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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問題解決教學策略在多媒體互動式教學光碟」 
之發展模式及教學成效評量研究 

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建構問題解決教學策略在多媒體互動式教學光碟之發展模式，並以所發展

之教學光碟進行實驗研究，以為將來發展問題解決教學策略，及建置多媒體互動式教材時

之重要參考依據。 

本研究以某技術學院會計科三年級學生為實驗對象，隨機分配一組為實驗組，另一組

為控制組，由同一位教師進行「資料庫課程」之教學實驗。實驗所須之「問題解決及互動

式」教學光碟由研究小組自行研發，同時並發展出「問題解決教學策略在多媒體互動式教

學光碟」之建構模式。實驗組採自行發展的「問題解決及互動式」教學光碟，控制組則採

一般傳統講述式教學策略進行實驗教學。以「問題解決能力量表」、和「資料庫課程學習成

就評量表」等為研究工具，自編之研究工具經過信效度考驗，實驗過程搜集的資料，透過

描述統計(包括次數、百分比、平均數和標準差)、t考驗及單因子共變數分析等，進行統計

考驗。最後，綜合研究結果及發現，作出結論及建議，以為技專校院資料庫課程改進教學

及提昇學習成效之參考。 
 

關鍵詞：問題解決、互動式教學光碟、多媒體、資料庫課程、技專校院 
 

英文摘要 

The purposes of the research were (a) to construct the development model for the teaching 
disk of applying problem solving and interactive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b) to explore if any 
difference exists in recognition learning effect and problem solving ability between traditional 
teaching strategy and 「problem solving & interactive」 teaching strategy in database courses in 
th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o serve as important reference of selecting proper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designing proper teaching activities of implementation of database courses in th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 response to different teaching goals.  Through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domestic 
and overseas related journals on teaching activity design and teaching strategy, several units are 
selected, to separately design teaching activities for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strategy and 
「problem solving & interactive」 teaching strategy, and engage in comparative experimental 
research of teaching strategies. The self-developed instruments used in this study were identified 
on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hrough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such as 
frequency,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and analysis of covariate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gathering from this study.  As last, with general review on the research finding and conclusions, 
recommendations were provided, to serve as the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first-line teachers of 
implementing database course in practice. 

 
Keywords：Problem Solving, Interactive Teaching Strategy, Multimedia, Database Cours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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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近數十年中，隨著電腦科技與視聽媒體（Interactive Multimedia）的結合發展，人們的

溝通方式已由單向的、直線的播放，進而至雙向的、跳岔的互動(楊叔卿，民 82)，且應用

範圍擴及影藝、電訊、教育、娛樂、藝術、出版、音樂影像及日常生活等各種場所之資訊

查詢與檢索、及企業訓練等。在知識呈爆炸性增加的時代，學校教育如何適應科技高度、

快速的發展，且教師在設計課程時，究竟應採用何種教學策略，設計何種樣式的教學活動，

方能培養學生在面對問題時具備問題解決的能力與習慣，確實已成為教師在設計課程時不

容忽視的重要議題。資料庫課程原本即屬電腦課程的重要範疇之一，因此在論及資料庫課

程設計的改革之際，本研究希望能應用現今電腦科技與視聽媒體所帶來的便利及效率，結

合新的技術並融入「互動式」的設計及教學理念，讓學生能藉由教學光碟中，互動式的問

答和交談式的學習環境下，產生某種程度的認知衝突，再透過認知的平衡、失衡、與再平

衡的過程，建構出屬於學生自己的概念，以達到讓學習者積極參與、主動建構的目標，進

而建立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 

中外有許多學者均提出以學習為取向的課程設計理念，其中主要包括有：(一)以學習者

為中心的課程設計，(二)以學習經驗為中心的課程設計，(三)以問題解決為中心的課程設

計，(四)以生活情境為中心的課程設計，和(五)以虛構課程為中心的課程設計。本研究著重

於以「問題解決」為中心的課程設計理念，並以資料庫課程為例，發展出一套應用「問題

解決教學策略」的教材內容，以作為將來其它課程欲應用問題解決教學策略時，有較明確

之模式及範例可資遵循和參考，此為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動機之一。再者資料庫課程原本即

屬電腦課程的重要範疇之一，因此在論及如何改革資料庫課程的設計，亦不免令人聯想到

如何應用現今電腦科技與視聽媒體所帶來的便利及效率，結合新的技術並融入「互動式」

的設計及教學理念，此為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動機之二。 

 

貳、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建構問題解決教學策略在多媒體互動式教學光碟之發展模式，並以所發展

之教學光碟進行實驗研究，以為將來發展問題解決教學策略，及建置多媒體互動式教材時

之重要參考依據。具體言之，本研究之主要研究目的如下： 

(一) 探討問題解決教學策略的涵義、理論基礎、特色及實施程序。 

(二) 探討多媒體互動式教學策略的涵義、理論基礎、特色及實施程序。 

(三) 發展「問題解決與互動式教學策略」教材之建構模式，以供課程設計時之參考。 

(四) 探討在「傳統講述式教學策略」與「問題解決與互動式教學策略」下，對學生在

資料庫課程的認知上及問題解決能力上之影響。 

(五) 綜合研究結果及結論，提出具體建議，以作為改進教學之參考。 

 

參、 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圖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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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主要方法包括文獻分析、問卷調查法及專家會議。透過以上研究方法逐項達

成研究目的，茲分述如下： 

（一）文獻分析：蒐集、整理國內外有關問題解決教學策略、互動式教學設計、資料

庫課程內容等之相關文獻資料進行分析，以為自編教材、設計教學活動，及進

行實驗教學等參考。 

（二）問卷調查：根據文獻分析之資料，由研究小組設計「問題解決能力量表」，以

評量問題解決教學方式對學生問題解決能力之影響。 

（三）專家會議：兩次專家會議之與會成員及會議目的如表 1所示。 

      表1  兩次專家會議之與會成員及會議目的 

次別 與會成員 會議目的 

第一次 

專家會議 

1.資料庫課程教師 4人 

2.課程設計專家學者 3人 

3.問卷量表設計專家 3人 

1.審查及修正自編之資庫課程書面教材及「問題解

決與互動式教學光碟」之設計雛形 

2.審查「問題解決能力量表」之初稿 

第二次 

專家會議 

1.資料庫課程教師 4人 

2.課程設計專家學者 3人 

3.問卷量表設計專家 3人 

1.再次審查修正後的資料庫課程書面教材與完成

的「問題解決與互動式教學策略」之光碟教材 

2.根據「問題解決能力量表」之預試結果，修正「問

題解決能力量表」之內容 

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採用之研究工具為「問題解決能力量表」及「資料庫課程學習成就

評量表」。其編製過程及內容為： 

1.「問題解決能力量表」 

資料庫課程

控制班

傳統講述式教學策略

控制班

問題解決與互動式教學策略

影響

學生

1.問題解決能力

2.資料庫課程的認知

圖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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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為自行發展之量表，先由研究小組擬定量表初稿，共發展「我的電腦經驗」、「使

用隨書所附光碟滿意度」、「問題解決能力」、「對上電腦課的滿意度」等四個構

面 42題（詳如附錄一）。 

(2)於 92年 9月 12日經第一次專家會議進行構面確認及文字修正，並於 92年 9

月 15日對會計科三年級學生 144人進行預試，其中有效卷為 142份。並於 92

年 9月利用 SPSS11.0進行統計分析，藉以發展量表。 

(3)利用內部一致性效標分析法進行項目分析，即同一題目得分之平均數差異性檢

定，亦即 t 檢定（t-test）。另外，並利用相關分析法進行項目分析。所得結果

為：刪除題項共 7題，分別為第一部分的第 5題和第 10題，以及第三部分的

第 6題、第 10題、第 12題、第 13題、和第 14題。預試問卷之題號及 Cronbach 

α值如表 2。 

表 2  預試問卷之題號及 Cronbach α值 
問卷構面 問卷題號 Cronbach α值 

我的電腦經驗 1、2、3、4、6、7、8、9、11 .714 
使用隨書所附光碟滿意度 1、2、3、4、5、6、7、8、9、10 .885 

問題解決能力 1、2、3、4、5、7、8、9、11、15 .724 
對上電腦課的情況回憶 1、2、3、4、5、6 .835 

全體  .816 

(4)於 92年 9月 19日經第二次專家會議審查，完成量表的定稿（詳如附錄二）。 

2.「資料庫課程學習成就評量表」：採用「中華民國電腦技能發展基金會」目前

所採用的測驗題庫，從中摘取與本實驗教學有關的試題項目共 50 題（該量表

於預試時均經過難度及鑑別度分析）。本研究所使用的「資料庫課程學習成就

評量表」（詳如附錄三）。 

（二）教學實驗 

以自編的「問題解決與互動式教學策略」教材（詳如附錄四）和松崗出版社

出版的「傳統講述式教學策略」教材（吳權威，王緒溢，民 89），選定某技術學

院五專部會計科三年級兩班學生(共計 88人)為實驗對象，進行實驗教學。並對上

課學生實施「問題解決能力量表」及「資料庫課程學習成就評量表」測驗。實驗

設計模式如圖 2所示： 

 

 

圖 2  實驗設計模式 

（三）學生學習成果評鑑 

於進行實驗教學之前，對實驗班及控制班學生先施行「問題解決能力量表」

的前測；於實驗教學完成後，對實驗班及控制班學生施行「問題解決能力量表」

的後測及「資料庫課程學習成就評量表」測驗。 

肆、 結果與討論 

實驗班 Q1  X  Q2 

控制組 Q3      Q4 

Q1、Q3：表前測 

Q2、Q4：表後測 

X：表實驗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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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展出「問題解決與互動式教學策略教材」之建構模式(如附錄五)。 

二、資料處理方式 

 研究資料回收後，以 SPSS11.0作為統計工具進行資料分析。其分析過程詳述如下： 
（一）各種研究工具所蒐集資料之假設檢定結果如表 3所示。說明如下： 

1.「資料庫課程學習成就評量表」的前測資料檢驗，是以兩組學生「上學期電腦課
成績」之得分進行假定檢驗。後測資料檢驗，是以實驗教學完成後，對兩組學生

進行本研究所發展的「資料庫課程學習成就評量表」之測驗得分。 
2.「問題解決能力量表」的前測資料檢驗，是以兩組學生在實驗教學前所測得量表
得分進行假定檢驗。後測資料檢驗，是以兩組學生在實驗教學後所測得量表得分

進行假定檢驗。 
3.由表 3資料可知，各種研究工具所蒐集資料之假設檢定全部符合檢定。 
表 3  資料之假定檢驗 
假設項目 檢測值 備註 

「資料庫課程學習成就評量」前測資料假定檢測 

常態性 實驗班：K-S=.12，P>.02 
控制班：K-S=.13，P>.02 符合檢定 

變異同質性 Bartlett-Box=2.96，P>.05 符合檢定 

「資料庫課程學習成就評量」後測資料假定檢測 

常態性 實驗班：K-S=.10，P>.02 符合檢定 

變異同質性 Bartlett-Box=2.62，P>.05 符合檢定 

「問題解決能力」前測多變量變異數分析資料假定檢測 

一 二 三 四 T P值  
實驗班 K-S值 

.09 .07 .09 .07 .08 皆>.02 
符合檢定 

控制班 K-S值 
常態性 

.09 .08 .07 .07 .09 皆>.02 
符合檢定 

Bartlett-Box值 
一 二 三 四 T P值 變異同質性 
.02 .02 .05 .01 .06 皆>.05 

符合檢定 

多變量變異同質性 Box M=2.18，P>.05 符合檢定 

「問題解決能力」後測多變量共變數分析資料假定檢測 

一 二 三 四 T P值  
實驗班 K-S值 

.08 .10 .09 .07 .08 皆>.02 
符合檢定 

控制班 K-S值 
常態性 

.10 .11 .08 .07 .10 皆>.02 
符合檢定 

Bartlett-Box值 
一 二 三 四 T P值 變異同質性 
.35 .59 .47 .02 .38 皆>.05 

符合檢定 

Wilk's Λ值 
一 二 三 四 T P值 各組迴歸線平行 
.59 .64 .66 .64 .64 皆>.05 

符合檢定 

共同斜率 0 Wilk's Λ=.65，P<.05 符合檢定 

註：一為「我的電腦經驗」，二為「使用隨書所附光碟滿意度」，三為「問題解決能力」，四為「對上電

腦課的滿意度」，T為「問題解決量表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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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教學法對學習成就之影響 
（一）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生基本能力比較： 

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生基本能力是以兩組學生「上學期電腦課成績」之得分

做為參考，其基本能力的t檢定分析如表4，由表 4得知，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生
基本能力並無顯著差異存在（t=2.21，p>.05）。 

表 4 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生基本能力 t檢定分析 
組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實驗組 45 73.43 6.16 -1.77(n.s.) 
對照組 43 74.84 7.98  

(n.s.)：p<.05 

（二）「學習成就」後測成績分析： 

本學習成就評量卷共計 50題選擇題，每題 2分，合計 100分。平均數愈高，

表示學習成效愈好。由表 4得知，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生基本能力並無顯著差異存

在，故可直接進行後測比較。由表 5得知，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生基本能力有顯著

差異存在（t=-6.26，p<.05），實驗組成績優於對照組。  
表 5 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習成就」評量 t檢定分析 

組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實驗組 45 83.84 9.556 6.26* 
對照組 43 70.79 10.001  

*p<.05 
四、不同教學法對問題解決能力之影響 
（一）前測分數的比較： 

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問題解決能力的比較如表 6所示。實驗組與對照組在「問
題解決能力」前測的得分上已達顯著差異，對照組均優於實驗組。 

表 6  問題解決能力前測分數 t考驗分析 
項目 班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實驗組 43 27.96 5.63 
我的電腦經驗 

對照組 45 32.41 4.53 
-8.39 

實驗組 43 26.88 5.43 
使用隨書所附光碟滿意度 

對照組 45 31.21 5.02 
-12.24 

實驗組 43 24.68 3.90 
問題解決能力 

對照組 45 27.34 3.79 
-14.34 

實驗組 43 17.12 4.73 
對上電腦課的滿意度 

對照組 45 20.48 3.68 
-7.18 

實驗組 43 98.64 11.84 
問題解決量表總分 

對照組 45 115.12 10.54 
-18.52 

（二）後測分數的比較： 
從表6中可看出，對照組在「問題解決能力」量表前測的各分量表及總分均優

於實驗組，故比較後測時，應以「問題解決能力」前測的表現為共變數，進行單

因子多變量共變數分析。 

從表7中可看出，在「我的電腦經驗」、「使用隨書所附光碟滿意度」、「問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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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能力」、「對上電腦課的滿意度」及「問題解決量表總分」上，以前測作為共變

數分析，已達顯著差異，實驗組分數優於控制組。其中在組別的主要效果上亦皆

達顯著差異，實驗組分數優於控制組。 

表七  「問題解決能力」後測分數的共變數分析 

項目 變異來源 SS2 df MS F 

共變數(前測) 257.48 1 257.48 14.66** 

主要效果(組別) 431.52 1 431.52 38.60** 

殘餘誤差 504.34 84 6.00  
我的電腦經驗 

 

總計 1225.60 86 14.25  

共變數(前測) 765.32 1 765.32 43.77** 

主要效果(組別) 1234.72 1 1234.72 106.53** 

殘餘誤差 767.27 84 9.13  
使用隨書所附光碟滿意度 

總計 1488.99 86 17.31  

共變數(前測) 178.06 1 178.06 9.56** 

主要效果(組別) 442.73 1 442.73 52.21** 

殘餘誤差 392.48 84 4.67  
問題解決能力 

總計 1146.00 86 13.33  

共變數(前測) 793.35 1 793.35 95.39** 

主要效果(組別) 1077.43 1 1077.43 121.73** 

殘餘誤差 297.33 84 3.54  
對上電腦課的滿意度 

總計 1172.29 86 13.63  

共變數(前測) 1252.51 1 1252.51 43.58** 

主要效果(組別) 2320.46 1 2320.46 128.247** 

殘餘誤差 1496.14 84 17.81  
問題解決量表總分 

總計 3884.49 86 45.17  

 
伍、 後續研究之建議 
一、 「問題解決與互動式教學策略」於教學上的應用已成為當今改進教學的重點趨勢之

一，然如何發展適切易用之媒體教具實非易事。本研究所提供的發展模式易學易用，

因此建議將來其他學科於製作「問題解決與互動式教學策略」教材與教學光碟時，可

採行本研究所提供的發展模式為入門之階。 

二、 本研究發現應用「問題解決教學法」比「傳統講述式教學法」更能有效提昇學生於資

料庫課程的認知，建議未來的研究可進一步與其他教學法（例如專題式學習法、合作

教學法等）進行比較，以更進一步驗證是否「問題解決教學法」是教授資料庫課程最

適合的教學法。 

三、 問題解決能力的培養並非一蹴可幾，需較久的時間才得以養成。本研究的教學實驗時

間持續達十五週之久，此應為本研可明顯看出問題解決教學法能增進學生的問題解決

能力的關鍵因素之一。因此建議後續的研究者於設計教學實驗時，能審慎考量實施教

學實驗期間（週次）的長短，如此才有可能有效地提昇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 

四、 本研究發現教師發問技巧的優劣為實施問題解決教學成敗的重要關鍵。現今大多數教

師多以知識灌輸者自居，且已習慣於傳統講述式教學方式，因此建議教育相關單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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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舉辦有關問題解決教學之觀摩會、研習會、或在職進修等活動，培養教師如何善用

發問技巧以引導學生建構知識的能力，才能符合問題解決教學法之設立精神與目的。 

 

陸、研究成果自評 

本研究發展共十五週之「問題解決」資料庫課程教案教材，可供技專校院會計科系發

展資料庫課程教材之參考。「問題解決能力量表」可供技專校院會計科系探討學生問題解

決能力時之評量及參考用。且本研究所提供的「問題解決」及「互動式教學光碟」發展模

式易學易用，因此研究成果可提供技專校院會計科系教師教學改進之重要參考依據，實屬

成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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