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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共分為五節，主要目的在說明本研究之研究設計、研究對象與場域、

研究工具、教學步驟、以及資料蒐集與分析。 

 

第一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使用樂高教學解決國小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專注力不集

中、自我概念低落的問題。本研究設計為研究團隊為解決教學現場問題，以不

斷的教學再改進的進行方式，故採用行動研究，本節將一一說明行動研究的意

義、歷程和特性等。 

一、 行動研究的意義 

行動研究結合「行動」與「研究」兩者，由實務工作者在工作現場中，針

對遇到的問題進行研究，發展解決問題的方法，並將之付諸行動，過程中不斷

地反省、評鑑和修正方案，以解決問題(鈕文英，2007)。行動研究是一種實踐取

向的研究，陳惠邦(1999)認為教育行動研究關切教師「實踐智慧」的產生，從行

動、觀察、反省與詮釋、再行動的循環歷程是教育行動研究的核心概念。 

綜合上述，可知學校有許多問題適合採用行動研究，教師本身就是研究者

與教學者，本研究團隊也是由教學者本身的需求為出發，教師在平時教學時發

現資源班學生普遍的專注力不足與自我概念低落，故設計學生喜愛的樂高積木

教學，並透過資料蒐集、省思和批判等系統化地研究問題，釐清與建構教學行

動，促進行動的修正與增進。 

二、 行動研究的歷程 

行動研究的歷程是一個不斷反省及改善的過程，每個循環均可能包含

（一）理解並分析工作場域所面臨的教學問題。(二)計畫性的擬訂行動方案解

決教學問題。(三)執行行動方案並評估其成效。(四)反省方案的實施並分析實施

行動方案所產生的新教學問題，進行下一個教學問題解決的循環，以圖 3-1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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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此歷程(引自蔡清田，2002，80-81 頁)。 

 

 

     

 

 

 

 

 

  圖 3-1 行動研究歷程圖(蔡清田，2002) 

本研究即是根據研究團隊在教育現場面臨的教學問題-資源班學生普遍有注

意力的問題，導致學生在學習上有挫折，進而學習動機低落、厭惡學習的感覺，

產生自我概念低落。為了解決注意力的問題，研究團隊決定使用學生喜愛的樂高

作為教材，進行積木組裝教學，並藉由發表分享增進自我概念。最後研究者根據

研究結果進行教學反省，做為日後教學的參考根據。圖3-2為本研究的行動研究架

構圖。 

 

 

 

 

 

 

 

 

 

 

 

圖3-2 本研究的行動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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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動研究架構圖，呈現教學實務問題、教學法的選擇及課程設計、積木教

學實施、相關資料蒐集、反省教學及課程修正五個部分。研究者的教學問題為資

源班學生注意力不集中，且普遍有較低的自我概念；設計課程:選擇樂高積木教學

增進注意力，並以發表、分享改善學生的自我概念；樂高積木教學:以一周60分鐘，

一個積木主題三週，共四個積木教學主題12週的時間進行樂高積木教學；相關資

料蒐集:樂高積木教學實施後透過學生對自我作品的介紹、研究團隊的教學觀察

記錄、訪問學生課後學習成效的學生回饋單、導師及志工的訪談做課程改進的資

料蒐集反省教學及課程修正:根據教學後研究團隊的檢討會議，討論當周的教學

問題，提出下週教學的改進策略，再次教學做循環式問題解決。 

（一）教學實務問題 

研究團隊發現資源班學生在學習上注意力差，以至於學習的效果較差，對

於學習上常遇到挫折，導致對於自我的能力較無自信，普遍有較低的自我概

念。 

（二）選擇教材與課程設計 

研究團隊根據去年的前導研究發現:學生對於樂高積木的學習興趣較高，

學生在樂高教學之後會與同學及教師討論自己的作品，並追問下周上課內容，

因為學生對於樂高積木課程的學習動機較高，故研究團隊選擇樂高積木當作媒

材，透過改進教學方式增進學生上課的注意力，輔以作品發表改善學生的自我

概念。 

研究團隊以先前學生拼組積木之狀況將學生先做同質性能力分組，並於教

案(附錄三)的設計上註明高組與低組的學習目標，研究團隊可以依學生能力給

予學生不同程度的評量標準，使學生能夠增加學習成就經驗，並透過分享的課

程中檢視學生是否能將自己作品介紹給同儕，檢視學生自我概念的改變。專注

力部分，教學者藉由物理環境的刺激控制、學生能力的分組，減少學生因為外

在因素而影響課堂的專注力。 

四次主題上的安排主要是根據拼組積木過程的難易度作區分，依次由易至

難：主題一：高塔需要注意學生形體的外縮內擴以及每個積木拼接壓線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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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主題二：帆船須注意階層外擴及船帆的設計；主題三:名片架，名片架的

凹槽預留以及其形狀與名片內容的相關性；主題四:人物，能注意人物的肢體擺

動的位置，並使用特殊積木零件做人物關節的替代。 

（三）進行教學 

樂高積木教學於每週一早上實施，共上課 12 次、四個主題:高塔、帆船、

名片架、人物，一個主題共實施三週，兩週進行作品教學及拼組，第三週則是

分享作品時間。每次主題上課有一位主教者，以電子白板方式解說樂高積木拼

組步驟及注意事項，其餘三位研究者為協同教學者、三位志工為助教，協助各

組學生積木拼組的問題解決。 

每週教學時間為 60 分鐘，前兩週主要以拼組積木為主要的教學活動，研究

者教學指導時間 20 分鐘，學生拼組積木時間 40 分鐘。研究者在解說主題時，

利用投影片的方式，以大量圖片建構學生對於主題作品的樣貌架構，再利用步

驟圖的方式呈現作品的拼組方式。拼組積木的時間為 40 分鐘，學生利用教師所

分配的積木拼組出每週設定的積木作品，由每組負責的研究者或志工評量學生

是否有達到當週設定的學習目標。 

第三週的作品分享時間，前 20 分鐘會給學生做作品的拼組穩定度檢查，積

木是否有壓線確保作品的堅固；接下來的 20 分鐘，主教者會呈現作品介紹的方

式，對於不知道該如何組織表達內容的學生，會提供關鍵語詞提示，例如:「大

家好！我是（ ），我的作品叫做（ ），我的作品特別的地方是（ ），我的分享

到這裡，謝謝大家!｣，學生可以在此 20 分鐘，以自我練習或是請教師或志工協

助練習；最後 20 分鐘，教師會請學生先以自願方式先發表，剩下未發表的同學

再以輪流方式一一上台分享。 

（四） 相關資料蒐集 

樂高教學實施後會蒐集學生的作品、教學檢討會議記錄、學生回饋單、學

生、愛心媽媽與級任老師的訪談等相關資料，以進行統整性的深入評估。 

（五） 研究者的回饋評估，做課程的修正 

研究團隊及志工於每週二進行教學檢討，根據學生上課及拼積木時的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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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拼組積木過程對中對於自我作品的想法，改進教學問題，再次做教學上的

調整進行循環式教學問題解決。 

 

三、 行動研究的特性 

行動研究的目的就是為了探討某個行動方案的實際執行狀況，並分析此行

動的實施成效，作為修正和建議，故行動研究具有以下四項特色(引自鈕文英，

2007，140-141 頁)： 

（一）以問題或差距為焦點，是一種改善或增進實務工作的研究： 

此為行動研究的起點，可能包含思考發展的焦點維和?想做怎樣的嘗試?想

做怎樣的改變?以及設計行動的範圍、相關性、研究者的能力和與其他行動的相

容性。 

（二）採共同合作的方式來進行，是一個團體互動的歷程： 

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的關係是分享的、互動的。 

（三）包含行動方案的介入，重視實務工作者的參與： 

這是行動研究與一般研究最大的區別，行動研究將行動帶入現場，並重視

實務工作者的參與。教師就是研究者，行動研究可以成為賦予教師權利，以改

善實務的途徑。教師在此過程中，不只解決某些實際問題，他們的批判、反

省、創造和積極的特質與能力也被提升。 

 

（四）行動研究是一個動態和循環的過程： 

行動研究的理論都提及行動研究是一個流動性的環節，通常包括計畫、行

動、觀察、省思、修改、再行動等步驟，它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而非固定步驟

的研究。 

綜合本節所述，研究團隊將在教學現場遇到的問題，期望透過新的教學媒

材與方法，使學生的專注力與自我概念能有提升，故採用行動研究的設計，透

過「行動」與「反思」的循環歷程，解決實務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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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團隊以所任教的國小資源班學生作為研究對象，基於為對學生專注

力與自我概念狀況有詳細的了解，教師首先對於選定的資源班學生進行｢國小兒

童注意力量表」與｢國小兒童自我概念量表」的前測評量，接著進行一系列樂高

教學，再進行｢國小兒童注意力量表」與｢國小兒童自我概念量表」的後測評

量。介入教學期間，教師並針對學生注意力與自我概念部分進行教學觀察與紀

錄，並於課程結束後，蒐集學生回饋單，作為資料分析時參考。期能比較研究

對象在樂高教學前後專注力及自我概念的差異。 

    本研究以四至六年級特教正式生為研究對象，總人數為 19 位，分別為情緒

行為障礙 4 人、學習障礙 10 人、輕度智能障礙 1 人、語言障礙 2 人、自閉症 1

人、身體病弱 1 人。參與學生於 103 年 2 月 24 日開始接受樂高課程，故其皆有

分類和組裝基本樂高積木等先備經驗，故本研究課程規劃並非從基礎課程開

始。參與學生普遍存有專注力不足問題，其中六年級語障生依導師陳述及資源

班老師觀察，該生上課時常有分心、多話、干擾他人情形；五年級語障生依導

師陳述及資源班老師觀察，該生選擇性注意力不佳，上課時會關注同學行為是

否恰當，常因糾正同學而忽略自己的任務；六年級身體病弱生選擇性注意力亦

不佳，除了易受隔壁同學影響而忘了自己的任務外，也會去干擾他人。歸納研

究對象的基本資料如下表 3-1。 

表 3-1 研究對象基本資料表 

年級    人數 
                 障礙類別 

情障 學障 智障 語障 自閉症 身體病弱 

四 6 2 3 0 0 1 0 

五 7 1 4 1 1 0 0 

六 6 1 3 0 1 0 1 

總計 19 4 10 1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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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根據研究設計與研究對象，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工具中，包含與學生專注

力及自我概念有關的測驗工具和教師自編的學生回饋單及訪談大綱。 

一、 專注力與自我概念相關測驗工具 

(一)國小兒童注意力量表 

本量表由林鋐宇(2011)所編製，用於國小學童注意力表現異常之初步篩選，

也可進一步釐清呈現異常的注意力向度，並可作為教學者選擇適當教學策略的

參考依據。本量表以「注意力臨床理論」為編製理論基礎，與「注意力過程訓

練」（Attention Process Training, 簡稱 APT）所涵蓋的五種注意力向度相呼應，本

量表包含十個分測驗，組成集中性、持續性、選擇性、交替性及分配性共五個

注意力分量表，還有一個全量表的注意力指數。 

本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α)：測驗分數：.77~.83、分量表：.73~.92；重測信

度(時距 4 週)：.71~.91。本量表效度內部相關：分測驗：.31~.94、分量

表：.39~.80；與多向度注意力測驗之相關：.65；與 WISC-III－專心注意因素指

數之相關：.53；與學業成績之相關：.34~.64。本量表依年級建立各分測驗的量

表分數常模，並各分量表的向度分數、百分等級常模和全量表的注意力指數、

百分等級常模。 

本研究僅針對集中性、持續性及選擇性等三分量表進行施測，即施測數字

導向、文字導向、花瓣對照、數字圈選、地圖搜尋、符號偵測等六個分測驗。  

 

（二）國小兒童自我概念量表 

本量表由吳裕益、侯雅齡(2000)參考國內外自我概念理論，以「語句完成問

卷」蒐集題目，建立兒童自我概念理論架構所編製而成。本量表可了解國小中

高年級兒童自我概念的發展狀況，並可協助兒童提升自我概念並增強生活方面

的適應。適用對象為國小四年級到六年級。本量表共 61 題，分成下列五個分量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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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家庭自我概念：個人知覺自己與父母、家人與兄弟姊妹間的相處狀況和互動

情形。 

2.學校自我概念：個人知覺自己在學校與老師、朋友、同學的關係。 

3.外貌自我概念：個人對於自己體態、長相的知覺。 

4.身體自我概念：個人對於自己運動、身體狀況的知覺。 

5.情緒自我概念：個人對於自己日常情緒狀態的知覺。     

        本量表依全國各地區人口比例分層抽樣 1544 名國小兒童，依性別分別建立

國小四至六年級學童常模；內部一致性係數介於.83~.89 之間，而所有題目與總

分相關皆達.45 以上，各分量表的重測信度介於.76~.91 之間；以「班級社交計量

量表」及「焦慮量表」為效標，其效度大多達.05 顯著水準。使用計分表計分，

提供 T 分數(M=50/SD=10)與百分等級常模對照，亦提供 T 分數側面圖，幫助教

師了解學生的內在差異。在效度研究上也提供不同性別、年級及父母婚姻狀況

在兒童自我概念上的差異。 

        本研究僅針對學校自我概念及情緒自我概念等分量表進行施測，希望能藉

此瞭解學生自己在學校與老師、朋友、同學的關係及自己對日常情緒狀態的看

法。 

二、 研究者自編之研究工具 

(一)學生回饋單 

 為蒐集樂高積木課程教學結束後學生的反應及回饋，設計｢學生回饋單」

(附錄一)，此調查表包涵 12 道題目，前 7 題旨在瞭解學生專注行為的進步情

形，後 5 題在瞭解學生自我概念的狀態。 

(二)訪談大綱 

為能更瞭解樂高教學對於參與學生的影響，設計｢學生訪談大綱」(附錄

二)、 ｢導師訪談大綱」(附錄三)和 ｢志工訪談大綱」(附錄四)，在樂高積木課

程結束之後，依訪談大綱題目對學生、導師和志工做訪談並記錄之，以瞭解學

生對自己、導師對學生和志工對學生專注力表現和自我概念更深度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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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步驟 

    

本研究分為四個階段：研究準備階段、研究發展階段、教學執行階段與資

料分析歸納階段，各時期的工作內容如下，整個研究步驟如圖 3-3 所示: 

一、 研究準備階段 

 (一)文獻資料閱讀 

      研究團隊蒐集國內外以樂高積木做媒材的研究計畫，了解樂高課程內容

設計。 閱讀專注力及自我概念的專書及研究論文，整理其學理概念及研究

方式，結合樂高積木媒材作為本研究課程及研究設計的參考依據。 

 (二)學生資料蒐集 

      本研究的參與對象為資源班中高年級學生，每位學生皆有符合其學習能

力 

  的個別化教育計畫，研究團隊根據輔導的個管學生，整理其個別化教育計畫

中  

  相關專注力及自我概念資料，以作為實施研究前的參考標準。 

      本研究的參與學生已有一年的樂高課程經驗，所以在拼組樂高技巧上，

已 

  經能夠分辨樂高零件，且能知道積木壓線以鞏固作品的拼組技巧。 

 (三)樂高教學精進 

    研究團隊參加 2014 臺北市校際盃機器人選拔賽種子教師研習營-德國慧

魚工程積木入門及樂高機器人入門研習，對樂高積木的教學有基礎認識。研

究團隊在經過前一年的樂高教學，自省在教學上仍感於自我教學經驗不足，

於校內申請樂高積木的教師備課社群，透過坊間的尤信勝教師(毛毛老師)、

宋德震教師(研習講師)作研究者教學備課的諮詢教師，檢視研究者們的樂高

教學及教案設計內容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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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進行期 

(一) 規劃課程內容 

       研究團隊設計此樂高教學課程，諮詢天母地區積木教室的尤信勝教師

(毛毛老師)，檢視積木教學內容效度。本學期一共上課 12 次，一次 60 分

鐘，內涵教學時間 20 分鐘，學生操作時間 40 分鐘，課程設計如表 3-2： 

    研究者根據上學期學生拼組積木的能力做同質性分組，並於教案(附錄三)

的設計上依據學生能力註明高組與低組的調整後學習目標，藉由符合學生的學

習目標，以及對學生而言較有學習動機的積木操作課程，檢視學生在樂高教學

進行中，專注力的改變；分享課程中是否能將自己作品介紹給同儕，檢視學生

自我概念的改變。 

表 3-2 樂高教學課程設計表 

日期 主題 課程名稱 教學內容 

3/9 

高塔 

一、萬丈高樓平地起 

-組裝塔底 

1.欣賞世界各地的「高塔」。 

2.說明「高塔」的構造。 

3.講解組裝「塔座」的步驟。 

3/16 二、創意大發揮 

-塔身組裝 

1.欣賞各種不同的「塔身」圖片。 

2.發揮創意組裝自己的塔身、塔頂。 

3/23 
三、設計展-分享時間 

1.積木作品檢查。 

2.向同學、老師介紹自己組裝的「高塔」。 

3/30 

帆船 

一、四海遊龍任我行 

-帆船(I)船身 

1.欣賞各種造型的「帆船」。 

2.說明「帆船」的構造。 

3.講解組裝「帆船」的步驟。 

4/13 二、四海遊龍任我行 

-帆船(II)船桅 

1.欣賞各種不同的「帆船」圖片。 

2.發揮創意組裝自己的帆船。 

4/20 
三、設計展-分享時間 

1.積木作品檢查。 

2.向同學、老師介紹自己組裝的「帆船」。 

4/27 

名片架 

一、積木變文具 

 -名片設計與名片架底 

  座組裝 

1.欣賞積木文具作品。 

2.說明名片設計概念。 

3.講解組裝「名片架底座」的步驟。 

5/4 二、積木變文具 

   -名片架主題設計 

1.欣賞同學的「名片」設計。 

2.發揮創意組裝自己的名片架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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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三、設計展-分享時間 

1.積木作品檢查。 

2.向同學、老師介紹自己組裝的「名片架與

名片」。 

5/18 

人物 

一、最佳男(女)主角 

  -人體設計 

(左右動作一樣) 

1.教師以圖片解釋對稱動作。 

2.請學生描繪想要拚組的人物動作於紙上。 

3.講解組裝「對稱人物」的步驟。 

5/25 
二、最佳男(女)主角 

  -人體設計 

(左右動作不一樣) 

1.教師以圖片解釋不對稱動作。 

2.教師以上周的作品，作部分肢體擺動的修改

重點說明。 

3.教師特別說明 1*1 積木應用時機。 

6/1 
三、設計展-分享時間 

1.積木作品檢查。 

2.向同學、老師介紹自己組裝的「人物」。 

(二) 諮詢專家提升課程內容效度 

    研究團隊根據所負責的教學主題，事先撰寫教案內容、並拼組教案所設

計的積木作品。請毛毛老師檢視各主題教案內容，其教學設計是否能依據高

低組學生能力，於教學拼組過程中給予不同的目標設定。例如:「高塔｣主

題，低組能在圖片提示下運用到積木內縮、壓線的概念；高組能在老師解說

完後獨立組裝出塔底，且有注意到積木壓線。 

    教師所拼組的積木作品，毛毛教師根據自己的教學經驗，給予學生拼組

積木時，可能遇到的拼組問題，使研究者能夠在教學前試想可以的解決方

式。例如:「高塔｣主題，學生在內縮外擴的積木計算，邊長最好是雙數，學

生在壓線時較不會有所遺漏壓線的情形。 

(三) 準備課程教材 

研究團隊教學前購買足夠使用的積木、學生個人積木收拾籃、小組的 

 積木收集籃、作為教學使用上的教材。購買樂高相關書籍，例如:越疊越成

材(毛毛老師，2014)、積木達人的究極創意（台灣創意積木發展協會，

2013），當作是教學備課用書、並閱覽樂高網站的樂高拚組作品，以利研究團

隊設計教案以及製作教學投影片。 

（四）選擇測驗工具 

    本研究以積木做為教學媒材，觀察學生專注力及自我概念之變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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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專注力為課堂中學習時能夠集中於教師的解說與積木的拼組上，能夠

不受其他環境中的聲音所影響，此為集中性專注力、持續性專注力、選擇

性專注力。故研究者選擇國小兒童注意力量表（林鋐宇，2011），此量表將

注意力分做五向度:集中性注意力、持續性注意力、選擇性注意力、交替性

注意力、分配性注意力，每項注意力將量表分數可化作百分等級比較，百

分等級低於 16 則建議接受注意力測驗。本研究只應用集中性注意力、持續

性注意力、選擇性注意力三向度注意力分數，以前後測方式比較學生在積

木課介入後的專注力差異。 

    自我概念意指對自我的了解，本研究對象為資源班中高年級學生，在

班級的學習上常遇到能力與成就上的落差，有低成就或是學習挫折經驗。

本研究透過積木課程，觀察學生在操作性課程學習中，學生的自我概念變

化。目前的自我概念測驗測驗對象多以國中生以上為主，故選擇國小兒童

自我概念量表(侯雅齡、吳裕益，2000)符合本研究對象年齡，以前後測方式

比較學生在積木課程介入後自我概念的改變。 

三、教學執行階段 

(一) 專注力及自我概念測驗前測 

研究團隊於積木課程介入前，將資源班中高年級學生，團體施測專注力及

自我概念測驗的前測，以作為教學介入前專注力及自我概念基準點。 

(二) 樂高教學 

研究團隊將資源班學生做異質分組團體上課方式，於周一早上介入積木教

學，共上課 12 次、四個主題:高塔、帆船、名片架、人物。每次上課有一位主

教者，利用電子白板方式解說每周樂高教學課程，其餘三位研究者為協同教學

者、三位志工為助教，協助各組學生積木拼組的問題解決。 

(三) 教師觀察學生課堂專注力及自我概念情形 

每周上課研究者觀察各組別學生的上課情形，利用周二早上的開會時間討

論學生的該節的專注力及自我概念狀況，由該周負責上課的研究者統整觀察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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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此資料做為學生專注力及自我概念的質性補充資料。  

(四) 學生自我回饋 

研究團隊於研究介入後，利用五點式的學生回饋單(附錄一)及訪談方式，

使學生自評在樂高課程過程中，學生在樂高課程的學習，自我專注力的改變；

積木主題任務中，學生對於自己的積木能力的評價，與自我在樂高課程的學習

成果。 

(五) 專注力及自我概念測驗後測 

研究團隊於樂高教學介入後，對資源班中高年級學生施予團測專注力

及自我概念測驗的後測，並比較教學介入前後的專注力及自我概念差異。 

四、資料分析歸納階段 

(一) 評析測驗前後測結果 

本研究將專注力及自我概念的前後測分數，利用視覺分析方式看本研究參

與學生的總分變化趨勢，分析學生前後測分數。 

(二) 質性資料分析 

研究團隊根據自我及偕同上課的志工於上課過程中，觀察學生課堂情形，

並加上學生自己對於專注力及自我概念的自評表與訪談紀錄，作為學生專注力

及自我概念的研究結果佐證。 

(三) 研究結果撰寫 

研究團隊根據測驗的量化資料、研究團隊對學生的課堂觀察、學生回饋單

及訪談紀錄，撰寫本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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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樂高教學提升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專注力及自我概念之行動研究流程圖 

 

準備階段: 

1. 蒐集相關文獻資料｡ 

2. 整理學生過往專注力及自我概念資料｡ 

3. 吸收樂高積木教學的專業知識｡ 

1.  

研究發展階段: 

1. 規劃樂高教學課程內容｡ 

2. 諮詢專家建議增進課程內容效度｡ 

3. 準備課程教材｡ 

4. 選擇專注力及自我概念測驗工具｡ 

教學執行階段: 

1. 專注力及自我概念測驗前測｡ 

2. 樂高積木教學｡ 

3. 研究團隊課堂觀察｡ 

4. 學生自我回饋。 

5. 專注力及自我概念測驗後測｡ 

6.  

資料分析歸納階段: 

1. 評析測驗前後測結果｡ 

2. 質性資料分析｡ 

3. 撰寫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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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蒐集與分析 

 

行動研究的研究場域通常就是在教學現場，因此較難像其他研究一樣有標

準化的資料蒐集和分析的程序。本研究為了兼顧量化成效和行動研究的精神，

從多方面收集資料，再將這些資料分析，期望呈現客觀的研究結果。詳細描述

如下： 

一、 資料收集 

為了瞭解受試者在介入前、中、後專注力與自我概念的轉變，研究者設計

不同評量方式，試著從各種面向回答研究問題，以下為研究問題與資料蒐集對

照表： 

表 3-4 研究問題與資料蒐集對照表 

研究問題 

資料蒐集 

測驗 

工具 

(前、後) 

教學 

檢討 

(中) 

學生 

回饋單 

(後) 

訪談 

資料 

(中、後) 

國小資源班學生實施樂高教

學後，其專注力是否提升？ 
    

國小資源班學生實施樂高教

學後，其自信心是否提高？ 
    

二、資料分析 

為了從不同向度探討樂高積木教學的成效，研究者依照資料的不同類型，

分別做以下的分析： 

（一）量化資料 

研究者先利用描述統計說明樣本的資料與特徵，包含平均數、標準差，接

著再利用視覺分析，了解受試者在前、後測的改變情形。 

（二）質性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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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每一個教學活動產生的紀錄，在教學後將資料編碼。每一個教學

活動的資料均配合研究目的、研究方法進行反思與詮釋，再審視下一次的教學

活動內容，做教學與評量的修正，在這樣反覆的循環過程中，完成本次研究。

研究團隊依據活動日期編碼(教學年月日)，研究活動編碼：教學檢討編為

「檢」、座談會紀錄為「座」。研究者代號:R 代表研究者、T 代表導師、S 代

表學生、V 表示志工。範例以表 3-4 說明資料編碼所代表的意義： 

表 3-5 資料編碼代號與意義 

資料編碼代號 代表意義 

R1 研究者即教學者 1 

T1 導師 1 

S1 學生 1 

V1 志工 1 

檢 1040518 104 年 5 月 18 日的教學檢討 

座 1040518 104 年 5 月 18 月的座談會紀錄 

 

為了避免研究團隊在研究過程的偏見和盲點，也提高本研究的信效度，使

用資料的三角校正法進行分析，針對同一事件使用一個以上的來源資料，並透

過不同的資料和人員，進行交叉驗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