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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數位學習（e-Learning）的方式，透

過全人發展網設計能夠以課餘時間參與的網路活

動 App，藉此希望能提升職場所需的核心能力。數

位學習改變了傳統教與學的方式，但是一般的數位

學習系統較常針對單一主題進行學習，對於跨學科、

跨領域整合的學習機會也比較少。因此，本研究透

過全人發展網，設計一個和品格與關懷有關的 App
「品品禮 2.0」，以活潑有趣的方式來嘗試提升學生

的品格與關懷能力。實驗設計以單組前後測的方式

進行，共計 103 位同學完成八週的活動。實驗結果

發現，使用課程活動 App 的同學在「品格認同」、「關

懷與服務」、「App 使用者品格與關懷活動延伸」等

三個構面並未達顯著影響；而在「誠實與負責」、「尊

重與態度」，以及「品格認知」等三個構面則達到

顯著影響。 

關鍵詞：雲端運算、全人發展網、手機應用程式、

品格、關懷、核心能力。 

 
Abstract 

 
In this study, the e-HO activities Apps are 

designed for students' participation during their spare 
time and wish to improve the core capabilities which 
are necessary at workplace by means of e-Learning.  
e-Learning have been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way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but the general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s are usually designed for some 
specific disciplines with little opportunities for more 
integrative and cross-disciplinary learning exposures. 
Therefore, this study intends to design an App 
“PinPinLi 2.0” related to character and caring through 
the holistic learning environment "e-HO", which tries 
to improve students' character and caring capacities in 
a lively and interesting way. Experimental design 
participants surveying a one-group pretest-posttest 
design, there are 103 students finish all of the 
activities after eight week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articipants don’t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in 
“Character cognition”, “Care and services”, and 
“Character and care activities extension of App users” 
dimensions; but in the “Honesty and responsibility”, 
“Respect and attitude”, and “Character recognition” 
dimensions achie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Keywords: Cloud Computing, e-HO, App, Character, 

Caring, Core Capability. 
 
1. 前言 

現代的大學生除了自我的專業領域學有專精

外，也需要培養資訊公民素養以及建立職場所需的

核心能力，如此才能有助於未來的工作。各家人力

銀行對企業徵才所注重的職能需求進行調查時發

現，現代的企業選才時，特別重視應徵者的品格、

團隊精神、主動積極、溝通協調能力、工作熱誠、

負責任、工作具效率等特質，專業能力反而是可以

學習的。 
近十幾年來，網際網路已經成為這新時代教學

與學習的重要工具之一 [10]，在新興的 Web2.0 時

代[28]，數位學習也從早期的 1.0 時代演進現在的

e-Learning 2.0。然而傳統的師生教學模式及學習內

容也隨著以往的課堂講授漸漸發展成光碟多媒體

學習、遠距教學（Distance Instruction）、數位學習，

以及行動學習（Mobile Learning），以及無所不在的

學習（Ubiquitous Learning）等，這些學習模式的演

進均是利用資訊平台及網路設備不斷進步，讓學習

者可以藉由相同的學習目標進行學習，但目前普遍

學習模式都是針對單一主題進行學習，無法跨學科、

跨領域的整合。傳統的網路學習系統由於結構性較

強，互動多以 BBS 的方式進行，容易使學生在學習

上感到乏味，導致學習意願降低，因而無法達到所

期待的學習效果。但是全人發展網（e-HO）實現一

個全人學習環境適合大規模的「數位居民」使用，

使他們可以常常徘徊在此平台來進行學習，此環境

具互動性，且可以快速的讓同學在學習中接觸其他

領域，達到多元化的學習 [17]。由於 e-HO 的用量

越來越高，因此我們將 e-HO 建置到雲端運算的環

境成為全人雲端網。 
使用智慧型手機的人越來越多，Nielsen在2012

年的一份調查報告指出，今年第一季使用智慧型手

機的人佔了 49%，但到了第三季，已成長到了 56% 
[24]。另一項根據資策會 FIND 在 2012 年 4 月針對

智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的使用調查報告，顯示在使

用智慧型手機的使用者當中，有將近八成的低頭族

用戶（76%）曾經在一個月內到應用軟體商店下載

App，App 應用程式下載者則以相對較年輕、收入

較低、且以學生族群為主 [5]。為了讓同學提升就

業時的核心能力，再加上希望以他們時下所喜歡的

方式來進行學習，本研究透過全人發展網的特性，

設計 e-HO 活動 App 來吸引同學使用，提升品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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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能力，希望在未來就業時有好發展，也藉此探

討不同院別、年級、性別，以及是否修習相關課程

等背景變項的學生，透過 e-HO 活動 App 融入學習

後，對於學生的品格與關懷能力有何影響。 
 

2. 文獻探討 
 

透過有趣的 App，讓同學在學習中無形提升自

我的核心能力，研究相關的議題與技術計有雲端運

算、全人發展網、核心能力、品格能力，以及關懷

能力等，以下將分述之。 
 
2.1 雲端運算 
 

透過 Google Trends 的關鍵字搜尋次數統計功

能，可知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這個名詞是

自 2007 年第 3 季開始興起。雲端運算這個名詞是

Google 的執行長 Eric Schmidt 於 2006 年提出，其重

要的概念是「透過網際網路運算」[6]，之後就出現

各式各樣不同的定義。Foster 等人指出雲端運算是

一個大規模的分散式運算模式，它具有經濟規模，

並透過網際網路提供外部客戶資源的需求，在一個

抽象、虛擬化、動態可擴展的資源池，其可管理運

算能力、儲存、平台以及服務 [12]。Weiss 說明雲

端運算將虛擬化（virtualization）技術運用於運算及

儲存上，建立下一代數據中心，以提供可靠的服務，

使用者可依需求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進入應用程式 
[32]。Hayes 指出雲端運算是一個提供基礎設施的新

模式，這個模式將基礎設施移轉至網際網路上，以

降低管理硬體和軟體資源的成本 [14]。Sun 於 2009
年提出的白皮書中將雲端運算架構部署模式分為

公用雲（Public Cloud）、私有雲（Private Cloud）及

混合雲（Hybrid Cloud）[31]。依據服務的層次可分

為軟體即服務（Software as a Service, SaaS）、平台

即服務（Platform as a Service, PaaS）、基礎設施即

服務（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IaaS）三個部份

（Jones, 2008），在過去的經驗裡，我們曾經成功以

Eucalyptus [26][27]和 OpenNebula 建置私有雲端

（private cloud）運算環境 [19][20]，本研究也採用

國網中心的 Formosa cloud (http://formosa5.nchc.org. 
tw) 來建置 e-HO cloud。 

 
2.2 全人發展網 
 

近五年中原大學發展全人教育，導入數位化，

成立全人發展網（e-HO, http://ge.cycu.edu.tw），e-HO
是以跨領域的學習環境，以使用者生成內容（UGC）
的概念助於學習者激勵學習和互動，提供一個自主

學習環境。當中學校以成果導向概念發展學生能力

基本地圖（C-map），透過能力指標系統衡量學生基

本能力，制定八大能力指標，有四項指標為品格教

育的能力，透過品格教育數位化，以全方位整合跨

領域學習，藉此學生能學習不同類型的教學內容和

課餘學習，達到全方位教育的目的。 

 
2.3 核心能力 
 

Spady 認為學生學習的成效重點不在於學業分

數，而強調學生學習後的學習成果，以學習成效和

明確制定畢業生能力，學生畢業後能達成任務性質

所該具備的能力 [30]。King & Evans 指出，成果導

向教育是一種能促使學生在傳統教學內容上學習，

增長能力和行為發展的課程方式，其基本教育的理

念是假設所有學生均是卓越的，能互相學習合作，

學校能幫助學生找到成功的方式 [16]。Brandt 認為

成果導向教育實施應掌握明確的學習成果、擴展學

習機會、高期待，以及回歸基本課程設計等四項原

則 [9]。成果導向是為學生學習後的成果，以往傳

統的衡量學生能力方式是以學生學業分數作為能

力之參考，而成果導向著重的是學習後的學習成效

和明確制定畢業生之能力，學生畢業後能達成任務

性質所該具備能力，依學習成效之成果決定所具備

的制定能力。王玉麟等人將核心能力解釋為依學校

規劃發展方向與產業需求訓練個體在各領域中需

要的關鍵能力 [2]。核心能力一詞國內外有許多學

者對其論述，個體若具備核心能力，可以比其他競

爭者具較多的技能 [18]，這種獨特的特徵對於潛在

事業具極大的幫助。Long & Mary 則認為核心能力

是一種技巧、知識、技術兼備的能力，具有特殊的

特質優勢 [23]。核心能力通常需要在就業前養成 
[13]，王保進將核心能力視為乃學生畢業時所具備

的專業知識、技能及態度 [1]；李坤崇也說明核心

能力是就業前應具備的中心、主要、重要且具競爭

力的才能，是學生畢業時所具備的專業知識、技能

及態度 [3]。綜上所述，在高等教育中，培養「一

般能力」與「專業能力」使個人能力增強，不論是

個人發展或組織合作關係皆具重要的影響力。因此

本研究引導學生使用 App 參與 e-HO 活動，希望能

提升品格指標的核心能力。 

 
2.4 品格能力 
 

近年來政府積極推導品格教育以及社會關懷

服務，透過學習與活動發展良好的道德以及培養社

會和生命關懷的價值觀。Lickona 認為品格教育追

求的是助於學生表現出有禮的行為 [21]。品格教育

是指教導學生從事善良的活動，透過教育的教導與

傳授品格的理念，促使學生發展品格論理與關懷情

懷的一個歷程，著重於品格素質與內涵。Lickona
認為品格教育是以善良、道德和行善協助學生內化

良好行為之認知和習慣，就由教育的過程促進個人

發展倫理責任與人文關懷教育活動 [22]。品格是個

人習慣的總和，因此品格教育是培養個人成長中的

習慣歷程。而品格教育目的是教導學生建立自我的

「核心價值」，核心價值界定了個人與民主社會中

應盡的義務與責任，促進個人與群體向「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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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以增進人類福祉。Berkowitz 等人研究讓學生實踐

認識善良、喜愛善良，以及做出善良 [7]。Otten 認

為品格教育含有多元的意義，是個人成長中，透過

教育與學習改變的歷程，主要含有發展道德認知、

情緒學習、道德教育、生活技能、健康教育，以及

解決衝突等方面 [29]。綜上所述，品格教育追求的

是幫助學生表現仁慈、有禮與持續的自律行為，學

習善良的習慣，以多元道德認知、情緒學習與道德

教育促使個人學習成長中的一個歷程。品格教育目

的是教導與告訴學生如何從事善良，是透過師與生

之間的互動傳達，而本研究所指的品格教育是透過

網路活動和 App 進行互動，透過品格相關的議題引

導學生對品格認知看法的評論與討論，激發出不同

的認知與認同看法，促進品格之能力。因此本研究

設計品格與關懷能力量表來觀察學生參與 e-HO 活

動 App 後的品格能力影響。那麼品格能力如何衡量

呢？衡量品格的能力，可以利用有效的量表來衡量

品格教育的相關活動。Kinnamon 認為品格的核心

包含誠實、尊重、責任、信賴、素養和關懷的能力 
[15]。Barlow 等人以領導者所具備的品格特質研究

中，衡量完整性、誠實、忠誠、無私、同情、能力、

尊重、公平、決定性、負責和自律、決斷，以及讚

賞和合作等 12 個構面 [8]。潘正德與李清義在中原

大學品格教育的實踐與反思研究中，衡量品格的態

度、認知、認同，以及培養等四個構面。本研究採

用「誠實與負責」、「尊重與態度」，以及「認知與

認同」為主要衡量指標 [4]。 

 
2.5 關懷能力 
 

Davies 認為關懷是一種生理、心理及情緒上的

型態，必須委託他人在身體及成長的方面撫養或照

料 [11]。關懷與參與從事活動可透過服務學習課程

幫助於他人，除了志工服務學習之外，透過日常生

活中對周遭事物的關懷照護和朋友間的關懷，可促

使社會發展與增進福祉。關懷除了自己以外，對於

周遭事物的關心也是一種關懷，周遭事物包含親人、

朋友、陌生人，以及動植物等，關懷可使對方感受

到溫暖與關心。Noddings 提出六項關懷主題，分別

是關懷自己、關懷親密與周遭熟識之人、關懷不熟

識之人、關懷動植物及自然環境、關懷人為世界，

以及關懷理念 [25]。使得對自我的理解，了解被關

懷者的感受，發展出關懷的關係。也能使不相識的

人能感受到關懷，讓自己感同身受。除此之外，對

於世界上的生物與環境抱持關懷的角度，也能觀察

人類文明的價值，培養以人為出發點的關懷，最後

使人體會人生的道理。所以關懷可以是一種生理、

心理及情緒上的型態，以愛為主傳遞，因此本研究

設計的活動以關懷議題傳達學生產生同理心與認

同，促進對事物的關心與朋友間相互的關懷，達到

和諧幸福的感受。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透過前、後測量表與訪談分析，來了解

學生使用 e-HO 活動 App 後，是否可以提升品格和

關懷能力。 
 

3.1 全人雲端網（e-HO Cloud） 
 

為了讓全人發展網運作順暢以及克服負載問

題，首先將全人發展網建置在雲端運算環境上，行

程新的全人雲端網。採用 IaaS 的架構方式，之前我

們曾經成功以 Eucalyptus 和 OpenNebula 建置私有

雲端運算環境，這一次則採用國網中心的 Formosa 
Cloud 來建置。 

 
3.2 課程活動 App 
 

在學習活動設計上，我們發展出品格與關懷的

學習活動共計八周，每周提供一個主題，透過 App
和全人雲端網回應發表，讓同學可以親身經歷，了

解品格與關懷的意義，活動設計舉隅可以如表 1 
所示，內容可以是文字、影片、動畫、漫畫、擴增

實境、遊戲等不同多媒體型式的呈現，兩個活動

App 畫面擷取如圖 1 所示。 
 

表 1 品格與關懷能力活動 App 內容舉隅 

主題 活動內容 預期目標 

品格與 

生活 

（自拍 

影片） 

在某個聚餐的夜晚，眾人齊聚一堂，當

一陣寒暄過後，點菜上桌後，大家的動作似

乎是先拍照標記打卡，後面就開始埋首在低

頭族的行列中，但也忽略的以往與人對談時

的尊重，整個聚餐卻是一半時間以上在當低

頭族。 

了解品格

對於日常

生活的影

響 

典範人物 

不凡的 

慷慨 

（影片） 

典範人物陳樹菊的故事，平民英雄陳樹

菊被美國時代雜誌列為百大影響人物，她默

默行善數十年。當年她母親難產，醫院說如

果沒繳保證金就不開刀，等到父親籌到錢

時，媽媽已經斷氣了，死前緊握平民英雄陳

樹菊的手，因此陳樹菊發誓長大有能力一定

要幫助別人。請問你從陳樹菊身上有學習或

感受到甚麼？ 

讓學生從

典範人物

身上，了解

品格的意

義。 

 

  

圖 1 活動 App 畫面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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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實驗設計 
 

在實驗設計方面，以「品格與關懷能力量表」

來衡量學生使用 e-HO 活動 App 後，是否對品格和

關懷能力有幫助；並且探討不同年級和性別等背景

變項的學生，透過 e-HO 活動 App 融入學習後，對

於學生的品格和關懷能力有何影響？根據研究問

題，提出四個假說： 
H1：品格活動 App 可以提升學生的品格能力。 
H2：關懷活動 App 可以提升學生的關懷能力。 
H3：學生的年級和性別等不同背景變項，對於品格

能力有影響。 
H4：學生的年級和性別等不同背景變項，對於關懷

能力有影響。 
 

經過課程活動設計後，採取實驗前與實驗後的

方式探討課程活動與品格與關懷能力間的影響，以

中原大學修習通識課程學生為實驗對象。自變項為

教學活動與學生的性別、年級等背景變項，依變項

為實驗後量測所得之分數。實驗前，學生先填寫「品

格與關懷能力量表」，藉此得知學習者進行活動前

的量表分數。經過八周使用智慧型手機 App 的活動

實施後，再讓學生接受一次「品格與關懷能力量表」

衡量，得到實驗後的量表分數。本研究的實驗設計

分成實驗前測、實驗處理，以及實驗後測三個部分，

採用前實驗設計（pre experimental design）中的「單

組前後測設計（one-group pretest-posttest design）」
以單一組的方式進行實驗。在研究工具方面，使用

量表、學生回饋問卷，以及質性訪談。其中「品格

和關懷能力量表」係參考文獻自行發展，品格能力

衡量「誠實與負責」、「尊重與態度」、「品格認知」，

以及「品格認同」四個構面；而關懷能力主要是衡

量「關懷與服務」構面。在質性的資料蒐集上，採

事後半結構式訪談法和學習者進行面對面訪談，由

前、後測中各個不同分數組別的同學隨機抽取。 
資料分析與詮釋則對量化資料與質性資料進

行分析。實驗對象為中原大學學生，年級、性別皆

不同，提供實驗的參與者使用 e-HO 活動 App，藉

此觀察學生在使用此 App 後對品格與關懷能力的

影響。 
實驗的前測與後測成績以成對樣本 t 檢定統計

分析，來了解實驗組經過八周的活動之後，學習成

效是否有達到顯著差異；接著以多變量分析探討年

級和性別對於學生品格與關懷能力是否有影響。在

差異性分析部分，進行敘述性統計、不同性別對各

個構面的差異分析（使用 ANOVA 分析男女間能力

的差異）、不同年級對各個構面的差異分析（達顯

著的因子再進行 Scheffe 事後檢定），以及透過手機

發表次數多寡對各個構面的差異分析。這些分析均

包含前-後測資料，前-後測資料的敘述性統計分析，

主要計算量表填寫後各個構面的平均值（Mean）和

標準差（SD），後測資料的敘述性統計表再加上和

前測資料的差。 

4. 實驗結果與討論 
 

4.1 因素分析 
 

本研究在 254 份有效樣本中，男性為 83 位，

佔 33%，女性為 171 位，佔 67%，以此進行因素分

析，去除獨立和因素負荷量小於 0.5 的問項後，共

計 29 個問項，如表 1 所示。其中 Cronbach’s α值

為 0.85，在 0.7 以上表示問卷具有好的可靠性，而

問卷效度採用專家效度，編製專家意見調查表，由

六位專家針對各題項給予適度修改，以提升內容效

度。 
 

表 1 因素分析後之品格與關懷能力量表問項 

誠實與負責 
1. 與人接觸時，我通常會誠實面對他們。 
2. 不論碰到什麼事，我通常會誠實面對事情。 
3. 人的成功需要誠實面對每一件事，而不是以應

付的方式完成。 
4. 我通常會以負責的態度完成每一件事情。 
5. 即使需要付出一些代價，我也願意完成我應該

做的事。 
尊重與態度 

6. 與人接觸時，我通常會尊重對方的感受。 
7. 與人說話時，我通常會專心傾聽對方。 
8. 日常生活中，我會尊重任何人。 
9. 與人相處時，我通常會以正向的態度面對他

們。 
10. 人的成功需要以一個好的態度完成事情，而不

是草草應付。 
品格認知 

11. 我了解成功條件不在聰明，而是人格特質。 
12. 大多數品格典範人物都有他們的理想或目

標。 
13. 了解品格的意義，使我更樂於貢獻自己的力量

給社會。 
品格認同 
14. 了解品格的意義，使我對自己的未來和潛力有

更大的期許。 
15. 我同意品格對我現今求學與未來工作都有很

大的幫助。 
16. 我認同品格與態度對人生的重要性。 
17. 我認同品格對我生命成長具有正面的意義。 
18. 良好品格的人常常帶給我的人生重要啟發和

影響。 
關懷與服務 
19. 我常常會主動關心周圍的人。 
20. 我做任何事時，通常會事先考慮他人的感受。 
21. 我常常樂於幫助別人。 
22. 我常常希望別人生活過得更幸福。 
23. 我常常願意去減輕別人的負擔。 
24. 我會透過報章雜誌去關心社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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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使用者品格與關懷活動延伸 
25. 透過 App 參與「品格與關懷」活動，讓我對

e-HO 的其他活動更感興趣。 
26. 透過 App 參與「品格與關懷」活動看到他人的

留言，即使不同意也不任意謾罵，會予以尊

重。 
27. 透過 App 參與「品格與關懷」活動對我有正向

的意義。 
28. 我會透過 App 關心朋友的近況。 
29. 我會透過 App 了解社會時事。 

 
4.2 資料分析與討論 
 

後測階段之有效樣本共 103 位，男女比例為男

生 36.89%、女生 63.1%，年級比例分別為大一 16.5%、

大二 26.21%、大三 32.03%、大四 11.65%、大五 0.97%、

研究所 12.62%，學院比例分別為人育學院 11.65%、

商學院 40.77%、理學院 14.56%、工學院 9.7%、設

計學院 3.88%、電資學院 17.47%、法學院 1.94%。

分析前測構面的平均數與標準差，在「誠實與負責」

平均數為 3.98、「尊重與態度」平均數為 4.10、「品

格認知」平均數為 4.06、「品格認同」平均數為 4.16、
「關懷與服務」平均數為 3.85、「App 使用者品格

與關懷活動延伸」平均數為 3.53；後測則分別增加

0.18、0.20、0.28、0.12、0.15，以及 0.15，顯示在

「品格認同」、「關懷與服務」、「App 使用者品格與

關懷活動延伸」等三個構面成長幅度不大，受試者

在品格的認同並不會因為短期活動而有大幅度的

成長。 
經 ANOVA 分析後，性別的差異在「關懷與服

務」之構面具有顯著影響，以平均數比較後發現女

生平均數大於男生，顯示在「關懷與服務」構面中，

女生對於關懷與服務的議題具有感受上的影響。在

年級差異上，「品格認知」具有顯著差異，以 Scheffe
事後檢定後，發現在受測者顯著為大一及大四，表

示這兩個年級的受測者經過學校提倡的通識課程

與全人教育後，對於六個構面上具有差異。透過手

機發表次數越高者，則有助於自己在品格與關懷能

力上有所影響，在「品格認知」及「App 使用者品

格與關懷活動延伸」中，有顯著的影響，反之另四

個構面則影響較不顯著。 
以成對樣本 t 檢定來比較前後測之差異，在「誠

實與負責」之後測平均數高於前測 0.24，達顯著性；

在「尊重與態度」之後測高於前測 0.30，達顯著性；

「品格認知」之後測高於前測 0.31，達顯著性；「品

格認同」之後測高於前測 0.17，未達顯著性；「關

懷與服務」之後測高於前測 0.17，達顯著性；「App
使用者品格與關懷活動延伸」之後測高於前測 0.56，
達顯著性。結果說明，在受測者參與活動前後比較

後，「品格認同」、「關懷與服務」，以及「App 使用

者品格與關懷活動延伸」未達顯著性，並未因為參

與活動後而有明顯的影響。以成對樣本 t 檢定來比

較前後測男生的差異，在「誠實與負責」之後測的

平均數高於前測 0.01，未達顯著性；在「尊重與態

度」之後測高於前測 0.17，未達顯著性；「品格認

知」之後測高於前測 0.06，未達顯著性；「品格認

同」之後測低於前測 0.01，未達顯著性；「關懷與

服務」之後測低於前測 0.06，未達顯著性；「App
使用者品格與關懷活動延伸」之後測高於前測 0.04，
未達顯著性。結果說明，在受測者參與活動前後的

比較，品格與關懷能力並未因為參與活動後而有明

顯的影響。以成對樣本 t 檢定比較前後測女生的差

異，如表 1 所示。在「誠實與負責」之後測平均

數高於前測 0.38，達顯著性；在「尊重與態度」之

後測平均數高於前測 0.38，達顯著性；「品格認知」

之後測平均數高於前測 0.46，達顯著性；「品格認

同」之後測平均數高於前測 0.27，達顯著性；「關

懷與服務」之後測平均數高於前測 0.3，達顯著性；

「App 使用者品格與關懷活動延伸」之後測平均數

只略高於前測 0.07，未達顯著性。結果說明，女生

參與活動前後的比較上，在「App 使用者品格與關

懷活動延伸」上未達顯著性，「品格認同」也未能

因參與活動後而有明顯的影響。 

表 1 前後測女生成對樣本 t 檢定差異表 

構面 平均數 標準差 顯著性(雙尾)
誠實_前 3.88 0.67 

0.001*** 
誠實_後 4.26 0.56 
尊重_前 4.00 0.69 

0.000*** 
尊重_後 4.38 0.50 
認知_前 4.00 0.67 

0.000*** 
認知_後 4.46 0.54 
認同_前 4.11 0.72 

0.014** 
認同_後 4.38 0.57 
關懷_前 3.81 0.62 

0.002** 
關懷_後 4.11 0.51 
APP_前 3.61 0.79 

0.598 
APP_後 3.68 0.75 
*p<0.05; **p<0.01; ***p<0.001 
 
在受測樣本中，「App 使用者品格與關懷活動

延伸」在參與活動後未達顯著，經過性別差異分析

後，發現在「誠實與負責」、「尊重與態度」、「品格

認知」、「品格認同」、「關懷與服務」上女生是有顯

著差異的，顯示經由參與活動後影響了女生，且男

生在參與活動後皆未達顯著性，顯示在參與活動後

男生並未有太大的影響。 
 

4.3 質性資料 
 

在質性訪談方面，歸納使用者表示的「參與活
動中，透過觀看了同學的發表與迴響討論，透過活
動後更加了解品格與關懷的觀念是多麼重要。」、

「在陳樹菊的故事中，樂於助人的精神，讓我覺得

認同他的理念與理想，也期勉自己能夠開始幫助需

要幫助的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志工服務，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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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的志工服務也許只是為了升學或工作，並非
出於自願的，感覺自己應該要更加的積極參與關懷
弱勢及志工。」，以及「手機發表在使用上，因為
需要輸入所以便利性，會成為我使用發表或參與活
動便利性考量因素。」這四點，對照量化的實驗結

果可以當成強化的資料說明。 
 

5. 結論 
 

本研究探討透過「品品禮 2.0」活動 App 對品

格與關懷能力的影響，在不同的背景變項對「誠實

與負責」、「尊重與態度」、「品格認知」、「品格認同」、

「品格關懷」，以及「App 使用者品格與關懷活動

延伸」等六個構面的影響。透過成對樣本 t 檢定分

析八周活動的前後測樣本，發現參與者在「誠實與

負責」、「尊重與態度」、「品格認知」等三個構面具

顯著影響。其中發現性別對於品格與關懷能力具有

差異，男生參與活動後，在這三個構面的表現皆不

顯著；而女生參與活動後，在「誠實與負責」、「尊

重與態度」、「品格認知」、「品格認同」，以及「品

格關懷」等構面均有顯著影響。透過手機發表次數

越高者，則有助於自己在品格與關懷能力上的提升，

對於「品格認知」和「App 使用者品格與關懷活動

延伸」這兩個構面會有顯著的影響。透過活動 App
中的影片與漫畫傳達關懷與服務的重要性，可以了

解品格與關懷對自我成長是有意義的；而活動 App
傳達理念與觀念，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執行，更能

提升自我品格和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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