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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資訊是現代生活的必要條件，隨

著網際網路的進步，現代人能夠更輕

易獲取資訊，以面對複雜多變的工作

及生活環境。各種現象都顯示，從工

作上的需求到休閒娛樂，人們的食衣

住行育樂已經離不開網際網路的使

用。這樣龐大的使用需求，也加深了

現代社會對網路的依賴性。隨著網路

與科技的普及，教育部也不遺餘力地

提倡資訊教育，十二年國教新課綱中

也欲培養學生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教育部也在資訊素養藍圖中提出「深

度學習，數位公民」的願景。虛擬的

網際空間興起，近年來網路上各種侵

犯人權、相互攻訐、霸凌的問題層出

不窮，現實社會的公民素養已不足以

面對現實與虛擬交錯的生活，因此網

際空間公民人權素養的培養已是勢在

必行。 

目前有許多研究，主要研究學生

的網路素養、網路使用行為或網路霸

凌的問題，但對於執行網路素養教學

或處理學生網路不當使用問題的教師

的網路使用行為了解太少，而為人師

者教育學生更應同時檢視自身的行為

與素養，且國小教師是一種經常仰賴

資訊進行教學的知識工作者，愈來愈

多的國小教師開始使用網路來進行班

級經營、行政工作或輔助教學。 

 

近年來隨著網路社交 APP 的盛

行，親師溝通或學校事務的處理也開

始使用網路社群或群組作為聯繫的工

具，例如:學年事務會建置學年老師的

群組或是與家長利用班級群組作為聯

繫班級事務的媒介。但是，由於網路

軟體的高互動性以及便利性，教師與

家長或同事在網路互動中不時會出現

互相謾罵攻訐的現象，教師使用線上

社群網站經營班級網頁上傳學生照片

時也有隱私權與肖像權的問題。因此

本研究著重於教師的網路使用行為，

從站在教育第一線的教師角度探求資

訊使用者的資訊使用習慣，進而從教

師的使用習慣中以網路公民素養的給

予教師使用時應有的認知與建議。 

二、網路使用行為的內涵 

    本文欲探究教師之網路使用行為

之內涵，整理探討各研究者定義之網

路使用行為後發現，所謂網路使用行

為乃是指「使用者運用網際網路之連

結，用以從事各項活動之情形」。 

    臺灣網路資訊中心（2017）調查

發現，使用者運用無線網路的原因大

多為可以即時查詢資訊以及隨時與朋

友交談聯絡。林珊如（2002）在分析

網路使用行為指出查詢與溝通常是一

般使用的兩大目的。從楊憶如（2013）

研究臺灣國小教師網路使用行為一文

來看，當時教師上網動機強烈，並認

為網路具有的工具性功能最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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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上網大多是以工作為優先考量，愈

年輕的教師上網動機愈強烈，有使用

網路時間愈長的現象，為自我需求而

上網的比例也愈高，更重視網路的娛

樂與社交功能。吳啟豪（2013）在高

雄市國小高年級學童網路使用行為與

生活適應關係之研究中將網路使用行

為分為教育學習人際溝通生活休閒之

行為三面向進行研究。黃志航（2015）

探究人格特質網路使用行為人際關係

一文，將網路使用動機分為「工具性

動機、社交性動機、參與性動機、娛

樂性動機」四面向；卓怡秀（2015）

綜合國內多位學者研究將網路使用行

為分為網路搜尋行為、人際溝通行

為、休閒娛樂行為三面向進行探討。

因此統整各研究於網路使用行為定義

如下： 

(一) 網路搜尋行為 

    網路搜尋行為意指運用網際網路

搜索引擎或各網站之連結，查詢生活

所需之各類資訊。近年來，由於便利

的網路查詢功能，只要使用智慧型手

機、平板設備，就能隨時隨地透過搜

尋引擎、各種連結、入口網站，便能

輕易獲得所需訊息內容。本研究將網

路搜尋行為分為教師從事與教育學習

相關的行為〈如查詢教學課程內容資

料、線上閱讀等活動〉；或是使用網路

做為生活資訊查找〈如瀏覽資訊、查

找地圖及看新聞氣象等)之功能的搜尋

資訊行為。 

 

 

1. 教育學習行為 

    本研究所指教育學習行為意指教

師運用網際網路查詢與個人工作或進

修學習相關的資料、知識，以達到增

加學生學習成效或自我精進的網路使

用行為。 

    由於現今網路查找學習相關網站

或是教學資料分享資料庫極為便利，

例如教育部各類辭典、碩博士論文

網、課程資源網站等；或各類教學分

享網路社群平臺、電子書等，使教師

於準備教學、個人學習的過程多了許

多資源來源管道，不再只是透過紙本

書籍查找閱讀，而可利用網路連結之

特性，在學習資料的來源已經沒有空

間地域的限制。  

2. 生活資訊查詢 

   目前臺灣行動上網使用者搜尋或

瀏覽的資訊以「觀光／旅遊」比例最

高，占 24.7%，其次為「氣象」15.9%，

及「政治報導/ 政論」占 15.6%〈臺灣

網路資訊中心，2016〉。而臺灣地區使

用網路的消費族群高達 81%的消費者

在購物前，有使用網路搜尋口碑訊息

的習慣，前三名分別為社交網站

（45.8%）、討論區（44.7%）、部落格

（33.1%），其中男性偏好「討論區」，

女性則偏好「社交網站」〈資策會，

2014〉。因為資訊容易獲得，使用網路

搜尋、查找資料時，更要進一步篩選

及證實內容的真實可信度，以免失真

(Coiro., Knobel,M., Lankshear,C. & 

Leu,D,  2008)。Fogg 和 Tseng（1999）

就指出，幾種情況下使用者較容易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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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電腦產物：（1）面臨較不熟悉的情

況（2）無法解決自身的問題時（3）

對資訊有較為強烈的需求。他們的研

究也指出，當人們對於資訊的內容較

熟悉時，比較可能嚴格地評估資訊，

對資訊本身的可信度也採質疑的態

度。 

(二) 人際互動行為 

    本研究所指人際互動行為意指教

師透過網路進行電子郵件、社群網

站、聊天 APP、部落格、論壇、BBS

等，進行人際互動或交換資訊等聊天

對話之行為，隨著無線網路以及智慧

型手機的普及，許多人使用痞客邦

PIXNET、Xuite、微博、Facebook、

Istagram 等經營粉絲專業、個人線上社

團或部落格；或是使用如 Facebook 

Messenger、WeChat、Skype、Line、

Whatsapp 等線上聊天軟體聊天室進行

一對一或多人群組的對話行為。人們

從使用電話、書信聯絡轉變成線上即

時溝通，因為網路互動的便利性，使

用過 APP 的受訪者中，「最常使用」的

APP 類型以「社交」的比例最高（臺

灣網路資訊中心，2017）。 

(三) 休閒娛樂行為 

    本研究所指休閒娛樂行為意指透

過網路連結使用各種休閒娛樂性質的

網頁、APP，以達到打發時間或休閒娛

樂目的之網路使用行為，例如：使用

線上影音、圖片，閱讀網路文章、小

說；玩網路或線上遊戲;線上購物等。

無線網民用無線網路看線上影片、聽

線上音樂或玩線上遊戲之經驗中，使

用無線網路「看線上影片」的比例最

高，占 64.8%，其次是「聽線上音樂」，

占 59.6%，再次是「玩線上遊戲」，占

49.0%（臺灣網路資訊中心，2017）。 

三、教師工作常見的網路使用 

(一) 班級經營 

    網路社群以及即時通訊軟體的高

度使用，使網際網路對教育模式造成

不小的衝擊與突破，致使教師必須將

網路融入日常授課。此外，教師面臨

親師、師生及其他外在環境問題，傳

統的班級經營已無法負荷（陳世芳，

2013）。有許多教師會在網路上表達教

學的心得並上傳班級照片分享與學生

的互動，或是使用部落格 Facebook 粉

絲團作為班網。現今我國學生幾乎每

人都擁有自己的 Facebook，許多班級

也會成立專屬的 Facebook 社團，學生

皆會上網瀏覽（陳世芳，2013）。教師

透過 Facebook 班級社團的文章和照

片回覆，可使家長了解教師與學生以

及與其他教師的互動關係，並且了解

學生在班級裡的情況，以及公布的重

要資訊（郭昭佑、魏家文， 2016）。

目前許多教師使用 Line 或 Facebook 

建立班級群組或社團，Facebook 的即

時性、方便性及可減少直接接觸的情

緒性反應或口誤，使家長與教師之間

建立一座新的溝通橋樑。因此，立即

性的功能已成為親師溝通的重要因素

之一，目前家長也較願意嘗試使用 

Facebook 與教師聯繫 （陳美純、陳美

素，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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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網路學習社群 

    近年來教師網路社群蓬勃發展，

目前在 Facebook 上有溫老師備課趴、

學思達教學社群等。黃美玲（2017）

探討教師網路學習社群對教師專業成

長影響，從不同服務年資分析參與的

教師發現，服務年資越高，其參與多

個網路學習社群的比率越高，若以參

與 2 個以上社群者分析，以服務 15-20 

年之 75%為最高，21 年以上為 72.6%

其次；而服務 10 年以下〈28.4%〉及

11-15 年〈31.7%〉者，則以參加 1 個

社群居多。而以不同任教年資來看，

不同任教年資在每天上網時數及國小

教師網路使用行為均有顯著差異。（簡

瓊雯，2005；黃馨慧，2010；李慧雯，

2016）。 

    黃美玲(2017)在教師參與網路學

習社群的研究中指出從不同行政職務

分析，每周上網 22 次以上者以級任老

師〈31.1%〉為最高、兼任行政職務之

教師〈19.6%〉為最低、科任教師

〈22.4%〉居次。且在下班以後的觀覽

時段中，級任老師高達 69.7%，時常按

讚或回應貼圖中級任老師達 40.2%。 

(三) 資料蒐集 

    邱雅鈴〈2010〉的研究發現：國

小教師最常使用的網路資源為「搜尋

引擎」，並認為「搜尋引擎」可以增進

教學知能和研究發展，而「教育類網

站」則可增進班級經營和學生輔導。

王鴻原〈2016〉指出高自我效能的教

師能使用精熟的搜尋技巧，能比較不

同網站的資訊之後，再自行編輯出教

材內容。而低自我效能的教師則是太

過依賴搜尋引擎所提供的教學資訊，

甚至未曾過濾網路資訊的真假，而且

編輯教材的行為主要以剪貼網站的內

文再編輯。擁有成熟知識觀的教師則

是在搜尋引擎與搜尋結果中持續搜尋

多元資料，而擁有較不成熟的網路知

識觀的教師同樣有以剪貼為主的編輯

行為。  

(四) 線上研習 

    林姝如〈2015〉針對臺中市國小

教師線上研習行為調查發現，多數教

師利用空堂在學校參與線上研習，且

為屬於配合主管機關要求被動參與研

習。教師最常使用研習網站為「教育

部數位學習服務平台」而最常最常參

與研習課程為「十二年國教」相關類

別。林紀慧〈2006〉則發現教師參與

網路在職進修以取得研習時數為主，

其目的在促進專業發展，滿足自我革

新的需要；教師參與網路在職進修意

願高昂，同時此種進修機制正可彌補

傳統進修模式之不足；此外，教師參

與網路在職進修的課程需求以教育專

業知能為核心，而課程品質為影響其

網路在職進修意願的主要關鍵。 

四、教師網路使用之建議 

(一) 網路禮儀 

    現實生活中，人們面對面互動時

會注意適當的禮節，所以能維持人與

人之間相處的和諧，而在網路世界

中，人際間應該有相同的禮儀存在。

網路禮儀如同日常生活中的禮節，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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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就是「尊重」。由於網路的虛擬

性，人們往往比較不受到道德或現實

規範的束縛，網路使用者經常利用網

路的匿名性，躲藏在暗處發表互相攻

訐、謾罵、汙衊等具破壞性極攻擊性

的言論，除了造成虛擬世界中的衝突

嚴重者甚至在現實世界裡會造成法律

問題。現今許多教師運用網路進行班

級經營，教師使用網路社群與家長溝

通聯繫應時時注意網路禮儀：如與家

長建立默契規範討論群組內班級事務

的時間，不打擾他人的作息；避免發

表過度激動或使用不尊重他人的言

語，造成班級內的衝突與謾罵；在班

級網路社群分享網路資訊時應與班級

事務相關並注意內容是否會造成他人

感知的不愉快。 

(二) 網路著作權 

    現今網路上資訊大量開放，需要

的資料都能夠快速的獲取及複製，卻

也造成大量複製、抄襲等侵犯著作權

的事件發生。根據我國著作權相關規

定，在個人創作完成之時，會立刻受

到法律之保護，無須向政府申請或接

受審查，即能享有一定之著作權，網

路世界中的各項創作亦是如此。（全國

法規資料庫，http://law.moj.gov.tw/）。

因此，教師在從事備課或分享網路學

習社群蒐集資料時，應註明課程資料

的來源及出處，在引用或分享時也應

徵得原創者之同意。教師除了以身作

則，也應提醒學生網路上各種文章、

音樂、影片、圖片都受到著作權之保

護，養成良好的法律認知。 

 

(三) 網路隱私 

    隱私權是身為一個人的基本權

利，雖然網路世界是一個開放式的空

間，然而每位使用者還是有不被他人

騷擾、或不想讓他人知道的私密資料

與資訊，如個人的電話、地址，或是

談話的紀錄。因此，在班級的網路社

群中，教師與家長需特別注意學生個

人隱私部分，不可在班級網路社群上

討論學生個人資訊、考試成績或以截

圖的功能任意散布談話內容等。此

外，在臉書的廣泛運用下，教師常利

用社團及粉絲專頁的功能，由於社團

隱密性較高，可被設定為公開、不公

開或私密，所以教師多會以此作為班

級網頁；粉絲專頁的內容可被任何人

看見，因此考慮到隱私權的部分，教

師在建置班級網頁時，也應特別注意

社群類別的選擇。 

(四) 網路言論自由 

    由於網際網路的跨時空性，網路

上有各式各樣發表意見的平台，如

BBS、網路論壇、討論區及部落格等平

台之應用，提供了人們隨時隨地參與

公共事務以及發表辯論闡述個人理念

的機會，如今虛擬世界的言論，確實

會影響現實世界的公共事務運作。越

來越多的學校事務透過資訊科技共同

參與，身為網路世代的數位公民，教

師在討論學校行政或班級事務時理性

地判斷資訊、適當地發表自我意見。

因此，教師在網路世界中創作、分享

與表達想法，但仍須注意到言論自由

的範圍，避免以言論攻擊他人、侵犯

隱私，與違反著作權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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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教師身在教育最前線，網際網路已

成為二十一世紀生活場景的重要部

分，學校與教師必須認識這一波挑戰，

做好必要的生活教育與輔導培養學生

正確的使用方法與態度（盧浩權，

2006）。正因網路科技的發展，促進了

教師在教學、班級經營以及處理學校事

務的便利性；面對數位化時代的來臨，

身為教學者的我們，更當格外留意資訊

科技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網路上經常有

使用者運用各種網路的特性，發表言論

攻擊他人，造成對他人言語上的侵犯與

霸凌，或是散播不實的文章或言論侵犯

了他人的權益。由此可知，現今網路上

中其實有諸多有意或無意侵犯他人的

現象，嚴重者甚至會觸犯法律，在科技

如此發達的時代，保障自身在網路上的

權益已經成為相當重要的議題。為人師

者除了在使用時要更審慎面對相關的

議題，在課堂上教育學生在網路上保護

自己，培養學生從小以正確的觀念面對

網際網路並以正確的知識、技能與態度

使用，對教育長期發展而言相當具有

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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