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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度資訊科技化的社會，教育是社會進步的原動力，教師的資 訊素養、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能力及教學資源滿意情形攸關現

代教育 良窳的重要關鍵。本研究論文之目的在探討彰化縣國民小學教師的 資訊素養、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能力及教學資源

滿意度情形，研究結 果提供相關教育單位於日後繼續推動類似研究或推展學校資訊科 技融入教學時之參考，藉此喚起學

校及教師們對資訊素養及資訊科 技融入教學更加重視，讓下一代更能感受資訊科技教育的重要。 本研究對象係以彰化縣

立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採隨機抽 樣，共發放樣本數420 份，回收問卷411 份，回收率97.2％，剔除 無效問卷3 份，

有效問卷共408 份。問卷內容包含個人基本資料、 教師資訊素養量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能力量表及融入教學滿意度 量表

等四個部分。問卷分析以SPSS 12.0 套裝軟體為研究工具，以 描述性統計、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與皮爾森相關分析等

方法 進行統計分析。 研究結論：彰化縣國小教師們的不同學歷、年齡、服務年資、 職務、學校規模上在資訊素養部分有

顯著差異；不同學歷、年齡、 學校規模上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能力部分有顯著差異；不同學歷、 年齡、職務、學校規模

上在教學資源滿意度部分有顯著差異。教師 們的資訊素養、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能力及教學資源滿意度上均有顯 著正相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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