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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n education applications, as more and more common, this study, Changhua County Elementary School for the scope of the

study, since the students background variables, including gender, grade, school size; counselling network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the dependent variable Items, including objects and will seek help, counselling, system requirements, application types, affecting

system factors and system response to the demand. In this study, the primary operational capacity information and counselling

consultative process with the Han, the current application of the lates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CT) to explore

the deployment and use of counselling the feasibility of network systems. For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a survey of primary school

educ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where small and the National Network to promote guidance system status. Second,

the students of different backgrounds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ounselling network system needs of different situations. 3,

Changhua County, high-grad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 IT network operation and school guidance counseling system at all levels

of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related cases. Fourth, explore the use of IT in construction counselling network systems should consider

the relevant factors. 5, according to research findings, the use of IT to help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ystem of counselling

network proposal for Primary Education and counselling room staff referenc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hanghua County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in the counseling network will use the approach feasible, the dimensions of factors explain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level of order for the system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the system response to the demand, the system of categories,

affecting system factors, counselling Manner, and will help target. Grade, the school changed since the scale of the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nd the rest did not. Grade, fifth grade students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highest-school class

size while schools (12 to 24) in the highest demand for school children. Based on the findings,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extended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organs counselling network activities, timely updating of computer hardware classroom equipment,

encourage the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enhance students basic information and strengthen the capacity of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attention to system and network Security issues; build the proposed system should make good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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