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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資訊科技的輔助下，借重班級網站來進行班級經營，已成為全國小

學普遍應用的資訊科技之一。本研究以國小導師使用班級網站為情

境，試圖驗證科技接受模式 (TAM) 中認知有用性與認知易用性對行

為意向的影響。此外，本研究亦參考制度理論及制度化壓力之相關研

究，考量資訊系統於建構或使用時，往往在制度情境下影響到其使用

成效，而小學之工作環境也的確多符合制度化理論中所定義之制度情

境，故本研究便嘗試加入制度化壓力因素。研究結果發現，制度化壓

力對使用意向的影響甚至遠比 TAM 中的認知有用性及認知易用性影

響更加顯著，表示導師使用班級網站來進行班級經營，已不是單純資

訊科技上的易用性與有用性問題而已。身處在國小體制內的導師，許

多制度化壓力會驅使他們使用班級網站，包括教育當局施加的強制性

壓力、身為教育工作者的規範性壓力以及同儕之間的模仿性壓力，都

對國小導師造成很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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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教育部於民國 88 年撥下大筆經費補助各級學校電腦與網路的軟硬體設備，

並首度辦理「全國各級學校校園網站設置競賽」；之後，班級網站成為校園網站

的附加功能項目，並逐漸盛行起來，也帶動「建置班級網站」這一項資訊科技在

國內的校園中蓬勃發展。目前有部份縣市將班級網站的經營績效列入校務評鑑的

指標之一，以其代表資訊科技融入基層班級的實際作為 ( 楊坤峰，2005)。
班級經營是為了教學而進行的整頓工作，一向被認為是教學成功的先決條件

( 簡紅珠，1996)；然而，相關文獻也指出，不管是實習教師、初任教師或是有經

驗的教師，最感困擾與無力的也是班級經營 ( 吳清山，1997)。班級經營是教師在

教室社會體系中，以遵循一定的準則規範，並達成教育目標的一種歷程，也是師

生共同合作的教學發展 ( 吳玟靜等人，2017)。班級經營的層面相當廣泛，需要縝

密的班級經營，以研擬因應策略；對教師而言，為達成教育目標，教師應妥善擬

定班級經營計畫，使教師在班級事務逐步提升績效 ( 王錫堆等人，2016；陳棟樑

等人，2017)。
班級網站與傳統的班級經營相比，具有它獨特的優點：(1) 透過網際網路，

可隨時隨地存取與使用的方便性；(1) 具有雲端數位倉儲的概念；(3) 可以搭配使

用數位輔助平台，透過多媒體互動，整合成內容豐富的數位班級網站。因此，班

級網站能讓教師於網路上，隨時進行班級經營與數位檔案的分享，這是傳統班級

經營所無法達成的。此外，班級網站的建置者及維護者皆為班級導師，因此若只

探討班級網站本身，而不探討班級導師的話，恐未臻完善。

班級網站是一種資訊科技的應用，過去在探討人們使用資訊科技之意向時，

以 Davis (1986) 所提出之科技接受模式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來探

討使用者對該科技之接受行為，所得到的解釋力往往頗為顯著。故本研究於探討

班級網站之使用行為時，擬採用此一科技接受模式來加以擴展應用。此外，過去

的研究曾指出，具有創新性功能的資訊系統，在建構或吸收的過程中，往往會受

到組織的制度情境 (institution context) 或個人的互動行為，進而影響到使用者吸

收這些資訊系統的成效 (Sharma and Yetton, 2003)。換言之，外在環境的制度化壓

力、社會、以及政治力量的參雜，也可能影響到潛在採用者對於科技的了解與吸

收 (Purvis et al., 2001)。
根據制度理論 (institutional theory)，組織結構與行為的改變，很少是因為

競爭壓力、或是為了提高效率而形成；相對的，大部份是組織為了尋求「合法

性 (legitimacy)」而發生；而所謂的合法性可定義為被社會行動者所認可的狀態

(DiMaggio and Powell, 1983)，有時被稱為「正當性」。DiMaggio and Powell (1983)
將制度化壓力 (institutional forces) 區分為三種主要來源：強制同形、模仿同形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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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規範同形，同一場域內 (field) 的組織會透過此三種力量而逐漸趨於同形。本研

究認為國小導師在建置與維護班級網站，以協助班級經營之行為時，會受到制度

理論中的強制同形、模仿同形以及規範同形過程中所產生的壓力而影響。這些壓

力可能來自教育部與學校當局的強制規定、來自校方的規範以及來自同儕間的相

互影響與仿效。換言之，對於國小導師建置班級網站來協助班級經營，制度化壓

力極可能對他們的使用行為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

基於上述動機，本研究的主要目的便是探討國小導師使用班級網站協助班級

經營之行為，包含：(1) 以 TAM 中的認知有用性與認知易用性來解釋國小導師對

於班級網站的使用意向與實際使用行為；(2) 加入制度化壓力來擴展 TAM，探討

強制同形、模仿同形以及規範同形三種力量，對國小導師使用班級網站行為的影

響。在研究對象方面，本研究將選擇班級網站有實際運作的班級導師為研究對象；

由於高雄市是推動「班班有網站」的縣市，因此在取樣方面的限制會較少，故本

研究便以高雄市國民小學導師為主要研究對象。

貳、文獻探討

班級網站是國小導師進行班級經營所借重的一種資訊科技，因此本節的文

獻探討將先對班級經營進行介紹，並探討導師與班級經營之關係。其次，Da-
vis(1986)所提出的TAM常被用來解釋使用者對於新科技及資訊系統的接受行為，

因此本研究將進行 TAM 的文獻探討。最後，教師所處的體制環境常存在著許多

影響教師行為之因素，本節亦將探討「制度理論」中的「制度化壓力」等相關文

獻。

一、班級經營與班級網站

班級經營的內容繁多、範圍廣泛，不同的學者或研究者對其內涵常有不同的

看法，但大體上仍脫離不了教師、學生與環境三者，在班級、校內外交互作用所

衍生出來的人、事、物問題 ( 張新仁，2002)。隨著教育觀念的變遷與演進，班級

經營的內容已更為複雜且深入。現今，班級導師多了許多資訊科技可供選擇與使

用，讓班級經營更加多樣化，而班級網站即為其中之一。「網站」是一個進入網

路世界的入口介面，透過網際網路的連結，使用者得以從中獲取所需的資訊與資

源 ( 蔡雪媚，2002)。因此，班級網站亦可視為一個進入班級生態的入口介面，學

生得以從中獲取學習資訊以及進行師生交流；家長可以從中瞭解自己孩子的表現

與近況，達成親師交流與合作；教師則可從中掌握學生動態，並獲得學習回饋。

過去研究者多將班級網站視為班級的門面象徵，認為班級網站可以運用網路

同步與非同步溝通的功能特性，以班級為單位，針對班級教師、學生、家長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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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來建置，用以提供師生與同儕互動、親師溝通、輔助教學及支援校務行政等，

作為協助教師班級經營的有效工具。從過去研究的脈絡可以發現，班級網站不論

是在對象或功能上，均逐漸擴大與深化。一開始，班級網站較偏重於促進師生之

間的互動，但隨著親師合作觀念的強化，班級網站遂成為教師、學生與家長三者

之間的交流媒介；此外，在功能上也更加周延與完整，甚至足以涵蓋班級經營的

所有內涵。

隨著網路環境的愈趨進步與便利，學習的場域已不再侷限於實體空間。在

網路的世代裡，教師必須解開門鎖，邀請全世界進入班級當中，讓班級經營的觸

角無限延伸於虛擬的網路環境 (Charland, 1998)；而班級網站即是這道能夠邀請所

有關心這個班級的成員一同進入班級環境的最佳窗口 (Isakson, 2003)。這道窗口

是結合網路科技與班級經營理念的新興科技產物，對教育環境產生莫大的衝擊，

但若能有效加以利用，必然也能為教育帶來正面的助益。因此，若能充分發揮

班級網站的潛在優勢，班級網站也必然可以使班級經營變得更有效率 ( 廖筠松，

2005)，也更能突破社會變遷所伴隨而來的教育困境。

藉由班級網站的建置與經營，教師不但可以養成網路情境的應用能力，更能

體會班級網站在班級管理上的輔助能力。隨著班級網站建置技術的日益簡化，加

上教育單位舉辦了許多相關的研習讓教師充實相關知能，使得教師們在班級網站

建置的「技術」上愈趨成熟；接下來，該如何提升教師建置與經營班級網站的「意

願」，便成了另一階段的新課題。鍾季娟 (2005)以國小推動班級網站為研究主體，

探討個案學校之資訊科技導入歷程，透過觀察及訪談資料，發現影響學校資訊科

技導入班級網站之關鍵因素，包含了行政主管的認知與動機、資訊教師的資訊素

養與工作量、教師自我要求與興趣、行政壓力、教師資訊能力與使用經驗、認知

易用性與認知有用性、參與成員態度、資訊科技環境、尋求外援、願景目標、導

入策略、行政支援、成員工作分配、教師年齡、同儕互動等等。陳建志與王淑昭

(2007) 針對臺北市國小班級網站進行內容分析，藉以瞭解班級網站的製作方式，

並進一步將班級網站的製作方式、班級網站建置率與學校所在行政區、學校規模

大小等因素進行相關性分析，發現網頁製作方式、以及班級網站建置率確實與學

校所在行政區、學校規模大小有顯著關聯。 
此外，蔡雪媚 (2003) 以班級導師的身分，考量導師在班級經營上的需求，

實際為某高職學生架設互動式班級網站；之後，透過觀察、問卷調查與訪談等方

式，探討建置互動式班級網站來協助班級經營之成效。藍金水 (2004) 同樣建置

一個內容完整的國中班級經營網站，並採用準實驗法的方式檢視其實施成效，經

由「班級經營網路化實施成效量表」的分析，發現學生對於班級經營網路化的總

體滿意度以及網路化教學的滿意度，均有顯著性的提升。胡開惠 (2004) 則利用

Yahoo ！奇摩家族，建置一個以「輔導」為取向的高中互動式班級網站，並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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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hoo ！即時通訊」，與學生進行同步溝通，透過行動研究的方式，探討班級

網站之經營策略及成效。

從上述文獻可發現，班級網站的使用方式會隨著教師的風格與需求而有所偏

重，但不可否認的，也確是用來協助班級經營的有效利器。教師班級網站建置與

經營意願的提升，除了透過學校或教育單位積極正向的推動之外，更須讓教師們

看見班級網站的實質意義與價值。因此，部份研究者透過班級網站的實際運作，

探討班級網站在班級經營各個層面上的實施成效，不論是著重於特定層面或整體

層面的功能探討，均有助於釐清班級網站的潛在價值，同時也能達到示範觀摩作

用，讓教育現場的教師們能有依循上的參考。

二、科技接受模式 (TAM)
對現今的國小教師而言，班級網站的使用往往與班級經營內容有關，班級經

營是教師極為重要的工作，而班級網站則是一種新興的資訊科技。TAM 被認為

是預測及解釋使用者對資訊系統使用行為的最適模式。Luarn, & Lin (2004) 亦指

出，TAM 被應用在許多資訊科技的使用行為研究上，且多數已驗證出該模型可

以成功地解釋使用者對於資訊科技的使用行為。目前國內外以 TAM 為基礎的實

證研究已相當多，實證結果亦顯示，不論在解釋能力或理論簡潔程度上，TAM
皆獲得相當高的認同。

TAM 是 Davis (1986) 根據 Fishbein, & Ajzen (1975) 所提出的「理性行為理論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為基礎所發展出來的，用於解釋使用者對於新

資訊科技的接受及使用行為。Davis 等人 (1989) 認為，影響使用者接受新資訊科

技的外在因素是經由「認知有用性 (perceived of usefulness, PU)」與「認知易用性 
(perceived ease of use, PEOU)」這兩個中介因素，進而對使用者的使用意向 ( 亦稱

使用意圖、行為意向或行為意圖 ) 產生影響。

Davis (1989) 回顧了許多管理資訊系統領域中的相關理論文獻，包括自我

效能理論 (self-efficacy theory)、成本效益模式 (cost-benefit paradigm)、創新採用

(adoption of innovations)、通路配置模式 (channel disposition model) 以及非管理資

訊系統研究領域的行銷研究 (marketing study) 及人機交互作用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HCI)，並參考當時已被廣泛應用於解釋與預測人類行為的 TRA，進而

整理出認知有用性與認知易用性兩個構面；這兩個構面為 TAM 模式的核心構面，

是使用者對資訊科技之使用意向及行為的兩個決定性因素。

TAM的假設與TRA相似，認為個人的實際使用行為是由其行為意向所決定，

而行為意向則同時受到使用態度及認知有用性的影響；此外，使用態度亦受到使

用者的認知有用性及認知易用性的影響，而認知易用性會影響到認知有用性。在

模式之外，一些外部變數 (external variables) 會透過認知有用性與認知易用性來

影響使用態度，進而影響使用者的行為意向，最後決定使用者的實際使用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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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而言之，TAM 是以科技使用者對科技的「認知有用性」與「認知易用性」來

解釋使用者對於該科技的「使用態度」、「使用意向」以及「實際使用行為」( 蕭
銘雄、鄭曉平，2008)，其理論架構可表達如圖 1 所示。

TAM 將 TRA 理論中，作為行為意向決定因素的「主觀規範」移除，並導入

了有用性與易用性兩個影響資訊科技使用行為的重要變項。Davis 等人 (1989) 移
除主觀規範的原因，是認為該變項影響不大、存在不確定性以及不易實行心理測

量。再者，主觀規範可透過使用態度影響行為意向，而使用者本身也可能將其態

度投射在其他人身上。也因此，來自規範性信念與遵循動機兩者存在著不確定

性，於是便將主觀規範予以移除。Fishbein, & Ajzen (1975) 亦指出，該變項很難

判斷是直接決定個人的使用行為，抑或是透過態度間接影響個人的使用行為。

External
Variables
外部變數

Perceived 
Usefulness
有用性認知

Perceived 
Ease of Use
易用性認知

Attitude
態度

Behavioral 
Intention
行為意圖

Actual Use
實際使用

圖 1  TAM 原始架構

資料來源：Davis 等人 (1989)

以本研究為例，若是教育主管機關的政策規定各國小教師需建置班級網頁，

並請各校回報該校班級網站之建置率，此時就無關各班導師個人態度為何，導師

會直接順從，進而產生建置該系統之行為；在這種情況下，主觀規範便直接決定

了個人的使用行為。相反的，若是該政策正值推廣期，並未強制使用時，使用者

也許會聽從專家、主管或是個人認為很重要的人之意見，並將其意見當成是自己

的想法，進而產生態度的改變及後續使用的行為；此時，主觀規範便是間接影響

個人的使用行為。也因此， Davis 等人 (1989) 所提出的 TAM 並未包含主觀規範

在內。

Davis(1989) 將使用者是否接受新資訊科技的主要因素歸納為認知有用性與

認知易用性兩大構面，並將兩者定義為：

(1) 認知有用性：個人認為使用特定的系統將提高自己工作績效的程度，亦

指使用者對特定的應用系統是否能使其工作更有效率的心理認知；若認

知程度越高，則對系統的使用意向也就越高。

(2) 認知易用性：個人認為此特定系統容易使用的程度，亦指使用者對該系

統容易使用的認知程度。換言之，就是個人相信使用該系統所能省下努

力 (effort) 的程度；若認知程度越高，對系統的使用意向也會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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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s (1989) 在檢驗行為意向時，經由迴歸分析發現，易用性與有用性可能

存在著因果關係；也就是說，易用性會影響到個人對新科技的有用性認知，是有

用性的前置變項。當個人認為某項新科技很容易使用時，會連帶提升個人對該科

技的有用性認知，因此兩者並非平行概念。除了 Davis 已證實兩者是呈正向關係

之外，Igbaria 等人 (1995) 的研究結果亦支持此一論證，該研究經路徑分析結果

顯示，認知易用性正向強烈地影響認知有用性。

此外，Davis 等人 (1989) 進行的兩個實地研究皆發現，認知有用性與實際使

用行為的相關性高於易用性認知；也就是說，有用性比易用性更能有效預測使用

者的實際使用行為。使用者會先受到該項新科技「功能」的驅動，接下來才會考

慮到使用及操作上的「難易」。另一方面，如果只是使用或操作簡單，而沒有呈

現出對使用者有幫助的功能或效益，使用者仍會拒絕使用該項新科技；後續的

許多相關研究，也都證實了這項關係 (Davis et al., 1989; Kang, 2002; Ma and Liu, 
2004; Kwon et al., 2007; Schepers and Wetzels, 2007)。

Davis 等人 (1989) 的實證研究亦發現，「態度」的中介效果並不顯著，亦即

在「認知有用性→態度→行為意向」、以及「認知易用性→態度→行為意向」這

兩組關係中，態度並沒有顯示出完全中介的效果；加上態度與主觀規範在概念上

有重疊之處，且相關性太強，被部份學者所批評，於是便將態度構面移除 (Hart-
wick and Barki, 1994; Venkatesh and Davis, 2000)，之後的文獻也多如此 (Szajna, 
1996; Venkatesh et al., 2003; Lee, and Huang, 2006; Joo and Sang, 2013; Khan et al., 
2017; Chang et al., 2017)。Venkatesh, & Davis (2000) 更於研究中指出，刪除態度

可以更加凸顯有用性及易用性兩者與行為意向之間的關係，因此本研究亦將以此

作為建構研究模式的基礎。

如今，TAM 的應用範圍已相當廣泛，從最早期的辦公室軟體應用，到後來

延伸到線上購物、線上銀行等電子商務課題 ( 洪新原等，2005)，到現今的遠距

學習 ( 如：Cheung and Vogel, 2013; Khan et al., 2017; Chang et al., 2017)、社群網

路應用 ( 如：Park et al., 2014; Lin and Kim, 2016) 以及行動應用與服務 ( 如：Park 
and Kim, 2014; Verma and Sinha, 2018) 等，課題更加多元化。

三、制度理論與制度化壓力 
「制度 (institution)」泛指導引及控制群體成員行為的所有影響機制；或以

約定俗成，不論成文或不成文的一套系統及運作機制。關於制度的定義，North 
(1990) 認為制度包括人類制定來規範人際互動之限制，包含任何正式或非正式的

形式；Parsons (1951) 則認為制度乃是一些制度化角色整合體的叢集，可視為比

角色更為高層的社會結構單元，是由相互依賴的角色模式或其成份所組成的複合

體。關於制度化 (institutionalization) 的定義，Selznick(1957) 認為制度化是組織長

期發展的一種程序，它反應組織特有的歷史、組織中曾參與的人們、組織中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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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創造的利益與組織調適環境的結果。Abercrombie 等人 (1986) 則認為制度化

是一種使社會事實變成規則的一種程序，並逐漸形成制度；這也顯示社會實務之

所以改變，在於修正既有的制度或創造新的制度。

Scott (1987) 描述了制度與制度化概念的四種不同應用情況。第一種強調制

度化是組織內部價值植根的「過程」，並會隨時間的進行而發生在組織上。第

二種則將制度化視為是「創造事實的過程」，且可區分為三個階段：外化 (exter-
nalization)、客觀化 (objectivation) 以及內化 (internalization)(Berger and Luckmann, 
1967)，人們會因所處階段的不同，而表現出不同的自主性與限制程度。第三種

則是把制度系統當成一群元素的集合，認為制度的不同起源，造成其組成元素之

間未必和諧，因此會影響組織機制與組織結構的排列 (Meyer and Rowan, 1977)。
第四種試圖了解制度內部形成的結構條件，認為制度是比角色更為高層的社會結

構單元，由一些相互依賴的角色模式或其成份所組成的複合體 (Parsons, 1951)，
而制度化則是角色期望中具模式特性的最高結構形式，具有一定結構樣態模式，

並存在於組織成員中，對組織成員具有強制約束力。Scott (1987) 的四個概念說

明了制度本身的多元性以及對於制度的不同理解；本研究探討制度化壓力下國小

導師使用班級網站之行為，著眼在較為巨觀的第四種概念，以探討制度對組織形

式與組織運作的影響。

根據制度理論，制度是在組織互動過程中所產生，也是制度本身賦予了組

織網絡關係之正當性，因此組織互動或個人互動的過程，合理化了制度的元素。

因此，制度可以視為是被組織或大眾認為有必要存在的一種穩定之社會秩序或互

動模式，制度合理化或正當化了組織的關係 (DiMaggio and Powell, 1983; Hannan 
and Freeman, 1984; Jepperson, 1991)。制度理論試圖去理解，在強調競爭的資本主

義社會中，為何許多組織放棄追求組織效率，反而去追求組織的合法性 (Meyer 
and Rowan, 1977; 陳東升，1992)。由於追求效率的理性決策不易達到，組織轉而

追求較為容易達成的目標：組織的合法性。從前分工較為細緻與互動頻繁的商業

組織，制度化的程度也愈高；但在不易評估組織效率的情形下，對於制度規範的

「順從」程度成為評估該組織的重要標準之一，而競爭則不再成為指導組織運作

的原則，反而是合法性地認定成為組織存活的決定因素 ( 陳東升，1992)。
因為組織是生存在制度環境中，制度也就影響組織的結構與運作，使得組織

有趨於同形 (isomorphism) 的現象。Meyer(1983) 以及 Fennell(1980) 認為組織同形

包括競爭同形 (competitive isomorphism) 與制度同形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競爭同形較強調經濟的適切性，它是指市場會淘汰沒有效率的組織，使得組織的

形式愈來愈相似；而制度同形則強調正當性與合法性，認為組織透過取得政治與

社會的正當性與合法性，才得以生存下來。

DiMaggio, & Powell(1983) 觀察到組織的制度同形現象，包括在組織形式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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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相似；並認為三個同形程序 (isomorphic processes) 會導致這個現象，包括

強制的 (coercive)、模仿的 (mimetic) 以及規範的 (normative)。DiMaggio, & Powell 
(1983) 並認為組織之間不僅只競爭有形的資源與顧客，也競爭無形的政治力量與

機構合法性；組織不僅尋求經濟面的適切性 (economic fitness)，更尋求社會面的

適切性 (social fitness)。
關於制度同形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DiMaggio, & Powell (1983) 提出三

種機制，包括源自政治影響與合法問題的強制性機制 (coercive mechanism)、源自

對不確定性標準化回應的模仿性機制 (mimetic mechanism) 以及與專業化相關的

規範性機制 (normative mechanism)，說明如下：

( 一 ) 強制性

強制性壓力乃是來自於組織所依賴其他組織以及組織所處之社會文化的期

待，可能是正式或非正式的壓力。這樣的壓力可能是一種強迫，例如：說服或邀

請該組織加入其謀劃的策略中；如：政府的法令規定即為一例。通常這種強制性

壓力會造成組織行為與結構的改變，不過制定法令的人員因為並不直接從事第一

線的工作，因此在推出法令時，也容易產生調整與彈性的問題。

( 二 ) 模仿性

DiMaggio, & Powell(1983) 認為「不確定性」是影響組織模仿其他組織的重

要因素，尤其是當目標不明確或環境有明顯的不確定時更是如此。在這種情況

下，組織可以透過模仿而節省成本與時間，如：創新的模仿即為一例。組織會傾

向模仿該領域成功的組織，但模仿的目的不一定是為了效益的增加，而是合法性

的增加，以便取得其成員的認同與國家的合法性。

( 三 ) 規範性

DiMaggio, & Powell (1983) 認為規範性機制主要來自於專業化 (professional-
ism)，也就是同一種職業的成員，為了定義他們工作情境 (conditions) 與方法

(methods) 的一種集體努力，並建立職業自主的認知基礎與合法性。DiMaggio, & 
Powell (1983) 認為規範性機制有兩種重要來源，其一為正式教育與認知基礎的法

制紮根，另一個則為組織擴張或使其職業模式傳播的專業網路。

不同於 DiMaggio, & Powell (1983) 的三種機制，Scott (1987) 則提出七種機

制，包括：組織結構的強制輸入 (the imposition of organization structure)、合法化

(authorization)、誘導 (inducement)、獲取 (acquisition)、銘印 (imprinting)、整納

(incorporation) 以及傳遞 (bypassing) 等。Scott, & Christensen (1995) 並將之歸納為

三個相互依賴或強化的社會結構，包括：法規系統、規範系統與認知系統。其中，

法規系統多數是指法規的強制性，例如：法律的約束，使組織必須遵守；規範系

統強調組織成員的共同價值與規範，促使他們自願地遵守這些法則；認知系統則

強調個人或組織在面對不確定性時，會模仿其所認為的模範角色，以符合其正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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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認知，即類似順從的行為。Scott, & Christensen (1995) 歸納出的三個系統分別

代表不同的制度元素，與 DiMaggio, & Powell(1983) 的三種機制分類方式相似，

例如：法規系統代表著法律的強制性，即所謂強制性壓力；認知系統強調個人或

組織在面對不確定性時，會模仿其所認為的模範角色，即模仿性壓力；而規範系

統則顯示出組織的規範性壓力。

關於制度理論的驗證，陳惠芳 (1998)整理了 24篇關於制度理論的實證研究，

其中包括：學校、醫療、觀光、企業融資、人力僱用等，而研究方法則包含了量

化與質化的分析方法。陳惠芳 (1998) 認為制度壓力包含了政治性壓力、法規性壓

力、規範性壓力及競爭性壓力等四種壓力，並發展出實證問項來衡量此四種壓力；

她從組織層級的觀點探討制度化壓力，並認為這些制度化壓力會促使組織尋求其

正當性，因此組織會透過組織學習產生變革，最後組織會有趨於同形的現象，也

就是組織結構的改變。

在資訊管理的領域中，很少研究將制度理論應用在資訊系統的採用與接受行

為上 (Weeradkkody et al., 2009; Sherer et al., 2016)，少數應用者認為制度化壓力會

對決策者的行動與意見形成造成影響 (Sherer et al., 2016)，並將其應用在科技的

採用行為上，例如：ERP 系統 (Liang et al., 2007)、電子商務與供應鏈以及財務資

料交換等科技 (Teo et al., 2003)。Sherer 等人 (2016) 則應用制度理論來解釋美國醫

院對電子病歷的採用行為，而 Messerschmidt, & Hinz (2013) 則以制度化壓力來解

釋企業對格網運算 (grid computing) 的採用行為意向。

值得一提的是，Teo 等人 (2003) 以制度化觀點探討這些制度化壓力對高階主

管採用資訊系統行為意向的影響。在模仿性壓力部份，Teo 等人 (2003) 認為會因

實行此制度的組織，其所處的產業之盛行與否，以及該產業其他競爭者認為此制

度實行是否容易成功，來決定是否會引起模仿；因為相同產業的組織，其經營環

境相似，目標與經驗也相似。當組織遇到問題時，高階主管會屈服於環境的模仿

壓力來節省成本或降低風險，例如：ATM 在各大超商的普及即為一例。在強制

性壓力部份，Teo 等人 (2003) 認同 Pfeffer, & Salancik (1978) 的觀點，認為當組織

掌握其他組織的資源時，會希望其他組織以該組織想要的方式來服務它；而其他

組織為了生存，會遵從該組織的需求，因此導致該產業的組織會有相似的結構特

性。在規範性壓力部份，Teo 等人 (2003) 認為同一專業人員擁有相似的規範，可

能會因而影響該組織的行為，因此認為規範性壓力愈大時，高階主管會有較高的

採用意向。

叁、研究架構及方法

一、研究架構與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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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 Davis 等人 (1989) 修正後的 TAM 作為研究主體架構，並加上「制

度化壓力」的影響，探討高雄市國小教師對於班級網站的使用意向與實際使用行

為。由於國小導師亦身處在制度環境中，而制度環境會強烈地影響組織的發展結

構，有時甚至比市場力量的影響還要來得強 (DiMaggio and Powell, 1983)。據此，

本研究認為國小導師在建置與維護班級網站，以協助班級經營之行為時，會受到

制度理論中的強制同形、模仿同形以及規範同形過程中，所產生的壓力而影響。

這些壓力可能來自教育部與學校當局的強制規定、來自校方的規範或來自同儕間

的相互影響與仿效。換言之，對於國小導師建置班級網站來協助班級經營，制度

化壓力極可能對他們的使用行為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過去文獻也已指出，資訊

系統在其建構的過程中，往往會因組織的制度情境或個人的互動行為，進而影響

到這些資訊系統的應用成效 (Sharma and Yetton 2003)。
據此，本研究建構之研究模型如圖 2 所示，在 TAM 主體架構之外，新增一

個獨立構面：制度化壓力，內含三個子構面：強制性壓力、規範性壓力以及模

仿性壓力，加上 TAM 原本就有的認知易用性與認知有用性，以此三個構面來解

釋國小導師使用班級網站的行為意向。此外，本研究也採納 Venkatesh, & Davis 
(2000) 與 Venkatesh 等人 (2003) 的觀點，並參考 Khan 等人 (2017) 與 Chang 等人

(2017) 的做法，將原始 TAM 中的「態度」從研究架構中移除，以瞭解認知有用

性及認知易用性對行為意向的直接影響 (Venkatesh and Davis, 2000)。
           

班級網站制度化壓力
(1) 強制性壓力
(2) 規範性壓力
(3) 模仿性壓力

班級網站
使用意向班級網站認知有用性

班級網站認知易用性

班級網站
實際使用

H2

H1

H3

H4

H5

圖 2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

根據圖 2 之研究架構，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1：國小導師對班級網站之認知易用性會正向影響其認知有用性。

H2：國小導師在班級網站之制度化壓力會正向影響其使用意向。

H3：國小導師在班級網站之認知有用性會正向影響其使用意向。

H4：國小導師對班級網站之認知易用性會正向影響其使用意向。

H5：國小導師對班級網站之使用意向會正向影響其實際使用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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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變數之衡量

本研究之研究變數包括制度化壓力、認知有用性、認知易用性、使用意向、

以及實際使用等 5 個構面，變數之操作型定義如下：

(1) 制度化壓力：國小導師在強制性壓力、規範性壓力及模仿性壓力上的感

受程度。

(2) 認知有用性：國小導師相信使用班級網站對班級經營績效提升的程度。

(3) 認知易用性：國小導師認為班級網站系統操作的容易程度。

(4) 使用意向：國小導師主觀判斷使用班級網站的利弊得失，進而決定使用

該系統的意向程度。

(5) 實際使用：國小導師平均每週使用、更新或維護班級網站系統之次數。

問卷經預試後，進行部份文字的微調，最後正式問卷所使用之衡量問項及文

獻參考來源彙整如表 1 所示。除了「實際使用」之外，量尺方式為詢問受測者對

於該問項的同意程度，並採用李克特 (Likert) 七點尺度，由「非常不同意」到「非

常同意」，分別給予 1~7 分。

表 1  各構面之衡量問項

衡量問項 參考文獻

制度化壓力 - 強制性壓力

(1) 本市教育局要求我們建置班級網站。

(2) 本校校長要求我們建置班級網站。

(3) 本校教務主任要求我們建置班級網站。

(4) 本校資訊組長或資訊秘書要求我們建置班級網站。

Teo 等人 (2003)；
陳惠芳 (1998)；陳

秀如 (2006)。

制度化壓力 - 規範性壓力

(1) 當本市教師工會鼓勵我們建置新的資訊系統時，即使沒有強制規定，我

們也覺得應當去做。

(2) 當本市教育局大力提倡新的資訊系統時，我們覺得應該跟進。

(3) 當本校校長或主任大力提倡新的資訊系統時，我們覺得應該跟進。

(4) 當鄰近國小採用新的資訊系統時，我們覺得應該跟進。

(5) 當本校同年級其他班級採用新的資訊系統時，我們覺得應該跟進。

制度化壓力 - 模仿性壓力

(1) 就我所知，本校已建置班級網站的導師，其班級經營績效良好。

(2) 就我所知，本校已建置班級網站的導師，同校導師對其風評良好。

(3) 就我所知，本校已建置班級網站的導師，本校校長或主任對其風評良好。

(4) 就我所知，本校已建置班級網站的導師，該班家長對其風評良好。

有用性認知

(1) 使用班級網站能夠增加我班級經營的績效。

(2) 班級網站所提供的功能對我很有用處。

(3) 運用班級網站，可以使我完成更多班級工作事項。

(4) 運用班級網站，能夠增加我班級經營的效率。

(5) 班級網站能夠提供我班級經營所需的相關資訊。

(6) 整體來說，運用班級網站對我班級經營來說是有幫助的。

David等人 (1989)；
花瑞仁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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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用性認知

(1) 操作班級網站，對我來說是容易的。

(2) 使用班級網站，在時間上是有彈性的。

(3) 我清楚與明白使用班級網站的原因。

(4) 熟練地使用班級網站，對我來說是容易的。

(5) 整體來說，班級網站是容易操作的。

David等人 (1989)；
花瑞仁 (2013)。

使用意向

(1) 未來在班級經營中，我會繼續使用班級網站。

(2) 未來我有意願去運用班級網站協助班級經營。

(3) 我打算增加班級網站的使用率。

(4) 我使用班級網站的意願很高。

David等人 (1989)；
花瑞仁 (2013)。

實際使用

(1) 我以班級經營為目的，平均一週會使用班級網站的次數。

(2) 我以班級經營為目的，平均一週會更新班級網站資訊的次數。

(3) 我以班級經營為目的，平均一週會維護班級網站的次數。

David等人 (1989)；
史麗伶 (2011)。

三、資料蒐集方法 

本研究係以問卷調查方式蒐集模式驗證所需的資料，由於高雄市為推行「班

班有網站」之縣市，頗適合做為本研究之取樣對象，故本研究便以高雄市市立國

小班級導師為調查對象，蒐集所需之實證資料。

正式的問卷調查係依高雄市 38 個行政區人口比例，大致區分為 3 個區域，

每一區域各發放約 100~120 份問卷，發放方式以親自交付及郵寄為主。實際調查

時，共計發出 345 份問卷，發放至杉林區新庄國小等 16 所高雄市國民小學，予

各校導師填答。最後回收 15 所學校之問卷 ( 其中 1 校未收回 )，共計 302 份，其

中 300 份為有效問卷。

肆、研究結果

一、樣本描述

根據本研究所取得之 300 份有效問卷整理出之樣本結構，如表 2 所示。

性別方面，女性為多數，佔 76.0%；年齡方面，30~40 歲及 40~50 歲者共佔

了 87.7%；教育程度方面，碩士者最多，佔 47.0%；學校區域方面，原高雄市

區域佔 54.7%，原高雄縣則佔 45.3%。在學校規模方面，49~72 班者最多，佔

38.7%，其次為 25~48 班，佔 25.3%；擔任導師年資方面，10~15 年者最多，佔

29.7%，其次為 15~20 年者，佔 26.3%；擔任教師年資方面，10~15 年者最多，

佔 33.0%，其次為 15~20 年者，佔 26.3%。

問卷中除了受訪者之 7 題基本資料之外，其餘為 5 個構面、共 31 題的衡量

題項。在平均數方面，各題項之平均數落在 4.12~5.18 之間，顯示受訪者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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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較趨向同意。在標準差方面，各題項之標準差均在 1.10 以上，表示受訪者的

意見仍有一定程度的變異性，也顯示出本研究所設計之題項具有一定程度的區辨

能力。

表 2 樣本結構

背景資料 樣本數 所占比率

性別 男 72 24.0%

女 228 76.0%

年齡 30 歲以下 12 4.0%

30~40 歲 123 41.0%

40~50 歲 140 46.7%

50 歲以上 25 8.6%

教育程度 師範或師專 58 19.3%

專科 / 大學 95 31.7%

碩士 144 47.0%

博士 3 1.0%

學校區域 原高雄市 164 54.7%

原高雄縣 136 45.3%

學校規模 12 班以下 10 3.3%

13~24 班 55 18.3%

25~48 班 76 25.3%

49~72 班 116 38.7%

73 班以上 43 14.3%

擔任導師年資 5 年以下 28 9.3%

5~10 年 54 18.0%

10~15 年 89 29.7%

15~20 年 79 26.3%

20 年以上 50 16.7%

擔任教師年資 5 年以下 16 5.3%

5~10 年 34 11.3%

10~15 年 99 33.0%

15~20 年 79 26.3%

20 年以上 72 24.0%

二、信度與效度分析

本研究以探索性因素分析進行效度之檢測，並經由最大變異法 (Varimax) 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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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後之因素負荷量來判別各構面之區別校度與收斂校度。此外，為了衡量各構面

是否具有內部一致性，本研究以 Cronbach’s Alpha 來進行信度的檢測。除了實

際使用是以實際使用次數來量測，沒有信效度問題之外，其餘各個構面之因素分

析結果彙整於表 3 與表 4 中。表 3 顯示制度化壓力共萃取出三個因素，與本研究

的構面與題項相符合，三個因素分別命名為強制性壓力、規範性壓力及模仿性壓

力。三個因素的聯合解釋變異量為 85.894%，遠高於一般建議的標準 (Hair, et al., 
2010)；三個構面之 Cronbach’s Alpha 都達 0.9 以上，顯示各構面衡量題項的內

部一致性頗高，具有高度信度 (Hair, et al., 2010)。

表 3 強制性壓力、規範性壓力與模仿性壓力之因素分析

題項
因素一

( 規範性壓力 )
因素二

( 強制性壓力 )
因素三

( 模仿性壓力 )

強制性壓力 01 .160 .877 .261

強制性壓力 02 .194 .921 .219

強制性壓力 03 .185 .921 .236

強制性壓力 04 .228 .874 .222

規範性壓力 01 .702 .212 .313

規範性壓力 02 .877 .145 .234

規範性壓力 03 .887 .145 .220

規範性壓力 04 .841 .168 .163

規範性壓力 05 .829 .202 .216

模仿性壓力 01 .265 .275 .882

模仿性壓力 02 .234 .271 .903

模仿性壓力 03 .280 .249 .882

模仿性壓力 04 .298 .221 .876

特徵值 3.886 3.647 3.633

解釋變異百分比 29.893 28.052 27.948

累積解釋變異百分比 29.893 57.945 85.894

Cronbach’s Alpha 0.923 0.963 0.972

表 4 顯示出認知有用性與認知易用性共萃取出兩個因素，與本研究的構面

與題項相符合。兩個因素的聯合解釋變異量為 83.405%，遠高於一般建議的標準

(Hair, et al., 2010)；兩個構面之 Cronbach’s Alpha 都達 0.9 以上，顯示衡量題項

的內部一致性頗高，具有高度信度 (Hair, et al., 2010)。使用意向僅有一個構面，

內含 4 個衡量題項，因素分析確實也萃取出一個因素，解釋了 93.13% 的變異，

Cronbach’s Alpha 為 0.975，顯示此一構面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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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認知有用性與認知易用性之因素分析

題項
因素一

( 認知有用性 )
因素二

( 強制性壓力 )

認知有用性 01 .892 .238

認知有用性 02 .904 .221

認知有用性 03 .900 .201

認知有用性 04 .909 .217

認知有用性 05 .903 .181

認知有用性 06 .921 .223

認知易用性 01 .120 .919

認知易用性 02 .357 .762

認知易用性 03 .283 .779

認知易用性 04 .144 .920

認知易用性 05 .184 .912

特徵值 5.189 3.985

解釋變異百分比 47.175 36.231

累積解釋變異百分比 47.175 83.405

Cronbach’s Alpha 0.969 0.932

三、研究假設之驗證：結構方程模式 (SEM)分析
在研究假設的驗證方面，本研究應用 AMOS 軟體，以最大概似法 (maximum 

likelihood) 來校估圖 2 之結構方程模式；其中，制度化壓力與認知易用性為潛在

外生變項，認知有用性、使用意向以及實際使用為潛在內生變項。在測量模式

(measurement model) 的驗證方面，制度化壓力是以各子構面 ( 強制性、規範性及

模仿性壓力 ) 作為主構面的衡量項目。

值得注意的是，針對班級網站的實際使用，本研究是以使用、更新以及維護

三題來衡量，每一題都可以代表導師們的實際使用狀況；因此結構模式在初步校

估時，本研究嘗試各取出一題來代表實際使用狀況，也嘗試將三題整併成一題來

代表實際使用狀況。整併的方式又可分成兩種，一種是以三題的算術平均數來代

表，另一種則是以三題的主成份分析得點來代表，最後的估計結果顯示，以三題

的算術平均數來代表實際使用狀況，其效果最佳；圖 3 便彙整了此一方式的最終

估計結果。

圖 3 顯示在測量模式中，強制性、規範性以及模仿性壓力三者的因素負荷值

都是正向顯著，且以模仿性壓力最高 ( 係數值 =0.851)，顯示模仿性壓力最能代表

導師們所面對的制度化壓力。在結構模式 (structural model) 方面，所有的路徑係

數都是正向顯著，且制度化壓力對使用意向的影響係數 (0.850) 遠比易用性與有

用性的影響 (0.086 與 0.370) 為高且顯著，顯示在班級網站的使用意向上，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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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是一個極具關鍵的驅動力。此外，認知易用性對使用意向的影響係數 (0.086)
明顯低於其它路徑係數，顯示易用性對使用意向的影響，主要還是透過其對有用

性的間接影響來達成 (0.456х0.370=0.169)。

班級網站
使用意向

0.683***強制性壓力

規範性壓力

模仿性壓力

班級網站
制度化壓力

班級網站
認知有用性

班級網站
認知易用性

0.600***

0.851***
0.850***

0.370***

0.086*
0.456***

班級網站
實際使用

0.536***

(χ2 = 250.312, df =13, GFI=0.844, AGFI=0.665, NFI=0.792, CFI=0.800, PGFI=0.392, RMSEA=0.247)
圖 3  模式校估結果之 1：「班級網站實際使用」視為觀測變數

為測試模式的解釋力，本研究進一步以班級網站的使用、更新以及維護來充

當觀測變項，用來量測班級網站之「實際使用」此一潛在變數，並進行模式的校

估。根據 Bagozzi, & Yi (1988) 的建議，本研究挑選三項最常用的指標來衡量測量

模式的績效：(1) 參數估計值的顯著性，(2) 潛在變項的組合信度 (composite reli-
ability, CR)，(3) 潛在變項的平均變異抽取量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最

後校估結果如圖 4 與表 5 所示。由圖 4 與表 5 可知，除了觀察變項之強制性壓力

以及班級網站的使用，其對應之潛在變項估計值之 t 值無法由路徑分析中獲得之

外，其餘觀察變項對潛在變項的因素負荷量皆達顯著。

班級網站
使用意向

0.683***強制性壓力

規範性壓力

模仿性壓力

班級網站
制度化壓力

班級網站
認知有用性

班級網站
認知易用性

0.600***

0.851***
0.850***

0.370***

0.086*
0.456***

班級網站
實際使用

0.533***

維護

更新
使用

0.970***
0.882***

0.943***

(χ2 = 276.413, df =25, GFI=0.860, AGFI=0.748, NFI=0.876, CFI=0.886, PGFI=0.478, RMSEA=0.183)
圖 4  模式校估結果之 2：「班級網站實際使用」視為潛在變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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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潛在變項與其觀察變項路徑係數彙整表

潛在變項 觀察變項 估計值λ t 值 CR AVE

制度化壓力 強制性壓力 0.683 N.A. 0.641 0.517

規範性壓力 0.600 9.64

模仿性壓力 0.851 13.20

實際使用 使用 0.882 N.A. 0.872 0.869

更新 0.970 27.71

維護 0.943 26.15

在測量模式的內部一致性方面，由表 5 可知，每個潛在變項的 CR 值皆達 0.6
以上，高於 Bagozzi, & Yi (1988) 所建議之標準值 0.6，可知本研究之測量模式具

有頗高的內部一致性與良好的信度。另外，在 AVE 方面，所有潛在變項的 AVE
值皆達 0.5 以上，高於 Bagozzi, & Yi (1988) 所建議之標準值 0.5，顯示本研究以

子構面來詮釋各主構面，頗具有收斂效度。在區別效度方面，根據 Fornell, & 
Larcker (1981) 的建議，自身構面的 AVE 值平方根須大於與其他構面的相關係數，

方能確保有足夠的區別效度。據此，本研究將各構面的 AVE 值平方根 ( 對角線 )
與相關係數彙整於表 6；表 6 顯示，這兩個構面的區別效度皆頗為良好。

其次，圖 4 結構模式之估計結果顯示，以班級網站的使用、更新以及維護

來充當觀測變項後，其路徑係數之估計結果變化不大，但整體模式配適度有了改

善，GFI、AGFI、NFI 以及 CFI 皆略低於 0.9，PGFI 略低於 0.5，RMSEA 高於 0.1，
皆頗為接近 Hair 等人 (2010) 所建議的標準，表示模式的整體解釋能力雖有改善，

但仍有不足之處。

表 6 各構面之相關係數與 AVE 值平方根 ( 對角線數值 ) 

構  面 制度化壓力 實際使用

制度化壓力 0.719

實際使用 0.534*** 0.932

                                  ***: p<0.000

伍、結論與建議

班級經營乃是國小教育中極為重要的一環。在資訊科技對人們的協助已延伸

至校園的現代，班級經營借重班級網站的協助，已成為全國國小普遍應用的資訊

科技之一。也因此，探討影響班級網站使用意向之可能因素，在國小的班級經營

課題中尤為實用。前人對於資訊科技使用意向及行為之探究，往往選擇科技接受

模式 (TAM)，究其原因，乃因 TAM 對意向及行為之預測效力往往頗為顯著。本

研究為探究此一課題，首先考量到對於資訊科技的使用，TAM 一向被廣泛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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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認知有用性與認知易用性的解釋力大多頗為顯著，故本研究便以國小導師

使用班級網站為情境，驗證 TAM 模式中認知有用性與認知易用性對行為意向的

影響。

除此之外，本研究亦參考「制度理論及制度化壓力」之相關文獻，考量具有

創新性功能的資訊系統 (IS) 於建構或吸收時，往往在制度情境下影響到吸收 IS
的成效，而國小之工作環境也的確多所符合制度化理論中所定義之「制度情境」；

加上高雄市推行了「班班有網站」之教育政策，更助長制度情境的形成，故本研

究便嘗試加入制度化壓力的因素，探討其對使用意向之影響。

研究結果發現，「制度化壓力」對使用意向的影響甚至遠比 TAM 中的「認

知有用性」及「認知易用性」影響更加顯著，表示導師使用班級網站來進行班級

經營，已不是單純資訊科技上的易用性與有用性的問題而已。身處在國小體制內

的導師，許多制度化壓力會驅使他們使用班級網站，包括：教育當局施加的強制

性壓力、身為教育工作者的規範性壓力以及同儕之間的模仿性壓力，都對國小導

師造成很大的影響，這是本研究最重要的貢獻。以制度化壓力來探討資訊系統使

用行為之研究，在國內已屬少見，以制度化壓力來研究政府或教育相關部門之研

究，論文數量更是稀少；若是結合「制度化壓力」構面與「科技接受模式」各構

面來探討資訊系統之使用意向與行為之研究，在國內則從所未見。因此，本研究

之成果或可有助於後續研究者在探討校園資訊科技使用時，增加了不同的研究思

考維度。

在管理意涵方面，對於班級網站之使用意向影響最大的是模仿性壓力，這意

味著學校當局若想要促進班級網站之使用行為，應先自模仿性壓力來作考慮，例

如：可多舉辦班級網站之教師研習或成果分享，鼓勵其展現班級網站之經營技能，

如此應可提昇其它同校或同學年教師之模仿與學習。此外，與認知易用性相比，

認知有用性的影響明顯高出甚多，表示班級網站對班級經營的實質成效才是國小

導師考量的重點，操作與維護上的難易已不是導師們關切的主要問題了。

在研究限制方面，本研究以科技接受模式為主要架構，並加入制度化壓力構

面來探討國小導師使用班級網站之意向與行為；然影響使用意向之變數除了制度

化壓力、認知有用性及認知易用性之外，尚可能有其它直接或間接影響之變數，

例如：班級網站系統品質、導師個人背景、導師基本資訊素養與校園數位化環境

等，顯示本研究所建構的模式恐怕仍有不周全之慮，而這也導致 SEM 實證模式

的整體配適度有偏低的現象。其次，本研究礙於人力、時間及經費有限，只針對

16 所高雄市市立國民小學導師進行資料收集 ( 高雄市市立國民小學共有 242 所 )，
且僅根據所回收之有效問卷 300 份進行分析研究，有可能發生推論不足，以及是

否具有足夠代表性的疑慮。

最後，本研究運用制度化壓力及 TAM，僅用於探討班級網站之使用意向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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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但研究者認為制度化壓力對於許多領域與情境都會產生意向與行為之影

響。例如：強制性壓力對於服從性高或是高度依賴上級資源與技術支援的機關與

學校，可能存在很顯著之影響力；規範性壓力對於高度組織與專業化的行業或專

業領域，可能具有較高之影響力；模仿性壓力則是對於面對新資訊產品時的羊群

效應以及同儕之間容易互相比較、模仿與學習之產業及機關學校，可能有比較大

的影響力，這些都是在未來研究中，可以嘗試擴展的可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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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help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uilding class websites is one of the most com--

monly us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n aid of class management. To investigate how class 

teachers use class websites, this study applies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to explain 

their use behavior. In addition, it also incorporates some institutional forces from the institu--

tional theory which are often considered having impacts on the IS implementation effective--

ness. Class teachers are faced with the same institutional forces in the education environment 

when they build and use class websites. For this reason, this study also adds the effect of 

the institutional forces to the research model. By empirical studies,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al forces on teachers’ intention to use class websites is even more sig--

nifi cant than those of perceived usefulness and perceived ease of use, indicating that the use of 

class websites is not only a problem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ebsites themselves. As a 

member of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many institutional forces will urge them to build and use 

class websites, including the coercive force from the educational authorities and government, 

normative force as educators, and mimetic force from their collea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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