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運用概念構圖線上輔助教學之學習成效評估 

-以東吳大學資訊概論課程為例 
 

 

  

 

摘要 

 

現今的學習環境中，多元的學習輔助工

具提供學習者不同於以往的學習方式，而

一項好的學習輔助工具應配合所學內容知

識特性，以達成最佳輔助學習成效。本研

究針對東吳大學大一必修「資訊概論」學

生作為研究對象，首先提供概念構圖規劃

於網頁上，以提供學生對課程全面性的概

念理解；接著再使用 TAM 問卷檢驗，探討

學生使用概念構圖輔助學習的滿意度認

知。       

本研究目的在於了解學習者在未具備

資訊相關知識背景下學習時，概念構圖對

於資訊相關課程的輔助成效；同時進一步

對學習者的學習滿意度進行研究，了解此

種學習輔助模式是否能為此領域學習者所

接受，作為未來相關課程教師授課及教材

章節綱要規劃的重要參考依據。 
 

關鍵詞 

   概念構圖(Concept map)、電腦自我效能

(Computer Self-efficacy)、科技接受模式

(TAM)、學習。 
 

1. 前言 

 

在教育與學習的領域中，由於科技改變

的速度、全球化等效應造成了一個動盪且

競爭的學習環境(Alavi，1994)，傳統教科

書單一教學模式早已無法滿足授課者與學

習者的需求。教師及學生均需要多元化的

學習環境。而隨著網際網路的普及與蓬勃

發展，資訊技術(IT)能提供創新的學習輔助

物件(Learning object)，同時能促進並提升

教與學的進行，使教學資源更具效果，進

而發展出創新的學習方式。根據國際電子

電機工程師學會(IEEE)之學習技術標準委

員 會 (Learning Technology Standards 

Committee，2002)所定義，一個輔助學習的

學習物件為“在技術支援學習期間，任何

可被利用、再利用、或被參考之任何數位

及非數位的實體”。使用學習物件的目標

在於發展一個開放的學習環境，使教與學

著重於學習者的需求(Siong-Hoe Lau 等學

者，2009)。然而，在學習的環境中，教師

應依據課程性質與學習目標，為學生選擇

合適的學習輔助物件。在輔助學習的過程

中，概念的建構往往是學習成效的重要關

鍵，在過去有關概念建構的研究中，學生

在學習期間若面對大量資訊卻無力架構出

完整、系統化的專業領域知識，很容易在

學習的過程中產生混淆(Chih-Ming Chen，

2009)，若未及時釐清，更可能降低學習的

興趣與動力。 

基於此因，相關教育研究學者提出了在

學生學習的過程中，使用概念構圖協助學

生建構自我的學習概念架構 (Joseph D.  

Novak，1990)，避免學生在學習起步時即

由於對課程內容概念的混淆而造成後續進

階學習的阻礙及錯誤觀念的產生。然而，

在過去有關概念構圖的學習研究中，較多

是針對初等教育學生進行實驗研究，對於

高等學校教育課程學習概念建構的探討則

甚少著墨；再加上過去研究的範圍大多侷

限於小學生自然科學與數學教育此兩大領

域，關於其他學科之概念構圖學習相較之

下則略顯不足。本研究的主要實驗對象為

東吳大學大一「資訊概論」必修課程學生，

此「資訊概論」課程內容特性在於課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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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與章節之間並無嚴謹的先後順序，對於

欲學習此課程的大一學生而言，由於所有

學生彼此具備不同的知識背景，對於資訊

相關領域的理解程度及能力也不盡相同。       

   有鑑於此，本研究提供學習者在學習進

行前，對於即將所學課程內容概念有即時

完整的全面性認識，再藉由概念與概念間

的連結，提供學習者架構出概念彼此之間

的相關性與交互影響，讓學習者能在後續

的課程中正確並有效學習，達到最佳的學

習效果。因此，本研究利用概念構圖

(Concept map)規劃課程綱要路徑，引導學

生對課程概念產生網絡式認知，進而於後

續課程接續性學習；再使用科技接受度模

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檢

驗學生對其個人學習表現的認知，檢驗學

習成效及學習滿意度，了解此項輔助之具

體效用，同時讓學生了解概念構圖對其個

人在學習上的助益，提升日後持續使用的

信心與興趣。 

   本研究採用概念構圖架構課程概念與

科技接受度模式檢驗的方式進行兩階段的

實驗，目的在於讓學習者能實際感受概念

構圖對其個人在學習上的輔助與功效，進

而評估學習成效，針對學生的使用意願也

能有更深入的了解。本研究有效改善以往

在數位學習相關領域研究中，對於改善學

習表現與提昇學習滿意度無法提出有力證

據的缺失，同時拓展以往在資訊領域課程

學習概念建構與規劃的貧乏，對於日後相

關課程的概念架構學習提出了一個的創新

呈現方式，在未來教材編排與教師授課上

均可作為一項重要參考。 

   本文章共分為五個章節：第一章探討研

究背景、動機與目的之說明；第二章介紹

相關文獻探討；第三章說明本研究的研究

方法及架構；第四章闡明實驗的問卷設計

及內容；第五章詳列本論文之研究預期進

度；第六章預期本論文研究的成果與貢

獻。 
 

2. 文獻探討 

 

本章節中將探討國內外學者針對本研

究所提及之相關概念及模式進行探討，首

先於 2.1 小節中對本研究中所使用以輔助

課程之概念構圖進行介紹及相關研究之論

述；由於本研究中之使用者(學生)為透過

電腦使用架設於東吳大學教學網站之概念

構圖以輔助「資訊概論」課程學習，因此，

於 2.2小節中探討本研究之重要變因-電腦

自我效能之相關研究；最後，於 2.3 小節

介紹本研究用於檢驗運用概念構圖輔助學

生學習使用意願及使用意向之科技接受模

式，探討此模型起源、意義及國內外相關

學者研究。 

 

2.1 概念構圖 

 

   概念構圖是由Cornnell大學的Novak教

授與其研究夥伴致力研究一套方便可行的

教學方法，以作為教學、學習、研究、及

評量的工具使用，他們根據 Ausubel 的學

習理論，設計一個將學習內容圖像化的策

略，以評量學生的學習表現，此方法稱為

「概念構圖」（Concept map）(Novak & 

Gowin，1984)(蔡雅泰，2005)。 

   概念是指被歸為同一類或使用同一名

詞命名之物件（objects）或事件（events）

的共同屬性（Tennyson & Park，1980）。根

據階層網路結構模式（Hierarchical network 

structure model），人的記憶系統中，知識結

構是由許多代表基本概念的節點（node），

以及節點與節點間用某種符號聯結而成的

一個語意網路（Semantic network）關係來

表示(余民寧，1997：25)，一個完整的知識

網路模式包含許多節點，知識結構是以網

路關係來表徵，而不是由許多單一節點所

表示，單獨一個節點還不足以構成一個概

念意義，概念意義乃是由節點與節點間的

關係所形成的(余民寧，1997：26)。 

   Novak 等人的研究發現，幾乎所有概念

意義的學習，都是經由命題形式而習得的，

如果能將所欲學習的概念包含在一連串命

題中來進行的話，將會使學生知覺到，除

這個概念意義的學習之外，尚包括許多與

這個概念相關聯的外衍意義及用法。 

   這種學習方式，除了注重「點」（即單



一概念）的學習外，還擴及「面」（即概念

在語意脈絡中的意義）的學習，可以說是

一種類似網路脈絡（network context）的學

習法，也是一種有意義的結構化學習法。

為了能有效聯結相關概念，或將腦中概念

的聯結情形呈現出來，Novak 等人發展出概

念構圖的策略（Novak & Gowin，1984），

概念構圖教學法因應而生。 

   Novak & Gowin 將概念構圖定義為「這

是一種圖示策略，用以將各種概念以命題

架構方式做有意義的聯結與呈現」。在這個

定義下，概念構圖需包含幾項特質：1.它是

以圖形方式呈現；2.它必頇呈現有意義的概

念聯結；3.它必需是以命題架構呈現(Novak 

& Gowin，1984：15)。其教學步驟為（1）

選擇主要概念；（2）找出重要概念；（3）

從概括性到特殊性的排出這些概念；（4）

排出概念之間的階層關係；（5）用線和標

示連結概念，這些線可以跨越其他概念來

連結。 
 

2.2 電腦自我效能(Computer 

Self-efficacy) 
 

   電腦自我效能(computer self-efficacy）的

概念源於社會認知理論（social cognitive 

theory）範疇。Bandura（1977）提出自我

效能(self-efficacy），是指一種自我能力評

估的形式。Busch（1995）將自我效能定義

為：一種個人成功執行某行為的信念。自

我效能的概念在資訊系統學者引用以說明

個人的電腦行為後，影響了電腦效能的相

關研究（Delcourt & Kinzie，1993；Murphy, 

Coover & Owen，1998）。 

   根據 Compeaum & Higgins（1995）定

義，電腦自我效能為個人對其使用電腦之

能力的判斷，強調的是個人自覺其使用電

腦完成工作的能力，並非實際的電腦操作

技巧。同時，Oliver & Shapiro（1993）也

指出電腦自我效能是一種個人對其能否運

用 電腦技能完成某特定任務的信心。而

Torkzadeh & Koufteros（1994）則認為電腦

自我效能著重的是個人在與電腦相關的不

同情境中所覺察到的能力。 

   根據上述多位學者之研究結果，電腦自

我效能對電腦的使用（usage）、結果的期待

（outcome expections）、電腦使用的愛好

（affect）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本研究使用

概念構圖作為輔助學習工具，而此概念構

圖建置於東吳大學 E-Learning 網站，學生

操作此學習網站時其電腦自我效能為一重

要影響因素之一，故於探討此項重要變

因。 
 

2.3 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科技接受模式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簡稱 TAM) 是由 Fred D. Davis 

(1986)以理性行為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簡稱 TRA)為基礎發展出來，科技

接受模型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提供一個基礎，

用來探討外部因素對於使用者的內部信念

(beliefs)、態度(attitudes)及意向(intentions)

的影響，進而影響資訊系統使用的情形

(Fred D. Davis，1989)，此模型希望能普遍

地用於解釋或預測資訊科技使用的影響因

子，其模型如圖 1 所示： 

 

 

圖 1 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科技接受模型承接了理性行為理論的

基本精神，此模型認為信念會影響態度，

態度再進一步影響行為意向 (Behavioral 

intention to use)，而行為意向對實際使用

(Actual system use)有顯著且正面的影響。

理性行為理論模型常用於探討人類行為的

意圖(Behavior intention)(Ajzen and Fishbein，

1975&1980)。此理論指出人類行為的表現

決定於個人的行為意圖，而行為的意圖受

個人對此行為的態度(Attitude toward using)

與主觀的標準所影響(Davis，1989)。 

科技接受模式認為行為意向是由個人

對系統的使用態度和知覺有用性所共同決

定的(Fred D. Davis，1989)，此模型針對使



用者對資訊系統的接受度，提出兩個信念，

分別是認知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及

認知易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此兩認

知信念是人們對於表現及努力的主觀評價。

根據科技接受模型，使用態度是由認知有

用性與認知易用性所共同決定的，Fred D. 

Davis(1989)將認知有用性定義為「一個人

相信使用一個特定系統將會提高他/她工

作表現(performance)的程度」，因此當使用

者覺得系統有用時，其將會對此一系統抱

持正面的態度。而認知易用性則是指「一

個人相信使用一個特定系統所不需努力

(effort)的程度」，努力是一種有限的資源，

一個人必頇將其分配到自己所負責的各項

活動上。因此，當其他條件都一樣時，一

個被使用者認知較易使用的系統，越可能

被使用者所接受(Fred D. Davis，1989)。所

以科技接受模型假設，認知易用性對使用

態度有正向的影響。 

    此外，知覺易用性對知覺有用性有顯

著的影響，因為使用者因系統容易使用而

省下的努力，可以被重新分配到其他活動

中，使得其能以同樣的努力完成更多工作，

故一個容易使用的系統會提昇個體的工作

表現，因此，認知易用性將會對認知有用

性有直接的影響，進而間接影響使用者對

於使用資訊科技的態度。而知覺有用性及

知覺易用性皆會受到外部變數 (External 

variables)的影響，這些外部變數包括系統

設計特性、使用者特性、使用的環境等。 

本研究實驗環境為東吳大學「資訊概論」

課程，學生在本課程期間同時使用課程網

頁連結概念構圖以輔助其概念學習，課程

網頁為資訊相關科技，因此，本研究以科

技接受模型作為研究架構之理論基礎。 
 

3. 研究方法 

 

本章節將介紹與本研究相關之研究方法。

首先於 3.1 小節介紹本研究所使用之概念

構圖呈現；於 3.2 小節介紹系統建置與使用

者(學生)操作方式及呈現給使用者的介面；

3.3 小節呈現本研究之研究模型及整體架

構，同時依據本模型設立相關假設；接著，

於 3.4 小節說明本研究之研究對象；於 3.5

小節闡明本研究中相關變數並依據本研究

架構對變數作出定義。 
 

3.1 概念構圖 

 

   本研究依據 Joseph D. Novak(1990)所發

展出之概念構圖教學方法完成「資訊概論」

課程各單元概念之間的建構。在學生正式

接觸課程內容前，提供學生對課程單元內

之重要概念、及概念與概念間關聯的理解，

建構出在後續課程中學習的正確性與邏輯

觀念，以輔助學生避免在學習過程中產生

觀念的混淆。以第二章「電腦的架構」為

例，圖 2 展示在課程中重要概念以及其子

概念、與概念及概念之間相關連結。 
 

 
圖 2 東吳大學「資訊概論」課程-第二章、電腦的

架構 概念構圖 

 

   如圖 2 所示，電腦系統（主概念）是由

硬體、使用者、與軟體三大（子）概念所

組成；而各子概念又可分為更細部的概念，

如軟體可再細分為系統軟體與應用軟體；

另外，各概念與概念之間部分具有相互連

結，如系統軟體構成作業系統，而作業系

統提供使用者與電腦硬體互動的橋梁，對

使用者而言，作業系統提供予使用者與硬

體之間的操作介面；對硬體而言，作業系

統則將使用者操作的結果轉換為機器指令

使其正確運作。再以第八章「網路與通訊」

為例，如圖 3 所示。 

圖 3 中，此章節網路(主概念)的主要準、

以及網路作業系統四大(子)概念所組成；而

各子概念依據其特性及功能可再細分為更

細部的概念，如網路標準可細分為個別使

用於無線網路及有線網路的標準；另外， 

http://www.springerlink.com/content/?Author=Joseph+D.+Novak


 
圖 3 東吳大學「資訊概論」課程-第八章、網路與

通訊 概念構圖 

 

概念與概念之間部分具有相互連結，

如無線網路標準中的 WAP(無線應用協定)

所採用的是網路硬體架構中的主從式網路

概念，由此可映證，概念與概念之間仍彼

此存在承繼與相互連結的緊密聯繫，學生

在正式進行「資訊概論」課程之前，先使

用此概念構圖做為對於課程的背景知識，

在接續章節中此概念構圖將擴大其範圍與

應用，以提供學生建構對整體課程內容概

念與概念之間更深入的聯繫。本概念構圖

結構是採用分別與七位研習相關領域專家

面談後所整理之意見建構而是由網路的功

能、硬體架構、網路標成，此七位專家均

對於「資訊概論」課程的編排與內容具備

深度了解與專業性，故此概念構圖具備高

度邏輯正確性與可信度。 
 

3.2 系統建置 

 

   本研究針對修習東吳大學大一必修「資

訊概論」課程之學生，架設概念構圖於東

吳大學 E-learning 網站上，提供其概念構圖

及課程教材投影片之網頁連結於修習本課

程期間使用，以輔助其「資訊概論」課程

之進行與學習。本章節呈現學生於操作概

念構圖時之使用介面及其功能。 
 

 
圖 4 東吳大學「資訊概論」課程-第二章、電腦的

架構 概念大綱 

 

   學生在進入資訊概論課程概念構圖網

頁後，系統以章節為單位，詳列各章節所

有重要概念大鋼。以第二章「電腦的架構」

為例，如圖 4 所示，藍底文字為此章節重



要概念，此圖除了以階層型式呈現本章節

中所有概念之階層關係，各概念同時獨立

可供學生進行點選，以「電腦系統」舉例：

點選「電腦系統」這個概念後，系統將篩

選與其直接相關之從屬概念連結，畫面會

同步顯示此局部概念構圖，如下步驟所

示： 

 

 點選「電腦系統」 
 

             
 

 出現與「電腦系統」直接相關之局部

概念構圖 
 

       
 

   再以「使用者」為例，如下步驟所示： 

 

 點選「使用者」 
 

            
 

 出現與「使用者」直接相關之局部概

念構圖: 
 

 
 

    另外，同時也可提供學生直接連結到

與此概念對應之課程投影片，以「電腦系

統」為例，如下步驟所示： 

 點選「電腦系統」 
 

             
 

 出現與「電腦系統」對應之課程投影

片 

       

 
 

3.3 研究架構與假設 

 

   在評估學習滿意度方面，根據 Fred D. 

Davis (1986)所提出之科技接受模式(TAM)，

此模型已在資訊科技文章中充分被接受且

經證實可作為使用電腦軟體及輔助工具時

有效的預測者。傳遞媒介(如課程網站、軟

體等)的認知有用性與認知易用性將能提

升學生對其課程經驗的態度(J. B. Arbaugh，

2000)。另一方面，在科技接受模式的應用

上，有證據顯示個人電腦相關的能力和知

識，是個人可以用來判斷一個新的系統是

否容易使用的基礎(Venkatesh，2000）。而

在科技採用模式的相關研究中，經由學者

的研究證實，「使用行為意向」可當作系

統使用的預測指標（Mathieson，1991；

Szajna，1996；Jackson et al.，1997；Hu et al.， 

1999）。透過對「行為意向」的研究，將

可以有效的瞭解影響使用者採用資訊科技

行為的因素。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東吳大學大一修

習資訊概論課程之學生，在其正式接觸課

程時，透過電腦使用架設於課程教學網頁

上的概念構圖以輔助其對於此課程概念之

學習，由於採用概念構圖的媒介為電腦，

故探討其電腦自我效能有其必要性。因此，

本研究使用電腦自我效能作為本研究模型

之外部變數，根據Fred D. Davis (1986)所提

出之科技接受模式(TAM)作為理論的依據



進行修改，沿用科技接受模型中的認知易

用性、認知有用性、使用態度及使用行為

意向探討學生在使用概念構圖輔助「資訊

概論」課程學習之行為意向，研究模型如

圖5所示： 

 

 
圖 5 本研究模型 

 

   根據本研究模型，可分為以下構面提出

下述假設。 

 

3.3.1 學生之電腦自我效能對於其使用

概念構圖輔助「資訊概論」課程學習之

認知有用性與認知易用性的影響 
 

    根據 Bandura（1977）認為一個人的行

為能力會影響其實際行為，而高度的自我

效能認知培育了實際行為的認知架構與有

效行為能力的正確方向。Fred D. Davis

（1989）認為自我效能與易用認知是相似

的概念，其研究中同時指出，一個系統越

容易使用，使用者操作系統的效能越高。

Fred D. Davis & Venkatesh（1996）更將電

腦自我效能加入 TAM 模型中作為外部變

數，研究結果證明電腦自我效能對易用認

知有顯著影響(陳欣宜，2003)。由此可知，

學生個人的電腦自我效能可能影響學生對

使用概念構圖輔助「資訊概論」課程學習

的使用意向。因此本研究提出下列假設： 

假設 H1：學生之電腦自我效能對於其使用

概念構圖輔助學習之認知有用性

有正向影響 

假設 H2：學生之電腦自我效能對於其使用

概念構圖輔助學習之認知易用性

有正向影響 

 

3.3.2 學生使用概念構圖輔助「資訊概

論」課程學習之認知易用性與其使用概

念構圖輔助「資訊概論」課程學習之認

知有用性對於學生使用態度的影響 
 

    Fred D. Davis(1989)認為認知有用性

會影響使用態度與使用行為意向；Lin & 

Lu(2000)認為使用者對網站的認知有用性

與認知易用性會影響態度與使用意願(周

士傑，2004)；而使用意願會影響實際使用

行為。因此，本研究假設沿用科技接受模

型中的認知易用性、認知有用性、使用態

度及使用行為意向，依據科技接受模式提

出下述假設： 

假設 H3: 學生使用概念構圖輔助學習之

認知有用性對於其使用態度有

正向影響 

假設 H4: 學生使用概念構圖輔助學習之

認知易用性對於其使用態度有

正向影響 

 

3.3.3 學生使用概念構圖輔助「資訊概

論」課程學習之認知易用性對於其使用

概念構圖輔助「資訊概論」課程學習之

認知有用性的影響。 
 

     知覺易用性對知覺有用性有顯著的影

響，因為使用者因系統容易使用而省下的

努力(effort)，可以被重新分配到其他活動

中，使其能以同樣的努力完成更多工作，

所以，一個容易使用的系統會提昇個體的

工作表現，因此，知覺易用性將會對知覺

有用性有直接的影響，進而間接影響使用

者對於使用資訊科技的態度。如根據過往

學者研究，Szajna(1996)認為使用者對電子

郵件的認知易用性會影響其對電子郵件系

統的認知有用性。由此可知，認知易用性

除了影響使用態度，進而影響使用行為意

向外，同時會對認知有用性產生影響，因

此，本研究提出下述假設： 
假設 H5：學生使用概念構圖輔助學習之認

知易用性對於其使用概念構圖輔

助學習之認知有用性有正向影響 

 

3.3.4 學生使用概念構圖輔助「資訊概

論」課程學習之認知有用性與其使用概

念構圖輔助「資訊概論」課程學習之使



用態度對於學生之使用行為意向的影

響 
 

    科技接受模式認為行為意向是由個人

對系統的使用態度和認知有用性所共同決

定的(Fred D. Davis et al., 1989)，也就是說，

人們會因為相信使用某資訊系統將改善工

作績效，而有使用該系統的意願。Szajna 

(1996)也認為，使用者對電子郵件系統的認

知有用性也會影響到其使用行為意向。因

此，本研究提出下述假設： 

假設 H6: 學生使用概念構圖輔助學習之

認知有用性對於其使用行為意向

有正向影響 

假設 H7:學生使用概念構圖輔助學習之使

用態度對於其使用行為意向有正

向影響 

 

3.4 研究對象 

 

   基於修習東吳大學大一必修「資訊概論」

課程之學生在正式接觸課程前，每位學生

對於資訊相關背景知識及能力均有所不同，

再加上此「資訊概論」課程結構以往較無

統一授課先後順序、及缺乏前導課程引導

的特性下，因此，本研究針對大一某一班

級之學生，進行本研究實驗作為研究對象。

在實驗中，教師於課程正式進行前將概念

構圖電子檔案與教學投影片上傳至東吳大

學 E-learning 教學網站，在首堂課程對學生

進行解說，示範學生如何透過電腦操作概

念構圖以輔助個人課程學習，學生於課程

進行前使用有利於其課前預習，因而能對

尚未接觸的章節及課程概念內容有初步的

了解;於課後學生再自行操作概念構圖，搭

配其課後複習作為學習「資訊概論」課程

的輔助，以協助其釐清各章節課程概念，

避免觀念混淆造成在後續學習及概念理解

上的阻礙。待課程告一段落後，發放問卷

請學生填寫其個人認為透過電腦操作概念

構圖輔助「資訊概論」課程的使用行為及

各項自我學習認知，回收問卷後進行各項

統計分析以檢驗量表中各問項，並做出對

於此種學習方式之研究匯整。 
 

3.5 研究變數與定義 

 

   TAM（科技接受模式）相關研究中，主

要研究的行為是資訊科技的採用，探討使

用者接受某種資訊系統或科技的因果關係

模式。本研究以用於輔助資訊概論課程學

習之呈現於網頁上供學生操作的概念構圖

做為主要研究的資訊科技，依據研究假設

中上述之七點假設，探討「電腦自我效能」、

「認知有用性」、「認知易用性」「使用態度」、

「使用行為意向」各變數間的關係。 

 

電腦自我效能（Computer self-efficacy） 

   電腦自我效能指的是個人認為可以利

用電腦工作或執行特定任務的能力，而且

會影響個人對於使用電腦產生結果的期望 

（Compeau & Higgins，1995）。當一個人

認為自己不需要更多協助、自我認為能夠

透過電腦操作完成一項困難的工作以及認

為自己有比較高的電腦一般化能力時，他

的自我效能就會比較高。在本研究中，將

電腦自我效能定義為學生在使用概念構圖

輔助其於「資訊概論」課程學習時，其操

作概念構圖時之電腦使用能力。 

 

認知易用性 

   Fred D. Davis(1989)將認知易用性定

義為「一個人相信使用特定系統所能省下

努力(effort)的程度」，因此，當其他條件

都一樣時，使用者覺得較容易使用，也就

是所需努力較少的系統被接受的可能性比

較高。本研究將認知易用性定義為學生認

為自己在學習使用概念構圖來輔助「資訊

概論」課程學習時，使用容易上手的程度

及自我認知。像是感覺容易使用，或可以

輕易完成想做的事情等 

 

認知有用性 

   Fred D. Davis(1989)將認知有用性定

義為「使用者相信一個特定系統會增加他/

她工作表現的程度」，因此當使用者覺得系

統有用時，其將會對此一系統抱持正面的

態度。本研究將認知有用性定義為學生認

為自己在學習使用概念構圖來輔助「資訊



概論」課程學習時，概念構圖能幫助其對

課程概念及內容理解、使其學習更有效率、

更有成效的主觀認知。 

 

行為態度 

   態度是一種心理的傾向，一種假設性的

構念，用來解釋個人對特定目標的評價傾

向（C. G. Lord，1997）。當態度越傾向正

面，使用意向就會相對提升。Simonson等

學者(2000) 認為態度、經驗、認知及學習

型態等四個重要指標是可以增強學習者在

數位學習的歷程，而態度則為最重要的指

標(楊惠合，2005)。在本研究中，將行為態

度定義為學生在使用概念構圖輔助其於

「資訊概論」課程學習時的使用態度。 

 

使用行為意向 

   根據 Fishbein and Ajen(1975)對「行為

意向」所下的定義為「個人想從事某一特

定行為的主觀機率(Subjective probability)」。

本研究將「行為意向」定義為：學生在未

來想要使用概念構圖輔助其於其他課程學

習時的主觀意願。 

   本研究之變數定義經上述彙整後，詳見

表1： 

 

研究 

變數 

定義 

電腦自

我效能 

學生個人認為其使用電腦操作概

念構圖輔助學習時的技術（電腦）

能力 

認知易

用性 

學生認為學習使用概念構圖輔助

學習的容易程度 

認知有

用性 

學生預期使用概念構圖輔助學習

會提升學習成效 

使用態

度 

學生對於使用概念構圖輔助學習

時的態度 

使用行

為意向 

學生對於使用概念構圖輔助學習

實際之使用意圖 
        表 1 本研究變數定義 

 

4. 問卷設計 
 

4.1 問卷設計 

 

   本研究依據 Fred D. Davis(1986)所提出

之科技接受模式(TAM)作為理論的依據，

再以文獻中相關研究所使用之量表為基礎

進行修改，發展本研究之量表，探討學生

在使用概念構圖輔助其學習「資訊概論」

課程後，對於相關自我學習認知進行評估。

此設計問卷分為 25 個問項，其中 10 個問

項用以衡量學習者在透過電腦使用概念構

圖輔助「資訊概論」課程學習時之電腦自

我效能， 4 個問項用以衡量學習者對使用

概念構圖輔助「資訊概論」課程學習之認

知有用性，4 個問項用以衡量學習者對使用

概念構圖輔助「資訊概論」課程學習之認

知易用性，4 個問項用以衡量學習者對使用

概念構圖輔助「資訊概論」課程學習之使

用態度，3 個問項用以衡量學習者對使用概

念構圖輔助「資訊概論」課程學習之使用

行為意向(即使用意願)。所有問項均以李

克特五點量表測量方式進行計分，計分範

圍由 1（非常不同意）至 5（非常同意）。 
 

4.2 問卷內容 

 

電腦自我效能 

1. 即使我身旁沒有人告訴我該如何透過

電腦使用概念構圖輔助資訊概論課程

學習，我也能使用它。 

2. 即使我未曾有使用過類似透過電腦使

用概念構圖的經驗，我也能使用它。 

3. 只要我有概念構圖的使用手冊作參考，

我就能使用它。 

4. 只要有人在我親自透過電腦操作概念

構  圖之前，操作過一次給我看，我就

能使用它。 

5. 只要遇到使用上的問題時，有人可以詢

問，我就能透過電腦操作概念構圖。 

6. 如果剛開始使用的時候有人教我如何

透過電腦操作概念構圖，我就能使用

它。 

7. 如果有充裕的時間，讓我透過電腦學習

概念構圖的使用與操作方式，我就能使

用它。 

8. 只要概念構圖具有求助或專人疑難解

答的功能，我就能使用它。 

9. 只要剛開始的時候，有人簡略示範概念



構圖的操作給我看，我就能使用它。 

10. 如果我以前有使用過與概念構圖類似

之其它軟硬體經驗，我就能使用它。 

 

認知有用性 

1. 使用概念構圖能提升我在資訊概論課

程中的學習成效。 

2. 使用概念構圖能改善我在資訊概論課

程中的學習表現。 

3. 我認為概念構圖對資訊概論課程是有

幫助的。 

4. 在資訊概論課程中使用概念構圖會提

高我的學習產能(轉換為對課程理解有

用的知識)。 

 

認知易用性 

1. 對我而言，在使用概念構圖上變得熟練

是容易的。 

2. 對我而言，學習使用概念構圖是容易

的。 

3. 我認為使用概念構圖去輔助完成我完

成的課業內容是容易的。 

4. 我認為概念構圖是容易使用的。 

 

使用態度 

1. 我認為使用概念構圖輔助資訊概論課

程學習很好。 

2. 我認為使用概念構圖輔助資訊概論課

程學習是個好主意。 

3. 我認為使用概念構圖輔助資訊概論課

程學習是令人感到愉快的。 

4. 我認為使用概念構圖輔助資訊概論課

程學習是非常正面的。 

 

使用行為意向 

1. 未來若有機會，我會持續使用概念構圖

來輔助其他課程的學習。 

2. 未來若有機會，我會經常地使用概念構

圖來輔助其他課程的學習。 

3. 我會強力的推薦其他人也在學習相關

或其他課程時，使用概念構圖來輔助學

習。 
 

5. 討論 
 

本研究採用概念構圖架構課程概念與

科技接受度模式檢驗的方式進行兩階段的

實驗，目的在於了解學生對於透過電腦操

作概念構圖輔助「資訊概論」課程學習的

使用態度以及使用行為意向，本研究中所

採用之學習輔助方式(概念構圖)以及檢驗

模式(科技接受模式)分別均經由過去國內

外學者長期研究後證實為輔助學習及檢測

實驗對象行為的有效工具，因此本研究可

作為預測東吳大學「資訊概論」必修課程

大一學生透過使用資訊技術–電腦操作概

念構圖輔助其學習的行為探討，提供教師

更了解學生對於使用概念構圖輔助學習之

學習接受程度。 

另外，本研究之實驗對象為東吳大學商

管學院大一某一班級學生，實驗對象事前

均具備對相關資訊領域課程不等之背景知

識;同時由於針對同一學系同一班級進行

研究，有可能因學生平日接觸知識及其他

課程均侷限於單一領域(屬於商管學院背

景)，同樣的實驗流程建置於主修其他領域

之學生有可能將產生不同的學習行為態

度。 

 

6. 結論 
 

本研究利用概念構圖(Concept map)規

劃課程綱要路徑，以網頁呈現的方式提供

東吳大學大一學生於學校 E-learning 網站

連結課程概念構圖及教材投影片以輔助

「資訊概論」課程的學習。針對大學教育

課程學習者作為主要研究對象，有別於過

往概念構圖多半使用於規劃初等及中等學

校課程，除了能了解概念構圖對於資訊相

關課程的輔助成效，進一步使用科技接受

模式(TAM)評估學生使用概念構圖輔助學

習之學習滿意度，再度驗證概念構圖使用

於資訊相關課程之可行性與有效性，未來

更可作為相關課程教師編排教學內容之重

要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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