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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研究運用探測工具，研究居家學習之相關議題，並運用 contextual design

分析中的模型架構圖進行資料分析作與呈現，最後提出「小學生居家學習」設計

原則，提供日後設計研究人員之建議參考，並以劇本法實際演練。 

 

7.1 設計參考原則 

「小學生居家學習」參考原則分以下六大項目個別說明： 

  

圖 7.1 小學生居家學習設計參考原則大綱 

 

居家學習環境之建議 
經由總分析整理，我們可以發現，居家學習環境對於小朋友習慣的養成有重

要影響力，父母提供什麼樣的學習環境，孩子會依循著環境學習。因此提出居家

學習環境之建議，並在未來對數位化學習議題有所助益。提出以下設計原則。 
 

1. 學習空間的延伸 
擴大學習意義與範圍，讓學生可隨意學習、閱讀隨手可得，可以提高學習效率。 

2. 環境提供資源豐富刺激 
若能在環境中提供各種活動，將有助於學習者腦力的激發與創新。 

3. 加強電視正面意義 
以正面角度思考，加強電視的學習效果可以改變學童觀看電視的意義。 

4. 綜合學習與娛樂的互動居家學習空間 
   提供環境物複雜的居家空間活動能產生較多樂趣，並能增進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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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工具之應用 
經由整理分析發現，居家學習工具的應用，對學習者學習效率會有很大的影

響。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利其器」，即是最好的寫照。因此瞭解現況，對於

工具應用在未來學習議題上，有很大的幫助。經由實驗分析以下結果作為設計參

考。 
1.增大書桌機能性 
提高書桌的機動性，有助於書桌的靈活應用。 

2.學習工具的時效性 
學習工具打破時效性的限制，讓學習更有效率。 

3.工具視課程學習需求應變 
學習工具的多功能性，不但方便，更可以減少學生的負擔。 

4.重複使用的概念 
重覆使用的學習教具，不但能環保，更具教育意義。 

5.模組化功能需求 
模組化應用在工具上可以提供學習者更多的選擇。 

6.綜合學習與遊戲並融入互動觀念 
導正學習的嚴苛印象，將遊戲材料融入其中，不但能提高學習者興趣，並能發

揮觀察力、想像力、記憶力、思維力以及語言的發展。 
 
 
居家學習者與人之互動關係 
分析資料得知與學習者關係越密切的成員，之間產生的互動也相對增加，呈

現正比且正向的成長。以下就分析討論，提出人與人之互動之觀念，建立在學習

上參考原則。 
 
1.養成良好的家庭教育觀 
  家庭的「不可取代」特性，對於學習階段的學童，有獨特的影響。 
2.提供學習者興趣培養 
美國科學家愛因斯坦說過：「興趣是最好的老師」。因此，從小培養興趣，可以

對教育學習議題有所幫助。 
3.學習分享的概念 
工具中加入分享的互動學習，讓家人、同儕、老師能夠一起參與，不但能培養

團隊精神，還能增加學習者對學習的參與感。 
4.善用工具產生與人的互動 
善用人與人之間的工具，有助於情感的傳達，達到互動交流的人際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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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學習者與社會關係 
在 cultural model研究中，我們可以發現，社會價值觀、家庭教育、流行文

化對學習者觀念的影響。瞭解社會關係脈絡有助於學習者價值觀的建立。以下提

出幾點建議原則。 
 
1.養成與同儕團體學習、經驗分享 
 在團體中學會分享、競爭，的行為經驗，有助於學習者建立社會關係。 
 
2.建立價值觀的判斷 
在這物資充斥的時代及複雜的社會關係中，建立正確的價值觀顯得格外重要。 
 
 
居家學習產生的活動 

研究發現，居家學習活動的分類很廣，顯示居家活動的多樣性。教育專家

說：「為了提高學習的效率，安排合理的學習時間就顯得格外重要了。」以下提

出建議之參考。 
 

1.規劃良好的居家活動分配 
居家活動的規劃，有助於時間的掌控以及家庭的交流。 

2.分配補習與居家學習的時間 
分配學習活動，有助於提高學習效率。 
 
 
學校與家庭的連結 

在研究結果問答中發現，家長與學校溝通往往處於「被動」的表現，要建立

雙方的互動，並需將居家與學校的學習環境達到某一程度的契合。因此學習環境

盡量達到一致性，有助於學習者適應力的提升，進而產生良好的學習成效。從研

究說明學校與家庭關係，並提出以下參考原則。 
 

1.建立三向溝通 
教學結構與內容改變的同時，是否增加更多的互動訊息，達到「老師-學生-家
長」的情感的交流，是促成學習者良好的學習適應力重要議題。 

2.家庭與學校合作相輔相成 
家庭必須與學校產生更多的學習經驗，不單單侷限在某一範圍，才能適時的給

予學習者生活、知識上的「連續性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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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貢獻 

 透過探測法了解國小學生及其家長，也就是學習活動的當事人及對居家學習

有重要關連的人，對居家學習的態度及其行為，發掘真實脈絡下所遭遇的問

題及需求，並能協助發掘居家學習的重要議題。 

 

 本研究所提出的「小學生居家學習設計」原則，提供設計師相關產品設計開

發的明確依據，使其開發之學習產品符合使用者實際需求。 

 

 本研究所運用之探測法是剛興起於西方國家的使用者需求調查研究方法，台

灣迄今尚未有其他研究運用。使用探測法的目的之一在於引入探測法，對於

國人性情傾向保守的台灣實行研究。並提出建議提高其適應性。 

 

 

7.3 完成之工作項目 

 小學生居家學習模式、態度與方法的調查 

 探測工具的設計與應用 

 輔助小學生居家學習之工具設計原則的提出 

 居家學習數位工具之概念設計提出 

 

 

7.4後續研究與建議 

本論文研究之兩大重點方向即為前階段探測工具的設計運用以及最終呈現的「小

學生居家學習」設計參考原則。本章節即針對設計探測工具的運用提出建議。 

 
圖 7.2 研究重點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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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探測工具之設計建議 

國內尚未有學者做過關於探測工具的相關研究，因此提出此設計建議，希望

提供日後相關研究人員可以更迅速的掌握議題。 

探測結果可能貧乏而不具豐富的描述能力，探測法的資料來源取自於參與者

在其生活脈絡中對學習事件的主客觀紀錄。資料的不足可能肇因於參與者對於探

測內容理解度不足或對操作步驟不熟悉，或者是研究者本身設計探測工具上的不

適當性，而使資料內容貧乏不具豐富的描述能力。本研究以下列幾點建議提出。 

    

 設計探測工具之前對受測對象有基礎的瞭解。 

 實驗過程中適當的電話問候能增加他們對此計畫的重視。 

 針對不同議題，設計出符合他們喜好的型式設計。 

 日後的訪談有助於問題的釐清。 

 事前與家庭良好的互動關係，有助於他們對於實驗的認真程度。 

 並非所有議題都適用於探測工具的設計上，內容設計有時需考量可行性。 

 
 

7.5 結論 

學習工具的趨勢及重要性使其相關議題成為眾人重視的焦點，除了對學習內

容的考量及教育觀念積極的變革之外，學習形式亦是決定教材能否透過學習的途

徑獲得有效吸收所必須關注的焦點。學習的形式直接涉及學習工具的開發，工業

設計的專業正可為未來數位化學習貢獻心力，使學習工具更能滿足使用者居家學

習的需要。 

 

……………………………………………………………………………………………………………………
 

102
以探測工具進行小學生居家學習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