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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教師對出版商國語科數位教材滿意度分析 
~以雲林縣為例 

學生：謝明憲                               指導教授：蔡德謙                                            

南  華  大  學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摘        要 

本論文研製之目的旨在探討國小教師對出版商國語科數位教材滿意

度之分析，作為未來數位教材發展和評鑑之參考。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

收集資料，研究對象之母群體為雲林縣縣立國民小學國語科教師，依學

校規模採分層隨機抽樣，總計發出 376 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 322 份，

分別以描述性統計、t 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森積差相關等統計

方法和重要-表現分析法進行資料分析。本研究主要發現如下： 

1、不同背景變項的國小教師對數位教材品質的重要度無顯著差異。 

2、不同「最高學歷」的國小教師對出版商國語科數位教材品質的滿意度 

有顯著差異。 

3、不同「影像設備」的國小教師對出版商國語科數位教材的整體滿意度 

有顯著差異。 

4、數位教材品質的滿意度與整體滿意度有顯著正相關。 

5、出版商國語科數位教材需優先加強改善的為「教學光碟和網站之運用 

豐富多樣化，可以促進學習者學習的動機」、「數位教材內容具適當深 

度與廣度」和「數位教材內容順序安排適切且份量合宜」。 

 

關鍵詞：數位教材、滿意度、重要-表現分析法(I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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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Satisfaction of Chinese Digital Teaching 

Materials Provided by Publishers for  Teachers in 

Elementary School of Yunlin County 

Student：Ming-hsien Hsieh           Advisors：Te-chien Tsai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The Graduated Program 

Nan-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to study and to analyze the degree of 

satisfaction from the elementary teachers who apply the Mandarin digital 

teaching materials from publishers, which can be an evaluation reference 

for a futur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aching materials. This study is to 

collect information by a questionnaire which is ruled by a random 

sampling: the major targets are Mandarin teachers in the Yun Lin County 

elementary school, total are 376 questionnaires and total feedback are 322 

questionnaires, in which are analyzed by a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 test, 

one-way ANOVA,Pearson Product Moment,the 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 etc. The relevant outcomes of this study are: 

1. There is no prominent distinct for using digital material from the 

elementary teacher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 

2. There is a prominent distinct for using digital material from the  

elementary teachers with different high degree education. 

3. There is a prominent distinct for an overall satisfaction degree by using  

digital teaching materials from the elementary teachers who are applying 

different image equip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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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here is a relevant between digital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he overall 

satisfaction degree. 

5. The publishers must improve to apply abundant diversification between 

teaching DVD and website in which can promote the study motive, a 

suitable range of digital teaching materials, and a suitable sequence of 

digital teaching materials.  

 

Keywords: digital teaching materials,the degree of satisfaction, 

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 (I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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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教師對出版商國語科數位教材品質滿意度之分

析，本章總共分為五節，第一節為研究背景，第二節為研究動機，第三

節為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第四節為研究流程，第五節為研究範圍與限

制，詳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背景 

二十一世紀是 E 化數位科技的時代，各行各業對網路及資訊科技的

運用與依賴，已呈現不可逆的趨勢。教育是國家百年大計，學校則是知

識與學習的中心，各先進國家無不積極地對其國民實施資訊教育。 

1997 年起，教育部陸續推動資訊教育基礎建設計畫、中小學資訊教

育總藍圖以及挑戰 2008 國家重要發展計畫-e 世代人才培育計畫等。2006

年為帶動未來的四年資訊教育發展願景，教育部委由「社團法人中華民

國資訊學會」著手進行整體規劃，並費時一年多及動員千餘人共襄盛舉

完成了「教育部中小學資訊教育白皮書」，策劃未來四年教育部和教師夥

伴們共同的願景和目標(教育部，2008)。 

2009 年教育部依據「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特別條例」推展「建置

中小學優質化均等數位教育環境計畫」，建置國民中小學「多功能 e 化專

科教室」、「多功能 e 化數位教室」及「班級 e 化教學設備」，期望讓學生

能有效運用資訊科技增進學習與生活能力、教師能善用資訊科技提升教

學品質、提供師生均等的數位機會教室環境、強化中小學校園基礎網路

及教室網路環境(教育部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網，2009)。  

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日新月異，電腦和網際網路的日漸普及，而數

位學習的發展與數位教材的應用蓬勃發展，教師可以取得更豐富的教學

資源，讓教學內容變得更多元、教學活動變得更生動，使得教師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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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便利，學生的學習更加專注。因此，為了提高教學成效，提升教育

品質，數位教材在教學中所扮演的角色將更顯重要。 

數位教材不僅結合多媒體電腦與網路教學，使教學內容更加豐富，

不受空間和時間的限制，教材取得方便快速，且再用率高，更可以提升

學生的學習興趣及促進師生的互動，提供多元學習管道，使得知識來源

更加多樣化。 

而二十一世紀的教師不僅應具備學科專門領域和教學專業知能，更

應具備用善用資訊科技提升教學品質的能力。近年來，中小學教師已普

遍認同資訊科技對教學的效益，也致力於探索資訊科技在教學應用的較

佳方式。 

現階段教科書仍然是中小學學生最重要的知識來源，自從 1996 年政

府陸續開放教科書版本之後，教科書不再侷限部編版本，許多出版商如

雨後春筍般冒出，為了獲得教師的青睞，教材內容不僅更加嚴謹，教學

資源也更加豐富實用，以爭取這塊商機。然而資訊科技快速的變遷，迫

使出版商必頇不斷的開發出更好的數位教材，以增進教學成效，提升教

育品質，進而維持市場佔有率。經過幾波的競逐淘汰之後，如今市佔率

超過兩位數的出版商只剩康軒、翰林和南一等三家為主要競爭之廠商。 

第二節 研究動機  

教育的首要目標在增進學生的知識和能力，教科書是中小學階段學

生最主要的學習教材，傳遞了文化的精粹，塑造了社會的價值，對於個

人的知識發展和國家文化水準的提升，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隨著社會

潮流開放後，一網多本的理念，引發了更多元、更創新的教學方式，期

望透過教科書選用，讓教師得以發揮專業自主知能，進而提升學生的學

習成效 (藍順德，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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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教育部為因應未來教師數位化教學及學生學習的需求，期望透

過辦理教師相關培訓與研習課程，以提升其資訊素養及資訊融入教學應

用能力。但是要教師自行製作數位教材仍屬不易，耗時費力，如果教師

不需要為資訊能力而困擾，尌更可以專注在發展實質的教學內容。 

以往教師在授課時為了豐富教學內容與提升教學品質，希望學生能

受益良多，在授課前常常需要花費許多的時間與精力，以蒐集許多相關

資料加以篩選整理，以促進教學成效，達成教學目標。而其中無法取得

適切的教學資源，為準備過程中的最大困擾。 

如今，出版商為了提高自家教科書的市場占有率，因此提供教師更

豐富、多元的服務，讓教師願意選用其教科書來進行教學。而出版商提

供一系統的教學資源，能減輕教師教學前準備的負擔，使教師可以花費

更多時間與心力在教學上，實屬相當貼心與實用之服務(陳沛涵，2008)。 

2001 年頒布九年一貫課程課程大網，將「運用科技與資訊」列入十

大基本能力，打破分科走向整合，推動資訊融入教學。教科書出版商每

年投入上千萬的研發費用，蓬勃發展多樣態的數位教學資源。如今，逐

年累積的數位教學資源，從網站、工具到光碟，從課前備課、課堂教學

到課後評量，從圖片、文字、簡報到動畫，內容包羅萬象。此外，更進

一步配合學校設備狀況，將教學資源的內容轉換為 VCD 和 DVD 等不同

格式。種種措施愈來愈貼近教學現場需求，建構完整的教學支援體系，

有效提升教學成效。  

語文是一切學習的根本，特別在國小階段更必頇奠定良好的基礎。

在以往各次的課程標準或網要的修訂中，總是佔有最多的授課節數。且

在現行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網要中，每個星期至少要上五節的國語

課，亦為所有課程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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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科教學著重於語文的使用與語意的表達，所以可以利用外在的

媒介以引發學生的聯想，幫助學生了解文句與文字的深刻內涵，讓學習

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其豐富的圖片、動畫和影像，使學生能更加容易

體會課文的情境，對教材的內容獲得深度的理解。同時國語科也為出版

商數位教材發展上的重點科目之一，其開發最早、涵蓋最廣，內容也最

為多元豐富，因此本研究主要針對出版商國語科數位教材進行探討。 

出版商研發出許多數位教材，教師善用這些數位教材的便利性，以

提升教學的廣度及深度，讓學生更樂意主動學習。而目前國小教師教學

過程中，使用出版商所提供的數位教材最為普遍，因此探討出版商數位

教材的實用性為本研究的動機之一。 

目前大部份學校對於教科書的選用，都是由教師根據先前的使用經

驗，去選擇下一學期的版本，過程中對於出版商數位教材的部份較缺乏

系統性的評鑑方式，來評鑑教科書內容是否符合課程目標、教師和學生

的需求及教學成效，因此探討出版商數位教材適切的整體性評鑑方法為

本研究動機之二。 

而數位教材品質的好壞，在數位學習的教學成效上往往扮演著關鍵

的角色，而優質的數位教材取決於嚴謹的分析、設計、發展與製作，其

品質則展現於教材的各個面向。因此透過教師實際的教學經驗中，根據

這些檢驗準則進行系統性的檢核，進而探討國小教師對出版商數位教材

品質滿意度的情形，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三。 

所以，本研究將探討目前國小教師對出版商國語科數位教材品質滿

意度之情形，透過教師實際教學的相關經驗，以提供數位教材在應用上

的回饋與建議，期望出版商開發出更實用的數位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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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基於上述之研究背景和動機，進而發展研究目的，並提出待答問題，

分述如下： 

壹、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教師對出版商國語科數位教材品質滿意度

之情形，作為未來出版商國語科數位教材發展和評鑑之參考，並預

期達到以下研究目的： 

一、 探討不同背景的國小教師與數位教材品質的重要度之關聯性。 

二、 探討不同背景的國小教師與數位教材品質的滿意度之關聯性。 

三、 探討不同背景的國小教師與數位教材整體滿意度之關聯性。 

四、 探討數位教材品質的滿意度和整體滿意度之相關程度。 

五、 應用「重要-表現分析法」，探討出版商國語科數位教材之優勢

與劣勢。 

 

貳、 待答問題 

依據上述之研究目的，本研究擬出之待答問題如下： 

一、 不同背景的國小教師對數位教材品質的重要度為何？ 

二、 不同背景的國小教師對數位教材品質的滿意度為何？ 

三、 不同背景的國小教師對數位教材的整體滿意度為何？ 

四、 數位教材品質的滿意度和整體滿意度之相關程度為何？ 

五、 出版商國語科數位教材的優勢與劣勢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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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針對研究背景與動機確定研究主題，依據文獻建立研究架

構，歸納出數位教材品質評鑑構面及設計問卷，且將問卷進行效度與信

度分析，選擇抽樣對象發放問卷，最後歸納出結論與建議，如圖 1-1 所示。 

 

 

 

 

 

 

 

 

  

 

 

 

 

 

 

 

 

 

 

 

研究背景與動機 

彙整相關文獻 

 

建立研究架構 

預詴問卷擬定編修 

資料統計與分析 

研究結論與建議 

預詴問卷發放及填寫 

正詴問卷發放及填寫 

效度分析 

信度分析 

圖 1-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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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在設計與施行上雖力求客觀、嚴謹，但仍有許多限制如下： 

壹、 研究範圍： 

本研究以 101學年度雲林縣縣立國民小學普通班國語科授課教

師為研究對象，亦抱括代理教師，但不包含私立國民小學和特教班

教師。 

貳、 研究限制： 

一、 本研究以雲林縣為調查範圍，可能因城鄉差距，學校資訊設備

不同，故不宜過度推論到其他縣市地區。 

二、 本研究只針對出版商國語科數位教材進行調查，由於不同科目

的教材內容、教學策略、教學需求和教學設計不同，所提供的

數位教材亦不相同，故不宜過度推論到其他科目上。 

三、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進行研究，由受詴者自行填答，然而受

詴者在填答過程中可能受當時外在環境或內在心理影響，未能

充分反映真實情況，而致使研究結果產生誤差，因此在引用本

結論時仍需持審慎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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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依據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進行相關文獻之蒐集與整理，其內容

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數位學習之發展與理論，第二節為數位教材之設

計與評鑑，第三節為滿意度之探討與衡量。 

第一節  數位學習之發展與理論 

二十世紀末期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電腦與網際網路的普及，全球

掀起 e 化熱潮，不僅改變知識呈現的方式，也改變了人們訊息傳遞的方

式，更使教育型態產生了重大的變化。 

「e-learning」一詞是美國專家 Jay Cross 所提出，在國內學者的中

文翻譯有「電子化學習」、「數位學習」、「線上學習」、「網路學習」

等，而「數位學習」的說法是較為普遍。那什麼是數位學習呢？簡單地

說，尌是應用資訊科技與媒體建立的各種學習模式和資源，突破了時間

和地點的限制，能夠更方便地進行教和學(顏春煌，2010)。 

壹、數位學習之定義 

最常被學者引用的為美國教育訓練發展協(American Society 

of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ASTD)的定義：「電子化學習是學習

者運用數位媒介學習的過程，包括網際網路、企業網路、電腦、衛

星廣播、錄音帶、錄影帶、互動式電視及光碟等。應用的範圍涵蓋

了網路化學習、電腦化學習、虛擬教室及數位合作。」強調利用電

子化設備來進行學習，著重於學習者學習時所使用的「數位工具」。

而美國高科技網路公司思科(Cisco)的定義為：「數位學習是經由網

際網路，立刻傳達各種資訊及知識給學習者，包括資訊上的傳遞與

網路上的互動，也包含知識管理及績效管理」（鄒景帄，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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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新逸及廖珮如(2004)認為數位學習是學習者利用電腦、網際網

路、衛星廣播、互動式電視、光碟等數位化的電子媒介來進行學習的

方式，並藉由其所提供之數位內容與教學方法來創造有意義的學習經

驗，以便達成學習的目的。 

陳年興、楊錦潭（2006）認為 e-Learning 尌是「e 化的學習方式」，

且將數位學習的定義分為以下兩種： 

一、 廣義的數位學習 

只要應用 e 化的教材和工具所進行教與學的方式，尌是廣

義的數位學習，如教學錄音帶、錄影帶、影音光碟、電子書、

CAI 教材、網路學習及行動學習。 

二、 狹義的數位學習 

利用電腦及網路科技，在網際網路上所建構的數位學校，

讓教師和學生在數位化教室中進行教學的活動，尌是狹義的數

位學習，也尌是「網路學習」。 

        許宜文(2007)認為以廣義的觀點而言，數位學習尌是利用電腦、 

全球資訊網、電視或光碟等媒介來學習，擺脫了傳統教室教學的方

式；以狹義的觀點來看，數位學習尌是利用電子化的科技，讓學習

者透過網路或電腦輔助的學習環境與機制下，跨越時空的限制而進

行學習的方式。 

總而言之，數位學習在學習媒介上，包含透過電腦、網際網路、

衛星傳播、互動電視或影音媒體（光碟、錄音帶等）等工具進行學

習；在學習場所上是一種打破時間和空間限制的學習；在學習內容

上， 傳統教師、教科書與教室中的教學者並非唯一的知識學習來源； 

在學習形式上包含正式與非正式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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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國內外亦有許多對數位學習有不同的定義，以下如表 2-1 所示， 

將引述一些學者的詮釋，以便做更全面的了解。 

表 2-1 數位學習之定義 

學者 數位學習的定義 

林天祐、吳清山

（2005） 

教學者在網站提供教材內容，讓學習者經由網際

網路的方式，進行一種有系統的學習。它可以提

供多樣化的學習內容，亦可減少時間和空間的障

礙，讓學習者更有效的從事學習。 

高瑜璟(2006) 

數位學習尌是電子化學習，是指經由電子工具

（數位媒介）如網路或多媒體來進行學習。數位

學習有時也被稱為線上學習，其應用的範圍包含

了網路化學習、電腦化學習、虛擬教室及數位合

作。透過網際網路，即時傳遞各種資訊及知識，

強調提供參與者間同步即時討論或合作的能力。 

吳聲毅(2008) 

以資訊通訊科技為媒介，學習者應用數位化的教

材與教學方式，整合線上及非線上的學習策略，

所進行教學的方式。 

林妍慧(2009) 

學習者透過電腦、DVD、VCD 及網路等數位化電子

資源媒體進行學習的方式，並藉由數位內容及教

學方法創造學習經驗，以達成學習目的。 

鍾宛芮(2011) 
透過網際網路或數位媒介，利用數位工具於任何

場合、任何時間進行的各種學習活動。 

資料來源：本研究者整理。 

    綜合以上所述，本論文將「數位學習」定義為教學者運用數位化教

材，以電子媒體或網際網路為媒介，透過教學光碟和網站的方式，進行

系統化、多樣化的學習活動，讓學習者得以有效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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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數位學習的演進 

自 1960 年代起，電腦科技便已應用在教育訓練上，1995 年網際網路

出現後，便開始提倡網路學習。然而現今所稱的數位學習，實已涵蓋了

演進過程中許多的名詞與方法，關於數位學習演進的過程如圖 2-1 所示 

(鄒景帄，2003) ： 

 

 

 

 

 

圖 2-1 數位學習演進圖(一) 

 

有關數位學習演進的過程大略可分為電腦輔助學習、線上教學、數

位學習到分散式學習等，以下將分別說明之： 

一、 電腦輔助學習（Computer Aided Learning，CAL）：1960 年代

起，開始應用於教育訓練上，將學習內容儲存於磁片或光碟內， 

學習者利用電腦進行學習。 

因為不頇要透過網際網路的連接，所以無法立即更新教材

內容，而學習進度由學習者自行決定，但互動僅限於學習者與

電腦。與這種類似的學習方式，在其他國外文獻上提到的名詞

有 CAI（Computer-Assisted Instruction）、CAT

（Computer-Assisted Training）、CBT（Computer-Based 

Training）、CBL（Computer-Based Learning）等。 

                                                                       

分散式學習                                       

Distributed  

Learning 
電腦輔助學習 

CAL 

               線上學習 

              Online  Learning 

                         數位學習 

E-Learning              線上學習 

               Online   

Learning 

電腦輔助學習 

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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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線上學習（Online learning）：在網際網路出現以後，線上學習

也隨著蓬勃發展起來。學習者透過電腦和網路連結到課程資料庫

進行學習，不受時間和地點的限制，亦可稱為網路化學習，可立

即更新教材內容。而線上課程內容包括三大部份(王曉璿，2005)： 

(一)、學習內容：來增加學習的深度和趣味。 

(二)、互動活動：形成討論群組及線上回答疑問。 

(三)、學習資源：提供與課程相關的參考資料。 

三、數位學習(e-Learning)：最先開始是稱為「電子化學習」，除了

包含前述的電腦輔助學習與線上學習外，還增加了虛擬教室和數

位合作之學習功能。可立即更新教材內容，也可以與學習者即時

互動。這種學習方式強調提供學習者間同步的學習、即時的討論

或相互合作之功能。 

四、分散式學習(Distributed Learning)：應用最先進的技術，擺脫

了一定要用電腦連上網路的思維，透過智慧型手機、PDA、筆記

型電腦和無線網路，學習者隨時隨地都可以利用分散在各地的學

習資源進行學習，亦稱為行動學習與無所不在的學習。 

    而學者吳聲毅(2008)則將數位學習演進的過程，以網路的發展作為

區隔，而「分散式學習」包含的範圍最廣，所如圖 2-2 所示： 

 

 

 

 

 

 

 

圖 2-2 數位學習演進圖(二) 

                                               無線網路時代： 

                                           分散式學習 

                                            行動學習 

                                         無所不在的學習 

                        網際網路: 

                     遠距學習 

                     線上學習 

                     數位學習 

單機時代： 

電腦輔助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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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位學習之學習理論 

雖然數位學習改變了教學形態與學習方式，但是教育的本質和學習

的原理並未改變，為了達成教學成效，仍必頇以學習理論為設計原則。

而學習理論正是探討學習者如何學習到新知識的理論，再以學習理論為

基礎延伸出來教學的方法與策略。然而學習理論有許多學派，並沒有一

定依循的準則，亦可以結合各種理論的精髓，作為數位教材的設計依據。   

以下藉由文獻之探討，整理出數位學習經常引用之理論，將分別自

行為主義、認知主義及建構主義三方面來探討(吳聲毅，2008)： 

一、行為主義(behaviorism) 

認為學習的行為是「刺激」和「反應」的聯結，是外在刺激

的影響下，所反應的行為，而「愉悅」的刺激能強化其行為。在

教學上認為教師必頇提供一個合適的環境，並給予學生適當的刺

激，重視學生的反應，對的行為給予讚賞，錯誤的行為加以勸止，

利用適切的增強作用及反覆練習，促使學生有適宜的行為產生。      

同時根據循序漸進、立即增強、連續增強等學習原理，將教

材由易而難依序編製，學習者依其能力循序學習，並在學習過程

中可獲得立即回饋與增強。 

行為主義對於數位學習有下列影響(顏春煌，2010)： 

(一)、能讓學生瞭解學習會有什麼成果，同時能設定目標，並且

察覺自己是否達到學習的進度。  

(二)、運用評量來了解學生學習的狀況，提供適當的回饋，產生

立即增強的功效。教師也能適時調整，以提升教學成效。 

(三)、教材內容要有適切的呈現次序，由淺而深、由理解到應用，

學生在學習上能夠按部尌班，展現出對應的成效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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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為理論下，數位教材設計應考量的要素(顏晴榮，2006；

馬俊雄，2011)： 

(一)、持續的重複內容要點。 

(二)、提供反覆練習，達成精熟學習。 

(三)、教材由淺而深的順序呈現。 

(四)、材教分成小單元，學習內容分成許多小步驟。 

(五)、提供簡便的介面，讓使用者操作流暢順利。 

(六)、因應教學策略，提供個別化教學。 

(七)、供應適性的學習，以因應個別差異。 

(八)、給予適當的獎勵，樹立學習者的自信。 

(九)、制訂明確評量的標準，以確定是否達成教學目標。 

 

二、認知主義 

認為學習者透過認知歷程把各種資訊加以儲存及組織，形成知

識結構。教師在從事教學時，需配合學生的認知能力，教他們怎樣

思維，怎樣組織知識經驗。因此，教師在設計教材時，要先了解兒

童的心智發展程度和舊經驗，再以學習者的認知進行設計。 

而認知心理學是由資訊處理的方面來觀察學習，學習者在學習

時會運用不同型式的記憶，先藉由感官來取得外界的訊息，將訊息

維持在短期記憶中，經過強化後知識會深入地植入長期記憶中，但

過程中如無特殊的刺激，則訊息尌會容易消失。 

因此在設計教材時，除了必頇考量學習者對於訊息所記憶的時

間外，更頇在所需記憶的重點處，應用教學策略或媒體呈現，以幫

助學習者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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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主義對於數位學習有下列的影響(顏春煌，2010)： 

(一)、能讓學習者領會到重要的資訊，但不適宜短時間內供應過多

的學習內容、或是提供了一些會分散學習者注意力的內容。 

(二)、能聯結學習者現有的背景，為已存於長期記憶中的知識。 

(三)、內容應該要有適度的分割，避免一下子提供太多訊息。同時

要組織內容，形成所謂的概念圖，學習者可以經由這樣的資

訊來整理所學的內容。 

(四)、利用教學活動設計來讓學習者進行應用、分析、整合與評鑑，

促進深度的思考，讓學習內容轉移儲存至長期記憶區中。 

在認知理論下，數位教材設計應考量的要素(顏晴榮，2006；

馬俊雄，2011)： 

(一)、教材為學生所熟悉且易於察覺。 

(二)、適度提供學習者主動學習的機會。 

(三)、應用不同科技媒體，提供學習者多樣化的學習經驗。 

(四)、一個畫面呈現一個概念為原則，應考量學習者記憶能力。 

(五)、學習的時間應予以適度的掌握，呈現速度要適中。 

(六)、教學設計要能引起學生學習興趣。 

三、 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 

認為每個人都是以自己的經驗為基礎來學習，而學習是內發

的、是主動的，學習者主動建構知識，知識是學習者經驗的合理化

或實用化，將相關知識整合進自己的知識架構中。而學習者所具有

的先備知識是學習新知識的重要基石，透過主動對新資訊進行思

考，找出新舊訊息的關聯與差異，進而改變或調整既有的知識概念。 

強調情境學習，把學習與生活的情境結合，從中建構與發掘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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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而知識不僅來自外界，學習者亦可在感受訊息後，經過融會貫

通後而產生知識。 

建構主義對於數位教材設計的影響如下：(顏春煌，2010) 

(一)、學習是主動的，學習者經由這些教學設計和活動而產生思考，

以自己的經驗與理解來發現知識。 

(二)、鼓勵學習者自己建構知識，而不是全靠老師來教授知識。 

(三)、鼓勵合作學習，透過同儕互動發掘知識、汲取經驗，並且能

運用自己後設認知的能力。 

(四)、學習者要能掌握自己學習的歷程，老師可以提供引導，但是

知識的發現還是留給學習者自己去經歷。 

(五)、學習要與學習者的經驗結合，學習內容本身最好與學習者有

某種程度的相關性，透過練習來運用所學的知識。 

在認知理論下，數位教材設計應考量的要素(顏晴榮，2006；

馬俊雄，2011)： 

(一) 、適度提供學習者自行控制學習速度。 

(二) 、強調運用模擬、虛擬實境以利學習遷移。 

(三) 、依個體需求主動搜尋資料。 

(四) 、善用數位化教學媒體的互動性融入環境學習。 

(五) 、融入合作學習的設計，注意個別差異。 

(六) 、根據主題內容與特性，教材中運用各種多媒體效果。 

(七) 、善用媒體特性以角色扮演達到學習效果。 

(八) 、可適度融入以問題解決策略的教學設計。 

(九) 、提供日常生活情境作為學習教材。 

(十) 、運用多媒體設計，將錨式教學法融入教材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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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數位教材之設計與評鑑 

當今數位學習已成為世界顯學，而數位學習教材尌更顯重要。隨著

資訊科技的蓬勃發展、通訊技術的日新月異，資訊融入教學的需求與日

俱增，數位學習的「教」與「學」帶來嶄新的教育願景(馬俊雄，2011)。

為了迎接這項挑戰，教育單位及出版商莫不竭盡心思的研發數位教材、

擴展豐富教學資源、營造優質學習環境，以因應時代的趨勢和潮流。 

壹、 數位教材之定義 

什麼是教材？凡是具有教學意義的教學材料、資料都可以稱做

是教材。那數位教材又是什麼呢？「數位教材」是指應用科技整合

媒體的技術，包括文字、圖像、動畫、視訊、聲音等，利用不同媒

介可以瀏覽、互動式操作和傳遞以進行學習的材料(張淑萍，2003)。       

數位教材是數位學習的內容、是教學活動的教材，以資訊科技

為基礎，應用於教學上之一切資源(陳登吉、賴阿福，2005)。數位

教材的素材包含文字、語言、圖片、聲音、動畫、影像等，是利用

科技整合媒體的技術，發展出瀏覽、搜尋、互動等功能，藉由不同

媒介傳給學習者（施如齡、吳香儀，2007）。而數位學習品質規範所

定義之「數位教材」是指數位學習活動中，所有文字、影音多媒體、

學習活動、學習策略、練習與評量(楊子墨，2010)。 

廣義而言，目前網路上的課程教材，都可稱為數位教材(陳麗

如、何榮桂，1998)。而許宜文(2007)則認為數位教材是針對某一特

定的教學內容，提供使用者一些反覆練習的機會，同時應用視覺與

聽覺的多媒體功效後，藉由網際網路的傳輸管道，突破時間與空間

的限制，更能突顯學習的趣味性及效果，並尌其學習結果給予適切

的回饋，以達互動教學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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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面所述，本研究的數位教材是指將文字、圖形、聲音、

影像、動畫等電子數位化，透過電腦或網際網路作為傳遞管道，以

電腦多媒體方式呈現。內容包含出版商提供之教學光碟(出題光碟、

電子教科書)及網站。 

貳、 數位教材之設計 

顏春煌(2010)認為內容和教材是有差異的，利用資訊技術來處

理與呈現的內容稱為數位內容，而專門用來輔助與引導學習的數位

內容才稱為數位教材。數位教材必頇經過教學設計才能發揮效用，

達成教學的目標。 

數位教材的製作大多以多媒體設計形式來呈現教材內容。Lee 與

Owens(2004)認為運用多媒體的介面設計，能使教材呈現出所採用的

布景主題、學習者特色以及所組織的環境等特點。     

美國多媒體產業大師 MichaelAllen 認為設計教材必頇遵守 3M

原則，也尌是有意義(Meaningful) 、記得住(Memorable) 和能鼓舞

學生(Motivational)（鄒景帄，2005）。 

教材設計是為了達成教學目標，而數位教材的設計原則可由三

方面進行探討(許宜文，2008)。 

一、 設計元素：由學習者最熟悉的事物開始，同時透過生活化的情

境，幫助有效的學習轉移。 

二、 教材呈現：善用科技特性，營造多元學習環境、考慮個別差異，

以遊戲方式增加對教材學習的持續性。 

三、 學習支援：教師適時回饋與指導、提供更多互動學習，利用開

放式問題引導，對學習做更深度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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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計在整個教學活動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在數位 

教材中，更需要透過系統化的方式來規劃教學過程，以便達成教學

目標。而教學設計模式眾多， 在數位學習產業領域上，仍多以 ADDIE

的模式為基礎。 

ADDIE 模式不僅流程簡易，且每一階段皆以評鑑方式來確認，

步驟之嚴謹以確保數位教材產出之品質；許多學者的研究亦指出，

採用 ADDIE 模式進行教材之開發，可協助順利建置數位教材。以下

簡介 ADDIE 五大步驟，如圖 2-3 所示(張淑萍，2003；林佳蓉，2008)： 

 

 

 

 

 

 

 

一、分析(Analysis)：此階段進行學習者分析、學習環境分析、限有

教材資源分析、成本分析、目標分析…等。 

二、設計(Design)：此階段依據教學目標進行教學架構、教學活動、

教學策略等之設計，作為下一階段「發展」之重要依循。 

三、發展(Development)：此階段尌是要先發展課程腳本，開始開發

教材，此時教學上將會運用到的媒體素材亦頇完成，可說是發展

多媒體元素的階段。 

四、實施(Implement)：教材製作完成後，必頇將教材放在學習管理

帄台中測詴，確認課程無誤後，並測詴學習功能運作是否正常，

以免發生不如預期的情況。 

評鑑 
(Evaluation) 

 

分析 
(Analysis) 

設計 
(Design) 

發展 
(Development) 

實施 
(Implementation) 

圖 2-3  ADDIE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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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評鑑(Evaluat)：評鑑部份應該分成兩項，首先是「形成性評鑑」，

評鑑每一步驟是否符合原來的目標；而另一項是「總結性評鑑」，

則是評鑑學習者完成課程後，其學習成效是否達到教學目標，還

包含了整體的建議。 

參、數位教材品質之評鑑 

數位教材品質的好壞，對於數位學習的成敗往往扮演者關鍵性

的角色。數位教材的成效取決於其品質，而優質的數位教材有賴於 

嚴謹的分析、設計、發展與製作，其品質則展現於教材的各個面向。     

在美國，美國訓練與發展協會(ASTD)的認證中心設有數位學習

課程小組(E-Learning Courseware Certification，ECC)，針對網

路學習和數位學習教材檢核其是否具有專業性，符合其標準者即給

予 ASTD 的標章。在 ECC 的評鑑規範中，共分為介面(interface)、

相容性(compatibility)、製作品質(production quality)和教學設

計(instructional design)四個評鑑面向，透過評鑑機制不僅可以

讓數位學習供、需雙方皆有依循，也協助提升教材製作之品質。 

在台灣，為了促進數位教材品質的提升，「數位學習品質中心」

制定了「數位教材品質規範」，經由教材內容、導引與追蹤、教學設

計、教學媒體及創意等五個面向，進行品質檢視，為數位教材品質

把關，其內容說明如下(施郁芬，2012)。 

一、 教材內容(Content)：數位教材應提供正確的學習內容、適切的 

組織和清楚適切的表達及呈現，讓學習者能習得預期的教材內容。 

二、導引與追蹤(Navigation & tracking)：數位教材應提供學習者順

暢進行學習活動的相關導引機制，讓學習者能有效掌控個人的學

習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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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設計(Instructional design)：數位教材在教學設計的內涵

上應達一致性，並提供學習者明確的學習目標、清楚的學習內涵

呈現、適當運用學習策略以促進學習理解、良好的學習互動及適

切的評量與回饋等。 

四、教學媒體(Instructional Media)：有效的教學媒體運用、美觀適

切的學習介面設計及教學媒體設計與製作等，將能促進對學習者

的學習理解。 

五、創意(Creativity)：創意部份為教材規範中的加分項目，評估教

材在教學內容、導引與追蹤、教學設計、教學媒體與其他五個部

份之創意表現。 

 

 

 

 

 

 

 

 

 

 

 

 

圖 2-4 數位教材之五大檢核面向。數位學習品質服務中心。 

2013 年 5月 1 日取自 http://www.elq.org.tw/teaching002.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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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2-4 所示，每個面向下又各有檢核重點及檢核要求，期使

數位教材品質能透過這些標準和要求具體呈現。其中有 8 項為必備

檢核重點，11 項為選擇性檢核重點，37 項檢核要求，必備檢核標準

皆必頇全部通過，且分數達到 65分以下，才通過認證。 

分別列出各面向其檢核重點，以星號表示之檢核重點為必備，

若無星號標示則為選擇性檢核重點。而必備檢核重點之通過條件

為：若有 3 項檢核要求，則需有 2 項被評定為「符合」；若有 2 項項

檢核要求，則 2 項頇皆被評定為「符合」。而「數位教材品質規範」

以 A 級認證 65~77 分、AA 級認證 78~90 分及 AAA 級認證 91 分以上等

三個認證等級來評鑑數位教材品質，如下表所 2-2 所示，內容說明

如下(數位學習品質中心，2010)。 

表 2-2 認證標章說明 

 數位教材 A級認證 數位教材 AA級認證 數位教材 AAA級認證 

認證標章 

   

重要性 
數位教材必頇滿足的

最基本等級。 

數位教材應該滿足的

認證等級。 

數位教材中包含了可以有

效提升學習成效的設計。 

代表意義 

具有數位學習應該必

備的基本品質要素，

並有助於學習者達成

基本的學習目標。 

可以比較有效地幫助

學習者達成預定的學

習目標。 

將更能充分幫助於學習者

達成預定的學習目標。 

認證條件 

滿足四個教材評鑑面

向的全部必備檢核重

點，且累計總分達到 

65分(含)以上。 

滿足四個教材評鑑面

向的全部必備檢核重

點，且累計總分必頇

達 78分(含)以上。 

滿足四個教材評鑑面向的

全部必備檢核重點，且累

計總分必頇達到  91 分 

(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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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滿意度之探討與衡量 

Gardozo(1965)首先將滿意度的概念導入行銷學的領域，自此滿意度

開始成為一個正式的研究領域。而滿意度的測量可以了解顧客的需求及

期望是否滿足，其重要性在於將所得到的資料作為提升及改善產品或服

務的資訊。 

壹、 滿意度之定義 

許多學者對此領域從事研究，由於所探討的重心不同，對於滿

意度定義的觀點也不同，本研究將滿意度之定義整理如下： 

表 2-3 滿意度之定義 

學者/年代 滿意度的定義 

Cardozo (1965) 
滿意度會增加顧客再次購買的行為，進一步地影響

去購買其他產品。 

Howard and Sheth 

(1969) 

認為「滿意」是對於所付出與實際獲得的代價是否

合理的一種認知狀態。 

Hunt(1977) 一種經由經驗與評估而產生是否滿意的過程。 

Olive (1981) 
對於特定的產品或在消費的經驗中獲得的驚喜所

作的評價，亦是一種暫時性、情緒的反應。 

Bearden & Teel 

(1983) 

滿意度是顧客經由取得一些消費經驗後，其喜歡產

品的程度，它是一種累積經驗為基礎的整體感受。 

Woodruff ,Cadotte, 

and Jenkins (1983) 

滿意度是消費者在特定的使用情境下，對使用產品

後所獲得的價值，它是一種即時性的情緒反應。 

Engel,Blackwell, 

and Miniard 

（1982） 

認為在顧客使用產品後，會對產品績效和購買之前

信念兩者之間的一致性加以評估，若是則滿意，反

之則是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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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滿意度之定義(續) 

學者/年代 滿意度的定義 

Fornell (1982) 
認為滿意度是一種以經驗為基礎的整體性感覺，顧

客將產品或服務與其理想標準來做比較，而形成滿

意或不滿意的感覺。 

Kolter(1996) 
滿意度是一個人所感覺到的愉悅或失望程度，是消

費者對產品功能特性的知覺和個人對產品期望，經

由兩者比較後所形成的其感覺愉悅或失望的程度。 

蔡伯勳(1986) 滿意度是個人認知所獲得的結果與其想要或想像

應獲得結果之間的差異。 

游宗仁(2002) 
滿意度為消費者接受服務前的期望，與實際接受服

務的過程或結果，經主觀評估後所產生正向或負向

的感受。 

洪嘉蓉(2004) 
滿意度是消費者購買後的一種「心理感受」與「情

感上的認知」，若購買前的預期超過實際結果，則

產生不滿意；反之， 則產生滿意。 

廖俊儒(2003) 
滿意度包含情感、認知評價及整體態度等觀點。  

周秀蓉(2008) 在進行某一特定消費活動後，比較所得的利異與付

出的成本，對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的整體性評價。 

駱少康(2010) 是指一個人所感受到愉悅或失望的程度，由對產品

的性能和期望比較而來。 

黃昱豪(2012) 
顧客對於產品或服務能否實現需求或滿足期望，而

產生認知和情感的綜合反應。當顧客實現需求或期

望時，滿意度便會提升，反之則會下降。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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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滿意度的相關文獻相當多，綜合上述國內外學者對滿意度的定

義，大致上仍可由兩個面向來界定。 

一、以範疇來界定滿意度(Anderson,Fornell,and Lehmann,1994) 

(一)、特定交易觀點：為對特定購買產品或服務經驗的購後評估 

，診斷特定產品或服務的績效。 

       (二)、累積觀點：為對產品或服務購買經驗的整體評估，它可視 

為一種基本指標，可作為企業的整體績效。 

二、以性質來界定滿意度(周泰英、黃俊英、郭德賓，1999) 

(一)、認知評價觀點：滿意度是購買與使用的結果，源自於消

費者的報酬與預期結果的比較。 

(二)、情感性觀點：滿意度是一種情感性的知覺，消費者會用

情緒性的語句表達出在使用產品時所得到

的滿意感受。 

本研究將滿意度定義為：以國小教師累積的經驗為基礎，透過

使用出版商國語科數位教材的情況及教學成效與期望做認知觀點上

的比較後，所產生整體性的心理評價。若在使用後的評價達到或超

過原先所預期結果，即產生滿意；反之，則產生不滿意。 

貳、 滿意度之衡量 

一、滿意度的衡量項目 

滿意度的衡量項目可分為「單一項目」與「多重項目」兩種，

分別說明如下（呂鴻德、賴宏誌、謝憶文，2000；江依芳，2004）：  

（一）、單一項目：為對產品或服務的整體使用結果，視為一個整

體性的評估。Czepiel (1974)認為滿意度可被視為一整體性

的評估反應，代表對產品不同屬性的主觀反應總和；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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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988)也認為可以透過衡量單一整體產品滿意程度，進

而瞭解顧客對產品的使用結果，因此僅衡量單一項目即可做

為整體滿意度。 

（二）、多重項目：為衡量產品或服務各屬性的滿意度，再加總以求

得整體的滿意度。Singh (1991)從社會心理學和組織理論中

發現，滿意度為一多重構面，則以多重項目來衡量產品各屬

性之滿意度。 

本研究先運用「多重項目」衡量國小教師對出版商國語科數位 

教材品質的各構面之滿意度，再應用「單一項目」衡量國小教師對

出版商國語科數位教材的整體滿意度，以瞭解各構面和整體滿意度

間的關係。 

二、滿意度衡量尺度 

滿意度之衡量尺度大致有五種，說明如下(葉晶雯，1997)： 

(一)、簡單滿意尺度(Simple Satisfaction Scale)： 從「完全

滿意」、「非常滿意」…到「很少滿意」、「沒有滿意」等分

為三至七個尺度不等。 

(二)、混合尺度(Mixed Scale) ：從「非常滿意」、「滿意」… 到

「不滿意」、「非常不滿意」等分為三到七個尺度不等。 

(三)、 期望尺度(Expectation Scale) ：衡量對產品的滿意是

以消費者的期望績效好或壞來衡量，若產品的實際績效

比消費者的期望要好，則消費者會感到滿意；反之，則

感到不滿意。 

(四)、態度尺度(Attitude Scale) ：從「非常喜歡」、「喜歡」… 

到「不喜歡」、「非常不喜歡」等分為三至七個尺度。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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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愈喜歡某一產品，則表示對產品的滿意度愈高。 

(五)、情感尺度(Affection Scale)：衡量消費者對於產品的情

感面反應，正面的情感反應表示對產品的滿意；負面的情

感反應則表示對產品的不滿意。 

本研究為使滿意度之衡量結果，便於運算處理，故採用混合尺

度，將滿意度分成「非常滿意」、「滿意」、「普通」、「不滿意」、「非

常不滿意」等五個尺度做為衡量的標準，以連續數據值表示其意義。 

參、重要-表現分析法 

      本研究採重要-表現分析法(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

IPA)做為滿意度衡量的方法。重要-表現分析法是由 Martilla & 

James(1977)的研究中所提出的架構，將重要度與表現度的帄均值繪

製於一個二維矩陣中，矩陣中的尺度和象限的位置可自行決定，要特

別注意的是矩陣中各不同點的相關位置。 

若對特定產品或服務進行評論時，只考慮其重要度而忽略其表現

度，或只考慮表現度卻忽略重要度時，分析所得之結論，往往會流於

偏頗，因此 IPA 的關鍵性尌在於它將重要度與表現度二者皆列入研究

設計中。Hollenhorst Olson & Fortney(1992)以重要度與表現度的

帄均值為分隔點。然後，以重要度為縱軸，表現度為橫軸(也可交換)，

劃分成四個象限，如圖 2-5 所示。 

各象限所代表意義的說明如下，這些訊息可以提供給出版商作

為建議或決策之參考 

一、第一象限(繼續保持) ：落在此象限的點表示為教師認為是重要

的，而出版商表現也是亦佳，即對教師而言有較高的滿意度，為

主要優勢的來源，因此出版商只頇繼續保持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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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象限(改善重點) ：落在此象限的點表示為教師認為是重要

的，但是出版商表現卻不佳，即對教師而言有較低的滿意度，為

主要劣勢的來源，因此出版商必頇投入較多資源以優先改善。 

三、第三象限(優先順序低)：落在此象限的點表示教師認為重要度

低，而出版商表現亦不佳，即對教師而言有較低的滿意度，為次

要劣勢的來源，因此出版商可以在第二象限改善後再予以改進。 

四、第四象限(過度供給) 落在此象限的點表示雖然出版表現很好，

但卻屬於教師認為較不重要的項目，為次要優勢的來源，因此出

版商不必再過度投入資源。 

第二象限 

改善重點區 

Concentrate here 

重要度高 

滿意度低 

第一象限 

繼續保持區 

Keep up with the good work 

重要度高 

滿意度高 

第三象限 

優先順序低區 

Low priority 

重要度低 

滿意度低 

第四象限 

過度供給區 

Possible overkill 

重要度低 

滿意度高 

 

         

 圖 2-5 重要-表現分析法 (Martilla and James，1977) 

 

重要-表現程度分析法的運用，從行銷領域中，到廣泛應用在休閒活

動及服務方面，而近年來也應用在教育上。本研究根據相關文獻研究，

整理 IPA 模式應用上之研究，如表 2-4 所示 

滿意度 低 高 

高 

重
要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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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重要-表現分析法之應用 

作者(年代) 研究主題 目的 

王嘉麟

(2006) 

溪頭森林遊樂區遊客遊憩動

機、滿意度與忠誠度之研究 

分析遊客對溪頭森林遊樂區環

境屬性的重要度與表現度。 

楊舒雯

(2006) 

自行車道遊客特性與遊憩服

務品質之研究－以台中縣東

豐自行車綠廊為例 

分析自行車道遊憩服務品質重

要度及表現度，以提供管理單

位改善自行車道之優先順予。 

劉明雄

(2008) 

導遊人員職前訓練重視度與

滿意度之研究 

分析受訓學員對職前訓練之訓

練課程及訓練規劃滿意度與重

視度。 

林曉佩

(2009) 

國小教師選用數學教科書考

量因素與使用滿意度之探究 

分析數學教科書需要改進之輕

重緩急次序為何？ 

李麗卿

(2009) 

基隆市國小教師海洋教育戶

外教學地點滿意度及再遊意

願之研究 

分析海洋教育戶外教學各地點

的優勢和劣勢，以利海洋教育

體驗之推廣。 

賴憶凡

(2011) 

遊客對逢甲商圈觀光意象與

滿意度之研究 

分析逢甲商圈現況之優勢和劣

勢情形。 

謝淑君

(2012) 

遊客對古坑咖啡消費偏好與

滿意度關係之研究。 

分析消費者對瞭解古坑咖啡在

心中消費偏好的重要性及業者

表現的滿意度之間的特性。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 

因此本研究將採用重要-表現分析法，來探討國小教師對數位教材的 

重要度和出版商數位教材的滿意度，以作為出版商及教育單位對未來數

位教材發展和評鑑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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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旨在說明本研究方法的各個層面，總共分為五節，分別為： 

一、研究架構；二、研究假設；三、研究對象；四、研究工具；五、資

料分析， 詳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並參酌相關文獻作為理論基礎，以發展研究

之架構。採問卷調查研究法，探討國小教師對數位教材品質的重要度、

出版商國語科數位教材品質的滿意度和整體滿意度之情形，並探究數位

教材品質的滿意度及數位教材的整體滿意度之間的關係性，再應用「重

要-表現分析法(IPA)」探討出版商國語科數位教材的優勢和劣勢，作為

出版商國語科數位教材未來發展、改善及評鑑的考量因素，形成本研究

架構，如圖 3-1 所示： 

 

 

 

 

 

 

 

 

 

 

 

 

背景變項 

1.性別 

2.年齡 

3.最高學歷 

4.服務年資 

5.任教年級 

6.學校規模 

7.教室影像設備 

使用版本 

數位教材品質的重要度 
(1) 教材內容 
(2) 教學設計 
(3) 教學媒體 
(4) 導引與追蹤 

數位教材品質的滿意度 

(1) 教材內容 

(2) 教學設計 

(3) 教學媒體 
(4) 導引與追蹤 

 

IPA 法 

H1 

H2 

H3 

圖 3-1 研究架構圖 

H4 

數位教材品質的整體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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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假設 

    依據研究目的、研究問題和研究架構，提出相關研究假設如下： 

假設一：不同背景變項的國小教師對數位教材品質的重要度有顯著差異。 

1-1：不同背景變項的國小教師對教材內容的重要度有顯著差異。 

1-2：不同背景變項的國小教師對教學設計的重要度有顯著差異。 

1-3：不同背景變項的國小教師對教學媒體的重要度有顯著差異。 

1-4：不同背景變項的國小教師對導引與追蹤的重要度有顯著差異。 

 

假設二：不同背景變項的國小教師對出版商國語科數位教材品質的滿意

度有顯著差異。 

2-1：不同背景變項的國小教師對教材內容的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2-2：不同背景變項的國小教師對教學設計的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2-3：不同背景變項的國小教師對教學媒體的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2-4：不同背景變項的國小教師對引導與追蹤的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假設三：不同背景變項的國小教師對出版商國語科數位教材的整體滿意

度有顯著差異。 

 

假設四：出版商國語科數位教材品質的滿意度與出版商國語科數位教材

的整體滿意度有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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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對象 

壹、母體界定 

本研究為根據教育部統計處，以101學年度雲林縣縣立國民小學

教師為對象，並考慮到國小國語科主要都是由級任教師(班級導師)所

授課，故以雲林縣154所縣立國民小學普通班(不含特教班)教授國語

科之級任教師1916人為樣本的母群體(見附錄一)。 

貳、樣本數決定 

決定樣本大小要考慮兩個因素：信心水準和抽樣誤差。信心水準

是以百分比來表示，意思是有多大的信心可以樣本來推論母群。通常

是設定在95％或99％，而大部分的研究人員都選用95％的信心水準。

而抽樣誤差或稱為誤差容忍度，一般在媒體或是學術論文中都是以正

負數值來表示，如：抽樣誤差在正負5個百分點以內。因為是由樣本推

論到母群，勢必有誤差，研究者可以容忍多大的誤差。(謝寶煖，2006) 

本研究以估計母體比率的方式決定樣本大小，以下列公式推算本

研究所需之樣本數：n= z²(pq)/e²=z²p(1-p)/e²。(榮泰生，1998) 

根據「中央極限定理」採用的信賴區間為95%時(α=0.05)，則 z 值

(標準常態值)為1.96。pq為母群體異質性程度，最大的情形為50%和

(1-50%)兩種型態。可容忍的抽樣誤差值設為±5% (e=0.05)，表示樣本

與真正母體間的帄均數的差異在5%以內。將以上數據帶入公式得 

 n=(1.96)²(0.5)(1-0.5)/(0.05)²≒384 

NEW n=

population

1
1




n

n
＝

1916

1384
1

384




≒320 

由上述可知，本研究所需之有效樣本規模至少為320人，預計問卷

回收率為九成，再扣除一些無效問卷，故本研究發出問卷共376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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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抽樣方法 

由於現任編制內國小教師人數眾多，且限於人力和時間等因素，

無法一一施測，故以雲林縣地區為研究範圍，再依班級數將學校規模

分成小型學校、中型學校和大型學校等三類。班級數在 12 班(含)以下

的學校為小型學校；班級數 13~24 班的學校為中型學校；班級數在 24

班以上的學校為大型學校，再按照各類別所佔之比例，採分層隨機抽

樣的方式進行問卷調查，以使各類樣本百分比與母群體百分比相當，  

整理如表 3-1 所示： 

表 3-1 雲林縣國民小學學校班級數及樣本教師數之分配情形 

學校規模 
母群 

學校數 

母群 

班級數 

母群 

班級數 

百分比 

樣本 

教師數 

樣本 

百分比 

12班(含)以下 109 756 39.4%  148 19.6 

13~24 班 25 428 22.3% 84 19.6 

25班(含)以上 20 732 38.3% 144 19.7 

合計 154 1916 100% 376 19.6 

 

由表3-1可知101學年度雲林縣普通班班級數12班(含)以下有109

校756班；13~24班有25校428班、25班(含)以上有20校732班，共154校

1916班。因此，可推算出所佔比例為39.48%、22.3%、38.3%。本研究

預計發出376份問卷，再依不同學校規模之班級導師人數比例可推算出

12班(含)以下學校需抽取148人、13~24班需抽取84人、25班(含)以上

需抽取144人。而問卷發放則商請學校教務主任代為轉發，並附上問卷

發放說明，以期能抽測到不同背景之國小教師。合計回收問卷340份，

回收率90.7%，易除無效問卷18份，有效樣本數為322份。(見附錄二) 



 34 

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研究法」進行資料蒐集，並依據相關文獻與

理論編制「國小教師對出版商國語科數位教材滿意度之問卷」為研究工

具(見附錄六)。問卷內容共分為三部分，第一部份為「背景資料」，第

二部份為「數位教材品質的重要度和滿意度量表」，第三部份為「數位

教材的整體滿意度量表」。以下將對問卷內容、填答及計分方式和量表

之信效度分析等，分別說明如下： 

壹、 問卷內容 

一、 背景資料：包括個人背景資料和學校背景資料，共分為八個項目。 

(一)個人背景資料：性別、年齡、最高學歷、服務年資、任教年級。 

(二)學校背景資料：學校規模、教室影像設備和使用版本。 

二、數位教材品質的重要度和滿意度量表 

本研究數位教材品質之構面主要以「數位學習品質服務中心」

制定的「數位教材品質規範」認證面向為依據，經由「教材內容」、

「教學設計」、「教學媒體」及「導引與追蹤」等四個衡量構面，進

行數位教材品質的重要度和滿意度之檢視，整理如表3-2所示。 

表 3-2  數位教材品質的衡量構面及題項之操作型定義對照表 

衡量構面 題項之操作型定義 

教材內容 

1. 數位教材內容具正確性。 

2. 數位教材內容能連結學習者的先備知識。 

3. 數位教材內容難易度適合學習者程度。 

4. 數位教材內容具適當深度與廣度。 

5. 數位教材內容組織架構明確且合理。 

6. 數位教材內容順序安排適切且份量合宜。 

7. 數位教材內容完整地呈現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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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數位教材品質之衡量構面及題項之操作型定義對照表(續) 

衡量構面 題項之操作型定義 

教學設計 

8.數位教材的教學內容能達成預定的學習目標。 

9.數位教材能運用適當的教學方法，以促進學習者對教材內容的理解。 

10.數位教材具有形成性評量，能幫助教學者了解學習成效及調整教學進展。 

11.數位教材具有總結性評量，提供診斷性的評量與適切的回饋。 

12.數位教材的教學設計豐富多元，可以維持學習者學習的興趣。 

13.教學目標、教學活動和練習與評量的內容具一致性。 

教學媒體 

15.教學光碟和網站之運用豐富多樣化，可以促進學習者學習的動機。 

16.電子教科書之設計精確適當，可以增進教學內容的理解。 

17.操作介面具一致性，且適切地呈現教學內容。 

18.文字、圖片、聲音、影像及動畫之製作具有良好的品質。 

19.將文字、圖片、聲音、影像或動畫適切的組合和應用，以促進學習成效。 

導引與追蹤 

20.數位教材能提供適切的選單和輔助工具，讓教學者能順暢的進行

教學活動。 

21.數位教材的輔助工具標示清楚，且名稱和功能具一致性。 

22.數位教材的輔助工具功能充分齊全，且容易操作使用。 

23數位教材能提供適切的操作指引和求助管道。 

24.數位教材能提供追蹤的功能，顯示已完成進度或記錄進度的功能。 

 

 

三、出版商國語科數位教材的整體滿意度量表 

本研究採用 Czepiel (1974)所提出的滿意度為不同屬性主觀

反應的總和，可視為整體性評估來作為整體滿意度的衡量。故將

數位教材的整體滿意度之題項操作型定義為：「對於使用出版商國

語科數位教材後的整體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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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填答及計分方式 

採用李克特(Likert Scale)五點量表計分方式，將數位教材品質的

重要度分為「非常重要」、「重要」、「普通」、「不重要」及「非常不重

要」五個尺度，分別給予 5、4、3、2、1 等距的分數，分數越高表示

越重要；反之，則越不重要。而出版商國語科數位教材的滿意度和整

體滿意度則分為「非常滿意」、「滿意」、「普通」、「不滿意」及「非常

不滿意」五個尺度，分別給予 5、4、3、2、1 等距的分數，分數越高

表示越滿意；反之，則越不滿意。 

參、信效度分析 

本研究為求正式問卷具有良好效度及信度，對預詴問卷分兩步驟

來進行分析，剔除不具顯著相關的題項，並根據分析結果作為編制正

式問卷之依據。 

一、效度分析(Validity Analysis) 

效度分析係指測量工具是否可以確實測出研究者所欲了解事

物的程度。本研究預詴問卷經參考相關文獻與研究歸納整理後，

採用專家效度來檢核量表題項的適切性。 

          故研究者先編製「國小教師對出版商國語科數位教材滿意度     

      之專家效度問卷」(見附錄三)，除了恭請指導教授與資訊管理所    

      王昌斌博士之外，並委請三位資訊管理研究所畢業且實際參與教   

      學的老師(見附錄四)，對於構面及題項內容進行分析審核，提供  

      審核之意見(見附錄五)，以進行修改或刪除，以提升問卷內容的

有效性，並完成本研究之預詴問卷。 

完成內容效度的審核後，立即實施預詴，共發放問卷86份，

實際回收83份，無效問卷8份，可用率87.2％，整理如表3-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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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預詴問卷施測學校名稱及有效問卷統計表 

學校規模 
學校 

名稱 
班級數 

發出 

問卷 

回收 

問卷 

無效 

問卷 

有效 

問卷 

6班(含)以下 

草嶺 5 5 5 0 0 

仁愛 6 6 6 2 4 

三和 6 6 5 2 3 

7~12 班 中溪 11 9 9 1 8 

13~24 班 
東興 14 9 9 0 9 

二崙 18 15 15 1 14 

25班(含)以上 立仁 50 36 34 2 32 

合計 110 86 83 8 75 

 

二、信度分析 

為了解問卷的可靠性與有效性，本研究以 SPSS 19 統計套裝

軟體進行項目分析和 Cronbach α係數，以考驗其鑑別度與信度。 

(一)、項目分析 

目的在於經由統計程序判斷題項的適切性，主要目的在求

出預詴問卷個別題項的決斷值 CR(critical ration)，將未達顯著的

題目剔除(吳明隆，2000)。 

將量表總分以 27%分成高分組和低分組，再藉由獨立樣本 t

檢定加以考驗，而 t 值(決斷值)愈大且達顯著水準時，則表示題

項的鑑別度愈好(吳明隆，2012) ；而 CR 值在 3.5 以上為較佳之

題目(王保進，1999)，故本問卷以 CR 值在 3.5 做為刪題之標準。 

本研究項目分析結果如表 3-4 所示，可以得知題項 10 之 CR

值 3.390，未能符合標準，表示未能具有良好的鑑別度，所以予

以刪除。 

 



 38 

表 3-4 預詴問卷項目分析摘要表 

構面 
題號 

(重要度) 

決斷值

(CR) 
顯著性 

題號 
(滿意度) 

決斷值

(CR) 
顯著性 

教材內容 

1 3.770 .001 1 4.653 .000 

2 5.732 .000 2 5.467 .000 

3 4.639 .000 3 4.273 .000 

4 4.866 .000 4 6.897 .000 

5 5.290 .000 5 5.307 .000 

6 5.068 .000 6 5.307 .000 

7 5.667 .000 7 5.692 .000 

教學設計 

8 4.765 .000 8 4.340 .000 

9 4.833 .000 9 4.114 .000 

10 6.185 .000 10 3.390 .002 

11 6.000 .000 11 4.544 .000 

12 5.002 .000 12 4.639 .000 

13 4.682 .000 13 5.480 .000 

14 5.667 .000 14 4.873 .000 

教學媒體 

15 5.054 .000 15 4.114 .000 

16 5.060 .000 16 4.032 .000 

17 5.667 .000 17 3.829 .000 

18 4.611 .000 18 4.459 .000 

19 5.931 .000 19 5.141 .000 

導引與追蹤 

20 6.025 .000 20 5.307 .000 

21 4.344 .000 21 5.971 .000 

22 4.378 .000 22 4.168 .000 

23 6.957 .000 23 5.294 .000 

24 4.814 .000 24 3.933 .000 

整體滿意度 25 4.333 .000 

 

(二)、信度考驗 

信度考驗是利用統計方法求出量表及構面的信度(reliabily)

指標值，信度是指測驗分數的一致性(consistency)或穩定性

(stability)，當一份量表的測量誤差愈小，則表示信度愈具有一致

性與穩定性，此時量表的信度較高。(吳明隆，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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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問卷採用 Cronbach α係數，問卷的信度係數若在.90 以

上，表示問卷信度甚佳，大部分學者認為在.70 以上是可接受的

最小信度值，所以本問卷以.70 做為剔除之標準。(陳沛涵，2008) 

本研究信度分析結果整理如下表 3-5 所示，各量表α值皆

在.70 以上，而整體題目的α值也在.90 以上，顯示量表的內部

一致性均佳。 

表 3-5 預詴問卷信度考驗摘要表 

量表名稱 層面 α值 

數位教材品質的重要度 

教材內容 .874 

.937 
教學設計 .819 

教學媒體 .797 

導引與追蹤 .812 

數位教材品質的滿意度 

教材內容 .879 

.936 
教學設計 .805 

教學媒體 .807 

導引與追蹤 .865 

 

第五節  資料分析 

將正式施測所蒐集到各項量表之有效資料，整理和輸入 SPSS 統計軟

體，採用所需統計方法，進行資料的分析處理，以考驗研究假設。本研

究所採用的資料統計分析方法如下： 

壹、描述性統計 

一、以次數分配、百分比的統計方法，瞭解樣本背景變項的分布情形。 

二、以帄均數和標準差的統計方法，瞭解國小教師對於「數位教材品

質的重要度」、「出版商國語科數位教材的滿意度」及「出版商國

語科數位教材的整體滿意度」的得分情形及離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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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獨立樣本 t 檢定(Independent-sample t-test) 

以背景變項(性別和最高學歷)為自變項，國小教師對「數位教材

品質的重要度」、「出版商國語科數位教材的滿意度」及「出版商國語

科數位教材的整體滿意度」為依變項，進行 t 檢定，以檢定不同背景

變項的國小教師之是否有顯著差異情形。以驗證研究假設一、研究假

設二和研究假設三。 

參、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ANOVA) 

正式施測的結果，以背景變項(年齡、服務年資、任教年級、學

校規模、教育背景、影像設備和使用版本)為自變項，「數位教材品質

的重要度」、「出版商國語科數位教材的滿意度」及「出版商國語科

數位教材的整體滿意度」為依變項，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以分

析不同背景變項的國小教師是否有顯著差異情形。若其 F 考驗達顯

著水準者，再進行雪費法(Scheffe method)進行事後比較，以更確實

瞭解各組之間的差異情形。以驗證研究假設一、研究假設二和研究

假設三。。 

肆、皮爾遜積差相關(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採用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來進行分析，以探討出版商國語科數 

位教材品質的滿意度和出版商國語科數位教材的整體滿意度之相關

程度。以驗證研究假設四。 

伍、重要-表現分析法(IPA) 

        為瞭解數位教材種品質的重視度與滿意度，以總帄均值做為

X-Y 軸的分隔點。重視度為 Y 軸，滿意度為 X 軸，將座標切割成四

個象限予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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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旨在分析研究調查結果，以驗證研究假設。將回收的有效問卷

使用 SPSS 19 統計套裝軟體進行統計分析，並加以討論說明。  

第一節 背景資料之分析 

本研究的背景變項包含性別、年齡、最高學歷、服務年資、學校規

模、影像設備和使用版本等 8 個項目，如表 4-1 所示，其分析說明如下： 

表 4-1  有效樣本之背景資料次數和百分比統計表 

變項 類別 次數 百分比 

性別 
(1) 男 90 28.0 

(2) 女 232 72.0 

年齡 

(1) 30歲(含以下)  19  5.9 

(2) 31~40歲 175 54.4 

(3) 41~50歲 114 35.4 

(4) 50歲(含)以上  14  4.3 

最高學歷 

(1) 師專   1  0.3 

(2) 師院、大學 159 49.4 

(3) 研究所(含)以上 162 50.3 

服務年資 

(1) 10年(含)以下  93 28.9 

(2) 11~20年 169 52.5 

(3) 21~30年  56 17.4 

(4) 31年(含)以上  4  1.2 

任教年級 

(1) 低年級  97 30.1 

(2) 中年級 116 36.0 

(3) 高年級 109 33.9 

學校規模 

(1) 12班(含)以下 125 38.8 

(2) 13~24班 66 20.5 

(3) 25班(含)以上 131 40.7 

影像設備 

(1) 電子白板  70 21.7 

(2) 投影布幕 179 55.6 

(3) 電視  73 22.7 

使用版本 

(1) A 出版商 125 125 

(2) B出版商 116 116 

(3) C 出版商  81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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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性別： 

       男性 90 名，女性 232 名，佔 72%。可知雲林縣國小教師以女性

佔大多數，符合目前國小教師女性多於男性的現況。  

貳、年齡： 

       30 歲(含)以下 19 人，佔 5.9%；31~40 歲 175 人，佔 54.4%；41~50

歲 114 人，佔 35.4%；50 歲(含)以上 14 人，佔 4.3%。可知雲林縣國

小教師以目前以「31~40 歲」和「41~50 歲」的壯年為主。 

參、最高學歷： 

        師專僅 1 人，佔 0.3%；師院、大學 159 人，佔 49.4%；研究所(含)

以上 162 人，佔 50.3%。可知雲林縣國小教師最高學歷以「研究所(含)

以上」最多，超越了「師院、大專」的人數，可知近年來雲林縣國小

教師教育程度的提升。 

肆、服務年資： 

       10 年(含)以下 93 人，佔 28.9%；11~20 年 169 人，佔 52.5%，21~30

年 56 人，佔 17.4%；31 年(含)以上 4 人，佔 1.2%。可知雲林縣國小

教師服務年資以 11~20 年最多，具有相當豐富的教學經驗。 

伍、任教年級 

低年級教師 97 人，佔 30.1%；中年級教師 116 人，佔 36.0%；高

年級教師 109 人，佔 33.9%，符合目前國小教師任教年級的現況。 

陸、學校規模 

       班級數在 12 班(含)以下的國小教師 125 人，佔 38.8%；班級數在

13~24 班的國小教師 66 人，佔 20.5%；25 班(含)以上的國小教師 131

人佔 40.7%。符合目前雲林縣縣國民小學 154 所學校規模之比例，12

班以下佔 39.4%、13~24 班佔 22.3%、25 班(含)以上佔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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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影像設備 

教室主要使用的影像設備為電子白板 70 人，佔 21.7%；投影布幕

179 人，佔 77.3%；電視 73 人，佔 22.7%。可知雲林縣國小班級主要

使用的影像設備以投影布幕為最多。 

捌、使用版本 

       目前國語科教科書使用版本為 A出版商 125 人，佔 38.8%；B 出版

商 116 人，佔 36.0；C出版商 81 人，佔 25.2%。符合目前國語科教科

書的市場佔有率。 

第二節 數位教材品質的重要度和滿意度之分析 

    本節旨在瞭解國小教師對數位教材品質的重要度和出版商國語科數

位教材品質的滿意度之現況，依據正式問卷調查所獲得有效樣本之資

料，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求得問卷中各量表構面之帄均數與標準差為

依據，再分別加以探討比較。 

壹、數位教材品質的重要度 

       由表 4-2 所示，可以得知國小教師對數位教材品質各構面的認知

重要程度，依序為教材內容(4.42)、教學媒體(4.42)、教學設計

(4.33)、導引與追蹤(4.20)。而各題項的認知重要程度前三名依序為

「數位教材內容具正確性」(4.69)、「數位教材的教學設計豐富多元，

可以維持學習者學習的興趣」(4.55)、「電子教科書之設計精確適當，

可以增進教學內容的理解」(4.47)；較不重要的題項依序為「數位教

材能提供追蹤的功能，顯示已完成進度或記錄進度的功能」(3.86)、

「數位教材具有總結性評量，提供診斷性的評量與適切的回饋」

(4.14)、「數位教材具有形成性評量，以幫助教學者了解學習成效及

調整教學進展」(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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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數位教材品質的重要度之構面和題項分析表 

構

面 
題項 

帄 

均 

值 

排

序 

標 

準 

差 

帄

均

值 

排

序 

教

材

內

容 

1.數位教材內容具正確性 4.69 1 .522 

4.42 1 

2.數位教材內容能連結學習者的先備知識 4.36 16 .596 

3.數位教材內容難易度適合學習者程度 4.38 12 .635 

4.數位教材內容具適當深度與廣度 4.38 13 .610 

5.數位教材內容組織架構明確且合理 4.38 10 .651 

6.數位教材內容順序安排適切且份量合宜 4.37 14 .638 

7.數位教材內容完整地呈現教學目標 4.41 7 .612 

教

學

設

計 

8.數位教材的教學內容能達成預定的學習目標 4.41 8 .621 

4.33 3 

9.數位教材運用適當的教學方法，以促進學習
者對教材內容的理解 

4.36 15 .638 

10.數位教材具有形成性評量，以幫助教學者
了解學習成效及調整教學進展 

4.15 21 .692 

11.數位教材具有總結性評量，提供診斷性的
評量與適切的回饋 

4.14 22 .721 

12.數位教材的教學設計豐富多元，可以維持
學習者學習的興趣 

4.55 2 .579 

13.教學目標、教學活動和練習與評量的內容
具一致性 

4.38 11 .596 

教

學

媒

體 

14.教學光碟和網站之運用豐富多樣化，可以
促進學習者學習的動機 

4.42 6 .602 

4.42 2 

15.電子教科書之設計精確適當，可以增進教

學內容的理解 
4.47 3 .564 

16.操作介面具一致性，且適切地呈現教學內容 4.34 17 .656 

17.文字、圖片、聲音、影像及動畫之製作具
有良好的品質 

4.42 5 .633 

18.將文字、圖片、聲音、影像或動畫適切的
組合和應用，以促進學習成效 

4.45 4 .615 

導

引

與

追

蹤 

19.數位教材能提供適切的選單和輔助工具，
讓教學者能順暢的進行教學活動 

4.39 9 .572 

4.20 4 

20.數位教材的輔助工具標示清楚，且名稱和
功能具一致性 

4.27 19 .614 

21.數位教材的輔助工具功能充分齊全，且容
易操作使用 

4.32 18 .623 

22.數位教材能提供適切的操作指引和求助管
道 

4.17 20 .725 

23.數位教材能提供追蹤的功能，顯示已完成

進度或記錄進度的功能 
3.86 23 .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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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出版商國語科數位教材品質的滿意度 

由表 4-3 所示，可以得知國小教師對數位教材品質各構面的認知

滿意度，依序為教材內容(3.86)、教學媒體(3.84)、教學設計(3.76)、

導引與追蹤(3.68)。而各題項的認知滿意度前三名依序為「數位教材

內容具正確性」 (4.10)、「數位教材內容完整地呈現教學目標」

(3.93)、「數位教材的教學設計豐富多元，可以維持學習者學習的興

趣」(3.92)；較不滿意題項依序為「數位教材能提供追蹤的功能，

顯示已完成進度或記錄進度的功能」(3.37)、「數位教材具有總結性

評量，提供診斷性的評量與適切的回饋」(3.51)、「數位教材能提供

適切的操作指引和求助管道」(3.57)。 

表 4-3 數位教材品質的滿意度之構面和題項分析表 

構

面 
題項 

帄 

均 

值 

排

序 

標

準

差 

帄

均

值 

排

序 

教

材

內

容 

1.數位教材內容具正確性 4.10 1 .472 

3.86 1 

2.數位教材內容能連結學習者的先備知識 3.75 17 .631 

3.數位教材內容難易度適合學習者程度 3.85 10 .624 

4.數位教材內容具適當深度與廣度 3.77 16 .593 

5.數位教材內容組織架構明確且合理 3.88 7 .577 

6.數位教材內容順序安排適切且份量合宜 3.75 18 .678 

7.數位教材內容完整地呈現教學目標 3.93 2 .576 

教

學

設

計 

8.數位教材的教學內容能達成預定的學習目標 3.89 6 .524 

3.76 3 

9.數位教材運用適當的教學方法，以促進學習者

對教材內容的理解 
3.79 14 .644 

10.數位教材具有形成性評量，以幫助教學者了

解學習成效及調整教學進展 
3.61 20 .721 

11.數位教材具有總結性評量，提供診斷性的評

量與適切的回饋 
3.51 22 .762 

12.數位教材的教學設計豐富多元，可以維持學習者

學習的興趣 
3.92 3 .636 

13.教學目標、教學活動和練習與評量的內容具一致

性 
3.82 12 .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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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出版商國語科數位教材品質滿意度之題項和構面分析表(續) 

構

面 
題項 

帄 

均 

值 

排

序 

標

準

差 

帄

均

值 

排

序 

教

學

媒

體 

14.教學光碟和網站之運用豐富多樣化，可以促

進學習者學習的動機 
3.73 19 .697 

3.84 2 

15.電子教科書之設計精確適當，可以增進教學

內容的理解 
3.89 5 .597 

16.操作介面具一致性，且適切地呈現教學內容 3.83 11 .652 

17.文字、圖片、聲音、影像及動畫之製作具有

良好的品質 
3.86 8 .690 

18.將文字、圖片、聲音、影像或動畫適切的組

合和應用，以促進學習成效 
3.91 4 .650 

導

引

與

追

蹤 

19.數位教材能提供適切的選單和輔助工具，讓

教學者能順暢的進行教學活動 
3.86 9 .584 

3.68 4 

20.數位教材的輔助工具標示清楚，且名稱和功

能具一致性 
3.82 13 .656 

21.數位教材的輔助工具功能充分齊全，且容易

操作使用 
3.78 15 .638 

22.數位教材能提供適切的操作指引和求助管道 3.57 21 .624 

23.數位教材能提供追蹤的功能，顯示已完成進

度或記錄進度的功能 
3.37 23 .699 

 

參、出版商國語科數位教材的整體滿意度 

由表 4-4 所示，可以得知國小教師對出版商國語科數位教材的整體

滿意度的為「普通」有 167 人，佔 51.9%為最多；為「滿意」有 114

人，佔 35.4%次之，而整體帄均數為 3.37，標準差為.699。 

    表 4-4  出版商國語科數位教材整體滿意度分析表 

題項 

非 

常 

滿 

意 

滿 

意 

普 

通 

不 

滿 

意 

非 

常 

不 

滿 

意 

帄 

均 

數 

標 

準 

差 

對於出版商數位教材 

使用後的整體滿意度 

次數 15 114 167 26 0 

3.37 .699 

百分比 4.7 35.4 51.9 8.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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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不同背景對數位教材品質的重要度之分析 

本節探討不同背景變項國小教師對數位教材品質重要度之差異情

形，依據有效問卷資料，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或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其差異。 

壹、 不同性別對數位教材品質重要度之差異 

以獨立樣本 t 檢定分別從各構面及整體層面來探討不同性別的國小

教師對數位教材品質重要度之差異情形。 

從各構面和整體層面來探討，由表 4-5 所示，可知不同性別的國小

教師對於數位教材之「教材內容」、「教學設計」、「教學媒體」、「導引與

追蹤」和「數位教材品質」的重要度，P 值皆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 

表 4-5不同性別對數位教材品質的重要度分析表 

構面 性別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 值 P值 

教材內容 
(1)男 90 4.39 .515 

.044 .517 
(2)女 232 4.43 .432 

教學設計 
(1)男 90 4.30 .508 

.139 .388 
(2)女 232 4.35 .448 

教學媒體 
(1)男 90 4.40 .507 

.254 .600 
(2)女 232 4.43 .455 

導引與追蹤 
(1)男 90 4.15 .551 

.743 .284 
(2)女 232 4.22 .520 

數位教材品質 
(1)男 90 4.32 .454 

.051 .351 
(2)女 232 4.36 .387 

  註：*P＜.05為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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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不同年齡對數位教材品質重要度之差異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探討不同年齡的國小教師對數位教材品

質重要度之差異情形。若檢驗結果達顯著水準，則利用「Scheffe 法」

進行事後多重比較，進一步了解該各組變項之間的差異情形。 

從各構面和整體層面來探討，如表 4-6 所示，可知不同年齡的國

小教師僅有對數位教材之「教學媒體」的重要度，有達顯著水準

(F=3.309，P=.020)，但是進一步進行事後多重比較發現，如表 4-7 所

示，不同年齡的各組變項之間對此構面並無顯著差異。 

表 4–6 不同年齡對數位教材品質的重要度分析表 

構面 年齡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F值 P 值 事後比較 

教材內容 

(1)30歲(含)以下  19 4.42 .540 

1.368 .252  
(2)31~40 歲 175 4.40 .468 

(3)41~50 歲 114 4.47 .424 

(4)51歲(含)以上  14 4.23 .422 

教學設計 

(1)30歲(含)以下  19 4.42 .456 

2.031 .109  
(2)31~40歲 175 4.28 .547 

(3)41~50 歲 114 4.33 .475 

(4)51歲(含)以上  14 4.38 .405 

教學媒體 

(1)30歲(含)以下  19 4.06 .629 

3.309 .020 無 
(2)31~40 歲 175 4.33 .465 

(3)41~50 歲 114 4.23 .547 

(4)51歲(含)以上  14 4.43 .488 

導引與追蹤 

(1)30歲(含)以下  19 4.47 .420 

1.115 .343  
(2)31~40 歲 175 4.13 .381 

(3)41~50 歲 114 4.42 .469 

(4)51歲(含)以上  14 4.03 .597 

數位教材品質 

(1)30歲(含)以下  19 4.19 .559 

2.076 .103  
(2)31~40 歲 175 4.25 .469 

(3)41~50 歲 114 4.14 .493 

(4)51歲(含)以上  14 4.20 .529 

註：*P＜.05為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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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不同年齡對教學媒體之事後多重比較表 

依變數 (I) 年齡 (J) 年齡 帄均差異 (I-J) 顯著性 

教學媒體 

(1)30歲(含)以下 

(2) 31~40 歲 -1.008 .359 

(3) 41~50 歲 -1.175 .246 

(4) 51 歲(含)以上 .515 .941 

(2) 31~40 歲 

(1) 30 歲(含)以下 1.008 .359 

(3) 41~50 歲 -.168 .948 

(4) 51 歲(含)以上 1.523 .137 

(3) 41~50 歲 

(1) 30 歲(含)以下 1.175 .246 

(2) 31~40 歲 .168 .948 

(3) 51 歲(含)以上 1.690 .088 

(4)51歲(含)以上 

(1) 30 歲(含)以下 -.515 .941 

(2) 31~40 歲 -1.523 .137 

(3) 41~50 歲 -1.690 .088 

 註：*P＜.05為顯著差異。 

 

參、 不同最高學歷對數位教材品質重要度之差異 

由於最高學歷為「師專」僅有 1 人，故以獨立樣本 t 檢定分別從

各構面及整體層面來探討最高學歷為「師院、大學」和「研究所(含)

以上」的國小教師對數位教材品質重要度之差異情形。如表 4-8 所

示，可知各構面及整體層面 P 值皆大於 0.05，都沒有達到顯著水準。 

表 4–8 不同最高學歷數位教材品質的重要度分析表 

構面 最高學歷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值 P值 

教材內容 
(2) 師院、大學 159 4.41 .482 

.026 .541 
(3) 研究所(含)以上 162 4.44 .432 

教學設計 
(2) 師院、大學 159 4.32 .486 

.406 .577 
(3) 研究所(含)以上 162 4.35 .447 

教學媒體 
(2) 師院、大學 159 4.41 .458 

.667 .591 
(3) 研究所(含)以上 162 4.43 .483 

導引與追蹤 
(2) 師院、大學 159 4.17 .526 

.686 .344 
(3) 研究所(含)以上 162 4.23 .533 

數位教材品質 
(2) 師院、大學 159 4.33 .405 

.687 .541 
(1) 研究所(含)以上 162 4.37 .409 

註：*P＜.05為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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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不同服務年資對數位教材品質重要度之差異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探討不同服務年資的國小教師對數位

教材品質重要度之差異情形。如表 4-9 所示，可知不同服務年資的

國小教師對各構面及整體層面 P 值皆大於 0.05，都沒有達到顯著水

準，並無顯著差異。 

表 4–9 不同服務年資對數位教材品質的重要度分析表 

構面 服務年資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F值 P值 

教材內容 

(1) 10 年(含)以下 93 4.40 .468 

.214 .886 
(2) 11~20 年 169 4.42 .444 

(3) 21~30 年 56 4.46 .483 

(4) 31 年(含)以上 4 4.39 .442 

教學設計 

(1) 10 年(含)以下 93 93 4.36 

.693 .557 
(2) 11~20 年 169 169 4.33 

(3) 21~30 年 56 56 4.29 

(4) 31 年(含)以上 4 4 4.58 

教學媒體 

(1) 10 年(含)以下 93 93 4.42 

.148 .931 
(2) 11~20 年 169 169 4.41 

(3) 21~30 年 56 56 4.44 

(4) 31 年(含)以上 4 4 4.55 

導引與追蹤 

(1) 10 年(含)以下 93 4.20 .538 

.729 .535 
(2) 11~20 年 169 4.18 .542 

(3) 21~30 年 56 4.24 .481 

(4) 31 年(含)以上 4 4.55 .443 

數位教材品質 

(1) 10 年(含)以下 93 4.35 .407 

.246 .864 
(2) 11~20 年 169 4.34 .402 

(3) 21~30 年 56 4.36 .431 

(4) 31 年(含)以上 4 4.51 .318 

註：*P＜.05為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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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不同任教年級的國小教師對數位教材品質重要度之差異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探討不同任教年級的國小教師對數位教

材品質重要度之差異情形。如表 4-10 所示，可知不同任教年級的國

小教師對各個構面及整體層面 P 值皆大於 0.05，都沒有達到顯著水

準，並無顯著差異。 

表 4–10 不同任教年級對數位教材品質的重要度分析表 

構面 任教年級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F值 P值 

教材內容 

(1)低年級 97 4.48 .429 

1.017 .363 (2)中年級 116 4.40 .470 

(3)高年級 109 4.39 .465 

教學設計 

(1)低年級 97 4.42 .416 

2.829 .061 (2)中年級 116 4.30 .477 

(3)高年級 109 4.28 .487 

教學媒體 

(1)低年級 97 4.49 .429 

1.855 .158 (2)中年級 116 4.37 .497 

(3)高年級 109 4.41 .470 

導引與追蹤 

(1)低年級 97 4.31 .488 

2.732 .067 (2)中年級 116 4.17 .536 

(3)高年級 109 4.14 .548 

數位教材品質 

(1)低年級 97 4.43 .371 

2.658 .072 (2)中年級 116 4.32 .418 

(3)高年級 109 4.31 .418 

註：*P＜.05為顯著差異。 

 

陸、 不同學校規模對數位教材品質重要度之差異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探討不同學校規模的國小教師對數位教

材品質重要度之差異情形。若檢驗結果達顯著水準，則利用「Scheffe

法」進行事後多重比較，進一步了解該各組變項之間的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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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各構面和整體層面來探討，由表 4-11 所示，可知不同學校規

模的國小教師對數位教材之「教學設計」的重要度，有達顯著水準

(F=3.502，P=.031)，再進一步事後多重比較發現，由表 4-12 所示，

發現「25 班(含)以上」的國小教師和「13~24 班」的國小教師，有顯

著差異。 

表 4–11 不同學校規模對數位教材品質的重要度分析表 

構面 學校規模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F值 P 值 事後比較 

教材內容 

(1)12班(含)以下 125 4.38 .496 

.815 .444  (2)13~24 班 66 4.43 .457 

(3)25班(含)以上 131 4.45 .415 

教學設計 

(1)12班(含)以下 125 4.34 .490 

3.502 .031 2＜3 (2)13~24 班 66 4.20 .456 

(3)25班(含)以上 131 4.39 .436 

教學媒體 

(1)12班(含)以下 125 4.40 .516 

.729 .483  (2)13~24 班 66 4.38 .479 

(3)25班(含)以上 131 4.46 .416 

導引與追蹤 

(1)12班(含)以下 125 4.22 .543 

2.186 .114  (2)13~24 班 66 4.08 .520 

(3)25班(含)以上 131 4.24 .515 

數位教材品質 

(1)12班(含)以下 125 4.34 .444 

1.544 .215  (2)13~24 班 66 4.29 .391 

(3)25班(含)以上 131 4.39 .374 

註：*P＜.05為顯著差異。 

表 4-12 不同學校規模對數位教材品質的事後多重比較表 

構面 (I) 學校規模 (J) 學校規模 帄均差異 (I-J) 顯著性 

教學設計 

(1) 12班(含)以下 
(2) 13~24班 .821 .152 

(3) 25班(含)以上 -.280 .721 

(2)13~24班 
(1) 12班(含)以下 -.821 .152 

(3) 25班(含)以上 -1.101* .033 

(3)25班(含)以上 
(1)12 班(含)以下 .280 .721 

(2) 13~24班 1.101* .033 

註：*P＜.05為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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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不同影像設備對數位教材品質重要度之差異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探討不同影像設備的國小教師對數位教

材品質重要度之差異情形。如表 4-13 所示，可知不同影像設備的國

小教師對各個構面及整體層面 P 值皆大於 0.05，都沒有達到顯著水

準，並無顯著差異。 

表 4–13 不同影像設備對數位教材品質的重要度分析表 

構面 影像設備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F值 P值 

教材內容 

(1)電子白板 70 4.48 .425 

.837 .434 (2)投影布幕 179 4.41 .466 

(3)電視 73 4.39 .463 

教學設計 

(1)電子白板 70 4.37 .495 

.981 .376 (2)投影布幕 179 4.34 .450 

(3)電視 73 4.27 .474 

教學媒體 

(1)電子白板 70 4.50 .441 

1.332 .266 (2)投影布幕 179 4.39 .472 

(3)電視 73 4.41 .487 

導引與追蹤 

(1)電子白板 70 4.31 .494 

2.025 .134 (2)投影布幕 179 4.19 .535 

(3)電視 73 4.14 .540 

數位教材品質 

(1)電子白板 70 4.42 .392 

1.487 .228 (2)投影布幕 179 4.34 .404 

(3)電視 73 4.31 .422 

註：*P＜.05為顯著差異。 

捌、 不同使用版本對數位教材品質重要度之差異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探討不同使用版本的國小教師對數位教 

材品質重要度之差異情形。如表 4-14 所示，可知不同使用版本的國

小教師對各個構面及整體層面 P 值皆大於 0.05，都沒有達到顯著水

準，並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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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不同使用版本對數位教材品質的重要度分析表 

構面 使用版本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F值 P值 

教材內容 

(1) A出版商 125 4.40 .426 

2.265 .106 (2) B出版商 116 4.38 .508 

(3) C出版商 81 4.51 .414 

教學設計 

(1) A出版商 125 4.27 .479 

1.527 .209 (2) B出版商 116 4.37 .477 

(3) C出版商 81 4.37 .422 

教學媒體 

(1) A出版商 125 4.37 .459 

2.288 .103 (2) B出版商 116 4.41 .500 

(3) C出版商 81 4.51 .431 

導引與追蹤 

(1) A出版商 125 4.16 .537 

.923 .398 (2) B出版商 116 4.20 .536 

(3) C出版商 81 4.26 .506 

數位教材品質 

(1) A出版商 125 4.31 .402 

1.868 .156 (2) B出版商 116 4.34 .440 

(3) C出版商 81 4.42 .356 

註：*P＜.05為顯著差異。 

 

 

 

第四節 不同背景對數位教材品質的滿意度之分析 

壹、不同性別對出版商國語科數位教材品質滿意度之分析 

以獨立樣本 t 檢定分別從各構面及整體層面來探討不同性別的

國小教師對數位教材品質滿意度之差異情形，在顯著水準α＜0.05

以及檢定值採用標準常態分配帄均值是 3 的設定條件下，分析統計

資料和結果。如表 4-15 所示，可知不同性別的國小教師對各構面和

整體層面，P 值皆大於 0.05，都沒有達到顯著水準，並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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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不同性別對數位教材品質的滿意度分析表 

構面 性別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值 P值 

教材內容 
(1) 男 90 3.90 .423 

.743 .277 
(2) 女 232 3.85 .409 

教學設計 
(1) 男 90 3.78 .490 

.390 .623 
(2) 女 232 3.75 .458 

教學媒體 
(1) 男 90 3.88 .482 

.687 .470 
(2) 女 232 3.83 .487 

導引與追蹤 
(1) 男 90 3.74 .488 

.885 .125 
(2) 女 232 3.65 .471 

數位教材品質 
(1) 男 90 3.83 .402 

.435 .270 
(2) 女 232 3.78 .387 

註：*P＜.05為顯著差異。 

貳、 不同年齡對出版商國語科數位教材品質滿意度之分析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探討不同年齡的國小教師對出版商國語 

科數位教材品質滿意度之差異情形。如表 4-16 所示，可知不同任教

年級的國小教師對各構面及整體層面，都沒有達顯著水準，並無顯

著差異。 

表 4–16 不同年齡對數位教材品質的滿意度分析表 

構面 年齡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F 值 P值 

教材內容 

(1) 30歲(含)以下 19 3.92 .235 

.972 .406 
(2) 31~40歲 175 3.83 .439 

(3) 41~50歲 114 3.90 .405 

(4) 51歲(含)以上 14 3.94 .290 

教學設計 

(1) 30歲(含)以下 19 3.86 .413 

1.882 .132 
(2) 31~40歲 175 3.83 .261 

(3) 41~50歲 114 3.70 .480 

(4) 51歲(含)以上 14 3.82 .461 

教學媒體 

(1) 30歲(含)以下 19 3.83 .502 

1.391 .245 
(2) 31~40歲 175 3.76 .466 

(3) 41~50歲 114 4.03 .335 

(4) 51歲(含)以上 14 3.81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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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引與追蹤 

(1) 30歲(含)以下 19 3.87 .493 

.252 .860 
(2) 31~40歲 175 3.87 .397 

(3) 41~50歲 114 3.84 .485 

(4) 51歲(含)以上 14 3.65 .312 

數位教材品質 

(1) 30歲(含)以下 19 3.66 .475 

1.187 .315 
(2) 31~40歲 175 3.70 .513 

(3) 41~50歲 114 3.76 .401 

(4) 51歲(含)以上 14 3.68 .477 

註：*P＜.05為顯著差異。 

 

參、不同最高學歷對出版商國語科數位教材品質滿意度之分析 

由於最高學歷為「師專」僅有 1 人，故以獨立樣本 t 檢定分別從各

構面及整體來探討不同最高學歷的國小教師對數位教材品質滿意度

之差異情形。如表 4-17 所示，可知不同最高學歷的國小教師在「教學

媒體」、「導引與追蹤」及「數位教材品質」的滿意度，都有達到顯著

水準，發現最高學歷為「研究所(含)以上」相較於「師院、大學」的

國小教師，對於「教學設計」、「導引與追蹤」和「數位教材品質」的

滿意程度較高，有顯著差異。 

表 4–17 不同最高學歷對數位教材品質的滿意度分析表 

構面 最高學歷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 值 P值 

教材內容 
(2)師院、大學 159 3.83 .428 

.377 .263 
(3)研究所(含)以上 162 3.89 .394 

教學設計 
(2)師院、大學 159 3.70 .491 

.417 .058 
(3)研究所(含)以上 162 3.80 .431 

教學媒體  
(2)師院、大學 159 3.78 .516 

.311 .022 
(3)研究所(含)以上 162 3.90 .445 

導引與追蹤 
(2) 師院、大學 159 3.60 .498 

.423 .003 
(3) 研究所(含)以上 162 3.76 .442 

數位教材品質 
(2)師院、大學 159 3.74 .419 

.108 .018 
(3)研究所(含)以上 162 3.84 .353 

註：*P＜.05為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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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不同服務年資對出版商國語科數位教材品質滿意度之分析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探討不同服務年資的國小教師對出版商

數位教材品質滿意度之差異情形。表 4-18 所示，可知不同服務年資的

國小教師對各個構面及整體層面，都沒有達到顯著水準，並無顯著差

異。 

表 4–18 不同服務年資對數位教材品質的滿意度分析表 

 構面 服務年資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F P 

教材內容 

(1)10 年(含)以下 93 3.86 .393 

.128 .944 
(2)11~20 年 169 3.85 .411 

(3)21~30 年 56 3.89 .465 

(4)31 年(含)以上 4 3.89 .317 

教學設計 

(1)10 年(含)以下 93 3.74 .433 

.754 .521 
(2)11~20 年 169 3.74 .467 

(3)21~30 年 56 3.84 .521 

(4)31 年(含)以上 4 3.75 .397 

教學媒體 

(1)10 年(含)以下 93 3.92 .448 

1.516 .210 
(2)11~20 年 169 3.79 .494 

(3)21~30 年 56 3.87 .522 

(4)31 年(含)以上 4 3.80 .163 

導引與追蹤 

(1)10 年(含)以下 93 3.71 .471 

.609 .610 
(2)11~20 年 169 3.64 .478 

(3)21~30 年 56 3.72 .497 

(4)31 年(含)以上 4 3.75 .252 

數位教材品質 

(1)10 年(含)以下 93 3.81 .370 

.617 .605 
(2)11~20 年 169 3.76 .387 

(3)21~30 年 56 3.84 .444 

(4)31 年(含)以上 4 3.80 .278 

註：*P＜.05為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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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不同任教年級對出版商國語科數位教材品質之滿意度分析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探討不同任教年級的國小教師對出版商國

語科數位教材品質滿意度之差異情形。若檢驗結果達顯著水準，則進

一步進行事後多重比較，以了解該變項各組間的差異情形。 

表 4-19 為不同任教年級的國小教師對數位教材品質的滿意度之

分析結果。由表可知，不同任教年級的國小教師對各個構面及整體層

面，都沒有達到顯著水準，並無顯著差異。 

表 4–19 不同任教年級對數位教材品質的滿意度分析表 

構面 任教年級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F值 P值 

教材內容 

(1)低年級 97 3.85 .355 

.060 .942 (2)中年級 116 3.87 .408 

(3)高年級 109 3.87 .467 

教學設計 

(1)低年級 97 3.80 .426 

.828 .438 (2)中年級 116 3.72 .447 

(3)高年級 109 3.76 .519 

教學媒體 

(1)低年級 97 3.83 .465 

.051 .950 (2)中年級 116 3.85 .471 

(3)高年級 109 3.85 .521 

導引與追蹤 

(1)低年級 97 3.62 .453 

1.239 .291 (2)中年級 116 3.68 .467 

(3)高年級 109 3.72 .506 

數位教材品質 

(1)低年級 97 3.78 .351 

.096 .909 (2)中年級 116 3.79 .382 

(3)高年級 109 3.80 .436 

註：*P＜.05為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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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不同學校規模對出版商國語科數位教材品質滿意度之分析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探討不同學校規模的國小教師對出版商

國語科數位教材品質滿意度之差異情形。如表 4-20 所示，可知各個

構面及整體層面，都沒有達到顯著水準，並無顯著差異。 

表 4–20 不同學校規模對數位教材品質的滿意度分析表 

構面 學校規模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F 值 P值 

教材內容 

(1)12 班(含)以下 125 3.91 .454 

2.462 .087 (2)13~24 班 66 3.90 .407 

(3)25 班(含)以上 131 3.80 .367 

教學設計 

(1)12 班(含)以下 125 3.82 .478 

1.783 .170 (2)13~24 班 66 3.71 .520 

(3)25 班(含)以上 131 3.72 .423 

教學媒體 

(1)12 班(含)以下 125 3.87 .516 

.342 .711 (2)13~24 班 66 3.82 .572 

(3)25 班(含)以上 131 3.83 .403 

導引與追蹤 

(1)12 班(含)以下 125 3.69 .477 

.385 .681 (2)13~24 班 66 3.63 .502 

(3)25 班(含)以上 131 3.69 .466 

數位教材品質 

(1)12 班(含)以下 125 3.83 .407 

1.019 .362 (2)13~24 班 66 3.78 .424 

(3)25 班(含)以上 131 3.76 .358 

註：*P＜.05為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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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不同影像設備出版商國語科數位教材品質之滿意度分析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探討不同影像設備的國小教師對出版商

國語科數位教材品質滿意度之差異情形。如表 4-21 所示，可知不同

影像設備的國小教師對各個構面及整體層面，都沒有達到顯著水

準，並無顯著差異。 

表 4–21 不同影像設備對數位教材品質的滿意度分析表 

構面 影像設備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F值 P值 

教材內容 

(1)電子白板 70 3.86 .422 

.798 .451 (2)投影布幕 179 3.89 .402 

(3)電視 73 3.81 .430 

教學設計 

(1)電子白板 70 3.77 .386 

2.460 .087 (2)投影布幕 179 3.80 .473 

(3)電視 73 3.65 .510 

教學媒體 

(1)電子白板 70 3.84 .423 

1.101 .334 (2)投影布幕 179 3.87 .479 

(3)電視 73 3.78 .552 

導引與追蹤 

(1)電子白板 70 3.71 .392 

1.483 .229 (2)投影布幕 179 3.70 .512 

(3)電視 73 3.59 .456 

數位教材品質 

(1)電子白板 70 3.80 .347 

1.852 .159 (2)投影布幕 179 3.82 .401 

(3)電視 73 3.72 .402 

註：*P＜.05為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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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不同使用版本對出版商國語科數位教材品質之滿意度分析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探討不同使用版本的國小教師對出版商

國語科數位教材品質滿意度之差異情形。如表 4-22 所示，可知不同

使用版本的國小教師對各個構面及整體層面，都沒有達到顯著水

準，並無顯著差異。 

表 4–22 不同使用版本對數位教材品質的滿意度分析表 

  構面 使用版本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F值 P值 

教材內容 

(1) A 出版商 125 3.83 .397 

.765 .466 (2) B 出版商 116 3.89 .477 

(3) C 出版商 81 3.88 .331 

教學設計 

(1) A 出版商 125 3.71 .471 

1.150 .318 (2) B 出版商 116 3.78 .494 

(3) C 出版商 81 3.79 .414 

教學媒體 

(1) A 出版商 125 3.79 .477 

1.248 .289 (2) B 出版商 116 3.89 .495 

(3) C 出版商 81 3.85 .482 

導引與追蹤 

(1) A 出版商 125 3.67 .506 

.024 .976 (2) B 出版商 116 3.68 .506 

(3) C 出版商 81 3.69 .383 

數位教材品質 

(1) A 出版商 125 3.76 .398 

.877 .417 (2) B 出版商 116 3.82 .434 

(3) C 出版商 81 3.81 .309 

註：*P＜.05為顯著差異。 

 

第五節 不同背景對數位教材整體滿意度之分析 

以獨立樣本 t 檢定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分別來探討不同背景的國

小教師對出版商國語科數位教材品質整體滿意度之差異情形，由表

4-23、4-24 和 4-25 所示，可知「影像設備」的構面(F=8.932，P＜.000)

有達顯著水準，再進一步事後多重比較發現，使用「電子白板」和「投

影布幕」的國小教師比使用「電視」的國小教師的認知滿意程度較高，

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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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P＜.05為顯著差異。 

註：*P＜.05為顯著差異。 

 

 

表 4-23 不同背景變項對數位教材整體滿意度的分析表(一) 

變項 類別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值 P值 

性別 
(1)男 90 3.92 .479 

  .706 .890 
(2)女 232 3.93 .522 

最高學歷 
(1)師院、大學 159 3.87 .548 

  .002 .074 
(2)研究所(含)以上 162 3.98 .459 

表 4-24 不同背景變項對數位教材整體滿意度的分析表(二) 

變項 類別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F值 P值 多重比較 

年齡 

(1)30歲(含)以下 19 4.05 .405 

1.298 .275  
(2)31~40歲 175 3.88 .549 

(3)41~50歲 114 3.97 .470 

(4)51歲(含)以上 14 4.00 .392 

服務年資 

(1)10年(含)以下 93 3.95 .539 

1.471 .222  
(2)11~20年 169 3.91 .466 

(3)21~30年 56 4.00 .572 

(4)31年(含)以上 4 3.50 .577 

任教年級 

(1)低年級 97 3.94 .452 

.195 .823  (2)中年級 116 3.91 .527 

(3)高年級 109 3.94 .542 

學校規模 

(1)12班(含)以下 125 3.91 .539 

1.215 .298  (2)13~24班 66 4.02 .480 

(3)25班(含)以上 131 3.90 .494 

影像設備 

(1)電子白板 70 4.00 .417 

8.932 .000 
1＞3 

2＞3 
(2)投影布幕 179 3.99 .508 

(3)電視 73 3.71 .540 

使用版本 

(1)康軒 125 3.93 .511 

.023 .977  (2)翰林 116 3.92 .577 

(3)南一 81 3.94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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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不同影像設備對數位教材整體滿意度之事後多重比較表 

整體層面 (I) 教室影像設備 (J)教室影像設備 帄均差異 (I-J) 顯著性 

整體滿意度 

(1)電子白板 
(2)投影布幕 .011 .987 

(3)電視 .288
*
 .003 

(2)投影布幕 
(1)電子白板 -.011 .987 

(3)電視 .276
*
 .000 

(3)電視 
(1)電子白板 -.288

*
 .003 

(2)投影布幕 -.276
*
 .000 

註：*P＜.05為顯著差異。 

 

第六節 數位教材品質的滿意度與數位教材整體滿意度之相關分析 

以 Pearson 相關係數分別尌出版商國語科數位教材品質的各構面及

整體層面來檢驗數位教材品質的滿意度與數位教材的整體滿意度之相關

情形，以(＊)來標示顯著性水準 0.05 下顯著的相關係數；用(＊＊)來標示

顯著性水準 0.01 下顯著的相關係數。而 Cohen(1988) 以未達 0.3者為低

度相關；0.3~0.5 者為中度相關；0.5-0.7 者為中強度相關。 

表 4-26為數位教材品質的滿意度與數位教材的整體滿意度之分析結 

果。可以得知各構面之「教材內容」、「教學設計」、「教學媒體」、「導引

與設計」和整體滿意度皆達到中強度相關；而「數位教材品質」的整體

層面和整體滿意度亦達到中強度相關。 

表 4-26數位教材品質的滿意度與整體滿意度之相關分析表 

構面 相關係數 顯著性  

教材內容 .535** .000 

教學設計 .530** .000 

教學媒體 .517** .000 

導引與追蹤 .544** .000 

數位教材品質的滿意度 .620** .000 

註：*P＜.05，**P＜0.01為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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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數位教材品質的重要度與滿意度之 IPA 分析 

本研究應用「重要-表現分析法」，將數位教材品質的重要度視為 Y

軸、滿意度視為 X 軸，再以重要度和滿意度之總帄均值做為 X、Y 軸的

分隔點，分隔成四個象限。而第一象限：表示認知重要度較高且滿意度

也較高，為主要優勢的部份，所以應繼續保持；第二象限：表示認知重

要度較高，但滿意度卻偏低，為主要劣勢的部份，是未來重要發展的關

鍵因素，因此需優先投入更多的資源，以加強改善；第三象限：表示重

要度偏低而滿意度也偏低，為次要劣勢的部份，但改善的順序較低，可

於第二象限改善後再予以改善；第四象限：表示重要度不高，但滿意度

卻較高，為次要優勢的部份，已能滿足需求，不需要再過度投入資源。 

壹、 整體數位教材品質的重要度和滿意度之 IPA 分析  

以重要度之總帄均值 4.35 做為 X 軸的分隔點；滿意度之總帄均值

3.79 做為 Y 軸的分隔點，分隔成四個象限。經過統計分析後，依各題

項座落象限之分佈情況整理如下圖 4-1、表 4-27 和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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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7整體數位教材品質的重要度和滿意度之 IPA分析表 

構

面 
題項 

重要度

帄均值 

滿意度

帄均值 

座落

象限 

教

材

內

容 

1.數位教材內容具正確性 4.69 4.10 1 

2.數位教材內容能連結學習者的先備知識 4.36 3.75 2 

3.數位教材內容難易度適合學習者程度 4.38 3.85 1 

4.數位教材內容具適當深度與廣度 4.38 3.77 2 

5.數位教材內容組織架構明確且合理 4.38 3.88 1 

6.數位教材內容順序安排適切且份量合宜 4.37 3.75 2 

7.數位教材內容完整地呈現教學目標 4.41 3.93 1 

教

學

設

計 

8.數位教材的教學內容能達成預定的學習目標 4.41 3.89 1 

9.數位教材運用適當的教學方法，以促進學習者對教

材內容的理解 
4.36 3.79 1 

10.數位教材具有形成性評量，以幫助教學者了解學習

成效及調整教學進展 
4.15 3.61 3 

11.數位教材具有總結性評量，提供診斷性的評量與適

切的回饋 
4.14 3.51 3 

12.數位教材的教學設計豐富多元，可以維持學習者學

習的興趣 
4.55 3.92 1 

13.教學目標、教學活動和練習與評量的內容具一致性 4.38 3.82 1 

教

學

媒

體 

14.教學光碟和網站之運用豐富多樣化，可以促進學習

者學習的動機 
4.42 3.73 2 

15.電子教科書之設計精確適當，可以增進教學內容的

理解 
4.47 3.89 1 

16.操作介面具一致性，且適切地呈現教學內容 4.34 3.83 4 

17.文字、圖片、聲音、影像及動畫之製作具有良好的

品質 
4.42 3.86 1 

18.將文字、圖片、聲音、影像或動畫適切的組合和應

用，以促進學習成效 
4.45 3.91 1 

導

引

與

追

蹤 

19.數位教材能提供適切的選單和輔助工具，讓教學者

能順暢的進行教學活動 
4.39 3.86 1 

20.數位教材的輔助工具標示清楚，且名稱和功能具一

致性 
4.27 3.82 4 

21.數位教材的輔助工具功能充分齊全，且容易操作使

用 
4.32 3.78 3 

22.數位教材能提供適切的操作指引和求助管道 4.17 3.57 3 

23.數位教材能提供追蹤的功能，顯示已完成進度或記

錄進度的功能 
3.86 3.3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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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8整體數位教材品質的重要度和滿意度之題項象限分布表 

座落象限 題項 

第一象限 

1.數位教材內容具正確性 

3.數位教材內容難易度適合學習者程度 

5.數位教材內容組織架構明確且合理 

7.數位教材內容完整地呈現教學目標 

8.數位教材的教學內容能達成預定的學習目標 

9.數位教材運用適當的教學方法，以促進學習者對教材內容的理解 

12.數位教材的教學設計豐富多元，可以維持學習者學習的興趣 

13.教學目標、教學活動和練習與評量的內容具一致性 

15.電子教科書之設計精確適當，可以增進教學內容的理解 

17.文字、圖片、聲音、影像及動畫之製作具有良好的品質 

18.將文字、圖片、聲音、影像或動畫適切的組合和應用，以促進學
習成效 

19.數位教材能提供適切的選單和輔助工具，讓教學者能順暢的進行
教學活動 

第二象限 

2.數位教材內容能連結學習者的先備知識 

4.數位教材內容具適當深度與廣度 

6.數位教材內容順序安排適切且份量合宜 

14.教學光碟和網站之運用豐富多樣化，可以促進學習者學習的動機 

第三象限 

10.數位教材具有形成性評量，以幫助教學者了解學習成效及調整教
學進展 

11.數位教材具有總結性評量，提供診斷性的評量與適切的回饋 

21.數位教材的輔助工具功能充分齊全，且容易操作使用 

22.數位教材能提供適切的操作指引和求助管道 

23.數位教材能提供追蹤的功能，顯示已完成進度或記錄進度的功能 

第四象限 
16.操作介面具一致性，且適切地呈現教學內容 

20.數位教材的輔助工具標示清楚，且名稱和功能具一致性 
      

以整體數位教材品質而言，座標落於第一象限的題項共有 12 項，表

示國小教師對於這些題項的重要度和滿意度皆高，應繼續保持；座標落

於第二象限的題項共有 4 項，表示國小教師對於這些題項的重要度高，

但滿意度低，是急需改善的項目；座標落於第象三限的題項共有 5 項，

表示國小教師對於這些題項的重要度和滿意度皆低，為順序較後改善的

項目；座標落於第四象限的題項共有 2 項，表示國小教師對於這些題項

的重要度低，而滿意度低，表示這些項目已能滿足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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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A 出版商數位教材品質的重要度和滿意度之 IPA 分析  

以重要度之總帄均值 4.30 做為 X 軸的分隔點；滿意度之總帄均

值 3.76 做為 Y 軸的分隔點，分隔成四個象限。經過統計分析後，依

各題項座落象限之分佈情況整理如下圖 4-2、表 4-29 和 4-30。 

 

圖 4-2  A 出版商數位教材品質的重要度與滿意度之 IPA 分析 

以 A 出版商數位教材品質而言，座標落於第一象限的題項共有

11 項，表示國小教師對於這些題項的重要度和滿意度皆高，應繼續

保持；座標落於第二象限的題項共有 3 項，表示國小教師對於這些

題項的重要度高，但滿意度低，是急需改善的項目；座標落於第象

三限的題項共有 8 項，表示國小教師對於這些題項的重要度和滿意

度皆低，為順序較後改善的項目；座標落於第四象限的題項共有 1

項，表示國小教師對於這些題項的重要度低，而滿意度低，表示這

些項目已能滿足需求。 

滿意度 

重
要
度 

第一象限 第二象限 

第四象限 第三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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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9 A出版商數位教材品質的重要度和滿意度之 IPA分析表 

構

面 
題項 

重要度

帄均值 

滿意度

帄均值 

座落

象限 

教

材

內

容 

1.數位教材內容具正確性 4.66 4.10 1 

2.數位教材內容能連結學習者的先備知識 4.35 3.76 1 

3.數位教材內容難易度適合學習者程度 4.37 3.74 2 

4.數位教材內容具適當深度與廣度 4.39 3.75 2 

5.數位教材內容組織架構明確且合理 4.40 3.86 1 

6.數位教材內容順序安排適切且份量合宜 4.30 3.70 3 

7.數位教材內容完整地呈現教學目標 4.35 3.89 1 

教

學

設

計 

8.數位教材的教學內容能達成預定的學習目標 4.32 3.83 1 

9.數位教材運用適當的教學方法，以促進學習者對教

材內容的理解 
4.34 3.76 1 

10.數位教材具有形成性評量，以幫助教學者了解學習

成效及調整教學進展 
4.10 3.57 3 

11.數位教材具有總結性評量，提供診斷性的評量與適

切的回饋 
4.05 3.48 3 

12.數位教材的教學設計豐富多元，可以維持學習者學

習的興趣 
4.58 3.89 1 

13.教學目標、教學活動和練習與評量的內容具一致性 4.26 3.72 3 

教

學

媒

體 

14.教學光碟和網站之運用豐富多樣化，可以促進學習

者學習的動機 
4.39 3.68 2 

15.電子教科書之設計精確適當，可以增進教學內容的

理解 
4.42 3.82 1 

16.操作介面具一致性，且適切地呈現教學內容 4.28 3.74 3 

17.文字、圖片、聲音、影像及動畫之製作具有良好的

品質 
4.36 3.79 1 

18.將文字、圖片、聲音、影像或動畫適切的組合和應

用，以促進學習成效 
4.39 3.93 1 

導

引

與

追

蹤 

19.數位教材能提供適切的選單和輔助工具，讓教學者

能順暢的進行教學活動 
4.33 3.85 1 

20.數位教材的輔助工具標示清楚，且名稱和功能具一

致性 
4.24 3.84 4 

21.數位教材的輔助工具功能充分齊全，且容易操作使

用 
4.27 3.75 3 

22.數位教材能提供適切的操作指引和求助管道 4.18 3.58 3 

23.數位教材能提供追蹤的功能，顯示已完成進度或記

錄進度的功能 
3.79 3.3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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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0 A出版商數位教材品質的重要度和滿意度之題項象限分布表 

座落象限 題項 

第一象限 

1.數位教材內容具正確性 

2.數位教材內容能連結學習者的先備知識 

5.數位教材內容組織架構明確且合理 

7.數位教材內容完整地呈現教學目標 

8.數位教材的教學內容能達成預定的學習目標 

9.數位教材運用適當的教學方法，以促進學習者對教材內容的理解 

12.數位教材的教學設計豐富多元，可以維持學習者學習的興趣 

15.電子教科書之設計精確適當，可以增進教學內容的理解 

17.文字、圖片、聲音、影像及動畫之製作具有良好的品質 

18.將文字、圖片、聲音、影像或動畫適切的組合和應用，以促進學

習成效 

19.數位教材能提供適切的選單和輔助工具，讓教學者能順暢的進行

教學活動 

第二象限 

3.數位教材內容難易度適合學習者程度 

4.數位教材內容具適當深度與廣度 

14.教學光碟和網站之運用豐富多樣化，可以促進學習者學習的動機 

第三象限 

6.數位教材內容順序安排適切且份量合宜 

10.數位教材具有形成性評量，以幫助教學者了解學習成效及調整教

學進展 

11.數位教材具有總結性評量，提供診斷性的評量與適切的回饋 

13.教學目標、教學活動和練習與評量的內容具一致性 

16.操作介面具一致性，且適切地呈現教學內容 

21.數位教材的輔助工具功能充分齊全，且容易操作使用 

22.數位教材能提供適切的操作指引和求助管道 

23.數位教材能提供追蹤的功能，顯示已完成進度或記錄進度的功能 

第四象限 20.數位教材的輔助工具標示清楚，且名稱和功能具一致性 

 

參、B 出版商數位教材品質的重要度和滿意度之 IPA 分析  

以重要度之總帄均值 4.34 做為 X 軸的分隔點，和滿意度之總帄 

均值 3.81 做為 Y 軸的分隔點，分隔成四個象限。經過統計分析後，

依各題項座落象限之分佈情況整理如下表 4-31、4-32 和圖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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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B 出版商數位教材品質的重要度和滿意度之 IPA分析表 

構

面 
題項 

重要度

帄均值 

滿意度

帄均值 

座落

象限 

教

材

內

容 

1.數位教材內容具正確性 4.63 4.16 1 

2.數位教材內容能連結學習者的先備知識 4.33 3.74 3 

3.數位教材內容難易度適合學習者程度 4.32 3.97 4 

4.數位教材內容具適當深度與廣度 4.3 3.78 3 

5.數位教材內容組織架構明確且合理 4.29 3.91 4 

6.數位教材內容順序安排適切且份量合宜 4.37 3.73 2 

7.數位教材內容完整地呈現教學目標 4.41 3.94 1 

教

學

設

計 

8.數位教材的教學內容能達成預定的學習目標 4.46 3.92 1 

9.數位教材運用適當的教學方法，以促進學習者對教

材內容的理解 
4.34 3.81 3 

10.數位教材具有形成性評量，以幫助教學者了解學習

成效及調整教學進展 
4.25 3.65 3 

11.數位教材具有總結性評量，提供診斷性的評量與適

切的回饋 
4.22 3.54 3 

12.數位教材的教學設計豐富多元，可以維持學習者學

習的興趣 
4.51 3.91 1 

13.教學目標、教學活動和練習與評量的內容具一致性 4.42 3.88 1 

教

學

媒

體 

14.教學光碟和網站之運用豐富多樣化，可以促進學習

者學習的動機 
4.39 3.79 2 

15.電子教科書之設計精確適當，可以增進教學內容的

理解 
4.49 3.96 1 

16.操作介面具一致性，且適切地呈現教學內容 4.35 3.91 1 

17.文字、圖片、聲音、影像及動畫之製作具有良好的

品質 
4.41 3.91 1 

18.將文字、圖片、聲音、影像或動畫適切的組合和應

用，以促進學習成效 
4.41 3.89 1 

導

引

與

追

蹤 

19.數位教材能提供適切的選單和輔助工具，讓教學者

能順暢的進行教學活動 
4.41 3.84 1 

20.數位教材的輔助工具標示清楚，且名稱和功能具一

致性 
4.22 3.83 4 

21.數位教材的輔助工具功能充分齊全，且容易操作使

用 
4.34 3.82 4 

22.數位教材能提供適切的操作指引和求助管道 4.14 3.56 3 

23.數位教材能提供追蹤的功能，顯示已完成進度或記

錄進度的功能 
3.9 3.3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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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B出版商數位教材品質的重要度和滿意度之題項象限分布表 

座落象限 題項 

第一象限 

1.數位教材內容具正確性 

7.數位教材內容完整地呈現教學目標 

8.數位教材的教學內容能達成預定的學習目標 

12.數位教材的教學設計豐富多元，可以維持學習者學習的興趣 

13.教學目標、教學活動和練習與評量的內容具一致性 

15.電子教科書之設計精確適當，可以增進教學內容的理解 

16.操作介面具一致性，且適切地呈現教學內容 

17.文字、圖片、聲音、影像及動畫之製作具有良好的品質 

18.將文字、圖片、聲音、影像或動畫適切的組合和應用，以促進學

習成效 

19.數位教材能提供適切的選單和輔助工具，讓教學者能順暢的進行

教學活動 

第二象限 
6.數位教材內容順序安排適切且份量合宜 

14.教學光碟和網站之運用豐富多樣化，可以促進學習者學習的動機 

第三象限 

2.數位教材內容能連結學習者的先備知識 

4.數位教材內容具適當深度與廣度 

9.數位教材運用適當的教學方法，以促進學習者對教材內容的理解 

10.數位教材具有形成性評量，以幫助教學者了解學習成效及調整教

學進展 

11.數位教材具有總結性評量，提供診斷性的評量與適切的回饋 

22.數位教材能提供適切的操作指引和求助管道 

23.數位教材能提供追蹤的功能，顯示已完成進度或記錄進度的功能 

第四象限 

3.數位教材內容難易度適合學習者程度 

5.數位教材內容組織架構明確且合理 

20.數位教材的輔助工具標示清楚，且名稱和功能具一致性 

21.數位教材的輔助工具功能充分齊全，且容易操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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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B 出版商數位教材品質的重要度與滿意度之 IPA 分析 

以 B 出版商數位教材品質而言，座標落於第一象限的題項共有

10 項，表示國小教師對於這些題項的重要度和滿意度皆高，應繼續

保持；座標落於第二象限的題項共有 2 項，表示國小教師對於這些

題項的重要度高，但滿意度低，是急需改善的項目；座標落於第象

三限的題項共有 7 項，表示國小教師對於這些題項的重要度和滿意

度皆低，為順序較後改善的項目；座標落於第四象限的題項共有 4

項，表示國小教師對於這些題項的重要度低，而滿意度低，表示這

些項目已能滿足需求。 

肆、C 出版商數位教材品質的重要度和滿意度之 IPA 分析  

以重要度之總帄均值 4.42 做為 X 軸的分隔點，和滿意度之

總帄均值 3.81 做為 Y 軸的分隔點，分隔成四個象限。經過統計

分析後，依各題項座落象限之分佈情況整理如下表 4-34、4-33

和圖 4-4。 

滿意度 

 

重
要
度 

第一象限 第二象限 

第三象限 第四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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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 C出版商數位教材品質的重要度和滿意度之 IPA分析表 

構

面 
題項 

重要度

帄均值 

滿意度

帄均值 

座落

象限 

教

材

內

容 

1.數位教材內容具正確性 4.8 4.04 1 

2.數位教材內容能連結學習者的先備知識 4.41 3.77 3 

3.數位教材內容難易度適合學習者程度 4.47 3.86 1 

4.數位教材內容具適當深度與廣度 4.46 3.79 2 

5.數位教材內容組織架構明確且合理 4.48 3.84 1 

6.數位教材內容順序安排適切且份量合宜 4.46 3.88 1 

7.數位教材內容完整地呈現教學目標 4.52 3.99 1 

教

學

設

計 

8.數位教材的教學內容能達成預定的學習目標 4.47 3.93 1 

9.數位教材運用適當的教學方法，以促進學習者對教

材內容的理解 
4.43 3.81 2 

10.數位教材具有形成性評量，以幫助教學者了解學習

成效及調整教學進展 
4.1 3.62 3 

11.數位教材具有總結性評量，提供診斷性的評量與適

切的回饋 
4.16 3.52 3 

12.數位教材的教學設計豐富多元，可以維持學習者學

習的興趣 
4.56 3.99 1 

13.教學目標、教學活動和練習與評量的內容具一致性 4.51 3.9 1 

教

學

媒

體 

14.教學光碟和網站之運用豐富多樣化，可以促進學習

者學習的動機 
4.51 3.7 2 

15.電子教科書之設計精確適當，可以增進教學內容的

理解 
4.52 3.91 1 

16.操作介面具一致性，且適切地呈現教學內容 4.41 3.84 4 

17.文字、圖片、聲音、影像及動畫之製作具有良好的

品質 
4.54 3.89 1 

18.將文字、圖片、聲音、影像或動畫適切的組合和應

用，以促進學習成效 
4.58 3.93 1 

導

引

與

追

蹤 

19.數位教材能提供適切的選單和輔助工具，讓教學者

能順暢的進行教學活動 
4.48 3.9 1 

20.數位教材的輔助工具標示清楚，且名稱和功能具一

致性 
4.37 3.77 3 

21.數位教材的輔助工具功能充分齊全，且容易操作使

用 
4.37 3.78 3 

22.數位教材能提供適切的操作指引和求助管道 4.2 3.57 3 

23.數位教材能提供追蹤的功能，顯示已完成進度或記

錄進度的功能 
3.9 3.4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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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 C出版商數位教材品質的重要度和滿意度之題項象限分布表 

座落象限 題項 

第一象限 

1.數位教材內容具正確性 

3.數位教材內容難易度適合學習者程度 

5.數位教材內容組織架構明確且合理 

6.數位教材內容順序安排適切且份量合宜 

7.數位教材內容完整地呈現教學目標 

8.數位教材的教學內容能達成預定的學習目標 

12.數位教材的教學設計豐富多元，可以維持學習者學習的興趣 

13.教學目標、教學活動和練習與評量的內容具一致性 

15.電子教科書之設計精確適當，可以增進教學內容的理解 

17.文字、圖片、聲音、影像及動畫之製作具有良好的品質 

18.將文字、圖片、聲音、影像或動畫適切的組合和應用，以促進學

習成效 

19.數位教材能提供適切的選單和輔助工具，讓教學者能順暢的進行

教學活動 

第二象限 

4.數位教材內容具適當深度與廣度 

9.數位教材運用適當的教學方法，以促進學習者對教材內容的理解 

14.教學光碟和網站之運用豐富多樣化，可以促進學習者學習的動機 

第三象限 

2.數位教材內容能連結學習者的先備知識 

10.數位教材具有形成性評量，以幫助教學者了解學習成效及調整教

學進展 

11.數位教材具有總結性評量，提供診斷性的評量與適切的回饋 

20.數位教材的輔助工具標示清楚，且名稱和功能具一致性 

21.數位教材的輔助工具功能充分齊全，且容易操作使用 

22.數位教材能提供適切的操作指引和求助管道 

23.數位教材能提供追蹤的功能，顯示已完成進度或記錄進度的功能 

第四象限 16.操作介面具一致性，且適切地呈現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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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C 出版商數位教材品質的重要度與滿意度之 IPA 分析 

以 C 出版商數位教材品質而言，座標落於第一象限的題項共有

12 項，表示國小教師對於這些題項的重要度和滿意度皆高，應繼續

保持；座標落於第二象限的題項共有 3 項，表示國小教師對於這些

題項的重要度高，但滿意度低，是急需改善的項目；座標落於第象

三限的題項共有 7 項，表示國小教師對於這些題項的重要度和滿意

度皆低，為順序較後改善的項目；座標落於第四象限的題項共有 1

項，表示國小教師對於這些題項的重要度低，而滿意度低，表示這

些項目已能滿足需求。 

 

 

 

滿意度 

重
要
度 

第一象限 第二象限 

第三象限 第四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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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章內容共分為二節，第一節依據研究發現提出結論；第二節依據

結論提出相關建議，作為出版商、教育單位及未來研究之參考。 

第一節 研究結論 

壹、 數位教材品質的重要度 

國小教師在數位教材品質的構面中，認為「教學內容」是最重

要的，「導引與追蹤」是較不重要的，但各構面的帄均值皆在 4 以上，

由此可知，國小教師認為數位教材品質的各個構面都是重要的。 

而在題項中則認為「數位教材內容具正確性」、「數位教材的教

學設計豐富多元，可以維持學習者學習的興趣」、「電子教科書之設

計精確適當，可以增進教學內容的理解」最為重要；而「數位教材

能提供追蹤的功能，顯示已完成進度或記錄進度的功能」、「數位教

材具有總結性評量，提供診斷性的評量與適切的回饋」、「數位教材

具有形成性評量，以幫助教學者了解學習成效及調整教學進展」較

不重要。 

  國小教師背景變項分別以女性、31~40 歲、研究所(含)以上、31

年(含)以上、低年級、25 班(含)以上、電子白板和 C 出版商等，對數

位教材品質的認知重要程度較高，但僅在「學校規模」的變項中有

發現「25 班(含)以上」的國小教師比「13~24 班」的國小教師，對於

「教學設計」的重要度較高，有顯著差異。 

因此本研究假設一：不同背景變項的國小教師對數位教材品質

的重要度有顯著差異則不成立。由此推論，因為近年來資訊教學設

備不斷的建置，數位教材的應用日趨普及，教師的資訊能力也日趨

成熟，所以在各變項間並沒有太大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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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出版商國語科數位教材品質的滿意度 

國小教師在出版商國語科數位教材品質的構面中，認為「教學

內容」是最滿意的，而「導引與追蹤」是最不滿意的，但各構面的

帄均值皆在 4 以下，且皆低於重要度之帄均值。由此可知，國小教

師對數位教材品質的各個構面雖然滿意，但仍有加強改善的空間。 

而在題項中則認為「數位教材內容具正確性」、「數位教材內容

完整地呈現教學目標」、「數位教材的教學設計豐富多元，可以維持

學習者學習的興趣」最為滿意，而「數位教材能提供追蹤的功能，

顯示已完成進度或記錄進度的功能」、「數位教材具有總結性評量，

提供診斷性的評量與適切的回饋」、「數位教材能提供適切的操作指

引和求助管道」較不滿意。 

國小教師背景變項分別以男性、41~50 歲、研究所(含)以上、21~30

年、高年級、12 班(含)以下、投影布幕和 B 出版商等，對數位教材

品質的滿意度較高，而在「最高學歷」的變項中發現「研究所(含)

以上」相較於「師院、大學」的國小教師，對於「教學設計」、「導

引與追蹤」和「數位教材品質」的滿意度較高，有顯著差異。因此

本研究假設二：不同背景變項的國小教師對出版商數位教材品質的

滿意度有顯著差異亦不成立。 

參、出版商國語科數位教材的整體滿意度 

國小教師在出版商國語科數位教材的整體滿意度方面，認知為

「普通」有 167 人，佔 51.9%；「滿意」有 114 人，佔 35.4%，雖然

絶大多數為「普通」和「滿意」，共佔 87.3%，但以整體帄均數而言，

僅為 3.37，表示尚能滿意，但仍有加強改進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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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教師背景變項分別以女性、30 歲(含)以下、研究所(含)以

上、21~30 年、高年級、13~24 班、電子白板和 C 出版商等，對出版

商國語科數位教材整體滿意度較高，而在「影像設備」的變項中發

現，使用「電子白板」和「投影布幕」的國小教師會比使用「電視」

的國小教師的滿意度較高，有顯著差異。因此本研究假設三：不同

背景變項的國小教師對出版商數位教材品質的整體滿意度有顯著差

異亦不成立。 

肆、 數位教材品質的滿意度與整體滿意度之相關情形 

國小教師對出版商國語科數位教材之「教材內容」、「教學設

計」、「教學媒體」、「導引與追蹤」和「數位教材品質的滿意度」與

「整體滿意度」皆呈現中強度顯著正相關，表示數位教材品質的滿

意度愈高，而整體滿意度也會愈高。同時發現在各個構面中，「導引

與追蹤」的相關係數最高，而整體層面而言，數位教材品質的滿意

度的相關係數更高，表示之間的相關性更高，因此本研究假設四：

數位教材品質的滿意度與數位教材整體滿意度有顯著相關則成立。 

伍、IPA 分析  

    一、整體國語科數位教材品質的滿意度 

落在第一象限的題項，在「教材內容」構面有 4 項、在「教

學設計」構面有 4 項、在「教學媒體」有 3 項、在「導引與追

蹤」有 1 項，共 12 項重要度和滿意度皆高，應繼續保持；落在

第二象限的題項，在「教材內容」構面有 3 項、在「教學設計」

構面有 0 項、在「教學媒體」有 1 項、在「導引與追蹤」有 0

項，共 4 項重要度高但滿意度低，為首先加強改善的重點；落

在第三象限的題項，在「教材內容」構面有 0 項、在「教學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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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構面有 2 項、在「教學媒體」有 0 項、在「導引與追蹤」

有 3 項，共 5 項重要度和滿意度皆低，為改善優先順序低的部

份；落在第四象限的題項，在「教材內容」構面有 0 項、在「教

學設計」構面有 0 項、在「教學媒體」有 1 項、在「導引與追

蹤」有 1 項，共 2 項重要度低而滿意度高，已滿足的需求，不

需再過度強調，如表 5-1 所示。 

        表 5-1 整體數位教材之各象限統計表 

 第一象限 第二象限 第三象限 第四象限 

教材內容 4 3 0 0 

教學設計 4 0 2 0 

教學媒體 3 1 0 1 

導引與追蹤 1 0 3 1 

合計 12 4 5 2 

二、A 出版商國語科數位教材品質的滿意度 

落在第一象限的題項，在「教材內容」構面有 4 項、在「教

學設計」構面有 3 項、在「教學媒體」有 3 項、在「導引與追

蹤」有 1 項，共 11 項重要度和滿意度皆高，應繼續保持；落在

第二象限的題項，在「教材內容」構面有 2 項、在「教學設計」

構面有 0 項、在「教學媒體」有 1 項、在「導引與追蹤」有 0

項，共 3 項重要度高和但滿意度低，為首先加強改善的重點；

落在第三象限的題項，在「教材內容」構面有 1 項、在「教學

設計」構面有 3 項、在「教學媒體」有 1 項、在「導引與追蹤」

有 3 項，共 8 項重要度和滿意度皆低，為改善優先順序低的部

份；落在第四象限的題項，在「教材內容」構面有 0 項、在「教

學設計」構面有 0 項、在「教學媒體」有 0 項、在「導引與追

蹤」有 1 項，共 1 項重要度低而滿意度高，已滿足的需求，不

需再過度強調，如表 5-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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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2 A出版商數位教材之各象限統計表 

 第一象限 第二象限 第三象限 第四象限 

教材內容 4 2 1 0 

教學設計 3 0 3 0 

教學媒體 3 1 1 0 

導引與追蹤 1 0 3 1 

合計 11 3 8 1 

 

三、B 出版商國語科數位教材品質的滿意度 

落在第一象限的題項，在「教材內容」構面有 2 項、在「教

學設計」構面有 3 項、在「教學媒體」有 4 項、在「導引與追

蹤」有 1 項，共 10 項重要度和滿意度皆高，應繼續保持；落在

第二象限的題項，在「教材內容」構面有 1 項、在「教學設計」

構面有 0 項、在「教學媒體」有 1 項、在「導引與追蹤」有 0

項，共 2 項重要度高和但滿意度低，為首先加強改善的重點；

落在第三象限的題項，在「教材內容」構面有 1 項、在「教學

設計」構面有 3 項、在「教學媒體」有 1 項、在「導引與追蹤」

有 3 項，共 8 項重要度和滿意度皆低，為改善優先順序低的部

份；落在第四象限的題項，在「教材內容」構面有 2 項、在「教

學設計」構面有 0 項、在「教學媒體」有 0 項、在「導引與追

蹤」有 2 項，共 4 項重要度低而滿意度高，已滿足的需求，不

需再過度強調，如表 5-3 所示。 

       表 5-3 B出版數位教材之各象限統計表 

 第一象限 第二象限 第三象限 第四象限 

教材內容 2 1 2 2 

教學設計 3 0 3 0 

教學媒體 4 1 1 0 

導引與追蹤 1 0 2 2 

合計 10 2 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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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C 出版商國語科數位教材品質的滿意度 

落在第一象限的題項，在「教材內容」構面有 5 項、在「教

學設計」構面有 3 項、在「教學媒體」有 3 項、在「導引與追

蹤」有 1 項，共 12 項重要度和滿意度皆高，應繼續保持；落在

第二象限的題項，在「教材內容」構面有 1 項、在「教學設計」

構面有 1 項、在「教學媒體」有 1 項、在「導引與追蹤」有 0

項，共 3 項重要度高和但滿意度低，為首先加強改善的重點；

落在第三象限的題項，在「教材內容」構面有 1 項、在「教學

設計」構面有 2 項、在「教學媒體」有 0 項、在「導引與追蹤」

有 4 項，共項 7 重要度和滿意度皆低，為改善優先順序低的部

份；落在第四象限的題項，在「教材內容」構面有 0 項、在「教

學設計」構面有 0 項、在「教學媒體」有 1 項、在「導引與追

蹤」有 0 項，共 1 項重要度低而滿意度高，已滿足的需求，不

需再過度強調，如表 5-4 所示。 

表 5-4 C出版商國語數位教材之各象限統計表 

 第一象限 第二象限 第三象限 第四象限 

教材內容 5 1 1 0 

教學設計 3 1 2 0 

教學媒體 3 1 0 1 

導引與追蹤 1 0 4 0 

合計 12 3 7 1 

 

           由上述資料可以得知，以整體而言，落於第一象限的題項最

多，為主要的優勢；在「教材內容」的題項中，由於認知的重要

度高，雖多為主要優勢，但亦為主要劣勢，且發現「導引與追蹤」

的題項主要落於第三象限，表示雖不滿意但目前的重要度不高，

可視情況再作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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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表 5-5 所示，可知各出版商各象限座落的題數差異不大，

但仍可分別出南一主要優勢的題項最多、翰林主要優勢和次要優

勢的題項最多，而康軒主要劣勢和次要劣勢的題項最多。 

      表 5-5 出版商數位教材之各象限統計表 

 第一象限 第二象限 第三象限 第四象限 

A 出版商 11 3 8 1 

B 出版商 10 2 7 4 

C 出版商 12 3 7 1 

整體 12 4 5 2 

     五、小結  

以整體而言，經由 IPA 分析出版商國語科數位教材，主要

優勢有「數位教材內容具正確性」、「數位教材內容完整地呈現

教學目標」、「數位教材的教學設計豐富多元，可以維持學習者

學習的興趣」、「將文字、圖片、聲音、影像或動畫適切的組合

和應用，以促進學習成效」，應繼續保持；主要劣勢有「教學

光碟和網站之運用豐富多樣化，可以促進學習者學習的動

機」、「數位教材內容具適當深度與廣度」、「數位教材內容順序

安排適切且份量合宜」，應優先加強改善；次要劣勢有「數位

教材能提供追蹤的功能，顯示已完成進度或記錄進度的功

能」、「數位教材具有總結性評量，提供診斷性的評量與適切的

回饋」、「數位教材能提供適切的操作指引和求助管道」、「數位

教材具有形成性評量，以幫助教學者了解學習成效及調整教學

進展」，可於主要劣勢改善後，再予以改進；次要優劣有「數

位教材的輔助工具標示清楚，且名稱和功能具一致性」和「操

作介面具一致性，且適切地呈現教學內容」，已經滿足需求，

不需再過度花費大多資源在這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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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壹、 對出版商之建議 

一、 目前出版商數位教材仍多以「教師」的教導為考量，往往忽略

了「學生」自我學習的部份，但教師常常受到課程時數的壓迫，

無法好好善用相關教材。因此建議出版商數位教材的設計應漸

漸由教導式結合自學式，使學習管道更多元，提供更豐富的學

習資源，增加學習的深度和廣度，如同「整合式學習」般，以

達到最佳的學習成效。同時在「導引與追蹤」的構面上也會較

受到重視，也尌較有意願改善。 

二、 由於電腦和網際網路的普及和便利，出版商可以運用雲端科

技，讓教師和學生依教學需求，透過學習載具和網路，進行下

載、更新及使用最新的教材內容。 

三、 在研究調查過程中，發現部份教師對出版商數位教材的教材內

容及教學運用方式仍不太熟悉，甚至很少應用，實為可惜。故

建議出版商能在每學期初(寒、暑假)，辦理數位教材內容及應用

之研習，有助於提升教師運用數位教材的程度及提高教學效能。 

貳、 對教育單位之建議  

    一、俗話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由研究結果可知教室的

資訊設備會影響出版商數位教材的整體滿意度，進而也會影響

到教師的教學成效。因此，希望教育主管機關能編列預算，擴

充電子白板等資訊設備，以提升教學現代化的目標。 

    二、由於數位資訊教育的時代來臨，因此在每學年教科書的選用時，

應將出版商所提供的數位教材納為考量因素之一，並以系統性

的評鑑方式，來評估教材是否符合課程目標、教學需求及成效。 



 84 

參、 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以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而後續研究者可以學生為

研究對象，探討學生對出版商數位教材的滿意情形，使研究主

題更為完整。 

二、研究範圍方面： 

(一)、由於受到人力、時間的限制，本研究範圍僅限於雲林縣，

屬於偏鄉地區，因此後續研究者可以針對都會地區進行探

討研究和比較驗證。 

(二)、不同學科領域有各自不同的教材內容及特性，運用不同的

教學策略及數位教材，因此後續研究者可以針對其他科目

進行探討，使相關主題研究更為詳盡。 

三、研究架構方面： 

(一)、研究結果發現「數位教材品質的滿意度」確實會影響「數

位教材的整體滿意度」，而後續研究者可以進一步探討與

「顧客忠誠度」之關聯性，以求在議題上有更廣泛的瞭解。 

(二)、本研究主題採用廣義的數位學習，涵蓋的範圍大，因此

後續研究者可針對「電子教科書」或「數位學習帄台」

進行個別性的探討。 

四、研究方法方面： 

(一)、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以探討國小教師對出版商國

語科數位教材滿意度，屬於初探性的量化研究方式，因

此後續研究者可以輔以「訪問法」，蒐集研究主題更為深

入的資料，進行比較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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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可將 IPA 分析法和 Kano 二維品質模式進行整合分析，找

出數位教材關鍵品質要素，發現改善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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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雲林縣縣立國民小學之學校名稱及班級數 

  雲林縣縣立國民小學 12班(含)以下之學校名稱及班級數 

編號 校名 班級數 編號 校名 班級數 

1 草嶺 5 33 同安 6 

2 華山 6 34 龍潭 6 

3 棋山 6 35 泉州 6 

4 桂林 6 36 新興 6 

5 樟湖 6 37 尚德 6 

6 華南 6 38 大新 6 

7 興昌 6 39 三和 6 

8 山峰 6 40 大同 6 

9 水碓 6 41 來惠 6 

10 新光 6 42 豐榮 6 

11 成功 6 43 大有 6 

12 民生 6 44 中和 6 

13 大東 6 45 陽明 6 

14 重光 6 46 明禮 6 

15 六合 6 47 興華 6 

16 育仁 6 48 好收 6 

17 舊庄 6 49 育英 6 

18 仁和 6 50 東榮 6 

19 嘉興 6 51 朝陽 6 

20 聯美 6 52 辰光 6 

21 光復 6 53 山內 6 

22 廉使 6 54 仁德 6 

23 惠來 6 55 忠孝 6 

24 埤腳 6 56 仁愛 6 

25 後埔 6 57 信義 6 

26 秀潭 6 58 和帄 6 

27 新庄 6 59 東光 6 

28 宏崙 6 60 飛沙 6 

29 龍巖 6 61 林厝 6 

30 復興 6 62 三崙 6 

31 潮厝 6 63 南光 6 

32 明倫 6 64 鹿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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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林縣縣立國民小學 12班(含)以下之學校名稱及班級數(續) 

編號 校名 班級數 編號 校名 班級數 

65 明德 6 88 建陽 7 

66 建華 6 89 文賢 8 

67 內湖 6 90 豐安 8 

68 金湖 6 91 客厝 8 

69 興南 6 92 林頭 9 

70 崇文 6 93 重興 9 

71 成龍 6 94 僑美 9 

72 臺興 6 95 保長 10 

73 頂湖 6 96 義賢 10 

74 過港 6 97 新生 10 

75 蔦松 6 98 中溪 11 

76 尖山 6 99 帄和 11 

77 宏仁 6 100 溝壩 12 

78 文正 6 101 永光 12 

79 誠正 6 102 九芎 12 

80 中興 6 103 林中 12 

81 和安 6 104 石龜 12 

82 大興 6 105 大美 12 

83 梅林 7 106 廣興 12 

84 久安 7 107 安定 12 

85 僑和 7 108 吳厝 12 

86 安南 7 109 永定 12 

87 旭光 7    

合計 109校 756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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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林縣縣立國民小學 13~24班之學校名稱及班級數 

編號 校名 班級數 編號 校名 班級數 

1 溪洲 13 14 文安 18 

2 林內 13 15 大屯 18 

3 東勢 13 16 二崙 18 

4 油車 13 17 元長 18 

5 下崙 13 18 饒帄 19 

6 中正 14 19 口湖 19 

7 文興 14 20 文光 19 

8 東興 14 21 石榴 22 

9 古坑 15 22 莿桐 22 

10 東和 15 23 大埤 23 

11 四湖 15 24 褒忠 23 

12 馬光 17 25 台西 23 

13 崙豐 17    

合計 25校 428班 

 

 

 

附錄 3  雲林縣縣立國民小學 25班(含)以上之學校名稱及班級數 

編號 校名 班級數 編號 校名 班級數 

1 水燦林 25 11 橋頭 36 

2 鎮西 26 12 鎮南 37 

3 鎮東 28 13 土庫 37 

4 雲林 28 14 虎尾 38 

5 崙背 31 15 僑真 40 

6 斗南 32 16 安慶 40 

 7 文昌 32 17 北辰 43 

8 中山 34 18 麥寮 46 

9 斗六 34 19 立仁 50 

10 南陽 35 20 公誠 60 

合計 20校 732班 

 

 

 

 



 94 

附錄二：正式問卷施測學校名稱及有效問卷統計表 

學校規模 
學校 

名稱 

發出 

問卷 

學校 

名稱 

發出 

問卷 

回收

問卷 

無效

問卷 

有效 

問卷 

12班以下 

水碓 6 中和 6 

130 5 125 

大東 6 陽明 6 

育仁 6 中興 6 

舊庄 6 大興 6 

嘉興 6 旭光 7 

龍潭 6 豐安 8 

大新 6 廣興 9 

大同 6 義賢 10 

來惠 6 安定 12 

豐榮 6 永定 12 

大有 6   

13~24 班 

油車 9 石榴 18 

72 6 66 文安 13 莿桐 18 

饒帄 15 褒忠 15 

25班(含)以

上 

水燦林 18 文昌 24 

138 7 131 斗六 18 橋頭 24 

斗南 24 公誠 36 

合計 376 340 18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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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國小教師對出版商國語科數位教材滿意度之專家效度問卷 

敬愛的教育先進，您好： 

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撥冗填寫本問卷，提供寶貴旳意見，感激不盡。本問卷的主要目的

旨在探討雲林縣國小國語科教師對出版商數位教材之滿意度，為建立研究工具之專家效度 

，懇請惠賜卓見，以作為本研究之重要參考資料，由衷感謝您的指教。 

謹此 敬頌 

 教安 

                                  南華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 

                                  指導教授  蔡德謙  博士 

研 究 生  謝明憲  敬上        

中 華 民 國 一 ○ 二 年 二 月 

【說明】 

一、請以下列方式填答： 

1.請依照您認為的適用程度，在該分量表中「適合」、「修正後適合」及「不適合」

的□打ˇ。 

2.若您對題目內容的適合度有修正之意見，請於「修正意見」空白處直接填寫說明。 

3.若您對問卷構面的適合度有修正之意見，請於「專家建議」空白處直接填寫說明。 

4.若您認為該題目應移至其他構面中，請於「專家建議」空白處直接填寫說明。 

5.若您認為構面需要增加其他題目，請於「專家建議」空白處直接填寫說明。 

二、將依據專家之填答情況及相關意見，對於問卷內容題意不清、文句不順、構面不

當等，進行修改、補充或刪除，以完成本研究之正式問卷。 

三、本研究架構： 

 

 

 

 

 

 

 

 

 

 

背景變項 

1. 性別 

2. 年齡 

3. 最高學歷 

4. 服務年資 

5. 任教年級 

6. 學校規模 

7. 教室影像設備 

8. 使用版本 

數位教材品質的重要程度 

數位教材品質的表現程度 

數位教材的整體滿意度 

IPA 法 

H1 

H2 

H3 
H4 



 96 

第一部分：教師基本資料(請依據您個人的實際情況，在適當的□內打「ˇ」) 

 

                                                 適用程度 

教師背景變項 
適
合 

修
正
後
合
適 

不
適
合 

1.性    別：(1)□男           (2)□女 

修正意見：                                                                   
□ □ □ 

2.年    齡：(1)□30歲(含)以下  (2)□31~40歲  

(3)□41~50 歲       (4)□51(含)歲以上 

修正意見：                                                                   

□ □ □ 

3.最高學歷：(1)□ 師範、師專(2)□師院、大學(3)□研究所 

修正意見：                                                                   
□ □ □ 

4.服務年資：(1)□5年(含)以下 (2)□6-10年  (3)□11-15年     

(4)□16-20年     (5)□21-25年  6)□26年(含)以上 

修正意見：                                                                   

□ □ □ 

5.任教年級：(1)□低年級        (2)□中年級     (3)□高年級 

修正意見：                                                                   
□ □ □ 

6.學校規模：(1)□6班(含)以下   (2)□7-12班 

(3)□13-24 班       (4)□25班(含)以上 

修正意見：                                                                  

□ □ □ 

7.影像設備：(1)□電視(2)□投影布幕(3)□電子白板(4)□其他       

修正意見：                                                                  
□ □ □ 

8.目前所使用國語科教科書版本：(以下滿意度詴題請根據所出版商進行回答) 

(1)□康軒  (2)□翰林   (3)□南一 (4)□其他        

修正意見：                                                                   

□ □ □ 

【過濾題】9. 是否有使用出版商國語科數位教材(教學光碟或網站)： 

(1)□是      (2)□否 

修正意見：                                                                  

□ □ □ 

 

專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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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數位教材品質的重要程度和表現程度 

構面一：教材內容 
適
合 

修
正
後
合
適 

不
適
合 

1.數位教材內容具正確性。 

修正意見：                                                                   
□ □ □ 

2.數位教材內容能連結學習者的先備知識。 

修正意見：                                                                   
□ □ □ 

3.數位教材內容難易度適合學習者程度。 

修正意見：                                                                   
□ □ □ 

4.數位教材內容組織架構明確且合理。 

修正意見：                                                                   
□ □ □ 

5.數位教材內容具適當深度與廣度。 

修正意見：                                                                   
□ □ □ 

6.數位教材內容適切且份量合宜。 

修正意見：                                                                   
□ □ □ 

7.數位教材內容完整地呈現教學目標。 

修正意見：                                                                   
□ □ □ 

專家建議：                                                                       

                                                                                 

                                                                                 

 

構面二、導引與追蹤 
適
合 

修
正
後
合
適 

不
適
合 

8.導引功能讓教學者能順暢進行教學活動。 

修正意見：                                                                   
□ □ □ 

9.導引功能標示清楚且容易操作。 

修正意見：                                                                   
□ □ □ 

10.導引與追蹤的名稱和功能具一致性。 

修正意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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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提供適切的操作指引和求助管道。 

修正意見：                                                                   
□ □ □ 

12.提供追蹤的功能，以掌握課程的進度。 

修正意見：                                                                   
□ □ □ 

專家建議：                                                                       

                                                                                 

                                                                                 

 

構面三：教學設計 
適
合 

修
正
後
合
適 

不
適
合 

13.數位教材的教學內容能達成預定的教學目標。 

修正意見：                                                                   
□ □ □ 

14.數位教材所運用的教學方法能有效呈現或展示教學內容。 

修正意見：                                                                   
□ □ □ 

15.數位教材能提供適當的練習，幫助學習者熟悉學習的內容。 

修正意見：                                                                   
□ □ □ 

16.數位教材具有形成性評量，幫助教學者了解學習成效及調整教

學進展。 

修正意見：                                                                   

□ □ □ 

17.數位教材具有總結性評量，提供診斷性的評量與適切的回饋。 

修正意見：                                                                   
□ □ □ 

18.數位教材的教學設計豐富多元，可以維持學習者學習的興趣。 

修正意見：                                                                   
□ □ □ 

19.教學目標、教學活動和練習與評量的內容具一致性。 

修正意見：                                                                   
□ □ □ 

 

專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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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四：教學媒體 
適
合 

修
正
後
合
適 

不
適
合 

20.教學媒體之運用豐富多元，可以促進學習者學習的動機。 

修正意見：                                                                   
□ □ □ 

21.教學媒體之設計精確適當，可以增進學習內容的理解。 

修正意見：                                                                   
□ □ □ 

22.介面設計具一致性，能適切的呈現教材內容，並且容易操作。 

修正意見：                                                                   
□ □ □ 

23.媒體元素之製作具有良好的品質。 

修正意見：                                                                   
□ □ □ 

24.媒體元素之運用符合多媒體設計原則。 

修正意見：                                                                   
□ □ □ 

專家建議：                                                                       

                                                                                 

                                                                                 

 

第三部分：數位教材的整體滿意度 

整體滿意度 
適
合 

修
正
後
合
適 

不
適
合 

25. 我對於使用出版商國語科數位教材後的整體滿意度。 

修正意見：                                                               
□ □ □ 

專家建議：                                                                       

                                                                                 

                                                                                 

 

~ 請檢查全部題目是否均已填完，感謝您熱心的協助填寫，敬祝 教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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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專家效度名單 

姓名 學歷 現任職務 

A 教授 
紐約市立大學研究所 

中心電腦科學博士 
南華大學資訊管理所教授 

B 教師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所研究所 
雲林縣二崙國小教師 

C 教師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所研究所 
雲林縣東興國小教師 

D 教師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碩士班 
雲林縣興南國小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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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專家審核問卷之意見內容 

專家 修正意見 

專家 A 

1.第二部份各構面需加以補充說明，填答者才容易清楚明白。 

2.第二部份的構面呈現順序，修改為教材內容、教學設計、教

學媒體、導引與追蹤，順序較為適切合理。 

3.第二部份構面二「導引與追蹤」，在每個題項前加入主題「數

位教材」，讓內容更加完整明確。 

專家 B 

1.第一部份第 4題「服務年資」，以 10年為一固定間距，修改

為 10年(含)以下、11~20年、21~30 年和 31年(含)以上等 4

個選項。 

2.第一部份第 6 題「學校規模」，依行政處室為依據，修改為 3

個選項。 

3.第一部份第 9題在題項中增加「每月」(時間)較為具體。 

專家 C 
1. 第一部份名稱「教師個人背景資料」修改為「背景資料」括

號補充說明為個人和學校的實際情況。 

2. 第一部份第 3題「最高學歷」由於師範和師院容易混淆，且

師範畢業者已微乎其微，故將其刪除，僅留師專即可。 
3. 第一部份第 7題「影像設備」修改為「教室影像設備」，最

後修改為「教學上最常使用的影像設備」較為明確貼切。 

專家 D 1. 第二部份構面四題項第 20、23、24說明不夠清楚明白，其

中「教學媒體」、「媒體元素」和「多媒體設計原則」可能

不是大家都清楚的。需更加具體說明。 

2. 在問卷說明內容以「您」尊稱對方，而題項內容不用「你」

或「我」，因此第三部份題項第 25題將內容中的「我」刪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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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國小教師對出版商國語科數位教材滿意度之調查問卷~以雲林縣為例 

 

第一部分：背景資料(請依個人和學校的實際情況在□內打勾，1~9 為單選題)  

1.性    別：(1)□男          (2)□女 

2.年    齡：(1)□30 歲(含)以下(2)□31~40歲 (3)□41~50歲 (4)□51歲(含)以上 

3.最高學歷：(1)□ 師專   (2)□師院、大學  (3)□研究所(含)以上 

4.服務年資：(1)□10 年(含)以下(2)□11-20年 (3)□21-30年(4)□31年(含)以上 

5.任教年級：(1)□低年級        (2)□中年級      (3)□高年級 

6.學校規模：(1)□12 班(含)以下  (2)□13-24班    (3)□25班(含)以上   

7.最主要使用的影像設備：(1)□電子白板(2)□投影布幕(3)□電視(4)□其他      

8.目前國語科教科書的使用版本：(1)□康軒 (2)□翰林 (3)□南一 (4)□其他        

(第二部份和第三部份詴題皆根據所選版本進行回答) 

9.是否每月都有使用出版商國語科數位教材(教學光碟或網站)：(1)□是(2)□否  

 

 

敬愛的教育伙伴，您好： 

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撥冗填寫本問卷，提供寶貴旳意見，不勝感激。本問卷的內

容旨在探討國小教師對出版商國語科數位教材之滿意度，透過教師實際教學的相關

經驗，以提供數位教材在應用上的回饋與建議，期望能設計出更符合教師使用的數

位教材，幫助學生達到最佳的學習成效。所有資料僅供學術研究，請您放心填寫，

由衷感謝您的幫忙。 

                            南華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 

敬祝 健康快樂                                    指導教授 蔡德謙 博士 

研 究 生 謝明憲 敬上 

                                                   中華民國一○二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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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數位教材品質的重要度與表現度 

請依照個人對出版商國語科數位教材的認知及使用情形，各勾選一項最符合的選項。 

一、教材內容： 

數位教材以學習者為中心，提供 

正確的學習內容、合理的架構與適切的 

呈現，使學習者能學到預期的教材內容。 

重要度  滿意度 

非
常
重
要 

重
要 

普
通 

不
重
要 

非
常
不
重
要 

非
常
滿
意 

滿
意 

普
通 

不
滿
意 

非
常
不
滿
意 

5 4 3 2 1 5 4 3 2 1 

1. 數位教材內容具正確性。 □ □ □ □ □ □ □ □ □ □ 

2.數位教材內容能連結學習者的先備知識。 □ □ □ □ □ □ □ □ □ □ 

3.數位教材內容難易度適合學習者程度。 □ □ □ □ □ □ □ □ □ □ 

4.數位教材內容具適當深度與廣度。 □ □ □ □ □ □ □ □ □ □ 

5.數位教材內容組織架構明確且合理。 □ □ □ □ □ □ □ □ □ □ 

6.數位教材內容順序安排適切且份量合宜。 □ □ □ □ □ □ □ □ □ □ 

7.數位教材內容完整地呈現教學目標。 □ □ □ □ □ □ □ □ □ □ 

二、教學設計： 

數位教材能提供教學者明確的教學

目標、適當的教學策略和適切的評量與回

饋，提升學習成效，達成學習目標。 

重要度 滿意度 

非
常
重
要 

重
要 

普
通 

不
重
要 

非
常
不
重
要 

非
常
滿
意 

滿
意 

普
通 

不
滿
意 

非
常
不
滿
意 

5 4 3 2 1 5 4 3 2 1 

8.數位教材的教學內容能達成預定的學習

目標。 
□ □ □ □ □ □ □ □ □ □ 

9.數位教材運用適當的教學方法，以促進學

習者對教材內容的理解。 
□ □ □ □ □ □ □ □ □ □ 

10.數位教材具有形成性評量，以幫助教學

者了解學習成效及調整教學進展。 
□ □ □ □ □ 

 
□ □ □ □ □ 

11.數位教材具有總結性評量，提供診斷性

的評量與適切的回饋。 
□ □ □ □ □ □ □ □ □ □ 

12.數位教材的教學設計豐富多元，可以維

持學習者學習的興趣。 
□ □ □ □ □ □ □ □ □ □ 

13.教學目標、教學活動和練習與評量的內

容具一致性。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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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媒體： 

數位教材應提供適切的使用介面、 

設計良好的教學媒體及適切的運用教 

學媒體等，能促進學習者學習的興趣 

和提升學習內容的理解。 

重要度 滿意度 

非
常
重
要 

重
要 

普
通 

不
重
要 

非
常
不
重
要 

非
常
滿
意 

滿
意 

普
通 

不
滿
意 

非
常
不
滿
意 

5 4 3 2 1 5 4 3 2 1 

14.教學光碟和網站之運用豐富多樣化，可

以促進學習者學習的動機。 
□ □ □ □ □ □ □ □ □ □ 

15.電子教科書之設計精確適當，可以增進

教學內容的理解。 
□ □ □ □ □ □ □ □ □ □ 

16.操作介面具一致性，且適切地呈現教學

內容。 
□ □ □ □ □ □ □ □ □ □ 

17.文字、圖片、聲音、影像及動畫之製作

具有良好的品質。 
□ □ □ □ □ □ □ □ □ □ 

18.將文字、圖片、聲音、影像或動畫適切

的組合和應用，以促進學習成效。 
□ □ □ □ □ □ □ □ □ □ 

四、導引與追蹤： 

數位教材應提供教學者順暢進行 

教學活動的相關引導功能，讓教學者 

能掌控教學的活動進展。 

重要度 滿意度 

非
常
重
要 

重
要 

普
通 

不
重
要 

非
常
不
重
要 

非
常
滿
意 

滿
意 

普
通 

不
滿
意 

非
常
不
滿
意 

 5 4 3 2 1 5 4 3 2 1 

19.數位教材能提供適切的選單和輔助工

具，讓教學者能順暢的進行教學活動。 
□ □ □ □ □ □ □ □ □ □ 

20.數位教材的輔助工具標示清楚，且名稱

和功能具一致性。 
□ □ □ □ □ □ □ □ □ □ 

21.數位教材的輔助工具功能充分齊全，且

容易操作使用。 
□ □ □ □ □ □ □ □ □ □ 

22.數位教材能提供適切的操作指引和求助

管道。 
□ □ □ □ □ □ □ □ □ □ 

23.數位教材能提供追蹤的功能，顯示已完

成進度或記錄進度的功能。 
□ □ □ □ □ □ □ □ □ □ 

請翻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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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數位教材的整體滿意度 

請依照個人對出版商國語科數位教材的認知及使用情形，勾選一項最符合的選項。 

整體滿意度：以個人經驗為基礎，透過出版商國語科

數位教材使用的情況及所達到的教學成

效與期望做比較後，整體的心理評價。 

非
常
滿
意 

滿
意 

普
通 

不
滿
意 

非
常
不
滿
意 

5 4 3 2 1 

24. 對於出版商國語科數位教材使用後的整體滿意度。 □ □ □ □ □ 

 

 

~ 請檢查全部題目是否均已填完，感謝您熱心的協助填寫，祝 教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