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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瞭解會計資訊化後商職學生對會計資訊課程之學習態度為何，並進一步探討不同之個人背景變項在學習

態度上之差異情形及在會計資訊系統學習狀況與會計資訊學習態度之關係。希望藉由此研究結果能提出具體建議供商職學

校教師及主管行政單位之參考。 本研究採分層隨機抽樣法選取樣本，共寄出問卷440份。最後收回之有效問卷為426份，回

收率為96%。本研究利用百分比、平均數、標準差、皮爾森積差相關、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薛費事後考驗等統計方法進行

研究，得出結論如下： 一、商職學生在「性別」上會對整體之會計資訊課程學習態度有顯著影響。 二、商職學生在「初

級會計成績」上會對整體之會計資訊課程學習態度有顯著影響。 三、商職學生在「對未來期望」、「計算機概論成績」、

「父母親教育程度」、「父母親 職業」等個人因素上對整體會計資訊課程學習態度無顯著影響。 四、商職學生對於會計

資訊系統學習狀況與會計資訊課程學習態度達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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