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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自由開放的網路環境中，學習者常因惰性或誘惑，無法專心於網路課程。傳統上，教師常用獎懲方式來激勵學生，幫助

對抗各種的引誘與挫折。本研究嘗試將傳統的獎懲制度，運用在網路教學系統中，透過行為增強和懲罰機制，激勵學生產

生良好的行為表現，同時使不同認知風格的學習者，均有較佳的學習成效。

本研究採準實驗研究設計，以國小五年級學生為實驗對象，教學平台採用MyeClass系統，實驗組開啟系統的獎懲機制，控

制組則關閉。實驗結束後，除探討系統上的獎懲機制與學生的認知風格對學生的學習態度及成就測驗之間是否有顯著影響

外，並對學生的學習歷程進行分析，以求對學生學習狀況全面性的瞭解。

研究結果證實了獎懲機制應用於網路教學平台上，仍可像在傳統教學環境一樣，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增強學習成效。同時

也驗證了在網路學習環境下，場地獨立型的學習者能發揮認知風格上的優勢，主動學習，表現較為出色。而場地依賴型學

習者的認知風格，由於易受外在環境影響，使得獎懲機制發揮預期效用，更縮小了與場地獨立型學習者的學習成就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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