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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動畫融入數學科教學對國小原住民學童美感影響之研

究，研究對象為宜蘭縣原鄉國小（化名）泰雅族三年級的學童，於三

年級上學期及四年級上學期，針對同一群學童，進行八次動畫融入數

學科教學，教學內容以原住民學童最不熟悉的幾何概念為主，由研究

者製作動畫，其內容融入原住民文化及原住民傳說，透過課堂觀察與

課後訪談，進行國小原住民學童數學學習上美感經驗的分析。研究結

果發現，原住民學童歷經為期一年動畫融入教學後，在美感經驗的認

知面向、情感面向、動態面向及連結面向均有提升，能夠以更多元的

面向進行思考及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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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原住民教育的相關問題一直是世界各國關注的焦點，從過去的研究發現數學

是原住民學生感到最為困難的科目之一（紀惠英，2001；潘宏明，1996a；Nel-
son-Barber & Estrin, 1995；Robinson and Nichol, 1998；D’Ambrosio, 1999）；而

原住民學生普遍數學學習表現不佳的原因，很可能是因為「文化差異」所造成，

在原住民的傳統文化中，只有語言而沒有文字，因此使他們無法運用文字進行邏

輯推理，所以每當遇到複雜的數學問題時，他們便無法理解題意來進行解題（簡

淑真，1998a；潘宏明，1996b）。學者史英認為數學的本質是對數量與數的形狀

有所了解，而原住民的生活經驗比漢族簡單，因此所發展出來對數、距離等的看

法當然與漢族有些差距。國外許多數學教育與研究者紛紛呼籲提出設計與學習者

的文化相關聯的數學課程（D’Ambrosio, 2001; Malloy & Malloy, 1998; Rowland 
& Adkins, 1995）。

紀惠英（1998）認為從各類研究中可以歸納出造成原住民學習成就低落有三

種假設：原住民學生本身因素，包括活潑好動及注意力不集中等；家庭因素，包

括家庭環境較差、家長不督促孩子課業、單親比例偏高及文化刺激不足等；學校

因素，包括原住民學校教師素質較差且流動率高及教學資源與教具不足等。對於

原住民的數學學習表現不佳與其傳統文化、家庭社會支持網絡及生活經驗等，有

許多錯綜複雜的原因交錯在一起，因此很難區分究竟是何原因造成原住民數學低

成就，不過可以肯定的是現行的數學課程與教材，或是學校教師的教學並沒有使

用原住民擅長的方式進行教學，對於原住民的數學教育並沒有因應個別差異而做

調整（陳淑美，1998）。

Greene（1971） 指出美感經驗的教學，是能夠應用想像力來教學，激發

學習者的學習動機，意味著透過教學活動，將思考付諸行動，產生新的想法。

教學中藉由互為主體的概念，結合人際網絡，追求不同的意義與想像（Greene, 
2001）。綜合 Jackson（1998）及 Greene（1995）的美感經驗觀點，強調可以透

過藝術的經驗，轉化為看得見、可以理解的知識，例如故事、戲劇、舞蹈、音樂

等不同的媒介。根據 Livo & Rietz（1986）的說法，一件故事是一個重組的日常

經驗，透過故事，人們較容易記憶、認識、領悟及了解其周遭環境。透過故事的

方式我們可以詮釋、解釋、評估不同的情況、檢視不同的經驗和思想，而導致新

的意義和知識的形成。隨著網際網路與媒體數位匯流技術的發達，使得傳統媒體

形式的呈現方式，可以產生多元的設計與發揮。因此，本研究藉由在數學課程中

加入動畫教學，且動畫當中融入原住民學童的生活及文化經驗，透過動畫中所呈

現的故事，讓原住民學童對數學學習產生興趣，希望能藉此提升其數學學習的美

感經驗。基於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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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了解原住民國小學童在動畫融入數學課程的學習中能否提升其認

知面向的美感經驗。

二、了解原住民國小學童在動畫融入數學課程的學習中能否提升其情

感面向的美感經驗。

三、了解原住民國小學童在動畫融入數學課程的學習中能否提升其動

態面向的美感經驗。

四、了解原住民國小學童在動畫融入數學課程的學習中能否提升其連

結面向的美感經驗。

貳、文獻探討

一、原住民學生的學習特性

臺灣現今對原住民族群的認可主要由中華民國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制定認

可規範並且執行，而截至目前原住民族委員會共認可 14 個族群。目前國內外有

許多探討文化對學習的影響文獻，由於學習是一種文化現象，學習的內容來自文

化內涵，所以不同的文化對於學習將會產生影響，包括學習型態、學習動機等。

因此，原住民學生的文化差異會造成原住民學生在學習上的適應問題與困難，進

而導致學業成就偏低的情形（譚光鼎、劉美慧、游美惠，2008）。而原住民族群

在價值觀念上強調分享而不強調競爭（簡淑真，1998），且對於數量多寡並不要

求精確而用比喻的方式來表達（黃志偉，2002），這些都和競爭激烈的求學環境

以及數學所要求的精確有所差異，這可能都是造成原住民學生數學學習不佳的原

因之一。

原住民學生喜歡自由、無拘無束的學習氣氛，他們偏好群體、互動的學習方

式（紀惠英，1998；陳枝烈，2002；Delipit,1992），且其學習型態的特色是視覺

而非口頭的（李瑛，1998），原住民這些學習特徵與傳統學校強調語文、邏輯與

規律的學習方式截然不同，而這些差異往往讓原住民學生成為學習不利的因子。

因此，學者建議對原住民的教育應該考慮配合其學習特性來設計教學策略（李

瑛，1998；LeMoine, 2001）。

紀惠英、劉錫麟（2000）以泰雅族兒童為對象，對原住民的學習型態做了深

入的研究，發現泰雅族文化傳統、學習特性與漢族文化為中心的學校教育體制不

合，使得泰雅族兒童比其他原住民兒童遭遇更多學習適應的問題。他們發現泰雅

族兒童屬於同儕學習型態，同儕之間喜歡一起行動、寫作業、複習功課等，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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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與合作的價值觀。另外，郭玉婷（2001）分析泰雅族青少年對理化科的學習

型態，發現他們較排斥抽象性與符號性的教材，傾向以經驗歸納學習知識。泰雅

族受到其傳統文化背景和民族特性影響，偏好在幽默、輕鬆、無壓力及無競爭的

氣氛下學習。

另外，黃志賢（2003）在其《數學低成就學生的補救教學》一文中提到，原

住民學生的學習特性包括：由於原住民文化沒有文字等抽象符號，因此原住民學

生在符號與具體概念的結合方面，會產生極大困難；對於概念的知覺是靈活的，

但不具結構性，而且用文化來解釋視覺影像，他們比較喜歡推理的理解；喜歡無

拘無束的學習方式，喜愛圖像式的學習，不喜歡抽象思考；語言能力與理解力比

較不足；新知識和舊經驗的連結比較有困難。因此，本研究在規劃數學課程時，

除了將動畫教學融入之外，也將動畫腳本及課程內容融入原住民學生所熟悉的文

化與生活經驗，並貼近學生的學習特質，藉此提升國小原住民泰雅族學生數學學

習的美感經驗。

二、美感經驗與學習

洪詠善（2008）從字面上分析美感經驗，認為美感經驗包括了美感（aes-
thetic）與經驗（experience）兩個概念，而美感的字源來自希臘字「aisthesthal」，

意義是知覺（perception），指的是透過感官的感覺、感知、覺察、想像與認知，

所以美感的媒介均來自於感官知覺，其引發的心理效果就是「美」，美感就是人

對於美的感受；而經驗是指個人在生活世界裡的觀察或從事某事並且強調個人經

歷某事的動詞狀態，也是一種參與的、想像的、感受的、模仿的及創造的，以及

其歷經後生理與心理的結果。吳佳娣（2012）指出近年來許多研究紛紛運用美感

取向的教學策略或課程設計於其學科領域中，希望透過教與學的歷程，教師與學

生都能產生美感經驗。

許多研究結果（王淑芬，2011；江欣穎，2008；吳思穎，2011；林筱玲，

2010；洪詠善，2008；許詩怡，2011；陳雅玲，2010）也指出美感經驗的課程與

教學是透過身體感官的知覺、以學生的生活經驗為教學的起點、想像與遊戲的做

中學可以增進學生的學習動機、知識建構的能力以及提升學習成就與技能，使學

生在學習探究過程中投注個人情感，獲得學習成就愉悅的感受，改變其對數學負

面的觀感，並開發學生的多元智慧。教師透過美感經驗教學能脫去「習以為常」

的外衣，採取「放鬆」的教學，可以提供教師內在的滿足、完成自我實現，也是

支持教師願意投注熱忱在教育園地中持續深耕的重要動力。根據上述研究結果

一一闡述了美感經驗的獲得對師生是多麼重要且可以帶來更多希望的泉源。周淑

卿（2010）在藝術與科學課堂的探究中發現美感經驗包括專心致意、新奇感受與

情感投入等特質，教師若要在課堂中創造美感經驗，需要有動態的教學以及可以

吸引學生高度投入且能獲得滿足的學習活動。丁思與（2012）在觀察國中與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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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課堂中發現，透過美感的教學能讓學生發現令人愉悅之美與數學知識中令人激

賞之美。

美感經驗之所以重要，因為其在「認知」上有不同的見解，重視多元表

徵、想像與創造力。J. Dewey 認為，有想像力必有創造力，兩者皆能從刻板公式

化與機械性的慣性中跳脫，從已知的狀態進入新奇的境界（陳閔翔、洪仁進，

2007）。

由此可見，美感經驗的學習可以讓學生專心致意、全心投入，並且透過具有

美感課程的教學能使學生在學習之中獲得美感經驗，更重要的是學生美感經驗的

生成能使之發現數學知識中的奧妙之處。

三、動畫融入教學

在各學科教學之中應用資訊科技是現代化的教學趨勢，而電腦輔助教學的成

效也已受到各項研究的肯定。學者認為適於運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活動有六個範

疇：抽象化的教材、學校無法提供問題解決的環境、學校欠缺老師教學的學科、

需要培育從事實務演練的經驗、引起學生學習動機及自我診斷與評量。國外研究

發現若對符合電腦動畫特質的知識內容進行動畫教學，則為比靜態圖形有更好的

學習成效；另外，動畫配合文字說明的學習成效，顯著優於靜態圖形配合文字說

明，也顯著優於僅具文字說明的教學（張容君、張惠博、鄭子善，2010）。

學者也指出五種課程內容或知識屬性最適合用動畫來展示，包括：程序性動

作、不易實際觀察到的現象或知識、需要觀察在某一段時間內變化的知識、模擬

複雜系統各元件間的相互關係、符合動畫特質的抽象觀念（李婉芬、林志明、唐

文華，2007）。對於描述過程較為複雜的步驟，動畫比文字具有更好的說明與解

釋效果，可以提供讀者判斷較多訊息且更容易令人理解。動畫輔助教學能夠在引

導活動中將學習動機融入，將課程活潑化、趣味化，使學生更有興趣參與教學活

動；對於程度落後的學生，能利用動畫輔助教材重複練習，提升學習成效（盧詩

韻、林鼎文，2013）。

此外，電腦動畫教學還符合二元編碼的理論，此理論假設將學習時接收到的

訊息，以口語或視覺的心智表徵儲存起來。文字是以口語來進行編碼，而圖像是

以視覺和口語進行編碼，所以圖文教學比起純文字教學更有優勢（蔡嘉興、周進

洋、連坤德，2005）。因此，本研究藉由在教導具有抽象概念的數學科目過程中，

加入互動式的動畫來輔助教學，希望能透過動畫吸引原住民學童的注意並引起學

生的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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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所設計的實驗課程主要參與對象為宜蘭縣某國小三年級八位泰雅族

原住民學童，為了深入瞭解原住民學童透過動畫融入數學教學的美感經驗變化情

形，因此本研究於三年級上學期進行四次動畫融入數學課程教學，以及四年級上

學期進行四次動畫融入數學課程教學，期望透過一年時間的教學，瞭解原住民學

童在學習此課程之後其美感經驗的各個面向是否提升。

二、學生背景描述

原住民學生普遍因為教材內容或上課方式與其學習特性不符，而出現數學

成績低落與對學習缺乏興趣的問題，許多研究也指出原住民的文化中，較少出現

精確的數學概念，而使其數學表現較為不理想。原鄉國小的泰雅族學童，經由本

研究幾次的觀察與互動，發現他們不管是上課或是下課時都相當活潑，上課時非

常樂於與老師和同學互動，並積極地發表自己的想法；下課時馬上衝到操場，熱

愛戶外活動。本研究希望藉由泰雅族學童的學習特性與喜好將動畫融入數學教學

中，藉此觀察與了解學童其美感經驗上各面向的獲得情形。

三、研究設計

本實驗的研究設計採用觀察與訪談法，本研究擬定的課後訪談大綱，針對六

位學童、班級導師及授課老師進行訪談，再將訪談內容進行分析，以了解國小三

年級泰雅族學童經由一年動畫融入數學課程的進步情形，研究設計說明如表 1 所

示。

表 1 研究設計說明

實驗對象 實驗處理 分析

宜蘭縣原鄉國民小學三年級

泰雅族學童
接受「動畫融入數學課程」教學 觀察與訪談

肆、研究工具

（一）美感經驗觀察表

本研究欲了解泰雅族國小學童在動畫融入數學教學的學習過程中，能否提升

其各面向的美感經驗，因此設計此課堂觀察表以記錄學童的學習歷程。此觀察表

分為：認知性、情感性、動態性及連結性四個面向進行觀察，各面向的觀察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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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表 2 所示。

表 2 美感經驗觀察表

面向 觀察重點

A. 認知性

A-1 學生能用不同觀點發表意見

A-2 學生能用不同的方法解決問題

A-3 學生對於此課程的回應

B. 情感性

B-1 學生投入專注，保持學習興趣與注意

B-2 學生主動參與表現

B-3 學生學習時內在情緒的感受情形

B-4 學生學習動機的延續性

B-5 學生對於數學自信心的轉變

C. 動態性

C-1 學生樂於發表想法

C-2 學生投入小組討論的情形

C-3 師生互動的頻率與情況

C-4 教學中的突發狀況

D. 連結性
D-1 學生經過學習是否可以與舊經驗相連結

D-2 學生經過學習是否可以與生活經驗相連結

（二）訪談大鋼

本研究欲了解泰雅族國小學童在動畫融入數學教學的學習過程中，能否提升

其美感經驗，因此設計了訪談大綱在課程結束後針對六位學童、授課教師以及班

級導師進行訪談。三份訪談大綱的問題如下：

1. 學生訪談大綱

（1）在動手做老師出的作業之前，有沒有先想想要怎麼做再開始做？或有

想到什麼東西？

（2）老師上課的時候你最喜歡的活動是什麼？為什麼？

（3）在學習的過程中，你有遇到困難嗎？如果有？是怎麼解決的？說一說

解決困難後心裡的感覺？

（4）老師教完「圓與角」和「平行與垂直、全等圖形」的單元之後，你在

課外時間有和同學或家長討論相關的事情嗎？如果有，可以說說看是什麼

嗎？如果沒有，可以請你想一想並說說看，生活中你有碰到很像「圓與角、

平行與垂直或是全等圖形」的東西嗎？

（5）老師上課的時候，如果有分組的活動，你在小組擔任的工作是什麼？

你在小組發表了什麼意見？小組討論的過程，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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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你對自己動手做的作品滿意嗎？如果讓你再做一次你會有哪些改變？

（7）你對其他同學動手做的作品哪一個最有印象？你想要跟他學習什麼？

2. 授課教師訪談大綱

（1）學童在上課的過程中，面對老師提問使用不同的觀點來表達的情形為

何？有沒有進步？

（2）學童在上課的過程中，哪個部分的課程學童最感興趣？你認為的原因

是什麼？

（3）當你提出問題時學童回答的情形？需要你引導嗎？三年級和四年級回

答情形的差異為何？

（4）授課過程中，有發生哪些突發狀況？你是怎麼處理的？

（5）可以請你談談，在授課過程中，令你印象深刻的師生互動（對話）情

形嗎？

（6）請你談談，學童在進行小組討論的情形為何？你印象最深刻的情形是

什麼？

3. 班級導師訪談大綱

（1）小朋友有沒有和您談到上老師課的情形？他們對這 4 次課程的感受如

何？

（2）小朋友在上您的課時，對於您所提的問題，回答的情形如何？經過這

4 次課程是否有不一樣的地方？

（3）學童上了此課程後對數學課的感覺有不一樣嗎？是否比較喜歡上數學

課？學習數學有比較有信心嗎？請老師舉個例子說明。

（4）學童上了此課程後，是否能夠將他所學到的與其他日常生活、或與其

他課程的情境產生連結？請老師舉個例子說明。

（三）互動式動畫

在每個單元教學時都會利用與原住民文化及數學概念相關之互動式動畫來引發

學童的學習動機，以下以動畫截圖方式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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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原住民文化與數學概念之互動式動畫比較表

動畫教材截圖 動畫說明

此動畫單元講述「角」的概念，在動畫中融入原

住民的傳統狩獵文化，讓學童了解愈尖銳的「銳

角」弓箭，才能夠順利的狩獵到山豬。

此單元教導學童認識各種幾何圖形，藉由原住民

在部落的生活經驗中，可能會面臨各種特殊的地

形，希望學童能夠運用各種幾何圖形，幫助動畫

中的泰雅族勇士順利渡河。

動畫中使用長老與族人講述部落傳說故事為開

頭，與原住民學童的實際生活經驗相關，故事內

容為當垂直與平行同時出現就會產生傳說中最美

麗的聲音，希望學童藉此了解垂直與平行的定義。

動畫中加入原住民傳統的農耕情境，讓原住民學

童對題目感到親切且貼近生活。此外，更於動畫

中使用互動的方式，讓學童練習各種農田面積的

計算方法。

伍、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欲探究原住民學童於動畫融入數學教學的學習過程中，其獲得美感經驗

的情形，並以認知、情感、動態以及連結四大面向為美感經驗的觀察及訪談重點。

在課堂觀察的部分以縱向方式來分析學童美感經驗。課後訪談的分析分為學童、班

級導師以及授課老師三部分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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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感經驗於課堂觀察的分析與討論

（一）認知面向

在三年級時的教學中學童需要老師多一點的口頭引導，才能給予老師回應，學

童的回答通常都很簡短，以下節錄一小段師生的對話做說明：

T：很大很大的這個，你們看得到這個是什麼嗎？

S：風箏

T：風箏，你看你畫得多好，大家都知道這是風箏，那下面這個是誰？

S1：哥哥

T：你哥哥嗎 ? 你哥哥會放風箏？

S1：（點頭）

（課堂觀察 20131003）

在四年級時的教學中，老師進行一項分組活動，分組任務為兩人一組將學習單

上的三角形拼湊成四邊形。經由本研究觀察，班上大部分組別都是由一人先將各種

三角圖形剪下來，再一一拼成四邊形；但唯獨兩位同學－－小欣與小元，她們運用

了不同的方法去完成這份學習單，她們利用分工合作，先討論哪兩個三角形可以拼

湊成四邊形，接著一個人剪，一個人黏貼，在完成學習單的過程中，兩個組員都有

事情做，不會有人發呆或放空。

因此本研究認為，學童經由一年課程的學習，從剛開始需要老師多一點引導才

能回答問題；而漸漸變得能夠發展出合作的方式，來解決所面臨的任務，本研究認

為學童在其美感經驗的認知面向上成長許多。

（二）情感面向

在三年級時的教學過程中，有些學童對於寫字表現出不耐煩，且沒有專注聽老

師上課，以下節錄一小段師生的對話做說明：

T：所以發揮你們的創意，把這些圖形，來說一個故事給老師聽還有哥哥、

姐姐聽，好嗎？待會兒請你們畫下來。

S：老師還要寫字喔！

T：不用寫字，你們只要畫下來就好了，待會兒我要請你們到前面來，說故

事給老師聽，好，來！

S1：真的喔！

T：真的啊！

S1：老師是全部寫嗎？

T：全部畫，用畫的方式，不用寫。

     （學童七嘴八舌）

（課堂觀察 2013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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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年級時的教學過程中，學童表現出對此課程的期待，以下節錄一小段師生

對話做說明：

T：等一下我們要來做各種形狀的香包，這是什麼型？

S：平行四邊形

T：很好，這個呢？

S：梯形

S：老師真的要自己做喔！ 
（課堂觀察 20141024）

經由本研究觀察，學童在三年級時對於上課要寫學習單而表現出不耐煩；但是

在四年級時卻對教學內容充滿期待，而且學童提問時的語氣及表情都充滿開心的樣

子，本研究認為學童對課程的學習興趣產生轉變，可以視為美感經驗的情感面向之

提升。另外在某次下課時，班上學童──小欣主動上前與研究者聊天，她與研究者

分享，她利用上次教學時發給他們剩下來的材料，回家自己做了一個小吊飾，並且

掛在鉛筆盒上。從小欣這樣的行為也可以發現，她把在學校學習的經驗，帶回了家

裡，並且還自行創造了新的飾品，本研究認為學童產生的學習動機的延續，這也可

視為學童在美感經驗的情感面向上獲得了提升。

（三）動態面向

三年級的教學過程中，學童較為害羞，面對老師的提問，學童的反應較少，且

不太樂於與老師分享自己的想法。以下節錄一小段師生的對話做說明：

T：四個，四個大的圓形，那再來看看，你還畫了什麼？這是你的家嗎？是

嗎？

S：（沒反應）

T：不是！是你想要住的家嗎？

S：（傻笑）

T：那它有什麼？窗戶，窗戶是什麼形狀？

S1：正方形。

T：正方形，那跟教室裡的窗戶一樣嗎 ?
S2：不一樣。

T：正方形，不一樣對不對？好，那這是什麼？

S：故事書。

T：故事書，你最喜歡看的故事書是哪一本？

S：（猶豫）

T：我很想知道，可以下次來的時候告訴我嗎？好不好，你跟我介紹你最喜

歡的故事書是哪一本。

（課堂觀察 2013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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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年級的教學時，有位學童──阿皓，經由本研究的觀察，雖然他在三年

級時面對老師的提問大多沒有反應，但是在四年級時卻變得相當踴躍發表自己的

意見，即使上台表現錯誤，但是在之後的提問中仍然非常熱烈地想發表自己的想

法。以下節錄幾段阿皓與老師的互動對話做說明：

T：記得我們第一次上課有教垂直和平行，誰可以告訴我，這個三角形裡面

哪裡有垂直，幫我上台畫。

阿皓：我 ~（這時阿恩跟阿皓馬上舉手）

T：阿皓你來 ~
（阿皓上台後，突然畫不出來……經過一段時間後……）

T：好來 ~ 為什麼左邊這個是平行四邊形？

阿皓：我知道（老師都還沒點他，他就馬上衝上台，比出因為這個圖形上下

平行、左右平行）

T：很好 ~ 因為這裡兩條平行 ~ 另外兩條也平行。

     （又經過一段時間後……）

T：很好 ~ 那老師發現你們有同學已經會算面積了，那我再複習一次喔，哪

兩個圖形一樣？上次我們又看過這個了對不對？

S：全部都一樣。

T：不可能全部都一樣，要告訴我什麼顏色和什麼顏色一樣？

阿皓：藍色和綠色（阿皓又很激動的跑到老師面前舉手回答）

（課堂觀察 20141226）

透過上述師生互動的對話可以發現，學童阿皓即使在課堂一開始回答不出老

師的問題，卻並不會感到沮喪或是產生不敢舉手發言的情形；反而在之後的上課

過程中仍然相當踴躍地分享自己的想法，表現得相當積極。本研究認為學童從原

本害羞的表現，經過一年的教學之後，師生互動變得相當熱絡且樂於發表自己的

想法，這樣的改變即為美感經驗動態面向上的提升與收穫。

（四）連結面向

在三年級的教學過程中，有些學童對於某些概念並不是很了解，需要老師多

一點引導，學童才能回答正確。以下節錄一小段師生的對話做說明：

T：頂點，那我要畫一個角要幾個邊？

A：三個邊。

T：一個角喔，畫一個角要幾個邊？

S：三個。

T：三個嗎？

S1：一個，沒有，兩個。

T：兩個。兩個對不對，兩隻手指頭交在一起，兩個邊就會變成一個角。

（課堂觀察 2013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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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年級教學時學童可以將老師的提問與生活經驗相連結。以下節錄一小段

師生對話做說明：

T：有沒有人剛剛看那個圖片，大概知道什麼是梯形或是平行四邊形？

阿鑫：可以滑下來的。

T：可以滑下來的是梯形還是平行四邊形？

阿鑫：梯型。

T：OK~ 有點像對不對，我覺得你的觀察力很好喔，我們繼續來看 ~
（課堂觀察 20141024）

學童在三年級時，面對老師的提問需要多一點引導才能夠回答出正確的答

案；但是在四年級的教學過程中，面對老師的提問，學童先藉由生活當中的經驗

去搜尋相關的答案，發現老師要的「梯形」的答案，與校園中接觸的「溜滑梯」

有一樣的特徵，進而將溜滑梯的形狀與梯形做連結。本研究認為經過一年的教

學，學童可以將教學內容與其生活經驗相連結，這也可以看出學童在美感經驗的

連結面向上有所獲得與提升。

二、美感經驗於課後訪談分析與討論

（一）學生訪談分析與討論

在課程結束後，想要瞭解學生對於動畫融入數學教學認知面向上美感經驗的

獲得，因此，本研究與學童作了以下的訪談：

研：在這次的課程中，你最喜歡哪個活動？

S：最喜歡畫圓。因為可以用各種東西畫圓。

研：那你呢？

S1：畫圓，因為圓像一顆球。

S3：做面具那個，還有用正方形跟圓形畫各種圖案。

研：那你呢？

S4：做面具。

　　（訪談學生 20140424）

經由與學童的訪問，發現學童在這一年的課程中，最喜歡畫圓以及做面具的

活動，學童對於此課程的回應是正面的，由此可以看出學童在認知面向上的美感

經驗有提升。

在課程結束後，想要瞭解學童對於動畫融入數學教學動態面向上美感經驗的獲

得，因此，本研究與學童作了以下的訪談：

研：上次做面具的活動中，如果老師現在給你多一點時間，你會想增加哪個部

份或改變哪個部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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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想要用長方形來用頭髮和眉毛。

S1：用色紙增加他的頭部、增加鼻子。

研：那你對你自已做的作品滿意嗎？如果給你多一點時間你要做什麼改變？

S3：滿意，用三角形做頭髮，用彩色筆畫。

研：老師在上課完之後，你回家有跟父母討論相關的部分嗎？講些什麼？

S4：老師已教我們正三角形、銳角、鈍角、直角三角形。

　　（訪談學生 20140424）

經由與學童的訪問，發現學童在上完課後，如果給他們足夠的時間，他們會願

意繼續製作他們的作品，增加作品的豐富性。而且，學童在回家後也會和父母討論

學校老師教導的相關內容。經由這些訪問，可以發現學童在學習動機上有延續性，

這也是屬於學童美感經驗的提升。

在課程結束後，想要瞭解學童對於動畫融入數學教學動態面向上美感經驗的獲

得，因此，本研究與學童作了以下的訪談：

研：有一次老師請你們用畫圓包的材料來畫圓，那你們在小組當中做什麼工

作？畫了什麼？

S：用橡皮筋畫圓、用線畫圓。

研：那你呢？

S1：用剪好的紙畫圓、用硬幣、用寶特瓶的蓋子。

研：那你呢？

S2：用硬幣畫圓。

S3：用寶特瓶的蓋子、橡皮筋畫圓。

研：那你在討論的過程中，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

S：我覺得蛋糕的盤子最好用。

S1：我覺得線很難用。

研：那你有問同學嗎？怎麼問？

S1：問這個線要怎麼畫？

研：那你對哪位同學的作品最有印象？

S2：小奇做的面具。

研：為什麼？

S2：因為我和他一起做、一起討論。想跟他學畫畫。

　　（訪談學生 20140424）

經由與學童的訪問，發現學童在小組活動時都很積極地與組員互動，且用各

式各樣的材料畫圓。另外，其中有學童提到某位同學的作品對他來說印象特別深

刻，是因為他們一起討論完成的，由此可以發現學童非常投入小組中的討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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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是美感經驗的提升。

在課程結束後，想要瞭解學童對於動畫融入數學教學連結面向上美感經驗的獲

得，因此，本研究與學童作了以下的訪談：

研：有一次的活動中，老師請你們在一張紙上畫出生活中的各式圖形，那你

們還記得畫了什麼嗎？

S：長方形、菱形。

研：我記得有同學說菱形像什麼？

S：祖靈的眼睛。

研：為什麼像祖靈的眼睛？

S：因為是泰雅族的文化裡面的。

研：之前有上過「圓跟角」，那你們有去圖書館借相關的書嗎？

S1：有，借了講正方形和長方形的書。

研：你呢？

S：借了水果的書，裡面的水果像很多形狀。

研：那平常回家看電視裡面有出現什麼和「圓跟角」相關的嗎？

S2：有，看 123 玩數學，裡面有介紹很多形狀，他是用很多形狀的積木來做

成船跟車子。

研：那在生活中，有發現生活中的什麼事和老師教的相關嗎？例如你看的卡

通呀！

S3：足球卡通，裡面有圓形。

S4：海綿寶寶是正方形。

S3：足球的網子是三角形。

研：因為你很喜歡運動，所以都聯想到和運動相關的圖形呀！

（訪談學生 20140424）

經由與學童的訪問，發現學童經過一年的課程後，可以將學到的圖形與舊經驗

以及生活經驗相連結，例如因為他們是泰雅族，所以會聯想到菱形像祖靈的眼睛。

有些學童會因為自己的喜好，而聯想到生活中出現相關的圖形。本研究認為此算是

獲得美感經驗的提升。

經由上述對學童的訪談分析可以發現，學童經由一年的動畫融入數學教學後，

可以提升其在認知面向、情感面向、動態面向以及連結面向美感經驗的獲得。

（二）授課教師訪談分析與討論

在課程結束後，本研究想要更深入瞭解學童對於動畫融入數學教學四大面向上

美感經驗的獲得情形，因此，本研究與授課老師進行以下的訪談：

研：學童在上課的過程中，面對老師提問使用不同的觀點來表達的情形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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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有沒有進步？

T：學童一開始因為不熟所以不太敢說出自己的想法，老師給予舉例引導以

後，學童雖然能覆誦老師的答案，卻沒有辦法類化舉出其他的例子。例

如：在找出生活中有哪些東西是正方形時，老師舉例說窗戶，學童就也

說窗戶，但卻沒有辦法舉出其他的例子。另外，學童主要是用既有的知

識來回答問題，舉出與自己的生活經驗有關的例子。例如：老師在詢問

生活中有哪些物品是菱形時，學童會回答祖靈的眼睛。學童經過四次的

教學以後，在使用不同觀點表達的情形雖有進步，但進步幅度不大，主

要還是需要老師給予大量的提示及引導，並且舉出的例子較多與自己生

活經驗有所相關。

　　（訪談老師 20140428）

經由與授課老師的訪談，可以發現學童在剛開始因為與老師還不熟識而不敢發

表自己的意見；然而，在後來的教學過程中，學童已經可以利用與自己相關的經驗

來回答。另外，透過授課教師的回答，可以發現學童在使用不同觀點回答問題的情

形有小幅度的提升，但仍需要老師給予多一點的引導。由上述本研究認為學童在美

感經驗的連結及認知面向上均有獲得提升。

研：學童在上課的過程中，哪個部分學童最感興趣？你認為的原因是什麼？

T：學童在能動手操作的課程較為感興趣，例如在利用簡單幾何圖形做面具

的活動中，學童非常專注，仔細聽老師的講解，熱衷於活動當中，即使

已經到了下課時間，還是有學童在繼續做自己的面具。可能是因為泰雅

的小孩們不喜歡限定以及規範的東西，不喜歡有標準答案，在做面具的

課程，能夠讓學童實際動手操作，老師也不會因為做出來的面具不同而

給予不同的評價，都能鼓勵學童發揮自己的想像力及創意，因此學童才

能比較專注，覺得課程有趣。

　　（訪談老師 20140428）

經由與授課老師的訪談，可以發現學童對於動手操作的活動最感興趣，而且上

課過程中相當投入與專注，即使到了下課間仍然想繼續完成作品。本研究認為，此

種表現可以算是美感經驗情感面向上的提升。

研：當你提出問題時學童回答的情形？需要你引導嗎？三年級與四年級時回

答情形的差異為何？

T：一開始不太踴躍，不敢表達出自己的想法，因此非常需要引導及舉例，

學童才比較能夠回答，而在稍微離題或偏離課堂題目時，學童就較為有

自己的想法，變得比較踴躍，但在一般課堂的提問中，老師如果繼續追

問得更深入，學童就又會退回去，不踴躍發言。經過一年的教學後，學

童有比較踴躍發表自己的想法但還是不太多，但和學童變熟後比較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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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天的方式來和學童對話，學童也比較願意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雖然

在有標準答案的課堂提問仍需要老師的引導，但發言的踴躍度是有進步

的。

（訪談老師 20140428）

經由與授課老師的訪談，可以發現學童在剛開始上課時，需要老師較多的引

導，才能回答問題。但是經過一年的教學後，學童在發表意見上變得比較踴躍，而

且老師運用類似聊天的口吻，可以使得學童比較願意表達出自己的想法。由此可以

發現學童愈來愈樂於發表自己的想法，且師生互動也越加良好，因此本研究認為此

為美感經驗動態面向上的獲得。

（三）班級導師訪談分析

在課程結束後，想要瞭解學童對於動畫融入數學教學認知面向上美感經驗的獲

得，因此，本研究與該班導師做了以下的訪談：

研：小朋友有沒有和您談到上老師課的情形？他們對此課程的感受如何？

HT：大致上有。學童喜歡不同於一般上課的教學，很喜歡生動的動畫。對

每堂課的學習單也印象深刻，還有動手做的作品。另外，對於特別的單

元，當我再次講到的時候，會顯得更有興趣，在課堂上的概念也會多做

聯想、多個解決問題的方式。對於此教學存有好奇心，可能是因為不同

的老師有不同的教法，學習態度也相對提升。

（訪談導師 20140424）

經由與導師的訪談，可以發現學童在經過動畫融入數學課程教學後，會在課後

與導師討論上課的感受，並且表現出喜歡的情緒，以及當導師於日後再上到相關的

課程時，也發現學童的聯想力變得豐富，可以用不同的觀點來解決問題，因此，本

研究認為此算是獲得認知面向上美感經驗的提升。

研：小朋友在上您的課的時候，對於您所提的問題，回答的情形如何？經過

這一年的課程是否有不一樣的地方？

HT：平常我在上課時，學童的回答比較不踴躍，多半是老師講，學童點點

頭示意，但是經過這一年的教學後，我發現，對於相關單元，學童的反

應變得很好。

（訪談導師 20140424）

經由與導師的訪談，可以發現學童在經過動畫融入數學課程教學後，導師明

顯地感受到，當再次敎到相關的內容時，在上課過程中學童變得較有反應，與老

師的互動也增加。因此，本研究認為這可以看出學童美感經驗動態性的提升。

研：學童上了這一年的課程後，是否能夠將他所學到的與其他日常生活、或

其他課程的情境產生連結？請老師舉個例子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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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有，在這一年的課程後，學童明顯地在課程上與情境做結合。例如：

在課堂上，當老師提到菱形，小朋友會聯想到泰雅族的祖靈眼睛，與其

他相關文化故事，在提到圓形的時候，小朋友的聯想力會較以往來得高，

馬上聯想到生活上用的碗、自然的太陽以及輪胎等等。老師講到長方形

時，他們會想起之前四次教學中學到的東西，例如：生活中的長方形有

衣服、泰雅族頭戴等。

（訪談導師 20140424）

經由與導師的訪談，可以發現學童在經過動畫融入數學課程教學後，當老師提

到相關的內容時，學童會聯想到許多與生活、文化相關的物品，這顯示出學童經過

動畫融入數學課程的學習，可以使其與生活經驗、舊經驗相連結，本研究認為這也

是屬於美感經驗連結面向上的獲得。

陸、結論

本研究以國小三年級泰雅族學童為研究對象，使用自製與原住民文化及融合數

學概念的互動式動畫，針對學童在動畫融入數學課程教學中進行觀察，並於課後對

六位學童、授課導師及班級導師進行訪談，本研究的研究結果希望能提供原住民相

關教育單位做為參考，也期望本研究所開發的互動式動畫融入數學課程，能夠提升

國小原住民學童的美感經驗，研究結果如下：

一、互動式動畫可以提升美感經驗的認知面向

在課堂觀察方面，本研究依照美感經驗課堂觀察表中的四大面向，進班觀察

老師在動畫融入數學的教學情形，可以發現學童在認知面向的表現，學童透過教

師的引導，可以回答出多元的答案，且踴躍地發表意見。經由訪談可以發現，學

童對於動畫融入數學教學的回應多為正向的，且認為此課程對於他們的學習具有

幫助，由此可以看出學童在美感經驗認知面向上的獲得。

二、互動式動畫可以提升美感經驗的情感面向

在課堂觀察方面，在情感面向的表現，學童從一開始對於需要寫多份學習

單而表現出不耐煩，然而，在之後的教學過程中，會主動問老師問題，並且在提

問時的語氣及表情都表現得極為開心，本研究認為學童對課程的學習興趣產生轉

變，可以視為美感經驗的情感面向之提升。另外，經由訪談也發現如果給予學童

更多的時間，他們會想要繼續製作他們的作品，由此可以看出學童在學習動機上

的延續性是提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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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互動式動畫可以提升美感經驗的動態面向

在課堂觀察方面，學童在動態面向的表現，由一開始的內向害羞，後來在老師

的引導下，學童無論在小組討論以及參與課堂發表上都很積極參與，能夠踴躍發表

自己的意見。而在訪問學童的過程中，學童提到與同學一起討論完成的作品是令他

感到最為印象深刻且滿意的，由此可知學童經由小組的討論後，所獲得的感受是相

當特別的，其在美感經驗的動態面向獲得提升。

四、互動式動畫可以提升美感經驗的連結面向

在課堂觀察方面，在連結面向的表現，學童一開始需要老師較多的引導，才能

將所學與舊經驗連結；但是在後來的課程中，可以發現學童經學習後，可以將學習

內容與生活經驗連結。而且透過對學童的訪問可以發現，學童在經過一年的動畫融

入教學後，能夠把所學與舊經驗以及生活經驗相連結，其在美感經驗的連結性也有

獲得提升。

綜合上述，本研究發現，在課程內容中，加入與泰雅族文化相關的動畫、投

影片內容等，可以與學童的生活經驗產生共鳴。另外，加上具體教材與動態實做的

課程搭配，使學童在此學習情境下可以提高學習興趣與動機。在動畫融入數學教學

中，學童可以經由視覺來深化與擴充學童對於數學意義的認知、幫助心智成熟。學

童經由美感取向的教學，使其提升學習動機與成就，在學習的過程中，積極與教師、

同儕互動，進而投注豐富個人情感，不但可以獲得學習上的愉悅感受，也改變了學

童對於學習數學的負面觀感。因此，經過這一年動畫融入數學教學過程中，本研究

發現學童美感經驗的各個面向提升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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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s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infl uences of merging animation teaching in math 

learning, significantly toward aboriginal students’ aesthetic experience. A group of third 

graders at Hometown （anonymous） primary school were recruited in Yilan County in Tai--

wan. The majority of students and faculties are all from aboriginal tribes, mainly Atayal indig--

enous people. It is designed to apply animation teaching in math learning in two phases, both 

taken place in Fall Semesters consecutively; eight sessions of interventional instruction were 

undergoing in 2012. Intervention instructions were proceeded mainly with geometry concepts 

and the use of self-designed animation tasks; especially, aboriginal legends were used in 

teaching content. The data of classroom observation and after-class interviews were collected 

in order to further investigate aboriginal students’ aesthetic experience. Research results 

showed that after a year of intervention instruction, the overall aspects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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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ognition, emotion, dynamics and linkage are improved; so that, students are able to be 

more dynamics in thinking and problem solving.

Key words: Animation, Aesthetic experience, Aboriginal cul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