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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起玩出專注力~以動態電子投影片為引之訓練教材 

 

魏景銓  李偉清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附小 

 

摘要 

    本套教材(含教學光碟與學習單)係針對注意力缺陷學生所自行研發之 E 化訓

練教材，為了要讓注意力缺陷學生能產生學習興趣並進而提升專注力，於是本套

教材的設計從生活化、遊戲化與趣味化的角度出發，利用動態電子投影片的呈

現、配合教師的課堂講解，再搭配靜態學習單的評量，期待藉由專心看、用心聽、

仔細記、動手寫等多感官的刺激活動，來引發與維持學生高昂的專注力，並進而

養成學生上課專注聽講的學習好習慣！ 

    本套教材經過臺北市立教育大學附小潛能班十六名注意力缺陷學生實際教

學的測試後，發現使用後的成效令人十分滿意，不僅量化數據顯示學生的專注力

都有明顯的提升外，質性資料分析的結果也得知學生們都非常喜歡這套教材，且

普遍自覺現在課堂上的學習已能較以往更為專注。此證明了本套教材對注意力缺

陷學生的助益確實甚大，非常值得加以推廣及應用。 

 

關鍵字：注意力缺陷、專注力、動態電子投影片 



 2 

一、設計背景與動機 

    Bransford(1979)指出專注力是個體對刺激做預期的選擇。也就是個體對環境

或情境中的眾多刺激，選擇其中一個或一部分產生反應，並從而獲得知覺經驗的

心理活動（林珮蓉，2011）。更精確地說，專注力應是個體從輸入的眾多訊息中，

能選擇重要訊息並排除不重要訊息的一種能力。亦即專注力是對該做反應的刺激

給予反應，對不該反應的刺激不給予反應（宋淑慧，1994、李慧馨，2010、徐昇

暉，2007、張春興，1991），因此，個體在從事學習時，不僅僅是刺激的被動接

受者，也含有主動的成分，若個體欠缺此能力，則很難有知覺或記憶，所以，專

注力是學習的必備條件（宋淑慧，1994、施春雅，2010）。 

    林珮蓉（2011）指出專注力可經由後天來培養。洪儷瑜（1998）、Lerner(2000)

則點出學習內容是否有趣是影響專注力的關鍵因素。而 Kotwal 和 Burns(1996)、

Slate, Meyer, Burns 和 Montgomery(1998)、徐昇暉（2007）以及廖新春（1985）的

實證性研究皆共同指出利用電腦輔助教學，可促使學生更佳專注於學習，並讓學

生在學習上的表現更好。故本套訓練教材(含教學光碟與學習單)為了要讓學生產

生學習興趣並進而提升專注力，於是本套教材的設計從生活化、遊戲化與趣味化

的角度出發，利用動態電子投影片(powerpoint，簡稱 ppt)的呈現、配合教師的課

堂講解，再搭配靜態學習單的評量，期待藉由專心看（視覺）、用心聽（聽覺）、

仔細記（記憶）、動手寫（動覺）等多感官的刺激活動，來引發與維持學生高昂

的專注力，並進而養成學生上課專注聽講的學習好習慣！ 

二、使用方法與內容情境 

本套教材除了可單機光碟片的操作外（不需安裝，直接將光碟片放入光碟機

中即可自動執行操作），也可在網路平台上發佈，讓學生的學習不受時空的限制，

學生家長亦可上網引導學生進行練習。 

本套教材共分「柯南篇」、「昆蟲篇」、「動物篇」、「水果篇」、「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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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卡通篇」和「捷運篇」等七大部分，每篇都有一至四則的動態情境內容，

每則動態情境內容實際教學時間皆為四十分鐘，其中除「柯南篇」需一百六十分

鐘、「昆蟲篇」需八十分鐘外，其餘五篇的教學時間皆需四十分鐘。整個教學流

程大致如下：先從教師一邊播放動態投影片一邊課堂的講解開始，然後讓學生專

心觀看投影片並就投影片內容所提之問題思索答案，再請學生動筆寫在學習單

上，最後則由老師檢核答案並進行討論與總結，此時教師可重複、多次播放 ppt

檔，讓學生可再次專心檢視與確認答案的正確性，以啟發、訓練及提升學生專注

之能力。 

    本套教材詳細內容分述如下： 

(一)「柯南篇」 

    本篇共有四則動畫情境：「誰偷走了寶物」、「誰是偷倒垃圾的人」、「尋

找鞋印的主人」及「歹徒的長相」。目的是希望注意力缺陷的學生能學習柯南細

心觀察、敏銳判斷和專注辦案的精神，學生必須抽絲剝繭、專注思考才能解題成

功，故本篇可訓練與提升學生在視覺記憶、視覺空間、邏輯推理及問題解決方面

的相關知能。 

阿福的家！阿福的家！

有一天阿福外出
工作，回到家裡
居然發現一樓有
一樣寶物不見
了！但是門窗沒
有被破壞!

1F

2F

3F

想想看喔

  

「誰偷走了寶物」之 ppt 「誰偷走了寶物」之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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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昆蟲篇」 

    本篇共有兩則動畫情境：「蜜蜂飛往哪裡」和「蜻蜓怎麼飛」。目的是希望

注意力缺陷的學生能用心細察蜜蜂與蜻蜓的飛行路徑，學生必須在短時間內正確

辨識各條路徑的起點與終點，才有辦法回答問題，所以，本篇可訓練與提升學生

在視覺追視、視覺空間及視覺記憶方面的相關能力。 

第一題

仔細看蜻蜓從哪一個數字起飛？

停在哪一個數字？

1 2 3

4 5 6

7 8 9

  

「蜻蜓怎麼飛」之 ppt 「蜻蜓怎麼飛」之學習單 

 

(三)「動物篇」 

    本篇僅有一則動畫情境：「動物公寓」。目的是希望注意力缺陷的學生能細

心觀看公寓內動物們住家樓層的上下左右位置與關係，從初階的兩層樓四戶挑戰

起至進階的三層樓六戶止，其中再穿插數題部分動物搬出替換成別的動物搬進的

情結，以及結合什麼動物配合什麼動物習性的變化挑戰題，以循序漸進地刺激學

生使用專注力，因此，本篇可訓練與提升學生視覺空間及視覺記憶的相關能力。 

猴
子

公
雞

小
貓

老
鼠

山
羊

小
狗

計時
30秒

要專心記喔

右側

左側

  

「動物公寓」之 ppt 「動物公寓」之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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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果篇」 

    本篇也是僅有一則動畫情境：「水果王國」。目的是希望注意力缺陷的學生

能透過細心觀察各項水果的相對位置，來正確記憶解題，教師則是利用重複出現

的類似題型，一而再、再而三的刺激學生運用專注力，如此可訓練和提升學生在

視覺空間及視覺記憶方面的專注能力。本篇的原理與上篇「動物篇」相似，秉持

教材的設計應具有變化性，方能吸引學生的注意，故將水果更換為動物，讓學生

在不同的情境下訓練專注力。 

要專心記喔

計時
20秒

5 6

7 8

  

「水果王國」之 ppt 「水果王國」之學習單 

 

(五)「數字篇」 

    本篇也是僅有一則動畫情境：「魔幻數字」。目的是希望注意力缺陷的學生

能透過仔細觀察 ppt 中的所有數字，來正確回答 ppt 中的問題。而本篇數字的呈

現時間都很短暫，學生必須集中注意力方能記住所看到的全部數字，本篇數字的

呈現除了從最簡單的一位數起至最困難的八位數止外，有的 ppt 甚至會把一串的

數字拆開，所以學生必須專心注意各個數字的前後位置，才有辦法順利解題，因

此，本篇可訓練與提升學生在視覺空間及視覺記憶方面的專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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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題

925

是多少?

  

「魔幻數字」之 ppt 「魔幻數字」之學習單 

 

(六)「卡通篇」 

    本篇從學生最喜愛的卡通主題切入，也是僅有一則動畫情境：「卡通世界」。

目的是希望注意力缺陷的學生能透過仔細辨認不同卡通人物的外型特色、相關位

置和人物數量，而回答出 ppt 的所有提問，並期望學生都能被熱門卡通影片中耳

熟能詳的卡通人物所深深吸引，進而訓練與提升出視覺空間及視覺記憶方面的專

注能力。 

卡通人物介紹卡通人物介紹~~海綿寶寶海綿寶寶

海綿寶寶 派大星 章魚哥 蟹老闆

要專心記喔

計時
10秒

  

「卡通世界」之 ppt 「卡通世界」之學習單 

 

(七)「捷運篇」 

    本篇設計的考量是從學生每天從家裡到學校的交通工具「捷運」為出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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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一則動畫情境：「阿貴去上學」。目的則是希望注意力缺陷的學生能透過仔

細觀看與記憶故事情節和捷運所經過的各個捷運點及起迄站，再利用不同的問

法，來訓練與提升學生視覺空間及視覺記憶的相關能力。 

從從「「景美景美」」站站~ ~ 「「中正紀念堂中正紀念堂」」站站

景
美

萬
隆

公
館

台
電
大
樓

古
亭中

正
紀
念
堂

中途停靠: 專心記喔

  

「阿貴去上學」之 ppt 「阿貴去上學」之學習單 

 

綜上所述，本套教材著重從不同情境的動態情節，來訓練注意力缺陷學生之

專注力，特別在視覺追視、視覺空間與視覺記憶方面的啟發與提升特別有效，而

學生的回饋亦很熱烈，尤其老師再搭配運用增強系統，學生學習專注的情況更能

相得益彰，值得後續開發更多有趣的相關單元。 

三、使用成效 

    本套教材經過臺北市立教育大學附小潛能班十六名注意力缺陷學生實際教

學的測試後，使用效果令人十分滿意，除了學習單上每個問題的通過率高達百分

之八十三至百分之百，均高於百分之八十的精熟標準外，整套專注力訓練教材實

施完畢後，再進行「專注力量表」(林珮蓉編，2011)的施測，也發現學生的專注

力平均得分皆高於平均數的 3 分甚多，顯示學生經過此專注力教材的訓練後，專

注力都有明顯的提升。此外，再從多名注意力缺陷學生的深入訪談中更可得知學

生非常喜歡這套教材，且學生普遍自覺現在課堂上的學習已能較以往更為專注。

如紹提到：「老師設計的劇情很有趣，尤其是柯南篇最好玩，希望每次上課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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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這樣」；辰也提到：「我非常喜歡老師的動畫，這些動畫很有趣，如果不認

真看和專心聽是不可能答對的」。而楷則提到：「我覺得老師的這些活動對我

幫助很大，現在我在班上上課時都會專心聽講，因為我發現班上老師常常會講完

一段話後就問問題，我都能答對」。由此可見，本套教材對注意力缺陷學生確實

助益甚大，非常值得加以推廣及應用。 

  

學生上課專注觀看 ppt 學生認真思考 ppt 的提問 

  

學生學習單的評量成果 1 學生學習單的評量成果 2 

 

四、省思與展望 

    在教學的過程中，我們第一次看到學生上課的眼神跟過去明顯不一樣，不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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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了專注，也具有相當的自信與滿足，我們發現這才是真正的學習，也欣慰這

套教材的辛苦研發總算有了代價，此深深激勵我們朝此正確方向繼續邁進，未來

我們將編擬更多有趣的教材內容，來提升注意力缺陷學生的專注力。 

    其次，我們也思索未來將進行準實驗設計的實證性研究，來證明此套教材的

有效性，並改用已出版具有信、效度的測驗工具來進行施測，以及進一步在普通

班中評量注意力缺陷學生的「保留效果」，以驗證本套教材的保留成效，最後則

會將實驗結果撰寫成論文，再參加明年台北市第 14 屆論文發表類的行動研究競

賽，讓社會大眾也能分享我們研究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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