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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對網際網路學習態度之調查研究： 

以某科技大學為例 

 

陳儒晰 

本研究以中北部地區某科技大學學生為研究對象進行問卷調查，探討其對

網際網路學習應用的態度。研究者自編「網際網路學習態度量表」問卷，包括

「資訊近用」、「學習價值」、「網路參與」、「學習意向」與「討論互動」等 5 個

層面，運用結構方程模式探討大學生對此議題的想法。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問

卷的假設因素構念之測量模式檢定具有合理適配，結構模式的路徑關係亦證實

研究假設之成立。研究結果指出大學生對網際網路的公平機會與容易使用之態

度，正向影響其對於大學場域應用網際網路的學習價值思考與使用態度；且大

學生在網際網路的人際關係發展與學習知能提升之認知，亦正向形塑其運用此

工具來討論課業與建立同儕互動之行為。最後，研究者針對研究發現進行討論

並提出未來研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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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網際網路成為許多大學提升優質教學與促進學生學習成效的重要教學應用

工具，學生透過此工具融入學習活動、鑲嵌學習圖像、建構學習內涵和提升認

知發展；網際網路應用不只轉化學習活動與生活層面的虛擬參與和新式互動意

涵，亦變革大學教育的學術規訓與教學實務本質(Ojokoh & Balogun, 2008)。就

實務應用而言，以網際網路為主要基礎架構的學習系統平台環境，提供大學生

有更多機會也更容易理解學校相關規定與行事安排，透過數位教學平台的支持

與分享功能，使用線上課程的討論互動來檢核學習成果，並藉由連結網際網路

的訊息更新、資源共享、檔案管理與永續使用等功能，促進課堂實務的積極參

與以提升學習表現。 

網際網路的近用與使用習慣，影響學生表現出正向且有深度的學習行為，

並發展參與學習過程的積極態度意向；此工具在教育的應用優勢，不只突顯數

位媒體工具的生產與設計邏輯，更重要的是透過網際網路的中介，來連結與建

構學生的有意義學習活動(Hakkarainen, Saarelainen, & Ruokamo, 2007)。因此，

大學與大學生必須體認網際網路在轉化和改變大學教學實務的重要性，認知此

工具創新所提供的終生學習與彈性學習機會，理解網際空間的教學表現之跨越

時空限制所帶來的教學近用和實務價值(Blin & Munro, 2008)。 

知識探索與合作學習亦為大學生有意義學習和運用資訊處理的能力再現，

大學可提供網際網路學習空間，來有效地增進學生小組展現合作學習行為；一

方面協助學生學習使用此工具，以正向提升自我學習與合作學習成效；另一方

面培養學生優質知識探究能力，來有效蒐集、利用、分析與批判網際網路資訊

運用內容；學生可透過數位課程與線上討論的連結功能，解決學習困難與支持

學習表現，連結此工具在有意義學習過程之輔助價值，協助其在學業表現或未

來踏入社會可以擁有更多的成功機會（田芳華，2009；張玉茹，2009；歐陽誾、

童巧雯，2009；Brett & Nagra, 2005; Guruler, Istanbullu, & Karahasan, 2010）。 

基於前述，研究者針對大學生在網際網路學習環境與教學融入實務進行態

度分析，呈現其對網際網路學習應用認知的理解內涵及意向偏好，並深入分析

其在相關態度面向之真實想法。研究者企圖透過研究結果的探究與反思來形成

若干行動策略，協助大學生有效且成功地運用網際網路以實踐有意義學習活

動。本研究以中北部某科技大學學生為調查對象，探討其對網際網路融入學習

活動的態度，運用問卷調查來蒐集大學生對網際網路的資訊近用、工具應用的

學習價值、參與網際網路行為、使用網際網路態度，以及運用網際網路進行線

上互動討論等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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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使用結構方程模式來檢定研究假設模型的測量模式與結構模

式，以驗證性因素分析考驗問卷因素結構的潛在構念與測量模式之適配性，並

運用結構模式分析研究假設的路徑關係與整體效果。研究者冀望經由研究資料

的彙整、分析與討論，探究大學生對網際網路融入學習場域的實務態度，建構

大學生在網際網路學習態度的認知繪圖與理論架構，以為相關單位革新與轉化

網際網路融入教學和學習實務的策略發展之參照。 

 

貳、文獻探討 

網際網路及相關數位資源工具的使用實務，對於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增進

學生參與教學與彈性化的學習活動，以及促進教學活動的多元性與變通性等層

面，均已獲得重要進展(Gosper, Woo, Muir, Dudley, & Nakazawa, 2007)。許多大

學因應此趨勢開始建置網際網路學習環境，期許透過實用且具有學習價值的創

新工具來吸引學生學習動機，協助其連結網際網路的學習表現與檔案管理以提

升教育品質，進而發揮此工具的教學創新效益來增進學生優質表現(Gray, 

Thompson, Sheard, Clerehan, & Hamilton, 2010)。但此行動的成功關鍵不只在於

網際網路學習平台建置或數位課程設計之績效表現，更重要的是大學生對此科

技建置、內容豐富程度、學習參與情況、人際互動品質、線上討論策略等教學

科技面向的認知意願及使用態度之正向發展（施弼耀，2005；洪昆裕、董興國，

2006；葉修文、賀嘉生，2004；劉漢欽，2006；Padilla-Melendez, Garrido-Moreno, 

& Del Aguila-Obra, 2008）。因此，以下針對大學生網際網路學習態度的理論架

構與影響關係進行探討，以為後續研究假設建模與考驗模型的參照。 

一、網際網路學習態度的意涵 

資訊科技或網際網路在當今大學生生活與學習環境的定位，主要以生活融

入與資訊統整的數位原民角色出現，而非再現陌生或新奇工具的數位移民位

置；但大學生受到過去在學校或家庭的電腦學習與使用經驗之形塑，對網際網

路的思考差異亦影響其學習應用和生活使用情形。大學生對於網際網路學習環

境的認知，集中在追求真實理解知識並視為蒐集資訊和認知發展之創新選擇工

具；網際網路不只有益於學生學習概念的形成與發展，亦連結與建構其高層次

認知思考策略以提升自我學習表現(Tsai, 2009)。 

大學生在以網際網路為主要學習架構環境的使用行為，深受資訊近用、教

學與學習內容的豐富性，以及師生或同儕社群關係所影響(Chen & Tsai, 2007)。

事實上，網際網路藉由跨越時空限制與高互動虛擬之特性，可有效增值實體課

程與教學實務；且網路工具的有趣性與易用性，亦協助學生認知線上課程的學

習價值，開啟其使用和參與網路工具的意願，提供師生與同儕回饋或省思，以

有效管理學習進程和增進學習表現(Chesney & Marcangelo,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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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大學生對網際網路的科技使用態度展現正向意向，則會充分應用網路工

具來蒐集與分析資料，並運用多元資訊操作行為來精熟相關思考以完成課業，

達到預期的學習成效(Bates & Khasawneh, 2007)。倘若大學生認為網路工具容易

使用，且對於課堂表現和作業報告具有實務使用價值時，則較能認同網際網路

對學習活動的良性發展之助益，使用意願便會提高，亦願意繼續使用此工具以

為學習鷹架(Tao, Cheng, & Sun, 2009)。因此，欲深入理解以網際網路為主要工

具或介面融入大學生教學場域及學習實踐的學習態度，必須先思考大學生對網

際網路的接觸機會、近用心態、接受意願與使用認知等想法，以為大學生數位

學習革新行動與實踐的後續論述基礎。 

二、網際網路近用與學習價值之關係 

網際網路成為大學教育革新的重要指標，突顯學生使用網際網路來正向連

結實體課程與線上課程的學習意願及成就表現之優勢價值(Chen, Lambert, & 

Guidry, 2010)。網際網路不只支持與提升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和學習環境設計

及組織，更重要的是形塑學生在教學、科技與文化學習連結之正向表現(Lu, Ma, 

Turner, & Huang, 2007)。 

網際網路工具在學習環境所展現的數位連結功能，可有效預期學生未來的

學習和成就表現及滿意度；並藉由多元且高互動數位工具所建構的學習環境，

支持學生在統整與再現知識的認知企圖和學習績效(Chow & Chan, 2010)。學生

可以輕易接觸或運用網路工具來參與課程活動，亦可多元彈性地安排學習時間

來減少資訊負荷，以有效達到課程目標與教學活動的進度要求(Peters & Hewitt, 

2010)。學生亦可透過小組討論與教室對話的數位記錄或網路活動工具之中介，

展示其對同儕參與和學術成效的有意義表現，增強其在課程參與和學習行動的

永續發展學習意向之積極心態(Carle, Jaffee, & Miller, 2009)。 

當大學生擁有較多的網際網路接觸時間、追求動機、資訊近用、使用頻率

與先備經驗時，則會影響其對網際網路態度的正向使用意願；且網路學習表現

所產生的正向反應與回饋，亦強化其應用網際網路在學習活動的實踐行動，突

顯網際網路支持與協助大學生從事合宜且有意義學習實踐之功能（林菁、鍾如

雅、陳雅萍，2006；歐陽誾，2007；Angus & Watson, 2009; Chifwepa, 2008）。

研究者基於前述文獻探討提出下列假設：大學生對近用網際網路工具的機會公

平與容易接觸之心態（資訊近用），會影響其在學習場域應用網際網路所能達到

的學習效益之想法（學習價值），並正向連結網際網路的積極學習態度與持續使

用意向（學習意向）。 

假設 1：「資訊近用」態度正向影響「學習價值」態度。 

假設 2：「資訊近用」態度正向影響「學習意向」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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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網際網路學習價值對使用意願之影響 

欲發揮網際網路在學習活動的優勢，關鍵在於大學生對網際網路的教學助

益與學習優勢之思考；當大學生對網際網路的工具表徵及其在教育之應用價值

持正向態度，則會增進其管理虛擬學習環境與學習效益的自主表現，連結網際

網路自我效能來管理與評估學習效益，發展永續使用機會和頻率之優勢作為

(Lopez-Fernandez & Rodriguez-Illera, 2009)。 

大學生對網際網路的學習應用價值之思考，亦影響其使用此工具的有用性

與實用性意向，形塑後續的使用行為和意圖(Pituch & Lee, 2006)。當大學生參與

以網際網路為主要發展平台的數位課程或網路學習計畫時，一旦其認同數位課

程的學習價值，並相信此工具所帶來的學習效益，則較易對此活動採取正向參

與心態；此態度表現不只支持工具應用連結的學習意願，亦藉由數位機會的提

供來描繪其課程參與之溝通與討論圖像(Yudko, Hirokawa, & Chi, 2008)。 

網路學習計畫亦支持大學生以正向態度來思考教學活動的學習動機與認知

理解，除了可以在學習情境中感受實體與虛擬社群的團體動力，獲得同儕協助

及鼓勵來參與課堂實務外；亦藉由批判、創造、展現與溝通技巧之連結，增進

彼此的資訊素養和後設認知能力(Neo & Neo, 2009)。基於前述，研究者提出下

列假設：大學生對網際網路應用教學活動的價值認同態度愈趨正向（學習價

值），則愈表現運用網際網路提升人際互動與師生關係的積極態度（網路參與），

且願意使用網際網路來增進學科知識與解決學習問題（學習意向）。 

假設 3：「學習價值」態度正向影響「網路參與」態度。 

假設 4：「學習價值」態度正向影響「學習意向」態度。 

四、網際網路學習態度與討論互動之連結 

網際網路對大學生學習社群連結與表現的影響，主要在於虛擬互動和線上

討論之溝通模式。學生在網路討論平台的參與情形，可有效協助彼此之間的橫

向交流以討論或解決學習問題；並透過社群集體氛圍之建立，形塑網路工具的

選擇使用偏好與學習發展圖像(Hwang & Francesco, 2010)。網際網路的開放平台

與工具介面，不只增進學生虛擬互動關係的多元成形與良性發展，激發小組或

合作學習的知識建構，使其自由且自主地分享與討論學習成果；亦可聯合同儕

完成指定任務與建立良性互動，學習表達自我意見以提供社群支持與展現合作

學習效應(Cobos & Pifarre, 2008)。 

網際網路的線上討論與意見評估以及知識內容的貢獻和產出，除了連結個

人社會線索與資訊並自主回應線上內容外，亦支持教師教學使用與學習資訊之

管理作為，增進多元教學主題的公開討論，減少隔閡或差異以提升學生批判性

思考(Chen & Chiu, 2008)。網路同儕互評更可增進學生認知基模與知識建構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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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培養同儕之間相互討論、多元溝通、社會表達與合作學習的精神（沈慶珩、

黃信義，2006；劉顯親，2010）。 

大學生透過網際網路自我效能的高度中介及表現，展現參與網路學習環境

與進行線上討論活動的喜好和意願；除了可以輕鬆上手地近用與使用此工具來

解決真實生活問題外，亦能連結不同資訊科技作為以啟蒙和探究學習活動的開

放性與多元特質，進而建構優質人際互動討論氛圍來豐富知識思考脈絡與內涵

(Liang & Tsai, 2008; Shana, 2009)。此外，擁有較高個人動機與意願的大學生，

亦能應用合作策略或批判思考等高層次學習策略從事網際網路學習活動，並採

取合宜學習行為策略以回應學習場域需求，實踐優質學習行動(Wang & Wu, 

2008)。 

基於前述文獻探討，研究者提出下列假設：大學生對於使用網際網路來進

行人際互動持正向心態（網路參與），則正向連結其對網際網路的積極使用與應

用學習態度（學習意向），且會影響其使用網際網路進行課業討論與同儕互動之

意向（討論互動）。研究者依據研究假設繪製理論模型，如圖 1 所示。 

假設 5：「網路參與」態度正向影響「討論互動」態度。 

假設 6：「學習意向」態度正向影響「討論互動」態度。 

 

資訊近用

學習價值 網路參與

學習意向 討論互動

 

圖 1 研究假設之理論模型 

 

 



大學生對網際網路學習態度之調查研究：以某科技大學為例 

 

 217 

參、研究方法 

一、測量工具 

研究者依據前述文獻與理論假設的分析架構設計問卷反映題項(reflective 

indicator)，諮詢 3 位教育領域（資訊科技、技職教育、數位學習）學者專家進

行問卷題意內容評估與修正，以為專家效度之驗證；初始設計 18 題「網際網路

學習態度量表」問卷調查工具，內容涵蓋資訊近用、學習價值、網路參與、學

習意向、討論互動等 5 個層面，藉以獲得大學生對應用網際網路於學習參與的

科技認知與實務作為之思考圖像。依據結構方程模式理論，進行測量模式估計

時，個別潛在構念應至少具有 3 個以上觀察變項(Bollen, 1989)，研究者即參照

此論點根據潛在構念而設計不同層面問卷題目為 3 至 4 題。問卷採取李克特 5

點量表(five-point Likert scale)的選項設計，從「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

分別計分為 5 分、4 分、3 分、2 分、1 分，讓受試大學生填答符合自己對於網

際網路學習態度的選擇意向或偏好；量表得分愈高的大學生，意指其愈認同網

際網路的公平近用資訊科技與學習應用價值，且願意使用網際網路以為課業學

習與人際互動之選擇工具。研究者自編「網際網路學習態度量表」的 5 個層面

之敘述如下： 

（一）「資訊近用」層面：測量大學生對近用網際網路的機會公平之認知信念。 

（二）「學習價值」層面：測量大學生對應用網際網路於學習活動的價值之思考

態度。 

（三）「網路參與」層面：測量大學生使用網際網路提升個人參與群體或社會的

選擇意向。 

（四）「學習意向」層面：測量大學生運用網際網路增進自我學習效能之認知想

法。 

（五）「討論互動」層面：測量大學生對應用網際網路進行課業討論之態度和想

法。 

二、研究設計與樣本特徵 

研究者以中北部某科技大學學生為研究對象，該校於 98 學年度學生人數約

為 7500 名。研究者根據潛在構念與觀察變數等參數，並考量經驗法則與預算成

本推測合理樣本數，發出 650 份問卷。問卷調查期間為 2010 年 5 月至 6 月，採

取隨機抽樣方式，由研究者親自發放問卷請受訪大學生填答；扣除未回收、未

填答與填答不全等問卷，有效問卷數為 500 份，占樣本數 76.92%。研究樣本的

人口特徵統計表如表 1 所示，此樣本結構適度符合大學生的母體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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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研究樣本的人口特徵統計表 

填答者特徵 百分比 人數 

性別 

 男性 

 女性 

學院別 

 人社學院 

 財經學院 

 管理學院 

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資訊設備擁有數 

（電腦、手機或其他科技輔具） 

 無 

 一台 

 二台 

 三台 

 四台以上 

每日上網時數 

 2 小時（不含）以內 

 2 小時至 4 小時（不含） 

 4 小時至 6 小時（不含） 

 6 小時至 8 小時（不含） 

 8 小時以上 

 

29.2 

70.8 

 

 

34.0 

23.0 

43.0 

 

27.0 

43.0 

16.2 

13.8 

 

 

 

.4 

2.0 

34.2 

38.0 

25.4 

 

 

17.2 

30.4 

27.4 

12.2 

12.8 

 

146 

354 

 

 

170 

115 

215 

 

135 

215 

81 

69 

 

 

 

2 

10 

171 

190 

127 

 

 

86 

152 

137 

61 

64 

三、資料分析 

研究者運用結構方程模式統計方法分析問卷資料，針對理論假設建構的潛

在因素與反映題項評估資料適配和模式估計之合理程度，分別從測量模式和結

構模式進行兩階段統計分析（吳明隆，2007，2009；李茂能，2006；邱皓政、

林碧芳，2009；黃芳銘，2007；榮泰生，2008）。第一階段針對潛在構念與觀察

變項進行測量模式的統計考驗，運用 Amos 17.0 版軟體讀取原始問卷資料，對

不同潛在構念的個別觀察變項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採取最大概似法估計測量

模式的相關參數與適配度指標，以評估測量模式合理程度；此步驟主要檢定問

卷反映題項資料與預設因素結構的適配度，評估個別題目的因素負荷量、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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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與測量誤差，以為刪除不佳題目之參考，藉以提高潛在構念的內在品質。研

究者報告 χ2、χ2/df、RMSEA、RMR、SRMR、CFI、NFI、GFI、TLI、IFI 等指

標，來檢驗測量模式的整體適配度，並計算組合信度與平均變異萃取量，以判

斷測量模式的內在品質。第二階段則針對結構模式的適配度指標、路徑係數與

可解釋變異量進行統計考驗，亦將問卷資料隨機分為不同樣本，進行結構模式

的跨樣本群組恆等性與交叉效度之檢驗，檢定潛在構念的總效果，以評估結構

模式的路徑關係與考驗研究假設。 

 

肆、研究結果 

一、測量模式 

研究者運用驗證性因素分析來評估測量模式的觀察反映題項與理論結構之

適配度，依據統計分析結果刪除評估指標不佳的題目，原先 18 題的「網際網路

學習態度量表」刪改為 15 題（如表 2）。表 2 指出大學生在「網際網路學習態

度量表」觀察變項的平均數介於 3.27 至 4.14，標準差介於.69 至.96，偏態係數

介於-.68 至.08，峰度係數介於-.54 至 1.23，Mardia 係數為 53.49。根據結構方

程模式理論（陳寬裕、王正華，2010，169-170；Bollen, 1989, 423-424），Mardia

係數小於 p(p+2)時（p 為觀察變項的數量），即可確定樣本具有多元常態性特徵；

本研究 Mardia 係數小於 255(15×17)，表示樣本資料並未違反常態分配的假設，

可採取最大概似法進行估計。 

觀察變項的因素負荷量介於.67 至.82，測量誤差介於.33 至.56，所有觀察變

項的誤差變異量均為正數，標準誤合乎估計，參數均達到統計顯著性水準，顯

示測量模式具有合理的基本適配程度，並未違反模式辨認規則。前述分析結果

指出問卷觀察變項有效反映理論假設的潛在構念，潛在構念亦合理解釋各觀察

變項的變異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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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觀察變項的平均數、標準差、偏態、峰度與因素負荷量摘要表 

潛在

構念 
題目 

平

均

數 

標準

差 

偏

態 

峰

度 

因素負

荷量 

測量

誤差 

資訊

近用 

V1 我認為每個人都有公

平的機會接觸資訊科技

產品 

4.14 .73 -.66 .77 .77
***

 .41 

資訊

近用 

V2 我認為參與網際網路

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3.97 .69 -.42 .81 .76

***
 .42 

資訊

近用 

V3 我認為網際網路學習

的機會是開放給任何人 
4.00 .70 -.56 1.23 .80

***
 .38 

學習

價值 

V4 我認為網際網路有助

於教學活動的良性發展 
3.69 .73 -.09 -.12 .68

***
 .53 

學習

價值 

V5 我認為網際網路模式

是當代重要的學習模式 
3.64 .77 .08 -.38 .74

***
 .45 

學習

價值 

V6 我認為網際網路增加

學習自主性 
3.38 .96 -.20 -.33 .75

***
 .43 

網路

參與 

V7 我認為網際網路提升

參與社會的能力 
3.27 .89 .00 -.33 .71

***
 .50 

網路

參與 

V8 我認為網際網路打造

良好人際關係 
3.40 .93 -.26 -.16 .82

***
 .33 

網路

參與 

V9 我認為網際網路提供

更多的自由與平等 
3.32 .90 -.02 -.19 .71

***
 .49 

學習

意向 

V10 我願意利用網際網

路增進學科知識 
4.02 .75 -.68 1.01 .76

***
 .42 

學習

意向 

V11 我願意利用網際網

路解決學習問題 
3.78 .89 -.68 .45 .76

***
 .43 

學習

意向 

V12 我會善用各種管道

來增進網路素養能力 
4.03 .69 -.15 -.54 .69

***
 .52 

討論

互動 

V13 我喜歡利用網際網

路與同學討論功課 
3.37 .92 -.32 -.07 .67

***
 .56 

討論

互動 

V14 我會透過網際網路

與不同地區的同學互動 
3.83 .78 -.55 .58 .78

***
 .40 

討論

互動 

V15 我會透過網際網路

與不同身份背景同學溝

通 

3.81 .79 -.46 .47 .74
***

 .45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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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定假設構念的適配度，研究者先進行理論模型的測量模式檢定，考驗

潛在因素構念的收斂與區別效度訊息，確保測量模式具備合理的適配性（邱皓

政、林碧芳，2009，263-265；魏文欽，2007，3-26~3-27；Anderson & Gerbing, 

1988）。從圖 2 可知「網際網路學習態度量表」的驗證性因素分析之標準化參數

估計值與因素結構，就整體模式的適配度檢定而言，χ
2
=219.39(p<.001)、

χ
2
/df=2.74、RMSEA=.06、RMR=.03、SRMR=.04、CFI=.95、NFI=.93、GFI=.95、

TLI=.94、IFI=.95 等適配度指標指出測量模式具有合理適配。 

由於測量模式的 χ
2 之 p 值顯著，研究者運用 Bollen-Stine 檢定來分析問題

成因是樣本數過大或模式本身出現問題(Bollen & Stine, 1992)；經由自助法

(Bootstrap)進行 2,000 次模式估計，資料檢定結果指出 2,000 次的模式適配度良

好，無不佳模式出現，意即下一次出現不佳模式的機率為.00，分析結果指出測

量模式 χ
2 值呈顯著性的原因在於樣本數過大。研究者亦運用 RMSEA 值計算測

量模式的統計考驗力（邱皓政，2008；MacCallum, Browne, & Sugawara, 1996），

以 RMSEA=.08 為虛無假設，計算統計考驗力為.98，高於.80 的建議數值，顯示

測量模式具有合理統計考驗力。 

 

資訊近用
.63

V3e3

.80

.58
V2e2

.76

.59
V1e1

.77

學習價值
.57

V6e6

.55
V5e5

.47
V4e4

.75

.74

.68

網路參與
.51

V9e9

.67
V8e8

.50
V7e7

.71

.82

.70

學習意向

.48
V12e12

.57
V11e11

.58
V10e10

.69

.76

.76

討論互動
.55

V15e15

.60
V14e14

.44
V13e13

.74

.78

.67

.49

.38

.53

.37

.70

.64

.59.43

.67

.50

 

圖 2 驗證性因素分析路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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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指出「網際網路學習態度量表」的 5 個潛在構念之特徵值與解釋變異

量，「資訊近用」的特徵值為 2.25，解釋變異量為 14.98%；「學習價值」的特徵

值為 1.95，解釋變異量為 12.97%；「網路參與」的特徵值為 2.39，解釋變異量

為 15.92%；「學習意向」的特徵值為 2.11，解釋變異量為 14.04%；「討論互動」

的特徵值為 2.03，解釋變異量為 13.55%。5 個因素層面的特徵值均大於 1，累

積解釋變異量為 71.46%，顯示潛在構念具有合理的因素解釋力。 

 

表 3 潛在構念的特徵值與解釋變異量摘要表 

潛在構念 資訊近用 學習價值 網路參與 學習意向 討論互動 

特徵值 2.25 1.95 2.39 2.11 2.03 

解釋變異量 14.98% 12.97% 15.92% 14.04% 13.55% 

累積解釋變異量 14.98% 27.95% 43.87% 57.91% 71.46% 

由表 4 可知，「網際網路學習態度量表」的 5 個潛在構念之組合信度介於.77

至.82，平均變異萃取量介於.52 至.60，表示潛在構念具有合理的測量信度與聚

斂能力，測量模式的內在品質符合標準；且各個潛在構念的相關係數介於.37

至.70，相關係數平方值並未高於相鄰構念的平均變異萃取量，顯示潛在構念之

間具有區別效度。基於前述檢定結果，「網際網路學習態度量表」的測量模式具

有良好品質，可繼續進行結構模式的研究假設之效果檢定。 

 

表 4 潛在構念的相關係數、組合信度與平均變異萃取量矩陣表 

潛在構念 資訊近用 學習價值 網路參與 學習意向 討論互動 

資訊近用 .82(.60)     

學習價值 .49(.24) .77(.52)    

網路參與 .38(.14) .70(.49) .79(.56)   

學習意向 .53(.28) .64(.41) .43(.18) .78(.54)  

討論互動 .37(.14) .59(.35) .68(.46) .50(.25) .77(.54) 

註：對角線數值為潛在構念的組合信度，括弧內數值為平均變異萃取量；非對

角線數值為相關係數，括弧內數值為相關係數平方值。 

二、結構模式 

由於測量模式的檢定已提供合理之因素構念的適配性，接著針對假設模式

的路徑關係進行檢定。圖 3 顯示大學生在「網際網路學習態度量表」的結構模

式 之 路 徑 分 析 係 數 及 相 關 統 計 量 ， 結 構 模 式 的 適 配 度 指 標 如

χ
2
=221.56(p<.001)、χ

2
/df=2.64、RMSEA=.06、RMR=.03、SRMR=.04、CFI=.95、

NFI=.93、GFI=.95、TLI=.94、IFI=.95 等指出此模式具有合理適配，可進行研究

假設的模型檢定。從圖 3 的各潛在構念之間的標準化迴歸係數值，可得知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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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值與可解釋變異量；「資訊近用」對「學習價值」的標準化迴歸係數值為.50，

可以解釋潛在構念 25%的變異量；「學習價值」對「網路參與」的標準化迴歸

係數值為.70，可以解釋潛在構念 49%的變異量；「資訊近用」與「學習價值」

對「學習意向」的標準化迴歸係數值為.28、.50，可以聯合解釋潛在構念 47%

的變異量；「網路參與」與「學習意向」對「討論互動」的標準化迴歸係數值

為.57、.25，可以聯合解釋潛在構念 52%的變異量。結構模式的路徑係數之顯

著性檢定，均達 p<.001 的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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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結構模式的標準化係數路徑圖 

為了檢驗結構模式在不同樣本之間的模式適配與參數估計之恆等性，研究

者使用 SPSS 16.0 版軟體將原始問卷資料隨機分成兩群，再運用 Amos 17.0 版

軟體進行多群組的交叉效度分析，檢驗結構模式的穩定性。測定樣本人數為 253

人，效度樣本為 247 人，巢狀模式比較分析摘要表如表 5 所示。由表 5 可知，

未限制模式的 χ
2
(168)=333.45，測量加權模式的 χ

2
(178)=347.17，兩個模式的巢

狀比較之 χ
2 差異量為 13.72(Δdf=10, p=.19)，表示不同樣本在因素負荷量上具有

群組恆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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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加權模式的 χ
2
(184)=353.44，與測量加權模式進行巢狀比較，χ

2 的差異

量為 6.27(Δdf=6, p=.39)，顯示不同樣本在潛在構念之間的迴歸係數無顯著差

異；結構共變模式的 χ
2
(185)=354.20，與結構加權模式進行巢狀比較，χ

2 的差異

量為.77(Δdf=1, p=.38)，意指不同樣本在結構模式中的共變數具有群組恆等性；

結構殘差模式的 χ
2
(189)=357.67，與結構共變模式進行巢狀比較，χ

2 的差異量為

3.47(Δdf=4, p=.48)，表示不同樣本在結構模式中的殘差變異數及共變異數無顯

著差異。雖然測量殘差模式與結構殘差模式的巢狀比較之 χ
2 差異量達顯著差

異，但基於因素負荷量、路徑係數及因素共變異數之巢狀比較無顯著差異，顯

示結構模式具有合理的跨樣本交叉效度。 

 

表 5 跨樣本結構模式群組恆等性的適配度比較摘要表 

模式 χ 2
 df χ 2

/df TLI CFI 巢狀比較 Δ χ 2
 Δ df p 

模式 1 333.45 168 1.99 .93 .95     

模式 2 347.17 178 1.95 .93 .94 2-1 13.72 10 .19 

模式 3 353.44 184 1.92 .94 .94 3-2 6.27 6 .39 

模式 4 354.20 185 1.92 .94 .94 4-3 .77 1 .38 

模式 5 357.67 189 1.89 .94 .94 5-4 3.47 4 .48 

模式 6 385.56 204 1.89 .94 .94 6-5 27.89 15 .02 

註：模式 1 指未限制模式，模式 2 指測量加權模式，模式 3 指結構加權模式，

模式 4 指結構共變模式，模式 5 指結構殘差模式，模式 6 指測量殘差模式 

假設 1 與假設 2 指出當大學生認為網際網路的使用機會是公平時，則愈強

調參與網際網路的容易程度，且愈認同網際網路對教學活動的優勢助益（「資訊

近用」對「學習價值」的總效果值為.50），亦傾向於利用網際網路增進學科知

識與解決問題之意願（「資訊近用」對「學習意向」的總效果值為.53）；前述假

設路徑具有正向影響關係，故支持研究假設的成立。 

假設 3 與假設 4 指出大學生愈強調網際網路對教學活動與學習發展之正向

價值，則偏好運用網際網路來提升參與群體與建立良好人際關係（「學習價值」

對「網路參與」的總效果值為.70），且會善用網際網路來充實自我專業知能和

解決學習問題（「學習價值」對「學習意向」的總效果值為.50）；研究假設受到

路徑模式的正向影響關係所支持。 

此外，「網路參與」與「學習意向」對「討論互動」具有正向影響關係，總

效果值為.57、.26，支持假設 5 與假設 6 的成立；意指當大學生對網際網路的學

習價值持有正向且積極之應用和學習態度，則愈會使用網際網路與不同地區和

身份背景的同學討論課業。結構模式的路徑分析之標準化效果值如表 6 所示，

所有參數均達到 α=.05 的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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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結構模式的路徑分析效果值摘要表 

潛在構念關係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總效果 

資訊近用→學習價值（假設 1） .50  .50 

資訊近用→學習意向（假設 2） .28 .25 .53 

學習價值→網路參與（假設 3） .70  .70 

學習價值→學習意向（假設 4） .50  .50 

網路參與→討論互動（假設 5） .57  .57 

學習意向→討論互動（假設 6） .26  .26 

 

伍、討論與結論 

網際網路融入大學生學習場域的教學模式與實務作為，已成為許多大學發

展優質教學與提升學習效益的重要行動；但此發展策略的實踐成效之良窳，則

與大學生對網際網路的近用、使用及其在教學意義之思考連結有關。基本上，

對於從小即生活在數位時代的大學生而言，對網際網路此類科技工具並不陌

生，只是如何將網際網路的生活或休閒功能，轉化為學習與未來就業之關鍵工

具，則端視大學生對應用網路工具的學習優勢之認知態度，以及其使用意向和

網路社群互動的角色建構有關。 

如同前述文獻所言，若大學與大學生認為網際網路容易使用，則愈認同運

用網際網路機會均等及工具多元開放特性的價值（歐陽誾，2007；Angus & 

Watson, 2009）。大學生可藉由大學建置的網路學習平台或線上課程及數位教學

活動，擁有更多的學習機會與教學模式，以有能力透過多元彈性和社群連結的

中介來參與學習實務，並應用網際網路工具及相關軟體提升學習優質表現，進

而發展平等與互助的線上討論或小組合作學習關係(Bates & Khasawneh, 2007; 

Liang & Tsai, 2008; Shana, 2009)。 

基於文獻分析結果，大學生網路學習態度之研究，大多偏向於學習價值與

學習態度的關係探究(Lopez-Fernandez & Rodriguez-Illera, 2009; Tao, Cheng, & 

Sun, 2009)、分析大學生資訊素養對學習模式之影響（田芳華，2009；張玉茹，

2009），或探討大學生應用網際網路解決學習問題以提升學習表現等議題（歐陽

誾、童巧雯，2009；Hakkarainen, Saarelainen, & Ruokamo, 2007），較少關注大

學生對網際網路融入學習實務作為的態度，亦缺乏描繪其對資訊近用的公平性

與開放性之認知思考。為深入探究網際網路融入學習活動的教學模式對大學生

自主學習之助益，以呈現其在網際空間的師生互動關係與工具使用意願之積極

程度，並突顯同儕運用網際網路討論課業與進行線上互動之合作學習價值，研

究者編製「網際網路學習態度量表」問卷，測量中北部某科技大學學生對資訊

近用、學習價值、網路參與、學習意向和討論互動等層面的態度及傾向，藉以

理解大學生對網際網路學習應用態度的思考與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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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透過問卷調查蒐集原始數據資料，運用結構方程模式考驗理論模型

建構的測量模式和結構模式之合理性；研究結果指出大學生對網際網路學習態

度的認知看法，可經由「資訊近用」、「學習價值」、「網路參與」、「學習意向」

和「討論互動」等潛在構念加以測量，適配度指標的檢定結果亦指出測量模式

具有合理適配，潛在構念的組合信度與平均變異萃取量之估計結果符合建議標

準，顯示研究假設建立的理論模型具有合理意義，此模式可有效測量大學生對

網際網路學習態度的認知圖像。 

就假設模型的結構模式考驗結果觀之，結構模式的適配度指標指出研究假

設之整體路徑結構具有合理適配，且跨樣本的交叉效度和群組恆等性之檢定結

果符合標準，潛在構念的標準化迴歸係數與效果值亦顯示研究假設 1 至假設 6

均獲得成立。就結構模式呈現的直接效果與間接效果而言，大學生對使用網際

網路於日常活動的容易程度與開放機會之知覺，正向影響其運用網際網路於大

學場域的教學模式與學習價值之自主看法；不只形塑其思考網際網路應用於教

學實務之認知，亦呈現人際互動與增進學科知識等學習效益之價值判斷。大學

生對網際網路在學習場域的價值認同之融入看法，亦影響其展現網際網路的學

習支持與互動助益之使用意圖，連結其在網際網路的人際關係，並以協同合作

來優質化實體或虛擬課堂活動與學習效益之實踐表現。 

如同分析結果所示，大學生對網際網路學習應用的認知心態與使用作為，

受到網際網路工具近用與容易程度之影響；且網際網路在學習活動所能發揮的

教學優勢與個人數位檔案管理及資訊處理之共享連結和意義建構，亦影響大學

生利用網際網路進行學習實踐與社群合作之意願。因此，相關單位必須重視大

學生公平近用網際網路的使用機會之提供作為，協助其認知網際網路的教學與

學習應用價值，以連結此工具的創新學習與資訊統整優勢來描繪有意義之學習

圖像。 

為了開啟與提升大學生運用網際網路以進行有意義的學習活動，啟蒙其在

網路社會的生存優勢與未來發展助益，研究者以為除了建構公平、開放與多元

的近用網際網路軟硬體機會之外，例如：在圖書館、電腦教室或宿舍提供大學

生免費、快速且易於上手的網際網路使用設備，充實網路平台的訊息分享與即

時互動功能；亦應建立大學生應用網際網路學習的價值澄清與理念建構圖像，

透過課程選擇和教學實踐，提升大學生善用數位課程、線上討論或資訊分析與

統整之素養，增進應用網際網路融入課堂發表、小組作業、專題報告或個人學

習檔案管理等學習實務之處理能力，彰顯並轉化網際網路的休閒功能為學習助

益角色，增進課堂參與實務和學習社群互動的實踐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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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冀望藉此研究豐富大學生對網際網路學習態度相關議題的思考與論

述，除了從網際網路融入大學場域的資訊近用與學習應用價值之探究開始，亦

從網際網路的使用態度、參與行為、學習意向和討論互動等向度之連結切入，

突顯大學生對網際網路的科技創新意涵與工具轉化價值之認知，描繪與建構大

學生使用和應用網際網路於學習實踐及社群合作的實務表現。此分析可有效呈

現大學生使用網際網路於學習場域的積極投入與永續學習態度，具體再現應用

網際網路的認知思考及操作意向，彰顯大學生網路參與和討論互動的協同互助

合作學習表現。 

就現階段大學生學習生態與當前網路社會發展趨勢觀之，雖然以網際網路

為建置基礎的數位軟硬體整合與平台展現，早已成為大學校務發展的重點工

作；但如何藉此工具來提升大學生的學習表現與實踐效益，仍有許多微觀或鉅

觀因素需要思考，如同本研究所指出的資訊近用與教學應用優勢之認知思考等

議題，有待相關單位對此議題加以關注與省思。未來可在此基礎上，擴大不同

地區或類型的大學校院學生以為調查研究對象，來探究其對網際網路學習態度

的認知繪圖，或應用與修改「網際網路學習態度量表」的不同因素構念、觀察

反映題項或路徑影響關係，連結不同學科論述的分析與探究，提供和充實大學

生在網際網路融入學習實務的思考視野，以為實踐大學生運用網際網路進行有

意義的學習活動，展現優質數位學習歷程檔案分享之選擇行動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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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rvey Study of University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 Internet-Based Learning: 

Taking a Technology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Chen, Ru-Si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attitudes about Internet-based 

learning from a technology university in Taiwan north-central region by 

questionnaire survey. An Internet-based Learning Attitudes Scales was developed 

which consisted of five factors, including information access, learning values, 

Internet engagement, learning intentions, and interactive discussion. The data of 

survey was analyzed through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this measurement model indicated the fine quality of confirmatory factory 

analysis, and the path analysis of the structural model confirmed the study 

hypothese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university students’ Internet attitudes about the 

equal opportunity and use of ease could positively affect their considerations about 

learning values and using attitudes in the field of integrated Internet into the 

university, and their cognitions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the promotion of learning performance could positively influence their Internet 

behaviors of discussing academic tasks and establishing peer interactions. Finally, 

the findings were discussed and some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for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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