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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現階段國小社會科領域教師使用教學媒體的現況，將教師們使用教學媒體時所遭遇 之障礙與意見做一深入

的探討與歸納整理，同時分析探討其各項相關因素，並進一步探索教師使用 教學媒體之現況與改進途徑，最後將此研究結

果提供未來製作教學媒體之參考。本研究之進行將以 問卷調查及深入訪談方式進行研究，國民小學有任教社會領域教師為

母群體，以分層抽樣調查法抽 取大、中、小型學校共計30所共發出320份問卷。最後根據本研究結果，針對教育行政機關

、學校以 及教師等方面提出具體建議，以期建構一個新科技新媒體的良好使用環境，使教師能更便捷、更有 效地使用教

學科技與媒體，以激發學生學習興趣、排除學習障礙，使學生在多元活潑的九年一貫課 程中，能更愉快、更踏實的學習。

關鍵詞 : 教學媒體、九年一貫、社會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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