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03  -

《 育   達   科   大   學   報 》
第 26 期，民國 100 年 3 月，第 103-126 頁
Yu Da Academic Journal
Vol.26, March 2011, pp. 103-126.

家長對數位化幼兒園態度之調查研究

陳儒晰
＊

摘 要

本研究以桃園地區幼兒家長為研究對象進行問卷調查，探討其對數位化幼兒園

的思考態度。研究者自編「數位化幼兒園態度量表」問卷，涵蓋「資訊認知」、

「數位變革」、「行政價值」、「資訊建置」以及「數位展現」等5個層面，運用

結構方程模式探討幼兒家長對此議題的想法。統計分析結果顯示，適配度指標指

出假設因素構念的測量模式獲得接受，結構模式的路徑關係亦驗證研究假設之成

立；研究結果發現幼兒家長對資訊科技融入生活應用的價值意向與數位化形塑教

學和行政變革之認知思考有關，且正向影響幼兒學習成效、教學實務與親師互動

的數位化系統建置與展現價值之想法。最後，研究者針對研究發現進行討論並提

出未來研究的參考。

關鍵字：幼兒園、家長、數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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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rvey Study of Parents’ Attitudes toward 
Digital Kindergarten

Ru-Si Chen *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d parents’ attitudes toward digital kindergarten in Taoyuan 

county by questionnaire. An attitude scales toward the digital kindergarten survey was 

developed. The questionnaire consisted of five factors, including information cogni-

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dministrative value, information building, and digital 

representation, employ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o analyze the data. Accord-

ing to the results, this measurement model indicated the reasonable quality of confir-

matory factory analysis, and the path analysis of the structural model confirmed the 

study hypothese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young children’s parents’ consid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egrated into human lives was related with their cognition 

about pedagogy and administrative change by digital development. Their attitudes on 

this issue positive influenced on the value of building the digital system and demon-

strating the value of ideas about young children’s learning outcomes, teaching prac-

tices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parents and teachers. The follow-up discussions also 

conducted and the implications derived form this study was presented.

Keywords: Kindergarten, Parents, 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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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數位化的當代發展徹底改變整體社會環境之前進主軸，各國透過實施與規劃

數位化導向政策來提升人民資訊素養和賦權實踐，使其享受數位化經濟、政治與

生活的幸福狀態。就學校教育觀之，數位化融入與轉型同步改變教育革新發展面

貌，具體形塑資訊科技融入教育的工具、內容與互動型態之表徵型態；除了建造

優質教學環境、提升國家未來競爭力外，更彰顯行動主體在數位化與資訊社會的

主體意識和實踐能量(Ballantyne, 2002; Davis & Kick, 2000)。教育主管單位運用

政府法令與行政指導權限形塑數位化教育發展面貌，透過數位化基礎建設與內容

發展來增進教育績效，例如：校務行政電腦化、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學生學習檔

案評量建置以及網路社群連結與分享等，突顯數位化教育實務於行政、教學、學

習與社群等層面的價值和重要性。

數位化創新提供改變教育現實的工具，藉由網絡建構與從下而上的變革來促

進教育革新(Muller, Gil, Hernandez, Giro, & Bosco, 2007)。數位化行政與教學

實踐成為國家教育政策之標準和努力方向，整合資訊科技與教育實務以強化國家

整體和公民社群的全球競爭力，建構數位多媒體與豐富教學資源的學習環境，確

保學生數位學習能力並培育其成為具備資訊科技能力與素養的全球公民(Castro & 

Alves, 2007)。數位化發展亦改變教育實務的既定現況並指出未來發展方向，一方

面整合師生成為知識社群，另一方面則聚焦於教育基礎建設、資訊素養、學習場

域與學校環境等層面的成效(Sanchez & Salinas, 2008)。

以台灣幼教場域為例，受到現行法規政令規範而呈現多元競逐的私立辦學面

貌，以及幼教理念與幼兒學習發展的特殊因素思考之侷限，導致幼兒園在行政與

教學數位化程度產生差異圖像。由於顧客導向與私有化脈絡影響和形塑幼兒園發

展路徑，幼教人員必須因應幼兒家長對幼兒園需求來進行對應行為和革新策略，

提升競爭力以增進親師合作和夥伴關係(Bagley, 2006; Garcia, 2008)；幼教人員亦

應關注幼兒園、家庭與社區或社會之連結，認真對待幼兒家長對幼兒園的思考與

滿意程度，探究其對幼兒學習與教育發展的信念、背景和行為之影響(Berthelsen 

& Walker, 2008; Kazeem & Musa, 2008)。

幼兒家長擁有選校權的自由權利，自然會依據教育需求來選擇擁有豐富資

源與教育設備的幼兒園，突顯其辦學品質、教學專業與學習資源的重要性，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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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學習準備度與認知和語言發展能力等相關課程、教學品質及園所設施之供應

作為(Ndimande, 2006; O’Shaughnessy, 2007; Winsler, Tran, Hartman, Madigan, 

Manfra, & Bleiker, 2008)。若能在幼兒園與家長之間建立優質互動與正向連結關

係，則可增進彼此的友善夥伴關係，提升幼兒學術知能表現和利社會行為發展

(Meyer & Mann, 2006; Oplatka & Eizenberg, 2007; Roopnarine, Krishnakumar, 

Metindogan, & Evans, 2006; Xu & Gulosino, 2006)。

就現階段幼教生態與當前少子化和經濟衰退局勢而言，數位化對幼兒園來說

或許仍是昂貴且定位不明的投資；但就幼兒家長的需求與當前社會脈絡之數位化

發展觀之，數位化接合與融入幼教實務已是必經之路，成為幼教創新與轉型發展

的契機。我們必須思考幼兒家長對數位化形塑幼兒園行政與教學層面的價值，建

構完善論述的思考圖像來詮釋教育夥伴關係之協同和適性實踐。本研究分析重點

在於幼兒家長對數位化幼兒園態度的認知描繪，探究其對於使用與應用資訊科技

態度、數位化形塑幼兒園行政與教學變革、園所校務數位化效益、幼兒園建置資

訊相關軟硬體，以及數位化幼兒園展示教學特色與互動實務等看法。

研究者運用問卷調查蒐集幼兒家長對數位化幼兒園的認知意向，運用結構方

程模式的統計分析技術，針對問卷理論的潛在因素構念進行測量模式檢驗，利用

結構模式驗證研究假設的路徑關係，藉以發現幼兒家長對資訊科技在生活應用價

值與學習積極程度，以及數位化對園所教學實務與行政經營所產生的價值，突顯

幼兒園因應數位化發展的行政革新、整合效率、網頁資訊提供與校務資源分享之

作為，以及運用資訊科技展示幼兒教學成效與親師互動實務的影響態度，此研究

方向乃國內較少探討的領域。研究者冀望透過研究資料的彙整、分析與探究，一

方面豐富幼兒家長對數位化幼兒園發展論述和實務作為的可能性和實踐內涵，另

一方面則提供幼教人員與相關單位在進行數位化幼兒園應用作為和實踐圖像的參

照。

貳、文獻探討

21世紀台灣幼教場域面臨許多困難與挑戰，最重要的關卡即在於少子化與迎

面而來的全球經濟景氣緊縮現象，許多幼兒園無法因應與調適而遭受一波接著一

波的衝擊，紛紛在此態勢中倒下或處於危機邊緣而搖搖欲墜。唯有尋思以轉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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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或將危機化為轉機，才能展現幼兒園優質與永續經營的發展契機。就諸多選擇

性行動方案而言，數位化鑲嵌或資訊科技融入幼兒園適足以扮演重要的解決問題

之角色。

數位化幼兒園運用資訊科技的數位邏輯與系統操作，協助幼教人員與園所透

過資訊科技內嵌的工具性創新力量之中介，改變傳統社會規約與幼教場域的實務

限制和實踐機會，建構幼教人員多元和開放性行政整合與教學專業空間，連結資

訊科技融入教學與行政實務效益；一方面協助幼兒開展認知、情意與技能等層面

的學習發展能力，另一方面成為幼教人員藉以翻轉或突破目前幼教既有生態框架

的能動性選擇策略之行動參照。

一、家長資訊認知態度對數位化幼兒園發展的影響

隨著數位化潮流的演進，幼兒家長在生活、就業與學習面臨此浪潮之影響；

當其愈認同數位工具的近用與使用價值時，則同步展現數位科技在生活效能與職

場社群的合作表現(McMillan & Morrison, 2006; Nahm, Resnick, & Covington, 

2006)。數位化社會場域提供成人許多專業進修學習機會，藉由參與有效率且符

合個別需求的學習環境，增進其學習與工作能力以提升專業表現(Kanuka, 2005; 

Solem, Chalmers, Dibiase, Donert, & Hardwick, 2006)。

就數位化幼兒園發展而言，此趨勢不只是社會應用思考或潮流而已，亦為

當前轉化幼教生態與追求優質幼教的選擇性工具參照。當前幼教生態必須因應世

界潮流與國家教育政策的數位化發展態勢，關注幼兒家長對數位化思潮的認知思

考，重視其對幼兒園校務行政電腦化成效、數位化建構特色與趨勢變革、適應數

位化潮流發展的選校需求等想法，我們必須關心幼兒家長對此議題的認知態度來

形塑幼兒園辦學理念與未來發展之內涵(Anastasiades, Vitalaki, & Gertzakis, 2008; 

De Waal & Schoenbach, 2008; Fathi, Samer, Safi, & Moustafa, 2008)。

當幼兒家長認同且重視數位化價值時，自然會要求幼兒園使用與展現數位化

以提升幼兒認知與社會學習活動的發展，突顯數位科技融入園所實務的實踐價值

(Ljung-Djarf, 2008; Parmar, Harkness, & Super, 2008)。雖然數位化在幼兒園教學

融入層面仍有諸多疑慮值得檢討，例如：影響幼兒生理健康發展、缺乏成人引導

與同儕支持互動經驗(Mendoza, Zimmerman, & Christakis, 2007; Plowman & 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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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en, 2005)。但數位化教學實務所提供的鷹架學習機會與連結、反應和強化幼兒

認知、情意及技能之發展精熟度，卻不容小覷(Plowman & Stephen, 2007)。

事實上，幼兒家長對於幼兒園數位化實務思考受到園所本身資訊建置作為及

幼教人員資訊專業能力之影響，關心幼兒園數位化教學實踐對幼兒學習動機與品

質表現之成效，且強調園所數位化作為對組織氣氛與願景實踐的影響（杜佳靜、

陳儒晰、張菽萱，2008）。基於前述，喜好應用資訊科技於社會生活層面的幼兒

家長，擁有積極正向的數位學習認知和體驗（資訊認知），對於數位化浪潮影響

並形塑幼兒園行政管理與教學實務變革持正向看法（數位變革）；幼兒家長愈認

同資訊科技的生活融入與數位經驗價值，則愈同意幼兒園應用資訊科技提升行政

效率與資訊公開的效益（行政價值），強調幼兒園應設置網頁資訊與教學系統平

台以彙整園務資訊之做法（資訊建置），重視藉由數位化工具中介來展示幼兒學

習成果與教師教學成效（數位展現）。研究者依據前述分析歸納下列假設：

假設1：「資訊認知」態度與「數位變革」態度呈正相關。

假設2：「資訊認知」態度正向影響「行政價值」態度。

假設3：「資訊認知」態度正向影響「資訊建置」態度。

假設4：「資訊認知」態度正向影響「數位展現」態度。

二、家長數位變革態度對幼兒園數位建設之關係

教育實務的數位化鑲嵌作為，鉅觀而言可藉由資訊基礎建設與教育人員專業

素養的提升來增進國家競爭力，微觀而論則突顯數位教學與學習實務融入以拓展

未來公民資訊素養及賦權能力。數位化提升國家生產力及其在全球政經板塊的社

會權力，增進國家經濟成長與競爭優勢，提供教育成就與工作技能的生產連結之

數位機會。教育實務受到數位化影響而開啟新的產業發展與公共政策實踐之可能

性，轉化國家數位化社會結構與生活的發展主軸，揭示人類在追求數位理想生活

實踐的願景目標。

政府的數位化政策方向，可建立正確且有效率的行政管理流程作業，提升

教育品質與績效責任，轉化教育、組織與教學目標的發展（吳文中，2005；林

佳慧，2002；溫瑞烘、湯誌龍、黃廷合，2000；Snyder,  Marginson,  & Lewis, 

2007）。數位化引導與建設可提高幼兒園經營管理績效，有助於各項業務資料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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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有效整合、彙整與歸納，節省人力時間和避免重複作業，提高行政效率以進行

最佳決策參考與管理執行（王柔懿等著，2006：4-5）。

就數位化導入幼兒園實務工作而言，不只協助幼教人員整合行政事務的管

理、分類、設計、組織與系統化作業價值，更透過數位化文化氛圍來促進資訊管

理成效，增進幼兒園在行政業務與教學活動的分享和管理作為之價值(Chun, et al., 

2006)；進而形塑積極的社群互動來突顯合作價值以取代競爭，實踐教學專業知識

的數位建構、互惠與分享活動，提升校務行政電腦化的效率(Potts, 2005)。

雖然幼兒園會考量規模、經費與人力等條件而有限度地引進及融入校務行政

電腦化，但我們必須思考數位化行政管理流程對行政領導與組織運作的變革，以

及如何結合數位化來進行組織再造與效率提升的實際作為。因此，研究者基於前

述文獻而提出下列假設：幼兒家長認同資訊科技對幼兒園行政管理與教學發展所

形塑的正向變革（數位變革），則在園所校務整合與行政效率所表現的績效責任

持正向態度（行政價值），並肯定幼兒園在網頁資訊、教學資料與親師互動等數

位化實務建置之效益（資訊建置）。

假設5：「數位變革」態度正向影響「行政價值」態度。

假設6：「數位變革」態度正向影響「資訊建置」態度。

三、家長數位化認同態度對幼兒園數位化展現的影響

隨著資訊科技融入人類生活層面的深入與多元，幼兒從小就在家庭、幼兒

園、社區或其他公共場合等環境，接觸多元且富含聲光效果的多媒體數位科技

(Vandewater, Rideout, Wartella, Huang, Lee, & Shim, 2007)。幼兒的家庭電腦使

用率逐年成長，且具備某種程度的數位素養，並藉此工具來突顯許多生活、教育

與其他創意思考活動之應用價值(Zevenbergen & Logan, 2008)。幼兒園必須正視

數位化在園所實務的使用價值，結合資訊科技在環境設備與教學活動，以為辦學

作為的重要整合工具。

資訊科技融入幼兒學習活動，可增加幼兒近用資訊科技的學習機會選擇與啟

蒙，亦能彰顯其在數位空間的主體性、行動力與社群性之實踐意識，成為具有豐

富資訊素養能力的分析、評估、批判、綜合與發展數位媒體工具之互動人力表徵

（陳儒晰，2008a；陳儒晰、黃金花，2007；Hsi, 2007）。數位遊戲不只促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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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幼兒之間的認知發展及行為互動，亦提升幼兒創造力並進行創造性活動，並

透過互動式媒體回饋來促進生理活動的發展層次(Goh, Ang, & Tan, 2008; Ueoka 

& Hirose, 2008)。

數位化教育實務不只提供學生面對未來資訊生活的準備基礎，亦有助於學科

知識傳授、資訊社會化與主動學習能力之培養。數位化可轉化教育實務的近用與

使用圖像，使知識獲得生產與共享契機，讓更多人接觸與獲得優質的數位連結和

資訊流，形塑優質的學習模式並促進數位連結、參與及學習實踐。資訊科技挾其

硬體、軟體以及整合性介面之創新工具優勢，以有效率且友善方式為幼教人員與

家長提供幼兒學習紀錄的檔案呈現，一方面以為檢視幼兒學習歷程與未來潛能發

展的標準，另一方面也成為幼教人員與家長建構幼兒適性學習內容及方向的參考

（陳儒晰，2008b：222-226）。

因此，研究者基於前述文獻而提出下列假設：幼兒家長愈認同幼兒園因應數

位化發展在校務行政作為所產生的優勢（行政價值），以及園所針對網路互動、

幼兒學習與教師教學資源之數位化建設（資訊建置），則正向影響其對資訊科技

融入幼教場域教學與學習成果的態度展現（數位展現）。研究者依據研究假設並

繪製理論模型，如圖1所示。

假設7：「行政價值」態度正向影響「數位展現」態度。

假設8：「資訊建置」態度正向影響「數位展現」態度。

圖1：研究假設之理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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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測量工具

經由前述文獻探討的理論構念分析，研究者以研究假設為基礎並依據資訊認

知、數位變革、行政價值、資訊建置與數位展現等5個潛在構念所反映的意義來編

製問卷題目，諮詢3位幼教領域學者專家以評估與修正問卷設計的觀察題目來進行

專家效度驗證工作，發展24題「數位化幼兒園態度量表」問卷工具，藉以獲得幼

兒家長對數位化幼兒園發展與需求的認知態度和思考圖像。原始問卷量表包括5個

層面，每個層面有4至5題；採取李克特5點量表計分，從「非常同意」到「非常不

同意」分別給予5分、4分、3分、2分、1分，讓接受問卷調查的幼兒家長依據不同

題項填寫符合自己想法之態度心向。研究者自編「數位化幼兒園態度量表」的5個

因素層面內容敘述如下：

1.「資訊認知」層面：測量幼兒家長對資訊科技的使用與應用層次之認知。

2.「數位變革」層面：測量幼兒家長對數位化幼兒園所形塑的變革之看法。

3. 「行政價值」層面：測量幼兒家長對數位化幼兒園的行政革新與整合成效

之認知。

4. 「資訊建置」層面：測量幼兒家長對提供資訊相關建置的幼兒園之喜好態

度。

5. 「數位展現」層面：測量幼兒家長對數位化幼兒園展示特色與實務的思考

態度。

二、研究設計與樣本特徵

本研究運用問卷調查蒐集幼兒家長對數位化幼兒園的相關議題的思考與想

法，分析其對資訊科技融入幼兒園行政變革與實務作為所連結的正向思考之認知

繪圖。研究者以桃園地區幼兒家長為研究對象，隨機抽樣園所並郵寄或親自發放

問卷，透過問卷施測來探討幼兒家長對資訊科技使用與應用、數位化幼兒園變革

形塑、數位化行政整合成效、資訊建置提供程度，以及幼兒園展示數位特色等層

面的想法。桃園地區近幾年以航空城為建設主軸，且在中小學教育積極推展資訊

科技與英語教學特色，逐漸成為北台灣地區相當重要的發展區塊；針對桃園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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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家長所進行的問卷調查，一方面符合區域研究發展特性，另一方面亦能適度

代表全國地理區位發展現況與未來人口流動趨勢。

根據教育部統計處（2008）資料顯示，2008年桃園地區公私立幼稚園為287

所；由內政部統計處（2008）資料顯示，2008年桃園地區公私立托育機構為241

所。研究者先以電話隨機徵求園所負責人同意後，以郵寄或親至園所發放問卷進

行家長意見調查工作；同意施測的園所為31所，每間園所發放10至20份問卷，共

發出500份問卷；扣除未回收或填答不完整等無效問卷，有效問卷數為424份，占

樣本數84.8%。就結構方程模式的統計理論而言，樣本數為250至500之間即可進

行分析(Schumacker & Lomax, 2010: 41-42)，研究者蒐集的樣本數足以進行假設

構念與路徑關係之結構方程模式研究。問卷調查進行期間為2009年1月至2009年2

月，研究樣本的人口特徵統計表如表1所示，此樣本結構合理符合幼兒家長母體特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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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6
66.04

144
280

年 齡
　30歲以下
　31~40歲
　41歲以上

19.10
64.39
16.51

81
273
70

學 歷
　國中
　高中職
　大學
　研究所

3.54
43.63
44.81
8.02

15
185
190
34

職 業

　農林漁牧業
　製造業
　服務業
　專業人士
　軍警公教
　無業及其他

3.30
23.35
28.07
8.96

12.97
23.35

14
99

119
38
55
99

每月平均收入

　10,000元以內
　10,001~20,000元
　20,001~30,000元
　30,001~40,000元
　40,001~50,000元
　50,001元以上

5.42
9.20

31.37
24.06
14.39
15.57

23
39

133
102
61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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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分析

本研究蒐集的問卷資料利用結構方程模式進行統計分析，針對研究者建構

的理論假設進行測量模式與結構模式之資料適配和模式分析（吳明隆，2007；

2 0 0 9；李茂能， 2 0 0 6；邱皓政、林碧芳，2 0 0 9；黃芳銘，2 0 0 7；榮泰生，

2008）。就測量模式分析而言，研究者運用Amos 17.0版軟體讀取原始問卷資料，

針對由觀察變項與潛在構念組成的測量模式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檢驗問卷資料

的信效度與預設因素結構之適配性，採取最大概似法估計測量模式的相關參數和

適配度指標。首先，針對不同潛在構念反映觀察題項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檢驗

個別題項的因素負荷量與估計參數以為刪題標準；其次，計算不同潛在構念的組

合信度與平均變異萃取量，以為測量模式信效度內在品質的判斷依據；最後，

估計整體測量模式的χ2、χ 2/df、RMSEA、RMR、SRMR、CFI、NFI、GFI、

TLI、IFI等指標，考驗潛在構念的整體模式適配度。就結構模式分析而言，針對

結構模式路徑係數及適配度指標進行統計考驗，一方面對結構模式進行跨樣本的

群組恆等性與交叉效度之檢驗，另一方面則針對假設構念之間的直接效果與間接

效果進行統計考驗，評估結構模式的整體品質並驗證研究假設。

肆、研究結果

一、測量模式

問卷資料蒐集回來後，研究者運用驗證性因素分析評估測量模式的理論構念

之適配度，採取最大概似法進行不同潛在構念的測量模式之適配函數估計，依據

統計結果刪除因素負荷量未達.50標準的觀察題項，原先24題「數位化幼兒園態度

量表」刪改為19題（如表2）。表2指出幼兒家長在「數位化幼兒園態度量表」觀

察變項的平均數介於3.42至4.24，標準差介於.64至.89，偏態係數介於-.56至.19，

峰度係數介於 - .46至 .53，並未違反常態分配的假設，具有合理的單變數常態特

徵。所有觀察變項的因素負荷量介於.63至.89，測量誤差介於.21至.60，標準誤合

乎估計，所有參數都達到α=.05的顯著水準，顯示測量模式並未違反模式辨認原

則，觀察變項能有效反映研究假設的潛在構念，潛在構念亦能有效解釋各觀察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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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認知
V1我願意學習最新的資訊科
技知能

4.02 .73 -.50 .39 .72*** .49

資訊認知
V2我喜歡利用資訊科技與人
溝通互動

3.73 .80 -.36 .06 .69*** .52

資訊認知
V3我樂於見到人類生活各個
層面的數位化

3.94 .73 -.34 -.08 .81*** .34

資訊認知
V4我學習資訊科技的經驗是
充滿挑戰且吸引人的

3.92 .75 -.42 .20 .76*** .42

數位變革
V5我認為幼兒園數位化會改
變幼兒教學模式

3.89 .69 -.49 .53 .82*** .33

數位變革
V6我認為幼兒園數位化會改
變園所經營模式

3.85 .73 -.48 .48 .87*** .24

數位變革
V7我認為幼兒園數位化會改
變園所教育理念

3.73 .81 -.42 .05 .72*** .48

行政價值
V8我認為資訊科技有助於幼
兒園經營管理

4.15 .68 -.43 .07 .84*** .30

行政價值
V9我認為資訊科技有助於幼
兒園整合園務資料

4.24 .64 -.32 -.46 .89*** .21

行政價值
V 1 0我認為資訊科技提升幼
兒園行政效率

4.18 .66 -.41 .03 .80*** .36

行政價值
V 11我認為資訊科技有助於
幼兒園資訊公開與分享

4.23 .68 -.56 .09 .63*** .60

資訊建置
V 1 2我會選擇有網頁資訊的
幼兒園

3.56 .89 -.22 -.23 .73*** .47

資訊建置
V 1 3我會選擇提供幼兒資訊
教學的幼兒園

3.87 .81 -.37 -.05 .80*** .36

資訊建置
V 1 4我會選擇提供電子聯絡
簿的幼兒園

3.42 .84 .19 -.33 .72*** .48

資訊建置
V 1 5我會選擇提供親師線上
溝通或互動的幼兒園

3.76 .82 -.06 -.45 .77*** .40

數位展現
V 1 6我認為幼兒園應利用資
訊科技展示幼兒學習資訊

4.16 .72 -.40 -.46 .86*** .25

數位展現
V 1 7我認為幼兒園應利用資
訊科技展示教師教學內容

4.14 .68 -.31 -.35 .85*** .27

數位展現
V 1 8我認為幼兒園應利用資
訊科技展示園所活動近況

4.15 .68 -.52 .34 .81*** .35

數位展現
V 1 9我認為幼兒園應利用資
訊科技與家長交流互動

4.08 .71 -.32 -.31 .74*** .45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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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呈現幼兒家長在「數位化幼兒園態度量表」5個層面的平均數與標準差，

表3指出「行政價值」層面平均得分4.20最高，表示幼兒家長認同資訊科技對幼

兒園經營管理與行政決策的效益價值，符合當代對校務行政電腦化提升行政效率

與人員素質之看法。「數位展現」層面平均得分4.13為次高，意指幼兒家長認同

資訊科技協助建置幼兒園教學與行政特色，突顯資訊化特色來吸引幼兒入學，發

揮資訊科技以為新興且具有多元互動特質的工具特色，重視園所網頁呈現與教學

數位化的互動性和連結性。第三高分為「資訊認知」層面之3.90，顯示幼兒家長

重視資訊科技在本身工作、生活與學習等層面的便利性，強調資訊科技深入人類

生活的重要性，且依賴此工具在生活實務所產生的助益與價值。此外，「資訊建

置」層面之得分3.65最低，表示幼兒家長對於選擇數位化幼兒園的喜好程度不若

其他層面態度般積極，卻也突顯數位化幼兒園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行政與經營

層面之作為，應更致力於吸引幼兒家長注意與認同。

表3：「數位化幼兒園態度量表」各因素層面的描述統計表

層面 題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資訊認知 4 3.90 .61
數位變革 3 3.82 .65
行政價值 4 4.20 .56
資訊建置 4 3.65 .69
數位展現 4 4.13 .60

從圖2可知「數位化幼兒園態度量表」的驗證性因素分析之標準化參數估計

值與因素結構，就整體測量模式的適配度檢定而言，由於χ 2=330.16(p<.001)達

顯著水準，研究者運用Bollen-Stine檢定法來檢驗顯著性原因在於樣本數過多而

導致模式與實際觀察資料不適配或模式本身不理想(Bollen & St ine,  1992)；經

由拔靴法(Bootstrapping)產生2,000次樣本進行模式檢驗，其中有1,999次模式適

配度良好，只有1次不理想，下一次出現不良模式適配度的機率為 .001，可以合

理推論測量模式隨樣本數波動過大而導致χ 2的p值顯著；其他適配度指標如χ 2/

df=2.33、RMSEA=.06、RMR=.03、SRMR=.05、CFI=.96、NFI=.93、GFI=.92、

TLI=.95、IFI=.96等數值合乎標準，指出整體測量模式具有合理適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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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式圖

研究者運用RMSEA值來計算測量模式的統計考驗力（邱皓政，2008；Mac-

Callum, Browne, & Sugawara, 1996），以RMSEA=.08為虛無假設，計算統計考

驗力為1.00，高於 .80的建議標準，顯示測量模式具有合理的統計考驗力。此外，

由表4可知「數位化幼兒園態度量表」的5個潛在構面之組合信度介於.83至.89，顯

示潛在構念的內部一致性高；平均變異萃取量介於.56至.67，表示潛在構念有較高

的信度與收斂能力；潛在構念的相關係數介於.50至.72，相關係數平方值均低於相

鄰潛在構念的平均變異萃取量，顯示不同潛在構念之間具有區別效度，測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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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在品質良好。基於前述檢定結果，「數位化幼兒園態度量表」的測量模式具

有合理品質，故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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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認知 數位變革 行政價值 資訊建置 數位展現

資訊認知 .83(.56)

數位變革 .59(.35) .85(.65)

行政價值 .57(.32) .56(.31) .87(.63)

資訊建置 .71(.50) .68(.46) .50(.25) .84(.57)

數位展現 .65(.42) .58(.34) .72(.52) .61(.37) .89(.67)

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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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顯示幼兒家長在「數位化幼兒園態度量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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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51(p< .001)、χ 2/d f=2.30、

R M S E A = . 0 6、R M R = . 0 3、S R M R = . 0 5、C F I = . 9 6、N F I = . 9 3、G F I = . 9 2、

TLI=.95、IFI=.96等指出此模式具有合理適配，可進行研究假設的路徑關係之模

型檢定。從圖3各潛在構念之間的標準化迴歸係數值可以得知直接效果值與可解釋

變異量，「資訊認知」與「數位變革」對「行政價值」的標準化迴歸係數值分別

為.37、.35，可以聯合解釋潛在構念41%的變異量；「資訊認知」與「數位變革」

對「資訊建置」的標準化迴歸係數值分別為.47、.40，可以聯合解釋潛在構念61%

的變異量；「資訊認知」、「行政價值」與「資訊建置」對「數位展現」的標準

化迴歸係數值分別為 .22、 .49、 .22，可以聯合解釋潛在構念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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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認知」與「數位

變革」呈現正相關，相關係數為.59，顯示幼兒家長在資訊科技的使用與應用層次

之認知持正向看法，亦認同資訊科技對幼兒園所形塑的教學與行政變革之正面影

響，此統計考驗結果支持研究假設1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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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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利用SPSS 16.0版軟體將原始問卷資料隨機分成兩群樣本，再進行多群組的交

叉效度分析，檢驗結構模式的穩定性(Schumacker & Lomax, 2010: 218-219)。

測定樣本人數為204人，效度樣本為220人，巢狀模式比較分析摘要表如表5所

示。由表5可知，基線模式（未設定參數限制）的χ2(288)=528.17，測量加權模

式（設定因素負荷量相等）的χ 2(302)=533.69，兩個模式的巢狀比較之χ 2差異

量為5.52(Δdf=14, p=.98)，表示不同樣本在因素負荷量上具有群組恆等性；結

構加權模式（增列結構模式迴歸係數相等）的χ 2(309)=547.50，與測量加權模

式進行巢狀比較，χ2的差異量為13.80(Δdf=7, p=.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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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列潛在變項共變異數相等）的

χ 2(312)=549.59，與結構加權模式進行巢狀比較，χ 2的差異量為2.09(Δdf=3, 

p=.55)，意指不同樣本在結構模式中的共變數具有群組恆等性。雖然結構殘差模

式（增列潛在變項誤差變異數相等）與結構共變模式以及測量殘差模式（增列測



 
 
 
 
 
 
 
 
 
 
 
 
 
 
 
 
 
 
 
 
 
 
 
 
 
 
 
 
 
 
 
 
 
 
 
 
 
 
 
 
 

 

家長對數位化幼兒園態度之調查研究

-  119  -

量模式指標變項誤差變異數相等）和結構殘差模式的巢狀比較結果指出χ2 差異量

達顯著差異，但由於因素負荷量、路徑係數及因素共變異數之巢狀比較無顯著差

異，此結果指出結構模式具有跨樣本的交叉效度與群組恆等性。

表5：跨樣本結構模式恆等性的適配度比較摘要表

模式 χ2 df χ2/df TLI CFI 巢狀比較 Δχ2 Δdf p

模式1 528.17 288 1.83 .94 .95

模式2 533.69 302 1.77 .95 .95 2-1 5.52 14 .98

模式3 547.50 309 1.77 .95 .95 3-2 13.80 7 .06

模式4 549.59 312 1.76 .95 .95 4-3 2.09 3 .55

模式5 558.83 315 1.77 .94 .95 5-4 9.25 3 .03

模式6 594.71 334 1.78 .94 .95 6-5 35.88 19 .01
註：�模式1指基線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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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假設3與假設4指出幼兒家長對資訊科技在人類生活各層面應用價值

表現正向態度，則更認同數位化對幼兒園行政業務效率提升的價值（「資訊認

知」對「行政價值」的總效果值為.37），愈希望幼兒園能在資訊教學應用與親師

數位互動建置相關軟硬體（「資訊認知」對「資訊建置」的總效果值為.42），且

愈同意幼兒園運用資訊科技展示幼兒學習成效與活動狀況（「資訊認知」對「數

位展現」的總效果值為 .50）；前述假設路徑具有正向影響關係，支持研究假設

的成立。假設5與假設6指出幼兒家長愈認同幼兒園數位化對行政作業與教學活動

的正向價值，則愈同意資訊科技可有效提升園所行政業務的管理效率與整合功能

（「數位變革」對「行政價值」的總效果值為.35），且愈支持幼兒園在網頁連結

與園務系統建置的做法（「數位變革」對「資訊建置」的總效果值為 .40），此

研究假設受到路徑模式的正向影響關係所支持。此外，「行政價值」與「資訊建

置」對「數位展現」具有正向影響關係，總效果值為 .49和 .22，支持假設7與假設

8的成立；顯示幼兒家長愈同意資訊科技在園所行政作業資源整合與資訊分享的優

勢，且認同幼兒園藉由數位網路系統與親師互動平台設備的提供作為，則愈強調

資訊科技融入幼兒園教學活動與親師互動之效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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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化效果值摘要表

潛在構念關係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總效果

資訊認知→行政價值（假設2） .37 .37

資訊認知→資訊建置（假設3） .47 .47

資訊認知→數位展現（假設4） .22 .28 .50

數位變革→行政價值（假設5） .35 .35

數位變革→資訊建置（假設6） .40 .40

行政價值→數位展現（假設7） .49 .49

資訊建置→數位展現（假設8） .22 .22

伍、討論與結論

時值少子化與全球經濟局勢丕變時代，幼兒園如何在此艱困局面尋求自我的

優勢定位與發展契機，並與當前數位時代的前進主軸相契合，此現象值得幼教人

員及相關單位的重視。基於當前台灣幼兒園以私立為本位的發展特性，且連結幼

兒家長選校權力及需求考量，幼兒園必須因應幼兒家長在資訊社會的自我資訊認

知及其對生活、就業、教育與學習層面之應用關聯，尋思以協同整合發展之道，

故研究者從幼兒家長角度對幼兒園數位化行政、教學及其相關層面態度進行思考

以突顯此議題的重要性。

數位化發展不只影響幼兒家長在生活與職場發展的價值開展，亦間接改變幼

兒園在此數位潮流的轉型與變革。此創新性工具價值定位不只改變幼兒園行政業

務流程的整合與系統化，也改變數位教學環境與學習型態，建構數位化幼兒園及

幼教人員和幼兒家長的新興連結模式；藉此多元化、網路化與高互動性的節點連

結中介，一方面發展新型的教學社群連結，另一方面則開啟彼此對數位化幼兒園

特色建構與趨勢變化的接合，增強數位化幼兒園的發展機會與變革能量。

研究者依據文獻分析的理論假設模式，編製「數位化幼兒園態度量表」問

卷，測量桃園地區幼兒家長對資訊科技的生活應用與學習認知、幼兒園數位化在

行政與教學變革效益、園所校務數位化行政優勢、數位化軟硬體建置與提供，以

及數位化幼兒園的教學展示與互動連結等層面之看法。此問卷特色在於呈現幼兒

家長在資訊科技認知應用態度的自我思考，以及對數位化幼兒園的行政革新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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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整合績效之想法，突顯其對於數位化建構幼兒園實務特色與因應趨勢發展所進

行的變革思考。

研究者運用結構方程模式分析經由問卷調查蒐集的原始資料，針對理論假設

的模型建構進行測量模式和結構模式之統計考驗。研究結果指出幼兒家長對幼兒

園數位化思考意向可經由「資訊認知」、「數位變革」、「行政價值」、「資訊

建置」和「數位展現」等潛在構念來測量，潛在構念的組合信度與平均變異萃取

量之估計值合乎標準，整體模式適配度指標檢定結果亦指出測量模式具有合理適

配，符合研究假設建立的因素構念模型，顯示此模式可有效測量幼兒家長對幼兒

園數位化思考的認知價值。

以各潛在構念呈現的平均數觀之，研究者發現幼兒家長在「數位化幼兒園態

度量表」的「行政價值」、「數位展現」與「資訊認知」等層面之得分較高，表

示其認同資訊科技在幼兒園經營管理與行政決策的應用價值，突顯自我對於資訊

科技在工作、生活與學習等層面的便利性，強調資訊科技可協助發展幼兒園教學

與行政特色。事實上，數位化已成為當代成人重要的生活與求職工具，幼兒家長

無法擺脫此潮流而孤立自處，也必須因應數位化社會趨勢而視為知識成長、生活

發展與社會實踐之創新關鍵工具。

就假設模型的結構模式考驗分析而言，適配度指標指出研究假設的結構模式

具有合理適配，結構模式具有跨樣本的交叉效度與群組恆等性，潛在構念的標準

化迴歸係數、相關係數與直接效果和間接效果數值證明研究假設1至假設8均獲得

成立。研究結果指出幼兒家長愈認同資訊科技在生活層面的使用與應用價值，則

對數位化影響幼兒園教學實務與行政變革的認知持正向態度。雖然幼兒不一定要

提早接觸或學習資訊科技，但受到整體資訊社會對幼兒園行政、教學與人際互動

表現的正向形塑，幼兒家長認同數位化對園所行政業務、教學活動與親師互動的

新興發展和變革價值。

當幼兒家長認同資訊科技在生活層面應用與人際連結價值的展現時，則同意

數位化發展可有效提升幼兒園行政效率；並透過幼兒園在資訊教學應用、幼兒學

習檔案與親師互動溝通之平台建置和分享，呈現幼兒園數位化學習成效與行政業

務的實務圖像。幼兒家長對幼兒園行政作業與教學活動的數位化變革思考，亦正

向影響其對幼兒園應用資訊科技提升行政管理與效能整合的價值意向，藉由數位

化系統平台強調資訊科技在園所資源整合與資訊公開的優勢，增進幼兒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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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親師互動關係。

數位化已成為現代人們不可或缺的重要生活與就業工具，它不只影響成人的

生活與工作層面，亦在教育層面發揮工具性創新優勢。幼兒家長對於運用資訊素

養來增強生活自信心與工作滿意度形成共識，且在此認同下強調幼兒園數位化發

展與實踐之重要性。此事實指出數位化與幼教場域的接合並非是有或無的問題之

思考，而在於應用方法或融入程度的精熟和省思。對於幼兒園與幼教人員而言，

數位化近用、使用和參與機會提升幼教專業素養及品質，滿足幼兒家長與整體社

會環境的形塑和需求，亦多元開展和彰顯幼教專業實踐意識及行動。

如同研究結果所示，幼兒家長認同數位化在當代社會的生活、就業與幼教

融入價值，正向思考幼兒園行政事務、教學設計與親師互動之數位化融入的重要

性；幼教人員與相關單位應重視此認知態度，視為幼兒園數位化的發展契機或轉

化關鍵。幼兒家長將會愈來愈重視幼兒園數位化的需求與選擇，期待幼兒園建構

教學活動、行政宣導與親師社群的數位化連結平台，開啟與活化多元且具有高互

動對話的線上空間。此議題對於幼教人員與相關單位而言，將是未來幼教革新發

展的重要基礎，而非受到市場導向的利潤競逐之影響，迷失於投資甚鉅的成本花

費之考量，而忽略數位化變革幼兒園實務之優勢價值。

從幼兒家長所表達的意向觀之，數位化幼兒園已是其選擇園所的基本考量

之一，且與自我在數位時代的生活、就業與學習思考相連結。我們必須重視幼兒

家長想法並以正向且符合幼教專業的心態來加以因應，一方面重視其在幼教市場

的選擇力量，另一方面則藉以整合幼教人員和相關單位的幼教專業革新實務以連

結數位化發展。研究者希望藉此研究來開啟相關議題的思考與嘗試，透過幼兒家

長對幼兒園數位化的態度需求與選擇參照，突顯幼兒園連結數位化軟硬體建置的

變革與再現價值。未來可在此基礎上針對幼兒家長對幼兒園數位化的教學創新或

行政革新等意向之建構進行探討，比較不同區域或幼兒園規模在數位化發展的態

度差異；或者應用與修改「數位化幼兒園態度量表」的不同層面、題目或路徑模

式，融入多元論述的分析內涵與構念建構，充實此研究議題的多元視野和實踐依

據，開啟幼教革新與轉型的選擇策略之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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