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study on influence of principals' technology leadership and teachers' resistance on
information

張奉珍、李德治

E-mail: 341891@mail.dyu.edu.tw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influence of principals’ technology leadership and teachers’ resistance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o

teaching in elementary school. Apart from examining the 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ncipals’ technology leadership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o teaching,this study also aimed at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eachers’ resistance. All the data were

selected from 501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among 44 primary schools in Changhua County. In this study, I adap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After data collected, I use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for analysis. The results of research are as follows: 1. The current conditions in relating to technology leadership

of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o teaching in Changhua County were classified at the intermediate

level.And the current conditions in relating to teachers’ resistance in Changhua County were classified at the low-intermediate

level. 2. A positively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as shown between technology leadership of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o teaching in Changhua County. A negatively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as shown between teachers’

resistanc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o teaching in Changhua County. 3. Technology leadership performed by the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s in Changhua County has positive effect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o teaching. Teachers’resistance of

elementary school in Changhua County has negative effect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o teaching. 4. Teachers’ resistance of

elementary school in Changhua County can efficiently moderate a negative influence through its effects on perceptions of principals

’ technology leadership to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o teaching. Based on the above research conclusions I submitted specific

recommendations on school administration leadership, teaching and future resear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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