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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規劃、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之規劃設計，可分為研究子題、時程、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等來加以

說明。 

在主題規劃方面，本研究規劃為三個子計畫，分別探究國內產業現況與趨

勢、電子教科書設計與教師使用意見，以及政策與推廣機制三個研究主題；在時

程方面，從 2012 年 6月起到年底，共計 7個月的時間；研究方法方面，包括了文

獻探討、焦點座談、內容分析和意見調查四個面向。在研究對象方面，包括了電

子教科書相關產業人士、教科書編輯設計人員、使用之教師，以及教育行政、學

校行政人員等，共計 60人次。 

 

壹、研究子計畫之主題 
本研究主題為「中小學電子教科書政策推展之評估」，由於中小學電子教科書

涉及到出版的教科書相關產業、學校教師使用電子教科書的狀況，以及從中央到

地方的教育行政策略及推廣機制等面向，本研究分為三個子計畫進行，各子計畫

的主題分別為： 

子計畫一：中小學電子教科書政策推展之評估 ─ 產業現況與趨勢 

子計畫二：中小學電子教科書政策推展之評估 ─ 編輯設計與教師使用 

子計畫三：中小學電子教科書政策推展之評估 ─ 策略與推廣機制 

 

貳、研究時程與方法 
本整合型研究計畫執行時程自民國 101 年 6月至 101 年 12月，共計 7個月。 

為加強收集國內外電子教科書研究與實況，本研究除進行文獻分析外，透過

焦點座談，了解國內產官學研各界對於中小學電子教科書發展政策的看法與建

議，整合為推展政策的議題分析與評估參考。因此本研究各子計畫皆運用文獻探

討、焦點座談來蒐集研究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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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子計畫二更運用了內容分析法和意見調查法，分別了解中小學電子教

科書的編輯設計內涵，以及中小學教師使用電子教科書的情形與意見。 

本研究方法包括文獻探討、焦點座談、內容分析、意見調查等四個面向，其

中利害相關人的焦點座談參與者、教師對電子教科書使用的意見調查對象各 30

人次，共計 60人次。內容分析的對象為國內三大電子教科書（康軒、翰林、南一）

所編輯設計的工具功能內容。四個研究方法面向說明如下： 

 

一、文獻探討 

本研究主要目的之一是了解國內外電子教科書發展現況與推動策略，以作為

評估我國小學電子教科書發展的趨勢與策略，因此，本研究將運用文件分析，蒐

集國內外電子教科書發展與政策之相關文獻件加以探討，包括期刊、專書、研討

會論文、新聞報導、網路資訊等，先分析相關研究對於本主題的看法，並由文獻

了解目前推動電子教科書的目的與成效。 

 

二、焦點座談 

焦點團體是指以研究為目的，選取某些符合特定條件的成員所組成的團體來

進行訪談的一種研究方法。本研究有關中小學電子教科書政策推展之評估，涉及

相關利害關係人之經驗、看法與觀點，不僅涵蓋國內電子書包硬體產業、教科書

編輯設計的軟體產業，也將關連到使用電子教科書的教師，甚至推動電子教科書

發展的中央與地方政府部門。 

因此，本研究焦點團體座談將邀請之利害關係人包括：電子書包及電子教科

書出版相關產業界人士；參與電子教科書編輯設計之專家、編輯、技術人員等；

參與發展各領域電子教科書教學實驗之各地學校行政人員或現場教師等；從事電

子教科書課程實驗研究之研究人員；中央及地方政府教育行政人員等。 

本研究在焦點座談方面，三個子計畫自 2012 年 6 月到 11 月止，共辦理 15

場計 30人次。參與座談名單及座談摘要內容，可參見「附錄一：焦點座談參與人

員一覽表」、及「附錄二：焦點座談會議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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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內容分析 

本研究之子計畫二以電子教科書之編輯設計與教師使用為研究主題，採用內

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分析三大版本電子教科書工具之功能設計。於 2012

年 7 月至 10 月期間邀請翰林、南一與康軒三大出版社編輯相關人員進行焦點座

談，瞭解各版本的編輯與設計理念依據以及內容之外，同時，研究者採用定量分

析的方式分析國內三大教科書出版社（康軒、翰林、南一）的電子教科書內容並

加以統計，並以質性方式，探討各出版社電子教科書基本工具功能的特性。 

歐用生（1994）指出內容分析的單位最常使用的有：字、主題、人物、項目、

時間等。研究者依循研究目的進而設定各種分析單位。分析單位的形成可分為兩

種形式：一為依據過去研究結果發展而成，一為研究者自行視需要與內容分析對

象的性質而定。本研究的分析單位採用「項目」為單位，分析範圍以電子教科書

的功能項目為主，項目功能差異性大及基本功能項目（如開啟檔案、儲存檔案、

編好設定和列印）皆不列入本研究計算範圍。 

 

四、意見調查 

子計畫二並接著統整分析上述電子教科書工具功能之研究資料，據此編制「電

子教科書功能使用意見調查表」，於 2012 年 11、12月間，針對電子教科書教學經

驗豐富的國小教師，進行電子教科書基本工具功能適用性評估意見調查，受訪對

象包含：臺北市、新北市、桃園縣以及宜蘭縣等北區等共計 30位國小教師。 

子計畫二先進行四次說明會，每次邀請受訪教師 4-8 位教師不等，逐一根據

問卷表內容進行說明，釐清內容概念，以及填答注意事項，之後教師於兩週之內

填寫問卷寄回。研究者整理問卷過程並以電話訪談，輔助釐清填答者的意見與說

明，以取得受訪者真確的意見資料，進行分析。本研究受訪者包括 9位男老師以

及 21位女老師，表 3-、表 3-1、表 3-2為子計畫二受訪教師的基本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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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子計畫二受訪教師－性別分布    

 

 

 

 

 

 

 

表 3-1 子計畫二受訪教師－年齡分布 

 

 

 

 

 

 

 

 

表 3-2 子計畫二受訪教師－教學年資 
 

 

 

 

 

 

 

 

 

性別 人數 百分比 

男 9 30%

女 21 70%

總計 30 100%

年齡 人數 百分比 

30歲以下 2 6.7%

31-40歲 15 50.0%

41-50歲 13 43.3%

總計 30 100.0%

教學年資 人數 百分比 

6-10 年 10 33.3%

11-20 年 16 53.3%

21以上 4 13.3%

總計 30 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