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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針對國小五年級學生「數學科應用問題」所須具備的解題思維和技巧，使用Flash軟體設計web上的「多媒體電

腦輔助教學系統」實施教學，來強化其數學應用問題時的解題能力。藉以了解學生在實施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之前後，數

學應用問題解題能力與數學學習興趣的變化。 　　本研究以彰化縣靜修國小五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採用叢集抽樣方法，

隨機抽樣六班，隨機分派三班為實驗組、三班為控制組以進行實驗教學。 　　本研究主要結果如下： 1.經過線上多媒體教

學與傳統教學法二種方法的實驗後，學生在前後測成績的比較上，均有明顯的提高。 2.使用線上多媒體教學系統後，結果

顯示女生前測成績表現比男生高；後測成績表現上男女生則沒有差別。且結果顯示經過線上多媒體教學系統練習後，男生

成績提昇幅度高於女生。 3.使用傳統教學法教學後，結果顯示女生前測成績表現比男生高；後測成績表現上男女生則沒有

差別。且結果顯示傳統教學法的練習後，男生成績提昇幅度高於女生。 4.使用線上多媒體教學系統的學生中，學生家中有

電腦的比例很高，但使用過類似系統與其他CAI系統的學生卻很少。 5.使用過線上多媒體教學系統的學生對用電腦來學習

數學的正面評價比傳統教學高。 6.實驗結果顯示，學生對線上多媒體教學系統的操作介面、學習動機、學習需求、學習成

效滿意度甚高。 7.在線上多媒體教學法與傳統教學法的看法上，結果顯示女生比男生更覺得「用電腦來學習應用問題比黑

板教學更容易讓人了解題目的意思」，其餘的項目，男女生都認為多媒體教學法比較有趣、更能讓人了解題目的意思、更

能讓人學會、更快的學習效率。 8.在男女生對線上多媒體教學系統的滿意度差異上，結果顯示男女生在線上多媒體教學系

統的滿意度沒有差異。 由以上的討論得知，本研究的「線上多媒體教學系統」能有效提昇學生的應用問題成績，並提高學

生學習應用問題的興趣。 　　最後，針對本研究的限制與缺失進行檢討，並提供若干建議，以作為未來研究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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