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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的演進下傳統的單一教學方式已經無法一概適用在一個班級中擁有不同個多元智慧的全體學生。不同的學習方式被發現到會影響學生的學習績效與態度，本研究中想探討經由同儕楷模的成功示範，稍後再讓學生接受原則性的教導是否能提高學生自我學習效能，更能彰顯楷模學習的成效。另外傳統上普遍認為男生的數理能力優於女生，為研究但是在人口統計變數


本研究控制不同的楷模學習：教師楷模、同儕楷模，另外又加入了人口統計變數：性別來探討對程式語言學習績效的影響。在研究方法的選擇考量上，本研究決定採用實地實驗法，除了希望能夠在真實的環境中進行教學，了解不同的楷模學習方法對學生的影響，還希望能夠達到釐清變數間的因果關係，以備日後實際應用到教學環境上後在教學過程中提昇學生的學習成效，使教師與學生在互動中強化了電腦學習的最終績效。


本研究採用私立高職資料處理科二年級學生做為實驗對象，實驗結果可以看到「同儕楷模」成績略高於「教師楷模」，但無法證明「同儕楷模」較「教師楷模」學習產生顯著較佳的學習績效，但在性別人口統計變中可以看到女生的VB程式語言學習績效明顯優於男生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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