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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遊戲教學對七年級學生數學學習信念、學習動機與學習成就之研究。研究者以準實驗研究法之「不等的前

測-後測控制組設計」，以彰化縣某國中七年級四個班級的學生為樣本，二班為實驗組，另外二班為控制組，共138名，接

受為期二十週共二十節課的實驗課程，實驗組接受「數學遊戲教學」課程，控制組則未接受「數學遊戲教學」課程。   本

研究的研究工具為「知識論信念量表」、「激勵的學習策略量表」、「數學科成就測驗」及「數學遊戲教學活動回饋表」

。量化資料以獨立樣本單因子共變數分析、皮爾森積差相關和逐步多元迴歸來進行，並收集質性資料加以分析。 以下為本

研究結果所得之結果： (一)實施數學遊戲教學課程能有效提昇學生的學習信念。 (二)實施數學遊戲教學課程能有效提昇學

生的學習動機。 (三)實施數學遊戲教學未能提昇學生的學習成就。 (四)學習動機與學習信念具有正相關。 (五)學習動機與學

習成就具有正相關。 (六)學習動機對學習成就具有預測性。 (七)實施數學遊戲教學課程後，實驗組學生對數學遊戲教學持

正面肯定的態度。 (八)數學遊戲教學需要更多老師投入協同設計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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