談瞭解到學生的想法及學習狀況。 本研究以國

中二年級數學數列與等差級數單元為例，以南投縣某國中二年級兩班學生為樣本，採用準實驗研究不等組前後測設計法，

將學生分成實驗組與對照組，進行為期三週的不同工具融入數學教學實驗。實驗結果顯示：資訊融入數學教學較傳統講述

法在學習動機表現有顯著效益，而學習成效則未達顯著差異。同時對學習成效之延宕保留亦無明顯差異。資訊融入數學教

學可提昇學習動機可能來自：學生對科技應用感到新奇。因此，為提昇學生對數學的學習動機，教師可多採用資訊融入數

學領域教學法並讓學生自行操作以加深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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