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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式電腦輔助教學對技專院校日語讀解能力不佳學生

補救教學成效之研究

陳山龍 吳致秀 邱齊滿

NSC 93-2411-H-031-15

1.緒論

1-1 研究背景

補救教學的目的是透過診斷、補救與評估程序, 幫助那些不能在一般時間內達到最低應有的

學習標準的學生能夠盡快追隨班級的學習進度, 最終的目的是幫助這些學生發揮學習潛能, 追求

自己的學習目標(黃淑苓,1999)。黃淑苓並在文中強調補救教學必須有詳細計畫, 補救教學方案的

實施必須能夠維護學生的尊嚴與學習動機,其指導方法與練習方式必須參考學生的學習型態, 並且

多樣化,若能適當引用科技媒體資源, 可以使更多學生獲益。

語言教育者都了解，要學好語言，必須營造並規劃具體完整之語文學習與應用環境，根據學

生不同需要，安排不同程度的補救或進階課程。近年來由於網際網路（Internet）的發達，以電腦

為媒介之網路教學給傳統的教學領域帶來了全新的學習環境與學習模式，突破時空的制限，在同一

時間內教學軟體可以透過電腦向無數的學生做遠距教學，並且藉著影、音資料的數位儲存，學生隨

時隨地都可透過終端設備來取得所需的學習內容，把學習的主控權交給學生(student-centered

learning)，教師只需在一旁做適時的指導，整合電腦科技與語言學習教學，擴展外語教學的功能

性，活潑性與多元性的視野，進而提高了學生自主學習日文的能力與興趣。

在數位時代衝擊下，數位學習開啟了全球化的教學新變革及台灣教改之風潮，教學之方法亦

朝向以運用電腦輔助教學媒體增進教學效能為重要模式，然而目前國內的線上日語教學系統開發

仍屬萌芽階段未見具體計畫與成效，而且絕大多數系統均需付費學習。因此本研究希望實際開發

一個以 WWW 技術為基礎的日語補救輔導學習系統，提供日語學習困難學生更多相關的資訊，輔助

學生跟上課程進度，並且提供測驗題目，以便更加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況。學生也能透過系統中的

成績分析檢查自己的學習成效，使得本系統具有及時激勵學生的效果。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包括：



(1) 依據理論基礎、利用現有的技術，在網路教學平台上實際建構動態的日語輔助學習教材。

(2) 實施及試驗此日語輔助學習教材之實用範圍及成效。

(3) 以網頁式電腦輔助教學設計評估對補救教學的影響。

1-3 研究問題

本研究將針對以下待答問題加以研究：

(1) 運用網頁式輔助教材於補教教學學生滿意度如何？

(2) 影響學生使用網路學習滿意度的因子為何？

(3) 學生使用網路學習滿意度與學習者個人背景變項的關係如何？

(4) 學生網路學習滿意度與影響網路學習滿意度的因子間的關係如何？

(5) 學生認為運用網頁式輔助教材於補教教學之優點及缺點為何？

1-4 研究範圍與限制

(1) 本研究將抽樣以私立中國技術學院、私立育達技術學院及國立台中技術學院第二外語選修初

級日語課程之學生為研究對象。

(2) 問卷調查乃屬於自陳式的研究工具，對於各變項的測量均藉由受試者的主觀反應而完成，而

此反應又受個人身心特質及環境的影響，因此與實際情況或有差距。

(3) 為避免問卷題目過多，其他未列入而可能對學習成效造成影響的變項，仍待後續進一步研究。

2.文獻探討

網際網路 ( Internet ) ，特別是全球資訊網 ( World Wide Web. WWW ) 巳經成為許多人

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除了在生活上對這項科技產物有著高度的依賴外，在教育上的應用更

見蓬勃。各種同步、非同步的遠距教學課的開設巳經是必然的趨勢。目前最被普遍採用的「全球資

訊網 (WWW )」教學系統是把超媒體教材 ( Hypermedia Courseware ) 放在網路上，讓學生透過全

球資訊網，依個別的學習需求進行學習(陳姚真，2002)。而 Westera and Spole (1998)指出，在

強調教育方式創新與改革的今日，彈性化、滿足學生個別需求的教學系統漸漸蓬勃發；整合學習及

工作環境；以能力為需求的教育系統；遠距教學的方式漸蓬勃；建構式的教學方式漸受重視與新溝

通技行的出現這幾幾項需求逐漸受到重視。而以 WWW 科技為基的輔助學習系統正可以提供一個具

有個人化、即時性與兼具同步式與非同步式的學習環境。

台北科技大學技職教育研究所張基成副教授表示(民 92)，與其說網路教學會提昇教學效果，

不如說網路教學會提昇學生的學習效率，假設傳統教學跟網路教學的教學效果一樣，但網路教學可



增加學生的學習管道，學生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學習，自然會比較快樂，加上學習管道變多，因此

學習效率相對來講比較高。

林奇賢(民 86)更明確地指出，與傳統學校教學情境相對照，網路學習環境開創了一種新的典

範 ( Paradigms )，在教學的活動上，它側重“學”的活動，而非“教”的活動，在課程設計上，

它偏動對“學習者”的掌握，而非“知識”的分析處理。

在使用電腦輔助教學的成效方面，McIntyre 與 Wolff (1998) 以大學生為對象，採用網頁互動

式教學方式教授程式語言學，並與未採用該方式學習學生作學習成果的比較，研究發現採用網頁互

動式教學方式有較好的成效。臺灣大學洪明洲教授(民 88)利用網路教學系統開設「管理學」課程，

並實施多次實驗教學，發現學習成效頗為理想。而有關電腦輔助日語教學的研究方面，朱國光(民

87) 指出，在資訊化與國際化的推波助瀾下，日語教育也應該朝著更多元的方向發展，以配合科技

化社會的需求。尤其是利用「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 WWW)所呈現的豐富多媒體型態、高

度的即時性以及動態的資訊分享功能，對於改善傳統課堂的學習活動，確實能夠獲致許多具體的成

效。電腦輔助語言學習發展至今，對於語言學習的成效，已經愈來愈受到重視，不僅歐美各國如此，

就連日本國內的日語教育界也不例外。東京外國語大學和筑波大學是日本最早應用 CALL

(Computer-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CALL「電腦輔助語言學習」)在語言教學的學校（中田

辰也，1999）。在日本的日語教育領域，CALL 的應用已經蔚為一股風尚（筒井通雄，1999）。設

計良好的網路化日語學習系統，甚至可以造福世界各地的學習者(曹晉穎、李世忠，民 89)。

根據前述的文獻探討可以得知，「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 WWW) 的技術巳經以燎原之

勢廣泛地應用在各種領域的教學上，ｅ化的學習模式巳經成為現代人主要的學習管道之一，且成效

良好。身為一個日語教育工作者，不但不能自外於這股潮流，更應該積極投入心力，善用這項科技

利器，以學習者的需求為主軸，開發適合的網路教學課程 (如輔助教學課程，補救教學課程等)，

嘉惠學子。雖然目前尚少有學者專家針對日語的網路輔助教學或補救教學的實施或教學成效提出研

究報告。但上述的文獻都證明透過網路學習系統學習確實成效良好；而且透過網路學習系統學習外

語，學生不但具有高度的自主性與彈性，學習者可以按照自己的學習狀況調整學習步調、內容、次

序以及重覆學習的次數，不用擔心傳統教學方式常見的在課堂上聽不懂卻又不能重覆收聽而引發的

焦慮，能夠有效降低學習者的情緒障礙，提高學習效率。可見日語的網路輔助教學或補救教學網站

的建置有極高的可行性及必要性。期待藉由各種功能的網路日語教學網站的建置、成效的評估與研

究，改善計劃的提出與實施，讓國內日語的教學與研究環境更加完備。



有鑑於此，本計劃擬建置一個免費的，網頁互動式的日語補救教學網站，以國立台中技術學院

及私立中國技術學院、私立育達技術學院選修日語為第二外國語的學生約 300 人為研究對象，施以

輔助教學，並進行滿意度調查與研究結果報告

3. 研究設計與實施

3-1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以實驗設計及問卷調查等作為檢驗成效及資料分析的依據，探討對於日語學習困難

學生輔以網頁式的電腦輔助補救教學方案的實施成效。本研究將抽樣以私立中國技術學院、私立育

達技術學院及國立台中技術學院第二外語選修初級日語(學習時數100小時以下)之學生約300人為

對象進行補救教學研究。學生於課餘時間自行上網自學(要求一星期至少二次)，再施以問卷調查，

以調查學生對此輔助教學網站的滿意程度。

本教學系統將使用「非同步」教學的方式，並利用多媒體呈現教學的內容，其功能有: 網頁課

程介紹、投影片、視訊教學、線上測驗、成績分析等，並且使用者還可以透過討論室與其他使用者

進行課程內容討論，使學習成效更上一層。另外還可要求學生按照安排的學習活動如作業、討論等，

大致掌握課程進度，並且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

3-2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將抽樣以私立中國技術學院、私立育達技術學院及國立台中技術學院 93 學年度第一學

期開設日語選修課程約十個班級，選修日語學生約 300 人為實驗調查對象。研究者事先請求任課老

師挑選學習成效不佳的學生，進而施以補救教學。

3-3 網頁教材設計

本教材內容以「みんなの日本語」的學習項目為主教材而編訂，網頁設計項目包含線上測驗、

登入次數計算、回傳作業等。輔以多媒體素材，呈現情境式學習環境。使用數位化格式，教材管理

及未來擴充均十分容易。此學習教材包含初級日語程度之語彙、句型及文法等。學習教材針對學習

內容，編排適宜的章節內容，善用動畫特性與功能，加強章節的解說，並且站在使用者的立場設計

適合的線上測驗及成績分析，讓使用者達到自我學習的認知，提高學生自主學習日文的能力與興趣。

3-4 問卷之設計

研究者另外設計研究問卷來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及對於網頁設計的滿意度。本問卷採黎克

(Liker) 7 刻度測量，其內容項目將包含對網頁內容、學習活動、線上測驗等之看法，學習自主性，

學習滿意度及學習者基本資料等。問卷結果其平均值結果越接近 7時表示其學習態度越正面，滿意



度越強及達成越多的學習成效。

本問卷將另外包含一開放性問題來探討學習者對網路補救教學的看法，以印證問卷結果。

3-5 問卷之實施

本研究將採當地集體施測方式來蒐集資料。擬於 93 學年度開學後，即與國立台中技術學院及

私立中國技術學院、私立育達技術學院抽樣班級授課教師聯繫，懇請於所任課班級施測。在獲得授

課教師同意後，於約定時間由研究計畫相關人員親自說明網頁使用方式，經實施補救教學後，再由

該任課老師施測問卷，並隨即收回問卷交予研究者。

3-6 問卷之信度及效度

問卷效度方面將由專家進行問卷初稿效度分析，徵詢相關領域專家之意見，由研究者綜合其

意見，進行修正，形成預試問卷，進而實施預試。本問卷將於研究計畫執行日起，隨機選取選修日

語學生約 30 人進行預試。預試目的乃是要檢查問卷的題意是否清楚，是否有遺漏，遣詞用句是否

適當等。參加預試學生將會收到預試問卷及意見單，表達預試者意見，以確保問卷效度。

問卷信度方面將採用 SPSS 統計軟體 Cronbach α值來加以考驗，總量表之α值需在 .70 以上。

3-7 研究實施流程

文獻探討與研究問題確定

前測問題確定

規劃實驗課程

建構實驗網站 網頁製作

研究範圍確定

線上教學活動之規劃

分析教學成果及評估成效

實施問卷

進行實驗教學



3-8 資料分析

問卷資料採下列統計方法處理：

（1）描述統計 (Descriptive statistics) ：以次數、百分比、平均數、標準差等來說明受試

者在問卷各部份填答的情形，以瞭解受試者背景變項分佈，及其對網頁式電腦輔助日語補救

教學的學習態度及滿意度有蓋括性的了解。

（2）變異數分析 (ANOVA)：用於分析不同個人背景變項之學生，其對網頁式電腦輔助日語補救

教學的學習態度及滿意度是否有顯著差異。

（3）因素分析 (Factor analysis) ：運用主軸法來萃取影響學生使用網頁式電腦輔助日語補救

教學之因素，特徵值大於 1 作為因素選取的標準，並以最大變異法進行正交轉軸。因素負

荷量的取捨標準以負荷量大於 .50 以上的題目作為選定的因素。

（4）相關分析 (Pearson r coefficients) ：用於分析日語學習困難學生其對網頁式電腦輔助

日語補救教學的學習態度及滿意度等變項間的關係。

4 研究結果分析

4-1 網頁課程架構

網頁課程共編寫 20 課，每課分別有單字、句型說明、本文介紹、會話、練習、測驗及解答等

部份。其中本文、會話及練習部分並有聲音呈現。所有內容請參照以下網址。

• http://ccnt1.ckitc.edu.tw/mitsurujp/index.html

各課課程內容架構如下:

第五課

單字 句型 會話

測驗本文

解答

練習



4-2 受試者個人背景變相

共有學生 334 人參與此研究，樣本學生個人背景資料如下表一:

表一 樣本學生個人背景變項

背景變相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性

女性
68
266

20.4
79.6

年齡

18-21
22-25
26-29
30+

201
103
25
5

60.2
30.8
7.5
1.5

部別

日間部

進修部

週末班

171
130
33

51.2
38.9
9.9

學制

二技

四技

五專

16

29

289

4.8
8.7
86.5

樣本數: 334 人

4-3 網頁教材滿意度分析

整體滿意度平均值(M)為 5.05 其中前七名平均值較高的項目如下:

滿意度平均值

5.375.34

5.47

5.31

5.18

5.07

5.2

4.8

4.9

5

5.1

5.2

5.3

5.4

5.5

使用學習網增進我的學習效率

學習網課程大綱說明很清楚

學習者能隨時閱讀學習網課程資料

學習網清楚呈現課程內容

學習網課程內容合乎我的需求

學習網增強我的學習動機

學習網課程內容幫助我學的更多



4-4 影響網路學習滿意度之因素分析

研究者就所得資料對網路教學意願量表進行因素分析，以主軸法進行因素的抽取，特徵值

(eigenvalue)大於 1 作為因素選取的標準，並以最大變異法(varimax) 進行正交轉軸，選取因素負荷

量大於 .50 以上的題目。共計萃取出 8 個因子。

網路實用性因子的解釋量為 56.51，網路簡便性因子的解釋量為 6.01，學習自律性因子的解釋

量為 3.99，電腦技能因子的解釋量為 3.57，課程設計因子的解釋量為 3.27，網路使用經驗因子的解

釋量為 2.95，電腦介面因子的解釋量為 2.27,交流互動性因子的解釋量為 2.10。各因素的總累積解

釋量高達 80.67%，可見題目之歸類符合原量表之分類。由因素分析結果萃取出影響日語系學生網

路使用滿意度的 8 個因子如表二。

表二 因素分析結果摘要表

因子名稱 題號 因素負荷量 特徵值 解釋量

網路實用性 1
2
3
4
5
6

.627

.619

.648

.589

.666

.574

22.60 56.51%

網路簡便性 7
8
9
10

.751

.768

.734

.779

2.41 6.01%

學習自律性 31
32
33
34
35

.848

.844

.782

.729

.712

1.60 3.99%

電腦技能 24
25
26
27
28

.663

.739

.743

.730

.623

1.43 3.57%

課程設計 16
17
18
19
20

.804

.809

.774

.749

.782

1.31 3.27%



表二 (續)

因子名稱 題號 因素負荷量 特徵值 累積解釋量

網路使用經驗 29
30

.782

.590
1.18 2.95%

電腦介面 11
12
13
14
15

.698

.780

.804

.752

.821

0.91 2.27%

交流互動性 21
22
23

.651

.696

.732

0.84 2.10%

問卷題數: 35 題

因子描述統計分析結果如下表三。

表三 影響網路學習滿意度之因子分析摘要表

因子 平均數 標準差

電腦介面 5.41 1.10

網路使用經驗 5.40 1.14

網路實用性 5.27 1.12

交流互動性 5.18 1.12

課程設計 5.08 1.16

網路簡便性 5.03 1.22

學習自律性 4.87 1.04

電腦技能 4.73 1.15

網路學習滿意度 5.05 1.19

樣本數:334

4-5 網路學習滿意度與影響因子的相關分析

在網路學習滿意度與影響因子的關係方面，如下表四相關分析結果所示，8個影響因子與網路

學習意願都成正相關關係，而且因子彼此之間也都具有相關性，係數分布從 .12 ~ .89。其中學習

者交流互動性與網路學習滿意度相關性較強(r = .78)。表示網路教材設計愈有互動性，學習者就愈



滿意使用。

就各因子間的關係而言，以電腦介面認知與交流互動性認知相關性較強(r = .89)，其次為網路

實用性認知與電腦介面認知(r = .82)。

表四 網路學習滿意度及其影響因子之相關分析摘要表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因子 4 因子 5 因子 6 因子 7 因子 8 滿意度

因子 1

因子 2 .699**

因子 3 .817** .647**

因子 4 .796** .669** .889**

因子 5 .683** .617** .791** .771**

因子 6 .691** .630** .726** .719** .660**

因子 7 .140* .052 .080 .085 .013 .112*

因子 8 .530** .431** .525** .511** .485** .540** .156

滿意度 .770** .598** .778** .780** .670** .705** .123* .596**

1 =網路實用性, 2 =網路簡便性, 3 =電腦介面, 4 =交流互動, 5 =課程設計, 6 =電腦技能,

7 =網路使用經驗, 8 =學習自律性 ** p < . 01. * p < . 05.

4-6 網路學習滿意度與學習者背景變項關係之分析

網路學習滿意度與性別關係如下表五。雖然性別在滿意度上並沒有顯著差異,但是在網路實用

性認知、網路簡便性認知、課程設計及電腦技能認知上達顯著差異;男性的認知比女性強。

表五 網路學習滿意度性別差異分析摘要表

平均數

因子 男性 女性 t p

網路實用性 5.46 5.40 4.03 0.045*

網路簡便性 4.99 4.84 5.93 0.015*

電腦介面 5.38 5.41 7.99 0.005*

交流互動性 5.25 5.17 1.99 0.159

課程設計 5.28 5.26 5.53 0.019*

電腦技能 5.26 5.04 3.92 0.049*



表五 續

網路使用經驗 4.89 4.70 0.034 0.855

學習自律性 5.01 5.03 1.530 0.216

網路學習滿意度 5.06 5.05 0.265 0.607

*p < .05.

學習滿意度在年齡並未達顯著差異,但是在網路簡便性認知與網路使用經驗上達顯著差異。網

路學習滿意度與年齡關係如表六。

表六 網路學習滿意度年齡差異分析摘要表

平均數

因子 18-21

(1)

22-25

(2)

26-29

(3)

30+

(4)

F p

網路實用性 5.36 5.42 5.66 5.87 1.08 0.366

網路簡便性 5.01 4.63 4.76 4.75 2.53 0.040*

電腦介面 5.30 5.49 5.66 6.20 1.99 0.095

交流互動性 5.12 5.22 5.37 6.00 1.16 0.327

課程設計 5.21 5.30 5.50 5.80 1.59 0.177

電腦技能 5.06 5.08 5.22 5.30 0.85 0.497

網路使用經驗 4.59 4.95 5.16 4.38 2.75 0.028*

學習自律性 4.93 5.14 5.20 5.10 1.80 0.129

網路學習滿意度 4.93 5.16 5.38 5.65 2.18 0.170

注: 1 = 18-21 歲, 2 = 22-25 歲, 3 = 26-29 歲, 4 = 30+歲以上

*p < .05

網路學習滿意度與就讀部別關係達顯著差異,夜間部(進修部)學生對此網頁教材較滿意。詳細

資料如表七。



表七 網路學習滿意度部別差異分析摘要表

平均數

因子 日間部 夜間部 週末班 F p

網路實用性 5.28 5.56 5.52 2.43 0.090

網路簡便性 4.95 4.78 4.86 0.77 0.466

電腦介面 5.22 5.57 5.66 4.89 0.008*

交流互動性 5.02 5.43 5.10 5.27 0.006*

課程設計 5.14 5.41 5.42 2.29 0.103

電腦技能 5.00 5.16 5.26 1.20 0.328

網路使用經驗 4.51 4.96 5.06 7.41 0.001*

學習自律性 4.90 5.18 5.08 2.73 0.066

網路學習滿意度 4.88 5.27 5.04 4.00 0.019*

*p < .05

網路學習滿意度與學制關係未達顯著差異, 詳細資料如表八。

表八 網路學習滿意度學制差異分析摘要表

平均數

因子 二技 四技 五專 F p

網路實用性 5.64 5.32 5.41 0.42 0.656

網路簡便性 4.64 4.78 4.90 0.43 0.648

電腦介面 5.63 5.18 5.41 0.92 0.398

交流互動性 5.17 4.77 5.23 1.54 0.217

課程設計 5.60 4.99 5.28 2.23 0.110

電腦技能 5.14 4.88 5.10 0.50 0.606

網路使用經驗 4.94 4.98 4.70 1.05 0.353

學習自律性 5.28 4.83 5.03 0.99 0.372

網路學習滿意度 5.28 4.97 5.04 0.35 0.705

*p < .05



4-7 開放性結果分析

共有 267 人發表意見，有關網路學習其優點如下：

(1)時間，地點很有彈性，學習很方便。 36 人

(2)可以隨時上網查閱上課聽不懂的地方。 34 人

(3)課程內容充實，可以有效提昇學習效果。 25 人

(4)可以預習和複習課程內容，有助於學習內容的銜接。 16 人

(5)課程有真人發音，有助於學習正確的發音，對聽和說的能力很有幫助。 20 人

(6)可以一再重複學習的內容，對於學習效能不佳的同學幫助很大。 19 人

(7)有助於提高學習意願和學習動機。 8 人

(8)提供多元學習的管道。 3 人

(9)電腦操作方便，容易上手。 6 人

(10)可取代查字典，很方便。 1 人

有關網路學習其缺點及建議如下：

(1)須下載 adobe, 不方便, 容易造成當機。 17 人

(2)受限於家中電腦系統較舊，無法顯示日文字型。 10 人

(3)希望能將內容列印下來。 3 人

(4)希望增加四級日語能檢定的內容。 2 人

(5)希望操作介面更人性化些。 2 人

(6)希望增加日常生活用語。 2 人

(7)希望增加深度。 2 人

(8)容易有隋性，還是需要有老師講解。 2 人

(9)希望以動畫的方式呈現。 1 人

(10)希望內容更生動活潑些。 1 人

(11)呈現的方式稍嫌單調。 1 人

(12)沒有親切感。 1 人



5.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探討學生使用網頁式輔助教材於補救教學之滿意度及其相關問題。以下根

據本研究目的，配合研究問題，就本研究的發現，歸納成結論，並提出建議，以供參考。

5-1 結論

(1) 研究結果顯示日語學習者對網路學習抱持正面態度，對於利用網頁式輔助教材進行補救教學感

到滿意。

(2) 男女性別、年紀、學制在網路使用滿意度上並無顯著差異，但是部別在網路使用滿意度上有顯

著差異；夜間部學習者的網路使用滿意度較強。

(3) 男性學習者對網路實用性與簡便性的認知高於女性學習者。

(4) 週末班學生的電腦介面認知與網路使用經驗高於日間部學生及夜間部學生。

(5) 八個影響因子與網路學習滿意度成正相關關係；其中交流互動性與網路學習滿意度相關性較

強。

5-2 建議

(1)既然學習者滿意使用網頁教材作為補救教學，身為一個日語教育工作者，應該積極投入心力，

善用這項科技利器，以學習者的需求為主軸，開發適合的網路教學課程運用於輔助教學課程或者

補救教學課程，嘉惠學子。

(2)日語教師應該多鼓勵及激勵學生多參與這項新的、有效的學習方法，積極投入學習，教導他們

有效的學習策略以幫助學習。

(3)學習者必須訓練自己能夠自律學習，設定自己的學習目標，安排自己的學習進度，自我激勵，

變成有自信的學習者。

(4)網路教學介面必須發展高度的交流互動設計，不論是教師與學生、學生與教師或是學生與學生

之間的互動性，這樣才能提高學習動機，增強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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