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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許多研究顯示學習風格影響學生的學習效率，因此，教師對於 學生的學習風格若是能了解，對於學習風格設計適合的教材

及教學 方式，則能使學生的學習更有成效。 由於現今是一個資訊時代，資訊已成為每個國民重要的工具， 而現階段國小

資訊教育主要目標即為培養學生的資訊素養。 本研究旨在探討彰化縣國小學生不同學習風格對資訊素養的影 響，以提供

具體建議供主管教育機關、學校、教師以及家長作為參 考。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以彰化縣國小高年級學生為採樣對象

， 研究主要依據相關文獻探討的結果，編制「國民小學學生學習風格 與資訊素養量表」作為研究工具。調查問卷有效回

收率為94.5％。 透過統計方法將問卷調查資料進行分析。研究後的主要結果如下： 一、彰化縣國小高年級學生學習風格分

佈以視覺型學習風格、動覺 型學習風格較多，聽覺型學習風格較少。 二、彰化縣國小高年級學生資訊素養能力有不錯的

水準。 三、不同學校規模、性別之學生其學習風格並無顯著差異。 四、六年級學生在聽覺型學習風格上的偏好高於五年

級學生。 五、學生資訊素養會隨著學校規模、年級、家中有無電腦或網路設 備、每週使用電腦時數多寡、父母是否支持

學習電腦、家中是否有 人可請教電腦問題、家中是否有電腦相關書刊雜誌之不同而有所差 異。 六、視覺型學習風格與資

訊科技的認識達顯著相關。 -iv- 七、聽覺型學習風格與資訊素養無顯著相關。 八、動覺型學習風格與資訊素養有顯著相關

。

關鍵詞 : 習風格、資訊素養、國小高年級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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