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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中學導師採用行動科技支援的「導師績效支援系統」

（Ubiquitous Performance Support System for Teachers, UPSST）的行為及態度改

變歷程，本研究招募七位中學導師參與研究，為期近兩學期觀察他們使用 UPSST

的狀況，並了解 UPSST 對於其工作績效的提升。 

研究結果發現：（1）導師們一開始好奇此創新科技對於教學管理的輔助，因

而表達高度採用意願；其使用 UPSST 次數最多的功能分別為輔導記錄以及常規

管理，較無意願使用行事曆以及成績管理兩功能；（2）在提昇導師工作績效部

份，導師們認為 UPSST 有助於掌握學生常規及輔導記錄，並能促進師生及導師

們之間的溝通，能輔助導師工作；（3）影響中學導師使用 UPSST 的因素主要為

導師個人因素、外在工作環境、硬體設備、UPSST 的特性等四類；（4）初期影

響導師們使用 UPSST 的原因主要為硬體設備及系統運作狀況；後期影響導師是

否持續採用此科技的重點，則是導師的個人因素。 

本研究建議未來推廣類似系統至校園時，可加強硬體的基礎建設、協調各處

室的人力及行政資源。亦可考慮將研究對象聚焦於新手教師或實習教師，整合科

技及學習策略來達到提昇導師工作績效的專業發展。 

 
關鍵字：績效支援系統、行動科技／無所不在科技、創新採用、中學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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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changes in 
behavior and attitudes during their two-semester adoption of a ubiquitous 
performance support system called Ubiquitous Performance Support System for 
Teachers, UPSST. This investigation involved seven junior high school homeroom 
teachers in using the UPSST and focused on understanding how the teachers used the 
UPSST and on whether the system could improve the homeroom teachers’ work 
performance. 

Four major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teachers were curious about the 
possible affordance of this innovative technology to their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so they express high motivation to adopt the UPSST in the beginning. After the 
teachers’ two-semester adoption,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functions were counseling 
records and student-behavior management, and the schedule and the academic records 
were less frequently used functions. Second, the teachers agreed that the UPSST 
helped them better monitor students’ behavior and counseling records and that the 
UPSST use could facilitate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teacher and students 
and among colleagues, so overall the UPSST could assist homeroom teachers’ work. 
Third,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teachers’ UPSST use included personal factors, external 
working environments, equipm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PSST. Fourth, in the 
earlier adoption stages, equipment problems and issues related to the UPSST 
functions were major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teachers’ UPSST use and, in the later 
stages, the teachers’ personal factors decided whether the teachers continued using the 
UPSST.  

It is suggested that promoting similar applications in school settings should 
enhance the hardware infrastructure and appropriately arrange human and 
administration resources located in various offices. Similar applications can be used to 
support novice teachers and pre-service teachers to improve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by integrating innovative technology with effective learning strategies.  
 
Keywords: Performance Support System, Mobile technology/Ubiquitous technology, 

Innovation adoption, High school homeroom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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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一、 教育科技的應用 

   隨著社會急遽的變遷以及資訊科技在教育上的流通與應用，資訊、科技以

及教育這三者之間產生了密不可分的關係，根據資策會（2005）在《數位學習產

業發展現況與趨勢》研究中指出，教育科技的重點在於：在數位化內容及網路應

用改變教與學的概念之下，除了學生應具備電腦基本能力之外，教師也必須能夠

善用科技來輔助其教學技能，以及改善傳統教與學的研究方向。這個論述清楚強

調教師必須將資訊科技當成自身專業的一種能力指標，不僅要能夠運用科技來進

行教學上的準備，也要能夠適時運用科技來處理行政事務、班級經營等工作（何

俐安、郭宗賢，2006）。 

      Kirkley 和 Duffy（1997）認為，為了輔助教師面對日益複雜的校務工作，

整合教育科技以及績效理論是可能的策略之一，其研究所倡導的就是所謂電子績

效支援系統（Electronic Performance Support Systems, EPSS）的概念，而 EPSS

的目標就是提供任務執行者在工作情境裡必要的支援及學習機會，亦即以電子科

技的應用來提昇任務執行者的工作績效，並使其能從工作中學得相關的知識和技

能（張基成，1999；何俐安、陳韋宏，2005；Gery, 1991；Chang, 2003）。因此

EPSS 的運用範圍也逐漸擴展到教育的情境中，用以協助教師面對日益複雜的工

作事務，使其工作能夠更加得心應手（Chiero, 1996）。現今由於無線網路以及

價格相較於便宜且攜帶輕便的行動載具的發展，紛紛讓研究者設想是否能夠讓

EPSS 的應用可以更具有潛力及挑戰性，接下來將探討行動科技如何運用其優

勢，同時結合 EPSS 的特性在校園情境中發揮其影響力。 

二、 行動技術的支援 

      近年來行動寬頻的應用服務逐漸興起，政府為了提昇國家的競爭力，以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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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知識化、國際化的經濟時代，規劃出「台灣WiMAX發展藍圖」、「行動台灣

（M-Taiwan）」等計畫，以因應未來台灣行動服務、行動生活及行動學習等發展

（資策會Find，2009）。例如我國於民國九十二年所推行的「數位學習國家型科

技計畫」（NSTPEL Office，2003），其中所規劃之「行動學習載具與輔具」分

支計畫即是因應近年來無線網路及寬頻技術的進步，各種內嵌(embedded material)

及隱藏式(invisible)的無線上網裝置以及軟體要件(software components)的技術也

逐漸成熟（黃國禎，2005）。行動載具（包括智慧型手機、個人數位助理等）具

備重量輕、體積小等特性，價格也較為大眾所接受，因此無所不在的運算

（Ubiquitous computing，意即在無所不在的環境中所採用的行動科技及媒體，或

稱普化技術、普化運算）的概念及應用也逐漸擴展至教育場域中，讓參與者藉由

具有「可移動的行動能力」的科技特性，突破空間以及時間的藩籬，提供人們即

時接收、處理訊息的機會（Laroussi, 2002）。因此，藉著行動科技，人們可不再

受時空及載具大小的限制，達到資訊隨手可得的願景。 

   由於上述普化技術的特性，若能將行動科技運用在教學情境中，除了能夠

加強學生建構知識的能力之外，教師也可以利用行動科技彌補及解決一些傳統教

學環境中的困難以及限制（黃聖育、陳昭秀，2008）。如前一節所述，研究者們

也開始探索如何將電子績效支援系統融入行動載具中，因此結合行動科技及電子

績效支援系統的觀念，應可發展出有助於提昇教師工作績效的應用。再者，目前

我國高度競爭的教育環境，使得學校經常重視校務行政的標準與資訊化，同時強

調學校教育必須要能夠符合學生需求及家長的期待，這也使得教師的工作項目日

漸複雜，無形之中加重教師的工作負荷（陳蒔萱，2008）。以下章節將具體的指

出導師在其專業領域中可能面對之問題及挑戰。 

三、 教師之專業發展 

   由於社會快速變遷及知識快速成長，教師的專業學習及發展的課題越來越

受重視，張艷華（2001）在其《建構中學教師專業評鑑指標》研究中就列出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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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應該具備的核心能力包括：教育專業知識、教學實施、班級經營、學生輔導、

校務參與、敬業精神、人際互動、進修研習及研究創新等向度；而莊博雅（2007）

在其研究中也整理了國民中學導師的工作項目，除了要配合行政相關的事務之

外，開學前後即每日的例行性工作，如考題評選、成績結算及輔導事務等事項竟

有60項之多。在我國九年一貫的教育體制之下，導師所負責的工作千頭萬緒，除

了要負責所任教科目的教學外，舉凡例行的行政事務、班級經營管理，甚至是學

生的諮詢輔導以及課後與家長的互動等，都是導師的工作範圍，由此可見導師的

角色面臨許多的挑戰及考驗（張艷華，2001；蕭慧津，2000）。 

   Bransford、Cocking及Brown（2000）認為，教師的成功必須要經過持續

的努力，從職前教育、開始教學至專業生涯的發展，都需要不斷地學習及充實，

以提高專業素養，因此許多學者認為，若是教師能夠培養起運用科技處理資訊的

能力，應可協助他們在整合教學工作中所遇到的工具及方法，以減輕認知上的負

荷（Bransford, Cocking, & Brown, 2000；謝祥永，2000）。 

   總而言之，教師在其工作及專業發展中可能遇到的挑戰日益複雜，同時資

訊科技不斷地進步及發展，許多研究者紛紛設想是否能透過科技來提昇學生的學

習，並能夠協助教師分擔教學及行政方面的事務，而無所不在的科技或行動科技

即為研究者們所提出的發展重點之一。 

 

第二節、 研究動機 

      近來有研究者結合 EPSS、行動技術的觀念與特性，提出「無所不在的績

效支援」（Ubiquitous Performance Support）的想法（Peng, Chuang, & Hwang, 

2007；莊博雅，2007），希望能夠協助教師處理、整合散落於日常工作環境的資

訊，除了提供教師們可隨時參考的事務支援，讓教師能夠專注於其專業工作，並

能幫助教師釐清身為教育工作者應扮演的角色。Peng 等人及莊博雅所提出及完

成的僅為初步的概念及系統雛型，因此陳蒔萱（2008）進一步地將無所不在的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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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支援的概念具體化，邀請兩位新竹市兩位國中教師參與研究，以反覆的設計、

評鑑、修正的過程，實際發展出一套「中學導師績效支援系統」（Ubiquitous 

Performance Support System for Teachers, UPSST），希望該系統能提供中學導師

即時即地的任務支援，而導師也可以根據 UPSST 得到績效自我提升的目的。 

      雖然陳蒔萱（2008）在其研究中引用 Rogers（1995）的創新擴散理論，試

圖說明影響兩位參與研究的導師採用此類科技的因素。然而，要順利導入一項創

新科技於工作情境（在此為行動科技為主的績效支援系統），往往需要給予組織

及其中人員足夠的時間適應，以證明此系統確實具備績效提升的優勢。陳蒔萱在

其研究中所著重的是 UPSST 的開發修改歷程，並未給予兩位參與研究的導師足

夠的時間使用該科技，也無法由其所收集到的資料及數據中證明導師對於該系統

有一定的接受度。此外，該研究只有兩位導師參與 UPSST 採用，不易分析不同

導師們在使用 UPSST 各部功能以及 UPSST 對其績效支援程度的差異，也較難更

廣泛地觀察系統導入學校組織時，使用者在採用系統的態度行為改變歷程及相關

的影響因素，以及各因素間的交互作用關係。因此本研究認為有必要招募更多導

師參與使用，以更具體描繪導師使用 UPSST 的改變歷程、該創新科技擴散的程

度及相關的影響因素。 

 

第三節、 研究目的 

      根據陳蒔萱（2008）及其所屬研究團隊的研究結果指出，導師們對於

UPSST 這類創新科技應用的接納程度，會受到各種內在與外在因素的影響（Chen, 

Chen, Hwang, & Yang, 2009; Chen, Hwang, Yang, Chen, & Huang, in press），而過去

關於教師採用科技及影響科技使用因素的研究主要著重在課堂教學的使用，且教

師所採用的科技也非行動科技。在教育科技的領域中，行動科技有其獨特性，但

是較少研究著重在教師如何採用行動科技來提升其工作績效，以及在普化技術的

情境中，哪些不同的因素在不同的階段如何交互作用。在一個新科技的規劃及導

入的情況下，有必要探究教師對科技的態度與使用行為，以及影響其採用的因



 5 

素，因為這將會牽涉到導師的決策和投入程度。 

      在陳蒔萱（2008）研究的形成性評鑑結果顯示，參與研究的導師對於

UPSST 所提供的任務處理及工作支援抱持著正向的態度，但是本研究者認為，

導師們採用 UPSST 時，其態度及行為的改變歷程仍需要一段較長時間的觀察，

並且應招募更多導師參與 UPSST 的使用。因此本研究將延續陳蒔萱（2008）關

於 UPSST 的研究，深入探討中學導師在使用的過程中，對於 UPSST 的態度行為

接受的歷程改變，並且觀察影響導師們採用的因素以及各項因素間的交互作用，

以了解行動科技如何實際有效應用至教學情境。根據研究目的，本研究的四個主

要研究問題如下： 

一、導師採用UPSST的態度及行為的改變歷程為何? 

二、UPSST是否能夠提昇中學導師的工作績效? 

三、影響中學導師使用UPSST的因素為何? 

四、影響導師採用UPSST的因素之間是否有交互作用?交互作用如何產生? 

第四節、 研究架構 

      如前所述，本研究試圖了解在教師在不同的階段中，採用行動科技於校園

環境時，其採用改變的模式是否有別於其他科技的導入情況，因此探究中學導師

在採用 UPSST 的行為、態度改變歷程，並歸納出影響使用 UPSST 的因素。論文

章節分為以下五個部份：第一章為緒論，說明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及確定

研究範圍；第二章為回顧相關文獻，說明目前中學導師所面臨工作及職能發展的

挑戰，以及行動科技可以如何支援導師的工作績效，並且從過去的研究中歸納出

影響教師採用創新科技的因素；第三章為研究方法，建立研究架構並描述關於研

究對象的相關資訊，同時說明本研究的資料收集方式及分析方法；第四章為研究

結果，說明研究對象的 UPSST 採用歷程中態度及行為的改變以及績效提升的面

向，並且歸納出影響導師使用 UPSST 的有利或阻礙因素；最後第五章則是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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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研究結果進行討論並提出對未來研究的建議。以下為本研究的論文章節配

置圖。 

 
圖 1-4-1 論文章節配置圖 

 

第一章 緒論 

1. 研究背景與動機 
2. 研究目的與研究範圍 

第二章 文獻探討 

1. 教師職能發展所面臨之挑戰 
2. 行動科技支援導師績效 
3. 影響教師採用創新科技之相關研究 

第三章 研究方法 

1. 研究架構 
2. 研究對象分析 
3. 研究工具 
4. 資料收集與分析 

第四章 研究結果 

1. 描繪導師採用行動科技的歷程 
2. 歸納導師採用行動科技的因素 
3. 解釋因素與因素之間的交互影響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1. 研究發現與討論 
2. 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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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 研究範圍 

      本研究旨在探討中學導師採用普化績效支援系統的態度與行為改變歷程

及個別差異，以及歸納影響其使用的有利或障礙因素，但是礙於人力以及時間的

限制，僅能招募七位國中導師，來進行長期且頻繁的訪談及觀察。而本研究乃針

對特定學校的校園情境，因此研究結果可能無法完全推論至其他的情境，但是能

藉由本研究對於情境詳細的描繪以及嚴謹的資料分析過程，確保研究的品質，並

能夠幫助讀者詮釋研究結果及對結果的普遍化推論（generalization），期使研究

結果能供後續的研究者及決策者在未來推動行動科技至教學場域的參考，並且能

夠快速掌握其運用之趨勢。 

 

第六節 、 名詞釋義 

一、 中學導師績效支援系統（Ubiquitous Performance Support System 

For Teacher, UPSST） 

     本研究採用之中學導師績效支援系統，為陳蒔萱（2008）結合 EPSS 的概

念加上普化運算（Ubiquitous Computing）以及行動科技（Ubiquitous Technology）

等技術所開發的系統。此系統嘗試整合起校園的各項資源及資訊，目標設定為協

助國中的導師們處理班級經營、校務行政等事務，以提升其工作績效。 

二、 導師工作項目 

      本研究所稱之國中導師係指國民中學教師兼導師的角色，其負責的工作項

目包含了教學實施、班級經營、學生輔導、校務參與、進修研習及研究創新等。 

三、 導師採用創新科技的因素 

      本研究將探究的導師採用創新科技的因素，包含導師在接受創新科技時所

歷經的階段性採納步驟以及任何能夠促進、阻礙導師使用行動科技的信念、看

法、觀感及外顯行為等各項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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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目的為瞭解中學導師採用行動科技支援的「教師績效支援系統」的

行為、態度改變歷程，並探討使用此類行動科技應用的影響因素，以及因素之間

的交互關係。本章節所探討的文獻分為以下四節：第一節「教師職能發展所面臨

的挑戰」，從文獻中探究目前中學導師的專業職能發展面向以及工作內涵，說明

科技如何協助導師管理時間及提升績效；第二節「行動科技支援導師工作績效」，

探討電子績效支援系統之建構目的以及提供的鷹架輔助策略形式，同時說明無所

不在的運算環境中的構成要件以及行動科技如何運用至教學場域；第三節「影響

教師採用創新科技之相關研究」中將探討創新科技導入的歷程及擴散模式，並歸

納出教師在接受創新科技時的採用步驟以及可能遇到的影響因素，整理出教師採

用行動設備的相關研究；第四節「總結」則是將上述小節統整，作為本研究之理

論架構。 

第一節、 教師職能發展所面臨的挑戰 

貳、 中學導師專業職能發展面向 

ㄧ、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指標 

我國教師由師資培育機構的職前訓練，歷經學校現場的教育實習，到教甄

檢定合格成為正式教師的漫長過程中，教師理應具備充足的教學技能，但是由於

現在是一個知識經濟的時代，在這種社會變遷發展快速的背景之下，各項教育制

度及政策的變化，以及青少年價值觀的轉變，都再三考驗身為教師所應具備的知

識技能是否足夠，因此教師如何適應資訊的多量化及兼顧學生的學習成效，就成

為教師必須因應的問題。為了要成為專業的教師或導師，教師的專業素養已成為

未來教育革新的重點之ㄧ（教育部中等教育司，2005）。 

  張豔華（2001）在其研究中就整理出相關的師資培育法規，將中學教師

所應具備的專業評鑑指標初步歸納為「專業知識」、「專業技能」、「專業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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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專業發展」等四個向度（表2-1-1），除了重視教師個人省察能力，也強調

教師的專業素養以及提升教學品質的重要性。「專業知識」係指成為教師所應該

具備的知能，包含專業知識及學科知識；「專業技能」意指教師除了自身能夠吸

收知識之外，還須具備教學及其他相關能力，例如班級經營能力、輔導學生的方

法等；「專業態度」則是著重在教師是否能夠對於教育事業維持恆久的信念及態

度；「專業發展」則是希望教師可以透過有效的生涯規劃，在教學的同時維持創

新及研究的能量，以提升其專業表現。 

表2-1-1 中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指標 

專業評鑑指標 向度內涵 

專業知識 

專業知識係指成為教師所應具備之知識體系，包括教育專業知

識與學科知識。如普通科目（人文、藝術等科目）、教育專業

科目（教育概論、教育哲學、教育心理學、教育社會學、學習

心理學等）及專門科目。 

專業技能 

教師除了具備其專門領域的知識而達到「能教」的能力之外， 
尚需具備「會教」的能力，如教學方法的知識與技能、班級經

營的能力、學生輔導的能力等 

專業態度 
教師對於教育事業有持久性與一致性的傾向，在認知、情感與

行動等方面，強烈表現其教育的信念與態度 

專業發展 

教師為持續發展的個體，可以透過有效的生涯規劃，持續學習

與探究以改善教學品質，以創新的教學技能來提昇其專業水準

與表現 

資料來源：整理自張豔華（2001）。建構中學教師專業評鑑指標之研究 
 

  而此四個向度又可細分為十二項的核心指標及四十七項關鍵水準指標，由

此可見要成為一位專業的教師，在知識、技能以及態度的涵養，均是缺一不可。

因此除了外在知能的培養之外，教師的內在人格、道德、職涯發展觀及自我實現

等信念，皆是促進教師專業成長的主要動機（蕭慧津，2000）。 

     上述研究歸納出中學教師所應具備的各項知能，然而教學場域中充滿必須

完成的事務及無法預測的突發狀況，導師的工作則更為複雜，角色也更加多元，

除了負責教學的事務之外，還要負擔輔導學生、班級經營及參與校務等責任，其

所遭遇到的困難及挑戰較科任教師更多更複雜，更由於現今社會及教育環境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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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處理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的難度增加。由於本研究的一個主要目的是探究行

動科技應用於輔助中學導師的工作成效，以下將詳細敘述中學導師的工作情境及

其內涵。 

二、 中學導師的工作任務及內涵 

      在我國九年一貫的課程體制之下，國中乃是為銜接國小教育及高中教育的

重要歷程，在此時期，國中學生不但經歷青少年時期生理心理劇烈的轉變，更要

面對升學的壓力，因此教師無論在課程教學或是學生生活心理上的輔導，都會感

受到相當的壓力（蕭慧津，2000）。國中的導師尤其必須具備足夠的耐心，投入

熱誠及關懷，適時輔導國中生的心理人格以及價值觀的建立。 

      國中導師在中學生的校園生活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郭清榮（2003）

就認為國中導師的主要工作項目包含了：（1）擔任教學（2）輔導學生（3）經

營班級（4）分攤校務（5）參與社區活動（6）研究進修等。因此除了關心學生

的課業表現、生活常規、輔導事務之外，仍需要輔助校園政策的落實，進行政令

宣導及執行，因此國中導師的工作相當繁瑣且負擔沉重。莊博雅（2007：8）在

其碩士論文中整理了教育部訓育委員會之國民中學導師手冊編輯小組（1993）所

編纂的「春風化雨-國民中學導師手冊」中關於國中導師的工作項目，以深入了

解其工作範疇，其中將國中導師負責的事務區分為三大類：（1）行政事務：如出

席校內外的相關會議、各項集會或是規劃執行校內各項活動；（2）班級事務：其

工作則是橫跨開學前、中、後期的事務，如幹部遴選、訂定家庭聯絡網及成績計

算等；（3）其他事務：包含個案輔導、品德教育培養及其他突發工作項目等。陳

蒔萱（2008）則是將中學導師所應處理的任務及工作職責作出更詳細的說明，將

其工作項目分為以下四類：（1）教學管理：掌握各班的學科進度，並與家長及各

專業領域的教師討論學生的學習狀況，分析學生的成績表現、察覺異常狀況，並

在額外的時間參與教師研習活動；（2）常規管理：管理學生的出缺席、掃地整潔

狀況，以及提升品德教育等生活常規事務；（3）輔導管理：查看學生的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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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記輔導紀錄、分析輔導結果以及適時地和家長聯繫與溝通；（4）行政管理：協

辦各處室及校方所交代的正式/臨時事務，並且出席各項的集會及會議，參予校

外活動以及擔任值週導師。 

      綜合上述可知，中學導師的事務除了兼顧自身教學的品質之外，還必須配

合學校不定期的行政措施，學期中除了進行教師必須負責的例行工作如設計考

題、成績計算等，身為導師經常要輔導所屬班級學生的突發狀況，並且不定期的

配合學校的活動，甚至每天都要注意班級學生的出缺席及整潔狀況等生活常規。

中學導師頻密地與學生和家長接觸，以給予學生適當的照顧與指導。以上種種工

作項目均在考驗著中學導師班級經營的能力以及時間的管理和運用，因此提昇教

師的工作效能，對於營造良好校園環境及正向的學習氛圍，有著非常重大的影響。 

貳、 教師工作時間調配與效能提升 

ㄧ、 教師工作時間管理 

曾守誌（2004）在其研究中，以台北縣、桃園縣以及新竹縣（市）的755

位中學導師為研究對象，探討國中導師的工作壓力以及調適策略，其研究結果發

現，「促進親師溝通以及同儕關係」所感受的壓力最高，其次則是「實施課程內

容與課程實施」及「處理教學工作與承擔工作負荷」。由於目前的國中導師除了

要顧及教學工作、課程設計之外，還要與家長及校方維持良好的溝通，在提升學

生的學習成效方面也要付出相當的心力。 

而郭清榮（2003）則是以789位中學導師為研究對象，探討其時間管理及

運用的現況，經由調查顯示國中導師在一天的工作時程中，「教學工作」佔45.13%

最多，其次是「學生輔導」佔14.94%，「教學準備」佔14.26%，「作業批改」

佔13.85%，「家長聯繫」佔5.88%，「校務開會」佔3.72%。再更深入探討影響

中學導師時間管理的阻礙因素後可以發現，「處理學生偶發事件」、「學生作業

及輔導資料處理費時」、「學生家長的造訪與聯繫」、「經常參加會議及各項活

動」、「電話接聽」、「溝通協調」與「經常缺乏計畫、手忙腳亂」等因素是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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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中學導師無法有效管理時間的原因。 

因此，除了教學上的事務之外，班級經營的管理以及其他臨時偶發的行政

項目，造成中學導師不易順利地進行時間規劃。對於同時兼任導師的新手教師而

言，除了要準備不熟悉的教學內容外，還必須花費心力關注不熟悉的教學環境，

平衡來自理念與實務之間的衝突，這些繁雜的導師工作更是增加新手教師的負

擔。有研究者探討是否能夠透過科技來協助導師處理班級事務及行政項目，但從

謝祥永（2000）的研究結果發現，教師對於建立檔案資料、使用科技（如電腦、

行動設備）來處理分散的文件，或是與同事交換時間管理經驗的比例非常低，因

此大部分國中教師對於時間管理的策略運用仍屬不足，無形之中也增加了其心智

的負擔以及工作量，也讓他們在面對工作及專業的發展時容易產生倦怠感。 

二、 科技協助教師提昇職能發展 

許多研究者均提出運用現代科技於教學環境，來豐富學習內涵並減輕教師

工作負荷的想法（Bransford et al., 2000；郭清榮，2003；謝祥永，2000；曾守誌，

2004）。Bransford等人（2000）就認為善用科技可以協助教師提升工作成效，科

技能夠提供的功能與使用科技可獲致的優點包括：教師能夠以新的觀點檢視任教

的學科及學生的學習、教師能夠增進與其他單位的聯繫（如各處室、行政人員、

家長及其他教師等），透過網路不受空間時間限制的特性，教師可以克服孤立感，

藉由同儕之間的溝通及分享，增長專業的學習及訓練，科技並且能夠讓未來教

師、新手教師甚至有經驗的教師有更多、更彈性的機會進行觀察及省思。郭清榮

（2003）也提出類似的想法，認為教師必須培養足夠的資訊素養，運用科技協助

建立時間管理的策略。曾守誌（2004）則是認為可以利用教師的支援系統來隨時

給予教師相關的學科資訊及輔助，並可以減輕其工作上的壓力。 

  此外，上一節亦提到過去的研究顯示，年資經驗較不足的導師，由於面

對家長及學生的協調溝通經驗較為缺乏，加上教學技巧較為不足，容易造成個人

情緒低落及成就感降低，此結果似乎顯示不同經歷年資的導師，在使用資訊與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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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來處理其工作有著相當的差異，因此若能進一步探究科技如何協助導師處理班

級經營、行政及教學方面的事務，將有助於提升導師的工作成效及減輕其工作壓

力。而本研究即是運用一套UPSST系統於校園中來輔助國中導師的工作，該系統

乃是結合電子化績效支援系統的概念，以PDA此種類型的行動科技做為載具，協

助導師管理自我的時間和提升專業發展，由於本研究的重點在於觀察導師對於採

用該系統的行為態度轉變歷程及相關的影響因素，因此下一節將針對行動科技如

何支援導師工作績效做進一步的探討。 

 

第二節、 行動科技支援導師工作績效 

壹、 電子績效支援系統 

    由於本研究所使用的中學導師績效支援系統乃是運用績效支援輔助的概

念，因此這一節將回顧電子績效系統的相關文獻，首先探討電子績效支援系統

建置的目的、功能及形式，接著討論電子績效系統所依據的教學策略，最後描

述導入電子績效系統於教育機構的相關研究。 

 

一、 電子績效支援系統的功能、目的與形式 

      電子績效支援系統（Electronic Performance Support System, EPSS）的概念 

最早是由Gery（1991）提出，是一種為了要能夠改善工作流程而建置的整合性資

源的工作輔助及學習支援系統，而Barker、van Schaik及Famakinwa（2007）在其

研究中提出EPSS的核心概念就是在認知以及技能方面提供適當的介入

（intervention），以即時（just in time）適量（just enough）的協助及回饋，幫助

使用者解決工作場域可能遇到的問題，並在真實的工作情境中習得必要的知識及

技能（張基成，1999；Cagiltay, 2006）。 

      Brown（1989）及Gery（1996）認為構成EPSS的功能要件包含：知識庫

（knowledge base）、專家諮詢建議（expert advice）、過往學習經驗（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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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s）以及目標指引（guidance with goal）；而Stevens和Stevens （1996）

則整理EPSS的功能為：（1）工作任務的技能訓練：能夠在工作場域中直接接受

相關的訓練；（2）工作技能所需的資訊獲取：整合工作場域中可能需要的資訊

和訊息；（3）專家諮詢指引解決問題：能夠給予使用者立即性的回饋。Chang

（2003）更進一步地將這三種需求以階層性的方式，來辨別電子績效支援系統所

提供任務解決支援的重要程度，他認為EPSS的最主要目的是協助使用者在其工

作場域完成任務，在工作流程中提供步驟性的指引和諮詢，以提升工作績效；次

要的目的則是給予工作相關的知識以及技能的資訊支援。 

      現今複雜多變的工作情境中，不論是企業組織或是校園環境，因為資訊的

快速傳播及蔓延，持續更新知識技能的需求也逐漸增加，間接使得既有的訓練無

法滿足人們的需求（計惠卿，1994）。由於EPSS可以提供與工作情境相關的各

種資訊，視其狀況給予使用者適當的資訊以及指引，因此這種績效支援的概念也

扭轉了個體的知識技能必須要在職前訓練完成之後才能融入工作領域的情況，而

能將訓練模式同時內嵌（embedded）或獨立(stand alone)於工作的情境學習

（situated learning）環境中（Chang, 2004），並且能夠幫助使用者迅速整合多方

資訊，讓他們能更專注在高層次的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以及決策制定

（decision making）（陳蒔萱，2008）。 

      根據上述可以了解，績效支援並不一定是有形的科技實體，重點在於如何

運用並整合現有的科技資源來解決問題，藉由其個人化的協助，適時提供資訊與

支援，以提升使用者的工作績效。過去的研究中指出EPSS能夠給予使用者適性

化的策略，是因為EPSS的運作方式及用途均有不同的形式，本研究整理出Gery

（1991）、Mao（2004）以及Maughan（2005）等人的研究後，將EPSS依其運作

目的區分為下列三類（表2-2-1）： 

（一）內嵌式（embedded）EPSS 

   EPSS與原本使用的系統以及介面緊密地結合，使用者在操作系統時不會

感到使用上的差異，能夠在相同的情境中得到相關的績效支援，但也無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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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是在工作或是接受EPSS的輔助。 

（二）連結式（linked）EPSS 

   又稱為外在式(Extrinsic)的EPSS，當使用者需要支援的時候，會適時的給

予協助，而此種附屬的方式可以讓使用者自行選擇開啟或是關閉EPSS提供的

功能。 

（三）獨立式（stand alone）EPSS 

   獨立式的EPSS特色就是為一種獨立的(external)輔助系統，並不一定以電

腦執行軟體的形式出現，有可能會整合工作的脈絡及情境，讓使用者可以很

清楚的辨別除了原有的系統之外，還能夠接受EPSS的輔助，而不會感受到額

外的負擔。 

表2-2-1 EPSS的運作類別及方式 
 內嵌式EPSS 連結式EPSS 獨立式EPSS 

系統建置方式 與原有的系統緊密

連結 
針對現有的系統做

擴充 
建置另外的獨立系統 

系統支援型態 使用者無法在情境

中分辨在工作還是

接受EPSS的輔助 

可與系統及軟體整

合，在必要時候出現

協助使用者 

使用者除了可以很清楚

的使用原本的系統之

外，也能夠另外接受

EPSS的輔助 

系統支援程度 低 中 高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總而言之，EPSS的建置目的是為了在有限的時間以及資源的情況下，可

以快速地幫助個人擷取、管理或傳遞資訊的一種提昇工作效能的機制，而從上述

的整理可以得知，根據個人或組織不同的需求，EPSS的建置方式及功能運作也

會因地制宜，因此在導入或是設計相關的績效支援系統時，就必須要考量到各項

的環境工作任務。目前已有研究者提出運用EPSS的觀念於教學場域中，例如

Chiero（1996）建議發展出支援教師工作的系統來減輕教師的工作負荷，除了能

夠協助教師處理各項繁雜的任務，將不易記憶的資訊歸檔，並且能夠進一步的幫

助新手教師快速地學習及適應工作，增加自我的職能發展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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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討完EPSS的建置目的及方式之後，接下來將說明電子績效支援系統如何

運用教學理論及鷹架輔助策略，幫助使用者提升工作成效。 

 

二、 支持電子績效支援系統的教學策略 

從上一節的論述中可以了解，EPSS 利用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的學習

概念與績效支援的輔助，能夠在支援工作執行的同時，給予任務執行者學習的功

能，因此在發展 EPSS 時，是需要教學理論及鷹架策略來輔助使用者的學習任務，

以下將針對 EPSS 蘊含的教學策略及鷹架輔助面向來做論述。 

（一）以使用者為中心的教學理論 

若是要在教學場域做推廣以及導入EPSS，必須要考量到工作任務分析、

環境背景、系統分析、內容設計，並搭配適當的教學策略，才能讓績效支援

輔助系統發揮其影響力，在何俐安及郭宗賢（2006）的研究中就提出校園中

的電子績效支援系統應該具備互動性以及以使用者為中心的學習功能，而

Gery（1995）也提出以績效為中心的設計概念（Performance-Centered Design, 

PCD），這代表著不論導入的情境是企業或是校園，都應該考量到使用者的

背景、環境特性等因素，這樣才能針對其流程及問題制定合宜的解決策略。 

   因此EPSS的特色除了績效本位的基礎，能夠給予使用者即時以及必須的

工作協助之外，另一個要素就是學習，也就是以教學理論及教學策略建構起

EPSS的核心概念。Mao（2004）在其研究中就認為EPSS中EPS（Electronic 

Performance Support）「支持」的概念是以許多學習理論為其基礎：如認知建

構論中所提到的，學習者藉由衡量過往以及現在所學習的經驗，以採取各種

因應步驟，使得心智中的認知結構得以經由平衡作用而不斷發展，而在EPSS

的輔助之下，其即時、快速資訊的給予，能夠讓知識長期地存在使用者的記

憶中；另外EPSS能夠讓使用者在面對任務的時候整合歸納大量豐富的資訊，

因此在這種情境學習的環境之下，學習者能夠經由使用及體會的學習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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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資訊內化成自己的知識。 

   由於EPSS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希望能夠在工作任務的情境之中給予使用者

即時的回饋，因此必須讓使用者與真實世界互動，同時希望使用者在使用系

統的過程中所得到的知識，能夠儲存在長期的記憶裡（long-term memory），

讓 EPSS 提供的訊息能幫助使用者奠定日後學習的基礎。尤其 EPSS 運作的方

式是整合大量豐富的資訊，讓使用者即時即地接收訊息，因此強調使用者要

能夠透過自己的知識及技能，去和工作任務中的情境與事物互動，如同

Vygotsky（1978）在其社會建構主義理論中提到，學習者必須藉由主動參與

活動，而習得在社會生存所必要的技能、態度以及知識，因此使用者能在 EPSS

的輔助之下，快速地掌握以及辨別具有深度及廣度的資訊。 

   另外在EPSS的運用情境之中，通常使用者所面對的任務傾向於了解或解

決一個問題或熟悉一套流程，從執行任務的過程來進行學習，工作或活動中

通常包括呈現問題及問題的情境，以及工作者應用知識和推理能力來解決不

同的問題（楊坤原，2005）。從上述可知，運用EPSS的一個重要目的，是希

望能夠幫助使用者在更貼近真實的生活情境中，不論是基於「從做中學

(learning by doing)」的角度（Dewey, 1938），或是認為內在心智的發展源自

於主動參與學習社群的活動及社會互動、協商和合作（Lave & Wenger, 1991; 

Palincsar, 1998)，均強調「知識必須經由使用的情境才能夠被充分了解」的概

念。因此適用於電子績效支援系統的學習理論，立足點都是以學習者為中心

而建構出來的工作及學習環境（Schatz,2005；Mao, 2004）。 

 

（二）電子績效支援系統的鷹架輔助形式 

   在各項教學策略的指引及輔助之下，EPSS能夠給予使用者在其工作情境

中執行任務或學習的經驗，在這些過程中，讓使用者累積深刻的印象，並將

之儲存到其心智結構中，因此Cagiltay（2006）認為這種概念類似於鷹架輔助

（Scaffolding）的形式。由於EPSS可包含知識庫、專家諮詢系統、訓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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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輔助系統、應用軟體等部分，能夠逐步的引導使用者建構起所應該具備

的知識及技能。莊博雅（2007: 17）回顧相關文獻，整理出以下四類EPSS的

鷹架輔助設計形式。 

1. 概念或支持鷹架 (Conceptual or supportive scaffolding) 

系統的設計主要能夠引導使用者藉由反思、聯想等方式，解決複雜的      

問題，此類鷹架可包含線索或暗示（cueing/hinting）、指導或建議（coaching  

comments）等與績效有關的回饋功能。 

2.  後設認知或反思鷹架 (Metacognitive or reflective scaffolding) 

此類鷹架強調如何管理學習的流程，並且訓練學習者能夠在於鷹架的輔助

之後，能夠以全面的思考，覺察、反思自身在於工作及學習過程中的缺失，

監控並評估自己的進度與成果。 

3.  程序性鷹架 (Procedural scaffolding)  

強調持續地給予使用者必要的幫助及諮詢回饋，在既定的環境中，給予使

用者有步驟的、程序性的協助，並能善加運用各種的資源及工具。 

4.  策略或內在鷹架 (Strategic or intrinsic scaffolding) 

此類鷹架提示使用者因應情境，採用多種不同的策略，並協助使用者分析

問題以完成學習任務。此類設計著重於選擇所需的資訊與可取得的資源，

以及連結新知識與既有知識經驗的方法。 

          綜合以上所描述的電子績效支援系統所依據的學習理論，以及相關的鷹架

輔助策略，可以發現這些理論及策略彼此之間有許多相互呼應的觀念，綜合來

說，這些概念的重點，乃是基於 EPSS 的即時反饋以及指引的特性，讓使用者在

不同的情境之中獲得必要資訊及應用所得資訊的能力。一些研究者也嘗試將

EPSS 的概念融入教學場域，除了能夠節省相關教育訓練的時間及成本之外，也

能夠幫助校園內的人員或教師，在行政及教學工作上提升績效。下節將彙整國內

外教育機構導入電子績效支援系統的研究，以了解相關的運用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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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育機構導入電子績效支援系統之相關研究 

      本研究者回顧 EPSS 的相關研究案例及文獻後發現，目前運用 EPSS 的組

織主要是企業以及校園，目的是給予員工（應用在教育上則為學習者）在進行任

務或學習時給予及時、適當的幫助。張基成（1999）在其研究中就認為教師利用

績效支援系統的途徑甚多，若是能善用 EPSS，將會成為教師日常生活的工作夥

伴及學習工具（toolkit）。他同時也區分三個 EPSS 應用於教學環境的面向，即支

援學生、導師及行政人員。本研究也從過去的文獻中，彙整出國內外運用 EPSS

於教學場域的相關實例於表 2-2-2。以下分別說明 EPSS 應用於校園情境時，所

支援的對象及支援方式。 

（一）支援學生學習 

   此類 EPSS 適用於複雜的學習內容及任務，藉由 EPSS 的從做中學 

（learning by doing）的方式，讓學習者能夠快速地學習，以完成作業並練習

所應具備的知識技能。如美國休士頓大學利用遠距的網站，整合給予教師教

育訓練的遠距分散式資訊與教育訓練系統（Distributed  Information System 

and Training for Educators at a Distance, DISTED）。國內則有淡江大學教育科

技系所提出以 EPSSID(Electronic Performance Support System for Instructional 

Design Project)的系統，來幫助學習者了解系統化教學設計的專案規劃，及相

關的課程內容概念（Chang, 2003）。 

（二）支援教師/教職員的教學與行政工作 

   這類 EPSS 能在教師複雜且繁忙的工作中，給予教學工作的支援，如為了

協助新手教師建立起規劃課程等所需的相關知識的系統（Lesson Plan System, 

LPS），或是國內教師利用 EPSS 來協助建構自然學科領域，或是志工服務、

個別化特殊教育等目的之課程（何俐安、陳韋宏，2005；鄭慎毓，2004；蘇

俊鴻，2002；Chang, 2003），另外在 Chiero（1996）的研究中則提到此類系

統能夠擔任各式的行政工作，如教學相關問題諮詢、資訊檢索、人事以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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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等校務。 

表 2-2-2 EPSS 應用於教育機構之相關研究 
系統名稱 研究者 支援對

象  
系統目的 

遠距分散式資訊與教育訓練系統

（Distributed Information System 

and Training for Educators at a 
Distance, DISTED） 

Chang（2003） 教師 以網頁形式整合給予教師教

育訓練的資訊系統，目的為

促進學科專家及課程設計者

間的溝通 

課程規劃系統（Lesson Plan 
System, LPS） 

張基成（1999） 學生 協助學生能夠建立起規劃課

程、教案編寫等所需的相關

知識 

系統化教學設計專案支援系統

(Electronic Performance Support 
System for Instructional Design 
Project, EPSSID) 

Chang（2003） 教師/ 
學生 

了解系統化教學設計的專案

規劃及課程內容，幫助教學

設計師及訓練者提升績效 

個別化教育系統（Individual 
Education Plan System, IEP） 

蘇俊鴻（2002） 教師 專注於學生的個別差異，為

一整合醫學、教育與心理的

治療取向教師支援系統 

國小高年級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教師之電子績效支援系統 
何俐安、陳韋宏

（2005） 
教師 配合九年一貫所設之十大能

力，給予學生能力的精進以

及輔助教師在國小自然與生

活科技領域課程的協助 

輔助志工督導電子績效支援系統 鄭慎毓（2004） 學習者 提供志工督導以及志願服務

者溝通、交流的管道，以及

給予知識策略的支援系統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以上校園運用電子績效支援系統的案例可以發現，由於EPSS能夠提供

使用者必要的訊息以及諮詢，倘若教師工作或是學生的學習牽涉到較繁雜的資

訊，EPSS就能夠發揮其互動、自我導向學習等特性，對不同對象提供適性化的

績效支援（何俐安、郭宗賢，2006）。如第一節所指明的，中學導師的工作經常

牽涉到許多複雜的工作任務，如學生資料的掌握、成績的建檔或是各項行為表現

的紀錄等，由於這些紀錄通常分散於各個處室，或是以紙本的形式做存放與管

理，可能容易有遺漏或錯誤的情況發生。而Kirkley和Duffy（1997）的研究就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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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若能將電子績效支援系統融入校園中，透過EPSS的優勢，便能夠幫助教師

發展有效的教學計畫，來滿足其立即的需求，並可整合起相關的資源，提供教師

間彼此溝通及討論的機會。 

      Mao（2004）在其研究中提到，未來穿戴式（wearable）或是可攜式的EPSS

將會成為績效支援系統的另種新興形式，目前由於無線網路的建置以及行動載具

不斷的進步及普及化，Srivastava（2005）更預言行動設備將會成為未來生活中

的一部份，成為個人生活中不可獲缺的社會物件（social object）。因此若能結合

EPSS所蘊含的學習理論及鷹架輔助策略，將能在教學及學習的情境中，創造出

新型態的互動方式（徐子淵、邱貴發，2008）。因此Peng等人（2007）及莊博雅

（2007）就提出結合行動科技技術以及績效支援的概念，來支援中學導師的工

作。而Chen, Hwang, Yang, Chen, 及Huang（2008）及陳蒔萱（2008）即開發出

一套整合無所不在科技及績效支援概念的「教師行動績效支援系統」（UPSST）。

本研究即進一步採用UPSST於校園環境中，以了解教師採用UPSST的行為及態度

改變歷程。因此將在下一節針對行動科技的組成要素及學習特性做更進一步的闡

述，做為研究背景的說明以及本研究所採用系統的理論基礎。 

貳、 行動科技的應用與發展 

  隨著無線網路、通訊及各式輕便攜帶的行動輔具不斷的進步和發展，行

動寬頻的應用服務也逐漸多元，我國政府為了要實現邁向知識化及國際化的遠

景，對於行動科技的推展及規劃也投注了相當多的資源（行政院，2005），因此

極力推展「行動台灣（Mobile/Ubiquitous Taiwan」、 「台灣 WiMAX 發展藍圖」

等計畫。 

  因此在上述的背景之下，立基於無線網路環境的基礎建設以及行動載具

的普及，行動科技將會營造出無所不在的連結與溝通的能力，並由此創造出多樣

的運用情境（Hummel & Hlavacs, 2003；引自蘇怡如，2004）。而為了更進一步使

得行動科技能夠做更深入的應用，無所不在的運算概念、行動載具的特性及資訊



 22 

的流通方式，都是構成無所不在環境的重要因素。 

 

一、 行動科技的技術與環境 

    行動科技講求的是能夠在一個無所不在環境中與資訊和其他人進行資料

的互動，因此此種無所不在的環境包含無線網路(wireless network)、感應器與促

動器(sensors and actuators)、RFID (Radio Frequency ID)等要素，以符合行動參與

者能夠不受時間及空間的拘束，來進行資訊的擷取和傳遞。 

      有別於傳統的電腦設備，行動學習載具的體積以及重量均大幅的縮小，這

表示在無所不在的環境中，行動載具是一種將電腦運算能力（computing power）

濃縮至掌上型的設備，藉由無所不在的運算環境進行溝通以及其他的運用（Pea & 

Maldonado, 2006），行動參與者可以使用觸控筆（pen-shaped stylus）或是操作

小型的鍵盤，來進行即時的傳輸、交換資訊。目前符合這幾項特點的科技產品目

前在市面上主要有個人數位助理（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 PDA）、智慧型手機

（mobile phone）等。 

      而在無所不在的運算環境中，使用者可以不受空間以及時間的限制，在移

動中與個人、群體、環境進行互動，因此情境感知（context awareness）的運算

即為行動科技的重要特性，亦即能夠處理使用者以及應用程式之間互動有關的訊

息，發掘並且善用情境的資訊，像是使用者所在的位置、時間、周遭的人事物及

使用者正在從事的活動等（Chen & Kotz, 2000）。而陳蒔萱（2008）在其研究中

更進一步地將在無所不在的運算環境中所傳遞的訊息特性歸類為即時、情境、評

估以及安全等四個面向，因為在這種環境中的資訊流通性非常的高，而資訊也是

經由評估、分析之後，根據個人的需求將訊息傳遞，因此在情境感知的過程之中，

個人仍需要注重隱私及相關資訊的保密性。 

      總結而言，行動科技的技術能夠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anytime、anywhere）

以情境感知的互動方式，在取得訊息的同時和其他的使用者及環境進行資訊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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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藉由整合起網路技術、載具、使用者及資訊等要素，建構起無所不在的環境。

而為了因應未來台灣行動服務、行動生活及行動學習等發展（資策會Find，

2009），政府也期望將行動無線技術廣泛地應用在教育的領域中，而國內外則紛

紛有學者提出以行動科技運用於教與學的概念，希望能夠藉由行動科技的優勢，

跳脫學習只能在教室進行的刻版印象，讓學習產生更多的可能性，以下將針對行

動科技在教學上的運用層面作深入的討論。 

 

二、 行動科技在教育上的革新 

（一）行動學習的定義 

   在無線寬頻網路技術的進步之下，行動科技改變了人們接收資訊的概念，

人們可以藉由主動擷取以及隨選（information on demand）的方式擴展學習的

視野，因此學習的環境將不再只限制於傳統教室或是電腦教室，亦即空間藩

籬將會被撤除，因為行動載具有輕巧便利的特質，傳統資訊融入教學中桌上

型電腦位置、是否有網路孔等因素，都將不再主導電腦輔助教學活動的情境

（蕭顯勝、蔡福興、游光昭，2005），讓行動學習（或稱無所不在的學習，

mobile learning/ubiquitous learning,）不再只是望塵莫及的名詞。 

行動學習的主要訴求是能夠在適當的時間、地點，利用適當的輔具，來

學習適當的教材。而再更深入的探討行動學習中「無所不在」的定義，大多

是指學習者能夠透過無線網路的傳輸，經由手持式的行動載具進入教學的現

場來學習。也因為行動學習的便利性、及時性、以及互動性，讓此種的學習

型態能夠突破空間以及時間的藩籬(Laroussi, 2002)。由於行動學習為近幾年

來新興的一種學習型態，而大多數研究行動學習的學者及研究者如Laroussi

（2002）、Alexander（2004）、蘇怡如（2004）、黃國禎（2005）、蕭顯勝

（2007）、陳祺祐及林弘昌（2007）、Pea 和 Maldonado（2006）、Sharples、

Taylor 和 Vavoula（2007）、Rogers 和 Price（2007）等人針對無所不在的學



 24 

習或行動學習，提出了不同的定義及見解，並且各有不同的著重面向，因此

本研究將各類無所不在學習的特性整理出四個關鍵概念：無所不在的學習環

境、情境感知與學習者的互動、因應制式與非制式的學習方式以及無所不在

的知識建構（表2-2-3），以下逐一說明。 

1. 無所不在的學習環境 

此關鍵概念強調學習環境中所採用的無所不在運算 (ubiquitous computing)

的科技及媒體。黃國禎(2005)對於無所不在的學習定義即強調在一個公開的

無所不在運算的環境中，學習者利用無線網路科技的載具，即可以隨時隨

地連上網路進行學習，而Pea及Maldonado（2004）則稱行動學習的科技為

WILD（Wireless Interactive Learning Device for Learning），強調行動學習中無

所不在的運算能力及基礎建設的重要性，此部分的概念著重在無所不在學

習環境中的無線網路科技的設備及裝置。 

2. 情境感知與行動學習者的互動 

第二個關鍵概念則強調行動學習環境中，學習者經由科技媒介對人、時、

事、地、物的感知作用來獲取即時的資訊，因此可攜式的移動能力就成為

行動學習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Sharples, 2007），學習者可以不停地在

學習的地點移動的同時(move continually)，與其他使用者及環境互動，因此

情境感知(context aware)的概念就著重如何融入學習的情境中，期望能夠在

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以任何設備（anytime、anywhere、any devices）取得

資訊並進行互動，形成一個整合的學習環境。 

3. 因應制式學習與非制式學習的形式 

第三個關鍵概念則認為無所不在的學習可以因應制式學習以及非制式學習

方式（Formal and Informal Learning），根據Rogers以及Price(2007)在其研

究中指出，無所不在的科技可以應用的學習情境除了傳統教室中之外，可

以將學習的場域延伸至戶外環境，如博物館導覽等非制式的學習情境，更

可以混合實境的遊戲來引發趣味性的學習及角色扮演（Schwabe & G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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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讓學生在真實的情境下體會所要學習的知識內容，並透過與其他

遊戲者的合作與競爭，學習到如何應用學到的知識和技能，因此這種課後

學習(out-of-school learning)、隨選式的學習(free-choice learning)方式為非制

式教育(informal learning)的學習形式。  

4. 無所不在的知識建構 

本關鍵概念認為，大多數使用行動科技融入教學的應用，主要是將教學活

動及教材融入行動載具中，以協助學習者進行探究式的個別/合作學習。

蘇怡如等人（2004）曾經在其研究中提出，在無所不在的情境之中，個體

是透過行動載具以及內建的課程進行學習，學習者可以獲得大量且豐富的

資訊，欲達成有效的學習，個體就必須主動探究以及思辨，在學習的過程

中將知識進一步闡述（elaboration）。而黃聖育及陳昭秀（2008）也曾經

以社會建構論的角度探討行動學習，認為透過行動科技，可以讓學習者以

貼近真實的生活情境進行學習，藉由和同儕的互動，將新的知識與過去的

經驗做連結。在存取資訊（access information）的過程中同時詮釋（interpret）

以及組織（organize）個人的資訊（Jonassen, 2000），因此在行動科技的

環境中，資訊的獲取是以一種無所不在的知識建構形式來進行。 

表2-2-3 行動學習之定義彙整 

類別 作者 相關敘述 

黃國禎(2005: 2) 在ubiquitous computing 的環境中，可以

隨時隨地利用公共場所中的設備，只要

攜帶任何具有無線網路科技的裝置，即

可連上網路進行學習。 

無所不在的技術 

（Ubiquitous 

computing） 

Pea & Maldonado（2004） 行動學習乃是透過無線的互動科技

（Wireless Interactive Learning Device, 
WILD）來進行學習，強調行動運算以及

設備在學習上的使用。 

情境感知 

(context awareness) 
Sharples & Taylor & 
Vavoula（2007） 

行動學習的基本假設，就是學習者可以

不停地在學習地點移動，同時與他人進

行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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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 Kotz（2000） 情境感知的運算是行動科技的重要特

性，其中的應用程式可以察覺並善用情

境的資訊，與週遭人事物進行互動 

Rogers & Price(2007） 

 

 

無所不在的運算除了可運用在傳統課堂

的情境中之外，也能運用至非制式的學

習，例如博物館、科學中心、藝術館等，

並可混合真實的遊戲（mixed-reality 
games），引發趣味的學習。 

制式或非制式學習 

(formal or informal 
learning) 

Schwabe & Goth（2005） 無所不在的科技能夠讓學生進行遊戲式

的學習活動，在真實的情境下體會所要

學習的知識內容，並透過與其他遊戲者

的合作與競爭，學習到如何應用學到的

知識和技能。 

陳祺祐、林弘昌（2007） 系統可以透過無線通訊的科技，以因應

學習者個別需求（Information on 
Demand）的方式來提供資訊，學習者具

有知識取得的主動權，可促成以學習者

為主體的自我導向式學習 

蘇怡如、彭心儀、周倩

（2004：10） 
行動學習「無處不在」的特性往往需要

更多的個體主動學習性（active learning）
與自我調控（self regulated），以培養從

個人經驗出發的批判式思考。 

無所不在的知識建構 

（Ubiquitous knowledge 
construction） 

黃聖育、陳昭秀（2008） 在行動學習的情境之下時，學習的主控

權應回歸到學習者本身，個體透過自己

的知識以及技能去和環境中的各種情

境、事物互動，建構起屬於自己的知識。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Weiser（1996）在提出無所不在的運算這樣的概念時，就強調無所不在的

技術是一種「冷靜科技」（calm technology），意即這類科技是隱身至人類生活

的背後，使用者可以毫不費力地操作科技而不知覺到其存在，因此人們可以更專

注於他們正在執行的工作。因此無所不在的科技運用在教育上，亦能讓學習者專

注於學習以及和教師或其他學習者的互動上，不像過往的數位學習，即使可以和

遠方的其他人互動，但學習者往往被限制於電腦螢幕面前，同時也讓科技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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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據學習者較多的心力。 

  因此，若能將行動學習的概念運用於教師工作的績效支援，教師學習群

體形成的研究與討論勢必成為重點，而從過去的研究中發現，行動科技於教學場

域的應用，大多是協助教師進行教學以及班級的經營管理，因此接下來將針對行

動科技運用於教學場域的相關研究作深入的探討。 

 
（二）行動科技於教學場域之運用 

   若欲將行動科技應用於學校環境，其扮演的角色大略可分為輔助教學以及

協助教師班級經營管理兩個面向，以下分別說明。 

1. 行動科技輔助教學 

表 2-2-4 整理了三個國內大學主導的行動學習相關研究案例，從中可以發

現，行動科技輔助教學加強同儕之間的學習以及與教師的互動，在持續的

探索以及回饋過程中，藉由行動科技獲得更緊密的人際及環境的接觸（蘇

麗華，2003）。通常行動學習輔助教學的設計通常都是以合作學習以及探索

式的學習方式為主（張國恩、宋曜廷，2004)，這是由於行動科技的行動力

可以提高同儕互動的凝聚力，更可增進學習者間的知識互補，因此在實施

行動學習時，活動的方式通常都是以協同合作(Collaborative, Cooperative 

learning) 或是以問題、專案為導向的學習（ Problem-based learning, 

Project-based Learning）概念為設計基礎（Lai et al.,2007）。 

 

表 2-2-4 行動科技輔助教學的三個案例彙整 

專案名稱 發展單位 系統目的 系統功能 

蘭陽數位學園 
（e-school） 
梗枋國小行動學

習輔具實驗計畫 
（http://eschool.ilc.e

du.tw/mce/1.htm） 

中央大學學習科

技中心 
提昇教室內的學習參與

率、注意力與趣味性，

增進師生間的互動。 

提供教學資訊與

資源、線上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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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名稱 發展單位 系統目的 系統功能 

行動學習生態網 
（http://140.114.40.

247/index.htm） 

清華大學資訊系

統與應用研究所 
在教學環境中，藉由豐

富的資料及資源，提供

學習者虛擬、仿真的生

態學習體驗 

提供教學資訊與

資源、線上互動 

無線科技融入戶

外賞鳥活動之行

動學習情境 

中正大學、中央

大學、東華大學 
以認知學徒制中專家帶

領新手的模式，經由專

家角色的扮演，藉由行

動科技進行戶外學習  

提供學習者發掘

相關的資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 行動科技支援班級經營管理 

而在行動科技協助班級經營管理方面，表 2-2-5 整理出三個應用實例。教

師透過行動科技的技術，能夠將資料（data）與資訊（information）數位化，

透過無線網路的方式傳遞到使用者端的手持載具中（莊博雅，2007），除

了可以隨時隨地主動接收相關的校務與教學資訊，也能夠解決行政或是班

級經營事務，減少工作負荷。 

表 2-2-5 行動科技輔助經營管理的三個案例彙整 

專案名稱 研究者 系統目的 系統功能 

校園行動管理 
系統 

魏旺平（2003） 利用無線網路技術協

助教師進行行政管理 
生活常規管理、 
學生輔導管理、 
教室管理 

國小班級經營 
輔助系統 

王朱福、謝立益 
（2004） 

協助導師管理聯絡

簿，建立起家長及孩童

間的連絡網路。 

聯絡簿系統、常規

管理系統、影像交

流系統 

中學導師績效 
支援系統 

Chen, C.-H., 

Hwang,G.-J., 

Yang,T.-C., 

Chen,S.-H.,&  

Huang,  S.-Y.（2008） 

協助導師註記各項工

作任務的相關資料，並

且提供網路版本的報

表輸出 

導師行事曆、輔導

紀錄、常規管理、

成績管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上述所整理的案例之後可得知，行動學習對於教學場域運用的運用，大

部分為支援學生的學習為主，相較之下對於支援教師的班級經營管理則較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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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此外，綜合本節關於 EPSS 及行動學習的相關研究，可以得知 EPSS 能夠在

工作場域給予使用者及時的諮詢、策略指引以及訊息，其蘊含的教學概念及鷹架

基礎可以給予教師專業職能發展的機會。更重要的是，由於中學導師的工作常常

牽涉到各項的資訊，如例行性的學生資料、考試成績、輔導紀錄或是各種突發性

的狀況等等，因而導師的工作場域經常遊走於校園的各個地點（如外掃區、所屬

班級、導師室以及各處室等），以紙本的方式記錄可能會有缺漏或錯誤發生，因

此若能搭配無所不在的運算技術，設計出無所不在的績效支援系統，則能夠更進

一步幫助導師減少記憶負荷及不必要的心力花費，讓教師可以專注於班級經營等

事務以提升工作效能。 

Chen 等人（2008）及陳蒔萱（2008）所開發的「教師行動績效支援系統」

（UPSST）即是整合無所不在的科技及電子績效支援系統的觀念，來輔助中學導

師工作事務。在陳蒔萱（2008）的論文中，採用了設計本位的研究方法，對系統

進行反覆地設計以及修改，其研究發現，雖然研究對象對於 UPSST 提升導師工

作績效提升的想法抱持著正向的態度，也表達使用的意願，然而資訊科技的導入

必須要考量使用者適應的時間，需要較長時間的觀察歷程以了解使用者的真實感

受。教師在接受創新科技的過程中，往往得歷經一段時間來做成採用的決策，並

且可能會有不同的因素來影響教師的態度與行為，因此下一節將探討教師採用創

新科技的歷程及影響因素。 

 

第三節、 影響教師採用創新科技之相關研究 

      教師在決定是否要採取一個新科技的時候，通常會受到許多外在以及內在

因素的影響，而本研究所要探討的是當教師採用無所不在的績效支援科技的行為

歷程的改變是否有別於過去資訊科技的導入，因此本節首先將探討創新擴散的歷

程以及教師採用資訊科技的步驟及歷程改變；接著歸納出影響教師採納科技障礙

因素的相關研究；最後針對教師採用行動科技的觀感及影響中學導師採用無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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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績效支援系統的阻礙因素做一個統整的討論。 

 

壹、 教師採用創新科技之歷程 

    由於本研究中所採用的無所不在的績效支援系統為一種有別於過去資訊

科技的應用，而在創新事物的導入過程中，採用者的態度和行為可能會歷經不同

階段的變化，本節首先說明廣為各領域學者引用的 Rogers(1995)的創新擴散模

式，為本研究重點，也就是教師採用無所不在的績效系統的變化歷程，建立相關

的理論基礎。 

一、 創新擴散模式 

（一）創新擴散曲線 

創新是一種個人主觀意識的判斷，對某些人而言是創新的事物並不代表其

他人也會認為其為創新。而所謂「創新接受傾向」則是指個體相較其所在社

會體系(social system)中其他個體更早接受創新的程度（Rogers，1995）。Rogers

更將不同創新接受傾向的個體進行分類，分別為創新接受傾向最高的創新先

驅者(innovator)，此類群體勇於接受創新的概念以及嘗試新的事物；其次是早

期採用者(early adopter)，對於使用創新有著使用上的心得，是社會大多數的

群體想要採用創新事物時的諮詢對象；早期大眾(early majority)則會接受一項

創新前，先做完整體的分析；而晚期大眾者(late majority)則會等到社會大多

數人都已經採用創新，確認沒有不良後果後，才會選擇接受，否則不會貿然

採用創新；而創新接受傾向最低的則落後者(laggards)，他們對於創新及任何

改革是傾向拒絕且懷疑的。創新接受傾向越高的個體，對於新觀念或事物的

接受程度也越高，結合上述所提的創新擴散要素，採用某創新事物的個體及

團體可能會逐步的增加，反之亦然。 

     隨著時間的轉變，創新採用人數比率的曲線通常呈現 S 型（圖 2-3-1）。

在初期，通常只有少數比率的早期接受者會接受該創新；隨著時間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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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該創新的人數比率可能就明顯提高，最後接受的曲線會趨於穩定，接下

來僅有極少比例的個體還未接受該創新。不同創新事物的擴散速度可能也不

一樣，如圖中所表達的不同創新的曲線也會不同，有些創新事物擴散較為快

速，S 的線條就會較陡（如圖中創新 I），反之則曲線較為平緩（如圖中創新

III）。 

 
圖 2-3-1 創新擴散曲線 

資料來源：引自 Rogers（2003: 11） 

（二）創新決策接納過程 

所謂創新決策的過程，是指個人或組織（或其他決策單位）得知創新的存

在之後，形成對這項創新的看法，做出接受或拒絕的決定，並且執行和使用

創新的歷程。這過程包含在一段時間之內，個人或組織評估新觀念，並決定

是否在現實工作情境使用這項創新的一連串行為及抉擇。 

Rogers (2003) 指出，個人或某組織在採用某個創新時，通常會歷經五個

階段，依次為： 

1. 認知（knowledge）階段 

個人或決策單位知覺到創新的存在，並且了解其功能運作。通常在此階段，

個人或決策單位扮演的是被動的角色，如果是在偶然的情況下得知創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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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並不會主動去尋求更進一步的訊息。 

2. 說服（persuasion）階段 

個人或決策單位對於該創新形成接受或反對的態度，在此階段的說服是強

調個人態度的形成或改變歷程，並不必然是指接受特定機構、單位（如推

廣人員）所預想的立場。 

3. 決策（decision）階段 

個人或決策單位做出取捨的決定，以及相關的行動，接受意指完全採用創

新，反之則是拒絕創新。 

4. 執行（implementation）階段 

個人或決策單位決定具體執行、採用該創新 

5. 確認（confirmation)階段 

個人或決策單位會對先前已經決定的創新決策進行確認並付諸執行，在此

階段之前的創新決策過程是指心理及思考的想法，而在此階段會實際將觀

念實踐，將會在行為方面有著明顯的改變；假如出現不利的訊息，將會中

止（discontinuance）先前的決策。 

    而根據上述的各項階段，不管接受創新事物與否，個人或組織都會受到創

新擴散的影響，因此在做出接受或是拒絕創新的決策之後，就會產生以下三項的

結果： 

1. 滿意與不滿意 

   該創新是否讓社會體系中的現況變得更加健全，或是減弱。 

2. 直接與間接 

   個人或組織接受創新事物後，產生直接或是間接的反應。 

3. 可預測與不可預測 

   是否在其社會體系中，預料到創新所可能帶來的改變。 

    因此當創新推廣人員將創新引進於擴散對象時，他們將會產生以上三種的變

化，但推廣人員僅能以外在的方式觀察、預料或判斷創新的形式，對於社會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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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成員是否產生了其他的變化。為了深入探究創新所帶來的變化，推廣人員必

須協助需求端意識到改變的必要，提出可能解決的策略，並強調問題的重要性。

而當需求被創造出來之後，創新推廣人員必須與對象建立起密切、良好互動關

係，因為需求端通常是基於推廣人員的認知來評估該創新是否合宜，因此創新推

廣人員有責任分析需求端所遭遇到的疑難，並且以同理心審視所可能發生的問

題，等到採用者轉化為接受意願的角色時，才能淡出協助的關係。因此，本研究

進行的過程中，將會與研究對象建立長期的溝通關係，觀察其行為的改變歷程及

探究影響研究對象使用創新科技的因素，同時以間接的方式促進其使用行為。 

在探討完個體及組織對於接受創新事物的要素之後，其他的研究者也針對教

師採用科技的歷程，提出類似的階段性概念，以下將針對此部份做後續的討論。 

 

二、 教師採用資訊科技融入的步驟及變化 

      資訊科技的發展，無遠弗屆地影響到人類日常生活的各個層面，因此科技

也在教育領域中創造了更多新契機，政府及相關單位也鼓勵學校能夠將資訊融入

校園，給予各單位的教學者、工作者實質上的輔助。然而如何將資訊科技融入教

室之中（how）、為何要將資訊科技融入教室之中（why），並且能夠證明具有

成效，一直是研究者及身處第一現場的教師們所欲關注的議題。 

      要成功地導入一個新科技，校園必須先建設起相關的基礎環境，而且必須

給予教師相當的時間適應新的科技，在相輔相成下，才能有辦法使得資訊科技發

揮其最大的效力（李建偉、張瑞觀，2008）。根據Sandholtz、Ringstaff 和 

Dwyer(1991)在其研究中發現，當教師處於一個富涵科技（technology-rich）的教

學環境中，其採用科技的歷程會經歷以下階段性的改變： 

（一）進入（entry）階段 

在導入的初期時，可能會因為教師自身科技經驗不足，會產生不安的情

緒，在嘗試建立軟硬體環境的同時，會擔心無法管理班級，因而產生資源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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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紀律以及產生個人的挫敗感等障礙。 

（二）接納（adoption）階段 

在本階段，教師開始嘗試採用科技來完成一些例行事務，但僅侷限於文件

處理之類的基礎工作，但是教師仍用舊觀念（如原有習慣的教學法）來帶領

新科技的使用。 

（三）適應（adaptation）階段 

在適應階段，雖然傳統教學仍佔大部份的課堂時間，但是教師會利用更多

的時間（約30%-40%）教導學生使用電腦來完成工作，因此學生也較會主動

參與學習。 

（四）適用（appropriation）階段 

   本階段為教師對於使用科技信念有了關鍵性的轉變，教師精通電腦技能，

會積極地應用科技於課堂之中，使得學生會利用資訊科技從事各項合作及創

造力的學習活動。 

（五）創造（invention）階段 

最後教師會開始嘗試利用新的教學法與策略，對於師生溝通的互動也會產

生更多的省思，教師也會多樣化地使用科技來促進學生的理解及學習模式。  

 

     而Moersch（1995）也整理出多位學習者的研究（Hall, Loucks, Rutherford & 

Newlove, 1975；Thomas & Knezek, 1991），提出類似的資訊融入教學層級概念

（Levels Of Technology Integration, LOTI），認為採用科技的教師，其行為及角

色也會歷經以下階段的轉變：未用（nonuse）、察覺（awareness）、探索（exploration）

投入（infusion）、整合（integration）、擴展（expansion）及精進（refinement）。 

由上述可知，教師在不同的階段中對於科技使用所關注的重點皆不相同，

而通常也會經歷到各種不同內在或外在因素的影響，下一節將討論教師採用資訊

科技的行為及態度以及可能產生的各項阻礙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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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影響教師採用創新科技之因素彙整 

一、 影響教師採用資訊科技的因素之阻礙因素 

     從教師採用科技的觀察中可得知，通常教師在初期採用創新科技時，往

往會感到遲疑，採用的過程也會經歷不同的階段，並在不同的階段受到各種不同

的因素所影響。 

     由於本研究欲將行動科技推廣至校園的環境之中，因此預期將會面臨到

擴散的歷程，而Rogers（1995）在其創新擴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s）的研究

中認為造成創新擴散的四個要素分別為：（1）創新(innovation)：個人、組織或接

受端所認可一種新的觀念、作法或事物，就是一種創新；（2）溝通管道

(communication channels)：參與者互相提供及分享資訊以達到某種程度的共識過

程；（3）時間(time)：從發現該創新到組織成員接受該創新的歷程，以及（4）社

會體系(social system)：一群相互關聯的單位、有共同目標的組織ㄧ起參與解決共

同所面對的問題。 

      當組織及人員面對到一項創新科技時，對於創新的接受可能會有許多考量

的因素，而在教學領域之中教師也常常會面臨到資訊科技的導入歷程，因此國內

外均有相關機構及學者針對教師在校園環境使用電腦科技的狀況來做調查，Ball 

和 Levy（2008）在其研究中評析56位大學教師使用教育科技的媒體融入教學的

現況，歸類出使用電腦的自我效能（computer self-efficacy）、使用電腦焦慮感

（computer anxiety）、科技使用經驗(experience with the use of technology)等可能

會影響教師使用科技之意願，其研究結果並發現，教師使用電腦的自我效能會對

於科技接受傾向有顯著的影響。國內則有楊永芬（2004）以問卷發放的方式，對

台北市的初、中級資訊重點及種子學校之2116位國民小學教師做大規模的調查，

探討影響國民小學教師對於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接受程度及相關因素，同時歸納

出影響國小教師實施創新科技的考量面向包括有：科技的便利性、複雜性、相容

性、有用性、必要性、以及教師本身的資訊能力等因素。Wang & Reeves（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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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曾經探討教師在教室中使用新科技行為後發現，過去新穎的教學媒體（如廣

播、電視教學）並不能在教育科技潮流中扮演關鍵角色的原因，是因為教師在初

期採用一個新科技時，通常會產生抗拒感（teacher resistance）、或是對於「創新」

本身的特質產生恐懼（fear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s），而最主要的因素是教師

對於科技的融入並沒有產生持續性的興趣（interest）。 

   除了對於教師在教學環境中使用資訊科技的調查之外，也有學者針對當使

用者接受一項創新產品的過程時所可能會遭遇的障礙來做深入的探討（Ram & 

Sheth, 1999；Bitner & Bitner, 2005；夏如春，2002；楊永芬，2004；Ertmer, 1999；

Wang & Reeves, 2003；周彥，2006）。Ram 和 Sheth（1989）曾在研究中歸類出

消費者採用創新事物所面臨的兩項阻礙因素，包含功能性障礙以及心理性障礙，

而楊永芬（2004）則是更近一步沿用 Ram 和 Sheth 的概念，以資訊科技融入教

育的角度來探討其阻礙的意義，而 Brickner（1995）及 Ertmer（1999）均提出當

教師接受一項新科技時，也會經歷第一層及第二層的阻礙（first- and second-order 

barriers）的相似概念，因此整合上述，本研究將將教師採用科技的障礙因素區分

為外在障礙及內在障礙兩方面討論。（表 2-3-1）： 

1. 外在障礙（extrinsic barrier） 

此類的障礙大抵可區分為（1）使用方式的障礙（usage barrier）：意指校園中

是否有足夠的軟硬體設備，而資訊科技的使用及操作是否與教師的理解相

符，是否有產生認知上的歧異（楊永芬，2004；周彥，2006；Rogers, 1995）；

（2）價值性障礙（value barrier）：教師採用資訊科技是否會對教學的價值有

顯著的提升、對於自身的職能發展及績效是否有具體的改善（楊永芬，2004）；

（3）風險性障礙（risk value）：教師是否有足夠的時間設計與資訊科技特性

相符的課程、技術/系統是否穩定、行政單位是否有給予足夠的宣導及同儕之

間是否支持使用科技的行為等皆屬之（夏如春，2002）。 

2. 內在障礙（intrinsic barrier） 

內在的障礙通常牽涉到心理層次的因素，其中又可分為（1）傳統的障礙：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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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在採用新科技時，是否會因為產生抗拒感、恐懼感而不願意接受新科技，

或是教師個人對於教學的信念、對於創新科技的看法、或是校園風氣及班級

經營的現況因素等（Wang & Reeves, 2003；Ertmer, 1999）；（2）形象的障礙：

教師在課堂中使用新科技的行為給予家長、孩童或是相關的人員正面或負面

的觀感。 

表 2-3-1 影響教師採用創新科技之因素匯整 
阻礙因素分類 阻礙因素細部分類 阻礙因素的具體描述 

使用性障礙（usage barrier） 資訊科技對於教師而言是否便利、資

訊科技的軟硬體設備是否足夠。 

價值性障礙 (value barrier) 

 

教師採用資訊科技是否對於自身的教

學有幫助、對於自身的專業發展和工

作支援是否會達到預期的效果 

外在障礙 
（extrinsic barrier） 

風險性障礙(risk barrier) 系統及技術是否穩定、行政單位是否

有給予足夠的支持及宣導、同儕對於

資訊科技採用的氛圍是否正向 

傳統的障礙(traditional barrier) 學校文化、教師信念，創新接受程度

是否會對教師採用科技造成阻礙 
內在障礙 
（intrinsic barrier） 

形象的障礙(image barrier) 

 

教師採用資訊科技於教學給予家長、

孩童等相關人員的正負面形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上述所整理的阻礙因素可以發現，通常外在的阻礙因素能夠藉由軟硬體

的技術支援或是制度的訂定來克服，如同夏如春（2002）在其研究中就認為校園

欲成功推廣資訊科技的關鍵是來自於高階行政單位的支持、組織制式化程度以及

供應商的服務品質；而周彥（2006）則是在其運用電腦輔助英語教學的研究中也

抱持著相同的看法，指出給予充分的在職訓練、軟硬體的即時更新以及建立起教

師社群間的協同合作管道，能夠幫助教師快速適應科技融入教學。然而Ertmer

（1999）認為，像教師信念、個人創新接受程度這類的內在障礙，才是影響教師

採用科技的決定性因素。從過去的研究發現，教師對於資訊科技的採納大多是抱

持著負面的想法，這些觸及心理層面的因素也較難觀察及改變，因為信念本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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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質是長期根深蒂固於個人的內在。因此，Wang 和 Reeves（2003）就描述當

校園導入一個新科技，必須給予教師更多的時間去適應這些外在的輔助媒介，同

時觀察教師自身的信念是否有改變。而Bitner 和 Bitner（2002）也提出校園對於

科技的推廣必須營造出一種「抗拒失敗」的組織氣候（Climate），要給予教師

足夠且正向的信心，因此必須同時考量外在以及內在的阻礙因素，並且將科技推

廣的面向回歸到教學議題（pedagogical issues）本身，意即回歸到關注教師對於

其工作的個人信念，才能夠使得教師採用新科技的行為具有實質的意義（Wang & 

Reeves, 2003；Ertmer, 1999；楊永芬，2004）。 

      總結以上研究發現，過去關於教師採用資訊科技的影響因素，大多著重於

課堂教學的科技採用，而這些的研究中，教師所使用的科技也非行動載具。但藉

由無所不在的運算技術，使用者可以無所不在的建構起自身的知識並與他人互

動，教師也能夠透過行動科技來促進教學，或是管理班級經營的事務，以提升工

作成效，下一節將整理教師使用行動設備的相關研究及看法。 

 

二、 影響中學導師使用行動績效支援系統（UPSST）之因素探討 

（一）教師使用行動設備之相關研究 

  透過行動技術及各式手持式載具的發展，使得學習的場域將不僅侷限於校

園及課堂中，因此許多的研究者也思考如何使用行動運算的技術及平台來協

助教師提昇工作績效。而根據國內外的研究顯示，目前已經有許多教師將行

動科技融入教學或是經營管理面向的運用，如國外的SRI International從2001

年二月至2002年八月進行了一項「掌中教育先驅者計劃」（Palm Education 

Pioneers），在超過一百個K-12的學校課堂中使用手持式電腦，來觀察教師與

學生們在各種情境下運用手持電腦的情況，研究結果顯示超過90%的教師都

對於在教學場域中使用行動載具抱持著正面的看法，認為這樣的運用能夠協

助孩童提昇自身的學習動機，並促進同儕互動以及學習的溝通，教師也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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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班級經營的管理有很大的幫助（Crawford & Vahey, 2001）。國內則有蕭

顯勝（2005）等人提出無線通訊模組的設備搭配學校本位課程（school-based 

curriculum）的概念，在行動學習的環境之下建構一條虛擬的數學步道，根據

學習者的個別能力，有系統地給予問題，讓學生應用自己的知識來解決問題。

該系統施測之後，教師評估認為此種教學模式確實比傳統的課堂教室有更好

的學習效果，而教師的角色也有別於傳統課堂中唯一的表演者，而是轉變為

教學中的促進者（facilitator），因此教師可以視情境讓學習者掌握資源，讓

資訊分散到學習的群體之中，進而形成一種正向的學習氛圍。莊博雅（2007）

也整理出國內使用行動技術來協助教師處理行政管理任務的研究，如張隆池

等人（2002）透過無線網路以及手持式載具來協助教師進行教學管理，將所

紀錄的資料與伺服器做同步更新，並隨時分析學生的學習成效。 

為了更進一步了解使用者在運用行動科技時，其使用是否有別於以往資訊

科技的使用，許多學者藉由質化、量化方法來探討使用者的行為及態度，如

Huang、Lin 及 Chang (2007)在其研究中以科技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來解釋及預測 313 位的學生對於行動學習的接受程

度。其研究結果發現感知科技的樂趣（perceived enjoyment）以及行動力的價

值（perceived mobility value）是引起學生們使用行動科技的最主要動機。徐

子淵及邱貴發（2008）則是針對 20 位高中教師，以時間運用日誌及訪談法，

探討教師如何運用自我的時間，搭配使用行動設備來進行教學的可能性，其

結果發現，有意願使用行動載具的教師認為，這種設備可以協助填補零散的

時間，有助於時間的規劃，但有部分教師對於行動科技並沒有迫切的需求，

也沒有意願積極地使用。 

（二）影響中學導師採用行動績效支援系統（UPSST）之阻礙 

      陳蒔萱（2008）在其研究中發展的普化績效支援系統（Ubiquitous 

Performance Support System for Teacher, UPSST），其功能架構分為「行事曆」、

「學生資料」、「常規管理」及「成績管理」等四項主要功能，藉由設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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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研究法（design-based research method），與新竹市某所國中的兩位導師進行

合作，其研究結果發現：導師工作負擔的增加，介面記錄方式的適應以及行

動載具的限制等因素是影響教師使用 UPSST 的關鍵要素，以下將分別說明。 

1. 行動載具的限制 

主要來自於行動設備的不穩定，以及校內無線網路的建置不夠完善，因而

使得導師在使用 UPSST 時常常有連線狀況不穩的狀況發生，使得導師對系

統產生了不信任感。另外行動設備的電池蓄電量不足，因此在使用系統時

常常要顧慮機體的電力狀況，間接影響使用的意願；而鍵盤過小不便於註

記資料，PDA 的螢幕尺寸則不便於閱讀資訊。 

2. 介面記錄方式的適應 

UPSST 雖然整合起各項繁瑣的資訊，並且能夠給予教師必要的支援，但是

該系統仍建置於行動載具之中，因此無法取代傳統紙筆紀錄能夠隨處放

置、隨手書寫的便利性。因此總合上述，行動載具搭配 UPSST 的設計目前

仍無法符合教師的閱讀習慣及需求，而教師也無法完全地拋棄過去記錄資

料的習慣。 

3. 導師工作負擔的增加 

中學導師在校的任務涵蓋行政及教學等面向，除了課務之外，其餘的活動

及班務的處理也會耗費導師許多的心力，因此若是教務的負荷量突然增

多，以及產生突發性的狀況，相對地使用UPSST的頻率也就因而降低。另

外該校則規定學生在校不能使用電子設備，因此導師會顧慮在學生面前使

用行動載具將會造成學生心理的質疑，同時導師也會在意來自其他同儕教

師間的看法，擔心使用其他教師沒有的科技會給予他人自己在炫耀的印象。 

 

在陳蒔萱（2008）的研究中，兩位導師經歷六個月的參與開發及試用後，從

使用系統次數的數據中顯示，兩位研究對象尚未規律地採用 UPSST，在面臨學

校活動頻繁的情況下，兩位導師更有兩個月都只有每月使用系統兩天。因此，陳



 41 

蒔萱的研究尚無法真正了解影響教師採用此類科技的因素。因為行為態度的變化

必須歷經一段時間，因此其研究結果僅能說明兩位導師在初期願意/不願意接納

採用行動科技的原因。至於教師採用行動科技的影響因素及行為態度的改變歷

程，則有待更進一步的研究。 

第四節、 總結 

     總結來說，目前關於教師使用行動科技的研究指出，師生對於將行動科技

運用於教學中大多抱持著正向的看法，並肯定是一種能夠協助提升工作效率的資

訊科技。但上述研究僅研究觀察教師使用此類系統的初期態度以及感受，並無法

確實完整描繪出教師的使用的態度行為及其改變歷程。根據本研究所整理出過去

關於影響教師使用資訊科技因素的研究中發現，分散式的列舉及歸納出各類影響

的因素，並無法幫助教師快速導向成功的科技使用，而有關於教師採用科技的內

在信念及外在因素的阻礙也並不僅侷限於本研究所歸納的項目。此外，教師對於

創新科技的使用信念通常的自我陳述，往往與其實際的科技運用狀況是不一致的

（Chen, 2008）。 

 行動科技有著與過往的教育科技不同的特性，因此有必要較長期觀察個人

對於此類創新事物的接受與採用與以往科技是否有所差異，而過往的研究指出，

使用者在採用科技的態度或行為的改變歷程，往往會受到來自外在及內在等不同

因素的交互影響，因此本研究預期教師在採用行動科技於教學及管理時，不同階

段中影響教師使用行動科技的因素，及因素之間彼此的交互作用應與過去的研究

結果有所差異，值得做更進一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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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目的乃是針對支援國中導師工作的 UPSST 系統，招募更多中學導

師進行系統的使用，以探討研究對象在不同的系統採用階段，其使用行為及態度

上的改變歷程，以及影響研究對象採用系統的因素及因素間的關係。以下將對研

究對象、研究工具、以及研究資料的收集及分析方式做進一步的說明。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根據以下三個步驟進行資料的收集以及分析（圖 3-1-1）： 

一、 前置作業 

      第一階段乃是為資料收集做準備，包含閱讀相關文獻、招募研究對象以及

進行相關的說明及訓練。回顧文獻的目的是為了釐清本研究情境，以及與其相關

的概念及研究，並整理出過去研究所遇到的限制及不足之處。關於招募更多導師

來參與本研究方面，由於九年級的導師必須專注於輔導國中升高中的升學課業，

參與的意願較低，因此本研究招募的對象設定為七年級以及八年級的導師。 

      本研究承續陳蒔萱（2008）的研究，在新竹市某國中導入 UPSST 的使用。

而與該校的教務主任討論後發現，該校導師所面臨的教學工作及行政事務相當繁

重，若欲招募更多的導師參與 UPSST 的使用，應該由本研究者到校進行說明會，

因此為了招募更多導師參與研究，共到該校舉辦了三場 UPSST 的教育訓練說明

會，展示 PDA 的基本功能及 UPSST 系統的主要特色，並且在最後一次的說明會

中確認有意願參與本研究的導師，給予更詳盡的功能解說並且給予導師事先的心

理建設，鼓勵他們克服初期的不適應，持續使用 UPSST。在說明會中並取得教

師的同意書以及聯絡方式，與每位研究對象訂定固定訪視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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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料收集 

      此階段主要以訪談以及觀察的方法收集資料，本研究者每週或隔週固定時

間拜訪每位研究對象，拜訪結束後便會根據訪談結果，初步分析以及整理出導師

的意見重點，延伸及歸納出下一次訪視時的觀察與訪談的重點。由於本研究的研

究目的在於了解導師們對於此類創新科技的行為及態度，必須經歷一段時間的研

究，才能觀察出導師的改變過程。此外，系統會自動記錄（system logs）研究對

象使用 UPSST 功能的時間長度及頻率，本研究者亦經常性地檢視此部分的資

料，以了解導師使用 UPSST 的實際行為。 

 

三、 資料分析 

   訪談以及觀察的步驟結束之後，針對所有的原始資料進行編碼（coding）

與分類的動作，逐步修減及增加類別，並對資料進行驗證（triangulation），以確

保資料分析的可靠與可信，釐出導師使用 UPSS 的內/外在因素及因素彼此間的

交互作用，最後根據導師們的意見回顧，檢示 UPSST 是否有確切達成績效支援

的目的性，並撰寫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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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研究架構圖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共招募到新竹市某所國中的七位導師參與研究，以兩學期的時間觀

察他們使用 UPSST 的狀況。由於該校仍以輔導學生升學為主要教學目標，九年

級的導師在輔導升學的壓力之下，參與研究計畫的意願較低，因此招募七年級及

八年級的導師，以使收集的資料能夠反應不同級別導師的使用狀況，以利進行分

析比較。以下針對該校之校園環境、導師班級人數、導師個人背景資料，以及教

師對於科技使用行為及看法進行描述。 

 

一、 校園基礎資訊建設環境 

      該所國中的發展重點為提升教師的教學品質，因此該校除了建置基礎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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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設備及環境外，也強調教師使用資訊的能力，鼓勵教師在課堂教學中落實資訊

融入各學科領域。校方也會積極申辦資訊融入教學之相關研習（含六小時以上），

並且將教師執行資訊融入教學之相關資料及研習時數納入考核評鑑的依據。希望

能藉由科技來幫助學生釐清各領域的抽象概念及多元知識，也能夠提昇教師自我

的專業發展能力。 

   該校雖然沒有配給教師專屬的資訊設備，但在該校租借專用教室及使用資

訊設備仍相當方便，並且有建置無線網路的環境，其覆蓋範圍包含導師室以及一

般教室，因此導師若是攜帶行動載具，即可在校園中連上網際網路並使用 UPSST

來進行資料的記錄及存取。 

      導師辦公室共有 32 位導師共用，每個導師的座位以簡單的辦公家具隔

開，但是導師之間仍然很容易做面對面溝通。導師室內只有五台桌上型電腦供所

有導師使用，圖 3-2-1 則為某位導師坐在其座位上使用 UPSST 的情況。 

 

圖 3-2-1 導師於導師室使用 UPSST 之情境 

二、 導師班級人數資訊 

      七年級導師（A-E）的班級學生的人數大約介於 32~36 人之間，而男女之

間的人數比例均趨近於 1:1（表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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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班級人數資訊-七八年級導師班 
七年級 八年級 

研究對象（導師） 
A B C D E F G 

所屬班級人數（人） 35 35 36 32 34 36 35 

男生數目（人） 18 20 19 15 17 20 18 

女生數目（人） 17 15 17 17 17 16 17 

      

      八年級導師(F、G)的班級學生的人數分別為 35 及 36 人，而男女之間的

比例人數趨近於 1:1。 

三、 導師個人資訊及工作任務 

      本研究對象為七位中學導師，其中五位為七年級的導師（A-E），兩位為

八年級的導師（F、G）（表3-2-2），以下將根據參與導師的個人資料及工作任

務內容分別做陳述。 

（一）導師個人資料 

七年級的導師中有兩位男性，三位女性，其年齡的分布大多為三十歲到三

十九歲之間，僅有一位是二十到二十九歲之間，所教授的科目包含英語、地

理以及自然與生活科技。五位導師在其教學生涯中擔任教師的資歷均在五年

以上，而導師的帶班經歷則分布為三年、八年以及十二年，顯示其執教生涯

中均有豐富的教學經驗。    

在八年級導師的部份，兩位參與的導師均為女性，年齡的分布落在三十歲

及三十九歲的區間，其任教的科目分別為歷史及自然與生活科技，兩位導師

在其教學生涯中擔任教師的經歷均在十年以上，而導師的資歷則在九年以

上，另外除了擔任導師及教師之外，兩位導師同時也身兼社會及自然與生活

科技的學科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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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研究對象描述-七八年級導師個人授課資訊 
七年級 八年級 

研究對象（導師） 
A B C D E F G 

性別 女 女 男 男 女 女 女 

年齡（歲） 30-39 20-29 30-39 30-39 30-39 30-39 30-39 

任教科目 英語 地理 
自然 
與生活

科技 
數學 英語 歷史 

自然 
與生活

科技 

擔任教師之 
資歷約（年） 

10 5 5 5 12 12 10 

擔任導師之 
資歷約（年） 

8 3 3 3 12 12 9 

 

（二）導師在校工作任務 

本研究為了解導師如何運用在校時間以及行動科技如何幫助他們減輕工

作負擔和妥善管理時間，因此請導師在問卷上填答其在校的時間分配，並且

以實際觀察的方式來分析研究對象在處理教學及行政事務等工作的比重。 

此外，本研究收集相關的文獻，並根據陳蒔萱（2008）的研究及本研究者

自身的觀察及訪談情況，將該校中學導師的主要工作及職責分為「行政事

務」、「班級事務」、「教學工作」與「其他事項」四個面向：  

1. 行政事務 

包含導師必須出席校內、校外等相關會議/集會、參加學校安全防護工作、

輪值擔任值週導師及相關工作，同時也必須協助推行各類教務、訓導、輔導

處室舉辦之學藝及團體運動競賽活動，及處理學校臨時交辦之公務。 

2. 班級事務 

包含各式的班級經營事務，期間橫跨開學前期、學期中每日例行、學期末工  

作以及不定時處理及輔導學生發生的偏差行為。 

3. 教學工作 

此部分任務除了課前的備課之外，也包含任課班級的教學，另外課後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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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改及各項類型考試的評量（包含出題、改考卷、轉發各項考試成績單等）

均屬之。 

4. 其他事項 

包含了輔導管理的事務，如在生活中教導學生品德教育、學期末編寫輔導B

卡，以及協助建立畢業生聯絡網、協辦考生服務工作以及日常生活中與其他

教師、家長的社交等。 

 

 該所國中的校園文化強調導師對於學生頻密的照護，導師在自習時間、打

掃時間、午餐及午休時間，均會到所屬導師班級陪伴學生，而本研究為了要理解

教師使用行動載具的習慣及方式，因此教師的在校時間的工作分配以及時間運用

為資料收集的重點之一。 

 

四、 教師採用資訊科技之相關經驗 

      由於該校成績上傳、自製數位教材以及各項的校務行政均採用 E 化的流

程，因此要求教師的資訊能力要能透過電腦及網路來處理校務工作。五位七年級

的導師中，有四位每天都會使用電腦數次，導師們會使用電腦來做成績的輸入、

教學上的使用、收發電子郵件以及其他校務行政的用途（表 3-2-3）。有三位導

師會用即時通訊和他們聯繫，有兩位則會利用電腦做娛樂相關活動。而對於

Office 相關軟體操作能力，僅有一位教師自評為不熟悉，其他均為尚可以上的程

度，而在課後離開學校，五位七年級導師也都表示會使用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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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 資訊科技使用經驗-七年級導師 
研究對象（導師） A B C D E 

使用電腦之頻率 每週數次 每天數次 每天數次 每天數次 每天數次 

輸入成績           

教學使用           

收發 email           

校務行政           

即時通訊         

使用電腦

之用途 

娛樂用途        
對於 Office 軟體之熟

悉程度 
尚可 熟悉 尚可 不熟悉 尚可 

離校是否用電腦 是 是 是 是 是 

 

 而八年級導師只有使用電腦做成績輸入、收發電子郵件以及其他校務行政

的使用，頻率為每天數次及每週數次（表 3-2-4）。關於 Office 軟體的操作能力，

兩位導師自評能力分別為尚可以及熟悉，導師 G 則是會將成績的紀錄委託給班

級的學生來進行輸入，兩位導師也會利用課後離校的空閒時間來使用電腦。 

 
表 3-2-4 資訊科技使用經驗-八年級導師 

研究對象（導師） F G 

使用電腦之頻率 每週數次 每天數次 

輸入成績    

教學使用   

收發 email    

校務行政     

即時通訊   

使用電腦

之用途 

娛樂用途   
對於 Office 軟體之熟

悉程度 
尚可 熟悉 

離校是否用電腦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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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的工具，包含行動載具、UPSST 系統（包含 PC 版本）以及質

性研究者本身，如下將分別說明。 

一、 行動載具 

   本研究所使用的行動載具為「HP iPAQ hw6500 Mobile Messenger」，其作

業系統為 Windows Mobile 2003 Edition2 Software，使用者可藉由外接式 SD WiFi 

Card 上網外，同時內建 Outlook、Word、Excel、網際網路瀏覽器、Windows Media 

Player 10、計算機、紅外線與藍芽傳輸等基本功能，記憶體大小為 64MB。此台

機型螢幕為 3.0"觸控式螢幕，解析度為 240*240，機殼長度為 118mm、寬為

71mm、高度為 21 mm，整台 PDA 重量為 165 公克，電池為可抽換的 1200mAh

可充電式鋰電池，其外觀如圖 3-3-1。使用者可以藉由操作觸控筆以及小型鍵盤

的方式進行資料輸入及軟體操作。 

 

圖 3-3-1 本研究所使用之行動載具 HP iPAQ hw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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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UPSST 系統 

(一) UPSST 系統（PDA 版本） 

   本研究採用陳蒔萱（2008）研究所發展的「教師行動績效支援系統」

（Ubiquitous Performance Support System for Teacher, UPSST），來進行教師的創

新科技採用研究。目前 UPSST 已經修正到第四版本，系統包含四種主要功能：

「行事曆」、「學生資料」、「常規管理」、「成績管理」。另外系統能根據一些重

要或異常的狀況，提供即時資訊，以協助中學導師有效地處理各項事務。圖 7

為 UPSST 的主要功能畫面。 

  
行事曆 預警畫面 

 

 

 

學生輔導資料管理 常規管理畫面 

一位同學遲到、一位同學病假 

本次有 6 位學生未達標準 

教務處 早自習導師會報 

第六節 吳天心進行輔導 



 52 

 

 

成績分析 異常成績分析 
圖 3-3-2 UPSST 的主要功能畫面 
資料來源：陳蒔萱（2008：36） 

 

(二) UPSST 系統（PC 版本） 

UPSST 除了在 PDA 上執行的版本外，也建置有不同功能的 PC 版本，主要

是讓教師可以批次查詢學生的異常狀況、輔導紀錄，同時將收集及評估的資料

作批次列印的動作（圖 3-3-3），以下將介紹 PC 版本中的各項功能： 

1. 學生通訊資料 

提供導師查詢學生的姓名、家庭住址、緊急聯絡電話、學生手機以及 email

等個人資料。 

2. 輔導紀錄 

輔導紀錄的紀錄包含學生座號、姓名、事故原因、導師解決方式以及事後的

各項分析結果，而上述資料會依據學生的座號排序，期末導師可以將本頁面

直接列印並黏貼至學生輔導資料 AB 卡中的 B 卡。 

3. 常規紀錄 

常規紀錄包含了學生平日出缺席的狀況、打掃表現以及特殊表現等常規狀況

的累積，教師期末可依據此功能作為學生操行成績的給評標準。 

4. 成績管理 

本功能主要是紀錄及分析學生的學期成績情形，系統會顯示表格以及長條 

圖，讓導師可以查詢學生的平日、段考成績狀況，以觀察是否有成績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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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3 UPSST PC 版本中的學生輔導記錄批次顯示 

 
(三) UPSST 系統（模擬版本） 

    當導師要在沒有無線網路的環境中使用 UPSST 時，可以利用個人電腦以網

頁瀏覽的模擬器畫面來使用 UPSST 的 PDA 版程式（圖 3-3-4）。  

 
圖 3-3-4 UPSST 網頁模擬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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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質性研究者 

  由於本研究屬於質性研究，質性研究者本身即是研究工具。透過觀察、

訪談以及相關文件的分析等方法來收集原始資料。而研究者本身對於研究目的之

設定、資料收集過程的決策、以及對資料的分析與詮釋，都會對研究結果造成絕

對的影響。本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廣泛收集研究對象的各種資料，與研究對象頻

繁地互動，逐步將資料整理、歸納、分析，最後撰寫報告發表研究結果。 

  在研究初期，研究者努力保持對於議題的敏感度，形塑出有趣且明確的

研究問題，同時與研究對象建立起密切的互動關係，聆聽教師對於 UPSST 的意

見及回饋，以對於導師們所提出來的問題感同身受，加強彼此之間的關係。此外，

藉由每次的訪談結果，建構出下次的訪談問題，漸進式地將研究對象所提出的意

見彙整，並觀察研究對象是否有行為上的改變，最後根據訪談結果建構出影響導

師採用創新科技的因素、因素彼此間的交互作用以及態度、行為改變的歷程。 

第四節、 資料收集與分析 

  為深入了解研究對象平時工作任務的比重、時間、實際使用 UPSST 的

狀況及相關的影響因素，以及他們使用 UPSST 後行為及態度的改變歷程，本研

究收集資料的方法主要為觀察法、問卷調查法、訪談法、相關文件資料以及系統

使用頻率紀錄等，以下描述資料收集的方法與研究問題之間的關係（表 3-4-1）。 

一、 資料收集方法 

（一）觀察法 

  本研究者觀察研究對象如何處理班級經營事務，在密切的接觸中，直接傾

聽及觀察導師們的言行以及與學生互動的情況，對於該情境及文化現象有更

具體的認識（陳向明，2002）。因此研究者每星期固定訪視參與研究的導師們，

除了訪談之外，並會觀察導師們使用 UPSST 的歷程及態度轉變過程，同時視

其使用情況調整觀察的目標、內容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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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調查法 

問卷以紙本的方式請教師填答，內容包含：教師相關背景資料（如年齡、

擔任教師及導師的年資、授課科目）以及其對於擔任教師及導師的信念、使

用資訊科技的行為、習慣及素養（詳見附錄三）以及對於此類行動科技輔助

工作任務的績效提升程度等（詳見附錄四）。在填答的過程中配合訪談，請教

師敘說個人的教學理念、處理班級事務的流程及方法以及對於 UPSST 導入校

園的看法等，過程中也會以錄音的方式做紀錄。 

（三）訪談法 

研究者與每位研究對象約好固定訪視的時間與之訪談，以了解其 UPSST

使用情況、態度、以及影響其使用的因素。原則上以個別訪談為主，假使有

研究對象因為授課與工作的關係而無法接受個別訪談，偶爾也會採取幾位導

師進行焦點團體訪談的方式來進行，每次訪談均予以錄音，事後將會根據錄

音檔進行初步的資料分析，以釐清下次訪視的觀察及訪談重點。在資料分析

的階段，則將訪談重點謄寫逐字稿，以利資料的編碼分析。此外研究者每次

在拜訪研究對象後，均會撰寫研究省思日誌，註記每次訪談時所發生的各項

細節。 

（四）相關文件資料 

本研究向該學校及參與研究教師取得導師工作相關的文件、表格，例如在

未使用 UPSST 之前，導師們所記錄的紙本資料或是輔導紀錄 B 卡的註記形

式，以及該學校進行資訊融入教學的計畫、校內建構資訊環境的設備資料等。  

（五）系統使用頻率記錄 

  本研究所發展之 UPSST 將會保存使用者在各功能的使用頻率、停留的時

間等記錄，藉此資料分析，可以得知使用者對與 UPSST 導入前後的實際使用

情況，例如經常使用的功能、經常使用或更新的資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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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研究問題及資料收集來源關係表 
研究問題 資料收集來源 

1.在不同階段中，導師採用UPSST的態度及行為的 
 改變歷程為何? 

觀察法、訪談法、 
系統使用頻率 

2.UPSST是否能夠提昇中學導師的工作績效? 訪談法、問卷調查法 

3.影響中學導師使用UPSST的因素為何? 觀察法、訪談法 

4.影響導師採用UPSST的因素之間是否有交互作用? 
 交互作用如何產生? 

觀察法、訪談法、 
系統使用頻率 

 

二、 資料分析 

      本研究所收集的資料主要為質化資料，在取得研究對象的同意之後，本

研究者即每週固定拜訪每位研究對象進行訪談，在訪談的過程中會採取開放的

方式傾聽導師們的意見，並且觀察其行為態度歷程的改變，因此所收集到的資

料量非常的龐大，就必須在資料收集的過程中適時地將收集到的質性資料減量

（Huberman & Miles, 1998）。 

   在每次拜訪後，研究者對於收集到的資料做初步的整理，釐清下一次拜

訪時觀察的重點或訪談的問題。為了確保所收集資料的真確性，在每次訪談

時，會利用成員檢核（member-checking）的方式，與研究對象回顧上回訪談的

重點，並將所觀察到的現象與研究對象分享，確保研究者沒有誤解研究對象行

為及所陳述的想法。 

   當收集資料的期間結束後，則開始正式分析資料，研究者對收集到的不

同來源的資料進行三角驗證（triangulation），以確保研究者不是僅將片斷的資

料做擷取摘錄。例如，本研究會適時地搭配 UPSST 系統紀錄的量化資料（system 

logs），交叉分析導師們使用系統的狀況，以利結論的導出及歸納。而在正式分

析資料時，對主要的文字資料進行開放式編碼（coding），確定資料所屬的類別

（categorizing），在決定出編碼表後（coding list），再邀請另外一位協同分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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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依照相同的編碼原則，進行一定比例（約 10%的資料量）的編碼作業，以確

保編碼的信度（intercoder reliability）。以下將「逐字稿編碼」、「協同分析者」、

「內容分析信度」三點深入說明資料分析的進行方式： 

 

（一）逐字稿編碼 

    為了更明確引述收集到的資料，本研究將各項文件、逐字稿進行編碼，其

編碼的說明規則如表 3-4-2。 

表 3-4-2 文件與逐字稿編號說明 

代碼 說明 

A_01_yyyymmdd~ 

A_02_yyyymmdd  

       …..~ 

G_01_yyyymmdd~ 

G_02_yyyymmdd  

1.”A”表示導師 A 之訪談；”B”表示導師 B 之訪談，以下依此

類推，導師編碼由從 A 至 G。 
2. ”_01”表示導師個人尚未使用 UPSST 前，平日進行教學時

的作法、習慣等教學信念；”_02”則表示使用 UPSST 的使

用狀況及想法。 
3. ”yyyy”表示訪談當年西元年份；”mm”表示訪談當月月

份；”dd”表示訪談當日日期。 

       

   逐字稿的編碼由 A~G 開始命名，分別代表七位導師；而 01 代表導師尚未

採用 UPSST 前，平日進行教學的信念及各種習慣等方式，02 則是表示在使

用 UPSST 時的使用歷程及對於此類績效科技的看法；另外 y、m、d 則是分

別代表訪談當年、當月及當日的日期。 

      接著將收集到的逐字稿進行開放式編碼，而開放編碼的結果再循序按照研

究問題，形成主軸編碼的類別項目，表3-4-3 即為本研究對訪談資料根據「使

用UPSST的態度歷程」、「績效支援提昇面項」及「影響導師採用UPSST的

因素」等研究問題歸類彙整（範例如附錄五），另外搭配導師使用UPSST頻

率等量化記錄來做使用行為的分析，最後依研究結果撰寫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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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3 類別項目內容 

研究問題 類別 主軸編碼項目 

使用系統前的態度 
行動科技融入工作的好奇、期待系統 
協助班務、系統立即協助期末任務 

使用 UPSST 的態度歷程 

使用系統後的態度 
行動科技的門檻程度、系統尚支援導 
師工作、系統未能幫助時間運用 

掌握學生表現 易於追蹤學生狀況、文件製作便利 

師生/同儕互動 
統整客觀記錄、同儕正向使用、 
同儕慣於處理系統狀況 績效支援提升面向 

UPSST 的定位 
績效提昇程度、輔助新手導師、 
有限時間採用科技 

導師個人因素 
個人經驗、舊有的習慣與方式、 
時間管理、對行動科技的看法 

外在工作環境 
工作任務、工作負擔、 
同儕使用、外在驅力 

硬體設備 
無線網路基礎建設、載具的特性、 
機體限制 

    影響導師採用 UPSST 
     的因素 

UPSST 系統特性 

系統優勢：即時記錄、便於攜帶、 
任務支援、有效掌握學生表現 
系統劣勢：部分功能不足、 
系統更新/出錯狀況、資訊安全 

 

（二）協同分析者 

      確定資料的編碼類別後，本研究邀請另一位協同編碼者來進行資料編碼，

以確保本研究者資料編碼的適切性。在正式編碼前，研究者會先讓協同編碼

者充分了解研究主題、研究目的、研究問題以及編碼的類別項目，之後請編

碼員將逐字稿約10%的資料，依循相同原則進行編碼。此編碼者目前已經修

畢教育碩士學位，主修資訊教育，並且具有國小教師的實習經驗；曾修習過

「質性研究」、「高等教育統計」等相關課程。 

 

（三）內容分析信度 

         本研究引用王石番（1991）的「相互同意度」與「信度」公式，進行編碼 

者間的信度分析，兩位編碼員間「相互同意度」和「信度」系數計算公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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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相互同意度=2M／N1+N2 

 

   M：為兩人間編碼結果為完全同意的項目個數 

   N1：為第一位登錄者測試的總項目數 

   N2：為第二位登錄者測試的總項目數 

 

   信度= n×(平均互相同意度) ／1+[(n-1)×平均互相同意度] 

   n：參與內容分析之人數 = 2 

 

     由協同分析者編碼的資料中，本研究者與協同分析者的編碼結果帶入

上述公式計算，計畫開放編碼的「相互同意度」為0.833、「信度」為0.908；

主軸編碼的「相互同意度」為0.838、「信度」為0.911。相較於Gerbner（1969）

在文化指標設立時是以0.80為可接受的信度係數標準，由此可知，在約10%

的逐字稿資料中，本研究者與協同分析者的編碼一致性已達相當的水準。 

 

依據上述資料收集及資料分析步驟，本研究者歸納出導師們在採用此類

績效輔助的行動科技的行為及態度轉變、影響他們使用系統的各項內外在因

素、因素間的交互影響等，這些研究結果將在第四章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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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研究為探究中學導師在採用輔助其工作的 UPSST 系統過程中，其行為

及態度的改變歷程，針對新竹市某國中五位七年級導師及兩位八年級導師進行接

近兩學期共七個月的調查，並將收集到的資料分析歸納，在本章分為以下四節呈

現研究結果：第一節為「中學導師的工作狀況及使用 UPSST 的態度」，首先討論

研究對象經營班級的方法及態度，接著分析研究對象在校內及校外對各項任務的

時間運用，及導入 UPSST 前後的態度轉變；第二節為「中學導師的 UPSST 使用

行為及績效提昇」，整理出導師們最常使用該系統的時間、地點、頻率及使用行

為變化，針對中學導師的自我陳述，評估此類科技應用於目前的校園環境中，對

於教學及班級管理的績效是否有提昇；第三節為「影響中學導師採用 UPSST 的

因素」，歸納出研究對象有意願、尚無意願採用 UPSST 的各項促進/阻礙因素，

以及說明在導入 UPSST 的歷程裡，不同影響因素間如何產生交互作用；第四節

為「小結」，乃是將上述研究結果做統整。 

第一節、 中學導師的工作狀況及使用 UPSST 的態度 

壹、 中學導師管理校務的現況 

一、 班級經營管理方式 

     本研究進行的學校在其願景中闡明，為因應國際趨勢及社會期待，非常重

視學生的個體發展，也希望培養學生具備「帶得走」的知能，因此導師們在學生

的校園生活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導師們平日除了要專注於自身的教學，幫助

學生準備九年級將面對的基本學力測驗外，還必須在有限的時間內配合行政要

求，處理班級經營相關的事務。以下將說明七位研究對象在尚未使用UPSST之

前，是如何管理班級事務、處理師生關係並與家長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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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於導師工作的基本理念 

   由於國中階段的學生處於心理劇烈轉變的時期，因此導師們格外注重學生

態度及常規的表現，希望學生不僅在國中階段就能培養正確的態度及價值

觀，在未來離開校園後，也能成為具備正面態度的人。 

 

覺得在一個班級中，導師之所以會有意義就在於，他有可能去塑造一個他可能覺得學生應該 

有的樣子，[使學生成為]在未來社會中具有正面回饋的一個孩子，去引導他一個正向的態度。

(B-01-20081210) 

 

給他這三年有人生的方向、行為的準則，因為我們常常跟孩子在一起時間很多，需要負擔很

大的責任，行為導向需要很明確的和他們說出來(E-01-20081218) 

 

對於學生的期待，我認為守校規、有禮貌、等基本禮儀規範是我覺得一定要遵守的。

(F-01-20081210) 

 

（二）適時運用不同方式與學生溝通 

在培養學生正確態度及價值觀的基本原則下，導師們會以不同的態度與方

式來輔導學生，並不會採取固定的班級管理方式，因為照顧學生在校園的生

活時，經常得處理許多繁瑣、甚至是突發的事件，每個班級及學生的狀況都

不盡相同。為了要提昇班級的正向風氣，導師們必須隨時和學生溝通，針對

學生的狀況來解決問題，不能單方面採取強硬高壓的手段進行介入，而是要

用學生能理解的方式來給予指導。 

 

我管理班級的方式是剛柔並濟，當孩子犯了相同的錯，勸導也沒有用時，就會用比較激烈的

手段，給他當頭棒喝會比較有效果，當孩子的問題不會影響班風，我就不會那麼嚴厲，像慈

母的角色告訴他們對錯。(A-01-20081210) 

 

   我帶班沒有什麼原則，基本上他們有問題就跟我提，讓學生自由發展，我會比較要求品德的

教育。(C-01-20081210) 

 

對孩子的關心我想就是觀察、思考、回應，我比較習慣觀察孩子有什麼狀況是怎樣，回去思

考怎樣處理比較好，等我想清楚我才會找孩子談。(F-01-2008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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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任課老師的話就很難去干預到他們，去試著讓他們跟我的價值觀一起走，這比較難，可

是導師的話就是你想要他們怎麼走，就要去試著跟他們溝通。(D-01-20081218) 

 

（三）維繫與家長的聯絡管道 

班級經營中很重要的一環，就是建立與家長溝通的管道。研究對象的導師

們平日大多透過聯絡簿的交代事項，與家長進行紙筆溝通，此外還必須不定

期與家長電話聯繫或面對面談話，將學生在校的表現與家長溝通說明。 

 
雖然我不是很喜歡，可是這又是很重要的一環…會固定和家長聯絡，一個星期大概五六位， 

我希望一學期可以和家長聯絡兩三次、說到話，就算表現好的學生，至少一學期還是要打給

家長一次，讓他們知道[我]有在照顧孩子。(E-01-20081218) 

 

緊急狀況還蠻多的，譬如學生沒來學校就要馬上和家長連絡，臨時狀況啊打架啊翹課啦這些

事情，我們班頻率還好…遇到這些狀況就先了解狀況。(D-01-20081218)  

       

      有鑑於中學導師面臨的狀況與處理的事項繁雜，為探討UPSST導入校園

後，對於導師在工作時間的管理是否有顯著影響，因此必須先了解導師原有的工

作習慣及時間分配，因此請研究對象自陳其在校內及校外的時間運用，並輔以實

際觀察，來了解研究對象在各項事務工作的時間分配比重，以下呈現此部分的研

究結果。 

二、 中學導師個人時間運用方式 

本研究者根據相關文獻以及訪談並觀察研究對象的結果，將該校的導師

們運用時間處理的各項事務分為兩大類：校內主要任務的時間運用，以及校外自

由調配的時間運用。玆將導師們在校內及校外處理的事件分類及詳細內容整理於

表4-1-1。 

（一）校內主要任務 

           其中主要包含「行政事務」、「班級事務」、「教學工作」與「其他事項」

四個面向，內容除了準備期初、期末的各項工作之外，導師必須出席各式校

內外的會議，也要擔任各類的教學、輔導及臨時交辦的行政事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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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外自由調配 

泛指導師於離開校園之後，可自由支配個人事務的時間，如進修學習、日

常的生活事件等活動。 

              表4-1-1 中學導師運用時間的類別及內容 
    運用時間類別 欲處理之事件及內容 

行政事務 

出席校內、校外相關會議以及集會 
參加學校安全防護工作 
擔任值週導師、執行值週工作 
協助推行教務、訓導、輔導及其他處室舉辦之例行性活動  
辦理學校行政臨時交辦之公務 

班級事務 

開學前期工作(例如制定班規、生活公約守則等) 
每日例行工作、突發狀況 
輔導、處理班級學生的偏差行為 
學期末工作（例如彙整操行等第、獎懲、輔導資料等） 

教學工作 

教學前的備課（例如教材編纂與補充、教學活動的設計等） 
教學 
作業批改 
考試評量（例如各類考試出題、改考卷等） 

校內主要

任務 

其他事務 

規範學生的品德教育 
協助建立畢業生聯絡網 
協辦考生服務工作 
與其他老師的社交 

校外自由

調配 

離開校園 
（校外） 

休閒 
私人事務 
進修 
其他必要的日常生活事件等 

               

    從研究對象在調配個人在學校處理主要任務的時間可發現（表4-1-2），七

位導師中有六位導師在處理班級事務及教學工作的比例均佔全部任務時間的

70%以上，僅有導師C在處理校內各項事件的比重較為平均。 

     進一步比較七年級及八年級導師的班級管理、處理校內事務的比重是否有

所不同，可發現七年級導師主要的時間花在班級事務的比重最多（38%），次要

時間分配重點則是教學工作（35%）。從訪談結果也可以得知，班級中常常會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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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許多突發狀況，常讓導師耗費心力。 

 
因為和三十幾個孩子相處，你能分配給孩子的時間很有限，處理孩子的事情是最迫切的，不管你

再怎麼忙。(A-01-20081210) 

 

我覺得班級事務是佔很重要的部份，因為孩子的情況很難被預測，可能早上看是這樣，下午就有

不一樣的情況，突發狀況很多，很有可能會危及到身心健康的。(B-01-20081210) 

 

表 4-1-2 導師自陳時間管理分配 
七年級 八年級          導師 

任務內容 A B C D E F G 

行政事務（%） 5 10 25 10 10 30 10 

班級事務（%） 50 40 20 30 50 40 25 

教學工作（%） 30 40 25 50 30 20 45 
其他事務（%） 15 10 30 10 10 10 20 
離開校園是否會

處理班級事務 
是 是 否 否 是 否 是 

 

     此外，由於該校非常鼓勵教師利用資訊科技融入課堂的教學，因此教師們

經常搭配多樣的方式授課，雖然五位七年級導師的任教年資均在三年以上（分別

為三年，八年、十二年），教科書廠商也會提供多媒體的教學光碟供教師們使用，

但受訪的導師們均表示，不論是使用現有的多媒體教材或是自編講義，他們在課

前仍會花固定的時間來補充教材、尋找相關的網路資訊等，因此教學準備仍佔據

他們在校時間極重的比例。 

 
教學方面，我以前比較少接觸到電腦，但是我這學期有接閱讀寫作的課程，就會用媒體的方式(ppt)

來呈現課程，或一些網站，譬如繪本和短片都還不錯，但這要額外花更多時間去準備。

(A-01-20081210) 

 

在教學方面由於我是使用電腦授課，所以事先要花非常多時間去準備（多媒體）教材，…會有很

多的時事以及資訊去更新，回家就會花幾個小時去準備，由於每個班級上課狀況不同，所以可能

事後要對教材做一些調整，另外像廠商的投影片內容太少…所以我都會針對課程內容自己去補

充。(B-01-2008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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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是用筆記上課，我上課前必須要花很多時間整理自己的筆記，根據班級不同去做改變。

(D-01-20081210) 

 

      七年級的學生是剛從小學階段升上國中，因此學生的品德教育及常規行

為，就成為七年級導師帶班的重點，七年級的導師們會傾向花較多的時間去建立

班級的守則，並且在學生必須遵守的根本原則的制定過程中有較多的介入。有四

位導師表示，每學期均會重新建立、修改班級的守則、舉辦班級會議。 

 

學期初都會和同學一起訂定班規，但是到最後就是告訴他們老師只有幾個要求，這幾個要求去做

做看，如果不合理就再一起討論。(A-01-20081210) 

 

七年級，訂定班規的部份，可能是以老師引導的方式，告訴學生應該遵守哪些事情，但是到了八

年級可能就會漸漸地讓學生參與，這些事情開學都會做。(B-01-2081210) 

 

我班規開學會和同學一起定，一起簽名，如果他們想不出來、太多重疊時我才會給予適當的指引。

(D-01-20081210) 

 

我在剛開學時就會跟孩子說我的理念和規則，如果沒達成，就依照我們討論的去執行，處罰。

(E-01-20081218) 
 

兩位八年級導師的任教年資均在十年以上，除了自身的教學，還分別擔任

社會科及自然科的召集人，因此他們在行政協調溝通及充實教學上所花的時間，

佔他們在校時間相當的比例，例如教師F花30%的在校時間處理行政事務，而教

師G則約花費其45%在校時間從事教學相關工作。 

 
像我今年是導師身兼社會科的主席，就會花更多時間去處理這部份，帶領班級去配合學校的活

動，做相關準備工作。(F-01-20081210) 

 
我覺得教學是我的專業，我會在我的專業上會很注重我的專業，我每一年都會自己製作我的上課

講義跟上課投影片，因此在備課的部分花了滿多的功夫去準備。(G-01-20081210) 

 

      導師F則自陳由於該班的學生狀況較多，必須經常要處理班級學生的突發

狀況，因此花了40%的時間處理班級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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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的時間處理班級事務，因為我帶的這個班級，狀況非常多，所以非常需要輔導及常規的紀錄。

(F-01-20081210) 

 

      綜合上述，身為導師，經常要輔導所屬班級學生的突發狀況，時常配合學

校的活動，每天固定要注意班級學生的出缺席及整潔狀況等生活常規，並且不定

時與家長接觸，給予學生足夠的關懷及指導，這些必要任務時間的項目均占了導

師平常生活中相當的比例。 

   根據研究者觀察該校的作息及根據研究對象的說明，與導師相關的每日工

作流程十分緊湊，該校導師一天的工作流程主要可區分為以下時段： 

1. 進入校內至早自習結束前的時間（早上七點至八點十分） 

此部分是指導師早上進入校園後，到第一節正課開始前的時間。這段時間裡，

導師會到班級中陪伴學生早自習、考試等活動，或是在辦公室處理其他事務。 

2. 整日正課時間（上午八點十分至下午四點十分） 

此部分時間為進行課程教學的時段，教師在每學期分配有任教的班級及時

段，根據其課表到指定的班級上課。若是例行的段考週次，正課時間則轉為

考試，教師依分配的監考時間到指定的班級監考。 

3. 打掃時間（下午三點十分至三點半） 

打掃時間為該校所規定，放學前一堂課的下課時段，學生必須負責打掃該班

班級及校園內所屬的外掃區，在此段時間，導師們通常會巡視班級內及外掃

區的整潔狀況，或是短暫地回到辦公室處理未完成的工作。 

4. 放學至離校後的時間(四點十分之後) 

在所有學校正課結束之後，導師們通常不會立即離開學校，會留下來處理其

他事務，例如批改作業。必要時，部分的導師會利用離開學校後的時間來處

理教學上或班級事務上未完成的工作。 

5. 零碎時間 

此段時間主要為平日例行性的校務工作之外，較為彈性的瑣碎時間，如下課

時間、午休、空堂、監考時、離校前等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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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以上整理的導師平時的工作項目、時間分配比例及一日工作時程，可發

現導師們的工作及時程非常繁重緊湊，除了教授課程外，還必須付出相當的心力

做班級經營及處理突發的狀況，能夠自由運用的時間不多。即使每學期執行的任

務及遇到的狀況多為上述所提的內容，但面對和處理這些反覆發生的事件及例行

性工作時，大部分導師仍認為一天能夠運用的時間非常有限，對於自身的時間管

理的能力也表示不滿意。 

 
我覺得時間的管理有時候受限於學校給的排課時間，譬如授課之餘就要把聯絡簿改好。

(B-01-20081210) 

 

我大部分都在班上，學生會有突發狀況，這方面我真的需要再學習，和同事再請教，我覺得時間

很不夠用，很晚回家。(E-01-20081218) 

 

       為了要妥善利用有限的時間完成繁雜的工作，在尚未使用 UPSST 前，導

師安排時間、資源的作法也是本研究所欲探討的重點，以下將整理導師們的時間

管理方式。 

三、 中學導師個人時間管理方式 

為了善用有限的時間，導師們會運用各種的方式來幫助管理班級經營的各

項工作及資料（表4-1-3），如導師B、D、F、G會自行製作表格（行事曆、平日

成績單等）來紀錄學生的常規紀錄；導師A、C、E則是沒有固定的記錄方式，而

是選擇較為簡短、零散地紀錄。 

               表4-1-3 中學導師個人時間管理方式 
導師（年級） 時間管理、資源掌握作法 

A 簡短、零散紀錄 

B 自行製作管理表格 

C 簡短、零散紀錄 

D 自行製作管理表格 

七 

E 簡短、零散紀錄 

八 F 自行製作管理表格、離校前檢閱當日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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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師F在每日離校前會檢閱當日發生的事件，提醒自己當日工作的完成

度，確認後才會離校。導師G則為了減輕各項繁雜事務的負擔，同時希望家長也

能夠參與班級事務，所以採取「認輔制度」，除了會將該班級的學生分配給家長

進行觀察、輔導之外，也會將其他班務分工給家長幫忙。 

 

在離開學校之前都會檢查有沒有什麼事情還沒有做，這是我的個人習慣，因為事情太多太雜，不

找一個方式提醒自己，沒有辦法把各樣事情都做的很完整。(F-01-20081210) 

 

如果以班上事務來講我是做家長分工，總務是家長管的，成績是家長管的，班級推動在錢或是在

圖書的採購都是家長在管理，所以一開始的時候我會先邀家長然後做分工…除了讓家長參與，也

能讓我較輕鬆。(G-01-20081210) 

 

       根據上述結果可得知，在尚未完全使用 UPSST 之前，研究對象們基於他

們的想法與狀況，利用不同的方式來管理及調配他們在任務所花費的時間及工作

進度，有些導師運用較為嚴謹的方式來記錄資料和輔助工作執行，有些則用較為

隨機、零散的方式來進行資料和工作的管理，有導師則讓家長參與分工、輔助導

師工作。關於導入 UPSST 後，導師們是否認為 UPSST 能幫助他們做時間管理及

工作處理，接下來將說明導師們對於此類行動科技的態度轉變。 

 

貳、 中學導師使用 UPSST 的態度變化 

   上小節歸納出使用系統前，為了要在繁忙的校務環境中調配各項繁雜的任

務，導師們會利用各種不同的方式進行各自的工作事務。深入探討導師們使用

UPSST 系統中各項功能的頻率以及歸納出影響導師使用此行動科技的因素之

前，本小節先描述導師們在系統導入之前及之後對於行動科技以及 UPSST 輔助

導師工作的看法和態度。 

一、 尚未使用 UPSST 前的態度 

（一）對於行動科技的好奇心 

   在參與本計畫前，研究者調查導師們平日所接觸的資訊科技大多為行動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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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桌上型電腦及筆記型電腦等，較少使用本研究所採用的個人助理行動裝

置。但由於行動載具同時具備了體積小與攜帶方便的特性，因此導師們認同

將這類行動科技應用於教學管理的潛力，並表示只要創新科技能夠實質地幫

助導師的班級經營，就會有高度的使用意願，也願意主動去學習如何使用該

科技。 

 

平常我比較少主動去碰新科技，可是我覺得現在既然有使用這個 PDA，對我工作而言，是實

際有幫助的，那麼就要常常拿來做紀錄，一直去使用。(A-02-20081224) 

     

我覺得很多東西都可以嘗試，我不會的東西、新奇的東西我都願意去做，我覺得PDA是未來

使用主流，雖然電子記憶的檔案是無形的…只要列印出來就是一個很實質的東西。

(C-02-20081204) 

 

（二）期望使用UPSST能協助導師處理班務 

   由於 UPSST 的主要功能包含行事曆、常規管理、輔導紀錄及成績管理等，

能夠整合學生在學校的各項資訊，同時 UPSST 乃是根據該校的文化及處理工

作的流程而規劃，能讓導師更適應本系統的功能。因此導師們一開始決定參

與 UPSST 的使用，主要是希望透過使用該系統，能讓他們更能掌握班級事務

的處理，如資料的記錄與管理可以更方便，讓師生之間的溝通更有效。 

 

我今天就是希望可以用這種比較清楚的記錄方式來處理更多的問題，解決我過去撰寫很多孩

子們雜亂的資料，可以幫助我提升這部份的效果。(F-02-20090310) 

 

我原本的期待是希望它可以很好用，有很多的功能可以幫助我記錄孩子的狀況，幫我把之前  

做的那些表格都整理到一個系統，期末時減輕我的負擔，對掌握班務可以提升。

(G-02-20090312) 

 

（三）UPSST能立即支援導師期末的工作任務 

   另一個參與本計劃的動機為，由於該校學期末規定，導師們必須繳交學生

輔導紀錄的 AB 卡，若是導師們平常有規律的記錄孩子們的資料，在學期末

可直接透過 PC 版的 UPSST 檢視平日所記錄的資訊，而列印的格式也符合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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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所要求的文本格式，方便導師期末所要繳交的資料，因此認為 UPSST 能夠

立即支援導師學期末的工作任務。 

 

    一開始想要做這個事情就沒有覺得特別麻煩，學期末的時候可以減少製作輔導紀錄的時間，

只是說把紙本的部份用電子資料列印出來，很方便。(B-02-20090415) 

 

   我一開始就很希望可以是一筆統整的輔導紀錄，直接交一交貼一貼很方便。(E-02-20090304) 

 

      由上述可知，在導入 UPSST 之前，導師們普遍對於 UPSST 的功能與其對

於導師工作輔助的潛力，表達正向的期待和使用意願。而導師們實際使用系統經

歷近兩學期後，對於 UPSST 的態度有些維持不變，但有些態度則顯現出差異，

以下將說明導入系統後期導師們的態度。 

 

二、 實際使用 UPSST 後的態度 

（一）適應行動科技的門檻不高 

本研究所採用的行動載具與一般行動電話的外型相仿，同時內建的作業系

統也類似一般電腦所採用的系統，因此導師們在載具的使用上可以連結其先

前的科技使用經驗，在操作上並不會有適應的困難，因此導師們表示，進入

此類行動科技的門檻不高，均能很快地上手使用UPSST。 

 

   使用PDA不難，很容易操作。(A-02-20090605) 

 

方便性是有，介面還蠻容易的，點選的路徑還ok，蠻快就可以適應，平常我就有在接觸電腦

了，還可以。(D-02-20090605) 

 

（二）UPSST尚符合導師工作需求 

   由於 UPSST 的開發設計過程中，持續請該校兩位導師實際試用並提出相

關的修改意見，因此 UPSST 能符合該校大部分導師的工作模式及需求，且在

導入之前，本研究者多次演示系統的重點功能，演示如何使用 UPSST 來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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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工作。經過近兩學期的使用，導師們表示他們雖然仍未完全依賴

UPSST，但是就現有使用的功能而言，尚符合他們使用的需求，而且他們也

逐漸習慣使用 UPSST。 

 
與我想像中的其實差距不大，因為這個系統可以滿足我想要紀錄的東西。(A-02-20090304) 

 

慢慢認為，這是你教書的工具之一，會協助你管理，可能要一點時間，慢慢就會習慣…越不

去用它，就沒辦法學到做事的方法、記事的方法。(E-02-20090401) 

 

（三）記錄的習慣可使師生的溝通更有憑據 

      UPSST中常規、輔導以及成績管理的功能，可以記錄保存學生的日常生活

及學業表現，因此導師若平日有養成頻繁紀錄的習慣，在與學生溝通時，就

有確實的回溯憑據，因此導師們認為該系統能夠增進師生間的溝通，與使用

系統前的期待一致。 

 
我覺得績效提升方面主要是紀錄，如常規紀錄，如果有發生什麼事情可以馬上做紀錄，期末

幫助我看學生的狀況，可以回想學生的表現。(D-02-20090605) 

 

它可以數位化，有效管理學生，在呈現方面比較有憑據，在調閱時也很方便。(G-02-20090604) 

 

（四）UPSST未必能節省導師工作時間 

   雖然 UPSST 可以幫助導師紀錄各種學生資料及事件，但由於導師們在平

日正課時段十分繁忙，無法使用 UPSST，而必須利用零碎時間使用。因此導

師反而必須撥出額外的時間及心力使用 UPSST，但是他們仍肯定 UPSST 對

於增進其工作績效有幫助。 

 

這學期有很多很多的事情，連吃飯的時間可能都很少，好像沒辦法在教室中使用，所以只能 

在放學要離開的時候才會記一下。(B-02-20090401) 

 

時間管理的部份，我覺得是要額外撥時間去做，但並不是負擔，我當初選擇這樣做，其實就

是希望能夠幫助我。(F-02-2009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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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述呈現的結果發現，導師在使用UPSST前，由於對於行動科技的特性

感到好奇，也期待電子資料的記錄方式能夠整合學生的各類資訊，使他們能掌握

學生的資料，加強和學生之間的聯繫，而列印出來的資料也能符合該校期末所必

須繳交的格式。在實際導入系統近兩學期之後，導師們認為使用行動科技的門檻

不高，均能快速地適應，而UPSST的功能設計尚符合其平日的工作需求，也認為

電子式的資料紀錄能夠讓他們更有憑據地與學生溝通。由於導師們平常課務繁

忙，必須額外抽出時間使用UPSST，但導師們仍願意投注時間於其中。為釐清導

師所陳述對UPSST的態度，是否與其實際使用UPSST的情況與頻率有所落差，下

一節將分析導師使用UPSST各功能的次數，以及採用UPSST後的績效提升程度。 

 

第二節、 中學導師的 UPSST 使用行為及績效提昇 

壹、 中學導師使用 UPSST 的狀況 

一、 中學導師使用 UPSST 的時間及地點 

     在本研究尚未配給導師專用的 PDA 之前，全部的研究對象皆有行動電

話，以進行平日的聯繫。另外，雖然該校導師辦公室有數台桌上型電腦供導師使

用，由於導師人數眾多，無法分配給所有教師一人一台設備，因此若有迫切需要

使用電腦的情況，例如用電腦來編製教材或搜尋相關的教學資源等，教師們通常

會自行攜帶筆記型電腦。目前七位研究對象裡，除了導師 F 外，其他六位均擁有

筆記型電腦，並會根據自己的需求將筆記型電腦帶到校內使用。 

      和筆記型電腦相此，本研究提供給研究對象的 PDA，體積及重量十分輕

巧，因此導師們可以在處理各項事務的空檔，隨身攜帶並連上該校所建置的無線

網路來使用 UPSST。而行動科技具備的行動能力，讓導師們的系統使用不再限

於單一地點，本研究整理出研究對象的導師們使用 UPSST 的時間及地點呈現於

表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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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導師使用 UPSST 的時間及地點 
七年級 八年級          導師 

使用方式 A B C D E F G 
辦公室         
教室        

使用 
地點 

家中        

早自修         
下課         
午休         

空堂         

監考        
離校前        

使用

時間 

掃地時間        

回家是否使用

UPSST 
是 是 否 否 是 否 是 

 

（一）中學導師使用UPSST的地點 

  從表 4-2-1 可以得知，導師們在使用 UPSST 的地點大約可以分為兩類，

其一為校內環境（辦公室及校內其他教室），該校的無線網路的覆蓋地域包含

了導師室及其他的教室，在計畫進行的初期，曾經有部分的導師想嘗試將行

動載具帶到班級中使用，但發現教室內及其他處室中無線網路的穩定度及傳

輸速率均不及辦公室之後，就降低將行動載具攜帶至教室中使用的意願，逐

漸將地點轉移至辦公室。 

   另外導師們在授課之前通常會習慣趁著空檔時間回到辦公室準備下堂課

的教材，或是處理一些例行性的班務，如批改聯絡簿及輔導學生等，因此導

師們主要使用 UPSST 的地點仍為辦公室。 

   

在教室好像都沒有辦法讀到無線網路，只有在辦公室才可以，教室好像有架無線網路，但是  

不是很穩定。(A-02-20081217) 

 

只有上次有成功連上網，之後整個午休都在試…就會跳出連線，來不及輸入密碼就不見了。

(B-02-2009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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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導師們會使用 UPSST 的地點為自己家中，有四位導師會在離開校園

之後，使用 UPSST 來處理在學校內未完成的工作，其使用的方式有兩種：利

用家中無線網路，在 PDA 上面使用 UPSST，與使用 PC 版的 UPSST。 

1. 使用無線網路登入 UPSST 

有兩位導師家中有建置無線網路，所以會將 PDA 帶回家中，透過無線網路登

入 UPSST。這兩位導師表示自己家中的無線網路訊號比學校的穩定，因此偶

爾會將 PDA 帶回家中使用。 

 

有，家裡的無線網路比較穩，有帶回家用過。(A-02-20090304) 

 

 會，我家裡有無線網路，有帶回家紀錄的經驗。(E-02-20090107) 
 

2. 使用有線網路登入 PC 版的模擬網頁 

由於考量到若是導師們要在沒有無線網路的環境中要使用 UPSST 的情況，

所以提供了個人電腦版本的 UPSST，讓導師們可以網頁瀏覽的方式來使用系

統，因此就能夠繼續完成平常校內未處裡完的資料。 

 
如果剛好小孩有用電腦，就會順便用模擬版的網頁 key 一下。(A-02-20081203) 

  

（二）中學導師使用UPSST的時間 

 中學導師除了要處理班級事務，還必須配合行政單位交辦的事務，教學課

務及偶發狀況更是加重他們的工作負荷，因此他們可自由運用的時間有限。

經過近兩學期的 UPSST 導入使用後，可以歸納出導師們最常使用系統的時

段，大多在各項教學、行政配合及導師例行工作之餘，較為彈性的零散時間，

如下課時間、午休、空堂、監考、離校前等時間使用 UPSST。 

 
趁中午紀錄一些早上遲到的紀錄，像在導師室這邊就還蠻穩的，在課餘的時間來做我覺得很

方便，可能就是一個習慣，要養成這個習慣。(B-02-20081224) 

 

 



 75 

可是用的時間絕對不會在課堂上，譬如監考時就會，或是學生在自修的課程上才會去使用。

(C-02-20081224) 

 

UPSST 的特色就是導師們可以藉由「無所不在的運算能力」來獲取或記

錄即時的協助及資訊，因此研究對象在使用 UPSST 的時間主要是較具彈性的

「自由調配時間」，藉由載具及系統的行動力，善用零碎的、有限的時間片段

來使用相關的系統功能。根據研究者的觀察，若導師們想在固定的「校內主

要任務時間」使用資訊科技，主要是使用導師室的公用電腦或自己帶到學校

的筆記型電腦，來處理教學及例行性的事務，如上傳成績、繕打資料或是準

備教材等。 

   雖然行動科技有讓使用者隨時隨地使用的優勢，由於導師工作的性質以及

其可運用的時間有限，因此研究結果顯示，參與本研究的導師大多是在固定

的地點及零碎時間裡使用 UPSST。 

 

（三）UPSST整體使用頻率 

      表4-2-2為系統紀錄七位導師每月使用UPSST的天數統計（這邊的使用次

數意指每月中每日導師登入到UPSST的次數），計算的時間由2008年的11月

至2009年的6月底。由表中數據可知，在2008年11月的系統導入初期，導師們

對於UPSST採觀望的態度，使用次數不高。由於本研究者每星期拜訪研究對

象，給予他們詳盡的系統使用說明，因此歷經ㄧ個月之後，導師們的使用次

數有明顯提升，從一開始每月平均使用兩次增加到了八次。2009年1月則接近

學期末，由於導師必須處理許多教學及班級相關事務以及文件資料提交，例

如期末成績結算及製作相關文件等，因此使用頻率又下降。 

      97學年度下學期從2009年2月正式開始，在經歷寒假ㄧ段時間未使用系

統，在學期初研究者為了重建導師的使用習慣及幫助導師處理行動載具因為

久未使用而產生的硬體問題（如電池老化問題、學生資料更動等），故二月

的使用天數並不納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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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導師每月使用 UPSST 的天數統計 
97 學年度-上學期 97 學年度-下學期         使用天數 

導師(年級) 11 月 12 月 1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累積天數 

A 3 16 4 7 4 5 6 45 

B 1 8 2 5 6 3 3 28 

C 4 4 2 0 0 0 1 11 

D 1 4 0 0 2 2 0 9 

七 

E 1 2 2 1 2 1 0 9 

F 2 15 2 4 5 2 2 32 
八 

G 2 6 0 1 3 1 0 13 

總數 14 55 12 18 22 14 12 147 

      
     本研究在該校的研究期間，較具規模的活動包含家長會、閱讀好書計畫、

社團成果、木棉花節、科展競賽等。在以上大型活動及段考期間的時程改變，

對於七位導師使用UPSST的頻率，造成或多或少的影響。然而，使用次數的

數據顯示，雖然很難明顯看出導師們十分頻繁的登入系統，但部分的研究對

象（A、B、F）至少每個月會登入UPSST數次。以下將分別敘述七位研究對

象使用UPSST各部功能的實際狀況及差異。 

 

1. 行事曆提醒功能使用次數 

UPSST 中的行事曆功能主要是以每日、每週、每月的方式來提醒導師重要事

件，導師必須將希望系統做提醒的事項事先建立在系統中，由於系統導入的

11 月已經是學期過半，加上剛開始導師們習慣將整學期的事件記錄在紙本的

桌曆或行事曆中，因此從表中的數據，可以看出大部分導師僅在使用 UPSST

的初期，嘗試建立幾筆行事曆資料。從表 4-2-3 中可以發現 B、F 導師在使用

此類功能時，是在系統剛導入，以及學期前半段（97 學年 3、4 月）做學校

重要事件的輸入，在其他月份則不會登記其他的提醒項目；C、E 導師很少使

用此功能，系統記錄的七個月裡僅使用過行事曆一、兩次，其他導師則是不

定期的隨手記錄幾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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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導師每月使用行事曆提醒功能的次數統計 
97 學年度-上學期 97 學年度-下學期         使用次數 

導師(年級) 11 月 12 月 1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累積次數 

A 1 5 0 0 0 0 0 6 

B 4 3 0 3 7 0 0 17 

C 1 0 0 0 0 0 0 1 

D 1 2 0 0 2 3 0 8 

七 

E 0 1 1 0 0 0 0 2 

F 7 0 0 1 0 0 0 8 
八 

G 1 3 0 0 3 0 0 7 

總數 15 14 1 4 12 3 0 49 

 

2. 常規管理功能使用次數 

UPSST 中常規管理的功能主要分為「出缺席」、「掃地狀況」、「特殊表現」等，

導師可直接利用系統完整記錄學生平常在校的各種表現，不會因記錄在散落

各處的紙本中而遺失相關的資料。從表 4-2-4 可看出七年級導師平均每月使

用此功能 3 次，頻率略高於八年級的導師的平均每月使用 2 次。在七位導師

之中，導師 B 最常使用此功能（平均每個月約 9 次），導師 A、E、F 在系統

導入時有嘗試運用常規管理的記錄，但之後的使用頻率就逐漸降低，而其他

的導師使用的次數並不高。 

表 4-2-4 導師每月使用常規管理功能的次數統計 
97 學年度-上學期 97 學年度-下學期        使用次數 

導師(年級) 11 月 12 月 1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累積次數 

A 6 17 0 1 0 2 0 26 

B 4 19 5 13 12 5 2 60 

C 5 1 1 2 0 0 1 10 

D 1 2 0 0 2 2 0 7 

七 

E 1 4 5 4 4 1 0 19 

F 2 15 0 1 0 0 0 18 
八 

G 2 9 0 1 1 0 0 13 
總數 21 67 11 22 19 10 3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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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輔導紀錄功能的使用次數 

   中學規定學期末各班導師必須填寫輔導紀錄AB卡，而UPSST的PC版可以協

助導師將平時記錄的輔導資料批次列印，印出來的資料格式符合要求的紙本

格式，方便導師們在期末時繳交學校規定的輔導記錄文件。在系統導入初期，

所有研究對象均對此項功能表達高度期待。由表4-2-5中數據可看出導師們在

記錄輔導相關資料的習慣，通常導師們不會每天紀錄輔導內容。從與導師們

的訪談中得知，他們常是事先將與學生晤談的重點用UPSST簡單記錄，事後

再批次地做相關細節的補充記錄。由統計數據可知，導師A、F使用本功能的

頻率最高，其他導師並不如預期般地頻繁使用該功能。 

 
表 4-2-5 導師每月使用輔導紀錄功能的次數統計 

97 學年度-上學期 97 學年度-下學期         使用次數 
導師(年級) 11 月 12 月 1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累積次數 

A 3 15 2 8 4 5 7 44 

B 0 1 2 0 2 3 3 11 

C 3 1 1 2 0 0 0 7 

D 1 0 1 0 0 1 1 4 

七 

E 0 2 2 1 2 0 0 7 

F 2 13 2 3 4 1 1 26 
八 

G 2 4 0 1 3 0 0 10 
總數 11 36 10 15 15 10 12 109 

 

4. 成績管理功能的使用次數 

成績管理的功能包含了「檢視成績」、「異常名單」、「圖表輸出」等，但

是此部分的成績必須先由該校提供成績給研究者，再請程式人員批次匯入

UPSST 的資料庫中，並且導師們必須登入系統才能看到成績。另外本系統的

成績管理目前僅針對段考成績做紀錄和分析，若要處理平常成績，仍必須由

各個導師提供相關的資料，再由程式人員匯入。在尚未使用 UPSST 中的成績

管理功能前，並且由於教務處會在段考及期末考試後，將各班、全校的成績



 79 

作基本分析，發放紙本的成績單供導師查閱，因此導師們對於 UPSST 中的成

績管理的功能使用意願並不高（表 4-2-6），僅在程式人員批次輸入資料後做

成績的檢視，並未深入使用此功能。 

表 4-2-6 導師每月使用成績管理功能的次數統計 
97 學年度-上學期 97 學年度-下學期         使用次數 

導師(年級) 11 月 12 月 1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累積次數 

A 1 1 0 0 0 4 1 7 

B 0 5 1 0 0 3 0 9 

C 1 0 0 2 0 0 2 5 

D 1 2 0 0 4 4 0 11 

七 

E 1 0 2 0 0 2 0 5 

F 0 1 0 0 0 1 0 2 
八 

G 3 3 0 0 1 3 0 10 

總數 7 12 3 2 5 17 3 49 

 

（四）導師使用UPSST各部功能的歷程變化 

      由上述整理可知每位導師在採用UPSST的過程中，每月使用各部功能的次

數差異，表4-2-7為統整所有七、八年級導師在系統記錄的七個月裡，使用

UPSST各項功能的總次數，並利用折線圖的方式呈現導師們在使用UPSST的

變化趨勢，如圖4-2-1，從圖中可知，使用最頻繁的功能為常規管理及輔導紀

錄，其次為行事曆及成績管理，以下說明導師們使用這四項功能的歷程變化

（圖4-2-1）。 

 
表 4-2-7 導師每月平均使用系統各部功能的歷程變化 

97 學年度-上學期 97 學年度-下學期         使用次數 
系統功能 11 月 12 月 1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累積次數 

行事曆 3 3 0 1 2 1 0 10 

常規管理 4 11 1 3 3 1 1 24 

輔導紀錄 3 7 2 2 2 2 2 20 

成績管理 2 2 1 0 1 3 1 10 

總數 12 23 4 6 8 7 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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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事曆功能的使用歷程變化 

從行事曆功能的使用次數可以發現，導師們僅在學期初將重要的事件建立，

並未在整個學持中持續使用它來記錄新的事件，因此接下來每個月檢視事件

的次數不超過兩次，代表UPSST中行事曆的功能尚未取代導師們原來利用紙

本方式紀錄事件的管理作法。 

2. 常規管理功能的使用歷程變化 

由導師使用常規管理的次數可知，在系統的導入初期建立多筆常規資料，期

望能夠將學生的行為做完整的紀錄，雖然在下學期的使用次數不如上學期，

但常規管理記錄的使用頻率相較 UPSST 的其他功能，算是導師們較常使用的

功能。 

3. 輔導紀錄功能的使用歷程變化 

從輔導紀錄的使用紀錄可得知，在使用UPSST的初期，導師們積極建立多筆

輔導紀錄的資料。但在接近學期結束時，會因為配合行政的導師工作項目增

加（如結算成績、繳交規定報表），使用本功能的頻率就降低。在下學期，

導師們平均每月使用此功能二次，但與系統導入初期，導師們對於此功能的

期待相比，使用次數並不如預期來得多。 

4. 成績管理功能的使用歷程變化 

導師們使用本功能的使用意願較低，在系統導入初期僅登入UPSST的PC版，

簡略地觀察異常名單和輸出圖表。而由下學期的使用狀況可以發現，五月為

期末考的階段，同時八年級的學生面臨基本學力測驗的時間更為接近，因此

導師們在五月的成績管理功能的平均使用次數有三次。 



 81 

 
              圖4-2-1 導師使用UPSST各部功能的歷程變化圖 

      從訪談及系統記錄資料可發現，七位研究對象使用 UPSST 中的各項功能

會因為個人需求、班務管理等作法而有所不同，分析完導師們的 UPPST 實際使

用行為改變歷程之後，下一小節將探討導師們陳述 UPSST 對其工作績效提昇的

影響。 

貳、 中學導師自覺使用 UPSST 後的績效提升 

在導師們使用 UPSST 近兩學期後，為了了解 UPSST 是否能實質幫助導師

們提昇工作績效，除了訪談，研究者另外編製了一份自評表，請導師們評估使用

UPSST 後，自己的工作表現是否因此進步，評量表的內容分為「UPSST 幫助導

師掌握學生狀況的滿意度」、「UPSST 幫助導師利於親師及家長間的溝通的滿意

度」及「UPSST 減輕導師日常工作負荷的滿意度」，由 1 到 5 分來表示從非常不

同意到非常同意的程度，以下將分析研究對象們自覺使用 UPSST 後的績效提昇。 

一、 對於 UPSST 幫助導師掌握學生狀況的滿意度 

      針對 UPSST 包含的常規管理、輔導紀錄以及成績管理等功能，是否能有

效幫助導師整合學生的各種資料，以適時掌握學生的平時表現及狀況。從表 4-2-8

所呈現導師們在這一方面自陳的滿意度得知，平均分數最高的項目為「UPSST

有助於導師管理學生的輔導資料」，滿意度為 4.571。由於該功能列印出的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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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與該校規定繳交的文件相符，導師們普遍認為該功能確實能提升管理學生輔

導資訊的績效，減少撰寫及製作紙本文件的時間。 

 

建立起幾筆資料後，期末大家都在忙操性和輔導紀錄，有使用這個系統，至少在處理輔導紀錄這

方面就會減輕很多的壓力，很省時。(A-02-20090107) 

 

      其次為「清楚了解學生常規表現」，滿意度為 4，由前一節的功能使用頻

率數據也顯示導師們最普遍使用的功能是常規管理，導師們普遍肯定該功能可幫

助導師掌握學生表現，並且表示若平日養成紀錄學生常規表現的習慣，期末時即

易於回溯學生整學期的行為表現。 

 

UPSST 常規管理的功能可以幫助我回憶起學生在這階段的一些狀況，變得是要長時間的追朔，

就會提醒我說學生的表現，可以更細緻的去紀錄，對於評估學生方面，我覺得是很有幫助的。 

(B-02-20090107) 

 
我覺得績效提升方面主要是紀錄，如常規紀錄，如果有發生什麼事情可以馬上做紀錄，期末幫助

我看學生的狀況。(D-02-20090605) 

 

      至於「偵測學生學業成績」的功能對於提昇導師工作績效的感受最低，滿

意度為 2.714，由於成績管理的功能與該校原本現有的支援重疊，且需要透過研

究者以間接方式輸入資料，即使 UPSST 能以圖表對學生學業表現進行分析，但

導師使用此部分的頻率以及滿意度均不高。 

 
若是要老師自己額外使用，但卻沒辦法同步更新，間接輸入成績，會變成一種負擔，既然學校已

經幫你做了這件事，就不必要再作一次。(C-02-20090605) 

 

成績管理我覺得沒有，因為我們在小考、周考時就會檢測，不會拉到月考時再來做，時間太長了。

(G-02-20090604) 

表4-2-8 對於UPSST輔助掌握學生狀況之滿意度（N=7） 
工作績效面向 平均滿意度 標準差 

使用UPSST可幫助導師更清楚學生的常規表現 4.000 1.000 

使用UPSST可助於導師管理學生的輔導資料 4.571 .787 

使用UPSST可偵測學生學業成績的表現 2.714 .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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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於 UPSST 促進導師與家長、學生及同儕間溝通的滿意度 

UPSST 讓導師隨時記錄學生的日常表現，並可隨時調閱學生的各項紀

錄，還可透過 UPSST 的 PC 版本批次檢視所有資料，來了解學生表現的變化。

導師認為在促進溝通的項目裡（表 4-2-9），以「幫助和學生有效地溝通」的滿意

度最高，為 3.714。導師平日若規律地記錄學生資料，日後與學生討論時，即有

確實的紀錄能夠分析學生表現。 

 
透過這個系統設計，讓我在輸入的時候可以邊反思孩子們的狀況，如果需要和孩子做討論，也可

以用更多的面向跟他們溝通，應該是在對我做紀錄、和孩童的溝通有了改變，可以延伸我的思考

面跟範圍。(F-02-20090604) 

 

     其次為「增進同事間的溝通」，滿意度為 3.285。根據研究者的觀察，由於

大部分導師工作繁忙，平常在辦公室並不常討論或閒聊，但參加本研究的導師們

在可能會為了討論 UPSST 的使用方式及排解疑難，增加他們在空閒時互相討論

的機會，無形中也促進同儕間的溝通。 

 

有位老師平常沒有很常紀錄，如果看到我們在記錄就會很焦慮，當然我就會鼓勵她要用，這無形

中也增進了我們的溝通啦。(B-02-20090401) 

 

好處是使用了這系統，促進了同事間的溝通，因為老師們互相討論，這比較無形啦。

(C-02-20090605) 

 

     但導師們對於「幫助和家長有效地溝通」這方面則沒有表示強烈的滿意程

度，平均值為 3。雖然 UPSST 可以列出學生的所有表現紀錄，但在與家長溝通

時，往往不會直接陳述學生的表現，而是以較間接的方式來告知家長。 

 
輔導紀錄的話，當然不能大剌剌的把資料放在那邊，會私下和那些家長再描述，我們的家長都很

友善，但我也還是會避重就輕啦，這邊(系統)的呈現是如實呈現，但溝通時還是會有一些技巧。 

(A-02-20090310) 

 

當然跟家長聯絡時，也不太會把孩子的資料完整呈現，只會大略的說一下而已。(D-02-2009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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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9 對於UPSST促進溝通之滿意度（N=7） 
工作績效面向 平均滿意度 標準差 

使用UPSST可幫助和家長有效地溝通 3.000 1.291 

使用UPSST可幫助和學生有效地溝通 3.714 .756 

使用UPSST可增進同事間的溝通 3.286 1.113 

 

三、 對於 UPSST 減輕導師日常工作負荷的滿意度 

     UPSST整體的系統設計是希望提供導師們必要的資訊、建議、提醒等，幫

助導師們提昇工作績效，在直接詢問導師們「使用UPSST可提升導師的工作績效」

問題上（表4-2-10），導師們回應相當高的滿意度，為4.142。雖然從導師們使用

系統各功能的頻率紀錄來看，導師們尚未頻密地使用或培養固定使用的習慣，但

仍認為UPSST可以提升導師的工作績效。 

 
我覺得這是這整個學期都要做的…看你是要期末一次累積做完，還是平常就勤勞地紀錄，不會增

加負擔啦，就養成習慣，平常就做這樣的事。(A-02-20090415) 

 

若養成使用的習慣就會覺得是輔助的工具，使用起來不會覺得是壓力，是工具不是負擔，是對我

的績效有幫助的。(E-02-20090415) 

 

      對於UPSST是否能幫助初任導師的新手教師，給予必要的支援，如協助新

手導師了解學生的狀況及資訊，使其可花較少時間完成任務並儘快適應導師工

作，導師們大體上認同「使用UPSST可幫助新手導師或實習教師快速上手」，其

回應的滿意度平均值為3.714。 

 
像實習老師、新手老師，如果剛來到學校，對這個環境不熟，如果有這系統可以幫助他們快速了

解，一開始就讓他們建立使用PDA的習慣，他的實用性、績效度可能就會比較高。(C-02-20090605) 

 

我覺得這是一個不錯的運用，因為像輔導資料，它是需要一個長時間的紀錄，不管在將來孩子有

沒狀況，都是一個很好的依據，像班級如果中途更換導師，這個資料就可以幫助他熟悉班級。

(G-02-2009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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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使用UPSST行事曆功能可妥善安排時間」的問題，導師們的回答則

沒有明顯的提升效果，滿意度的平均值為3，因為要使用系統的行事曆必須花額

外的時間登入及記錄，無形中增加工作量，且導師仍然習慣以傳統紙本方式來紀

錄重要事件及欲執行的事項。 

 
至於行事曆的部份，我不太會用這個(PDA)，因為可以直接翻閱紙本，不會想要用機器來看一天

的事情。(A-02-20090304) 

 
表4-2-10 對於UPSST減輕工作負荷之滿意度（N=7） 

工作績效面向 平均滿意度 標準差 
使用UPSST行事曆功能可妥善安排時間 3.000 .817 

使用UPSST可幫助新手導師或實習教師快速上手 3.714 .756 

使用UPSST可提升導師的工作績效 4.143 .378 

      歷經近兩學期的系統導入，導師們實際使用 UPSST 的頻率與其在評量表

及訪談的陳述有一些落差，也與剛開始他們對於系統可提昇其工作績效的預期也

不全然相同。若要導師們改變原有的工作方式，全面例行性地採用 UPSST 於其

工作中，可能受到各種促進或阻礙因素的影響，下一節將深入探討導師們使用

UPSST 時是否歷經不同的階段，並且描述各種影響因素和因素間的交互作用。 

第三節、 影響中學導師採用 UPSST 的因素 

  導師們經過使用UPSST兩個學期後，對於UPSST的行為及態度有所改變，

以下進一步探討中學導師在使用UPSST時的影響因素及各因素之間的交互作

用，將影響導師使用UPSST的因素歸類為四大類：導師個人因素、外在工作環

境、硬體設備以及UPSST的特性（表4-3-1）。 

壹、 影響導師使用UPSST的因素類別 

一、 導師個人因素 

      本研究從訪談及觀察可發現，在導師個人的因素裡，導師們評估學生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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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使用 UPSST 的觀感、導師們個人原有處理事務/資料的習慣、個人時間運用

的方式以及對於行動科技的期待，是影響導師決定選擇使用 UPSST 的四個主要

個人相關因素。 

 
（一）評估學生對於UPSST的觀感 

      七位參與研究的導師所帶領的班級風格並不相同，為了要掌握學生的學習

狀況及促進家長之間的溝通，導師們在使用UPSST時，會先評估使用該系統

可能讓班級學生產生正面或負面觀感，因此會影響導師們使用UPSST的狀

況，例如有三位導師選擇會將UPSST帶到班級教室使用，因為平日他們會將

聯絡本或作業等紙本帶至班級批改的習慣，因此他們認為UPSST的記錄方式

如同傳統紙筆，僅是轉換記錄的方式，學生不會有太大的反應。 

 

我會直接和學生們說有 PDA 這個東西，會說這個東西會登記你們的表現。他們沒有什麼特

別反應，因為和紙本(性質)幾乎是一樣。(D-02-20090311) 

       

   而其他四位老師在計畫進行時，雖然曾經將 PDA 帶到班級中使用，但事

前並未和學生溝通 UPSST 的存在。由於該校規定除了緊急狀況外，學生不

能在課堂中使用行動電話，而本研究所提供的 PDA 外型與一般行動電話相

仿，這四位導師考量到若在學生面前使用，可能會引起學生內心的不平衡。

此外，為了避免學生以為導師拿著 PDA 隨時隨地在記錄、監視其言行舉止

而感到不安，因此他們選擇不在學生面前使用 UPSST，以免造成他們的不安

或不平的情緒。 

 

在教室學生會圍過來，我不想要在 key 資料時，讓學生覺得我好像把他們的一言一行記錄下

來，這樣學生會有點緊張。(A-02-20081217) 

 

我通常在用時都是他們在午睡了…不會在他們的目光之下使用，因為我們會告訴他們說這個

電子的東西在教室內是不能公開拿出來使用的，一種同理心啦。(B-02-2009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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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都是等談話結束後我在回來導師室使用，像我去巡查掃地工作時，也不會馬上就記錄，

有點在監視的感覺，我不太喜歡這樣。(D-02-20090107) 

 

（二）導師個人舊有習慣 

由於UPSST中包含了不同的功能，希望能提供導師們各種支援，但在使用

UPSST前，導師們會根據校務、班級現況等事項，而擁有自己獨有處理事情

的想法以及管理工作的流程，除非他們能感受到UPSST所帶來的便利性，而

願意嘗試改變現有做事的方式，建立起使用UPSST的新習慣。例如有兩位導

師認為系統中輔導記錄的功能可以確實幫助他們掌握學生的資料，因此已經

慢慢地將資料移轉至UPSST的資料庫中，也逐漸取代他們原先的作法。 

 

有習慣說去做記錄，但不會馬上做這件事，雖然之前都沒有(紙本)記錄的習慣，但現在已經

會很自然使用PDA去做這樣的事情。(A-02-20090401) 

 

慢慢習慣了…大概都能夠即時、很順手地把學生的狀況紀錄，如輔導紀錄、常規紀錄key in

進去，這種新的作法讓我覺得可以減少負擔。(F-02-20081224) 

 

若是系統內的功能無法滿足導師的需求，則導師們仍會憑藉個人舊有的習

慣來處理事務，如學期初導師們就已經習慣先將整學期的事件記錄在自己的

紙本或是桌曆中，而UPSST中行事曆的功能也未與一般的電子行事曆區隔出

獨特性（如行動電話中的行事曆功能），因此導師僅會在使用UPSST的初期嘗

試建立幾筆資料，並沒有很大的意願將事件重新挪騰至本系統中。 

 
現實不允許，一學期下來有太多的事情…尤其學期已經開始了，還是用老方法比較清楚。

(F-02-20090401) 

 

（三）個人時間運用 

從上一節關於導師使用 UPSST 地點的結果可知，導師們除了要在有限的

時間內處理例行的班級事務外，還必須兼顧教學及班級的偶發狀況，而各式

大小型的活動也不利於導師在固定的時段內使用 UPSST，因此導師個人的時

間運用會影響其在校內使用 UPSST 的決定，例如使用 UPSST 頻率較高的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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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通常都是選擇利用零碎時間登入系統使用。 

 

早自修的時候，還有掃地時間…或是隨機的時候，有和學生對談的時候再點一下這樣。

(D-02-20090107)  

 

    我要備課，改作業等等，所以每天能用 PDA 的時間就會很有限，把一些零碎時間填滿，就 

    差不多了，就做一些簡單的紀錄。(F-02-20091224) 

 

（四）對於行動科技的期待 

由於參與研究的導師們之前不用PDA，因此他們在使用之前對於此類行動

科技抱持好奇心，也表示只要創新科技能夠幫助他們提昇工作績效，會願意

嘗試使用，而不會有排斥的心理。初期導師使用UPSST的次數很高，即反應

出導師們剛開始對於此科技的好奇心以對系統的期待。 

 

平常我比較少主動去碰新科技，可是我覺得現在既然有使用這個 PDA，對我工作而言，是實 

際有幫助的，那麼就要常常拿來做紀錄，一直去使用。基本上，對於新科技不會排斥…。 

(A-02-20081224) 

 

一開始當然是比較沒接觸PDA這種東西，所以用之前覺得還蠻有好奇心的，也想看看利用這

個能夠怎麼來幫助我，目前的感受還不賴。(B-02-20090107) 

 

二、 外在的工作環境 

      除了導師的個人因素外，外在的工作環境裡亦有各種因素來促進或阻礙其

對 UPSST 的使用，大略歸為三類：導師工作的各種項目及工作負擔、一起參與

研究的同儕間的督促與激勵、研究推廣人員所提供的支援。 

 
（一）導師工作項目與負擔 

在導師的工作環境中，許多教育政策會直接影響導師的工作內容，平時導

師們也需要按照學校規定處理或配合各類業務，處理校內的固定活動或突發

事件，在龐雜的工作項目及沈重的負擔下，導師們不易養成使用 UPSST 的習

慣，而得到 UPSST 輔助並提昇其工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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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就是在忙班級的圖書，之前就有，但這學期又新增了一些書，所以需要建檔便利管理…

課很多都一直排在一起，這學期幫其他老師代課的時間、cover 的情況又變多，另外就額外

兼了一個輔導團，就無法花很多時間用系統。(B-02-20090401) 

 

最近沒時間…上個星期三四一整天都在上課，星期五早上則是去研習，回來就改聯絡簿，比

較忙碌，所以這幾天就比較少使用。(C-02-20081217) 

 

另外平日與家長的溝通也是導師例行性的工作之一，若要以電子資料的方

式記錄孩童的資料，也有導師表示事前必須和家長溝通，以免引起家長的顧

慮，在無形之中會增加了自身工作的壓力。 

 

    因為這樣的話，就必須要向每一個孩子去解釋，這是什麼東西，如果沒有解釋的話，他們可

能就會和家長說老師在上課都用這個東西(PDA)在紀錄我們的行為，我就覺得有點麻煩。

(A-02-20081224) 

 
（二）同儕氛圍 

開發 UPSST 的過程中，由於僅請兩位導師協助使用本系統，因此在這種

人數規模較小的使用環境下，就會顧慮周遭對於他們使用行動科技是否會產

生在炫耀的印象（陳蒔萱，2008）；本研究招募了七位導師使用 UPSST，在

有一定規模的使用人數之下，根據研究者的觀察，部分導師們會組成學習群

體，討論 UPSST 的使用心得以及疑難排解的問題，或是鼓勵其他較少使用

UPSST 的導師一起加入使用，這種正向的使用氣氛也會增進他們在辦公室的

討論機會。 

 
我覺得要互相提醒，尤其在這種習慣的養成階段，是很容易斷掉的，我覺得這個影響很大，

如果今天只有我一個人接受這個計畫，說不定就會比較少用，因為如果看到比較多人用，就

會想說自己是不是也來用用看，用了之後就會累積習慣。(B-02-20090401) 

 

雖然我很少問他們，但他們看到我會提醒我要記一下這樣。（E-02-20090415） 

 
（三）研究推廣人員的支援 

由於研究者在導入 UPSST 後，每週均會固定拜訪參與的導師們，幫助他

們度過採用創新科技初期的不確定感，關切其使用的狀況並給予必要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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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這種外在研究推廣人員的拜訪，也是導師們固定使用 UPSST 的驅力之一。 

 
其實還好，因為就是紀錄，也不會覺得很突兀，至少有固定的拜訪討論行程，也可以讓我多

記一些資料。(A-02-20090107) 

 

一個原因就是你每星期都會來做訪談，無形之中會驅使我們使用 UPSST 之外，其實我覺得

這樣很好，學期末還是得做這樣的事情，每個導師都得要去做，只是現在平均分配到每個星

期，每天來做。(B-02-20090605) 

 

其他老師們會笑我都不使用，所以一想到下週有人要來訪談，我就會記錄個幾筆，至少會有

個交代。(E-02-20090107) 

 

三、 硬體設備 

      在硬體設備的影響因素裡，包含了無線網路是否穩定、行動載具的功能

性，如程式反應的速度、蓄電量的多寡以及螢幕畫面的大小、輸入法的切換是否

精確等，均會直接影響導師使用 UPSST 的動機。 

 
（一）無線網路的穩定度 

雖然該校建置有無線網路，訊號的範圍涵蓋學校各個處室，但導師們使用

的反應顯示，除了導師室的收訊品質較穩定外，其它地方有時會收不到訊號

或是訊號強度微弱。根據研究者實際觀察，研究進行期間曾經發生過整日無

法連上無線網路的情形。因此，導師經常必須挪移到足以收到訊號的方位，

或是得額外花費時間才能登入 UPSST，造成使用上的不便。  

 
學校網路的確很不穩定，很多地方都收不到，所以有時候要常常開機，換個位置才可以撿到

十分鐘輸入的機會。(F-02-20090410) 

        

（二）行動載具的特性與限制 

如前面所述，導師們個人對於PDA這類行動科技有好奇心，並期待UPSST

系統可以幫助他們提昇工作績效。當導師們使用UPSST後，均表示PDA的作

業系統類似於與一般電腦的系統，因此操作起來沒有太大的適應障礙，UPS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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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設計也讓他們能很快地上手，表示此科技與系統在使用上的技術門檻低。

而他們在回答問卷時，對於「進入行動科技的門檻不高」這個項目的同意程

度平均為4.571（表4-3-2）（同意的等級為1到5，5表示非常同意），可見導師

們認為使用PDA或UPSST並沒有太大的阻礙。 

 

對，我覺得很容易上手，跟其他電腦科技相比，操作算蠻簡單的。(G-02-20090604) 

 
平常用電腦，其實都已經很習慣了，PDA 跟電腦手機那些都很像，只要能夠快速穩定好用 

我覺得使用這個不會很困難。(B-02-20090605) 

 

對，我覺得很容易上手，跟其他電腦科技相比，操作算蠻簡單的。(G-02-20090604) 

 

但實際使用了兩學期後，再次調查導師們想採用的科技項目是否有所不

同，發現導師們普遍對於PDA的滿意度不高，僅有2.857，代表著他們仍會傾

向使用NB或是PC處理班級的事務，因此他們在後期使用UPSST的頻率相較

於前期明顯降低，自覺養成使用UPSST習慣的程度僅有3。 

 
  表4-3-2 導師對於行動科技的看法（N=7） 
對於行動科技的看法敘述 平均數 標準差 

進入行動科技的門檻不高 4.571 .535 

相較於NB或PC，PDA會是我比較想用的科技 2.857 1.574 

我已經養成每週/每日使用PDA的習慣 3.000 1.291 

 

相較於桌上型電腦或筆記型電腦，行動載具如 PDA 在硬體功能上顯著不

及，導師們在使用中的過程中會感受到行動裝置的處理效能遠不及其習慣的

資訊科技標準，因此認為行動設計的記憶體不足、程式反應速度較慢等。此

外，他們覺得無線網卡容易鬆落，無法順利接收無線網路的訊號。  

 
劣勢就是機體穩定度，還有程式處理的速度，如果這些都解決了，我相信這絕對是很好用的   

東西。(C-02-2009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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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時候會想說怎麼都連不上無線網路，結果研究了很久，才發現原來根本無線網卡沒有

卡緊，就在一直想辦法要連上線，很容易忘記要先檢查。(G-02-20090604) 

 

   由於電池的老化，在每星期的拜訪中，研究者時常聽到導師們抱怨電池蓄

電力不佳的問題。若他們ㄧ段時間未使用 PDA，系統內的 UPSST 程式即會

因為電力耗盡而消失，就必須透過記憶卡進行還原的動作才能再登入系統，

耗費導師們更多的時間。 

 

但就是機器上有問題，系統也不穩定，過一段時間就沒電，常常要備份還原，一直在做這些

重複的動作。(G-02-20090420) 

 

   考量到行動載具攜帶的輕便性，PDA 的螢幕尺寸與解析度較小，因此導

師們覺得 PDA 的螢幕大小不易閱讀 UPSST 內龐大的學生資訊，通常要透過

下拉式的選軸才能瀏覽欲查閱的資料，而這樣的操作較不方便，在觀看資料

時也較為困難。 

 

畫面不是說非常大，希望可以像電腦那樣，而不用都要拉捲軸，但是很難兩全其美，可以又

大又清楚。(A-02-20081203) 

 

機體問題，操作介面要更大、清楚，太小看起來不習慣。(G-02-20090604) 

 

   從上一節導師們使用 UPSST 的功能次數可得知，常規管理及輔導紀錄為

他們使用最頻繁的功能，導師們除了勾選內建的選項外，也會利用觸控筆補

充額外的文字敘述。他們表示由於切換輸入法以及等待手寫辨識的時間及精

確度等問題，會使他們傾向使用傳統的紙筆記錄。 

 
但是在輸入法的部份，比較沒有這麼方便，便利性沒有想像中這麼快，就要等，按一個按鍵，

(例如選擇日期、時間)，所以一有資料時，反應的速度不快，就要花我一兩分鐘，如果資料

一多，我可能就想用筆，或筆記本更快。(C-02-2009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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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UPSST 特性 

除了硬體設備因素之外，UPSST 系統的特性也影響導師們採用 UPSST 的

意願。由於 UPSST 的開發是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設計，考量該校的文化、導師的

工作習慣，以輔助導師任務為設計目的，因此 UPSST 的一些功能特性確實能促

進導師們採用此系統，本研究者將 UPSST 有助於導師使用的特性歸納為：即時

記錄的便捷性、協助導師掌握學生表現、列印格式能支援導師工作三類；然而，

系統的部分設計未能彰顯績效支援的特殊性、系統資料的更新速度與程式錯誤、

電子資料的安全性，則讓導師對於 UPSST 的使用有疑慮。 

 
（一）即時記錄的便捷性 

由於行動科技具備體積小以及攜帶方便的優勢，因此導師們若要即時紀錄

學生各項狀況，即可在無線網路的傳輸環境中整合各類的資料。雖然在上述

中導師提到該校的無線網路不穩定，會影響他們的使用意願，但仍認為若在

基礎建設穩固的前提之下，UPSST 即時紀錄的便利性確實能減輕導師的工作

負擔。 

 
用 PDA 我是覺得很方便，因為平常都是手寫，因為到期末很忙，一直要趕 AB 卡，平常的零

碎時間也很有限，現在有這個就會想說不用花到五分鐘，就可以把資料 key 進去，還蠻方便

的。(A-02-20081224) 

 
我覺得方便，替代筆書的想法是可以嘗試的，可以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E-0220090506) 

 
（二）協助導師掌握學生表現 

常規管理以及輔導記錄均能登記學生平常的表現，若導師平日有養成使用

UPSST 或是隨時登記的習慣，臨時想要調閱資料或是期末想對班級學生做回

顧性的檢視，即有確實客觀的憑據能幫助導師釐清學生的日常表現。 

 
就像說如果有一個同學遲到，你知道他好像遲到，但是不確定次數，等到學期末如果有用

UPSST 紀錄的話，你會知道確實的紀錄，有助於最後學期末在寫評語時會很客觀。

(B-02-2009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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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輔導紀錄有個優點，就是如果臨時想要紀錄，可以幫我記錄時間和大略的內容，事後

幫助回想很有效。(D-02-20090311) 

 

經由觀察導師紀錄輔導以及常規資料的習慣後可發現，通常導師們不會

每天立即紀錄完整的事件內容，而是事先會將與學生晤談的重點簡略記在系

統，事後再批次地做相關的補充。雖然導師們認為這個步驟無形中花費紀錄

的時間，但另一方面也可以思索學生當下所發生的事件及對照系統提供的事

項做回憶，在反思資料的過程中，可加深導師們對於學生平日表現的掌握。 

 
會在腦中思考文字的堆砌，會想通不通順，用寫的會比較詳細，紀錄實質發生了什麼事情，

UPSST 的話是會幫你做好分類，譬如家庭因素，可是如果我在紙筆紀錄的話，就會更詳細

去說明。(C-02-20090304) 

 
我會思考這個孩子，是因為什麼因素、不當的言行，讓我必須要記錄到系統之中，我會再過

濾一次，以精簡的方式再輸入，我覺得有達到自我省思，系統內建的形成因素能幫助我再

review 一次。(F-02-20090415) 

 

（三）列印格式能立即支援導師任務 

UPSST 的輔導記錄功能中，導師只要將平日註記的資料搭配 PC 版的輸

出，期末即可減輕製作紙本資料的負擔，而印出的文件也符合學校所規定的

格式，因此加強導師們使用此功能的動機，導師們也認為此功能可支援期末

工作，提昇績效。 

 
有提升效能，減少（期末）紀錄的 loading。(A-02-20090107) 

 

我覺得最好的方式就是我可以不用寫 B 表，學期末只要列印貼上就好，如果想要查資料可

以直接去點選，不用再去翻，拿出來就知道狀況。(E-02-20090415) 

 
（四）部分設計未能彰顯績效支援的特殊性 

雖然導師們認同上述的常規管理及輔導紀錄功能對其工作績效的幫助，有

些 UPSST 功能並未得到導師們一致的認同，例如導師們認為 UPSST 中的行

事曆功能未突顯績效支援的特性，他們也不傾向利用行事曆功能來安排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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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間行程，仍選擇利用傳統紙本來做時間管理。 

 
因為要記進去的事情太多了，這學期的東西我已經放到這個東西裡面了(桌上的行事曆)這樣

才不會遺漏，如果還要再寫一次到 UPSST 中，會更花時間，除非有很高的特殊性才會想來

做做看。(F-02-20081224) 
 

該校教務處會定期在段考後將班級成績排名，製作班級的成績表，導師

也會自行製作成績單發放給學生及家長查閱，因此導師們認為 UPSST 的成

績管理系統與學校現有的做法重複性高，會讓導師較無意願使用成績管理的

功能。 

 
既然學校已經幫你做了這件事，就不必要再作ㄧ次。(C-02-20090605) 

 

其實我覺得這部份不必做，因為成績單上面已經有班級學生在各科上的表現，我是覺得實用

度不高，原本成績單就夠了，而且分析的夠清楚了。(F-02-20090506) 

 

（五）資料的更新速度與程式錯誤 

而且由於該校基於系統安全性考量，不允許 UPSST 與現有校務系統資料

庫連結，做資料的即時更新，因此必須透過研究人員才能將學生基本資料及

成績輸入 UPSST 的資料庫，目前 UPSST 中的學生基本資料及成績需透過研

究者更新，多位導師表達若是 UPSST 能夠與該校的校務系統即時更新，共享

資訊的上傳及下載，會更加深使用的意願。 

 

成績管理的部份，如果輸入成績有和教務處同步更新，會還蠻不錯的，但現在還不行做到這

種程度，很可惜，若是要老師自己額外使用，但卻沒辦法同步更新，間接輸入成績，會變成

一種負擔(C-02-20090605) 

 
當然如果未來成績有建立進去，可以和教務處那邊連線的話，會想多嚐試看看。

(A-02-20081224) 

 

 

另外在使用 UPSST 的期間，經常發生程式錯誤的問題，然而本研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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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支援有限，並無法在第一時間修改程式，此系統維護狀況，會減弱導師們

對於 UPSST 的期待。 

 
技術人員可以增加，因為系統修改的速度不夠快，沒辦法即時修改需求，就會覺得有點失望。

(F-02-20090604) 

 

（六）電子資料的安全性 

UPSST中的電子資料涵蓋了學生各類個人資訊，因此導師們會顧慮登記

完後有心人士是否會透過網路，竊取學生的個人資訊，讓導師格外擔心自己

運用UPSST時，處理資料的詳細程度可能會影響到學生的資訊安全。 

 
資料如果不見沒關係，我怕的是孩子們的資料會外洩，所以不會紀錄太清楚，以自己看得懂

就好，不會鉅細靡遺地敘述，是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調整。(F-02-2009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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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影響導師採用 UPSST 的因素彙整 
影響因素分類 因素細部分類 因素性質 因素內容描述 

評估學生的觀感 阻礙 
顧慮在學生面前使用 UPSST 時，學生

可能有的觀感或不安情緒等。 

導師個人舊有習慣 促進/阻礙 
導師原有的個人做事方式，如記錄及處

理學生各類資料的作法。 

個人時間運用 促進/阻礙 導師個人在校的時間運用方式。 

導師個人因素 

對行動科技的期待 促進 
對於創新科技影響教學工作的看法，如

對科技的好奇心及對 UPSST 的期望。 

導師工作負擔 促進/阻礙 導師任務相關的各類工作項目及負擔。 

同儕氛圍 促進 與參與本研究同事間的溝通、討論。 外在工作環境 
研究推廣人員的 
支援 

促進 
創新推廣人員每週固定拜訪所提供支

援的行程。 

無線網路的穩定度 阻礙 
包含無線網路覆蓋的範圍、無線傳輸的

強度等。 

硬體設備 
行動載具的特性及

限制 
阻礙 

主要是行動載具的限制，如電池蓄電

量、機體運作的穩定度、螢幕介面的大

小，以及輸入法切換、手寫辨識功能是

否精確。 

即時紀錄的便捷性 促進 
行動科技的可攜性，方便導師隨手記錄

/列印資料。 

協助導師掌握學生

表現 
促進 

常規及輔導功能幫助導師掌握學生表

現，並幫助導師反思。 

列印格式可立即支

援導師任務 
促進 

UPSST 搭配 PC版本的列印文件可馬上

支援導師的期末工作 

部分設計未能彰顯

績效支援的特殊性 
阻礙 

部分的功能未能與現有的做法、科技區

隔出 UPSST 的績效支援特性。 

資料的更新速度及

程式錯誤頻率 
阻礙 

UPSST 的程式錯誤修改及程式的更新

速度。 

UPSST 特性 

 
 

電子資料的安全性 阻礙 
顧慮 UPSST 內學生個人隱密資料的安

全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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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影響因素間的交互作用 

參與本研究的導師們在 UPSST 入校園後，其舊有的個人做事習慣、時間

運用方式等皆受到衝擊。從導師們使用 UPSST 的時間、地點以及頻率後可發現，

導師們在前期對於 UPSST 的行為以及態度與後期不同，導師們的 UPSST 使用也

受到各種內外在的阻礙及促進因素影響。以下將探討影響導師採用 UPSST 因素

間的關係在採用前、後期的差異。 

一、 前期影響導師採用 UPSST 因素間的關係 

在初期導入UPSST時，導師們均對於運用此類創新科技於其工作抱持好奇

心與期待，希望藉由UPSST協助處理各項事務，減輕他們的工作負擔。在研究初

期，本研究者時常拜訪導師們，而因此參與的導師們會主動了解UPSST的相關功

能與訊息，以及嘗試建立資料，因此在第一學期時導師們的行為及態度上，表現

出對於此類科技高度的接受意願。 

在實際使用UPSST一段時間後可發現，導師們在運用UPSST上，會受到四

項因素的影響：導師個人因素、外在工作環境、硬體設備以及UPSST的特性，如

同前期採用的影響因素關係圖（圖4-3-1）顯示（實線表示影響程度強，虛線表

示影響強度弱），剛開始這四項因素會直接影響導師們使用UPSST的意願。 

在Rogers（1995）的研究中指出，創新接受程度高的群體較能跨越創新初

期所帶來的不確定性，而根據研究對象們表示，由於該校的政策鼓勵導師利用資

訊科技教學，他們對於科技接受度高的情況下，認為PDA的操作介面如同一般作

業系統，很容易進入行動科技的門檻，所以一開始導師們還是會積極嘗試建立資

料，並不會因為外在繁忙的工作環境而減少使用UPSST的次數，而是希望UPSST

可以發揮績效支援的特性，減輕他們的工作負擔。從上節的UPSST使用頻率可看

出導入系統一個月後的使用明顯增加，可見剛開始外在工作環境與個人因素間的

交互作用較不明顯（以虛線箭頭表示）。 

在初期，UPSST及載具的特性，與導師們的外在工作環境以及與導師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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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看法或期待，存在著交互作用（以實線箭頭表示），例如有兩位導師認為UPSST

隨手紀錄的特性可以幫助他們在有限的時間做簡短的摘記，符合他們的工作生

態，因此一開始就因為想嘗試系統功能性，而慢慢改變他們記錄與處理學生資料

的方式。 

 
用 PDA 我覺得很方便，因為平常都是手寫，因為到期末很忙，一直要趕 AB 卡，工作也很忙，

平常的零碎時間也很有限，現在有這個就會想說不用花到五分鐘，就可以把資料 key 進去，還蠻

不錯，如果到時候真的可以讓我省做 AB 卡的時間，會覺得非常方便。(A-02-20081224) 

 
當然一開始接受計畫，就是希望可以增進我處理資料還有掌握學生的狀況，就算現在工作很忙碌

我覺得還是要抽出時間來使用這個東西（UPSST），看看功能是不是就像你們說的能夠幫助我，

不能一開始就說因為太忙不能使用什麼的…我覺得（一開始）逼迫自己養成習慣使用是很重要的

事情。(B-02-20081217) 

 

      UPSST 的特性是以數位化的建檔方式取代傳統的紙筆記錄，在強調資訊

安全的情況下，有兩位導師會評估此特性是否會影響到他們的工作任務，例如為

了要消除家長們的顧慮及保證資料安全，必須花費額外的心力與家長溝通，無形

中增加了他們的負擔。 

 
但由於輔導紀錄所牽涉到的是屬於個人隱私的部份，所以我會把資料記得比較表面，比較詳細的

內容我會直接和學生和家長溝通，這樣如果家長到時候質疑我例用電子方式記錄的話，至少可以

保證利用 UPSST 的方式是很安全的，但其實利用這樣的作法，某種程度是不輕鬆。(F-02-20090107) 

 
另外一開始用這個東西，會有點顧慮他資料的安全性，雖然班上同學知道老師會用這個東西來做

登記，可是也要考慮到家長會不會 care 資料洩漏、安全性的問題，所以之後要和家長溝通的話，

應該又會花另外的時間。(G-02-20081225) 

 

     導師之間除了討論如何排除系統或載具的疑難外，也會討論 UPSST 的功能

是否能真正支援他們的期末工作。例如在計畫的進行中，曾經有導師發現部分的

輔導記錄列印表格不符學校的文件樣式，而尋求研究者的支援與協助。因此

UPSST 系統特性以及外在工作環境的因素，均會影響導師們對於 UPSST 系統的

功能性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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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快接近期末了，有和另外一位老師討論說，印出來的表格和原本的差異，我們三個老師就在

一起討論老半天，希望是不是能夠透過你這邊或是程式那邊的人做修改，能讓欄位對齊。

(A-02-20081224) 

 

由於該校的無線網路不穩，加上行動載具蓄電量不足、螢幕大小及手寫輸

入辨識及切換等因素影響，讓導師們難以建立使用UPSST的習慣。若基礎資訊建

設不穩固，會阻礙UPSST績效輔助的優勢，也會減弱導師們對於此類科技的信任

感，因此硬體設備的問題是初期最主要影響導師們使用UPSST的障礙因素。 

 
另外就覺得有時候想在外面用，可是沒有無線網路，像學校有無線網路的地方學校只有幾個點

有，像教室學校的無線網路也不方便，有一次我在監考想說來用一下，但是發現就沒網路，這樣

讓我很難持續使用下去。(C-02-20081204) 

 
覺得PDA的蓄電量不夠，早上我充電時90%，現在已經30幾%了，電池需要換了，如果使用功效

只存在一個半小時，代表我們只能使用UPSST一個半小時，這樣實用度就不高了，讓我很難在有

空的時間善加利用這個系統。(F-02-20081224) 

 

     圖4-3-1 前期採用UPSST的影響因素關係圖 

 

硬體設備 

UPSST 特性 

使用 UPSST 的 
次數、頻率 

個人因素 

外在工作環境 

UPSST 基礎建設 

虛線代表交互作用弱 

實線代表交互作用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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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後期影響導師採用 UPSST 因素之間的關係 

      使用 UPSST 一學期後，導師們均能熟練地使用它，他們口頭肯定 UPSST

對於導師工作效能提升有正面助益，但每位導師的使用的次數有所不同，表示導

師們對於行動科技的採納處於不同的階段。 

本研究者等到導師適應接受 UPSST 後，就淡出主導鼓勵採用的態度，而

導師之間的討論也能順利排解 UPSST 的大部分問題，從圖 4-3-2 中可顯示硬體

設備以及 UPSST 特性兩個主要的「UPSST 基礎建設」因素的影響程度已經減弱。 

 
如果那個星期學生有些狀況，然後有空就會紀錄，但沒有事件就不會刻意紀錄，連線問題就那些，

就備份還原就好。(A-02-20090415) 

 
缺點就是之前提的，系統不穩定、機器不夠好，另外架設系統、更新系統的速度太慢，學校的無

線網路不穩，我覺得是外在硬體的部份，軟體的部分有給了很多意見，但其實這些問題因為常出

現，不意外這些狀況的發生，如果系統連不上線沒關係，就等之後可以連我再記錄，基本上算是

養成習慣後就都還好。(F-02-20090310) 

 

然而在持續繁忙的外在工作環境中，各項任務負擔仍讓導師們耗費心力，

若導師能感知 UPSST 對其工作績效提昇有實質的助益，就願意改變原有的習

慣，而習慣利用 UPSST 建立資料。 

 

我覺得我有培養先把事情記錄起來的習慣，就算現在平日事情繁忙，我也還是會自動拿出來 PDA

做記錄，如果這堂下課太忙沒空，就會找有空的時間 key 一 key。(A-02-20090304) 

 
以前就是想到事情要記錄，就是拿一張便條紙寫一下，便條紙如果不見的話，這件事也就跟著忘

記，沒有系統化的方式，我覺得機器已經讓我養成一個習慣，要例行性地去紀錄，和作一些事情。

(B-02-20090304) 
 

反之，若系統無法讓導師感受到便利性，導師就會恢復原先慣用的策略及

科技來處理事務，相對減少使用 UPS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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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有記一些在 PDA 裡，但現在又沒有了，所以習慣又變回以前的方式了，是真的有一直在處

理孩子的問題，也想要紀錄，可是如果剛好遇到機器有問題，將錯就錯，就沒使用了。

(E-02-20090506) 

 

一開始我的期望值是很高的，後來等到我拿到後，我覺得一點都不好用，就不想用，大部分還是

用舊的方法解決。(G-02-20090420) 

 

因此，在經歷一學期的使用後，外在工作環境對於導師個人因素的影響逐

漸加強，例如使用頻率較高的導師會抽空、願意利用零碎時間登入系統使用；而

使用頻率較低的導師，即便有零散時間，仍不會積極使用 UPSST，而是傾向用

舊有的工作方式來處理事項。因此導師們對於行動科技輔助其工作的接受程度並

非不變，後期影響導師們能否持續使用此類科技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導師的個人

因素（以實線箭頭表示）。 

 

     圖4-3-2 後期採用UPSST的影響因素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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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本章敘述參與研究的導師們在使用UPST的過程中，其行為以及態度的改變

歷程，說明七位導師的工作狀況以及UPSST使用的頻率變化。雖然導師們尚未全

部養成使用UPSST的習慣，UPSST對於他們工作績效的提升也有差異，研究結果

可發現，導師們認為此行動科技的門檻不高，能夠快速適應使用UPSST。他們對

UPSST的採納會受到個人因素、外在工作環境、硬體設備及UPSST等因素的直接

影響，各因素在系統採用初期與後期也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力與交互作用。初期影

響導師採用UPSST的最主要因素為UPSST的基礎建設，後期決定導師是否能持續

使用UPSST的關鍵要點，則是導師個人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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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中學導師採用行動科技支援的「導師績效支援系統」的行

為及態度改變歷程，並探討使用此行動科技應用的影響因素以及因素間的交互作

用，本章將針對第四章的研究結果：「中學導師的工作狀況及使用UPSST 的態

度」、「中學導師的UPSST使用行為及績效提昇」以及「影響中學導師採用UPSST

的因素」等，於第一節彙整發現並做進行討論；第二節則針對研究成果，提出未

來的研究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與討論 

      陳蒔萱（2008）在其研究中招募兩位導師參加研究，根據校園文化及導師

們的工作習性，發展出一套輔助導師績效的UPSST，進行系統的反覆修正。陳蒔

萱並嘗試引用Rogers（1995）的創新擴散理論，歸納影響兩位導師採用此類科技

的因素。然而要順利地導入一項新科技於組織中，往往需要給予組織成員充足的

時間，為了更清楚了解此類績效輔助的系統擴散至教學場域的歷程及影響因素，

以及各項因素間彼此的交互作用，本研究招募了七位導師，根據他們近兩個學期

的實際使用UPSST的情況，以及他們自陳對此應用的看法，試圖了解UPSST對於

提升導師工作績效的程度。以下根據研究結果，依序回答四個研究問題： 

一、 中學導師使用 UPSST 的態度及行為改變歷程 

      中學導師在校工作繁雜，能運用的時間也非常有限，為了妥善處理教學及

班級的相關事項，導師會利用各種方式調配工作的時間及進度，而在導入 UPSST

之後，導師們是否認同這種創新科技能夠幫助他們善用時間及減輕工作負擔呢？

以下將歸納導師們在系統導入前後對於行動科技以及 UPSST 輔助導師工作的看

法和態度。 

（一）使用UPSST的態度改變歷程 

在未使用UPSST前，導師平日較少接觸如PDA的行動科技，研究發現，由

於該校的政策積極鼓勵教師們利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因此參與研究的導師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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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對於新科技有高接受度，認為創新科技如果能夠幫助教學管理，願意嘗試

使用。因此他們一開始期望UPSST可以幫助他們掌握學生常規的狀態，並協

助處理班級事務；另一個影響他們決定採用UPSST的關鍵點，則是接近學期

末，學校規定導師必須根據學生的日常表現製作輔導AB卡，若能平日規律地

使用UPSST登記學生的表現，期末就可直接使用UPSST的PC版本列印出符合

格式的輔導資料，減少導師們處理期末學生資料的時間。 

   UPSST為一實務導向的輔助工具，如同何俐安及郭宗賢（2006）在其研究

中認為績效支援系統的目標並非給使用者突破性的新功能，而是能夠適時根據

使用者的需求，給予適當的支援。在實際使用UPSST一段時間後，部分導師認

為UPSST能滿足他們的需求，貼切校園的工作生態，但也有導師對於這種科技

有不同的看法。普遍而言，導師們認為行動科技的作業系統及操作方式類似其

他資訊設備，代表使用UPSST的技術門檻不高，導師們均能很快上手使用。對

於系統的感受則是認為現有的功能大部分能支援導師的工作績效，而且電子式

的資料紀錄能夠促進師生間的溝通，提供客觀的憑據並能掌握學生表現。但是

使用UPSST未必能幫助導師們節省工作時間，必須花費額外的時間登入系統。

總結來說，導師們自陳的觀感指出，他們肯定此類績效輔助的行動科技能對工

作有正向影響。 

（二）使用UPSST的行為改變歷程 

有別於傳統的資訊科技，行動載具有著輕巧容易攜帶的特質，使得導師們

可以攜帶PDA遊走於校園各處室，因此初期研究對象表達願意將行動載具帶到

教室使用，然而經過一段時間再調查導師們使用UPSST的地點後發現，受限於

其他地方的網路覆蓋強度不及辦公室，他們最常使用系統的地點為導師室，並

且若無法即時搜尋到無線訊號，會利用有線網路登入使用PC版的UPSST。 

從研究對象使用 UPSST 的頻率來看，在系統導入的初期導師們對於此行

動科技應用似乎抱持較高度的期望，在前兩個月較為積極地建立資料，使用

次數有明顯增加。但寒假有一段時間未使用系統，就必須重建使用 UPSST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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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並給予因久未使用系統所產生硬體問題的支援。再者，下學期校內活

動及段考時程的改變，均會影響七位導師使用 UPSST 的方式，而登入次數與

上學期相比減少許多。 

在導師們使用 UPSST 各功能的頻率來看，導師們使用次數最多的功能分

別為輔導記錄以及常規管理，因為此兩項功能是累積平日學生出缺席、打掃

狀況、輔導表現等紀錄，可直接提供導師期末評估學生表現的依據，因此他

們一開始有建立許多筆資料，希望能夠完整記錄學生的常規，但下學期的使

用次數明顯低於上學期。 

行事曆以及成績管理則是較少使用的功能，雖然這兩項功能乃是按照該校

的課程作息及成績單項目設計，但導師們僅在一開始嘗試建立幾筆資料，並

未持續使用這兩項功能，來安排例行的任務及觀察學生的成績表現。對於此

兩項功能，導師們在兩個學期的使用次數都不多。 

二、 UPSST 對於中學導師的績效提昇程度 

      針對研究對象們使用 UPSST 後，自覺績效提昇的面向分述如下： 

（一）UPSST有助導師掌握學生的常規及輔導記錄 

七位導師們最常使用的功能為常規管理以及輔導紀錄，也普遍認為這兩項

功能最能提昇他們的工作績效。在輔導記錄的使用方面，導師表示在學期末最

能感受該功能帶來的便利性，透過UPSST的PC版本將平日記錄的輔導資料批

次列印，確實支援他們的期末工作，明顯減少製作期末記錄報表的手續及處理

時間，因此符合他們一開始對此功能的期望。另外，從使用的次數得知，導師

們最常使用的為常規管理功能，也肯定該功能能夠加強與學生交流，讓師生之

間的溝通更有憑據。綜合上述，導師們認為UPSST對掌握學生常規及輔導資料

的處理，有實質提昇工作績效的作用。 

（二）UPSST有助於師生及同儕導師間的溝通 

誠如上述，UPSST能夠讓導師隨手記錄學生的表現，幫助他們和學生有效



 107 

率地溝通，避免導師僅憑主觀的印象評定學生的表現。另外根據本研究的觀

察，由於大部分時間導師的工作繁忙，不常在辦公室與同事討論，陳蒔萱（2008）

的研究結果顯示，研究對象僅有兩位，他們會顧慮同儕教師對於他們使用行動

科技的觀感，所以不會在辦公室裡交流使用UPSST的心得。但參與本研究的

導師有七位，他們彼此會溝通交流關於如何排解UPSST的疑難及使用的感

想，形成研究對象間的學習群體，增進討論的機會。 

（三）UPSST能扮演輔助導師工作的角色 

UPSST的主要目的是提供導師們即時的資訊和提醒，在其繁忙的工作中給

予必要的支援，雖然從系統記錄中可知導師們尚未頻密依賴UPSST，也並非

所有導師都養成固定使用UPSST的習慣，但大體而言，導師們肯定UPSST能

夠扮演輔助導師工作的角色。如同Brown（1989）及Gery（1996）認為EPSS

能提供解決問題的立即性資訊及回饋，以一種鷹架輔助的方式來支援導師，

或是給予初次擔任導師的新手教師協助他們了解班級的學生狀況，使其可花

較少時間完成任務，提升工作效能。因此導師們可以視其需要及習慣，讓

UPSST可以適時、適量地輔助其工作。 

三、 影響中學導師使用 UPSST 的因素 

     研究導師們實際使用 UPSST 兩學期後，歸納出四個主要影響導師採用

UPSST 的原因：導師個人因素、外在工作環境、硬體設備以及 UPSST 的特性。

以下以影響導師們採用 UPSST 的促進以及障礙因素做說明。 

（一）促進使用UPSST的因素 

促使導師們一開始使用UPSST的主要理由之一為對系統及行動科技的好奇

心。由於他們較常使用桌上型或筆記型電腦來處理工作，對於UPSST所採用的

行動載具，以及能協助導師管理事務的系統抱持高度好奇心。根據徐子淵及邱

貴發（2008）的調查，有行動能力的設備為中學導師偏好的資訊科技條件，導

師們可以在有限的時間內摘記所需的資訊。因此剛開始使用UPSST時，導師們



 108 

表示他們非常期待這種創新科技對於其工作的影響，使用頻率也顯示導師們一

開始是積極地使用UPSST來做紀錄。 

由於UPSST的系統開發是根據使用者為中心的設計概念，設計的功能符合

該校的文化及導師的工作習慣，導師們認為此類績效輔助系統具備即時紀錄的

便捷性，方便他們簡短摘記學生的各種表現。UPSST中常規以及輔導紀錄的功

能除了協助導師掌握學生的日常表現，期末也能使導師們的資料處理工作更加

輕鬆。此外，導師們在紀錄學生資料的同時，也促進他們省思自我工作的表現。 

另外，如同陳蒔萱（2008）在其研究中引述King（2002）以及Sweeny（2003）

的說法，認為為了要讓使用者能夠快速熟悉系統，必須適時地給予示範及讓使

用者適應科技的機會，因此在系統導入過程中，為了幫助導師建立起使用

UPSST的信心，本研究者會固定拜訪導師，提供系統支援及關切其使用狀況。

部分導師們也形成學習群體，互相討論使用UPSST的心得，並給予較少使用系

統的導師支持與鼓勵，這種協同合作的使用方式也營造出正向的使用氣氛。 

（二）阻礙使用UPSST的因素 

      Brickner（1995, 1999）在其研究中提及，當導師面臨一項新的科技時，通

常會經歷的阻礙因素可分為第一層及第二層的阻礙（first- and second-order 

barriers）。在本研究的結果裡，第一層的阻礙來自於軟硬體的阻礙，例如無線

網路的不穩定以及行動載具本身限制等硬體問題，由於該校的無線網路訊號

並未完全覆蓋校園各處，在傳輸強度不一的狀況下，導師們必須花費額外的

時間和力氣才能連上網路。另外他們也認為行動載具的效能不及慣用的資訊

科技，例如電池蓄電量、機體運作的穩定度、螢幕介面的大小、輸入法切換、

手寫辨識功能等硬體問題。而程式修改的速度以及系統的更新頻率等，也都

會影響他們對於此類行動科技的採用與信賴。 

第二層的因素則和導師們現有的工作習慣以及態度有關，UPSST系統的部

份功能設計未能與有些導師的現有的作法區隔，無法彰顯出其績效支援的性

質。另外，由於導師平日所帶領的班級均不相同，為能夠順利掌控學生的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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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及和家長的聯繫，導師們會評估學生對於他們使用此類科技登記常規表現

的看法，會盡量避免在學生面前記錄，也不利導師們養成使用此類科技的習

慣。而且導師們還會顧慮數位化資料的安全問題，擔心會洩漏學生的個人資

訊，這些現有的工作習慣、個人態度等第二層阻礙因素，影響他們對UPSST

的採用。 

四、 因素之間的交互作用關係 

      從導師使用的次數，可看出導師們在前後期使用 UPSST 的狀況有所差

異，以下分成前後期來說明影響導師採用 UPSST 的因素之交互作用。 

（一）前期因素間的交互作用 

      導師們在初期使用UPSST時，由於對於系統不熟悉，也因為行動載具電池

蓄電量不足、系統必須經常還原等問題，加上校內的無線網路訊號不穩，研

究者時常必須給予心理上的支持以及系統方面支援。因此在採用初期，導師

個人因素、外在工作環境、硬體設備以及UPSST的特性等因素，直接影響他

們使用UPSST。 

      導入的初期，導師們發現行動科技的技術門檻不高，因此開始使用時表示

對於此科技輔助工作有高度的好奇心，會關注此創新科技是否能實質給予幫

助，即使在校工作繁忙，仍願意抽出時間登入系統使用及做記錄，嘗試使用

UPSST來取代舊有工作方法，因此剛開始外在工作環境對於個人因素的影響

較小。而UPSST的系統特性則會影響導師對於此類績效科技的看法，例如會

察覺這種科技是否便利，是否值得他們改變原有註記資料的方式，也會顧慮

資訊安全的問題，並評估是否要花額外的時間與家長溝通等。 

      在初期，由於導師們尚處於UPSST使用習慣的養成階段，最主要影響他們

採用系統的要素為UPSST的硬體設備和系統運作狀況。若資訊科技基礎建設

不穩定，會使得系統無法發揮績效支援的特性；而輸出格式若不符學校規定

或程式經常發生錯誤，則會讓導師們有挫折感。因此初期最不利導師們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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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SST使用習慣的原因為硬體設備及系統運作狀況。 

（二）後期因素間的交互作用 

  在後期，導師已經能夠熟練使用系統，因此研究者淡出支援的角色，在使

用一學期後，導師們對於 UPSST 在工作上的支援已經有較為固定的想法，硬

體建設及 UPSST 系統特性的影響作用較非決定性因素。雖然導師們都表示

UPSST 對於導師工作績效有所助益，但其使用頻率不盡相同，顯示他們對於

這科技的使用在不同的接受階段。 

  在後期主要影響導師使用 UPSST 的因素主要來自於外在工作環境及導師

個人因素間的交互作用，由於工作繁忙，必須額外抽出時間使用 UPSST，若

是導師有感受到系統的便利性，則願意改變既有的作法，習慣性地登入

UPSST 記錄資料；反之，若是對於系統的績效支援程度沒有太大的感受，則

會採用原有的策略及方式處理事務。由此可知，導師個人因素是決定他們是

否會持續採用此科技的關鍵要點。 

 

     以上說明七位研究對象使用UPSST的狀況及態度行為轉變的歷程，也歸納

影響導師們使用UPSST的各項因素及因素間的關係。下一節將針對未來欲推廣創

新科技於校園中的人員，以及無所不在績效支援系統的相關研究者，提出具體的

建議。 

第二節、 推廣及研究建議 

由於本研究的人力支援及時間有限，因此系統的錯誤及更新頻率往往無法

即時修正，這種硬體設備的問題在初期會降低導師對於 UPSST 的期待，不易使

其養成使用創新科技的習慣。同時實際導入校園的過程中，教師內在心理因素及

外在環境因素等各種不同的問題，讓推廣行動科技系統於校園中仍存在著許多限

制。綜合上述，本研究接下來提出日後導入類似行動績效支援系統於校園時，應

該注意的事項及未來相關研究的方向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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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推廣創新科技於校園的建議 

（一）系統硬體的建設 

1. 同步更新 UPSST 與校務系統間的資訊 

受限於程式的修改人力支援以及該校考量學生資料庫的安全性，部分資訊如

成績匯入以及學生的通訊錄必須透過程式維護人員建立，無法直接連結學校

的學生資料庫，因此導師們必須等待資料更新，無法在剛開始使用及每次段

考後就能獲得學生最新的資料，因此對系統的功能產生不佳觀感或降低其使

用的意願。建議未來大量推廣這類系統時，能與學校的行政資訊系統籌劃、

整合在一起，如此資料則能同步更新，更能便利導師整合各項訊息。 

2. 提供不同使用者適性的功能 

   由於導師們處理班務的重點不盡相同，如有些導師著重使用輔導記錄的功

能，在期末可以減少文件製作的時間，而有些導師則認為常規管理記錄能夠

幫助導師了解學生整學期的行為表現等，因此會希望著重某部分的功能的加

強及修改。為了要能夠突顯 UPSST 績效支援的特性，因此建議系統的諸多功

能可以因素導師的需求，適性地選取其想要採用的功能，適時地獲取其想要

的資訊和支援。 

3. 更換普及的智慧型手機 

   由於本研究所採用的行動裝置為 PDA 並非最新機型，受限於電池蓄電力不

足、無線網路連結不穩等問題，減損導師們使用的意願。建議未來能夠採用

更普及的科技載具，如強調結合高效能規格及行動辦公能力的智慧型手持電

話（smartphone）當做績效支援系統的平台，讓已經普遍習慣攜帶行動電話

的導師們在使用創新科技時的困擾減到最低。 

（二）行政人力面的支援 

1. 協調校園內各處室的資源 

建議未來能將此類行動績效支援系統推廣到校園其他處室，透過科技的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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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讓導師及行政處室間的溝通更有效率，促成一個充份利用行動科技的行

動性及便利性的行動校園。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事前需要一定的資源及支援

來提供推行前的各種系統設備建置及培訓，這牽涉到學校行政單位在決策上

的制定及各項人力及資源的協調及輔助。 

2. 群聚一定規模的參與者共同使用創新科技 

相較於陳蒔萱（2008）研究中的兩位參與導師會擔心同事們認為他們使用PDA

是炫耀的行為，本研究的七位導師表示同事間的討論與鼓勵能形成正向使用

的氛圍，促進他們使用系統的意願。因此未來校園導入創新科技時，應群聚

一定規模的參與者共同使用創新科技，彼此間的交流、討論，可以促成學習

群體的產生，使其養成使用該創新科技的習慣。 

 

二、 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招募的導師們在UPSST的使用次數上顯示，他們對於UPSST尚未全

然習慣性地使用，或許是本研究的導師們均有相當的服務資歷，有較為固定的處

理事務的做法，未來建議將研究對象聚焦於新手教師、實習老師及師資培育的學

生，觀察此類績效支援系統能否幫助新手導師較為快速地適應不熟悉的事務及環

境，減輕其工作負擔，並加速其成為有效導師的歷程。另外可以加強導師最常使

用的功能，並可以整體規劃其他處室行政人員使用的績效支援系統，來比較分析

在不同的工作情境中，不同類型的研究對象所關注的重點，以及應用此類無所不

在績效支援系統情況的差異。 

      隨著無線網路及各項行動載具的發展，運用行動科技至教學場域增進教與

學的應用日漸多元，本研究描繪導師們在面對此類創新科技時經歷的態度改變，

並彙整出影響他們使用系統的因素。未來可考慮如何適切整合科技與學習策略，

藉由行動科技這種不受時間及空間的便利性，達到資訊的擷取和傳遞，更能藉由

應用情境中人與科技、人與人、人與環境間創新的互動模式，幫助導師達到專業

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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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參與 UPSST 計畫同意書 
 
    ____國中的老師，您好， 
 
    交通大學教育所 UPSST 邀請您參與「普化績效支援系統（Ubiquitous 
Performance Support System for Teachers, UPSST）」的研究計畫，研究團隊所發展

的 UPSST 系統可協助中學教師處理各項行政、班級經營與管理事務。為了能夠

真實了解敎師們使用 UPSST 的狀況及意見，本研究團隊需要您提供您的看法，

做為進一步修改系統以及學術發表之用。 
 
    目前 UPSST 已經完成開發與建置，本研究團隊希望透過對您的訪談及觀察

了解您對於 UPSST 的使用經驗及想法。訪問及觀察的日期、時間及地點以您的

便利為主要考量。為了讓訪問及觀察內容能再結束後做進一步的參考，在您的同

意之下將會對訪談過程進行錄音或照相，以作為研究的紀錄。 
 
    感謝您願意參與本研究計畫，在計畫的過程中，您可以隨時表達您的想法，

並隨時可以選擇退出本計畫。由於本為了充分尊重您的隱私，您的姓名、單位名

稱將以匿名處理；相關的訪問及觀察資料，只對研究團隊公開並只做撰寫論文用

途。為了感謝您參與本計劃進行系統測試及訪談，本計畫將每個月給付您台幣

1500 元。 
 

如您同意接受訪問及觀察，請在以下的計畫參與者部分簽名。 
 
 

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陳昭秀、黃聖育 2008 年 10 月 3 日 

 

 

 

     參與教師簽名：           2008 年 9 月 19 日 

   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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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二、UPSST 計畫家長代表同意書 
 
    ____國中的家長，您好， 
 
    交通大學教育所及台南大學理工學院預計在____國中進行一項研究計畫，本

研究團隊發展了一套「普化績效支援系統（Ubiquitous Performance Support System 
for Teachers, UPSST）」，這個系統可以協助導師處理各項行政以及班級事務的管

理。由於這個系統的運作必須匯入學生的個人資料、成績考查及日常生活常規等

相關資訊，以方便導師隨時隨地做學生資料的管理。基於尊重家長及學生的權

益，我們必須善盡告知的責任。 
 
    在取得您的同意後，若貴子弟的導師決定參與本研究計畫，本計畫團隊將配

給每個參與計畫的導師一台掌上型電腦（PDA），該電腦有密碼保護，只有使用

的導師可以存取「自己負責班級」的學生資料。而 UPSST 系統的資料是存放在

交通大學教育所裡一台伺服器裡，只有本研究團隊的成員擁有該伺服器的存取密

碼，本研究團隊不會將____國中任何一位同學的資料流出或做任何的運用。 
 
    感謝您願意考慮讓貴子弟的資料匯入本團隊開發的系統，如您同意讓學生資

料匯入此系統，以方便貴子弟導師藉由此系統來管理及處理學生事務，請在以下

的家長姓名部分簽名。 
 
 
 

研究團隊 
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陳昭秀助理教授、黃聖育同學 
國立台南大學：理工學院黃國禎院長、楊子奇同學 

敬上 
2008 年 10 月 3 日 

 
 
家長簽名：       2008 年 10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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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UPSST教師個人資料問卷 
_____________老師，您好： 
此份問卷的目的主要是能夠了解參與UPSST計畫的敎師一些個人資料，以利後續

研究的進行。除了請您填答以下問題外，為了獲得更深入的資訊，希望您能同意

以錄音或照相的形式來進行訪談及觀察。我們將會充分尊重您的隱私，您提供的

所有資訊將只做為研究用途，並將以匿名處理，不會對外公開。再次感謝您的合

作。 
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陳昭秀博士 
交通大學教育所研究生   黃聖育  

（一）教師個人資訊 

1. 性別 

□ 男 □ 女 

2. 年齡 

□ 20~29 歲  □ 30~39 歲  □ 40~49 歲   

3. 擔任教師的經驗約幾年？ 

□ 無   □ 1 年以下  □ 1 年  □ 2 年  □ 3 年以上 

4. 擔任導師工作的經驗約幾年？ 

大約滿______年 

（二）教師個人資訊使用相關經驗 

1. 請問您一星期使用電腦的頻率，平均約為： 
□ 每天數次 □ 每天一次 □ 每週數次 □ 每週一次 □ 每週一次以下 

2. 請問您使用電腦的用途大多是下列哪幾個項目?（可複選，並請將你最常使用

的項目標 1，其次常使用的標 2，依此類推） 
□ 輸入成績 □ 校務行政需求  □ 收發 email  □ 觀看影片或玩遊戲 

□ 即時通訊（如 msn、yahoo 即時通、 skype） □使用廠商所附贈之教學光

碟    

□ 其他_______ 
3. 請您自評對於 Office 軟體（如 Word、PowerPoint、Excel）的熟悉程度? 

非常熟悉 □ 熟悉  □ 尚可 □ 不熟悉 □  非常不熟悉 

4. 除了在校需要使用電腦，課後會使用電腦嗎?若有，請說明您的使用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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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校時間分配 

1. 請用比例來表達，您在校時對於各項事務的時間所花費的時間（請見下列項

目） 

 行政事務 (約佔______%)  班級事務(約佔______%) 
1. 出席校內、校外相關會議 
2. 參加各項集會 
3. 參加學校安全防護工作 
4. 擔任值週導師、執行值週工作 
5. 協助推行各類教務、訓導、輔導處室舉

辦之學藝及團體運動競賽活動  
6. 參加各項慶典活動 
7. 辦理學校臨時交辦之公務 

1. 開學前期工作 
2. 每日例行工作 
3. 輔導、處理班級學生的偏差行為 
4. 學期末工作 
 

 教學相關工作(約佔______%)  其他事務(約佔______%) 
1.  教學前的備課，約___小時 
2. 教學時數，約__小時 
3. 作業批改 
4. 考試評量（包含出題、改考卷） 

1. 教導學生品德教育 
2. 參加各項校內外教學活動 
3. 協助建立畢業生聯絡網 
4. 轉發各項考試成績單 
5. 協辦考生服務工作 
6. 與其他老師的社交 

2. 承接上題，請問哪幾項是被您列為重要且緊急的事務? 

3. 請問您與其他老師互動的狀況為何?如何互動? 

（四）教師信念及班級經營理念 

1. 請問您的帶班風格為何?  

2. 請問您覺得班級導師的定位為何?（譬如所要負的責任） 

3. 請問您覺得班級導師所能帶給學生的改變為何？ 

4. 請您自評對於班級事務相關的「資源管理」的掌握程度? （如個人時間的分

配規劃、教學資源的了解善用以及教學檔案的建立管理等） 

5. 請問您對於自我班級經營的實踐程度?請從下列幾項來敘述：「參與學生訂

定任教班級常規」、「明訂合理的任教班級自治公約，並公平執行」、「有

效輔導學生偏差行為」、「適時養成學生基本禮貌與生活規範」，其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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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導師自我使用UPSST評估問卷 
____國中的老師，您好 
此份問卷的目的主要是能夠了解導師您平日使用UPSST（包含PDA、報表版及模

擬版網頁）的各項使用狀況，第一部分主要針對系統本身的功能來做調查；第二

部分主要為您在操作PDA時的一些方法及習慣，同意程度由1~5來做表示，1代表

非常不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來表達您對問題的看法。我們將會充分尊重您的

隱私，您提供的所有資訊將只做為研究用途，並將以匿名處理，不會對外公開。

再次感謝您的合作。 
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陳昭秀博士 
交通大學教育所研究生   黃聖育  

 

同意程度  
 

評估項目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此系統中行事曆的功能可讓導師妥善安排時間。 1 2 3 4 5 
2. 此系統能幫助導師偵測學生學業成績的表現。 
    (一般/異常) 

1 2 3 4 5 

3. 此系統能幫助導師更清楚學生的常規表現。 1 2 3 4 5 
4. 此系統將學生的成績圖表化，並自動產生客觀的敘

述(平均、名次)，讓導師即時了解學生的表現。 
1 2 3 4 5 

5. 此系統輔導管理的功能，有助於導師管理學生 
輔導之資料。 

1 2 3 4 5 

6. 此系統能幫助和家長有效地溝通 1 2 3 4 5 
7. 此系統能幫助和學生有效地溝通 1 2 3 4 5 
8. 此系統能幫助和導師(同事)有效地溝通 1 2 3 4 5 
9. 此系統能幫助新手導師或實習教師快速上手。 1 2 3 4 5 
10. 此系統的即時提醒功能可減輕導師的訊息負荷。 1 2 3 4 5 

 
 
系

統 
功

能 

11. 此系統能提升導師的工作績效。 1 2 3 4 5 
 

12. 在使用 PDA 的過程中，我通常能夠自己解決所面

臨的大多數困難（如無法連上無線網路）。 
1 2 3 4 5 

13. 當我使用 PDA 的過程中，如果遇到無法解決的問

題，我會與其他的導師討論解決的方法。 
1 2 3 4 5 

 
操

作

P 
D 
A 

14. 我覺得平常使用 PDA 很容易上手，進入 PDA 的門

檻不高。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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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我覺得 PDA 比 NB 好用，是我以後會想用的電腦

科技。 
1 2 3 4 5 

16. 在 PDA 中紀錄完之後，我會經常性地檢視 PC 版本

資料註記的狀況。 
1 2 3 4 5 

17. 我已經養成使用 PDA 的習慣（每月、每週或每日

數次）。 
1 2 3 4 5 

18. 我常常會忘記要將 PDA 充電或開機。 1 2 3 4 5 
19. 我大部分時間在導師室都可以很順利地連上校內

的無線網路。 
1 2 3 4 5 

20. 我大部分時間在一般教室都可以很順利地連上校

內的無線網路。 
1 2 3 4 5 

 

21. 我大部分時間在校園其他(處室)都可以很順利地連

上校內的無線網路。 
1 2 3 4 5 

 
開放式問題 

1. 您認為若要提昇導師的工作績效，本系統需要增加哪些功能? 
2. 您覺得此系統的優/缺點有哪些？ 
3. 您是否曾經在你的班級使用此系統，有或沒有持續使用的原因為何? 
4. 您覺得你使用了本系統之後，是否已經慢慢改變您處理班級/行政的習慣（例

如輔導資料的註記）？ 
5. 您為什麼願意/不願意養成使用 UPSST 的原因? 
6. 我能夠清楚地分辨 PDA 與個人電腦之間在硬體／軟體的不同。 
7. 您覺得本系統哪些功能需要進一步改進？並且描述修改之建議 
8. 您覺得你最常使用本系統提供的哪些功能？ 
9. 您認為在學校推廣此系統之困難的地方? 

 

 

 
 
 
 
 
 
 
 
 



 129 

附錄五、開放編碼與主軸編碼範例說明 

編號 內容 開放編碼 主軸編碼 

A-01-20081210 陪伴的角色、適時的引導；而

導師的定位和一般老師不一

樣，老師頂多就顧及到上課規

範和成績，很難對他們私底下

的行為去規範。 

導師角色定位 
的差異 

班級經營 

B-01-20081210 我覺得時間的管理有時候受 
限於學校給的排課時間，譬如 
授課之餘就要把聯絡簿改好。 

處理各項班務 
的時間 

個人時間 
運用 

C-01-20081210   我個人可能和其他老師的定

位不太一樣，導師在旁邊看就

好，覺得真的那些地方不能制

止，才會出來再做教育。 

管理教育學生 班級經營 

D-02-20090605  我覺得績效提升方面主要是

紀錄，如常規紀錄，如果有發

生什麼事情可以馬上做紀

錄，期末幫助我看學生的狀

況，可以回想學生的表現。但

是前提網路要夠好，要不然真

的會大打折扣，因為這強調的

是即時性。 

幫助導師回朔 
學生學期表 
現、網路仍不 
夠穩定 

無線網路 
基礎建設、 
系統更新/ 
出錯狀況 

E-02-20090310     我根本沒時間，也沒想到這方

面的運用，我覺得當下處理完

的問題，當下其實還蠻累的，

說實話沒有什麼元氣再把機

器拿出來，我是很想要嘗試使

用 PDA，但實在是有點自顧不

瑕，我自己的時間管理必須要

調適好，才能讓 RDA 發揮功

用。 

平常校務影響 
導師使用系統 

個人經驗、 
舊有習慣 
與方式、 
有限時間 
採用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