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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對彰化縣已使用電子白板之國小教師與學生進行調查，以互動式電子白板在教育應用的相關文獻結果為基礎，

進行問卷編製。蒐集的問卷資料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等統計分析，結合研究結果與文獻探討獲得下列

研究結論：依據資料分析結果發現：(1)老師問卷部份：性別、年齡、最高學歷、服務年資、學校規模、學校位置未達顯著

差異。(2)學生問卷部份：性別未達顯著差異；就讀年級、學校規模、學校位置、家裡是否有電腦、你第一次使用電腦是在

什麼時候達到顯著差異。基於以上研究結果，本研究針對教育主管機關、學校行政團隊、教師與未來研究提出建議，以作

為教育與研究之參考如下：對教育主管機關的建議：教育主管機關宜建置教學資源庫與交流平台，並邀集專家學者、互動

式電子白板廠商進行教學設計內容之整合，以方便教學資源的分享。對學校行政團隊的建議：推動互動式電子白板導入教

學計畫時，學校行政團隊宜提供技術與教學設計之支援。對教師的建議：教師宜在師生逐漸嫻熟操作互動式電子白板後，

提供更多機會讓學生個人或合作使用互動式電子白板進行學習。

關鍵詞 : 互動式電子白板教學、學生學習動機、國小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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