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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全國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國中組 成果報告表單 

題目名稱：學習型態改變對學習成效及情意態度之影響-以新冠肺炎疫情下之國中生為例 

一、摘要： 

2021 年 5 月台灣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停課，為了解教學型態改變對學習成效及情意態度之影

響，以新北市某國中之學生為研究對象，七年級停課前及八年級復課後是實體教學，停課期間

是採用線上教學，以問卷方式進行調查。初步結果得知，在學習情意態度、學習理解程度、人

際互動等方面是實體教學效果較好，而停課線上教學期間則是會使 3C 娛樂時間增加、提高自

主線上學習時數及動機，且睡眠時數可增加至青少年建議睡眠時間的 8 小時，自主學習時數及

人際關係兩項之影響則不明顯。線上教學對資優生的學習情意態度負面影響較普通生大。停課

期間造成的影響大部分回復至停課前狀況，部分影響延續到復課後，例如學習管道改變、視力

減退等，應有配套措施對應。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2021 年 5 月台灣因新冠肺炎疫情防疫升級第三級警戒，各級學校也因此開始線上授課，至

2021 年 9 月方恢復在校實體教學，民間團體在停課期間的全年級疫情停課調查中，結果顯示

47.7%受訪者的學生認為相較於實體教學，線上學習時較不認真（較不認真 39.0%、非常不認真

8.7%），41.7%受訪者的學生認為相較於實體教學，線上學習時學習狀況落後（有點落後 37.2%、

非常落後 4.5%），且對因疫情停課而社交活動受影響，導致 72.2%受測者感到鬱悶（非常鬱悶

33.2%、有點鬱悶 39.0%）（金車教育基金會，2021），因此本研究旨在使用問卷探討在疫情影

響下，數理資優生及普通生在停課前、停課期間，及八年級復課後的學習時數、學習型態、學

習成效差異、生活作息及人際關係等等改變，並探討線上學習使用情形及持續使用情況。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一)、 探討疫情停課前後學習型態改變對國中生學習及娛樂時數之影響 

(二)、 探討疫情停課前後學習型態改變對國中生學習動機之影響 

(三)、 探討疫情停課前後學習型態改變對國中生學習成效之差異 

(四)、 探討疫情停課前後學習型態改變對國中生線上學習之影響 

(五)、 探討疫情停課前後學習型態改變對國中生自主學習之影響 

(六)、 探討疫情停課前後學習型態改變對學生生活作息之影響 

(七)、 探討疫情停課前後學習型態改變對學生人際關係與互動的影響 

(八)、 探討疫情停課前後學習型態改變對學生學習管道的影響 

(九)、 探討疫情停課前後學習型態改變對國中數理資優生及普通生的影響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本研究以探討學習方式改變對學習和生活影響為主，故研究變因僅以（學習動機、學習成

效、學習型態、學習時數、生活作息和人際互動等）為研究探討學習方式改變對學習及生活影

響因素；並以受 2021 年 COVID-19 疫情停課影響之新北市某國中學生（109 學年度七年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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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對象進行問卷調查。因僅以有限變因及對象為研究內容，故結論對範圍外其他變因及對象

可能不適合廣泛推廣，僅供參考。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本研究調查國中二年級學生受停課而造成之學習及生活影響，並以問卷進行調查，共回收

問卷 206 份，有效問卷 168 份。且分為數理資優生及普通生兩身分別，性別及身分別分布如下

表。 

表一 受測者基本資料 

 男 女 總計 百分比 

數理資優生 60 35 95 56.5% 

普通生 33 40 73 43.5% 

總計 93 75 168 100% 

百分比 55.4% 44.6% 100%  

 

 

 

 

 

 

 

 

 

 

圖一  平均每日 3C 娛樂時數（n=168） 

3C 娛樂時數在停課期間相較於停課前增加一小時，增幅達 59%（圖一）。依問卷中停課影

響之調查，部分回答為停課期間空閒時間過多，且只能 3C 作為娛樂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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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平均每日線上自主學習時數（n=168） 

自主線上學習時數在停課期間相較停課前增加 1.34 小時（118%），而在復課後時數與停課

前相似。可能因停課期間學習方式及學習條件與停課前不同，在停課期間完全以線上學習取代

實體教學及實體自主學習，造成自主線上學習時數增加。 

 

 

 

 

 

 

 

 

 

圖三 普通生及資優生的學習動機比較（n=168） 

此圖為李克特五點量表之分析，縱座標為 0 分（學習動機非常低）~5 分（學習動機非常高）。

普通生與資優生的學習動機，停課期間最低，顯示實體教學之學習動機高於線上教學。 

動機高於線上教學。 

 

 

 

 

 

 

 

圖四  普通生與資優生之學習理解程度差異（n=168） 

在理解程度方面，停課期間最低，相較於停課前，資優生平均減少 0.86 分（21%）、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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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均減少 0.74 分（21%），復課後比停課前減少 0.1 分。綜上所述，線上教學對理解程度有

負面影響。 

 

 

 

 

 

 

 

 

 

圖五 停課各時間點平均睡眠時間 n=168） 

停課期間相較停課前增加 65 分鐘(14%)，復課後則較停課前減少 19 分鐘（5%），與問卷

第４７題之答題分析相符。停課前及復課後之睡眠時數皆少於青少年建議睡眠時間（8 小時），

僅有停課期間睡眠時數超過建議值；且依就寢時間結果來看，停課期間就寢時間及起床時間皆

延後，但睡眠時數是足夠的。顯示國中生延後上課應有助於讓青少年有足夠的睡眠時間 

 

 

 

 

 

 

 

 

 

 

圖六 停課各時間點平日人際互動（n=168） 

停課前人際互動屬於較頻繁的人數比例佔 68%（包含人際互動頻繁及非常頻繁）；學生人

際互動屬於較不頻繁的人數比例佔 9%（包含人際互動不頻繁及非常不頻繁）。停課期間，採以

線上學習的教學模式時，學生自評人際互動較頻繁的人數比例從 68%下降至 56%；人際互動較

不頻繁的人數比例從 9%增加至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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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停課期間其他影響（n=168） 

本題為問答題，停課期間其他影響中，佔比由高至低排序為：無(26.2%)、其他(19%)、視

力變差(13.7%)、睡眠時間增加(8.9%)、網課不專心(8.9%)、人際互動減少(6.0%)、人際互動方式

改變(4.2%)、網課不方便(3.6%)、成績退步(3.6%)、時間充裕及自律變差(3.0%)。 

 

結論: 

一、停課期間有正面影響者：自主線上學習時數、自主線上學習動機、３Ｃ娛樂時間、睡

眠時數。 

二、停課期間有負面影響者：學習動機、自主學習動機、學習專心程度、學習理解程度、

自主線上學習理解程度、人際互動頻繁程度。 

三、停課期間影響不明顯者：自主學習時數、人際關係。 

四、學習情意態度、自主學習時數、3C 娛樂時數等項目復課後大致回復至停課前。 

五、學習情意態度，資優生相較於普通生，受疫情停課之負面影響幅度較大。 

六、學生就寢及起床時間在停課期間皆延後，且睡眠時數增加；復課後起床時間回復至停

課前，但就寢時間延後，使得睡眠時數比停課前減少。 

七、停課期間學習管道新增以視訊教學比例最高，顯示在此前學生使用經驗較少；在復課

後持續使用率最高為老師提供資源，可知停課期間之學習管道改變部分延續至復課後。 

八、停課期間線上教學對視力有負面影響，且使人際互動方式產生改變。  

九、線上教學可能有衍生的問題，須要有配套措施來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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