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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台灣國小高年級學生與不同背景變項在行動學習準備度量表的現況。研究對象以台灣

國小辦理行動學習學校之 823 位高年級學生為主，採用問卷調查法的方式，蒐集在行動學習準備度量表的表現。

綜合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本研究歸納出以下結論：一、量表中各向度之平均數皆大於理論平均值。二、量表

之標準差尚為集中，惟溝通能力向度之離線情形較大。三、不同性別的國小高年級學童，在量表的表現並無差

異性。四、國小六年級學童，在使用科技能力、學習態度、溝通能力及學習信念等向度表現較佳。五、東區和

中區學童比南區學童具有較高的溝通能力準備度。六、使用科目在量表的溝通能力向度具有差異，以數學、自

然與生活科技和藝術與人文等具有較佳的表現。七、使用節數以每週上課 3~4 節、在使用科技能力、溝通能力、

學習信念及學習偏好等向度表現較佳。 

【關鍵字】 行動學習；國小學生；行動學習準備度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of the mobile learning readiness for th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MLRS). In this study, the total numbers of extracting the sample population were 823 5th 

and 6th grade students. First, the scores of all dimensions and items in the MLRS were significantly above theoretical 

average. Then,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genders in MLRS. Furthermore, the 6th grade students 

were better than the 5th in the MLRS. Beside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rea in the competency of 

communication, especially students in the east and the middle area with higher readiness than in the south area. 

Otherwise,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ubjects in the competency of communication in math, science and art. 

Finally, the students using tablet PC 3 or 4 classes a week the effect was much better. 

Keywords: mobile learning, elementary student, mobile learning readiness 

 

1. 前言 

行動學習發展的同時，傳統教室的學習型態也受到關注並尋求改變的可能性，Chan（2010）

認為，我們正處於數位教室發展潮流的開端，而這一波潮流將對現今的教育帶來重要的改變。

尤其是新世代學習者的數位學習經驗上，不僅在溝通、社會化和娛樂方面與上一世代大為不

同，而主要的改變在於他們如何利用數位科技達到學習的目的（Tapscott, 1998）。 

近年來，智慧型手持裝置數量不斷增加，學生或其父母至少擁有一部智慧型行動裝置，如

行動電話、平板電腦等（Nedungadi & Raman, 2012）；Canalys（2012）的報告指出，智慧型

手機的數量在 2011 年已經超越個人電腦；而在台灣 12 歲以上人口之中，大約有 21.4%擁有

平板電腦（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12）。從上述的研究報告，智慧型手持裝置所擁

有的人口比例不斷增加的趨勢來看，應用於工作和平時生活的機會也大幅提升，對其他領域

的影響也發酵中，讓原本的領域出現了豐富及多元的面貌，尤其是對教育領域的影響，促進

教學與學習的微妙改變，讓數位化的教學輔具、學習教材藉重手持裝置的優勢，以達學習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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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重要目的，此為行動學習。 

行動學習被視為是一個新穎和更具彈性的教育策略，學生可不受限於固定地點的電腦，擁

有與同儕和教師在“任何地點”、“任何時間”進行課程內容的學習或是溝通的機會（Caudill, 

2007）。在歐洲、美洲和澳洲的中小學皆有固定教室佈置成多元的數位教學環境，讓學生可

以個人或兩人使用一部行動學習裝置（教育部，2011），因此，在未來學習場域中學生每人

皆能使用至少一部的智慧型手持裝置作為上課的重要學習輔具（陳德懷，2009）。 

當教育現場的學習者，面對這一波行動學習的潮流，是否具有相對應的行動學習準備度，

也是本研究者關心的一環。台灣近年來，在國民中小學由教育單位和電子科技業者聯手推動

下，執行多年的行動學習計畫，結合智慧型手持裝置和數位學習內容，提供學生不同的學習

方式與學習經驗；而學生本身在實際操作手持裝置與學習的相關準備現況的瞭解，有其必要

性；再者，科技融入學習的發展歷程，也會發現學習者的不同背景變項影響著其學習表現。

因此，基於本研究考量，著重於性別、年級、區域、使用頻率、使用科目等因素，深入瞭解

對於行動學習準備度之影響。 

2. 文獻探討 

2.1. 行動學習準備度 

行動學習是數位學習的一種形式，使用無線溝通裝置來傳遞學習內容和支援學生在傳統學

習環境之外的學習（McConatha, Praul, & Lynch, 2008; Muyinda, 2007; Sharples, 2000）。因此，

Hoppe、Joiner、Milrad 與 Sharple（2003）認為行動學習定義為：e-learning 使用行動載具與

無線網路傳輸工具與媒體。 

基於行動學習定義的發展脈絡，彙整國內外線上學習、數位學習和行動學習等相關研究議

題的學習準備度研究，進行探討與歸納，因此本研究所探討的行動學習準備度將界定在以學

習者為主要對象，探究其在進行行動學習，其心理狀態與行動能力所應具備的準備程度。 

2.2. 行動學習準備度之內涵 

在考量本研究的研究目的、研究對象擬針對行動學習的定義與行動學習準備度的理論，採

用其他相關數位學習準備度的研究取向，歸納出本研究之行動學習準備度有使用科技能力、

學習態度、溝通能力、學習信念、學習偏好等五大內涵，其定義分別為，使用科技能力：利

用平板電腦等行動載具之學習過程中，學習者善用所具備的相關科技能力解決學習的問題，

如文書處理能力、學習軟體安裝、網路溝通能力、資訊蒐尋能力等。學習態度：學習者本身

對於利用平板電腦等行動載具進行學習，所持有的行為傾向或其內部反應的準備狀態。溝通

能力：學習者在行動學習過程中，能使用電子郵件、社交網站或即時通訊軟體與他人溝通的

能力。學習信念：學習者本身利用平板電腦等行動載具學習的過程中，對於自我科技使用能

力、自我問題解決能力、以及平板電腦等行動載具本身，進而影響學習行為的看法。學習偏

好：學習者能在利用平板電腦等行動載具學習的過程中，選擇適合自己的學習方式，以完成

學習任務。 

2.3. 行動學習相關研究 

資訊科技融入教育領域一直以來，學者們探討資訊融入教學、電腦學習、數位學習等影響

資訊科技與學習相關的研究，本研究以性別、年級、區域、使用科目等因素作為背景變項加

以探討。 

在性別方面，在行動學習的相關研究（Anastasios & Grousopoulou, 2009; Tsai, 2008）提到，

不同性別在使用行動學習輔具具有差異性；在年級方面，高年級學童利用資訊科技學習的研

究結果仍有差異（Lu, 2010；張瓊穗和翁婉慈，2005）；在區域方面，區域之間的數位落差，

會發生在同一國家不同區域內，此不平均的數位資源差異，對於社會發展和教育活動具有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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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的影響（Li & Ranieri, 2013）；在使用科目方面，國小推動行動學習計畫所使用的科目不盡

相同，資策會(2012)針對學校的調查研究指出，有 45%的教師視課程進度決定資訊設備的使

用，基於此，本研究亦探討使用科目的差異性；在使用頻率方面，Greaves, Hayes, 

Wilson,Gielniak 和 Peterson（2010）的研究中提及，每個課程若是都有科技的整合，以及每週

或更頻繁地將科技融入核心課程之中等關鍵因素，有助於促使教育成功。 

3. 研究設計與實施 

3.1.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以臺灣國民小學辦理行動學習學校的學生為主，並將臺灣分為北、中、南、東

四個區域，進行學校和學生樣本的取樣。只是，目前國民小學在推動學校數量不多、樣本取

得不易、各校是否同意進行問卷實測，以及研究問卷回收率的考量，本研究採取立意取樣的

方式，蒐集全台灣各區域推動行動學習計畫的樣本數，共計 823 位學生，如表 1 所示。 

 

表 1 研究樣本分配表與回收統計表 

區域 班級數 發出份數 回收份數 回收率(%) 

北部地區 12(34%) 265 265 100 

中部地區 5(14%) 125 125 100 

南部地區 14(40%) 342 342 100 

東部地區 4(11%) 91 91 100 

總計 35(100%) 823 823 100 

 

3.2. 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工具，仍以自編的「國小高年級學生行動學習準備度量表」為主，共

分為二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資料」，包含填答者的性別、年級、學校資料、平板電腦的

使用科目，第二部分是「行動學習準備度量表」，內容包括使用科技能力、學習態度、溝通

能力、學習信念、學習偏好等五個向度。在信度分析方面，總量表之 Cronbach’s α 係數達.94，

各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 係數分別為：使用科技能力為.82、學習態度為.79、溝通能力為.95、

學習信念為.93、學習偏好為.90。再者，根據 De Vellis（1991）的觀點，若 α 係數的值介於.7 

至 .8 之間即有良好信度，由此顯示本量表中各分量表與總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良好，如

表 2 所示。 

 

表 2 行動學習準備度量表之信度分析摘要表 

向度 題數 Cronbach’s α 

使用科技能力 4 .82 

學習態度 4 .79 

溝通能力 3 .95 

學習信念 7 .93 

學習偏好 4 .90 

整體問卷 22 .94 

4. 研究結果與討論 

4.1.量表各向度分析之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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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科技能力方面，各測量題項之平均數介於 5.31~5.53 之間，皆大於理論平均值 3；

而各測量題項之標準差則介於.88~1.04 之間，表示學童在使用科技能力方面之準備度高，填

答分數之分佈情形尚稱集中。 

在學習態度向度中，各測量題項之平均數介於 5.33-5.69 之間，皆大於理論平均值 3；在此

向度之平均數為 5.50、標準差為.66，表示學童在學習態度方面之準備度高，填答分數之分佈

情形尚稱集中。 

在溝通向度中，各測量題項之平均數介於 4.89-4.90 之間，皆大於理論平均值 3；在此向度

之平均數為 4.89、標準差為 1.38，表示學童在學習態度方面之準備度略高，而填答分數之分

佈情形則較為分散。 

在學習信念向度中，各測量題項之平均數介於 5.22-5.43 之間，皆大於理論平均值 3；而各

測量題項之標準差則介於.91-1.04之間，填答分數的離散程度較大，在此向度之平均數為5.31、

標準差為.82，表示學童在學習信念方面之準備度高。 

在學習偏好向度中，各測量題項之平均數介於 5.44-5.51 之間，皆大於理論平均值 3；而各

測量題項之標準差則介於.83-.92 之間；在此向度之平均數為 5.49、標準差為.78，表示學童在

學習偏好方面之準備度度高，填答分數之分佈情形尚稱集中。 

4.2. 研究樣本之區域、性別和年級之描述性統計分析 

本研究針對四個區域辦理行動學習之國民小學，發出 823 份問卷，回收率為 100%，有效

樣本共計 823 份。其中五年級有 356 位，占全樣本數 43.3%，六年級有 467 位，占全樣本數

56.7%；在性別方面，男生共有 439 位，占全樣本數 53.3% ，其中五年級男生有 249 位，六

年級男生有 190 位，而女生共有 384 位，占全樣本數 46.7%，其中五年級女生有 218 位，六

年級女生有 166 位，如表 3。 

表 3 研究樣本之區域、性別和年級之基本資料與描述性分析摘要表(N=823) 

區域 
年級 性別 

總計 
五年級 六年級 男生 女生 

北區 138 127 136 129 265 

中區 51 74 69 56 125 

南區 95 247 188 154 342 

東區 72 19 46 45 91 

總計 356 467 439 384 823 

 

4.3. 行動學習準備度量表之各向度分析 

國小高年級學童行動學習準備度在使用科技能力、學習態度、溝通能力、學習信念和學習

偏好等向度分析結果，說明如下：在使用科技能力向度中，4 個題項的平均數介於 5.31~5.53

之間、而標準差則介於.88~1.04 之間；在學習態度向度中，4 個題項的平均數介於 5.33-5.69

之間、而標準差則介於.66-1.01 之間；在溝通向度中， 3 個題項的平均數介於 4.89-4.90 之間、

而標準差則介於 1.44-1.44 之間；在學習信念向度中， 7 個題項之平均數介於 5.22-5.43 之間，

皆大於理論平均值 3、而標準差則介於.91-1.04 之間；在學習偏好向度中，4 個題項的平均數

介於 5.44-5.51 之間、而標準差則介於.83-.92 之間。 

4.4. 不同背景變項在行動學習準備度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以性別、年級、區域、使用科目等因素作為背景變項，加以探討在行動學習準備度

量表的差異性。 

不同性別在使用科技能力、學習態度、溝通能力、學習信念及學習偏好上的差異，透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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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數、標準差及 t 考驗結果可知，不同性別在各分量表的平均得分並無明顯差異；在 t 考驗方

面，不同性別在各分量並無顯著差異，顯示男生和女生在使用科技能力、學習態度、溝通能

力、學習信念及學習偏好的表現並無差異性。 

不同年級在使用科技能力、學習態度、溝通能力、學習信念及學習偏好上的差異，透過平

均數、標準差及 t 考驗結果，如表 4-45 可知，不同年級在各分量表的平均得分，六年級的平

均分數均高於五年級學童；在 t 考驗方面，不同年級在各分量中，除了學習偏好外，在其他

分量表皆具有顯著差異，即是六年級學童的表現優於五年級學童，這顯示六年級和五年級在

使用科技能力、學習態度、溝通能力及學習信念的表現具有差異性。 

不同區域在使用科技能力、學習態度、溝通能力、學習信念及學習偏好等五個分量表中，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的結果，F 值分別為北區 1.57(p>.05)、中區.77(p>.05)、南區 7.87 (p<.05)、

東區 2.37(p>.05)，僅有在溝通能力部分具有顯著性。進一步採 Scheffe 法進行事後比較，結

果顯示中區得分顯著高於南區、東區得分顯著高於南區。 

使用科目在使用科技能力、學習態度、溝通能力、學習信念及學習偏好等五個分量表中，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的結果，F 值分別如下：使用科技能力為 1.26(p>.05)、學習態度

為.99(p>.05)、溝通能力為 7.23(p<.05)、學習信念為.85(p>.05)、學習偏好為.59(p>.05)，除了

「溝通能力」外，其他向度皆未達顯著。進一步採 Scheffe 進行事後比較，分析結果顯示在溝

通能力中，數學平均得分顯著高於國語及綜合科目、自然與生活科技平均得分顯著高於國語

及綜合科目、藝術與人文平均得分顯著高於國語及綜合科目。  

 

表 4 不同背景變項在國小高年級學童行動學習準備度量表之綜合差異表 

變項 使用科技能力 
學習 

態度 

溝通 

能力 

學習 

信念 
學習偏好 

(一)性別 --- --- --- --- --- 

(二)年級 

※ 

六年級> 

五年級 

※ 

六年級> 

五年級 

※ 

六年級> 

五年級 

※ 

六年級> 

五年級 

--- 

(三)區域 --- --- --- 
中區>東區 

東區>南區 
--- 

變項 使用科技能力 
學習 

態度 

溝通 

能力 

學習 

信念 
學習偏好 

(四)使用科

目 
--- --- 

※ 

數學>國語 

數學>綜合 

自然與生活科技>

國語 

自然生活與科技>

綜合 

藝術與人文>國語 

藝術與人文>綜合 

--- --- 

(五)使用節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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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3~4 節>7 節以

上 

3~4 節>1~2 節 

3~4 節>7 節以上 

5~6 節>7 節以上 

3~4 節>1~2 節 

3~4 節>7 節以

上 

3~4節>1~2

節 

註：---未達顯著水準    ※達到顯著水準 

 

5. 結論 

5.1. 行動學習準備度量表中各向度之題項平均數皆大於理論平均值 

國小高年級行動學習準備度量表中，五個向度之平均數皆大於 4.89 以上，學習態度和學

習偏好兩個向度的得分平均數分別以 5.50 和 5.49，成為平均分數最高的前二個向度，說明了

國小高年級學童面對行動學習時，已經將自身的學習態度調整到高度的狀態，也說明學童也

具有極高學習信念來看待行動學習。 

5.2. 行動學習準備度量表中各題項之標準差尚為集中，惟溝通能力向度中各題項之離線情形

較大 

溝通能力向度中各題項的標準差皆大於 1，顯示其得分的離散程度較大，相較於行政院國

家發展委員會（2013d）的調查研究結果指出，高達 64.6%的學童會使用社群網站或即時通訊

等溝通互動軟體，有所不同，顯示國小高年級學童在溝通能力的準備度並未顯著呈現穩定的

表現。 

5.3. 不同性別的國小高年級學童，在使用科技能力、學習態度、溝通能力、學習信念及學習

偏好等行動學習準備度的表現並無差異性 

男生和女生在行動學習準備度量表中各分量表的平均數相當接近，除了溝通能力向度的平

均得分在 4.8 分到 4.9 分，其他分量表的平均得分都在 5.2 分以上，因此，儘管男生和女生在

各分量表的得分差異未達顯著性，但不同性別仍具有相當高的準備度。 

5.4. 不同年級中以國小六年級學童，在各分量中，除了學習偏好外，在使用科技能力、學習

態度、溝通能力及學習信念的準備度表現較佳 

不同年級在國小高年級學童行動學習準備度量表的得分中，只有學習偏好向度部分未達顯

著差異，但是使用科技能力、學習態度、溝通能力、學習信念等其他分量表的得分差異，均

達顯著水準。進一步分析發現，六年級學童得分皆顯著高於五年級學童。 

5.5. 不同區域的國小高年級學童，在行動學習準備度量表的溝通能力向度，具有差異，以東

區和中區學童比南區學童具有較高的溝通能力準備度 

不同區域的國小高年級學童在行動學習準備度量表的得分中，在使用科技能力、學習態度、

學習信念、學習偏好等分量表，未達顯著差異，僅在溝通能力向度的得分差異，達顯著水準。

進一步分析發現，中部地區和東區地區的得分皆顯著高於南部地區；而中部地區和東部地區

的得分，則無顯著差異。 

5.6. 使用科目方面，在行動學習準備度量表的溝通能力向度，具有差異，以數學、自然與生

活科技和藝術與人文等科目比其他科目具有較佳的表現 

由得分差異的比較分析，使用科目只有在溝通能力向度具有顯著差異，其中數學、自然與

生活科技、藝術與人文的得分分別大於國語和綜合；若從其他四個分量表的平均數來看，所

有科目的平均數皆大於 5.2 分（六點量表），表示高年級學童對使用科目的行動學習準備度

相當高。 

5.7. 使用節數方面，在使用科技能力、溝通能力、學習信念、學習偏好等四向度，具有差異，

以每週上課 3~4 節的準備度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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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學習態度向度的得分，未達顯著差異外，使用科技能力、溝通能力、學習信念、學習

偏好等向度的得分，皆具有顯著差異。進一步分析發現，在使用科技能力方面，每週上課 3~4

節的得分高於每週上課 7 節以上；在溝通能力方面，每週上課 3~4 節的得分高於每週上課 1~2

節和每週 7 節以上，以及每週上課 5~6 節的得分高於每週 7 節以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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