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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現今是資訊的時代，資訊是每個國民重要的工具，各國都努力的提昇國民的資訊

素養，我國政府也極力推動資訊教育。本研究主要在探討現階段國民小學學生之資訊

素養能力及其相關因素，了解國小學生是否有足夠的資訊素養利用資訊及資訊科技，

以解決問題，自主學習、終身學習。根據研究分析所得提出建議，作為主管行政機關、

學校、老師及家長在提昇學生資訊素養之參考。  

本研究參考相關文獻，針對雲林縣北港鎮 92 學年度國小高年級學生施以問卷調

查。總計發出問卷 465 份，回收 442 份，回收率 95%，可用有效問卷為 435 份，可用

率 98%。測驗所得資料以 SPSS 10.0 套裝軟體進行資料分析，統計分析後得知，雲林

縣北港鎮各國民小學高年級學生資訊素養能力有不錯的水準。其資訊素養能力會隨著

性別、是否參加校外電腦課程、每週使用電腦的時間、父母親是否支持學習電腦、家

中是否有人可請教電腦問題、家中有無個人電腦、家中電腦可否連上網路、家中是否

有電腦書刊雜誌之不同而有所差異。  

根據研究結果建議主管行政機關能補助各校設置班級電腦網路環境及充實資訊

設備，加強各校及社區圖書館的軟硬體設施。學校應鼓勵老師進修研習提升本身資訊

素養，且在進行資訊課程時能訓練學生在尋找資料前能先加以思考自己的問題及資

料，並做成筆記或記錄，加強學生傳統紙筆能力，且建議家長能帶著孩子前往圖書館

看書或找尋資料，共同提升資訊素養，如此才能有效全面提昇學生的資訊素養。 

 

關鍵詞：資訊素養、電腦素養、終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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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Information Literacy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 An Example in Paikong of Yunlin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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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fact that it is an information era, inform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ol 

of every citizen. Like all the other countries, our government makes every effort to 
promote the information literacy of citizens. The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information 
literacy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at the present stage and other relevant factors, and to 
understand whether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have enough ability to take advantage of 
inform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problem-solving, independent learning, and 
life-long learning. Based on the findings, I will make some suggestions to the authorities 
concerned, schools, teachers, and parents by providing insights to how to enhance students’ 
information capability. 

The study makes reference to the literature and designs the instrument: A study on the 
Information Literacy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With an Example in Paikong of 
Yunlin County. After giving the questionnaire to th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the 
statistics reveals that the fifth and sixth grade students in Paikong have information literacy 
beyond average. The information literacy will be affected by relevant factors, including 
gender, the attendance of computer curriculum outside of school, weekly use of computers, 
the support from the parents, access to the computer or Internet at home, and exposure of 
books or magazines about computer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it will be beneficial if the authorities concerned can 
finance the schools or community library to set up the computer network environment in 
each school and strengthen the software and hareware facility. Teachers are encouraged to 
promote their own information literacy. Furthermore, it is suggested that parents take their 
children to the library to read books or find information. By doing this, we can promote 
students’ information literacy. 

 
Key word : information literacy ,computer literacy, learn life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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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民小學學生資訊素養之狀況，本章主要係說明本研究動機，闡

述研究目的、研究問題與研究假設、重要名詞釋義、研究方法與流程、研究範圍，茲

分為六節說明於後：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人類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進步到現今資訊社會，資訊主宰著經濟、社會、生活、

科技各方面，但在這資訊爆炸的時代裡，有能力管理並善用資訊的人必能適應資訊化

社會，反之，將不能適應。資訊科技一日千里，全球資訊網、全文資料庫、線上百科

全書、虛擬圖書館…等，資訊隨手可得，所以，主宰資訊的人將能主宰自己的未來。 

現今是資訊的時代，資訊是每個國民重要的工具，而培育具有資訊素養的國民是

全世界所要推動的，美國在1980年代開始資訊素養教育與課程改革運動，其他國家

日、德、法、英等國紛紛投入，也自1990年代後，開始教育改革。我國政府亦開始推

動資訊素養教育，並訂定資訊教育白皮書，更將民國八十七年訂為中華民國終身學習

年，全力推動終身學習。推展面對終身學習的潮流及面臨外在資訊環境時，必須具備

足夠的資訊素養能力來因應外界的挑戰。 

為達成現代化教育的目標，滿足學生與社會的需求，邁向終身學習的社會，需要

促進教育體系的改造。當前學校教育在基本知能方面，除了讀、寫、算之外，應提高

學生使用電腦的能力，以加強學生適應社會變遷和解決問題的能力，兼顧科技知能、

科學精神和態度，養成學生終身學習的意願、習慣和能力。尤其是在資訊發達，知識

領域及數量持續擴充的當代社會，學生於各種環境中採取主動的學習態度是必然的趨

勢[23]。 

教育部在民國 86 年提出「資訊教育基礎建設計畫」擴大內需方案，全面補助國

小汰換電腦軟硬體設備，設立電腦教室，建立校園網路環境，加強教師資訊應用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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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將資訊融入各學科，目的就是將資訊教育向下扎根，普及全民資訊教育，使國民具

有基本資訊素養，在資訊化的社會能輕鬆獲取資訊達到自主學習進而終身學習。 

教育部在民國 89 年 9 月公佈九年一貫資訊課程能力指標，然而教育部推行的資

訊教育活動主要以電腦技能的培育為重點，在資訊素養層面的培養並未深入，賴苑玲

[34]指出資訊素養是由資訊和素養結合而成的，是指在資訊時代每個人所需具備的基

本技能，因此，資訊素養教育是培養終身學習的能力，有別於強調電腦知識技能的資

訊教育。資訊素養正是作為人與外界資訊最好的溝通管道。在外在的資訊環境，包括

對生活層面多樣化的追求、多元的投資管道及各種不同的政治主張，由此顯示人民必

須具備使用資訊、評估資訊及解讀資訊的能力。而資訊素養則綜合了這些能力，以幫

助人們有效掌握各式各樣的資訊。[38] 

換言之，在政府積極推動資訊教育之下，將資訊教育普及，提升國民的資訊素養，

所以加強國小學生的資訊素養教育是最重要也是必須推動的。 

然而，在政府全力推行資訊教育多年下，實際了解國小學生之資訊素養，才能知

道推行之成效，因此本研究主要在探討現階段國民小學學生之資訊素養能力及其相關

因素，了解國小學生是否有足夠的資訊素養利用資訊及資訊科技，以解決問題，自主

學習、終身學習此亦為本研究主要之動機。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討雲林縣北港鎮各國民小學學生資訊素養之現況，分析不同背景之

雲林縣北港鎮各國民小學學生之資訊素養差異情形。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了解雲林縣北港鎮各國小學生資訊素養現況。 

二、探討不同個人背景因素的國小學生與其資訊素養之關係。 

三、探討不同學習經驗背景因素的國小學生與其資訊素養之關係。 

四、探討不同學習環境背景因素的國小學生與其資訊素養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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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問題與研究假設 

壹、研究問題 

一、雲林縣北港鎮各國民小學學生之資訊素養現況如何？ 

二、不同個人背景變項學生之資訊素養是否有顯著差異？ 

三、不同學習經驗背景變項學生之資訊素養是否有顯著差異？ 

四、不同個人學習環境背景變項學生之資訊素養是否有顯著差異？ 

貮、研究假設 

【假設一】不同個人背景其資訊素養有顯著差異 

1-1性別不同之國小學生的資訊素養有顯著差異。 

1-2年級不同之國小學生的資訊素養有顯著差異。 

【假設二】不同個人學習經驗其資訊素養有顯著差異 

2-1有參加校外電腦課程的國小學生的資訊素養有顯著差異。 

          2-2玩過電腦遊戲的國小學生的資訊素養有顯著差異。 

          2-3每週使用電腦的時間愈多的國小學生的資訊素養有顯著差異。 

【假設三】不同學習環境背景其資訊素養有顯著差異 

          3-1家中有個人電腦設備的國小學生的資訊素養有顯著差異。 

          3-2家中電腦可連上網路的國小學生的資訊素養有顯著差異。 

          3-3家中有電腦書刊雜誌的國小學生的資訊素養有顯著差異。 

3-4父母支持學習電腦的國小學生的資訊素養有顯著差異。 

          3-5有人可請教電腦網路問題的國小學生的資訊素養有顯著差異。 

 

第四節 重要名詞釋義 

壹、國民小學學生： 

本研究所指的國民小學學生，係指就讀於雲林縣北港鎮各國民小學之五年級與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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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的普通班學生，不包含特教班與資源班學生。 

貳、資訊素養： 

資訊素養能力採艾森柏格(Eisenberg)[47]在資訊素養教育方面，提出的運用資

訊解決問題歷程六大技能(big six skills)，並參考教育部公佈之「國民中小學九年

一貫課程資訊教育五類核心資訊能力」（包括：資訊科技的認知、資訊科技的使用與

概念、資料的處理與分析、資訊的溝通、資訊的搜尋），將資訊素養能力分成「發現

問題的能力」、「尋求資訊的能力」、「檢索資訊的能力」、「使用資訊的能力」、

「組織綜合資訊能力」、「評估分享資訊能力」等六個向度的能力 

一、發現問題的能力：包含界定問題所在與確定所需要的資訊的能力。 

二、尋求資訊的能力：包含確定資訊的範圍與列出其優先順序的能力。 

三、檢索資訊的能力：包含界定資訊的來源與能夠取得資訊的能力。 

四、使用資訊的能力：包含閱讀資訊與摘要資訊的能力。 

五、組織綜合資訊能力：包括組織資訊與呈現結果的能力。 

六、評估分享資訊能力：包括評鑑成果與分享資訊的能力。 

 

第五節 研究方法與流程 

壹、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實地施測來蒐集有關資料，以了解受試者資訊素養的情

形；再運用統計分析，比較個人背景因素、學習經驗背景因素、學習環境背景因素與

受試者資訊素養的關係。 

貳、研究步驟 

本研進行的步驟，可綜合如下：  

一、擬定研究計畫 

閱讀相關的文獻，確定研究主題，並界定問題的範圍與性質，再擬定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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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計畫與進度及撰寫研究大綱。 

二、探討相關文獻 

蒐集並閱讀相關文獻，確定研究內容，作為本研究之概念架構與編製問

卷之參考。 

三、請教學者專家意見 

就所蒐集之文獻探討過程中，不斷請教學者專家以協助觀點的澄清與確

立，另在選擇並編製專家問卷後，請教學者專家高見以使研究更趨周延。 

四、編製問卷及預試 

彙整專家問卷與指導教授討論後編製預試問卷進行施測、分析和修訂工

作，並經指導教授同意之後，確定問卷的形式及內容，以便進行問卷之印製。 

五、實施調查 

研究樣本以雲林縣北港镇各國民小學高年級學生為對象進行調查。 

六、資料蒐集、整理與分析 

收回問卷後進行資料整理，利用電腦進行統計分析。 

七、撰寫研究論文 

根據資料分析結果，歸納研究發現，做成結論與建議，以提出研究論文。 

 

 

第六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之範圍依「研究地區」、「研究對象」、「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

四方面加以界定說明如下： 

壹、研究範圍 

一、就研究地區而言  

本研究係雲林縣北港鎮各國民小學，不包含其他地區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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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研究對象而言 

本研究樣本僅侷限於雲林縣北港鎮各國民小學之五年級與六年級的普

通班學生，並基於人力、物力及現實考量下，僅能研究雲林縣北港鎮各國民

小學，無法做到全雲林縣，甚至全國國民小學學生，亟待往後研究補強。 

三、就研究內容而言 

本研究僅選擇與學生身心發展之重要變項作探討，而未能針對所有相關

因素，如社會文化、族群等作逐一探究，難免有遺珠之憾，亟待往後之研究

補強；另外，由於樣本僅侷限於雲林縣北港鎮各國民小學之五年級與六年級

的普通班學生，故不能做過度推論。 

四、就研究方法而言 

本研究主要以文獻分析探討資訊素養與國小學生之相關文獻資料，採

問卷調查法，依據問卷調查所得資料，加以統計分析與推論。問卷設計分

為二部份：第一部份為「個人基本資料」；第二部份為「國民小學學生資

訊素養能力量表」 

貳、研究限制 

茲將研究文獻、研究方法、研究對象及研究工具等四方面研究限制分述如下： 

一、文獻上的限制 

（一）由於研究者個人語文能力之限制，所蒐集相關國外的文獻僅限於英文

資料，無法擴及其他非英文之相關文獻探討。 

（二）由於國內外以國民小學學生為對象的相關研究不多，因此在資料蒐集

上，亦將針對一般民眾、學生、教師及圖書館員所做的調查研究全部

一併納入，以建立並充實本研究之理論基礎。 

二、研究方法上的限制 

（一）本研究對於「資訊素養」之內涵，因隨著科技資訊日新月異，故界定

不易，故只能盡己所能，掌握並參考最新之相關文獻而加以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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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研究係以問卷調查法進行研究，在歸納過程中仍有問卷調查法其本

質上的限制存在。 

三、研究對象上的限制 

本研究以雲林縣北港鎮各國民小學高年級學生為主要研究對象，不適

宜做過度之推論。 

四、研究工具上的限制 

本研究主要採用問卷調查法為主，藉以蒐集受試者相關資料，但因受

試者所填答之量表，主要均以其自陳方式呈現，由受試者自行填答，比較

無法掌握受試者填答時之情境、心態及其真實性。且本研究之受試者為國

小高年級學生，學生的語文能力無法掌握，故本研究工具由受試者填答之

資料，是否完全正確無誤有其限制，因此，本研究在解釋及應用時，實宜

謹慎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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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資訊素養之意義及其內涵 

壹、素養之意義 

倪惠玉［13］指出素養(literacy)這個名詞來自拉丁文“literatus＂，從中世

紀起，便有學者對其有不同層面的解釋，最普遍的解釋是認為素養是一種讀、寫、算

的能力，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種基本能力。 

素養可分為兩類，一類是傳統所謂識字的意思，也就是個人具備讀、寫、算的能

力，以適應生活的需要；另一類是功能性的素養(functional literacy)，是指個人

用有某些特定的技能，並依自己設定的目標，以順應在家庭、工作、社區等社會生活

的角色扮演。 [13] 

張一蕃[18]更指出素養是個人與外界作合理而有效的溝通或互動所需具備的條

件。「外界」包括了人、事（組織、制度）及物（工具）。「合理」即蘊涵了客觀的

價值判斷。「有效」則意味著素養的水準是可以有程度性差異的。「條件」則包括了

認知、技能（行為）及情意三方面的。 

    以上可知，可總括地說，素養除了讀、寫、說這些基本能力的表現外，「素養」

還具有另外深層的意義，包括：對自我的瞭解、對群我價值的分析及對團體的貢獻；

在日常生活中有強烈的學習動機，及獲取資訊、知識的能力，遇事能說理、具有道德

感、秩序感及生活的美感。[43] 

貳、資訊素養的意涵 

「資訊素養」Information Literacy一詞的出現，最早由Zurkouski所提出

[4]McClure(1994)認為資訊素養是由下列四種素養結合而成﹕（1）傳統識字素養

(Traditional Literacy)（2）媒體素養(Media Literacy)（3）電腦素養(Computer 

Literacy)與（4）網路素養(Network Literacy)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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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圖書館學會（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簡稱ALA[44]對資訊素養的

定義是指一個人具有能力覺知到何時需要資訊，且能有效地尋得、評估與使用所需要

的資訊；是指賦予個人力量，能獨立思考追求真相而不盲從；應包括確認、評估、尋

獲及使用等四項能力。 

Doyle[49]提出具有資訊素養必須能夠：(1)組織確實且完整的資訊來作決策；

(2)組織所需的資訊；(3)確切的問題有賴於資訊需求；(4)確認可能的資訊來源；(5)

展現有效的搜尋策略；(6)存取資訊的來源從電腦或其他科技；(7)評估資訊；(8)綜

整實際運用的資訊；(9)將新資訊與自己擁有的知識相結合；(10)以批判性思考與問

題解決導向來使用資訊等十項要素。 

李德竹[7]認為，資訊素養是培育國民具備了解資訊的價值，在需要資訊時能有

效率的查詢資訊、評估資訊、組織資訊與利用資訊。 

吳美美[12]進一步認為資訊素養又可分為內外兩個方面，就內在而言，係指能釐

清問題，能分析需要何類的資訊，能解讀資訊，以及整理資訊。就外在而言，係指能

知道去何處尋找資訊，以及能將資訊加以整合後展現出來。康春枝[31]則提出資訊素

養有廣義及狹義之說：廣義上來看，資訊素養包括傳統素養、媒體素養、電腦素養及

網路素養。狹義上來看，有的人將之視為只是電腦素養而已。 

林美和[4]則定義資訊素養為：獲取資訊的知能、擬訂研究問題的能力、利用各

種媒體檢索資訊的能力，及尋找、選擇、評量、組織、利用與創造資訊的能力。並提

出一個資訊素養者，至少應具備以下五項能力： 

一、知道哪些是有幫助的資訊能力。 

二、知道哪些才能獲得資訊的能力。 

三、具備檢索資訊的能力。 

四、具備解釋、評估及組織資訊的能力。 

五、具備利用及傳播資訊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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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宜芳[38]指出資訊素養可以分別從「內在」的能力和「外顯」的能力兩方面來

解釋；以內在而言，釐清問題所在、能分析所需要的資訊是什麼、能正確解讀資訊、

分析、合成、組織有用的資訊；而表現在外的能力則是知道資訊的所在、知道如何獲

取資訊、能用合適的方式將組織過的資訊呈現出來、能利用資訊解決相關的問題。因

此，Eisenberg & Berkowitz 在 2000 年提出 Big Six Skills 以期有系統的處理問題。

以下列出其六個步驟原則如下[47]： 

一、問題界定：定義問題所在；確定所需資訊。 

二、資訊查詢策略：確定資源範圍；列出優先順序。 

三、找尋資訊：找到資訊資源；取得資源。 

四、使用資訊：閱讀資訊；摘要資訊。 

 五、綜合：組織資訊；呈現資訊。  

六、評鑑：評鑑成果(效果)；評鑑過程(效率) 

  以上的方法，可用在各種資訊處理模式中。舉凡：課程設計、網頁設計等都可使

用此種模式[48]。 

綜合上述國內外專家學者對資訊素養的看法，研究者認為資訊素養，是一種解決

問題的關鍵能力、一種具有自主學習終身受用的能力；可讓人成為終身學習者，從發

現問題到自己搜尋資料進而解決問題，隨時保持學習動機。資訊素養的意義可能隨著

社會型態及時代的變遷而有所不同，但唯一不變的是，資訊素養是一種基本能力包含

能夠去蒐集、分析、歸納、組織、綜整乃至於去創造資訊、分享資訊，能更有效率地

且使用資訊之能力。 

 

第二節 國民小學學生與資訊素養教育 

壹、資訊素養教育的內涵與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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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梅玲[2]指出在 1995 年美國學校圖書館員學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chool Librarians )針對資訊素養提出一份資訊問題解決技能課程基本培育計畫「資

訊素養：資訊問題解決宣言」(Information Literacy: A Position Paper on 

Information Problem Solving)，主張資訊素養是培養學生成為終生學習者的重要基

礎，也是應用資訊技能解決問題(Information Problem Solving Skills)的同義詞。

此資訊素養宣言確認資訊素養要件，並提供將資訊素養培育與幼稚園、及中小學課程

整合的理論。該學會在該文件中界定資訊問題解決技能為個人在學校、工作與生活中

具有查詢與使用資訊之能力。資訊素養課程基本要件詳細如下﹕ 

一、界定資訊需要：使學生認識資訊的存在、界定需求，以及懂得﹕ 

(一)認識資訊不同的使用(如職業的、智識的、娛樂的)  

(二)將需要的資訊置於一關聯架構(誰、什麼、何時、何處、為什麼)  

(三)將需要的資訊與從前知識相關連  

(四)用各種詢問技能建構資訊問題  

二、擬定查詢策略：使學生規劃查詢策略，以及懂得﹕ 

(一)透過一連串問題以決定需要什麼資訊  

(二)腦力激盪產生概念，從各種關係確認各種概念組織方法  

(三)依主題選擇與使用有組織工具  

(四)列出關鍵字、概念、主題標目、敘述詞  

(五)解釋使用多種資訊資源的重要性  

(六)確認潛在資訊資源  

(七)確認評估資訊資源標準  

三、找尋資源：使學生從各種資源找到特定的資訊，以及懂得﹕ 

(一)在學校資源中心利用目錄或其他書目工具找尋書本式、視聽與電腦式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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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透過線上資料庫、館際互借、電話、傳真科技找尋學校資源中心以外 

之資源  

(三)確認與使用社區資訊機構 

(四)透過訪談、調查與詢問信，而將人視作一種資訊資源  

(五)向圖書館員與教師尋求資訊資源之協助  

(六)利用資訊資源內部組織工具與電子查詢策略查找特定資訊  

 四、評估與了解資訊：使學生找到有用資訊，知道檢視與決定有用之資訊，以及 

懂得﹕ 

(一)依重要概念與關鍵字來檢視以找出相關資訊  

(二)區別第一資源與第二資源  

(三)決定資訊之權威、新穎性與可靠性  

(四)區別事實、意見、宣傳、各種觀點與偏見  

(五)找出邏輯錯誤  

(六)找出遺漏的資訊  

(七)將資訊分類、分組、與加標籤  

(八)確認概念中之相關性  

(九)區別原因與結果  

(十)從資源找出同意與反對之觀點  

(十一)依據學生學習類型選擇資訊  

五、解釋資訊：使學生在評估資訊後，必須利用資訊解決特定資訊問題，以及懂 

得﹕ 

(一)依學生自己的詞彙摘要資訊，視需要將重要事實與詳細資訊重新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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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引用  

(二)綜合新收集之資訊  

(三)以新方法組織與分析資訊  

(四)將收集資訊與原來問題作比較，調整策略，而找到額外資訊或依需要 

再檢視所獲資訊  

(五)依收集資訊提出結論，而由學生詮釋  

六、傳播資訊：學生必須將資訊問題解決之結果組織與溝通，以及懂得﹕ 

(一)使用查詢資訊以確認重要結論或解決方式以與其他人分享  

(二)傳播資訊給意圖知曉的閱聽人  

(三)依讀者與目的選擇傳播的形式  

(四)創造產品，如演講、研究報告、錄影帶、與戲劇  

(五)提供適當與合於著作權法的文獻  

七、評估產品與程序：使學生評估最後成品是否解決資訊問題與採用的步驟是否 

適當與有效，以及懂得﹕ 

(一)評量結論與計畫是否符合原來界定之資訊需求與作業要求  

(二)考慮所研討的問題、查詢策略、資源或解釋是否應該擴充、修改或修 

正  

(三)重新評估學生對資訊問題解決歷程之了解與確認是否需要更進一步了 

解、發展技能與實務 

張郁蔚[19] 提到國內目前只是在推動所謂的電腦素養、網路素養能力，而非資

訊素養的層級，應從國際資訊素養標準來探討我國小學資訊教育課程的內容設計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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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方向。  

資訊素養標準目前在國際上廣被採用的標準，在幼稚園到中學階教育主要是美國學校

圖書館員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chool Librarians，簡稱 AASL）和教育傳播

暨科技協會（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s and Technology，簡稱 AECT）

於1998年修訂出版的「資訊力量」（Information Power）此書中所列的資訊素養、獨立

學習及社會責任三大類九小項有關學生資訊素養的新評量標準（簡稱AASL/AECT資訊素養

標準），而高等教育的資訊素養標準則是 2000 年 1 月 18 日由大學暨研究圖書館學會

（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Research Libraries）通過採用的「高等教育資訊

素養能力標準」（Information Literacy Competency Standards for Higher 

Education）的五大標準。  

AASL/AECT 資訊素養標準的三大類九小項評量標準分別是[45]：  

一、資訊素養：1.能有效地檢索到資訊；2.能對資訊加以評估；3.能正確地及創

造性地利用資訊。 

二、獨立學習：1.能找尋和個人興趣相關的資訊；2.能欣賞文學及其他具創意表

達的資訊；3.致力追求更好的資訊尋求及知識的產生。 

三、社會責任：1.能認知到資訊對民主社會的重要性；2.實際演練有關資訊及資

訊科技的道德行為；3.能有效地參與團體去尋找及產生資訊。 

高等教育資訊素養能力標準的五大標準則分別是[46]：  

一、能決定所需資訊的內容及範圍。 

二、能有效地快速檢索到所需的資訊。 

三、能評估資訊及將所選擇的資訊和先前的知識基礎和價值體系整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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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能獨自或是在團體中有效地利用資訊來完成特定的目的。 

五、能了解與所使用資訊相關的許多經濟、法律及社會等議題，並有道德地、合

法地檢索及使用資訊。 

張郁蔚[19]指出從美國國小資訊素養課程內容，可以發現 Eisenberg 和 

Berkowitz 的 Big Six 技巧被普遍拿來做為資訊素養的設計策略。Big Six 技能包括

了定義問題、資訊尋求策略、找到及取得資訊、利用資訊、整合資訊及評估資訊六大

階段，和資訊素養解決資訊需求的過程是相吻合的，因此 Big Six 技能是將資訊素養

整合到課程內容的有利工具。Eisenberg 和 Lee (1999)更進步指出 Big Six 技能具有

下列特性：[34] 

一、 Big Six 技能是理想的將資訊與科技素養教材融入課程，是適合各個領域學 

科與各個年級。 

二、Big Six 技能是適合各年齡層。 

三、Big Six 技能是有彈性與可調適的，且適合任何資訊情況。 

四、利用 Big Six 技能並不是直線式的或一個步驟跟著另一個步驟。 

五、Big Six 技能對資訊及科技素養課程提供寬廣與從上至下循序漸進的結構。 

六、Big Six 技能影響批判性思考。 

七、Big Six 技能歷程是利用資訊解決問題的歷程。 

八、若要完成工作與解決問題，則 Big Six 技能的每個歷程都是需要的。 

九、電腦與資訊科技技能是融入 Big Six 技能的歷程。 

綜合以上可知國內外學者對於小學生資訊素養標準，主要以艾森柏格之big six 

skill之理論為基礎，為培育學生發現資訊需求、找尋資訊、分析與呈現資訊，使學

生具有對資訊的解讀能力與能有效的使用資訊科技，進而自主學習、終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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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九年一貫教育中的資訊素養教育 

王梅玲[2]指出資訊素養教育的目的係培育人們從各種資訊資源學習，即透過課程

學習或人力發展的機會而成為具有資訊素養特質的人。一般資訊素養教育涵蓋的內容

如下： 

一、了解資訊社會的本質﹔ 

二、了解資訊查詢與利用的價值﹔ 

三、能夠確認資訊需求﹔ 

四、找尋、檢索、評估與綜合所需的資訊﹔ 

五、發展高度的傳播技能，包括與同儕及資訊專家的溝通能力﹔ 

六、發展重要的資訊資源知識，並包括網路資源與使用的策略﹔ 

七、藉由電腦的使用以發展管理檢索資訊的能力，如文書處理、試算表、書目管 

理軟體等﹔ 

八、培育資訊科技硬體與軟體、圖書、報紙、錄影帶、光碟、各種資訊媒體、以 

及其他電腦設備的知識與技能。  

民國八十九年九月三十日教育部公布了最新的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暫行綱

要，揭示九年一貫課程改革之基本理念與內涵。該新課程將於民國九十年起實施，其

中除了人本情懷、民主素養、鄉土與國際意識外，特重統整能力與終身學習，包含人

文與科技的整合，主動探究、解決問題、資訊與語言之運用等。[22] 

新公布的課程標準充分的反映人本精神，並確立了十項課程總目標，配合十項課

程總目標列出十項國民教育基本能力：[22] 

一、了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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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欣賞、表現與創新 

三、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 

六、文化學習與國際瞭解 

七、規劃、組織與實踐 

八、運用科技與資訊 

九、主動探究與研究 

十、獨立思考與解決問題  

劉貞孜[36]則指出其中(二)(三)(四)(六)(七)(八)(九)(十)項與資訊素養密切

相關。尤其是第(八)項旨在使能「正確、安全和有效地利用科技，蒐集、分析、研判、

整合與運用資訊，提昇學習效率與生活品質」與資訊素養教育最有相關。 

教育部[22]指出資訊教育的目標在培養學生資訊擷取、應用與分析、創造思考、

問題解決、溝通合作的能力，以及終身學習的態度。藉由「資訊科技的認知」、「資

訊科技的使用與概念」、「資料的處理與分析」、「資訊的溝通」、以及「資訊的搜

尋」等核心能力之規劃，在認知、情意、技能上培養學生達成以下之教育目標。 

一、導引學生瞭解資訊與日常生活的關係。 

二、導引學生瞭解資訊與倫理及文化相關之議題。 

三、奠定學生使用資訊的知識與技能。 

四、增進學生利用各種資訊技能，進行資料的搜尋、處理、分析、展示與應用的 

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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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培養學生以資訊技能做為擴展學習與溝通研究工具的習慣。 

六、啟迪學生終身學習的態度。 

教育部更提出分段能力指標如表2-1，希望各階段學生都能達到以下目標(編號說

明)下列「X-X-X」的編號中，第一個X代表核心能力序號，第二個X代表學習階段序號，

第三個X代表流水號。第一學習階段為一、二年級，第二學習階段為三、四年級，第

三學習階段為五、六年級。 

 

表2-1資訊教育能力指標 

1-2-1 瞭解電腦在人類生活，如家庭、學校、工作、娛樂及以及各學習領域之

應用。 

1-2-2 瞭解電腦使用相關的議題和倫理規範（如電腦病毒、安全性、複製版權

等）。 

2-2-2 瞭解電腦教室（或教室電腦）的使用規範；熟悉視窗環境軟體的操作、

磁碟工具程式的使用、電腦檔案的管理、以及電腦輔助教學應用軟體的

操作等。 

2-2-3 認識鍵盤、特殊鍵的使用，會英文輸入與一種中文輸入。 

3-2-1 能編輯中英文文稿，進行編輯、列印的設定，並能結合文字、圖畫、藝

術字等完成文稿的編輯 

3-2-2 能利用繪圖軟體提供的工具創作並列印出作品。 

4-2-2 瞭解網路使用規範。 

4-2-3 會網路基本操作（包括 BBS, email, www、ftp）。 

3-3-3 能利用試算表提供的工具進行統計圖表製作、函數模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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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2-1資訊教育能力指標 

3-3-6 能針對日常問題提出可行的解決方法。 

4-3-1 瞭解電腦網路概念及其功能。 

4-3-4 獨自或與同儕合作完成網頁的製作。 

5-3-1 能找到合適的網站資源、圖書館資源，會檔案傳輸。 

5-3-2 能利用光碟、DVD 等資源搜尋需要的資料。 

 

教育部在提出資訊教育分段目標後，提出資訊核心能力與可應用資訊之學習領域

如表 2-2，希望各領域教師可依據學生已具備之資訊能力，規劃整合課程，讓學生將

習得之資訊技能充分應用在各領域的學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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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資訊核心能力與資訊學習領域一覽表 

核心能力 學習目標 學習內涵 

可應用資

訊之學習

領域 

學生完成左列核心能力 

學習內涵後具備之資訊能力 

電腦與生活  各領域 
1-2-1 瞭解電腦在人類生活，如家庭、學校、工作、娛樂及以及各

學習領域之應用。  

一、資訊科

技概念的認

知  

瞭解資訊科技在

各學習領域的應

用、以及對人類社

會生活的衝擊  
電腦倫理  社 會 

1-2-2 瞭解電腦使用相關的議題和倫理規範（如電腦病毒、安全性、

複製版權等）。  

電腦的架構  各領域 2-4-1 具備對電腦硬體、軟體、輸入和輸出設備的基本認識。  

電腦的使用與管理  各領域 

2-2-2 瞭解電腦教室（或教室電腦）的使用規範；熟悉視窗環境軟

體的操作、磁碟工具程式的使用、電腦檔案的管理、以及電腦輔助

教學應用軟體的操作等。  

中英文輸入  各領域 2-2-3 認識鍵盤、特殊鍵的使用，會英文輸入與一種中文輸入。 

二、資訊科

技的使用與

概念 

具備電腦基本使

用的技巧與知識  

多媒體電腦  各領域 
2-4-4 瞭解多媒體電腦相關設備，以及圖形、影像、文字、動畫、

語音的整合應用。  

簡易文書處理  

進階文書處理  

各領域 
3-2-1 能編輯中英文文稿。能進行編輯、列印的設定，並能結合文

字、圖畫、藝術字等完成文稿的編輯。  

電腦繪圖  各領域 3-2-2 能利用繪圖軟體提供的工具創作並列印出作品。  
三、資料的

處理與分析 

 

透過各應用軟體

的使用，培養電腦

資 料 處 理 的 能

力，以為各學科學

習  

試算表  

數學 自

然與科技

社會 健

康與體育

綜合  

3-3-3 能利用試算表提供的工具進行統計圖表製作、函數模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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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能力 學習目標 學習內涵 

可應用資

訊之學習

領域 

學生完成左列核心能力 

學習內涵後具備之資訊能力 

簡報軟體  各領域 
3-4-4 能利用簡報系統提供的工具編輯報告內容與設定播放的方

式。  

資料庫  各領域 3-4-5 能實作簡易資料庫以管理資訊。  

     

問題解決與規劃  各領域 

3-3-6 能針對日常問題提出可行的解決方法。  

3-4-7 能利用網際網路、多媒體光碟、影碟進行資料蒐集，並結合

已學過的軟體進行資料整理與分析。  

3-4-8 認識程式語言、瞭解其在解決問題上的應用。  

電腦網路通訊基本概

念  
各領域 

4-3-1 瞭解電腦網路概念及其功能。  

4-2-2 瞭解網路使用規範。  
四、資訊的

溝通與表達 

培養資訊溝通能

力，以強化各學科

學習之溝通技巧  
電腦網路通訊操作  各領域 

4-2-3 會網路基本操作（包括 BBS, email, www, ftp）。  

4-3-4 能獨自或與同儕合作完成網頁的製作。  

網際網路資料的搜尋 各領域 5-3-1 能找到合適的網站資源、圖書館資源，會檔案傳輸。  
五、資訊的

搜尋與應用 

培養資料搜尋能

力，以擴展各學習

領域之學習  
其他資源之資料搜尋

（如 CD 光碟）  
各領域 5-3-2 能利用光碟、DVD 搜尋需要的資料。  

 

綜合以上，從教育公佈的九年一貫課程網要、資訊教育白皮書、資訊核心能分段

目標可以發現，培養學生資訊素養是國家教育政策努力的方向。 

但也可以發現，教育部提出的資訊教育分段目標較偏重於電腦素養，即電腦技能

的養成，在整體資訊素養上較無提及。 

參、國民小學學生之資訊素養教育 

賴苑玲[34]認為資訊素養是培育學生發現資訊需求、找尋資訊、分析與呈現資

訊，使學生具有對資訊的解讀能力與能有效的使用資訊科技。培養學生了解資訊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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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知道如何擷取資訊、能將吸收的資訊以各種方式呈現出來、並利用資訊來解決各

種問題，通常包括傳統識字素養、媒體素養、電腦素養與網路素養，這些資訊可能來

自圖書館、博物館、資訊中心、檔案機構、文化中心、電腦網路與線上資料庫等，是

現代人所應具備的能力，即傳統讀、說、寫能力、電腦應用能力、網路資源利用及多

媒體資源的使用。 

吳美美[12]指出資訊素養教育的內容，包括對資訊的解讀能力以及資訊科技的 

有效應用，一般而言，資訊素養有六個養成步驟(Eisenberg&Berkowitz,1996)                 

一、定義階段：(一)定義問題所在；(二)確定所需要的資訊 

二、資訊搜尋策略：(一)確定資源的範圍；(二)列出優先順序 

三、找出資訊：(一)找到資訊資源；(二)取得資源 

四、使用資訊：(一)閱讀資訊；(二)摘要資訊 

五、合成資訊：(一)組織(二)呈現 

六、評鑑資訊：(一)評鑑作品；(二)評鑑過程 

李德竹[6]指出，一般資訊素養教育涵蓋的內容有了解資訊社會的本質、了解資

訊查詢與利用的價值、能夠確認資訊需求、找尋、檢索、評估與綜合所需的資訊、發

展高度的傳播技能，包括與同儕及資訊專家的溝通能力、發展重要的資訊資源知識，

並包括網路資源與使用的策略、藉由電腦的使用以發展管理檢得資訊的能力，如文書

處理、試算表、書目管理軟體等、培育資訊科技硬體與軟體、圖書、報紙、錄影帶、

光碟、各種資訊媒體、以及其他電腦設備的知識與技能。  

李昆翰、許育健、徐愛婷、陳怡君[5]則認為，國民資訊素養教育有三大要素，

包括找尋資訊能力、組織與管理資訊的能力、運用資訊的能力，做為培養國民教育階

段資訊素養的基本要素，並探討與國民所具備之資訊素養相關文獻整理出國民資訊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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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教育的基本能力包括1瞭解資訊的管道與資訊倫理；２發現與確定資訊需求；3搜尋

所需資訊；４理解資訊；５判斷、分析與選擇資訊；６組織與管理資訊；７運用與呈

現資訊；8交流與分享資訊；９評鑑資訊處理歷程。 

 豐佳燕,呂宜娟[42]更將大六法(big six skill)應用在培養國小學生資訊素養能

力的六個步驟如下：  

步驟一：界定問題 

引導學生定義問題所在，並且確定所需要的資訊。讓學生清楚了解我需要做什

麼？我應該怎麼做﹖我需要解決什麼樣的困難﹖我需要回答什麼樣的問題﹖我需要

什麼樣的資訊﹖我需要多少資訊﹖我需要縮小我的研究主題嗎﹖ 

步驟二：擬定資訊蒐尋的策略 

引導學生確定資源的範圍並列出優先順序，讓學生了解我可以用哪些資源（如參

考書本、網頁、期刊、電視、與錄影帶等）？如何找到我需要的資訊？可能用到的資

源是什麼﹖最適合的參考資源是哪一種﹖ 

步驟三：找出並選擇資訊 

引導學生如何找到資訊的資源所在並取得資訊，學生知道我從哪裡可以找到我最

需要的資源﹖誰可以幫我找到我需要的資料﹖要如何找到﹖如果我用的是電子資

料，我是要用關鍵詞來查詢或是用主題來查詢呢﹖ 

步驟四：利用資訊 

引導學生閱讀資訊並摘要資訊。學生知道那些資訊我可以用？哪些資訊是適切

的﹖如何有效的呈現我的資料?  

步驟五：綜合資訊，組織與呈現資訊 

引導學生能夠理解如何將資訊整合？我如何能從複雜的資源中組織資訊﹖我能

刪除那些不能回答問題的資訊嗎﹖將如何呈現我的研究結果﹖我結論是什麼﹖ 

步驟六：評估資訊，評鑑結果與過程 

學生能夠反省自己是否做得很好？例如：我完成作業的需求嗎﹖是有條理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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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仔細的校對嗎﹖這是我最好的作品嗎﹖下一次做作業時，我會如何改進﹖ 

許淑燕、賴惠秋，姚佩吟[16]指出Big Six 模式是一種利用資訊來解決問題的歷

程，適合各領域學科與所有年齡層的人(Eisenberg、Berkowitz，2000) 。其模式是

以一個問題為出發點，為了解決該問題必須歷經過蒐集、分析、歸納資料的過程，其

歷程中除了可以增強學習者蒐集資料之技巧，尚可以訓練其判斷與思辨之能力，若透

過小組合作的方式來進行，則能增進學習者人際溝通技巧並培養學習者具有責任感或

自省之能力。學者Eisenberg 與Berkowitz 發現要成功地解決資訊問題，必須歷經六

個階段，分別敘述如下： 

階段一：定義問題(task definition) 

包含界定問題所在與確定所需要的資訊。針對問題提出討論，可利用群體腦力

激盪的方式，或採取概念圖的方式來發想問題，藉由眾多人的集思廣益來界定研究的

問題與所需要的資訊類型。 

階段二：資訊搜尋策略(information seeking strategies) 

包含確定資訊的範圍與列出其優先順序。蒐集資料的管道可透過圖書館、網路

蒐集、購買相關書籍、拜訪專家或透過相關的機關單位等，列出各種可能蒐集資料的

管道，再從中去評估哪些資料蒐集的管道是最適切，資料亦是最容易獲取與有用的。 

階段三：取得資訊(location & access) 

包含界定資訊的來源與能夠取得資訊。能確定自己需要的資料在哪裡，哪裡可以

找的到資源，或者可以透過誰來尋求協助，亦或需要透過網路的途徑來蒐集.等，然

而，在蒐集資料過程中難免會遇到一些挫折或困難，例如：上網蒐集資料鍵入關鍵字

的問題，這時候就需要發揮小組團隊合作精神，彼此互相幫忙或者尋求老師來協助，

從中培養出學生主動解決問題之能力。 

階段四：利用資訊(use of information) 

包括閱讀資訊與摘錄適當的資訊。需要透過學習者親身的經驗去閱讀、聆聽、觀

看或接觸資訊，再從眾多的資訊當中，節錄出自己真正所需的資訊，在使用資料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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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教師需要提醒並告知學生智慧財產權的問題，建立學生合理使用資料並養成尊

重他人的智慧財產。 

階段五：統整(synthesis) 

包括組織資訊與呈現結果。學生將零散的各筆資料再加以組織與綜整，完成其專

案並呈現成品，然而成品的形式並不拘，最後的成果皆由學生自行創意來展現。 

階段六：評估(evaluation) 

包括評鑑成果與評鑑過程。評鑑成果除了老師給予評分之外，亦可採取小組互評

的方式，讓學生彼此之間可以學會互相分享並給予回饋；而評鑑過程當中，亦可以加

入針對小組分工的情形或個人省思的部分，讓學生除了學習與同儕的相處之外，亦可

以對自我的學習作一番反省與評鑑，期望可以加深學生對自我的肯定與反省或改進的

機會。 

綜觀以上而言，從中不難發現Big Six 模式有其階段性與順序性，但 

Eisenberg與Lee更進一步強調Big six 並不一定是依循線性式或跟著另一步驟來進

行，它是很有彈性與可調適並適合任何的資訊情況。[34] 

賴苑玲[34]指出 Big Six 在高年級的運用，可結合電腦教學，如  

一、定義問題  

(一)使用電子郵件及線上討論群體(如 listserv, newsgroup)與教師或工作 

群溝通作業及資訊問題。  

(二)利用電子郵件及線上討論群體提出問題，並形成區域性或全球性的合作 

學習群體。  

二、資訊尋求策略  

(一)利用網路檢索各種電子資源，如線上資料庫、光碟資料庫、商業性資料 

庫、網際網路資源、社區資訊、政府資訊等，這些資料可能被收集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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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型圖書館的館藏中，並呈現在網頁上；但是使用者需具備資訊地圖的 

知識(map of information)，也就是資訊找尋的途徑與策略。  

(二)利用電腦繪置流程圖、甘特圖、組織圖、計畫表等，以便有效管理複雜 

的工作。  

三、找到與取得資訊  

(一)連上各類型圖書館找到合適的資訊資源，如線上目錄、期刊論文索引、 

全文資料庫、多媒體電腦工作站、光碟資料庫、政府資訊等。  

(二)透過網際網路找到合適的網路資源，包括：Newsgroup、Listserv、WWW  

site、FTP 等。  

(三)透過網路與相關專家連絡並取得幫助。  

四、利用資訊  

(一)取得有關某一工作的資訊，並閱讀相關指南手冊。  

(二)會將資料下載、解壓縮、並打開各種格式的文件。  

(三)會將資料剪下與貼上並編輯電子資料。  

(四)能使用試算表、資料庫及統計軟體以處理及分析資料  

(五)能分析及過濾電子資訊，以擷取與工作相關之資訊。  

五、整合資訊  

(一)能利用文書處理軟體、試算表、資料庫等工具將資料分類。  

(二)能使用及製作各種電腦圖形。  

(三)會使用文書處理及簡報軟體呈現資料。  

(四)能建立多媒體、超連結的電子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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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評估資訊  

(一)能就內容與格式來評鑑電子報告。  

(二)會使用檢查拼字及文法軟體來檢查作品。  

(三)了解且遵守網路與電子資源相關法律、禮節與道德。  

(四)利用電子郵件、討論群體、電子會議等與老師及合作群討論工作及問題 

解決的成效。  

綜合以上定義，可以發現有關於國民小學學生資訊素養能力的定義各方說法雖有

不同，但大致有一定的方向，本研究根據上述理論，將國民小學學生資訊素養能力，

以艾森柏格(Eisenberg)在資訊素養方面，提出的運用資訊解決問題歷程六大技能

(big six skills)，與參酌國內學者對學生資訊素養教育的看法與研究，概分成「發

現問題的能力」、「尋求資訊的能力」、「檢索資訊的能力」、「使用資訊的能力」

「綜合組織資訊的能力」、「評估分享資訊能力」等六向度的能力。 

第三節資訊素養相關研究  

壹、在研究對象為圖書館員資訊素養相關研究 

李德竹[8]在研究「由圖書館資訊服務規劃我國圖書館資訊素養之培育方針與評

量指標」針對圖書館員進行問卷調查，以了解圖書館員對資訊素養內涵及資訊素養能

力之看法，其中以年齡、學歷、服務年資、服務單位、隸屬組別等作為調查之個人背

景變項。研究發現我國各類公共圖書館以普遍實行推廣教育及服務，然因為館藏及設

備之不足，使得資訊素養推廣教育並不普遍。其次，依據學者專家之看法，圖館員應

具備中級以上資訊素養能力，但實際則只有低級以上資訊素養能力。 

沈美如[11] 在瞭解我國公共圖書館讀者資訊素養之現況；探討讀者個人背景變

項與資訊利用現況在資訊尋求行為、傳統素養、媒體素養、電腦素養與網路素養的差

異情形。發現性別、年齡、教育程度、職業、電腦學習經驗、擁有個人電腦、上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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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等不同的公共圖書館讀者在電腦素養上均有顯著的差異。 

貳、在研究對象為成人或其他資訊素養相關研究 

陳志郁 [24]為探討壽險業務人員所具備資訊素養能力之情形，以自編之「壽險

業務人員資訊素養能力問卷」，對高雄縣市壽險業務人員進行研究，以6家壽險公司為

母群體，共發出900份問卷，有效回收738份，發現壽險業務人員資訊素養能力不錯，

壽險業務人員資訊素養能力，主要在性別、年齡、教育程度、工作上使用電腦、擁有

電腦之情形不同等背景變項上有顯著差異。對於提昇資訊素養能力之方式，最認同參

加相關研習，其次是自我進修、到校學習等方式；較不認同以參觀、演講等方式提昇

資訊素養。 

王秋絨、張稚凰[3]在探究成人資訊素養的主要內涵，了解不同背景的成人資訊

素養的水準，以自編問卷「成人資訊素養現況及其個人影響因素分析問卷」本調查共

發出320份問卷，回收288份問卷，回收率90%，有效問卷279份，無效問卷9份，有效

回收率87.19%，研究發現年齡、教育程度、職業、經濟狀況、工作性質、學習經驗及

個人是否擁有電腦而在資訊素養的表現上有顯著的差異。而不同性別與不同工作狀態

之成人之資訊素養並未產生顯著差異。 

顏嘉億[40]探討現階段國民小學行政人員資訊素養能力概況，以自編之「高雄市

國民小學行政人員資訊素養能力問卷」，對高雄市國民小學行政人員進行研究，其研

究發現在性別、年齡、年資、職務、單位等變項上，其資訊素養能力無顯著差異而在

上使用電腦、擁有電腦之情形不同等變項上，其資訊素養能力則有顯著差異。 

參、在研究對象為教師資訊素養相關研究 

莊奇勳[27]利用自編「國小教師電腦素養基本能力測驗」來了解國小教師電腦素

養現況，求得1676 位參與測驗之國小教師，其研究的結果發現較年輕的教師顯著的

優於年齡較大者；男性教師電腦素養優於女性，服務於都市地區之教師顯著優於鄉鎮

地區服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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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文福[30]針對高雄市資訊教師之電腦素養做研究，其中以不同性別、年齡層、

學電腦年資、任教方式為個人基本變項，將電腦素養分成認知、技能、情意三方面加

以研究，結果發現在不同性別、年齡層、任教方式上並無顯著差異，其中發現在學電

腦年資5年以上者顯著高於學電腦年資0-1年者。 

黃雅君[17]以台北市立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進行「資訊素養知能及其相關

設備利用情形之調查」，探討教師個人變項、資訊素養知能及其相關設備利用情形之

間的關係，其研究結果發現，台北市國民小學教師已具有一定程度之資訊素養，但利

用圖書館、電腦、網路及媒體獲取資訊的情形則仍有待加強。 

肆、在研究對象為大學生資訊素養相關研究 

魏延超[41]曾經研究教育學程學生對電腦態度及電腦素養之研究，主要的目的為

探討教育學程學生在電腦素養上的影響因素其研究主要是以中央大學教育學程學生

為樣本，有效問卷103份（共發出140份），探討電腦態度及電腦素養的研究及探討教

育學程學生在自我導向學習準備度和電腦態度及電腦素養的關係。研究發現教育學程

學生在性別、每星期上網的時數、每週使用電腦的時間、修習電腦相關學分數、家中

有無電腦設備、自我導向學習準備度會對整體的電腦態度有顯著的影響。 

謝宜芳[39]以自編問卷調查的方式探討輔仁大學文學院學生的資訊素養，發現到

輔仁大學文學院學生資訊素養各層面的平均數由高到低依序為「網路素養」、「電腦

素養」、「圖書館素養」、「資訊觀」、「媒體素養」，發現學生們在使用資訊科技

時具備相當不錯的能力，然而，在使用資訊時所應具備的觀念則顯的較為不足。  

而在不同性別的學生在資訊素養中的「圖書館素養」及「網路素養」層面有所差

異，在不同年級間，三、四年級的學生在資訊素養各層面優於 一、二年級的學生，

在不同科系中，以圖書資訊學系及新聞傳播學系學生在資訊素養各層面優於其他文學

院科系學生。  

在各種不同的學習經驗中，以「電腦」、「網路」及「媒體」三方面的學習經驗

與資訊素養各層面的相關性最為顯著，而在「圖書館」及「其他」方面的學習經驗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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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素養各層面較無顯著相關性。 

伍、在研究對象為高中生資訊素養相關研究 

姚秀雲[14]為探討高雄縣、市高中學生電腦態度狀況，以九十學年度在學之高雄

縣、市公私立高中學生為對象，共發出2000份問卷進行抽樣調查發現到在性別、年級、

學校所在地、電腦學習經驗，「學習電腦時間」愈長、「每星期使用電腦時間」愈多，

其電腦態度顯著較佳、學習環境方面在學習環境方面，家中有電腦、家中可上網、家

中有電腦書籍或雜誌、父母鼓勵等因素，其電腦態度均達顯著水準。然而，家人是否

會使用電腦與電腦態度，並未達顯著性差異。 

蔡明蒼[32]為了解高中學生電腦素養之現況及網路使用情形，以自編「高中學生

電腦素養調查問卷」，並對台灣12所高中發現在性別、年級、有參加電腦社、家中有

個人電腦、學生使用電腦的時間越長其電腦素養有顯著差異，而上電腦課時數並無影

響電腦素養。 

李清泉[9]為探討高職學生的電腦態度，以自編問卷對高雄市十一所公、私立高

職學生，取得547份有效問卷樣本發現，在個人背景方面，家中有電腦的比率高達94%，

家人會使用電腦的佔88.5%，科別及年級不同就讀年級學生的電腦態度未達顯著差

異。而在電腦經驗方面，學習電腦時間的長短、每週使用電腦時間的長短與學生的電

腦態度達顯著差異，在電腦環境方面，家中是否有電腦及家中是否有其他人會使用電

腦與學生的電腦態度未達顯著差異，而家中是否有電腦書籍、雜誌與父母是否鼓勵使

用電腦與學生電腦態度亦達顯著差異。 

陸、在研究對象為國中小學生資訊素養相關研究 

劉秀娟[37]為探討台東縣國中生不同背景變項對資訊素養知能及相關設備利用

情形之關聯性，進而瞭解影響學生資訊素養的因素與途徑，發現台東縣國中學生資訊

素養知能與相關設備利用情形尚有許多努力空間。其資訊素養知能程度會隨相關設備

利用情形、性別、接觸相關設備多寡、居住地都市化程度與先前相關課程學習經驗之

不同而有所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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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奇芳[35]為探討高雄縣國中學生之資訊與傳播科技素養之程度及個人背景變

項對資訊與傳播科技素養之差異以自編之「高雄縣國中學生資訊與傳播科技素養問卷

調查表」針對高雄縣鳳山市區及旗美地區國中學生共發出1008份問卷，其中回收有效

問卷914份，研究發現到高雄縣國中學生之資訊與傳播科技素養已達相當水準。而且

在性別、家中是否有電腦、家中是否可上網、居住在市區、每天有使用電腦或上網、

每天有固定看書、報紙、雜誌、課外書籍等閱讀習慣影響學生之資訊與傳播科技素養，

而在每天看電視、聽廣播等使用電子傳播獲取資訊的時間長短不同之國中學生，在整

體資訊與傳播科技素養方面未達顯著差異。 

唐文儀[28]為了解國小五、六年級學生的電腦素養及相關因素，以自編問卷測驗

397 位國小學生結果發現到國小學生在程式設計方面表現較差，學過電腦的學生在電

腦程式設計、電腦應用、電腦態度較沒學過的學生好，六年級學生電腦素養比五年級

學生好，女生電腦素養較男生為佳。 

蔣姿儀[33]為了解國民中小學生電腦素養，為瞭解國民中小學學生學習電腦相關

行為及現況，以台北市國民中學三年級學生1251人，國小六年級學生1201 人為研究

對象，經問卷研究獲得所需的資料，結果有以下幾點發現國小學生之電腦素養較國中

學生佳，國民中小學男學生之電腦素養顯著較女生佳。且電腦經驗、電腦資源、認知

需求、數學焦慮、數學成就與電腦素養有顯著相關。每星期閱讀電腦書籍及雜誌的時

間、家中電腦週邊設備的情形、自己或與他人共同使用電腦、電腦焦慮、電腦自信及

電腦喜歡等六個變項對國中小學生之電腦素養有顯著的預測效果。 

柒、影響國小學生資訊素養之相關因素 

綜合上述研究可以發現，有關資訊素養或電腦素養及其能力之研究中，對象以學

生之研究，大多以個人背景因素和學習經驗背景因素、學習環境背景因素作為變項進

行研究。在研究變項方面學者通常針對個人之性別、年級、年齡、學習電腦時間、每

週使用電腦之時間、是否會使用網路、家中有無電腦等因素加以探究，故本研究擬就

國小學生背景因素如下列因素加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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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以下列三個因素共十個變項為研究背景變項 

一、學生背景因素： 

1.性別：分為(1)男(2)女 

2.年級：分為(1)五年級(2)六年級  

二、學習經驗背景因素 

1.是否參加校外電腦課程 

2.是否玩過電腦遊戲 

3.每週使用電腦的時間 

三、學習環境因素 

1.家中有無個人電腦 

2.家中電腦可否連上網路 

3.家中是否有電腦書刊雜誌 

4.父母親是否支持學習電腦 

5.家中是否有人可請教電腦網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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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係要了解我國雲林縣北港鎮各國小學生其所具備的資訊素養

能力程度，與了解那些因素影響我國雲林縣國小學生之資訊素養能力，並探究學生其

背景變項在資訊素養上有無差異，以問卷調查的方式進行量的研究。全章共分五節：

第一節「研究架構」、第二節「研究對象」、第三節「研究工具」、第四節「實施程

序」、第五節「資料分析」。 

 

第一節 研究架構 

綜合本研究之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問題及相關文獻，綜合成圖3-1的研究

架構，探討影響雲林縣北港鎮各國小學生資訊素養的因素及資訊素養現況分析。本研

究有10個自變項分述如下；而依變項即為本研究之資訊素養。 

本研究之背景變項 

一、學生背景因素： 

1.性別：分為(1)男(2)女 

2.年級：分為(1)五年級 (2)六年級  

二、學習經驗背景因素： 

1.是否參加校外電腦課程 

2.是否玩過電腦遊戲 

3.每週使用電腦的時間 

三、學習環境背景因素： 

1.家中有無個人電腦 

2..家中電腦可否連上網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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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家中是否有電腦書刊雜誌 

4.父母親是否支持學習電腦 

5.家中是否有人可請教電腦網路問題 

本研究之依變項：即指本研究之資訊素養，包括 

1.發現問題的能力 

2.尋求資訊的能力 

3.檢索資訊的能力 

4.使用資訊的能力 

5.綜合組織資訊能力 

6.評估分享資訊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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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研究架構圖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雲林縣北港鎮各國民小學高年級學生，不包含資源班與特教

班學生。 

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之工具為研究者自編之「國民小學學生資訊素養之研究─以雲林縣北

港鎮各國小為例」問卷，茲將預試問卷建立、問卷架構、信度效度、編製正式問卷分

個人背景因素 

性別 

年級 

學習經驗背景因素 

1.是否參加校外電腦課程 
2.是否玩過電腦遊戲 

3.每週使用電腦的時間 

 

資訊素養能力 

1發現問題的能力 

2尋求資訊的能力 

3檢索資訊的能力 

4使用資訊的能力 

5綜合組織資訊能力 

6評估分享資訊能力 

學習環境背景因素 

1家中有無個人電腦 

2.家中電腦可否連上網路 

3.家是否有電腦書刊雜誌 

4.父母親是否支持學習電

腦 

5.家中是否有人可請教電

腦網路問題 

資
訊
素
養
現
況
分
析 



 36

述如下：  

壹、預試問卷建立 

參考王秋絨、張稚凰[3]、顏嘉億[40]、關淑尤[43]等人之研究，並徵詢現職國

民小學高年級導師、主任意見，再請指導教授、專家學者加以修改潤飾，發展編製成

問卷初稿共31題 

貳、預試問卷架構 

本研究編製完成之「國民小學學生資訊素養之研究─以雲林縣北港鎮各國小為

例預試問卷」(見附錄三)，分成二部分，第一部分為個人基本資料，共包含性別、年

級、是否參加校外電腦課程、是否玩過電腦遊戲、每週使用電腦的時間、父母親是否

支持學習電腦、家中是否有人可請教電腦問題、家中有無個人電腦、家中電腦可否連

上網路、家中是否有電腦書刊雜誌 

第二部分為問卷內容，主要問卷內容共包含31題，問卷向度，參考學者及理論分

成六個向度，如下： 

一、發現問題的能力 

二、尋求資訊的能力 

三、檢索資訊的能力 

四、使用資訊的能力 

五、綜合組織資訊能力 

六、評估分享資訊能力 

參、預試實施：  

本問卷的預試分為兩部分： 

一、施測前的內容評估： 

研究者先依據相關文獻及研究，擬定問卷初稿為34 題，再分別向專家

學者諮詢後，經指導教授審查修訂後，題目為31 題。 

二、預試的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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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編製過程中已參照許多具有良好性、效度的問卷，也藉由與專

家及相關資訊教育實務人員的討論進行題目編製；但為求問卷調查結果能更

加嚴謹與正確，故進行預試，以提高問卷的可行性。預試對象之選取宜取自

將來正式測驗擬應用的群體中[29]。 

本研究的母群體為雲林縣北港鎮各國小高年級學生，預試對象從研究者就職學校

雲林縣北港鎮南陽國小高年級學生中抽取，故於93年3月抽取五年丁班及六年甲兩班

學生共61名學生接受預試，無效問卷2份，有效問卷59分，詳如表3-1： 

 

表3-1預試問卷受試樣本基本資料分析表 

基本資料變項 分類 人數 百分比 

性別 

 

男 

女 

35 

24 

59.3 

40.7 

年級 五年級 

六年級 

30 

29 

50.8 

49.2 

是否參加校外電腦課程 是 

否 

11 

48 

18.6 

81.4 

是否玩過電腦遊戲 

 

是 

否 

31 

28 

52.5 

47.5 

每週使用電腦的時間 

 

沒有 

1小時內 

1~3小時 

4~6小時 

7~10小時 

10小時以上 

6 

14 

14 

9 

5 

11 

10.2 

23.7 

23.7 

15.3 

8.5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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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表3-1預試問卷受試樣本基本資料分析調查表 

家中有無個人電腦 

 

是 

否 

54 

5 

91.5 

8.5 

家中電腦可否連上網路 

 

是 

否 

39 

20 

66.1 

33.9 

是否有電腦書刊雜誌 

 

是 

否 

31 

28 

52.5 

47.5 

父母親是否支持學習電腦 

 

是 

否 

45 

14 

76.3 

23.7 

家中是否有人可請教電腦網路

問題 

是 

否 

40 

19 

67.8 

32.2 

 

三、項目分析：問卷經過預試填答後，進行鑑別度檢驗、信度及效度之分析。   

(一)本研究的各項統計考驗顯著水準均訂為α=0.05  

(二)運用小樣本的極端組比較法，將所有受測者當中，全量表整體得分與最低 

的兩極端者予歸類分，各題目平均數在這兩極端受試者中，以T檢定來檢

驗應具有顯著的差異，才能反應出題目的鑑別度。[10] 

     本研究將預試樣本在量表總分的高低，取高低的27％分為高低兩組，進行項目

分析，以T檢定來進行考驗，選取達顯著水準0.05的題目，由表3-2發現所有題目皆達

顯著水準0.05，顯示各題都有不錯的鑑別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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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預試問卷高低分鑑別度分析表 

題次 t 顯著性 (雙尾) 

1 -2.439 *.021 

2 -5.114 ***.000 

3 -2.539 *.016 

4 -5.845 ***.000 

5 -5.155 ***.000 

6 -4.200 ***.000 

7 -4.092 ***.000 

8 -3.381 **.002 

9 -6.174 ***.000 

10 -5.208 ***.000 

11 -3.659 **.002 

12 -2.887 **.007 

13 -2.978 **.006 

14 -4.488 ***.000 

15 -7.165 ***.000 

16 -4.842 ***.000 

17 -6.33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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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3-2預試問卷高低分鑑別度分析表 

18 -5.960 ***.000 

19 -3.768 **.001 

20 -3.015 **.005 

21 -3.662 **.001 

22 -4.199 ***.000 

23 -4.418 ***.000 

24 -5.355 ***.000 

25 -3.629 **.001 

26 -6.999 ***.000 

27 -3.250 **.003 

28 -6.442 ***.000 

29 -5.906 ***.000 

30 -7.944 ***.000 

31 -6.647 ***.000 

N=59  (*P<0.05   ** P<0.01  ***P<0.001) 

 

(三)信度分析： 

本研究預試之信度分析係根據預試問卷回收後，採用SPSS for Windows 套

裝統計軟體，分別針對問卷進行內部一致性之信度考驗，以α（Alpha）係數進

行信度分析。α係數公式是從庫李20 號公式發展出來的，其計算方法主要是依

據受試者對所有題目的反應，分析題目間的一致性（interitem consist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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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確定測驗中的題目是否測量相同的特質，適用於非對即錯或量表之多重計分方

式。[15] 

根據相關理論建議以下表 3-3 斟酌可信程度的參考範圍： 

表 3-3 信度可信程度的參考範圍 

0.90< 信度  

0.70< 信度< 0.90 很可信(次常見的信度範圍) 

0.50< 信度< 0.70 可信(最常見的信度範圍) 

0.40< 信度<0.50 稍微可信 

0.30< 信度<0.40 初步的研究，勉強可信 

信度<0.30 不可信 

 

本研究在預試施測後，以α（Alpha）係數進行信度分析，結果如下表3-4，因題

13與整量表相關低於0.3列為刪題選擇，在刪除題13後，其向度之α係數由0.6646提

高為0.7109，而整體之α係數由0.9274提高為0.9284，故決定刪除題13。   

由下表3-4得到本預試問卷單題α係數皆在0.9以上，而整體國民小學生資訊素養

而言，整體α係數為0.9274，可見本研究問卷，單題及整體都有很高的信度。 

 

表3-4國民小學學生資訊素養預試量表題目總量表之信度分析 

題次 單題與量表相關 

低於0.3 即刪題 

單題α係數 

1 .4114 .9265 

2 .5478 .9249 

3 .3547 .9270 

4 .6513 .9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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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3-4國民小學學生資訊素養預試量表題目總量表之信度分析 

5 .5738 .9244 

6 .5325 .9251 

7 .4711 .9257 

8 .3296 .9275 

9 .5567 .9246 

10 .6237 .9239 

11 .4951 .9254 

12 .3168 .9278 

13 .2873(刪除) .9284 

14 .5434 .9248 

15 .7188 .9227 

16 .6259 .9238 

17 .5700 .9245 

18 .6890 .9229 

19 .4627 .9259 

20 .4778 .9256 

21 .5402 .9249 

22 .5046 .9254 

23 .5059 .9254 

24 .4833 .9258 

25 .4488 .9262 

26 .6045 .9240 

27 .4990 .9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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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3-4國民小學學生資訊素養預試量表題目總量表之信度分析 

28 .5482 .9247 

29 .5812 .9244 

30 .6458 .9234 

31 .6623 .9233 

整體  .9274 

(四)效度分析： 

1.內容效度：  

將問卷交給相關的學者專家或實務工作者，請其評估題目的良窳，又稱

專家效度。通常專家所評定的內容不僅是「題目看起來像不像是測量該特質

的題目」(所謂表面效度)，，更可以協助進行內容效度的評估，指出是否題

目包含了適當的範圍與內容，同時更可以藉由專家的意見，針對題目是否可

以測該潛在特質的抽象內容進行討論，因此專家評估是多數測驗學者所採用

的一種預試策略。 

本研究預試問卷之內容效度（content validity）;亦即在問卷編製的

過程中，請相關領域的專家學者及實務工作者，就問卷設計的適切性加以指

正、並修正文句，以建立本研究問卷內容效度與專家效度。 

整個問卷編製的過程中，除了閱讀相關理論文獻及參考過去相關之調查

問卷外，在擬訂初稿後，並經由訪談及填答「國民小學學生資訊素養之研究

─以雲林縣北港鎮各國小為例專家問卷」（見附錄二），廣泛蒐集並彙整各

方意見，以建立本研究問卷之良好效度，為求問卷能適合國小高年級學生作

答，故請多位實際參與雲林縣資訊教育工作的老師協助問卷之校定。茲列出

參與專家效度鑑定之學者專家及實務工作者名單(見附錄一)，並感謝其熱心

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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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構效度：  

問卷資料經由因素分析所得之效度為建構效度(construct validity)，是

指一個測驗能夠測量到理論上的建構或特質的程度，建構效度即是根據變項之

間的輯關係而形成的。建構心理學上的理論構想或特質，它是觀察不到的，是

假設其存在，以便於解釋一些個人的行為，因此凡依據心理學的建構，對測驗

分數的意義所做的分析和解釋，即為建構效度，效度只測量所得資料與一般所

接受的概念意義之間的相關程度。一個測驗的效度通常較低於其信度，大部份

測驗的效度係度約在0.3以上。[20] [21] [26] [29] 

因素分析能夠協助測驗研究者進行效度的驗證。利用一組題目與心理構念間的討

論，研究者得以提出計量的證據，探討潛在特質的因素結構與存在的形式，建立量表

的因素效度，可以協助測驗編製，進行檢驗試題的優劣好壞，可以透過bartlett 球形

檢定及kaiser-Meyer-Olkin取樣適切量數檢定。[10] 

Bartlett 球形檢定：探討相關係數是否適當 

Kaiser-Meyer-Olkin取樣適切量數檢定：代表該變項有關的所有相關係數與淨相

關係數的比較值，該係數越大，表示相關情形良好，Kaiser(1974)指出執行因素分析

判準如下表3-5：[10] 

表3-5因素分析BARTLETT與KMO統計分析判斷表 

KMO統計量 因素分析適合性 

0.90以上 極佳的 

0.80以上 良好的 

0.70以上 中度的 

0.60以上 平庸的 

0.50以上 可悲的 

0.50以下 無法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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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預試採因素分析如下表3-6，bartlett 球形檢定達顯著水準，kMO系數為

0.744，可見本研究預試問卷有不錯的因素效度。 

 

表3-6預試問卷因素分析BARTLETT與KMO統計分析表 

KMO 與 Bartlett 檢定  

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切性量數 0.744 

近似卡方分配 116.008 

自由度 45 Bartlett 球形檢定 

顯著性 .000 

 

肆、編製正式問卷 

一、正式問卷信度檢定 

針對正式問卷回收後，再一次進行信度檢定如表3-7，問卷各題項之α值，

皆高於0.9，整體內部一致性α值=0.9139，顯示本研究的正式問卷測驗結果可靠

性高。 

表3-7正式問卷內部一致性α值 

題號 單題與量表相關 單題α值 

1 .4037 .9124 

2 .4264 .9122 

3 .5056 .9109 

4 6002 .9095 

5 .5151 .9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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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3-7正式問卷內部一致性α值 

6 4336 .9120 

7 .4625 .9116 

8 .4236 .9121 

9 .5454 .9104 

10 .4890 .9112 

11 .4510 .9117 

12 .3703 .9131 

13 .5314 .9105 

14 .6047 .9094 

15 .4913 .9111 

16 .5555 .9102 

17 .4994 .9110 

18 .4133 .9126 

19 .3725 .9128 

20 .5689 .9099 

21 .4727 .9116 

22 .4961 .9111 

23 .4256 .9124 

24 .4502 .9121 

25 .4562 .9117 

26 .5570 .9101 

27 .4901 .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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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3-7正式問卷內部一致性α值 

28 .6126 .9093 

29 5903 .9095 

30 .5312 .9105 

整體  .9139 

 

二、正式問卷效度檢定及因素分析： 

本研究採用因素分析法，分析過程採用主成份分析法，並採用正交轉

軸來萃eigenvalue大於1之構面。在正式問卷編製時，以因素負荷量

(loadings)大小來當作刪題準則，以0.35當取捨題目的臨界值，本研究採

用0.35當作因素分析時刪題的臨界值。 

     本研究在因素分析過程中，刪除問卷題目的準則有下列二項 

(一)若某一題目自成一個因素者，因為沒有信度則刪之。 

(二)該題目在所屬因素之因素負荷量(loadings)必須大於0.35(具有 

建構效度)，否則刪題 

本研究根據以上二個準則進行因素分析。 

本研究採因素分析如下表3-8，bartlett 球形檢定達顯著，kMO系數為0.929，顯示

各變項有顯著的關係，並指出繼續進行因素分析是適當的，具有很高的因素效度，然

後以凱薩之特微值大於1之原則，抽取出共同因素，進行Varimax法做直交轉軸，取其

各因素中具較高因素負荷量之變項，用以說明各個因素的涵義，並加以命名。 

表3-8正式問卷因素分析BARTLETT與KMO統計分析表 

KMO 與 Bartlett 檢定  

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切性量數。 0.929 

Bartlett 球形檢定 近似卡方分配 4231.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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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3-8正式問卷因素分析BARTLETT與KMO統計分析表 

自由度 435 

 

顯著性 .000 

 

經由因素分析，問卷各題因素負荷量皆大於0.35，故不刪題，並可簡化成6個

因素(如下表)，共可解釋52.653%的變異量，並依據艾森柏格(Eisenberg)在資訊素養

教育方面，提出的運用資訊解決問題歷程六大技能(big six skills) 為問卷之主要

架構，命名及解釋如下表3-9： 

表3-9正式問卷因素分析摘要表 

問卷內容摘要 因素命名 因素負荷 初始特

微值 

累積總變異

量 

Cronbach a

值 

6.網際網路 

7.資訊來源 

9.尋求資訊 

11.搜尋引擎 

15.電腦存取 

16.挑選資料 

檢索資訊

能力 

0.710 

0.609 

0.448 

0.763 

0.653 

0.414 

8.826 29.421 0.7950 

1.發現問題 

8.資料管道 

26.改進蒐集缺點 

27.改進作品缺點 

28.靈活使用 

30學習資訊 

發現問題

能力 

0.414 

0.566 

0.621 

0.592 

0.477 

0.554 

2.262 36.962 0.7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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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3-9正式問卷因素分析摘要表 

3.找出問題關鍵 

4.知道找那些資

料 

5.寫出重點關鍵 

10使用網路找資

料 

 

尋求資訊

能力 

0.662 

0.445 

0.593 

0.491 

1.031 49.252 0.6465 

2.寫下問題 

12.圖書館找資料 

17.仔細閱讀資料 

18.做筆記 

19.尊重智慧財產

權 

20.製成網頁 

利用資訊

能力 

0.516 

0.498 

0.579 

0.709 

0.467 

0.592 

1.471 41.865 0.7072 

13.縮小範圖 

20.組織資料 

21.文書處理 

22.印表機印出 

29.善用資訊 

綜合組織

資訊能力 

0.454 

0.609 

0.772 

0.613 

0.450 

1.186 45.817 0.7931 

24.網路分享 

25.討論分享 

評估資訊

能力 

0.710 

0.699 

1.020 52.653 0.5876 

 

三、編製正式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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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問卷經過因素分析後，再次做信度分析得到內部一致性Cronbachα係數

為0.9139，各向度分別為0.7811、0.6465、0.7950、0.7072、0.7931及0.5876，

且問卷具有建構效度，顯示問卷可行。故依序完成正式問卷編製，正式問卷以「國

民小學學生資訊素養之研究─以雲林縣北港鎮各國小為例」定名，分為二部份。 

第一部份：「國民小學學生基本資料」包括：性別、年級、是否參加校外電

腦課程、是否玩過電腦遊戲、每週使用電腦的時間、父母親是否支持學習電腦、

家中是否有人可請教電腦問題、家中有無個人電腦、家中電腦可否連上網路、家

中是否有電腦書刊雜誌共十題。第二部份「國民小學學生資訊素養能力量表」分

為六個向度，共三十題，雙向細目表(見附錄四)。 

伍、填答計分方式 

本研究問卷第二部份作答方式採用李克特（Likert）四點量表，由受試者依

其個人認知，針對本問卷之各題項，擇一填答。問卷選答四等級分別是「完全同

意」、「部份同意」、「部份不同意」、「完全不同意」。本問卷均為正向題設

計，計分方式係由「完全同意」到「完全不同意」四個評量連續量分別給予四分、

三分、二分、一分。 

第四節 實施的程序 

壹、研究程序 

茲將本研究之實施過程圖列於下圖3-2 

 

圖3-2 研究實施過程圖 

確
定
研
究
主
題

文
獻
探
討

設
計
問
卷

專
家
諮
詢

預
試
修
改
問
卷

正
式
施
測

資
料
統
計
分
析

撰
寫
論
文
報
告

完
成
論
文
寫
作



 51

貳、研究進度 

本研究之研究進度圖如下圖3-3 
 

圖3-3研究進度圖 

92年 93年               時間 

 

進度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確定研究主題 ★★            

蒐集相關文獻  ★★★          

確定研究架構   ★★★         

編製研究問卷      ★★       

預試施測        ★      

修訂研究問卷         ★     

正式施測          ★    

資料輸入分析          ★ ★   

撰寫論文初稿          ★ ★   

修改論文          ★ ★   

提送論文            ★  

修改印刷             ★ 

 

第五節 資料處理 

本研究經施測調查後，研究者將回收之問卷資料加以初步歸類整理，刪除不完整

之問卷後，將有效問卷一一編碼、登錄並輸入電腦後，透過SPSS for Windows 10.0 版

統計套裝軟體之程式加以運算處理，並以下列方式進行統計分析： 

壹、平均數、次數分配、百分比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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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平均數、次數分配及百分比統計等方式瞭解國民小學學生資訊素養程度

現況。 

貳、t檢定（ t-test） 

本研究以獨立樣本t檢定（ t-test）考驗學生性別、年級不同、是否參加校外電

腦課程、是否玩過電腦遊戲、父母親是否支持學習電腦、家中是否有人可請教電腦問

題、家中有無個人電腦、家中電腦可否連上網路、是否有電腦書刊雜誌等變項其資訊

素養之差異情形，並考驗其資訊素養各向度的差異情形。 

參、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One-way ANOVA） 

本研究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考驗每週使用電腦時間長短的差異情形，若達顯著水

準，則以薛費法(Scheffè method)進行事後比較，了解各組間的差異情形。 

肆、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 

    本研究以因素分析法檢驗問卷之建構效度，及抽取共同因素，進行問卷各向度之

命名。 

伍、本研究的各項統計考驗水準均訂為α=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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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研究結果之分析與討論 

 

本章將根據本研究目的及待答問題，將所蒐集的資料進行資料處理與統計分

析。本章旨在分析研究結果並進行討論，第一節為樣本基本資料分析，第二節為探討

雲林縣北港鎮各國民小學學生資訊素養能力之現況，第三節為探討不同背景之雲林縣

北港鎮各國民小學學生資訊素養能力是否有所差異。 

 

第一節 樣本基本資料分析 

本研究正式問卷施測以雲林縣北港鎮各國民小學五六年級學生為對象，不包含資

源班、特教班學生，根據教育部九十二學年度國民小學概況表，雲林縣北港鎮計有小

學8所，五六年級學生計有1157人。 

本研究正式問卷施測採分層隨機抽樣，與各學校教務主任連繫，研究者親至各校

進行問卷之分發、解釋、施測、回收。總計分發正式問卷465份，回收442份，回收率

95%，可用有效問卷為435份，可用率98%。本節將依雲林縣北港鎮各國民小學學生之

背景變項說明樣本基本資料分佈情形。 

本研究之正式樣本名單及分發問卷回收情形統計表如表4-1所示： 

 

表4-1雲林縣北港鎮九十二學年度國民小學五六年級學生，與抽樣人數一覽表 

學校名稱 
五 年

級 

六 年

級 
總 人

數 

分 層

比例 

分 層

抽 樣

人數 

發 問

卷 數

回 收

數 

回 收

率 

可 用

數 

可 用

率 

南陽國小 124 122 246 21% 96 100 95 95% 94 99% 

北辰國小 321 327 648 56% 252 260 250 96% 247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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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4-1雲林縣北港鎮九十二學年度國民小學五六年級學生，與抽樣人數一覽表 

好收國小 25 26 51 4% 20 20 18 90% 17 94% 

育英國小 8 8 16 1% 6 6 6 100% 6 100% 

東榮國小 10 14 24 2% 9 10 10 100% 10 100% 

朝陽國小 27 22 49 4% 19 19 17 89% 16 94% 

辰光國小 12 14 26 2% 10 10 10 100% 10 100% 

僑美國小 45 52 97 8% 38 40 36 90% 35 97% 

總人數   1157 100% 450 465 442 95% 435 98% 

 

如上所述，本研究正式問卷施測回收可用問卷為435份，茲將問卷回收後問卷受

試者樣本基本資料分析摘要如表4-2所示： 

一、就性別而言： 

如表4-2所示，受試男性229人，占整體樣本52.6%，女性受試者206 人，占

整體樣本47.4%。整體而言，男性樣本數多於女性。 

二、就年級而言： 

如表4-2所示，受試五年級學生210人，占整體樣本48.3%，六年級受試者225 

人，占整體樣本51.7%。整體而言，六年級樣本數多於五年級樣本數。 

三、就有無參加校外電腦課程而言： 

如表4-2所示，受試有參加校外電腦課程學生75人，占整體樣本17.2%，沒有

參加校外電腦課程學生360人，占整體樣本82.8%。整體而言，沒有參加校外電腦

課程樣本數多於有參加校外電腦課程樣本數。 

四、就是否玩過電腦遊戲而言： 

如表4-2所示，有玩過電腦遊戲學生214人，占整體樣本49.2%，沒有玩過電

腦遊戲學生215人，占整體樣本49.2%。整體而言，有玩過電腦遊戲樣本數與有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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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電腦遊戲樣本數沒有差別。 

五、就每週使用電腦時間而言： 

如表4-2所示，0小時有45人，占整體樣本10.3%，1小時內有88人，占整體樣

本20.2%，1~3小時有120人，占整體樣本27.6%，4~6小時有86人，占整體樣本

19.8%，7~9小時有39人，占整體樣本9.0%，10小時以上有57人，占整體樣本13.1%。

整體而言，人數最多的1~3小時，其次是1小時內，其次是4~6小時，其次是10小

時以上，其次是0小時，人數最少是7~9小時。  

六、就家中是否有電腦設備而言： 

如表4-2所示，家中有電腦設備學生396人，占整體樣本91.0%，家中沒有電

腦設備39人，占整體樣本9%。整體而言，家中有電腦設備樣本數多於家中沒有電

腦設備樣本數。 

七、就家中電腦是否有連上網路而言： 

如表4-2所示，家中電腦有連上網路學生327人，占整體樣本75.2%，家中電

腦沒有連上網路108人，占整體樣本24.8%。整體而言，家中電腦有連上網路樣本

數多於家中電腦沒有連上網路樣本數。 

八、就家中是否有相關電腦書刊雜誌而言： 

如表4-2所示，家中有相關電腦書刊雜誌學生182人，占整體樣本41.8%，家

中沒有相關電腦書刊雜誌學生108人，占整體樣本58.2%。整體而言，家中有相關

電腦書刊雜誌樣本數多於家中沒有相關電腦書刊雜誌樣本數。 

九、就父母是否支持學習電腦而言： 

如表4-2所示，父母支持學習電腦學生310人，占整體樣本71.3%，父母不支

持學習電腦學生125人，占整體樣本28.7%。整體而言，父母支持學習電腦樣本數

多於父母不支持學習電腦樣本數。 

十、就家中是否有人可以請教電腦網路問題而言： 

如表4-2所示，家中有人可以請教電腦網路問題309人，占整體樣本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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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沒有人可以請教電腦網路問題學生124人，占整體樣本28.5%。整體而言，家

中有人可以請教電腦網路問題樣本數多於家中沒有人可以請教電腦網路問題樣

本數。 

表4-2正式施測抽樣學生基本資料表 

基本資料變項 分類 人數 百分比 

性別 

 

男 

女 

229 

206 

52.6 

47.4 

年級 五年級 

六年級 

210 

225 

48.3 

51.7 

是否參加校外電腦課程 是 

否 

75 

360 

17.2 

82.8 

是否玩過電腦遊戲 

 

是 

否 

214 

215 

49.2 

49.2 

每週使用電腦的時間 

 

沒有 

1小時內 

1~3小時 

4~6小時 

7~9小時 

10小時以上 

45 

88 

120 

86 

39 

57 

10.3 

20.2 

27.6 

19.8 

9.0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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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4-3雲林縣北港鎮各國民小學學生在資訊素養各向度能力統計表 

家中有無個人電腦設備 

 

是 

否 

396 

39 

91.0 

9.0 

家中電腦可否連上網路 

 

是 

否 

327 

108 

75.2 

24.8 

是否有電腦書刊雜誌 

 

是 

否 

182 

253 

41.8 

58.2 

父母親是否支持學習電腦 

 

是 

否 

310 

125 

71.3 

28.7 

家中是否有人可請教電腦網路

問題 

是 

否 

309 

124 

71.0 

28.5 

N=435 

 

第二節 國民小學學生資訊素養現況分析 

壹、國民小學學生資訊素養之現況 

有關雲林縣北港鎮各國民小學學生之資訊素養，係包含「發現問題的能力」、「尋

求資訊的能力」、「檢索資訊的能力」、「使用資訊的能力」、「組織綜合資訊能力」、

「評估分享資訊能力」等六個向度的能力，由表4-3中資料得知，目前雲林縣北港鎮

各國民小學學生在資訊素養六個向度中，其平均數得分介於2.71至3.38 之間，其中

「檢索資訊」向度之平均數為3.38，排序第一；「尋求資訊」向度所得平均數為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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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第二；「綜合組織資訊」向度所得平均數為3.18，排序第三；「發現問題」向度

所得平均數為3.01，排序第四；「評估分享資訊」向度所得平均數為2.86，排序第五；

「使用資訊」向度所得平均數為2.71，排序第六；再就「整體」資訊素養而言，平均

數得分為為3.06，在李克特4點量表上居中等以上的程度。 

 

表4-3雲林縣北港鎮各國民小學學生在資訊素養各向度能力統計表 

向度 平均數 排序 

檢索資訊能力 3.38 1 

尋求資訊能力 3.23 2 

綜合組織資訊能力 3.18 3 

發現問題能力 3.01 4 

評估分享資訊能力 2.86 5 

使用資訊能力 2.71 6 

整體 3.06  

 

就整體調查問卷而言，依照統計分析以平均數將各題加以排序後，由表4-4可得

知，平均數最高者分別為第11題我會使用網路上的搜尋引擎(如奇摩kimo、蕃薯藤yam)

輸入問題的關鍵字來找尋需要的資料。第6題我知道網際網路上有各式各樣的資料，

可找到很多有用的資料。第7題我知道除了網路上的資料，還可以在圖書館、光碟片

或其他地方。第15題我會操作電腦來存取電腦或網路上的資料。第19題使用各種資料

時，我會尊重別人的智慧財產權等五題。 

而平均數最低者為第12題我常到圖書館找出我所需要的書或資料。第23題我會將

整理的資料做成簡單的網頁，提供其他同學參考。第2題我能將需要解決的問題寫在

紙上。第18題對於查詢找到的資料，我能做成簡單的筆記。第28題我能靈活使用所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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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的成果，去解決其他相關類似的問題等五題。 

由此可見國小學生在電腦網路的使用不成問題及在資料搜尋及使用時能尊重他

人智慧財產權。但值得注意的是學生較不喜歡做筆記、用紙筆記錄問題，而在網頁製

作能力普遍不高，而排序最後是學生不常到圖書館去找出所需資料，可能這與雲林縣

鄉鎮圖書館設備有關，亟待日後探討。 

表4-4資訊素養問卷各題平均數之排序統計表 

內容 平均數 排序 

11.我會使用網路上的搜尋引擎(如奇摩 kimo、蕃薯藤 yam)輸入問

題的關鍵字來找尋需要的資料。 
3.72 1 

6.我知道網際網路上有各式各樣的資料，可找到很多有用的資料。 3.60 2 

7 .我知道除了網路上的資料，還可以在圖書館、光碟片或其他地

方。 
3.52 3 

15.我會操作電腦來存取電腦或網路上的資料。 3.48 4 

19.使用各種資料時，我會尊重別人的智慧財產權。  3.36 5 

9.我會選擇最好的方法去找到我需要的資料。  3.33 6 

30.我會再學習資訊科技，提升自己的資訊能力。  3.31 7 

22.我會用印表機將整理後的資料印出來。 3.29 8 

4.我能根據需要解決的問題，知道我要找那些資料。 3.23 9 

16.我會從大量的資料中，挑選出最需要的資料。 3.23 9 

14.如果資料不夠，我知道如何找到更多的資料。 3.22 11 

1.我能發現自己生活中或學業上的問題。 3.12 12 

10.我會在網路上瀏覽一般資料。 3.10 13 

26.我會改進自己蒐集資訊時的缺點，讓以後在蒐集資訊時能更快

速、更正確。  
3.06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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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4-4資訊素養問卷各題平均數之排序統計表 

29.我已經能善用資訊科技，來解決生活中或學業上的問題。 3.06 14 

27.我會改進作品的缺點，並作為下次作業的參考。  3.03 16 

8. 我能寫出各種可能蒐集資料的管道有那些。 3.01 17 

5.我能對自己所需要的資料，寫出重點或關鍵字。  3.00 18 

13.如果資料太多，我知道如何縮小範圖，找到需要的資料。 3.00 18 

20.我會將查詢而來的資料，加以整理組織，變成可以使用的資料。 2.94 20 

3.我能找出問題的關鍵及重點。 2.91 21 

17.我會仔細閱讀我所查詢找到的資料。 2.91 22 

25.我會將整理組織以後的報告或作業，跟同學一起討論。 2.89 23 

21.我會用文書處理軟體(如 word、powerpoint)，將收集到的各

種資料加以整理。 
2.86 24 

24.我會使用網路或電子郵件與其他同學分享自己整理的資料。 2.84 25 

28.我能靈活使用所整理的成果，去解決其他相關類似的問題。 2.83 26 

18.對於查詢找到的資料，我能做成簡單的筆記。 2.62 27 

2.我能將需要解決的問題寫在紙上。 2.55 28 

23.我會將整理的資料做成簡單的網頁，提供其他同學參考。 2.48 29 

12.我常到圖書館找出我所需要的書或資料。 2.39 30 

總平均 3.06  

N=435 

貳、國民小學學生在「發現問題能力」向度的資訊素養 

根據本研究問卷第二部份之「發現問題能力」向度共計六題，經統計分析後，得

知其平均數介於2.83至3.12之間，各題依其平均數得分高低排序，第1題「我能發現

自己生活中或學業上的問題。」平均數得分3.12 為最高，其次分別為第26題「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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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進自己蒐集資訊時的缺點，讓以後在蒐集資訊時能更快速、更正確。」得分3.06。

第29題「我已經能善用資訊科技，來解決生活中或學業上的問題。」得分3.06。第27

題「我會改進作品的缺點，並作為下次作業的參考。」得分3.03。第8題「我能寫出

各種可能蒐集資料的管道有那些。」得分3.01。第28題「我能靈活使用所整理的成果，

去解決其他相關類似的問題。」得分2.83。可由表4-5 得知：雲林縣北港鎮各國民小

學學生之資訊素養在「發現問題能力」這個向度上平均得分3.01， 可見其具有良好

的程度。 

 

表4-5國民小學學生在「發現問題能力」向度的資訊素養統計表 

問卷內容 平均數 排序 

1.我能發現自己生活中或學業上的問題。 3.12 1 

26.我會改進自己蒐集資訊時的缺點，讓以後在蒐集資訊時能更

快速、更正確。   
3.06 

2 

29.我已經能善用資訊科技，來解決生活中或學業上的問題。 3.06 2 

27.我會改進作品的缺點。並作為下次作業的參考。  3.03 4 

8 .我能寫出各種可能能夠蒐集資料的管道有那些。 3.01 5 

28.我能靈活使用所整理的成果，去解決其他相關類似的問題。 2.83 6 

整體 3.01  

N=435 

參、國民小學學生在「尋求資訊能力」向度的資訊素養 

根據本研究問卷第二部份之「尋求資訊能力」向度共計四題，經統計分析後，得

知其平均數介於3.00至3.60之間，各題依其平均數得分高低排序，第6題「我知道網

際網路上有各式各樣的資料，可找到很多有用的資料。」平均數得分3.60為最高，其

次分別為第4題「我能根據需要解決的問題，知道我要找那些資料。」得分3.23、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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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題「我會在網路上瀏覽一般資料。」得分3.10 、第5題「我能對自己所需要的資料，

寫出重點或關鍵字。」得分3.00。可由表4-6 得知：雲林縣北港鎮各國民小學學生之

資訊素養在「尋求資訊的能力」這個向度上平均得分3.23，可見其具有良好的程度。 

 

表4-6國民小學學生在「尋求資訊能力」向度的資訊素養統計表 

問卷內容 平均數 排序

6.我知道網際網路上有各式各樣的資料，可找到很多有用的資料。 3.60 1 

4.我能根據需要解決的問題，知道我要找那些資料。 3.23 2 

10.我會在網路上瀏覽一般資料。 3.10 3 

5.我能對自己所需要的資料，寫出重點或關鍵字。  3.00 4 

整體 3.23  

N=435 

肆、國民小學學生在「檢索資訊能力」向度的資訊素養 

根據本研究問卷第二部份之「檢索資訊能力」向度共計六題，經統計分析後，得

知其平均數介於2.91至3.72之間，各題依其平均數得分高低排序，第11題「我會使用

網路上的搜尋引擎(如奇摩kimo、蕃薯藤yam)」平均數得分3.72 為最高，其次分別為

第6題「我知道網際網路上有各式各樣的資料，可找到很多有用的資料。」得分3.60、

第7題「我知道除了網路上的資料，還可以在圖書館、光碟片或其他地方。」得分3.52 、

第9題「我會選擇最好的方法去找到我需要的資料。」得分3.33。第16題「我會從大

量的資料中，挑選出最需要的資料。」得分3.23。第17題「我會仔細閱讀我所查詢找

到的資料。」得分2.91。可由表4-7得知：雲林縣北港鎮各國民小學學生之資訊素養

在「檢索資訊能力」這個向度上平均得分3.38，可見其具有良好的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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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國民小學學生在「檢索資訊能力」向度的資訊素養統計表 

問卷內容 平均數 排序

11.我會使用網路上的搜尋引擎(如奇摩 kimo、蕃薯藤 yam) 3.72 1 

6.我知道網際網路上有各式各樣的資料，可找到很多有用的資料。 3.60 2 

7. 我知道除了網路上的資料，還可以在圖書館、光碟片或其他地方。 3.52 3 

9. 我會選擇最好的方法去找到我需要的資料。  3.33 4 

16.我會從大量的資料中，挑選出最需要的資料。 3.23 5 

17.我會仔細閱讀我所查詢找到的資料。 2.91 6 

整體 3.38  

N=435 

伍、國民小學學生在「使用資訊能力」向度的資訊素養 

根據本研究問卷第二部份之「使用資訊能力」向度共計六題，經統計分析後，得

知其平均數介於2.39至3.36之間，各題依其平均數得分高低排序，第19題「使用各種

資料時，我會尊重別人的智慧財產權。」平均數得分3.36為最高，其次分別為第17

題「我會仔細閱讀我所查詢找到的資料。」得分2.91、第18題「對於查詢找到的資料，

我能做成簡單的筆記。」得分2.62 、第2題「我能將需要解決的問題寫在紙上。」得

分2.55。第23題「我會將整理的資料做成簡單的網頁，提供其他同學參考。」得分2.48。

第12題「我常到圖書館找出我所需要的書或資料。」得分2.39。可由表4-8 得知：雲

林縣北港鎮各國民小學學生之資訊素養在「使用資訊能力」這個向度上平均得分2.71

具有中等以上的程度。較總平均為低，為較差之向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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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8國民小學學生在「使用資訊能力」向度的資訊素養統計表 

內容 平均數 排序 

19.使用各種資料時，我會尊重別人的智慧財產權。  3.36 1 

17.我會仔細閱讀我所查詢找到的資料。 2.91 2 

18.對於查詢找到的資料，我能做成簡單的筆記。 2.62 3 

2.我能將需要解決的問題寫在紙上。 2.55 4 

23.我會將整理的資料做成簡單的網頁，提供其他同學參考。 2.48 5 

12.我常到圖書館找出我所需要的書或資料。 2.39 6 

整體 2.71  

N=435 

陸、國民小學學生在「綜合組織資訊能力」向度的資訊素養 

根據本研究問卷第二部份之「綜合組織資訊能力」向度共計六題，經統計分析後，

得知其平均數介於2.86至3.48之間，各題依其平均數得分高低排序，第15題「我會操

作電腦來存取電腦或網路上的資料。」平均數得分3.48為最高，其次分別為第30題「我

會再學習資訊科技，提升自己的資訊能力。」得分3.31。第22題「我會用印表機將整

理後的資料印出來。」得分3.29。第14題「如果資料不夠，我知道如何找到更多的資

料。」得分3.22。第20題「我會將查詢而來的資料，加以整理組織，變成可以使用的

資料。」得分2.94。第21題「我會用文書處理軟體(如word、powerpoint)，將收集到

的各種資料加以整理。」得分2.86。可由表4-9 得知：雲林縣北港鎮各國民小學學生

之資訊素養在「綜合組織資訊能力」這個向度上平均得分3.18，可見其具有良好的程

度。 

 

 

 



 65

 

表4-9國民小學學生在「綜合組織資訊能力」向度的資訊素養統計表 

內容 平均數 排序 

15.我會操作電腦來存取電腦或網路上的資料。 3.48 1 

30.我會再學習資訊科技，提升自己的資訊能力。  3.31 2 

22.我會用印表機將整理後的資料印出來。 3.29 3 

14.如果資料不夠，我知道如何找到更多的資料。 3.22 4 

20.我會將查詢而來的資料，加以整理組織，變成可以使用的

資料。 
2.94 

5 

21.我會用文書處理軟體(如 word、powerpoint)，將收集到

的各種資料加以整理。 
2.86 

6 

整體 3.18  

N=435 

 

柒、國民小學學生在「評估分享資訊能力」向度的資訊素養 

根據本研究問卷第二部份之「評估分享資訊能力」向度共計二題，經統計分析後，

得知其平均數介於2.84至2.89之間，各題依其平均數得分高低排序，第25題「我會將

整理組織以後的報告或作業，跟同學一起討論。」平均數得分2.89為最高，其次為第

24題「我會使用網路或電子郵件與其他同學分享自己整理的資料。」得分2.84。可由

表4-10得知：雲林縣北港鎮各國民小學學生之資訊素養在「評估分享資訊能力」這個

向度上平均得分2.86，具有中等以上的程度，但較總平均為低。為較差之向度。 

 

 

 



 66

表4-10國民小學學生在「評估分享資訊能力」向度的資訊素養統計表 

內容 平均數 排序 

25 我會將整理組織以後的報告或作業，跟同學一起討論。 2.89 1 

24 我會使用網路或電子郵件與其他同學分享自己整理的資料。 2.84 2 

整體 2.86  

N=435 

 

第三節 不同背景之國民小學學生資訊素養之差異情形 

本節乃針對受試者之個人背景與資訊素養進行分析討論，旨在瞭解不同背景變項

之雲林縣北港鎮各國民小學學生其資訊素養有無差異，進一步瞭解目前雲林縣北港鎮

各國民小學學生之資訊素養是否會隨著個人之性別、年級、是否參加校外電腦課程、

是否玩過電腦遊戲、每週使用電腦的時間、父母親是否支持學習電腦、家中是否有人

可請教電腦問題、家中有無個人電腦、家中電腦可否連上網路、家中是否有電腦書刊

雜誌之不同而有所差異，以回答以下待答問題 

問題二、不同個人背景變項學生之資訊素養是否有顯著差異？ 

問題三、不同學習經驗變項學生之資訊素養是否有顯著差異？ 

問題四、不同個人學習環境背景變項學生之資訊素養是否有顯著差異？ 

並驗證以下假設 

假設一、不同個人背景其資訊素養有顯著差異 

假設二、不同個人學習經驗背景其資訊素養有顯著差異 

假設三、不同學習環境背景其資訊素養有顯著差異 

茲將調查所得結果分別就性別、年級、是否參加校外電腦課程、是否玩過電腦遊

戲、每週使用電腦的時間、父母親是否支持學習電腦、家中是否有人可請教電腦問題、

家中有無個人電腦、家中電腦可否連上網路、家中是否有電腦書刊雜誌等十項背景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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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部份分析說明如下： 

壹、不同性別之國民小學學生資訊素養差異情形 

以下將針對國小學生在各個向度的資訊素養能力差異做比較，茲將各個向度之結

果顯示於下表4-11係不同性別之雲林縣北港鎮各國小學生在各向度及整體的資訊素

養的平均數及t檢定結果。根據表4-11，不同性別之雲林縣北港鎮各國小學生的資訊

素養經過t檢定之後，就整體資訊素養而言，達0.05的顯著水準，其中女性平均數

3.01，高於男性的平均數2.90，可見其不同性別之雲林縣北港鎮各國小學生資訊素養

的確有所不同，且女性學生的整體資訊素養顯然高於男性學生。 

在「使用資訊」這個向度上的資訊素養，不同性別之雲林縣北港鎮各國小學生的

差異性達到0.001顯著水準，其他向度，不同性別之雲林縣北港鎮各國小學生的差異

性並沒有達到顯著水準。 

 

表4-11不同性別之國民小學學生資訊素養t檢定摘要表 

 

 

性

別 
個數 平均數

T值 顯著性 

(雙尾) 

男 228 3.4393
檢索資訊能力 

女 206 3.5218

-1.633 .103 

男 229 3.0422
發現問題能力 

女 205 3.0862

-.882 .378 

男 229 2.6041
使用資訊能力 

女 205 2.8496

-4.598 ***.000 

男 229 3.1259
綜合組織資訊能力 

女 206 3.1634

-6.27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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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4-11不同性別之國民小學學生資訊素養t檢定摘要表 

男 228 3.1809
尋求資訊能力 

女 206 3.2852

-1.915 .056 

男 229 2.7991
評估分享資訊能力 

女 206 2.9345

-1.729 .084 

男 228 2.9075
整體 

女 204 3.0145

-2.571 *.010 

(*P<0.05   ** P<0.01  ***P<0.001) N=324 

 

貳、不同年級之國民小學學生資訊素養差異情形 

表4-12係不同年級之雲林縣北港鎮各國小學生在各向度及整體的資訊素養的平

均數及t檢定結果。根據表4-12，不同年級之雲林縣北港鎮各國小學生的資訊素養經

過t檢定之後，就整體資訊素養而言，沒有達到顯著水準。 

其中在「評估分享資訊」這個向度上的資訊素養，不同年級之雲林縣北港鎮各國

小學生的差異性達到0.05顯著水準，其他向度，不同年級之雲林縣北港鎮各國小學生

的差異性並沒有達到顯著水準。 

表4-12不同年級之國民小學學生資訊素養t檢定摘要表 

 年級 個數 平均數
T值 顯著性 

(雙尾) 

五年級 209 3.5016
檢索資訊能力 

六年級 225 3.4570

.880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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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4-12不同年級之各國民小學學生資訊素養t檢定摘要表 

五年級 209 3.1029
發現問題能力 

六年級 225 3.0259

1.548 .122 

五年級 209 2.7536
使用資訊能力 

六年級 225 2.6889

1.186 .236 

五年級 210 3.1437
 綜合組織資訊能力 

六年級 225 3.1437

-0.001 .999 

五年級 209 3.2225
尋求資訊能力 

六年級 225 3.2378

-.280 .780 

五年級 210 2.7476
評估分享資訊能力 

六年級 225 2.9711

-2.875 **.004 

五年級 207 2.9659
整體 

六年級 225 2.9508

.359 .720 

(*P<0.05   ** P<0.01  ***P<0.001)N=435 

 

參、有無參加校外電腦課程之國民小學學生資訊素養差異情形 

表4-13係有無參加校外電腦課程之雲林縣北港鎮各國小學生在各向度及整體的

資訊素養的平均數及t檢定結果。根據表4-13，有無參加校外電腦課程之雲林縣北港

鎮各國小學生的資訊素養經過t檢定之後，就整體資訊素養而言，達0.05的顯著水準，

其中有參加校外電腦課程平均數3.08，高於沒參加校外電腦課程的平均數2.93，可見

其有無參加校外電腦課程之雲林縣北港鎮各國小學生資訊素養的確有所不同，且有參

加校外電腦課程學生的整體資訊素養顯然高於沒參加校外電腦課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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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發現問題」、「使用資訊」、「 綜合組織資訊」、「評估分享資訊」這四

個向度上的資訊素養，有無參加校外電腦課程之雲林縣北港鎮各國小學生的差異性亦

達到顯著水準，其他在「檢索資訊」、「尋求資訊」這兩個向度，有無參加校外電腦

課程之雲林縣北港鎮各國小學生的差異性並沒有達到顯著水準。 

表4-13有無參加校外電腦課程之國民小學學生資訊素養t檢定摘要表 

 
電腦課程 個數 平均數

T值 顯著性 

(雙尾) 

是 75 3.5356
檢索資訊能力 

否 359 3.4666

1.022 .307 

是 75 3.1911
發現問題能力 

否 359 3.0362

2.367 *.018 

是 75 2.8422
使用資訊能力 

否 359 2.6945

2.336 *.021 

是 75 3.3289
 綜合組織資訊能力 

否 360 3.1051

2.854 **.005 

是 75 3.3200
尋求資訊能力 

否 359 3.2117

1.503 .134 

是 75 3.0733
評估分享資訊能力 

否 360 2.8194

2.463 *.014 

是 75 3.0880 2.870 
整體 

否 357 2.9307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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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   ** P<0.01  ***P<0.001)N=435 

肆、是否玩過電腦遊戲之國民小學學生資訊素養差異情形 

表4-14係是否玩過電腦遊戲之雲林縣北港鎮各國小學生在各向度及整體的資訊

素養的平均數及t檢定結果。根據表4-14，是否玩過電腦遊戲之雲林縣北港鎮各國小

學生的資訊素養經過t檢定之後，就整體資訊素養而言，沒有達到顯著水準。 

其中在「檢索資訊」「 綜合組織資訊」「評估分享資訊」這三個向度上的資訊

素養，是否玩過電腦遊戲之雲林縣北港鎮各國小學生的差異性達到顯著水準，其他向

度，不同年級之雲林縣北港鎮各國小學生的差異性並沒有達到顯著水準。 

 

表4-14是否玩過電腦遊戲之國民小學學生資訊素養t檢定摘要表 

 電腦遊戲 個數 平均數
T值 顯著性 

(雙尾) 

是 213 3.5407檢索資訊能

力 否 215 3.4240

2.302 *.022 

是 213 3.0696發現問題能

力 否 215 3.0581

.229 .819 

是 214 2.6690使用資訊能

力 否 214 2.7710

-1.860 .064 

是 214 3.2196綜合組織資

訊能力 否 215 3.0698

2.515 *.012 

是 213 3.2653尋求資訊能

力 否 215 3.1977

1.234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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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4-14是否玩過電腦遊戲之國民小學學生資訊素養t檢定摘要表 

是 214 2.9509評估分享資

訊能力 否 215 2.7698

2.300 *.022 

是 212 2.9781
整體 

否 214 2.9397

.913 .362 

(*P<0.05   ** P<0.01  ***P<0.001)Ｎ=435 

伍、每週使用電腦的時間不同之國民小學學生資訊素養差異情形 

本研究將受試者每週使用電腦的時間分為六組，分為沒有、1時內、1~3時、4~6

時、7~9時、10時以上，為了瞭解雲林縣北港鎮各國民小學學生之資訊素養是否會隨

其每週使用電腦的時間不同而有所差異，根據調查所得資料，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法

進行分析，其分析結果如表4-15 所示： 

根據表4-15 的分析結果顯示，每週使用電腦的時間不同之雲林縣北港鎮各國民

小學學生的資訊素養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在整體資訊素養F值達2.735，且其間差異達

0.05 之顯著水準，且「使用資訊」(F=2.883，p<0.05)、「綜合組織資訊」 (F=4.471， 

p<0.01)兩個向度上的均達顯著水準，表示雲林縣北港鎮各國民小學學生之資訊素養

隨著每週使用電腦的時間不同而有所差異。 

雲林縣北港鎮各國民小學學生的每週使用電腦的時間不同組間有顯著的差異， 

故再以Scheffes method 進行事後比較分析如表4-16：可知在「使用資訊」向度中，

每週使用電腦1小時內與每週使用電腦10小時以上的學生有顯著差異；可知在「綜合

組織」向度中，每週使用電腦4~6小時與每週使用電腦0小時的學生有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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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5每週使用電腦時間不同之國民小學學生資訊素養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各向度能力 F 檢定 顯著性 事後比較 

檢索資訊能力 2.108 .064  

發現問題能力 1.968 .082  

使用資訊能力 2.883 *.014 1 小時內>10 小時以上  

綜合組織資訊能力 4.471 **.001 4~6 小時>沒有 

尋求資訊能力 1.983 .080  

評估分享資訊能力 0.943 .453  

整體 2.735 *.019  

(*P<0.05   ** P<0.01  ***P<0.001)N=435 

表4-16每週使用電腦時間不同之國民小學學生資訊素養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事後比

較摘要表 

 組別 個數 平均數
F值 顯著性 

 

事後比

較 

使用資訊能

力 

沒有  

1 小時內 

1~3 小時 

4~6 小時 

7~9 小時 

10 小時以上

45 

119 

88 

86 

39 

57 

2.65 

2.89 

2.77 

2.81 

2.62 

2.61 

2.883 *.014 1 小時

內> 10

小時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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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4-16每週使用電腦時間不同之國民小學學生資訊素養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事後

比較摘要表 

綜合組織資

訊能力 

沒有  

1 小時內 

1~3 小時 

4~6 小時 

7~9 小時 

10 小時以上

45 

119 

88 

86 

39 

57 

2.84

3.12

3.21

3.23

2.98

3.00

4.471 **.001 4~6 小

時 > 沒

有 

 

陸、家中是否有個人電腦設備之國民小學學生資訊素養差異情形 

表4-17係家中是否有個人電腦設備之雲林縣北港鎮各國小學生在各向度及整體

的資訊素養的平均數及t檢定結果。根據表4-17，家中是否有個人電腦設備之雲林縣

北港鎮各國小學生的資訊素養經過t檢定之後，就整體資訊素養而言，達0.01的顯著

水準，其中家中有個人電腦設備平均數2.97，高於家中沒有個人電腦設備的平均數

2.77，可見家中是否有個人電腦設備之雲林縣北港鎮各國小學生資訊素養的確有所不

同，且家中有個人電腦設備學生的整體資訊素養高於家中沒有個人電腦設備的學生。 

在「檢索資訊」、「 綜合組織資訊」、「尋求資訊」這三個向度上的資訊素養，

家中是否有個人電腦設備之雲林縣北港鎮各國小學生的差異性達到顯著水準，其他在

「發現問題」、「使用資訊」「評估分享資訊」這三個向度，家中是否有個人電腦設

備之雲林縣北港鎮各國小學生的差異性並沒有達到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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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7家中是否有電腦設備之國民小學學生資訊素養t檢定摘要表 

 電腦設備 個數 平均數
T值 顯著性 

 

是 395 3.5063
檢索資訊能力 

否 39 3.1966

2.871 **.006 

是 395 3.0768
發現問題能力 

否 39 2.9231

1.772 .077 

是 395 2.7232
使用資訊能力 

否 39 2.6880

.369 .713 

是 396 3.1864
綜合組織資訊能力 

否 39 2.7094

4.672 ***.000 

是 395 3.2481
尋求資訊能力 

否 39 3.0513

2.071 *.039 

是 396 2.8725
評估分享資訊能力 

否 39 2.7692

.650 .519 

是 393 2.9762
整體 

否 39 2.7752

2.773 **.006 

(*P<0.05   ** P<0.01  ***P<0.001)N=435 

柒、家中電腦可否連上網路之國民小學學生資訊素養差異情形 

表4-18係家中電腦可否連上網路之雲林縣北港鎮各國小學生在各向度及整體的

資訊素養的平均數及t檢定結果。根據表4-18，家中電腦可否連上網路之雲林縣北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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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各國小學生的資訊素養經過t檢定之後，就整體資訊素養而言，達0.001的顯著水

準，其中家中電腦可連上網路平均數3.00，高於家中電腦不可連上網路的平均數

2.80，可見家中電腦可否連上網路之雲林縣北港鎮各國小學生資訊素養的確有所不

同，且家中電腦可連上網路學生的整體資訊素養高於家中電腦不可連上網路的學生。 

在「檢索資訊」、「 綜合組織資訊」、「尋求資訊」、「評估分享資訊」這四

個向度上的資訊素養，家中電腦可否連上網路之雲林縣北港鎮各國小學生的差異性達

到顯著水準，其他在「發現問題」、「使用資訊」這二個向度，家中電腦可否連上網

路之雲林縣北港鎮各國小學生的差異性並沒有達到顯著水準。 

 

表4-18家中電腦可否連上網路之國民小學學生資訊素養t檢定摘要表 

 網路 個數 平均數
T值 顯著性 

 

是 326 3.5424
檢索資訊能力 

否 108 3.2855

3.775 ***.000 

是 326 3.0823

發現問題能力 

否 108 3.0046

1.351 .177 

是 326 2.7372
使用資訊能力 

否 108 2.6682

1.094 .274 

是 327 3.2610
 綜合組織資訊能力

否 108 2.7886

6.526 ***.000 

是 326 3.2799
尋求資訊能力 

否 108 3.0810

2.858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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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4-18家中電腦可否連上網路之國民小學學生資訊素養t檢定摘要表 

是 327 2.9480

評估分享資訊能力

否 108 2.6065

3.826 ***.000 

是 324 3.0099
整體 

否 108 2.8025

3.968 ***.000 

(*P<0.05   ** P<0.01  ***P<0.001)N=435 

 

捌、家中有無電腦書刊雜誌之國民小學學生資訊素養差異情形 

表4-19係家中有無電腦書刊雜誌之雲林縣北港鎮各國小學生在各向度及整體的

資訊素養的平均數及t檢定結果。根據表4-19，家中有無電腦書刊雜誌之雲林縣北港

鎮各國小學生的資訊素養經過t檢定之後，就整體資訊素養而言，達0.001的顯著水

準，其中家中有電腦書刊雜誌平均數3.04，高於家中沒有電腦書刊雜誌的平均數

2.89，可見其家中有無電腦書刊雜誌之雲林縣北港鎮各國小學生資訊素養的確有所不

同，且家中有電腦書刊雜誌學生的整體資訊素養高於家中沒有電腦書刊雜誌的學生。 

在「檢索資訊」、「發現問題」、「 綜合組織資訊」、「尋求資訊」「評估分

享資訊」這五個向度上的資訊素養，家中有無電腦書刊雜誌之雲林縣北港鎮各國小學

生的差異性達到顯著水準，其他在「使用資訊」這個向度，家中有無電腦書刊雜誌之

雲林縣北港鎮各國小學生的差異性並沒有達到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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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9家中是否有電腦書刊雜誌之國民小學學生資訊素養t檢定摘要表 

 書刊 個數 平均數
T值 顯著性 

(雙尾) 

是 181 3.5783
檢索資訊能力 

否 253 3.4071

3.517 ***.000 

是 182 3.1447
發現問題能力 

否 252 3.0040

2.814 **.005 

是 182 2.7225
使用資訊能力 

否 252 2.7183

.077 .938 

是 182 3.3333
綜合組織資訊能力 

否 253 3.0072

5.746 ***.000 

是 181 3.3481
尋求資訊能力 

否 253 3.1462

3.701 ***.000 

是 182 2.9560
評估分享資訊能力 

否 253 2.7964

2.017 *.044 

是 181 3.0440
整體 

否 251 2.8960

3.601 ***.000 

(*P<0.05   ** P<0.01  ***P<0.001)N=435 

 

玖、父母是否支持學習電腦網路之國民小學學生資訊素養差異情形 

表4-20係父母是否支持學習電腦網路之雲林縣北港鎮各國小學生在各向度及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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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資訊素養的平均數及t檢定結果。根據表4-20，父母是否支持學習電腦網路之雲

林縣北港鎮各國小學生的資訊素養經過t檢定之後，就整體資訊素養而言，達0.001

的顯著水準，其中父母支持學習電腦網路平均數3.01，高於父母不支持學習電腦網路

的平均數2.81，可見其父母是否支持學習電腦網路之雲林縣北港鎮各國小學生資訊素

養的確有所不同，且父母支持學習電腦網路學生的整體資訊素養高於父母不支持學習

電腦網路的學生。 

在「檢索資訊」、「發現問題」、「 綜合組織資訊」、「尋求資訊」「評估分

享資訊」這五個向度上的資訊素養，父母是否支持學習電腦網路之雲林縣北港鎮各國

小學生的差異性達到顯著水準，其他在「使用資訊」這個向度，父母是否支持學習電

腦網路之雲林縣北港鎮各國小學生的差異性並沒有達到顯著水準。 

 

表4-20父母是否支持學習電腦網路之國民小學學生資訊素養t檢定摘要表 

 父母支持 個數 平均數
T值 顯著性 

(雙尾) 

是 309 3.5512
檢索資訊能力 

否 125 3.2987

3.931 ***.000 

是 310 3.1118
發現問題能力 

否 124 2.9409

3.001 **.003 

是 310 2.7495
使用資訊能力 

否 124 2.6465

1.709 .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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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4-20父母是否支持學習電腦網路之國民小學學生資訊素養t檢定摘要表 

是 310 3.2172綜合組織資訊

能力 否 125 2.9613

3.693 ***.000 

是 309 3.3091
尋求資訊能力 

否 125 3.0360

4.398 ***.000 

是 310 2.9742評估分享資訊

能力 否 125 2.5880

4.563 ***.000 

是 309 3.0136

整體 

否 123 2.8184

4.121 ***.000 

(*P<0.05   ** P<0.01  ***P<0.001)N=435 

 

拾、家中是否有人可請教電腦網路問題之國民小學學生資訊素養差異情形 

表4-21係家中是否有人可請教電腦網路問題之雲林縣北港鎮各國小學生在各向

度及整體的資訊素養的平均數及t檢定結果。根據表4-21，家中是否有人可請教電腦

網路問題之雲林縣北港鎮各國小學生的資訊素養經過t檢定之後，就整體資訊素養而

言，達0.001的顯著水準，其中家中有人可請教電腦網路問題平均數3.01，高於家中

沒有人可請教電腦網路問題的平均數2.82，可見其家中是否有人可請教電腦網路問題

之雲林縣北港鎮各國小學生資訊素養的確有所不同，且家中有人可請教電腦網路問題

學生的整體資訊素養高於家中沒有人可請教電腦網路問題的學生。 

在「檢索資訊」、「發現問題」、「 綜合組織資訊」、「尋求資訊」「評估分

享資訊」「使用資訊」這六個向度上的資訊素養，父母是否支持學習電腦網路之雲林

縣北港鎮各國小學生的差異性達到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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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1家中是否有人可請教電腦網路問題之國民小學學生資訊素養t檢定摘要表 

 是否可請教 個數 平均數
T值 顯著性 

(雙尾) 

是 308 3.5211
檢索資訊能力 

否 124 3.3710

2.669 **.008 

是 308 3.0996
發現問題能力 

否 124 2.9718

2.329 *.020 

是 308 2.7738
使用資訊能力 

否 124 2.5820

3.206 **.001 

是 309 3.2206
 綜合組織資訊能力 

否 124 2.9489

3.863 ***.000 

是 308 3.2703
尋求資訊能力 

否 124 3.1290

2.351 *.019 

是 309 2.9498
評估分享資訊能力 

否 124 2.6411

3.605 ***.000 

是 306 3.0106
整體 

否 124 2.8253

4.072 ***.000 

(*P<0.05   ** P<0.01  ***P<0.001)N=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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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瞭解雲林縣北港鎮各國民小學學生資訊素養的現況及了解

學生背景變項與資訊素養的差異關係，以期能作為提昇雲林縣北港鎮各國民小學學生

資訊素養之參考。本章主要係根據本研究調查結果加以分析、歸納、整理後，提出研

究之結論及相關建議，據此以供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學校教師、學生家長作為提昇學

生資訊素養能力，以及未來後續研究之參考。本章共分三節探討：第一節描述主要研

究發現；第二節歸納本研究的結論；第三節提出本研究之建議。 

第一節 主要研究發現 

根據問卷調查分析結果，歸納本研究之主要發現如下： 

壹、雲林縣北港鎮各國民小學學生之整體及各向度資訊素養現況良好 

就整體而言，雲林縣北港鎮各國民小學學生資訊素養能力，皆在平均數2.80以

上，顯示現階段雲林縣北港鎮各國民小學學生資訊素養能力有一定的水準。 

在「發現問題能力」「尋求資訊能力」「檢索資訊能力」「使用資訊能力」「綜

合組織資訊能力」「評估分享資訊能力」中，「檢索資訊能力」「尋求資訊能力」這

兩個向度所得平均數較高，顯示國小學生在「檢索資訊」、「尋求資訊」這兩個向度

的資訊素養能力不錯；在「使用資訊能力」「評估分享資訊能力」這兩個向度平均所

較低，而這亦顯示雲林縣北港鎮各國民小學學生在「使用資訊」及「評估分享資訊」

這兩個向度的資訊素養能力仍可以再加強。 

貳、不同背景變項的雲林縣北港鎮各國民小學學生資訊素養有不同的差異情形 

根據研究結果，雲林縣北港鎮各國民小學學生資訊素養會隨其個人背景之不同而

有所差異。茲分述如下： 

一、就不同個人背景變項學生之資訊素養是否有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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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性別而言：不同性別之雲林縣北港鎮各國小學生資訊素養具有顯著

差異，且女性學生的整體資訊素養高於男性學生。 

(二)就年級而言：不同年級之雲林縣北港鎮各國小學生其資訊素養沒有顯

著差異。 

二、不同學習經驗背景變項學生之資訊素養是否有顯著差異 

(一)就有無參加校外電腦課程而言：有無參加校外電腦課程之雲林縣北港鎮 

各國小學生資訊素養具有顯著差異，且有參加校外電腦課程學生的整體

資訊素養高於沒參加校外電腦課程學生。 

(二)就是否玩過電腦遊戲而言：是否玩過電腦遊戲之雲林縣北港鎮各國小學

生其資訊素養沒有顯著差異。 

(三)就每週使用電腦的時間不同而言：每週使用電腦的時間不同之雲林縣北 

港鎮各國小學生資訊素養具有顯著差異。 

三、不同個人學習環境背景變項學生之資訊素養是否有顯著差異 

(一)就家中是否有個人電腦設備而言：家中是否有個人電腦設備之雲林縣北 

港鎮各國小學生資訊素養具有顯著差異，且家中有個人電腦設備學生的

整體資訊素養高於家中沒有個人電腦設備的學生。 

(二)就家中電腦可否連上網路而言：家中電腦可否連上網路之雲林縣北 

港鎮各國小學生資訊素養具有顯著差異，且家中電腦可連上網路學生的

整體資訊素養高於家中電腦不可連上網路的學生。 

(三)就家中有無電腦書刊雜誌而言：家中有無電腦書刊雜誌之雲林縣北港鎮 

各國小學生資訊素養具有顯著差異，且家中有電腦書刊雜誌學生的整體

資訊素養高於家中沒有電腦書刊雜誌的學生。 

(四)就父母是否支持學習電腦網路而言：父母是否支持學習電腦網路之雲林 

縣北港鎮各國小學生資訊素養具有顯著差異，且父母支持學習電腦網路

學生的整體資訊素養高於父母不支持學習電腦網路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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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就家中是否有人可請教電腦網路問題而言：家中是否有人可請教電腦網 

路問題之雲林縣北港鎮各國小學生資訊素養具有顯著差異，且家中有人

可請教電腦網路問題學生的整體資訊素養高於家中沒有人可請教電腦

網路問題的學生。 

第二節 結論 

根據前述主要研究結果及發現，綜合歸納成下列幾項結論，以作為提出建議之依

據，茲分述如下： 

壹、雲林縣北港鎮各國小學生整體及各向度資訊素養現況大致良好 

一、就整體而言： 

雲林縣北港鎮各國小學生具備一定程度（平均數3.02）以上的之資訊素

養，換言之，其資訊素養均屬於中上水準。 

二、就各向度而言： 

雲林縣北港鎮各國小學生在「發現問題能力」「尋求資訊能力」「檢索

資訊能力」「使用資訊能力」「綜合組織資訊能力」「評估分享資訊能力」

等各個向度上的資訊素養都具有中上程度的水準(平均數在2.71以上)。 

貳、不同背景變項之雲林縣北港鎮各國小學生之資訊素養情形有不同 

一、年級不同、是否玩過電腦遊戲之雲林縣北港鎮各國小學生的資訊素養並無顯

著差異。  

二、其他在性別、是否參加校外電腦課程、每週使用電腦的時間、父母親是否支 

持學習電腦、家中是否有人可請教電腦問題、家中有無個人電腦、家中電腦

可否連上網路、家中是否有電腦書刊雜誌有顯著差異。分述如下： 

(一)女性學生其資訊素養優於男性學生。 

(二)有參加校外電腦課程學生其資訊素養優於沒參加校外電腦課程學生。 

(三)家中有個人電腦設備學生其資訊素養優於家中沒有個人電腦設備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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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四)家中電腦可連上網路學生其資訊素養優於家中電腦不可連上網路的學

 生。 

(五)家中有電腦書刊雜誌學生其資訊素養優於家中沒有電腦書刊雜誌的學

生。 

(六)父母支持學習電腦網路學生其資訊素養優於父母不支持學習電腦網路

的學生。 

(七)家中有人可請教電腦網路問題學生其資訊素養優於家中沒有人可請教

電腦網路問題的學生。 

第三節 建議 

根據前述主要研究發現與結論，提出下列幾項建議，以提供主管教育機關、學校

行政單位、及學生家長對提昇學生資訊素養能力之參考。 

壹、對教育主管機關之建議 

一、設置班級電腦網路環境及充實資訊設備 

此次研究中發現學生資訊學習環璄較好的學生資訊素養較好，建議能在教

室內設置電腦設備及方便的網路環境，讓學生有方便的環境使用電腦網路，更

方便獲取知識、利用資訊。 

二、加強校內及社區圖書館的軟硬體設施 

研究發現學生對於圖書館的使用較少，各校的圖書館大都由教師兼任圖書

管理員，且書籍及設備更新較慢，社區圖書館亦有相同情形，建議政府能提升

國小圖書館及校內圖書館軟硬設施，並能有效的利用網路科技及媒體於圖書室

中，以營造終身學習的教育情境。 

貳、對雲林縣北港鎮各國民小學之建議 

一、學校應多鼓勵所屬教師參加資訊素養相關研習或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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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究中發現有參加校外電腦課程的學生資訊素養較好，而學生在網頁製

作及文書處理的能力在本研究中平均較低，到各校訪談時發現資訊課程大部份由

級任導師兼任，而無專任電腦教師，資訊課程的內容，大都以上網查資料、簡單

文書處理…等，且大部份老師不是資訊本科系，若以目前老師的資訊素養，似乎

無法滿足學生資訊素養的培養，建議學校應鼓勵教師們隨時持續自我充實或提供

教師資訊研習，提升教師本身資訊素養才能有效提升學生資訊素養。 

二、加強學生傳統紙筆能力，訓練學生思考 

從此次研究發現學生在大部份能利用網路搜尋資料，但在傳統紙筆能力卻降

低了，如將搜尋資料做成筆記或記錄問題之能力都偏低，顯示學生喜歡以輕鬆的

方式去找尋資料，卻不太喜歡深入思考，建議學校教師能訓練學生在找資料前能

先加以思考自己的問題及資料，並做成筆記或記錄，如此才能有效提升學生資訊

素養。 

參、對學生家長之建議 

一、家中建立方便的電腦網路環境 

從此次研究中發現，學生資訊素養與學生的電腦學習環境有顯著的關係，顯

示愈佳的電腦學習環境，學生的資訊素養愈佳，建議家長能為學生在家中營造良

好的電腦學習環境，並且鼓勵學生學習電腦網路，學生必能時時掌握資訊、利用

資訊，並能有效提升學生之資訊素養。 

二、定時帶孩子前往附近圖書館尋找資料 

從此次研究也可以發現學生不常至圖書館找尋資料，除了政府應加強更新圖

書館軟硬設施，學校教師多鼓勵學生至圖書館找尋資料，但最重要的是，在下課

時間或假日，建議家長能帶著孩子前往圖書館看書或找尋資料，共同提升資訊素

養。 

肆、後續研究之建議 

一、研究的對象 



 87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僅就雲林縣北港鎮各國民小學進行研究；將來可就不同地

區之國小進行調查進而做比較，以增進對國小學生資訊素養之瞭解，就學校言，

可擴及國中、高中、大學，其他更可擴及一般政府單位…等。 

二、研究的變項 

本研究探討之研究變項以雲林縣北港鎮各國民小學學生個人背景變項為

主，而影響國小學生資訊素養的因素很多，而就個人變項而言，未來研究可納入

更多背景變項加以探討，亦可針對家庭背景、教師本身資訊素養狀況、學期各科

成績等為變項，研究其與資訊素養之相關情形，以期獲得更具參考價值的研究結

果。 

三、研究的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之研究工具乃參酌多位學者及研究者之相關研究寶貴成果與

意見編製而成，因此尚可真實反應出現階段雲林縣北港鎮各國民小學學生資訊素

養現況，但因資訊科技日新月異，變化速度快，故研究之工具也應參考當時情況， 

才能編製出適宜有效的調查問卷。 

四、研究的統計方式 

本研究的統計分析僅採因素分析、t檢定、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等統計方法，

未來研究可在增加變項後運用不同統計分析來探討變項間的關係，以做更進一步

之研究。 

五、研究的方法 

本研究主要以文獻探討分析及問卷調查的研究方法，而研究對象為學生，學

生在填答時均假設能誠實回答，但學生可能因為受到像得分高不高、或者希望達

到老師要求等因素干擾，可能會影響本研究客觀性。因此建議未來持續研究時，

為進一步了解或彌補調查問卷所無法涵蓋之真實狀況，未來研究可兼採質量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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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採用質性研究的或行動研究方式的觀察、訪談、分析等方法，在學生學習

現場，逐步發展或設計、修改可行方案，透過實際行動實施，深入探討提昇資訊

素養之過程，以作為提升資訊素養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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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協助專家問卷專家一覽表 

專家 職務 

王昌斌 南華大學電子商務系主任 

謝昆霖 南華大學資訊管理研究所教授 

丁志權 國立嘉義大學實習就業輔導處處長 

黃國鴻 國立嘉義大學教育科技研究所教授 

洪錫欽 雲林縣南陽國小教務主任 

黃欽瑞 雲林縣南陽國小輔導主任 

黃顯森 雲林縣南陽國小教師 

王宗誠 雲林縣南陽國小教師 

郭暐薰 雲林縣南陽國小教師 

李菁菁 雲林縣南陽國小教師 

許雅翔 雲林縣南陽國小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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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敬愛的各位教育先進： 

本研究之正式問卷將根據諸位學者專家評定初稿結果編製而成。 

本問卷旨在瞭解雲林縣北港鎮各國民小學學生資訊素養的情形，資訊素

養能力主要採用艾森柏格(Eisenberg)在資訊素養教育方面，提出的運用

資訊解決問題歷程六大技能(big six skills) 為問卷之主要架構，及參酌學

者意見，並參考教育部公佈之「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資訊教育五類

核心資訊能力」（ 包括： 資訊科技的認知、資訊科技的使用與概念、

資料的處理與分析、資訊的溝通、資訊的搜尋），編製國民小學學生資

訊素養調查表，並將資訊素養能力分成「發現問題的能力」、「尋求資

訊的能力」、「檢索資訊的能力」、「運用資訊的能力」、「組織綜合

資訊能力」、「評估分享資訊能力」等六個向度的能力，為使本問卷更

貼切教育實務之現況，並使題意更加明確，懇請於繁忙公務之餘惠賜卓

見，以作為後續研究之依據。對於您的支持與協助，在此致上十二萬分

的敬意與謝意！ 敬祝            教安 

南華大學資訊管理研究所 

研究生：周苡靖敬上 

中華民國九十三年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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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學生資訊素養之研究─以雲林縣北港鎮各國小為例」專家問

卷 

指導教授：王昌斌博士 

編製者：周苡靖 

填表說明： 

1. 茲將各資訊素養向度及題目臚列說明如下，並請您惠予釜正並於適當的□

中畫「Ｖ」，懇請不吝指教，請在各題下方空白處惠予修正卓見，或直接於需

修改處 記。 

2. 對於個人基本資料部份，亦請就各題選項及文句敘述惠予釜正。 

 

第一部份：基本資料 

【填答說明】 

請您依照目前實際狀況，將您心目中適當的答案代號填入（ ）中，謝謝您！ 

一、性別：　□(1)男□(2)女 

二、年級：    (1)五年級 □(2)六年級 

三、除了學校電腦課程外，你是否參加校外電腦課程：(1)是 □(2)否 

四、你是否玩過電腦遊戲：(1)是 □(2)否 

五、除了學校電腦課以外，目前大約每週花多少時間(小時)使用電腦？ 

□(1)沒有□(2)1 小時內□(3)1~3 小時□(4)4~6 小時□(5)7~9 小時 

□(6)10 小時以上，請說明時數 

六、你的家裡或住處是否有電腦設備？： 

□(1)是，家裡的電腦是否可以連上網路？□(1)否 □(2)是 

□(2)否 

七、你的家中有沒有電腦書刊雜誌？：□(1)有 □(2)沒有 

八、你的父母親是否支持你學習電腦？：□(1)是 □(2)否 

九、你的父親的教育程度： 

 □ (1)研究所 

         □ (2)大學、專科 

         □ (3)高中(職) 

         □ (4)國中、國小 

 □ (5)未受教育 

十、你的母親的教育程度： 

 □ (1)研究所 

         □ (2)大學、專科 

         □ (3)高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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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國中、國小 

 □ (5)未受教育 

十一、當你電腦使用發生困難時，家中是否有人可以請教電腦問題： 

□(1)有 □(2)沒有 

 

□適合□修正後適合□ 不適合 

基本資料整體相關意見： 

 
 

 

【說明】第二部份：國民小學學生自我評估資訊素養能力量表係分為六個向度編製

而成，以「發現問題的能力」、「尋求資訊的能力」、「檢索資訊的能力」、「運

用資訊的能力」、「組織綜合資訊能力」、「評估資訊能力」等六個向度來說明國

民小學生生自我評估資訊素養能力的狀況。 

 
 

 

 

 

Ａ、發現問題的能力 

1.我能發現自己身旁的問題。                             … … … ...□ □ □

●修訂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我能寫出需要解決的問題。                            … … … ...□ □ □ 

●修訂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我能描述問題的相關資訊。                             … … … ...□ □ □

●修訂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我能針對問題加以分析。                               … … … ...□ □ □

●修訂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修訂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我能找出問題的關鍵所在。                             … … … ...□ □ □

●修訂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不
適
合 

修
正
後
適
合

適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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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尋求資訊的能力 

6.我能對自己的資訊需求，寫出重點或關鍵字。              … … … ...□ □ □

●修訂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我能根據需要解決的問題，確定所需要的資訊。            … … … ...□ □ □

●修訂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我知道電腦網路上有各式各樣的資料，可找到相當多的資訊。 …  … ...□ □ □

●修訂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我能根據自己的資訊需求，能知道有那些資訊來源可以使用。 … …  ...□ □ □

●修訂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我能從各種的資訊來源，判斷並排列資訊使用的優先順序。      … ...□ □ □

●修訂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檢索資訊的能力 

11.我能有效且正確的在網路上找到我要的資料。                … ...□ □ □ 

●修訂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我能到一般公共圖書館找出自己喜歡的書或文章。            …… ...□ □ □

●修訂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我知道一般公共圖書館提供的資訊不只有書，還有、 

錄音影帶、光碟等                                     … … … ...□ □ □

●修訂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我知道在各種資訊來源(如網路、圖書館等)，找出 

一個比較符合問題解決的資訊。                         … … … ...□ □ □

●修訂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我會使用網路上的搜尋引擎(如奇摩 kimo、蕃薯藤 yam) 

輸入問題的關鍵字來找尋需要的資料                    … … … ...□ □ □ 

●修訂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使用資訊的能力 

16.我會操作電腦來存取電腦或網路上的資料。               …… … ...□ □ □

●修訂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對於查詢找到的資訊，我能夠了解其內容。              … … … ...□ □ □

●修訂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對於查詢找到的資訊，我能夠分析其內容。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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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對於查詢找到的資訊，我能在分析後加以整理歸類。       … … … ...□ □ □

●修訂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對於查詢找到的資訊，我能做成簡單的書面報告。         … … … ...□ □ □

●修訂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組織綜合資訊能力 

21.我能將各類整理歸類過的資訊，加以組織，變成可以用的資訊。  … ...□ □ □

●修訂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2.我會使用一般的文書處理軟體(如 word、powerpoint)，將收集到的 

各類資訊（如書本、交章、多媒體、網路上的資訊等）加以編輯、組合。… ..□ □ □

23.我會使用多媒體（如錄音影帶、投影機、幻燈機等）將組織、編輯 

組合過的資訊，呈現在他人面前。                               … ...□ □ □

●修訂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4.我會使用一般電腦簡報軟體(如 powerpoint) 將組織、編輯組合過 

的資訊，呈現在他人面前。                                … … … ...□ □ □

●修訂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5.我會使用網頁製作軟體(如 frontpage)， 將組織、編輯組合過的資 

訊製作成網頁，以提供其他同學參考。                      … … … ...□ □ □

●修訂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6.能使用各種多媒體（電話、傳真機、錄音、影帶等）與其他同學溝通 

並交換找到的資訊。                                        … … ...□ □ □

●修訂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7.我能使用電子郵件(email)與人溝通並交換自己所蒐集並整理過的資訊.□ □ □

●修訂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評估資訊能力 

28.對於自己收集、組織、合成、利用資訊的處理過程，能找出缺點加以 

修正，作為以後參考。                                          ...□ □ □ 

●修訂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9.我能評估所找到使用的資料是否合適、正確。                … … ...□ □ □

●修訂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0.對於自己收集、組織、合成、利用資訊的成果，能加以評估找出優缺點 

，作為以後參考。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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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1.我能活用所收集、組織、合成、利用資訊的成果，去解決所發現問題。..□ □ □

●修訂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2.能評估自己是否已有找到足夠的資訊，來解決生活上或學業的問題。….□ □ □

●修訂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3.在使用各式各樣的資訊時，我能注意到合法和著作權等問題      … ..□ □ □

●修訂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4.我能了解所有權的意義，尊重別人的智慧財產權。              …...□ □ □

●修訂意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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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國民小學學生資訊素養之研究─以雲林縣北港鎮各國民小學為例」預

試問卷 

指導教授：王昌斌博士 

編製者：周苡靖 

親愛的同學：您好！ 

這是一份學術用途的問卷，主要是探討國民小學學生資訊素養的情形，以作為國小教

師在資訊素養教學中的參考。問卷中的題目請就您真實情況回答，本問卷不會影響您

的成績，也不必留空白。您的填答資料，僅供研究之用，對外絕對保密。由於 

您的熱心據實填答，將對學校資訊素養教學作出貢獻，謝謝您！ 

敬祝 

身體健康，學業進步 

對於您的支持與協助，在此致上十二萬分的敬意與謝意 

私立南華大學資訊管理研究所 

研究生：周苡靖敬上 

中華民國九十三年四月 

第一部份：基本資料 

【填答說明】 

請您依照目前實際狀況，將您心目中適當的答案，在方格中打勾，謝謝您！ 

一、性別：　□(1)男□(2)女 

二、年級：    (1)五年級  □(2)六年級 

三、除了學校電腦課程外，你是否參加校外電腦課程：(1)是 □(2)否 

四、你是否玩過電腦遊戲：(1)是 □(2)否 

五、除了學校電腦課以外，目前大約每週花多少時間(小時)使用電腦？ 

□(1)沒有□(2)1 小時內□(3)1~3 小時□(4)4~6 小時□(5)7~9 小時 

□(6)10 小時以上 

六、你的家裡或住處是否有電腦設備？： 

□(1)是 □(2)否 

七、你的家裡的電腦是否可以連上網路？□(1)是 □(2)否 

八、你的家中有沒有電腦書刊雜誌？：□(1)有 □(2)沒有 

九、你的父母親是否支持你學習電腦？：□(1)是 □(2)否 

十、當你電腦使用發生困難時，家中是否有人可以請教電腦問題： 

□(1)有 □(2)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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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國民小學學生資訊素養能力量表 

【填答說明】 

、下列各題皆有四個選項連續性選項，請依照您的現況自我評估後，請你勾選完全同

意或部份同意或部份不同意或完全不同意，請務必每題都作答喔！謝謝您！ 

 

 

 

 

 

 

1.我能發現自己生活中或學業上的問題。                … … … .□ □ □ □ 

2.我能將需要解決的問題寫在紙上。                       … … .□ □ □ □ 

3.我能找出問題的關鍵及重點。                        … … … .□ □ □ □ 

4.我能根據需要解決的問題，知道我要找那些資料。      … … … .□ □ □ □ 

5.我能對自己所需要的資料，寫出重點或關鍵字。        … … … .□ □ □ □ 

6.我知道網際網路上有各式各樣的資料，可找到很多有用的資料。  .□ □ □ □ 

7 我知道除了網路上的資料，還可以在圖書館、光碟片或其他地方  .□ □ □ □ 

8 我能寫出各種可能能夠蒐集資料的管道有那些。                .□ □ □ □ 

9 我會選擇最好的方法去找到我需要的資料。             …  … .□ □ □ □ 

10我會在網路上瀏覽一般資料。                           … … .□ □ □ □ 

11 我會使用網路上的搜尋引擎(如奇摩 kimo、蕃薯藤 yam) 

輸入問題的關鍵字來找尋需要的資料。                 … …… .□ □ □ □ 

12 我常到圖書館找出我所需要的書或資料                … … … .□ □ □ □ 

13我知道圖書館提供的資訊不只有書，還有錄音帶 

錄影帶、光碟等                                      …  … .□ □ □ □ 

14.如果資料太多，我不知道如何縮小範圖，找到需要的資料。  …  .□ □ □ □ 

15.如果資料不夠，我知道如何找到更多的資料。           … …  .□ □ □ □ 

16 我會操作電腦來存取電腦或網路上的資料。            … … … .□ □ □ □ 

17.我會從大量的資料中，挑選出最需要的資料           … … … .□ □ □ □ 

18 我會仔細閱讀我所查詢找到的資料。                  … … … .□ □ □ □ 

19.對於查詢找到的資料，我能做成簡單的筆記。          … … … .□ □ □ □ 

20 在使用各種資料時，可以不用尊重別人的智慧財產權。     … … .□ □ □ □ 

21 我能將查詢而來的資料，加以整理組織，變成可以使用的資料。  .□ □ □ □ 

22 我會用文書處理軟體(如 word、powerpoint)，將收集到的 

各種資料加以整理。                                … … … .□ □ □ □ 

23我會用印表機將整理後的資料印出來。                      … .□ □ □ □ 

24 我會將整理的資料做成簡單的網頁，提供其他同學參考  … … … .□ □ □ □ 

完
全
不
同
意 

部
份
不
同
意 

部
份
同
意 

完
全
同
意 



 103

25 我會使用網路或電子郵件與其他同學分享自己整理的資料。  … .□ □ □ □ 

26 我會將整理組織以後的報告或作業，跟同學一起討論。 … … … .□ □ □ □ 

27.我會改進自己蒐集資訊時的缺點，讓以後在蒐集資訊時能 

更快速、更正確。                                … … … .□ □ □ □ 

28.我會改進作品的缺點。並作為下次作業的參考。      … … … .□ □ □ □  

29.我能靈活使用所整理的成果，去解決其他相關類似的問題。    .□ □ □ □ 

30.我已經能善用資訊科技，來解決生活中或學業上的問題。   … .□ □ □ □ 

31.我會再學習資訊科技，提升自己的資訊能力。             … .□ □ □ □ 

 

◆最後再麻煩你檢查看看是否有遺漏之處，謝謝您的填答，再次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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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正式問卷雙向細目表 

向

度

別 

題目內容 題

數

發

現

問

題

的

能

力 

1.我能發現自己生活中或學業上的問題。 

8.我能寫出各種可能能夠蒐集資料的管道有那些。 

26.我會改進自己蒐集資訊時的缺點，讓以後在蒐集資訊時能更快

速、更正確。   

27.我會改進作品的缺點，並作為下次作業的參考。 

28.我能靈活使用所整理的成果，去解決其他相關類似的問題。 

29.我已經能善用資訊科技，來解決生活中或學業上的問題。 

 

 

 

6 

尋

求

資

訊

的

能

力 

4.我能根據需要解決的問題，知道我要找那些資料。 

5.我能對自己所需要的資料，寫出重點或關鍵字。 

6.我知道網際網路上有各式各樣的資料，可找到很多有用的資料。 

10我會在網路上瀏覽一般資料。 

 

 

 

4 

檢

索

資

訊

的

6.我知道網際網路上有各式各樣的資料，可找到很多有用的資料。 

7.我知道除了網路上的資料，還可以在圖書館、光碟片或其他地方。 

9.我會選擇最好的方法去找到我需要的資料。 

11.我會使用網路上的搜尋引擎(如奇摩kimo、蕃薯藤 yam) 輸入問題

的關鍵字來找尋需要的資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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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力 

16.我會從大量的資料中，挑選出最需要的資料。 

17.我會仔細閱讀我所查詢找到的資料。 

使

用

資

訊

的

能

力 

2.我能將需要解決的問題寫在紙上。 

12.我常到圖書館找出我所需要的書或資料。 

17.我會仔細閱讀我所查詢找到的資料。 

18.對於查詢找到的資料，我能做成簡單的筆記。 

19.使用各種資料時，我會尊重別人的智慧財產權。 

23我會將整理的資料做成簡單的網頁，提供其他同學參考。 

 

 

 

6 

綜

合

組

織

資

訊

能

力 

14.如果資料不夠，我知道如何找到更多的資料。 

15.我會操作電腦來存取電腦或網路上的資料。 

20.我會將查詢而來的資料，加以整理組織，變成可以使用的資料。 

21.我會用文書處理軟體(如word、powerpoint)，將收集到的各種資

料加以整理。 

22.我會用印表機將整理後的資料印出來。 

30.我會再學習資訊科技，提升自己的資訊能力。 

 

 

 

6 

評

估

分

享

資 

訊

能

 

24.我會使用網路或電子郵件與其他同學分享自己整理的資料。 

25.我會將整理組織以後的報告或作業，跟同學一起討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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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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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 

「國民小學學生資訊素養之研究─以雲林縣北港鎮各國民小學為例」

正式問卷 

指導教授：王昌斌博士 

編製者：周苡靖 

親愛的同學：您好！ 

這是一份學術用途的問卷，主要是探討國民小學學生資訊素養的情形，以作為國小教

師在資訊素養教學中的參考。問卷中的題目請就您真實情況回答，本問卷不會影響您

的成績，也不必留空白。您的填答資料，僅供研究之用，對外絕對保密。由於 

您的熱心據實填答，將對學校資訊素養教學作出貢獻，謝謝您！ 

敬祝 

身體健康，學業進步 

對於您的支持與協助，在此致上十二萬分的敬意與謝意 

私立南華大學資訊管理研究所 

研究生：周苡靖敬上 

中華民國九十三年三月 

 

 

第一部份：基本資料 

【填答說明】 

請您依照目前實際狀況，將您心目中適當的答案，在方格中打勾，謝謝您！ 

一、性別：　□(1)男□(2)女 

二、年級：    □(1)五年級 □(2)六年級 

三、除了學校電腦課程外，你是否參加校外電腦課程：□(1)是 □(2)否 

四、你是否玩過電腦遊戲：□(1)是 □(2)否 

五、除了學校電腦課以外，目前大約每週花多少時間(小時)使用電腦？ 

□(1)沒有 □(2)1小時內 □(3)1~3 小時 □(4)4~6 小時 □(5)7~9 小時 

□(6)10小時以上 

六、你的家裡或住處是否有電腦設備？： 

□(1)是 □(2)否 

七、你的家裡的電腦是否可以連上網路？□(1)是 □(2)否 

八、你的家中有沒有電腦書刊雜誌？：□(1)有 □(2)沒有 

九、你的父母親是否支持你學習電腦？：□(1)是 □(2)否 

十、當你電腦使用發生困難時，家中是否有人可以請教電腦網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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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 □(2)沒有 

 

 

第二部份 國民小學學生資訊素養能力量表 

【填答說明】 

、下列各題皆有四個選項連續性選項，請依照您的現況自我評估後，請你勾選完全同

意或部份同意或部份不同意或完全不同意，請務必每題都作答喔！謝謝您！ 

 

 

 

 

 

 

1.我能發現自己生活中或學業上的問題。………………………………□ □ □ □ 

2.我能將需要解決的問題寫在紙上。 ……………………… …………□ □ □ □ 

3.我能找出問題的關鍵及重點。            …………………………□ □ □ □ 

4.我能根據需要解決的問題，知道我要找那些資料。  ………………□ □ □ □ 

5.我能對自己所需要的資料，寫出重點或關鍵字。  …………………□ □ □ □ 

 

6.我知道網際網路上有各式各樣的資料，可找到很多有用的資料。…□ □ □ □ 

7 我知道除了網路上的資料，還可以在圖書館、光碟片或 

其他地方。………………………………………………………………□ □ □ □ 

8 我能寫出各種可能能夠蒐集資料的管道有那些。……………………□ □ □ □ 

9 我會選擇最好的方法去找到我需要的資料。    ……………………□ □ □ □ 

10.我會在網路上瀏覽一般資料。   ……………………………………□ □ □ □ 

 

11.我會使用網路上的搜尋引擎(如奇摩 kimo、蕃薯藤 yam) 

輸入問題的關鍵字來找尋需要的資料。………………………………□ □ □ □ 

12.我常到圖書館找出我所需要的書或資料。  ……………………… □ □ □ □ 

13.如果資料太多，我知道如何縮小範圖，找到需要的資料。   ……□ □ □ □ 

14.如果資料不夠，我知道如何找到更多的資料。 ……………………□ □ □ □ 

15.我會操作電腦來存取電腦或網路上的資料。   ……………………□ □ □ □ 

 

16.我會從大量的資料中，挑選出最需要的資料。 ……………………□ □ □ □ 

17.我會仔細閱讀我所查詢找到的資料。 ………………………………□ □ □ □ 

18.對於查詢找到的資料，我能做成簡單的筆記。 ……………………□ □ □ □ 

19 在使用各種資料時，我會尊重別人的智慧財產權。   ……………□ □ □ □ 

完
全
不
同
意

部
份
不
同
意

部
份
同
意 

完
全
同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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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我會將查詢而來的資料，加以整理組織，變成可以使用的資料  …□ □ □ □ 

 

21 我會用文書處理軟體(如 word、powerpoint)，將收集到的 

各種資料加以整理。  …………………………………………………□ □ □ □ 

22我會用印表機將整理後的資料印出來。     …………………………□ □ □ □ 

23 我會將整理的資料做成簡單的網頁，提供其他同學參考。   ………□ □ □ □ 

24 我會使用網路或電子郵件與其他同學分享自己整理的資料。 ………□ □ □ □ 

25 我會將整理組織以後的報告或作業，跟同學一起討論。 ……………□ □ □ □ 

 

26我會改進自己蒐集資訊時的缺點，讓以後在蒐集資訊時能 

更快速、更正確。        ……………………………………………□ □ □ □ 

27 我會改進作品的缺點，並作為下次作業的參考。   …………………□ □ □ □  

28我能靈活使用所整理的成果，去解決其他相關類似的問題。 ……….□ □ □ □ 

29我已經能善用資訊科技，來解決生活中或學業上的問題。    ……….□ □ □ □ 

30我會再學習資訊科技，提升自己的資訊能力。  ………………………□ □ □ □ 

 

◆最後再麻煩你檢查看看是否有遺漏之處，謝謝您的填答，再次感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