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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板電腦補救教學計畫」執行情形之探討

* 陳琦媛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內某所私立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於 102 至 103 學年度所推動之平板電腦

補救教學計畫的執行情形。此計畫與大學鄰近四所國中合作，以大學修習教育學程之師

資生擔任補救教學教師，由大學端訓練師資生使用平板電腦教學平台技術，由國中端推

薦各科教師指導師資生課程設計與教學規劃，以各校參與補救教學之學生為對象，嘗試

將平板電腦融入於補救教學課程中。為瞭解計畫執行情形，於計畫結束後本研究以訪談

和問卷調查法收集計畫參與人員意見。於訪談方面，共有 7 位國中行政主管及 8 位國中

教師接受訪談。於問卷調查方面，共收集 20 位大學師資生、9 位國中行政主管、7 位國

中教師及 47 位國中學生之問卷調查結果。研究結果發現平板電腦教學確實可增加學生學

習樂趣，但亦可能導致學生分心，老師需花費較多心力處理班級狀況或網路問題。若要

提升整體計畫成效，需幫助師生熟悉平板電腦操作流程，並搭配良好課程設計及教學平

台介面始能產生良好教學效果。整體而言，平板電腦補救教學的推動需針對課程內容與

學生需求規劃具系統性之平板電腦教學計畫，並有良好網路支援環境和教學平台介面，

師資生亦需加強班級經營能力。未來若國內師資培育機構欲推動相關計畫，建議可由師

資培育大學教師、中學教師與師資生共同針對平板電腦及補救教學設計符合學生程度之

客製化課程，將可收較良好之成效。本研究之結果可作為國內師資培育機構推動數位補

救教學計畫之參考，對於未來國內推動大學師資培育機構與中學進行合作計畫之執行方

式具有實質之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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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ablet PCs as Teaching 
Tool in Remedial Instruction Project”

*Chi-Yuan Chen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ness and problems of carrying out a 
project using tablet PCs as teaching tools in remedial instruction. In this study, the Center of 
Teacher Education of the case university cooperated with four junior high schools to run a digital 
remedial instruction project. Pre-service education program students from the university were 
invited to be remedial instruction teachers, and they were trained in techniques to run the digital 
teaching media on tablet PCs. The collaborative schools recommended some of their teachers 
to act as counselors for the teaching methods and curriculum design for these college students, 
and a sample of students from these schools were sugges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remedial 
instruction class. At the end of the project, the researcher interviewed 7 administrators and 8 
teachers from the collaborative schools, and invited 20 pre-service education program students 
together with 9 administrators, 7 teachers, and 47 students from the collaborative schools to 
complete a questionnaire survey. Results from this study indicated that tablet PCs can enhance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 however, tablet PCs can be a distraction to students’ attention, 
and teachers may have to spend more time on classroom management as well as solving 
internet connection problems. Overall, requirements for a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using 
tablet PCs as teaching tools in remedial instruction include: the design of systematic tablet PC 
teaching plans based on curriculum contents and students’ needs, adequate internet supporting 
environment and instructional platforms, and improved classroom management ability of the 
education program students. If teacher training institutions try to carry out similar projects in 
the future, it would be more effective if professors,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and education 
program students work together to design customized curriculum materials matching students’ 
learning needs and developmental status. The above findings could be useful reference for 
other teacher training institutions when they try to carry out digital remedial instruction projects. 
Also, the findings should be worth referring to when teacher training institutions try to work 
collaboratively with secondary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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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有鑑於目前補救教學實施常產生學生

留校學習意願不高、學習動機低落、學生程

度異質性高、師資難尋、教師無法提供個別

化教學協助，多淪為作業指導、複習、反覆練

習或正式課程的延伸，進而影響補救教學成

效等問題（江昭清，2009；徐偉民、劉曼麗，

2015；高淑芳，2014；教育部，2015；陳淑麗，

2008）。且數位科技運用於補救教學已證實

可激發學習動機及學習興趣，增進學習意願，

提高課堂參與度，有助於提升學習成效，能

支援新的教法，協助教師更有效傳達教學內

容，適合不同類型的學習者及個別化教學等

（沈中偉，2004；林國欽、洪暉鈞、楊叔卿，

2014；張新仁，無日期；許繼德，2009；陳錦

芬、鄒彩完、黃維瑜、陳順和，2009；劉光夏、

陳首伸、王玲玲，2014；歐陽誾，2004）。運

用資訊科技之多元化教材呈現及實作功能，

似乎可提供講授法外不同之教學及學習方式，

以解決補救教學有關學生學習興趣和動機不

高之問題，因此國內一所大學之師資培育中

心於 102-103 學年度運用教育部補助之教學

卓越計畫經費推動數位補救教學計畫。該所

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主任邀請系上教師共同研

商推動方式，決定嘗試以具有個別化應用功

能之平板電腦作為補救教學工具，以充滿教

育熱忱且頗需教學實務經驗之教育學程師資

生擔任補救教學師資，並輔以國中正式教師

之協助輔導，以執行數位平板電腦補救教學

計畫。緣此，該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遂與鄰

近國民中學締結夥伴聯盟，邀集師資生至鄰

近中學進行平板電腦補救教學，除可分享教

育資源，協助鄰近中學，亦可增進師資生教學

現場服務學習之機會。

此計畫共執行 102-103 學年四個學期，

與鄰近四所國中締結為夥伴學校，以夥伴國

中參與補救教學之學生為對象，進行國文、英

文和數學的補救教學。每學期招募教育學程

師資生擔任補救教學教師，每位師資生安排

一位國中教師給予協助，指導其設計課程、

規劃教學及安排教材內容，並由大學師資培

育中心培訓師資生使用平板電腦及Monkeys
教學平台之能力。過程中配合國中端補救教

學進度，以教育部補救教學教材或自編教材，

進行平板電腦補救教學。每堂課程進行前，

師資生會先和負責輔導的國中老師進行討

論，並將討論結果撰寫一份教案請國中老師

給予建議，再依最後的建議進行教學，教學

過程中國中端教師會於教室後方或適時巡堂

以瞭解上課情形。開學的前一兩節課程，師

資生將用以認識參與補救教學課程的學生並

瞭解學生程度，再逐漸將平板電腦帶入課程

中。各課程每週補救教學課程之平板電腦使

用方式，主要視各學科不同單元需求及師資

生與國中教師討論結果而決定。平板多運用

於呈現教材內容或作為學生回答問題的平台

介面。為順利進行大學端和國中端之溝通，

除於大學端設置一位兼任助理外，於國中端

各設置一位兼任助理負責協調聯繫。每學期

上課週數為 12-18 週，各學期皆於各國中召

開補救教學前及教學後會議，教學前會議用

以瞭解該學期教師和師資生之配對情形，及

各國中對於補救教學之期望。教學後會議則

檢討執行情形以作為未來改善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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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瞭解此計畫之執行情形與成果，以及

未來若要推動類似計畫是否需改良計畫執行

方式，本研究運用訪談法和問卷調查法收集

計畫執行相關人員之經驗和感受，進而作為

未來各師資培育機構推動類似計畫之參考。

緣此，本研究之目的如下：

一、瞭解「平板電腦補救教學計畫」

執行情形。

二、瞭解「平板電腦補救教學計畫」

需改良之處。

三、提出未來師資培育機構推動平板

電腦融入補救教學相關計畫之建

議。

貳、	文獻探討

以下摘述補救教學與平板電腦運用於教

學之相關文獻。

一、 補救教學

我國在 1996 年推動教育改革時，教育

改革行動方案中已展現補救教學的想法，「把

每位學生帶上來」即為改革重點之一。隨後

教育部陸續推動各種不同補救教學方案，包

括教育優先區、潛能開發班、攜手計畫等，積

極運用現職教師、退休教師、經濟弱勢大專

學生、大專志工等教學人力，於課餘時間提供

弱勢且學習成就低落國中小學生小班且個別

化之免費補救教學（洪儷瑜，2012；教育部，

2012）。教育部亦成立「攜手計畫學生評量系

統」網站，由教師選出班上後百分之三十五的

學習弱勢學生、進入該評量系統網站參加線

上評量，進行國、英、數等科目之篩選測驗，

沒通過評量即由學校實施補救教學輔導。

2012 年為配合十二年國教的實施，確保每位

免經升學考試直接進入高中（職）或五專就

讀的國中小學生具備基本學力，教育部整合

「攜手計畫—課後扶助」和「教育優先區—

學習輔導」兩個方案資源，提出「國民小學與

國民中學補救教學實施方案」，移除原本接

受補救教學對象必須為經濟弱勢及低學習成

就的資格限制，只要未通過線上評量測驗的

國一、國二學生，都須參加補救教學（洪儷瑜，

2012；教育部，2012；羅智華，2012）。以下摘

述補救教學之定義、對象及目前補救教學實

施方式之問題。

（一）補救教學的定義

補救教學（remedial instruction）係指

「學習困難兒童施以適當診斷，然後針對其

缺陷給予特別的補習教學的過程」（張春興，

2007）。為一種「評量 - 教學 - 再評量」的循

環歷程，期望補救教學實施一段期間後，學

生能跟上原班級的教學進度（杜正治，1993；
郭生玉，1995；張新仁，2001；張新仁、邱上真、

李素慧，2000；許繼德，2009）。

（二）補救教學的對象

補救教學的對象，早期係指智力正常但

實際學業表現明顯低於其能力水準，近期補

救教學的受教對象為經學業成績考察，學科

成就不及格，且在學業成就的表現上未達標

準者（張新仁，無日期；教育部，2012）。需要

補救教學協助的孩童，具有基本作答技巧能

力不足，學業常面臨挫折，經常找藉口不交或

遲交作業，容易分心，不易專心及努力工作，

學習態度不佳，缺乏動機恆心，在自我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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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性的控制適應部分有些困難，學習需要比

其他同學更多時間，不喜歡學校及家庭作業，

習慣性遲緩及較低出席率，依賴性重，需要

家長或教師的特別注意，對於有興趣的科目

或課程有優異的理解力及記憶力等特質（張

新仁，2001，無日期）。針對這類型學生，若

仍採用原班級之直接教學法進行教學，對其

學習態度和動機應不會產生太大的改善，得

設法發展一套能激發其學習興趣，適合個別

差異的補救教學模式和教材內容，才能真正

發揮補救教學的功效。

（三）目前實施補救教學所面臨之問題

國內學者對於補救教學及課業輔導政

策之研究發現目前補救教學的實施方式，多

數學校採學生課後留校方式辦理補救教學，

家長擔憂標籤化，學生對留校學習意願不高

（教育部，2015）。學生學習動機低落，家庭

教育的配合不足（陳淑麗，2008）。學生程度

差異大，異質性太高，讓教師決定補救課程

內容與實施教學時感到困難（徐偉民、劉曼

麗，2015）。補救教學師資難尋，現職教師意

願低，大專生又未受過正式教學訓練（高淑

芳，2014；教育部）。教師補救教學之專業能

力有待提升，如不具備學生學習弱勢科目之

判斷能力，無法提供差異化與個別化的教學

協助學生，國小教師實施補救教學時，多為

指導家庭作業，或將課程內容再教一遍或複

習，國中的課輔多成為正式課程的延伸，常

流於反覆練習（江昭清，2009）、作業書寫、

制式課程教學或閱讀課程，無法有效因應學

生個殊性調整教學策略，教師在實施攜手計

畫數學補救教學時，多未選編或規劃適合學

生起點行為的補救課程（徐偉民、劉曼麗），

缺少針對問題對症下藥，影響補救教學成效，

也少見學校對課輔教師進行專業訓練（陳淑

麗）。

二、 平板電腦運用於教學之相關研究

已有若干研究發現將資訊科技運用於

補救教學可激發學習動機及學習興趣，吸引

學生注意力，提升學習意願，增加課堂參與

度與自我信心，上課態度較為活躍（沈中偉，

2004；張新仁，無日期；陳錦芬等人，2009；
劉光夏等人，2014），亦具有提升學習成效、

學習表現與學業成就之成效（林國欽、洪暉

鈞、楊叔卿，2014；許繼德，2009；劉光夏、

陳首伸、王玲玲，2014；歐陽誾，2004）。對

教師而言，教材容易更新，能支援新的教法，

讓教材適性且多元（沈中偉），能協助教師有

效傳達教學內容（歐陽誾）、適合不同類型的

學習者及個別化教學，讓教學者配合低成就

學生的興趣來分派作業（沈中偉；張新仁），

且能結合網際網路資源，節省教師時間，學

習者可自訂進度，有助於認知自動化的達成

（沈中偉），並縮減學習所需時間（壽大衛，

2001）。以下針對平板電腦此項資訊科技運

用於教學之成效、挑戰及教師態度摘述相關

研究結果。

（一）平板電腦運用於教學之正面成效

平板電腦兼具筆記型電腦和 PDA 的好

處，具有讓使用者在數位文件寫下註解，及和

其他人分享資訊的無線溝通功能（Fister & 
McCarthy, 2008），其無線溝通及筆式輸入

的電腦科技具改變教室互動的潛能，誘發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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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課程中主動參與的能力，能對學習進行

立即且有意義的評量，並提供所需的即時回

饋，協助強化學生學習（Enriquez, 2010)。在

主動學習課堂中，平板電腦可視為數位白板，

幫助學生、教師和研究者紀錄學習成果並進

行線上檢視（Price & De Leone, 2008）。學

生喜愛用平板電腦查資料、做筆記、存取學

習資源勝於桌上型電腦（Morris, Ramsay, 
& Chauhan, 2012）。Li 和 Pow（2011）的研

究發現將平板電腦作為學生學習的輔助可發

生良好效果，即使課程和教學方法沒有太大

的轉變，但學生身邊隨時存在的平板電腦可

具有學校正式學習，及家中非正式學習或較

少結構性學習的功能，學生能透過平板電腦

強化學習動機、發展認知技巧、提升學習策

略並計畫每天學習活動。Reiss（2013）亦指

出電子書教學可降低 80％學生達到學習目標

所需時間，並建議學校應設法將傳統紙本教

材提升至數位化教學教材。

設法開發運用於平板電腦之教學與學

習系統，亦為平板電腦提升教學成效方式。

例如 Rogers 和 Cox（2008）則發展單一平

板電腦教學模式，可用於化學、工程和物理

教室，於課中和課後皆可增進教學和學習

效能。Mohamad Amirnudin 和 Sulaiman
（2013）設法運用三星平板電腦中 SynSpace
和 Google + 兩個程式，發現將平板電腦運

用於數學的教學與學習為多數學生所接受。

Sullivan（2013）發現透過 iPad 的程式可增

強以學生為導向的寫作教學方法，也可支持

多元化的教室，學生透過學習管理系統、數

位資訊資源和線上測驗編輯，可引導其寫作

過程，並促進意見交換與共同合作。Hsu 和

Wu（2011）發現電子書和平板電腦對學生英

文補救教學表現產生良好效益，科技並未導

致分心，以電子書和平板電腦學習的學生獲

得更強的學習增強，在英文考試成績的進步

優於傳統講義的組別。

其他研究亦發現將平板電腦運用於教學

能提升學習動機與興趣，對學習有幫助（陳

昭珍、林惠愛，2014），能提升學習表現、成

效與成績（Landau, Russell, Gourgey, Erin, 
& Cowan,2003; 劉光夏等人，2014），增益創

造思考教學策略之實施，且有助於學生創造

力之提升（劉光夏等人）。Bonds-Raacke 和

Raacke（2008）發現學生對平板電腦運用具

非常正向的期待，認為平板電腦教學是互動

性且參與性的，增強了教室教學並能從中獲

益。

（二）平板電腦運用於教學之困難挑戰

雖然有很多研究發現平板電腦運用於

教學具有良好成效，但亦有研究發現學習成

效並未因平板電腦融入教學而明顯提升，如

陳昭珍和林惠愛（2014）發現學生透過平板

電腦瀏覽電子書籍時以手滑動頁面的次數

很高，顯示兒童喜歡瀏覽電子書而少精讀內

容。Pamuk、ÇAkir、Ergun、Yilmaz 和 Ayas
（2013）發現雖然師生對學校提供平板電腦

一開始有很高的期待，但大部分教師不會使

用平板電腦於教學中，主因學生會使用平板

電腦於課程無關的其他用途上，導致注意力

降低，即使限制下載軟體，但還是有學生有

辦法破解封鎖並下載遊戲軟體至平板電腦

中。儲存於平板電腦的講課內容因軟體自動

更新或學校外地區的網路連結限制而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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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對教室管理感到焦慮，教師缺乏科技知

識及 E 化教材，不瞭解如何運用科技於教學

中，教材數量不足以達到教師教學的參考，

及教師工作量的增加皆是問題點。Mageau
（2012）亦極力呼籲教學與學習重於科技的

想法，其鼓勵教師聚焦於教學和學習的議題

而非科技，且認為平板電腦設計者需設法參

與於學校環境中，嘗試瞭解學校的需求。

（三）教師對於運用平板電腦於教學之態

度

雖然相關研究指出教師願意使用平板

電腦於教學中，且肯定平板電腦有助於提升

教學成效，但亦指出教師的績效期望、付出

期望、社會影響及促成因素對使用意願及使

用行為的影響，會因經驗、自願性而有所差異

（張筱薇、孟瑛如，2014），且教師對使用平

板電腦的容易度感受會影響其對平板電腦實

用性的感受，而對平板電腦實用性和容易度

感受又會影響其使用意願，進而影響其使用

行為（潘信宏，2014）。

教師面對科技日新月異的學校學習環

境時，需設法具備使用平板電腦於教學的技

能。在使用各項行動輔具或科技產品進行教

學前，老師要先熟悉該項工具，且學校要多

給予老師硬體及軟體上的支援。學校應安排

親自操作的研習，幫助教師瞭解如何使用和

照顧平板電腦，及如何擴大於教室中的使用

方法（DeNisco, 2013)。老師們應設法學習

並嘗試將平板電腦融入課程的方法（Foust, 
2013)。Kyu Yon（2011）發現教師良好運用

平板電腦於教學的訣竅在於將教材數位化、

透過螢幕手寫進行教學、對科技使用感到舒

適、能享受使用平板電腦的樂趣。 

參、	研究方法

為瞭解平板電腦補救教學計畫之執行情

形，本研究採用訪談法和問卷調查法蒐集計

畫參與人員之感想。本計畫之參與人員包含

四所合作國中之 12 位行政主管（包括校長、

主任及組長）、38位教師（包括包括國文16位、

英文 11 位、數學 11 位）、105 位學生及 45 位

大學師資生。行政主管負責推動各校數位補

救教學計畫，決定國中教師和師資生之配對

以及計畫之執行方式，並提供計畫執行之相

關協助。師資生設法參考教育部補救教學教

材及國中教師之建議設計課程和教材內容，

獨立進行教學。國中教師則協助師資生設計

課程和教材內容，審查教案內容，並於師資

生授課時進行教學觀察並給予教學建議。

在平板電腦如何運用於教學過程方面，

計畫一開始推行時，每個科目每堂課皆有使

用平板電腦，主要運用 monkeys 平台中呈現

教材、測驗及觀看影片等功能，於測驗時運

用平台中可紀錄學生作答情形的白板功能瞭

解學生作答表現，進而給予個別指導。實施

一至二個學期後，參與教師及師資生逐漸發

現並非所有單元皆適合融入平板教學，因此

開始視課程單元內容及需求調整平板運用情

形。有時整節課使用，或使用半堂課，或僅運

用於教師說明完主要課程內容後進行測驗。

因不同年級不同學科教授單元內容皆不相

同，故多授權師資生及輔導教師討論決定，

並未強制要求特定作法。每學期透過期末教

學後會議蒐集中學教師意見作為下學期計畫

jte
pd



120

師資培育與教師專業發展期刊

執行方式之參考，並於整體計畫執行後進行

問卷調查及訪談，以蒐集整體計畫執行相關

意見。

由以上可知，師資生和國中教師為課程

和教學活動主要設計者，學生為受教者，學

校行政主管則為計畫推動者，以上四類人員

為計畫實際執行人員，對於計畫執行具有深

刻經驗，故本研究以國中端行政主管（包括

校長、主任及組長）、教師、學生及師資生為

主要研究對象，同時採用訪談法和問卷調查

法蒐集量化及質化兼具之參與感想。本研究

聘請四位兼任助理分別負責四間夥伴中學之

問卷調查和訪談工作。以下說明訪談和問卷

調查法之執行方式。

一、 訪談法

（一）訪談對象

為深入瞭解計畫參與人員之意見，本研

究運用訪談法收集質性資料。訪談對象包括

國中行政主管、教師及師資生。顧及受訪人

數多寡，國中行政主管和教師採用面對面訪

談方式，師資生的質性意見則透過問卷開放

問題收集之。共有 7 位行政主管、8 位國中教

師及 20 位師資生接受訪談。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樣本皆以代碼呈現。

各受訪者編碼第一碼代表類別，A 為行政主

管，T 為教師，ST 為師資生。第二碼代表學

校別，四間學校分別標示為 1 至 4。第三碼代

表各校受訪者編碼序。師資生因為皆為樣本表 1

訪談樣本編碼表

人員別 受訪者 代碼 人員別 受訪者 代碼

行政主管

A 國中主任 A11

師資生

A 國中國文科師資生 ST2
B 國中校長 A21 A 國中數學科師資生 ST20
B 國中組長 A22 B 國中國文科師資生 ST6
C 國中校長 A31 B 國中國文科師資生 ST9
C 國中主任 A32 B 國中國文科師資生 ST13
D 國中校長 A41 B 國中國文科師資生 ST16
D 國中組長 A42 B 國中英文科師資生 ST7

教師

A 國中國文科老師 T11 B 國中英文科師資生 ST8
B 國中國文科老師 T21 B 國中英文科師資生 ST15
C 國中英文科老師 T31 C 國中國文科師資生 ST17
C 國中數學科老師 T32 C 國中數學科師資生 ST3
C 國中國文科老師 T33 C 國中數學科師資生 ST11
D 國中英文科老師 T41 C 國中數學科師資生 ST12
D 國中國文科老師 T42 C 國中數學科師資生 ST14
D 國中數學科老師 T43 C 國中英文科師資生 ST5

C 國中英文科師資生 ST10
C 國中英文科師資生 ST1
D 國中國文科師資生 ST4
D 國中數學科師資生 ST19
D 國中英文科師資生 ST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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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之教育學程學生，故沒有第二碼之學校

別。受訪樣本人數及編碼請詳表 1。

（二）訪談大綱

本計畫兩大主要特色為嘗試運用平板電

腦解決補救教學學生學習興趣和動機不高之

問題，及試著以教育學程師資生擔任補救教

學師資。欲瞭解採用此兩種作法之整體計畫

執行情形，本研究設計了行政主管、教師、師

資生三種版本的訪談大綱，以收集計畫參與

人員之感想。主要瞭解受訪者對於以平板電

腦進行補救教學之感想和建議，主要問題包

括以平板電腦運用於補救教學對學生學習興

趣和動機提升之效果、於學生學習成果和成

績方面改善之效果、好處和問題點、適合性、

參與者之感想和建議、對師資生之建議、未

來推動平板電腦運用於教學政策之意願等。

（三）訪談結果整理

於面對面訪談方面，由各國中負責調查

工作之兼任助理取得行政主管及教師受訪同

意後，於約訂時間至學校進行訪談工作。訪

談過程皆進行錄音，各兼任助理再將錄音檔

製作成逐字稿。師資生的質性意見，則將訪

談問題列成問卷開放題送交各師資生，請其

依題目填寫參與此計畫之感想後送回。再將

上述三類人員之訪談結果稿件進行彙整分

析。

二、 問卷調查法

（一）問卷調查對象

除透過訪談以取得質性意見外，為蒐集

本計畫參與人員意見之量化資料，以瞭解整

體意見傾向，本研究針對參與此計畫之行政

主管、教師、師資生及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共

有 9 位行政主管、7 位教師、20 位師資生及

47 位學生填寫問卷。問卷調查樣本人數及背

景資料統計請詳表 2。

（二）問卷編制

問卷題目和訪談題目相似，主要用以收

集計畫參與者意見之整體趨勢，共設計了行

政主管、教師、師資生和學生四種版本問卷。表 2

問卷調查樣本背景資料統計表

行政主管 老師 師資生 學生

性別
男 5 3 3 25
女 4 4 17 22

年級
七年級 19
八年級 28

擔任職務

校長 4
主任 2
組長 3

任教科目 / 
參與補救教學科目

國文 3 6 23
英文 2 7 22
數學 2 6 21

服務學校 / 就讀學
校

A 國中 1 0 2 2
B 國中 4 1 8 14
C 國中 2 3 7 10
D 國中 2 3 3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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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內容係 參 考 Cheon、Lee、Crooks 和

Song（2012）、Chen 和 Huang（2010）、Lin
（2014）於研究中所採用之調查問卷有關平

板或行動裝置對於學生學習及教師教學影響

之題項，但因所參考問卷之研究對象不盡相

同，故僅擷取和本研究目的相關之概念，而

未參考全部內容。參考相關文獻編製問卷題

項初稿後，邀請參與此計畫之師長、師資生

和助理進行討論，納入本計畫之考量，設計

能瞭解學生使用狀況和學習情形之題目。問

卷採用五等量表進行編製，用以瞭解平板電

腦使用狀況及對學生學習幫助性。題目內容

主要包括平板電腦對於學習動機、學習態度、

學業成績、資訊能力等方面之提升情形等。

行政主管、教師及學生問卷增加了「對師資

生授課之教學意見」此一大題，內容包括師

資生之情緒控制、上課氣氛、師生互動、班級

經營、教學滿意度、教學目標符合性等，用以

瞭解師資生擔任補救教學教師之情形。

（三）問卷結果整理

本研究採用網路問卷進行填答，若不習

慣或不方便上網填答者，則將網路問卷印成

紙本請其填寫後，由本計畫之兼任助理協助

填答於網路問卷中。調查結果透過網路問卷

之統計功能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

肆、	研究結果

本部分從平板電腦補救教學計畫執行情

形及改良建議兩方面呈現研究結果：

一、 平板電腦補救教學計畫執行情形

（一）平板電腦補救教學雖能增加學生學

習興趣與動機，可透過多媒體呈現教

材，提供實作及即時回饋功能，但也

容易使學生分心

圖 1 為學生學習動機是否因參與平板電

腦補救教學而提升之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平

板電腦大體上可增添上課的趣味並引起學生

的興趣，有 77.8％的行政主管、42.9％的老

師、40％的師資生和 57.4％的學生認為學習

動機因平板電腦而提升，惟行政主管和學生

對於平板電腦能引起學習動機的肯定高於教

師，於所有填寫問卷教師中，仍有約 42.9％
的教師僅有點同意學生學習動機被提升，有

14.3％的教師完全不同意平板電腦對學習動

機的影響。訪談的結果亦顯示計畫參與人員

皆肯定平板電腦融入教學能讓上課新鮮有

趣、引發學習動機。

受訪者指出「具新鮮感，畫面生動，引人

注意，多了新奇好玩，同學對平板電腦能手動

操作有興趣，更有學習動機，不會打瞌睡，老

師也上得精彩」（T11；ST2；ST3）、「大部分

孩子對 3C 產品很好奇且喜歡使用，同一份

題目如果以紙本和電腦來看，學生比較想做

電腦版的」（T41；T43；T33）、「平板電腦比

較貼近青少年的生活，以較具吸引力的方式

引導他們進入教學課程，並且善用獎勵與即

時回饋，自然會引發他們的學習動機」（A31）、
「孩子覺得新鮮有趣，可以引發他們的學

習動機，並且增加生師互動」（A22；A32；
ST4；ST6；ST7；ST11；ST14；ST16；ST18；
ST20）、「平板電腦吸引學生，對學生來說是

新東西。但如果學生本身對數學就沒有興趣，

使用平板電腦後，可能還是沒有興趣」（A42）。

此外，受訪老師指出「學生使用平板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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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做互動式遊戲，學習狀況會比較好」（T31）、
「平板電腦可透過動畫或其他方式來呈現，

孩子較容易理解」（T32）、「因為每位學生皆

能動手操作， 不再只是教師講述課程概念，

學生不會有精神不濟的狀況發生」（ST10）。
「教材內容呈現清晰，可實際操作，馬上看到

學生的回答內容，學生間也互相分享，這是

一般教室沒有體驗到的新情境」（T42）、「學

生不必拿一堆課本，題目都在平板電腦裡面，

也方便攜帶」（T43）、「可使學生善用網路資

源，亦可立即找到他們需要的資料」（ST5；
ST17）、「能藉由線上作答及時回饋得知學

生學習問題，學生學習狀況愈趨穩定與進步」

（ST19）。再者，有教師指出「平板電腦教學

可以達到個別差異的部分」（A22），因為「學

生能依個人學習速度不同而調整。如教師請

學生觀賞教學影片 , 學生對影片不了解的地

方學生能自行重播」（ST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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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學生學習動機是否因參與平板電腦補救教學而提升之調查結果

圖 2  學生學習態度是否因平板電腦補救教學而改善之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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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為調查計畫參與者關於學生學習態

度是否因平板電腦補救教學而改善，調查結

果顯示，除 57.4％的學生較肯定本身學習態

度因平板電腦教學而改善外，有 66.7％的行

政主管、57.1％的教師和 45％的師資生僅有

點同意學生學習態度的改善，甚至有 14.3％
的教師和 5％的師資生完全不同意學生學習

態度因平板電腦教學而改善。究其原因，受

訪者指出「實際操作時，學生相對容易分心，

會趁老師不注意時，偷開其他頁面，防不勝防」

（T11；ST8；ST20）、「容易增加學生分心的

機會，畢竟平板電腦對他們來說就是一個可

滑來滑去有趣的板子。頂多引起學生動機，

班級經營如果不好，實施效果就會不好」（T31；
ST1；ST6；ST12；ST13；ST14；ST16；
ST17）、「學生會因為使用平板電腦的其他

功能而沒有把注意力放在課堂上」（T33）、「如

果老師的課程設計不是那麼有趣，學生學習

意願又低落的話，很容易會出現學生利用平

板電腦滑到其他介面做自己的事情」（A32）、
「使用平板電腦孩子會比較 high 一點，老師

怎麼去掌握進度和狀況是個挑戰」（A22）。

（二）平板電腦授課的便利性將受師生對

平板電腦操作流程及教學平台的熟

悉度，及網路環境的良窳所影響

圖 3 為調查計畫參與者關於平板電腦

上課之便利性之意見，調查結果顯示，學生

較為肯定平板電腦學習的便利性，有 72％的

學生完全同意平板電腦上課很方便，但老師

多持保留態度，僅 57％的教師和 60％的師

資生有點同意平板電腦上課的方便性，且有

14％的教師否定平板電腦教學的便利性。

受訪教師指出「平板電腦屬於科技性產

品，實際運用在課堂上時，非常考驗教師和

學生的科技能力，一旦出現問題，如網路無

法順利連線，頁面出現 bug 等，很容易打斷

教學流程，需花許多時間處理」（T11； ST1；
ST11；ST19）、「容易浪費時間，學生下載

教材時需要時間，下載失敗時間就更浪費了」

（T31）、「網路環境不友善時也會花很多時

間在操作上」（T33；ST4）。行政人員指出「設

備不穩定時比較麻煩，電腦沒有網路可連線

就是個問題，應該要有離線可儲存資料的功

能」（A42）、「網路不穩定或設備出狀況，影

響授課時間」（A11；ST5）、「教學者的熟悉

度及完整流程的設計很重要，教學者對平板

電腦的使用如果不夠熟練的話就會形成缺

點」（A31），此外師資生也指出「課堂常要花

很多時間處理學生的資訊問題」（ST8），且

「教師無法切換或監控全部學生使用畫面」

（ST15）是個問題。另外，教師也指出平板

電腦教學介面需進行改良，「白板功能書寫

的地方太小，沒有辦法寫完整的句子，會被切

掉」（T41；ST10；ST18）、「幾何圖形的部分

和比較冗長的公式，比較不容易操作」（T43）。
亦有教師指出「教材設計的過程比較費時，

除了設計之外，還要用平板電腦寫教案，要花

很大功夫。若有教育部教材可直接轉到平板

電腦運用，就不會這麼辛苦」（A42）。

（三）平板電腦教學的效果取決於其於課

程中的使用時間及方式是否經過充

分構思

圖 4 為計畫參與者對於平板電腦進行補

救教學之肯定性，調查結果顯示雖然有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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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生肯定平板電腦的教學，但有 57％的

教師和 50％的師資生僅有點肯定平板電腦

教學，即使是肯定度較高的學生，也有 13％
的學生勾選有點不同意平板電腦教學值得肯

定。

訪談結果和問卷調查結果相同，受訪者

指出平板電腦需配合適當的課程內容及有效

的使用方法，因此良好的課程設計和教學教

材仍舊是教學成功的主因。「新奇有趣是平

板電腦教學最大賣點，使用平板電腦進行互

動式教學，比傳統教學更能吸引學生的注意

力，但是老師的努力，和老師對平板電腦教學

系統的了解，決定了這堂課的命運，或許需要

老師們聚集在一起，共同討論平板電腦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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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教師、師資生和學生對於用平板電腦上課方便之看法

圖 4  教師、師資生和學生是否肯定平板電腦教學之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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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案，集思廣益，會比單打獨鬥來得有用」

（ST17）、「課程設計蠻重要的，不然會有為

了用平板電腦而用的感覺」（T31）、「所教授

的單元適合使用平板電腦再使用，不要為使

用而使用」（T32）、「平板電腦教學適用補救

教學，但要視課程而定」（T42；T43）。「平板

電腦適合作為引起學習動機的輔助工具，但

如果整堂課都使用其實蠻不方便，效果有待

商榷」（T11）、「平板電腦可適用任何的教學，

重點在老師的課程設計及使用方式能掌握學

生的興趣」（T21）、「需要補救教學的孩子在

程度上是有落差的，如果平板電腦教材設計

系統可根據孩子學習狀況而調整進度，對程

度落後的孩子是有幫助的」（A22）、「平板

電腦好或不好主要在使用者，教學者必須有

好的教學與班級經營，此外平板電腦的品牌

也很重要。老師在使用平板電腦時要非常清

楚自己的管理與步驟，是全部時間使用？部

分時間使用？還是某些單元使用？這是教學

者自己要先弄清楚的，否則我會覺得平板電

腦是一個干擾。…工具只是個輔助，真正重要

的是那個教學的過程、流程，平板電腦只是

流程的一部分」（A31；A41）。

（四）平板電腦補救教學成效有限，可能原

因為補救教學次數少且學生程度不

一

表 3 為學生、行政人員、教師和師資生

認為平板電腦教學對學生學習影響之調查結

果。調查結果顯示學生對平板電腦教學對學

習影響抱持較高的肯定，僅於資訊能力提升

方面有較多學生持保留態度 (44.7% 有點同

意；8.5%有點不同意 )。行政人員的態度持平，

除肯定平板電腦有助於學生學習動機及成績

的提升外，其他部分多持有點同意的看法。

教師的態度較為消極，僅 42.9％教師完全同

意於學習動機提升方面有幫助，於其他部分

大多持有點同意的態度，尤其是學生資訊能

力因平板電腦教學而提升方面有 85.7％教師

僅選擇有點同意，甚至各有 14.3％的教師完

全不同意學生學習動機、學習態度及成績因

平板電腦教學而改善。師資生的態度更為保

守，對各項學生學習的幫助性皆以有點同意

為多，甚至有 5％的師資生完全不同意平板電

腦教學有助於學習態度的改善。本研究進一

步比較不同學科師資生、教師和學生於學習

成效的調查結果是否存有顯著差異，結果並

未發現顯著差異存在。

本研究設法取得參與平板電腦補救教學

計畫且有選考成長測驗學生的測驗結果（詳

表 4），發現學生參加平板補救教學後，國文

和英文通過成長測驗的學生比率高於未通過

學生比例，僅數學科通過成長測驗人數比例

低於未通過人數。進一步比較未通過成長測

驗學生參加平板電腦補救教學計畫前與後兩

次成長測驗成績，發現國文、數學和英文成

績有進步同學的比率皆高於未進步的同學。

換言之，雖然平板電腦補救教學無法透過一

個學期的教學幫助所有學生通過成長測驗，

但對於學生成長測驗成績的提升是有幫助

的。

受訪者對於平板電腦補救教學對學習成

果的改善效果的意見，包括老師指出「多多少

少有一點，不是很顯著」（T21）、行政主管指

出「少部分有明顯進步，至少在教育部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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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中是呈現明顯及格的，但大部分仍落於

不及格的位置」（A32）、「少數幾個同學有

顯著改善，但有一些同學可能還沒有很熟練

竅門或方法，透過幾次的補救教學，馬上要立

竿見影事實上不容易」（A21）。至於改善效

果不顯著之原因，受訪者認為可能因補救教

學學生程度不一或補救教學時間不長難以看

出學習成效。在學生彼此程度落差方面，教

師指出「學生程度不一，老師無法兼顧差異，

可能對吸收能力較好的同學還會有幫助，但

對資源班的學生，老實說沒有什麼太大幫助」

（T31）、「因為他們的落差都不一樣，有些小

三不行有些小四不行，這樣子你要他七八年

級成績提升，我覺得很難劃上等號，不會有什

表 3

行政主管、教師、學生及師資生認為平板電腦對於學習幫助性之調查結果

項目 完全同意（%） 有點同意（%） 有點不同意（%） 完全不同意（%）

行 
政 
主 
管

教 
師

學 
生

師 
資 
生

行 
政 
主 
管

教 
師

學 
生

師 
資 
生

行 
政 
主 
管

教 
師

學 
生

師 
資 
生

行 
政 
主 
管

教 
師

學 
生

師 
資 
生

學生學習動機因參與平
板補救教學而提升

77.8 42.9 57.4 40 22.2 42.9 31.9 60 0 0 10.6 0 0 14.3 0 0

學生學習態度因平板補
救教學而改善

33.3 14.3 57.4 40 66.7 57.1 29.8 45 0 14.3 12.8 10 0 14.3 0 5

學生學業成績因參與平
板補救教學而提升

0 14.3 53.2 20 66.7 42.9 29.8 50 33.3 28.6 17 30 0 14.3 0 0

學生資訊能力因參加平
板補救教學而增加

33.3 14.3 46.8 40 55.6 85.7 44.7 50 11.1 0 8.5 10 0 0 0 0

我肯定平板補救教學對
學生學習的幫助

66.7 42.9 55.3 30 33.3 42.9 34 65 0 14.3 10.6 5 0 0 0 0

表 4

參加平板電腦補救教學計畫學生成長測驗通過與未通過人數比例

學校 B 國中 A 國中 D 國中 小計

科目 國文 數學 英文 國文 數學 國文 數學 英文 國文 數學 英文

通過 60% 4% 26% 50% 45% 68％ 58％ 100％ 62% 31% 63%
未通過 40% 96% 74% 50% 55% 32％ 42％ 0％ 38% 69% 37%
   進步 88% 61% 64% 33％ 33％ 67％ 38％ 71% 51% 64%
   退步 12% 39% 36% 67％ 67％ 33％ 62％ 29% 49% 36%

註：四所夥伴學校僅三所學校提供資料，C 國中系統無法調閱資料故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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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明顯的改變」（T33）、「雖然補救教學是

小班制，但這五、六位學生的差距還是很大」

（T41）。行政主管則認為主要原因在於短時

間內較難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果，「如果說只

是在課堂的當下平板電腦吸引了他，可是他

回家沒有延續學習，那效果不會存在」（A22）、
「一個小孩子的學習成果或是成績是否改善，

不是短時間就能看出來」（A41）、「一個禮拜

才上一次課，學生可能忘記上禮拜所教的東

西」（A42）。在補救教材問題方面，教師指出

「補救的教材並非孩童所需，例如孩子小學

五年級的數學就不會了，但現在教七年級的數

學，他的成績仍然無法上來，因此才會看不

出成果」（T32）、「補救教學要教的是他卡住

不會的地方，要根據診斷報告補救，可能是小

學的課程，但目前是教他國中的課程」（A31）。

二、 對師資生運用平板電腦進行補救

教學計畫執行之建議

（一）需針對學生需求規劃具系統性之平

板電腦教學計畫

圖 5 為調查行政主管認為平板電腦補

救教學上課內容是否符合學生程度和需求之

看法，圖 6 為調查學生認為上課內容是否為

其想要學習內容之看法。調查結果顯示，雖

有 55％學生肯定教師上課內容符合其學習需

求，但行政主管對於課程內容符合學生需求

和程度方面以略微同意為多。

受訪者建議於學期開始上課前，應針對

補救教學學生的需求，系統性規劃每週的課

程內容及平板電腦融入的教學計畫，讓每週

上課內容彼此連貫。受訪者指出「偶爾用一

些紙本做得到的事情放入平板電腦上課，增

加趣味性沒有什麼不好，但是太常就會失去

用平板電腦的意義」（T31）、「課程設計要有

系統性，需設想要讓學生學什麼，以學定教才

是有效的教學」（T33；T43）、「學生平時科

技刺激大，但基本能力又不足，該如何讓課程

因平板電腦而更具趣味，是需要課程設計和

事前演練的」（T21）、「希望可針對學生狀況

做課程通盤考量，規劃完整的計劃。針對適

合的部分使用平板電腦才是對學生有好處的」

（T32）。行政人員指出「希望針對教案、教

材做審核，讓國中端知道整個學期的教學計

畫」（A22）、「若大學端能配合學生需求設

計有趣的課程，引起學生興趣，定期召開會議，

那上課效果會比較好」（A32），師資生也指出

「若可以以科目為單位，共同備課，可達事半

功倍之效」（ST4）。

（二）平板電腦教學需有良好的支援環境

和平台介面

受訪者認為平板電腦教學要能有效成

功，教師需接受良好的平板電腦操作訓練。

此外，良好的網路支援環境及教學介面設計

是很重要的，「設備要能簡單操作，網路必須

穩定，環境能夠支援，事前需幫老師和學生

做操作上的說明與練習」（T11；ST1；ST2；
ST3；ST16）、「教師需熟悉且具有把教學內

容轉化為平板電腦教學的能力。工具的配合

很重要，需找出最佳的平板電腦與教學平台

的配合方式，教學平台設計及使用上要更完

善方便」（A31；ST6；ST13；ST15；ST17；
ST18）、「資源要到位，環境要建置好」（A21）、
「把教材系統化，並統一放置於平板電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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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介面，讓所有老師和學生方便使用」（A41）。
此外，師資生也指出「要能鎖學生的上網，可

使用廣播系統，讓學生不任意分心。學生資訊

能力應在資訊課加強，不應讓老師在補救教

學中花大量時間解決學生資訊問題」（ST8；
ST12）、「平板電腦運用於語言教學無法針對

學生『說』與『寫』的能力加強。在『說』的部分，

也許系統能增加錄音功能 ; 在『寫』的部分，

如有觸控筆應能增加書寫流暢度」（ST10）。

（三）師資生需積極和國中教師討論，並設

法提升班級經營能力

表 5 為行政主管、教師和學生對於師資

生授課之意見，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師資生

各面向的表現皆有高達 63％至 72％的學生

給予高度的肯定，但行政主管和教師皆於師

資生的班級經營及教學方式抱持保留的態

度，尤其是班級經營的能力，有 66.7％的行

政主管和 42.9％的教師僅有點同意，22.2％
的行政主管和 14.3％的教師有點不同意，甚

至有 14.3％的教師完全不同意師資生具備良

好的班級經營能力。本研究進一步比較不同

學科教師和學生對於師資生教學情形的調查

結果是否存有顯著差異，結果發現大多無顯

著差異存在，僅不同學科學生對「授課教師

可以管理班級秩序」此題存有顯著差異，尤

以數學科和英文科的學生意見較為不同，數

學科選擇完全同意的人數大於部分同意，但

英文科部分同意的人比完全同意的人多。

受訪意見指出「補救教學學生是學習最

低落的那些人，如果沒有辦法管控班級、課

程又很死板，根本就沒有任何效果」（T21）、
「很多大學生不具備班級經營能力，平板

電腦變成孩子的大玩具，公開在課堂上玩」

（T32）、「教學要能讓學生信服，要知道自己

的底線設在哪裡」（T31）。教師建議師資生

需事先規劃教案並和國中教師討論，設法調

整教學中不良之處，透過經驗的累積加強教

學能力。「雖然態度很積極，但教學經驗很生

圖 5 行政主管認為上課內容是否符合學生程

度與需求之調查結果

圖 6 學生認為上課內容是否為想要學習的之

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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澀，應多練習上台教學，上課盡量不要講錯。

若能先自編好教材，再與學校老師做討論會

比較好」（T42；T43）、「先顧及孩子的企圖

與動機，再來練課程操作的順暢度及如何善

用平板電腦。建議師資生設法和同學、主任

或老師討論，花更多時間設計課程和教學，

每次教學完就做調整，不讓不好的狀況一再

重複」（A31）、「最好能提早給我看教案，讓

我知道使用平板電腦時機是否正確，可以給

什麼樣的建議，孩子表現好時有哪些地方可

以再做增補」（T32）、「可和合作夥伴討論教

學結果是否符合教學目標，並跟老師合作進

行課程設計，請其指導教案設計及督導課堂

觀察；再把所學統整後和師培中心老師討論，

修改教案與內容後，再回到課堂上進行教學。

這種良性的螺旋式教學與討論，會讓整個教

學過程變得更流暢更有效率」（A32）。

（四）平板電腦教學的運用需視課程內容

性質而定

圖 7 為計畫參與者未來是否想用平板電

腦上課之調查結果，圖 8 為計畫參與者是否

願意向他人推薦平板電腦教學之調查結果。

結果顯示有高達 71.4％的教師和 61.7％的學

生未來有意願使用平板電腦上課，且亦有高

達 71.4％的教師和 59.6％的學生會推薦平

板電腦教學。有趣的是，真正使用平板電腦

進行教學的師資生卻較趨於否定的態度，有

表 5

行政主管、教師和學生對於師資生授課之意見

項目 完全同意（%） 有點同意（%） 有點不同意（%） 完全不同意（%）

行 
政

教 
師

學 
生

行 
政

教 
師

學 
生

行 
政

教 
師

學 
生

行 
政

教 
師

學 
生

師資生情緒控制良好，上課氣
氛融洽

55.6 57.1 68.1 44.4 28.6 27.7 0 14.3 4.3 0 0 0

師資生設法解決學生疑惑，與
學生互動良好

55.6 42.9 72.3 44.4 57.1 25.5 0 0 2.1 0 0 0

師資生具備良好班級經營能力 11.1 28.6 59.6 66.7 42.9 29.8 22.2 14.3 8.5 0 14.3 2.1

整體而言滿意師資生的教學 66.7 42.9 67 33.3 57.1 27.7 0 0 6.4 0 0 0

上課內容符合教學目標 44.4 42.9 44.4 57.1 11.1 0 0 0

師資生可因參與此次補救教學
而有所成長

66.7 71.4 33.3 28.6 0 0 0 0

師資生能採用適合且多元又活
潑的教學方式

42.9 63.8 57.1 27.7 0 8.5 0 0

師資生重視學生反應，並能隨
時修正教學方式

42.9 72.3 42.9 25.5 14.3 2.1 0 0

註：空格者為該類人員未調查該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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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的師資生有點不同意未來會想使用平板

電腦上課，25％的師資生也有點不同意會推

薦平板電腦教學。

受訪教師和行政人員指出除需有足夠的

經費及資源，考量到網路環境的支援之外，

老師課程及教材的掌握更為重要。受訪者指

出「如果課程設計很好，老師願意，當然可以

全部都用，但建議共同備課，大家有共同主

題，然後分工去做」(T21)、「老師要改變他們

的教材和方法，若要老師推動平板電腦教學，

他們會較期待做教材的開發」（A41）。

師資生的意見則顯示平板電腦並非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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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會的話，我會想要向其他老師/同學推薦平板電腦教學 

圖 7 教師、師資生和學生對於未來會想用平板電腦上課之看法

圖 8 教師、師資生和學生對於是否想向其他教師（同學）推薦平板電腦教學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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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所有教學單元，需視課程內容性質而定，

較推薦和傳統教學法交叉使用，「需視教學

單元再決定要不要使用平板電腦，有些單元

題目不適用於平板電腦出題」（ST19）、「一

般上課方式與平板電腦教學若能交錯運用是

很不錯的」（ST16；ST14）、「不能每一堂課

都使用平板電腦，保持新鮮感，才是持續下

去最好的方式」（ST17）、「教學方式不要被

平板電腦所侷限住，以發揮教學的最大值」

（ST18）。此外，網路環境和平板電腦教學

平台的支持性更為師資生所重視，「要有無

線網路建置、良好的教師培訓計畫、軟體硬

體增設，且教師心態需改變。可以適時融合

但不能完全取代傳統的教學模式，畢竟 3C 產

品對於每位學生家庭環境都不是能負擔得起

的商品，而且還是需依照每位學生的學習方

式做調整」（ST5）、「選擇完善的教學資源平

台、配合學生需求做平台更新」（ST15）、「需

搭配網頁鎖定 , 讓學生無法跳到其他地方使

用」（ST8；ST10；ST12；ST13）、「班級人數

應在10人左右，且學生資訊素養需全面提升，

且需有更方便的老師備課方式，否則對教師

而言將是一大負擔」 （ST7；ST8）。

伍、	綜合討論

研究結果顯示，運用平板電腦進行補

救教學確實可提升學生學習興趣與動機，此

發現和陳昭珍與林惠愛（2014）、劉光夏等人

（2014）的研究發現相同。而平板電腦可透

過多媒體呈現教材，提供實作及即時回饋功

能，呼應了 Enriquez（2010）及 Price 和 De 
Leone（2008）之研究發現，亦證實 Bonds-

Raacke 和 Raacke（2008）有關平板電腦可

提高學生課堂參與及互動之研究結果。研究

亦發現使用平板電腦教學的問題點，如使用

平板電腦容易使學生分心，班級狀況的管理

花費老師較多的心力，此部分同於 Pamuk 等

人（2013）之研究結果。再者，平板電腦教學

須搭配良好課程設計、教學教材及平板電腦

教學介面，此部分和 Mageau（2012）所極力

呼籲教學與學習重於科技的想法一致。

至於平板電腦補救教學的成效，此

部 分 符 合 Landau 等人（2003）及 Hsu 和

Wu(2011) 所發現能提升學習成績的結果，

但本研究的成效有限，僅發現有助於學生提

升成長測驗的成績，但仍無法讓多數學生通

過成長測驗，主要原因在於學生程度不一且

補救教材無法符合每一位學生的需求。至於

不同學科的執行情形和學習成效比較方面，

本研究發現不同學校於不同學科的成效不盡

相同，整體而言，國文科和英文科進步情形

大於數學科。至於不同學科教師、師資生和

學生對於參與此次平板電腦補救教學計畫的

感受大多相同，僅數學科和英文科的學生對

於師資生能否管理班級秩序這點上有顯著差

異，但亦僅只是數學科完全同意者較多，英文

科部分同意者較多的微小差別。因本研究於

推行計畫時，為使各學科能顧及科目、年級和

學生程度的不同而提供適切的課程，因此於

平板融入教學的方法及教學方式多授權各授

課師資生及輔導教師討論而決定，並未強制

規定採用特定作法，因此造成不同學科差異

的因素甚多，較難推論。至於平板電腦教學

因沒有良好支援環境和平台介面而產生的問

題，亦是平板電腦補救教學無法發生良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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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之因素之一，除設法重視 Mageau（2012）
所提平板電腦設計者需發展更符合教學需

求之平台介面和系統外，或許可參考 Rogers
和 Cox（2008）、Mohamad Amirnudin 和

Sulaiman（2013）及 Sullivan（2013）等研究

者所研發之平板電腦教學軟體，運用於課堂

教學中。

研究結果發現，國中端雖不排斥使用平

板電腦進行教學，但希望能有一套已經研發

好的平板電腦補救教學教材及運用方式，能

讓他們即時運用於教學和課程中。而真正以

平板電腦進行教學的師資生對於平板電腦教

學反較為怯步，並提出需視課程內容而定，

最好能平板電腦教學和傳統教學交叉使用，

且強調網路環境和平板電腦教學平台的支持

性。由此可知，如何將平板電腦良好融入於

適切的課程教學中為平板電腦教學之重點，

因此發展平板電腦教學的課程和教材，及開

發便利的平板電腦教學平台為未來可發展

之方向。再者，學校端若有意推動平板電腦

教學，需先建立好良好的網路環境，且教師

和學生的資訊能力亦為決定平板電腦補救

教學計畫能否成功之主要因素之一，因此在

科技逐漸發達的世代，未來教師科技能力的

加強應為必然之趨勢，此亦呼應了 DeNisco
（2013）及 Foust（2013）之研究建議。

陸、	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一）平板電腦補救教學雖能增加學生學

習興趣與動機，老師可快速收集教

學資源，運用多媒體呈現教材，具

備實作及即時回饋功能，但也容易

使學生分心

研究結果顯示，將平板電腦融入補救教

學能增添學習的新鮮感及吸引力，便於以多

媒體呈現教材，並提供實作及即時回饋的功

能，學生的學習興趣與動機因此提升。然而，

若課程設計無法吸引學生，學生很容易利用

平板電腦進行和課程無關的事情，此點常造

成教師班級經營的困擾。

（二）老師需花費較多心力處理網路問

題，並熟悉平板電腦操作流程，需

搭配有良好課程設計及教學平台介

面

研究結果顯示，師生若不熟悉平板電腦，

常容易浪費時間於平板電腦操作流程及網路

問題的解決。平板電腦教學要成功，必須搭

配設計良好的課程計畫與教學教材，平板電

腦的教學介面亦需支援課程所需，不然反而

增添教師的困擾。且師生的平板電腦運用能

力亦需加強，俾利課程順利進行。因此，若要

進行平板電腦教學，事前對於平板電腦如何

融入課程教學設計需進行充分討論，搭配之

教學平台亦需配合教學需求予以改良，且師

生需具備一定程度之平板電腦運用能力。

（三）平板電腦融入補救教學於改善學生

學習成果之成效有限，可能導因於

補救教學次數少、教材無法配合個

別學生程度

研究結果顯示，學生參加完平板電腦補

救教學後，參加成長測驗的通過比率仍低於

未通過的比率，但進一步檢視參加前後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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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測驗成績，可發現成績進步的學生比率高

於退步或未改變者。推論平板電腦補救教學

成效並不明顯的原因可能為補救教學僅每週

一次，且集合在一個班級的補救教學學生程

度不一，即使老師針對補救教學設計教材，

但仍使用一套統一教材進行教學，仍舊無法

符應所有學生的需求。

（四）平板電腦補救教學的推動需針對學

生需求規劃具系統性之平板電腦教

學計畫，師資生亦需加強班級經營

能力

計畫參與者皆肯定此計畫，並建議未來

若執行類似計畫，需針對課程規劃具系統性

之平板電腦教學計畫，甚至可提供統一下載

使用之良好平板電腦教材。師資生應多請益

國中師長，設法增加班級經營能力，以面對

學業成就和學習動機較為低落的補救教學學

生。

（五）平板電腦教學的運用需視課程內容

性質而定，且需有良好的網路環境

與便利的教學平台

受訪教師和行政人員雖表示未來有意

願運用平板電腦於教學上，但也指出需考量

是有足夠的經費及資源，及網路環境問題，亦

要考量到老師課程及教材的掌握是否能支持

平板電腦教學。師資生亦顯示相同意見，認

為平板電腦並非適用於所有教學單元，需視

課程內容性質而定，較推薦和傳統教學法交

叉使用，網路環境和平板電腦教學平台的支

持性也很重要，應能 .....。應能提供良好支援

環境，包括順暢的網路連線及便利的平板電

腦教學平台。

二、 建議

若要將平板電腦運用於補救教學，提供

下列建議供參考

（一）提供教師平板電腦運用、教學規劃

及教材設計之研習工作坊

教師是否能成功運用平板電腦於教學

中，最關鍵的因素在於教師是否熟悉平板電

腦及其教學平台的操作方式，以及能否將平

板電腦適當的融入於教學和課程中， 平板電

腦教材的吸引性和專業性亦是一大重點，未

來若有意推廣平板電腦補救教學，應提供教

師有關平板電腦專業知能及平板電腦課程教

材設計能力之研習和工作坊，亦需安排時間

教導學生如何使用平板電腦及學習平台。

（二）組成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針對補救

教學學生需求，共同討論如何設計

融入平板電腦的補救教學課程和教

材內容

要能夠成功運用平板電腦於補救教學

中，除需瞭解補救教學學生需求，亦需用心思

考如何設計課程，若能組成教師專業學習社

群，集合不同專長教師集思廣益，將可發展完

善且創新的平板電腦補救教學教材與教學方

式。

（三）學校應支援良好網路環境，並和廠

商共同設計實用便利的教學平台介

面

平板電腦教學要順利成功，除課程內容

能適切運用平板電腦外，學校環境的硬體設

備，以及平板電腦中所使用的教學平台介面

亦需便利且實用，不會造成教師教學時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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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困擾和問題。因此，學校需提供並維護良

好網路環境，甚至可和科技公司合作，發展

適切的平板電腦教學介面平台，以供教師使

用。

（四）若以師資生為補救教學師資，則大

學和中學夥伴學校應有一套完善的

合作計畫，設法培養並提升師資生

之備課、教學及班級經營能力

雖然師資生具有豐沛的教育熱忱，且因

其教學實務經驗不足，故於教學方法、課程設

計和班級經營能力方面皆有待培養。而補救

教學的學生通常並非乖巧聽話主動好學之學

生，因此師資生擔任補救教學教師常面臨很

大的挑戰。未來若欲讓師資生擔任補救教學

師資，大學端和中學端必須有一套合作的機

制，如何帶領師資生進行課程設計和教學規

劃，並提升其班級經營能力，此舉亦有助於

培養其成為專業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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