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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根據多元活潑、具體體驗之戶外教學活動是學生喜歡 的學習模式，而真實生活世界是學生最愛的學習場域，且確實

能 讓學習更有意義、更持久；故期望透過本研究以了解影響學童戶 外教學滿意度與學習成效之相關因素及學童戶外教學

偏好，以讓 學童在活動中獲得高滿意度與學習成效，而興起研究動機。 基於上述理由，本研究主要目的探討彰化縣國小

中高年級學 童參與戶外教學活動之滿意度、學習成效與活動偏好；以研究者 自編之戶外教學活動滿意度、學習成效與活

動偏好之量表進行問 卷調查，於民國96 年1 月22 日至26 日進行正式問卷，共發出 950 份問卷，有效回收問卷859 份。將

所收集的資料，以描述性 統計、獨立樣本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和Pearson 積差相關 分析進行統計分析。 研究結果發

現，在「活動偏好」上，期望老師舉辦之類型為 到機械設施遊樂園、主題式展示場所及休閒農場；活動方式以遊 戲、自

由參觀及多媒體影片或電腦動畫欣賞最受學童喜愛；而「 我喜歡戶外教學」、「我喜歡學習單」、「學習成效」與「戶外

教學滿意度」有正相關；年級愈高學習成效有降低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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