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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附錄一：國小老師訪談內容 
Q請問您上課通常會使用到電腦嗎？ （想知道電腦使用率） 
A通常只有特定的一些課程才會，機會不多。（表示並不普遍） 
Q那什麼狀況下會使用呢？ 
A通常是需要複雜的圖樣：如有地理位置說明時，用畫的不太能表達

時。（說明一些課程使用是必要的） 
Q學生對於這樣的教學方式覺的如何？（想知道學生喜不喜歡） 
A通常學生對於影像的東西都很有興趣，反而變的很認真。（他們覺得
這樣方式有趣） 

Q電腦是自己提供嗎？ 
A學校的每一位老師都配有一台。 
Q你們有很好的放映設備嗎？ 
A嗯～視聽教室有設備，不過通常我都會借單槍投在牆上，直接使用。

（老師喜歡在自己教室上課，用自己電腦操作） 
Q你贊成用數位化教學嗎？（對一位年輕老師來說） 
A 數位化教學當然很方便，不過我覺得小孩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是

件蠻可憐的事，畢竟對視力也會不好，加上對自然界觀察的敏銳度

會降低。（老師很在乎課堂學習以外的生活體驗，顯示出電子教學的

憂心） 
Q那你建議未來數位教學為怎麼做才能減少這樣的問題發生呢？（承

上題） 
A我想，數位化教學方式是無可避免的，應該變成輔助加強的學習工

具，而並非完全的取代。例如：上地理課圖說時，或者是播放一些

影片等等。（是需兼併使用的，不能避免他，就讓他成為輔助教學的

好幫手） 
Q你瞭解學生在家利用數位電子產品的比例多高嗎啊？都用於哪些用

途？（老師瞭解學生居家學習狀況？） 
A大部分同學家裡都有電腦，但除了上網跟打電動用途外，應該很少

做學習動作。（顯示出孩童對電腦使用狀況） 
Q你會交代學生上網查資料嗎？ 
A偶而會叫他們回家作業上網查，隔天再報告找到的資料。（還是多少

改變學習方式，不再只是查書本上的資料，應用更廣） 
Q動機是什麼？（承上題） 
A我想網路上很多資料可供查詢，除了課本以外的資料，應該會有意

外的收穫。藉此也讓他們多少接觸電腦。（讓學生習慣上網獲取知識） 
Q你對現在教學工具還滿意嗎？（我指的是硬體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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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不是很好，粉筆灰會影響身體、就連百板筆也很毒，但是也沒辦法

啊﹗（說出無奈，但又無法改變，表示仍有進步的空間） 
Q依你的瞭解，有多少家長在乎孩童居家學習環境？ 
A嗯～有些沒上班的母親通常會緊盯著孩子的學習，很注重他們的學

習環境，但上班的雙親就比較沒空花心思在家庭學習環境上，多半

是孩子下課，就往外面的補習班上課。（說明孩子學習跟家長工作時

間也有很大關係） 

Q所以說多半家長會將這些金錢投注在外面補習環境上嗎？ 
A當然跟經濟狀況也有很大的關係，有些父母會花很多錢在電腦、學

習工具的設備上。（說明了一個現實問題，好的學習工具、環境，也

必須有好的經濟能力） 
Q那請問你覺得小學生現在的學習工具足夠嗎？ 
A現在小學生比以前好很多的，一些基本工具如鉛筆、簿子琳瑯滿目
以外，現在小學生也會使用錄音工具，記錄上課的內容。（有進步的

學習工具） 
Q所以你認為這樣學習方式有可以改進的空間嗎？（承上題） 
A其實我發現很少教學工具是為國小學生設計，通常是國、高中生，
可能是因為覺得小學生不會使用，所以我認為如果有針對小學生設

計的教學週邊產品，簡單操作、易學習，應該會是不錯的想法。（點

出的一個想法，為小學生設計學習工具是有必要的） 
Q 若針對小學生學習工具普遍應用於課堂上，會有助於教學嗎？ 
A我想若普及後，應該會提高學習效率，他們也可以回家後繼續複習。

（資源重複利用，對學習效率是有幫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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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針對國小高年級訪談結果歸納分析 

 
以活動分析 
藉由訪談，歸納出小朋友的活動範圍以及活動內容，並提出疑問。希望藉活動型

態以及使用工具做更深瞭解，以作為事後 probe內容的問題。 
 

…………………………

 
 
 
                    

 

戶外 

電玩 
 
塗鴉 
 

用什麼東西塗鴉 

是線上遊戲嗎？

用什麼工具？ 

做什麼事情呢？ 

會留意什麼事？做什麼？ 

流行什麼？喜歡什麼？ 

玩什麼？用什麼設備？ 

什麼運動？藉助什麼設備？ 

教材運用、工具 

 
Activity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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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
………………
居家學習研究
補習 
 
運動 
 
上網 
 
逛街 
 
回家途中 
 
去同學家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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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網 
 
看電視 
 
玩玩具 
 
做功課 
 
做家事 
 
親子活動 
 
課後輔導 

跟誰？做什麼？ 

什麼家事？ 

用到哪些工具？ 

玩什麼東西？藉助工具？ 

找些什麼資料？看了哪

些東西？ 
看什麼節目？幾點？ 

上什麼課？用到哪些學習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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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環境觀點分析 
從訪談中歸納出影響學習的環境包括下幾個項目，希望藉由環境與學習者的關

係，包括環境物配置、身處環境的狀態等等問題，設計出 probe並能從問題中找
出居家學習的原則。 
 
 

經過的地方與大自然接觸、

瞭解程度 

每個家庭環境的差異 

瞭解現今補習班提供環境 

設備與環境影響 

戶外 

 
 
 
 
 
 
 
 

經過的環境  
 
 

 

Environment環境 
家中 

與小孩學習環境是否相關

瞭解成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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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咖 
 
補習班 
 
運動場 
 
同學家 
 
路上（街

上） 
 
自然環境 
 
居家附近 
 
父母上班
擺

擺

有書房 
 
客廳 
 
房間 

……………………
提供環境，室內或戶外 
設位置、環境如何？ 

放什麼？ 

什麼東西？環境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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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互動情形分析 
針對互動歸納出與人、事、物相關議題，希望探討出藉由互動關係而延伸出的人

與物以及人與人之間物的關係，作為 probe內容設計。 
 
 

老師

 
同學

 與老師之間相處模式，學

習互動是否良好  
人

 
 
 外 

 

………………………………

 

遊戲

同儕之間的活動關係 
是否良好 

 人與產品互動關係如何 
 
 
 
 
 
 
 
 
 

Interation 
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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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 
 
學習工具

 
玩樂玩具

 
聊天 如何表達、與態度 

瞭解程度與介面操作 

使用頻率以及介面操作 

喜好以及與產品的互動 

家人

 
朋友

 
寵物

與家長之間溝通問題 

外人與家人的互動 
人

 
 
 
事

 
 
 
物

家中 

與寵物之間關係 

親子互動 家庭互動與學習之關係 

家電 
 
電腦 
 
學習工具

學習到哪些 

介面操作互動性是否良好 

有哪些方式互動 

學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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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目標 
針對所要達成的目標，我們以目前觀察到的社會現象，提出居家學習對學童的影

響，並藉由人、事、時、地、物的分類方式進行探討。 
 
居家學習 V.S人的關係 

1. 小朋友是否喜歡電子產品？ 

2. 家中其他成員是否會影響居家學習狀況與效率？ 

3. 跟家人互動與學習之間關係？ 

4. 同學之間是否互相學習？ 

5. 是否所有家長都會真正關切學童學習問題？ 

6. 兄弟姊妹會互相學習嗎？ 

 
 
居家學習 V.S事件關係 
 

1. 課後補習是否真能幫助學習？ 

2. 現在同儕之間流行什麼事物？ 

3. 電腦占學習工具比例有多少？ 

4. 學校教育方式的改變，是否進而影響居家學習方式的改變？ 

5. 每位家長都願意為小孩添購學習工具嗎？ 

 
 
居家學習 V.S時間關係 
 

1.居家學習時間和效率是否一致？ 

2.父母的職業，是否影響學童居家學時時間的長短？  

3.學童在學習時間的比例佔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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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學習 V.S環境關係 
 

1.是否因為家庭經濟，而產生學習環境、工具的迥異？ 

2.瞭解目前學習環境有哪些？ 

3.學習環境是否會間接影響學習效率？ 

 
居家學習 V.S工具的關係 
 

1.目前學習工具對他們是否真有助益？ 

 2.各個小朋友在家中學習的工具差異多大？ 

3.流行物是否造成同儕團體溝通的重要訊息？ 

4.學習工具真為他們帶來便利？還是是一種障礙？ 

 
User學習者觀點分析 
在這訪談中歸納出學習者分為居家學習者以及補習班學習，以這樣的歸納可以清

楚的看到影響學習者生活的活動議題，更能切入 Probe的問題設計。 
 
居家學習 VS.補習班學習 
1.居家學習環境的差異 
2.對事物的價值觀 
3.產生的居家活動差異類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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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的生活 

—跟著阿哲過一天 

活動 

—看看阿哲的學習活動 

家居活動 

—看看阿哲在家時都在做什麼 

目標、擔憂及激勵 

—了解阿哲在生活、學習中所關

電腦技能、知識及能力 

—了解知道阿哲的電腦經驗 

對科技的態度 

—了解阿哲和科技相處的關係 

對科技的態度 

—檢視阿哲對於科技的過去觀及

溝通 

—阿哲和別人保持聯絡的方式 

參照資料 
附錄三：受測者 Personas 

Personas

 

受測者一阿哲，新興國小四年級學生 

（阿哲的生活、及家庭） 

苗栗頭份鎮人，家處環境屬於較鄉下的城鄉，獨

棟透天厝，除了才藝課以外，幾乎沒有補習，課

業都能自己掌握，成績優異，喜好打電動，無其

他兄妹，媽媽為家管，負責照顧阿哲生活起居，

父親則負責家計，屬於一般小康家庭。  

平常日除了上課、偶而補習以外，週末跟媽媽去

內灣幫忙賣飲料，幾乎都在家。 

補習書法、以及鋼琴。每天必須在家練琴半小時

左右。 

看電視、打電動、練琴、吃東西 

心的事 

在意在校成績，以前三名為目標。 

會用繪圖軟體（非常好色），以及上網查超自然

現象資料。 

對電玩相當熟悉， 

未來觀 

喜歡上網，但因為家裡網路連線太慢，希望家裡

電腦能改善。 

電話或去同學家裡玩。 

 事前訪談 

 居家學習活動探測 

 事後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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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受測者二欣伶，香山國小五年級學生 

（欣伶的生活、及家庭） 

新竹牛埔人，家處環境獨棟透天厝，有車庫

及大庭院供玩耍，與親戚住一起，常跟其他

堂兄妹玩耍，喜好看書、個性安靜，課業都

能自己掌握，成績不錯，做事細心，無其他

兄妹，媽媽為家管，負責照顧欣伶生活起居，

父親則在外國工作，目前為媽媽跟他。  

一天的生活 

—跟著欣伶過一天 

平常日除了上課、偶而補習以外，週末跟媽

媽去外婆家玩，幾乎都在家看書。 

活動 

—看看欣伶的學習活動 

補習英文、以及鋼琴。因為教育政策影響，

最近多補一科數學。 

家居活動 

—看看欣伶在家時都在做什麼 

看電視、看書、吃東西。 

目標、擔憂及激勵 

—了解欣伶在生活、學習中所關心的事 

媽媽認為網路陷阱多，僅假日才讓他上網，

欣伶本身很安靜，不喜歡與同學在一起。 

電腦技能、知識及能力 

—了解知道欣伶的電腦經驗 

假日會用msn即時通與同學聊天，以及上網

查資料及玩電動。 

對科技的態度 

—了解欣伶和科技相處的關係 

使用數位相機，相片印表機。 

對科技的態度 

—檢視欣伶對於科技的過去觀及未來觀 

喜歡上網，但媽媽限制假日，對電腦基本使

用還算熟悉。 

溝通 

—欣伶和別人保持聯絡的方式 

打電話或上網聊天。 

參照資料  事前訪談 

 居家學習活動探測 

 事後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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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sonas

 

受測者三大維，香山國小四年級學生 

（大維的生活、及家庭） 

新竹牛埔市人，公寓式住宅，全家親戚住在此棟

大樓，在學校擔任班長一職，認真負責，喜好打

籃球，跟老師、同學互動良好，有一個小學二年

級的弟弟，媽媽為 soho族，負責照顧兩兄弟的

生活起居，父親則在台中工作，假日會帶全家出

去玩。  

一天的生活 

—跟著大維過一天 

通常下課後會去操場打籃球。 

活動 

—看看大維的學習活動 

沒有課後補習，大多在運動、打球。 

家居活動 

—看看大維在家時都在做什麼 

看 NBA、寫作業、吃東西 

目標、擔憂及激勵 

—了解大維在生活、學習中所關心的事 

對外國籃球很瘋狂，平時還會買 NBA雜誌跟同

學一起分享。 

電腦技能、知識及能力 

—了解知道大維的電腦經驗 

會用繪圖軟體、打電動以及上網查資料。 

對科技的態度 

—了解大維和科技相處的關係 

家中有兩台電腦，但對科技產品似乎沒有太大興

趣。 

對科技的態度 

—檢視大維對於科技的過去觀及未來觀 

需要用到網路資料時會上網，或打打電動。 

溝通 

—大維和別人保持聯絡的方式 

電話或去同學家裡玩。 

參照資料  事前訪談 

 居家學習活動探測 

 事後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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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受測者四亞璇，國小五年級舞蹈班學生 

（亞璇的生活、工作及家庭） 

新竹牛埔人，家處環境獨棟透天厝，有車庫及大

庭院供玩耍，與親戚住一起，有三個弟妹，平時

一起玩耍，喜好舞蹈、活潑外向，每天補習到 9

點半，媽媽為家管，負責照顧孩子生活起居，父

親則負責家計， 

一天的生活 

—跟著亞璇過一天 

平常日除了上課以外，每天要補習到 9點半，補

習可說佔了他大部分的時間。 

活動 

—看看亞璇的學習活動 

除了補習，舞蹈的學習也佔多數時間。 

家居活動 

—看看亞璇在家時都在做什麼 

看電視、吃東西。 

目標、擔憂及激勵 

—了解亞璇在生活、學習中所關心的事 

因為身於舞蹈班，所以生活上的事很多都跟舞蹈

扯上關係，也因這樣，必須學會化妝，比起同年

紀外表上感覺成熟許多。 

電腦技能、知識及能力 

—了解知道亞璇的電腦經驗 

假日會用msn即時通與同學親戚聊天，收發

e-mail，以及上網查資料及玩電動。 

對科技的態度 

—了解亞璇和科技相處的關係 

對聽音樂的掌上型 CD很感興趣。 

對科技的態度 

—檢視亞璇對於科技的過去觀及未來觀 

喜歡上網，對電腦基本使用還算熟悉。 

溝通 

—亞璇和別人保持聯絡的方式 

打電話或上網聊天，上課時則傳小紙條。 

參照資料  事前訪談 

 居家學習活動探測 

 事後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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