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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教師對使用電子白板接受度及影響之研究： 

以台南市國小教師為例 

 
 

學生：向建憲                        指導教授：張介耀博士 
                                         
 
 
 

南  華  大  學 資訊管理學系碩士班 

 
 
 

摘        要 

 
 
 

近年來，在資訊與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TC）日益發達的資訊化時代中，世界各國無不戮力投入

精力與時間在互動式電子白板（Interactive White Board，IWB）的購

置與研發上，讓互動式電子白板成為學校教育當代化的里程碑，不僅被

視為傳統教學環境轉變成數位教學環境的重要環節，也讓過往以紙本為

主的教學資源，轉變為數位資源。探討學校教師對互動式電子白板的信

賴程度，如何協助學校教師適當使用數位資源，透過互動式電子白板在

教與學的便利性，增進學生學習的有用性與效果，乃是一個值得探討的

研究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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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前述研究背景，本研究以「台南市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探

討台南市國小教師對使用電子白板的接受度及影響，透過文獻探討，收

集前人研究成果，設計「信任量表」、「電子白板易用性量表」、「電

子白板有用性量表」、「電子白板使用態度量表」以及「電子白板使用

意願量表」並邀請六位相關領域專家與有實務經驗的教師，就設計的問

卷量表加以檢視修正形成正式問卷，總計發出 462 份問卷，回收 376 份

有效問卷。透過 SPSS 17.0 統計分析軟體進行敘述性統計、信度與效度

分析、差異性分析、相關分析以及迴歸分析。研究結果顯示: 

一、台南市國小教師對互動式電子白板具有信心的程度，會正向顯著 

影響電子白板易用性、電子白板有用性。 

二、電子白板易用性對電子白板有用性、電子白板使用態度有正向影

響。 

三、電子白板有用性對電子白板使用態度、電子白板使用意願有正向影

響。 

四、電子白板使用態度對電子白板使用意願有正向影響。 

     最後，依據上述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以供教育行政機關、學

校及未來研究者之參考。 

 

關鍵字:電子白板、接受度、信任、易用性、有用性、使用態度、使用

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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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Influence and Acceptance of Using Interactive 

Whiteboard from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Tainan City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as an Example 
 
Student：Hsiang, Chien-Hsien         Advisor：Dr. Chang, Chieh-yao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The Graduated Program 

Nan-Hua University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TC),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are trying to 

invest energy and time in the acquis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teractive 

whiteboard (IWB). Letting IWB being a milepost of contemporary school 

education is not only be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environment into digital teaching environment, but 

also makes the paper based teaching resources in past into digital resources. It 

deserves exploration to find out to what extent teachers rely on the application 

of IWB, how to help teachers appropriately use digital resources, the ease of 

use in learning and teaching with IWB, and enhance the servicea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students' learning.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above, the study selected "Tainan 

City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as research object. The main purpose was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and acceptance of using interactive whiteboard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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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the study collected the 

results of previous studies, designed "reliability scale", "usability scale of 

IWB", "serviceability scale of IWB", " attitude toward using scale of IWB" 

and "use intention scale of IWB". The study also invited six experts and 

practically experienced teachers to examine and revise the questionnaire to be 

more formal. A total of 462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and returned 376 

effective ones. Statistical methods, such a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alysis, variance analysis,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via SPSS 17 statistical analysis software were used. The results 

showed:  

1. The extent of confidence of teachers on the IWB using has significantly 

pos i t ive  e f fec t  on  the  usab i l i ty  and  se rv iceab i l i ty  o f  IWB. 

2. The usability of IWB has positive effect on the serviceability and attitude 

toward using IWB.  

3. The serviceability of IWB has positive effect on the attitude and intention 

o f  u s i n g  I W B .  

4. The attitude toward using IWB has positive effect on the intention to use 

IWB.  

Finally,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above, the study put forward specific 

proposals as reference for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schools and future 

researchers.  

 

 

 

 

 
Keywords: Interactive Whiteboard, Acceptance, Reliability, Ease of Use,  

Serviceability, Attitude toward Using, Intention to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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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闡述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論述各項研究目的，第三節說

明研究範圍，第四節呈現研究流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壹、資訊與通訊科技的發展趨勢 

   隨著資訊化時代來臨，資訊科技應用的快速變成不僅改變人類  

   的生活習慣，更直接影響現今學校教育發展。而傳統教學方式已經 

   無法滿足現代學校教育多元需求，學校教師必須使用更多樣化的教 

   學方式，配合資訊科技的運用，藉以充實教學內容，且有利於學生 

   的學習。近年來，在資訊與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TC）日益發達的資訊化時代中，世界 

   各國無不戮力投入精力與時間在互動式電子白板（Interactive White  

   Board，IWB）的購置與研發上，讓互動式電子白板成為學校教育 

   當代化的里程碑，不僅被視為傳統教學環境轉變成數位教學環境的 

   重要環節，也讓過往以紙本為主的教學資源，轉變為數位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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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所論述，互動式電子白板是一個大型的互動式顯示器， 

   可以連接電腦和投影機，通常是架在牆壁或地板支架上，讓使用者 

   用筆、手指或其他指示器在投射出來的影像上移動（江毓鈞與楊曉 

   玲，2012；林錦煌與葉芝妤，2013；黃美齡與吳光，2013；黃意評 

   與歐陽誾，2013；蔡文榮與蔡佩君，2012；Holmes, 2009）。發展 

   至今，互動式電子白板已經廣泛應用成為輔助教學的工具，同時也 

   提供學校教師一個可以提升教學成效的選擇（吳依純，2012；高震 

   峰與吳維慈，2012；黃素霞與黃書猛，2013；謝宇笙與吳博雅， 

   2013；Beauchamp, 2004; Smith et al., 2005）。 

貳、國小教師與互動式電子白板的文獻缺口 

       回顧過去文獻發現，目前我國以科技接受模式探討國小教師與 

   互動式電子白板的研究，多數聚焦在人格特質（呂嘉哲，2013）、 

   資訊素養（林芷君，2012）、創新接受度（翁全裕，2010）、學習 

   者特性（黃素霞與黃書猛，2013）與電腦自我效能（歐偉志， 

   2010），甚少有文獻著墨在國小教師對互動式電子白板之信任與使 

   用意願的影響。此外，研究者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融入課堂教學， 

   隨著使用的時間與次數都增加時，可能會反應出互動式電子白板傷 

   害學生視力的隱憂。因此，探討學校教師對互動式電子白板的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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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度，如何協助學校教師適當使用數位資源，透過互動式電子白板 

   在教與學的便利性，增進學生學習的有用性與效果，乃是一個值得 

   探討的研究議題。 

參、科技接受模式的理論基礎 

   相關文獻在探討使用者對於新資訊科技的使用意圖或行為，普 

   遍是採用學者 Davis（1989）提出的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為理論基礎，Davis 認為科技接受模式是 

   一種解釋外生變數如何透過知覺易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以 

   及知覺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來影響個人對新資訊科技的使 

   用態度，並進一步影響使用者的使用意願。 

       由此可知，在科技接受模式中加入外生變數，將有助於建構解 

   釋力較卓越的行為預測模式（Davis, 1989）。過去文獻多數以「信 

   任」（吳亞馨等人，2008；孫思源等人，2009；陳照森，2012；蔡 

   宗宏等人，2007；Egea & González, 2011; Gefen et al., 2003）為外生 

   變數。因此，本研究參考前述學者的看法，以「信任」作為本研究 

   探討國小教師對互動式電子白板使用意願的外生變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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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根據前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以「台南市國小教師」為研究對

象，主要目的是探討台南市國小教師對使用電子白板的接受度及影響，

茲將本研究欲達成的各項研究目的，簡述說明如下： 

壹、暸解台南市國民小學教師的背景資料。 

貳、暸解台南市國民小學教師對信任、電子白板易用性、電子白板有用 

    性、電子白板使用態度與電子白板使用意願的現況分析。 

參、探討台南市國民小學教師對信任、電子白板易用性、電子白板有用 

    性、電子白板使用態度與電子白板使用意願的相關情形。 

肆、探討台南市國民小學教師對信任、電子白板易用性、電子白板有用 

    性、電子白板使用態度與電子白板使用意願的預測力。 

伍、探討不同背景資料的台南市國民小學教師對信任、電子白板易用 

    性、電子白板有用性、電子白板使用態度與電子白板使用意願的差 

    異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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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 

    本研究是以問卷調查進行實證，主要研究領域範疇是量化研究。本

研究假設台南市國小教師對「信任量表」、「電子白板易用性量表」、

「電子白板有用性量表」、「電子白板使用態度量表」以及「電子白板

使用意願量表」皆可以瞭解各量表衡量問項之意涵，並誠實作答。然

而，在實證過程中，本研究受限時間、人力與經費等多重限制，故研究

結果的運用受到下列限制： 

壹、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進行資料蒐集，台南市國小教師在問卷填 

   答時可能涉及內心的主觀認知、填答情境、衡量問項詞彙理解能力 

   等個別差異，導致施測的誤差存在，此乃無法避免與控制的因素。

貳、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台南市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透過研究問卷進行抽樣 

   調查，故統計分析結果不宜過度推論至其他地區或其他學制。 

叁、研究變數 

       影響國民小學教師對電子白板接受度的變數很多，本研究僅針 

   對信任、電子白板易用性、電子白板有用性、電子白板使用態度、 

   電子白板使用意願與背景資料等方面進行探討。 

 



 
 
 
 
 
 
 
 
 
 
 
 

 

 

6 
 

第四節  研究流程 

    茲繪製本研究流程如圖 1-1，並簡述如下： 

壹、在確定探討本研究主題「台南市國小教師對使用電子白板接受度及 

    影響之研究」，研究者逐一說明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研究   

    範圍以及研究流程。 

貳、參照本研究主題，研究者在文獻探討階段，依序回顧與整理國內外  

    互動式電子白板、信任與科技接受模式的國內外相關研究與文獻，  

    據以作為本研究理論基礎。 

參、依據上述理論基礎，本研究據以建構研究架構和推論研究假設，接 

    著逐一說明研究對象、研究工具與問卷分析、統計方法。 

肆、以台南市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進行問卷調查表的發放與回收的作 

    業。 

伍、對本研究回收的問卷調查表，本研究採用人工編碼方式進行有效問 

    卷的篩選。 

陸、針對有效問卷進行各項統計分析，包括：敘述性統計、差異性分 

    析、相關分析以及迴歸分析。 

柒、歸納實證分析結果為本研究結論，再說明本研究限制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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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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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二章文獻探討共計三小節，第一節說明互動式電子白板的相關研

究，第二節討論信任的相關文獻，最末一節回顧科技接受模式的相關文

獻。 

 

第一節  互動式電子白板 

壹、互動式電子白板的定義 

   互動式電子白板（IWB）同時扮演著電腦螢幕與大型黑板的雙 

   重角色，其感應筆即相當於電腦滑鼠感應器，並具有數位墨水功能 

  （王玉蘭，2012；江毓鈞與楊曉玲，2012；黃美齡與吳光名，2013； 

   Holmes, 2009）。同時，互動式電腦白板不僅拉近了使用者與電腦彼 

   此間的雙向互動，在互動式電子白板上所書寫、移動、複製、繪圖 

   的內容，皆可以轉存為數位化（林錦煌與葉芝妤，2013；黃意評與 

   歐陽誾，2013；歐陽誾，2012；Smith et al. 2005）。茲將國內外學者  

   對互動式電子白板的定義，整理如表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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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互動式電子白板的定義 

研究者（年份） 定義 

Beauchamp 

（2004）  

互動式電子白板同時扮演著電腦螢幕與大型黑板的雙重角色，

其感應筆即相當於電腦滑鼠感應器，並具有數位墨水功能。 

Holmes（2009） 
互動式電子白板同時扮演著「白板」與「電腦螢幕」雙重的角

色。 

王玉蘭（2012） 

互動式電子白板具黑板與電腦螢幕的雙重身份，藉著直覺式的

觸碰操作方式，取代滑鼠的按曳拖拉，在教室黑板前控制電腦

則是互動式電子白板的主要優勢。 

江毓鈞與楊曉玲

（2012） 

互動式電子白板外觀與傳統白板或黑板相同，連結投影機、電

腦後，透過相關軟體並連上網際網路或衛星傳輸，即可形成一

個具多重且高度互動的教學體系。 

歐陽誾（2012） 

互動式電子白板不只是電腦、單槍與螢幕的整合，最重要的功

能是提供教師在教學設計上結合高質量的教材、多媒體素材及

網路資源，提升教師教材編輯效率。 

林錦煌與葉芝妤

（2013） 

互動式電子白板是教師透過手或特殊的筆接觸電子白板的面

板，可以在電子白板上書寫、移動、複製、繪圖或操作各種程

式。 

黃美齡與吳光名

（2013） 

互動式電子白板具有傳統黑板或白板之功能，讓教師在課堂教

學時，給予學生更多的互動與回饋行為。 

黃意評與歐陽誾

（2013） 

互動式電子白板是課程教學的一種教學工具，教師若能善用互

動式電子白板來整合豐富的多媒體教材，將可提高師生互動質

量、促進教學順暢與教學效率。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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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互動式電子白板的應用層次 

   根據陳惠邦（2006）觀點指出，互動式電子白板藉由 USB 介面 

   與電腦連線，再透過投影機將電腦螢幕畫面投射到電子白板的面板 

   上，同時搭配相關應用軟體的運用，讓教師可以透過電子白板來控 

   制電腦的滑鼠，使得電子白板面板上的畫面與電腦螢幕的畫面同 

   步；（吳依純，2012；林錦煌與葉芝妤，2013；高震峰與吳維慈， 

   2012；黃美齡與吳光名，2013；蔡文榮與蔡佩君，2012）。圖 2-1 為 

   互動式電子白板的架構。 

 

 

圖2-1 互動式電子白板的架構 

資料來源：陳惠邦（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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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Beauchamp（2004）認為學校教師在課堂教學過程中 

   使用互動式電子白板的淺至深程度可以區分為五個層次，整理如表 

   2-2 所示（吳依純，2012；林錦煌與葉芝妤，2013）： 

表2-2 互動式電子白板的應用層次 

階段 時期 應用層次 

一 
黑板/白板

交替期 

教師以熟悉的教學風格為主，使用電子白板則是以基

本文字處理、繪畫技巧為主，學生只能關注於電子白

板，並沒有與電子白板互動。 

二 
練習 

用戶期 

教師開始利用網路資源或圖檔編輯教材，並計畫性的

指導學生與電子白板進行簡單互動（拖曳、書寫）。

三 
初始 

用戶期 

教師除了基本的文字與圖檔處理之外，也加入了音

樂，並開始運用多個檔案的交替使用。 

四 
進階 

用戶期 

教師開始活動電子白板的功能，並整合初始用戶期的

教學媒材，同時給予學生更大的表達空間。而教師此

階段重視的是學生的學習成效。 

五 
協作 

用戶期 

師生將電子白板視為「習以為常」的教學輔助工具，

並成功的整合電子白板、學生的學習概念、認知發展

與教學策略，並且掌握了資訊科技運用的優勢。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吳依純（2012）、林錦煌與葉芝妤（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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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信任 

壹、承諾-信任理論 

       承諾-信任理論（Commitment-Trust Theory）的概念源自於 

   Morgan and Hunt（1994）。Morgan and Hunt 認為關係承諾與信任在 

   關係行銷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陳宜棻等人，2010；Gefen et al.,  

   2003），主因是信任可以降低買賣雙方在交易過程中的不確定性， 

   讓買方獲得可靠的交易資訊、降低決策的錯誤率（吳亞馨等人， 

   2008；Gefen et al., 2003），營造出買方對賣方的滿意度，進一步促 

   使買方對賣方產生有信心、願意相互依賴的信念（張鴻文與古永 

   嘉，2009；Gefen et al., 2003）。圖 2-2 是承諾-信任理論。根據圖 2- 

   2 得知，Morgan and Hunt（1994）主張關係承諾與信任的存在才是關 

   係行銷的核心，而影響關係承諾與信任的前因變數涵蓋關係終止成 

   本、關係利益、共同價值觀、溝通行為與投機行為；而結果變數則 

   是包括默許、離開傾向、合作、功能性衝突以及不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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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承諾-信任理論 

資料來源：Morgan and Hunt（1994） 

茲將前因與後果變數的定義，整理說明如下表： 

表2-3 承諾-信任理論前因與後果變數的定義 

變數 定義 

關係終止成本 買方與賣方結束信任關係的相關成本。 

關係利益 買方與賣方彼此信任關係的價值條件。 

共同價值觀 買方與賣方具有共同目標與信念。 

溝通行為 買方與賣方彼此進行意見交換的行為。 

投機行為 買方與賣方的某一方欺騙另一方的行為。 

默許 買方與賣方的某一方接受另一方的特定要求。 

離開傾向 買方與賣方彼此結束信任關係的意願程度。 

合作 買方與賣方的某一方主動接受另一方的特定要求。 

功能性衝突 買方與賣方在信任關係基礎下發生良性的衝突。 

不確定性 買方與賣方彼此沒有充裕的資訊，導致決策不確定性。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關係終止

成本 

關係利益 

共同價值觀

溝通行為 

投機行為 

關係承諾 

信 任 

默 許 

功能性衝突 

離開傾向 

合 作 

不確定性 



 
 
 
 
 
 
 
 
 
 
 
 

 

 

14 
 

貳、信任的定義 

   有關信任（Trust）的概念，目前雖然已經被許多國內外學者提 

   出相關的看法與定義，但礙於研究課題、研究產業、研究對象等差 

   異，至今對信任的見解仍相當分歧（吳亞馨等人，2008；孫思源等 

   人，2009；陳宜棻等人，2010；陳宜棻與劉璧瑩，2010；陳照森， 

   2012；喻奉天等人，2010；蔡宗宏等人，2007；Gefen et al., 2003;  

   Kim et al., 2009; Koufaris & Hampton-Sosa, 2004）。 

茲將國內外學者對信任的定義，整理如表 2-4 所示： 

表2-4 信任的定義 

學者（年份） 信任的定義 

吳亞馨等人（2008） 

消費者在進行網路購物交易過程中相信對方在

交換過程中既可靠又正直，是一種期望或信

念，並認為對方對自己有善意。 

孫思源等人（2009） 
消費者相信行動供應商是誠實的且不會有投機

行為發生。 

陳宜棻等人（2010） 

消費者的信任觀點來自於一種信念，當消費者

相信網路銀行擁有對自己有益的特性時，便願

意相信網路銀行。 

陳宜棻與劉璧瑩

（2010） 

消費者對於購物網站所提供的信任程度，涵蓋

了正直、可信賴性與仁慈心。 

陳照森（2012） 
社群網站成員對於社群網站服務提供者所建立

的制度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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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奉天等人（2010） 
信任表示買方瑀網路賣方彼此的相互信任程

度。 

蔡宗宏等人（2007） 

信任是基於人際間彼此的信賴，對於線上使用

知識管理系統的組織成員，信賴對方具有善

意、能力與可靠性。 

Gefen et al.（2003） 
信任是消費者對服務提供者的認同程度，涵蓋

了誠實、仁慈及能力。 

Koufaris and Hampton-

Sosa（2004） 

信任是消費者相信服務提供者在交易過程中所

呈現出可靠、善意的表現。 

Kim et al. （2009） 
信任是一種信念，是消費者內心對服務提供者

願意依賴的程度。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參、信任的小結 

       綜合上述國內外學者對信任的看法與定義，本研究對信任重新 

   定義為「台南市國小教師對互動式電子白板具有信心且願意依賴的 

   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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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科技接受模式 

壹、理論行為理論的意涵 

       理性行為理論（TRA）的概念源自 Fishbein and Ajzen 

   （1975）。Fishbein and Ajze 採用社會心理學觀點來探討個人執行 

   某一行為的原因，並主張個人執行某一行為是理性的，可以有系統 

   的運用各項影響決策的相關資訊（朱斌妤等人，2008；張錦特等 

   人，2009；陳協勝，2009；Davis, 1989; Gefen et al., 2003）。 

   圖 2-3 是理性行為理論的架構。 

 

             

圖2-3 理性行為理論的架構 

          資料來源：Fishbein and Ajzen（1975） 

     

       從理性行為理論的架構得知，個人從事某一實際行為（Actual  

   Behavior）可以由執行該實際行為的行為意願（Behavioral  

行為態度 
Attitude toward 

Behavior 

主觀規範 
Subjective 

Norm 

行為意願 
Behavioral 
Intention

實際行為

Actual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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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ntion）來決定，而行為意圖則受到個人對行為態度（Attitude  

   toward Behavior）及主觀規範（Subjective Norm）的聯合影響 

   （何苔麗等人，2012；陳照森，2012；Davis, 1989; Tung et al.,  

   2008），其中行為態度表示個人對從事某一特定行為內心所抱持的 

   正負面情感（許麗玲等人，2009；黃暉庭等人，2009；Egea &  

   González, 2011; Kim et al., 2009）；主觀規範表示重要關係人 

   認為個人應不應該從事某一特定行為的認知（郭建明與黃偉傑，  

   2011；蔡宗宏等人，2007；Han et al., 2010）。 

貳、科技接受模式的意涵 

       科技接受模式（TAM）的概念由 Davis（1989）所提出，是由 

   Fishbein and Ajzen（1975）提出的理性行為理論所衍生出來的。 

   D a v i s 主張科技接受模式是一種解釋外生變數（Ext e r n a l  

   V a r i a b l e s）是如何影響個人內在信念（Be l i e f）、態度 

   （Attitude）以及行為意願間的影響關係（朱斌妤等人，2008； 

   孫思源等人，2009；陳協勝，2009；陳照森，2012；Egea &  

   González, 2011; Kim et al., 2009）。圖 2-4 是科技接受模式的 

   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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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4 科技接受模式的架構 

                     資料來源：Davis（1989） 

   科技接受模式與理性行為理論的主要差異在科技接受模式捨棄 

   了理性行為理論的主觀規範，窺探其成因發現，Davis（1989）捨棄 

   理由是在科技接受模式中，個人對資訊科技的知覺易用性及知覺有 

   用性將是影響個人從事某一行為的最重要認知信念，甚至可以完全 

   取代主觀規範（何苔麗等人，2012；陳宜棻等人，2010；蔡宗宏等 

   人，2007；Gefen et al., 2003; Suh & Han, 2002）。 

       從科技接受模式的架構得知，個人對某一行為的行為意願會受 

   到行為態度與知覺有用性的直接影響，而行為態度完全取決於知覺 

   易用性與知覺有用性（何苔麗等人，2012；陳宜棻與劉璧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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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喻奉天等人，2010；Koufaris & Hampton-Sosa, 2004）；科 

   技接受模式也主張個人從事某一行為的容易程度將可強化個人對從 

   事某一行為的有用程度（陳宜棻等人，2010；陳照森，2012；Gefen  

   et al., 2003; Kim et al., 2009）。 

參、科技接受模式的小結 

   綜合上述國內外學者對科技接受模式組成變數的看法與定義， 

   本研究對電子白板易用性重新下操作性定義為「台南市國小教師操 

   作互動式電子白板內心知覺的容易程度」；對電子白板有用性重新 

   下操作性定義為「台南市國小教師使用互動式電子白板內心知覺的 

   有用程度」；對電子白板使用態度重新下操作性定義為「台南市國 

   小教師使用互動式電子白板內心抱持的正負面情緒反應」；對電子 

   白板使用意願重新下操作性定義為「台南市國小教師使用互動式電 

   子白板的意願程度」。 

       另外，多數實證研究皆採用「信任」作為科技接受模式架構的 

   外生變數（陳宜棻與劉璧瑩，2010；陳照森，2012；喻奉天等人， 

   2010；Egea & González, 2011; Gefen et al., 2003）。因此，本研究參 

   考前述相關研究者的看法，採用「信任」作為本研究探討台南市國 

   小教師對電子白板使用意願模式的外生變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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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三章研究方法共計五小節，第一節介紹研究架構，第二節簡述研

究假設，第三節說明研究對象，第四節論述研究工具與問卷設計，最末

一節說明統計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由本研究架構（圖 3-1）可知，本研究先探討信任對電子白板易用

性和電子白板有用性的影響，電子白板易用性對電子白板有用性和電子

白板使用態度的影響，電子白板有用性對電子白板使用態度和電子白板

使用意願的影響，電子白板使用態度對電子白板使用意願的影響；接著

再探討國民小學教師的不同背景資料分別對信任、電子白板易用性、電

子白板有用性、電子白板使用態度與電子白板使用意願的差異看法。

      

                    圖 3-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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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假設 

根據第一章研究目的及圖 3-1 研究架構，茲將本研究欲驗證的各項

假設簡述說明如下： 

【H1】信任對電子白板易用性有顯著正向影響。 

【H2】信任對電子白板有用性有顯著正向影響。 

【H3】電子白板易用性對電子白板有用性有顯著正向影響。 

【H4】電子白板易用性對電子白板使用態度有顯著正向影響。 

【H5】電子白板有用性對電子白板使用態度有顯著正向影響。 

【H6】電子白板有用性對電子白板使用意願有顯著正向影響。 

【H7】電子白板使用態度對電子白板使用意願有顯著正向影響。 

【H8】不同背景資料（例：性別、年齡、最高學歷、任教科目、服務年

資）的台南市國小教師對信任、電子白板易用性、電子白板有用性、電

子白板使用態度與電子白板使用意願有顯著差異。 

【H8-1】不同性別的台南市國小教師對信任、電子白板易用性、電子

白板有用性、電子白板使用態度與電子白板使用意願有顯著差異。 

【H8-2】不同年齡的台南市國小教師對信任、電子白板易用性、電子

白板有用性、電子白板使用態度與電子白板使用意願有顯著差異。 

【H8-3】不同最高學歷的台南市國小教師對信任、電子白板易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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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白板有用性、電子白板使用態度與電子白板使用意願有顯著差異。 

【H8-4】不同任教科目的台南市國小教師對信任、電子白板易用性、

電子白板有用性、電子白板使用態度與電子白板使用意願有顯著差異。 

【H8-5】不同服務年資的台南市國小教師對信任、電子白板易用性、

電子白板有用性、電子白板使用態度與電子白板使用意願有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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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分層比例抽樣方法（Stratified Proportional Sampling）為

主，並參考「國民中小學組織再造及人力規劃試辦方案」的學校類型作

為分層標準，參考學校規模將台南市國民小學班級數區分為 6 班以下、

7-12 班、13-24 班、25 班以上等四層。表 3-1 為本研究母體資料。 

表3-1 研究母群體資料 

學校規模 學校數 教師數 學校百分比 教師百分比 
6班以下 13 273 25.00% 3.89% 
7-12班 10 478 19.23% 6.81% 
13-24班 10 1,155 19.23% 16.44% 

25班以上 19 5,118 36.54% 72.86% 
總計 52 7,024 100.00% 100.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教育部統計處（2013） 

在問卷調查前，本研究在抽樣學校選擇一位國小教師為聯絡人，說

明本研究目的，請聯絡人代為協助轉發給教師進行研究問卷發放與回收

作業。另外，本研究參考吳萬益（2011）建議，透過樣本數公式求算本

研究所需的研究問卷數，樣本公式中的 p 值為母體真正比率，因無法得

知確切的 p 值，採取保守估計，將 p 值設定為 0.5，希望估計誤差為

5%，則 e = 0.05，Z=1.96、p = 0.05，計算出最少需要 384 份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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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問卷回收率 85%為基礎，本研究推論至少要發放研究問卷 452 份，

故本研究在學校規模的四層中各抽取 25%（取四捨五入）作為本研究問

卷調查的抽樣學校；最後，本研究共選擇 14 所抽樣學校，每所學校平

均發放研究問卷 33 份，總計發放研究問卷 462 份問卷。表 3-2 為本研究

問卷調查結果。 

表3-2 問卷調查結果 

學校規模 學校數 
學校 
抽樣數 

問卷 
發放數 

問卷 
回收數 

有效 
問卷數 

6班以下 13 3 99 81 75 
7-12班 10 3 99 86 81 
13-24班 10 3 99 89 83 

25班以上 19 5 165 144 137 
總計 52 14 462 400 376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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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與問卷設計 

    本研究以參考學者經驗證過良好信度與效度之量表自編的「國小教

師對使用電子白板接受度問卷」進行研究資料的蒐集工具，供台南市國

小教師填答，完成後即進行專家意見諮詢。 

壹、研究工具之設計 

   本分問卷共分成六個部分，分述如下： 

    一、國小教師基本資料 

           本研究國小教師的基本資料共計下列六題問項： 

        (一) 性別：區分為男與女兩類。 

        (二) 年齡：區分為30歲（含）以下、31-40歲、41-50歲、51歲  

           （含）以上四類。 

        (三) 教育程度：區分為師專、師院、一般大學、研究所（含） 

            以上四類。 

        (四) 任教科目：區分為導師、科任兩類。 

        (五) 服務年資：區分為4年以下、5-10年、11-20年、21年 

           （含）以上四類。 

        (六) 學校規模：區分為6班（含）以下、7-12班、13-24班、25 

            班（含）以上四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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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信任 

           本研究對信任重新下操作性定義為「台南市國小教師對互  

       動式電子白板具有信心且願意依賴的程度」；信任量表則是參 

       考Pavlou（2003）看法，共計下列四題問項： 

        (一) 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是值得信任的。 

        (二) 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是可靠的。 

        (三) 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具備可信賴的教學功能。 

        (四) 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能塑造高互動的e化教學環境。 

            最後，在計分方面，各問項皆採用李克特（Likert）五點 

        衡量尺度，請台南市國小教師填答，其中「非常不同意」給予 

        1分、「不同意」給予2分、「同意」、「普通」給予3分、 

       「同意」給予4分、「非常同意」給予5分，分數越高表示台南 

        市國小教師對該問項的同意程度越高。 

    三、電子白板易用性 

           本研究對電子白板易用性重新下操作性定義為「台南市國 

       小教師操作互動式電子白板內心知覺的容易程度」；電子白板 

       易用性量表則是參考Davis et al.（1989）看法，共計下列四題問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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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我認為操作互動式電子白板是很容易的。 

        (二) 我認為學習操作互動式電子白板是很容易的。 

        (三) 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的操作介面是簡單明瞭的。 

        (四) 整體而言，使用互動式電子白板對我來說是容易的。 

            最後，在計分方面，各問項皆採用李克特（Likert）五點 

        衡量尺度，請台南市國小教師填答，其中「非常不同意」給予 

        1分、「不同意」給予2分、「同意」、「普通」給予3分、 

       「同意」給予4分、「非常同意」給予5分，分數越高表示台南 

        市國小教師對該問項的同意程度越高。 

    四、電子白板有用性 

           本研究對電子白板有用性重新下操作性定義為「台南市國 

       小教師使用互動式電子白板內心知覺的有用程度」；電子白板 

       有用性量表則是參考Davis et al.（1989）看法，共計下列四題 

       問項： 

        (一) 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可以增加國小學童的學習意願。 

        (二) 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可以讓學校教學課程更有趣。 

        (三) 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可以配合雲端學習的教學發展趨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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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可以提升互動式教學的實施成效。 

            最後，在計分方面，各問項皆採用李克特（Likert）五點 

        衡量尺度，請台南市國小教師填答，其中「非常不同意」給予 

        1分、「不同意」給予2分、「同意」、「普通」給予3分、 

       「同意」給予4分、「非常同意」給予5分，分數越高表示台南 

        市國小教師對該問項的同意程度越高。  

    五、電子白板使用態度 

           本研究對電子白板使用態度重新下操作性定義為「台南市 

       國小教師使用互動式電子白板內心抱持的正負面情緒反應」； 

       電子白板使用態度量表則是參考Davis et al.（1989）看法，共計 

       下列四題問項： 

       (一) 我認為在教學課程上使用互動式電子白板，是一個愉快的 

           經驗。 

       (二) 我認為使用互動式電子白板是明智的選擇。 

       (三) 我認為使用互動式電子白板是令人開心的。 

       (四) 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可以打造更有效率的e化教學環境。 

            最後，在計分方面，各問項皆採用李克特（Likert）五點 

        衡量尺度，請台南市國小教師填答，其中「非常不同意」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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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分、「不同意」給予2分、「同意」、「普通」給予3分、 

       「同意」給予4分、「非常同意」給予5分，分數越高表示台南 

        市國小教師對該問項的同意程度越高。 

    六、電子白板使用意願 

           本研究對電子白板使用意願重新下操作性定義為「台南市 

       國小教師使用互動式電子白板的意願程度」；電子白板使用意 

       願量表則是參考Davis et al.（1989）看法，共計下列四題問項： 

        (一) 我願意使用互動式電子白板進行教學。 

        (二) 我願意將互動式電子白板推薦給學校同仁。 

        (三) 我希望以互動式電子白板為中心，規劃、設計與辦理情境 

            教室的相關教學課程。 

        (四) 整體而言，未來我使用互動式電子白板的意願相當高。 

            最後，在計分方面，各問項皆採用李克特（Likert）五點 

        衡量尺度，請台南市國小教師填答，其中「非常不同意」給予 

        1分、「不同意」給予2分、「同意」、「普通」給予3分、 

       「同意」給予4分、「非常同意」給予5分，分數越高表示台南 

        市國小教師對該問項的同意程度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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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專家意見諮詢 

   本研究初步問卷完成後，詳見附錄一，即進行專家意見調查，  

   採電子郵件方式或由研究者親自送達，邀請六位相關領域專家學者 

   與有實務經驗的教師，如表3-3， 

                 表3-3  專家學者名單 

  代號           姓 名                職   稱 

    A            陳萌智        吳鳳科技大學資管系教授 

    B            尤國任        南華大學資管系教授 

    C            凃吉定        嘉義縣國教輔導團數學領域主任輔導員 

    D            沈維育        嘉義縣國教輔導團社會領域輔導員 

    E            黃耿鐘        台南市新進國小校長 

    F            蔡志奇        台南市新嘉國小總務主任 

   針對問卷內容提供意見，專家審查結果與改進部份，詳見附錄二，  

   修正後的問卷經與指導教授討論後形成正式問卷，詳見附錄三。 

 

 

 

 

 

 

 

 



 
 
 
 
 
 
 
 
 
 
 
 

 

 

31 
 

第五節  統計方法 

    在結束研究問卷的發放與回收作業後，本研究採用人工編碼方式進

行有效問卷的篩選，並透過 SPSS 17.0 統計分析軟體進行敘述性統計、

信度與效度分析、差異性分析、相關分析以及迴歸分析，簡述如下： 

壹、敘述性統計 

        為暸解台南市國小教師的背景資料，本研究採用「次數分配」 

    與「百分比」進行分析；此外，為暸解台南市國小教師對信任、 

    電子白板易用性、電子白板有用性、電子白板使用態度與電子白板 

    使用意願的現況分析，本研究採用「平均數」與「標準差」進行計 

    算。 

貳、信度與效度分析 

    一、信度分析 

           信度分析是測量研究問卷各量表中相似衡量問項的內部一 

       致性（Internal Consistency）程度（吳萬益，2011）。本研究採 

       用「Cronbach’s α係數」來暸解台南市國小教師對信任、電子白 

       板易用性、電子白板有用性、電子白板使用態度與電子白板使 

       用意願的內部一致性情形。一般來說，Cronbach’s α係數至少要 

       大於 0.60，表示該量表具備良好信度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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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效度分析 

           認為效度分析是測量研究問卷中各量表的穩定性（吳萬 

       益，2011）。本研究採用「分項對總項相關係數」來暸解信 

       任、電子白板易用性、電子白板有用性、電子白板使用態度與 

       電子白板使用意願的穩定性。一般來說，分項對總項相關係數 

       至少要大於 0.50，表示該量表具備良好的建構效度（吳萬益， 

       2011）。 

參、差異性分析 

    一、獨立樣本 t 檢定 

           獨立樣本 t 檢定是測量兩組獨立平均數的顯著性（吳萬益， 

       2011）。為探討不同背景資料的台南市國小教師對信任、電子 

       白板易用性、電子白板有用性、電子白板使用態度與電子白板 

       使用意願的差異看法，本研究採用「獨立樣本 t 檢定」分析台南 

       市國小教師不同的「性別」與「任教科目」對信任、電子白板 

       易用性、電子白板有用性、電子白板使用態度與電子白板使用 

       意願是否有顯著差異看法。 

    二、單因子變異數分析（One Way ANOVA Analysis） 

           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是測量三組以上獨立平均數的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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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統計結果達到顯著水準時，再以後設檢定進行分組比較        

       （吳萬益，2011）。為探討不同背景資料的台南市國小教師對 

       信任、電子白板易用性、電子白板有用性、電子白板使用態度 

       與電子白板使用意願的差異看法，本研究採用「單因子變異數 

       分析」分析台南市國小教師不同的「年齡」、「教育程度」與 

       「服務年資」對信任、電子白板易用性、電子白板有用性、電 

       子白板使用態度與電子白板使用意願是否有顯著差異看法。 

肆、相關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 

       為探討台南市國小教師對信任、電子白板易用性、電子白板有 

   用性、電子白板使用態度與電子白板使用意願的相關情形，本研究 

   採用「Pearson 積差相關分析」（Pearson’s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analysis）進行統計分析。 

伍、迴歸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 

       迴歸分析是分析自變數（又稱解釋變數）預測依變數（又稱被 

   解釋變數）的預測能力以及整體關係是否達到顯著水準（吳萬益， 

   2011）。為探討台南市國小教師對信任、電子白板易用性、電子白 

   板有用性、電子白板使用態度與電子白板使用意願的預測力，本研 

   究採用「迴歸分析」進行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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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分析 

 

 

    第四章研究結果與分析共計七小節，第一節說明樣本結構分佈狀

況，第二節說明各變數的描述統計分析，第三節說明各變數的信度與效

度分析，第四節說明國小教師不同背景變項在各變數的差異分析，第五

節論述各變數的相關分析，第六節說明各變數的預測分析，最末一節說

明研究假設結果。  

 

第一節  樣本結構分佈狀況 

壹、問卷回收狀況 

       本研究以「台南市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主旨在探討台南市 

   國小教師對使用電子白板的接受度及影響，採用分層比例抽樣 

   （Stratified Proportional Sampling）選擇 14 所學校，共發放 462 份問 

   卷，回收 400 份問卷，剔除 24 份無效問卷，總計 376 份有效問卷。 

貳、台南市國小教師的基本資料 

       為暸解台南市國小教師的背景資料，本研究採用「次數分配」 

   與「百分比」進行統計分析，並將分析結果整理如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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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性別：性別以「女性」居多數，共計 252 人，佔總樣本的 

        67.02%；男性共有 124 人，佔總樣本的 32.98%。 

    二、年齡：年齡普遍介於「31-50 歲」，共計 274 人，佔總樣本 

        72.87%；其次是「51 歲（含）以上」，共有 151 人，佔總樣本 

        的 15.96%；再其次則是「30 歲（含）以下」，共計 42 人，佔 

        總樣本的 11.17%。 

    三、教育程度：最高學歷以「師院」，共計136人，佔總樣本的 

        36.17%，其次是「一般大學」和「師專」，分別有98人與90 

        人，各佔總樣本的26.06%與23.94%，再其次則是「研究所 

        （含）以上」，共52人，佔總樣本的13.83%。 

    四、任教科目：任教科目以「導師」為主，共計 240 人，佔總樣本 

        的 63.83%；而「科任」共有 136 人，佔總樣本的 36.17%。 

    五、服務年資：服務年資以「11-20年」居冠，共計134人，佔總樣 

        本的35.64%，其次是「4年以下」，共有101人，佔總樣本的 

        26 .86%，再其次是「5-10年」，共計89人，佔總樣本的 

        23.67%，最少則是「21年（含）以上」，共有52人，佔總樣本 

        的13.83%。 

     



 
 
 
 
 
 
 
 
 
 
 
 

 

 

36 
 

表4-1 樣本結構分佈狀況 

項目 次數分配 百分比 

性別 
男 124 32.98%  
女 252 67.02%  

年齡 

30歲（含）以下 42 11.17%  
31-40歲 123 32.71%  
41-50歲 151 40.16%  

51歲（含）以上 60 15.96%  

教育程度 

師專 90 23.94%  
師院 136 36.17%  

一般大學 98 26.06%  
研究所（含）以上 52 13.83%  

任教科目 
導師 240 63.83%  
科任 136 36.17%  

服務年資 

4年以下 101 26.86%  
5-10年 89 23.67%  
11-20年 134 35.64%  

21年（含）以上 52 13.83%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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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各變數的描述統計分析 

    為暸解台南市國小教師對信任、電子白板易用性、電子白板有用

性、電子白板使用態度與電子白板使用意願的現況分析，本研究採用

「平均數」與「標準差」進行統計分析，並將分析結果整理如表 4-2 至 

表 4-6： 

壹、信任 

        由表 4-2 分析結果，信任量表中 4 題衡量問項的標準差都小於 

    1，顯示多數台南市國小教師對信任的看法頗為一致。 

        平均數介於 3.790 至 3.875，其中台南市國小教師最同意的衡量 

    問項是「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能塑造高互動的 e 化教學環境」， 

    最不同意的問項是「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具備可信賴的教學功 

    能」。 

表4-2 信任的平均數與標準差 

衡量問項 平均數 標準差

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是值得信任的。 3.843  0.653 
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是可靠的。 3.862  0.691 
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具備可信賴的教學功能。 3.790  0.705 
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能塑造高互動的 e 化教學環

境。 3.875  0.683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貳、電子白板易用性 

       由表 4-3 電子白板易用性量表的現況分析，4 題衡量問項的標準 



 
 
 
 
 
 
 
 
 
 
 
 

 

 

38 
 

   差都小於 1，顯示大多數台南市國小教師對電子白板易用性的感受程 

   度相當一致。 

       平均數介於 3.854 至 3.960，其中台南市國小教師最同意的衡量 

   問項是「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的操作介面是簡單明瞭的」，最不 

   同意的問項是「整體而言，使用互動式電子白板對我來說是容易 

   的」 

表4-3 電子白板易用性的平均數與標準差 

衡量問項 平均數 標準差

我認為操作互動式電子白板是很容易的。 3.939  0.719 
我認為學習操作互動式電子白板是很容易的。     3.875  0.721 
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的操作介面是簡單明瞭的。 3.960  0.749 
整體而言，使用互動式電子白板對我來說是容易的。 3.854  0.675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參、電子白板有用性 

   由表 4-4 的電子白板有用性分析結果，電子白板有用性量表中 4 

題衡量問項的標準差都小於 1，顯示多數台南市國小教師對電子白 

板有用性的看法相當一致，離散差異小。 

   平均數介於 3.835 至 3.894，其中台南市國小教師最同意的衡量 

問項是「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可以提升互動式教學的實施成 

效」，最不同意的問項是「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可以增加國小學 

童的學習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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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 電子白板有用性的平均數與標準差 

衡量問項 平均數 標準差

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可以增加國小學童的學習意

願。 3.835  0.762 

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可以讓學校教學課程更有趣。 3.886  0.783 
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可以配合雲端學習的教學發展

趨勢。 3.875  0.691 

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可以提升互動式教學的實施成

效。 3.894  0.708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肆、電子白板使用態度 

    由表 4-5 的現況分析，電子白板使用態度量表中 4 題衡量問項 

的標準差都小於 1，顯示多數台南市國小教師對電子白板使用態度 

的感受程度非常一致。平均數介於 3.779 至 3.949，其中台南市國小 

教師最同意的衡量問項是「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可以打造更有效 

率的 e 化教學環境」，最不同意的問項是「我認為在教學課程上使 

用互動式電子白板，是一個愉快的經驗」。 

表4-5 電子白板使用態度的平均數與標準差 

衡量問項 平均數 標準差

我認為在教學課程上使用互動式電子白板，是一個愉

快的經驗。 3.779  0.801 

我認為使用互動式電子白板是明智的選擇。 3.907  0.704 
我認為使用互動式電子白板是令人開心的。 3.915  0.725 
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可以打造更有效率的 e 化教學

環境。 3.949  0.716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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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電子白板使用意願 

    根據表 4-6 可知，電子白板使用意願量表中 4 題衡量問項的標 

準差都小於 1，顯示多數台南市國小教師對電子白板使用意願的看 

法頗為一致。此外，平均數介於 3.271 至 3.957，其中台南市國小教 

師最同意的衡量問項是「我願意使用互動式電子白板進行教學」， 

最不同意的問項是「我願意將互動式電子白板推薦給學校同仁」。 

表4-6 電子白板使用意願的平均數與標準差 

衡量問項 平均數 標準差

我願意使用互動式電子白板進行教學。 3.957  0.740 
我願意將互動式電子白板推薦給學校同仁。 3.271  0.849 
我希望以互動式電子白板為中心，規劃、設計與辦理

情境教室的相關教學課程。 3.447  0.847 

整體而言，未來我使用互動式電子白板的意願相當

高。 3.133  0.848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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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各變數的信度與效度分析 

    信任、電子白板易用性、電子白板有用性、電子白板使用態度與電

子白板使用意願的內部一致性情形與穩定性，本研究採用「Cronbach’s α

係數」與「分項對總項相關係數」進行統計分析，並將分析結果整理如

表 4-7 至表 4-11：  

壹、信任 

       由表 4-7 分析結果，信任量表的 Cronbach’s α係數是 0.871，達 

吳萬益（2011）建議大於 0.60 的參考值；4 題衡量問項的分項對總

項相關係數依序是 0.678、0.774、0.733 和 0.712，均超越吳萬益

（2011）建議至少要大於 0.50 的參考值。由此得知，信任量表的內部

一致性與穩定性良好，具備高信度水準。  

表4-7 信任的信效度分析 

衡量問項 α係數 
分項對

總項相

關係數

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是值得信任的。 

0.871 

0.678 
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是可靠的。 0.774 
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具備可信賴的教學功能。 0.733 
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能塑造高互動的 e 化教學環

境。 0.712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貳、電子白板易用性 

       由表 4-8 電子白板易用性量表的信效度分析結果，電子白板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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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性量表的α係數是 0.890，達吳萬益（2011）建議大於 0.60 的參考

值；4 題衡量問項的分項對總項相關係數依序是 0.762、0.807、0.768

及 0.698，均超越吳萬益（2011）建議至少要大於 0.50 的參考值。由

此得知，電子白板易用性量表的內部一致性與穩定性良好，具備高

信度水準。 

表4-8 電子白板易用性的信效度分析 

衡量問項 α係數 
分項對

總項相

關係數

我認為操作互動式電子白板是很容易的。 

0.890 

0.762 
我認為學習操作互動式電子白板是很容易的。     0.807 
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的操作介面是簡單明瞭的。 0.768 
整體而言，使用互動式電子白板對我來說是容易的。 0.698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參、電子白板有用性 

       由表 4-9 的電子白板有用性的信效度分析結果，電子白板有用性

量表整體的α係數是 0.913，達吳萬益（2011）建議大於 0.60 的參考

值；4 題衡量問項的分項對總項相關係數依序是 0.857、0.829、0.832

與 0.699，均超越吳萬益（2011）建議至少要大於 0.50 的參考值。由

此得知，電子白板有用性量表的內部一致性與穩定性良好，具備高

信度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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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9 電子白板有用性的信效度分析 

衡量問項 α係數 
分項對

總項相

關係數

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可以增加國小學童的學習意願。 

0.913 

0.857 
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可以讓學校教學課程更有趣。 0.829 
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可以配合雲端學習的教學發展趨

勢。 0.832 

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可以提升互動式教學的實施成

效。 0.699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肆、電子白板使用態度 

       由表 4-10 的信效度分析，電子白板使用態度量表的α係數是

0.884，達吳萬益（2011）建議大於 0.60 的參考值；4 題衡量問項的

分項對總項相關係數依序是 0.699、0.716、0.790 與 0.792，均超越吳

萬益（2011）建議至少要大於 0.50 的參考值。由此得知，電子白板

使用態度量表的內部一致性與穩定性良好，具備高信度水準。 

表4-10 電子白板使用態度的信效度分析 

衡量問項 α係數 
分項對

總項相

關係數

我認為在教學課程上使用互動式電子白板，是一個愉

快的經驗。 

0.884 

0.699 

我認為使用互動式電子白板是明智的選擇。 0.716 
我認為使用互動式電子白板是令人開心的。 0.790 
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可以打造更有效率的 e 化教學

環境。 0.792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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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電子白板使用意願 

       根據表 4-11 的信效度分析結果，電子白板使用意願量表的α係

數是 0.778，達吳萬益（2011）建議大於 0.60 的參考值；4 題衡量問

項的分項對總項相關係數依序是 0.588、0.689、0.598 與 0.664，均超

越吳萬益（2011）建議至少要大於 0.50 的參考值。由此得知，電子

白板使用意願量表的內部一致性與穩定性良好，具備高信度水準。 

表4-11 電子白板使用意願的信效度分析 

衡量問項 α係數 
分項對

總項相

關係數

我願意使用互動式電子白板進行教學。 

0.778 

0.588 
我願意將互動式電子白板推薦給學校同仁。 0.689 
我希望以互動式電子白板為中心，規劃、設計與辦理

情境教室的相關教學課程。 0.598 

整體而言，未來我使用互動式電子白板的意願相當

高。 0.664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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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國小教師不同背景變項在各變數的差異分析 

    為暸解台南市國小教師對信任、電子白板易用性、電子白板有用

性、電子白板使用態度與電子白板使用意願的差異看法，本研究採用

「獨立樣本 t 檢定」與「單因子變異數分析」進行統計分析，並將分析結

果 整 理 如 表 4 - 1 2 至 表 4 - 1 6 ：  

壹、性別 

       從表 4-12 可知，台南市國小教師不同的性別在信任、電子白板 

   易用性、電子白板有用性、電子白板使用態度與電子白板使用意願

等變數，皆未達統計顯著水準。綜合上述討論，本研究【H8-1】不

同性別的台南市國小教師對信任、電子白板易用性、電子白板有用

性、電子白板使用態度與電子白板使用意願有顯著差異，獲得不支

持 。 

表4-12 性別在各變數的差異性分析 

研究變數 
性別 

t值 p值 男 
（n=124）

女 
（n=252）

信任 3.794  3.866  -1.128  0.260  
電子白板易用性 3.895  3.913  -0.257  0.797  
電子白板有用性 3.915  3.851  0.891 0.374  
電子白板使用態度 3.796  3.933  -1.962  0.050  
電子白板使用意願 3.486  3.436  0.720 0.472  

註：*表p值<0.05；**表p值<0.01；***表p值<0.001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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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年齡 

   從表 4-13 可知，台南市國小教師不同的年齡在「電子白板使用 

   態度」（F 值=2.657，p 值=0.048）以及「電子白板使用意願」（F 

   值=7.368，p 值=0.000）有顯著的差異，進一步以 Scheffe 法進行事

後比較得知，在「電子白板使用態度」無顯著差異；在「電子白板

使用意願」方面，「41-50 歲」的感受程度優於「30 歲（含）以下」

及「51 歲（含）以上」。綜合上述討論，本研究【H8-2】不同年齡

的台南市國小教師對信任、電子白板易用性、電子白板有用性、電

子白板使用態度與電子白板使用意願有顯著差異，獲得支持。 

表4-13 年齡在各變數的差異性分析 

研究變數 

年齡 

F值 Schaeffer
法 

30歲
（含）以

下 
（n=42） 

31-40歲 
（n=123）

41-50歲 
（n=151）

51歲
（含）以

上 
（n=60）

信任 3.786  3.778  3.896  3.879  1.139  -- 
電子白板 
易用性 3.786  3.876  4.002  3.817  2.249  -- 

電子白板 
有用性 3.786  3.856  3.897  3.904  0.389  -- 

電子白板 
使用態度 3.786  3.862  3.990  3.754  2.657*  -- 

電子白板 
使用意願 3.190  3.411  3.618  3.304  7.368*** 

3>1 
3>4 

註：*表p值<0.05；**表p值<0.01；***表p值<0.001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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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教育程度 

   表4-14 教育程度在各變數的差異性分析 

研究變數 

教育程度 

F值 Schaeffer
法 

師專 
（n=90） 

師院 
（n=136）

一般大學

（n=98）

研究所

（含）以

上 
（n=52）

信任 3.853  3.779  4.038  3.620  7.152*** 
3>2 
3>4  

電子白板 
易用性 3.958  3.906  3.954  3.731  1.799  -- 

電子白板 
有用性 3.869  3.886  4.031  3.543  6.558*** 

1>4 
2>4 
3>4  

電子白板 
使用態度 3.897  3.971  3.957  3.524  7.189*** 

1>4 
2>4 
3>4  

電子白板 
使用意願 3.514  3.483  3.464  3.240  2.344  -- 

註：*表p值<0.05；**表p值<0.01；***表p值<0.001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從表4-14可知，台南市國小教師不同的最高學歷在「信任」

（F值=7.152，p值=0.000）、「電子白板有用性」（F值=6.558，p

值=0.000）以及「電子白板使用態度」（F值=7.189，p值=0.000）

有顯著的差異，進一步以Schaeffer法進行事後比較得知，在「信

任」方面，「一般大學」的感受程度優於「師院」以及「研究所

（含）以上」；在「電子白板有用性」與「電子白板使用態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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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師專」、「師院」和「一般大學」的感受程度皆優於「研究

所（含）以上」。綜合上述討論，本研究【H8-3】不同最高學歷的

台南市國小教師對信任、電子白板易用性、電子白板有用性、電子

白板使用態度與電子白板使用意願有顯著差異，獲得支持。 

肆、任教科目 

       從表 4-15 可知，不同任教科目的台南市國小教師在「電子白板

易用性」（t 值=-3.490，p 值=0.001）有顯著的差異，進一步從平

均數觀察，台南市國小「科任」教師其「電子白板易用性」高於台

南市國小「導師」教師。綜合上述討論，本研究【H8-4】不同任教

科目的台南市國小教師對信任、電子白板易用性、電子白板有用

性、電子白板使用態度與電子白板使用意願有顯著差異，獲得支

持。  

表4-15 任教科目在各變數的差異性分析 

研究變數 
任教科目 

t值 p值 導師 
（n=240）

科任 
（n=136）

信任 3.800  3.917  -1.891  0.059  
電子白板易用性 3.824  4.053  -3.490** 0.001  
電子白板有用性 3.841  3.928  -1.246  0.214  
電子白板使用態度 3.880  3.901  -0.301  0.764  
電子白板使用意願 3.451  3.454  -0.044  0.965  

註：*表p值<0.05；**表p值<0.01；***表p值<0.001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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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服務年資 

       從表 4-16 可知，台南市國小教師不同的服務年資在「電子白板

使用意願」（F 值=4.218，p 值=0.006）有顯著的差異，進一步以

Schaeffer 法進行事後比較得知，在「電子白板使用意願」方面，

「4 年以下」的感受程度優於「11-20 年」。綜合上述討論，本研究

【H8-5】不同服務年資的台南市國小教師對信任、電子白板易用性、

電子白板有用性、電子白板使用態度與電子白板使用意願有顯著差

異 ， 獲 得 支 持 。  

表4-16 服務年資在各變數的差異性分析 

研究變數 

服務年資 

F值 Schaeffer
法 

4年以下 
（n=101） 

5-10年 
（n=89）

11-20年 
（n=134）

21年
（含）以

上 
（n=52）

信任 3.871  3.817  3.834  3.851  0.151  -- 
電子白板 
易用性 3.965  3.871  3.879  3.928  0.508  -- 

電子白板 
有用性 3.832  3.983  3.789  3.976  2.144  -- 

電子白板 
使用態度 3.965  3.963  3.787  3.865  2.082  -- 

電子白板 
使用意願 3.626  3.466  3.345  3.365  4.218** 1>3  

註：*表p值<0.05；**表p值<0.01；***表p值<0.001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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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各變數的相關分析 

    為探討台南市國小教師對信任、電子白板易用性、電子白板有用

性、電子白板使用態度與電子白板使用意願的相關情形，本研究採用

「Pearson 積差相關分析」，並將分析結果整理如表 4-17： 

表4-17 各變數的相關分析 

變數 信任 
電子白板

易用性 
電子白板

有用性 
電子白板

使用態度 
電子白板

使用意願

信任 1     
電子白板易用性 0.688 1    
電子白板有用性 0.615 0.619 1   
電子白板使用態度 0.547 0.707 0.593 1  
電子白板使用意願 0.459 0.578 0.466 0.677 1 

註：***表p值在顯著水準為0.001時（雙尾），相關顯著。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根據表 4-17 的相關分析結果，信任對「電子白板易用性」、「電子

白板有用性」、「電子白板使用態度」以及「電子白板使用意願」的

Pearson 積差相關係數依序是 0.688、0.615、0.547 與 0.459，表示信任分

別對「電子白板易用性」與「電子白板有用性」具有顯著「高度」正相

關；分別對「電子白板使用態度」及「電子白板使用意願」是有顯著的

「中度」正相關。  

    電子白板易用性對「電子白板有用性」、電子白板使用態度」及

「電子白板使用意願」的 Pearson 積差相關係數依序是 0.619、0.707 及

0.578，表示電子白板易用性分別對「電子白板有用性」及「電子白板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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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態度」是有顯著的「高度」正相關；對「電子白板使用意願」則是有

顯著的「中度」正相關。  

    電子白板有用性對「電子白板使用態度」及「電子白板使用意願」

的 Pearson 積差相關係數依序是 0.593 及 0.466，表示電子白板有用性分

別對「電子白板使用態度」及「電子白板使用意願」具有顯著的「中

度」正相關；電子白板使用態度對「電子白板使用意願」的 Pearson 積

差相關係數是 0.677，顯示電子白板使用態度對「電子白板使用意願」

是有顯著的「高度」正相關。  

    綜合上述討論，本研究信任、電子白板易用性、電子白板有用性、

電子白板使用態度與電子白板使用意願等變數彼此間存在顯著正相關，

故相關分析結果初步支持本研究提及的各項研究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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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各變數的預測分析 

    為瞭解信任分別對電子白板易用性、電子白板有用性的影響，電子

白板易用性分別對電子白板有用性、電子白板使用態度的影響，電子白

板有用性分別對電子白板使用態度、電子白板使用意願的影響，以及電

子白板使用態度對電子白板使用意願的影響，本研究採用「迴歸分析」

進行統計分析，並將分析結果整理如表 4-18 至表 4-24： 

壹、信任對電子白板易用性 

       為驗證【H1】信任對電子白板易用性有顯著正向影響，本研究

以「信任」為自變數，再以「電子白板易用性」為依變數建立迴歸

方程式。 

表4-18 信任對電子白板易用性的迴歸分析 

依變數 
自變數 

電子白板易用性 
t值 p值 

標準化迴歸係數 
信任 0.688*** 18.324 0.000 

修正後的判定係數

（Adjusted R2） 0.472 

DW值 1.784 
F值 335.773*** 
P值 0.000 

註：*表示p值 < 0.05，**表示p值 < 0.01，***表示p值 < 0.001。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根據表 4-18 可知，迴歸方程式的 F 值為 335.773，p 值為

0.000，達統計顯著水準；修正後的判定係數（Adjusted R2）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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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72，表示信任對電子白板易用性有 47.2%的解釋力；殘差項彼此

獨立（DW 值=1.784），符合吳萬益（2011）建議理想的 DW 值應介

於 1.5 至 2.5。因此，迴歸方程式的配適度良好。綜合上述討論，表

示信任對電子白板易用性具有顯著正向影響，本研究【H1】信任對

電子白板易用性有顯著正向影響，獲得支持。 

貳、信任對電子白板有用性 

    為驗證【H2】信任對電子白板有用性有顯著正向影響，本研究

以「信任」為自變數，再以「電子白板有用性」為依變數建立迴歸

方程式。 

表4-19 信任對電子白板有用性的迴歸分析 

依變數 
自變數 

電子白板有用性 
t值 p值 

標準化迴歸係數 
信任 0.615*** 15.079 0.000 

修正後的判定係數

（Adjusted R2） 0.376 

DW值 1.811 
F值 227.375*** 
P值 0.000 

註：*表示p值 < 0.05，**表示p值 < 0.01，***表示p值 < 0.001。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根據表 4-19 可知，迴歸方程式的 F 值為 227.375，p 值為

0.000，達統計顯著水準；修正後的判定係數（Adjusted R2）是

0.376，表示信任對電子白板有用性有 37.6%的解釋力；殘差項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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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立（DW 值=1.811），符合吳萬益（2011）建議理想的 DW 值應介

於 1.5 至 2.5。因此，迴歸方程式的配適度良好。綜合上述討論，表

示信任對電子白板有用性具有顯著正向影響，本研究【H2】信任對

電子白板有用性有顯著正向影響，獲得支持。  

參、電子白板易用性對電子白板有用性 

       為驗證【H3】電子白板易用性對電子白板有用性有顯著正向影

響，本研究以「電子白板易用性」為自變數，再以「電子白板有用

性」為依變數建立迴歸方程式。 

表4-20 電子白板易用性對電子白板有用性的迴歸分析 

依變數 
自變數 

電子白板有用性 
t值 p值 

標準化迴歸係數 
電子白板易用性 0.619*** 15.230 0.000 
修正後的判定係數

（Adjusted R2） 0.381 

DW值 1.869 
F值 231.962*** 
P值 0.000 

註：*表示p值 < 0.05，**表示p值 < 0.01，***表示p值 < 0.001。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根據表 4-20 可知，迴歸方程式的 F 值為 231.962，p 值為

0.000，達統計顯著水準；修正後的判定係數（Adjusted R2）是

0.381，表示電子白板銷易用性對電子白板有用性有 38.1%的解釋

力；殘差項彼此獨立（DW 值=1.869），符合吳萬益（2011）建議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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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 DW 值應介於 1.5 至 2.5。因此，迴歸方程式的配適度良好。 

   綜合上述討論，表示電子白板易用性對電子白板有用性具有顯著正

向影響，本研究【H3】電子白板易用性對電子白板有用性有顯著正

向影響，獲得支持。 

肆、電子白板易用性對電子白板使用態度 

       為驗證【H4】電子白板易用性對電子白板使用態度有顯著正向

影響，本研究以「電子白板易用性」為自變數，再以「電子白板使

用態度」為依變數建立迴歸方程式。 

表4-21 電子白板易用性對電子白板使用態度的迴歸分析 

依變數 
自變數 

電子白板使用態度 
t值 p值 

標準化迴歸係數 
電子白板易用性 0.707*** 19.349 0.000 
修正後的判定係數

（Adjusted R2） 0.499 

DW值 1.976 
F值 374.382*** 
P值 0.000 

註：*表示p值 < 0.05，**表示p值 < 0.01，***表示p值 < 0.001。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根據表 4-21 可知，迴歸方程式的 F 值為 374.382，p 值為

0.000，達統計顯著水準；修正後的判定係數（Adjusted R2）是

0.499，表示電子白板易用性對電子白板使用態度有 49.9%的解釋

力；殘差項彼此獨立（DW 值=1.976），符合吳萬益（2011）建議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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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 DW 值應介於 1.5 至 2.5。因此，迴歸方程式的配適度良好。 

   綜合上述討論，表示電子白板易用性對電子白板使用態度具有顯著

正向影響，本研究【H4】電子白板易用性對電子白板使用態度有顯

著正向影響，獲得支持。 

伍、電子白板有用性對電子白板使用態度 

       為驗證【H5】電子白板有用性對電子白板使用態度有顯著正向

影響，本研究以「電子白板有用性」為自變數，再以「電子白板使

用態度」為依變數建立迴歸方程式。 

表4-22 電子白板有用性對電子白板使用態度的迴歸分析 

依變數 
自變數 

電子白板使用態度 
t值 p值 

標準化迴歸係數 
電子白板有用性 0.593*** 14.259 0.000 
修正後的判定係數

（Adjusted R2） 0.350 

DW值 1.788 
F值 203.321*** 
P值 0.000 

註：*表示p值 < 0.05，**表示p值 < 0.01，***表示p值 < 0.001。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根據表 4-22 可知，迴歸方程式的 F 值為 203.321，p 值為

0.000，達統計顯著水準；修正後的判定係數（Adjusted R2）是

0.350，表示電子白板有用性對電子白板使用態度有 35.0%的解釋

力；殘差項彼此獨立（DW 值=1.788），符合吳萬益（2011）建議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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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 DW 值應介於 1.5 至 2.5。因此，迴歸方程式的配適度良好。綜

合上述討論，表示電子白板有用性對電子白板使用態度是有顯著正

向影響，本研究【H5】電子白板有用性對電子白板使用態度有顯著

正向影響，獲得支持。  

陸、電子白板有用性對電子白板使用意願 

       為驗證【H6】電子白板有用性對電子白板使用意願有顯著正向

影響，本研究以「電子白板有用性」為自變數，再以「電子白板使

用意願」為依變數建立迴歸方程式。 

表4-23 電子白板有用性對電子白板使用意願的迴歸分析 

依變數 
自變數 

電子白板使用意願 
t值 p值 

標準化迴歸係數 
電子白板有用性 0.466*** 10.191 0.000 
修正後的判定係數

（Adjusted R2） 0.215 

DW值 1.897 
F值 103.863*** 
P值 0.000 

註：*表示p值 < 0.05，**表示p值 < 0.01，***表示p值 < 0.001。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根據表 4-23 可知，迴歸方程式的 F 值為 103.863，p 值為

0.000，達統計顯著水準；修正後的判定係數（Adjusted R2）是

0.215，表示電子白板銷有用性對電子白板使用意願有 21.5%的解釋

力；殘差項彼此獨立（DW 值=1.897），符合吳萬益（2011）建議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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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 DW 值應介於 1.5 至 2.5。因此，迴歸方程式的配適度良好。綜

合上述討論，表示電子白板有用性對電子白板使用意願是有顯著正

向影響，本研究【H6】電子白板有用性對電子白板使用意願有顯著

正向影響，獲得支持。  

柒、電子白板使用態度對電子白板使用意願 

       為驗證【H7】電子白板使用態度對電子白板使用意願有顯著正

向影響，本研究以「電子白板使用態度」為自變數，再以「電子白

板使用意願」為依變數建立迴歸方程式。 

表4-24 電子白板使用態度對電子白板使用意願的迴歸分析 

依變數 
自變數 

電子白板使用意願 
t值 p值 

標準化迴歸係數 
電子白板使用態度 0.677*** 17.766 0.000 
修正後的判定係數

（Adjusted R2） 0.456 

DW值 1.738 
F值 315.618*** 
P值 0.000 

註：*表示p值 < 0.05，**表示p值 < 0.01，***表示p值 < 0.001。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根據表 4-24 可知，迴歸方程式的 F 值為 315.618，p 值為

0.000，達統計顯著水準；修正後的判定係數（Adjusted R2）是

0.456，表示電子白板使用態度對電子白板使用意願有 45.6%的解釋

力；殘差項彼此獨立（DW 值=1.738），符合吳萬益（2011）建議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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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 DW 值應介於 1.5 至 2.5。因此，迴歸方程式的配適度良好。綜

合上述討論，表示電子白板使用態度對電子白板使用意願具有顯著

正向影響，本研究【H7】電子白板使用態度對電子白板使用意願有

顯著正向影響，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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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研究假設結果 

茲將本研究各項假設與其驗證結果整理如表 4-25： 

表4-25 研究假設與其驗證結果 

研究假設 驗證結果

【H1】 信任對電子白板易用性有顯著正向影響 支持 
【H2】 信任對電子白板有用性有顯著正向影響 支持 
【H3】 電子白板易用性對電子白板有用性有顯著正向影響 支持 
【H4】 電子白板易用性對電子白板使用態度有顯著正向影響 支持 
【H5】 電子白板有用性對電子白板使用態度有顯著正向影響 支持 
【H6】 電子白板有用性對電子白板使用意願有顯著正向影響 支持 
【H7】 電子白板使用態度對電子白板使用意願有顯著正向影響 支持 

【H8】 
不同背景資料（例：性別、年齡、最高學歷、任教科目、服務年

資）的台南市國小教師對信任、電子白板易用性、電子白板有用

性、電子白板使用態度與電子白板使用意願有顯著差異。 

【H8-1】 
不同性別的台南市國小教師對信任、電子白板易用性、

電子白板有用性、電子白板使用態度與電子白板使用意

願有顯著差異 
不支持 

【H8-2】 
不同年齡的台南市國小教師對信任、電子白板易用性、

電子白板有用性、電子白板使用態度與電子白板使用意

願有顯著差異 
支持 

【H8-3】 
不同最高學歷的台南市國小教師對信任、電子白板易用

性、電子白板有用性、電子白板使用態度與電子白板使

用意願有顯著差異 
支持 

【H8-4】 
不同任教科目的台南市國小教師對信任、電子白板易用

性、電子白板有用性、電子白板使用態度與電子白板使

用意願有顯著差異 
支持 

【H8-5】 
不同服務年資的台南市國小教師對信任、電子白板易用

性、電子白板有用性、電子白板使用態度與電子白板使

用意願有顯著差異 
支持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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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第五章結論與建議共計二小節，第一節說明研究結論，第二節提出

具體可行的研究建議以供後續研究參考之用。 

第一節  研究結論 

    本研究以「台南市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主要目的是驗證台南市

國小教師對使用電子白板的接受度及影響。透過 SPSS 17.0 統計分析軟

體進行敘述性統計、獨立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異數分析、Pearson 積差

相關分析及迴歸分析，得到下列數點結論： 

壹、台南市國小教師基本資料的發現 

    在 376 位的台南市國小教師，教師性別以「女性」居多數（共 252

人，佔總樣本的 67.02%）。年齡普遍介於「31-50 歲」（共 274 人，佔

總樣本的 72.87%）。教師的最高學歷是「師院」（共 136 人，佔總樣本

的 36.17%）。任教科目以「導師」為主（共 240 人，佔總樣本的

63.83% ） 。 台 南 市 國 小 教 師 的 服 務 年 資 以 「 11-20 年 」 居 冠

（共 134 人，佔總樣本的 35.64%）。 

貳、各量表現況分析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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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信任 

           信任量表 4 題衡量問項，同意感受得分最高的衡量問項是

「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能塑造高互動的 e 化教學環境」，最不

同意的衡量問項則是「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具備可信賴的教

學功能」，代表台南市國小教師雖然同意電子白板能提供更良

好的教學環境，但對其教學功能卻仍持保留態度。 

    二、電子白板易用性 

           電子白板易用性量表 4 題衡量問項，同意感受得分最高的

衡量問項是「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的操作介面是簡單明瞭

的」，最不同意的衡量問項是「整體而言，使用互動式電子白

板對我來說是容易的」，代表台南市國小教師雖然認為電子白

板的操作介面簡單明瞭，但由於使用者本身的資訊能力、年

齡、預期心理等因素的影響，可能造成其認為使用電子白板是

不容易的。 

    三、電子白板有用性 

           電子白板有用性量表 4 題衡量問項，同意感受得分最高的

衡量問項是「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可以提升互動式教學的實

施成效」，最不同意的衡量問項是「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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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加國小學童的學習意願」，代表台南市國小教師認為電子

白板提升互動式教學成效與增加學童的學習意願兩者並無直接

關係。 

    四、電子白板使用態度 

           電子白板使用態度量表 4 題衡量問項，同意感受得分最高

的衡量問項是「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可以打造更有效率的 e

化教學環境」，最不同意的衡量問項是「我認為在教學課程上

使用互動式電子白板，是一個愉快的經驗」，代表台南市國小

教師認為更有效率的 e 化教學環境並不能為其教學帶來愉快的

經驗。 

    五、電子白板使用意願 

           電子白板使用意願量表 4 題衡量問項，台南市國小教師同

意感受得分最高的衡量問項是「我願意使用互動式電子白板進

行教學」，最不同意的衡量問項是「我願意將互動式電子白板

推薦給學校同仁」，代表台南市國小教師普遍願意使用電子白

板進行教學，卻不願意將它推薦給學校同仁。 

叁、各變數迴歸分析的發現 

    一、信任對電子白板易用性、電子白板有用性有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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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計分析結果指出，台南市國小教師對互動式電子白板具

有信心的程度，會正向顯著影響電子白板易用性、電子白板有

用性；簡言之，當台南市國小教師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是誠實

可靠、具備可信賴的教學功能，以及會塑造高互動 e 化教學環

境時，將會促使台南市國小教師認為操作互動式電子白板是容

易的，也會覺得使用互動式電子是能夠提升互動式教學的實施

成效。 

    二、電子白板易用性對電子白板有用性、電子白板使用態度有正向 

        影響 

           本研究實證發現，當台南市國小教師認為學習操作或操作

互動式電子白板是很容易的程度，會正向顯著影響電子白板有

用性、電子白板使用態度；換言之，當台南市國小教師內心對

互動式電子白板的操作感到越容易時，不僅能夠提高對使用互

動式電子白板是有用的看法，同時也會激發國小教師知覺互動

式電子白板確實可以打造更有效率的 e 化教學環境。 

    三、電子白板有用性對電子白板使用態度、電子白板使用意願有  

        正向影響 

           統計分析結果指出，當台南市國小教師使用互動式電子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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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內心知覺的有用程度，會正向顯著影響電子白板使用態度、

電子白板使用意願，顯示國小教師知覺互動式電子白板可以提

升互動式教學的實施成效，讓學校教學課程更有趣，並配合雲

端學習的教學發展趨勢，將有助於塑造國小教師對於使用互動

式電子白板的正面情緒反應，同時也可以增加國小教師知使用

互動式電子白板進行教學的意願程度。   

    四、電子白板使用態度對電子白板使用意願有正向影響 

           本研究實證結果顯示，當台南市國小教師認為使用互動式

電子白板是明智的選擇、是令人開心的正面情緒反應時，將會

提高國小教師使用互動式電子白板進行教學或推薦學校同仁使

用互動式電子白板，以及願意以互動式電子白板為中心，規

劃、設計與辦理情境教室的相關教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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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後續研究建議 

壹、質性研究法 

           本研究屬於量化領域範疇，並以研究問卷為研究工具，在問卷

調查過程中，受限於台南市國小教師社經背景的差異，可能產生研

究問卷填答不確實或不客觀的情況，使得研究問卷的填答品質難免

有所差異，這是量化研究最主要的研究限制。因此，為降低問卷填

答品質良莠不齊，而直接影響統計分析結果，本研究建議後續研究

可以參考本研究主題、研究架構，新增質性研究法（例：個案研究

法、專家深度訪談法等），採取「質量並行」的研究方法，藉以獲

得更臻完善、完備的研究發現。 

    貳、擴大研究範圍 

       本研究以台南市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僅篩選 376 位台南市國

小教師為問卷調查對象，嚴格來論，本研究各項統計分析結果只能

夠推論到台南市，可能無法有效推論至不同的縣市區域。因此，本

研究建議後續研究在研究資源允許的前提下，可以擴大研究範圍至

其他縣市區域，進一步比較不同縣市區域在本研究主題、研究架構

的差異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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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問卷初稿 

敬愛的教育先進： 

    您好！感謝您在百忙之中填寫此問卷，令後學不勝感激！後學正在進行國

小教師對使用電子白板接受度及影響之研究。希望研究結果能作為推行電子白

板教學的參考。所以您的填答非常重要，請您就個人的實際情況回答即可。本

研究所得的資料僅供學術研究之用，絕對保密。請您放心填寫，謝謝您。 

敬祝 

闔家平安喜樂 

南華大學資訊管理研究所碩士班  指導教授  張介耀 博士

研 究 生  向建憲 敬上

中 華 民 國 103 年 4 月 

    第一部分：個人基本資料（請依個人實際狀況在□內打勾，I-VII 題單選） 

I. 性別：(1)□男  (2)□女 

II. 年齡：(1)□30 歲（含）以下  (2)□31-40 歲  (3)□41-50 歲   

      (4)□51 歲（含）以上 

III. 婚姻狀況：(1)□已婚有小孩  (2)□已婚沒有小孩  (3)□未婚 

IV. 教育程度：(1)□師專  (2)□師院  (3)□一般大學   

          (4)□研究所（含）以上 

V. 任教科目：(1)□導師  (2)□科任 

VI. 服務年資：(1)□4 年以下  (2)□5-10 年  (3)□11-20 年   

          (4)□21 年（含）以上 

VII. 學校規模：(1)□6 班(含)以下  (2)□7-12 班  (3)□13-24 班   

          (4)□25 班（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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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接受度調查量表計分 

【填答說明】：本問卷主要是想瞭解您對

使用「電子白板教學」的“接受度＂，請

您就實際狀況，在□擇一勾選符合您心中

程度最適答案。 

5 4 3 2 1 

非常

同意

同

意

普

通 

不

同

意 

非常

不 

同意

（一）信任 

1. 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是值得信任

的。 
□ □ □ □ □ 

2. 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是可靠的。 

 
□ □ □ □ □ 

3. 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是值得肯定

的。 
□ □ □ □ □ 

4. 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具備可信賴的

教學功能。 
□ □ □ □ □ 

5. 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能塑造高互動

的 e 化教學環境。 
□ □ □ □ □ 

（二）電子白板易用性 

1. 我認為操作互動式電子白板是很容易

的。 
□ □ □ □ □ 

2. 我認為學習操作互動式電子白板是很

容易的。 
□ □ □ □ □ 

3. 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的操作介面是

簡單明瞭的。 
□ □ □ □ □ 

4. 整體而言，使用互動式電子白板對我

來說是容易的。 
□ □ □ □ □ 

（三）電子白板有用性 

1. 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可以增加國小

學童的學習意願。 

 

                   後面尚有題項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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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可以讓學校教

學課程更有趣。 
□ □ □ □ □ 

3. 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可以配合雲端

學習的教學發展趨勢。 
□ □ □ □ □ 

4. 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可以提升互動

式教學的實施成效。 
□ □ □ □ □ 

（四）電子白板使用態度 

1. 我認為在教學課程上使用互動式電子

白板，是一個愉快的經驗。 
□ □ □ □ □ 

2. 我認為使用互動式電子白板是明智的

選擇。 
□ □ □ □ □ 

3. 我認為使用互動式電子白板是令人開

心的。 
□ □ □ □ □ 

4. 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可以打造更有

效率的 e 化教學環境 
□ □ □ □ □ 

（五）電子白板使用意願 

1. 我願意使用互動式電子白板。 □ □ □ □ □ 

2. 我願意使用互動式電子白板進行教

學。 
□ □ □ □ □ 

3. 我願意將互動式電子白板推薦給學校

同仁。 
□ □ □ □ □ 

4. 我希望以互動式電子白板為中心，規

劃、設計與辦理情境教室的相關教學

課程。 

□ □ □ □ □ 

5. 整體而言，未來我使用互動式電子白

板的意願相當高。 
□ □ □ □ □ 

  

    
※本問卷到此結束！衷心感謝您的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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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國小教師對使用電子白板接受度及影響之研究修改情形 

本研究專家效度以電子郵件方式或由研究者親自送達邀請六位相關領域專家

學者與有實務經驗的教師針對問卷內容提供意見。以下以代號表示六位專家學

者：A-陳萌智-吳鳳科技大學資管系教授，B-尤國任-南華大學資管系教授，C-凃

吉定-嘉義縣國教輔導團數學領域主任輔導員，D-沈維育-嘉義縣國教輔導團社會

領域輔導員，E-黃耿鐘-台南市新進國小校長，F-蔡志奇-台南市新嘉國小總務主

任。 

第一部分：個人基本資料 

題號 題目內容 
審查結果 

適用
部分 

修改 
刪除 

III 
婚姻狀況：(1)□已婚有小孩  (2)□已婚沒有小孩  

(3)□未婚 

意見

欄 

A：建議婚姻狀況與接受度無分析必要    

B：建議簡化問卷內容    

C：無    

D：無    

E：婚姻狀況與接受度無關，建議刪除。    

F：無    

修改 

結果 
本題刪除。 

 

第二部分：接受度調查量表 

題號 題目內容 
審查結果 

適用
部分 

修改 
刪除 (一) 

3 
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是值得肯定的。 

意見

欄 

A：與第1題意思相近    

B：無    

C：無    

D：與第1題重複    

E：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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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無    

修改 

結果 
本題刪除。 

 

題號 題目內容 
審查結果 

適用
部分 

修改 
刪除 (五) 

1 
我願意使用互動式電子白板。 

意見

欄 

A：無    

B：無    

C：教師本來就是從事教學工作，建議本題刪

除， 

   保留第2題。 

   

D：無    

E：無    

F：易與第2題產生混淆，建議保留其中1題即

可。 

   

修改 

結果 
本題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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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正式問卷 

敬愛的教育先進： 

    您好！感謝您在百忙之中填寫此問卷，令後學不勝感激！後學正在進行國

小教師對使用電子白板接受度及影響之研究。希望研究結果能作為推行電子白

板教學的參考。所以您的填答非常重要，請您就個人的實際情況回答即可。本

研究所得的資料僅供學術研究之用，絕對保密。請您放心填寫，謝謝您。 

敬祝 

闔家平安喜樂 

南華大學資訊管理研究所碩士班  指導教授  張介耀 博士

研 究 生  向建憲 敬上

中 華 民 國 103 年 4 月 

    第一部分：個人基本資料（請依個人的實際狀況在□內打勾，I-VI 題單選） 

I. 性別：(1)□男  (2)□女 

II. 年齡：(1)□30 歲（含）以下  (2)□31-40 歲  (3)□41-50 歲   

      (4)□51 歲（含）以上 

III. 教育程度：(1)□師專  (2)□師院  (3)□一般大學   

          (4)□研究所（含）以上 

IV. 任教科目：(1)□導師  (2)□科任 

V. 服務年資：(1)□4 年以下  (2)□5-10 年  (3)□11-20 年   

          (4)□21 年（含）以上 

VI. 學校規模：(1)□6 班(含)以下  (2)□7-12 班  (3)□13-24 班   

          (4)□25 班（含）以上 

後面尚有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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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接受度調查量表計分 

【填答說明】：本問卷主要是想瞭解您對

使用「電子白板教學」的“接受度＂，請

您就實際狀況，在□擇一勾選符合您心中

程度最適答案。 

5 4 3 2 1 

非常

同意

同

意

普

通 

不

同

意 

非常

不 

同意

（一）信任 

1. 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是值得信任

的。 
□ □ □ □ □ 

2. 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是可靠的。 

 
□ □ □ □ □ 

3. 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具備可信賴的

教學功能。 
□ □ □ □ □ 

4. 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能塑造高互動

的 e 化教學環境。 
□ □ □ □ □ 

（二）電子白板易用性 

1. 我認為操作互動式電子白板是很容易

的。 
□ □ □ □ □ 

2. 我認為學習操作互動式電子白板是很

容易的。 
□ □ □ □ □ 

3. 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的操作介面是

簡單明瞭的。 
□ □ □ □ □ 

4. 整體而言，使用互動式電子白板對我

來說是容易的。 
□ □ □ □ □ 

（三）電子白板有用性 

1. 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可以增加國小

學童的學習意願。 
□ □ □ □ □ 

2. 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可以讓學校教

學課程更有趣。 
□ □ □ □ □ 

後面尚有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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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可以配合雲端

學習的教學發展趨勢。 
□ □ □ □ □ 

4. 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可以提升互動

式教學的實施成效。 
□ □ □ □ □ 

（四）電子白板使用態度 

1. 我認為在教學課程上使用互動式電子

白板，是一個愉快的經驗。 
□ □ □ □ □ 

2. 我認為使用互動式電子白板是明智的

選擇。 
□ □ □ □ □ 

3. 我認為使用互動式電子白板是令人開

心的。 
□ □ □ □ □ 

4. 我認為互動式電子白板可以打造更有

效率的 e 化教學環境 
□ □ □ □ □ 

（五）電子白板使用意願 

1. 我願意使用互動式電子白板進行教

學。 
□ □ □ □ □ 

2. 我願意將互動式電子白板推薦給學校

同仁。 
□ □ □ □ □ 

3. 我希望以互動式電子白板為中心，規

劃、設計與辦理情境教室的相關教學

課程。 

□ □ □ □ □ 

4. 整體而言，未來我使用互動式電子白

板的意願相當高。 
□ □ □ □ □ 

 

 
 

 

 

 

 

 

※本問卷到此結束！衷心感謝您的幫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