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本章主要在說明研究的結論與建議。 

6-1 結論 

經過一連串的研究過程，所獲心得如下： 
1. 相關理論能為數學教材設計帶來視覺改善： 

由第二章文獻探討中，『完形心理學』的群化理論；『視覺設計原理』

的圖地原理、畫面平衡原理，如果能正確運用，確實能建構一個無視覺障

礙的媒體設計環境。 
由第五章的問卷晤談中，不管是教師或學生，都覺得畫面舒適，雜訊

減少了。可見利用這些概念處理各種數學教材可以正確呈現主要資訊，避

免相關誤用，有助於學習者自然的接受訊息，避免不必要的視覺搜尋及過

濾，並有效減少相關雜訊。 
2. 數學簡報系統適合作為數學領域資訊融入的工具： 

由第四章數學簡報系統設計技巧中，可以發現數學簡報系統是個容易

操作的數學教材設計平台，透過系統強大的定位功能及複雜物件處理能

力，可以輕易地取得需要數學物件、進行定位，進而處理複雜結構，藉此

提高資訊量，提供數學概念更大的視覺化空間，呈現更大的關連概念，有

助於形的探索。搭配簡單的動畫功能，便可以設計互動教學教材。 
由第五章的問卷晤談中，學生也都認為這樣的呈現方式，把複雜的理

論變成簡單的圖片或動畫，讓數學變得淺顯易懂，而且清晰明瞭，對於規

律性的探討，比較容易進入狀況。 
3. 數學教材設計原則能協助數學教材設計： 

由第四章數學簡報系統設計技巧中，發展的教材設計原則可提供數

學教材設計者有依循及評估的指標，包括如何將數學抽象的概念視覺

化，將數學抽象的概念動態呈現。 
由第五章的問卷晤談中，由於部分老師對於數學簡報系統的操作陌

生，沒有教材製作的經驗，因此對於這些提出的原則，感到抽象無法瞭

解，並建議將原則再簡化；少數老師對於數學簡報系統的操作比較熟習，

教材製作的經驗也較豐富，他們便同意這些設計原則對他們有實際上的

幫助。 
4. 數學簡報系統設計的數學教學模組能協助教學： 

由第五章的問卷晤談中，教師都同意這樣的教學模組，能協助老師增

進教學品質，但老師提出最好教材設計能與教學理論結合，並提供相關教

案供教學參考，同時教師也都願意在相關條件許可下，學習利用數學簡報

系統設計數學教材。 
學生都同意這樣的教學模組，能協助學生學習，透過互動的程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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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清楚地瞭解數字背後的意義 

6-2 建議 

研究者根據本研究之結論，以及教材設計期間所獲得的心得，提出下列的建

議，作為國中數學教材設計和未來研究之參考。 
1. 培育種子教師： 

由於世界先進國家均投入相當大的人力、物力於資訊融入教學，資訊

融入的狀況將會決定我們的下一代能否在世界上繼續保持優勢。數學能力

又決定一個國家的盛衰，所以我們應該要大量培育種子教師，讓種子教師

能持續利用資訊處理數學教材，利用數學簡報系統大量開發數學教材。製

作過程雖然耗時，但是由於教材有累積性，相信假以時日，我國能有相當

水準之數學數位教材。 
2. 數位教學的教材教法： 

資訊融入教學是近幾年的事情，傳統的教材教法受到資訊融入的衝

擊，雖然衝擊發生了，但是資訊融入教學的教材教法該如何實施，也是一

個令人玩味的問題，應該要儘快訂定數位教學的教材教法，讓資訊能夠更

有效的融入教學。 
3. 深入探討相關原則： 

由於本研究所提出的相關原則探討屬於初步探討，我們針對相關原

理，提出相關原則，並說明彼此之間的關連性，本研究並未做深入研究探

討，未來需要作更深入的探討研究，我們才能更加確認適合數學媒體的製

作原則。 
4. 成果拓展至其他媒體： 

除了數學簡報系統之外，我們還有許多數學媒體開發工具，例如：

GSP、Flash、Excel、…，我們希望本研究所提出的設計原則，可以拓展

至其他數學媒體，成為一貫的設計標準，使得數學媒體的設計，有規則

可循，可以藉此設計出適合教學的數學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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