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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抗力球介入國語文教學歷程後，對國小中年級

學生的國語文學業表現、注意力以及學習自我效能是否有正向積極之影響

力，而本研究結果正如第四章之資料分析與綜合討論所呈現。最後，研究

者於本章陳述所獲致之重要結論以回應研究目的，繼而針對教學實務現場

人員與相關領域，提供具體建議事項，以作為後續研究之參考，玆分述如

后。  

第一節 結論 

一、抗力球能有效提升學生在國語文學習時之選擇性注意

力及分配性注意力 

    注意力量表分析顯示，在抗力球介入國語文學習歷程後，實驗組學生

在「選擇性注意力」及「分配性注意力」兩方面的表現皆顯著高於控制組

學生。相對地，實驗組學生在「集中性注意力」、「持續性注意力」、「交

替性注意力」等三方面的表現卻與控制組學生無顯著差異。   

二、抗力球對於學生之國語文學業表現提升無顯著效果 

    在抗力球介入國語文學習歷程後，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在國語文學業

表現之總結性評量與形成性評量兩方面並無顯著差異。再者，實驗組中注

意力表現進步程度低、中、高組別學生在國語文學業表現總結性評量並無

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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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抗力球對學生之學習自我效能提升無顯著效果 

    學習自我效能量表分析顯示，在抗力球介入國語文學習歷程後，實驗

組與控制組學生在學習自我效能的表現上並無顯著差異。再者，實驗組中

注意力表現進步程度低、中、高組別學生在學習自我效能並無顯著差異。  

四、學生喜愛使用抗力球進行國語文學習，並認為可以更

專注進行學習，且願意持續使用 

    抗力球使用態度量表分析顯示，實驗組學生中無論男、女，其在問卷

上的得分大約4分，顯示在學習過程中，學生是喜愛使用抗力球進行從事國

語文寫作與閱讀學習活動，且認為自己坐在抗力球上面可以更專注，且學

得更好。  

    再者，實驗組學生的訪談資料顯示，高達九成以上學生喜愛以抗力球

取代傳統座椅進行學習，有八成以上的學生認為坐在抗力球上可以幫助自

己在學習歷程中表現得更好，且更加專心，當提及使用抗力球後可以降低

的不良行為類型與出現比例高低依序為：不良坐姿、搖晃椅子、東張西望、

玩弄桌上物品、聊天及睡覺等行為；若被問及是否願意繼續使用抗力球，

九成以上的學生均表達願意繼續使用抗力球取代傳統座椅進行學習活動。  

第二節 後續研究建議 

    為使抗力球的相關研究能夠更真實地反應學生學習及教學環境的安

排，以及適合臺灣國情，研究者根據前述之發現與結論，同時針對研究限

制，提出下列幾項建議，供教學現場實務工作者及後續研究者作進一步研

究的參考，現分述如下：  

一、研究樣本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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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研究實驗組樣本僅選取一班臺北市國小中年級的兒童，因此無

法將研究結果推論至其他同年齡層的樣本。今後研究可從橫向與縱向方面

分別擴大研究樣本的選取，橫向方面，可將研究樣本嘗試擴及同校或他校

的學生，以比較不同脈絡背景之樣本的差異；縱向方面，可比照國外研究，

嘗試將樣本推及不同年齡層之幼兒、兒童或青少年等正處於學習之中的團

體，以瞭解處於不同發展階段之樣本，在使用抗力球進行學習時的成效。  

    另外，本次參與研究的實驗組學生在實驗教學前從未接觸過抗力球，

故對學生而言，抗力球屬於相當新奇又好玩的刺激，很容易引發他們的興

趣與好奇心，雖然每個學生都躍躍欲試，很想坐在球上，但真正要坐在球

上穩定控球以進行國語文學習，仍需要一段更長時間的熟悉與練習。若在

進行正式研究之前，學生能在體育或綜合等其他領域課程中，先嘗試坐球

練習一段較長的時間，使學生習慣坐球學習，降低對抗力球產生的好奇感

與玩心，則學習效果或許會有所不同。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在每個人的學習歷程中，會感知環境中存在的不

同刺激，並對不同刺激做出反應，以達到最佳的學習適應狀態，這種個人

與生俱來的學習風格在後續研究中亦應被納入考量。換言之，由於每個人

的性格和學習偏好皆有所不同，因此，本研究提供的抗力球座椅是否適合

每位學生在學習歷程中使用，此點應是未來研究者應密切關注的，若能考

量不同特質、不同學習風格的學習者適合哪一種形式的學習，應能獲致更

佳的推論結果。  

二、研究工具方面 

    在學生的國語文學習表現方面，本研究採用總結性評量與形成性評量

兩種方式交互驗證學生的國語文學習表現，但由於總結性評量為一延宕性

評量，在實驗周次中，學生除了接受研究者主導的國語文教學之外，控制

組與實驗組學生尚有接受各自的班級導師每周三次之國語文課程教學、導

師指派的國語文課後作業，甚至在課餘時間，實驗組與控制組中有部分學

生在安親班亦接受了額外大量的國語文練習、測驗評量等，上述種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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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會影響學生在國語文總結性評量上的表現。反觀國語文的形成性評量在

於評估學生在課堂學習的立即性學習成效，所受干擾因素較少，似乎較能

反應學生的真實學習效果，故後續研究者應考量在學習表現上，該採用何

種評量方式，以獲致更為客觀的學習表現結果。  

    另外，國外研究者在教室內使用抗力球取代傳統座椅時進行教學時，

在抗力球的選擇形式上相當多元，例如圖6的抗力球，其外觀如傳統座椅具

有椅背，但也有抗力球的可動性與柔軟度；圖7的抗力球則沒有椅子的靠

背，但卻具有如椅子般的支撐腳；圖8的抗力球則為球體加上可穩定球體的

坐墊，本次研究者所採用的抗力球則以此為主。然而，選擇不同類型的抗

力球是否會影響到學生的專注力與學習效果，此為後續研究者應納入考量

的因素。  

 

 

 

圖6 有椅背之抗力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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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有支撐腳之抗力球  

 

 

圖8 有坐墊之抗力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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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時間方面 

基於時間因素的考量、教師授課節數與學校課程規劃，本研究雖採取

準實驗設計方式，亦即在七周實驗課程中，同時蒐集不同群體學生的抗力

球使用及注意力、學習表現等資料，如此所得的研究結果雖可大致看出兩

群體間的差異表現，但是學習歷程終究是一連續不斷的歷程，只為期七周

的學習觀察研究，必定會遺漏一些重要的訊息。因此，建議後續研究者可

採取更長時間的縱貫研究方式，從不同時間點來探究學生坐在球上的專注

力以及學習變化，藉以呈現個體注意力與學習間更完整之面貌，使研究結

果更具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