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Research on the Availability of Educational Media Method for Social Course

王明雅、李德治

E-mail: 9422461@mail.dyu.edu.tw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how th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specifying social science field, utilize instructional

media to conclude the obstacles and opinions encountered during implementation, to analyze the related factors, and further to

explore the improved approaches. Finally, this research offers references for producing instructional media in the future. The study

was carried out 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reviews based on th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who specify social science field, and it

were sampled from 30 large, medium, and small schools by applying stratification sample method. In addition, 320 sheets of samples

are distributed. According to this study, it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administrations, schools and teachers expectedly to construct new

technological and media environments, promotes teachers much more conveniently and effectively to implement instructional

technologies and media in stimulating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 and excluding hinders, and furthermore promotes students to learn

much more jubilantly and pragmatically within nine-year consistent curricul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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