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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對全球化與自由化知識經濟的時代，政府必須落實資訊教育 向下札根的目標，與實施資訊普及化的理想。但是要全面實

施資訊 普及化，原住民地區因資訊環境的不完善，容易造成數位落差。本 研究旨在探討不同文化背景下，其資訊環境與

學生資訊素養之關聯 性，進而瞭解問題並謀求解決途徑。根據研究分析所得之建議，幫 助學校改進資訊環境，並積極提

昇原住民地區小學學生之資訊素養 。 本研究即透過參考國內外相關之文獻探討，設計適合的問卷與 測驗卷，對南投縣信

義鄉與南投市小學網管教師及高年級學生進行 問卷調查與測驗。所得資料以統計分析軟體進行資料分析，透過描 述性統

計法、獨立樣本ｔ檢驗、相關分析等分析法，得知不同的文 化背景下，其學生資訊素養有差異，而資訊設備與學生資訊素

養亦 有其正相關。 根據研究結果，建議政府能儘快為原住民學校實施資訊設備汰 舊換新的工作；寬列經費及擴編資訊組

長職務；積極培訓網管專門 人才，加強網管能力；強化網路連線架構及提升伺服主機效能；加 強教師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的基本能力，進而全面提升原住民學生資 訊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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