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學教育月刊 2023，9月，462期，18-36             Science Education Monthly No. 462, p.18-36, September, 2023 

- 18 - 

疫情時代下使用延伸科技接受模式探討 
因材網之使用意向 

陳明志*  劉明洲   
國立東華大學 教育與潛能開發系 

 

摘  要 

本研究目的為探討國小教師於疫情爆發時，採用因材網作為輔助教學方式的研究，以釐清國小教師

使用因材網之教學思維與行為。疫情爆發期間為了避免學生大規模群聚感染，線上教學成為不得不

然的教學方式。本研究以延伸科技接受模式 (TAM2) 為理論架構與基礎，採用網路問卷調查法，施

測對象為花蓮縣小學教師，回收的有效問卷為 212 份。研究結果發現，課程認知、資訊教學效能皆

對其認知有用性有正向顯著影響，課程認知與資訊教學效能，對認知易用性亦有正向顯著影響；認

知有用性與認知易用性對使用者行為有顯著影響。本研究結果在 5 個構面之基礎上，再輔以社會影

響因素的探討後，發現教師並不易受上級長官或是家長學生乃至同儕的壓力而使用因材網，這表示

教師的自主性極高，因材網的使用與否，取決於該網站的功能是否達到教學需求，教師在使用因材

網的過程中，確定學生需要達成的目標，教學網站的功能可以簡單明確的應用於輔助教學才是教師

關心的。本研究結果可提供將來學校教師想要採用因材網作為輔助教學的參考，也為未來想要從事

因材網後續研究的學者提供一個有價值的理論文獻。 

 

關鍵字：COVID-19、線上教學、因材網、科技接受模式、延伸科技接受模式 

壹、  緒論 

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在 2019 年 11 月，「COVID-19」病毒

首次在中國武漢爆發，由於其高度傳染性，

全球感染人數迅速增加。為了遏止疫情擴

散 ， 台 灣 政 府 除 了 要 求 感 染 者 進 行 隔  

離外，教育當局在 2021 年 5 月 18 日決定  

* 為本文通訊作者  

 

停止學生到校上課。為了不影響學生的學

習，各級學校的教師紛紛採用線上遠距教

學的方式，以實現「停課不停學」的目標。

在這段疫情強制停課期間，教育部自行建

構且推行的因材網成為第一線教師最佳的

教學輔助工具。  

疫情爆發後，停課對學生、教師和教

育體系產生了重大影響  (盧玉玫等，2021)。

對學生而言，停課意味著他們需要適應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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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教學的新模式。他們需要透過網路和資

訊設備接受教育，並在沒有老師監督的情

況下自主管理學習進度。同時，學生可能

面臨學習動機下降、孤獨感增加以及與老

師 和 同 學 間 交 流 減 少 等 挑 戰 (Abuhammad, 

2020)。  

對教師而言，他們需要迅速調整教學

方式，運用遠距教學工具和資源，確保學

生能夠持續接受教育。同時，他們也需要

處理學生的學習進度、評估和回饋等問題，

以確保學生的學習成效。  

面對這種無法預測的疫情，各級學校

開始應用遠距教育，以應對未來可能發生

的緊急情況。因此，遠距教學應成為教師

必備的能力。然而，大多數第一線教師在

教學現場並沒有遠距教學的經驗，且師資

培育課程也沒有相應的教學課程  (陳采秀，

2022)。  

在疫情的背景下，將傳統的線下學習

模式迅速轉換為線上學習並不容易。然而，

線上教學的模式具有不受時空和地理限制

的優勢，使學習者能夠隨時隨地進行學習，

同 時 也 能 有 效 地 避 免 群 聚 感 染 的 風 險  

(Müller et al., 2021)。在這樣的情況下，因

材網成為第一線教師實施線上教學的一個

參考方案。儘管因材網最初的設計目的不

是為了應對疫情，而是為了提供一種因材

施教的教學模式，即根據每個學生的學習

特 點 和 需 求 ， 進 行 個 別 化 的 診 斷 和 強 化  

(張靖敏等，2022)。因此，因材網希望實現

的目標是讓程度不同的學生不需要同時學

習相同的內容，更能根據自己的學習情況

進行適當的學習。  

教育部在疫情期間廣泛建議中小學使

用因材網作為輔助教學措施，但在面對全

台國中小教師面臨新建構完成的因材網時，

對於這個教學網站的研究幾乎沒有相關的

探討。換句話說，對於因材網與教師使用

意向的研究相對不足，因此本研究希望透

過使用因材網作為輔助教學的教師回饋，

深入探討使用因材網的各項因素分析，這

對於實際應用具有重要意義，也是本研究

的動機所在。  

二、  研究目的 

隨著疫情的爆發，全球各地的教育機

構被迫關閉學校，並面臨遠距教學的挑戰。

在這個特殊的時期，許多學校紛紛採用網

路平台和教學工具來繼續學生的教育，其

中因材網成為一個被教育部建議採用的輔

助教學措施。  

因材網是一個個人化學習的平台，根

據學生的學習需求和能力水平提供相應的

教材和練習，以促進學生的學習成效和動

機。然而，在實施因材網作為輔助教學措

施的過程中，仍存在一些問題和挑戰。  

因材網是一個新的教學網站，在探討

資訊科技的使用者接受度時，最廣泛採用

的理論就是 TAM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科技接受模型 ) 與後續發展

的 TAM2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2，

延伸科技接受模型 )。簡而言之，TAM 與

TAM2 理論解釋使用者對於新系統的認知

易用性與認知有用性越高，表示其對於該

技術的態度也越積極，更願意使用該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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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清現場教師的認知易用性與認知有

用性，方能對今後想要使用因材網的教師

給予一個中肯的建議。然而，在教育部強

力推行因材網作為一線教師輔助教學方式

的背景下，TAM 原始理論缺乏探討外在因

素 的 影 響 ， 因 此 本 研 究 採 用 改 進 後 的

TAM2 理論與因材網結合之研究架構。也

就是增加社會影響的外部因素  (上級長官、

家長、同儕等 ) 來彌補因材網研究不足之

處。  

具體而言，除了結合 TAM2 理論外，

本研究亦探索教師對於因材網的使用過程

中，資訊教學效能與課程認知的影響關係。

透過這些探究，本研究希望提供有關現場

教師對於因材網的接受程度以及使用因材

網進行教學的意願的重要洞察。  

在目前相關的線上學習領域中，有許

多研究從硬體方面探討數位學習硬體的使

用滿意度  (孫培真、許楨哲，2004；陸芊

螢、陳羿愷，2013)，還有從軟體方面，以

科技系統功能為基礎，研究教師或學生面

對線上教學系統的心理狀態  (余泰魁、余

泰毅，2010；陳英正、陳英豪，2017)。然

而，在因材網的研究領域中，基本上以因

材網作為搜尋關鍵字，相關研究幾乎付之

闕如，更缺乏結合因材網與 TAM2 模型為

基礎的研究，對於承先啟後來說，本研究

恰可彌補這方面的研究空白。  

綜上所述，本研究目的在使用 TAM2

來探討小學教師在疫情期間應用因材網時

的使用意向，進一步了解國小教師對於因

材網融入教學的認知有用性和認知易用性，

並探究不同變項對於因材網使用的相關性。 

貳、  文獻探討 

一、  TAM 與 TAM2 之理論內容 

科技接受模型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 是 由 美 國 學 者 戴 維 斯

(Davis, 1989) 根據理性行為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發展而來。  

TAM 主要理論定義如下：  

1 、 認 知 易 用 性 （ Perceived ease-of-use, 

PEOU）：使用者在使用某一特定系統

時，認為能為其省事減少用心費神的

程度  (Davis, 1989, p. 320)。  

2、 認知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 PU）：

使用者在使用某一特定系統時，主觀

上認為其所帶來的工作績效的提升程

度  (Davis, 1989, p. 320)。  

根據 TAM 理論，使用者對於系統的

認知易用性越高，表示其對於該技術的態

度也越積極，更願意使用該技術。同時，

使用者對於系統的使用認知易用性越高，

對於系統的認知有用性也會增加。  

TAM 主張，人們對資訊科技的使用受

其行為意圖的影響，因此 TAM 理論探討

外部因素對使用者的內部信念（beliefs）、

態度（attitudes）及意向（ intentions）的相

互影響關係，進而影響資訊科技使用的情

況。TAM 理論認為，當使用者面對一個新

的資訊技術時，認知有用性和認知易用性

是兩個主要的決定因素。其結構模型如下

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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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 TAM 模式  (Davis, 1989) 

 

自從 Davis 提出 TAM 以來，已有大量

的 實 證 研 究 支 持 了 該 模 型 的 概 念 和 理 論  

(Chintalapati & Daruri, 2017; Scherer et al., 

2019)，TAM 的概念明確、簡潔易懂，因此

在資訊科技相關的研究領域中被廣泛應用。

TAM 常 被 用 來 預 測 和 評 估 使 用 者 對 於 新

資訊科技的接受程度，並透過研究模型來

預 測 使 用 者 的 行 為 決 策 。  (Martín-García 

et al., 2019; Salloum et al., 2019; Tam, 

2014)。  

基於原始的 TAM 理論，Venkatesh 與

Davis (2000) 對 TAM 模型進行擴充，新增

了 社會 影 響  (social influence, SI) 和 認知

工具過程  (cognition instrument process, CI) 

兩個構面，並將此模型命名為延伸科技接

受模式  ( TAM2 )。  

社會影響指的是個體在科技使用決策

中所受到的來自他人或社會環境的壓力和

影響。認知工具程序則指的是個體在科技

接受過程中所使用的認知工具和策略。研

究結果顯示，社會影響對於自願使用者並

沒有顯著影響，但對於被命令使用的使用

者有顯著影響，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

種影響力逐漸減弱，並在三個月後不再具

有顯著影響。本研究欲探討因材網的教師

使用意向，在某種程度上可視為一種半強

迫的教育輔助措施，因為在疫情爆發後，

線上教學成為了班級學生因避免感染而停

課時的必要手段。儘管教師對於採用因材

網進行線上教學有自主權，但上級機構如

教育部或各縣市教育局的「使用建議」對

於教師間接產生了壓力，也就是現場教師

的 壓 力 源 自 於 上 級 長 官 對 學 校 行 政 團 隊  

(校長、主任 ) 的  「建議」。因此，本研究

參酌了 TAM 與 TAM2 的理論後，希望能

加入社會影響因素來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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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TAM 與教育的相關研究 

在教育方面使用 TAM 的相關研究頗

多 ， 在 國 內 有 黃 素 霞 和 黃 書 猛  (2013) 以

科技接受模式探討互動式電子白板融入學

習之成效，研究結果認為 TAM 模式中，學

生對於新技術導入學習的接受度非常高，

認為利用互動式電子白板學習可以提升自

己的學習效率與成效。  

陳 莉 淑  (2014) 研 究 結 果 認 為 行 為 態

度會影響國小教師使用電子白板行為意向，

但是影響行為態度的因素，知覺有用性最

顯著，知覺易用性的顯著性則是其次。  

張 樹 之 、 沈 威 政  (2015) 的 研 究 發 現

對於社群網路服務的信任因素，主要是分

別受到努力期望、群體影響、以及隱私疑

慮等因素的正向和負向的影響，其影響程

度又受到使用者的年紀、性別、經驗、自

願使用等變數的限制。  

Geng et al., (2019) 研究指出，混合學

習模式的設置可以創建一個有凝聚力的學

習並增強學生之間的合作。認知有用性與

認知有用性對學習新技術的事先培訓可能

會提高學生的教學存在感。  

Sholikah (2020) 提到學生對於新教學

設備的滿意度會影響認知有用性與認知易

用性，也就是說資訊科技雖然進步飛快，

但是能不能讓使用者感到滿意才是繼續使

用新教學設備的關鍵。  

在 TAM 模型的基礎上，TAM2 模型也

被學者用於研究高等教育系統。其中一項

研 究 關 於 探 討 大 學 教 職 員 工 對 於 ERP 系

統的外部因素的顯著影響。該研究顯示，

在除了主觀規範和感知之間的關係外，所

有的路徑都具有顯著影響。這表示，社會、

環境、單位同儕等外部因素對於教職員工

對 於 ERP 系 統 的 接 受 程 度 具 有 重 要 影 響

力  (Naresh et al., 2017)。  

三、  因材網的介紹與相關研究  
為了因應台灣 12 年國教新課綱的改

版，教育部在 2017 年委託台中教育大學開

發了一套適性化自主學習平台，即「因材

網」。這個平台的原始參考架構是已經行之

有年的「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扶

助方案科技化評量」網站。舊有的網站只

提供固定式的解講和回答題庫，沒有根據

個人基本能力和學習歷程的差異提供不同

的題目。  

而因材網改變了過去固定式題庫的設

計，採用了「適性測驗」的方式。這種測

驗根據個人對於初始回答的正確與否調整

題目的難度，如果回答正確，下一題會增

加難度，反之則會調整難度。透過這種科

學化的評量方式，因材網能針對每個學生

的學習弱點，提供差異化的學習和評量。

教師也能輕鬆地了解學生在哪個單元學得

不好，需要補強哪些基本能力。程度較好

的學生也可以透過自主學習，而教師不需

要花費太多時間分析調查每個學生的學習

弱點，便能調整教學方式和策略。因材網

的設計目的是讓每位學生都能夠根據自己

的需求，強化和補強所需的科目和技能，

同時教師也可以針對某些學生提供個別化

的任務，實現「因材施教」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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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因材網的基本介面，資料來源：https://adl.edu.tw/HomePage/home/ 

 
然而因材網才於 2017 年正式上線，推

行至今日還在尋求各級教師與教長的反饋

意見，收集各方資訊與推廣的時間並不長，

因此對於因材網的相關研究與論文較為稀

少，近期關於因材網對於小學之研究發現，

中高年級小學生對於教師採用因材網教學

有高度興趣，多數學生樂於使用因材網進

行學習與強化。學生的學習動機對認知易

用性、認知有用性於因材網的使用有顯著

正向影響  (洪淑華、黃靖文，2022)。  

也有研究發現，當教師擔任協助的立

場並運用因材網，引導學生進行自主學習，

可以激發學生主動學習的意願。其次教師

若能在學習任務上，透過學生自主學習的

教學設計，依據學生能力評鑑的結果自主

決定學習主題的進度，可以培養學生的主

動學習態度  (何素勤，2022)。  

陳 麗 明 、 范 斯 淳  (2020) 針 對 因 材 網

發送研究問卷；研究指出有 54%的教師不

曾使用過因材網；教師選用因材網之原因

主要是受到其他人的推薦和研習後才使用；

最常使用因材網的時機是在學期間的課後

時間；主要使用目的是進行學生的補救教

學。  

基於前述文獻整理，可以發現因材網

的推行時間不長，研究文獻仍不充足，但

是對於一個新形態的教學網站的出現，採

用 TAM 或 TAM2 模型在評估使用者對於

新技術接受度之研究有極大的助益，即便

非關教育方面的領域，TAM 在其他各專業

方面均有相關文獻。例如醫療領域中，採

用 TAM2 探討慢性病長者之遠距照護使用  

(張紀萍，2015)，或是長庚養生文化村高齡

者參與互動，結合 TAM 理論，探討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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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與醫學打造互動藝術環境的影響因素  

(黃美涓等，2015)，以上皆是採用 TAM 與

TAM2 為理論基礎的研究。由上述文獻回

顧可知，TAM 與 TAM2 的模型作為一個探

究教師使用因材網的意向之理論架構，實

為合適。  

在綜合了 TAM 與 TAM2 的相關研究

後，本研究提出待答問題如下：  

H1：教師對因材網教學的認知有用性，對

因材網的使用意向是否具正向影響? 

H2：教師對因材網教學的認知易用性，對

因材網的使用意向是否具正向影響? 

H3：教師對因材網的課程認知，對因材網

的認知有用性是否具正向影響? 

H4：教師對因材網的課程認知，對因材網

認知易用性是否具正向影響? 

H5：教師的資訊教學效能，對因材網認知

有用性是否具正向影響? 

H6：教師的資訊教學效能，對因材網認知

易用性是否具正向影響? 

H7：來自外界的社會影響，對因材網的使

用者意向是否具正向影響? 

本研究參酌過往的 TAM 與 TAM2 的

相 關 研 究 ， 彙 整 出 待 答 問 題 之 文 獻 來 源  

(Almaiah et al., 2019; Fagan, 2019; Tussardi 

et al., 2021; Venkatesh et al., 2003; 

Venkatesh & Davis, 2000a; Venkatesh & 

Morris, 2000)。 並 基 於 上 述 文 獻 的 回 顧 與

TAM2 的理論基礎，提出研究模型，並探

討可能影響教師使用因材網的所有構面之

間的關係，本研究所提出的理論模型如圖

3。  
 
 

圖 3：本研究之 TAM2 理論假設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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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方法 

本 研 究 依 據 Davis (2000) 所 提 出 之

TAM2 模型，探究教師在使用因材網作為

輔助的教學行為時，影響教師個人使用行

為意向以及使用行為的因素。  

本研究採量化分析，首先選取預試樣

本，本預試問卷以花蓮縣某國小教師為施

測對象，受預試樣本共 80 人，回收且有效

問卷共 77 份，男性 33 人，女性 47 人，扣

除 2 份極端值之無效填答，預試有效樣本

比例為 96%。將回收後之問卷，先進行信

效度分析，並依據分析結果編製為正式問

卷。本研究問卷採用李克特氏 5 點式量表

作為問卷測量的基準，從「非常同意」至

「非常不同意」分別代表 5 至 1 分。分數

越高表示越同意該題目的觀點。  

本 研 究 的 問 卷 廣 泛 採 用 了 過 去 使 用  

TAM 與 TAM2 的研究問題，調整問項並

修 改 自 相 關 研 究  (Calisir et al., 2014; 

Mailizar et al., 2021; Sánchez-Prieto et al., 

2017; Venkatesh et al., 2003)。要檢驗的項

目由六個構面組成，問卷選取的問題經過

兩位專家翻譯後並審慎修改以適應本研究

的背景。預試問卷題目包括：認知有用性

（題目 1-5）、認知易用性（題目 6-10）、課

程認知（題目 11-14）、資訊教學效能（題

目 15-19）、社會影響（題目 20-24）和使用

者使用意向（題目 25-30）。依據預試結果

分析說明如下：  

本 研 究 採 用 了 過 去 使 用  TAM 與

TAM2 的相關研究來作為預試題目來源，

問卷來源應有一定信效度，因此項目分析

採用內部一致性檢驗，題目採用刪除本項

後 α 係數檢驗，刪除本項後 α 值不可大於

原量表，否則表示加入題項後，反而降低

了總量表的內部一致性，故考慮刪除  (吳

明隆、涂金堂，2013)。其次，因素負荷量

在 0.4 以下的題目，表示該題項不明顯歸

屬那個因素，或是測不出欲測量的概念，

這也可能代表題目不夠清楚明確，因此本

次預試題目刪除了「我喜歡來自教學過程

中的挑戰與刺激」、如果「有需要，我有意

願使用因材網」、以及「我樂於經常使用因

材網」共三道題目。在本研究中，預試內

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s α值為  .851。  

肆、  研究結果 

本研究使用量化研究來驗證本研究的

假設與結論，研究對象是以台灣花蓮縣使

用因材網作為輔助學習的小學四至六年級

教師，利用網路問卷的方式進行，問卷填

答題目在 Google 表單中製作完成，問卷

連結再發送 LINE 至花蓮縣使用因材網之

教師群組，問卷內有詳細說明本研究的目

的，以確保參與者的權利並達到知情同意

的目的。回收樣本共 217 份，剔除無效問

卷後有效問卷樣本為 212 份，有效樣本比

例為 97%，並以 SPSS 22 版統計軟體進行

數據分析，以驗證信度與效度，最後應用

Smart PLS 3 版偏最小平方法進行結構模

型分析及研究假設結合 TAM2 模型的結果。 

表  2 列 出 了 研 究 構 面 中 的 描 述 性 統

計。所有構面中，以資訊教學效能與課程

認知平均值最高。結果表明，第一線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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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各構面與題項分析表 

構面  題目  

因素

負荷

量  

刪除該

題後 α

係數  

評判  

結果  

認知有用

(PU) 

使用因材網能讓我更快速的完成教學  .723 .921 保留  

使用因材網可以提升我的教學績效  .758 .924 保留  

使用因材網可以增進我的工作效率  .715 .924 保留  

使用因材網，讓我的教學工作更容易完成  .709 .922 保留  

整體而言，使用因材網對我的教學而言是有用的 .724 .926 保留  

認知  
易用

(PEOU) 

學習因材網對我而言是容易的  .672 .924 保留  

使用因材網來完成我想完成的教學是容易的  .718 .926 保留  

因材網的系統操作是清楚易懂的  .794 .924 保留  

使用因材網來增進教學技巧是容易的  .823 .922 保留  

整體而言，使用因材網對我的教學而言是容易的 .751 .922 保留  

課程認知

(CC) 

因材網學習課程，是設計良好的  .749 .922 保留  

因材網學習課程，是吸引的學生的  .702 .924 保留  

因材網學習課程，可以讓學生愉快學習  .555 .922 保留  

因材網學習課程，可以增進學生的能力  .685 .921 保留  

資訊教學

效能 (TE) 

我喜歡利用各種機會增長資訊知識  .766 .928 保留  

我喜歡在使用資訊能力發揮自己的才能  .648 .927 保留  

我喜歡體會各種不同的資訊教學方式  .720 .928 保留  

我喜歡來自教學過程中的挑戰與刺激  .352 .922 刪除  

教學中自我成長與發展對我而言很重要  .628 .922 保留  

社會影響

(SI) 

長官的建議會讓我想使用因材網  .720 .922 保留  

同儕的建議會讓我使用因材網  .683 .922 保留  

家長的建議會讓我使用因材網  .778 .925 保留  

學生的需求會讓我使用因材網  .765 .924 保留  

使用者行

為意向

(BIU) 

如果有時間，我希望能經常使用因材網  .682 .925 保留  

如果有需要，我有意願使用因材網  .350 .924 刪除  

如果可能，我會盡可能的使用因材網  .558 .924 保留  

我樂於經常使用因材網  .287 .923 刪除  

如果有機會，我將使用使因材來輔助教學  .786 .924 保留  
總體而言，我會將因材網列為第一優先的輔助教

學網站  
.764 .924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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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教師使用因材網意向之描述性統計 

構面 M SD 
認知有用 (PU) 3.633 0.667 

認知易用 (PEOU) 3.521 0.617 
課程認知 (CC) 3.791 0.554 

資訊教學效能 (TE) 3.918 0.594 
社會影響 (SI) 2.939 0.631 

使用者行為 (BIU) 3.787 0.590 

 

表 3：各構面之因素負荷量與收斂效度表 

構面  題項  因素負荷量 Cronbach’s α 組成信度  AVE 
認知有用  PU1 .823 .930  .948 .784 

(PU) PU2 .927    
 PU3 .896    
 PU4 .860    
 PU5 .916    

認知易用  PEOU1 .745 .864 .903 .652 
(PEOU) PEOU2 .734    

 PEOU3 .917    
 PEOU4 .883    
 PEOU5 .737    

課程認知  CC1 .755 .741 .836 .562 
(CC) CC2 .826    

 CC3 .705    
 CC4 .706    

資訊教學效能  TE1 .830 .814 .875 .637 
(TE) TE2 .802    

 TE3 .806    
 TE4 .753    

社會影響  SI1 .555 .754 .846 .584 
(SI) SI2 .842    

 SI3 .775    
 SI4 .848    

使用者意向  BIU1 .814 .775 .856 .599 
(BIU) BIU2 .695    

 BIU3 .828    
 BIU4 .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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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因材網作為教學輔助工具，對於因材

網的課程認知有高度評價。對於資訊教學

效能構面，教師認為，自身的資訊教學經

驗與效能，結合因材網的課程內容也帶來

良好的教學回饋與自我成長。  

另外需要值得觀察的是社會影響因素，

這個構面的平均值低於其他構面，這表明

教師們對於使用因材網有相當的自主性，

上級長官或是同儕的建議，或是來自家長

與學生的壓力並沒有對最後的使用者行為

產生重大的影響，這與過去 TAM2 的研究

結果相類似，也就是使用者行為不太受到

來自社會因素的影響  (Khoa et al., 2020)。 

本研究採用驗證性因素分析對研究模

型各構面進行建議指標驗證與配適度度檢

定。各構面信度的 Cronbach’s α，研究建議

值為  0.7， 高於 該 值的 信度 認 為可 以接 受  

(Padilla-Meléndez et al., 2013)，依據表 3 所

示，各個構面的 Cronbach’s α 皆高於建議

值 0.7。  

本研究檢驗問卷題目之收斂效度，如

表  3 所 示 ， 每 個 構 面 的 平 均 變 異 萃 取

（AVE）值均大於建議值 0.5，這表示所有

構面 的 收 斂 效度 具 有 良 好檢 驗 力  (Fornell 

& Larcker, 1981)。  

對 於 區 辨 效 度 ， 本 研 究 使 用 Fornel-

Larcker 標準，如下表 4 所示。對於 Fornell-

Larcker 準則而言，每個構面的 AVE 的平

方根都必須高於它與另一個構面的相關係

數。表 4 所顯示的分析結果，顯示本研究

各構面之 AVE 值介於 0.749~0.885，均大

於 各 構 面 間 的 相 關 係 數 ， 也 就 是 符 合

Fornell-Larcker 的區辨效度建議值。整體

而言，區辨效度檢驗的品質頗佳，可進行

結構模型分析，以驗證各構面間的因果關

係與模型配適度。  
 

表 4：區辨效度檢定表 

構面 PU PEOU CC  TE SI BIU 

BIU .774      

SI .305 .764     

PEOU .691 .369 .807    

PU .506 .380 .503 .885   

CC .441 .699 .473 .526 .749  

TE .548 .445 .613 .517 .613 .798 

Note. PU = 認知有用；PEOU =認知易用；CC = 課程認知；TE = 資訊教學效能；SI = 社
會影響；BIU = 使用者意向；對角線粗體字為 AVE 
 

 



疫情時代下使用延伸科技接受模式探討因材網之使用意向 

- 29 - 

本 研 究 檢 驗 模 型 配 適 度 指 標 ，  PLS-SEM 

性質上屬探索性（預測或解釋）的統計方

法，  PLS-SEM 模型評估時，主要的指標

或準則爲路徑係數或因素負荷量是否具有

顯著性，以及探討模型解釋能力的  R2 值。

從表 4 可以得知，SRMR 爲 0.042，小於建

議值 0.08，模型配適度佳；NFI 爲 0.938，

大 於建 議 值 0.9， 亦 表 示模 型 配 適 度佳 ；

RMS_theta 爲 0.132 雖大於 0.12 建議值，

但其相差不大。故整體而言，模型配適度

佳 ， 各 項 數 據 達 至 模 型 配 適 度 的 要 求  

(Sarstedt et al., 2014)。 

 

表 5：模型配適度指標 
 

Saturated Model Estimated Model 
SRMR 0.042 0.047 
d_ULS 3.267 3.583 

d_G 1.541 1.558 
Chi-Square 1456.950 1463.488 

NFI 0.938 0.943 

本研究採用  SmartPLS 3 來探索構念

間的路徑分析，由於研究架構為單向性關

係 ， 並 透 過  Bootstrapping 將 資 料 隨 機 抽

樣  5000 次方式進行檢定，若路徑係數  | t 

| > 1.98，則表示路徑係數達到  p 值  < .05

的顯著水準  (Gudergan et al., 2008)。從表

6 的路徑關係表可以看出，H1~H6 的路徑

關係皆為顯著，意即本研究所提出的 7 個

假設中有 6 個假設成立，除了社會影響對

使用意向（H7）不顯著外，其餘假設關係

顯著。  

表 6：路徑關係檢定表 

假設 變數間關係 路徑係數值 T 值 判定結果 

H1 認知有用 -> 使用意向 .200 2.949*** 成立 

H2 認知易用 -> 使用意向 .578 11.046*** 成立 

H3 課程認知 -> 認知有用 .335 4.145*** 成立 

H4 課程認知 -> 認知易用 .156 2.196*** 成立 

H5 資訊教學效能->認知有用 .311 8.553*** 成立 

H6 資訊教學效能-> 認知易用 .517 3.376*** 成立 

H7 社會影響 -> 使用意向 .032 0.565 不成立 

Note. **p < .05.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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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為研究模型路徑圖，由圖 4 不難

發 現 ， 最終 的 「 使 用者 意 向 」 的 R2 爲值

0.512，屬中度解釋力。「認知有用性」的 R2

值則為 0.338。「認知易用性」的 R2 值為

0.391，綜合來說，本研究之假設模型具有

中等以上程度的解釋能力。因此本研究之

假 設  H1、 H2、 H3 、 H4 之 結 果 與 過 往

Madigan et al., (2017)、Yu (2012) 等人之

研究相符。此外，研究結果顯示，認知易

用 對 使 用 者 意 向 的 影 響 最 為 顯 著  ( β 

= .578， t -value = 11.046 )，其次是資訊教

學效能對認知易用的影響  ( β = .517， t -

value = 3.376 )，課程認知對認知有用的影

響為  ( β = .335， t -value = 4.145 )，資訊

教學效能對認知有用的影響為 ( β = .311，

t -value = 8.533 )，認知有用對使用意向的

影響為  ( β = .200， t -value = 2.949 )，課

程認知對認知易用的影響為  ( β = .156， t 

-value = 2.196 )，這表示研究模型的各構面

假設，對於使用者意向產生了顯著的影響。 

整體模型中的社會影響因素為不顯著，

這部分的結果與提出 TAM2 理論的兩位學

者，其結論為不顯著是相同的  (Venkatesh 

& Davis, 2000b)。  

 
圖 4：路徑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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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本研究經過檢驗數據後，整體理論模

型配適良好，這表明本研究所提出的理論

模型獲得驗證支持。其次，本研究得出的

結論是，在過去的 TAM 與 TAM2 研究中，

無論個人在內在因素有多少構面，都不會

排除認知有用性和認知易用性這兩個變項

的影響。可見對 TAM 與 TAM2 模型而言，

使用者之心理行為意向，代表行為者在心

理上已做好新技術的接受準備，是以無論

環境如何改變，對使用者的負面影響微乎

其微。因此，透過積極的使用者行為，預

先做好接受新技術的心理準備，可讓使用

者的行為意向達到資源利用最大化，以提

昇使用者之新技術或新硬體使用體驗。  

本研究引用 TAM2 模式檢驗研究假設，

驗證教師使用因材網之使用意向各項構面

之關係。而本研究由檢定數據發現，使用

者的認知有用性與認知易用性越高者，通

常其使用意向確實較高，這表示影響因材

網之使用意向，確實受到自我主觀意識的

的影響。這與過往採用 TAM 與 TAM2 的

研 究 結 果 相 類 似  (Alambaigi & Ahangari, 

2016; Sukendro et al., 2020)。對於教育現

場的意義而言，對於一項新技術或是新科

技的使用，教師的主觀感受正是影響其接

受與使用的關鍵因素。  

對於外在環境的因素影響，本研究的

結論為：課程認知對於認知有用與認知易

用性有顯著影響，更是最後影響使用者意

向的重要因素之一，這表示教師對於因材

網課程認知是能夠提供給學生有效率的學

習方式，提供清楚的學習目標和順序，讓

學生透過因材網可以知道自己的弱點，並

提供合適的教學資源和強化方式。這能幫

助學生更妥善的受益於因材網的各項教學

功能。  

另一個外在影響的因素，意即教師的

資訊教學效能亦顯著影響認知有用與認知

易用性。這也表示資訊教學效亦能對因材

網的使用意向產生重要影響。資訊教學效

能與教師自我專業與成長息息相關，教師

依據因材網的學生能力診斷內容，以適切

的評估方式來做出後續的的教學判斷，這

些因素可以提高教師對於使用因材網的參

與度和滿意度，同時也有助於促進學習成

效的達成。  

在 5 個構面之基礎上，再輔以社會因

素的探討發現：教師並不易受上級長官或

是家長學生乃至同儕的壓力而使用因材網，

這表示教師的自主性極高，因材網的使用

與否，仍舊取決於該網站的功能是否達到

教學需求，教師在使用因材網的過程中，

確定學生需要達成的目標，並將這些目標

透過網站的教學任務派送功能明確地指定

給個別的學生。這樣可以幫助學生明確知

道他們將學到什麼，從而提高學習動機和

參與度。  

從 Venkatesh 等 人  (2003) 的 文 獻 中

可以看出，社會影響的作用並未完全適用

於所有的狀況。有些人主張將其納入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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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使用的模型中，如 Taylor 和 Todd (1995) 

或 是  Qin 等 人 (2011) 之 研 究 ， 而 有 些 研

究沒有將其納入，例如也採用 TAM2 架構

的 Wang 等人  (2022) 與  Belda-Medina 和  

Calvo-Ferrer (2022) 的 研 究 ， 沒 有 採 用 社

會影響因素的現實狀況是：沒有長官、同

儕影響因此不需要此項研究構面。但是對

於這種因疫情產生的半強制使用因材網之

建議，來自長官、同儕與家長的因素，本

研究對於納入社會影響因素之重要性不言

可喻。  

在有強制影響與長官壓力下，社會影響確

實很重要，特別是在經驗 /適應的早期階段

就很突出  (Venkatesh & Morris, 2000)。但

本研究又是一個新的問題，即社會影響在

半強制性使用環境中是否是重要的。由於

疫情的爆發對社會影響隨時間變化的產生

了一些影響，剛好也符合疫情慢慢減緩的

的現實狀況，這可能有助於解釋本研究的

一些結果。而本研究所得出的社會影響結

果是不顯著，結論與過往的研究相類似，

亦即隨著時間慢慢過去，社會影響的效果

會逐漸降低  (Jeng & Tzeng, 2012)。 

二、  研究建議 

TAM2 認為外在因素亦可能影響教師

對新科技的接受程度，例如年齡及性別教

學年資等，希冀未來的研究可以對個人基

本變數進行分析，以證實不同性別、不同

年齡層及不同教學年資，對科技的接受度

的影響並不相同。  

其次，本研究探究的對象是使用因材

網作為輔助教學的教師。未來需要進一步

的研究來確定這些發現是否可以推廣到尚

未熟悉這套線上教學系統的教師與學生。

此外，由於因材網正式上線不久，仍有許

多待處理的問題，因此未來的研究可以多

蒐集教師對於因材網之使用意見，探討改

進因材網的輔助功能，以強化教師與學生

對因材網的使用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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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use of Adaptive Learning Education Platform 
(ALEP) as a supplemental teaching method by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during an epidemic 
outbreak. During the outbreak, online teaching became a necessary teaching method to avoid 
large clusters of infected students. This study used the Extended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2) a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foundation, and an online survey was conducted with 
212 valid questionnaires from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revealed 
that curriculum cognition (CC) and computerized teaching effectiveness (TE) had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effects on perceived usefulness (PU), CC and TE had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effects 
on perceived ease of use (PEOU); PU and PEOU had significant effects on behavior intentions 
of users (BIU). Based on the five dimensions, and with the addition of social influence (SI), it 
was found that teachers were not easily pressured by their supervisors, parents, students, or 
peers to use the ALEP, which means that teachers have 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and using 
ALEP depends on whether the functions of the website meet the teaching needs. In the process 
of using ALEP, teachers are concerned with identifying the goals that students need to achieve 
and the website’s functions can be applied to supplement teaching simply and clearly.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may provide references for future school teachers who want to adopt ALEP 
as a supplemental teaching aid and provide valuable documentation for future scholars who 
want to engage in follow-up research on AL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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