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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科技改變了生活，進而影響了學習的形式。在行動網路服務、行動科技的發

展之下，行動學習應運而生，新興教材林立，於語言學習領域尤為明顯。學習動

機能使學習者採用教材、參與學習，在教材設計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動機是激起

從事者專注、使用的原動力。因此，本研究欲探討語言行動學習教材設計者如何

運用內容提升、維持學習者的動機，以注意、相關、信心與滿足（ARCS動機模
式）四要素進行文獻分析，歸納出提升學習者動機的策略。 

 

關鍵字：行動學習、學習動機、內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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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chnology has changed people’s life and affected the forms of learn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bile technology, the concepts of mobile learning are emerging. 
Many mobile learning materials are available. This phenomenon can be observed 
especially in language learning. Learning motivations play a core role in the adoption 
of learning materials and participation in learning and are the crucial motives that 
make learners keep focusing on learning. Therefore, the study is aim to investigate 
how the designers of language mobile learning applications encourage and maintain 
learners’ motivations. The study is conducted with reviewing and analyzing literatures 

in terms of four areas: attention, relevance, confidence and satisfaction (ARCS Model 
of Motivational Design) and is concluded in the categorization of the strategies for 
enhancing learners’ learning motivations. 
 
Keyword: mobile learning, learning motivation, content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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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 

 科技的發展改變了人類的生活型態，也改變了人類的學習方式。過去十年間

電腦、網路與數位技術快速的演進引起了各界興趣與關注，也促成了這些新興媒

體於教學當中的應用（Reiser & Dempsey，2012）。電腦設備引入教育，影響學
習環境。以美國為例，在 1998年，公立校園內僅 51%的教室能運用設備連線網
路，到 2005年則攀升至 94%（Synder與 Dellow，2010）。國內方面從 2000年底，
全國的上網普及率僅 38%，校園的普及率則只有 64%；2006年時，全國的普及
率已升至 81%，學校方面更攀至 100%（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2014）。 

繼網際網路之後，行動通訊科技逐漸普及。至 2015年，行動電話用戶數量
已達至 70億，遠高於在 2000年的 7.38億。（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2015）。其中 2015年第一季擁有 1.08億的新用戶，與上一季相比成長率
提升 1.5%，與 2014第一季相比成長率則提升 5%（Ericsson，2015）。除行動通
訊發達，無線網路的使用情形也相當普遍。全球經由行動載具使用無線網路的流

量，在 2012年底時佔所有網路流量的 15％，在 2013年時卻超過 25％。至 2014
年時，其流量增長了 69％，相當佔全部網路流量近半數的 42％（Pegrum，2014）。
國內截至 2013年 4月，個人近半年無線上網使用比例有呈現大幅成長趨勢，共
計有 1,143 萬人使用過無線上網（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2013）。個人行
動上網的比例也有逐年上升的趨勢，從 2012年起呈現大幅提升的現象，2012年
的 30.98%成長至 2014年的 61.81%（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2014）。由此
可見，行動科技與無線網路的使用在國際、台灣已相當普及。 
 無線網際網路的發達、行動裝置及網路通訊服務的發展促成了行動學習領域

的開展與進步，接近每人一台手機的現象，雖然也可能是一人擁有多台手機之情

形，但用戶的數量即代表著有可能性，讓教育者運用行動載具來連結、傳遞教學

內容（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2012）。許
多學習者透過自己的載具或硬體，如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筆記型電腦等，來

進行學習，而該背景也成為了教材電子化以及 App推出的溫床，在語言學習領
域上之現象尤為顯著。許多書商或學習機構將其學習資源數位化，在網路的電子

商城平台中發表教材電子版版本，或是將教材以 App的方式呈現，如彭蒙惠英
語、LiveABC、EZ Japan等，皆推出了電子版出版品與應用程式 App，旨在滿足
各種不同學習者的需求。 
 然而，上述語言行動學習教材對於學習者而言，其內容如何輔助學習的學

習，以及符合使用者們的需求與動機仍是未知數，也是人們所關切的議題。因此，

本研究著重於探討這些語言行動學習教材，經由文獻回顧、整理與分析，以瞭解

該類新興推出的出版品如何在內容當中採用策略，來激起學習動機，讓使用者能

夠持續使用、投入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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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科技進步之下，學習的環境隨之更迭。至今的求學路途，目睹了學校硬體

的改變。從原先紙筆、黑白版、塑膠或木頭教具，逐漸採用收音機、電視機等科

技設備，後來則有了裝設投影機、電腦設備的引進。出版品從原來紙本書籍，後

則擁有錄音帶、錄影帶、教學光碟、MP3各式媒材，部分教材甚至可以結合線
上的學習網頁。教育與學習的環境一再變化，學習資源與教材也有所演進。每一

次新的改變，對學習者而言是新的體驗，也是新的挑戰。在這樣多元、演進之學

習環境中，新的改變是否提升學習效果，或是激起學習者的動機，都是該時代下

教育者與出版業者們所關切之議題，也是該時代下學習者們所欲知曉的答案。因

此本研究欲針對現在行動科技影響而衍生的行動學習教材，在如何激起學習者動

機之議題上進行研究。基於前述的背景與動機，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如下： 
(一) 探討行動輔助語言學習之要素。 

(二) 探討語言行動學習教材之要素。 

(三) 探討語言行動學習教材提升學習者動機之策略。 

 

三、研究問題 

 根據本研究所擬定的研究目的，如上述之探討語言行動學習教材與學習者的

需求與動機等，可發展出以下的研究問題： 
(一) 探討行動輔助語言學習之要素為何？ 

(二) 探討語言行動學習教材之要素為何？ 

(三) 探討語言行動學習教材提升學習者動機之策略為何？ 

 

四、研究範圍 

 本研究經由文獻回顧，對語言學習出版相關單位所推出的語言行動學習教材

之內容進行探討，並以其所推出的行動應用程式、電子版雜誌等作為重點對象，

瞭解其實際所推出的產品，在規劃、設計上如何採用策略，來激起學習與使用動

機，讓使用者專注於學習過程。本研究著重於語言行動學習教材與文獻的分析與

歸納，在實際的學習成效的比較上，例如使用語言行動學習教材前之後測驗分數

的前後比較等，無在本研究之探討範圍之內。因此，本研究會將上述內容所採納

的動機策略進行歸納、分析，供往後教材發展者、語言學習以及行動學習相關的

研究者參考，或是作為發展產品與研究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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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名詞解釋 

 本研究進行中，會運用到下列相關之專有名詞，在此針對個別名詞進行解

釋，以利研究之進行與閱讀的理解。 
(一) 行動學習 

行動學習（Mobile Learning，又稱M-learning）有多種不同的定義，例如「移
動中的學習」或是「使用行動載具學習」。其中後者的定義較為廣泛，亦即無論

學習過程中有沒有移動，只要在過程中有使用行動載具，都是行動學習的一種方

式（沈中偉、黃國禎，2012）。而在本研究所指的行動學習，指的即是後者較為
廣泛的定義。 
(二) 學習動機 
 學習動機（Learning Motivation）是指引起學習者學習活動，維持學習活動，
並導使該學習活動趨向教師所設定目標的內在心理歷程（張春興，2000）。本研
究所指之學習動機，乃是學習者在使用語言行動學習教材時，使其持續學習、達

成目標之動力。 
(三) 內容策略 
 內容策略（Content Strategy）即指對於內容之計畫、發展及管理，使規劃的
內容呈現、供人使用，包含重點的主題、目的、呈現、發表以及出版的形式

（Halvorson，2011）。本研究即針對語言行動學習教材內容的發展策略，探討其
中提升學習者動機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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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行動學習 

隨著手機價格的下跌，其需求隨之上升。也隨著手機的使用需求增長，近年

來在行動科技領域的技術也有所進步，如筆記型電腦、行動裝置、智慧型手機及

無線科技、通用封包無線服務（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簡稱 GPRS）、藍
芽技術等。在上述科技快速演進的背景下，教育環境與願景的改變雖然看似相當

困難，但教育上更迭仍是無可避免（Cavus & Al-Momani，2011）。行動科技結合
學習與教育的模式也因此因運而生，其廣泛可定義為採用手持載具科技，以及無

線網路，來輔助、促進、延伸教學與學習範疇的學習方式。對於行動學習（Mobile 
Learning），許多學者提出不同的定義與看法，如「移動中的學習」或是「跨越
不同情靜脈絡中的學習」等等。其中最為廣泛、為人所知的定義是「使用行動載

具進行學習的方式」，意即使用行動載具進行學習，無論在室內或室外，或是有

沒有移動，都可以算是行動學習的一種型態（黃國禎，2012）。其主要的核心特
色如下圖 2-1所示： 

 
圖 2-1、行動學習的核心特色。引自：Basic elemen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obile 

learning. Ozdamli, Fezile & Cavus, Nadire. 2011.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8), 940. 
(一) 無所不在性（Ubiquitous） 

行動學習更加融入生活當中。行動學習不受空間限制，教學者可以將教學情

境帶至戶外，並進行資訊融入教學，更可透過其無線網路的特性在任何環境下與

網路教學素材連線（蕭顯勝，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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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載具大小易於攜帶（Portable Size of Mobile Tools） 
 行動學習中載具，如手機、MP3隨身聽等等，大多小巧且易於攜帶，學習
者可以在任何地點運用自己的載具進行學習活動（Ahonen et al.,2004）。 
(三) 混合性（Blended） 
 教學者可以運用行動學習，來與其他模式來進行混合、搭配（Uzunboylu, 
Cavus & Ercag，2009）。如透過行動載具以及軟體的連線，在課堂中可以即時進
行測驗，並經由軟體進行立即對作答結果批改，可從過程中進行立即評估學習情

形、反饋學習者意見予教學者的形成性評量（Formative Evaluation）（張國恩、
宋曜廷、黃承丞、方瓊瑤，2004）。 
(四) 個人性（Private） 

學習者可利用行動載具上進行個人化學習，例如反覆操作、測驗等，行動載

具亦可記錄學習歷程，透過系統功及教學內容能提供學習者適合的學習指引（蕭

顯勝，2014）。在自己方便、想要學習的時候，運用載具取得、連線、下載學習
資源與資料，可以自己個人進行獨立作業（Virvou & Alepis，2005）。 
(五) 互動性（Interactive） 
 學習者轉為積極，可用透過行動載具以及環境的功能，來做出不同的程度的

互動。行動學習的環境包含了需要的設計、結構、模式和時事，為學習者互動的

背景與前提，透過互動可以將環境納入學習內容，進行知識交流（Robert，2005） 
(六) 合作性（Collaborative） 
 行動科技可輔助學習者之間以及和教學者的溝通，因此行動科技會被教育界

納入考量，來用於學習的合作與活動（Uzunboylu，Cavus & Ercag，2009；Virvou 
& Alepis，2005）。 
(七) 資訊立即性（Instant Information） 

學習者可以隨時透過行動載具與無線網路獲得需要的資訊，並分享資訊（黃

國禎，2012）。使用行動載具主要原因為立即性，因為行動載具可以滿足快速回
應特定問題的需求。學習者可以地將評量等的問題迅速儲存、傳送，而教學者也

可以在自己使用行動學習的系統或平台時，立即回覆學習者所傳送有關問題的訊

息（蕭顯勝，2014）。 

二、行動輔助語言學習 

行動學習與語言學習結合，廣義即所謂的行動輔助語言學習

（Mobile-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簡稱MALL）。行動輔助語言學習的概念
由電腦輔助語言教學（Computer-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簡稱 CALL）的領
域所演進而來。電腦輔助語言教學為數位學習其中的次領域（Pegrum，2014）。
尤指運用電腦設備輔助語言學習的學習方式。 

從 90年代開始，其主要運用的方式，為使用電腦中的唯讀記憶光碟（Compact 
Disc Read-Only Memory，簡稱 CD-ROM），來儲存學習內容之內文、資料、圖像、
動畫、音檔、影片，使上述各種形式之媒材可運用於教室與個人學習。此外，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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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電腦的硬碟儲存、網際網路功能，該設備也扮演知識儲藏、百科全書般的角色，

輔助學習者獲得補充上述教材內容的知識與資訊（Seljan、Berger & Dovedan，
2004）。 

近年，如個人數位助理（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簡稱 PDA）、智慧型手機
等可攜式的行動載具逐漸普及，人們從打電話、傳訊息、聽音樂、聊天、上網、

購物到觀看影片皆使用自己的載具，而逐漸地也有人用載具來作為學習的工具，

使學習者和教師都可以使學習無所不在。其中，學習者不只再限於在課堂中學習

第二語言（Second Language），他們可有機會在任何時間、地點來運用自己的載
具進行學習。在大部分的社會中，學習第二語言，尤其是英語，已成為就職、教

育的標準之一。 
因此，教材設計者、出版相關企業將其教材上傳至網路，以軟體、網頁、應

用程式的方式，供學習者取得、學習。而這些內容也成為教育者建立方便的學習

情境、教育目標以及促進學習，和滿足、輔助學習者需求的途徑。將載具及行動

教材作為許多研究皆專注於使用無線網路科技，來輔助不同層面的語言學習。在

行動輔助語言學習中，運用上述的五種途徑來輔助學習，重點大多在於「單字」、

「聽力」、「文法」、「發音」與「閱讀理解」等（Miangah & Nezarat，2012）。使
用行動載具來輔助語言學習，主要可以由下列方式來實行，以達成學習目標： 

 
圖 2-2、使用行動載具來達成學習目標的方式。引自：Learning Content Development 

Methodology for Mobile Devices. Paulins, Nauris; Balina, Signe & Arhipova Irina. 
Procedia Computer Science (43), 2015. p 148. 

運用行動載具，來實行行動學習的方式最主要有動畫（Video）、圖像
（Graphic）、內文（Text）、音訊（Audio）和快速響應矩陣碼（Quick Response 
Code）。 
(一) 動畫：透過影片、動畫，一方面可使學習彈性、生活化，一方面學習者可

藉由畫面來輔助瞭解原文對話內容，一邊可以做聽力練習，增進學習效果。

此外，遊戲動畫也可結合遊戲式學習，作為學習內容、測驗評量的手段。 
(二) 圖像：藉由視覺圖像，來說明文字內容，以增強單字、加深印象。 
(三) 內文：文字的呈現，讓學習者清楚看到內容內文，進行學習。 
(四) 音訊：透過音訊檔，訓練聽力，或是作為導讀、跟讀功能，連結內文與發

音。 
(五) 快速響應矩陣碼：透過條碼掃描，學習者可以獲得進一步的資訊及內容，

或是從非平台的地點，如海報、書籍等，透過掃瞄來取得學習資源、教材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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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ARCS動機模式 

動機簡單地說明一人從事某些特定事項，且付出努力參與的原因，影響著參

與者的行為與導向，也就是激起從事者行動、專注於事情的驅動力（Arnone，
2005）。針對學習者的學習動機，Keller提出了四項要素，目的在於幫助課程教
學，能提升、維持學習者之學習動機。ARCS動機模式中的四個字母，乃為「注
意」（Attention）、「相關」（Relevance）、「信心」（Confidence）、「滿足」（Satisfaction）
四項要素的縮寫，Keller強調透過配合四項要素的運用，來達到激勵學習者參與
學習，以及引起動機來投入、持續參與（Keller，1987）。 
 注意與相關層面與價值（Value）層面相關，使學習者專注於學習過程，並
使他們與學習間建立擁有意義之相關性，為學習者帶來參與的價值。信心與滿足

層面則與對於成功的期待（Expectancy for Success）相關。藉由使用、參與該項
學習活動，學習者能夠擁有信心、達成學習的目標（Arnone，2005）。 
 在 ARCS動機模式的四個要素當中分別有三項子項目，來作為設計課程活
動與教材的策略與方向，詳細如下表 2-1所示： 

表 2-1、ARCS動機模式四大要素細項 

要素 策略 

注意 

Attention 

感官的吸引（Perceptual Arousal）：使用策略引起興趣。 
問題的研究（Inquiry Arousal）：運用問題激勵學習。 
用變化維持（Variability）：運用變化維持專注力。 

相關

Relevance 

目標導向（Goal Orientation）：建立符合學習者需求的目標。 
動機符合（Motive Matching）：符合學習者興趣、風格和特質。 
似曾相識（Familiarity）：與學習者的過去經驗連結。 

信心 

Confidence 

必備條件（Performance Requirements）：必備之能力指標，以幫
助學習者擁有正面的期待。 
成功機會（Success Opportunities）：引導學習者透過經驗瞭解自
身能力與情況。 
操之在我（Personal Control）：學習者掌握自己學習、運用自己
能力達到學習目標。 

滿足 

Satisfaction 

內在增進（Intrinsic Reinforcement）：鼓勵學習者內在的動機。 
外在獎勵（Extrinsic Rewards）：為成功提供適當的獎勵。 
維持公正（Equity）：維持公平的評量與機制。 

資料來源：整理自 Keller（1983）、Keller（1987）、Arnone（2005）。 
 綜合上面四種元素，以下針對 ARCS 動機模式四個要素，簡單呈現其定義。
先「引起學習者的注意與興趣」，再讓學習者「發現學習與自己切身相關」；接著

自己覺得「有能力和自信去完成」，最後得到「完成後的成就與滿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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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與理論 

 本研究以 Keller所提出的 ARCS動機模式作為理論基礎，來作為探討語言
行動學習教材的內容當中如何運用策略，來提升學習者使用、繼續學習的動機。

以 ARCS動機模式中「注意」、「相關」、「信心」、「滿足」四大要素，作為分析、
歸類語言行動學習教材內容策略之依據，以 Keller及其他學者對 ARCS動機模
式中要素內容之文獻闡釋，探究語言行動學習教材當中採納之內容與動機策略。 
 本研究以文獻分析法進行。文獻分析法也可稱文件分析法或次級資料分析

法，是指蒐集與某項問題有關的期刊、文章、書籍、論文、專書、研究報告、政

府出版品及報章雜誌的相關報導等資料，進行靜態性與比較性的分析研究，以瞭

解問題發生的可能原因，解決過程及可能產生的結果（吳定，2003）。本研究採
納文獻分析法，回顧與分析 ARCS動機模式、行動學習相關研究和台灣語言行
動學習教材相關產品資訊，以 Keller（1987）、林麗娟（1996）、許淑玫（1998）、
Jacobson與 Xu(2002)、王珩（2005）、Arnone (2005)、陳麗純（2008）、溫雅婷
（2008）等人過去 ARCS模式相關著作、問卷對於注意、相關、信心、滿足要
素之歸納與闡述為基礎，來歸納研究對象產品與功能之介紹，做為分析語言行動

學習教材動機策略之基礎。 

二、研究流程 

 本研究的研究流程如下圖 3-1所示： 

 
圖 3-1、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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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確立研究問題，瞭解研究進行之方向，探討語言學習行動教材的內容與

動機策略。其次，則進行相關文獻的探討，再者擬定 Keller所提出的 ARCS動
機模式作為分析文獻、研究進行之標準。第四則鎖定相關產品及單位的資料收集

範圍。最後進行收集之資料分析，歸納出提升學習者動機的策略。 

三、研究對象 

 2015年台灣上網人口數為 1883萬，其中行動上網者為 1261萬（財團法人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2015）。手機行動上網相當普遍，83.0%可下載、使用 App
（國家發展委員會，2015）。其中擁有智慧型手機之用戶平均每日花費 55分鐘使
用 App，高達 35.3%的使用者平均每天使用 App一個小時以上（何培甄、陳冠中，
2013）。在此背景下，許多語言教材設計相關企業以 App的形式出版產品，供學
習者下載使用。在本研究以這些單位及出版社推出之語言行動學習 App主要研
究對象，從業界狀況，來實際了解教學者在設計行動學習教材時，採用何種內容

策略，來提升學習者的動機、增進他們的學習情況。本研究整理空中英語教室、

日月文化、希伯崙、常春藤、向日葵、康軒文教、翰林、南一書局、龍騰文化、

大新書局、檸檬樹等語言學習相關出版單位之產品，來作為探討提升學習者動機

之內容與策略。主要探討之出版單位與產品如下表 3-1所示： 
表 3-1、研究調查出版公司推出行動教材一覽 

出版社／推出公司 產品 

空中英語教室 大家說英語、空中英語教室、Advanced、空英微劇場、台
灣走透透、哈單字 

日月文化 EZ Talk 美語會話誌電子互動版、EZ Japan 流行日語會話
誌電子互動版 

希伯崙 LiveABC Biz 互動英語、LiveABC CNN 互動英語、
EnglishAid+、LiveABC elearning 

常春藤英語 常春藤生活英語雜誌、常春藤解析英語雜誌、常春藤基礎

英文字彙 2250、常春藤核心英文字彙 2251-4500、常春
藤進階英文字彙 4501-7000、常春藤新多益聽力攻略、常
春藤新多益閱讀攻略、常春藤新多益模擬測驗、賴世雄英

文文法、賴世雄英文文法Lite 

康軒文教 Hello，華語！、試題大力練 

翰林出版 翰林出版雲端題庫-國中歷屆試題詳解 

南一書局 南一書局App 

龍騰文化 單字強力教、學測好試多、統測好試多 

檸檬樹 檸檬樹-大家學標準日本語、用日語接待旅遊台灣 

大新書局 聽寫五十音、大新日中英‧旅遊會話辭典 

資料來源：整理自上述出版社推出之產品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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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行動英語學習 App之 ARCS分析 

 本研究整理、分析上述語言學習相關出版、文教單位所推出之產品，將內容

的資訊、功能、介紹等經由 ARCS動機模式的「注意」、「相關」、「信心」、「滿
足」四大要素為基準，來進行文獻分析，歸納出提升學習者動機之內容與策略。 

一、注意層面 

在 ARCS動機模式中注意層面，即指對於學習者他們對於在學習教材、活
動與課堂中獲得的知識與概念的興趣（Interest）以及好奇心（Curiosity）（Keller，
1983）。學習者注意力的維持十分重要，須注意學習者在參與活動時的注意力以
及反饋，來確保學習意願和成效注意力的維持的方法包括視覺、聲覺感官、肢體

動作與幽默感等方式，讓學習者能持續性的注意學習內容（Jacobson & Xu，
2002）。在上述出版單位所推出的產品當中，維持、提升學習者注意力的策略如
下： 
(一) 圖文並重 
 相對於以文字呈現為主的教科書，語言學習教材與學習雜誌的相似之處，在

於常搭配圖片影像，來作為視覺上美化教材，體現紙本教材中的排版作用。如空

中英語教室推出的《大家說英語》、《空中英語教室》等行動應用程式版本，即有

雜誌閱讀模式，能夠將原先紙本雜誌內容之圖像，以 App的形式呈現於學習者
的載具當中，進行閱讀與學習。此外，搭配圖文也是輔助說明內容的方式，藉由

圖像的表達，傳遞訊息加強學習者的學習印象。如康軒文教事業推出的《Hello，
華語！》當中擁有詞彙閃卡功能，使學習者藉由圖片瞭解單字的意義。 
(二) 音檔支援 
 語言行動學習教材除結合視覺圖像，音訊上的支援為另一不可或缺的內容呈

現方式。如空中英語教室、日月文化的《EZ Talk 美語會話誌電子互動版》和《EZ 
Japan 流行日語會話誌電子互動版》、希伯崙推出的《LiveABC Biz互動英語》與
《LiveABC CNN、互動英語》以及檸檬樹的《大家學標準日本語》與《用日語
接待旅遊台灣》等皆有音檔發音、例句語音、內文朗讀的功能，使學習者可以閱

讀教材內文時，以聽力加強其學習效果以及注意力。 
(三) 影片欣賞 
 視覺上加強學習者專注力的策略除了靜態的圖片檔案外，則是動態的影片及

動畫的運用。在語言行動學習教材中在其應用程式或電子版教材當中，運用內建

檔案或是超連結的方式，將影片置入於教材當中，供學習者播放、使用。如空中

英語教室推出的《On the Go台灣走透透》中運用外景影片觀賞，結合台灣觀光
景點與英語學習，藉由影片解說景點相關英語學習觀念。希伯崙的《LiveABC》
互動雜誌則運用真人情境影片，透過建立情境影片，增添使用者學習時的趣味性。 

 
 



 14 

(四) 同步引導 
 在語言行動學習教材中透過引導，來使學習者參與於學習活動當中，提升注

意力。例如常春藤英語的《常春藤生活英語雜誌》中，擁有看圖作文，提供寫作

提示與範文引導的功能，引導學習者練習寫作。檸檬樹的《用日語接待旅遊台灣》

運用閱聽同步功能結合學習者聽覺、視覺注意力，專注於內文的學習。大新書局

的《聽寫五十音》則透過假名書寫演示功能，引導學習者日文五十音的假名書寫。 

二、相關層面 

 在學習內容、課程當中，若在其中加入與學習者的學習目標、興趣相關的事

物來輔助教學，即可引起學習者的興趣以及動機。對學習產生切身相關的體認，

雖然新鮮的事物能幫助集中注意力，人們對於任務性的學習，會傾向結合與本身

已熟悉與了解的知識（林思伶，1993）。藉由與學習者建立之相關性，來使與已
熟悉的知識連貫、明白如何運用其中的知識（陳麗純，2008）。研究中探討之語
言行動學習教材中，與學習者產生連結之內容策略如下： 
(一) 內容調節 
 學習新事物時，學習者往往會因不確定急生疏感而不安，嚴重甚至產生焦慮

及情緒的壓抑（王珩，2005）。透過內容調節結合學習者已有之背景及經驗，來
降低上述情形之可能性。在語言行動學習教材內容當中擁有功能，使學習者可以

依照自己的情形，來進行調整。如空中英語教室的《大家說英語》、《空中英語教

室》、《Advanced》等擁有語速調整功能，學習者能夠照自己的程度來調節，理解、
熟練學習內容。 
(二) 歷程記錄 
 在行動學習環境中記錄學習者的學習歷程，以作為提供個人化學習建議的依

據（黃國禎，2012）。在語言行動學習教材當中，擁有書籤、日曆功能等，學習
者可以追蹤自己的學習步調。除了上述功能，語言行動學習教材擁有許多個人化

服務。如常春藤英語的《英文字彙》系列當中擁有記憶單字庫，使學習者建立自

己的單字資料庫。空中英語教室的《空英微劇場》的跟讀錄音功能則供學習者追

蹤自己的發音情形。翰林的雲端題庫則會自動匯集錯題庫，供學習者複習使用。 
(三) 模式轉換 
 教材設計者將語言行動學習教材的編排彈性化，使學習者可以依照自己的情

形、喜好轉換教材呈現的模式（溫雅婷，2008）。透過符合學習者的需求、特性，
來連結先前經驗，使他產生積極的學習態度。如常春藤推出的《生活英語雜誌》

與《解析英語雜誌》中可調節提供中英對照、全英文、全中文顯示切換，學習者

可以自行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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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心層面 

 「信心」即是讓學習者透過學習參與，能夠對活動有正向的期待，讓其能夠

達到目標。信心的高低長取決於學習者對於學習的動機，以及自己所付出之努

力，以自身的表現達成目標而產生的成就感（Poulsen、Lam、Cisneros & Trust，
2008）。語言行動學習教材設計者考量建立信心之策略如下： 
(一) 內容分級 
 以內容難度分級的方式，讓學習者使用語言行動學習教材時，可以依照自己

的情形選擇教材內容、建立學習目標。根據學惜者個別的能力與水準，來協助其

成功、保持學習信心（許淑玫，1998）。如空中英語教室的《大家說英語》、《空
中英語教室》、《Advanced》以及希伯崙推出的《EnglishAid+》產品中擁有難易
度標示供學習者參考，由適中的程度來掌握重點，使之更加有信心學好內容

（Keller，1983）。 
(二) 模擬測驗 
 透過通過教材當中的模擬測驗，學習者可以驗收自己的學習效果。也藉具規

劃與挑戰性的活動，明訂教學與評量目標，來提供學習者掌握成功的機會來進行

評估、建立信心（溫雅婷，2008）。如空中英語教室的《空英微劇場》擁有自我
測驗重複學習功能，讓學習者透過反覆練習增加熟練度與信心。日月文化的《EZ 
Talk美語會話誌電子互動版》、《EZ Japan流行日語會話誌電子互動版》也擁有
測驗功能，並提供詳解供學習者參考。 

四、滿足層面 

 「滿足」的層面即指學習者透過學習過程或是在學習之後，對於自身結果的

正面評價。學習者從學習當中，所接受到的內在和外在的獎勵（Award），並產
生繼續進行的慾望。滿足是學習者對結果所產生的一種評價，個人的滿足是動機

能繼續學習的重要因素（許淑玫，1998）。給予學習者回饋鼓勵，維持所習得的
新知識的成就感之內容策略如下所述： 
(一) 能力檢測 
 透過能力的檢測，使學習者得到正向的學習回饋，滿足學習者的需求。如空

中英語教室中的《哈單字》擁有單字力排行榜，以及單字真人、模擬競賽等項功

能，讓學習者獲得成就感，擁有信心持續學習，除了擁有機會來建立滿足感，也

可於檢測練習中瞭解不足之處（王珩，2005）。 
(二) 統計分析 
 經由測驗結果量化資料，學習者能夠對自己的學習成效進行評估，讓學習者

獲得滿足。如翰林的雲端題庫擁有成績統計圖表功能，將測驗的結果數據、圖像

化。龍騰文化的《學測好試多》、《統測好試多》則可透過內容的統計分析歷次

練習，讓學習者瞭解自己的作答情形。經過轉化，學習經驗實體、數據化，形成

有視覺之激勵與獎賞（王珩，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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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機互動 
 學習必須要有足夠的互動，才能達到學習效果。運用新興科技，將互動性帶

入學習（Cavus & Uzunboylu，2009）。透過學習者與載具間立即的互動和反饋，
來滿足學習者的需求。如空中英語教室推出的系列產品、常春藤的解析與生活英

語雜誌、檸檬樹的《大家學標準日本語》中擁有搜尋功能，學習者可以立即收尋、

輸入所欲得知的內容。大新書局的《聽寫五十音》則可透過手寫功能輸入，供學

習者書寫練習。常春藤英語的《常春藤生活英語雜誌》中則擁有測驗後立即回饋

解答的功能，提供即時的反饋。 

伍、結論 

 行動輔助語言學習教材結合行動學習的特色，運用行動載具，透過無線網路

體現無所不在性與資訊立即性，並經由個人使用達到個人性，且由軟體操作、社

群媒體等實現互動及合作性。在學習教材中更結合動畫、圖像、文字、音訊、影

片，多元化地將內容呈現給使用者，滿足學習需求。 
在語言行動學習教材內容之發展上，則採用了許多策略，來激發使用者的學

習動機。對於目前台灣語言行動學習教材中內容，透過Keller的ARCS動機學習
模式加以分析與歸納。在注意層面，透過圖像、影片等多媒體的結合，產生不同

感官上的吸引與刺激，來維持、提升學習者的專注力。其次，藉由相關層面中的

策略，學習者可以自行掌握學習步調、調節內容，進行適性良好的學習、與生活

產生相關性。學習過程當中透過教材中的活動、練習，建立使用者學習的信心，

並由正向的鼓勵、即時的互動與反饋，來滿足學習需求。藉由上述的各種內容發

展與動機策略，盼能提升學習者們的使用動機，使學習者能夠持續、主動地參與

學習過程，滿足需求、增進語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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