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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情形」、「使用意

願」與「使用滿意度」之關係。研究對象為臺北市 88 所國中教授公民科教師進

行研究。以「問卷調查法」作為資料蒐集工具。發出問卷共 262 份，回收有效問

卷 245 份。所得資料以描述性統計、探索因素分析、因素分析、獨立樣本 t 檢定、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Pearson 積差相關分析，進行統計分析。本研究發現如下： 

一、 使用情形 

（一） 國中教師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目前「使用情形」是偶爾使用。 

（二） 以「教學延伸功能」使用頻率最高，「進階功能」使用頻率最低。 

二、 使用意願 

（一） 國中教師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意願」呈現中上水準。 

（二） 若學校能提供相關設備，會大幅度提高教師使用意願。 

三、 使用滿意度 

（一） 國中教師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滿意度」呈現中等水準。 

（二） 以輔助學生學習方面最為滿意，協助教師教學方面最不滿意 

四、 性別 

（一） 不同「性別」教師在使用情形、使用意願、使用滿意度皆無顯著差異。 

（二） 不會因教師的性別差異，而導致看法與認知上的不同。 

五、 年齡 

（一） 不同「年齡」教師在使用情形、使用意願、使用滿意度皆達到顯著差

異。 

（二） 41 歲以下年輕教師，對新事物接受度較年長師為高。 

六、 服務年資 

（一） 不同「服務年資」教師使用情形、使用意願、使用滿意度達到顯著差

異。 

（二） 服務年資「10 年以上」年長教師，教學模式較為固定。 

七、 教育程度 

（一） 不同「教育程度」教師在使用情形、使用意願達到顯著差異，在使用滿

意度上未達到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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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歷較高教師，擁有較好的資訊檢索能力，滿意度部分若調整研究設

計，便能得到統計上之顯著。 

八、 資訊科技使用程度 

（一） 不同「資訊科技使用程度」教師，在使用情形、使用意願上達到顯著差

異，在使用滿意度上未達到顯著差異。 

（二） 資訊科技程度較好之教師，較願意嘗試新型科技產品，而滿意度部分若

能調整研究設計，便能得到統計上之顯著 

九、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情形與使用滿意度，有顯著相

關。 

十、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意願與使用滿意度，有顯著相

關。 

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提供給教育主管機關、出版業者、學校單位作為未

來發展之參考。 

 

關鍵字：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使用意願、使用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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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how Civic education e-textbooks are 

usedby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in Taipei city. How they want to use e-textbooks, 

and how they expect to use e-textbooks will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the satisfaction of 

using e-textbooks. 

88 junior high schools in Taipei were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adopted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as the data collection tool. A total of 262 questionnaires 

were delivered, and recycled 245 effective questionnaires. All data were input to 

statistical analysis by using methods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factor analysis, one-way ANOVA and Pearson product-

moment correlation. The conclusions were summarized as following: 

1. The usage of using Civic education e-textbooks. 

(1) The current "Usage" of of using Civic education e-textbooks is occasionally used. 

(2) The "teaching extension function" is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and the "advanced 

function" is the lowest frequency. 

2. The willingness of using Civic education e-textbooks. 

(1) The "willingness" of the electronic textbook for teaching Civic in the junior high  

school is presented in the upper-middle level. 

(2) If the school can provide relevant equipment, it will greatly increase the willingness 

of teachers to use. 

3. The satisfaction of using Civic education e-textbooks. 

(1)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electronic textbook for the teaching of Civic education e-

textbooks in the junior high school is moderate. 

(2) The most satisfied with the students' learning, and assists teachers in teaching is the 

most dissatisfied. 

4. Gender 

(1)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scores of usage, willingness to use and 

satisfaction of use among different “gender”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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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ill not cause differences in perception and cognition due to gender differences in 

teachers. 

5. Age 

(1) Different "age" teacher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ir usage, willingness to 

use, and satisfaction in use.  

(2) Young teachers under the age of 41 are more accepting of new things than older 

teachers. 

6. Service years 

(1) Different "service years" teachers have achiev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usage, 

willingness to use, and satisfaction in use. 

(2) Older teachers with service years of "more than 10 years", the teaching mode is 

relatively fixed. 

7. Educational level 

(1) Different "educational level" teachers achie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usage and 

willingness to use. 

(2) Did not reac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usage satisfaction. 

8. Technology usage 

(1) Different "technology usage" teachers achie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usage and 

willingness to use. 

(2) Did not reac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usage satisfaction. 

9. There i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use of electronic textbooks in civic 

teaching in the middle school teachers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use. 

10. The willingness of teachers in the middle school to use electronic textbooks in civic 

science teaching is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the satisfaction of use.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this study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the publishers,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the junior high schools to develop better e-textbooks in 

the future. 

 

Keyword: Civic Education E-Textbooks、Usage、Willingness、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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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緒論 

 研究動機 

隨著時代變遷，數位化科技的進步與網際網路的無遠弗屆。國內外電子教科書

的技術的也隨之快速成長。在我國現今國中校園教育現場，電子教科書已被許多教

師所使用。過去教師習慣僅以傳統口述法，搭配抄寫板書授課的教育方式，逐漸被

更多元之教學方式所替代（彭志芸，2014）。吳明鴻與陳嬿而（2009）提到，使用

電子教科書是一種新型教學方式，將文字、圖片、動畫、影音等素材結合，提供教

師能在課堂上使用，不僅讓原本敘述較為單一線性的紙本課本內容，轉化為更豐富

多元生動的教材，並引發學生學習動機的學習情境。若教師妥善規劃，應用電子教

科書於課程當中，應能幫助學生更快速有效率的掌握課程要點。 

鍾雅君（2014）在研究中提及，電子教科書雖然是以提升教學效能為首要目標，

希望教師能運用資訊科技，來改善教學品質，期待幫助學生從被動學習中，轉化為

主動探索式學習。劉川曜（2009）提及，若教師在使用過程中，僅利用電子教科書

的多媒體資源，卻忽略將自身專業知識與其作結合。是否有可能讓教學停留於單向

度的傳授，而未啟發學生進行反思。劉光夏與林吟霞（2013）提到，電子教科書提

供給教師豐富的學習資源，增添影音、動畫、圖片等教學素材，原先目的是希望能

減少教師準備課程的時間，增加教材的完整性。但經研究發現，教師實際花費在準

備課程的時間，未必有因此減少，反而還可能因此增加。因為教師必須在短時間內，

先行篩選消化出版業者所製作眾多補充功能，將電子教科書修改調整後，再挑選出

適合之內容來做使用。因此推論，電子教科書或許還無法完全減輕教師備課負擔，

甚至可能讓教師花費更多準備時間。 

另外，針對研究者所教授的公民科目來說，國中公民科在現行學校排課計畫中，

每週安排的節數約有一到二節不等。有些學校甚至是將國中社會領域課程（包括：

公民、地理、歷史）三科科目，用單、雙週穿插的排課方式來分配。導致公民科教

師實際可運用的教學時間，更加稀少。在如此有限的課程時間安排內，要教授一定

份量課程內容，對於許多教師是有很大負擔的，或許也因此增添教育現場教師，在

使用電子教科書時之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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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鑑於 21 世紀的逐漸邁向開放的教育潮流，McKiernan (2011)曾提及使用

「電子教科書」，能讓課堂中的教學型態從「以教師為中心」教學(Teacher－Centered 

Teaching)之型態，轉變為「以學生為中心」教學(Student－Centered Teaching)之型

態。因為數位教材能幫助學生感到興趣，並且更快速的與自己的學習目的產生關連。

而此時在學習過程中，也才會產生「有意義的學習」(Meaningful Learning)(Nelson, 

Arthur, Van Horn, 2011)，故對教師而言，妥善安排「電子教科書」融入課程，或許

能幫助活化教學提升教學效能。並且對學生而言，在課程中使用「電子教科書」，

能提高學習興趣，增進對於課程文本的理解，使學習成效提升（吳明鴻、陳嬿而，

2009）。 

根據教育部於 2013 年〈人才培育白皮書〉中明確指出，未來十年我國人才應

具備 6 項關鍵能力，分別為：全球移動力、就業力、創新力、跨域力、資訊力、公

民力（教育部，2013）。而我國最新公布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教育部，2014），即強調希望培養我國學生成為以人為本的「終身學習者」。並且

提及學生應具備之核心素養包括「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等三大面

向。21 世紀以來，資訊科技之推展日益月薪，連帶讓社會和文化開啟一連串變革，

此舉對教育之衝擊也逐漸成形。數位科技融入教育，勢必是未來教育的一大趨勢，

究竟一個符合世界潮流的人才，該具備何種能力，也成為當前教育界探究的熱門議

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10)便曾指出，未來人才於21世紀應具備之關鍵能力為學習與創新能力、

數位素養與工作與生活能力。並且將資訊(Information)素養、媒體(Media)素養與資

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素養皆包含其中。 

綜合各國資訊教育發展趨勢，以及各國資訊教育政策藍圖後，我國將〈2016-

2020 資訊教育總藍圖〉希望逹成的願景，設定在「深度學習、數位公民」（教育部，

2016）。而其中所談論到的「深度學習」，指的便是讓學生培養善用資訊科技，將資

訊做深度處理，並獲取新知之能力。培養接近、理解、分析、傳播資訊（如：多媒

體內容、大數據）之能力。與解決問題完成工作之相關之能力，以因應數位社會和

工作之特性。另外其中提及的「數位公民」，則是指教師在培育數位時代公民，所

應具有的態度和技能（教育部，2016）。具體而言，可分成個人層次、社會層次兩

個面向。在個人層次上，希望培養數代時代公民參與之態度，如尊重名譽、隱私、

智慧財產權、軟體規範。了解個人的資訊權利、義務、及倫理行為，且為自己的資

訊行為負責；善用科技積極參與公眾事務及政策。在社會層次，則是指防範資訊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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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之濫用，保障平等接近資訊之權利。指的是人人皆有公平利用資訊媒介表達意見

的權利。 

從以上關於人才培養之文件中，不約而同皆指出教師應教導學生，如何妥善應

用資訊科技及處理資訊，代表此應為培育未來人才之基本要素。由此可知，一個優

秀的未來人才，應該是一個能有效率地透過資訊工具進行更深度學習、並能運用工

具發揮創造力以分析、評斷、表達與解決問題，同時具備生產力與責任的數位公民。

因此，國中教師或許能在教授公民科課程時，適時將資訊科技融入課程，或使用「電

子教科書」活化教學，以提升學生解決問題之能力。 

教育部於〈教育部中小學資訊教育白皮書 2008－2011〉中便曾指出，一個合

格的二十一世紀教師，除了具備學科專門領域和教學專業知能之外，還應具備應用

資訊科技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的能力。自 2008 年起，教育部為因應數位化時代來臨，

希望改變我國課堂中，僅使用傳統口述教學的單一方式。也聘請專家學者於相關教

育政策中，規劃提供學校建置數位化學習環境，以提昇各級學校教師與學生資訊應

用能力，盡力減少我國教學環境之數位落差。並明確制定出目標，希望能將我國使

用資訊科技的教師比例由 40％提高到 90％（教育部，2008）。 

另外，教育部也考量各級學校現有資訊設備老舊，恐會影響教師在使用電子教

科書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過程中的意願。故我國政府在〈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

－建置中小學優質化均等數位教育環境計畫〉中，明文規定要求各學習領域教師，

廣泛使用資訊科技為輔助學習之工具，以促進學生的學習成效（教育部，2008）。

並透過增添經費，為學校購置電腦、電子白板、單槍投影機、網路設備等，期許教

學品質能因此提升，此舉也讓我國教科書出版業者在教科書市場上之競爭更為激

烈，業者開始致力於研發創新數位化教材，與新型態教學互動遊戲平台，期望能爭

取教師與學生的喜愛與認同，如此也才能在教科書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 

我國自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後，過去的統編版教科書，逐漸被審定版教科書所替

代，政府開放民間出版業者自行編寫教科書，供學校自行討論後選用。因此國內國

中教科書出版商，如康軒、翰林、南一……等，便研發開創出嶄新的教學素材—「電

子教科書」，藉由電腦將原本紙本課文內容，編寫成電子版本（馬小蘭，2010）。此

類「電子教科書」搭配豐富圖片、互動式影音連結、遊戲式題庫等，讓教師可以透

過電腦連結單槍投影機，運用多媒體與更多元教學素材，將這些數位化的電子教科

書內容，投放至螢幕或電子白板上，進行新型態的教學（黃郁婷，2010）。在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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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各家出版社推出之電子教科書之內容中，不僅提供教師在電腦教學簡報中，可

選擇色筆、遮色片、隨機選號抽號碼、放大鏡等多元教學功能。甚至還有增加許多

進階功能，如課外補充知識影音連結、教學互動式遊戲、測驗評量線上題庫等（何

冠慧，2009）。許多教育工作者開始使用「電子教科書」作為教學過程中之輔具，

有些教師也認為在使用「電子教科書」進行教學時，能節省紙本教具與傳統講述法

的時間，更能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但是，陳振威和陳木城（2009）也在研究中提到，電子教科書的教學內含有大

量多媒體影像與互動遊戲內容，很可能容易導致學生因為過度依賴這些聲光效果

的刺激，反而忽略知識層面中，需要花費時間去理解記憶的部分。並且，若往後課

堂中沒有使用電子教科書時，是否會讓學生產生注意力不集中，參與度下降的情況，

造成教師在授課時的困擾。這也是電子教科書在使用上，應留心的議題。 

研究者身為一名國中公民科教師，觀察自身工作環境周遭同事，無論是國文科、

數學科、英文科等各個領域教師，皆與研究者分享使用「電子教科書」後的心得。

有些教師與研究者提及，會擔心自己過度依賴使用「電子教科書」進行教學。而研

究者本身進行公民科課程時，在傳統講述法之餘，會適時使用「電子教科書」進行

教學，以期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增進自身教學的多樣性。在課餘時間，也會運用電

腦軟體，自編數位「電子教科書」教材，以輔助自身在公民科課堂教學時使用。但

是在研究者的工作過程中，也有教師對於「電子教科書」的便利性，提出不同意見。

他們認為目前運用「電子教科書」輔助教學之方法，在許多層面上仍有缺陷。有些

教師認為「電子教科書」會導致學生過度依賴並造成學習上的分心，有些則認為自

身工作的環境硬體設備，還未足夠能在上課時方便使用資訊數位教材，或者認為自

己缺乏資訊科技運用能力，因此對「電子教科書」依舊產生許多疑問。也有同樣教

授公民科的教師，跟研究者分享，他擔心使用「電子教科書」上課，會導致自身教

學進度落後。 

因為這些不同背景的教師，在使用「電子教科書」時的不同看法，讓研究者感

到相當有興趣與研究價值。面對在不同學校環境服務，不同性別、年齡、服務年資、

教育程度、資訊科技使用程度等……每個不同背景變項的教師，在使用「電子教科

書」時的情形必定有所不同，但又是哪些因素，會影響這些教師，對於使用「電子

教科書」的意願，並且對於使用「電子教科書」這種教材的滿意程度又是如何呢？

研究者感到十分好奇。並且在搜尋相關文獻後，發現關於我國國中公民科教師，在

DOI:10.6814/THE.NCCU.ELIS.003.2018.A0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 

「電子教科書」使用上的研究，數量竟是如此稀少。因此希望能藉由此研究來尋求

解答，探討不同背景變項的國中教師，在使用情形、使用意願，與使用滿意度之間，

是否有顯著相關存在，並且探討影響它們背後的因素為何。希冀可透過研究，歸納

出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上的「使用情形」與「使用意願」，藉此提升教師

在公民科「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滿意度」。提供給往後教科書出版社業者、教育

主管機關，或像研究者一樣的教育工作者做為參考。並針對不滿意之處提供未來能

繼續進步與改善的方向。 

 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

的「使用情形」、「使用意願」與「使用滿意度」之關係，主要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情形、使用意願與使用滿意度
之現況分析。 

二、探討不同背景的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之差異情形。 

三、探討不同背景的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意願之差異情形。 

四、探討不同背景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滿意度之差異情形。 

五、探討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情形、使用意願與使用滿意度
之相關情形。 

 研究問題 

依據前述研究目的，本研究主要探討的具體問題如下： 

一、 國中教師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之使用情形、使用意願、使用滿意度的現況

為何？ 

二、 不同背景變項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情形上，差異情形

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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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不同背景變項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意願上，差異情形

為何？ 

四、 不同背景變項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滿意度上，差異情

形為何？ 

五、 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上之使用情形、使用意願與使用滿意度的

相關情形為何？ 

 名詞解釋 

 電子教科書 ( E-Textbooks ) 

教科書是教師賴以教學及評量的主要媒介，是學生獲取知識的主要來源（吳俊

憲，2003）。Mardis 與 Everhart（2012）將電子教科書界定為 4 種形式，包括：特

殊閱讀器（Kindle 或 iPad）的課後補充數位教材、可在線上閱讀的電子書籍（如：

Google Books 或 NetLibrary）、隨選印出的電子教科書，或是任何多媒體形式（如：

簡報軟體 PPT 製作上課教材）的教學資源。廣義而言，電子教科書就是數位化的

學習資源，可取代教科書的功能。電子教科書之發展始於 1990 年，2000 年到 2012

年十多年間奠定其成功之利基。因著科技進步與產業結構的改變，電子教科書的種

類及形式，也逐漸演化並有多元的面貌（徐新逸、賴婷鈴，2013）。 

 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 ( Civic Education E-Textbooks ) 

我國不同出版社，對於數位教材的命名有所不同，翰林出版社將其稱做「教學

電子書」，康軒出版社以「電子教科書」命名，南一出版社名則稱作「數位學習館」

（周良姿，2012）。在本研究中，將統一稱其為「電子教科書」。出版社編制之電子

教科書光碟，或教師自行製作之數位教科書媒體，皆須搭配單槍投影機、電腦或電

子白板等硬體設備使用（刁維儀，2016）。 

因此，在公民科教學中，無論是公民科教師自行編輯設計發想，使用電腦製作

設計將圖片、影音、新聞時事等教材補充資料，以多媒體形式呈現之有系統的數位

化公民科課程簡報，或出版社製作之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本研究都將其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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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教科書」的研究討論範圍。 

 使用情形 ( Usage ) 

研究電子教科書，首先必須先了解教師的使用情形。參考國內學者對於電子教

科書的研究，關於使用情形上，大致會將電子教科書的功能，分為基本功能和進階

功能（黃思涵，2016）。探討臺北市國小教師使用社會領域電子教科書之使用情形，

研究指出基本功能的使用頻率，高於進階功能；最常使用的項目是影片動畫，最少

使用的是紀錄功能（周良姿，2012）。本研究提到的「使用情形」，指的是不同背景

變項（例如：性別、年齡、任教年資、教育程度、資訊科技使用程度）的國中教師，

在教授公民科時，對於採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與否的因素、現況、與差異分析。

而又因各家出版社所設計的輔助功能不甚相同，初步可分為「基本功能」與「進階

功能」兩大項。 

「基本功能」為教師在教學上直覺性的點選，包含課程大綱、各節課文呈現、

自訂顏色畫筆、課程重點區域遮罩功能等項目。「進階功能」則為電子教科書與習

作題目連結功能、課後補充新聞時事影音片段播放、互動遊戲、評量題庫等項目。 

本研究探討的是國中教師對於公民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情況，主要分為「基本功

能方面」、「進階功能方面」、「教學使用狀況方面」等三個方面。受訪教師會在「公

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量表」，自評個人對於公民電子教科書各項功能的使

用頻率。 

 使用意願 ( Willingness ) 

Ajzen 和 Fishbein(1980)認為，使用意願是指個人，依據主觀判斷，決定從事某

特定事物的意願，與他選擇去進行某特定行為時的渴望強度，可稱為「使用意願」。

另外，依據周良姿（2012）的研究中，針對臺北市國小教師社會領域電子教科書使

用情形進行研究，研究指出「行政機關與學校」、「出版商」、「學生反應」等方面，

會影響教師在電子教科書上的使用意願。 

而本研究提到的「使用意願」，是指國中教師決定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

時，願意與否的強烈程度，以及能夠提升教師，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意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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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將其分為「行政機關與學校方面」、「教科書出版商方面」、「學生反應方面」

三個方面。受訪教師會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意願量表」，自評個人對於

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意願高低與因素。 

 使用滿意度 ( Satisfaction ) 

Kotler 和 Keller(2012)曾經提及「滿意度」，是個人愉悅或失望的感受，來自其

對產品知覺績效或使用的結果，與其原先預期心中期望之比較程度，以及是否符合

其原先設定的需求。周良姿（2012）的研究中，探討臺北市國小教師使用社會領域

電子教科書之滿意度，研究指出七成以上的教師對電子教科書在教學上的協助，感

到滿意。其中以「協助教師豐富教學內容」項目得分最高、「自編教材的便利性」

項目得分最低 

本研究提到的「使用滿意度」，指的是國中教師在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

時，對於使用時所獲得的結果，與其心中原先預想之樣貌的差異程度以及是否符合

其原先設定的需求。並探討如何能提高國中教師，對於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

滿意度之可能因素與方式。主要分為「協助教師教學方面」、「輔助學生學習方面」、

「使用內容設計方面」三個方面。受訪教師會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滿意

度量表」，自評個人對於公民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滿意度高低與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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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獻探討 

 電子教科書之相關概念與發展 

 電子教科書之定義與內涵 

隨著資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電腦與網際網路的研發與進步，現今教育現場的教

學媒介，已由早期較為單一、靜態式的紙本教科書，逐漸轉變為形式更多元豐富之

樣貌。美國教育傳播與科技學會(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s and 

Technology)於 1994 年時，便曾指出資訊科技的進步，將會挑戰人們對傳統教科書

的既有概念。而電子教科書，便是資訊科技時代下的新產物，可讓教學系統在設計

與發展的過程中，為教材內容增加深度與廣度(王燕超，2009)。科技的進步也讓我

們對未來的教材，開啟嶄新的想像。Onderdonk、Allen 和 Allen(2009)也曾提到數

位化將會是 21 世紀教育的主流形式，紙本或影印形式的教學輔具，將大幅度縮減，

取而代之的將會是多媒體形式的資源，或電子教科書形式的教材(Onderdonk, Allen 

& Allen, 2009)。由此可知，「電子教科書」的設計與發展，將是未來影響教科書出

版的重要趨勢之一。電子教科書也將由傳統紙張形式的閱讀介面，轉變為需要使用

各種科技載具來閱讀的形式（周淑卿，2008）。 

由上述資料可知，電子教科書的出現，代表傳統上對「書本」的概念將被解構。

21 世紀的教育現場，學生不僅只是單純翻閱紙張形式的課本，畫下重點抄寫筆記，

更多的情況可能是透過多媒體電子教科書的連結功能來進行互動，因此教師的教

學方式，也會隨之轉為更多元與豐富(陳麗華、黃文定，2012)。 

以下將用表格形式，將「傳統紙本教科書」與「電子教科書」之特性與內涵，

從不同面向做比較，如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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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 傳統紙本教科書和電子教科書之特性與內涵 

面向 傳統紙本教科書 電子教科書 

教科書建構者 紙本教科書由專家建構。 可由師生集體共同建構。 

教科書的思維 

紙本教科書是單一線性的，只

有一條路徑，單一的可能。 

電子教科書是非線性的，轉化

成不只一條路徑，開始有多種

可能。 

教科書在內容

調整之變動度 

紙本教科書是靜態的，無法或

很難去做修改。 

電子教科書成為動態的，可以

隨時修改增加或補充新內容。 

學生於 

學習上的態度 

較為被動地接受，目標為精熟

紙本教科書內容。 

較能主動投入學習活動，可藉

由電子教科書的內容，參於遊

戲或接受挑戰。 

閱讀介面 

紙張、黑板、白板。 各種擁有螢幕可閱讀之電子科

技載具。如：電腦、平板、投影

布幕 

使用功能 

可畫重點、抄寫筆記、手動翻

閱、將重點頁面折角做記號。 

可編輯修改、畫面縮放、搜尋重

點、連結網際網路、嵌入影音圖

檔、增加互動遊戲題目。 

可攜帶數量 

實體書籍體積較大，重量較重，

攜帶有限。 

因為電子檔案，壓製成光碟或

將檔案存放於網路雲端，攜帶

較為輕便。 

資料來源：整理自陳麗華、黃文定（2012） 

關於「電子教科書」一詞，各界說法不一，在圖書館與資訊科學國際百科全書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Information and Library Science）中，將電子書(Digital 

Book)定義為，以數位方式顯示在電腦螢幕上，與紙本圖書在內容上略為相似，但

在印刷與裝訂方式上，卻與傳統圖書有所不同。電子書可以儲存更多文字資料，且

同時以圖片、影像、動畫、音樂等方式呈現，故我們可以將電子書，視為一種數位

化的知識分享方式（王東澤，2006）。而電子教科書便是將紙本教科書數位化，將

原先紙本課本中的知識體系，用聲光效果、動畫、影片、遊戲互動等方式，透過電

腦與電子螢幕閱讀載具，提供給教師與學生瀏覽閱讀，或點選使用互動遊戲、多元

評量的功能。這也是目前國內中小學師生，對於電子教科書之普遍認知(吳明鴻、

陳嬿而，2009）。茲將國內外學者對於電子教科書之定義與內涵整理如表 2-2： 

 

DOI:10.6814/THE.NCCU.ELIS.003.2018.A0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1 

表 2- 2 國內外學者對電子教科書之定義與內涵整理 

研究者 

(年代) 
對電子教科書之定義與內涵 

Hansen & 

Tierney 

(2000) 

將傳統教科書，或雜誌報紙等印刷於紙張上之文字，透過圖像化、

影音化、動畫等互動式方式所組成的數位資訊來呈現。可以用個

人電腦、智慧型手機、平板等載體來閱讀，更可以利用閱讀器上

的連結功能，產生影音串連，吸引學生的注意力。 

何榮桂

(2002) 

教科書將有系統的知識體系以文字載明清楚，但教科書只能算是

教師教學過程中，提供參考的一部分。其餘應要包括學生學習單、

多媒體互動活動、教學輔具、各種實驗儀器、教學延伸書籍等。

故，電子教科書也可視為一種以數位或電子形式呈現的教科書，

在教學上應該有所助益。 

徐新逸

(2003) 

電子教科書的大致種類，主要可分為五種形式，有視訊式、模擬

式、演講式、網頁式、電子書式。可以算做是數位化教材中的一

種。運用影音、文字、圖案、聲光效果、視訊等加以整合後，製

作成一份教學檔案，以提供教師於課堂上使用，或學生課前預習

或課後複習使用。 

王永賢

(2004) 

在教學環境中使用電子教科書，可以算是一種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的具體實踐。使用電子教科書之課堂，能增進師生之間互動頻繁

度，且若依照電子教科書中的互動教學遊戲、動畫教學材料實施

教學等，能激發師生間更多創意火花，為新一代之教學型態中不

可或缺的方式。 

王東澤

(2006) 

電子教科書的研發，為輔助教師在教學工作中更加順利。利用電

子數位化方式，將教師想傳達予學生之課程內容，更加系統化，

並用多元方式長久保存於數位檔案中。是屬於一種幫助教育工作

者，達成教育目標之數位內容教材，且方便攜帶，更便於保存。 

周淑卿

(2008) 

電子教科書與傳統紙本教科書相比，將擁有更多互動性，且可運

用網際網路連結，增添補充教材內容，使用者須透過網際網路下

載數位檔案，或使用光碟片等方式開啟，並透過電腦螢幕、平板、

電子書閱讀載體提供給學生瀏覽使用。 

Jung & Lim 

(2009) 

電子教科書是一本以學生為中心的教科書。學生可根據自身程度

與需求，不因時間空間受限制可隨時在家中、移動中或在學校操

作使用。電子教科書整合現行紙本教科書之內容與補充資料和題

庫，故整體功能將更符合時代潮流。 

廖信、 

郝宗瑜、張

簡碧萱 

是一種教師教學之輔助工具，研發時以紙本教科書內容作為主

體，增添課程內容補充資訊、教師手冊延伸閱讀、學生習作題庫

題目等統整成一份檔案，並使用影片、動畫、音樂等元素，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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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年代) 
對電子教科書之定義與內涵 

(2010) 教育工作者於教學過程中，運用增添教學效能與提升學生興趣。 

陳柏州

（2010) 

是出版商或教師自行製作編纂之數位教材，在未來教育中扮演重

要角色，可透過互動式電子白板、電腦、平板抑或是電子書閱讀

器進行瀏覽。中小學數位學習也是全球教育發展之趨勢，可提供

即時且互動性高的新一代教學媒體。 

陳偉慈

(2011) 

電子教科書之內容包含聲音、動畫、影音、圖案、文字檔案等具

互動的影音數位教材。故除了可傳遞知識之外，更能透過下載相

關補充教材，來達成教學之成效。 

周良姿

(2012) 

電子教科書指的是紙本教科書透過數位版本形式，將其儲存於光

碟之上，並且使用者須搭配單槍投影機、電腦或電子白板等進行

播放，可視為教師「教育」與學生「學習」之一種數位化教材。 

李慧玲

(2013) 

電子教科書是一種按照指本課本編排模式設計，並加入教學影

片、互動遊戲、動畫圖片、網站連結等參考資料，將其整合成一

輔助教學活動的教學媒體。 

Drakulic, 

Zmazek & 

Pesek. 

(2014) 

電子教科書是一種豐富的多媒體教學素材，可增進互動對象，無

論是「學生與教師」、「學生與學生」、「教師與教師」，甚至

是「教師與教科書作者」、「學生與其他資源」，都會有更多元

的互動，且可依照個人學習程度來做調整。 

蔡東鐘

(2015) 

是紙本教科書以數位化的形式內容，提供消費者，採用資訊科技

方式閱讀，對於追求教學創新的教師與學校而言，採用電子書或

導入電子教科書的數位學習，可算是一種在教育領域中很重要的

創新，也是新一代整合型教學媒體中不可或缺之教材。 

刁維儀

(2016) 

體積較小，重量較輕，以光碟片或雲端儲存空間方式儲存之多媒

體互動教材。應增加互動式學習，可增加師生教學與學習時之趣

味，且多功能連結與影音補充連結，可滿足現行教育環境中，更

多元化之需求。 

資料來源：研究者依照文獻資料自行整理 

總結本節文獻探討結論，綜合以上學者之觀點，研究者歸納各學者之文獻資料

後發現，電子教科書被視為一種以電子形式呈現之教科書，除了將紙本教科書數位

化之外，還包含聲光、影音、動畫、圖片、遊戲、題庫、補充資料等功能。使用者

須下載至電腦或其他相容設備，也可透過電子書閱讀軟體，提供給使用者閱覽使用

之互動式教材。電子教科書之來源可能來自教科書出版商製作，隨書附贈的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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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教師自行利用電腦所編製。因其擁有較傳統紙本教科書更高之互動性、超連結、

課外補充、遊戲、評量題庫等功能，可提供師生在教學時，增進教學效能與學習興

趣，故電子教科書可被視為新一代教學型態中，不可或缺之新型態教學媒體。不僅

學生的學習從此能較為不受時間、空間等限制，隨時隨地使用載體閱覽電子教科書

進行學習。教師也可透過電子教科書，增進與學生之間更多互動。雖各家學者，對

於電子教科書之定義與內涵，並無統一標準與說法，但普遍來說，各家學者皆認為，

使用電子教科書於教學情境之中，對於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上，可滿足學習過程中，

更多元需求，故對教育工作者與學習者來說，應有所助益。 

 國內外電子教科書發展之概況 

電子教科書之發展伴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歷程，教科書數位化已成為一種

全球趨勢，本段揀選國外推行電子教科書成效卓越之國家地區為例，並藉此探討國

內電子教科書發展之現況與面臨之問題。依據文獻資料顯示，目前在電子教科書領

域，投入眾多心力資金研究開發電子教科書功能，在亞洲區域應屬日本較有規模，

新加坡、中國、南韓等國，也急起直追（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處，2010）。 

隨著節能減碳思想、環境保育意識的抬頭，研發數位化形式之電子教科書，成

為教育市場上一種新趨勢(陳攸婷、林文保，2014)。透過互動性遊戲、及時反饋系

統、電子學習資源等途徑，輔助師生學習互動的教學媒體，成為世界各國教育界致

力於探究之新潮流(黃俊隆、陳官辰、余孝先，2010)。以下便針對日本、新加坡、

中國、南韓、美國與我國等各國，對於電子教科書之發展概況、研發趨勢，分別整

理敘述如下。 

（一） 日本 

日本教科書業者早在 2005 年間，及陸續投入資金，研發國中小各領域、各科

目應用之數位化教材。業者也提供教育現場教師，可用於自行編製客製化電子教科

書之編輯工具軟體。希望方便教師，進行更貼近現場教學所需之電子教科書。2009

年 12 月，日本總務省發表「元口願景」報告內容中指出，日本國內將於 2015 年，

達成全國所有中小學學生(約一千萬人)，皆能擁有使用電子教科書所需之數位化硬

體設備終端載具為實踐目標（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處，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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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0 月，日本政府事先在十所國民小學提供 12 歲以下學童試用平板電

腦設備，並調撥資金，幫助學校安裝互動式電子白板，以達到在教學過程使用電子

教科書之目標。2012 年，幾乎全國教科書出版業者皆發行教師用版本電子教科書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處，2010）。 

（二） 新加坡 

新加坡政府推動數位學習之腳步，較亞洲各國地區稍早，早在 1997 年間，新

加坡教育部之教育科技司，便整合各界資源，將資訊科技之學習與推廣，列為重要

的教育政策之一。並透過政府部門力量，鼓勵教師自行研發，或出版業者與通訊科

技研發領域結合，共同研究出版電子學習資源與輔助學習套件，希望便利教學現場

教師，輔助其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陳攸婷、林文保，2014)。 

並且，新加坡教育部也在 2008 年，推出「未來學校」計畫。選擇六所學校，

並投入八千多萬新元，在試辦學校內推動各種創新學習方式，包括以互動式電子教

科書、數位化遊戲題庫、現場即時錄影錄音、數位資源交換等。希望學生透過更多

元的管道，進行不受時空限制的學習。此計畫涵蓋學校、政府主管機關、出版業者

等力量，盡力達成數位科技融入教學之目標(吳志鴻，2011)。 

（三） 中國 

2002 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和香港文化傳信集團合作研究「人教電子教科書」，

並在九個省市中挑選十所中小學進行實證研究。香港教育局則於 2008 年成立「課

本及電子學習資源發展專責小組」，專門研究學校引入電子課本之可行性。希望透

過「電子書包」的研發製作，促進國家教育政策方針之發展。2010 年揚州教育部

門，率先啟動「電子書產品教育教學開發與應用實驗之研究項目」（行政院新聞局

出版事業處，2010）。 

2011 年，國家總署提出「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畫綱要」，決定將電子

書納入教育政策的規劃考量，並開始推動「科技與教師環境整備」、「教學資料庫」、

「農村遠端教育網路和體系」、「電子書包」等研究項目（周良姿，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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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南韓 

韓國教育與人力資源發展部 (Ministry of education ＆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於 2007 年公布「電子教科書商品化計畫」，預定 2007 年至 2011 年

間，將計畫要開發出 25 門課之電子教科書配套教材，並挑選 100 所學校作試用。

計畫內容表示，其中 25 門課之教科書，會包括國小五、六年級中之 20 門科目，國

中一年級之 3 門科目，和高中共 2 門科目，希望透過電子教科書讓學生書包減重

（黃思涵，2016）。 

2008 年韓國政府將電子教科書之全國普及率，視為提升國家競爭力之目標，

推動一系列電子教科書計畫，不僅把現有學校中使用的課本、包括課文、參考資料、

作業題目聘請專家學者將其綜合成多媒體數位教材，期望透過此發展計畫，平衡國

內教育環境水平，盡力提升偏遠貧困地區學生能享用同等教育資源。2011 年開始，

教育科學技術部宣布，所有小學、初中、高中學生，將同時發放紙本語文、英文、

數學科教科書之外，並同時發放光碟形式之電子教科書，也宣示將 2013 年設定為

全國中小學正式導入電子教科書的教學年(Eason, 2012)。 

（五） 美國 

美國政府於 2007 年便集合五大教科書出版商，共同提供電子數位化教材

(CourseSmart)，並且製作電子教科書於智慧型手機上使用的免費應用程式

(eTextbooks for iPhone)，讓 iPhone 使用者可透過網路存取購買電子版教科書，但此

程式當時只供應美國和加拿大市場。該公司的目標是儘可能提供更多的教科書資

源，並且讓每個學生都可以購買電子版本（戴慈瑩，2015）。2008 年起，美國加利

福尼亞州(The California of the U.S.A.)教育廳將教科書數位化，列為該年重要政策，

希望推動加州免費電子教科書計畫。同年度，美國西北密蘇里州立大學(Northwest 

Missouri State University)是第一所開始推動全面 E 化教科書之公立大學（行政院新

聞局出版事業處，2010）。 

2009 年，加州政府啟動「開放原始碼」教科書計畫，分為三階段，逐步在中

小學推行電子教科書。至 2010 年，美國各大教科書廠商，如 McGraw-Hill 開始和

軟體公司 Scroll-Motion 達成協定，將教科書轉換成電子教科書形式，並為 IPad 開

發教科書以及應用考試準備之相關軟體。2012 年初 Apple 公司推出 iBooks 進軍電

子教科書市場，與 Pearson、McGraw-Hill 和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三大出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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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合作開發數位電子教科書業務，設定以高中學生為目標客群，希望能顯示互動圖

表、影音內容，能內建照片圖庫，使用者可自行編製排版客製化電子教科書。聯邦

政府也提到，為加速全國數位化轉型步調，訂定目標希望於 2017 年全國五千萬學

童，皆能使用數位化教材（張煌熙、許育健、方志華、張復萌，2013）。 

（六） 我國 

教科書電子數位化，已成為全球趨勢。國內政府也積極訂定電子教科書之實施

策略與推廣計畫。我國首先於 2002 年成立「數位學習國家型計畫」，此為一跨部會

計畫，並投入五年共 40 億元之經費，推動七個分項的數位學習相關政策，盼望能

藉由政府政策的引領，推動我國全民數位學習的風潮，盡力縮短數位落差，以提升

21 世紀知識經濟時代，國家整體競爭力(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002)。行政院科

技部並於 2002 年，通過「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致力於發展電子

教科書。此計畫首次正式帶動我國教科書數位化的發展，由政府帶頭結合各界資源

開發數位教材，並正式引進學校幫助教育現場教師進行教學。此計畫涵蓋範圍極廣，

重點為以數位學習輔助九年一貫課程教學，希望以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資訊素養、

資訊倫理為發展首要重點項目。同年，電子書包也開始零星試辦，雖然但當時各級

學校硬體設備裝置，還不夠完善，但也已為我國教科書數位化歷程，開啟新頁。 

在政府的鼓勵之下，我國各家教科書出版業者便開始積極研發創新電子教科

書等數位教材。例如：康軒出版社，首先將紙本教科書教材數位化，製作成教學資

源光碟，隨著紙本教科書一起發放至學校各科目的授課教師，讓教育工作者，可以

有免費之電子教科書資源。並且正式將其命名為「電子教科書」。爾後，翰林出版

社與南一出版社等各家出版業者，也紛紛推出豐富電子教科書數位教材光碟（黃思

涵，2016）。但不同出版社，對於旗下出品之電子教科書，命名也有些許不同。南

一出版社以「數位教學館」稱之，翰林出版社則以「教學電子書」命名之。2013 年

9 月起，多數出版社業者，開始以「電子教科書」稱呼之。雖然各家數位電子教科

書教材光碟將其命名的名稱不同，但其中包含之內容與功能，仍然大同小異（張煌

熙、許育健、方志華、張復萌，2013）。 

2008 年，我國行政院推動「挑戰 2008：兩兆雙星計畫」，此計畫兼具對數位教

材內容產業與國際觀的期望。並於 2009 年，核定「數位出版產業發展策略與行動

計畫」，由經濟部、新聞局、教育部、國科會、研考會等部會共同推動，計畫將 10

萬本電子書帶入市場，盼望能創造 100 萬以上數位閱讀人口，此計畫期盼能帶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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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生態，技術深耕，並致力於擴大出版內容，推廣全民閱讀，建構知識平權，希

望藉由結合產官學研等各界努力，掌握數位經濟契機，提升我國更完善數位產值，

並預估將在 2013 年讓產值提升到 1000 億元（杜紫軍，2011）。 

我國經濟部也於 2009 年，成立電子書產業發展指導小組，並成立「臺灣電子

閱讀產業推動聯盟」，橫跨閱讀器、電子書內容、服務平台等三大產業。政府邀請

宏碁、廣達、遠流、城邦、盛大集團、台達電、微軟、中華電信、臺灣大哥大、遠

傳、華藝、udn 等國內產業界，進行跨領域合作。將我國電子書產業分為「數位內

容載體」、「數位內容提供」、「數位內容傳輸」、「數位內容保護」等四大類來做分工。

並全力研發能應用在教育類數位出版品商務化，為主要方向。由此可知，數位教材

資料庫，與電子教科書之研發，以成為現今出版業者經營管理之注目焦點（劉光夏、

林吟霞，2013）。 

針對我國電子教科書之發展，學者吳志鴻（2011）之研究也提出，我國教科書

數位化歷程，因是隨著世界潮流與環境做改變，大約以 2000 年為一分界，可將電

子教科書之發展，依照時間順序，約略分為三個時期。研究者故將上述資料歸納並

製成表格，如表 2-3： 

表 2- 3 我國電子教科書之發展階段 

階段 時間 內容 

1.傳統期 2000 年以前 1. 此時期國內學校資訊硬體設備不普及。 

2. 教科書多以紙本方式呈現，教師會以電視機、

錄放影機、收音機、海報掛圖等輔助教學課堂

進行。 

2.萌發期 2000 年 至

2006 年 

1. 教育部推動「中小學資訊教育總藍圖」總綱，

達成高中職以下「師師用電腦、班班有網路」

之目標。 

2. 中小學資訊教育綱領，要求教師必須運用資訊

科技融入教學之時間，需占總學科教學時數的

百分之二十。 

3. 教科書出版業者配合政策，盡力研發電子教科

書教材的研發。 

4. 政府推行「電子書包」實驗計畫試辦。 

5. 國內教科書廠商南一、康軒、翰林等業者，將

教學資料數位化，壓製成「數位化教學資料光

碟」，提供給教育現場，教育工作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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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時間 內容 

6. 此階段之數位化，重點僅只是將紙本教科書內

容數位化，未增添繁複多功能。 

3.開展期 2007 年迄今 1. 康軒出版社首先於 2007 年，將隨紙本教科書

附贈之教學資料光碟，命名為「電子教科書」。 

2. 各家業者開始將課本內容，結合更多元功能，

如網際網路連結、圖片、動畫、影像、遊戲、

題庫測驗評量等教學輔具加入電子教科書光

碟中。 

3. 從此電子教科書不再只是傳統紙本教科書內

容數位化，更增添互動性高之功能與項目。 

4. 國內越來越多業者，開始投入電子教科書之研

發，更多教育現場之教育工作者，也投入自行

編製客製化電子教科書教材。 

資料來源：吳志鴻（2011）。台北市國小教師使用國語科電子教科書之調查研究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頁 27）。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臺北市。 

總結本節文獻探討結論，綜上所述，各國在電子教科書上皆有研究與投入。而

我國電子教科書最大的幕後推手，除了政府機關之外，應算是國內各家教科書出版

業者。為配合我國政府，推動數位內容產業、數位學習、電子教科書教材研發計畫，

我國教科書業者皆致力研發數位電子教科書教材。開學期初，會將紙本教科書與數

位教材光碟盒，透過業務送至教師手中，讓教育現場教育工作者，在準備課程之際，

能有額外補充教材之來源。光碟內容兼具紙本教材之課程內容，與數位化功能。並

透過人性化編排，讓使用者介面上充滿巧思，教師可點選並連結網際網路，在課堂

中分享影音時事連結影片，讓學生在課堂舉例中更能身歷其境。例外，課程光碟中，

也含有動畫、遊戲題庫等互動性高之功能，甚至 3D 虛擬實境、youtube 影音頻道、

GoogleMap 搜尋功能等，期盼能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教師之教學成效。 

 使用電子教科書使用之優點與限制 

 電子教科書之優點與特性 

電子教科書的使用近年來普遍被使用於國中小教育之中。許多專家學者與教

育者認為電子教科書擁有許多特性與優點，與傳統紙本教科書相較之下，或許更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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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優勢(Daniel & Woody, 2013)。有學者認為，電子教科書能被廣泛使用，主要是因

為其輕巧便利、多功能、易取得、較紙本印刷教科書價格便宜(Chesser, 2011)。而

李宗薇（2009）在研究中也提及，電子教科書比起紙本教科書，更具有環保意識，

可減少紙資源消耗，可以重複使用不易損壞，又符合節省空間、費用較低廉的好處。

學者陳燕玲（2015）也認為，電子教科書在教學上確實帶來助益，在教學準備上，

可幫助教師，減少備課時間，讓教學延伸補充內容，更加豐富，教學現場的師生互

動也大幅度提升，還可以將授課重點內容及評量歷程，蒐集在電子教科書之中做為

日後評量之用。在教師授課方面，學者彭志芸（2014）也觀察到，因為使用電子教

科書，授課內容增加聲光效果、動畫效果，此舉提高學生學習動機，讓課堂歡笑不

斷，也因此更加增強教師使用電子教科書授課之意願。 

余心蓓、魏慧娟、周倩（2013）則認為，電子教科書的出現，改變教師的教學

方式，並且因結合行動載具，讓學習不受時空限制，更方便有效率。且教師可自行

更新編輯電子教科書，將其客製化，如此將能更符合個別化教學之要義，滿足特殊

需求的學生，方便因材施教。陳孟婉（2015），則指出電子教科書內的資料豐富，

並且擁有附加連結功能，故教師可以憑創意再進行編輯，設計出符合班級學生性格，

又充滿教師個人風格之上課教材，如此可更符合課堂上課學生之需求，是新世代教

育工作者不可或缺之利器。綜合各家學者對於電子教科書之評論，雖各有不同，但

普遍認為電子教科書擁有之特性，對教育具有幫助，有其存在之必要性。故以下將

各家學者，認為電子教科書可運用於教學之優點與評論，分為教師教學方面、學生

學習方面、與其他方面，歸納說明如下： 

（一） 教師教學方面 

電子教科書除了擁有紙本教科書中之內容，更富含多功能完整的連結，以讓傳

統知識傳遞向度，從原本單一線性，單純教師指導學生之單向度，轉變為電子教科

書直接面對學生，教師再從旁協助指導等多向度的知識傳遞途徑。學生不再只是被

動的接受，而可以主動的探索學習。因此，電子教科書可提升教師教學效能，幫助

教師教學型態更加多元（賴柏宗，2010）。並且電子教科書對於教學教師而言，不

僅承襲紙本教科書之知識內容，可順利連結既有的教學模式，讓教師在教學時，能

更快速進入狀況，經由單槍投影機，可投影至布幕，可強化教學現場運用的便利性

與互動性，使課堂上學生注意力更集中，能更有效率學習，間接提升教師使用之意

願和教學效率（謝佩琪，2013）。 

潘鈺筠（2011）則提到，電子教科書有著紙本教科書欠缺的多元功能，如：課

文朗讀與情境動畫、立體圖形檢視透視 3D 模擬畫面、新聞時事補充影片、地圖地

形觀察圖像。各個科目各個領域，都可透過使用電子教科書，讓教學課堂中，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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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原先紙本教科書無法提供之新面貌，讓教學現場之教師，在教學設計過程中，開

創嶄新教學視野，也讓參與學生擁有更加有層次豐富的課堂學習經驗。劉川曜

（2009）認為，電子教科書的研發，可讓教師更有教學專業自主權，能自行研發創

意教學教案，並編輯成符合學生需求之教學教材。使用電子教科書檔案自行改編，

依照上課習慣或學生特性，加入符合時事需求的例子，能讓學生學習時更能身歷其

境，讓原本單向度的學習增加互動性，另外，隨著科技進步，開放式知識資源不斷

更新，教師也可以從更多元學習平台與管道，取得有趣的教學資源，並增添進原本

的電子教科書內容中，讓教學更增添趣味與精彩。何冠慧（2009）認為電子教科書

擁有編輯儲存之功能，這可以讓教師在課堂教學時，將授課重點與歷程完整存取記

錄下來，而且其還擁有更進階的編輯功能，可符合教師需要自編教材的需求。教師

可在電子教科書頁面上，插入空白頁及新增相關課堂補充素材，也可加入超連結或

文件，如此一來，不僅可以整合既有教學資源，還可依照自己教學需求，將教科書

出版社編制所缺漏，急需增添的部分補充，能提升教學品質。 

（二） 學生學習方面 

呂正華（2009）提到，電子教科書的研發，可以連結不同學科既有的知識與經

驗，讓學生之新舊經驗容易被喚起與相連，更能達到學習遷移之效果。並且因為電

子教科書中有各種引起動機之影片、畫面、音樂、遊戲、動畫等，容易讓學生快速

進入學習情境，此舉可以大幅度提升學生學習興趣與動機，幫助提升學習成效（林

莉雯，2008）。電子教科書擁有自主學習之特性，學生不一定要仰賴教師課堂上授

課，還可以將電子教科書帶回家一再重複播放複習，增進學生課後的自主學習，如

此一來，學生在課堂上除了學習到關於課本內的知識，也獲得「學習如何去學習」

之技巧與方法，真正讓學生達到「自主學習」的目標，並進而養成終身學習之好習

慣（林燕珍，2008）。 

陳彥輔（2009）則認為，使用電子教科書，能讓學生上學時，書包重量減輕不

少，降低紙張資源消耗，電子教科書因整合多種數位媒體資源，讓學生學習經驗更

具有趣味性，原本紙本教科書無法表達清楚的例子，也可以透過電子教科書多功能

方式，表達更加明確，且透過電子教科書的網際網路連結補充功能，學生在課堂學

習中，會增加更多反思與討論探索空間，抽象知識因此轉變為更加立體化。並且，

電子教科書在修改與新增功能上之便利性與紙本教科書相比，相對較高，教師或學

生，皆能主動提出修改意見。除了教師新增教材，學生也可以透過自主學習而主動

要求新增補充知識，如此學習過程從單一面向轉化為雙向學習，時效性高，學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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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像以往單純被動地接受知識，而可以主動探索學習，讓學生的學習面向，更加多

元全面，也可能將課堂所學，應用到日常生活真實情境當中（李宗薇，2009）。學

生取得電子教科書後，可回家重複播放複習，電子教科書中內建之多媒體影音解說

功能，能幫助學生不受時空限制的多元學習，並且電子教科書也擁有標記、筆記、

畫重點、摘錄等功能，能幫助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掌握自己學習進度。有些電子教科

書有結合測驗題庫平台，能提供即時測驗和即時回饋，可有效紀錄回應學生在每章

節學習的狀況，並完整記錄學習歷程。如此可讓學習過程更加個別化，也能多少幫

助弭平國家內教育資源不均的問題（林靜純，2015）。 

（三） 其他方面 

侯又慈（2013）也指出，電子教科書比紙本教科書更能節省藏書空間並減輕攜

帶重量。原本紙本教科書之功能被完整保存，並加上更豐富完整的補充多媒體教材

資源。並且某些電子教科書擁有連結全國教學知識交流平台之功能，教師皆能透過

此功能，建立教師資訊專業學習社群之運作，並更便利地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學

生也能透過此功能與外校其他同年齡同儕增加學習互動與交流機會（李幸穎，

2013）。何冠慧（2009）也提到，紙本教科書在印刷時，需要砍樹造紙，印製實體

教科書，出版業者或學校也需要租用或投資大型儲藏空間來保存實體紙本書籍，若

使用電子教科書，因為電子教科書檔案體積甚小，在儲存與保持的便利性大幅增加，

可以免除庫存空間不足，與蟲咬、被水浸濕等保存困擾與額外支出。另外，電子教

科書較可以免除地域限制，跨越時空，讓偏遠地區學生，也能透過電子教科書，透

過連結網際網路搜尋功能，讓學習更加無邊無界，透過行動載具與數位資源的結合，

縮短城鄉差距，幫助學生探索更寬廣的知識，培養學生課後主動學習探索的習慣，

化被動學習為主動探索(余心蓓、陳昭秀，2013)。 

 電子教科書之限制與反思 

雖然電子教科書在政府政策的支持，與教科書出版業者的開發研究之下，教學

現場之教師與學生已逐漸習慣使用。但在使用電子教科書上，仍然會面臨問題與挑

戰。劉遠楨（2010）也提到，國內電子教科書，大部分是屬於紙本教科書之外附贈

的品，在多家出版社角逐競爭之下，電子教科書因此增加多聲光效果兼具的互動功

能，但這些目不暇給之功能，究竟是否能有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確實還有待商榷。

黃淑萍（2006）則認為，我國在電子教科書的審查機制上，仍未有嚴謹的審查，造

成現今各家出版社，雖皆有製作電子教科書，發送至學校，但各家電子教科書內容

良莠不齊，未受到政府的公開認證，故臺灣國家教育研究院之教科書發展中心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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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電子教科書應該也要有發展審查之必要性。 

簡陳中（2012）在研究中也提到，在使用電子教科書教學時，是否會使得學生

視力負擔加重，影響身體健康，且教室設備各縣市標準不一，是否能符應電子教科

書所需硬體配備之要求，也值得關注。Hoseth 和 McLure(2012)也曾提及，電子教

科書的產生，雖可幫助教師節省準備課程時間，但也有可能導致某些教師不主動去

更新構思教學內容，利用現有的電子教科書資料進行授課，使教師專業能力受到質

疑。因此，如何確認教師專業能力及資訊素養足夠與否，還有教師如何應用其專業

能力，將電子教科書內容進行轉化，設計成適合學生學習之材料，也是教育現場教

師之一大挑戰。故以下將各家學者，認為使用電子教科書時可能會面臨之挑戰與限

制等相關評論，分為教師教學方面、學生學習方面、與其他方面，歸納說明如下： 

（一） 教師教學方面 

吳志鴻（2011）提出，使用電子教科書進行教學，可能會造成傳統教具究竟是

否仍應使用、學校硬體設備是否足夠、教師資訊能力是否具備等問題。若現場教師

面對還未嚴謹審核之電子教科書內容，在討論如何篩選上有所困難，教師該如何尋

求其他專業幫助，也是值得考慮之問題。鍾雅君（2014）認為，電子教科書之設計，

原先是以提升教學效能為首要目標，應是希望教師能夠運用資訊科技來改善教學

品質。希望能幫助學生從被動學習中，轉化為主動探索式學習。但若教師在使用過

程中，僅僅利用電子教科書之多媒體資源，卻缺少將之與自身專業知識作結合。是

否有可能仍讓知識停留與單向度的傳授，而未啟發學生進行反思。 

衛惠瑜（2014）認為，在使用電子教科書光碟，於課程中執行時，有時會因為

等待光碟執行時間過長，導致影響教師在教學時原有的步調，並且有些按鍵名稱設

計字體過小，將導致教師在使用上面臨找不到的窘迫。陳弘潔（2014）則提到，電

子教科書雖提供各種數位化類型的教學輔具，並增添許多影音、動畫、圖片等教學

素材，便利教師進行教學，但有時卻讓教師在準備課程前，必須篩選更多龐雜的教

學資料，準備課程的時間反而可能還因此增加。不同出版商提供之電子教科書內容

設計也不一致，或許會讓教師在篩選教材時，面對更大的挑戰。故，以教學現場經

驗來看，電子教科書或許並不能完全減輕教師備課負擔。余心蓓、魏慧娟和周倩

（2013）之研究則認為，目前國內電子教科書常因為使用設備不同，而衍生不同的

格式，特別是在檔案格式規範之下，因不同出版社製作之電子教科書有所差異，故

在操作使用上，常因不熟悉該出版社設計之介面，而額外耗費許多時間。此舉有可

能造成教學上之困擾。包淑慧（2013）提到，目前學校使用之電子教科書，大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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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化內容形式，置入光碟片(DVD)內，以電腦讀取播放檔案。這些電子教科書檔

案，內容五花八門，且不需要額外付費，附贈在紙本教科書之後。使用起來欠缺後

端服務平台，教師與出版業者也缺乏交流管道，無法提供即時回饋意見，導致使用

時若遇見問題時，難以及時反應提供業者做修改，希望政府能建置相關雲端資料庫

平台，解決相關問題。 

（二） 學生學習方面 

電子教科書隨著時代演進，教科書市場各家業者為求市占率，皆磨拳擦掌使出

渾身解術，希望每年能夠推陳出新，與眾不同。但陳偉慈（2010）便提到，若電子

教科書中，過多評量遊戲與活潑生動的影片圖片，是否也容易干擾學生課堂的專心

度，而讓學生過度期待互動式遊戲，卻偏廢了課程系統知識層面，這或許值得我們

共同深思。在謝明鳳（2015）的研究中也認為，在使用電子教科書時，因需要透過

電腦、投影機投影至螢幕，或使用電子白板進行播放，在課程中閱覽的過程中，都

處於光源較弱的學習環境下，如此的學習過程，是否會對學生的視力產生傷害，這

些都是教師在使用電子教科書教學時須注意的議題。 

並且，陳振威和陳木城（2009）也提到，電子教科書的內容往往含有大量多媒

體、互動遊戲等豐富資源，如此很可能容易導致學生過度依賴這些聲光效果的刺激，

反而忽略知識層面中需要的理解記憶背誦的部分。往後若課堂中沒有使用電子教

科書時，使否也會讓學生產生注意力不集中現象，參與度下降情況，甚至會有學生

反彈狀況，而造成部分教師在授課時有所困擾。這也是電子教科書在使用上，應留

心的議題。 

（三） 其他方面 

另外，在電子教科書發展上，電子教科書的內容品質應是被熱切注意的關鍵，

但是黃詩芳（2013）也提到，目前相關主管機關，對於電子教科書的編輯審定，仍

然沒有訂出一個準確的規準可以依循，如此一來，電子教科書的內容品質，實在缺

乏機關負責把關與負責。廖千慧（2014）也提到，目前各家教科書出版商，非常認

真地增添研發，將各項最新與十分花俏的功能，增加至電子教科書中，希望能符合

教學現場需求，或者吸引學生的目光。但這些聲光影音動畫兼具的互動功能，是否

真能帶給教學現場的師生，完善的教學效能與學習成效，還是反而會導致學生注意

力渙散，超出學生認知負荷，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地方。衛惠瑜（2014）則認為，

電子教科書的頁面設計，一次呈現出的功能鍵按鈕過多，對使用者會造成困擾，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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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增加編輯見介面模式的功能，將不需要的功能鍵收起，使用者便可擁有更簡單、

直覺性的操作頁面。 

劉光夏與林吟霞（2013）認為，使用電子教科書進行教學，原本是希望增添教

學過程更多的趣味與內容，但會不會也有可能讓部分教師減少思考，變成一位單調

的電子教科書「播放者」，而並未將電子教科書之內容，自行先轉化吸收後，再安

排在適當的教學段落與學生分享。這也是教師角色，從「知識傳遞者」，轉化為「學

習促進者」所必須面臨的一大挑戰。張明欽（2011）也提到，目前我國各縣市，對

於電子教科書所需之硬體設施建置並不平均，依舊存有城鄉差距，在數位化趨勢之

下，政府若要推行電子教科書至全國，應將輔助之硬體設施資源配套措施納入考量。 

 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使用意願與使用滿意度之相關研究 

 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之相關研究 

近年來，電子教科書市場處於發展階段，對於教育現場在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情

形也特別關注。本研究為了解我國不同背景變項之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

科書的使用情形，故參考許多國內學者對於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之不同研究，並將

研究重要成果整理歸納後，作為本研究繼續深入探討之資料佐證。 

在黃思涵（2016）的研究中發現，臺北市國小教師在國語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

上呈現中上水準。並且不同背景之國小教師在使用情形上不存在顯著差異。而戴慈

瑩（2015）的研究，則指出在臺南市國小數學領域電子教科書之使用情形，75%以

上的教師會經常使用電子教科書，並且以低年段最頻繁。在潘姿延（2014）的研究

中指出，臺南市國中教師願意使用電子教科書融入國中英語教學，是認為此舉確實

有助提升學生的英語學習動機與成就。陳弘潔（2013）的研究發現，臺北市國小 41

歲至 50 歲之教師，會使用數學電子教科書基本功能的情形，高於 31 歲至 40 歲之

教師。陳寗（2012）的研究結論指出，只要教材符合「易用」、「易讀」、「穩定」、

「可編輯」四項特性，教師就會將電子教科書並融入教學活動中。而施玉青（2011）

的研究指出，目前基隆市國中英語科教師，僅有約 20%（27 位）持續使用電子教

科書。且不用電子教科書之最大原因是因為，已習慣使用版書教學。綜上所述將各

家學者針對電子教科書之使用情形的研究重要成果內容，歸納製成表格，如下表 2-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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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4 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相關研究成果 

研究者 

（年代） 
研究主題 研究重要成果摘要 

施玉青

（2011） 

基隆市國民中學英

語教師創新接受度

與應用電子教科書

知覺之相關研究 

1. 基隆市英語科教師目前僅有約 20%（27

位）持續使用電子教科書。 

2. 從未使用電子教科書的最大原因是因

為已習慣板書教學。 

3. 有使用過，但後來未再使用電子教科書

最大原因，是因為授課進度壓力。 

4. 持續使用電子教科書之最大原因是認

為在教學上較為方便。 

陳寗 

（2012） 

從教學設計與導入

探討八年級英語科

教學現場教師應用

資訊科技之需求 

1. 國中英語科教師認為，好的電子教科書

不需要個人化的特殊功能教材、或設計

過多複雜的功能。 

2. 若國中電子教科書英語科教材能符合

「易用」、「易讀」、「穩定」、「可

編輯」四項特性，教師就會願意使用。 

陳弘潔

（2013） 

臺北市國小教師數

學電子教科書使用

情形與使用滿意度

之研究 

1. 大約八成臺北市國小教師曾使用數學

電子教科書之基本功能進行教學。 

2. 大約七成臺北市國小教師曾使用數學

電子教科書之進階功能進行教學。 

3. 在臺北市國小教師中，41 歲至 50 歲教

師數學電子教科書之基本功能使用情

形，高於 31 歲至 40 歲。 

潘姿延

（2014） 

電子教科書融入英

語教學對國中生英

語學習動機與學習

成就之影響 

1. 經實驗研究發現，英語科教師使用電子

教科書融入國中英語教學後，確實有助

提升學生的英語學習動機。 

2. 經訪談後發現，教師對於學生對於電子

教科書的接受程度，會影響教師使用電

子教科書的看法。 

3. 研究中之學生，對於教師使用電子教科

書多持正向積極看法。 

戴慈瑩

（2015） 

臺南市國小教師數

學領域電子教科書

使用情形之研究 

1. 臺南市國小教師數學科電子教科書之

使用情形是約 75%以上的教師會經常

使用電子教科書，並且以低年級最頻

繁。 

2. 教師在使用電子教科書的基本功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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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年代） 
研究主題 研究重要成果摘要 

用頻率上，高於進階功能。 

3. 不同背景變項之教師對於電子教科書

的使用頻率有所不同。 

黃思涵

（2016） 

臺北市國小教師國

語電子教科書使用

情形、使用期待、使

用意願及使用滿意

度之研究 

1. 不同背景變項的臺北市國小教師在國

語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情形上不存在顯

著差異。 

2. 臺北市國小教師在國語電子教科書使

用情形上呈現中上水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歸納整理 

 電子教科書使用意願之相關研究 

教師在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意願上，各有不同，故本研究希望能以國中教師在使

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時的意願進行探討。故研究者整理歸納許多國內學者對

於電子教科書使用意願之不同研究，並將研究重要成果分析比較後，作為本研究繼

續深入探討之資料佐證。 

黃思涵（2016）以「問卷調查法」作為資料蒐集工具的研究中指出，臺北市國

小教師在國語科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意願上呈現中上水準。並且，最高學歷為博士的

教師，在使用意願上明顯高於其他學歷教師。而在許書豪(2015)的研究中發現，國

中教師在數學科電子教科書意願很高，影響因素是現場教師認為數學科教學，著重

在提供學生更多練習機會，而電子教科書能提供此機會，並立即給予回饋。何孟儒

(2014)則提到，政府應積極輔導電子教科書出版商研發教師易於使用且具豐富性的

電子教科書，才能提高教師的使用意願。廖千慧(2013)的研究是探討新北市國小級

任教師在使用數學電子教科書之情形、意願及影響行為意願之相關因素。研究發現

國小級任教師在使用數學電子教科書之「認知易用性」與「認知有用性」與「使用

意願」具有正相關。吳沛憶(2012)的研究建議則指出，教科書廠商若提升其業務員

的服務品質，並研發內容豐富之電子教科書，可以有效提高教師使用電子教科書之

使用意願。陳偉慈(2011)則發現，學校的硬體設備借用不便，或缺乏適當播放電子

教科書之器材時，會大幅降低教師使用電子教科書之使用意願。綜上所述將各家學

者針對電子教科書之使用意願的研究重要成果內容，歸納製成表格，如下表 2-5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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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5 電子教科書使用意願相關研究成果 

研究者 

（年代） 

研究主題 研究重要成果摘要 

陳偉慈 

（2011) 

大高雄地區國小教

師使用電子教科書

的態度與意願之研

究 

1. 國小教師的「年齡」、「教育程度」、

「服務年資」、「資訊背景」和「使用

次數」對使用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態度」

和「使用意願」具有顯著性的差異。 

2. 「過去經驗」對國小教師使用電子教科

書的「使用意願」具有顯著性的差異。 

3. 無使用經驗之國小教師對使用電子教

科書之意願低的原因有「電腦媒體借用

不方便」、「器材操作複雜麻煩」和「缺

乏適當的電腦播放媒體」等，表示對使

用意願沒有一定程度的認同。 

吳沛憶

(2012) 

教師使用電子教科

書意願之研究 

1. 研究者建議教科書廠商應提升其業務

員的服務品質可有效提升教師使用電

子教科書之意願。 

2. 若研發教師更容易使用且內容豐富的

電子教科書，能增進電子教科書的有用

性及提高教師使用的意願。 

廖千慧

(2013) 

新北市國小級任教

師使用數學電子教

科書之研究 

1. 國小級任教師普遍願意使用數學電子

教科書，且「使用意願」會因「授課年

段」、「一週數學課使用次數」和「使

用經驗」等因素而有顯著差異。 

2. 國小級任教師在使用數學電子教科書

之「認知易用性」與「認知有用性」、

「認知性」與「使用意願」皆有正相關。 

3. 國小級任教師在使用數學電子教科書

之「使用意願」與「使用行為」具有高

度正相關。 

何孟儒

(2014) 

國小教師使用電子

教科書教學意願之

研究 

1. 國小教師使用電子教科書「認知有用

性」、「認知易用性」、「使用態度」

和「使用意願」之間具有顯著相關性。 

2. 政府應積極輔導電子教科書出版商研

發教師易於使用且具豐富性的電子教

科書，才能提高教師對於電子教科書之

使用意願。 

許書豪 國中數學電子教科 1. 目前國中教師對於數學科電子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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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年代） 

研究主題 研究重要成果摘要 

(2015) 書之分析研究 使用意願呈現中上。 

2. 國中教師願意使用電子教科書，主要原

因是認為其能提供學生更多練習機會，

並能提供立即性回饋。 

3. 但單一使用電子教科書的互動方式仍

嫌單調，且鮮少提供反思活動或是接觸

相關主題的機會，深度廣度仍顯不足。 

黃思涵

(2016) 

臺北市國小教師國

語電子教科書使用

情形、使用期待、使

用意願及使用滿意

度之研究 

1. 國小教師在國語電子教科書使用意願

上呈現中上水準。 

2. 最高學歷為博士的教師在使用意願上

高於其他學歷教師。 

3. 任教低年級的教師在使用意願上高於

其他年級教師。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歸納整理 

 電子教科書使用滿意度之相關研究 

本研究期盼能探討我國的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情形、使

用意願與使用滿意度之研究分析。故研究者蒐集國內不同研究者對於電子教科書

的使用滿意度的相關研究。希望整理歸納不同學者的不同研究成果，並將研究結論

比較分析後，作為本研究繼續深入探討之資料佐證。 

根據黃思涵（2016）的研究，國小教師在國語領域電子教科書使用滿意度呈現

中上水準，且國小教師在國語科電子教科書上的使用意願會顯著影響使用滿意度。

而張瓊霞（2015）的研究中提到，國小教師在國語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滿意度會因「年

齡」、「教學年資」、「任教年段」、「班級數」和「電子教科書占授課時間的比例」等

因素而有顯著差異。劉家惠（2014）的研究指出，1 不同性別之國小教師對電子教

科書使用滿意度具有顯著差異。男性國小教師對電子教科書使用滿意度高於女性

國小教師。陳弘潔（2013）則表示，近九成臺北市國小教師在使用數學科電子教科

書後感到滿意。且使用頻率越高之教師，使用滿意度也隨之越高。顏驪臻（2012）

則提及，服務年資 6~10 年之國小教師對於使用電子教科書的滿意度較低。呂惠菁

（2011）的研究運用使用與滿足理論來探討國中教師使用電子教科書的研究指出，

若對於電子教科書使用意願越強的國中教師，在使用過電子教科書後的滿意度也

會越高。以下就以各研究者之研究重要成果摘要，整理歸納如下表 2-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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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6 電子教科書使用滿意度相關研究成果 

研究者 

（年代） 

研究主題 研究重要成果摘要 

呂惠菁 

（2011） 

運用使用與滿足理

論來探討國中教師

使用電子教科書行

為之研究 

1. 學歷為一般大學或研究所以上教師，其

使用電子教科書的動機較為強烈。 

2. 在電子教科書使用頻率較高的教師，其

教導的學生學習效益動機較為強烈。 

3. 使用電子教科書之動機愈強的教師，其

使用後的滿意度愈高。 

周良姿 

（2011） 

臺北市國小教師社

會領域電子教科書

使用情形之研究 

1. 約七成以上的教師對社會領域電子教

科書對於教學上的協助，感到滿意。 

2. 各項滿意度以「協助教師豐富教學內

容」最高，「自編教材的便利性」最低。 

3. 超過九成以上的教師認為出版業者應

開發雲端資料庫、使用者回饋機制，並

認為其會影響使用滿意度。 

顏驪臻 

（2012） 

教育工作者使用數

位化教材教學之滿

意度研究-以高雄市

國小教師為例 

1. 「性別」會影響國小教師對使用數位化

教材教學滿意度，且男性大於女性。 

2. 「年齡」、「教育程度」、「師培管道」、

「任教年級」不會影響國小教師對使用

數位化教材教學滿意度。 

3. 「服務年資」6~10 年之國小教師對於

使用電子教科書的滿意度較低。 

陳弘潔 

（2013） 

臺北市國小教師數

學電子教科書使用

情形與使用滿意度

之研究 

1. 近九成臺北市國小教師使用數學電子

教科書後感到滿意。 

2. 「數學電子教科書能協助教師教學」得

到最高滿意度。 

3. 低年級教師之使用滿意度高於高年級

教師。 

4. 使用頻率越高之教師，使用滿意度也越

高。 

劉家惠 

（2014） 

國小教師對電子教

科書使用滿意度與

教學效能之研究－

以合併前高雄市為

例 

1. 不同性別之國小教師對電子教科書使

用滿意度具有顯著差異。 

2. 男性國小教師對電子教科書使用滿意

度高於女性國小教師。 

3. 合併前高雄市國小教師電子教科書使

用滿意度與教學效能具有顯著正相關。 

張瓊霞 桃園市國小教師對 1. 國小教師對國語科電子教科書使用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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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年代） 

研究主題 研究重要成果摘要 

（2015） 國語科電子教科書

使用滿意度與教學

效能 

意度與教學效能現況皆呈現中等到中

上程度。 

2. 國語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滿意度會因「年

齡」、「教學年資」、「任教年段」、

「班級數」和「電子教科書占授課時間

的比例」等因素而有顯著差異。 

3. 國語電子教科書使用滿意度與教學效

能具有中度正相關 。 

黃思涵

(2016) 

臺北市國小教師國

語電子教科書使用

情形、使用期待、使

用意願及使用滿意

度之研究 

1. 國小教師在國語領域電子教科書使用

滿意度呈現中上水準。 

2. 任教低年級的教師在使用滿意度上高

於其他年級教師。 

3. 使用情形不會顯著影響使用滿意度。 

4. 使用意願會顯著影響使用滿意度。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歸納整理 

總結本節文獻探討結論，經由不同研究者的研究可得知，國內已有學者開始對

於教師使用電子教科書的情形、使用之意願，與使用後的滿意度進行探討，但關於

國中教師使用電子教科書之研究，數量仍然十分稀少。並且對於在國中公民科教學

電子教科書的相關研究，甚至沒有國內學者做過更深入的研究探討。故，隨著電子

教科書的不斷研發創新，我國國中教師對於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在教學現

場的情形為何、使用之意願為何，與使用後的滿意度有無關聯，非常值得進一步作

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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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方法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為基礎，結合研究設計，探討臺北市國中教師

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上的使用情形、使用意願與使用滿意度上有無差異，並探

討不同背景變項的教師，對於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之使用情形、使用意願對使用

滿意度的相關性及影響性。以了解國中教師對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現況、

使用意願與使用滿意度。並針對不滿意之處提供改善之建議。本章研究設計與實施

共分六節，本文的研究範圍與限制、研究設計、研究方法、資料蒐集與分析、研究

工具，以及研究步驟與流程，詳述如下。 

 研究範圍與限制   

 研究範圍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中教師對於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之使用情形、使用意願

與使用滿意度之關係。根據本研究目的，研究內容範圍以 106 學年度臺北市教授

公民科之國中教師為主要研究對象，故所有推論應以此為準。 

 研究限制 

（一） 研究對象之限制 

在地區的選擇上，選擇臺北市國民中學公民科教師為研究母群體，因臺北市蔚

為我國首都及直轄市，教學與行政資源豐富，對全國其他縣市在教育趨勢的走向方

面，更具有著指標性的代表意義。而在研究對象的選擇上，因研究者本身教授公民

科目，對於此科目教師在使用電子教科書上之情形，有著濃厚的研究興趣，相對其

他科目上，也較有能力與信心，可以掌握較為全面之現場狀況。並且，因為本研究

人力及成本實在有限，取樣未能擴及其他縣市。因此本研究結果，僅限推論臺北市

國民中學公民科教師認知情形，無法推論至其他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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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變項之限制 

 本研究依據文獻分析實證研究，歸納出有關於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

相關變項與因果模式，如使用情形、使用意願等。本研究針對教師背景變項、使用

情形、使用意願，做為自變項，來預測使用滿意度。然而影響使用滿意度之因素應

有更多面向，故若有本研究設計構面之外的其他影響層面時，皆不在本次研究範圍

之內。 

（三） 研究設計之限制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問卷調查資料之限制為填答結果易受個人主觀認知、

社會期待或情境等因素干擾。除此之外，問卷結果大多呈現數據，未能深入了解填

答原因，可能造成問卷測量有所誤差。 

第二節 研究設計 

 研究設計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上的使用情況、使用意願

與使用滿意度關聯之關係，為了解國民中學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

情況、使用意願與使用滿意度，本研究先藉由文獻探討，建立對電子教科書相關概

念之了解，再利用文獻探討內容進行分析，探究使用情況、使用意願、使用滿意度

在過去電子教科書研究中的影響。並根據過去學者之研究使用之量表資料，自行編

製問卷。 

為確保妥適性，最初問卷編制完後，會進行專家效度，檢視問卷問項之適合度。

並抽樣 40 位公民科教師進行問卷預試，檢視問項的區別力。完成後則以全臺北市

共 262 位公民科教師為對象進行正式問卷。問卷回收後，會先進行信、效度分析，

確認問卷符合信效度之標準後，始進行問卷結果分析。 

問卷結果分析主要分為使用情形、使用意願、使用滿意度三大構面進行現況分

析，並將基本屬性對上述三大構面進行差異分析，最後針對此三大構面的相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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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最後探討，研究國中教師對於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情形、使用意願，對

使用滿意度之影響力。 

 研究架構圖 

根據研究目的研究假設繪製本研究架構圖如下圖 3-1： 

圖 3- 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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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假設 

本研究提出之研究假設與研究架構，是依據研究目的、研究問題語文獻探討擬

定。本研究之教師背景因素為性別、年齡、服務年資、教育程度、資訊科技使用程

度。依據研究目的，以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之使用情形、使用意願為自變項，使

用滿意度為依變項，探討自變項對依變項之間的關係。本研究的假設分述如下： 

（一）不同背景變項之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情形上差異情

形為何﹖ 

H1-1: 不同性別之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情形上，有顯

著差異。 

H1-2: 不同年齡之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情形上。有顯

著差異。 

H1-3: 不同服務年資之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情形上，

有顯著差異。 

H1-4: 不同教育程度之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上，有

顯著差異。 

H1-5: 不同資訊科技使用程度之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情

形上，有顯著差異。 

（二）不同背景變項之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意願上差異情

形為何？ 

H2-1: 不同性別之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意願上，有顯

著差異。 

H2-2: 不同年齡之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意願上，有顯

著差異。 

H2-3: 不同服務年資之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意願上，

有顯著差異。 

H2-4: 不同教育程度之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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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差異。 

H2-5: 不同資訊科技使用程度之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情

形上，有顯著差異。 

（三）不同背景變項之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滿意度上，差異

情形為何？ 

H3-1: 不同性別之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意願上，有顯

著差異。 

H3-2: 不同年齡之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意願上，有顯

著差異。 

H3-3: 不同服務年資之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意願上，

有顯著差異。 

H3-4: 不同教育程度之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情形上，

有顯著差異。 

H3-5: 不同資訊科技使用程度之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

情形上，有顯著差異。 

（四）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情形、使用意願與使用滿意度的

相關情形為何？ 

H4-1: 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情形與使用滿意度，有顯著

相關。 

H4-2: 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意願與使用滿意度，有顯著

相關。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為基礎，結合研究設計，探討國民中學教師在

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情況、使用意願與使用滿意度。研究方法乃依據研究

目的及相關文獻探討再加以設計，採用問卷調查法，蒐集研究所需資料，進行統計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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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卷調查法 

問卷調查法是一種為了統計或調查用之問題表格，現今廣泛地被應用在社會

學、教育學、心理學等學科領域做相關研究。是一個客觀又有系統的科學方法，代

表普遍而具體化的操作過程，其結果是可驗證的，目的在於追求普遍性事實（張芳

全，2008）。問卷調查法在應用上應先了解實施的過程與順序，才能較方便蒐集到

有效且可靠的資料。因其具有可匿名性、題目標準化，且可以讓填答者在自己較方

便的時間填答，故是快速取得大量資料時，最有效最便利之方法(趙碧華、朱美珍，

2007)。 

第四節 研究工具 

 預試問卷「臺北市國中教師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情況量表」之

設計 

「臺北市國中教師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情況量表」的編制，是依據研究

目的及文獻探討，擬定合適之問卷構面與題項。經指導教授指導後，修訂出合適的

題目後，將再請專家學者修正不恰當之問項，作為專家效度，進行問卷信效度分析，

並刪除不適切題項後修訂成預試問卷，以作為本研究之測量工具。並且，施測預試

問卷收回後，會使用獨立樣本 T 檢定進行分析，以探討預試問卷設計問題的合適

性與區別力。以下就量表內容與計分方式做詳細說明： 

問卷共分四大部分：第一部分為「教師基本資料」，為了解教師個人背景變項。

第二部分為「國中教師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量表」。第三部分為「國中

教師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意願量表」。第四部分為「國中教師公民科教學電

子教科書使用滿意度量表」。 

（一） 第一部份問卷－「基本資料」 

第一部分問卷，為教師之基本資料，為了解教師個人背景變項，如年齡、性別、

服務年資、教育程度、資訊科技使用程度，如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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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 預試問卷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1. 性別：□男 □女 

2. 年齡： 

□30 歲以下 □31-40 歲 □41-50 歲 □51-60 歲 □61 歲以上 

3. 服務年資(含代理代課) 

□5 年以內  □6-10 年  □11-20 年 □20-30 年 □31 年以上 

4. 教育程度 

□大學  

□研究所(含碩博士)  

□其他：               

5. 資訊科技使用程度 

（每日使用電腦、平板、智慧型手機等數位資訊科技 3C 產品的頻率）： 

 □每日未滿 1 小時  

  □每日 1 小時以上，未滿 3 小時。 

  □每日 3 小時以上，未滿 5 小時。 

  □每日 5 小時以上。 

6. 請問您的教學生涯中，是否曾經使用過電子教科書？  

(提示：無論是「電子教學光碟」或「自製課程簡報 PPT」皆屬於本研究探

討範圍)。 

□有，我曾經使用過。 

（若勾選此項，請續答第 7、8 題，無須回答第 9 題。） 

□無，我皆未曾使用過。 

（若勾選此項，請直接跳至第 9 題填答。） 

7. 請問您在教學上，曾經使用過下列何種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可複選） 

□翰林出版社 □康軒出版社 □南一出版社  

□其他：       

8. 請問您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已經有多少年？ 

□未滿 1 年  

□1 年以上，未滿 5 年。(含 1 年) 。 

□5 年以上，未滿 10 年。(含 5 年)。 

□10 年以上，未滿 15 年。（含 10 年）。 

□15 年以上。(含 15 年)。 

 (勾選此題者，第一部份到此結束，請續答下頁第二部分，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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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請問您未曾使用過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原因為何？(可複選) 

□公民科目前教學時間不夠充足 

□學校沒有舉辦電子教科書相關研習 

□學校的相關設備借用不方便 

□需課前篩選龐雜資料，導致備課時間增加 

□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更新時事速度不夠快 

□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未有嚴謹審查機制 

□公民電子教科書對我教學没有幫助 

□其他：                

(勾選此題者，問卷到此結束，謝謝您！)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歸納整理 

（二） 第二部份問卷－「國中教師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情況預試量表」 

第二部分問卷為「國中教師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情況量表」。包括「使

用情形」、「使用意願」和「使用滿意度」三大項目。本研究希望運用問卷調查法進

行國中教師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之「使用情形」、「使用意願」和「使用滿意度」

研究。希望藉由問卷調查方式了解國中教師在教學現場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

書之現況，以作為未來教育主管機關與出版業者，對於電子教科書編輯製作之參考。

以下就量表內容與計分方式做詳細說明： 

1. 國中教師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量表 

本研究所使用之「國中教師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量表」是參考陳弘

潔（2014）研究中所編製之「數學科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量表」、黃思涵（2016）

研究中所編製之「國語科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量表」和周良姿（2012）研究中所編

製之「社會科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量表」所發展的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量表加以修

改。結合本研究對象之特性，最終將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量表分為「基

本功能」(共 5 題)、「進階功能」(共 5 題)、「教學使用狀況」(共 5 題)等三個向度，

共計 15 題題項，採用自陳方式填寫，題目皆為正向題，使用李克特五點量表，依

據受試者的同意程度，分別給予 5 分(總是使用)、4 分(經常使用)、3 分(偶爾使用)、

2 分(很少使用)、1 分(從不使用)，總分若越高，表示國中教師對於公民科教學電子

教科書的使用情形之程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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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教師對於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量表」之向度與題項分配，如

表 3-2 所示。 

表 3- 2 國中教師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量表(預試初稿) 

向度 題項 參考文獻 

 

一、

基本

功能 

1. 我會閱讀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光碟「使用說明」，

以了解各項功能的操作。 

2. 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中的「課文內容 PPT

教學簡報」功能，進行課程講解。 

3. 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中的「播放圖片」功

能，以方便講解課文舉例能更具體。 

4. 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中的「影片動畫」功

能，進行課程講解。 

5. 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中的「重點畫線標示」

功能，協助學生做重點標示。 

黃思涵

(2016) 

陳弘潔

(2014) 

 

二、

進階

功能 

6. 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線上資源」功能(如：

youtube、線上影音頻道、Google Map 等)，以方便講

解課文舉例能更具體。 

7. 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互動遊戲」功能，

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專注力。 

8. 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評量題庫」功能，

編制學生的考試評量試題。 

9. 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新增頁面」功能，

增加教學素材，以補足電子教科書的不足。 

10. 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習作連結」功能，

以解答學生在習作答題上之疑問。 

周良姿

(2012) 

黃思涵

(2016) 

三、

教學

延伸

功能 

11. 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作為我公民科教學

的主要方式。 

12. 我會參考出版社電子教科書的內容，依照學生程度，

自行刪減或調整電子教科書的順序，幫助教學進行。 

13. 我會自行運用電腦製作符合自己教學風格，個人化的

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幫助我的教學進行。 

14. 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來幫助學生延伸課

外知識的補充。 

15. 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來幫助學生考前複

習，掌握考試重點。 

陳弘潔

(2014) 

 

黃思涵

(2016)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歸納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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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中教師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意願量表 

本研究「國中教師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意願量表」是參考陳弘潔（2014）

研究中所編製之「數學科電子教科書使用意願量表」、黃思涵（2016）研究中所編

製之「國語科電子教科書使用意願量表」、彭志芸（2014）研究中所編製之「社會

科電子教科書使用意願量表」發展的電子教科書使用意願量表加以修改。結合本研

究對象之特性，最終將「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意願量表」分為「教育主管機

關與學校方面」一個向度，共計 7 題題項，採用自陳方式填寫，題目皆為正向題，

使用李克特五點量表，依據受試者的同意程度，分別給予 5 分(非常同意)、4 分(同

意)、3 分(普通)、2 分(不同意)、1 分(非常不同意)，總分越高，表示國中教師對於

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意願之程度越高。 

「國中教師對於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意願量表」之向度與題項分配，如

表 3-3 所示。 

表 3- 3 國中教師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意願量表(預試初稿) 

向度 題項 參考文獻 

教 

育 

主 

管 

機 

關 

與 

學 

校 

方 

面 

1. 「教育主管機關」，規劃公民科「教學時間」的充足

與否，會影響我的使用意願。 

2. 「教育主管機關」，對電子教科書審查機制之嚴謹程

度，會影響我的使用意願。 

3. 「教育主管機關」，對教師研發、使用電子教科書之

重視程度，會影響我的使用意願。 

4. 「學校」舉辦相關主題研習，次數的多寡，會影響我

的使用意願。 

5. 「學校」借用電腦設備的便利程度，會影響我的使用

意願。 

6. 「學校」投影機設備，放映效果的良好程度，會影響

我的使用意願。 

7. 「學校同事」對電子教科書，討論次 

    數的多寡，會影響我的使用意願。 

彭志芸

(2014) 

黃思涵

(2016) 

彭志芸

(2014)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歸納整理 

3. 國中教師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滿意度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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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國中教師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滿意度量表」是參考陳弘潔

（2014）研究中所編製之「數學科電子教科書使用滿意度量表」、黃思涵（2016）

研究中所編製之「國語科電子教科書使用滿意度量表」、呂蕙菁（2012）研究中所

編製之所編製之「電子教科書使用滿意度量表」所發展的電子教科書使用滿意度量

表加以修改，結合本研究對象之特性，最終將「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滿意度

量表」分為「協助教師教學方面」(共 5 題)、「輔助學生學習方面」(共 5 題)、「使

用內容使用設計」(共 5 題)三個構面，共計 15 題題項，採用自陳方式填寫，題目

皆為正向題，使用李克特五點量表，依據受試者的同意程度，分別給予 5 分(非常

同意)、4 分(同意)、3 分(普通)、2 分(不同意)、1 分(非常不同意)，總分若越高，表

示國中教師對於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滿意度之程度越高。 

「國中教師對於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滿意度量表」之向度與題項分配

如表 3-4 所示。 

表 3- 4 國中教師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滿意度量表(預試初稿) 

向度 題項 參考文獻 

 

一、 

協助教師

教學方面 

1. 使用出版商提供之電子教科書，能幫助「減

少備課時間」。 

2. 使用自製電子教科書(包括教學簡報 PPT、

剪輯相關影片動畫)，能幫助「減少備課時

間」。 

3. 使用電子教科書，能幫助連結與課文主題

相關知識，讓教師更容易「延伸課程內容」。 

4. 使用電子教科書，能幫助提升教師公民科

教學的「教學效能」。 

5. 使用電子教科書，能幫助提升教師段考出

題、審題的「便利性」。 

黃思涵(2016) 

呂蕙菁(2012) 

 

 

二、 

輔助學生

學習方面 

6. 使用電子教科書，能幫助學生「統整不同章

節」之相關主題與內容。 

7. 使用電子教科書，能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

啟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8. 電子教科書因為擁有多媒體的特性，容易

幫助學生「營造學習的情境」。 

9. 使用電子教科書，能幫助提升學生公民科

的「學習成效」。 

黃思涵(2016) 

陳弘潔(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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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使用電子教科書，能幫助學生「連結先備知

識」喚起舊經驗。 

 

 

三、 

使用內容

設計方面 

11. 電子教科書能「忠實呈現」課程完整內容。 

12. 電子教科書能取代「傳統紙本型教具」，強

化教學便利性。 

13. 電子教科書可以隨時增減，並自行加入「補

充資料」，彌補紙本教科書原有資訊的不

足。 

14. 電子教科書的使用，能讓公民科之「教學方

式」更加豐富活潑。 

15. 電子教科書的「版面編排設計」，與紙本教

科書越相似，越能縮短使用上的適應期。 

呂蕙菁(2012) 

陳弘潔(2014)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歸納整理 

（三） 預試問卷之填答與計分方式 

本問卷填答方式採李克特式五點量表計分方式。分別為「使用情形」、「使用意

願」、「使用滿意度」三大項目。以下就三大項目量表分別敘述。 

1. 「國中教師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量表」量表： 

「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量表」分為「基本功能」(共 5 題)、「進階

功能」(共 5 題)、「實際使用狀況」(共 5 題)等三個向度，共計 18 題題項，採用自

陳方式填寫，題目皆為正向題，使用李克特五點量表，依據受試者的同意程度，分

別給予 5 分(總是使用)、4 分(經常使用)、3 分(偶爾使用)、2 分(很少使用)、1 分(從

不使用)，總分越高，表示國中教師對於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情形之程度

越高。 

2. 國中教師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意願量表 

「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意願量表」分為「教育主管機關與學校方面」一

個向度，共計 7 題題項，採用自陳方式填寫，題目皆為正向題，使用李克特五點量

表，依據受試者的同意程度，分別給予 5 分(非常同意)、4 分(同意)、3 分(普通)、

2 分(不同意)、1 分(非常不同意)，總分越高，表示國中教師對於公民科教學電子教

科書的使用意願之程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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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中教師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滿意度量表 

「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滿意度量表」分為「協助教師教學方面」(共 5

題)、「輔助學生學習方面」(共 5 題)、「使用內容使用設計」(共 5 題)、等三個構面，

共計 15 題題項，採用自陳方式填寫，題目皆為正向題，使用李克特五點量表，依

據受試者的同意程度，分別給予 5 分(非常同意)、4 分(同意)、3 分(普通)、2 分(不

同意)、1 分(非常不同意)，總分越高，表示國中教師對於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

使用滿意度之程度越高。 

（四） 預試問卷之專家內容效度 

研究者先依據相關文獻，擬定合適問卷向度與題項。為使量表更加嚴謹，研究

者將再請四位專家學者針對所編製的量表進行審閱，修正不恰當之問項，作為專家

效度，進行問卷信效度分析，刪除不適切題項後修訂成預試問卷，問卷專家效度名

冊如表 3-5： 

表 3- 5 問卷專家效度名冊 

姓名 代碼 現職 

劉教授 A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教授。 

陳教授 B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教授。 

許老師 C 臺北市景美國中社會領域召集人，國中公民科教師。 

林老師 D 臺北市中正國中社會領域召集人，國中公民科教師。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歸納整理 

（五） 預試問卷之實施 

「國中教師使用電子教科書之使用情況量表」經過專家審定之後，根據其給予

之建議，加以修正編制成預試問卷進行預試，透過預試資料進行統計分析，以便檢

定題項之優缺點，以及是否能夠正確測量出國中教師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

之使用情形、使用意願與使用滿意度後，研究者將採取立意抽樣方式，抽取國科會

與教育部合作成立之「資訊科技融入公民科教學工作坊」之成員，此工作坊成員為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公民科輔導團之公民科種子教師」，20 位台北市公民科教師。

並且為避免只施測到使用電子教科書能力較強之教師，故也會針對未參加此工作

坊之臺北市國中公民科教師 20 位，加總共 40 位教師，作為本次預試的對象，並針

對「國中教師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之使用情況調查問卷」進行分析，以確認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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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題目能否區分出高低分差異。 

（六） 預試問卷信度、效度分析 

回收預試問卷後，剔除資料填答不全，及固定式反應之問卷後，將又效問卷進

行效效度考驗。本研究問卷之信度分析、效度分析如下詳述。 

1.信度分析 

信度（Reliability）代表量表的一致性或穩定性，信度檢核是指在檢視題項刪

除後，整體量表的信度係數變化情形，如果題項刪除後的量表整體信度係數比原先

的信度係數高出許多，則便可考慮將此題項刪除。當 Cronbach’s α係數大於.70

以上為佳，大於.80 為高，達到.90 以上則是非常理想（吳明隆，2011）。本研究以

Cronbach’s α係數考驗「國中教師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之使用情況調查問卷」

之內部一致性信度。 

2.效度分析 

效度（validity）是指一份測驗或問卷量表，可測量到所要測量的特質，或者說

是測量分數的正確性（張芳全，2008）。本研究以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對「國中教師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之使用情況調查問卷」進行建

構效度分析（Construct Validity），以檢驗問卷構面是否獨立。探索性因素分析名為

「探索性」，即表示在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法時，並不瞭解哪些觀察變項是在測量

哪些因素，其分析之目的在於瞭解這些觀察變項背後可聚集成為哪些潛在因素（吳

明隆，2009）。根據邱皓政（2005）指出，同一構面中若因素負荷量的值越大(0.4 以

上)則表示收斂效度越高。在決定因素數目時大多選用特徵值大於 1，代表有存在

的意義，Mulaik（1972）曾說明以特徵值大於 1 作為決定因素數目之標準的數學理

論基礎。 

（七） 正式問卷信度、效度分析 

1. 信度分析 

在正式問卷以 Cronbatch α 進行信度分析，以檢驗題目是否具備構面內的高相

關。信度係指測量的可靠程度，表示一份測驗其測量結果的穩定性(Stability)或一致

性(Consistency)。本研究擬採 Cronbach's α 係數的信度分析檢驗，藉以衡量各受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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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對於問卷量表的可信度高低，以統計學的相關係數來表示，該係數介於 0～1 之

間，愈接近 1 表示信度越高。根據吳明隆（2009）指出 α 值高於 0.7，則具有良好

的可信度。 

2. 效度分析 

在正式問卷中，以探索性因素分析進行建構效度，以檢驗問卷構面是否獨立。

探索性因素分析名為「探索性」，即表示在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法時，並不瞭解哪

些觀察變項是在測量哪些因素，其分析之目的在於瞭解這些觀察變項背後可聚集

成為哪些潛在因素（吳明隆，2009）。本研究擬採用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來檢驗各題項間是否具有高度相關，本研究先將因素設為一個主成

分以檢視各問題是否具有一定水準的負荷量。根據邱皓政（2005）指出同一構面中

若因素負荷量的值越大(0.4 以上)表示收斂效度越高。 

 正式問卷之實施 

「國中教師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之使用情況量表」經過預試之信、效度

分析後，研究者將不具鑑別力的題目剔除，將其餘的有效題重新編碼而成正式問卷，

並於 107 年 3 月正式抽樣施測。因本研究主要探討臺北市國中教師使用公民科教

學電子教科書之情況，故問卷調查發放對象以臺北市 12 個行政區共 88 所國中（包

含公立、私立、完全中學之國中部）之公民科教師，為調查對象。包括導師、編制

內公民科科任教師、公民科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公民科代理代課教師、公民科實習

教師等。 

依照臺北市教育局統計室資料統計，臺北市於 106 學年度共有 262 位國中教

師教授公民科。故研究者將針對這 262 位教師全數發放問卷。並針對收回之問卷

進行信度、效度分析。 

第五節 資料蒐集與分析(含研究對象) 

 問卷資料蒐集 

本研究主要探討臺北市國中教師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之情況，故問卷

調查發放對象以臺北市 12 個行政區共 88 所國中（包含公立、私立、完全中學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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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之公民科教師，為調查對象。包括導師、編制內公民科科任教師、公民科兼

任行政職務教師、公民科代理代課教師、公民科實習教師等。依照臺北市教育局統

計室統計，臺北市共有 88 所國中（包含公立、私立、完全中學之國中部），於 106

學年度共有 262 位教師教授公民科。研究者將會對所有 262 位國中公民科教師，

發放問卷，並在問卷回收後，將原始資料輸入電腦存檔，以 SPSS 統計軟體進行分

析。 

 蒐集之資料分析 

（一） 信度分析 

信度(Reliability)代表量表的一致性或穩定性，信度檢核旨在檢視題項刪除後，

整體量表的信度係數變化情形，如果題項刪除後的量表整體信度係數比原先的信

度係數高出許多，則此題項可考慮刪除。當 Cronbach’s α 係數值大於.70 以上為佳，

大於. 80 為高，達到.90 以上則是非常理想（吳明隆，2011）。 

（二） 效度分析 

效度(validity)是指一份問卷或測驗可以測量到所要測量的特質，或者說是測量

分數的正確性（張芳全，2008）。本研究會使用因素分析，此方法是抽取變項間的

共同因素，以較少的構面來代表原本較複雜的資料結構。根據問卷所抽取的共同因

素，可了解問卷有效測量的特質或態度為何。然後根據相關性的大小將題項分組，

使得同構面內的各題項之間相關性較高，不同構面內的題項相關性較低。以此測試

問卷各構面的題目是否低相關。本研究以因素分析法，檢測量表之建構效度。將題

目每一個層面進行主成分分析，以考驗其建構效度。 

（三） 平均數與標準差 

本研究會以平均數計算臺北市國中教師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之使用情

形、使用意願與使用滿意度之各基本屬性在各項目下之平均得分，進行現況分析。

並以標準差計算各基本屬性在各項目下之分數得分變異情況，進行現況分析。 

（四） 獨立樣本 T 檢定 

本研究以獨立樣本 T 檢定驗證本研究的假設一、假設二與假設三。獨立樣本

T 檢定是指檢驗兩組樣本的平均值間是否存在差異(two sample test)，且其對應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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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continuous)。本研究利用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臺北市國中公民科教師背景變項

（性別），在使用情形、使用意願與使用滿意度上，是否存在顯著差異。 

（五） 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本研究以變異數分析驗證本研究的假設一、假設二與假設三，變異數分析是指

檢測三組或三組以上獨立之母群體平均數差異所用的檢定方式。本研究利用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國中教師背景變項（年齡、服務年資、教育程度、資訊科技使用程度），

在使用情形、使用意願與使用滿意度上，是否存在顯著差異。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F 值達顯著水準(p<0.05)時，表示各組平均數之間變異很大，需進一步進行事後比

較。 

（六） 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以 Pearson 積差相關分析驗證本研究的假設四，Pearson 積差相關分析，主要

用以研究兩個變相之間的關聯，相關係數介於-1 與+1 之間，其值若接近 1，無論

正或負時，皆表示變相間的相關情形越明顯（張芳全，2008）。本研究藉以了解電

子教科書使用情形、使用意願、使用滿意度是否有顯著相關存在。 

第六節 研究實施步驟 

本論文研究實施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研究設計階段，先確立研究主題，

擬定研究目的後，開始蒐集關於國民中學教師在電子教科書之使用情形、使用意願、

使用滿意度之相關研究，並瀏覽國內外各類型文獻，包括圖書、期刊論文、博碩士

論文，及各項統計資料。 

第二階段為發展研究工具，依據文獻探討與研究架構，並參考過去電子教科書

使用情形、使用意願、使用滿意度之相關研究問卷，編制問卷初稿。並請相關領域

專家審閱問卷後，對問卷題項給予建議，編製成預試問卷，用統計方法進行問卷預

試，刪減不符合的題項後，修正成正式問卷。 

第三階段為研究資料統整階段，根據各部分所得的結果，進行基本資料分析、

相關資料比較、差異性比較、信效度檢驗，歸納整理，最後彙整資料做出結論並提

出建議。本論文根據研究流程繪製研究流程如圖 3-2，並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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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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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確定研究主題與目的 

      資料蒐集後，經幾次研究方向修改並經教授之指導，進行最後討論，確認研

究方向、研究主題與研究目的。 

（二） 文獻探討與資料收集 

     針對研究主題與研究目的，進行國內外文獻資料蒐集，以作為研究理論基礎。 

（三） 擬定研究架構 

在文獻探討與資料蒐集後，經教授指導於確認整個研究之架構。 

（四） 編製研究工具 

依據相關理論與過去問卷量表文獻，研究者編修「國中教師公民科教學電子教

科書使用情形量表」、「國中教師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意願量表」與「國中教

師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滿意度量表」作為研究工具。 

（五） 實施預試及量表修訂 

研究者編修「國中教師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量表」、「國中教師公民

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意願量表」與「國中教師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滿意度

量表」，並請兩位教授與兩位臺北市現職的國中資深教師進行專家內容效度審閱，

再將專家建議歸納修改為預試問卷初稿，於 2018 年 2 月進行預試，並將預試後量

表進行分析，進而形成正式問卷。 

（六） 實施正式問卷調查 

本研究主要探討臺北市國中教師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之情況，故問卷

調查發放對象以臺北市 12 個行政區共 88 所國中(包含公立、私立、完全中學之國

中部)之公民科教師為調查對象。依照臺北市教育局統計室統計，臺北市於 106 學

年度共有 262 位國中教師教授公民科。故研究者將針對這 262 位教師發放問卷。

並針對收回問卷進行信度、效度分析。 

（七） 統計與分析資料 

使用統計軟體 SPSS for Windows 21.0 版電腦統計套裝軟體進行統計分析。 

（八） 撰寫論文並提出結論與建議 

將結果加以統整、分析及歸納後撰寫完整之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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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家審查與前測 

第一節 專家效度意見及修正對照 

依據相關文獻、研究問架構，設計「國中教師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之使用情

況調查問卷」初稿，為提升內容分析，編製成專家效度問卷，實施「專家效度」之

檢核。經指導教授指導，修訂出合適的題目後，再請專家學者修正不恰當之問項，

作為專家效度，進行問卷信效度分析，並刪除不適切題項後修訂成預試問卷，以作

為本研究之測量工具。並且，施測預試問卷收回後，會使用信效度考驗，以探討預

試問卷設計問題的合適性與區別力。問卷專家效度名冊如表 4-1。 

表4- 1 問卷專家效度名冊 

姓名 代碼 現職 

劉教授 A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教授。 

陳教授 B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教授。 

許老師 C 臺北市景美國中社會領域召集人，國中公民科教師。 

林老師 D 臺北市中正國中社會領域召集人，國中公民科教師。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歸納整理 

 預試問卷之專家效度 

研究者整理四位專家學者所提供之建議，進行問卷初稿題目文句潤飾、問卷內

容之向度增刪題目，歸納出專家學者意見，將專家認為各題項應修正之部分，製成

詳細對照表（詳見附錄三）。並將專家修正意見與修改情形製成表 4-2。 

表4- 2 預試問卷專家效度修正情形 

專家 意見內容 修正情形 

專家 A 

1. 第一部份，將選項標上數字，方便統計。 

2. 第二部份第 12 題，文句稍作修改，使其更精確。 

3. 第二部份第 14 題，文句稍作修改，使其更精確。 

4. 第三部份第 3 題，文句稍作修改，使其更精確。 

5. 第三部份第 4 題，文句稍作修改，使其更精確。 

依意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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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四部份第 8 題，文句稍作修改，使其更精確。 

專家 B 
1. 第三部份第 7 題，文句稍作修改。 

2. 第四部份第 5 題，刪去兩字，更精確。 
依意見修正 

專家 C 

1. 第一部份第 5 題，文句稍作修改，使其更精確。 

2. 第二部份第 7 題，文句稍作修改，使其更精確。 

3. 第二部份第 11 題，文句稍作修改，使其更精確。 

4. 第四部份第 7 題，文句稍作修改，使其更精確。 

依意見修正 

專家 D 

1. 第一部份第 9 題，文句稍作修改，使其更精確。 

2. 第二部份第 1 題，增加標點符號。 

3. 第二部份第 3 題，文句稍作修改，使其更精確。 

4. 第四部份第 8 題，文句稍作修改，使其更精確。 

依意見修正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歸納 

  根據專家學者建議，修正問卷初稿後，研究者將採取立意抽樣方式抽取國科會

與教育部合作成立之「資訊科技融入公民科教學工作坊」之成員，此工作坊成員為，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公民科輔導團之公民科種子教師」之 20 位台北市公民科教師。

並且，為避免僅施測到使用電子教科書能力較強之教師，故也將針對未參加此工作

坊之臺北市國中公民科教師 20 位，加總共 40 位教師，作為本次預試的對象。 

第二節 預試問卷信效度分析 

經專家效度意見修正後編訂「臺北市國中教師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情

況調查問卷」後，針對臺北市國中公民科教師共 40 位進行問卷預試。回收預試問

卷 40 份。剔除資料填答不全，及固定式反應之問卷後，合計有效問卷共 40 份，將

有效問卷進行信效度考驗。本研究問卷之信度分析、效度分析如下詳述。 

 信度分析 

信度（Reliability）代表量表的一致性或穩定性，本研究以 Cronbach’s α 係數

考驗「國中教師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之使用情況調查問卷」之內部一致性信度。

當 Cronbach’s α 係數大於.70 以上為佳，大於.80 為高，達到.90 以上則是非常理想

（吳明隆，2011）。本研究以 Cronbach’s α 係數考驗「國中教師公民科教學電子教

科書之使用情況調查問卷」之內部一致性信度。詳列如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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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為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情況問卷的信度分析，量表分為三大部

分：「使用情形、使用意願、使用滿意度」，三大部分又下分幾個構面。針對量表進

行信、效度分析結果，每個構面的 Cronbach α 皆大於 0.7 以上，表示組成問卷的每

個構面都具有內部一致性，皆達到理想信度水準。 

表4- 3 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情況之內部一致性係數 

量表名稱 構面 Cronbach’s  α係數 

一、使用情形 

1.基本功能 0.81 

2.進階功能 0.78 

3.教學延伸功能 0.79 

 total 0.79 

二、使用意願 1.教育主管機關與學校方面 0.82 

 total 0.82 

三、使用滿意度 

1.協助教師教學方面 0.74 

2.輔助學生學習方面 0.75 

3.使用內容設計方面 0.73 

 total 0.74 

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情況 total 0.78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效度分析 

    效度（validity）是指一份測驗或問卷量表，可測量到所要測量的特質，或者說

是測量分數的正確性（張芳全，2008）。本研究以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對「國中教師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之使用情況調查問卷」

進行建構效度分析（Construct validity），以檢驗預試問卷構面是否獨立。探索性

因素分析名為「探索性」，即表示在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法時，並不瞭解哪些觀察

變項是在測量哪些因素，其分析之目的在於瞭解這些觀察變項背後可聚集成為哪

些潛在因素（吳明隆，2009）。根據邱皓政（2005）指出，同一構面中若因素負荷

量的值越大(0.4 以上)則表示收斂效度越高。在決定因素數目時大多選用特徵值大

於 1，代表有存在的意義，Mulaik（1972）曾說明以特徵值大於 1 作為決定因素數

目之標準的數學理論基礎。 

表 4-4 為「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問卷」的效度分析，進行建構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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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時，以因素負荷量每一個題項的因素負荷量，最大值為其從屬的向度。我們可

以發現題項 1 到 5 題的因素負荷量最大值，屬於同一個向度，題項 6 到 10 的因素

負荷量最大值也屬於同一個向度，題項 11 到 15 題，也屬於同一個向度。並且每個

構面組成題目的因素負荷量皆在 0.4 以上，因素特徵值皆大於 1，表示每個構面皆

有良好的建構效度。 

表4- 4 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之效度分析（預試問卷） 

量

表 

構

面 
題項 

因素負荷量 結果 

因素

1 

因素

2 

因素

3 

 

電

子

教

科

書

之

使

用

情

形 

基

本

功

能 

1. 我會閱讀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光

碟「使用說明」，以了解各項功能的操

作。 

0.04 0.84 0.15 
保留 

2. 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中的

「課文內容 PPT 教學簡報」功能，進

行課程講解。 

0.17 0.87 0.09 
保留 

3. 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中的

「播放圖片」功能，以方便講解課文舉

例能更具體。 

0.22 0.48 0.27 
保留 

4. 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中的

「影片動畫」功能，進行課程講解。 

0.44 0.71 -

0.01 

保留 

5. 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中的

「重點畫線標示」功能，協助學生做重

點標示。 

-0.01 0.63 0.33 
保留 

進

階

功

能 

 

 

6. 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線

上資源」功能(如：youtube、線上影音

頻道、Google Map 等)，以方便講解課

文舉例能更具體。 

0.10 0.33 0.85 保留 

7. 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互

動遊戲」功能，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0.07 0.07 0.59 保留 

8. 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評

量題庫」功能，編制學生的考試評量試

題。 

-0.24 -0.23 0.75 
保留 

9. 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新

增頁面」功能，增加素材，補足電子教

科書的不足。 

0.11 0.22 0.44 
保留 

DOI:10.6814/THE.NCCU.ELIS.003.2018.A0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5 

量

表 

構

面 
題項 

因素負荷量 結果 

因素

1 

因素

2 

因素

3 

10. 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習

作連結」功能，以解答學生在習作答

題上之疑問。 

0.10 0.33 0.85 
保留 

 

教

學

延

伸

功

能 

11. 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作

為我公民科教學的主要方式。 

0.77 0.11 0.10 保留 

12. 我會參考出版社電子教科書的內容，

依照學生程度，自行刪減或調整電子

教科書的順序，幫助我的教學進行。 

0.64 0.31 0.14 
保留 

13. 我會運用電腦製作符合自己教學風

格，的電子教科書，幫助我的教學進

行。 

0.67 -0.37 -

0.17 
保留 

14. 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來

幫助學生延伸課外知識的補充。 

0.90 0.23 0.04 保留 

15. 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來

幫助學生進行考前複習，掌握考試重

點。 

0.92 0.12 0.07 
保留 

 
因素特徵值 4.93 2.96 1.68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表 4-5 為「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滿意度」問卷之效度分析，進行建構效

度分析時，以因素負荷量每一個題項的因素負荷量，最大值為其從屬的向度。我們

可以發現題項 1 到 5 題的因素負荷量最大值，屬於同一個向度，題項 6 到 10 的因

素負荷量最大值也屬於同一個向度，題項 11 到 15 題，除第 14 題與其他題的因素

負荷量最大值所屬不同向度之外，其他 11、12、13、15 題皆同屬同一個向度。並

且除了第 14 題因素負荷量不足 0.4 之外，其餘每個構面組成題目的因素負荷量，

皆在 0.4 以上，因素特徵值皆大於 1，即表示每個構面皆有良好的建構效度。故本

研究刪除第 14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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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 5 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滿意度之效度分析（預試問卷） 

構

面 

向 

度 
題項 

因素負荷量 結果 

向度

1 

向度

2 

向度

3 

 

電 

子 

教 

科 

書 

之 

使 

用 

滿 

意 

度 

 

教 

師 

教 

學 

方 

面 

1. 使用出版商提供之電子教科書，能幫

助教師「減少備課時間」。 
-0.06 0.63 0.65 保留 

2. 使用自製電子教科書(包括教學簡報

PPT、剪輯相關影片動畫)，能幫助教師

「減少備課時間」。 

0.04 0.87 0.03 保留 

3. 使用電子教科書，能幫助連結與課文

主題相關知識，讓教師容易「延伸課程

內容」。 

0.31 0.59 -0.39 保留 

4. 使用電子教科書，能幫助提升教師公

民科教學的「教學效能」。 
0.11 0.44 -0.28 保留 

5. 使用電子教科書，能幫助提升教師段

考出題的「便利性」。 
0.27 0.87 -0.13 保留 

輔 

助 

學 

生 

學 

習 

方 

面 

6. 使用電子教科書，能幫助學生「統整相

關章節」之相關主題與內容。 
0.68 0.63 0.06 保留 

7. 使用電子教科書，能引發學生的學習

動機，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0.73 0.32 -0.14 保留 

8. 電子教科書因為擁有多媒體的特性，

容易「營造幫助學生學習的情境」。 

0.74 0.15 0.01 保留 

9. 使用電子教科書，能幫助提升學生公

民科的「學習成效」。 

0.70 -0.02 0.08 保留 

10. 使用電子教科書，能幫助學生「連結

先備知識」喚起舊經驗。 

0.54 -0.00 0.13 保留 

使 

用 

內 

容 

設 

計 

方 

面 

11. 電子教科書能「忠實呈現」課程內容。 0.44 -0.14 0.79 保留 

12. 電子教科書能取代「傳統紙本型教

具」，強化教學便利性。 
0.43 0.35 0.52 保留 

13. 電子教科書可隨時增減，並自行加入

「補充資料」，彌補紙本教科書原有

不足。 

0.44 -0.14 0.79 保留 

14. 電子教科書的使用，能讓公民科「教

學方式」更加豐富活潑。 

-0.16 0.60 0.50 刪除 

15. 電子教科書的「版面編排設計」，與紙

本教科書越相似，越能縮短使用適應

期。 

-0.14 0.04 0.65 保留 

  因素特徵值 3.99 2.82 1.95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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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本研究針對臺北市國民中學公民科教師進行問卷調查。因本研究主要探討臺

北市國中教師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之情況，故問卷調查發放對象以臺北市

12 個行政區共 88 所國中（包含公立、私立、完全中學之國中部）之公民科教師為

調查對象。本節將所蒐集到的問卷樣本先進行信效度分析後。再進行基本資料分析，

描述使用者基本資料，並針對國中教師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情形、使用意

願與使用滿意度進行現況分析、差異分析，並探討彼此之相關情形。 

 信效度分析 

依據臺北市教育局統計室資料統計，106 學年度共有 262 位國中教師教授公民

科。本研究對 262 位國中教師全面發放紙本問卷，並輔以電子郵件寄送網路問卷

連結的方式。方便教師進行填答。調查時間自 3 月 20 日起，至 4 月 23 日止。共

發出 262 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 245 份。 

一、信度分析 

信度（Reliability）代表量表的一致性或穩定性，信度檢核是指在檢視題項刪

除後，整體量表的信度係數變化情形，如果題項刪除後的量表整體信度係數比原先

的信度係數高出許多，則便可考慮將此題項刪除。當 Cronbach’s α 係數大於.70 以

上為佳，大於.80 為高，達到.90 以上則是非常理想（吳明隆，2011）。本研究以

Cronbach’s α 係數考驗「國中教師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之使用情況調查問卷」之

內部一致性信度。詳列如表 5-1。 

表 5-1 為「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情況問卷」的信度分析，量表分為三大

部分使用情形、使用意願、使用滿意度。問卷構面分別是基本功能、進階功能、進

階功能、教學延伸功能、教育主管機關與學校方協助教師教學方面、輔助學生學習

方面、使用內容設計方面。針對量表進行信、效度分析，在結果上，每個構面的

Cronbath α 皆大於 0.7 以上，表示組成問卷的每個構面都具有內部一致性，皆達到

理想信度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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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1 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情況之內部一致性係數 

量表名稱            構面 Cronbach’s  α係數 

一、使用情形 

1.基本功能 0.81 

2.進階功能 0.77 

3.教學延伸功能 0.75 

 total 0.77 

二、使用意願 1.教育主管機關與學校方面 0.83 

 total 0.83 

三、使用滿意度 

1.協助教師教學方面 0.78 

2.輔助學生學習方面 0.75 

3.使用內容設計方面 0.75 

 total 0.76 

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情況 total 0.78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二、效度分析 

    效度（validity）是指一份測驗或問卷量表，可測量到所要測量的特質，或者說

是測量分數的正確性（張芳全，2008）。本研究以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對「國中教師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之使用情況調查問卷」

進行建構效度分析（Construct Validity），以檢驗問卷構面是否獨立。探索性因素

分析名為「探索性」，即表示在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法時，並不瞭解哪些觀察變項

是在測量哪些因素，其分析之目的在於瞭解這些觀察變項背後可聚集成為哪些潛

在因素（吳明隆，2009）。根據邱皓政（2005）指出，同一構面中若因素負荷量的

值越大(0.4 以上)則表示收斂效度越高。在決定因素數目時大多選用特徵值大於 1，

代表有存在的意義，Mulaik（1972）曾說明以特徵值大於 1 作為決定因素數目之標

準的數學理論基礎。 

本研究擬採用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來檢驗各題項間是

否具有高度相關，本研究先將因素設為一個主成分以檢視各問題是否具有一定水

準的負荷量。根據邱皓政（2005）指出同一構面中若因素負荷量的值越大(0.4 以上)

表示收斂效度越高。在決定因素數目時大多選用特徵值大於 1，代表有存在的意義，

Mulaik（1972）曾說明以特徵值大於 1 作為決定因素數目之標準的數學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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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整理詳列如下表，表 5-2 與表 5-3 所示。 

表 5-2 為「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問卷」之效度分析，進行建構效度

分析時，以因素負荷量每一個題項的因素負荷量，最大值為其從屬的向度。我們可

以發現題項 1 到 5 題的因素負荷量最大值，屬於同一個向度，題項 6 到 10 的因素

負荷量最大值屬於同一個向度，題項 11 到 15 題，也屬於同一個向度。且每個構面

組成題目的因素負荷量皆在 0.4 以上，因素特徵值皆大於 1，表示每個構面皆有良

好的建構效度。 

表5- 2 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之效度分析(正式問卷) 

量

表 

構

面 
題項 

因素負荷量 

因素

1 

因素

2 

因素

3 

 

電 

子 

教 

科 

書 

之 

使 

用 

情 

形 

 

 

基 

本 

功 

能 

1. 我會閱讀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光碟

「使用說明」，以了解各項功能的操作。 

0.92 0.08 -0.02 

2. 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中的「課

文內容 PPT 教學簡報」功能，進行課程

講解。 

0.69 0.05 0.09 

3. 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中的「播

放圖片」功能，以方便講解課文舉例能更

具體。 

0.82 0.09 0.08 

4. 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中的「影

片動畫」功能，進行課程講解。 

0.65 0.23 0.12 

5. 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中的「重

點畫線標示」功能，協助學生做重點標示。 

0.81 0.12 0.02 

進 

階 

功 

能 

 

 

6. 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線上資

源」功能，方便講解課文舉例能更具體。 

0.09 0.70 0.31 

7. 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互動遊

戲」功能，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0.11 0.72 -0.00 

8. 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評量題

庫」功能，編制學生的考試評量試題。 

0.14 0.64 0.04 

9. 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新增頁

面」功能，增加素材，補足電子教科書的

不足。 

-0.03 0.70 0.23 

 

 

10. 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習

作連結」功能，解答學生之疑問。 

0.38 0.67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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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表 

構

面 
題項 

因素負荷量 

因素

1 

因素

2 

因素

3 

教 

學 

延 

伸 

功 

能 

11. 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作為

我公民科教學的主要方式。 

0.13 0.37 0.76 

12. 我會參考出版社電子教科書的內容，依

照學生程度，自行刪減或調整順序，幫

助我的教學進行。 

-0.00 0.17 0.66 

13. 我會自行運用電腦製作符合自己教學風

格的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幫助教學

進行。 

-0.04 0.13 0.64 

14. 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來幫

助學生延伸課外知識的補充。 

0.11 0.15 0.66 

15. 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來幫

助學生進行考前複習，掌握考試重點。 

0.12 -0.09 0.70 

  
因素特徵值 4.59 2.48 1.46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表 5-3 為「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滿意度問卷」之效度分析，進行建構效

度分析時，以因素負荷量每一個題項的因素負荷量，最大值為其從屬的向度。我們

可以發現題項 1 到 5 題的因素負荷量最大值，屬於同一個向度，題項 6 到 10 的因

素負荷量最大值屬於同一個向度，題項 11 到 15 題，也屬於同一個向度。且每個構

面組成題目的因素負荷量皆在 0.4 以上，因素特徵值皆大於 1，表示每個構面皆有

良好的建構效度。 

表5- 3 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滿意度之效度分析(正式問卷) 

量

表 

構

面 
題項 

因素負荷量 

因素

1 

因素

2 

因素

3 

電 

子 

教 

科 

書 

之 

教 

師 

教 

學 

方 

面 

1. 使用出版商提供之電子教科書，能幫助教

師「減少備課時間」。 
0.80 0.02 0.03 

2. 使用自製電子教科書(包括教學 PPT、剪輯

相關影片)，能幫助教師「減少備課時間」。 
0.83 -0.04 -0.04 

3. 使用電子教科書，能幫助連結與課文主題

相關知識，讓教師更容易「延伸課程內容」。 
0.85 0.18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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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表 

構

面 
題項 

因素負荷量 

因素

1 

因素

2 

因素

3 

使 

用 

滿 

意 

度 

 

 

4. 使用電子教科書，能幫助提升教師公民科

教學的「教學效能」。 
0.67 0.07 0.22 

5. 使用電子教科書，能幫助提升教師段考出

題的「便利性」。 
0.65 0.07 -0.06 

輔 

助 

學 

生 

學 

習 

方 

面 

6. 使用電子教科書，能幫助學生「統整相關章

節」之相關主題與內容。 
0.00 0.92 0.13 

7. 使用電子教科書，能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

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0.08 0.66 0.14 

8. 電子教科書因為擁有多媒體的特性，容易

「營造幫助學生學習的情境」。 
0.12 0.71 -0.11 

9. 使用電子教科書，能幫助提升學生公民科

的「學習成效」。 
-0.11 0.75 0.09 

10. 使用電子教科書，能幫助學生「連結先備

知識」喚起舊經驗。 
0.22 0.55 0.22 

使 

用 

內 

容 

設 

計 

方 

面 

11. 電子教科書能「忠實呈現」課程完整內容。 0.10 0.09 0.76 

12. 電子教科書能取代「傳統紙本型教具」，強

化教學便利性。 
-0.18 0.16 0.63 

13. 電子教科書可以隨時增減，並自行加入

「補充資料」，彌補原有資訊的不足。 

0.07 0.04 0.73 

14. 電子教科書的「版面編排設計」，與紙本教

科書越相似，越能縮短使用上的適應期。 
0.06 0.08 0.90 

  因素特徵值 3.55 2.71 1.98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基本資料 

 教師樣本分布資料 

本節先就回收樣本資料進行統計分析，將各校問卷發放份數、收回份數資料整

理如下，臺北市公民科教師總數共有 262 位，發放問卷共發出 262 份，收回 245

份。樣本分布情形如表 5-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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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4 國中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之教師分布資料  

學校名稱 行政區 教師數量 發放份數 收回份數 

1. 臺北市立介壽國中 松山區 5 5 5 

2. 臺北市立民生國中 松山區 2 2 2 

3. 臺北市立中山國中 松山區 2 2 2 

4. 臺北市立敦化國中 松山區 10 10 8 

5. 市立西松高中國中部 松山區 3 3 3 

6. 市立中崙高中國中部 松山區 4 4 4 

7. 臺北市立興雅國中 信義區 4 4 4 

8. 臺北市立永吉國中 信義區 4 4 4 

9. 臺北市立瑠公國中 信義區 3 3 3 

10. 臺北市立信義國中 信義區 3 3 3 

11. 臺北市立仁愛國中 大安區 6 6 6 

12. 臺北市立大安國中 大安區 4 4 4 

13. 臺北市立芳和國中 大安區 1 1 1 

14. 臺北市立金華國中 大安區 7 7 7 

15. 臺北市立懷生國中 大安區 2 2 2 

16. 臺北市立民族國中 大安區 1 1 1 

17. 臺北市立龍門國中 大安區 4 4 4 

18. 臺北市私立立人國中 大安區 1 1 1 

19. 國立臺師大附中 大安區 7 7 7 

20. 市立和平高中國中部 大安區 7 5 5 

21. 私立延平中學國中部 大安區 6 6 6 

22. 臺北市立長安國中 中山區 2 2 2 

23. 臺北市立北安國中 中山區 2 2 2 

24. 臺北市立新興國中 中山區 1 1 1 

25. 臺北市立五常國中 中山區 1 1 1 

26. 臺北市立濱江國中 中山區 1 1 1 

27. 市立大同高中國中部 中山區 6 6 6 

28. 市立大直高中國中部 中山區 3 3 3 

29. 臺北市立螢橋國中 中正區 2 2 2 

30. 臺北市立古亭國中 中正區 1 1 1 

31. 臺北市立南門國中 中正區 5 5 5 

32. 臺北市立弘道國中 中正區 3 3 3 

33. 臺北市立中正國中 中正區 5 5 5 

34. 臺北市立建成國中 大同區 2 2 2 

35. 臺北市立忠孝國中 大同區 2 2 2 

36. 臺北市立民權國中 大同區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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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行政區 教師數量 發放份數 收回份數 

37. 臺北市立蘭州國中 大同區 1 1 1 

38. 臺北市立重慶國中 大同區 3 3 3 

39. 市立成淵高中國中部 大同區 5 5 5 

40. 私立靜修女中國中部 大同區 6 6 0 

41. 臺北市立萬華國中 萬華區 5 5 3 

42. 臺北市立雙園國中 萬華區 1 1 1 

43. 臺北市立龍山國中 萬華區 3 3 3 

44. 市立大理高中國中部 萬華區 4 4 4 

45. 私立立人高中國中部 萬華區 1 1 1 

46. 臺北市立木柵國中 文山區 2 2 2 

47. 臺北市立實踐國中 文山區 3 3 3 

48. 臺北市立北政國中 文山區 1 1 1 

49. 臺北市立景美國中 文山區 2 2 2 

50. 臺北市立興福國中 文山區 2 2 2 

51. 臺北市立景興國中 文山區 3 3 3 

52. 臺北市私立靜心國中 文山區 1 3 3 

53. 國立政治大學附中 文山區 3 3 3 

54. 私立東山中學國中部 文山區 4 4 4 

55. 私立再興中學國中部 文山區 2 2 2 

56. 私立景文高中國中部 文山區 2 2 2 

57. 市立萬芳高中國中部 文山區 6 6 6 

58. 臺北市立誠正國中 南港區 1 1 1 

59. 臺北市立成德國中 南港區 1 1 1 

60. 市立南港高中國中部 南港區 6 6 6 

61. 臺北市立內湖國中 內湖區 3 3 3 

62. 臺北市立麗山國中 內湖區 2 2 2 

63. 臺北市立三民國中 內湖區 3 3 3 

64. 臺北市立西湖國中 內湖區 1 1 1 

65. 臺北市立東湖國中 內湖區 2 2 2 

66. 臺北市立明湖國中 內湖區 4 4 4 

67.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內湖區 1 1 0 

68. 私立方濟高中國中部 內湖區 1 1 0 

69. 私立達人女中國中部 內湖區 4 4 4 

70. 臺北市立士林國中 士林區 3 3 3 

71. 臺北市立蘭雅國中 士林區 4 4 4 

72. 臺北市立至善國中 士林區 1 1 1 

73. 臺北市立格致國中 士林區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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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行政區 教師數量 發放份數 收回份數 

74. 臺北市立福安國中 士林區 1 1 1 

75. 臺北市立天母國中 士林區 4 4 4 

76. 市立陽明高中國中部 士林區 5 5 5 

77. 市立百齡高中國中部 士林區 3 3 3 

78. 私立衛理女中國中部 士林區 3 3 3 

79. 私立華興中學國中部 士林區 1 1 1 

80. 臺北市立北投國中 北投區 2 2 2 

81. 臺北市立新民國中 北投區 2 2 2 

82. 臺北市立明德國中 北投區 4 4 4 

83. 臺北市立桃源國中 北投區 2 2 2 

84. 臺北市立石牌國中 北投區 3 3 3 

85. 臺北市立關渡國中 北投區 1 1 1 

86. 私立薇閣高中國中部 北投區 5 5 0 

87. 私立奎山中學國中部 北投區 1 1 1 

88. 私立復興實中國中部 北投區 3 3 3 

 教師總數 262 位 262 份 245 份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歸納整理 

 背景資料之敘述統計分析 

將問卷資料中，教師有效樣本資料之背景變項分為性別、年齡、服務年資、教

育程度、資訊科技使用程度等。以百分比方式呈現，了解樣本資料分布情形。 

由表 5-5 得知，臺北市公民科教師有效樣本人口之男女比例，女性較高，佔

78.4%。年齡則以 41～50 歲為主，佔 33.9%。年資大多以 11~20 年為主，佔 33.9%。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大學學歷為略多，佔 58%。在資訊科技使用程度上，每日使用

電腦、平板、智慧型手機等數位資訊科技 3C 產品的頻率，以每日 3 小時以上，未

滿 5 小時為主，佔 33.5%。 

表5- 5 背景資料之敘述統計分析（N＝245） 

項目 組別 人數 百分比 

1.性別 
男 53 21.6% 

女 192 78.4% 

2.年齡 30 歲以下 53 21.6% 

31 歲~40 歲 76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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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組別 人數 百分比 

40 歲~50 歲 83 33.9% 

51 歲~60 歲 29 11.8% 

61 歲以上 4 1.6% 

3.年資 

5 年以內 50 20.4% 

6~10 年 81 33.1% 

11~20 年 83 33.9% 

21~30 年 29 11.8% 

31 年以上 2 0.8% 

4.教育程度 
大學 142 58.0% 

研究所以上 103 42.0% 

5.資訊科技 

使用程度 

未滿 1 小時 53 21.6% 

1 小時以上未滿 3 小時 71 29.0% 

3 小時以上未滿 5 小時 82 33.5% 

5 小時以上 39 15.9%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歸納整理 

 教師樣本「使用」經驗與「未曾使用」原因之分析 

由表 5-6 得知，根據樣本分布情形，在 245 份有效問卷中，高達 98%的教師曾

經使用過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在「曾經使用何種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題項，

因此題為複選題，故以反應值百分比來看，翰林、康軒、南一，三家出版社中，使

用百分比都達到將近 25%，代表三家出版社使用率非常相似。並且使用「翰林出版

社」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率達到百分之百，「康軒出版社」公民科教學電

子教科書的使用率也達到 99.2%。三家出版社中使用率較低的則是「南一出版社」，

但使用率也達到 89%。另外，「教師自製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比例達到 97.1%，以

反應值百分比來看，「教師自製電子教科書」的使用百分比為 25.2%，與三家出版

社的使用率百分比不分上下，顯示多數教師會使用出版社提供之電子教科書之外，

也會搭配自製課程簡報以輔助教學進行。在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年數的情

形中，以「使用 5 年以上，未滿 10 年」的教師佔百分比 67.3 為最多。 

另外，在 245 份有效問卷中，共有 5 位，佔百分比 2%的教師，表示未曾使用

過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並且以複選方式勾選他們「未曾使用」過公民科教學電

子教科書的原因。依據結果顯示，全數教師皆勾選「學校相關設備借用不方便」選

項，佔反應值百分比 20.0%，是未曾使用過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原因中的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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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學校設備問題，與教師使用電子教科書與否有很大的關係。另外，名列第二的

原因共有三項，以反應值百分比來看皆為 16%，原因分別是「教學時間不夠充足」、

「課前須篩選龐雜資料，導致備課時間增加」、「自己較缺乏資訊科技運用能力」。 

表5- 6 有效樣本電子教科書使用經驗分析（N＝245） 

項目 組別 人數 
觀察值 

百分比 

反應值 

百分比 

是否曾經使用過 

電子教科書 

有 240 98.0%  

無 5 2.0%  

曾經使用何種 

電子教科書 

(複選題) 

翰林出版社 240 100.0% 25.9% 

康軒出版社 238 99.2% 25.7% 

南一出版社 215 89.6% 23.2% 

自製課程簡報PTT 233 97.1% 25.2% 

使用電子教科書 

年數 

未滿1年 5 2.0%  

1年以上，未滿5年 22 9.0%  

5年以上，未滿10年 165 67.3%  

10年以上，未滿15年 52 21.2%  

未曾使用過 

電子教科書原因 

(複選題)(N=5) 

學校設備借用不方便 5 100.0% 20.0% 

教學時間不夠充足 4 80.0% 16.0% 

缺乏資訊科技運用能力 4 80.0% 16.0% 

須額外花費備課時間 4 80.0% 16.0% 

認為對教學没有幫助 3 60.0% 12.0% 

學校沒有舉辦相關研習 2 40.0% 8.0% 

缺乏嚴謹審查機制 2 40.0% 8.0% 

時事更新速度不夠快 1 20.0% 4.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歸納整理 

 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使用意願與使用滿意度現況 

本節旨在分析目前臺北市國中教師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之使用情形、使用

意願、使用滿意度之現況。其分析方式，以各變項之「題數」、「平均數」、「標準差」

與「每題平均得分」之數據進行探討。各題項依照程度不同，分別給予 5 分至 1 分，

每題中間值為 3 分。以下分別就「使用情形」、「使用意願」、「使用滿意度」三大部

分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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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之分析 

國中教師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之分析，其目的在於了解臺北國中

教師在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情況為何。本研究分為三大構面，分別為「基

本功能」、「進階功能」、「教學延伸功能」。本研究使用之量表題目共 15 題，試題反

應從「從不使用」、「很少使用」、「偶爾使用」、「經常使用」、「總是使用」分五個程

度，各題項依照程度不同，分別給予 1 分至 5 分，每題中間值為 3 分。平均得分越

高，表示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上越能應用其各項功能；反之，平

均得分越低，表示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上之應用較為侷限。統計

所有有效樣本問卷後，獲得各層面總分數與標準差，如表 5-7、表 5-8 所示。 

由回收樣本統計結果顯示，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情形之

平均值為 3.179 分，呈現中等水準。顯示教師對於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目前之

使用情形現況，大致落在「偶爾使用」的區間。並且，在三個構面中，又以「教學

延伸功能」構面，獲得最高分數(M=3.248)，呈現中上程度得分。表示國中教師對

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教學延伸功能」持正面態度。而三構面中以「進階功能」

構面，分數最低(M=3.064)，分數雖落在 3 分中間值之上，卻也顯示國中教師對於

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進階功能」使用頻率較低。如表 5-7 所示。 

表5- 7 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分析 （N＝240） 

問卷 構面 平均數 標準差 

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 

基本功能 3.225 0.758 

進階功能 3.064 0.936 

教學延伸功能 3.248 0.899 

total  3.179 0.608 

由表 5-8 國中教師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各題項分析可知，本量表平

均分數介於 3.38 至 2.88 之間。標準差介於 1.33 至 0.77 之間。得分最高為第 8 題

「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評量題庫功能，編制學生的考試評量試題。」

(M=3.38)，得分最低為第 10 題，「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習作連結功

能，以解答學生在習作答題上之疑問。」(M=2.88)。各題詳細內容如表 5-8 所示。 

表5- 8 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各題項分析 （N＝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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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一) 

基 

本 

功 

能 

1. 我會閱讀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光碟「使用說明」，

以了解各項功能的操作。 

3.14 0.78 

2. 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中的「課文內容 PPT

教學簡報」功能，進行課程講解。 

3.30 1.20 

3. 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中的「播放圖片」功

能，以方便講解課文舉例能更具體。 

3.26 0.82 

4. 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中的「影片動畫」功

能，進行課程講解。 

3.30 1.30 

5. 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中的「重點畫線標

示」功能，協助學生做重點標示。 

3.13 0.77 

total 3.23 0.76 

 

 

(二) 

進

階

功

能 

 

6. 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線上資源」功能

(如：youtube、線上影音頻道、Google Map 等)，以方

便講解課文舉例能更具體 

2.88 1.28 

7. 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互動遊戲」功能，

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3.13 1.30 

8. 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評量題庫」功能，

編制學生的考試評量試題。 

3.38 1.31 

9. 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新增頁面」功能，

增加教學素材，以補足電子教科書的不足。 

3.04 1.29 

10. 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習作連結」功

能，以解答學生在習作答題上之疑問。 

2.88 1.31 

 total 3.06 0.94 

 

(三) 

教

學

延

伸

功

能 

 

11. 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作為我公民科教

學的主要方式。 

3.25 1.33 

12. 我會參考出版社電子教科書的內容，依照學生程度，

自行刪減或調整電子教科書的順序，幫助我的教學

進行。 

3.23 1.23 

13. 我會自行運用電腦製作符合自己教學風格，個人化

的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幫助我的教學進行。 

3.30 1.33 

14. 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來幫助學生延伸

課外知識的補充。 

3.31 1.21 

15. 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來幫助學生進行

考前複習，掌握考試重點。 

3.14 1.24 

 total 3.25 0.90 

 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量表整體情形 3.18 0.61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歸納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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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子教科書「使用意願」之分析 

國中教師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意願之分析，其目的在於了解影響國中

教師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意願之因素為何，共有一構面「教育主管機關與學

校方面」。本研究使用之量表題目共 7 題，試題反應從「非常不同意」、「不同意」、

「普通」、「同意」、「非常同意」分五個程度，各題項依照程度不同，分別給予 1 分

至 5 分，每題中間值為 3 分。平均得分越高，表示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

使用上，意願越高；反之，平均得分越低，表示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

上，意願越低。統計所有有效樣本問卷後，獲得各層面總分數與標準差，如表 5-9、

表 5-10 所示。 

由回收樣本統計結果顯示，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意願之

平均值為 3.592 分，呈現中上水準。顯示針對「教育主管機關與學校方面」之影響，

對於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意願，呈現中上程度。如表 5-9 所

示。 

表5- 9 電子教科書使用意願分析 （N＝240） 

問卷 構面 平均數 標準差 

電子教科書使用意願 教育主管機關與學校方面 3.592 0.617 

total  3.592 0.617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歸納整理 

由表 5-10 國中教師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意願之各題項分析可知，本量

表平均分數介於 3.72 至 3.50 之間。標準差介於 1.10 至 0.61 之間。得分最高為第 5

題「學校借用電腦設備的便利程度，會影響我的使用意願。」 (M=3.72)，得分最

低為第 4 題，「學校舉辦相關主題研習，次數的多寡，會影響我的使用意願。」

(M=3.50)。各題詳細內容如表 5-10 所示。 

 

表5- 10 電子教科書使用意願各題項分析（N＝240）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一) 

教

1. 「教育主管機關」，規劃公民科「教學時間」的充足

與否，會影響我的使用意願。 
3.68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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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育

主

管

機

關

與

學

校

方

面 

2. 「教育主管機關」，對電子教科書審查機制之嚴謹程

度，會影響我的使用意願。 
3.55 0.94 

3. 「教育主管機關」，對教師使用電子教科書之重視程

度，會影響我的使用意願。 
3.50 0.99 

4. 「學校」舉辦相關主題研習，次數的多寡，會影響我

的使用意願。 
3.50 1.10 

5. 「學校」借用電腦設備的便利程度，會影響我的使用

意願。 
3.72 0.90 

6. 「學校」投影機設備，放映效果的良好程度，會影響

我的使用意願。 
3.65 0.64 

7. 「學校同事」使用電子教科書人數的多寡，會影響我

的使用意願。 
3.54 0.73 

 total 3.59 0.62 

 電子教科書使用意願量表整體情形 3.59 0.62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歸納整理 

三、電子教科書「使用滿意度」之分析 

國中教師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滿意度之現況分析，其目的在於了解影

響國中教師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之滿意度高低，共有三構面，分別是「協助

教師教學方面」「輔助學生學習方面」「使用內容設計方面」。本研究使用之量表題

目共 14 題，試題反應從「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

分五個程度，各題項依照程度不同，分別給予 1 分至 5 分，每題中間值為 3 分。平

均得分越高，表示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上，滿意度上越高；反之，

平均得分越低，表示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上，滿意度越低。統計所有

有效樣本問卷後，獲得各層面總分數與標準差，如表 5-11、表 5-12 所示。 

由回收樣本統計結果顯示，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滿意度之

平均值為 3.322 分，呈現中上水準。顯示其對於電子教科書使用滿意度，大致良好。

三個構面中，又以「輔助學生學習方面」構面，獲得最高分數(M=3.470)，呈現中

上程度得分。表示國中教師對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輔助學生學習方面」滿意

度較高。而三構面中以「協助教師教學」構面，分數最低(M=3.178)，分數雖落在

3 分中間值之上，卻也顯示國中教師對於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協助教師教學方

面」滿意度略低。如表 5-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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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11 電子教科書使用滿意度各題項分析（N＝240） 

問卷 構面 平均數 標準差 

電子教科書使用滿意度 

協助教師教學 3.178 0.669 

輔助學生學習 3.470 0.816 

使用內容設計 3.319 0.844 

total  3.322 0.518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歸納整理 

由表 5-12 國中教師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滿意度各題項分析可知，本量

表平均分數介於 3.58 至 2.54 之間。標準差介於 1.26 至 0.66 之間。得分最高為第 4

題「使用電子教科書，能幫助提升教師公民科教學的教學效能」，(M=3.58)；得分

最低為第 5 題，「使用電子教科書，能幫助提升教師段考出題的便利性。」(M=2.54)。

各題詳細內容如表 5-12 所示。 

表5- 12 電子教科書使用滿意度各題項分析 （N＝240）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一)

協

助

教

師

教

學 

1. 使用出版商提供之電子教科書，能幫助教師「減少備

課時間」。 

3.27 0.66 

2. 使用自製電子教科書(包括教學簡報 PPT、剪輯相關

影片動畫)，能幫助教師「減少備課時間」。 

3.17 0.72 

3. 使用電子教科書，能幫助連結與課文主題相關知識，

讓教師更容易「延伸課程內容」。 

3.33 0.73 

4. 使用電子教科書，能幫助提升教師公民科教學的「教

學效能」。 

3.58 1.19 

5. 使用電子教科書，能幫助提升教師段考出題的「便利

性」。 

2.54 1.16 

 total 3.18 0.67 

 

 

(二) 

輔

助

學

生

學

習 

6. 使用電子教科書，能幫助學生「統整相關章節」之相

關主題與內容。 

3.50 0.83 

7. 使用電子教科書，能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提升學生

的「學習興趣」。 

3.51 1.19 

8. 電子教科書因為擁有多媒體的特性，容易「營造幫助

學生學習的情境」。 

3.57 1.26 

9. 使用電子教科書，能幫助提升學生公民科的「學習成

效」。 

3.34 1.20 

10. 使用電子教科書，能幫助學生「連結先備知識」喚 3.43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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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起舊經驗。 

 total 3.47 0.82 

(三) 

使

用

內

容

設

計 

11. 電子教科書能「忠實呈現」課程完整內容。 3.32 1.22 

12. 電子教科書能取代「傳統紙本型教具」，強化教學

便利性。 

3.28 1.18 

13. 電子教科書可以隨時增減，並自行加入「補充資料」，

彌補紙本教科書原有資訊的不足。 

3.37 1.15 

14. 電子教科書的「版面編排設計」，與紙本教科書越

相似，越能縮短使用上的適應期。 

3.30 0.89 

 total 3.32 0.84 

 電子教科書使用滿意度量表整體情形 3.32 0.52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歸納整理 

 不同背景變項之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情

形、使用意願與使用滿意度之差異分析 

本節主旨在分析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國中教師之個人背景變項，在

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之使用情形、使用意願、使用滿意度之差異情形，並分析受

試教師在上述四個變項各層面之差異情形。本研究問卷採用李克特五點量表，其分

析方式為運用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Anova)來進行分析，判斷差異

是否達到顯著水準，並且進行 Scheffe 雪費事後檢定比較，以分辨變項中不同項目

之差異性。 

 不同「性別」教師，在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情況」、「使用意願」、「使

用滿意度」之差異分析 

本部分在檢定不同「性別」對於國中公民科教師在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情況」、

「使用意願」與「使用滿意度」之平均得分是否有差異。以受試教師之性別為自變

項，使用情形、使用意願、使用滿意度各構面為依變項，運用有母數的獨立樣本T

檢定進行分析。分析結果如表5-13所示，在「使用情形」方面，「男性」平均分數

為3.07；，「女性」平均分數為3.18。在「使用意願」方面，「男性」平均分數為

3.74；，「女性」平均分數為3.55。在「使用滿意度」方面，「男性」平均分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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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女性」平均分數為3.32。 

由表 5-13 得知，不論是在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使用意願或使用滿意度方面，

不同「性別」國中教師的平均得分並無顯著差異(p>0.05)，此結果雖不支持假設 1-

1「H1-1 不同性別之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情形上，有顯著差

異。」、假設 2-1「H2-1 不同性別之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意

願上，有顯著差異。」、假設 3-1「H3-1 不同性別之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

教科書的使用滿意度上，有顯著差異。」，這表示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

書的使用情形、使用意願、使用滿意度上，不會因為教師的性別差異而導致看法與

認知上的不同。 

不過在使用意願方面，不同性別國中教師的平均得分雖未達顯著水準，但

p=0.06 已接近顯著水準 0.05 的門檻，故單就數值顯示，國中教師在使用公民科教

學電子教科書中，男性教師的使用意願分數 3.74，大於女性教師的使用意願分數

3.55，這代表國中教師在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中，男性教師的使用意願較女

性教師為高，此結果推究原因，可能是社會氛圍造就多數男性教師，對於新型態電

子產品之興趣，較女性教師為高，所以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上，也較有

意願。 

表5- 13 不同性別在電子教科書使用情況之差異分析 

量表名稱 
平均值（標準差） 

自由度 t 值 p 
男性 N=51 女性 N=189 

使用情形 
3.07 

(0.66) 

3.18 

(0.59) 
238 -1.17 0.25 

使用意願 
3.74 

(0.60) 

3.55 

(0.62) 
238 1.93 0.06 

使用滿意度 
3.33 

(0.63) 

3.32 

(0.49) 
238 0.05 0.96 

註：***表顯著性＜0.001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歸納整理 
 

 不同「年齡」教師，在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情形」、「使用意願」、    

「使用滿意度」之差異分析 

本部分在檢定不同「年齡」對於國中公民科教師，在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情況」、

「使用意願」與「使用滿意度」之平均得分是否有差異。以有母數的ANOVA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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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進行分析，並且進行Scheffe法事後比較，以分辨變項中不同項目之差異性，分析

結果如表5-14所示。 

分析結果如表5-14所示，各組別依其平均數高低排列為：在「使用情形」上，

「30歲以下」教師平均數為3.38，為使用情形中之最高；「41~50歲以下」教師平

均數為2.87，為使用情形中之最低。在「使用意願」上，「30歲以下」教師平均數

為3.78，為使用意願中之最高；「41~50歲以下」教師平均數為3.39，為使用意願中

之最低。在「使用滿意度」上，「30歲以下」教師平均數為3.62，為使用滿意度中

之最高；「51~56歲以下」教師平均數為2.91，為使用滿意度中之最低。 

由表 5-14 得知，不論是在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方面，還是在電子教科書使用

意願或使用滿意度方面，不同「年齡」的國中公民科教師在平均得分上皆達到顯著

差異(p<0.05)，此結果支持假設 1-2「不同年齡之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

書的使用情形上。有顯著差異。」、假設 2-2「不同年齡之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

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意願上，有顯著差異。」、假設 3-2「不同年齡之國中教師，在公

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滿意度上，有顯著差異。」單就數值來說，年齡「30 歲

以下」的國中公民科教師的使用情形分數 3.40 大於其它組別；年齡「30 歲以下」

的國中公民科教師的使用意願分數 3.78 也大於其它組別；年齡「30 歲以下」的國

中公民科教師的使用滿意度分數 3.62 也大於其它組別。 

並且，由 Scheffe 事後比較得知，年齡在「30 歲以下」的教師，無論是在使用

情形、使用意願、使用滿意度之得分，皆顯著大於「41 歲~50 歲」與「51 歲~60 歲」

的教師，年齡在「31 歲~40 歲」的教師使用情形、使用意願、使用滿意度得分也顯

著大於「41 歲~50 歲」與「51 歲~60 歲」的教師，這顯示在電子教科書使用現況

上，「41 歲以下」年輕的教師，在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情形、使用意願、使用滿意

度，皆高於年長的教師「41 歲以上」，推論其原因，或許是年輕人對於新鮮事物或

嶄新科技產品的接受度較年長者為高。 

 

 

 

DOI:10.6814/THE.NCCU.ELIS.003.2018.A0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5 

表5- 14 不同年齡對電子教科書使用情況之差異分析 

年齡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P 值 
Scheffe 

事後比較 

使

用

情

形 

(1)30歲以下 53 3.40 0.55 

16.56 ***0.00 

(1)> (3) 

(1)> (4) 

(2)> (3) 

(2)> (4) 

(2)31歲~40歲 76 3.38 0.46 

(3)41歲~50歲 83 2.87 0.69 

(4)51歲~60歲 28 2.95 0.31 

使

用

意

願 

(1)30歲以下 53 3.78 0.34 

7.65 ***0.00 

(1)> (3) 

(1)> (4) 

(2)> (3) 

(2)> (4) 

(2)31歲~40歲 76 3.75 0.47 

(3)41歲~50歲 83 3.39 0.75 

(4)51歲~60歲 28 3.40 0.72 

使

用

滿

意

度 

(1)30歲以下 53 3.62 0.40 

22.64 ***0.00 

(1)> (3) 

(1)> (4) 

(2)> (3) 

(2)> (4) 

(2)31歲~40歲 76 3.48 0.40 

(3)41歲~50歲 83 3.13 0.55 

(4)51歲~60歲 28 2.91 0.42 

註：***表顯著性＜ 0.001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歸納整理 

 

 不同「服務年資」教師，在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情形」、「使用意

願」、「使用滿意度」之差異分析 

本部分在檢定不同「服務年資」對於國中公民科教師，在電子教科書的「使用

情況」、「使用意願」與「使用滿意度」之平均得分是否有差異。以有母數的ANOVA

檢定來進行分析，並且進行Scheffe事後比較，以分辨變項中不同項目之差異性，分

析結果如表5-15所示。 

分析結果如表5-15所示，各組別依照其平均數高低排列為：在「使用情形」上，

服務年資在「5年以內」教師平均數為3.45，為使用情形中之最高；服務年資在「11

年~20年」教師平均數為2.81，為使用情形中之最低。在「使用意願」上，服務年

資在「5年以內」教師平均數為3.75，為使用意願中之最高；服務年資在「21年~30

年」教師平均數為3.31，為使用意願中之最低。在「使用滿意度」上，服務年資在

「5年以內」教師平均數為3.59，為使用滿意度中之最高；服務年資在「21年~30年」

教師平均數為3.04，為使用滿意度中之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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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5-15 得知，不論是在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方面，還是在電子教科書使用

意願或使用滿意度方面，不同「服務年資」的國中公民科教師在平均得分上皆達到

顯著差異(p<0.05)，此結果支持假設 1-3「不同服務年資之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

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情形上，有顯著差異。」、假設 2-3「不同服務年資之國中教師，

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意願上，有顯著差異。」、假設 3-3「不同服務年資

之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滿意度上，有顯著差異。」單就數值

來說，服務年資在「5 年以內」的國中公民科教師的使用情形分數 3.45 大於其它組

別；服務年資在「5 年以內」的國中公民科教師的使用意願分數 3.75 也大於其它組

別；服務年資在「5 年以內」的國中公民科教師的使用滿意度分數 3.59 也大於其它

組別。 

並且，由 Scheffe 事後比較得知，服務年資在「5 年以內」的教師，無論是在

使用情形、使用意願、使用滿意度之得分，皆顯著大於服務年資在「11 年~20 年」

與「21 年~30 年」的教師；服務年資在「6 年~10 年」的教師使用情形、使用意願、

使用滿意度得分也顯著大於服務年資在「11 年~20 年」與「21 年~30 年」的教師，

這顯示在電子教科書使用現況上，服務年資在「10 年以下」之年輕的教師，在電

子教科書的使用情形、使用意願、使用滿意度，皆高於服務年資在「10 年以上」

較為年長的教師，推論其原因，或許是年資較大的教師，因教學模式已成固定，而

不喜改變所致。 

表5- 15 不同年資對電子教科書使用情況之差異分析 

年資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P 值 
Scheffe  

事後比較 

使

用

情

形 

5年以內 50 3.45 0.56 

***0.00 

(1)> (3) 

(1)> (4) 

(2)> (3) 

(2)> (4) 

6年~10年 81 3.40 0.43 

11年~20年 83 2.81 0.66 

21年~30年 26 2.94 0.30 

31年以上 0 0 0 

使

用

意

願 

5年以內 50 3.75 0.35 

***0.00 

(1)> (3) 

(1)> (4) 

(2)> (3) 

(2)> (4) 

6年~10年 81 3.73 0.44 

11年~20年 83 3.45 0.79 

21年~30年 26 3.31 0.69 

31年以上 0 0 0 

使

用

5年以內 50 3.59 0.40 
****0.00 

(1)> (3) 

(1)> (4) 6年~10年 81 3.42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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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資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P 值 
Scheffe  

事後比較 

滿

意

度 

11年~20年 83 3.15 0.48 (2)> (3) 

(2)> (4) 21年~30年 26 3.04 0.63 

31年以上 0 0 0 

註：***表顯著性＜ 0.001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歸納整理 
 

 不同「教育程度」教師，在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情形」、「使用意

願」、「使用滿意度」之差異分析 

本部分在檢定不同「教育程度」對於國中公民科教師在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情

況」、「使用意願」與「使用滿意度」之平均得分是否有差異。以受試教師之教育程

度為自變項，使用情形、使用意願、使用滿意度，各構面為依變項，運用有母數的

獨立樣本T檢定進行分析。 

分析結果如表5-16所示，在「使用情形」方面，「博碩士」平均分數為3.31；，

「學士」平均分數為3.05。在「使用意願」方面，「博碩士」平均分數為3.74；，

「學士」平均分數為3.49。在「使用滿意度」方面，「博碩士」平均分數為3.31；

「學士」平均分數為3.33。 

由表5-16得知，在「使用情形」與「使用意願」方面，不同「教育程度」的教

師在得分上達到顯著差異(p<0.05)，此結果支持假設1-4「不同教育程度之國中教師，

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上，有顯著差異。」、假設2-4「不同教育程度

之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意願上，有顯著差異。」這表示在電子

教科書使用情形與使用意願上，學歷為「博碩士」的教師，得分高於學歷為「學士」

的老師，推論其原因，可能是教育程度高的老師在學習新事物上，有接受學校較更

多的訓練，擁有較好的資訊檢索能力，資訊素養也較高。所以在電子教科書的「使

用情形」與「使用意願」方面會都較大部分學歷較低的老師為高。 

而在「使用滿意度」方面，不同「教育程度」的教師在得分上未達到顯著差異

(p<0.05)，此結果不支持假設 3-4「不同教育程度之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

科書的使用滿意度上，有顯著差異。」，這表示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滿意

度方面，並不會因為教師教育程度的差異，而導致使用滿意度的不同。推論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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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因為不論教育程度為何，教師對電子教科書的滿意度主要會由學生學習反

應來決定，學生有較好的學習表現，老師也將會反應較高的使用滿意度，故，若在

研究設計上，比較教師使用前、教師使用後的情形，才較有可能達到統計上的顯著

差距。 

表5- 16 不同教育程度在電子教科書使用情況之差異分析 

量表名稱 

平均值（標準差） 

自由度 t 值 p 博碩士 

(N=99) 

學士 

(N=141) 

使用情形 
3.31 

(0.59) 

3.05 

(0.60) 
238 3.39 ***0.00 

使用意願 
3.74 

(0.64) 

3.49 

(0.58) 
238 3.11 ***0.00 

使用滿意度 
3.31 

(0.59) 

3.33 

(0.46) 
238 -0.24 0.81 

註：***表顯著性＜ 0.001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歸納整理 
 

 不同「資訊科技使用程度」教師，在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情形」、「使

用意願」、「使用滿意度」之差異分析 

本部分在檢定不同「資訊科技使用程度」對於國中公民科教師，在電子教科書

的「使用情況」、「使用意願」與「使用滿意度」之平均得分是否有差異。以有母數

的 ANOVA 檢定來進行分析，並且進行 Scheffe 法事後比較，以分辨變項中不同項

目之差異性，分析結果如表 5-17 所示。 

分析結果如表 5-17 所示，各組別依其平均數高低排列為：在「使用情形」上，

資訊科技使用程度「每日 5 小時(含)以上」之教師平均數為 3.47，為使用情形中之

最高；資訊科技使用程度「每日少於 1 小時」之教師平均數為 3.02，為使用情形中

之最低。在「使用意願」上，資訊科技使用程度「每日 3 小時(含)以上，未滿 5 小

時」教師平均數為 3.82，為使用意願中之最高；資訊科技使用程度「每日 5 小時

(含)以上」教師平均數為 3.18，為使用意願中之最低。在「使用滿意度」上，資訊

科技使用程度「每日 1 小時(含)以上，未滿 3 小時」教師平均數為 3.42，為使用滿

意度中之最高；資訊科技使用程度「每日少於 1 小時」之教師平均數為 3.17，為使

用滿意度中之最低。 

DOI:10.6814/THE.NCCU.ELIS.003.2018.A0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9 

由表 5-17 得知，在「使用情形」與「使用意願」方面，不同「資訊科技使用

程度」的教師在得分上達到顯著差異(p<0.05)，此結果支持假設 1-5「不同資訊科技

使用程度之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上，有顯著差異。」、假

設 2-5「不同資訊科技使用程度之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意願上，

有顯著差異。」這表示在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與使用意願上，資訊科技使用程度，

每日花費在科技產品時間上較多的教師，得分高於每日花費在科技產品時間上較

少的教師，推論其原因，可能是每日花費較多時間在資訊科技產品上之教師，在資

訊科技使用程度上較好，較能掌握資訊產品的特性，也較為不害怕新產品，勇於嘗

試。故，在使用情形與使用意願方面，都較每日花費較少時間於資訊科技產品上之

教師為高。 

而在「使用滿意度」方面，不同「資訊科技使用程度」的教師在得分上未達到

顯著差異(p<0.05)，此結果不支持假設 3-5「不同資訊科技使用程度之國中教師，在

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滿意度上，有顯著差異。」，這表示在公民科教學電

子教科書使用滿意度方面，並不會因為教師資訊科技使用程度的差異，而導致使用

滿意度的不同。推論其原因，可能是因為不論教師的資訊科技使用程度為何，對電

子教科書的滿意度主要會由授課時，學生的學習回饋來決定，若學生有較好的學習

表現，老師也將會反應較高的使用滿意度，故在比較上可能比較使用前後的情形，

才較可能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距。 

表5- 17 不同資訊科技使用程度對電子教科書使用情況之差異分析 

使用程度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P 值 
Scheffe  

事後比較 

使

用

情

形 

少於1小時 53 3.02 0.71 

*0.004 
(1)<(4) 

(2)<(4) 

1~3小時(未含) 71 3.10 0.51 

3~5小時(未含) 81 3.17 0.60 

5小時(含)以上 35 3.47 0.54 

使

用

意

願 

少於1小時 53 3.18 0.54 

***0.000 

(1)<(2) 

(1)<(3) 

 

1~3小時(未含) 71 3.62 0.56 

3~5小時(未含) 81 3.82 0.62 

5小時(含)以上 35 3.64 0.53 

使

用

滿

意

少於1小時 53 3.17 0.49 

0.050 (2)>(1) 
1~3小時(未含) 71 3.42 0.37 

3~5小時(未含) 81 3.30 0.59 

5小時(含)以上 35 3.40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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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程度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P 值 
Scheffe  

事後比較 

度 

註：*表顯著性 *<0.05, **<0.01, ***<0.0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歸納整理 

 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情形、使用意願                            

與使用滿意度之相關情形 

本節旨在了解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使用意願、使用滿

意度為何，是否有顯著相關存在。以 Pearson 積差相關分析驗證本研究的假設四，

Pearson 積差相關分析，主要用以研究兩個變相之間的關聯，相關係數（r 值）介

於-1 與+1 之間，其值若接近 1，無論正或負時，皆表示變項間之相關情形越明顯，

且 r 值 0.1-0.39 為低度相關  (Modestly correlated)，r 值 0.4-0.69 為中度相

關 (Moderately correlated)，r 值 0.7-0.99 為高度相關 (Highly correlated)（張芳全，

2008）。 

本部分在檢定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上之「使用情形」、「使用意

願」是否與「使用滿意度」有相關。以Pearson積差相關來進行分析，分析結果如表

5-18所示。 

由表 5-18 得知，國中公民科教師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情形與使用滿意度的相關

為(ｒ值=0.32，p 值=0.00)，已達到顯著相關(p<0.05)，此結果支持假設 4-1「國中教

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情形與使用滿意度，有顯著相關。」這代表教師

的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得分越高，在使用滿意度得分也就越高。推論原因，教師在

「使用滿意度」上得分較高，來自於對電子教科書的能夠掌握、運用、與熟悉的程

度，而「使用情形」得分越高，表示對電子教科書的功能擁有較佳的熟悉與操控能

力，當然也較能發現電子教科書的優點與強項，從而導致在實際使用上使用滿意度

也會提高。此結果與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與「使用滿意度」呈現顯著正相關之

假設，是符合的。 

另由表 5-18 得知，國中公民科教師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意願與」與「使用滿

意度」的相關為(ｒ值=0.32，p 值=0.00)，已達到顯著相關(p<0.05)，此結果支持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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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4-2「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意願與使用滿意度，有顯著相關。」

這代表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意願」得分越高，「使用滿意度」得分

也就越高。本研究推論其原因在「使用意願」的強度，來自於對使用新穎教學方式

的喜愛，教師因為希望使用更新穎的教學方式，而對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意願」提

高，從而也帶動對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滿意度」，此結果與電子教科書使用意願與

使用滿意度呈現顯著正相關是符合的。 

表5- 18 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情形使用意願使用滿意度之相關分析摘要表 

量表名稱 

相關性 r 值 / 顯著性 p 值 

使用情形 使用意願 使用滿意度 

使用情形 1 
r = 0.41** 

 p = 0.00*** 

r = 0.32* 

p = 0.00*** 

使用意願 
r = 0.41** 

p = 0.00*** 
1 

r = 0.32* 

p = 0.00*** 

使用滿意度 
r = 0.32* 

p = 0.00*** 

r =0.32* 

p = 0.00*** 
1 

註：r 值 0.1-0.39 為低度相關*，r 值 0.4-0.69 為中度相關**，r 值 0.7-0.99 為高度相關*** 

    *表顯著性*p<0.05, **p<0.01, ***p<0.0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歸納整理 

 綜合討論 

本研究根據文獻探討理論與相關實證研究後，再進行基本資料分析，針對國

中教師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情形、使用意願與使用滿意度進行現況分

析、差異分析，探討彼此之相關情形，歸納出問卷調查結果，問卷題目皆為正向

題，使用李克特五點量表，依據受試者的同意程度，分別給予 5 分(總是使用)、4

分(經常使用)、3 分(偶爾使用)、2 分(很少使用)、1 分(從不使用)，或 5 分(非常同

意)、4 分(同意)、3 分(普通)、2 分(不同意)、1 分(非常不同意)。故，總分若越

高，表示國中教師對於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情形、使用意願、與使用滿

意度之程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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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中教師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目前「使用情形」是偶爾使用；以

「教學延伸功能」使用頻率最高，「進階功能」使用頻率最低 

由問卷統計結果顯示，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情形之平均

值為 3.179 分，在滿分 5 分的情況下，使用情況得分尚未到 4 分，大致落在「偶爾

使用」區間，呈現中等水準。電子教科書之「使用情形」共分為「基本功能」、「進

階功能」、「教學延伸功能」三大構面。而在三構面中，教師對於公民科教學電子教

科書之「教學延伸功能」頻率較高。「進階功能」使用頻率較低。此結果與黃思涵

（2016）的研究，臺北市國小教師在國語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上呈現中上水準，大

致落在「偶爾使用」區間，結果相似。 

推測可能原因，目前大多數的臺北市國中教師，在公民科的授課情況，偏向有

時使用電子教科書，有時使用板書，兩者綜合使用的上課方式。導致多數教師鮮少

將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當作「唯一」的授課方式。並且諮詢教師使用者意見後得

知，許多學校一週僅有一堂公民課，在課程時間不足，又迫於升學考試的進度壓力

下，許多教師會捨棄電子教科書之「進階功能」包含「互動遊戲、課堂遊戲、習作

連結」等，僅以「基本功能」之「播放圖片、動畫、重點畫線標示」，和「教學延

伸功能」之「考前複習」為主。 

 國中教師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意願」呈現中上水準；並認

為若學校能提供相關設備，會大幅度提高教師使用意願 

由問卷統計結果顯示，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意願之平均

值為 3.592 分。在滿分 5 分的情況下，頗為接近 4 分，教師之使用意願大致落在

「普通」與「同意」區間，顯示國中教師對於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意願，

大致呈現中間偏高水準。此結果與許書豪(2015) 的研究，國中教師對於數學科電

子教科書使用意願呈現中上水準，結果相似。 

電子教科書之「使用意願」共分為「教育主管機關與學校方面」一大構面，內

容包括「規劃教學時間充足與否、對電子教科書的審查嚴謹與否、電腦投影機設備

借用方面與否」等內容。依據平均值分數，可推論，國中教師對於「教育主管機關

方面」在教學時間分配、對電子教科書的審查嚴謹與否等項目上，對公民科教學電

子教科書之使用意願上，會呈現正向影響。並且，在「學校方面」，若能多提供方

便能借用的電腦設備、投影機設備，會正向的提高教師的使用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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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中教師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滿意度」呈現中等水準；並

以輔助學生學習方面最為滿意，協助教師教學方面最不滿意 

由問卷統計結果顯示，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滿意度之平

均值為 3.322 分。在滿分 5 分的情況下，得分尚未到 4 分，大致落在「普通」與「同

意」區間，顯示國中教師對於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滿意度，呈現中等水準。

此結果與黃思涵（2016）的研究，臺北市國小教師在國語電子教科書使用滿意度上，

呈現中上水準，大致落在「普通」與「同意」區間，結果相似。 

電子教科書之「使用滿意度」共分為「協助教師教學」、「輔助學生學習」、「使

用內容設計」三大構面。而在三構面中，教師對於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之「輔助

學生學習方面」獲得最高分數，滿意度較高。「協助教師教學」構面，分數最低，

分數雖落在 3 分中間值之上，卻也顯示國中教師對於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協

助教師教學方面」滿意度略低。 

推論原因，「協助教師教學」構面中，包括「幫助教師減少備課時間、幫助提

升教學效能」等面向。在實際諮詢教師使用者的意見後得知，許多教師為了豐富教

學課程內容，而選擇減少傳統講述法授課方式，轉而使用電子教科書，如此一來，

所花費之準備課程的時間，並不會比傳統口述法搭配板書的教學模式省時。有時甚

至會因為選用電子教科書進行教學，而需要在正式上課前，對電子教科書進行刪減

編排與閱讀吸收。故，在協助教師教學構面上，滿意度分數較其他構面低。另外，

在「輔助學生學習」構面，包括「幫助學生統整不同章節、引發學生學習動機、提

升學習成效、幫助連結先備知識」等面向，取得較高的分數。顯示目前教師對於公

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在輔助學生學習方面，滿意度較高。 

 不同「性別」教師在使用情形、使用意願、使用滿意度之得分皆無顯

著差異，並不會因教師的性別差異而導致看法與認知上的不同 

不論是在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使用意願或使用滿意度方面，不同「性別」國

中教師的平均得分並無顯著差異(p>0.05)，這表示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

書的使用情形、使用意願、使用滿意度上，不會因為教師的性別差異而導致看法與

認知上的不同。 

推論原因，「性別因素」，並非一個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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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使用意願」、「使用滿意度」上，最關鍵的影響因素。不過在使用意願方面，

不同性別之國中教師，其平均得分雖未達顯著水準，但 p=0.06 已接近顯著水準 0.05

的門檻。故單就數值顯示，男性教師的使用意願分數 3.74，大於女性教師的使用意

願分數 3.55，顯示男性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意願，較女性教師為

高。此結果推究原因，可能是社會氛圍造就多數男性教師，對於新型態電子產品之

興趣，較女性教師為高，所以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上，也較有意願。 

 不同「年齡」教師在使用情形、使用意願、使用滿意度之得分皆達到

顯著差異，而 41 歲以下年輕教師，對新事物接受度較年長師為高 

不論是在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方面，還是在電子教科書使用意願或使用滿意

度方面，不同「年齡」的國中公民科教師在平均得分上皆達到顯著差異(p<0.05)。

單就數值來說，年齡「30 歲以下」的教師，在「使用情形」、「使用意願」、「使用

滿意度」上，皆高於其它組別。並且，由 Scheffe 事後比較得知，年齡在「30 歲以

下」的教師，無論是在使用情形、使用意願、使用滿意度之得分，皆顯著大於「41

歲~50 歲」與「51 歲~60 歲」的教師，年齡在「31 歲~40 歲」的教師使用情形、使

用意願、使用滿意度得分也顯著大於「41 歲~50 歲」與「51 歲~60 歲」的教師。 

這顯示在使用現況上，「41 歲以下」較為年輕的教師，在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情

形、使用意願、使用滿意度，皆高於年長的教師「41 歲以上」，推論其原因，應是

年輕教師，對於新鮮事物或嶄新科技產品的接受度較年長教師為高。 

 不同「服務年資」教師在使用情形、使用意願、使用滿意度皆達到顯

著差異，而服務年資「10 年以上」年長教師，教學模式較為固定 

不論是在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方面，還是在電子教科書使用意願或使用滿意

度方面，不同「服務年資」的國中公民科教師在平均得分上皆達到顯著差異(p<0.05)。

單就數值來說，在「使用情形」上，服務年資在「5 年以內」教師，無論是在「使

用情形」、「使用意願」、「使用滿意度」上，皆高於其它組別。 並且，由 Scheffe 事

後比較得知，服務年資在「5 年以內」的教師，無論是在使用情形、使用意願、使

用滿意度之得分，皆顯著大於服務年資在「11 年~20 年」與「21 年~30 年」的教

師；服務年資在「6 年~10 年」的教師使用情形、使用意願、使用滿意度得分也顯

著大於服務年資在「11 年~20 年」與「21 年~30 年」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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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顯示在電子教科書使用現況上，服務年資在「10 年以下」之年輕的教師，

在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情形、使用意願、使用滿意度，皆高於服務年資在「10 年以

上」較為年長的教師。推論其原因，或許是年資較大的教師，因教學模式已成固定，

而不喜改變所致。 

 不同「教育程度」教師在使用情形、使用意願達到顯著差異，在使用

滿意度上未達到顯著差異。而學歷較高教師，擁有較好的資訊檢索能

力，滿意度部分若調整研究設計，便能得到統計上之顯著 

在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和「使用意願」方面，不同「教育程度」的國中公

民科教師在平均得分上皆達到顯著差異(p<0.05)。顯示在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

與「使用意願」上，學歷為「博碩士」的教師，得分高於學歷為「學士」的老師，

推論原因，可能是教育程度高的老師在學習新事物上，有接受學校較更多的訓練，

擁有較好的資訊檢索能力，資訊素養也較高。所以在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情形」與

「使用意願」方面會都較大部分學歷較低的老師為高。 

而在「使用滿意度」方面，不同「教育程度」的教師在得分上未達到顯著差異

(p<0.05)，表示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滿意度方面，並不會因為教師教育程

度的差異，而導致使用滿意度的不同。推論其原因，可能是因為不論教育程度為何，

教師對電子教科書的滿意度主要會由學生學習反應來決定，學生有較好的學習表

現，老師也將會反應較高的使用滿意度，故，若在研究設計上，比較教師使用前、

教師使用後的情形，才較有可能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距。 

 不同「資訊科技使用程度」教師，在使用情形、使用意願上達到顯著

差異，在使用滿意度上未達到顯著差異。表示資訊科技程度較好之教

師，較願意嘗試新型科技產品，而滿意度部分若能調整研究設計，便

能得到統計上之顯著 

問卷中之「資訊科技使用程度」，是以每日花費在科技產品時間為依據。在「使

用情形」與「使用意願」方面，不同「資訊科技使用程度」的教師在得分上達到顯

著差異(p<0.05) 。這表示在「使用情形」與「使用意願」上，每日花費時間較多的

教師，得分高於每日花費時間較少的教師。推論其原因，可能是花費較多時間在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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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科技產品上之教師，在資訊科技使用程度上較好，較能掌握資訊產品的特性。也

較為不害怕新產品，勇於嘗試。故，在使用情形與使用意願方面，都較每日花費較

少時間於資訊科技產品上之教師為高。 

而在「使用滿意度」方面，不同「資訊科技使用程度」的教師在得分上未達到

顯著差異(p<0.05)。這表示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滿意度方面，並不會因為

教師資訊科技使用程度的差異，而導致使用滿意度的不同。推論其原因，可能是因

為不論教師的資訊科技使用程度為何，對電子教科書的滿意度主要會由授課時，學

生的學習回饋來決定，若學生有較好的學習表現，老師也將會反應較高的使用滿意

度，故在比較上可能比較使用前後的情形，才較可能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距。 

 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情形與使用滿意度，有顯著

相關。表示教師若擁有較佳之操控能力，便可提高其使用滿意度 

國中公民科教師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情形」與「使用滿意度」的相關為(ｒ值

=0.32，p 值=0.00)，已達到顯著相關(p<0.05)，這代表教師的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

得分越高，在使用滿意度得分也就越高。推論原因，教師在「使用滿意度」上得分

較高，來自於對電子教科書的能夠掌握、運用、與熟悉的程度，而「使用情形」得

分越高，表示對電子教科書的功能擁有較佳的熟悉與操控能力，當然也較能發現電

子教科書的優點與強項，從而導致在實際使用上使用滿意度也會提高。 

 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意願與使用滿意度，有顯著

相關。表示教師若擁有較高意願使用多元教學方式，會正向提升其使

用滿意度 

國中公民科教師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意願與」與「使用滿意度」的相關為(ｒ

值=0.32，p 值=0.00)，已達到顯著相關(p<0.05)。這代表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

科書「使用意願」得分越高，「使用滿意度」得分也就越高。推論原因，應是「使

用意願」的強度，來自於對使用新穎教學方式的喜愛，教師因為希望使用更新穎的

教學方式，而對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意願」提高，從而也帶動對電子教科書的「使

用滿意度」，此結果與電子教科書使用意願與使用滿意度呈現顯著正相關是符合的。 

 研究假設之驗證結果 

本研究根據文獻探討理論，與相關實證研究，針對不同背景變項之國中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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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情形、使用意願、使用滿意度，是否有顯著影響。

並探討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情形、使用意願、使用滿意度間之相互

關係建立假設。並由統計分析資料，驗證結果。在此先將驗證結果簡單製成表，如

表 5-19 所示。 

表5- 19 研究假設驗證結果 

研究假設 驗證結果 支持變項 

（一）不同背景變項之國中教師，在公民

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情形上，

有顯著差異。 
部份支持 

年齡、服務年資、 

教育程度、資訊科技

使用程度，達顯著差

異。(性別未達到) 

（二）不同背景變項之國中教師，在公民

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意願上，

有顯著差異。 
部份支持 

年齡、服務年資、 

教育程度、資訊科技

使用程度，達顯著差

異。(性別未達到) 

（三）不同背景變項之國中教師，在公民

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滿意度

上，有顯著差異。 
部份支持 

年齡、服務年資，達

顯著差異。 

(性別、教育程度、資訊科

技使用程度未達到) 

（四）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

的使用情形與使用滿意度，有顯著

相關。 

支持 

使用情形、使用滿意

度，達顯著相關。 

（五）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

的使用意願與使用滿意度，有顯著

相關 

支持 

使用意願、使用滿意

度，達顯著相關。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歸納整理 
 

問卷中之不同背景變項，包括（性別、年齡、服務年資、教育程度、資訊科技

使用程度）。依照統計分析，我們發現有三大現象，較不支持研究最初之假設。其

一是，在「使用情形」方面、「使用意願」或「使用滿意度」方面，不同「性別」

的平均得分並無顯著差異(p<0.05)，這表示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

用情形、使用意願、使用滿意度上，不會因為教師的性別差異而導致看法與認知上

的不同。其二是，「使用滿意度」方面，不同「教育程度」的教師在得分上未達到

顯著差異(p<0.05)。這表示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滿意度方面，並不會因為

教師教育程度的差異，而導致使用滿意度的不同。其三，在「使用滿意度」方面，

不同「資訊科技使用程度」的教師在得分上未達到顯著差異(p<0.05)，這表示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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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滿意度」方面，並不會因為教師「資訊科技使用程度」的差異，而導致「使用滿

意度」的不同。 

除此之外，其餘年齡、服務年資、教育程度、資訊科技使用程度等背景變項，

則無論是在「使用情形」方面、「使用意願」或「使用滿意度」方面，皆有所差異。

因此驗證結果，對假設（一）、假設（二）、假設（三），是部份支持的。另外，國

中公民科教師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情形」與「使用滿意度」的相關為(ｒ值=0.32，

p 值=0.00)，已達到顯著相關(p<0.05)，此結果支持假設（四）。也代表教師在電子

教科書「使用情形」得分越高，在「使用滿意度」得分也就越高。 

本研究認為在「使用滿意度」上得分要高，來自於對電子教科書的熟悉程度，

「使用情形」得分越高，表示對電子教科書的功能熟悉度越佳，當然也較能發現電

子教科書的優點與強項，從而導致在實際使用上使用滿意度也會提高，此結果與電

子教科書「使用情形」與「使用滿意度」呈現顯著正相關假設，是不謀而合的。 

另外，國中公民科教師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意願與」與「使用滿意度」的相關

為(ｒ值=0.32，p 值=0.00)，已達到顯著相關(p<0.05)，此結果支持假設（五）。這也

代表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意願」得分越高，「使用滿意度」得分也

就越高。本研究推論其原因在「使用意願」的強度，來自於對使用新穎教學方式的

喜愛，教師因為希望使用更新穎的教學方式，而對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意願」提高，

從而也帶動對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滿意度」，此結果與電子教科書使用意願與使用

滿意度呈現顯著正相關是符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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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論與建議 

 結論   

本節根據研究目的和研究問題，綜合文獻探討與研究結果，根據問卷調查結果

提出總結，並檢驗假設。可分為五部分。第一部分為「使用情形」、「使用意願」、

「使用滿意度」之現況分析。第二部分為不同背景教師，在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情形、

使用意願、使用滿意度之「差異情形」。第三部分為使用情形、使用意願、與使用

滿意度之「相關情形」，第四部分為研究假設之驗證結果。 

 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使用意願」、「使用

滿意度」之現況分析。 

（一） 使用情形 

使用情形平均分數不算太理想，但卻有超過九成(98%)的臺北市國中教師表示，

自己曾經使用過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多數教師會使用出版社提供之電子教科

書外，也會搭配自製課程簡報以輔助教學進行。無論是翰林、康軒、南一三家出版

社中，使用率非常相似。另外，「教師自製電子教科書」的使用百分比，與三家出

版社的使用率百分比相近。在使用情形中，以「使用 5 年以上，未滿 10 年」的教

師約佔六成(67.3%)為最多。另外，2%的教師，表示未曾使用過公民科教學電子教

科書。並以複選方式勾選。依據結果顯示，全數教師皆勾選「學校相關設備借用不

方便」選項，佔反應值百分比 20.0%，是未曾使用過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原因中

的第一名。顯示學校設備問題，與教師使用電子教科書與否有很大的關係。另外，

名列第二的原因共有三項，以反應值百分比來看皆為 16%，原因分別是「教學時間

不夠充足」、「課前須篩選龐雜資料，導致備課時間增加」、「自己較缺乏資訊科技運

用能力」。 

由樣本結果顯示，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之使用情形現況，大致落

在「偶爾使用」的區間。三個構面中，以「教學延伸功能」構面，獲得最高分數。

以「進階功能」構面，分數最低。所有題項中，得分最高為第 8 題「我會使用公民

科教學電子教科書評量題庫功能，編制學生的考試評量試題。得分最低為第 10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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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習作連結功能，以解答學生在習作答題上之

疑問。」。顯示大多數教師，會使用電子教科書來編製測驗題目。並且，多數教師，

鮮少使用其中的習作解題連結功能。推論原因是，目前紙本教用版教科書，已經包

含著習作解答，故，教師直接翻閱紙本書即可幫助學生對答案。不須另外開啟電子

教科書。但是在段考出題部份，因為電子教科書光碟中，含有大量豐富的題庫內容，

故，多數教師，會參考使用。 

（二） 使用意願 

使用意願分數比使用情形分數為高，意味著教師對電子教科書擁有一定程度

的使用渴望。本量表為「教育主管機關與學校方面」一大構面。並且，其中得分最

高為第 5 題「學校借用電腦設備的便利程度，會影響我的使用意願。」得分最低為

第 4 題，「學校舉辦相關主題研習，次數的多寡，會影響我的使用意願。」。顯示，

學校的設備借用便利與否，與教師的使用意願呈現高度正相關。另外，學校舉辦電

子教科書之研習的多寡，不一定會影響教師的使用意願。在諮詢教師使用者的意見

後得知，學校雖提供相關研習，講師講課確實常品質良莠不齊，讓現場教師常有耗

費時間，卻仍未解決教學需求之感。因此多數教師認為，學校提供的研習，對於是

否會影響他們對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意願，並無很大關聯。 

（三） 使用滿意度 

使用滿意度量表中有三個構面，其中以「輔助學生學習方面」構面，獲得最高

分數。「協助教師教學」構面，分數最低。「協助教師教學」構面中，包括「幫助教

師減少備課時間、幫助提升教學效能」等面向。但實際諮詢教師使用者的意見後得

知，許多教師為豐富教學內容，選擇減少傳統講述法授課方式，轉而使用電子教科

書。在課前，需額外花時間備課，對電子教科書進行刪減編排與閱讀吸收。故，並

不一定會減少備課時間。不過，在「輔助學生學習」構面，包括「幫助學生統整不

同章節、引發學生學習動機、提升學習成效、幫助連結先備知識」等面向，取得較

高的分數。顯示目前教師對於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在輔助學生學習方面，滿意度

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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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背景的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使用意

願、使用滿意度之差異情形。 

（一） 性別 

由統計結果顯示，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情形、使用意願、

使用滿意度上，不會因為教師的「性別」差異而導致看法與認知上的不同。 

（二） 年齡 

不論是在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使用意願或使用滿意度方面，不同「年齡」的

國中公民科教師在平均得分上皆達到顯著差異(p<0.05)。並且「41 歲以下」較為年

輕的教師，在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情形、使用意願、使用滿意度，皆高於年長的教師

「41 歲以上」。 

（三） 服務年資 

不論是在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使用意願或使用滿意度方面，不同「服務年資」

的國中公民科教師在平均得分上皆達到顯著差異(p<0.05)。並且，服務年資在「10

年以下」之年輕的教師，在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情形、使用意願、使用滿意度，皆高

於服務年資在「10 年以上」較為年長的教師。 

（四） 教育程度 

在「使用情形」與「使用意願」方面，不同「教育程度」的教師在得分上達到

顯著差異(p<0.05)，這表示在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與使用意願上，學歷為「博碩士」

的教師，得分高於學歷為「學士」的老師。而在「使用滿意度」方面，不同「教育

程度」的教師在得分上未達到顯著差異(p<0.05)，這表示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

使用滿意度方面，並不會因為教師教育程度的差異，而導致使用滿意度的不同。 

（五） 資訊科技使用程度 

在「使用情形」與「使用意願」方面，不同「資訊科技使用程度」的教師在得

分上達到顯著差異(p<0.05)，」這表示在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與「使用意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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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花費在科技產品時間上較多的教師，得分高於每日花費在科技產品時間上較

少的教師。而在「使用滿意度」方面，不同「資訊科技使用程度」的教師在得分上

未達到顯著差異(p<0.05)，這表示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滿意度方面，並不

會因為教師資訊科技使用程度的差異，而導致使用滿意度的不同。 

 國中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情形、使用意願、與使用滿

意度之相關情形。 

（一） 「使用情形」會正向影響「使用滿意度」，有顯著相關 

國中公民科教師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情形」與「使用滿意度」的相關為(ｒ值

=0.32，p 值=0.00)，已達到顯著相關(p<0.05)，這代表教師的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

得分越高，在使用滿意度得分也就越高。 

（二） 「使用意願」會正向影響「使用滿意度」，有顯著相關 

國中公民科教師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意願與」與「使用滿意度」的相關為(ｒ

值=0.32，p 值=0.00)，已達到顯著相關(p<0.05)。這代表教師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

科書「使用意願」得分越高，「使用滿意度」得分也就越高。 

 建議 

根據前述的問卷調查結果分析與綜合討論，將研究結果彙整歸納，並對應研究

目的做成研究結論。期待能獲得可供未來改善進步的資訊，與各種可能的建議。本

節分為第一部分對本研究之建議，與第二部分對後續研究之建議。 

 對本研究建議 

（一） 對教師教學方面 

1.勇於嘗試傳統講述法之外，更多元的教學型態 

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型態必定更加多元。教與學的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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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從傳統的教師台上講、學生台下聽之講述法，進展到可以透過線上視訊課程、學

習平台、拍攝翻轉影片等更多元的教學樣貌。身為一個新時代的教師，應可更勇於

嘗試嶄新的教學方式，用開闊的心，快樂地學習各項新型科技產品，並運用在平日

的教學中。透過這些數位科技，輔助教師更加豐富教學內容。如此一來，教師在自

己的教學生涯中，也會越走越寬廣，越走越燦爛。 

2.積極向教育主管機關、學校行政單位反應教學之需求 

在問卷結果分析，與現場教師接觸下，本研究發現，許多教師其實對於電子教

科書這項產品抱持著十分矛盾的心情，又希望使用電子教科書，輔助教學，但又苦

於學校硬體設備借用不便、或學校分配公民科上課時間非常不足，擔心使用紙本教

科書以外的輔助教材，會耽擱課文的講述時間。因此在權衡之際，只好還是以傳統

講述法為主，偶爾在教學進度時間較為充足時，教師才放心地借用設備，打開電腦、

投影機、布幕等，進行電子教科書的使用。願意在課程時間稀少寶貴的公民課堂中，

使用電子教科書中，和學生進行互動遊戲，或欣賞課外延伸影片等。 

鼓勵現場教師，積極地向主管機關反應，國中社會人文科目時間分配，實在過

於緊湊，因此經常導致教師上課時常常需要趕課，無法呈現高品質的教學內容。請

主管機關審慎評估思考。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校內軟硬體設備過於老舊，

或在借用時遇到困難時，也請教師向學校行政機關反應，行政與教師一同攜手，為

學生打造一個良好優質的學習環境。 

（二） 對學生學習方面 

1.向勇於嘗試多元教學型態的教師，給予正向回饋 

透過本研究結果顯示，教師會希望使用更新穎的教學方式，來提高學生的學習

動機，輔助學生學習。並且當教師發現，若使用電子教科書後，真的能幫助學生啟

發學習興趣，連結新舊知識，促進學生學習效能，教師會更加願意使用電子教科書

進行課程。對於電子教科書的滿意度也會提高。因此請學生對於認真勇於嘗試多元

教學方式的教師，給予更正向的回饋。 

2.擁有較佳資訊科技能力的學生，請積極與教師、學校互動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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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本研究結果中顯示，教師對電子教科書的滿意度，主要會由學生學習反應來

決定，學生若有較好的學習表現，老師也將會反應較高的使用滿意度。目前在學的

國中生，從小就生長在擁有各式數位產品環境的世代，可說是數位原住民(Digital 

native)。是屬於對於資訊科技產品，較能流暢使用的族群，基於「學生應為教育的

主體」之教育理念，擁有較佳資訊科技能力的學生，應該更樂於與教師、學校互動

交流分享。如此便可以讓年紀較長，或對於資訊科技掌控能力較弱的教師、學校行

政人員更加理解。 

（三） 對教育主管機關方面 

1.為電子教科書建立更嚴謹的審查機制 

由問卷結果顯示，若教育主管機關能建立更嚴謹的審查機制，會正向提升教師

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意願。紙本教科書目前已有完善謹慎的制度，若在

電子教科書這項教材也能更積極認真的面對，相信必定會讓教師更加安心與信賴，

也能促使更多教師，樂於使用。 

2.重新思考社會科領域的教學時數安排 

本研究結果顯示，行政機關規劃公民科的「教學時間」，的確會造成教師使用

電子教科書的意願。當今學習環境中，社會科的教學時數，實在窘迫。社會科領域

包括公民科、地理科、歷史科三科。一個科目，一週可分到約 1.5 節的時數。這樣

稀少的教學時數，實在對於有心想豐富教學內容，使用多元教學法的教師，造成很

大的困難，希望相關主管機關能重新思考時間的安排。 

（四） 對學校行政單位方面 

1.更新相關軟硬體設備，以符合教師教學需求 

本研究結果顯示，學校的設備借用便利與否，與教師的使用意願呈現高度正相

關。且在 245 份有效問卷中，共有 5 位，佔百分比 2%的人，表示未曾使用過公民

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並且全數勾選「學校相關設備借用不方便」選項，佔反應值百

分比 20.0%。是未曾使用過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原因中的第一名。顯示學校設備

問題，與教師使用電子教科書與否有很大的關係。因此若行政單位，能將學校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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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建立好，並創立良好的借用手續，教師必定會更加願意依照教學需求，使用電

子教科書，豐富教學型態。 

2.謹慎選擇符合教師實際需求的研習主題與講師 

本研究結果顯示，「學校舉辦相關主題研習，次數的多寡，會影響我的使用意

願。」此題，為使用意願量表中，得分最低的一題。顯示學校舉辦電子教科書之研

習的多寡，不一定會影響教師的使用意願。在諮詢教師使用者的意見後得知，學校

提供之研習內容，講師講課品質良莠不齊，經常讓現場教師有耗費時間聽講，卻仍

然未解決教學需求之感，開始對研習抱持消極的態度。因此，學校若要舉辦相關研

習，應謹慎選擇符合教師實際需求的研習主題和講師，以達到事半功倍之效。 

（五） 對出版業者方面 

1.應聆聽師生的實際需求，改善電子教科書的進階功能 

由問卷結果顯示，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量表中，國中教師對公民科教學電子教

科書的「進階功能」構面中，分數最低。顯示教師在「進階功能」的使用頻率較低。

或許在製作電子教科書前，出版社已經有與教師交流互動，但產品製作完成到市面

上使用後，出版社可繼續定時安排業務人員、編輯、電子書開發者去學校，聆聽現

場使用者使用後的的真實經驗與回饋，進而開發改善，製作更符合現場需求的教學

產品。 

2.邀請教育現場教師、學生一同加入製作編寫電子教科書 

由問卷結果顯示，「教師自製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比例達到 97.1%，以反應值

百分比來看，「教師自製電子教科書」的使用百分比為 25.2%，與三家出版社的使

用率百分比不分上下，顯示多數教師會使用出版社提供之電子教科書之外，也會搭

配自製課程簡報以輔助教學進行。這表示，大多數教師，擁有改編製作符合自己教

學需求電子教科書的能力與意願。因此深為教育產品的出版業者，應該讓電子教科

書等產品，擁有更寬闊的自由度，讓更多有興趣的教師、學生提供意見，或製作開

放式交流平台，讓願意分享或修改製作電子教科書的教師，有管道可以互動。如此

必定可讓教材更新速度更快，讓教學型態更加多元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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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後續研究建議 

（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主要在地區的選擇上，以臺北市國民中學公民科教師為研究母群體，因

臺北市蔚為我國首都及直轄市，教學與行政資源豐富，對全國其他縣市在教育趨勢

的走向方面，具有著指標性的代表意義，但因人力及成本有限，取樣未能擴及其他

縣市。因此本研究結果，僅限推論臺北市國民中學公民科教師認知情形，無法推論

至其他地區。建議後續研究者，可考慮擴大研究對象或在不同教育階段上繼續進行

研究。 

（二）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問卷調查資料之限制為填答結果易受個人主觀認知、

社會期待或情境等因素干擾。除此之外，問卷結果大多呈現數據，未能深入了解填

答原因，可能造成結果有所誤差，故建議後續研究者可加入深入訪談等質性研究，

以更深入了解教學現場之狀況。或可針對公民科各出版社製作不同版本之電子教

科書的差異性，與現場教師投入自編教材的心路歷程去做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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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臺北市國中教師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情況之調查問卷 （正式問卷） 

親愛的老師，您好： 

    誠摯感謝您在教學工作繁忙之際，願意撥冗填答這份問卷。這是一份純為學術研究之調查問卷，

主要目的旨在探討現場教師在課程中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之情形。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學數位碩士在職專班 

指導教授：王梅玲  博士 

研究生：周知錡  敬上 

 

【名詞說明】 

    本研究所提「電子教科書」，指各出版社(康軒、翰林、南一……等出版社)隨教師用書附贈之「電

子教學光碟」。內容與紙本教科書類似，並增加影片、互動式遊戲、題庫等學習素材。或教師自行使

用電腦製作，將圖片影音、新聞時事連結等補充資料，以多媒體形式呈現出有系統的「自製課程簡報

PPT」，本研究皆納入「電子教科書」的研究討論範圍。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請在適當的□中打✔ 

1.性別： 

 □男 □女 

2.年齡： 

 □30 歲以下 □31-40 歲 □41-50 歲 □51-60 歲 □61 歲以上 

3.服務年資（含代理代課）： 

 □5 年以內 □6-10 年 □11-20 年 □20-30 年 □31 年以上 

4.教育程度： 

 □大學 

 □研究所（含碩博士） 

 □其他：            

5.資訊科技使用程度（每日使用電腦、平板、智慧型手機等數位資訊科技 3C 產品的頻率）： 

 □每日未滿 1 小時  

  □每日 1 小時以上，未滿 3 小時。（含 1 小時）。 

  □每日 3 小時以上，未滿 5 小時。（含 3 小時）。 

  □每日 5 小時以上（含 5 小時）。 

6.請問您的教學生涯中，是否曾經使用過電子教科書？  

 (提示：無論是「電子教學光碟」或「自製課程簡報 PPT」皆屬於本研究探討範圍)。 

 □有，我曾經使用過。 

  （若勾選此項，請續答第 7、8 題，無須回答第 9 題。） 

 □無，我皆未曾使用過。 

  （若勾選此項，請直接跳至第 9 題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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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請問您在教學上，曾經使用過下列何種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可複選） 

 □翰林出版社 □康軒出版社 □南一出版社 □其他：       

8.請問您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已經有多少年？ 

 □未滿 1 年  

  □1 年以上，未滿 5 年。 

  □5 年以上，未滿 10 年。 

  □10 年以上，未滿 15 年。        

  □15 年以上。 

(勾選此題者，第一部份到此結束，請續答下頁第二部分，謝謝您！) 

9.請問您未曾使用過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原因為何？(可複選) 

□公民科目前教學時間不夠充足 

□學校沒有舉辦電子教科書相關研習 

□學校的相關設備借用不方便 

□需課前篩選龐雜資料，導致備課時間增加 

□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更新時事速度不夠快 

□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未有嚴謹審查機制 

□公民電子教科書對我教學没有幫助 

□其他：                

 (勾選此題者，問卷到此結束，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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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量表】 請在適當的□中打✔ 

    在「電子教科書之使用情形」此部分共 15 題，目的在了解您平時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

「各項功能之情形」。每題後都有 5 分（總是使用）、4 分（經常使用）、3 分（偶爾使用）、2 分（很

少使用）、1 分（從不使用）五個選項。請您勾選最符合實際經驗的選項。非常感謝您！ 

 

一、電子教科書之使用情形 

向度 
以下請根據您對於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情形」進

行勾選。 

總
是
使
用 

經
常
使
用 

偶
爾
使
用 

很
少
使
用 

從
不
使
用 

（一）

基 

本 

功 

能 

1. 我會閱讀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光碟「使用說明」，以

了解各項功能的操作。 
□ □ □ □ □ 

2. 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中的「課文內容 PPT

教學簡報」功能，進行課程講解。 
□ □ □ □ □ 

3. 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中的「播放圖片」功能，

以方便講解課文舉例能更具體。 
□ □ □ □ □ 

4. 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中的「影片動畫」功能，

進行課程講解。 
□ □ □ □ □ 

5. 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中的「重點畫線標示」

功能，協助學生做重點標示。 
□ □ □ □ □ 

（二）

進 

階 

功 

能 

6. 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線上資源」功能(如：

youtube、線上影音頻道、Google Map 等)，以方便講解課

文舉例能更具體 

□ □ □ □ □ 

7. 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互動遊戲」功能，提升

學生學習動機與專注力。 
□ □ □ □ □ 

8. 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評量題庫」功能，編制

學生的考試評量試題。 
□ □ □ □ □ 

9. 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新增頁面」功能，增

加教學素材，以補足電子教科書的不足。 
□ □ □ □ □ 

10. 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習作連結」功能，以

解答學生在習作答題上之疑問。 
□ □ □ □ □ 

（三）

教 

學 

延 

伸 

功 

能 

11. 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作為我公民科教學的

主要方式。 
□ □ □ □ □ 

12. 我會參考出版社電子教科書的內容，依照學生程度，自

行刪減或調整電子教科書的順序，幫助我的教學進行。 
□ □ □ □ □ 

13. 我會自行運用電腦製作符合自己教學風格，個人化的公

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幫助我的教學進行。 
□ □ □ □ □ 

14. 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來幫助學生延伸課外

知識的補充。 
□ □ □ □ □ 

15. 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來幫助學生進行考前

複習，掌握考試重點。 
□ □ □ □ □ 

【第三部分：電子教科書使用意願量表】 請在適當的□中打✔ 

    在「電子教科書之使用意願」此部分共 7 題，目的在了解影響您使用電子教科書之意願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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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題後都有 5 分（非常同意）、4 分（同意）、3 分（普通）、2 分（不同意）、1 分（非常不同意）五

個選項。請您勾選最符合實際經驗的選項。非常感謝您！ 

 

二、電子教科書之使用意願 

向度 
以下請根據您對於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意願」進

行勾選。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一）

教 

育 

主 

管 

機 

關 

與 

學 

校 

方 

面 

1. 「教育主管機關」，規劃公民科「教學時間」的充足與

否，會影響我的使用意願。 
□ □ □ □ □ 

2. 「教育主管機關」，對電子教科書審查機制之嚴謹程度，

會影響我的使用意願。 
□ □ □ □ □ 

3. 「教育主管機關」，對教師研發、使用電子教科書之重

視程度，會影響我的使用意願。 
□ □ □ □ □ 

4. 「學校」舉辦相關主題研習，次數的多寡，會影響我的

使用意願。 
□ □ □ □ □ 

5. 「學校」借用電腦設備的便利程度，會影響我的使用意

願。 
□ □ □ □ □ 

6. 「學校」投影機設備，放映效果的良好程度，會影響我

的使用意願。 
□ □ □ □ □ 

7. 「學校同事」對電子教科書議題，討論次數的多寡，會

影響我的使用意願。 
□ □ □ □ □ 

 

【第四部分：電子教科書使用滿意度量表】 請在適當的□中打✔ 

    在「電子教科書之使用滿意度」此部分共 15 題，目的在了解您平時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

書之「使用滿意度」。每題後都有 5（非常同意）、4 分（同意）、3 分（普通）、2 分（不同意）、1 分

（非常不同意）五個選項。請您勾選最符合實際經驗的選項。非常感謝您! 

 

三、電子教科書之使用滿意度 

向度 
以下請根據您對於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滿意度」

進行勾選。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一）

協 

助 

教 

師 

1. 使用出版商提供之電子教科書，能幫助教師「減少備課

時間」。 
□ □ □ □ □ 

2. 使用自製電子教科書(包括教學簡報 PPT、剪輯相關影

片動畫)，能幫助教師「減少備課時間」。 
□ □ □ □ □ 

3. 使用電子教科書，能幫助連結與課文主題相關知識，讓 □ □ □ □ □ 

DOI:10.6814/THE.NCCU.ELIS.003.2018.A0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09 

三、電子教科書之使用滿意度 

向度 
以下請根據您對於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滿意度」

進行勾選。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教 

學 

方 

面 

教師更容易「延伸課程內容」。 

4. 使用電子教科書，能幫助提升教師公民科教學的「教學

效能」。 
□ □ □ □ □ 

5. 使用電子教科書，能幫助提升教師段考出題、審題的「便

利性」。 
□ □ □ □ □ 

（二）

輔 

助 

學 

生 

學 

習 

方 

面 

6. 使用電子教科書，能幫助學生「統整不同章節」之相關

主題與內容。 
□ □ □ □ □ 

7. 使用電子教科書，能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啟發學生的

「學習興趣」。 
□ □ □ □ □ 

8. 電子教科書因為擁有多媒體的特性，容易幫助學生「營

造學習的情境」。 
□ □ □ □ □ 

9. 使用電子教科書，能幫助提升學生公民科的「學習成

效」。 
□ □ □ □ □ 

10. 使用電子教科書，能幫助學生「連結先備知識」喚起舊

經驗。 
□ □ □ □ □ 

（三）

使 

用 

內 

容 

設 

計 

方 

面 

11. 電子教科書能「忠實呈現」課程完整內容。 
□ □ □ □ □ 

12. 電子教科書能取代「傳統紙本型教具」，強化教學便利

性。 
□ □ □ □ □ 

13. 電子教科書可以隨時增減，並自行加入「補充資料」，

彌補紙本教科書原有資訊的不足。 
□ □ □ □ □ 

14. 電子教科書的「版面編排設計」，與紙本教科書越相似，

越能縮短使用上的適應期。 □ □ □ □ □ 

【問卷到此結束】非常感謝您的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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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專家效度量表 

「臺北市國中教師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使用情況調查問卷」－專家效度量表 

敬愛的教育先進您好： 

誠摯地感謝您於百忙中，撥冗惠予修正此份問卷。後學冒昧叨擾，尚請多多包涵！本研究以『臺

北市國中教師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之使用情形、使用意願與使用滿意度』為研究主題，為了解與

建立本研究問卷之學者專家效度，懇請您惠賜卓見，以作正式問卷之改進參考。若有修正意見，懇

請不吝賜教。由衷感謝您的協助與指導，您的鼎力協助是對本研究最大的鼓勵，不勝感激！ 

敬祝    教安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學數位碩士在職專班 

指導教授：王梅玲  博士 

研究生：周知錡  敬上 

【填答說明】 

1. 僅將問卷題目羅列如下，敬請您就每一題目的『適用程度』，在『適合』、『修改後適合』及『不

適合』的□中打『ｖ』。 

2. 如蒙惠賜修正意見，請於該題下方的修正意見欄寫下您寶貴的建議，以作為問卷改進之參考。 

【第一部分  基本資料】 

題目與修正意見 

適
合 

修
改
後
適
合 

不
適
合 

1. 性別： □男 □女 □ □ □ 

修正意見：                                                                 

2.年齡： 

 □30 歲以下 □31-40 歲 □41-50 歲 □51-60 歲 □61 歲以上 
□ □ □ 

修正意見：                                                                      

3.服務年資(含代理代課)： 

 □5 年以內 □6-10 年 □11-20 年 □20-30 年 □31 年以上 
□ □ □ 

修正意見：                                                                       

4.教育程度： 

 □大學  

 □研究所(含碩博士) □其他：               

□ □ □ 

修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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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資訊科技使用程度 

（每日使用電腦、平板、智慧型手機等數位資訊科技 3C 產品的頻率） 

□每日未滿 1 小時  

□每日 1 小時以上，未滿 3 小時。（含 1 小時）。 

□每日 3 小時以上，未滿 5 小時。（含 3 小時）。 

□每日 5 小時以上。（含 5 小時）。 

□ □ □ 

修正意見：                                                                       

6.請問您的教學生涯中，是否曾經使用過電子教科書？  

 (提示：無論「電子教學光碟」或「自製課程簡報 PPT」皆屬於本研 

 究探討範圍)。 

 □有，我曾經使用過。 

 （若勾選此項，請續答第 7、8 題，無須回答第 9 題。） 

 □無，我皆未曾使用過。 

 （若勾選此項，請直接跳至第 9 題填答。） 

□ □ □ 

修正意見：                                                                       

7.請問您在教學上，曾經使用過下列何種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 

 （可複選） 

 □翰林出版社 □康軒出版社 □南一出版社  

  □其他：_____________       

□ □ □ 

修正意見：                                                                       

8.請問您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已經有多少年？ 

 □未滿 1 年 □1 年以上，未滿 5 年。 

□5 年以上，未滿 10 年。 □10 年以上，未滿 15 年。         

  □15 年以上。 

(勾選此題者，第一部份到此結束，請續答第二部分，謝謝您！) 

□ □ □ 

修正意見：                                                                       

9.請問您未曾使用過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原因為何？(可複選) 

  □公民科目前教學時間不夠充足 

  □學校沒有舉辦電子教科書相關研習 

  □學校的相關設備借用不方便 

  □需課前篩選龐雜資料，導致備課時間增加 

  □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更新時事速度不夠快 

  □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未有嚴謹審查機制 

  □公民電子教科書對我教學没有幫助 

  □其他：                

(勾選此題者，問卷到此結束，謝謝您！) 

□ □ □ 

修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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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電子教科書使用情形量表】 

    本量表分為「基本功能」、「進階功能」、「實際使用狀況」三個向度，共計15題題項，目的在了解

國中教師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各項功能之情形」。每題後都有5分(總是使用)、4分(經常使用)、

3分(偶爾使用)、2分(很少使用)、1分(從不使用)五個選項。 

一、電子教科書之使用情形 

向度 
以下請您就每一題目的『適用程度』，在『適合』、『修改後適

合』及『不適合』的□中打『ｖ』 

適
合 

修
改
後
適
合 

不
適
合 

（一） 

基 

本 

功 

能 

1.我會閱讀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光碟「使用說明」，以了解各項功

能的操作。 
□ □ □ 

修正意見：                                                           

2.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中的「課文內容 PPT 教學簡報」功

能，進行課程講解。 
□ □ □ 

修正意見：                                                          

3.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中的「播放圖片」功能，方便講解課

文舉例能更具體。 
□ □ □ 

修正意見：                                                           

4.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中的「影片動畫」功能，進行課  

  程講解。 
□ □ □ 

修正意見：                                                           

5.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中的「重點畫線標示」功能，協   

  助學生做重點標示。 
□ □ □ 

修正意見：                                                           

（二） 

進 

階 

功 

能 

6.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線上資源」功能(如：  

  youtube、線上影音頻道、Google Map 等)，以方便講解課文 

  舉例能更具體。 

□ □ □ 

修正意見：                                                             

7.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互動遊戲」功能，提升學生學 

  習動機與專注力。 
□ □ □ 

修正意見：                                                           

8.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評量題庫」功能，編制學生的 

  考試評量試題。 
□ □ □ 

修正意見：                                                           

9.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新增頁面」功能，增加教學 

  素材，以補足電子教科書的不足。 
□ □ □ 

修正意見：                                                           

10.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的「習作連結」功 

   能，以解答學生在習作答題上之疑問。 
□ □ □ 

修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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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電子教科書之使用情形 

向度 
以下請您就每一題目的『適用程度』，在『適合』、『修改後適

合』及『不適合』的□中打『ｖ』 

適
合 

修
改
後
適
合 

不
適
合 

（三） 

實 

際 

使 

用 

狀 

況 

11.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作為我公民科教學的主要方 

   式。 
□ □ □ 

修正意見：                                                            

12.我會參考出版社電子教科書的內容，依照學生程度，自行刪 

   減或調整電子教科書的順序，幫助我的教學進行。 
□ □ □ 

修正意見：                                                            

13.我會自行運用電腦製作符合自己教學風格，個人化的公民科 

   電子教科書，幫助我的教學進行。 
□ □ □ 

修正意見：                                                            

14.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幫助學生延伸課外知識補充。 □ □ □ 

修正意見：                                                            

15.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來幫助學生進行考前複習，掌 

   握考試重點。 
□ □ □ 

修正意見：                                                               

 

【第三部分：電子教科書使用意願量表】 

    本量表分為「行政機關與學校方面」、「教科書出版商方面」、「學生反應方面」三個向度，共計15

題題項，目的在了解國中教師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各項功能之情形」。每題後都5分(非常同

意)、4分(同意)、3分(普通)、2分(不同意)、1分(非常不同意)五個選項。 

二、電子教科書之使用意願 

向度 
以下請您就每一題目的『適用程度』，在『適合』、『修改後適

合』及『不適合』的□中打『ｖ』 

適
合 

修
改
後
適
合 

不
適
合 

（一） 

教 

育 

主 

管 

機 

關 

與 

學 

校 

方 

1.「教育主管機關」，規劃公民科「教學時間」的充足與否，會影響

我的使用意願。 
□ □ □ 

修正意見：                                                           

2.「教育主管機關」，對電子教科書審查機制之嚴謹程度，會影響我

的使用意願。 
□ □ □ 

修正意見：                                                          

3.「教育主管機關」，對教師研發、使用電子教科書之重視程度，會

影響我的使用意願。 
□ □ □ 

修正意見：                                                           

 

4.「學校」舉辦相關主題研習，次數的多寡，會影響我的使用意願。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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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子教科書之使用意願 

向度 
以下請您就每一題目的『適用程度』，在『適合』、『修改後適

合』及『不適合』的□中打『ｖ』 

適
合 

修
改
後
適
合 

不
適
合 

面 

 

修正意見：                                                            

5.「學校」借用電腦設備的便利程度，會影響我的使用意願。 □ □ □ 

修正意見：                                                              

6.「學校」投影機設備，放映效果的良好程度，會影響我的使用意願。 □ □ □ 

修正意見：                                                              

7.「學校同事」對電子教科書議題，討論次數的多寡，會影響我的使

用意願。 
□ □ □ 

修正意見：                                                                

 

【第四部分：電子教科書使用滿意度量表】 

    本量表分為「協助教師教學方面」、「輔助學生學習方面、「使用內容設計方面」三個向度，共計

15題題項，目的在了解國中教師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各項功能之情形」。每題後都5分(非常

同意)、4分(同意)、3分(普通)、2分(不同意)、1分(非常不同意)五個選項。 

三、電子教科書之使用滿意度 

向度 
以下請您就每一題目的『適用程度』，在『適合』、『修改後適

合』及『不適合』的□中打『ｖ』 

適
合 

修
改
後
適
合 

不
適
合 

（一） 

協 

助 

教 

師 

教 

學 

方 

面 

1.使用出版商提供之電子教科書輔助公民課程進行，能幫助教 

 師「減少備課時間」。 
□ □ □ 

修正意見：                                                           

2.使用自製電子教科書(包括教學簡報 PPT、剪輯相關影片動畫)，能幫

助教師「減少備課時間」。 
□ □ □ 

修正意見：                                                           

3.使用電子教科書，能幫助連結與課文主題相關知識，讓教師 

 更容易「延伸課程內容」。 
□ □ □ 

修正意見：                                                           

4.使用電子教科書，能幫助提升教師公民科教學的「教學效能」。 □ □ □ 

修正意見：                                                           

5.使用電子教科書，能幫助提升教師段考出題、審題的「便利性」。 □ □ □ 

修正意見：                                                           

 

（二） 

輔 

助 

學 

6.使用電子教科書，能幫助學生「統整不同章節」之相關主題 

 與內容。 
□ □ □ 

修正意見：                                                           

7.使用電子教科書，能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啟發學生的「學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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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子教科書之使用滿意度 

向度 
以下請您就每一題目的『適用程度』，在『適合』、『修改後適

合』及『不適合』的□中打『ｖ』 

適
合 

修
改
後
適
合 

不
適
合 

生 

學 

習 

方 

面 

 習興趣」。 

修正意見：                                                           

8.電子教科書因為擁有多媒體的特性，容易幫助學生「營造學 

 習的情境」。 
□ □ □ 

修正意見：                                                           

9.使用電子教科書，能幫助提升學生公民科的「學習成效」。 □ □ □ 

修正意見：                                                           

10.使用電子教科書，能幫助學生有效「連結先備知識」喚起舊 

   經驗。 
□ □ □ 

修正意見：                                                           

（三） 

使 

用 

內 

容 

設 

計 

方 

面 

11.電子教科書能「忠實呈現」課程完整內容。 □ □ □ 

修正意見：                                                           

12.電子教科書能取代「傳統紙本型教具」，強化教學便利性。 □ □ □ 

修正意見：                                                           

13.電子教科書可以隨時增減，並自行加入「補充資料」，彌補  

   紙本教科書原有資訊的不足。 
□ □ □ 

修正意見：                                                           

14.電子教科書的使用，能讓公民科之「教學方式」更加豐富活  

   潑。 
□ □ □ 

修正意見：                                                           

15.電子教科書的「版面編排設計」，與紙本教科書越相似，越 

   能縮短使用上的適應期。 
□ □ □ 

修正意見：                                                           

【專家效度量表到此結束】 

非常感謝您的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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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問卷專家效度修正報告 

1.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之專家內容效度 

問卷初稿題目 修正意見 修正後題目 

1. 性別：  

□男 □女 

 專家 A：將選項標上數字

1、2、3，方便統計。 

1. 性別：  

1.□男 2.□女 

2.年齡 ： 

□30 歲以下  

□31-40 歲  

□41-50 歲   

□51-60 歲  

□61 歲以上 

 專家 A：將選項標上數字

1、2、3，方便統計。 

2.年齡 ： 

1.□30 歲以下  

2.□31-40 歲  

3.□41-50 歲   

4.□51-60 歲  

5.□61 歲以上 

3.服務年資： 

□5 年以內  

□6-10 年  

□11-20 年  

□20-30 年  

□31 年以上 

 專家 A：將選項標上數字

1、2、3，方便統計。 

3.服務年資： 

1.□5 年以內  

2.□6-10 年  

3.□11-20 年  

4.□20-30 年  

5.□31 年以上 

4.教育程度： 

□學士  

□博碩士 

□其他： __________              

 專家 A：將選項標上數字

1、2、3，方便統計。 

 專家 B：教育程度，改為

最高學歷。加上(含四十

學分班)  

4.最高學歷： 

1.□學士  

2.□博碩士 (含四十學分班)  

3.□其他：_______ 

5.資訊科技使用程度 

（每日使用電腦、平版、 

智慧型手機等數位資訊科技

3C 產品的頻率） 

□每日未滿 1 小時。  

□每日 1 小時以上，未滿 3 小

時（含 1 小時）。 

□每日 3 小時以上，未滿 5 小

時（含 3 小時）。 

□每日 5 小時以上（含 5 

小時）。 

 專家 A：將選項標上數字

1、2、3，方便統計。 

 

 專家 C：將選項敘述更精

確。第 2 選項改為每日 1

小(含)以上，未滿 3 小

時。第 3 選項改為每日 3

小時(含)以上，未滿 5 小

時。 

5.資訊科技使用程度 

（每日使用電腦、平板、智慧型手

機等數位資訊科技 3C產品的頻

率） 

  1.□每日少於 1 小時。 

2.□每日 1 小時(含)以上，未滿 3 

   小時。 

3.□每日 3 小時(含)以上，未滿   

    5 小時。 

4.□每日 5 小時（含）以上。 

6.截至目前，請問您是 

  否曾在教學生涯中，使用

過電子教科書？  

□有，我曾經使用過。 

□無，我未曾使用過。 

 專家 A：將選項標上數字

1、2、3，方便統計。 

 

 專家 C：將題目語句，增

加「截至目前」於開頭。 

6.截至目前，請問您是否曾在教學

生涯中，使用過電子教科書？  

1.□有，我曾經使用過。 

2.□無，我未曾使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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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請問您在教學上，曾經使

用過下列何種公民科教學

電子教科書？（可複選） 

□翰林出版社  

□康軒出版社  

□南一出版社  

□其他：____________    

 專家 A：將選項標上數字

1、2、3，方便統計。 

 

7.請問您在教學上，曾經使用過下

列何種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

（可複選） 

1.□翰林出版社  

2.□康軒出版社  

3.□南一出版社  

4.□其他：_________ 

8.請問您使用公民科教學電

子教科書，已經有多少

年？ 

□未滿 1 年  

□1 年以上，未滿 5 年。 

□5 年以上，未滿 10 年。 □10

年以上未滿 15 年。         

□15 年以上。 

 專家 A：將選項標上數字

1、2、3，方便統計。 

 

 專家 C：將選項敘述更精

確。第 5 選項加入(含)

字。 

8.請問您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

書，已經有多少年？ 

1.□未滿 1 年  

2.□1 年以上，未滿 5 年。 

3.□5 年以上，未滿 10 年。  

4.□10 年以上未滿 15 年。         

  5.□15 年(含)以上 。 

9.請問您未曾使用過公民科

教學電子教科書的原因為

何？(可複選) 

□公民科目前教學時間不夠

充足 

□學校沒有舉辦電子教科書

相關研習 

□學校相關設備借用不方便 

□課前篩選龐雜資料，導致

備課時間增加 

□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更

新時事速度不夠快 

□公民科教學電子教科書未

有嚴   

  謹查機制 

□公民電子教科書對我教學

没有幫助 

□其他：                

 專家 A：將選項標上數

1、2、3，方便統計。 

 

 專家 D：修改調整選項文

字敘述。並增加第 8 項自

己較缺乏資訊科技運用能

力。 

 

9.請問您未曾使用過公民科教學電

子教科書的原因為何？ 

  (可複選) 

1.□教學時間不夠充足 

2.□學校沒有舉辦相關研習 

3.□學校相關設備借用不便 

4.□課前須篩選龐雜資料導致備 

   課時間增加 

5.□時事更新速度不夠快 

6.□缺乏嚴謹審查機制 

7.□對教學没有幫助 

  8.□自己較缺乏資訊科技運用能

力 

9.□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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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部分：使用情形量表之專家內容效度 

向

度 
問卷初稿題目 修正意見 修正後題目 

 

基
本
功
能 

1.我會閱讀公民科教學電子教

科書中的光碟「使用說明」，

以了解各項功能的操作。 

 專家 D：將「光碟使用

說明」加上引號。 

1.我會閱讀公民科教學電子教

科書中的「光碟使用說明」，

以了解各項功能的操作。 

3.我會使用電子教科書中的「播

放圖片」功能，方便講解課文

舉例能更具體。 

 專家 D：加入「以」

字。 

3.我會使用電子教科書中的

「播放圖片」功能，以方便

講解課文舉例能更具體。 

進
階
功
能 

7.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

科書「互動遊戲」功能，提升

學生學習動機與專注力。 

 專家 C：刪去專注力，

題意將更精確。 

7.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

科書「互動遊戲」功能，提

升學生學習動機。 

教
學
延
伸
功
能 

11.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

科書，作為我公民科教學的

主要方式。 

 專家 C：刪去我字，題

意將更精確。 

11.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

教科書，作為公民科教學

的主要方式。 

12.我會參考出版社電子教科書

的內容，依照學生程度，自

行刪減或調整電子教科書

的順序，幫助教學進行。 

 專家 A：修改成，幫助

教學。 

12.我會參考出版社電子教科

書的內容，依照學生程度，

自行刪減或調整電子教科

書的順序，幫助教學。 

14.我會使用公民科教學電子教

科書，幫助學生延伸課外知

識補充。 

 專家 A：修改成，延伸

課外知識的補充。 

14.我會使用公民科電子教科  

  書，幫助學生延伸課外知識   

  的補充。 

 

3. 第三部分：使用意願量表之專家內容效度 

向

度 
問卷初稿題目 修正意見 修正後題目 

教
育
主
管
機
關
與
學
校
方
面 

3.「教育主管機關」，對教師研發、

使用電子教科書之重視程度，

會影響我的使用意願。 

 專家 A：刪去研

發兩字，讓題意

更精確。 

3.「教育主管機關」，對教師使

用電子教科書之重視程度，

會影響我的使用意願。 

4.「學校」舉辦相關主題研習，次數

的多寡，會影響我的使用意願。 

 專家 A：刪去主

題兩字，讓題意

更精確。 

4.「學校」舉辦相關研習次數的

多寡，會影響我的使用意

願。 

7.「學校同事」對電子教科書議題，

討論次數的多寡，會影響我的

使用意願。 

 專家 B：「學校

同事」使用電子

教科書人數的

寡，會影響我的

使用意願 

7.「學校同事」使用電子教科書

人數的多寡，會影響我的使

用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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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四部分：使用滿意度量表之專家內容效度 

向 

度 
問卷初稿題目 修正意見 修正後題目 

協
助
教
師
教
學 

4.使用電子教科書，能幫助

提升教師公民科教學的

「教學效能」。 

 專家 B：刪去幫

助、教學兩字。 

4.使用電子教科書，能提升教師

公民科教學的「教學效能」。 

5.使用電子教科書，能幫助

提升教師段考出題、審題

的「便利性」。 

 專家 B：刪去幫

助、審題兩字。 

5.使用電子教科書，能提升教師

段考出題「便利性」。 

輔
助
學
生
學
習 

6.使用電子教科書，能幫助

學生「統整不同章節」之相

關主題與內容。 

 專家 D：改成統整

相關章節。 

6.使用電子教科書，能幫助學生

「統整相關章節」之主題與內

容。 

7.使用電子教科書，能引發

學生的學習動機，啟發學生

的「學習興趣」。 

 專家 C：將啟發兩

字，改成提升。 

7.使用電子教科書，能引發學生

的學習動機，提升學生的「學習

興趣」。 

8.電子教科書因為擁有多

媒體的特性，容易幫助學生

「營造學習的情境」。 

 專家 A：改成容易

「營造幫助學生學

習的情境」。 

8.電子教科書因為擁有多媒體的

特性，容易「營造幫助學生學習

的情境」。 

9.使用電子教科書，能幫助

提升學生公民科的「學習成

效」。 

 專家 B：刪去幫助

兩字 

9.使用電子教科書，能提升學生

公民科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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