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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彰化縣國小教師運用資訊融入教學的意願，分析不同個人背景及環境因素在教師運用資訊融入教學意願上

的差異，用來預測教師運用資訊融入教學的意願程度。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進行研究，工具為「彰化縣國民小學教師運用

資訊融入教學意願調查問卷」，以彰化縣國民小學教師為樣本進行調查，採分層隨機抽樣方式，共發出325份問卷，有效

問卷274份。採用描述性統計、t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等統計方法分析資料。 本研究之結果發現：1.彰化縣國小教師具

有運用資訊融入教學意願。2.個人背景中教育背景、職務、每週平均使用電腦時數及上網時數對彰化縣國民小學教師運用

資訊融入教學意願有顯著差異。3.環境因素中辦公室的電腦數量對彰化縣國民小學教師運用資訊融入教學意願有顯著差異

。4.彰化縣教師對於選擇運用資訊融入教學的最佳教學領域，前三優先順序分別為：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社會領域及藝

術與人文領域。5.彰化縣教師對於運用資訊融入教學的誘因，統計出前四順位，分別為：主管機關能提供充裕資訊設備、

個人的意願及成就感趨使、教師社群及學校同仁分享互動及校長及學校行政之支持。 最後，根據研究結論，本研究針對教

育行政單位與未來研究提出建議，以作為教育與研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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