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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比較多媒輔助教學融入體育教學對於高職學生在「高爾夫球推桿技巧」的學習成效之影響。針對結果與討論，

瞭解經由多媒體輔助教學融入體育教學後，實驗組30名學生與對照組30名學生，在學習成效方面是否出現顯著的差異。在

教學實驗之前施以高爾夫球推桿技巧前測，並依據所測得資料進行獨立、相依樣本t檢定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研究結果

發現經十週的多媒體輔助教學融入體育教學後結果如下： 一、 高職學生在推桿接受傳統教學（對照組）後，其學習動作

技能成績表現後測顯著優於前測。 二、 高職學生在推桿接受多媒體輔助教學融入體育教學（實驗組）後，其學習動作技

能成績表現後測顯著優於前測。 三、 高職學生在推桿接受多媒體輔助融入體育教學（實驗組）與傳統教學（對照組）後

，實驗組在推桿學習動作技能之後測表現成績顯著優於對照組。兩組的後測在推桿成績均優於前測。 基於所得到的結果顯

示，在運動技能的學習上如果能適當的引用多媒體輔助教學，將可以提升學生學習的成效。

關鍵詞 : 多媒體輔助教學、高爾夫球推桿、傳統式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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