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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多媒體之字幕呈現方式」（中英雙語字幕加困難關鍵即時

字幕、動畫中英雙語字幕）對高職進修部學生的英語學習成效（內容理解、聽力

理解、字彙學習）與學習態度（動機、信心、焦慮）的影響。研究發現透過重點

式關鍵字或片語困難關鍵即時字幕學習，可以讓高職進修部學生在觀賞影片過程

中，能自然隨影片劇情的內容導引需要，更能快速進入了解影片劇情內容，增進

學生較佳的注意力和短期記憶效果，減低學生的認知負荷，使特定的關鍵字詞快

速學習吸收，以使學生在理解、內容、生字、聽力等方面都有進步。如此應用影

片結合英語學習的情境式語言環境與重點式的英語關鍵字詞導引，對於較缺乏動

機、信心及高焦慮學生的學習，具有潛在的學習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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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comparative effectiveness of two 

multimedia programs of English language instruction using movies: one using bi-

lingual subtitles plus real-time difficult key word subtitle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BSDK), and one using bi-lingual subtitle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BS). The study 

focused on private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iveness (content 

comprehension,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vocabulary learning) and learning attitude 

(motivation, confidence, anxiety level).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BSDK program 

achieves a higher level of comprehension in content, listening, and vocabulary than 

does the BS program, and that the BSDK results in a more positive learning attitude 

than does the BS program. It was found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a contextual language 

environment and the insertion of focal key words is particularly helpful for students 

who are less motivated or confident, and those experiencing high levels of anxiety.

Keywords:  Multimedia Learning, Vocabulary Learning, Cognitive Load Theory, 

Learning Attitude,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　     Lecturer,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Care and Education ,Centr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Teacher, Ruie Cheng Elementary School, Corresponding Author
***　   Doctoral Student, Department of Business Education,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Digital Content and Technology,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多媒體之字幕呈現方式在英語學習效益之研究

-  3  -

壹、前言

非英語系國家為了培養國際化關鍵競爭力的能力，無不積極地學習英語以成

為學科知識、國際溝通的必要工具，進而提升該國的國際競爭力。在此全球化的

影響下，台灣也不能免俗於此，家長為了讓孩子贏在起跑點，雄厚其競爭力，因

此英語學習已成為父母們厚植孩子實力的第一要素，更是透過英語於網站資訊與

國際間媒體等做為傳遞訊息的重要工具（天下雜誌，2006）。   

電腦資訊的日新月異運用多媒體做為學習環境的教學工具，已成為趨勢。各

式各樣的文字、圖片、聲音、及動畫多媒體英語教材不斷地推陳出新（Sankey, 

2003），其中外語影片所呈現方式大部份附有完整的中英語字幕，這對於英語

學習是種輔助或干擾？若含有可強調教材內容即時重點的提示導引，是否對英語

學習效果較有助益？加上許多多媒體呈現方式，幾乎都是基於設計者直覺的看法

而不是經由實證研究的結果，多媒體教材呈現方式著重在光彩炫目的聲光效果

（Najjar, 1998; Park, et al. 1993），很少考量到學習者的認知負荷，使學習者有

效率的學習（Cerpa, et al. 1996; Sweller, et al. 1998）。因此，在多媒體教材設計

中如何減少認知負荷，使用較重要的資訊傳達給學習者，進而可能影響英語學習

成效及學習態度，成為值得關切的問題。

關於多媒體教材的設計，文獻指出多媒體教材的視覺呈現方式會產生形式

效應（modality effect）（Mayer, 2001; Penney, 1989; Sweller, 2003b）。其意

指呈現的媒體是屬於不同訊息處理通道形式，即是讓學習者同時藉由視覺與聽覺

不同的感官刺激，來接收圖形或動畫與聲音旁白的資訊，將可增加有效工作記憶

區的空間而降低認知負荷，會比使用單一訊息處理的通道形式有較佳的學習成效

（Mayer, 1996; Tiene, 2000）。依據訊息處理模式相關理論的說法顯示人類心智

資源有兩套獨立系統處理不同資訊通路，分別是處理視覺空間掃描系統（visual-

spatial sketchpad）與語音迴路系統（articulator or phonological Loop）（Bad-

deley, 1999），且其容量是有限的。若同時呈現的教材皆屬單一通道的處理訊息

系統時，由於訊息同時透過有限容量的工作記憶區（working memory），容易造

成訊息相互競爭有限資源而產生認知超荷（cognitive overload），反而不利於學

習。但若能將訊息以雙通道的訊息處理（視覺與聽覺）來呈現時，則訊息同時在

不同系統中處理，可減少認知超荷，有助於提供回憶時的線索與訊息的整合，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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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學習成效將可能有正面的助益。許多研究證實學生透過雙通道訊息呈現（動畫

或圖形和口語文字（auditory text））傳達所得到的比單通道訊息呈現（動畫和

圖形搭配視覺文字（visual text））有更佳的學習成效（Mayer & Moreno,1998; 

Mousavi, Low & Sweller, 1995; Tindall-Ford, Chandler & Sweller, 1997）。此

與多媒體學習理論之多媒體原則、形式原則與多餘原則有相同的主張（Mayer, 

2001）。因此，多媒體不當的呈現方式及多餘的訊息可能會增加學習者的認知負

荷而影響學習成效。　

另一方面多媒體之字幕呈現方式中大部份使用完整的解說字幕，可能會造成

視覺通道有大量的訊息要處理，容易造成視覺通道的認知超荷，因此若是將字幕

的內容改為重點關鍵字或重要片語的單純呈現方式可能會有所改善學習成效？其

次，學習成效是根據每一學習單元的學習目標，做為單元內容的理解與記憶之評

量，尤其學習英語時對單元內容的理解、聽力理解和字彙學習等皆是學習語言能

力中重要的項目（Carrell,1984; Mayer，2001）。故本研究所指的學習成效是為

學習者學習英語時對內容理解、聽力理解和字彙學習等的測驗題目與記憶評量所

得的成績。再者，大多數有關多媒體學習影響的研究大部份將焦點放在其對學習

成效的影響，較少探討學習態度的問題。很多研究指出學習態度會影響學業成績

的表現（Leon & Revelle, 1985; MacLeod & Donnellan, 1993; Sorg & Whitney, 

1992）。根據情意過濾假說，語言習得在不適的狀態下會造成心智阻礙或過濾阻

撓訊息的輸入程度，因而影響語言習的成效，而那個不適的學習狀態包括動機、

信心、焦慮等學習態度（Krashen,1981,1987）。因此認知歷程中動機、信心、焦

慮的不同學習態度可能會影響學習成效。 

因此上述，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在探討多媒體之字幕呈現方式（中英雙語字幕

加困難關鍵即時字幕、中英雙語字幕）對學生英語學習成效（內容理解、聽力理

解和字彙學習）與學習態度（動機、信心、焦慮）的影響為何？本研究將針對多

媒體學習與教學設計原則認知理論，認知負荷理論與教學設計效應，對照學習成

效以及學習態度做進一步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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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多媒體學習的認知理論與教學設計

（一）多媒體學習的認知理論　

多媒體學習定義為教材內容採用文字型態（verbal form）（印刷文字（print-

ed text）與口述文字（spoken text））和圖像型態（pictorial form）（插圖（il-

lustrations）、照片（photos）、圖片（graphics）或地圖（maps）的靜態圖片，

或是影片（video）、動畫（animation））的動態圖片呈現的學習方式（Mayer, 

2001）。 

多媒體學習認知過程是發生在選擇圖像（ s e l ec t i ng  images）、選擇文字

（selecting words）、組織圖片（organizing images）、組織文字（organizing 

words）和整合（integrating）等五個鏈結，而學習者對於學習成效則由整合鏈結

之品質而定；當視覺資訊與文字資訊同時進入感官記憶時，圖像通道與文字通道

可在工作記憶區（working memory）同時運作，因而建立更有效的整合鏈結，並

和長期記憶的知識結合，產生有意義的知識理解的知識，以提昇學習成效（Mayer 

& Anderson, 1991; Mayer & Gallini,1990; Mayer & Sims, 1994）。

多媒體學習的認知理論是依據認知科學，在人腦科學研究的基礎上所提出來

的認為人類資訊處理系統包含了圖像和文字二種通道，然而每一種通道能處理資

訊的能力有限；因此在學習的過程中，學習者應主動處理所需學習之資訊並協調

認知過程狀態，此外，Mayer（2001）亦曾提出多媒體教學環境下人類學習的三

個認知假設：　

1.「雙通道假設」（dual-channel assumption）

首先從「感官形式」（sensory modali ty）的角度來看，人類擁有兩個相互

獨立處理系統，輸入視覺訊息與圖像表徵的視覺通道（visual channel）及輸入聽

覺訊息與言語表徵的聽覺通道（auditory channel）。其次從「呈現模式」的角

度來看，雙通道假設所關注的是訊息進入工作記憶時是採用文字型態（verbally 

based）或是圖像型態（pictorially based）。這兩種形式的區分方式是以Paivio 

雙碼理論（dual-coding theory）為基礎（Eysenck & Keane, 2000; Mayer, 2001; 

Sternberg, 2003）。雙碼理論是用來解釋人類對訊息接收和處理的理論，認為人

類的認知系統可分為語言系統（verbal system)）（以循序方式處理視、聽覺的輸

入與輸出）和非語言系統（nonverbal system）（處理圖像、環境聲音的物件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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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Paivio,1971,1986; Paivio & Begg,1981）。值得注意的是「圖像」不一定

從視覺通道進入，「文字」也不一定從聽覺通道進入。

2.「有限容量假設」（limited-capacity assumption）

人類在視覺通道或聽覺通道中，一次所能處理的訊息量有限。這種記憶歷程

運作的假設，使訊息經通過回聲記憶（echoic memory），進入工作記憶（work-

ing memory），而尚未存入長期記憶（ long-term memory），並且記憶容量有

限。這樣突顯了認知資源的珍貴，教材設計者應以審慎的態度避免浪費學習者的

認知資源，而將注意力投注在不相關的訊息，或是造成學習者進行無效益的認知

程序。 

3.「主動處理假設」（active-processing assumption）

人類藉由主動注意相關訊息、組織被選擇的訊息到相互一致的認知結構中

與舊經驗進行整合的心智表徵。從多媒體學習的認知理論中基於三個認知假設

來看，多媒體的學習成效受學習者能否有效整合來自外在影像訊息和語文訊息

的影響，並和長期記憶的先備知識相結合，產生理解及有意義的知識（M a y -

er,2001）。多媒體教材良好的呈現配置與設計，有助於學習的理解（Balluerka, 

1995; Schuster & Carlsen, 2009）。因此，英語教材呈現的設計方式影響學習者在

學習過程中認知負荷及訊息整合的有效性，不當的多媒體呈現方式將增加認知負

荷，進而可能影響學習態度使學習成效不佳。 

（二）教學設計原則

依據多媒體學習的認知理論，Mayer 曾提出十項教學設計原則，本研究茲將

相關的多媒體原則、時間接近原則、空間接近原則、連貫原則、形式原則、多餘

原則、信號原則介紹如下（Abrams & Christ,2004; Mayer, 2001,2005; Mayer & 

Moreno, 2003）： 

1. 多媒體原則（multimedia principle） 

從多媒體學習的認知理論觀點來看，圖像及文字是二個不同認知學習系統通

路。當使用圖像時允許非線性的訊息表徵，也可以用更接近人類視覺感官經驗及

直覺來描繪教材；使用文字可以用線性順序來呈現及組成。當圖像及文字一起呈

現時，有助學生去建構圖像及語文的心智模型，以及建構兩種心智模式之間的關

連。亦即，相同的教材可以用圖像描繪及文字描述等不同的方式來進行。但視覺

及語文表徵在訊息吸收上並不相等。語文及圖像表徵有不同的訊息效果，或許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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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互補，但不能相互取代。所以學生從圖像及文字一起呈現的學習效果會比單獨

採用文字呈現的學習效果好。此原則如同圖與文一起呈現時有助於理解與記憶，

符合雙碼理論（Paivio, 1986）。

2. 時間接近原則（temporal principle）

當多媒體資訊同時呈現時其教學成效較資訊先後呈現為佳。這是因為多媒體

訊息先後出現，將增加工作記區的資訊整合困難度。

3. 空間接近原則（spatial contiguity principle）

學習者學習相關聯的文字與圖像，出現在螢幕中的位置的遠近會比影響學習

效果好。因此當學習者進行多媒體學習時，相關聯的媒體物件呈現位置不宜距離

太遠。

4. 連貫原則（coherence principle）

摒除雖然有趣但與學習主題內容無關的文字、聲音、圖像，將可使學習更簡

易，化繁為簡使學習更深入。因此，若盡可能排除多媒體教材內容中不必要的訊

息，將可減輕認知負荷，增加學習成效。

5. 形式原則（modality principle）

形式原則是假設雙通道的設計原則，強調學生從動畫搭配口語文字的方式呈

現，會比動畫搭配書寫文字的方式呈現，有較佳的學習效果。因為書寫文字搭配

動畫、圖片皆利用到視覺／圖像通道（visual/pictorial channel），視覺／圖像通

道在此通道中相互競爭認知資源，可能造成視覺通道認知超荷。當動畫搭配口語

文字的方式呈現時，動畫、圖片則使用到視覺／圖像通道，口語文字使用到聽覺

／語文通道，二個通道的訊息互補且共同整合為有意義的訊息。因此，形式原則

指出，多媒體教材設計應善用雙通道（視覺與聽覺）假設的設計原則，以提昇學

習效果。

6. 多餘原則（redundancy principle）

當動畫搭配口語文字及字幕時，字幕和動畫同為視覺訊息，此時可能造成視

覺／圖像通道認知超荷，並且學習者必須將其認知資源分配到字幕和口語文字，

會造成必要處理（essential processing）及產生偶發性處理（incidental process-

ing）的認知資源不足的現像。若動畫是連續播放，學習者可能來不及處理全部的

視覺訊息，只有部份視覺訊息偶發性的被處理。因此多餘原則指出，多媒體動畫

應刪除非必要、非相關的重複訊息，以減少干擾學習時的認知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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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信號原則（signaling principle）

多媒體學習若含有可強調教材內容重點的提示（cues）與組織結構，學習效

果較好。因為適當的重點提示，能引導學習者將注意力集中在重要的多媒體教材

內容上，以避免學習者的注意力被不重要或不相關的內容所吸引，如此可降低外

在認知負荷。常用的為「突顯標題（heading）」與「強調關鍵訊息（key infor-

mation）的二種方式」。因此本研究根據以上的理論採用黃色困難關鍵即時字幕

的訊息來突顯標題，並予每節上課前提示故事情節及強調要注意黃色困難關鍵即

時字幕的訊息。 

由以上文獻可知，如何呈現多媒體動畫英語教材是一件重要的事。多媒體英

語教材的呈現設計只需提供必要與重要的功能和訊息，而不是提供過多的訊息因

造成認知過程中超過負荷的情形。尤其在英語教材的設計上必須考量認知負荷與

人類記憶的限制，才能降低學習干擾，提高學習成效與正面的學習態度。 

二、認知負荷理論與教學設計效應

（一）認知負荷理論

認知負荷在早期又稱作「心智工作負荷」（mental  workload），直到1990

年  Sweller 將此觀念引入教育界，並命名為「認知負荷」後，受到許多研究者的

重視並在全球快速的發展（Paas, Renkl, & Sweller, 2003）。國內學者專家近年

來也開始有相關之報導與研究（翁嘉鴻，2001；陳密桃，2003；陳彙芳、范懿

文，2000；黃巧琪，2003；黃柏勳，2003）。認知負荷的定義國內外學者看法各

異（宋曜廷，200；黃克文，1996；Jex,1988;Pass,1992;Sweller,1988），但皆論

及當短期記憶的項目過多、自身認知能力與任務達成間差距將跨大、學習時需付

出較多的心智努力來處理訊息時造成認知負荷過大。因而本研究將認知負荷定義

為個體在學習情境下處理訊息時，所感受的負荷總量，如果超出個體所能負荷的

範圍，將導致認知系統超荷，而影響心理或生理的學習而降低學習者的動機、信

心、且造成焦慮，進而影響學習成效。

認知負荷理論是基於記憶、基模發展以及自動化訊息處理的概念，提供探討

認知歷程及促進教學設計的主要理論架構。依據訊息處理模式的認知理論，人類

工作記憶（短期記憶）的容量是有限的；而長期記憶則沒有容量限制，學習內容

主要以基模的型態存在；透過基模運作自動化是基模建構的重要過程（Badde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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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Ellis & Hunt, 2005）。因此，「認知負荷」是個體在學習歷程時，所感受

到的心智努力與心智負荷加諸於工作記憶的心智活動總量（Cooper, 1998）。

認知負荷的特性會有學習者的個別差異與學習內容的不同；在彼此互動的過

程中產生個體根據內在條件如概念、記憶、策略去面對外在條件；會隨著影響學

習之內、外因素而波動；具有個別性不同程度的影響；來源是多方的；學習者能

感知，並記錄所耗費之心智努力的數量多寡；可藉由來源的操控而降低；並且有

一定的限度（陳密桃，2003；黃克文，1996）。 

根據認知負荷理論，學習歷程中認知負荷的類型有三（Gerjets & Scheiter, 

2003; Paas et al., 2003; Sweller, et al., 1998）：（1）內在認知負荷（intrinsic 

cognitive load），可說是教材的特質與學習者本身，以及兩者的互動程度（ele-

ments  interact ivi ty），也就說受到教材內容本身的難易程度及學習者的先備經

驗的影響所致。（2）外在認知負荷（extraneous cognitive load），是教材的呈

現及組織方式的不同，將造成學習者活動時對工作記憶所產生不同程度的負荷。

亦是因教學技巧不良，使得學習者未將注意力集中在學習內在基模的建構與自動

化，而是集中在教學活動的表面型態上。（3）增生認知負荷（germane cognitive 

load），又稱為有效的認知負荷（effective cognitive load），是一種降低外在認

知負荷後，藉由改良後的教學設計與教材的呈現，以吸引學生專注在學習內容，

進而達到基模建構與自動化的認知過程，同時也增加學習動機和專注度。增生認

知負荷為外在認知負荷的一種，但其限制只有在內在認知負荷與外在認知負荷總

和之總認知負荷量未超出學習者的能力範圍時，適當的引入增生認知負荷才會發

生有意義的學習。

因此，學習發生時，總認知負荷量不能超過人類的總認知能力（內在認知負

荷、外在認知負荷和增生認知負荷三者總和）（Paas et al., 2003）。內在認知負

荷是基本的認知負荷，它無法經由教學設計直接改變或降低，然而教材設計者在

設計的過程中，可考量利用教材內容本身難易程度及學習者先備經驗的內在認知

負荷來降低，降低的內在認知負荷便可空出許多的認知容量，以因應外在認知負

荷的需求（Sweller,2003a, 2003b）。更重要的是教學設計者透過適當的教材設計

與呈現方式的呈現，不但可降低外在認知負荷，同時也可幫助學習者專注於學習

內容、整合及基模建構的認知過程，並對學習者在學習態度（動機、信念、焦慮

等）上有正面的影響，進而提升學習成效（Brüken, Plass & Leutner,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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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設計效應

認知負荷理論的核心主張是教學設計品質的提昇，端賴教學設計者在教學設

計時考慮到工作記憶的角色及限制等因素，經由實證研究彙整出十一種因教學設

計而產生的效應，其中與資訊呈現設計相關有：分散注意力效應、形式效應、多

餘效應，簡述如下（Cooper, 1998; Sweller,2003b, 2004）： 

1. 分散注意力效應（split-attention effect）  

分散注意力效應（split-attention effect）是指學習的過程中，學習者因教材

呈現方式過於分散，以致於需要將他們的注意力分開，以獲得不同資訊呈現的來

源，並且花費心力透過不同來源的資訊整合起來，致使產生較高的認知負荷，而

影響學習效果。例如，以文字來說明一張圖片，可視為資訊的整合。圖片和文字

整合在一起解說，比圖片和文字解說分開好，學習者可以免去因注意力分散於圖

片及文字間，以搜尋相關訊息，而耗費工作記憶容量，且能同時專注於圖片和文

字，將能有效整合資訊的呈現方式，省去圖、文之間的搜尋，可提高學習成效。

2. 形式效應（modality effect）

形式效應（modality effect）意指學習者同時藉由視覺形式和聽覺形式不同

的感官刺激，分別處理不同型態、不同性質的訊息來呈現資訊，以避免過多的視

覺訊息量在有限容量的工作記憶中相互競爭認知資源，將可增加有效工作記憶區

的空間而降低認知負荷程度，進而提升學習成效。根據卡內基美農大學之研究顯

示：人類知識的來源經由聽覺的部分較少，唯存留比例較大；而有80％是經由視

覺而來，但僅能保存11％，兩者綜合應用之時，則保存率可提高至50％。因此，

視覺、聽覺雙重通道呈現教材內容，所得到的效果會比單一通道的效果要好。

3. 多餘效應（redundancy effect）

多餘效應（redundancy effect）是指如果資訊可藉由單一的呈現方式即可完

整的傳達資訊的意義，若藉由多種方式來呈現，便是多餘且會增加認知負荷、干

擾學習，對學習成效產生負面影響。亦即多餘的呈現方式應該被排除，以免產生

多餘效應。

由以上文獻可知，不當英語教材設計的呈現方式，會導致「分散注意力效

應」及重複或多餘訊息的「多餘效應」，而增加訊息處理的工作負荷。因此，有

效的英語教材設計以多媒體呈現方式時需防止分散注意力效應，並且避免不必要

的多餘效應。或使用雙重通道的訊息設計，以降低同一訊息通道的認知負荷，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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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學習成效。多媒體學習的認知理論及認知負荷理論提供英語教材設計的重要指

引，綜合以上文獻皆指向運用雙通道的訊息呈現、刪除重複的多餘訊息及多媒體

信號原則，可能導向較佳的學習成效及正向的學習態度。 

三、 學習成效

學習成效是根據學習目標之理解與記憶，以做為每一個學習單元設計的評

量，而在學習英語時內容理解、聽力理解和字彙學習等是學習英語能力中重要的

項目（Carrell,1984; Mayer，2001）。茲將分別敘述如下:

（一）內容理解 

內容理解是指對英語動畫教材的主要內容與對話的瞭解。依據Garza（1991）

以觀看英文發音的影片來評估字幕對高階程度的外語學習者在內容理解上學習成

效之影響，其研究結論皆強烈支持，母語字幕的出現與語言理解呈現正相關，也

就是說母語字幕增加學習者外語理解的量，對於語言整體理解的有效提昇，有助

於瞭解節目的內容情境，進而促進新的片語與語彙在適當的脈絡中使用。Reese 和 

Davie（1987）探究字幕對電視新聞學習在內容理解的影響，研究發現當新聞聽覺

通道與非口語畫面通道的雙通道訊息已達重疊時，再增加字幕訊息並未顯著提昇

對內容的理解，反而分散視覺的注意力及妨礙記憶力而導致訊息的流失，但另一

方面字幕提供視覺線索的增強物（reinforcement），卻有助於抽象文字故事的回

憶力。國內江姃慈等（1997）探究有無英文字幕的外國影片對內容理解之影響，

研究發現附有母語字幕的成效優於無字幕，此乃因母語字幕的影片比無字幕的影

片製造出較好的學習情境，學生可運用其先備知識和有限的英文能力做為邏輯思

考的整合，試著與影片中的內容（text）妥協，可增加對內容理解。

綜合上述之實證發現，大部分支持視覺（visua l  channel）與聽覺（audio 

channel）雙通道所提供的訊息較單一通道所提供的訊息來得豐富，在結構上也

較複雜。透過這些訊息將能同時在不同的工作記憶區（working memory）進行訊

息處理，分別擔負訊息處理的負荷，進而促進記憶與學習遷移（Baddeley, 1992; 

Lang, 1995;Mayer et al., 1996; Mayer & Moreno, 1998; Mousavi, Low & Swell-

er,1995; Pavio, 1987; Rolandelli et al., 1985）。因此，母語字幕及引入困難關鍵

即時字幕對英語學習的內容理解可能是一種幫助，進而提升學習成效。



 
 
 
 
 
 
 
 
 
 
 
 
 
 
 
 
 
 
 
 
 
 
 
 
 
 
 
 
 
 
 
 
 
 
 
 
 
 
 
 
 

 

育達科大學報．第 26 期．民國 100 年 3 月

-  12  -

（二） 聽力理解

聽力理解是指傾聽者領會的過程：聽者會嘗試將其所聽到的內容重複、想出

一個字的意義關聯至其既有經驗，以作出自己的合理解釋，進而對應表達的意義

（Brown & Yule,1983）。依據聽力理解的定義，在聽力教學上可分為全聽（glob-

al listening）及選聽（Rost,1990）。全聽（global listening）是指協助學生對其

所聽到的內容建構出主要觀點；選聽是指提供學生充分資訊的任務及情境，學生

從訊息庫（information pool）中取得特定知識。換言之，全聽與選聽的目的在於

利用動畫，提供訊息與語言輸入的學習環境，以增強學生的聽力理解。根據Sun

（2002）的研究發現，學生的聽力困難肇因於焦慮和語言熟練度不足，因而建議

應用真實的聽力教材使學生更能熟悉外國語言的情境脈絡。莊曉君（2007）探究

英語卡通對學生英語學習成就和動機的效益之研究，結果發現運用英語卡通教學

法的實驗組在英語聽力成績上有較佳表現。Katchen（1996）探討配上母語字幕

的影片對英語學習是種助益或阻礙，研究發現對於能力中、低的學生是種助益；

對於能力較高的學生來說是種阻礙，因為母語字幕會讓人產生一種依賴感，無法

專注在聽力上而分心。Edasawa（1990）等人表示，影片對於聽力理解教學佔有

極佳的優勢；首先影片可做為教師在教室內使用的真實情境教材之一，再者，觀

看影片是一種娛樂，讓學生在毫無被強迫下置身其中觀賞，以刺激學生去傾聽語

言。Vogely（1998）建議使用視覺輔助提供具體生動的影片，可減少學生在聽力

理解上的焦慮，使聽力理解變得平易單純。

影片的情境脈絡及加入困難關鍵即時字幕可能有助於英語聽力理解，進而影

響學習成效；母語字幕對聽力理解可能是助益也可能是阻礙，須依學生的程度而

定。

（三） 字彙學習

字彙學習是指學生不僅能辨識哪些單字曾在影片中出現過，並瞭解其在影

片中所代表的意義。因此，字彙認識是學生學習英語的基礎（Stro l le r  & Gra-

be,1993）。透過沈浸在情境式學習環境中，以字彙知識學習新單字牽涉到連續

不斷的精細過程，進而促使學生的字彙學習心理歷程能得到發展（Paribakht  & 

Wesche,2000）。在字彙學習的歷程中以接觸有用又出現頻率高的單字及單純平

易的字彙教材是提升字彙知識的好方法（Day, Omura, & Hiramatsu, 1991; Dupuy 

& Krashen, 1993; Nation & Waring, 1997; Pitts, White, & Krashen, 1989）。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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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Guichon 與 McLornan （2008）的研究調查有無字幕的多重模式呈現方式對第

二語言理解的效益，結果發現當學生接觸多重模式附加字幕的呈現方式時，將有

效的提升字彙能力。CAL（1989）評估有字幕的電視節目對英文能力有限的國小

學童在語言學習方面的探究，結果發現字幕提供學童區辨所看到的與所聽到的訊

息，並且大部分學童喜歡閱讀字幕，透過字幕學到的單字相較於其他來源較易記

得住，也記得較快。

綜合以上所述，學生的聽力學習由於英語單字量的不足，因而引入字幕輔助

學習，然而全字幕輔助在過去的研究裡，正反效益皆有，經深入探究，未能有效

益原因，有可能是字幕的長句子訊息導致認知處理過重，以致於通道擁擠而影響

學生聽力的完整學習。因此，提供針對困難關鍵字的相關字幕以輔助聽力學習，

降低認知負荷，進而促進字彙知識及內容理解，或許對學生能產生實質的英語學

習效益。

四、 學習態度

Krashen針對第二語言習得提出五項假設，在這五項假設中，情意過濾假說扮

演處理情意變因的角色；根據情意過濾假說，語言習得在一個不適的情意狀態下

會有一個心智阻礙或過濾器，會阻撓訊息完全輸入，進而影響語言習得，而那個

不適的情意狀態包括動機（motivation）、信心（confidence）、焦慮（anxiety）

等學習態度，將決定語言習得的成功與否（Krashen,1981,1987）。分別敘述如

下： 

（一） 動機（motivation）

在語言學習裡，動機是重要的因素。即使教師精心設計教材和安排妥當課

程，如何成功的提升學習成效，往往取決於學習者的動機。有了動機，個體在

學習語言時變得專注、主動，行事有計畫、有組織（余龍豪，2003）。而學習

語言的動機有三大要素來維持（Dornyei,2001; Gardner,1985;Tremblay & Gard-

ner,1995）：（1）引起想要學習語言的渴望，（2）對於語言學習維持正向態度

且願意持續學習，以及（3）為了達成目標而付出努力的內在心理歷程。

許多研究發現高動機的學習態度被視為促成語言學習成功的重要因素

（Brown, 2001; Dornyei, 2003; Gardner, 1985; Oxford & Shearin, 1994）。欉浩

慧（2007）研究發現觀賞相同卡通影片有中文字幕或英文字幕的，在英語學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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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方面，證實有字幕的影片確實能增強學生的學習動機，並且中文字幕組有較高

得分。經由觀察學生在課室的實作表現，也會受到動機的影響；由於教學媒體的

快速進步，影片對於語言學習提供看與聽的雙重呈現 及娛樂效果，因而能夠引起

學習者的興趣和動機，無疑在教與學方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Edasawa,Takeuchi 

& Nishizaki,1990; Mayer,1996）。另外，動機與焦慮之間存在負向關係；動機愈

高，焦慮感愈低，學習態度愈正向，自我期望也較高，同時也願意持續付出更多

的心力（MacIntyre & Donovan, 2002）。 

因此，影片除了具有學習及娛樂效果外，也可以深刻感受到多媒體英語教學

內容之多感官刺激，對於學生的學習動機可能有所助益，進而增進學習成效及正

面的學習態度。 

（二） 信心（confidence）

黃自來（1984）指出，透過電腦動畫對學習者並無任何偏見，而學習者會

覺得較有安全感，不必擔心學習失敗，也比較不會感受到學習壓力，因而能維持

自信的信心；另一方面，此種動畫情境式學習環境也能避免社會嚴厲的批評而能

維持學習的自信。郭慧雯（2000）針對十六名英文學習成就低落的高二學生進行

四星期的實驗，結果顯示，觀賞英語影片的學習策略能提高學生的信心。許蘭馨

（2003）也主張學生的英文學習成就與其獨立學習有顯著相關，在此獨立學習的

六個向度中，信心和英語學習成就的關聯性最高。

 （三） 焦慮（anxiety）

焦慮是指英語課堂學習中由獨特的語言學習過程所引起自我感知、對英語學

習的看法、學習英語的感覺和學習行為等特殊心理狀態（Horwitz at el., 1986）。

學習英語時，焦慮對學習者的學習過程會產生干擾，進而影響學習成效，其處理

語言資訊歷程在認知處理方面之影響如下（MacIntyre & Gardner,1991）： 

1.輸入（input）

焦慮會使學習者的注意力分散，無法有效地接受外來訊息並做進一步的處

理。高焦慮的學習者，由於注意力被轉移到和情緒有關的認知（emotion-related 

cognition）上，因而無法專注於學習有關的認知（task-related cognition）。

2.處理（processing） 

處理過程包含對訊息的儲存、轉譯等。焦慮對此歷程的影響需視訊息的組織

性、記憶類型和學習的難易度而定。研究顯示較未組織化的訊息和愈困難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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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容易受到焦慮的影響，而依賴短期記憶和感官運作的學生，也較憑藉長期記憶

處理訊息的學生，更容易受焦慮所干擾。因此，焦慮會減損人們解決問題的能力

和效率，實不容忽視。

3.輸出（output）

焦慮在輸出階段的干擾，反應在訊息的檢索和產出上。 

焦慮在認知活動上會產生負面效果，且與學習無關的認知活動會大量佔用

工作記憶容量，造成無足夠的空間來處理相關任務，進而使學習表現不佳；並

且高度焦慮學生在雙作業或分散注意情形下比低焦慮的學生需要花費更多的努

力來學習（Eysenck,1979）。如果給予的任務是簡單且造成較少負面的焦慮效果

時，額外投注的努力也許會改善表現，但若增加作業的要求，超過學習者的能

力，那麼額外的努力也許無法補償認知干擾以及焦慮所帶來的負面效果，因而在

學習上的表現也會更不理想（MacIntyre,1995）。除此之外，焦慮會導致消極的

學習態度、降低學習動機及興趣，並會誤導學生的自我能力評量（Masgoret  & 

Gardne,2003）。

綜合以上所述，低動機、低信心和高焦慮的負向態度會傷害語言學習獲得，

不僅直接地影響語言獲得的情意操作，也阻礙了語言學習的輸入訊息（Krahen, 

2006），因而學生才不能夠瞭解輸入的內容而導致英語學習的失敗。因此以多媒

體影片來提高學生的英語學習動機及信心，降低焦慮，且具有娛樂效果並在每一

次觀看多媒體教材影片之前，藉由引導學生進入影片故事情節的說明及強調注意

黃色困難關鍵即時字幕出現的提示，營造適當的英語學習環境，以提高學生的先

備知識，降低認知負荷，將可能建立正向的學習態度，進而提高學習成效。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討當多媒體教材依信號原則將動畫以黃色困難關鍵即

時字幕的訊息來突顯標題時，多媒體之字幕呈現方式對私立高職進修部學生英語

學習成效與學習態度的影響。依據多媒體學習的認知理論及認知負荷理論教學設

計的多媒體原則、形式原則、多餘原則，較好的多媒體教材設計應該是動畫中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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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語字幕加困難關鍵即時字幕。將教材依主題剪輯成播放片段為20分鐘，以配合

上課時間，並在上課前教師描述影片的故事情節，以引起動機，讓學習者有先備

知識及充足的時間處理訊息，另外增加對實驗組於實驗前強調當出現黃色困難關

鍵即時字幕時要特別注意的提示，如此認知負荷理論的形式效應和多餘效應是否

依然存在？此雙通道訊息整合的有效性將影響學習成效與學習態度。本研究採用

準實驗法，針對某私立高職進修部二年級學生進行研究，依此選擇其前一學期英

語成績相近的兩個班級做為實驗組（38人，平均分數為58.5）及控制組（34人，

平均分數為58.0），兩個班級共有72人。實驗組採用中英雙語字幕加困難關鍵即

時字幕學習；控制組採用中英雙語字幕學習，經過5個星期的課程教學後，做學習

成就測驗（內容理解、聽力理解、字彙學習）及學習態度（動機、信心、焦慮）

測量，以探討多媒體之字幕呈現方式對學習成效與學習態度的影響。以共變數分

析（ANCOVA）瞭解多媒體之字幕呈現方式在英語聽力理解、字彙學習的學習成

效差異；以t檢定考驗多媒體之字幕呈現方式在英語內容理解的學習成效差異；以

卡方檢定考驗受試學生學習態度之差異；質的方面則分析學生在實驗中所撰寫的

學習單內容。多媒體之字幕呈現方式教學時數每星期均為2節課，80分鐘；所使用

的課本為高職英文Ⅲ（東大出版社）、教室與設備相同；教學者均由同一位教師

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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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工具

（一） 教材

主要的影片教材片名為料理鼠王，該片贏得二○○八年奧斯卡最佳動畫影片

獎甚受好評，其故事內容和生動的畫面吸引學生的注意和興趣。整部電影分為五

個段落，每段約二十分鐘。

1.實驗組教材

實驗組教材的影片內容及中、英字幕的部分皆與控制組完全相同，唯一的差

異是額外加上黃色困難關鍵即時字幕。這裡的困難關鍵字意謂學生當時課本上課

進度的字彙及片語，此困難關鍵即時字幕由研究者使用TMPGEnc DVD Author 3

的電腦軟體編輯加入DVD影片中，當影片的對話講到該字時，以黃色字體即時呈

現在中文字幕下方，如圖1所示。

圖1 實驗組教材畫面

2.控制組教材

控制組的教材是原始影片內容，同時顯示完整的中、英字幕，中文字幕顯示

在畫面下方，英文字幕在上方，如圖2所示。

圖2 控制組教材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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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習態度問卷

學習態度問卷以Krashen （1981, 1987）的語言習得情意過濾器理論為依據，

包含動機（第1、2、4、7、9、10、25、26、28、30題）、信心（第3、6、11、

12、13、14、16、18、20、22題）和焦慮（第5、8、15、17、19、21、23、24、

27、29題）等三個向度加以編定。每一個向度各十題，共有三十題用以瞭解學生

對不同多媒體之字幕呈現方式在學習態度上的差異。每個向度總分得分愈高者，

表示對實驗時的學習態度愈正向。

4.實驗工具的信、效度

在成就測驗的信度方面，前測聽力理解、字彙學習的Cronbach α值為分別為

0.73，0.77。後測內容理解、聽力理解、字彙學習的Cronbach α值分別為0.71，

0.88，0.79。在學習態度問卷的信度方面，動機、信心、焦慮的Cronbach α值分

別為0.69、0.76、0.85，整體學習態度問卷的Cronbach α值0.92。

在效度方面，採用專家效度，擬定後請從事過相關研究之人員以及具有使用

多媒體輔助教學經驗之教師評定問卷題目，均認為題目合宜，故本研究認為此問

卷之專家效度良好。

三、研究假設 

假設１：多媒體之字幕呈現方式於教學後之內容理解沒有顯著差異。

假設２：多媒體之字幕呈現方式於教學後之聽力理解沒有顯著差異。

假設３：多媒體之字幕呈現方式於教學後之字彙學習沒有顯著差異。

假設４：多媒體之字幕呈現方式於教學後之學習態度沒有顯著差異。

參、結果與討論

（一）多媒體之字幕呈現方式在內容理解的學習差異分析

研究假設1：多媒體之字幕呈現方式於教學後之內容理解沒有顯著差異。

表1為實驗組與控制組之內容理解成績獨立樣本 t檢定摘要表，內容理解測驗

題數為10題；由表1得知，實驗組的平均數為75.1321，標準差為17.83321；控制

組平均數為65.8637，標準差為16.32724。t值為2.256，p值為0.026達到.05的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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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準（p  = .026< .05）。結果顯示兩組內容理解成績在統計上有顯著差異，即拒

絕虛無假設，接受對立假設。故接受「中英雙語字幕加困難關鍵即時字幕」優於

「中英雙語字幕 」。 

表1兩組在內容理解獨立樣本t檢定摘要表

Groups
Numbers

of
Students

Mean Std.
Deviation df t p-value

實驗組 38 75.1321 17.83321
67 2.256 .026

控制組 34 65.8637 16.32724

   

上面的分析中，「多媒體之字幕呈現方式」對內容理解的主要效果達顯著差

異。顯示在訊號原則的多媒體動畫學習環境中，加入困難關鍵即時字幕連結視覺

與聽覺的關連性，可以讓私立高職進修部學生在觀賞影片過程中，更能快速進入

了解影片劇情內容，增進學生較佳的注意力、集中焦點、加深印象和短期記憶效

果，並能有效減輕學生的認知負荷，有助於提供回憶時的線索與訊息的整合，進

而使得視覺的困難關鍵字幕形成重要的輔助訊息來源。如此，視頻負責視覺通道

的訊息，聽頻負責聽覺通道的訊息，讓不同頻道的工作記憶區各掌其職，產生分

離注意力效應，使工作記憶區挪出更多的注意力資源來連結與統整兩個通道的訊

息，有效提昇學習成效。因此，視覺與聽覺不同感官刺激的雙通道訊息進行學習

比單一通道形式的學習效果好，顯示形式效應依然存在。  

（二）多媒體之字幕呈現方式在聽力理解、字彙學習差異分析

研究假設2：多媒體之字幕呈現方式於教學後之聽力理解沒有顯著差異。

研究假設3：多媒體之字幕呈現方式於教學後之字彙學習沒有顯著差異。

表2為兩組在聽力理解、字彙學習前、後測成績獨立樣本 t檢定摘要表，聽

力理解測驗題數共10題；字彙學習測驗題數共17題。由表2得知，在聽力理解

方面：實驗組的前測平均數低於控制組前測平均數（63 .6232<69 .0560），但

實驗組的後測平均數高於控制組後測平均數（78 .0573>70 .4398）；由標準差

來看，實驗組經過實驗處理後分數表現較為集中，而控制組經過實驗處理後

分數表現較為分散。在字彙學習方面：實驗組的前測平均數低於控制組前測

平均數（57.5359< 63 .5763），但實驗組的後測平均數高於控制組後測平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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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9851>50.2787）；由標準差來看，實驗組經過實驗處理後分數表現較為集

中，而控制組過實驗處理後分數表現較為分散且沒有黃色困難關鍵即時字幕的提

示而分散注意力，以致於控制組前、後測平均分數（67.5763、50.2787）退步很

多。 

表2 兩組在聽力理解，字彙學習前、後測成績獨立樣本t檢定摘要表

groups
Numbers

of
Students

Mean Std. 
Deviation df t P-value

聽力理解
前測成績

實驗組 38 63.6232 14.25211
70 -.38 .688

控制組 34 69.0560 13.35281

聽力理解
後測成績

實驗組 38 78.0573 13.58213
70 2.35 .018

控制組 34 70.4398 15.78431

字彙學習
前測成績

實驗組 38 57.5359 14.19466
70 -1.5 .118

控制組 34 63.5763 15.72267

字彙學習
後測成績

實驗組 38 71.9851 14.14582
70 5.16 .000

控制組 34 50.2787 19.89541

為進一步瞭解兩組之間，學生在聽力理解、字彙學習表現上的差異情形。

以多媒體之字幕呈現方式為自變項，前測成績為共變項；後測成績為依變項，進

行變異數同質性檢定。在聽力理解上變異數同質性檢定未達顯著（F=1.271，p 

=.316 > .05）；在字彙學習上變異數同質性檢定未達顯著（F=2.989，p =.098 > 

.05）。顯示兩組迴歸線的斜率可視為相同，兩組學生在聽力理解及字彙學習表現

之變異數符合同質性假定，因此採用「 假設變異數相等之結果」，進行共變數檢

定。 

依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的結果，進行單因子共變數分析。由表3及表4統

計分析資料顯示，自變項（多媒體之字幕呈現方式）對依變項所造成的實驗處理

效果顯著，在聽力理解其F=5.018；在字彙學習其F=6.599，表示後測成績的高低

會因受試樣本所接受的實驗處理（自變項）的不同，而有顯著的差異存在。

由單因子共變數分析檢定結果得知，兩組受試樣本在聽力理解後測成績上達

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F = 5.018，p =.0093< .05）；在字彙學習後測成績上達到

統計上的顯著水準（F =6.599，p = .009< .05）。進行事後比較顯示，在聽力理解

及字彙學習上拒絕虛無假設，接受對立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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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接受「中英雙語字幕加困難關鍵即時字幕」優於「中英雙語字幕」。

表3 兩組之間在聽力理解測驗成績差異性共變數分析表

Source
Type III
Sum of
Squares

df Mean 
Square F Sig.

Partial
Eta 

Squared

Corrected Model 1082.728（a） 2 541.324 .569 .553 .016

Intercept 25087.172 1 25087.152 26.835 .000 .281

聽力前測成績 21.953 1 21.953 .024 .878 .000

班級*聽力前測成績 1043.403 1 1043.403 5.018 .0093 .016

Error 64531.874 69 935.325    

Total 379420.868 72     

Corrected Total 65614.624 71     

a  R Squared = .016 （Adjusted R Squared = -.012）    *p < .05

表4 兩組之間在字彙學習測驗成績差異性共變數分析表

Source
Type III
Sum of
Squares

df Mean 
Square F Sig.

Partial
Eta 

Squared

Corrected Model 1395.6 2 697.486 1.361 .251 .039

Intercept 16208.08 1 16208.08 31.86 .000 .326

字彙前測成績 72.232 1 72.232 .132 .717 .003

班級*字彙前測成績 1350.638 1 1350.638 6.599 .009 .037

Error 35113.710 69 508.783    

Total 153312.26 72     

Corrected Total 36510.683 71     

a  R Squared = .037（Adjusted R Squared = .010）  *p < .05

從上面的分析顯示，「多媒體之字幕呈現方式」在聽力理解與字彙學習上有

顯著差異。顯示在訊號原則的多媒體動畫學習環境中，聽力理解與字彙學習也符

合雙通道的訊息處理（視覺與聽覺）呈現，當訊息同時在不同系統中處理，可減

少認知超荷，有助於提供回憶時的線索與訊息的整合，對於學習成效有正面的助

益。而影片對於聽力理解教學佔有極佳的優勢；透過沈浸在情境式學習環境中，

以字彙知識學習新單字牽涉到連續不斷的精細過程，進而促使學生的字彙學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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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歷程能得到發展（Edasawa ,1990; Mayer, 1996,2001,2005; Paribakht & Wesche 

,2000; Tiene, 2000）。在學生的學習心理歷程中透過重點式的關鍵字或片語提醒

學習，讓學生能自然應影片劇情的內容導引需要，將注意力集中在重要的多媒體

教材內容上，以避免學習者的注意力被不重要或不相關的內容所吸引，如此可降

低外在認知負荷，消除多餘效應，使特定的關鍵字詞快速學習吸收，以致學生在

理解、內容、生字、聽力等方面都有進步。 

（三）多媒體之字幕呈現方式在學習態度上的分析

研究假設4：多媒體之字幕呈現方式於教學後之學習態度沒有顯著差異。

表5為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學習態度上卡方檢定的統計結果，兩組有顯著差

異。在動機方面，卡方檢定結果達到顯著水準（p=.013<.05），亦即兩組在動機

方面有顯著差異。在信心方面，卡方檢定結果達到顯著水準（p=.005<.05），

亦即兩組在信心方面有顯著差異。在焦慮方面，卡方檢定結果達到顯著水準

（p=.000<.05），亦即兩組在焦慮方面有顯著差異。就整體學習態度而言，卡方

檢定結果達到顯著水準（p=.000<.05），亦即兩組在整體學習態度上有顯著差

異。進一步分析得知，實驗組在學習態度的整體表現比控制組的分數高。亦即在

學習態度上拒絕虛無假設，接受對立假設。故接受「中英雙語字幕加困難關鍵即

時字幕」優於「中英雙語字幕」。亦即「中英雙語字幕加困難關鍵即時字幕」經

由實驗處理後有較正向的學習態度。

表5 實驗組與對照組之英文學習態度卡方檢定摘要表

  Value df Asymp.Sig(2-sided)

動機 Pearson Chi-Square 11.015
（a） 3 0.013

信心 Pearson Chi-Square 12.689
（a） 3 0.005

焦慮 Pearson Chi-Square 23.789
（a） 3 0.000

總和 Pearson Chi-Square 44.258
（a） 3 0.000

從上面的分析顯示，「多媒體之字幕呈現方式」在動機、信心、焦慮的學習

態度有顯著差異。顯示在訊號原則的多媒體動畫學習環境中，透過影片在英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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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動機方面，證實影片確實能增強學生的學習動機（欉浩慧，2007），加上引入

黃色困難關鍵即時字幕，吸引學習者的專注學習，因此，高動機的學習態度是促

成語言學習成功的重要因素。學習英語時，經由觀賞英語影片的學習策略，不必

擔心學習失敗，也比較不會感受到學習壓力，因而能提高及維持自信的信心（郭

慧雯，2000；黃自來，1984）。有了動機及信心的增強，在觀賞英語影片的情

境下，自然而然降低焦慮在認知活動的負面效果，則在學習的認知活動上增加工

作記憶區容量，來處理相關任務，進而提高學習成效。因此，高焦慮會使學習者

的注意力分散，導致消極的學習態度、降低學習動機及興趣，並會誤導學生對自

我能力的評量，而無法有效地接受外來訊息並做進一步的處理；因而高焦慮學生

在雙作業或分散注意情形下比低焦慮的學生需要花費更多的努力來學習並且學習

表現不佳（Eysenck,1979; MacIntyre,1995; Masgoret & Gardne,2003）。研究發

現，對於應用影片結合英語學習時，可以強化學習動機，及融入情境式語言應用

學習，進而透過結合情境式語言環境與重點式的英語關鍵字詞導引，對於較缺乏

動機、信心及高焦慮學習的學生，具有潛在的學習功效。

肆、結論

本研究將多媒體教材依Mayer（2005）的訊號原則以學習內容依主題將困難

關鍵字幕用黃色即時字幕呈現，以檢驗「多媒體之字幕呈現方式」對學習成效

（內容理解、聽力理解和字彙學習）及學習態度（動機、信心、焦慮）的影響，

並進行研究假設之檢定，結論如下：

（一）「多媒體之字幕呈現方式」對學習成效的影響有顯著差異

本研究之「多媒體之字幕呈現方式」包括「中英雙語字幕加困難關鍵即時字

幕」及「中英雙語字幕」兩種呈現 。根據本研究實驗結果顯示，在內容理解、聽

力理解和字彙學習上，「中英雙語字幕加困難關鍵即時字幕」學習成效顯著高於

「中英雙語字幕」的學習成效，此結果不支持本研究假設一、二、三。亦即當動

畫學習內容依多媒體的訊號原則時，多媒體呈現方式仍然對學習成效造成影響，

形式效應依舊存在。但本研究也發現，在多媒體訊號原則之影片播放環境下，影

片內容的解說同時具有完整解說字幕、關鍵字幕和旁白對學習的負面影響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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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多餘效應的消失，因而「中英雙語字幕加困難關鍵即時字幕」對學習成效顯

著。本研究認為這是因為當動畫、完整的解說字幕、困難關鍵即時字幕和旁白同

時呈現時，視覺通道的訊息雖然可能超過視覺同時能處理訊息的負荷量，但學生

可選擇暫時忽略完整解說字幕的說明而專注在動畫、黃色困難關鍵即時字幕與旁

白。因為依據Mayer（2001, 2005）的多媒體認知理論及訊號原則，動畫與語文

的整合是理解的關鍵，動畫與旁白分屬不同的通道，可同時分別處理不同通道的

訊息，不會造成單一視覺通道的認知超荷且可促進訊息整合的有效性；並且適當

的重點提示以引導學生將注意力集中在重要的多媒體教材內容上，以避免學生的

注意力被不重要或不相關的內容所吸引，如此可降低外在認知負荷，消除多餘效

應。因此，學生在觀看影片時，使特定的關鍵字詞快速學習吸收，以致於學生在

理解、內容、生字、聽力等方面都有進步。

（二）「多媒體之字幕呈現方式」對學習態度的影響有顯著差異

本研究實驗結果顯示，在動機、信心、焦慮的學習態度上，「中英雙語字幕

加困難關鍵即時字幕」的學習態度顯著高於「中英雙語字幕」的學習態度 。此結

論不支持本研究假設四，亦即當動畫學習內容依多媒體的訊號原則時，多媒體之

字幕呈現方式對學習態度會造成影響，在「中英雙語字幕加困難關鍵即時字幕」

有正向的學習態度。因為影片能增強學生的學習動機，並引入黃色困難關鍵即時

字幕，吸引學生的專注學習，消除分散注意力效應，提高及維持信心，降低焦慮

在認知活動的負面效果，則在學習的認知活動上增加工作記憶區容量，來處理相

關任務，對於較缺乏動機、信心及高焦慮學習的學生，具有潛在的學習功效。

綜合以上所述，本研究發現多媒體之字幕呈現方式不但影響學習成效（內容

理解、聽力理解、字彙學習），也影響學習態度（動機、信心、焦慮）。經深入

探究分析歸納之後，可能原因是透過重點式關鍵字或片語的困難關鍵即時字幕學

習，可以讓學生在觀賞影片過程中，能自然隨影片劇情的內容導引需要，更能快

速進入了解影片劇情內容，增進學生較佳的注意力和短期記憶效果，減低學生的

認知負荷，使特定的關鍵字詞快速學習吸收，以致學生在理解、內容、生字、聽

力等方面都有進步。如此應用影片結合英語學習的情境式語言環境與重點式的英

語關鍵字詞導引，對於較缺乏動機、信心及高焦慮學習的學生，具有潛在的學習

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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