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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在了解使用線上互動式輔助系統

對於原住民小學生的學習成效。電腦或網路

輔助教學已廣泛被使用。對原住民小學生而

言，此種輔助學習仍然是有效益的嗎？由本

文中可以了解到，當原住民小學生使用線上

輔助學習時，學習的效果會受到學校人力、

教師態度以及本身語言基礎能力的影響。另

外，由於學習心態的轉移，導致學生將線上

輔助學習當成線上遊戲來玩，也影響著學習

的成效。因此，我們期待透過本文了解影響

網路輔助教學成效之因素，提出分析與探

討，做為進一步規劃更有效的線上學習模式

的依據。

關鍵字詞：原住民小學生、線上輔助學習、

學習成效

一、緒論

（一）研究背景

根據學者 （蘇建勳、江沛潔，2000；
顏國樑，2004）的調查研究發現，在我國的
原住民教育中，程度愈往高的人數愈少。其

中原因固然錯綜複雜，但是原住民的非主流

文化背景，處於主流文化的教育潮流中卻是

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蔡文山，2004）。而處
於相對弱勢的原住民學生，其學習成效卻是

可以經由課業輔導的方式來提升（顏國樑，

2004）。另外，根據研究 （吳明隆、林慶
信，2004）發現，原住民學童延宕滿足的能
力較低，此種能力表現在學習上就是比較不

積極、低學習興趣。除了學習興趣之外，在

數理方面的學習成效，原住民學童因文化背

景的因素，導致以漢人的系統教學時，他們

有可能因母語系統的因素使得學習效果降低

（洪蘭，2008）。
原住民學童的學習狀況，由學者（李

鴻章，2006；何美瑤，2006）的研究可以得
知，他們不但受到父母期望的影響，更受到

教師期望的影響，甚至於受到父母親的婚姻

關係的影響（江玉娟、趙善如，2007）。尤
其，屏東縣原住民族群中，排灣族的社會結

構不同於其他族群，學童更是受到家族的影

響（謝政道，2007）。因此，在此地區執
行教育工作的教師們，更應具有對此區域族

群生活、文化認同的態度（鍾佩娟、歐嬌

慧、葉川榮，2008）。因此，如果教師們以
其它地區的教學態度與方法，移植到原住民

地區，可能就會產生窒礙難行的情況  （鍾
佩娟、歐嬌慧、江川榮，2008）。教師應了
解原住民學童的問題所在與需求（基薀．馬

撒，2006），方能從根本解決起。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原住民學童在學

習上普遍受制於地理環境的影響，地處偏

遠、交通不便是最常見的，原住民地區的校

長曾指出：山區的小學，唯一能帶領山區小

孩走出去的就只有透過網路資訊（洪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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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針對應用電腦輔助教學（或網路
輔助教學），早期即有學者  （吳鐵雄，
1983）研究出，實施電腦輔助教學對於低學
習成果的學生具有明顯的效果。張俊彥、董

家莒 （2000） 指出研發以「問題解決」為
基礎之電腦輔助教學軟體確實能更有效地增

進學生的學習成效。近年來，政府著力於推

動縮短數位落差（紀國鐘，2003），對於原
住民地區學童在學習上即是提供了一種可能

性。而由吳聲毅、張傳源 （2003）的研究
發現，應用網路虛擬教室的功能，教師的角

色由傳統的教導者轉為助構者、啟發者，而

學習就變成以學生為中心的方式來進行。此

種虛擬教室的教學，並且能符合學生個別的

差異，達成個別的學習任務。在適當的軟體

設計之下，其問題解決步驟中「呈現問題」

的過程即可有效地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

本研究對象全校一個年級只有一班共

六個班級。參與的人數則為全校學生共75
人。執行本學習活動的教師為各班導師共六

位，這六位教師中全部必需兼任或兼辦校內

各項非教學的工作，全校學生均屬於排灣族

群。因此，學生在國語文的學習上，比起平

地學生存在著文字認知上的差異性。教學的

實務上，研究對象的學生在數學的學習往往

必須基於對文字描述的認知可以達到理解的

情況，方能對題意、解題等才有進一步的能

力。因而，在數學的學習上比起一般平地學

校學生更存在差異性。

（二）研究動機

研究者所服務的學校位於屏東縣排灣族

部落，學生學習與趣低落、成效有待提昇。

因此，找出一種既可以提升學習興趣，又具

有學習成效的方法，對於服務於此的教師們

而言就成了一個重要的課題。本研究中，我

們期待可以尋找影響網路輔助教學成效之因

素，提出分析與探討，做為進一步規劃更有

效的線上學習模式的依據

（三）研究問題

綜合上述背景與動機，歸納出本研究的

目的：

1.教師在互動學習上應扮演的角色為
何？

2.是否可以取代傳統的學習？
3.學習的過程，學生基礎能力與學習
態度的景響為何？

4.小型偏遠學校的教師人力的影響為
何？

（四）研究範圍與範限制

本研究對象為屏東縣某山區學校，學生

全數為排灣族兒童，因學生人數偏少，取樣

上與實際研究的時間不夠之情況下，在類推

上有其侷限。

二、研究工具與內容

（一）研究工具

拜現今資訊科技發達之便，網路上有

許多的相關教學網站可供教師使用。這些網

站可以基於某一個學習單元來進行網路上的

學習，但是，這種學習網站往往是「單元獨

立」的，而無法讓整個學年的學習連貫。在

尋求各方資源之後，「財團法人百世教育基

金會」的百世數學（2008）願意配合學校的
運作，提供線上輔助教學課程給全校學生使

用，如圖1。百世數學在使用上限制全校學
生必須在校內的電腦上操作，每位學生可獲

取一組帳號和密碼，在學生登錄時，遠端的

百世數學伺服器則以學生帳號、密碼與學校

IP位址為認證資料，因此學生如果離開學校
便無法使用此學習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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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施的過程中，教師事先將整個學期

的數學課程內容匯入，線上系統則將整學期

的課程內容再細分成180個子項。學生便可
以針對此180個子項課程進行學習，因此教
師可以透過指定單元學習，掌握住學生的學

習內容，如圖2。學生於登錄學習時，必須
先進入子項單元的講解，此時的講解是以動

畫、文字與語音共同呈現。在講解完，百世

數學系統便會以動畫來示範如何解題。

 

 

圖1 百世數學教學進度

圖2 百世線上教學內容範例

最後，在每個學習之後，會有一個類似

習作的小挑戰。此時，學生便進入線上測驗

系統，測驗系統則是以圖案與文字呈現，可

以讓教師了解學生學習的狀況，如圖3。學

生為了進行計算，必須另外以紙筆進行計算

的工作，然後再於電腦題目的答案處點選合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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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與時數

在本研究中第一期程原為配合教育部

的規定，實施對象限定為三至六年級學生，

第二期程時則擴大為全校一至六年級的學

生。目前依照教育部規定，數學課的配當為

一至四年級為每週三節課、五和六年級則每

週四節課，每節課的時間則為40分鐘。本研
究中，每班實施百世數學的節數為除一、二

年級因為電腦課程的安排，因此僅實施二

節，其餘年級配合電腦網路課程的安排，每

週實施三節。各班級的實施時間以一節彈性

課程及二節的課業輔導時間，如此一來即可

避免佔用學生正式課程的實施節數。在彈性

課程中的實施是由校內資訊教師負責，其餘

二節則由各班導師進行。學生們必須於每學

期開始時，在教師的指導之下取得帳號與密

碼，此線上輔助課程僅能在學校的電腦教室

實施，學生們並無法於其它地方操作線上課

程，例如在家中使用網路是無法進行此線上

輔助課程。

各班導師除協助學生取得帳號與密碼

外，並且必須將學期中的課程進度於線上安

排妥當，使得學生可以在登錄之後即進入個

人的課程。而學生可以操作學習的課程內

容，教師可以依據學生的需求分別給予增加

或是刪減。如果有特別的需要，教師並且可

以額外增加其它年級的課程內容給個別的學

生進行個人學習。

三、研究流程

（一）先傳統授課再線上輔助教學

教師先在課堂中進行傳統方式的教學。

當學生學習到適當進度時，則利用安排的時

間進行線上學習。而且在每個單元學習之

後，會有一個類似習作的小測驗，可以讓教

師了解學生學習的狀況。教師以走動教學方

式，巡迴觀察學生線上學習的情形。當實施

完一個事先安排的進度的線上輔助學習與測

驗之後，學生必須再回到教室進行傳統的習

作與紙筆的測驗，以了解實際學習的成果。

（二）傳統紙筆測驗與線上測驗交替

為了解學生學習的狀況，當學生完成一

個單元的線上輔助學習之後，必須立即進行

線上的測驗，以了解學習的狀況。當學生施

作完線上學習與測驗時，必須回到教室再度

進行傳統的紙筆測驗。此時，紙筆測驗便可

以出現計算以及應用類的題型。如此，學生

對於每一單元的學習安排是傳統與線上學習

如圖3 線上學習學童小挑戰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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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替著進行。

四、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於2008年4至6月實施第一期程，
後因故延至2009年2月起迄今，再實施第二

期程。兩個期程實施時的學生數均為75人，
而第一期程時部份的學生數目前已進入國中

階段，因此不在目前第二期程的實施對象

中。目前全校各班實施的人數可以由表１中

得知：

表1 各班實施線上學習的人數

表2 線上學習後的傳統測驗結果

年級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人數 13 11 15 13 14 9

答對題數 0 1 2 3 4 5

四年級 2 4 2 3 2 0

六年級 4 3 1 1 0 0

在實施進入第二期程時，研究者針對學

童的學習狀況、評量結果進行分析，可以發

現愛研究學童的學習有以下幾種現象：

（一）學習成效有待提升

在進行線上學習之前，教師先針對課程

內容作提示與文字解釋，讓學生對線上學習

的單元有基本認識之後，先進行紙筆測驗，

然後再讓學生進行線上學習的活動。在實施

線上輔助學習之後，再給予學生相同元內容

的傳統紙筆測驗。研究者分別給予四年級填

充題、六年級應用問題，題數則同為五題。

結果如表2：

在兩個年級學生中，線上輔助學習並

無預期中的可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果，能夠

正確完成傳統測驗的人數依然偏低。也就是

說，學生即使進行了線上輔助系統，在傳統

紙筆測驗的學習表現中並未獲得改善。由表

一的六年級學童測驗結果中，更可以發現線

上學習並無法有效提升學習的成效。

（二）線上學習無法完全取代傳統的學習

在線上學習的過程中，如果以過往學習

成就為分組的條件，將六年級學生分成低、

中、高三組來實驗。以「長條圖的繪製」這

個單元為實驗內容，結果發現，在教師未曾

教授過的課程中，三組學生均無法自行以線

上學習的方式來學習新的課程。但是在教師

以傳統方式教學後，學童卻有55%的比例可
以繪製出正確的長條圖。三組學生自行線上

學習的結果，他們對於新的課程內容不僅無

法理解，最後更是在測驗時出現學習混亂的

現象。

對於受測試的學生而言，真正能在學

習過程中獲得效果的方式是以傳統的學習為

主。只有先以傳統的方式在教室由教師講解

課程內容之後，進行簿本習作的練習，在獲

得基本的學習效果之後，學生再進行線上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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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學習。如此方式才能真正讓這群受測試的

原住民籍學生獲得良好的學習效果。

（三）教師仍然是教學的主角

教師不管是在傳統教室或是學生在進

行線上輔助學習，教師仍應是掌控教學內容

與進度的主要角色，這個角色並且是無可被

取代的。尤其在教師未教學前，學生對新的

課程並沒有能力進行自主學習的情況之下，

教師的角色更被凸顯出其重要性。在傳統教

室內，教師的重要性不惶多論。而線上輔助

教學時，不管是電腦網路的操作、或是學習

中的再強化與解釋，更是需要教師的從旁協

助。因此，學生是離不開教師而獨立學習

的。

除了講解課程與協助學習之外，教師

的重要性更在於掌握住學習的進度。使用線

上輔助教學時，教師可以觀察學生的學習情

況，適時的要求學生重複進行同一單元或是

指導學生進入下一個進度，這些學習進程的

推展，都是需要教師教學專業上的判斷。如

果放任學生自行操作，則線上輔助教學對於

學生而言則可以演變成無意義的另類線上遊

戲。

五、討論

經由實施的過程，研究者對實施的教師

們進行問卷調查，得到影響實施成效的因素

有下列幾項：

（一）學生語文理解能力的影響

在實施的過程中，大部份的問題是出

自於學生不了解文字的意思，此時教師的工

作就變成解釋文字。就如學者（蔡文山，

2004；洪蘭，2008）的研究指出，原住民學
童在學習上可能因語文學習認知的能力而影

響了其它科目的學習效果。在本研究中學童

對於線上教學文字與動畫了解的情形如表

3：

表3 學童對文字與動畫教學了解的人數統計

年級 三 四 五 六

全班人數 15 13 14 9

了解人數 9 8 8 6

由表3中可以發現，學生因語言能力而
影響學習效果的比例高達六成左右。因此，

即使線上輔助教學以生動圖文來解說課程內

容，但是一閃而過的教學，學生必須不斷的

重複該單元的教學方能達到學習的效果。因

此，線上學習固然在聲光的刺激之下可以吸

引學生的學習興趣。但是在稍縱即逝的課程

講解上，學生表現出來的是容易分心，並且

無法掌握學習的重點。在有限的時間內，即

使某些單元獲得了精熟的學習。相對的，便

是有些單元未能得到同樣的效果。

（二）學習態度轉移的影響

線上輔助教學與學習不同於教室內的傳

統教學。在實施線上輔助學習時，學生面對

的不再是教師的臉孔，而是生動活潑的動畫

影音。甚至於學習之後的線上評量的方式都

有可能是以遊戲的方式來呈現。然而線上測

驗系統因受限於題目呈現及作答的的方式，

全部題型均以選擇題為主，學生於選擇完答

案之後可以立即知道回答的正確與否，並且

可以立即知道正確答案為何？在實施後調查

發現，學生面對此種學習，在心態上已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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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測驗結果的反應人數（第二期程）

年級 二 三 四 五 六

答錯跳過 7 12 2 4 4

嘗試錯誤 0 1 6 5 2

從頭再學 4 2 5 5 3

現轉移的現象，學生認為學習就像線上遊戲

一樣，只是一關接著一關的闖。在不求甚解

的心態之下，只要不斷的去嘗試答案，最後

終能過關。結果學習的過程本來應該是心智

上的學習，卻變成是手眼之間的反應而已，

使得學習的效果大打折扣。

就如同前面所提，學習已經變成闖關的

過程。同樣的，學習之後的測驗也就成了另

一種闖關的遊戲。

由表4中可以了解，學童如果某一個題
目測驗失敗了，大部份學生都不願從頭再進

行一次線上學習。即使學生願意再一次學

習，測驗時學生在公佈答案之後便記住答

案。即使重做一次測驗，都將失去其意義，

因為學生不是因為真正的學會而答對問題，

反而是因為他先前已記住答案而獲得通過，

就如同一般的線上遊戲一樣。調查發現，對

於低成就的學生在測驗之後，反而獲得較高

的測驗平均成績，即是因為學生不斷的重複

進行反覆的線上測驗的結果。

（三）資訊技術與人力不足

在本研究案例上，資訊技術與人力不

足的因素也是另外一個值得探討的方向。本

案例上，在實施的班級中，僅有一位教師具

有資訊背景的養成教育。因此，其餘教師在

實施上如果出現問題時，僅能得到極少數的

技術支援。因此，學生在遇到操作上的問題

無法解決時，此時線上輔助教學即有可能停

擺，直到獲得應有的協助之後才能續繼。在

問卷中教師最常有的反應就是自己的資訊能

力在學生遇到軟硬體的問題時，即有可能讓

整個學習中斷。

另外一個的影響因素是系統常出現當

機。本研究中，學生所使用的電腦規格為

WINDOWS XP作業系統、賽揚CPU1.8G、
256MB的記憶體，但此記憶體必須分享給顯
示卡，因此在進行動畫學習時常常遇到當機

的現象。此時為了順利進行學習，教師常常

不知所措或是以強迫關機的方式讓電腦重新

運作。另外，山區學校的網路資訊設備受限

於國家整體的基礎建設的影響，網路連線速

度上仍採取2M的ADSL寬頻學術線路，實際
情形並無法採用光纖網路。在頻寬不足的情

形下，也是造成常常當機的另一個因素。

（四）學校雜務干擾的影響

在本研究案例中，各班級在實施線上

輔助教學安排上是以每班每週固定的時間。

然而，山區小型學校在一般的運作上並非和

平地、市區不同，他們仍和一般學校一樣，

必須發展學校本位與特色課程。而相對於平

地小學的人數眾多，山區學校學生少，活動

多的情況，在運作上即使學校行政安排了表

定的時間讓各班級進行線上輔助教學，但是

各班實施的情況卻有可能因為校務運作的影

響，導致無法實施的情況。最嚴重者，甚至

出現整週未實施的情形。

經過實施之後的調查結果，使用人數及

時間如表5和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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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2009年2~3月各班實施節數統計

年級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應實施 14 14 21 21 21 21

實際 0 2 0 3 1 2

表5 2009年4~6月實施情形

總時間/登入次數=平均時間 登入人數/使用人數

4月 7633（分）/330（次）=23（分/次） 42/75 （56.0%）

5月 4238（分）/261（次）=16（分/次） 41/75 （54.7%）

6月 1557（分）/99（次）=16（分/次） 40/75 （53.3%）

由表5中發現全校實施的時數嚴重不
足，實施的比例甚至不到應有的一半。針對

此種情況，由問卷得知在六位導師中表示學

校其它事務太多以致干擾的竟然高達五位。

這些干擾的因素則可能受校慶運動會的彩

排、對外比賽的練習等因素影響。而由表六

中更可以得知，雖然各班有固定安排的時

間，但是各班級實施起來，節數仍然是非常

嚴重的不足。

（五）教師的態度

教師影響實施的成果因素除了教師資訊

能力的尚待提升之外，另一個因素在於教師

角色的轉換。在實施線上輔助教學時，教師

的角色應由教學者轉換成輔導者。另外，在

學習時教師走動管理的另一個目的是可以排

除電腦使用上的困難或是學童趁機上網聊天

而不是在線上學習。但是經由觀察發現，教

師在實施時常常由輔導者變成干擾者。但是

針對教師師由輔導者變成干擾者，在問卷中

教師們卻表示，他們必須花時間在指導程度

差的學童。實施線上輔助教學時，學生的學

習應該是自主學習，教師應是從旁協助。但

是在觀察後發現，教師卻常常將電腦螢幕當

成黑板，直接在螢幕前就教起學生，使得學

生的自主學習中斷。

六、結論與建議

由研究中發現，學生對於使用線上學習

的意願時，全體學生卻都表示願意，其願因

經調查分析不外乎是：可以和電腦挑戰、對

課業有幫助、某些課程可以容易理解與可以

玩電腦。因此，對於這些資源匱乏的學童來

說，線上學習仍然是可以吸引他們的，並且

可以讓他們對學習保持興趣。

數學令人生畏的主要原因是學童們在

文字認知以及理解力不佳的情況之下，造成

了學習的落後。而日積月累的情形下，學童

漸漸的失去對數學的喜愛。但是「科技來自

人性」，在現今網路科技的發達情形下，如

果可以尋求良好的輔助教學機制，使得學生

保持著學習興趣，那麼在學生不放棄的情形

下，教師只要以輔導者的角色切入，讓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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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時的克服造成他學習困難的障礙，那麼數

學就可以是有趣的。「百世數學線上教學科

技」對本研究對象的原住民籍學生提供適當

的免費教學支援，使得這所偏遠山區的學校

學生們可以在良好的學習環境之下進行數學

教學活動，並且提升學習成效。

當然，不管科技如何的發達，畢竟它仍

然是冷冰冰的機器。人，才是教學過程中最

適當的「教具」。因此，不管如何的應用網

路資訊科技，教學者的角色仍應扮演好，盡

好教師教學的本份。如此之下，人才可能跟

冰冷的科技結合，進而創造出教學與學習上

最好的效果。

因此經由實施之後的研究與分析，研究

者建議，學校應排除其它干擾的事務，讓實

施的時間增加，以便增加成效；教師在實施

時，更應調整方式，對學習應多加輔助而不

是干擾。學校並且應設法增加具備資訊相關

能力的教師；另外，教師更應設法提升學生

的語文程度，使得線上學習可以有更好的成

效。在實施的流程中，研究者建議教師們應

該先在課堂中進行傳統教學，確定學童了解

應學習的內容後，先進行紙筆測驗。當紙筆

測驗完才進行線上輔助學習，最後再一次施

行紙筆測驗，以了解學童學習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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