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 工板金

潘家鼎

目

 7欠

^………………

^………………

 二、研究目的^…

 三、研究方法^

 四、資料分析^

 五、討論^……

 六、結論^……

 七、參考目錄^

227



228



摘要

 本研究旨在透過

 並試圖瞭解學生

 的關係。

 為達此目的，首

 板金科一組之2

 資料並驗證各種假設，作為實證及推論的依據。

 經過統計分析結果，本實驗研究獲得下結論:

 1．在板金工作技

 第五次學習的發展呈現高原現象。

 2．在焊接技能學習上

 3．學生的內外控

 達顯著相關。但專

 4．板金科學生在

關鍵詞:動作技能、學習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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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高職教育係以

 育課程中重要

 責任。動作是

 要內涵乃將多

所表現出的高度熟練、準確、精密和

 職校傳統技能

 教師共同討論

 ，對技能學習的

 決定教學內涵

行業中有關動

，對提供技能在教學或課程發展之設

 板金行業在現

 工作內涵可包

 塗裝等工作行

 科，職訓中心

 生技能學習的

程、實習時數及教學評估，將能提供有效的依據

 國內外心理研究

 (洪、簡，198

 習，這也較容易

 江，1981)。同

 個體的認知和

 ，內外控人格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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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基於以上

 級工業職

格傾向及學習倦怠與技術能力學習發展的關係

1．探討板金技能單元學習時間

 2．探討板金技能學習之發展歷程。

3．比較不同學科學習成就對技術能

4．探討學生內外探信念與技術能力學

匕瞭解高工板金科學生技能學習倦怠的

6．探討學生學習倦怠與技術能力學習成

三、矽七究方法(MethOd)

 本研究方

 學習理論

 相關及迴

 因素。

 實驗對象

 操作技能

 強度分別記錄

 實驗設計

 對各實驗

 親自示範

 作。

 教師則分別

 實驗設計

 其它技能學習成效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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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量將包括:

 1．突緣:展緣精確度、外觀、展緣內徑時間。

2．雙接縫:相切角度、拉合折摺、精

 3．縮緣

 4．氣焊

 :縮緣程度、精確度、外觀、時間。

:暫焊、平整變形、滲透、缺陷、強度

:暫焊、平整變形、滲透、缺陷、強度

 研究並取得有

 合我國高職板金

 ，將取得資料輸入電腦進行統計分析。

根據研究目的與研究架構，本研究探討的問

二板金科學生的內外控人格信

二板金科學生的學習倦怠成績對

三板金科學生的相關學習成就對

 匹板金科學生之

 效預a?

 四、資料分析

 上高工板金科一

 精度、外觀、展

 在經五次合計二

 ，其各項技能學習發展成效。詳如圖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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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緣技術學習成

 2．高工板

 精度、外

 著，在經五

 呈現持平現象。與突綠

 習成果較突緣的學習

 之各項技能學習發展成效，詳如圖2所示。

弋奴

 圖2縮緣技術學

 3．高工板

 較差，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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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的掌握等方面

 習成果有七成學

 為顯著。在經過

工作物，雙接縫之各項技能學習發展

 圖4氣焊技術學習成效在強度、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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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高工板金

 ，在點焊、

 技能項目

 鐘的練習後

 焊之各項技能學習發展成效，詳如圖5所示。

 ̂^-段足

 -^2^^什玟

 -^-迫皮

 -^o0-屹戊收

^ J 1 4 J 6早寸

 圖5電焊技術學習

 6．技能學習

 人際疏離」

 怠程度最高

 例人數則都相同，均在0．四成。

 7．技能學習發展成效有關的因素

 在入學成績

 ，高工板金

 的入學成續

 及不同的學

 迴歸分析中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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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討言侖

 1．在突緣技能學

 能評量標準，但隨

 經六次三百分鐘

 總平均成績達到

 能，在學習工作

的學習結果，這符合文獻探討中

 2．在縮緣技能學

 。但隨著練習次

 全部練習時間，

 到79．9分。研究

 3．在雙接縫技能

 的學生成績無法

 加，僅三成的學

 生在雙接縫工作

 在十五分鐘內完

 必須謹慎每一工

 的理想與完整。

 4．在焊接學習方

 量標準，而電焊

 間增加，氣焊及

 經過六次計三百

 績達到78．9分，

 十五分鐘內完成

 ，或許是因學習

 ，但過程與最後的學習結果兩者卻很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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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整體板金

 作，其使用

 上可經由不

 教師作為技能教學上的參考。

 5．在板金技

 或許是因高

 業的現今社

 怠。另一方

 此，在學習上

 6．在各項

 習成效有關

 現象或許解

 在技能學習

 技能的學習

 金技能學習

 強調的手

 控信念傾向

 及相關性，其對二、三年級

魚吉言侖

 根據以上實

的結果，可作為學校板金科教師或相關人

 1．板金技

 效，只要經由教師適當指

 2．在板金

 些練習時間

，教師並應在過程申加強指導，較

 3．氣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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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容易掌握工作

 學習的問題多給

 的學習效果。

 4．板金或焊接

 生的技能學習

 可針對不同的學

合兩件的成品實習其採用方式如何，值得

 5力口強學生專

 成效與學生的專

 學生的專業學科

助於技能學習概念的建立並作為工作方法

 6．研究顯示，

 的成就感」;雖

 原因如未能加以

 加強新生的職業

 生涯涯發展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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