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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社會學習領域教學對提

升四年級學童社會科學習成效之探究 

作者：邱暐心  

國立臺東大學  教育學系  

摘要  

本研究旨在檢驗以研究者自編之多媒體鄉土教材「新、舊麻豆，

攏是寶」融入教學，是否能夠有效提升國小四年級學生的社會科學習

成效及家鄉認同。 

本研究以臺南市麻豆國小四年級兩班 48 位的學童為研究對象，

實驗班 24 人，實施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教學，控制班 24 人，實施講

述教學，進行準實驗前後測設計，共 6 週，14 節課。成效評估包括

社會學習成效、家鄉認同和課程滿意度。研究工具有「社會科單元成

就測驗、教學意見表」。研究結論如下： 

一、多媒體鄉土教學能提升學習成效，以抽象概念為最。 

二、不同能力水準非教學法對學習成效的調節變項。 

三、多媒體鄉土教學更能提升不同能力水準學生的社會成效。 

四、多媒體鄉土教學對提升中能力組的歷史概念最有效；對高能力組

則是在抽象概念的學習。 

五、實驗班學生認同「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教學」之課程能提升上社

會課的學習動機和對家鄉的認同。 

關鍵詞：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教學、社會學習領域、學習成效、家鄉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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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Improving 4
th

 Grade School-child’s Learning for Social 

Science by Applying Multimedia Regional Teaching 

Material into Social Learning 

Wei-Shin Chiu 

Abstract 

In this study aims to examine whether the multimedia regional 

teaching materialNew and Old Madou Both are Our Treasures, compiled 

by researcher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4
th

 grade schoolchild’s social 

learning and home identity.This study took 48 school-children from the 

class 2 of 4
th

 grade at Madou Elementary School, Tainan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including 24 children from experimental class implemented with 

multimedia regional teaching material and 24 children from control class 

implemented with didactic teaching. The quasi-experiment pretest & 

posttest were conducted over six weeks including 14 sections. The 

outcome assessment includes social learning efficiency, home identity 

and class satisfaction. The research tool includes unit test for social 

science and questionnaire of teaching quality.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is 

the as follows: 

1.Multimedia regional teaching material does improve learning 

effecicency and plays its best on the abstract concept. 

2.Different ability level is not a an adjustable variable for learning 

efficiency. 

3.Multimedia regional teaching mateiral can improve the socoial learning 

efficiency among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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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ultimedia regioanl teaching material is the most effective way for 

improving historical concept of students in the groups with middle 

capability level and learning abstract concept for the groups with high 

capability level. 

5.Students in experimental class agree that the curriculum with 

multimedia regional teaching material does improve their learning 

motivation for social class and home identity. 

 

Keywords: multimedia regional teaching material in teaching, social 

learning, learning efficiency, home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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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樹若無根，必不長久；人不知史，則易無知，可見追本溯源之重要性。研究

者知其重要性，希望透過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教學幫助學生瞭解家鄉人文歷史，

提升學生社會學習成效，並在學生心裡埋下「認同家鄉、創造家鄉向善發展」的

種子。 

本章共分為五個節，第一節闡述本研究之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為研究目

的，第三節為待答問題與研究假設，第四節是明確界定本研究中之關鍵名詞，第

五節說明本研究之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我國學者司琦認為社會學習領域課程是「國家教育的基本科目，目的在教導

兒童學習做人、團體生活、和成為國家未來好公民」（引自周蓮清，1997），由

此可見社會學習領域的重要性。 

我國國小四年級社會學習領域課程開始探索家鄉的今昔變化，希冀透過引導

學生觀察家鄉環境、文化特性等因素所形成的差異關係，能讓學童對自己生活地

方的歷史文化、地理環境能有所瞭解，並能呈現學習成果和表達對家鄉的關懷。 

本來對於家鄉地理環境與歷史文化，學生應該不陌生且容易學習，它像是大

榕樹的根，緊緊抓著家鄉的人們，維繫著大家的情感。如同張健芳（2014）所說

的： 

「天地玄黃，宇宙洪荒，在大自然中，人最可靠的生存工具，就是另一

小群人。這群人在自己的村子裡，藉由親緣、血緣、地緣，和其他人建

立網路，互相依存，一起崇敬神明，打獵耕種、抵禦外侮」（頁 36）。 

但是「目前四年級各版本的社會教科書教材的編排，以『全省走透透』的方

式呈現，跟小朋友實際生活的環境，無法緊密結合；以及現場教師誤以為只要教

課本內容即可」（屏東縣社會領域輔導團，2012）等因素，使得臺灣本土教育面

臨「關懷不足、認識不夠、師資不足、教材混亂、資料貧乏」等問題需要克服（吳

俊憲，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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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是凝聚社會改革和文化傳承的重要媒介（周蓮清，1999）。國家可以

藉由它傳遞重要信念、經驗及價值體系，藉此達成理想的教育目標。但是教科書

在國人的心目中只停在「教學工具」的卑微層次上（周蓮清，1999），臺灣閱讀

協會還指出教育部管制教科書書價後，「教科書比空白筆記便宜」，原本想幫助

窮苦學生的美意，卻因為教科書內容粗糙，學生所習得的知識偏頗不全，結果受

害最多的還是無法購買課外書，知識來源完全依賴教科書的窮苦家庭（馮靖惠報

導，2017）。 

研究者在社會課堂對教科書缺少鄉土教材使得四年級學生有「錯把他鄉當故

鄉」、「對應該認識的居住地不熟悉，反倒將課本中他縣市的歷史文化倒背如流」

的問題感同身受，因此想要改變。 

四年級起開始導入家鄉變遷的題材，但是工業進步後的臺灣，家鄉的生活型

態和以往大不相同，社會課本中提及的情境或事物，如古早設施、古早的交通、

古早的產業……等，在現實生活周遭已不復見，這時需要倚賴社會課本中的圖片

幫助學生比較時代變遷之差異，但研究者針對 2016 年康軒編寫的第 3、4 冊社會

課本圖片內容進行分析，發現社會課本圖片中呈現的畫面針對早期物品的圖片說

明遠遠不足，這使得年輕的老師在教學時都遇到困境，更別說希望老師幫助學生

瞭解時代變遷。 

加上國小學生從四、五年級開始，對學習的觀念與動機逐漸開始分化，開始

相信努力不等於能力，也無法彌補智力的差距。若此時學生對於學習成效不佳做

出負面歸因，就很容易放棄努力，或是不願挑戰困難。因此社會任課老師如單純

使用社會課本而不增加補充教材，要讓身處 2016 年的現代學子和年輕教師單憑社

會領域教材中片段的、簡短的、書面文字描述，憑空想像家鄉各個時期的畫面和

體會各個世紀變遷的過程是抽象且困難的，而且是挫折的。 

這讓原本有滋味、有故事的社會課程變得難熬、無趣，社會科考試的成績明

顯大幅下滑，學生不僅變得視社會科為畏途，變成社會課中的「客人」，連帶影

響家鄉歷史文化的傳承。 

這情形讓擔任國小中年級社會科教師快十五年的研究者深覺事態嚴重，如何

改善學生學習社會的困境，把在學生周遭已不復見的家鄉過去生活情景「有影有

跡」的呈現在學生面前，藉由提升國小四年級學生對家鄉的瞭解與認同，幫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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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歷史文化的傳承？此為研究者研究動機之一。 

由於四年級的社會學習領域和鄉土教育的內涵有很大的重疊，因此研究者想

透過鄉土教材融入社會領域課程教學，藉此提升社會科學習成效。而對於利用鄉

土教材融入社會科教學的作法，曾素玉（2012）透過問卷瞭解臺北市教師對鄉土

教材融入社會科教學之看法時，發現「受訪的中年級社會科任教師，一致認為學

生應瞭解家鄉的歷史與地理環境，對於家鄉鄉土史地補充教材的需求度 63%認為

「很需要」，37％教師認為「需要」，然而，目前坊間國小社會教科書，為因應

全國廣大市場的需求，內容多為通則性，無法滿足各縣市、地區或各鄉鎮對鄉土

史地教材的需求」，由此可知鄉土教材融入社會領域教學是可行的。 

鄉土教材融入社會科的教學方式很多，為了讓學生進行家鄉傳統與現在文化

差異與變遷歷程的學習，透過舊有日常用品實物教學、實地探訪、長者口述傳說

故事等進行教學應該是最能提供學生具體的經驗。可惜「歲月遞嬗，人非物換的

現實無奈」，近幾年帶學生到家鄉現場實地參訪時，家鄉中多數「有歷史、有記

憶、有故事、更有鄰里生活溫度」的代表性建築已然消失改建。地貌風景和家鄉

早期生活情景有很大的差異，難以和教材進行呼應，相信學生即使親自前往參訪

也難有對鄉土認同的感受。 

除了上述的因素，現在因為氣候變遷之故，麻豆區夏天常是天氣炎熱紫外線

超標有中暑疑慮，冬天則空汙嚴重、紫爆威脅頻傳，有需停止戶外活動之考慮，

讓老師安排社區實地參訪出現不確定的因素；如再加上交通工具的問題，安排實

地參訪難度頗高。如何克服社會變遷並善用社會變遷，提供一個不用實地參訪卻

能達到實地訪查效果的方式，教導現代學子瞭解家鄉過去、傳承家鄉未來並提升

社會學習成效？此為研究者研究動機之二。 

多元、豐富的教材資源才能引起學習者主動學習，也是提高學習成效的關鍵

因素。而且 2016 年的現在，隨著網路傳輸與多媒體技術的進步，整個網際網路資

訊的呈現方式已經是由動畫、影像、聲音所建構出的多媒體環境。這個環境，讓

教學擺脫了單純口頭講授的形式，充分借助現代視聽媒體進行教學，將學生帶入

一個形象、生動、直觀並且不受時空限制的學習世界。這使得課堂教學形式煥然

一新，教學內容豐富多彩（MBAlib 智庫‧百科，2016）。因此研究者覺得運用

多媒體素材融入教學，在今日資訊發達的時代是不錯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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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玉華（2010）的研究指出「歷史科是一門適合使用多媒體教材教學的學科。」

李金鈴（2008）的研究證明「教師多媒體教學的呈現方式對國小低年級學童在動

植物的學習保留上具有顯著影響」。曾忻萍（2016）的研究也證實自然科實驗課程

實驗步驟的多媒體中，以使用「簡報+剪輯影片」最被學生接受；而且學生會因

為多媒體教學的融入而提升科學興趣與科學自信。實證研究中有 8 篇（辛武震，

2010；宋岳霖、莊瓊瑩、廖婉茜，蕭美緣，2016；呂嘉凌，2012；趙秀琴，2011；

鍾明娟，2009）亦支持多媒體融入教學可以顯著提升學生的立即或後測等學習成

效。 

種種多媒體實證研究的證明讓研究者想利用多媒體中聲光效果較佳、能迅速

濃縮不同時空背景的視訊媒體配合文字媒體與影像媒體，編輯成多媒體鄉土教材

教學簡報，進行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社會課程教學，提供學生替代實地訪查的經

驗，來探討是否比講述教學法更能提升學生社會學習領域的學習成效？此為研究

者研究動機之三。  

有鑑於 21 世紀多媒體越來越盛行，因此開始有不少教師針對應用多媒體融入

教學方面做了很多相關的研究。但研究者搜尋相關實證研究資料發現多媒體鄉土

教材運用在麻豆區四年級社會科的論文尚付闕如，因此研究者想透過多媒體融入

教學與講述教學的準實驗研究，瞭解多媒體融入教學對國小四年級學童社會科學

習成效之影響，亦希望建立能運用在麻豆區國小四年級「飲水思源、家鄉的人口」

等單元的多媒體鄉土教材，方便日後全校師生或麻豆區其他學校師生教學參考之

用，讓麻豆區學生皆能一同透過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教學，回顧傳統又前瞻現代，

傳承家鄉文化，創造家鄉持續向上的力量。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擬探討教師以「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社會領域教

學」與「講述教學」之教學模式，對學生社會科學習成效的影響。 

研究者再根據文獻探討所提出之多媒體教材融入社會教學的模式，選定兩個

班級為實驗班與控制班，分別進行社會科前測和後測，再以 SPSS15 統計軟體分

析結果，來評估兩種教學模式下，兩個班級學生的前測和後測分數的差異情形。

其欲達成之主要研究目的為：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yafkb/search?q=auc=%22%E8%B6%99%E7%A7%80%E7%90%B4%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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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析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教學，對四年級學生社會領域學習成效的影響。 

二、分析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教學，對四年級不同能力水準的學生在社會領

域學習成效的影響。 

三、瞭解實驗班學習者對「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四年級社會領域教學」課程

的滿意度。 

四、瞭解實驗班學習者在「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社會領域」教學後對家鄉態

度的差異。 

五、根據研究發現，提出具體建議，作為「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四年級社會

領域教學」教學實施之參考。 

第三節  待答問題 

本研究旨在瞭解「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國小四年級社會領域教學」與「講述

教學」之方式與成效，待答問題如下： 

一、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教學與講述教學對四年級學生社會領域學習成效之

影響差異為何? 

二、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教學與講述教學對四年級不同能力水準的學生在社

會領域學習成效之差異為何? 

三、實驗班學生對於「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四年級社會領域教學」的課程滿

意度為何? 

四、實驗班學習者在「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社會領域」教學後對於家鄉的感

受為何? 

第四節  名詞釋義 

為使研究目的與過程具體明確，本研究先將重要名詞界定如下： 

一、社會學習領域 

我國現行實施的九年一貫社會學習領域課程取法美國社會科的精神，以合科

取代分科教學，希望老師能透過自編教材，活化社會課堂，透過傳遞社會文化的

資產、傳統知識和價值，幫助學生找回對學習的熱情與動機，並和土地做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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喚醒學生對環境的熱情，讓學生獲得在真實社會上生存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而本研究中所指的社會教科書教材內容是指康軒2017年2月出版的第四冊社

會課本中的第一單元「飲水思源」和第二單元「家鄉的人口」中的教材內容。 

二、多媒體鄉土教材 

教科書是凝聚社會改革和文化傳承的重要媒介，對缺乏課外書的鄉村及偏鄉

的孩子影響很大，研究者在社會課堂對教科書缺少鄉土教材感同身受，所以研究

者的多媒體鄉土教材是配合康軒社會課本第四冊「飲水思源」「家鄉人口」的核

心概念所編寫的補充教材。它的功能是正式課程以外幫助學生認識居住地的補充

教材，可以增強社會通用概念的發展，也可以增進對家鄉的瞭解，讓考試與家鄉

環境和美好未來作結合，讓家鄉與自我「共好」。 

本研究自編之多媒體鄉土教材，係依據吳俊憲以學習導向作為主軸，適當的

結合教學方法的理念發展，再透過如圖 2-3 等三步驟，彙整成簡報式多媒體鄉土

教材—「新、舊，麻豆攏是寶」。多媒體鄉土教材大綱一覽表，則如附錄 1 說明。 

三、多媒體教材融入教學 

本研究所指之「多媒體教材融入教學」，係指研究者利用自編的多媒體鄉土

教材融入社會領域教學，藉多媒體，提升學生學習社會的興趣；藉影片重返時空、

將抽象具象化，幫助學生瞭解時代變遷和抽象概念；藉訊息編碼和認知負荷理論

提升社會科學習成效；藉家鄉教材，激發愛鄉愛土的情懷，最終希望能創造家鄉

持續向上的力量，如圖 2-5 所示。 

茲將本研究之多媒體融入教學之設計理念與教學流程說明如圖 2-4 所示。 

四、學習成效 

學習成效是指學生規律地上某一（些）課程並學習，經過積極參與授課過程

的經驗裡，在課程結束後所累積的 a.專業知識(cognitive)b.技術(behavioral)c.態度

與價值(affective)並能適當展現之，且能被測量（黃淑玲，2012）。其中知識、技

能通常以學習者在測驗中的學習成績作為指標，得分愈高表示其所掌握的程度愈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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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指的社會領域學習成效當臺南市麻豆國小四年級控制班和實驗班二

班學童，於老師教學「飲水思源」、「家鄉的人口」之每單元教學實驗結束後一

週內接受研究者所編製的社會領域單元學習成就測驗（社會通用概念）上填答得

分情形。若學童分數越高，則成效越高；反之，則成效越低。 

 

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屬於「準實驗研究」(quasi-experiment)，為達成前述之研究目的，在

研究過程中，雖力求嚴謹完善，但基於現有資源、時間、人力、經費及其他客觀

因素之影響，故在解釋研究結果及推論時，仍有其限制。茲就本研究擬定以下的

範圍與限制說明如下： 

一、研究範圍 

(一)就研究場域範圍而言 

臺南市麻豆區位於臺南市中部偏西，面積 53.9744 平方公里，人口約 4 萬 4

千多人，分為 29 里 392 鄰，擁有豐富的社區資源。但因研究時間、人力與物力考

量與教學距離的遠近，本研究所納入的社區資源，僅限於參考康軒版社會第四冊

一、二單元教材中的「麻豆祖先和麻豆人口」等相關社區資源，無法廣泛涵蓋麻

豆區其他範圍的社區資源。其研究教材內容只適用祖先來源、家鄉的人口等二個

單元，無法類推到其他單元。 

(二)就研究對象而言 

1.實施學校 

本研究選擇研究者本身服務之學校，創校已逾 120 年，鄰近麻豆港遺址、西

寮遺址、總爺藝文中心、代天府，社區資源豐富，吸引許多跨區就讀的學生。目

前全校編制為普通班 32 班，藝才班 4 班，資優班（分散式）4 班，資源班（分散

式）1 班，幼稚園 3 班，共有學生約 1000 人。班級皆設有電腦、投影機、音響等

設備，本研究即選擇配合電腦、單槍投影機、布幕、音響等設備設計相關教材。

如沒有相關設備，教學效果如何，無法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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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樣本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教學」和「講述教學法」，對國小

四年級學童在社會領域學習成效所產生的影響。基於時間與能力的考量，本研究

僅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就讀臺南市麻豆區麻豆國民小學四年級普通班級的學童

為研究對象，一班為實驗班，進行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社會領域教學，另一班為

控制班以講述教學法進行社會領域教學。 

實驗班與控制班的學童施測當時的身心狀態、前後測期間身心的自然成熟或

個人經驗的所有事物，都有可能產生社會學習成效的改變，這些是無法完全控制

的，將之列為「無關干擾變項」。 

且為強調能將研究結果做為改進實際教學之參考，以及維持原班級之型態，

避免影響實驗班級現有的教學環境與作息，因此本研究未將參與實驗的班級學生

進行隨機分派及重新分組，研究樣本的代表性難免有所偏差，因此本研究的結果

不宜做過度的推論。 

(三)研究時程 

本實驗教學研究於 105 學年度下學期社會領域課中實施，實施期程為 106 年

2 月 15 日~3 月 23 日（不含前後測），分別是「飲水思源 7 節、家鄉的人口 7 節」，

每節 40 分鐘，共 6 週，14 節課，計 560 分鐘。 

在教學現場中，由於各班教師在教學速度及安排之進度並不一致，加上研究

者進行實驗教學階段正是任教學校舉辦 120 周年校慶運動會會前賽與慶祝活動舉

辦之時間，各班課程進度恐因比賽而有所延誤，因此在進行各單元學習成就測驗

的時間點僅能控制於同一週內完成。 

(四)就實驗工具而言 

本研究以 105 學年度康軒版第四冊社會領域教科書第一和第二單元教材為

主，其單元教材成分為：第一單元「祖先的來源」—帶領學童瞭解祖先的來源及

居民與土地的關係，想像先民辛苦開闢家園的情景，並知道先民如何進行技術革

新，以及開墾過程中所遇到的挫折與困難；第二單元「家鄉的人口」—瞭解家鄉

人口的變化及其影響原因，並探討家鄉人口的組成。 

而本研究所使用之多媒體鄉土教材是研究者依據文獻分析後的結果，集合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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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書概念、麻豆鄉土教材、免費多媒體資源，利用陳添球提出鄉土教材融入社會

教科書的方式整合成簡報式多媒體教材「新、舊麻豆，攏是寶」。 

本研究的自變項為不同的教學法，實驗班接受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社會領域

教學，控制班則為講述教學。依變項則為社會科通用概念第 1、2 單元上之得分。 

二、研究限制 

茲針對研究對象、研究角色、研究內容及研究工具等面向說明本研就限制： 

(一)研究樣本的限制 

本研究因時間、人力、經費及地區等客觀因素的限制，僅以研究者所服務學

校的二班四年級學童進行研究。扣除沒有接受麻豆國小二下智力測驗及四上二次

社會月考成績的 4 人（控制班 2 人、實驗班 2 人）和特殊生 2 人（學障生 1 人、

原住民生 1 人），教學實驗樣本數為實驗班 24 人和控制班 24 人，共計成員 48

人。實驗班男生 14 人，女生 10 人與控制班男生 13 人，女生 11 人，年齡 9~10

歲，為普通班編班之學生，兩組學生於年齡、性別、一般能力之分布情形相近。

但無法控制學生於研究進行期間是否參加補習，以及學生背景、家庭背景等其他

因素，所得的結果僅適用於類似背景的學生學習相近的主題，因此不宜過度推論

至其他社會領域或是相異背景的研究對象。 

(二)教學者的限制 

本研究以量化研究為主，分為實驗班與控制班，分別為二位教學年資與學經

歷相近的二位老師分別授課。但由於實驗班與控制班教學者和教學風格不同、個

人特質、教學能力及經驗之影響，以及資料的篩選難免有主觀看法，導致各班老

師在做法上以及學生的接受程度都有所差異，故在研究結果推論上應考量此限制。 

(三)研究工具的限制 

1.本研究使用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課堂教學，教材中有很多影片，但考

量有些影片較長、及訊息處理理論在「注意力策略」理念說明中，提到年齡

越低的學童，教師有必要透過教材的組織作有效的方配，來幫助學生掌握重

點所在。因此研究者配合「注意力分配策略」一節課中每段核心概念使用的

影片皆配合教材重點部分剪接約 6~7 分鐘進行播放，但恐影片未能欣賞完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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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印象或情感的連結不足而影響教學效果，故在研究結果推論上應考量此限

制。 

2.由於研究者非教學媒體製作或資訊科系專長，加上經費與資訊設備不

足之故，所以雖然盡其所能，但製作出之多媒體鄉土教材恐無法和市面上之

專業教材一樣精采生動，因而恐造成印象或情感的連結不足而影響教學效

果，故在研究結果推論上應考量此限制。 

3.本研究所使用之「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教學的教學策略」主要是以康

軒版四下「飲水思源」與「家鄉的人口」的教材內容進行設計，是否能運用

在麻豆區其他四下版本的學校不宜過度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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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主要依據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進行相關理論與實務研究的蒐集與探

討，希望藉由這些文獻的回顧，建立本研究架構的立論根基，設計出一套「多媒

體鄉土教材融入社會領域教學」之課程實施方案。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先進

行社會學習領域的相關研究分析；第二節則探討鄉土教材在社會學習領域教科的

應用；第三節則探討多媒體在鄉土教材與社會學習領域的應用，及多媒體鄉土教

材融入教學與講述教學法在學習成效上的實證比較分析。 

第一節  社會學習領域的相關研究 

什麼是「社會學習領域」？有什麼重要性？社會領域的目標是什麼？社會領

域應該培育什麼能力？社會領域如何教學？社會領域教學的現狀與趨勢又是如

何？教科書和社會領域教學有何關聯？這些問題研究者希望透過學理的界定，剖

析出臺灣目前社會領域課程的現況、政策、願景和想像。 

一、社會學習領域的意義與內涵 

美國在 1916 年的教育改革報告中提到“social studies”， 是世界上第一個出現

社會學習領域名稱的國家。我國一般翻譯為社會科，所以早期我國國小課程亦稱

為社會科，2003 年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後改為社會學習領域（董秀蘭，2016），

本研究因為論文字面的統一與方便，統稱為社會學習領域。 

社會科課程涉及「社會」、「社會科」與「課程」的概念（周蓮清，1997），

所以當時代改變矛盾產生，傳統便會遭遇文明發展衍生的問題的挑戰，改革與創

新的需求便會發生，因此社會學習領域的意義與內涵至今爭論仍多。 

Martorlla 在 1991 年提出社會學習領域的意義是：應用社會科學的知識與研

究方法，幫助學生瞭解個人、團體與社會，以促成公民教育為目的（引自黃博仁，

2001）。 

1992 年美國社會研究教育者組織(Organization for Social Studies Educators)指



 

12 

 

出，社會學習領域綜合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學校教育透過人類學、考古學……

等課程內容進行系統的教學，幫助學生在知識、技能和態度等三方面，瞭解地球

文化的多樣性及依附性，並引導學生遇到事件能做出理性的決定。 

“Merriam-Webster - Official Site”(Merriam-Webster Eds., 2017)指出“social 

studies”的涵義是： 

對老師來說是學校或大學課程的一部分，用來學習社會關係和社會功

能，通常由歷史、政府、經濟學、公民、社會學、地理學和人類學的課

程組成；對學生來說是處理人際關係和社會工作方式的研究。 

Michaelis 和 Martorella 認為社會學習領域教學應該由「傳遞公民資質、教導

社會科學、培養反思探究能力、促成個人主體發展以及提升社會批判和行動能力」

等五個面向，協助學生具備成為良好公民的條件（引自董秀蘭，2016）。 

綜合以上針對美國對社會學習領域的看法，社會學習領域有二個特徵： 

(一)社會學習領域是統整的學科，包含面向廣，非單一學科； 

(二)希望透過系統的教學，傳遞社會文化的資產、傳統知識和價值，並在知

識、技能和態度等三方面，幫助年輕人發展能力，協助學生具備成為良好公民的

條件。 

二、臺灣社會學習領域的課程發展 

臺灣 1929 年開始出現「社會科」名稱，課程內容合併歷史、地理與公共衛生

（周蓮清，1997），沒有併入公民而是加入公共衛生，可見當時公共衛生的推廣

是臺灣社會相當重視的議題。 

臺灣的社會學習領域課程發展，較大的轉變是由 2003 年實施九年一貫課程綱

要開始。以下研究者希望透過九年一貫課綱社會學習領域課程發展與內涵分析，

構築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教學在社會學習領域中的角色與功能。 

早年我國的學生上課都是用「部編本」（王惠英、黃啟菱，2017），社會學

習領域分為不同的學科進行學習，但是此時臺灣由於升學和文憑主義的沉痾，不

注重知識的活用，導致「學生學到的知識無法運用在真實生活中」（沈銀亮，2000）。

結果打造出「只能被考試驅動的無動力世代」（何琦瑜、賓靜蓀、張靜文，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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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改變以「應試」為目的授課方式，2003 年臺灣推動九年一貫課綱，社會科

改稱為社會學習領域領域，只提供課程綱要、能力指標而不是具體詳實的課程內

容（陳新轉，2002），教材內容不再分科而是涵蓋歷史、地理、公民等和人們日

常生活關係密切的學科，並採用「主題軸」的方式，融入課堂。教學時強調概念、

通則的獲得，而非事實的記誦（陳琬琬，2005）。 

九年一貫社會學習領域課程的研發，取法於美國社會學習領域，但理念是「板

橋模式」課程的延伸（黃博仁，2001）。希望老師能依據課程能力指標，轉化「生

存、生計、生活、生命」四大層面和社會六大新興議題的知識（教育部，2008），

教給孩子能應用在生活的知識，幫助學生養成獨立思考和判斷的能力，找回學習

的熱情與動機，讓學生由「帶得走的能力」取代「帶不走的書包」（陳琬琬，2005）。 

九年一貫社會學習領域課程強調須以人為本，要學生「做最好的自己」、「觸

動學生的心靈，引發他們參與的熱情」（許芳菊，2013），讓學生有「終身學習

的熱情」，儲備應付未來挑戰的能量；而且「要告訴學生學習的價值不是為了考

試，而是為了長大後可以共同參與建立民主社會」（佐藤學口述；何琦瑜、賓靜

蓀採訪；賓靜蓀整理，2012）。 

九年一貫課程內容，還強調須與土地做連結，希望學生能從認識鄉土環境出

發，喚醒學生對環境的熱情，藉由瞭解環境與社會的問題，導引社會進步（曹翠

英、曹翠娥，2015）。藉由對本土與國家的認同、關懷，逐步與世界潮流和社會

脈動相契合，幫助孩子在未來世界生存並領先（林惠真，2015）。 

由上述文獻內容，可以發現九年一貫社會學習領域具有以下的特點： 

(一)取法美國社會學習領域，一樣是以合科取代分科教學；一樣「能力」導

向，強調學生要獲得在真實社會上生存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而非事實的背誦； 

(二)重要理念一：希望學生強調須以人為本，要學生「做最好的自己」、「觸

動學生的心靈，引發他們參與的熱情」。而希望學生能了為建立美好的社會不要

單純為了考試所驅動，讓考試與家鄉環境和美好未來作結合，這點是研究者希望

透過教學實驗能達到的目的之一； 

(三)重要理念二：希望與土地做連結，幫助學生能從認識鄉土環境出發，喚

醒學生對環境的熱情，導引社會的進步； 



 

14 

 

(四)重要理念三：希望老師能自編教材，活化社會課堂。 

三、社會學習領域的重要性 

教育的神奇功能是一、兩個好的老師，或許就能改變孩子的一生。台達集團

創辦人鄭崇華慶幸自己因為遇到好的老師，才有今日的成就，並回饋社會（彭漣

漪，2017），足見教育之重要。 

(一)為什麼要教社會學習領域？ 

「教育始終是引領類社會進步的動力，學校尤其是關鍵」（曹翠英、曹翠娥，

2015）。明鄭與清領時期，朝廷藉由功名攏絡讀書人，透過儒學建構三綱五常的

社會倫理秩序（彭煥勝，2014）。此時以「修身」為主，沒有「群體意識」的培

養，而是靠著以家庭為中心所延伸的五倫維繫社會，群體意識等於「省籍情結」、

「宗族意識」（周蓮清，1999）。所以漳泉械鬥等常常在漢人社會發生，而且造

成極大的死傷，至今「省籍情結」仍是一段時間就被炒作，撕裂國人的群體意識，

這是沒有教「社會學習領域」的缺點。 

日治時期為了塑造臺灣人成為皇國臣民，這個時期的教學目的是現代化文明與

殖民化的國家認同意識（彭煥勝，2014），這時已具備社會學習領域的教學內涵，

希望全國人民透過教育能對國家產生認同，並達成穩定社會秩序的目標。 

而從 21 世紀的社會學習領域教育角度，資訊與網路高度發展的現代，冷冰冰

的 3C 設備和機器工作環境讓人與人缺少互動溝通，我們需要透過社會的教育來

教導學生情意教育、人文關懷，讓社會變得更溫暖，讓孩子對未來充滿信心與慒

憬（林惠真，2015），所以學生需要適切的「社會能力」(Social Competence)有效

的與他人互動與分工合作（簡淑貞，1989），如此面對複雜的未來，才能透過將

自己的價值與信念回饋他人，逐步累積知識、從中反思覺察、相互共鳴，一起編

織他們認可的新社會模式（郭金水，2015）。 

上述的分析告訴了我們，隨著時代進步，社會的問題越來越嚴峻，而社會領

域是培養現代公民素養與核心能力的關鍵領域，當社會越來越複雜，學生所需具

備的能力需要越來越多元，教師在課堂中的社會科教學，是否能讓學生能「學以

致用」，攸關這個領域是否真的能有效引導、轉化社會的發展。 

(二)社會學習領域教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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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者發現，基模(schema)是人類經由學習來的經驗、意識等，所形成的

存在人腦海中的對外在世界概念的抽象認知架構，皮亞傑認為它是人類吸收知

識的基本架構，但是它的缺點是可能會引起刻板印象（教育部教育 Wiki，2014）。 

因此 Burner 認為學生既有的認知結構（即訊息處理論中的長期記憶），是幫

助學生學習新知識的基礎，因此希望老師在社會教學時，如果能讓學生在問題情

境中透過探究過程，找出以前所學的知識，加以運用形成概要基模，最後重新統

整才能變成有意義的知識結構（引自黃博仁，2001）。 

黃博仁（2001）也指出概念是社會科的基礎，教導概念比教導事實更有用。

李宗薇（2000）則認為時事與爭論議題是社會科的重要部分，教師需要以公正客

觀的態度讓學生作價值判斷，培養學生批判思考、能做出正確決定與行動的能力。 

綜合以上分析可以知道基模是人類吸收知識的基本架構，因此要設計課程讓

學生由觀察、探索和舊經驗連結，統整新獲得的資料變成有意義的知識結構，形

成能靈活應用非刻板的概要基模，社會教學才算成功。 

(三)社會學習領域怎麼教？ 

李宗薇（2000）指出，小學社會學習領域「概念教學」能承先啟後，可以採

用「定義、舉例、分類、分辨及應用」的方式教學；而情意和技能教導建議採小

組討論、兩難問題或針對生活周遭問題採用類似蘇格拉底詰問法等間接方式教

學；郭金水（2015）亦指出教材詮釋要注重概念內容表徵的對應關係。 

李宗薇（2000）還指出，良好的教學設計，較易達成預定教學目標和提升學

習成效，而教案是教學的藍圖，能提供教學架構和方向，幫助老師做好教學準備。 

綜上分析，可以瞭解社會領域教學要成功，首要之務是有教案與教學設計，

研究者為使教學實驗流暢及提升學習成效，每單元皆會設計教案。 

能否透過事實瞭解概念並找到概念間的通則，是影響學習成效的關鍵。研究

者本次教學實驗的教材內容有較多抽象的知識內容，因此為了本研究的主要研究

目的—「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研究者將善用提問與補充多媒體進行概念教學，

希望透過讓學生觀察、分類能瞭解概念間的關聯性。教學中，亦利用小組討論或

設計兩難問題，深化問題幫助形成情感與技能，希望學生能將所學應用在生活中。 

(四)社會學習領域教師專業的圖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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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 21 世紀後，學校教育的課題高度複雜化，社會學習領域教師的專業圖

像，值得深入探討。 

美國小學社會學習領域教師的角色像教練，主要在輔助學生建立概念、釐清

價值（李宗薇，2000）。黃博仁（2001）則認為社會老師要教導學生利用所學知

識做出正確決定，這樣的教學才能使社會更進步。 

郭金水（2012）則認為只靠教導沒有真實性，沒有「透過社會互動讓學生形

成自己的意義」，缺乏「文化敏感的建構」，學生被當成「等待中而不是目前的

公民」，因此社會老師要先幫助學生認識學校生活周遭資源，讓學生從平日生活

實際體驗何謂生活空間，理解個人扮演的角色，如此才能有感受。 

由學科知識到教材研究與具體教學活動方案的轉化過程，對師資生乃至初任

教師都是最大的挑戰（郭金水，2015）。所以社會老師要多閱讀英文社會科教材

教法增進社會知能；多閱讀歷史故事增加師生互動話題；要引導學生蒐集正反雙

方論點的資料教導學生情意與技能；要指導學生進行社會媒體的閱讀（李宗薇，

2000）。李宗薇還指出教師如果社會課播放影片，想要讓影片教學成功，播放前

老師要說明目的或提示重點，看完後還可以補充更深入的文字資料，或讓學生自

己去找相關的資料。 

由上方的分析，可以瞭解稱職的社會老師，應該像教練一樣公正客觀，鼓勵

學生「質疑問難」，幫忙學生建立概念、釐清價值。常常閱讀國內外社會科專業

教材教法，加強課程設計能力，並幫助學生發展能做出正確決定的能力。 

為了達到教學效果，還可以引入影片協助教學，但要懂得善用播放前的提示

與事後補充，方能收預期成效。 

四、社會學習領域教科書對學習的影響 

根據國內外多項研究顯示，學校老師在教室上課時有 90%至 95%的時間用在

與教材有關的活動上，而教材取得的三種方式中，最簡潔省事的方法就是使用教

科書（李宗薇，2000）。 

所以教科書成了校園內最普遍使用的文本，定義有價值的知識和學校教育核

心課程，是教師教學及評量的主要媒介或依據，也是學生獲取知識的主要來源（吳

俊憲，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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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社會教科書應該讓兒童愛不釋手（李宗薇，2000），而且設計時若能以

學習導向作焦點，適當結合教學策略，不僅能幫助學生獲得知識，也有助於情感

的培養（吳俊憲，2009）。 

由上述學者分析可知，教科書對學生及校園影響深遠，研究者在社會課堂對

教科書問題感同身受，因此研究者的多媒體鄉土教材是配合康軒社會課本第四冊

「飲水思源」「家鄉人口」核心概念所編寫的補充教材。而研究者以社會教科書

為實驗媒材，進行教學實驗研究的原因有下列三項： 

(一)研究者所在之麻豆國小雖不是偏鄉，家長也重視教育，但因近年經濟衰

退，班上常有多位同學需依賴補助才能上學，教科書是弱勢學生獲取知識的主要

來源，因此希望在不增加學生及家長的經濟負擔下進行研究； 

(二)改變代表要離開原本安逸的環境中，除非老師心動了，人才會動，而且

是慢慢動。研究者所在之麻豆國小，家長迷信外在成績效度，因此縱使有些教師

不認為文憑是最重要的，但在臺灣現實大環境依然沒有改變的情況下，仍然會讓

老師覺得，還是依照學校選出來的教科書來教並依照教科書內容來評量，這樣子

才能心安。所以本研究採用教師習慣的社會教科書為主體，只是修正和融入多媒

體鄉土教材，老師使用意願會較高； 

(三)近幾年來少子化問題，政府不招聘專任老師，而是以員額控管方式聘用

代理代課老師，因而在對教材內容的熟練度較不足、準備教師甄試及教一年可能

就會離開職務……等因素下，教科書幾乎是他們授課與評量唯一的來源，所以用

教科書當媒材進行研究，才能和代課老師進行教材與理念的溝通分享。 

第二節  鄉土教材在社會學習領域的應用 

研究者身居臺灣第一府的臺南，因歲月風霜所涵蘊的鄉土教材拾手可得，但

鄉土教材的內涵為何？鄉土教材與社會學習領域的關聯性為何？鄉土教材在社會

學習領域的必要性為何？鄉土教材的編輯與組織原則為何？這些都是研究者在本

節希望探討的。 

一、鄉土教材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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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鄉土教材的意義與功能 

周淑卿（2000）指出鄉土素材應該採用最接近學生的環境中，學生最熟悉的

學習內容。 

陳添球（2004）則認為：鄉土教材是幫助學生形成學科概念和通則知識的鄉

土環境事實，它可以增強學科通則的發展、也能涵詠社會情意、培養社會技能和

發展社會行動。 

鄭福源（1990）在《鄉土教材與教學》中提到：鄉土教材是正式課程以外的

補充教材，它是指能幫助學生瞭解居住地區的一切教學內容，它與學生經驗結合、

學生易理解，所以容易引起學生興趣。而且透過鄉土教材的教學能激發學生不忘

本的愛鄉情操，並培養奉獻鄉里的抱負與使命感。 

綜上可知，鄉土教材是提供鄉土環境中的事實，幫助學生認識居住地的教學

內容，是正式課程以外的補充教材，可以增強社會通用概念的發展，也可以增進

對家鄉的瞭解。 

因為研究者的鄉土教材是配合康軒社會課本第四冊「飲水思源」「家鄉人口」

的核心概念所編寫的補充教材，所以還希望鄉土教材能讓考試與家鄉環境美好未

來作結合，激發學生為建立美好的社會找回學習的動機，讓家鄉與自我「共好」。 

(二)鄉土教材的內容 

1.鄉土教材的類別 

關於鄉土教材的內容，《國民小學課程標準》（教育部，1993）將鄉土教材

分為鄉土語言、鄉土歷史、鄉土地理、鄉土自然、鄉土藝術五大綱要。 

周淑卿（2000）認為，舉凡鄉土環境中的歷史、地理、文化……等，都是鄉

土教學所涵蓋的範圍。 

鄧天德（2000）則認為鄉土教材分為鄉土環境和鄉土文化兩大類，鄉土環境

包含自然環境、人文環境、社會環境；鄉土文化包含鄉土語言、鄉土音樂、美術、

體育、民俗等二大類。 

由上述內容可以發現學者專家對鄉土教材的類別看法不一，但因本研究之鄉

土自編教材是配合社會課本第四冊「飲水思源」「家鄉人口」的核心概念所編寫

的教材，所以本研究採用鄧天德（2000）的分類，以鄉土環境為主要教材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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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麻豆區和社會教科書核心概念相關的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和社會環境等資

料，發展研究者的簡報式多媒體鄉土教材—「新、舊，麻豆攏是寶」。 

 

(三)鄉土教材學習的方式與功能 

皮亞傑(J. Piaget)指出學習從熟悉的環境開始，可以讓學習者將舊有認知結構

套用在新環境上，進而適應環境（引自林聖欽，2004）。 

日本小學的社會學習領域課程，認同此做法，不僅把鄉土教材學習視為教學

的基礎，為了達到教學目標，會要求老師深入瞭解鄉土社區。學童的學習亦強調

透過「體驗、觀察、思考、製圖、整理資料」等活動做中學，讓學生自覺是生活

環境中一分子，而願意貢獻鄉土（楊思偉，2004）。 

賴清德（2012）指出，一個城市擁有高度的在地情感認同，將能凝聚市民向

心力，也能變得更有魅力。歐財榮認為（引自鄭任汶，2012）：  

國際化需要在地化，要先在地化，才能在國際社會中凸顯自己國家的特

色，否則在地特色就會被世界浪潮所淹沒（頁 15）。 

綜上可知，在各國的文化特色越來越模糊的 21 世紀，更要重視鄉土，讓地區

和國家在一片相同中構築出特殊性與區辨價值。而且要成功進行鄉土教學，老師

需要深入了解社區，學生則要透過做中學的活動，才能自覺是生活環境中的一分

子，願意貢獻鄉土。 

研究者還希望鄉土教材學習像日本一樣自小扎根，增進族群融合，讓國家不

再因省籍情結，終日吵擾不休，影響國家社會發展。 

二、鄉土教材與社會學習領域的關聯性 

(一)由社會學習領域的內涵 

社會學習領域重視鄉土教材學習，所以利用鄉土教材學習作為社會學習領域

學習的起點，由近而遠，讓兒童對鄉土的現象有實際的體驗與感受，才能培養主

權者的觀念果（楊思偉，2004）。 

郭至和也指出，鄉土教材的學習有兩項重要的教學功能，一是學生如果能在

社會學習領域的學習課堂中實踐對鄉土的體驗，就能在潛移默化中深入瞭解鄉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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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涵，進而建立鄉土情懷；二是幫助兒童瞭解真我是鄉土教材學習的重點目標，

如果能在小學課程中的社會學習領域中使用鄉土教材，就能幫助兒童覺察自己在

社會中應具備的公民素養（引自林聖欽，2004）。 

(二)由九年一貫社會領域教科書中的鄉土內容觀察 

為了更清楚社會教科書與鄉土教材的關係，筆者分析根據民國 97 年 5 月 23

日教育部公布的「2008 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社會學習領域」編寫的康

軒版社會課本第 3、4 冊中單元教材的鄉土課程成分，結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康軒、翰林、南一版社會第 3、4 冊課本鄉土內容成分分析表 

康軒版 南一版 翰林版 

第三冊 

一、美麗的家鄉 一、我們的家鄉 一、家鄉的地名與位置 

1-1 家鄉的環境 

1-2 居住的型態 

1-1 發現家鄉 

1-2 家鄉的地名 

1-1 家鄉的地名 

1-2 地圖上的家鄉 

二、家鄉巡禮 二、家鄉的自然環境與生活 二、家鄉的自然環境 

2-1 三合院 

2-2 廟宇與老街 

2-1 家鄉的地形與生活 

2-2 家鄉的氣候與生活 

2-1 地形與生活 

2-2 氣候與生活 

2-3 水資源與生活 

三、家鄉的生產方式 三、家鄉的開發 三、家鄉的開發 

3-1 灌溉設施與農具 

3-2 生生不息的土地 

3-1 家鄉的先民 

3-2 開發城與鄉 

3-1 家鄉開發的文物 

3-2 家鄉開發的故事 

四、家鄉的生活作息 四、家鄉的產業 四、家鄉的產業 

4-1 傳統的生活作息 

4-2 現代的生活作息 

4-1 居民與產業活動 

4-2 家鄉產業的變遷 

4-1 家鄉產業與生活 

4-2 家鄉產業的發展 

五、家鄉的節慶與節日 五、科技與家鄉生活 五、家鄉的名勝古蹟 

5-1 傳統節慶 

5-2 現代的節日 

5-1 科技的進步與家鄉生活 

5-2 現代生活新樣貌 

5-1 認識名勝與古蹟 

5-2 愛護名勝與古蹟 

六、話我家鄉 六、愛護家鄉 
六、家鄉的節慶與民俗活

動 

6-1 家鄉的新風貌 

6-2 家鄉的地圖 

6-1 家鄉的自然資源與危機 

6-2 保護家鄉齊心努力 

6-1 傳統節慶 

6-2 民俗活動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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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續） 

康軒版 南一版 翰林版 

第四冊 

一、飲水思源 一、家鄉的機構與組織 一、家鄉的人口 

1-1─家鄉的居民 

1-2─家鄉的開發 

1-1 認識家鄉的機構與

組織 

1-2 善用家鄉的機構與組織 

1-1 認識家鄉的人口 

1-2 家鄉的人口組成 

1-3 家鄉的人口變遷 

二、家鄉的人口 二、家鄉的交通 二、家鄉的機構 

2-1─人口的變化 

2-2─人口的組成 

2-1 早期的交通型態與影響 

2-2 現代的交通型態與影響 

2-1 認識家鄉的機構 

2-2 家鄉機構與居民的生

活 

三、家鄉的產業 三、家鄉的人口 三、家鄉的交通 

3-1 農、牧業和漁業 

3-2 工業和服務業 

3-1 家鄉人口的組成 

3-2 家鄉人口的分布與變化 

3-1 家鄉的運輸設施 

3-2 家鄉的通訊設施 

四、產業與生活 四、家鄉的傳統文化 四、鄉親的生活 

4-1 產業的分工與合作 

4-2 產業的新發展 

4-1 家鄉古早味 

4-2 家鄉的傳統民俗 

4-1 生活的地區差異 

4-2 生活的變遷 

五、家鄉的運輸 五、多元的家鄉文化 五、家鄉居民的休閒活動 

5-1 早期的運輸 

5-2 近代的運輸發展 

5-1 認識外來文化 

5-2 家鄉文化的展望 

5-1 鄉親的休閒活動 

5-2 參與家鄉休閒活動 

六、生活與環境 六、家鄉新願景 六、家鄉的未來 

6-1 訊息交通 

6-2 交通與距離 

6-1 家鄉的挑戰 

6-2 共創家鄉新風貌 

6-1 家鄉發展的問題 

6-2 家鄉新生活 

由表 1 的內容分析，可以清楚看出四年級社會學習重點都是「家鄉」，因此

研究者欲透過鄉土自編教材融入四年級社會領域進行教學，藉此探究對提升四年

級社會科教學成效有其正當性。 

三、鄉土教材在社會學習領域教學的必要性 

(一)由教學現場觀察 

2002 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正式實施，社會課本依據「板橋模式」

改編而成（周淑卿、章五奇，2016）。陳添球（2004）指出「鄉土教學活動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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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課表中移除，但仍以融入的方式進入到各大領域中，是隱藏式的鄉土教學」。 

當年催生 1979 年「板橋模式」社會科實驗教材的靈魂人物崔劍奇，強調社會

科教材要「以兒童生活為中心」，希望老師引導學生經由日常生活事物的觀察與

思考，從而歸納其中蘊含的概念與通則（周淑卿、章五奇，2016），因為這個理

念，實驗教材的編寫者之一秦葆琦在接受周淑卿 2014 年 4 月 9 日的專訪時也提到

當大家詢問崔劍奇（引自周淑卿、章五奇，2016）： 

「教材內容要從認識學校、社區、家庭開始，但是每個學校、社區都不

一樣，要放誰的照片好呢？」 

崔劍奇就說：「哪就別放了吧！你放了，老師就只教那些照片，不會教

他們周遭的生活。你不放照片，就會逼得學校老師帶學生去看學生生活

的學校和社區」（頁 49）。 

最後教科書放的照片秦葆琦（2007）透過問卷調查，指出「社會課文內容舉

例及課文中使用的圖片，即使是家鄉圖片最多的縣市，也無法從教科書內容中，

完整的認識自己的家鄉」。研究者為恐 2008 年之調查無法印證 2016 年社會課本

的現象，所以對康軒版第 3、4 冊社會課本進行圖片分析，整理成如表 2。 

表 2 

康軒版本第 3、4 冊社會課本縣市圖片統計表 

縣市名 

康軒版 

總計 
第 3 冊 第 4 冊 

學習目標：瞭解家鄉傳統與現代

生活 

學習目標：瞭解技術革新對家鄉生活

的影響 

臺北市 8 5 13 

新北市 8 2 10 

桃園市 5 0 5 

臺中市 5 3 8 

臺南市 14 4 18 

高雄市 6 5 11 

基隆市 2 0 2 

新竹市 1 0 1 

宜蘭縣 9 2 11 

新竹縣 2 1 3 

苗栗縣 6 3 9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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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續） 

縣市名 

康軒版 

總計 
第 3 冊 第 4 冊 

學習目標：瞭解家鄉傳統與現代

生活 

學習目標：瞭解技術革新對家鄉生活

的影響 

彰化縣 6 1 7 

南投縣 3 0 3 

雲林縣 2 0 2 

嘉義縣市 2 0 2 

屏東縣 5 1 6 

臺東縣 10 1 11 

花蓮縣 2 0 2 

澎湖縣 0 0 0 

金門縣 0 1 1 

連江縣 0 0 0 

通用 53 110 163 

外國 0 5 5 

總計 149 144 293 

註：1.各版本的出版時間，第 3 冊為 2016 年 9 月，第 4 冊為 2017 年 2 月。 

2.不含手繪圖 

3.不含習作和附錄 

由表 2 可以發現時至今日，社會課本中的圖片一樣並沒有那一縣市特別多，

社會老師要使用教材介紹家鄉達成鄉土教學目標，明顯有困難。 

社會第 4 冊希望學生瞭解技術革新對家鄉的影響，早期生活型態是學生較難

理解的部分，但研究者利用社會課本調查早期和現代生活圖片時，發現現代生活

型態圖片占 85.4%，早期生活型態圖片占 14.6%，最需理解的部分圖片卻最少，

學生無法由比較早期和現代圖片習得時代變遷的概念。 

綜上文獻分析可知，只用社會課本的圖片上課不足以幫助學生達成認識居住

地的教學目標，因此幫助老師補充社會教科書內容的「鄉土教材」，「很重要，

沒有落伍」，而且多媒體鄉土教材多了現代科技的融入，更具時代性。 

(二)由市府本土教材統一資源分享平台觀察 

臺灣土地雖小，也有 6 都 17 縣市，如果加上細分至鄉鎮更達 368 個鄉鎮（維

基百科，2017）。基於種種現實考量，社會教科書編者不必依縣市或地區而有不

同版本的教材內容（教育部，2008），只要依照概括性的內容編寫即可。 



 

24 

 

出版社依縣市特色編寫社會教科書有困難，但是無知會帶來冷漠與無情，當

人們對家鄉環境的破壞都視若無睹，談「愛家、愛鄉、更愛國」無異緣木求魚（王

志文，1999）。而且教師專業知識不足與取得適當教材的困難是鄉土教育必須克

服的重點（林珊如，2006），如果教材能「由地方政府統籌，設定主題與人員分

配，可避免經費、人力與研究主題之重覆與浪費」，成果還能複製，事半功倍（何

培夫，1989），增加教師將鄉土教材融入教學的意願。 

研究者也發現教育部在 2003 年 1 月 5 日發布的《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

助直轄市縣（市）推動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要點》，第一項提到推行本土教育首

先要「編輯直轄市、縣(市)本土教材及本土語言教材」；第四項要求「製作教學

媒體、設置網站」；第五項則規定「蒐集本土教學資源、資料與活動上網及建檔」。

因此研究者想瞭解在距離 2003 年要點發布後已實施約 14 年的 2017 年，六都十七

縣在「成立本土教材資源中心學校及相關教材資源分享平台」的現況，因此研究

者於 2017 年 6 月 9 日，利用各縣市名稱加上「本土教材資源中心、本土語言資源

中心」等關鍵字搜尋，並利用第一、、四、五要點將資源中心現狀整理如表 3 

表 3 

各縣市鄉土教材資源分享平台 2017 年現況分析表 

要

點 第 一 、

四 要 點 第 五

要 點  

種

類 縣 市 自 編 本

土 語 言 教 材 縣 市 自 編

本 土 教 材 縣 市 教

學 資 源 縣 市

活 動  

縣市/

類型  文

字 聲

音 數 
位 

連不

上  無 全

縣 部

分 連不

上  無 本

語 本

教 無 母語

日  競

賽 資

料 最後更

新日期 

基隆

市本

土語

言教

育資

訊網 

   V    V  V V  V V V 2014∕01∕16 

臺北

市本

土語

言教

學資

料庫 

  V      V V V  V V V 2017∕05∕09 

新北

市國

小本

土教

育資

源網 

V V V   V    V V  V V V 2016∕10∕18 

桃園

市無

統一

平台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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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續） 

要

點 第 一 、

四 要 點 第 五

要 點  

種

類 縣 市 自 編 本

土 語 言 教 材 縣 市 自 編

本 土 教 材 縣 市 教

學 資 源 縣 市

活 動  

縣 市 /

類 型 文

字 聲

音 數 
位 

連不

上  無 全

縣 部

分 連不

上  無 本

語 本

教 無 母語

日  競

賽 資

料 最 後 更

新 日 期 

新竹縣

本土教

育資

訊網 
 V V      V V   V V V 2014∕12∕17 

新竹市

本土教

育資

源網 
 V V      V V V  V V V 2017∕02∕14 

宜蘭縣本

土教育暨

母語學

習網  
 V    V    V V     2017∕05∕31 

宜蘭縣本

土語言暨

母語日

網頁  
            V  V 2017∕05∕15 

連江縣

本土教

育資

源網 
V V V      V V V  V V V 2017∕05∕07 

苗栗縣推

動母語暨

本土語

言教

學資

源網 

    V  V  V V   V V V 2017∕05∕17 

臺中市

本土教

育資

訊網 
   V    V V V   V V V 2015∕12∕10 

金門縣

本土語

言資

源網 
V V V   V    V V  V V V 2017∕04∕19 

彰化縣

本土語

言資

源網 
    V    V V   V V V 2015∕12∕10 

南投縣

本土教

育資

訊網 
    V    V V   V V V 2016∕08∕11 

雲林縣無

統一平台                 

花蓮縣

本土語

文輔

導團 
V V       V V   V  V 2017∕04∕13 

嘉義縣本

土語言暨

臺灣母語

日網站  
 V V       V   V V V 2015∕11∕13 

嘉義市無

統一平台                 

臺南市

臺灣母

語日

網站 
V        V V   V V V 2017∕01∕03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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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續） 

要

點 第 一 、

四 要 點 第 五

要 點  

種

類 縣 市 自 編 本

土 語 言 教 材 縣 市 自 編

本 土 教 材 縣 市 教

學 資 源 縣 市

活 動  

縣 市 /

類 型 文

字 聲

音 數 
位 

連不

上  無 全

縣 部

分 連不

上  無 本

語 本

教 無 母語

日  競

賽 資

料 最 後 更

新 日 期 

臺東縣

本土語

言教

材網 

  V             無 

高雄市

國小本

土教育

資源網 
     V    V  V  V  2013 

高雄市

教育局

本土教

育暨台

灣母語

日資

源整

合網 

V V        V   V  V 2017∕02∕22 

屏東縣

本土語

言資

源網 
V V V   V    V V  V  V 2016∕03∕01 

由表 3 的資料中，研究者有三點發現： 

1.除了嘉義市、雲林縣、桃園市外，其餘各縣市都設有本土教育的分享平台，

但是各縣市重點都放在本土語言這個區塊，尤其是以母語日相關活動為主，而且

母語日比賽逐漸以拍微電影為主，顯現數位時代後，強調將生活化的語言學習情

境融入教學中； 

2.屬於鄉土教材部分只有新北市、宜蘭縣、澎湖縣、高雄市等縣市符合鄉土

教學老師對鄉土資源網站「資訊內容的組織應以主題及地理區域為主軸，資訊格

式應以多元的方式呈現，特別是圖片與影片（林珊如，2006）」等建議，教材設

計完整，教師稍加修改即可使用融入教學；  

3.研究者還驚奇的發現，如金門的福州話本土教材、屏東的魯凱族本土教

材……很多縣市的本土語言互動式數位教材，插圖生動、內容有趣還搭配各種族

群的語言，研究者都覺得生動有趣，相信學生也會覺得很感興趣，但是此種教材

所需軟體和研發經費較高，也需要資訊能力與語言專長的人員協助製作才能做出

如此生動的教材，這是由縣市統籌自編教材的優點，也是學校自編校本課程做不

到的，更別說研究者自編鄉土教材。 

而研究者由調查時也另外發現，地方政府未統籌製作本土教材的臺南市，有



 

27 

 

著經濟弱勢則文化傳承不利的情形。如以經濟比臺南縣好的舊臺南市 6 區為例，

安平區有 4 個自編數位鄉土教材、中西區 5 個、東區 3 個、北區 1 個、南區 1 個，

安南區 0 個，資源分配十分不均；更不用提舊臺南縣 31 區中只有 3 區有數位自編

鄉土教材，文化傳承更陷危機。 

可惜的是麻豆區並沒有市政府發展的鄉土教材供教師下載補充發展融入，雖

然，2010 年臺南縣市合併前，有臺南縣政府編印的鄉土教材作為教師授課內容，

但已年代久遠，裡面的地景建築多數已消失，因此自編麻豆多媒體鄉土教材的重

擔就落在教學者的身上。 

雖然研究者因為經費與能力限制，融合資訊元素製作的多媒體鄉土教材無法

和縣市政府製作的互動式數位教材相比，但是研究者覺得地貌改變與耆老消失的

問題已不容等待；加上「一個地方待久了，卻反而失去以外人看事情的敏感度」

（陳之華，2008），單純的學生因為概括性教材而致對家鄉失去認同與熱情的情

形越來越嚴重，研究者深自覺醒應馬上要做，再等待情況更糟，事情不會一蹴可

幾，有人帶頭做，後來的人才會跟著做，慢慢修才能讓教材越來越好，所以研究

者想利用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社會課堂的研究「有啟後的功能，沒有等待空間」。 

四、鄉土教材的設計與組織編輯原則 

(一)鄉土教材的編輯要點與設計原則 

楊智穎指出，九年一貫國民教育實施後，鄉土教材除了「強調鄉土結構的內

容」外，更應該尋找鄉土內容在新時代中對學生「有意義的社會節點」，才能重

新引發學生學習興趣（林聖欽，2004）。 

《國民小學鄉土教學活動課程標準》中，提出鄉土教材的設計原則是「由近

而遠，就地取材」，而且中年級要選擇的教材應該是鄉、鎮、市、區中貼近學生

生活、「具有地方特色」、並與「地方鄉土文化相結合」，能「啟發學生關心與

愛護鄉土情懷」的教材（引自林聖欽，2004）。 

鄧天德（2000）則認為要達到高層次的鄉土教育，鄉土教材應以課題式的方

式，利用家鄉地理環境的成因、影響與未來發展來編寫鄉土教材。 

陳孟寬（2008）透過研究提出鄉土教材需要提昇到社會行動、情意等層面，

才能讓學生化作具體的行動。也要注意學生的先備知識，因為皮亞傑指出學習者

面臨刺激或問題情境時，會核對既有的認知架構，產生認知作用並適應環境（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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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教育 Wiki，2014），所以當教材內容不符教學要求，教師要能適時進行教材

調整（楊智穎，2000），避免學生學習時會有「符合基模的訊息完全接受，而排

除不盡符合基模的資訊的固著效應」（林東龍，2014）也就是刻板印象，導致學

習者因為水平差異較大，基模需要加以重建，反而覺得學習變得困難，而不感興

趣（陳玉玲，1998）。 

綜合以上對於鄉土教材選編和設計的原則的分析，提醒研究者鄉土教材的選

編須留意基模的原理，不要水平差異過大，避免學生的固著效應（刻板印象）導

致實驗失敗；並要注意「就地取材、應具地方特色與獨特性」的原則，研究者依

據這些原則完成研究者的多媒體鄉土教材大綱，如附錄1所示。  

(二)鄉土教材內容編輯的範圍 

鄉土教材設計在進行鄉土資源的調查時，要先確立鄉土的空間範圍。秦葆琦

（1994）指出目前國小使用的社會課本及鄉土教學採用的是陳鎮東提出的村里、

鄉鎮市區、縣市、省以至全國的行政區域劃分法作為鄉土空間的範圍。 

研究者因為蒐集鄉土教材的便利性與推廣性，所以此次研究採用行政區域劃

分法將鄉土的範圍界定為麻豆區，並配合社會第一和第二單元的課程核心概念，

蒐集麻豆區鄉土教材融入社會課堂教學。 

(三)鄉土教材組織模式 

吳美娟（2006）指出臺灣國小社會領域教材重點在認識整個臺灣的人文史地，

但是鄉土教材的重點在建立學生瞭解居住地與臺灣之間的關係。因此可以採用下

列三種方式來組織鄉土教材：一是不更改課程基本結構，只增加與相關主題內容

的「附加法」；二是透過不同觀點解構課程並建構自己概念的「變換法」；三是幫

助學生落實社會行動的「社會行動法」。 

吳美娟（2006）還提出貢獻法與附加法，是目前組織鄉土教材的主軸，變換

法和社會行動法則有待開展，但是這三種方法都有一定程度的適用性，可互為補

充。 

陳添球（2004）也指出鄉土教材融入教學最好採用改編教科書的方式，扣緊

教師的每日例行教學。也就是先參酌教科書的特性、學科的核心概念、通則和技

能、情意後，忖度學生先備知識，將初步篩選出的教材進行「刪（刪去教科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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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用的內容）」、「增（創造、調整或選用合適的鄉土教材融入）」等教材解

構的步驟後再重組，將課程與教學「鄉土化」。 

綜上分析可知，吳美娟所指的「變換法」和陳添球提出的「增刪法」的做法

相似，研究者因為研究目的是希望能將社會教材加以鄉土化，並讓學生能付諸行

動，因此鄉土教材組織模式採用的是陳添球所提的「刪增法」和吳美娟所指的「社

會行動法」。 

(四)鄉土教材融入社會領域教科書模式之探討 

陳添球（2004）指出國小鄉土教材融入社會學習領域教科書的技巧有：在教

學指引或課本分析的概念前加上家鄉名稱來思考，再提取融入的鄉土事實資料；

或以課本的通用概念適時引導出鄉土事實。 

陳添球（2004）認為通用概念與鄉土材料的教學流程為：(1)以鄉土事實引起

動機；(2)閱讀課文並摘取課文的重點概念和通則；(3)使用課本圖片等通用事實來

熟悉概念；(4)融入鄉土教材與課本通用事實做對照觀察，增強學生對通用概念和

鄉土事實的熟悉；(5)整節課交替使用，最後歸納整節課的「主要通用原則和鄉土

通則」，如此可以將鄉土教材和社會教科書交融的很好。 

研究者認同陳添球（2004）提出的通用概念與鄉土材料在教學活動流程中的

技巧，並與上述文獻中研究者學習到之訊息理論、多媒體認知理論與多媒體融入

教學相關文獻中的教學技巧，建立了研究者本研究的「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社會

領域」之教學實施流程，如圖 2-4。 

第三節多媒體在鄉土教材與社會領域的應用 

隨著電腦與網際網路席捲全球後，教育內容與方式朝向「網上學習」、「教

向未來」(Teach to the future)挺進（林惠真，2015）。教師善用網路搜尋與課程相

關之影片，配合簡報輔助學習，提升教師教學效能及學生學習品質，已是當今學

校教學現場的常態。 

李芳薇（2000）還指出透過製作精良的媒體輔助社會科教學，比較能把抽象、

難懂的觀念具體化，也能引起學生的興趣，開拓學生的視野及世界觀。因此這節

研究者將針對多媒體教學的理論基礎、多媒體教材融入教學的特性、多媒體教材

融入教學與講述教學法對提升社會學習成效之比較等三方面來探討，建構研究者



 

30 

 

的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社會課堂的課程與具體作法。 

一、多媒體教學的理論基礎 

自古以來，教學訊息的主要呈現方式都是文字，因此文字的呈現方式影響教

學的成效（黃淑玲，2011）。但隨著多媒體教材愈來愈豐富且方便取得，應用多

媒體作為媒介，營造出不同的學習環境，已是新興起的研究（王嬿惠、羅承浤、

鮑惟豪、謝秉叡，2011）。因為本研究欲探討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社會領域教學

的成效，就必須先瞭解多媒體的學習理論。 

(一)訊息處理理論(information-processing) 

訊息爆炸的現代，我們每天同時接受很多刺激，但我們只會對其中一小部份

產生反應（蔡啟達，2012），因此「人類學習的首要工作就是如何專注與選擇訊

息」（fandon POWER BY wikia 社區中心，2016）。蘇岱崙指出「一般而言，十

二歲能維持專注的時間為十四分左右」（引自李淑菁，2015），因此這 14 分鐘如

何讓學生將注意力集中在教材上是學生學習的重要關鍵。 

接受訊息時，Carifio 指出人們的感官會先產生注意和知覺，並主動選擇甚至

操縱環境，從而獲得知識。而訊息處理時，譯碼是雙向的，輸入的過程稱為編碼，

編碼後的訊息儲存在記憶中；透過檢索將記憶輸出的譯碼過程是反方向的稱為解

碼，解碼後的訊息會由行為產生反應（引自方吉正，2003）。而且「人類靠短期

記憶學習，長期記憶只負責儲存，不負責新知識的學習」（蔡啟達，2012）。 

訊息處理理論指出，訊息處理不是直線前進，是前後交互作用的。而且常在

選擇性篩選中消失；組織良好的訊息較易被編碼進入短期記憶，但只能短暫停留

且只有神秘的 7+2 字元容量（方吉正，2003，頁 296）；認知心理學家也認為知

識是以基模形式儲存在人的記憶系統（教育部教育 Wiki，2014），人們對於與基

模一致的訊息有較佳的記憶（林東龍，2016）。編碼越好，學生越容易進行檢索，

反應出來的行為是專心和自律，提取越容易，學生思想越清晰，越能挑戰困難 

(East Tennessee State University,2017)。 

East Tennessee State University(2017)也提供—（1）注意力維持策略：10-15

分鐘休息一下換新活動、讓學生積極參與活動、明確告訴學生這很重要；（2）訊

息記憶策略：進行讓學生能積極進行思考的活動，如：小組討論、寫學習單、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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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測驗、1 分鐘論文或案例研究；鼓勵學生組織想法，如繪製圖表或概念大綱；

（3）組織訊息方便儲存和檢索策略：提供課程概述，如總結當天課堂大綱；隨時

映射概念，用簡易表格、線條或方框幫助學生瞭解概念間關係；明確指出新信息

和學生舊有概念關係，以上三種策略來幫助學生儲存和檢索訊息。 

由上述訊息處理理論的文獻分析，提醒研究者學生每天接觸到的訊息數量龐

大但多數在篩選中就消失，因此研究者在論文中運用了：(1)注意訊息策略—利用

鄉土事實圖片，具聲光效果的影片或動畫，吸引學生注意訊息；(2)注意力分配與

維持策略—讓學生默念學習材料，並標上行數；播放單節課教學重點 PPT，讓學

生用便利貼黏課本上方；提醒學生教材播放中會有「挑戰題」需專心看；利用「暫

停、重放播放、分段播放」讓學生專注；(3)穿插「挑戰題」、「想一想」或「教師

提問」；字體變化讓學生注意力持續；訊息的編碼和提取策略的能力培養—寫概念

圖學習單或抄寫筆記，幫助學生組織概念；運用部分複述(cumulative rehearsal)技

巧—如運用「挑戰題」回答教材中呈現的某個刺激物的正確答案和運用「想一想」

的兩難問題讓學生能透過討論思緒更加清晰等，以上三種訊息處理策略，希望達

成研究目的。 

(二)社會學習理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 

在社會學習理論出現之前，人們多數將表現認為是學習程度的指標。Bandura

的社會學習理論則認為「學習是將獲得的符號表徵(representational systems)，以視

覺或語文的符碼保留在記憶中，它們可以成為日後行動的指導方針」（引自邱上

真，2003）。Bandura 重視透過觀察、模仿與示範而發生在社會情境中的學習（引

自邱上真，2003）。他認為「學習不一定要經由嘗試錯誤，人們只要透過觀察別

人的行為以及此行為所獲致的後果，學習即可產生」，像此種學習方式稱之為「替

代學習」(vicarious learning) （引自邱上真，2003）。例如：幼兒見到別的孩子因

看牙醫而恐懼啼哭（直接經驗），他只靠觀察就會學到對看牙齒表現恐懼啼哭（間

接經驗） 

由於學習不一定要經由嘗試錯誤，所以 Bandura 強調「楷模學習」，認為透

過下列三種有組織的刺激，能幫助觀察者取得並運用環境事件所傳達的主要訊息

（引自瑪格麗特·格雷德勒著；吳幸宜譯，2010，頁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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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真實楷模：能跟個體直接接觸的人，如家人、老師等，提供個體日常

生活之社會與工作情境的訊息； 

2.符號楷模(symbolic modle)：根據 Bandura的一項報告，現今社會裡，

大眾傳播媒體是行為楷模的最重要來源，也就是符號楷模已經取代學生

透過直接經驗親自瞭解世界的地位；吳翠珍（2009，頁 2）在《2009 年

全國兒童媒體使用調查報告》研究中也指出：「內政部兒童局在 2005

年的調查報告中發現，學齡兒童休閒活動訊息來源是以電視、廣播媒體

最高佔 58.3%，報章雜誌，僅佔 26.47%。電視對民眾需求越來越重要。」

個體從電視中獲得超出其日常生活範圍以外的社會訊息； 

3.語文敘述或教學：非表現式楷模，例如裝配物件的說明書。 

社會學習理論者也認為受到「學習者內在心理需求和認知能力」的影響，學

習者會產生以下的四種型態的模仿學習行為（蔡啟達，2012，頁 50）： 

1.直接模仿—人類生活基本社會技能，如幼兒學習說話與寫字； 

2.直接模仿—學習者綜合多次經驗而形成自己的行為，如兒童觀察到爸

爸踩在梯子上修電燈，再看到媽媽踩在高凳上擦窗戶，他可能學到踩在

高凳上拿取書架上的書； 

3.象徵模仿—模仿楷模的性格或行為所代表的意義，如觀賞影片就是希

望兒童能象徵模仿英雄人物在行為背後所隱含的勇敢、智慧等正向行為； 

4.抽象模仿—學到的是抽象的原則，如學生從教師對數學的解題講解

中，學到解題原則。 

Bandura 還指出模仿學習絕非機械式反應（Halu7261，2010），「個體習得

行為之內在符碼後，並不一定會表現出來」，不過在「適當的誘因下，觀察者就

會表現出該行為」（引自瑪格麗特·格雷德勒著；吳幸宜譯，2010）。而且，在同

樣的學習情境過程，學生未必都能學到相同的學習行為，所以教師在應該瞭解中

間可能產生的落差，並先預先想好因應對策，才能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效果（蔡

啟達，2012）。 

Bandura 也以幼兒為受試者，驗證「中介歷程」對學生的影響，結果發現幼

兒目睹暴力不會直接抄襲成人動作，而是各自表現自己的攻擊行為，（Halu7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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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所以教師必須慎選教學媒材。王小棣也曾提到，「如果電視劇拍得好一

點，自殺的人將會知道，人生的艱難不只你我會遇到」（馬岳琳，2008），由此

可見大眾傳播媒體在現今社會的影響力。 

綜上分析可知，21 世紀是數位媒體新科技時代，研究者的多媒體鄉土教材融

入社會課堂的教學法，即是希望透過 Bandura 中所提的多媒體融入教學本身是一

種酬賞，讓學生進行象徵的模仿學習，從而釐清自我價值，並見賢思齊，達到社

會結合鄉土教育所欲達成的情意或行為目標。 

而 Bandura 中介歷程實驗讓研究者皆選用公視和出版社之影片，並先刪掉血

腥、色情等不宜處；鄉土圖片或文字要求客觀不擅改歷史，避免學生價值觀扭曲。 

不僅如此，研究者更注意「即使在同樣的學習情境脈絡下，不同的學習者未

必能學到相同的學習行為」，所以研究者重視透過討論或寫學習單，讓學生將習

得但潛藏的想法發表出來，視其狀況進行概念澄清。 

(三)戴爾(Edgar Dale)的經驗金字塔理論(The Cone of Experience) 

20 世紀 40 年代後廣大教育工作者對媒體的使用方法及效果等進行研究，從

而總結一套視聽教育法，並提出相應的理論依據，如戴爾的「經驗之塔」理論

（MBAlib 智庫‧百科，2106）。 

美國學者戴爾(Edgar Dale)將媒體與人類學習所得經驗依照抽象程度分為動

手做的經驗、觀察中的經驗和抽象的經驗等三大類，並繪成「經驗的金字塔」如

圖 2-1 所示。 

透過圖 2-1 可以發現戴爾認為人們可以透過經驗、觀察、抽象符號三種途徑

來學習，而且「有效的學習之路，必須充滿具體經驗。教育的最大失敗，在使學

生記住很多規則和概念，卻沒有具體經驗支撐」（MBAlib 智庫‧百科，2106）。 因

此，如果學校老師能應用金字塔中間的電影、電視等工具，將抽象事物具體化，

提供「替代性經驗」，將能協助學生擁有較多的具體經驗。但是他也強調教育不

能只教具體經驗，而是要向純符號的抽象經驗發展，因為概念是獲得知識與拓展

智力最經濟且最有效率的思想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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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戴爾博士的經驗金字塔。取自國家教育視聽教育資料館，教育部，2016。 

針對戴爾對這三種學習經驗的看法，周舜欽（2013）亦提出了「透過經驗學

到的東西印象最深刻，但沒效率、付出的成本最大；透過閱讀沒有實際操作的深

刻，但十分划算。至於觀察學習的效果與效率介於兩者之間。」 

綜合以上針對經驗金字塔理論的分析，研究者將「沒有具體經驗做支柱，學

習容易失敗；教育不能只教具體經驗，學習是為了幫助學生形成概念；影視教材

能提供具象或替代性經驗幫助學生形成概念；影視教材是「搭橋」的輔助角色，

而不是主要角色」以上四點經驗金字塔的理念，運用在自己的研究中。 

(四)Mayer 多媒體學習認知理論(generative theory of multimedia learning) 

美國心理學家 Mayer 提出多媒體學習衍生理論，此理論指出學習當中同一時

間每種管道的處理過程有一定認知容量限制，同時塞入太多訊息並不會增加學習

成效；而且人們必須主動將認知過程建立連結，才能發生有意義的學習的論點（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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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陳光勳，2012）。 

而且多媒體教學設計時如果能注意以下十三點教學設計原則，將可以減少外

在認知負荷，並有助於提升學習者的學習成效（引自陳光勳，2012，頁 4）： 

1.多媒體原則—文字加圖像比純文字呈現，效果較好； 

2.空間鄰近原則—教材中相對應的文字與圖像接近，效果較好； 

3.時間鄰近原則—相關的文字敘述及圖像動畫同時呈現，效果較好； 

4.ㄧ致性連貫原則—排除與主題不相關的內容，效果較好； 

5.形式原則—「動畫＋旁白」的呈現效果較好； 

6.多餘原則—「動畫＋旁白」比「動畫＋旁白＋文字」效果較好； 

7.個別差異原則—高空間能力者學習者比低空間能力者，效果較好； 

8.個人化原則—「口語化」的方式比「形式化」效果較好； 

9.互動原則—學習者可以控制教材呈現的步調，效果較好； 

10.信號原則—強調教材內容與重點的提示，效果較好； 

11.分片段原則—教材分割成數個小片段，效果較好； 

12.聲音原則—「人聲」旁白比「模擬人工合音」有效果； 

13.圖像原則—出現演講者的圖像，學習效果不一定會提高。 

由 Mayer 多媒體學習認知理論文獻分析中，提醒研究者多媒體教材應該要注

意「不是提供更多的訊息和功能，而在提供重要與必要的訊息與功能」，「連貫

性原則、冗餘原則、空間接近原則」將可減少過度負荷，若「教材呈現語文與非

語文的雙重刺激，記憶就更加深刻」。研究者亦希望透過影片的影音聲光效果，

幫助視覺型或聽覺型或兩者皆有的不同學習型態的學生，多一些讓外部傳入的訊

息能被選擇進入長期記憶的機會，因此研究者將如圖 2-2 的多媒體呈現原則，融

入自己的多媒體教學法中希望藉此增進教師教學成效與學生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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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一開始先播放一張單元目標核心概念之

鄉土事實圖片，教師提問讓學生回想經驗，

引起動機。 

多媒體教材觀賞前先讓學生默念學習材料，

並標上行數，再來播放單節課重點 PPT，讓

學生用便利貼黏在課本上方 

事先訓練原則 

讓學生將課本打開到相對應的課本頁面，播放影

片或動畫。 

空間鄰近原則 

鄉土教材影片剪裁為每 6 分鐘一段，並透過「挑

戰題」進行內容提問，瞭解學習情形 分片段原則 

呈現時會在重點訊息時在畫面以「突顯標題」—

字體變大與「強調關鍵訊息」—畫底線呈現。 信號原則 

圖 2-2  本研究採用之多媒體教材呈現原則模式圖 

二、多媒體教材融入教學的特性 

以下研究者將就多媒體融入教學之意義、功能、注意事項等相關特性進行分

析，以做為發展本研究之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社會領域教學實施策略之參考。 

(一)多媒體教材融入教學之意涵及目的 

「多媒體教學」是近年來不斷被強調的其中一種教學教法，因此如何將視聽

媒體教材融入課程中，一直是許多授課者試圖努力的方向。影片或動畫是多媒體

之一，也是研究者在本研究中所使用的多媒體教材裡最大的元素，因此在針對多

媒體融入教學之意涵進行定義時，影片融入教學的意涵研究者亦包含其中。表 4 

即是研究者將國內學者有關多媒體教材融入教學的定義，加以整理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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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國內學者多媒體教材融入教學的定義分析表 

學者及其年代 多媒體教材融入教學定義 

程惠玉（2010） 

媒體融入教學，係以系列數位教學影片做為教學輔助工具，透過影

片內容、人物、影像和聲光效果，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讓學習更

有成效。 

葉俊緯（2010） 

影片融入教學是指教師為了達成特定教學目標，慎選適宜的影片媒

材，具體呈現特定學習知識或抽象難解的概念，獲得更具體直接的

學習經驗接著運用學習策略與活動，讓學生在認知上理解影片所呈

現的知識，情感上認同影片所呈現的觀點，使其能進行有意義的學

習。 

蔡秀紋（2010） 

影片教學是一種同時結合了影視文本、傳播媒體及教師引導討論的

教學方式，是一種成效快速、資源豐富的學習方法。授課過程中，

學習者經由視覺及聽覺的雙重刺激，學習意願、學習效果更為集

中，從而達到教師預期的教學目標。 

張欣怡（2014） 
多媒體教學是一種以數位化的方式呈現教學內容，藉由提供學習者

多重感官的刺激，激發學習者的學習興趣的教學途徑與方法。  

李佳蓉（2015） 

影片融入教學是教師依據事先規劃的教學目標，選取具快節奏、生

動與娛樂性等能提升學習興趣、符合學生經驗的影片，尤其是能具

體呈現教學所需真實情境或特定知識的影片，老師再運用教學策略

與活動安排，讓學生化抽象為具體易懂知識，提升教學成效。 

黃美芳（2015） 

老師先講述課本的文字內容，再播放課本內容的歷史影片，讓學生

不再單靠課本冷硬的文字和老師口語上講故事的功力去憑空想像

這些歷史事件，而是重現整個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讓學生利用視

覺、聽覺感受去「體驗」，除了增強歷史知識的學習，還能達到情

意層次的發揮。 

綜合表 4 國內研究者對於多媒體教材融入教學的看法，研究者認為「多媒體

教材融入教學」是教師為達到教學目標，考量學生的先備知識與教材資源後，選

擇能提升學習興趣，又能具體呈現情境與抽象概念的媒體，融入課堂教學提供學

生替代模仿的學習；並搭配教師的教學策略幫助學生進行有意義的學習。 

(二)多媒體應用在鄉土教材融入社會學習領域的必要性與優點 

1.鄉土教材數位化是必然趨勢 

我國的國民基本教育已由九年延長至十二年，教育部以九年一貫課程為基礎

進行課程改革，期望能夠強化學生擁有面對未來社會變遷的能力。而和人及環境

關係密切的社會學習領域，教材須隨時因應時代變遷增加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的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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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如長照、多元成婚的議題；加上社會科容易受到政治因素與意識形態影響，

如再增加社會教材的不安定因素，更是增加社會課備課的困難，因此需要找到有

效協助老師面對隨時變化的教材，又能達到預定的課程目標的備課方法。 

曾素玉（2012）透過研究指出發展鄉土史地補充教材融入社會學習領域課程，

能減輕教師融入鄉土史地教學的備課壓力。薛清江（2010）亦指出如果授課教師

所面臨的教學環境已經無法依循傳統的講授方式來進行，那麼，多媒體的融入方

式，就是一個不錯的說故事方式，仍然可以把自己所要堅持訴說的版本展示出來。

「影片媒材隨手可得，實用性高」（李佳蓉，2015）。而且 21 世紀數位媒體對兒

童佈下天羅地網，是影響學生「社會化」學習活動的「第二課程」（吳翠珍，2009）。 

影片教學「授課品質穩定、能降低長期成本，因此學習成效較書面的紙本資

料佳」（鍾昌宏、王國華，2015）。而且利用微軟 PowerPoint 程式結合 Visual Basic 

for Applications 和 Excel 程式，就能製作出一系列的互動式投影片教材範本檔（林

佳漢，2016），讓作者也想試試自己是否能運用微軟 PowerPoint 程式編輯出能讓

老師隨時備課，並能幫助學生增加知識深度與廣度的互動式鄉土教材範本檔。 

2.融入多媒體能突破時空限制 

透過研究者針對社會課本圖片分析，社會課本中的圖片不足導致社會抽象概

念增加。多媒體教材能將教學內容轉化為「具象的、有趣的、可觀察、可聽的動

態影片」，能激發「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及興趣」（王嬿惠、羅承浤、鮑惟豪、謝

秉叡，2011）。影片融入教學能「突破時空的限制」、「可進行典範學習」、「影

片媒材隨手可得，實用性高」（李佳蓉，2015）。 

「平面的二維傳統教材無法具體呈現的課程內容，可以利用多媒體教學真

實、具體地模擬出來，以彌補常規教學的不足」（辜郁雯，2008）。郭怡君（2016）

在研究中發現「影片能輕鬆地帶領學生抵達教材描述的重點實境，讓人身歷其境

去感受，也能強化知識的深度和廣度」。鍾昌宏、王國華（2015）也指出影片可

以提供多重表徵、將抽象的概念具體呈現、提供學習情境、資料豐富多元。 

由於這些多媒體的特性與優點，可以幫助研究者在社會課堂教學時，幫助學

生「跨越時空，代替實地參訪，重塑時代記憶」。 

3.融入多媒體能幫助學生理解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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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級的社會課堂已經逐漸導入家鄉的歷史，可惜目前國小社會教科書教材

礙於篇幅，所形塑的是一種經過再詮釋、再選擇、再重組的歷史記憶（林初梅，

2010），歷史教學最重視的證據也常有缺漏或帶有偏見（楊恩慈，2015），學生

在無法獲得過去直接經驗的情況下，和教材之間存在著距離，導致學生覺得教材

遙不可及、敬而遠之（游政男，2004）。 

何培夫（1989，頁 37）指出歷史要銜合傳統與現代才有意義，文化要落實生

活才有價值。但目前我國國小社會教科書編寫不夠生活化，採用百科全書般的說

明文體堆砌概念（楊恩慈，2015），使得教科書的文字不多，但是概念太多，兒

童不容易瞭解事件間的邏輯關係。而出版商發現問題不是將教材生活化，反而將

課文內容更精簡，結果問題更是雪上加霜（楊恩慈，2015）。教師在不易建立鷹

架予以銜接的況狀下，最終導致學生對社會冷漠（游政男，2004）。 

學生在傳統講述教學中敗下陣來，影片能夠讓學生在嚴肅的歷史教學中感受

具體時代氛圍（廖羽晨，2012）。歷史科是一門適合科技化教學的學科（王姎稜，

2014），方永泉也認為相較於聆聽教師口述之語言，或是閱讀文字書籍，電影提

供的具體形象，能夠幫助學生透過觀察，輕易理解抽象的概念。而且電影提供學

生和同儕有共同起點，能有效討論與對話的機會（引自鄭亞盈、林麗芳，2016）。 

學習歷史時，傳統課程僅有文字與部分圖片的授課內容，非主科學生學習起

來較為吃力（王文景，2008），透過影視教材能使嚴肅的教材如「威權政治」的

認識與時代氛圍的感受更具體（洪慧霖，2012），並避免學生受教科書文字所制

約，認識到較廣闊且多元的歷史（廖羽晨，2012）。運用媒體輔助高中歷史科教

學，確實能提昇教學品質、塑造教學情境、增進學生學習成效（王章娟，2003）。

透過影視文本的觀看，學生能對他人經歷感同身受，並對過往歷史記述產生興趣

與同理心（洪筱婷，2016）。 

所以研究者認為孩子會對歷史教材的學習覺得困難與冷漠，代表教材有著重

新解構再重新編寫的必要性。正好教學實驗的第一單元「飲水思源」是屬於歷史

教材，因此研究者自編的多媒體鄉土教材「話說麻豆」，採用說故事的傳記體方

式和學生的生活串聯，並利用影片補充具體化的經驗讓學生身歷其境，希望學生

在學習後，多了對教材的理解，幫助他對社會抽象概念的學習，就能有判斷能力

去思索當時人們如何應對他的人生課題，並和同儕有共同的起點，能有效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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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對話的，自然能拉近與教材的距離，如此就能避免生受教科書文字所制約，眼

界和想法更多元。 

4.融入多媒體能找回學生學習動機 

研究者在 105 年 12 月 17 日利用"鄉土教材融入" and "社會"(精準)；關鍵字在

「全國碩博士論文知識系統」進行檢索結果共得到" 54 筆"資料，再細部分析只有

8 筆是利用自編鄉土教材融入社會學習領域之論文研究，而這 8 篇中只有陳建和

（2014）和楊馥甄（2014）2 篇研究表示可以鄉土自編教材融入社會學習領域能

提升學生學習興趣，讓研究者十分訝異，研究者產生了大疑問，再針對這幾篇論

文進行探討，或許正如謝素君（2007）所提的「講述法為主的教學策略，無法落

實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教學實踐；考試領導教學與智育第一的觀念，導致學生對

鄉土教材融入教學並不熱衷。」 

但是研究者希望自己的鄉土自編教材能夠藉由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劉盛年

（2011）透過研究指出合適的影片能帶給人美的感受，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黃

郁涵（2008）發現影片教學，透過多種軟體變化教學可以有推陳出新的效果，能

提高學習興趣；王章娟（2003）也指出運用媒體輔助高中歷史科教學，能增進學

生學習興趣，這 3 篇多媒體教材融入教學能提升學生學習興趣的研究，讓研究者

深信將多媒體應用在鄉土教材融入社會課堂，一定能找回學生的學習動機。 

5.融入多媒體能找回鄉土認同與學習成效 

研究者欲教學實驗的對象是國小學生從四年級學生，由於此時有些學生因為

學習成效不佳而開始放棄努力，對學習的觀念與動機逐漸開始分化，開始不願挑

戰困難，如此一來麻豆區的鄉土傳承將有困難，因此研究者希望透過鄉土自編教

材融入社會課堂進行實驗。 

黃雅惠（2005）指出「使用改編教材學生，鄉土性學習成效顯著優於使用原

教材學生，但通則學習成效方面，兩組學生則無顯著差異」；楊淑美（2016）發

現資訊結合社區資源有助於提升學童的鄉土認同；楊馥甄（2014）發現教師結合

學生生活空間將鄉土知能融入教學課程，可以增進學生的鄉土認知和愛鄉情意；

曾素玉（2012）發現「自編鄉土史地補充教材融入社會教學，除增進學生的鄉土

知能，涵養愛鄉情意外，還能間接影響學生周邊的人，教材具可行性」。蘇美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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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透過鄉土自編教材與資訊媒體融合融入四年級社會領域鄉土教學，發現

對學生鄉土知識的立即學習成效、與學習保留成效顯著優於講述教學法。 

劉家豪（2015）發現：使用探究式全景導覽系統對學習成就並無顯著影響；

未特別提升學生的鄉土認同感；未能特別提升學生的學習滿意度。 

張培菁（2014）在研究中發現：採用行動載具應用於學校本位課程教學的實

驗班學童，鄉土知識學習之立即成效與保留成效均優於未使用行動載具的控制

班；學生意見調查中發現 90%以上的學童對於行動載具使用於學科教學有高度的

期待。 

綜合上述分析，研究者發現透過鄉土自編教材融入教學增加鄉土認同部分有

3 篇（曾素玉，2012；楊淑美，2016；楊馥甄，2014）能增加；有 1 篇（劉家豪，

2015）不能。增加鄉土知識部分有 5 篇（張培菁，2014；曾素玉，2012；黃雅惠，

2005；楊馥甄，2014；蘇美惠，2008）；不能有 1 篇（劉家豪，2015）。對課程

有九成以上期待是張培菁（2014）；未能特別提升學習滿意度是劉家豪（2015）。 

(三)多媒體教材的使用時機及運用的原則 

在學習開始，使用媒體教材來引起注意與興趣，進而引發學習動機，是使用

媒體教材的最好時機，也才能發揮媒體教材的最大功能（伍優肇，2011）。而且

展示的內容必須能增進學生的認知理解，才能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並增進教學

成效（張國恩，2008）。例如利用媒體教材來進行探究教學，只要呈現現象就好

了，其他交給學生自己發現，除非學生無法提出自己的見解，老師才需要給予引

導（伍優肇，2011）。多媒體教材融入教學更需要注意的是，倘若學生的學習印

象僅停留在影像之中而無法有深刻的成長與反省，或是教師被多媒體拖著走而失

去主導權，都不是正確使用的方式（薛清江，2010）。 

廖羽晨（2012）還提到利用影視輔助歷史教學教師需要將影片視為另類的「歷

史文本」來研究；還必須注意影像重現歷史的虛構與分析創作者的詮釋立場，幫

助學生瞭解影視史學作為理解歷史的侷限性（洪慧霖，2012）。 

李佳蓉（2015）也提醒教師需要注意：「影片挑選需符合教學目標、學生經

驗；避免影片其他元素，造成學習干擾；教學前教師必須挑片與分析；影片融入

教學時，教師除了要呈現完整的影片內容，播放後也要預留時間討論與統整重點，

如能搭配其他教學活動會更理想，因此在時間的控制上備感壓力；為了影片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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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能順利，老師必須熟悉設備操作，教室也需要有足夠的軟硬體設備；而基於

智慧財產權，教師採用校方採購之公播版本，或以分段的方式播放影片，才能合

法的將影片運用於教學或研究用途上。」 

廖羽晨（2012）還指出教學者和學習者在課程進行中善用默契引導學生進行

討論，幫助他們理解、思考影片背後的真正涵義是多媒體教學相當重要的；而且

配合影片內容所設計的學習單要適量，設計太多反而引起學生的反感。 

而且教師若不能將學習目標提升至高階的論證學習，還是讓學習的面向停留

在低階的認知，甚至用看影片代替教師講述，那麼影片教學將變成「數位化填鴨

的精熟學習」（鍾昌宏、王國華，2015）。 

針對上述對於多媒體教材使用時機及運用原則，研究者歸納—（1）事前準備

時間較長，需要提前備課；（2）多媒體要符合教育目標，並考量學生先備知識；（3）

影片要與教科書結合，並引導學生往正確的方向思考；（4）配合的學習單、影片

文字補充資料、老師之個人見解不要太多，以免造成學生知識的侷限，反而困住

了學生多元思考的能力；（5）幫助學生了解影像中歷史的虛構部分與分析創作者

的詮釋角度；（6）教學時間不易掌控，老師須事先熟練設備和教學步驟，才能使

教學順暢等以上六點注意事項。 

(四)多媒體的選用類型和融入教材的注意事項 

薛清江（2010）指出在 21 世紀的今天，假設一位教師已無法採用傳統演講的

授課方式來吸引學生學習，他至少還有靜態的圖片、剪報、網路圖片或投影片底

圖；紀錄片或劇情片；電影或影集；網路媒體或電視廣告；自行撰寫腳本拍攝的

輔助教材等五種多媒體類型可以使用。 

而且陳登武（2009）也指出輔助教材的重點是如何與教科書結合、如何詮釋

影像，引導學生進行歷史思維，影片類型並不重要。 

薛清江（2011）還提到教師在選擇多媒體時要注意以下五點：（1）回歸課程

主題與教學目標來思考，而且教材融入多媒體，要注意選擇能凸顯主題的投影片

底圖多媒體—加深學生的注意力和印象及強調重點；（2）善用個人生活經驗來作

為實例解說—學生才能理解；（3）善用電影中跟哲學有關的主題—如能跟哲學經

典文本對照，幫助學生對於哲學「問題意識」的掌握，還能與課程主題緊密結合；

（4）重組日劇和影集—較貼近學生生活情境，投影片放映時要加上說明；（5）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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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大量相關廣告、新聞集錦—適合習慣片段性、跳躍無厘頭式思考的現代青年學

子，還與現實社會情境同步。 

時代進步，資訊進步迅速，多媒體的資源如此豐富和多元，如何篩選是一大

難題，綜合上述文獻分析，研究者參考陳添球提出的二種方法，自編多媒體鄉土

教材的流程如圖 2-3 說明。 

圖 2-3  研究者自編多媒體鄉土教材編製流程 

(五)多媒體組合方式的實證研究 

心理學家研究也發現：「人類在 8 歲前的聽覺記憶重現率較高，9 歲以後則

是視覺記憶的重現率偏高」，要把想記住的事物轉成眼睛看得到的影像，需要印

在腦海裡（引自楊乃冬，2016）。Clark 和 Starr 根據研究也提出學生的記憶量因

刺激不同也會有以下的差異（引自林寶山，1990，頁 193）：  

1.記住「讀」到」的百分之十； 

2.記住「聽」到」的百分之二十； 

3.記住「看到」的百分之三十； 

4.記住「聽到及看到」的百分之五十； 

5.記住「說過」的話的百分之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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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記住「說過並做過」的百分之九十。 

郭怡君（2016）亦提到「影片」可以同時提供視覺與聽覺雙重組合的效果，

所以學生接受訊息時會比直接閱讀文字來得容易，同時，影片也是具象的，比教

師將教材以口語將文字內容傳達給學生更有效率，因此無須再經由聲音轉換成圖

形的程序。所以，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如果多提供一些視覺及聽覺刺激，將有助

於學習，多媒體教材即是具備能「聽到和看到」的選擇之一。透過 PowerPoint 電

腦簡報為媒介，結合文字、圖片、影像及動畫，融入國文教學對不同學習水平學

生學習成效影響顯著（江美純，2014）。 

綜上所述可以發現，不同的多媒體組合會對學生的學習有相當大的影響，研

究者將透過圖像（影片、動畫和圖片）和文字（聲音、字幕）雙重管道呈現教材，

圖像媒材以鄉土教材影片為主、動畫次之、圖片最少，並以旁白搭配為主、字幕

為主，語言則以國語和閩南語為主，亦會配合祖先移民的介紹時搭配少量的平埔

語、客家語等。 

而且研究者利用多媒體融入教學是透過聽覺及視覺的雙重刺激進行教學，學

生能記住所「聽到和看到」的百分之五十；研究者在影片觀賞時有搭配學習單讓

學生寫，學生能記住所「做到」的百分之七十；結束之後則讓學生進行討論分享，

學生能記住所「聽到和看到」的百分之九十達到研究者欲以多媒體提升社會領域

學習成效的目標。 

三、教學法運用對社會學習成效之實證研究分析 

(一)講述教學法的意義 

講述教學法(didactic instruction)為古今中外教學時常用的方法，其一般型態為

教師在上課時以講述為主，並配以表情與動作，以某一特定主題為中心，作有系

統、有組織的口頭教學，亦可稱為講演法(lecture)。課堂中遇到重要的或難解的字

詞，教師會利用板書以喚起注意。教學時整個的氣氛是注重教師講演，學生聽或

同時筆記注重觀念與知識的傳授（林寶山，1990）。 

(二)講述教學法在社會課堂的應用 

林寶山（1990）指出講述教學法運用在社會學習領域教學的優點有「節省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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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時間；能直接傳授學生完整知識；能在黑板直接展現較廣泛有趣的教材；適合

基礎學科和概念的學習；介紹新單元時先讓學生有整體性的認識；能隨時以口語

補充遺漏的教材；課程結束前有系統的歸納或複習課程內容；大班教學時最經濟

有效；學生能由教師講述中養成評鑑能力」等以上優點。 

但是林寶山（1990，頁 193）也指出講述教學法在社會學習領域教學也有以

下的缺點與限制，教師在使用時需要留意。 

1.以教師為中心，易養成學生被動聽講、靜態、消極的習慣和態度； 

2.不能提供學生主動探究學習的經驗； 

3.方式缺乏變化、時間過長，學生易失去興趣與注意力； 

4.不易長期保留，只能記得「聽到」的百分之二十記憶力； 

5.抽象概念和時空背景的變遷歷史無法由口述讓學生有感受； 

6.老師知識的偏見則學生的附學習會有所偏頗； 

7.重認知，少情意和技能教學，導致學生會考試但不會做事、沒有感受。 

由上述分析，可以瞭解講述教學法，並非有著能快速且完整幫助學生瞭解教

材重點，適合概念的教學，而且有教學時間較易掌握之優點；但易使學生被動學

習、不會做事、缺乏感受與知識不易長期保留等缺點。 

(三)多媒體教材融入教學在社會領域的應用 

研究者綜合第二章的文獻分析，發現多媒體教材融入社會領域教學有以下七

點的功用：能提升記憶力—是透過聽覺及視覺的雙重刺激，學生能記住所「聽到

和看到」的百分之五十；穿越時空，抽象知識具象化—能夠在短時間濃縮不同時

代的歷史或故事；聲光俱佳的視覺效果，能引起學生學習動機與期待；由影片畫

面鋪陳得到情意方面的楷模學習；講述方式由單向互動變成雙向互動；人人需參

與討論，有挑戰性；開啟多元文化的學習。 

但是雖然多媒體教材融入教學有諸多好處，也有教學內容重要概念不容易顯

現；大班教學教學時間不容易掌控；教學事前準備時間較長；學生容易看過卻抓

不到重點等以上四點的使用限制。 

透過上述優缺點的論述，研究者將研究中所使用的多媒體教材功能定位為希

望透過科技媒體克服講述教學的缺點與限制，是教學手段而非教學目的，因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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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講述教學的優點克服媒體科技融入教學的缺點。因此在此認知下研究者結合

使用的理論，發展出如圖 2-4 的「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社會教學的教學流程」。 

 

圖 2-4  研究者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社會學習領域教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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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還希望透過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教學的教學策略發揮圖 2-5 的功能。 

圖 2-5  本研究之多媒體教材融入教學目的 

(四)多媒體教材融入教學法與講述教學法提升學習成效之實證研究分析 

在今日科技發達的年代，教學媒體是一項輔助教學的重要工具，常用以融入

課堂教學而進行研究。而因為科技進步資訊科技融入社會科的研究很多，但研究

者之研究是以多媒體和影片為主體，所以實務研究方面便以多媒體或影片融入教

學法與講述教學法之運用在實務研究探討分析為主要分析內容如表 5。 

表 5 

多媒體教材融入教學與講述教學學習成效之實證分析表 

研究者及其

年代 

研究題目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鍾明娟

（2009） 

資訊融入國中地理科教學之學習成

效-以「人口」與「第一級產業」單

元為例 

七年級學

生 

電腦簡報設計，融入國中地理科「人口」與

「第一級產業」單元教學顯著能提升學生學

習成效。 

辛武震

（2010） 

運用Big6技能於國小六年級自然與

生活科技領域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之研究—以「熱、資源與環保」為

例 

六年級學

生 

實驗組立即後測學習成效顯著優於控制組。

實驗組不同能力水準學生立即後測效果會因

教學方法的不同而有差異。 

（接下頁）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yafkb/search?q=auc=%22%E8%BE%9B%E6%AD%A6%E9%9C%87%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yafkb/search?q=auc=%22%E8%BE%9B%E6%AD%A6%E9%9C%87%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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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續） 

研究者及

其年代 

研究題目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呂嘉凌

（2012） 

資訊融入國中歷史科教學之研

究－以高雄市道明中學為例 

八年級學

生 

學生接受自編講義及資訊教材融合廠商電子光碟

融入歷史科教學後學習成效表現較佳 

傅晨萍

（2012） 

資訊科技融入國中地理科之教

學成效之研究-以「水文」與「生

態特徵與環境問題」單元為例 

七年級學

生 

教學方法與能力水準在地理科學習成就測驗並無

顯著交互作用；不同能力水準的學生在地理科學

習成就後測驗有顯著性差異存在；接受不同教學

方法的學生，在地理學習成就後測驗具有顯著性

差異；相同能力水準學生，在接受不同教學方法，

後測驗分數有部分顯著差異。 

鄭力維

（2012） 

多媒體教學融入國小四年級社

會科學習成效之研究 

四年級學

生 

實驗組學生在的後測成績，明顯高於控制組學

生；且不同教學方法與不同學習能力沒有顯著交

互作用。 

張雅媚

（2014） 

影片教學對學生的社會領域學

習動機、態度及成效之影響―

以國小五年級為例 

五年級學

生 

學習成效後測方面，沒有明顯高於「傳統講述教

學」。 

王姎稜

（2014） 

科技化教學導入國中歷史課程

對學習成效與學習滿意度之研

究─以台灣史《日治時期的政

治、經濟、社會》單元為例 

七年級學

生 

實驗班的「高分組」學生在教學介入後沒有明顯

差異；「中、低分組」有顯著差異。 

 

宋岳霖

（2016） 

電子教科書融入國中社會學習

領域地理科教學之學習成效評

估-以「中國南部區域」單元為

例 

八年級學

生 

接受電子教科書教學的學生，其學習成就優於傳

統講述教學者；對不同能力水準分組學生而言，

僅中分組學生有顯著正面幫助。 

莊瓊瑩

（2016） 

影片融入教學對學習動機與學

習成效之研究-以國小六年級

社會學習領域為例 

六年級學

生 

實驗班學習成效明顯優於控制班；低成就學生在

不同的教學設計，對社會領域學習有顯著差異 

廖婉茜

（2016） 

多媒體教學模式運用於國中地

理科學習成效之研究-以苗栗

縣某國中為例 

八年級學

生 

實驗班與控制班地理科的學習成效有顯著的差

異。對於不同學習水平的學生在地理科的學習成

效有顯著的差異。 

蕭美緣

（2016） 

數位學習對國小社會科學學習

成效之研究 

中年級學

生 

教學後，實驗班學習成效優於控制班。 

綜合上方分析，研究者有以下三點發現： 

1.多媒體教材融入四年級社會領域的實證研究不多，尚有研究以臻完善

之空間，且研究者和鄭力維（2012）使用的媒材多媒體電子教科書並不

相同，研究地區也不同。 

2.實證研究中能顯著提升立即或後測等學習成效有 9 篇（辛武震，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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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岳霖、莊瓊瑩、廖婉茜，蕭美緣，2016；呂嘉凌，2012； 趙秀琴，2011；

鄭力維，2012；鍾明娟，2009）；不顯著有 1 篇（張雅媚，2014）。 

3.實證研究中對提升不同能力水準的學習成效部分則是— 

高能力組教學介入後 1 篇有顯著差異：八年級地理（廖婉茜，2016）；4 篇沒

有顯著差異：六年級社會（莊瓊瑩，2016），七年級歷史（王姎稜，2014），八年

級地理（宋岳霖，2016），八年級歷史（趙秀琴，2011）； 

中能力組教學介入後 4 篇有顯著差異的：七年級歷史（王姎稜，2014），八年

級地理（宋岳霖、廖婉茜，2016），八年級歷史的知識、理解方面立即後測（趙秀

琴，2011）；1 篇沒有顯著差異：六年級社會（莊瓊瑩，2016） 

低能力組教學介入後 4 篇有顯著差異：六年級社會（莊瓊瑩，2016），七年級

歷史（王姎稜，2014），八年級地理（廖婉茜，2016）；1 篇沒有顯著差異：八年

級地理（宋岳霖，2016） 

辛武震（2010）指出「實驗組中不同能力水準的學生立即後測效果和延宕後

測效果會因教學方法的不同而有差異」。 

綜合實證研究分析可知，多媒體教材融入教學能提升社會科學習成效的研究

佔多數，所以研究者欲使用多媒體鄉土教材來提升社會學習成效的決定是正確

的；而且研究者自編麻豆多媒體教材能協助教師透過日常教學傳承麻豆文化，所

以此篇研究是有價值。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yafkb/search?q=auc=%22%E8%B6%99%E7%A7%80%E7%90%B4%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yafkb/search?q=auc=%22%E8%B6%99%E7%A7%80%E7%90%B4%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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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為探討「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社會學習領域」對提升四年級學童

社會科學習成效的影響。以下就研究設計與架構、研究假設、研究場域與樣本、

研究方法、研究工具、教學設計與執行、資料處理與分析、研究程序等八個節次

詳加說明。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設計 

本節針對研究設計與研究架構說明如下：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目的在比較社會領域教學時，是否會因為運用「多媒體鄉土教材」融

入教學而對四年級學生的社會科學習成效產生影響。故採用準實驗研究法之「實

驗班控制班前後測設計」，以兩班學生為研究樣本，一班為實驗班，進行多媒體

鄉土教材融入社會學習領域教學；另一班為控制班，採用講述教學法，亦即未採

用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社會學習領域教學。並在進行實驗教學前，對兩組學生施

以「社會領域單元成就測驗」前測，瞭解學生在學習前的社會基本能力。 

正式實驗開始，兩班學生進行相同單元的社會學習領域教學，實驗班與控制

班每進行一個單元的實驗處理後一週內，都接受「社會領域單元成就測驗」後測。

教學實驗共有二個單元，二個單元的教學實驗結束後，並對實驗班進行多媒體鄉

土教材融入社會學習領域之教學意見調查問卷填寫。茲將本實驗設計的架構以圖

3-1 來表示研究變項之間的關係，並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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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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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變項 

自變項就是指兩種不同的學方法，以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教學的有無分成兩

組，實驗班接受「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教學」；控制班則採用「講述教學」。 

(二)依變項 

本研究的依變項是社會領域單元成就測驗後測，即指教學實驗後，實驗班和

控制班在研究者自編「單元成就測驗後測」得分的高低。 

(三)控制變項 

為了使研究設計更有效度，研究者針對會影響研究效度的因素加以控制，使

其對研究的影響降到最低。針對影響的變項及研究者控制這些的方式，說明如下： 

1.起點行為： 

兩班均為臺南市麻豆國小四年級學生，表 8 呈現本研究參與學童的基本資

料，從表 8 可知兩組學生在生理年齡、社會基本能力、學習經驗與家庭社經背景

大致相同，使得實驗能更具內在效度。另外，實驗對象四年丁班和四年丙班皆為

普通班級，可提高實驗效果之普遍性。 

2.教學者： 

研究者所屬學校之中年級社會皆由班級導師擔任教學。實驗班，由研究者擔

任教學者；控制班則由該班級任導師劉仲哲擔任教學者。教學者經歷簡述如表 6。 

表 6 

實驗班與控制班教學者經歷之比較 

項目/組別 年齡 教學年資 學校曾任/目前職務 學歷 

實驗班教學

者 
47 26 組長、級任導師 

花蓮師專、臺南師院

臺東大學教育學系課

程與教學研究所碩士

班二年級 

控制班教學

者 
50 29 組長、級任導師 

嘉義師專、臺南師院

臺南大學材料與科學

教學研究所碩士 

但因教學者不同，為排除教學實驗可能產生的誤差疑慮，在實驗實施前，二

位教學者先進行教學前的溝通、討論及每天放學後短暫溝通，達到控制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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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流程與授課節數的共識，以排除可能的誤差，因此對本實驗結果不至於造成

影響。 

3.研究期間的事件： 

本研究之教學實驗（不含前後測）實施時間為 2017 年 2 月 14 日~3 月 21 日，

共 6 週，因為這時正值學校舉辦運動會會前賽期間，為避免發生學校行事影響後

測測驗的情況，會先確定學校推展之重要行事、也會密集和劉仲哲老師確認彼此

教學進度，因此對本實驗結果不至於造成影響。 

4.教學內容： 

為避免教學內容影響研究結果，本研究所使用實驗班與控制班授課教材內容

都相同，都是 2017 年康軒版第四冊教科書第一單元「飲水思源」、第二單元「家

鄉的人口」和研究者參考「麻豆港街的歷史、族群與家族（林玉茹主編，2009）」、

「台南縣麻豆鎮耆老口述歷史紀錄（詹評仁主編，2002）」等多本文獻自編之麻

豆區多媒體鄉土教材「新、舊麻豆，攏是寶」（課程大綱見附錄 1）。並請本校

鄭佳韻老師、朱榮輝老師、林麗玲老師擔任鄉土教材專家。為避免教學誤差，研

究者會將多媒體鄉土教材教學簡報中之文字資料影印提供劉仲哲老師於教學時進

行搭配補充，對本實驗結果不至於造成太大影響。實驗班配合各單元教學所配合

之教學媒體，節錄如附錄 1 所示。 

5.授課節數： 

實驗班與控制班在授課節數方面均相同，分別是「飲水思源 7 節和家鄉的人

口 7 節」，每節 40 分鐘，共 6 週，14 節課，計 560 分鐘。 

6.研究的執行： 

實驗班與控制班的前後測，皆由研究者依照相同的方式進行，避免因執行人

員與方式的不同對實驗結果造成影響。 

7.實驗地點與環境: 

實驗班和控制班位於同樓層相鄰班級，皆在教室進行教學，實驗班以布幕搭

配班級內投影機進行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教學。控制班則以傳統黑板與傳統教具

進行講述教學，兩班環境已儘量控制為大致相同，只有教學法之變項的不同。 

(四)共變數 

為了排除兩組學生在單元教學前，社會領域通用概念與鄉土知識能力上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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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可能對實驗結果造成干擾，本研究以「社會領域單元成就測驗前測」（見附

錄 6），求得兩組前測成績作為共變量，進行統計控制。 

二、實驗設計 

本研究採用準實驗設計之「等組前–後測」設計，兩組均接受相同的前後測

驗。這兩班學生均為同一學校的四年級學生，102 學年度入學先電腦分班後，104

學年度再經由教育局以一、二年級數學和國語月考平均成績進行 S 型電腦分班隨

機分派到各班的學生。本實驗研究設計模式如表 7 所示。 

表 7 

多媒體融入教學之準實驗設計模式 

組  別 前測 實驗處理 後測 

實驗班 O1 X1 O2 

控制班 O3 C2 O4 

表 7 各代號所代表的涵義如下： 

O1、O3：兩組學生在每單元教學前都接受「社會領域通用概念單元成就測驗」

前測。 

O2、O 4：兩組學生在每單元進行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教學結束後一週內，接

受「社會領域通用概念單元成就測驗」後測。實驗課程共有 2 單元，所以後

測有 2 次。 

X1：實驗班學童接受為期 6 週共 14 節的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教學實驗。 

C2：控制班學童接受為期 6 週共 14 節的講述教學實驗。 

第二節  研究假設 

為排除非教學因素的干擾，本研究以社會領域學習成效之前測分數為共變

量，並先進行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並在假設兩組學生皆屬同質的情況下，

根據待答問題，研究者提出下列的研究假設： 

假設 1：控制前測分數後，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社會教學在社會領域單元成

就測驗後測分數上，透過共變數(ANCOVA)分析，顯著優於講述教學法。 

 



 

56 

 

假設 2：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社會教學對不同能力水準學生，在社會領域單

元成就測驗的後測分數上，透過雙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優於講述教學法。 

第三節  研究場域及樣本 

本研究是教學實驗研究，研究樣本是相當重要部分，本節分成學校背景、研

究對象資料二個部分說明本研究的實驗樣本背景資料。 

一、學校簡介 

臺南市麻豆國小，為創校 120 年的百年老校。105 學年度班級數為普通班 30

班、藝術才能班 4 班、分散式資優班 4 班、資源班 1 班、幼稚園 3 班，全校約 1000

人，因少子化之故，已由每年級 8 班，減至每年級 5 班，減班是學校老師最大的

壓力，所以家長的意見與看法校方及老師都十分重視。國語文競賽一直以來都是

麻豆國小重點推行項目，多次奪得溪北區和前臺南縣的冠軍。 

麻豆區位於臺南平原，早期是平埔族麻豆社所在地，地勢平坦，物阜民豐，

特產麻豆文旦、麻豆碗粿及瓜子加工品名聞全台，且設有麻豆工業區，家長以農

業、工業、科技業和商業為主，經濟能力不錯。 

麻豆早期設有振文書院，自古以來即文風鼎盛，家長十分在意學生的成績。

即使目前教育部推行「十二年國教」，強調讓學生多元發展，但家長仍然十分重

視孩子的智育成績，國小畢業後會將子弟送往私立中學就讀的，一班常有約三分

之一，且習慣讀 6 年。平時家長亦習慣放學後將子弟送往安親班督促功課，因此

學校常是月考前就可見到有家長前來和級任導師溝通，詢問自己子弟平時考不理

想的原因，由此可知如果需月考的社會科所使用的教學法和提升考試的學習成效

無關，則容易受到家長和校方的質疑。 

因此在校方及家長皆注重外在附加價值的風氣下，學校學生較缺乏內在感情

及技能的培養等方面的養成，因此本研究之實驗教學，希望透過多媒體融入鄉土

教學既讓學生能達到家長之智育成績的要求，但又能兼顧教育者的使命，讓學生

懂得成績之外—對家庭、對學校、對家鄉再擴大至對國家的情感認同，及批判性

思考的技能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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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樣本資料 

本研究以臺南市麻豆國小研究者所任教的四年級班級學生為實驗研究對象。

同學年另外五個班級則採取立意取樣，依教學者教學風格挑選一個班級為控制班

24 人，按照講述教學法上課，沒有接受多媒體融入教學。控制班有 2 位學生於四

年級上學期轉入，沒有智力測驗和社會期中考資料，所以未列入。實驗班有 1 位

學障學生，1 位原住民學生，為避免與控制班之背景差異太大將之排除，在實驗

過程中有 2 位學生轉入丁班，也未列入，排除這 6 位學生後，現將這兩班學生的

的基本資料以表 8 說明之。 

表 8 

研究樣本基本資料 

項目 組別 實驗班 控制班 

四上社會兩次

月考平均成績  
89.91（SD=5.80） 90.22（SD=7.80） 

平均年齡 
 

10 足歲 10 足歲 

性別 
男生 14 13 

女生 10 11 

種族 
閩南或客家子女 21 24 

新住民子女 3 0 

父母婚姻關係 
雙親 17 24 

單親 6 0 

學生個性 
 

學生個性都天真活潑、乖巧、能聽老師之指導，

下課時間男女生都能玩在一起，人際關係都不錯 

從表 8 可以發現： 

(一)二班男女生及班級人數相同，生理年齡相同；四年級上學期社會科期中

考和期末考平均成績差異情形，經由 SPSS 之獨立樣本 t 檢定，其結果如表 8

可以知道兩個樣本的平均數分別是 89.91和 90.22，可視為社會基本能力相同； 

(二)雖然實驗班有較多的新住民學生，但是張淑芳、曾榮華、黃蕾琇（2010）

由自編之國小社會領域教科書本土知識閱讀理解問卷探討臺中市某國小 4 年

級新移民子女對社會領域教科書本土知識之閱讀理解情形的研究發現，新移

民子女在問卷上之得分雖較一般學童略低，但是整體表現與一般學童的得分

情形並無顯著差異，所以應不至於影響研究成果； 



 

58 

 

(三)雖然實驗班有較多的單親與隔代教養子女，但控制班的學生沒有，但對

學生學習而言家長的陪伴最重要，實驗班的 6 位單親學生一放學皆有家人陪

伴或安親班督促功課，家長每天會檢查功課並簽名，所以對學生學習情形影

響不大。 

因此依據以上三點論述，假定這兩班學生來自相同條件下母群體的樣本，增

加了實驗的可信度。 

而研究者為了瞭解不同教學法是否對不同能力水準的學生有不同的影響，所

以依照凃金堂（2015）提出的「31：38：31」比例設定低能力組、中能力組、高

能力組，並利用兩班學生在歷史和抽象二次社會前測分數的總和透過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檢驗顯著性，瞭解此分群是否能區分低中高能力水準的學生。 

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之前，研究者先進行變異數同質性檢定，由 Levene 顯

著性實驗班 p=.417>.05；控制班 p=.417>.05 所以接受 H0各組變異數相等的虛無假

設，也就是不同能力水準的學生在歷史和抽象二次社會前測分數的變異數是同質

的，研究者將後續進行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的敘述統計結果列如表 9。 

表 9 

兩班不同能力水準學生二次社會前測總和描述性分析 

項目 能力水準 平均數 標準差 能力水準 平均數 標準差 

二次社會

前測總和 

低能力組 

（N =7） 
16 2.89 

低能力組 

（N =7） 
11 2.58 

中能力組 

（N =10） 
20.50 1.43 

中能力組 

（N =10） 
18.20 2.53 

高能力組 

（N =7） 
24.71 1.60 

高能力組 

（N =7） 
24.57 1.72 

合計 實驗班 

（N =24） 
20.42 3.90 

控制班 

（N =24） 
17.96 5.75 

研究者再將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的結果列如表 10。而由表 9 及表 10 可知兩班

低、中、高能力水準三分群的學生在社會 L1 歷史和 L2 抽象前測成績皆達顯著標

準，實驗班 F(2, 21) = 33.266，p < .001，ω
2
= .73；控制班 F(2,21)=58.789，p< .001，

ω
2
= .83；而且兩班的 ω

2 都是高效果值，表示兩班的「不同能力分組」對於社會學

習成效的解釋力有統計上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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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效果顯著的部分，研究者再透過雪費法事後比較發現高低、中低、高中

分群之間都存在差異，所以此分群能區分低中高能力水準的學生，並可作為本研

究實驗班、控制班判斷實驗成效之參考。 

表 10 

兩班不同能力水準學生社會前測總和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表 

班級 變異來

源 
SS df MS F p 

事後比

較 
ω

2
 1 -β 

實驗

班 組間 265.91 2 132.95 33.266*** .000 

高>低 

中>低 

高>中 

.73 

 

>.99 

誤差 83.93 21 4      

總和 349.83 23       

控制

班 組間 645.64 2 322.82 58.789*** .000 

高>低 

中>低 

高>中 

.83 >.99 

誤差 115.31 21 5.49      

總和 760.96 23       

***p<.001 

第四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量化資料為主，質性文件分析為輔，所以研究方法有以下兩種： 

一、準實驗研究法 

研究者為探討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教學和講述教學法對提升四年級學生社會

學習成效的差異，所以進行教學實驗研究。但因為研究者不能完全控制研究的條

件，所以選擇使用準實驗法。雖然如此，研究者卻是在接近現實的條件下，儘可

能地運用「真實驗」設計的原則和要求，最大限度地控制不利因素後，進行實驗

處理與實施的。 

準實驗是利用原始組進行研究，缺少隨機組合，無法證明實驗班是否為較大

群體的隨機樣本，從而影響了準實驗研究的內在效度。不過它是自然而現實的環

境，所以具有外部效度。 

因此，研究者為增加研究的內在效度，會注意並確定實驗班間的對等性，同

時會在邏輯上對可能有的代表性和可推廣性加以論證，避開其不足之處。 

http://wiki.mbalib.com/zh-tw/%E6%8E%A7%E5%88%B6
http://wiki.mbalib.com/zh-tw/%E7%BE%A4%E4%BD%93
http://wiki.mbalib.com/zh-tw/%E6%A0%B7%E6%9C%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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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件分析法 

研究者設計「教學意見調查表」讓學生填寫（詳如附錄 7），針對每單元教學

活動的意見及感想，以百分比的方式分析，呈現教學歷程對學生的覺知與感受。 

第五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在探討「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教學」對國小四年級學童社會領域學習

成效之影響—亦即研究者以「認知、情意、技能」三大教學目標為主軸，再分析

康軒版第四冊課本教材的核心概念，並為了凸顯「家鄉的變遷」，以「過去、現

在、未來」三個面向及「抽象知識具象化」來篩選和拍攝多媒體媒材，最後以多

媒體呈現原則來編製簡報多媒體鄉土教材，並以此工具融入教學探討國小四年級

社會領域學習成效影響之研究。 

是以，主要研究工具為：研究者依據研究目的與需要所編製的「社會領域單

元成就測驗」及學生「教學意見調查表」等，作為教學活動的輔助工具，茲說明

如下： 

一、社會領域單元成就測驗 

(一)編製目的 

本研究所使用之「國小四年級社會領域單元成就測驗」，目的在瞭解學生經

由實驗教學後，對教材內容的精熟程度。基於研究目的與需要，研究者除了做準

實驗研究之不等組前後測實驗外，研究者自編之「國小四年級社會領域單元成就

測驗」亦為本研究之主要研究工具，希望藉此測驗對學生進行前後測，比較實驗

班與控制班在「國小四年級社會領域單元成就測驗」前、後測的得分情形，是否

因實驗教學的實施與否而有所差異。 

(二)預試試題之編製依據及經過 

本研究之社會單元成就預試測驗是研究者依研究需要自行編製而成。研究者

為確保測驗試題符合教學範圍，參考「教育部審查通過 2017 年康軒版社會科第四

冊課本、習作、教學指引、電子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第二階段社會能力指標和



 

61 

 

四年級分年細目而成」。而為了建構研究者自編社會領域單元成就測驗的內容效

度，研究者參考麻豆國小之月考試卷雙向細目表，及鄭桂華在 2006 年提出之認知

歷程將分析、綜合、評鑑這三個高層次思考改為批判性思考來代替，縱軸則以康

軒版第四冊「飲水思源、家鄉的人口」的二個單元教材與主要概念為依據，如附

錄 2 所示，以此編擬初稿題目。粗步編製完成後的初稿試題，先將請如表 11 的低、

中、高不同社會能力的四年級學生，將題目念一次，檢查生字用詞是否過於艱澀

或題目的流暢性先做修正。 

表 11 

社會領域單元成就測驗初稿審題學生名單 

姓名 105 學年度上學期社會期中考成績 社會基本能力程度 

李 O 和 100 分 高 

王 O 鈞 100 分 高 

王 O 涵 94 分 中 

林 O 均 80 分 中 

李 O 勳 68 分 低 

洪  O 45 分 低 

李 O 和 100 分 高 

接著邀請任教麻豆國小中年級社會科教師 3 位、高年級社會科教師 1 位，共

4 位，如表 12，進行第二次修正，並彙整二次修正意見（如附錄 3）修改試題，

完成第一次修正試題。 

表 12 

社會領域單元成就測驗初稿審題校內專家名單 

校

內

專

家

教

師 

姓名 擔任教師年資(社會教學年資) 學歷 

李 O 琳 
10 年(任教麻豆國小中年級社

會教師 8 年) 

臺中大學特教畢業並取得普師資格 

真理大學休閒管理學系碩士畢業 

李 O 素 
33 年(任教麻豆國小中年級社

會教師 12 年) 

花蓮師專美勞組畢業 

師範大學語教系畢業 

陳 O 媚 
33 年(任教麻豆國小中年級社

會教師 18 年) 

臺南師專美勞組畢業 

新竹師範學院美教系畢業 

王 O 雯 
4 年(任教麻豆國小高年級社

會教師 4 年) 

首府大學台語文學系畢業 

臺南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學碩士

班修業中 

(三)試題填答與計分方式 

本研究依據雙向細目表所顯示的各單元教學的比重，進行試題編製，為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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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學生答題的選項和錯誤分析，所以採用有單一答案的選擇題和配合題。粗步

編定通用概念前後測各是選擇題 13 題，配合題 1 題 5 個答案，滿分為 20 分。分

數越高，表示該生學習成效越高。初稿測驗卷各單元題數及題號的分配表如表 13

所示。 

表 13 

社會領域單元成就預試測驗各單元題數及題號的分配表 

單元 類目 選擇題 題數 

飲水思源 
選擇題 15 15 

配合題 1 1 

家鄉的人口 
選擇題 15 15 

配合題 1 1 

(四)專家內容效度 

本測驗利用第一次修正試題，邀請如表 14，共 7 位校外專家進行最後的試題

專家內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 index，CVI 分析)。 

表 14 

社會領域單元成就預試測驗校外專家效度名單 

 

 

校 

外 

專 

家 

名 

單 

姓名 專長領域 經歷 

李 O 俊 
資優教育、測驗與評量、IRT、創造

力教育、多元智能理論 
臺東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王 O 龍 課程設計、課程理論 臺東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林 O 榮 課程與教學、鄉土教育 臺南大學教育學院教授退休 

管 O 明 
文化地理學、飲食文化、農漁村產業

文化研究、鄉土教學網頁資源建置 
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副教授退休 

陳 O 揚 課程教學 臺南市社會科國教輔導團副召集人 

姜 O 尚 
學習共同體、社會領域、資訊科技融

入教學 

臺南大學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碩博士班

2013 年畢業臺南市學習共同體領導人 

謝 O 明 
電腦輔助數學教學學習成效之量化

研究、學習共同體 

國立臺南大學數學教育學系碩士班 2011

年畢業 

最後依據專家效度（CVI）分析表，如表 15 及附錄 4 所示，符合專家內容效

度應為 0.8 或更高之要求（引自蔡昀臻，2015）擔任本試卷之評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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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社會領域單元成就預試測驗專家效度（CVI）值 

項目 編號 專家效度 項目 編號 專家效度 

歷史概

念單元

成就 

測驗 

專家 1 1.00 抽象概

念單元

通成就 

測驗 

專家 1 1.00 

專家 2 0.75 專家 2 0.81 

專家 3 1.00 專家 3 1.00 

專家 4 1.00 專家 4 1.00 

專家 5 0.81 專家 5 0.94 

專家 6 1.00 專家 6 0.81 

專家 7 1.00 專家 7 1.00 

平均 0.94 平均 0.94 

最後研究者再請指導教授做檢核，確定預試測驗題數如表 16 所示，而完成之

題目則詳見附錄 5。 

表 16 

社會領域單元成就預試測驗各單元題數 

單元 類目 預試單元成就測驗題號 題數 

飲水思源 1-1 祖先的來源 選擇題：1-7、9-10、14-15 11 

 
1-2 家鄉的開發 選擇題：8、11-13、配合題：1-5 題 9 

家鄉的人

口 
2-1 人口的變化 

選擇題：1、3、5、8、9、10、13、15、配合題：

1、3、5 題 
11 

 
2-2 人口的組成 

選擇題：2、4、6、7、11、12、14、配合題：2、

4 題 
9 

(五)進行「社會單元成就測驗」之預試 

研究者因為社會單元成就測驗內容為四下課程，加上社會專有名詞較多，在

透過請四年級學生審題當中，發現讓四年級學生預試不太恰當，因此在與教授研

商後轉而請同校使用同版本社會課本的五年級進行預試，並假設該批學生已具備

社會科相關課程通用概念的學習能力。預試前研究者先徵得五年級級任老師同

意，並向學生說明測驗之目的與非強迫性後，於 106 年 1 月 16 日進行預試，各單

元預試樣本人數及有效、無效樣本數如表 17 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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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預試樣本人數分配表 

單元名稱 學生人數 收回樣本數 無效樣本數 有效樣本數 

歷史成就測驗 72 72 11 61 

抽象成就測驗 72 70 9 61 

(六)預試結果統計分析 

預試後，研究者將預試所得資料編碼建檔，並以 Tester for Windows 程式 3.0 

版統計軟體進行難度、鑑別度分析、信度和效度分析，預試結果資料如表 18。而

且因為考量測驗題目較多需要記憶的知識或概念，有些五年級經過一學期可能已

經遺忘，所以主要以難度 0.25、鑑別度 0.30 以下為刪除基準，再配合個別試題分

數與全部試題總分關聯效度（r-pb）選題標準及增刪 Alpha 值、學生考試過程中

的反應，進行不佳試題的刪除修正，而第一單元配合題（16~20）題部分，雖然

16、17 題難度較高，但是是課本的重要知識，所以不刪除。 

表 18 

預試結果統計分析 

單元／題號 難 度 鑑別度 A lpha r -pb 刪 除 單元／題號 難 度 鑑別度 A lpha r -pb 刪 除 

（一）∕1 0.57 0.47 0.76 0.39  （二）∕1 0.67 0.67 0.69 0.49  

（一）∕2 0.67 0.67 0.74 0.61  （二）∕2 0.33 0.40 0.71 0.28  

（一）∕3 0.50 0.73 0.75 0.53  （二）∕3 0.63 0.60 0.70 0.43  

（一）∕4 0.57 0.87 0.74 0.68  （二）∕4 0.37 0.33 0.71 0.32  

（一）∕5 0.43 0.60 0.75 0.55  （二）∕5 0.63 0.60 0.69 0.47     

（一）∕6 0.47 0.80 0.74 0.64  （二）∕6 0.70 0.60 0.69 0.54    

（一）∕7 0.23 0.20 0.78 0.10 V （二）∕7 0.63 0.60 0.69 0.51  

（一）∕8 0.50 0.47 0.76 0.44  （二）∕8 0.73 0.40 0.71 0.37  

（一）∕9 0.53 0.80 0.75 0.53  （二）∕9 0.33 0.40 0.71 0.35  

（一）∕10 0.47 0.40 0.77 0.27  （二）∕10 0.53 0.53 0.69 0.48    

（一）∕11 0.40 0.80 0.75 0.54  （二）∕11 0.53 0.40 0.71 0.29  

（一）∕12 0.47 0.27 0.76 0.33  （二）∕12 0.60 0.27 0.72 0.27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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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續） 

單 元 ／ 題 號 難 度 鑑別度 A lpha r -pb 刪 除 單元／題號 難 度 鑑別度 A lpha r -pb 刪 除 

（一）∕13 0.47 0.53 0.77 0.32  （二）∕13 0.20 -0.27 0.74 -0.15 V 

（一）∕14 0.63 0.33 0.77 0.31  （二）∕14 0.60 0.40 0.71 0.29  

（一）∕15 0.47 0.40 0.77 0.31  （二）∕15 0.77 0.33 0.71 0.27  

（一）∕16 0.17 0.33 0.75 0.46  （二）∕16 0.57 0.87 0.67 0.67  

（一）∕17 0.20 0.40 0.76 0.37  （二）∕17 0.37 0.60 0.70 0.38  

（一）∕18 0.37 0.33 0.76 0.41  （二）∕18 0.57 0.87 0.68 0.62    

（一）∕19 0.23 0.47 0.75 0.46 V （二）∕19 0.33 0.53 0.70 0.45  

（一）∕20 0.37 0.33 0.76 0.34  （二）∕20 0.50 0.60 0.69 0.48  

(七)信度分析 

進行題目刪除後，研究者自編的的二個社會學習領域單元成就測驗的信度如

表 19 所示。 

表 19 

信度分析表 

單元名稱 KR20 平均數 SD 差異係數 

L1 歷史測驗 0.768 8.36 4.09 0.60 

L2 抽象測驗 0.713 10.2 3.78 0.60 

(八)正式「社會單元成就測驗」之內容與計分 

最後研究者根據學生預試後的結果，第一單元選擇題變為 13 題，配合題 1

題 4 分，滿分共 17 分；第二單元選擇題變為 14 題，考量預試同學對第二單元配

合題之反應和學習弱勢者空白率高，所以刪除配合題之題組題滿分共 14 分，與指

導教授商討後定稿為正式試題，如附錄 6 所示。 

(九)正式「社會單元成就測驗」實施 

研究者之前後測實施時間如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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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測驗實施時間表 

單元名稱 前測 後測 

L1 歷史測驗 2017∕02∕03 2017∕03∕07 

L2 抽象測驗 2017∕03∕07 2017∕03∕28 

二、學習單或筆記本 

本研究實驗共有二個單元，第一單元配合學習單（詳見附錄 9），第二單元

則參考《圖解 紙一枚思考整理數：改變人生的 14 種表格》（高橋正史著；劉格

安譯，2017，頁 78-79）所提出的「發現原則的閱讀法」，改讓學生將每堂課的

單元寫在空白筆記本上，筆記本左邊一半寫上課內容和概念，右上是影片內容概

念、右下是針對老師提問的想法，旨在幫助學生專注於課堂教學內容，並希望學

生能因此和先備知識結合，將每天學到的內容重新整理成為有意義的知識結構，

最後發展成社會學習成效所需要的概要基模。 

三、教學意見調查表 

實驗教學後，讓實驗班學生填寫「教學意見調查表」（見附錄 7），此意見

旨在瞭解學生對於「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教學」的意見、心得與學習結果，幫助

研究者瞭解學生的覺知與感受經驗。 

「教學意見調查表」請學生針對所設計的教學活動勾選，將選項分成「非常

不同意、不同意、尚可、同意、非常同意」五個程度，藉此瞭解「多媒體鄉土教

材融入教學」的教學方案的感受與提升家鄉認同的教學目標是否達成；最後透過

學生的回饋書寫，瞭解他們最喜歡和最不喜歡的部分，進行更細部的瞭解與教材

修正。 

第六節  教學設計與執行 

本研究和講述教學法的差異是本研究採用多媒體教材融入教學的原則和方法

來設計實驗課程，茲將本研究之教材與執行方式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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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活動設計理念 

(一)改善社會教科書的問題 

教科書是凝聚社會改革和文化傳承的重要媒介，對缺乏課外書的鄉村及偏鄉

的孩子影響很大。研究者在社會課堂對教科書缺少鄉土教材使得四年級的學生有

「對自己居住且應該認識的家鄉歷史文化不熟悉，反而是把課本中提到其他的縣

市的歷史文化倒背如流，錯把他鄉當故鄉」的問題感同身受，因此想要改變。 

(二)數位化教學是十二年國教趨勢 

隨著電腦與網際網路席捲全球後，教育的內容與方式朝向「網上學習」、「教

向未來」(Teach to the future)的網路資訊教育挺進（林惠真，2015）。教師善用網

路資源，搜尋與課程相關之影片，配合簡報融入各領域教學之中輔助學習藉以提

升教師教學效能以及學生學習品質，已是當今學校教學現場的常態。 

(三)提升社會學習成效 

多媒體鄉土教材能同時呈現不同時空發生的事實，幫助學生在短時間內看到

事情發生的經過，幫助學生瞭解時代變遷的經過；利用影片具象化的優點，讓學

生透過符號楷模學習能對抽象概念有直接的體驗。 

(四)營造社會美好的未來 

全球化後，社會問題越來越嚴峻，而社會領域是培養現代公民素養與核心能

力的關鍵領域，當社會越來越複雜，學生所需具備的能力需要越來越多元，教師

在課堂中的社會科教學，是否能讓學生能「學以致用」，攸關這個領域是否真的

能有效引導、轉化社會的發展。因此研究者想透過社會透過傳遞社會文化的資產、

傳統知識和價值，幫助學生找回對學習的熱情與動機，並和土地做連結，喚醒學

生對環境的熱情，讓學生獲得在真實社會上生存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五)尋找鄉土踏查新模式，促使家鄉向上流動 

歲月遞嬗，家鄉中多數「有歷史、有記憶、有故事、更有鄰里生活溫度」的

代表性建築多數消失改建，難以和教材進行呼應；加上氣候變遷，夏天酷暑難耐，

冬天則紫爆頻傳；學生喜歡刺激嫌鄉土踏查無趣；交通工具的問題再加入，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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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實地參訪難度。因此研究者想克服並善用社會變遷，尋找不用實地參訪卻能

達到實地訪查效果的方式，教導現代學子瞭解家鄉過去、傳承家鄉未來的時代新

模式。 

(六)找到能快速備課的模式與上課方式 

人及環境關係密切的社會學習領域，教材須隨時因應時代變遷增加符合時代

發展要求的東西；加上社會領域容易受到政治因素與意識形態影響，如再增加社

會教材的不安定因素，更是增加社會課備課的困難，因此想試試自己是否能運用

微軟(Microsoft) PowerPoint 程式編輯結合教學策略與教材能讓老師隨時備課，並

能幫助學生增加知識深度與廣度的互動式鄉土教材與通用概念範本檔，有效協助

老師面對隨時變化的教材需要，能又達到課程目標又快速備課的方法。 

二、教學媒體製作 

本研究以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教學為訴求，因此研究者依據「訊息處理」、

「社會學習」、「經驗金字塔」、「多媒體學習認知」理論，在實驗班課程中首

先先找到社會教科書內容為的核心概念，教學中搭配研究者蒐集到的免費影片教

學媒體資源和研究者自編之麻豆鄉土教材資料，如附錄 1，並利用 PowerPoint 簡

報軟體匯集成簡報式多媒體教材—「新、舊麻豆，攏是寶」，為了能清楚且有條

理地呈現教材內容，課堂以 PowerPoint 作為教學的主要工具，如圖 16 所示。 

研究者並設計了四個簡報資料「我的祖先是誰？」、「麻豆大改變！」「麻

豆人的危機」「我是優秀的麻豆人」四個簡報資料，以利課堂實施，簡報內容如

圖 3-2 簡略介紹。控制班學生因進行講述教學，所以由研究者印出 PPT 之內容紙

本，供老師以講述法進行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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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研究者自編之多媒體鄉土教材內容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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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活動實施流程 

研究者的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社會課程實施方式，如表 21 所示。 

表 21 

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教學活動綱要表 

實施期程 

日期 106.02.14~03.04 106.03.05~03.21 

單元主

題 

社會課本—飲水思源鄉土教材 

鄉土教材—話說麻豆 

社會課本—家鄉的人口 

鄉土教材—麻豆人口柚洋蔥 

節次 教學活動 教學評量 

第一節

至第五

節 

準備階段 

1.引起動機—播放一張單元核心概念之鄉土事實

相片，老師讓學生回想經驗，引起話題。 

能回想舊經驗 

2.學生默讀教材並標上行數； 能默讀教材並標

行數 

3.教師播放單節課重點 PPT；請學生在課本中找到

核心概念並用便利貼黏在課本上做記號。 

能在課本找到重

點 

發展活動 

1.課本打開和簡報多媒體鄉土教材內容同步。 

能留意課程進度 

2.多媒體教材融入教學。 能專心 

3.一面看教材，一面寫概念圖學習單或抄筆記。 能書寫學習單的

答案 

4.影片暫停及重複播放之使用，並善用「挑戰題」

簡報呈現問題或教師提問確認學生在學習當中。 

能回答問題 

綜合活動 

5.想一想或「兩難問題」討論與分享。 

討論、互動情形、 

6.一組報告，其他組補充。 聆聽 

7.老師總結 能統整 

第七節 全單元概念統整 

8. 4 人 1 組小組概念統整書寫及報告分享。 

團隊合作 

9.社會習作和通用概念學習單書寫和教師單元總

結。 

社會習作 

通用概念學習單 

四、方案執行 

本研究之教學活動共分為兩大單元，四小單元，每個大單元以七節課的時間

來實施，共進行 14 節課的實驗教學，希望能透過具象化教材、提問、討論和訊息

統整等技巧的介入，不僅能幫助學生提升社會學習成效，還能得到附學習—「能

愛鄉愛土，化情意為行動力，改造家鄉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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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的資料處理與分析，是在前測、後測結束與資料蒐集齊全之後即進行

編碼、Excel 建檔的工作，使用 Tester for Windows 程式 3.0 版進行項目分析、信

度分析；並配合研究性質與問題的需要，使用 SPSS 15.0 版進行下列實驗結果的

統計分析。 

一、以單因子共變數分析比較實驗班與控制班學生在「社會科單元成就測驗後測」

之分數是否有顯著差異，以此驗證研究假設一。 

二、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實驗班與控制班不同能力水準的學生在在「社會

科單元成就測驗後測」分數是否有顯著差異，以此驗證研究假設二。 

三、以實驗班學生在「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社會學習領域」教學意見調查表上各

題選項百分比分析，瞭解實驗班學生在教學實驗後對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教學的

滿意度、教學意見和對家鄉認同的改變情形，以此驗證研究研究假設三和研究假

設四。 

第八節  研究程序 

本研究實施過程擬分為閱讀相關文獻以確認研究方向、擬定研究架構、發展

研究工具、正式教學實驗與施測、資料彙整與分析處理以及完成論文撰寫等階段。

茲將內容分述如下： 

一、閱讀相關文獻以確認研究方向 

研究者在研究初期，即密切注意國內針對社會學習領域的相關新聞，與廣泛

閱讀國內外相關文獻（詳如附錄 11）以尋找與社會學習相關的主題，並與指導教

授討論及確認研究方向，待研究主題確認後，則加以綜合整理分析相關文獻以作

為研究基礎。 

二、發展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教學為訴求，因此研究者依據「訊息處理」、

「社會學習」、「經驗金字塔」、「多媒體學習認知」理論，將社會教科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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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影片教學媒體資源和研究者自編之麻豆鄉土教材資料，利用 PowerPoint 簡報軟

體匯集成簡報式多媒體教材—「新、舊麻豆，攏是寶」。而且為了達成研究目的，

研究者根據研究架構，參考教育部審查通過 2017 年康軒版社會科第四冊課本、習

作、教學指引、電子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第二階段社會能力指標和四年級分年

細目，並以麻豆國小之月考試卷雙向細目表編擬「社會領域單元成就測驗」；參

考各大學教學意見調查表，編擬「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教學教學意見表」。 

三、擬定研究架構 

確認研究主題後，即開始歸納整理各個研究變項的內涵與層面，並根據文獻

資料整理結果與教授進行討論，擬定本研究的目的、問題、假設與研究架構。 

四、教學實驗與施測資料處理分析 

教學實驗共進行六週 14 節課，每單元教學實驗前先進行前測，單元教學結束

後一周內後測，測驗回收後進行資料的檢視工作及整理編碼，再使用 Tester for 

Windows 程式 3.0 版及 SPSS 15.0 版進行統計分析工作。 

五、完成論文撰寫 

根據資料分析的結果進行討論，綜合歸納研究成果，並與先前相關研究進行

比較分析，提出具體結論與相關建議，完成論文的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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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本章根據本研究探討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教學（以下簡稱〔多媒體鄉土教學〕）

對學生社會學習成就的影響與差異情形所得的量化資料進行統計分析，並針對本

研究之待答問題加以討論，全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多媒體鄉土教學，對學生

社會學習之成效分析；第二節為多媒體鄉土教學，對不同能力水準學生社會學習

成就之成效分析；第三節為多媒體鄉土教學後學生對課程滿意度之百分比分析；

第四節為多媒體鄉土教學後學生對家鄉認同之百分比分析；第五節為實驗班學生

在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社會教學後之教學回饋。 

第一節  「多媒體鄉土教學」對學生社會學習之成效分析 

本節主要探討「多媒體鄉土教學」對學生社會學習成就的影響與差異情形為

何，並逐一說明如下： 

一、社會科單元成就測驗之分析 

本部分主要在了解實驗班與控制班在歷史概念和人口抽象概念單元成就測驗

後測得分的差異情形。分析結果整理如下： 

(一)實驗班與控制班在歷史和抽象概念單元成就測驗得分的差異情形 

為排除社會起始能力測驗成績對實驗所造成的影響，研究者透過單因子共變

數分析(one-way ANCOVA)呈現接受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社會教學的實驗班，與接

受講述教學法的控制班在「社會單元成就測驗」後測分數的表現差異情形。 

分析時以「教學法」為自變項，以「社會單元成就測驗」之後測成績為依變

項，以「社會單元成就測驗」之前測成績為共變數，進行單因子共變數分析，以

α=0.5 為顯著水準，進行假設 1 的考驗，進行單因子共變數分析之前，須先進行

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以考驗兩組的迴歸斜率是否相等，即共變數（前測成

績）與依變項（後測成績）不會因自變項（教學法）處理水準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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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進行單因子共變數分析。各層面考驗結果分述如下： 

表 22 

實驗班與控制班在社會學習成就測驗之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摘要表 

檢驗項目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值 

L1 歷史單元 

組間 1.65 1 1.65 0.42 .52 

誤差 173.89 44 3.95 
  

全體 8886 48 
   

L2 抽象單元 

組間 12.38 1 12.38 3.05 .09 

誤差 178.44 44 4.06 
  

全體 6198 48 
   

從表 22 得知，二單元迴歸係數並未達顯著（F= .42，p= .52>.05；F=1.91，

p= .09>.05），表示實驗班與控制班在歷史概念及抽象概念單元成就測驗之迴歸斜

率相同，符合迴歸係數同質性的假定，可以繼續進行共變數分析，表 23 為兩班學

生社會單元成就測驗得分進行共變數分析後之摘要表。 

表 23 

兩班學生在社會單元測驗得分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分量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ω2 

L1 歷史

單元 

組間 15.71 1 15.71 4.03 .051 .03 

誤差 175.54 45 3.9    

總和 8886 48     

L2 抽象

單元 

組間 21.77 1 21.77 5.14* .028 .08 

誤差 190.81 45 4.24    

總和 6198 48     

*p<.05 

研究者也將兩班學生在社會單元成就測驗之平均數與標準差整理成表 24 所

示。 

表 24 

兩班學生在社會單元測驗得分之描述統計 

變項 

實驗班（N=24） 控制班（N=24） 

M（SD） 95%信賴區間 調整平

均數 

M（SD） 95%信賴區間 調整平

均數 下界 上界 下界 上界 

L1 歷史

單元 

14.08（2.46） 13.09 14.72  12.58（2.84） 11.94 13.57  

L2 抽象

單元 

11.79（1.53） 11.01 12.75 11.88 10.54（2.47） 9.59 11.33 10.46 

由表 23、24 可知，實驗教學後所施測之社會單元成就測驗得分排除共變項（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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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前測成績）之影響後，實驗班與控制班在歷史單元成就測驗後測得分差異只有

接近顯著差異但未達顯著差異，F(1,45)=4.03，p > .05，ω
2 

=.03；不過在抽象單元

成就測驗後測得分差異則達顯著差異，F(1,45)=5.14，p < .05，ω
2 

=.08，表示其「多

媒體鄉土教學」對於抽象單元社會通則知識學習成效的解釋力有統計上的意義。

ω
2 值部分，歷史單元成就測驗後測得分差異 ω

2 為.03，屬於低效果值；抽象單元

成就測驗後測得分差異 ω
2 為.08，屬於中效果值，因此抽象單元成就測驗前測對

後測具有中度以上的解釋力，而歷史單元成就測驗前測對後測則只有低的解釋力。 

綜上所述，探析其中二大層面，「歷史單元成就測驗後測」實驗班（M=14.08）

高於控制班（M=12.58），標準差部分實驗班（SD=2.46）小於控制班（SD=2.84），

但未達顯著標準；「抽象單元成就測驗後測」實驗班調整平均數（M=11.88）顯

著高於控制班（M=10.46），標準差部分實驗班（SD=1.53）也明顯小於控制班

（SD=2.47）。 

二、綜合討論 

研究者經由上述結果分析發現： 

(一)多媒體鄉土教學對學生歷史概念教學有效，但未達顯著水準 

因為避免前測分數的影響，研究者採用控制前測分數的共變數分析法進行分

析。發現實驗班融入社會歷史概念的介入教學，學生的學習效果雖然有進步，但

只有接近顯著水準，也就是假設 1 在歷史單元未獲得統計支持。 

歷史方面的教材，實驗班有進步但沒有顯著差異，這結論和張雅媚（2014）

運用影片融入五年級社會探討學習成效提出「後測分數沒有顯著差異」的結論相

似，也和黃雅惠（2005）提出「使用鄉土改編教材介入教學，兩組學生在通則學

習成效方面無顯著差異」的結論相似，但和王章娟（2003）指出的「運用媒體輔

助高中歷史科教學，確實能提昇教學品質、塑造教學情境、增進學生學習成效」

不同。 

為何有的有效、有的無效，研究者重新檢視第二章訊息處理策略和社會課教

法的文獻，細究後推測，教學實驗沒有讓實驗班的學生社會學習成效好又更好的

原因，是因為研究者忽略了下面三個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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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鄉土與通用概念、新舊概念」要用簡易圖表搭橋 

郭金水（2015）指出「教材的詮釋應注重概念內容表徵的對應關係」。簡單

的說就是陳添球（2004）在鄉土教材融入社會教科書技巧中所提到應該將「鄉土

教材與課本通用事實做對照觀察，增強學生對通用概念和鄉土事實的熟悉；課程

最後也應該歸納整節課的主要通用原則和鄉土通則，如此可以將鄉土教材和社會

教科書交融的很好」。 

也是 Burner 所說的「老師在社會科教學時，應該幫助學生找出他們以前所學

的知識，加以運用形成概要基模。」（引自黃博仁，2001）。 

所以研究者雖然注意力和編碼等步驟都注意了，但成效沒有很顯著就是研究

者少了 East Tennessee State University(2017)所提醒的「隨時隨地映射概念，用簡

易的表格、線條或方框幫助學生瞭解概念之間的關係。明確指出新信息和學生舊

有概念之間的關係」。所以學生的組織訊息不是很明確，無法和舊基模連結，也無

法形成教科書通用知識的概要基模，重新組織變成有意義的結構。這可能也是黃

雅惠失敗的原因吧。 

2.歷史影片內容不能剪太短 

每個歷史故事包含著整個大時代的背景、思想觀念，影片等多媒體雖然可以

讓學生利用最短的時間回到過去，讓學生以旁觀者的角度透過情節、背景、人物

對話與裝扮能體會與同理劇中人物的感受，所以研究者為了避免浪費時間、也擔

心學生沒耐性，所以將已是壓縮的歷史影片再剪成約 20 分鐘，每 20 分鐘再依據

訊息注意力維持的策略每 6~7 分鐘暫停再播，歷史片剪得太短學生可能因此無法

理解影片中的所傳達的含意；而張雅媚（2014）結果不顯著，可能是這個原因吧。 

3.要補充深入客觀的文字資料 

目前國小社會教科書是採用百科全書般的說明文體堆砌概念，兒童已經不容

易瞭解事件間的邏輯關係（楊恩慈，2015）；李宗薇（2000）指出「社會課程中

如果播放影片，在影片看完後，可補充更深入的文字資料，或讓學生自己去找相

關的資料」而研究者未做到。 

從學生教學建議中有 5 篇希望研究者在歷史方面再多講一些，也證實學生覺

得歷史的補充資料不夠，可能如此而無法如布魯納所提的「幫助學生統整新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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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料變成有意義的知識結構，進而使學生成為問題解決者」（引自黃博仁，

2001），而這是研究者推測學習成效不顯著的原因之三。 

(二)多媒體鄉土教學對抽象概念學習比歷史概念更有效。 

研究者同樣因為避免前測分數的影響，採用控制前測分數的共變數進行分

析，結果發現經過 3 週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家鄉的人口」抽象概念的介入教學，

對學生的學習成效顯著優於講述教學，也就是假設 1 在抽象概念獲得統計支持。 

這研究結論和實證研究中能顯著提升立即或後測等學習成效有 8 篇（辛武

震，2010；宋岳霖、莊瓊瑩、廖婉茜，蕭美緣，2016；呂嘉凌，2012；趙秀琴，

2011；鍾明娟，2009）研究結果相似；也和蘇美惠（2008）提出「鄉土自編教材

結合資訊媒體融入社會鄉土教學對提升學生鄉土知識的學習成效顯著優於講述教

學法」的研究結果相似，顯示多媒體鄉土教學應用得當確實能提升學習成效。 

而人口抽象概念教材學習成效有顯著差異的結論，和鍾明娟（2009）針對七

年級學生利用自編的電腦簡報設計，融入國中地理科「人口」與「第一級產業」

單元教學發現學生之成績表現有顯著進步」結論相似。兩篇研究皆是簡報媒材，

又都是有很多少子化、高齡化、扶養比……等抽象概念的人口單元。而由學生的

教學回饋單中，研究者透過影片媒材幫助學生理解抽象概念的訊息編碼技巧獲得

多數（78%至 85%）學生的同意和非常同意支持，而方永泉也認為相較於聆聽教

師口述之語言，或是閱讀文字書籍，電影提供的具體形象，能夠幫助學生透過觀

察，輕易理解抽象的概念。可見多媒體媒材確實適合有幫助學生理解抽象概念，

提升學生成效的優點。 

第二節  「多媒體鄉土教學」對不同能力水準學生社會成效影

響之分析 

檢驗兩班在社會學習成效差異比較分析後，本節進一步探討「多媒體鄉土教

學」對不同能力水準學生的影響和差異為何，並逐一說明如下： 

一、教學法和不同能力水準對社會成效調整策略之交互效果 

本研究「教學法、新天生能力分組」為自變項，以「社會單元成就測驗」之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yafkb/search?q=auc=%22%E8%B6%99%E7%A7%80%E7%90%B4%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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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測成績為依變項，進行雙因子變異數分析，以 α=0.5 為顯著水準，進行假設 2

的考驗。研究者在雙因子變異數分析前，所進行的 Levene 檢定中歷史後測顯著性

p =.351；抽象後測顯著性 p=.569，顯示不同教學方法與不同能力水準在社會歷史

後測、抽象後測分數的變異數是同質的，可以進行後續的雙因子變異數分析。 

根據表 25 分析結果顯示，教學法與不同能力對歷史概念和抽象概念社會成效

調整策略的二因子交互作用都未達顯著，F(2,42)=1.825，p > .05；F(2,42)=2.625，

p> .05，也就是教學法和不同能力水準對歷史概念和抽象概念社會成效沒有交互

作用。 

而透過檢視表 25 歷史和抽象社會成效「教學法」的主效果考驗都達到顯著性

的水準，F(1,42)=6.731，p<.05，ω
2
=.11，1 -β=.72； F(1,42)=6.385，p<.05，ω

2
=.10，

1 -β=.70。  

本研究進一步針對顯著的單純主要效果進行事後比較。因為變異數是同質，

所以透過表 26 分析的平均數和標準差進行比較，首先，在後測得分上，歷史單元

實驗班（M=14.11）的得分高於控制班（M=12.57），且兩班有顯著差異；抽象單

元實驗班（M=11.76）的得分高於控制班（M=10.53），兩班一樣有顯著差異。 

此外，歷史和抽象社會成效「新能力分組」的主效果考驗亦都達到顯著性的

水準，F(2,42)=16.64，p <.001，ω
2
= . 39，1 -β= . 99； F(2,42)=11.533，p<.001，

ω
2
=.31，1 -β= . 99。  

因為變異數是同質，透過表 26 進行事後比較，首先，歷史單元部分，高能力

組（M=15.57）的得分高於中能力組（M=13.3），且兩組有顯著差異；中能力組

（M=13.3）的得分高於低能力組（M=11.14），且兩組有顯著差異；高能力組

（M=15.57）的得分高於低能力組（M=11.14），且兩組有顯著差異。其次，在抽

象單元部分，高能力組（M=12.57）的得分高於低能力組（M=9.57），且兩組有顯

著差異；中能力組（M=11.57）的得分高於低能力組（M=9.57），且兩組有顯著差

異；但是高能力組（M=12.57）的得分雖然高於中能力組（M=11.57），兩組得分

則無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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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教學法與能力水準在社會後測分數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L1 歷史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事後比較 ω
2
 1 -β  

新能力分組 137.32 2 68.66 16.64*** .000 

高>低 

中>低 

高>中 

.39 .99 

教學法 27.77 1 27.77 6.731* .013 多媒體>講述 .11 .72 

教學法*新能力分組 15.06 2 7.53 1.825 .174   .03 .36 

誤差 173.29 42 4.13      

總和 8886 48       

L2 抽象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事後比較 ω
2
 1 -β  

新能力分組 63.61 2 31.81 11.533*** .000 
高>低 

中>低 
.31 .99 

教學法 17.61 1 17.61 6.385* .015 多媒體>講述 .10 .70 

教學法*新能力分組 14.48 2 7.24 2.625 .084  .06 .49 

誤差 115.83 42 2.76      

總和 6198 48       

*p<.05  ***p<.001 

表 26 為教學法與能力水準在社會後測分數上之平均數與標準差。 

表 26 

教學法與能力水準在社會後測分數之變異數分析描述統計 

L1 歷史後測分數 L2 抽象後測分數 

 低能力 中能力 高能力 列總和 低能力 中能力 高能力 列總和 

組

別 

實

驗

班 

N 7 10 7 24 7 10 7 24 

M 12.71 13.9 15.71 14.11 10.86 12 12.43 11.76 

SD 2.87 2.08 1.8 2.47 1.57 1.33 1.51 2.53 

控

制

班 

N 7 10 7 24 7 10 7 24 

M 9.57 12.7 15.43 12.57 8.29 10.6 12.71 10.53 

SD 1.4 2 1.72 2.84 2.14 1.9 1.38 2.47 

行總和 
N 14 20 14 48 14 20 14 48 

M 11.14 13.3 15.57 13.33 9.57 11.3 12.57 11.17 

SD 2.71 2.08 1.7 2.74 2.24 1.75 1.4 2.13 

透過圖 4-1 也可以發現實驗班的低、中、高能力組社歷史概念都高於控制班。

實驗班抽象概念中、高能力組顯著高於控制班，高能力組實驗班略低於控制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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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兩班不同能力水準學生社會後測成績估計邊緣平均數 

二、結果分析與討論 

經由上述結果研究者有以下發現： 

(一)不同能力水準非教學法對學習成效的調節變項 

本研究的結果發現實驗班和控制班的不同能力水準的學生在社會後測成績沒

有顯著的交互作用，這結論和傅晨萍（2012）、鄭力維（2012）提出「教學方法

與能力水準在學習成就測驗成績上並無顯著交互作用」的結論相同。三篇論文結

論皆相同，所以推測不同能力水準非教學法對學習成效的調節變項。 

(二)多媒體鄉土教學更能提升不同能力水準學生的社會成效 

由統計分析發現，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歷史概念或抽象概念教學對於不同能

力水準學生的學習成效效果都顯著高於講述教學法。此結論顯示假設 3，獲得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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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的支持，並和傅晨萍（2012）提出的接受「不同教學方法的學生，在地理科學

習成就後測驗分數具有顯著性差異」的結論相同。 

研究者細部比較兩篇的作法，發現傅晨萍和研究者都是採資訊媒材融入的方

式教學，都是後測分數成效顯著優於控制組，傅晨萍的研究是需要將平面文字資

料具象化的地理科，而研究者的歷史和人口單元則是需要利用多媒體教學具體模

擬出時代變遷和將抽象概念具體化的教材。 

辜郁雯（2008）的研究指出「平面的二維傳統教材無法具體呈現的課程內容，

可以利用多媒體教學具體地模擬出來，以彌補常規教學的不足」。所以研究者推

測利用「多媒體教學能具體地模擬出情境，彌補常規教學的不足」是兩篇研究成

功的原因。而研究者由學生在表 32 第 1 至 3 題學生 78%至 85%的同意和非常同

意，更讓研究者確認。 

(三)多媒體鄉土教學對提升中能力組的歷史概念最有效，而對高能力組則是

提升抽象概念的學習 

研究者透過主要效果探討後發現：歷史概念的社會成效，實驗班的三個能力

分組都顯著高於控制班，而原本在前測成績遠低於控制班的中能力組在教學實驗

後，經由統計分析，成效都顯著高於控制班中能力組；抽象概念社會成效，實驗

班的中、低能力組，顯著高於控制班；而實驗班的高能力組原本在前測分數遠低

於控制班高能力組，經過教學實驗後也和控制班的高分組有交叉點。 

研究者在文獻分析中關於不同能力水準的部分結論較不統一：例如 Mayer 指

出多媒體教材融入教學高空間能力者比低空間能力者好（引自陳光勳，2012）。

而國內的實證研究對高能力組在教學介入後有顯著差異的有 1 篇八年級地理：（廖

婉茜，2016）；沒有顯著差異有 4 篇：六年級社會（莊瓊瑩，2016），七年級歷史

（王姎稜，2014），八年級地理（宋岳霖，2016），八年級歷史（趙秀琴，2011）。 

對中能力組在教學介入後有顯著差異的有 4 篇：七年級歷史（王姎稜，2014），

八年級地理（宋岳霖、廖婉茜，2016），八年級歷史的知識、理解方面立即後測（趙

秀琴，2011）；沒有顯著差異有 1 篇：六年級社會（莊瓊瑩，2016） 

對低能力組在教學介入後有顯著差異的有 4 篇：六年級社會（莊瓊瑩，2016），

七年級歷史（王姎稜，2014），八年級地理（廖婉茜，2016），八年級歷史應用方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yafkb/search?q=auc=%22%E8%B6%99%E7%A7%80%E7%90%B4%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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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延宕測（趙秀琴，2011）；沒有顯著差異有 1 篇：八年級地理（宋岳霖，2016） 

辛武震（2010）指出「實驗組中不同能力水準的學生立即後測效果和延宕後

測效果會因教學方法的不同而有差異」。 

研究者透過上方文獻的探討發現：多媒體融入歷史教學能顯著提升中能力組

的加上研究者共有 5 篇，沒差異的 1 篇不是針對歷史題材去實驗，所以研究者推

論多媒體鄉土教材能提升中能力組的歷史概念學習。而有二篇對高能力組有效的

文獻則可發現「抽象空間」和「理解」是重要因素，所以多媒體教材融入抽象概

念教學對空間理解較好的高能力組成效最大。  

第三節  「多媒體鄉土教學」後學生課程滿意度之百分比分析 

為瞭解實驗組學生對「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社會教學〔以下簡稱多媒體鄉土

教學〕」的接受度與意見，在實驗教學結束後，對實驗班的 24 位學生施以「學生

意見調查」共收集有效問卷 24 分，期能與文獻和第四章前二節所得知結果相互驗

證。本問卷共有 36 題，其中 35 題勾選題為封閉式勾選題，1 題為開放性問題由

受試者寫下接受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社會教學」的想法、意見或心得。研究者將

資料以 Excel 進行百分比整理，並依照研究者的教學目標，將課程滿意度部分分

為「學習動機、訊息注意、訊息編碼」等三大內涵，問卷的結果列表說明如下： 

一、學習動機部分 

研究者希望藉由自編的多媒體鄉土教材融—「新、舊，麻豆攏是寶」融入教

學提升學生上社會課的學習興趣；為了解學生對多媒體鄉土教學課程的認同度，

研究者將學生問題填答情形整理成表 27，並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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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學生對實驗課程活動滿意度之百分比摘要表 

題號 題目 

非常不

同意 

不同

意 
尚可 同意 

非常 

同意 
合計 

1. 
比起只用講述的方法上課，當老師使用多媒體鄉

土教材融入教學，上社會課更吸引我了 
0% 25% 17% 25% 33% 100% 

2. 
使用多媒體鄉土教材上社會課需要常表達自己

的想法，我覺得自己變得有自信了 
0% 8% 42% 25% 25% 100% 

3. 

使用多媒體鄉土教材上社會課，能和另一個同學

一起完成任務或學習單，我覺得自己在課堂上不

再孤單 

0% 0% 12% 38% 50% 100% 

4. 
「我是優秀的麻豆人」能讓我瞭解自己能受教育

是幸福的，應該好好珍惜，尤其是女生。 
8% 8% 42% 21% 21% 100% 

5. 
比起只用講述法上課，使用多媒體鄉土教材上社

會課，我和家長討論家鄉的話題的機會增加了 
0% 4% 46% 25% 25% 100% 

6. 

比起只用講述法上課，老師使用多媒體鄉土教材

融入教學，會吸引我上圖書館看到和老師上課內

容有關的書拿來翻看 

0% 8% 29% 50% 13% 100% 

7. 

比起只用講述法，老師使用多媒體鄉土教材上社

會課後，我覺得自己願意主動多花時間去準備社

會的考試或課後複習 

0% 12% 17% 46% 25% 100% 

8. 

學習單過關換貼紙及多元表現集點大車拼活

動，能激勵我要專心上課，找到正確的答案，並

努力在各方面有好的表現 

0% 0% 16% 42% 42% 100% 

(一)結果分析 

由表 27 第 1 題學生的勾選可知，共有 58%的學生同意和非常同意「當老師

使用多媒體鄉土教學，上社會課更吸引他」大於 25%的不同意，這顯示研究者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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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學生滿意」多媒體鄉土教學的課程」透過問卷獲得學生支持。 

現在的數位新生代學生，需要整合新的知識，並有高度的自信與勇氣，去面

對不確定的未來。因此研究者希望透過增加發表機會讓學生藉由口才的訓練提升

自信，但研究者發現第 2 題的詢問，學生大多（42%）覺得還好，並沒有明顯增

加自信。透過第 3 題有 50%的學生非常同意「能和另一個同學一起完成任務或學

習單，可以讓自己覺得在課堂上不再孤單」，讓研究者更加確認學生在自信心還

有待加強。 

研究中透過影片和資料讓學生看到了早期讀書識字的辛苦和多人努力的過

程，但是第 4 題有 16%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自己能受教育是幸福的，應該好好

珍惜」，更有 42%覺得還好不覺得需要特別珍惜，這讓研究者發現「替代學習」

的限制，也就是當學生沒有先備經驗，「替代學習」是無法代替「直接的經驗」。 

資訊與網路高度發展的現代，家庭的功能失調，因此研究者透過回家作業的

設計，教導學生情意教育，讓學生透過詢問家族的歷史，增加學生對家族的情感

和親子溝通。可惜透過學生第 5 題的填答，有 4%的學生不同意，46%覺得尚可，

代表效果並不大。 

當社會越來越複雜，學生所需具備的能力需要越來越多元，而 6 至 8 題學生

多數（50%至 84%）同意和非常同意多媒體鄉土教學增加他們課後自發延伸學習

的動機，這也代表研究者達到了讓學生養成終身學習習慣的研究目的。 

(二)結論與討論 

由學生對課程滿意度構面的填答，研究者有以下發現： 

1.學生認同多媒體鄉土教學課程能提升學習動機，但須兼顧個人偏好 

研究者的研究想利用多媒體鄉土教學，改善教科書鄉土成分不夠的問題，最

終希望學生能提升社會學習成效，又能創造家鄉持續向上的力量。 

而由表 27 第 1 題共有 58%的學生同意和非常同意大於 25%的不同意，顯示

研究者的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教學的課程獲得學生支持。這結論雖沒有和張培菁

（2014）「採用行動載具應用於學校本位課程教學學生有九成以上的期待」的教

學滿意那麼高，或許是因為她讓學生一組一台平板電腦，學生覺得新奇，但是研

究者學校沒有如此設備，所以由老師用多媒體上課，有六成的學生是滿意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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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覺得不錯了。 

而研究者私下詢問幾個勾選沒意見學生的 17%的想法，他們回饋覺得老師不

用多媒體只用講述教學也上得很好，所以沒特別感覺。而勾選不同意 25%的幾位

同學則提出老師採用講述教學時，他們只要聽不用像多媒體鄉土教學要一直花腦

筋，他們覺得更好。 

學生的意見讓研究者領悟到「不是所有學生都喜歡新奇刺激」。也就是研究

者忽略了林東龍（2016）所提的認知結構的「基模的固著效應」（刻板印象）。

換句話說就是有些學生習慣講述教學的學習模式，老師突然全用多媒體鄉土教學

模式，反而會讓它們出現陳玉玲（1998）所提出的「水平差異較大，基模需要加

以重建，反而會讓學生學習變得困難，讓學生不感興趣」的問題；所以劉家豪（2015）

使用使用探究式全景導覽系統未能特別提升學生對課程的學習滿意度應該也是這

個原因。 

而能吸引學生這結論也和王嬿惠、羅承浤、鮑惟豪、謝秉叡（2011）指出多

媒體教材能將教學內容轉化為「具象的、有趣的、可觀察、可聽的動態影片」，

能激發「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及興趣」的結論相同，代表多媒體媒材確實能夠激發

「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及興趣」。 

2.多表達意見未必能提升學生自信 

研究者透過第 2 題的詢問，大多（42%）學生覺得還好，並沒有明顯增加自

信，表示方式還有再商討的空間，學生對自我尚不太有自信，還擔心被笑而放不

開。透過第 3 題有 50%的學生非常同意「能和另一個同學一起完成任務或學習單，

可以讓自己覺得在課堂上不再孤單」，代表「敢說不一定是有自信」，學生對答

案並沒有把握，是因為情勢所逼，需要用其他方式讓學生增加自信。 

3.替代學習教導違反人性的情感學習有困難 

研究者希望透過研究讓學生學習感恩，但研究者發現第 4 題有 16%不同意或

非常不同意「自己能受教育是幸福的，應該好好珍惜」，更有 42%覺得還好不覺

得需要特別珍惜。而研究者的研究結果和葉俊緯（2010）、張雅媚（2010）、黃

美芳（2010）三人都提出「影片教學能讓學生在情感上認同影片所呈現的觀點，

並獲得更具體直接的學習經驗，特別是情意上的學習體驗」的結論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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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推想，Bandura 指出模仿學習絕非機械式反應（Halu7261，2010），

同樣的學習情境脈絡下，不同的學生雖然觀察與模仿的過程相同，但未必都能學

到相同的學習行為，所以教師在教學上應該瞭解中間可能產生的落差，並先預先

想好因應對策，才能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效果（蔡啟達，2012，頁 50）。 

所以這中間產生的落差，研究者推想是因為「替代學習」的限制，也就是班

上多數學生家境尚可，有些還算富裕，從未有要上學而需要經歷種種困難的經驗，

而且「趨易避難」是人的天性，難怪透過影片學習無法讓學生在情感上認同影片

所呈現的觀點，所以違反趨易避難的情感學習，下次應該讓學生真實體驗，可能

讓學生感同身受。 

4.親子互動的鑰匙在家長能放下身段 

研究者希望在人與人的溝通被冷冰冰的 3C 設備和機器所取代，家庭的功能失調

的現代，透過研究改善，但學生第 5 題的填答，有 4%的學生不同意，46%覺得尚

可，代表效果並不大。而這 1 位不願意的學生因為單親，與父親關係本來就不親

密，在上課時也真的自己的家族祖先來源都沒有回家詢問家長，寧願被老師責備，

最後還是由老師幫忙查麻豆鄉土文史資料，才幫忙查到家族的資料，代表親子溝

通需要家長有讓孩子敢放心溝通的氣氛才行。 

5.多媒體鄉土教學能誘發學生自發學習的動機 

終身學習的能力是學生未來競爭的本錢，就像林倖妃、鄧凱元（2013）所指

出的「培養學生主動學習，懂得利用資源，將知識化為有形的方案或行動，讓學

生有更寬廣的視野，必要時將所學用上」。 

而透過 6 至 8 題學生多數（50%至 84%）同意和非常同意多媒體鄉土教材融

入教學增加他們課後自發延伸學習的動機，這也代表研究者達到了研究目的。 

二、訊息注意部分 

本研究最終目的是希望提升社會通用概念和家鄉認同的學習成效，所以研究

者重視運用訊息注意力和多媒體認知理論的教學技巧對學生社會訊息注意的實驗

成效如何，並將相關構面的問題結果整理成表 28，並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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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學生對訊息注意成效滿意度之百分比摘要表 

編號 題目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尚可 同意 

非常 

同意 
合計 

1. 
剛上課就利用和當節課主題相關的麻豆相片進

行提問和猜測，會吸引我的注意 
0% 4% 29% 46% 21% 100% 

2. 
先默讀當天上課的課文內容並標上行數，可以幫

助我先瞭解當天的上課內容 
0% 4% 33% 46% 17% 100% 

3. 

先介紹當節課教學重點，在社會課本用便利貼做

記號，並先告知 PPT 預定要評量的題目，可以讓

我更清楚教學重點也會更專心上課 

0% 0% 33% 46% 21% 100% 

4. 
多媒體鄉土教材中的影片能吸引我的注意和學

習的興趣 
0% 4% 29% 38% 29% 100% 

(一)結果分析 

由表 28 第 1 至 4 題學生的勾選可知，共有約 60%至 70%的學生同意和非常

同意研究者一上課就先再運用媒體媒材、多媒體認知理論訊息理論注意技巧能吸

引學生注意，讓學生更瞭解上課內容，更專心上課因而增加學習的興趣。 

(二)結論與討論 

由學生對訊息編碼成效構面的填答，研究者有以下發現： 

1.一上課是吸引學生注意的最佳時機 

由表 28 第 1 至 4 題多數（60%至 70%）的學生勾選同意和非常同意可知，研

究者一上課就利用媒體媒材、多媒體認知理論、訊息注意技巧能吸引學生注意、

讓學生更瞭解上課內容、更專心上課且增加學習的興趣，這結果與伍優肇（2011）

提出的「在學習開始，使用媒體教材來引起注意與興趣，進而引發學習動機，幫

助學生理解概念，是使用媒體教材的最好時機，也才能發揮媒體教材的最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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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論點相同。這也證實 Mayer 多媒體學習認知理論指出「連貫性原則、冗餘

原則、空間接近原則」將可減少過度負荷，所以媒體教材應該要「提供重要與必

要的訊息，而不是提供更多的訊息」。 

三、訊息編碼 

研究者希望學生透過訊息編碼提升學習成效，表 29 是研究者整理訊息編碼構

面資料的結果。 

表 29 

學生對訊息編碼成效滿意度之百分比摘要表 

編號 題目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尚可 同意 

非常 

同意 
合計 

1. 
「我的祖先是誰」中的影片能讓我看到祖先想像的長相和

生活的情形，幫助我瞭解社會課本裡對祖先內容的描寫 
0% 0% 21% 50% 29% 100% 

2. 
「麻豆大不同」中的影片能幫助我瞭解社會課本裡新技術

和銷售……等科技、農業與經濟方面的抽象概念 
0% 0% 22% 61% 17% 100% 

3. 
「麻豆人的危機」中的圖片、資料、新聞等能幫助我瞭解

社會課本裡少子化抽象概念及其他國家的做法 
0% 0% 17% 50% 33% 100% 

4. 

比起只用講述法上課，老師使用多媒體鄉土教材上社會課

時，讓我覺得自己對課文介紹的內容比較瞭解，而且不容

易遺忘 

4% 13% 33% 33% 17% 100% 

5. 
使用多媒體鄉土教材上社會課，能聽到別人的看法，能幫

助我更加瞭解問題 
0% 0% 13% 54% 33% 100% 

6. 
多媒體鄉土教材中「想一想」兩難問題討論部分，能幫助

我由不同的角度思考問題，並聽到更多人的想法 
0% 0% 22% 52% 26% 100% 

7. 
多媒體鄉土教材中「來挑戰」部分，能幫助檢視自己的想

法正不正確 
0% 0% 41% 38% 21% 100% 

8. 
配合多媒體教材播放寫學習單，能幫助我注意教材中的內

容 
0% 4% 29% 38% 29% 100% 

9. 
「麻豆人口柚洋蔥」是看教材作筆記，比第一單元看教材

完成學習單問題讓我學習更自主 
0% 8% 17% 33% 42% 100% 



 

89 

 

(一)結果分析 

研究者希望透過多媒體中的影片媒材能將抽象概念具象化的特性，幫助學生

理解抽象概念，而由表 29 第 1 至 3 題學生 78%至 85%的同意和非常同意，代表

研究者透過影片媒材幫助學生理解抽象概念的訊息編碼技巧獲得多數學生的支

持。 

但由表 29 第 4 題只有 42%的學生同意和非常同意「老師使用多媒體鄉土教

材上社會課時，讓我覺得自己對課文介紹的內容比較瞭解，而且不容易遺忘」，有

33%尚可；有 17%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這顯示研究者雖透過教師提問、小組討

論、來挑戰、寫學習單或抄筆記等方式希望改善多媒體融入教學的缺點，但避免

遺忘的效果有限。 

21 世紀的公民，需要能有效的與他人互動，研究者透過兩難問題進行小組討

論，培養學生「與人互動」；透過發表，培養學生「與人溝通」的成效，透過學

生在第 5 至 6 題 78%至 88%的同意和非常同意，代表學生支持研究者希望透過多

媒體教材中的兩難問題討論能幫助他由不同的角度思考問題，讓他更加瞭解問題。 

讓學生上課作筆記，可以培養學生「資訊素養」，而由學生在第 7 至 9 題在

有約 60%的學生同意和非常同意的情形，代表學生認同研究者透過寫學習單、抄

筆記或來挑戰等策略能幫助他們專心注意教材。而由第 9 題有約 67%的學生同意

和非常同意的填寫情形，可以瞭解抄筆記比寫學習單更合乎學生希望配合影片學

習的方式。 

(二)結論與討論 

由學生對訊息編碼成效構面的填答，研究者有以下發現： 

1.多媒體具象化的特性能幫助學生理解抽象概念 

研究者希望透過透過多媒體中的影片媒材能將抽象概念具象化的特性，幫助

學生理解抽象概念，而由表 29 有多數(78%至 85%)學生的同意和非常同意，代表

研究者透過影片媒材幫助學生理解抽象概念的訊息編碼技巧獲得多數學生的支

持。這結論與鍾昌宏、王國華（2015）指出「影片可以將抽象的概念具體呈現、

提供學習情境、資料豐富多元」；郭怡君（2016）提到「影片可以同時提供視覺與

聽覺雙重組合的效果，學生接受訊息時會比直接閱讀文字來得容易」的結論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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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多媒體中的影片媒材能將抽象概念具象化的特性，確實能幫助學生理解

抽象概念。 

2.和課本教材呼應才能改善多媒體鄉土教學的缺點 

由表 29 第 4 題只有 42%的學生同意和非常同意「多媒體鄉土教學能對課文

介紹的內容比較瞭解，而且不容易遺忘」，研究者的結論與張正杰、蔡玉茹、羅綸

新（2015，頁 75）提出的若「教材呈現語文與非語文的雙重刺激，記憶就更加深

刻」、「結合文字和圖片的訊息和視覺與聽覺兩種感官輸入將有利學習者學習」

的論點不同。 

研究者透過文獻分析發現，林寶山（1990，頁 193）指出「多媒體教學有課

程重點概念不易顯現，學生快速看過卻抓不到重點，使學生不能獲取有一完整體

系的知識」的缺點；應該是如此才讓學生覺得無法和教材呼應。少了郭金水（2015）

說的「教材的詮釋應注重概念內容表徵的對應關係」。 

所以研究者雖透過教師提問、小組討論、來挑戰、寫學習單或抄筆記等方式

希望改善，可能因為考的都是鄉土教材的內容，只有幫助學生專注教材，無法讓

學生由教材與課本教材呼應，所以不是很有效果。 

因此研究者想可能透過香港閱讀引導教學的閱讀與檢視的方法，每段影片播

放後再讓學生（念）朗讀社會課本教材，再（考）讓同學利用課本的問題互考，

檢視學生學習情形，幫忙學生將多媒體媒材與課本教材連結，應該就能改善。 

3.兩難問題能培養學生批判思考的能力 

郭金水（2015）指出「21 世紀的社會學習領域，需要培養學生面對未來的困

惑，能有效的與他人互動逐步累積知識、從中反思覺察、相互共鳴」；李宗薇（2000）

也指出「情意和技能的教導建議多採小組討論、解決兩難困境等間接方式教學，

教師教學的重點是培養學生批判思考、即知即行與行動的能力」。 

研究者透過多媒體教材設計的兩難問題進行小組討論與發表，希望幫助學生

培養學生批判思考的能力，而學生在表 29 第 5 至 6 題有多數（78%至 88%）的同

意和非常同意的填寫，代表研究者的作法獲得學生的支持；這結果也呼應了鄭亞

盈、林麗芳（2016）提出的「電影提供了學生和同儕有共同的起點，能有效的討

論與對話」的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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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學搭配抄筆記比學習單更貼近學生心意 

透過表 29 有六成的學生同意和非常同意研究者在教材播放當中讓學生寫學

習單、或抄筆記、或進行來挑戰活動，能吸引學生專心看教材的策略。而由第 7

題有約 67%的學生同意和非常同意的填寫情形也可以瞭解抄筆記比寫學習單更合

乎學生希望配合影片學習的方式，而學生抄筆記，老師不需要準備學習單，而研

究者的筆記區分為主要概念、影片知識、問題想法三部分，學生容易理解也容易

評分是個兩全其美的方式。 

廖羽晨（2012）也指出配合影片內容所設計的學習單要適量，設計太多反而

引起學生的反感。而研究者的第二單元學生學習成效較高，或許也是因為由學習

單改為抄筆記，學生對教材更有概念吧。 

第四節  「多媒體鄉土教學」後學生家鄉認同之百分比分析 

研究者將資料並依照研究者的教學目標，將家鄉認同部分分為「鄉土知識、

家鄉認同」等二大內涵，問卷的結果列表說明如下： 

一、鄉土知識部分 

研究者希望透過鄉土教材提供鄉土環境中的事實，幫助學生熟悉居住地方的

生活環境，並激發愛鄉情操，而成效如何，研究者透過的整理將結果分析如表 30。 

表 30 

學生對鄉土知識成效滿意度百分比摘要表 

編號 題目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尚可 同意 

非常 

同意 
合計 

1. 
老師配合社會課本「祖先的來源」自編「我的祖先是誰」

能讓我瞭解麻豆祖先是那些人，從哪裡來 
0% 0% 33% 34% 33% 100% 

2. 
「我的祖先是誰」能讓我知道麻豆原住民、移民、統治者

間在麻豆的生活、衝突與妥協、包容的故事 
0% 0% 29% 50% 21% 100%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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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0（續） 

(一)結果分析 

透過學生在表 30 第 1 至 5 題共有 61%至 92%的學生同意和非常同意，代表

研究者希望利用多媒體鄉土教學幫助學生跨越時空，重塑居住地的時代記憶的成

效獲得學生認同。 

而由表 33 學生教學回饋中研究者發現除了 4%沒意見外，有 58%學生覺得透

過多媒體鄉土教學讓他們更瞭解家鄉，其他有 38%也對教材提出正面的回饋，而

且 58%學生中有 7 人針對 1-1 祖先的來源部分覺得收穫最多，這也顯示研究者希

望透過多媒體鄉土教學幫助學生認識麻豆歷史的目的獲得認同。 

(二)結論與討論 

由學生對鄉土知識成效構面的填答，研究者有以下發現： 

1.多媒體鄉土教學能增加學生的鄉土知識 

透過多數（61%至 92%）學生的同意和非常同意，代表研究者希望利用多媒

體鄉土教學能幫助學生重塑居住地時代記憶的成效獲得學生認同。而文獻中能增

加鄉土知識部分有 5 篇（張培菁，2014；曾素玉，2012；黃雅惠，2005；楊馥甄，

2014；蘇美惠，2008），多數的研究和研究者的結論相同，也就是鄉土教材融入

教學是可以提升學生鄉土知識的好方法。而這結論與何培夫（1989，頁 37）提出

編號 題目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尚可 同意 

非常 

同意 
合計 

3. 
老師配合社會「家鄉的開發」自編「麻豆大不同」，讓

我瞭解麻豆先民生存的困難和麻豆四寶的故事 
0% 0% 37% 46% 17% 100% 

4. 老師配合社會課本「人口的變化」自編的「麻豆人的危

機」能讓我瞭解麻豆人口的問題 
0% 4% 13% 46% 37% 100% 

5. 老師配合社會課本「人口的組成」自編的「我是優秀的

麻豆人」能讓我瞭解華人社會重男輕女、麻豆產業類別

和教育變遷的問題 

0% 0% 8% 63% 2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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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歷史要銜合傳統與現代才有意義，文化要落實實在生活才有價值」的論點相

似。也證明郭怡君（2016）在研究中發現「影片能輕鬆地帶領學生抵達教材描述

的重點實境，讓人身歷其境去感受，也能強化知識的深度和廣度」的論點是可以

被認同的。 

二、家鄉認同 

21 世紀的公民不能獨善其身，需要建立與他人的互動良好關係，還要以行動

關懷社會及世界（王延煌，2013），所以家鄉認同是研究者的重要目的，茲將教

學實驗後學生對家鄉認同成效分析百分比整理如表 31。 

表 31 

學生對家鄉認同成效滿意度百分比摘要表 

編號 題目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尚可 同意 

非常 

同意 
合計 

1. 老師使用多媒體鄉土教材上社會課後，我更愛

我的家鄉了 
0% 4% 25% 42% 29% 100% 

2. 老師使用多媒體鄉土教材上社會課後，我會想

瞭解更多家鄉的事 
0% 4% 25% 46% 25% 100% 

3. 「我的祖先是誰」能讓我有興趣想瞭解更多麻

豆的祖先在麻豆還發生哪些事情 
0% 4% 29% 46% 21% 100% 

4. 「麻豆大不同」能讓我瞭解引進新作物可能對

臺灣原生種造成的危害 
0% 4% 21% 33% 42% 100% 

5. 「麻豆人的危機」能讓我瞭解麻豆十二婆姐等

藝陣，因為老化問題而有失傳危機，需要延續。 
0% 0% 17% 50% 33% 100% 

6. 老師使用多媒體鄉土教材上社會課後，讓我覺

得家鄉需要我時，我願意為家鄉做點事 
0% 8% 33% 42% 17% 100% 

7. 「我的祖先是誰」能讓我有興趣去教材中所提

到的地點走一走、看一看 
4% 13% 29% 29% 25% 100% 

8. 
配合多媒體鄉土教材「話說麻豆」延伸的麻豆

古蹟拍照合影活動，能讓我將書面教材確實融

入生活中 

0% 3% 38% 38% 21% 100% 

(一)結果分析 

研究者由表 31 第 1 至 5 題多數（67%至 83%）學生填答同意和非常同意，表

示研究者的假設 5「實驗班學生認同此套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社會領域教學」之

課程實施方案能提升對家鄉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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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希望透過多媒體鄉土教學提升學生對生活環境的關懷、認同與行動

力，但由表 31 第 6 題只有 54%至 59%的學生填答同意和非常同意，33%的尚可，

代表「感受」到「起來行動」還有一段距離。尤其填寫不願意的 8%是班上的 2

位資優生，為何資優生反而不願意為家鄉做事，值得研究者好好研究。 

氣候變遷與地貌改變嚴重影響了校外參觀的品質，學生寧願宅在家的問題也

影響了學生校外參訪的意願，由表 32 第 6 題學生有 17%不願意和非常不願意「去

教材中所提到的地點走一走、看一看」可以知道。研究者想克服這問題因此在上

課時利用多媒體鄉土教學介紹家鄉人文景觀，再讓學生有空時與教材目標物打卡

合照的方式，而由表 31 第 7 題有 59%學生願意和非常願意，沒有不願意的人，

代表研究者的想法是可行的。 

(二)結論與討論 

由學生對家鄉認同構面的填答，研究者有以下發現： 

1.學生認同多媒體鄉土教學課程能提升家鄉的認同 

研究者希望鄉土教材學習像日本一樣自小扎根，增加家鄉認同，改善臺灣長

年因「族群認同」問題國家動盪不安的問題。而研究者由表 31 多數（67%至 83%）

學生填答同意和非常同意，表示研究者希望「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社會領域教學」

之課程實施方案能提升對家鄉的認同」的研究目的獲得學生的支持。 

研究者透過文獻分析也發現鄉土教材融入教學有 3 篇（曾素玉，2012；楊淑

美，2016；楊馥甄，2014）指出能增加鄉土認同。而學生針對「融入教學課程實

驗結束後最大的收穫」的回饋中，也覺得透過多媒體鄉土教學讓他們更瞭解家鄉

（58%），而且 58%學生中覺得歷史多媒體鄉土教材「話說麻豆」祖先的歷史部

分覺得收穫最多（7 人），這也顯示研究者希望透過多媒體鄉土教材幫助學生認

識麻豆鄉土的目的獲認同，也代表歷史部分利用多媒體鄉土教學能讓學生印象深

刻。 

2.替代學習不能讓學生由心動轉為行動 

研究者希望透過多媒體鄉土教學讓學生願意參與家鄉的事物，進而改造家

鄉。但由表 31 有 33%的尚可，有 8%的不願意，代表「知道」到「肯動手去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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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段距離。這結論和洪筱婷（2016）指出「透過影視文本的觀看，學生能對

他人經歷感同身受，並對過往歷史記述產生興趣與同理心」的論點不相同。 

尤其這 8%填答不願意的兩位學生，都是班上的資優班學生，一位單親，祖

父母都是麻豆土生土長的人也是高中老師退休，母親則任職桃園某銀行的襄理；

另一位祖母與麻豆文化淵源深民俗藝陣南勢十二婆姐隊的成員，父母都任職科技

公司高層。為何高地位、智商高的資優生反而不願意為家鄉做事，因為他們可能

是日後的領導階層，而且 33%的尚可中有一半是家裡經濟地位較高的女生，所以

研究者十分重視，心想這可能又是班都拉所指的觀察與模仿過程中的落差。 

研究者在編寫多媒體鄉土教材時就留意了鄧天德（2000）提出的「要達到高

層次的鄉土教育，應以課題式的方式利用家鄉地理環境的成因、影響與未來發展

等教材來編寫鄉土教材」；也留意了陳孟寬（2008）提出的「鄉土教材需要提昇

到社會行動等層面，才能讓學生化作具體的行動」。 

難道是楊智穎所說的「九年一貫實施後，鄉土教材更要尋找它在新時代中對

學生有意義的點，才能重新引發學生學習興趣」（林聖欽，2004）。也就是研究

者應該忽略了郭金水（2012）所提的「社會老師沒有透過社會互動讓學生形成自

己的意義，只靠教導沒有真實性，缺乏文化敏感的建構，只是將學生當成等待中

而不是目前的公民」。因此研究者應該像日本鄉土教材的學習，讓學生從做中學

（楊思偉，2004，頁 11），從平日生活實際體驗何謂生活的空間，讓學生覺得自

己是生活環境的一分子，藉此培養貢獻鄉土的信念，也要在平時就讓學生將習得

但潛藏的想法發表出來，視其狀況進行概念澄清。 

3.先多媒體上課再打卡合照是鄉土踏查新做法 

氣候變遷與地貌改變影響校外參觀的品質，學生寧願宅在家的問題也影響了

學生校外參訪的意願，由第 6 題（17%）學生不願意和非常不願意「去教材中所

提到的地點走一走、看一看」的比率可以知道。研究者想出先利用多媒體鄉土教

學介紹家鄉人文景觀，再讓學生有空時與教材目標物打卡合照的方式代替實地鄉

土踏查的模式，學生願意和非常願意（59%），不願意的人（0%），代表研究者

的想法學生多數是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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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學生對「多媒體鄉土教學」之回饋與建議 

研究者依照開放式問題的三個小問題，將資料整理分類如表 32 至表 34 所示。 

一、印象最深刻或最有趣的部份 

研究者為了保障學生隱私，輸入資料採流水號，非學生座號，將學生覺得多

媒體鄉土教材融入教學內容中最有趣或印象深刻的部分整理如表 32。 

表 32 

印象深刻或有趣片段回饋表 

流水

號 
學生回饋內容 

流水

號 
學生回饋內容 

1 鐵線橋戰役哪一段 13 麻豆的人口越來越少 

2 能看到更多的事情 14 臺灣的特有植物讓我印象最深刻 

3 是那些重男輕女和殺嬰事件 15 老師的 PPT 裡介紹很多麻豆的農作物 

4 人口移入移出和重男輕女 16 臺灣快要消失的特有植物最讓我印象深刻 

5 龍喉出天子 17 重男輕女 

6 重男輕女哪一段 18 男女平等 

7 麻豆早期的祖先 19 看影片時覺得有趣 

8 寫學習單換貼紙 20 重男輕女 

9 麻豆四寶 21 我覺得麻豆人的危機很深刻 

10 重男輕女哪一段 22 重男輕女 

11 祖先的由來 23 麻豆溪事件 

12 看影片 24 老師在播放媒體 

由表 32 研究者發現有 37.5%學生對多媒體鄉土教材「話說麻豆」的內容印象

深刻，有 37.5%學生對多媒體鄉土教材「麻豆人口柚洋蔥」的內容印象深刻，有

12.5%對看影片覺得印象深刻或有趣，其他有 2.5%對看到很多東西或寫學習單換

貼紙覺得印象深刻。 

而歷史單元 37.5%的同學中對祖先的歷史部分印象最深刻，抽象單元 37.5%的

同學中則是對漢人重男輕女部分印象最深刻。 

二、最大的收穫 

研究者將學生覺得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教學課程實驗結束後最大的收穫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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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如表 33。 

表 33 

學生學習收穫回饋表 

流水號 學生回饋內容 流水號 學生回饋內容 

1 上課不再睡著 13 得到了多一點的歷史 

2 發現許多事情、知識 14 知道許多有關祖先的由來 

3 讓我更瞭解台灣的特有植物 15 收穫是知道祖先來到臺灣的順序 

4 長大以後可以瞭解地方的歷史 16 
比起看課本用教材才讓我更瞭解

家鄉 

5 能讓我瞭解許多麻豆的歷史 17 無 

6 讓我有大大的進步 18 
讓我進一步知道要瞭解家鄉的歷

史、維護家鄉的傳統 

7 
學到了麻豆人口對名產有什麼影

響 
19 

認識一些平埔族的歷史 

8 
可以知道以前發生什麼戰爭或事

情 
20 

更瞭解麻豆 

9 可以保護台灣特有的動植物 21 能讓我對社會更瞭解 

10 認識家鄉的各種事物 22 能瞭解老師在說什麼 

11 會讓我獲得許多知識 23 讓大家瞭解更多的知識 

12 獲得更多知識 24 讓我更瞭解自己的家鄉 

由表 33 研究者發現除了 4%沒意見外，有 58%學生覺得透過多媒體鄉土教材

融入社會課程讓他們更瞭解家鄉，其他有 38%也對教材提出正面的回饋，這也顯

示研究者希望透過多媒體鄉土教材幫助學生認識麻豆歷史的目的獲得認同。 

三、給老師的建議 

研究者將學生從上課至結束想給老師的建議整理如表34。 

表 34 

學生教學建議回饋表 

流水

號 
學生回饋內容 

流水

號 
學生回饋內容 

1 希望把家鄉歷史更加深入 13 用多媒體教材可以比較好吸收 

2 如果以前就上會有更多知識 14 
老師你不管用講述的還是用 PPT 都上得

很棒喔，加油 

3 希望多說一些讓我們更瞭解 15 可以提取重點 

4 不要講得太難 16 可以多放一些 DVD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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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續） 

流水

號 
學生回饋內容 

流水

號 

學生回饋內容 

5 
把問題簡單化，最後再叫學生

做一篇報告 
17 

我覺得老師給我們的知識很多，希望老

師一直教下去 

6 多放一些有關麻豆歷史的書 18 可以讓大家實地去看看 

7 

家鄉的歷史隨著時代一步一步

的消失，所以要儘快保留傳

統，避免沒落或消失 

19 

可以更精細 

8 讓學生回答問題就有獎品 20 
希望老師可以配合課本，說一些老師親

身體驗的事。 

9 回答問題可以給獎勵 21 不用加哪麼多的知識 

10 可以說明再詳細 22 
可以讓我們多認識一些古老知識，而且

不會讓我們忘記的方式 

11 
希望老師的 PPT 可以更生動一

些 
23 

說話不要說太快，而且不要在中間說話

打斷內容 

12 祖先由來的介紹可以多一些 24 PPT 的圖片盡量多一些 

由表 34 可以發現除了有 2 位同學希望直接上社會課本，有 6 人針對 PPT 的教

學媒體內容與呈現提出建議，有 7 人針對教師說明時提供建議，有 1 人針對教室布

置提供建議，有 2 人針對行為增強提出建議，有 1 人對課外延伸提出建議，有 5 人

對多媒體融入教學提出正面回應。這些寶貴意見將作為研究者修正此次「多媒體鄉

土教材融入社會教學」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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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檢驗以研究者自編之多媒體鄉土教材「新、舊麻豆，攏是寶」融

入教學，是否能夠有效提升國小四年級學生的社會科學習成效及家鄉認同，並針

對學生在教學實施方案的回饋，瞭解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教學是否有效提升四年

級學生上社會課的學習動機。本章根據研究目的、相關文獻、研究假設、研究發

現歸納成結論，並依據研究結論提出相關建議，以供教學者與後續研究參考作結。 

第一節  結論 

本節根據前一章之主要研究結果，歸納出結論，分述如下： 

一、多媒體鄉土教學能提升學習成效，以抽象概念為最 

本研究避免前測分數影響實驗結果的正確性，所以透過控制前測分數後進行

統計分析，研究者有以下兩點發現： 

(一)多媒體鄉土教學對學生歷史概念的學習有幫助 

本研究發現，實驗班在歷史概念全班的後測表現雖然沒有顯著優於控制班，

但也接近顯著水準，代表多媒體鄉土教學對學生的歷史概念學習還是有幫助的。 

而且研究者也發現，多媒體媒材中的影片會讓學生接受訊息時比直接閱讀文

字來得容易，而且可以將抽象概念具象化，確實能幫助學生抽象概念的學習。但

是對尚無歷史先備知識的四年級學生，未補充更深入的文字資料，幫助學生統整

新獲得的資料變成有意義的知識結構；鄉土概念和課本通用概念、新概念和舊概

念的關係呼應不夠明確；歷史媒材影片內容剪太短，都可能造成歷史概念學習學

習成效不佳。 

(二)多媒體鄉土教學在抽象概念的學習比歷史概念的學習更有效 

經由統計分析，實驗班在抽象概念全班的後測表現顯著優於控制班。雖然在

教學前的基本能力似乎實驗班就比較好，但是研究者已經透過共變數分析控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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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對後測的影響，所以經過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教學 6 週的教學實驗後，實驗班

學生不只在歷史概念單元能力有進步了，在人口抽象概念單元更是好上加好，明

顯可以看見學習成效。 

二、不同能力水準非教學法對學習成效的調節變項 

實驗結果顯示，教學法和不同能力水準對社會的後測成績沒有顯著交互作

用，而由文獻中也可得知不同能力水準非教學法對學習成效的調節變項。 

三、多媒體鄉土教學更能提升不同能力水準學生的社會成效 

本研究發現，對不同能力水準學生的社會成效，兩單元整體成效實驗班學生

後測成績，都顯著高於控制組。 

本研究也發現多媒體教學能具體地模擬傳統教材無法呈現的課程是研究成功

的原因，而學生的問卷填答更讓研究者確認。 

四、多媒體鄉土教學對提升中能力組的歷史概念最有效；對高能力組

則是在抽象概念的學習 

本研究發現，歷史單元實驗班低、高分組前測高於控制班，教學實驗結束後

低分組也一直取得領先，但原本歷史概念落後的實驗班中能力組教學實驗後領先

了控制班，研究者透過與文獻的比較分析，也發現多媒體教學確實能顯著提升中

能力組歷史概念的學習。 

本研究也發現，前測時抽象概念單元原本落後很多的的實驗班高能力組，經

過教學實驗拉到與控制班差距很小，透過與文獻的比較分析，也發現多媒體教學

確實能顯著提升高能力組抽象理解的學習。 

五、學生對多媒體鄉土教學課程滿意度高 

本研究發現，實驗班學生對課程滿意度高。換句話說，實驗班學生多數認同

利用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教學的教學方案能提升上社會課的學習動機與興趣。 

雖然研究結果雖然沒有和張培菁（2014）學生有九成以上的期待」的教學滿

意那麼高，或許是因為她讓學生一組一台平板電腦，學生覺得新奇，但是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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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沒有如此設備，所以由老師用多媒體上課，有六成的學生是滿意的，我覺得

不錯了。而且研究者私下瞭解沒意見學生的想法，他們答覆是因為覺得老師兩種，

所以沒有意見，似乎也不算排斥多媒體鄉土教學。 

本研究也發現不是所以學生都喜歡新奇刺激，有的學生學習較被動，對學習

模式已經有自己的刻板印象（主見），突然變成全以多媒體鄉土教學為主，會因

為陳玉玲（1998）所提出的「水平差異較大，基模需要加以重建，反而會讓學生

學習變得困難，讓學生不感興趣」；所以本研究發現劉家豪（2015）使用探究式

全景導覽系統未能特別提升學生對課程的學習滿意度應該也是這個原因。 

六、學生認同多媒體鄉土教學課程能提升家鄉認同 

本研究發現，研究者希望讓社會課本內容和學生的日常生活環境結合，希望

鄉土教材學習像日本一樣自小扎根，增加家鄉認同，改善臺灣長年因「族群認同」

問題國家動盪不安的問題。而實驗班學生也認同此套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社會領

域教學」之課程實施方案能提升對家鄉的認同。 

但本研究也發現社會老師沒有透過社會互動讓學生形成自己的意義，希望透

過替代學習讓學生願意參與家鄉的事物，進而改造家鄉，對家中經濟較好、尤其

是自我主見較強的資優生是不會讓他們覺得自己是生活環境的一分子，需要讓學

生從做中學，從平日生活實際體驗何謂生活的空間，才能培養貢獻鄉土的信念，

也要在平時就讓學生將習得但潛藏的想法發表出來，視其狀況進行概念澄清。 

第二節  建議 

根據這次研究過程的觀察及研究結果，茲分成兩方面提出下列的建議，提供

學校老師和未來相關研究之參考。 

一、對教師的建議 

(一)可利用「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教學」為導向設計社會教學活動，並協助

學生統整概念 

本研究結果顯示，「多媒體鄉土教學」可有效提升社會抽象教材單元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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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而且約有八成的實驗班學生贊成多媒體鄉土教學的編碼或提取技巧能提升

他們對社會教材的理解。然而針對「歷史教材」單元社會學習成效的提升卻未達

顯著標準，究其根本，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教學能幫助學生快速壓縮時間，任意

穿越時空，但歷史牽涉的意識形態較多，四年級剛學生歷史教材沒有先備知識，

不易理解影片內容，尤其是研究者剪接影片是將歷史影片由長剪短，可能更讓學

生無法理解。 

因此研究者認為，如果能注意：1.用簡易圖表幫學生整理概念–就是隨時用

簡易圖表幫學生將鄉土概念和教科書內容搭橋，還要在課程結束前幫學生將新概

念與舊概念搭橋；2.播放完整性較高的影片–歷史影片的背景、人物穿著、對話

都影響學生對歷史事件的看法，所以歷史媒材影片內容剪太短，容易導致學生無

法理解情境；3.補充深入的文字資料–歷史牽涉價值判斷與學生思考判斷的能

力，補充更深入的文字資料，幫助學生統整新知識變成有意義的知識結構等上述

三大步驟，就可以改善這問題。 

(二)可以善用「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教學」進行社會科的差異化教學 

本研究發現，歷史單元實驗班低、高分組前測高於控制班，教學實驗結束後

低分組也一直取得領先，但原本歷史概念落後的實驗班中能力組教學實驗後領先

了控制班。本研究也發現，前測時抽象概念單元原本落後很多的的實驗班高能力

組，經過教學實驗拉到與控制班差距很小。因此，研究者認為，善用多媒體教學

可有效兼顧不同能力水準學生的社會學習，避免學生落入需補救的循環圈中。 

(三)教學活動設計宜考量學生的喜好和情感學習的限制 

由實驗班學生於多媒體鄉土教學回饋單的填答狀況，雖然約有六成的實驗班

學生贊成多媒體鄉土教學能提升他們上社會課的興趣，然而也有約一成五的學生

表達出較喜歡講述教學法，認為重點較清楚、師生互動較多。研究者認為，為了

兼顧原本習慣老師用講述教學學習，或習慣其他方式學習學生的喜好，教法要多

變，並不是覺得多媒體鄉土教學教法不錯，就全部使用多媒體體鄉土教材融入教

學，如此可能反而導致學生不喜歡上社會，成了反效果，所以要交叉使用。 

其次，由實驗班學生回饋單的填答也顯示，雖然有約七成的學生贊成多媒體

鄉土教學後，他們更愛家鄉了，但在付出行動方面，研究者發現約 1 成資優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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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經濟不錯的學生，生活安逸，自我概念本來就強，所以沒有辦法感受自己是

目前的公民，不是環境中的一分子，因此不願為家鄉行動或放學後進行額外的社

區探訪活動。研究者認為，應該學習日本鄉土教材學習，讓學童從做中學，讓學

生自覺到自己是生活環境的一分子，這樣才能讓這些高智商、家庭環境好的學生

有感受並有貢獻鄉土的信念。 

而且，雖然班都拉認為影片教學可以讓學生學習影片中主角的正義或感恩等

正向情感與態度．但本研究發現有一半學生並沒有因為研究者透過影片的楷模學

習而產生覺得需要特別珍惜上學的機會的念頭。研究者認為，因為「趨易避難」

是人的本性，所以應該直接讓學生體會經歷種種困難才能上學的經驗，才能透過

替代學習讓學生在情感上認同影片所呈現的觀點。 

透過學生回饋單的填答，研究者也發現，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教學雖然常讓

學生發表意見，但是學生是因為情勢所逼，對答案並沒有把握，「敢說不一定是

有自信」，需要用其他方式讓學生增加自信。而且，家庭的功能失調的現代，家

長沒有讓孩子敢放心溝通的氣氛，要透過老師製作訪問家長的機會，來增加親子

互動機會是困難的。 

(四)教學應重視注意的時機、編碼技巧及統整概念 

吸引學生注意是教學要成功的重要步驟，本研究發現，一上課就利用注意技

巧最能吸引學生注意，也能讓學生一整節課更專心上課且增加學習的興趣。而且

「連貫性原則、冗餘原則、空間接近原則」將可減少過度負荷。 

社會科需要紙筆測驗，能否提升學習成效是學生相當在意的部分，四年級開

始，社會教科書內容變多變難，本研究發現，善用編碼技巧及統整新舊概念，可

以有效提升社會學習成效。研究者認為，多媒體教材融入教學時「教學內容重要

概念不容易顯現、容易遺忘的情形」，可以在媒材播放後讓學生先「念（朗讀課

文）」，再「考（學生互考幾題課本內容朗讀課文）」，檢視學生由多媒體鄉土

教材習得的知識是否已和課本相呼應，形成關鍵性概念、基本原理和通則，統正

心舊概念，就可改善這情形。 

而編碼技巧方面，由回饋單中約有七成五的學生贊同抄筆記比寫學習單更合

乎他們希望配合影片學習的方式。而學生抄筆記，老師不需要準備學習單，也容

易評分是個兩全其美的方式，不過筆記要有主要概念、影片內容和問題想法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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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五)時代變遷，鄉土踏查方式應有所因應 

本研究在田野調查時發現，時代變遷，家鄉中有歷史故事的代表性建築多數

消失改建，難以和教材進行呼應；氣候變遷與地貌改變影響實地參訪品質；學生

嫌無趣寧願宅在家影響學生參訪意願；種種時代變遷的問題，讓鄉土踏查需改變

方式，否則導致家鄉傳統文化有失傳危機。而由回饋單中約有六成學生贊成「先

利用多媒體鄉土教學介紹家鄉人文景觀，再撥空與教材目標物打卡合照」的方式

取代傳統的鄉土踏查，研究者相信日後如能與擴增實境結合，會更適合新數位世

紀的學生。 

二、後續研究建議 

(一)單元成就測驗能增加「麻豆鄉土知識」 

雖然本研究透過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社會教學已經能有效增加學生對家鄉的

認同，但是要讓家鄉知識與文化更有系統地流傳，鄉土知識的單元成就測驗的運

用，更能快速有效達到此目標。本研究使用的社會單元成就測驗原本有社會課本

通用概念，也有麻豆鄉土知識，但是麻豆鄉土知識學校無人教學，導致預試後因

為信效度問題，麻豆鄉土知識題目全數刪除。為了麻豆文化的扎根，研究者建議

後續研究能增加「麻豆鄉土知識」部分，並請有麻豆鄉土知識概念的學生進行預

試，讓研究能更臻完善。 

(二)探討本課程與外校實施之差異，提供未來課程調整依據 

本實驗課程實施知場域為臺南市麻豆區之中心大型學校，雖研究結果獲致不

錯之成效，但因地理位置、學校資源、學習風氣與家長素質等皆有地域上的差異，

為降低學校大小規模及城鄉之差異，以增加研究者自編之多媒體鄉土教材的實用

性，研究者建議未來的研究者可從麻豆不同規模性質之學校著手進行多媒體鄉土

教材融入社會教學，探討其教學成效，並作為對課程進一步建議與調整之依據。 

三、對主管機關的建議 

(一)設鄉土教材分享平台活絡鄉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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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發現，教師專業知識不足與取得適當教材的困難是鄉土教育必須克服

的重點。研究者由調查各縣市鄉土教材資源分享平台 2017 年現況時也發現，縣市

政府能有統一網頁並能管理更新，不僅能方便教師下載進行鄉土教學，增加教師

將鄉土教材融入教學的意願，也能提升學生對在地文化的瞭解；而因應 107 課綱

實施，學校及教師端需要自編學校彈性教材時，分享資源平台亦能為自編教材提

供良好的參考範例，幫助瞭解套用模式自編適合自己的鄉土教材。 

而且研究者也發現，當縣市政府在雲端有統一的全縣市性的本土教材時，縣

市教師自編鄉土教材進行教學實驗研究的論文篇數就會增加，如此更加速縣市鄉

土教材與鄉土教學的發展。 

(二)自編數位教材延續文化命脈和特殊性 

本研究發現，鄉土教材如果能「由地方政府統籌、成立專案，設定主題與人

員分配，不僅可避免經費與研究主題之重覆與浪費，如臺南市，而且製作出的互

動式數位教材精緻、具地區特色且能延續瀕危之文化。如金門的福州話本土數位

互動教材、屏東的魯凱族本土數位互動教材……。 

而且在全球化腳步越來越快的現在，各國的文化特色越來越模糊，鄉土教材

的發展，是縣市政府在同中求異，構築出縣市的特殊性，為自己的地區與國家找

出新出路的好辦法，所以地方政府應統籌製作結合本土語言與鄉土教材之縣市數

位自編教材。 

(三)原漢合作，建構接近事實的麻豆歷史 

本研究發現，麻豆倒風內海故事館的建築造型是導覽志工必然為參觀者解說

的重點場景，可惜解說的內容有著嚴重漢人思維的考量，和研究者透過調查碑文

及歷史文獻紀載的內容有相當大的差異。在西拉雅族蔴荳社的文化考古遺址，導

覽者全是漢人，少了鄰近鄉鎮西拉雅族蔴荳社後裔的觀點，歷史知識總是偏頗，

所以建議身為倒風內海故事館管理者的市府應該主動讓麻豆漢人與官田蔴荳社後

裔互相合作，才能為參觀者建構正確的歷史。 

(四)社會老師需要設計課程的能力不是知識 

本研究發現，九年一貫課程和部編本的不同，是希望老師能以能力指標轉化

為課程，增加課程的活潑性和多元性，提升學生學習動機。但 2003 年九年一貫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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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課程實施時就擔任教職的研究者，已參加過多次社會理念和技巧說明的研習，

但仍無法真實的具備將能力指標轉化為課程的能力，更遑論新進老師或代課老

師，如此情形難怪學生及家長覺得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並沒有改變了教學現場。 

(五)鄉土自小扎根，不再犧牲下一個齊柏林 

本研究發現，如果讓社會課本內容和學生的日常生活環境教材結合，讓鄉土

教材學習像日本一樣自小扎根，增加家鄉認同，改善臺灣長年因「族群認同」問

題國家動盪不安的問題。如此一來大家都願意為家鄉奉獻了，怎麼可能會去破壞

家鄉土地，那麼臺灣就不會再讓下一個齊柏林為了喚醒大家為土地的重視而喪命

了。 

(六)塑造麻豆文旦的文化賣點 

本研究發現，全台最大的考古遺址–麻豆西寮遺址腹地廣闊，而且與麻豆居

民的居住地重疊，所以在 1992 年 11 月 12 日西寮遺址被發現前，很多麻豆長輩家

中都已經撿拾了相當多西寮遺址的重要文物。這些長輩文化與資歷輩分很高，如

果能配合一年一度的麻豆文旦節，發函邀請這些文化資深前輩拿出家中古物辦理

麻豆古文物特展，並幫文物印製成海報張貼，除了可以增加居民對麻豆文物的瞭

解，也能讓市場越來越競爭的麻豆文旦，比其他縣市多包覆一層文化價值，會更

有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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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附錄 1  多媒體鄉土教材—「新、舊，麻豆攏是寶」教材大綱 

多媒體鄉土教材

名稱 

教材單元名稱 
社會領域能力指標 鄉土能力指標 

第 1 單元話說從

頭（7）節 

1-1 我的祖先

是誰（4 節） 

1-2-1描述地方或區域的自然

與人文特性 

1-2-2描述不同地區居民的生

活方式 

1-2-8覺察生活空間的型態具

有地區性差異。 

8-2-1舉例說明為了生活需要

和解決問題，人類才從事科學

和技術的發展。 

8-2-2舉例說明科學和技術的

發展，改變了人類生活和自然

環境。 

2-2-1 瞭解居住

城鎮的人文活

動與經濟活動

歷史變遷 

2-2-2 認識居住

城鎮的考古發

掘並欣賞地方

民俗之美 

1-2 麻豆大改

變（3 節） 

融入教科書教材名稱 康軒單元教材核心概念說明 

康軒版第 4 冊第 1 單元飲水思源 

1-1─家鄉的居民 

1-2─家鄉的開發 

 瞭解自己的祖先來自哪裡 

 家鄉早期原住民族分布情形為何？ 

 明清時代移民來臺的漢人生活方式有什麼不同

的地方？ 

 民國 38 年前後來麻豆的移民居住地理環境和

維生方式為何？ 

 民國 79 年後來麻豆的新移民居住地理環境和

維生方式為何？ 

 作物和人口有什麼關係？ 

 家鄉居民為什麼要引進新作物？ 

 技術革新對家鄉居民的影響？ 

融入搜尋之教學媒體節錄 

（Youtube 授權） 
融入自製多媒體鄉土教材文字及圖片大綱節錄 

公視十點全紀錄_台灣人民的

歷史_1 島嶼黎明 

公視十點全紀錄_台灣人民的

歷史_2 福爾摩沙 

麻豆有遺址？ 

麻豆的原住民 

由《郁永河的裨海記遊》看西

拉雅族麻豆社風土民情 

我是麻豆社人的後代子孫嗎? 

公視十點全紀錄_台灣人民的

歷史_3 帝國邊陲 

公視十點全紀錄_台灣人民的

歷史_4 外海挑戰 

福 建 廣 東 到 麻

豆，各佔地盤，

在麻豆開墾生根 

反清復明張炳之役 

千金富婆郭鳳麻豆國小校地

的由來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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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續） 

融入搜尋之教學媒體節錄 

（Youtube 授權） 
融入自製多媒體鄉土教材文字及圖片大綱節錄 

公視十點全紀錄_台灣人民的

歷史_5 烈日殖民 

2015.08.02【台灣演義】灣生

日本人 

疫病頻傳的年代、麻

豆傳說、俗諺、典

故和民俗藝曲 

走番仔反 

麻豆的日本痕跡 

中華民國 1949 大遷徙 (1) 

金視獎-台北老故事_眷村 

台灣一年嫁入約一萬八千名

外配－民視新聞 

《小心，歧視》「多少錢買你」

外配聽了好心酸 

【大愛全紀錄】20160724 - 移民

共好 

麻豆的眷村 

麻豆事件 

我是麻豆新移民！ 

共創族群新未來 

你知道全世界有多少人死於

飢餓嗎？ 

2016.04.17【台灣演義】台灣

農作史— Taiwan History 

異人的足跡 II 磯永吉 

麻豆漢人先民的土

地開發利用 

新港文書 

麻豆社變麻豆保 

大雨來了，快逃啊！ 

吊荷？抽水機？灌溉水源

的難題 

 

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廣告：百

年臉譜篇之種苗/西瓜大王陳文

撐雨傘的三星上將梨 

品種改良 

麻豆文旦沒有籽 

麻豆白柚變異 

工業技術的引進 

第一憨種甘蔗給會社磅！ 

麻豆的火車年代！ 

魅力台灣樂活誌-第 017 集 移

除外來種搶救台灣原生種 

基改食品誘發腫瘤 採買先看

條碼 

品種改良、土地開發 原生「鬼

稻」瀕滅絕 第 009 集 part1【台

灣 1001 個故事】2009 年 

TVBS 世界翻轉中_第十二集

20150712_3_農業科技化！無人

機巡田費洛蒙膠囊捉害蟲 

生存與環境的兩難

問題 

搶救臺灣原生種 

基改食物好不好？ 

科技、環境保育、生命延續

共存共榮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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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續） 

多媒體鄉土教材名

稱 

教材單元名稱 社會領域能力指
標 

鄉土能力指標 

第 2 單元麻豆人口

柚洋蔥（7）節 

2-1 麻豆人的危機

（4 節） 

1-2-1 描述地方或

區域的自然與人文

特性。 

1-2-2 描述不同地

區居民的生活方

式。 

1-2-5 調查家鄉人

口的分布、組成和

變遷狀況。 

1-2-5 調查家鄉人

口的分布和變遷狀

況。 
2-2 我是優秀的麻

豆人(3 節) 

融入教科書教材名稱 康軒單元教材核心概念說明 

康軒版第 4 冊第 2 單元家鄉

的人口 

2-1 人口的組成。 

2-2 人口的變遷 

 家鄉人口變化的因素是什麼？ 

 人口變化的因素對家鄉有何影響？ 

 過去和現在人口變化的現象有哪些？ 

 家鄉人口組成的因素是什麼？ 

 過去和現在家鄉的人口組成有何不同？ 

 家鄉居民主要從事的產業類別有哪些？ 

 如何透過圖表明瞭家鄉人口組成概況？ 

 我可以關懷家鄉的環境變遷的行動有哪些？ 

融入搜尋之教學媒體節錄 

（Youtube 授權） 
融入自製多媒體鄉土教材文字及圖片大綱節錄 

家鄉人口的變化 

南一國中地理二 【教學動畫】

人口金字塔 

人口的分布與遷移 

第一個有機示範村 羅山村不

敵人口老化 20160623 公視晚

間新聞 

解決日本人口老化引發滅村危

機新創意 20141027Focus 全球新

聞 

麻豆社人的興衰 

蔴 荳 社 人 到 哪 裡 去

了？ 

麻豆居民組成大翻盤 

農業到工業 

我要來去都市打拼！ 

鄉下未來在哪裡？ 

搶救生育率，從拯救女人困境

開始 

【中視新聞】生育率低+老化快 

衝擊台灣國 

【TVBS】社會風氣改變不婚

族、晚婚成「時尚」 

重男輕女 2 個月墮掉 455 小龍

女？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

年代一個孩子不嫌

少，二個孩子恰恰好 

頂客族！不婚族！ 

孩子為何你不生、不結

婚？ 

新住民子女的教養問

題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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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續） 

融入搜尋之教學媒體節錄 

（Youtube 授權） 
融入自製多媒體鄉土教材文字及圖片大綱節錄 

《遠見》2014 年 8 月號 — 

81 歲的不老導遊 

等待孤獨！老年長照，

要常找！ 

老年失智的問題 

不老騎士 

如何幫家中老人重新找回

生活的價值 

【2013.12.06】台人口結構

變 女性首次多於男性 -udn 

90 秒看真相／台灣青年失

業問題 比你我想像嚴重 

十分鐘讓你看懂「科技性

失業」－人類不適任的未來  

未來的人才，人才的未來 

新生產力革命！未來人才

必備哪些能力？ 

重男輕女到多元性別 

由平埔族蔴荳社人、漢

人到現代 

沒書念到碩士滿街跑，頭

路沒得找，哎呀怎得了！ 

爸媽失業了要怎麼辦？ 

我的生涯規劃 

機器人會取代我嗎？ 

21 世紀需要的十大人才 

你準備好了嗎？ 

本土產業吹熄燈號 

民俗技藝的人口老化 

如何重新找到它們的價值

與出路 

麻豆產業人口變遷 

麻豆產業下一步要走向

哪裡？ 

為麻豆的未來建構一個藍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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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社會領域單元成就預試測驗雙向細目分析表 

一、試卷基本資料： 

社會課本通用概念部

分 

年級 學期 教材來源 評量範圍 

四年

級 

下學

期 
康軒版第四冊 

飲水思源、家鄉的人

口 

麻豆鄉土教材部分 

教材來源 評量範圍 

自編「新、舊，麻豆，攏

是寶」 
話說麻豆 

簡述命題範圍之單元名稱、主要概念及教材比例分佈表 

二 教材比例分配： 

單元名稱 主要概念 
上課

節數 

理想

配分 
實際配分 

康

軒 

飲水思

源 

1-1 祖先的

來源 

由家鄉的人與地出發，引導學童瞭

解自己祖先的來源，並探討家鄉不

同時期的移民。 4 56% 55% 

鄉

土 

話說麻

豆 

1-1 我的祖

先是誰 

介紹麻豆原住民與漢人移民來台

的過程與生活方式。 

康

軒 

飲水思

源 

1-2 家鄉的

開發 

說明人口的增加和作物產量的關

係，透過技術的革新，可以養活更

多的人，家鄉的人口也隨之增加。 

3 44% 45% 

鄉

土 

話說麻

豆 

1-2 麻豆大

改變 

早期來麻豆的漢人如何維生以及

引進新技術 

介紹不同的農作型態、地形、交通

影響人們居住型態的不同。 

康

軒 

家鄉的

人口 

2-1 人口的

變化 

我們可以透過性別、年齡分布等方

面，瞭解家鄉人口數量的變化。 

4 56% 55% 
鄉

土 

麻豆人

口柚洋

蔥 

2-1 麻豆人

的警訊 

說明由於產業的發展，麻豆人口會

逐漸往都市移動，家鄉人口外移，

本土產業凋零，同時也造成了都市

的一些社會問題。 

康

軒 

家鄉的

人口 

2-2 人口的

組成 

透過對家鄉人口組成的瞭解，可以

讓我們認識家鄉的經濟發展及人

口素質。 

3 44% 45% 

鄉

土 

麻豆人

口柚洋

蔥 

2-2 我是優

秀的麻豆人 

因為經濟發展帶給不同的地方不

同的變化，也造成了城鄉差距。應

該要努力建設家鄉，讓家鄉未來更

美好。 

 合   計 
 

14 200% 200%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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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續） 

認知歷程雙向細目表分析 

教  材 

內  容 

教學目標 記憶 瞭解 應用 批判性 

思考 

合計 

（佔分） 試題型式 

1-1 祖先

的來源 

選擇題 3(3) 5(5) 2(2) 1(1) 11(11) 

配合題 0 0 0 0 0 

小  計 3(3) 5(5) 2(2) 1(1) 11(11) 

1-2 家鄉

的開發 

選擇題 1(1) 1(1) 2(2) 0 4(4) 

配合題 5(5) 0 0 0 5(5) 

小  計 6(6) 1(1) 2(2) 0(0) 9(9) 

2-1 人口

的變化 

選擇題 0 5(5) 3(3) 0 8(8) 

配合題 0 0 0 3(3) 3(3) 

小  計 0 5(5) 3(3) 3(3) 11(11) 

2-2 人口

的組成 

選擇題 1(1) 3(3) 3(3) 0 7(7) 

配合題 0 0 0 2(2) 2(2) 

小  計 1(1) 3(3) 3(3) 2(2) 9(9) 

合   計  27(27) 28(28) 16(16) 9(9) 8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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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單元成就測驗校內專家教師與學生所提供之建議與修正結果 

單元：「第一單元飲水思源—1-1 祖先的來源，1-2 家鄉的開發」 

編號 意見內涵 編號 意見內涵 編號 意見內涵 

1 語句不通順 2 學生不知選項的地名

是什麼？ 

3 學生反應「眷、職」不

會念 

4 學生反應「峽」

不會念 

5 認知類型有誤，部分

原住民應改為高山

族，勿用否定的題幹 

6 勿用否定的題幹，文句

不通順，新移民居住地

較多元應改為高山族 

7 選項的內容玫指

出貢獻 

8 語句描述不完整 9 沒問題 

10 「筱、遷移、貿、

擅 」 不 知 怎 麼

念、語意不清 

11 沒問題 12 句子不通順，少了批判

考的題目 

13 學 生 反 應 「 象

草、琵琶魚是什

麼？」 

14 勿用否定的題幹 15 答案選項有誤 

配合題 無 

單元：「第二單元家鄉的人口—2-1 人口的變遷，2-2 人口的組成」 

編號 意見內涵 編號 意見內涵 編號 意見內涵 

1 文句不通順 2 文句不通順 3 沒問題 

4 沒問題 5 答案出現 2 個 6 商業義和服務業混淆 

7 文句不通順 8 勿用否定題幹 9 語意不清 

10 文句不通順 11 沒問題 12 文句不通順 

13 文句不通順 14 沒問題 15 沒問題 

配合題 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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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專家效度統計表  

第一單元社會通用概念單元成效測驗 

題號 專家 1 專家 2 專家 3 專家 4 專家 5 專家 6 專家 7 

1. 1 0 1 1 1 1 1 

2. 1 0 1 1 1 1 1 

3. 1 1 1 1 1 1 1 

4. 1 1 1 1 1 1 1 

5. 1 1 1 1 1 1 1 

6. 1 1 1 1 1 1 1 

7. 1 1 1 1 0 1 1 

8. 1 1 1 1 0 1 1 

9. 1 1 1 1 1 1 1 

10. 1 1 1 1 1 1 1 

11. 1 1 1 1 1 1 1 

12. 1 1 1 1 1 1 1 

13. 1 0 1 1 1 1 1 

14. 1 1 1 1 1 1 1 

15. 1 0 1 1 0 1 1 

配合題 1 1 1 1 1 1 1 

平均 1.00 0.75 1.00 1.00 0.81 1.00 1.00 

註：“1”適用（或修改後適用）；“0”不適用 

第二單元社會通用概念單元成效測驗 

題號 專家 1 專家 2 專家 3 專家 4 專家 5 專家 6 專家 7 

1. 1 0 1 1 1 0 1 

2. 1 1 1 1 1 1 1 

3. 1 0 1 1 1 1 1 

4. 1 1 1 1 1 1 1 

5. 1 1 1 1 1 1 1 

6. 1 1 1 1 1 1 1 

7. 1 1 1 1 1 0 1 

8. 1 1 1 1 1 1 1 

9. 1 1 1 1 1 1 1 

10. 1 1 1 1 1 1 1 

11. 1 1 1 1 1 1 1 

12. 1 1 1 1 1 1 1 

13. 1 1 1 1 0 1 1 

14. 1 1 1 1 1 1 1 

15. 1 1 1 1 1 1 1 

配合題 1 1 1 1 1 1 1 

平均 1.00 0.81 1.00 1.00 0.94 0.81 1.00 

註：“1”適用（或修改後適用）；“0”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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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學習成效測驗 I  【預試試題】 

第一單元「飲水思源」單元成就測驗【預試試題】 

考試日期:      年     月     日班級:     年     班    號姓名：            

第一部份社會課本通用概念測驗 

一、選擇題：每題 1 分，共 15 分。 

（  ）1. 請排出家鄉居民的祖先來台的先後順序 A.民國 38 年前後來台的軍民 B. 原住民 C. 

新移民 D.明清時期移民( ○１ABCD ○２BDAC ○３CDBA ○４DBCA)。 

（  ）2.透過右圖，請問你認為明、清時代從大陸來台的漢人，主

要來自大陸哪兩個省分？(○１湖南、湖北 ○２福建、廣東○３江

蘇、浙江○４上海、福建)。 

（  ）3.李爺爺住在眷村，退休以前是職業軍人，請問他可能是哪

一批的移民？(①明清時代來臺的移民②原住民③民國三

十八年前後來臺的移民④日治時代)。 

（  ）4.明清時期由中國大陸渡海來台要經過右圖中大家俗稱的「黑

水溝」，請問這條「黑水溝」應該叫做？(○１太平洋○２大西

洋○３臺灣海峽 ○４巴士海峽)。 

（  ）5.下列關於臺灣原住民的說明何者是正確的敘述？(①早期高山族多居住在平原

或丘陵②平埔族與漢人接觸時間較短③高山族已經看不到傳統的生活方式④

早期平埔族主要分布在臺灣西半部)。 

（  ）6.下列哪一組生活場所與生產方式的配對是正確的？(①原住民—平原—種植茶

樹②民國三十八年前後來臺的移民—都市—農作③早期客家人—平原—種植

甘薯 ④早期閩南人—平原—種植水稻)。 

（  ）7.「食果子拜樹頭」，代表的意義是下列哪一項是錯的？(①吃水果之前要在樹

下拜拜②早期農民在田邊祭拜，感謝土地公 ③飲水思源④感謝祖先的貢獻)。 

（  ）8.如果家鄉的農民都在同一時間種植柳丁，過程中如果沒有遇到天災，又同時收

成賣出，柳丁的價格會有什麼變化？(○１提高○２降低○３不變○４沒有影響)。 

（  ）9.關於外籍人士遷移到臺灣定居的原因，最有可能是下列哪一個﹖(○１參加會議

○２拜訪親友○３旅遊○４結婚)。 

（  ）10.小青的祖先很會利用輪船載送貨物到其他國家從事商品買賣的工作：請問當小

青的祖先由大陸移民到臺灣時，如果依謀生技能來選擇居住地時，較適合居住

在哪一個地區？(○１沿海一帶○２盆地地區○３平原地區○４山地)。 

（  ）11.「仁愛鄉的作物生產量比忠孝鄉高。」根據上列敘述，下列哪一項推論是比較

合理的？ (○１仁愛鄉可能是引水困難的地區○2 忠孝鄉生產技術比較好○3 仁愛

鄉能養活比較多的人口 ○4 忠孝鄉能養活比較多的人口)。 

親愛的小朋友 你好：  

  這是一份學術性的測驗，這不是考試，只想瞭解你對這些問題的瞭解，你的答案非常重要，

可以讓老師瞭解你的學習狀況。請仔細回答問卷中的每一個問題，填寫完畢後， 請再檢查一次

以免有遺漏填答的情況產生，感謝你的合作。 

敬祝     身體健康！學業進步！  

國立台東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何俊青博士 

指導教授：謝振裕博士 

研 究 生：邱暐心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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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臺北文山地區(乙)高雄市大樹區 (丙)臺北市北投區竹子湖  

(丁)宜蘭縣三星鄉(戊)臺南市南化區 

（  ）12.人類史上食用的植物有八萬種，但自從開始有商業品種後，農夫自行留種的祖

傳品種就開始慢慢地消失了。看到這現象同學認為收成與環境永續間應該如何

選擇？(○1 收成最重要，所以沒關係○2 生態永續最重要，要全面使用祖傳品種○3

環境與收成一樣重要，可以栽種商業品種做收成之用，種祖傳品種專門留種代

代相傳○4 都不用考慮)。 

（  ）13.家鄉的居民為了增加收入、養活更多人口常會引進新作物，但不慎也會導致臺

灣原生動植物的浩劫，例如(①大花咸豐草②黃豆③小米④芝麻 )即是因為農

民引進而導致它大量生長，搶走其他植物的生存空間，空地上到處是他的蹤跡。 

（  ）14.早期在引水困難的家鄉，常出現那些情形？(①可以開築埤圳來種植水稻②作

物的產量較高③能養活的人口較多④可以種植甘薯、甘蔗等作物)。 

（  ）15.芯卉可以從下列哪些方式知道她的祖先來源？ㄅ.查閱祖譜 ㄆ.詢問長輩 ㄇ.

查看墓碑上的標示 ㄈ.問同學(①ㄅㄆ②ㄆㄈ③ㄅㄆㄇ④ㄆㄇㄈ)。 

二、配合題:每格 1 分，共 5 分 

1.填入相關地名的代號: 

（  ）○1 最早是種蓬萊米的地方。 

（  ）○2 早期從福建引進茶樹的地方。 

（  ）○3 為了避免被雨水打落花苞而需撐起小雨傘的上將梨產地。 

（  ）○4 改良技術生產玉荷包。 

（  ）○5 農民在種植愛文芒果的過程中，會幫芒果套上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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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續） 學習成效測驗 II  【預試試題】 

第二單元「家鄉的人口」單元成就測驗【預試試題】 

 

考試日期:      年     月     日 班級：    年  班  號姓名：            

） 

一、選擇題：每題 1 分，共 14 分 

（  ）1.阿妹的家鄉在高雄縣桃源鄉的深山山區，因此人口很少，請問桃源鄉人口少主

要的原因可能是什麼？（○１地勢起伏小○２山區開發不便○３山區商業發達○４山區就

業機會太多）。 

（  ）2.幾歲的人算主要的工作人口，可以從事實際生產並扶養老年和幼年人口？（① 

0～14 歲 ○２15～64 歲 ③25～55 歲 ④65 歲以上）。 

（  ）3.如果家鄉人口有大量移入的現象，比較容易造成什麼問題？（①出生率降低 

○２死亡率提高 ③勞動力不足④交通擁擠）。 

（  ）4.家鄉經濟活動的發展情形，可以透過哪一種人口組成來瞭解？（ ①年齡分布 

②產業類別 ③教育程度 ④性別比例）。 

（  ）5.依據右圖的曲線圖你可以知道什麼訊息？（①歷年家鄉

男生的總數大約是多少②家鄉歷年來的人口越來越少③家

鄉受教育的程度④家鄉不同年齡的人數有多少）。 

（  ）6.某地農業人口占 50％，工業人口占 17％，服務業人口則

占 33％，從上列數值可以推測出該地的產業結構以（○１工業○２服務業③農業④養

殖漁業為主）。 

（  ）7.下面哪一個家鄉比較具有生產活動的競爭力？（○１青壯年人口占 15％的甲鄉 

○２青壯年人口占 45％的乙鄉 ③青壯年人口占 31％的丙鄉 ④青壯年人口占 25％

的丁鄉）。 

（  ）8.老師請小朋友利用星期三下午時間完成「家鄉人口分布」的作業，並要求上臺

報告。請問下列哪一個人的報告內容正確？（○１大雄：「我到郵局查詢人口資料。」 

○２小夫：「我發現近年來家鄉人口密度有減少的趨勢，有可能是因為捷運的興建。」

○３胖虎：「我只需要知道家鄉面積的大小，就可以判斷人口密度的高低。」○４靜

香：「鄰近鄉鎮的面積比我們小，居住的人口數卻較多，因此人口比我們密集。」 

（  ）9.隨著高齡化社會的來臨，我們即將面臨下列哪一項的問題？（○１龐大的醫療支

出○２適齡男女不婚○３出生率的降低○４就業的機會變多）。 

 

 

親愛的小朋友 你好：  

  這是一份學術性的測驗，這不是考試，只想瞭解你對這些問題的瞭解，你的答案非常重要，

可以讓老師瞭解你的學習狀況。請仔細回答問卷中的每一個問題，填寫完畢後， 請再檢查一次

以免有遺漏填答的情況產生，感謝你的合作。 

敬祝     身體健康！學業進步！  

國立台東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何俊青博士 

指導教授：謝振裕博士 

研 究 生：邱暐心敬啟 

中華民國 106 年 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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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歲 

2 歲 

37歲 

38 歲 66 歲 

77 歲 

6 歲 

（  ）10.早期家鄉的出生率較高，主要的原因是什麼？（○１從事工業工作需要較多人力

○２衛生條件佳③從事農業工作需要較多的人力 ④醫療技術好）。 

（  ）11.依據下圖，請問這家人有幾個人屬於需要被扶養的

人口？( ○１三個 ○２四個 ○３五個 ④六個)。 

（  ）12.下列哪一項因素是影響傳統重男輕女觀念改變的

原因？(○１出生率的提升○２死亡率的降低○３性別平權

教育的推廣 ④女生的人數比較少)。 

（  ）13.觀察一個地區的人口年齡結構比例圖，如果幼年人口比例愈高，表示(○１當地

的生產力愈強○２當地的生產力愈弱○３當地的青壯年人口很少④當地的出生率低)。 

（  ）14.都市的人從事哪兩種行業的人口比例較高？(○１工業和服務業 ○２服務業和

農、漁、牧業 ○３工業和農、漁、牧業 ④服務業和農、漁、牧業等兩種)。 

（  ）15.下列哪一項因素不會使家鄉的人口產生變化？ ○１出生 ○２旅行 ○３移入 ④死

亡。 

二、配合題：每格 1 分，共 5 分 

1.有幾位爺爺在社區活動中心附近聊天，請依照他們的聊天內容，請圈選出下面問題的

答案 

 

1.請圈選答案:政府可以（設立公共托育中心／減少生育補助）來幫助許爺爺。 

2.請圈選答案: 依照爺爺們的聊天內容，爺爺們居住的家鄉可能會面臨到的問題

是(勞動力不足／教育程度不高）。 

3.請寫出答案:哪位爺爺家有新移民人口呢？答：               。 

4.請圈選答案:顏爺爺到長青學苑學習是政府所提供的(醫療照護資源／終身學習

的機會)。 

5.請圈選答案: 爺爺們居住的家鄉可能是在(都市／鄉下）。 

） 

許爺爺：「我們倆老平常就在家裡帶好幾個孫子，每天都很累。」 

蔡爺爺：「我的女兒、兒子和媳婦都在外地工作，還好有大家的陪伴，才不會孤

單。」 

顏爺爺：「我最近到長青學苑學習英文和陶笛，讓生活有點樂趣。」 

塗爺爺：「有韓文課嗎？我想學一點韓文，等我媳婦和孫子回來，我們就可以用

韓文聊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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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  學習成效測驗 I【正式試題】前測 

第一單元「飲水思源」單元成就測驗【正式試題】前測 

 

第一單元「飲水思源」「話說麻豆」單元成就預試測驗【正式試題】 

考試日期:      年     月     日  班級:     年     班    號姓名：            

第一部份社會課本通用概念測驗 

一、選擇題：每題 1 分，共 14 分。 

（  ）1.請排出家鄉居民祖先來台的先後順序(A.民國 38 年前後來台的軍民 B.原

住民 C.新移民 D.明清時期移民( ○１ABCD ○２BDAC ○３CDBA 

○４DBCA)。 

（  ）2.如圖所示，請問你認為明、清時代從中國大陸來台的漢

人，主要來自大陸哪兩個省分？○１湖南、湖北 ○２福建、廣

東 ○３江蘇、浙江 ④江蘇、福建。。 

（  ）3.李爺爺住在眷村，退休以前是職業軍人，請問他可能是

哪一批的移民？(①明清時代來臺的移民②原住民③民國 38 年前後來臺的移

民④日治時代)。 

（  ）4.明清時期由中國大陸渡海來台要經過圖中

大家俗稱的「黑水溝」，請問這條「黑水溝」應

該叫做？○１太平洋○２東海○３臺灣海峽○４巴士海 峽 

（  ）5.下列關於臺灣原住民的說明何者是正確的

敘述？(①高山族多數住在平原或丘陵過著農耕的生活②平埔族與漢人接觸時

間比高山族較短③高山族漢化嚴重，多數已經不重視祖靈和神話傳說與歌舞④

早期的平埔族大多數分布在臺灣西半部的平原地區)。 

（  ）6.下列哪一組人民生活場所與生產方式的配對是正確的？(①原住民—平

原—種植茶樹②民國 38 年前後來臺的移民—都市—農作③早期客家人—平

原—種植甘薯 ④早期閩南人—平原—種植水稻)。 

 

 

（  ）7.當農民發現高麗菜賣的價錢高，大家因此在同一時間搶種高麗菜，這時如

果全省農民同時收成，高麗菜的價格會有什麼變化？(○１提高○２降低○３不變○４

親愛的小朋友 你好：  

  這是一份學術性的測驗，這不是考試，只想瞭解你對這些問題的瞭解，你的答案非

常重要，可以讓老師瞭解你的學習狀況。請仔細回答問卷中的每一個問題，填寫完畢後， 請

再檢查一次以免有遺漏填答的情況產生，感謝你的合作。 

敬祝     身體健康！學業進步！  

國立台東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何俊青博士 

指導教授：謝振裕博士 

研 究 生：邱暐心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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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臺北文山地區  (乙)高雄市大樹區  (丙)臺北市北投區竹子湖  

(丁) 宜蘭縣三星鄉  (戊)臺南市南化區  (己)臺東市太麻里鄉 

 

(戊)臺南市南化區 

沒有影響) 

（  ）8.曉菁發現她的班上有多位同學的媽媽是來自越南或中國大陸的外籍人

士，請問這些媽媽由外國遷移到臺灣定居的原因，最有可能是下列哪一個﹖(○１

參加會議○２拜訪親友○３工作○４結婚)。 

（  ）9.小青的祖先很會利用輪船載送貨物到其他國家從事商品買賣：請問當小青

的祖先從中國大陸移民到臺灣時，如果依謀生技能，較適合選擇居住在哪一個

地區？(○１港口附近○２盆地地區○３平原地區○４山地)。 

（  ）10.「仁愛鄉與忠孝鄉都是以農業為主要經濟活動的鄉鎮，「仁愛鄉的作物生

產量比忠孝鄉高。」 根據上列敘述，下列哪一項推論是比較合理的？ (○１仁

愛鄉可能是引水困難的地區○2 忠孝鄉生產技術比較好○3 仁愛鄉能養活比較多

的人口 ○4 忠孝鄉能養活比較多的人口)。 

（  ）11.人類史上可以食用的植物有八萬種，可惜自從農夫發現很多種子店賣的種

子和秧苗收成較好以後，就不再種植祖傳品種，使得很多臺灣祖傳的品種開始

慢慢地消失了。請問，收成與環境永續間應該如何選擇？(○1 要賺錢本來就是

不能兼顧生態○2 請種子店全部改種祖傳品種○3 各種植一半，才能留下祖傳品種

○4 生態的問題，以後再重視都來得及)。 

（  ）12.家鄉的居民為了增加收入、養活更多人口常會引進新作物，但不慎也會導

致臺灣原生動植物的浩劫，例如何種植物就是因為農民引進而導致它大量生

長，搶走其他植物的生存空間？(①大花咸豐草②艾草③芙蓉④狗尾草) 

（  ）13.早期在灌溉用水引水困難的家鄉常出現那些情形？(①大量種植水稻②農

作物的產量較高③能養活的人口較多④常種植甘薯、甘蔗等作物)。 

（  ）14.芯卉可以從下列哪些方式知道她的祖先來源？ㄅ.查閱祖譜 ㄆ.詢問長輩 

ㄇ.查看墓碑上的標示 ㄈ.上網查(①ㄅㄆ②ㄆㄈ③ㄅㄆㄇ④ㄆㄇㄈ)。 

二、配合題:每格 1 分，共 5 分 

1.在（   ）中填入相關地名的正確代號: 1 個代碼只能用 1 次喔！ 

（   ）○1 最早是種蓬萊米的地方。 

（   ）○2 早期從福建引進茶樹的地方。 

（   ）○3 為了避免被雨水打落花苞而需撐起小雨傘的上將梨產地。 

（   ）○4 農民在種植愛文芒果的過程中，會幫芒果套上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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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續）  學習成效測驗 II  【正式試題】前測 

第二單元「家鄉的人口」單元成就測驗【正式試題】前測 

 

考試日期:      年     月     日 班級：    年  班  號姓名：            

） 

一、選擇題：每題 1 分，共 14 分 

（  ）1.阿妹的家鄉在高雄縣桃源鄉的深山山區，因此人口很少，請問桃源鄉人口少主

要的原因可能是什麼？（○１地勢起伏小○２山區開發不便○３山區商業發達○４山區就

業機會太多）。 

（  ）2.近年來由於醫療技術的進步，所以出現了下列何者現象？（○１出生率下降○２出

生率上升○３死亡率上升○４死亡率下降）。 

（  ）3.如果家鄉人口有大量移入的現象，比較容易造成什麼問題？（①出生率降低 

○２死亡率提高 ③勞動力不足④交通擁擠）。 

（  ）4.家鄉經濟活動的發展情形，可以透過哪一種人口組成來瞭

解？（ ①年齡分布 ②產業類別 ③教育程度 ④性別比

例）。 

（  ）5.依據右圖的曲線圖你可以知道什麼訊息？（①歷年家鄉男生的總數大約是多少

②家鄉歷年來的人口越來越少③家鄉受教育的程度④家鄉不同年齡的人數有多

少）。 

（  ）6.某地農業人口占 50％，工業人口占 17％，服務業人口則占 33％，從上列數值

可以推測出該地的產業結構以（○１工業○２服務業③農業④養殖漁業為主）。 

 

親愛的小朋友 你好：  

  這是一份學術性的測驗，這不是考試，只想瞭解你對這些問題的瞭解，你的答案

非常重要，可以讓老師瞭解你的學習狀況。請仔細回答問卷中的每一個問題，填寫

完畢後， 請再檢查一次以免有遺漏填答的情況產生，感謝你的合作。 

敬祝     身體健康！學業進步！  

國立台東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何俊青博士 

指導教授：謝振裕博士 

研 究 生：邱暐心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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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歲 

2 歲 

37歲 

38 歲 66 歲 

77 歲 

6 歲 

 

（  ）7.下面哪一個家鄉比較具有生產活動的競爭力？（○１青壯年人口占 15％的甲鄉 

○２青壯年人口占 45％的乙鄉 ③青壯年人口占 31％的丙鄉 ④青壯年人口占 25％

的丁鄉）。 

（  ）8.老師請小朋友利用星期三下午時間完成「家鄉人口分布」的作業，並要求上臺

報告。請問下列哪一個人的報告內容正確？（○１大雄：「我到郵局查詢人口資料。」 

○２小夫：「我發現近年來家鄉人口密度有減少的趨勢，有可能是因為捷運的興建。」

○３胖虎：「我只需要知道家鄉面積的大小，就可以判斷人口密度的高低。」○４靜

香：「鄰近鄉鎮的面積比我們小，居住的人口數卻較多，因此人口比我們密集。」 

（  ）9.隨著高齡化社會的來臨，我們即將面臨下列哪一項的問題？（○１龐大的醫療支

出○２適齡男女不婚○３出生率的降低○４就業的機會變多）。 

（  ）10.早期家鄉的出生率較高，主要的原因是什麼？（○１從事工業工作需要較多人力

○２衛生條件佳③從事農業工作需要較多的人力 ④醫療技術好）。 

（  ）11.依據下圖，請問這家人有幾個人屬於需要被扶

養的人口？( ○１三個 ○２四個 ○３五個 ④六個)。 

（  ）12.下列哪一項因素是影響傳統重男輕女觀念改變的原 因？

(○１出生率的提升○２死亡率的降低○３性別平權教育的推廣 ④女生的人數比較少)。 

（  ）13.都市的人從事哪兩種行業的人口比例較高？(○１工業和服務業 ○２服務業和

農、漁、牧業 ○３工業和農、漁、牧業 ④服務業和農、漁、牧業等兩種)。 

（  ）14.下列哪一項因素不會使家鄉的人口產生變化？ ○１出生 ○２旅行 ○３移入 ④死

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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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  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教學教學意見調查表 

各位親愛的同學：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上完 14節老師自編的多媒體鄉土教材「新、舊麻豆

柚洋蔥」融入社會課堂的教學，同學你學到了什麼？有什麼想法？老師想拜託 

你填寫下方的教學意見調查表，讓老師知道你們對課程的意見，做為下回授課改

進的方向，感謝。 

一 、基本資料：1.姓    名 ：             2.性    別 ： □ 女     □ 男 

二.全單元教學結束後教學意見調查： 

小朋友，下列各項問題皆有○1  ○2  ○3  ○4  ○5 等五個強弱不同的同意程度，請

您依照您的感覺由○1 ~○5 的選項中，選擇一個答案勾選。 

編號 請依照自己的實際情形，在最適合的選項裡打√ 

非 不 尚 同 非 

常    常 

不 同    

同    同 

意 意 可 意 意 

1. 比起只用講述法上課，當老師使用多媒體鄉土教

材，上社會課更吸引我了 
○1  ○2  ○3  ○4  ○5  

2. 比起只用講述法上課，老師使用多媒體鄉土教材融

入教學，會吸引我上圖書館看到和老師上課內容有

關的書拿來翻看 

○1  ○2  ○3  ○4  ○5  

3. 比起只用講述法上課，老師使用多媒體鄉土教材上

社會課時，讓我覺得對課文介紹的內容比較瞭解，

而且不容易遺忘 

○1  ○2  ○3  ○4  ○5  

4. 比起只用講述法上課，使用多媒體鄉土教材上社會

課，我和家長討論家鄉的話題的機會增加了 
○1  ○2  ○3  ○4  ○5  

5. 老師使用多媒體鄉土教材上社會課，我更愛我的家

鄉了 
○1  ○2  ○3  ○4  ○5  

6. 老師使用多媒體鄉土教材上社會課，我會想瞭解更

多家鄉的事 
○1  ○2  ○3  ○4  ○5  

7. 老師使用多媒體鄉土教材上社會課，讓我覺得家鄉

需要我時，我願意為家鄉做點事 
○1  ○2  ○3  ○4  ○5  

8. 比起只用講述法，老師使用多媒體鄉土教材上社會

課，我覺得自己願意主動多花時間去準備社會的考

試或課後複習 

○1  ○2  ○3  ○4  ○5  

9. 使用多媒體鄉土教材上社會課，能聽到別人的看

法，能幫助我更加瞭解問題 
○1  ○2  ○3  ○4  ○5  

10. 使用多媒體鄉土教材上社會課，能和另一個同學一

起完成任務或學習單，我覺得自己在課堂上不再孤

單 

○1  ○2  ○3  ○4  ○5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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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續） 

編號 請依照自己的實際情形，在最適合的選項裡打√ 

非 不 尚 同 非 

常    常 

不 同    

同    同 

意 意 可 意 意 

11. 使用多媒體鄉土教材上社會課需要常表達自己的想

法，我覺得自己變得有自信了 
○1  ○2  ○3  ○4  ○5  

12. 剛上課就利用和當節課主題相關的麻豆相片進行提

問和猜測，會吸引我的注意 
○1  ○2  ○3  ○4  ○5  

13. 先默讀當天要上課的課文內容並標上行數，可以幫

助我對當天的上課內容有大致的瞭解 
○1  ○2  ○3  ○4  ○5  

14. 先介紹當節課教學重點，並在社會課本用便利貼做

記號，且先告知 PPT預定要評量的題目，可以讓我

更清楚這節課的教學重點也會更專心上課 

○1  ○2  ○3  ○4  ○5  

15. 老師配合社會課本「祖先的來源」自編的「我的祖

先是誰」能讓我瞭解麻豆祖先是那些人，從哪裡來 
○1  ○2  ○3  ○4  ○5  

16. 「我的祖先是誰」中的影片能讓我看到祖先想像的

長相和生活的情形，幫助我瞭解社會課本裡對祖先

內容的描寫 

○1  ○2  ○3  ○4  ○5  

17. 多媒體鄉土教材中的影片能吸引我的注意和學習的

興趣 
○1  ○2  ○3  ○4  ○5  

 

二.單元教學內容教學意見調查： 

小朋友，下列各項問題皆有○1  ○2  ○3  ○4  ○5 等五個強弱不同的同意程度，請您

依照您的感覺由○1 ~○5 的選項中，選擇一個答案勾選。 

編號 請依照自己的實際情形，在最適合的選項裡打√ 

非 不 尚 同 非 

常    常 

不 同    

同    同 

意 意 可 意 意 

18. 「我的祖先是誰」能讓我知道麻豆原住民、移民、

統治者間在麻豆的生活、衝突與妥協、包容的故事 
○1  ○2  ○3  ○4  ○5  

19. 「我的祖先是誰」能讓我有興趣去探索自己祖先是

誰？他有什麼故事？ 
○1  ○2  ○3  ○4  ○5  

20. 「我的祖先是誰」能讓我有興趣想瞭解更多麻豆的

祖先在麻豆還發生哪些事情？ 
○1  ○2  ○3  ○4  ○5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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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續） 

編號 請依照自己的實際情形，在最適合的選項裡打√ 

非 不 尚 同 非 

常    常 

不 同    

同    同 

意 意 可 意 意 

21. 「我的祖先是誰」能讓我有興趣去教材中所提到的

地點走一走、看一看 
○1  ○2  ○3  ○4  ○5  

22. 老師配合社會課本「家鄉的開發」自編的「麻豆大

不同」，讓我瞭解麻豆先民為了生存遇到的困難和

麻豆四寶的故事 

○1  ○2  ○3  ○4  ○5  

23. 「麻豆大不同」中的影片能幫助我瞭解新技術和銷

售…等科技、農業與經濟方面的抽象概念 
○1  ○2  ○3  ○4  ○5  

24. 「麻豆大不同」能讓我瞭解引進新作物可能對臺灣

原生種造成的危害 
○1  ○2  ○3  ○4  ○5  

25. 多媒體鄉土教材中「來挑戰」部分，能幫助我能幫

助檢視自己的想法正不正確 
○1  ○2  ○3  ○4  ○5  

26. 多媒體鄉土教材中「想一想」兩難問題討論部分，

能幫助我由不同的角度思考問題，並聽到更多人的

想法 

○1  ○2  ○3  ○4  ○5  

27. 配合「話說麻豆」寫學習單，能幫助我注意教材中

的內容 
○1  ○2  ○3  ○4  ○5  

28. 配合多媒體鄉土教材「話說麻豆」延伸的麻豆古蹟

拍照合影活動，能讓我將書面教材確實融入生活中 
○1  ○2  ○3  ○4  ○5  

29. 老師配合社會課本「人口的變化」自編的「麻豆人

的危機」能讓我瞭解麻豆人口的問題 
○1  ○2  ○3  ○4  ○5  

30. 「麻豆人的危機」中的圖片、資料、新聞等能幫助

我瞭解少子化…等較的抽象概念及其他國家的做

法 

○1  ○2  ○3  ○4  ○5  

31. 「麻豆人的危機」能讓我瞭解麻豆十二婆姐等藝

陣，因為老化問題而有失傳危機，需要延續。 
○1  ○2  ○3  ○4  ○5  

32. 老師配合社會課本「人口的組成」自編的「我是優

秀的麻豆人」能讓我瞭解華人重男輕女、麻豆的產

業類別和教育變遷的問題 

○1  ○2  ○3  ○4  ○5  

33. 「我是優秀的麻豆人」能讓我瞭解自己能受教育是

幸福的，應該好好珍惜，尤其是女生。 
○1  ○2  ○3  ○4  ○5  

34. 「麻豆人口柚洋蔥」看教材作筆記，比第一單元看

教材完成學習單問題讓我學習更自主 
○1  ○2  ○3  ○4  ○5  

35. 學習單過關換貼紙及多元表現集點大車拼活動，能

激勵我要專心上課，找到正確的答案，並努力在各

方面有好的表現 

○1  ○2  ○3  ○4  ○5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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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意見及建言： 

◎我覺得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教學內容中，那些部份印象最深刻或最有趣？ 

                                                                               

◎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教學課程的整體活動安排，我覺得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我想給老師的建議有：（從上課至結束的所見所聞，都歡迎提供建議） 

                                                                               

※由衷感謝各位同學的回饋！你的回饋是老師進步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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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  多媒體鄉土教材融入教學活動設計（節錄） 

一、設計理念：藉由多媒體鄉土教材古蹟和遺址的介紹過程中瞭解過往所發生過

的事與人們的生活。並讓學生從認識體認麻豆的開發過程並瞭解社會通用概

念地區及麻豆區的祖先來源及開發過程。藉由調查家人的歷史，。讓學生從

認識 

二、教學時間：280 分鐘 

三、教學年級：四年級 

四、教學流程： 

社會課本

單元名稱 

飲水思源 鄉土教材

單元名稱 

我是麻豆人 

教學單元 1-1 祖先的來源 

1-2 家鄉的開發 

教學單元 1-1 我的祖先是誰？ 

1-2 麻豆大改變 

教材來源 康軒版第四冊 教材來源 自編教材，參考多本麻豆鄉土教材文

獻編製而成 

教 

學 

規 

畫 

總時間 課次 節數 課次名稱 

280 分鐘 

1-1 單元(含鄉土教材) 3 節 
社會課本：祖先的來源 

鄉土教材：我的祖先是誰？ 

1-2 單元(含鄉土教材) 2 節 
社會課本：家鄉的開發 

鄉土教材：麻豆大改變 

教材觀念統整 1 節 
社會課本與鄉土教材第一單元教

材統整，小組概念圖海報繪製 

教學評量 1 節 社會習作習寫和單元成就測驗 

能力指標 

社會領域 

1-2-1 描述地方或區域的自然與人文特性。 

1-2-2 描述不同地區居民的生活方式。 

1-2-8 覺察生活空間的型態具有地區性差異。 

麻豆鄉土教材 

1-2-1  察覺聚落的形成在符應人類聚居生活的要求 

2-2-1  瞭解居住城鎮的人文環境與經濟活動的歷史變遷 

2-2-2  認識居住城鎮的古蹟或考古發掘，並欣賞地方民俗之美 

教學目標 

1-1 認識麻豆的遺址。 

1-2 認識麻豆區祖先的來源 

1-3 瞭解麻豆祖先開發的過程 

1-4 培養愛護鄉土的態度。 

1-5 培養依據證據進行推測的能力。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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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續） 

教學內容 時間 準備資料 評量 備註 

~第一節課（第二~第五節同模式）~ 

【活動一】引起動機 

1.播放一張麻豆社人之照片 

提問：教師引導學生猜測。 

(1)各位同學，請猜猜看這照片的是誰呢？(請幾位

學生回答，但不宣布正確答案) 

2.讓學生默讀社會課本（p8~11），並標上行數後 

提問：教師引導學生猜測。 

再告訴老師，這張圖片可能是課本中的哪一個族

群？(請不同的學生發表，但不宣布正確答案) 

3.發下學習單和便利貼，請學生用便利貼將學習單

上之核心觀念語詞，黏貼在課本上，並告知這是本

堂課融入的多媒體鄉土教材的主要概念 

【活動二】發展活動。 

1.簡報式鄉土教材投影片放映，一面播放，一面提

問與教學 

小朋友找出居住的麻豆在那個位置？ 

麻豆區位於臺南市的中部，是平原地形，以前是在

倒風內海邊，因為道光二十年的水患和漁民違法圈

捕魚塭而致內海陸化。 

2.教師提問： 

知道了麻豆的位置，各位猜一猜，麻豆最早的祖

先是誰？來自哪裡？ 

3.播放影片(介紹冰河時期的臺灣、舊石器時代、新

石器時代的人類、大航海時代的平埔族人、荷西時

期和當時漢人來台的經過) 

每 3 分鐘 1 次內容複述提問 

【活動三】綜合活動 

分組討論，分享個人學習單之答案並討論，最後

將學習單填寫完成 

抽一組發表，其他組補充 

老師利用課本內容進行連貫總結並配合通用概念

學習單 1~2 題書寫，作為評量。 

進行學習單指導： 

教師指導學生要如何於課後完成學習單「家人的

歷史」。 

(1)家人的祖先來自哪裡？ 

(2)家人是土生土長的「麻豆人」嗎？ 

(3)如果不是，家人來自那個縣市或鄉鎮呢？ 

~第一節課（第二~第五節）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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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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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續） 

教學內容 時間 準備資料 評量 備註 

~第六節課 ~ 

【活動一】統整活動 

探尋「家人的歷史」 

1.調查統計： 

(1)教師依據學習單的調查結果，統計班上學生的

家人祖先來自大陸的數量，並化成比例。 

(2)統計家人是土生土長的「麻豆人」的數量與比

例。 

(3)計數家人來自其他鄉鎮的學生數與縣市別。 

2.全組依各組統計數據，畫海報，並分享。 

3.總結（歸納）： 

(1)教師提問：「從統計結果，你發現什麼？」 

(2)學生自由發表與提問。 

(3)教師根據師生討論引導：。 

     「麻豆人（臺灣）人的祖先大多來自大陸」 

     「麻豆人有許多是來自其他縣市」 

(4)討論發表： 

小朋友的家族是什麼時候到麻豆？父母、祖父母、

或更早？ 

他們為什麼會到麻豆？ 

現在為什麼會住在麻豆？ 

(5)引導對鄉土的認同： 

小朋友認為自己是哪裡的人？ 

(6)老師進行單元總結 

~第六節課結束~ 

 

 

 

 

5 

 

 

 

 

 

20 

 

3 

 

 

 

 

 

 

3 

 

 

 

 

3 

 

6 

 

 

 

學習單： 

家人的歷史 

 

 

 

 

 

 

 

觀察 

製作海報 

發表 

 

 

 

~第七節課~ 

【活動一】單元評量 

第一單元社會科單元成就測驗習寫 

寫習作 

教學回饋單填寫 

 

 

~第一單元結束~ 

 

 

20 

15 

5 

 

 

 

社會科單元

成就測驗卷 

社會習作 

教學回饋單 

 

 

能依照所

學寫出正

確答案 

能寫出自

己對教學

活動的看

法 

 

教學建議：進行班上學生祖先來源與家人出生地統計時，可在黑板繪製表格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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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9  學習單（節錄） 

1  祖先的來源 
各位同學，每個人都有他的祖先，你知道居住在台灣這塊土地的人們，主要

的祖先是誰？來自哪裡嗎？現在就讓我們透過影片，一同來探索並寫上答案吧。

廣東

(   )

州    
(  )或

山地 

原住民 

(    )族 

1-1 
祖 

先 

的 

來 

源 

住西南(    )、

平原 

生活方式:與漢人差別不

大，由(     )可看出。 

(    )族 
生活方式:仍保有一些傳統

生活方式 

內陸港口

或（   ) 

依
(   )

技能選

擇居住

地 

居住地:(     )部 

平原、台地或丘陵 

居住地:(     )部山地或離

島 

有(      )族 

福建
(   )州    

福建

(     )

州    

有 9~14 族，未定調 

種(   )、甘

蔗和(   )或

從事商業或

貿易、捕魚

維生 

大多居住
在(   )或

附近 

(     )時代來臺 

漢人 

民國(    )年前後來

臺移民 

政府機關公務員、

教師、軍警人員 

教

師、軍警人

員 近年來因(      )

而移民到臺灣的新

移民 

閩南

人 
客家人 

種(    )、提

煉樟腦或開

墾(    )田

種稻維生 

 
(       )

市最多 

 

居住的聚落稱

(     )村 

(    )國人最多，

中國大陸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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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圖三：「瞭解麻豆公廨分布與變遷」，取得認識麻豆公廨的拼圖 過關 未過 

 

 拼圖四：「瞭解麻豆社的沒落與消失」，取得麻豆社的變遷的拼圖 過關 未過 

 

什麼人 發生事件 

荷蘭公司 1629 年的        事件 
在          ，建立第一所宗教大學 

明清時代
漢人 

不交         錢   
搶圍        內海的魚塭，而加速內海淤賽 

蔴荳社人 搬到                      

早期的公廨

現在的樣貌 

  北勢里加輦邦的公廨現

在是             

  南勢里蔴荳社主廟現在是 

                 

  

  安正里番仔寮的公廨現

在是             

  大埕里的大公廨現在是 

                     

             
  長老議事地點現在是 

           

麻豆的祖先—原住民圖像  

 

 

麻豆的先住民拼圖  

話說麻豆  1-1-2 學習單 

四年  班  號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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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   班    號姓名： 

1-1探訪麻豆原住民 拼圖黏貼處 

恭喜你，因為你的專心上課，在探訪「麻豆的原住民」單

元中過關，順利取得麻豆原住民的藏寶圖，下一關探訪麻豆

的「麻豆的明清漢人移民和開發」時，也要如此用心學習喔！ 

 

                              級任老師:邱暐心 

  

  

拼圖一黏貼處 

拼圖三黏貼處 

拼圖四黏貼處 

拼圖二黏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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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0  麻豆歷史文物打卡活動（節錄） 

做法:請找到下列地點和它合影，上傳到自己的臉書，或洗成相片或用列表機

印出，黏貼在圖畫紙上後，在旁邊加上地點說明 

 

1.麻豆國小辦公室旁之校地取得碑 2.麻豆油車里東方美早餐店前之吊荷 

3.麻豆大埕里三元宮後方之尪祖祠—阿立祖 4.麻豆區基督教的教會原址 

5.麻豆南勢里關帝廟前殿左方的石碑—記錄

漢人侵占平埔族土地，清朝政府喻令禁止 

6.麻豆古港園區大門的平埔族蔴荳社人之

想像圖 

7.麻豆古港園區內的麻豆古港碼頭遺址 8.首府大學旁之「龍喉出天子的主角」龍喉 

 

倒風內海故事館內的戎客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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