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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數位落差主要有兩個層面，一是以「量能」來探討近用問題，另一是以「質能」論述個人的資訊素養。過去的研究結果顯

示，量能的數位落差缺口已逐漸縮小，取而代之的是質能上的資訊素養。許多研究指出師生的資訊素養落差可能造成學生

學習與師生互動障礙，因此，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國小師生資訊素養的落差現況與資通訊科技使用互動障礙之關係。以台中

市公立小學高年級班級為對象，分層隨機抽取26所學校共26班的師生填寫問卷，回收有效問卷共計25位教師、762名學生

。利用敘述性統計、t檢定、皮爾森積差相關與簡單線性迴歸等方法進行資料分析以驗證各項假設。結果顯示：師生在資

訊科技概念、網際網路的認識與應用、資訊科技與人文素養統整的認知等構面對資通訊科技使用的情意相處障礙與行為管

教障礙各有顯著相關。根據上述結果，本研究建議：(1)學校行政單位應配合資訊教育評鑑要點加強資訊倫理與法律的宣導

。(2)教師應積極投入資訊素養相關的教師專業成長研習。(3)教師應本著專業輔導知能結合資訊素養，針對學生個別差異提

供最適當的溝通與互動。(4)培養學生保護個人資訊和隱私權，利用網路學習時應顧及?面深入與橫向廣泛探勘，以及資訊

的綜合組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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