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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部將「資訊素養與倫理」列為資訊教育重大議題且為克服因軟體授權費用造成教學上的阻礙，成立自由軟體推廣組織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釐清自由軟體教學是否能有效提升國小學生「資訊倫理態度」及「資訊倫理行為」。採用準實驗設計

法，研究樣本為彰化縣某國小四到六年級學生共207人，進行共20節課的自由軟體教學，於課程前、後填寫問卷，內容包

括「資訊倫理態度」與「資訊倫理行為」量表，各包含財產權、隱私權、言論自由、線上遊戲等四大議題。問卷回收後以

描述統計、配對樣本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交叉分析進行分析。本研究主要結果如下： 一、自由軟體教學能提昇資

訊倫理態度與資訊倫理行為。 二、國小女生在資訊倫理行為上優於國小男生。 三、每週上網一小時以內的學生在資訊倫

理行為上優於四到七小時的學生。 四、國小六年級學生在「財產權」、「隱私權」的態度最好。 五、國小五年級學生在

「財產權」、「線上遊戲」的行為表現最好。 六、國小四年級學生在「言論自由」的行為表現最好。

關鍵詞 : 資訊倫理、準實驗設計法、自由軟體、財產權、隱私權、言論自由、線上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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