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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在針對台灣國小高年級學童的使用網路遊戲現況做調查，瞭解國小高年級學童的參與網路遊戲時間與學習成就的相

關性，探究家長涉入、網路遊戲、同儕影響與學習成就間是否具有某種關連性？同時找出研究中具有在網路遊戲中網路成

癮高危險群的使用者，分析其在網路遊戲類型、學習成就、家長涉入與同儕影響傾向等方面的差異。

過去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大部分的研究都將焦點集中在研究學童參與線上遊戲與學業成就的關連性研究，但並未針對同

儕的影響與家長的涉入情形的相關進行探討，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藉由相關文獻的探討，研究國小高年級學生參與網路遊

戲與學習成就之關聯，進一步將家長涉入與同儕影響的部份進行相關之探討。希望透過對國小學生的研究，讓更多的家長

及教師先進了解國小學生在上網動機為何？學生在使用網路的行為方面有那些不同？希望研究結果對教師在進行教學時對

於學生實務工作上能有所助益，並協助學生學習適宜的網路遊戲使用行為與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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