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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十年來，由於資訊科技和網際網路的快速成長，今天已普及到世界各

個角落，其所建構形成的數位化時代，已對整個人類帶來全所未有的衝擊。

面對此一數位革命的發展，各國政府及國際性合作組織如八大工業國家

(G8)、亞太經濟合作理事會(APEC) 和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等，莫不對

資訊科技與網路使用衍生而來的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問題，提出警

訊及因應策略。去(八十九)年四月G8教育部長、歐盟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教育代表、OECD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觀察員，在
日本東京召開部長高峰會議，在教育革新與資訊通信科技上，一致同意分

享減少教育科技取得障礙的有效策略，進而消弭國內及國家之間的數位落

差；七月間G8領袖和歐盟執行委員會主席在琉球舉行領袖高峰會並發表聯

合公報，在邁向更繁榮二十一世紀的主題下，也提出有關數位機會與數位

落差的三項因應策略： 

² 資訊科技有益並結合世界各地的人民，讓彼此相互認識與交流，
它也有廣大潛力促進各國經濟發展、加強公共福利及提升社會凝

聚力和民主成長，所以必須讓所有人擁有數位機會。 

² 在通力合作下，我們將加強資訊科技的最大效益並確保它們為那
些少有接觸的人所擁有，在這方面，我們歡迎私人機構所做的貢

獻，諸如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數位落差計畫以及全球電子商務企

業對話（GBDe）的機制。 

² 為達成這些目標，我們承諾實現琉球全球資訊社會憲章（Okinawa 
Charter on the Global Information Society）所確立的目標（按

包括擷取數位機會、縮短數位落差兩部分的構想），並成立一個數

位機會特別小組，該小組將於下次會議中，針對縮短國際資訊和

知識落差的全球行動，提出它的研究結論與建議。 

 

    去年十一月在汶萊舉行的APEC部長會議，強調新經濟發展中人力資源

的重要性，為了加強各經濟体之人才能力建構，去年主事會員体汶萊與今

（九十）年主事會員体中國大陸於今年五月在北京共同舉辦「新經濟人力

能力建構高階會議」，我方與會代表在會中向大會提出化數位落差為數位機



會的構想，並向各會員体介紹我們推動「數位機會」（digital 

opportunity）的經驗；此外，在汶萊舉行的APEC部長會議中我國倡議「轉

化數位落差為數位機會」，期協助各會員体發展電子商務應用之能力，以因

應數位化時代之挑戰，我國並依各會員体的請求，於今年七月在台北召開

是項會議，研商APEC縮短數位落差、創造數位機會的未來合作方向，討論

的主題包括數位化教育、電子化公共化服務、供應鏈管理、行動商務、電

子交易市集等。 

 

由以上G8和APEC各會員國最近合作迎戰數位落差的共識，我們不難

了解它對國家社會所帶來的潛在威脅，如何消弭這種落差成為當前各國重

要的課題，就算科技先進的國家亦不例外。此次現代教育論壇以數位落差

和數位機會為討論的議題，可謂深具意義。本文將以美國近年來推動資訊

科技、縮短數位落差的經驗，與參加論壇的教育工作者分享，昐它在因應

數位化時代的挑戰上可做為我們的參考與借鏡。 

 

數位落差的涵義 

 

  Paul Gilster在八十七年發表的「數位素養」（digital literacy）

乙書中，論及網際網路時代所需具備的數位素養時，將「數位素養」界定

為取得電腦網路資源並加以應用的能力，由於網際網路已從最初是科學家

的工具演變成全球性資訊上網與研究的媒介，並開放給每一個擁有電腦及

數據機者，所以今天它像駕照一樣成為人人必備的知識，至於使用網路的

數位素養包含三種主要能力：思考判斷線上的資訊、整合各種來源的可靠

資訊以及發展資訊蒐尋能力。當然，地球村中的每一個人若能具備如

Gilster氏所稱的數位素養，必能共享數位化時代所帶來學習、工作、娛

樂多方面的益處，而大家所期盼的社會公平正義、世界共存共榮的理想將

更易實現。至於新時代所產生的數位落差，前幾年還是相當新的名詞，正

如去年「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乙書的作者David Bolt提到，當

他在八十六年為美國公共電視製作數位落差系列報導時，很少人熟悉數位

落差的概念，惟經過相當時間的討論，幾年後已成為流行的詞彙，更重要

的是，針對這種落差所提的因應措施已有很多且在持續發展中，Bolt氏表

示探討數位科技時要記住的是，一方面是取得（access）問題（量的面向），

另一方面是內容（content）問題（質的面向），這是為什麼我在數位落差

這本書及公共電視數位落差系列報導探討數位科技質與量的問題，從小學

電腦在課程中的角色到美經濟中科技工作的成長皆有。據了解，「數位落差」

乙書是從教育、工作、族裔和性別等因素去探討美國社會中數位落差的問

題。 



 

由於數位落差是新興的詞彙，也有其他的譯名如數位差距、數位區隔、

數位鴻溝或數位格差等，其譯名雖有不同，但所指的內涵卻大同小異。例

如，陳曉開和袁世珮在八十七年翻譯的「N世代」乙書中，原作者數位未

來學家（digital futurist）Don Tapscott指出，數位革命已將社會區隔

為資訊豐富及資訊貧乏、知道及不知道、做與不做的族群，此即所謂的數

位落差，這種現象不僅是接近新媒体的問題，更涉及服務的提供、技術的

便利、使用的動機和學習的機會等方面的落差，這會帶給我們一個兩極化

的世界：有-沒有、知道-不知道、做-不做；根據「數位落差網」（Digital 

Divide Network ）的說法，在能夠有效使用資訊科技和不能夠有效使用資

訊科技的人群、社區之間，總存在著一條鴻溝，目前，這種科技使用的不

公平現象，比以往排除了更多人享有新經濟的成果，我們使用數位落差乙

詞，意指能與不能有效運用新資訊和通訊工具如網際網路的人群、社區間

的差距，雖然這種落差存在程度及其是否增加或縮小並沒有一致的共識，

但是研究者幾乎一致認為此時此刻某種落差的確存在。 

 

數位落差的現況 

 

   當資訊科技在美國民眾的經濟與社會生活扮演的角色增加時，若有人在

資訊時代落後時便會蒙受不利的影響，這種數位落差的現象也將對社區健

全、工作人力發展及整個國家的經濟利益帶來威脅。是以，美國柯林頓政

府，尤其是教育部、商務部近年來均致力於消弭公立學校、社會大眾中所

存在的數位差距，從它們最近發表的調查研究報告顯示，整個國家大體上

正朝數位融入（digital inclusion）的方向邁進，目前幾乎所有公立學校

已連上網路，而且美國民眾在生活上應用資訊科技工具的人數也快速增

加，儘管如此，數位落差仍然存在，以下分別介紹美國公立學校和社會大

眾使用資訊科技及連接網路的現況。 

 

首先，要探討的是美國公立學校和教室連接網際網路令人稱羡的進步

狀況。美國國家教育統計中心（NCES）從八十三年起，便展開調查公立學

校連上網路的比例，這些年來的調查讓美國教育部能夠掌握公立學校學生

和教師取得資訊科技的進步狀況，每年約挑選全國一千所公立學校做為調

查樣本，而且從八十五年起的網路連線類型，以及八十九年時學校以外時

間的上網等問題也納入調查。八十九年秋，幾乎所有美國公立學校（98%）

已連上網際網路，相較之下八十三年只有 35%，而且與以往的年度不同的

是，八十八、八十九年時無論學校的特徵，例如貧窮程度或學校所在地區，

學校上網的狀況實際上並無差別，有關美國公立學校連接網路七年來的的



進步狀況，請參閱附表一。 

 

 其次，美國民眾目前連上網路及擁有電腦也比以前多，這使得他們更

能夠參與數位化經濟的活動與生活。美國商務部在這方面扮演重要的角

色，該部所屬國家電信暨資訊總局（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NTIA）近年來調查掌握美國民眾擁有利用

數位化科技的發展概況，調查發現民眾的數位落差已大幅改善，該部於八

十四年、八十七年、八十八年及八十九年發表了四次「從網路中跌落」

（Falling Through the Net）的系列研究報告，分別就美國鄉村未擁有資

訊者現況（A Survey of the “Have Nots” in Rural America）、數位落

差新資料（New Data on the Digital Divide）、界定數位落差（Defining 

the Digital Divide）以及邁向數位融入（digital inclusion）等主題提

出相關統計與結論，該部為配合報告的發表，亦分別於八十七年二月、八

十八年十二月舉辦「連結美國民眾」研討會（Connecting All Americans）

和「數位落差高峰會」（Digital Divide Summit）, 以探討公私立機構在

消弭科技鴻溝上的現行措施，以及如何擴大協調各方所做的努力，早日將

所有美國民眾連上資訊高速公路。筆者不打算一一說明相關報告的內容，

只就去年十月邁向數位融入報告所顯示的數位落差現象加以說明。誠如前

總統柯林頓在這次報告發表時所言：雖然為全國民眾縮小數位落差及創造

數位機會仍有許多地方亟待努力，但我樂見美國民眾接觸電腦和網路的人

數顯著增加，對於許多低收入、鄉村及少數族裔家庭目前連結網路的速度

超過全國的平均值，我感到特別欣慰。「邁向數位融入」的報告指出，美國

整體的數位融入快速增加如下： 

² 家庭連上網路從八十七年十二月的 26.2%增加至八十九年八月的

41.5%（請參閱圖一），增加率為58%。 

² 家庭利用電腦的機會從八十七年十二月的 42.1%增加至八十九年的
51%，增加率為21%。 

² 過去二十個月美國民眾上網的人數約增加三千兩百萬人，目前共達
一億一千六百餘萬人。 

² 使用網路的美國民眾從八十七年十二月的 32.7%增加至八十九年八
月的44%。 

² 以往男女之間使用網路的差距已經不復存在。 
不過，該報告的統計數字也告訴我們美國當前數位落差的現況如下： 

² 51%的美國家庭有乙台電腦，41.5%的美國家庭與網路連線。 
² 白人（46.1%）及亞裔（56.8%）家庭在網路連線上持續為黑人   
（23.5%）及西裔（23.6%）家庭的兩倍。 

² 年收入 75000美元或以上的家庭有 86.3%連上網路，相較之下，年



收入少於15000美元的家庭只有12.7%。 

² 幾乎 65%大學畢業者在家有網路連線，接受教育低於高中程度者則
在家有網路連線只有11.7%。 

² 鄉村地區（38.9%）雖然在網路連線和使用上不及城市地區（42.3%），
卻超過市中心區（37.7%）。 

² 在家以外使用網路的民眾，62.7%是在工作時，18.9%是在中小學校，
8.3%在其他類型學校，9.6%在圖書館，0.5%在社區中心以及 13.8%

使用其他人的電腦。 

Larry Irving認為美國目前在戰勝數位落差上還言之過早。例如，超過一

百萬民眾仍然沒有上網，黑人及西裔美人尤其是貧窮的黑人及西裔美人在

接觸電腦上仍落後白人及亞裔美人，特別是在家裏，白人從家裏上網高於

黑人或西裔美人從任何地方上網，而且在過去兩年，白人與少數族裔連結

網路的差距事實上拉大三至五個百分比，他表示「邁向數位融入」的報告

給予我們很多省思之處。 

 

    最後要談的是美國高速、先進的通訊服務機會，它與數位落差也有關

係。在這方面，聯邦通訊委員會去年八月就是否合理適時地提供美國民眾

先進的通訊能力（advanced telecommunication capacity），提出了第二

次調查報告，該委員會目前將先進通訊能力界定為基礎建設在每一方向有

能力每秒傳輸資料達200Kpbs的速率，惟認為至少在一個方向傳輸速率每

秒200Kpbs以上的能力便可算是高速（high-speed），基於該委員會所訂的

標準，目前提供給美國民眾先進通訊能力大體上是合理而適時的，據統計，

八十八年底約有兩百八十萬高速和先進服務的用戶（按八十七年底為三十

七萬五千個用戶），不過若僅交由市場因素去決定，有些群體在適時地享有

先進通訊服務上將容易蒙受不利，包括鄉下人（特別是居住在人口集中地

區以外）、市中心區顧客、低收入顧客、少數族裔及部落地區顧客等。 

 

數位落差的因應策略 

 

如前所述，去年相關資料顯示美國在消弭數位落差、創造數位機會已

有相當成效，無論是學校、家庭和社區已經朝「數位融入」大步向前邁進，

這要歸功於聯邦、州與民間通力合作的結果，筆者將介紹美國聯邦政府，

包括教育部、商務部幾年來的倡導和施行策略。前總統柯林頓八十五年元

月發表國情咨文時指出：在我們的學校裏，每一教室必須以電腦、好的軟

體及受過訓練的教師，與資訊高速公路連接。為了配合這項資訊科技目標，

柯林頓總統不久後簽署了具有歷史性的電訊傳播法(Telecommunications 
Act)，並宣佈一項為期五年、二十億美元的科技素養挑戰基金(Technology 



Literacy Challenge Fund)。電訊傳播法規定網際網路服務業應以優待價錢提
供通訊服務給學校及圖書館，以幫助學校及學生能夠上網並取得進一步的

資訊服務，實施以來已大幅降低學校與教室連接資訊高速公路所需之費

用。至於科技素養挑戰基金則協助州、地方及私人企業致力於確保全國中

小學提供所有學生更好的機會，以學習二十一世紀所需的科技能力。前教

育部長 Richard Riley於同（八十五）年六月，發表了美國第一次全國教育
科技計畫--「學生為二十一世紀做好準備：迎接科技素養挑戰」(Getting 
America’s Students Ready for the 21st Century: Meeting the Technology 
Literacy Challenge) ，揭示了美國教育科技的四項目標：1、提供所有教師
所需之訓練與協助，去幫助學生透過電腦及資訊高速公路學習。2、發展有
效的軟體及線上學習資源，以成為學校課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3、提供所
有教師、學生接觸使用現代化電腦的機會。4、將美國每一所學校、每一間
教室，連接資訊高速公路，該計畫也勾勒聯邦、州、地方社區、高等教育

機構、企業等促進教育科技所扮演的角色，幾年來的努力使得全國公立學

校、圖書館連接網路和教師學生使用資訊科技才有今日的成效。以下分別

介紹聯邦政府近年來創造全民數位機會、消弭數位落差的各項主要策略，

包括科技素養挑戰基金、電訊服務教育優惠費率(Education Rate，E-Rate)、
九六年網路日運動(Netday96)、社區科技中心計畫(Community Technology 
Center Program)、轉化數位落差為數位機會的綜合性計畫以及提供數位機
會的全國性行動呼籲。 

 
前面提及八十五年起實施的科技素養挑戰基金，在於使所有學生在二

十一世紀揭開序幕時，具備基本通訊、數學、科學及批判性思考的能力。

為達此目的，學校、私人機構、社區團體、地方、州及聯邦政府需要從上

述的四項教育科技目標去努力。各州為爭取是項基金，於提出策略時被賦

予最大的彈性，州於提出科技挑戰策略的同時，可選擇讓地方社區公開申

請依比例分配的基金。如果州無法提出全州性的策略時，地方社區或地方

社區暨私人企業聯合會可以提出地方性計畫，申請所謂的地方改革挑戰基

金（ Local Innovation Challenge Fund），這項變通方案可進一步確保每人均
能參與此項教育科技改造運動。各州獲得科技素養挑戰基金之多寡，完全

依其學生人數而定。 
 
其次是電訊服務教育優惠費率的政策，八十五年電訊傳播法通過之

後，公立學校和圖書館有資格享受全民服務基金（Universal Service Fund）
的補助，這項法案的目標是要確保學校和圖書館均有能力使用資訊科技。

美國教育部經過一年多的努力，促成聯邦通訊委員會（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於八十六年五月通過執行全民服務法



案，這項全民服務基金的補助稱為教育優惠費率，使得中小學校及公立圖

書館每年在使用電訊服務時可節省許多費用。凡是商業用途上的電訊服務

（如聲音和數據服務）、網路使用及科技進入教室所必備的內部連接等，均

在全民服務基金的補助範圍內。而各個機構所得到的優惠折扣係依據其地

理位置及經濟狀況而定，由二折到九折不等。這項劃時代的措施確保所有

美國孩童，無論貧富，無論住在鄉村或都市地區，均享有同等機會接觸網

際網路的資訊，並使得全國資訊擁有者與資訊缺乏者之間的差距大幅縮

小。無疑的，電訊服務教育優惠費率的實施是美國學校、圖書館連上資訊

高速公路的重要里程碑，對提供民眾和學生數位機會具有重大的貢獻。 
 
至於加州民間發起、聯邦大力支持的九六年網路日運動（Netday96），

目的在協助每一所學校、每一間教室連接資訊高速公路。加州地區熱心教

育的人士在八十五年春率先發起了一項九六年網路日運動，呼籲大家為加

州中小學連上網際網路攜手合作，期為下一代的數位素養奠定基礎，這項

運動獲得了柯林頓總統、高爾副總統、以及 Riley教育部長等的全力支持，
並由昇陽電腦公司（Sun Microsystems）主其事，估計有一萬五千位以上的
義工登記加入，其目標是在八十五年底前讓加州公立中小學順利連上網

路。其做法簡單明確，即在網路日（三月九日）以前號召各界人士組成工

作小組，為登記參加的每一所中小學完成初步的連線作業，在每校五間教

室、圖書館或電腦中心之間佈設電纜線，以便各校未來能夠連上網路。至

於網路日當天，在登記參加的公立中小學，由學校教師、家長及行政人員

集會，共同檢討校內現有的設施與技術，評估目前的狀況與資源，探討進

行的步驟，為跨入未來的網路世界邁出第一步。另一方面，成千上萬的義

工就在這一天安裝基本設備及佈設電纜線，連接校內五間教室、圖書館或

電腦中心，於是初步的奠基工作即告完成。工作雖然相當簡單，但所採用

之機具、設備、技術、與品管測試等程序，則與業界的標準並無二致。由

此，學校與網際網路之連線工作無形中可說完成了三分之一，其餘的三分

之二工作為各校電腦網路與網際網路之連接以及所有教室、圖書館或電腦

中心電腦設備之添置等，則於後續階段逐步完成。在網路日來臨之前，有

一些準備作業，首先必須擴大宣傳，使各界人士了解此一運動，並號召義

工與廠商，在九六年網路日的網址（http://www.netday96.com/）上登記加
入，幫忙社區內學校的電腦連線工作。然後，即由各校負責人上線，檢視

已在網址上登記之義工及廠商，協調安排每一個人的工作內容與資助項

目。網路日運動可說是一個典型的虛擬組織，既無固定辦公處所，亦無人

員編制、經費預算，一切由熱心人士發動企業機構與個人踴躍投入，共同

為教育下一代而努力，其運作方式完全在以上的網址進行。加州成功地推

動網路日之後不久，已紛紛為其他州所效法，以協助中小學進入網路世界。 



 
    接下來是社區科技中心（community technology centers）成立與運作的
構想。美國商務部八十七年七月「從網路中跌落:數位落差新資料」的報告
顯示，雖然有更多美國民眾擁有電腦，某些團体依然沒有電腦與網路連線，

且這種資訊有無者間的數位落差持續在成長，其他研究也顯示某些社區和

個人無法在資訊時代中受益，於是美國教育部開始贊助成立社區科技中

心，以解決貧窮的都市與鄉村偏遠社區的數位落差問題，該部在社區科技

中心計畫下，逐年編列預算補助社區科技中心的成立，並於八十九年九月

贊助成立「美國連線聯合會」（America Connects Consortium），它將協助全
國性的努力去建構、改善和維持以消弭數位落差為目的社區科技中心。通

常，利用社區科技中心的民眾並無電腦，而且很多人在工作場所或學校沒

有使用電腦的方便，社區科技中心提供的服務有:1 勞工發展與就業資訊--
基本和高級的電腦技能訓練、履歷撰寫研討及就業資料庫線上查詢；2 學
前和家庭教育計畫--父母能夠帶孩子來使用適合年齡的軟体，並連接其他
計畫諸如提早起跳（Head Start）、家庭基礎教育或沒有接觸電腦的托兒教
育計畫；3 課後活動-- 提供學生統整的機會去利用協助家庭作業、增進學
習活動的軟体以及瀏覽網際網路；4 成人教育--個別或與現行的計畫合作
如英語為第二外語教學、成人基礎教育或使用最新學習科技的高等教育進

修活動。 
 
美國商務部八十八年七月「從網路中跌落：界定數位落差」的報告

（Falling Through the Net：Defining the Digital Divide）顯示數位

落差繼續成長，且當時教育部的資料也強調全國學校所存在的數位落差，

使得柯林頓總統於同年十二月指示商務部、教育部、健康暨人類服務部、

住宅暨都市發展部及勞工部等共同採取縮小數位落差的具体行動，包括:1. 
經由收入、教育、種族、性別、地理和年齡對美國人使用資訊科技的重要

性之研究，持續評估數位落差的性質和程度；2. 擴充社區科技中心網以提
供無力擁有科技的美國民眾使用科技；3. 促進網際網路的運用，以賦予低
收入家庭的能力如創業；4. 在低收入社區提升勞工資訊科技的能力。美國
白宮次（八十九）年二月更宣佈柯林頓、高爾政府一項協助美國人縮短數

位落差的綜合性計畫。白宮表示，接觸電腦、網路及有效應用這項科技對

於完全參與美國經濟、政治及社會生活變得更加重要，不幸地，因為收入、

教育程度、種族及地理區域所造成的數位落差正在美國社會中加深。柯林

頓總統相信我們必須在學校、圖書館、社區及家庭裡讓電腦、網路的利用

和電話同樣地普遍，為達此目的，我們必須：1.擴大接觸科技如電腦、網
路及高速網路的機會；2. 提供民眾受過技能訓練的教師及他們所需的訓練
去熟悉數位化經濟；3. 促進讓美國民眾發揮最大潛力利用新科技的線上資



源。為協助達成以上目標並為更多美國民眾創造數位機會，柯林頓總統在

當時提出的九十年度概算中包含兩大施政計畫，第一，編列包括二十億美

元、為期十年的賦稅優惠去鼓勵私人機構捐贈電腦，贊助社區科技中心及

提供員工科技訓練；第二，編列三億八千萬美元充當政府民間夥伴關係觸

媒劑的活動，諸如訓練新進教師有效使用科技，擴充低收入家庭在家使用

電腦和網路之機會，為服務欠缺的社區促進資訊暨通信科技的運用，加速

私人機構在服務欠缺的都市與鄉村社區佈設寬頻網路以及為美國原住民儲

備在資訊科技和其他科技領域的工作。柯林頓、高爾政府上述縮短數位落

差、創造數位機會的綜合性計畫，有賴於工業界、非營利機構和政府之間

建立夥伴關係，通力合作。基於此，柯林頓總統不久後發出一項從數位落

差到數位機會的全國性行動呼籲，敦請各機構企業、教育工作者及其他人

士於八十九年三月底前登記加入政府縮小數位落差的行列。該項呼籲表

示，資訊科技及網路取得及使用的能力對完全參與全美之經濟、政治及社

會生活愈來愈重要時，我們不能讓種族、收入、教育程度、地理環境、殘

障等因素加深現有的差距，為了幫助更多美國人創造數位機會，我們必須

建立政府與工業界、民間組織之間更強的夥伴關係，共同承諾採取具體行

動以達成兩項重要的國家目標如下: 
² 確保每一所學校的孩童取得二十一世紀的學習工具 
  1.讓每一間個教室與網際網路連線。 

2.確保所有學生取得應用多媒體電腦，理想上每四到五位學生使用 
 一部電腦。 

  3.確保教師具備科技素養並能夠將科技融入課程。 
    4.提供高品質的教育軟體及線上學習資源。 
² 為每一個美國家庭及社區增加數位機會 
  1.訂定讓家庭連結網路的長期目標。 

      2.經社區科技中心及高速網路，將科技帶到城市、鄉村及原住民的 
        每一個社區。 
    3.給成人所需使用資訊科技的技能並能在資訊科技領域爭取工作。 
      4.激勵更多人了解網路連線的價值。 
此外，柯林頓總統更親自於四月間從事一週「新市埸」（New Markets）之
旅，以動員公私立機構縮小數位落差的努力，這趟旅行有主要的高科技總

裁隨行，旨在宏揚使用科技加強孩童教育、擴大終身學習以及創造經濟成

長和高科技、高薪工作的社區。 
 
最後，我要介紹去年十二月才發表的兩種有關教育科技和網路教育的

報告，它們將對全美資訊科技和網路在教育上的運用，進而提供教師學生

數位機會，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美國教育部八十五年時發表第一本全國



教育科技計畫書，五年來，聯邦、州、地方和私人對教育科技的投資，已

在八十五年所訂的四項全國教育科技目標獲得重大的進步，這些在電腦和

網路使用、教師專業進修、技術協助和線上學習資源的投資，讓許多中小

學校的教師與學生受益。由於科技融入教學的進步及科技持續地發展，該

部從八十八年秋起重新修訂全國教育科技計畫，經廣泛地徵尋各界意見，

終於確立了五項的教育科技目標，並發表「e學習: 給予所有孩子世界級的
教育」（e-Learning: putting a World-class Education at the Fingertips of All 
children），這本新的全國教育科技計畫書呼籲聯邦州和地方政府、教育界、
非營利機構和協會、私人機構、社區和學校共同努力，來達成以下的五項

新目標:1.所有學生和教師將在他們的學校、教室、社區和家庭接觸使用資
訊科技；2.所有教師將有效使用科技去幫助學生達到高的學業標準；3.所有
學生將具備科技和資訊素養的能力；4.研究與評鑑將改善下一代科技在教
與學上的運用；5.數位內容及網路化的運用將改變教與學。整体上，這些
新的教育科技目標代表更新的、高層次的策略，將確保所有學生在新興通

訊與資訊科技所帶來的學習機會上受益。其次，由於網際網路能夠提供管

道取得以往難以獲得的知識，並讓超越時空限制的學習社區得以形成，它

改變學習的力量是令人鼓舞的但也充滿了危機，基於此，美國國會於八十

八年秋成立了網路教育委員會（Web-based Education Commission）,去探討
如何利用網路加強所有學習者的學習機會，從幼稚園、小學、中學、大學

到公司的訓練，經過一年的研究，該委員會於去年十二月向總統、國會及

全國民眾提出「促進學習的網路力量:從承諾到行動」報告（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for Learning: Moving From Promise to Practice），並呼籲採取以下
的行動:1.使新而有力的網路資源廣泛並公平地提供給所有學習者特別是寬
頻上網；2.提供各級教育階段行政人員和教師持續而相關的訓練與協助；
3.建構人們如何在網路時代學習的一種新的研究架構；4.發展符合卓越教育
標準的優質線上教育內容；5.修訂阻礙革新的老舊規定並由含括隨時隨地
和不同步調的學習途徑取代；6.保護線上學習者並確保他們的隱私；7.經由
傳統和新的來源籌措足夠的經費去支援科技與網路學習。網路教育委員會

也期許新的國會和政府將 e 學習實施計畫列為未來聯邦教育政策的中心要
項，此一 e 學習實施計畫的目的應該是在協助地方社區、州教育機構、高
等教育機構及私人機構所做的努力，現在正是我們共同努力將促進學習的

網路力量從承諾化為行動的時候。 
 
結語 
 
綜上所述，美國雖然貴為資訊科技大國，但在數位化時代的今天，學

校、家庭及社區中仍存在著數位落差，而且電腦、網路等數位化科技的擁



有者與未擁有者之間的差距有拉大的趨勢，不過美國近年來消弭數位落差

的努力和構想，諸如電訊服務教育優惠費率、網路日運動、社區科技中心、

去年從數位落差到數位機會的綜合性計畫與全國性行動呼籲等，對於提升

全民數位素養已有相當的成果，此外，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美國政府機構

如教育部、商務部、聯邦通訊委員會甚至民間機構如邊頓基金會（Benton 
Foundation）定期或不定期對學校、家庭與社區的數位落差進行調查研究，
俾確切掌握它的真相並提出對症下藥的良策。 

 
面對數位化時代所帶來的挑戰，我國政府和民間也不遺餘力謀求因應

之道。除了教育部的資訊教育基礎建設計畫外；最近，行政院研考會等舉

辦有關數位落差研討會，資策會為消弭城鄉數位落差與軟體暨網路產業舉

辦研討會並希望合力把南投災區 e起來，以及 IBM小小探險家計畫在二十
四所原住民小學進行縮短學習數位落差的活動，都是很好的例子。教育部

自八十六年起便全力推動「資訊教育基礎建設計畫」下的各項策略，積極

充實資訊教學資源、改善教學模式、加強師資培訓、延伸台灣學術網路至

中小學校、充實及汰換學校電腦軟硬体、推動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實施國

中電腦必修以及辦理資訊教育相關推廣活動，期使資訊教育向下紮根並普

及全民資訊教育，該部過去一年另規劃「中小學資訊教育總藍圖」，勾勒「資

訊隨手得，主動學習樂；合作創新意，知識伴終生」的願景，訂定實施策

略及指標等，期使我國資訊教育邁向新的里程碑。其次，有鑒於資訊科技

發展所造成的數位落差，行政院研考會、中研院資訊所及資策會今年七月

合辦「資訊社會與數位落差研討會」，分別就相關議題邀請專家學者共同研

討，並在弱勢團体、社會公平、經濟發展、資訊素養及政府服務等五方面

提出多項結論與建議，盼改善數位落差所造成的社會不公現象。筆者以為，

我們若能參考美國減少數位落差的經驗，持續結合政府和民間的力量，推

動相關的政策與措施，相信能夠逐步達成目標，使全民具備數位素養，並

順利融入數位化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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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美國家庭擁有電腦和網路連線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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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美國公立學校連結網際網路比例（83 年－89 年） 

 
         年度 
 
學校特徵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所有公立學校-------    35    50    65   78    89    95    98 

學校教育階段-------        

   小學---------------    30    46    61    75    88    94    97 
   中學---------------    49    65    77    89    94    98   100 

學校所在地----------        

   市區---------------    40    47    64    74    92    93    96 

   郊區---------------    38    59    75    78    85    96    98 

   小鎮---------------    29    47    61    84    90    94    98 

   鄉村---------------    35    48    60    79    92    96    99 

符合免費或減價學
校午餐比例        

   少於 35﹪-------    39    60    74    86    92    95    99 

   35-49﹪-----------    36    48    59    81    93    98    99 

   50-74﹪-----------    31    41    53    71    88    96    97 

   75﹪或以上------    20    31    53    62    79    89    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