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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瞭解不同背景變項間的國小高年級學童之電腦網路使用狀況、自我效能與人際關係的差異情形。其次探

討自我效能與人際關係的相關，再次分析自我效能對人際關係的預測作用。 本研究以國小高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選取台

中縣市十六所國小，共525位學生為研究對象，所得資料並以SPSS12.0統計軟體進行描述性統計、t-考驗、卡方考驗、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Scheffe事後比較法、Pearson積差相關、多元迴歸分析進行統計分析。 本研究有下列主要發現： 一、國小

高年級學童的電腦使用狀況： 1.國小高年級學童初次電腦網路使用的時間約在國小一年級。 2.整體言之家庭連網率達91﹪

。 3.最常使用電腦網路地點主要在家中，最少是網咖。 4.平均每週電腦使用次數以每週兩、三次所佔的比例最高。 5.每週

平均使用電腦時數是以5小時以內所佔的比例最高。 6.受試者常進行的電腦網路活動是線上遊戲、搜尋資料以及即時

通(MSN)聊天。 二、不同背景之國小高年級學童的電腦使用狀況、自我效能和人際關係有顯著差異。 三、不同電腦使用狀

況之國小高年級學童的自我效能和人際關係有顯著差異。 四、國小高年級學童的自我效能和人際關係有顯著正相關。 五

、國小高年級學童的自我效能對人際關係有顯著的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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