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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櫻珍、黃寶園     高職學生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手機依賴傾向 

與人際互動關係之研究  

 

 
 

高職學生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手機依賴傾向 

與人際互動關係之研究 

 

王櫻珍＊  黃寶園＊＊ 

 

摘要 

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高職學生智慧型手機的使用行為、依賴傾向與人際互動的

現況及其之間的關聯性。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以臺中市高職學生為研究對象，使

用「高職學生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依賴傾向與人際互動關係問卷」為研究工具。

問卷資料以描述統計、t 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卡方考驗、皮爾森積差相關等方

法進行分析。研究結果顯示臺中市高職學生智慧型手機的持有率高、使用頻率高，

手機使用行為偏重娛樂及聯繫兩大功能。男生使用手機次數較多，女生使用手機聯

繫功能較多；一年級偏好訊息蒐集功能。三年級手機依賴傾向較高。女生人際互動

優於男生；一年級在部份人際互動層面的表現較好。手機聯繫功能的使用行為與心

理焦慮及同儕互動有低度相關，但學生手機依賴傾向與人際互動之間沒有顯著相關。

高職學生智慧型手機使用頻率雖高，但整體而言並沒有明顯的手機依賴傾向，也不

影響其人際互動關係。 

 

關鍵詞：高職學生、智慧型手機、手機使用行為、手機依賴傾向、人際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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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政霖     由貝登堡的警探生活論童軍活動課程之 

內容與教育意涵  

 

 

 

由貝登堡的警探生活論童軍活動課程之 

內容與教育意涵 

 

李政霖 

 

摘 要 

本研究目的為利用數本貝登堡傳做為文本，分析出童軍活動在警探術之來由，

經由瞭解貝登堡的警探生涯得知童軍活動的原始意涵與教育哲理。由貝登堡幼時與

求學階段到軍旅生活的自然生活經驗和警探術的運用，成為童軍運動中的活動。他

將警探術由技能層次昇華至心理層面，發展人們的品格、重視健康的身體和公民責

任和態度。童軍運動的教育哲理即為貝登堡 3Hs 的觀點：快樂、健康、有用的公民。

由貝登堡的生命史，童軍教育人員應再次省思童軍精神和童軍教育的價值，反思童

軍活動課程設計與實施是否符合童軍教育的教育內涵，進行真正的童軍教育活動。 

 

關鍵詞：貝登堡、童軍活動、童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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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彩岫     教學文化之研究︰以兩所國民小學的教學觀察為例
 

 

 
 

教學文化之研究︰ 
以兩所國民小學的教學觀察為例 

 

 

林彩岫 

 

摘要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以 Lortie 教學文化的三個取向（保守主義、個人主義及

現時主義）為架構，綜合 Lortie、Hargreaves, A.、Hargreaves, D. H.等的相關文獻來

重新界定其內涵，並且透過臺灣國民小學教育人員的教學觀察經驗，以了解臺灣教

學現場顯現出三個取向的情形。 

本研究以訪談法蒐集資料，採用半結構的訪談大綱來對兩所國民小學現職校長

2 位、教務主任 2 位以及未兼任主任職務教師 8 位進行訪談，共計有 12 位研究參與

者。每位訪談時間在一小時左右，訪談皆在參與者同意之下錄音並謄為逐字稿。 

本研究結論如下： 

一、保守主義方面，教師對教學觀察有抗拒與質疑者、也有順服進行者，但順服是

以形式主義的方式而運作。 

二、個人主義方面，教學觀察確實能使教師走出教室與其他教師交流，但是老師仍

以其特有的自主性來因應教學觀察，而時間的壓力以及疆界的維持則影響其教

學觀察的成效。 

三、現時主義方面，聚焦在教師對快速習得有效教學知識與技巧的期盼，此項應該

可視為說服教師進行教學觀察的動力或理由，然而由於其支離破碎姓，而影響

教學成為一門具有「技術知識」之學的可能。 

 

關鍵詞：教學文化、教學觀察、Lortie 的三個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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