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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篇研究旨在探討彰化地區國小學童不同人口統計變項在藝術與人文領域美術課程學習動機、學習滿意度之差異情形，以

彰化縣國民小學五、六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有效樣本為630人。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輔以訪談法做為研究結果之佐證

，以「藝術與人文學習動機量表」、「藝術與人文學習滿意度量表」為工具進行資料整理，並利用SPSS Windows 10.0中文

版本及獨立樣本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法及雪費多重比較法進行統計分析，主要獲致以下研究結果： 一、彰化縣國小

學童藝術與人文領域的美術課程現況學習動機在「性別」、「年級」、「美術課程表現」、「是否參加才藝班」等人口統

計變項存有顯著差異。 二、彰化縣國小學童藝術與人文領域的美術課程現況學習滿意度在「性別」、「年級」、「美術課

程表現」、「是否參加才藝班」等人口統計變項存有顯著差異。 三、彰化縣國小學童藝術與人文領域美術課程學習動機在

「任課教師性別」、「任課教師年資」、「任課教師是否為美術相關科系畢業」變項存有顯著差異。 四、彰化縣國小學童

藝術與人文領域美術課程學習滿意度在「任課教師性別」、「任課教師年資」變項存有顯著差異。 依上述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分別對教育主管機關、學校行政、教學單位及未來相關研究提出建議。 一、對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的建議 鼓勵學

校成立美術性社團，並增加美術競賽舉辦頻率，以提升藝文學習風氣、增加學生文化陶冶的機會和心靈滋潤。 二、對學校

行政的建議 成立藝術與人文課程發展小組，並加強藝術與人文課程師資 的專業進修，以提升教師教學效能及學生學習成

果。 三、對教學單位的建議 肯定學生藝術與人文課程表現，以作品實例講解創作技巧，並善用教具及教學媒體，以提升

學生學習動機及滿意度 四、對後續研究的建議 目前關於國民小學藝術與人文課程之休相關研究並不多，建議以國小學童

為主軸，研究主題可朝向阻礙因素或教學方法等變項，在研究對象上可針對不同年齡層探討其差異情形。 關鍵字：國小藝

術與人文、學習動機、學習滿意度

關鍵詞 : 國小藝術與人文 ; 學習動機 ; 學習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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