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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為國民小學在教育改革方案中，有關資訊教育之資訊科技融入學習推展情形；主要目的在探討國小學童在面對資訊

科技融入學習時，產生之電腦焦慮與學習態度的關係。 本研究是以臺中縣潭子鄉公立國民小學六年級學童為研究母群，採

集群隨機抽樣抽取三所學校，602位學童為研究樣本，實施問卷調查；問卷回收596份，回收比率99%，有效問卷568份。 

結果本研究發現，國小六年級學童之電腦焦慮及學習態度，在性別、家庭結構、家長社經地位及電腦使用率等方面皆有顯

著差異；而家中是否有電腦及學校所處區域等方面，則均無顯著差異；至於族群方面，在電腦焦慮方面有顯著差異，在學

習態度方面則無明顯差異。 國小六年級學童的電腦焦慮與資訊科技融入學習態度，兩者呈現高度負相關；亦即電腦焦慮愈

明顯之學童，當面對資訊科技融入時，其表現出來之學習態度愈不好。 而有關預測力方面，本研究結果顯示，上述七個不

同背景變項，能聯合預測資訊科技融入之學習態度27%之變異量，預測力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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