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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資訊科技方便、快速、多功能、無遠弗屆的特性，漸漸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習慣與作業方式，也將人類運用資訊的方式與廣

度大幅提升，傳統閱讀紙本圖書的方式不再是教育下一代的唯一管道，越來越多人在傳授知識的過程中改變學習行為。隨

著資訊的普及，出版商進而提供了便利的電子書e-book供教師在教學上使用，希望能滿足教師教學上的需求。本研究試圖

了解彰化縣使用電子書的小學教師的人口變項及學校背景變項對於使用電子書之滿意度是否有所相關。調查方法採用網路

問卷及隨機抽樣，共回收有效問卷213份 依據問卷資料統計分析，使用e-book者以女性居多；年齡層在31-40歲間；教育程

度以研究所畢業者為最多；服務年資5~7年者最多；擔任職務以班級導師為最多。學校地區位置則以彰化南部區域為最多

；而創校歷史則是以41年以上學校為最多。透過分析發現，不同性別及學校規模在知覺品質構面上顯著差異的存在，而教

育程度與教師忠誠構面有顯著差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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