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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國中學生資訊素養能力現況

及相關因素，以嘉義縣中埔國中學生七、八年級學

生為研究對象，採用調查法進行分析，並就分析的

結果與 94 年許永諒針對中埔國中七、八年級學生

研究結果做一比較。 

    根據調查結果分析，本研究之結論如下：嘉義

縣中埔國中七、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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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有無個人

電腦、家中電腦可否連上網路、家中是否有書刊雜

誌、每週使用電腦的時間、家中是否有人可請教電

腦問題、父母親是否支持學習電腦而有所差異。再

針對本研究與 94 年的研究比較發現：不同的個人

背景變項、學習經驗背景變項、學習環境背景變項

之資訊素養均有顯著差異。根據研究結論，本研究

並提出相關建議供學校教育行政機關及教師授課

參考。 

關鍵詞：國民中學、電腦素養、資訊素養。 

 
1. 緒論 
 

知識經濟社會的來臨，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以

及網際網路的普及，數位化資訊得以用迅速且便利

的方式傳播至世界各地，網際網路已成為人類有史

以來最大的知識體，其所伴隨而來的資訊使用能力

成為各界矚目的議題。善用資訊來創造優勢，成為

未來人才面對新時代挑戰的致勝關鍵。本研究宗旨

在探討偏鄉地區國中學生資訊素養之現況，並以嘉

義縣中埔國中七、八年級學生為例。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教育部為配合行政院縮減數位落差政策，101
年起執行「偏鄉數位關懷推動計畫」：第一期（94~96
年）為「縮減數位落差」，第二期（97~100 年）為

「創造數位機會」，第三期（101~104 年）為「深耕

數位關懷」，積極協助偏遠地區民眾、弱勢學童資

訊應用與數位服務。教育部於 2005 年起設置了 168 
個數位機會中心（Digital Opportunity Center；簡稱

DOC）(教育部,2009)，讓鄉村的居民可以學習資訊

化應用，DOC 成為一個提供數位資訊學習的場所。

發展偏鄉地區文化與地方特色產業，還需讓數位化

應用帶入到鄉鎮中、小學，即早給予縮減數位落差

觀念，將地方文化及產業特色結合教學內容，以符

合當地數位化發展做有效推廣。歐盟資通訊政策認

為，透過更強力的公共政策方案才能克服因地理及

社會造成的數位落差問題[1]。 
因以上原因引起研究者對嘉義縣資訊素養研

究的興趣，且教育部在嘉義縣所設置的 10 個偏鄉

數位機會中心中(中埔鄉、番路鄉、義竹鄉、竹崎鄉、

大埔鄉、梅山鄉、六腳鄉、東石鄉、鹿草鄉、阿里

山鄉) [2][3]，研究者發現許永諒於 94 年曾針對嘉義

縣中埔國中學生資訊素養做過研究探討[4]，故本研

究希望藉此更加深入探討國民中學學生之資訊素

養現況及變遷，了解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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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民中學學生之資訊素養概

況，分析來自不同家庭背景之國民中學學生之資訊

素養差異情形，探討其造成的相關因素及究竟有那

些方式可以提昇其資訊素養。 
茲將本研究之目的條列如下：   
一、了解國民中學學生資訊素養之現況。 
二、探討於不同個人背景變項國中學生與其資訊素

養的關係。 
三、探討於不同學習經驗變項學生與其資訊素養的

關係。 
四、探討於不同學習環境背景變項國中學生與其資

訊素養的關係。 
五、探討不同年度學生於不同個人背景因素國中學

生與其資訊素養的關係。 
六、探討於不同年度國中學生與其資訊素養的關

係。 

 

2. 文獻探討 

 

2.1 素養 
 

所謂的素養是用來描述「人和外界能做合理溝

通」的一種狀況。素養（literacy）一詞，原本指的

是人人都需要的讀、說、聽、寫等能力，例如語文

素養等。學者李隆盛(1996)認為構成素養的要件和

特性是「基本」和「必要」。意即對於某一領域的

素養而言，除了要認識和了解外，更要能運用該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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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知識和技能[5]。 

 

2.2 資訊素養 

 
資訊素養這個名詞最早是由當時的美國圖書

館與資訊科學學會主席 Paul Zurkowski 於 1974 年

提出，主要是指個人具有找出、評估、與利用各種

不同來源資訊的能力。美國圖書館學會將資訊素養

定義為四種能力，即能「確認、評估、尋找、使用」

各種資訊的能力。對資訊素養的解釋為，資訊素養

是在資訊時代中一種生存的技能。一位具有資訊素

養的人，不管他所選擇的資訊是來自於網路、書籍、

報章雜誌、政府機關、影片，或是任何其它的來源，

他都知道如何去發現、評量和有效地使用它們，他

有解決一個特殊問題或是做出一個決定的能力。[6] 
綜合以上文獻探討，研究者將「資訊素養」定

義為：   

一、在有需求或問題時能夠迅速搜尋所需資訊之來

源。  

二、能有效率地由資訊來源處獲取資訊。  

三、能夠判斷並解讀所取得之資訊正確性，   

四、能分析並瞭解所獲得資訊的價值與用途。  

五、能有效率地組織綜合有用資訊。  

六、能利用所整合的資訊解決相關問題，並轉化成

為個人的能力、技術與態度。 

 

2.3 數位落差 

 
「數位落差(Digital Divide)」這個名詞在 1990

中期開始在美國出現，而被廣泛的討論，並且在柯

林頓政府宣佈要開始努力減少數位落差起，成為大

家重視的議題。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01)對於數

位落差下了一個定義，即「不同社會階層之個人、

家庭及區域，在接觸資訊通信科技與使用網際網路

從事各項活動的機會差距」。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 

 
綜合本研究之研究動機、研究目的及相關文獻，

探討影響嘉義中埔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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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研究之個人背景自變項 

（一）、學生背景因素： 

1 .性別： 分為(1 ) 男( 2 ) 女 

2 .年級： 分為(1 )七年級(2 )八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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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研究之依變項： 

即指本研究之資訊素養，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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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研究假設 
 
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設，茲分列如下： 

H1：不同「性別」之中埔國中學生資訊素養呈現顯

著差異。 

H2：不同「年級」之中埔國中學生資訊素養呈現顯

著差異。 

H3：是否參加過校外電腦課程之中埔國中學生資訊

素養呈現顯著差異。 

H4：是否玩過電腦遊戲之中埔國中學生資訊素養呈

現顯著差異。 

H5：每週使用電腦的時間之中埔國中學生資訊素養

呈現顯著差異。 

H6：家中是否有電腦設備之中埔國中學生資訊素養

呈現顯著差異。 

H7：家中電腦是否有連上網路之中埔國中學生資訊

素養呈現顯著差異。 

H8：家中是否有相關電腦書刊雜誌之中埔國中學生

資訊素養呈現顯著差異。 

H9：父母是否支持學習電腦之中埔國中學生資訊素

養呈現顯著差異。 

H10：家中是否有人可以請教電腦網路問題之中埔

國中學生資訊素養呈現顯著差異。 

H11：94 年度與 101 年度之中埔國中學生於個人背

景其資訊素養呈現顯著差異。 

H12：94 年度與 101 年度之中埔國中學生於學習經

驗背景其資訊素養呈現顯著差異。 

H13：94 年度與 101 年度之中埔國中學生於學習環

境其資訊素養呈現顯著差異。 

 

3.3 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取問卷的方式針對偏鄉地區進行探

討，以嘉義縣中埔鄉為其研究區域，研究者親至嘉

義縣中埔國中施行問卷，其研究對象為嘉義縣中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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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之七、八年級普通班學生，為了與 94 年許永

諒所做之研究做一比較，故不包含三年級及特教班

學生。並將其問卷與 94 年許永諒所做之問卷結果

做為對照比較[4]。 

 

3.4 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採用之問卷主要是許永諒(2005)研

究者據大六技能(Big Six Skills)所編製之「國民中

學學生資訊素養之研究─ 以嘉義縣中埔國中為例」

問卷[4]。正式問卷信度檢定，如表 1，所以此測驗

亦具有良好信度。 

 

表 1 資訊素養各構面之 Cronbach＇s α值 

構面 Cronbach＇s α 

發現問題的能力 0.806 

尋求資訊的能力 0.746 

檢索資訊的能力 0.718 

使用資訊的能力 0.723 

綜合資訊的能力 0.813 

評估分享的能力 0.821 

整體能力 0.898 

 

而其問卷內容分為二部份。 

(一)第一部份：「國民中學學生基本資料」 

(二)第二部份「國民中學學生資訊素養能力量表」

分為六個向度，共三十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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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分方式為「完全同

意」得四分、「部份同意」得三分、「部份不同意」

得二分、「完全不同意」得一分。 

 

3.5 資料處理與分析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實際施測並蒐集資料，

以探討受測者資訊素養之現況，並透過 SPSS for 
Windows12.0 版統計套裝軟體的程式比較受測者個

人背景變項與其資訊素養的差異[7]，並與 2005 許

永諒之研究結果做對照比較。 

    根據嘉義縣中埔國民中學 101學年度學生人數

概況表，七、八年級的普通班學生總計有 487 人。 

本研究的正式問卷施測採用全面普測，並與教務主

任連繫，研究者親至各班級進行問卷之分發、解釋、

施測、回收。總計分發的正式問卷有 487 份，共回

收 470 份，回收率達 97%，可用的有效問卷有 421

份，有效可用率有 90%。 

 

4. 分析與討論 

 
表 2  不同性別之中埔國中學生資訊素養t檢定摘

要表 

 
性

別

年

度

平

均

數

個

數

標準

差 
T 值 P 值

發

現

問

題

女
94 2.97 244

0.591
3 -1.89

9 
0.058

101 3.07 203
0.506

2 

男
94 2.85 254

0.605
7 -2.53

2 
0.012

101 2.99 218
0.590

9 

尋

求

資

訊

女
94 2.82 244

0.685
9 -11.5

7 
<0.0
01 

101 3.48 203
0.478

3 

男
94 2.77 254

0.593
2 -11.7

3 
<0.0
01 

101 3.4 218
0.568

4 

檢

索

資

訊

女
94 2.92 244

0.667
3 -10.6

7 
<0.0
01 

101 3.5 203
0.430

7 

男
94 2.89 254

0.564
2 -10.0

8 
<0.0
01 

101 3.4 218
0.528

1 

使

用

資

訊

女
94 3.03 244 0.62 -2.77

1 
0.006

101 3.18 203 0.503 

男
94 2.94 254 0.64 

-1.02
7 

0.305
101 3 218

0.624
5 

綜

合

資

訊

女
94 2.96 244 0.59 

-4.64 
<0.0
01 101 3.22 203

0.589
6 

男
94 2.84 254 0.65 

-4.54
7 

<0.0
01 101 3.11 218

0.635
1 

評

估

分

享

女
94 2.3 244 0.33 

-9.25 
<0.0
01 101 2.77 203

0.706
6 

男
94 2.11 254 0.43 

-10.4
7 

<0.0
01 101 2.71 218

0.787
1 

整

體

能

力

女
94 2.86 244 0.53 -7.26

2 
<0.0
01 101 3.2 203 0.444 

男
94 2.76 254 0.53 

-7.07
1 

<0.0
01 101 3.1 218

0.50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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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不同年級之中埔國中學生資訊素養 t檢定摘

要表 

 
年

級 

年

度 

平均

數 

個

數 

標

準

差 

T 值 P 值 

發

現

問

題 

七

年

級 

94 2.84 255
0.5

906 -3.

22 

0.00

1 10

1 
3.02 209

0.6

093 

八

年

級 

94 2.98 243
0.6

051 -1.

15 

0.25

1 10

1 
3.04 212

0.4

913 

尋

求

資

訊 

七

年

級 

94 2.76 255
0.6

624 -11

.09 

<0.0

01 10

1 
3.41 209

0.5

834 

八

年

級 

94 2.83 243
0.6

154 -12

.37 

<0.0

01 10

1 
3.47 212

0.4

653 

檢

索

資

訊 

七

年

級 

94 2.92 255
0.6

025 -9.

216 

<0.0

01 10

1 
3.41 209

0.5

272 

八

年

級 

94 2.89 243
0.6

314 -11

.41 

<0.0

01 10

1 
3.48 212

0.4

396 

使

用

資

訊 

七

年

級 

94 2.96 255
0.6

4 -2.

597 
0.01 

10

1 
3.11 209

0.5

925 

八

年

級 

94 3.01 243
0.6

2 -0.

899 

0.36

9 10

1 
3.06 212

0.5

577 

綜

合

資

訊 

七

年

級 

94 2.86 255
0.6

4 -4.

315 

<0.0

01 10

1 
3.12 209

0.6

527 

八

年

級 

94 2.94 243 0.6 
-4.

701 

<0.0

01 10

1 
3.2 212

0.5

749 

評

估

分

享 

七

年

級 

94 2.12 255
0.4

1 -11

.11 

<0.0

01 10

1 
2.74 209

0.7

676 

八

年

級 

94 2.29 243
0.3

5 -8.

34 

<0.0

01 10

1 
2.73 212

0.7

322 

整

體

能

力

七

年

級

94 2.78 255
0.5

3 -7.

264 

<0.0

01 10

1 
3.14 209

0.5

325 

八

年

級

94 2.85 243
0.5

3 -6.

812 

<0.0

01 10

1 
3.16 212

0.4

257 

 

表 4  94年度和101年度之學生資訊素養t檢定摘

要表 

 
年

度
個數

平均

數 
標準差 T 值 P 值

發

現

問

題

94 498 2.91 0.5986 

-3.099 0.002
101 421 3.03 0.5525 

尋

求

資

訊

94 498 2.79 0.6386 

-16.6 <0.001
101 421 3.44 0.5275 

檢

索

資

訊

94 498 2.90 0.6147 

-14.8 <0.001
101 421 3.45 0.4857 

使

用

資

訊

94 498 2.98 0.6302 

-2.494 0.013
101 421 3.08 0.5753 

綜

合

資

訊

94 498 2.90 0.6206 

-6.427 <0.001
101 421 3.16 0.6152 

評

估

分

享

94 498 2.20 0.3810 

-14.05 <0.001
101 421 2.74 0.7491 

整

體

能

力

94 498 2.81 0.5300 

-10.12 <0.001
101 421 3.15 0.4813 

 

5.結論與建議 

 
5.1 結論 

 
根據問卷調查的分析結果，歸納本研究結論如下： 

 

壹、 嘉義縣中埔國民中學學生的整體及各向度資

訊素養現況尚可。 

 

    就整體而言，嘉義縣中埔國中學生資訊素養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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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平均數 3.15，在李克特 4點量表上居中等以上

的程度，顯示現階段嘉義縣中埔國中學生資訊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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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個向度中，以「檢索資訊

能力」向度所得平均數最高(M=3.45)，其次是「尋

求資訊能力」(M=3.44)，「綜合組織資訊能力」

(M=3.16)， 「使用資訊能力」(M=3.08) ，「發現

問題能力」(M=3.03)，「評估分享資訊能力」(M=2.74)

為最低。  

 

貳、不同背景變項的嘉義縣中埔國中學生資訊素養

有不同的差異情形 

 

    根據本研究結果，嘉義縣中埔國中學生資訊素

養會隨著個人背景不同而有所差異。分述如下： 

一、不同個人背景變項學生的資訊素養是否有顯著

差異 

(一)性別：不同性別的嘉義縣中埔國中學生資訊素

養有顯著差異，且學生的整體資訊素養女性高於男

性。 

(二)年級：不同年級的嘉義縣中埔國中學生其資訊

素養沒有顯著差異。 

二、不同學習經驗背景變項學生的資訊素養是否有

顯著差異 

(一)有無參加校外電腦課程：有無參加校外電腦課

程之嘉義縣中埔國中 學生資訊素養沒有顯著差

異。 

(二)是否玩過電腦遊戲：是否玩過電腦遊戲之嘉義

縣中埔國中學生其資訊素養沒有顯著差異。 

(三)每週使用電腦的時間：每週使用電腦的時間不

同的嘉義縣中埔國中學生資訊素養未有顯著差

異。 

三、不同個人學習環境背景變項學生的資訊素養是

否有顯著差異 

(一)家中是否有個人電腦設備：家中是否有個人電

腦設備之嘉義縣中埔國中學生資訊素養具有顯著

差異，且家中有個人電腦設備學生之整體資訊素養

高於家中沒有個人電腦設備的學生。 

(二)家中電腦可否連上網路：家中電腦可否連上網

路的嘉義縣中埔國中學生資訊素養具有顯著差異，

且家中電腦可連上網路學生之整體資訊素養高於

家中電腦不可連上網路的學生。 

(三)家中有無電腦書刊雜誌：家中有無電腦書刊雜

誌的嘉義縣中埔國中學生資訊素養具有顯著差異。

且家中有電腦書刊雜誌學生之整體資訊素養高於

家中無電腦書刊雜誌的學生。 

(四)父母是否支持學習電腦網路：父母是否支持學

習電腦網路的嘉義縣中埔國中學生資訊素養具有

顯著差異，且父母支持學習電腦網路學生之整體資

訊素養高於父母不支持學習電腦網路的學生。 

(五)家中是否有人可請教電腦網路問題：家中是否

有人可請教電腦網路問題的嘉義縣中埔國中學生

資訊素養具有顯著差異，且家中有人可請教電腦網

路問題學生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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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參、94 年和 101 年嘉義縣中埔國中學生資訊素養有

不同的差異情形 

 

根據本研究結果，94 年度嘉義縣中埔國中學生和

101 年度的學生其資訊素養有所差異。分述如下： 

一、94 年和 101 年不同個人背景變項學生的資訊素

養是否有顯著差異 

 (一) 性別：94 年和 101 年不同性別的嘉義縣中埔

國中學生資訊素養有顯著差異，且學生的整體資訊

素養 101 年度的學生高於 94 年度的學生。 

(二) 年級：94 年和 101 年不同年級的嘉義縣中埔

國中學生其資訊素養有顯著差異，且學生的整體資

訊素養 101 年度的學生高於 94 年度的學生。 

二、94 年和 101 年不同學習經驗背景變項學生的資

訊素養是否有顯著差異 

(一) 有無參加校外電腦課程：有無參加校外電腦

課程之 94 年和 101 年嘉義縣中埔國中學生資訊素

養有顯著差異。且學生的整體資訊素養 101 年度的

學生高於 94 年度的學生。 

(二) 是否玩過電腦遊戲：有玩過電腦遊戲之 94 年

和 101年嘉義縣中埔國中學生其資訊素養有顯著差

異。而沒有玩過電腦遊戲之 94 年和 101 年嘉義縣

中埔國中學生其資訊素養沒有顯著差異。 

(三) 每週使用電腦的時間：每週使用電腦的時間

不同之 94 年和 101 年嘉義縣中埔國中學生資訊素

養有顯著差異。且學生的整體資訊素養 101 年度的

學生高於 94 年度的學生。 

三、不同個人學習環境背景變項學生的資訊素養是

否有顯著差異 

(一) 家中是否有個人電腦設備：家中是否有個人

電腦設備之 94 年和 101 年嘉義縣中埔國中學生資

訊素養具有顯著差異，且學生的整體資訊素養 101

年度的學生高於 94 年度的學生。 

(二) 家中電腦可否連上網路：家中電腦可否連上

網路之 94 年和 101 年嘉義縣中埔國中學生資訊素

養具有顯著差異，且學生的整體資訊素養 101 年度

的學生高於 94 年度的學生。 

(三) 家中有無電腦書刊雜誌：家中有無電腦書刊

雜誌之 94 年和 101 嘉義縣中埔國中學生資訊素養

具有顯著差異。且學生的整體資訊素養 101 年度的

學生高於 94 年度的學生。 

(四) 父母是否支持學習電腦網路：父母是否支持

學習電腦網路之 94 年和 101 嘉義縣中埔國中學生

資訊素養具有顯著差異，且學生的整體資訊素養

101 年度的學生高於 94 年度的學生。 

(五) 家中是否有人可請教電腦網路問題：家中是

否有人可請教電腦網路問題之 94 年和 101 嘉義縣

中埔國中學生資訊素養具有顯著差異，且學生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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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資訊素養 101 年度的學生高於 94 年度的學生。 

 

5.2 研究限制 
 

一、 本研究以嘉義縣立國民中學之七、八年級的普

通班學生為主要研究對象，概化範圍僅限為以農業

為主之鄉鎮地區的國中學生。 

二、本研究因欲與 94 年度許永諒之研究做一比較，

故採用其問卷且未加以修改。 

 

 

5.3 建議 
 

    根據本研究結論，分別針對學術上及實務上提

出以下幾項建議，以便於提供教育主管機關、學校

教師、及學生家長作為提昇資訊素養的參考。 

壹、學術上 

一、擴大研究地區 

    本研究取樣地區僅限於嘉義縣中埔鄉，若未來

研究能擴及至臺灣其它鄉鎮，甚至台北、高雄等都

會地區，將可更廣泛瞭解目前全臺灣國中學生資訊

素養能力之現況及變遷。 

二、增加研究對象 

    本研究只限於嘉義縣中埔國中七、八年級學生

進行調查，未來研究對象可擴及國小、國中其他年

級、高中及大學或其他職業。 

三、採取不同研究方法 

     因本研究採取問卷調查法之資訊素養能力測

驗，受測學生容易受到當時的環境或個人心態等因

素，影響其研究結果之客觀性，故未來研究可針對

其研究對象採取觀察或實際訪談等質性研究方法，

做更進一步之探討。 

四、研究工具使用 

    本研究所採用之問卷為 94 年研究者許永諒所

編製，但因資訊科技日新月異，變化速度太快，因

此本研究之工具也應參考當時的情況，才能編製出

更適合有效的調查問卷。 

貳、實務上 

一、教育主管機關   

    本研究學生在評估分享資訊能力平均數最低，

建議教育部可每年編列預算，使學校可擴充及維護

其資訊相關網路軟硬體設備，並且多加設置 DOC 相

關設施，營造一個數位學習的環境，讓學生可以多

加練習使用網路，如此一來學生更容易獲取資訊及

知識，並提升學生的資訊能力。 

二、學校及學校教師 

    學校是學生獲取資訊與知識相當重要的場所

之一，故學校的學習環境及學校教師的資訊素養相

當的重要，學校可增設其電腦網路及圖書館資訊，

讓教師將資訊素養能力融入各科教學課程中，提升

學生之資訊素養能力，讓每個學生可以學習各科知

識之外也能加強資訊素養能力。此外，學校應鼓勵

教師多參加資訊素養相關之研習或進修，以便於提

升教師的資訊能力，進一步教導及培育學生資訊素

養的能力。 

三、學生家長 

    建議學生家長能充實家中資訊相關設備，多關

心學生使用電腦情形，並有限度的讓學生使用資訊

設備和網際網路，並且提昇自身的資訊素養能力。

若教育單位或社區有開設民眾資訊教育課程，可與

學生一同踴躍參加，將有助於增進學生及家長自身

的資訊素養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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