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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關鍵詞：新住民、社會活動、經濟活動、公民參與、數位近用、資訊素養與技能 

一、研究緣起 

近年來數位技術的快速發展、媒體資訊的豐富選擇，以及疫情的推波助瀾，使人們越來越仰

賴數位傳遞工具，資訊素養因而成為當代公民養成上的重要議題。當新住民面臨國境移動，除融

入在地文化與日常生活，且是數位移民，同時得適應數位世界的新興資訊，隨時學習數位時代的

各項技能與溝通方式，以融入數位時代的生活時，其資訊素養的培養已成為必然。協助其降低資

訊落差 (digital divide)，提高資訊社會的生存能力，是當代接受移民國政府的政策及人道責任。 

新住民資訊素養的發展，是台灣新住民公民養成及培力的重點要項，已實施並討論多年，政

府有關部門及民間相關組織亦於全台各地舉辦資訊技能相關培訓，然而成效亟待追蹤檢驗。本研

究試圖由新住民生活各面向切入，將其切分為五大項目 (社會活動、資訊素養、數位近用、公民

參與、經濟活動)，檢視數位資訊課程對新住民之影響現況分析，並探討學習成效、居住區域、教

育程度、入籍與否、國籍、城鄉差異在上述項目之差異分析。最後，交錯深入訪談資料，依據研

究結果提出政策性建議。 

二、研究方法及過程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為主，訪談為輔。 

取樣策略初期以內政部公告的新住民統計資料為依據，進行分層資料收集。全台分為北中

南東區，並以數位問卷為媒介，採「親訪策略」、「雲端搭配親訪」、「滾雪球」方式取樣。自

2021 年初至 2022 年底止收集問卷資料，2021 年 5 月份因國內疫情三級緊戒無法收集資料﹐故

第二階段資料收集的策略則採方便取樣，由研究人員親自造訪復班的數位課程開課班級收集資

料。計畫展延後隨實體課程重啟，研究團隊以實體親訪為主，雲端訪問及滾學球為輔，共觸及

546 新住民，取得 328 份問卷，其中 285 份有效問卷，有效問卷率 87%。44 份 (15%) 來自於雲

端親訪、216 份 (76%) 來自於課程親訪、25 份 (9%) 來自滾雪球策略。正式問卷的信度 alpha

值為.93，是一份高信度的問卷。 

本案訪談 30 位新住民，受訪者都來自於有效問卷的填答者，問卷調查時即詢問受訪意願，

研究團隊於問卷回收之後，篩選出曾上過政府部門舉辦的資訊教育課程、同時初步勾選願意受

訪之對象，再依國籍分組，於各國籍中平均挑選對象聯絡並約訪，進行 40 分鐘的 1 對 1 訪談，

每位都訪談一次，訪談形式為半結構式，題目包含五變項的現況描述與具體例子。訪談後整理

列舉出 30 人間每項變數共同的回應，並綜理出相同回應的人數以及其具體的解釋與說法。最

後，將訪談結果對應問卷結果，並於結論以質性與量化回應相互佐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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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發現 

本案研究對象為上過新住民之資訊素養課程者，依據此條件，自 2021 年初到 2022 年底期

間，共收集 285 份有效問卷，並從中邀請 30 人進行訪談。 

   發現如下： 

(1) 本研究取樣的新住民是受過政府部門的數位課程訓練者，從背景資料來看，具有以下特

質: 97%是女性，半數以上 (59%) 是國、高中的學歷，3 成左右是大學以上學歷。國籍遍

布 13 國，人數占比排序是越南、中港澳籍、印尼籍、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緬甸、

柬埔寨、日、韓、汶萊、墨西哥。且受試者中文程度流利，非中文母語者之學習中文時

間平均有 11 年以上的經歷，有 7 成的新住民已經入籍台灣，入台的平均時間長約莫 15

年，不少人已來台 20 年了。7 成的受試者來自核心都市 、一般都市 、新興市鎮。4 成

的新住民受數位課程訓練的時數 10 小時以下訓練，5 成左右新住民受 10 小時以上數位

課程的訓練。 

(2) 根據問卷背景資料，285 位新住民半數左右受過 10 小時以上課程，4 成左右上過 10 小時

以下，這些數位課程對新住民社會活動、數位近用的影響，表現是中度程度，公民參與、

經濟活動的表現是中下程度。從社會活動結果得知約莫 3-4 成的新住民較為高頻率從事

社會活動，而類型包含學習型、休閒類、職能型。  

(3) 9 成 9 的新住民擁有手機、電腦及平板擁有率明顯低於手機，分別為 74%及 51%。新住

民也表示對於電子商務之學習興趣高昂，然對電商軟體操作並不頻繁，推測為不熟悉之

故。新住民之數位擁有情況可提供開課單位參考，根據新住民的數位近用的情況設計開

課主題，可提高課程以及新住民生活的應用度。 

(4) 3-4 成新住民高度活躍於經濟活動以及公民參與，高頻率的從事經濟活動如網路比價、電

子會員集點、網路銀行的使用。15 位訪談者表示上完數位課程後，開始線上購物或於線

上購買/使用服務如食物外送、音樂下載、數位集點；6 位訪談者也提及自己在購物前也

會開始線上搜尋、比價；5 位訪談者提及開始使用網路銀行及數位支付，此結果正與問卷

的前三項經濟活動是相互佐證。就 109 年的〈新住民數位發展現況與需求調查報告〉的

資料顯示有 5 成左右的新住民以知曉上網搜尋商品與購物的行為，但對於網路銀行較不

熟悉 (28.5%)，本研究中的新住民對網路銀行的熟悉度提高至 3 成。 

    公民參與的高頻率活躍新住民約 3 成，新住民關注與新住民本身直接相關的公民參

與較多一些。約莫 3 成的新住民較活躍於新住民相關的公民參與，關注於新住民家庭生

活照顧資訊、新住民政策、新住民子女教育的資訊。而多數的新住民在公民參與都屬於

較為靜態的關注，主動的參與或是討論的作法較少。就 109 年的〈新住民數位發展現況

與需求調查報告〉的資料顯示只有 3.1%的新住民有網路公民參與的行為，本研究有 3 成

的新住民很活躍，提升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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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活躍項目 百分比 109 年的〈新住民數位發展

現況與需求調查報告〉 

社會活動 學習型、休閒類、職能型。 3-4 成  

數位近用 數位使用: 網路、社群媒體 6 成  

經濟活動 網路比價、電子會員集點、網路銀行的使用 3-4 成 
59.9% 上網搜尋商品 

28.5% 網路銀行 

56.7% 網路購物 

公民參與 
新住民家庭生活照顧資訊、新住民政策、新

住民子女教育的資訊 
3 成 3.1%網路公民參與 

    總體來看，上過數位課程的新住民從事四類活動的情況是屬於中度至中下程度，從

活躍從事活動的新住民占比來看，僅 3-4 成的比例可得知。 

(5) 從不同背景的新住民來分析各變項時，發現居住地區、入籍身分、國籍、城鄉有顯著性。    

其中「不同居住地」、「不同國籍」、「不同城鄉」在「數位近用」有顯著差異。「入籍

身分」在「公民參與」有顯著差異。     

    國籍來說，印尼籍的新住民整體表現較其他國籍新住民的數位近用表現較弱。本案

之印尼籍新住民的國高中學歷的比例高，推測是學歷造成印尼籍數位近用弱的原因，雖

然 109 年的〈新住民數位發展現況與需求調查報告〉的資料顯示印尼籍的新住民確實學

歷偏低，也影響其數位近用，與本研究結果近似，但需更未來有更多調查資料證實是否

印尼籍的新住民的數位近用較弱。  

    城鄉來說，「一般鄉鎮」的新住民在數位近用的表現最好且有顯著差異，且「一般

鄉鎮」的新住民從平均數數值來看，在社會活動、經濟活動、公民參與表現活躍於其他

地區新住民，「偏鄉與高齡鄉鎮」的新住民在社會活動、經濟活動、公民參與表現較弱。 

    區域來說，全台排序高低是中區、東區、南區、北區，中部地區新住民數位近用達

顯著優於北部新住民，推測原因是中部地區印尼的新住民占比稍低 (4%) 於北部的 7%，

且數位使用表現較好的一般鄉鎮者在中部地區有 6 名，而北部地區沒有一般鄉鎮者。推

測數位近用的表現高低可能受印尼籍占比以及一般鄉鎮人數占比影響。東部地區分布於

一般鄉鎮者佔 64% (9 位)，其餘為一般都市、偏鄉與高齡化鄉鎮各佔 14% (各 2 位)，符

合一般鄉鎮新住民於數位近用表現最好的現象。 

   「入籍身分」在公民參與有顯著差異，且入籍者的公民參與頻率高於未入籍者。 

背景變項 顯著差異變項 差異比較 原因 

地區 數位近用 

數位近用清況:中區>東>南>

北 

顯著性:中區優於北區 

中部地區的印尼之新住

民占比稍低且有一般鄉

鎮者，可能是數位近用

弱之因。 

入籍 公民參與 入籍者優於未入籍者 
入籍者對自己公民身分

的認同 

原生國籍 數位近用 馬來西亞>泰國>其他>中港 印尼籍新住民國高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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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菲律賓>印尼 

印尼籍最弱並與其他國籍都

呈現差異 

歷比例高 (達 79.1%) 且

來自一般鄉鎮者少 (僅

14%)。這兩者可能是造

成印尼籍數位近用弱之

因。 

城鄉 數位近用 

「一般鄉鎮」新住民表現最

好，優於其他 5 組城鄉。 

「偏鄉與高齡化鄉鎮」的新

住民在數位近用的表現較

弱。 

北區無來自一般鄉鎮的

新住民，一般鄉鎮者都來

自中、東、南區。 

偏鄉者與高齡鄉鎮者多

數國高中新住民 (80%)。 

(6) 學習成效包含認知層面的資訊素養以及情意層面的課程滿意度。受過資訊素養課程的新

住民在資訊素養的表現屬於中等程度，他們對上過的數位課程滿意度高。近 5 成的新住

民對於數位媒體的使用以及資訊獲取是活躍的，以手機為主要的媒介，手機的軟硬體操

作也比電腦類來的熟悉。他們懂得網路搜尋，但在個資的保護以及資訊真偽似乎有概

念，但仍不是最熟悉的項目。 

(7) 新住民資訊素養的成效受到學歷、城鄉的影響，而課程滿意度都不影響他們在資訊素養

的表現。細節如下:  

學歷越高資訊素養越高的現象，學歷背景間的顯著性特別是大學學歷者優於國中學歷者，

碩博學歷者優於大學學歷者。而在資訊素養、軟硬體素養、網路素養三子項目表現同樣

也有顯著現象，都有高學歷新住民表現高於低學歷者，特別是都高於國中學歷者。 

城鄉來看，新住民在資訊素養有顯著差異。在「傳產市鎮」的新住民在資訊素養的表現

弱且更弱於「高齡與偏鄉」新住民。「一般鄉鎮」的新住民的表現較為亮眼。 

(8) 滿意度高低在社會活動、經濟活動、公民參與、數位近用上也沒有造成任何差異。除了

公民參與低度相關外，滿意度與各變項 (社會活動、經濟活動、數位近用)趨近於 0，意

味著課程滿意度對社會活動、經濟活動、數位近用之使用的影響相對小。而公民參與和

課程滿意度是低度顯著正相關，兩者的關係也是微弱的。 

(9) 社會活動、經濟活動、公民參與、數位近用之使用與「資訊素養」的關係中，經濟活動

以及數位近用之使用具有中度正相關，社會活動以及公民參與低度正相關。結果推論較

高的資訊素養水平可能促使新住民更積極參與經濟活動並且更熟練地、更經常使用數位

科技。「資訊素養」在新住民在社會活動和公民參與影響較弱，社會活動以及公民參與

較為複雜，根據文獻指出影響公民參與的因素很多可能來自於是公民意識、公民身分取

得、社會活動等(徐明莉、莊文忠，2020; 蕭揚基，2000)，故本案的資訊素養可能是眾多

因素的一部份，需進一步綜合分析以便解釋公民參與的影響因素。  

四、主要建議事項 

建議一： 

增加新住民終身學習持續學習的管道 

主辦機關：教育部終身教育司 

協辦機關：大專院校及下轄教育推廣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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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研究發現 (1)、(2) 得知，上過數位素養課程之新住民入台平均 15 年且中文流利，

又近 7 成是已入籍的公民，此特質的新住民年齡亦可能將邁入中高齡，下一階段該思考的是

這些已經上過數位課程的老手應該有與台灣公民相同的終身學習管道，因有新住民背景的外

語、國籍特質，故建議教育部終身教育司的成人及社區教育、家庭與高齡教育能針對新住民

提供終身學習的項目，以利已入籍的新住民能持續增能，更有利於整體國家社會的公民、資

訊素質終身培養。 

建議二： 

針對數位課程客製化手機應用的課程 

主辦機關：內政部移民署、各縣市教育局(處) 

協辦機關：各縣市新住民學習中心、承辦新住民課程 NGO 單位 

從發現 (3)、(4)、(7) 可得知受過數位課程的新住民有 99%的手機擁有率，新住民多數

人與母國有強烈的連結，故持有手機以及使用手機的比例極高，甚至高於台灣境內的公民的

手機持有率。 

依據此數位近用情況，建議內政部移民署或是各縣市教育局委託於開設數位課程時可針

對新住民手機使用需求進行調查，進而依據需求公告或是主管單位可委託開課 NGO 單位或

學習中心等開設更貼近新住民生活、社會活動、經濟活動、公民參與需求的數位課程。 

建議三： 

提升本國弱勢如新住民的友善公民參與環境制度 

主辦機關：數位發展部之民主網絡司 

協辦機關：各縣市政府的新住民服務業務單位 (教育局、社會局) 
從發現 (5) 指出新住民的公民參與度約莫 3 成是活躍的，此數據與台灣公民投票參與

的 3-4 成相近，符合各國新住民公民參與狀況，然本案結果也凸顯多數新住民多停留在靜態

關注而少主動行動公民活動。 

故建議數位發展部提供更友善於新住民的公民參與的管道，民主網絡司主責「參與國際

數位民主網路，增進對國際社會之貢獻」，若從國內的新住民開始著手提供其發聲以及主動

參與的友善環境，如語言友善、性別友善的考量，藉由取得新住民的信任與參與，亦是提高

國際社會的貢獻的做法之一。 

 

建議四： 

在投放各項資源給新住民時，須注意國籍與城鄉間的差異並對相對弱勢者或地區多些定

期關注，尤其是支持數位近用較弱的「偏鄉以及高齡鄉鎮」以及資訊素養較弱的「傳產市鎮」

的數位中心、以及多關注印尼籍新住民之數位近用情況。 

主辦機關：內政部移民署、數位發展部、教育部 

協辦機關：各縣市社會局(處)、教育局(處)、新住民學習中心、新住民培力中心 

依據發現 (6)、(8) 新住民的數位近用狀況可能受到國籍以及城鄉背景變項的影響，其

中原生國籍印尼籍的新住民在數位近用表現有很大的進步空間且在大學以下學歷占印尼籍

新住民總人數 42 人中的 34 人 (約 79%)。另城鄉來看，一般鄉鎮新住民在各方面的表現都

優於其他城鎮新住民，但「偏鄉與高齡鄉鎮」的新住民在整體表現較弱。訪談結果發現偏鄉

的新住民更需要數位資源與課程。 

故內政部或是教育部以及各縣市政府單位如教育局、社會局在搭配各縣市新住民學習中

心等單位投放各項資源給新住民時，注意國籍與城鄉間的差異並對相對弱勢者或地區多些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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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關注，如印尼籍的新住民在本計畫中的數位近用有很大進步空間，應多關注。數位發展部

韌性建設司下的政策推動偏遠地區寬頻網路建置，保障通訊權益。 

建議五： 

鼓勵國高中學歷之新住民取得更高學位，以便提升數位素養知能。 

主辦機關：教育部高教司 

協辦單位：大專院校或空中大學 

根據發現 (8) 新住民教育程度越高者受資訊素養課程訓練後，其資訊素養也隨之越高。 

本案新住民的學歷大學以上者若持續參與數位課程，必然會與學歷大學以下者形成更大數

位落差。因此，政府可鼓勵國高中學歷之新住民取得更高階學位，新住民整體的資訊素養勢必

也會隨之提升。建議大專院校或空中大學等函授學位課程加強新住民社群之招募，尤其是印尼

籍的新住民。 

建議六： 

未來調查可針對新住民滿意度項目反映真實新住民情況 

主辦機關：內政部移民署 

協辦單位：各縣市社會局(處)、教育局(處)、新住民學習中心、新住民培力中心、承辦新   

          住民課程 NGO 單位 

根據發現 (9)、(10) 顯示新住民對課程滿意度很高，但其情意結果與差異並未與社會活

動、經濟活動、公民參與、數位近用有高度相關以及顯著差異。此結果符合族群調查結果，

弱勢族群在社會裡會有過度放大對政策性資源滿意度的現象，故從本案的 9 成新住民高滿意

度結果，卻未能顯示在社會活動、經濟活動、公民參與、數位近用各項行為有相關聯。 

新住民對課程滿意度未必能完整反應到其生活行為的改變，Alliger 等 (1997) 認為行為

改變與價值以及有用性的情意變項較有關連，與喜好性滿意度的情意變項連結較低，故課程

有價值者較能反應在他們的行為改變上，滿意度高不代表價值性與有用性高。 

故建議內政部移民署未來可進一步針對新住民滿意度項目進行調查，同時也建議各課程

承辦單位，針對新住民的滿意度可進行多面向調查，以反應真實新住民感受與情況，更有利

於政策調整，調查內容包含(1)認知面向:確認學習內容(經濟活動/公民參與/社會活動)的提升

以及(2)價值/有用性的情意面向:新住民認為課程後對他們的經濟活動/公民參與/社會活動有

助、新住民認為課程對他們來說有高度價值，且分別在經濟活動/公民參與/社會活動中可見

其行為的改變。 

建議七： 

數位課程與中文學習跨域整合以觸及中文初階者：立即可行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移民署、教育部國際與兩岸教育司 

協辦單位：各地方新住民培力中心、各大華語中心或華語教育機構或系所 

根據發現 (1) 本案研究對象包含中文流暢或學習中文至少 12 年的新住民，自然地排除

了中文較不流暢者或是學習中文 10 年以下者，故數位課程並無法受惠於後者。政府可思考

開設「數位應用與華語學習、公民參與、經濟活動、社會活動」的跨域課程，一來降低中文

難度，吸引中文程度較初階的新住民，二來依據中文程度開設合適的數位與公民參與課程。

各級華語教育機構可協助開發結合華語與資訊教育之課程及教材，著手訓練相關師資。 

建議內政部移民署辦理新住民實體及數位課程教育訓練，培訓新住民講師及助教時，可

培育華語教學以及公民參與、商務、數位專業領域背景的跨域教師，並與教育部國際與兩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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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司合作華語，跨部會合作配合華語教育 2025 政策下建構的華語文教學系統以及華語教

師培育支持系統，合作培育初階中文新住民課程所適合的教師。 

建議八： 

建立新住民數位人才庫：中長期建議 

主辦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協辦單位：各地區職業訓練中心及就業服務中心 

新住民可提升國家勞動力，本研究發現 (1)、(9) 資料顯示九成新住民滿意資訊課程、課

程時數高於 10 小時的新住民有五成以上，7 成已入籍成為公民，3 成 5 具備大學學歷。建議

可與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接軌，瞭解新住民勞動需求，發展新住民人才培育計畫，藉由訓練

課程建立人才庫，扭轉新住民就業環境，並與就業市場連結。利用現有之新住民培力發展資

訊網，統整資源，提供線上諮詢窗口。同時各地區職業訓練中心及就業服務中心應提供第一

線資料，以便主管機關暸解新住民於勞動技能及發展就業之需求，制定相應政策。 

建議九： 

建議納入數位課程至歸化我國國籍的國內政府機關所開設之課程 

主辦機關：內政部戶政司 

協辦機關：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戶政事務所、區公所、各地方新住民服務中心 

依據本研究結果得知公民的數位素養與其社會活動、經濟活動、公民參與、數位近用有

關，而政府所提供的訓練又僅吸引中文流利以及入籍者。意味著中文不流利以及未入籍者較

自然地排除現有政府辦理的數位素養課程。依據國籍法第三條第五點 「五、具備我國基本

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歸化時，須具備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能力

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證明文件，其中可用「曾參加國內政府機關所開設之課程上課總時

數或累計時數達 200 小時以上之證明」。此 200 小時的課程證明內並未明定哪些類別課程，

從本研究得知新住民的資訊素養影響著政策推動、生活適應、國家生產力，建議納入數位課

程類別於國籍歸化之必要課程的證明項目，有助於提升新住民中文相對不流利以及未入籍者

的整體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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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背景 

近年來數位技術的快速發展以及媒體資訊的豐富選擇，使得人們變得越來越仰賴數位傳遞

工具，藉以求取知識、習得技術、獲得生存之道，同時，人們也在這些過程形塑了個人的資訊

素養能力。全球許多國家與政府，如美國、新加坡、英國、香港、澳門甚至將人民資訊素養能

力發展視為國家等級的議題 (謝靜珍，2018)。可見資訊素養在當代公民養成上的重要性，它甚

至成為國家人才戰略的方針之一。 

資訊素養是各種資訊能力的綜合知能，亦是一種知道自己何時需要資訊、確認自己所得資

訊、找尋自己所需資訊、評量且有效使用資訊的能力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2006)。擁

有資訊素養能力可提升生活品質，而有資訊素養的人更懂得在資訊社會中實踐終身學習 (吳美

美，2004)，因此，資訊素養是一種解決問題的能力，這樣的能力與其資訊近用度有很大的關係，

可能進而影響其社會參與、經濟和公民參與度，尤其是在疫情爆發的時候，科技成為解套的工

具，疫情影響的新常態時代，人們資訊素養的能力對國家政策推動更顯得重要。 

台灣過去對於以婚姻移民身分居留或是入籍的新住民，提供了諸多的學習及職業技能類別

的養成課程，其中，資訊素養教育部分，常見諸於數位技能培訓課程及或是數位教材的使用與

學習。以本提案計畫之共同主持人鍾鎮城博士為例，透過台灣來去華語協會及其他 NGO 的協

力，曾於台灣各地開設 10 多場新住民數位學習課程。而在 100 至 102 年之間，鍾鎮城亦主持資

策會計畫，研發全國第一套針對新住民華語文學習的線上教材，最後推出來去華語 100 句線上

及單機版兩種類型，這套教材，也是目前用於語言或是職訓學習之全國新住民線上華語教材的

原型模板。當時，在研發線上版教材時，曾於多次的座談會中遭受質疑，新住民因數位機會與

資源不均等的關係，是否有必要發展線上版。然而，隨著智慧型手機的載具普及，以及全民上

網資費方案的推出及基礎建設的覆蓋，新住民手機上網的行為很快地被視為常態。此類議題的

質疑討論亦逐漸的消弭。 

換句話說，新住民資訊素養的發展，是台灣新住民公民養成及培力的重點要項，已實施並

討論多年。109 年新住民數位發展現況與需求調查報告顯示新住民上網率已達 96.4%，然而線上

課程參與率僅佔 9.4%，遠距工作經驗僅 6.7%，政府線上公共服務使用經驗亦僅有 19.9% (國發

會，109)，顯示新住民對於網路通訊應用應再加提升。因為，新住民對於台灣社會活動資訊、國

家政策訊息、經濟活動等等的理解，在 21 世紀的信息時代以及疫情新常態時代裏，更需仰賴其

資訊素養方得以營造生活品質，解決生活問題，這也是促進國家整體人力資源及人才培育發展

的一部分。從過往的國內研究中，資訊素養與新住民相關研究多數涉及新住民學童教育、家庭

教育、婦女資訊能力等，尚未有全國性調查、也少有以資訊素養為主題而針對社會、經濟、公

民參與等全面性的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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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新住民的身分確認往往伴隨著國境移動，當他們移入一處新居住地時，需要經歷調

適、學習、反思及參與等歷程，以幫助自身更能融入在地文化與日常生活。而在數位世界裡，

人們分為 X 世代 (1965~1980)、Y 世代 (1980~1990)、Z 世代 (1990~2010)，不同世代數位資訊

生命經驗影響著他們面對生活中資訊快速發展的能力，在資訊發展快速的人們都得接受新數位

世界的新興資訊，隨時學習數位時代的各項技能與溝通方式，以融入數位時代的生活，故世代

間的資訊落差勢必因各種因素變得更大，當新住民也不例外，其資訊素養的能力受社經身分、

學歷拉鋸，是故，其資訊素養培養已成為移民國的必然政策，協助其降低資訊落差 (digital divide)，

提高資訊社會的生存能力，是當代接受移民國政府的社會政策及人道責任。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計畫旨在調查新住民於接受資訊素養教育課程後，其資訊近用、資訊素養、社會活動參

與、經濟參與及公民參與之影響及成效，最後，依據研究結果提出政策性建議。研究目的如下： 

(1) 理解在台新住民上過資訊教育課程者之背景特性。分析新住民國籍與性別、學習中文時間、

教育程度、居住地、入籍與否、城鄉分布、數位課程學習時數說明。 

(2) 社會活動、經濟活動、公民活動、數位近用的四項新住民的現況分析。  

(3) 針對不同背景新住民在社會活動、經濟活動、公民素養、數位近用差異分析。背景變項包含

「居住區域」、「入籍與否」、「教育背景」、「國籍」、「城鄉」。 

(4) 學習成效分析。認知層面的「資訊素養」以及情意層面的「課程滿意度」兩變項分析，從不

同新住民背景變項分析學習成效差異。 

(5) 學習成效 (資訊素養與課程滿意度)與各變項 (社會活動、經濟活動、公民素養、數位近用)

以及各變項間的相關分析。 

具體之研究問題為 (見圖 1-1 為各變項之關係圖)： 

1. 在台上過新住民資訊教育課程者，其特性為何？ 

2. 在台上過新住民資訊教育課程者，其社會活動、 經濟活動、公民活動、數位近用的現況

為何？ 

3. 新住民之「居住區域」、「入籍與否」、「教育背景」、「國籍」、「城鄉」」在「社會

活動參與」、「經濟參與」、「資訊近用」、及「公民參與」上是否呈現差異？ 

4. 學習成效之資訊素養與課程滿意度的情況如何？ 

 新住民的資訊素養表現為何？ 

 不同背景新住民 (居住地、教育背景、國籍、城鄉)在資訊素養表現的差異為何？ 

 數位課程學習滿意度高低者是否在社會活動參與、經濟活動、資訊近用及公民參

與存在差異？ 

5. 數位課程學習成效 (認知面向的資訊素養表現、情意面向的課程滿意度) 與「社會活動參

與」、「經濟參與」、「公民參與」、「資訊近用」的關係以及各變項的關係如何？ 

多年來，政府及民間相關組織於全台各地辦理了多場的資訊技能相關培訓，然而，成效亟

待追蹤檢驗。透過本計畫問卷調查與訪談，希望能幫助政府及各公私相關組織釐清並確認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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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施政方向，同時讓台灣的多元社會更能有效的運用及肯認移民人力資源，促進台灣產業、經

濟、政治以及公民活動等各面向的廣泛參與。 

 

 

圖 1-1(各變項之關係圖)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第三節 名詞釋義 

依據研究目的，本研究共涉及新住民資訊素養、數位近用、社會活動參與、經濟活動、公

民參與五項變項，藉由定義各變項的範圍及其成效，參與資訊素養課程的學習成效，可促使研

究工具的發展。 

論資訊素養，早期資訊素養與圖書館資訊學門相關，近年來找尋資訊、尋求答案的模式，

漸漸轉移至線上資源和資料庫型態，資訊素養的培養也由圖書館利用而轉型。於2010年始，科

技發展在軟硬體有了更大躍進的發展，更發展普及如數位手機、平板等載具之應用，通訊協定

亦由2G 轉為3G 再轉為4G，目前5G 世代已經來臨。在社群媒體上，社交軟體及 APP 如 Facebook, 

Line, Instagram 得到社群廣泛的應用，更加速普及資訊相關的各類數位活動及形式。因此，加速

了重新定義資訊素養的必要性。Mackey和 Jacobson (2011) 提出後設素養 (metaliteracy) 的觀點，

此素養是連結數位科技以及各類素養的含括概念，他們鼓勵數位世代的人們應具批判性思考 

(critical thinking) 和合作學習的習慣，且支持數位世代在習得、產出、分享資訊上的行為，而數

位行為更是橫向概括資訊素養、媒體素養 (media literacy)、數位素養 (digital literacy)、圖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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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 (visual literacy)、網路素養 (cyber literacy) 等，結合了資訊與科技的共通性。具備此素養的

人懂得決定他 (她) 所需的資訊，知道藉由各種的資訊工具取得訊息，能批判思考與評估所得的

資訊、進一步併用資訊於新的事物與決策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在2016年也提出傳

媒素養 (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MIL)(Singh, Kerr & Hamburger, 2016) 等類似概念，提倡

除了批判思考所得資訊外，更需有智慧的處理網路資訊與傳媒的內容、重視個資、對抗網上激

進言論，並關注與審慎衡酌網路資訊取用和使用方面的倫理議題，故資訊素養是一種人類對數

位資訊思辨的能力，以上也為本研究參考。 

論數位近用，於過往僅限於電腦的擁有以及網際網路的普及率。隨著資訊科技進步以及串

流媒體的發展，數位近用納入了行動載具、行動網路、社群軟體 (social meida) 等的持有率。根

據 Hootsuite 和 We Are Social 大數據的 Digital 2021與2022: Taiwan 資料的調查項目更顯示智慧手

機、行動載具、社群軟體的使用率已是2021以年來必然的調查項目。而於新冠病毒 (Covid-19)

的影響下，全球的數位使用生態也已成為一項重要的分水嶺，數位近用項目勢必得增加「雲端

學習」。因此，針對未來的生活，數位近用的項目應包含電腦擁有/使用、行動載具擁有/使用、

行動網路擁有/使用、社群軟體 (social media 擁有/使用) 以及雲端學習。 

論社會參與，意旨社會中的成員積極的參與各項活動，與社會中的其他成員互動交流，以

豐富人生，此類的社會參與包含社團、課程、活動等。新住民的生活受到語言、人際、生活圈

的限制，社會參與是走出有限的生活圈，並與在地人民互動的最佳管道，礙於生活圈的限制，

新住民若能善用數位資源如網路資訊、社群媒體、串流媒體、線上學習獲取台灣及來源國之社

會參與資訊，更能活出精采人生，而經濟與公民參與活動亦同。由此可見，資訊素養與數位近

用與社會、經濟及公民活動參與是相互關聯的能力。 

本計畫依據台灣生活圈的特性，並參考各類資料以及研究設定的研究變項範圍及定義如下:  

新住民：臺灣地區人民之配偶為外國人、無國籍人、大陸 地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 (新住民

發展基金補助作業要點所定義)。 

資訊素養：媒體素養、數位軟硬體素養、網路素養三面向之綜合概念。  

(1) 媒體素養意旨新住民能運用、解讀、評估、製作多種傳播媒體及內容素材的能力。本研

究研究範圍設定於數位傳播媒體。 

(2) 數位軟硬體素養意旨新住民能利用數位工具來解決問題的能力，數位軟硬體包含電腦、

手機、平板等智慧型載具以及其相關的軟體或雲端 app。 

(3) 網路素養意旨網路搜尋、管理、運用資訊的技能，以及對於網路的資源價值、資訊倫理

的知能。 

數位近用：意旨新住民擁有和使用數位資源的情況，進一步可看出普及率。數位可包含網路連

結、數位工具 (手機、平板)、數位軟體的使用、電子商務使用等。  

社會活動參與：意旨新住民個人自發的參與社會事務、社團、活動，與社團的成員互動，達到

生活的滿足感。活動的類型可能是社團活動、學習活動、志願活動、休閒活動等。 

經濟活動：意旨新住民進行與交易行為相關的經濟活動，本案之經濟活動集中於網路上經濟活

動。此類相關的項目可包含電子商務消費、銷售、投資與就業/創業之使用。比如網路購物、

網路商品比價、網路旅遊平台、網路銀行交易、網路課程購買、網路串流媒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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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參與：意旨新住民對於公共事務、政治事務、政策性活動的關注或參與，可從社區至網路

的公民議題參與，為社區、社會公民、政治議題發聲或組織。以新住民來說，其所關心的

公民議題可能包含兩大方向 (1) 在台灣生活相關的議題 (2) 與新住民相關的議題。前者

比如 2020 年三倍券活動、子女教育補助金申請、2021 年依疫情而採取之商家實聯制的數

位使用，後者如新住民家庭在台生活的照顧、新住民子女教育的輔導、疫情下子女遠距學

習的議題。 

參與資訊素養課程的學習成效：學習成效意旨新住民在數位課程後的學習成果，學習成果從認

知以及情意面向考量，故本案之學習成效以新住民的資訊素養為認知面向的變項、對數位

課程的課程滿意度為情意面向的變項。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論研究範圍，依據本案之規範，研究對象為參加過政府舉辦之資訊素養教育課程之新住民，

並以全臺灣曾經修習過資訊素養教育相關課程之新住民為調查研究之主要範圍。研究方法上，

以量化研究之問卷調查為主，亦邀請 30 位的研究參與者進行深度訪談，進行質性資料收集。問

卷資料發放方面，採實體與線上並行，本團隊鎖定的資料收集範圍為新住民服務中心、辦理的

新住民課程以及活動主辦單位承辦人員或教師，取得新住民的聚集時間與地點，親自到場收集

資料；線上問卷則先藉由雲端篩選問卷 (附錄二) 建立大數據，盤點問卷填答者的資格是否符合

已上過數位課程者而後聯繫該新住民，發放數位問卷並採同步親訪策略，以確認問卷對內容的

理解。因線上篩選回卷率低，僅作為輔助之用，實體親訪收集為主要問卷來源，故本計畫之問

卷資料的準確率高，較可惜的是速度較慢且人數增加不快。 

研究限制，從以下方面說明: 問卷對象背景、資料收集、學習成效定義。 (1) 論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特性多為來台多年新住民，推測數位課程的特性原來就不合適中文程度不足

之新住民，故自然地排除了中文程度較初階的新住民。(2)資料收集以問卷調查量化資料為主，

訪談質性資料為輔。訪談個案 30 位取樣方式來自於問卷，取得意願後訪談，30 位的特性與比

例未必能與量化的吻合，如受訪者有近 7 成是上過 10 小時以上的數位課，與問卷的取樣整體比

例不同，以至於按比例統整訪談回應時，可能會有些微的差距。(3)本案依變項學習成效，以新

住民之資訊素養以及課程滿意度做為結果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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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之重點核心為探討新住民之資訊近用、資訊技能及素養、社會活動參與、經濟參與

及公民參與之影響及成效，故依據上述變項，文獻探討從資訊素養相關研究、公民參與與社會

活動參與相關研究、數位近用情況以及學習成效幾方面探究過去研究成果，藉此構思本研究定

義之研究變項並擬定研究工具及規劃研究執行方向。 

第一節 資訊素養與新住民相關研究 

資訊素養最早是由美國圖書館學會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於1989年提出，該學會

所認定的資訊素養國民是：「具備瞭解資訊的價值，在需要資訊時能有效地查詢資訊、評估資

訊、組織資訊與利用資訊的人」(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2019)。Mackey 和 Jacobson (2011) 

提出後設素養 (metaliteracy) 的觀點，此素養是連結數位科技以及各類素養的含括概念，他們鼓

勵數位世代的人們應具批判性思考 (critical thinking) 和合作學習的習慣，且支持數位世代在習

得、產出、分享資訊上的行為，而數位行為更是橫向概括資訊素養、媒體素養 (media literacy)、

數位素養 (digital literacy)、圖像素養 (visual literacy)、網路素養 (cyber literacy) 等，結合了資

訊與科技的共通性。具備此素養的人懂得決定他 (她) 所需的資訊，知道藉由各種資訊工具取得

訊息，能批判思考與評估所得的資訊、進一步併用資訊於新的事物與決策上。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 (UNESCO) 在2016年也提出傳媒素養 (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MIL)(Singh, Kerr & 

Hamburger, 2016) 等類似概念，提倡除了批判思考所得資訊外，更需有智慧的處理網路資訊與

傳媒的內容、重視個資、對抗網上激進言論，並關注與審慎衡酌網路資訊取用和使用方面的倫

理議題。資訊素養不但被各國 (如美國、英國、澳洲、新加坡、澳門等) 視為國家政策議題，更

被聯合國視為是當代重要的全球議題 (謝靜珍，2018)，原因在於，智慧城市、智慧政府、智慧

行動等趨勢已無可避免，人們的資訊素養也必須隨之提升，台灣無法置外於全球，政府於民國

106-109年推動「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周貽新等，2019)，隨著智慧政府的推動，國內的

人民不論年齡、教育、性別及家庭經濟背景，他們的資訊素養已成為未來重要的國家人才與公

民參與議題，新住民作為國家群體的一份子，其資訊素養自然也納入政策思量。 

觀察國內的新住民和資訊素養相關研究，多數關注新住民子女教育。有 3 篇論文涉及婦女

和資訊素養之概況。研究結果如下: 鄭乃慈 (2015) 調查 21 位東南亞以及陸籍新住民數位資訊

需求與政府政策資源之落差分析，結果顯示東南亞籍新住民的資訊近用及資訊素養表現，在來

台後，其資訊相關設備的擁有率提高，幾乎每個家戶都有桌上型電腦、行動設備，且新住民普

遍希望先學習中文而後再學習數位資訊技能，同時也希望瞭解如何獲得網上與新住民相關之政

策規範、福利、課程學習等資訊。另外，倪嘉徽 (2013) 調查 12 位雲林縣新住民婦女的資訊能

力結果顯示，家庭因素和學習動機是影響新住民婦女參與數位課程活動的最主因，參與過資訊

課程訓練的新住民婦女，她們的資訊近用度會在習得電腦素養後提升，該研究建議可從線上學

習、親子共學與同儕學習、中文與資訊跨域課程等方式著手。再者，鍾婷婷 (2013) 調查 6 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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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地區在職的新住民婦女，結果也指出在職婦女的電腦資訊能力已有初階能力，資訊素養能力

與其年齡、資訊近用、中文程度相關，其資訊能力的提升可幫助他們盡快適應台灣家庭生活、

中文學習、親子關係等。 

內政部 (2015)〈新住民數位落差與需求之研究〉以問卷調查新住民參與各項資訊課程，不

論是授課教師、教學方法、教材、課時、教學效果及課程喜歡程度，均達 80%以上之滿意度，

示內政部辦理之數位課程大致上皆能滿足新住民學習需求並使他們在學習中感到愉悅，然而，

僅不達半數 (47.3%) 的新住民想上政府提供的資訊素養課程、吸引半數 (53%) 高中職學歷者

參加。93%的人願意將課程推薦給其他新住民、86.1%的人課後能夠與家人分享電腦技能 (內政

部，2015)。 

綜論以上的研究結果，發現新住民的語言能力與資訊能力的提升彼此相關；在培育資訊素

養的同時，可能需要的是資訊素養以及語言融入的跨域訓練課程 (鄭乃慈，2015；倪嘉徽，2013；

鍾婷婷，2013)，比如說，在職新住民的電腦技能可能具備至少初階的能力 (鍾婷婷，2013)，其

所需資訊課程可能還是與工作或職業所需的文書處理或是簡易的軟體操作相關 (鍾婷婷，2013)，

或是取得政府相關資訊、政策、福利有關的主題 (鄭乃慈，2015)，以及藉線上學習提升中文以

及資訊相關能力 (倪嘉徽，2013)，最後，新住民學習資源的支持可提升其學習效能、自我價值、

社會參與 (黃寶嬋、何青蓉，2019)。就目前文獻顯示資訊技術的調查項目仍停留於文書處理、

簡易軟體操作，數位發展時代變化萬千，需有持續性大樣本的現況調查。 

第二節 學習成效 

本案之新住民不但是學習者，更也是被培訓的學員，從培訓成效論之，Kirkpatrick 在 1967

年提出學習評估理論，包含四層次，藉由多種的數據資料佐證分析培訓的成果。第一層次是反

應層次，這個層次評估學員對培訓計畫的反應，包括他們的態度、興趣和滿意度，亦是 Bloom

等（1956）認為的情意面向。這個層次的評估可以透過問卷調查、訪談和討論小組等方式評估

進而作為改善與優化培訓的第一步驟。第二層次是學習層次，評估學員在培訓計畫中習得的知

識、技能和態度。這個層次的評估可以透過測驗、考試、觀察和訪談等方式進行，亦是 Bloom

等（1956）認為的認知知能。學習知識的確認可確定學習目標的達成。第三層次是行為層次，

評估學員在實際工作中應用學習的知識、技能和態度，亦是 Bloom 等（1956）認為的技能能力，

但這個層次的評估主要是觀察學習者是否能將所學應用於實際工作中。第四層次是結果層次，

評估培訓計畫對組織、社會的影響或貢獻，包括生產力、營收、成本、品質、服務水平等方面

的變化（Kirkpatrick & Kirkpatrick，2006）。Kirkpatrick 的學習評估理論已經成為許多組織評估

培訓成效的標準，它可以幫助企業和組織有效地評估培訓計畫的成效，以便改進和提高培訓的

效果。表單的頂端關於學習成效，不少學者都認為須多面向考量，才能完整的評斷出學習成效，若

只有一個面向，可能會有偏頗的結論 (王如哲，2010；Bloom et al., 1956；Kraiger et al., 1993)。

Bloom, Engelahar, Frust, Hill 與 Krathwohl (1956) 與 Kraiger, Ford 與 Salas (1993) 都認為學習成

效需含認知、情意以及技能三層面討論。Bloom 等 (1956) 指出認知層面即學習知識或能力的表

現，情意面向則指興趣、態度、價值的改變，技能面向是指動作技能的表現。Piccoli, Ahmad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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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es (2001) 也認為學生學習成效是學習者在結束課程後，在認知、情意與技能上的改變，認知

是學習的知識、理解和應用；情意是學習該課程後的感受、所表現出的行為；技能是學習該課

程表現出該技術的完成與創新能力。依據以上的論點，本案的學習成效包含認知面向的資訊素

養養成以及情意面向的學習滿意度的分析，從兩面向來探討本案之新住民的學習成效。  

本案之新住民不但是學習者，也是被培訓的學員，從培訓成效論之，Kirkpatrick 在 1967 年

提出學習評估理論，包含四層次，藉由多種的數據資料佐證分析培訓的成果。第一層次是反應

層次，這個層次評估學員對培訓計畫的反應，包括他們的態度、興趣和滿意度，亦是 Bloom 等 

(1956) 認為的情意面向。這個層次的評估可以透過問卷調查、訪談和討論小組等方式評估，進

而作為改善與優化培訓的第一步驟。第二層次是學習層次，評估學員在培訓計畫中習得的知識、

技能和態度。這個層次的評估可以透過測驗、考試、觀察和訪談等方式進行，亦是 Bloom 等 

(1956) 認為的認知知能。學習知識的確認可確定學習目標的達成。第三層次是行為層次，評估

學員在實際工作中應用學習的知識、技能和態度，亦是 Bloom 等 (1956) 認為的技能能力，但

這個層次的評估主要是觀察學習者是否能將所學應用於實際工作中。第四層次是結果層次，評

估培訓計畫對組織、社會的影響或貢獻，包括生產力、營收、成本、品質、服務水平等方面的

變化 (Kirkpatrick & Kirkpatrick, 2006)。Kirkpatrick 的學習評估理論已經成為許多組織評估培訓

成效的標準，它可以幫助企業和組織有效地評估培訓計畫的成效，以便改進和提高培訓的效果。 

此四層次之間為線性相關，當第一層次滿足後會引發第二層次；第二層次引發第三層次，

依此類推，也意味著學習者滿意度高會影響學習者的學習知識，該知識也會影響到學習者真實

工作、組織內等應用 (行為)，最後影響到組織、公司等的效益 (Kirkpatrick & Kirkpatrick, 2006)。

從 Kirkpatrick 的論述來看，他認為學習者情意上的態度、滿意度是組織、公司培訓成果評估的

第一步。不少研究指出學生整體滿意度與學習成效、課程參與之間為高度相關 (許秀雲，2007；

Biner et al., 1997；Tallman, 1994)，似乎也支持 Kirkpatrick 的學習評估理論。  

然而亦有研究指出學習者對培訓的情意因素與學習者工作的行為表現呈現弱相關性 

(Alliger et al., 1997; Chang & Li, 2019; Kaya & Kocabas, 2019)。Alliger 等 (1997) 針對商務培訓

的研究 meta-analysis 的結果顯示工作行為改變與價值以及有用性的情意變項較有關連，與喜好

性滿意度的情意變項連結較低。Patterson 與 Hobley (2003) 也有類似的看法，並認為學習者不滿

意學習內容仍有可能習得新技能並應用它；相反的，喜歡學習內容的學習者也可能當下享受課

程，事後卻從未進階至行為層面。他們還指出訓練、學習活動能否被轉化及應用受到環境與個

人兩大因素影響，環境因素如學習風氣、非職務性的支持；個人因素如個人目標設定與成就、

改變之動機。Baldwin 與 Ford (1988) 和 Reeve, Ryan, Deci 和 Jang (2007) 的兩研究結果顯示培

訓課程的受訓者的高度滿意度與其心理情感層面感受有正相關，與工作行為表現卻未顯著相關，

他們認為滿意度可能與學習者的心理層面因素高度連結，但不全然反應在行為的改變。  

綜觀學習滿意度與學習者的行為改變，培訓的過程所產生的情意反應可能對其學習有所影

響，但是否反應在工作行為、社會貢獻層面則無必然的線性結果。以上文獻的學習成效的結果，

為本研究結果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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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公民參與、社會參與及經濟活動相關研究 

        影響公民參與因素很多，包含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元面向，公民參與也與公民意

識相關，因此，公民參與和社會參與在範圍定義中有時候會重疊。早期傳統的公民參與經常與

政治參與相關，近年來，公民參與提升至改善社會情況，健全社會發展為主，不再僅是狹義的

政治參與 (徐明莉、莊文忠，2020)。徐明莉與莊文忠指出當人民的公民意識越高，其社會活動

的參與、慈善行為、公民參與都有正向影響。故當推動公民參與政策或課程時，需納入公民意

識的主題於課程，藉此能培養公民意識，亦能促使公民參與的意願。蕭揚基 (2000) 指出在公民

身分取得的基礎下，公民參與可說是公民自願地通過各種合法方式參與社會政治生活的行為，

指社會成員以行動來體現其作為公民的本質 (蕭揚基，2020)。故公民身分的取得有助於與公民

意識提升以及公民參與，此對新住民來說亦可有類似現象。據內政部由民國 76 年至 111 年 3 月

底之統計資料，來台新住民歸化我國國籍者佔移居總人數 24%；中港澳地區新住民取得定居證

佔中港澳配偶移居比例 41%，皆不過半數。在探討新住民公民參與率高低問題時，移民身份取

得與否，實有舉足輕重之影響，不應忽略。  

陳美惠 (2007) 認為推動社區資訊化可促進社區公民參與，其論文調查台北地區 4 個社區

的個案指出，因社區電腦課程皆以職業訓練和終身學習為主，因此，很可惜的是這些電腦班的

課程內容並未與社區公民參與有直接關聯。此研究雖年代稍久遠，且僅是個案研究，然以政策

面來看，資訊訓練課程可依據不同目的性而開設，如以公民參與為目的，則所開設的課程內容

就必須與公民參與直接相關。近 10 年來因為網路社群媒體的蓬勃發展，越來越多的網路社群對

於公民議題越來越有興趣，公民參與度也隨之提高，促使「公民媒體」的崛起，提供公民有更

多機會自行主導媒體，而積極參與各項公共政策等議題 (徐明莉、莊文忠，2019)。再者，全台

資訊的使用狀況並不局限於電腦設備，更多是行動裝置使用。而，公民參與可依據程度區分為

初階至進階，且公民參與投入越多時間、金錢、技術、教育程度、性別、職業、收入等也會連

帶的影響，因此，擁有越多上述資源者參與度越高。李仲彬 (2019) 研究指出，網路行為越活躍

的人，越會觸動其網路公民參與度，然網路資源越來越普及也越來越容易入門，因此，網路形

式的公民參與也就更容易達成。根據 109 年〈新住民數位發展現況與需求調查報告〉結果顯示

新住民公民參與的情況，僅 3%的新住民曾在網路上發表對公共或政治議題的意見、19.9%新住

民網路族透過政府機關網站查詢資訊或使用服務，看起來當時於公民參與的情況較低，且新住

民網上發表公共政策等意見的情況更不常見，此調查亦顯示新住民的網路行為多數仍局限於娛

樂性質的影音瀏覽、遊戲等，因此，推論可能其網上活動都是休閒型態的活動，網上公民參與

的程度就偏低，然受到自媒體入門門檻低之故，未來網上公民參與的活躍耀力亦可能受到網紅、

名人的影響而提高。目前，台灣公民資訊素養程度仍未完全成熟，假新聞以及假資訊充斥，網

路上活躍的公民若具備高度素養，這些不實資訊不至於散佈，以影響國家民主之品質。此研究

十分看重資訊倫理的判別能力，建議將其納入資訊訓練課程，以避免人民對網路資訊的不信任。 

       論社會活動參與，學者對於社會活動參與的定義仍有些差距，Tomaka, Thompson與Palacios 

(2006) 定義參與活動為擔任社會活動的職務且幫助他人。然也有學者認為未必要協助他人，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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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參與社會/社區的活動且與他人互動即可，似乎沒有涵蓋政治參與的成分。社會參與的研究可

能涉及不同族群，如高齡者、弱勢族群，其中以高齡者的研究相對的多，研究結果指出透過社

會參與，可以促進高齡者身體健康、降低憂鬱及負面情緒、提高人際互動關係以及生活的滿意

度 (戴伸峰，1996；石泱，李孟芬，2021)。吳偉立、李宜致、王妮可 (2020) 的研究指出社會活

動參與度較低者可能轉投入至網路社群媒體的經營。意味著社會活動的型態可分為社會互動以

及雲端社群投入。 

從新住民的角度來看社會參與，黃寶嬋、何青蓉 (2019) 收集針對新住民女性的知覺社會支

持、自我導向學習能力與自我效能關係之研究的結果指出新住民女性的自我學習安排與其學習

效能有很大的正向關聯性，而其原來視為較弱的社會支持的連結包含老師以及政府單位逐漸成

為他們獲取學習、生活、法律等議題的重要來源。由此可見新住民女性漸漸藉由社會參與來獲

取自我學習效能似乎也與台灣的高齡者從社會參與獲得生活品質的提升有類似的功能。另外，

張智雅、曾薔霓 (2011) 認為新住民相關政策無論在制度面及執行面皆有社會控制的意味，較少

考量新住民的處境，而是嘗試解決一種「社會問題」，故張建議「非正式網絡」是新移民在台

生活的重要支持，亦是另一個促進新移民「社會參與」的重要動力，政府應予以重視。同時應

提供「社會參與」的舞台使新移民得到足夠的「賦權」(empowerment)，當新移民由受助者成為

服務供給者，為移入國做出貢獻，有助扭轉新住民外來弱勢族群的定位，且在制定相關政策及

課程時，應將新住民處境納入考量，亦可培育新住民成為提供新住民服務的新角色，增進社會

參與。 

第四節 數位近用狀況 

論及台灣居民的整體概況，本研究執行之初根據 Digital 2022: Taiwan (Hootsuite & We Are 

Social, 2022) 得到數據顯示 (1) 台灣網路用戶提高到 9 成 1，平均使用網路時間為 8 小時 7 分，

平均花在手機時間是 4 小時 12 分。(2) 數位近用資料在擁有載具的人群 (16 至 64 歲)，使用手

機人數為 98.2%、72.9%使用筆記型電腦、45.2%有平板電腦、22.3%有電子遊戲機、14.9%使用

串流影視設備。(3) 最常搜尋的網站前三名依據不同的大數據公司，獨占前三者的一定有 Google, 

Youtube, Facebook。(4) 對於網路上的行為僅 48.8%的人口表示在乎資訊真偽的分辨。(5) 89.4%

的人使用社群軟體，多數集中在 25-34 歲的區間，前三為 line, facebook, facebook messenger。

(6)  每周於線上購物或使用線上服務的比例是 63.8%。  

可得知台灣人民的數位近用、行為狀況更加趨近於行動裝置、社群媒體、雲端使用，然對

於網路資訊的真偽，其資訊倫理的能力仍然較弱。此外，上網搜尋與分享消費資訊已成為網路

消費者的日常行為，據郭貞 (2015) 調查發現台灣網購族的特性為女性多於男性、年輕人多於年

長者、教育程度高者多於教育程度低者，其中有近 70%受訪者曾有網路購物經驗，37.5%受訪者

網路購物頻率為「有時」或「經常」。而民眾購物時最相信的主要商品訊息來源為親友推薦 

(58.4%)、網友分享 (13.1%)、公司與商品網站 (7%)。上述數據亦可作為新住民資訊素養問卷調

查參考，未來於研究結果分析時亦可作為新住民資料的比對，以及推動政策性活動時的參考管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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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住民數位發展現況與需求調查報告〉(國家發展委員會，2020) 由國家發展委員會每三年

定期針對新住民進行數位機會現況與需求調查，調查方式為電話訪問，對象為臺灣 22 縣市與本

國籍人士締結婚姻的所有非本國籍人士，不包括來自歐美、日韓、港澳等國家之新住民。調查

內容包含數位福祉構面 (ICT 近用、使用與素養、教育與技能、所得與財富、就業、工作與生活

平衡、健康狀況、社會聯繫、政府治理與公民參與、資訊安全、主觀幸福感)、生活適應與增能

需求構面 (語文能力、母國聯繫、子女教養數位能力需求、個人背景資源、政府免費資訊課程需

求)，以及基本資料。樣本區分為越南、印尼、其他 (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柬埔寨、緬甸、

印度等國) 及大陸四個副母體，結果女性新住民佔 98%以上，年齡層以 30-49 歲為大宗，約佔

總樣本數之八成。學歷以高中職、國/初中最普遍約佔 63%，大學及以上學歷 17%；國籍來看，

印尼籍新住民的學歷偏低，小學學歷占 27.5%、越南籍較年輕，其他新住民的高學歷較多，來

台時間近 10 年的達 3-5 成。  

調查顯示新住民的數位近用情形，96.4%的個人上網率，教育程度越高者上網率越高，除了

東部外，各地區的新住民都達 95%，且 82.3%新住民表示藉由網路取得母國資訊，約過半數的

新住民從事經濟活動，尤其是購物。結果亦顯示新住民於 109 年期間，從事網路相關的活動是

網路影音與遊戲的休閒式活動、接下來依序為搜尋網上的商品或服務、瀏覽其他資訊、使用網

路銀行功能，且數位近用的狀況似乎高於台灣人民整體的狀況。 

表 2-1(109 年數位發展調查報告摘要表一) 

 新住民 地區 教育程度 取得母國資訊 經濟活動 

個人上

網率 

96.4% 89.8%東部地區 

95% 其他 

81.6%小學以下 

99%專科以上 

82.3% 59.9%上網搜尋商品 

28.5% 網路銀行 

56.7% 網路購物 

(資料來源：109 年數位發展調查報告) 

〈109 年數位發展調查報告〉(國家發展委員會，2021) 以居住於臺灣 22 縣市且年滿 12 歲

之本國籍人口為訪問對象，結果指出 12 歲以上上網率為 86.6%，國人個人上網率以 20-29 歲民

眾之 99.6%為最高，65 歲以上之 46.8%最低。新住民上網率達 91.6%、以北部地區最高、核心

都市和一般都市達九成、研究所以上的學歷上網率高於小學學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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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09 年數位發展調查報告摘要表二) 

 國人 新住民 地區 城鄉 教育程度 來源 

上網率 86.6% 91.6% 88.6% 北

部最高 

90% 核心都市和一

般都市 

80% 一般鄉鎮 

70% 高齡化鄉鎮 

71.4% 偏遠鄉鎮 

研究所及以上

學歷高於小學 

〈109 年數

位發展調查

報告〉 

(資料來源：109 年數位發展調查報告) 

從以上調查報告來看，新住民個人上網率高於我國 12 歲以上民眾個人上網率，新住民達 8

成仰賴網路取得母國資訊、學歷高的新住民以及國人網路使用率都高、新住民的網路經濟活動

有半數以上有購物行為，但似乎在網路銀行使用率低，另外，印尼籍的新住民似乎學歷偏低，

也影響其數位近用。  

綜合論之，資訊素養與數位近用有著強烈的關聯，新住民資訊素養的養成與其受到的資訊

課程相互關聯，尚未有相關研究針對影響新住民的公民參與程度為探討，然近年來新住民女性

漸漸地藉由社會活動參與來獲取資訊、提升生活品質以及自我效能的認同。以目前研究結果顯

示，近年來公民參與以及社會活動參與確實會受到網路社群發展的影響 (徐明莉、莊文忠，2019；

吳偉立等，2020)，而公民意識提高亦會影響公民參與以及社會參與的意願。網路時代的來臨，

數位使用與擁有似乎不太是新住民以及台灣民眾的主要問題，更需注意的是全台人民判別資訊

真偽的能力仍嫌不足 (李仲彬，2019；Hootsuite & We Are Social, 2020)。而若要提升人民資訊素

養當中的公民參與、社會活動等，相關的資訊素養課程勢必得納入公民意識的主題 (陳美惠，

2007)，以提升網路社群參與公民活動的質量。在疫情影響的新常態，人民的資訊素養與數位近

用似乎連動著其社會活動、經濟活動、公民活動，然卻鮮少相關研究著墨，此類的研究與調查

需有更多關注，以為國家政策參考依據。  

第五節 各部會現行政策與新住民資訊素養相關教育課程現況 

   各部會現行新住民相關政策隸屬於內政部、教育部、勞動部、數位發展部四部門，本團隊

將各部會直接或間接與「新住民」、「資訊素養」、「教育」相關的業務歸屬細分如下： 

1. 內政部：相關重大政策包含〈新住民照顧輔導〉、〈新住民數位應用資訊計畫〉，兩政策都

是推動新住民資訊素養直接相關的政策。(https://www.immigration.gov.tw/5385/5388/7178/) 

分項說明如下： 

(1) 移民署—移民事務組：推動〈新住民照顧輔導計畫〉，「加強新住民照顧服務，營造友

善新住民環境；推動新住民及其子女培力，豐富我國多元文化；促進國際及兩岸有序交

流，強化移民人權保障」。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5385/5388/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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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移民署—移民資訊組：推動〈新住民數位應用資訊計畫〉，主要重點是「一、辦理新住

民實體及數位課程教育訓練，培訓新住民講師及助教。二、維運新住民數位學習平臺，

提供新住民族群多元學習管道。」 

2. 教育部：112 年度施政目標及策略中提出前瞻多元的數位科技教育，完備校園數位教學環境，

持續增進教師數位教學能力，優化數位學習平臺與資源服務；推動「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促

進高教多元發展，並強化在地連結與輔導經濟不利學生；全民樂學的終身教育，提供民眾終

身學習之多元選擇機會，增進社會終身學習風氣；持續發展新住民及其子女教育，打造和諧

共榮的多元社會。(https://ws.moe.edu.tw/001/Upload/3/relfile/6312/89243/f8dff9c8-bc7c-4f9d-

aa02-d4172860a146.pdf) 相關辦理單位及工作計劃如下： 

(1)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新住民教育揚才計畫〉，內容包含開設新住民語文課程、辦

理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增能培訓、辦理新住民子女教育實施計畫及新住民語文

樂學活動、辦理新住民子女跨國銜轉支持與服務及新住民子女華語補救課程、辦理新住

民子女國際交流等。 

(2) 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推動〈華語教育 2025 計畫〉，主要完善華語文推動組織機制、建立

華語文教學系統、加強開拓美歐地區華語文教育、完善華語教師培育及支持系統、整合

發展華語數位教學與學習、海外設立華語教學中心。 

(3) 高等教育司：推動〈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建立支持及協助學生發展機制，提高經濟或

文化不利學生進入國立大學就讀比例。 

(4) 資訊及科技教育司：推動〈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計畫及偏鄉數位應用精進計畫〉，內容包

括輔導教師善用數位工具及資源、鼓勵學校及教師引導學生參與相關活動及線上學習、

推動學生安全健康上網教育，強化學生資訊素養認知、增進偏鄉多元族群之基本資訊素

養與數位健康照顧、透過線上學習資源，深化偏鄉民眾數位技能、協助偏鄉在地特色產

品數位行銷。 

(5) 終身教育司：促進社區大學穩健發展，提供民眾多元終身學習選擇，以傳遞知識技能並

提升公民素養，促進社區永續發展。 

3. 勞動部：112 年施政計畫中，多元培訓產業所需人才與建立履歷資料庫與本研究之新住民

政策建議相關

(https://www.mol.gov.tw/media/13afmgwk/112%E5%B9%B4%E5%BA%A6%E6%96%BD%E6

%94%BF%E8%A8%88%E7%95%AB.pdf?mediaDL=true)，計畫辦理單位及工作計劃如下： 

(1) 職業安全衛生署：辦理〈全國職業安全衛生智能發展計畫〉，內容包括擴充及優化全

國職業安全衛生智能雲系統 (如全國工作者智能履歷資料庫)。 

(2) 勞動力發展署：推動〈多元培訓，強化技能，提升勞動力素質〉，如辦理多元類型就

業導向職前訓練，培訓契合產業所需人才、配合國家政策，結合民間訓練資源，公私

協力辦理在職勞工職業訓練、強化檢定內涵鏈結產業需求，推動職能基準多元應用。 

4. 數位發展部：主要負責推動數位政策的創新與變革，整合電信、資訊、資安、網路與傳播

五大領域，整體規劃數位發展政策，統籌基礎建設、環境整備及資源運用業務，確保國家

https://ws.moe.edu.tw/001/Upload/3/relfile/6312/89243/f8dff9c8-bc7c-4f9d-aa02-d4172860a146.pdf
https://ws.moe.edu.tw/001/Upload/3/relfile/6312/89243/f8dff9c8-bc7c-4f9d-aa02-d4172860a146.pdf
https://www.mol.gov.tw/media/13afmgwk/112%E5%B9%B4%E5%BA%A6%E6%96%BD%E6%94%BF%E8%A8%88%E7%95%AB.pdf?mediaDL=true
https://www.mol.gov.tw/media/13afmgwk/112%E5%B9%B4%E5%BA%A6%E6%96%BD%E6%94%BF%E8%A8%88%E7%95%AB.pdf?mediaDL=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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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通安全、促進跨域數位轉型、提升全民數位韌性。重點政策為強化偏鄉數位服務，與新

住民資訊素養息息相關。(https://moda.gov.tw/major-policies/reinforce-rural-services/1307) 下

轄各司核心業務與本研究內容相關者羅列如下： 

(1) 數位策略司：推動〈國家數位發展策略，統籌協調規劃施政計畫〉資源，透過調查與

分析，進行數位國力及數位轉型指標與評鑑。 

(2) 韌性建設司：普及通訊傳播領域關鍵基礎設施，持續推動偏遠地區寬頻網路建置，保

障國民基本通信權益。 

(3) 數位政府司：深化數位應用，提升政府施政效能，協調機關推動政府服務單一入口機

制，提升民眾使用政府服務體驗。 

(4) 民主網絡司：連結國際民主網絡力量，強化網路發展數位韌性，展現我國推動民主數

位化決心。 

    新住民資訊素養相關教育課程開課單位，政府機關以內政部移民署為主要開課單位，

其他為縣市區公所、新住民服務中心、新住民學習中心、新住民培力中心居多，民間團體以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台灣新住民家庭成長協會、財團法人台灣新移民協會為主。

以上政策與資訊課程現況以表格整理，請詳見附錄四。 

 

 

 

 

 

https://moda.gov.tw/major-policies/reinforce-rural-services/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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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策略與方法 

第一節 研究策略 

本研究依據時代性、目的性、區域性，確定合適台灣地區新住民調查的資訊素養 (computer 

literacy)、數位近用 (access)、社會活動、經濟活動、公民參與之範圍及定義為首要，故針對研

究變項可能涉及之資料與研究加以整理以為研究工具 (問卷以及訪談) 參考依據。 

論資訊素養，早期資訊素養與圖書館資訊學門相關，近年來找尋資訊、尋求答案的模式，

漸漸轉移至線上資源和資料庫型態，資訊素養的培養也由圖書館利用而轉型。於 2010 年始，科

技發展在軟硬體有了更大躍進的發展，更發展普及如數位手機、平板等載具之應用，通訊協定

亦由 2G轉為 3G再轉為 4G，目前 5G世代已經來臨。在社群媒體上，社交軟體及APP如 Facebook, 

Line, Instagram 得到社群廣泛的應用，更加速普及資訊相關的各類數位活動及形式。因此，加速

了重新定義資訊素養的必要性。Mackey和 Jacobson (2011) 提出後設素養 (metaliteracy) 的觀點，

此素養是連結數位科技以及各類素養的含括概念，他們鼓勵數位世代的人們應具批判性思考 

(critical thinking) 和合作學習的習慣，且支持數位世代在習得、產出、分享資訊上的行為，而數

位行為更是橫向概括資訊素養、媒體素養 (media literacy)、數位素養 (digital literacy)、圖像素

養 (visual literacy)、網路素養 (cyber literacy) 等，結合了資訊與科技的共通性。具備此素養的

人懂得決定他 (她) 所需的資訊，知道藉由各種資訊工具取得訊息，能批判思考與評估所得的資

訊、進一步併用資訊於新的事物與決策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在 2016 年也提出傳

媒素養 (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MIL)(Singh, Kerr & Hamburger, 2016) 等類似概念，提倡

除了批判思考所得資訊外，更需有智慧的處理網路資訊與傳媒的內容、重視個資、對抗網上激

進言論，並關注與審慎衡酌網路資訊取用和使用方面的倫理議題，故數位素養是一種人類對數

位資訊思辨的能力，以上也為本研究參考。 

論數位近用，於過往僅限於電腦的擁有以及網際網路的普及率。隨著資訊科技進步以及串

流媒體的發展，數位近用納入了行動載具、行動網路、社群軟體 (social meida) 等的持有率。根

據 Hootsuite 和 We Are Social 大數據的 Digital 2021 與 2022: Taiwan 資料的調查項目更顯示智慧手

機、行動載具、社群軟體的使用率已是 2021 以年來必然的調查項目。而於新冠病毒 (Covid-19)

的影響下，全球的數位使用生態也已成為一項重要的分水嶺，數位近用項目勢必得增加「雲端

學習」。因此，針對未來的生活，數位近用的項目應包含電腦擁有/使用、行動載具擁有/使用、

行動網路擁有/使用、社群軟體 (social media 擁有/使用) 以及雲端學習。而關於台灣目前新住民

數位近用數據，請詳見本報告的第四章的 4.2.1。 

論社會參與，意旨社會中的成員積極的參與各項活動，與社會中的其他成員互動交流，以

豐富人生，此類的社會參與包含社團、課程、活動等。新住民的生活受到語言、人際、生活圈

的限制，社會參與是走出有限的生活圈，並與在地人民互動的最佳管道，礙於生活圈的限制，

新住民若能善用數位資源如網路資訊、社群媒體、串流媒體、線上學習獲取台灣及來源國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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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參與資訊，更能活出精采人生，而經濟與公民參與活動亦同。由此可見，資訊素養與數位近

用與社會、經濟及公民活動參與是相互關聯的能力。 

本計畫依據台灣生活圈的特性，並參考各類資料以及研究設定的研究變項範圍及定義如下:  

資訊素養：媒體素養、數位軟硬體素養、網路素養三面向之綜合概念。  

(1) 媒體素養意旨新住民能運用、解讀、評估、製作多種傳播媒體及內容素材的能力。本研

究研究範圍設定於數位傳播媒體。 

(2) 數位軟硬體素養意旨新住民能利用數位工具來解決問題的能力，數位軟硬體包含電腦、

手機、平板等智慧型載具以及其相關的軟體或雲端 APP。 

(3) 網路素養意旨網路搜尋、管理、運用資訊的技能，以及對於網路的資源價值、資訊倫理

的知能。 

數位近用：意旨新住民「擁有」和「使用」數位的情況，進一步可看出普及率。數位可包含網

路工具 (手機、平板)、數位軟體的使用、電子商務使用等。 

社會活動參與：意旨新住民個人自發的參與社會事務、社團、活動，與社團的成員互動，達到

生活的滿足感。活動的類型可能是社團活動、學習活動、志願活動、休閒活動等。 

經濟活動：意旨新住民進行與交易行為相關的經濟活動，並以網上經濟活動為核心。此類相關

的項目可包含電子商務消費、銷售、投資與就業/創業之使用。比如網路購物、網路商品比

價、網路旅遊平台、網路銀行交易、網路課程購買、網路串流媒體等。 

公民參與：意旨新住民對於公共事務、政治事務、政策性下的活動的關注或參與，可從社區至

網路的公民議題的參與，為社區、社會公民、政治議題發聲或組織。以新住民來說，其所

關心的公民議題可能包含兩大方向 (1) 在台灣生活相關的議題 (2) 與新住民相關的議題。 

前者比如 2020 年三倍券活動、子女教育補助金申請、2021 年依疫情而採取之商家實聯制

的數位使用，後者如新住民家庭在台生活的照顧、新住民子女教育的輔導、疫情下子女遠

距學習的議題。 

參與資訊素養課程的學習成效：學習成效意旨新住民在數位課程後的學習成果，學習成果從認

知以及情意面向考量，故本案之學習成效以新住民的資訊素養為認知面向的變項、對數位

課程的課程滿意度為情意面向的變項。  

第二節 研究方法 

計畫以全臺灣曾經上過政府部門經費補助計畫下開設之資訊素養教育相關課程的新住民為

調查研究之母群體。在操作上，以量化研究為主，採問卷調查。為增加所得訊息之深度及知識

構面的立體性，計畫團隊亦邀請 30 位的新住民進行深度訪談，進一步收集質性資料，故研究方

法為混合研究法。 

3.2.1 問卷調查 

調查問卷經由雲端篩選問卷、滾雪球等管道總觸及人數為 546 人，取得 328 份問卷，經篩

選後，有效問卷為 285 筆，收集 87%有效問卷 (見表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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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為本研究之重要研究工具，為求問卷的穩定性，團隊進行以下的策略： 

(1) 採樣 (sampling) 結果的代表性。問卷調查的採樣策略有兩類：(a) 分層抽樣：分為台灣北部、

中部、南部、東部四大區域。呈現如下表 3-1，以全台新住民分布數據資料為依據，依各區

的人數分布比例，按比例取樣。而後再採 (b) 便利取樣以及滾雪球方式收集資料。同時參

考內政部移民署網站的 109 年外籍配偶的統計資料 (中華民國內政部移民署，民 110) 各區

的新住民人數百分比，以作為取樣比例參考資料。 

計畫前期 (自 2021 年 4 月起至 2021 年 5 月止) 按著區域性至新住民開設課程親訪發

放問卷，資料收集流暢。然於 2021 年 5 月份因國內疫情三級緊戒無法親自發放問卷資料﹐

計畫中期後 (2021 年 10 月後)，為求問卷資料的有效性，問卷收集的策略則採方便取樣，

於疫情緩和後，鎖定全台新住民數位課程復班名單，人員親自造訪復班的數位課程開課班

級收集資料，團隊仍以表 3-1 的分層比例為原則收集問卷，詳情於下段說明。 

表 3-1(新住民的分層採樣) 

區域 縣市 外籍新住民人數比例 中港澳新住民比例 

北區 新北市、臺北市、 基隆市、桃園

縣市、新竹縣、新竹市與苗栗縣 
38.2% 25.50% 

中區 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 12.54% 7.73% 

南區 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臺南

市、高雄市與屏東縣 
20.44% 13.08% 

東區 

(含離島) 

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 澎湖

縣、金門縣與連江縣 3.57% 2.36% 

( 資 料 來 源 : 內 政 部 移 民 署 網 站 的 109 年 外 籍 配 偶 的 統 計 資 料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5385/7344/7350/8887/?alias=settledown&sdate=201101&edate=202001) 

表 3-2 是本團隊前期分區取樣的百分比總表，分為外籍新住民以及大陸、港澳，近一步得出採

樣的人數，當該區達人數標，則停止採樣改採其他區域的樣本。於後期採方便取樣後，此表不

再作為研究取樣依據。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5385/7344/7350/8887/?alias=settledown&sdate=201101&edate=2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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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前期分區抽樣採用表格)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2) 問題的理解。依據本計畫團隊的過往經驗，新住民的華語文程度並不一致，因此，讀寫程度

高者，可直接填寫，讀寫低者，本計畫團隊調查前之研究準備作法如下：(1) 問卷設計 7 種語言

版本 (中文、泰文、越南文、印尼文、日文、韓文、英文)，並上傳雲端 (附錄一)。(2) 必要時，

研究團隊口譯者隨行，口譯者需於行前與團隊同步理解問卷的題目，以減低翻譯之誤差。(3) 若

受試者略懂中文，團隊研究人員會依據其語言程度調整問卷題目的中文詞彙難度，並盡可能輔

以「口語化中文版」問卷，幫助其理解問卷的題項，以及提高問卷的收卷率以及有效性。為求

新住民理解問卷各項題項的理解，每份問卷發放，都有研究人員在場 (線上或實體) 逐題說明解

釋。 

(3) 問卷的信效度。本研究依據台灣地區的社會生活特質、參考重新定義的資訊素養、社會活動、

經濟參與、公民參與的指標。首先，於本研究之前三個月進行前導問卷測試，共收集 15 份問卷，

前導測試問卷對象為在台各國外籍人士，後進行信度計算，Cronbach' alpha 值為 0.91 (見表 3-3)，

高度信度，意味著本問卷的穩定度高，根據前導問卷的回饋，也依據前導受試者問卷題意、題

目、語言等的意見進行調整以及修正問卷的問題、問卷的題數、問卷的語言使用等狀況。最後

發展出本研究取樣的正式問卷 (見附錄一)。 

以下為前導測試與正式問卷各構面各階段的信度值，預試問卷整題值為.91，期中信度整體

值為.94，期末信度整體值為.93，顯示問卷於各時期資料收集的穩定度很高，是一份高信度的問

卷： 

「前導測試問卷」共有六大題 (構面)，分別為基本資料、社會活動 (.97)、經濟活動 (.89)、

公民活動 (.94)、資訊素養 (.96)、數位近用 (.71)。以 SPSS 計算問卷前導問卷的結果，顯示整

體 alpha 值為.91，具有高信度，其餘各大題數值如表 3-3，顯示問卷的高度穩定。 

區域

別 

  外籍（原屬）國籍 大陸、港澳地區 

目標比例 合計 越南 印尼 泰國 菲律賓 柬埔寨 日本 韓國 其他國家 合計 大陸地區 港澳地區 

累計 合計 % 訪談數參酌人數 

總計 30 30.00  100% 10.35 5.87 1.64 0.49 0.55 0.23 0.29 0.11 1.18 19.65 18.65 1.00 

        問卷數參酌人數 

總計 500 500.00  100% 172 97.75 27.30 8.20 9.10 3.85 4.80 1.75 19.70 327.55  310.90 16.65 

北區   253.45    83 41.00 13.80 5.00 5.05 0.95 3.25 1.20 13.20 170.00  158.30 11.7 

中區 83.60    32 20.15 4.55 1.40 1.35 1.20 0.55 0.20 2.65 51.55  49.55 2.00 

南區 136.25    49 31.85 7.40 1.70 2.50 1.35 0.80 0.25 3.20 87.20  84.65 2.55 

東區 23.80    8 4.90 1.70 0.20 0.25 0.25 0.15 － 0.65 15.70  15.3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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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前導測試問卷信度) 

各主題 社會活動 經濟活動 公民活動 資訊素養 數位近用 整體值 

Alpha 值 .97 .89 .94 .96 .71 .91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正式問卷共收集 285 份有效回饋，信度結果如表 3-4。顯示社會活動 (.82)、經濟活動

(.89)、公民活動 (.90)、資訊素養 (.93)、數位近用 (.77)，整體問卷信度為.93，為高信度的問

卷。 

表 3-4(期末問卷信度) 

各主題 社會活動 經濟活動 公民活動 資訊素養 數位近用 整體值 

Alpha 值 .82 .89 .90 .93 .77 .93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4) 資料蒐集策略與情況:  

此階段研究團隊將資料的收集的策略分為「親訪策略」、「雲端搭配親訪」、「滾雪球」

三策略並行，仍以親訪為主要策略。 

第一、親訪策略 (主要策略)：前期鎖定各區域新住民的所有課程，中後期鎖定數位課程，並由 

研究人員到場親自發放。 

    初期(2021 年 4 月起)本團隊聯繫新住民服務中心、辦理的新住民課程以及活動主辦單位承

辦人員取得新住民的「所有」課程開班的時間與地點，進一步對照取樣表格的區域需求，團隊

人員親自到場發放資料。此模式的效率高，取得問卷資料的完整性也高。表 3-5 取得人數共 81

人，團隊於後台將取「曾經上過政府部門經費補助計畫下開設之資訊素養教育相關課程的新住

民」的回應資料，其餘刪除。然因受到疫情影響，自 5 月份後全台第三級警戒，課程停止上課，

親訪問卷資料收集暫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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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前期課程親訪問卷數) 

區域 地點 課程 修課人數 收集人數 

南區 雲林 通譯課 17 17 

 台中市 數位學習專班 18 18 

北區 台北 電腦學習-初階 20 20 

 新竹 生活適應班 10 10 

中區 中區 數位學習專班 16 16 

 總數 81 81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中後期 (2021 年 10 月之後) 疫情警戒降級，持續與各地區新住民服務中心以及社團積極聯

繫，包含財團法人台灣新移民協會、萬華社大、台灣來去華語協會、高雄市新住民文創藝能協

會以及活躍於各地區之新住民團體的領導人物聯繫。同時，團隊鎖定數位課程之新住民調查。

團隊在新住民數位資訊 e 網 (immigration.gov.tw)網站 彙整新住民相關課程及數位

課程開課資訊，研究團隊聯繫活動主辦單位承辦人員得知課程地點至現場進行收集。如下表顯

示團隊共親訪 8 個班級，顯示此時期的修課人數驟降，多數班級降至 10 人以下，甚至有停課狀

況。  

表 3-6(中期課程親訪問卷數) 

區域 地點 課程名稱 上課人數 資料收集筆數 

北區 

新店 美照拍起來~輕鬆成為攝影網美 10 10 

新店 防疫好幫手－隨行額溫卡轉印設計 3 0 

中區 台中 
手機健康好幫手－健康、保健、運

動 App 大集合運動 
2 2 

南區 

嘉義 自製喜歡的手機鈴聲 6 6 

台南 
手機健康好幫手－健康、保健、運

動 App 大集合運動 
12 12 

高雄 活用數位手札 5 5 

https://nit.immigration.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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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 網紅行銷紅不讓 5 1 

旗山 
手機健康好幫手－健康、保健、運

動 App 大集合運動 
0 0 

 總數 43 36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後期 (2022 年之後) 團隊展延計畫持續與各地區新住民服務中心以及社團積極聯繫，包含

財團法人台灣新移民協會、萬華社大、台灣來去華語協會、高雄市新住民文創藝能協會以及活

躍於各地區之新住民團體的領導人物聯繫，同樣採數位課程親訪。本時間共拜訪 5 班級，此時

授課人數回流，資料收集數漸漸步入軌道，達 107 筆資料。 

表 3-7(後期課程親訪問卷數) 

區域 地點 課程名稱 上課人數 資料收集筆數 

北區 

萬華 Power point-TQC 考照班 26 26 

三重 新故鄉新映像-自己的故事自己錄 15 6 

桃園 

去背與素景照&情境與麻豆照/ 17 17 

電商金流&電商物流 13 13 

新竹 電腦學習-初階 27 27 

中區 台中 社區傳播新住民口才種子培訓課程 18 18 

 總數 116 107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前中後期的到課總數為 240 人，扣除到課重複填寫名單，並刪受試者中的未受過數位課程

訓練者，同步篩選上過政府部門之數位課程者共 216 份有效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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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前、中、後期課程親訪問卷數) 

項目 前期 中期 後期 總數 

到課數 81 43 116 240 

有效問卷數 64 36 107 216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第二、 雲端搭配親訪策略：於 2021 年 3 月後，團隊首先開發雲端篩選問卷 (附錄二) 建立雲

端數據而後發放數位問卷；篩選問卷目的是針對受試者的數位課程背景、所在區域、語言能力

進行大量數據收集。團隊聯繫全台新住民服務中心並寄送公文及海報、廣送電子社群貼文、請

求新住民服務中單位於社群、網頁廣為宣傳。第二步，進一步對照取樣表格 (引用表 3-2 的區

域人數等因素與受試者進行聯繫。第三步，依據受訪者意願，採電話或視訊聯繫或人員面對面

進行。雲端配合親訪問卷流程如下，此部分的問卷數共 44 份： 

 

圖 3-1(問卷策略)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篩選問卷

•初步廣發

•全台新住民服務
中心並寄送公文
及電子海報於社
群

聯繫符合受
試者

•依據區域、數位
課背景

正式填寫計
畫問卷並親

訪
• 親訪或視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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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滾雪球策略：滾雪球為未經由以上兩策略得知的受試者，如課程親訪臨時參加以及雲端 

訪問時朋友介紹。共 58 人，有效問卷數為 25 人。 

    統整三策略問卷發放結果如下表，顯示於雲端篩選問卷總觸及 248 人，於課程觸及 240 人，

滾雪球觸及 58 人，總觸及人數 546 人，雲端管道取得有效問卷 44 筆，課程親訪有效問卷 216

筆，滾雪球共 25 筆，總有效問卷為 285 筆，有效問卷率約 52%。 

表 3-9(問卷來源)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整體來說，觸及人數達 546 人，但篩選問卷中篩選出上過政府部門的數位課程訓練者且願

意接受問卷親訪者僅有 15%，可推測接受過數位課程訓練的新住民佔總新住民人口比低，此也

是廣發問卷策略無法收集多數資料的主因。總比例來說，本計畫約莫 87%的有效問卷率，共 285

份有效問卷，其中包含北區 148 筆 (51.9%)、中區 58 筆 (20.4%)、南區 66 筆資料 (23.2%)、東

區 13 筆 (4.6%)。 

表 3-10(各區域問卷數) 

區域 北區 中區 南區 東區 總計 

收集人數 148 58 66 13 285 

收集百分比 51.9% 20.4% 23.2% 4.6% 100%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3.2.2 深度訪談  

除了量化的問卷外，同時也於期中後進行訪談，因此可依據問卷分析的初步結果，即時修

正訪談問題，以利收集更精確的資料。本案訪談 30 位新住民，受訪者都來自於有效問卷的填

答者，問卷調查時即詢問受訪意願，研究團隊於問卷回收之後，篩選出曾上過政府部門舉辦的

資訊教育課程、同時初步勾選願意受訪之對象，再依國籍分組，於各國籍中平均挑選對象聯絡

並約訪，進行 40 分鐘的訪談。訪談形式為半結構式，題目聚焦於下述架構。訪者背景如國籍及

居住地區等細節於質性分析章節 (第四章第六節) 詳細說明。 

項目 雲端篩選問卷 課程親訪 滾雪球 
總計觸

及人數 

總問

卷數 

有效

問卷 

有效

問卷

率 

問卷來源 
篩選

問卷 

有效問

卷數 

課程觸

及人數 

課程

親訪 

觸及

人數 

有效

問卷 
    

份數 248 44 240 216 58 25 546 328 285 87% 

百分比  15%  7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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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方式為一對一線上約訪，取得受訪對象同意後於訪談同時進行錄音。訪談策略以鼓勵

新住民暢所欲言為主，希望能收集到更多、更細緻的資料。由於訪談皆以線上方式進行，取得

受訪者信任十分重要，提問者會先說明研究單位及研究題目與目的，並提及問卷內容以喚起受

訪者記憶，此步驟有助證明訪問者身份。訪問首先詢問「曾上過的課程、時數」，以再次確認

受訪者為目標對象，而後依訪談大綱提問，採生活關懷角度詢問課後改變，以盡量不打斷、離

題時引導回主題為原則，實際訪談長度平均每場約 40 分鐘。以下為訪談大綱： 

(1) 資訊素養 

你認為自己在參與資訊教育課程前/後的資訊素養變化如何？ 

a. 媒體素養 (題目說明：搜尋與使用數位傳媒、從數位傳媒中學習獲得知識、分辨內容真偽、

製作內容) 有何不同？ 

b. 數位軟硬體素養 (題目說明：利用數位工具來解決問題的能力，數位軟硬體包含電腦、手

機、平板以及其相關的軟體、視訊、雲端 APP) 有何不同？ 

c. 網路素養 (題目說明：網路搜尋，取得線上課程資訊，管理網路資訊，網路個人資訊規範，

保護個人資訊以及對於網路的資訊倫理的知能) 有何不同？ 

(2) 數位近用 

你認為自己在參與資訊教育課程前/後，取得數位資訊/資源的管道有何變化？ 

(補充說明：網路連結、數位工具 (手機、平板)、數位軟體的使用率和擁有率、用電子商務

進行交易。) 

(3) 社會活動 

你曾參與哪些的社會活動？你認為在參與資訊教育課程前/後，你的資訊能力對於你參與的 

社會活動有何影響？ 

(補充說明：社團活動、學習活動、志願活動、休閒活動等。) 

(4) 經濟活動 

你曾參與什麼樣的經濟活動？ 

你認為在參與資訊教育課程前/後，你的資訊能力對於你參與的經濟活動有何影響？ 

(補充說明：電子商務消費、銷售、投資與就業/創業之使用。比如網路購物、網路商品比價、

網路旅遊平台、網路銀行交易、網路課程購買、網路串流媒體等。) 

(5) 公民參與 

你曾參與甚麼樣的公民活動？ 

你認為在參與資訊教育課程前/後，你的資訊能力對於你參與的公民活動有何影響？ 

(1)在台灣生活相關的議題(2)與新住民相關的議題。 

(補充說明：前者比如 2020 年三倍卷活動、 子女教育補助金申請，後者如新住民家庭在台

生活的照顧、新住民子女教育的輔導。) 



第三章  研究策略、方法與目的 

  25  

 

3.2.3 資料分析 

本研究之資料分別為量化以及質性資料兩類。量化資料主要來自於問卷，問卷內容包含基

本資料以及本計畫目的需含之變項 (資訊素養、數位近用、社會活動、經濟活動、公民參與)。

質性資料主要來自於深度訪談。量與質資料的處理步驟與關係如下： 

(1) 背景基本資料分析 

新住民背景資料項目包含性別與國籍、居住地、教育學歷、入籍狀況、中文學習時間、入台

時間、資訊素養課程時數 7 項分析 (詳請見第四章第一節)。 

(2) 社會活動、經濟活動、公民活動、數位近用之現況敘述性分析。 

先從整體平均數分析後，再進行每變項單題問卷的百分比分析。 

論問卷結構，社會活動、經濟活動、公民活動和數位近用皆以 5 度頻率為題項。社會活動：

非常同意 (5)、同意 (4)、沒意見 (3)、不同意 (2)、非常不同意 (1)。經濟活動、公民活動：

每天一次以上 (5)、每周一次以上 (4)、每月一次以上 (3)、每年一次以上 (2)、沒有 (1)。資

訊素養之其中兩部分 (數位軟硬體素養和網路素養)：非常懂 (5)、很懂 (4)、稍懂 (3)、懂一

點點 (2)、不懂 (1)。數位近用的數位擁有則採用是 (1) 與否 (2)。 

五度量表而言，分數越高者新住民的感受越積極或程度越高越正向，本計畫藉吳明隆、張毓

仁 (2018) 的五個不同程度與分組距並以題項的平均數進行新住民現況分析，如在社會活動、

經濟活動、公民參與，數位軟硬體素養和網路素養的熟悉度、數位擁有的比率 (詳請見第四

章第二節)。吳明隆以及張毓仁之參考表格如下： 

表 3-11(感受程度與五度量表分組距對照表) 

分數組距 程度 

1.00-1.80 低 

1.81-2.60 中下 

2.61-3.40 中 

3.41-4.20 中上 

4.21-5.00 高 

            (資料來源：吳明隆、張毓仁 (2018)) 

(3) 針對不同背景變項新住民在社會活動、經濟活動、公民素養、數位近用進行差異分析。 

從不同背景的新住民依據分組數進行 t 檢定或是變異數分析，以便觀察新住民的背景身分別

是否在各變項存在差異。背景變項包含居住地、教育程度、入籍身分、國籍、城鄉。其中為

精準分析受試者的城鄉背景，研究團隊採用 109 年數位發展調查報告 (2021) 中的城鄉分類，

該報告一共將區域分類為 7 類，其中第七類是中央研究院發展的區域分類，「依都市化發展

程度將臺灣地區 358 個鄉鎮市區分為核心都市、一般都市、新興市鎮、傳統產業市鎮、一般

市鎮、高齡化鄉鎮及偏遠鄉鎮等 7 組」(32 頁)，詳細城鎮對照，請見附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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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習成效分析 

學習成效變項包含認知面向的新住民的資訊素養以及情意面向的學習滿意度。其中資訊素養

還包含三構面 (媒體素養、軟硬體素養、網路素養)。就資訊素養以及學習滿意度進行敘述性

分析，以及從不同背景變項 (「居住區域」、「入籍與否」、「教育背景」、「國籍」、「城

鄉」) 進行差異分析。 

(5)  學習成效與各變項 (社會活動、經濟活動、公民素養、數位近用)、各變項間的相關分析 

分別從學習成效 (新住民資訊素養、數位課程滿意度) 與社會活動、經濟活動、公民參與、

數位近用的相關結果，以及各變項間的相關結果進行分析，以便看出成效變項與各變項以

及各變項間的關聯性高低是否達顯著。參考吳明隆、張毓仁 (2018) 的判別準則如下表 (詳

請見第四章第五節)。 

表 3-12(相關係數判別準則表) 

相關係數絕對值 關聯程度 

r < .40 低度相關 

.40 <= r <=.70 中度相關 

r> .70 高度相關 

                      (資料來源：吳明隆、張毓仁 (2018)) 

(6) 訪談分析 

從訪談質性回應中得知新住民於資訊素養、數位近用、社會活動、經濟活動、公民參與的狀

況以及具體例子，並進行細節分析以及 30 位受訪者的意見傾向 (詳請見第四章第六節)。 

(7) 質與量資料比對與佐證 

量化問卷的敘述性分析、相關性、變異數分析結果進一步相互比對並佐證問卷質性資料，讓

數據結果有更多的質性與量化具體的例子、看法以印證政策施放之成效。 

   本研究藉問卷收集上過新住民數位課程的新住民的資訊素養、數位近用、社會活動、經濟

活動、公民參與的情況；接著分析學習成效 (資訊素養以及課程滿意度) 及其與變項之間的相

關性分析，將新住民的背景變項 (「居住區域」、「入籍與否」、「教育背景」、「國籍」、

「城鄉」) 進行檢定與分析。最後，藉由 30 位訪談者的語料相互佐證問卷結果，所得出的結

果可能得知政策性的活動受到那些因素的影響，未來可以針對既有政策進行哪些調整，方使制

定新住民相關政策時可以更為完善。計畫成果將分項並針對中央單位之教育部、內政部移民署、

勞動部、數位發展部等單位提出政策建議。同時，對於全國各地之新住民組織相關 NGO，計

畫團隊亦將提出執行及實務面向之操作建議



第四章  資料與分析 

  27  

 

第四章 資料與分析 

依據本計畫規劃，以問卷調查為主要資料來源，訪談資料為輔。第一節為基本資料分析，

第二節為研究變項敘述性分析，第三節為不同背景新住民在各變項的差異分析、第四節學習成

效分析、第五節學習成效與各項相關分析、第六節訪談分析。 

第一節 新住民基本資料分析 

本團隊共蒐集有效問卷 285 份。由次數分配以及百分比統計資料結果顯示如下 (請見表 

4-1)： 

(1) 性別與國籍分布 

    性別來看，1 筆遺漏值，女性參與者共 277 人佔比為 97.2％，男性共 7 人為 2%。 

   國籍來看，1 筆遺漏值，以越南籍共 106 人，37.2%佔比最高、其次為中港澳籍 86 人，約

86%、印尼籍共 43 人約 15.1％、，此三國籍背景者為多數，本案受試者共來自 13 個不同國

家，包含中國、香港、越南、印尼、泰國、菲律賓、日本、韓國、馬來西亞、柬埔寨、緬甸、

汶萊、墨西哥。 

(2) 受試者居住區域分布  

    本計畫新住民分布區域分為北、中、南、東，比例以「北區」共 148 人，約 52%，佔比最

高，其次為「南區」共 66 人，佔 23.2%、「中區」共 58 人約佔 20.4％，「東區」共 13 人佔

4.6％，此比例也同時依照「內政部移民署網站的 109 年外籍配偶的統計資料詳細區域」分布

比例取樣。 

(3) 新住民教育程度分布 

    本計畫調查新住民來台後接受正式教育並在台的最高學歷，除了 13 人未填答外，有 33%

的新住民是國中學歷 (95 人)、26%是高中學歷 (73 人)、28%是大學學歷 (81 人) 以及 8%是碩

博士學歷 (23 人)。本案半數以上 (59%) 的新住民是國高中的學歷。 

(4) 入籍狀況 

本計畫其中一變項為公民參與，公民參與與新住民是否具備公民身份可能有關連，故本計

畫亦調查受過數位課程訓練的新住民的入籍狀況。285 位新住民身份中，分為入籍、未入籍、辦

理中三類別，統計時將辦理中劃入未入籍，共區分為入籍者與未入籍者兩組。表 4-1 顯示 198

人已經入籍，佔總人數的 69.5%，未入籍者 82 人，佔總人數 28.8%，有 5 位正在辦理中。整體

來看，入籍者近 7 成，亦可看出入籍者參與數位課程的比例亦近 7 成。 

(5) 城鄉分布 

本計畫採用侯佩君等 (2008) 建立的七個鄉鎮市區發展類型作為分類基礎。依據人口結構

變項與人文區位的經濟變項，包含「服務業人口百分比」、「工業人口百分比」、「十五至六

十四歲人口百分比」、「六十五歲及以上人口百分比」、「專科及以上教 育人口百分比」與「人

口密度」六個變項，將台灣地區 358 個鄉鎮市區分為七個層別。並依都市化發展程度將臺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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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358 個鄉鎮市區分為核心都市、一般都市、新興市鎮、傳統產業市鎮、一般市鎮、高齡化鄉

鎮及偏遠鄉鎮等 7 組。 

故本案依據 285 人的居住地址分為核心都市 、一般都市 、新興市鎮 、傳產市鎮 、一般

鄉鎮 、高齡化鄉鎮 、偏遠鄉鎮。約莫七成新住民來自於核心都市 、一般都市 、新興市鎮。

占比排序「核心都市 (78 人，27.4%)」、「新興市鎮 (65 人，22.8%)」、「一般都市 (58 人，

20.4%)」、「傳產市鎮 (42 人，14.7%)」、「一般鄉鎮 (32 人，11.2%)」、「高齡化鄉鎮 (9 人，

3.2%」，「偏遠鄉鎮 (1 人 0.4%)」。 

表 4-1(基本資料) 

基本資料 
 統計量 

 次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7 2.5 

 女 277 97.2 

 遺漏值 1 4 

國籍 1 中國 84 29.5 

 2 港澳 2 .7 

 3 越南 106 37.2 

 4 印尼 43 15.1 

 5 泰國 16 5.6 

 6 菲律賓 9 3.2 

 7 日本 1 .4 

 8 韓國 1 .4 

 9 馬來西亞 12 4.2 

 10 柬埔寨 3 1.1 

 11 緬甸 5 1.8 

 12 汶萊 1 .4 

 13 墨西哥 1 .4 

 遺漏值 1 .4 

居住地區 1 北區 148 51.9 

 2 中區 58 20.4 

 3 南區 66 23.2 

 4 東區 13 4.6 

 遺漏值 0 0 

教育程度 (台灣) 1 國中 95 33.3 

2 高中 73 25.6 

3 大學 81 28.4 

4 碩博士 23 8.1 

遺漏值 13 4.6 

入籍 1 是 198 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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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否 82 28.8 

 遺漏值 0 0 

城鄉 1 核心都市 78 27.4 

 2 一般都市 58 20.4 

 3 新興市鎮 65 22.8 

 4 傳產市鎮 42 14.7 

 5 一般鄉鎮 32 11.2 

 6 高齡化鄉鎮 9 3.2 

 7 偏遠鄉鎮 1 0.4 

 遺漏值 0 0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6) 學中文時間狀況 

    扣除 97 人，扣除對象含中文母語者 86 位以及 11 位填答有疑義者，包含 1 位回應模糊者 

(其答覆：很久)、5 位回覆為華裔且從小學習中文者 (馬來西亞 4 位、越南 1 位、菲律賓 1

位)、3 位已入籍卻填答沒學過中文者 (越南 2 位、印尼 1 位)(依照國籍法歸化具備基本語言條

件，入籍者應該上過中文課，故判斷此答案有疑義，該個案不納入分析)。 

有效資料共 188 筆，平均學習中文時間為 11.9 年。眾數 (多數人) 為 10 年的中文學習時

間，其餘學習中文時間最少為低於一年 (最小值)，最多為 50 年 (最大值)。雖然本案受試者之

中有學習中文時間少於 10 年者或是中文能力不足者參與數位課程，研究團隊發現這些低中文程

度者參與部分課程有通譯或是親友陪同上課的情形。 

從平均中文學習時間較長的數據發現可推論，現行新住民數位課程更合適具備高度中文能

力的參與者。  

表 4-2(學習中文平均時間) 

項目 平均數 眾數 最小值 最大值 有效值 扣除 

學習中文時間 11.68 10 0.00 50 188 97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以國籍背景來看學習中文時間，越南籍新住民的平均中文學習時間為 10.9 年、印尼籍 8.8

年、泰國籍約 10 年，菲律賓籍 19.7 年、其他國籍為 15.7 年。本案之 285 位新住民，扣除中港

籍新住民外，學中文時間平均 12 年以上，可推估本案受試者的中文程度偏高，對中文程度具有

自信，較能順利接觸數位課程。此結果也與過往的文獻如：鄭乃慈 (2015)、倪嘉徽 (2013) 與鍾

婷婷 (2013) 之研究結果相互佐證，其研究皆指出中文能力影響資訊課程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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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各國籍學習中文時間) 

國籍 人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越南   103  0.04  40.00   10.90  

印尼   42  0.04  40.00   8.87   

泰國   16  0.00   28.00   10.00   

菲律賓   8  2.50   40.00   19.69   

日本   1  30.00   30.00   30.00   

韓國   1  30.00   30.00   30.00   

馬來西亞   7  30.00   30.00   18.43   

柬埔寨   3  5.00   17.00   10.67  

緬甸   5  6.00   35.00   22.20   

汶萊   1  50.00   50.00   0.50   

墨西哥  1  0.50   0.50   0.50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7) 入台時間 

285 份資料中，2 份遺漏值，共 283 有效資料顯示本研究的新住民來台時間約莫 15 年，眾

數 (多數人) 為 20 年，時間最短為少於一年 (最小值)，最多為 40 年 (最大值)。 

表 4-4(中文學習時間與入台時間) 

 平均數 眾數 最小值 最大值 有效值 遺漏值 

入台時間 15.4 20 0.5 40 283 2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從下表得知 13 個不同國籍的新住民來台時間幾乎都超過 13 年以上，可推測本案之受試者

應皆上過數位資訊素養課程，此份資料也可發現上過數位課程的新住民多是入台時間較長者，

且多數入台平均時間 13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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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各國籍新住民入台時間) 

國籍 數字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中港澳 85 0.5 36.0 14.212 

越南 106 1.0 28.0 14.085 

印尼 43 1.5 28.0 17.267 

泰國 16 1.0 26.0 13.781 

菲律賓 9 2.0 35.0 23.000 

日本 1 40.0 40.0 40.000 

韓國 1 30.0 30.0 30.000 

馬來西亞 12 4.0 35.0 17.458 

柬埔寨 3 17.0 24.0 20.333 

緬甸 5 10.0 35.0 25.400 

汶萊 1 30.0 30.0 30.000 

墨西哥 1 3.0 3.0 3.000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8) 資訊素養教育課程時數 

    本研究受訪新住民接受資訊素養教育課程的時數範圍廣，本案以 10 小時為分組以了解現

況。學習時數以「11-30 小時」(45.6%) 最高，其次為「1-10 小時」(40.4%)，「31-60 小時」(5.2%)，

「61-90 小時以上」佔比為 5.6%。故本案受試者有近四成上課時數落在 10 小時內；四成五擁有

10-30 小時數位課程時數；其餘約一成受試者課時 30 小時以上。詳細學習時數統計如表 四-6：  

表 4-6(資訊素養教育課程時數) 

學習時數 10 小時內 
10 小時以上 

未填答 總計 
11-30 小時 31-60 小時 61-90 小時以上 

人數 115 130 15 16 9 285 

百分比 40.4% 45.6% 5.2% 5.6% 3.2% 100%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綜而論之，本研究取樣的新住民都是受過政府部門的數位課程訓練者，其中 97%是女性；

半數以上 (59%) 的新住民是國高中學歷，另外 3 成是大學以上學歷；且中文程度流利，學習中

文時間平均有 12 年以上；有 7 成的新住民已入台灣籍；受數位課程訓練的時數 10 小時以下者

約有 40%，10 小時~30 小時 45%，30 小時以上約 10%；共來自 13 個國家，且平均入台時間都

超過 14 年以上。故上過數位課程的新住民是中文流利，入台 10 幾年以上且 7 成已入籍之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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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社會活動、經濟活動、公民參與、數位近用敘述性分析 

此節分析新住民在社會活動、經濟活動、公民參與、數位近用變項的現況分析。 

新住民在各變項整體之平均數來看，由高至低依序為社會活動 (M=2.91)、數位近用之數位

使用 (M=2.54)、公民參與 (M=2.54)、經濟活動 (M=2.30)。社會活動、數位近用觀察值介於

2.61~3.40 間，表現為中等；公民參與、經濟活動觀察值介於 1.81~2.60，為中下程度。以下分別

說明。 

表 4-7(各變項整體之統計量) 

變項 
統計量  

平均值 標準差 程度 排序 

社會活動 2.91 0.80 中 1 

經濟活動 2.30 0.98 中下 4 

公民參與 2.52 0.93 中下 3 

數位近用之使用 2.84 1.23 中 2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1) 社會活動 

社會活動意旨新住民個人自發的參與社會事務、社團、活動，與社團的成員互動，達到生活的

滿足感。活動的類型可能是社團活動、學習活動、志願活動、休閒活動等。 

新住民於社會活動統計結果，依總摘要表 4-7 顯示，總平均數落在 2.91，意味著新住民每

年一次與近每月一次間有社會活動，是中度的程度。從單題摘要表 4-8 細看，顯示新住民參與

較多的社會活動是學習型活動 (Q4M=2.99)，接著是休閒類活動 (Q6M=2.89)、其次是職能型的

活動 (Q5M=2.76)。 

若從每週和每天一次的比例來看，分別是 41.4%、36.8%、32.2%，約莫 3 到 4 成的新住民

較為活絡；落在較低頻率的社會活動是社團活動 (Q2M=2.52 與 Q3M=2.73) 以及志工活動 

(Q1M=2.38)，尤其是志工活動以及台灣民眾的社團活動，38%的新住民都表示沒有加入志工活

動，30%的新住民表示沒參加過台灣民眾的社團的活動，也是 3 成的新住民沒有這類的活動。 

參酌訪談結果也顯示資訊素養課程促使新住民參與更多的社會活動。多數人會參與學習型

課程如手作課程、親子活動、故事媽媽課程；職能型活動如母語教學培訓課程、通譯培訓。且

也指出自己的自信增加，也強化與社會以及母國的連結、參與更多活動、生活更加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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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社會活動之單項敘述性摘要表) 

社會活動 1 沒有 
2 每年一

次以上 

3 每月一

次以上 

4 每週一

次以上 

5 每天一

次以上 

平均

數 

平均數

排序 

1 我會參加志工活動。  38.6%  15.1%  20.0%  22.5%  3.9%  2.38  6  

2 我會參加台灣民眾的社團活

動。  

30.2%  15.4%  30.5%  20.4%  3.5%  2.52  5  

3 我會參加新住民的社團活動。  18.9%  21.4%  32.3%  22.8%  4.6%  2.73  4  

4 我會報名參加很多學習的課

程。  

13.7%  19.6%  25.3%  36.5%  4.9%  2.99  1  

5 我會報名參加很多幫助找工

作、 增進工作發展的學習活動

/課程。  

20.4%  20.4%  27.0%  27.0%  5.3%  2.76  3  

6 我會參加休閒的活動。  17.5%  17.2%  28.4%  31.9%  4.9%  2.89  2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2) 經濟活動 

經濟活動意旨新住民進行與交易行為相關的經濟活動。此類相關的項目可包含電子商務消費、

銷售、投資與就業/創業之使用。比如網路購物、網路商品比價、網路旅遊平台、網路銀行交易、

網路課程購買、網路串流媒體等。 

新住民在台網路經濟活動的統計結果，整體的平均數為 2.30，意味著新住民平均每年一次

經濟活動，是相對低的，屬中下程度。從單題摘要表來看，經濟活動最高者為網路比價 (Q1=2.69)、

電子會員集點 (Q8=2.59)、網路銀行的使用 (Q=2.55)，此三項也是台灣生活裡較為普及的，故

這幾項較接近新住民每個月一次以上的活動。 

從每週以及每天一次的比率來看，分別是 32.3%、40%、29.9%，約 3-4 成的新住民較為活

絡，比例並不高。經濟活動較為落後的是手機條碼使用 (Q7=2.32)、行動載具付費 (Q9=2.19)、

休閒旅遊的訂購 (Q3 =2.04)，從完全不參與的比例來看，分別是 51.9%、56.5%、47.4%，半數

的新住民不從事此類活動，具較高比例。 

參酌訪談資料顯示，15 位訪談者表示上完數位課程後，開始線上購物或於線上購買/使用服

務如食物外送、音樂下載、數位集點；6 位訪談者也提及自己在購物前也會開始線上搜尋、比

價；5 位訪談者提及開始使用網路銀行及數位支付，此結果正好與問卷的前三項經濟活動相互

佐證。 

由 30 位訪談對象回覆來看，網路購物、網路銀行使用、網路比價為前三高。22 人有網路購

物習慣。12 人使用網路銀行，10 人購物前會網路比價。訪談中最低三項為網路投資操作 (兩位

提及股票、一位提及比特幣)、電子集點 APP、電子支付。另，5 位受訪者提及因疫情關係，開

始使用外送平台、網購生活用品及增加電子支付頻率。2 人提及網路訂購休閒旅遊相關產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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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在網路購買票券、一位網路訂購返鄉機票。在訪談中亦發現中文程度會影響新住民經濟活動，

因為牽涉金錢所以更加謹慎，中文不佳的新住民自然避免參與。不少經濟活動早在上課前就已

經開始，所以，經濟活動未必全然連結於數位課程。 

表 4-9(經濟活動之單項敘述性摘要表) 

經濟活動 1 沒有 
2 每年一

次以上 

3 每月一

次以上 

4 每週一

次以上 

5 每天一

次以上 

平均

數 

平均數

排序 

1 我的經濟活動參與是網路購

物。 

28.1% 17.9% 31.9% 18.6% 3.5% 2.52 4 

2 我的經濟活動參與是利用網

路商品比價。 

28.8% 10.5% 28.4% 27.0% 5.3% 2.69 1 

3 我的經濟活動參與是休閒旅

遊訂購平台/app。（例如：Agoda, 

Expedia.....等等）。 

47.4% 18.9% 20.0% 9.8% 3.9% 2.04 7 

4 我的經濟活動參與是網路銀

行的使用。（例如：轉帳、繳費...

等）。 

37.9% 6.7% 25.6% 22.5% 7.4% 2.55 3 

5 我的經濟活動參與是網路課

程的購買。  

60.0% 10.5% 13.3% 11.6% 4.6% 1.90 8 

6 我的經濟活動參與是網路串

流媒體的購買。（例如：電影或

音樂...等) 

62.5% 7.7% 14.4% 10.9% 4.6% 1.87 9 

7 我的經濟活動參與是手機發

票條碼的使用。 

51.9% 4.2% 13.7% 20.4% 9.8% 2.32 5 

8 我的經濟活動參與是電子會

員集點 app 使用。(例如：Open 

point, 全聯 PX pay.....等等） 

44.9% 2.8% 12.3% 28.1% 11.9% 2.59 2 

9 我的經濟活動參與是行動載

具付費。 

56.5% 4.9% 11.6% 16.8% 10.2% 2.19 6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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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民參與 

公民參與意旨新住民對於公共事務、政治事務、政策性下的活動的關注或參與，可從社區至網

路的公民議題的參與，為社區、社會公民、政治議題發聲或組織。以新住民來說，其所關心的

公民議題分為兩大構面 (1) 在台灣生活相關的議題 (2) 與新住民相關的議題。前者比如 2020

年三倍券活動、子女教育補助金申請、2021 年因疫情而實施之商家實聯制的數位使用、疫苗施

打登記，後者如新住民家庭在台生活的照顧、新住民子女教育的輔導、疫情下子女遠距學習的

議題。 

綜合表 4-7 顯新住民參與公民活動時，整體平均數 2.52，意味著新住民每年一次有公民活

動，是中下程度。新住民公民活動內含兩變項，其一是「在台生活相關」，平均數是 2.18，意

味著新住民每年一次以上參與與台灣公民相關的活動，屬中下程度。其二是「新住民生活相關」，

平均數為 2.91，是中度程度，意味著新住民近每個月一次參與新住民生活相關的活動。由此來

看，新住民整體活動並不頻繁，但在新住民生活相關的活動較為頻繁，故以新住民在台灣生活

而言，仍傾向於與自身身分相關的活動為主。 

表 4-10(公民整體以及兩構面之分析表) 

兩構面 
統計量  

平均值 標準差 程度 組內排序 

在台生活相關 2.18 0.99 中下 2 

新住民生活相關 2.91 1.17 中 1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以下分別從「在台生活相關」的公民參與以及「新住民生活相關」的單題來分析。 

從在台生活相關單題摘要表來看，較高的項目包含 Q4 的關注公民議題 (M=2.48)、其次是

Q3 關注政治議題 (M=2.40)，接著是 Q5 關注和討論線上政治議題 (M=2.16)。新住民會每週一

次以上關注公民議題、關注政治議題、討論線上政治議題百分比分別是 29.8%、28.7%、24.3%，

約莫 2 成多，並不算高。 

較弱的項目包含 Q7 的訂閱、瀏覽線上公民議題的社群 (M=2.13)、Q6 的參與線上公民議題

的社群 (M=2.16)、Q1 (鄉里長辦理的社區活動 (M=1.92)，完全不參與以上三項的新住民 54.7%、

60.4%、48.8%，近半數或半數的新住民較不重視在台相關的公民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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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在台生活相關之單項敘述性摘要表) 

在台生活相關 
1 沒有  2 每年一

次以上  

3 每月一

次以上  

4 每週一

次以上  

5 每天一

次以上  

平均

數  

平均數

排序  

1 鄉里長辦理的社區活動。  48.8% 23.2% 17.5% 8.4% 2.1% 1.92 7 

2 參與政府政策下的公民活

動，如三倍卷的領取。 

26.7% 47.7% 14.4% 7.7% 3.9% 2.15 4 

3 我的公民參與是關注政治

議題。  

42.8% 14.0% 14.4% 17.5% 11.2% 2.40 2 

4 我會關注和討論線上公民

議題。（例如：萊豬、Covid-

19....等等）。  

42.5% 9.1% 18.6% 17.2% 12.6% 2.48 1 

5 我會關注和討論線上政治

議題。 

54.4% 9.1% 12.3% 14.7% 9.5% 2.16 3 

6 我會參與線上公民議題的

社群。 

60.4% 9.5% 9.5% 11.9% 8.8% 1.99 6 

7 我會訂閱、瀏覽線上公民議

題的社群。 

54.7% 10.5% 12.3% 12.3% 10.2% 2.13 5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從「新住民生活相關」的單題摘要表來看，最高的前三項是 Q1 新住民家庭生活照顧資訊

(M=3.1)、Q3 新住民政策關注 (M=3.09)、Q2 新住民子女教育的資訊 (M=3.01)，每週一次以

上的百分比的是 30.1%、40%、38.9%，都有 3 成的新住民關注。較靠後的三項是 Q6 參與新

住民政策下的活動 (M=2.82)、Q5 參與線上新住民議題的社群 (M=2.73)、Q4 訂閱線上新住

民議題的社群 (M=2.72)，不參與以上的新住民比例分別是 22.8%、33%、34.7%，也有 3 成左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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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新住民生活相關之單項敘述性摘要表) 

新住民生活相關 1 沒有 
2 每年一

次以上 

3 每月一

次以上 

4 每週一

次以上 

5 每天一

次以上 

平均

數 

平均數

排序 

1 我經常關注新住民家庭在台

生活的照顧的資訊。  

19.3% 10.5% 30.2% 21.2% 18.9% 3.10 1 

2 我經常關注新住民子女教育

的輔導資訊。 

23.2% 10.5% 27.4% 19.6% 19.3% 3.01 3 

3 我經常關注新住民的政策。  17.9% 13.0% 29.1% 22.5% 17.5% 3.09 2 

4 我會參與線上新住民議題的

社群。  

33.0% 10.9% 23.2% 15.8% 17.2% 2.73 5 

5 我會訂閱線上新住民議題的

社群。 

34.7% 10.9% 20.7% 15.1% 18.6% 2.72 6 

6 我經常參與新住民政策下的

活動，如內政部辦理的新住民

數位資訊課程。  

22.8% 20.4% 23.9% 17.9% 15.1% 2.82 4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總體問卷結果來看，上過數位課的新住民的公民參與是較低的，但是特別在新住民本身生

活相關的公民參與項目會稍微高些，尤其是在新住民家庭生活、政策、子女教育上有更多關注，

而多數的新住民在公民參與都屬於較為靜態的關注，主動的參與或是加入社群、討論議題較少。 

參酌訪談資料發現確實有 5 位訪談者提及受到數位課程影響，自己開始特別關注時事以及

公民議題。也看得出來，多數的受訪者在訪談時會關注新住民的議題，佐證靜態關注多於主動

參與的現象。 

雖然從平均數的指標來看，新住民的公民參與是中下，然而仍有近 3-4 成上過數位課程的

新住民較為活躍，此數據與 109 年的〈新住民數位發展現況與需求調查報告〉中僅 3.1%的新住

民有網路公民參與的經驗來比較，已經相對高出近 3 成的比例。 

(4) 數位近用 

數位近用意旨「數位擁有」和「數位使用」的情況。數位可包含網路連結、數位工具 (手機、

平板)、數位軟體的使用、電子商務使用等。 

論數位擁有，表 4-13 所示，新住民手機擁有率是 99.3%，同時手機使用 3G/4G 上網率亦高

達 94%。新住民的電腦及平板擁有率明顯低於手機，分別為 74%及 51%。值得關注的是，新住

民對於電子商務之學習興趣高昂，有近 90%正面表示有此需求。 

從單題摘要表來看，9 成以上的新住民表示擁有的項目包含 99.3%的新住民有手機、94.4%

有手機網路、91.6%希望學習更多電子商務資訊。8 成的項目包含 87.7%希望知道怎麼使用電子

商務進行交易、81.1%家中有行動網路。7 成的項目則是包含家中有 wifi、有電腦、電腦連結 wifi。

5 成新住民擁有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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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數位近用之擁有單項敘述性摘要表) 

數位近用之擁有 人數 百分比 

1. 我有手機。 283 99.30% 

2. 手機有 3G/4G 網路。 269 94.40% 

3. 我希望學習更多電子商務的資訊。 261 91.60% 

4. 我希望學習怎麼使用電子商務進行交易。 250 87.70% 

5. 我家中用 3G/4G 的行動網路。 231 81.10% 

6. 我有電腦。 211 74.00% 

7. 我家中有 wifi 網路。 210 73.70% 

8. 我的電腦連 wifi 網路。 201 70.50% 

9. 我的平板連 wifi 網路。 154 54.00% 

10. 我有平板電腦。 148 51.90%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從數位使用來看，總表的平均數顯示，285 位新住民數位使用頻率為 2.84，意味著新住民

近每個月一次以上使用數位，屬於中度。從單題摘要表來看，新住民之數位使用最高的項目在

網路 (Q1=3.59)、社群媒體 (Q2=3.55、Q3=3.44) 相關，每週一次以上的百分比包含 65.3%、64.2%、

61.8%，都達 6 成以上的使用率。後三項目則是新聞 (Q4=3.2)、直播  (Q5=2.39)、電商軟體

(Q6=2.51)，沒有使用的比例分別是 37.5%、53.3%、51.2%，看來有半數的新住民在直播以及電

商軟體使用率較低。 

從訪談資訊來看，受訪者都表示數位課程後，他們在數位軟硬體的使用更多元、能更新自

己的資訊，同時也善用社群媒體建構社群，與其他新住民的連結更緊密，設備也藉此更新，對

資訊的理解更深入，此與問卷的結果顯示新住民多數善用網路、社群媒體的頻率可相互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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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數位使用之單項敘述性摘要表) 

數位使用 1 沒有 
2 每年一次

以上 

3 每月一

次以上 

4 每週一

次以上 

5 每天一

次以上 

平均

數 

平均

數排

序 

1 我現在有上網。  30.9% 1.4% 2.5% 8.1% 57.2% 3.59 1 

2 我現在有使用網路社群。(例

如：Facebook, line...等)  

31.2% 1.8% 3.9% 7.4% 55.8% 3.55 2 

3 我現在有使用網路影音媒體，

如 YouTube。  

33.0% 2.1% 3.2% 11.6% 50.2% 3.44 3 

4 我現在有使用網路新聞媒體。  37.5% 2.5% 3.9% 14.4% 41.8% 3.20 4 

5 我現在有： [使用直播軟體。  

  

53.3% 4.2% 11.6% 11.9% 18.9% 2.39 6 

6 我現在有使用電子商務的軟

體。  

51.2% 3.2% 10.2% 14.7% 20.7% 2.51 5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整體四變項的程度現況分析來看，社會活動、數位近用表現為中等，公民參與、經濟活動

為中下的程度。約莫 3 至 4 成的新住民社會活動較活躍的前三項目是關於學習型活動、休閒類

活動、職能型活動。從經濟活動來看，新住民的經濟活動並不活躍，但當中較關注的前三項為

網路比價、電子會員集點、網路銀行，有約莫三成的使用者。 

公民參與來說，也是屬於中下程度，也同樣不太活躍，但若分別從與台灣生活相關或是與

新住民生活相關來比較，在新住民生活相關的活動較為頻繁，故以新住民在台灣生活而言，仍

傾向於與自身身分相關的活動為主，特別是新住民家庭生活照顧資訊、新住民政策關注、新住

民子女教育的資訊，約 3 成的新住民較關注。整體來看，新住民的公民參與屬於靜態關注者多

於主動加入社群討論者。 

數位近用使用狀況來說，也屬於中度程度。新住民之數位使用最高的項目在網路、社群媒

體，達 6 成以上的新住民屬於此一類型。後三項目則是新聞、直播、電商軟體，有半數的新住

民在直播以及電商軟體平均使用頻率偏低。然在數位擁有上，本案的新住民對電商有高度興趣，

然使用率低，推測是不熟悉之故，可做為未來數位課程開課內容的參考。開課的依據，亦可參

酌新住民的數位擁有資訊，9 成以上的新住民擁有手機、希望學習更多電子商務資訊；8 成的新

住民希望知道怎麼使用電子商務進行交易、家中有行動網路；7 成的新住民家中有 wifi、有電

腦、電腦連結 wifi；5 成新住民擁有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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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不同背景新住民在社會活動、經濟活動、公民素養、

數位近用差異分析 
 

以下分由居住地、教育程度、入籍與否、國籍、城鄉背景別觀察新住民在四個變項間的差

異分析，各組樣本數及遺漏值統計如下表，除了教育程度 (N=13) 以及國籍 (N=1) 有遺漏值外，

其他皆為 285 人 (見表 4-15)。 

表 4-15(分組樣本數及遺漏值統計) 

分組 
統計量 

次數 遺漏值 總數 

區域 285 0 285 

教育程度 272 13 285 

入籍與否 285 0 285 

國籍 284 1 285 

城鄉 285 0 285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依據新住民不同背景變數對新住民社會活動、經濟活動、數位近用進行變異數以及 t 檢定

分析，分析結果顯示「不同居住地新住民」在數位近用 (P=.016<.05)、「不同入籍身分」在公民

參與 (P=.035<.05) 、「不同國籍新住民」在數位近用之使用 (P=.034<.05) 呈現顯著性。 而「不

同教育程度」與「城或鄉」的新住民在社會活動、經濟活動、公民參與、數位近用是沒有差異

的。 

表 4-16(新住民背景變項與四項之差異分析摘要表) 

因素  社會活動   經濟活動   公民參與   數位近用之使用   

背景變數  F 檢定/ t 值   顯著性   F 檢定/ t 值   顯著性   F 檢定/ t 值   顯著性   F 檢定/ t 值   顯著性 

居住地  1.2007   0.308   1.400   0.243   0.541   0.654   3.540   0.016*   

教育程度  1.338  0.262   1.462   0.225   0.357   0.784   1.442   0.149   

入籍  0.788   0.431   -0.570  0.569   1.823  0.035*   -0.078  0.938   

國籍  0.355   0.907   0.644   0.695   1.699   0.121   2.310  0.034*   

城鄉  1.151 0.334 0.639 0.670 1.164 0.327 3.101  0.010* 

*P<0.05, **P<0.01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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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分別就各項背景變項的結果說明: 

4.3. 1 居住地 

以不同地區新住民在數位近用進行變異數分析，新住民背景變項與社會活動、經濟活動、

公民參與沒有顯著差異，而在數位近用的差異分析摘要表結果顯示有顯著差異(P=0.016<.05)，

再經由事後比較檢定，表 4-17 發現中部的新住民 (M=3.57) 與北部新住民 (M=2.91) 在數位近

用上有差異，中部新住民的數位近用高於北部新住民。 

表 4-17(區域與四項之變異數分析) 

變項 區域 平均數 變異數分析 差異比較 

   F 檢定 顯著性   

社會活動  

 

(1)北 2.89  1.207 .308  

(2)中 2.83     

(3)南 2.93      

(4)東 3.30     

經濟活動  

 

(1)北 2.40  1.400 .243  

(2)中 2.24    

(3)南 2.06     

(4)東 2.35      

公民參與  

 

(1)北 2.46   .541 .654  

(2)中 2.50     

(3)南 2.63      

(4)東 2.64     

數位近用之 

使用 

(1)北 2.91 3.54 0.016* 2>1 

(2)中 3.57      

(3)南 3.07      

(4)東 3.55      

*P<0.05, **P<0.01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從不同居住地區的新住民的背景變項進行分析，發現北區的國中和高中的總人數 (76 人) 

確實高於中部 (41 人) 以及其他地區，另外，北區沒有一般鄉鎮的新住民，而在城鄉差異比較

時，一般鄉鎮的新住民數位近用表現最好，故中區新住民高於北區，可能受到學歷以及鄉鎮分

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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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區域與教育程度之敘述性分析) 

區域 教育程度 人數 百分比 

 

北區 

 

 

1 國中 33 12% 

2 高中 43 15% 

3 大學 48 17% 

4 碩博士 11 4% 

 

中區 

 

 

1 國中 21 7% 

2 高中 20 7% 

3 大學 12 4% 

4 碩博士 5 2% 

南區 

1 國中 34 12% 

2 高中 9 3% 

3 大學 17 6% 

4 碩博士 6 2% 

東區 

1 國中 7 2% 

2 高中 1 0% 

3 大學 4 1% 

4 碩博士 1 0%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不同居住地區新住民在公民參與的表現，進行變異數檢定後，都沒有顯著的現象。意味著

不論在哪個地區的新住民在公民參與表現都類似，並沒有因居住地區有顯著的差別。 

由訪談也得出相似結果，新住民在公民參與的回饋不因居住地區而有不同想法，亦即居住

地並不對公民參與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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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公民參與子構面變異數分析) 

公民參與子構面 區域 平均數 F 檢定 顯著性 

台灣生活 (1)北 2.14 0.207 0.891 

(2)中 2.17   

(3)南 2.24   

(4)東 2.27   

新住民生活 (1)北 2.84 0.686 0.561 

(2)中 2.8   

(3)南 3.07   

(4)東 3.06   

*P<0.05, **P<0.01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4. 3. 2 教育程度 

從不同教育程度的新住民在各變項的平均數來看，如下表 4-20，在社會活動、經濟活動、

公民參與、數位近用平均數皆無遞增減現象。 

表 4-20(教育程度與各變項之敘述性分析) 

變項 學歷 人數 平均值 排序 

社會活動 

國中 95 2.84  

高中 73 2.85  

大學 81 3.06 1 

碩博士 23 2.85  

經濟活動 

國中 95 2.13  

高中 73 2.32  

大學 81 2.43 1 

碩博士 23 2.28  

公民參與 

國中 95 2.56 1 

高中 73 2.48  

大學 81 2.55  

碩博士 23 2.35  

數位近用之 

使用 

國中 95 2.63  

高中 73 3.01 1 

大學 81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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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博士 23 2.84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再從不同教育程度的新住民進行變異數分析，新住民背景變項與社會活動、經濟活動、公

民參與、數位近用的差異分析摘要表，結果顯示都沒有顯著差異，意味著教育程度對這幾變項

來說，都沒有造成差異。 

 由訪談內容來看，社會活動方面，國中學歷者的社會活動參與較偏向擔任志工，而大學學

歷者較多參與文化推廣、交流活動。此外，大學學歷者較積極參與各式課程、社會活動頻率亦

較高。在社會活動搜尋能力上兩者並未有明顯不同。兩者在經濟活動上並未出現可歸納之不同

行為模式。碩士學歷者皆認為資訊素養對於自身之公民參與沒有影響，而 2 位國中學歷受訪者

認為資訊素養並不影響公民參與。數位近用之使用方面，在訪談中並未有可歸納之不同行為表

現。 

表 4-21(教育程度與各變項之變異數分析) 

變項 學歷 平均數 變異數分析 差異比較 

   F 檢定 顯著性  

社會活動  

 

(1)國中 2.84 1.338 .262  

(2)高中 2.85    

 (3)大學 3.06    

 (4)碩博 2.85    

經濟活動  

 

(1)國中 2.13 1.462 0.225  

(2)高中 2.32    

 (3)大學 2.43    

 (4)碩博 2.28    

公民參與  

 

(1)國中 2.56 0.357 0.784  

(2)高中 2.48    

(3)大學 2.55    

(4)碩博 2.35    

數位近用之 

使用 

(1)國中 1.85 1.442 0.231  

(2)高中 1.99   

(3)大學 1.99   

(4)碩博 1.90   

*P<0.05, **P<0.01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第四章  資料與分析 

  45  

 

4. 3. 3 入籍身分在新住民公民參與與未入籍者有差異 

    從入籍身分不同新住民在各項變數的平均數來看，表 4-22： 

入籍者在社會活動以及公民參與都有偏高的現象，如社會活動入籍 (M=2.93) 高於未入籍者

(M=2.85)，在公民參與，如入籍者 (2.58) 高於未入籍者 (2.36)。其餘變項如經濟活動、數位近

用都沒有此現象。 

表 4-22(入籍情況與各變項敘述性分析) 

變項 入籍情況 人數 平均值 

社會活動 入籍者 198 2.93 

 未入籍者 87 2.85 

經濟活動 入籍者 198 2.28 

 未入籍者 87 2.35 

公民參與 入籍者 198 2.58 

 未入籍者 87 2.36 

數位近用之 入籍者 198 2.84 

使用 未入籍者 87 2.85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再從新住民的入籍與否的身分進行 t 檢定分析，結果顯示在公民參與 (P=.035<.05) 呈現顯

著差異。以公民參與來看，入籍的新住民 (M=2.58) 高於未入籍 (M=2.36)。此結果意旨入籍身

分對新住民的公民參與活動的意願有所影響，但在社會活動、經濟活動、數位近用是沒有差異

的。入籍對新住民來說可能提升對自己身分以及國家的認同，所以在公民參與度有顯著的提升。 

表 4-23(入籍與否與四變項之 t 檢定分析) 

變項 入籍與否 平均數 T 值 顯著性(p) 差異比較 

社會活動  
(1)入籍 2.93 0.788 0.216  

(2)未入籍 2.85    

經濟活動  
(1)入籍 2.28 -0.570 0.285  

(2)未入籍 2.35    

公民參與  
(1)入籍 2.58 1.823 0.035* 入籍>未入籍 

(2)未入籍 2.36    

數位近用之 

使用 

(1)入籍 2.93 0.815 0.216  

(2)未入籍 2.85   

*P<0.0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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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進一步就新住民入籍與否身分別變項對公民參與子變項進行 t 檢定，得知未入籍與入籍者，

在公民參與之子構面中的「新住民相關 (P=0.011<.05)」有顯著差異。入籍者 (M=3.017) 新住民

相關之公民參與高於未入籍者 (M=2.67) ，且有顯著差異。故入籍者在新住民相關的公民活動

參與與未入籍者是有差異的。意味著入籍者在公民參與活動更顯著於未入籍者，特別是與自身

較相關的新住民公民參與活動更為顯著。 

由訪談結果看來，無論入籍與否，新住民對於自身權益、福利相關主題都較關心。大多數

已入籍之新住民對於公民參與更顯積極，尤其在投票方面，已入籍者由於擁有投票權，較會主

動關心選舉時程及候選人背景。 

表 4-24(公民參與子構面與入籍與否之 t 檢定分析) 

公民參與子構面 入籍與否 平均數 T 檢定 顯著性 差異比較 

新住民相關 
(1)入籍 3.0177 2.309 0.011* 入籍>未入籍 

(2)未入籍 2.6724    

*P<0.05, **P<0.01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4. 3. 4 國籍 

本案受試者之國籍共 13 國，然部分 (日、韓、柬埔寨、緬甸、汶萊、墨西哥) 人數較少，

將此分為一組，共分為 7 組不同國籍別的新住民。從不同國籍的新住民的各變項平均數來看，

下表顯示： 

社會活動與經濟活動中，馬來西亞 (M=3.02, M=2.66) 新住民最活絡，接著是第 7 組日、

韓、柬埔寨、緬甸、汶萊、墨西哥的新住民 (M=3.00, M=2.46)、接著是中港 (M=2.93, M=2.36)，

而印尼籍的新住民參與社會活動與經濟活動比率需強化(M=2.76, M=2.18)。 

公民參與中，泰國 (M=2.78) 為最活絡、其次是越南籍新住民 (M=2.69)、接著是第 7 組日、

韓、柬埔寨、緬甸、汶萊、墨西哥的新住民 (M=2.49)，印尼籍的新住民於公民參與在活絡度上

有很大的進步空間(M=2.27)。 

數位近用中，馬來西亞 (M=3.39)最高、接著是泰國新住民 (M=3.37) 最高、其次是第 7 組

日、韓、柬埔寨、緬甸、汶萊、墨西哥的新住民 (M=2.97)、接著是第 7 組日、韓、柬埔寨、緬

甸、汶萊、墨西哥新住民 (M=2.97)，印尼籍新住民的表現較需強化 (M=2.34)。 

綜合來看，馬來西亞、第 7 組(日、韓、柬埔寨、緬甸、汶萊、墨西哥)、泰國、中港的新住

民在這幾個變項排序較前，印尼籍新住民呈現在整體上較表現需要加強、驅使政府需更加關注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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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國籍與各變項之敘述性分析) 

變項 國籍 人數 平均值 排序 

社會活動 

1 中港 86 2.93 3 

2 越南 106 2.93  

3 印尼 43 2.76 7 

4 泰國 16 2.81  

5 菲律賓 9 2.87  

6 馬來西亞 12 3.02 1 

7 其他(日、韓、柬埔寨、緬甸、汶萊、墨西

哥) 

12 3.00 2 

總計 284 2.90  

經濟活動 

1 中港 86 2.36 3 

2 越南 106 2.20  

3 印尼 43 2.18 7 

4 泰國 16 2.36  

5 菲律賓 9 2.30  

6 馬來西亞 12 2.66 1 

7 其他(日、韓、柬埔寨、緬甸、汶萊、墨西

哥) 

12 2.46 2 

總計 284 2.29  

公民參與 

1 中港 86 2.40  

2 越南 106 2.69 2 

3 印尼 43 2.27 7 

4 泰國 16 2.78 1 

5 菲律賓 9 2.23  

6 馬來西亞 12 2.46  

7 其他(日、韓、柬埔寨、緬甸、汶萊、墨西

哥) 

12 2.49 3 

總計 284 2.51  

資訊近用之使

用 

1 中港 86 2.93  

2 越南 106 2.81  

3 印尼 43 2.34 7 

4 泰國 16 3.37 2 

5 菲律賓 9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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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馬來西亞 12 3.39 1 

7 其他(日、韓、柬埔寨、緬甸、汶萊、墨西

哥) 

12 2.97 3 

總計 284 2.83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以不同國籍新住民進行各變項的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數位近用有顯著差異 (P=0.034<.05)，

在經由事後比較檢定，結果顯示中港新住民 (M=2.93) 與印尼籍新住民 (M=2.79)、越南籍新住

民 (M=2.82) 與印尼籍新住民、泰國籍新住民 (M=3.38) 與印尼籍新住民、馬來西亞籍 (M=3.39)

新住民與印尼籍新住民，這幾組的新住民數位使用有顯著差異。本案的印尼籍受試者在數位近

用之使用的情況都較其他國籍背景新住民有更多的進步空間。 

表 4-26(國籍與各變項之變異數分析) 

變項 國籍 平均數 變異數分析 差異比較 

   F 檢定 顯著性  

社會活動  

 

1 中港 2.9336 .355 .907  

2 越南 2.9353    

3 印尼 2.7674    

4 泰國 2.8125    

5 菲律賓 2.8730    

6 馬來西亞 3.0238    

7 其他(日、韓、柬埔

寨、緬甸、汶萊、墨西

哥) 

3.0000    

經濟活動  

 

1 中港 2.36 .644 .695  

2 越南 2.20    

3 印尼 2.18    

4 泰國 2.36    

5 菲律賓 2.30    

6 馬來西亞 2.66    

7 其他(日、韓、柬埔

寨、緬甸、汶萊、墨西

哥) 

2.4630    

公民參與  

 

1 中港 2.41 1.699 .121  

2 越南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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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印尼 2.27    

4 泰國 2.79    

5 菲律賓 2.23    

6 馬來西亞 2.46    

7 其他(日、韓、柬埔

寨、緬甸、汶萊、墨西

哥) 

2.49 

   

數位近用之

使用 

1 中港 2.93 2.310 .034* 1>3 

2 越南 2.82   2>3 

4>3 

6>3 

3 印尼 2.35   

4 泰國 3.38   

5 菲律賓 2.60   

6 馬來西亞 3.39   

7 其他(日、韓、柬埔

寨、緬甸、汶萊、墨西

哥) 

2.98 

  

*P<0.05, **P<0.01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從印尼籍新住民的學歷分布來看，共 43 人，即 79.1%的人是國高中學歷，故可推論印尼籍

的受試者在數位近用之使用都低於中港、越南、泰國、馬來西亞及新住民的原因來自於學歷因

素。 

表 4-27(印尼籍學歷分布) 

學歷 人數 百分比 

1 國中 24 55.8 

2 高中 10 23.3 

3 大學 8 18.6 

總計 42 97.7 

遺漏 1 2.3 

總計 43 100.0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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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5. 城鄉 

    依據城鄉類型的新住民，本案原定區分為 7 組含核心都市 、一般都市 、新興市鎮 、傳

產市鎮 、一般鄉鎮 、高齡化鄉鎮 、偏遠鄉鎮。然而偏遠鄉鎮僅有 1 位受試者，故將高齡化

鄉鎮 、偏遠鄉鎮合併，故城鄉分類最終為 6 組。 

結果如下表，從不同城鄉的新住民在各變項的平均數來看，社會活動較高的是一般鄉鎮的

新住民、經濟活動最高者是「核心與一般鄉鎮」並列、公民參與和數位近用最高者也是來自於

「一般鄉鎮」的新住民。可看出「一般鄉鎮」的新住民在各方面的表現活躍。 

表現較弱的在社會活動、經濟活動、公民參與、數位近用都是「偏鄉與高齡鄉鎮」的新住民。 

表 4-28(城鄉分組與四變項之敘述性分析) 

變項 城鄉 人數 平均值 平均數排序 

社會活動 

1 核心都市 78 2.97 2 

2 一般都市 58 2.87 3 

3 新興市鎮 65 2.83 4 

4 傳產市鎮 42 2.82 5 

5 一般鄉鎮 32 3.14 1 

6 高齡化、偏遠鄉鎮 10 2.60 6 

總計 285 2.91  

經濟活動 

1 核心都市 78 2.38 1 

2 一般都市 58 2.23 4 

3 新興市鎮 65 2.30 2 

4 傳產市鎮 42 2.29 3 

5 一般鄉鎮 32 2.38 1 

6 高齡化、偏遠鄉鎮 10 1.83 5 

總計 285 2.30  

公民參與 

1 核心都市 78 2.53 3 

2 一般都市 58 2.56 2 

3 新興市鎮 65 2.46 4 

4 傳產市鎮 42 2.40 5 

5 一般鄉鎮 32 2.79 1 

6 高齡化、偏遠鄉鎮 10 2.09 6 



第四章  資料與分析 

  51  

 

總計 285 2.52  

數位近用之

使用 

1 核心都市 78 2.78 3 

2 一般都市 58 2.92 2 

3 新興市鎮 65 2.74 5 

4 傳產市鎮 42 2.77 4 

5 一般鄉鎮 32 3.46 1 

6 高齡化、偏遠鄉鎮 10 1.90 6 

總計 285 1.93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接著進行不同城鄉的新住民在各變項的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數位近用有顯著差異

(P=.01<.05)。多重比較結果顯示「一般鄉鎮新住民」都高於其他 5 組的城鎮的新住民，「高齡

化以及偏遠鄉鎮」的新住民的數位近用表現都不如其他 5 組的新住民。 

表 4-29(城鄉分組與四變項之變異數分析) 

變項 城鄉 平均數 變異數分析 差異比較 

   F 檢定 顯著性  

社會活動  

 

1 核心都市 2.97 1.151 0.334  

2 一般都市 2.88    

 3 新興市鎮 2.84    

 4 傳產市鎮 2.83    

 5 一般鄉鎮 3.14    

 6 高齡化、偏遠鄉鎮 2.60    

 總計 2.97    

經濟活動  

 

1 核心都市 2.38 0.639 0.670  

2 一般都市 2.23    

 3 新興市鎮 2.30    

 4 傳產市鎮 2.29    

 5 一般鄉鎮 2.38    

 6 高齡化、偏遠鄉鎮 1.83    

 總計 2.30    

公民參與  

 

1 核心都市 2.53 1.164 0.327  

2 一般都市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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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興市鎮 2.46    

4 傳產市鎮 2.40    

5 一般鄉鎮 2.79    

6 高齡化、偏遠鄉鎮 2.09    

總計 2.52    

數位近用之

使用 

1 核心都市 2.78 3.101 0.010* 1>6 

2>6 

3>6 

4>6 

2 一般都市 2.92   

3 新興市鎮 2.74   

4 傳產市鎮 2.77   

5 一般鄉鎮 3.46   5>1 

5>2 

5>3 

5>4 

6 高齡化、偏遠鄉鎮 1.90   

總計 2.84   

*P<0.05, **P<0.01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也檢測公民參與子變項的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沒有顯著差異。意味著除了數位近用外，

來自不同城鄉新住民，其社會活動、經濟活動、公民參與沒有差異。 

4. 2. 8. 總結 

本案從新住民的居住地、教育程度、入籍身分、國籍、城鄉五項背景變項進行變異數分

析，綜合結果如下: 

(1) 北、中、南、東的不同居住地的背景，在數位使用上有差異，尤其是中區大於北區，

歸咎原因來自於學歷以及城鄉背景的因素。 
(2) 入籍或未入籍的身分別也在公民參與上顯示顯著差異，入籍者的公民參與度高於未入

籍者，特別在新住民相關的公民參與，入籍者更高於未入籍者。 
(3) 不同國籍背景新住民，平均數顯示馬來西亞、第 7 組 (日、韓、柬埔寨、緬甸、汶萊、

墨西哥)、泰國、中港的新住民在各項排序都較靠前，印尼籍的新住民整體來說都相對的弱。

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國籍在數位近用之使用有顯著的差異，中港新住民與印尼籍新住民、

越南籍新住民與印尼籍新住民、泰國籍新住民與印尼籍新住民、馬來西亞籍新住民與印尼

籍新住民，這幾組的新住民數位使用有顯著差異。印尼籍新住民的數位使用相對地弱，推

測是因為印尼籍新住民多數學歷偏低之故。 
(4) 不同城鄉的新住民在數位近用表現都有顯著的差異，「一般鄉鎮新住民」的數位近用

之使用都高於其他 5 組的城鎮的新住民，「高齡化以及偏遠鄉鎮」的新住民的數位近用表

現都不如其他 5 組的新住民。「高齡化以及偏遠鄉鎮」的新住民其居住地的公共設施以及

發展較原始或是高齡化地區的數位需求及步調緩慢，故新住民的數位近用也受到影響，自

然較其他 5 組的新住民來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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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學習成效分析 

本案之學習成效分為認知與情意面向。認知變項為新住民的資訊素養，而情意變項為新住

民對數位課程的滿意度。本段落先就資訊素養進行說明，再觀察課程滿意度的結果說明。 

4. 4. 1 資訊素養敘述性結果 (認知成效) 

從新住民資訊素養整體平均數為 2.89 來看，以吳明隆與張毓仁 (2018) 的感受程度與五度

量表分組距對照表程度指標來看，介於 2.61 到 3.40 間，程度落在中度。其內含三構面包含媒體

素養、數位軟硬體素養、網路素養。以平均值來看，媒體素養最高 (M=3.12)、其次是數位軟硬

體素養 (M=2.89)、最後是網路素養 (M=2.73)，介於 2.61 到 3.40 間，屬中度程度。 

表 4-30(資訊素養三構面之敘述性分析) 

  統計量 

 三構面 平均值 標準差 程度 百分比 

資訊素養整體  2.89 0.86 中 47% 

 媒體素養 3.12 1.39 中 53% 

 數位軟硬體素養 2.89 0.93 中 47% 

 網路素養 2.73 0.99 中 43%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再從單題敘述性分析來看，結果如下： 

媒體素養之單項敘述性摘要表來看 (見表 4-31)，Q1 傳播媒體的使用 (M=3.36)、Q3 從傳

播媒體裡獲得知識 (M=3.24)、Q2 會使用傳播媒體 (M=3.19) 為最經常表現的前三項目，意味著

新住民每月一次以上進行媒體素養相關活動。從每週一次以上的百分比分別為 57.6%、54%、

42.6%，近半數或超過半數的新住民是活躍的。而較靠後的則是分辨數位內容的真假 (M=2.93)、

數位傳播媒體製作 (M=2.88)，意味著近每個月一次以上會從事與媒體素養相關的活動。沒有從

事的活動前三項之比例分別是 37.9%、36.1%、33.3%，有 3 成左右的新住民在此區塊是不活躍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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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媒體素養之單項敘述性摘要表) 

媒體素養 
1 沒有 

2 每年一

次以上 

3 每月一

次以上 

4 每週一

次以上 

5 每天一

次以上 
平均數 

平均數

排序 

1 我多久會搜尋數位傳播媒體。

( 例 如 影 音 平 台 ： Youtube, 

Facebook, twitter, IG...)  

30.2% 2.5% 9.8% 15.8% 41.8% 3.36 1 

2 我多久會使用數位傳播媒體。 33.3% 1.1% 13.0% 18.6% 34.0% 3.19 3 

3 我多久會從數位傳播媒體中

學習並獲得知識。 

31.2% 1.8% 13.0% 20.0% 34.0% 3.24 2 

4 我多久會嘗試分辨數位傳播

媒體內容的真和假。 

37.9% 2.1% 13.3% 22.5% 24.2% 2.93 4 

5 我多久會製作數位傳播媒體

的內容。（如：拍攝照片影片、

撰寫文字...等）] 

36.1% 3.9% 15.1% 25.6% 19.3% 2.88 5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從單項之數位軟硬體的敘述性摘要表顯示，新住民以「使用手機」的熟知程度為最高

(M=3.24)，雲端文書處理 APP 是最不熟知的項目 (M=2.57)。整體熟知程度觀察，新住民對手機

相關的軟硬體的熟悉度高於非手機類的軟硬體，如 Q2 的手機使用、Q4 手機會平板的 APP 使用 

(M=2.95) 高於 Q1 電腦的使用 (M=2.85)、平板電腦的使用 (M=2,81)，占比分別是 37.9%、25.6%、

25.3%。 

若比對數位近用之數位擁有的調查，表 4-32 顯示新住民擁有手機佔 99.3%，因此日常中便對手

機硬體及軟體操作較熟悉，對手機使用的熟稔度自然較高。 

表 4-32(數位軟硬體使用的題項百分比平均數排序表) 

題目 1不懂 2懂一點點 3稍懂 4很懂 5非常懂 平均數 平均數排序 

1 電腦使用 9.1% 28.4 37.2 19.3 6.0 2.85 4 

2 手機使用 2.8% 18.2 41.1 28.4 9.5 3.24 1 

3 平板電腦的使用。（例

如：iPad) 

13.7% 22.8 38.9 17.9 6.7 2.81 5 

4 手機或平板的 app 使

用。 

7.4 23.2 43.9 18.6 7.0 2.95 2 

5 雲端文書處理 app 的使

用。 

23.9 22.8 30.9 17.2 5.3 2.5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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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視訊軟體的使用。 11.6 21.4 37.5 21.8 7.7 2.93 3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網路素養題項之單項敘述性摘要表來看，平均數介於 2.56 至 3.03，意味著對於自己的網路

素養是稍懂或是懂一點點，屬與中等程度。其中表現較高的前三項目是 Q1 知道搜尋網路資訊 

(M=3.03)、Q2知道如何取得線上課程資訊 (M=2.86)、Q3知道如何利用網路解決問題 (M=2.84)，

若從「很懂」以及「非常懂」的項目百分比來看，分別是 34%、26.6%、24.2%，約 2 成到 3 成

的新住民較懂此三題項。較弱的有 Q5 個資保護 (Q5=2.64)、管理網路資訊 (Q4=2.57)以及網路

資訊的分辨 (Q6=2.56)，百分比約 25.3%、26%、25.6%，約莫 2.5 成的新住民在此三題項是「稍

懂」。若加上「不懂」項目，則會看出達 4 成的新住民是網路素養較弱的。 

表 4-33(網路素養題項之單項敘述性摘要表) 

網路素養 1 不懂 2 稍懂 3 懂一點點 4 很懂 5 非常懂 平均數 
平均數

排序 

1 我知道搜尋網路資訊。 6.0% 26.7% 33.3% 26.7% 7.4% 3.03  1 

2 我知道如何取得線上課程的

資訊。 

11.2% 26.3% 35.8% 18.9% 7.7% 2.86  2 

3 我知道怎麼用網路的資訊解

決問題。 

10.5% 26.7% 38.6% 16.5% 7.7% 2.84  3 

4 我知道怎麼管理網路資訊。 21.4% 26.0% 32.6% 14.0% 6.0% 2.57  6 

5 我知道網路個人資訊的規範。 18.6% 25.3% 34.7% 15.4% 6.0% 2.65  4 

6 我知道網路資訊真假的分辨

方式。 

20.4% 25.6% 36.8% 12.3% 4.9% 2.56  7 

7 我知道網路個人資訊的保護。 19.6% 26.0% 31.6% 16.8% 6.0% 2.64 5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參酌訪談結果，資訊教育課程對於新住民的資訊素養是有正向幫助的。30位中有29位 (97%)

的受訪者認為有進步或改變。 

媒體素養方面，有 9 位受訪者認為自己在數位課程後，對於資訊的取得更有自信，也間接

佐證新住民問卷前三高頻的媒體素養的項目(經常使用傳播媒體(M=3.36，57.6%)、搜尋傳播媒

體(M=3.24，54%)、且從傳播媒體裡獲取知識(M=3.19，42.6%)。  

半數訪談對象 14 位認為自己在真假訊息分辨的敏銳度與自信度得到提升，算是很多新住民

認同的項目，而問卷單項在新住民會分辨真假資訊是靠後的項目(M=2.56，25.6%)，意味著新住

民認為自己具備分辨資訊真偽的知能，但分辨資訊真偽的情況不經常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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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軟硬體素養方面則以 Microsoft Office 的應用改變最多，在工作、生活及求學方面都帶

來具體的幫助，但未提及雲端的文書處理知能。由雲端的文書處理還是少被提及來看，證實了

問卷結果新住民對雲端文書處理較不熟悉的情況(M=2.57，56.7%)。 

網路素養方面，13 位受試者認為個資保護意識提升的改變最大。但問卷個資保護意識

(M=2.64，26%)結果是靠後的項目，意味著受到課程的影響，部分新住民有個資的知識，但仍是

較為不熟悉的項目。 

4. 4. 2 不同背景新住民在資訊素養的差異分析 

從不同背景的新住民觀察分析在資訊素養的差異，進行居住地、教育背景、國籍、城鄉的

變異數分析以及入籍的 t 檢定，結果如表 4-34 顯示：「學歷背景」(P=.004<.05)、入籍與否 

(P=.012<.05)、「城鄉」(P=.047<.05) 在新住民的資訊素養有顯著差異。 

表 4-34(不同背景新住民在資訊素養之變異數分析) 

因素 資訊素養  

背景變數 F檢定/ 

t值  

顯著性  

居住地 0.614  0.606  

教育程度 4.511  0.004**  

入籍 -2.521 0.012*  

國籍 1.050  .393  

城鄉 2.276 0.047* 

*P<0.05, **P<0.01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學歷 

經學歷的事後比較分析，結果如表 4-35，特別是「大學學歷」的新住民和「國中學歷」的

新住民、「碩博學歷」的新住民和「國中學歷」的新住民有顯著差別，都是高學歷者優於低學

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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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5(教育程度之事後比較分析) 

變項 背景 平均數 變異數分析 差異比較 

   F 檢定 顯著性  

學歷  

 

(1)國中 2.71 4.511 0.004** 3>1 

4>1 

 

(2)高中 2.88   

(3)大學 3.11   

(4)碩博 3.24   

*P<0.05, **P<0.01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資訊素養子變項 (媒體素養、數位軟硬體素養、網路素養) 的差異分析結果顯示，學歷確實

在媒體素養 (P=0.042<.05)、數位軟硬體素養 (P=0.006<.05)、網路素養 (P=0.036<.05) 三者都有

顯著差異，且高學歷者優於低學歷者。 

事後比較來看，大學學歷者的媒體素養顯著優於國中學歷者；碩博學歷者在數位軟硬體素

養顯著優於大學、高中、國中者；碩博與大學學歷者的網路素養顯著優於國中學歷者。 

此結果亦看出國中學歷者在資訊素養的整體表現相對的較弱，也是需要加強的新住民。 

表 4-36(資訊素養子構面與教育背景之變異數分析) 

變項 背景 平均數 變異數分析 差異比較 

資訊素養   F 檢定 顯著性  

媒體素養 

 

(1)國中 2.82 2.772 0.042* 3>1 

(2)高中 3.15   

(3)大學 3.41   

(4)碩博 3.28   

數位軟硬體素養 (1)國中 2.79 4.235 0.006** 4>1 

 (2)高中 2.83   4>2 

 (3)大學 3.04   4>3 

 (4)碩博 3.46    

網路素養 (1)國中 2.57 2.890 0.036* 3>1 

 (2)高中 2.72   4>1 

 (3)大學 2.96    

 (4)碩博 3.02    

*P<0.0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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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城鄉 

城鄉事後比較結果顯示「傳產市鎮」的新住民的整體資訊素養分別低於核心都市、一般都

市、新興市鎮、一般鄉鎮。 

表 4-37(城鄉與資訊素養之事後比較分析) 

變項 背景 平均數 變異數分析 差異比較 

   F 檢定 顯著性  

城鄉 (1) 核心都市 3.00 2.276 0.047* 1>4 

2>4 

3>4 

5>4 

 (2) 一般都市 2.93   

 (3) 新興市鎮 2.92   

 (4) 傳產市鎮 2.53   

 (5) 一般鄉鎮 3.09   

 (6) 高齡化、偏遠

鄉鎮 

2.66   

*P<0.05, **P<0.01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資訊素養子變項 (媒體素養、數位軟硬體素養、網路素養) 的差異分析結果顯示，數位軟硬

體素養有顯著差異 (P=.003<.05)，事後比較發現「傳產市鎮」新住民的「數位軟硬體的素養」比

其他 5 鄉鎮的新住民低。傳產市鎮的工作以及生活需求上數位軟硬體的能力與需求可能較低於

其他鄉鎮的居民，推測在數位軟硬體需求較低。 

表 4-38(城鄉與數位軟硬體素養之事後比較分析) 

變項 背景 平均數 變異數分析 差異比較 

 城鄉  F 檢定 顯著性  

城鄉 (1) 核心都市 3.01   3.674    0.003** 1>4 

2>4 

3>4 

5>4 

6>4 

 (2) 一般都市 3.03   

 (3) 新興市鎮 2.89   

 (4) 傳產市鎮 2.35   

 (5) 一般鄉鎮 3.02   

 (6) 高齡化、偏遠

鄉鎮 

3.02   

*P<0.0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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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入籍 

入籍與否具顯著現象，事後比較結果發現未入籍者  (M=3.09) 的資訊素養優於入籍者

(M=2.81)，那麼入籍者的資訊素養就低於未入籍者，可能有其他因素造成此結果。 

表 4-39(入籍與資訊素養之事後比較分析) 

變項 背景 平均數 變異數分析 差異比較 

   F 檢定 顯著性  

入籍  

 

(1)入籍 2.81 -2.521 0.006** 未入籍>入籍 

(2)未入籍 3.09   

*P<0.05, **P<0.01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進一步探討分析入籍者以及未入籍者的背景分布狀況，發現未入籍者有大學以上學歷者佔

51%，而入籍者中具大學學歷者僅 30%。 

故由高學歷新住民在資訊素養表現上有顯著差異的結果推論入籍與否並不會造成資訊素養

的差異，未入籍的顯著結果仍受到新住民學歷的影響。 

表 4-40(入籍與在台最高學歷之敘述性分析) 

在台最高學歷  未填答 國中 高中 大學 碩博士 總計 

入籍 入籍人數 7 76 55 48 12 198 

 百分比 4% 66% 30% 100% 

未入籍 未入籍 6 19 18 33 11 87 

 百分比 7% 42% 51% 100%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4. 4. 2 數位課程滿意度高 (情意結果) 

本段落從學習滿意度試圖分析 285 位新住民樣本在五變項的現況，總滿意度平均數為 4.32，

介於 4.21 到 5.00，新住民對數位課程具高滿意度。下表可看出表示滿意以及非常滿意的比例是

77%，所以 7 成 7 的新住民對他們上過的數位課程是高度滿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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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學習滿意度敘述性分析) 

項目 遺漏值 1 非常不滿意 2 不滿意 3 沒意見 4 滿意 5 非常滿意 平均數 程度 

百分比 14.7 0.4% 1.4% 6.3% 39.6% 37.5% 4.32 高度 

人數 42 1 4 18 113 107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進一步將新住民學習滿意度分組，回應「滿意」以及「非常滿意」者視為高度滿意者，回

應「沒意見」、「不滿意」以及「非常不滿意」者視為低度滿意，共分為 2 組。扣除 42 名未作

答者後，有效人數 243 名之分析結果顯示 91%的受試者為高滿意度組，約一成受試者是低滿意

度組(見表 4-42)。 

參酌資訊素養訪談結果，顯示 30 人之中有 29 人 (97%) 認為資訊教育課程的確帶來資訊素

養的改變，從訪談的人數比亦可看出高滿意度者很多。對課程持正面態度的新住民表示課程的

內容讓他們的生活更便利及資訊處理更流暢。 

   新住民數位落差與需求之研究 (2015) 亦有類似的數據，其課程滿意度調查中有 8 成的人表

達正面肯定。 

表 4-42(數位課程滿意度分組) 

學習滿意度 高滿意度 低滿意度 總計 遺漏值 

人數 220 23 243 42 

百分比 91% 9% 100%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從新住民學習滿意度高低在各變項的平均數來看，如下表 4-43： 

高滿意度新住民的表現在「公民參與」、「資訊素養」、「數位近用」三方面都優於低滿意度

的新住民。社會活動與經濟活動則沒有此現象。 

表 4-43(學習滿意度與各變項分析) 

變項 滿意度 人數 平均數 

社會活動 (1) 滿意度低 23 2.94 

 (2) 滿意度高 220 2.94 

經濟活動 (1) 滿意度低 23 2.44 

 (2) 滿意度高 220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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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參與 (1) 滿意度低 23 2.26 

 (2) 滿意度高 220 2.58 

資訊素養 (1) 滿意度低 23 2.77 

 (2) 滿意度高 220 2.89 

數位近用之使用 (1) 滿意度低 23 2.70 

 (2) 滿意度高 220 2.83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再以 t 檢定檢測兩組在社會活動、經濟活動、公民參與、數位近用間的差異，結果如下表 

表 4-44，滿意度高低不同的新住民在社會活動、經濟活動、公民參與、數位近用都未達顯著差

異。意味著本案的受試者不論課程滿意度高與低，都不影響他們在各項目的活動。 

表 4-44(滿意度分組與四變項之 t 檢定分析) 

變項 滿意度 平均數 T 值 顯著性(p) 

社會活動  

 

1 低滿意 2.9441 0.021 0.491 

2 高滿意 2.9403   

經濟活動  

 

1 低滿意 2.4396 0.742 0.229 

2 高滿意 2.2768   

公民參與  

 

1 低滿意 2.2609 -1.53 0.063 

2 高滿意 2.5797   

數位近用之 

使用 

1 低滿意 2.6981 -0.479 0.316 

2 高滿意 2.8266   

*P<0.05, **P<0.01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進一步檢測不同滿意度的新住民在公民參與和資訊素養的子變項的 t 檢定，結果發現高滿

意度的新住民 (M=3.01) 在公民參與之「新住民相關的公民參與」項目的參與度高於低滿意度

的新住民 (M=2.30)，且達顯著差異(P=.003<.05)。 

表 4-45(公民參與與資訊素養子變項之 t 檢定分析) 

公民參與子構面 學歷 平均數 T 檢定 顯著性 差異比較 

新住民相關 
1 低滿意 2.3043 -2.778 0.003* 高滿意度>低滿意度 

2 高滿意 3.0189    

*P<0.0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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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4.4.3. 總結 

(1) 受過資訊素養課程的新住民在資訊素養的表現屬於中等表現，對他們上過的數位課程滿

意度高。近 5 成的新住民對於數位媒體的使用以及資訊獲取是活躍的，數位擁有來看仍

以手機為主要的媒介，手機的軟硬體操作也比電腦類來的熟悉。在網路素養上，他們懂得

網路搜尋，但在個資保護以及資訊真偽分辨上似乎有概念，卻仍不是最熟悉的項目。 

(2) 不同教育程度的新住民在資訊素養上有差異，有學歷越高資訊素養越高的現象，學歷背景

間的顯著性特別是大學學歷者優於國中學歷者，碩博學歷者優於國中學歷者。而在資訊素

養、軟硬體素養、網路素養三子項目表現同樣也有顯著現象，都有高學歷新住民表現高於

低學歷者，特別是都高於國中學歷者。 
(3) 不同城鄉的新住民在資訊素養有差別。「傳產市鎮」的新住民在資訊素養的表現弱。 

(4) 高滿意度的新住民在公民參與子構面中的「新住民相關的公民參與」顯著高於低滿意度

者。 

第五節 各學習成效與背景變項與各變項相關分析 

本案藉由相關分析判別學習成效以及新住民背景變項與社會活動、經濟活動、公民參與、

資訊素養、數位近用的相關性，以助於判讀研究結果的分析。 

4.5.1 學習成效與各變項之相關 

本研究成效變項包含認知的資訊素養以及情意的課程滿意度，因此也藉著分析與社會活動、

經濟活動、公民參與、資訊素養、數位近用的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觀察新住民學習成效和

各項變項間是否有線性關聯。 

新住民之學習成效以及社會活動、經濟活動、公民參與、數位近用之相關結果如下表，依

據吳明隆與張毓仁 (2018) 所提相關係數絕對值.4以下屬於低度相關，在.40 至.69 屬於中度相

關，.70 至.99 屬於高度相關。 

社會活動(0.257)、經濟活動(0.403)、公民參與(0.305)、數位近用之使用(0.471)與「資訊素養」

的關係，當中經濟活動以及數位近用之使用具有中度正相關，介於.203到.471間；社會活動以及

公民參與具低度正相關，介於.257到.304，且都達顯著。此結果推論「資訊素養」對於新住民在

經濟活動和數位近用使用具部分關聯性。較高的資訊素養水平可能促使新住民更積極參與經濟

活動並且更熟練地、更經常使用數位科技。「資訊素養」在新住民在社會活動和公民參與低度

正向關聯性，社會活動以及公民參與較為複雜，根據文獻指出影響公民參與的因素很多可能是

公民意識、公民身分取得、社會活動等(徐明莉、莊文忠，2020; 蕭揚基，2000)，故本案的資訊

素養可能是眾多因素的一部份，需進一步綜合分析以便解釋公民參與的影響因素。 

社會活動(0.074)、經濟活動(0.031)、數位近用之使用(0.028)與「課程滿意度」的相關性趨近

於 0，意味著課程滿意度對社會活動、經濟活動、數位近用之使用的影響相對小。此相關結果意

味著新住民情意滿意度可能不影響其社會活動、經濟活動的參與意願以及數位近用。而公民參

與和課程滿意度是低度顯著正相關(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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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參與、經濟活動、社會活動、數位近用的活動與資訊素養有正向且顯著性相關，意味

著新住民的資訊相關的認知知能，才能讓新住民自信地從事各項活動而非情意的認同度主導。  

參酌訪談資料，受訪者多數認為數位課程帶給他們的影響是正面的，且在社會活動、經濟

活動、公民參與、數位近用方面都有高度肯定，受訪者肯定自己各方面的表現都不錯是來自於

數位課程後帶來的改變，故資訊素養與技能的提升，對新住民有正面的影響。訪談中也見新住

民提及自己對各活動參與的自信心增加，可見認知技能的提升更能促使其活動的參與，所以即

使課程滿意度與各變項呈現無相關，仍有些人實際參與行動，只是這部分的人數比例仍不算高。 

Alliger 等 (1997) 的商務培訓研究結果指出工作行為改變與價值以及有用性的情意變項較

有關連，與喜好性滿意度的情意變項連結較低，故在質性訪談裡看出認為課程有價值者較能反

映在他們的行為改變上，對滿意度的連結仍未能完全代表價值性。 

表 4-46(新住民學習成效與四變項之相關分析) 

構面 社會活動 經濟活動 公民參與 數位近用之使用 

資訊素養 0.257* 0.403* 0.305* 0.471* 

滿意度 0.074 0.031 0.132* 0.028 

*P<0.05, **P<0.01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4.5.2 新住民背景變項 (教育程度與入台時間) 與各變項相關分析 

從新住民之教育程度、入台時間分析與社會活動、經濟活動、公民參與、資訊素養的相關

結果來看，下表顯示達統計顯著的是「教育程度與資訊素養」，呈現低度正相關 (r=0.22, P<.05)。 

入台時間與社會活動 (r=.13, p<.05) 和公民參與 (r=.14, p<.05) 也呈現顯著的正相關。意味

著新住民的學歷背景越高其資訊素養越高，入台時間越長其社會活動以及公民參與越活躍。 

表 4-47(教育程度、入台時間與四變項之相關分析) 

背景變項 社會活動 經濟活動 公民參與 資訊素養 數位近用之使用 

教育程度 0.07 0.10 -0.04 0.22* 0.094 

入台時間 0.13* 0.01 0.14* -0.04 -0.019* 

      *P<0.05, **P<0.01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4.5.3 各變項間相關性分析 

下表顯示 5 項變項彼此間都呈現顯著的正向相關性，意味著彼此間相互正向牽動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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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度相關性的有：「經濟活動與社會活動」、「公民參與與社會活動」、「公民參與與經

濟活動」、「資訊素養與經濟活動」、「數位近用之使用與資訊素養」。 

低度相關的有： 「資訊素養與社會活動」、「經濟活動與公民參與」、「數位使用與社會

活動」、「數位使用與經濟活動」、「數位使用與公民參與」。 

表 4-48(各變項間之相關性分析) 

 社會活動 經濟活動 公民參與 資訊素養 使用 

社會活動 1         

經濟活動 0.411* 1       

公民參與 0.453* 0.438* 1     

資訊素養 0.257* 0.403* 0.305* 1   

使用 0.157* 0.282* 0.295* 0.471* 1 

*P<0.05, **P<0.01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第六節 訪談分析 

本研究共訪談 30 人，訪談方式為一對一線上約訪，取得受訪對象同意後於訪談同時進行錄

音。訪談策略以鼓勵新住民暢所欲言為主，希望能收集到更多、更細緻的資料。由於訪談皆以

線上方式進行，訪談時會先說明研究單位及訪談主題，並提及問卷內容以喚起受訪者記憶。訪

問開始會詢問曾上過的課程、時數，確認受訪者為目標對象，而後依訪談大綱提問，以盡量不

打斷、離題時引導回主題為原則，實際訪談長度平均每場約 40 分鐘。 

訪談取樣之策略為：於有效問卷填寫者中，篩選出曾上過政府部門舉辦的資訊教育課程、

同時初步勾選願意受訪之對象；再依國籍分組，於各國籍中平均挑選對象聯絡並約訪。其中，

中國籍新住民因沒有語言隔閡且佔比最高，因此設定訪問人數於 10%以下，以避免訪談回應同

質性過高，排擠其他國籍受訪者意見之呈現。 

受訪談 30 位的基本背景資料如下。 

國籍分布，越南籍 18 人佔 60%；印尼籍 5 人佔 17%，馬來西亞 2 人、泰國 2 人、中國 2

人、柬埔寨 1 人(見下表)： 

居住分布，以南部（屏東、高雄、台南、雲林）14 人占 47%；北部（新北、桃園、新竹）

8 人為 27%；中部（台中、彰化）3 人 17%及東部（宜蘭）3 人 10%。 

入籍者 23 人(77%)，未入籍者 7 人(23%)。學歷背景中國中學歷者 11 人(37%)，高中學歷者

3 人(10%)，大學學歷者 8 人(27%)，碩博學歷者 5 人(17%)。故訪談者仍以入籍者多，約 4 成國

高中學歷，約 2 成碩博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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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時數來看，有 26 人 87%的人上過 10 小時以上的數位課程，4 位 14%的人上過 10 小時

以下的數位課程。 

表 4-49(受訪者入籍與否及學歷背景分布) 

變項 項目 人數 占比 ID 

國籍 

越南 18 60% 

R3, R6, R8, R11, R12, R15, R16, R18, 

R19, R21, R22, R23, R24, R25, R27, 

R28, R29, R30 

印尼 5 17% R5, R9, R10, R13, R14 

馬來西亞 2 7% R2, R26 

泰國 2 7% R4, R17 

中國 2 7% R7, R20 

柬埔寨 1 3% R1 

居住地 南 14 47% R2, R3, R8, R9, R11, R12, R15, R17, 

R20, R21, R24, R26, R27, R30 

北 8 27% R1, R4, R6, R7, R13, R14, R23, R28 

中 5 17% R5, R10, R18, R19, R25 

東 3 10% R16, R22, R29 

入籍與否 入籍者 23 77% R3, R4, R5, R6, R7, R8, R9, R10, 

R11, R12, R13, R14, R15, R16, R18, 

R21, R23, R24, R25, R27, R28, R29, 

R30 

未入籍者 7 23% R1, R2, R17, R19, R20, R22, R26 

學歷背景 國中 11 37% R4, R5, R8, R9, R10, R11, R12, R21, 

R22, R27, R29 

高中 3 10% R1, R6, R15, 

大學 8 27% R2, R7, R14, R17, R20, R23, R24, 

R26 

碩博士 5 17% R3, R16, R25, R28, R30 

未回應 3 10% R13, R18, R19 

上課時數 10 小時以下 4  13% R2, R10, R13, R29 

10 小時以上 26 

 

87% R1, R3, R4, R5, R6, R7, R8, R9, R11, 

R12, R14, R15, R16, R17, R18, R19, 

R20, R21, R22, R23, R24, R25, R26, 

R27, R28, R30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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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是 30 位受訪者背景資料 (居住地、入籍、教育程度、城鄉) 與國籍間的統整細節。30

位當中，來自南區較多 (14 人)、23 位已入籍、11 位國中學歷、13 位來自核心城市。 

表 4-50(受訪者基本資料) 

  國籍  

基本資料 越南 印尼 馬來西亞 泰國 中國 柬埔寨 總計 

居住地 

北 3 2 0 1 1 1 8 

中 3 2 0 0 0 0 5 

南 9 1 2 1 1 0 14 

東 3 0 0 0 0 0 3 

總計 18 5 2 2 2 1 30 

入籍 

入籍者 16 5 0 1 1 0 23 

未入籍 2 0 2 1 1 1 7 

總計 18 5 2 2 2 1 30 

教育程

度 

國中 7 3 0 1 0 0 11 

高中 2 0 0 0 0 1 3 

大學 2 1 2 1 2 0 8 

碩博士 5 0 0 0 0 0 5 

遺漏值 2 1 0 0 0 0 3 

總計 18 5 2 2 2 1 30 

時數 

10 小時以

下 
1 2 1 0 0 0 4 

10 小時以

上 
17 3 1 2 2 1 30 

總計 18 5 2 2 2 1 30 

城鄉 

核心 6 1 2 1 2 1 13 

傳產 6 2 0 1 0 0 9 

偏遠 6 2 0 0 0 0 8 

總計 18 5 2 2 2 1 30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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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結果分析: 

    訪談題目共分五大題，依次與資訊素養、數位近用、社會活動、經濟活動、公民參與相關，

訪談以中文進行，由訪談者說出題目並加以解釋、舉例，同時錄音紀錄受訪者回覆。以下為訪

談結果的回饋。 

4. 5. 1. 社會活動 

本大題主要探究參與資訊教育課程的新住民在社會活動參與方面是否受到影響。訪談問題

如下:  

您曾參與哪些的社會活動？ 

您認為在參與資訊教育課程前/後，您的資訊能力對於您參與的社會活動有何影響？ 

30 位受訪者當中有 29 人認為資訊教育課程對社會活動參與有影響，1 人 (R5) 認為沒有影

響。 

在社會活動方面，統計結果 (表 4-51) 顯示受訪者有以下改變，依據人數比例高低排序：(1)

由於搜尋能力及人際連結的提升使得資訊管道增加、(2) 有助於母國文化分享及母語教學應用、

(3) 能夠藉由資訊分享幫助其他新住民、(4) 具備數位能力增進新住民的自信心、(5) 能更廣泛地

接觸社會、(6) 具備自主報名活動能力及參與次數增加。 

沒有影響的受訪者中，R5 平日只參加臉書的社團買賣，並未參與其他社會活動，因此認為

沒有影響。 

表 4-51(社會活動訪談回覆統計) 

改變項目 人次 百分比 

資訊管道增加（搜尋能力/人際連結） 11 37% 

有助母國文化分享活動/母語教學 9 30% 

幫助其他新住民/資訊分享 6 20% 

增進自信心 4 13% 

更廣泛接觸社會 3 10% 

自主報名能力與次數增加 2 7%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資訊管道增加 

有 11 人 (R6, R7, R8, R10, R15, R17, R18, R21, R25, R27, R29) 認為課程後資訊管道增加，主

要來自於搜尋能力增加及課程帶來的人際連結。 

R1 提及人際關係帶來的影響： 

學習這些剛剛有提過學習都會認識很多朋友，還有老師啊，老師都是每個單位派來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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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1 提及有助搜尋課程或工作： 

上電腦，你就尋找還搜尋的，很快速找得到你需要的……假如你要上課……要找工

作，你就把關鍵字，他就出來…… 

助於母國文化分享及母語教學應用 

有 9 人 (R3, R9, R11, R13, R14, R16, R20, R28, R30) 認為課程有助於母國文化分享也有助應

用於母語教學中。 

R9 提及數位能力有助母國文化介紹： 

有時候我們要介紹文化……然後裡面是內容是在解釋什麼東西……我們會去找相關

的地方，圖片啊什麼，然後印出來，然後介紹文化這樣，很大的幫助啊。 

R14 提及 PPT 對於文化分享的重要性： 

譬如說，介紹印尼的文化……我就需要用到那個 ppt (Power point)，那這樣子 ppt 對

我來說就是說很實用。 

藉由資訊分享幫助其他新住民 

有 6 人 (R1, R12, R19, R22, R23, R25) 認為參與課程並分享課程資訊可以讓其他新住民也得

到學習的機會，對於其他人有實質幫助。 

R23 提及其他缺乏資訊的新住民需要分享： 

我們在越南很多人學歷也不差，然後社會交流也不差，為什麼在台灣不會給我們一

個平台跟發揮自己。 

增進自信心 

有 4 人 (R19, R23, R24, R26) 認為具備數位資訊能力有助於增加自信。 

R19 提及課程後學會很多東西： 

剛剛來因為還不熟悉，也怕很多事情，什麼都問他，現在減少一半多了，也是上電

腦課之後，我會很多。 

R26 提及課程帶來自信及效能： 

英文講說 more confident……做一個更有上進心，對個人有效能的。有效能，就是說，

我會這個、我會這個、我會這個……因為我會了就很方便，自己會這麼方便。 

更廣泛地接觸社會 

有 3 人 (R4, R19, R24) 認為具備數位資訊能力能更廣泛的接觸社會。 

R24 提及課程能帶來共同話題： 

就是你有參加過這個電腦課程，然後你知道你去那邊人家跟你講話啊，或者人家講

一個……就是你才能參加那個話題。 

自主報名活動及參與次數增加 

有 2 人認為具備數位資訊能力能在看到有興趣的課程時立即報名，因此能提高課程/活動參

與次數。 

R7 提及得到資訊後可以即時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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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起碼，我可以因為從參加電腦資訊後的話，讓我們可以，即時我們就可以 google

到關鍵字，得到我們想要的資訊……有時候看到我們想要上的課程，我就可以報名

了，這一點是很不錯。 

 整體看來，資訊課程對於新住民的社會參與具有正面作用。93% (28 人) 受訪者在不同層面

上認為數位資訊能力對於自己的社會參與有影響。最多人 (11 人) 答覆的資訊管道增加，無論訊

息來自自行搜尋或人際連結，都顯示課程帶來的大量訊息暴露對於新住民參與社會具有一定程

度有影響。此外，次人回覆 (9 人) 的母國文化分享及母語教學項目亦顯示可應用於日常活動的

實用性課程符合新住民需求，可增進社會參與。 

許多受訪者都提及加入課程群組得到更多課程、活動訊息及資訊分享對於參與更多課程之

正面效應，建議獎勵新住民邀請從未參與課程的朋友加入，藉由實際體驗及群組分享增加擴散

力，提高課程觸及範圍。 

4. 5. 2. 經濟活動 

本大題探究參與資訊教育課程的新住民在經濟活動方面是否受到影響，為強調與資訊能力

之關聯，此處專指線上經濟活動。訪談問題如下: 

您曾參與什麼樣的經濟活動？ 

您認為在參與資訊教育課程前/後，您的資訊能力對於您參與的經濟活動有何影響？ 

30 位受訪者中有 20 位認為資訊教育課程對經濟活動有影響；10 人認為沒有影響。 

在經濟活動方面，以下統計結果 

顯示受訪者有以下改變：(1) 開始線上購物或於線上購買/使用服務、(2) 線上搜尋、比價能

力提升、(3) 使用網路銀行及數位支付、(4) 進行線上經濟活動的判斷力與自信心提升、(5) 嘗試

使用直播軟體及線上販賣平台、(6) 使用免費下載服務。 

認為沒有影響的 10 位中，有 6 位 (R11, R12, R17, R20, R28, R30) 課程前已有線上經濟活

動，並非經由課程習得；有 4 位 (R5, R25, R26, R27) 認為沒有影響。 

表 4-52(經濟活動訪談回覆統計) 

改變項目 人次 百分比 

開始線上購物或使用服務（買） 15 50% 

搜尋、比價 6 20% 

網銀使用/數位支付 5 17% 

線上活動判斷力、自信提升 5 13% 

直播、使用販賣平台技巧（賣） 4 13% 

免費下載 2 7%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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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受訪者有以下改變：(1) 開始線上購物或於線上購買/使用服務、(2) 線上搜尋、比價能

力提升、(3) 使用網路銀行及數位支付、(4) 進行線上經濟活動的判斷力與自信心提升、(5) 嘗試

使用直播軟體及線上販賣平台、(6) 使用免費下載服務。 

認為沒有影響的 10 位中，有 6 位 (R11, R12, R17, R20, R28, R30) 課程前已有線上經濟活

動，並非經由課程習得；有 4 位 (R5, R25, R26, R27) 認為沒有影響。 

表 4-52(經濟活動訪談回覆統計) 

改變項目 人次 百分比 

開始線上購物或使用服務（買） 15 50% 

搜尋、比價 6 20% 

網銀使用/數位支付 5 17% 

線上活動判斷力、自信提升 5 13% 

直播、使用販賣平台技巧（賣） 4 13% 

免費下載 2 7%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開始線上購物或於線上購買/使用服務 

有 15 人 (R1, R2, R4, R6, R8, R9, R10, R13, R14, R15, R16, R18, R21, R22, R29) 提及資訊課

程後開始線上購物或使用電子服務，如食物外送、音樂下載、數位集點。 

R1 提及疫情期間網路購物及使用食物外送平台次數增加： 

因為我們沒辦法出去買了，所以都靠網路銷售東西或者是消費東西，……就比如我

想簡單一點不想做，我就叫 foodpanda 啊……網路很方便啦，不會比外面貴到哪裡。 

R16 提及網路購物主要買衣服及母語書籍： 

就是第一個是買衣服、第二個是買書。我常在博客來買書。對！就是越南語書。 

線上搜尋、比價能力提升 

有 6 人 (R6, R7, R10, R18, R21, R24) 在課程之後在購物前先於網路上搜尋產品、比價。 

R6 提及購物前會多方比較： 

也會知道有很多方法可以去計較，然後可以進去查，然後去比較。 

R18 提及在網路上比價及搜尋產品資訊： 

就會幫助我，可以比較價格，這樣就不會吃虧啊，可以找到一些資訊啊那個商品的

詳細功用是什麼什麼的，可以更了解。 

R24 提及購物前參考網路評價： 

因為你學過網路呀，現在網路上面你可以問 Google 姐姐……慢慢看下來哪些評論是

比較好的……我都會先去看那個比較多人推薦的，看哪個是我真正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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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網路銀行及數位支付 

有 5 人 (R8, R13, R18, R23, R29) 於課程後開始使用網路銀行及數位支付。 

R13 提及消費及付費方式改變： 

現在是網路購買啊，最方便的……現在可以用 Line Pay…… 

R29 提及不方便出門時會使用網路銀行： 

我如果是下雨天，或什麼不方便我才用，平常我都有那種習慣的，傳統方便就是在

ATM 那邊操作吧。 

進行線上經濟活動的判斷力與自信心提升 

有 5 人 (R1, R7, R14, R19, R23) 認為上過數位資訊課程後進行線上經濟活動的判斷力與自

信心提升。 

R14 認為老師課程示範後，對於網路購物的介面操作更有信心： 

老師講解後就敢放心按下去，也知道每個按鈕的意思。 

R23 提及參與課程能幫助提升使用上的自信： 

可能我馬上會學……你不一定會馬上用得到，之後遇到就喔這是我有學過，我來用

看看怎麼用，我覺得至少他有幫助你，就是把你自信會拿出來。 

嘗試使用直播軟體及線上販賣平台 

有 4 人 (R3, R4, R5, R6) 於參與數位資訊課程後，開始使用直播軟體以及線上販賣平台。 

R3 提及透過免費課程學到拍賣網站的使用方式： 

……在網路上找到一些課程，那個應該算網購的課程吧……會教你在露天阿，Yahoo

阿，然後怎麼去設一個平台……在網路上看你有興趣去賣一些…… 

使用免費下載服務 

有 2 人 (R9, R10) 提及參與數位資訊課程後，學會使用免費下載服務。 

R9 提及下載音樂到手機中： 

在 Google，一個軟體然後進來 MP3 下載，打開 Youtube，然後就下載……也是在上

課的時候，我特別去問老師，因為我想要把我的手機灌一些我喜歡的音樂。 

 認為課程沒有帶來影響的 10 位受訪者中，有 6 位(R11, R12, R17, R20, R28, R30)課程前或因

母國環境，或透過家人、朋友教導，已有線上經濟活動，並非經由課程習得；有 4 位 (R5, R25, 

R26, R27) 認為沒有影響。 

 R20 來台前已使用線上支付： 

其實就算我在台灣，大陸那邊一樣都是還是用線上支付……我覺得沒有什麼影響，

應該是說是習慣，因為它這個也不需要什麼網路的技能啊之類的。 

R5 自認駑鈍，請家人代為操作： 

我只是會用一張嘴叫我妹妹去操作…….比如說蝦皮阿，可以賣東西阿，我就把我們

家鄉的東西拿來賣這樣就會有人買……啊我自己本身是比較，說實在比較沒有讀書

的人，所以我笨笨的啦！ 

R26 提及遇過臉書詐騙，因此不信任網購，上課沒有影響經濟活動，只是為了得到概念： 

臉書我臉書已經不再買什麼東西了，因為被騙的多……電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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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沒有要參與的話，就大概有個概念就好了這樣子。 

由統計數字看來，數位資訊課程在經濟活動方面的影響較前面項目低，推測隨線上經濟發展，

少數新住民在母國已有數位經濟行為，同時日常生活中亦有許多接觸機會，並不一定要由課堂

中習得；此外，新住民進行線上經濟活動除需具備資訊能力，可能還需有獨立經濟能力；許多受

訪者提到曾遭遇/聽說網路詐騙，因此對線上經濟活動存有戒心，推測也是降低數位資訊課程對

經濟活動影響的原因。建議相關單位開課時可以加強網路詐騙手法解析，以避免新住民因不了

解而恐懼，同時也應區分課程難度，考量實際生活應用，以免課程不符需求，造成資源浪費。 

4. 5. 3. 公民參與 

本大題主要探究參與資訊教育課程後，新住民在公民參與方面是否受到影響，訪談問題如

下： 

您曾參與甚麼樣的公民活動？您認為在參與資訊教育課程前/後，您的資訊能力對於參與的公民

活動有何影響？ 

30位受訪者當中有 21人認為資訊教育課程對公民參與有影響；9人認為課程前後沒有差別。

30 位受訪者的入籍狀況與問卷收集的比例近似 (問卷樣本約莫七成的入籍者，三成未入籍者；

訪談樣本則為 77%入籍者與 23%未入籍者)。 

在公民參與方面，以下 30 人的訪談結果 (表 4-53) 顯示受訪者主要有以下改變：(1) 搜尋

能力及人際連結的提升使得公民參與資訊管道增加、(2) 因為具備資訊能力使得公民參與自信心

及自主參與機率提高、(3) 能夠藉由資訊分享幫助其他新住民、(4) 具有資訊能力因而開始關心

時事、(5) 資訊能力有助於分享母國文化及母語教學、(6) 對政府信任度增加。 

9 人之中 R2, R3, R4, R30 認為自己會參與公民活動，是因為活動內容與自身相關，和資訊能

力沒有關係；R16 認為公民參與中文能力較為相關而非資訊能力；R25 雖有公民參與，但並未明

確提及課程是否帶來影響；R27 認為自己的公民參與主要是以實作的義工活動為主，並不需要使

用資訊能力；R28 則大多以智慧型手機進行公民參與，但手機使用是自學而來，並非由課程習得。 

表 4-53(公民參與訪談回應統計) 

改變項目 人次 百分比 

公民參與資訊管道增加 (搜尋/人際連結) 16 53% 

公民參與自信心/自主性提高 9 30% 

開始關心時事 5 17% 

有助推廣母國文化分享活動/母語教學 2 7% 

對政府信任度增加 1 3%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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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參與資訊管道增加 

有 16 人 (R6, R7, R8, R9, R10, R11, R13, R14, R15, R17, R18, R21, R22, R24, R26, R29) 提及

課程後因搜尋能力及課程產生的人際連結，使得獲知資訊的管道增加，有助於公民參與。 

R7 為已入籍的新住民提及課程對資訊取得有正面幫助： 

我覺得還是蠻正面的，我在搜尋我想要的資訊方面，這一點，我覺得還蠻強的......不

斷的上課，就是我不斷的就有參加 line 群組......從賴的群組那邊就是有他們一些工

作人員 po 出來，其實資訊還滿多的啦。 

R14 為已入籍的新住民提及課程後公民參與增加，會關心候選人背景、參與投票： 

我會參加投票……有時候我們看了電視、新聞還是什麼，我們就想說去了解，因為

有一些我們不認識他嘛……我們就是上網去查，就是查他的經歷啊…...會想了解說

他曾經做過什麼事啦。 

公民參與自信心/自主性提高 

有 9 人 (R1, R7, R8, R15, R19, R20, R22, R23, R29) 參與課程後因能力提升、走出家庭得到

人際接觸，自覺公民參與的自信心增加，同時自主性也提高。 

R1 (未入籍者) 自豪時常受邀做經驗分享，同時因資訊能力可以提供資訊助人： 

一開始，就是自己去參與，這些現在都是被邀請去……以前是不懂我有去問別人，

我也要去學這些啊，現在學會了，現在就換我提供給別人。 

R15 (已入籍) 提及自行預約、申請補助的情況： 

我現在都自己可以在網路上要預約什麼像上次那個小朋友有那個補助，政府不是會

補助嗎？我都可以自己在網路上自己報名，然後就會領的到。 

開始關心時事 

有 5 人 (R14, R18, R21, R24, R26) 提及資訊教育課程後，掌握資訊能力較佳、資訊來源較

廣泛，變得開始關心時事。 

R18 為已入籍的新住民，提及看到新聞報導選舉，會自行搜尋： 

就會來聽一下、了解一下，就什麼時候投票、投票給誰，也會搜尋網路來了解。 

R24 為已入籍的新住民，提及主要公民活動是參與選舉，會主動關心候選人風評： 

例如我們現在要選一個那個里長，我們又不是住他的鄰居……就是你要去電腦上面要搜尋，

看人是怎麼樣。看留言說這個人怎麼樣……不然我們沒辦法知道那個人是怎麼樣的。 

有助於推廣母國文化及母語教學 

有 2 人 (R12, R22) 提及參與資訊教育課程後，對於分享母國文化及母語教學有幫助。 

R22 (未入籍者) 希望以自己資訊能力推廣母語： 

我們也希望就是說，那個自己的、那個第二代的能學到自己的母語嘛。然後也可以

不只我們那個第二代，還希望那個所有的台灣人，還有別的國家想要學到啊，我們

的那個越南語啊！……多一個語言是多好嘛！對不對？ 

對政府信任度增加 

有 1 人 (R23) 提及親身參與政府補助之資訊教育課程後，對於政府信任度提升。 

 R23 (入籍者) 因新住民福利政策對政府信任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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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可以預約借電腦啊、平板啊，不錯啊…..對政府有一點信任。我們有培訓過的會知

道可以借啊，但是比較要有人鼓勵，不然你都不知道真的還假的。 

此外，R2 (未入籍者) 雖沒有投票權，亦不認為自己的公民參與和資訊課程相關，但提及新住民

參與資訊課程及政府推行的公民活動能感受到政策是否為善意，進而影響到對政府、政黨的支

持度： 

有些新住民他是直接拿身分證的話，我相信應該是會有影響，因為如果政府推行的

善意不夠的話，我想新住民老師會感受到的，他覺得這個政黨很不錯，這一個政府

做得很不錯，當然會支持他，支持他以後有在選舉的話就會投他啦，對不對。 

公民參與項目中，21 人認為資訊教育課程對公民參與有正面影響，主要來自對資訊的掌握

(53%)，無論是自行搜尋或藉由群組傳播，顯見新住民暴露於越多資訊之中對於公民參與率的

提升越有幫助。新住民因課程而具備資訊能力，不再需要事事仰賴他人，有助提高新住民自信

心及自主性進而認可自己參與公民活動之資格，提升參與率。由訪談中也發現，大多數新住民

關注的事項多與政府補助、免費課程資訊等新住民福利政策有關，此一現象與公民參與子項目

的量化統計結果相符。 

同時，幾位入籍新住民也表示其公民權利與義務，如關心政治人物或候選人的資訊、投票

資訊、政策的資訊等，從訪談中亦能窺視出入籍新住民由數位資訊的搜尋來增加對公民權利義

務資訊的取得。不少新住民也表示自己會幫助其他新住民及關心、參與時事，這些行為亦能再

度增進自信心，形成正向循環。雖然量化數據顯示新住民的整體公民參與偏低，然訪談中仍能

看出有入籍的新住民在公民的權利義務上有所不同。 

依據以上的結果，建議課程安排上可以納入與新住民切身相關的公民參與之實際操作，如

補助申請、疫苗登記、網路連署等，讓公民參與資訊擴散，藉由新住民之間強大的社群傳播連

結外擴，其公民參與應可獲得更大幅度之提升。 

4. 5. 4. 資訊素養:新住民表示搜尋資訊能力提升、生活便利、文化交流更多元 

訪談問題從整體至三子面向媒體素養、數位軟硬體素養、網路素養來詢問，本大題主要探

究參與資訊教育課程後的新住民在資訊素養狀況以及其媒體素養、軟硬體素養、網路素養三方

面的改變。 

您認為自己在參與資訊教育課程前/後的資訊素養變化如何？ 

a. 媒體素養(搜尋與使用數位傳媒、從數位傳媒中學習獲得知識、分辨內容真偽、製作

內容) 有何不同？ 

b. 數位軟硬體素養(利用數位工具來解決問題的能力，數位軟硬體包含電腦、手機、平

板以及其相關的軟體、視訊、雲端 APP) 有何不同？ 

c. 網路素養 (網路搜尋，取得線上課程資訊，管理網路資訊，網路個人資訊規範，保

護個人資訊以及對於網路的資訊倫理的知識能力) 有何不同？ 

從整體訪談資料來看，30 人之中有 29 人認為資訊教育課程的確帶來資訊素養的改變，而

其中的 11 人更正面的肯定他們資訊素養的提升；僅 1 人 (R5) 認為課程前後沒有變化，原因是

受訪者工作很忙、國字不通、僅使用手機的 line 功能。除了 R5 以外，其餘新住民對自己的資訊

素養的改變是正面肯定的。  



第四章  資料與分析 

  75  

 

進一步分析受訪者資訊素養的子構面 (媒體素養、軟硬體素養、網路素養三面向) 的回

饋： 

1-1. 在媒體素養方面，以下統計結果 (表 4-54) 顯示受訪者的媒體素養在三部分的改變較為

明確：(1) 提防真假訊息與分辨的敏銳與自信度、(2) 搜尋訊息的管道知能、(3) 不散播

可疑訊息的認知。 

表 4-54(媒體素養訪談回應統計) 

項目 人次 百分比 

真假訊息的提防與分辨的敏銳與自信度 14 47% 

搜尋訊息的管道知能 9 30% 

不散播可疑訊息的認知 3 10%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真假訊息分辨的敏銳與自信度 

有 14 人 (R1, R2, R8, R9, R10, R11, R13, R15, R16, R20, R22, R23, R25, R26) 認為自己對於

假訊息的提防與分辨能力題提升，是媒體素養中近半數受訪者最肯定自己變化最多的項目。對

於存疑的資訊，受訪者會主動搜尋、比對不同訊息來源，以判斷真假，且對於判別資訊真偽的

能力信心大增。以下引自受訪者所言可印證其對資訊真偽的辨識能力提升。 

R1 提到對於網上資訊會主動搜尋判斷訊息真假與「美玉姨」： 

還有我不明白的東西，我都會問 google 問他這東西到底真假的，他都會跟你說，

自己去判斷嘛……我覺得這個訊息好像不太對，覺得好像是假，但我想要跟人家說，

我用嘴巴說，人家也不會相信。然後我找證據，就上網說什麼功能可以分辨這些真

假，它就跳出了這個功能，我就下載起來用了。 

R23 對於網路假消息的判斷很有自信： 

就是蠻有自信，而且一些你需要找的很快就會給你答案，你還要知道是對還是

錯……問這個人他講這樣，別人又這樣講，那用網路搜尋的話可以看多少人會怎麼

說，而且搜尋資料正確也百分之七、八十，然後加上自己的判斷結果會出來。 

搜尋訊息的管道 

有 9 人 (R6, R7, R19, R21, R24, R25, R28, R29, R30) 表示因為上課，得知更多搜尋資訊管道、

提升搜尋能力，也更進化為資訊搜尋的分享資訊者。資訊課程後，受訪者增加搜尋資訊管道知

識，含學到搜尋關鍵字、搜尋格式，提升搜尋效率 (R7, R24)；更進一步改變了對待資訊的行為，

從等待他人提供資訊的「接受者」成為主動搜尋的資訊「分享者」(R19)。以下引自受訪者所言。 

R7 提及學到搜尋關鍵字、搜尋格式利用以提升搜尋效率： 

我覺得在 google 方面的話，因為老師他會講了一些重點，就是說，我們要搜索方

便的話，我們就要抓關鍵字嘛，他會有這些符號格式嘛……就可以減少我們搜尋

的時間，效率提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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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4 提及學到搜尋效率提升： 

如果你學過的話，你就直接有點像，沒有繞遠路，直接可以到達到你那個地方。 

R19 提及成為主動搜尋的資訊分享者： 

我在越南很少用那個網路，朋友講出來才去找，那樣子。現在是從我上課後是主

動去找然後分享給朋友，不是他們分享給我。 

不散播可疑訊息的認知 

有 3 人 ( R2, R12, R27 ) 對於假訊息採取較被動之應對方法，因為難以分辨訊息真假，乾脆

就不轉傳 (R2, R12)，或只看自己需要的部分，其餘直接忽略 (R27)，此亦顯示新住民對網路消

息傳播的謹慎度的提升，對於自己所需的訊息有更明確的認知能力。 

R27 提及資訊真偽的敏感度： 

其實半信半疑啦……，那如果想說，這個可能就是可能是偏的，或是不實的，那一

些就想說，就不理它。 

1-2. 在數位軟硬體素養方面，由受訪者答覆歸納出表 4-55，顯示受訪者的數位軟硬體素養有

以下改變：(1) MS Office 應用能力提升、(2) 學習內容有助於母語教學及母國文化分享、

(3) 數位軟硬體使用熟悉度提升、(4) 生活便利度因數位支付、雲端儲存、地圖等習得項

目得到提升。 

表 4-55(數位軟硬體素養訪談回應統計) 

改變項目 人次 百分比 

MS Office 應用 11 37% 

有助母語教學、母國文化分享 8 27% 

數位軟硬體熟悉度提升 7 23% 

提升生活便利度 

（數位支付、雲端儲存、地圖等） 
6 20% 

沒有改變 1 3%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MS Office 應用能力提升 

有 11 人認爲課程後 Microsoft Office 的應用有所增進，在工作 (R1, R6, R13, R14, R15, R16, 

R20, R29)、生活 (R10, R13, R17 )、求學方面 (R7) 都帶來具體的幫助。 

R6 提到可以獨立製作文件： 

現在有學過之後就很容易會照做了，就可以自己去建檔自己做文件……以前還沒

學過，都不懂，就只會簡單的，要麻煩同事幫忙，可是有學過之後就可以自己來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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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7 提及上課做報告得心應手： 

電腦的話，如果說有時候，之前像有時候上課，像我們有時候要做報告方面的話，

我應該是比較駕輕就熟啦，做得比較得心應手這樣。 

數位課程學習內容讓母語教學及母國文化分享的方式更多元 

受訪者中有許多人受過母語教師培訓或參與各協會舉辦的新住民文化分享活動，8 人認為課

程中學到的知識例如 PPT、Word、教學遊戲 APP (R2, R3, R4, R9, R25, R27) 等，有助於母語教

學；參與協會舉辦的活動時，PPT 製作也有助於母國文化分享 (R12, R16)。 

R9 利用 Word 製作教學圖卡： 

那個幫助是，我現在在教母語教室，就是印尼語課在學校，所以我有時候會做一些

圖片啊、圖卡啊、詞彙卡，就是利用 Word 打的。 

R16 製作 PPT 進行母國文化宣導： 

還有去宣導文化的時候，我們就學做那個 PPT。 

數位軟硬體使用熟悉度提升 

有 7 人經由課程提升數位軟硬體使用熟悉度。電腦軟體方面包含 MS Office、會議軟

體、e-mail、google form 等網站操作 (R12, R25, R26)；電腦硬體方面如中文版介面操作熟

悉度提升 (R22, R24)，此外還有手機軟體應用能力提升 (R18, R19)。 

R25 提及網站應用： 

有上過電腦課，只是說，那時候就是沒有去運用它，後來……像一些課程啊，Google

課表啊那些，我們就是有一些上課要報名啊，還是問卷，後來我們就是慢慢就會使

用，這樣好像依賴性比較高了。 

R22 在硬體操作方面較之前熟悉： 

因為中文不是那麼好的關係，對，就是要多多學習就對了，而且要多摸、多摸摸！

嘿！手多摸摸才會比較順啦。 

R19 新增下載許多 app： 

我也下載很多那個 APP，因為以前只知道上 Google 找而已……那個 APP 公車我也

下載下來，然後自己看怎麼搭哪台。 

生活便利度提升 

6 人認為經由手機或電腦課程學習到的技能對於生活便利度產生實質影響。包含課程查找

(R8)、雲端儲存 (R11)、數位支付 (R13)、導航及地圖 (R18, R19, R30)、資料傳送 (R30)。 

R11 學會利用雲端儲存： 

現在就是說可以上課之後我就可以存在那個 Google 的雲端，那個可以存比較多，時

間比較長，可以放。 

R13 學會使用數位支付： 

因為現在 Line Pay，我們在社會上，很有用啊，所以每一個步驟、每一個步驟都要、

都要會啊，才可以使用到啊，對。 

R18 因爲 google map 可以自由前往任何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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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是不知道用手機 google map，現在我都會，然後以前去哪裡哪個地方，我都

不會，不敢自己一個人去，現在我可以用，自己用手機導航，去哪個地方都可以，

那個是很大的幫助。 

R30 提及資料傳輸變得方便： 

像一些資料以前就是不太會用……那現在會用的話就覺得很方便啊，直接可以操作

就可以傳出去……以前要跑到 Seven 去傳真……其實對生活上就方便很多了。 

此外，有 1 人 (R28) 認為參加的課程太過基礎，課程內容本來就已經會了，因此沒有改變。 

1-3. 在網路素養方面，以下統計結果 (表 4-56) 顯示受訪者的網路素養有以下改變：(1) 個

資保護意識的產生、(2) 尊重他人智慧財產權、(3) 搜尋及管理資訊的能力提高、(4) 注

重資訊安全。 

表 4-56(網路素養訪談回應統計) 

改變項目 人次 百分比 

具有個資保護意識 13 4% 

尊重智慧財產權 5 17% 

搜尋、管理資訊能力提高（關鍵字、搜尋格式等） 4 13% 

資訊安全（預防中毒） 3 10% 

沒改變 1 3%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個資保護意識的產生 

有 13 人認為參與課程帶來個資保護意識，學得預防個資洩漏 (R7, R9, R10, R11, R12, R14, 

R15, R19, R20, R21, R22, R24, R26) 例如定期換新密碼 (R12)、使用公共電腦後清除瀏覽記錄 

(R7)。 

R19 提及不輕易洩漏個資以避免外傳： 

……我才覺得更了解，我不要給我的個人的資料給別人。連朋友，你也許說朋友一

個群組，如果他不小心給他的朋友，不是我的朋友，然後他分享，又很多人知道。 

R12 提及時常更換密碼： 

個人資料啊，就是可能你第一個你不能隨便給人家……然後第二個就是密碼，你要

常常換！ 

R7 提到使用公共電腦要清除瀏覽記錄： 

如果說我們去用到公共電腦的話……老師有提醒我們在瀏覽紀錄那邊就要清除，這

是保護觀念……我們之前是沒有這個常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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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 

有 5 人認為課程後智慧財產權相關知識增加，知道尊重他人版權，引用要獲得同意並註明出

處 (R2, R18, R25, R27, R29)。 

R2 提及加註出處： 

網路的什麼照片啊或者是資訊，然後特別要備註一下，就是把他的影片啊什麼那出

處備註一下，不要隨便亂擷取別人的影片，畢竟也是別人的智慧財產權。 

R18 提及版權及加註出處： 

我會知道，那個有一些版權，就不可以直接直接說我們的，假如說要傳他們的就要

說我從哪裡哪裡找到這個，這是誰的要備註一下。 

搜尋、管理資訊能力提高及資訊安全 

有 4 人認為課程後自己的搜尋及管理資訊能力提高 (R6, R7, R11, R21)，並知道使用關鍵字

及搜尋格式讓搜尋更快更精準 (R7, R21)。3 人更注重資訊安全，預防電腦中毒的意識提升，對

不明連結提高警覺 (R1, R8, R14)。 

R8 提及不點不明連結： 

有啊，有很大很大的差別……還沒學的時候就什麼都點進去了，現在有老師有教，

我們知道是哪一個是可以點哪個不能點。 

網路素養方面僅有一位受訪者 (R16) 認為課程沒有帶來改變。受訪者因為害怕忘記密碼因

此不會定期更改密碼、曾經被盜過 Facebook 帳號，所以認為自己的個資保護能力仍然不好。 

整體而言，資訊教育課程對於新住民的資訊素養是有正向幫助的 30 位中 29 位 (97%) 受訪

者自認在不同面向上都有進步或改變。媒體素養方面，受訪者在假訊息提防與分辨有最多改變；

數位軟硬體素養方面則以 Microsoft Office 的應用改變最多；同時在網路素養方面以個資保護意

識提升的改變最大，顯見內政部補助資訊教育課程除實用、知識性內容外亦教導概念，對於已有

電腦或手機平板操作基礎的新住民來說，雖然知識方面內容較為初階，但仍有素養上改變。 

建議開課單位應加強新住民資訊程度區分，建議相應難度的課程，同時課程應有延續性，以便已

具有基礎能力及參與過初級課程的新住民能循序漸進升級，避免課程內容過易，如受訪者 R28，

因過於簡單的課程以至沒有感受到課程帶來的改變，如此也能避免課程資源的浪費。 

4. 5. 5. 數位近用的提升，促使生活更便利與人際連結 

本大題主要探究參與資訊教育課程的新住民在數位近用方面是否有任何改變？包括使用的

資訊設備、軟體或網站等因課程而帶來之改變。訪談題目如下： 

您認為自己在參與資訊教育課程前/後，取得數位資訊/資源的管道有何變化？ 

整體而言，30 人之中有 28 人認為資訊教育課程的確帶來數位近用的改變，僅 2 人 (R5, R28)

認為沒有差別。R5 自述對於網路使用頻率不高、對取得網路資源的管道不太了解；R28 認為參

加的課程太過基礎，未帶來任何改變。然多數人對自己的改變是正面肯定的。 

綜合受訪者在軟體及硬體使用方面的改變，統整出以下統計結果 (表 4-57)，顯示受訪者的

數位近用有以下改變，依據人數比例排序如下：(1) 使用的軟體以及網站增加、(2) 軟硬體操作

效率及頻率提升、(3) 經由擴大人際連結得到更多資訊、(4) 使用的資訊裝置改變或增加、(5) 在

已具備的基礎上更加深入廣泛的學習、(6) 由被動轉為主動搜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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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7(數位近用訪談回覆統計) 

改變項目 人次 百分比 

提高網路資訊的使用 
19 63% 

軟硬體操作效率、頻率提升 10 33% 

社群媒體得到更多資訊與人際連結 6 20% 

使用的裝置改變或增加 (硬體) 5 17% 

在原有基礎上更深化 4 13% 

由被動轉主動搜尋資訊 2 7%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提高網路資訊的使用 

有 19 人認為自己會使用的軟體 (含 APP) 及網站平台增加，包含軟體的取得及應用皆有改

變 (R2, R3, R4, R6, R8, R9, R13, R14, R15, R16, R18, R19, R20, R23, R26, R29, R30)。 

R18 提及下載中文學習 APP： 

有改變啊……下載一些一些軟體在手機裡面……像我下載學中文的，下載那個字典

嘛。 

R2 提及應用課程內容於母語教學上： 

當然這一定是自然會有的啦，因為提的越多，你總是要試試，看你會不會設計……

一套遊戲測試小朋友他的詞彙…… 

R4 提及學到新的網頁平台： 

像我們上課，現在我們都會用什麼，Webex，那些之前我沒有看也沒有聽過，上課之

後，我才知道。 

R25 提及使用及依賴 google 各式表單： 

像一些課程啊，Google 課表啊那些，我們就是有一些上課要報名啊、還是問卷，後

來我們就是慢慢、就會使用，這樣好像依賴性比較高了。 

R6 提及搜尋資訊的管道增加： 

除了 Google 還可以用那叫什麼？FB 阿，還是用那個叫什麼？我突然忘記了...阿，

Youtube！ 

R11 表示開始使用雲端儲存： 

上課之後我就可以存在那個 Google 的雲端，那個可以存比較多，時間比較長，可以

放。 

軟硬體操作效率及頻率提升 

受訪者中，有 10 人 (R10, R15, R16, R19, R20, R21, R22, R24, R26, R27) 認為自己軟硬體操

作效率、使用頻率提升，由訪談內容可看出依所上課程內容不同，受訪人有不同之行為改變。 

R24 提及裝置之間的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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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機跟筆電，我都會給他同步。所以，那個筆電有什麼事情、有什麼程式，我都

會把它跟那個手機一起的。 

R27 提及手機與電腦的不同功能與使用情境： 

各有優點的，就是電腦有他的那個…那手機也是很方便，但是有時候也還是需要用

到電腦… 

R19 提及手機網路的便利： 

以前我什麼都操作在電腦，偶而出去才拿手機，現在連家裡，好像幾個月都沒有開

到電腦，什麼都在手機。 

經由社群媒體得到更多資訊與連結 

有 6 人 (R1, R2, R3, R7, R20, R30) 提出自己因課程增加人際連結，課程群組中流傳的訊息

成為主要資訊來源。或來自學習教師、或來自課程中認識的其他新住民，以 R1 及 R20 為例： 

R1 提及群組、朋友轉傳： 

看到一些臉書的從 line 群組的朋友、朋友轉傳，這樣得知的，還有各單位，還有你

出去參加一些課程，都會有朋友、有老師，有一些貴人，他都會跟你說。 

R20 提及老師的推薦： 

那有參加一些課程，就是在老師推薦有什麼好用的軟體，要我們會去下載它，導師推薦的

一些軟體，那相對的就範圍會比較廣一點。 

使用的資訊裝置改變或增加 

有 5 人 (R3, R14, R18, R22, R27) 提到自己因課程而添購硬體設備 (R14, R18) 或改變了使

用的裝置，由只會用手機轉變為懂的利用電腦 (R3, R22, R27)。 

R18 上課後添購了電腦： 

上完課就有買了一台電腦然後也是常常操作看看怎麼樣，也很有幫助。 

R27 由電腦零基礎到可以使用電腦及筆記型電腦備課： 

全部從零開始，因為之前我們在越南根本沒有電腦可以上……後來才開始去上……

那去學校的話，這是他們也有電腦給我們備用……我們帶筆電去那邊用 PPT……都

還蠻方便的，我們就工作更輕鬆。 

在已具備的基礎上更深入廣泛的學習 

有 4 人在上課前已具有一定的數位基礎，上課並未學得新項目，但在原本就會的基礎上得到

更深的知識及技巧 (R11, R12, R17, R25)。 

R12 提及電腦技能在台灣變得更熟悉，並有助於工作 (從事網路行銷)： 

譬如說，會做 Word 檔或者做 Powerpoint 檔，……你自己軟體都會有進步啊，你如

何去做一個影片、簡介阿，或是一個照片的那個影片，都有辦法去做。 

R17 認為課程仍能帶來收穫： 

基本上對我而言，這個課程沒有變得讓我用電腦的技能升階到很多很多，但是我會

有收穫，就是有一些東西我不知道然後我去上課……有更了解一些東西啦。 

由被動轉為主動搜尋資訊 

有 2 人在課程後由被動的接收資訊轉而主動搜尋所需資訊 (R1, R14)。 

R1 提及不需要再依賴先生提供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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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就是從先生跟我們說……後來慢慢慢慢的到現在都是自己會了，就不需要他了。 

R14 可以自行搜尋、複習課程內容： 

有時候可能我回來我忘記當時老師教的是什麼方式……就是在 Youtube，我就尋找

那個方式，怎麼樣操作，那我在我在用那個 Office 的時候就是簡單多了。 

此外，有 2 人表示課程並未帶來改變 (R5, R28)。 

R28 認為課程太過基礎： 

我個人的話因為我比他教的比較會了，他教太基礎了，所以對我個人來說是沒有幫

助。 

由分析結果得知，參與資訊教育課程的新住民在數位近用方面的改變主要產生於軟體方面

(63%)，包含使用的軟體 (含 APP)、網站平台增加，以及軟體應用更加多元與嫻熟。硬體方面影

響人次較少 (17%)，推測添購、改善器材牽涉到較高花費，因此工作及生活有持續需求才會新增

設備，較不易因課程而購買，若對於有需求的新住民提供免費軟硬體租借，應有助延續課程學習

成果。而參與課程附帶而來的人際連結，亦會對課程後的資訊來源、持續學習帶來一定程度的拉

力。此外，有 4 人在上課前已具有一定的數位基礎，上課並未學得新項目，雖參與課程仍有複

習、深化的效果，但若能提供符合學員程度的課程或於課前提供足夠的內容說明以排除不合適

對象，應可使資源投放更具效率。 

總結訪談資料，最多人認同受課程影響而有正向改變之項目依序為：資訊素養 (29 人)、社

會活動 (28 人)、數位近用 (28 人)、公民參與 (21 人)、經濟活動 (20 人)，這樣的排序與敘述

性分析結果大致相符，顯示新住民在公民參與與經濟活動上確實活躍度較低。 

在資料搜集過程中發現，目前提供新住民免費課程中，包含有資訊教育課程的單位主要有

內政部移民署及教育部國教署，兩者提供之課程主題、內容及目的不同。受訪者於兩單位的數

位課程都上過，從受訪者口中得知內政部移民署提供之課程主題較為基礎、生活化，除基礎電

腦課程外亦有許多手機、直播、影像編輯等實用性主題；教育部國教署則提供新住民母語師資

培訓課程，系列課程中包括數位軟硬體教學應用。在教學成效上，訪談中許多人提到內政部移

民署辦理之各式課程讓數位能力在生活應用上有正面影響，例如搜尋能力增加、數位支付、個

資保護、數位軟硬體應用等；參與母語教師培訓之受訪者則多著重 Microsoft Word、Powerpoint

及數位教學 APP 技巧之提升應用。對於自身數位能力之說明，多數人皆只能說出自己已學會

什麼、上過什麼課，對於自身程度較欠缺具體之指標，建議可建立數位學習能力分級表，對應

相關課程，讓新住民能按圖索驥，逐步向上學習。同時與教育部國教署之母語教師培訓課程建

立對接之門檻，在培養出基礎能力後新住民可銜接教育部國教署之母語教學教師培訓，該課程

主力為語言教師培訓，對於電腦教學技巧及教學軟體應用有較高之要求，具有數位基礎能力之

新住民加入課程有助專注於語言教學技巧培訓，可提升培訓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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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發現與結論 

本案研究對象為上過新住民之資訊素養課程者，依據此條件，自 2021 年初到 2022 年底期間，

共收集 285 份有效問卷，並從中邀請 30 人進行訪談。 

發現 

(1) 本研究取樣的新住民是受過政府部門的數位課程訓練者，從背景資料來看，具有以下特

質：97%是女性，半數以上 (59%) 是國、高中的學歷，3 成左右是大學以上學歷。國籍

遍布 13 國，人數占比排序是越南、中港澳籍、印尼籍、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緬甸、

柬埔寨、日、韓、汶萊、墨西哥。且受試者中文程度流利，非中文母語者之學習中文時

間平均有 11 年以上，有 7 成的新住民已經入籍台灣，入台的平均時間約莫 15 年，不少

人已來台 20 年了。7 成的受試者來自核心都市 、一般都市 、新興市鎮。4 成的新住民

受數位課程訓練的時數 10 小時以下，5 成左右新住民受 10 小時以上數位課程的訓練。 

(2) 根據問卷背景資料，285 位新住民過半數左右受過 10 小時以上課程訓練，約 4 成上過 10

小時以下的課程，這些數位課程對新住民社會活動、數位近用的影響，表現是中度程度，

公民參與、經濟活動的表現是中下程度。從社會活動結果得知約莫 3-4 成的新住民較為

高頻率從事社會活動，而類型包含學習型、休閒類、職能型。  

(3) 9 成 9 的新住民擁有手機，電腦及平板擁有率明顯低於手機，分別為 74%及 51%。新住

民也表示對於電子商務之學習興趣高昂，然對電商軟體操作並不頻繁，推測為不熟悉之

故。新住民之數位擁有情況可提供開課單位參考，根據新住民的數位近用的情況設計開

課主題，可提高課程以及新住民生活的應用度。 

(4) 3-4 成新住民高度活躍於經濟活動以及公民參與，高頻率的從事經濟活動如網路比價、電

子會員集點、網路銀行的使用。15 位訪談者表示上完數位課程後，開始線上購物或於線

上購買/使用服務如食物外送、音樂下載、數位集點；6 位訪談者也提及自己在購物前也

會開始線上搜尋、比價；5 位訪談者提及開始使用網路銀行及數位支付，此結果正與問卷

的前三項經濟活動是相互佐證。就 109 年的〈新住民數位發展現況與需求調查報告〉的

資料顯示有 5 成左右的新住民已知曉上網搜尋商品與購物的行為，但對於網路銀行較不

熟悉 (28.5%)，本研究中的新住民對網路銀行的熟悉度提高至 3 成。 

    高頻率公民參與的活躍型新住民約 3 成，新住民關注與新住民本身直接相關的公民

參與較多一些。約莫 3 成的新住民較活躍於新住民相關的公民參與，關注於新住民家庭

生活照顧資訊、新住民政策、新住民子女教育的資訊。而多數的新住民在公民參與都屬

於較為靜態的關注，主動的參與或是討論的作法較少。就 109 年的〈新住民數位發展現

況與需求調查報告〉的資料顯示只有 3.1%的新住民有網路公民參與的行為，本研究有 3

成的新住民很活躍，提升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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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各變項與 109 年新住民數位發展現況與需求調查報告之活躍度比較) 

變項 活躍項目 百分比 109 年的〈新住民數位發展現

況與需求調查報告〉 

社會活動 學習型、休閒類、職能型。  3-4 成  

數位近用 數位使用: 網路、社群媒體 6 成  

經濟活動 網路比價、電子會員集點、網路銀行的使用 3-4 成 59.9% 上網搜尋商品 

28.5% 網路銀行 

56.7% 網路購物 

公民參與 新住民家庭生活照顧資訊、新住民政策、新住

民子女教育的資訊 

3 成 3.1% 網路公民參與 

    總體來看，上過數位課程的新住民從事四類活動的情況是屬於中度至中下程度，從

活躍從事活動的新住民占比來看，僅 3-4 成的比例可得知。 

(5) 從不同背景的新住民來分析各變項時，發現居住地區、入籍身分、國籍、城鄉有顯著性。

其中「不同居住地」、「不同國籍」、「不同城鄉」在「數位近用」有顯著差異。「入籍

身分」在「公民參與」有顯著差異。 

    國籍來說，印尼籍的新住民整體表現較其他國籍新住民的數位近用表現弱。本案之

印尼籍新住民的國高中學歷的比例高，推測是學歷造成印尼籍數位近用弱，雖然 109 年

的〈新住民數位發展現況與需求調查報告〉的資料顯示印尼籍的新住民確實學歷偏低，

也影響其數位近用，與本研究結果近似，但仍需未來有更多調查資料證實是否印尼籍的

新住民的數位近用較弱。  

    城鄉來說，「一般鄉鎮」的新住民在數位近用的表現最好且有顯著差異，且「一般

鄉鎮」的新住民從平均數數值來看，在社會活動、經濟活動、公民參與表現活躍於其他

地區新住民，「偏鄉與高齡鄉鎮」的新住民在社會活動、經濟活動、公民參與表現較弱。             

    區域來說，全台排序高低是中區、東區、南區、北區，中部地區新住民數位近用達

顯著優於北部新住民，推測原因是中部地區印尼的新住民占比稍低 (4%) 於北部的 7%，

且數位使用表現較好的一般鄉鎮者在中部地區有 6 名，而北部地區沒有一般鄉鎮者。推

測數位近用的表現高低可能受印尼籍占比以及一般鄉鎮人數占比影響。東部地區分布於

一般鄉鎮者佔 64% (9 位)，其餘為一般都市、偏鄉與高齡化鄉鎮各佔 14% (各 2 位)，符

合一般鄉鎮新住民於數位近用表現最好的現象。 

   「入籍身分」在公民參與有顯著差異，且入籍者的公民參與頻率高於未入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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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各變項之差異比較與原因) 

背景變項 顯著差異變項 差異比較 原因 

地區 數位近用 
數位近用清況:中區>東>南>北 

顯著性:中區優於北區 

中部地區的印尼之新住民

占比稍低且有一般鄉鎮

者，可能是數位近用弱之

因。 

入籍 公民參與 入籍者優於未入籍者 
入籍者對自己公民身分的

認同 

原生國籍 數位近用 

馬來西亞>泰國>其他>中港>越

南>菲律賓>印尼 

印尼籍最弱並與其他國籍都呈

現差異 

印尼籍新住民國高中學歷

比例高 (達 79.1%) 且來自

一般鄉鎮者少 (僅 14%)。這

兩者可能是造成印尼籍數

位近用弱之因。 

城鄉 數位近用 

「一般鄉鎮」新住民表現最

好，優於其他 5 組城鄉。 

「偏鄉與高齡化鄉鎮」的新住

民在數位近用的表現較弱。 

北區無來自一般鄉鎮的新

住民，一般鄉鎮者都來自

中、東、南區。 

偏鄉者與高齡鄉鎮者多數

國高中新住民 (80%)。 

(6) 學習成效包含認知層面的資訊素養以及情意層面的課程滿意度。受過資訊素養課程的新

住民在資訊素養的表現屬於中等程度，他們對上過的數位課程滿意度高。近 5 成的新住

民對於數位媒體的使用以及資訊獲取是活躍的，以手機為主要的媒介，手機的軟硬體操

作也比電腦類來的熟悉。他們懂得網路搜尋，但在個資的保護以及資訊真偽似乎有概念，

但仍不是最熟悉的項目。 

(7) 新住民資訊素養的成效受到學歷、城鄉的影響，而課程滿意度都不影響他們在資訊素養

的表現。細節如下:  

學歷越高資訊素養越高的現象，學歷背景間的顯著性特別是大學學歷者優於國中學歷者， 

碩博學歷者優於大學學歷者。而在資訊素養、軟硬體素養、網路素養三子項目表現同樣

也有顯著現象，都有高學歷新住民表現高於低學歷者，特別是都高於國中學歷者。 

城鄉來看，新住民在資訊素養有顯著差異。在「傳產市鎮」的新住民在資訊素養的表現

弱且更弱於「高齡與偏鄉」新住民。「一般鄉鎮」的新住民的表現較為亮眼。 

(8) 課程滿意度高低在社會活動、經濟活動、公民參與、數位近用上也沒有造成任何差異。

除了公民參與低度相關外，滿意度與各變項 (社會活動、經濟活動、數位近用) 趨近於 0，

意味著課程滿意度對社會活動、經濟活動、數位近用之使用的影響相對小。而公民參與

和課程滿意度是低度顯著正相關，兩者的關係也是微弱的。 

(9) 社會活動、經濟活動、公民參與、數位近用之使用與「資訊素養」的關係中，經濟活動

以及數位近用之使用具有中度正相關，社會活動以及公民參與低度顯著正相關。結果推



新住民參與資訊素養教育學習成效之研究   

86 

 

論較高的資訊素養水平可能促使新住民更積極參與經濟活動並且更熟練地、更經常使用

數位科技。「資訊素養」在新住民在社會活動和公民參與影響較弱，社會活動以及公民

參與較為複雜，根據文獻指出影響公民參與的因素很多可能來自於是公民意識、公民身

分取得、社會活動等(徐明莉、莊文忠，2020; 蕭揚基，2000)，故本案的資訊素養可能是

眾多因素的一部份，需進一步綜合分析以便解釋公民參與的影響因素。  

 

結論 

本案收集 285 位新住民的問卷回饋，30 位訪談資料，就以上 9 點發現總結如下。 

從新住民特質來看，上過數位課程之新住民多數是沒有太大的中文溝通問題，且入台時間

平均有 10 多年，也有 7 成的人已經入籍。可惜的是半數以上仍只有國高中的學歷，大學以上的

新住民僅 3 成多。且國中學籍者的數位素養都低於其他學籍者，特別是印尼籍的新住民，故新

住民的數位課程可以針對大學以下學歷者進行客製化培訓。大學以上且入籍者基本上可以藉由

台灣一般公民的政策資源提升自己的能力。本案新住民所上過的數位課程自然排除了中文能力

不足且剛入台的新住民，故針對語言能力弱的新住民也需要客製化的資訊素養課程。 

 新住民數位近用之擁有，手機的擁有率高達 9 成，數位近用之使用的表現受到新住民的居

住地、原生國籍、城鄉的差異影響。居住在中部地區、一般鄉鎮、馬來西亞與中港的國籍資訊

近用之使用較優。其中北部地區、高齡與偏鄉、印尼新住民的數位近用表現較弱。故政府對新

住民資源的投放與課程安排，可依據其居住地、城鄉以及國籍背景，調整資源分配以及課程主

題。課程多考慮手機可完成的內容，以便轉化於新住民生活、經濟、社會、公民活動各方面的

行為。 

從學習成效包含認知面向的資訊素養以及情意面向的課程滿意度來看。「資訊素養」與新

住民的社會活動、公民參與、經濟活動、數位近用間都達顯著正相關，然而，在社會活動、公

民參與是低相關，在經濟活動、數位近用是中度正相關；與「課程滿意度」的關係，影響社會

活動、經濟活動、數位近用是趨近於 0，公民參與是低度正相關。故資訊素養影響這幾個變項的

程度略高於新住民對課程的滿意度。意味著具有較高資訊素養的人可能更能夠運用資訊科技和

數位資源參與經濟活動，而公民參與和社會活動被資訊素養影響的程度較低，故數位素養可能

只是眾多影響的因素之一；課程滿意度對社會活動、經濟活動、數位近用之使用的影響相對小。 

新住民的各變項的活絡度高度者僅佔 3-4 成。此部分現象推測 (1) 新住民當下喜歡數位課

程的學習內容但卻少應用，且正如 Patterson, Hobley (2003) 所指出的訓練、學習活動能否被轉

化及應用也受到環境與個人兩大因素影響。環境因素如本案新住民的背景包含居住偏鄉或城市

等外在資源因素、個人因素如新住民在移民國本就屬弱勢族群，在各項活動的管道或是友善度

等大環境因素是否利於其個人的積極發展本就隱藏很多變動因素。(2) 本案所涵蓋之新住民本

非主流族群且處於弱勢，對於移民國的資源以及資助，情感上可能會放大滿意度，才產生情意

元素極高但統計上與其他活動卻無相關性的結果。(3) 新住民對課程滿意度未必能完整反應到

其生活行為的改變，Alliger 等 (1997) 認為行為改變與價值以及有用性的情意變項較有關連，

與喜好性滿意度的情意變項連結較低，故課程有價值者較能反應在他們的行為改變上，滿意度

高不代表價值性與有用性高。 

 來自「一般鄉鎮」的新住民的表現在社會活動、經濟活動、公民參與、數位近用、資訊素

養較為亮眼。在「傳產市鎮」的新住民在資訊素養的表現弱，「高齡化與偏鄉」鄉鎮新住民在

各方面也不佳，故須更關注「高齡化與偏鄉」新住民以及「傳產市鎮」的新住民的現況以及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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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根據研究結論，本研究針對新住民的社會、經濟、公民活動力的提升以及數位技能與素

養的現象，具體建議如下： 

建議一： 

增加新住民終身學習持續學習的管道 

主辦機關：教育部終身教育司 

協辦機關：大專院校及下轄教育推廣單位 

依據研究發現 (1)、(2) 得知，上過數位素養課程之新住民入台平均 15 年且中文流利，

又近 7 成是已入籍的公民，此特質的新住民年齡亦可能將邁入中高齡，下一階段該思考的是

這些已經上過數位課程的老手應該有與台灣公民相同的終身學習管道，因有新住民背景的外

語、國籍特質，故建議教育部終身教育司的成人及社區教育、家庭與高齡教育能針對新住民

提供終身學習的項目，以利已入籍的新住民能持續增能，更有利於整體國家社會的公民、資

訊素質終身培養。此依據教育部終身教育司網頁所載之整體業務簡介提出  (來源網頁

https://depart.moe.edu.tw/ED2400/cp.aspx?n=81176EEC7AB4BF7A&s=FCC220F41EEE0856)。

此建議配合以下部會政策執行： 

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 

建議二： 

針對數位課程客製化手機應用的課程 

主辦機關：內政部移民署、各縣市教育局(處) 

協辦機關：各縣市新住民學習中心、承辦新住民課程 NGO 單位、社區大學 

從發現 (3)、(4)、(7) 可得知受過數位課程的新住民有 99%的手機擁有率，新住民多數

人與母國有強烈的連結，故持有手機以及使用手機的比例極高，甚至高於台灣境內的公民的

手機持有率。 

依據此數位近用情況，建議內政部移民署或是各縣市教育局委託於開設數位課程時可針

對新住民手機使用需求進行調查，進而依據需求公告或是主管單位可委託開課 NGO 單位或

學習中心等開設更貼近新住民生活、社會活動、經濟活動、公民參與需求的數位課程。此依

據移民署「新住民照顧輔導 」的業務下之新住民發展基金業務  ( 來源網頁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5382/5385/5388/7175/15922/) 以及各縣市社會局(處)之新住

民家庭服務業務。此建議配合以下部會政策執行： 

內政部移民署之重要政策之〈邁向數位平權推動計畫-新住民數位應用資訊計畫〉推行。 

建議三： 

提升本國弱勢如新住民的友善公民參與環境制度 

主辦機關：數位發展部之民主網絡司、數位策略司 

協辦機關：各縣市政府的新住民服務業務單位 (教育局、社會局) 
從發現 (5) 指出新住民的公民參與度約莫 3 成是活躍的，此數據與台灣公民投票參與

的 3-4 成相近，符合各國新住民公民參與狀況，然本案結果也凸顯多數新住民多停留在靜態

關注而少主動行動公民活動。 

https://depart.moe.edu.tw/ED2400/cp.aspx?n=81176EEC7AB4BF7A&s=FCC220F41EEE0856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5382/5385/5388/7175/15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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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建議數位發展部提供更友善於新住民的公民參與的管道，民主網絡司主責「參與國際

數位民主網路，增進對國際社會之貢獻」，若從國內的新住民開始著手提供其發聲以及主動

參與的友善環境，如語言友善、性別友善的考量，藉由取得新住民的信任與參與，亦是提高

國際社會的貢獻的做法之一。相關的政策推動可請各縣市地方政府社會局或是教育局配合。

此依據數位發展部網站載明之民主網絡司核心業務 (來源網頁 https://moda.gov.tw/digital-

affairs/democracy-network/operations/1716)。此建議配合以下部會政策執行： 

數位發展部的〈推動國家數位發展策略，統籌協調規劃施政計畫資源〉。 

建議四： 

在投放各項資源給新住民時，須注意國籍與城鄉間的差異並對相對弱勢者或地區多些定

期關注，尤其是支持數位近用較弱的「偏鄉以及高齡鄉鎮」以及資訊素養較弱的「傳產市鎮」

的數位中心、以及多關注印尼籍新住民之數位近用情況。 

主辦機關：內政部移民署、數位發展部、教育部 

協辦機關：各縣市社會局(處)、教育局(處)、新住民學習中心、新住民培力中心 

依據發現 (6)、(8) 新住民的數位近用狀況可能受到國籍以及城鄉背景變項的影響，其

中原生國籍印尼籍的新住民在數位近用表現有很大的進步空間且在大學以下學歷占印尼籍

新住民總人數 42 人中的 34 人 (約 79%)。另城鄉來看，一般鄉鎮新住民在各方面的表現都

優於其他城鎮新住民，但「偏鄉與高齡鄉鎮」的新住民在整體表現較弱。訪談結果發現偏鄉

的新住民更需要數位資源與課程。 

故內政部或是教育部以及各縣市政府單位如教育局、社會局在搭配各縣市新住民學習中

心等單位投放各項資源給新住民時，注意國籍與城鄉間的差異並對相對弱勢者或地區多些定

期關注，如印尼籍的新住民在本計畫中的數位近用有很大進步空間，應多關注。數位發展部

韌性建設司下的政策推動偏遠地區寬頻網路建置，保障通訊權益。此建議配合以下部會政策

執行： 

內政部移民署重要政策之〈新住民照顧輔導〉以及〈邁向數位平權推動計畫-新住民數

位應用資訊計畫〉、教育部之〈偏鄉數位應用精進計畫〉、數位發展部〈普及通訊傳播領域

關鍵基礎設施，強化通訊傳播網路韌性〉。 

建議五： 

鼓勵國高中學歷之新住民取得更高學位，以便提升數位素養知能。 

主辦機關：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協辦單位：大專院校或空中大學 

根據發現 (8) 新住民教育程度越高者受資訊素養課程訓練後，其資訊素養也隨之越高。 

本案新住民的學歷大學以上者若持續參與數位課程，必然會與學歷大學以下者形成更大數

位落差。因此，政府可鼓勵國高中學歷之新住民取得更高階學位，新住民整體的資訊素養勢必

也會隨之提升。建議大專院校或空中大學等函授學位課程加強新住民社群之招募，尤其是印尼

籍的新住民。此依據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大學招生及助學科網頁所載之業務簡介提出。 

建議六： 

未來調查可針對新住民滿意度項目反映真實新住民情況 

主辦機關：內政部移民署 

協辦單位：各縣市社會局(處)、教育局(處)、新住民學習中心、新住民培力中心、承辦新

住民課程 NGO 單位 

https://moda.gov.tw/digital-affairs/democracy-network/operations/1716
https://moda.gov.tw/digital-affairs/democracy-network/operations/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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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發現 (9)、(10) 顯示新住民對課程滿意度很高，但其情意結果與差異並未與社會活

動、經濟活動、公民參與、數位近用有高度相關以及顯著差異。此結果符合族群調查結果，

弱勢族群在社會裡會有過度放大對政策性資源滿意度的現象，故從本案的 9 成新住民高滿意

度結果，卻未能顯示在社會活動、經濟活動、公民參與、數位近用各項行為有相關聯。 

新住民對課程滿意度未必能完整反應到其生活行為的改變，Alliger 等 (1997) 認為行為

改變與價值以及有用性的情意變項較有關連，與喜好性滿意度的情意變項連結較低，故課程

有價值者較能反應在他們的行為改變上，滿意度高不代表價值性與有用性高。 

故建議內政部移民署未來可進一步針對新住民滿意度項目進行調查，同時也建議各課程

承辦單位，針對新住民的滿意度可進行多面向調查，以反應真實新住民感受與情況，更有利

於政策調整，調查內容包含(1)認知面向:確認學習內容(經濟活動/公民參與/社會活動)的提升

以及(2)價值/有用性的情意面向:新住民認為課程後對他們的經濟活動/公民參與/社會活動有

助、新住民認為課程對他們來說有高度價值，且分別在經濟活動/公民參與/社會活動中可見

其行為的改變。此建議配合以下部會政策執行： 

內政部移民署之重要政策之〈邁向數位平權推動計畫-新住民數位應用資訊計畫〉推行。 

建議七： 

數位課程與中文學習跨域整合以觸及中文初階者：立即可行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移民署、教育部國際與兩岸教育司 

協辦單位：各地方新住民培力中心、各大華語中心或華語教育機構或系所 

根據發現 (1) 本案研究對象包含中文流暢或學習中文至少 12 年的新住民，自然地排除

了中文較不流暢者或是學習中文 10 年以下者，故數位課程並無法受惠於後者。政府可思考

開設「數位應用與華語學習、公民參與、經濟活動、社會活動」的跨域課程，一來降低中文

難度，吸引中文程度較初階的新住民，二來依據中文程度開設合適的數位與公民參與課程。

各級華語教育機構可協助開發結合華語與資訊教育之課程及教材，著手訓練相關師資。  

建議內政部移民署辦理新住民實體及數位課程教育訓練，培訓新住民講師及助教時，可

培育華語教學以及公民參與、商務、數位專業領域背景的跨域教師，並與教育部國際與兩岸

教育司合作華語，跨部會合作配合華語教育 2025 政策下建構的華語文教學系統以及華語教

師培育支持系統，合作培育初階中文新住民課程所適合的教師。此建議配合以下部會政策執

行： 

內政部移民署之重要政策之〈邁向數位平權推動計畫-新住民數位應用資訊計畫〉推行。

教育部國際與兩岸教育司之華語教育 2025 計畫。 

建議八： 

建立新住民數位人才庫：中長期建議 

主辦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協辦單位：各地區職業訓練中心及就業服務中心 

新住民可提升國家勞動力，本研究發現 (1)、(9) 資料顯示九成新住民滿意資訊課程、課

程時數高於 10 小時的新住民有五成以上，7 成已入籍成為公民，3 成 5 具備大學學歷。建議

可與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接軌，瞭解新住民勞動需求，發展新住民人才培育計畫，藉由訓練

課程建立人才庫，扭轉新住民就業環境，並與就業市場連結。利用現有之新住民培力發展資

訊網，統整資源，提供線上諮詢窗口。同時各地區職業訓練中心及就業服務中心應提供第一

線資料，以便主管機關暸解新住民於勞動技能及發展就業之需求，制定相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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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建議可配合目前勞動力發展署--勞動力發展業務，推動多元培訓，強化技能，提升勞

動力素質政策執行。 

建議九： 

建議納入數位課程至歸化我國國籍的國內政府機關所開設之課程 

主辦機關：內政部戶政司 

協辦機關：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戶政事務所、區公所、各地方新住民服務中心 
    依據本研究結果得知公民的數位素養與其社會活動、經濟活動、公民參與、數位近

用有關，而政府所提供的訓練又僅吸引中文流利以及入籍者。意味著中文不流利以及未入籍

者較自然地排除現有政府辦理的數位素養課程。依據國籍法第三條第五點 「五、具備我國

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歸化時，須具備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

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證明文件，其中可用「曾參加國內政府機關所開設之課程上課

總時數或累計時數達 200 小時以上之證明」。此 200 小時的課程證明內並未明定哪些類別課

程，從本研究得知新住民的資訊素養影響著政策推動、生活適應、國家生產力，建議納入數

位課程類別於國籍歸化之必要課程的證明項目，有助於提升新住民中文相對不流利以及未入

籍者的整體知能。 

此建議配合以下部會：內政部戶政司 

參酌法規如下： 

國籍法 
其中第 3 條 3. 第一項第五款所定我國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其認定、測

試、免試、收費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標準，由內政部定之。 

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認定標準 

 
有下列各款文件之一者，認定具備我國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 

一、曾就讀國內公私立各級各類學校一年以上之證明。 

二、曾參加國內政府機關所開設之課程上課總時數或累計時數達一定時間以上之證明。 

三、參加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測試（以下簡稱歸化測試）合格之

證明。 

前項第二款證明文件，規定如下： 

一、依本法第三條第一項規定申請歸化者：二百小時以上之證明。 

二、依本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申請歸化者：七十二小時以上之證明。 

三、依本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至第七款或第五條規定申請歸化者：一百小時以上之證明。 

四、依本法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條第一項或第五條申請歸化，且年滿六十五歲者：七十二小時以上之證

明。 

第一項第二款所定國內政府機關所開設之課程，包括國內政府機關自行、委託或補助機構、團體、學校

辦理之各種課程。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3000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3000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3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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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問卷數位化 7 種語言的版本 

中文版 

研究參與知情同意書(中文版) 

研究計畫名稱：新住民參與資訊素養教育學習成效之研究 

研究畫執行機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鄭琇仁                 職稱：副教授 

共同主持人：鍾鎮城                 職稱：教授 

研究計畫聯絡人：鄭琇仁             E-mail：hsiujen@gmail.com 

研究經費補助單位：內政部           電話：07-7172930#2520 

（一）研究目的 

我們是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的研究團隊。此研究之目的在於調查在台新住民在

資訊素養教育課程後，其資訊近用、資訊技能及素養、社會活動參與、經濟參與及公民參與之

影響及成效，最後依據研究結果提出政策性建議。透過本計畫一系列的調查，希望能幫助政府

及各公私相關組織釐清並確認後續的施為方向，同時讓台灣的多元社會更能有效的運用及肯認

移民人力資源，促進台灣產業、經濟、政治以及公民活動等各面向的廣泛參與。因此，您的參

與對於資訊素養教育學習成效之研究，至為重要。 

（二）為何邀請您參加？ 

由於您是辦理新住民相關業務或教學之第一線人員，我們相信，您所提供的訊息極為重要，因

為這樣第一手資料來源，不僅可以更加了解資訊素養教育課程後各項活動參與之成效，同時為

政府在研擬政策時參考之依據。所以特此邀請您參與此項計畫。而您的參與將有助於政府擬定

方針，並提供未來政策擬定之參考。 

（三）研究活動 

時間及地點： 

此研究之計畫期程為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訪談地點可選在您認為方便及

舒服的地方，亦或是視訊。 

參與方式： 

在這份研究中，我們採用的是問卷與訪談。問卷可能會花費您近 15 至 20 分鐘的時間。您的

個人資訊將會受到保護，問卷問題也希望您能在充分理解後方才回答，若有不理解的地方可以

隨時中斷以確認題意，且有隨行口譯人員可提供諮詢。全程參與此研究者，可獲得 200 元的

研究小禮金。完成問卷後，可自由選擇是否願意接受團隊人員的深度訪規劃談，接受訪談者另

外在支付 200 元的研究小禮金。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cxi_9ZiidgoLUHvuOx0TlBUQijHVfCfL6RnMN--ervJ8jPQ/viewform?usp=sf_link


新住民參與資訊素養教育學習成效之研究   

92 

 

（四）可能承受的風險及因應的措施 

此研究可能之風險為因語言不理解而導致焦慮感產生，故提供隨行口譯人員、簡易版問卷及研

究人員協助解釋。若因訪談時間較長，也可稍作休息後在繼續。因應疫情措施，研究人員全程

配戴口罩並備有酒精。即便訪談結束，若有任何問題，也歡迎聯絡我們。 

（五）研究資料之保存期限及運行規劃 

您所提供的錄音資料，我們會妥善保存在設有密碼的硬碟或電腦裡，且於本計畫執行日結束 3

年後（本計畫執行結束為 2021 年 12 月 31 日），將予以全數刪除銷毀。 

未來研究成果呈現時，您的真實姓名及個人資料將不會出現在報告上，並以編碼方式呈現，亦

不會有洩漏您個人資料的風險；如您有興趣了解研究結果，完成研究後，我們將提供您摘要報

告。 

（六）您可自由決定參與及退出 

我們要鄭重強調的是，您有權決定是否參與此項研究計畫。即使在過程中，您也有權選擇退

出，我們會完全尊重您的意願。若中途不參與，先前已蒐集之資料則會全數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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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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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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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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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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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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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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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篩選問卷 

7 種語言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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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分析表格 

一、Cronbach's alpha 信度對照表 

 

Cronbach's alpha Internal consistency 

α ≥ 0.9 Excellent 

0.9 > α ≥ 0.8 Good 

0.8 > α ≥ 0.7 Acceptable 

0.7 > α ≥ 0.6 Questionable 

0.6 > α ≥ 0.5 Poor 

0.5 > α Unacceptable 

 

二、問卷分析 

 

1. 社會活動 

 

附註 

已建立輸出 28-MAR-2022 18:50:37 

註解  

輸入 作用中資料集 資料集 1 

過濾器 <無> 

加權 <無> 

分割檔案 <無> 

工作資料檔案中的列

數目 

950 

矩陣輸入  

遺漏值處

理 

遺漏的定義 使用者定義的遺漏值

會被視為遺漏。 

已使用觀察值 統計量基於具有程序

中所有變數之有效資

料的所有觀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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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法 RELIABILITY 

  /VARIABLES=我的

社會活動參與是...我會

參加志工活動。 我的

社會活動參與是...我會

參加台灣民眾的社團 

我的社會活動參與是...

我會參加新住民的社

團活 

    我的社會活動參

與是...我會報名參加很

多學習的 我的社會活

動參與是...我會報名參

加很多幫助找 我的社

會活動參與是...我會參

加休閒的活動。 我的

社會活動參與是...我不

參加新住民社團活動 

  /SCALE('ALL 

VARIABLES') ALL 

  /MODEL=ALPHA. 

資源 處理器時間 00:00:00.02 

經歷時間 00:00:00.01 

 

敘述統計 

 數字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差 

我的社會活動參與是... 

[我會參加志工活動。] 

149 1 5 2.50 1.298 

我的社會活動參與是... 

[我會參加台灣民眾的社

團活動。] 

149 1 5 2.41 1.163 

我的社會活動參與是... 

[我會參加新住民的社團

活動。] 

149 1 5 2.85 1.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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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社會活動參與是... 

[我會報名參加很多學習

的課程。] 

149 1 5 3.02 1.118 

我的社會活動參與是... 

[我會報名參加很多幫助

找工作、增進工作發展的

學習活動/課程。] 

149 1 5 2.91 1.182 

我的社會活動參與是... 

[我會參加休閒的活動。] 

149 1 5 2.75 1.174 

我的社會活動參與是... 

[我不參加新住民社團活

動。] 

149 1 5 3.94 1.633 

有效的 N (listwise) 149     

 

 

2. 經濟活動 

 

附註 

已建立輸出 28-MAR-2022 19:24:10 

註解  

輸入 作用中資料集 資料集 1 

過濾器 <無> 

加權 <無> 

分割檔案 <無> 

工作資料檔案中的列

數目 

950 

遺漏值處

理 

遺漏的定義 使用者定義的遺漏值

視為遺漏。 

已使用的觀察值 會使用所有非遺漏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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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法 DESCRIPTIVES 

VARIABLES=我的經

濟活動參與是...網路購

物。 我的經濟活動參

與是...利用網路商品比

價。 我的經濟活動參

與是...休閒旅遊訂購平

台 app。（ 

    我的經濟活動參

與是...網路銀行的使

用。（例如 我的經濟

活動參與是...網路課程

的購買。 我的經濟活

動參與是...網路串流媒

體的購買。（ 我的經

濟活動參與是...手機發

票條碼的使用。 

    我的經濟活動參

與是...電子會員集點

app 使用。例 我的經

濟活動參與是...行動載

具付費。 

  

/STATISTICS=MEAN 

STDDEV MIN MAX. 

資源 處理器時間 00:00:00.03 

經歷時間 00:00:00.02 

 

敘述統計 

 數字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差 

我的經濟活動參與是... 

[網路購物。] 

149 1 5 2.44 1.176 

我的經濟活動參與是... 

[利用網路商品比價。] 

149 1 5 2.55 1.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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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經濟活動參與是... 

[休閒旅遊訂購平台

/app。（例如：Agoda, 

Expedia.....等等）] 

149 1 5 1.99 1.148 

我的經濟活動參與是... 

[網路銀行的使用。（例

如：轉帳、繳費...等）] 

149 1 5 2.37 1.444 

我的經濟活動參與是... 

[網路課程的購買。] 

149 1 5 1.82 1.241 

我的經濟活動參與是... 

[網路串流媒體的購買。

（例如：電影或音樂...

等)] 

149 1 5 1.71 1.193 

我的經濟活動參與是... 

[手機發票條碼的使用。] 

149 1 5 2.27 1.464 

我的經濟活動參與是... 

[電子會員集點 app 使

用。(例如：Open point, 

全聯 PX pay.....等等）] 

149 1 5 2.66 1.575 

我的經濟活動參與是... 

[行動載具付費。] 

149 1 5 2.03 1.435 

有效的 N (listwise) 149     

 

 

3. 公民參與 

 

附註 

已建立輸出 28-MAR-2022 19:26:11 

註解  

輸入 作用中資料集 資料集 1 

過濾器 <無> 

加權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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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檔案 <無> 

工作資料檔案中的列

數目 

950 

矩陣輸入  

遺漏值處

理 

遺漏的定義 使用者定義的遺漏值

會被視為遺漏。 

已使用觀察值 統計量基於具有程序

中所有變數之有效資

料的所有觀察值。 

語法 RELIABILITY 

/VARIABLES=我的經

濟活動參與是...網路購

物。 我的經濟活動參

與是...利用網路商品比

價。 我的經濟活動參

與是...休閒旅遊訂購平

台 app。（ 

我的經濟活動參與是...

網路銀行的使用。

（例如 我的經濟活動

參與是...網路課程的購

買。 我的經濟活動參

與是...網路串流媒體的

購買。（ 我的經濟活

動參與是...手機發票條

碼的使用。 

我的經濟活動參與是...

電子會員集點 app 使

用。例 我的經濟活動

參與是...行動載具付

費。 

/SCALE('ALL 

VARIABLES') ALL 

/MODEL=ALPHA. 

資源 處理器時間 00:00:00.02 

經歷時間 00:0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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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統計 

 數字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差 

我的經濟活動參與是... 

[網路購物。] 

149 1 5 2.44 1.176 

我的經濟活動參與是... 

[利用網路商品比價。] 

149 1 5 2.55 1.338 

我的經濟活動參與是... 

[休閒旅遊訂購平台

/app。（例如：Agoda, 

Expedia.....等等）] 

149 1 5 1.99 1.148 

我的經濟活動參與是... 

[網路銀行的使用。（例

如：轉帳、繳費...等）] 

149 1 5 2.37 1.444 

我的經濟活動參與是... 

[網路課程的購買。] 

149 1 5 1.82 1.241 

我的經濟活動參與是... 

[網路串流媒體的購買。

（例如：電影或音樂...

等)] 

149 1 5 1.71 1.193 

我的經濟活動參與是... 

[手機發票條碼的使用。] 

149 1 5 2.27 1.464 

我的經濟活動參與是... 

[電子會員集點 app 使

用。(例如：Open point, 

全聯 PX pay.....等等）] 

149 1 5 2.66 1.575 

我的經濟活動參與是... 

[行動載具付費。] 

149 1 5 2.03 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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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 N (listwise) 149     

 

 

4. 資訊素養 

 

4-1. 媒體素養： 

 

附註 

已建立輸出 31-MAR-2022 10:03:05 

註解  

輸入 作用中資料集 資料集 1 

過濾器 <無> 

加權 <無> 

分割檔案 <無> 

工作資料檔案中的列

數目 

950 

遺漏值處

理 

遺漏的定義 使用者定義的遺漏值

視為遺漏。 

已使用的觀察值 會使用所有非遺漏資

料。 

語法 DESCRIPTIVES 

VARIABLES=@1.我

多久會：搜尋數位傳

播媒體。例如影音平

台 @1.我多久會：使

用數位傳播媒體。 

@1.我多久會：從數位

傳播媒體中學習並獲

得知識 

    @1.我多久會：嘗

試分辨數位傳播媒體

內容的真和 @1.我多

久會：製作數位傳播

媒體的內容。（如： 

  

/STATISTICS=MEAN 

STDDEV MIN 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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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 處理器時間 00:00:00.00 

經歷時間 00:00:00.01 

 

 

敘述統計 

 數字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差 

1. 我多久會： [搜尋數

位傳播媒體。(例如影音

平台：Youtube, 

Facebook, twitter, IG...)] 

149 1 5 4.11 1.373 

1. 我多久會： [使用數

位傳播媒體。] 

149 1 5 3.59 1.585 

1. 我多久會： [從數位

傳播媒體中學習並獲得

知識。] 

149 1 5 3.54 1.544 

1. 我多久會： [嘗試分

辨數位傳播媒體內容的

真和假。] 

149 1 5 2.99 1.656 

1. 我多久會： [製作數

位傳播媒體的內容。

（如：拍攝照片影片、

撰寫文字...等）] 

149 1 5 2.95 1.583 

有效的 N (listwise) 149     

 

4-2. 數位軟硬體素養與網路素養： 

 

附註 

已建立輸出 31-MAR-2022 10:04:37 

註解  

輸入 作用中資料集 資料集 1 

過濾器 <無> 

加權 <無> 

分割檔案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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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資料檔案中的列

數目 

950 

遺漏值處

理 

遺漏的定義 使用者定義的遺漏值

視為遺漏。 

已使用的觀察值 會使用所有非遺漏資

料。 

語法 DESCRIPTIVES 

VARIABLES=@3.我

會：電腦使用。 @3.

我會：手機使用。 

@3.我會：平板電腦的

使用。（例如：iPad 

@3.我會：手機或平板

的 app 使用。 

    @3.我會：雲端文

書處理 app 的使用。 

@3.我會：視訊軟體的

使用。 @4.我知道：

搜尋網路資訊。 @4.

我知道：如何取得線

上課程的資訊。 @4.

我知道：怎麼用網路

的資訊解決問題。 

    @4.我知道：怎麼

管理網路資訊。 @4.

我知道：網路個人資

訊的規範。 @4.我知

道：網路資訊真假的

分辨方式。 @4.我知

道：網路個人資訊的

保護。 

  

/STATISTICS=MEAN 

STDDEV MIN MAX. 

資源 處理器時間 00:00:00.00 

經歷時間 00:00: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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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統計 

 數字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差 

3. 我會： [電腦使用。] 149 1 5 2.68 1.007 

3. 我會： [手機使用。] 149 1 5 3.27 .935 

3. 我會： [平板電腦的使

用。（例如：iPad)] 

149 1 5 2.67 1.093 

3. 我會： [手機或平板的

app 使用。] 

149 1 5 2.95 .982 

3. 我會： [雲端文書處理

app 的使用。] 

149 1 5 2.52 1.160 

3. 我會： [視訊軟體的使

用。] 

149 1 5 2.93 1.066 

4. 我知道： [搜尋網路資

訊。] 

149 1 5 3.02 1.036 

4. 我知道： [如何取得線

上課程的資訊。] 

149 1 5 2.79 1.136 

4. 我知道： [怎麼用網路

的資訊解決問題。] 

149 1 5 2.78 1.077 

4. 我知道： [怎麼管理網

路資訊。] 

149 1 5 2.46 1.154 

4. 我知道： [網路個人資

訊的規範。] 

149 1 5 2.63 1.129 

4. 我知道： [網路資訊真

假的分辨方式。] 

149 1 5 2.49 1.137 

4. 我知道： [網路個人資

訊的保護。] 

149 1 5 2.60 1.173 

有效的 N (listwise) 149     

 

 

5. 數位近用 

 

5-1. 數位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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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已建立輸出 28-MAR-2022 19:54:00 

註解  

輸入 作用中資料集 資料集 1 

過濾器 <無> 

加權 <無> 

分割檔案 <無> 

工作資料檔案中的列

數目 

950 

遺漏值處

理 

遺漏的定義 使用者定義的遺漏值

會被視為遺漏。 

已使用觀察值 統計量基於具有有效

資料的所有觀察值。 

語法 FREQUENCIES 

VARIABLES=@1.目

前：我有手機。 

/ORDER=ANALYSIS. 

資源 處理器時間 00:00:00.02 

經歷時間 00:00:00.00 

 

次數表 

 

1. 目前： [我有手機。] 

 

次數分配

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

比 

累積百分

比 

有效 1 148 15.6 99.3 99.3 

2 1 .1 .7 100.0 

總計 149 15.7 100.0  

遺漏 系統 801 84.3   

總計 950 100.0   

 

1. 目前： [我有平板電腦。] 

 

次數分配

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

比 

累積百分

比 

有效 1 76 8.0 51.0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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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3 7.7 49.0 100.0 

總計 149 15.7 100.0  

遺漏 系統 801 84.3   

總計 950 100.0   

 

1. 目前： [我有電腦。] 

 

次數分配

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

比 

累積百分

比 

有效 1 112 11.8 75.2 75.2 

2 37 3.9 24.8 100.0 

總計 149 15.7 100.0  

遺漏 系統 801 84.3   

總計 950 100.0   

 

1. 目前： [我家中有 wifi 網路。] 

 

次數分配

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

比 

累積百分

比 

有效 1 119 12.5 79.9 79.9 

2 30 3.2 20.1 100.0 

總計 149 15.7 100.0  

遺漏 系統 801 84.3   

總計 950 100.0   

 

1. 目前： [我家中用 3G/4G 的行動網路。] 

 

次數分配

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

比 

累積百分

比 

有效 1 128 13.5 85.9 85.9 

2 21 2.2 14.1 100.0 

總計 149 15.7 100.0  

遺漏 系統 801 84.3   

總計 950 100.0   

 

1. 目前： [我手機有 3G/4G 網路。] 

 

次數分配

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

比 

累積百分

比 

有效 1 142 14.9 95.3 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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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7 4.7 100.0 

總計 149 15.7 100.0  

遺漏 系統 801 84.3   

總計 950 100.0   

 

1. 目前： [我的電腦連 wifi 網路。] 

 

次數分配

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

比 

累積百分

比 

有效 1 111 11.7 74.5 74.5 

2 38 4.0 25.5 100.0 

總計 149 15.7 100.0  

遺漏 系統 801 84.3   

總計 950 100.0   

 

1. 目前： [我的平板連 wifi 網路。] 

 

次數分配

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

比 

累積百分

比 

有效 1 81 8.5 54.4 54.4 

2 68 7.2 45.6 100.0 

總計 149 15.7 100.0  

遺漏 系統 801 84.3   

總計 950 100.0   

 

1. 目前： [我希望學習怎麼使用電子商務進行交易。] 

 

次數分配

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

比 

累積百分

比 

有效 1 133 14.0 89.3 89.3 

2 16 1.7 10.7 100.0 

總計 149 15.7 100.0  

遺漏 系統 801 84.3   

總計 950 100.0   

 

1. 目前： [我希望學習更多電子商務的資訊。] 

 

次數分配

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

比 

累積百分

比 

有效 1 138 14.5 92.6 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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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 1.2 7.4 100.0 

總計 149 15.7 100.0  

遺漏 系統 801 84.3   

總計 950 100.0   

 

 

5-2. 數位使用 

          敘述統計 

附註 

已建立輸出 28-MAR-2022 20:02:42 

註解  

輸入 作用中資料集 資料集 1 

過濾器 <無> 

加權 <無> 

分割檔案 <無> 

工作資料檔案中的列

數目 

950 

遺漏值處

理 

遺漏的定義 使用者定義的遺漏值

視為遺漏。 

已使用的觀察值 會使用所有非遺漏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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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法 DESCRIPTIVES 

VARIABLES=@2.我

現在有：上網。 @2.

我現在有：使用網路

社群。例如：

Facebookline @2.我現

在有：使用網路影音

媒體，如 YouTube。 

    @2.我現在有：使

用網路新聞媒體。 

@2.我現在有：使用直

播軟體。 @2.我現在

有：使用電子商務的

軟體。 

  

/STATISTICS=MEAN 

STDDEV MIN MAX. 

資源 處理器時間 00:00:00.00 

經歷時間 00:00:00.01 

 

 

敘述統計 

 數字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差 

2. 我現在有： [上網。] 149 1 5 4.62 .948 

2. 我現在有： [使用網

路社群。(例如：

Facebook, line...等)] 

149 1 5 4.54 1.100 

2. 我現在有： [使用網

路影音媒體，如

YouTube。] 

149 1 5 4.30 1.302 

2. 我現在有： [使用網

路新聞媒體。] 

149 1 5 3.82 1.636 

2. 我現在有： [使用直

播軟體。] 

149 1 5 2.64 1.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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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現在有： [使用電

子商務的軟體。] 

149 1 5 2.68 1.709 

有效的 N (listwise) 149     

 

三、信度分析 

 

1. 社會活動 

 

觀察值處理摘要 

 數目 % 

觀察值 

有效 149 15.7 

已排除 a 801 84.3 

總計 950 100.0 

a. 根據程序中的所有變數成批刪除。 

 

可靠性統計量 

Cronbach's Alpha 項目數 

.767 7 

 

項目整體統計量 

 

比例平均值

（如果項目

已刪除） 

比例變異

（如果項目

已刪除） 

更正後項目

總計相關性 

Cronbach's 

Alpha（如

果項目已刪

除） 

我的社會活動參與

是... [我會參加志工活

動。] 

17.88 22.877 .590 .716 

我的社會活動參與

是... [我會參加台灣民

眾的社團活動。] 

17.97 23.837 .590 .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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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社會活動參與

是... [我會參加新住民

的社團活動。] 

17.53 23.372 .693 .701 

我的社會活動參與

是... [我會報名參加很

多學習的課程。] 

17.36 23.476 .661 .706 

我的社會活動參與

是... [我會報名參加很

多幫助找工作、增進

工作發展的學習活動/

課程。] 

17.48 23.048 .656 .704 

我的社會活動參與

是... [我會參加休閒的

活動。] 

17.63 23.802 .586 .719 

我的社會活動參與

是... [我不參加新住民

社團活動。] 

16.44 29.938 -.040 .869 

 

 

2. 經濟活動 

 

觀察值處理摘要 

 數目 % 

觀察值 有效 149 15.7 

已排除 a 801 84.3 

總計 950 100.0 

a. 根據程序中的所有變數成批刪除。 

 

 

 

 

可靠性統計量 

Cronbach's Alpha 項目數 

.87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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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整體統計量 

 

比例平均值

（如果項目

已刪除） 

比例變異

（如果項目

已刪除） 

更正後項目

總計相關性 

Cronbach's 

Alpha（如果

項目已刪

除） 

我的經濟活動參與

是... [網路購物。] 

17.41 61.784 .565 .868 

我的經濟活動參與

是... [利用網路商品比

價。] 

17.30 61.277 .504 .874 

我的經濟活動參與

是... [休閒旅遊訂購平

台/app。（例如：

Agoda, Expedia.....等

等）] 

17.85 61.343 .609 .865 

我的經濟活動參與

是... [網路銀行的使

用。（例如：轉帳、

繳費...等）] 

17.48 57.170 .658 .860 

我的經濟活動參與

是... [網路課程的購

買。] 

18.03 59.594 .651 .861 

我的經濟活動參與

是... [網路串流媒體的

購買。（例如：電影

或音樂...等)] 

18.13 58.576 .746 .854 

我的經濟活動參與

是... [手機發票條碼的

使用。] 

17.58 57.232 .643 .862 

我的經濟活動參與

是... [電子會員集點

app 使用。(例如：

Open point, 全聯 PX 

pay.....等等）] 

17.18 56.839 .602 .867 

我的經濟活動參與

是... [行動載具付費。] 

17.81 57.735 .634 .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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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民參與 

 

觀察值處理摘要 

 數目 % 

觀察值 有效 149 15.7 

已排除 a 801 84.3 

總計 950 100.0 

a. 根據程序中的所有變數成批刪除。 

 

可靠性統計量 

Cronbach's Alpha 項目數 

.911 13 

 

 

項目整體統計量 

 

比例平均值

（如果項目

已刪除） 

比例變異

（如果項目

已刪除） 

更正後項目

總計相關性 

Cronbach's 

Alpha（如果

項目已刪

除） 

1. 我的公民參與是... 

[鄉里長辦理的社區活

動。] 

32.20 145.527 .530 .908 

1. 我的公民參與是... 

[參與政府政策下的公

民活動，如三倍卷的

領取。] 

31.89 148.250 .450 .911 

1. 我的公民參與是... 

[關注政治議題。] 

31.59 136.554 .580 .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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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的公民參與是... 

[我會關注和討論線上

公民議題。（例如：

萊豬、Covid-19....等

等）] 

31.47 134.724 .615 .905 

1. 我的公民參與是... 

[我會關注和討論線上

政治議題] 

31.87 134.022 .674 .903 

1. 我的公民參與是... 

[我會參與線上公民議

題的社群。] 

32.01 135.162 .661 .903 

1. 我的公民參與是... 

[我會訂閱、瀏覽線上

公民議題的社群。] 

31.73 133.481 .677 .902 

2. 我的公民參與是... 

[我經常關注新住民家

庭在台生活的照顧的

資訊。] 

30.90 139.132 .647 .904 

2. 我的公民參與是... 

[我經常關注新住民子

2 教育的輔導資訊。] 

30.91 138.275 .630 .904 

2. 我的公民參與是... 

[我經常關注新住民的

政策。] 

30.94 136.368 .722 .901 

2. 我的公民參與是... 

[我會參與線上新住民

議題的社群。] 

31.28 133.539 .699 .901 

2. 我的公民參與是... 

[我會訂閱線上新住民

議題的社群。] 

31.43 131.625 .727 .900 

2. 我的公民參與是... 

[我經常參與新住民政

策下的活動，如內政

部辦理的新住民數位

資訊課程。] 

31.08 139.102 .611 .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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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資訊素養 

 

觀察值處理摘要 

 數目 % 

觀察值 有效 148 15.6 

已排除 a 802 84.4 

總計 950 100.0 

a. 根據程序中的所有變數成批刪除。 

 

可靠性統計量 

Cronbach's Alpha 項目數 

.939 19 

 

 

項目整體統計量 

 

比例平均值

（如果項目

已刪除） 

比例變異

（如果項目

已刪除） 

更正後項目

總計相關性 

Cronbach's 

Alpha（如果

項目已刪

除） 

1. 我多久會： [搜尋

數位傳播媒體。(例如

影音平台：Youtube, 

Facebook, twitter, 

IG...)] 

51.82 231.633 .485 .939 

1. 我多久會： [使用

數位傳播媒體。] 

52.34 226.731 .510 .940 

1. 我多久會： [從數

位傳播媒體中學習並

獲得知識。] 

52.40 220.704 .666 .936 

1. 我多久會： [嘗試

分辨數位傳播媒體內

容的真和假。] 

52.95 219.950 .627 .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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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多久會： [製作

數位傳播媒體的內

容。（如：拍攝照片

影片、撰寫文字...

等）] 

52.99 227.755 .486 .940 

2. 繼續上面一題，進

行上面提到的活動時

我使用的語言是： 

53.19 245.325 .242 .942 

3. 我會： [電腦使

用。] 

53.26 231.049 .703 .935 

3. 我會： [手機使

用。] 

52.68 234.397 .637 .936 

3. 我會： [平板電腦

的使用。（例如：

iPad)] 

53.27 227.926 .740 .934 

3. 我會： [手機或平

板的 app 使用。] 

52.99 228.306 .814 .933 

3. 我會： [雲端文書

處理 app 的使用。] 

53.43 226.573 .733 .934 

3. 我會： [視訊軟體

的使用。] 

53.01 228.081 .759 .934 

4. 我知道： [搜尋網

路資訊。] 

52.92 228.646 .765 .934 

4. 我知道： [如何取

得線上課程的資訊。] 

53.16 227.751 .715 .935 

4. 我知道： [怎麼用

網路的資訊解決問

題。] 

53.16 226.382 .804 .933 

4. 我知道： [怎麼管

理網路資訊。] 

53.49 227.639 .704 .935 

4. 我知道： [網路個

人資訊的規範。] 

53.31 228.012 .711 .935 

4. 我知道： [網路資

訊真假的分辨方式。] 

53.45 224.753 .806 .933 

4. 我知道： [網路個

人資訊的保護。] 

53.34 224.756 .779 .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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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數位近用 

 

觀察值處理摘要 

 數目 % 

觀察值 有效 149 15.7 

已排除 a 801 84.3 

總計 950 100.0 

a. 根據程序中的所有變數成批刪除。 

 

可靠性統計量 

Cronbach's Alpha 項目數 

.610 17 

 

項目整體統計量 

 

比例平均值

（如果項目

已刪除） 

比例變異

（如果項目

已刪除） 

更正後項目

總計相關性 

Cronbach's 

Alpha（如果

項目已刪

除） 

1. 目前： [我有手

機。] 

36.32 33.650 .052 .612 

1. 目前： [我有電

腦。] 

36.07 34.704 -.232 .631 

1. 目前： [我有平板

電腦。] 

35.83 34.505 -.178 .630 

1. 目前： [我家中有

wifi 網路。] 

36.12 33.539 .001 .615 

1. 目前： [我家中用

3G/4G 的行動網路。] 

36.18 33.757 -.043 .617 

1. 目前： [我手機有

3G/4G 網路。] 

36.28 33.849 -.076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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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前： [我的電腦

連 wifi 網路。] 

36.07 34.090 -.113 .623 

1. 目前： [我的平板

連 wifi 網路。] 

35.87 33.860 -.069 .622 

1. 目前： [我希望學

習怎麼使用電子商務

進行交易。] 

36.21 34.048 -.121 .620 

1. 目前： [我希望學

習更多電子商務的資

訊。] 

36.25 34.134 -.162 .620 

2. 我現在有： [上

網。] 

32.70 27.969 .483 .553 

2. 我現在有： [使用

網路社群。(例如：

Facebook, line...等)] 

32.78 25.687 .611 .520 

2. 我現在有： [使用

網路影音媒體，如

YouTube。] 

33.03 24.459 .586 .514 

2. 我現在有： [使用

網路新聞媒體。] 

33.50 22.900 .519 .522 

2. 我現在有： [使用

直播軟體。] 

34.68 24.909 .375 .566 

2. 我現在有： [使用

電子商務的軟體。] 

34.64 23.814 .418 .554 

3. 繼續上面一題，上

面提到的活動中，我

比較常使用的語言

是： 

34.64 30.084 .260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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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各部會現行新住民相關政策 

部會 業務歸屬/單位 計畫項目 政策內容 

內政部 

 

移民署— 

移民資訊組 (資

訊規劃科) 

邁向數位平權推動

計畫-新住民數位應

用資訊計畫  

一、辦理新住民實體及數位課程教育訓

練，培訓新住民講師及助教。  

二、維運新住民數位學習平臺，提供新

住民族群多元學習管道。  

移民署— 

移民事務組 (移

民輔導科) 

新住民照顧輔導 ㄧ、訂定「新住民照顧服務措施」，加

強新住民照顧服務。 

二、設置「新住民發展基金」，推動新

住民及其子女培力。 

三、成立行政院新住民事務協調會報，

跨部會協調及統整資源，建構友善多元

文化社會。 

四、辦理新住民生活適應輔導計畫，補

助全國 22直轄市、縣 (市) 政府辦理

生活適應輔導班、種子研習營、生活適

應宣導及推廣多元文化活動等。 

五、設置「外來人士在臺生活諮詢服務

熱線」(1990)，以國語、英語、日語、

越南語、印尼語、泰語及柬埔寨語等 7

種語言，提供外籍人士及新住民免費諮

詢服務。 

六、建置「新住民培力發展資訊網」

(https://ifi.immigration.gov.tw)種語言提

供各部會、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相

關新住民福利及權益資訊。六、建置

「新住民培力發展資訊網」

(https://ifi.immigration.gov.tw)，以 7 種

語言提供各部會、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相關新住民福利及權益資訊。 

教育部 國民及學前教育

署-- 

國民教育行政及

督導  

發揮優勢適性揚才

策略方案 (教育部

新住民教育揚才計

畫)  

一、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推動

學校開設新住民語文課程。  

二、辦理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工作人員

增能培訓。   

三、辦理新住民子女教育實施計畫及新

https://ifi.immigration.gov.tw)，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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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語文樂學活動。  

四、辦理新住民子女跨國銜轉支持與服

務及新住民子女華語補救課程。  

五、辦理新住民子女國際交流。  

六、推動國際教育政策與行動方案。  

國際及兩岸教育司 華語教育 2025 計畫 (一)完善華語文推動組織機制： 

由教育部主政邀集相關部會，定期就計

畫涉及相關事項進行協調及管考，溝通

協調華語教育推動業務；結合教育部

「高教深耕計畫」第 2 期國際化之行政

支持系統專章，提供更充沛的華語教學

資源；另研議透過專責單位整合對外推

動華語教育。 

(二)建立華語文教學系統： 

補助國家教育研究院研訂「華語文能力

基準應用參考指引」，便利教師參照教

學；另補助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

會研發推廣「華語文能力測驗

（TOCFL）2.0」，預計自 112 年開始

推動，延伸電腦化適性測驗等級，與國

際語言標準對應接軌。 

(三)加強開拓美歐地區華語文教育： 

善用大學間學術合作優勢，透過「校對

校合作」方式，鼓勵我國大學與美歐地

區大學簽訂合作協議辦理「臺灣優華語

計畫」；對內補助各大學華語中心提升

軟硬體及教學品質，以吸引美歐菁英學

生來臺研習華語。 

(四)完善華語教師培育及支持系統： 

教育部規劃研訂「國際華語教師能力指

標」，整合「育、選、訓、用」四大環

節之華語教師培育機制，作為未來改革

「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考試」與教育

部選送對外教學人員培訓制度之重要依

據。 

(五)整合發展華語數位教學與學習： 

規劃與僑委會共同會商整合臺灣華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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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資源中心平臺、全球華文網、Cool 

Chinese 網站，建立單一入口網站；補

助具開發量能之國內大學研發多元華語

線上課程，透過網路無遠弗屆特性，引

領全球華語學習熱潮。 

(六)海外設立華語教學中心： 

透過「臺灣優華語計畫」補助我

國大學於美歐地區設置華語教學中心，

開設華語教師專業成長課程、工作坊及

辦理華語文能力測驗等多元交流活動，

成為我國於美歐大學推動華語文教育之

據點，以服務當地華語學習者，並培訓

當地華語教學人員。 

高等教育司-- 

高等教育行政及

督導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建立支持及協助學生發展機制:提高經

濟或文化不利學生進入國立大學就讀比

例;透過補助機制，引導學 校建立外部

資源(matching fund)，以提供經濟或

文化不利學生輔導所需資源及經費。 

資訊及科技教育

司--資訊與科技

教育行政及督導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計畫 

一、輔導教師善用數位工具及資源，以

實施多元教學模式，提 升學生學習動

機和自主學習能力，協助已具備資訊融

入教 學特色的學校，透過數位學習平

臺實施合作探究學習、專 題導向學

習、情境式學習或跨領域學習等，豐富

各類數位 教學模式。 

二、鼓勵學校及教師引導學生參與相關

活動及線上學習，以扎 根學習基礎，

深化學生實踐運算思維的能力，另外也

提升 對運算思維正確的認知，利用相

關活動增加對資訊科技的 體驗與應

用，培養學生利用資訊科技與運算思維

解決問題 之能力。 

三、推動學生安全健康上網教育，強化

學生資訊素養認知，並 協助教師教導

學生正確使用網路資源。 



新住民參與資訊素養教育學習成效之研究   

142 

 

偏鄉數位應用精進

計畫 

一、透過數位據點及行動服務，增進偏

鄉多元族群之基本資訊 素養與數位健

康照顧。引導體驗多元科技，導入多元

應用 的創新課程。 

二、營造數位樂學，陪伴偏鄉學童學

習，透過線上學習資源， 深化偏鄉民

眾數位技能。 

三、協助偏鄉在地特色產品數位行銷、

建立在地特色品牌，深 化地方特色。 

 終身教育司--終

身教育行政及督

導 

促進社區大學穩健

發展 

促進社區大學穩健發展，補助及獎勵社

區大學辦理經費，並透過審查機制協助

社區大學精進辦學成效，提供民眾多元

終身學習選擇，以傳遞知識技能並提升

公民素養，促進社區永續發展，營造優

質在地學習環境。 

勞動部 職業安全衛生署 

--職業安全衛生

業務 

辦理全國職業安全

衛生智能發展計畫 

(109-112年科發計

畫) 

一、擴充及優化全國職業安全衛生智能

雲系統(全國工作者智能履歷資料庫、

AI智能客服、智慧管理等資訊系統

等)。 

二、開發及設計高風險事業及一般職業

安全衛生多國語言數位學習教材。 

三、提升教育訓練單位辦訓品質，轉型

教育訓練制度。 

勞動力發展署-- 

勞動力發展業務 

推動多元培訓，強

化技能，提升勞動

力素質 

一、引領青年投入重點產業，強化青年

職場實務技術職能，提升就業力順利接

軌職場。 

二、依產業發展趨勢及就業市場需求，

辦理多元類型就業導向職前訓練，培訓

契合產業所需人才。 

三、配合國家政策，結合民間訓練資

源，公私協力辦理在職勞工職業訓練，

精進勞工職能。 

四、強化檢定內涵鏈結產業需求，推動

職能基準多元應用，以 促進產業人才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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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

部 

數位策略司 推動國家數位發展

策略，統籌協調規

劃施政計畫資源 

研析數位成長、轉型與潛力課題及調查

研析國際推動數位轉型趨勢等，掌握關

鍵議題，協助我國數位發展政策與國際

接軌；透過調查與分析，進行數位國力

及數位轉型指標與評鑑、國際競爭力指

標評比評析及規劃，掌握我國數位發展

現況與機會，進而發掘數位轉型契機。 

韌性建設司 普及通訊傳播領域

關鍵基礎設施，強

化通訊傳播網路韌

性 

建構多元與普及之通訊傳播網路接取環

境，普及通訊傳播服務之近用；持續推

動偏遠地區寬頻網路建置，保障國民基

本通信權益，使全體國民得按合理可負

擔之價格，使用不可或缺且具基本品質

之通傳服務。 

數位政府司 深化數位應用，提

升政府施政效能 

掌握政府數位人才供需資訊，研訂政府

資訊人力培育及留用對策，完備資訊職

能基準、鑑定與培力機制；深化政府數

位服務品質，推展政府服務設計系統，

協調機關推動政府服務單一入口機制，

提升民眾使用政府服務體驗。 

 

民主網絡司 連結國際民主網絡

力量，強化網路發

展數位韌性 

連結國際數位民主對話，彰顯政府開放

及數位軟實力；宣介民主網絡發展成

果，展現我國推動民主數位化決心。 

新住民資訊素養相關教育課程 

地區  單位 開課年度 課程 

政府機關 

全省  內政部移民署 105 年至今 電腦課程 

北區  

臺北市中正區公所 111 年 電腦班(多媒體影片製作) 

臺北市中正區公所 109 年 新移民 TQC檢定電腦班 

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111 年 電腦進階班 

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112 年 電腦進階班 

臺北市南港區公所 110 年 文書作業軟體課程日常應用 

臺北市文山區公所 107 年 
電腦技能整合性認證辦公軟

體應用類 

https://nit.immigration.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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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內湖區公所 106 年 電腦班 

臺北市政府 109 年 新移民 TQC檢定電腦班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終身教育科 107 年 電腦班 

新北市政府新聞局 111 年 新故鄉‧新映像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新北市立

三重商工、凱播大寬頻 111 年 
新故鄉新映像-影片製作力 

天外天，新北市三重新住民服

務中心 111 年 新故鄉新映像-影片製作力 

新北市三重商工新住民學習中

心 112 年 基礎電腦與資訊素養課程 

板橋·瑞芳社區大學、基督教

女青年會 100 年 新住民 72 小時學會電腦基礎 

桃園市新住民培力中心 111 年 電腦課程 

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109 年 數位學習課程 

桃園市新住民學習中心 109 年 

婦女數位學習課程 

電腦基礎/進階課程 

桃園市新住民學習中心 109 年 

Microsoft wor 電腦文書處理

研習班 

桃園市新住民學習中心 111 年 電腦文書應用班 

中區  

大道國民中學新住民學習中心 112 年 
數位學習 e起來 輕鬆學平板

課程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臺中市就

業服務處、財團法人台灣新移

民協會 

111 年 

社區傳播新住民口才種子培

訓(直播、手機拍攝、剪輯影

片) 

臺中市政府 110 年 
市民免費電腦課程 

電腦操作班、行動裝置班 

文化部、國立彰化美學館、財

團法人台灣新移民協會 110 年 
電商創業 

臺中市大肚戶所 107 年 新住民電腦資訊表題專班 

南區  
臺南市北門區北門數位機會中

心 100 年 電腦基礎應用 

東區  
崙背國小、崙背數位機會中心 111 年 電腦文書軟體 

蘇澳數位機會中心 108 年 電腦課程 

離島  金湖數位機會中心(金門) 110 年 電腦基礎應用 

 民間團體 

北區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106 年 數位生活，伊起學習:新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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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學習一點通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108 年 新住民電腦學習一點通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110 年 電腦初階班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112 年 
數位生活，伊起學習-WORD-

TQC考照班 

台北靈糧堂 107 年 電腦班 

台灣新住民家庭成長協會 103 年 電腦基礎應用 

桃園市新住民協會 111 年 電腦班 

中區  財團法人台灣新移民協會 110 年 

職能前導課程新住民跨境電

商數位學習專班、社區傳播

新住民口才種子培訓(直播、

手機拍攝、剪輯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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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臺灣地區核心都市、一般都市、新興市鎮、傳產市鎮、一般鄉鎮、

高齡化及偏遠鄉鎮分布表 

 

縣市別 核心都市 一般都市 新興市鎮 傳產市鎮 一般鄉鎮 高齡化鄉鎮 偏遠鄉鎮 

  

  

新北市 

板橋區、三

重區中和

區、永和區

新莊區、蘆

洲區 

新店區、淡

水 區 汐 止

區、土城區

深坑區 

樹林區、鶯歌

區三峽區、五

股區泰山區、

林口區、三芝

區、八里區 

瑞芳區 坪林區、石

門區貢寮

區、金山區

萬里區 

石碇區、平溪

區、雙溪區 

烏來區 

  

  

臺北市 

松山區、信

義區大安

區、中山區

中正區、大

同區、萬華

區 

文山區、南

港 區 內 湖

區、士林區

北投區 

          

  

  

  

  

臺中市 

中區、南

區、西

區、北區 

東區、西屯

區、南屯區、

北屯區大里

區 

豐原區、大甲

區清水區、沙

鹿區梧棲區、

神 岡區 潭子

區、大雅區外

埔區、烏日區

大肚區、龍井

區、霧峰區、

太平區 

后里區、

石岡區、  

大安區 

東勢區、

新社區、

和平區 

    

  

  

  

臺南市 

中區、東

區 

南區、北

區、安平

區、新營區 

安南區、佳里

區學甲區、新

化區仁德區、

歸仁區永康區 

柳營區、麻

豆區六甲

區、官田區

西港區、善

化區新市

區、安定區

山上區、關

廟區 

北門區、

玉井區、 

楠西區 

鹽水區、白河區

後壁區、東山區

下營區、大內區

七股區、將軍區

南化區、左鎮區 

龍崎區 

  

  

  

  

  

  

高雄市 

新興區、前

金區苓雅

區、鹽埕區

旗津區、三

民區 

鼓山區、左

營 區 前 鎮

區、鳳山區

烏松區 

楠梓區、小港

區林園區、大

寮區大樹區、

大 社區 仁武

區、岡山區橋

頭區、阿蓮區

路竹區、湖內

區茄萣區、永

安區 

梓官區 

燕巢區 彌陀區、旗

山區美濃

區、六龜區

甲仙區 

田寮區、杉林

區、內門區 

茂林區、

桃源區那

瑪夏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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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宜蘭市、羅

東鎮 

蘇澳鎮、冬山

鄉、五結鄉 

  頭城鎮、

礁溪鄉、

壯圍鄉、

員山鄉 

三星鄉 大同鄉、

南澳鄉 

  

基隆市 

  暖暖區、中

正區、仁愛

區、中山

區、安樂

區、信義區 

七堵區         

  

桃園市 

  桃園區 中壢區、蘆竹

區、龜山區、

八德區龍潭

區、平鎮區 

大溪區、

楊梅區大

園區、新

屋區、觀

音區 

    復興區 

  

  

  

新竹縣 

    竹北市 竹東鎮、新

埔鎮關西

鎮、湖口鄉

新豐鄉、芎

林鄉橫山

鄉、北埔鄉 

寶山鄉 

  峨眉鄉 尖石鄉、

五峰鄉 

新竹市   東區、北區 香山區         

  

  

苗栗縣 

    苗栗市、竹南

鎮 

苑裡鎮、頭

份鎮、後龍

鎮、公館鄉

銅鑼鄉、頭

屋鄉、三義

鄉、造橋鄉 

卓蘭鎮 通霄鎮、大湖鄉

南庄鄉、西湖鄉

三彎鄉、獅潭鄉 

泰安鄉 

  

  

彰化縣 

    彰化市、花壇

鄉和美鎮、員

林鎮溪湖鎮、

大村鄉、埔心

鄉、社頭鄉 

鹿港鎮、線

西鄉伸港

鄉、福興鄉

秀水鄉、芬

園鄉、埔鹽

鄉、埤頭鄉 

田中鎮、永

靖鄉北斗

鎮、二林鎮

田尾鄉、竹

塘鄉、溪州

鄉 

二水鄉、芳苑

鄉大城鄉 

  

  

  

南投縣 

    南投市、草屯

鎮 

  埔里鎮、竹

山鎮集集

鎮、名間鄉

鹿谷鄉、魚

池鄉、國姓

鄉、水里鄉 

中寮鄉 信義鄉、

仁愛鄉 

  

  

  

  

  

雲林縣 

    斗六市 林內鄉 斗南鎮、虎

尾鎮西螺

鎮、土庫鎮

北港鎮、古

坑鄉莿桐

鄉、二崙鄉

崙背鄉、麥

寮鄉東勢

鄉、褒忠鄉

臺西鄉、四

大埤鄉、元長

鄉、水林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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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鄉 

口湖鄉 

  

  

嘉義縣 

    民雄鄉、水上

鄉 

  太保市、朴

子市布袋

鎮、中埔鄉

竹崎鄉、梅

山鄉番路

鄉 

大林鎮、溪口鄉

新港鄉、六腳鄉

東石鄉、義竹鄉

鹿草鄉 

大埔鄉、

阿里山鄉 

嘉義市   東區、西區           

  

  

  

  

  

  

  

  

屏東縣 

  屏東市 麟洛鄉 東港鎮 潮州鎮、恆

春鎮萬丹

鄉、長治鄉

九如鄉、里

港鄉鹽埔

鄉、高樹鄉

萬巒鄉、內

埔鄉竹田

鄉、新埤鄉

枋寮鄉、新

園鄉嵌頂

鄉、林邊鄉

南州鄉、佳

冬鄉滿洲

鄉、枋山鄉 

霧臺鄉 

車城鄉 琉球鄉、三

地門鄉瑪

家鄉、泰武

鄉來義鄉、

春日鄉獅

子鄉、牡丹

鄉 

  

澎湖縣 

        馬公市、

白沙鄉西

嶼鄉、望

安鄉、七

美鄉 

湖西鄉   

  

  

花蓮縣 

  花蓮市、吉

安鄉 

新城鄉   鳳林鎮、玉

里鎮壽豐

鄉、光復鄉

豐濱鄉、瑞

穗鄉、富里

鄉 

  秀林鄉、

萬榮鄉卓

溪鄉 

  

  

  

臺東縣 

        臺東市、關

山鎮卑南

鄉、鹿野鄉

池上鄉、東

河鄉長濱

鄉 

  成功鎮、太

麻里鄉大

武鄉、綠島

鄉海端鄉、

延平鄉金

峰鄉、達仁

鄉、蘭嶼鄉 

資料來源：侯佩君等(2008)，臺灣鄉鎮市區類型之研究：「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五期計畫之抽樣

分層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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