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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軸為在 2020至 2022年間，學校因為疫情關係而採用網路學習社群方

式進行教師的專業成長活動，探討教師們在參加後的專業成長程度。在研究架構

上，以整合性科技接受模式為基礎，討論教師參與網路學習社群的行為意圖對於專

業成長的影響，並且以使用行為、組織信任為中介變項。研究對象為疫情期間採用

網路學習社群的 73所學校及 656位教師，採用的分析方法為階層線性模式。研究

結果顯示，在直接效果方面，教師參與網路學習社群的行為意圖對使用行為及專業

成長有正向的直接影響；同事信任對專業倫理以及專業反思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

行政信任則對專業成長的四個構面都有正向的影響，反觀校長信任則不會對專業成

長的任何構面產生影響。在中介效果方面，不同構面的行為意圖可透使用行為的部

分或完全中介對不同構面的專業成長產生間接影響。而當組織信任為中介變項時，

本研究發現，績效期望透過同事信任的部分中介對專業倫理產生間接影響、努力期

望透過行政信任的部分中介對專業實踐產生間接影響、社會影響透過行政信任的部

分中介對專業反思產生間接影響。

關鍵詞：專業成長、組織信任、網路學習社群、整合性科技接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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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who 

participated in online-learning-community-le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ctivitie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from 2020 to 2022. The 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 
was applied to describe how the behavioral intention of teachers to participate in online learning 
communities affects thei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mediators of usage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al trust. This study recruited 656 teachers from 73 schools who were part of online 
learning communities during the pandemic, and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was used for data 
analysis. The research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teachers’ behavioral intention to participate in online 
learning communities positively and directly influenced thei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eir trust in 
their colleagues had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effects on their levels of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professional reflection, and their trust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course had positive effects on four 
dimensions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teachers’ trust in their principals did not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thei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mediating effects, behavioral 
intention indirectly affecte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with usage behavior serving as a partial or 
full mediator. When organizational trust was included as a mediator, performance-related 
expectations indirectly affected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trust in one’s colleagues served as a partial 
mediator; effort-related expectations indirectly affected professional practice and trust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course served as a partial mediator; and social influence indirectly affected 
professional reflection and trust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course served as a partial mediator.

Keyword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al trust, online learning community, 
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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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教師的專業成長，一直以來不論是在學術研究的範疇還是實務推動工作中，

都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議題，劉世雄（2014）指出，教師若要讓家長信服、讓社會信

賴，需在每一項教學活動中展現自己的專業語言和作為。所以，教師需要不斷的精

進自我專業能力，提升教學品質，才能符合社會的期待。學校組織學習以促進教師

專業成長為目的，是以，學校落實組織學習已是培育人才的關鍵（何希慧、陳政暉，

2022），其中，教師參與專業社群已是必要的作法。而在教師眾多的專業成長途徑

中，網路學習社群是這幾年發展的趨勢所在。網際網路迅速蓬勃的發展，讓人們學

習的方式有了更大的突破，許多人常將自己的想法、觀念，藉由網路平台的媒介傳

達，迅速縮短了彼此觀念交流的時間與距離。尤其從 2019年開始，COVID-19疫情

肆虐，學校被迫停學，但是停班不停學，所以教師們開始使用線上上課，於此同時，

過往學校的週三研習、教師專業成長活動，或是專業學習社群等等的運作，也紛紛

在這兩三年期間改為線上運作的方式。疫情期間改變許多人的觀念，過往覺得學習

必須面對面，但是在疫情期間，在節省交通往返時間的情形下，似乎反而促進了教

師們的參與意願。所以，在這疫情期間，教師參加網路學習學習社群對於專業成長

的影響程度為何，相當值得以實證性研究論述之。因此，本研究主軸為在 2020至

2022年間，學校因為疫情關係而採用網路學習社群方式進行教師的專業成長活動，

教師們在參加後的專業成長程度。

基於上述原因，研究者希望透過此研究，了解教師採用網路學習社群增進專

業成長的現況，更進一步以 Davis等人（1989）的整合性科技接受模式（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 UTAUT）為基礎，並依據參考文

獻加入組織層次的組織信任此變項，建立一個探討教師採用網路學習社群進行專業

成長的行為意圖與實際使用行為的架構並進行驗證。然而本研究並非直接採用此模

式，而是做些微的調整。第一部分的調整在於，之前的 UTAUT模式僅討論到對

於「使用行為意圖」的影響，但是卻少有討論到使用行為意圖後的成果究竟為何？

對教師而言，採用線上學習方式有其行為意圖，真實使用後，最直接的成果應該就

是專業成長，所以在結果變項部分加入專業成長。第二部分的修改在於，在原模式

中包含四個因素，其中績效期望、努力期望以及社會影響會影響行為意圖，但是研

究者認為，不論在各領域，過往研究已多證實這樣的高度預測關係（Theodorakis, 

1994; Venkatesh et al., 2003）。而且績效期望高、努力期望高、社會影響高，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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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就可以確認行為意圖會高。因為本研究已經增加了一個結果變項，避免有太多中

介關係，而且研究者認為績效期望、努力期望以及社會影響可以用來解釋行為意

圖，因此以這三個構面來代表及解釋行為意圖。此外，為了清楚了解三個構面的各

自影響，所以在分析時以三個構面分開分析。第三部分的修改則是加入學校層次的

影響因素，因為影響教師的行為除了教師自身的因素之外，學校層面的影響也相當

重要，例如馮莉雅等人（2002）就以系統動態學觀點探討影響教師專業發展的因素

包含教師個人與學校層面，類似的論述也在蕭佳純（2022）的研究中可見。因此本

研究加入組織信任此一變項。總結來說，研究以 UTAUT為基礎，討論教師參與

網路學習社群的行為意圖對於專業成長的影響，並且以使用行為、組織信任為中介

變項。因此，探究教師參與網路學習社群的行為意圖對於專業成長的影響為本研究

的動機與目的一，除此之外，行為意圖對於使用行為影響的徑路關係為本研究的動

機與目的二；以及行為意圖可以如何藉由使用行為的中介而對專業成長產生間接影

響。如同前述，使用行為的成果較少被討論，但是若教師的行為意圖較高時，則他

參與網路學習社群的程度也應該會較高，如此一來，專業成長的程度也可能會較

高，所以使用行為可能是行為意圖與專業成長關聯間重要的中介變項，此乃為本研

究重要的動機與目的三。

除了 UTAUT的應用之外，研究者希望擴充外部影響變項加入本模式，而在組

織關係中，核心成分就是信任，在各種不同的組織形式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尤其在

網路組織日益增加之際，信任維繫著網路組織中的關係，並使得組織運作順暢。謝

傳崇等人（2021）曾說，若學校組織成員對彼此、校長，以及制度產生信賴感，則

人與人或人與環境制度間必定有緊密且牢靠的連結，這樣的關係也能更容易達成學

校的校務和教師的教學目標，想當然爾，在這樣的環境中，教師的專業成長程度也

可能會較高。在一個缺乏信任氣氛的企業組織中，員工可能會隱藏自己的知識或能

力，導致組織無法發揮潛能並蒙受損害（Sambrook, 2009），所以，為了建立具有效

能的學校，提升教師的專業成長，信任將是人際之間合作與溝通的必要條件。一般

來說，與學校有關的組織信任通常包含行政信任、主管信任和同事信任。若學校行

政包含校長和主任與教師維持良好關係並信任彼此，各方面給予教師多一點照顧和

關心；相對地教師也會體諒學校行政的難處，同事之間互相信賴可支援彼此和激盪

教學熱誠並充實自我，由此可推知教師有高的組織信任會提升工作情緒和有助於教

師配合實施的教育政策，如此一來，教師自己專業成長的程度也可能隨之提高，因

此本研究欲檢證組織信任是否會影響教師的專業成長，此為本研究動機與目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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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前述，教師參與網路學習社群時，「組織信任」是否會對專業成長有影響，

這部分顯然尚有許多值得研究之空間，然而「參與網路學習社群的行為意圖」與

「專業成長」之間的關係，難道只有直接的效應，還是可以透過組織信任此一中介

路徑關係？許順旺等人（2016）的研究中顯示，組織若能提供良好的工作環境、規

劃與制度，並能於互動的過程中建立起對成員間的互信，則員工對於組織信任愈

高。在網路盛行及疫情影響之下，教師參與網路學習社群的行為意圖明顯增加，透

過社群中的信任為教師的學習更提升效用，讓教師願意更著墨於自己的專業成長，

所以由組織信任為中介變項帶來的變化應能更加顯著。因此，本研究欲探討，若教

師參與網路學習社群的行為意圖較高，可能可以透過組織信任的中介，對專業成長

產生間接影響，此為本研究動機與目的五。綜合上述，本研究目的可具體以下五點

描述：

一、探討行為意圖對於專業成長的直接影響。

二、探討行為意圖對於使用行為的直接影響。

三、探討行為意圖透過使用行為的中介對於專業成長的間接影響。

四、探討組織信任對於專業成長的直接影響。

五、探討行為意圖透過組織信任的中介對於專業成長的間接影響。

貳、文獻探討與假設推導

一、教師參與網路學習社群的行為意圖

本研究試圖從 UTAUT來探討國小教師利用網路學習社群進行教師專業成長之

行為意圖與可能影響專業成長的因素。UTAUT 是由 Venkatesh等人（2003）歸納與

分析八個主要的科技接受理論模式後所提出的理論架構，此架構經他們驗證顯示，

對於科技使用行為的解釋力高達 70%，比過去任何一種科技接受理論模式還有效，

因此本研究採用之。UTAUT共有四個主要構面，分別為績效期望（performance 

expectancy, PE）、努力期望（effort expectancy, EE）、社會影響（social influence, 

SI）以及促成條件（facilitating conditions, FC）。績效期望、努力期望和社會影響

會影響使用者是否選用某資訊科技，例如網路學習社群的行為意圖。Venkatesh等

人（2003）定義績效期望為「個人認為使用某一資訊系統將會提升自我工作績效的

程度」，亦即某一資訊科技的使用行為會受個人對資訊科技的期望所影響。努力期



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第十九卷第二期）84

望意指「使用者認為使用某資訊系統的容易程度」，因為資訊科技的設計，必須符

合人性化的考量，提供使用者操作簡便和互動性高的使用介面，才能維持個人的使

用意圖及行為。社會影響則是指「個人感受到重要人士認為自己該使用某資訊系統

的程度」，換言之，他人的觀感和態度會影響個人決定使用某資訊系統與否。促成

條件的定義為「使用者認為組織現有的相關設備或無形的環境足以支援自己使用某

資訊科技的程度」。而在使用行為（Actual System Use, ASU）方面，則是指個人

之實際行為表現，意即使用者實際使用某一特定資訊系統的外在行為，而資訊科

技系統的使用行為會受使用行為意圖所影響（Venkatesh et al., 2003）。由此可知，

教師參與網路學習社群的使用行為會受到行為意圖的影響。本研究將探討行為意

圖與使用行為的關係，所以 UTAUT原架構中之使用行為及促成條件將一併討論，

而促成條件部分則是以組織信任作為變項，期透過研究目的之聚焦，使研究結果更

周延。

二、參與網路學習社群對專業成長的影響

研究者綜合國內外學者如林廷華（2018）、Evers等人（2016）的討論可以發

現，教師的專業成長定義有幾個特點。第一，指的是教師經過參加各種提昇專業的

學習活動和反省思考的過程；第二，是一種動態的歷程；第三，強調專業成長的結

果，可能是在專業知識、專業技能、專業態度、品德修養等方面的成長，使其專業

知能更需成熟；第四，必須呼應專業實踐，將專業成長的結果運用於實際的教學場

域中。所以本研究將教師專業成長定義為，指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持續參與各種學

習活動，經由反省思考，以期在個人專業知能與態度上有所成長，進而提升教學品

質和學生學習成效，達成教學與專業成長之目標」，並且其內涵可以包含專業倫

理、專業知能、專業實踐以及專業反思。

張基成（2004）認為，網路學習社群意指一群學習者聚集於網路上，形成共

同的學習文化，並加上群策群力、共同努力以及相互了解而建立的線上虛擬空間。

楊淇淯與于富雲（2015）的看法則為，一群具備不同專長背景的人，透過網路上的

虛擬學習環境，彼此公開討論並分享心得、知識、經驗以及資訊；參與者在此種社

會脈絡互動下，突破時空限制，逐漸建構知識，進而達成個人成長。本研究的網路

學習社群定義為，一群擁有共同信念與目標且對社群具備忠誠與承諾的人們，在網

路環境中持續溝通與互動，彼此共享資訊、交換意見與實踐目的。因此在研究對象

的選取上，以同一所學校，在疫情期間參加同一個網路學習社群的教師為對象。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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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研究者在解釋教師參與專業學習對於專業成長的影響，多引用的理論基礎包含了

社會建構主義、合作學習、情境學習以及認知學徒制四個主要理論基礎（蕭佳純，

2022），也還有終身學習、社會學習、組織學習以及團體動力論等等（蕭佳純，

2018）。研究者認為，上述相關理論其實環環相扣、相互呼應，成為教師專業成長

網路學習社群的穩固基礎。

教師專業發展活動雖已獲得教師的認同與肯定，但實務面上仍有許多執行上

的困難，例如進修時間與教師工作安排有衝突、專業發展活動無法符合教師個別

的需求、偏鄉交通距離等因素（張德銳、郭淑芳，2011；黃錦雄等人，2012；許

振家、吳秋慧，2014）。也因為實體社群有上述的困難，因此許多研究者建議可透

過網路社群的優勢以提升教師的專業成長（高熏芳、曾培妮，2010；林志隆、楊乃

靜，2013；許振家、吳秋慧，2014），鍾才元與陳伊菱（2016）就認為透過網路社

群可改善實體專業社群的限制，提升教師的專業成長。若是以實體專業學習社群對

專業成長的影響，過往研究曾經以量化調查的方式來了解教師認知學校推動專業

學習社群的成效對專業發展的影響（陳棟樑等人，2017）；或是對教師個人教學

效能、創新教學等等的影響（連倖誼、張雅筑，2017），相較之下，討論校內同事

參加網路學習社群對於專業成長的量化實證研究則較為缺乏，因為過往的研究多

數都是教師參加一般的網路社群，並非強調的是同一學校教師參加同一個網路學習

社群。

過往文獻於探討網路學習社群在教育領域之應用與相關研究中，較多著重於

Facebook社群與教師專業發展（Bissessar, 2014; Bledsoe & Pilgrim, 2016; Kabilan, 

2016; Goodyear et al., 2014; Patahuddin & Logan, 2015; Ranieri et al., 2012）、學生學習

成效的面向（李建億等人，2014；許佩玲、易正義，2016；楊淇淯、于富雲，2015；

Amador & Amador, 2017; Manca & Ranieri, 2013; Wang et al., 2012）。Facebook與網

路學習社群性質雷同，除了可促進網路人際關係的維繫，也可以提供教師一個非正

式學習、低成本、突破時間與地域限制的專業發展機會，尤其網路學習社群裡的成

員同時可為學習者和教師領導的身分，相較於傳統的教師專業發展方式，網路學習

社群有其發展的潛力和優勢，應被視為教師專業成長的有效輔助工具。林志隆與楊

乃靜（2013）曾經以整合型科技接受模式探討屏東縣國小英語教師利用網路社群進

行教師專業成長之研究，研究結果顯示國小英語教師的績效期望、努力期望及社會

影響與教師利用網路社群進行專業成長的行為意圖有中度相關。綜合上述討論可

知，教師如果參加網路學習社群的行為意圖較高時，則他的使用行為以及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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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也可能會較高。據此發展假設一為：教師參與網路學習社群的行為意圖越高

時，則專業成長的程度會越高。而且因為實際的使用行為是個體實際採取某一特定

行為，行為意圖越強烈時，個體實際採取該特定行為的強度也就會越強，因此發展

假設二為，教師參與網路學習社群的行為意圖越高時，則使用行為也會較高。綜合

假設一與二也可以合理推論，因為行為意圖較高則使用行為會較積極投入，而使用

行為高則專業成長程度會提高，所以行為意圖可能可以透過使用行為的中介而對專

業成長產生影響，所以本研究發展假設三為，教師參與網路學習社群的行為意圖越

高時，則可以透過使用行為的中介，對專業成長產生間接效果。

三、組織信任對專業成長的影響

組織信任是多層次的概念，包含著員工之間、員工與主管、員工與組織等構

面（林鉦棽，2004）。謝傳崇與吳麗珠（2016）認為組織信任是組織內不論個人或

是團體間，彼此在不確定的環境下，對彼此保有信賴與互動等互易行為，期望對方

會給予正向的回饋來完成彼此間的承諾。本研究定義組織信任為，組織成員間願意

相互誠實，且以無私的態度合作，彼此遵守規範及所屬角色責任，並相信能夠達成

預期行為，建立共識與利益。林鉦棽等人（2005）、陳至柔等人（2014）都曾整合

過去文獻，將組織信任分為組織信任、同事信任、主管信任；Celep與 Yilmazturk

（2012）則是將組織信任分為對工作團隊、環境以及對管理的信任；Yu等人（2018）

將組織信任分為主管信任與系統信任，其中系統信任是指對組織文化整體的信任

程度。本研究對應這三個構面，呼應教育組織特色後，定義本研究組織信任的三

個構面為：（一）行政信任：指教師認同學校的制度與發展，相信學校會給予教

師足夠的保障，工作可以獲得專業發展；（二）同事信任：指教師們認為學校的

同事彼此之間相互尊重，有困難時都會主動協助，共同承擔所有責任；（三）校長

信任：指教師們對於校長的專業能力有信心，並且會顧及教師權益與教師們主動

溝通。

關於組織信任相關的跨層次研究，依據 Nyhan（2000）的研究，組織信任可包

含兩個構面，即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和對組織的整體信任。組織間成員的信任是以個

人處於組織群體的感受，用來定義對組織的認知，來進行自我定義的狀態或形成屬

於組織的知覺。本研究對於組織信任的定義採用組織的知覺，由個人處於組織中的

感受與認知，加總平均後成為團體層次概念的組織信任。因此，學校內的教師所屬

單位信任越強，就會強化教師與教師之間、教師與校長之間、教師與行政人員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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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動，彼此之間有著信任關係，在面臨教學工作時，更能彼此攜手合作，有效提

高專業成長與教學效能。因此，本研究將組織信任置於組織層次變項處理之。

而在組織信任對於教師專業成長的影響方面，組織信任發生在學校各層面，

教師間互動品質、學校整體氣氛，決定教師是否依賴同事、主管及學校，進而提升

專業（何希慧、陳政暉，2022）。Tschannen-Moran（2014）研究指出，學校的

組織信任與教師專業化及學生學習成就相關，在信任的環境中，當教師相信同儕的

專業，則易於接受所分享的知識。Matthews與 Crow（2010）亦認為，教師間具備

互信基礎，則其間就更可能進行分享、協助與支持，也就是說，擁有信任關係，則

教師專業發展與成長會更好。此外，教師因信任更願意嘗試新的教學方法（Helstad 

& Møller, 2013）。Adams（2018）主張信任能促進集體探究、反思與共享決策，

是促進學校轉型為專業導向的關鍵。由此可知，如果學校的組織信任程度越高，則

教師們越可能集體學習、彼此知識分享、進而提升自己的專業成長程度。據此，本

研究發展假設四為，組織信任會對專業成長產生正向影響。

四、組織信任的中介效果

在討論組織信任的中介效果之前，研究者先來討論為何行為意圖會影響組織

信任？在影響組織信任的因素中，組織面向、管理與溝通風格，以及個人特質等三

大面向，是最常被研究者提及，而且獲得實證研究支持的主要因素（Yu et al., 

2018）；因為組織信任是屬於相當高度的主觀心理層面感受，因此，被信任者與信

任者之個人人格特質，就會對於組織信任有顯著影響。在網路學習社群中，教師加

入社群的行為意圖、動機，都可能影響他們對同事、主管的信任程度，因為如果教

師行為意圖中的努力期望、績效期望、社會影響高時，表示他們加入社群時會特別

注重別人的眼光，強調自己的努力以及參加之後的績效，因此會進一步與社群成員

的互動程度越高，則產生信任的程度也就可能會較高。由此可知，行為意圖可能對

組織信任有正向影響。

從前述的討論可以知道，組織信任可能對專業成長產生直接影響，而行為意

圖也可能對專業成長產生直接影響，那麼，行為意圖是否可以透過組織信任的中介

對專業成長產生間接影響嗎？ Baron與 Kenny（1986）指出中介變項係解釋外在

事件所隱藏的意義或說明事件結果的成因。參與網路學習社群行為意圖對於組織信

任影響尚無直接證據，惟已有研究（Conte, 2015; Guinot et al., 2013）指出組織信

任能正向影響組織學習，由此推論應該也可以增進專業成長。信任屬於內在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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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動前雙方皆以當下的信任品質，作為言行決定之依據。換言之，信任或能解釋

相同情形，不同教師專業成長程度的差異。

依據社會交換理論，它強調人類的理性、相對利益的衡量、互惠的交換模式，

所以如果教師參與社群的行為意圖夠強烈，可能會基於交換理論基礎中的「酬賞」

與「互惠」，透過組織的信任而更加深自己的行為意圖，進而提升專業成長的程度。

信任常常是被討論的中介變項之一，在過往研究中，有相當多研究將組織信任視為

中介變項，例如謝傳崇等人（2021）就曾發現校長情緒智慧領導可以透過組織信任

的部分中介對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產生間接影響；何希慧與陳政暉（2022）也以國民

中學教師知覺校長關係領導對組織學習影響，並且以組織信任為中介變項，結果發

現組織信任具有中介效果。由此推論，如果教師們參加網路學習社群的行為意圖較

高時，則可能會一起形塑出一個彼此信任的組織氛圍，透過組織信任則可能更加提

升教師的專業成長程度。因此，綜合社會交換理論及過往研究說明，本研究發展假

設五為，行為意圖可以透過組織信任的中介對專業成長產生間接影響。

參、研究設計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如圖 1所示，依據本研究文獻部分的推導，欲檢驗的五個假設如下：

假設一：教師參與網路學習社群的行為意圖對專業成長有正向的直接影響。

假設二：行為意圖對使用行為具有正向直接影響。

假設三：行為意圖可透過使用行為的中介對專業成長產生間接影響。

假設四：組織信任對專業成長有正向的直接影響。

假設五：行為意圖可透過組織信任的中介對專業成長產生間接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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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研究對象分為預試以及正式階段，預試階段的問卷採用便利抽樣，發

放給 200位臺南市國小教師。正式問卷部分，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考量研究的

方便性、時效性與問卷回收率，所採行抽樣的方式為分層比例抽樣（Proportionate 

Stratified Sampling），將母群體分為四個區域（北、中、南、東），採分層抽樣。

全臺灣扣除外島學校，北部 812所、中部 831所、南部 809所、東部 193所，共 2,645

所。為了符合多層次分析所需要的高層次樣本數，預計發出 95所學校。在 2022年

疫情期間隨機聯絡國小教務主任協助發放問卷；依照各區比例發放，北部 29間

（30%）、中部 30間（31%）、南部 29間（30%）、東部 7間（9%），一共發放

95間學校，每間依學校規模發放約 7-15份教師問卷，因為本研究是採用多層次分

析，發放問卷的對象則是鎖定在疫情期間，學校的教師專業發展活動採用網路學習

社群的運作方式，並且是參加同一個網路社群的教師們，而且一個學校只發放一個

社群，因此學校層次也是社群層次。問卷回收最後收回 656份，分布於 73個社群

（學校）。其中男性 233名，女性 423名；年齡以 40-49歲最多人，有 328人（占

50%）；學歷以碩士為最多，有 443人（占 67.6%）；年資以 21年以上最多，有

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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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人（占 36.9%）；職務以兼導師的專任教師為最多，有 255人（占 38.9）；學

校規模以 12班以下為最多，有 222人（占 33.8%）。而這 656位教師在他們目前

參與網路社群的經驗中，257位教師（占 39.2%）表示曾參加過網路上的學習社群，

但是持續兩年以上參加同一社群者，僅有 96位（占 14.6%）。

三、研究工具

（一）行為意圖量表

本量表為研究者自編量表，在整合型科技接受模式中，影響行為意圖的因素

可以細分為績效期望、努力期望，以及社會影響，本研究採用 Venkatesh 等人

（2003）的定義，以下說明之。本研究中的績效期望為「教師認為利用網路學習社

群能否提升其教師專業成長的主觀認知程度」，題目如「利用網路學習社群進行教

師專業成長可以獲取研習進修課程的資訊與內容」、「利用網路學習社群進行教師

專業成長可以鞭策我隨時針對教學進行省思」等，一共 12題。努力期望指的是「教

師認為利用網路學習社群來提升教師專業成長之易用性的主觀認知程度」，題目如

「我能熟練運用網路學習社群的系統功能以獲取我需要的資源或協助」等，一共九

題。社會影響指的是「教師對於應不應該利用網路學習社群進行教師專業成長，受

到他人（如親友、同事、學校主管或教育主管機關等）之影響程度」，題目如 :「我

週遭的人（如同事／同儕、親友等）會推薦我使用網路學習社群進行教師專業成

長」等，一共五題。經 200位預試樣本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共可抽取三個

構面，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78.11%。經本研究 656位教師的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

示，RMSEA值為 .03，GFI、CFI分別為 .91、 .92， SRMR為 .02，PNFI、PGFI為 

.75與 .76，均大於 .50的標準。再者，潛在變項的組成信度依序為績效期望為 

.90、努力期望為 .91、社會影響為 .88，全部都達「 .6以上」的評鑑標準。最後，

平均抽取變異分別是績效期望為 .78、努力期望為 .81、社會影響為 .83，都符合「 

.5以上」的評鑑標準，結果顯示本量表有良好的信效度。

（二）使用行為量表

本量表為研究者自編量表，Davis等人（1989）認為使用行為是個人實際行為

表現，意即使用者實際使用某一特定資訊系統的外在行為。在網路應用活動的使用

行為中，主觀評估多是以使用頻率與時間為依據。本研究主要探討教師採用網路學

習社群增進專業成長，因此將使用行為定義為「教師會採用網路學習社群增進專業

成長的頻率與時間」，並根據以往研究者對使用行為的相關研究為基礎，發展成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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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題項來衡量此一構面，題目如 :「我會盡可能經常到網路社群的發文」。經 200

位預試樣本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可抽取一個構面，解釋變異量為

69.53%。而這五個題目經 656位教師的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RMSEA值為 

.03，GFI、CFI分別為 .92、 .93，SRMR為 .03，PNFI、PGFI為 .69與 .71，均大

於 .5的標準。再者，潛在變項的組成信度為 .84，平均抽取變異為 .69，符合評鑑

標準，結果顯示本量表有良好的信效度。

（三）專業成長量表

本研究在專業成長量表部分乃使用蕭佳純（2022）所編製的專業成長量表。該

量表一共包含專業知能、專業倫理、專業反思以及專業實踐等四個因素。其中專業

知能是指於各種教學情境，所有教師都須具備的教育專業內涵，一共設計「參加網

路學習社群後，我能不斷充實領域／學科專業知能」等七題。專業倫理是指具有教

育專業責任、應展現熱忱與使命感、深化教師之專業成長、展現協作領導能力與專

業倫理之規範，提升整體教育品質，一共設計有「參加網路學習社群後，讓我更能

積極聆聽其他教師的意見與進行經驗分享」等九題。專業反思是指教師能鞭策自己

隨時針對教學進行省思，一共設計有「參加網路學習社群後，讓我更時常反省自己

的學習態度」等九題。專業實踐則是指以關注學生學習為基礎，符合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設計與課程規劃，轉向多元教育創新，對於學生學習的發展、興趣的探索、動

機的持續及信心的展現等有所助益，一共設計有「參加網路學習社群後，讓我更能

串連學生對話引導他們的有效學習」等八題。經本研究 656位教師的驗證性因素分

析結果顯示，RMSEA值為 .02，GFI、CFI分別為 .93、 .94，SRMR為 .02，PNFI、

PGFI為 .89與 .79，均大於 .5的標準。再者，潛在變項的組成信度依序為專業倫理

為 .95、專業實踐為 .96、專業知能為 .96、專業反思為 .96，全部都達 .6以上的評鑑

標準。最後，平均抽取變異分別是專業倫理 .71、專業實踐 .73、專業知能 .73、專

業反思 .75，都符合 .5以上的評鑑標準，結果顯示本量表有良好的信效度。

（四）組織信任量表

本量表為研究者自編量表，組織信任的內涵一共可以包含為三個構面 :校長信

任、行政信任、同事信任。其中校長信任是指，相信校長是真誠關懷、正直誠信、

有決策能力、願意傾聽、可信賴的，題目如「我相信校長的領導作為是值得信賴

的」，一共九題。行政信任是指，教師能感到行政系統獎賞分明、制度明確、規則

獲得教師認同而願意遵守，相信學校政策制定與執行是公正的，整體環境是值得信

賴、可靠的，題目如「我相信學校行政團隊會做出各種合情合理的決策」，一共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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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同事信任是指，相信同事是誠懇、關懷、守信用、可依靠，有專業能力的，願

意相互幫助的，題目如「我相信同事會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一共九題。經 200

位預試樣本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共可抽取三個構面，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73.92%。經本研究 656位教師的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RMSEA值為 .03，

GFI、CFI分別為 .93、 .94， SRMR為 .01，PNFI、PGFI為 .86與 .81，均大於 

.50的標準。再者，潛在變項的組成信度依序為校長信任為 .89、行政信任為 .88、

同事信任為 .9，全部都達 .6以上的評鑑標準。最後，平均抽取變異分別是校長信

任為 .77、行政信任為 .75、同事信任為 .78，都符合 .5以上的評鑑標準，結果顯示

本量表有良好的信效度。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變項描述統計與 ICC量數

本研究所有變數構面的平均數及標準差如表 1所示。組織信任是由教師所填寫

後依據各社群加總平均而成，所以在進行階層線性模式（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HLM）分析之前，還需檢測資料具備組內一致性（蕭佳純，2020）的存在，方可將

個體層次的資料彙總成群特質。經由計算，組織信任的三個構面平均 rwg分別為 

.87、 .79、 .82，高於標準值的 .7，說明此匯總程序的合理性，因此初步符合進行跨

層次分析的合理性。至於檢視行為意圖藉由組織信任以及使用行為的中介，間接預

測專業成長的效果方面，本研究以 Baron與 Kenny（1986）的中介效果分析方式為

基礎，以三步驟進行多層次中介效果分析，用以考驗研究假設二及五。在本研究中，

專業成長（有 Y1專業倫理、Y2專業實踐、Y3專業知能、以及 Y4專業反思四個構

面）為結果變項，所以進行零模型（隨機效果 ANOVA模型）檢驗，以計算組內相

關係數（ICC）來確認是否有必要進行多層次分析（Bryk & Raudenbush, 1992）。分

析後發現，四個構面的 ICC介於 .071~ .111，其顯著效果 χ2
值介於 117.08~146.91，

已達到 .05的顯著水準，且 ICC值也高於標準的 .059，屬於低度關聯強度（蕭佳純，

2020），因此符合採用 HLM進行多層次分析的標準。而在資料的處理上，個體層

次採用組平減，而總體層次則採總平減的方式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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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佳純 以整合型科技接受模式探討國小教師參與網路學習社群對專業成長影響之研究：

 以使用行為、組織信任為中介變項　　　　　　　　　　　　　　　　　　　　

表 1
變項之敘述統計量

層次 層次一：教師層次 層次二：學校層次

變項 專業成長 行為意圖 使用行為 組織信任

構面
專業

倫理

專業

實踐

專業

知能

專業

反思

績效

期望

努力

期望

社會

影響

使用

行為

校長

信任

同事

信任

行政

信任

平均數 4.83 4.79 4.88 4.83 4.77 4.81 4.46 4.59 4.98 4.93 5.01

標準差   .71   .67 .69   .74   .69   .68   .78   .83   .72   .74   .67

二、 假設一：行為意圖對四種專業成長（倫理、實踐、知能、反思）
的直接效果

本研究第一個步驟是檢驗專業成長（倫理、實踐、知能、反思）是否能被行

為意圖所解釋，其檢驗的方程式如下，僅以專業倫理作為公式 1：

專業倫理 ij=β0j+β1j績效期望 j +β2j努力期望 j +β3j社會影響 j+εij

β0j = γ00+ U0j  

β1j = γ10+ U1j

β2j = γ20+ U2j

β3j = γ30+ U3j

由表 2可知，就專業倫理這個構面而言，行為意圖中的績效期望與社會影響

的係數 γ10、γ30均達到顯著，係數值分別為 0.55（t =8.29, p < .05）、0.16（t =3.83, 

p < .05）。第二，就專業實踐這個構面而言，行為意圖中的績效期望、努力期望與

社會影響的係數 γ10、γ20、γ30均達到顯著，係數值分別為 0.53（t =7.75, p < .05）、0.21

（t =3.37, p < .05）、0.07（t =2.30, p < .05）。第三，就專業知能這個構面而言，

行為意圖中的績效期望、努力期望與社會影響的係數 γ10、γ20、γ30均達到顯著，係

數值分別為 0.52（t =7.41, p < .05）、0.23（t =3.63, p < .05）、0.09（t =2.66, p < 

.05）。最後，就專業反思這個構面而言，行為意圖中的績效期望、努力期望與社

會影響的係數 γ10、γ20、γ30均達到顯著，係數值分別為 0.56（t =8.30, p < .05）、0.17

（t =3.14, p < .05）、0.16（t =4.34, p < .05）。藉由此步驟可以發現，除了專業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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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僅會受到績效期望及社會影響的影響。其餘的績效期望、努力期望以及社會影響

皆會影響專業實踐、專業知能以及專業反思，因此假設一獲得支持。對照過去的研

究可以發現，教師參與一些網路社群時，例如 Facebook的社群進行學習時，過往

的研究多是論述行為意圖對於使用行為的影響，少有探討對於學習之後後續的專業

成長影響，即使有，如 Liu與 Chu（2010）的研究是分析線上行為、角色及透過線

上討論之學習社群，對於專業成長的影響，但是是採用質性的訪談方式。或者是採

用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理性模式來討論教師採用

Facebook社群對專業發展的影響（Bissessar, 2014; Goodyear et al., 2014; Kabilan, 

2016）。本研究所採用的理論基礎不同，也非是針對 FB社群，但是分析結果大致

上呼應過去研究的論述（林志隆、楊乃靜，2013；高熏芳、曾培妮，2010；許振家、

吳秋慧，2014），也就是說當教師採用網路學習社群的行為意圖越高時，則專業成

長的程度會越高。除此之外，為何努力期望不會對專業倫理產生影響，作者猜測原

因可能是，專業倫理是教師具有的教學熱忱等，而努力期望是教師對於科技易用性

的主觀認知，多數教師可能覺得自己的專業倫理程度已經頗高，即使教師自己覺得

科技的使用容易上手，可能對於專業倫理也沒有多大的幫助，因此沒有顯著的影

響。相較於虛無模式，增加行為意圖此一解釋變項時，可削減檢視變異量分別為

63.2%、40.6%、69.4%以及 72.1%，增加比例相當高。也就是說，當行為意圖中的績

效期望、努力期望與社會影響越好，則專業實踐、專業知能以及專業反思會越好；

而績效期望及社會影響越高時，則專業倫理程度也會越高。

表 2
行為意圖對專業成長的直接效果

係數／構面 專業倫理 專業實踐 專業知能 專業反思

γ00總平均數 4.83* 4.79* 4.88* 4.83*

γ10績效期望 0.55* 0.53* 0.52* 0.56*

γ20努力期望 0.12　 0.21* 0.23* 0.17*

γ30社會影響 0.16* 0.07* 0.09* 0.16*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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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佳純 以整合型科技接受模式探討國小教師參與網路學習社群對專業成長影響之研究：

 以使用行為、組織信任為中介變項　　　　　　　　　　　　　　　　　　　　

表 2
行為意圖對專業成長的直接效果（續）

係數／構面 專業倫理 專業實踐 專業知能 專業反思

隨機效果

σ2 0.157 0.154 0.155 0.147

τ00 0.038 0.041 0.044 0.036

τ11 0.023 0.024 0.023 0.031

τ22 0.052 0.055 0.051 0.049

τ33 0.018 0.017 0.017 0.022

*p < .05

三、 假設二與假設三檢驗：使用意圖對使用行為的直接影響以及使用
行為的中介效果

本研究先檢驗使用意圖對於使用行為的影響，除了檢驗假設二的效果外，同

時此步驟也有助於檢驗假設三：使用行為的中介效果。使用意圖的三個構面對於使

用行為的影響，如公式 2表示，經分析結果發現，係數值分別為 0.28、0.36以及 0.44

（t =4.82, p < .05; t =7.31, p < .05; t =5.66, p < .05），均達顯著。所以整體來說，行

為意圖對於使用行為具有影響，所以本研究的假設二獲得成立。

使用行為 ij = β0j + β1j績效期望 j + β2j努力期望 j + β3j社會影響 j +jεij

                      β0j = γ00 + U0j 

                      β1j = γ10 + U1j

                      β2j = γ20 + U2j

                      β3j = γ30 + U3j  

下一個程序則是進一步將行為意圖以及使用行為一起放入方程式中，檢驗行

為意圖與使用行為對專業成長的解釋力，尤其著重於公式 3中 γ01、γ02、γ03（對於

專業成長影響）的顯著性考驗。而檢驗公式如公式 3所示。因為專業成長有四個構

面，所以如同步驟一，一共會產生四個模型，而以專業倫理為公式說明如下：



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第十九卷第二期）96

專業倫理 ij = β0j + β1j使用行為 J + β2j績效期望 j + β3j努力期望 j + β4j社會影響 J + εij

                      β0j = γ00

                      β1j = γ10

                      β2j = γ20

                      β3j = γ30

                      β4j = γ40

首先，以專業倫理來看，績效期望（γ20）、社會影響（γ40）的迴歸係數，在公

式 3的模型中，同時考量中介變項與解釋變項後，與公式 1的係數相比較，績效期

望、社會影響的係數 γ20、γ40從原先的顯著依然還是顯著的情形，但是係數值從 0.55、

0.16分別變成 0.47、0.12（t =7.78, p < .05; t =3.01, p = .003），所以都是部分中介效果。

以專業實踐來看，績效期望（γ20）、努力期望（γ30）的迴歸係數，在公式 3的模型

中，同時考量中介變項與解釋變項後，與公式 1的係數相比較，績效期望、努力

期望的係數從原先的顯著依然還是顯著，係數值從 0.53、0.21分別變成 0.49、0.19

（t =7.08, p < .05; t =3.27, p = .002），所以都是部分中介效果，而社會影響的係數則

是從原本的顯著變成不顯著的情形（t =1.44, p = .15），因此是完全中介的情形。以

專業知能來看，績效期望（γ20）、努力期望（γ30）的迴歸係數，在公式 3的模型中，

同時考量中介變項與解釋變項後，與公式 1的係數相比較，績效期望、努力期望的

係數從原先的顯著依然還是顯著，係數值從 0.52、0.23分別變成 0.47、0.21（t =7.18, 

p < .05; t =3.70, p = .001），所以都是部分中介效果，而社會影響的係數則是從原本

的顯著變成不顯著的情形（t =1.64, p = .10），因此是完全中介的情形。最後，以專

業反思來看，績效期望（γ20）、努力期望（γ30）、社會影響（γ40）的迴歸係數，在

公式 3的模型中，同時考量中介變項與解釋變項後，與公式 1的係數相比較，績效

期望、努力期望、社會影響的係數從原先的顯著依然還是顯著，係數值從 0.56、0.17、

0.16分別變成 0.51、0.15、0.14（t =7.86, p < .05; t =2.92, p = .005; t =3.67, p = .001），

所以都是部分中介效果。

就分析結果來看，績效期望可以透過使用行為的部分中介，與專業倫理、專業

實踐、專業知能以及專業反思產生間接效果，但就間接效果值來看都不高（介於 0.02

至 0.05），也就是說，績效期望對於專業成長的四個面向影響，還是以直接效果最

為明顯。除此之外，努力期望可以透過使用行為的部分中介，與專業實踐、專業知

能以及專業反思產生間接效果，但就間接效果值來看也都不高（介於 0.02至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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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佳純 以整合型科技接受模式探討國小教師參與網路學習社群對專業成長影響之研究：

 以使用行為、組織信任為中介變項　　　　　　　　　　　　　　　　　　　　

而社會影響則是透過使用行為的部分中介對專業倫理、專業反思具有間接影響，但

是一定要透過使用行為的完全中介而對專業實踐、及專業知能產生間接影響。與前

面績效期望、努力期望相似的是，間接效果值都不高，而較為有趣的發現是，當教

師在行為意圖中較在意同儕的推薦與眼光時，則他就必須要真正加入社群，透過社

群高頻率的行為，才會對專業實踐以及專業知能產生影響。就中介效果的分析來看，

對照過往研究，雖然沒有相類似的研究成果供對照，但是可以發現的是，透過本研

究確實發現，教師參加網路學習社群的行為意圖較高時，確實參加的行為頻率也會

較高，如此一來，則專業成長程度也會較高，因此本研究假設二及三獲得證實。

表 3
層 1使用行為對層 1專業成長的中介效果

專業倫理 專業實踐 專業知能 專業反思

γ00總平均數 4.84* 4.79* 4.88* 4.83*

γ10使用行為 0.21* 0.16* 0.16* 0.12*

γ20績效期望 0.47* 0.49* 0.47* 0.51*

γ30努力期望 0.10　 0.19* 0.21* 0.15*

γ40社會影響 0.12* 0.04* 0.06　 0.14*

隨機效果

σ2 0.144 0.149 0.145 0.141

τ00 0.035 0.037 0.035 0.031

*p < .05

四、假設四檢驗：層 2組織信任對層 1專業成長的直接效果

假設四是檢驗總體層次解釋變項（組織信任）對於結果變項（Y）的解釋是否

具有統計意義，此時並不納入個體層次解釋變項，僅有總體層次解釋變項，而模型

以專業倫理舉例如公式 4所示：

專業倫理 ij = β0j + εij

β0j = γ00 + γ01校長信任 j + γ02同事信任 j  + γ03行政信任 j + U0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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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4數據可知，當同時以校長信任、同事信任以及行政信任來解釋專業倫

理（Y1）時，同事信任的係數為 0.34（t =4.47, p < .001）、行政信任的係數為 0.32

（t =2.53, p = .012），達到顯著水準，而校長信任未有影響。若解釋變項為專業實

踐（Y2）時，行政信任的係數為 0.27（t =2.40, p = .019），達到顯著水準，而校長

信任、同事信任未有影響。若解釋變項為專業知能（Y3）時，行政信能任的係數為

0.32（t =2.71, p = .009），達到顯著水準，而校長信任、同事信任未有影響。最後，

解釋專業反思（Y4）時，同事信任的係數為 0.45（t =2.60, p = .012）、行政信任的

係數為 0.29（t =2.08, p = .041），達到顯著水準，而校長信任未有影響。由上分析

可知，同事信任對專業倫理以及專業反思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行政信任則對專業

成長的四個構面都有正向的影響，反觀校長信任則不會對專業成長的任何構面產生

影響。對照過去研究來看，過往研究多證實組織信任對於教師的專業成長有影響

（何希慧、陳政暉，2022；Tschannen-Moran, 2014），但是過往的組織信任多是教

師所認知的組織信任，屬於教師個人層次變項，本研究卻是以組織層次來處理組織

信任，這是與過去研究不同之處。當以組織層次來處理時可以發現，校長信任對於

教師個人的專業成長沒有影響，其理由是否是因為本研究的主題聚焦在教師參與網

路學習社群，當教師們是採用線上網路社群的方式學習時，教師的專業成長較不會

受到校長的影響。再對照過往研究來看，當把組織信任細分為三個層面來觀察其影

響力時，校長信任確實是比較不具有影響的（蕭佳純，2022），換言之，當組織信

任細分為三個面向來看時，校長信任對於教師專業的影響不大，也就是說，要利用

網路學習社群來推動教師的專業成長，組織信任中的行政信任與同事信任是相當重

要的。所以本研究的假設四獲得部分成立。較令人好奇的是，校長信任對於專業成

長不具影響力，本研究探究可能原因在於，因為本研究討論的主題在教師於疫情期

間參與的網路學習社群活動，可能因為與校長互動的機會變少了，或者校長本身並

未參與在網路學習社群中，所以較不具有影響力。因此，在教師發展專業成長的過

程中，對於同事及行政單位的信任還是比較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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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佳純 以整合型科技接受模式探討國小教師參與網路學習社群對專業成長影響之研究：

 以使用行為、組織信任為中介變項　　　　　　　　　　　　　　　　　　　　

表 4
組織信任對專業成長的影響

變項／係數 專業倫理 專業實踐 專業知能 專業反思

γ00總平均數 4.83* 4.79* 4.88* 4.83*

γ01校長信任 0.01　 0.03　 0.01　 0.03　

γ02同事信任 0.34* 0.30　 0.31　 0.45*

γ03行政信任 0.32* 0.27* 0.32* 0.29*

隨機效果

σ2 0.122 0.128 0.130 0.129

τ00 0.031 0.029 0.027 0.024

*p < .05

五、假設五檢驗：組織信任的中介效果

最後一個步驟是檢驗組織信任的中介效果，所以進一步將教師層次的解釋變

項與總體層次的中介變項一起放入方程式中，檢驗行為意圖（X1、X2、X3）與組

織信任（M1、M2、M3）變項對專業成長的解釋力，尤其著重於公式 5中 γ10到 γ30

的顯著性考驗。因為專業成長有四個構面（Y1、Y2、Y3、Y4），而中介變項有總

體層次的組織信任（M1校長信任、M2同事信任、M3行政信任），為了清楚了解

是透過哪一個構面的中介，所以將組織信任的三個構面分成三次進行，所以一共會

進行 12次的模型。例如以專業倫理為結果變項，而校長信任為中介變項；或是類

推以專業倫理為結果變項，以同事信任為中介變項，而公式 5則說明如下。而在這

之前，還必須以行為意圖的三個構面為自變項，組織信任的三個構面為依變項，進

行顯著性考驗。因為兩個變項分屬不同層次，因此將行為意圖的三個構面聚合為組

織層次變項，以 n =73個學校進行分析。一共進行三次的分析結果顯示，係數值介

於 0.28至 0.69，p值皆達顯著，表示行為意圖會對組織信任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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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倫理 ij = β0j + β1j績效期望 j + β2j努力期望 j + β3j社會影響 J + εij

                      β0j = γ00 + γ01校長信任 j + U0j  

                      β1j = γ10

                      β2j = γ20

                      β3j = γ30

當中介變項為校長信任，而結果變項為專業倫理、專業實踐、專業知能以及專

業反思時，不論是績效期望、努力期望還是社會影響，係數在公式 5與公式 1（表 5

與表 2）的比較上，雖然都還是達到顯著，但是因為係數值並沒有變小，所以並沒有

中介效果。在此部分的分析，一共有三個中介效果成立。第一個中介效果是發生在

結果變項為專業倫理、自變項為績效期望，而中介變項為同事信任時，係數在公式

5與公式 1比較上，從 0.55變成 0.54（t =3.88, p < .05），所以是部分中介的效果。

第二個中介效果是發生在結果變項為專業實踐、自變項為努力期望，而中介變項為

行政信任時，係數在公式 5與公式 1比較上，從 0.21變成 0.20（t =4.01, p < .05），

所以是部分中介的效果。第三個中介效果是發生在結果變項為專業反思、自變項為

社會影響，而中介變項為行政信任時，係數在公式5與公式1比較上，從0.16變成0.14

（t =4.21, p < .05），所以是部分中介的效果。所以本研究的假設五只有這三個部分

是成立的，但是間接效果值如同前述的分析，效果值都不大，也就是說，行為意

圖、組織信任對於專業成長的影響還是以直接影響值最大，所以本研究所發展的假

設五僅有績效期望透過同事信任的部分中介對專業倫理產生間接影響、努力期望透

過行政信任的部分中介對專業實踐產生間接影響、社會影響透過行政信任的部分中

介對專業反思產生間接影響。這是相當重要的研究發現，因為對教師的專業實踐與

反思兩部分來說，當教師們重視自己的努力期望或是社會影響時，他們的專業實踐

與反思固然也會較高（假設一），但是他們也可以透過行政團隊的信任而間接提升

專業實踐與專業反思，由此可知，行政信任的重要性。此外，同事信任對於專業倫

理除了具有直接影響之外，也可以在績效期望與專業倫理間具有間接影響，可見同

事信任也相當重要。相較之下，校長信任是一個有趣的構面，因為它不具有任何中

介影響之外，也未對專業成長的任何構面有直接影響。這是否代表著校長信任不

重要？抑或是可以考慮將校長信任自組織信任的構面中移除，這都有待更多研究的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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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使用行為、組織信任為中介變項　　　　　　　　　　　　　　　　　　　　

在以組織信任為中介變項的研究中，本研究結果與過去研究大不相同，過往

研究如何希慧與陳政暉（2022）、謝傳崇等人（2021）多證實組織信任的中介效果，

但是因為採用的統計分析方法不同，過往研究多是教師主觀自己認知的組織信任，

屬於教師個人層次，而本研究是將組織信任加總平均後以同一社群的分數代表，作

為群體層次的變項，或許因為分析的方法與策略不同，所以有不一樣的結果。但是

因為本研究細部的將組織信任分成三個構面進行分析，所以可以更清楚看出組織信

任各構面的細部影響，而且與過去研究相當不同的是，當將組織信任視為是群體層

次變項時，中介效果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本研究假設五可以說並未成立。就實務經

驗來看，如果教師參加網路學習社群的行為意圖是來自於他在意同儕、外在的觀點

所影響時，或者是期待自己努力的成果，也就是社會影響以及努力期望程度較高

時，則他可能在參加網路學習社群的過程中，透過與行政單位的互動及信任，增加

自己的專業反思與專業實踐程度。由此可知，在專業成長中的專業反思以及專業實

踐這兩個構面來說，除了社會影響以及努力期望很重要之外，行政信任的中介影響

也是重要的。此外，還需要進行討論的是，本研究同時納入了教師自身層次的使用

行為以及學校層次的組織信任作為中介變項，研究結果雖有部分的中介效果成立，

但是從效果量來看，還是教師自身的使用行為的中介較為有助益，換言之，希望教

師能夠專業成長，還是要從教師自身的影響因素較為相關。

表 5
組織信任的中介效果檢定

結果變項 專業倫理 專業實踐 專業知能 專業反思

中介變項

校長

信任

為

中介

同事

信任

為

中介

行政

信任

為

中介

校長

信任

為

中介

同事

信任

為

中介

行政

信任

為

中介

校長

信任

為

中介

同事

信任

為

中介

行政

信任

為

中介

校長

信任

為

中介

同事

信任

為

中介

行政

信任

為

中介

γ00總平均數 4.84* 4.84* 4.84* 4.79* 4.79* 4.79* 4.88* 4.88* 4.88* 4.83* 4.83* 4.83*

γ01 0.16* 0.63* 0.51* 0.17* 0.54* 0.47* 0.16* 0.56* 0.49* 0.19* 0.66* 0.54*

γ10績效期望 0.55* 0.54* 0.55* 0.53* 0.53* 0.53* 0.52* 0.52* 0.52* 0.56* 0.56* 0.56*

γ20努力期望 0.12　 0.13* 0.12　 0.21* 0.21* 0.20* 0.23* 0.23* 0.23* 0.17* 0.17* 0.17*

γ30社會影響 0.16* 0.16* 0.16* 0.07* 0.07* 0.07* 0.09* 0.09* 0.09* 0.16* 0.16* 0.14*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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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組織信任的中介效果檢定（續）

結果變項 專業倫理 專業實踐 專業知能 專業反思

隨機效果

σ2 0.141 0.140 0.139 0.144 0.144 0.143 0.139 0.139 0.138 0.137 0.135 0.135

τ00 0.028 0.027 0.026 0.033 0.033 0.031 0.029 0.027 0.022 0.027 0.024 0.026

*p < .05。
表格中的 γ01在校長信任為中介變項時表示為 γ01校長信任；表格中的 γ01在同事信任為中介變項時表示為 γ01同事信任；

以此類推。

伍、結論與建議

根據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五點結論如下。

一、教師參與網路學習社群的行為意圖對專業成長有正向的直接影響

在專業成長的四個構面中，專業倫理僅會受到績效期望及社會影響的影響。

其餘的績效期望、努力期望以及社會影響皆會影響專業實踐、專業知能以及專業反

思，也就是說，行為意圖會對專業成長有正向影響，除了努力期望不對專業倫理有

影響外，當提高教師參與行為意圖中的績效期望、努力期望以及社會影響時，則專

業成長中的專業實踐、專業知能以及專業反思的程度也會越高。

二、行為意圖對使用行為具有直接影響

本研究發現，使用意圖的三個面向績效期望、努力期望以及社會影響，對於

使用行為的影響皆達到顯著的影響效果，表示當教師參加網路學習社群的行為意圖

越高時，不論是績效期望、努力期望或是社會影響的程度越高，則他實際參加網路

社群的程度也會越高。

三、行為意圖可透使用行為的中介對專業成長產生間接影響

在使用行為的中介效果分析方面，績效期望可以透過使用行為的部分中介，

與專業倫理、專業實踐、專業知能以及專業反思產生間接效果，除此之外，努力期

望可以透過使用行為的部分中介，與專業實踐、專業知能以及專業反思產生間接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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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使用行為、組織信任為中介變項　　　　　　　　　　　　　　　　　　　　

果。而社會影響則是透過使用行為的部分中介對專業倫理、專業反思具有間接影

響，但是一定要透過使用行為的完全中介而對專業實踐、及專業知能產生間接影

響。整體來說，使用行為在績效期望、努力期望與專業實踐、專業知能以及專業反

思有部分中介效果，而使用行為則是在社會影響與專業倫理、專業反思的關係間，

屬於完全中介效果。但是就效果值來說，還是以直接影響最為明顯，所以行為意圖

對專業成長可以有直接效果，也可以透過使用行為的中介產生間接效果，但是間接

效果值比直接效果值為低。

四、組織信任對專業成長有正向的直接影響效果

經本研究分析後發現，同事信任對專業倫理以及專業反思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而行政信任則對專業成長的四個構面都有正向的影響，反觀校長信任則不會對專業

成長的任何構面產生影響。

五、行為意圖透過組織信任的中介對專業成長的間接影響並不多

本研究所發展的假設五僅有績效期望透過同事信任的部分中介對專業倫理產

生間接影響、努力期望透過行政信任的部分中介對專業實踐產生間接影響、社會影

響透過行政信任的部分中介對專業反思產生間接影響。這是相當重要的研究發現。

所以本研究的假設五只有這三個部分是成立的，但是間接效果值如同前述的分析，

效果值都不大。

針對本研究的五點結論，擬提出以下建議。

一、 增進教師參與網路學習社群的行為意圖以及使用行為，可具體增
進教師的專業成長

根據本研究的假設一至三的發現，本研究認為，對於採用網路學習社群增進

教師專業成長之管理者而言，如何增加教師採用網路學習社群團增進教師專業成長

的行為意圖，進而影響教師的使用行為，以促進教師專業成長的實際成效乃是最主

要的課題。本研究以整合性科技接受模式為基礎，以探討教師採用網路學習社群增

進教師專業成長的行為意圖，分為績效期望、努力期望以及社會影響，並且進一步

將使用行為視為中介變項。研究結果發現績效期望、努力期望以及社會影響對於使

用行為、專業成長都有正向顯著影響，而且績效期望、努力期望以及社會影響可以

進一步的透過使用行為的部分或是完全中介而對專業成長是有間接影響的。換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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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採用網路學習社群增進教師專業成長時，提升其行為意圖對使用行為而言是相

當重要的因素。本研究發現，教師利用網路社群進行教師專業成長之績效期望確實

影響其使用行為，亦即教師預期網路社群能協助其進行專業成長，因此教師專業成

長網路社群的功能性及助益就更顯重要。其次，教師利用網路社群進行教師專業成

長之努力期望也影響其使用行為與專業成長，故教師專業成長網路社群在功能上要

務求簡易且實用。首先，最基本也最重要的條件即為操作介面必須簡便且人性化，

刪除過於複雜的頁面設計，讓完全缺乏經驗或經驗較不足的新手使用者也能輕易操

作。所以建議教育相關單位或學校方面舉辦網路平台的相關研習，讓網路資訊能力

較不足的教師，有機會熟悉網路學習社群的操作，讓教師們可以認知到平台的有用

性及易用性之外，也能對於將來自己於網路社群中的努力有所期望，更能期待研習

之後所帶來的績效。此外，教師周遭重要他人認同教師使用網路學習社群，會增加

其參與的意願。同儕是形塑教師教學信念的重要他人，所以學校可以透過定期舉辦

的會議、聯誼活動或透過符合教師個別需求的研習進修、專業學習社群活動等等，

強化同事之間情誼、增進教師自己的努力期望與績效期望。最後，建議教育相關單

位積極推廣或宣導網路學習社群，學校可利用學年備課或教師晨會的時間，邀請參

與度高的教師或常常在網路社群發文的教師，分享其參與網路社群的經驗、收穫與

在教學上的成長，藉由實際面對面的經驗交流，讓教師認知到參與網路學習社群能

增進教學工作效益與促進專業成長，進而提高教師對網路學習社群的行為意圖與使

用行為。

二、建議學校行政單位應積極建立組織信任感

根據本研究假設四以及假設五的發現，組織信任中的行政信任與同事信任對

於專業成長有直接的影響效果，而且績效期望透過同事信任的部分中介對專業倫理

產生間接影響、努力期望透過行政信任的部分中介對專業實踐產生間接影響、社會

影響透過行政信任的部分中介對專業反思產生間接影響，由此可知行政信任與同事

信任的重要性。所以本研究建議學校藉由營造學習型組織文化和溫馨互信的氛圍，

活絡團隊氣氛，讓教師在有安全感的情境下，在課程上有共同討論、共同分享實務

經驗和互相支援合作的空間，以增加同儕間專業對話與教學省思的機會，進而提升

同儕間主觀規範對於教師參與網路學習社群之影響力與強化教師專業成長的教學

信念。當學校成員對學校組織越信任，不僅教師們越樂於相互鼓勵學習，對於團隊

機制的運作也能越順暢。但是本研究發現，校長信任並不具有影響力，可能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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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願景與整體校務推動之領導者還是以相關學校行政主管為主，教師感受到校長

展現支持程度較為薄弱，校長可能在執行政策中會忽略教師的需求或感受，給教師

一種壓迫感而非互助合作的感覺，所以建議校長多聆聽教師之意見並多溝通，將基

層教師之反應勇於轉達給教育當局，使教師能感受到校長願意實質支持而非口頭敷

衍，在第一線為他們發聲，如此較能獲得基層教師之支持與信賴，而非只是希望教

師配合相關政策。因此建議校長應謙遜與專業堅持，樹立專業風範的做出正確的

事，以這樣的感染力來影響教師，進而提高教師對於網路學習社群參與意願與使用

行為。因此，不管在同事信任、行政信任，甚至是校長信任上，只要能加強學校組

織的信任，便能增強對教師的專業成長。

三、對教育政策中有關網路學習社群推動與教師專業成長的建議

除了上述針對研究發現的建議之外，本研究也針對教師給予建議。在資訊科

技時代，教師應成為主動的數位學習者，主動參與知識獲取、共用、應用和再創新，

雖然疫情已經過去，但是在疫情期間，教師們開始體驗到網路學習社群的功能，在

講求效率的時代中，這應該是值得投入心力於其中的學習管道。尤其網路社群克服

了實體社群的時空限制，予以參與者更多的彈性和選擇，其優點和裨益已在許多研

究中被證實，尤其疫情期間教師們多數都體認到網路社群對於教師的助益。但目前

大多數教師參與教師專業成長網路社群之頻率仍待加強，因此教育行政機關及學校

應更主動積極的宣導並推廣教師專業成長網路社群，教育行政機關的宣導和推廣工

作是刻不容緩的要務，發揮由上而下的影響力，讓更多的國小教師知道教師專業成

長網路學習社群的存在與功能，以達更高的成效。

四、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本研究以 UTAUT的原始理論為研究架構，只探討影響行為意圖之三個構面

（績效期望、努力期望及社會影響），與使用行為之相關性，以及後續對於專業成

長產生的影響，而外部因素則是納入組織信任。整體來說，本研究仍是缺少分析一

些干擾變項，例如個人背景中的性別、年齡、教學年資、參與教師專業成長（網路）

社群經驗以及自願性等等，並探討這些干擾變項對於績效期望、努力期望和社會影

響的影響程度。未來的研究者可以增加一些干擾變項，探究上述國小教師在三個構

面行為意圖、使用行為與專業成長的差異情況，以及這些干擾變項的影響程度為

何，以求模式更加完整。此外，目前在處理多層次的議題，許多研究者已經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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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level SEM來處理相關分析，或許未來研究者可考慮使用。另一方面，本研究

使用的軟體是 HLM分析，HLM在估計所謂的 121的中介模式是有它的拘限，建

議未來研究者可以考慮另外再使用其他統計軟體，例如Mplus，將兩個軟體的估計

結果進行比對，以確保模式估計值的可信性。而本研究為了清楚看到不同專業成長

的構面的影響因素，所以分成四個構面進行分析，未來研究者可以嘗試使用多個依

變項的多變項多層次分析（hierarchical multivariate linear modeling），並與本研究

做一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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