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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國小學童家長運用 LINE(LINE@)通訊軟體進行 

親師溝通之研究 

學生：王 淑 貞                       指導教授：陸 海 文 

南  華  大  學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 COVID-19 疫情期間，國小學童家長運用即時通

訊軟體 LINE(LINE@)與老師進行親師溝通之現況。研究方法採用隨

機抽樣，進行問卷調查法，以公立國民小學學童家長為研究對象，

回收 173 份問卷 ，有效問卷共計 171 份，可用率 98.8%。將問卷

調查所得資料，以敘述性統計分析、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單因子相依變異數分析和皮爾森(Pearson)績差相關分析等

方法進行統計分析。 

本研究結論如下： 

一、 教育程度較高的國小學童家長對使用 LINE (LINE@)可以增加

親師溝通的機會有較高的認同。 

二、 不同年段的學童家長對運用 LINE(LINE@) 於親師溝通的知覺

情形之使用情形有差異，且達到顯著差異。 

三、 不同學校規模的學童家長對運用 LINE(LINE@) 於親師溝通在

知覺有用性有差異，且達到顯著差異。  

四、 COVID-19 停課期間，國小學童家長每週運用 LINE (LINE@)於

親師溝通之時間對知覺易用性有差異，且達到顯著差異。  

五、 國小學童家長對運用 LINE(LINE@) 於親師溝通在知覺情形與

使用行為意圖呈現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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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研究結論提出相關建議，研究成果可提供給欲使用即時通

訊軟體 LINE 或相關即時通訊軟體進行親師溝通的國小學童家長和教

師作為參考，並提出對未來相關研究之建議。 

  

關鍵字：COVID-19疫情、親師溝通、LINE 通訊軟體、單因子相依變

異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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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Parent-Teacher Communication Using 

LINE (LINE@)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Student: Shu-Chen Wang                                Advisor: Hai-Wen Lu,Ph.D.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Nanhua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arent-Teacher 

communication using the instant messaging software LINE(LINE@) 

between parents of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and teacher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The study method uses random sampling to conduct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are parents of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171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from 

173 questionnaires (valid rate 98.8%).The data obtained from the 

questionnaires were analyzed using narrative statistics,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single-factor analysis of variance, Repeated measured 

ANOVA and Pearson product difference 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1. There were no differences in the perceptions of parents of children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regarding the use of LINE (LINE@) in parent-

teacher communication. 

2. The use of LINE (LINE@) in parent-teacher communication varied 

among parents of children in different age groups and reach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3. The perceived usefulness of using LINE (LINE@) for parent-teacher 

communication varied among parents of children of different school 

sizes and reach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VII 
 

4.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amount of time parents of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used LINE 

(LINE@) to communicate with their teachers on a weekly basis 

regarding perceptual ease of use. 

5. Parents of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showe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ir perceptions of using LINE (LINE@) in Parent-Teacher 

communication and the behavioral intentions. 

Based on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relevant suggestions are made.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be provided to the parents and teachers of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who want to use the instant messaging software LINE or 

related instant messaging software for Parent-Teacher communication as a 

reference, and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lated research. 

 

Keywords: COVID-19 pandemic, Parent-Teacher communication, LINE 

communication software, Repeated measured AN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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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在 COVID-19 疫情影響之下，國小學童家長運

用 LINE 或 LINE@通訊軟體於親師溝通的使用現況與知覺情形。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 

    2020年的二月適逢學生寒假期間，因為 COVID-19爆發，台灣教

育界破天荒的延後開學，開學之前，學校要求老師聯絡每一位學童

家長，做學童和家長的健康狀況、旅遊史……等相關疫調。停課之

前有加老師的 LINE 的家長就可以用即時通訊軟體聯繫，若沒運用

LINE 的學童家長，就必須由導師逐一個別打電話關心跟調查，調查

常具有相當時效性，實在令導師倍感壓力！ 

    延後開學後，接踵而來的相關資料要處理和調查，更讓老師、

學生和家長都疲於奔命，更不用說每日的量體溫、環境消毒等額外

工作。因為 COVID-19 防疫關係，學校擔心無預警停課，所以要求老

師準備線上教學、使用遠距軟體進行會議、指派功課，甚至要求老

師要做好直播教學的心理準備，這種種都是前所未有的超級大考驗。

低年級導師最是辛苦，因為學生正處於似懂非懂的階段，於是有些

導師開始使用 LINE 官方帳號，經過他們的試用，似乎都覺得在

COVID-19 疫情時期，LINE 官方帳號：LINE@是親師溝通的一大助力。 

    2020 年暑假過後，研究者接手新班級時，因為發送防疫資料的

需求也開設新班級的 LINE 官方帳號。在台灣，只要使用智慧型手機

幾乎都會下載 LINE，連學生的祖父母輩也會使用，所以 LINE即時通

訊軟體堪稱是目前最適合親師溝通的行動即時通訊軟體。然而，

LINE 在溝通使用上存在許多矛盾與衝突，於是 LINE@成為另一種選

擇。LINE@最大的特點是群組成員之間無法對話，也無法互相加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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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跟老師一對一互動。學校老師還可以設定關鍵字回覆，不用立

即回訊。老師在與家長的一對一對話中還可以設定對話時間，不用

半夜還必須留意 LINE 的訊息。LINE@的功能有許多跟以往的 LINE 群

組不同，像群發訊息、一對一對話、動態消息等，可以方便做好親

師溝通。一個月內群發訊息，像是提醒全班注意事項、學校或班級

宣導等，只要在 500 則內都不會有收費的困擾。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因為時空背景的改變，加上 COVID-19疫情造成生活巨變，人與

人之間的溝通方式也在與時俱進，隨時要做滾動式調整。本研究以

國小學童家長的角度來思考運用 LINE(LINE@)做為親師溝通工具的利

與弊。科技源自於人性，但要如何利用科技達到親師溝通彼此雙贏

的結局才是大家所企盼的。本研究將以科技接受模式的相關構面來

探討國小學童家長，因不同的背景在 COVID-19疫情期間使用 LINE通

訊軟體的情形，在 LINE 的知覺有用性和知覺易用性的認知上是否有

顯著差異，知覺有用性和知覺易用性之間的相互關係，進而是否影

響家長的使用行為意圖。 

壹、 探討在疫情之下，國小學童家長對於使用 LINE 進行親師溝通

的時間是否有差異性。 

貳、 探討在疫情之下，國小學童家長在使用 LINE 進行親師溝通時

所遇到的問題或困擾。 

參、 探討在不同的個人變項之下，國小學童家長對於使用 LINE 進

行親師溝通之「知覺有用性」是否有顯著變項差異性。 

肆、 探討在不同的個人變項之下，國小學童家長對於使用 LINE 進

行親師溝通之「知覺易用性」是否有顯著變項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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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探討知覺有用性對於國小學童家長使用 LINE 進行親師溝通之

使用行為意圖的相關性為何。 

陸、 探討知覺易用性對於國小學童家長使用 LINE 進行親師溝通之

使用行為意圖的相關性為何。 

 

第三節 研究流程 

    依據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制定研究流程，如圖 1-1 所示： 

 

 

 

 

 

 

 

 

 

 

 

 

 

 

 

 

圖 1-1 研究流程 

確定研究的主題及研究目的 

蒐集與整理相關文獻 

 

建立研究架構 

 

設計問卷 

 

結論歸納與建議 

 

 

 

問卷發放與回收 

 

資料整理與分析 

 

 

 

 圖 1-1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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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以國小學童家長為研究對象，針對 COVID-19疫情期間，

國小學童家長使用 LINE(LINE@)進行親師溝通進行調查。樣本有限，

可供其他研究者參考，但不宜將本研究結果過度推論。現在與老師

溝通之家長雖然為學生之父母親或祖父母，但填答者部分仍以女性

為主。現代家庭組成相對多元，隔代教養或新住民家庭有時在親師

溝通上，無形中便存在著些許無法克服之困難，這種種都可能影響

家長與老師進行溝通的意願，發放問卷調查時，因為時間、空間的

關係，也無法完全控制填答者當時的情境、個人情緒、填答的認真

程度，這些都是本研究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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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了解國小學童家長在 COVID-19 疫情期間，運用通訊

軟體 LINE(LINE@)於親師溝通之使用狀況與知覺情形。針對所蒐集到

之相關文獻進行資料分析、歸納與整理，逐步探討其內涵與相關研

究。本章分為三部分，第一節為親師溝通之理論，第二節為科技接

受模式理論，第三節為通訊軟體 LINE(LINE@)之介紹。 

 

第一節 親師溝通之理論 

壹、 親師溝通的定義 

    溝通是不同的行為主體透過訊息交換與傳遞的過程，溝通者的

訊息必須被接收者接收才能達到目標的行為過程。親師溝通乃是教

師與家長雙方針對孩子的生活、學習情形、學校適應等各方面與學

生相關的事務，透過多元且不斷進化的溝通媒介進行交流與溝通，

以達成共識，共同為孩子的學習成效努力與合作。 

    本研究中，親師溝通指的是國小學童家長利用 LINE 或 LINE 官

方帳號，與老師進行親師溝通和聯繫的過程，包含學校端要傳達的

重要事項、班級經營、孩子學習情形等各方面與學生相關的事務。 

    教育部於《國民中小學聘任班級導師注意事項》提到教師工作

職責包括班務處理與班級經營、學生生活與學習教育及輔導、特殊

學生關照及個案輔導、學生偶發及申訴事件與其他有關學生之教學、

訓輔、總務等事務之處理，亦包含了親師溝通與家庭聯繫等工作面

向。因此，親師溝通已經成為班級經營不可或缺的一環。其他親師

溝通的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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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親師溝通係指教師與家長，透過各種聯繫的方式及管道，

雙方相互分享、傳達教育理念與作法，進而了解彼此對教育的期望，

並針對學生的生活及學習情形提供建議與回饋，增進對教育的共識，

進而提升學生生活適應及學習成效，以達成共同的教育目標（方姵

茹，2017）。 

    二、親師溝通乃教師和家長針對教育孩子的各項問題，利用各

種溝通媒介進行彼此的意見交流，解決衝突，以期達成共同管教、

彼此合作的共識，促成孩子的學習效能與生活成長（朱潔茹，2016）。  

    三、「親師溝通」係指學生家長與學校教師之間，透過電話或面

談等方式，分享與傳達學生的生活及學習相關訊息，增進親師雙方

對孩子教育實施的共識、以了解彼此對教育的期望，從而提升孩子

學習效果及生活適應的能力（鄭燿男、陳怡靖，2006）。  

    由於現今家庭結構跟以往不同，晚婚、晚生加上少子化現象，

家長愈來愈重視子女的教育，對學校的期望也相對的提高，如何將

學校端、家長、學童與教師緊密結合，共同承擔起教育的責任、分

享學習成果，良好的親師溝通在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中都扮演非常

重要意義之角色。 

貳、親師溝通的方式 

    親師溝通是家長與教師之間的互相傳遞想法與情感的過程。親

師關係之建立首重溝通管道的暢通和多元，但是如此多元的溝通媒

介，究竟採用何種溝通媒介最為有效，依靠親師生的謹慎思考和協

調，採用的溝通媒介要有彈性，才容易看見效果。以下針對親師溝

通的管道與媒介加以分析和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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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面對面的溝通管道  

    面對面溝通訊息內容不限於語言、文字，其他肢體語言如身體

姿勢、臉部表情、手勢、眼神等都可傳達溝通的訊息，面對面溝通

可以達到最佳的溝通狀態。例如到校參加班親會、當面晤談、參與

學校活動、家長主動蒞校等：家長可藉由各類可以進入校園的活動

或是在接送孩子時短暫的晤談，直接與老師面對面的對談、與老師

接觸、觀察教室環境等等，這種方式是很自然的，而且針對所提出

的問題可以獲得立即回應，也比聯絡簿等書面資料更容易深入探究

（朱潔茹，2016；吳明隆，2009）。另外，家庭訪問是教師與家長接

觸的最佳方式，可讓教師近一步了解學生家庭背景、社區環境和家

庭生活情況。 

    二、非面對面的溝通管道與媒介  

    非面對面的溝通方式優點是所用的溝通時間較少，一次可針對

全班家長發送訊息，時間和空間都比較彈性，但發訊者與受訊者是

否因不同認知而有不同解讀，是雙方都需要謹慎考量的。非面對面

的方式可另分成書寫式溝通與數位化溝通。書寫式溝通就是溝通者

以書面的文字資料來表達本身的想法或立場，雖無法及時得到回應，

但在有時間可以反覆思考如何回應的條件之下，較能理性且客觀的

寫出內容（吳思慈，2019）。 因此，在目前的教育現場，聯絡簿仍

然是親師溝通媒介極為重要且頻繁的工具之一，當學校或班級有重

大活動或重要事項通知時就可使用此方式，亦可進一步提供回條設

計以徵詢家長意見，但是若遭遇停課考驗，就不再適用。使用電話

溝通的好處是可以快速的將訊息傳送給對方，並能立即得到回應，

在人手一機的世代，行動電話更是緊急事件發生時與家長聯絡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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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器。電話聯繫是立即性的，更可增加對溝通訊息的了解，並具

時效性，因此也成為親師溝通時經常運用的管道之一。科技時代來

臨，數位化溝通方式也應運而生，數位化溝通方式包含電子式溝通

和電話、語言、影像或圖案等方式的溝通。 

    親師溝通可以透過教師與家長互動的過程，訊息的交流，情感

的表達，達到親師合作的共識。現今，親師溝通的管道十分多元，

各有其優點和限制，老師可深入瞭解並加以善用，視家長的背景、

欲討論的內容、時間的立即性等來決定最合適的溝通媒介，使親師

合作能發揮最大的功效。因應時代變遷，教師必須學習與時俱進，

學習運用多元的媒介，相互配合使用，以取得親師溝通最大效益。 

第二節 科技接受模式 

       Davis(1989)所提出的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是根據 Ajzen 和 Fishbein(1985)提出的理性行為理

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為基礎發展而來。TAM 探討

使用者對資訊科技的想法和態度，以及影響他們使用該產品的意願

和實際使用成效。   

    TAM 理論提出知覺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ess）和知覺易用

性（Perceived Ease of Use）兩個主要概念是影響行為意圖的主要

變項。知覺易用性指的是使用者認為該科技是容易使用的，而知覺

有用性指的是使用者認為使用該科技對工作表現有助益。此兩個主

要變項受外部變數所影響，而知覺有用性與知覺易用性亦影響著使

用者的態度和意圖，進而影響使用者實際的使用狀況。 

    將 TAM 加以應用與擴充，在不斷的調整與擴展的過程中，延伸

出科技接受模式（TAM2）、整合性科技接受模式（Unified Theory 



 
 
 
 
 
 
 
 
 
 
 
 

 

9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 UTAUT）及延伸整合性科技

接受模式（UTAUT2），它們也被加以應用在其他相關研究。 

第三節 LINE(LINE@)通訊軟體之介紹 

壹、LINE 的起源介紹 

    即時通訊軟體 LINE 是因應發生在 2011 年 3 月 11 日的日本東

北大地震，所誕生的行動社交應用軟體。Naver 創辦人李海珍 2011

年在日本創立 LINE Corporation 的總部，進而開發出社交應用軟

體 LINE，積極推動並進一步地擴展服務。LINE Corporation 期望

讓所有的人都能透過 LINE 來強化社群連結，並取得日常生活中各

式各樣所需要的相關資源。 

貳、LINE 主要功能 

    LINE 的功能推陳出新，不時會推出新功能，其主要功能有即時

溝通、資料傳輸與分享、人際社交、娛樂和便利生活的各項功能。

研究者將溝通的主要功能列出如下： 

表 2-1 LINE 主要功能 

功  能 說    明 

文字訊息 使用者可利用不同輸入方法將訊息以文字方式呈現。近幾

年新增語音輸入方式，可將訊息透過說話的方式轉換成文

字訊息。 

2017年 LINE推出「訊息收回功能」，不論是在群組或是一

對一聊天，傳送分享的貼圖、文字、影片、網址、照片、

語音訊息、聯絡資訊、位置資訊、檔案，都可以立即「收

回」錯誤訊息。 

語音訊息 使用者可以錄音方式將想傳送之話語傳出，從對話視窗選

擇語音訊息後，按住錄音鍵即開始錄音，適合不方便輸入

文字訊息時使用。 

語音通話 LINE 提供的免費語音通話使用的是網路電話，不會酌收

任何費用，十分受歡迎，但是通話品質易受網路訊號限制

而有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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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  能 說    明 

貼圖 LINE 軟體較具特色也極受歡迎的功能，貼圖功能在加強

文字或語意無法表達之情感，有些貼圖附帶簡單文字，能

迅速並帶有意境的回應對方，讓使用者增加對話意境的豐

富度與趣味性。 

群組 除了一對一溝通外，LINE 亦有群組功能，可提供多人加

入同一對話視窗綁定為群組或是聊天室，適合各種組織團

體互相傳遞訊息。最新版本可以提供多人語音通話，適合

成員同時進行語音溝通，但通訊品質易受限於網路品質。 

檔案傳輸 不論在群組或是聊天室，均可以傳輸檔案，檔案區分成語

音、影音、文件、圖片、相片等。上傳到視窗的檔案有時

效性，可以搭配使用記事本內容與相簿分享，內容才可長

期且多次的存取。 

記事本 記事本包含三個功能：開話題、發貼文和張貼照片，可開

啟話題與朋友共同討論。 

 

參、LINE@(LINE 官方帳號) 

    LINE官方帳號是由 LINE公司針對企業所發展出的應用程式，協

助店家達成「增加好友」、「分眾行銷」、「品牌互動溝通」等媒體目

的的應用程式，主要希望店家運用 LINE 官方帳號，深度經營店家與

用戶關係。LINE 官方帳號有部分專屬功能，如一對一聊天、傳送群

發訊息、自動回應功能、行動官網、數據分析、宣傳頁面等。本研

究所指的 LINE 官方帳號，即國小學童家長利用此行動裝置作為媒介，

與國小教師進行親師溝通，透過此軟體的專屬功能，如一對一聊天 

、群發訊息、設定回應時間、通話邀請等，以幫助親師雙方改變過

去溝通上的些許困擾，讓親師溝通變得更簡單、更有效率！親師溝

通的方式十分多元，家長的選擇性也非常彈性，運用已熟悉的通訊

軟體來增進親師間的溝通，會提升家長的意願，並讓他們更願意參

與孩子的學習。2021 年 5 月中旬，臺灣進入第三級警戒，政府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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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各教育機構全面停課，各縣市政府力拼「停課不停學」，於是全

臺老師努力運用各方資源，使用各式各樣的數位工具來支援教學，

做為全臺親師生使用最普及的通訊軟體，LINE提供 LINE官方帳號讓

老師能輕鬆進行親師溝通，它不僅免去轉換工具的磨合期，還能避

免過去使用群組上所遇到的問題，成為老師們遠距教學或班級經營

上的最佳夥伴！針對使用者所面臨的困擾，LINE 努力更新相對應的

功能，只要學校老師能夠善用「LINE官方帳號」，不僅能使用一對一

聊天功能，還能輕鬆管理每位家長的相關訊息。LINE 亦進一步提供

LINE CALL 功能，讓老師可彈性設定接聽電話的時間。 

 

 

圖 2-1 LINE@主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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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研究依據前述之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相關文獻探討並參考

相關研究、網路調查結果、並以科技接受模式為基礎，透過問卷調

查並進行分析做為研究方法，探討 COVID-19 疫情期間，國小學童家

長使用通訊軟體 LINE(LINE@)進行親師溝通之現況。本章共分為五節，

第一節為研究架構；第二節為研究假設；第三節為研究對象；第四

節為問卷設計；第五節為資料分析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Davis 於 1989 年提出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希望能建構一個普遍又適用的模型，探討使用者接受

資訊科技的行為。Davis(1989)提出系統使用者的態度傾向會受到知

覺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 PU)及知覺易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 PEOU)兩個重要構面影響，其他的外在變數會直接影

響這兩個構面，所以可運用這兩大知覺構面為基礎，加入資訊分享、

相關調查、軟體應用的需求統整，來探討 COVID-19 期間，國小學童

家長對通訊軟體 LINE(LINE@)的使用行為意圖。 

  知覺有用性是當使用者使用某種通訊系統來增加工作上的效能，

知覺到有成效便會促使使用者積極的操作，進而完成更多工作；知

覺易用性則是當軟體愈容易使用，使用者獲得信心與成就之後，便

更會想使用它；而使用行為意圖是指一個人願意實行某些行為的意

願，會受到使用資訊科技系統的行為意願和個人對科技的使用態度

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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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 

H2 

H3 

H4 

H6 

H5 

    COVID-19 期間，政府實施滾動式政策，防疫措施一再視疫情而

更動，家長們提心吊膽又害怕，於是更加依賴通訊軟體的幫忙，不

能入校也無法面對面與老師溝通，孩子適應上產生的無數問題也考

驗著人們的決策，疫情帶來的新挑戰不容小覷！ 

    依據研究目的，研繪製成本研究之基本架構，如圖 3-1 所示。 

 

 

 

 

 

 

 

 

 

 

 

 

 

第二節 研究假設 

    「停課不停學」期間，全臺老師努力運用各方資源，使用各式

各樣的數位工具來支援教學，然而，要在這些嶄新體驗中順利的進

行教學工具的切換，實屬不太容易，LINE 是一款快速又方便的通訊

應用程式，可隨時隨地進行免費通話或傳遞免費訊息，因此在疫情

期間，LINE官方帳號便成為應援遠距親師溝通和教學的最佳工具。 

家長基本資料 

1. 性別 

2. 年齡 

3. 教育程度                 

4. 職業 

5. 學童就讀年段 

6. 學童學校規模 

(親師溝通時間) 

知覺有用性 

知覺易用性 

使用行為意圖 

 

圖 3-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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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科技接受模式理論為架構，依據不同的家長背景（性別、

年齡、教育程度、職業、學童就讀年段、學童學校規模）做為變數，

探討 COVID-19期間，使用 LINE(LINE@) 作為親師溝通工具的家長，

在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使用行為意向的使用狀況，進行相關

推論，依據上述彙整理出以下研究假設，如表 3-1。 

表 3-1 研究假設 

研究假設 

H1 COVID-19 期間，不同的家長背景，對於使用 LINE(LINE@) 

  作為親師溝通工具，在知覺有用性上有顯著差異。 

H2 COVID-19 期間，不同的家長背景，對於使用 LINE(LINE@) 

  作為親師溝通工具，在知覺易用性上有顯著差異。 
H3 COVID-19期間，不同的家長背景，對於使用 LINE(LINE@) 

  作為親師溝通工具，在使用行為意圖上有顯著差異。 

H4 COVID-19 期間，家長對於使用 LINE(LINE@) 作為親師溝通 

  工具，在知覺易用性對其知覺有用性有正向影響。 

H5 COVID-19 期間，家長對於使用 LINE(LINE@) 作為親師溝通 

  工具，在知覺有用性對其使用行為意圖有正向影響。 

H6 COVID-19 期間，家長對於使用 LINE(LINE@) 作為親師溝通 

  工具，在知覺易用性對其使用行為意圖有正向影響。 

H7 COVID-19 期間，家長對於使用 LINE(LINE@) 作為親師溝通 

  工具，在停課期間的使用時間有顯著差異。 

 

第三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 Google 表單方式透過網路進行問卷施放，研究對象以

公立國小學童家長為取樣範圍，採不記名、不留身分識別的方式填

寫。在問卷的首頁寫明研究目的，但是因為問卷發放時仍處於二級

警戒時期，研究者預計透過網路，針對不同地區的學童家長發出正

式問卷 200 份，回收 173 份問卷，其中，無效問卷 2 份，有效問卷

共 17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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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問卷設計 

       本研究採用文獻探討以及網路問卷調查兩種方法，根據相關

的文獻探討建立研究架構後，研究工具為「疫情期間國小學童家長

運用 LINE(LINE@) 通訊軟體進行親師溝通之研究」的網路問卷，進

一步利用統計方法進行分析。本研究使用的問卷是根據實際上的狀

況，參考各研究者設計的問卷，再根據研究需求作適當之修改設計

而成。問卷設計是針對原先參考之問卷略為修改，在問卷發放之前

先商請各領域專家，針對問卷刪減部分做細部審核，為此問卷審核

之專家有大學教授、教育體系博士、教學年資超過 20 年資深國小教

師、學校資訊組長、國中教師，輔導室輔導老師、LINE 官方帳號

(LINE@) 經營專家，科技業主管級家長、銀行客服家長、服務業主

管及家長代表等，因為防疫期間不做紙本問卷的發放，改以 Google

表單方式進行。另一方面，為避免家長因為問卷題目過多失去耐心，

進而影響作答，因此把五大構面中的資訊隱私風險刪除，家長使用

態度構面之部分更改至其他三構面，以求問卷題目之精簡，期待做

這些修改能提高家長作答意願和填寫態度。 

    正式問卷之發放日期為 2021 年 10 月中旬，專家問卷收集後獲

得專家們 100%同意，並以專家的意見針對各題項做小幅度的微調，

以求問卷在表達上更臻完美，接著透過 LINE 群組隨機發放，不限縣

市或地區，但以台南、高雄、嘉義、雲林為主，透過連結的分享轉

傳給國小學童家長，為期三週。因為主要針對 COVID-19 疫情期間，

有經歷過停課大考驗的國小學童家長為研究對象，所以，希望問卷

發放是在開學不久，即臺灣各地區仍處在二級警戒狀態之下完成此

份問卷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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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問卷內容分為四個部分，第一個部分為家長的基本資料，

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新住民身分、學童就讀年段、

學童就讀學校規模。第二個部分調查國小學童家長 LINE 的使用資

訊，包括：家長在「非疫情期間暨平常時間」、「疫情期間」(非停

課期間) 和孩子「停課期間」,「平均每週」使用 LINE進行親師溝

通的時間，家長較常使用、感到最困難和最需要改善的LINE功能，

以及家長在 COVID-19 疫情期間較常使用的親師溝通管道。第三部

分則分析使用 LINE 的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使用行為意圖，

各題項均採用李克特五點尺度量表（5-Point Likert Scale），分

為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五個尺度， 分別

給予 5、4、3、2、1 分。研究問卷設計主要是引用：劉育其(2020)

幼兒園家長使用社群軟體進行親師溝通成效之探討-以 LINE 為例；

何秋燕 （2019）國小學童家長透過 LINE 與教師進行親師溝通之行

為意圖研究-以嘉義地區為例；林莉玲（2016）國小教師透過 LINE 

進行親師溝通之研究：以嘉義縣教師為例，此三份論文問卷內容設

計編製而成。 

 

第五節 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以「疫情期間 國小學童家長運用 LINE(LINE@) 通訊軟

體進行親師溝通之研究」的網路問卷之方式，收集國小學童家長使

用社群軟體 LINE 作為親師溝通工具所面臨到的問題，回收之後再

刪除無效問卷，並利用統計方式進行分析，有效問卷採用 SPSS 作

為本研究的分析工具，問卷資料再依分析方式做相關說明，運用的

分析方式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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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敘述性統計分析  

    本研究針對家長的不同背景來分析受訪者的基本資料，其中包

含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學童就讀年段、學童就讀學校規

模、每週使用 LINE 進行親師溝通的時間，以 SPSS 進行次數分配與

百分比分析，再以平均數、標準差等描述性統計瞭解各層面與整體

之現況。  

貳、獨立樣本 T 檢定  

    獨立樣本 T 檢定，用於比較兩樣本的平均數是否有顯著的差異。

本研究透過獨立樣本 T 檢定，以家長的性別：男生、女生為自變項，

分析對於使用 LINE(LINE@)的知覺易用性、知覺有用性以及使用行

為意向三個構面為依變項，以了解家長的性別在這三個構面各題項

的差異情形以及影響程度。 

參、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ANOVA) 為一個自變項的變異數分析，用於

比較多組織間的平均數差異，如果分析結果呈顯著的話會再以雪費

法(Scheffe's method)進行事後比較，以確認各組的差異情形。本

研究根據家長背景資料，包含年齡、教育程度、職業、學童就讀年

段和學童就讀學校規模，對於使用 LINE(LINE@) 的知覺易用性、知

覺有用性以及使用行為意向三大構面各題項，是否有顯著差異來進

行研究檢視。  

肆、單因子相依變異數分析  

    當受試者有重複測量(repeated measure)的情形時，應採用相

依樣本的變異數分析方式。問卷第二個部分為國小學童家長 LINE 的

使用資訊，研究調查家長在「非疫情期間暨平常時間」、「疫情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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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停課期間) 和孩子「停課期間」,「平均每週」使用 LINE(LINE@) 

進行親師溝通的時間，預計針對此部分進行單因子相依變異數分析。 

伍、皮爾森(Pearson)績差相關分析 

    對於知覺易用性和知覺有用性變數之間的關聯性，以及兩者對

於使用行為意圖是否有高度相關，則採用皮爾森(Pearson)績差相關

分析來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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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研究結果與資料分析 

      本章根據問卷調查之結果，再依研究目的與研究假設，將研

究調查的結果利用 SPSS 統計軟體進行分析與討論。本章共分為六

節：第一節為研究樣本背景資料分析、第二節為國小學童家長

LINE(LINE@) 的使用資訊調查、第三節疫情期間國小學童家長

LINE(LINE@) 的親師溝通使用時間之分析、第四節為國小學童家長

對於使用 LINE(LINE@) 進行親師溝通「使用知覺」和「使用行為意

圖」之分析、第五節為國小學童家長對於使用 LINE(LINE@) 進行親

師溝通「使用知覺」和「使用行為意圖」之差異分析、第六節國小

學童家長對於使用 LINE(LINE@) 進行親師溝通「使用知覺」和「使

用行為意圖」之相關分析。 

 

第一節 研究樣本背景資料分析 

    本節利用統計方法進行分析與檢測，將收回的問卷資料以統計

軟體系統 SPSS 為分析工具，本研究的受試對象為目前就讀公立國小

學童之家長，先以 Google 表單製作成問卷，再透過社群網路發放，

讓家長自行運用時間於線上做填寫，共有 173 位家長回覆，有效問

卷為 171份。針對回收的 171 份有效問卷中的受訪者之背景資料變

項，進行敘述性統計，其中包含：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

學童就讀年段、學童學校規模等六項資料。 

壹、 性別 

    在 171 份回收有效的問卷中，女性家長為 119 人，佔有效樣

本數 69.6%，男性家長為 52 人，佔有效樣本數 30.4%；整體而

言，女性家長的比例大過於男性家長。如表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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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家長性別基本資料分析 

性  別 人  數 百分比％ 

男 52 30.4 

女 119 69.6 

合計 171 100 

 

貳、 年齡 

    在 171 份回收的有效問卷中，以 41~50 歲這一個年齡層人數

最多，有 108 人，佔 63.2%，如表 4-2 所示。 

表 4-2 家長年齡基本資料分析 

年  齡 人  數 百分比％ 

30 歲(含)以下 4 2.3 

31~40 歲 56 32.7 

41~50 歲 108 63.2 

51 歲以上 3 1.8 

合計 171 100 

 

參、 教育程度 

    此次受訪者的教育程度，人數以「大專或大學」居多，大專或

大學占總樣本數的 55%，所占比例最高，其次是碩博士占樣本數的 

27.5%，如表 4-3。從家長的教育程度來看，專科或大學畢業者為居

多，有 94 人，佔 55%；博碩士學歷的有 47 人，佔 27.5%，兩者

加起來人數 141 人，佔 82.5%，顯示出現在家長教育程度都達到一

定水準，足見高等教育已普及化，所以具備相關資訊能力，善加使

用社群軟體作為親師溝通管道，並不會成為家長的新挑戰，結果如

表 4-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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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家長教育程度基本資料分析 

教育程度 人  數 百分比％ 

碩博士 47 27.5 
大學(專) 94 55 
高中(職) 26 15.2 
國中及以下 4 2.3 
合計 171 100 

肆、 職業 

    本次受訪者的職業以工居多，有 51 人，佔 29.8%；軍公教占

有 48 人，佔 28.1 %；服務業占有 25 人，佔 14.6 %；商占有 21 

人，佔 12.3 %，最少為從事自由業的占 2.9％，如表 4-4 所示。 

表 4-4 家長職業基本資料分析 

職  業 人  數 百分比％ 

服務業 25 14.6 
工 51 29.8 
商 21 12.3 
軍公教 48 28.1 
家管 21 12.3 
自由業 5 2.9 
合計 171 100 

 

伍、 國小學童就讀年段 

      受訪者家中學童的就讀年段以中年級和高年級較多，分別佔

39.2%和 40.4%，低年級佔 20.4%，如表 4-5 所示。 

表 4-5 學童就讀年段基本資料分析 

學童就讀年段 人  數 百分比％ 

低年級 35 20.4 
中年級 67 39.2 
高年級 69 40.4 
合計 17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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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國小學童就讀學校之規模 

    本次受訪者家中國小學童就讀學校之規模，以 13-36 班居多，

有 72人，佔42.1%；12班以下有 56 人，佔32.7 %；37班以上有 43 

人，佔25.1 %，如表 4-6 所示 

表 4-6 學童就讀學校之規模基本資料分析 

學校規模 人  數 百分比％ 

12 班以下 56 32.8 

13-36 班 72 42.1 

37 班以上 43 25.1 

合計 171 100.0 

 

第二節 國小學童家長 LINE(LINE@)的使用資訊調查 

   2021年5月中旬，全臺因為COVID-19的疫情而進入三級警戒，不

久，政府便宣布各級學校緊急停課，面對突如其來的重大變化，老

師和家長都感到十分驚慌失措，本問卷針對「非疫情期間暨平常時

間」、「疫情期間(非停課期間)」 和孩子「停課期間」三個時間

點，調查家長使用LINE(LINE@)進行親師溝通的使用狀況以及家長對

於LINE功能的覺知情形。 

 

壹、 疫情期間，家長使用 LINE(LINE@)進行親師溝通的使用狀況 

    一、「非疫情期間暨平常時間」的親師溝通 

         在「非疫情期間暨平常時間」，家長平均每週使用LINE(LINE@)

進行親師溝通的時間多為一小時以下，佔90.1%，顯示非疫情時間家

長使用LINE(LINE@)進行溝通的時間並不多，如表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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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 「非疫情期間暨平常時間」的親師溝通 

平均每週使用時間 次  數 百分比％ 

1小時之內 154 90.1 
1 小時 ～ 3 小時之內 10 5.8 
3 小時 ～ 5 小時之內 2 1.2 
5 小時以上 5 2.9 
合計 171 100 

    二、「疫情期間(非停課期間)」的親師溝通 

         在「疫情期間(非停課期間)」，家長平均每週使用LINE(LINE@)

進行親師溝通的時間多為一小時以下，佔 86%；1 小時 ～ 3 小時

之內佔 8.8%，如表4-8。 

表4-8 「疫情期間(非停課期間)」的親師溝通 

平均每週使用時間 次  數 百分比％ 

1小時之內 147 86 
1 小時 ～ 3 小時之內 15 8.8 
3 小時 ～ 5 小時之內 2 1.1 
5 小時以上 7 4.1 
合計 171 100 

    三、孩子「停課期間」的親師溝通 

         在孩子「停課期間」，家長平均每週使用LINE(LINE@)進行親師

溝通的時間多為一小時以下，佔 62%；1 小時 ～ 3 小時之內佔

29.2%，較非停課期間增加不少，如表4-9。 

表4-9 孩子「停課期間」的親師溝通 

平均每週使用時間 次  數 百分比％ 

1小時之內 106 62 
1 小時 ～ 3 小時之內 50 29.2 
3 小時 ～ 5 小時之內 8 4.7 
5 小時以上 7 4.1 
合計 17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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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家長在親師溝通上使用的 LINE 軟體 

         LINE通訊軟體雖然推出官方帳號：LINE@，但問卷中多數家長不

太了解LINE和LINE@的區別，加上使用習慣影響，仍以使用LINE作為

親師溝通的主要工具為主，LINE@普及率不高，如表4-10。 

表4-10 家長在親師溝通上使用的LINE軟體 

軟  體 人  數 百分比％ 

LINE 141 82.4 
LINE@ 14 8.2 
LINE+LINE@ 16 9.4 

合計 171 100 

參、家長較常使用的 LINE 主要功能 

         LINE的功能推陳出新，在防疫期間，因應居家上班或上課，家

長較常使用的主要功能取其前五名，分別為文字溝通、免費通話、

檔案傳輸、傳送貼圖和查看對話紀錄，如表4-11。 

表 4-11 家長較常使用的 LINE 主要功能 

家長較常使用的 LINE 主要功能 次  數 

文字溝通 166 

視訊通話或開會 34 

免費通話 124 

檔案傳輸 74 

傳送語音訊息 20 

查看對話紀錄 39 

填寫問卷 23 

採買或團購 16 

發佈動態消息 5 

建立相簿 24 

傳送貼圖 48 

查看記事本內容 23 

變更資料或設定(例如大頭照......) 1 

玩遊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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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會讓家長感到困難的 LINE功能 

         問卷內容探討家長在使用LINE的功能進行親師溝通時遇到的困

難，取其前五名，分別為玩遊戲、檔案傳輸、視訊通話或開會、發

佈動態消息和採買或團購，如表4-12。 

表 4-12 讓家長感到困難的 LINE功能 

讓家長感到困難的 LINE 功能 次  數 

文字溝通 5 

視訊通話或開會 32 

免費通話 1 

檔案傳輸 33 

傳送語音訊息 8 

查看對話紀錄 10 

填寫問卷 17 

採買或團購 22 

發佈動態消息 29 

建立相簿 3 

傳送貼圖 2 

查看記事本內容 5 

變更資料或設定(例如大頭照......) 12 

玩遊戲 50 

 

伍、 疫情期間，家長較常使用的親師溝通管道 

    根據問卷結果、在 COVID-19 疫情期間，家長較常使用的親師溝

通管道是 LINE(LINE@)，其次是電話溝通，但因為停課時多數老師

採取遠距教學，因此也有部分家長會以 google、classroom 和

teams 進行溝通。顯示在疫情期間，LINE 方便、易用、又具彈性，

讓學童家長非常習慣的利用此通訊軟體來進行親師溝通，但是，也

有部分家長會嘗試搭配著使用其他管道。 



 
 
 
 
 
 
 
 
 
 
 
 

 

26 
 

表 4-13 疫情期間家長較常使用的親師溝通管道 

溝通管道 次  數 

電話溝通 36 

Facebook 6 

LINE(LINE@) 143 

google classroom 28 

teams 16 

 

六、 家長認為最需要改善的功能 

     根據問卷結果、在 COVID-19 疫情期間，國小學童家長在使用

LINE(LINE@)進行親師溝通時，認為 LINE(LINE@)最需要改善的是視

訊通話或開會，其次是檔案傳輸，跟表 4-12 中讓家長感到困難的

LINE功能調查結果相似。 

表 4-14 家長認為最需要改善的功能 

項  目 次  數 百分比％ 

文字溝通 18 10.5 

視訊通話或開會 42 24.6 

免費通話 14 8.2 

檔案傳輸 29 17.0 

填寫問卷 17 9.9 

記事本功能 14 8.2 

其他 16 9.4 

無 3 1.7 

遺漏值 18 10.5 

合計 17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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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疫情期間親師溝通使用時間之分析 

    本研究針對疫情期間親師溝通使用時間之分析，採單因子相依

變異數分析(Repeated measured ANOVA)，其內容分析如下： 

假說檢定： 

H0: μ1=μ2=μ3 

H1:至少有兩組平均數有顯著差異 

μ1=在「非疫情期間暨平常時間」，「平均每週」使用 LINE(LINE@) 

    進行親師溝通的時間 

μ2=在「疫情期間」(非停課期間) ，「平均每週」使用 LINE(LINE@)  

    進行親師溝通的時間 

μ3=在孩子「停課期間」，「平均每週」使用 LINE(LINE@) 進行親師 

    溝通的時間 

α=0.05 

經單因子相依變異數分析，得知： 

    在基本描述性統計上，分別有 171 位受訪者包含在本次分析中，

總共各有三次的親師溝通時間。非疫情期間暨平常時間平均數為

1.17，標準差為 0.585。「疫情期間」(非停課期間) 1.234，標準差

為 0.671。「停課期間」平均數為 1.509，標準差為 0.770。 

    Mauchly 球形檢定(Mauchly Spherical Test)是在檢定是否適

合做 RM-ANOVA，虛無假設是球形。 

    檢定後的結果，顯著性 p值為 0.00小於 0.05，在受試者內效應

項檢定出的成對比較資料，組內的分析拒絕虛無假說 H0，故可以推

論至少有兩組平均數有顯著差異，分析結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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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疫情期間暨平常時間小於「停課期間」；「疫情期間」(非停課期間)

小於「停課期間」；所以三種時間有顯著差異，「停課期間」的親師

溝通時間最多。 

表 4-15 溝通時間的成對比較 

 

(I) 

factor1 

(J) 

factor1 

平均差異 

(I-J) 

標準誤差 顯著性 b 差異的 95%  

信賴區間 b 

下界 上界 

1 2 -.064 .040 .109 -.143 .014 

3 -.339* .054 .000 -.447 -.232 

2 1 .064 .040 .109 -.014 .143 

3 -.275* .047 .000 -.368 -.182 

3 
1 .339* .054 .000 .232 .447 

2 .275* .047 .000 .182 .368 

 
*平均差異在 0.05 水準是顯著的。 

 

第四節 「使用知覺」和「使用行為意圖」之統計分析 

    本節主要探討國小學童家長透過 LINE(LINE@) 進行親師溝通的

使用知覺和使用行為意圖，依據本研究問卷得分情形進行整理。  

壹、家長透過 LINE(LINE@) 進行親師溝通「知覺有用性」之分析 

    本研究欲了解家長透過 LINE(LINE@)進行親師溝通的知覺有用

性得分情形，採用描述性統計之次數分配，將其回收 171 份問卷，

針對「知覺有用性」這個構面回覆資料整理如表 4-16。 根據研究

結果，由表 4-16 顯示出在所有題目中滿意度最高的是「使用 LINE 

(LINE@)可以增加親師溝通的機會」。（平均數 4.22，標準差 0.74），

顯示高達 86%的家長同意，顯示大部分的家長對於 LINE(LINE@)的使

用是覺得有用的；最低的是「使用 LINE(LINE@) 進行親師溝通是有

效率的。」（平均數 4.06，標準差 0.550），但也有 81.3%家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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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同意或同意，平均數皆高於 4.06，顯示出國小學童家長對於使

用 LINE (LINE@)進行親師溝通的知覺有用性有一定程度的認同。研

究顯示出 8 題提問都獲得 80% 以上的同意，由此可知家長對於使用

LINE(LINE@)進行親師溝通的「知覺有用性」，都有高度的認同感 

，說明了學童家長覺得使用社群軟體 LINE(LINE@) 與老師互動有助

於親師溝通。 

 

表 4-16 家長透過 LINE(LINE@)進行親師溝通「知覺有用性」之分析 

題    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次數分配％ 
非常同意 同意 

1. 使用 LINE(LINE@) 可以增加

親師溝通的機會。 

4.22 0.740 38.0 48.0 

2. 使用 LINE(LINE@) 可以縮短

親師溝通的時間。 

4.13 0.743 31.6 53.8 

3. 使用 LINE(LINE@) 可以讓親

師雙方了解彼此的教育需求。 

4.08 0.723 28.7 58.6 

4. 使用 LINE(LINE@) 進行親師

溝通，可以讓親師更了解學生

的狀況。 

4.13 0.447 28.7 57.3 

5. 使用 LINE(LINE@) 可以達成

親師溝通的目的。 

4.11 0.459 26.3 60.2 

6. 使用 LINE(LINE@) 進行親師

溝通是有效率的。 

4.06 0.550 27.5 53.8 

7. 使用 LINE(LINE@) 進行親師

溝通，對我而言是有幫助的。 

4.16 0.455 31.0 55.6 

8. LINE(LINE@) 所提供的服務 

符合我的需求。 

4.09 0.462 26.3 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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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家長透過 LINE(LINE@)進行親師溝通「知覺易用性」之分析 

回收 171 份問卷，針對「知覺有用性」這個構面的回覆資料

整理如表 4-17。根據研究結果，由表 4-17 顯示出在所有題目中滿

意度最高的是「我覺得使用 LINE(LINE@)是很容易的。」（平均數

4.25，標準差 0.658）高達 90.7%的家長同意，顯示大部分的學童

家長認為使用社群軟體 LINE(LINE@) 與老師互動是非常容易的。在

家長透過 LINE(LINE@)進行親師溝通「知覺易用性」之分析，整體

平均數皆高於 4.12，顯示出國小學童家長對於使用 LINE(LINE@) 

進行親師溝通在知覺易用性有非常高的認同。 

 

表 4-17 家長透過 LINE(LINE@)進行親師溝通「知覺易用性」之分析 

題    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次數分配％ 
非常同意 同意 

1. 我覺得使用 LINE(LINE@) 是很

容易的。 

4.25 0.658 35.1 55.6 

2. 我覺得使用 LINE(LINE@) 溝通

非常方便。 

4.24 0.674 35.1 55.6 

3. 要熟練的操作 LINE(LINE@) 不

需花太多時間學習。 

4.12 0.710 29.2 55.0 

4. LINE(LINE@) 的操作介面容易

理解。 

4.12 0.658 26.3 60.2 

5. 使用 LINE(LINE@) 能快速的讓

親師進行互動溝通。 

4.12 0.679 27.5 59.1 

6. 使用 LINE(LINE@) 作為親師溝

通工具，在時間上很有彈性。 

4.15 0.660 29.2 57.9 

7. 使用 LINE(LINE@) 進行親師溝

通，是容易操作的。 

4.14 0.617 26.3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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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家長透過 LINE(LINE@) 進行親師溝通「使用行為意圖」之分析 

    研究發現由表 4-18 可以看出，家長透過 LINE(LINE@) 進行親

師溝通「使用行為意圖」之分析平均數都高於 4.05，由此可知學童

家長十分願意使用 LINE(LINE@) 來進行親師溝通。 

 

表 4-18 家長透過 LINE(LINE@)進行親師溝通「使用行為意圖」之分析 

題    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次數分配% 
非常同意 同意 

1. 我覺得使用 LINE(LINE@) 與教師

進行互動或溝通是方便的。 

4.22 0.637 32.2 58.5 

2. 我願意試著以 LINE(LINE@) 與教

師互動或溝通。 

4.20 0.629 29.2 63.2 

3. 我 會 推 薦 其 他 家 長 使 用

LINE(LINE@)與教師互動或溝通。 

4.08 0.747 28.7 53.8 

4. 我會鼓勵教師以 LINE(LINE@) 跟

家長互動或溝通。 

4.05 0.726 26.3 53.8 

5. LINE(LINE@) 對我而言，是一種

親師溝通的良好模式。 

4.05 0.742 26.3 55.0 

6. 如果老師邀請我加入 LINE(LINE@) 

，我會將他加入好友。 

4.25 0.595 33.3 58.5 

7. 未來，我會經常使用 LINE(LINE@)  

與老師進行親師溝通。 

4.08 0.736 26.9 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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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使用知覺」和「使用行為意圖」之差異分析  

壹、知覺有用性分析資料 

  一、學童家長性別對於使用 LINE(LINE@)進行親師溝通知覺有用 

       性之分析 

   本問卷性別分為男生和女生兩類，經獨立 T檢定分析，結果如表

4-19，以下 8 題 P值皆大於 0.05，所以分析結果，學童家長性別對

於使用 LINE(LINE@)進行親師溝通在知覺有用性各題項沒有差異。 

表 4-19 家長性別對於知覺有用性之分析 

題    項 P 值 

1.使用 LINE (LINE@)可以增加親師溝通的機會。 0.454 

2.使用 LINE(LINE@) 可以縮短親師溝通的時間。 0.971 

3.使用 LINE(LINE@) 可以讓親師雙方了解彼此的教育 

  需求。 

0.466 

4.使用 LINE(LINE@) 進行親師溝通，可以讓親師更了 

  解學生的狀況。 

0.529 

5.使用 LINE(LINE@) 可以達成親師溝通的目的。 0.494 

6.使用 LINE(LINE@) 進行親師溝通是有效率的。 0.861 

7.使用 LINE(LINE@) 進行親師溝通，對我而言是有幫 

  助的。 

0.558 

8.LINE(LINE@) 所提供的服務符合我的需求。 0.374 

  * P值<α=0.05 

 

    二、學童家長年齡對於使用 LINE(LINE@)進行親師溝通知覺有 

        用性之分析 

    本問卷學童家長年齡分為 30 歲(含)以下、31-40 歲、41-50歲

和 51歲以上四項，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如表 4-20。第 1 題 P

值 0.026小於 0.05，但是事後檢定未達顯著，所以分析家長性別對

於使用 LINE(LINE@)進行親師溝通在知覺有用性各題項沒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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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 家長年齡對於知覺有用性之分析 

題    項 P 值 

1.使用 LINE (LINE@)可以增加親師溝通的機會。 0.026* 

2.使用 LINE(LINE@) 可以縮短親師溝通的時間。 0.212 

3.使用 LINE(LINE@) 可以讓親師雙方了解彼此的教育 

  需求。 

0.151 

4.使用 LINE(LINE@) 進行親師溝通，可以讓親師更了 

  解學生的狀況。 

0.121 

5.使用 LINE(LINE@) 可以達成親師溝通的目的。 0.475 

6.使用 LINE(LINE@) 進行親師溝通是有效率的。 0.662 

7.使用 LINE(LINE@) 進行親師溝通，對我而言是有幫 

  助的。 

0.209 

8.LINE(LINE@) 所提供的服務符合我的需求。 0.059 

  * P值<α=0.05 

    三、家長教育程度對於使用 LINE(LINE@)進行親師溝通知覺有 

  用性之分析 

    本問卷學童家長教育程度分為碩博士(1)、大學(專)(2)、高中

(職)(3)和國中及以下(4)四類，經分析結果，如表 4-21。第 1 題 P

值 0.009小於 0.05，進行事後檢定，發現教育程度為高中(職)的家

長對使用 LINE (LINE@)可以增加親師溝通的機會有較低的認同。 

表 4-21 家長教育程度對於知覺有用性之分析 

題    項 P 值 事後檢定 

1.使用 LINE (LINE@)可以增加親師溝通的 

  機會。 

0.009* (1)>(3) 

(2)>(3) 

2.使用 LINE(LINE@) 可以縮短親師溝通的 

  時間。 

0.750  

3.使用 LINE(LINE@) 可以讓親師雙方了解 

  彼此的教育需求。 

0.801  

4.使用 LINE(LINE@) 進行親師溝通，可以 

  讓親師更了解學生的狀況。 

0.499  

5.使用 LINE(LINE@) 可以達成親師溝通的 

  目的。 

0.539  



 
 
 
 
 
 
 
 
 
 
 
 

 

34 
 

題    項 P 值 事後檢定 

6.使用 LINE(LINE@) 進行親師溝通是有 

  效率的。 

0.694  

7.使用 LINE(LINE@) 進行親師溝通，對我   

  而言是有幫助的。 

0.792  

8.LINE(LINE@) 所提供的服務符合我的需

求。 

0.727  

  * P值<α=0.05     

    四、家長職業對於使用LINE(LINE@)親師溝通知覺有用性之 

        分析 

    本問卷家長職業分為服務業、工、商、軍公教、家管和自由業

五類，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以下 8 題 P值皆大於 0.05，如表

4-22。分析結果發現國小學童家長職業對於使用 LINE(LINE@)進行

親師溝通在知覺有用性各題項沒有差異。 

表 4-22 家長職業對於知覺有用性之分析 

題    項 P 值 

1.使用 LINE (LINE@)可以增加親師溝通的機會。 0.110 

2.使用 LINE(LINE@) 可以縮短親師溝通的時間。 0.916 

3.使用 LINE(LINE@) 可以讓親師雙方了解彼此的教育 

  需求。 

0.390 

4.使用 LINE(LINE@) 進行親師溝通，可以讓親師更了 

  解學生的狀況。 

0.575 

5.使用 LINE(LINE@) 可以達成親師溝通的目的。 0.553 

6.使用 LINE(LINE@) 進行親師溝通是有效率的。 0.475 

7.使用 LINE(LINE@) 進行親師溝通，對我而言是有幫 

  助的。 

0.552 

8.LINE(LINE@) 所提供的服務符合我的需求。 0.710 

  * P值<α=0.05 

    五、國小學童就讀年段對於使用 LINE(LINE@)進行親師溝通知 

覺有用性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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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問卷國小學童就讀年段分為低年級(1)、中年級(2)和高年級

(3)三類，經分析結果如表 4-23，其中第 3 題 P 值 0.010、第 4 題 P

值 0.002、第 5題 P值 0.026、第 7題 P值 0.026、第 8題 P值

0.038，皆小於 0.05，所以分析結果，國小學童就讀年段對於使用

LINE(LINE@)進行親師溝通知覺有用性有差異。經過事後檢定，發現

第 3 題「使用 LINE(LINE@)可以讓親師雙方了解彼此的教育需求」、

第 7 題「使用 LINE(LINE@) 進行親師溝通，對我而言是有幫助

的」、和第 8題「 LINE(LINE@)所提供的服務符合我的需求」。低年

級學童家長比高年級學童家長有較高的認同。而在第 4題「使用

LINE(LINE@)進行親師溝通，可以讓親師更了解學生的狀況」，中高

年級學童家長的認同度低於低年級學童家長。 

表 4-23 學童就讀年段對於知覺有用性之分析 

題    項 P 值 事後檢定 

1.使用 LINE (LINE@)可以增加親師溝通的 

  機會。 

0.053  

2.使用 LINE(LINE@) 可以縮短親師溝通的 

  時間。 

0.056  

3.使用 LINE(LINE@) 可以讓親師雙方了解 

  彼此的教育需求。 

0.010* (1)>(3) 

4.使用 LINE(LINE@) 進行親師溝通，可以 

  讓親師更了解學生的狀況。 

0.002* (1)>(2) 

(1)>(3) 

5.使用 LINE(LINE@) 可以達成親師溝通的 

  目的。 

0.026*  

6.使用 LINE(LINE@) 進行親師溝通是有效 

  率的。 

0.126  

7.使用 LINE(LINE@) 進行親師溝通，對我 

  而言是有幫助的。 

0.026* (1)>(3) 

8.LINE(LINE@) 所提供的服務符合我的需 

  求。 

0.038* (1)>(3) 

  * P 值<α=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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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學童就讀學校規模對於使用 LINE(LINE@)進行親師溝通知 

覺有用性之分析 

    本問卷將國小學童就讀學校規模分為 12 班以下(1)、13-36班

(2)、37班以上(3)三類，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如表 4-24。第

5 題 P 值 0.048、第 6 題 P 值 0.021，P值均小於 0.05，進行事後檢

定分析結果，國小學童就讀學校規模對於使用 LINE(LINE@)進行親

師溝通知覺有用性有差異。12班以下學校規模的家長比 13-36班學

校的家長更認同使用 LINE(LINE@)進行親師溝通是有效率的。 

表 4-24 學童學校規模對於知覺有用性之分析 

題    項 P 值 事後檢定 

1.使用 LINE (LINE@)可以增加親師溝通的 

  機會。 

0.141  

2.使用 LINE(LINE@) 可以縮短親師溝通的 

  時間。 

0.053  

3.使用 LINE(LINE@) 可以讓親師雙方了解 

  彼此的教育需求。 

0.207  

4.使用 LINE(LINE@) 進行親師溝通，可以 

  讓親師更了解學生的狀況。 

0.060  

5.使用 LINE(LINE@) 可以達成親師溝通的 

  目的。 

0.048*  

6.使用 LINE(LINE@) 進行親師溝通是有效 

  率的。 

0.021* (1)>(2) 

7.使用 LINE(LINE@) 進行親師溝通，對我 

  而言是有幫助的。 

0.066  

8.LINE(LINE@) 所提供的服務符合我的需 

  求。 

0.063  

  * P 值<α=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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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知覺易用性分析資料 

    一、學童家長性別對於使用 LINE(LINE@)進行親師溝通知覺易 

用性之分析 

    本問卷性別分為男生和女生兩類，經獨立 T 檢定，分析結果以

下 7 題 P值皆大於 0.05，分析結果如表 4-25，國小學童家長性別

對於使用 LINE(LINE@)進行親師溝通知覺易用性各題項沒有差異。 

 

表 4-25 家長性別對於知覺易用性之分析 

題    項 P 值 

1.我覺得使用 LINE(LINE@) 是很容易的。 0.713 

2.我覺得使用 LINE(LINE@) 溝通非常方便。 0.757 

3.要熟練的操作 LINE(LINE@) 不需花太多時間學習。 0.691 

4.LINE(LINE@) 的操作介面容易理解。 0.486 

5.使用 LINE(LINE@) 能快速的讓親師進行互動溝通。 0.360 

6.使用 LINE(LINE@) 作為親師溝通工具，在時間上很 

  有彈性。 

0.558 

7.使用 LINE(LINE@) 進行親師溝通，是容易操作的。 0.483 

  * P 值<α=0.05 

 

    二、學童家長年齡對於使用 LINE(LINE@)進行親師溝通知覺易 

用性之分析 

    本問卷國小學童家長年齡分為 30歲(含)以下、31-40歲、41-

50 歲和 51 歲以上四項，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分析結果如表 4-

26。以下 7 題 P值皆大於 0.05，所以分析結果，學童家長年齡對於

使用 LINE(LINE@)進行親師溝通在知覺易用性各題項沒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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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 家長年齡對於知覺易用性之分析 

題    項 P 值 

1.我覺得使用 LINE(LINE@) 是很容易的。 0.114 

2.我覺得使用 LINE(LINE@) 溝通非常方便。 0.311 

3.要熟練的操作 LINE(LINE@) 不需花太多時間學習。 0.192 

4.LINE(LINE@) 的操作介面容易理解。 0.069 

5.使用 LINE(LINE@) 能快速的讓親師進行互動溝通。 0.063 

6.使用 LINE(LINE@) 作為親師溝通工具，在時間上很 

  有彈性。 

0.087 

7.使用 LINE(LINE@) 進行親師溝通，是容易操作的。 0.331 

  * P 值<α=0.05 

 

    三、學童家長教育程度對於使用 LINE(LINE@)進行親師溝通知 

        覺易用性之分析 

    本問卷國小學童家長的教育程度分為四類，分別是碩博士(1)、

大學(專)(2)、高中(職)(3)和國中及以下(4)，經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分析結果如表 4-27。以下 7題題項 P 值皆大於 0.05，所以分析

結果，學童家長教育程度對於使用 LINE(LINE@)進行親師溝通在知

覺易用性各題項沒有差異。 

表 4-27 家長教育程度對於知覺易用性之分析 

題    項 P 值 

1.我覺得使用 LINE(LINE@) 是很容易的。 0.557 

2.我覺得使用 LINE(LINE@) 溝通非常方便。 0.424 

3.要熟練的操作 LINE(LINE@) 不需花太多時間學習。 0.712 

4.LINE (LINE@) 的操作介面容易理解。 0.473 

5.使用 LINE(LINE@) 能快速的讓親師進行互動溝通。 0.638 

6.使用 LINE(LINE@) 作為親師溝通工具，在時間上很 

  有彈性。 

0.795 

7.使用 LINE(LINE@) 進行親師溝通，是容易操作的。 0.362 

  * P 值<α=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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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學童家長職業對於使用 LINE(LINE@)進行親師溝通知覺易 

        用性之分析 

    本問卷國小學童家長職業分為服務業、工、商、軍公教、家管

和自由業六類，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如表 4-28。以下 7 題 P

值皆大於 0.05，所以分析結果學童家長職業對於使用 LINE(LINE@)

進行親師溝通在知覺易用性各題項沒有差異。 

                                                                                                                    

表 4-28 家長職業對於知覺易用性之分析 

題    項 P值 

1.我覺得使用 LINE(LINE@) 是很容易的。 0.501 

2.我覺得使用 LINE(LINE@) 溝通非常方便。 0.342 

3.要熟練的操作 LINE(LINE@) 不需花太多時間學習。 0.832 

4.LINE (LINE@) 的操作介面容易理解。 0.834 

5 使用 LINE(LINE@) 能快速的讓親師進行互動溝通。 0.706 

6.使用 LINE(LINE@) 作為親師溝通工具，在時間上很 

  有彈性。 

0.435 

7.使用 LINE(LINE@) 進行親師溝通，是容易操作的。 0.598 

  * P 值<α=0.05 

 

    五、國小學童就讀年段對於使用 LINE(LINE@)進行親師溝通知 

        覺易用性之分析 

    本問卷國小學童就讀年段分為低年級(1)、中年級(2)和高年級

(3)三類，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如表 4-29。以下 7題 P 值皆

小於 0.05，所以分析結果，學童就讀年段對於使用 LINE(LINE@)進

行親師溝通知覺易用性有差異。低年級學童家長比高年級學童家長

更認同使用 LINE(LINE@)溝通是很容易的；使用 LINE(LINE@)溝通

非常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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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9 學童就讀年段對於知覺易用性之分析 

題    項 P 值 事後檢定 

1.我覺得使用 LINE(LINE@) 是很容易的。 0.002* (1)>(3) 

2.我覺得使用 LINE(LINE@) 溝通非常方便 0.012* (1)>(3) 

3.要熟練的操作 LINE(LINE@) 不需花太多 

  時間學習。 

0.002* (1)>(3) 

4.LINE (LINE@) 的操作介面容易理解。 0.001* (1)>(3) 

5.使用 LINE(LINE@) 能快速的讓親師進行 

  互動溝通。 

0.009* (1)>(3) 

6.使用 LINE(LINE@) 作為親師溝通工具， 

  在時間上很有彈性。 

0.005* (1)>(3) 

7.使用 LINE(LINE@) 進行親師溝通，是容 

  易操作的。 

0.007* (1)>(3) 

  * P 值<α=0.05 

    六、國小學童學校規模對於使用 LINE(LINE@)進行親師溝通知 

        覺易用性之分析 

    本問卷學童就讀之學校規模分為 12 班以下(1)、13-36 班(2)、

37 班以上(3)三類，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如表 4-30。第 6 題

P 值小於 0.05，所以分析結果學童學校規模對於使用 LINE(LINE@)

進行親師溝通在知覺易用性有差異。經事後檢定發現 12班以下學校

規模的學童家長比 13-36班學校規模的學童家長更加認同使用 LINE 

(LINE@)作為親師溝通工具，在時間上很有彈性。 

表 4-30 學童學校規模對於知覺易用性之分析 

題    項 P 值 事後檢定 

1.我覺得使用 LINE(LINE@) 是很容易的。 0.538  

2.我覺得使用 LINE(LINE@) 溝通非常方便 0.812  

3.要熟練的操作 LINE(LINE@) 不需花太多

時間學習。 

0.334  

4.LINE (LINE@) 的操作介面容易理解。 0.172  

5.使用 LINE(LINE@) 能快速的讓親師進行 

  互動溝通。 

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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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項 P 值 事後檢定 

6.使用 LINE(LINE@) 作為親師溝通工具， 

  在時間上很有彈性。 

0.044* (1)>(2) 

7.使用 LINE(LINE@) 進行親師溝通，是容 

  易操作的。 

0.088  

  * P 值<α=0.05 

 

參、使用行為意圖知覺分析 

    一、學童家長性別對於使用 LINE(LINE@)進行親師溝通使用行 

        為意圖之分析 

    本問卷性別分為男生和女生兩類，經獨立 T 檢定分析，結果如

表 4-31。以下 7 題 P 值皆大於 0.05，所以分析結果，國小學童家長

的性別對於使用 LINE(LINE@) 進行親師溝通在使用行為意圖各題項

沒有差異。 

 

表 4-31 家長性別對於使用行為意圖之分析 

題    項 P 值 

1.我覺得使用 LINE(LINE@) 與教師進行互動或溝通是 

  方便的。 

0.523 

2.我願意試著以 LINE(LINE@) 與教師互動或溝通。 0.859 

3.我會推薦其他家長使用 LINE(LINE@) 與教師互動或 

  溝通。 

0.385 

4.我會鼓勵教師以 LINE(LINE@) 跟家長互動或溝通。 0.810 

5.LINE(LINE@) 對我而言，是一種親師溝通的良好模 

  式。 

0.411 

6.如果老師邀請我加入 LINE(LINE@)，我會將他加入 

  好友。 

0.256 

7.未來，我會經常使用 LINE(LINE@) 與老師進行親師 

  溝通。 

0.467 

   * P值<α=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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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國小學童家長年齡對於使用LINE(LINE@)進行親師溝通使用 

        行為意圖之分析 

    本問卷國小學童家長年齡分為 30歲(含)以下、31-40歲、41-

50 歲和 51 歲以上四項，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如表 4-32。第

3 題 P 值 0.046和第 4 題 P 值 0.041，P 值小於 0.05，但是經過事後

檢定沒有顯著差異，所以分析結果，國小學童家長的年齡對於使用

LINE(LINE@)進行親師溝通在使用行為意圖各題項沒有差異。 

表4-32 家長年齡對於使用行為意圖之分析 

題    項 P 值 

1.我覺得使用 LINE(LINE@) 與教師進行互動或溝通是

方便的。 

0.331 

2.我願意試著以 LINE(LINE@) 與教師互動或溝通。 0.201 

3.我會推薦其他家長使用 LINE(LINE@)與教師互動或

溝通。 

0.046* 

4.我會鼓勵教師以 LINE(LINE@) 跟家長互動或溝通。 0.041* 

5.LINE(LINE@) 對我而言，是一種親師溝通的良好模

式。 

0.266 

6.如果老師邀請我加入 LINE(LINE@)，我會將他加入好

友。 

0.244 

7.未來，我會經常使用 LINE(LINE@) 與老師進行親師

溝通。 

0.261 

  * P值<α=0.05 

    三、國小學童家長教育程度對於使用LINE(LINE@)進行親師溝通 

        使用行為意圖之分析 

    本問卷國小學童家長的教育程度為碩博士(1)、大學(專)(2)、

高中(職)(3)和國中及以下(4)四類，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如

表 4-33，7 題 P值皆大於 0.05，分析結果為學童家長的教育程度對

於使用 LINE(LINE@)進行親師溝通使用行為意圖各題項沒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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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 家長教育程度對於使用行為意圖之分析 

題    項 P 值 

1.我覺得使用 LINE(LINE@) 與教師進行互動或溝通是 

  方便的。 

0.308 

2.我願意試著以 LINE(LINE@) 與教師互動或溝通。 0.372 

3.我會推薦其他家長使用 LINE(LINE@) 與教師互動或 

  溝通。 

0.910 

4.我會鼓勵教師以 LINE(LINE@) 跟家長互動或溝通。 0.796 

5.LINE(LINE@) 對我而言，是一種親師溝通的良好模 

  式。 

0.808 

6.如果老師邀請我加入 LINE(LINE@)，我會將他加入 

  好友。 

0.353 

7.未來，我會經常使用 LINE(LINE@) 與老師進行親師 

  溝通。 

0.369 

   * P值<α=0.05 

    四、國小學童家長職業對於使用LINE(LINE@)進行親師溝通使用 

        行為意圖之分析 

    本問卷國小學童家長職業分為服務業、工、商、軍公教、家管

和自由業六類，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如表4-34。以下七題P值

皆大於0.05，所以分析結果國小學童家長職業對於使用LINE(LINE@)

進行親師溝通使用行為意圖各題項沒有差異。 

表4-34 家長職業對於使用行為意圖之分析 

題    項 P 值 

1.我覺得使用 LINE(LINE@) 與教師進行互動或溝通是

方便的。 

0.660 

2.我願意試著以 LINE(LINE@) 與教師互動或溝通。 0.904 

3.我會推薦其他家長使用 LINE(LINE@) 與教師互動或

溝通。 

0.626 

4.我會鼓勵教師以 LINE(LINE@) 跟家長互動或溝通。 0.913 

5.LINE(LINE@)對我而言，是一種親師溝通的良好模式 0.384 

6.如果老師邀請我加入 LINE(LINE@)，我會將他加入 

  好友 

0.605 



 
 
 
 
 
 
 
 
 
 
 
 

 

44 
 

題    項 P 值 

7.未來，我會經常使用 LINE(LINE@) 與老師進行親師 

  溝通。 

0.843 

   * P值<α=0.05 

    五、國小學童就讀年段對於家長使用LINE(LINE@)進行親師溝通 

        使用行為意圖之分析 

    本問卷國小學童就讀年段分為低年級(1)、中年級(2) 和高年級

(3)三類，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如表 4-35。第 1 題 P值 0.026、

第 3 題 P 值 0.003、第 4 題 P 值 0.015 和第 5 題 P 值 0.011，P 值小

於 0.05，所以分析結果國小學童就讀年段對於使用 LINE(LINE@)進

行親師溝通使用行為意圖有差異。低年級學童家長比高年級學童家

長更認同使用 LINE(LINE@)跟老師溝通。 

表4-35 學童就讀年段對於使用行為意圖之分析 

題    項 P 值 事後檢定 

1.我覺得使用 LINE(LINE@) 與教師進行互動 

  或溝通是方便的。 

0.026* (1)>(3) 

2.我願意試著以 LINE(LINE@) 與教師互動或 

  溝通。 

0.055  

3.我會推薦其他家長使用 LINE(LINE@)與教 

  師互動或溝通。 

0.003* (1)>(3) 

4.我會鼓勵教師以 LINE(LINE@) 跟家長互動 

  或溝通。 

0.015* (1)>(3) 

5.LINE(LINE@) 對我而言，是一種親師溝通 

  的良好模式。 

0.011* (1)>(3) 

6.如果老師邀請我加入 LINE(LINE@)，我會 

  將他加入好友。 

0.052  

7.未來，我會經常使用 LINE(LINE@) 與老師 

  進行親師溝通。 

0.010* (1)>(3) 

  * P值<α=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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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國小學童學校規模對於家長使用LINE(LINE@)進行親師溝通 

        使用行為意圖之分析 

    本問卷國小學童就讀之學校規模分為 12 班以下(1)、13-36班

(2)、37班以上(3)三類，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如表 4-36。第

4 題 P 值 0.020和第 6 題 P 值 0.049，P 值小於 0.05，經事後檢定第

4 題(1)>(2)，第 6題未達顯著，分析結果國小學童之學校規模對於

使用 LINE(LINE@)進行親師溝通使用行為意圖有差異。12班以下學

校規模的學童家長，比 13-36 班學校的學童家長更願意鼓勵教師以 

LINE(LINE@) 跟家長互動或溝通。\ 

表4-36 學童學校規模對於使用行為意圖之分析 

題    項 P 值 事後檢定 

1.我覺得使用 LINE(LINE@) 與教師進行互 

  動或溝通是方便的。 

0.578  

2.我願意試著以 LINE(LINE@) 與教師互動 

  或溝通。 

0.311  

3.我會推薦其他家長使用 LINE(LINE@) 與    

  教師互動或溝通。 

0.258  

4.我會鼓勵教師以 LINE(LINE@) 跟家長互 

  動或溝通。 

0.020* (1)>(2) 

5. LINE(LINE@) 對我而言，是一種親師溝 

  通的良好模式。 

0.056  

6.如果老師邀請我加入 LINE(LINE@)，我會 

  將他加入好友。 

0.049*  

7.未來，我會經常使用 LINE(LINE@) 與老 

  師進行親師溝通。 

0.134  

  * P 值<α=0.05  

 

 

 



 
 
 
 
 
 
 
 
 
 
 
 

 

46 
 

第六節 「使用知覺」和「使用行為意圖」之相關分析  

    本節在探討疫情期間，國小學童家長對於使用 LINE(LINE@)進

行親師溝通使用知覺和使用行為意圖的相關情形。以皮爾森積差相

關係數進行分析進行知覺易用性、知覺有用性和使用行為意圖之相

關分析，相關係數 0.70-0.99 為高度相關，發現三者之間皆呈現有

顯著的高度相關性。 

表 4-37 「使用知覺」和「使用行為意圖」之相關分析 

 知覺有用性 知覺易用性 使用行為意圖 

知覺有用性 

Pearson 

相關 
1 .811** .846** 

顯著性 

(雙尾) 

 
.000 .000 

個數 171 171 171 

知覺易用性 

Pearson 

相關 
.811** 1 .862** 

顯著性 

(雙尾) 
.000 

 
.000 

個數 171 171 171 

使用行為意圖 

Pearson 

相關 
.846** .862** 1 

顯著性 

(雙尾) 
.000 .000 

 

個數 171 171 171 

**. 在顯著水準為0.01時 (雙尾)，相關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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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國小學童家長不同的背景變項，對於使用 

LINE(LINE@)進行親師溝通的「使用知覺」及「使用行為意圖」是否

形成差異，運用問卷調查法，進而探討這些構面是否會影響家長運

用 LINE(LINE@)進行親師溝通的成效。本章根據研究結果歸納成結

論，並且針對結論提出建議。本章分為兩節，第一節為本研究之結

論，第二節為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壹、 不同的家長背景使用 LINE(LINE@)進行親師溝通時，在知覺有 

用性上有差異性。 

         研究結果顯示，在「知覺有用性」的問卷題項中，家長多 

     數均認同使用 LINE(LINE@)有助於進行親師溝通。依學童家長 

     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學童就讀年段和學校規模的 

         分析結果，家長的教育程度、學童就讀年段和學校規模在「知 

     覺有用性」有顯著差異。根據研究顯示，整體來說，多數家長 

     認為使用 LINE (LINE@)進行親師溝通可以增加親師溝通的機 

     會，讓親師雙方了解彼此的教育需求，使用 LINE(LINE@)有助 

     於親師溝通，在「知覺有用性」上有相當高程度的認同。在教 

     育程度方面，碩博士和大學(專)程度的國小學童家長認同度較 

     高，顯示出較高教育程度的家長，對於現代科技所帶來的幫助 

     給予較高的肯定。低年級學童的家長認為使用 LINE(LINE@)所 

     提供的服務符合其需求，可以讓親師雙方了解彼此的教育需求 

     ，進而讓親師更了解學生的狀況，有助達成溝通的目的。研究 

     也發現，12 班以下學校規模的學童家長比 13-36 班學校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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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家長，更加認同使用 LINE(LINE@)進行親師溝通是有效率。 

貳、 不同的家長背景使用 LINE(LINE@)進行親師溝通時，在知覺易 

     用性上有差異性。 

         低年級學童的家長在使用 LINE(LINE@)進行親師溝通的知 

     覺易用性的認同度高於高年級家長。而學校規模 12班以下比 

     13-36班之學童家長，更認同使用 LINE(LINE@)作為親師溝通 

     工具，在時間上很有彈性。 

參、 不同的家長背景使用 LINE(LINE@)進行親師溝通時，在使用行 

為意圖上有差異性。 

         在使用 LINE(LINE@)進行親師溝通的使用行為意圖上，研 

     究顯示低年級學童家長在使用行為意圖的認同度較高，其認同 

     度高於高年級學童家長。12 班以下學校規模的學童家長比 13- 

     36班學校規模的學童家長，更會鼓勵教師以 LINE(LINE@)跟家 

     長互動或溝通。 

肆、 國小學童家長對於使用 LINE(LINE@)進行親師溝通在「使用知

覺」和「使用行為意圖」具高度相關 

    疫情期間，學童家長對於使用 LINE(LINE@)進行親師溝通

在知覺易用性、知覺有用性和使用行為意圖呈現高度相關。 

伍、 國小學童家長在 COVID-19 疫情時間，以 LINE(LINE@) 來進行

親師溝通的時間有較非疫情期間暨平常時間增加 

    研究結果說明，在疫情時間，家長可以使用 LINE 通訊軟

體搭配其他管道來進行親師溝通，以解決家長因為工作忙碌等

因素，不方便即時跟老師聯繫，因而錯過獲得學童相關學習資

訊之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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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研究上述之統計資料，驗證研究假設，研究相關分析結 

果如表 5-1： 

表 5-1 研究假設驗證表 

研究假設 驗證

結果 

H1 COVID-19期間，不同的家長背景，對於使用 LINE(LINE@) 

  作為親師溝通工具，在知覺有用性上有顯著差異。 

成立 

H2 COVID-19期間，不同的家長背景，對於使用 LINE(LINE@) 

  作為親師溝通工具，在知覺易用性上有顯著差異。 

成立 

H3 COVID-19期間，不同的家長背景，對於使用 LINE(LINE@) 

  作為親師溝通工具，在使用行為意圖上有顯著差異。 

成立 

H4 COVID-19期間，家長對於使用 LINE(LINE@)作為親師溝通 

  工具，在知覺易用性對其知覺有用性有正向影響。 

成立 

H5 COVID-19期間，家長對於使用 LINE(LINE@)作為親師溝通 

  工具，在知覺有用性對其使用行為意圖有正向影響。 

成立 

H6 COVID-19期間，家長對於使用 LINE(LINE@)作為親師溝通 

  工具，在知覺易用性對其使用行為意圖有正向影響。 

成立 

H7 COVID-19期間，家長對於使用 LINE(LINE@)作為親師溝通 

  工具，在停課期間的使用時間有顯著差異。 

成立 

 

第二節 建議 

壹、 給國小學童家長之建議 

    眾多社群或通訊即時軟體都已成為大家所熟悉的 APP，也

已經廣泛地被應用於溝通，對於親師溝通成效相對提升不少。

現代教育現場非常需要家長的付出，善用科技輔助軟體來了解

孩子的狀況和需求，與學校端及教師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家

長才不會錯過孩子的成長。不管是疫情期間或是後疫情時代，

家長都必須吸收新知識，積極參與學校相關活動或親職教育，

了解教學資源，才能跟上孩子學習的腳步、共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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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給教師之建議 

    即時通訊軟體 LINE 的方便性、易用性、有用性、實用

性，都會讓使用者覺得 LINE 是一個非常好用的親師溝通工具 

。目前相關研究也不少，但是科技時時刻刻都在進化，有需求

就有成長，隨著教育現場的急速變化，親師雙方都要不時調整

自己的方向來面對新挑戰，因此，多元的應用各種管道來做好

親師溝通，才能創造美好的親師關係。 

參、 給 LINE 通訊軟體的建議 

          LINE 官方帳號雖然最初的設計是給企業主使用，並非用

於親師溝通，但是目前已看到教育現場中，有越來越多教師與

家長有使用 LINE 官方帳號的需求。雖然日前 LINE@有針對疫

情需求推出教育界的優惠方案，但是仍有不少限制和考量，因

而讓教師採取觀望態度。建議 LINE 公司可以針對本研究提出

的疫情期間，家長在使用 LINE進行親師溝通所面臨到的困難

和問題，加入疫情的需求考量，在教師使用的 LINE@軟體上改

善其功能，例如無法收回訊息、一個月免費群發訊息 500 則

的限制等方面的限制做出改善，或是與教育局或各教科書廠商

合作，打造真正為教育需求量身訂做的 LINE 官方帳號。 

肆、 給未來相關研究之建議 

         良好的親師溝通需要政府、學校、學生、家長和教師多方 

     互相配合，受到 COVID-19疫情的影響，教育現場正面臨極大 

     的挑戰，相關的疫情研究可以提供我們解決問題的方向，家庭 

     型態的多元化也會對使用即時通訊軟體進行親師溝通產生新的 

     限制，期待日後研究者對此做更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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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正式問卷 

疫情期間國小學童家長運用 LINE(LINE@)通訊軟體進行親師

溝通之研究 
敬愛的家長，您好:：  

    首先感謝您撥冗填答問卷。本問卷主要在瞭解疫情期間，國小學童家長

運用 LINE(LINE@)通訊軟體進行親師溝通之研究，以做為未來國民小學教師

進行親師溝通與班級經營之參考。您的個人資料將予以保密，填答問卷時無

須具名，亦不做個別意見之探討，其結果僅作學術研究之用，請放心作答。 

     感謝您百忙之中協助填答 !                         

                                               南華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指導教授 : 陸海文 博士     

                                               研究生 : 王淑貞 敬上 

                                             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第一部分】學童家長個人基本資料 

1. 性別： 

□男    □女  

2. 年齡：  

□30 歲(含)以下       □31～40 歲     

□41～50 歲           □51歲以上 

3. 教育程度： 

□碩博士         □大學（專） 

□高中（職）     □國中 及以下  

4. 職業 : 

□服務業      □工         □商   

□軍公教      □家管       □自由業  

 



 
 
 
 
 
 
 
 
 
 
 
 

 

56 
 

5. 您的身分是否為台灣新住民? 

□是     □否 

6. 國小學童就讀的年段 

□低年級       □中年級        □高年級 

7. 國小學童就讀學校之規模 

□12班以下     □13-36班      □37班以上 

 

【第二部分】國小學童家長 LINE的使用資訊調查  

1. 請問您在「非疫情期間暨平常時間」,「平均每週」使用 LINE(LINE@) 進行

親師溝通的時間？ 

□1 小時之內  □1 小時 ～ 3 小時之內  □3 小時～ 5 小時之內  

□5 小時以上  

2.在「疫情期間」(非停課期間) ,請問您「平均每週」使用 LINE(LINE@) 進行

親師溝通的時間？ 

□1 小時之內  □1 小時 ～ 3 小時之內  □3 小時～ 5 小時之內  

□5 小時以上  

3. 在孩子「停課期間」 ,請問您「平均每週」使用 LINE(LINE@) 進行親師溝

通的時間？ 

□1 小時之內  □1 小時 ～ 3 小時之內  □3 小時～ 5 小時之內  

□5 小時以上  

 

4. 請問您在親師溝通上 ,使用 LINE 的軟體是以下哪種？ 

□LINE    □ LINE@   □LIN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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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請問您較常使用 LINE 的主要功能是以下哪幾種？（複選，至少任選”三”項） 

□1.文字溝通      □2.視訊通話或開會      □3.免費通話 

□4.檔案傳輸      □5.傳送語音訊息        □6.查看對話紀錄  

□7.填寫問卷      □8.採買或團購          □9.發佈動態消息  

□10.建立相簿     □11.傳送貼圖           □12.查看記事本內容 

□13.變更資料或設定(例如大頭照......)     □14.玩遊戲    

□其他 _____________  

 

6. 請問哪些 LINE 的主要功能是您感到「最困難」的項目?（可複選） 

□1.文字溝通      □2.視訊通話或開會      □3.免費通話 

□4.檔案傳輸      □5.傳送語音訊息        □6.查看對話紀錄  

□7.填寫問卷      □8.採買或團購          □9.發佈動態消息  

□10.建立相簿     □11.傳送貼圖           □12.查看記事本內容 

□13.變更資料或設定(例如大頭照......)     □14.玩遊戲    

□其他 _____________  

 

7. 疫情期間,您較常使用的親師溝通管道是? 

□電話溝通□Facebook□LINE(LINE@)□google classroom□teams□其他… 

 

8. 如果您在疫情時期曾使用 LINE(LINE@)進行親師溝通,您覺得何種功能是最

需要「改善」的? 

□1.文字溝通      □2.視訊通話或開會      □3.免費通話 

□4.檔案傳輸      □5.填寫問卷            □6.記事本功能   

□其他 _____________  



 
 
 
 
 
 
 
 
 
 
 
 

 

58 
 

【第三部分】LINE(LINE@)影響的比較問項衡量部分 

題

號 

一、知覺有用性  

 

5

非 

常 

同 

意 

4

普

通 

4

同 

意 

2

不 

同 

意 

1

非 

常 

不 

同 

意 

1. 使用 LINE(LINE@) 可以增加親師溝通的機會。      

2. 使用 LINE(LINE@) 可以縮短親師溝通的時間。      

3. 使用 LINE(LINE@) 可以讓親師雙方了解彼此的

教育需求。 

     

4. 使用 LINE(LINE@) 進行親師溝通，可以讓親師

更了解學生的狀況。 

     

5. 使用 LINE(LINE@) 可以達成親師溝通的目的。      

6. 使用 LINE(LINE@) 進行親師溝通是有效率的。      

7. 使用 LINE(LINE@) 進行親師溝通對我而言是有

幫助的。 

     

8. LINE(LINE@) 所提供的服務符合我的需求。      

 

題

號 

二、知覺易用性  

 

5

非 

常 

同 

意 

4

普

通 

4

同 

意 

2

不 

同 

意 

1

非 

常 

不 

同 

意 

1. 我覺得使用 LINE(LINE@)  是很容易的。      

2. 覺得使用 LINE(LINE@)  溝通非常方便。      

3. 要熟練的操作 LINE(LINE@) 不需花太多時間

學習。 

     

4.  LINE (LINE@) 的操作介面容易理解。      

5. 使用 LINE(LINE@) 能快速的讓親師進行互動

溝通。 

     

6. 使用 LINE(LINE@) 作為親師溝通工具，在時

間上很有彈性。 

     

7. 使用 LINE(LINE@) 進行親師溝通，是容易操

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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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號 

三、使用行為意圖  5

非 

常 

同 

意 

4

普

通 

4

同 

意 

2

不 

同 

意 

1

非 

常 

不 

同 

意 

1. 我覺得使用 LINE(LINE@) 與教師進行互動

或溝通是方便的。 

     

2. 我願意試著以 LINE(LINE@) 與教師互動或

溝通。 

     

3. 我會推薦其他家長使用 LINE(LINE@) 與教

師互動或溝通。 

     

4. 我會鼓勵教師以 LINE(LINE@)跟家長互動或

溝通。 

     

5. LINE(LINE@) 對我而言，是一種親師溝通

的良好模式。 

     

6. 如果老師邀請我加入 LINE(LINE@)，我會將

他加入好友。 

     

7. 未來，我會經常使用 LINE(LINE@) 與老師

進行親師溝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