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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九年一貫課程目的在提昇國中小學生新時代的適應力、培養與知識經濟時代接軌的能力，因此學校若能將學校教學上的知

識做有效的管理應用，從企業界取經，導入「知識管理」的觀念及作法，相信學校及教師在面對此一重大教育改革行動�

九年一貫課程時，將更能勝任且有效率地達成教育目標。 所以本研究除了探討「知識管理」的相關概念外，更進一步探討

目前國民小學在九年一貫課程教學上「知識管理」活動的運作現況，以提供未來國民小學真正導入知識管理時的參酌。 本

研究以文獻探討及問卷調查法進行之，係以台南縣之公立國民小學教師為取樣對象。統計方法之使用包括描述統計、t考

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皮爾森積差相關等。研究結果歸納如下： 一、國小教師在九年一貫課程教學上運用知識管理與學

校知識管理組織促動因素情況皆屬普通。 二、女性教師、年輕教師、級任教師、教學年資淺的教師、研究所(含四十學分

班)畢業教師及一年級教師，對九年一貫課程教學上運用知識管理的情況較佳。 三、學校知識管理組織促動因素愈完善，

則九年一貫課程教學上運用知識管理情況愈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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