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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探究視覺障礙學生對行動觸控設備使用態度的影響模式，了解社會支持、擁有資源及

使用能力對態度的認知、情感及行為意向三個成分之影響力，並探討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的

中介效果。本研究以國中以上曾使用過行動觸控設備之視障學生 144 人為對象，採用項目分析及

驗證性因素分析驗證各變項量表之品質及信、效度，再以結構方程模式進行資料分析與模式驗

證。研究發現，社會支持對知覺有用性及知覺易用性均有正向影響力，進而影響對行動觸控設備

的態度。擁有資源對知覺易用性有直接影響效果，並藉由使用能力對知覺易用性產生間接影響，

再進一步影響使用態度。知覺易用性對於態度的認知、情感及行為意向三個面向均有正向影響

力，而知覺有用性則僅對認知及行為意向有顯著影響，對情感面向之影響則未達顯著水準。依上

述結果，本研究對如何促進視覺障礙學生行動觸控設備使用態度提出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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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及通信科技的日新月異，不但為人類生活帶來極大的便利性，更改變了人們的生活型態。

然而，在數位擴散的過程中，由於群體、地區、時間、經濟、資源等各種因素，可能產生數位近

用與資訊科技化脫節的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現象。數位落差代表機會的消失及競爭力的不足，

因此消弭數位落差已經成為許多國家的重要議題，尤其青年學生學習資源及能力的落差，更是攸

關國家未來的競爭力，因而廣受政府及教育工作者關注。近年來，由於智慧型行動裝置的普及，

配合無線網路技術的進步及優質數位學習內容的豐富化，興起行動學習這個新型態學習方式，藉

由行動裝置的行動性打破學習場域的限制，再加上多樣化的學習內容，讓不同程度的學習者，可

加強自主學習的效果，具自我導向學習和終身學習的特點（Wang, Wu, & Wang, 2009）。 

然而，行動觸控裝置強調視覺化操作介面，對視覺障礙者而言，可能是加深數位落差的鴻溝。

就資訊近用的面向觀之，根據資策會／FIND（2015）調查數據推估，臺灣地區 12 歲（含）以上民

眾，逾 1,604 萬人持有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智慧行動裝置持有族群約達 77.3%。然而根據一項

調查研究顯示，視覺障礙學生近三個月內曾使用過智慧型手機者或平板電腦者分別約占 56%及

33.8%，擁有自己的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的比率更低，分別約為 45.4%和 13.4%（張千惠、鄭永

福、李昕寧，2015）。另就資訊技術素養面向來看，目前的行動觸控設備（包含手機與平板電腦）

大多缺乏輔助視障者操作的重要功能，如螢幕報讀、具有輔助功能的中文輸入法、顯示中文點字

等，而數位課程的網路平臺，也需要考慮到無障礙網頁開發規範，這些原因都可能導致視障學生

無法享受到智慧行動觸控設備所帶來的便利性和自主性，有必要了解並解決視障學生使用行動觸

控設備比率偏低的問題，才能進一步促進視障學生進行行動學習。 

目前國內尚缺乏對視障學生使用行動觸控設備的態度及影響因素進行的研究，因此本研究希

望能深入了解影響視覺障礙學生對行動觸控設備使用態度的因素。在探討人們對使用資訊科技設

備接受程度的相關理論之中，以 Davis 於 1986 年提出的「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最廣泛被應用，可適用至不同人、不同資訊系統、不同工作場域及時間背景等研究

情境中，成為一跨時間、研究對像、科技領域的研究模式。該模式介紹了「知覺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 PU）及「知覺易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 PEOU）兩種個人信念，認為這兩個信念

會直接影響使用態度，而其他影響因素都是透過這兩個信念對態度產生間接的影響（Davis, 1989）。

而 Ajzen 於 1985 年提出的計畫行為理論（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則認為，人的行為

並不是完全掌控於個人意願，亦會受知覺行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所影響，知覺行

為控制是個人預期在採取特定的行為時，感覺可以控制或掌握的程度（Ajzen, 1991）。Mathieson

（1991）比較 TAM 及 TPB 兩種模式的解釋力，指出因 TPB 採用的變項數較多，因此模式解釋力

相對較高，但兩者都是穩定有效的預測模型，而在針對科技產品接受度的相關研究上，以 TAM 的

解釋效果更好。在態度的測量方面，越來越多的研究依據 Rosenberg 與 Hovland（1960）所提出的

態度三成分架構，將態度分為認知、情感及行為三種類型來進行探討，此種分類方式不但逐漸被

應用於資訊系統領域的態度評估，更有學者建議以三成分態度架構進行未來研究，以解決各研究

採用不同的結構去測量態度，以致研究成果複雜難以統整比較的問題（Kay, 1993; Ajzen & Fishbein, 

2005; Cetin & Ozden, 2015）。 

本研究為探究視覺障礙學生對行動觸控設備使用態度的影響因素，並考量視覺障礙學生使用

視覺化系統所發生之困難，乃以 TAM、TPB，以及態度三成分等理論為基礎，以知覺有用性、知

覺易用性為中介變項，探討外部因素對認知、情感及行為三種態度的影響，期能建構視覺障礙學

生行動觸控設備使用態度的理論模型，研究結論希能提供學界及政策制定者創造更能幫助視障學

生參與行動學習的環境和機制。 

考量視覺障礙學生在生活、學習和行動上經常受到自身障礙的限制，需要依賴外部資源如家

人、朋友的協助，因此本研究關切社會支持、個人所擁有的資源對行動觸控設備使用態度的影響。

此外，視覺障礙學生在操作視覺化系統較一般學生更為困難，因此本研究將探討使用能力是否會

影響視障學生對行動觸控設備的使用態度，更特別關注 TAM 中的知覺有用性及知覺易用性在外部

影響因素對使用態度的中介效果，以下就本研究關切議題相關之理論基礎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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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覺有用性及知覺易用性 

1989 年 Davis 發展出 TAM 來解釋外部因素對人們使用資訊科技產品之態度及行為的影響。該

模式以社會心理學的「理性行為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為其理論基礎，「理性行為

理論」認為人們是有理性地去從事各種行為結果，要預測人們是否會執行某項行為及瞭解某行為

發生的原因，就要瞭解其信念（beliefs）、態度（attitudes）和意願（intention），並且探討個人的態

度如何透過理性的過程，導引人類行為的發生（Davis, 1989）。TAM 提出了知覺有用性及知覺易用

性這兩個概念，指出人們對於科技接受及使用的態度、意願和實際使用行為，主要受到使用者對

該資訊系統的「知覺有用性」和「知覺易用性」這兩個信念所影響，並且以這兩個自我認知的構

面與實際行為（actual behavior）之間的因果關係建構其理論架構（圖 1）。「知覺有用性」指的是

使用者主觀認為使用某一特定系統有助其未來工作績效的程度；「知覺易用性」則為使用者主觀認

為採用某特定系統容易學習或使用的程度；「態度」（AT）定義為使用者對所使用的特定資訊系統

的正面或負面的感受與評價；「使用行為意向」（BI）為使用者有意願持續使用某特定系統的程度

（Davis, 1989; Davis, Bagozzi, & Warshaw, 1989）。 

 

 

 

 

 

 

 

 

 

圖 1  科技接受模式 

（Davis, Bagozzi, & Warshaw, 1989） 

為了更進一步了解知覺易用性的決定因素，Venkatesh 與 Davis（1996）進行了三次實驗，共

計 108 位受試者和 6 種不同系統的數據，進行模式檢驗，模式驗證結果顯示，電腦自我效能在所

有的情況下都影響知覺易用性，客觀的可用性（objective usagbility）則是在對該系統有直接使用經

驗後才產生影響，電腦自我效能及客觀的可用性皆是知覺易用性的決定因素。Venkatesh 等人隨之

擴展了科技接受模式（TAM2），整合了社會影響過程（主觀規範、自發性及印象）以及認知工具

過程（工作相關性、輸出品質、結果展示性及知覺易用性），並指出這兩種過程都對知覺有用性產

生一定的影響，進而影響使用行為意向和使用行為（Venkatesh & Davis, 2000）。TAM2 中「主觀規

範」概念源自於 TRA，係指個人感受到他身邊的重要他人（如父母、師長、朋友）認為他應該或

不應該從事某項行為，此概念主要在探討行為意向的社會影響力，並證實主觀規範透過知覺有用

性對行為意向產生影響。Igbaria、Guimaraes 和 Davis（1995）的研究發現，組織支持程度對知覺

有用性產生正向影響，可知主觀規範的概念可用社會影響力來概括。 

Venkatesh 與 Bala（2008）進一步整合過去 TAM2 影響知覺易用性決定因素的相關研究成果，

在原有社會影響過程和認知工具過程外，另增加「個人定位（anchor）」與「系統調適性（adjustment）」

兩項構面，再次提出修正模式 TAM3，界定了影響使用者認知有用的外在變數為：主觀規範、形

象、工作相關性、輸出品質及結果展示性；另界定影響使用者認知易用的外在變數，其中屬「個

外部變數 

（EV） 

知覺有用 

（PU） 

知覺易用 

（PEOU） 

使用態度 

（AT） 

行為意圖 

（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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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定位（anchor）」的變數有：電腦自我效能（computer self-efficacy）、感知外部控制（perceptions of 

external control）、電腦使用焦慮（computer anxiety）、電腦使用愉悅（computer playfulness）等；屬

系統調適性（adjustment）的變數則包含：知覺享受（perceived enjoyment）與客觀可用性（objective 

usability）。 
Venkatesh 與 Bala（2008）指出，TAM3 為整合性模型，相較起來，TAM 雖為簡約模型，但後

續的研究仍然可以將 TAM 應用於其他研究主題，選擇符合研究主題的外部變項，或是進行模型的

擴充。科技接受模式此一可以依研究需求擴充模型的特性，使知覺有用性及知覺易用性在許多研

究中廣泛地被採用，並應用到各類科技系統相關的領域。如 Lin 與 Lu（2000）以資訊品質、反應

時間及系統可及性做為外部變項，探究使用者對網站的再訪意願，結果顯示，知覺有用性與對網

站再訪意願的影響力較強，知覺易用性雖然對網站偏好程度的影響力高於知覺有用性，但對網站

再訪意願無顯著影響力。Ha 與 Stoel（2009）以網路購物意向為主題的研究發現，網路購物品質、

信任感及享受感會影響知覺有用性，進而對網路購物態度和網路購物意向產生影響，知覺易用性

則為網路購物品質對知覺有用性影響的中介變項。柯佳英、黃勇仁與張興亞（2012）探究行動裝

置服務接受度的影響因素，結果指出，績效期望構面（包含知覺有用性、外在動機、業務相關、

相對優勢、結果預期五個子構面）及努力期望構面（包含知覺易用性、系統複雜度、操作簡單性

三個子構面）均會影響行動裝置服務的使用意願，進而影響實際使用行為。 

隨著資訊科技的普及、網際網路訊息的流通以及各種科技設備的推陳出新，教學與學習也開

創了新的風貌，從以教學者為中心、單向式授課教學，轉變為以學習者為中心，自由而多樣化的

學習型態。為了解師生對這些新興教學科技設備或學習方式的接受程度，許多研究者採用 TAM 來

探討網路學習（web-based learning）、數位學習（e-learning）的接受程度及影響因素，並且已有相

當豐富的成果。這些研究採用了不同的變項做為「知覺有用性」及「知覺易用性」的決定因素，

如績效期望、努力期望、社會影響、系統品質、自我效能、背景變項…等，或是增加其他調節變

項，而「知覺有用性」及「知覺易用性」會影響學生對數位學習或網路學習的態度，進而影響其

數位學習／網路學習使用行為，在這些研究中皆獲得證實（周君倚、陸洛，2014；劉忠峰、翁明

正、吳欽和、郭光明，2011；Ngai, Poon, & Chan, 2007; Park, 2009; Wang & Wang, 2009）。而在以行

動裝置（平板電腦、智慧手機、個人數位助理 PDA 等）為工具的行動學習（m-learning）領域，

TAM 也經常被採用，如兩位王姓學者（Wang & Wang, 2009）以 158 位臺灣學生接受英語行動學習

課程進行研究，結果顯示，知覺便利性、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皆為英語行動學習接受度的前

因，且對英語行動學習使用態度有顯著的正向效果，知覺有用性和態度進一步對持續使用的行為

意向有顯著正向效果；許多行動學習的相關研究也得到類似的結論（Abu-Al-Aish & Love, 2013; 

Chang, Yan, & Tseng, 2012; Liu, Li, & Carlsson, 2010; Park, Nam, & Cha, 2011）。此外，亦有探討虛擬

學習環境（virtual learning environment, VLE）的研究發現，知覺有用性會對 VLE 的接受度有直接

影響，知覺易用及主觀規範僅透過知覺有用產生間接效果，而個人的創新性及電腦焦慮則對知覺

易用性有直接效果（Raaij & Schepers, 2008）。由此可知，即使科技設備及應用領域不斷地創新，

TAM 均可有效的解釋大眾對這些科技系統的接受程度和行為意向，因此本研究乃採取 TAM 中「知

覺有用性」及「知覺易用性」概念，來探究視覺障礙學生對智慧行動裝置使用態度。 

二、外部影響因素 

Venkatesh 與 Bala（2008）認為 TAM 的簡約模型，可以依據研究者的需要，選擇符合研究主

題的外部變項。本研究基於視覺障礙學生的特性、以往的研究成果及本研究關心議題，選擇欲探

討的外部影響因素。首先，Davis 等人（1989）提出，使用信念（即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受

到社會支持的影響。許多研究強調社會支持是促進使用者對系統適用性信念的影響因素，社會支

持與系統使用率高、系統易用性及使用樂趣等有關，而缺乏組織支持被認為是有效利用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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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阻礙因子（Igbaria & Chakrabarti, 1990; Igbaria, Parasuraman, & Baroudi, 1996; Igbaria et al., 1995; 

Trevino & Webster, 1992; Venkatesh & Davis, 2000）。 

此外，根據 Ajzen 於 1985 年提出的計畫行為理論（TPB），認為一個人的行為意圖是影響個體

行為的重要因素，而行為意圖主要是受到態度、主觀規範以及知覺控制所影響。知覺控制反映了

擁有資源和擁有行為所需機會的信念。它包含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行為所需的資源的可及性，

這可能包括獲取金錢、時間和其他物資等外在因素；第二部分反映了個體對行為能力和從事該行

為的自信心等內在因素（Ajzen, 1991; Taylor & Todd, 1995）。Mathieson（1991）將 TPB 應用於電腦

接受度的相關研究，並指出知覺控制（使用系統所需的技能，機會和資源）和態度是影響電腦使

用行為意圖最有效的預測變項。Ajzen（2002）更進一步釐清知覺控制的內在、外在因素，認為研

究者可根據研究目的，決定將內、外在項目進行聚合，將知覺控制視為一個整體因素，或是以單

獨的指標區分開來。由於本研究的對像為視障學生，使用能力可能有較大的差異性，使用能力亦

為本研究關切的議題，因此將使用能力及擁有資源分為兩個影響因素。Igbaria 等人（1995）指出，

電腦技術的接受與否，會受技術本身以及個人使用該技術的技能或專業知識水準影響，並以培訓

和使用經驗作為個人技能和專業知識的指標，研究發現個人技能和專業知識對知覺易用性有顯著

影響力，並間接影響電腦系統使用之多元性。 

綜上可知，學習者對數位學習系統的使用態度和行為，與社會支持程度、使用者本身的因素，

包括取得所需設備的難易度、個人操作能力等有關（邱華慧、廖瑞琳，2012；陳禹辰、尚榮安、

劉蔚廷，2010；Igbaria et al., 1995; Igbaria et al., 1996），因此本研究以社會支持、擁有資源、使用

能力等作為外部影響因素。 

三、態度之構面與測量 

許多學者都曾對「態度」一詞提出定義和解釋，Fishbein 與 Ajzen（1975）認為態度是個人在

某一時點所擁有主要信念的函數，而主要信念是在某一情境下由記憶中檢索出來的，因此態度可

視為個人對某固定對象一貫性地產生良好或不良反應的一種習得傾向。Kotler（2000）認為態度是

指一個人對某些客體或觀念持久性之好惡評價、情緒性的感覺和行動傾向。態度也提供了一個解

釋人對他人、情境觀念的反應、想法和意見的基礎（Bordens & Horowitz, 2002）。 

已有大量的實徵研究在探討態度的構面，有些研究從人們的外在行為的觀察去推斷其態度

（Bem, 1972; Fazio, 1987; Maio & Olson, 1995），有些以他們當下的想法和感受視為態度的展現

（Chaiken & Yates, 1985; Wilson, Hodges, & LaFleur, 1995），有些研究則由情緒反應來推測態度

（Petty, Schumann, Richman, & Strathman, 1993; Wilson, Lindsey, & Schooler, 2000）。曾有研究指

出，以雙構面（認知/情感）態度模式預測受試者自陳行為的預測力，比單一構面模式之預測力為

高（Bagozzi & Burnkrant, 1979）。在近年態度相關的研究中，最普遍的分類系統是將態度分為三個

成分：認知（cognition）、情感（affect）及行為意向（conative），此三成分說（the tripartite model）

最早於 1940 年後期由 Smith 提出，至 1960 年後被廣泛地被態度及態度改變的相關研究所採用（Kay, 

1993）。許多採取三成分理論的態度研究係依據 Rosenberg 與 Hovland（1960）所提出的態度架構

來進行，包含認知、情感及行為三種類型。認知指的是個體對態度目標物的知覺、知識與信念；

情感指的是對態度目標物的感受，包括緊張反應、對情感的口頭陳述；行為則包含個體對態度目

標物的公開行動或是行為意圖。Breckler（1984）以實驗來驗證態度三成分模式的效度，實驗結果

支持三成分架構的模式，三個成分的關聯為中度相關，是非常適切的架構模型；而當態度目標物

未出現，僅由受試者以口頭陳述對目標物的態度時，三成分的相關性則會升高。此外 Ajzen 與

Fishbein（2005）亦認為，僅以單一的評價得分無法呈現態度所隱含的複雜內隱構面，許多研究中

呈現的態度與行為不一致的現象即可表明，只評估態度三成分中的任一個成分並不適宜。Ramsden

（1998）建議，應該謹慎地考量態度的不同面向，而在發展態度量表時，應有嚴謹的研究論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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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評估人們對資訊系統的態度方面，Kay（1989）依據態度三成分理論，發展出一份電腦態度

量表（Computer Attitude Measure, CAM），其中包含認知（cognitive）、情感（affective）和行為

（behavioral）分量表，經檢驗具有良好的信度、效度，證明了態度三成分理論可有效地應用於資

訊系統領域的態度評估（Kay, 1993）。Kadijevic（2014）以認知、情感和行為三構面編製了電腦使

用態度問卷，以參加幼兒教育師資培訓課程的師資生和在職教師 167 人為施測對象，驗證性因素

分析的結果顯示，該問卷具有符合預期的三個構面。Cetin 與 Ozden（2015）指出，在許多與學生

電腦態度的相關研究中，使用的工具是未標準化且未經理論驗證的，或是各個研究採用了不同的

結構去測量態度，以致電腦態度研究成果的比較與統整愈顯複雜，因此 Cetin 等人選擇採用態度三

成分模式，編製了一份適用於大學生的電腦程式設計態度量表，在認知、情感和行為構面各有 6

題，整份量表共計 18 題，研究驗證了電腦程式設計態度的多元構面，可提供教師評估和培養大學

生對程式設計的態度的有效工具，並建議後續在三成分模式的架構下，發展其他教育階段學生適

用的評估工具。藉由以上論述可以說明，在衡量行動觸控設備的使用態度時，應該包括認知、情

感以及行為等三個層面的變數，然而以往科技接受模式的研究，甚少探討到影響科技使用態度的

情感與行為成份，為使態度測量之構面更為明確，本研究採用態度的三成份理論，以探究態度之

影響因素。 

四、視覺障礙人士應用行動觸控設備相關研究 

由於螢幕報讀軟體的問世，愈來愈多視覺障礙者開始使用現代化的行動觸控設備（Rodrigues, 

Montague, Nicolau, & Guerreiro, 2015），對身心障礙者而言，行動電話和其他行動裝置提升了使用

者自由地獨立行動的能力，同時可保持其和家人、朋友及其照顧者的聯繫（Abascal & Civit, 2000），

Rodrigues 等人指出為了符合主流趨勢去使用智慧行動裝置，亦可視為身心障礙者通往社會融合的

一條門路。 

根據美國與加拿大（Ye, Malu, Oh, & Findlater, 2014）及國內（張千惠等，2015）的調查研究

得知，視覺障礙者利用行動觸控設備的情形，幾乎涵蓋了它所有的功能，然而研究指出，行動裝

置的介面仍然經常使視覺或行動障礙者感到使用困難，例如過小的設備尺寸、過小或未適當區隔

的按鍵、過小的螢幕字體等等（Kane, Bigham, & Wobbrock, 2008）。Oliveira、Guerreiro、Nicolau、

Jorge 與 Gonçalves（2011）指出，行動觸控設備是一個極度視覺化的環境，以致盲人在使用上困難

重重，即便螢幕報讀軟體能協助盲人克服部分使用困難，但在此視覺－聽覺轉換中，已有許多資

訊流失，導致盲人在使用上感到不便。Kane、Jayant、Wobbrock 與 Ladner（2009）的研究訪談了

20 位視覺及行動障礙者在行動觸控設備的使用經驗，並針對其中 19 位進行日誌分析，發現他們除

了使用主流的行動觸控設備（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之外，亦仍然需要搭配使用其他專門為其

障礙所設計的裝置。另外，根據一項調查研究顯示，儘管智慧型手機已經廣泛的被視覺障礙人士

使用，但即使藉由觸控螢幕及螢幕報讀的輔助，使用智慧型手機仍讓視障人士感到複雜和效率低

落（WebAIM, 2014）。 

這些研究結果呈現出一個現象，就是視覺障礙者一方面普遍對智慧型動裝置各項功能有使用

需求，然另一方面對智慧行動裝置的使用仍感到困難或不便。Rodrigues 等人（2015）為探討視覺

障礙者在現實生活中使用智慧型手機的可及性，進行了一個為期 8 週的長期研究，以 5 位新手使

用者為對象，藉由預先裝載於手機中的應用程式紀錄使用者的每個操作動作，以及每週的一次的

訪談與觀察紀錄，去了解視覺障礙者從學習使用到實際使用的經驗。研究指出，受試者延遲採用

智慧型手機的原因，是擔心自己無法熟練和掌控設備，以及缺乏外界支持；研究結束時，參與者

仍然無法熟練地使用智慧型手機，但對於新科技帶來的好處持有正面的評價，並且願意繼續使用

和持續增進自己的使用技巧。參與者即使覺得操作困難仍願意繼續使用的原因，則是體認到這是

未來的趨勢，他們必須融入社會和學習新的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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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智慧行動觸控設備具備多重功能、多樣化的社交工具，將可能成為數位學習的有

利工具，然而影響視障學生對行動觸控設備使用態度的相關研究仍十分缺乏，相關研究多未經理

論驗證或屬於小樣本之個案研究，難以進行推論，因此本研究乃根據態度三成分說之理論基礎，

以較大之樣本數探究視覺障礙者對行動觸控設備之使用態度。已有部分研究關注於改善視覺障礙

者使用行動觸控設備的經驗，如輸入法及手勢偏好，致力於開發新的使用介面，以提升視覺障礙

者對智慧行動裝置的知覺易用性（Kane et al., 2009; Romero, Frey, Southern, & Abowd, 2011; Oliveira 

et al., 2011; Kane, Wobbrock & Ladner, 2011），希望能藉此讓視覺障礙者更願意接納和使用，因此知

覺易用性、知覺有用性與視障學生使用態度間的關聯性為何，亦為本研究欲探討的議題。此外，

學習者對數位學習系統的使用態度和行為，與使用者本身因素與環境因素有關，包括取得所需設

備的難易度、個人操作能力以及社會支持等邱華慧與廖瑞琳（2012）；陳禹辰等人，2010；Igbaria, 

et al., 1995; Igbaria, et al., 1996），因此本研究以社會支持、擁有資源、使用能力做為使用態度的影

響因素。 

方法 

一、理論架構與研究假設 

本研究根據上述文獻的理論與研究，參採 TAM、TPB 並加入外部影響因素，提出一個綜合性

的模式，以視覺障礙學生的社會支持、擁有資源及使用能力為外部影響變項，並以知覺有用性、

知覺易用性為中介變項，探究這些變項對視覺障礙學生行動觸控設備使用態度的影響，另根據態

度三成分理論，將態度分為認知、情感、行為意向三個面向加以探討。 

社會支持對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的影響，以及知覺易用性對知覺有用性的影響力均已被

以往研究證實（陳禹辰等人，2010；Davis, 1989; Davis et al., 1989; Venkatesh & Bala, 2008; Venkatesh 

& Davis, 2000），Igbaria 等人（1995）的研究表明使用能力對知覺易用性具正向影響力，擁有資源

對知覺易用性的影響亦已有實證支持邱華慧與廖瑞琳（2012）。另根據 Ajzen（2002）的觀點認為，

知覺控制的內在（個體對行為能力和從事該行為的自信心等）、外在（包括獲取金錢、時間和其他

物資等）因素，可視為一個整體因素或兩個單獨的指標，可知此兩者間具有一定程度的共同性

（commonality），因此本研究認為使用能力與擁有資源，均會對知覺易用性產生影響，而擁有資源

會影響使用能力的高低。 

在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對態度的影響力上，在 TAM 的相關研究中已獲得大量的實徵證

據，不過以往 TAM 相關研究大多將態度視為單一變項，而本研究係將態度區分為認知、情感、行

為意向三個態度成分，因此認為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對認知、情感、行為意向三個態度成分

均有影響力。根據上述理論背景，提出以下六項研究假設： 

（一）社會支持度愈高則視障生對行動觸控設備之知覺有用性愈高，同時對於使用行動觸控

設備的知覺易用性愈高。 

（二）使用行動觸控設備所擁有的資源對於行動觸控設備的知覺易用性有正向的影響。 

（三）使用行動觸控設備的使用能力對於知覺易用性有正向的影響。 

（四）擁有資源對於使用能力有正向的影響。 

（五）知覺有用性對於認知、情感與行為意向有正向的影響。 

（六）知覺易用性對於知覺有用性、認知、情感與行為意向有正向的影響。 

依據六項基本假設，將 7 個潛在變項的路徑圖呈現如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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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假設之潛在變項路徑分析圖 

二、研究工具 

根據理論架構與研究假設，本研究採用行動觸控設備使用態度量表作為測量工具，參考 Kay

（1989）所編製之電腦態度量表、Kadijevic（2014）編製的電腦使用態度問卷，以及 Cetin 與 Ozden

（2015）編製之大學生程式設計態度量表，再依據本研究對象視覺障礙學生之特性加以訂定，本

量表包含認知、情感與行為意向三個潛在變項，題數分別是認知變項 5 題、情感變項 4 題以及行

為意向變項 2 題。每個題項皆為五點量表，其中情感面向 4 題為反向計分題，資料蒐集完成後先

進行反向計分，每一題得分愈高代表對行動觸控設備的態度愈正向。 

另外也使用 24 題題項以測量社會支持程度、擁有資源程度、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及行動

觸控設備使用能力等潛在變項，其中社會支持程度 3 題、擁有資源程度 2 題、知覺有用性 5 題、

知覺易用性 4 題、使用能力 10 題。其中，社會支持程度、擁有資源程度、知覺有用性及知覺易用

性的題項均為五點量表，使用能力的 10 個題項則為二元設計，詢問受試者是否會使用行動觸控設

備的特定功能，如「我會執行和結束 app」，答「是」採計 1 分，答「否」為 0 分，最後以 10 題加

總後的得分表示使用能力之總分，當分數愈高，表示使用能力愈高。本研究問卷設計乃諮詢 5 位

專家學者後經多次修改後編製而成，量表具可靠的內容效度。 

A.社會支持 

B.擁有資源 

C.使用能力 

D.知覺有用性 

E.知覺易用性 

F.認知 

G.情感 

H.行為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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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不同年紀使用行動觸控設備的情況與能力差異太大，研究的結果可能在不同教育階段呈現

極大的差異，考量到現今國中以上學生使用行動觸控設備的情況愈來愈普遍，國中生對於行動觸

控設備的使用也大多具備基本能力，因此採用樣本為國中以上學生。在預試方面，問卷經由專家

審定修改後，於新北市石碇高中之國中部八、九年級中選取 270 人進行預試。問卷完成後分析題

項之內部一致性，Cronbach’s α 信度結果為 0.87，顯示具有良好的信度。在正式施測方面，本研究

底冊母群的取得是經由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教育部，2014）查詢全國有視障生就讀的國中以

上學校，以這些學校為底冊母群，之後逐一聯絡學校的視障生支持服務中心，尋求協助調查，聯

絡完成之後則開始進行問卷調查，問卷的填答方式是由全國 36 位視障特教巡迴老師報讀問卷題

目，由視障生回答後再由老師填答。問卷共發放 300 份，回收 260 份，有效問卷共 216 份，問卷

回收率為 86.6%，有效問卷為 83.1%。經統計，回收的問卷來自國中 46 所、高中職 28 所、一般大

學 25 所以及科技大學 3 所。本研究問卷包含 1 題「近期內有使用過行動觸控設備」的題項，視障

生 216 人中有 72 人雖填答問卷，然而近期內並無使用行動觸控設備，為增加本研究測量之準確性，

因此研究排除這 72 人，最終採用的樣本數為 144 人。樣本分布依教育階段分別為國中 45 人

（31.2%）、高中職 46 人（31.9%）、五專大學 53 人（36.8%）；依性別，分別是男性 76 人（52.8%）、

女性 68 人（47.2%）；依地區分，分別是北部 40（28.0%）、中部 38 人（26.6%）、南部 61 人（42.7%）、

東部 4 人（2.8%）；依障礙程度，分別是輕度 45 人（31.2%）、中度 36 人（25.0%）、重度 58 人（40.3%）、

極重度 5 人（3.5%）。 

三、資料分析 

本研究採用結構方程模式以驗證所提出之理論架構與研究假設，首先，進行題項分析以確保

題項品質；其次，進行測量模式的內在測量品質檢定；最後再針對理論架構與研究假設構成之結

構方程模式進行驗證。結構方程模式以多項適配度指標進行模式檢驗，適配度指標分成絕對適配

度指標、增值適配度指標與簡約適配度指標三類。絕對適配度指標採用 GFI、RMSEA、SRMR 等

三個指標；增值適配度指標採用 NFI、RFI、IFI、NNFI、CFI 等五個指標；簡約適配度指標則採用

PGFI、PNFI、AIC、CAIC 等四個指標，以這十二個指標做為整體模型適配度的判準依據。結構方

程模式使用的軟體為 Lisrel 8.51 版，參數以最大概似估計法（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LE）

進行估計。 

研究結果 

在量表的題項分析方面，社會支持、擁有資源、使用能力、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使用

態度（包含認知、情感、行為意向）等分量表的項目分析參見表 1，極端組檢驗結果顯示 26 題皆

達顯著水準，皆具有區別高低分組的能力。在同質性檢測，各分量表題目的相關係數，即題目與

所屬範疇的校正項目總分相關（corrected item-total correlation）相關係數值皆大於 0.3，整體而言，

本態度量表題項具有高同質性。 

表 2 為測量模式的觀察變項參數估計與內在測量品質檢定的分析結果，測量模式的非標準化

參數估計顯著性檢定的 t 值皆大於 3.3，達到 0.001 的顯著水準。在 25 個變項中僅有 3 個變項（A1、

F5 與 G2）被其潛在變項解釋的比例（R^2）低於 0.5 的標準，其餘 22 個變項的解釋的比例高於

0.5，顯示從潛在變項解釋的比例角度而言，模式內在品質尚可，因素負荷量數值皆達 0.5 以上，

顯示具有良好的收斂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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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樣本題項答題反應分析統計表 

題項 平均值 標準差 
相關

係數 

極端組檢驗 t

值 

A. 社會支持     

A1. 父母或老師認為我應該使用行動觸控設備 3.16 0.95 0.77 -4.76*** 

A2. 對我來說重要的人如朋友、同學：認為我應該使用行動觸控設備 3.31 1.01 0.88 -6.54*** 

A3. 學校或公司支持我們使用行動觸控設備 3.12 1.05 0.85 -4.16*** 

B. 擁有資源     

B1. 我擁有使用行動觸控設備所需的資源 3.52 1.06 0.93 -7.36*** 

B2. 我擁有使用行動觸控設備所需要的知識 3.72 0.97 0.91 -6.74*** 

C. 使用能力 7.56 2.86 1.00 -8.50*** 

D. 知覺有用性     

D1. 在學習或工作中使用行動觸控設備是有幫助的 3.78 1.00 0.80 -6.69*** 

D2. 行動觸控設備能讓我很快地完成作業或工作 3.32 1.10 0.85 -8.12*** 

D3. 行動觸控設備能提升我的學習或工作效能 3.45 1.08 0.83 -10.29*** 

D4. 如果我使用行動觸控設備，我的學業或工作會表現更好 3.24 1.10 0.86 -8.58*** 

D5. 我喜歡用行動觸控設備來進行學習或工作 3.56 1.08 0.83 -6.80*** 

E. 知覺易用性     

E1. 我能使用行動觸控設備完成我想做的事，即使旁邊沒有人告訴我

該怎麼做 
3.56 0.99 0.81 -8.29*** 

E2. 當我在遇到困難可以尋求別人協助時，我能使用行動觸控設備完

成我想做的事 
3.77 0.91 0.87 -8.33*** 

E3. 當我有許多時間來操作軟體時，我能使用行動觸控設備完成我想

做的事 
3.81 0.97 0.89 -9.12*** 

E4. 當設備有內建的協助工具可以提供幫忙時，我能使用行動觸控設

備完成我想做的事 
3.84 0.95 0.84 -6.71*** 

使用態度     

F. 認知     

F1. 行動觸控設備的使用方式是清楚且易瞭解的 3.76 1.01 0.77 -7.10*** 

F2. 要熟練行動觸控設備對我來說是容易的 3.85 0.97 0.80 -8.03*** 

F3. 整體來說，我覺得行動觸控設備在各方面是好用的 3.97 0.94 0.76 -7.17*** 

F4. 行動觸控設備在各方面是容易操作的 3.74 0.97 0.80 -6.47*** 

F5. 行動觸控設備較傳統資訊設備容易使用 3.69 0.98 0.70 -8.06*** 

G.情感     

G1. 我對於使用行動觸控設備感到焦慮 4.00 0.95 0.87 -5.16*** 

G2. 想到按錯行動觸控設備按鍵可能會失去資料或回不到原來的畫面

就讓我感到害怕 
3.65 1.19 0.79 -2.34*** 

G3. 因為害怕犯下無法修正的錯誤，所以我不太想使用行動觸控設備 4.11 0.89 0.89 -6.87*** 

G4. 我害怕使用行動觸控設備 4.26 0.84 0.82 -6.49*** 

H.行為意向     

H1. 如果我現在沒在用，我未來半年內會想要使用行動觸控設備；如

果我現在已在用，未來半年內會繼續使用。 
3.96 1.06 0.88 -5.43*** 

H2. 如果我現在沒在用，我未來半年內會買行動觸控設備來用；如果

我現在已在用，未來更換設備時仍會繼續使用。 
3.78 1.12 0.89 -5.48*** 

***p < .001. **p < .01.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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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觀察變項參數估計與內在測量品質檢定摘要表 

 
非標準化參

數估計值 
標準誤 t 值 R2 

因素負

荷量 
組合信度 

平均變異

抽取量 

A. 社會支持        

A1 0.57 0.077 07.45*** 0.37 0.60 0.79 0.56 

A2 0.88 0.073 12.00*** 0.76 0.87   

A3 0.79 0.080 09.81*** 0.56 0.75   

B. 擁有資源        

B1 0.85 0.081 10.48*** 0.64 0.80 0.82 0.70 

B2 0.84 0.072 11.65*** 0.76 0.87   

D. 知覺有用性        

D1 0.79   0.63 0.79 0.90 0.63 

D2 0.86 0.095 09.09*** 0.61 0.78   

D3 0.85 0.086 09.91*** 0.62 0.79   

D4 0.88 0.084 10.43*** 0.64 0.80   

D5 0.88 0.084 10.51*** 0.66 0.81   

E. 知覺易用性        

E1 0.70   0.50 0.71 0.88 0.65 

E2 0.75 0.080 09.39*** 0.69 0.83   

E3 0.86 0.087 09.88*** 0.77 0.88   

E4 0.76 0.084 09.08*** 0.64 0.80   

使用態度        

F. 認知        

F1 0.77   0.57 0.76 0.84 0.51 

F2 0.72 0.082 08.81*** 0.55 0.74   

F3 0.72 0.093 07.80*** 0.58 0.76   

F4 0.68 0.081 08.37*** 0.50 0.70   

F5 0.58 0.083 06.96*** 0.35 0.59   

G. 情感        

G1 0.76   0.64 0.80 0.85 0.60 

G2 0.67 0.090 07.49*** 0.32 0.56   

G3 0.80 0.140 05.84*** 0.81 0.90   

G4 0.67 0.120 05.52*** 0.63 0.80   

H. 行為意向        

H1 0.83   0.61 0.78 0.70 0.54 

H2 0.83 0.110 07.38*** 0.54 0.74   

***p < .001. **p < .01. *p < .05. 

 
社會支持、擁有資源、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認知、情感、行為意向等七個潛在變項的

組合信度介於 0.70 至 0.90 之間，皆大於 0.6 的標準；平均變異抽取量方面，七個潛在變項的平均

變異抽取量介於 0.51 至 0.70 之間，皆大於 0.5。所以整體而言，測量模式的內在品質良好。 

在測量模式的建構效度方面，驗證性因素分析在整體模式配適度分析，如表 3，絕對配適度指

數的 GFI = 0.80 未達 0.9 的接受標準；RMSEA = 0.067，SRMR = 0.064 小於標準值 0.08，達到接受

標準；在增值配適度指數，NFI = 0.81，RFI = 0.78，IFI = 0.91，NNFI = 0.89，CFI = 0.91，NNFI

已相當接近 0.9 的標準，可視為符合標準，IFI 與 CFI 大於 0.9 的接受標準，NFI 與 RFI 在 0.9 標準

之下，5 項指標中有 3 項達到標準，所以在增值適配度指標表現尚可；在簡約配適度指數，PGFI = 

0.64，PNFI = 0.70 皆大於 0.5 的接受標準，模式 AIC 值小於獨立模式 AIC 與飽和模式 AIC，模式

CAIC 值也小於獨立模式 CAIC 與飽和模式 CAIC。以上分析結果顯示，測量模式配適度指標值在

可接受範圍，各潛在變項的結構與實際資料適配獲得支持，具有可接受的建構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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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整體模式適配度的各種指標值 

統計檢定量 標準 
測量模式  結構方程模式 

檢定結果 適配判斷  檢定結果 適配判斷 

絕對適配度指標       

GFI > 0.90 0.800 否  0.810 否 

RMSEA < 0.08 0.067 是  0.068 是 

SRMR < 0.08 0.064 是  0.062 是 

增值適配度指標       

NFI > 0.90 0.810 否  0.820 否 

RFI > 0.90 0.780 否  0.780 否 

IFI > 0.90 0.910 是  0.910 是 

NNFI > 0.90 0.890 否  0.890 否 

CFI > 0.90 0.910 是  0.910 是 

簡約適配度指標       

PGFI > 0.50 0.640 是  0.610 是 

PNFI > 0.50 0.700 是  0.670 是 

AIC 
理論模式值< 

飽和模式，獨立模式 

理論 0601.63 

獨立 2650.01 

飽和 0702.00 

是  

理論 0612.39 

獨立 2650.01 

飽和 0702.00 

是 

CAIC 
理論模式值< 

飽和模式，獨立模式 

理論 0875.55 

獨立 2753.22 

飽和 2095.40 

是  

理論 0949.82 

獨立 2753.22 

飽和 2095.40 

是 

 
在結構方程模式方面，理論模型與假設的結構方程模式中知覺有用性對於情感的路徑檢定結

果未達顯著，因此將這條路徑排除後修正理論模型與假設的結構方程模式，最終的潛在變項路徑

分析如圖 3 所示。修正後結構方程模式的絕對配適度指數 GFI = 0.81 未達 0.9 的接受標準；RMSEA 

= 0.068，SRMR = 0.062 小於標準值 0.08，是在配適良好的範圍；在增值配適度指數，NFI = 0.82，

RFI = 0.78，IFI = 0.91，NNFI = 0.89，CFI = 0.91，NNFI 已相當接近 0.9 的標準，可視為符合標準，

IFI 與 CFI 大於 0.9 的接受標準，NFI 與 RFI 在 0.9 標準之下，所以在增值適配度指標表現尚可；

在簡約配適度指數，PGFI = 0.61，PNFI = 0.67 皆大於 0.5 的接受標準，此外，模式 AIC 值小於獨

立模式 AIC 與飽和模式 AIC，模式 CAIC 值也小於獨立模式 CAIC 與飽和模式 CAIC。由以上分析

結果，顯示整體模式配適度指標值在可被接受範圍，修正後理論模型與假設的結構方程模式獲得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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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結構方程模式圖 

在區辨效度方面，採用 Anderson 與 Gerbing（1988）所提及的「潛在變項配對相關信賴區間

檢定法」，方法是將任兩個潛在變項的相關係數加減 1.96 倍標準誤作為信賴區間，如果信賴區間未

包含 1，則表示兩個潛在變項之間具有區辨效度。分析結果顯示，任兩個潛在變項的信賴區間上界

最高為 0.87，因此所有信賴區間皆未包含 1，故潛在變項之間具有區辨效度。 
結構方程模式的影響路徑參數估計皆達顯著水準，參數估計及 R^2 如表 4，擁有資源對使用

能力的解釋變異量為 22%，社會支持與知覺易用性對知覺有用性的解釋變異量為 65%，社會支持、

擁有資源與使用能力對知覺易用性的聯合解釋變異量為 67%，知覺有用性與知覺易用性對認知的

聯合解釋變異量為 83%，知覺易用性對情感的解釋變異量為 20%，知覺有用性與知覺易用性對行

為意向的聯合解釋變異量為 60%。 

 

 

 

 

 

 

 

 

 

 

0.47 

D.知覺 
有用性 

E.知覺 
易用性 

F.認知 

G.情感 

H.行為 
意向 

0.59 

0.31 

0.24 

0.47 

0.58 

0.45 

0.43 

0.59 

0.25 

A.社會 
支持 

B.擁有 
資源 

C.使用 
能力 

A1 

A2 

A3 

B1 

Abi 

B2 

0.63 

0.24 

0.44 

0.36 

0.00 

0.24 

0.42 

0.50 
 

0.36 
 

0.65 
 

0.68 
 
0.19 
 
0.37 
 

0.39 
 
0.46 
 

F3 

F4 

G1 

F5 

G2 

G3 

G4 

H1 

H2 

D4 D3 D2 D1 D5 

0.36 0.38 0.39 0.37 0.34 

E4 E3 E2 E1 

0.36 0.23 0.31 0.50 

F1 
F2 

0.43 
0.45 

0.79 0.79 0.80 0.78 0.81 0.74 
0.76 

0.70 

0.59 

0.80 

0.56 

0.90 

0.80 

0.78 

0.74 0.71 0.83 0.88 0.80 

0.60 

0.87 

0.75 

0.80 

0.87 

1.00 

0.76 

0.31 

0.78 

0.33 

0.35 

0.17 

0.80 

0.40 



120 教 育 心 理 學 報  

表 4  結構方程模式之潛在變項參數估計與解釋變異量摘要表 

 A. 社會支持 B. 擁有資源 C. 使用能力 D. 知覺有用性 E. 知覺易用性 R^2 

C. 使用能力  

 

 

0.47*** 

（0.086） 

5.54*** 

   0.22 

D. 知覺有用性 0.59*** 

（0.098） 

6.07*** 

   

0.31*** 

（0.089） 

 3.46*** 

0.65 

E. 知覺易用性 0.24*** 

（0.082） 

2.94*** 

0.47*** 

（0.10）* 

4.68*** 

0.31*** 

（0.074） 

4.24*** 

  0.67 

F. 認知  

 

 

  

0.43*** 

（0.084） 

5.11*** 

0.58*** 

（0.097） 

5.96*** 

0.83 

G. 情感  

 

 

   

0.45*** 

（0.11）* 

4.13*** 

0.20 

H. 行為意向  

 

 

  

0.25*** 

（0.11）* 

2.27*** 

0.59*** 

（0.12）* 

4.72*** 

0.60 

***p < .001. **p < .01. * p < .05. 

 
理論模型與假設的結構方程模式中六項假設的第五項應修正為知覺有用性對於認知與行為意

向有正向的影響。結構方程模式的潛在變項路徑如圖 3。社會支持分別以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

為中介變項，對認知、情感與行為意向產生正向影響，其總效果分別為認知 0.42 

（0.59×0.43+0.24×0.58+0.24×0.31×0.43）、情感 0.11（0.24×0.45）、行為意向 0.29（0.59×0.25+0.24×0.5 

+0.24×0.31×0.25），社會支持對於認知的影響大於對情感與行為意向的影響。擁有資源對知覺易用

性的直接效果為 0.47，間接效果為 0.15（0.47×0.31），直接效果大約為間接效果的 3 倍，可見得對

於知覺易用性的影響主要來自直接效果；擁有資源以使用能力、知覺易用性、知覺有用性為中介

變項，對認知、情感與行為意向產生正向影響，其總效果分別為認知 0.44（0.47×0.58+0.47×0.31× 

0.58+0.47×0.31×0.43+0.47×0.31×0.31×0.43）、情感 0.28（0.47×0.45+0.47×0.31×0.45）、行為意向 0.36

（0.47×0.5+0.47×0.31×0.5+0.47×0.31×0.25+0.47×0.31×0.31×0.25），擁有資源對於認知、情感與行為

意向皆有正向影響，而以對認知與行為意向的影響較高。使用能力分別以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

性為中介變項，對認知、情感與行為意向產生影響，其總效果分別為認知 0.22（0.31×0.58+0.31× 

0.31×0.43）、情感 0.14（0.31×0.45）、行為意向 0.18（0.31×0.5+0.31×0.31×0.25），使用能力對於這

三者的影響皆為正向，影響程度由高至低依序為認知、行為意向以及情感。 
知覺有用性對認知與行為意向產生影響，其總效果分別為認知 0.43、行為意向 0.25。知覺易

用性對認知、情感與行為意向產生影響，其總效果分別為認知 0.93（0.58+0.31×0.58+0.31×0.43+0.31× 

0.31×0.43）、情感 0.59（0.45+0.31×0.45）、行為意向 0.76（0.5+0.31×0.5+0.31×0.25+0.31×0.31×0.25），

知覺易用性對於這三者的影響皆為正向，影響程度由高至低依序為認知、行為意向以及情感。 

討論 

本研究有別於以往研究僅以單一向度測量科技產品使用態度，而是採取 Rosenberg 與 Hovland

（1960）所提出的態度三成分理論，將行動觸控設備使用態度分為認知、情感及行為意向三個向

度，並依據相關文獻推論，認為社會支持、擁有資源程度及使用能力等三項影響因素，與使用態

度之間會以知覺有用性及知覺易用性作為中介變項，也就是說，此三項影響因素雖對態度的不同

構面會有影響效果，但該影響效果主要是透過知覺有用性和知覺易用性達成的。研究結果發現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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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有用性與知覺易用性對於態度三個構面的中介效果並不相同，知覺易用性對於態度的認知、情

感及行為意向三個面向均有正向影響力，而知覺有用性則僅對認知及行為意向有顯著影響，對情

感面向之影響則未達顯著水準，僅有知覺易用性會影響視障學生的情感面向，也就是惟有當視覺

障礙者感受到行動觸控設備容易操作、操作過程清楚且容易理解時才會喜愛使用，並在使用時感

受到愉悅且不會感到焦慮。這個現象應與視覺障礙者的特性有關，因為視力的因素，視障者在日

常生活中遭遇困難和不便的情況相當普遍，因此當一項新興科技產品能讓視障者感受到容易學習

和使用，其在情感上對這項科技產品的偏好是可以理解的。 

從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對態度的影響效果來看，研究者觀察到一個值得注意的結果。在

本研究中，對認知的影響力以知覺易用性較高，對情感而言僅有知覺易用性會產生影響效果，對

行為意向的影響力，亦以知覺易用性高於知覺有用性，總體而言，知覺易用性對使用態度的影響

力均大於知覺有用性的影響力。然而比對 Davis（1989）、Venkatesh 與 Davis（1996），及 Venkatesh

與 Bala（2008）所分別建構之科技接受模型的研究數據發現，在 TAM、TAM2 及 TAM3 中，知覺

有用性對態度的影響力均大於知覺易用性，與本研究的結果是相反的。研究者推測，這個差異可

能是因為本研究的對象為視覺障礙學生，因而影響效果與一般明眼人不同，知覺易用性對視覺障

礙者的重要性高於知覺有用性，此一差異情形需要後續的研究進一步證實。 

在外部影響因素方面，知覺易用性的影響因素中以擁有資源有較高的影響力，不但有直接影

響效果，也透過使用能力產生間接的影響。根據此研究結果，建議可透過訓練的方式，提升視障

學生對行動觸控設備的知識和能力，進而改變其使用態度。已有研究證實，訓練在增強科技產品

的採用和使用方面的關鍵作用（Venkatesh, 2000; Venkatesh & Speier, 1999）。如 Venkatesh 發現，基

於遊戲的訓練比傳統的培訓更有效，可提高使用者對新資訊系統的接受程度，且基於遊戲訓練的

個人，知覺易用性對使用新系統行為意向的影響更強。Venkatesh 等人研究發現訓練過程中的心情

對於個人形成對新資訊系統的看法起著重要的作用。這些研究結果表明，訓練對提升使用者的知

覺有用性和知覺易用性均有所助益。 

本研究發現社會支持對知覺有用性及知覺易用性均有正向影響，此與過去文獻針對一般非視

障者的研究結果一致邱華慧與廖瑞琳（2012）；陳禹辰等人，2010；Devis, 1989; Rodrigues et al., 

2015），顯示當家人、朋友、師長或組織支持時，讓視障者更能感受到使用行動觸控設備的優點，

並且可能從親友的經驗中學習到使用方式，因而感到容易學習和容易使用。依據 Rodrigues 等人透

過個別訪談視覺障礙的智慧型手機初學者，得知視覺障礙者即使對使用行動觸控設備感到困難，

但在認知上仍然認為行動觸控設備具有多樣化的功能和豐富的社交聯繫管道，並且是未來發展的

趨勢，因此對智慧型手機有正向的評價，並且在行為意向上願意繼續使用。這也可以解釋在本研

究中社會支持對知覺有用性的影響力高於知覺易用性的現象。此外，擁有使用行動觸控設備所需

資源和知識，不但對知覺易用性有直接影響的效果，亦透過影響使用能力而對知覺易用性有間接

之影響力，推測是因為擁有使用行動觸控設備所需的資源和知識的人，有較多的機會嘗試和使用

行動觸控設備，因而具有較佳的使用能力，相對地感受行動觸控設備是簡單易用的。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態度三成分說為基礎，發展出視覺障礙者行動觸控設備使用態度的測量模式，以社

會支持、擁有資源程度及使用能力等作為影響因素，並以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為中介變項，

建構出一良好的結構方程模式。此結構方程模式提供了我們幾項啟示，首先，知覺易用性對態度

的認知、情感和行為意向三個構面均有影響力，而知覺有用性則僅對認知與行為意向兩個構面產

生影響，而且知覺易用性對認知和行為意向的影響效果均高於知覺有用性，因此知覺易用性為影

響態度較高的中介變項。建議未來在開發、設計行動觸控設備應用程式，或其他新興科技產品、

系統時，能顧及視覺障礙者的使用需求，以該設備或系統的知覺易用性為首要考量，方能有效地

提升視障者的接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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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就視覺障礙者對行動觸控設備的態度而言，社會支持為一重要的影響前因，同時對知

覺有用性及知覺易用性均有正向影響力，進而影響對行動觸控設備的態度，顯示家人、師長與親

友的支持，對於視覺障礙者使用新興科技設備可能是動力亦是助力，是學校、社會與政府提供視

覺障礙者參與融合不可忽略的環境塑造因素。第三，擁有資源對知覺易用性有直接影響效果，並

藉由使用能力對知覺易用性產生間接影響，再進一步影響使用態度。從縮短數位落差的角度來看，

提供視覺障礙者設備資源和提升其應用知識的教育訓練，對促進視障者的使用態度有所助益，政

府近年來積極推動相關措施以消弭弱勢者的數位落差，因此本研究的結論值得有關單位參考。 

在後續研究方面，因為本研究係以視覺障礙者為對象，所建構的模型可能與明眼人的模型有

所差異，此為本架構模式延伸研究的限制，建議後續可以明眼人為對象，以驗證本架構的跨群體

效果。此外，本研究探討了視覺障礙者對行動觸控設備使用態度的認知、情感及行為意向三個向

度，然而因為本研究選取的樣本是實際已經使用行動觸控設備者，因此並未進一步探究態度的三

個向度與實際使用行為間的關聯性。Ajzen 與 Fishbein（2005）指出，在適當的條件之下，態度與

實際行為間具有強烈的關聯性。換言之，仍然可能有某些因素會影響態度與實際行為間的關聯性，

因此建議後續的研究可進一步參採計畫行為理論的模式，探討視覺障礙者使用行動觸控設備之認

知與情感態度對行為意向以及其實際使用行為的影響力。最後，本研究參採了科技接受模式的知

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兩個概念，Venkatesh 與 Bala（2008）表示，科技接受模式是一個簡約模型，

但後續的研究可以模式應用於其他研究主題，或選擇符合研究主題的外部變項進行模型的擴充。

因此本研究所建構出的結構方程模式，後續亦可再依研究者的需要擴充影響變項，或是應用於其

他科技系統，例如採用行動觸控設備進行數位學習之接受度及可行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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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various factors on the attitude toward mobile device of students with 

visual impairments (VI) in Taiwan. This study also explore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erceived usefulness (PU) and perceived 

ease of use (PEOU) and verified the structural model of social support, resource possession, and abilities and attitudes 

regarding the use of mobile devices. We redesigned the attitude scal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uggestions of other studies to 

comprise three sections: cognition, affect, and conation. We investigated 144 students with VI above junior high school who 

had ever used mobile devices.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were examined using item analysis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social support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PU and PEOU and an indirect effect on attitude toward 

mobile devices, mediated by PU and PEOU. Possession of resources and knowledge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PEOU and an 

indirect effect on PEOU, mediated by abilities for mobile device use, and consequently exhibited a relationship with attitude. 

PEOU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cognition, affect, and conation. Nevertheless, PU exhibited a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only with 

cognition and conation. Therefore,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provide some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attitude of VI 

students toward mobile devices. First, the researchers suggest the perceived ease of use (PEOU) be considered primarily 

when developing mobile devices, digital tools or applications, in order to accommodate the needs of users with visual 

impairments and to motivate their acceptance of those digital equipments. Secondly, family members, teachers, relatives and 

friends can provide more social support to encourage frequent use of digital mobile devices in people with visual 

impairments. Finally, the researchers will strongly recommend the government to provide sufficient mobile devices with 

related trainings for applying these devices, which will definitely help promote their attitude toward mobile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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