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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了滿足學生成績評量及學生學籍管理電子化的需求，彰化縣國民小學導入網路化的學務系統近三年了。本研究針對彰化

縣國小採用學務系統之實施現況做研究，應用科技接受模式，探討影響學務系統使用程度之因素。 本研究以主管影響、同

儕影響和電腦自我效能作為科技接受模式的外部變項。本研究採用文獻探討與問卷調查法，研究工具為「國小教師對學務

系統使用程度調查問卷」。研究對象為彰化縣使用學務系統之國小教師，發出問卷562份，回收有效問卷508份，樣本回收

率為90％。本研究在問卷回收後，以SPSS for Windows 12.0 和LISREL 8.51進行資料分析與處理的工作，所採用的統計方

法有描述性統計、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和結構方程模式。茲將研究所得結論如下： 一、不同性別的國小教師在「同

儕影響」、「電腦自我效能」、「知覺有用 性」和「情意態度」上有顯著的差異。 二、不同性別角色的國小教師在所有

的變項上有顯著的差異。 三、同儕影響和知覺易用性對知覺有用性有正向顯著影響。 四、主管影響和電腦自我效能對知

覺易用性有正向顯著影響。 五、知覺有用性和知覺易用性對認知態度有正向顯著影響。 六、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和

認知態度對情意態度有正向顯著影響。 七、知覺有用性、認知態度和情意態度對使用程度有正向顯著影響。 最後，本研

究根據研究結果，提出結論與建議以供相關單位及後續研究者的參考與應用。

關鍵詞 : 學務系統 ; 科技接受模式 ; 性別角色 ; 結構方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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