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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Secondary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Learning Interest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supported by Nearpod in teaching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探討使用 Nearpod 輔助教學對中學生資訊及通訊科技(ICT)  

的學習動機、學習興趣及學業成績的影響 

 

摘要 

 

近年電子教學在香港政府的相關政策推行下，Nearpod 成為香港常見的電子輔助教學

工具。本研究旨為香港的教育工作者提供使用 Nearpod 輔助教學的好處，並與此同時

鼓勵他們多嘗試使用 Nearpod 作為日常的教學工具。為了探討使用 Nearpod 輔助教學

對於中學生資訊及通訊科技(ICT) 的學習動機、學習興趣及學業成績的影響，研究員於

本港一所中學的高中電腦科的「多媒體元素及數碼化」課題中，以問卷、前測及後測

和焦點小組進行了一個為期兩期的研究。研究對 19 位學生所收集的量性和質性資料進

行分析。結果顯示，「Nearpod 課堂」能提升學習動機，從而引起他們學習興趣，最終

提升到他們的學業成績。 

 

關鍵字： Nearpod, 學習動機, 學習興趣, 學業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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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的香港教育以電子學習作為發展的重點之一。根據政府推行的「第四個資訊科技

教育策略」，當中包含的「電子學習學校支援計劃」，旨在善用及優化資訊科技於學與

教中，提升學生的能力 (教育局, 2015)。「電子學習學校支援計劃」為 100 所公營學校

提供資助，提升學校無線網絡基礎設施，以配合課堂中使用電子教科書和電子學習資

源。學校亦可利用津貼添置足夠的流動電腦裝置，供學生在課堂上使用 (教育局, 

2014)。由此可見，電子學習是現今教育趨勢。籍此，筆者選擇了近年來在本港學校常

見之一的輔助教學軟件 Nearpod，作為本研究所使用的教學工具。雖然有不少學者如

Manuguerra & Petocz (2012) 和 Delacruz (2014)，都表示使用 Nearpod 教學能有效促進

課堂的互動性及對學生有不同程度的正面幫助，可是，現時還未有學者以 Nearpod 來

學習動機、學習興趣和學習成績。本研究希望探討其高互動性的特點能否有效提升學

生的學習動機、學習興趣和學習成績。筆者期望此研究能鼓勵教師們多使用 Nearpod

軟件來教授生動有趣的課堂，讓學生有更大的推動力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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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獻探討 

2.1. Nearpod 過往相關研究 

現時外國也有不少教師使用這軟件來教學。加拿大麥覺理大學學者 Manuguerra (2011)

使用 iPad 於大學中進行教學活動，指出了使學生更投入學習的方法。國肯尼索州立大

學的研究，曾應用 Nearpod 來指導 K-5 程度學生閱讀，並與傳統方式比較，指出新方

式能有效使學生更投入學習及易於評估學生的學習進度 (S., 2014)。蘭豔和嶽培錇 

(2013) 在雜誌文章中指出美國在佛羅里達州一所高中的教師使用 Nearpod 軟件來解決

學生對功課專注力不足的問題。該教師善用 Nearpod 軟件內增強型簡報功能激起教育

工作者的興趣，透過此軟件教師和學生之間能建構出雙向的發展渠道，促進彼此的了

解 (S., 2014)。有美國教師於報章撰文推薦使用 Nearpod 來解決課室管理的問題，包

括：學生分心、不專注於教學設備上及不跟隨教師的課堂程序 (Mindy, 2015)。波蘭麥

迪遜高中的教師利用學生攜帶手機上學的習慣，活用手機配合 Nearpod 作為教學工具

能有效追蹤學生數據 (Kim, 2015)。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的教授於雜誌文章中指出，使用

Nearpod 輔助教授音樂課時，能有效促使學生精神地及自律地跟隨課堂進度 (Dunbar, 

2016; Dunba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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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學習動機 

對於學習動機，一般分為外在動機(extrinsic motivation)及內在動機(intrinsic 

motivation)。學習的外在動機主要受獎賞或懲罰的控制 (林建平, 2009)。忽略外在動

機，而本研究著重的內在學習動機，則是個人對自己珍視、好奇、興趣或挑戰性的學

習活動。在無明顯酬賞的狀態下，自動自發地投入，並從學習中獲得勝任感和控制感

的滿足 (林建平, 2009)。Pintrich、Smith 和 McKeachie（1989）指出學習動機應包含價

值、期望和情感，而這三個元素都會影響學習結果。筆者會根據 Pintrich 的學習動機理

論中的評估因素來設計問卷(見附錄 11.1.)，以探討中學生在學習動機方面的變化。 

 

圖表 1 Pintrich 學習動機理論 

2.3. 學習興趣 

興趣 (Interest) 是指某人或某事物表現選擇時，注意的內在心向 (黃月純和楊德清, 

2011)。張芳全 (2009)指出學習興趣是人在學習時引起注意從而產生的情境興趣，及個

人對於一項任務或學習課業想要及願意要投入的態度與傾向。 

 

價值

情感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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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學習動機、學習興趣和學業成績之間的關係 

張春興 (2002) 指出學習動機可以引導學習的方向，而學習興趣則是動機的定向與深

化。假設當努力的目標無法達成時，動機便不能獲得滿足，學習動力會因而減退，從

而降低學習效果。張春興 (2002) 又認為即使學生對學科產生了動機，也不一定會發展

成為興趣。Subramaniam (2009) 和 Omar, Jain, & Noordin, (2013) 均指出學習興趣中認知

和情感部分都是能構成學習動機的因素。這也是因應於個人和環境的互動。因此，張

春興(2002) 亦指出學習態度可作為評估學習動機和學習興趣的標準。學習態度

(Learning Attitude) 是指學習者對學習的各種心理狀態和行為上的趨向(祁永華、岑紹

基、叢鐵華和張群英引, 2012)。若學生有良好的學習動機和積極的學習態度，能有激

發學習興趣和學習參與度的作用。相反，缺乏學習動機且學習態度消極，學習效果都

不會理想 (祁永華、岑紹基、叢鐵華和張群英, 2012)。 

 

  

4 

 



筆者綜合了不同學者的研究，並整合得出了以下的看法：學習動機、學習興趣和學業

成績之間有著正向關係，而學習動機和學習興趣之間亦會互相影響。 

 

圖表 2 學習動機、學習興趣和學業成績的關係圖 

 

2.5. 學業成績 

對於學業成績的具體指標，如：在特定學術領域標準化考試的成績 (Fan, X. & Chen, M.,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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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目的 

不同學者的研究指雖然指出了現時教師使用流動裝置及 Nearpod 軟件能提升學生的課

堂參與度，並對教學的實施上能更有效管理，可是卻未有探討出相關的研究探討學生

的學習動機及學習興趣有否提升。因此，筆者希望籍著此研究探討其學習動機及學習

興趣有否提升，以探討筆者的假設：使用 Nearpod 輔助教學 

能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從而激發學習興趣，最終能提升學業成績。 

 

研究問題： 

I. 使用 Nearpod 軟件輔助教學對中學生的學習動機和學習興趣會有什麼影響？ 

II. 使用 Nearpod 軟件輔助教學對中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學習興趣有什麼相關性？ 

III. 使用 Nearpod 軟件輔助教學對中學生的學習成績會有什麼影響？ 

 

4. 研究設計及方法 

4.1. 研究背景 

本研究於 2016 年 11 月至 12 月在研究員教學實習時的學校─「學校 M」的高中資訊及

通訊科技科課堂內進行。學校 M 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科按照教育局香港中學文憑試的

課程進行。研究員在校期間以香港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科必修部分單元一資訊處理

簡介的多媒體示素及數碼化作為教學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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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是由 19 名中四級學生參與，其參與性質是自願性的。對象是研究員在學校 M

於 2016 年 11 月教學實習期間的中四級選修資訊及通訊科技科的中學生。研究開始

前，研究已獲通過香港教育大學的道德操守審查程序，並在學校 M 的校長知悉和同意

下進行。而研究對象則已在研究前獲清楚告知是次研究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並自

願簽署研究同意書確認參與是次研究(未成年者亦已獲得其監護人同意)。 

 

4.3. 研究工具及資料收集方法 

4.3.1. 學習動機及學習興趣的問卷調查 

本研究會採用問卷調查的方式來探討學生在研究課堂前後對於學習動機及學習興趣的

分別。對學習動機部分，問卷以 Pintrich, Smith, & McKeachie (1989) 的學習動機問卷(MSLQ)

的評估架構，並參考 Hsiao-Lin Tuana, Chi-Chin Chinb & Shyang-Horng Shieh (2005)整合當中

的評估指標，其架構包括：自我概念(Self Concept)、自我勝任感(Self efficacy)、內在目標

導向(Intrinsic Goal Orientation)、學習任務價值(Task Value)、ICT 學習價值(ICT Learning 

Value)、績效目標(Performance Goal)、成就目標(Achievement Goal) 和學習環境剌激

(Learning Environment Stimulation)。而學習興趣(Learning Interest) 的部分則是參考著黃

月純和楊德清 (2011) 於《對臺灣國小低年級弱勢學生數學學習興趣與信心》的研究中

問卷評估部分制作而成。有關於學習動機和學習興趣的問卷問題，筆者沿用著上述學者

論文內的問題，故其可靠性已於參考的學者論文內証實。在本研究中，學生需要完成前

後共兩次的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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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焦點小組訪問 

本研究會採用深入訪談中半結構性訪問(Semi-structured Interview)的形式訪問研究課堂

內的學生並詳細詢問學生於量化研究中問卷訪問答案的原因。訪問前研究員會擬定訪談

大綱，而在訪問時研究員會隨著受訪者的回答而改變提問的方式和順序 (袁方編, 2002)，

以逐步了解其的學習動機及學習興趣的改變。 

 

4.3.3. 學業成績前測和後測 

本研究會採用前測和後測來探討學生在 Nearpod 課堂前後學業成績的分別。研究員會預

先根據教學課題，分別訂立出三種不同程度的選擇題，其難度分別為容易程度、中等程

度和困難程度。 

 

4.3.4. 課堂觀察 

在教學期間，研究員會錄影教學時的情況，以用作其後觀察和分析學生的行為動作及

面部表情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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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研究實施 

本研究採用「准實驗性研究設計」(Quasi- Experimental Research Design)，並使用前測和

後測來研究受試者學習動機、學習興趣和學業成績有否提升。研究中的受試者會接受

研究員的准實驗處理，即以 Nearpod 軟件輔助教學方式授課(下稱「Nearpod 課堂」)。

本研究採用質化研究和量化研究的混合研究法，受試者在接受 Nearpod 課堂的前後分

別會被安排完成學業成績前測 (O1)、學習動機和學習興趣前測問卷 (Q1)、學業成績後

測 (O2) 和學習動機和學習興趣後測問卷 (Q2) ，以用作比較學生在兩次測驗和問卷調

查的差別，籍此了解使用 Nearpod 輔助教學對學生的學習動機、學習興趣和學業成績

的影響。 研究員在研究進行期間亦會錄影課堂上的情況，以作紀錄和分析學生面部表

情上的特徵。圖表 3 顯示本研究的准實驗設計研究流程。 

 

 

圖表 3 研究流程 

 

研究員在準實驗研究課堂上會扮演著教師的角色。筆者會在所有研究課堂以錄影的形

式作研究紀錄。錄影課堂能促進教師對日常教學的反思，從而改善教學的質素，並改

善學生的學習 (Stenhouse, 1975)。研究員會在課堂上運用 Nearpod 軟件內的投票、開

放式問題、畫畫、影片嵌入、圖片嵌入及小測功能，每一個學生都能參與其中。 

一般課堂 前測/問卷：
O1, Q1

Nearpod課堂
後測/問卷：

O2, Q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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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過程中，受試者會接受兩次課堂連節。首次連節的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課 (每次

約 60 分鐘的課堂) 不會使用 Nearpod 軟件來授課(下稱「一般課堂」)，即只使用教科書

和簡報作為教學教材。研究員會在課堂上會使用教科書、黑板或簡報配合來教授。而經

過研究員與原任老師在課堂前商討課題的教學內容後，研究員參考及仿效原任老師的課

堂上做法，學生會在聽取教師的講解時，抄錄黑板上的教師給予學生課堂練習的題目。

教師然後會給予一定時間讓學生實作，再者會邀請一至兩學生到黑板前作答。接著，教

師會直接在黑板上批改練習，並指出其對與錯及作答重點。 

 

其後，研究員則改以使用「Nearpod 課堂」模式授課，即使用 Nearpod 軟件為主要的教

學工具，並以教科書作輔助。研究員會先用 Nearpod 的選擇題重溫已有知識，作為課堂

引起動機的部分。接著，研究員會先講解一部分的課堂內容，然後給予學生不同的

Nearpod 課堂活動，學生可以在各自的 ipad 上作答。研究員會再重覆上述的教學程序

循環。在課堂結束前，研究員會給予一些課堂小測驗，以重溫本課節的學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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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課節 教學目標 教學材料 

一般課堂 1-2 A. 比較常用圖形的特點：點陣圖與向量圖片 

B. 描述常見的音頻和視頻檔案格式 

C. 比較常用音頻和視像檔案的特點 

I. 簡報 

II. 影片 

III. 圖片 

IV. 教科書 

V. 筆記本(學生自備) 

Nearpod 課堂 3-4 D. 描述動畫的運作原理和特點 

E. 辨識模擬數據和數碼數據的特點 

F. 描述將模擬數據轉換成數碼數據的常見應用 

I. Nearpod 簡報 

II. 影片 (內嵌於 Nearpod 簡報內) 

III. 圖片(內嵌於 Nearpod 簡報內) 

IV. 選擇題 (Nearpod 內置功能) 

V. 畫畫 (Nearpod 內置功能) 

VI. 投票 (Nearpod 內置功能) 

VII. 小測驗 (Nearpod 內置功能) 

圖表 4 實驗期間的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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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資料分析方法 

5.5.1. 量性資料分析 

研究員在收集所有問卷後，會把所有的量化資料輸入至試算表，以轉換所有問卷答案至

數字的形式，用作 SPSS 分析之用。再者，試算表會被匯入至 SPSS 21.0，並利用描述性

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 、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Independent 

Samples Test) 和雙變量相關性分析(bivariate correlation)進行分析處理。筆者透過描述性

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可得出一個對於整體資料的準確性描述，了解資料當中的趨

勢和分散情況 (Perry R. Hinton, Isabella McMurray & Charlotte Brownlow, 2014)。而王俊明

(2012) 指出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Independent Samples Test) 適

合用於處理像學習動機(成就動機這種連續變數 (王俊明, 2012)。 

雙變量相關性分析(bivariate correlation) 也能用作了探討兩種或以上的因素之間的相關

性 (Perry R. Hinton, Isabella McMurray & Charlotte Brownlow, 2014)。筆者亦會制作散點圖

(Scatter Plot) 以國像化學習動機和學習興趣的關係 (Perry R. Hinton, Isabella McMurray & 

Charlotte Brownlow, 2014)。因此，筆者會用此方法分析學生在經歷 Nearpod 課堂的前後，

其學習興趣、學習動機和學業成績上是否有顯著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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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質性資料分析 

從焦點小組訪問中所收集回到的錄音，研究員會先摘錄訪談的內容，並採用內容分析法

(Content Analysis)分析學生們所表達的字句。筆者會抽取句子和認語的部分作系統化和

客觀化的分析，以探尋內容背後的真正意圖 (楊開煌, 1998)。 

整個訪談的筆錄可見於報告的附錄部分。此外，研究員採用非結構式觀察法(Unstructured 

Observation)，從課堂錄影中觀察及攝取學生的面部表情，以進行探索性的研究分析。 (謝

佳諺和余蕙如, 2013) 

6. 結果與分析 

6.1. 使用 Nearpod 教學對受試者學習動機、學習興趣和學業成績的影響 

6.1.1. 學習動機 

根據學習動機和學習興趣前測問卷(Q1) 和後測問卷(Q2) 的結果進行了計算，結果在於圖

表 5 顯示學生在一般課堂後(M= 3.41, SD=.484 ) 和 Nearpod 課堂後 (M = 3.84, SD = .471 ) 

學習動機的平均分。平均分上升了 0.07。而個別按照 Pintrich 的學習動機理論中的評估

因素，自我概念部分的平均分整體上沒有變化，自我勝任感部分的平均分提升了 0.07，

內在目標導向部分的平均分提升了 0.03；學習任務價值部分的平均分提升了 0.08；ICT

學習價值部分的平均分提升了 0.06；績效目標部分的平均分提升了 0.14；成就目標部分

的平均分提升了 0.1；成就目標學習環境剌激部分的平均分提升了 0.1；統計分析和結果

平均分進行的分析，結果顯示學生學習動機的顯著性為 0.644，這可見沒有顯著差異(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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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一般課堂  Nearpod 課堂  

顯著性 
項目  M SD  M SD  

學習動機 (總計) 19  3.41 .484  3.48 .471  .644 
自我概念 19  3.35 .876  3.35 .861  1.00 
自我勝任感 19  3.36 .564  3.43 .523  .684 
內在目標導向 19  3.59 .541  3.62 .549  .883 
學習任務價值 19  3.47 .431  3.55 .445  .582 
ICT 學習價值 19  3.35 .723  3.41 .651  .789 
績效目標 19  3.38 .549  3.52 .498  .414 
成就目標 19  3.35 .480  3.45 .441  .486 

學習環境剌激 19  3.44 .591  3.54 .615  .631 

圖表 5 「學習動機」整體平均分的顯著性檢驗 

即使從兩次的問卷中，可得出學生的學習動機結果未有顯著的影響，訪談中學生們卻指

出了下列的陳述： 

「互動性高了。(如果老師)只講話，基本上(學生)都會全睡覺。」 

(受訪學生 6, 2016) 

「原任老師講(課)時會睡覺的。」 

(受訪學生 8, 2016) 

 

當問及受訪學生 6 和受訪學生 8「Nearpod 課堂」與「一般課堂」的分別之處時，學生

在前者的教學模式時，睡覺都意慾較低，其中一個原因是互動性的提高。鄒秉恩 (2014) 

曾指出學生的自我形象，包括：學習動機，與學生在課室睡覺情況有關。學生的自我形

象也是學習動機的自我概念因素之一 (Pintrich, 1989)。 

而問及其他受訪學生時，受訪學生 8 指出以下的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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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全世界都要答問題這樣。這些問題在 ipad 呢，可能

有人答不到或沒有聽到，那結果(可能要)補答。但是(如果) 

個個都這樣(用 Nearpod 回)答，會認真聽吧這樣。」 

(受訪學生 8, 2016) 

「都有的。即是…令到一些不是經常舉手的人，可以多點

回答問題。」 

(受訪學生 3, 2016) 

「即是指即使不懂得回答，回答後都會有人是懂的。」 

(受訪學生 3, 2016) 

「可以在 ipad 上嘗試，即使錯了，最後都會知道答案。」 

(受訪學生 2, 2016) 

 

受訪學生 8 表示了在「Nearpod 課堂」上每個學生都需要回答問題，即使他們在回答問

題前有沒有認真聽課，他們能夠在回答問題後，聽到教師講解正確答案。受訪學生 3 和

受訪學生 2 都表示這可鼓勵平常不回答問題的學生回答課堂問題。這顯示學生受到學習

環境剌激 (Pintrich, 1989)，其剌激在於課堂活動的設計，這能推動學生透過回答課堂問

題學習 (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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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學習興趣 

根據學習動機和學習興趣前測問卷(Q1) 和後測問卷(Q2) 的結果進行了計算，結果在於圖

表 6 顯示學生在一般課堂後(M= 3.24, SD=.631 ) 和 Nearpod 課堂後 (M = 3.39, SD = .591 ) 

學習興趣的平均分。平均分上升了 0.15。統計分析和結果平均分進行的分析，結果顯示

學生學習興趣的顯著性為 0.462，這可見沒有顯著差異(p > .05)。 

 

 
N 

 一般課堂  Nearpod 課堂  
顯著性 

項目  M SD  M SD  
學習興趣 19  3.24 .631  3.39 .591  .462 

圖表 6 「學習興趣」整體平均分的顯著性檢驗 

即使從兩次的問卷中，可得出學生的學習興趣結果未有顯著的影響，訪談中當問及學生

Nearpod 課堂與一般課堂不同之處，學生們卻指出了下列的陳述： 

「例如…答問題方面很有趣。」 

(受訪學生 2, 2016) 

「加多了趣味性。」 

(受訪學生 6, 2016) 

「可以好方便地用很多方式表達到想到既野，即是你畫又

得，打字又得，方便一些這樣會。」 

(受訪學生 6,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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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學生 2 及受訪學生 6 認為 Nearpod 課堂的教學方式增加了趣味性，這可能是源於

Nearpod 軟件內的教學課堂工具。訪談中亦有問及學生對 Nearpod 軟件的吸引之處： 

打字。 

(受訪學生 5, 2016) 

畫畫。 

(受訪學生 6, 2016) 

受訪學生 5 和受訪學生 6 都指出了透過文字輸入及畫畫來回答問題是吸引他們的地方，

這能提升學生的課堂參與，讓他們有更多實際操作的機會，並不是只是作為聆聽者。 

可是，當問及受訪學生「Nearpod 課堂」能否給予他們在學科上有更大的興趣。表示有

的受訪學生指出以下的陳述： 

會。 

(受訪學生 5, 2016) (受訪學生 7, 2016) 

一向對這一科的興趣都是這麼大。 

(受訪學生 2, 2016) 

也有相反意見的受訪學生指出以下陳述： 

無。 

(受訪學生 2, 2016) 

由此可見，雖然受訪學生在訪談中能說出 Nearpod 課堂吸引之處，可是他們卻對能提升

學習興趣持一半一半的取向，這可與上述不顯著的數據分析結果也是敏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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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學習動機對學習興趣相關性 

為了進一步探討為何會得到 6.1.1 和 6.1.2. 部分的結果，筆者於是就著數據結果嘗試從

相關性檢驗解釋實驗結果。根據學習動機和學習興趣前測問卷(Q1) 和後測問卷(Q2) 的結

果進行了計算，結果在於圖表 7 中顯示在一段課堂上，學生的學習動機對學習興趣相關

性水平是 0.704，而在 Nearpod 課堂上，則是 0.778，提升了 0.0075，表示其相關性是顯

著的。 

 

 
N 

 學習動機  學習興趣  
相關性 

項目  M SD  M SD  

一般課堂 (前測) 19  3.24 .631  3.41 .484  .704** 

Nearpod 課堂 (後測) 19  3.49 .591  3.48 .471  .778** 

**當相關性數值超過 0.01(雙向的)，則表示是顯著的。 

圖表 7 受訪者 (學生)對「Nearpod 課堂」學習動機與學習興趣的雙變量相關性分析 

 

其相關性亦能從圖表 8 表示出來，在一般課堂上，決定係數(R2) 為 0.495。而在 Nearpod

課堂上，決定係數(R2) 則提升至 0.605。決定係數的數值表示有多少百分比的數據最接

近到最適合的切線(The Line Of Best Fit)。而從圖像化的切線亦可見得其斜度有明顯上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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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8  一般課堂與 Nearpod 課堂之學習動機對學習興趣相關性散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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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學業成績 

根據學習業成績前測(O1) 和後測(O2) 的結果進行了計算，結果在於圖表 9 顯示學生在

一般課堂後(M = 5.95, SD =.1.51 ) 和 Nearpod 課堂後 (M = 6.63, SD = 1.42 ) 學習興趣的平

均分。平均分上升了 0.68。統計分析和結果平均分進行的分析，結果顯示學生的學業成

績的顯著性為 0.159。雖然這結果沒有顯著差異(p > .05)，可是從中等程度的題目學業成

績可見其顯著性數值是 0.029(p < .05)，這得出只有中等程度的題目學業成績是顯著的。 

 

 
N 

 一般課堂  Nearpod 課堂  
顯著性 

項目  M SD  M SD  

學業成績 (總計) 19  5.95 1.51  6.63 1.42  .159 

學業成績 (容易程度) 19  2.63 1.01  3.11 .809  .120 

學業成績 (中等程度) 19  1.53 .612  2.00 .667  .029 

學業成績 (困難程度) 19  1.79 .713  1.53 .697  .258 

圖表 9 「學業成績」整體平均分的顯著性檢驗 

 

由於只有學業成績的結果檢驗分析有較顯著的結果，為了進一步探討不同受試者 (學生)

的差異。筆者採用了圖表的形式嘗試分析。圖表 10 顯示受試者 (學生) 在「Nearpod 課

堂」前後學業成績測驗的改變。整體學生的平均分都提升，而最顯著的中等程度，則平

均提升了 0.5 分(以 10 分為滿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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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0 受訪者 (學生)對「Nearpod 課堂」學業成績的影響 

 

6.2. 以學生的面部表情分析比較作為參考 

根據研究期間研究員的課堂錄影，結果在於圖表 11 中比較了四名學生在一般課堂和

Nearpod 課堂的面部表情變化。從圖表 10 中可見，從學生的面部表情中，可到眼睛皺紋

(Crows feet wrinkles),臉頰擠起(Pushed up cheeks)和張開嘴巴(Gaping mouth) (Ekman, P., & 

Friesen, W., 2003)。這可見得他們在「Nearpod 課堂」上變得喜悅和面帶笑容。學生的喜

悅感對其學習動機有正面的影響 (S. Omar, 2013)。由此可見，學生的學習動機在「Nearpod

課堂」有所提升。 

2.63 3.11 

1.53 
2.00 

1.79 

1.53 

0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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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前測 後測

受訪者對「Nearpod課堂」學業成績的影響

問題 (容易程度) 問題 (中等程度) 問題 (困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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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課堂 Nearpod 課堂 一般課堂 Nearpod 課堂 

學生 1 學生 3 

    

學生 2 學生 4 

    

圖表 11 多名學生在一般課堂和 Nearpod 課堂聽課時的面部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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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討論 

本研究著重於使用 Nearpod 輔助教學對中學生的學習動機、學習興趣和學業成績的影響。

從文獻分析中，筆者綜合了不同學者的理論，並假說了學習動機、學習興趣和學業成績

的相關性。而從量化資料分析中雖然未見得有顯著性的差異，但是從質化資料分析中則

能得出學生的學習動機和學習興趣有所提升。結果過往學者的研究，筆者認為 Nearpod

的即時課堂功能和高互動性的特點，是激發他們自身的學習動機和學習興趣的原因，最

終提升學業成績。此研究結果雖然符合筆者初期的綜合不同學者理論而成的假說，可是

本研究受著不少實際執行上的限制。 

 

其一，本研究對象單位只有 19 人。吳聖良(2016) 指出研究對象太小會造成無法達統計

顯著差異。因此，本研究的準確性需要在投入更多的研究對象數目後才可進一步提升。 

 

其二，本研究亦受到研究員教學實習的課程規定影響，無法以教授一整課作為一個研究

的循環。最終只能在一個課題內進行不同課堂模式的研究，即進行準實驗性研究設計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這導致本研究無法投入另一對照組的學生。蔡仁貞 (2010) 

指出此研究設計的研究結果對因果關係之推論較真實驗性研究弱。這使得結果的顯著性

會受到一定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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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本研究亦受著研究員的教學方式影響。不同教學方式能引致到學生不同的學習動

機，最終影響到學業成績 (J., 2002)。而本研究中的研究員亦只是一名實習教師，其教學

的經驗尚淺。倘若研究員是一名有多年經驗的教師，或許能得出更顯著的結果。對於不

同教學風格下使用 Nearpod 的差異，以至對學生的影響，則需要留待進一步的探討。 

 

8. 結論和建議 

8.1. 結論 

受到研究人數限制，雖然從量性數據上無法得出顯著的差異，可是從質性資料和實際上

課情況都反映出使用 Nearpod 軟件輔助教學對中學生學習動機。至於其學習動機的提升

能否深化至學習興趣，本研究只發現了使用 Nearpod 軟件輔助教學提升了中學生學習動

機與學習興趣的相關性。這結果符合祁永華、岑紹基、叢鐵華和張群英 (2012) 的說法，

即指中學生若對學科有更多學習動機，便會有更大的學習興趣。可是，研究中也有學生

未能深化學習動機至學習興趣，他們因此可被推斷為其學習興趣沒能得到提升，導致學

業成績也沒有因此而提升 (張春興, 2002)。對於最終使用 Nearpod 軟件輔助教學對中學

生學業成績的影響，從現有的量性數據得出，整體的學業成績並沒顯著的差異，只有中

等程度難度的題目有顯著的提升。其不顯著的結果同樣受到研究人數限制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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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建議 

本研究發現使用 Nearpod 輔助教學能有效提升中學生的學習動機、學習興趣和學業成績。

綜合本研究，筆者提出以下建議： 

8.2.1. 其他科目課堂上應用 Nearpod 的可行性 

依據研究結果，中學生在 Nearpod 課堂上學習動機和學習興趣的提升，對其學業成績有

正面的影響。而過往研究，Delacruz (2014)亦指出在英文科上使用 Nearpod 教學的實例

和教學上的好處。因此，建議教師能多嘗試在其他科目上運用 Nearpod 軟件教學，以全

面提升學生整體的學習動機，增進其學業成續表現。 

 

8.2.2. 更嚴謹的研究實驗設計 

受著研究限期，本研究的研究結果或許會受到質疑。有見及此，筆者建議學者能再進一

步以真實驗性研究設計(True-experimental design) 來探討Nearpod 軟件對學生學習動機、

學習興趣和學業成績的影響。這研究設計能對研究情況做最嚴格的接制，並將所有無關

變異數控制到最低程度 (蔡仁貞, 2010)。 

 

8.2.3. 對未來相關研究建議 

本研究在設計上並未對使用 Nearpod 輔助教學方式進行探討和制定，而只是作了概括的

描述。筆者建議可分別研究由教師更仔細地分析和研究 Nearpod 不同功能對於學生學習

興趣上的差異，從而探討出一種最能提升學習興趣的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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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附錄 

10.1. 學習動機和學習興趣問卷 (前測/後測) 

 由研究問卷是在 Google Form 上進行，因此現只提供列印版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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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業成績測驗 (前測/後測) 

由於測驗會於 Nearpod 上進行，因此現只提供列印版以作參考。 

紅色的文字為答案，藍色的文字則為該題的困難程度。 

多媒體元素及數碼化 - 小測驗 

1. [容易程度]以下那項不是數碼多媒體？ 

A. 圖形 

   B. 音頻 

   C. 視像 

   D. 符號                                                              

答案：D. 符號 

2. [困難程度]下列哪項並不適合描述圖形檔？ 

A. 800 x 600 解像度 

B. 4” x 3” 的尺寸 

C. GIF 檔案類型 

D. 2 MB 檔案大小"  

答案：B. 圖形 

3. [中等程度]當把掃描器的色深設定為「1 個位元」時， 

A. 掃描出來的圖像可包含 256 種不同的顏色。 

B. 源圖像是一張彩色的相片。 

C. 掃描出來的圖像將會是黑白的。 

D. 掃描出來的圖像應在彩色打印機上列印。 

答案：C. 掃描出來的圖像將會是黑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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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等程度]以下那項是關於視像的正確描述？ 

A. 壓縮愈多，在屏幕播放的視像愈細致。 

B. 色深愈高，視像檔案大小愈少。 

C. 視像框大小愈大，視像檔案大小愈少。 

D. 幀速率愈高，在屏幕播放的視像愈流暢。 

答案：D. 幀速率愈高，在屏幕播放的視像愈流暢。 

5. [容易程度]下列哪個是視像檔？ 

A. abc.jpg 

B. abc.avi 

C. abc.png 

D. abc.mp3 

 答案：B. abc.avi 

6. [中等程度]以下那項不是音頻檔案類型？ 

A. mp3 

B. wmv 

C. wav 

D. flac 

答案：B. wmv 

7. [容易程度]下列哪項參數會影響一個音頻的質素？ 

A. 取樣頻率 

B. 幀速率 

C. 色深 

D. 時間長度 

答案：A. 取樣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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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容易程度]以下那項是數碼化的正確描述？ 

A. 由數碼數據轉換之模擬數據的過程。 

B. 由模擬數據轉換之數碼數據的過程。 

C. 用作檢驗模擬數據的完整性。 

D. 用作檢驗數碼數據的完整性。"  

答案：B. 由模擬數據轉換之數碼數據的過程。 

9. [困難程度]小芬希望將音效檔 abc.wav 轉換成為 mp3 格式，她應怎樣做？ 

A. 使用音效編輯軟件，將該檔案匯出成為 mp3 格式。 

B. 重新命名該檔案為 abc.mp3。 

C. 使用音效識別軟件開啓該檔案，並將它儲存為另一檔案 abc.mp3。 

D. 複製該檔案至 mp3 播放器。"  

答案：A. 使用音效編輯軟件，將該檔案匯出成為 mp3 格式。 

 

10. [困難程度]某學生想把某視像片段貼在萬維網上，由於檔案大小的限制，他必須在上載片段前

把檔案減細。下列哪項的改變不會影響視像的質素？ 

A. 視像框大小 

B. 幀速率 

C. 長度 

D. 壓縮方法 

答案：C. 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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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焦點小組訪談問題 

 

1. 你認為 Nearpod 課堂與一般資通科課堂有什麼分別？ 

2. 你認為 Nearpod 課堂有什麼地方吸引你？如：畫畫功能、影片功能等 

3. 你認為這些功能有助你學習嗎？為什麼？ 

4. 你認為 Nearpod 課堂的設計能令你在學習資訊科上有更大的信心嗎？為什麼？ 

5. 你認為 Nearpod 課堂的能令你對資通科有更大的興趣嗎？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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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焦點小組訪談 1 筆錄 

日期：2016 年 11 月 28 日 

時間：下午 12 時半 

地點：學校 M 會議室 

訪談對象：受訪學生 5 – 8 

訪談總時間：4 分鐘 

 

訪談內容 

研究員(Q)： Q1 你認為 Nearpod 課堂與一般資通科課堂有什麼分別？ 

研究員： 我想問一問你幾條問題。第一題問卷就是，以往有沒有使用 Nearpod 這個軟件

上課？ 

S5, S6, S7, S8:  無。 

研究員： 那你覺得 Nearpod 課堂與一般資通科課堂有什麼分別？ 

S5:  有時有些問題就一定會答到。(如果) 平時就這樣用口講的話，部分同學答完之

後，都要去再講反呢 d 野。 

S6:  互動性高了。(如果老師)只講話，基本上(學生)都會全睡覺。 

研究員： 你(S7)呢？覺得呢？ 

S7:  比用課本方便，因為可以把握到重點。 

研究員： 把握到重點。 

S7: 嗯。 

研究員： 你(S8)呢？覺得呢？ 

S8:  即是全世界都要答問題這樣。這些問題在 ipad 呢，可能有人答不到或沒有聽

到，那結果(可能要) 補答。但是(如果) 個個都這樣(用 Nearpod 回)答，會認真

聽吧這樣。 

研究員： 是呀，你覺得會認真聽的？ 

S8: 他們都會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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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員： 或是他們脫了，都能跟回？ 

S8: 對。 

研究員(Q)： Q2 你認為 Nearpod 課堂有什麼地方吸引你？如：畫畫功能、影片功能等 

研究員： 好，那你覺得，我之前和你上堂時有用到不同的功能，可能是畫畫，有時是投

票，有時播影片，有時是開放性問題，可以讓你們打字。你覺得有什麼地方是

吸引你的？那個功能最好用或最吸引到你？ 

S4： 打字。 

研究員： 打字，嗯。 

S5： 畫畫。 

研究員： 畫畫，嗯。你們覺得呢？ 

S6： 畫畫。 

研究員： 都是一樣？為什麼呢？ 

S6:  普通 (一般課堂) 是不行的。就這樣講是不行的。(學生)出去寫黑板都沒有(人

會)畫公仔。 

研究員： 即是與出去黑板寫有什麼分別？ 

S6:  記憶會深一些。 

研究員： 記憶會深一些，好的。有其他嗎？ 

S6： 可以好方便地用很多方式表達到想到既野，即是你畫又得，打字又得，方便一

些這樣會。 

研究員： 那那個投票的功能呢？你覺得有沒有？ 

S5： 有的。 

研究員： 那你覺得，如果 youtube 影片放到內裡去，這會較好還是在投影機上一次性地

播放？ 

S5:  投影機一次。 

研究員： 反而投影機會好一些？ 

S8: 無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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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員： 你又覺得無所謂，為什麼？ 

S8: 投影機上看可能會卡著卡著的，看不到。 

研究員： 即是投影機會卡著卡著? 但 ipad 就可能會？ 

S7: 嗯。 

研究員： 那你覺得平時似其他老師使用的 Powerpoint 簡報，現在的課堂 (Nearpod 課堂) 

比較，那一種會較好？ 

S5:  以前會只用教科書。 

研究員： 沒什麼人用 Powerpoint 的嗎？ 

S4, S7:  是的。 

研究員(Q)： Q3 你認為這些功能有助你學習嗎？為什麼？ 

研究員： 那你覺得這些功能會否幫助到你學習？ 

S6:  加多了趣味性。 

研究員： 會不會讓你覺得專心了？ 

S8:  不會。 

研究員： 互動性呢？ 

S5, S6:  … 

研究員： 只是參與度大了是嗎？ 

S8:  是。 

研究員： 你們(S5, S6, S7)呢？你們覺得呢？ 

S7:  少許吧。起碼每人會有一部 ipad。 

S8:  (比較上) 沒有那麼沉悶吧。 

研究員(Q)： Q4 你認為 Nearpod 課堂的設計能令你在學習資訊科上有更大的信心嗎？為什

麼？ 

研究員： 好的。那你覺得我這樣教學方式會不會給你們這一科更大的信心呢？ 

S8:  你那個(Nearpod 課堂) 好一些。即是沒有那麼悶。 

S7:  比較多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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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8:  原任老師講時會睡覺的。 

S6:  會想專心一點去上課。 

S5:  還有部機(ipad) 放在自己面前，不望它會覺得很怪。但如果好像 Miss (原任老

師) 這樣打開課本，會很容易分心。 

研究員： 那例如像平時，我在課堂上，會鎖上你們的 ipad，你覺得是鎖機比較好？還是

不鎖呢？ 

S7:  鎖啦。 

研究員： 其他(S5, S6, S8)覺得呢？ 

S5:  都是銷好一點。限制了你就不會去做。 

研究員： 明白的。最後一個問題，你覺得我這樣的教學法會不會令你對 ICT 科有更大的

興趣？ 

S5, S7:  會。 

研究員： 會的。好。 

S6:  反正會(吸引)多(些)人報的一定會。 

S8:  多人會修讀這一科，如果是用 ipad 教學的話。 

研究員(Q)： Q5 你認為 Nearpod 課堂的能令你對資通科有更大的興趣嗎？為什麼？ 

研究員： 好的。那我如果這一種教學法，但不一定是在 ICT 科，或可能是在中文科或英

文科，會不會令你有更大的興趣呢？ 

S5, S6:  都會的。 

S7:  因為會互動一點。 

研究員： 那你覺得這一個軟件有沒有可以改善之處？ 

S8:  播放影片同步的問題。 

研究員： 還有其他嗎？你(S5, S6, S7) 覺得呢？或者在功能上而論，有沒有什麼限制？ 

S4, S5: 沒有。 

S6:  我覺得隨時可以提問問題，即是在看的時候，或在 ipad 上寫下問題。 

研究員： 即時指加一個似即時通訊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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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  即是可以一直看著 (ipad) 。 

研究員： 但是我們平時上課都是面對面的？你覺得還需要嗎？ 

S4: 有了會好一些的。 

研究員： 有沒有其他補充？ 

研究員： 好的。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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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焦點小組訪談 2 筆錄 

日期：2016 年 11 月 24 日 

時間：下午 4 時 

地點：學校 M 會議室 

訪談對象：受訪學生 1 – 4 

訪談總時間：4 分鐘 

訪談內容 

研究員(Q)： Q1 你認為 Nearpod 課堂與一般資通科課堂有什麼分別？ 

研究員： 大家請聽著。你覺得 Nearpod 課堂同平時一般的課堂 (一般課堂) 有咩分別？ 

S1:  平時既課堂沉悶一些。 

研究員： 換句說 Nearpod 課堂比較沒有那麼悶？ 

S1: Nearpod 課堂比較有趣。 

S2:  以我所知，現在是 21 世紀，上課時應有著科技性的元素，不應該只用說話教

書。 

研究員： 好的，另外同學呢？ 

S3:  感覺上似得是電腦課，因為(我認為) 電腦課應使用這些電腦野，並不是以前的

情況，(學生) 只聽。 

研究員(Q)： Q2 你認為 Nearpod 課堂有什麼地方吸引你？如：畫畫功能、影片功能等 

研究員： 好的。第二，那你覺得用 Nearpod 輔助教學，有什麼吸引你的地方？例如，有

什麼功能是吸引你的？ 

S2: 例如…答問題方面很有趣。 

研究員： 如何有趣法？ 

S2: 可以上網找一些資料和畫畫。 

研究員： 即是指可以找資料和畫畫。還有其他嗎？ 

S4:  可以即時回答問題。(Nearpod 課堂上)並非一兩位同學，而這一次是全班同學一

齊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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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員(Q)： Q3 你認為這些功能有助你學習嗎？為什麼？ 

研究員： 那你覺得，以上這些功能不能有助你學習？即，可能是能比較專心這樣 

S1： 無。 

研究員： 你(S2) 呢？ 

S2:  無。 

研究員： 都無。你(S3) 呢? 

S3:  都有的。即是…令到一些不是經常舉手的人，可以多點回答問題。 

研究員(Q)： Q4 你認為 Nearpod 課堂的設計能令你在學習資訊科上有更大的信心嗎？為什

麼？ 

研究員： 認為 Nearpod 課堂的設計能令你在學習資訊科上有更大的信心嗎？ 

S1, S3, S4:  有。 

研究員： 為什麼？為什麼？ 

S4:  因為可以就這樣回答。 

研究員： 即是指能多答問題嗎？ 

S3:  即是指即使不懂得回答，回答後都會有人是懂的。 

S2： 可以在 ipad 上嘗試，即使錯了，最後都會知道答案。 

研究員： 你(S1) 呢？ 

S1： 可以在課堂上試(作答)多點問題吧。 

研究員(Q)： Q5 你認為 Nearpod 課堂的能令你對資通科有更大的興趣嗎？為什麼？ 

研究員： 你認為 Nearpod 課堂有沒有令你對資通科有更大的興趣嗎？對這一科？  

S2:  一向對這一科的興趣都是這麼大。 

研究員： 即是指沒有變化？ 

S1:  我覺得增加了少許。 

研究員： 其他同學呢，你們有沒有覺得有更大的興趣？ 

S4:  有呀。 

S3:  即是有多點活動，和不計算分數。平時，通常都是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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