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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近年來，教育部鼓勵國小使用電子白板

等資訊科技融入於教學，以提升教學成

效。而擔任第一線教育工作的國小教師，

則是推動此科技設備之最佳舵手。本研究

為了瞭解影響國小教師使用電子白板意願

之因素，並將分析結果提供給推動電子白

板的相關教育單位參考，因此依據相關文

獻，以電腦素養、電腦焦慮、主觀規範、

認知有用性與認知易用性等五個構面來進

行探討。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並使用非隨機

抽樣之立意抽樣，研究對象是從苗栗縣內

抽取 38 所國小教師，發出 401 份問卷，回

收 386 份，有效問卷 354 份，有效問卷率

為 91.71%，研究模式是採取 SPSS 中一般

線性模式之多變量統計分析。 

研究結果顯示，影響國小教師使用電子

白板意願之因素為教師的電腦素養程度與

電腦焦慮程度、他人對教師的主觀規範程

度、教師對電子白板的認知有用性程度與

認知易用性程度，此研究結果將有助於教

育主管機關有效推動電子白板的相關訓練

與研習課程之參考，並藉以提升國小教師

使用電子白板教學之成效。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互動式電子白板、電腦素養、電

腦焦慮、理性行為理論。 

 

1.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全球國家正如火如荼地將互動式電子

白板的設備導入學校教室裡面，諸如美、

英、日、澳、香港、新加坡等先進國家，

各國政府挹注大筆資金來改善教育的教學

環境，藉以提升現場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

之效果(陳惠邦，2006；李肖蘭、莊護林，

2008)。教育部亦於 2007 年度推動互動式

電子白板進入教室之資訊政策，以期能迎

頭趕上世界先進國家所推行之資訊融入於

教學環境之林。因此，教育部於 2007 年開

始建置 E 化學習環境(教育部，2008)，並補

助全國各縣市學校進行互動式電子白板的

教學實驗，以作為將來互動式電子白板全

面推廣政策參考之依據。 

因此，本研究極欲瞭解影響教師使用

電子白板意願之可能因素，以作為教育單

位推動電子白板之參考，綜合本研究之目

的，主要包含以下兩點。 

(1) 探討影響國小教師使用電子白板意願

因素之現況分析。 

(2) 根據研究結果發現，歸納整理研究結

果，提出相關具體建議，以提供教育機

關在辦理電子白板課程研習與相關訓

練之規劃參考。 

由於時間、人力及經費等客觀因素的限

制，本研究資料蒐集之對象係以苗栗縣國

小教師為蒐集資料之對象，並深入瞭解國

小教師使用電子白板意願之現況。  

 

2.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隨著科技的快速發展，不僅對全世界各

個層面造成了相當程度的衝擊，同時也對

學校教育帶來鉅大的影響；電子白板的教

學功能與特性改變了傳統黑板與口述教學

的諸多限制，而成為現代教學的新模式(陳

惠邦，2006)，以下將探討互動式電子白

板、電腦素養、電腦焦慮、理性行為理論

等相關文獻發展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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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互動式電子白板互動式電子白板互動式電子白板互動式電子白板 

 

互 動 式 電 子 白 板 (Interactive 

WhiteBoard, IWB)是由電腦、大螢幕、白

板、投影機及系統軟體等設備所組合而成

的，電子白板的種類大致可以分成類比電

阻壓感、電磁感應、紅外線感應、雷射、

超音波等五種類型(陳惠邦，2006)。本文所

稱電子白板為互動式電子白板之簡稱。 

根據 Austin(2003)研究顯示出電子白板

的互動式功能為教師教學帶來莫大的變通

性與彈性，並具有適性化與多元化之最新

科技教學媒體，Glover & Miller(2001)、

Dhindsa & Emran(2006)研究發現電子白板

可讓學生學習更快速，學習內容也更為深

入，此外，在上課的時候，無論教師或學

生皆能輕易又簡單地觸控電子白板(Weiser, 

2001)。 

 

2.2 電腦素養電腦素養電腦素養電腦素養 

 

Anderson et al.(1981)認為電腦素養

(Computer Literacy)的意涵應該包括個人對

電腦所具有的知識、技能與態度，亦即認

知、情意與技能三項領域，包括如電腦、

軟硬體之應用、電腦的影響及限制、資料

分析與處理、個人之價值、態度、情感與

動機等皆屬電腦素養之範圍。 

邱貴發(1992)認為素養就是指個人對

於某一方面的領域的知識所了解的程度，

與技能的熟練程度，還有個人所抱持的一

種態度，素養它包括對該領域的知識、技

能 與 態 度 三 個 面 向 。 Brownell & 

Brownell(1992)認為教師之電腦素養，應該

包含資訊及技能兩種面向的能力。莊奇勳

(1992)則認為國小教師所應該具有的電腦

素養是包括電腦系統、電腦應用與電腦程

式等三項主要內涵。 

 

2.3 電腦焦慮電腦焦慮電腦焦慮電腦焦慮 

 

Cattell & Scheier(1961) 認 為 焦 慮

(Anxiety)是一種過程，是個人遭受到某一

種刺激或壓力時，所產生的一連串認知、

情感、生理與行為之反應情形，而這一種

情緒是恐懼不安與緊張的感受。國內心理

學者張春興 (1991)認為焦慮是一種由緊

張、不安、焦急、憂慮、擔憂或厭惡情緒

的一種綜合反應。 

儘管電腦科技一日千里與逐漸普遍化

之趨勢中，但仍有多數人對科技產品有著

抗拒與逃避它之心態，而這種產生負面的

心理，Mclnerney et al. (1994)稱為電腦恐懼

(Computerphobia) 或 電 腦 焦 慮 (Computer 

Anxiety)。Weil & Rosen(1990)認為電腦恐

懼是指從事與電腦相關科技活動時所產生

的內在自我批判與負向認知。 

 

2.4 理性行為理論理性行為理論理性行為理論理性行為理論 

 

Fishbein & Ajzen(1975)以社會心理學

為基礎而發展出理性行為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多數應用在探討行

為意願的研究問題，主要用於態度與行為

間的關係預測。根據理性行為理論，最能

預測實際行為的是行為意願，而行為意願

是受到個人對此行為態度與主觀規範的影

響，架構如圖 1。Ajzen & Fishbein(1980)

認為行為態度是指個人對於從事某種行為

所感受到正面或負面、好或不好的評價，

而主觀規範(Subjective Norm)是指社會對

於個人從事某種行為與否所給予的壓力，

即個人在執行某種行為時，所感受到重要

他人是否贊同其行為或將預期會受到社會

所形成的某種壓力。主觀規範之高低將影

響行為意願之強弱，行為意願是指個人在

表現某種行為時出現行為意願之強度。 

而 科 技 接 受 模 式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是 Davis(1986)依

據理性行為理論而修正的，是用來解釋與

預測使用者接受資訊科技的行為，並且探

究影響使用者接受資訊科技的因素。TAM

指出認知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與認

知易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兩個重要

信念，兩者皆是影響使用者行為態度的重

要因素。因此，本研究為了簡化研究變數，

使用認知有用性與認知易用性兩個變數來

取代理性行為理論中的行為態度，來探討

對行為意願的影響。 



 

 

 

 

 

圖圖圖圖 1 TRA 架構圖架構圖架構圖架構圖(Fishbein & Ajzen, 1975) 

 

3.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研究從理性行為理論、科技接受模

式、電腦素養與電腦焦慮的文獻中歸納出

電腦素養、電腦焦慮、主觀規範、認知有

用性與認知易用性五個因素組成的研究構

面，以瞭解國小教師對於使用電子白板行

為意願的影響。本研究所抽樣的樣本為任

教於苗栗縣的國小教師，並採取 SPSS 一般

線性模式(General Liner Mode，GLM)中多

變 量 統 計 模 式 (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Analysis)。 
 

3.1 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電腦焦慮、電腦素養、主觀規

範、認知有用性與認知易用性等五個構面

來探討影響國小教師使用互動式電子白板

意願之因素，如圖 2。 

 

 

圖圖圖圖 2 研究架構圖研究架構圖研究架構圖研究架構圖 

 

3.2 研究假設研究假設研究假設研究假設 

 

本研究對研究架構中各變數的關係，提

出以下之研究假設： 

� H1： 國小教師的電腦素養程度差異對

使用電子白板意願無顯著影響。 

� H2： 國小教師的電腦焦慮程度差異對

使用電子白板意願無顯著影響。 

� H3： 國小教師的主觀規範程度差異對

使用電子白板意願無顯著影響。 

� H4： 國小教師的認知有用性程度差異

對使用電子白板意願無顯著影響。 

� H5： 國小教師的認知易用性程度差異

對使用電子白板意願無顯著影響。 

 

3.3 操作型定義操作型定義操作型定義操作型定義 

 

理性行為理論已經被許多的研究者用

來作為建構研究模式之理論基礎，並已累

積大量實證的支持，TRA 具有簡單且構面

明確之優點(Hu et al., 1999)。故本研究以

TRA 為基礎，並加入電腦素養、電腦焦慮、

認知有用性與認知易用性等相關概念，歸

納出影響使用電子白板意願之相關因素，

藉以提出一套能夠適用於電子白板情境之

理論模型，來探討使用電子白板之行為意

願。本研究模型各構面研究變數有：電腦

素養、電腦焦慮、主觀規範、認知有用性、

認知易用性、使用意願等六個變數，其操

作型定義說明如下。 

(1) 電腦素養：Anderson et al.(1981)認為電

腦素養應包括個人對電腦所具有的知

識、技能與態度；本研究將電腦素養定

義為：「教師所具備電腦的知能程度將

會影響其使用電子白板的教學任務」。 

(2) 電腦焦慮：Mclnerney et al.(1994)認為對

科技產品有著抗拒與逃避它之心態，而

這種產生負面的心理，稱為電腦焦慮；

本研究將電腦焦慮定義為：「教師在面

對電腦相關情境的焦慮感受程度將會

影響其使用電子白板的教學任務」。 

(3) 主觀規範：Ajzen & Fishbein(1980)認為

個人在執行某一種行為時，所感受到重

要他人是否贊同他的行為或預期會受

到社會所形成的某種壓力；本研究將主

觀規範定義為：「教師主觀認為他人對

其使用電子白板所給予認同的程度與

是否願意依從他人意見的程度」。 

(4) 認知有用性：Davis(1989)認為認知有用

性是使用者主觀的認為使用此科技對

於工作會有助益；本研究將認知有用性

定義為：「教師主觀的認為使用電子白

板將有助於完成教學任務」。 

(5) 認知易用性：Davis(1989)認為認知易用

電腦素養電腦素養電腦素養電腦素養    

電子白板電子白板電子白板電子白板    

使用意願使用意願使用意願使用意願    

主觀規範主觀規範主觀規範主觀規範    

電腦焦慮電腦焦慮電腦焦慮電腦焦慮    

認知有用性認知有用性認知有用性認知有用性    

H1 

H2 

H3 

H4 

H5 

認知易用性認知易用性認知易用性認知易用性    



性是使用者主觀的察覺到科技容易使

用的程度，包括是否容易學習、使用與

使用過程清楚且容易瞭解；本研究將認

知易用性定義為：「教師主觀認為在教

學上操作電子白板容易的程度」。 

(6) 使用意願：Ajzen(1985)認為使用意願是

指個人想要從事某一種行為的主觀機

率；本研究將使用意願定義為：「教師

願意使用電子白板於教學上之主觀強

度」。 

 

3.4 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工具包含電腦素

養量表、電腦焦慮量表、主觀規範量表、

認知有用性量表、認知易用性量表、使用

意願量表等六項，如表 1 所示。 

 

表表表表 1 問卷問卷問卷問卷名稱名稱名稱名稱、、、、主要內容與來源一覽主要內容與來源一覽主要內容與來源一覽主要內容與來源一覽 

問卷 
名稱 

問卷 
主要內容 

問卷 
來源 

電腦 
素養 

個人所具備電
腦方面之基本
知能（18 題） 

採用陳美靜(1998)所編製國中教師
應具備之電腦基本能力問卷之電腦
相關知能量表 

電腦 
焦慮 

個人面對電腦
相關情境的焦
慮感受（9 題） 

採用陳麗鈴(1998)所編製之電腦焦
慮量表 

主觀 
規範 

個人將預期會
受到社會所成
的某種壓力（3
題） 

參考 Taylor & Todd(1995)問卷量表
設計 

認知 
有用性 

教師主觀的認
為使用電子白
板將有助於完
成教學任務（7
題） 

參考 Davis et al.(1989)、Moore & 
Benbasat(1991)問卷量表設計 

認知 
易用性 

教師主觀認為
在教學上操作
電子白板容易
的程度（7 題） 

參考 Taylor & Todd （ 1995）、
Venkatesh & Davis(1996)問卷量表設
計 

使用 
意願 

教師願意使用
電子白板於教
學上之主觀強
度（3 題） 

參 考 Ajzen & Fishbein(1980) 與
Taylor & Todd(1995)的問卷量表設
計 

 

3.5 問卷設計問卷設計問卷設計問卷設計 

 

本研究問卷設計是參考相關文獻再依

據本研究主題加以修定，問卷初稿擬定

後，經五位國小教師之增加刪減與建議，

再經由指導教授仔細修正潤飾後，才使量

表內容定案，故本量表具有專家內容效

度。問卷採用 Likert 五點量表尺度，每題

均採 1 至 5 的單極分法，從「非常不同意」

到「非常同意」，反向題則是相反計分方

式，研究模式採用 SPSS 的一般線性模式，

以瞭解固定因子(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間是

否達到顯著差異，而資料分析模式將採取

多變量統計分析。在預試中抽樣 17 份，有

效樣本 15 份，採用 SPSS 做信度分析，並

將問卷信度較低的題目予以刪除，以提高

問卷信度。正式問卷的抽樣方法是採用非

隨機抽樣(Nonprobability Samples)中的立

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目的是為了讓

樣本更具有代表性。研究對象是從苗栗縣

內抽取 38 所國小教師，發出 401 份問卷，

回收 386 份，有效問卷 354 份，有效問卷

率為 91.71%。 

本 研 究 問 卷 的 信 度 衡 量 採 用

Cronbach’s α值係數來進行檢測，以確定問

卷的內部一致性。在信度檢測方面，本研

究問卷變數Cronbach’s α值均在.857至.941

之間，而Cronbach(1951)認為信度的標準，

α值≦.35為低信度，α值≧.35且＜.7為中信

度，α值≧.7為高信度，故本研究各構面具

有高信度，如表2。 

 

表表表表 2 問卷問卷問卷問卷變項之變項之變項之變項之量表內部一致性信度量表內部一致性信度量表內部一致性信度量表內部一致性信度分析檢定分析檢定分析檢定分析檢定 

研究變項 問卷題數 
正式施測 

Cronbach’s α 值 

電腦素養 18 .941 

電腦焦慮 10 .936 

主觀規範 3 .857 

認知有用性 7 .909 

認知易用性 7 .876 

使用意願 3 .909 

 

4. 資料分析資料分析資料分析資料分析 
 

為了針對各變項進行研究分析，本研究

採取問卷調查法，並以苗栗縣內國小教師

為調查樣本，問卷回收資料經過一系列的

檢定與刪除無效問卷，採用 SPSS 18.0 軟體

工具進行多變量分析檢定，並以 Scheffe 事

後比較檢定進行分析，茲分述如下。 

 

4.1 國小教師電腦素養程度差異對使用國小教師電腦素養程度差異對使用國小教師電腦素養程度差異對使用國小教師電腦素養程度差異對使用

電子白板意願影響之分析檢定電子白板意願影響之分析檢定電子白板意願影響之分析檢定電子白板意願影響之分析檢定 

 

研究分析檢定結果顯示出，國小教師電

腦素養程度差異對使用電子白板意願的影

響，整體而言有顯著的差異，如表 3。 



表表表表3 電腦素養程度差異對使用電子白板意願電腦素養程度差異對使用電子白板意願電腦素養程度差異對使用電子白板意願電腦素養程度差異對使用電子白板意願 

影響之多變量分析檢定影響之多變量分析檢定影響之多變量分析檢定影響之多變量分析檢定 

研究變項 
Wilks’ 

Lambda 值 
F 值 P 值 

電腦素養 .893 6.784 .000*** 

*p< .05 **p< .01 ***p< .001 

 

本研究再根據Scheffe事後比較檢定結

果發現，國小教師電腦素養程度的平均分

數愈高者，使用電子白板的意願就愈高；

而電腦素養程度的平均分數愈低者，使用

電子白板的意願則愈低，如表4。 

 
表表表表4 電腦素養程度差異對使用電子白板意願電腦素養程度差異對使用電子白板意願電腦素養程度差異對使用電子白板意願電腦素養程度差異對使用電子白板意願 

影響之影響之影響之影響之Scheffe事後比較檢定事後比較檢定事後比較檢定事後比較檢定 
研
究
變
項 

電
腦 
素
養 

人
數 

平均
數 

標準 
離差 

F 值 P 值 
事後 
比較 

H 118 4.30 .799 

L 118 3.75 .679 

有
意
願
使
用 M 118 4.02 .679 

16.700 .000*** H>M>L 

H 118 4.34 .742 

L 118 3.75 .703 

未
來
願
意
使
用 M 118 4.03 .685 

20.011 .000*** H>M>L 

H 118 4.08 .869 

L 118 3.55 .780 

未
來
經
常
使
用 M 118 3.74 .842 

12.126 .000*** 
H>M 
H>L 

*p< .05 **p< .01 ***p< .001 

 

4.2 國小教師電腦焦慮程度差異對使用國小教師電腦焦慮程度差異對使用國小教師電腦焦慮程度差異對使用國小教師電腦焦慮程度差異對使用

電子白板意願影響之分析檢定電子白板意願影響之分析檢定電子白板意願影響之分析檢定電子白板意願影響之分析檢定 
 

研究分析檢定結果顯示出，國小教師

電腦焦慮程度差異對使用電子白板意願的

影響，整體而言有顯著的差異，如表5。 

 
表表表表5    電腦焦慮程度差異對使用電子白板意願電腦焦慮程度差異對使用電子白板意願電腦焦慮程度差異對使用電子白板意願電腦焦慮程度差異對使用電子白板意願 

影響之多變量分析檢定影響之多變量分析檢定影響之多變量分析檢定影響之多變量分析檢定 

研究變項 Wilks’ Lambda 值 F 值 P 值 

電腦焦慮 .855 9.467 .000*** 

*p< .05 **p< .01 ***p< .001 

 

本研究再根據Scheffe事後比較檢定結

果發現，國小教師電腦焦慮程度的平均分

數愈低者，使用電子白板的意願就愈高；

而電腦焦慮程度的平均分數愈高者，使用

電子白板的意願則愈低，如表6。 

 

 

表表表表 6 電腦焦電腦焦電腦焦電腦焦慮程度差異對使用電子白板意願慮程度差異對使用電子白板意願慮程度差異對使用電子白板意願慮程度差異對使用電子白板意願 

影響之影響之影響之影響之 Scheffe 事後比較檢定事後比較檢定事後比較檢定事後比較檢定 
研
究
變
項 

電
腦 
焦
慮 

人
數 

平均
數 

標準 
離差 

F 值 P 值 
事後 
比較 

H 118 3.72 .678 

L 118 4.36 .790 

有
意
願
使
用 M 118 3.99 .647 

23.963 .000*** L>M>H 

H 118 3.71 .717 

L 118 4.40 .718 

未
來
願
意
使
用 M 118 4.01 .647 

28.966 .000*** L>M>H 

H 118 3.51 .814 

L 118 4.10 .871 

未
來
經
常
使
用 M 118 3.75 .784 

15.451 .000*** 
L> H  
L> M 

*p< .05 **p< .01 ***p< .001 

 

4.3 國小教師主觀規範程度差異對使用國小教師主觀規範程度差異對使用國小教師主觀規範程度差異對使用國小教師主觀規範程度差異對使用

電子白板意願影響之分析檢定電子白板意願影響之分析檢定電子白板意願影響之分析檢定電子白板意願影響之分析檢定 
 

研究分析檢定結果顯示出，國小教師

主觀規範程度差異對使用電子白板意願的

影響，整體而言有顯著的差異，如表7。 
 

表表表表7    主觀規範程度差異對使用電子白板意願主觀規範程度差異對使用電子白板意願主觀規範程度差異對使用電子白板意願主觀規範程度差異對使用電子白板意願 

影響之多變量分析檢定影響之多變量分析檢定影響之多變量分析檢定影響之多變量分析檢定 

研究變項 
Wilks’ 

Lambda 值 
F 值 P 值 

主觀規範 .874 8.070 .000*** 

*p< .05 **p< .01 ***p< .001 

 

表表表表 8 主觀規範程度差異對使用電子白板意願主觀規範程度差異對使用電子白板意願主觀規範程度差異對使用電子白板意願主觀規範程度差異對使用電子白板意願 

影響之影響之影響之影響之 Scheffe 事後比較檢定事後比較檢定事後比較檢定事後比較檢定 
研
究
變
項 

主
觀 
規
範 

人
數 

平均
數 

標準 
離差 

F 值 P 值 
事後 
比較 

H 118 4.24 .747 

L 118 3.91 .784 

有
意
願
使
用 M 118 3.92 .681 

7.486 .001** 
H>M 
H>L 

H 118 4.33 .693 

L 118 3.89 .760 

未
來
願
意
使
用 M 118 3.90 .709 

14.417 .000*** 
H>M 
H>L 

H 118 4.18 .791 

L 118 3.53 .874 

未
來
經
常
使
用 M 118 3.66 .765 

21.248 .000*** 
H>M 
H>L 

*p< .05 **p< .01 ***p< .001 



本研究再根據Scheffe事後比較檢定結

果發現，國小教師主觀規範程度的平均分

數愈高者，使用電子白板的意願就愈高；

而主觀規範程度的平均分數愈低者，使用

電子白板的意願則愈低，如表8。 
 

4.4 國小教師國小教師國小教師國小教師認知有用性程度差異對使認知有用性程度差異對使認知有用性程度差異對使認知有用性程度差異對使

用電子白板意願影響之分析檢定用電子白板意願影響之分析檢定用電子白板意願影響之分析檢定用電子白板意願影響之分析檢定 
 

研究分析檢定結果顯示出，國小教師

認知有用性程度差異對使用電子白板意願

的影響，整體而言有顯著的差異，如表9。 

 
表表表表9    認知有用性程度差異對使用電子白板意願認知有用性程度差異對使用電子白板意願認知有用性程度差異對使用電子白板意願認知有用性程度差異對使用電子白板意願 

影響之多變量分析檢定影響之多變量分析檢定影響之多變量分析檢定影響之多變量分析檢定 

研究變項 Wilks’ Lambda 值 F 值 P 值 

認知有用性 .645 28.519 .000*** 

*p< .05 **p< .01 ***p< .001 

 

本研究再根據Scheffe事後比較檢定結

果發現，國小教師認知有用性程度的平均

分數愈高者，使用電子白板的意願就愈

高；而認知有用性程度的平均分數愈低

者，使用電子白板的意願則愈低，如表10。 
 

表表表表 10 認知有用性程度差異對使用電子白板意願影認知有用性程度差異對使用電子白板意願影認知有用性程度差異對使用電子白板意願影認知有用性程度差異對使用電子白板意願影

響之響之響之響之 Scheffe 事後比較檢定事後比較檢定事後比較檢定事後比較檢定 

研
究
變
項 

認
知 
有
用
性 

人
數 

平均
數 

標準 
離差 

F 值 P 值 
事後 
比較 

H 118 4.53 .713 

L 118 3.62 .678 

有
意
願
使
用 M 118 3.92 .557 

58.951 .000*** H>M>L 

H 118 4.62 .612 

L 118 3.58 .645 

未
來
願
意
使
用 

M 118 3.92 .578 

87.724 .000*** H>M>L 

H 118 4.40 .718 

L 118 3.31 .698 

未
來
經
常
使
用 

M 118 3.66 .765 

69.329 .000*** H>M>L 

*p< .05 **p< .01 ***p< .001 

 

4.5 國小教師認知易用性程度差異對使國小教師認知易用性程度差異對使國小教師認知易用性程度差異對使國小教師認知易用性程度差異對使

用電子白板意願影響之分析檢定用電子白板意願影響之分析檢定用電子白板意願影響之分析檢定用電子白板意願影響之分析檢定 
 

研究分析檢定結果顯示，國小教師認

知易用性程度差異對使用電子白板意願有

顯著的影響，如表11。 

表表表表11111111    認知易用性程度差異對使用電子白板意願認知易用性程度差異對使用電子白板意願認知易用性程度差異對使用電子白板意願認知易用性程度差異對使用電子白板意願 

影響之多變量分析影響之多變量分析影響之多變量分析影響之多變量分析檢定檢定檢定檢定 

變項 Wilks’ Lambda 值 F 值 P 值 

認知易用性 .611 32.443 .000*** 

*p< .05 **p< .01 ***p< .001 

 

本研究再根據Scheffe事後比較檢定結

果發現，國小教師認知易用性程度的平均

分數愈高者，使用電子白板的意願就愈

高；而認知易用性程度的平均分數愈低

者，使用電子白板的意願則愈低，如表12。 

    

表表表表 12 認知易用性程度差異對使用電子白板意願影認知易用性程度差異對使用電子白板意願影認知易用性程度差異對使用電子白板意願影認知易用性程度差異對使用電子白板意願影

響之響之響之響之 Scheffe 事後比較檢定事後比較檢定事後比較檢定事後比較檢定 
研究 
變項 

認知 
易用性 

人數 平均數 
標準 
離差 

F 值 P 值 
事後 
比較 

H 118 4.53 .534 

L 118 3.47 .688 

有 
意 
願 
使 
用 M 118 4.08 .615 

87.970 .000*** H>M>L 

H 118 4.53 .550 

L 118 3.47 .675 

未 
來 
願 
意 
使 
用 M 118 4.13 .593 

91.296 .000*** H>M>L 

H 118 4.36 .686 

L 118 3.20 .734 

未 
來 
經 
常 
使 
用 M 118 3.81 .731 

76.173 .000*** H>M>L 

*p< .05 **p< .01 ***p< .001 
 

4.6 假設檢定之結果假設檢定之結果假設檢定之結果假設檢定之結果 

 

經過本研究統計分析檢定結果顯示

出，本研究的五個變項均拒絕原始假設之

檢定，亦即五個變項對國小教師使用電子

白板意願均有顯著的影響，本研究將假設

檢定之結果彙整如表13。 

    

表表表表13 各構各構各構各構面面面面的關係的關係的關係的關係假設檢定結果彙整表假設檢定結果彙整表假設檢定結果彙整表假設檢定結果彙整表 

研 究 假 設 是否 
接受 

H1 
國小教師的電腦素養程度差異對使用電子白板意
願無顯著影響 

拒絕 

H2 
國小教師的電腦焦慮程度差異對使用電子白板意
願無顯著影響 

拒絕 

H3 
國小教師的主觀規範程度差異對使用電子白板意
願無顯著影響 

拒絕 

H4 
國小教師的認知有用性程度差異對使用電子白板
意願無顯著影響 

拒絕 

H5 
國小教師的認知易用性程度差異對使用電子白板
意願無顯著影響 

拒絕 

 



5.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5.1    研究結果與討論研究結果與討論研究結果與討論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節將針對研究結果進行討論，並對

可能的原因提出相關建議，本研究探討的

內容包括電腦素養、電腦焦慮、主觀規範、

認知有用性與認知易用性等五個變項，並

探討影響國小教師使用電子白板意願之可

能因素，茲分述如下。 

(1) 國小教師的電腦素養程度會對使用電

子白板意願有影響：在電腦素養變項

中，本研究區分為高、中、低三組做比

較，不管在有意願使用、未來願意使用

與未來經常使用這三個題項上，高電腦

素養程度組之教師平均分數顯著高於

中、低兩組之教師。其可能的原因是電

腦素養高者，有較多的電腦知能，所以

較能應付新科技的產品，所以使用電子

白板並不覺得有什麼困難，故使用電子

白板意願較高；而電腦素養程度中、低

兩組之教師，則可能是較缺乏電腦知

能，無法去從容使用電子白板相關的設

備，所以使用意願便較低。因此，教育

機關應鼓勵教師常去參加電腦相關研

習進修或定期舉辦電腦知能研習，培養

教師電腦素養內涵，藉以提升教師的電

腦基本能力(Jaber & Moore, 1999)，讓

教師在使用電子白板融入教學時，才能

駕輕就熟與得心應手。 

(2) 國小教師的電腦焦慮程度會對使用電

子白板意願有影響：在電腦焦慮變項

中，本研究區分為高、中、低三組做比

較，不管在有意願使用、未來願意使用

與未來經常使用這三個題項上，低電腦

焦養程度組之教師平均分數顯著高於

中、高兩組之教師。這或許是電腦焦慮

程度較低者，比較常接觸電腦相關活

動，所以對於使用電子白板較不會產生

恐懼或焦慮，而較有意願去使用；而電

腦焦慮程度中、高兩組之教師，本身甚

少或沒有接觸電腦，以致於本身經驗不

足以應付使用電子白板，因而產生電腦

科技焦慮與恐懼感，故而較沒意願去使

用電子白板。因此，要降低教師使用電

腦科技產品所生成的焦慮，可從比較有

興趣的電腦主題活動著手，選擇自己所

喜 歡 的 電 腦 活 動 課 程 開 始 (Ropp, 

1999)，讓自己慢慢的喜歡接觸電腦相

關活動，降低使用電腦科技所產生之恐

懼感，藉以提高電子白板的使用意願。 

(3) 國小教師的主觀規範程度會對使用電

子白板意願有影響：在主觀規範變項

中，本研究區分為高、中、低三組做比

較，不管在有意願使用、未來願意使用

與未來經常使用這三個題項上，高主觀

規範程度組之教師平均分數顯著高於

中、低兩組教師。這也許是教育主管機

關、上司或同事、朋友的期待、要求與

鼓勵較高時，影響教師使用電子白板的

行為態度，因而教師有較高的意願去使

用電子白板；而在主觀規範程度中、低

兩組教師，較少受來自他人的鼓勵、期

待與要求，因而使用電子白板的意願則

相對較低。因此，要推動使用電子白板

時，可以雙管齊下的方式去推動，一方

面主管機關或上司應給予教師鼓勵、關

懷與倡導(Halpin & Winer, 1957)，一方

面可從比較有意願使用電子白板的同

儕教師去推動，讓意願不高的教師也產

生楷模學習而有意願去使用電子白板

(Schunk, 2007)。 

(4) 國小教師的認知有用性程度會對使用

電子白板意願有影響：在認知有用性變

項中，本研究區分為高、中、低三組做

比較，不管在有意願使用、未來願意使

用與未來經常使用這三個題項上，高認

知有用性程度組之教師平均分數顯著

高於中、低兩組教師。造成的原因，可

能是高認知有用性程度組教師認為電

子白板是一種有用的科技工具，有助於

提升教學效果，所以教師願意去使用

它；而中、低兩組教師或許認為電子白

板對教學並有太大的幫助，所以中、低

兩組教師使用電子白板的意願自然就

較低。因此，教育當局可透過辦理電子

白板講習與相關研習活動，讓教師充分

瞭解使用電子白板的優點 (Goodson, 



2003)，以提升教師使用電子白板於教

學活動的意願。 

(5) 國小教師的認知易用性程度會對使用

電子白板意願有影響：在認知易用性變

項中，本研究區分為高、中、低三組做

比較，不管在有意願使用、未來願意使

用與未來經常使用這三個題項上，高認

知易用性程度組之教師平均分數顯著

高於中、低兩組教師。造成顯著差異的

原因可能是高認知易用性程度組教師

認為電子白板是一種容易操作的工

具，所以他們便樂於去使用；而中、低

兩組教師可能認為電子白板不是容易

操作的工具，他們對使用電子白板意願

便相對較低。如何讓教師覺得電子白板

是容易使用的工具，教育單位可以透過

辦理電子白板之職前訓練 (Klein & 

Weaver, 2000)，讓教師熟練並實際操作

設備，使教師感受到電子白板確實是容

易使用的工具，而主動並樂意去使用電

子白板於教學上。 

 

5.2 研究貢獻研究貢獻研究貢獻研究貢獻 

 

過去探討有關新資訊科技產品的接受

行為，大多數是採用「科技接受模型」，

本研究嘗試著以結合「電腦素養」、「電

腦焦慮」、「主觀規範」、「認知有用性」

與「認知易用性」，來探討影響國小教師

使用電子白板意願的因素，也獲得不錯的

結果。在本研究中，將可能影響的因素考

慮在內，期望能對使用者使用新資訊科技

行為的影響因素做一完整的探討。研究結

果發現：「電腦素養」、「電腦焦慮」、

「主觀規範」、「認知有用性」與「認知

易用性」等五個變項，均是影響國小教師

使用電子白板意願之不容忽視的重要因

素。 

 

5.3    研究建議研究建議研究建議研究建議 

    

5.3.1 對國小教師的建議對國小教師的建議對國小教師的建議對國小教師的建議    

    

(1) 提升自己的電腦素養能力：本研究發現

電腦素養愈高的教師使用電子白板的

意願也較高，因此，國小教師平常應多

參加電腦相關的研習進修活動，可以增

加自己的電腦操作與素養之基本能力。 

(2) 常去接觸電腦相關的設備：本研究發現

對電腦較不會害怕與恐懼的教師，較有

意願去使用電子白板，而要降低對電腦

的焦慮與恐懼，可以常常去接觸較有興

趣的相關電腦科技設備著手，降低對使

用電腦所生成的害怕與焦慮。 

(3) 經常去使用電子白板設備：本研究發現

對電子白板認知有用性與認知易用性

將對使用電子白板產生影響，因此，教

師應該常去使用並接觸電子白板，增加

熟悉度與熟練度，亦即「用進廢退」與

「熟能生巧」。 

 

5.3.2 對學校及教育行政單位的建議對學校及教育行政單位的建議對學校及教育行政單位的建議對學校及教育行政單位的建議    

    

(1) 辦理電腦相關知能的研習活動：本研究

發現電腦素養愈高、電腦焦慮較低的教

師，較有意願去使用電子白板，教育單

位可積極辦理電腦相關研習活動，並鼓

勵教師參加電腦相關研習活動，藉以提

升教師的電腦素養程度，並有助於降低

教師使用電腦科技產品所帶來的焦慮

與恐懼。 

(2) 辦理電子白板研習與訓練活動：本研究

中教師對電子白板認知有用性與認知

易用性程度較高者，較有意願去使用電

子白板。故教育單位可經常辧理電子白

板的操作觀摩與研習訓練，讓教師對電

子白板更瞭解與熟悉；另外，可建議電

子白板廠商或軟體設計師強化電子白

板的有用性與易用性的功能，並根據使

用者的能力與需求，採用人性化介面之

設計，藉以提升電子白板的使用意願與

接受程度。 

(3) 營造學習型組織與知識分享的環境：學

校應成立電子白板專業團隊，建立良好

的制度，辦理電子白板教學觀摩與討

論，營造一個學習型組織，互相支援合

作，提供使用電子白板的傳承經驗，減

少資源浪費，發揮電子白板的功能。 

    



5.4    未來研究方向未來研究方向未來研究方向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所取的樣本僅就苗栗縣境內國

小教師做施測，未來可以將研究的範圍擴

大到國中，甚至擴及全國的國中小學，讓

本研究樣本更具代表性。在研究的過程中

或有疏漏的變項，有待未來的研究者去發

掘與探討，我們也期待有更多的研究者能

繼續此研究，發現更多影響使用電子白板

意願的構面因素，經過本研究整理後，可

作為未來研究電子白板的研究方向，茲說

明如下。 

(1) 學生對使用電子白板教學之學習動機

與效果之差異比較：未來研究者可依本

研究為基礎，以學生為研究對象，深入

探究實施電子白板教學之學生學習動

機與學習效果之差異比較，探討使用電

子白板教學之學生與未使用電子白板

教學之學生學習動機與效果是否有顯

著差異，進一步提供教育單位持續推動

電子白板之參考，提升學生學習之成

效。  

(2) 探討提升教師使用電子白板於教學上

之因素研究：本研究發現教師本身之電

腦素養、電腦焦慮、主觀規範、認知有

用性與認知易用性等，都將影響其使用

電子白板於教學上之意願，因此，未來

研究可以此為基礎，深入探討提升教師

使用電子白於教學上之相關因素研

究，提升教師使用電子白板於教學上之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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