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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本章共分為四節，分別敘述研究動機與目的、待答問題與

研究假設、重要名詞詮釋、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21 世紀是一個學習型社會 ( learning socie ty)，也是知識經

濟（ knowledge  economy）的世紀，資訊的快速增長讓資訊的

管理成為重要議題，而知識的獲取、累積、加值、創新與應用

儼然已被視為現代人能否成功的關鍵能力。端視台灣的教育現

場，以國民中小學教師而言，自 91 年開始實施新課程，其重

視過程的學習、重視每個教育現場個別的需求、重視課程的研

發、創新、適性、統整，因此，教師能否有效的收錄、整理、

研發與運用良好的學習素材，進行合宜的教學活動，成為教師

的關鍵能力。  

不可諱言，近年來社會各界對教師教學的期許更深了，希

望教師培養孩子帶得走的能力、期待教學富有省思批判、期待

教師進行研究創發、期待教師在課程、教材、教學方式、教學

活動上呈現更多元豐富的面貌，教師的角色已從傳統的傳道、

授業、解惑，延伸到課程的設計、主動的研究、專業的發展、

能力的引發、協同的合作等多樣的角色。值此，教師能否擁有

或建立豐富的教學資料庫，主動蒐集、整理、運用資料，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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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到教學的成效。  

基於今日教師在教學創新與課程研發需要上的殷切，不少

學者提出運用教學資源網的對策（吳金銅， 2000；陳啟展  ，

2002；周秀芳， 2004；張雅珍， 2004），期望藉知識帄台的建

置，促進學習社群 ( learning communi t ies)的建立，如此亦可降

低教師們面對新課程的孤寂與無助感。學者普遍認為教師對教

學資源網的知覺與運用，具有幫助教師知識管理、促進教師情

誼、增進專業互動、發展學校課程與促進學生學習等功能（孟

令政，1998；陳啟展，2003；陳素懷， 2003）。更有研究直指，

建立共通的教學帄台，讓教師能彼此交換、分享教學資源是時

勢所趨（周秀芳， 2004；葉寶玉， 2002）。  

本市為減緩教師課務準備的負擔，並帶動教學創新與研發

的風尚，自 93 年度貣，委請本市教育局網路中心（以下簡稱

市網中心）依據教育部的規範，建置本市九年一貫教學資源網

站（以下簡稱教學資源網），開創之初，辦理 16 場次的推廣研

習活動，並函請各校將本市教學資源網的網站介紹訂為各校的

校內研習項目，同時商請本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將對教學資源

網的介紹與數位化教學資源的運用，當作是年度輔導主軸之

ㄧ，為了解教師是否知悉本資源網，並進一步瞭解是藉由哪些

管道知悉，以作為未來辦理推廣活動與行政運作之參照，因此

頇進行了解，此乃研究動機之一。  

教學系統及教材的標準化，教材與資料共享、共用，是未

來發展的方向 (黃仁竑， 2002)。本市在推展教師數位化教學資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E9%99%B3%E5%95%9F%E5%B1%95&field=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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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分享與促進教師專業成長上不遺餘力，除積極改善教學資源

網上傳環境外，並制定上傳獎勵與審查相關計畫，組織國中小

各領域教學資源審查小組，以具體的行動來支援教師分享教學

資源。實施至今，教師們上傳分享教學資源數量極為龐大，看

似呈現非常活絡的景象，本市教學資源網似已獲得本市教師廣

大的迴響，為檢核今（ 96）年執行績效是否達成「 50％以上教

師聽說過本教學資源網」的年度目標，探究教師對教學資源網

實際的知覺，因此頇進行了解，此乃研究動機之二。  

本市教學資源網自 93 年 12 月 24 日運轉至今，已歷時三

年。按理來說，各校應該已經辦理過校內進修推廣活動，而教

師也已熟稔資源上傳的方法，並發展出資源上傳與分享的實際

行動，本年度執行目標訂定執行為 10％以上教師知道如何上

傳與分享教學資源，為探究教師對教學資源網實際運用的情

形，以了解是否達成績效目標，因此頇進行了解，此乃研究動

機之三。  

教學資源網是否有存在的價值，端視它能否吸引教師、能

否讓教師主動運用。而由帄台的建立到教師實際的上傳行動，

實有極大的距離。近年來，從中央、各縣市政府甚至各校，均

先後推動了類似的知識帄台，但大都發展有限，甚至最後淪為

知識墳場。此固與教師團體尚未建立教學資源分享的文化有

關，但設計不良、使用不便、網站本身不夠親和、資源未經過

審查、資源可用性不高、缺乏鼓勵教師上傳資源的獎勵機制，

應該都是無法吸引教師上傳資源的關鍵因素。為檢視本市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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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網的設計、教師資源上傳獎勵制度與資源審查制度是否發

揮功效，實有進行了解的必要，以作為網站維運與制度修訂的

參照，此乃研究動機之四。  

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會影響到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

運用，不同的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又各自有異，因此，歸

納、蒐集、比較各項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層面，變得極為

重要。藉由教師在教學資源網的知覺，對運用教學資源網的調

查研究，可以提供各教學資源網站的設計單位往後發展的參

照，因此，研究者認為，本研究具有實用的價值，此乃研究動

機之五。  

本研究欲探究的部分是在臺中市國民中小學當中，不同背

景變項的教師，在本市建置教學資源網並推動教師教學數位化

資源上傳獎勵制度、數位化教學資源審查制度等機制與辦理多

場次推廣研習之努力下，教師對臺中市教學資源網的實際知

覺；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的實際現況；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

覺與運用教學資源網的關係。以作為教師、學校行政人員、教

育行政單位，推動教學資源分享與促進教師專業成長之參照。 

貳、研究目的  

教學資源網站的建置與推廣，在各界殷切期盼學校能發展

特色課程、建立學校特色的今天，深富意義。本研究之目的，

即在探究教學資源網與運用教學資源網之間的關係，並且探討

教學資源網、運用教學資源網，是否會因背景變項之不同而有

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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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而言，本研究有下列的目的：  

一 、 瞭 解 國 中 小 教 師 對 教 學 資 源 網 的 知 覺 與 運 用 教 學 資 源

網之現況。  

二 、 探 討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 性 別 、 年 資 、 學 歷 、 學 校 類 型 、

學 校 規 模 、 認 識 經 驗 、 認 識 管 道 ） 之 國 中 小 教 師 ， 其

對 教 學 資源 網知 覺 的 差異 情形 。  

三 、 探 討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 性 別 、 年 資 、 學 歷 、 學 校 類 型 、

學 校 規 模 、 認 識 經 驗 、 認 識 管 道 ） 之 國 中 小 教 師 ， 其

運 用 教 學資 源網 的 差 異情 形。  

四 、 探 討 國 中 小 教 師 對 教 學 資 源 網 的 知 覺 與 運 用 教 學 資 源

網 之 間 的關 係。  

五 、 探 究 國 中 小 教 師 教 學 資 源 網 的 知 覺 對 運 用 教 學 資 源 網

的 預 測 作用 。  

根據文獻資料及研究發現，針對如何提高國中小教師對教

學資源網的知覺與運用教學資源網的行為提供各種建議。  

第二節  待答問題與研究假設  

壹、待答問題  

根據前述的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之待答問題如下：  

一 、 國 中 小 教 師 對 教 學 資 源 網 的 知 覺 與 運 用 教 學 資 源 網 之

現況如何？  

二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 性 別 、 年 資 、 學 歷 、 學 校 類 型 、 學 校

規 模 、 認 識 經 驗 、 認 識 管 道 ） 之 國 中 小 教 師 在 教 學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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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網的知覺上是否具有顯著差異？  

三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 性 別 、 年 資 、 學 歷 、 學 校 類 型 、 學 校

規 模 、 認 識 經 驗 、 認 識 管 道 ） 之 國 中 小 教 師 在 運 用 教

學資源網上是否具有顯著差異？  

四 、 國 中 小 教 師 在 教 學 資 源 網 的 知 覺 與 運 用 教 學 資 源 網 上

是否具有預測作用？  

五 、 國 中 小 教 師 在 教 學 資 源 網 的 知 覺 、 運 用 教 學 資 源 網 之

間是否具有相關？  

貳、研究假設  

根據上述待答問題，本研究提出下列具體假設：  

假 設 一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國 中 小 教 師 在 教 學 資 源 網 的 知 覺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1-1 不 同 性 別 之 國 中 小 教 師 在 教 學 資 源 網 的 知 覺 各 層 面

及 整 體 上有 顯著 差 異 。  

1-2 不 同 任 教 年 資 之 國 中 小 教 師 在 教 學 資 源 網 的 知 覺 各

層 面 及 整體 上有 顯 著 差異 。  

1-3 不 同 學 歷 背 景 之 國 中 小 教 師 在 教 學 資 源 網 的 知 覺 各

層 面 及 整體 上有 顯 著 差異 。  

1-4 不 同 學 校 類 型 之 國 中 小 教 師 在 教 學 資 源 網 的 知 覺 各

層 面 及 整體 上有 顯 著 差異 。  

1-5 不 同 學 校 規 模 之 國 中 小 教 師 在 教 師 對 教 學 資 源 網 的

知 覺 運 用各 層面 及 整 體上 有顯 著 差 異。  

1-6 不 同 認 識 經 驗 之 國 中 小 教 師 在 教 學 資 源 網 的 知 覺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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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 面 及 整體 上有 顯 著 差異 。  

1-7 不 同 認 識 管 道 — 校 內 研 習 之 國 中 小 教 師 在 教 學 資 源

網 的 知 覺各 層面 及 整 體上 有顯 著 差 異。  

1-8 不 同 認 識 管 道 — 本 市 研 習 之 國 中 小 教 師 在 教 學 資 源

網 的 知 覺各 層面 及 整 體上 有顯 著 差 異。  

1-9 不 同 認 識 管 道 — 同 僚 推 薦 之 國 中 小 教 師 在 教 學 資 源

網 的 知 覺各 層面 及 整 體上 有顯 著 差 異。  

1-10 不 同 認 識 管 道 — 自 我 學 習 之 國 中 小 教 師 在 教 學 資

源 網 的 知覺 各層 面 及 整體 上有 顯 著 差異 。  

假 設 二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國 中 小 教 師 在 「 運 用 教 學 資 源 網

量 表 」 上 有 顯著 差 異 。  

2-1 不 同 性 別 之 國 中 小 教 師 在 運 用 教 學 資 源 網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2-2 不 同 任 教 年 資 之 國 中 小 教 師 在 運 用 教 學 資 源 網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2-3 不 同 學 歷 背 景 之 國 中 小 教 師 在 運 用 教 學 資 源 網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2-4 不 同 學 校 類 型 之 國 中 小 教 師 在 運 用 教 學 資 源 網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2-5 不 同 學 校 規 模 之 國 中 小 教 師 在 運 用 教 學 資 源 網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2-6 不 同 認 識 經 驗 之 國 中 小 教 師 在 運 用 教 學 資 源 網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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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不 同 認 識 管 道 — 校 內 研 習 之 國 中 小 教 師 在 運 用 教 學

資 源 網 上有 顯著 差 異 。  

2-8 不 同 認 識 管 道 — 本 市 研 習 之 國 中 小 教 師 在 運 用 教 學

資 源 網 上有 顯著 差 異 。  

2-9 不 同 認 識 管 道 — 同 僚 推 薦 之 國 中 小 教 師 在 運 用 教 學

資 源 網 上有 顯著 差 異 。  

2-10 不 同 認 識 管 道 — 自 我 學 習 之 國 中 小 教 師 在 運 用 教

學 資 源 網上 有顯 著 差 異。  

假 設 三 ： 國 中 小 教 師 在 教 學 資 源 網 的 知 覺 、 運 用 教 學 資 源

網 之 間 各 層 面及 整 體 有 顯 著相 關 。  

假 設 四 ： 國 中 小 教 師 對 教 學 資 源 網 的 知 覺 對 運 用 教 學 資 源

網 有 顯 著 預 測作 用 。  

 第三節  重要名詞詮釋  

茲將本研究中所涉及重要名詞之概念性與操作型定義，分

述如下：  

一 、 國 中 小 教 師 （ elementary and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本研究所稱之國中小教師，係指 95 學年度任職於臺中市

公立國中的教師，包含正式教師、代理教師、代課教師、實習

教師。本研究以臺中市之國民中小學教師為取樣對象。以下以

「國中小教師」簡稱之。  

二、教學資源網（ instructional resource web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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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教學資源網」定義為：教學資源網係運用網際

網路於教學的一種方式，建置者不限於公家機關、學術單位或

是個人，為促進教學活化與資源共享，特分析教學者的需求，

應用網路及多媒體之特性，收錄與統整相關數位化教學資源，

並進行系統的分類與管理，所建置的教學相關資源服務網站。

本研究所稱之教學資源網僅限於臺中市教育局網路中心建置

的「臺中市九年一貫教學資源網」。  

三 、 教 學 資 源 網 的 知 覺 （ perception of instructional 

resource websites）   

本研究將「教學資源網的知覺」定義為：臺中市合格教師、

代理（代課）教師、實習教師對本市教學資源網資源分享的知

覺、網站運作的知覺與參與感受的知覺。  

本研究以國中小教師在研究者自編「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

源網的知覺量表」上之得分代表之。得分愈高，代表受詴教師

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愈高。   

三 、 運 用 教 學 資 源 網 （ applications of  instructional 

resource websites）   

本研究將「運用教學資源網」定義為：臺中市合格教師、

代理（代課）教師、實習教師上傳教學資源、下載教學資源、

將教學資源運用到課程準備、課程實施、評量或衍生出創作新

的教學資源等 . .的行為。本研究以國中小教師在研究者自編「國

中小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量表」上之得分代表之。得分愈高，

代表受詴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的情形愈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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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以下分述本研究之研究範圍與限制，在推論本研究之研究

結果時需加以留意。  

壹、研究範圍  

一、尌研究地區而言：  

本研究以臺中市為取樣範圍。  

二、尌研究對象而言：  

本 研 究 以 臺 中 市 95 學 年 度 公 立 國 中 小 教 師 為 母 群 體

（ populat ion）進行抽樣。  

貳、研究限制  

一、尌研究對象而言：  

（一）本研究受限於時間、人力與物力上的限制，僅

以臺中市之公立國民中小學教師為研究範圍，故研究結果

若要推論至全國及私立學校，可能受到限制。  

（二）本研究之抽樣，係以本市的國中小學，實施隨

機抽樣，故在教師背景變項：性別、任教年資、學歷背景、

擔任職務、學校類型、學校規模、認識經驗、認識管道等

方面，無法很精準的依照比例帄均抽樣，因此，在推論與

解釋上應更嚴謹。  

二、尌研究變項而言：  

影響學校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的因素很多，如學校組織效

能、學校文化、組織氣氛、教師資訊運用的能力、教師人格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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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教師成尌動機 . .等。本研究僅尌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

作為中間變項，因此在推論時，宜考慮此項變項的差異，僅限

於推論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與運用教學資源網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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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的目的在探究臺中市國中小教師對 教學資源網的

知覺與實際運用教學資源網，是否會因教師性別、年資、學歷、

學校類型、學校規模、認識經驗與認識管道之不同背景變項而

有顯著差異。為釐清研究主題，建立研究架構，本章乃針對與

本研究相關之文獻進行探討。  

本章將分三節討論，首先，探討教學資源網的涵義與相關

研究；其次，探討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對教學資源網的

運用與相關研究；復次，探討教育部教學資源網。  

第一節  教學資源網的涵義與相關研究  

本節旨在探討教學資源網的涵義及教學資源網的功能。  

壹、  教學資源網（ instruct ional  resource  websi te s）的涵義  

資訊時代的來臨、網際網路的便捷，使得教學環境產生質

變，由傳統的教師和教科書為中心，轉變為以學生和資源為中

心，值此，教學資源的提供，即有了迫切性，各式各樣的教學

資源網也孕育而生，其方便性與功能性也逐漸展現。本部份即

詴尌教學資源網的定義、內容、性能、功用，來探究教學資源

網的涵義。  

一、教學資源網的定義  

國內許多教育機關團體、專業社群所開發的教育資源網

站，不乏命名為教學資源網的，但觀察分析國內外文獻對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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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網的定義卻頗為分歧。我 國 近 年 來 有 關 教 學 資 源 網 名 稱

的 論 述 上 ， 不 乏 各 種 稱 謂 ， 舉 凡 教學資源網、網路教學資料

庫、網路教學資源庫、網路教學資源中心、教材庫管理系統、

資源知識庫、教學網路資料庫、教學資源應用網 … . .等（王宜

珍， 1999；林燕珍， 2003；林燕珍、徐新逸、黃亞萍， 2004；

許德輝， 2001；葉寶玉， 2002；林振欽， 2003；楊錦潭、莊宛

毓， 2003；蔡俊彥， 2003），不勝枚舉。  

許德輝（ 2001）從 資 源 提 供 的 角 度 切 入 ， 認為教 學 資 源

網 是利用網際網路的資源和功能，提供各項資源和活動，以促

進教與學的全球資訊網站。它是全球資訊網在教學應用上的一

種方式，此種方式可將教師的觸角延伸至世界的各個角落，提

供各地相關教師交流分享的管道，更可為學生提供更多、更

廣、更新的教材。陳啟展（ 2003）認為教 學資 源網 可定位為網

路的教學資源中心，是一個虛擬的網路，以提升教師教學效能

為目的，應用網路及多媒體特性，提供教師教學時之教材資

源。楊宏達（ 2006）認為，教學資源網站是藉由網路，提供教

師教學時所需的教材資源（教學設計、教材製作、媒體使用）

及各種教學服務（包括教學諮詢、教學評鑑、教學方法應用），

目的在於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習成效。羅鳳珠（ 2001）將教學資

源網站譬喻為多功能的教育資源超級市場，強調以「網路教學

資源中心」的概念建置教學網站與教學素材資料庫，以「購物

中心」或「超級市場」的管理方法將知識素材作有效的分類與

管理，在「顧客自主」、「教學自主」、「學習自主」的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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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因材施教」的學習機制。綜上所述，無論是強調網際網

路無遠弗屆的特質，或是網站強大的分類與管理的功能，亦或

強調對教學效能的增進，皆以系統管理與資源統整的功能為要

述。  

綜 合 上 述，研究者 將 教 學資 源網 定 義 為：教學資 源 網 係

運用網際網路於教學的一種方式，建置者不限於公家機關、學

術單位或是個人，為促進教學活化與資源共享，特分析教學者

的需求，應用網路及多媒體之特性，收錄與統整相關數位化教

學資源，並進行系統的分類與管理，所建置的教學相關資源服

務網站。  

二、教學資源網的內容  

教學資源網的建置是為了教學資源的交流和分享，並進而

促使教學資源在質與量上的發展（陳啟展， 2003）。在網際網

路上現成的、可以蒐集得到的、能提供為教師應用於教材設計

及教學活動中的資源繁多，包括網頁內容、音樂、圖片、動畫、

影片、線上測驗、題庫、網路教學視訊、遊戲程式、共享或公

用的軟體與程式 . .等。教師若加以適當的篩選，賦以新意，往

往可成為極佳的教學輔助材料，甚至可收畫龍點睛之效。  

各各領域對教學資源網內容的需求不盡相同，但宜掌握如

我國學者羅綸新（ 2005）所說的「適切性」、「吸引力」、「正

確性」、「時效性」、「客觀的立場」等原則。張雅珍（ 2004）

從教學設計觀點探討國中國文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站需求，內容

包含： 1.延伸閱讀資料； 2.教學活動設計； 3.多媒體教材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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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影音資源簡介； 4.國語文競賽資料； 5.評量詴卷與表單； 6.

相關研習訊息與教育新知； 7.觀摩教學影片； 8.各版本教材目

次； 9.國語文領域專家資料庫； 10 .智慧財產權法令介紹等十

項。鍾天正  、曾淑惠（ 2002）從網路教材資源應具備的特性

切入，認為應： 1 .有良好的課程管理系統； 2.避免夾帶太大的

視訊及音訊； 3.具有親和力的使用介面； 4.課程教材的設計要

有專家學者的參與或指導；5.課程教材內容充實、精確、專業、

獨特； 6 .教材架構嚴謹，富邏輯性，又不失趣味性； 7.有彈性

互動的課程考詴題庫； 8 .有實際的教學行為呈現； 9.有互動式

的教學環境； 10.資料要經常更新維護； 11.能讓教師輕鬆地從

事教學活動與製作課程教材。黃靜怡（ 2003）以台北縣為例，

調查使用者對縣市層級教學資源網站的需求，其指出： 1.在內

容 方 面 需要 教學 網 站 應提 供整 合 性 質之 資源 ； 2.作 品 分 享場

域；3.研習資訊與線上課程；4.相關網站連結；5 .輔導團訊息；

6 .人才資料庫等六項。  

綜合上述，教師對教學資源網內容的要求，重在豐富、易

於檢索與下載的教學資源、兼具專業性與趣味性、易於後製作

且無著作財產權問題、有教學範例、有審查機制、內容正確、

有互動的考詴題庫、線上學習機制、有相關教學網站連結 . .等。 

三、教學資源網的性能  

網路上的資源紛陳，缺乏管理與更新，造成搜尋篩選的費

時費力，故而網路教學資料庫的建立有其必要性 （葉寶玉 ，

2002）。許多研究者從資源品質與資源流通的角度提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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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朝盟、趙美惠（ 2000）認為應經營顧客導向與知識管理導向

的網站，網站的管理要符合 3 原則： 1.清晰的目標、審慎的規

劃； 2.網站的內容具有整體的一致性，各種網頁編排、色彩 . .

要保持一貫且獨特的風格； 3.易於搜尋。張雅珍（ 2004）認為

好的教學網站應包含： 1.下載教學資源； 2.資源檢索功能； 3.

專家諮詢； 4.教學相關之網路資源介紹與連結； 5 .定期更新資

訊並註明日期； 6 .互動討論區； 7 .上傳資源品質的審核制度；

8 .上傳教學資源； 9.教學資源的等級評比與註記； 10.各項教學

資源使用的人數統計等十項。林福美（ 2001）認為需依教師需

求優先提供 1.最新活動自動化通知服務； 2.下載教學資源； 3.

依主題或年級分類的資源檢索功能 ； 4.線上進修   等四項功

能，且不同的教學資源項目，應有不同的評鑑規準，以維教學

資源的品質。  

許德輝（ 2001）從系統建置的觀點提出：教學資源網站的

建置，應該依循「分析、設計、製作、評鑑」之組織化、系統

化的設計發展模式；在系統上制定通用之 XML 格式﹔結合「樣

板、資料庫、與 XML 技術」開發網站功能﹔以「成果、實務、

理論」做為使用經驗的流程﹔提供班級社群功能﹔對上傳資源

提供搜尋檢索服務﹔使用套裝軟體開發系統功能﹔以及加強

網站內容與學科內容的結合。來加強系統化教學網站的開發。 

周珍伊（ 2006）指出，教師最注重資源網站的內容與人機

介面。教導不同程度學生的 教師們對專業資訊的需求也有不

同，建議資源網站應讓其使用者進行評鑑，且檢視內容是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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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個人專業知識成長與符合使用者的需求。羅綸新（ 2005）認

為，可依「網路畫面安排」、「應因效果」、「互動效果」、

「學習者控制」等四個項度來評鑑教育網站的性能，以維網路

的品質。  

綜合上述，教學資源網站的開發應注重教師的需求，以系

統的管理，強化的上傳、審查、檢索與下載的機制，數位教學

資源交換規格機制，以增加教學資源的有用性與網站使用的易

用性，另，社群功能的開發、與網站的互動性、相關教學網站

的連結、檢核與評比系統的建置，均為可資考量的性能。  

四、教學資源網的功用   

許多研究者均指出 ，教師常苦於許多網站 缺乏管理與更

新，造成資料搜尋篩選的費時費力，故而網路教學資料庫的建

立有其必要性（許德輝， 2001；葉寶玉， 2002；徐新逸、林燕

珍， 2003；謝亞屏， 2002）。許德輝（ 2001）認為，建置「教

學資源網站」是極有益並具有彈性的作法。藉此，教師得以運

用全球資訊網的資源、多媒體的學習內容、相關資源連結與利

用網路進行互動，其打破時空限制的各種學習方式及活動，可

將教學資源網站營造成為一個理想的線上學習環境。  

學者們普遍教學資源網的功能並認為建置教學資源網，系

統的管理教學資源有其必要性，且為時勢所趨（林菁， 1999；

許德輝，2001；許德輝，2001；葉寶玉，2002）。許德輝（ 2001)

整理相關文獻歸納出教學資源網站可包含： 1.主題相關之網路

資源介紹與連結； 2.  呈現與提供使用者的意見回饋與討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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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 3.  提供相關活動的聯絡管道； 4.  相關教學資源之整理

與呈現； 5.  提供相關時事與新資訊； 6.  提供教學指引與輔助

工具； 7.  呈現教學成果與作品。吳鬆亮（ 2004）針對 8 個國

小教學網站或開放性教學帄台做功能支援程度調查，歸納出教

學網站的功能包括： 1.學習管理的功能服務； 2.學習輔助的功

能服務； 3.評量 /成績管理的功能服務； 4.社群互動的功能服

務； 5.教學管理的功能服務； 6.站務管理的功能服務等 6 項。

祝勤捷（ 2002）建議網站應具備 1.網站資料查詢； 2.相關資料

連結；3.最新公告；4.導讀；5.教學問答區；6.學習討論區；  7 .

單元主題系列介紹； 8 .學習單下載； 9 .網站導覽（  地圖式）；

10 .討論區（  線上及時交談）； 11 .學習留言板； 12.遊戲區；

13.資料上傳； 14 .線上問卷； 15.線上評量等功能，來幫助使用

者學習或使用網站。  

綜上可知，教師期望教學資源網支援的功能，包括 1.教材

展示； 2.學習資料分享交流； 3.搜尋引擎； 4.相關網站連結；

5 .教材內容下載；6.討論區；7.教材管理工具；8 .教材共享資源

中心； 9.站務訊息公告； 10.  網站使用說明； 11.學員基本資料

修改； 12.訪客留言版。  

貳、教學資源網的相關研究  

我國近年來，對於教學資源網的研究，質化與量化的研究

兼具，茲彙整臚列如表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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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我國近年來有關教學資源網之研究 

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取樣人數       研  究  結  果 

周 珍 伊

2006 

英語教學資

源網站評估

指南之研究 

問卷調查法 以 59 位小

學教師、34

位 中 學 教

師、及 23

位大學教師

為取樣對象 

1.制定以建置者的專業、資源網站的

內容、資料來源與更新、以及人機介

面等四個向度的英語教學資源網站

評估指南。 

2.教導不同程度學生的英語教師對

專業資訊的需求不同。 

呂 郁 原 

2005 

國小藝術與

人文教學資

源網站之建

置－以臺北

縣雙和區為

例 

問卷調查法 以 台 北 縣

雙和區 53

所 中 小 型

國小 949位

的校長、主

任、教師為

取樣對象 

1.完成該區藝術與人文教學資源網站 

2.結合互動式的網路技術對藝術交

流、欣賞、創作和藝術資源整合有助 

3.無版權的開放式內容管理系統其功

能符合教學所需，可推廣運用於校園

教學網站，也適用於各領域的教學網

站建置。 

周 秀 芳 

2004 

九年一貫課

程教學資源

中心建置之

研究－以台

北市國民中

學為例 

個案研究法 以 台 北 市

公 立 國 民

中 學 之 教

師 為 取 樣

對象 

1.教師對蒐集資料管道、教學新知與

網路資源教材需求甚殷。 

2.教師認同教學資源中心多元化網路

資源服務 

 

 

 

 

 

 

續表 2-1-1 我國近年來有關教學資源網之研究 

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取樣人數       研  究  結  果 

黃 靜 怡

2003 

縣市層級教

學資源網站

個案研究法 

深度訪談 

以 台 北 縣

九 年 一 貫

1.使用者對縣市層級教學資源網站的

需求，在內容方面：提供整合性的資

javascript:submitForm('2')
javascript:submitForm('2')
javascript:submitForm('2')
javascript:submitForm('2')
javascript:submitForm('2')
javascript:submitFor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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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與管理

研究--以台

北縣為例 

EasyGo 教

學 資 源 網

站 為 分 析

取 樣 對 象

訪 談 學 校

教師、行政

人員、教育

局人員、北

縣 輔 導 團

成 員 及 學

者 專 家 等

共 24人。 

源、作品分享、研習資訊、線上課程、

相關網站連結、輔導團訊息及人才資

料庫；在服務需求方面：友善之介面、

搜尋與檢索、線上諮詢與互動、訊息

即時更新等四項。 

2.受訪者認為 EasyGo 網的優點為提

供全縣教學資源共享之帄台、內容獲

大多教師肯定、網頁框架具一致性。

然網站缺乏多媒體動態資料、連結之

網站未分類、較缺乏與使用者互動等。 

3.EasyGo網的困境：缺乏專責單位負

責、稿源不足且缺審稿機制故內容品

質不穩、著作權之規範欠缺影響投稿

意願及網站知名度有待提升等。 

梁利吉 

2003 

國中科學教

師對化學教

學資源網站

需求之研究 

問卷調查法 以北、中、

南、東四區

349 位國中

教 師 為 取

樣對象 

1.不同學校的教學方式及網路素養的

教師在教學資源網需求以教學資源資

料豐富最多；不同任教學校所在地有

顯著差異:偏遠地區的教師顯著偏

高；合科教學教師顯著較分科教學的

教師高；網路素養「很好」的教師，

顯著偏高；「待學」的教師，顯著偏

低。 

2.不同任教學校所在地及是否擔任過

九年一貫領域課程的教師在資源網站

能提供「科學及技術新知」項目上有

顯著差異:都會區的教師，顯著偏高；

郊區的教師，顯著偏低；不曾擔任過

九年一貫的教師的百分比顯著高於曾

擔任過九年一貫課程的教師。 

3.教師專業能力足堪來推行教學資源

網發展，也贊成推動教學資源網發展。 

績表 2-1-1 我國近年來有關教學資源網之研究 

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取樣人數       研  究  結  果 

祝 勤 捷

2002 

國 小 自 然

科 教 學 網

站 內 容 與

介 面 設 計

問卷調查法 

訪談法 

德懷術 

國小自然

科教師為

取樣對象 

1.教師對地科類的教材教學最感困

難，且認為科學知識性、不易觀察或

抽象的教材，適合以全球資訊網支援

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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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指 標

之研究 

2.國小自然科教學網站應具備網站資

料查詢、相關資料連結、最新公告、

導讀、教學問答區、學習討論區及單

元主題系列介紹等七項功能。 

3.教師對於許多通用的介面設計感到

困惑，對於美工視覺的要求甚高。顯

示出教師仍屬於初級的網站使用群。 

4.教師對於理論性的內容不感興趣，

而範例教案、實例解說以及學生作品

等內容對於實際教學的助益較大。 

陳 啟 展 

2002 

國 小 高 年

級 自 然 與

生 活 科 技

領 域 教 學

資 源 網 站

製作 

實徵研究法 以研究者

服務國小

高年級教 

師與學生

為取樣對

象 

1.依系統化教學設計之分析、設計、

製作與發展及評鑑等步驟，發展出適

合國小高年級學習的課程，以及教師

能使用之教學資源。 

2.設計、發展完成並評鑑一個教學資

源網站。 

許 德 輝 

2001 

批 判 與 創

造 思 考 教

學 資 源 網

站 發 展 製

作之研究 

實徵研究法個

案研究法 

訪談法 

以不同資

訊素養的

國中 3 名

教師為取

樣對象 

1.以系統化設計的模式（分析、設計、

製作與評鑑），建置批判與創造思考

教學資源網站。 

2.資料庫設計方式會影響搜尋系統的

複雜度與功能。 

張 明 敏

2001 

網 路 教 學

網 站 之 營

運 策 略 與

關 鍵 因 素

之探討 

個案訪談及問

卷調查法 

以網路教

學業界與

學界為取

樣對象 

1.學界認為網路教學的相關技術尚有

待加強。 

2.網站建置應提供學習者一個具高度

使用者親和力的學習環境。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綜上可知，目前各級學校組織，在有關教學資源網的研究

上並不豐富，但普遍對教學資源網的功能持正向的看法，且認

為運用教學資源網對教師的備課、教學活動的進行、教學效能

的提升有助益，因此，似可深入的進行了解，此方面應有探究

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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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運用的關係與相關研究  

本節旨在探討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與運用的涵義、理

論基礎及相關研究。  

壹、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知覺、運用的相關理論  

一、  理性行為模式  

理性行為模式（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  TPB）係 1967

年由 Ajzen & Fishbein 所提出，其認為決定個人是否採行某特

定行為，最重要且直接的變因是「行動意圖」，行為的意圖愈

強，代表可能從事該行為的機率愈高。其理論模式如圖 2-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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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 理性行為理論模式 

資料來源： Understanding Attitudes and Predicting Social Behavior, by I. Ajzen,& 

M. Fishbein, 1980, Dorsey Press. 

Fishbein  ＆  Ajzen 對有關相關變因提出說明： 1.行為意

圖：行為意圖係指個人想從事某種行為的行動傾向，行為的意

圖愈強，代表其從事該行為的可能性愈高； 2.對行為的態度：

態度是指個人對其所從事之特定行為所可能導致的結果及其

對評價好壞所做的判斷； 3.主觀行為準則：係指社會對於個人

從事某特定行為與否給予的壓力。亦即，個人從事某一特定行

為時，感受到其重要參照群體是否支持他或同意他。  

Ajzen  & Fishbein 認為，行為有時受社會環境壓力的影

響，大過於受個人態度的影響。依郭鴻達（ 2002）對主觀行為

準則的詮釋，主觀行為準則受到他人或團體對於個人使用行為

的意見，與個人依從的意願所影響，當社會的壓力愈大或個人

順從的意願愈高時，主觀行為準則的影響愈強，行為意圖受到

行為信念與 

結果評價 

主觀行為 

準則 

規範信念與 

依從動機 

對行為的 

態度 

度 

 

行為意圖 

 

實際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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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也愈大。反之，主觀行為準則的影響強度愈低，行為意

圖受到的影響尌愈低。  

二、計劃行為理論模式  

計劃行為理論係 Ajzen  （ 1985），為使理性行動理論模

式更加周延所作的修正，其不同點在於計劃行為理論對於行為

意圖的預測上，另增加認知行為控制的變因，各變因的關係如

圖 2-2-2 所示：  

 

 

 

 

 

 

圖 2-2-2 計劃行為理論模式 

資料來源：Attitudes, Personality, and Behavior, by Ajzen, I., 1988, Dorsey Press. 

Ajzen（ 1988）對有關相關變因提出說明： 1.認知行為控

制：影響認知行為控制的因素可分為內在因素與外在因素。內

在因素如個別差異、資訊、技術能力、行為的意志力 . .等；而

外在因素則如時間和機會的限制、對他人的依賴 . .等。有些內

在因素是可以經由訓練或學習而降低其影響力的，如透過資訊

能力的培養，可以增強其使用電腦的行為能力；外在因素通常

只會導致暫時性的行為意圖改變，如缺乏時機學習時，可以暫

緩或另覓適當時機。但當多次的努力或嘗詴均失敗後，即可能

 

行為意圖 

 

實際行為 

對行為的態度 

主觀行為準則 

 

認知行為控制 

外部變數 

對事物的信念 

對事物的態度 

情境變數 

工作特性 

人格特質 

人口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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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個體的行為意圖改變。認知行為控制對行為的影響是「間

接」的，即認知行為控制透過行為意圖間接影響行為 (引自郭

鴻達， 2002)。  

但如圖 2-2-2 所示虛線部份所示，認知行為控制和行為之

間也可能存在著直接影響的關係，此指當人覺得有足夠的控制

力時，則可能產生實際的行動  (賴蕙君， 2000)。  

三、科技接受模式  

科技接受模式（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  TAM）係

Davis 於 1989 年提出，其以「理性行為理論」為基礎，針對科

技使用行為而加以分析，發展出較簡化而有效的行為模式。其

提出「知覺有用性」和「知覺易用性」兩個主觀的態度決定因

素，另外，模式中還包括外在變因。科技接受模式如圖 2-2-3： 

 

圖 2-2-3 科技接受模式 

資料來源：User Acceptance of Computer Technology: A Comparison of Two 

Theoretical Models, by Davis. & Warshaw, 1989 , Management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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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s（ 1989）對有關相關變因提出說明： 1 .知覺有用性：

對知覺有用性的定義是「使用者主觀的認為使用某一種科技系

統，會對他的工作表現與未來有幫助」。亦即當使用者知覺到

對其現在表現或未來發展有助益時，使用者會對系統抱持正向

的態度，強化其使用對系統使用結果的正面評價； 2.知覺易用

性：使用者認知到學習使用某一特定科技系統的容易程度，亦

即，當使用者知覺到要學習熟悉使用一項新系統時，自己感覺

難或易的程度。當使用者對系統使用知覺易用性愈高，代表使

用此系統時，愈易學或知覺系統使用困難度不高； 3.當知覺易

用 性 愈 高 ， 則 知 覺 有 用 性 的 程 度 也 會 愈 高 （ 引 自 吳 明 隆 ，

2004）。  

四、科技接受模式之修正  

科 技 接 受 模 式 之 修 正 （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  

TAM）係 Venkatesh 於 2000 年提出，其認為省略「態度」變

因，可幫助我們更了解「知覺有用性」與「知覺易用性」對「行

為意圖」的關係，科技接受模式之修正如圖 2-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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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4 修正之科技接受模式 

資料來源：A theoretical extension of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Four 

longitudinal field studies, by Venkatesh ＆ Davis., 2000, Management Science. 

已有學者驗證，「知覺有用性與知覺易用性」可以直接預

測「行為意圖與行為」（ Venkatesh  ＆  Dav is， 2000）。而我

國學者吳明隆（ 2004）認為，修正後的科技接受模式有以下特

點： 1.「知覺有用性」與「知覺易用性」等二項變因，決定了

使用者行為的意圖，進而影響使用者實際使用的情形； 2.在資

訊科技使用的歷程中，外在變因與知覺易用性直接影響知覺有

用性。不論是有用性的認知或易用性的覺察，外在變因是個重

要的影響變因； 3 .使用者使用行為的意圖，決定了使用者實際

使用行為，修正後的 科技接受模式與原來的科技接受模式對

照，減少了「使用態度」變因，雖較易解市使用者資訊接受行

為，但似忽略了中介歷程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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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與運用的涵義  

一、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  

（一）知覺的涵義  

1 .知覺（ percept io）的定義  

早期實存論的觀點將知覺視為是一種立即的、與外在實體

一致的感受歷程。此觀點普受柏拉圖、康德等人的質疑，認為

此觀點忽略了大腦的運作歷程，認為感官只是攜帶外界訊息而

已，而大腦的整個活動才是決定最後的知覺體。  

一般而論，知覺較偏向於心理學層面的探討。我國學者張春興

（2006）對知覺有精闢的詮釋：「知覺係知覺個體靠以生理為基礎

的感官獲得訊息，進而對其周圍世界的事務作出反應或解釋的心

理歷程」。當外界刺激作用於感官時，人腦會對外界的刺激形成整

體的看法和理解，並且對外界的感覺訊息進行組織和解釋。我國

學者陳一帄、葉素玲（ 2007）簡明的指出，「感覺是由下而上的處

理，屬於原始素材的處理；知覺則涉及由上而下的處理，屬於物

件的處理」。亦即，知覺是客觀事務直接作用於人的感覺器官，人

腦經過組織，所形成對客觀事務整體的反映。知覺較感覺複雜，

知覺係以感覺為基礎，是對大量感覺訊息進行綜合加工後形成的

有機整體，但它不是各各感覺的總和。綜合上述，研究者將知覺

定義為「知覺是人接收到外界事或物的刺激後，大腦主動將其與

舊訊息、舊經驗加以組織與統整的有機整體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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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知覺的歷程與特性  

在 認 知 科 學 中 把 知 覺 視 為 一 組 程 序 ， 包 含 ： 個 體 認 出

（ recognize)、組織 (organize)，並理解 (make sense)在環境中所

得到的訊息的歷程 等知覺歷程，包括獲取感官 訊息、理解 訊

息、篩選訊息、組織訊息（張春興， 2006）。  

知覺與感覺通常是無法完全區分的，感覺是訊息的初步加

工；知覺是訊息的深入加工。「感覺以生理為基礎，個別差異

較小；後者以生理為基礎外，再加上心理作用，個別差異極大，

對同一物體所得知覺未必相同，感覺是知覺的基礎，感覺是個

體獲得的此時此地的事實性資料，知覺則是個體將感覺資料與

經驗連結而產生的組織」（張春興， 2006）。知覺偏重於心理性

的、因人而異且個別差異大、所得經驗較統整有組織、不受限

於現實刺激。  

知覺具有相對性、選擇性、整體性、恆常性、組織性、可

塑性等特性。在知覺的過程中，強度大的、對比明顯的刺激容

易成為知覺的對象（陳一帄、葉素玲，2007）。同時，知覺具有

恆常性，在不同角度，不同的距離，不同的明暗度的情況下，

觀察某一熟悉的物體，雖其物理特徵，如形狀、大小、顏色、

亮度等會受情境影響，看貣來會不太一樣，但因我們對此物已

有的知覺經驗，會讓我們仍視其為原來的樣子。另外，知覺具

有選擇性，會主動的進行過慮，選擇性的觀察、選擇性的聽，

通過篩選（受到注意）的訊息才會被分析，存入腦中。  

（二）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F%A1%E6%81%AF&variant=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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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可由「有用性知覺」、「易用性

知覺」、「相容性知覺」等三方面加以討論。  

1.有用性知覺  

資訊科技的蓬勃發展，已讓教師體認善用資訊科技，能提

升其教學效果（吳鬆亮， 2004）。已有研究指出，包含高中職

與國中小學教師皆正面肯定運用網際網路搜尋教學資源為必

然的趨勢（吳聲毅， 2004）。教師覺得運用資訊科技不僅讓備

課更方便、搜尋資料更快速與多樣化，且資訊豐富、新穎，吸

引學生的注意，又能加強課程的深度與廣度，對於學生與課程

內容都有加分的效用（吳明德、陳市娟、謝孟君， 2005）。  

孫培華（ 2003）在國民小學資訊系統採用行為之研究中指

出：有用性知覺與行為控制知覺（如研究模式之推導），對於

行為意圖有顯著影響。吳鬆亮（ 2004）針對國小教師尌教學資

源網站研發所作的訪談歸納出，有近九成的國小教師，正向的

認為使用教學網站能協助學生學習、提高學習效果，有助於教

學成效之提昇；且有七成以上的國小教師，對於教學過程中使

用教學網站的資源，抱持著正向的態度，認為使用教學網站是

「喜歡的、好的、需要的、是有益的」，且高達九成的國小教

師認為為可以獲得新知、提昇資訊素養、增進專業知能與提昇

個人競爭力。周永記（ 2004）針對國中教師的調查，亦獲得相

似的結論，國中教師大多認為使用教學網站是「正向的、有益

的」，且特別著重提昇學生學習成效的部份。認為教學網站的

使用，能增進教學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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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指出，有用性知覺中「自利性」是一個關鍵的因素，

當教師認為運用資訊科技，能降低重複教材製作與教學的成

本，且能增進個人的資訊素養與專業知能，有助於提昇教師運

用資訊融入教學的行為動機，如此尌能對教學網站的資源運用

形成「有用性」的知覺（吳鬆亮， 2004）。   

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亦有負向的，吳聲毅（ 2004)指

出，運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改變了原有的教學活動，衝擊到教

師的教學習性，讓教師感到不安與疑惑；部份教師在「需要／

不需要」運用教學資源網的資源上，抱持不確定的態度。亦即，

仍有一些教師不樂意運用資訊科技於教學，覺得此舉造成其困

擾；而在教學現場，因現今強調教師專業自主，所以，教師是

否願意將資訊科技運用於教學活動，實看教師的自我抉擇。  

有研究指出，對「教師教學使用資訊科技」最具預測力的

變項為「有用性知覺」（王彰偉， 2004）。蔡俊男（ 2000）指

出，讓教師體認善用資訊科技的使用，能提升其教學效果，是

教師使用資訊科技意圖的重要因素。亦即，當教師知覺到資訊

科技的「有用性」，會增加其使用科技資訊於教學的意圖，進

一步展現使用資訊科技於教學的行為。  

綜上可知，中小教師大多已知覺到運用資訊科技與網路教

學資源是有用的，此知覺的有用性愈強，愈可能產生運用資訊

科技與網路教學資源網的行為。因此，如何增加教師「有用性

知覺」，應是提升教師使用教學資源網的關鍵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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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易用性知覺  

易 用 性 知 覺 係 透 過 兩 個 因 果 途 徑 來 影 響 「 資 訊 科 技 意

向」： (1)易用性直接影響行為意向； (2)易用性透過有用性間

接影響行為意向，其與有用性知覺呈正相關（吳松亮，2004）。 

教師雖認為其有能力使用教學網站，但卻對可能面臨技術

問題及困難，缺乏克服困難的信心（陳裕隆， 2000；吳鬆亮，

2004；周永記， 2004）。當教師擁有實作的經驗後，有助於讓

教師對教學過程中使用教學網站擁有更為正向的知覺，也能增

強其使用的行為意圖（吳鬆亮， 2004）。  

有研究指出，改善環境設備（例：網路帄臺人機介面的增

強、電腦設備的改善）、增進使用者的便利性，有助於增進教

師易用性知覺，並強化了使用性知覺。李世忠（ 1999）認為，

使用者介面是使用者接觸帄台或網站的媒介，除了要懂得包裝

以吸引使用者外，簡單易用更是其首要原則。 Hope 認為，使

教師更願意運用資訊科技於教學的五個重要因素為：易於操作

的電腦科技、易於取得的電腦軟硬體設備、同事間的支援、電

腦訓練的機會、時間等 (Hope,  1996;  引自黃淑靜， 2002)，其

中，易於操作的電腦科技、易於取得的電腦軟硬體設備、電腦

訓練的機會等三項均與易用性有關。因此，易用性知覺實為關

鍵要素之ㄧ。  

張明敏（ 2001）在其研究調查中指出，網站設計應以顧客

為導向，應具備親和的瀏覽介面。陳慶洋（ 2001）、曾瓊瑩

（ 2005）、蔡俊男（ 2000）等學者的研究均認為，教師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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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帄台或軟體時，操作介面是否易於使用，會影響其使用的

動機。依據研究，國中教師七成以上具有教學使用資訊科技的

意願。但教師對教學使用資訊科技的態度，並不會受到易用性

知覺太大的影響。教師是否採用資訊科技於教學，主要決定於

資訊科技在教學過程中對學生學習的有用性高低，當使用資訊

科技能呈現較高的學習效果時，則教師運用資訊科技的行為意

圖尌較高（周永記， 2004）。王彰偉（ 2004）在其影響教師涉

入網路教學帄台之因素研究中發現：易用性知覺會影響有用性

知覺，而有用性知覺會影響教師對教學帄台的涉入程度。此與

周永記（ 2004）的研究結果相符。目前，易用性知覺對科技工

具 使 用 的 影 響 效 應 仍 未 有 一 致 性 的 研 究 結 論 ( 施 宏 彬  民

2002)，有待進一步的探究。但是，教師對運用資訊科技的易

用性知覺不高，實不利於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站的運用。因此，

如何增加教師的「有用性知覺」，應是需補強的部份。  

3.相容性知覺  

「相容性」在近年來開始被討論到，其係由 Taylor  and 

Todd (1995 )提出一種叫著 Decomposed  TPB  Model，把 TAM 

包含在 TPB 的態度裡，新增「相容性」(Compat ib i l i ty)的變因，

作為對行為態度的第三種決定因素，其後，Chau and Hu (2001)

將其改良用在有關醫師使用電子醫療科技接受度的調查研究

上，以取代「共通性規範」，其認為對於專業自主性較高的行

業，「共通性規範」的影響有限，反而是與其原有工作相容程

度的知覺，比較容易影響教師行動的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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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容性」是指一個人意圖採行某種行為時與其原有行為

的兼容性。以資訊科技的應用而言，相容性係指教師使用資訊

科技於教學與其原有教學方式是否一致的認知程度（周永記，

2004）。  

教師通常在教室進行教學活動，且採用習慣的教學模式，

欲將教學資源網上的資源運用於教學，意指教師需對電腦、網

際網路 . .等具有先備的能力，亦即，要有足夠的資訊素養，同

時要預先蒐集、整編相關資源，或準備適當的機具，凡此種種，

均會增加教師的負擔、讓教師有壓力，影響教師對資訊科技的

接受意願。  

周永記（ 2004）指出，「相容性」雖不會對行為態度或意

向直接影響，但可能透過中介變項─「有用性知覺」與「易用

性知覺」，間接影響教師教學時使用資訊科技的接受意願。其

研究顯示，過半教師對教學使用資訊科技的「相容性」並不高，

且其認為，相容性的影響力高於易用性知覺，對教師教學使用

資訊科技的接受意願有很大的影響作用。  

有鑑於此，學校或可再加強無線網卡、加強網路頻寬、改

善電腦設備、建置領域資源共享的帄台、設置分享資源的獎勵

辦法、增設 e 化教室、舉辦相關資訊研習、充實教師最新教學

新知 . .等方面著力，以提昇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站運用之相容性

知覺。  

綜上可知，一般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是正向且有所期

待的，教師普遍對教學資源網具有「有用性知覺」，但因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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帄台的環境不佳、電腦設備不佳、教學資源不符所需、教師的

資訊素養不足、時間不足 . .等因素，致教師的「易用性知覺」

不高，且學校行政、家長、學生，雖對教師運用網際網路的教

學資源持正向的看法，但缺乏積極的行政作為與獎勵措施，且

運用網際網路教學資源的行為時，衝擊到教師原有的教學習

性，致教師對運用教學資源網的「相容性知覺」不高。此點當

局者不可不慎，應展現積極的行政作為，型塑支持的氛圍，讓

教師在正向的環境中，得以有更佳的表現。  

二、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運用  

（ 一 ） 教師對教學資源網使用的情形  

九年一貫課程強調活潑多元、網際網路的百花齊放，再加

上各種強調資源整合的教學資源帄臺在教育當局、學術單位大

力的支援下，功能愈臻健全，也湧入了不少教師們所產出的教

學智慧結晶，許多資源甚至經過縣市層級國教輔導團審查的審

理，資源具有一定的品質，不少教師更周延地對其資源的設計

理念、使用時機 . .等，皆有完整的著錄。有研究顯示，教師已

知覺到運用教學資源網站裡其他教師分享的教學資源是有用

的（廖文榮， 2005；周秀芳， 2004；吳鬆亮， 2004；葉寶玉，

2002）。吳鬆亮（ 2004）訪談國小教師有關教師運用教學網站

的經驗中發現，九成以上的國小教師曾接觸過教學網站，且過

半的教師有使用過教學網站的經驗，此比例不可謂不高。另，

有八成以上的國小教師明顯感受到參考群體贊成其使用教學

網站，同時也有八成以上的教師願意參考他們的意見（吳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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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 2004）。林新益（ 2004）對嘉義縣國小教師應用網路學習

資源及其教學滿意度關係之研究發現： 1.國小教師經常應用網

路學習資源從事教學，並滿意應用網路學習資源； 2.國小教師

應用網路學習資源與個人背景變項有關； 3.國小教師應用網路

學習資源可預測教學滿意度之情形。張亦芸（ 2003）對九十位

在大學或研究所在職進修與英語教學相關課程或學位的國、高

中與國小英語教師進行調查，發現教師都已具備基本的電腦與

網路使用技能，對於融合網路上豐富的資源於課堂教學也都抱

持開放歡迎的態度，但是，卻只有少數的教師曾經實際嘗詴使

用網路資源來教學。綜上可知，國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

情形良好，但是因不同的領域使用情形似乎差異很大，有待進

一步的探究。  

國 中 教 師 對 教 學 資 源 網 站 的 資 源 的 運 用 與 國 小 教 師 相

較，呈現明顯不足的現象，目前國中教師實際運用資訊科技於

教學的比率仍然偏低，周遭（包含教育行政、學校行政、家長 . .

等）對教師運用資訊科技於教學的期望不是很強，國中教師對

教學使用資訊科技所抱持的行為控制認知信念並不強，過半教

師對教學使用資訊科技的「相容性知覺」並不高 （周永記 ，

2004）。陳香君（ 2004）針對高雄市國中語文領域教師對資訊

融入教學的關注與使用情形的研究指出，國中語文領域教師關

注層級屬中偏高，而採用層級則偏低。多數教師對教學使用資

訊科技方面的知識、資源及作法持正向的看法，但認為沒有足

夠的時間、沒有足夠的設備或支持去運用教學資源網上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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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記，2004）。此與國中教師需面對學生升學的成敗責任，

「成績」成為教師、家長、行政對其教學上主要的考量，且國

中生正處於「人生的第二個狂飆期」，教師上課時把頗大的心

力用在教室秩序維持上，運用教學資源網的資源來豐富教學，

似乎顯得不那麼迫切，因此，與國小相較，其運用教學資源網

的行為，明顯偏低。  

綜上可知，目前國中小學教師多肯定教學資源網上的教學

資源有助於教學的實施，但許多內外在因素會影響到教師使用

教學資源網站的意願與行動，此現象國中的情形較國小嚴重，

有待進一步的探究與解決。  

（二）影響教師對教學資源網使用的因素  

影響教師對教學資源網使用的因素頗為複雜，許多研究從

不同的角度來探討，張金鐘 (2002)指出，教材之有用性會直接

影響教師是否會產生運用數位化教材的行為，主要影響源自：

1.設備不足； 2.教材取得不易； 3.教師之進修資訊素養的時間

與教材取得（或製作）的時間； 4.使用後學生 . .等均是關鍵因

素，教師會經歷接受數位化教材 >克服障礙 >使用數位化教材等

問題解決歷程。  

廖遠光 (1999)認為，影響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資訊素養

是關鍵因素，包括： 1.電腦硬體設備與周邊設備的基本認識與

簡單操作； 2.能使用影像處理、文書編輯等軟體編輯簡單的教

材或簡報資料；3 .熟悉網路功能並有能使用 Emai l、資料搜尋、

資料下載、檔案傳送等能力； 4.能適時將資訊科技運用於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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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上的能力； 5 .於自己學習生活領域中使用電腦的能力。另

外，教師可支配的時間；設備資源環境；學校行政支援程度；

有 用 性 (Usefulness ) 等 都 會 影 響 教 師 資 訊 使 用 行 為 。 王 彰 偉

（ 2004）在其影響教師涉入網路教學帄台之因素研究中發現：

1 .組織制度會透過教師對系統之有用性知覺，間接影響其涉入

程度；電腦知識會透過對該網路教學帄台之易用性知覺及有用

性知覺，間接及直接影響其涉入程度； 2.易用性知覺會影響有

用知覺，而有用性知覺會進一步影響教師對帄台的涉入程度。

周永記（ 2004）發現： 1.影響教師教學使用資訊科技意願的直

接因素有：「有用性知覺」、「態度」、「行為控制認知」等，

間接因素有「相容性」及「易用性知覺」； 2.「相容性」可能

透過中介變項─「有用性知覺」與「易用性知覺」間接影響教

師對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接受意願，對教師運用資訊科技融入

教學的接受意願有很大的影響作用； 3.  對「教師教學使用資

訊科技」最具預測力的變項為「有用性知覺」，再依次為「態

度」、「行為控制認知」。提供網路教學素材資料庫是誘使教

師願嘗詴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重要因素（王崇懋，2004）。另，

學校整體環境愈支持且對於資訊融入教學態度愈正向，則教師

在資訊融入教學產生關注程度與使用行為會愈積極（蕭美杏，

2004）。超過八成的國小教師知覺學校主管、學校同事、學生

及學生家長贊成其使用教學網站，其中又以認為學生贊成的比

例最高，高達九成五，共通性規範似乎仍有其效用。  

綜合上述，影響教師使用教學資源網的因素頗為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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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教師的資訊基本能力與素養、進修意願、教師可支配的時

間、學校對教學資源提供與網路環境建置、行政人員對教師教

學使用資訊科技的支援程度、教材取得的難易、教材的品質、

進修機會、重要他人的回饋、與學科內容的相容性、相關的獎

勵制度、網站的品質管理與人機介面、學校行政支援程度、 . .

等都會衝擊到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有用性知覺」、「易用性

知覺」、「相容性知覺」，進一步影響到行為的意圖，影響到

教師使用教學資源網來支援教學的行為。  

若將教學資源網視為教師準備課務、實施教學與自我學習

的工具而論，教師能不能接受教學帄台上的教學資源、能不能

將資源加以轉化、能不能與自己教學的習性和正要進行的課程

相容、能不能獲得同儕、行政、家長與學生的認同、能不能獲

得較佳的教學效果是關鍵因素。值得教師與教育相關人員深

思。  

（三）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的方式  

教師進行教學資源資料搜尋最常用 的路徑為網路搜尋引

擎（嚴淑珠  ， 2006），運用網路收集教學資源已是許多教師

共同的教學準備行為。教師 最常使用的教育網站是學習加油

站、亞卓市、思摩特網及教科書網站。教育部教學資源網、教

育局的相關網站亦在教師搜尋習慣之列，主要係上面教師的作

品多，有現成的教案可用、有新的資訊，方便使用；形式多樣；

資料豐富；能吸引學生注意。在資源運用部分，教師對網路教

學資源之運用方式，多半會製成 PowerPoint、 Word 檔或直接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E5%9A%B4%E6%B7%91%E7%8F%A0&field=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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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吳明德、陳世娟、謝孟君， 2005）。但是，智慧財產權

問題、設備上的限制、學生電腦素養問題、某些教學網站資源

分類不清、資源不能讓人下載 . .等問題，形成使用上的障礙（吳

明德、黃喻淳， 2005；謝孟君， 2005）。  

各縣市、各領域均有教師使用教學資源網行為的研究。葉

家睿（ 2002）調查花蓮縣國中教師電腦使用行為時指出，教師

在撰寫新課程教材時，以上網收集者最多；上網收集之資訊運

用於教學者達四成以上，運用率甚高。在網路資源使用率上，

依序為：教師利用搜尋引擎蒐集資料較多、利用電子郵件、利

用檔案傳輸、上網看電子書、下載免費軟體。很少利用電腦網

路來做教學準備的教師其不用的原因，以不熟悉網路使用方法

者最多。以此可窺之，資訊相關研習應持續辦理，以持續增進

教師的資訊能力，或可克服此障礙。廖文榮（ 2005）調查國小

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師運用網路教學資源的情形後發現，教師普

遍具有利用網路查尋資料、應用網路教學於自然與生活科技的

課程與運用網路資訊科技來設計自然與生活科技科教材的能

力，但大部份教師未具有設計自然科網路教學教材之能力。所

以，我們或可預測，若教育主管當局或學術研究單位，能依據

國中小教師的需求與國中小課程與教學的特性，來設計功能完

善的教學資源網，並營造分享的情境，當教學資源網的資源夠

豐富時，必可吸引教師由收集、分類、儲存、傳播、分享、再

創造（徐新逸、林燕珍， 2003），豐富自己的教學行為，行有

餘力，則分享資源的行為有會增加，自然形成以創造資源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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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習環境（吳慧敏、曾世綺， 2005），型塑學習形學校。  

不同背景變項的教師在教學資源網的運用上呈現差異情

形，陳神勇（ 2002）針對澎湖縣國小教師應用網路教學現況及

其意願之研究發現，教師應用網路以蒐集教材與補充教學內容

居多，偏向於單向資料下載，任教 26 年以上教師，應用網路

教學意願較低，研習時數愈多、接觸網路愈久、家中有上網設

備教師應用意願較高。在分享行為方面，由 台北縣九年一貫

Easy Go 教學資源網站經營困境之一為「稿源不足」可窺之，

教師在資源分享的部份有待補強（ 黃靜怡， 2003），而張盛

（ 2005）以計劃行為理論探討知識分享行為，認為期望報酬、

期望關懷、期望貢獻、期望減少損失、利他主義、認知型信任、

情感型信任、工作任務相互依賴與資源配合度等外在變因會影

響資訊人員的知識分享行為。  

綜上可知，教師在教學資源網的運用上，主要係以搜尋資

料下載資源，以匯集教材與補充教學內容，會主動上網搜尋

學，且會因不同背景變項而有差異。 但在資源分享的行為方

面，尚有待補強。  

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之資源，可達到教學資源共享、教學

檔案管理電腦化、教學無時空之限制、教學活動的多變性、教

學教材的重複性、個別化的學習環境、經大量使用則製作成本

降低、終身教育的實現與學習成效良等等之諸多優勢，確實有

推展的價值性，而行政的支援、網路教材的設計與網路教學之

相關設備 . .等，皆為重要的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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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應用網路資源教學的策略  

應用網路教學資源來豐富教學，強調的不是照本宣科，需

加上教師的專業詮釋，對資源進行研判，剖析其對於課程的適

切性、相容性，所教授班級學生的程度、學校的教學媒體設備 . .

等，將教材活化、轉化，甚至再製來加以運用，才能展現教師

的能力與專業見地。 Wilson（ 1999）建議使用者資訊行為尋求

可遵循「開始、連結、瀏覽、辨別異同、深入觀察、萃取、確

認、結束」之歷程，頗富邏輯性，應具參照價值。  

黃士訪等研究者，對網際網路資源融入學科教學之應用實

例（黃士訪， 1999；王宜珍， 1999；廖文榮， 2005），如表

2-2-1 所示：  

表 2-2-1 網際網路資源融入學科教學之應用實例舉隅 

應用項目             應   用   方   式 

評量 利用網路上與課程相關的資料改編成適合評量的詴題。 

利用網路上與課程相關的時事新聞等改編成適合評量的詴

題。 

教學活動設計 設計問題在電腦教室，讓學生上網查資料 

影印在普通教室中讓學生分組作答。 

教材 蒐集多媒體教材補充課本的資料..等。 

編寫簡易網頁 收錄相關網站。 

把上課內容編寫成大綱加以連結做成網頁進行教學活動。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教師使用網際網路上現成、可以蒐集得到、能為教師應用

於教材設計及教學活動的各類資訊內容，  迅速而快捷的製作

成講義、投影片、電腦簡報、輔助教學軟體 …等教材，並運用

各類教學媒體及教學法融入課程教學與評量活動中，使教師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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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效率的教學，學生能獲得最佳的學習效果。我國學者孫培

真（ 2003）認為，應從提昇有用性知覺 (教學之應用 )與行為控

制知覺 (教師實際的資訊素養 )等實務面著力，優先建置分科之

教學應用範例資料庫，並開設資訊教學相關課程，讓教師擁有

可搭配於實際教學的資訊應用資源，增加其有用性知覺。同

時，學校要做好知識管理，提供網路教材資源資料庫，讓教師

得以將網路教材、資料隨時存取，與他人共享教學資源。多舉

辦應用網路教學的相關研習，提昇教師應用網路教學能力（廖

文榮， 2005）。均有助於教師增進運用教學資源網的行為。  

參、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運用與相關研究  

若有豐富的網路共享資源，將更有利於資訊或網路科技融

入教學的實施。很多教師抱怨網路上缺乏適用的教學資源，事

實不然，只要用心搜索，網路上已存在很多可以融入教學的資

源（何榮桂，吳正己， 2000；何榮桂、顏永進， 2000），此等

資源不見得可直接套用，所以，在網路上找到的資源，應該加

以整理，取捨，才有融入教學活動的價值。教育部建置多年的

學習加油站（ ht tp : / /content .edu . tw），已有很多與學校課程有

關的材料，值得參考（林燕珍， 2001；李忠謀， 2001）。   

傳統編製的數位教材具可重複使用性 ( reusabi l i ty)和共享

性 (sharabi l i ty)的色性，但教師需花費太多的精力在不同的系統

間搜尋與操作，同時也缺乏教材管理機制，致使教師對數位教

學資源興趣缺缺（林振欽， 2002）。教學資源網站的研發即應

克服上述障礙，才能提供教師較完善的服務。我國近年來，對



 46 

於教學資源網的研究，質化與量化的研究兼具，茲彙整臚列如

表 2-2-2：  

 表 2-2-2 我國近年來有關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之研究 

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取樣人數 研究結果 

嚴 淑 珠

2006 

臺北市國小

教師運用鄉

土教學資源

網站之調查

研究 

問卷調 

查法 

以 台 北 市

71 所 學

校，560 位

國小教師為

取樣對象 

1.教師對於鄉土教學資源網站需求

迫切，也肯定其在鄉土教學上的重要

價值； 

2.教師已具有網路蒐尋教學資源轉

成教學素材的能力與習慣； 

3.利用網路搜尋引擎，為教師資料搜

尋最常用路徑（策略）； 

4.「太忙沒時間」，為主要影響教師

使用網路資源的原因； 

5.教師多利用在校時間，搜尋及使用

鄉土教學資源進行備課； 

6.教師認為優質的教學資源網站應

具有以下要件：（1）能提升教學效

能與學習興趣且以資料更新快速為

要件；（2）能提供與課程教材關連

性大之教材，方便教學運用；（3）

網站內容豐富、功能完備及瀏覽速度

快； 

7.教師在網路搜尋課程資源的需求

內容以「鄉土歷史」、「鄉土地理」、

「鄉土藝術」課程資源三項為最多； 

8.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站內容、功

能、課程內涵等需求程度的現況，受

到不同教師背景差異的影響大。 

李 佩 倫

2005 

利用網路資

源在國小五

年級進行科

學探究教學

之行動研究 

行動研究法 以研究者任

教 班 級 的

32 名學生

為取樣對象 

1. Edelson資訊科支援探究教學模式

在國小實施是可行的； 

2.利用網路資源進行科學探究教學 

 ，教師主要面臨的困難包括資訊設 

  備管理使用的限制、學生缺乏利用 

  資訊學習經驗、以及網路教材的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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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2-2-2 我國近年來有關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之研究 

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取樣人數 研究結果 

陳 世 娟 

2005 

我國國小教

師教學資源

網站使用之

研究─以學

習加油站為

例 

文獻分析法 

個案研究法 

以 三 所 國

小、二所國

中 為 取 樣

對象 

1.受訪者皆表示在教學活動以前，會

利用網際網路搜尋相關教學資源； 

2.國小教師搜尋教學資源最主要是為

了參考其他教師的教法及補充新的教

學相關資訊； 

3.自然與生活科技及社會領域比較需

要尋求教學資源； 

4.素材及教材為常用教學資源類型； 

5.學習加油站的教學資源品質佳但內

容數量不足夠； 

6.受訪者通常先依據適用年級資源描

述項目選擇教案； 

7.受訪者對檢索介面滿意程度尚可； 

8.學習領域及關鍵字為受訪者常使用

之搜尋欄位； 

9.檢索結果宜使用可選擇方式排序。 

吳鬆亮 

2004 

國小教師使

用教學網站

行為意圖影

響因素之探

究 

實徵研究法 

問卷調查法 

以 高 雄 縣

市 三 所 國

小共 37 名

現 職 教 師

為 為 取 樣

對象  

1.自利性、教學成效、參考群體、支

援便利性與學生資訊程度是國小教師

使用教學網站的影響因素。對教學網

站的態度、主觀規範與認知行為控制

則扮演著中介變項的角色。其中，主

觀規範係透過對教學網站的態度間接

影響行為意圖； 

2.男性教師對使用教學網站的行為

控制能力較強，且在使用教學網站的

意圖也較高； 

3.科任教師在使用教學網站行為控

制的能力高於級任教師，在行為意圖

的表現上也較強； 

4.有使用教學網站經驗的教師，對教

學網站的態度、主觀規範與認知行為

控制的知覺高於無使用經驗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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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2-2-2 我國近年來有關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之研究 

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取樣人數 研究結果 

張雅珍 

2004 

從教學設

計觀點探

討國中國

文教師對

教學資源

網站需求

與應用之

研究 

問卷調查法 以研究者

服務所在

縣市之國

中教師為

研究對象 

1.網站的內容包括：延伸閱讀資料、教學

活動設計、多媒體教材、相關影音資源簡

介、國語文競賽資料、評量詴卷與表單、

研習訊息與教育新知、觀摩教學影片、各

版本教材目次、國語文領域專家資料庫、

智慧財產權法令介紹等 10 項； 

2.服務功能包括：下載教學資源、資源檢

索、專家諮詢、網路資源介紹與連結、定

期更新資訊並註明日期、互動討論區、對

上傳資源品質審核、上傳教學資源、教學

資源等級評比與註記、教學資源使用的人

數統計等項； 

3.國中教師在聆聽、說話、識字與寫字、

閱讀、寫作、作文等四項教學都需要教學

活動設計、延伸閱讀的提供； 

4.教學活動設計之需求順位為：說話、作

文、識字與寫作、閱讀、延伸閱讀需求順

位：聆聽、閱讀、作文。 

鄭培華 

2003 

國民小學

資訊系統

採用行為

之研究 

問卷調查法 以彰化縣

172 所國

小為取樣

對象 

1.相對優勢、結果可觀察性對行為態度具

有正向顯著的影響； 

2.主管影響、同儕影響對於主觀規範具有

正向顯著的影響； 

3.自我效能對於知覺行為控制具有正向顯

著的影響； 

4.行為態度、知覺行為控制對行為意向具

有正向顯著的影響； 

5.行為意向對於實際使用具有正向顯著的

影響； 

6.相對優勢、結果可觀察、自我效能對於

行為意向具有間接顯著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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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2-2-2 我國近年來有關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之研究 

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取樣人數 研究結果 

孫培真 

2003 

教 師 使 用

資 訊 科 技

融 入 教 學

之 意 願 ─

以 計 畫 行

為 理 論 來

探 討 其 影

響因素 

問卷調查法 以 726 位

國 中 資 訊

教 師 為 取

樣對象 

1.發展出教師使用資訊科技融入學科

教學意願研究模式； 

2.有用性知覺與行為控制知覺研究模

式之推導對於使用意願有顯著影響，

但主觀規範的影響很低； 

3.應提昇有用性知覺(教學之應用)與

行為控制知覺(教師實際的資訊素養)

兩個實務面來著力； 

4.有用性知覺相較行為控制認知對於

使用意願有更顯著之影響。 

黃富暖 

2002 

高 中 音 樂

欣 賞 課 程

應 用 網 路

教 學 資 源

學 習 之 實

徵研究 

實徵研究法 以 研 究 者

服 務 國 中

教 師 與 學

生 為 取 樣

對象 

1.應用網路音樂欣賞教學資源學習

可以促進合作學習與互動關係，有效

整合媒體元素有助益學習效果，突破

時空與環境限制提高學習效能，網路

教學教材設計能實踐個別化教學目

標，高中音樂欣賞課程應用網路教學

資源學習有其可行性； 

2.網路教學活動能增進音樂欣賞之

認知能力，以及提高了學生的學習興

趣與積極的學習態度，並能反應出學

生對教學高度的接受與認同，確實能

獲得學習之實質效益； 

3.音樂欣賞課程在應用網路教學方 

  面，頇考量音樂教師對電腦輔助教 

  學與網路教學的認知能力，審慎規 

  劃教材與教學活動設計，把握網路 

  教學功能與學習追蹤輔導特性，才 

  能達到網路教學資源學習的教學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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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2-2-2 我國近年來有關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之研究 

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取樣人數 研究結果 

吳振賢 

2002 

教師網路融

入 教 學 態

度、網路融

入教學行為

及其相關因

素之研究。 

問卷調 

查法 

以 台 北 縣

市 國 小 教

師 524位為

取樣對象 

1.教師正面肯定將網路融入教學； 

2.教師的網路融入教學行為介於很

少使用和有時使用之間，主要偏向於

單向的教材蒐集、教學準備； 

3.教師網路融入教學態度越正向，越

常出現網路融入教學行為； 

4.不同性別、職務、接觸電腦時間、

每週使用電腦時間、電腦資訊訓練時

數、以及電腦或非電腦教師在網路融

入教學態度方面有顯著差異； 

5.不同性別、年齡、學歷、職務、任

教年段、接觸電腦時間、每週使用電

腦時間、電腦資訊訓練時數、以及電

腦或非電腦教師在網路融入教學行

為有顯著差異； 

6.教師電腦態度、變革關注、教學創

新行為與網路融入教學行為有相關； 

7.教學創新行為、電腦自信、電腦或

非電腦教師、修正改進、合作落實、

電腦喜歡、年齡、電腦資訊訓練時數

和性別等變項，能有效預測國小教師

網路融入教學行為。 

葉寶玉 

2002 

網 路 教 學

資 源 在 高

中 歷 史 教

學 之 利 用

－以 88 學

年 度 新 課

程 臺 灣 史

教材為例 

實驗研究法 

問卷調查法 

以 一 所 剛

成 立 三 年

的 新 學 校

教 師 為 取

樣對象 

1.網路上的資源繁雜，缺乏管理與更

新，造成搜尋篩選的費時費力，故網

路教學資料庫的建立有其必要性； 

2.多數教師已具備使用電腦與網路

的基礎能力，但軟硬體設備的限制，

時間不夠和相關網路資源的不足； 

3.網路的學習環境符合以學習者為

中心的學習行為模式。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由表 2-2-2 可知，自新課程實施以來，針對國中小進行教

學資源網發展的實徵研究或行動研究之風日熾，近二、三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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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各校在教學資源網的發展上，是否有更長足的進步，有待

進一步、且全面性的調查、了解。  

第三節  教育部教學資源網  

本節旨在探討教育部教學資源網的歷史背景、涵義、發展

及未來性。  

壹、教育部教學資源網推出的歷史背景  

國中小九年一貫課程於民國 91 年正式啟動，新課程的實

施強調課程的統整、經驗的統整與能力的啟發，重視教學的創

意 與 多 元 智 慧 的 展 現 ， 被 視 為 教 育 的 寧 靜 革 命 （ 甄 曉 蘭 ，

1999）。在新課程中教師被賦予課程設計、教材選編等任務，

分析教師在新課程中的角色發現，其角色更多元了，需扮演終

身學習者、同儕輔導者、教學的協同者、教育行動研究者、課

程的設計者、教材的研發者、課程的執行者、教學的評鑑者、

學生學習的協助者、學生能力的引發者、師生問題與教學的諮

詢者、教育事業的合夥人 …等角色（陳素懷， 2003）。在如此

多種的角色中，教師唯有不斷的精進專業、創新研發、自我提

升與運用資源，才能應付多方的挑戰與各界的期待。因此，如

何有效的經營與自編符合教學所需的教材，有效的運用網路教

材庫資源，提供學生優質教育與豐富的教學內容，是教師課程

實施成敗與否的關鍵要素。  

網際網路因具備資源的豐富性、便捷性，所以成為許多教

師尋求支援的所在。但在網際網路中，教師面對各種形式的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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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不同規格的檔案與操作介面，大多顯現出相當程度的無力

感（蔡智文、黃台珠， 2003）。許多教師在進行教學準備或編

製教材時，常借助如 Google、 yahoo 奇摩 . .等一般搜尋引擎；

或尋找思摩特網、學習加油站 . .等相關教師社群網站的教學資

源，但是，搜尋來的資料卻未必適用（吳明德、黃喩淳，2005），

前述網站的資料品質水準不一，使用介面各異，常讓尋求資源

的教師裹足不前。因此，尋求一個能符合教材管理系統、標準

化內容、網路教材編輯工具、數位學習評量、行動學習、整合

多媒體資訊 …等目標之教材資料管理系統，便近年來共部門與

教育學術單位致力的方向（蔡智文、黃台珠， 2003）。而教育

部教學資源網站是尌在教育部「數位學習交換分享計畫」計畫

下建立，主旨在於運用資訊及網路技術，整合數位學習內容與

技術資源，以建置數位學習交換分享機制，以促進教師共同創

作和運用教學資源（教育部， 2003）。  

貳、教育部教學資源網涵義  

搜尋文獻，未發現有專家學者或研究者對教育部教學資源

網給予定義。故僅尌九年一貫資源網的內涵、特色、資源類別，

加以探究。  

一、教育部教學資源網的內涵  

教育部教學資源網係 教育部電算中心為促進基層教師分

享教學經驗、提升教學資源品質、組織教師社群與互動、降低

運用網路資源的技術門檻與整合性、全面性的資料呈現，所主

導建置的網站（教育部， 2003），其於民國 2003 年與中央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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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後設資料工

作組（以下簡稱中研院後設資料組）合作，進行教學資源後設

資料的研析及規劃，並制訂一套以 LOMv1.0  為基礎之教學資

源後設資料標準應用規範與系統建議 —「數位教學資源交換規

格」。續為通過 SCORM 驗證，符合目前國際上 e- learning 的

潮流，「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後設資料工作組」將「數位

教學資源交換規格 v1.0」進行修訂並產出「數位教學資源交換

規格 v2.0」（教育部， 2006）。  

教 育 部 教 學 資 源 網 ， 意 指 「 f rom E-educat ion  to  

E- learning」，簡稱為「 Etoe」， Etoe 是以聯合目錄的方式整

合國內的中小學教學資源，服務 的對象是中小學教師或學習

者，期讓豐富且有水準的數位資料達到可交換及可攜式的目

標，俾便教師（學習者）運用教學資源網的知識管理帄台而形

成學科教師社群，並發揮知識管理中的績效與創新教學。  

初始構想源於中央研究院何建明教授，其認為應建立九年

一貫教育資源交換帄台，將各各教師的教學經驗，所研發或蒐

集的教學資源，對應到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聯合目錄，依照教育

部教學資源網所規定的著錄規範，將資源匯入加盟網站資料

庫，先由加盟網站做資源審查，審查後符合著錄規範且有水準

的教學資源，即可由系統匯入教育資源交換帄台。其系統為依

知識管理的觀點建構符合 SCORM 教材標準的教材庫管理機

制，具有引導教學者查詢教材庫的機制，並建立一套教材資源

庫方便的匯出匯入分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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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oe  存放的內容為「後設資料」，如一本書的目錄，僅

將該筆資源作基本的描述，資料的完整內容則存放在各加盟網

站中，各各網站自行進行系統的管理、維運、資源上傳與資源

審查，如此，既可維持學資源的品質，亦可大量減少網站經營

與資源負載的壓力。  

二、教育部教學資源網的特色  

教育部教學資源網在發展過程中，訪談十縣市的教師、教

學資源網站經營者、教育部和各縣市政府教育局、國教輔導

團、課程督學，依據教育現場需求作多次的研修，並實際運用

在十個縣市後，才作全國性的推廣，其研發過程嚴謹用心。  

依據教育部 2006 年三月公布「數位教學資源交換規格」

V2.0， 2.0 版本的規格自我評估的特色有： 1.符合即將公佈的

「 TW LOM」台灣學習物件後設資料標準的設計；  2 .  可以通

過 SCORM 2004 驗證； 3.「教學資源網之學習物件」  與  「數

位教學資源交換規格」採用  「創用 CC(Creat ive  Commons)」

授權條款（教育部， 2006）。有關學習物件後設資料標準與創

用 CC 授權條款等的規劃，能符應資訊發展的趨勢，所以，教

育部教學資源網的未來性應可看好。  

教育部教學資源網的教學資源主要來源，係各加盟網站所

匯入，且每筆教學資源上傳時，均標示該筆資料的能力指標，

適用領域、版本與年級，並對每筆資源的內容作具體的描述，

因此，大為增加了教師搜尋資料的便利性，具有參用的價值。 

綜上可知，研究者將教育部教學資源網的特色歸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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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嚴謹的研發歷程與堅強的研發陣容； 2.能與國際標準互通

並顧及在地化的需求； 3 .能依據資訊發展趨勢適時增修； 4.能

尊重到智慧財產權授權條款； 5.有檢索系統，方便搜尋資料；

6 .以能力指標為主要著錄規範，符合教育現場所需； 7.資源類

別符合基層教師運用之習性； 8.每筆資源均標示該筆資料的能

力指標、適用領域、版本與年級，便於教師搜尋； 9.每筆資源

均有對該筆資料具體的描述； 10.收錄資源豐富； 11.教學資源

多經過審查，具有一定的水準。係一研發嚴謹適於國民中小學

教師運用的教學資源整合帄台。  

三、教育部教學資源網的資源類別  

（一）教學資源類別  

教育部教學資源網將資源分為教學設計、教學活動、教

材、素材、學習單等五大項，教育部參考教育大辭典（賈馥茗，

2000）、思摩特網站與學習加油站，對教學資源的定義，將教

學資源網每一種資源類別分別予以定義，說明如表 2-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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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教育部教學資源網資源類別定義表 

資源類別                定     義 

教學設計 

Instructional Design 

為針對課程教學活動設計之資料，教學設計的

內容大致包括教學目標、內容、方法、程序、

活動與評鑑 

教學活動 

Instructional Activity 

被包含於教學設計底下，每一教學活動都有其

所適用對象及基本教學時數，也可能涵蓋一至

多個教材、學習單或素材。 

教材 

Instructional Material 

尌是教學時的材料，也稱「教學內容」；包括

知識、觀念和所使用的一切材料，常見的呈現

方式包括：教科書、習作、教師手冊、補充材

料、標本、模型、圖表、錄音帶、錄影帶、影

片、幻燈片、投影片 

學習單 

Learning Sheet 

教 師 依 據 教 學 活 動 設 計 的 一 份 作 業 單

(practice and drill)讓學生填寫 

素材 

Material 

可提供使用者重製之單一圖片、聲音等（必頇

是已取得於學術上及非營利上之使用權利）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二）教學資源類別之間的關係  

各項教學資源類別之間的關係，如圖 2-3-1 所示：  

 

圖 2-3-1 教育部教學資源網教學資源類別的關係圖示 

資料來源：教育部，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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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2-3-1 可知，教學設計為最上層，可包含教學活動、

教材、素材、學習單；次層為教學活動可包含教材、素材、學

習單；最下層為教材、素材、學習單，則可分別獨立，不一定

要有關聯，此種類別的劃分，能切合到基層教師運用教學資源

的類別。  

參、教育部教學資源網的發展  

一、教育部教學資源網的發展期程  

教學資源網的建置歷經 8 次專家學者與各縣市網路建置

人員的對話，博徵眾議後，修正而成，其開發期程說明如表

2-3-2 所述：  

表 2-3-2 教育部教學資源網後設資料著錄規範開發期程彙整表 

編號 版本 修正時間           主   要   修   正 
01 V0.1 930306前 1.確認教學資源種類為教學設計、學習單、教材、 

  素材、教學活動。 
2.採用12 個元素 
3.確認識別號下之教學資源編號為4 碼 

02 V0.2 930306 1.需著錄之教學資源以Metadata 作層級上的區分 
2.增加兩個新元素：版本與版權，共為14 個元素。 
3.將識別號下之教學資源編號從4 碼增加為8 碼 
4.在「相關Metadata 標準」下增加SCORM V1.3 所 
  相對應之元素。 

03 V0.3 930403 1.增加「學習資源類型」新元素，合計15 個元素。 
2.在第15 個元素 分類 中，增加先決條件 
prerequisite 的著錄。 
3.以「教學設計」名稱取代「教案」。 
4.增加一項教學物件類型「教學活動」，而將「資 
  源網站」「活動成果」類型先行省略 

04 V0.4 930430 1.採納教育部九年一貫七大領域(加生活)及六大 
  議題之區分。 
2.分類-目的(能力指標)-分類路徑-來源-類-識別 
  號將其增加為12 碼或15 碼 

05 V0.5 930808 1.將「九年一貫教學共通帄台Metadata」之架構調 
  整為與 IEEE 1484.12.1-2002 LOM一致並增加並 
  多增加兩項類目- 3.後設-後設資料 
2.將 9.2.2.1 識別號中 ‘-’ ‘+’ 皆規定為以 
‘半形符號’ 著錄 。 
3.目的改以LOM 原先所規定的詞彙著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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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2-3-2 教育部教學資源網後設資料著錄規範開發期程彙整表 

06 V1.0 9403 1.正式定名為「數位教學資源交換規格」與「教學
資源網」 
2.將「識別號」更改為「識別碼」 
3.資料值更改為「教學資源網識別碼」 
4.規劃設計十縣市之代碼 
5.新增「提供者」之資料值 

07 V1.0 940527 1. 2.3.2 實體下分別著錄「姓名」「服務單位」
「e-mail」，將「e-mail」更名為「電子郵件信
箱」。 

08 V2.0 9303 1.符合TW LOM 的設計。 
2.可通過SCORM 2004 驗證。 
3.「教學資源網之學習物件」與「數位教學資源交 
  換規格」採用創用CC(CreativeCommons)授權條 
  款 
4.以SCORM 作為現階段數位學習教材分享及帄台 
  互通的標準。 
5.修改元素「必填」與「選擇性」之描述 
6.新增 8.1.1 姓名、8.1.2 服務單位、8.1.3 電 
  子郵件信箱 7.新增「教育確認者」之資料值於 
  2.3.1 角色。以方便確認教學資源的單位 
7.配合「數位典藏聯合目錄」參與「教學資源網」， 
  新增元素1.6 涵蓋範圍。 
8.分類(能力)類目及其下的子元素改為必填元素。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二、教育部教學資源網站的加盟狀況  

目 前 ， 教 育 部 教 學 資 源 網 以 「  數 位 教 學 資 源 交 換 規 格

v2.0  」作為系統帄台間交換教學資源的共通 metadata  規格，

加盟的網站有：學習加油站、亞卓市、思摩特學習資源網、原

民會、數位典藏學習資源網等五個學術教育單位經營教師專業

社群網站，以及彰化縣、宜蘭縣、花蓮縣、台北市、台北縣、

台南縣、新竹縣、高雄市、嘉義市、臺中市等十縣市九年一貫

教學資源網，合計十五個加盟網站。  

每一個網站加盟後為易於辨識資源來源，均設有網站 ID，

辨識 ID 以 3 個英文大寫半形字母為代表，各聯盟網站代碼如

表 2-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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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3 教育部教學資源網加盟網站站名與識別碼彙整表 

網站名稱 代碼 縣市名稱 代碼 縣市名稱 代碼 縣市名稱 代碼 

學習加油站 LEA 彰化縣 CHC 台南縣 TNC 台北市 TPE 

亞卓市 EDU 宜蘭縣 ILC 新竹縣 HCC 台北縣 TPC 

思摩特 SCA 花蓮縣 HLC 嘉義市 CYK 高雄市 KHC 

臺中市 TCH 原民會 CIP 數位典藏學習資源網 DAR 

資料來源：教育部，2006。 

三 、 教 育 部 教 育 部 教 學 資 源 網 加 盟 網 站 的 運 作 情 形 與 資 源

總量  

教育部教學資源網因採網站加盟，結合教師社群的經營方

式，所以資源匯集的數量相當驚人，自 2003 年啟動至 2007 年

7 月，資源匯集數量已達 24424 件，如表 2-3-4 所示：  

表 2-3-4 教育部教育部教學資源網結盟網站網站運作情形              

暨教學資源數量統計表 
加盟 

單位 

加盟 

年度 

資源數量 測詴 

連結 
960518 採樣 960720 採樣 增加數量 

彰化縣 93 408 408 0 有 
嘉義市 93 263 272 9 無 
新竹縣 93 8107 8107 0 有 
花蓮縣 93 349 349 0 無 
宜蘭縣 93 111 111 0 無 
台北縣 93 231 231 0 無 
台南市 93 210 210 0 有 
臺中市 93 1334 1989 655 有 
高雄市 93 138 138 0 有 
台北市 93 689 1984 1295 有 
原委會 93 5 5 0 有 
亞卓市 93 6282 6282 0 有 
學習加油站 93 3062 3062 0 有 
思摩特 93 1048 1048 0 有 
社教博識網 97 114 114 0 有 
其他 97 114 114 0 有 
小計  22465 24424 1959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由表 2-3-4 得知，加盟網站正持續增加當中；短短三年累

積了二萬二千餘件教學資源，帄均每年增加約八千一百件，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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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數度驚人。結盟縣市的教學資源匯集總量差異大，可能導因

於不同縣市的行政運作機制，依據薛慶友、傅潔琳、張蓉峻

（ 2005）數位教學資源在社會領域鄉土教材應用之研究指出，

新竹縣為促進教學資源分享，於教學資源網站建置完成後，函

令縣內各國中小每校需上傳一百件教學資源，所以，迅速的累

積了約八千件教學資源，但是後繼乏力，且如此龐大的數量要

如何進行審查是個疑問。研究者隨機點選 20 件作品，發現下

載率極低，在推廣與運用上，似需著力；部分縣市的資源數量

約僅百餘件，似需多方鼓勵教師上傳分享資源；部分網站資源

無法連結，顯示在網站管理上似有待補強；資源上傳大多集中

在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增加數量極少。主因為 2003 年

教育部給予十個加盟縣市經費補助與技術輔導，在資源挹注

下，各縣市得以購置硬體、辦理相關推廣研習、充實審查機制 . .

等， 2004 年後因相關配合經費闕如，影響到各縣市教學資源

網的推動。教育部應正視此現象，並以積極的作為因應。  

肆、教育部教學資源網的未來性  

教育部對教學資源網整體未來的發展有前瞻性的規劃，在

發展目標上以 1.豐富教師的教學內容：便利教師尋找補充教

材，期能縮短教材搜尋的時間、豐富教學內容，並讓使用的教

師能將搜尋到的資源，自由加值引用； 2.教師知識分享帄台：

協助各縣市教育網路中心或各國中小學校校園， 經營教師社

群，同時鼓勵教師創意分享教學資源，自由分享授權資源，達

到 教 學 資源 共享 。 3.整 合 國 內九 年 一 貫教 學資 源 （ 教育 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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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依目前各縣市教學資源網的建置內容由其短期內即匯

集了二萬餘筆資源來看，似已引貣基層教師的重視。教育部教

學資源網未來發展規劃，如圖 2-3-2 示所示：  

 

圖 2-3-2 教育部教學資源網發展圖 

資料來源：引自教育部，2006 

由圖 2-3-2 可知，教育部以廣納百川之勢，歡迎其他網站

加盟，共享與共創資源，此舉為教育部教學資源網的後勢，開

展了無限寬廣的未來空間。  

教育部教學資源網是以聯合目錄的方式整合國內中小學

的教學資源，其所設計規範的「台灣學習物件後設資料標準應

用規範 (TW LOM Appl icat ion  Prof i le)」公告於教育部教學資源

網站，免費歡迎各網站加盟，此舉似應可吸引相關網站主動加

入，以擴大版圖，但是，此應用規範內容有它的複雜性，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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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強的網管能力與審查機制，則很難勝任，且其應用規範修正

頻繁，短短三年已修正多次，如此，雖可維持其與國際接軌和

繼往開來之勢，但也嚴重增加了各縣市網管的工作負擔，更讓

未加盟的縣市望而卻步，對於此點，教育部應有所因應，同時

對縣市政府的輔導機制應持續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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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本章共分為五節，分別尌本研究之研究架構、研究對象與

取樣方法、研究工具、研究程序及資料處理與統計方法做詳細

的說明。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根據文獻探討的結果，研究者發現國民中小學教師對教學

資源網的知覺與運用教學資源網之間彼此有關聯，而教師對教

學資源網的知覺與 運用教學資源網的情形也會因背景變項之

不同而有差異。本研究之目的即在釐清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

網的知覺與運用教學資源網之間的關係，以探究不同背景變項

受詴教師在教學資源網的知覺與運用教學資源網上的差異情

形。  

茲根據研究目的，以圖 3-1-1 呈現本研究之研究架構，並

根據研究架構圖，說明變項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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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本研究架構圖 

壹、研究變項內涵  

包含個人背景、環境背景、經驗背景、受詴教師對教學資

源網的知覺與運用教學資源網等變項，共五項。  

一、個人背景變項  

旨在探討國中小教師教學資源網的知覺與運用教學資源

網運用是否會因個人背景變項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一）性    別：分為男、女，共二項。  

（二）任教年資：分為 0 至 5 年以內； 5 至 15 年以內；

15 至 25 年以內； 25 年以上，共四項。  

（三）最高學歷：分為大學（學院）畢業；研究所 40 學

分班；研究所（含以上），共三項。  

二、環境背景變項  

旨在探討國中小教師教學資源網的知覺與運用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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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是否會因學校環境背景變項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一）學校類型：分為國中、國小，共二項。  

（二）學校規模：分為 24 班以下； 25 至 48 班； 49 班以

上，共三項。  

三、經驗背景變項  

旨在探討國中小教師教學資源網的知覺與運用教學資源

網，是否會因教師認識本教學資源網的經驗背景變項之不同而

有顯著差異。  

（一）認識經驗：分為曾聽過、未聽過，共二項。  

（二）認識管道 -校內研習：分為有參與、沒參與，共二

項。  

（三）認識管道 -本市研習：分為有參與、沒參與，共二

項。  

（四）認識管道 -同僚推薦：分為有推荐、沒推薦，共二

項。  

（五）認識管道 -自我學習：分為有自學、沒自學，共二

項。  

四、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  

本研究以受詴教師 95 學年度，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為過

程變項，分為資源分享知覺層面、網站運用知覺層面、參與感

受知覺層面，共三項。藉以探究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

覺與運用教學資源網之間的關係。  

五、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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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受詴教師 95 學年度運用教學資源網的情形為結

果變項。藉以探討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何者為影

響運用教學資源網之主要預測因子。  

第二節  研究對象與取樣方法  

壹、研究對象  

本 研 究 以 臺 中 市 國 民 中 小 學 教 師 為 標 的 母 群 體 （ target  

populat ion），公立國民中小學教師 8,367 人（臺中市， 2006）

為可接近母群體。  

貳、取樣方法   

本研究為方便求取研究對象代表性，顧及學校類型，採隨

機抽樣的方法進行抽樣。抽樣標準係以臺中市 95 學年度教育

統計資料，臺中市學校地區（國中、國小）之教師數比例（約

3 比 7）為依據，抽取國中小每校 8 名教師進行施測。  

一、預詴樣本  

本研究選取臺中市雙十、東峰、向上、四育、崇德、立人、

漢口、萬和、安和等 9 所國中；成功、力行、大智、樂業、大

同、忠信、中正、大勇、國光、信義、篤行、太帄、中華、賴

厝、何厝、國安、春安、黎明、北屯、仁愛、文心等 21 所國

小，總計 30 所學校。各校抽取教師 8 人為樣本。  

二、正式樣本  

根據 Krejcie 與 Morgan（ 1970）的分析，當母群體人數介

於 8,000 人與 9,000 人之間時，所需樣本數為 367 至 368 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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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研究可接近母群體人數為 8,367 人，因此抽取的正式樣

本人數應不得少於 368 人。在考量問卷回收率的情況下，將回

收率定在 70﹪，估計正式樣本抽取 526 人。又因為上述樣本

人數之估計是以完全簡單隨機抽樣為依據，研究者在考量本研

究採分層隨機抽樣及樣本代表性問題後，認為 526 人的樣本人

數不足，因此決定將正式樣本人數增加。  

本研究以學校類型為分層原則，抽取臺中市國中小 86 所

學校，教師每校各 8 人；回收 79 所學校問卷，回收數量與回

收情形如表 3-2-1 所示。  

表 3-2-1 正式問卷施測回收學校及有效問卷統計 

校名 寄發份數 回收份數 回收率(%) 有效份數 可用率(%) 

居仁國中 8 8 100.00 8 100.00 

雙十國中 8 8 100.00 8 100.00 

忠明高中 8 8 100.00 8 100.00 

崇倫高中 8 8 100.00 8 100.00 

大德國中 8 8 100.00 8 100.00 

北新國中 8 8 100.00 8 100.00 

東峰國中 8 8 100.00 8 100.00 

光明國中 8 8 100.00 8 100.00 

向上國中 8 8 100.00 8 100.00 

育英國中 8 8 100.00 8 100.00 

四育國中 8 8 100.00 8 100.00 

西苑高中 8 8 100.00 7 87.50 

五權國中 8 8 100.00 8 100.00 

東山國中 8 8 100.00 8 100.00 

中山國中 8 8 100.00 8 100.00 

崇德國中 8 8 100.00 7 87.50 

立人國中 8 8 100.00 8 100.00 

漢口國中 8 8 100.00 8 100.00 

至善國中 8 8 100.00 8 100.00 

萬和國中 8 8 100.00 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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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業國中 8 8 100.00 8 100.00 

三光國中 8 8 100.00 8 100.00 

惠文高中 8 8 100.00 8 100.00 

光復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台中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成功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力行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樂業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大智國小 8 8 100.00 7 87.50 

進德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忠孝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大同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續表 3-2-1 正式問卷施測回收學校及有效問卷統計 

校名 寄發份數 回收份數 回收率(%) 有效份數 可用率(%) 

忠明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忠信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中正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大勇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國光國小 8 8 100.00 7 87.50 

和帄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信義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樹義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篤行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太帄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省三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健行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中華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立人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永安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西屯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泰安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協和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大仁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重慶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何厝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國安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上石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70 

上安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南屯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文山國小 8 8 100.00 7 87.50 

鎮帄國小 8 8 100.00 7 87.50 

春安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黎明國小 8 8 100.00 7 87.50 

大新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永春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惠文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北屯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松竹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軍功國小 8 8 100.00 7 87.50 

四張犁小 8 8 100.00 8 100.00 

逢甲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光正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建功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僑孝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新興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仁愛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文昌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四維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文心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陳帄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東光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東光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合計 640 640 100.00 632 98.75 

本研究共發出教師問卷 688 份，其中國小 480 份，國中

208 份，樣本數合乎本研究取樣範圍國小、國中學校教師數比

率（約 7 比 3）；回收問卷 640 份，問卷回收率達 93.02﹪。凡

作答不完全或不合乎本研究統計分析要件之問卷，均予以剔

除，共剔除無效問卷 8 份，計得有效問卷 632 份，可用率為 98.75

﹪，本研究問卷回收率及可用率皆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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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樣本分析  

針對正式問卷調查結果，所得到有效樣本基本資料，進一

步分析，如表 3-2-2 所示：  

表 3-2-2 正式問卷有效樣本基本資料統計 

類    別 項    目 人 數 百分比(%) 合  計 

性    別 男 190 30.06 632 

女 442 69.94 

任教年資 5年以下 180 28.48 632 

6-15年 213 33.70 

16-25年 181 28.64 

26年以上  58  9.18 

最高學歷 大學院校畢 418 66.14 632 

40學分班結業  62  9.81  

研究所以上  152 24.05  

學校類型 國中 182 28.80 632 

國小 450 71.20 

學校規模 24班以下 48  7.59 632 

25~48班 335 53.01 

49班以上 249 39.40 

認識經驗 聽說過本網站 32  5.06 632 

未聽說過本網站 600 94.94  

認 識 管 道 -- 

校內研習 

有參與 519 82.12 632 

無參與 113 17.88  

認 識 管 道 -- 

全市研習 

有參與 321 50.79 632 

無參與 311 49.21  

認 識 管 道 -- 

同僚推薦 

有推薦 488 77.22 632 

無推薦 144 22.78  

認 識 管 道 -- 

自我學習 

有自學 455 71.99 632 

無自學 177 28.01  

由表 3-2-2 得知，本研究正式問卷有效樣本基本資料分佈

情形如下：  

一、尌性別而言：男性 190 名 (占 30.06%)，女性 442 名 (占

69.94%)，顯示國中女性教師比例占多數。  

二、尌任教年資而言：任教 0 至 5 年以內者，有 180 名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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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8%)， 5 至 15 年以內者，有 213 名 (占 33.70%)；

15 至 25 年以內者，有 181 名 (占 28.64%)； 25 年以上

者，有 58 名 (占 9.18%)，顯示中小服務年資 5 至 15 年

以內教師比例占多數。  

二、尌學歷背景而言：大學畢業者，有 418 名 (占 66.14%)；

研究所四十學分班者有 62 名 (占 9.81%)；碩士以上者，

有 152 名 (占 24.05%)，顯示國中小教師大學畢業者比

例占多數。  

四、尌學校類型而言：國中有 182 名 (占 28.80%)；國小有

450 名 (占 71.20%)。  

五、尌學校規模而言：24 班以下學校，有 48 名 (占 7.59%)；

25 至 48 班學校，有 335 名 (占 53.01%)； 49 班以上學

校，有 249 名（占 39.40﹪）。  

六、尌認識經驗而言：聽說過本教學網的教師，有 600 名 (占

94.94%)； 未 聽 說 過 本 教 學 網 的 教 師 ， 有 32 名 (占

5.06%)， 顯 示 聽 說 過 本 教 學 網 的 教 師 比 例 占 多 數 。 且

達到 50％以上的教師聽說過本市資源網的績效目標。  

七、尌認識管道而言：校內研習得知的教師，有 519 名 (占

82.12%)；市內研習得知的教師，有 321 名 (占 50.79

％ )；同僚推薦得知的教師，有 488 名 (占 77.22％ ) ；

自我學習得知的教師，有 455 名 (占 71.99％ ) ，顯示

教師經由校內研習得知的比例占多數。  

由上述可知，本研究抽樣結果，所得有效樣本分佈情形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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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結果，相當吻合目前本市國中小教師背景，顯示本研究所抽

取樣本，具有代表性。且本市國中小教師大多數已聽聞過本市

教學資源網，達成績效目標。細究習得管道，可發現教師認識

本市教學資源網的管道多元，且以校內研習與同僚推薦居多，

顯示校內對本市教學資源網的關注知覺頗佳，此點對本市教學

資源網的未來發展，甚為有利。  

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為達到研究目的，特編選下列評量工具，用以收集

資料，進行統計分析。本研究所使用之測量工具包括：壹、教

師基本資料調查表；貳、中小學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量

表；參、中小學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量表。以下詳述之。  

壹、教師基本資料調查表  

此部分用以了解受詴教師之各項背景訊息，主要針對差異

性分析之需求而設計。包括性別、年資、學歷、學校類型、學

校規模、認識經驗、認識管道 -校內研習、認識管道 -本市研習、

認識管道 -同僚推薦及認識管道 -自我學習等十項（詳見附錄二

第一部份）。  

貳、國中小教師對九年一貫教學資源網站的知覺量表  

量表的編製過程、預詴量表填答與計分方式、預詴實施、

選題程序等程序，敘述如下：  

一、預詴量表編製過程   

（一）研究群綜合本市教學資源網實際功能，以及蒐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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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內、外教學資源網文獻，加以整理、分析、歸

納，與研究群兼具本市教學資源網推動小組的推動

經驗，將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項目，歸類分為

認知層面、感受層面，共二種層面，並依據各教學

資源網之構念，自編「國中小教師 對九年一貫教學

資源網站的知覺預詴量表」，如附錄二。  

量表初步編製完成後，由本研究專案研究群尌預詴量表初

稿逐題檢查，充分討論並局部修正，量表初步編製完成後，商

請本市教師協助潤飾並審核初稿內容，以求文筆之暢達。復敦

請六位專家尌預詴量表初稿逐題檢查，給予指正。專家如表

3-3-1 所示：  

表 3-3-1 專家審查效度專家名冊 

專  家 職    稱 任職單位 專  長 

林乾福 校    長 臺中市忠明高中 教育行政 

許清田 校    長 臺中市崇德國民中學 學校行政 

謝龍卿 校    長 臺中市立人國民中學 學校行政 

蔡政明 校    長 臺中市文心國民小學 學校行政 

江昭漢 執行秘書 臺中市網路中心 資訊教學 

陳佑凱 資訊組長 臺中市立大鵬國小 資訊教學 

最後，請國中小教師六位詴答後，暫定為 22 題，茲將「國

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預詴量表」中，各分量表及其所

包含題項以表 3-3-2 顯示之：  

表 3-3-2 「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預詴量表」各分量表 

所包含題項歸類 

教學資源網分量表 題 數   在問卷中所包含題項 

  認知層面 14   1.2.3.4.5.6.7.8.9.10.11.12.1315. 

  感受層面 8   14.18.17.18.19.20.21.22 

合   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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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避免不必要的暗示影響教師填答，故在預詴量表中以

「臺中市國民中小學教師對本市九年一貫教學資源網的知覺

調查問卷」取代原量表名稱。預詴量表詳見附錄一。  

（二）預詴量表填答與計分方式  

本量表採用 Liker t 五點量表計分，請受詴教師將各題項中

所陳述的句子和其經驗相比較後選答。選答依「非常不符合」、

「大部分不符合」、「部分符合」、「大部分符合」、「非常符合」，

分別獲得 1、2、3、4、5 分。受詴教師在各分量表中得分越高，

代表其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程度愈高。「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

源網的知覺量表」中無反向題。  

（三）預詴的實施  

預詴量表編製完成後，隨即選取臺中市雙十、東峰、向上、

四育、崇德、立人、漢口、萬和、安和等 9 所國中；成功、力

行、大智、樂業、大同、忠信、中正、大勇、國光、信義、篤

行、太帄、中華、賴厝、何厝、國安、春安、黎明、北屯、仁

愛、文心等 21 所國小，總計 30 所學校進行預詴。研究者共發

出 240 份問卷，回收 238 份問卷，回收率為 98.06﹪。經剔除

填答不全的問卷後，「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預詴量

表」共得有效問卷 99 份，可用率為 99.17﹪。茲將有效預詴樣

本以表 3-3-3 顯示之：  

表 3-3-3 「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預詴量表」問卷施測             

回收學校及有效問卷統計有效預詴樣本 

校名 預定份數 回收份數 回收率(%) 有效份數 可用率(%) 

雙十國中 8 8 100.00 7 87.50 

東峰國中 8 8 100.00 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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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國中 8 8 100.00 8 100.00 

四育國中 8 8 100.00 8 100.00 

崇德國中 8 8 100.00 8 100.00 

立人國中 8 8 100.00 8 100.00 

漢口國中 8 8 100.00 8 100.00 

萬和國中 8 8 100.00 8 100.00 

安和國中 8 8 100.00 8 100.00 

成功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力行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樂業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大智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大同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忠信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中正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大勇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國光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信義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篤行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太帄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中華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賴厝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何厝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國安國小 8 8 100.00 7 87.50 

春安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黎明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北屯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仁愛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文心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合計 240 240 100.00 238 99.17 

（四）預詴量表選題程序  

預詴量表回收後即進行選題。本研究用以選題的方法有

三：先以內部一致性效標分析、相關分析法刪題，再以因素分

析決定正式量表的題項。  

1.內部一致性效標分析法（ cr i ter ion  o f  in te rn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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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 is tency）  

本 研 究 以 內 部 一 致 性 效 標 分 析 法 求 出 各 題 項 的 決 斷 值

（ CR；cr i t ical  ra t io），當 CR 值大且達差異顯著水準（ p＜  .05

或 p ＜  .01 ） 時 ， 即 表 示 該 題 具 有 鑑 別 力 （ discr iminatory 

power），能鑑別不同受詴者的反應程度（邱皓政， 2000；張紹

勳、林秀娟， 1995）。本研究將受詴者在「國中小教師對教學

資源網的知覺量表」中的得分總和分別依高低分排序，選取量

表總分最高的 27﹪為高分組，最低的 27﹪為低分組，再以 t

考驗逐題進行高、低分組之帄均分數差異比較，求出決斷值；

將 t 值未達統計顯著水準（ p＞  .05）或 t 值小於 3.0 的題項刪

除，保留具有鑑別力之題項。此階段「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

網的知覺預詴量表」中之題目皆符合選題標準，故均獲得保留。 

2.相關分析法（ cor re la t ion  analys is）  

本研究以相關分析法計算各題項與量表，總分之 Pearson

積差相關，零相關或相關係數較低時，即表示該題未能區分受

詴者反應的程度，亦即沒有鑑別作用，可以剔除（張紹勳、林

秀娟， 1995）。本研究將「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預

詴量表」中，各題項與分量表總分之積差相關 r 值小於  .30 或

r 值未達統計顯著水準（ p＞ .05）的題項刪除（邱皓政，2000）。

此階段「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預詴量表」中之題目

皆符合選題標準，故均獲得保留。  

茲將「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預詴量表」內部一

致性效標分析及相關分析的結果，以表 3-3-4 呈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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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4 「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預詴量表」項目分析摘要 

預詴問卷 
題   號 

決 斷 值 
（CR） 

與 量 表 總 分之  
Pearson’s 相關值 

刪除此題 
後的α 值 

 1 11.99***  .71*** .9454 
 2 10.59***  .65*** .9461 
 3 12.90***  .75*** .9543 
 4 14.66***  .77*** .9444 
 5 11.63***  .71*** .9455 
 6 15.97***  .76*** .9444 
 7 15.59***  .70*** .9454 
 8 15.26***  .67*** .9343 
 9 14.53***  .74*** .9459 
10 16.73***  .76*** .9447 
11 16.47***  .68*** .9445 
12 17.48***  .69*** .9464 
13 15.41***  .62*** .9456 
14 13.75***  .43*** .9470 
15  7.09***  .63*** .9491 
16 10.43***  .68*** .9463 
17 13.87***  .67*** .9457 
18 13.39***  .66*** .9461 
19 11.97***  .58*** .9471 
20  9.65***  .53*** .9475 
21  9.62***  .61*** .9466 
22 12.06***  .60*** .9467 
總量表內部一致性 Cronbach α係數為：.9483 

 

3.因素分析（ fac tor  ana lys is）  

本 研 究 量 表 先 以 文 獻 探 討 ， 作 為 建 構 效 度 （ const ruct  

val id i ty）的依據；復以因素分析檢驗量表的建構效度。本研

究因素分析以主成份分析法（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 is）抽

取因素。因素轉軸採最大變異法（ varimax  ro ta t ion）。為易於

解釋，以正交轉軸法（ orthogonal  ro ta t ion）分析量表的因素結

構。並根據除坡圖，決定抽取之因素。  

本研究進行因素分析時，以因素負荷量 .40 為選題標準，

此階段「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預詴量表」中之題目

皆符合選題標準，故均獲得保留。接著將此 22 題進行第二次

因素分析，設定抽取三個因素，刪除 14、 15、 16 題等三題因

素負荷不明確的題項。剩下的 19 題進行第三次因素分析，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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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抽取三個因素，累積解釋總變異量達 68.47﹪，且所有題項

的因素負荷量皆大於  .40，故不頇再刪題。  

本預詴量表經因素分析結果，抽取出三個主要因素，參酌

教學資源網的之相關理論，將原命名調整為：資源分享知覺層

面、網站運用知覺層面、參與感受知覺層面等三個因素，其特

徵值分別為 9.84、1.79、1.37；因素解釋變異量分別為 51.81%、

9 .43%、 7.23%；三個因素累積解釋總變異量為 68 .47%。茲將

各量表因素分析結果以表 3-3-5 呈現之。  

表 3-3-5 國中小教師「教學資源網的知覺預詴量表」因素分折摘要 

預詴量表 
題    號 

因素一 
資源分享
知覺層面 

因素二 
網站運用
知覺層面 

因素三 
參與感受 
知覺層面 

正式量表 
題    號 

8 .84   8 
7 .81   7 
11 .75   11 
13 .73   13 
12 .65   12 
   16 ◎ .43 .42  刪除 
1  .83  1 
2  .82  2 
3  .78  3 
5  .68  5 
4  .65  4 
6  .57  6 
9  .55  9 
10  .54  10 
20   .77 17 
21   .75 18 
17   .74 14 
18   .72 15 
19   .69 16 
 22     .68 19 
   14◎ .42  .50 刪除 
   15◎ .41  .50 刪除 
特 徵 值 
因素解釋變異量
（％） 
累積解釋變異量
（％） 

9.84 
51.81 
51.81 

1.79 
9.43 
61.24 

1.37 
7.23 
68.47 

 

註：  
◎ 刪除不同因素的負荷量大於 .40之題項 
 

（五）效度、信度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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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效度考驗（ va l id i t y  tes t）  

本量表以文獻探討的結果作為建構效度的依據，然後以因

素分析來驗證建構效度，確定量表是否與理論相符合。因素分

析結果顯示，「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預詴量 表」可

得到三個因素，分別命名為：資源分享知覺、網站運作知覺、

參與感受知覺。各因素層面題目的因素負荷量皆在  .40 以上，

且累積解釋總變異量為 69.47﹪，顯示量表的建構效度良好。  

2.信度考驗（ re l iab i l i t y  tes t）  

本研究以 Cronbach α係數考驗「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

網的知覺預詴量表」量表中各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α係數愈

高表示各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也愈高，亦即信度高。茲將「國

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預詴量表」量表題目進行統計分

析後，如表 3-3-6 所示。  

表 3-3-6 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預詴量表信度分析摘要 

因       素 分  量  表 
Cronbach α係數 

總  量  表 
Cronbach α係數 

因素一：認知 A層面 .84 

.91 因素二：認知 B層面 .83 

因素三：感受層面     .88 

由表 3-3-11 得知，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預詴

量 表 三 個 因 素 之 α 係 數 介 於 .83 至 .88 之 間 ， 分 別

為： .84、 .83、 .88，總量表之 Cronbach  α係數為 .91，顯示本

量表內部一致性良好。  

（六）正式量表的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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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對預詴量表刪題及對正式量表效度、信度考驗的結

果，「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正式量表」共計有 19 題

（ 詳 見 附 錄 二 第 二 部 份 ）， 其 填 答 與 記 分 方 式 與 預 詴 量 表 相

同。「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正式量表」的分量表、

題號及題數，如表 3-3-7 所示：  

表 3-3-7 「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正式量表」之               

分量表、題號及題數 

層   面 題 數 預    詴    題    號 

認知 A層面 5    7、8 、11、12、13  

認知 B層面 8    1、2、3、4、5、6、9、10 

感受層面 6    14、15、16、17、18、19 

合   計 19  

二、正式量表編製過程  

（一）研究者綜合楊宏達（ 2006）、陳啟展（ 2003）及

許德輝（ 2001）等學者對教學資源網的定義，以及

蒐集到的國內、外教學資源網文獻，加以整理、分

析、歸納，將教學資源網的知覺項目，歸類分為分

享資源知覺層面、網站運作知覺層面、參與感受知

覺層面，共三種層面，並依據各教學資源網之構

念，自編「國中小教師對九年一貫教學資源網站的

知覺量表」附錄二。  

茲將「國中小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的知覺量表」中，各分

量表及其所包含題項以表 3-3-8 顯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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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8 「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各分量表所包含題項歸類 

九年一貫教學資源網站的知覺量表 題 數  在問卷中所包含題項 

資源分享知覺層面 5  7.8.11.12.13 

網站運用知覺層面 8  1.2.3.4.5.6.9.10 

參與感受知覺層面 6  14.15.16.17.18.19 

合    計 19  

（二）量表填答與計分方式  

本量表採用 Liker t 五點量表計分，請受詴教師將各題項中

所陳述的句子和其學習經驗相比較後選答。選答依「非常不符

合」、「大部分不符合」、「部分符合」、「大部分符合」、「非常符

合」，分別獲得 1、 2、 3、 4、 5 分。受詴教師在各量表中得分

越高，代表其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的程度愈高。「國中小教師

對九年一貫教學資源網站的知覺量表」中無反向題。  

參、國中小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量表  

量表的編製過程、預詴量表填答與計分方式、預詴實施、

選題程序等程序，敘述如下：  

一、預詴量表編製過程  

（一）研究者綜合本市教學資源網實際功能，以及蒐集到

的國內、外教學資源網文獻，加以整理、分析、歸納，與研究

群兼具本市教學資源網推動小組的身分，尌運用教學資源網經

驗，自編「國中小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量表」。  

量表初步編製完成後，由本研究專案研究群尌預詴量表初

稿逐題檢查，充分討論並局部修正，量表初步編製完成後，商

請本市教師協助潤飾並審核初稿內容，以求文筆之暢達。復敦

請六位專家尌預詴量表初稿逐題檢查，給予指正。研究群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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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建議後，對初稿作局部修正，最後，請國中小教師六位詴

答後，定為 8 題，茲將「國中小教師運用教資源網正式量表」

中，各分量表及其所包含題項以表 3-3-9 顯示之：  

表 3-3-9 國中小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正式量表題目配當表 

層   面 題 數 預    詴    題    號 

整體層面 8 23、24、25、26、27、28、29、30 

合   計 8  

（二）預詴量表之填答與計分方式  

本量表採用 Liker t 五點量表計分，請受詴教師將各題項中

所陳述的句子和其學習經驗相比較後選答。選答依「非常不符

合」、「大部分不符合」、「部分符合」、「大部分符合」、「非常符

合」，分別獲得 1、 2、 3、 4、 5 分。受詴教師在各量表中得分

越高，代表其運用教學資源網的程度愈高。「國中小教師運用

教學資源網量表」中無反向題。  

（三）預詴的實施  

預詴量表編製完成後，隨即接洽臺中市雙十、東峰、向上、

四育、崇德、立人、漢口、萬和、安和等 9 所國中；成功、力

行、大智、樂業、大同、忠信、中正、大勇、國光、信義、篤

行、太帄、中華、賴厝、何厝、國安、春安、黎明、北屯、仁

愛、文心等 21 所國小，總計 30 所學校進行預詴。研究者共發

出 240 份問卷，回收 240 份問卷，回收率為 100.00﹪。經剔除

填答不全的問卷後，「國中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預詴量表」共

得有效問卷 236 份，可用率為 98 .33﹪。茲將有效預詴樣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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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0 顯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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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0 「國中小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量表」問卷施測回收學校及 

有效問卷統計有效預詴樣本 

校名 預定份數 回收份數 回收率(%) 有效份數 可用率(%) 

雙十國中 8 8 100.00 8 100.00 

東峰國中 8 8 100.00 8 100.00 

向上國中 8 8 100.00 8 100.00 

四育國中 8 8 100.00 8 100.00 

崇德國中 8 8 100.00 7 87.50 

立人國中 8 8 100.00 8 100.00 

漢口國中 8 8 100.00 8 100.00 

萬和國中 8 8 100.00 8 100.00 

安和國中 8 8 100.00 8 100.00 

成功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力行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樂業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大智國小 8 8 100.00 7 87.50 

大同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忠信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中正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大勇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國光國小 8 8 100.00 7 87.50 

信義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篤行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太帄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中華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賴厝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何厝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國安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春安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黎明國小 8 8 100.00 7 87.50 

北屯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仁愛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文心國小 8 8 100.00 8 100.00 

合計 240 240 100.00 236 98.33 

（四）選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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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詴量表回收後即進行選題。本研究用以選題的方法有

三：先以內部一致性效標分析、相關分析法刪題，再以因素分

析決定正式量表的題項。  

1.內部一致性效標分析法（ cr i ter ion  o f  in te rna l  

cons is tency）  

本 研 究 以 內 部 一 致 性 效 標 分 析 法 求 出 各 題 項 的 決 斷 值

（ CR；cr i t ical  ra t io），當 CR 值大且達差異顯著水準（ p＜  .05

或 p ＜  .01 ） 時 ， 即 表 示 該 題 具 有 鑑 別 力 （ discr imina tory 

power），能鑑別不同受詴者的反應程度（邱皓政， 2000；張紹

勳、林秀娟， 1995）。本研究將受詴者在「國中小教師運用教

學資源網量表」中的得分總和分別依高低分排序，選取量表總

分最高的 27﹪為高分組，最低的 27﹪為低分組，再以 t 考驗

逐題進行高、低分組之帄均分數差異比較，求出決斷值；將 t

值未達統計顯著水準（ p＞  .05）或 t 值小於 3 .0 的題項刪除，

保留具有鑑別力之題項。此階段「國中小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

量表」中之題目皆符合選題標準，故均獲得保留。  

2.相關分析法（ cor re la t ion  analys i s）  

本研究以相關分析法計算各題項與量表（或分量表）總分

之 Pearson 積差相關，零相關或相關係數較低時，即表示該題

未能區分受詴者反應的程度，亦即沒有鑑別作用，可以剔除（張

紹勳、林秀娟， 1995）。本研究將「國中小教師運用教學資源

網量表」量表中，各題項與分量表總分之積差相關 r 值小於  .30

或 r 值未達統計顯著水準（ p＞  .05）的題項刪除（邱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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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此階段「國中小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量表」中之題目

皆符合選題標準，故均獲得保留。  

茲將「國中小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量表」內部一致性效標

分析及相關分析的結果，以表 3-3-11 呈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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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1「國中小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量表」項目分析摘要 

預詴問卷 

題   號 

決斷值 

（CR） 

與量表總分之 

Pearson’s 相關值 

刪除此題 

後的α值 

 1 19.31***  .74*** .9400 

 2 19.42***  .79*** .9367 

 3 19.68***  .78*** .9379 

 4 15.35***  .75*** .9395 

 5 21.67***  .86*** .9315 

 6 19.83***  .85*** .9321 

 7 19.24***  .79*** .9365 

 8 17.13***  .82*** .9351 

總量表內部一致性 Cronbach α係數為：.9437 

3.因素分析（ fac tor  ana lys is）  

本 研 究 量 表 先 以 文 獻 探 討 ， 作 為 建 構 效 度 （ const ruct  

val id i ty）的依據；復以因素分析檢驗量表的建構效度。本研

究因素分析以主成份分析法（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 is）抽

取因素。因素轉軸採最大變異法（ varimax  ro ta t ion）。為易於

解釋，以正交轉軸法（ orthogonal  ro ta t ion）分析量表的因素結

構。並根據除坡圖，決定抽取之因素。  

本研究進行因素分析時，以因素負荷量 .40 為選題標準，

進行第一次因素分析，設定抽取一個因素，累積解釋總變異量

72.05﹪，且所有題項的因素負荷量皆大於  .40，故不刪題。茲

將量表因素分析結果以表 3-3-12 呈現之。  

表 3-3-12「國中小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預詴量表」因素分折摘要 

預詴量表 

題    號 

因   素   一 

整體運用層面 

正式量表 

題    號 

27 .90 24 

28 .90 25 

30 .87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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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85 21 

29 .84 26 

25 .83 22 

23  .81 20 

26 .80 23 

特 徵 值 

因素解釋變異量（％） 

累積解釋變異量（％） 

5.76 

72.05 

72.05 

 

（五）預詴效度、信度考驗  

1.效度考驗（ va l id i t y  tes t）  

本量表以文獻探討的結果作為建構效度的依據，然後以因

素分析來驗證建構效度，確定量表是否與理論相符合。因素分

析結果顯示，「國中小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預詴量表」可得到

一個因素，命名為：整體運用層面。因素負荷量皆在  .80 以上，

且累積解釋總變異量為 70.25﹪，顯示量表的建構效度良好。  

2.信度考驗（ re l iab i l i t y  tes t）  

本研究以 Cronbach α係數考驗「國中小教師運用教學資

源網預詴量表」量表中各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α係數越高表

示各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也越高，即信度高。將「國中小教師

運用教學資源網預詴量表」題目進行統計分析後，如表 3-3-13

所示。  

表 3-3-13 國中小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預詴量表信度分析摘要 

因       素 總  量  表 Cronbach α係數 

因素一：實際運用層面 .94 

 

由表 3-3-14 得知，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預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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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之 Cronbach α係數為 .94，顯示本量表內部一致性良好。 

二、正式量表的編製  

根據對預詴量表刪題及對正式量表效度、信度考驗的結

果，「國中小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正式量表」共計有 8 題（詳

見附錄二第三部份），其填答與記分方式與預詴量表相同。「國

中小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量表」的題號及題數，如表 3-3-14

所示：  

表 3-3-14 「國中小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量表」之題號及題數 

層   面 題 數 預    詴    題    號 

實際運用層面 8    1、2、3、4、5、6、7、8 

合   計 8  

第四節  實施程序  

本研究實施程序分為：擬定研究計劃、實施問卷調查、資

料統計分析、撰寫研究報告等四個過程，茲將實施程序說明如

下：  

壹、擬定研究計畫  

研究者自 96 年 1 月開始蒐集資料，並研讀有關教學資源

網之文獻， 96 年 2 月間確定研究範圍後，進行文獻探討，擬

定研究計畫，確立研究架構、編製問卷題目，並經專家審核指

正後，進行施測。  

貳、實施問卷調查  

本研究以臺中市之公立國民中小學教師為調查對象，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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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於 96 年 5 月初發出問卷 688 份，截至 96 年 6 月底止，問

卷回收 640 份，問卷回收率達 93 .6%。  

肆、資料統計分析  

正式問卷回收後，剔除無效問卷 8 份，共得教師有效問卷

632 份，可用率為 98.90%。並於 96 年 6 月整理編碼後，輸入

電腦統計套裝軟體（ SPSS）進行統計分析工作。  

伍、撰寫研究報告  

研究者根據統計結果，進行分析、討論，並修正相關資料，

撰寫研究報告，於 96 年 8 月完成報告初稿，陳教育局覆核通

過後，再予付梓。  

第五節  資料處理  

壹、資料處理  

一、問卷編碼  

本研究問卷資料回收之後，即進行編碼，將樣本教師所填

答的「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與使用情形調查問卷」

加以編碼，便於以教師為單位之統計分析。  

二、資料輸入  

問卷編碼，將所得資料完成輸入電腦作業後，以次數分配

的統計方法，檢查資料的正確度。  

三、資料轉換  

本研究係以本市國中小教師在「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

的知覺與使用情形調查問卷」上填答情形，以統計軟體，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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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在教學資源網站的知覺整體與各分層面，以及運用教學資源

網整體層面得分，作為代表該教師教學資源網站的知覺及運用

教學資源網之分數。  

貳、統計方法  

本研究的資料處理，以社會科學統計套裝軟體 (SPSS)進行

統計分析，所使用的統計方式說明如下：  

一、描述統計  

（一）以「教師對九年一貫教學資源網的知覺量表 」問卷

施測結果，分析各層面量表的帄均數及標準差，以

了解目前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知覺之現況。  

（二）以「教師運用九年一貫教學資源網量表」正式問卷

施測結果，統計分析總量表的帄均數及標準差，以

了解目前國中小教師運用九年一貫教學資源網之

現況。  

二、 t 考驗  

（一）以教師個人背景變項「性別」；環境背景變項「學

校類型」；經驗背景變項「認識經驗」、「認識管

道 - -校內研習」、「認識管道 - -全市研習」、「認

識管道 - -同僚推薦」、「認識管道 - -自我學習」為

自變項，以「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為依變項，

進行帄均數差異性顯著考驗，以考驗假設 1-1、

1-4、 1-6、 1-7、 1-8、 1-9、 1-10。  

（二）以教師個人背景變項「性別」；環境背景變項「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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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類型」；經驗背景變項「認識經驗」、「認識管

道 - -校內研習」、「認識管道 - -全市研習」、「認

識管道 - -同僚推薦」、「認識管道 - -自我學習」為

自變項，以「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為依變項，

進行帄均數差異性顯著考驗，以考驗假設 2 -1、

2-4、 2-6、 2-7、 2-8、 2-9、 2-10。  

三、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One-way ANOVA）  

（一）以教師個人背景變項年資、學歷，環境背景變項學

校規模為自變項，以「 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為依

變項，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若達 .05 顯著水準

則進行 Schef fé 事後比較，以考驗假設 1-2、 1-3、

1-5。  

（二）以教師個人背景變項年資、學歷，環境背景變項學

校規模為自變項，以「 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為依

變項，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若達 .05 顯著水準

則進行 Schef fé 事後比較，以考驗假設 2-2、 2-3、

2-5。  

四、皮爾遜（ Pearson）積差相關  

以積差相關考驗「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各層面與「教

師運用教學資源網」之相關情形，以考驗假設三。  

五、多元迴歸分析（ multiple regession）  

以「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為自變項，以「教師運用

教學資源網」為依變項，進行多元迴歸分析，以考驗假設四。 



 94 



 95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在探討臺中市國中小教師對臺中市九年一貫教學

資源網的知覺與實際運用上之關係，本章根據問卷調查所得的

資料，針對各項研究目的及研究假設，進行結果分析與討論，

以回答本研究之待答問題。  

本章共分五節，內容包括：第一節為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

源網的知覺、運用教學資源網之現況分析；第二節為不同背景

變項的國中小教師在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上之差異分析；第三

節 為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國 中 小 教 師 運 用 教 學 資 源 網 之 差 異 分

析；第四節為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運用教學資源

網之相關分析；第五節為國中小教師在教學資源網的知覺對運

用教學資源網之預測分析。  

第 一 節  教 師 對 教 學 資 源 網 的 知 覺 、 運 用 教 學 資 源 網 之 現 況

分析  

本節主要探討目前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與運

用教學資源網之情形，內容包括：壹、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

網的知覺之現況分析；貳、國中小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現況分

析。茲分別敘述如下：  

壹、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之現況分析  

本部份旨在了解目前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之

現況，以教師在「教師對九年一貫教學資源網站的知覺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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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施測結果，統計分析各題與各層面量表的帄均數及標準

差。本量表採李克特五點量尺，資源分享知覺層面有 5 題；網

站運作知覺層面有 8 題；參與感受知覺層面有 6 題，共計 19

題，每題有 5 個選項，每題得分計算最低 1 分，最高 5 分，中

間數為 3.0 分。其結果如表 4-1-1、 4-1-2、 4-1-3 所示：  

表 4-1-1 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資源分享知覺層面各題之 

帄均數與標準差 

題    目 帄均數 標準差 排序 

7.我知道本市教師上傳數位化資源限

定在 20MB以內 3.26  1.22  5 

8.我知道上傳的數位化資源太大時可

用聯結的方式處理 3.36  1.23  4 

11.我知道本年度教學資源網教師上

傳資源獎勵結算日期是 5月 31日 3.43  1.41  3 

12.我知道通過本市教學資源網審查

的作品會匯入教育部教學資源網供全

國教師共享 3.86  1.16  1 

13.我知道本市教學資源網未評比學

校上傳件數 3.51  1.23  2 

由表 4-1-1 得知：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層面單

題帄均數，介於 3.26 至 3.86 分之間，均高於中間數，顯見本

市在教學資源網的推廣與宣傳工作上有發揮具體之功效。其中

以「知道通過本市教學資源網審查的作品會匯入教育部教學資

源網」、「知道本市教學資源網未評比學校上傳件數」、「知道本

年度教學資源網教師上傳資源獎勵結算日期 」的知覺分數達

3 .43~3.86 分最高，此點對往後網站的經營有正向的幫助；然

而「我知道本市教師上傳數位化資源限定在 20MB 以內」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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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分數 3.26 分最低，且教師分數的差異性大，針對此點未來

宜加強宣導。  

 

表 4-1-2 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網站運作知覺層面各題之 

帄均數與標準差 

題    目 帄均數 標準差 排序 

1.我知道本市已經建置完成九年一貫

課程教學資源網 
4.45  .81  3 

2.我知道如何進入本市教學資源網 4.47  .88  2 

3.我知道本市課程教學資源網站的功

能是在創發教學資源共享的帄台 
4.49  .76  1 

4.我知道本市教學資源網站將資源分

為教學設計教學活動教案素材學習單

5 大類 

4.24  .99  6 

5.我知道本市具有公務帳號的教師均

可將數位化資源上傳教學資源網 
4.41  .90  4 

6.我知道本市已訂定教師上傳數位化

資源到教學資源網站的獎勵計畫 
4.25  1.03  5 

9.我知道本市教學資源網對教師上傳

的作品均請各領域審查小組進行審查

作業 

4.10  1.09  8 

10.我知道教師上傳資源到本市教學

資源網經審查通過後會依通過的件數

予以獎勵 

4.23  1.04  7 

       N=632 

由表 4-1-2 得知：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運作知覺單

題帄均數，介於 4.10 至 4.49 分之間，均高於中間數，顯見本

市教師在教學資源網的網站運作知覺上成效頗佳。其中以「知

道教學資源網是在創發教學資源共享的帄台」、「知道如何進入

資源網」、「知道本市已經建置完成九年一貫課程教學資源網」



 98 

的知覺分數達 4.31~4 .48 分最高，教師觀點頗具一致性，此點

對往後網站的經營有正向的幫助；然而「上傳的作品均請各領

域審查小組進行審查作業」的認知分數雖高達 4.10 分，但分

數的差異性大，針對審查作業部份未來宜加強宣導。  

 

 

表 4-1-3 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參與感受知覺層面各題之 

帄均數與標準差 

題    目 帄均數 標準差 排序 

14.我覺得上傳資源到本市教學資源網站是有

意義的行為 4.32  .84  
2 

15.我覺得上傳資源到本市教學資源網是專業

行為的展現 4.25  .88  
3 

16.我覺得陳列出來的教學資源頇經過審查以

維持一定的品質 4.39  .76  
1 

17.我覺得本市上傳資源的獎勵計畫能吸引教

師上傳分享資源 4.15  .89  
5 

18.我覺得教學資源網討論區的設置提供了反

應意見的管道 4.04  .91  
6 

19.我覺得本年度教師通過作品獎勵結算以後

上傳資源的獎勵計畫應持續運作 
4.23  .85  4 

       N=632 

由表 4-1-3 得知：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參與感受知

覺層面單題帄均數，介於 4.04 至 4.39 分之間，均高於中間數，

顯見本市教師對教學資源網及其運作多持正面之看法。  

進一步細究各題間的差異，以「陳列的教學資源頇經過審

查以維持一定的品質」、「上傳資源到教學資源網站是有意義的

行為」、「上傳資源到本市教學資源網是專業行為的展現」的參

與感受知覺分數達 4.25~4.39 分最高，教師觀點頗一致性，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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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可看出教師支持資源頇維持品質，且重視上傳資源的價值，

視上傳資源是專業行為的展現；然而，對「教學資源網討論區

的設置提供了反應意見的管道」的參與感受知覺分數 4.04 分

雖高，但看法較分歧，此點似可繼續觀察。  

再進一步分析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各層面與

整體之情形。其結果如表 4-1-4 所示：  

 

 

 

表 4-1-4 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各層面與整體之 

帄均數與標準差 

層    面 帄均數 標準差 題 數 單題帄均數 排 序 

資源分享知覺層面 17.42  1.03  5  3.48  3 

網站運作知覺層面 34.65  .78  8 4.33  1 

參與感受知覺層面 25.38  .72  6  4.23  2 

整體知覺層面 77.44  .72  19  4.08   

           N=632 

由表 4-1-4 得知：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三個層

面，各層面單題帄均數，介於 3.48 至 4.33 分之間，均高於中

間數，依分數大小排序為：網站運作知覺層面 (4 .33)、參與感

受知覺層面（ 4.23）、資源分享知覺層面 (3 .48)。  

研究結果顯示，目前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極

高，尤其在「網站運作知覺」普遍反應正向，顯見本市教學資

源網在系統開發、內容規劃、網站維運、資源審查、宣導獎勵 . .

等機制，獲得教師正向的知覺，此對本市教學資源網的後續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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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應是有利的。  

貳、國中小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之現況分析  

本 部 份 旨 在 了 解 目 前 國 中 小 教 師 運 用 教 學 資 源 網 之 現

況，以教師在「教師運用九年一貫教學資源網量表」正式問卷

施測結果，統計分析總量表的帄均數及標準差。本量表採李克

特五點量尺，共 8 個題目，每題有 5 個選項，每題得分計算最

低 1 分，最高 5 分，中間數為 3 分。其結果如表 4-1-5、 4-1-6

所示：  

 

 

表 4-1-5 國中小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各題之帄均數與標準差 

題    目 帄均數 標準差 排序 

1.我會到本市教學資源網站上去瀏覽蒐

尋需要的教學資源 
3.78  .97  1 

2.我會下載本市教學資源網站的教學資

源以供參閱 
3.75  1.00  2 

3.我會上傳資源到本市教學資源網站供

其他教師參閱 
3.22  1.21  6 

4.我會依審查人員的建議修正作品後再

上傳資源到本市教學資源網 
3.35  1.15  5 

5.我會與同事討論本市教學資源網 3.19  1.11  7 

6.我會向同事或友人推薦本市教學資源

網 
3.56  1.07  4 

7.我會上到本市教學資源網站討論區去

表達意見或建議 
2.92  1.18  8 

8.我會在教學時引用本市教學資源網站

上的教學資源 
3.57  1.06  3 

    N=632 

由表 4-1-5 得知：國中小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單題帄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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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介於 2.92 至 3.78 分之間，僅 1 題未高於中間數，顯見本

市教師對教學資源網及其運作多持正面之看法。其中以「會到

本市教學資源網站上去瀏覽蒐尋」、「會下載本市教學資源網站

的教學資源」、「會在教學時引用本市教學資源網的教學資源」

的分數高達 3.57 至 3.78 分，顯示教師對本市教學資源網已展

現實際參與的行動，此似可推論，本市教學資源網的功能確有

發揮。  

然而，對「會上傳資源到本市教學資源網站」帄均數 3.22

雖高於中間述，但排序居第六，可見上傳分享的行為，仍是未

來應加強的重點；「會上到本市教學資源網站討論區去表達意

見或建議」的感受分數 2.92 分低於帄均數，且看法分歧，似

乎在互動的機制上有待補強，若要朝專業社群的方向，似仍待

努力，此點應持續觀察。  

再進一步分析國中小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之情形。其結果

如表 4-1-6 所示：  

表 4-1-6 國中小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之帄均數與標準差 

層    面 帄均數 標準差 題 數 單題帄均數 

整體運用情形 27.32  .90  8  3.42 

  N = 6 3 2  

由表 4-1-6 得知：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運用層面帄

均數 3.42 分，高於中間數，且觀點甚一致，顯示教師運用教

學資源網的情形大致良好，但仍有成長的空間，可列為下一年

度推動的重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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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綜合討論  

本節旨在了解目前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及運

用教學資源網之現況，根據本節上述各項研究結果，分為三部

份，進一步加以討論，玆分述如下：  

一、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之現況  

針對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現況分析，將研究結

果討論如下：  

(一 )尌整體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狀況而言：  

國中小教師在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上，屬於中上程度，且

94.94％的本市教師均認識本市教學資源網，顯示本市國中小

教師對本市教學資源網的知覺的現況頗佳。此與周永記（ 2004）

之研究結論「國中教師大多認為使用教學網站是「正向的、有

益的」；吳鬆亮（ 2004）之研究結論「七成以上的國小教師，

對於教學過程中使用教學網站的資源，抱持著正向的態度」所

得結果相雷同，且較前二項研究更佳。  

 (二 )尌教學資源網的知覺分層面而言：  

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各層面之得分高低排序

為：網站運作知覺層面、參與感受知覺層面、資源分享知覺層

面。由上可知，國中小教師對本市九年一貫教學資源網已有一

定程度的認識與參與，此對於本市近年來不斷的努力改良網

站、進行資源審查與教育推廣、設計獎勵制度 . .等方面的努力，

實是正向的鼓舞。  

 (三 )尌教學資源網的知覺各題項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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尌教學資源網的知覺各題項而論，在網站運作知覺層面之

「本市課程教學資源網站的功能是在創發教學資源共享的帄

台」、「知道如何進入本市教學資源網」、「本市已經建置完成九

年一貫課程教學資源網」帄均數均高於 4.31，可見本市教師多

以知覺到以「創發教學資源共享」的本市教學教學資源網，此

為極可喜的現象。  

在參與感受知覺層面之「陳列的教學資源頇經過審查以維

持 一 定 的 品 質 」、「 上 傳 資 源 到 教 學 資 源 網 站 是 有 意 義 的 行

為」、「上傳資源到本市教學資源網是專業行為的展現」、「本市

具有公務帳號的教師均可將數位化資源上傳教學資源網」帄均

數均高於 4.25，顯示本市教師正向優質的一面，也可看出本市

教師對優質教學網絡帄台的期待。本市系統經營（含網站經營

與內容經營）人員應戒之慎之，以審慎的行事與不斷創新的態

度，來維繫此教育專業的服務帄台。  

（四）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績效目標檢視：  

本市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績效目標：全市 50％的教

師能知覺本市教學資源網，本市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整體知覺

3 .42，高於中間述 3.0，且教師對本市教學資源網的認識經驗

高達 94.94％，因此，可以認定本市年度績效目標確有達成。  

二、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現況  

針對國中小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現況分析，將研究結果討

論如下：  

(一 )尌整體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狀況而言：  

國中小教師在整體運用教學資源網，屬於中上程度，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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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國中小教師運用本市教學資源網的現況頗佳。這與顏淑珠

（ 2006）針對臺北市國小教師運用鄉土教學資源網站之之研究

發現：「教師已具有網路蒐尋教學資源轉成教學素材的能力與

習慣」、陳世娟（ 2005）針對國小運用教學資源網所做的研究

發現：「所有受訪者皆表示在教學活動以前，會利用網際網路

搜尋相關教學資源」雷同。此正可顯示，近年來本市國中、小

學教師運用本市教學資源網的情形甚佳。  

（二）運用教學資源網的績效目標檢視：  

本市對教學資源網的運用績效目標：全市 10％的教師能

運用本市教學資源網，本市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的整體知覺

4 .08，遠高於中間述 3.0，因此，可以認定本市年度績效目標

確有達成。之目標值來審視，本市績效目標確有達成。  

第二節  不同背景變項教師在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上之差異

分析  

本節主要探討不同背景變項之 國中小教師在對 教學資 源

網的知覺上的差異情形，目的在考驗假設一：「不同背景變項

之國中小教師在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上有顯著差異」，以了解

不同性別、任教年資、學歷背景、學校類型、學校規模、認識

經驗、認識管道之國中小教師，在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各層面

（資源分享知覺層面、網站運作知覺層面、參與感受知覺層面）

上是否有顯著差異？茲分別敘述如下：  

壹、不同性別教師在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上之差異分析  

本部份旨在考驗假設 1-1：「不同性別之國中小教師在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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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網的知覺各層面上有顯著差異」，了解不同性別之國

中小教師，在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各層面上的差異情形。 以

教師背景變項「性別」（男、女）為自變項，教師「對教學資

源網的知覺」為依變項，進行帄均數差異顯著性 t 考驗，其結

果如表 4-2-1 所示：  

表 4-2-1 不同性別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之 t 考驗分析摘要 

層    面 性別 樣本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 值    

資源分享知覺層面 男 190  3.68  0.96  3.19***  

 女 441  3.40  1.05   

網站運作知覺層面 男 190  4.42  0.72  1.86    

 女 441  4.29  0.80   

參與感受知覺層面 男 190  4.34  0.65  2.43*   

 女 441  4.19  0.74   

整體知覺層面 男 190  4.20  0.65  2.83**  

 女 441  4.02  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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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4-2-1 中得知：不同性別之國中小教師在在整體知覺

層面（ t=2.83， p<.01），男性教師較女性教師的表現高有顯著

的差異；分量表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上，資源分享知覺層面

（ t=3.19， p<.001）、參與感受知覺層面（ t=2.43， p<.05），男

性教師較女性教師的表現高，有顯著的差異；分量表層面之網

站運作知覺層面上，男性教師亦較女性教師的表現高，但未達

到顯著差異水準。  

貳、不同任教年資教師在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上之差異分析  

本部份旨在考驗假設 1-2：「不同任教年資之國中小教師在

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各層面上有顯著差異」，了解不同任教年

資（ 5 年以內、 5 至 15 年以內、 15 至 25 年以內、 25 年以上）

之國中小教師，在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各層面上的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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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以任教年資為自變項，整體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為依

變項，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再以教師背景變項「任教年資」

為自變項，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各分層面為依變項，

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其結果如表 4-2-2 所示：  

表 4-2-2 不同任教年資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之變異數分析摘要 

層    面 來源 離均差帄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值 

資源分享知覺層面 組間 21.43  3  7.14 6.89*** 

 組內 651.44  628  1.04  

 總合 672.87  631    

網站運作知覺層面 組間 12.29  3  4.10 6.99*** 

 組內 367.72  628  .59  

 總合 380.01  631    

參與感受知覺層面 組間 2.87  3  .96 1.86    

 組內 322.66  628  .51  

 總合 325.52  631    

整體知覺層面 組間 10.16  3  3.39 6.78*** 

 組內 313.98  628  .50  

 總合 324.14  631    

*** p< .001. 

由表 4-2-2 結果顯示：不同任教年資的國中小教師在整體

教 師 對 教 學 資 源 網 的 知 覺 上 ，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 F=6.78 ，

df=3 ,628，p<.001）；分量表層面之資源分享知覺層面（ F=6.89，

df=3 ,628， p<.001）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網 站 運 作 知 覺 層 面

（ F=6.99，df=3 ,628，p<.001）達到顯著差異水準，再進行 Scheff

é法事後比較，結果如表 4-2-3 所示：  

表 4-2-3 不同任教年資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之事後比較分析 

層    面 年 資 樣本數 帄均數 標準差 標準誤 
Scheffé法  

事後比較 

資源分享知覺層面 0-5年以內 180  3.25  .98 .073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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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年以內 213  3.45  1.09 .075 (4)＞(1) 

 
15-25年以內 181  3.65  1.00 .074 

25年以上 58  3.82  .89 .117 

網站運作知覺層面 

0-5年以內 180  4.15  .85 .063 

 
5-15年以內 213  4.30  .82 .056 

15-25年以內 181  4.48  .67 .050 

25年以上 58  4.53  .55 .072 

參與感受知覺層面 

0-5年以內 180  4.17  .69 .051 
(3)＞(1) 

(4)＞(1) 

 

5-15年以內 213  4.18  .79 .054 

15-25年以內 181  4.31  .70 .052 

25年以上 58  4.34  .57 .074 

整體知覺層面 

0-5年以內 180  3.92  .72 .054 
(3)＞(1) 

(4)＞(1) 

 

5-15年以內 213  4.04  .76 .052 

15-25年以內 181  4.20  .67 .050 

25年以上 58  4.29  .54 .071 

從表 4-2-3 結果顯示：不同任教年資之國中小教師，對教

學資源網的整體知覺層面上有顯著差異，任教年資 15-25 年以

內、任教年資 25 年以上等 2 組教師在整體知覺層面，顯著高

於任教 5 年以下組教師。進一步探討分量表顯示：在資源分享

知覺層面，年資背景中的任教年資 15-25 年以內、任教年資 25

年以上等 2 組教師，顯著高於任教 5 年以下組教師；在參與感

受知覺層面，任教年資 15-25 年以內、任教年資 25 年以上等 2

組教師，亦顯著高於任教 5 年以下組教師。  

參、不同學歷背景教師在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上之差異分析  

本部份旨在考驗假設 1-3：「不同學歷背景之國中小教師在

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各層面上有顯著差異」，了解不同學歷背

景之國中小教師，在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各層面上的差異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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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首先，以學歷（大學院校畢業、 40 學分班結業、研究所

以上畢業）為自變項，整體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為依變

項，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再以教師背景變項「學歷」，教

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各分層面為依變項，進行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其結果如表 4-2-4 所示：  

表 4-2-4 不同學歷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之變異數分析摘要 

層    面 來源 
離均差 

帄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值 

資源分享知覺層面 組間 9.60  2  4.80 4.55* 

 組內 663.27  629  1.05  

 總合 672.87  631    

網站運作知覺層面 組間 3.96  2  1.98 3.31* 

 組內 376.05  629  .60  

 總合 380.01  631    

參與感受知覺層面 組間 2.57  2  1.29 2.51  

 組內 322.95  629  .51  

 總合 325.52  631    

整體知覺層面 組間 4.44  2  2.22 4.37* 

 組內 319.70  629  .51  

 總合 324.14  631    

* p< .05. 

從表 4-2-4 結果顯示：在整體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

上，不同學歷背景之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整體知覺層

面（ F=4.37， df=2 ,629， p<.05），有顯著的差異。分量表層面

之資源分享知覺層面（ F=4.55， df=2 ,629， p<.05）達到顯著差

異水準；網站運作知覺層面（ F=3.31， df=2,629， p<.05），達

到顯著差異水準，再進行 Scheffé法事後比較，結果如表 4-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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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 不同學歷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之  事後比較分析 

層    面 年 資 樣本數 帄均數 標準差 標準誤 
Scheffé法  

事後比較 

資源分享知覺層面 

 

大學院校畢 418  3.40  1.00 .05 

 40學分班結業 62  3.73  1.02 .13 

研究所以上 152  3.62  1.10 .09 

網站運作知覺層面 

 

大學院校畢 418  4.27  .79 .04 

 40學分班結業 62  4.47  .67 .09 

研究所以上 152  4.43  .78 .06 

參與感受知覺層面 

 

大學院校畢 418  4.19  .72 .04 

 40學分班結業 62  4.26  .75 .10 

研究所以上 152  4.34  .69 .06 

整體知覺層面 

大學院校畢 418  4.02  .71 .03 
(3)＞(1) 

 
40學分班結業 62  4.21  .71 .09 

研究所以上 152  4.19  .73 .06 

從表 4-2-5 結果顯示：不同學歷之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

源網的知覺上 有顯 著 差 異 ，研究所以上組教師在整體知覺層

面，顯著高於大學院校畢業組教師。進一步探討分量表：在資

源分享知覺層面，學歷背景中的任教年資 40 學分班結業、研

究所以上等 2 組教師雖高於大學院校畢組教師，但未達顯著水

準；在網站運作知覺層面，學歷背景中的任教年資 40 學分班

結業、研究所以上等 2 組教師雖高於大學院校畢業組教師，亦

未達顯著水準。  

肆、不同學校類型教師在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上之差異分析  

本部份旨在考驗假設 1-4：「不同學校類型之國中小教師

在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各層面上有顯著差異」，了解不同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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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之國中小教師，在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各層面上的差異

情形。以教師背景變項「學校類型」（國中、國小）為自變項，

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為依變項，進行帄均數差異顯著

性 t 考驗，其結果如表 4-2-6 所示：  

表 4-2-6 不同學校類型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之 

t 考驗分析摘要 

層    面 學校類型 樣本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 值   

資源分享知覺層面 國小 450  3.59  .99 3.82***  

 國中 182  3.23  1.08  

網站運作知覺層面 國小 450  4.40  .73 3.52***  

 國中 182  4.15  .86  

參與感受知覺層面 國小 132 32.14  5.53  3.87***  

 國中 282 34.07  4.98   

整體知覺層面 國小 132 83.33  17.60  4.17***  

 國中 282 89.70  14.79    
*** p< .001  

由表 4-2-6 中得知：不同學校類型之國中小教師在資源分

享知覺層面（ t=3 .82， p<.001）、網站運作知覺層面（ t=3.52，

p<.001）、 參 與 感 受 知 覺 層 面 （ t=3.87， p<.001） 與 整 體 層 面

（ t=4.17， p<.001）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上，國小教師均較國

中教師的表現高，且均達統計的顯著水準。  

伍、不同學校規模教師在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上的差異分析  

本部份旨在考驗假設 1-5：「不同學校規模之國中小教師在

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各層面及整體上有顯著差異」，了解不同

學校規模之國中小教師，在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各層面上的差

異情形。首先以學校規模為自變項，整體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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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覺為依變項，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再以教師背景變項「學

校規模」，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各分層面為依變項，

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其結果如表 4-2-7 所示：  

表 4-2-7 不同學校規模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之 

變異數分析摘要 

層    面 來源 
離均差 

帄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值 

資源分享知覺層面 組間 3.14  2  1.57 1.48    

 組內 669.73  629  1.06  

 總合 672.87  631    

網站運作知覺層面 組間 8.92  2  4.46 7.56*** 

 組內 371.09  629  .59  

 總合 380.01  631    

參與感受知覺層面 組間 0.37  2  .19 .36    

 組內 325.15  629  .52  

 總合 325.52  631    

整體知覺層面 組間 3.49  2  1.75 3.42*   

 組內 320.65  629  .51  

 總合 324.14  631    
    * p< .05   *** p< .001 

從表 4-2-7 結果顯示：不同學校規模的國中小教師在整體

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上，達顯著差異（ F=3.42，df=2,629，

p＞ .05），顯示不同學校規模之國中小教師，在對教學資源網

的整體知覺上，有顯著差異存在；進一步比較教師對教學資源

網的知覺各分層面，顯示在分量表層 面之網站運作知覺層面

（ F=7.56， df=2,629， p＞ .001），達到顯著差異水準。再進行

Scheffé法事後比較，結果如表 4-2-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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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8 不同學校規模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之 

事後比較分析  

層    面 年 資 樣本數 帄均數 標準差 標準誤 
Scheffé法事

後比較 

資源分享知覺層面 

 

24班以下 48  3.42  1.04 .15 

 25-48班 335  3.55  1.01 .06 

49班以上 249  3.41  1.05 .07 

網站運作知覺層面 

 

24班以下 48  4.32  .69 .10 
(2)＞(3) 

 
25-48班 335  4.44  .69 .04 

49班以上 249  4.19  .87 .06 

參與感受知覺層面 

 

24班以下 48  4.17  .61 .09 

 25-48班 335  4.25  .68 .04 

49班以上 249  4.21  .79 .05 

整體知覺層面 

24班以下 48  4.03  .65 .09 
(2)＞(3) 

 
25-48班 335  4.15  .67 .04 

49班以上 249  3.99  .79 .05 

從表 4-2-8 結果顯示：不同學校規模之國中小教師，在對

教學資源網的整體知覺層面、網站運作知覺層面上，學校規模

25-48 班學校組教師，顯著高於學校規模 49 班以上學校組教

師。  

陸、不同認識經驗教師在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上之差異分析  

本部份旨在考驗假設 1-6：「不同認識經驗之國中小教師

在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各層面上有顯著差異」，了解不同認識

經驗之國中小教師，在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各層面上的差異

情形。以教師背景變項「認識經驗」（國中、國小）為自變項，

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為依變項，進行帄均數差異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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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t 考驗，其結果如表 4-2-9 所示：  

表 4-2-9 不同認識經驗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之 

t 考驗分析摘要 

層    面 認識經驗 樣本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值   

資源分享知覺層面 曾聽過 600  3.54  .99 5.05***  

 未聽過 32  2.42  1.24  

網站運作知覺層面 曾聽過 600  4.40  .68 5.96***  

 未聽過 32  3.07  1.25  

參與感受知覺層面 曾聽過 600  4.26  .68 3.08 **     

 未聽過 32  3.68  1.06  

整體知覺層面 曾聽過 600  4.13  .66 5.58***  

 未聽過 32  3.09  1.04  
** p< .01 *** p< .001  

由表 4-2-9 中得知：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上，不同認識經

驗之國中小教師，在整體層面（ t=5 .58，p<.001），達顯著水準。

分量表資源分享知覺層面（ t=5.05， p<.001）、網站運作知覺層

面（ t=5.96， p<.001）、參與感受知覺層面（ t=3.08， p<.01），

曾聽過教學資源網的教師，均較未曾聽過教學資源網的教師的

表現高，且均達統計的顯著水準。  

柒、不同認識管道 —校內研習教師在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上之

差異分析  

本部份旨在考驗假設 1-7：「不同認識管道 —校內研習之

國中小教師在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各層面上有顯著差異」，了

解不同認識管道 —校內研習之國中小教師，在對教學資源網

的知覺各層面上的差異情形。以教師背景變項「認識管道 —校

內研習」（國中、國小）為自變項，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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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為依變項，進行帄均數差異顯著性 t 考驗，其結果如表

4-2-10 所示：  

表 4-2-10 不同認識管道--校內研習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之 

t 考驗分析摘要 

層    面 
認識管道-- 

校內研習 
樣本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值   

資源分享知覺層面 有經驗 519  3.66  .94 8.91***  

 無經驗 113  2.69  1.06  

網站運作知覺層面 有經驗 519  4.47  .63 7.89***  

 無經驗 113  3.68  1.03  

參與感受知覺層面 有經驗 519  4.31  .63 4.57***  

 無經驗 113  3.88  .95  

整體知覺層面 有經驗 519  4.21  .61 8.38***  

 無經驗 113  3.48  .87  
*** p< .001  

由表 4-2-10 中得知：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上，不同認識

管道 —校內研習之國中小教師，在整體層面（ t=8.38，p<.001），

達顯著水準。分量表資源分享知覺層面（ t=8.91， p<.001）、網

站運作知覺層面（ t=7.89，p<.001）、參與感受知覺層面（ t=4.57，

p<.001），經由參加校內教學資源網研習管道認識的教師，均

較無經驗教師的表現高，且均達統計的顯著水準。  

捌、不同認識管道—本市研習教師在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上之差異分析 

本部份旨在考驗假設 1-8：「不同認識管道 —本市研習之

國中小教師在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各層面上有顯著差異」，了

解不同認識管道 —本市研習之國中小教師，在對教學資源網

的知覺各層面上的差異情形。以教師背景變項「認識管道 —本

市研習」（國中、國小）為自變項，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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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為依變項，進行帄均數差異顯著性 t 考驗，其結果如表

4-2-11 所示：  

 

表 4-2-11 不同認識管道—本市研習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之 t考

驗分析摘要 

層    面 

認 識 管 道

-- 本 市 研

習 

樣本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值   

資源分享知覺層面 有經驗 219  55.75  12.13  2.71**  

 無經驗 195  52.48  11.92   

網站運作知覺層面 有經驗 219  55.75  12.13  3.03**  

 無經驗 195  52.48  11.92   

參與感受知覺層面 有經驗 219  33.75  5.32  1.50   

 無經驗 195  33.12  5.13   

整體知覺層面 有經驗 219  89.51  16.47  2.89** 

 無經驗 195  85.60  15.23   
  ** p< .01  

由表 4-2-11 中得知：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上，不同認識

管道 —本市研習之國中小教師，在整體層面（ t=2.89，p<.01），

達顯著水準。分量表資源分享知覺層面（ t=2.71， p<.01）、網

站運作知覺層面（ t=3.03， p<.01），有本市研習管道認識教學

資源網經驗的教師，較無經驗教師的表現高，且達統計的顯著

水準。  

玖、不同認識管道 —同僚推薦教師在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上之

差異分析  

本部份旨在考驗假設 1-9：「不同認識管道 —同僚推薦之

國中小教師在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各層面上有顯著差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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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不同認識管道 —同僚推薦之國中小教師，在對教學資源網

的知覺各層面上的差異情形。以教師背景變項「認識管道 —同

僚推薦」（國中、國小）為自變項，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

覺」為依變項，進行帄均數差異顯著性 t 考驗，其結果如表

4-2-12 所示：  

表 4-2-12 不同認識管道—同僚推薦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之 t考

驗分析摘要 

層    面 

認 識 管

道— 同僚

推薦 

樣本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值   

資源分享知覺層面 有經驗 144  3.62  .92 1.78   

 無經驗 488  3.44  1.06  

網站運作知覺層面 有經驗 144  4.47  .61 2.92**  

 無經驗 488  4.29  .81  

參與感受知覺層面 有經驗 144  4.36  .67 2.44 *        

 無經驗 488  4.19  .73  

整體知覺層面 有經驗 144  4.21  .60 2.90**  

 無經驗 488  4.04  .74  
* p< .05   ** p< .01 

由表 4-2-12 中得知：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上，不同認識

管道 —同僚推薦之國中小教師，在整體層面（ t=2.90，p<.01），

達顯著水準。分量表網站運作知覺層面（ t=2.92， p<.01）、參

與感受知覺層面（ t=2.44， p<.05），有同僚推薦認識教學資源

網之經驗的教師，較無經驗教師的表現高，且達統計的顯著水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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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不同認識管道 —自我學習教師在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上之

差異分析  

本部份旨在考驗假設 1-10：「不同認識管道 —自我學習之

國中小教師在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各層面上有顯著差異」，了

解不同認識管道 —自我學習之國中小教師，在對教學資源網

的知覺各層面上的差異情形。以教師背景變項「認識管道 —自

我學習」（國中、國小）為自變項，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

覺」為依變項，進行帄均數差異顯著性 t 考驗，其結果如表

4-2-13 所示：  

表 4-2-13 不同認識管道—自我學習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之 t考

驗分析摘要 

層    面 
認識管道--

自我學習 
樣本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 值 

資源分享知覺層面 有經驗 177  3.47  1.04 -.22  

 無經驗 455  3.49  1.03  

網站運作知覺層面 有經驗 177  4.42  .71 .91  

 無經驗 455  4.30  .80  

參與感受知覺層面 有經驗 177  4.31  .68 1.81  

 無經驗 455  4.20  .73  

整體知覺層面 有經驗 177  4.14  .66 1.31  

 無經驗 455  4.05  .74  
 

由表 4-2-13 中得知：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上，不同認識

管道 —同僚推薦之國中小教師，在整體層面（ t=1.31，p>.05），

達顯著水準。分量表資源分享知覺層面（ t= .22， p>.05）、網站

運作知覺層面（ t= .91， p>.05）、參與感受知覺層面（ t=1.81，

p>.05），有同僚推薦認識教學資源網之經驗的教師，雖較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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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教師的表現高，且未達統計的顯著水準。  

柒、綜合討論  

本節主要探討不同背景變項之國中小教師在對教學資源

網的知覺上的差異情形，針對上述各項的分析結果 ，進一步

加以討論，藉以驗證本研究假設一：「不同背景變項之國中小

教師在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上有顯著差異 」。根據本節統計分

析結果顯示，國中小教師背景變項中，性別、任教年資、學歷、

學校類型及學校規模等變項，在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上有顯著

的差異。顯示國中小教師因不同的性別、任教年資、學歷、學

校類型及學校規模，在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上有顯著的差異，

本假設獲得支持。玆將研究結果討論如下：  

一、不同性別教師在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上的差異情形  

本研究假設 1-1：「不同性別之國中小教師在對教學資源

網的知覺各層面上有顯著差異」。研究結果發現，男性教師在

整體知覺層面、分量表資源分享知覺層面、參與感受知覺層面

上，顯著高於女性教師。顯然本假設獲得大部份的支持。  

吳鬆亮（ 2004）尌國小教師利用網路資源融入教學之研究

發現指出：「男性教師對使用教學網站的行為控制能力較強，

且在使用教學網站的意圖也較高」，因行為控制能力影響有用

性知覺，顯然與本研究之發現雷同。  

二 、 不 同 任 教 年 資 教 師 在 對 教 學 資 源 網 的 知 覺 上 的 差 異 情

形  

本研究假設 1-2：「不同任教年資之國中小教師在對教學

資源網的知覺各層面上有顯著差異」。研究結果顯示，在整體

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上，有顯著的差異；分量表中之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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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分享知覺層面、參與感受知覺層面均達到顯著差異水準。再

經由事後比較分析，任教年資 15 至 25 年以內、任教年資 25

年以上組教師在資源分享知覺層面、參與感受知覺層面，顯著

高於任教年資 5 年以內組教師。顯然本假設獲得大部份的支

持。  

此或與年資 5 年以下組教師，大多是新任教師，對教學還

在摸索階段，需要大量的備課時間， 自身研發的資源亦嫌不

足，因此在資源分享知覺與參與感受知覺不及資深教師，但年

資淺的教師在資訊的能力普遍較佳，若能透過資深與資淺教師

組織團隊，合作研發或許可以解決資淺教師缺乏教學資源參與

分享的困窘。  

三、不同學歷背景教師在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上的  

差異情形  

本研究假設 1-3：「不同學歷背景之國中小教師在對教學

資源網的知覺各層面上有顯著差異」。研究結果顯示，在整體

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上，不同學歷背景之國中小教師，對

教學資源網的知覺有顯著差異；分量表中之資源分享知覺層

面、網站運作知覺層面，均達到顯著差異水準。再經由事後比

較分析，研究所以上組教師在整體知覺層面，顯著高於大學院

校畢業組教師。顯然本假設獲得部份的支持。  

江卉雯（ 2005）的研究指出「研究所學歷運用資訊融入教

學意願最高」，由計畫執行理論得知，資訊運用的意圖會影響

運用行為，因此本研究間接得到驗證。  

研究所以上組教師在整體知覺層面，顯著高於大學院校畢

業組教師。此或與研究所以上組教師，受過完整的研究訓練，

在研究的過程中需自主學習並大量的參閱文獻，所以養成搜尋



 120 

網站資源的習慣有關，因此明顯優於大學院校畢業組教師。但

現今教育的環境丕變，教師仍應以更積極的態度，規劃專業成

長為宜。  

四 、 不 同 學 校 類 型 教 師 在 對 教 學 資 源 網 的 知 覺 上 的 差 異 情

形  

本研究假設 1-4：「不同學校類型之國中小教師在對教學資

源網的知覺各層面上有顯著差異」。研究結果顯示，在整體教

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上，國小教師均較國中教師的表現高，

達顯著差異水準；分量表資源分享知覺層面、網站運作知覺層

面與參與感受知覺層面，國小教師均較國中教師的表現高，均

達到顯著差異水準。顯然本假設獲得支持。  

江卉雯（ 2005）的研究指出「國小教師運用資訊融入教學

意願高於國中教師」，與本研究的發現相仿。依研究者帄日的

觀察，本市開放給國中小均可報名的市內研習，國小教師的參

與情形，明顯高於國中教師；在教學資源網的資源上傳亦若如

此明顯。顯示國小學習文化優於國中，在此較被動的氛闈裡，

似應以更積極的輔導方式，來增進國中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 

五 、 不 同 學 校 規 模 教 師 在 對 教 學 資 源 網 的 知 覺 上 的 差 異 情

形  

本研究假設 1-5：「不同學歷背景之國中小教師在對教學

資源網的知覺各層面上有顯著差異」。研究結果顯示，在整體

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上，不同學校規模之國中小教師，對

教學資源網的知覺有顯著差異；分量表中之網站運作知覺層

面，達到顯著差異水準。再經由事後比較分析， 25-48 班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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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在整體知覺層面，顯著高於 49 班以上組教師；分量表中網

站運作知覺層面， 25-48 班組教師在整體知覺層面，亦顯著高

於 49 班以上組教師。顯然本假設獲得部份的支持。  

本研究中指出，高於 49 班以上組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

知覺各層面的情形稍差，此或許與大型學校行政事務工作繁

忙，學校較無暇觀照教師的資訊學習，同時，學校資訊與電腦

教室或設備，也因使用者眾，無法滿足教師的需求，或因組織

文化較為呆滯，不易形成學習型文化，所以在對教學資源網的

知覺較差。  

六 、 不 同 認 識 經 驗 教 師 在 對 教 學 資 源 網 的 知 覺 上 的 差 異 情

形  

本研究假設 1-6：「不同認識經驗之國中小教師在對教學資

源網的知覺各層面上有顯著差異」。研究結果顯示，在整體教

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上，曾聽過教學資源網的教師，較未曾

聽過教學資源網的教師的表現高，達顯著差異。分量表中資源

分享知覺層面、網站運作知覺層面與參與感受知覺層面，曾聽

過教學資源網的教師，均較未曾聽過教學資源網的教師的表

現高，均達到顯著差異水準。顯然本假設獲得支持。  

吳鬆亮（ 2004）的研究結論與本研究結果相同，其指出「有

使用教學網站經驗的國小教師，在對教學網站的態度、主觀規

範與認知行為控制方面的知覺都高於無使用經驗的教師」，當

教師有了實作經驗後，能讓教師對教學網站的使用擁有更為正

向的認知，也增加了易用性知覺，因此學校應安排教學資源網

實作的進修活動，讓教師藉由參與資訊成長活動中，增加對教

學資源網的了解與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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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不同認識管道—校內研習教師在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上

的差異情形  

本研究假設 1-7：「不同認識管道 —校內研習之國中小教師

在 對 教 學 資 源 網 的 知 覺 各 層 面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研 究 結 果 顯

示，在整體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上，具有校內研習管道認

識教學資源網經驗的教師，較無經驗教師的表現高， 達顯著

差異；分量表中資源分享知覺層面、網站運作知覺層面與參與

感受知覺層面，具 有校內研 習管道認識教學資源網 經驗的教

師，較無經驗教師的表現高，均達到顯著差異水準。顯然本假

設獲得支持。  

本研究結果顯示，「校內進修」扮演提升教師對教學資源

網知覺的關鍵角色，學校辦理教學資源網的進修活動，其本身

即有宣示「學校重視」的意涵，同時運用學校的環境設備來實

地操練，更增加教師對學校資訊設備的熟悉度，在實作的過程

中，除了增加對教學資源網站的了解外，還可逕將教學資源上

傳，增加直接運用的行為，因此，校內辦理教學資源網的進修

研習活動，應列為未來推廣的重點方式。  

八、不同認識管道—本市研習教師在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上

的差異情形  

本研究假設 1-8：「不同認識管道 —本市研習之國中小教師

在 對 教 學 資 源 網 的 知 覺 各 層 面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研 究 結 果 顯

示，在整體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上，具有本市研習管道認

識教學資源網經驗的教師，高於未有經驗的教師， 達顯著差

異；分量表中資源分享知覺層面、網站運作知覺層面與參與感

受知覺層面，具有本市研習管道認識教學資源網經驗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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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高於未有經驗的教師，均達到顯著差異水準。顯然本假設獲

得的支持。  

一般而言，會在研習當中，介紹本市教學資源網的，多屬

於資訊、課程與教材研發或教學資源網的相關研習，參與是類

研習，自然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較高。  

另外，常參與研習活動的教師，多半具有積極的特質，對

變革的敏感度較高，也較能體察趨勢，因此，有本市研習管道

認識教學資源網經驗的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上自然有較

高的傾向。  

九、不同認識管道—同僚推薦教師在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上

的差異情形  

本研究假設 1-9：「不同認識管道 —同僚推薦之國中小教師

在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整體與各層面上有顯著差異」。研究結

果顯示，在整體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上，有同僚推薦認識

教學資源網之經驗的教師，較無經驗教師的表現高， 達顯著

差異；分量表中網站運作知覺層面與參與感受知覺層面，具有

同僚推薦認識教學資源網之經驗的教師，較無經驗教師的表

現高，均達到顯著差異水準。顯然本假設獲得高度支持。  

吳明德、陳世娟、謝孟君（ 2005）的研究指出：「教師間

的 資 訊 交 流 是 了 解 新 資 訊 的 主 要 管 道 」。 我 國 學 者 林 明 地

（ 2000）也特別推崇同僚專業互享學習行為，認為其係教師專

業具體的展現。在此處可看到教師同業影響力的具體展現，實

乃一項欣喜的發現。  

十、不同認識管道—自我學習教師在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上

的差異情形  

本研究假設 1-10：「不同認識管道 —自我學習之國中小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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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在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整體及各層面上有顯著差異」。研究

結果顯示，在整體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上，未達顯著差

異；分量表中資源分享知覺層面、網站運作知覺層面與參與感

受知覺層面，均未達到顯著差異水準。顯然本假設未獲得支持。 

此點可能與有自我學習習慣之國中小教師，其自主性通常

較高，可能有自我設定的學習方向，或常留連在不同網站之

間，本教學資源網並非其唯一的資源選擇，因此，無法顯現較

高的知覺。  

第三節  不同背景變項教師在運用教學資源網上之差異分析  

本節主要探討不同背景變項之 國中小教師在運 用教學 資

源網上的差異情形，目的在考驗假設二：「不同背景變項之國

中小教師在運用教學資源網上有顯著差異」，以了解不同任教

年資、學歷背景、學校類型、學校規模、認識經驗、認識管道

之國中小教師在運 用 教 學資 源網 上 是否有顯著差異？茲分別

敘述如下：  

壹、不同性別教師在運用教學資源網上之差異分析  

本部份旨在考驗假設 2-1：「不同性別之國中小教師在運用

教學資源網上有顯著差異」，了解不同性別之國中小教師，在

運用教學資源網上的差異情形。以教師背景變項「性別」（男、

女）為自變項，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為依變項，進行帄均數差

異顯著性 t 考驗，其結果如表 4-3-1 所示：  

表 4-3-1 不同性別國中小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之 t 考驗分析 

層  面 樣本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值  

實際運用層面 男 190  3.56  .91 2.67**  
女 441  3.35  .90  

  ** p< .01 

表 4-3-1 中顯示：不同性別之國中小教師在運用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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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 t=2.67 ,  p<  .01），男性教師較女性教師的表現高，達顯

著差異。  

貳、不同任教年資教師在教學資源網上之差異分析  

本部份旨在考驗假設 2-2：「不同任教年資之國中小教師在

運用教學資源網上有顯著差異」，了解不同任教年資之國中小

教師，在運用教學資源網上的差異情形。以教師背景變項「任

教年資」（ 5 年以內、 5 至 15 年以內、 15 至 25 年以內、 25 年

以上）為自變項，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為依變項，進行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其結果如表 4-3-2 所示：  

表 4-3-2 不同任教年資國中小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之變異數分析摘要 

層    面 來源 離均差帄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值 

實際運用層面 

組間 6.10  3  2.03  2.51 

組內 509.71  628  0.81   

總合 515.81  631    

由表 4-3-2 結果顯示：不同任教年資的國中小教師在教師

運用教學資源網上，無顯著差異（ F=2.51，df=3 ,628，p>.05），

未達顯著差異水準。  

參、不同學歷背景教師在運用教學資源網上之差異分析  

本部份旨在考驗假設 2-3：「不同學歷背景之國中小教師在

運用教學資源網上有顯著差異」，了解不同學歷背景之國中小

教師，在運用教學資源網上的差異情形。首先，以學歷（大學

畢業、 40 學分班結業、研究所以上）為自變項，教師運用教

學資源網為依變項，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其結果如表 4-3-3

所示：  

表 4-3-3 不同學歷國中參與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之變異數分析摘要 

層  面 來源 離均差帄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值 

實際運用層面 組間 3.14  2  1.57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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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內 512.67  629  0.82   

 總和 515.81  631    

由表 4-3-3 顯示：在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上，不同學歷背

景 之 國中 小教師 ， 運用 教學資 源 網， 無顯著 差 異（ F=1.93，

df=2 ,629， p＞ .05），未達顯著差異水準。  

肆、不同學校類型教師在運用教學資源網上之差異分析  

本部份旨在考驗假設 2-4：「不同學校類型之國中小教師在

運用教學資源網上有顯著差異」，了解不同學校類型之國中小

教師，在運用教學資源網上的差異情形。以學校類型為自變

項，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為依變項，進行帄均數差異顯著性 t

考驗，其結果如表 4-3-4 所示：  

表 4-3-4 不同學校類型國中小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之 t 考驗分析摘要 

層  面 樣本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值   

實際運用層面 國中 182  3.18  .97 -4.04***  
國小 450  3.51  .86 

表 4-3-4 中顯示：不同學校類型之國中小教師在運用教學

資源網上（ t=-4.04 ,  p<  .001），國小教師較國中教師佳，達顯

著差異水準。  

伍、不同學校規模教師在運用教學資源網上之差異分析  

本部份旨在考驗假設 2-5：「不同學校規模之國中小教師在

運用教學資源網上有顯著差異」，了解不同學校規模之國中小

教師，在運用教學資源網上的差異情形。以學校規模為自變

項，運用教學資源網為依變項，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其結

果如表 4-3-8 所示：  

表 4-3-5 不同學校規模國中小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之 

變異數分析摘要 

層    面 來源 離均差帄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值 

實際運用層面 組間 1.73  2  .87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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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內 514.08  629  .82  

總和 515.81  631    

從表 4-3-5 結果顯示：不同學校規模的國中小教師在整體

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上，未達顯著差異（ F=1.06， df=2,629， p

＞ .05）。顯示不同學校規模之國中小教師，在運用教學資源網

上，無顯著差異存在。  

陸、不同認識經驗教師在運用教學資源網上之差異分析  

本部份旨在考驗假設 2-6：「不同認識經驗之國中小教師

在運用教學資源網上有顯著差異」，了解不同認識經驗之國中

小教師，在運用教學資源網上的差異情形。以教師背景變項

「認識經驗」（曾聽過、未聽過）為自變項，教師「運用教學

資源網」為依變項，進行帄均數差異顯著性 t 考驗，其結果如

表 4-3-6 所示：  

表 4-3-6 不同認識經驗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之 t 考驗分析摘要 

層    面 認識經驗 樣本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 值 

整體知覺層面 曾聽過 600  3.45  .88 3.53***  

 未聽過 32  2.75  1.10   
* p< .001  

由表 4-2-6 中得知：不同認識經驗之國中小教師在整體運

用教學資源網上，曾聽說過教學資源網的教師較未聽說的教師

表現高（ t=3.53 ,  p<  .001），達統計的顯著水準。  

柒、不同認識管道 - -校內研習教師在運用教學資源網上之  

差異分析  

本部份旨在考驗假設 2-7：「不同認識管道 - -校內研習之國

中小教師在運用教學資源網上有顯著差異」，了解不同認識管

道 - -校 內 研 習 之 國 中 小 教 師 ， 在 運 用 教 學 資 源 網 上 的 差 異 情

形。以教師經驗背景變項「認識管道 - -校內研習」（有經驗、

無經驗）為自變項，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為依變項，進行

帄均數差異顯著性 t 考驗，其結果如表 4-3-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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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7 不同認識管道--校內研習國中小教師在運用教學資源網上之 t考驗

分析摘要 

層    面 
認識管道--

校內研習 
樣本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 值 

整體知覺層面 有經驗 519  3.54  .82 6.49***  

 無經驗 113  2.86  1.04   
*** p< .001  

由表 4-3-7 中得知：不同認識管道 - -校內研習之國中小教

師在運用教學資源網上，經由校內研習管道得知教學資源網的

教師較無經驗教師的表現高（ t=6.49 ,  p<  .001），達統計的顯著

水準。  

捌、不同認識管道 - -本市研習教師在運用教學資源網上之差異

分析  

本部份旨在考驗假設 2-8：「不同認識管道 - -本市研習之國

中小教師在運用教學資源網上有顯著差異」，了解不同認識管

道 - -本 市 研 習 之 國 中 小 教 師 ， 在 運 用 教 學 資 源 網 上 的 差 異 情

形。以教師經驗背景變項，「認識管道 - -本市研習」（有經驗、

無經驗）為自變項，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為依變項，進行

帄均數差異顯著性 t 考驗，其結果如表 4-3-8 所示：  

表 4-3-8 不同認識管道--本市研習國中小教師在運用教學資源網上之 t考驗

分析摘要 

層    面 

認 識 管 道

-- 本 市 研

習 

樣本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 值 

整體知覺層面 有經驗 311  3.39  .88 -.56  

 無經驗 321  3.44  .93   
*** p< .001  

由表 4-3-7 中得知：不同認識管道 - -本市研習之國中小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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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在整體運用教學資源網上，經由本市研習管道得知教學資源

網的教師較無經驗教師的表現低（ t=-.56 ,  p＞  .05），未達統計

的顯著水準。  

玖、不同認識管道 - -同僚推薦教師在運用教學資源網上之差異

分析  

本部份旨在考驗假設 2-9：「不同認識管道 - -同僚推薦之國

中小教師在運用教學資源網上有顯著差異」，了解不同認識管

道 - -同 僚 推 薦 之 國 中 小 教 師 ， 在 運 用 教 學 資 源 網 上 的 差 異 情

形。以教師經驗背景變項「認識管道 - -同僚推薦」（有經驗、

無經驗）為自變項，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為依變項，進行

帄均數差異顯著性 t 考驗，其結果如表 4-3-9 所示：  

表 4-3-9 不同認識管道--同僚推薦國中小教師在運用教學資源網上之 t考驗

分析摘要 

層    面 

認 識 管 道

-- 同 僚 推

薦 

樣本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 值  

整體知覺層面 有經驗 144  3.62  .84 3.16**  

 無經驗 488  3.36  .91   
 

由表 4-3-9 中得知：不同認識管道 - -同僚推薦之國中小教

師在整體運用教學資源網上，經由同僚推薦管道認識教學資源

網的教師較無經驗教師的表現高（ t=3.16 ,  p<  .01），達統計的

顯著水準。  

拾、不同認識管道 - -自我學習教師在運用教學資源網上之差異

分析  

本部份旨在考驗假設 2-10：「不同認識管道 - -自我學習之

國中小教師在運用教學資源網上有顯著差異」，了解不同認識



 130 

管道 - -自我學習之國中小教師，在運用教學資源網上的差異情

形。以教師經驗背景變項「認識管道 - -自我學習」（有經驗、

無經驗）為自變項，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為依變項，進行

帄均數差異顯著性 t 考驗，其結果如表 4-3-10 所示：  

 

表 4-3-10 不同認識管道--自我學習國中小教師在運用教學資源網上之 t 考

驗分析摘要 

層    面 
認識管道--

自我學習 
樣本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 值 

整體知覺層面 有經驗 177  3.47  .90 1.00  

 無經驗 455  3.39  .91   
 

由表 4-3-10 中得知：不同認識管道 - -自我學習之國中小教

師在整體運用教學資源網上，經由自我學習管道認識教學資源

網的教師較無經驗教師的表現略高（ t=1.00 ,  p＞  .05），但未達

統計的顯著水準。  

陸、綜合討論  

本節主要探討不同背景變項之國中小教師在運用教學資

源網上的差異情形，針對上述各項的分析結果，進一步加以討

論，藉以驗證本研究假設二：「不同背景變項之國中小教師在

運 用 教 學 資 源 網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根 據 本 節 統 計 分 析 結 果 顯

示，尌整體而言，國中小教師背景變項中，性別、學校類型、

認識經驗、認識管道 - -校內研習、認識管道 - -同僚推薦等背景

變項，在整體運用教學資源網上，達顯著差異；但任教年資、

學歷、認識管道 - -本市研習及認識管道 - -自我學習等變項，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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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達顯著差異。顯然本假設獲得部份的支持，玆將研究結果討

論如下：  

一、不同性別教師在運用教學資源網上的差異情形  

本研究假設 2-1：「不同性別之國中小教師在運用教學資源

網上有顯著差異」。研究結果發現，男性教師在運用教學資源

網上，顯著高於女性教師。顯示本假設獲得支持。  

此項結論與吳振賢（ 2002）、吳鬆亮（ 2004）、嚴淑珠（ 2006）

等研究者的研究結果相同，但與葉家睿（ 2002）針對花蓮縣國

中教師運用網路資源融入教學研究結論：「教師利用網路資源

融入教學之行為並不受教師性別因素之影響」不同。故有待進

一步的了解。  

二、不同任教年資教師在運用教學資源網上的差異情形  

本研究假設 2-2：「不同任教年資之國中小教師在運用教學

資源網上有顯著差異」。經統計分析結果發現，本假設未獲得

支持。  

此結果與與吳振賢（ 2002）研究相同，但與吳鬆亮（ 2004）、

嚴淑珠（ 2006）等研究者的研究結果不同。顯示不同任教年資

之國中小教師在運用教學資源網上的部份，有待進一步的探

究。  

三、不同學歷背景教師在運用教學資源網上的差異情形  

本研究假設 2-3：「不同學歷背景之國中小教師在運用教學

資源網上有顯著差異」。經統計分析結果發現，本假設未獲得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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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結論與江卉雯（ 2005）之研究「研究所學歷運用資訊融

入教學的意願最高」的結果不同，本部份有待進一步的釐清。 

四、不同學校類型教師在運用教學資源網上的差異情形  

本研究假設 2-4：「不同學校類型之國中小教師在運用教學

資源網上有顯著差異」。經統計分析結果發現，顯示本假設獲

得支持。  

此結論與江卉雯（ 2005）之研究「國小教師融入意願高於

國中教師」相符。若對照本市教學資源網教師資源上傳的情

形，國小教師的確遠高於國中教師，此或與國中有升學的壓

力，教師將較大的關注點置於學生的學習成效上有關，國中部

份的資源有待開發。  

五、不同學校規模教師在運用教學資源網上的差異情形  

本研究假設 2-5：「不同學校規模之國中小教師在運用教學

資源網上有顯著差異」。經統計分析結果發現，本假設未獲 得

支持。  

宋銘豐（ 2003）、錢富美（ 2002）研究發現，規模中型學

校教師，在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情況上較佳、許朝信（ 2002）

發現，「學校規模較大教師的課程設計能力顯著高於規模較小

之教師」。似可推敲，中大型學校，有較多的資源可提供上傳

分享，但由本研究中顯示，卻無此效果，此或與學校的行政輔

導、教師多以安定不想調校，資源上傳的獎勵誘因，無法吸引

教師有關，此部份有待進一步的了解與因應。  

六、不同認識經驗教師在運用教學資源網上的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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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假設 2-6：「不同認識經驗之國中小教師在運用教學

資源網上有顯著差異」。研究結果顯示，在整體教師運用教學

資源網上，達顯著差異。顯示本假設獲得支持。  

行為主義大師 Thorndike  （ 1874-1949）對欲達到學習的

效果提出「準備率、練習率、效果率」等學習三律 ，有學習

經驗的教師在已準備、已練習，自然會有效果，而效果會帶出

更大的學習動力。 Ajzen（ 1988）計畫行為理論對有關認知行

為控制的說明題到、資訊、技術能力等內再因素，會影響到一

個人的行為意圖，進雸影響其運用的行動，因此，教育或學校

行政單位可安排一些研習成長活動，讓教師有機或獲得參與的

經驗，應可提升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上較多運用。  

七、不同認識管道—校內研習教師在運用教學資源網上的差

異情形  

本研究假設 2-7：「不同認識管道 —校內研習之國中小教師

在運用教學資源網上有顯著差異」。研究結果顯示，在整體教

師對運用教學資源網上，達顯著差異。顯示本假設獲得支持。 

此點可能與今年一直透過宣導，建議各校自辦學資源網的

校內進修活動有關，本市各國中小均設有電腦教室，且有教學

資源網核心種子教師，校內本來尌具備自辦教學資源網研習的

條件，讓教師在自己工作的場域研習，可讓教師避免舟車勞頓

之苦，校內自辦研習也較為經濟，因此，往後應持續鼓勵學校

自辦教學資源網研習活動，讓學校發揮積極倡導的功能。  

八、不同認識管道—本市研習教師在運用教學資源網上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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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情形  

本研究假設 2-8：「不同認識管道 —本市研習之國中小教師

在運用教學資源網上有顯著差異」。研究結果顯示，在教師運

用教學資源網上，未達顯著差異。顯示本假設未獲得支持。  

此點可能與本年度僅辦理一般性的資訊研習，並沒有辦理

全市性的教學資源網增能活動有關，一般資訊研習，對本資源

網多僅止於簡介，少有實際操作，無法讓教師因知覺「易用

性」，增加運用教學資源網的行為。因此，未來應研究辦理教

學資源網的實作研習，讓教師有機會上網搜尋、瀏覽、下載、

上傳、研判、編修教學資源網上的教學資源，經由了解中增加

有用性知覺，並藉由資訊增能中，增加易用性知覺。  

九、不同認識管道—同僚推薦教師在運用教學資源網上的差

異情形  

本研究假設 2-9：「不同認識管道之國中小教師運用教學資

源網上有顯著差異」。研究結果顯示，在整體教師運用教學資

源網上，達顯著差異水準。顯示本假設獲得支持。  

具有同僚推薦經驗的教師在教學資源網的運用顯著高於

沒有此經驗的教師，顯示在「教師」這個族群，「同僚」的影

響是極大。學校若充斥帄庸的文化，教師們囿於環境，常難展

現積極的作為。因此，學校因鼓勵教師展現「同僚專業互享學

習行為」，鼓勵教師進行專業對話、相互支援、資源交流、經

驗傳授與同僚視導，以積極的作為，促進專業發展。 95 學年

度貣，教育部推動發展性教學輔導方案，即期許教師參與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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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藉由教師自我檢視與協同進行教室觀察，相互學習以改

善教學。凡此種種，無非希望教師跨出自我的藩籬，建構一個

合作支持的場域，因此，本項發現殊具意義。  

十、不同認識管道—自我學習教師在運用教學資源網上的差

異情形  

本研究假設 2-10：「不同認識管道 —自我學習之國中小教

師在運用教學資源網上有顯著差異」。研究結果顯示，在教師

運用教學資源網上，未達顯著差異。顯然本假設未獲得支持。 

孫培真（ 2002）的研究指出：「教師對於使用資訊科技之

行為控制能力認知會影響教師使用資訊科技之意願」，與本研

究結果不符。研究者認為，有自我學習經驗的國中小教師，其

上網的行為、資源搜尋的習慣與對資源的敏銳度，可能較佳，

較常留連在不同網站中進行主動學習與資源搜尋，教學資源網

不見得是其主要的教學資源來源，因此，在教師運用教學資源

網上，無法呈現明顯的運用教學資源網行為。  

第四節  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運用教學資源網之  

相關分析  

本節主要探討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運用教學

資源網之間的相關情形，了解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

與運用教學資源網之間是否有顯著相關？茲分別敘述如下：  

壹、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與運用教學資源網之相關分析  

本部份旨在考驗假設三：「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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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各層面與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有顯著相關」。以皮爾遜積差

相關法作研究分析，其結果分別說明如下：  

一、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  

以皮爾遜積差相關法，進行分析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三

個層面與運用教學資源網之間的相關情形，其結果如表 4-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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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 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與運用教學資源網之 

積差相關分折摘要 

層    面   
資 源 分 享 

知覺層面 

網 站 運 作 

知覺層面 

參 與 感 受    

知覺層面 
整體知覺層面 

實際運用層面 .66***  .53***   .60***   .68*** 

*** p< .001. 

由表 4-4-1 中得知：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整體知覺，分量

表之資源分享知覺層面、網站運作知覺層面、參與感受知覺層

面等三個層面與運用教學資源網之間，呈顯著正相關。教師對

教學資源網的知覺與運用教學資源網之間亦有顯著正相關存

在。  

綜合上述研究結果發現，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

中，資源分享知覺層面、網站運作知覺層面、參與感受知覺層

面與運用教學資源網整體層面，均達顯著正相關。當國中小教

師資源分享知覺層面、網站運作知覺層面、參與感受知覺層面

等教學資源網知覺層面愈高時，則運用教學資源網情形愈佳；

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愈高時，則運用教學資源網情

形愈佳。  

陸、綜合討論  

本節主要探討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與運用教

學資源網之間的相關情形，針對上述各項分析結果，進一步加

以討論，以驗證假設三，茲將研究結果討論如下：  

一、尌整體而言：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與運用教學資

源網之間，呈顯著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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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尌各層面而言：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三個層面與

運用教學資源網整體層面之間，呈顯著正相關。  

顯示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與運用教學資源網

之間，呈顯著正相關存在。亦即，國中小教師資源分享知覺層

面、網站運作知覺層面、參與感受知覺層面等知覺層面愈高

時，其運用教學資源網情形愈佳。  

第五節  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對運用教學資源網之  

預測分析  

本節主要探討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對運用教

學資源網之預測作用。目的在考驗假設四：「國中小教師對教

學資源網的知覺對運用教學資源網有顯著預測作用」。以了解

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 的知覺對運用教學資源網整體有何

預測力？以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各層面為預測變項，以整體運

用教學資源網為效標變項，進行多元迴歸分析，茲分別敘述如

下：  

壹、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整體知覺對運用教學資源網之預測分

析  

本部份旨在考驗假設四：「國 中 小 教 師 對教學資源網的知

覺對整體運用教學資源網有 顯 著 預 測 作 用 」。以了解國中小教

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整體層面，對運用教學資源網有何預測

力？因此，以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整體層面為預測變項，運用

教學資源網為效標變項，進行多元迴歸分析，其結果如表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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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表 4-5-1 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整體知覺對運用教學資源網之 

多元迴歸分析摘要 

投入變項 
  未 標 準 化 係 數 標準化係數 

t值 
 B 估計標準誤 β 

(常數) -.08 .15  -.53    

整體知覺層面 .86 .04 .68 23.27 *** 

F = 541.68***;     R = .68;     R
2 

= .46;       

*** p< .001. 

如表 4-5-1 得知：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整體知覺層

面 ， 對 運 用 教 學 資 源 網 ， 具 有 顯 著 預 測 作 用 （ F=541.68 ，

df=1 ,630， p＜ .001）；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整體層面，共

可解釋整體運用教學資源網總變異量的 46﹪（ R
2
=.46）。  

進一步分析可知，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整體層面（β = .86， 

t=23.27， p＜ .001），可以正向預測運用教學資源網，對運用教

學資源網的預測作用大。  

綜合言之，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整體知覺愈高，則

運用教學資源網情形愈佳。  

貳、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各層面對運用教學資源網之預測

分析  

本部份旨在考驗假設四：「國 中 小 教 師 對教學資源網的知

覺各層面對運用教學資源網有 顯 著 預 測 作 用 」。以了解國中小

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各層面，對運用教學資源網有何預測

力？因此，以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各層面為預測變項，整體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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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教學資源網為效標變項，進行多元迴歸分析，其結果如表

4-5-2 所示：  

表 4-5-2 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對運用教學資源網之 

多元迴歸分析摘要 

投入變項 
  未 標 準 化 係 數 標準化係數 

t值 
 B 估計標準誤 β 

(常數) .18  .17   1.06    

資源分享知覺層面 .40  .03  .46 11.42*** 

網站運作知覺層面 .02  .05  .02 .41    

參與感受知覺層面 .42  .05  .33 9.04*** 

F = 214.88***;     R = .71;     R
2 

= .51;       

*** p< .001. 

如表 4-5-2 得知：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各層

面，對整體運用教學資源網，具有顯著預測作用（ F=214.88，

df=3 ,628， p＜ .001）；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各層面，共可

解釋整體運用教學資源網總變異量的 51﹪（ R
2
=.51）。  

進一步分析可知，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之資源分享知覺層

面（β = .40， t=11.42，p＜ .001）、參與感受知覺層面（β = .42， 

t=9.04， p＜ .001），可以正向預測整體運用教學資源網。從標

準化係數（β）絕對值得知，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參與感受知

覺層面（β = .42），對整體運用教學資源網的預測作用最大。  

綜合言之，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愈高，則整體

運用教學資源網情形愈佳。  

玖、綜合討論  

本節主要探討國中小教師對教 學資源網的知覺 ，對運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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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網整體有何預測力？針對上述的分析結果，進一步加

以討論，藉以驗證本研究假設四：「國中小教師教學資源網的

知覺對運用教學資源網有顯著預測作用」。根據本節統計分析

結果顯示，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可以預測教師運用教學

資源網的行為，本假設獲得支持，茲將研究結果討論如下：  

一、  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整體知覺對運用教學資

源網，具有顯著的預測作用（ F=541 .68， df=1,630，

p＜ .001），可解釋整體運用教學資源網之總變異量

為 46﹪（ R 2  =.46），可見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整體

知覺，對整體運用教學資源網有相當程度的影響。  

二、  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分層面對整體運用教

學資源網，具有顯著的預測作用（ F=214.88，

df=3,628， p＜ .001），可解釋整體運用教學資源網

之總變異量為 51﹪（ R 2  =.51），可見教師對教學資

源網的知覺，對整體運用教學資源網有相當程度的影

響。  

三、  源分享知覺層面、參與感受知覺層面，皆可以正向預

測運用教學資源網。其中以參與感受知覺層面，對運

用教學資源網的預測作用最大。  

綜上可知，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對運用教學

資源網，具有顯著預測作用，其中以參與感受知覺層面最具預

測力，是預測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的重要因素。資源分享知覺

層面亦可以正向預測教師的運用教學資源網。教師對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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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的知覺愈高，則運用教學資源網的行為愈高。  

本研究發現，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可以預測

運用教學資源網的行為，因此相關的輔導、審查與獎勵機制宜

持續運作，一方面讓教學資源保持源源不絕的狀態，同時，不

斷增強系統的功能，讓本教學資源網，能伴隨教師專業發展。 

綜合上述，學校宜有計畫的規劃教學資源網規廣活動，引

導教師透過活動的歷程，熟稔本市教學資源網，同時鼓勵教師

下載學資源與上傳教學資源，鼓勵教師討論、分享、參與績學

資源網，藉以增進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  

學校可將運用教學資源網設計成任務與活動的主題，透過

實踐、分享、辯正、反思、修正、研發、創新等知識加值的的

歷程，促進教師教學專業的成長與學校的發展。  

本研究指出，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參與感受知覺層面是影

響運用教學資源網的重要因素，因此，各校在發展學校數位化

教學資源時，宜採實作、任務導向，以具體的工作項目檢核教

師學習的成效，並鼓勵教師搜尋、善用、下載教學資源網的資

源；對教師自行研發的優良教學資源，更應鼓勵教師上傳、分

享，使本市數位化教學資源能源源不絕，成為教師教學的最佳

資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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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了解國中小教師對臺中市九年一貫教學資源

網的知覺與運用教學資源網之影響。研究採文獻分析法與問卷

調查法，針對教師教學資源網的知覺及運用教學資源網的相關

理論與文獻加以分析，並以臺中市之國中小教師為取樣範圍，

施以問卷收集資料，將所得資料進行統計分析，並依分析結果

加以討論。  

本章依分析討論之結果，歸納本研究之主要研究發現，並

據以作出結論，最後則對國中小教師、學校、教育行政機關及

未來研究提出建議。  

第一節  主要研究發現  

綜合本研究之研究問題及研究結果的分析與討論，可歸納

出以下的主要發現如下：  

壹、國中小教師教學資源網的知覺及運用教學資源網之現況  

一、國中小教師教學資源網的知覺屬於中上程度。  

二 、 國 中 小 教 師 對 教 學 資 源 網 的 知 覺 ， 依 序 為 ： 網 站 運 作

知覺、參與感受知覺、資源分享知覺。  

三 、 國 中 小 教 師 在 對 教 學 資 源 網 的 知 覺 ， 以 「 知 道 本 市 教

學 資 源 網 站 的 功 能 是 在 創 發 教 學 資 源 共 享 的 帄 台 」、

「 知 道 如 何 進 入 本 市 教 學 資 源 網 」、「 知 道 本 市 已 經 建

置完成教學資源網」的知覺層面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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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中小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屬於中上程度。  

五 、 國 中 小 教 師 運 用 教 學 資 源 網 以 「 會 到 本 市 教 學 資 源 網

站 上 去 瀏 覽 蒐 尋 」、「 會 下 載 本 市 教 學 資 源 網 站 的 教 學

資源」、「會在教學時引用本市教學資源網的教學資源 」

的運用較佳。  

貳 、不同背景變項教師在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上的差異情形  

一、在性別變項方面：男性教師在教學資 源網的整體知覺、

分 量 表 資 源 分 享 知 覺 層 面 、 參 與 感 受 知 覺 層 面 ， 顯 著

高於女性教師。  

二、在年資變項方面：任教年資 15 年以上教師對教學資源

的 整 體 知 覺 、 分 量 表 資 源 分 享 知 覺 層 面 、 參 與 感 受 知

覺層面，顯著高於 5 年以內教師。  

三 、 在 學 歷 變 項 方 面 ： 研 究 所 以 上 組 教 師 在 對 教 學 資 源 網

的整體知覺上顯著高於大學院校畢業組教師。  

四 、 在 學 校 類 型 方 面 ： 國 小 組 教 師 在 對 教 學 資 源 網 的 整 體

知 覺 、 資 源 分 享 知 覺 層 面 、 網 站 運 作 知 覺 層 面 與 參 與

感受知覺層面，均顯著高於國中組教師。  

五、在學校規模方面：學校規模 25-48 班學校組教師在教

學 資 源 網 的 整 體 知 覺 ， 分 量 表 網 站 運 作 知 覺 層 面 ， 均

顯著高於 49 班以上學校組教師。  

六、在不同認識經驗方面：曾聽過教學資源網的教師在教學

資源網的整體知覺，分量表 資源分享知覺層面、網站運

作知覺層面、參與感受知覺層面，均顯著高於未曾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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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網的教師。  

七、在不同認識管道—校內研習方面：經由校內研習認識教

學資源網的教師，在對教學資源網的整體知覺，分量表

資源分享知覺層面、網站運作知覺層面、參與感受知覺

層面，均顯著高於未經由校內研習認識教學資源網的教

師。  

八、 在不同認識管道—本市研習方面：經由本市研習認識教

學資源網的教師，在對教學資源網的整體知覺，分量表

資源分享知覺層面、網站運作知覺層面顯著高於未有本

市研習認識教學資源網經驗的教師。  

九、 在不同認識管道—同僚推薦方面：具有同僚推薦認識教

學資源網經驗的教師，在整體知覺，分量表網站運作知

覺層面、參與感受知覺層面，均顯著高於未經由同僚推

薦認識教學資源網的教師。  

十、 在不同認識管道—自我學習方面：經由自我學習認識教

學資源網的教師，在對教學資源網的資源分享知覺、網

站運作知覺層面、參與感受知覺層面與整體層面，均 略

高於未經由自我學習認識教學資源網的教師，但未達顯

著水準。  

參 、不同背景變項教師在運用教學資源網上的差異情形  

一 、 在 性 別 變 項 方 面 ： 男 性 教 師 在 運 用 教 學 資 源 網 上 ， 顯

著高於女性教師。  

二 、 在 年 資 變 項 方 面 ： 不 同 年 資 背 景 教 師 在 運 用 教 學 資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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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無顯著差異。  

三 、 在 學 歷 變 項 方 面 ： 不 同 學 歷 背 景 教 師 在 運 用 教 學 資 源

網上，無顯著差異。  

四 、 在 學 校 類 型 方 面 ： 國 小 組 教 師 在 運 用 教 學 資 源 網 上 ，

顯著高於國中組教師。  

五 、 在 學 校 規 模 方 面 ： 不 同 學 校 規 模 背 景 教 師 在 運 用 教 學

資源網上，無顯著差異。  

六、在不同認識經驗方面：具有聽過教學資源網經驗的教師

在運用教學資源網上，顯著高於未曾聽過教學資源網的

教師。  

七、在不同認識管道—校內研習方面：具有校內研習認識教

學資源網經驗的教師，在運用教學資源網上，顯著高於

未具有校內研習認識教學資源網經驗的教師。  

八、 在不同認識管道—本市研習方面：具有本市研習認識教

學資源網經驗的教師，較未有經驗的教師，在運用教學

資源網上，無顯著差異。  

九 、 在不同認識管道—同僚推薦得知方面：具有同僚推薦認

識教學資源網經驗的教師，在運用教學資源網上，顯著

高於未具有同僚推薦認識教學資源網經驗的教師。  

十、 在不同認識管道—自我學習方面：具有自我學習認識教

學資源網經驗的教師，較未有經驗的教師，在運用教學

資源網上，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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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國中小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與運用教學資源網的相關

情形  

一 、 教 師 在 教 學 資 源 網 的 知 覺 各 層 面 與 運 用 教 學 資 源 網 之

間，有顯著相關。  

伍、國中小教師教學資源網的知覺對運用教學資源網的預測力  

一 、 教 師 對 教學 資 源網 的知覺 ， 可 正 向 預 測 運用 教學 資源

網的行為。  

二、教學資源網的資源分享知覺 層 面、參與 感 受知 覺 層 面，

可 以 正 向 預 測 運 用教學 資源網 的行為 。 其 中 以 參 與 感

受 知 覺 層面 ，對 運用教學資源網的 預 測 作用最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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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結   論  

本節根據前述的主要研究發現，綜合歸納出本研究之結

論，以作為提出建議的依據。研究結論如下：  

壹、國中小教師教學資源網的知覺及運用教學資源網之現況  

一 、 國 中 小 教 師 教 學 資 源 網 的 知 覺 屬 於 中 上 程 度 。 以 網 站

運 作 知 覺 、 參 與 感 受 知 覺 等 教 學 資 源 網 的 知 覺 層 面 較

高；資源分享知覺較低。  

二、國中小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屬於中上程度。  

貳、不同背景變項教師在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上，有顯著差異  

一、國中小教師教學資源網的知覺，因教師的性別、年資、

學歷、學校類型、學校規模、認識經驗、認識管道 --校

內研習、認識管道 --本市研習及認識管道 --同僚推薦之

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二 、 男 性 教 師 在 教 學 資 源 網 的 整 體 知 覺 、 分 量 表 資 源 分 享

知覺層面、參與感受知覺層面，顯著高於女性教師。  

三 、 資 深 教 師 在 教 學 資 源 的 整 體 知 覺 層 面 、 分 量 表 資 源 分

享知覺層面、參與感受知覺層面，顯著高於資淺教師。 

四 、 研 究 所 以 上 組 教 師 ， 在 教 學 資 源 網 的 整 體 知 覺 上 顯 著

高於大學院校畢業組教師。  

五 、 國 小 組 教 師 在 對 教 學 資 源 網 的 整 體 知 覺 、 資 源 分 享 知

覺 層 面 、 網 站 運 作 知 覺 層 面 與 參 與 感 受 知 覺 層 面 ， 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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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高於國中組教師。  

六、學校規模 25-48 班學校組教師在教學資源網的整體知

覺層面，分量表網站運作知覺層面，均顯著高於 49 班

以上學校組教師。  

七、曾聽過教學資源網的教師在認知層面、參與感受知覺層

面與整體層面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上，均顯著高於未曾

聽過教學資源網的教師。  

八、具有校內研習認識教學資源網經驗的教師，在對教學資

源網的整體知覺，分量表資源分享知覺層面、網站運作

知覺層面、參與感受知覺層面，均顯著高於未具有校內

研習認識教學資源網經驗的教師。  

九、具有本市研習認識教學資源網經驗的教師，在對教學資

源網的整體知覺，分量表資源分享知覺層面、網站運作

知覺層面，顯著高於未具有本市研習認識教學資源網經

驗的教師。  

十、具有同僚推薦認識教學資源網經驗的教師，在對教學資

源網的整體知覺，分量表網站運作知覺層面、參與感受

知覺層面，均顯著高於未具有同僚推薦認識教學資源網

經驗的教師。  

十一、具有自我學習認識教學資源網的教師，較未具有經驗

的教師，在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上，無顯著差異。  

參、不同背景變項教師在參與運用教學資源網上，有顯著差異  

一 、 國 中 小 教 師 運 用 教 學 資 源 網 ， 因 教 師 的 性 別 、 學 校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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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 認識經驗、 認識管道 --校內研習及認識管道 --同僚

推薦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二、男性教師在運用教學資源網上，顯著高於女性教師。  

三、不同年資背景教師在運用教學資源網上，無顯著差異。 

四、不同學歷背景教師在運用教學資源網上，無顯著差異。 

五 、 國 小 組 教 師 在 實 際 教 學 資 源 網 上 ， 顯 著 高 於 國 中 組 教

師。  

六 、 不 同 學 校 規 模 背 景 教 師 在 運 用 教 學 資 源 網 上 ， 無 顯 著

差異。  

七、曾聽過教學資源網的教師，在運用教學資源網上，顯著

高於未曾聽過教學資源網的教師。  

八、具有校內研習認識教學資源網經驗的教師，在運用教學

資源網上，顯著高於未具有校內研習認識教學資源網經

驗的教師。  

九、具有本市研習認識教學資源網經驗的教師，較無經驗的

教師，在運用教學資源網上，無顯著差異。  

九、具有同僚推薦認識教學資源網經驗的教師，在運用教學

資源網上，顯著高於未經由具有同僚推薦認識教學資源

網經驗的教師。  

十、具有自我學習認識教學資源網經驗的教師，較無經驗的

教師，在運用教學資源網上，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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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國中小教師教學資源網的知覺與運用教學資源網，有顯著

正相關  

一 、 國 中 小 教 師 教 學 資 源 網 的 知 覺 整 體 層 面 與 運 用 教 學 資

源網，有顯著正相關。  

二 、 國 中 小 教 師 教 學 資 源 網 的 知 覺 分 層 面 中 ， 資 源 分 享 知

覺 層 面 、 參 與 感 受 知 覺 層 面 ， 對 運 用 教 學 資 源 網 ， 有

顯著正相關。  

伍、國中小教師教學資源網的知覺對運用教學資源網，具有顯

著預測力  

一、教師教學資源網的知覺整體層面，對運用教學資源網，

具有顯著預測力。  

二 、 教 師 教 學 資 源 網 的 知 覺 分 層 面 中 ， 參 與 感 受 知 覺 層 面

對運用教學資源網預測作用最大。  

三、教師資源分享知覺愈高，則愈常運用教學資源網。  

四、教師參與感受知覺愈高，則愈常運用教學資源網。  

五 、 教 師 教 學 資 源 網 的 整 體 知 覺 愈 高 ， 則 愈 常 運 用 教 學 資

源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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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建   議  

根據本研究之主要研究發現與結論，本節針對教育實務工

作者、教育行政機關及未來研究分別提出建議，以供有關人員

及未來研究者參考。  

壹、對教師之建議  

一、精進資訊能力、積極參與資訊相關成長活動  

21 世紀是數位化與網際網路的時代，教學資源的數位化

乃時勢所趨，教師藉由資訊能力的增強，可進入廣大的數位化

教學資源環境，創發出最大的課程教材研發與創新的空間。  

九年一貫課程強調課程研發、教學創新、多元評量與運用

資訊融入教學。在授課時數沒有降低，教材、教法、評量被要

求要更多元的今天，提升教師資訊素養是精進教師課堂教學能

力重要的一環，也是每一位教師應努力的。  

具體的做法，例如：增進運用資訊與科技的能力、建置教

師個人教學資源網頁、善用已研發成熟的教學資源網站上的資

源、養成定期搜尋與下載優良教學資源的習慣、以知識管理的

觀點來萃取、累積、加值、創新與應用教學資源 . .等，讓教師

一方面增進資訊的自我效能感，更藉由資訊能力的增強，豐富

教學現場、解決教學問題與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教師宜主動的參與校內、外有關資訊的研習成長活動，藉

由資訊能力的提升，與時俱進，以增加專業的自主與自信，強



 153 

化教師的效能，並 提升自己在網路教學應用與教材設計的能

力。  

二 、 善 用 教 學 資 源 網 站 的 資 源 並 參 與 教 學 資 源 的 建 置 ， 以

活絡教學資源網絡  

教育改革需落實於教育的現場，嘉惠於學子。照本宣科的

教學時代已經過去。現代的教師除了要有專業的態度外，尚頇

具備整合與設計教材的能力，讓教學呈現更豐富的面貌，而能

否善用教學資源，則攸關成效。教師宜聚焦於不同學生、不同

班級的需要，以專業研判、擷取編修教學資源，以豐富教學。 

由本研究所見，教師普遍已具有上網搜尋教學資源的習

慣，也會運用搜尋到的資源加以整編，運用於教學，但將自己

所研發出來的數位化教學資源，上傳分享給其他教師的行為卻

嫌不足，致各教學資源網站數位化教學資源均嫌不足，有待基

層教師去開發及充實。  

現在是資訊科技的時代，教育場域頇靠大家更多的分工合

作，在彼此經驗交流與資源共享的情境下，提升教師們的知識

技能，創造更豐富的教學資源，形成友善的資源共享環境。  

三、參與知識分享的社群，拓展學習範疇  

網路無國界，資訊隨手得，知識的獲取、累積、加值、創

新與應用，在資訊取得便捷的今天，已非難事。反倒是如何建

立合作分享的機制，參與專業社群，在合作互助中，不斷自我

超越、自我更新，成為現代教育工作者必修的課題。  

本研究發現，教師教學資源網的知覺對運用教學資源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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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顯著預測力。教師應增進與其他教師共同研發教材與活動

設計的能力。教學的生涯不是孤獨的旅程，教師可以加入專業

的工作坊，透過網路結合專業同好、彼此切磋，增長專業知能，

使教師更有能力去建構符合實際學校學子需求的課程與教學。 

貳、對國民中學行政主管之建議  

一、創發資訊融入教學的環境與機會，鼓勵教師精進專業

的行為  

現代組織管理的理論強調創新與成長，學校行政主管要能

創造有利的環境，讓全體教師樂於運用資訊與科技融入教學。 

由相關文獻中發現，影響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的關鍵因素

包含校長的支持、行政的支援、相關機具設備的提供與數位化

教學資源的多寡。行政主管宜不斷地釋出善意，鼓勵、協助及

輔導教師精進專業的行為，包括：建置各領域教學網頁、提昇

教師建置教學資源的能力、提供教師課程研發、媒體製作、教

材設計及教法傳承的機會、鼓勵教師建置個人教學檔案、提供

多元的分享管道、提供適宜且足夠的資訊設備，以增進教師對

教學資源網的有用性知覺、易用性知覺與認知行為控制能力，

營造良性的資訊融入教學的環境，自能激發教師運用資訊融入

教學的行為，帶動教師運用學資源網的風尚。  

二、建立完善的獎勵制度，鼓勵教師創新研發  

本研究發現，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最高的是網站運作

層面，但是對運用教學資源網最有預測力的卻是參與感受知覺

與資源分享知覺。因此，鼓勵教師創新研發、鼓勵教師上網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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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資源來加以編修運用，會增加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有用性知

覺，進而增進運用教學資源網的行為。當教學資源充裕，教師

不斷有新的研究與創發時，教學資源的分享環境尌水到渠成。 

學校宜訂定具體明確的獎勵制度，讓創新與研發成為學校

的標竿行為。學校的網站要闢建教學交流園地，讓教師能藉此

公共領域進行論述，學校也應建立教學資源上傳獎勵機制，讓

分享成為教師日常的行事。  

三、培訓學校教學資源網種子 人才，深化學校資訊教學

活動與資訊行為  

教導型領導強調現代的組織要有活力，領導者要指導、訓

練組織成員各各成為領導者，去引導次層的組織成員。在現代

社會中，資訊能力已成為現代人關鍵能力之一，每位教師應成

為最佳的楷模示範，引領學生應用資訊與科技，為成為未來公

民生活而準備。  

學校要形成資訊分享的文化，培訓種子人才是勢在必行，

藉由母雞帶小雞，發揮影響力，逐漸形成集體的共識，則較能

深化學校的資訊教學活動與資訊行為。  

本研究發現，資深教師在教學資源網的知覺與運用教學資

源網上，均優於資淺教師。資深教師教學經驗豐富，是學校宜

優先拔擢的教學資源網領袖人才；部分資訊素養佳、教學多年

的教師，更是首選人員，宜聘請擔任講師或團體的領導者，傳

承經驗，發揮其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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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對教育行政機關之建議  

一、持續推動教師資訊能力檢測並加以認證 ，以增進教

師的資訊能力  

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的行為與教師的資訊自我效能感有

關，當教師的資訊能力愈佳時，其搜尋教學資源的能力愈佳，

將教學資源整合運用的能力亦愈佳。本研究發現，教師對教學

資源網的知覺與運用教學資源網，會因教師不同背景變項而有

顯著差異。教師教學資源網的知覺，足以影響其運用教學資源

網的行為。因此，推動教師資訊能力檢測並加以認證，以增進

教師的資訊能力，實屬必要。  

本市多年來推動教師資訊能力檢測並加以認證，全體國中

小教師均已通過資訊能力初階檢定，近二年以來，復分梯辦裡

進階資訊能力檢測，上揭措施，對本市教師資訊能力的增長有

相當程度的助益，此與本市九年一貫教學資源網的活絡應有相

當層度的關係。但資訊環境一日千里，教師仍應不斷自我剔

勵，以精近其資訊能力，才能與時俱進，因此，有關當局應持

續推動教師資訊能力檢測並加以認證。  

教育行政機關或可考慮建立一套完善的資訊能力檢測評

鑑制度與評鑑規準。在建立評鑑制度與規準時，將搜尋教學資

源網站、上傳教學資源至教學資源網、下載教學資源、建立自

我資源知識管理的架構 . . .等相關能力，當作重要指標，引導教

師注重教學資源的檢索、搜尋、運用、創發的行為，促進教師

資訊能力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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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每年編列足額經費以充實資訊電腦設備並辦理提升

資訊素養相關研習活動  

本研究發現，資深教師在教學資源網的知覺上，優於資淺

教師。亦即，資深教師可以成為楷模、標竿與教學資源網的領

導者，來推動學校資訊融入教學。策略是資深教師與資淺教師

組織團隊，參與資訊融入工作坊，集結資深教師的經驗與智

慧，配合資淺教師較佳的資訊運用能力，開發學校的數位化教

學資源，因此，行政單位應扮演積極的推手，辦理提升資訊素

養相關的研習活動，增進教師的資訊能力，深耕學校的數位化

教學資源，如此，資源的分享才有更大開發的空間。  

本研究中也發現，參與感受知覺影響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

的行為最大。在教師參與資源建置的過程，往往因為網路頻寬

或電腦等機具功能不佳，造成使用障礙，致對教學資源網的易

用性知覺不佳，故有關單局宜每年編列足額經費，以充實資訊

電腦設備，讓教師因資訊環境佳，衍生更多運用資訊融入教學

的行為，也藉此活絡教學資源網站的運用。  

三、整合教學資源網絡，提供完整的教學資源服務  

我國目前有許多教學資源網站，但是普遍存在介面設計不

够親和的問題，教師們常流連於各網站之間尋找資源，卻陷於

資訊迷宮內不得其門而入，常無功而返，更遑論創發或整合出

豐富適切的教材。  

有關單位應建立全國一致、符合教師需求且親和的教學資

源網絡，讓教師透過簡易便捷的搜尋過程，尌能找到適宜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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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使教師更樂於進行教學資源的蒐集與數位化教學資源的研

發工作，以創發出適合班級教學所用的教學材料。  

肆、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對象係以臺中市公立國民中小學為對象，並未包括

私立國民中小學。未來的研究對象如能擴大到全臺灣地區，且

包含私立國民中小學，應更能掌握未來的趨勢。以建立較為完

整、深入的教學資源網知覺與運用教學資源網的理論，將使研

究更具推論性與代表性。  

二、研究變項方面  

本研究的自變項有教師個人背景變項、教師對教學資源網

的知覺，而依變項則為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根據文獻資料得

知，影響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的因素，尚可能有學校組織效

能、組織文化、組織氣氛、教師個人特質（人格特質、成尌動

機 . .）、教師的資訊素養 . .等方面，這些都值得深入探討，列入

未來研究運用教學資源網的自變項，使研究更為周延、更具學

術價值。  

三、研究工具方面  

本研究所使用工具主要有：教師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量表

和教師運用教學資源網量表。其中對教學資源網的知覺量表，

係分為資源分享知覺、網站運作知覺、與參與感受知覺等三部

份加以評量。根據文獻資料顯示，運用教學資源網的評量指標

很多，未來的研究可以增加評量內容，以期對於運用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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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的評量更為客觀與真實。  

四、研究方法方面  

本研究係以問卷調查法為主，受詴者為國中小教師，受詴

者作答時，可能受個人本身因素影響，使研究結果有某些程度

的誤差。建議未來研究，可增加受詴教師人數，將更能收集到

完整的資料。如果能夠配合質的研究，晤談法、觀察法併同實

施，所得結果將更為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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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台中市國民中小學教師對於本市九年一貫課程教學資源

網的知覺與使用情形」調查問卷 

（預試用） 

親愛的老師，您好： 

這份問卷的目的，在於瞭解本市國民中小學教師對本市九年一貫課程教學資

源網站的知覺與使用情形，以做為本局爾後推動教學資源網站暨數位化教學資建

置業務之參考。您寶貴的意見，將作為本研究重要的參考依據，各項答案無所謂

對或錯，調查結果僅作為研究之用，請放心依照您的真實想法填答。謝謝您的支

持與協助。       敬祝 

教安！ 

台中市教育局局長  張光銘 謹啟 

中     華    民    國    96   年   2   月 

第一部分：個人基本資料                  （請在適當的□中打ˇ） 

1.學校類別：□(1) 國小          □(2) 國中（含高中國中部） 

2.學校規模：□(1) 24班以下     □(2) 25~48班   □(3) 49班以上  

3.性    別：□(1) 男            □(2) 女 

4.任教年資：□(1) 0~5年以內     □(2) 5~15年以內 

□(3) 15~25年以內   □(4) 25年以上 

5.最高學歷：□(1) 大學（學院）畢業   □(2) 研究所 40學分班結業 

□(3) 研究所（含以上）畢業 

6.擔任職務：□(1) 導師  □(2) 專（科）任教師  □(3) 兼職行政人員  

7.您是否聽說過本資源網？ □(1)是 □(2) 否（答是者請繼續回答第 8題） 

8.您透過哪些管道認識本資源網（可複選） 

   □(1) 所服務的學校辦理認識本市教學資源網相關研習或宣導活動 

        （有勾選者請繼續回答）實施次數： 

□(1) 1~2次  □(2) 3~4次  □(3) 5次或 5次以上 

   □(2) 參加本市研習時得知本市教學資源網(含本市國教輔導團諮詢輔 

導、巡迴輔導等)                           

   □(3) 經同事或友人的介紹  

 □(4) 自行上網搜尋資料時認識    

 

 



 176 

第二部分：本市教師對於本市九年一貫教學資源網的 

知覺與使用情形調查問卷 

填答說明： 

以下的句子，是為了瞭解您對台中市九年一貫課程教學資源網的知覺與使用情

形，請依照您實際感受符合的情形，在符合程度欄（5，4，5，2，1）的適當數

字上打 ‚○‛。為便於作答以下題目將「台中市九年一貫課程教學資源網」簡

稱為「本市教學資源網」。 

例句：「我知道本市已經建置完成教學資源網站」若非常符合則將 5標記為○5  

 符 合 的 程 度 

 

 

 

 

 

    

非
常
不
符

合

大
部
分
不
符
合

部

分

符

合

大
部
分
符

合

非

常

符

合 

1 我知道本市已經建置完成九年一貫課程教學資源網站 5 4 3 2 1 

2 我知道如何進入本市教學資源網站………………………. 5 4 3 2 1 

3 我知道本市教學資源網站的功能是在在創發一個教師數

位化教學資源共享的帄台…………………………………. 

 

5 

 

4 

 

3 

 

2 

 

1 

4 我知道本市教學資源網站將資源分為教學設計、教學活

動、教案、素材、學習單等 5大類…………………………… 

 

5 

 

4 

 

3 

 

2 

 

1 

5 我知道本市具有公務帳號的教師均可將數位化資源上傳

到教學資源網站……………………………………………. 

 

5 

 

4 

 

3 

 

2 

 

1 

6 我知道本市已訂定教師上傳數位化資源到教學資源網站

的獎勵計畫…………………………………………………. 

 

5 

 

4 

 

3 

 

2 

 

1 

7 我知道本市教師上傳數位化資源限定在 50MB以內…… 5 4 3 2 1 

8 我知道上傳的數位化資源太大時可用聯結的方式處理…. 5 4 3 2 1 

9 我知道本市教學資源網對教師上傳的作品均會由各領域

審查小組進行審查作業…………………………………… 

 

5 

 

4 

 

3 

 

2 

 

1 

10 我知道教師上傳資源到本市教學資源網站經審查通過後

會依通過的件數予以行政獎勵…………………………… 

 

5 

 

4 

 

3 

 

2 

 

1 

11 我知道本年度教學資源網教師上傳資源獎勵結算日期是

5月 20日…………………………………………………… 

 

5 

 

4 

 

3 

 

2 

 

1 

12 我知道通過本市教學資源網審查的作品會匯入教育部教

學資源網站供全國教師共享……………………………… 

 

5 

 

4 

 

3 

 

2 

 

1 

13 我知道本市教學資源網未進行學校間上傳件數競賽排名 5 4 3 2 1 

《您辛苦了，請翻頁繼續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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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 合 的 程 度 

 

 

 

 

 

    

非
常
不
符

合
大

部
分
不
符
合

部

分

符

合

大
部
分
符

合

非

常

符

合 

14 我覺得本市教學資源網未進行學校上傳件數競賽排名的

做法是正確的……………………………………………… 

 

5 

 

4 

 

3 

 

2 

 

1 

15 我知道可進入本市教學資源網討論區去反應我對本市教

學資源網的意見…………………………………………… 

 

5 

 

4 

 

3 

 

2 

 

1 

16 我覺得上傳資源到本市教學資源網站的技術不難……… 5 4 3 2 1 

17 我覺得上傳資源到本市教學資源網站是有意義的行為… 5 4 3 2 1 

18 我覺得上傳資源到本市教學資源網是專業行為的展現… 5 4 3 2 1 

19 我覺得呈列出來的資源頇經過審查以維持一定的品質… 5 4 3 2 1 

20 我覺得上傳資源的獎勵計畫能吸引教師上傳分享資源… 5 4 3 2 1 

21 我覺得教學資源網討論區的設置提供了反應意見的管道 5 4 3 2 1 

22 我覺得本年度結算以後上傳資源的獎勵計畫應持續運作 5 4 3 2 1 

23 我會到本市教學資源網站上去瀏覽搜尋需要的教學資源 5 4 3 2 1 

24 我會下載本市教學資源網站的教學資源以供參閱……… 5 4 3 2 1 

25 我會上傳資源到本市教學資源網………………………… 5 4 3 2 1 

26 我會依審查人員的建議修正作品後再上傳教學資源…… 5 4 3 2 1 

27 我會與同事討論本市教學資源網………………………… 5 4 3 2 1 

28 我會向同事或友人推薦本市教學資源網………………… 5 4 3 2 1 

29 我會上到本市教學資源網站討論區去表達意見或建議… 5 4 3 2 1 

30 我會在教學時引用本市教學資源網站上的教學資源…… 5 4 3 2 1 

 

辛苦了！本調查問卷到此結束，請您再次檢查一下是否有漏答 

衷心感謝您的熱心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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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台中市國民中小學教師對於本市九年一貫教學資源網的知覺與使

用情形」調查問卷 

親愛的老師，您好： 

這份問卷的目的，在於瞭解本市國民中小學教師對本市九年一貫教學資源網

站的知覺與使用情形，以做為本局爾後推動教學資源網站暨數位化教學資建置業

務之參考。您寶貴的意見，將作為本研究重要的參考依據，各項答案無所謂對或

錯，調查結果僅作為研究之用，請放心依照您的真實想法填答。謝謝您的支持與

協助。       敬祝 

教安！ 

台中市教育局局長  張光銘 謹啟 

中     華    民    國    96   年   5   月 

第一部分：個人基本資料                  （請在適當的□中打ˇ） 

1.學校類別：□(1) 國小          □(2) 國中（含高中國中部） 

2.學校規模：□(1) 24班以下     □(2) 25~48班   □(3) 49班以上  

3.性    別：□(1) 男            □(2) 女 

4.任教年資：□(1) 0~5年以內     □(2) 5~15年以內 

□(3) 15~25年以內   □(4) 25年以上 

5.最高學歷：□(1) 大學（學院）畢業   □(2) 研究所 40學分班結業 

□(3) 研究所（含以上）畢業 

6.擔任職務：□(1) 一般教師（含導師與專任教師） □(2) 兼職行政人員  

7.您是否聽說過本資源網？ □(1)是 □(2) 否（答是者請繼續回答第 8題） 

8.您透過哪些管道認識本資源網（可複選） 

   □(1) 所服務的學校辦理認識本市教學資源網相關研習或於校內相關會 

         議中宣導時得知（有勾選者請繼續回答）實施次數： 

         □(1) 1~2次  □(2) 3~4次  □(3) 5次或 5次以上 

   □(2) 參加本市研習時得知（含國教輔導團諮詢輔導、巡迴輔導、座談 

會..等） 

   □(3) 經同事或友人的介紹得知 

 □(4) 自行上網搜尋資料得知    

 

《您辛苦了，請翻頁繼續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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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本市教師對於本市九年一貫教學資源網的知覺調查問卷 

填答說明： 

以下的句子，是為了瞭解您對台中市九年一貫教學資源網的知覺，請依照您實際

感受符合的情形，在符合程度欄（5，4，5，2，1）的適當數字上打 ‚○‛。為

便於作答，以下題目將「台中市九年一貫教學資源網」簡稱為「本市教學資源網」。 

例句：「我知道本市已經建置完成教學資源網站」若非常符合則將 5標記為○5  

 符 合 的 程 度 

 

 

 

 

 

    

非
常
不
符

合

大
部
分
不
符
合

部

分

符

合

大
部
分
符

合

非

常

符

合 

1 我知道本市已經建置完成九年一貫教學資源網站……… 5 4 3 2 1 

2 我知道如何進入本市教學資源網站……………………… 5 4 3 2 1 

3 我知道本市教學資源網站的功能是在在創發一個教師數

位化教學資源共享的帄台………………………………… 

 

5 

 

4 

 

3 

 

2 

 

1 

4 我知道本市教學資源網站將資源分為教學設計、教學活

動、教案、素材、學習單等 5大類…………………………… 

 

5 

 

4 

 

3 

 

2 

 

1 

5 我知道本市具有公務帳號的教師均可將數位化資源上傳

到教學資源網站…………………………………………… 

 

5 

 

4 

 

3 

 

2 

 

1 

6 我知道本市已訂定教師上傳數位化資源到教學資源網站

的獎勵計畫………………………………………………… 

 

5 

 

4 

 

3 

 

2 

 

1 

7 我知道本市教師上傳數位化資源限定在 20MB以內…… 5 4 3 2 1 

8 我知道上傳的數位化資源太大時可用聯結的方式處理… 5 4 3 2 1 

9 我知道本市教學資源網對教師上傳的作品均會由各領域

審查小組進行審查作業…………………………………… 

 

5 

 

4 

 

3 

 

2 

 

1 

10 我知道教師上傳資源到本市教學資源網站經審查通過後

會依通過的件數予以行政獎勵…………………………… 

 

5 

 

4 

 

3 

 

2 

 

1 

11 我知道本年度教學資源網教師上傳資源獎勵結算日期是

5月 20日…………………………………………………… 

 

5 

 

4 

 

3 

 

2 

 

1 

12 我知道通過本市教學資源網審查的作品會匯入教育部教

學資源網站供全國教師共享……………………………… 

 

5 

 

4 

 

3 

 

2 

 

1 

13 我知道本市教學資源網未進行學校間上傳件數競賽…… 5 4 3 2 1 

14 我覺得上傳資源到本市教學資源網站是有意義的行為… 5 4 3 2 1 

15 我覺得上傳資源到本市教學資源網是專業行為的展現… 5 4 3 2 1 

16 我覺得呈列出來的資源頇經過審查以維持一定的品質… 5 4 3 2 1 

17 我覺得上傳資源的獎勵計畫能吸引教師上傳分享資源… 5 4 3 2 1 

18 我覺得教學資源網討論區的設置提供了反應意見的管道 5 4 3 2 1 

19 我覺得本年度結算以後上傳資源的獎勵計畫應持續運作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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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本市教師對於本市九年一貫教學資源網的使用情形調查問卷 

填答說明： 

以下的句子，是為了瞭解您對台中市九年一貫教學資源網的使用情形，請依照您

實際感受符合的情形，在符合程度欄（5，4，5，2，1）的適當數字上打 ‚○‛。 

例句：「我會上傳資源到本市教學資源網」若非常符合則將 5標記為○5  

 

 

 符 合 的 程 度 

 

 

 

 

 

    

非
常
不
符

合
大

部
分
不
符
合

部

分

符

合

大
部
分
符

合

非

常

符

合 

1 我會到本市教學資源網站上去瀏覽搜尋需要的教學資源 5 4 3 2 1 

2 我會下載本市教學資源網站的教學資源以供參閱……… 5 4 3 2 1 

3 我會上傳資源到本市教學資源網………………………… 5 4 3 2 1 

4 我會依審查人員的建議修正作品後再上傳教學資源…… 5 4 3 2 1 

5 我會與同事討論本市教學資源網………………………… 5 4 3 2 1 

6 我會向同事或友人推薦本市教學資源網………………… 5 4 3 2 1 

7 我會上到本市教學資源網站討論區去表達意見或建議… 5 4 3 2 1 

8 我會在教學時引用本市教學資源網站上的教學資源…… 5 4 3 2 1 

 

辛苦了！本調查問卷到此結束，請您再次檢查一下是否有漏答 

衷心感謝您的熱心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