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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資訊教育課程綱要 
修訂 Q & A 

 

Q1：資訊教育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有何不同？ 

A1：  

一、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為學科/領域教學(教師中心)，實施資訊科

技融入教學不等於實施資訊教育;而資訊教育宜以部頒之課程

綱要為教學依據。在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重大議題中，何以資

訊教育課程綱要訂有建議節數，目的即是要讓學校實施資訊教

育時，在時間安排上有参考依據。學校實施資訊教育時，在年

級、學習內涵及教學節數上容有彈性調整，但主要應以部頒之

課程綱要為本。 

二、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與資訊教育的關係: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與資

訊教育的區別已如上述，後者是前者之基礎;換言之，確實實

施資訊教育而讓學生獲得能力指標中之資訊能力後，不僅可讓

學生獲得較為完整且有系統的資訊技能與知識，學科教師實施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也能更為順暢。 

 

Q2：資訊教育應包含哪些面向（核心能力）？ 

A2：資訊教育包含了「資訊科技概念的認知」、「資訊科技的使用」、「資

料的處理與分析」、「網際網路的認識與應用」，以及「資訊科技與

人類社會」等五個面向，即為本課程中的五個基本核心能力。 

 

Q3：九年一貫資訊教育課程綱要與高中「資訊科」課程綱要是否考慮

到其銜接關係？  

A3：九年一貫資訊教育課程綱要與高中「資訊科」課程綱要已考慮到

二者之銜接關係，修訂時此二課程綱要委員會有緊密之協調，其

中並有數位學者專家並同時擔任此二課程綱要的修訂委員。九年

一貫階段資訊教育課程主要強調「應用」的面向，希望學生能將

資訊科技運用於生活與學習；高中階段資訊課程則著重由應用導

入學理層面，強調資訊科技的「科學」內涵，期使學生能瞭解軟

硬體所植基的資訊科學原理。 

 

Q4：「資訊教育分段能力指標」微調後，各階段的重點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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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第一階段」為國小一、二年級，重點在於「鼓勵接觸」，教師運

用資訊科技，營造活潑生動、主動參與的學習環境，鼓勵學生學

習過程中接觸資訊科技之應用；「第二階段」為國小三、四年級，

重點為「操作技能」，諸如：學習電腦的基本操作與使用規範、

視窗環境的操作、中英文輸入、文書處理軟體的基本操作、繪圖

軟體的應用、檔案儲存與管理、瀏覽器的基本操作、遵守公用電

腦及網路使用規範等，亦即學生熟練電腦和應用軟體的基本操作

技能；「第三階段」為國小五、六年級，重點在於「創作分享」，

諸如：學習電腦多媒體設備、簡報軟體、影音編輯、網路環境與

資料的安全防護及資訊倫理的實踐等，亦即在讓學生使用多元的

資訊科技軟硬體，提高個人的學習效能，創新、溝通及分享學習

成果；「第四階段」為國中七至九年級，重點在於「問題解決」，

諸如：學習程式語言基本概念、圖表製作及資料庫概念等，亦即

協助學生善用各種資訊科技，判斷資訊的正確性，培養邏輯思考

和問題解決能力。  

 

Q5：核心能力一「資訊科技概念的認知」微調後，各階段的重點為何？  

A5：第二階段的重點在於提供學生瞭解資訊科技在日常生活之應用，

養成良好的使用習慣及態度，並能維護軟硬體及資料；第三階段

的重點是認識電腦病毒特性，確保資料之安全性。  

 

Q6：核心能力二「資訊科技的使用」微調後，各階段的重點為何？  

A6：第二階段的重點在操作電腦作業環境，有系統的管理個人之電腦

檔案，以及熟悉鍵盤之輸入與操作；第三階段的重點為認識電腦

硬體元件及應用多媒體設備；第四階段的重點則在認識程式語言

及其功能。  

 

Q7：核心能力三「資料的處理與分析」微調後，各階段的重點為何？ 

A7：第二階段的重點在文書處理及電腦繪圖的基本操作能力；第三階

段的重點為使用數位相機及掃瞄器等資訊設備，操作簡報軟體製

作及播放簡報，以及對日常生活和學習的問題提出解決方案；第

四階段的重點則在使用軟體工具分析數據資料及製作圖表，使用

多媒體編輯軟體處理影音資料，認識、建立及管理簡易的資料

庫，利用流程圖規劃問題解決程序，評估問題解決方案的適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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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限制，以及判斷資訊的適切性與精確性。 

 

Q8：核心能力四「網際網路的認識與應用」微調後，各階段的重點為

何？  

A8：第二學習階段的重點在使用網際網路，以及熟悉瀏覽器的基本操

作；第三學習階段的重點為瞭解電腦網路的基本概念及功能，遵

守區域網路使用規範，利用搜尋引擎及搜尋技巧尋找合適的網路

資源，認識網路資料的安全防護，以及應用網路資訊有效的解決

問題；第四階段的重點則在認識無線網路環境的基本概念。 

 

Q9：為什麼核心能力五「資訊科技與人文素養的統整」要改為「資訊

科技與人類社會」？  

A9：「資訊教育」的目的是於義務教育階段培養現代國民應具備的基

本資訊科技知識與技能，也就是培育資訊社會必備的基本資訊素

養。國中小階段實施「資訊教育」，是希望學生能運用資訊科技，

提高個人的學習效能及工作效率，增進與他人的合作與溝通，養

成個人主動學習與終身學習習慣，瞭解資訊科技對人類社會之影

響，並應用資訊科技提升人文素養與增進社會關懷。因此「資訊

科技與人文素養的統整」修正為「資訊科技與人類社會」。  

 

Q10：核心能力五「資訊科技與人類社會」實施重點為何？如何實踐

於教學中？ 

A10：有關「資訊科技與人類社會」核心能力的能力指標，目的在於

導引學生瞭解資訊倫理、資訊安全、資訊相關法律及網路世界

的影響等相關議題，培養使用資訊與網路科技的正確態度，應

用資訊科技知識和操作技能分享各領域之學習成果，提升人文

關懷，並增進合作與主動學習的能力。各階段實施重點如下：  

一、第二學習階段的重點在遵守網路的使用規範。 

二、第三學習階段的重點為善用網路分享學習資源與心得，

認識網路犯罪類型和網路智慧財產權相關法律，瞭解網

路的虛擬特性，認識正確引述網路資源的方式與網路資

源的合理使用原則，並實踐資訊倫理。 

三、第四學習階段的重點則在瞭解自由軟體、共享軟體與商

業軟體的異同，遵守智慧財產權之法律規定，善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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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應負之責任，建立科技為增進整體人類福祉的正確

觀念，並運用資訊科技作為關心他人及協助弱勢族群的

工具。  

 

Q11：資訊教育課程屬於議題，是否適合排課？  

A11：是的。資訊教育課程雖歸屬於重大議題，但本課程有其完備的

學科知識內涵及技能，其教學內容不僅是軟體操作，還包括了

軟硬體運作原理的介紹，以及邏輯思維的訓練，期使學生具有

將來自行學習日新月異的資訊科技的能力。課程綱要中，各年

級資訊能力指標與學習內容之訂定，即是因應本課程單獨排課

而設計。 

 

Q12：資訊教育課程一定要融入其他學習領域嗎？  

A12：資訊教育課程除單獨排課之外，也應融入其他學習領域。資訊

科技已經成為個人終身學習及職場就業所不可或缺的知識與技

能，所有的學習領域都應該融入資訊科技的應用，一方面可以

提升學習的成效，另一方面也能養成學生使用資訊科技的習

慣。故而，資訊教育課程應與各學習領域課程有緊密之結合。 

 

Q13：課綱中的學習內涵相當多，授課時間是否足夠？  

A13：課綱中安排三至七年級每學年上課節數 32-36 節，應可滿足基

本學習之需求，但如要加廣及加深學習內涵，則可以在建議節

數之外另增加授課時數，但學生每週之學習總節數不得逾越國

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之規範。  

 

Q14：核心能力中之相關能力指標是否一定要依照課綱中的順序實

施？  

A14：各項能力指標的實施順序可依教師實際教學需求做彈性之調整。  

 

Q15：各學習階段能力指標擬定之後，是否有配合之教材可供授課教

師教學參考之用？  

A15：教育部目前正在推動「發展九年一貫資訊教育議題教材計畫」，

目的在建立九年一貫資訊教育國小三至六年級及國中一年級活

潑適性數位化教材內容供教師參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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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6：在七年級安排程式語言是否合適？學生的邏輯推理能力是否足

以學習此內容？時間是否足夠？   

A16：七至九年級安排程式語言的目的只是要讓學生瞭解電腦也是接

受人類指揮而工作，並初窺電腦軟體運作之原理，其重點並非

是讓學生學習程式設計的技巧。此外，目前程式語言的定義已

愈來愈廣，不再侷限於傳統的英文指令敘述，除傳統的程式語

言之外，也可以考慮使用腳本語言（如 HTML、PHP 等）、交談

式繪圖語言（如 LOGO）、或視覺化軟體（如 Alice、Scratch）

等來作為程式設計的工具。就此階段而言，只要程式語言工具

不要太複雜，使用範例不要太艱深，學生應有能力學習此內容，

建議授課節數亦應足夠。尤有進者，本部分之學習內容，也希

望能訓練學生之邏輯推理技能。  

 

Q17：問題解決與規劃授課時間是否足夠？應如何有效教授學生呢？ 

A17：本部分安排在七至九年級即是希望能與程式語言或相關軟體工

具的授課結合。問題解決與規劃的學習需要配合相關資訊科技

工具的應用，否則學習將流於抽象而枯燥。可以參考的作法是，

使用程式語言或相關軟體工具來解決問題，讓學生一方面學習

程式語言或相關軟體工具的觀念與技能，另一方面也進行問題

解決與規劃，如此不但可以結合此二方面時間的運用，也可以

有效的達到教學目的。  

 

Q18：各類應用軟體的操作安排時數是否足夠？  

A18：各類應用軟體學習的目的是在培養學生的資訊科技核心能力，

並不在於軟體操作技能的深入或精熟。故而應用軟體的學習，

只要讓學生學會基本的操作技能，並瞭解其相關應用層面，所

安排時數應已足夠。  

 

Q19：本課程中使用的作業系統只限視窗環境嗎？  

A19：作業系統不限定視窗環境，可依教師教學需求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