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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對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的激烈競爭，各個先進國家無不以改 善資訊環境、提升國民資訊素養列為重點施政方針，以期能增

加 國家的競爭力。本研究旨在探討彰化縣國小高年級學生有關資訊 素養的調查研究，希望藉由本研究能瞭解彰化縣推展

資訊教育的 現況，並進一步對未來資訊教育的實施上提出建言。 本問卷將資訊素養分成電腦素養、網路素養、媒體素養

、資 訊人文素養四個構面。本研究以彰化縣國小高年級學生為母群 體，共抽取智類學校6 所、仁類10 所、勇類6 所，總共

發出問卷 1540 份，回收1344 份，回收率87.27%，扣除無效問卷44 份，有 效問卷1300 份，可用率為84.48%。經統計分析

後得知，學生資 訊素養會依學校規模、性別、年級、每星期打電腦時間、父母親 是否會用電腦、家中有沒有電腦、家中

可不可以上網而有所差 異，和學校是否為資訊種子學校、是否參加過校外電腦課程則無 差異。 根據研究結果向教育主管

機關、教育工作者、家長提出以下 建議：(1)正視城鄉差距、數位落差的情形。(2)提升教師資訊素 養，鼓勵資訊融入教學

。(3)適度增加學生接觸電腦的時間。(4) 發揮資訊種子學校推展資訊教育的領導角色。(5)充實家庭中的電 腦及上網設備

。(6)親子共學，營造家中良好的資訊學習環境。如 此才能全面提升學生的資訊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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