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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資訊化的時代，科技已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許多教學者將電腦多媒體應用於教學工作上。為了引起並激勵學習者

的興趣，進而提高學習成效，本研究嘗試將電腦多媒體運用在傳統教室識字教學中，並融入互動於教學情境中，以激勵學

生產生積極的學習意願。

本研究採準實驗研究設計，以國小五年級3班學生共102人為實驗對象，分別進行為時5週，共10節課的國語科實驗教學；

分別以運用多媒體互動教具與使用多媒體教具及傳統講述法三種不同的教學模式為其自變項；學童的學習態度及學習成就

所成的學習成效為依變項，探討經實驗教學後，三種不同教學模式，對學生的國語科學習態度及學習成就之間是否有顯著

的影響。

研究證實運用多媒體互動教具及使用多媒體教具於識字教學活動，對學童的學習態度及學習成就比傳統講述法具有顯著的

效果；運用多媒體互動教具於識字教學活動，對學童的學習成就比使用多媒體教具教學具有顯著的效果。

關鍵詞 : 多媒體教具、互動、識字教學、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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