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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數位閱讀的風氣盛行，電子書的製作技術日新月益，為數位出版產業

培育所需之人才乃刻不容緩之事，本研究以探討符合產業需求之電子

書專業製作技術能力規範為基礎，依據其所發展出之 9 項能力規範，

延伸 35 題評量題庫，接著進行線上實作評量系統之實施。本研究以

科技接受模式來探討技職院校學生對電子書專業技術能力線上實作評

量系統之使用行為意願，並驗證「電腦自我效能」的外部效果，採結

構方程式模式進行假設驗證並分析模式路徑關係。結果發現電腦自我

效能對於科技接受模式有顯著正向的影響，同時本研究所建構模式中

的路徑關係均達統計之顯著水準。因此，本研究認為科技接受模式確

實能適用於解釋電子書線上實作評量系統使用者的行為意願，且使用

者之電腦自我效能與使用意願有顯著正相關。

關鍵字：電腦自我效能、電子書、線上實作評量、使用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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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隨著行動網路的普及，各式大型屏幕智慧型手機及閱讀載具推陳出新，帶動

相關服務產業的發展，電子書的技術發展與商業模式，一直是出版產業最熱門的

話題，由於電子書製作關係著日後讀者易讀性與適讀性之問題，因此電子書的內

容排版是否正確、舒適，將是電子書閱讀器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而硬體未來也

將朝向彩色、軟性材質與觸控及UI設計的方向走（Lam, Paul, et al. 2009；宋松明，

2010），尤其是電子出版品的圖文位置、份量與分布編排，更是對於讀者的理解

能力有顯著影響 ( 岳修平等，2011)。
面對產業的劇烈變化，傳統出版產業從業人員所應具備的專業能力 know 

how 也已經產生了變化，對教育單位及出版相關產業而言，更需要積極培育熟悉

專業領域的電子書製作從業人員，才能在資訊量龐大的網路世界裡，擔任起利用

文字、圖像傳播知識與訊息的重任（Liao & Yang, 2011）。

本研究觀察現今的電子書製作教學課程，多偏重於知識之傳遞與技能訓練，

強調數位內容的製作，不易即時地針對學生的學習成效進行實作評量，因此儘管

多數學生在校期間曾修習過數位出版相關課程，畢業後，其專業能力仍無法滿足

數位出版產業僱主之需求（廖信、郭南廷、潘怡臻，2012）。

而現今不論是產官學界，都尚未有一套專業之電子書製作專業能力評量系

統，可用來評估學生所具備之電子書製作能力是否足以達到數位內容產業之需

求。   
Marsiske 等人認為（2005）線上實作評量之意義，在於提供學生一個有意義

且與實際生活結合之環境，因此不僅可測出學生思考、判斷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還可從結果和過程中，診斷出學生所不足之能力，以作為補救教學之依據 ( 王秀

琲、胡豐榮、許天維，2004)。
線上實作評量系統有別於傳統評量方式，更符合「自我導向學習」之精神，

具及時性、互動性、調適性、多元豐富性等優點，但同時也容易受到系統開發的

技術限制影響，使得學生不願使用數位學習系統 (Lern, 1998)。且過去許多研究

皆顯示，使用者之電腦自我效能，關係著使用者對系統的使用意願 (Beatty et al., 
2008; Huffman, A. H. et al., 2013)。

因此，本研究從數位內容產業業者的角度進行電子書專業技術能力之探討，

藉以發展電子書專業技術能力線上評量系統，並進行電子書專業技術能力線上評

量系統之實施與使用意願評估。本研究之具體目的如下：

一、探討電子書製作專業技術能力以發展線上評量系統題庫之內容。

二、探討使用者對電子書線上實作評量系統之使用意願。

三、探討電腦自我效能與電子書線上實作評量系統使用意願之關係。



103探討電子書線上實作評量系統對電腦自我效能與使用意願關係之研究

貳、文獻探討

一、電子書製作專業技術能力

電子書製作工作需要由具有專業知識、受過專業訓練之人員團隊合作進行，

許多研究數位出版產業之專家學者皆表示，有意進入或轉型為數位出版產業者，

除了必須熟悉這項網路新媒體、新科技外，還必須具備「在不同載具上創造友善

閱讀形式」的能力，也就是透過想像力和跨界溝通的能力，製作出排版正確且易

於閱讀之電子書 (Liao & Pan，2010)。
根據 2012 年新出版的英國國家職能標準，其對於圖書出版從業人員之數位

出版能力，認為應該具備有數位出版品發行策略規劃、以及管理 metadata、熟悉

數位化軟體操作等三項，並強調所製作出之數位出版品，需以符合讀者之適讀性

為優先考慮之要點 (Creative Skillset Organization，2012)。
從專業能力的角度進行分析，可發現美術設計、編輯印刷與數位出版專案管

理、排版、編輯、生產製作為過去研究單位所共同提到之能力（香港印刷商業協

會，2008；The Publishing Training Centre, 2009）。

Liao 及 Pan (2010) 利用問卷調查發展出數位出版從業人員從事電子書製作

時，應具備 16 項專業能力指標，其中又以畫面樣式（e.g., 工具列、按鈕）設計、

瞭解「使用者介面」設計原理、瞭解平面媒體製作方式、瞭解不同閱讀器介面、

設計內容整合及瞭解數位檔案格式轉換方式最為重要。

資策會創新應用服務研究所曾於其發表之「數位出版品實作軟體規格建議

書」( 資策會，2011) 中，將電子書之規格分為字集、字型、字體、行距、斷行規

則、聲音與影像、畫面元素排列與數量、分頁與多欄版面、直排與橫排顯示、注

音符號及旁註文字、跨裝置連結、電子書匯入匯出等內容。

從出版從業人員最常使用的 Adobe Indesign 軟體的使用說明中 (Adobe，
2013)，可發現其將 Indesign之功能分為「工作區」、「版面」、「文字樣式」、「印

刷樣式」、「表格」、「長文件功能」、「繪圖」、「圖形」、「框架與物件」、

「透明度效果」、「顏色」、「互動式文件」等章節，因此這些操作項目都可謂

出版品製作時最重要的能力項目。整體而言，數位出版之工作較傳統出版需要更

多樣之專業能力之配合，因此是相當適合現代人生活模式之資訊媒介（Heilmann 
& Linna, 2001）。 

有鑑於上述文獻，可發現電子書製作過程中，需考量電子書腳本及畫面之安

排，也多了影音資料的製作，唯獨省去了傳統出版中打樣校對等印刷流程，電子

書製作專業實作能力以文字之排版與配置為電子書製作過程中最重要之環節，又

包含了數位媒體之特性，需考量電子書腳本及畫面之安排，也多了影音資料的製

作，唯獨省去了傳統出版中打樣校對等印刷流程，其工作流程依序為：原稿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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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編排、完稿輸出。而內涵包括：表格設定、樣式設定、格式設定、版面設定、

文字設定、圖像設定工具面版操作、動態文件設定、相關軟體應用操作。可整理

分為三類如表 1 所示。

表 1 電子書製作專業實作能力項目

能力構面 能力項目

電子排版能力 表格設定、樣式設定、格式設定、版面設定

圖文創作能力 文字設定、圖像設定

多媒體製作能力 工具面版操作、動態文件設定、相關軟體應用操作

二、線上實作評量系統探討

（一）線上實作評量之意涵

受到認知心理學的影響及對傳統紙筆測驗的不滿，實作評量的發展在 1990 
年代初期快速地興起，評量能讓教師評鑑其教學是否有效、教材是否適宜、課程

設計是否有效 (Guo. F., & Nitko, A. J., 1996)。
教師應用實作評量，可以安排學生在有意義或真實的情境中，運用學到的

知識和技能去解決問題或完成特定任務的作業和活動。並由學生根據試題要求，

利用試題情境中所提供的相關資訊、材料及課堂所學，自行建構答案或創作作品

(Wang, T. H., 2011; Biggs, J., & Tang, C., 2011)。
藉由網路技術與資訊科技的進步，實作評量也有了許多結合網際網路的案

例，學生只要經由瀏覽器，隨時隨地都可登入使用網路評量系統，完成測驗後可

以馬上得到成績及答案的回饋，使測驗不但是檢視學習成果的工具，也發揮輔助

學習功能（Dunbar et al., 1991; 王文中，2004）。教師也能立即了解學生的學習

成效，並將考題與學生答題情況做完整的分析，進而改善自己的教學，提升學生

的學習。(Nguyen, Hsieh &Allen., 2006; Gray, K., et al., 2010). 
透過線上實作評量的實施，可將測驗的形式標準化，使所有受試者在相同的

情境下接受測驗，精確地控制施測流程和記分方式，避免人為情境的干擾。且試

題內容除了以文字呈現外，還可以利用圖片、聲音、影像、動畫等多媒體的方式

呈現（何榮桂，2000; Rowe, 2004）。

一般而言，電腦科技在評量系統的設計主要是用來「建立題庫以建構測驗」

與「進行測驗」，更進一步的應用方式是「被動地紀錄評量過程－統計、保存、

報告學習評量的結果，也可用來主動地指引學生學習、偵查學習迷思，並預防學

生犯錯」（Dunn et al., 2003; 王子華等人，2004）。

由於電腦本身具有蒐集與保存資料的功能，可將試題的格式、樣本和程序

都儲存在電腦的資料庫中，並可將相同的題庫資料相連結，以達到資料共享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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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此，在出題時只要稍微修改題目的內容，就可以產生不同的考題，並能以

隨機的方式來進行試題的選取、編排等工作，使測驗試卷的產生更有效率（Gipps, 
2005;  Amoroso, 2005）。

綜合上述，線上實作評量系統可將測驗的形式標準化，並即時提供統計報

表，方便老師檢視學生學習進度、學生瞭解自我能力表現情形，進而隨時調整教

學策略與學習方式，提升學習成效。

（二）線上評量系統使用意願之相關研究

1. 自我效能與線上評量系統使用意願

Bandura 的自我效能理論，原本是一種社會認知理論， Hill 等人（1987）開

始把自我效能概念進一步延伸於電腦行為上，電腦自我效能為一個人使用電腦能

力之評斷，並非實際操作電腦的技巧 (Compeau & Higgins,1995)。
對於電腦自我效能在數位學習的應用上，Wu 等人 (2010) 將電腦自我效能定

義為：一個人有能力、有信心使用電腦相關線上學習工具進行學習任務。過去研

究指出，電腦自我效能的增加，能提高使用者的積極性和持久性，從而導致更好

的使用結果與期望 (Francescato et al., 2006; Johnston, Killion, & Oomen, 2005)，此

結果包括態度和行為意向 (Venkatesh &Davis, 2003)。
Liebermann(2002) 研究發現教師的技術使用能力（自我效能）會影響採用電

腦技術教學，而學生的電腦自我效能、社會影響、助益條件、內容和期望目標等

外部變項，也會對使用電腦化測驗評量的行為意圖產生間接影響效果 (Terzis & 
Economides, 2011)。

由 Park、Nam 及 Cha（2012）研究結果得知，科技接受模型於探討使用者

接受新資訊科技的行為具有實證解釋力，並且電腦自我效能的概念，可協助提高

模式解釋能力。

學者認為使用者之知覺有用性及知覺易用性，確實會受一些變項所影響，例

如使用者介面的友善性、操作的方式、訓練、動機、人格及自我效能等因素，都

會影響使用者之認知信念（Adams et al., 1992; Moon, W., & Kim, G., 2001）。

在電腦為媒介的學習情況下，電腦自我效能的增加，能提高學生使用數位

學習系統與電腦相關能力的信心，並預期到有不錯的學習成效 (Santhanam et al., 
2008)。

如果學生有較高的電腦自我效能，並對於數位學習系統的操作上駕輕就熟，

他們將感知系統的效用和價值，這反過來又激勵他們打算繼續使用數位學習系

統，減少學習上的障礙。

為可以利用科技工具進行工作或執行特定任務的能力。當使用者的電腦自我

效能愈高，則其會認為線上實作評量愈容易使用，且更為有用。因此，本研究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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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以下兩項研究假說：

H1：使用者的「電腦自我效能」愈高，則對其使用電子書線上評量系統之「認

知有用」有顯著正向影響。

H2：使用者的電腦「自我效能」愈高，則對其使用電子書線上評量系統之「認

知易用」有顯著正向影響。

2. 科技接受模式與線上評量系統使用意願

Davis(1989) 以理性行為理論為基礎，探討個人認知的有用性、認知的易用

性認知與科技使用間之關係，進而發展出科技接受模式 (Adam et al., 1992)，在使

用者與系統使用意願的研究上，科技接受模式是相當重要的理論。

Venkatesh 等人 (2003) 認為使用資訊科技的行為主要是受到有利條件所影

響，有三個因素可影響使用者使用資訊科技的意願，分別為對績效的期望 (per-
formance expectancy)、對付出努力的期望 (effort expectancy)、社群因素的影響

(social influence)。而性別、年紀、經驗與自願使用這四個變數是干擾因素。

目前已有許多學者利用「科技接受模式」探討使用者對數位學習科技的接受

度，其中 Sanchez-Franco (2010) 以科技接受模式探討資訊科技輔助教學之電子學

習平台的學習效果，結果發現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及知覺有趣性均可以顯著

預測學生的學習行為意圖。

Shroff, R. H. (2011) 以科技接受模式，探討大學生線上學習歷程檔案的行為

意圖進行研究，研究結果發現使用者滿意、知覺有用性及知覺易用性皆是形成使

用者持續使用數位學習系統的關鍵因素。

Lu, Zhou 及 Wang(2009) 以科技接受模式及心流理論，探討中國使用者對於

即時通訊軟體的使用行為意圖研究，結果發現使用者的知覺有用性及知覺有趣性

皆會顯著影響其使用態度；另外，加入計畫行為理論後亦發現以主觀規範及知覺

行為控制均會顯著影響行為意圖。

Terzis 及 Economides (2011) 針對 173 位參與資訊課程的學生，以 TAM、

TPB 及 UTAUT 理論為基礎發展一個學生使用電腦化測驗評量 (Computer Based 
Assessment, CBA) 的行為意圖模式，結果顯示知覺有用性及知覺有趣性皆會直接

影響行為意圖。種種研究皆已支持 Davis 的 TAM 模式，認為使用者所產生之知

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皆會影響使用者的使用意願 (Nov & Ye, 2008)。
綜上所述，依據科技接受模式的架構，當使用者認為採用線上評量系統有

助於增進學習效果，則會有較高之使用意願；同時當使用者覺得使用新系統容易

上手，則採用系統的態度也愈正向。因此，當使用者認為線上評量系統愈容易使

用，會覺得該系統是愈有用的；而當使用者對此系統的知覺易用性與知覺有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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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則愈傾向於願意使用該系統，亦即對使用行為意向有正向影響。本研究推

演以下三項研究假說：

H3：使用者的「認知易用」，則對其使用電子書線上評量系統之「認知有用」

有顯著正向影響。

H4：使用者對電子書線上評量系統之「認知有用」愈高，則將直接正向影

響其「使用意願」。

H5：使用者對電子書線上評量系統之「認知易用」愈高，則將直接正向影

響其「使用意願」。

綜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五點研究假設，其架構如下圖 1 所示。其中，外部變

項為「電腦自我效能」，而中介變項為「認知有用性」與「認知易用性」，依變

項為「使用意願」。

圖 1   研究架構圖圖

參、研究設計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旨在透過發展電子書線上實作評量之內容，透過線上評量方式瞭解

技職院校學生電子書之系統之意願。採立意抽樣之方式，選擇曾經「修習過電子

書製作相關課程」之技職院校學生為主要研究對象。為提高問卷回收率，並方便

使用者填寫，本研究問卷採網路填寫方式進行，共計回收 320 份，扣除無效問卷

94 份，有效問卷為 226 份。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之研究工具分為「電子書評量題庫」及「電子書評量系統使用

意願調查問卷」兩種：

（一）電子書評量題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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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信度

本計畫根據文獻所得之結果，進行電子書評量題庫內容之發展，藉由文獻探

討之資料整理，首先發展出題庫初稿，並邀請專家進行審查，題庫初稿共發展出

七大能力構面及 32 題測驗題目。

進行問卷審查時，本研究共選擇三位具備電子書製作經驗之數位出版產業專

家學者，進行題項審核，最後藉由各專家回覆之意見結果，確立電子書評量題庫，

如表 2 所示，修正後之題庫內容包含九大能力構面及 35 題測驗題目，包含單項

式試題及整合型試題。

表 2  專家問卷調查意見修正表

項目 修正意見 調整情形

版面與工作區 可加入一題跟主版相關的題目

1. 將「版面與工作區」構面調整為「版面設定」

及「工具操作」兩大不同構面。

2. 增加與主版相關之題目。

文字與樣式
可加入一題「字元樣式」與「段

落樣式」兩者使用或搭配的問題

1. 將「文字與樣式」構面調整為「文字設定」及

「樣式設定」兩大不同構面。

2. 將「文字」調整為「字元」。

3. 增加與「字元樣式」相關之題目。

圖像與表格
可加入一題 Indesign 不支援的圖

片格式為何？

1. 將「圖像與表格」構面調整為「圖像設定」及

「表格設定」兩大不同構面。

2. 已有類似題目，因此將原先題目調整為與「In-
design 支援的圖片格式」相關問題。

其操作他軟體

1. 可加入 acrobat 或 pdf 的題目。

2. 應多加與 epub 相關之設定，如

script, xml 之設定等。

3. 建議增加其他電子書載具設定

相關題目。

1. 將「其操作他軟體」構面名稱修改為「相關軟

體應用」。

2. 增加與 epub 設定相關之題目。

依照各能力構面之重要性，設計有九大能力構面及題數分別為：文字設定能

力 7 題、版面設定能力 5 題、圖像設定能力 4 題、表格設定能力 4 題、工具面版

操作能力 3 題、樣式設定能力 3 題、格式設定能力 3 題、動態文件能力 3 題、及

相關軟體應用能力 3 題。

在信度部份，以 Cronbach α 值來檢視題庫整體能力構面之內部一致性，所

獲得之 Cronbach α值為 0.73，代表此電子書評量題庫具有良好之信度。

2. 效度

在效度部分，著重於確認學生是否已具備電子書製作之專業技術能力 (tech-
nical skills)，而非對電子書製作之理論知識而已 (knowledge of eBook) 。因此本研

究以此做為試題效度評估標準，由專家學者先針對題庫題目進行審查，提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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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及修改，以建立專家效度。

完成專家題庫審查及修改後，再邀請具 3 年以上電子書製作經驗之相關從業

人員 5 名進行實際測試操作，其所使用本評量系統之時間約為 10 至 15 分鐘。並

針對題意不明之處進行再次修改，以建構內容效度，因此本研究所發展之電子書

評量題庫具有良好之效度，電子書線上評量系統測驗畫面如圖 2 所示。

圖 2  電子書線上評量系統測驗畫面

（二）「電子書線上評量系統使用意願」調查問卷

Lee, Kozar 和 Larsen(2003) 針對 1986 年至 2003 年，共 101 篇應用科技接受

模式理論的研究進行後設分析發現，共有 74 篇研究結果顯示認知有用與行為意

向或行為有顯著相關，58 篇研究結果發現易用性認知與行為意向或行為有顯著

的相關。

因此本研究以科技接受模型理論、電腦自我效能為基礎，編製「電子書線上

評量系統使用意願」調查問卷以探討使用者之使用意願，本問卷題項所參考之文

獻依據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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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問卷題項與參考文獻對照表

項目 操作型定義 參考文獻

電腦自我效能 對電腦軟、硬體的操作是否熟識 Scott & Walczak (2009)

認知有用性
系統對使用者是否有用，評量自

我能力是否有幫助
Davis（1989），Saadé, & Bahli (2005)

認知易用性
系統是否容易使用操作，介面是

否簡單易懂而不費力
Davis（1989），Chen, S., & Granitz, N. (2012)

使用意願
使用者是否願意繼續使用線上評

量系統
Davis（1989）

本次問卷之信、效度整理如下表 4 所示，依據 Bagozzi & Yi (1988) 建議之

Cronbach�s α 係數檢測問卷之內部一致性。問卷量表之「認知有用」、「認知易

用」、「使用意願」、「電腦自我效能」四大構面之Cronbach α係數分別為0.919、
0.893、0.920、0.950，各子構面 Cronbach�s α 值皆在 0.89 至 0.95 之間，具有良

好信度，代表本研究問卷之內部一致性良好。

此外根據 Fornell and Larcker (1981) 建議，良好的收斂效度應是所有題項的

因素負荷量要顯著，亦即全部問項均需大於 0.5，而本研究問卷之平均萃取變異

量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 均高於 0.7，顯示各量表的效度良好。

表 4  電子書評量系統使用意願調查問卷信效度分析表

Cronbach�s α AVE 值

認知有用性 0.919 0.91

認知易用性 0.893 0.77

使用意願 0.920 0.91

電腦自我效能 0.950 0.88

整體信度 0.975

三、資料處理

（一）描述性統計

首先採用 SPSS 20.0 套裝軟體，進行 Cronbach�s α係數進行信度分析，衡量

問卷各構面之內部一致性。接著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以瞭解使用者答題的分佈

狀況、平均數、標準差等數據，並藉此探討研究樣本在各能力項目的表現情形，

並可由描述性統計資料中得知樣本的背景變項之描述，計算其次數分配和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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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除了與母群分配情形相互驗證外，也可作為本研究後續討論之參考。

（二）結構方程模式

結構方程模式主要目的在考驗潛在變項（latent variables）與外顯變項

（manifest variables，又稱觀察變項）間之關係，因此本研究透過 SEM 以探討研

究模式中「電腦自我效能」、「認知有用性」、「認知易用性」、與「使用意願」

四變數間之因果路徑關係。

本研究使用最大概似估計法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來估計參數，並

利用 LISREL 8.52 套裝軟體進行分析，並檢視模式適配情形。

肆、資料分析

一、問卷填答者基本資料分析

根據本研究所回收之問卷，有效受試者之背景資料女性（59.7%）較高於男

性（40.3%），學歷以就學於高中職階段之學生佔大多數（88.1%），其學習電子

書製作之年資多數則為一年以下（91.6%）。

二、電子書線上評量系統使用意願測量模式分析

測量模式分析主要是找出具有信度及區別效度的構面。本研究初期的測量模

式包含 4 個構面共 14 題問項，經驗證性因素分析刪除測量誤差大及複雜測量變

數後，最終的測量模式包括 4 個構面、8 題問項。此外本研究針對各構面之問項

採用 Cronbach α進行內部一致性考驗，作為問卷信度考驗，其數據如表 5 所示。  

表 5  驗證性因素分析表

Construct 
Variable

問項
潛在標準

化參數λ
測量誤θ T 值 R2 組成

信度

認知有用性

U2. 我認為使用線上評量可以提高

學習的效率。
0.94 0.12 5.34* 0.88

0.919
U3. 我認為使用線上評量可以提高

學習的樂趣。
0.90 0.19 7.49* 0.81

認知易用性

E2. 我認為學習使用線上評量不需

要很多時間。
0.88 0.22 6.39* 0.78

0.893
E4. 我認為線上評量的功能都很容

易明瞭。
0.91 0.71 5.07* 0.83

使用意願

W1. 我將會視使用線上評量為學習

的一部份。
0.89 0.22 8.28* 0.72

0.920
W3. 整體而言我對線上評量的使用

經驗感到滿意。
0.95 0.10 4.69*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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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自我效

能

S1. 我覺得電腦很容易學習。 0.85 0.28 8.17* 0.72
0.950S2. 利用電腦來做我想做的事，是

很容易的。
0.93 0.13 4.78* 0.86

* 表示達統計顯著水準 P<.05

三、	 電子書線上評量系統使用意願結構模式分析

由表 5 整體模式適配考驗指標摘要表得知，絕對適配指標中的 χ2 (226) 
=32.54，P=0.008，RMSEA=0.068，GFI 值為 0.97 大於 0.9 的建議值，卡方與自

由度比值為 2.03，此值小於 3，符合檢定標準。

增量適配指標中的 NFI 值為 0.99 大於 0.9，CFI 值為 0.99 大於 0.9， IFI 值
為 0.99 大於 0.9 ，顯示本研究所建構的增量適配模式良好。 

精簡適配指標中的 PNFI 值 0.57 大於 0.5，PGFI 值 0.43 ，CN 值為 222.29 大

於 200，達可接受範圍。

表 6 結構方程模式分析之配適度指標 (N=226)

模式適配指標 指標值 建議值

絕對適配度

χ2 32.54 P>.05

Goodness of fit index (GFI) 0.97 ≥ 0.9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 0.068 ≤ 0.05

χ2 / df 2.03 <3

增量適配度

Normed fit index (NFI) 0.99 ≥ 0.9

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 0.99 ≥ 0.9

Incremental fit index (IFI) 0.99 ≥ 0.9

精簡適配度

Parsimonious normed fit index (PNFI) 0.57 >0.5

Parsimony Goodness of Fit Index (PGFI) 0.43 >0.5

CN 222.29 >200

四、模式解釋

圖 3 為結構模型分析結果，其中實線表示構面影響是顯著存在，而 R2 值與

路徑係數 (path coefficients) 值是主要判斷模型好壞的指標。

圖 3 結構模型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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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上述結構模型分析結果資料整理後用以驗證本研究所設定的假設，其假設

皆成立，驗證結果如表 7 所示。

表 7 假設驗證結果檢定表

假設 潛在變項間關係 路徑係數 檢定結果

H1 自我效能會正向影響認知有用 0.83*** 成立

H2 自我效能會正向影響認知易用 0.83*** 成立

H3 認知易用會正向影響認知有用 0.24*** 成立

H4 認知有用會正向影響使用意願 0.72*** 成立

H5 認知易用會正向影響使用意願 0.30*** 成立

「認知有用」對「使用意願」的影響係數為 .72，且達顯著水準，意謂當使

用者在使用的過程中，認為電子書線上評量系統是有用的，將使使用者對系統有

較正面、積極的使用態度，進而增加其對科技接受的程度。

「認知易用」對「使用意願」的影響係數為 .30，且達顯著水準，意謂當使

用者在使用的過程中，認為電子書線上評量系統是容易操作使用、容易熟練或容

易達成所要完成的目的，而整個互動的過程是容易理解的，會使學習者對系統有

較正面的使用態度，進而增加對系統的使用意願。

至於電腦自我效能對於使用意願的影響則有二條間接效果路徑：其一是電腦

自我效能→認知有用→使用意願，其間接效果値是 0.83× 0.72 = 0.60；其二是電

腦自我效能→認知易用→使用意願，其間接效果値是 0.83×0.30 × 0.70 ＝ 0.25，
合計二條路徑的間接效果值是 0.85。

綜上可知，自我效能到使用意願的影響路徑，認知有用與認知易用扮演了中

介角色，此結果與 Liebermann(2002)、Chen,S. 與 Granitz,N.(2012) 的研究類似，

認為易用性、相容性、自我效能等因素會影響使用者採用數位學習平台之意願。

五、結果討論

教學與評量是現代教育系統中的兩大部分，兩者之間關係密切。過去由於學

生、家長、甚至老師未能了解到評量的真正目的及評量結果所代表的意義，僅強

調其中所呈現的片面資料，例如成績、排名等，使得評量的本意無法落實，反而

對教學產生導引作用，發生「考試領導教學」之情況 (Nitko, 1996; Cheng, 1997; 
Cheng & Curtis, 2004)。

然而，本研究目的之一在於探討電子書製作專業技術能力以發展線上評量系

統，將評量內容作為評定學生表現的準則，讓使用者能隨時上網進行自我評量，

並即刻得知評量結果，據以分析學習成效，確認是否有學習盲點，並推斷可能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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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檢視學習成效是否符合預期，以作為進修補強之依據。

因此本系統設計在評量活動進行完之後，除針對測驗結果進行解說外，亦利

用雷達圖方式呈現學生各項技術能力之表現情形，如圖 4 所示。

圖 4 線上實作評量測驗結果分析及能力分佈雷達圖

因此透過本次研究，得以確認經由線上實做評量系統之實施，讓學生親自進

行線上實作評量，應用所學知識或技能，嘗試解決所遭遇之實作問題，可以真正

了解到自己究竟學會了什麼，並加以運用與驗證；對於感到困惑或不熟悉的部份，

則可以從過程中反思自己不足之處，然後予以補強，達增進學生電子書專業技術

能力之成效。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藉由探討電子書製作專業技術能力發展線上評量系統題庫之內容，並

利用 TAM 概念驗證電子書線上實作評量系統之使用意願，及電子書線上實作評

量系統對電腦自我效能與使用意願之關係，其結論分述如下：

（一）以電子書製作專業技術能力發展線上評量系統題庫之內容

隨著 iPad、Kindle 等行動閱讀載具在全球所掀起的數位閱讀熱潮，電子書已

成為下一波出版的主流趨勢，平面紙張的出版品市場嚴重下滑，未來不論是在數

位學習或數位閱讀行為上，電子書都將造就更多相關產業的興起。而電子書的設

計，仍需保留原平面出版品的設計質感，再加上科技服務的優勢，才能增加產品

的價值。

對於電子書製作而言，由於文字之排版與配置為電子書製作過程中最重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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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節，也因此其專業技術能力多與文字編排能力相關，包括有文字設定、圖像設

定、版面設定、工具面版操作、表格設定等五項。

然而由於其又包含了數位媒體之特性，因此相較於傳統之文字書籍而言，在

製作專業技術能力則增加有樣式設定、格式設定、動態文件設定、相關格式軟體

應用等。

（二）使用者對電子書線上實作評量系統之使用意願

本研究以科技接受模式為基本架構，探討使用者的認知有用性、認知易用

性、自我效能與使用意願之關係，藉以建構其關係模式。

本研究所謂「認知有用」是意指「使用者主觀地認為使用線上實作評量系統

可以有效評斷出其電子書學習成效之程度」；「認知易用」是意指「使用者主觀

的認為使用線上實作評量系統的容易程度」。

研究結果發現，使用者對於電子書線上實作評量系統之認知有用性、認知易

用性皆會直接正向影響平台的使用意願。此外，由認知有用性及認知易用性兩構

面對平台使用意願的影響效果來看，影響最大者為認知有用性 (0.72)，認知易用

性之影響較小 (0.30)。
依據上述，使用者之「認知有用性」與「認知易用性」會對「使用意願」有

顯著正向的影響效果，因此在進行同類型線上實作評量系統時，系統的有用性將

是系統開發者所需優先考量之因素。

（三）電腦自我效能與電子書線上實作評量系統使用意願之關係

本研究以電腦自我效能做為影響使用意願的外部變數，所謂「電腦自我效

能」意指「使用者對於一般電腦使用的能力自我認知程度」。

研究結果發現，電腦自我效能對資訊系統成功佔有扮演重要的角色，其中

「電腦自我效能」對於使用者之「認知有用性」和「認知易用性」有顯著正向的

影響效果；故當使用者之個人電腦自我效能越佳，且認同線上評量系統是有用、

且容易使用，其使用意願亦較高。

經由本研究的實徵結果，再度驗證了 Davis(1989) 所提出的 TAM 的理論，

可具體解釋影響使用者對於資訊科技的使用態度，以及「認知有用」、「認知易

用」、「使用意願」與「外部變數 -- 電腦自我效能」間的關係。

二、建議

過去科技接受模式在數位出版的研究上，都較偏重於閱讀載具及電子書閱讀

平台之研究 (Huang & Hsieh, 2012; Shin, 2009)，而本研究主要的貢獻在於從科技

接受模式的觀點，針對電子書實作評量之使用意願，探討影響使用者使用意願之

相關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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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線性結構模式驗證，確認「電腦自我效能」是影響使用者對於電子書實

作評量的「認知有用性」、「認知易用性」的重要外部變數，同時也會對「使用

行為意願」有所影響，此為過去電子書相關研究並未探討到之範疇。

根據分析結果，可知「電腦自我效能」對於使用者之「認知有用性」、認

知易用性」和「使用行為意願」有顯著正向的影響效果。過去已經由許多社會認

知理論學者證實，自我效能被認為是影響行為的主要因素 (Bandura, 1986, 1997 ; 
Compeau & Higgins, 1995)。此外，使用者之「認知有用性」與「認知易用性」會

對「使用行為意願」有顯著正向的影響效果。

故當使用者其個人電腦自我效能越佳，其對電子書線上實作評量系統會認為

越容易使用且是有用的，進而提升其使用意願。

從教學立場而言，老師們若欲提高學生對電子書線上實作評量系統的使用行

為意願，必須先提升學生對系統的認知有用性與認知易用性。亦即當學生覺得該

系統對其自身有助益且容易使用時，對於系統使用意願的偏好程度較高。而欲提

升學生的認知有用性，除應加強評量內容的豐富性與實用性，於學生進行完評量

測驗後，能否提供完整的能力評估報告供學生及老師參考，將是影響系統認知有

用性之關鍵因素之一。

由於學生的電腦自我效能對於認知易用性與有用性有正向的影響，因此，建

議學校及圖書館等相關單位可多舉辦提升學生電腦自我效能的各類競賽活動，藉

由比賽過程，讓學生參與電子書的實作與觀摩，加強學生電子書製作之概念與經

驗，進而提升其設計、編排等專業技術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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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fervor of digital reading generated by portable reading devices globally, eBooks 

have become the next mainstream of publication. It is an urgent demand to strategically and 

systematically cultivate professionals for the digital content industry.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and expert interviews, 9 standard competencies were es--

tablished and 35 questions were developed for the assessment. This research is based on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o explore the use intention of web based text E-book assess--

ment of users and to test the external effects of user "computer self-effi cacy". Structural equa--

tion model was adopted to verify the relations of model path. The study population is design 

department students of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ath between 

the research model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 cant. And "computer self-effi cacy" has a signifi cant 

positive impact for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herefore,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can be applied to explain the user intention of web based assess--

ment.

Keywords: Computer Self-efficacy, E-Book, Web Based Performance Assessment, Us-
age Inten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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