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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教師網路素養與認知」網站介紹 

壹、 前言 

依據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公布 2007 年 1 月「台灣寬頻網路使用調查」報告統計，台灣

地區整體人口（0-100 歲）上網率達 66.91%，12 歲以上人口的上網率 67.77%，其中 12 至

25 歲民眾上網比率超過九成。由此可見網路應用的普及程度相當高。透過網路的便利傳

輸，資訊流通的速度更為快速，其影響力也相對增加，網路使用的過程如同現實世界通過

車水馬龍交通頻繁的十字路口也需要停、看、聽，才能確保網路使用的安全，維持網路世

界的秩序。 

教育部為因應學生使用網路例如收發電子郵件、玩線上遊戲、網路交友、網路購物等，

與日常生活愈來愈密切。如何有效輔導經常使用網路的學生善用網路的優點，避免或降低

使用網路產生的負面影響，從教師與學生兩方面積極推動提升資訊素養與倫理。建置「教

師網路素養與認知網站」，內容豐富，不只是提供老師使用，更值得長期使用網路的各位

網友，停留網站、看看焦點新聞、及網路教材寶庫、聽聽留言版上的聲音，期望加入網路

生活的我們能成為合理、合宜與合法之網路新國民，也擁有更快樂、幸福的美麗新世界。

更期望各機關能協助廣為推廣。 

貳、 推動策略 

一、 教師方面 

為加強教師資訊素養與倫理知能，使教師了解青少年使用網路等相關影響如網路

交友、網路遊戲、網路沉迷等現象，進而引導合理使用網路，積極推動「教師資訊素

養推廣計畫」。本項計畫包括二個子計畫：「提升全國高中職資訊素養與倫理之教學

推廣計畫」辦理全面性研習課程；並以「教師網路素養與認知網站」(http://eteacher.edu.tw/)

為平台，建置「網路素養」、「網路交友」、「網路沉迷」、「網咖現象」、「網路

遊戲」、「網路安全」及「網路交易」各項主題的教學資源，透過各項研習與推廣活

動，希望能提升教師對於網路使用倫理、網路法律、網路安全的資訊知能，並且從自

身做起，推己及人，讓教師網路素養與認知 e 起來。 

二、學生方面 

為培養學生成為合禮、合宜與合法之網路公民，本部在課程方面已將「資訊素養

與倫理」列為普通高級中學選修科目「資訊科技概論」課程綱要主題之一。並於 95 年

補助建置完成網路新國民網站（http://www.smartkid.org.tw/），讓兒童學習網路禮節、法

律及自我保護三大課程，以建立兒童上網安全觀念，主動保護兒童上網安全。 

 

對於中小學生在校園上網，已於 92 年完成台灣學術網路骨幹各網路中心不當資訊

防制系統的建置，避免中小學生藉由校園網路接觸不當資訊。在家庭方面也於 95 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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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不當資訊資料庫及使用者端過濾系統的研發，並於 95 年 7 月刊登此一消息於各大報

紙媒體，免費提供學生家長使用（http://tanet110.ncku.edu.tw/ieblocker/）。 

參、 教師網路素養與認知網站介紹 

「教師網路素養與認知網站」（簡稱 eteacher 網站）主要架構包括八大主題：【網路素養】、

【網路交友】、【網路沈迷】、【網咖現象】、【網路遊戲】、【、網路安全】、【網路交易】及【網

路法律】等。經由這些分類，教師們可以快速且有系統地了解網路可能帶來的現象與問題，

從「orz」等網路次文化開始，了解青少年的網路生活、習性、想法、行為，以抹平師生間

的代溝。自此，教師不再只是愛說教的長輩，而是能與他們促膝談心的朋友。 

eteacher 網站內容依網站主題彙整焦點新聞、發行電子報、製作「網路花路米」、「e 書 e

站」、「e 人共訪」、「e 欄共享」與「e 文共賞」等專欄。並依國小、國中、高中對象，分類整

理網咖現象、網路交友、網路交易、網路安全、網路沉迷、網路法律、網路素養等主題教案、

教學指引、教學媒體及學習單共計 24 組教案。協助教師有系統的探討問題，並可利用網站

提供的教學影片擬定教案，用豐富的多媒體教學與正確的觀念，及早形塑青少年對於網路的

健康認知。 

eteacher 網站特色，還包括焦點新聞、電子報、家長 Q&A 及研討會等。焦點新聞係透過

取得合法授權，定期由工作團隊挑選合宜的網路相關新聞，全文轉錄到網站上。轉載的新聞

按照前述的議題分類，以便於讀者搜尋相關新聞。截至目前為止，共收錄有相關新聞 856 則，

其中以「網路交友」與「網路法律」的所佔比例最高，由此可見這兩項議題的重要性。透過

新聞，除了可以讓教師了解社會上發生的相關事件外，也可以這些社會事件做為借鏡，提醒

自己與青少年免於重蹈覆轍。有老師表示，先讓青少年看新聞案例後再來上課的，真的很有

幫助。 

肆、結語 

「教師網路素養與認知網站」以客觀的角度編製網站內容，幫助教師涉獵、深入各項資

訊倫理議題，並提供教案與教材以減輕教師們教學的負擔，且定期舉辦研討會促進教師互相

交流；亦不斷藉由網站的電子報與互動功能，更新網站內容及面向，使網站更臻完整。教育

部鼓勵更多老師、家長、所有網友、並請各機關廣為推廣，大家一起參與，善加運用 eteacher

網站之資源，以培養出更多優質的網路公民。 

（本文由教育部電子計算機中心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