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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之目的主要是為探討彰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網路使用與學業成績之間的關係。對於本研究的進行，研究者將探討「

國小六年級學生背景」、「網路使用行為」及「學業成績」等變項間的關係。 本研究以彰化縣北斗鎮303位國小六年級學

生為調查樣本，以問卷調查法蒐集資料，有效問卷293份。研究工具為修編「國小學生網路使用行為調查表」，所得資料

以卡方考驗及單因子變異數等統計方法進行資料分析，研究結論如下： ㄧ、國小學生網路使用地點主要在家中，每週上網

時間以1~2小時為最多，最主要的上網活動為線上遊戲為最高。 二、家長社經地位愈高，學生就愈早開始接觸網路。 三、

國小學生教育學習類的網路活動使用頻繁度愈高，其學業成績表現愈佳；但線上遊戲類使用頻率愈高，學業成績表現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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