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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混成學習模式對偏遠地區國中英語科補救教學學生英語學

習成效之影響。本研究採準實驗不等組前後測設計，並輔以師生質性訪談。研究

對象為新北市某偏遠地區國中八年級英語科補救教學學生，實驗組 15 名，控制

組12名，總計27名學生。進行六週每週3節教學實驗。實驗組採搭配「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平臺」之混成學習法，控制組採「傳統面對面講述法」。本研究所使用

之研究工具包含「英語學習成就測驗」、「英語學習態度量表」、「平臺滿意度調查

表」。研究結果如下： 

一、混成學習模式對於提升偏遠地區國中英語科補救教學學生之學習成效，在形

成性評量未見顯著成效，但在總結性評量呈現效果。 

二、混成學習模式對於偏遠地區國中英語科補救教學學生之英語學習態度改變，

無具體成效。 

三、實驗組學生對於使用「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平臺」輔助學習持正向回饋。 

    綜觀成就測驗及態度量表之研究結果，輔以師生訪談紀錄及筆者課堂觀察，

歸納現今偏遠地區補救教學學生面臨的學習困境為：長期缺乏動機、文化刺激不

足及學習持續力低、家庭照顧系統失功能及家庭經濟狀況不佳，使至學習成效不

易提升。本研究結果，可供教育行政單位、英語科補救教學教師及未來相關研究

之參考。 

 

 

關鍵字：混成學習、補救教學、英語學習成效、英語學習態度、偏遠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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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how blended learning model as a remedial 

program affects English remedial learners' English learning achievement and attitudes 

in rural area.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remedial 

program in junior high schools in rural area and also provide some suggestions for 

teachers and the educational institutes.  

A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was implemented and the focus group interviews 

were also carried out. The teachers conducte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s in the 

classroom while the experimenting. The subjects were 27 eighth-grade English 

remedial students including the experimental group ( n =15 ) for blended learning and 

the control group ( n =12 ) for traditional face-to-face. The blended learning English 

remedial instruction lasted for six weeks, 3 classes per week. The instruments include 

English achievement rest, English learning attitude, and students’ perception of 

English instruction with Cool English learning website.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 blended learning model helps to improve the learning outcomes in the 

summative evaluation only, even though not significant in formative 

evaluation. 

2.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learning attitude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3. Most experimental students have positive opinions of “Cool English Learning 

Website”.  

4. The challenge of the remedial program is that students lack of motivation, 

cultural stimulation and persistence. 

 

Keywords: blended learning, remedial program, English achievement, learning 

attitude, rural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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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混成學習對偏遠地區國中英語科補救教學學生英語學習成

效影響之研究。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為研究動機；第二節為研究目的與待答

問題；第三節為名詞釋義；第四節為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因應全球化及少子化的社會，每一個孩子都是國家重要的資產，如何協助他

們擁有基礎學力，適應未來生活所需及競爭，是目前國家教育最重要的目標。「我

國實施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三大願景中，首重成就每一位孩子–適性揚才、

終身學習，兼顧特別需求、尊重多元文化與族群差異，關懷弱勢群體」（教育部，

2014）。 

    資訊與通訊科技的應用是 21 世紀應具備的關鍵能力之一，聯合國於 2015

年發表的《青島宣言》及聯合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均指出，若要減少在學習上

長期存在的各種差異，讓各種家庭經濟背景的小孩都能平等的學習，實驗無歧視

教育，就要讓孩子具有數位素養，而數位素養指的是資訊素養、媒體素養及通訊

科技素養（OECD，2010；方新舟、呂冠緯、葉丙成、蘇文鈺，2018）。

「面對全球化及國際化浪潮，為提升國民英語力以增加國際競爭力，國家發

展委員會於 2019 年公布 2030 年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在教育體系方面，決議

全面啟動雙語活化的教育政策」（國家發展委員會，2018）。然而，根據國中教育

會考網站所公布的數據顯示，近 3 年來國中教育會考英文成績待加強比率（C）

仍維持約 30% ，如表 1-1 所示，為 5 科測驗中比例最高者（國中教育會考，2018），

顯示目前國中的英語教育仍存在待解的問題及困境。 

    為了鞏固學生基本學力，確保學習品質，教育部每年投入國民中小學補救教

學計畫近 10 億元，每年受輔學生約 36 萬人次，希冀協助學習落後的小孩，解決

學習上的問題，為未來的學習做好準備。唯，歷年國中教育會考英語科待加強比

例仍偏高，學生學習落差的現象未見改善，補救教學成效不如預期，顯見未達提

升學生基本學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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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2016 至 2018 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各科待加強（C）人數百分比統計表 

年份 國文 英語 數學 社會 自然 

2016 16.67% 31.54% 31.98% 13.21% 22.24% 

2017 16.53% 30.62% 30.15% 14.72% 22.13% 

2018 15.91% 30.77% 28.72% 14.35% 20.25% 

資料來源：國中教育會考網站 

    揭櫫上述原因，翻轉教育的聲浪不斷，為了改善學生的基本學力表現，也因

為數位原民時代的學生已經充斥在各年齡層，近年來教師們嘗試了各式各樣的教

學方式，投注大量心力，改變教學形態，希望學生能因此而願意學習，享受學習。

除此之外，教育部更於 108 新課綱中，將「資訊與生活科技」列為國、高中必修

科目，並在硬體設備與資訊科技老師的養成部分，投入大量預算，希望藉由融入

資訊科技的教學課程，能將以往「以教師為中心」的講述教學，改變為「以學生

為中心」的教學模式，許多線上平台因此孕育而生，並且被廣泛地使用（王韻齡，

2017）。 

     Alammary 等人（2014）指出，「過去二十年來混成學習越來越受歡迎且被

使用，因為混成學習可以提供學習樣態日益多樣化的學生群體的學習需求，同時

整合線上教學資源，增加學習環境的價值」。在逐年增加的研究報告及美國教育

部的研究，均指出不同教學法搭配科技的學習，即混成學習模式，比傳統單一的

教學模式，更能改善並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Gülbahar & Madran, 2009; Köse, 

2010; Singh & Reed, 2001；Usta & Ozdemir, 2007; Vaughan & Garison, 2005；史美

瑤，2014）。因此，本研究將探討混成學習模式對於偏遠地區國中補救教學的學

生在英語學習成效的影響為何?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一。 

    芬蘭教育已被全世界評比為優質的教育系統，但芬蘭國家教育委員會的領導

人 Halinen（2016）指出，因為世界不斷在改變，學生未來工作所需具備的能力

已經非我們所能預期，所以學校教育也要因應社會潮流不斷改變。教育是提升國

家競爭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學生是學校教育的核心角色。為此，教育部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之願景為：使學習者具備「核心素養」，關注於學習與生活

的結合，透過實踐彰顯學習者的全人發展，成為主動學習的終身學習者（教育部，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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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清山（2005）主張，「任何的教育改革，如果無法增進學生的學習效益，

提升學生的學習成就，則整個教育改革將不具效益」。在學習中，「學習態度」是

影響學習成效的一大關鍵，學習態度的成長對於學習成就具有正向的提升效果

（張彌香，2018、詹秀雯，2013）。Gardner（1985）提到「語言學習態度是影響

學習成就的關鍵因素，其影響力與學習者的智力以及動機相當」。對於第二語言

的學習，若是學習者想擁有與目標語言環境溝通交流的能力，就會有高度動機及

積極的學習態度，也就能增進學習成效（Brown, 2006;  Chalak  & Kassaian, 

2010）。因此，本研究將探討混成學習模式對於偏遠地區國中補救教學學生在英

語學習態度的影響為何?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二。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壹、 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目的如下： 

ㄧ、瞭解混成學習模式對於偏遠地區國中英語補救教學學生在英語學習成效的影  

   響。 

二、瞭解混成學習模式對於偏遠地區國中英語補救教學學生在英語學習態度的影 

   響。 

貳、 待答問題 

   根據上述研究動機及研究目的，本研究的待答問題如下： 

ㄧ、混成學習模式對於偏遠地區國中英語補救教學學生在英語學習成效的影響為 

   何? 

二、混成學習模式對於偏遠地區國中英語補救教學學生在英語學習態度的影響為 

   何? 

 

第三節 名詞釋義 

    為使本研究便於分析與討論，茲就論文主題、研究問題、以及研究過程中涉

及的重要名詞界定與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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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混成式學習 

    混成學習指的是連結多樣的傳遞媒體 ( multiple delivery media )，如傳 

統面對面教室活動、線上數位學習活動及整合不同教學法，提供學習者不受時間

空間影響的同步或不同步的多樣態學習活動。 

貳、 偏遠地區學校 

    依據教育部頒布之「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第 4 條第 1 項規定：「偏

遠地區學校，係指因交通、文化、生活機能、數位環境、社會經濟條件或其他因

素，致有教育資源不足情形之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育部，2017）。為使教

育資源有效分配及運用，於 2018 年 5 月底修訂發布「偏遠地區學校分級及認定

標準」，依偏遠地區學校計量模型來評定學校分類（教育部，2018）。依據此分類

標準，本研究學校因低收入戶學生比例及交通因素，分屬於「非山非市」學校，

類別同屬「偏遠地區學校」。     

參、 補救教學 

    補救教學是學習輔導的一環，係指教師依課程進度實施教學後，篩選出仍未

達到學習成效標準的學生，診斷其學習困難，而後根據診斷的結果，設計適性的

教學策略並簡化教材，以幫助學生提升學習成效的教學機制。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補救教學作業注意事項」規定，受

輔對象為未通過國語文、數學或英語科篩選測驗之學生，依未通過之科目（領域）

參加補救教學。本研究實驗取樣的對象為 107 年度未通過英語科補救教學篩選測

驗之偏遠地區國中八年級學生。 

肆、英語學習成效 

    學習成效，係指學習者透過學習及練習的歷程而獲得的知識與技能，經由某

類型的評量測驗所呈現出來的結果。從評量測驗的結果，可以了解學習者對學習

內容的理解度。本研究所指「英語學習成效」是指，學生透過融合混成學習模式，

以教師自編之英語學習成就測驗及英語態度量表為施測工具，以受試者的得分做

為學習成效的依據，得分越高表示學習成效越好；反之，則代表學習成效低落。 

伍、英語學習態度 

    張春興（2007）認為，「態度是指個體對人、對事、對周圍世界所持有的一

種持久性與一致性的傾向」。英語學習態度指的是，學生學習英語時對於英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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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評價、習慣、學習的方式及學習英語時的感受，且對於相關學習的情境，

包含環境、教師等，具有穩定程度的主觀知覺及認知。本研究「英語學習態度量

表」是參考 Gardner（2004）提出的 AMTB（Attitude / Motivation test Battery）、

Muhammad 等人（2014）、杜伊涵（2014），吳美雲（2003），胡嘉玲、張鑑如（2008），

陳宜徽（2008），黃惠如（2015），編製的英語態度量表加以編修而成。採李克特

式五點量表（Five-point Likert Scale）計分方式，得分越高，表示英語學習態度

越積極、正向；反之，得分越低則表示越消極、負向。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 研究範圍 

ㄧ、研究地區 

    以新北市偏遠地區某一國民中學為取樣對象。 

二、研究對象 

    以八年級英語科補救教學學生為對象。共四個班，分兩組。實驗組 15 人，

控制組 12 人，共計 27 人。 

貳、 研究限制 

    本研究僅以新北市某一偏遠地區國中八年級英語科補救教學學生為研究對

象。選樣標準為達教育部國教署補救教學標準之學生。如欲推論至其他範圍時，

應注意不同區域、學校規模及學生年級等因素，研究結果推論宜審慎。 

    參與本研究之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可能因實驗過程中，學生參與課後補習

或其他英語學習活動不可控制因素，而影響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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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旨在探討混成學習與學生學習成效之相關文獻，使其能更深入了解混成

學習對學生學習成效之影響。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混成學習，第二節學習成

效，第三節英語學習態度，茲分述如下： 

 

第一節 混成學習 

    目前教育正面臨著翻轉的革命，整個學習環境瀰漫著「以學生為中心」的學

習模式思維。「科技輔助學習平台」正是可以活化教師教學，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及興趣，提供個人化學習，及培養核心關鍵能力的最佳利器。故「混成學習模式」

逐漸被重視且被廣泛使用。 

    本節將對混成學習的定義作釋義，並探討混成學習的模式、優點與課程設

計。此外，也將探討運用混成學習，對教師、學習者與學校機構所面臨的挑戰。 

壹、混成學習定義 

    「〝混成〞最初以〝hybird〞ㄧ詞出現在遠距教學中，主要係指科技與傳統

教育結合的學習模式概念」（胡恒華，2009）。過去二十年來，混成學習愈來愈受

歡迎且被使用，但混成學習（blended learning, BL）並非是一個新名詞，在各年

代的發展過程中，混成學習的定義仍存在爭議，眾多學者均對混成學習各自提出

不同的解釋與定義。 

    Singh（2003）指出，「最初的混成學習僅是簡單地連結傳統教室課程及數位

學習活動」。而 Smith（2001）和 Sharma（2010）認為「混成學習的概念，是ㄧ

種將科技與媒體（如衛星電視、網際網路或視訊會議等）結合傳統教育訓練的遠

距教育方式」。而部分學者則指出，「混成學習是一個具有挑戰性的概念，並用混

合的、結合的、分散的及彈性的學習等相近名稱，賦予多種的定義」（Oliver & 

Trigwell, 2005）。洪嘉駿、施昆易、王淑卿、董曜瑜和王國華（2018）綜合許多

研究者的研究，指出〝混成學習〞現在則以〝blended learning〞為主要名稱。 

    在 Driscoll（2002）的研究中指出，混成學習在學習過程中應具備：（一）結

合以網路科技為基礎（web-based technology）的各種模式，以實現教育目標；（二）

結合各種教學法（例如建構主義、行為主義、認知主義），以達到良好的學習成

效；（三）結合任何形式的教學科技（instructional technology）與面對面教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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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向的訓練形式（ face-to-face instructor-led training）；（四）將教學科技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與實際工作任務相結合，以創造有效的學習和工作組

合。 

    在 Whitelock 和 Jelfs（2003）及 Oliver 和 Trigwell（2005）的研究中，呼應

了 Driscoll（2002）的看法，他們認為混成學習應包括：（一）結合網路學習環境

的媒體（media）與工具（tools）；（二）結合傳統學習（traditional learning）與網

路學習（web-based online approaches）；（三）結合教學法（pedagogic approaches）

與科技（learning technology）的使用。但在此三個定義中，他們認為第一及第二

定義過於廣泛，無法理解混成學習的本質以及形成的過程，而第三個定義被認為

是最常見與最經典的。然而，這個定義也被認為有其不足，因此在 2005 年 Alfred 

P. Sloan Foundation 舉辦的研討會上，與會人員對混成學習提出一個範圍較限縮

的定義：「混成學習乃是以有計劃及教學價值的方式，將線上與傳統面對面課堂

活動相互結合，並且以線上活動取代部分面對面課堂時間」（Picciano, 2009）。 

    近代學者則認為混成學習是利用網路科技與面對面上課的雙軌學習，藉由訂

定明確的學習目標、教學目標、科技建置（deployment of technology）和人類之

間可能的相互聯繫，以達“正確的混合” （right blend）。並透過與同學和老師之

間的互動延伸學習機會，加強學習效果（史美瑤，2014；Derbel, 2017）。綜觀眾

多學者對混成學習的定義，皆有ㄧ個共同的基本元素，即為「整合不同教學法」

（an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instructional methods），指的是將傳統面對面教學與科

技中介教學（technology-mediated instruction）相互結合，利用資訊及通訊科技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支持線上及離線學習，系統性地結

合學生、教師及課程，提供互動性的學習經驗（Bliuc et al., 2007; Dangwal & Lata, 

2017; Derbel, 2017; Graham, 2006）。 

    綜合上述文獻，本研究定義混成學習為：在明確的教學目標之下，藉由網路

學習強化傳統的課堂學習，將面對面教學與數位學習（e-learning）策略性地結合，

鼓勵互動性的活動，達到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之目的。 

貳、混成學習的模式  

    隨著資訊科技不斷創新與應用，在數位資訊多元化的氛圍中，教師利用線上

數位學習平台，結合不同教學策略，期待縮減學生的學習落差，提升學生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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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然而，並非有數位學習平台就可以幫助學生學習，眾多因素影響了混成學

習的模式及學習成效。混成學習模式須依其混成的本質及科技融入現有課程的程

度，來決定混合的模式及方法。以下將就國內外各學者所提出的混成學習實施模

式加以說明。 

    Osguthorpe 和 Graham（2003）提出，適切的混成學習，應包含學習活動、

學生及教學者等三要素，並且將線上及面對面兩種學習環境相互結合，發展出混

成學習的三種模式，如圖 2-1： 

 

 

 

 

 

 

 

 

 

 

        圖 2-1 混成環境型態（Osguthorpe & Graham, 2003, p.230） 

（一）學習活動可以在線上或是面對面環境進行。學生可以在線上或是面對面教

室接受教導者的指導進行學習活動。 

（二）學生可以在線上或是面對面環境進行學習。線上學生及面對面教室的學生

參與同一堂課，並且彼此互動學習。 

（三）教學者可以在線上或是面對面環境進行教學活動。在面對面教室，學生同

時接受線上教師及面對面教師的指導。 

    Singh（2003）則認為混成學習包含許多構面，可以相互混和發展出不同的

學習模式。Singh 依其構面並引用 Khan 提出的混成數位學習架構（圖 2-2），此

架構包含教學法、科技、介面設計、評估、管理、資源支持、道德及機構等 8

個向度，發展出不同的學習模式，包括（1）同步實體學習（synchronous physical 

formats），如面對面講授或工作坊等；（2）同步線上學習（synchronous online 

formats），如虛擬教室、線上會議、網路ㄧ對ㄧ輔導教學等；（3）自我學習

（self-paced）及非同步學習（asynchronous formats），如線上學習、電腦輔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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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數位助理式無線學習（mobile learning）。 

 

 

 

 

 

 

 

 

 

 

圖 2-2 Khan 的混成學習架構（Singh, 2003, p.51） 

    陳怡如（2006）考量「教學時間點（同步與非同步）」、「環境（實體與網路）」、

「學生與教師」三個構面，認為混成學習的模式可分為三種模式：「同步實體+

同步網路」、「同步實體+非同步網路」、「同步網路+非同步網路」。此三種模式將

前面國外學者所提出的混成學習模式，配合現今國內學習環境，更加清楚說明運

用混成學習模式的方式及時機點。（一）「同步實體+同步網路」：師生可以在同時

間運用網路平台及教師面對面授課。（二）「同步實體+非同步網路」：教師可面對

面授課，學生在課餘時間透過網路平台與教師進行課程活動。（三）「同步網路+

非同步網路」：師生的教學，可透過網路平台，在同步時間運用視訊進行教學，

或非同步時間，學生運用平台其餘功能對老師進行提問。 

    上述學者所提出的混成學習模式，均著重在面對面教學與網路平台教學交互

並行，師生可實施實體教學、線上教學，以及學生線上自學。但隨著更多混成學

習模式的運用，發展出更多不同的學習模式，以下分別說明之。 

   以學生的立場，針對課程選取的模式，Twigg（2003）對美國 30 個學校計畫

進行研究，歸納出四種混成傳遞模式（BL delivery models），分別是： 

（一）替換模式：將面對面課程內容的部分或全部，改以線上方式呈現，提供給

無法到校的學習者。 

（二）補充模式：學習者參加所有的面對面課程外，尚可使用其他網路課程或資

源，如此有助於提供加強課程並激勵可能落後的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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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場模式：學習者只參加線上自學課程，但可在“學習資源中心”（Learning 

Resource Center）獲取教學者提供的額外個別課程或學習資源。 

（四）自助餐模式：學習者可以自由地創建適合自己學習目標與學習方式的課程

組合；學校無需在校園內安排一定數量的面對面課程，使學校受益。 

    同樣地，Horn 和 Staker（2015）研究美國中小學（K-12）的混成學習，歸

納出旋轉、柔性、點菜與豐富的虛擬模式等四種混成模式，學習者依據制式課程

時間表，在各學習站或各學習點之間輪換；或是面對面課程之外，同時提供學生

自主學習線上課程的機會。 

    綜觀以上學者所闡述的混成學習模式，更可看出近年來因為網路雲端科技技

術越來越進步，因此學生線上自學的課程更加豐富，可運用的學習方式更加多

元，線上課程的重要性及必要性幾乎等同於甚至可超越面對面教學了。考量本研

究對象為「偏遠地區國中英語科補救教學學生」，學生學習主動性低、學習速度

慢、程度落差大、家庭經濟狀況差、電腦普及率低、需要教師較多面對面的指導

等因素，故訂定本研究之混成學習模型為「實體面對面」及「同步及非同步線上

學習」。 

叁、混成學習的優點 

教師在數位時代所扮演的角色，應為了解學生的學習需求，活化及串聯教

材，並協助學生找到適合的學習資源，透過有效的教學引導，建立學生自主學習

的能力，並從中獲得學習樂趣。而混成學習則是教師在數位時代，可以實際運用

的一種教學模式。 

不同年代的多位學者針對混成學習，提出許多優點，其學者包括 Singh 和 

Reed（2001），Smith（2001），Driscoll（2002），Osguthorpe 和 Graham（2003），

Singh（2003），Graham（2006），Bele 和 Rugelj（2007），Graham 和 Diuban（2007），

Köse（2010），Patsy, Clarles 和 Joel（2013），吳清山（2013），史美瑤（2014），

陳亭潔（2016）及 Derbel（2017）。以下綜合整理各學者所提出的內容，分成對

學生、對教師及對學校三方面的優勢予以說明，請見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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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綜合整理各學者提出混成學習優點彙整表 

對象 特點               內容說明 

對 

學 

生 

的 

優 

勢 

提升學習成效 

（成效性） 

學習環境、資源、內容和方式混合使用，學習者可依循個

人學習進度及脈絡保有學習的彈性，可提升學習成效。 

學習多元彈性 

（多元性） 

學習者使用適合自己的學習形式及傳遞模式，非僅以單一

方式來進行學習。滿足具有不同學習風格、偏好及水平的

學生的需求，進行個別化學習，並可減少學習者在座位上

的時間。 

打破時空限制 

（便利性） 

打破時間及空間的限制，擴展知識傳遞的範圍及形式，將

學習時間及地點延伸至課堂外，提供了學習者更有效、靈

活及方便的學習方式及使用時間。 

促進互動分享 

（互動性） 

透過網路討論與其他學習者或教師進行交流，增加師生與

生生之間的互動。藉此培養學生良好的溝通能力、思考及

解決問題的技巧。 

鼓勵自主學習 

（自主性） 

提供自我導向的學習環境，滿足學習者心理安全及自我節

奏的學習需求，鼓勵學習者自主學習，發展終身學習。 

對 

教 

師 

的 

優 

勢 

提供即時回饋 

（回饋性） 

學生學習過程，可提供即時回饋，協助解決學習上的問題

及了解學習情形。 

提升學習動機 

（主動性） 

運用科技支援學習，增加學生學習興趣和動機。 

整合學習資源 

（整合性） 

適當整合現有內容、多媒體學習資源、科技設備、軟體、

學習管理系統、空間分配等，藉此提升教學成效。 

教學容易執行 

（執行性） 

初期僅先加入小部分的數位學習，教學者與學習者僅須學

習基礎的科技技能，讓變革容易被接受，且容易執行。 

保留學習軌跡 

（紀錄性） 

網路平台可以紀錄學習者線上討論的內容、思緒脈絡及學

習成果等，提供教師修正或加強課程設計的依據。 

                                                            （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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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續） 

對象 特點               內容說明 

對 

學 

校 

的 

優 

勢 

節省教學成本 

（經濟性） 

就現有資源加以延伸，而非開發全新教材代替舊有教材 

， 節 省 開 發 教 學 資 源 的 時 間 及 成 本 （ Optimizing 

Development Cost and Time），以較低的成本達到有效學習。 

促進教學改變 

（翻轉性） 

混合學習提供了可以創造有效促進學習環境變革的可能

性，在這樣的轉變中，促使教師改變教學方法和教學設計。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本研究認為混成學習的優點，是將數位學習與傳統的課堂學習相結合，排除

時間及空間上的限制，將以學習者為中心的課程，以不同的傳遞模式讓學習者選

擇，提供學習者更多元且具經濟效益的自主學習。 

肆、混成學習之課程設計 

    混成學習為面對面學習與線上學習活動的結合，故混成學習課程設計與線上

學習有密切的關係。線上學習強調建構「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學習環境，因此，

考量學習者的先備知識極為重要。皮亞傑曾說，學習是一種積極的知識建構，為

了創建混成學習內容，建議應採建構主義學習理論（Bele & Rugelj, 2007）。除此

之外，利用 Vygotsky 的鷹架理論，強化師生與生生之間的合作及互動，鼓勵教

師扮演其支持者的角色，引導學習者逐步承擔更大的學習責任，促進學習者的發

展，是混成學習課程設計的重點所在。 

    史美瑤（2014）指出，教師運用混成學習模式教學，必須依據學習者之教學

目標與特性，重新設計課程，並且在課程中安排學習者運用網際網路學習，並與

同儕討論，學會整理、歸納，進而習得新知。 

    Alammary 等人（2014）針對高等教育，依據教學計劃、學生學習經歷的潛

在變化及影響程度，將混成學習課程設計分為下列三種： 

（一）低影響混合（low-impact blend） 

意指在現有課程中增加額外活動。初次使用混成學習模式的教學者，在現有課程

上，增加額外的線上活動，此稱為「ㄧ個半課程症候群」（the course-and-a-half 

syndrome）。對教學者而言，採用此模式僅需簡單地添加活動到原有課程中，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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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重新規劃課程及課程目標，且僅需具備較基礎的科技使用能力，為ㄧ種失敗風

險低、需要較少時間和精力的設計方法。 

（二）中影響混合（medium-impact blend） 

意指替換現有課程中的活動。在假設部分面對面課程改為線上活動會更有效的前

提下，利用線上現有的資源，替換一些面對面活動，重新設計現有課程。在某些

情況下，實施面對面課程；而在其他情況下，對課堂內活動進行一些更改。對已

具有混成學習設計經驗的教師而言，可嘗試不同類型的教育技術，同時保有傳統

課程的優點。 

（三）高衝擊混合（high-impact blend） 

採用此方法其學習課程需重新設計、構建，並徹底改變。Harriman（2004）和

Hofmann（2006）認為，教師應先關注於每門課程的學習成效，依據學習成效訂

定最佳的混成方式。如此，教師可以獲得有效的混成組合，並提供更好的學習課

程。當傳統課程無法達到預期的學習成效時，此法提供教師一個從全新角度出發

的機會，進而發展更有效能的課程（Graham, 2006）。 

    若以學習者的學習需求進行混成學習設計，則可參考 Bielawski 和 Metcalf 

（2003）提出學習八階段的架構，能夠緊密且確實地連結混成學習所應具備的各

種要素。八個學習階段如下： 

（ㄧ）準備我（prepare me）：起始階段，學習者全盤了解學習過程並準備好學習

技能，以確保學習者成功地完成後續階段，並且學習如何改善自己的技能。 

（二）告訴我（tell me）：呈現階段，告訴學習者有關學習目標、學習內容的主

要概念，以及課程對學習者的價值。 

（三）展示我（show me）：示範階段，強調程序、原則、概念與過程，促使學習

者理解如何應用技能。 

（四）允許我（let me）：練習階段，讓學習者在與真實情況相似的環境中練習所

學，以保留學習者長期記憶並強化先前示範。 

（五）檢查我（check me）：評估階段，提供學習者對於所學內容的檢測，使之

能夠自我檢視學習狀況並作為學習回饋。 

（六）支持我（support me）：協助階段，正式學習階段結束後的非正式階段。學

習者必須能從正式學習經驗中，搜尋、選擇相關學習內容作為學習上的支持與協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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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指導我（coach me）：輔導階段，透過有經驗的管理者、同儕、輔導者或

專家從旁支持，讓學習者彼此間進行經驗分享及交流。 

（八）連繫我（connect me）：合作階段，讓學習者與社群中其他學習者共同合作，

解決問題，並拓展學習者視野。 

    但上述模式並未明確區分面對面學習與數位學習的階段，故張基成和徐郁昇

（2011）針對高職學生進行混成學習研究提出與學習八階段相互對應的四個教學

活動，如表 2-2 所示。 

表 2-2  

混成學習活動與八個學習階段對應表 

混成學習階段 學習階段 教學活動 

第一階段 

課前引導 

準備我 協助學習者瞭解學習目標、學習方式

與線上課程操作方式等。 

 

第二階段 

實體授課與數位學習 

告訴我 提供學習者實地操作、線上學習、紙

本測驗、線上練習測驗並提供回饋。

此階段兩教學活動，先後次序並無一

定，也可同一時段並行。 

展示我 

允許我 

檢查我 

第三階段 

課後討論 

支持我 學習者可於討論區留言討論、撰寫電

子郵件詢問教師或可面對面與教師

討論。 

指導我 

連繫我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而課程設計者（course facilitator）應注意的事項有：（1）編擬教學大綱，敘

明課程完整的課程時間表，課程要求及各項活動，課程表應以「周」為單位；（2）

規範課程的行為準則，需要更多的紀律（discipline）或訓練方能使學習者獲得成

功；（3）明確告知學習目標及期望；（4）監控學習者的學習進展；（5）協助學習

者以正確的方法進行學習；（6）促使學習者在課程中溝通互動；（7）主動參與並

引導學習者相互交流討論；（8）提供學習者回饋、建議或是問題的解答；（9）分

析評量學習者的學習（Allen & Seaman, 2005; Bele & Rugelj, 2007）。 

吳美美（2007）提到，根據 Donald Clark 在 2005 年的研究，目前通用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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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設計流程為 ADDIE，為分析（analysis）、設計（design）、發展（development）、

應用（implementation）及評鑑（evaluation）等五個步驟。比較傳統的 ADDIE

教學設計模式與雛型系統設計模式（Rapid Prototyping Design，RPD），若設計者

對於系統使用者十分瞭解，採用 ADDIE 即可；反之，採用 RPD，透過反覆修正

系統，直到課程系統被接受為止。 

本研究考量受試者的學習特質及背景，部分課程採面對面學習，部份課程採

數位學習。數位學習包括同步與非同步的學習，以教育部委託臺灣師範大學團隊

建置之 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學習平台為主，內容包含文法、字彙的學習資源，

提供學習者同步及非同步的學習及評量練習。 

伍、混成學習的挑戰 

混成學習的確為教育的改變帶來一線的曙光，然而，在施行的過程中，卻也

帶來ㄧ些挑戰。以下針對教師、學習者及學校機構，三者所面臨的挑戰，分別說

明之： 

（ㄧ）對教師的挑戰 

吳清山（2013）認為「混成學習模式成功的關鍵，是教師必須具備清楚而明

確的教學目標與策略，且教師與管理者本身要有混成學習模式的訓練與知能」。

但並非每位教師皆具有這樣的關鍵能力，因此教師運用混成學習的挑戰為： 

1. 使用網路平台與電腦科技的能力：在混成學習中，教師必須掌握面對面授課

和線上輔導員的技能，但教師並非都具備科技素養。因此，大多數研究報告

指出實施混成學習，教師需要額外的時間和精力，學習使用電腦科技（Graham 

& Diuban, 2007）。 

2. 教學方法的改變：教師的角色由「教導者」轉變為「輔導者」，教學方式由「以

教師為中心」轉變為「以學習者為中心」。對許多教師而言，這種轉變需要很

大的調適。 

3. 課程安排的複雜性：教師必須訂定明確的教學目標與策略，並且安排清楚的

課程大綱與作業明細表，包括何時是線上課程、何時是面對面課程、課程內

容為何、學生須做甚麼等，都須明確訂定。 

4. 掌握學生線上討論與回饋：教師須事先縝密規劃，讓線上學習活動與課堂活

動相呼應，提供即時回饋並鼓勵線上互動交流，藉此強化學生學習動機，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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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學習時間到課堂外（史美瑤，2014）。 

（二）對學習者的挑戰 

    混成學習模式，學習者是最大的受益者，然而，在許多的研究中發現，並非

使用混成學習模式，學習者就會即刻獲益，因為學習者會面臨如下所述的挑戰。

1. 學習者的態度：Eydelman（2013）的研究中提到，學習者對技術要求感到沮

喪，因為必須弄清楚如何使用線上資源。因此，混成學習環境的設置須考慮到學

習者對混成模式的體驗和參與新的互動模式的意願，學習者必須要有相當程度的

準備（Neumeier, 2005）。 

2. 學習自主性：自主學習者的學習成就取決於學習者的自我學習過程。不同類

別的 Web 的工具（例如，通信工具、傳遞工具、評估工具及管理工具等）可用

於支持不同的自我學習過程。此外，如果課程得到輔助，對學習者的支持會更好

（Bele & Rugelj, 2007）。 

（三）對學校機構的挑戰 

    學校機構除了教學成效考量外，財務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之ㄧ。實施混成學

習時，學校機構需考量在技術或基礎設施上的額外費用。混成學習倡導者認為，

在決策過程中，設計人員應考量機構的情況，選擇適當的科技工具使用。機構應

以現有技術為基礎接續延伸，建立混成學習環境；同時，選擇相對應的現有課程，

鼓勵教師重新設計自己的教學內容，購買相對應的軟體或使用免費軟體

（Eydelman, 2013; Horn & Staker, 2015）。 

 

第二節 學習成效 

     一個國家的競爭力，端看這個國家的教育成果是如何，因此，歐盟在2009

年4月簽署的《魯汶公報》中提出，「未來歐洲各國高等教育政策改革重點，應

重視高等教育的教學功能 （the teacing mission of higher education），與以學生

為中心的學習（student-centred learning）」（楊瑩，2011）。由此可知，學生的

學習成效，是教育成敗的關鍵點。 

壹、學習成效的定義 

    學習成效是判斷學習成果的指標，可讓學習者知道自己的學習狀況，並做為

學習者與授課者改善的依據。Lachman（1997）認為，「廣義的學習成效指的是，



DOI:10.6814/NCCU201901296DOI:10.6814/NCCU20190129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8 

 

因經驗而產生的行為改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在2007出版的《品

質保證與認證：基本術語與定義辭彙錄》（Quality assurance and accreditation : A 

glossary of  basic terms and definitions）中，將學習成效解釋為：「用來闡述學習

者歷經一段學習與完成某一單元時數、課程與單元後，所被預想應該知道、瞭解

與展現某種效果的說明」。歐盟及北歐五國，對學習成效的定義，是指學生在經

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後，能夠對所學習的事物進行描述或理解，具有符合此學習階

段的能力（Gallavara et al., 2008、楊瑩，2011）。 

    美國教育學家Bloom等人在1956年提出，學習成效可依據教育目標分成認

知、情意及技能三大領域。余民寧（2011）進一步指出，「認知是指有關知識或

認知能力方面的學習結果；情意是與價值情感有關的學習結果；技能是動作與技

能面的學習行為所展現的熟練成果」。王如哲（2010）也提到，認知、情意、技

能此三向度成效評估皆包含由基礎至高層次的過程，而學習成效尚包含直接與間

接的學習成效，「直接的」學習成效，指的是教育前到教育後其行為的實質變化；

「間接的」學習成效，則是指學生受過教育後，經歷一段長時間後才能顯現的效

果。 

    張來芬（2018）研究中，則定義「學習成效除學習成就外、尚包含學習動機

與態度、學習互動（與同儕互動）等」。張基成和徐郁昇（2011）則認為，「有些

研究是以學習成就測驗的成績當作學習者的學習成效指標，有些則是以學生自我

評量（self-assessment）或自我覺知（self-preception）方式作為學習成效的衡量

指標」。 

    綜上所述，學習成效應採多元評量方式以服膺Gardner多元智慧理論，評估

學生的學習成效。但本研究以評量的量化標準進行數據分析，故僅採用紙筆評

量，來判定其是否具學習成效。其評量採自編之英語成就測驗及自我知覺作為評

估學習成效的兩個指標；成就測驗部分，以研究對象在教師面對面授課結束後，

使用「Cool English英語線上學習平台」複習及練習，然後進行該單元紙筆測驗，

所獲得之成績做為衡量學習成效之指標；自我知覺部分，乃參考Gardner（2004）

提出的AMTB（Attitude/ Motivation test Battery）、Muhammad 等人（2014）、吳

美雲（2003），陳宜徽（2008），胡嘉玲、張鑑如（2008），杜伊涵（2014），黃惠

如（2015），編製的英語態度量表加以編修而成。透過此量表，了解研究對象的

學習興趣、學習態度、自我效能、學習動機等，進而提供給教師作為教學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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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將學習成效定義為：學習者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活動後，在知識或情

感方面的增強程度，應兼顧客觀與主觀評量，其內涵包含「學習成就測驗評量」

及「學習態度」。 

貳、影響學習成效的因素 

    經研究發現，影響學習成效的因素，學者各有不同的看法。Wang、Haertel

和Walberg（1993）統整近五十年來影響學生學習成效相關資料，將其影響學生

學習成效依其相關性分為六大類，包含：學生因素、教室教學與氣氛、校外背景

環境因素、課程設計因素、學校組織因素與地區因素。黃光雄（2004）指出，「影

響學生學習成效的因素可分為三類：（1）學生因素，如學生的能力、發展層次及

學習動機等；（2）環境因素，如家庭環境、學校環境及同儕團體等；（3）教師教

學因素，如教學品質或教學時間等」。 

    劉佩雲和陳柏霖（2015）提到學者 Wang、Haertel 和 Walgerg 於 1990 年及

Wagner 和 Sternberg 於 1984 年時，均發現後設認知是影響學生學習成效最重要

的能力。學習成效不佳的學習者，往往是因為無法在後設認知能力上辨識出有意

義且重要的內容加以記憶。 

    綜上而論，影響學生學習成效的因素大可歸納為學生因素、環境因素、教師

因素。各因素對學習者學習成效影響程度之大小，依學習者所在區域不同而有不

同程度的影響。本研究對象為偏遠地區國中補救教學學生，影響學生學習成效較

大的因素為學生的家庭環境與家長支持、認知過程、後設認知能力、學習動機等。 

叁、混成學習所表現之學習成效 

    研究顯示，混成學習在高等教育方面，已被證明是ㄧ種有效的學習方法，可

以適應學習樣態日益多元化的學生群體，並能同時整合線上教學資源且增加學習

環境的價值（Alammary, Sherd, & Carbon, 2014）。 

    近期學者 Alammary 等人（2014）、González-Gómez 等人（2016）和 Nortivig

等人（2018）經過許多實證研究分析，發現運用混成學習模式，學生學習成效優

於傳統教學法的學生表現，蔡欣嘉（2006）及賴宛靖（2015）研究更指出混成學

習模式對於語言的學習，更較其他學科為佳。 

    時至今日，混成學習發展出新的研究趨勢。依據 Derbel（2017）的研究指出，

「有效性」（effectiveness）及「網路學習社群架構」（community of inqui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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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work）已成為混成學習的研究趨勢。前者藉由面對面及線上學習進行前後

測成績比較，以期確立線上教學的 「有效性」 及其對學習者「積極」影響的證

據；後者欲瞭解教師如何將課程內容、活動和資源相互結合及聯繫，以及學習者

如何使用，方可在混合學習空間中創造最佳學習機會。此論點是根據 Garrison

和 Vaughan（2008）提出的網路學習社群架構三要素，藉此檢視混成課程是否有

效，三要素內容分述如下： 

1. 社交存在（social presence）：開放式溝通、鼓勵合作、情感交流； 

2. 認知存在（cognitive presence）：有困惑感、交換資訊、連結想法、解決問題； 

3. 教學存在（teaching presence）：設計課程、促進互動、聚焦討論。 

    由此顯示，混成學習是教育未來的趨勢，透過混成學習，教師可以調整教學

模式，照顧學生個別差異，有效解決學習問題，以國家教育整體面來看，更能夠

縮短城鄉教育落差。 

 

第三節 英語學習態度 

    隨著英語語系國家政治、經濟的龐大影響力，英語逐漸成為國際通行的共同

語言。邁入 21 世紀後，隨著使用人口日漸廣布，而產生所謂的「世界性英語」

（Global Englishes）。這股浪潮進一步讓英語在各地生根茁壯，在跨國、跨文化

的溝通中，其重要性、普遍性更形日益增強。因此，教育部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英語科課程綱要明確揭示英語科課程目標之一，乃是希望能提升學習者學習英

語的興趣，並涵育積極的學習態度，培養國際視野與全球永續發展的世界觀（教

育部，2018）。教育部從民國 94 年起，將國小英語教育全面向下延伸至小學三年

級，但十二年國教上路後，國中會考結果顯示全國近三分之一的考生英語成績只

有「C」，只拿到「待加強」的程度。由此顯現，近三分之一的國中生，學習英

語的成效不佳，而學習成效與學習態度習習相關，因此本節將探討英語學習態度

的定義與內涵。 

壹、英語學習態度的定義 

    學習首重態度，態度可以影響一個人的學習成效。良好的學習態度來自於 

教師與學生彼此都能一起努力，獲得學習歷程中的價值。「透過適當的教學引導、

課程內容的規劃安排及營造友善安全的學習環境，以培養學生建立積極良好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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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態度，是教育者應當努力的方向」（朱敬先，1986；賴協志、張雅屏，2013）。 

愈重視學習態度的培養，以及有較積極的學習動機時，學生的學習成效與滿意度

就會愈佳。除此之外，柯得明（2003）也指出，「態度對文化與語言學習有極大

的影響，高度正向的態度能激發學生學習動機與個別學習行為，進而能達到學習

目標」。 

    Gardner（1973）認為，語言學習態度是指學習者對於所學語言本身和使用

該語言的國家或人民的好惡傾向。而影響外語學習成功與否的因素有二，一為語

言能力，與學習者本身智力有關；另一個是學習態度，與學習者對外語使用的接

納程度有關。根據 Krashen（1987）第二語言習得的情意濾網假設（The Affective 

Filter Hypothesis），他將情意濾網（affective fliter）比喻為一道無形的牆，存在學

習者及所輸入的內容之間。第二語言習得的過程中，有些情感變項是學習是否成

功的關鍵因素，包含動機（motivation）、自信心（self-confidence）及焦慮（anxiety）。

Krashen 認為消極的態度、缺乏動機，均被視為一種濾網，將阻礙學習者對輸入

訊息的運作，進而影響第二語言的學習成果。因此，當學習者覺得無聊、生氣、

緊張、沒有動力、疲倦或有壓力時，就無法完全接受學習的內容，他們會自我遮

蔽學習的內容。所以，學習者的態度和心情是足以影響學習品質的重要因素。 

    由上述學者的研究可以得知，態度與動機對語言學習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力，

因此本研究希望透過混成學習的模式，提升學習者學習英語的態度，進而提升其

學習成效。 

貳、英語學習態度的內涵 

 張新仁（1982）認為學習態度是指學習者對學習活動或學習環境，所持正向、

負向的評價、情感及行為傾向，可區分為三類：首先是對學校課業的態度，其二

為對學校學習環境的態度，其三為主動學習。學生內在是否有足夠學習動機，是

否有足夠的主動積極性，需看學生對於周遭學校、教師、同儕所給予的感受，以

及教材內容是否引發學生能產生主動學習的態度，進而能讓學生覺得必須要學

習，主動解決所遇到的學習困難。 

    英語學習態度對於英語學習動機及學習成就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力。學習者若

能從學習中獲得成功的經驗，就會產生正向的學習態度，因此教師應該積極鼓勵

學習者在學習外語時，多接觸其相關文化背景，以促進學習者產生積極的學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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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進而影響學習成效，成為一個正向的循環關係（陳怡雅，2015）。英語學習

態度的內涵包含許多面向，其中 Thames 和 Reeves（1994）認為學習者對於教材

的態度，是學習態度中的重要面向，學習者的學習態度會因本身對教材的興趣程

度產生變化。因此，他們認為，能引起學生學習興趣的教材比知識本身更重要。

而 Richard-Amato（1996）指出，英語學習態度是經驗累積與環境影響而成的，

包含父母、教師、同儕都會影響學習者對學習英語持有的態度。Richard-Amato

主張，語言學習態度有四個層面，對自己的態度、對教學的態度、對課程的態度

及對語言本身的態度。 

    陳佳韻（2005）認為「英語學習態度有六個層面，包含對學校課程的態度、

對自我學習英語的態度、對英語作業的態度、對英語教師的態度、對英語教學的

態度及英語學習動機」。黃惠如（2015）的研究也顯示「英語學習態度的內涵包

括對課程的態度、對教師的態度及對自我學習的態度三個類別相關」。 

    綜合以上論述，本研究編制之「英語學習態度量表」，其內含包括英語興趣、

自我態度、自我效能、英語焦慮及外在動機，以此態度量表測量學生對英語學習

態度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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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旨在探討混成學習模式對偏遠地區國中英文科補救教學學生學習成

效之影響，採用準實驗研究法。本章共分為六節，分別為研究設計、實驗設計、

研究對象、研究工具、研究流程、資料處理與分析，分項敘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設計 

壹、研究架構 

    本研究旨在透過兩種不同學習模式，觀察英語科補救教學學生在學習成效及

學習態度的變化及差異，了解彼此間的關係。本研究架構如圖 3-1 所示。 

自變項  依變項 

《實驗組》  1. 英語學習成就測驗 

Cool English 線上平台輔助教學  2. 英語學習態度量表 

《控制組》   

面對面講述法   

 

  共變項 

  英語學習成就測驗前測 

圖 3-1 研究架構圖 

貳、研究變項 

    依此實驗設計之自變項、依變項及控制變項分述如下： 

ㄧ、自變項 

以學習模式為自變項。實驗組使用面對面講述法並輔以 Cool English 英語線

上學習平台進行課程；控制組則僅以面對面講述法進行。 

二、依變項 

以「英語學習成就」及「英語學習態度」為依變項。 

三、共變項 

以英語學習成就測驗前測成績為共變項，達到控制統計污染的目的。 

四、控制變項 

    本實驗採取以下措施，排除可能的干擾變項： 

教學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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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教學時間：每週 3 節課，實驗進行六週，總計 18 節課。 

（二）教學內容：實驗組與控制組皆以翰林版第四冊英語課本為主，課程進度、

單元主題及上課時數皆相同。 

（三）授課教師：由校內兩位資深英語教師分別擔任實驗組與控制組授課教師。 

 

第二節 實驗設計 

    基於學校規模限制，無法對研究對象作隨機抽樣與分派，僅能以現有情境作

最有效的控制，分派實驗處理，故採用準實驗不等組前後測設計。不等組前後測

設計，意指實驗組接受實驗處理，控制組不接受實驗處理，本實驗設計模式如表

3-1。  

表 3-1  

不等組實驗設計一覽表 

                      前測         實驗處理         後測 

    實驗組             O1             X             O3 

    控制組             O2             C             O4 

代號說明： 

O1：實驗組英語學習成就與英語學習態度量表之前測成績。 

O2：控制組英語學習成就與英語學習態度量表之前測成績。 

X：Cool English 線上平台輔助教學。 

C：面對面講述教學。 

O3：實驗組英語學習成就與英語學習態度量表之後測成績。 

O4：控制組英語學習成就與英語學習態度量表之後測成績。 

 

第三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新北市偏遠地區某國中八年級英語科補救教學學生，依班群分

成實驗組與控制組。因學校地處偏遠班級人數少，且研究對象身分特殊，故採小

樣本進行研究，實驗組 15 人，控制組 12 人。實驗組接受面對面講述法授課並輔

以 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教學介入，控制組則僅以面對面講述法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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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量化調查為主，為彌補量化研究資料之不足，故佐以質性問卷為

輔。研究工具包括「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英語學習成就評量」、「英

語學習態度量表」三項，茲分述如下： 

壹、 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   

    科技時代使英語教學型態多元化，而線上學習是一種嶄新的學習型態，也是

翻轉英語學習力的契機。為此，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

系團隊，建置 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希望透過線上學習軟體，營造以

「學習者」為中心的學習環境，有效刺激學習動機，並滿足學習者自主學習的需

求，藉此提升台灣中小學生的英語能力。 

ㄧ、成立宗旨與歷史 

    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於 2015 年 6 月正式對外發佈啟用（教育部，

2015）。此平臺提供 9 歲至 15 歲學習者自學英語的環境，透過平臺，打破傳統教

學的時空界線，提供國中小學生優質、趣味且具互動性的英語教育資源。此外，

Cool English 平臺的課程設計，可提供教師差異化教學資源，讓程度較好的學生，

找尋有興趣的學習資源自我學習，對程度較弱的學生，則可透過指定任務，反覆

練習，進而提升英語能力。對於縮短城鄉差距，提升偏鄉學生英語學習及消減英

語雙峰現象皆有助益。 

    平臺的研發團隊，網羅各領域專家學者，涵蓋英語教學、電腦輔助語言學習、

語料庫、語音辨識、數位遊戲等領域，以及教學現場教師的參與，編寫出更符合

學生需求的數位學習內容。同時，團隊亦諮詢專家學者，進行專家審查，以確保

學習內容的品質。 

二、平臺架構 

    分「國中課程」與「國小課程」，其內容服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英語科

課程綱要」之課程目標，包含聽、說、讀、寫之能力（教育部，2018）。此外，

對應國中小英語學習階段，將「字彙」部分以程度區分；國中部份，額外增加「文

法」、「會考試題」及「寫作」等部分，提供學習者更豐富的學習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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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平臺架構圖 

資料來源：取自 Cool English 網站，https://www.coolenglish.edu.tw 

三、平臺內容 

    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區分為「學習區」與「遊戲區」。「學習

區」是根據第二語言發展理論開發出一系列英語學習活動，內容包括聽力、口說、

閱讀、寫作、字彙/文法、遊戲、基本學習內容及會考專區等，並且與國內課綱

對應，希望可以解決現階段國中小學英語網站欠缺整合的問題，以及降低學生使

用全外文網站介面的困擾；「遊戲區」是以「教育趣味性」（Edutainment）為

設計理念，開發各式線上學習遊戲，讓英語學習變得更生動活潑，擺脫學習外語

給人困難、枯燥的印象，建立學生的學習自信，激勵他們的學習意願，進一步提

升學習持續力（Cool English 平臺，2015）。以下就 Cool English 平臺之「課程

架構」及「課程亮點」，茲分述如下： 

（ㄧ）課程架構 

     張玉茹（1997）指出，「Politzer 學者於 1983 年提到，優秀的語文學習者，

傾向使用適合自己學習階段、年齡、學習目的及學習策略的方式學習語言」。

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平臺建置的主要目的，即為提供國中小學生，豐富多樣的

線上英語學習資源，使之不受時空限制，隨時隨地皆能使用平臺自主學習。平臺

課程規劃，乃是根據第二語言發展理論，強調統合性及工具性的動機、融合英語

文化及生活實境、結合遊戲及多媒體呈現、減少學習者焦慮感，建置一系列以「鷹

架學習」（scaffold）為中心的英語學習活動，鼓勵學習者「從做中學」。學習

資源共分九大區，課程內容依難易程度，分初階、中階及高階三階段。國中課程

架構如圖 3-3 所示。 

https://www.coolenglish.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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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3 國中課程架構 資料來源：Cool English 網站 

（二）課程亮點 

    互動是學習所必須達成的首要目標，學習者唯有經由互動方能達到學習的目

的（Moore, 1993）。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於 2015 年 6 月啟用至今，已

有 20.3 萬人註冊，使用人次超過 129 萬人。為了強化平臺的內容及適用性，Cool 

English 平臺於 2017 年 4 月進行改版，增加了擬真互動性及情境式內容，提供更

貼近學習者實際生活的課程內容，使其發揮最大的學習效益。針對聽力、閱讀、

口說及 APP 系統之課程改版亮點，茲分述如下： 

1. 聽力部分 

   在「多功能影片學習系統」專區，提供對話語速調整、字幕對照、單字即點

即查等功能，幫助學習者更容易加強聽講能力。媒體呈現採用情境式動畫，透過

日常生活對話，增強學習者的實境感。 

2. 閱讀部分 

    亮點內容有「悅讀書屋」、「VOA 精選新聞」以及「VOA 哈燒雙語新聞」

三大區域。書屋部分，提供精選自共創平臺的英文電子繪本；此外，研發團隊選

自 Voice of America（VOA）頻道精選新聞再重新製作，加上聲音、單字補充及

讀後測驗，提供國中小學生更多閱讀練習，並培養學生良好的閱讀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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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口說部分 

    口說區使用語音辨識系統（ASR 技術），設置「口說自助吧」單元。學習

者只要輸入自己想練習的單字或句型，即可糾正發音。讓學習者透過「互動」功

能訓練口說能力，滿足學習者不同的學習需求。 

4. 研發 APP 系統 

    有鑑於使用行動載具進行學習的普及，系統研發 4 款英語搭配詞 APP-《蚊

子捕手》、《丸子小廚神》、《Boom Boom Boom!》及《Yummy! Candy》。包含選擇、

糾錯、配對等題型，多元化練習可提升學習者的精熟度。另外，英語益智問答

APP-《智慧英語王者》遊戲，有 12 大主題，學習者能自行挑選挑戰的關卡，可

提升學習的趣味性及動機。 

    考量本研究實驗對象之學習速度與程度，故同步課堂使用平臺之內容，主要

以「文法」及「字彙」為主，輔以部份「聽力」練習。其餘內容僅供學習者依其

自身興趣、能力及時間安排，自主使用。 

四、平臺介面：  

    董和昇與鄧士豪（2011）研究指出，「當數位學習系統的介面設計對學習者

愈友善時，學習者會感到系統是容易使用，因而較願意與教師或其他學習者進行

互動，可提升使用率及滿意度」。因此，平台介面設計有其重要性及影響力，以

下就本研究主要使用的「國中課程」介面，分「首頁/登入方式」、「學習者介面」

及「教師介面」加以說明。 

（ㄧ）首頁/登入方式 

    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就使用者需求區分為學習者與教師，但並

無特別審核身分，使用者可根據自身需求自行設定。該平臺成立宗旨，即為提供

全國中小學生及教師免費公開使用之教育平臺。使用者可利用教育雲端帳號、縣

市帳號（OpenID）、Facebook 或 Google 帳號登入或網站註冊使用。其首頁介面設計

如圖 3-3 所示，當學習者由首頁登入後，即可看見頁面上方呈現各類學習資源，如

聽力、口說、閱讀、寫作、字彙、文法、遊戲等，提供學習者自主學習，其學習頁

面設計如圖 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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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4 平台「首頁」及「國中課程」頁面 

 

（二）學習者介面 

     Cool English 提供豐富多元的學習資源，適合各種程度的學習者，依據自身

想加強的面向，選擇有興趣的課程自主學習。平臺課程皆可任意選擇使用，不須

依課程順序瀏覽、也沒有完成次序先後的規則。本研究實驗主要目的，乃為協助

學生精熟現階段學習內容，故主要以「各版本補充包」內容為主。學生點入平台

「各版本補充包」後，點選「課程單元內容」，再依其自身需求或興趣點選聽力、

文法、閱讀或各單元對應之測驗題型練習。學生經由線上課程多次反覆地觀看及

練習，並藉由測驗檢視自己的學習成效，以求達精熟程度（如圖 3-5）。 

    本平臺並提供學習者多樣訊息，如學習歷程、各次測驗成績、單元通過標準、

即時回饋等。學習頁面操作容易，進路分層清楚，答題頁面友善，提供圖片或中

文解說輔助理解，降低學習者讀題的困難度，進入測驗頁面，可檢視學習者已作

答次數及分數，提供通過標準，供學習者瞭解自身目前的學習狀況（如圖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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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平台「課程單元內容」頁面 

 

 

 

 

 

 

 

 

 

 

 

 

 

 

圖 3-6  平台「中英輔助解說」及「學習紀錄」頁面 

 

（三）教師介面 

對教師而言，能清楚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態並且適時給予回饋、協助，為使用

數位平台重要的原因之一。透過系統管理的「成績」介面，教師可清楚掌握學生

的學習成效（如圖 3-7）；「課程參與」可查看學生的學習歷程及成績紀錄，教師

依此紀錄，可瞭解學生待加強的部份，提供適性的協助及補救教學；「最新日誌」

及「統計」介面，同樣提供教師詳細的學習者學習紀錄（如圖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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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教師成績查詢頁面 

 

 

 

 

圖 3-8 課程參與及最新日誌頁面 

 

五、平臺優點：  

    隨著資訊科技（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不斷的創新及快速發展，不僅改

變人類的生活型態，同時也引發人類史上最大的學習潮。透過網路的學習模式，

已經在全世界吹起了一股新的學習風潮，建構完善的學習平臺的確可為學習帶來

方便性及公平性。以下就 Cool English 平臺的優點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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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介面操作容易 

    Cool English 網站操作介面簡單且容易，路徑層層分明，合乎學習階段進程，

提供學習者友善的使用環境。董和昇和鄧士豪（2011）提到，「學者 Davis 研究

發現，當使用者對系統產生了認知易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將會提升使用

者對於系統的接受度及使用度」。 

（二）學習歷程紀錄 

   系統可紀錄學習者的學習歷程，清楚呈現學習紀錄、近期閱讀清單與課程完

成度，方便學習者接續未完成的學習進度，節省從頭看到尾的時間。 

（三）圖解式閱讀 

    閱讀部分以圖文並茂的方式呈現，讓學習者容易理解。針對較難的單字部

份，加以註解，並以原音重現，讓學習者可以完整而清楚的理解；寫作以字詞建

議的方式，搭配文法、單字教學，進行寫作學習。 

（四）個別化學習 

    在學習過程中，學習者只要有跟不上的地方，就可以針對特定部分反覆練

習、了解，教師也能在線上了解每位學生的學習狀況，更能掌握教學方向。系統

提供學習者重複、自主學習的機會，讓教師在英語教學上更加輕鬆、便利。此外，

並能將系統內的遊戲、教學資源與教師上課內容做整併，讓學生學習更加投入，

提升學習成效。 

（五）趣味化學習 

    系統內建置豐富的遊戲，提高學習者學習英文的興趣。透過角色扮演的冒險

遊戲，使用英文闖關，達到寓教於樂的學習成效。 

 

貳、英語學習成就測驗 

    本研究使用之「英語學習成就測驗」為教師編修試題，分為前測及後測，旨

在瞭解學生於實驗前後英語學習成效之差異。 

ㄧ、測驗編制流程 

    為瞭解偏遠地區國中八年級英語科補救教學學生，使用 Cool English 線上學

習平臺及傳統面對面講述法之英語學習成效，使用翰林版第四冊 Lesson 3《The 

Easter Eggs Look Pretty》、Lesson 5《She Makes Me sort Trash》及 Lesson 6《We Can 

Watch the Sun go Down》課文內容，以修訂之 Bloom 所提之認知歷程六個教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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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記憶、瞭解、應用、分析、評鑑及創造為分析依據（余民寧，2011），進行

試題編修。預試初稿由兩位 2 位資深英語專長教師（ㄧ位為外校教務主任、ㄧ位

為校內教師）審閱、建議後，進行編修，完成預試試題（如附錄一）。 

 

二、成就測驗內容及計分方式 

    以翰林版國中英語第四冊課本、習作、題庫及國中教育會考試題為參考素

材，編撰前、後測試題。前、後測試題「皆相同」，僅在試題順序上做調整。命

題內容以各單元的字彙、文法觀念（連綴動詞、使役動詞、感官動詞、反身代名

詞）及閱讀理解為主，範圍為 Lesson 3、Lesson 5、Lesson 6。本研究實驗對象為

偏遠地區英語科補救教學學生，考量學生的基礎能力，試題層次以記憶、瞭解及

應用為主，採選擇題形式外加 1 題創意寫作題，共 72 題，總分 100 分。 

 

三、預試分析及建立效度 

    選定校內九年級兩個班級的學生作試題預試，以預試結果之難易度與鑑別度

作為試題挑選參考。試題難度指數接近 0.50，最具鑑別度，範圍介於 0.20 至 0.80

為宜（王文科，王智弘，2014）。此成就測驗試題難度指數範圍介於 0.21 至 0.75，

整體平均難度為 0.58，屬中間程度；鑑別度部分，達 0.30 或較高一點，即可被

接受。本試題整體平均鑑別度為 0.63，顯示本試題鑑別度為優良。根據預試結果，

鑑別度達 0.30 以上，難度達 0.20~0.80 的試題保留（如附錄二），第 72 題為創意

寫作題，直接保留。再依雙向細目之分析架構為選題依據，如表 3-2，選出 62

題為正式前、後測試題（如附錄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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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英語成就測驗雙向細目表 

命題範圍 翰林版第四冊 Lesson 3 、Lesson 5、 Lesson 6 

 

學習內容 

記憶 瞭解 應用 分析 評鑑與創造  

題數 題號 題數 題號 題數 題號 題數 題號 題數 題號 合計 

  

單 

 字 

字彙配合 

 

14 1~14         14 

字彙選擇 

 

  16 16~21 

23~32 

      16 

 

 文 

 法 

連綴動詞   2 36,41 4 34,35 

38,39 

    6 

使役動詞   2 45,46 4 61,62 

63,66 

    6 

感官動詞   3 50,51 

52 

3 53,54 

64 

    6 

反身代名詞   2 48,49 3 55,56 

65 

    5 

閱讀理解   2 47,67 2 42,43 

 

4 68,69 

70,71 

  8 

 

寫作(繪畫)         1 72 1 

各題型統計 14  27  16  4  1  62 

 

叁、英語學習態度量表 

ㄧ、態度量表編製 

    本研究「英語學習態度量表」是參考 Gardner（2004）提出的 AMTB（Attitude/ 

Motivation test Battery）、Muhammad 等人（2014）、杜伊涵（2014），吳美雲

（2003），胡嘉玲、張鑑如（2008），陳宜徽（2008），黃惠如（2015），編製的英

語態度量表加以編修而成。 

二、專家內容效度建構 

    「英語態度量表」初稿編製後，為建立量表信效度，聘請教育現場實務者五

名，就各向度所包含之題目逐一檢視，並對題目之適切性與文字用語提供修正意

見，建立專家效度（如附錄五）。依修正內容，進行量表預試，再根據結果，彙

編成正式量表。專家名單，如表 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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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建構英語學習態度量表內容效度專家學者名單 

代號 職稱 

A        國中英語教師兼任教務主任 

B        國中英語教師兼任教務主任 

C        國教輔導團團員 

D        108 課綱先導學校國中英語教師 

E        國中英語教師 

 

三、量表內容及計分 

    本量表共計分成五個向度，分別為英語興趣、自我態度、自我效能、英語焦

慮、及外在動機，共 39 題（如附錄七），各向度及對應題號如表 3-4 所示。此量

表採五點李克特式（Five-point Likert Scale）量表的計分方法，分成非常符合 5

分、有些符合 4 分、普通 3 分、有些不符合 2 分、非常不符合 1 分，其中 2、6、

11、13、16、17、18、24、25、26、27、28、29、30、31 題為反向計分題。得

分越高，表示英語學習態度的知覺程度愈積極、正向；反之，則愈消極、負向。 

表 3- 4 

英語學習態度量表計分方式與題次分配表 

英語態度向度 
題次分配 

正向計分 反向計分 

英語興趣 1、3、4、5、7、8 2、6 

自我態度 9、10、12、14、15 11、13、16、17 

自我效能 19、20、21、22、23 18、24 

英語焦慮  25、26、27、28、29、30、31 

外在動機 32、33、34、35、36、37、38、39  

 

四、預試分析及建立信度與效度 

（ㄧ）建立信度 

    預試對象為新北市偏遠地區某國中八年級全體學生共 151 位。本量表刪題標

準乃以各試題與量表總分之相關是否達顯著水準，以及刪除該題後，量表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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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nbachα 係數相對提高者作為刪題依據。以 Cronbachα 係數考驗其內部一致性

信度，測得總量表之 Cronbachα 係數為.950，「英語興趣」分量表.891；「自我態

度」分量表.868；「自我效能」分量表.838；「英語焦慮」分量表.811；「外在動機」

分量表.912，顯示本量表信度佳。 

    量表各向度的取樣適當量數（Kaiser-Meyer-Olkin, KMO）值為.915，接近於

1，且 Bartlett 球形檢定呈現顯著性，表示資料可進行因素分析（如附錄六）。 

（二）建立效度 

    採因素分析之主成份分析法，並以最大變異法進行直交轉軸，選取特徵值大

於 1 之因素，以因素負荷量大於 0.4 為選題標準。經縮減維度，題目數由 39 題

刪減為 22 題，採集五個向度，累積解釋變量為 70.06%。最後，將轉軸後的各題

分別歸類，完成正式英語學習態度量表（如附錄八）。轉軸後因素分析結果如表

3-5 所示。 

    轉軸後英語態度量表總信度為.924，顯示本量表信度佳。各向度之解釋變異

量分別為：外在動機 40.93%，英語焦慮 11.99%，英語興趣 7.50%，自我態度

5.04%，自我效能 4.61%，累積解釋變異量達 70.06%，顯示本量表為一份效度良

好的量表。 

表 3-5  

轉軸後各向度因素分析表 

各向度及包含題項 

因素負

荷量 

特 徵

值 

解釋變

異 量

（%） 

向度 1-外在動機  （α=.928）  9.01 40.93 

  我覺得學英語可以方便我出國使用。 .870   

  我覺得學英語可以讓我知道很多國外的事。 .854   

  我覺得學會英語可以讓我和外國人輕鬆聊天。 .814   

  我覺得學習英語對我未來升學有幫助。 .777   

  我認為學習英語對於將來的生活或工作有很大的幫助。 .748   

  我覺得學英語可以讓我認識不同的國家與文化。 .741   

  我覺得英語課本的內容貼近我的生活，十分實用。 .684   

  我認為學習英語很重要。 .654   

                                                            （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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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續） 

各向度及包含題項 

因素負

荷量 

特 徵

值 

解釋變

異 量

（%） 

向度 2-英語焦慮  （α=.848）  2.64 11.99 

  我雖然可以聽懂英語老師上課的內容，但看到考卷題目讓我緊張。 .886   

  英語考試需要瞭解很多文法規則，讓我覺得壓力很大。 .824   

  學習英語需要背很多的單字，讓我壓力很大。 .707   

  上英語課時，我比上其他的課程，更容易感到有壓力。 .661   

向度 3-英語興趣  （α=.871）  1.65 7.50 

  我覺得英語老師教學方式活潑有趣，讓我喜歡學習英語。 .816   

  上英語課，我覺得有趣又好玩。 .808   

  我不喜歡參與英語課堂上的活動。 .784   

向度 4-自我態度  （α=.783）  1.11 5.04 

  除了英語老師出的英語作業，我也會找ㄧ些別的英語練習來做。 .773   

  比起其他學科，我願意花多一些的時間學習英語。 .716   

  我在平常生活中，也喜歡學習英語。  .653   

  我不喜歡學習英語。 .563   

向度 5-自我效能  （α=.645）  1.01 4.61 

  我有時候會遲交英語作業。 .798   

  不管我多努力，我的英語也不會進步。 .558   

  我相信我可以學會英語老師教的內容。 .447   

總信度 α=.924    

總解釋變異量表為 70.062%    

 

五、正式施測 

    量表施測時間二十分鐘。前測施測時間為 Cool English 平臺介入教學實驗

前；後測施測時間為 Cool English 平臺介入教學實驗後。 

肆、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平臺滿意度調查表 

ㄧ、平臺滿意度調查表 

    本研究「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平臺滿意度調查表」是參考康佳鈴（2016）

及盧秋香（2018）編製的平臺使用滿意度調查表加以編修而成（如附錄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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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臺滿意度調查表內容及計分 

    本量表共計分成四個向度，分別為平臺適切性、平臺成效性、課堂學習氣氛

及使用意願四個向度，共 21 題，各向度及對應題號如表 3-6 所示。此量表採五

點李克特式（Five-point Likert Scale）量表的計分方法，分成非常符合 5 分、有

些符合 4 分、普通 3 分、有些不符合 2 分、非常不符合 1 分。得分越高，表示對

於平臺使用滿意度越積極、正向；反之，則滿意度愈消極、負向。 

 表 3-6 

 平臺滿意度調查表各向度與題次分配表 

平臺滿意度向度 
題次分配 

正向計分 

平臺適切性 1、2、3、4、5、6 

平臺成效性 7、8、9、10、11、12、13、14 

課堂學習氣氛 15、16、17、18 

使用意願 19、20、21 

 

第五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以混成學習融入英語補救教學，探究對學生英語學習成效與學習態度

之影響，研究流程分為三個階段，簡要說明如下。 

 

ㄧ、準備階段 

    此階段進行「英語成就測驗」及「英語態度量表」的編製、預試、修正後，

完成正式試題。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此階段進行前測，以瞭解兩組學生的起

點行為。 

二、實驗階段 

    此階段混成學習模式介入，實驗組採面對面教學輔以 Cool English 線上學習

平臺；控制組僅採面對面教學，兩組學生的學習內容及學習進度皆相同，教學循

環過程，請見圖 3-9。教學實驗結束後，實驗組與控制組接受「英語成就測驗」

及「英語態度量表」後測。「英語成就測驗」試題內容與前測相同，僅在順序上

做調整。此外，實驗組需再加測「Cool Engish 線上學習平臺使用滿意度」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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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教學循環圖 

 

三、分析階段 

    依據研究階段所搜集之量化及質性資料進行分析，檢視其結果與發現，依此

進行本研究之結論及對未來相關研究提出建議，以供教師進行相關教學實務的參

考。 

    實驗過程分為三個階段，依序為準備階段、實驗階段及分析階段（如圖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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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圖 3-10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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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資料收集與分析 

壹、量化資料處理 

    在量化資料部分，包含「英語學習成就測驗」、「英語學習態度量表」及「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平臺滿意度」之測驗數據，使用 SPSS22 for Windows 版統計套 

裝軟體，做為資料分析工具。將其統計方法分述如下： 

一、 描述性統計 

以平均數及標準差分析「英語成就測驗」、「英語學習態度量表」、「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平臺滿意度」整體及各變項構面之傾向。 

二、獨立樣本 t 檢定（independent-sample t test） 

    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檢測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英語成就測驗」、「英語學

習態度量表」的前測得分，以瞭解教學實驗前，兩組學生在英語學習表現與英語

學習態度上是否有顯著差異，判斷兩組學生起點表現是否相同。 

三、單因子共變數分析（one-way ANCOVA） 

    以單因子共變數分析，檢測使用「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平臺」輔助學習與

「傳統講述教學」對偏遠地區國中英語科補救教學學生，在英語學習成效是否達

顯著差異。 

四、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one-way MANOVA） 

    以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檢測使用「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平臺」輔助

學習與「傳統講述教學」對偏遠地區國中英語科補救教學學生，在英語學習態度

是否達顯著差異。 

五、成對樣本 t 檢定分析（paired-sample t test） 

    以成對樣本 t 檢定分析，檢測使用「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平臺」輔助學習

與「傳統講述教學」對偏遠地區國中英語科補救教學學生，在英語學習成效之總

測驗各題項得分是否達顯著差異。 

六、單一樣本 t 檢定（one-sample t test） 

以單一樣本 t 檢定，檢測實驗組學生對於使用「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 

平臺」，是否達滿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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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質性資料處理 

    學生於實驗結束後進行 Cool English 線上學習平臺滿意度調查，輔以「學生

訪談」、「教師訪談」，藉以了解學生及授課教師的真實想法與感受，確保資料的

完整性。訪談紀錄以 T 代表授課教師，S 代表學生，M 代表男性，F 代表女性，

H 代表高分組，M 代表中間程度學生，L 代表低分組，數字代表第幾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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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乃探討以不同的教學法，即使用混成學習模式與傳統面對面講述法，對

於偏遠地區國中英語科補救教學學生在英語學習成效及英語學習態度之影響。根

據研究工具收集的資料進行量化分析，並輔以師生質性訪談，進行討論分析。內

容共分為六小節，第一節為樣本背景資料分析；第二節為英語學習成效分析；第

三節為英語學習態度分析；第四節為 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平臺滿意度分析；第

五節為師生質性訪談資料；第六節綜合討論。 

 

第一節 樣本背景資料分析 

    研究對象為新北市偏遠地區某國中八年級英語科補救教學學生，實驗組 15

人，控制組 12 人，總計 27 人。在性別部份，兩組皆為男生多於女生，控制組男

生比例達 75%；「家庭狀況」及「家庭經濟」方面，兩組以「雙親」及「小康」

占大部分，實驗組「單親」（46.7%）及「中低收」（33.3%）比例偏高；「文化背

景」部份，實驗組「原住民」及「新住民」達 46.7%（原住民 26.7%，新住民 20.0%），

控制組為 25.0%（原住民 0%，新住民 25.0%）；「英語偏好」部份，實驗組「喜

歡英語」為 20.0%，控制組為 33.3%，顯示兩組學生對於英語文積極正向的態度

稍偏低；「補習」部份，僅控制組有 2 位學生參加課後補習，其餘學生皆未參加；

在「家庭指導」方面，兩組學生返家後無人指導的比例偏高，皆達 60%以上，詳

細背景資料分析如表 4-1 所示。 

表 4-1 

學生基本資料分析摘要表 

基本資料 
實驗組（n =15） 控制組（n =12）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8 53.3% 9 75.0% 

女 7 46.7% 3 25.0% 

 雙親 7 46.7% 7 58.3% 

家庭狀況 單親 7 46.7% 4 33.3% 

 隔代 1 6.7% 1 8.3% 

                                                            （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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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續） 

基本資料 
實驗組（n =15） 控制組（n =12）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中低收 5 33.3% 2 16.7% 

家庭經濟 弱勢兒少 2 13.3% 2 16.7% 

 小康 8 53.3% 8 66.7% 

 原住民 4 26.7% 0 0% 

文化背景 新住民 3 20.0% 3 25.0% 

 一般生 8 53.3% 9 75.0% 

 喜歡 3 20.0% 4 33.3% 

對英語的偏好 不喜歡 6 40.0% 1 8.3% 

 無意見 6 40.0% 7 58.3% 

補習 
有補習 0 0% 2 16.7% 

沒有補習 15 100.0% 10 83.3% 

家庭指導 
有人指導 5 33.3% 4 33.3% 

無人指導 10 66.7% 8 66.7% 

註：家庭狀況、家庭經濟及文化背景資料來自於新北市校務系統資料 

註：弱勢兒少指未具中低收入戶資格，但家庭經濟拮据，致生活困難家長無力撫 

    育兒童及少年。 

 

第二節 英語學習成效分析 

    為探究不同教學法對於偏遠地區國中補救教學學生英語學習成效之影響，首

先利用獨立樣本 t 檢定（independent-sample t test），檢視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

「英語學習成就測驗」之前測得分是否達顯著差異，以了解兩組學生起點行為是

否一致；接著使用單因子共變數（one-way ANCOVA）及成對樣本 t 檢定

（paired-sample t test）進行分析，瞭解兩組學生在使用不同教學法之後，英語學

習成效是否產生差異。以下針對英語學習成就測驗之「各單元測驗得分」、「總測

驗各題項得分」及「段考成績」（全學年定期評量）之差異情形，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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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起點行為之差異 

    為比較兩組學生在英語學習成就測驗前測是否相等，先行以自編「英語學習

成就測驗」前測成績，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統計結果如表 4-2 所示。變異數同

質性檢定未達顯著（Ｆ＝2.25，p = .15 > .05），表示兩組的離散情形無明顯差別； 

t 值考驗結果未達顯著（t = 1.05，p = .31 > .05），確認兩組起點行為一致。 

表 4-2 

實驗組與控制組之成就測驗前測成績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摘要表 

 

組別 

實驗組（n =15） 控制組（n =12） Levene 變異數相等測試  

t 

 

p M SD M SD F 顯著性 

前測 27.93 5.15 25.27 7.82 2.25 .15 1.05 .31 

 

貳、 教學實驗後學習成效之差異 

    本小節旨在瞭解教學實驗後，不同教學法對於偏遠地區國中補救教學學生 

英語學習成效之影響。實驗組採用「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平臺」之輔助教學法，

控制組採用傳統面對面講述法。以下先針對「各單元測驗得分」進行單因子共變

數分析，比較兩組間差異情形；接著針對「總測驗各題項得分」進行成對樣本 t

檢定分析，比較各組內評量能力的差異情形；最後進行「段考成績」（全學年定

期評量）分析，藉此瞭解教學實驗後，兩組學生在全校統一性評量之差異情形。 

一、各單元測驗分析 

    本實驗階段共進行三個單元的教學實驗，分別為第三、第五及第六單元。實

驗過程中針對三個單元的教學內容，分別進行前測、後測及總測驗。總測驗範圍

為單元三、單元五及單元六，實驗階段共計施行四次前測及後測。 

    以教學法為自變項，英語學習成就後測成績為依變數，英語學習成就測驗前

測成績為共變數，進行單因子共變數分析（one-way ANCOVA）。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實驗組與控制組各單元成就測驗前測與後測成績平均數與標準差之摘要， 

如表 4-3 所示。在前測中，實驗組在單元三及總後測得分高於控制組；在後測中，

實驗組在單元三、單元五及總後測得分高於控制組。圖 4-1 為實驗組與控制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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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成就測驗前、後測平均數差異曲線圖。比較兩組表現，實驗組各單元進步分

數逐次增加；此外，除單元三外，其餘各單元進步的幅度皆優於控制組，顯示在

「測驗分數進步」的表現上，接受「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平臺」輔助教學的實

驗組，優於僅採「傳統面對面講述法」的控制組。 

表 4-3 

實驗組與控制組各單元成就測驗前測與後測成績平均數與標準差摘要表 

組別 實驗組（n =15） 控制組（n =12） 

測驗名稱 M SD M SD 

單元三前測 34.27 11.46 28.00 13.91 

單元三後測 39.73 12.46 37.17 16.68 

單元五前測 26.67 10.30 28.33 31.25 

單元五後測 40.67 19.07 31.25 14.64 

單元六前測 24.31 9.59 33.00 13.11 

單元六後測 43.73 13.81 45.33 15.85 

總測驗前測(單元三、五、六) 27.93 5.15 25.27 7.82 

總測驗後測(單元三、五、六) 58.20 19.93 47.00 22.16 

 

圖 4-1 兩組學生各單元成就測驗前、後測平均數差異曲線圖 

 

（二）共變數分析 

   進行迴歸係數同質性分析，考驗結果顯示，在單元三（F = .14，p = .72 > .05）、

單元五（F = 3.72，p = .07 > .05）、單元六（F = .50，p = .49 > .05）及總測驗（F 

= 1.10，p = .31 > .05）均未達顯著差異，表示組間迴歸之斜率相同，符合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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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歸係數同質性假設，可進行單因子共變數分析，如表 4-4。 

表 4-4  

實驗組與控制組英語學習成效之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摘要表 

 單元三英語學習成就測驗後測評量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組間迴歸係數 22.33 1 22.33 .14 .72 

誤差 3792.17 23 164.88   

 單元五英語學習成就測驗後測評量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組間迴歸係數 981.30 1 981.30 3.72 .07 

誤差 6064.50 23 263.67   

   單元六英語學習成就測驗後測評量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組間迴歸係數 73.39 1 73.39 .50 .49 

誤差 3387.26 23 147.27   

 總測驗(單元三、五、六)英語學習成就測驗後測評量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組間迴歸係數 248.78 1 248.78 1.10 .31 

誤差 5251.29 23 228.32   

 

   表 4-5 為實驗組與控制組各單元英語學習成效之共變數分析摘要。結果顯示

實驗組學生接受「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平臺」輔助教學後，在單元三（F = .42，

p = .52 > .05）、單元五（F =2.15，p = .16 > .05）及單元六（F = .04，p = .85 > .05）

之分測驗上，經共變數分析，未達顯著水準；但在總測驗達顯著效果（F = 4.47，

p = .04 < .05）。亦即在總測驗上，實驗組（M = 58.20，SD = 19.93）表現優於控

制組（M = 47.00，SD = 22.16）（見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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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實驗組與控制組各單元英語學習成效之單因子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單元三英語學習成就測驗後測評量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組間（教學法）   67.45 1  67.45    .42 .52 

誤差 3814.50 24  15.94   

 單元五英語學習成就測驗後測評量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組間（教學法）  632.06 1 632.06 2.15 .16 

誤差 7045.80 24 293.58   

 單元六英語學習成就測驗後測評量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組間（教學法）    5.07 1   5.07 .04 .85 

誤差 3460.65 24 144.19   

 總測驗(單元三、五、六)英語學習成就測驗後測評量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組間（教學法） 1024.92 1 1024.92 4.47* .04* 

誤差 5500.07 24  229.17   

*p < .05    

 

二、 總測驗各題項分析 

    本實驗運用「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平臺」輔助學生學習，以「單字」、「文

法」及「閱讀」項目為主。為瞭解不同教學法，對於兩組學生在總測驗各題項評

量能力的差異影響，進一步針對總測驗各題項得分進行組內成對樣本 t檢定分析。 

    表 4-6 為實驗組與控制組英語學習成效總測驗各題項前、後測成對樣本 t 檢

定摘要。結果顯示實驗組學生接受「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平臺」輔助教學後，

在「單字識字」（t = 5.32,  p = .00 < .05）、「單字文意」（t = 4.05,  p = .00 < .05）

及「文法」（t = 5.59,  p = .00 < .05），達顯著差異水準；而控制組僅在「單字識

字」（t = 3.73,  p = .00 < .05），達顯著差異。此外，實驗組在「單字識字」、「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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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文意」、「文法」、「克漏字」及「閱讀」等題項，其進步的分數皆優於控制組，

如圖 4-2 所示。  

表 4-6  

實驗組與控制組英語學習成效總測驗各題項前、後測成對樣本 t 檢定摘要表 

組別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後測-前測 t p 

實驗組 

（n=15） 

單字識字前測 8.40 2.03 
15.40 5.32 .00*** 

單字識字後測 23.80 10.96 

單字文意前測 8.67 3.60 
8.53 4.05 .00* 

單字文意後測 17.20 6.58 

文法前測 4.60 1.96 
4.73 5.59 .00*** 

文法後測 9.33 2.97 

克漏字前測 1.80 1.66 
0.87 1.36 .20 

克漏字後測 2.67 1.72 

閱讀前測 2.20 1.32 
0.93 1.83 .09 

閱讀後測 3.13 2.00 

控制組 

（n=12） 

單字識字前測 7.37 5.26 
13.08 3.73 .00* 

單字識字後測 20.45 11.53 

單字選擇前測 7.45 4.66 
4.91 1.88 .09 

單字選擇後測 12.36 7.79 

文法前測 5.18 2.44 
1.73 1.36 .21 

文法後測 6.91 3.24 

克漏字前測 1.82 1.17 
-0.18 -.32 .76 

克漏字後測 1.64 1.50 

閱讀前測 1.64 1.36 
0.18 .32 .76 

閱讀後測 1.82 1.78 

*p<.0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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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組 控制組

圖 4-2 實驗組與控制組總測驗各題項前、後測平均分數差異比較 

 

三、 段考成績及兩組高低分群學生段考成績百分等級之分析 

本實驗進行的期間為第一次段考後至第二次段考止，總計六周。為進一 

步探究教學實驗後，補救教學學生在全學年定期評量（第二次段考）之英語學習

成效表現，以下針對兩組學生之段考成績及不同學習程度學生之全學年段考成績

百分等級（percentile rank，PR）進行分析。 

（一） 實驗組與控制組段考成績分析 

    表 4-7 為實驗組與控制組第一次段考與第二次段考成績摘要。結果顯示，教

學實驗後，接受「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平臺」輔助教學的實驗組呈正向變化，

傳統面對面講述的控制組則為負向變化（見圖 4-3）；此外，實驗組的離散程度較

控制組小。 

表 4-7  

實驗組與控制組第一次段考與第二次段考成績摘要表 

教學模式 第一次段考平均 第二次段考平均 平均差值 標準差 

實驗組（n = 15） 40.20 44.07 3.87 7.53 

控制組（n = 12） 43.25 40.08 -3.17 1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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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3 實驗組與控制組第一次及第二次段考平均數變化 

 

（二）高分群學生段考成績百分等級分析 

    為探究不同教學法，對於補救教學不同學習程度學生之英語學習成效的影

響，將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依據八年級上學期三次段考平均分數（以下簡稱：

八上段考平均）進行排序，各取前、後 27%，分高分群與低分群。實驗組高分群

及低分群各取 4 人，控制組高分群及低分群各取 3 人，進行全學年定期評量成績

（第二次段考）百分等級分析（PR 值）。 

    表 4-8 為實驗組與控制組高分群第一次與第二次段考成績摘要表。比較兩組

之高分群學生兩次段考平均分數差值（Difference），結果顯示，實驗組（M = -3.00）

與控制組（M = -.33）平均差值皆為負值，但控制組下降的幅度較小；標準差部

分，實驗組高分群之離散程度也較控制組大；比較兩組高分群學生段考成績 PR

值變化，如圖 4-4 所示，實驗組只有一名進步，控制組有兩名進步。 

表 4-8  

高分群第一次段考與第二次段考成績摘要表 

教學模式 段一平均 段二平均 平均差值 標準差 

實驗組（n=4） 50.00 47.00 -3.00 4.97 

控制組（n=3） 46.67 46.33 -.33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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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實驗組與控制組高分群學生兩次段考成績全年段 PR 值變化圖 

    

（三）低分群學生段考成績百分等級分析 

    表 4-9 為實驗組與控制組低分群學生第一次段考與第二次段考成績摘要表。

比較兩組低分群學生兩次段考平均分數差值（Difference），結果顯示，實驗組平

均差異為正值（M = 10.25），控制組為負值（M = -9.67），顯示實驗組低分群在

第二次段考表現優於控制組低分群，且離散程度也較控制組小；比較兩組低分群

學生段考成績 PR 值變化，如圖 4-5 所示，實驗組低分群全數學生 PR 值皆進步，

控制組則全數退步。  

表 4-9  

低分群第一次段考與第二次段考成績摘要表 

教學模式 段一平均 段二平均 平均差值 標準差 

實驗組（n=4） 32.00 42.25 10.25 6.90 

控制組（n=3） 34.67 25.00 -9.67 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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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實驗組與控制組低分群學生兩次段考成績全年段 PR 值變化圖 

 

四、小結 

    本研究結果顯示，經六周的教學實驗後，兩組學生的英語學習成效表現，在

單元三、單元五及單元六之形成性評量未見顯著成效，而在總測驗達顯著差異（F 

= 4.47，p = .04 < .05）。綜觀四次測驗，雖未達一致性顯著差異，但在總結性評

量，可推論產生累積效果，兩組學生的英語學習成效達顯著差異；在總測驗各題

項分析結果顯示，使用「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平臺」輔助教學的實驗組學生，

在「單字識字」、「單字文意」及「文法」三大題項，教學實驗後學習成效表現

明顯提升，且進步幅度皆達顯著差異水準；反之，採用傳統講述法的控制組學生，

僅於「單字識字」達顯著水準；在段考成績整體表現及不同學習程度學生之全學

年段考成績 PR 值分析結果顯示，實驗組優於控制組，低分群優於高分群。綜觀

以上，雖然補救教學學生因基礎能力低落，理解、統整及運用能力較弱，需花較

長的時間學習，較難於短時間內弭平學習落差的缺口，但可推論，使用平台的混

成學習模式較傳統面對面教學法，提供學生彈性的學習環境，尤其對於補救教學

低分群學生，線上平臺具有吸引學生學習的潛在價值及改善局部教學成效的可能

性，有助於補救教學學生建立「對自己學習的信心、創造動機及可以學會的成功

信念」，進而引導學生行動，帶來正向的影響，對於提升補救教學學生學習成效

具有積極正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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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英語學習態度分析   

    本節旨在探討使用「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平臺」輔助教學與傳統講述教學，

對偏遠地區國中英語科補救教學學生英語學習態度之影響。利用單因子多變量變

異數（one-way MANOVA）分析，瞭解兩組學生於不同的教學模式後，英語學

習態度是否產生差異。以下針對兩組於教學實驗後，在「英語學習態度量表」之

差異情形，進行分析討論。 

壹、英語學習態度量表分析 

    英語學習態度量表分成五個向度，分別為「英語興趣」、「自我態度」、「自我

效能」、「英語焦慮」及「外在動機」，採李克特式五點量表計分方式。非常符合

5 分、有些符合 4 分、普通 3 分、有些不符合 2 分，非常不符合 1 分，反向題採

反向計分。得分越高表示英語學習態度愈積極、正向；反之，則為消極、負向。 

一、描述性統計 

表 4-10 為實驗組與控制組英語學習態度量表前測與後測平均數與標準差 

摘要表。結果顯示，教學實驗後，實驗組在「英語興趣」、「自我態度」呈現負成

長；但在「自我效能」及「英語焦慮」的進步表現則優於控制組，見圖 4-6。 

表 4-10 

實驗組與控制組英語學習態度量表前測與後測平均數與標準差摘要表 

組別 實驗組（n =15） 控制組（n =12） 

分向度 M SD M SD 

英語興趣前測 3.78 .70 3.47 1.09 

英語興趣後測 3.56 .72 3.67 .70 

英語興趣後測-前測 -.22 .81 .19 .82 

自我態度前測 2.72 .98 2.52 1.01 

自我態度後測 2.55 .89 2.77 .87 

自我態度後測-前測 -.17 .81 .25 .55 

自我效能前測 2.98 .72 3.31 .67 

自我效能後測 3.47 1.03 3.39 .98 

自我效能後測-前測 .49 1.17 .08 .81 

                                                           (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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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續） 

組別 實驗組（n =15） 控制組（n =12） 

分向度 M SD M SD 

英語焦慮前測 2.32 .75 3.31 .76 

英語焦慮後測 2.73 .91 3.29 1.07 

英語焦慮後測-前測 .42 .84 -.02 .76 

外在動機前測 4.01 .79 3.38 1.01 

外在動機後測 4.13 .64 3.90 .98 

外在動機後測-前測 .12 .55 .52 .56 

整體英語態度表現前測 3.29 .52 3.21 .70 

整體英語態度表現後測 3.42 .57 3.48 .70 

整體英語態度表現後測-前測 .13 .51 .27 .20 

 

圖 4-6 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英語學習態度量表前、後測平均數差異曲線圖 

 

二、 多變量變異數分析 

    為探究不同教學法對於補救教學學生之英語學習態度的影響，實驗組採用

「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平臺」之輔助教學法，控制組採用傳統面對面講述法，

以教學法為自變項，英語學習態度量表之五個分向度為依變項，進行單因子多變

量變異數分析，比較兩組間差異情形。 

     分析結果發現，英語態度量表五個分向度之變異數矩陣同質性檢定未達顯

著（Box’s M =14.314，F = .74，p =.75），顯示依變項之變異數具同質性，可進行

變異數分析。本研究因樣本數較少、組間人數不相等，故採用 Pillai’s Trace 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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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驗法進行檢定。表 4-11 為實驗組與控制組在英語學習態度量表單因子多變量

變異數摘要表。結果顯示，Pillai’s Trace = .16，p = .57 > .05，未達顯著水準，表

示英語態度量表的五個分向度，在不同教學法的介入下，皆無顯著差異。檢視「英

語興趣」（F = .16，p =.69）、「自我態度」（F = .42，p =.52）、「自我效能」（F = .04，

p =.84）、「英語焦慮」（F = 2.15，p =.16）及「外在動機」（F = .54，p =.47）五個

分向度均未達顯著差異，表示不同教學法，對於補救教學學生在整體英語學習態

度及英語學習態度量表各向度之表現未具有顯著差異效果。 

表 4-11 

實驗組與控制組教學實驗後英語學習態度各分向度多變量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

來源 

df sscp 

統

計

量 

V

值 

單變量 F 值 

英語

興趣 

自我

態度 

自我

效能 

英語 

焦慮 

外在

動機 

組間 1 

.08 .16 -.06 .41 -.17  .16n.s     

.16 .33 -.12 .82 -.34   .42n.s    

-.06 -.12 .04 -.29 .12 .16   .04n.s   

.41 .82 -.29 2.08 -.85     2.15n.s.  

-.17 -.34 .12 -.85 .35      .54n.s 

組內 25 

12.59 9.82 11.67 6.22 6.00       

9.92 19.33 10.55 3.50 10.50       

11.67 10.55 25.47 7.84 9.86       
6.22 3.50 7.84 24.16 2.08       

6.00 10.50 9.86 2.08 16.31       

Pj = α / 5 = .01 

 

三、小結 

    本研究結果顯示，經過教學實驗後，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英語學習態度

量表」未達顯著差異，表示兩組學生在英語學習態度方面，未因不同教學法的介

入，而有所差異。使用「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平臺」之混成學習模式，對於本

研究英語科補救教學學生的整體英語學習態度之提升並無顯著效果。此結果與莊

美玲（2013）研究之雲端評量暨補救教學系統對國中八年級學生英語學習態度無

顯著及鄭佳虹（2016）研究動態評量回饋系統對於國中數學學習態度影響未達顯

著水準之研究結果一致。Smith（1971）指出，影響語言學習態度的因素有語言

本身、授課教師、學習者、班級環境氣氛、教材及作業等；此外，Abidin，Majid 

和 Alzwari（2012）的研究指出，「若學習者對目標語言沒有興趣或學習意願，學

習者就會產生負面態度，對學習語言也不會有動機與熱忱。」以上可說明影響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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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者態度的因素眾多而複雜，較難因六周短期教學實驗之單一「教學方法」的改

變，而大幅提升學習者的學習態度。 

     

第四節 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平臺滿意度分析 

    本節旨在瞭解實驗組學生之「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平臺」使用滿意度，使

用自編之滿意度問卷輔以學生質性訪問，進行「平臺整體滿意度」及「平臺各向

度滿意度」分析。 

壹、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平臺整體滿意度分析 

    使用自編之「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平臺」滿意度問卷進行調查，本問卷共

分四個向度，分別為「平臺適切性」、「平臺成效性」、「課堂學習氣氛」及「使用

意願」。採用李克特式五點量表（Five-piont Likert Scale）的計分方式，分成「非

常同意」5 分、「有些同意」4 分、「普通 3」分、「有些不同意」2 分、「非常不同

意」1 分。得分越高，表示滿意度越高；得分越低，表示學生的滿意度越低。 

    利用單一樣本 t 檢定，檢定值設為 3 進行檢驗，觀察實驗組學生經過教學實

驗後，對於平臺使用是否滿意。由表 4-12 可知，經過實驗後，實驗組學生在「平

臺適切性」（t = 4.71，p = .00 < .05）、「平臺成效性」（t = 5.11，p = .00 < .05）、「課

堂學習氣氛」（t = 5.47，p = .00 < .05）、「使用意願」（t = 2.77，p = .02 < .05）及

「整體滿意度」（t = 5.77，p = .00 < .05），均達滿意程度。此外，「平臺成效性」

之平均值較其他向度為高，顯示學生對於「平臺成效性」之滿意度優於其他向度。 

表 4-12  

實驗後平臺滿意度單一樣本 t 考驗摘要表 

向度 檢定值為 3（n = 15） 

平均數 標準差 t p 

平臺適切性 3.72 .59 4.71 .00*** 

平臺成效性 3.89 .68 5.11 .00*** 

課堂學習氣氛 3.82 .58 5.47 .00*** 

使用意願 3.60 .84 2.77 .02* 

整體滿意度 3.79 .53 5.77 .00*** 

*p <.05，***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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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平臺各向度滿意度分析 

    以下針對實驗組學生（n = 15）使用「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平臺」各向度之

滿意度進行分析，依各題項之得分排序，進行分析，結果分述如下： 

一、「平臺適切性」分析 

    表 4-13 顯示，在「平臺適切性」向度，得分之前二名分別為，第一題「我

覺得要登入 Cool English 網站很容易」（M = 4.20），第五題「我覺得 Cool English

網站的英語學習內容很有趣」（M = 3.80）及第六題「我喜歡 Cool English 網站每個

單元結束後『評量練習』，可以讓我知道自己的學習成果」（M = 3.80）。得分最

低為第三題「我覺得 Cool English 網站的教材內容難易適中」（M = 3.13）。學生

認為： 

 

   「看不懂，因為都是全英文，需要老師翻譯。」（S06-M-H） 

       「寫題目時需要老師幫忙翻譯。」（S05-F-L） 

 

 表 4-13  

「平臺適切性」各題平均數、標準差及排序分析表  

向

度 
題目 

平均

數 

標準

差 

向度

排序 

平

臺

適

切

性 

1.我覺得要登入 Cool English 網站很容易。 4.20 0.77 1 

5.我覺得 Cool English 網站的英語學習內容很有趣。 3.80 1.26 2 

6.我喜歡 Cool English「評量練習」，讓我知道自己的學習成果。 3.80 0.86 2 

2.我覺得 Cool English 的操作簡單易學。 3.73 0.88 4 

4.我覺得 Cool English 的教材內容、文字、圖片及動畫都很清楚。 3.67 1.29 5 

3.我覺得 Cool English 的教材內容難易適中。 3.13 1.13 6 

 

二、「平臺成效性」分析 

    表 4-14 顯示，在「平臺成效性」向度，得分之前二名分別為，第 13 題「Cool 

English 網站可以重複觀看、練習自己不會的部分，對我學習英語有幫」（M = 

4.53），此題在整體排序亦為得分第一（見附錄十）。第八題「我覺得使用 Cool 

English 網站，對我學習英語有幫助」（M = 4.13）及第 14 題「我覺得搭配使用

Cool English 網站，可提升英語學習效果」（M = 4.13），同列本向度第二高分。

得分最低為第十題「我覺得 Cool English 網站的『聽力』課程，對我學習英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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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M = 3.40）。 

    比較各向度平均數，「平臺成效性」為相對最高之向度（M = 3.89），見表 4-12。

顯示本研究之補救教學學生，在心理層面上積極認同使用平台的學習效果，質性

資料也顯示類似的結果。       

     

   「學習效果比較好。可以自己學。會的部份可以跳過。」（S07-M-H） 

      「使用平台會有一點幫助。可以不斷的看，不斷的練習。」（S13-M-L） 

 

表 4-14  

「平臺成效性」各題平均數、標準差及排序分析表 

向

度 

題目 平均

數 

標準

差 

向度

排序 

平

臺

成

效

性 

13. Cool English 可以重複觀看、練習，對我學習英語有幫助。 4.53 0.64 1 

08.我覺得使用 Cool English，對我學習英語有幫助。 4.13 0.92 2 

14.我覺得搭配使用 Cool English 上課，可提升英語學習效果。 4.13 0.74 2 

12.透過 Cool English，我可以依自己的學習速度學習英語，對

我學習英語有幫助。 

4.07 0.96 4 

11.我覺得 Cool English 的「閱讀」課程，對我學習英語有幫助。 3.73 1.10 5 

07.我覺得使用 Cool English 讓我更容易了解老師上課的內容。 3.67 1.05 6 

09.我覺得 Cool English 的「文法」課程，對我學習英語有幫助。 3.47 1.06 7 

10.我覺得 Cool English 的「聽力」課程，對我學習英語有幫助。 3.40 1.30 8 

 

三、「課堂學習氣氛」分析 

    表 4-15 顯示，在「課堂學習氣氛」向度，得分之前兩名為第 16 題「我覺得

使用 Cool English 網站學習英語比在教室上課輕鬆、自在」（M = 4.33）及第 18

題「使用 Cool English 網站學習英文時，不會的部分我會和同學或老師討論」（M 

= 3.73），前者在整體排序為第二高分（見附錄十）。惟，在使用平台的專注力及

互動的學習氣氛部分，對於本研究對象僅呈現中等程度。學生訪談資料表示： 

 

     「喜歡在傳統教室上課，因為看電腦有時會恍神，而且在教室講的比較清 

      楚。」（S09-F-M） 

    「喜歡在教室上課，因為到電腦教室很麻煩，有時會恍神會被老師罵。」 

     （S1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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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課堂學習氣氛」各題平均數、標準差及排序分析表 

向度 題目 平均

數 

標準

差 

向度

排序 

課堂 

學習

氣氛 

16.我覺得使用 Cool English 學習英語比在教室上課輕鬆自在 4.33 1.18 1 

18.使用 Cool English 學習英文，不會的部份我會和同學或老

師討論。 

3.73 1.28 2 

15.我覺得使用 Cool English 學習英語，讓我比較專心學習。 3.60 0.99 3 

17.我覺得使用 Cool English 學習英語，學習氣氛比較熱絡。 3.60 1.24 3 

 

四、「使用意願」分析 

    表 4-16 顯示，在「使用意願」向度，得分之前兩名為第 20 題「我覺得搭配

Cool English 網站上英語課，讓我比較喜愛學習英語」（M = 4.20）及第 19 題「我

希望英文課都可以搭配使用 Cool English 網站學習」（M = 3.73）。前者為整體排

序第三高分。本向度得分最低為，第 21 題「離開學校後若需學習英語，我會/

願意使用 Cool English 網站或其他英語網路平臺自主學習」（M = 2.87），此題同

時為整體排序最末之題項（見附錄十），可推論補救教學學生使用平臺終身學習

的動機偏低。 

表 4-16  

「使用意願」各題平均數、標準差及排序分析表 

向

度 

題目 平均

數 

標準

差 

向度

排序 

使

用

意

願 

20.我覺得搭配 Cool English 上英語課，讓我較喜愛學習英語。 4.20 0.86 1 

19.我希望英文課都可以搭配使用 Cool English 網站學習。 3.73 1.16 2 

21. 離開學校後若需學習英語，我會/願意使用 Cool English

或其他英語網路平臺自主學習。 

2.87 1.19 3 

 

五、小結 

   本研究結果顯示，教學實驗後，經單一樣本 t 檢定，實驗組學生在「平臺適

切性」、「平臺成效性」、「課堂學習氣氛」、「使用意願」及「平臺整體滿意度」均

達滿意水準。其中「平臺成效性」（M = 3.89）得分相對最高，次之為「課堂學

習氣氛」（M = 3.82），「使用意願」（M = 3.60）則相對最低。得分最高為第 13 題

「Cool English 網站可以重複觀看、練習自己不會的部份，對學習英語有幫助」，

得分最低為第 21 題「離開學校後需學習英語，我會/願意使用 Cool English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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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英語平臺自主學習」。顯示本研究對象對於平臺成效抱持正向積極的態

度，但對於自主學習則抱持消極的態度。 

 

第五節 師生質性訪談紀錄 

    本節旨為進一步探究影響偏遠地區國中英語科補救教學學生英語學習成效

的因素，教學實驗後，針對授課教師及實驗組全體學生（n = 15），進行面對面質

性訪談，藉此輔助量化資料未能呈現的部份，學生部份共十三題，授課教師共八

題，皆為開放式題目。實驗組學生依據八上段考平均分數排序，各取前、後 27%，

分為高分群與低分群，各取 4 人，其餘部份歸屬中間程度，共 7 人。  

    訪談紀錄，以 T 代表授課教師，S 代表學生，M 代表男性，F 代表女性，H

代表高分群，M 代表中間程度學生，L 代表低分群，數字代表第幾位學生。依據

學生及授課教師答題的內容，予以分類整理，訪談資料整裡摘要如下： 

一、 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平臺輔助學習英語學生訪談內容    

（一）你/妳喜歡學習英語嗎? 

在實驗組中，有 7 人（46.67%）對於學習英語抱持負向態度，僅 3 人明確表

達喜愛學習英語。歸納學生不喜歡學習英語的因素，大致為「沒有興趣」、「學

不會」、「作業多」或「課程無吸引力」，與教師授課風格及學生自身的態度

有關。學生的回饋為： 

 

    「不喜歡學英文，聽不懂。最不喜歡學文法。」（S01-F-M） 

    「不太喜歡學英文，自己不太會，沒興趣。」（S04-F-L） 

    「有些不喜歡學英文，老師上課講很快，聽不懂。」（S07-M-H） 

    「不喜歡學英文。很煩，不想學，但是不能不學，更煩。」（S08-M-M） 

    「不喜歡學英文。因為學不會。看不懂英文。」（S11-M-L） 

    「不喜歡學英文的原因是很多功課。」（S14-M-M） 

    「還好，因為上課有點無聊。」（S1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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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妳/你來說學習英語最容易的部份為? 

    在實驗組中，有 9 人（60%）覺得，「單字」是學習英語最簡單的部份；僅

有 1 人認為「聽力」是容易的部份。學生的回饋為： 

 

「最簡單的部份是背單字。」（S06-M-H） 

「學習英語容易的部份是單字。」（S04-F-L） 

「學英文最簡單的部分：是聽力。聽久就會了。」（S11-M-L） 

     

（三）對妳/你來說學習英語最困難的部份為? 

    在實驗組中，有 9 人（60%）認為「閱讀理解、文法」是學習英語最困難的

部份，超過半數的實驗組學生，對於高層次的閱讀理解，有學習上的困難。學生

的回饋為： 

 

    「最困難的部份是文法。不知如何改善學習文法的困難。文法要背，背了也 

      寫不出來。」（S01-F-M） 

    「最困難的部分是看不懂題目。背單字對英文考試沒有幫助，因為有些題目 

      只用到一個單字，所以還是看不懂題目，害怕看不懂題目。」（S05-F-L） 

    「難的是講出一段話，看文章也有困難，文法很困難。」（S06-M-H） 

    「困難的是句子和文法。」（S04-F-L） 

    「學習英語最困難的部分是，不會寫題目。」（S14-M-M） 

    「最困難是閱讀。因為單字背一背就好了，但是閱讀不知道文法怎麼用。」 

     （S07-M-H） 

 

（四）喜歡使用 3C 產品（如電腦、平板、手機等）或網路平臺（如 Cool English 

      網站）學習英語嗎?  

    在實驗組中，有 9 人（60%）喜歡使用 3C 產品學習英語。高、低分群學生

皆為「喜歡」的比例大於「不喜歡」。學生的回饋為： 

 

    「喜歡用 3C 學英文，可以不用聽老師囉嗦。」（S07-M-H） 

    「喜歡用 3C，比較簡單、比較容易懂。」（S10-F-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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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不錯，輕鬆自在。單字可以直接查意思。」（S11-M-L） 

    「喜歡，特別是聽力部分。」（S14-M-M） 

    「不喜歡用 3C 上課，就沒有興趣，很麻煩。」（S01-F-M） 

    「不喜歡。比較喜歡和老師直接對話學習。」（S06-M-H） 

    「比較喜歡在教室面對面聽老師上課，因為網站內容有些看不懂。」 

     （S08-M-M） 

    「沒有特別喜歡。因為有點麻煩。因為學不起來，所以想放棄。」（S13-M-L） 

    「不喜歡。對英文沒興趣。」（S15-M-M） 

 

（五）以前是否有使用網路平台學習英語的經驗? 

    在實驗組中，有 8 人（53.33%）曾有使用平台學習英語的經驗，約一半的學

生對於使用平台輔助學習英語並不陌生。學生的回饋為： 

 

    「七年級時導師有帶領我們有使用平台進行單字練習，感覺很有趣、很 

       喜歡。」（S02-F-M） 

    「國小時有用過，感覺不錯。」（S03-F-H） 

    「有，七年級時，自己從網路下載，看英文故事，很有趣，但現在沒有了。」 

     （S05-F-L） 

    「國小 5、6 年級，上升學網學英文。」（S06-M-H、S07-M-H、S09-F-M、 

      S12-M-M） 

    「國小 5、6 年級有使用過，但是我不喜歡。」（S14-M-M） 

 

（六）喜歡的英語課上課方式為何? 

     在實驗組中，有 10 人（66.67%）喜歡輕鬆、有趣、遊戲式的上課方式。比

較「輕鬆有趣遊戲」及「搭配使用電腦」的上課方式，低分群學生較喜歡前者。

學生的回饋為： 

 

    「喜歡有趣的上課方式，如講故事學英文，比較容易記起來。可以搭配使用 

      3C 產品。」（S05-F-L） 

 「有活動會比較有趣。喜歡有 PK 的活動。除了單字外，文法也可以 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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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12-M-M） 

     「少考試，可以玩很多遊戲，遊戲帶動學習。」（S14-M-M） 

     「喜歡的上課方式，多一點小遊戲，讓我們可以自己學。我喜歡自己看自 

       己練習，但我又需要有人在旁邊講。我喜歡老師先講，然後再自己看影 

       片上平台學習，有問題再問老師。」（S06-M-H） 

 「自己邊學、老師邊講。老師讓我們來電腦教室，不懂再問老師。回家後 

   不會想使用網站學習，因為回家就只想玩手機。」（S03-F-H） 

     「喜歡搭配電腦學英文，比較輕鬆，不用寫字。」（S10-F-H） 

     「加入我有興趣的東西，例如武術。」（S08-M-M） 

 

（七）傳統教室上課和在電腦教室輔助使用平臺上課，您比較喜歡哪一種? 

    在實驗組中，有 12 人（80%）喜歡至電腦教室使用平台學習英語，顯示大

部分的學生皆喜歡至電腦教室上課。學生的回饋為： 

 

     「比較喜歡在電腦教室上課，因為方便學習。老師可能只重複講 1 至 2 

       遍，但是電腦可以重複好多遍。」（S14-M-M） 

 「有搭配電腦比較好。一個是自己學習，一個是老師講解，自己學習可 

   以一直重複。」（S03-F-H） 

     「喜歡到電腦教室上課，比較沒有壓力。」（S04-F-L） 

     「電腦教室學英文，比較輕鬆。」（S10-F-H） 

     「喜歡在電腦教室上課。」（S11-F-L） 

    「喜歡到電腦教室，使用電腦上課。可以知道自己想幹嘛。」（S07-M-H） 

    「搭配酷英網站上課，可以依自己的學習速度學習。」（S02-F-M） 

    「喜歡在教室上課，因為老師可以一題一題講。需要老師逐題翻譯，使用電 

      腦時，老師比較不方便翻譯。」（S08-M-M） 

    「喜歡在傳統教室上課，因為看電腦有時會恍神，而且在教室講的比較清 

      楚。」（S09-F-M） 

    「喜歡只在教室上課，因為到電腦教室很麻煩，有時會恍神會被老師罵。」 

     （S12-M-M） 

    「不喜歡用平臺，覺得老師面對面上課比較好，平臺很麻煩。（S06-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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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使用 Cool English 網站學習英語時，哪些情況需要老師的協助? 

     在實驗組中，有 10 人（66.67%）在使用平台時，因為看不懂內容，需老師

翻譯說明，大部分的學生因單字識字量低，而需要老師協助。其中，低分群學生

全數皆需老師翻譯說明，顯示低分群學生識字量明顯不足，阻礙進階學習（如文

法或閱讀理解）。歸納學生的回饋為： 

 

    「不需要幫助，因為不想學，沒興趣」（S15-M-M） 

    「需要老師解釋說明中文意思，練習題目時需要老師翻譯。」（S04-F-L） 

    「看不懂，因為都是全英文，需要老師翻譯。」（S06-M-H） 

    「閱讀部分需要老師幫忙，因為我看不懂，需要老師翻譯。」（S13-M-L） 

    「看不懂閱讀和文法，需要老師翻譯。」（S11-M-L） 

    「寫題目時需要老師幫忙翻譯。」（S05-F-L） 

    「看不懂字，需要老師翻譯」（S14-M-M） 

    「聽力需要老師協助。聽不仔細時，自己會重覆聽。但不懂的部分還是需要 

      老師翻譯。」（S03-F-H） 

 

（九）使用 Cool English 網站學習英語時，最大的困難為何? 

    在實驗組中，有 13 人（86.67%）認為使用平台學習英語最大的困難為「看

不懂」。顯現補救教學學生在英語學習上的障礙，為基礎識字量過低。學生的回

饋為： 

 

「困難點是看不懂題目」（S05-F-L） 

「比較困難的部份是閱讀。 需要老師翻譯。」（S07-M-H） 

「聽不懂用英文講解的影片，需要老師幫忙。」（S06-M-H） 

「看不懂題目。需要老師翻譯。」（S11-M-L） 

「需要老師一句一句翻譯。」（S04-F-L） 

「部分影片看不懂、聽不懂。」（S02-F-M） 

「文法很困難，不知甚麼意思，看影片對學習有一些幫助。」（S03-F-H） 

「文法看不懂。句子看不懂，不知甚麼意思。」（S12-M-M） 

「拼單字。沒背熟。很困難。」（S09-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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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您覺得英語課搭配使用 Cool English 平臺上課，學習效果會比較好嗎? 

    在實驗組中，有 13 人（86.67%）認為英語課搭配使用 Cool English 英語線

上平台，學習英語的效果會較好，大部分的學生對於使用平台的學習成效呈現正

向態度。學生的回饋為： 

 

    「學習效果會比較好，因為有操作就比較有印象，有做就有聽進去。」 

     （S01-F-M） 

    「學習效果會比較好，因為可以依自己的學習速度學習。有些時候老師講得 

      比較快用，平臺不會有這樣的問題。」（S02-F-M） 

     「有效果。自己看影片之外，老師也會講解，所以有幫助。」（S03-F-H） 

     「搭配平臺學習效果會好一點，因為平台可以當做複習。」（S06-M-H） 

     「學習效果比較好。可以自己學，會的部份可以跳過。」（S07-M-H） 

     「會好一點。老師複習時，會比較懂，課後評量練習很好。」（S09-F-M） 

    「會比較有效果。」（S13-M-L） 

    「有比較好的學習效果。因為聽力的動畫及ㄧ些測驗，所以單字比較記得 

      住，文法學的比較多。喜歡影片可以一直看，題目可以重複練習，對學習 

      效果有幫助。」（S14-M-M） 

    「學習效果還好。」（S11-M-L） 

    「不會比較好，還是喜歡老師一題一題講。」（S08-M-M） 

 

（十一）使用 Cool English 網站，對您學習英語有無幫助?請舉例說明?  

   在實驗組中，全數（100%）學生皆認同使用網站對自己學習英語有幫助。從

學生的回饋中，可確認平台可提供不同學習習慣及學習樣態的學生個別化的學習

機會。學生的回饋為： 

 

「有一點點的幫助。因為以前上英文課都不會聽老師講解，只有老師

說這個要背時，我才會去背，但是透過平台，比較可以瞭解這個為什

麼是這樣，那個為什麼是這樣。」（S06-M-H） 

「因為聽力的動畫及ㄧ些測驗，單字比較記得住，文法學的比較多。 

  喜歡影片可以一直看，題目可以重複練習，對學習效果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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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4-M-M） 

「有幫助。會比較看得懂，英文單字比較熟。」（S02-F-M） 

「有幫助。可以一直重複看。這個很有幫助。」（S03-F-H） 

「學習效果比較好。可以自己學。會的部份可以跳過。」（S07-M-H） 

「會有一點幫助。可以不斷的看，不斷的練習。」（S13-M-L） 

「有幫助。單字部份有幫助。」（S04-F-L） 

「有學習效果，在聽力部分。」（S05-F-L） 

「可以自己不斷的練習，有幫助。」（S12-M-M） 

「有幫助。上課可以聽得比較懂ㄧ些。」（S09-F-M） 

  

（十二） Cool English 平台內容，您最喜歡的部份是? 

    在實驗組中，有 10 人（66.67%）喜歡平臺的影片，顯示超過半數的學生喜

歡使用影片學習英語。平臺教材以影片的方式呈現，可增加學生學習的興趣，有

助於學生理解，但同時也有三分之一的學生，對於平台內容無特別喜歡的部份。

學生的回饋為： 

 

 「喜歡影片。雖然有些影片看不懂，但是會也幾個單字是看得懂得。」 

  （S04-F-L） 

     「最喜歡網站的聽力及看影片學英文兩部份，可以邊看影片邊學英文。」 

      （S05-F-L） 

     「喜歡影片。有些講得很清楚。」（S07-M-H） 

     「最喜歡酷英的部分是影片。」（S13-M-L） 

 「喜歡影片，很有趣」（S10-F-H） 

     「文法影片對我學習有幫助。」（S15-M-M） 

     「對於平臺沒有喜歡的部分。」（S12-M-M） 

  

（十三）未來想從事的工作? 

    在實驗組中，有 6 人（40%）未來想從事服務業，如餐飲、美髮及汽修；有

2 位想從事運動類工作。顯示偏遠地區補救教學的學生，因家庭背景因素及學習

經歷影響，對於未來工作選擇趨向於勞動工作。學生的回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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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來想做汽車修護。英文對將來工作沒甚麼幫助。對修進口車沒有太強的 

      動機及欲望。」（S15-M-M） 

    「將來要從事餐飲或美髮。」（S05-F-L） 

    「將來要從事美髮。」（S03-F-H） 

    「當警察。應該很少會用到英文。」（S11-M-L） 

    「美容美髮。」（S04-F-L） 

 

二、教師訪談內容 

題目一、您覺得補救學生學習英文比較困難的部份為何? 

   對補救教學學生而言，單字基本字義的學習不難，但拼字部分，有其難度；

文本閱讀部份，也因基礎單字（sight words）識字量過低及文法能力不足，僅能

以關鍵字推測，但無法全文理解。片段式概念在授課當下可以理解，但隨著文本

內容的增加或內容的變化，即無法提取相關線索，此為現今課堂中低成就學生面

臨的最大難題，也很難找到解方。此外，學生欠缺學習策略，短期記憶無法轉化

成長期記憶，記憶為片斷的，無法建構學習英語的基礎，導致學習成效無法提升。 

    

題目二、依您課堂上的觀察，補救教學學生的學習動機是否比一般的學生弱? 

   補救教學學生容易因為考試成績產生挫折，此外，因基礎能力較低落，導致

欠缺學習持續力，學習動機較弱。因此，授課老師需隨時視學生的情況，調整上

課內容、考試方式及課堂上的要求。 

 

題目三、您覺得補救教學學生的英語學習動機有辦法提升或改善嗎? 

   可透過學習目標及對學生學習要求的調整，設計適合學生的教學活動，賦予

不同的學習任務，讓學生有能力參與課堂活動，只要不放棄英語學習，就能維持

學習動機。此外，補救教學學生較需鼓勵性的作為，讓學生有短暫性的目標逐步

向前，提供學生成功的經驗，方能形成一個正向的迴圈，使學生願意繼續學習。 

 

題目四、您覺得補救教學學生學習狀況最弱的部分? 

   最弱的部份是學習態度及習慣。就我自己觀察，這些小孩的資質及能力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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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但因未養成按部就班每天複習的習慣，因此遇到大範圍的測驗內容時，就會

習慣以放棄的態度面對。 

 

題目五、以現場授課經驗，您覺得能提升補救教學學生的英語學習成效嗎?若可

以提升，您覺得授課老師該如何做? 

   基本上在我的課堂中，補救教學學生知識量的累積並非首要目標，我的教學

重點在維持學生課堂上的學習習慣與動機，只要他們願意繼續學習英文，知識就

能慢慢累積。老師關注的焦點除了學習成效外，另一個重點是，不要放棄學習英

語的態度。這是為何會借助平臺的功用，讓學生感受到，也許傳統的教學現場，

她沒辦法得高分，但是至少不要排斥接觸英文或學習英文。 

 

題目六、您覺得平臺的內容對補救教學的學生會不會太難? 

   以目前來說是有一點太難。但是根據我自己觀察，「Cool Englsih 英語線上平

台」課程內容的完整性及多元性，優於其他英語線上平臺。平臺內容或許無法適

合補救教學的學生，但是對於中間程度或中上程度的學生是可以有幫助的。 

 

題目七、對於擔任補救教學授課教師，授課時有無力不從心的感覺? 

   不會，因為只要能依學生程度調整授課內容及要求，每個學生都能有所成長。

補救教學的學生，因為學習上的困難或挫敗，常常在課堂上有不好的情緒反應，

此時，老師需耐著性子協助學生學習或完成作業。師生之間的相處最初為「上對

下」的關係，帶領學生往學習的方向走，之後老師的角色會轉變成「支持者」或

「輔助者」的角色。了解學生在家可能無心力完成課業，故協助學生在學校完成

課業，是身為老師應有的態度及立場。 

 

題目八、您覺得補救教學的方向應該為何? 

   對我而言，補救教學最大的目的就是維持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應先不考量

學生學習成效。雖然每一年教育會考近三分之一學生的英語會考成績為待加強，

顯示學生英語學力低落的情況，但我個人認為，英語只是眾學科中的一個科目，

英語課堂的活動設計，應提供學生一個有能力完成的機會，讓他們在活動中培養

自己的能力，所以應該是能力的培養而不是知識的累積。對於授課者來說，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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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在英語課無法有所成長或有所學習的學生，我希望在英語課堂上培養學生其

他的能力。我覺得只要學生不放棄學習，有一天，不一定是在國中，不一定在會

考，日後可以慢慢理解曾經學習過的內容。 

 

第六節 綜合討論 

    本節綜合量化及質性資料，針對研究結果輔助說明如下： 

一、英語學習成效 

    由量化資料得知，兩組學生於教學實驗後，經共變分析，實驗組之英語學習

成效未見一致性顯著提升。推論原因可能為：1. 學生的學習方式及習慣有異，

部份實驗組學生習慣教師傳統面對面講述，對於使用平臺，有心理上的壓力及抗

拒；2. 平台教材非針對補救教學學生設計，教材難易度與學生基礎能力有差距。

大部分實驗組學生認為使用平台最大的困難是「看不懂」，需要老師講解及翻譯，

因此不想花時間在線上學習；3.實驗時間過短。學習成效的改變需長時間的教學

介入及觀察，方能較客觀的評斷其成效。學生回饋如下： 

 

    「不喜歡用平臺，覺得老師面對面上課比較好，平臺很麻煩。」（S06-M-H） 

    「需要老師一句一句翻譯。」（S04-F-L） 

    「文法看不懂。句子看不懂，不知甚麼意思。」（S12-M-M） 

 

    但進一步觀察兩組成就測驗前、後測平均數變化及總測驗「單字識字」、「單

字文意」及「文法」平均數變化及組內成對樣本 t 檢定結果，實驗組進步的幅度

皆優於控制組，可推論相較於傳統面對面教學法，混成學習模式提供學生較彈性

的學習環境及相當程度的支持。學生使用平台時，可依自己的學習需求調整學習

的內容及進度，對於提升學習成效有積極正向的影響，達到「測驗成績進步」的

初步成果。筆者認為，若能延長實驗階段，加長平臺使用時間，可使實驗的效果

更為明確。 

    輔以質性訪談得知，實驗組有 13 人（86.67%）認為，使用 Cool English 平

台，學習效果會比較好；再者，全組學生皆認為 Cool English 網站「可以重複觀

看」及「自主選擇練習內容」的功能，對學習英語有幫助。顯示搭配「Cool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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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線上平臺」的混成學習模式，有助於本研究對象建立「正向」、「可成功」的

自我覺察，線上平臺具有吸引學生學習的潛在價值，使學生願意投入較多的心力

學習，對於學習成效有正面的影響。 

二、英語學習態度 

    統計結果顯示，教學實驗後，經多變量變異分析，混成學習模式對於偏遠地

區國中英語科補救教學學生之英語學習態度的改變，未見顯著成效。比較兩組實

驗後態度量表平均數，皆呈現提升。雖然控制組整體平均數優於實驗組，但實驗

組在「自我效能」及「英語焦慮」兩個向度的進步幅度優於控制組，顯示線上平

臺對於補救教學學生仍具有正向的影響。經筆者課室觀察及訪談資料呈現，可推

論教學實驗後，兩組學生英語學習態度未達顯著差異的原因可能為：1.學生對於

學習英語持負向態度。在實驗組中，近一半的學生對於英語持負向態度，控制組

僅一位學生持負向態度；2. 班級學習氣氛影響其學習態度表現；3.與授課教師之

互動情形：與授課教師相處較融洽的班級，其學生學習態度較佳；4.部分學生不

習慣線上平台學習模式。 

     補救教學學生長期在學習成就上呈現落後狀態，過往的學習經驗及感受，

導致英語學習態度大多已呈現特定傾向，學習者較難於短時間內，因教學法的改

變而大幅提升英語學習態度，導致學習態度未達顯著差異。訪談資料如下： 

 

    「不喜歡學英文。很煩，不想學，但是不能不學，更煩。」（S08-M-M） 

    「比較喜歡在教室上課，因為到電腦教室很麻煩，有時會被老師罵，因為題 

     目不會做，會被老師罵。」（S12-M-M） 

    「某些班級在學習上，形成良好的學習風氣，某些班級則欠缺主動性及積極 

      性，班級學習氣氛影響整體的學習效果。」（T） 

 

三、平臺滿意度 

    由量化結果得知，實驗組學生對於使用 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平臺之「平臺

適切性」、「平臺成效性」、「課堂學習氣氛」、「使用意願」及「整體滿意度」其平

均數均高於 3，顯示研究對象對於使用平臺抱持正向看法。其中以「平臺成效性」

（M = 3.89）為相對最高，「使用意願」（M = 3.60）為相對最低。由質性訪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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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隨堂觀察記錄發現，本研究對象對於「平臺的成效性」持積極正向的態度，

但因學生的英語基礎能力不足，常見字（sight words）識字量太低，導致學生於

閱讀時發生困難，阻礙學習，削減學習成效，使至對於平臺的正向態度無法轉化

為提升學習成效，同時也降低學生使用平臺自學的意願。 

    此外，在「課堂學習氣氛」向度，學生同樣顯現相對較高的正向認同，平臺

可稍減緩學生的學習焦慮感，可推論有助於提升學生的學習意願及學習態度。

惟，補救教學學生的學習專注力無法持續，較不適合長時間使用平臺自學，特別

在較困難或複雜的單元，學生更容易放棄。因此教師須對「課程內容」及「學生

特質」有相當的瞭解，方能在「使用平臺時間長短」及「教學方法的切換」，精

準掌握使用，藉以提升學生學習的成效。 

四、小結 

    綜觀成就測驗、態度量表及平臺滿意度之研究結果，輔以師生訪談紀錄及筆

者課堂觀察發現，主觀式評估及客觀式評估，未達完全一致性的正向結果。補救

教學學生雖然對於輔助「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平臺」的混成學習模式有良好的

正向感受，但卻無法直接反應於成就測驗及英語學習態度表現上。歸納現今偏遠

地區補救教學學生所面臨的困境及學習成效不彰的原因： 

（一）長期缺乏動機，導致不想學。 

（二）文化刺激不足，導致學很慢。 

（三）學習持續力低，導致淺碟式學習，無法拓展學習深度及寬度。 

（四）家庭照顧系統失功能，導致無法建立複習課業的習慣。 

（五）家庭經濟狀況不佳，民生問題優先於課業學習，家庭照顧者對於子女課業

學習普遍不重視；此外，家中普遍無電腦設備，導致返家後無法自行線上練習。 

    偏鄉地區補救教學學生有其先天不利的條件，首要因素為家庭照顧系統失去

正常功能。多數家庭即使雙親健全，因生計問題，需要子女對家庭提供勞力貢獻，

而非期待子女在學業上有所成就，導致不重視子女的教育問題。家長不重視課業

的態度，造成學習者從小缺乏學習動機，無法建立良好的學習習慣。如此的家庭

環境，使致學習者文化刺激不足，欠缺吸收新知的動力及習慣，家中也無相關科

技設備 - 如電腦，提供學習者自發性學習。 

    因先天不利條件導致學習者不想學習，從幼兒園、小學，長達至少七年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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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落差，養成學習者對學習新知的無感，進入國中後，即使不斷強化「學習對於

未來生活」的必要性及重要性，仍因從小養成對於課業學習的無動機及無堅持

力，導致即使認知上理解學習是重要的，但一旦在學習上遇到挫折或課業內容較

多較複雜時，就容易放棄。因此，對於偏鄉地區補救教學的學生，除了須運用不

同的教學方式及教學策略外，尚須顧及學習者的心理層面及學習習慣，提供個別

化的學習課程，改變評量的方式及內容，調整上課時間，使用科技輔具，更要有

政策上的配套措施，方能在學習者身上看到有所不同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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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運用混成學習模式對於偏遠地區國中英語科補救教學學

生，在英語學習成效及英語學習態度上之影響，並將研究結果整理歸納，提出建

議，以利國中教師進行英語科補救教學及未來相關研究之參考。本章共分二節，

第一節為結論，第二節為建議，分述如下。 

 

第一節 結論 

    依據「英語學習成就測驗」、「英語學習態度量表」及「Cool English 線上英

語學習平臺滿意度問卷」之統計資料分析，本研究的發現如下： 

壹、 混成學習模式對於提升偏遠地區國中英語科補救教學學生之學

習成效，在形成性評量未見顯著成效，在總結性評量呈現效果  

     研究結果顯示，使用混成學習模式的實驗組與傳統面對面講述法的控制

組，教學實驗後，經共變分析，在各單元之形成性評量未見顯著成效，但在總結

性評量-總後測（單元三、五、六）的總體學習成效達顯著差異。總後測評量內

容包含「單字識字」、「單字文意」、「文法」、「克漏字」及「閱讀測驗」等題項，

實驗組在「單字識字」、「單字文意」、「文法」題項的進步幅度皆優於控制組，且

在組內達顯著差異水準。 

貳、 混成學習模式對於偏遠地區國中英語科補救教學學生之英語學

習態度的改變，無具體成效 

    研究結果顯示，使用混成學習模式的實驗組與傳統面對面講述法的控制組，

在教學實驗後的英語學習態度，無顯著差異。實驗組在「自我效能」及「英語焦

慮」分向度的進步幅度優於控制組，但在統計上未見顯著成效。 

參、 實驗組學生對於使用「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平臺」輔助學習

持正向回饋 

    研究結果顯示，實驗組學生對於使用 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平臺，在「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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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切性」、「平臺成效性」、「課堂學習氣氛」、「使用意願」及「整體滿意度」皆達

滿意水準，顯示本研究之補救教學學生對於混成學習模式持正向積極的態度。其

中滿意度相對最高為「平臺成效性」、次高為「課堂學習氣氛」，最低為「使用意

願」。 

 

第二節 建議 

壹、 對教學者的建議    

一、 建立學習者的目的感： 

   美國史丹佛大學教育系教授、美國國家教育學院院士威廉．戴蒙（親子天下，

2019）認為，要創造學習動機，首先要讓學習者有「目的感」，因為「目的會創

造動機、引導行動、造成影響、帶來人生的快樂和滿足」。有「目的感」的人，

對於自己喜愛的事充滿熱情，願意奮力達成，並從中感受到自己的行為，對於他

人及世界的重要性及貢獻。藉由協助學習者建立「目的感」，讓他們體會到，「相

信什麼、努力去完成一件事，會讓人很喜悅」，逐步建立學習者的成就感，誘使

學習者願意花費心力於課業學習上。 

二、人優先於科技 

「科技輔助教學」並非補救教學第一優先重要。《AI 新世界》作者—李開復 

先生指出，「AI 人工智慧可以精準地複製梵谷的畫，但是沒有辦法可以創作類似

梵谷的畫。」所以並非授課教師讓學習者使用平台學習，學習者的學習成效就可

以提升。相較於一般的學習者，低學習成就者需要教師更多的協助及支持。

Nevgi，Virtancec 和 Niemi（2006）的研究也指出，學習者在教師指導下使用科

技，較自行使用科技學習所獲得的學習成效較好。補救教學學生容易因評量結果

不佳，產生挫折，甚而放棄學習。授課教師需適時依學生特質、學習習慣，決定

如何使用科技、何時使用科技及使用時間的長短，並調整課程內容、教學方式及

評量方法。因此是「人」主導科技使用，而非「科技」主導一切教學活動。透過

學習目標的調整，設計適合補救教學學生的教學活動，給予不同的學習任務，讓

學生在課堂中，維持或甚至提高學習動機，進而提升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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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準的學習診斷及心理層面的關懷 

   《AI 新世界》作者—李開復先生，在「2019 人工智慧論壇」演說中提及，「未

來 15 年，有許多的工作將陸續被 AI 人工智慧取代，但因教師的工作需具備同理、

信任、愛與關懷，所以難以被 AI 取代」。這樣的教師人格特質，對於補救教學的

學生極為重要。補救教學能否有成效，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授課教師。補救教學

的授課教師，須有能力針對不同學習困難的學習者，提供適切的教學法，並能清

楚掌握學習者的學習斷層點，藉由適當的教學引導及支持，讓學習者經歷成功的

經驗，使之有成就感，逐步建立學習者「我可以學會的信心。」 

四、 符合學生多元智能發展的課程設計 

補救教學首要目標，應是建立學生學習習慣與培養學習動機，進而使之產生 

學習自信心，而非重視學生知識量的累積。授課教師應根據學生個別多元能力的

亮點，在課堂中設計相關活動，提供學生發揮的舞台，藉此建立學生的成就感，

維持學生願意參與課程並繼續學習的動力。STEAM 教育推廣的先導者之一，

Peter Charles Taylor 教授（親子天下，2019）認為，「將 Art 加入到 STEM，更

容易讓學生獲得更多學習機會，因為傳統教育存在限制，並非每個學生都同樣適

應」。加入 Art，使學習層面更廣泛，可增加學生的學習熱誠，並提升滿足感。比

起一般的學生，補救教學的學生更需教師在課堂上提供學生多元能力展現的機

會，打破傳統學習的框架，讓學習者回歸課堂成為教室的主人。 

    提升教學成效刻不容緩，為學習者量身訂製的教育發展，為未來的趨勢。補

救教學成效若可提升，校園學習氣氛就可改變，整體教育品質就可精進，家庭及

社會問題就可減少，國家的競爭力就可進步。 

貳、 對教育行政單位的建議 

   一、降低開班人數上限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補救教學作業要點」規定，補救教

學開班人數區間為 6~12 人，但因學生的學習型態及學習程度落差大，建議開班

人數上限應降至 6 人，使授課教師可以提供更完善的指導。 

   二、調整上課時間 

    補救教學課程時段應調整於課間進行。長久以來，為顧及學生正式課程之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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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權，國中階段補救教學課程，習慣安排於正式課程之後，如第八節或第九節，

導致學生在校學習時間過長身心疲累，無心學習，教師也無法以最佳狀態進行教

學，因此不易提升學習效果及學習態度。 

   三、設置專案教師 

    補救教學授課教師之授課節數應納入教師基本授課節數計算，解決補救教學

師資不穩定，或師資招募不易的問題；且應聘任校內教學經驗豐富的教師擔任專

案教師，使致能有效的進行學習診斷，充份地瞭解學生的學習困難及學習需求，

協助學生建構學習鷹架，漸進地填補學習缺口，達到提升學習成效的目的。 

   四、打破段考統一命題，段考試卷另行命題  

    在國中階段，補救教學課程一直受限於齊一式的授課進度及評量範圍。授課

教師為了讓補救教學學生回原班能跟上班級的課程進度，不致在原班課堂成為

「客人」，故仍以該年級段考的課程內容進行片段式的課程補救。但因學生程度

未達該年段基礎能力，回歸學校正式段考，無法展現其補救教學的成果，導致學

生長期因段考成績不佳，打擊其學習成就感及學習樂趣。補救教學最重要的精

神，為協助學生從學習斷層階段進行補救，若要落實補救教學的精神，應朝以補

救教學內容為基礎，針對補救教學學生另行段考命題，使「教學內容」對應到「學

生能力」再對應至「評量內容」，消除「所學非所考」的現象，拉長學習時間，

逐漸恢復並建立學生的學習信心，落實補救教學的精神。 

   五、改善硬體設備 

    網路頻寬是影響混成學習融入科技教學之成效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部分

地區校內網際網路設備及頻寬速率未達最佳狀態，應逐年編列預算，改善校內科

技環境。 

   六、落實教師教育訓練 

    混成學習模式需要搭配線上學習，方能對學生的學習產生效果，但目前在學

校任職的教師，使用資訊的能力沒有一致的水準，因此政府相關單位應加強提升

第一線教師之科技素養，以利推動教師運用混成學習模式教學。 

參、 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探討使用混成學習教學方式，對於師與生、生與生之間互動性之影響 

    根據不同年代多位學者提出混成學習的優點，其中明確指出學生可透過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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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與其他學習者或教師進行交流，增加師生與生生之間的互動，藉此可培養學

生溝通、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力；但在實驗過程階段，多著重在學習成效的表現，

並未針對互動性做深入的研究，建議後續研究者可將師與生、生與生彼此間互動

之影響納入研究範圍。 

   二、探討使用混成學習模式，對於教師教學滿意度之影響 

    關於混成學習模式，多數的研究重點為探究學生學習成效與學習態度的表現

是否有所成長，但並未針對教師使用混成學習後，對教學是否有所助益的滿意度

調查。建議後續研究者，可將教師對使用混成學習模式之滿意度，納入研究範圍。 

   三、擴大研究樣本數，探討混成學習對於不同學習樣態學生之影響 

    本研究的對象僅限新北市某偏遠地區國中八年級補救教學學生為研究對

象，樣本數量及範圍較少，使得本研究的應用與推論上受到限制。建議未來研究

者，可針對不同縣市不同學校型態，或以區域型學校樣態及不同年級之補救教學

學生進行研究。 

   四、延長實驗時間，增加研究的內在效度，確立教學實驗的有效性 

    由於使用混成學習模式，對學生學習成效及學習態度的影響，非短時間就可

立竿見影，為求研究結果的客觀性及代表性，建議未來相關研究者，可延長實驗

時間至一學年或以上，進行長期觀察，方能更深入了解，使用線上平臺的混成式

學習模式，對於偏遠地區國中補救教學學生英語科學習成效及學習態度的影響程

度。 

五、 後續長期追蹤的必要性 

 教育的變革應建立在扎實證據的研究上，因實驗介入的外加因素是否能達 

到預期的效果，並以此提出更有效的解決方式，相信是第一線教師最關切的；影

響補救教學學生英語學習成效及學習態度的因素多且複雜，建議需長期追蹤觀察

記錄，將更有效的教學策略結果，提供給教育現場的相關人員，才能達到提升學

生學習成效及學習態度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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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英語成就測驗預試試題 

測驗範圍翰林版第四冊單元三、五、六            班級：     姓名：      座號：       

ㄧ、字彙中英文配對。請在下列空格中寫出英文單字對應的中文意思代號即可。(每題 1 分，14%) 

                            **本大題請直接在空格中作答** 

A.星球    B.城市   C.快一點    D.長凳    E.簽名    F.草(地)    G. 承諾  H.拍(手)；鼓掌  

 I.海浪     J.分類    K.減少     L.獎品    M.地上    N. 攜帶；帶來      O. 上升；升起 

英文單字 中文代號  英文單字 中文代號 英文單字 中文代號 

city ex.   B  5. promise  10. grass  

1. clap   6. reduce  11. bench  

2. prize   7. sort  12. bring  

3. sign   8. planet  13. wave  

4. hurry up   9. rise  14. ground  

**以下題目請在答案卡，用 2B 鉛筆做答** 

二、 字彙選擇 (每題 2 分，38%) 

15. (   ) The students got     when（當…）they saw their favorite movie star eating at the next  

        table.  (Ａ) excited (Ｂ) excitedly (Ｃ) exciting (Ｄ) excitingly 

16. (   ) If（如果）you want to drink the water from the lake,     it f irst, or you may get sick. 

(Ａ)  carry (Ｂ) burn (Ｃ)  boil (Ｄ) cook 

17. (   ) The pie at your party     good.  Where did you buy it? 

(Ａ) ate (Ｂ) bit (Ｃ) made (Ｄ) tasted   

18. (   ) Joe called his mother during the lunch________. (A)break (B) yard (C) wall (D) land 

19. (   ) Don’t put all your eggs in one_________. (A) basket (B) church (C) bun (D) helicopter 

20. (   ) Alex likes chocolate, but _________ is his favorite. 

     (A) fish (B) candy (C) activity (D) holiday 

21. (   ) Roy: Why didn’t you eat your cake?  

Kay: I’m still full.  Can I     it for later? 

     Roy: Sure. (Ａ) pass (Ｂ) save (Ｃ) share (Ｄ) stop 

22. (   ) My sister told me to clean up our room.  She did not want to see any     on the f loor.  

   (Ａ) seat (Ｂ) medicine (Ｃ) garbage (Ｄ) space 

23. (   ) Kay: What do you do in your free time?   

Amy: I go swimming a lot.  Almost（幾乎）every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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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y: Wow!  That’s a good    .  It keeps you healthy.  

(Ａ) business (Ｂ) chance (Ｃ) dream (Ｄ) habit 

24. (   ) Mrs. Chen wants her children to use money more     .  

(A) terribly (B) wisely (C) badly (D)hungrily                   

25. (   ) There are two spoons and a pair of      on the table.      

  (A)chopsticks (B) words (C) sea (D) land 

26. (   ) We all should reduce the use of      bags.       

 (A)low (B)careful (C)plastic (D) each 

27. (   ) The     is so strong today that my hair keeps blowing in the air. 

(Ａ) rain (Ｂ) snow (Ｃ) sun (Ｄ) wind 

28. (   ) The little girl was     by a truck on her way home and was badly hurt. 

(Ａ) hit (Ｂ) led (Ｃ) lost (Ｄ) paid 

29. (   ) Yesterday I went to the beach with my brother.  The sun was very     ;  

     it hurt my eyes! (Ａ) big (Ｂ) bright (Ｃ) sunny (Ｄ) warm 

30. (   ) In a big city, taking the MRT is more     than driving a car.  

(Ａ) convenient (Ｂ) clear (Ｃ) careful (Ｄ) famous 

31. (   ) Beth: Are we going to ride very far?  Mike: No, only a few    .  

(Ａ) miles (Ｂ) rocks (Ｃ) waves (Ｄ) benches 

32. (   ) We can see fish swimming in the     water.  

(Ａ) giant (Ｂ) quick (Ｃ) light (Ｄ) clear 

33. (   ) Look!  There are many birds f lying in the    .  

(Ａ) rock (Ｂ) rainbow (Ｃ) sky (Ｄ) wave 

 

三、文法選擇 (每題 1 分，23%) 

34. (   ) The drink     tea.   

    (Ａ) smells (Ｂ) smells like  (C) sounds   (D) sounds like 

35. (   ) The grapes     sweeter than the peaches.      

  (Ａ) taste (Ｂ) taste like (C) sound   (D) sound like 

36. (   ) The bun tastes very __________. 

(A) nicer (B)nicely (C)nice (D)nicest  

37. (   ) The cake smells so ________. Can I have some?  

(A) good (B) well (C) greatly (D)better  

38. (   ) The water     dirty.  Don’t drink it.  

(Ａ)looks (Ｂ) smells like (Ｃ) sounds (Ｄ) feel like   

39. (   ) It     a good idea.   

(Ａ) sounds (Ｂ) smells like (Ｃ) smells (Ｄ) sounds 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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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   ) The meat     fish, but it doesn’t     yummy.   

(Ａ) tastes; taste (Ｂ) tastes; taste like (Ｃ) tastes like; taste (Ｄ) tastes like; taste like  

41. (   ) Amy:     does a little tiger look like?  Brandy: A little tiger looks like    .   

(Ａ)What; cute (Ｂ)How; cute (Ｃ)What; a cat (Ｄ)How; a cat  

42. (   ) Mary     get up before seven, or she will be late for school.  

(Ａ) must (Ｂ) mustn’t  (C) have to   (D) don’t have to   

43. (   ) The show begins at 8:10.  You     arrive before 8:10.  

(Ａ) have to (Ｂ) don’t have to (C) has to  (D) doesn’t have to  

44. (   ) My mother     me send a letter yesterday.  

(Ａ) asked (Ｂ) wanted (Ｃ) told (Ｄ) had 

45. (   ) If（如果）I finish my homework before eight o’clock, my parents will let me     TV  

     for one hour.    (Ａ) watch (Ｂ) watching (Ｃ) to watch (Ｄ) have watched 

46. (   ) Kevin put some sugar and cream in his coffee to make it     better.   

 (Ａ) taste (Ｂ) tasted (Ｃ) tasting (Ｄ)to taste 

47. (   ) I have to catch the bus right now,      I’ll miss（錯過）my brother’s birthday party.  

(Ａ) and (Ｂ) because (Ｃ) or (Ｄ) until  

48. (   ) Rita: Bibby, thanks so much for your invitation.  

Bibby: You are welcome. Make _______ at home.  

(A)me (B)myself (C)you (D)yourself  

49. (   ) Alice: This cake is so delicious!  Where did you buy it?  

Oscar: I didn’t buy it.  I made it    !  

(Ａ) for me (Ｂ) to me (Ｃ) mine (Ｄ) myself   

50. (   ) My cat got excited when（當…）it saw the boy     the birds.   

(Ａ) catches (Ｂ) catching (Ｃ)to catch (Ｄ)caught     

51. (   ) What’s wrong with Lisa?  I heard her     sadly in the room just now.   

(Ａ) cried (Ｂ) cries (Ｃ) to cry (Ｄ) crying 

52. (   ) Yesterday, we watched the sun     down at the beach.   

(Ａ) go (Ｂ) to go (Ｃ) goes (Ｄ) would go 

53. (   ) Don’t you smell someone     something in the kitchen?  It smells    .  

(Ａ) to cook; yummy (Ｂ) cooked; well (Ｃ) cooking; great (Ｄ) cooks; delicious 

54. (   ) Let’s     Grandpa     a long story.   

(Ａ) listen to; tell (Ｂ) hear; telling (Ｃ) feel; to tell (Ｄ) watch; told   

55. (   )Ben did the homework    .  No one helped him.   

(Ａ) myself (Ｂ) himself (Ｃ) herself (Ｄ) yourself 

56. (   )Anita cooked dinner     because her parents were not home.  

(Ａ) themselves (Ｂ) himself (Ｃ) yourself (Ｄ) her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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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選出正確的對應句 (每題 2 分，8%)  

(A) Let’s plant more trees. (B)  It’s getting darker and darker. 

(C) That’s not a problem. (D)  The price of sugar is getting higher. 

57.  A:        . B: Let’s go home now.  It’s time for dinner.   

58.  A:        . B: Not only that.  Rice is getting more expensive, too.   

59.  A:What should we do to help save our earth?   B: ____________    

60.  A:Too bad!  Dad can’t drive us to the beach.   B: ____________ We can take a bus.   

                             

五、克漏字(每題 1 分，7%)  

1.  

  What can one person do to save Mother Earth? 

A lot!   (61)   Here are some examples: 

1.  (62)   You can walk, ride a bike, take a bus, or take the MRT.  Driving less is a great 

way to help our earth. 

2. Try not to use paper cups.  Bring your own cup to reduce trash. 

3. Remember to turn off your TV, CD player, computer, and lights when they are not in use. 

   (63)   This way, we can have a cleaner and healthier earth. 

 example 例子 paper 紙 

  when 當…的時候 
  

61.（ ） (Ａ) Please sign your name to help Mother Earth.  

(Ｂ) Many teachers have students sort trash every day. 

(Ｃ) You can ride a Q bike for free for the first half hour.  

(Ｄ) Just some easy changes can help make Mother Earth a better place to live. 

62.（ ） (Ａ) Use water more wisely. (Ｂ) Don’t be late for school.  

(Ｃ) 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Ｄ) Don’t ask your parents to drive you to 

school. 

63.（ ）  (Ａ) It’s not easy to make changes in life. (Ｂ) Keep this in mind: Earth Day is on April 

22. (Ｃ) You should make these changes a habit in your life.  

(Ｄ) We should take out the garbage every day, or it will smell bad. 

2.   

(In the kitchen) 

Grandma: Lily, where is your uncle?  I need him to take out the garbage. 

Lily: I saw him  (64)  out a few minutes ago. 

Grandma: Well, I’ll take out the trash  (65)  then.  The garbage truck is coming. 

Lily: Let me  (66)  it out, Grand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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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dma: But the trash is heavy.  Do you need my help? 

Lily: Don’t worry.  See?  I can do it.  Ah, I have to run now.  The truck’s going to  (67) . 

Grandma: Oh, OK.  Thanks, Lily. 

 garbage truck 垃圾車 
  

64.（ ）(Ａ) went (Ｂ) to go (Ｃ) going (Ｄ) goes 

65.（ ）(Ａ) yourself (Ｂ) myself (Ｃ) himself (Ｄ) ourselves 

66.（ ）(Ａ) take (Ｂ) taking (Ｃ) to take (Ｄ) takes 

67.（ ）(Ａ) lose (Ｂ) leave (Ｃ) fall (Ｄ) rise 

 

七、閱讀測驗(每題 1 分，4%) 

1. 

Here is a table about Happy City.  Read it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table 表格 answer 回答 

wind surfing 玩風浪板 
   

Season of the Year Weather What to Do 

Spring 

 (Sep.-Nov.) 
Cool & Wet Whale Season 

Summer  

(Dec.-Feb.) 
Warm & Clear Butterf ly Season 

Fall  

(Mar.-May) 
Windy & Dry Wind Surfing 

Winter  

(Jun.-Aug.) 
Cold & Snowy Ice Skating 

68.（ ）How’s the weather in August in Happy City? 

          (A)It is sunny and windy. 

 (B) There are usually strong winds. 

(C) It is cold and snowy. 

(D)There is a lot of rain in the month. 

69.（ ）Bibby just spent the Christmas holidays in Happy City.   

          Which picture was most likely（可能）taken（被拍）when（當…）she was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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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  (Ｂ)  (Ｃ)  (Ｄ) 

 

2.  

Life is a long trip. 

Both good and bad things happen on the road: 

People love and hate, 

They share and hide things. 

Some things make me smile; 

Some things make me cry. 

Some days are sunny, 

Some days are rainy— 

Life is a trip full of opposites.                                

 

I can’t decide what will happen, 

So I have decided to be happy right now, every minute of my life. 

To remember all that is beautiful; 

To let go of all that makes me sad— 

In this way I will live my life to the fullest. 

~Johnny Wang~ 

 smile 微笑 have decided 已決定  

all that is beautiful 所有美好的事  

all that makes me sad 所有使我傷心的事 
   

                                                                             

70.（ ）What does the writer think of life?  

(Ａ) He thinks that life is short.  

(Ｂ) He wants to enjoy life as much as he can. 

(Ｃ) He is happy to find that he can plan his life.  

(Ｄ) He thinks that love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life. 

71.（ ） What does opposites mean in the reading?  

(Ａ) Clear and fine days.  

(Ｂ) The joy and hope of life.  

(Ｃ) The bright and dark sides（面）of life.  

(Ｄ) People who are sad about their 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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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My Crazy Trip  (6%)  **此題請在答案卡上作答** 

If you have a five-day long break, where do you want to go? What activities do you want to do?  

And why? Draw a picture about your crazy trip by yourself. If you don't know how to explain your 

idea in English, you can use Chinese.  Try it and you can do it well.  

 

如果你有 5 天的假期，你想去哪裡旅行? 想體驗哪些活動？為什麼?  

請自行畫出一張和你的旅行有關的圖片， 

如果不知道怎麼用英語寫下你的想法，用單字也很好喔! 如果如果真的連單字也寫不出來， 

試著用中文說明也可以。只要不放棄願意嘗試，就有機會，加油!! 

72. 

My Crazy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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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英語成就測驗預試試題難易度及鑑別度分析表   

原始題號 正式題號 難度 鑑別度 

1 1 0.68 0.64 

2 2 0.54 0.79 

3 3 0.54 0.93 

4 4 0.68 0.64 

5 5 0.50 0.86 

6 6 0.21 0.43 

7 7 0.21 0.43 

8 8 0.57 0.86 

9 9 0.68 0.64 

10 10 0.60 0.71 

11 11 0.61 0.79 

12 12 0.61 0.79 

13 13 0.71 0.57 

14 14 0.50 0.86 

16 15 0.50 0.71 

17 16 0.63 0.75 

18 17 0.72 0.56 

19 18 0.56 0.88 

20 19 0.65 0.55 

21 20 0.34 0.31 

23 21 0.66 0.69 

24 22 0.66 0.69 

25 23 0.75 0.50 

26 24 0.54 0.34 

27 25 0.56 0.74 

28 26 0.66 0.69 

29 27 0.63 0.75 

30 28 0.66 0.69 

31 29 0.53 0.80 

32 30 0.59 0.68 

34 31 0.69 0.63 

35 32 0.63 0.75 

36 33 0.68 0.49 

38 34 0.66 0.69 

39 35 0.52 0.54 

41 36 0.65 0.42 

42 37 0.41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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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38 0.65 0.55 

45 39 0.48 0.33 

46 40 0.68 0.49 

47 41 0.53 0.94 

48 42 0.53 0.94 

49 43 0.59 0.81 

50 44 0.34 0.31 

51 45 0.49 0.73 

52 46 0.25 0.37 

53 47 0.39 0.50 

54 48 0.59 0.81 

55 49 0.56 0.74 

56 50 0.75 0.50 

61 51 0.56 0.88 

62 52 0.53 0.80 

63 53 0.56 0.88 

64 54 0.25 0.37 

65 55 0.56 0.88 

66 56 0.65 0.55 

67 57 0.59 0.81 

68 58 0.59 0.68 

69 59 0.49 0.60 

70 60 0.62 0.62 

71 61 0.55 0.61 

72 62 --- --- 

註：n=52 

    

難易度 =   (PH + PL) /2  

鑑別度 =  PH - PL 

 

PH:高分組答對率  

PL:低分組答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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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英語成就測驗正式試題—前測 

測驗範圍翰林版第四冊 L3、L5、L6   正式試卷--前測    班級：     姓名：      座號：       

ㄧ、字彙中英文配對。請在下列空格中寫出英文單字對應的中文意思代號即可。(每題 2 分，28%) 

                            **本大題請直接在空格中作答** 

A.星球    B.城市   C.快一點    D.長凳    E.簽名    F.草(地)    G. 承諾  H.拍(手)；鼓掌  

 I.海浪     J.分類    K.減少     L.獎品    M.地上    N. 攜帶；帶來      O. 上升；升起 

英文單字 中文代號  英文單字 中文代號 英文單字 中文代號 

city ex.   B  5. promise  10. grass  

5. clap   6. reduce  11. bench  

6. prize   7. sort  12. bring  

7. sign   8. planet  13. wave  

8. hurry up   9. rise  14. ground  

 

二、字彙選擇 (每題 2 分，32%) 

15. (   ) If（如果）you want to drink the water from the lake,     it f irst, or you may get sick. 

(Ａ)  carry (Ｂ) burn (Ｃ)  boil (Ｄ) cook 

16. (   ) The pie at your party     good.  Where did you buy it? 

(Ａ) ate (Ｂ) bit (Ｃ) made (Ｄ) tasted   

17. (   ) Joe called his mother during the lunch________. (A)break (B) yard (C) wall (D) land 

18. (   ) Don’t put all your eggs in one_________. (A) basket (B) church (C) bun (D) helicopter 

19. (   ) Alex likes chocolate, but _________ is his favorite.  

    (A) fish (B) candy (C) activity (D) holiday 

20.(   ) Roy: Why didn’t you eat your cake?  

       Kay: I’m still full.  Can I     it for later? 

  Roy: Sure. (Ａ) pass (Ｂ) save (Ｃ) share (Ｄ) stop 

21.(   ) Kay: What do you do in your free time?   

Amy: I go swimming a lot.  Almost（幾乎）every day.  

     Kay: Wow!  That’s a good    .  It keeps you healthy.  

(Ａ) business (Ｂ) chance (Ｃ) dream (Ｄ) habit 

22.(   ) Mrs. Chen wants her children to use money more     .  

(B) terribly (B) wisely (C) badly (D)hungrily                   

23.(   ) There are two spoons and a pair of      on the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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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hopsticks (B) words (C) sea (D) land 

24.(   ) We all should reduce the use of      bags.       

 (A)low (B)careful (C)plastic (D) each 

25.(   ) The     is so strong today that my hair keeps blowing in the air. 

(Ａ) rain (Ｂ) snow (Ｃ) sun (Ｄ) wind 

26.(   ) The little girl was     by a truck on her way home and was badly hurt. 

(Ａ) hit (Ｂ) led (Ｃ) lost (Ｄ) paid 

27.(   ) Yesterday I went to the beach with my brother.  The sun was very     ; it hurt my eyes!  

(Ａ) big (Ｂ) bright (Ｃ) sunny (Ｄ) warm 

28.(   ) In a big city, taking the MRT is more     than driving a car.  

(Ａ) convenient (Ｂ) clear (Ｃ) careful (Ｄ) famous 

29.(   ) Beth: Are we going to ride very far?  Mike: No, only a few    .  

(Ａ) miles (Ｂ) rocks (Ｃ) waves (Ｄ) benches 

30.(   ) We can see fish swimming in the     water.  

(Ａ) giant (Ｂ) quick (Ｃ) light (Ｄ) clear 

 

三、文法選擇 (每題 1 分，20%) 

31.(   ) The drink     tea.   

    (Ａ) smells (Ｂ) smells like  (C) sounds   (D) sounds like 

32.(   ) The grapes     sweeter than the peaches.      

  (Ａ) taste (Ｂ) taste like (C) sound   (D) sound like 

33.(   ) The bun tastes very __________. 

(B) nicer (B)nicely (C)nice (D)nicest  

34.(   ) The water     dirty.  Don’t drink it.  

(Ａ)looks (Ｂ) smells like (Ｃ) sounds (Ｄ) feel like   

35.(   ) It     a good idea.   

(Ａ) sounds (Ｂ) smells like (Ｃ) smells (Ｄ) sounds like  

36.(   ) Amy:     does a little tiger look like?  Brandy: A little tiger looks like    .   

(Ａ)What; cute (Ｂ)How; cute (Ｃ)What; a cat (Ｄ)How; a cat  

37.(   ) Mary     get up before seven, or she will be late for school.  

(Ａ) must (Ｂ) mustn’t  (C) have to   (D) don’t have to   

38.(   ) The show begins at 8:10.  You     arrive before 8:10.  

(Ａ) have to (Ｂ) don’t have to (C) has to  (D) doesn’t have to  

39.(   ) If（如果）I finish my homework before eight o’clock, my parents will let me     TV  

       for one hour.    (Ａ) watch (Ｂ) watching (Ｃ) to watch (Ｄ) have watched 

40.(   ) Kevin put some sugar and cream in his coffee to make it     better.   

 (Ａ) taste (Ｂ) tasted (Ｃ) tasting (Ｄ)to t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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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 I have to catch the bus right now,      I’ll miss（錯過）my brother’s birthday party.  

(Ａ) and (Ｂ) because (Ｃ) or (Ｄ) until  

42.(   ) Rita: Bibby, thanks so much for your invitation.  

Bibby: You are welcome. Make _______ at home.  

(A)me (B)myself (C)you (D)yourself  

43.(   ) Alice: This cake is so delicious!  Where did you buy it?  

Oscar: I didn’t buy it.  I made it    !  

(Ａ) for me (Ｂ) to me (Ｃ) mine (Ｄ) myself   

44.(   ) My cat got excited when（當…）it saw the boy     the birds.   

(Ａ) catches (Ｂ) catching (Ｃ)to catch (Ｄ)caught     

45.(   ) What’s wrong with Lisa?  I heard her     sadly in the room just now.   

(Ａ) cried (Ｂ) cries (Ｃ) to cry (Ｄ) crying 

46.(   ) Yesterday, we watched the sun     down at the beach.   

(Ａ) go (Ｂ) to go (Ｃ) goes (Ｄ) would go 

47.(   ) Don’t you smell someone     something in the kitchen?  It smells    .  

(Ａ) to cook; yummy (Ｂ) cooked; well (Ｃ) cooking; great (Ｄ) cooks; delicious 

48.(   ) Let’s     Grandpa     a long story.   

(Ａ) listen to; tell (Ｂ) hear; telling (Ｃ) feel; to tell (Ｄ) watch; told   

49.(   ) Tom did the homework    .  No one helped him.   

(Ａ) myself (Ｂ) himself (Ｃ) herself (Ｄ) yourself 

50.(   ) Amy cooked dinner     because her parents were not home.  

(Ａ) themselves (Ｂ) himself (Ｃ) yourself (Ｄ) herself 

 

四、克漏字(每題 1 分，7%)  

  What can one person do to save Mother Earth? 

A lot!   (51)   Here are some examples: 

1.  (52)   You can walk, ride a bike, take a bus, or take the MRT.  Driving less is a great 

way to help our earth. 

2. Try not to use paper cups.  Bring your own cup to reduce trash. 

3. Remember to turn off your TV, CD player, computer, and lights when they are not in use. 

   (53)   This way, we can have a cleaner and healthier earth. 

 example 例子 paper 紙 

  when 當…的時候 
  

51.（ ） (Ａ) Please sign your name to help Mother Earth.  

(Ｂ) Many teachers have students sort trash every day. 

(Ｃ) You can ride a Q bike for free for the first half hour.  

(Ｄ) Just some easy changes can help make Mother Earth a better place to 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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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 (Ａ) Use water more wisely. (Ｂ) Don’t be late for school.  

(Ｃ) 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Ｄ) Don’t ask your parents to drive you to school. 

53.（ ）  (Ａ) It’s not easy to make changes in life.  

           (Ｂ) Keep this in mind: Earth Day is on April  

           (Ｃ) You should make these changes a habit in your life.  

              (Ｄ) We should take out the garbage every day, or it will smell bad. 

  

(In the kitchen) 

Grandma: Lily, where is your uncle?  I need him to take out the garbage. 

Lily: I saw him  (54)  out a few minutes ago. 

Grandma: Well, I’ll take out the trash  (55)  then.  The garbage truck is coming. 

Lily: Let me  (56)  it out, Grandma. 

Grandma: But the trash is heavy.  Do you need my help? 

Lily: Don’t worry.  See?  I can do it.  Ah, I have to run now.  The truck’s going to  (57) . 

Grandma: Oh, OK.  Thanks, Lily. 

 garbage truck 垃圾車 
  

54.（ ）(Ａ) went (Ｂ) to go (Ｃ) going (Ｄ) goes 

55.（ ）(Ａ) yourself (Ｂ) myself (Ｃ) himself (Ｄ) ourselves 

56.（ ）(Ａ) take (Ｂ) taking (Ｃ) to take (Ｄ) takes 

57.（ ）(Ａ) lose (Ｂ) leave (Ｃ) fall (Ｄ) rise 

 

五、閱讀測驗(每題 2 分，8%) 

Here is a table about Happy City.  Read it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table 表格 answer 回答 

wind surfing 玩風浪板 
   

Season of the Year Weather What to Do 

Spring 

 (Sep.-Nov.) 
Cool & Wet Whale Season 

Summer  

(Dec.-Feb.) 
Warm & Clear Butterf ly Season 

Fall  

(Mar.-May) 
Windy & Dry Wind Surfing 

Winter  

(Jun.-Aug.) 
Cold & Snowy Ice Sk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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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How’s the weather in August in Happy City? 

          (A)It is sunny and windy. 

 (B) There are usually strong winds. 

(C) It is cold and snowy. 

(D)There is a lot of rain in the month. 

59.（ ）Bibby just spent the Christmas holidays in Happy City.   

          Which picture was most likely（可能）taken（被拍）when（當…）she was there?  

          (Ａ)  (Ｂ)  (Ｃ)  (Ｄ) 

 

 

Life is a long trip. 

Both good and bad things happen on the road: 

People love and hate, 

They share and hide things. 

Some things make me smile; 

Some things make me cry. 

Some days are sunny, 

Some days are rainy— 

Life is a trip full of opposites.                                

 

I can’t decide what will happen, 

So I have decided to be happy right now, every minute of my life. 

To remember all that is beautiful; 

To let go of all that makes me sad— 

In this way I will live my life to the fullest. 

~Johnny Wang~ 

 smile 微笑 have decided 已決定  

all that is beautiful 所有美好的事  

all that makes me sad 所有使我傷心的事 
   

 60.（ ）What does the writer think of life?  

(Ａ) He thinks that life is short.  

(Ｂ) He wants to enjoy life as much as he can. 

(Ｃ) He is happy to find that he can plan his life.  

(Ｄ) He thinks that love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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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 What does opposites mean in the reading?  

(Ａ) Clear and fine days.  

(Ｂ) The joy and hope of life.  

(Ｃ) The bright and dark sides（面）of life.  

(Ｄ) People who are sad about their lives. 

 

六、My Crazy Trip  (5%)  **此題請在答案卡上作答** 

62. If you have a five-day long break, where do you want to go? What activities do you want to do?  

And why? Draw a picture about your crazy trip by yourself. If you don't know how to explain your 

idea in English, you can use Chinese.  Try it and you can do it well.  

如果你有 5 天的假期，你想去哪裡旅行? 想體驗哪些活動？為什麼?  

請自行畫出一張和你的旅行有關的圖片， 

如果不知道怎麼用英語寫下你的想法，用單字也很好喔! 如果如果真的連單字也寫不出來， 

試著用中文說明也可以。只要不放棄願意嘗試，就有機會，加油!! 

My Crazy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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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英語成就測驗正式試題—後測 

測驗範圍翰林版第四冊 L3、L5、L6   正式試卷—後測    班級：     姓名：      座號：   

請直接在答案卷上作答，檢視一下自己這段時間的學習成果，加油，你可以的！ 

ㄧ、字彙中英文配對。請在下列空格中寫出英文單字對應的中文意思代號即可。(每題 2 分，28%) 

                           

A.星球    B.城市   C.快一點    D.長凳    E.簽名    F.草(地)    G. 承諾  H.拍(手)；鼓掌  

 I.海浪     J.分類    K.減少     L.獎品    M.地上    N. 攜帶；帶來      O. 上升；升起 

英文單字 中文代號 英文單字 中文代號 英文單字 中文代號 

city ex.   B 5. grass  10. planet  

1. sign  6. wave  11. rise  

2. hurry up  7. bring  12. sort  

3. clap  8. bench  13. promise  

4. prize  9. ground  14. reduce  

 

二、字彙選擇 (每題 2 分，32%) 

15. (   ) Beth: Are we going to ride very far?  Mike: No, only a few    .  

(Ａ) miles (Ｂ) rocks (Ｃ) waves (Ｄ) benches 

16. (   ) We can see f ish swimming in the     water.  

        (Ａ) giant (Ｂ) quick (Ｃ) light (Ｄ) clear (   )  

17. (   ) Joe called his mother during the lunch________. (A)break (B) yard (C) wall (D) land 

18. (   ) Don’t put all your eggs in one_________. (A) basket (B) church (C) bun (D) helicopter  

19. (   ) The pie at your party     good.  Where did you buy it? 

(Ａ) ate (Ｂ) bit (Ｃ) made (Ｄ) tasted   

20. (   ) Mrs. Chen wants her children to use money more     .  

     (A) terribly (B) wisely (C) badly (D)hungrily 

21. (   ) Alex likes chocolate, but _________ is his favorite.  

    (A) fish (B) candy (C) activity (D) holiday 

22. (   ) Roy: Why didn’t you eat your cake?  

Kay: I’m still full.  Can I     it for later? 

     Roy: Sure. (Ａ) pass (Ｂ) save (Ｃ) share (Ｄ) stop 

23.  (   ) Kay: What do you do in your free time?   

Amy: I go swimming a lot.  Almost（幾乎）every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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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y: Wow!  That’s a good    .  It keeps you healthy.  

(Ａ) business (Ｂ) chance (Ｃ) dream (Ｄ) habit               

24. (   ) There are two spoons and a pair of      on the table.      

  (A)chopsticks (B) words (C) sea (D) land 

25. (   ) If（如果）you want to drink the water from the lake,     it f irst, or you may get sick. 

     (Ａ)  carry (Ｂ) burn (Ｃ)  boil (Ｄ) cook  

26. (   ) We all should reduce the use of      bags.       

 (A)low (B)careful (C)plastic (D) each 

27. (   ) The     is so strong today that my hair keeps blowing in the air. 

(Ａ) rain (Ｂ) snow (Ｃ) sun (Ｄ) wind 

28. (   ) The little girl was     by a truck on her way home and was badly hurt. 

(Ａ) hit (Ｂ) led (Ｃ) lost (Ｄ) paid 

29. (   ) Yesterday I went to the beach with my brother.  The sun was very     ;  

         it hurt my eyes!  

(Ａ) big (Ｂ) bright (Ｃ) sunny (Ｄ) warm 

30. (   ) In a big city, taking the MRT is more     than driving a car.  

(Ａ) convenient (Ｂ) clear (Ｃ) careful (Ｄ) famous 

 

三、文法選擇 (每題 1 分，20%) 

31. (   ) The drink     tea.   

    (Ａ) smells (Ｂ) smells like  (C) sounds   (D) sounds like 

32. (   ) The grapes     sweeter than the peaches.      

  (Ａ) taste (Ｂ) taste like (C) sound   (D) sound like 

33. (   ) The bun tastes very __________. 

(C) nicer (B)nicely (C)nice (D)nicest  

34. (   ) The water     dirty.  Don’t drink it.  

(Ａ)looks (Ｂ) smells like (Ｃ) sounds (Ｄ) feel like   

35. (   ) It     a good idea.   

(Ａ) sounds (Ｂ) smells like (Ｃ) smells (Ｄ) sounds like  

36. (   ) Amy:     does a little tiger look like?  Brandy: A little tiger looks like    .   

(Ａ)What; cute (Ｂ)How; cute (Ｃ)What; a cat (Ｄ)How; a cat  

37. (   ) Mary     get up before seven, or she will be late for school.  

(Ａ) must (Ｂ) mustn’t  (C) have to   (D) don’t have to   

38. (   ) The show begins at 8:10.  You     arrive before 8:10.  

(Ａ) have to (Ｂ) don’t have to (C) has to  (D) doesn’t have to  

39.  (   ) If（如果）I finish my homework before eight o’clock, my parents will let me     TV 

for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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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r.    (Ａ) watch (Ｂ) watching (Ｃ) to watch (Ｄ) have watched 

40. (   ) Kevin put some sugar and cream in his coffee to make it     better.   

 (Ａ) taste (Ｂ) tasted (Ｃ) tasting (Ｄ)to taste 

41. (   ) I have to catch the bus right now,      I’ll miss（錯過）my brother’s birthday party.  

(Ａ) and (Ｂ) because (Ｃ) or (Ｄ) until  

42. (   ) Rita: Bibby, thanks so much for your invitation.  

Bibby: You are welcome. Make _______ at home.  

(A)me (B)myself (C)you (D)yourself  

43. (   ) Alice: This cake is so delicious!  Where did you buy it?  

Oscar: I didn’t buy it.  I made it    !  

(Ａ) for me (Ｂ) to me (Ｃ) mine (Ｄ) myself   

44. (   ) My cat got excited when（當…）it saw the boy     the birds.   

(Ａ) catches (Ｂ) catching (Ｃ)to catch (Ｄ)caught     

45. (   ) What’s wrong with Lisa?  I heard her     sadly in the room just now.   

(Ａ) cried (Ｂ) cries (Ｃ) to cry (Ｄ) crying 

46. (   ) Yesterday, we watched the sun     down at the beach.   

(Ａ) go (Ｂ) to go (Ｃ) goes (Ｄ) would go 

47. (   ) Don’t you smell someone     something in the kitchen?  It smells    .  

(Ａ) to cook; yummy (Ｂ) cooked; well (Ｃ) cooking; great (Ｄ) cooks; delicious 

48. (   ) Let’s     Grandpa     a long story.   

(Ａ) listen to; tell (Ｂ) hear; telling (Ｃ) feel; to tell (Ｄ) watch; told   

49. (   ) Tom did the homework    .  No one helped him.   

(Ａ) myself (Ｂ) himself (Ｃ) herself (Ｄ) yourself 

50. (   ) Amy cooked dinner     because her parents were not home.  

(Ａ) themselves (Ｂ) himself (Ｃ) yourself (Ｄ) herself 

 

四、克漏字(每題 1 分，7%)  

  What can one person do to save Mother Earth? 

A lot!   (51)   Here are some examples: 

1.  (52)   You can walk, ride a bike, take a bus, or take the MRT.  Driving less is a great 

way to help our earth. 

2. Try not to use paper cups.  Bring your own cup to reduce trash. 

3. Remember to turn off your TV, CD player, computer, and lights when they are not in use. 

   (53)   This way, we can have a cleaner and healthier earth. 

 example 例子 paper 紙 

  when 當…的時候 
  

51.（ ） (Ａ) Please sign your name to help Mother Earth.  

(Ｂ) Many teachers have students sort trash every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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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You can ride a Q bike for free for the first half hour.  

(Ｄ) Just some easy changes can help make Mother Earth a better place to live. 

52.（ ） (Ａ) Use water more wisely. (Ｂ) Don’t be late for school.  

(Ｃ) 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Ｄ) Don’t ask your parents to drive you to 

school. 

53.（ ）  (Ａ) It’s not easy to make changes in life. (Ｂ) Keep this in mind: Earth Day is on April 

22. (Ｃ) You should make these changes a habit in your life.  

(Ｄ) We should take out the garbage every day, or it will smell bad.  

2. 

(In the kitchen) 

Grandma: Lily, where is your uncle?  I need him to take out the garbage. 

Lily: I saw him  (54)  out a few minutes ago. 

Grandma: Well, I’ll take out the trash  (55)  then.  The garbage truck is coming. 

Lily: Let me  (56)  it out, Grandma. 

Grandma: But the trash is heavy.  Do you need my help? 

Lily: Don’t worry.  See?  I can do it.  Ah, I have to run now.  The truck’s going to  (57) . 

Grandma: Oh, OK.  Thanks, Lily.                           

 garbage truck 垃圾車 
    

54.（ ）(Ａ) went (Ｂ) to go (Ｃ) going (Ｄ) goes 

55.（ ）(Ａ) yourself (Ｂ) myself (Ｃ) himself (Ｄ) ourselves 

56.（ ）(Ａ) take (Ｂ) taking (Ｃ) to take (Ｄ) takes 

57.（ ）(Ａ) lose (Ｂ) leave (Ｃ) fall (Ｄ) rise 

 

五、閱讀測驗(每題 2 分，8%) 

1.  Here is a table about Happy City.  Read it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Season of the Year Weather What to Do 

Spring 

 (Sep.-Nov.) 
Cool & Wet Whale Season 

Summer  

(Dec.-Feb.) 
Warm & Clear Butterf ly Season 

Fall  

(Mar.-May) 
Windy & Dry Wind Surfing 

Winter  

(Jun.-Aug.) 
Cold & Snowy Ice Sk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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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 表格 answer 回答 

wind surfing 玩風浪板 
   

58.（ ）How’s the weather in August in Happy City? 

          (A)It is sunny and windy. 

 (B) There are usually strong winds. 

(C) It is cold and snowy. 

(D)There is a lot of rain in the month. 

59.（ ）Bibby just spent the Christmas holidays in Happy City.   

          Which picture was most likely（可能）taken（被拍）when（當…）she was there?  

          (Ａ)  (Ｂ)  (Ｃ)  (Ｄ) 

 

2. 

Life is a long trip. 

Both good and bad things happen on the road: 

People love and hate, 

They share and hide things. 

Some things make me smile; 

Some things make me cry. 

Some days are sunny, 

Some days are rainy— 

Life is a trip full of opposites.                                

I can’t decide what will happen, 

So I have decided to be happy right now, every minute of my life. 

To remember all that is beautiful; 

To let go of all that makes me sad— 

In this way I will live my life to the fullest. 

~Johnny Wang~ 

 smile 微笑 have decided 已決定  

all that is beautiful 所有美好的事  

all that makes me sad 所有使我傷心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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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What does the writer think of life?  

(Ａ) He thinks that life is short.  

(Ｂ) He wants to enjoy life as much as he can. 

(Ｃ) He is happy to find that he can plan his life.  

(Ｄ) He thinks that love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life. 

61.（ ） What does opposites mean in the reading?  

(Ａ) Clear and fine days.  

(Ｂ) The joy and hope of life.  

(Ｃ) The bright and dark sides（面）of life.  

(Ｄ) People who are sad about their lives. 

 

六、My Crazy Trip  (5%)  **此題請在答案卡上作答** 

If you have a five-day long break, where do you want to go? What activities do you want to do?  

And why? Draw a picture about your crazy trip by yourself. If you don't know how to explain your 

idea in English, you can use Chinese.  Try it and you can do it well.  

如果你有 5 天的假期，你想去哪裡旅行? 想體驗哪些活動？為什麼? 請自行畫出一張和你的

旅行有關的圖片， 

如果不知道怎麼用英語寫下你的想法，用單字也很好喔! 如果如果真的連單字也寫不出來，

試著用中文說明 

也可以。只要不放棄願意嘗試，就有機會，加油!! 

 

My Crazy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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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國中英語態度量表問卷專家審查意見彙整表 

一、 國中學生英語學習態度量表 

層

面 

題

號 

適

用 

修正

後適

用 

不

適

用 

結果 

回饋意見 保

留 

修

改 

英

語

興

趣 

1 4 1   V 原題目：我覺得英語課有趣又好玩。 

專家 A：上英語課，我覺得有趣又好玩。 

最後修正題目：上英語課，我覺得有趣又好玩。 

2 4 1   V 原題目：我不喜歡參與英語課堂上的活動。 

專家 A：我喜歡參與英語課的課堂活動。 

最後修正題目：我喜歡參與英語課堂上的活動。。 

3 5   V  原題目：英語課是我最喜歡的課程之ㄧ。  

4 3 2   V 原題目：我希望能繼續學英語。 

專家 A：題目語意模糊。 

專家 B：我希望國中畢業後能繼續學英語。 

最後修正題目：我希望從學校畢業後能繼續學習英語。 

5 4 1   V 原題目：我在平常生活中，也喜歡學習英語。 

專家 A：課堂之外，在平常生活中，我喜歡學習英語 

最後修正題目：我在平常生活中，也喜歡學習英語。 

6 3 2   V 原題目：我對上英文課感到興趣缺缺。 

專家 C：我對上英文課沒有興趣。 

專家 D：A6、A8 兩題很相似，可二擇ㄧ。 

最後修正題目：我對上英語課沒有興趣。 

7 4 1   V 原題目：我覺得學習英語是ㄧ件愉快的事情。 

專家 B：我覺得學英語使我很開心 

最後修正題目：我覺得學習英語是ㄧ件愉快的事情。 

8 2 2 V   原題目：我覺得英語課很乏味又無聊。 

專家 B：上英語課，我覺得乏味又無聊。 

專家 D：我覺得英語課很無聊，A6、A8 兩題很相似，可

二擇ㄧ。 

最後修正題目： 

9 5 0  V  原題目：比起他學科，我願意花多一些的時間學習英語。 

自

我

態

度 

10 4 1   V 原題目：我認為英語很重要。 

專家 A：請釐清是英語很重要，還是學英語很重要 

最後修正題目：我認為學習英語很重要。 

11 5 0  V  原題目：上英語課時，我覺得很有自信。 

12 3 2   V 原題目：我不喜歡學英文。 

專家 B：我不喜歡學英語。 

專家 D：我不喜歡學英語。算自我態度還是英語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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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修正題目：我不喜歡學習英語。 

13 4 1   V 原題目：我相信只要用功就可以學好英語。 

專家 A：我相信我只要用功就可以學好英語。 

最後修正題目：我相信我只要用功就可以學好英語。 

14 2 3   V 原題目：我覺得學英文是浪費時間的事。 

專家 A：我覺得學習英語是ㄧ件浪費時間的事。 

專家 B：我覺得學英文要花掉我很多時間。A14、A17相

似 

專家 D：我覺得學英語是浪費時間的事。 

最後修正題目：我覺得學習英語是ㄧ件浪費時間的事。 

15 5 0  V  原題目：上英語課時，我覺得輕鬆自在。 

16 5 0  V  原題目：我覺得學英語是ㄧ件容易的事。 

17 3 2   V 原題目：我覺得學英語沒甚麼用。 

專家 A：我覺得學習英語沒有甚麼用處。 

專家 B：我覺得學英語對我的生活幫助不大。A14、A17

相似 

最後修正題目：我覺得學習英語沒有甚麼用處。 

18 5 0  V  原題目：不管我多努力，我的英語也不會進步。 

自

我

效

能 

19 3 2   V 原題目：我覺得英語作業很難。 

專家 A：我覺得英語老師給我們的英語作業很困難 

專家 E：完成英語作業對我來說是件困難的事。 

最後修正題目：完成英語作業對我來說是ㄧ件困難的事。 

20 4 1   V 原題目：我相信我有能力學好英語。 

專家 A：我相信我有能力可以學好英語。 

最後修正題目：我相信我有能力可以學好英語。 

21 4 1   V 原題目：我相信我的英語成績會進步。 

專家 A：我相信我的英語科學習成績 

最後修正題目：我相信我的英語成績會進步。 

22 4 1   V 原題目：英語課程內容有不懂的地方，我有辦法解決。 

專家 A：如果我對於英語課的學習內容有不懂的地方，

我有辦法解決 

最後修正題目：英語課程內容有不懂的地方，我有辦法

解決。 

23 2 2 V   原題目：我相信我可以學好新單元。 

專家 A：「學好」語意不明確。 

專家 B：我相信我可以學好新單元(單字、文法、閱讀) 

專家 D：A23、A25 相似，可二擇ㄧ。 

最後修正題目： 



DOI:10.6814/NCCU201901296DOI:10.6814/NCCU20190129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14 

 

24 3 2   V 原題目：除了老師出的作業，我也會找ㄧ些別的練習來

做。 

專家 A：除了英語老師出的英語作業，我也會找其他的

學習素材(如參考書，英語歌曲)，來加強我的英語能力 

專家 C：除了老師出的英語作業，我也會找ㄧ些別的英

語練習來做。 

最後修正題目：除了英語老師出的英語作業，我也會找

ㄧ些別的英語練習來做。 

25 4 1   V 原題目：我相信我可以學會英語老師教的內容。 

專家 D：A23、A25 相似，可二擇ㄧ。 

最後修正題目：我相信我可以學會英語老師教的內容。 

26 4 1   V 原題目：我有時會遲交英語作業。 

專家 A：我有時候會遲交英語作業。 

最後修正題目：我有時候會遲交英語作業。 

英

語

焦

慮 

27 4 1   V 原題目：我很怕跟不上英語課的進度。 

專家 A：「跟不上進度」，好像不夠精確。 

最後修正題目：我很怕跟不上英語課的進度。 

28 4 1   V 原題目：我上英語課比上其他的課程緊張有壓力。 

專家 A：上英語課時，我比上其他的課程，更容易緊張，

更容易感到有壓力。(緊張和壓力，好像不同) 

最後修正題目：上英語課時，我比上其他的課程，更容

易感到有壓力。 

29 4 1   V 原題目：聽不懂英語老師講的課程內容，我會緊張害怕。 

專家 A：我如果聽不懂英語老師所教的課程內容，我

會….(緊張和害怕是兩種情緒 

最後修正題目：聽不懂英語老師所教的課程內容，我會

擔心。 

30 4 1   V 原題目：英語考試若沒考好，我會感到挫折。 

專家 C：英語考試若沒考好，我會感到難過。 

最後修正題目：英語考試若考不及格，我會感到難過。 

31 4 1 V   原題目：我擔心英語考試成績不及格。 

專家 A：我擔心我的英語科考試成績 

最後修正題目： 

32 4 1   V 原題目：英語考試需要瞭解很多文法規則，令我覺得壓

力很大。 

專家 A：文法規則之外，造成焦慮的還有沒有其他? 

最後修正題目：英語考試需要瞭解很多文法規則，讓我

覺得壓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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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在

動

機 

33 5 0  V  原題目：我覺得學英語對我未來升學有幫助。 

34 5 0  V  原題目：我覺得學英語可以方便我出國使用。 

35 3 1 V   原題目：我覺得英語好的同學，人緣會比較好。 

專家 A：我覺得英語能力好的同學，人緣會比較好。(可

認同，不一定會是動機) 

最後修正題目： 

36 3 2   V 原題目：我覺得學英語可以使我知道很多國外的事。 

專家 B：我覺得學英語可以使我知道很多世界的新鮮事。 

專家 D：跟 A39 類似，可改成「我覺得學英語可以讓我

以後賺到更多錢」 

最後修正題目：我覺得學英語可以使我知道很多國外的

事。 

37 5 0  V  原題目：我覺得英語課本內容貼近我的生活，十分實用。 

38 4 1   V 原題目：我認為學英語對於將來生活/工作有很大的幫

助。 

專家 D：我覺得學英語可以讓我找到好工作 

最後修正題目：我認為學英語對於將來的生活或工作有

很大的幫助。 

39 5 0  V  原題目：我覺得學英語可讓我認識不同的國家與文化。 

40 3 2   V 原題目：我覺得學英語可以讓我和說英文的外國人輕鬆

相處。 

專家 B：我覺得學英語可以讓我和說英文的外國人更容

易溝通。 

專家 D：我覺得學會英語可以讓我和外國人輕鬆聊天 

最後修正題目：我覺得學會英語可以讓我和外國人輕鬆

聊天。 

 

綜合意見： 

專家 A： 在「外在動機」沒有提到老師或同學 

專家 B： 1. A14 及 A17太接近 已經改過 

         2. 其餘經過修正後可以使用 

專家 E： 

英語焦慮部分我加了，你再思考看看哦！ 

1.背單字讓我壓力很大。 

2.上課可以聽懂老師講的內容，但看到考卷題目讓我緊張。 

3.加上你原本有的英語考試需要瞭解很多文法規則，令我覺得壓力很大。 

4.可以試著分析偏鄉學生英語焦慮來源到底是單字、文法、還是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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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英語態度量表 KMO 及球形檢定數據 

表3-10  

英語態度量表之 KMO 與 Bartlett 檢定 

Kaiser-Meyer-Olkin 測量取樣適當性。 .915 

Bartlett 的球形檢定 大約 卡方 4193.859 

df 741 

顯著性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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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國中學生英語態度量表—預試量表 

 

「混成學習模式對偏遠地區國中英語科補救教學學生英語學習成效之分析： 

國中學生英語學習態度量表—預試問卷」 

親愛的同學您好：：                                                                                                             

首先，感謝您的協助，這份問卷主要是在瞭解您個人學習英語的情況。這不是考試， 

也沒有標準答案，作答的結果不會影響到您的英語成績，請依據您實際狀況作答，務必完 

成每一道題目，不要遺漏。問卷所得到的數據資料僅作為學術研究使用，感謝您的協助。 

衷心祝福您健康快樂、學業進步。                                                                                                                                                                           

                                             國立政治大學 學校行政碩士在職專班 

                                                           指導教授 胡悅倫博士 

                                                             研究生 李小玲敬上  

                                                           中華民國 108年 03月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請在適合您個人狀況的□中打「」）  

一、  性別： □男性 □女性 

二、家庭狀況： 
□與父母同住 □與父或母同住 (單親) 

□與阿公阿嬤同住(隔代) □其他  與       同住 

三、對英語偏好 
□喜歡 □不喜歡 

□無意見  

四、課後補習英語 □有補習 □無補習 

五、返家後課業指導 □有人指導 □無人指導 

 

【填答說明】本問卷作答方式，分為「非常符合」、「有些符合」、「普通」、

「有些不符合」、「非常不符合」五個選項，分別給予 5、4、3、2 及 1 分，

共有 39 個題目。請依您的看法，在適當的「阿拉伯數字上打 ○」。 

 

【第二部分：英語學習態度量表】請依照您實際的狀況，圈選符合您感受

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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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目 

非

常

符

合 

有

些

符

合 

普

通 

有

些

不

符

合 

非

常

不

符

合 

1.上英語課，我覺得有趣又好玩。 5 4 3 2 1 

2.我不喜歡參與英語課堂上的活動。 5 4 3 2 1 

3.英語課是我最喜歡的課程之ㄧ。 5 4 3 2 1 

4.我希望從學校畢業後能繼續學習英語。 5 4 3 2 1 

5.我在平常生活中，也喜歡學習英語。 5 4 3 2 1 

6.我對上英語課沒有興趣。 5 4 3 2 1 

7.我覺得學習英語是ㄧ件愉快的事情。 5 4 3 2 1 

8.比起其他學科，我願意花多一些的時間學習英語。 5 4 3 2 1 

9.我認為學習英語很重要。 5 4 3 2 1 

10.上英語課時，我覺得很有自信。 5 4 3 2 1 

11.我不喜歡學習英語。 5 4 3 2 1 

12.我相信我只要用功就可以學好英語。 5 4 3 2 1 

13.我覺得學習英語是ㄧ件浪費時間的事。 5 4 3 2 1 

14.上英語課時，我覺得輕鬆自在。 5 4 3 2 1 

15.我覺得學習英語是ㄧ件容易的事。 5 4 3 2 1 

16.我覺得學習英語沒有甚麼用處。 5 4 3 2 1 

17.不管我多努力，我的英語也不會進步。 5 4 3 2 1 

18.完成英語作業對我來說是ㄧ件困難的事。 5 4 3 2 1 

19.我相信我有能力可以學好英語。 5 4 3 2 1 

20.我相信我的英語成績會進步。 5 4 3 2 1 

21.英語課程內容有不懂的地方，我有辦法解決。 5 4 3 2 1 

22.除了英語老師出的英語作業，我也會找ㄧ些別的英語練習來做。 5 4 3 2 1 

23.我相信我可以學會英語老師教的內容。 5 4 3 2 1 

24.我有時候會遲交英語作業。 5 4 3 2 1 

25.我怕跟不上英語課的進度。 5 4 3 2 1 

26.上英語課時，我比上其他的課程，更容易感到有壓力。 5 4 3 2 1 

27.聽不懂英語老師所教的課程內容，我會擔心。 5 4 3 2 1 

28.英語考試若考不及格，我會感到難過。 5 4 3 2 1 

29.學習英語需要背很多的單字，讓我壓力很大。 5 4 3 2 1 

30.我雖然可以聽懂英語老師上課的內容，但看到考卷題目讓我緊張。 5 4 3 2 1 

31.英語考試需要瞭解很多文法規則，讓我覺得壓力很大。 5 4 3 2 1 

32.我覺得學習英語對我未來升學有幫助。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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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我覺得學英語可以方便我出國使用。 5 4 3 2 1 

34.我覺得學英語可以讓我知道很多國外的事。 5 4 3 2 1 

35.我覺得英語課本的內容貼近我的生活，十分實用。 5 4 3 2 1 

36.我認為學習英語對於將來的生活或工作有很大的幫助。 5 4 3 2 1 

37.我覺得學英語可以讓我認識不同的國家與文化。 5 4 3 2 1 

38.我覺得學會英語可以讓我和外國人輕鬆聊天。 5 4 3 2 1 

39.我覺得英語老師教學方式活潑有趣，讓我喜歡學習英語。 5 4 3 2 1 

 

 

 

 

 

 

 

 

 

 

 

 

 

 

 

 

 

 

 

 

 

 

 

 

問卷到此結束，請檢視每題是否皆已作答，感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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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國中學生英語態度量表—正式量表 

 

「混成學習模式對偏遠地區國中英語科補救教學學生英語學習成效之分析： 

國中學生英語學習態度量表—正式問卷 

親愛的同學您好：：                                                                                                             

首先，感謝您的協助，這份問卷主要是在瞭解您個人學習英語的情況。這不是考試， 

也沒有標準答案，作答的結果不會影響到您的英語成績，請依據您實際狀況作答，務必完 

成每一道題目，不要遺漏。問卷所得到的數據資料僅作為學術研究使用，感謝您的協助。 

衷心祝福您健康快樂、學業進步。                                                                                                                                                                           

                                             國立政治大學 學校行政碩士在職專班 

                                                           指導教授 胡悅倫博士 

                                                             研究生 李小玲敬上  

                                                           中華民國 108年 03月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請在適合您個人狀況的□中打「」）  

一、  性別： □男性 □女性 

二、家庭狀況： 
□與父母同住 □與父或母同住 (單親) 

□與阿公阿嬤同住(隔代) □其他  與       同住 

三、對英語偏好 
□喜歡 □不喜歡 

□無意見  

四、課後補習英語 □有補習 □無補習 

五、返家後課業指導 □有人指導 □無人指導 

 

 【填答說明】本問卷作答方式，分為「非常符合」、「有些符合」、「普通」、

「有些不符合」、「非常不符合」五個選項，分別給予 5、4、3、2 及 1 分，

共有 39 個題目。請依您的看法，在適當的「阿拉伯數字上打 ○」。 

  【第二部分：英語學習態度量表】請依照您實際的狀況，圈選符合您感

受的選項。 

**請翻頁開始做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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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目 

非

常

符

合 

有

些

符

合 

普

通 

有

些

不

符

合 

非

常

不

符

合 

1.上英語課，我覺得有趣又好玩。 5 4 3 2 1 

2.我不喜歡參與英語課堂上的活動。 5 4 3 2 1 

3. 我覺得英語老師教學方式活潑有趣，讓我喜歡學習英語。 5 4 3 2 1 

4. 除了英語老師出的英語作業，我也會找ㄧ些別的英語練習來做。 5 4 3 2 1 

5. 比起其他學科，我願意花多一些的時間學習英語。 5 4 3 2 1 

6. 我在平常生活中，也喜歡學習英語。 5 4 3 2 1 

7. 我不喜歡學習英語。 5 4 3 2 1 

8. 我有時候會遲交英語作業。 5 4 3 2 1 

9. 不管我多努力，我的英語也不會進步。 5 4 3 2 1 

10. 我相信我可以學會英語老師教的內容。 5 4 3 2 1 

11. 上英語課時，我比上其他的課程，更容易感到有壓力。 5 4 3 2 1 

12. 學習英語需要背很多的單字，讓我壓力很大。 5 4 3 2 1 

13. 我雖然可以聽懂英語老師上課的內容，但看到考卷題目讓我緊張。 5 4 3 2 1 

14. 英語考試需要瞭解很多文法規則，讓我覺得壓力很大。 5 4 3 2 1 

15. 我覺得學習英語對我未來升學有幫助。 5 4 3 2 1 

16. 我覺得學英語可以方便我出國使用。 5 4 3 2 1 

17. 我覺得學英語可以讓我知道很多國外的事。 5 4 3 2 1 

18. 我覺得英語課本的內容貼近我的生活，十分實用。 5 4 3 2 1 

19. 我認為學習英語對於將來的生活或工作有很大的幫助。 5 4 3 2 1 

20. 我覺得學英語可以讓我認識不同的國家與文化。 5 4 3 2 1 

21. 我覺得學會英語可以讓我和外國人輕鬆聊天。 5 4 3 2 1 

22. 我認為學習英語重要。 5 4 3 2 1 

      

問卷到此結束，請檢視每一題是否皆已作答，感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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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平臺滿意度調查表 

  【Cool English 平臺使用意見調查表】請依照您實際的狀況，圈選符合 

                                  

題    目 

非

常

同

意 

有

些

同

意 

普

通 

有

些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01.我覺得要登入 Cool English網站很容易。 5 4 3 2 1 

02.我覺得 Cool English網站的操作簡單易學。 5 4 3 2 1 

03.我覺得 Cool English網站的教材內容難易適中。 5 4 3 2 1 

04.我覺得 Cool English網站的教材內容、文字、圖片及動畫都很清楚。 5 4 3 2 1 

05.我覺得 Cool English網站的英語學習內容很有趣。 5 4 3 2 1 

06.我喜歡 Cool English網站的「評量練習」，讓我知道自己的學習成果。 5 4 3 2 1 

07.我覺得使用 Cool English網站讓我更容易了解老師上課的內容。 5 4 3 2 1 

08.我覺得使用 Cool English網站，對我學習英語有幫助。 5 4 3 2 1 

09.我覺得 Cool English網站的「文法」課程，對我學習英語有幫助。 5 4 3 2 1 

10.我覺得 Cool English網站的「聽力」課程，對我學習英語有幫助。 5 4 3 2 1 

11.我覺得 Cool English網站的「閱讀」課程，對我學習英語有幫助。 5 4 3 2 1 

12.透過 Cool English網站，可以依自己的學習速度學習英語，對我學習英語有幫助。 5 4 3 2 1 

13.Cool English網站可以重複觀看、練習，對我學習英語有幫助。 5 4 3 2 1 

14.我覺得搭配使用 Cool English網站上課，可以提升英語學習的效果。 5 4 3 2 1 

15.我覺得使用 Cool English網站學習英語，讓我比較專心學習。 5 4 3 2 1 

16.我覺得使用 Cool English網站學習英語比坐在上課輕鬆、自在。 5 4 3 2 1 

17.我覺得使用 Cool English網站學習英語，班上學習氣氛比較熱絡。 5 4 3 2 1 

18.使用 Cool English網站學習英文，不會的部分我會和同學或老師討論。 5 4 3 2 1 

19.我希望英文課都可以搭配使用 Cool English網站學習。 5 4 3 2 1 

20.我覺得搭配使用 Cool English網站上英語課，讓我比較喜愛學習英語。 5 4 3 2 1 

21.離開學校後若需學習英語，我會/願意使用 Cool English網站或其他英語網路平臺

自主學習。 
5 4 3 2 1 

 

問卷到此結束，請檢視每一題是否皆已作答，感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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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Cool English 英語線上平臺滿意度調查整體排序表 

題目 平均

數 

排

序 

13. Cool English 網站可以重複觀看、練習，對我學習英語有幫。 4.53 1 

16.我覺得使用 Cool English 網站學習英語比在教室聽老師上課輕鬆、自在。 4.33 2 

01. 我覺得要登入 Cool English 網站很容易。 4.2 3 

20.我覺得搭配使用 Cool English 網站上英語課，讓我比較喜愛學習英語。 4.2 3 

08. 我覺得使用 Cool English 網站，對我學習英語有幫助。 4.13 5 

14.我覺得搭配使用 Cool English 網站上課，可提升英語學習效果。 4.13 5 

12.透過 Cool English 網站，我可以依自己的學習速度學習英語，對我學習英語有幫助。 4.07 7 

05.我覺得 Cool English 網站的英語學習內容很有趣。 3.8 8 

06.我喜歡 Cool English 網站的「評量練習」，讓我知道自己的學習成果。 3.8 8 

02.我覺得 Cool English 網站的操作簡單易學。 3.73 10 

11.我覺得 Cool English 網站的「閱讀」課程，對我學習英語有幫助。 3.73 10 

18.使用 Cool English 網站學習英文，不會的部分我會和同學或老師討論。 3.73 10 

19.我希望英文課都可以搭配使用 Cool English 網站學習。 3.73 10 

04.我覺得 Cool English 網站的教材內容、文字、圖片及動畫都很清楚。 3.67 14 

07.我覺得使用 Cool English 網站讓我更容易了解老師上課的內容。 3.67 14 

15.我覺得使用 Cool English 網站學習英語，讓我比較專心學習。 3.6 16 

17.我覺得使用 Cool English 網站學習英語，班上學習氣氛比較熱絡。 3.6 16 

09.我覺得 Cool English 網站的「文法」課程，對我學習英語有幫助。 3.47 18 

10.我覺得 Cool English 網站的「聽力」課程，對我學習英語有幫助。 3.4 19 

03.我覺得 Cool English 網站的教材內容難易適中。 3.13 20 

21.離開學校後若需學習英語，我會/願意使用 Cool English 網站或其他英語網路平臺自主

學習。 

2.87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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