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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現在是個 3C 世代，平板、桌機、筆電各式各樣的 3C 產品，便利了我們

的生活，大家幾乎人手一台手機，有些人甚至還擁有超過一台以上，這已是社會上

普遍的現況。那教育呢?從之前的線上課，到現在教育部推動的生生有平板，科技

融入教學已經勢不可擋，但是透過我們平常和同學之間的對談，我們發現:有些同

學並沒有手機，父母嚴格控管他們使用 3C 產品;另一些則相反，有些同學生活不能

沒有 3C，有些同學家裡連一般的 3C 產品都缺乏。於是我們就開始好奇，究竟和我

們一樣的國中使用 3C 的狀況都是如何呢?這些使用狀況會不會存在地域性，而有偏

鄉和一般學校的差別？而這些又有性別上的差異嗎？於是我們以問卷調查和訪談結

果做出數據分析，探討花蓮地區國中生使用 3C 的習慣。 

 

二、研究目的： 

 

1. 探討花蓮國中生使用 3C 的習慣 

2. 探討花蓮國中生使用 3C 是否有地域、性別差異 

3. 探討父母對 3C 使用的教養態度是否對孩子的學業產生影響 

 

三、研究流程： 

        本研究採取文本分析法及問卷調查，研究流程如下 ： 

 

貳、正文 

 

一、名詞解釋： 

(一)、APP：依據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說明，App 其實是「Application」的縮寫，而 

「Application」就是「應用程式」的意思，手機或電腦上的軟體也都可以叫做

「App」，只是現在一般通稱智慧型手機上的應用程式為「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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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3C 產品： 依據國家衛生研究院說明，3C 是對電腦（Computer）及其周邊、

通訊設備(Communication 主要是手機)，和消費電子(Consumer Electronics)等三種產

品的代稱。              

(三)、習慣：以心理學的觀點來看，習慣是某種程度上固定的思考方式、意志或者

感覺方式，是由以往重複的心智體驗而獲得的。 

(四)、依據學校班級數規模及所在位置，台灣學校類型可分為大型學校、中型學

校、小型學校、小型學校、偏遠學校、非山非市學校，如下表說明： 

 

二、研究對象 

本問卷對象為花蓮縣 112 年學年度在籍國中生共 376 位，男女比率為 45.2%和

54.8%，分別涵蓋了一般、非山非市、偏遠以及特偏等 18 所國中，校名及人數

整理如下表所示。 

 大型 中型 小型 

一般 1.花崗(140 份) 

2.國風(6 份) 

3.宜昌(10 份) 

 

1.美崙(6 份) 

2.自強(25 份) 

3.化仁(1 份) 

4.鳳林(25 份) 

5.新城(15 份) 

6.秀林(6 份) 

7.玉里(1 份) 

 

非山非市   壽豐(17 份) 

偏遠  1.瑞穗(17 份) 

2.光復(1 份) 

 

1.東里(8 份) 

2.富里(25 份) 

3.富源(4 份) 

4.萬榮(18 份) 

特偏   玉東(45 份) 

最後我們將統整出來研究對象分類為非偏遠學校以及偏遠學校等兩類： 

學校型態 說明 

大型學校 全校班級數 25 班以上為大型學校。 

中型學校 全校班級數 7 至 24 班為中型學校。 

小型學校 全校班級數 6 班以下為小型學校。 

偏遠學校 1. 位於離島地區、山地鄉、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或海拔一千

公尺以上之高山地區，且交通不便。 

2. 學校校門口距離公共交通工具站牌，達五公里以上。 

3. 學校距離村、里或部落辦公處所五公里以上，且無公共交

通工具可到達。 

非山非市學校 非偏遠地區學校，而經本部核定教育資源需要協助之公立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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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偏遠學校：一般大型、中型學校和非山非市小型學校共 252 份 

2. 偏遠學校：偏遠中型、小型學校和特遠小型學校共 118 份 

 

三、花蓮地區國中學生使用 3C 習慣調查 

 (一)、使用習慣 

根據我們的調查，花蓮國中生擁有的 3C 產品持有率依序如下表所示: 

種類 手機 筆記型電腦 平板 桌上型電腦 

人數 346 115 106 83 

    41%同學至少擁有一項 3C 產品，其中手機是最多人擁有的，高達 93%人都有，

擁有兩樣產品則有 37%，三項都有 14%，四項皆有則有 4%。相反，沒有 3C 產品僅

有 7 位同學，只有 1%。 

    若讓擁有兩樣以上的同學選擇，有高達 86%的同學會優先選擇使用手機，理由

則是以使用方便占最大因素。 

    初次擁有 3C 產品的年紀依序為小學高年級 35.4%、小學中年級 33.5%、國中七

年級 12.8%。 

    行動數據則高達 43.7%是沒有流量限制，也就是俗稱的吃到飽，27%則是雖然也

是吃到飽，但流量有限制，到一定的量會降速，可見多數在使用網路上是方便的，

但特別的是也有 15.6%的同學雖然有 3C 產品，但沒有任何的網路，只能打電話，或

使用免費的 wifi。 

 

(二)、軟體介面 

各項的手機、電腦軟體推陳出新，同學們是如何得知新軟體問世呢?根據我們的調查

發現，同學認識的管道如下: 

管道 老師介紹 同學介紹 親戚介紹 廣告 其他 

人數 14 248 62 129 42 

由上表可得知，國中階段同儕的影響力還是最大的。 

而同學們使用軟體的目的有: 

種類 為了融入同學,有共同話題 無聊,打發時間 覺得此軟體有趣 其他 

人數 145 249 220 9 

    我們問卷上除了列出的常見的社交、遊戲、影音 APP 之外，我們也好奇同學們

還會使用那些 APP，根據我們回收的問卷顯示有 101 份的同學還會使用 APP 剪輯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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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這些同學幾乎都是使用剪映，僅一位使用美圖秀秀、一位使用威力導演。還有

其他同學也有使用 google 地圖、google 翻譯、教育部字典、foodpanda、蝦皮購物、

吉他譜軟體、繪畫、efootball：足球戰術練習、月經週期生理期紀錄、計算機、鬧鐘……

總類非常多元，可見科技的確便利了我們的生活，而且很多同學也的確善用它來學

習。 

(三)、使用時間 

根據我們的問卷，花蓮地區的國中生平常使用 3C 產品的時間如下: 

社交 

時間 不用 不到 1 小時 1-2 小時 2-3 小時 3-4 小時 4-5 小時 5 小時以上 

人數 8 75 104 80 40 28 35 

比例  2%  20%  28%  22%  11%  8%  9 % 

遊戲 

  不玩 不到 1 小時 1-2 小時 2-3 小時 3-4 小時 4-5 小時 5 小時以上 

人數 11 123 128 59 25 7 17 

比例  3%  33%  35%  16%  7%  2%  5%  

影音 

時間 不用 不到 1 小時 1-2 小時 2-3 小時 3-4 小時 4-5 小時 5 小時以上 

人數 9 96 130 67 29 23 16 

比例  2%  26%  35%  18%  8%  6%  4%  

以比例來看，不管使用目的為何，使用時間都是以 1~2 小時為主，其次是不到 1 小

時。 

 

(四)、自我的覺察 

根據我們的調查，有 77%的同學其實還是有注意過自己使用 3C 的時間，對於使用 3C

產品的優缺點同學們的自評如下: 

1.缺點(可複選): 

種類 
無法使用

時會焦慮 

無法專注

於學習 
視力變差 情緒不穩 成績變差 

與父母的

衝突變多 

現實社交

能力變差 

無法分辨

現實與虛

擬世界 

人數 37 64 176 40 54 42 36 7 

2.優點(可複選): 

種類 
學習到更

多知識 

更熟悉

3C 操作 

更快獲得

新知或資

訊 

更拓展自

己的視野 

工作和學

習更有效

率 

社交關係

更牢固 

學習變得

更有趣 

調劑身心

更快樂 

人數 232 247 230 187 101 182 122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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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可見的缺點——視力變差，同學較有感，但是其他比較深層，或是需長期觀察

的缺點同學就沒有自覺，反而多數人覺得從中獲得較多的優點，所以填寫的人次和

缺點相比多了很多。 

 

四、比較花蓮地區偏遠國中生與非偏遠國中生使用 3C 的差異 

(一)、問卷整理如下所示: 

1.三大類軟體使用時間比校 

非偏鄉社交(男/女) 

時間 不玩 不到 1 小時 1-2 小時 2-3 小時 3-4 小時 4-5 小時 5 小時以上 

男 4 人 32 人 38 人 21 人 6 人 5 人 7 人 

  4%  28%  34%  19%  5%  4%  6%  

女 4 人 22 人 40 人 27 人 18 人 10 人 18 人 

  3%  16%  29%  19%  13%  7%  13%  

偏鄉社交(男/女) 

時間 不玩 不到 1 小時 1-2 小時 2-3 小時 3-4 小時 4-5 小時 5 小時以上 

男 0 10 人 14 人 12 人 8 人 5 人 5 人 

  0.00  19%  26%  22%  15%  9%  9%  

女 0 11 人 12 人 20 人 8 人 8 人 5 人 

  0.00  17% 19%  31%  13%  13%  8%  

非偏鄉遊戲(男/女) 

時間 不玩 不到 1 小時 1-2 小時 2-3 小時 3-4 小時 4-5 小時 5 小時以上 

男 4 人 25 人 44 人 17 人 11 人 3 人 9 人 

  4%  22%  39%  15%  10%  3%  8%  

女 7 人 66 人 36 人 21 人 7 人 1 人 1 人 

  5%  47%  26%  15%  5%  1%  1%  

偏鄉遊戲(男/女) 

時間 不玩 不到 1 小時 1-2 小時 2-3 小時 3-4 小時 4-5 小時 5 小時以上 

男 0 7 人 22 人 13 人 5 人 1 人 6 人 

  0.00  13%  41%  24% 9%  2%  11%  

女 0 25 人 26 人 8 人 2 人 2 人 1 人 

  0.00  39%  41%  13%  3%  3%  2%  

非偏鄉影音(男/女) 

時間 不玩 不到 1 小時 1-2 小時 2-3 小時 3-4 小時 4-5 小時 5 小時以上 

男 4 人 37 人 41 人 15 人 11 人 1 人 4 人 

  4%  33%  36%  13%  10%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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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5 人 34 人 48 人 24 人 9 人 13 人 6 人 

  4%  24%  35%  17%  6%  9%  4%  

偏鄉影音(男/女) 

時間 不玩 不到 1 小時 1-2 小時 2-3 小時 3-4 小時 4-5 小時 5 小時以上 

男 0 10 人 17 人 14 人 6 人 4 人 3 人 

  0.00  19%  31%  26%  11%  7%  6%  

女 0 15 人 24 人 14 人 3 人 5 人 3 人 

  0.00  23%  38%  22%  5%  8%  5%  

    由上圖的比較可知花蓮區的國中生喜好差不多，但值得關注的有:非偏鄉都有學

生不使用社交、遊戲、影音軟體，偏鄉的學生卻反而不管什麼軟體都會使用;偏鄉女

生使用社交軟體的時間每日達 2~3 小時，偏鄉女生使用遊戲軟體的時間，也高於非

偏鄉。另外，使用時間過長的比例和項目，非偏鄉的女生每日有 13%超過 5 小時以

上在社交上，偏鄉的男生則有 11%超過 5 小時以上在遊戲上。 

2.使用 3C 缺點 

 

無法使

用時會

焦慮 

無法專

注於學

習 

視力變

差 

情緒不

穩 

成績變

差 

與父母

的衝突

變多 

現實社

交能力

變差 

無法分

辨現實

與虛擬

世界 

非偏遠 26 47 123 26 40 32 22 4 

偏遠 11 17 53 14 14 10 14 3 

總數 37 64 176 40 54 42 36 7 

3.使用 3C 優點 

  

學習到更

多知識 

更熟悉

3C 操作 

更快獲得

新知或資

訊 

更拓展自

己的視野 

工作和學

習更有效

率 

社交關係

更牢固 

學習變得

更有趣 

調劑身心

更快樂 

非偏遠 157 165 163 136 67 125 79 134 

偏遠 75 82 67 51 34 57 43 68 

總數 232 247 230 187 101 182 122 202 

    從上列兩張圖交叉比對後，我們發現:非偏遠學校的學生似乎將 3C 當成自己擴

展人際關係和新知的利器，但矛盾的是這樣不見得和「學習」是有關的，可見多數

人還是將 3C 產品做為娛樂用途而非學習。而不論哪一地區視力變差都是學生自己有

意識到的問題，而非偏遠地區的同學更注意到自己無法專注和成績變差。 

市面上的軟體總類非常多，我們依用途區分成四大類，分別探討目前花蓮地區

的國中生使用的軟體是否會因地域性而有所不同。 

1.社交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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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遊戲軟體 
 傳說對決 絕地求生 寶可夢 第五人格 蛋蛋槍戰 其他 

非偏遠學生數 109 29 11 12 4 86 

偏遠學生數 58 18 2 6 0 30 

總人數 167 47 13 18 4 116 

 

3.影音軟體 

  YouTube Netflix Disney+ 抖音 小紅書 其他 

非偏遠學生數 124 14 1 75 21 15 

偏遠學生數 51 4 0 50 10 3 

  總人數 175 18 1 125 31 18 

分析後，我們發現偏遠與非偏遠在使用社交、遊戲與影片軟體的差異不大，且

社交軟體都以 IG 為最多、遊戲軟體都以傳說對決為最多、影片軟體都以 YouTube 為

最多。 

 

五、探討父母對 3C 使用的教養態度是否對孩子的學業產生影響 

父母對於孩子使用 3C 的態度是否會影響他們的課業表現呢?而這又和父母本身

的學歷有無關聯呢?我們做了非偏鄉和偏鄉的比較，企圖找出他們之間的關聯性。 

 

放任 3 高中職 6 吃到飽 2 3歲前 1

有條件 5 大學 1 吃到飽但有流量限制 3 國小低年級 1

嚴格控管 1 碩士 1 有限制 2 國小中年級 4

其他 1 沒有行動數據 1 國小高年級 3

其他 1

放任 15 國中 8 吃到飽 18 3歲-小學前 1

有條件 25 高中職 22 吃到飽但有流量限制 14 國小低年級 7

嚴格控管 2 大學 9 有限制 3 國小中年級 20

其他 1 其他 4 沒有行動數據 7 國小高年級 9

其他 1 國中七年級 6

放任 10 國小 1 吃到飽 6 3歲-小學前 1

有條件 11 國中 1 吃到飽但有流量限制 9 國小低年級 6

嚴格控管 3 高中職 18 有限制 0 國小中年級 6

大學 4 沒有行動數據 6 國小高年級 9

其他 3 國中七年級 2

放任 13 國中 4 吃到飽 12 3歲-小學前 1

有條件 15 高中職 20 吃到飽但有流量限制 11 國小低年級 3

大學 4 有限制 1 國小中年級 11

沒有行動數據 4 國小高年級 8

國中七年級 5

放任 7 國中 3 吃到飽 6 3歲-小學前 1

有條件 6 高中職 8 吃到飽但有流量限制 5 國小低年級 1

嚴格控管 1 大學 1 有限制 1 國小中年級 6

其他 2 沒有行動數據 2 國小高年級 4

國中七年級 2

持有3C年紀偏鄉

學業59以下 14

學業80-89 43

學業70-79 24

學業60-69 28

學業成績90以上 9

父母管教態度 父母學歷 3C流量限制

種類 IG FB LINE Chat 微博 

非偏遠學生數 143 61 29 4 1 

偏遠學生數 74 34 8 0 1 

總人數 217 95 37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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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圖可知，非偏鄉的父母多數多是有條件管理孩子的使用，但可以明顯看到

學業成就較高的同學較多沒有 3C，而且流量是有管制，父母也是等到較高年級才給

小孩使用 3C 產品，父母的學歷也是比較高。學業成績較差的可以發現放任的比例也

比較高，由此可見父母的管教態度的確會反映在孩子的學業成就上。 

    由上圖可知，總體而言，偏鄉父母的學歷較低於非偏鄉，流量也大部分是吃到

飽，每個人都有 3C，很特別的是，不管是哪一層級的學業表現放任比例都很高。 

 

參、結論與建議 

一、 3C 讓偏鄉不再是偏鄉 

放任 8 國中 1 吃到飽 20 3歲-小學前 4

有條件 33 高中職 10 吃到飽有流量限制 11 國小低年級 4

嚴格控管 13 大學 33 有限制 7 國小中年級 14

其他 1 碩士 6 沒有行動數據 11 國小高年級 23

博士 4 其他 2 國中七年級 6

其他 1 沒有3c 4 沒有3c 4

放任 16 國中 2 吃到飽 35 3歲-小學前 4

有條件 51 高中職 15 吃到飽有流量限制 19 國小低年級 8

嚴格控管 15 大學 41 有限制 11 國小中年級 20

其他 2 碩士 22 沒有行動數據 14 國小高年級 31

其他 4 其他 2 國中七年級 12

沒有3c 3 國中八年級 6

沒有3c 3

放任 21 國中 6 吃到飽 25 3歲-小學前 3

有條件 29 高中職 15 吃到飽有流量限制 12 國小低年級 3

嚴格控管 3 大學 25 有限制 6 國小中年級 19

碩士 5 沒有行動數據 7 國小高年級 19

其他 2 其他 2 國中七年級 8

沒有3c 1 沒有3c 1

放任 8 國小 1 吃到飽 19 3歲前 1

有條件 21 國中 1 吃到飽有流量限制 7 3歲-小學前 2

高中職 14 有限制 2 國小低年級 1

大學 11 沒有行動數據 1 國小中年級 12

碩士 1 國小高年級 8

博士 1 國中七年級 4

國中八年級 1

放任 13 國小 1 吃到飽 19 3歲-小學前 3

有條件 16 國中 1 吃到飽有流量限制 5 國小低年級 3

嚴格控管 1 高中職 16 有限制 5 國小中年級 10

其他 1 大學 11 沒有行動數據 1 國小高年級 13

碩士 2 其他 1 國中七年級 1

國中八年級 1

父母學歷 3C流量限制 持有3C年紀非偏鄉

學業80-89 84

學業成績90以上 55

學業59以下 31

父母管教態度

學業70-79 53

學業60-69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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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刻板印象中偏鄉通常是資源缺少、文化刺激少的地方，但從我們的調

查中可以發現，偏鄉同學的 3C 設備、網路並沒有比市區的同學差，透過無遠弗屆

的網路同學不僅可以自學，還可以學習到最新的資訊，在這資訊新世代，不願意

學習的人才是真的身處偏鄉。 

 

二、同儕仍是王道 

根據我們的問卷結果顯示無論是偏遠或非偏遠學校，在軟體的使用習慣上並

無太大差異，而且大部分的國中生都會使用社交軟體，即使是遊戲也是偏好可以

組隊、交談的遊戲，並不只是單純的玩遊戲而已，這都顯示國中生最在意的是同

儕關係。 

 

三、速食時代來臨 

      社交軟體中 IG 竄起，是因為它的圖像畫設計符合新世代快速瀏覽的習慣，

而大量美圖可以讓年輕人展現自我，圖重於文的世代已經來臨。  

另一現象則是影片類的軟體大受國中生喜愛，這是讓我們感到非常的驚訝的

地方，因為我們原本以為遊戲類的軟體應該是大家第二多使用的軟體，沒想到竟

是短影音當道，而這是因為近年來，抖音、小紅書，甚至是 YouTube 等，都是以

「短視頻」的內容來吸引大眾的目光，無怪乎，現在年輕人最想從事的夢幻職業

之一是網紅。而根據商周的一篇報導研究發現，我們這代的人相較於以往的，比

較沒有耐心，10、7、甚至是 5 分鐘的影片最後會因為沒有耐心而看不下去，這也

是為甚麼短視頻愈來愈盛行的原因之一。 

 

四、有效控管勝過防堵 

    從我們的問卷可知，不管父母是放任還是嚴格控管，都有孩子還是會和父母因

使用 3C 問題而起衝突，所以倒不如好好和孩子約法三章，有條件使用，畢竟現在很

多課程還是多需要使用到電腦查閱資料，如果小孩對流行資訊一問三不知，也容易

和同學產生隔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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