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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本研究中，「教學決策參照架構」是指由研究者與熟悉無線科技應用的專家教師所共同建構的教學指引，主要是針對教師在應用無線科技進行教學活動時，可以採用的教學思考與決策歷程，其可作為欲嘗試應用無線科技之新手教師的教學參考。為瞭解「教學決策參照架構」的有效性，本研究以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學習成就作為教師教學成效的指標，進一步瞭解國小六年級班級在無線科技融入數學科教學歷程中，無線科技的引入教室以及「教學決策參照架構」的提供對教師教學成效（主要以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生學習成就為指標）的影響，並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以提供未來實務教師應用無線科技進行數學教學之參考。


本研究以台北市某國小六年級四個班級為研究對象，將其分為實驗組1（運用無線科技進行教學與學習，實驗教師參考「教學決策參考架構」）、實驗組2（運用無線科技進行教學與學習，實驗教師未擁有「教學決策參考架構」作為教學參考）以及控制組（在一般教學環境中進行教學與學習），採準實驗研究設計中的不等組前後測設計，並採取以量化資料為主、質化資料為輔的研究方法，主要透過問卷分析的方式，輔以教室現場觀察、師生晤談、文件檔案等方法蒐集資料，進一步瞭解三組學生數學學習動機與數學學習成就的表現。


研究結果顯示，學生學習動機會因為新鮮感的消失而減弱，無線科技的運用僅能為學生學習動機帶來短期的波動，且創新科技長期的運用並無法確保教師教學成效的持續提升，即徒有創新科技引入教室並無法真正促進教師教學成效的提升，而「教學決策參照架構」則由於可刺激教師進行不斷的教學反思、檢討與修正之歷程，協助其逐步發展較為彈性與多元的教學思考與決策歷程，不但有助於教師專業的成長，且對於教師的教學成效具有正面之效益。
	關鍵字(中)	
      	  ★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 無線科技教室
★ 教學決策模式
★ 學習動機
★ 學習成就	關鍵字(英)	
      	  ★ decision making models
★ Wireless Technology Enhanced Classroom
★ Integrat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o teaching
★ learning motivation
★ learning achievement
	論文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 3


第三節  重要名詞釋義 …………………………………………………….. 5


第二章 文獻探討 ………………………….…10


第一節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10


第二節  教師的思考、決策與行動…………………………………..…… 14


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25


第一節  研究設計 …………………………………………………………. 25


第二節  研究對象 …………………………………………………………. 28


第三節  研究流程與步驟………………………………………………….. 29


第四節  研究工具 …………………………………………………………. 31


第五節  資料整理與分析………………………………………………….. 35


第四章 研究結果……………………………..41


第一節  無線科技環境與「教學決策參照架構」對教師教學成效之影響：學生數學學習動機 ……………………………………………...…. 41


第二節  無線科技環境與「教學決策參照架構」對教師教學成效之影響：學生數學學習成就 …………………………………………….……. 49


第五章 研究討論………………………….… 59


第一節  無線科技環境與「教學決策參照架構」對教師教學成效之影響：學生數學學習動機 …………………………………………….……. 59


第二節  無線科技環境與「教學決策參照架構」對教師教學成效之影響：學生數學學習成就 …………………………………………..……… 66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76


第一節  結論 ………………………………………………….…………. 76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 78


參考文獻………………………………….…. 82


中文文獻…………………………………………………….……..…….. 82


英文文獻 ………………………………………………….………..……. 83


附錄 ……………………………………….… 85


附錄一  教學決策參考架構 ……………………………………………… 85


附錄二  國小學生數學科學習動機量表(預試) ………………………… 86


附錄三  國小學生數學科學習動機預試信度統計結果 ……..……….. 88


附錄四  國小學生數學科學習動機量表(正式) ………………………… 90


附錄五  國小學生數學科學習動機正式量表信度統計結果 …..…….. 92


附錄六  教室情境觀察紀錄表 ………………………………………….. 93


附錄七  教師教學反思日誌 ……………………………………………… 94


附錄八  數學課程目次（南一版） …………………………………….. 95


附錄九  家長同意書………………………………………………………. 96


附錄十  實驗班級之課程時間表 ……………………………………….. 97


附表目次


表3-1-1  研究設計與實驗時間對照表…………………………………. 26


表3-2-1  研究樣本人數統計表 ……………………………………….. 28


表3-4-1  「國小學生數學科學習動機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 33


表3-5-1  教室觀察記錄的編碼與意義說明表 ……………………….. 38


表3-5-2  教室課堂逐字稿的編碼與意義說明表 …………………….. 38


表3-5-3  教師晤談資料的編碼與意義說明表 ……………………….. 39


表3-5-4  文件資料的編碼與意義說明表 …………………………….. 39


表4-1-1  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生前測與中測數學學習動機各向度之描述性統計結果……………………………………………….…...… 42


表4-1-2  三組學生中測與後測數學學習動機各向度之描述性統計結果..43


表4-1-3  兩組別與測量階段在學習動機各向度上之變異數分析結果摘要表


.…………….……….……………………………………….… 44


表4-1-4  三組別與測量階段在數學學習動機各向度上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 45


表4-1-5  三組別與測量階段在學生學習動機各向度之單純主要效果摘要表


…………….……………………………………………..……… 46


表4-1-6  後測在組別上各向度數學學習動機的Tukey事後比較結果 ….47


表4-2-1  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生數學學習成就前測與中測標準分數之描述


性統計結果 ………………………………………………..…… 50


表4-2-2  三組學生數學學習成就中測與後測標準分數之描述性統計結果50


表4-2-3  兩組別與測量階段在數學學習成就上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52


表4-2-4  兩組別與測量階段在數學學習成就上之單純主要效果摘要表  53


表4-2-5  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結果摘表 ………………………..… 54


表4-2-6  變異數同質性檢定結果摘要表 ……………………………..… 54


表4-2-7  三組學生學習成就後測共變數分析之結果摘表 ……………… 54


表4-2-8  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生學習成就中測之調節平均數與標準誤 … 54


表4-2-9  三組別與測量階段在數學學習成就上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 55


表4-2-10  三組別與測量階段在數學學習成就上之單純主要效果摘要表 56


表4-2-11  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結果摘要表 ………………………. 56


表4-2-12  變異數同質性檢定結果摘要表 …………………………….… 57


表4-2-13  三組學生學習成就後測共變數分析之結果摘要表 ……….… 57


表4-2-14  學生學習成就後測在組別上之事後比較結果摘要表 ………. 58


附圖目次


圖1-3-1  WiTEC的教室環境架構配置圖 ………………………………….. 6


圖1-3-2  行動學習載具（平板電腦） …………………………………... 8


圖2-2-1  信念、態度、意向、決定、行為和有用的訊息關係圖 …….… 17


圖2-2-2  Clark & Peterson的「教師教學決定模式」 ……………..… 18


圖2-2-3  Shavelson & Stern 的「教師互動決定模式」 ………...…… 19


圖2-2-4  Clark & Peterson的「教師思考與行動模式圖」 ……..…… 20


圖2-2-5  「教學決策參照架構」於三階段教師自我監控之歷程 …….… 23


圖3-3-1   研究流程圖 …………………………………………………..… 30


圖4-2-1  不同組別學生學習成就標準分數之平均數三階段的變化趨勢圖


………………..……………………………………………….. 51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王全世（民89）。對資訊科技融入各科教學之資訊情境的評估標準。資訊與教育雙月刊，77，36-47。


余月甄、劉子鍵（民94，6月）。如何善用無線學習環境的特性來促進有效的合作學習。第九屆全球華人學習科技研討會(GCCCE 2005)。美國，夏威夷。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與資料分析(朱柔若譯) (民85 )。台北：揚智文化。


吳文中（民89）。從資訊教育融入各科談教師資訊素養的困境與因應之道。資訊與教育，79，31- 38。


第六種語言-網路時代的新傳播語彙(林圭編譯) (民90)。台北：藍鯨文化圖書出版公司。


林進材（民86）。教師教學思考-理論、研究與應用。高雄市：復文。


吳沂木（民88）。淺談資訊教育融入學科教學。班級經營，4(1)，47-52。


吳靜吉、程炳林（民81）。激勵的學習策略量表之修訂。測驗年刊，39(1)，59-78。


黃光雄、簡茂發（民89）。教育研究法。台北。師大書苑。


郭玉霞（民83）。準教師的思考與師資教育。教育研究，38，37-43頁。


教育部（民90）。 中小學資訊總藍圖。台北：教育部。


陳文菁（民90）。一位國小教師美感教育教學決定之研究。國立台北師範學院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陳品華（民86）。從認知觀點談情境學習與教學。教育資料與研究，15 ，53-59。


張春興（民85）。教育心理學－三化取向的理論與實踐。臺北：臺灣東華。


張雅芳（民92）。教師運用科技之相關因素探討。教育研究月刊，116，41-49。


蔡克容（民87）。教師思考研究之探析。台北師院學報，11，151-176頁。


簡紅珠（民87）。教師教學決定：內涵、思考歷程與影響因素。課程與教學季刊，1（4），43-56。


劉子鍵、余月甄（民92）。WiTEC情境下教師教學決策參照架構之探討-以合作學習為例。第六屆全球華人學習科技研討會(GCCCE 2003)。中國，南京。


劉世雄（民89）：資訊融入各科教學之策略探討。資訊與教育，78，60~66。


劉世雄（民90）。教師運用電腦融入教學決定歷程之個案研究。國立台北師範學院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顏榮泉(民85)。全球資訊網在教學上與學習上的應用探討。教學科技與媒體，25，33-41。


顏龍源（民89）：主題化的電腦融入課程概念。資訊與教育，80，32-40。


二、英文部分


Budin, H. (1999). The computer enters the classroom: Essay review.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100 (3), 656-670.


Butler, J. (1996).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actice as text,reflect as process, and self as locus. Australian Journal of Education,40(3),265-283.


Clark,Christopher M. (1988). Asking the Right Question about Teacher Preparation：Contribution of　Research on Teacher Thinking.Educational Researcher,17,5-12.


Clark, C. M. & Peterson, P. L. (1986). Teachers thought process. In M. C. writtrock(Eds),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teaching, (3rded), p255- 296. N. Y. : Macmillian Publishing Company.


Fishbein, M. & Ajzen, J. (1975). Belief, attitude, intention and behavior: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research.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Kinzer, C. K. (1988). Instructional frameworks and instructional choices：Comparisons between preservice and inservice teachers. Journal of Reading Behavior, 20(4), 357-377.


Liu, T. C., Wang, H. Y., Liang, J. K., Chan, T, W., & Yang, J. C. (2002, August). Applying Wireless Technologies to Build a Highly 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In Marcelo Milrad & Ulrich Hoppe & Kinshuk(Eds.), IEE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Mobile and Wireless Technologies in Education, WMTE 2002(pp. 63-70). Växjö, Sweden.


Liu, T. C., Ko, H. W., Wang, Y. & Wei, L. H. (2003). “Anatomizing”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tive Interaction and Wireless Technology Enhanced Classroom. Submit to IEE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Wireless and Mobile Technologies in Education, WMTE 2002.


Liu, T., Wang, H., Liang, T., Chan, T., & Yang, J. (2003). Wireless and mobile technologies to enhance teaching and learning. Journal of Computer Assisted Learning (JCAL), 5(19),371-382..


McCutcheon, G., (1980). How Do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Plan? The Nature of Planning and Influences on It. The Elementary School Journal, 81(1),4-23.


Merryfield, M.M. (1993). Responding to the Gulf War：A case study of instructional decision making. Social Education, 57(1),33-41.


Merryfield, M.M. (1998). Pedagogy for global perspectives in education：Studies of teachers’ thinking and practice. Theory and Research in social education,26（3）,342-379.


Moersch,C. (1995). Levels of technology implementation：A framework for measuring classroom technology use. Learning and Leading with Technology, 23(3), 40-42.


Owston, R. D. (1997). The World Wide Web：A technology to enhance teaching and learning. Educational Researcher, 26(2), 27-33.


Peterson, P. L., Marx, R.W., & Clark, C. M. (1978). Teacher planning, teacher behavior, and student achievement.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15(3), 417-432.


Sandholtz, J., Ringstaff, C., & Dwyer, D. (1997). Teaching with technology: Creating student-centered classrooms.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Schoenfeld, A.H ( 2002 ). A Highly Interactive Discourse Structure.Social Constructivist Teaching,9,131-169.


Shavelson , R. J.＆Stern, P. (1981). Research on teacher’ pedagogical thoughts, judgement, decision, and behavior.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51(4),455-498.


Shavelson , R. J. (1983). Review of research on teachers’ pedagogical judgments, plans, and decision. The Elementary School Journal,83(4),392-413.


Simon Hooper ＆ Lloyd　P. Rieber. (1995). Teaching，Instruction，and Technology，Originaiiy entitled . Teaching with Technology，in A.C.Ornstein，ed.，Teaching：Theory into Practice，Boston：Allyn and Bacon.


Steffe, LP & Wiegel, HG (1994). Cognitive play and mathematical learning in computer microworlds. Educational Studies in Mathematics, 26 (2-3), 111-134.


Yinger , R. J. (1980). A study of teacher planning . The Elementary School Journal,80(3),107-127.
	指導教授	
      	  劉子鍵(Tzu-Chien Liu)
      	 	審核日期	2005-7-19
	推文	
      	  [image: ]facebook   [image: ]plurk   [image: ]twitter   [image: ]funp   [image: ]google   [image: ]live   [image: ]udn   [image: ]HD   [image: ]myshare   [image: ]reddit   [image: ]netvibes   [image: ]friend   [image: ]youpush   [image: ]delicious   [image: ]baidu   
      	 
	網路書籤	
      	  [image: ]Google bookmarks   [image: ]del.icio.us   [image: ]hemidemi   [image: ]myshare   
      	 


  

  











若有論文相關問題，請聯絡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推廣服務組 TEL:(03)422-7151轉57407，或E-mail聯絡
	       - 隱私權政策聲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