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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灣數位世代青少年的成長歷程追蹤研究（TIGPS）」為國科會之推動規劃補

助計畫，研究議題關注於過去二十年來臺灣數位社會的發展變化及數位工具使用

對數位世代青少年生活的帶來廣泛影響。本研究從數位生態系統理論的架構出

發，提出八個相互關連的子計畫主題，本計畫之研究參與者自 2023 年起追蹤包

含：國七學生及其家庭（家長與 12-17 歲之手足）、導師與科任教師，以及校方

（校長或教務主任），並將進行為期十年兩階段的長期追蹤，以探究臺灣數位世

代青少年的自我概念、日常與行為表現、家庭與親子互動圖像、家長參與與親師

聯盟、同儕與社會網絡、學校脈絡與學生健康、校園數位經驗與學業成就，以及

線上數位閱讀與學校閱讀策略教學之不同面向。期以青少年這個微系統為核心，

探討此一微系統與其周遭微系統及中介系統之間的關連，掌握數位與青少年生涯

發展的與時共變，提供學界與社會對臺灣數位世代青少年更具洞見的理解與關

懷。 

 

關鍵詞：臺灣數位世代青少年、長期追蹤研究、數位生態系統理論、跨世代比較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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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規劃簡述 

自上世紀 1995 年後，網際網路社會的雛型，從混沌到面貌清晰，快速地在

廿一世紀的臺灣社會中茁壯成長。網際網路正全面性地、無遠弗屆地形成人類社

會全新構型的世界，以網路為基底的新人類社會架構，能否維持正常的運作，其

關鍵點在於廣大的網路使用群眾（網民）的「社會行動」實踐。亦即，網路社會

運作的良窳，將依每一個網路社會行動參與者的集體行動結果而定。每一「網路

社會行動者」都必須貢獻出自己的心力、智慧與行動，才能共同形成新的社會價

值與規範 (Dery, 1996; Toffler, 1995; Talbott, 1995; Barrett, 1996)。 

數位世代青少年在其整個成長過程中，已習慣處於網路無所不在、隨時隨地

上網且 3C 產品與數位工具隨時在手的日常生活狀態，青少年隨時隨地都有近用

之機會。如同 Palfrey 與 Gasser(2008)所述，這群「生為數位（born digital）」的

數位世代成員，其生活已經與數位科技及其產品緊密連結，成為 Twenge 眼中的

「i 世代」(iGen; Twenge, 2017)或 Prensky(2001)眼中的數位原住民（digital 

natives）。與之相對的，作為這些數位世代青少年的父母，乃是保有 Prensky 稱

之為數位移民(digital immigrants)的數位時代前人類。作為數位原住民的養育者與

教導者，這些身兼數位移民與數位世代青少年父母雙重身份的成人，親眼見證網

際網路數位社會從無到有的過程，並逐步辛苦學習掌握這些數位工具，以求順暢

無礙地融入數位社會生活脈絡之中。在這個過程中，除了數位工具與數位能力的

使用外，青少年的價值觀、世界觀、人際關係及生涯選擇上，是否已開始呈現和

前幾個世代的人類有著不一樣的考量(Twenge, 2017)呢？此時此刻已是必須深入

探究的重要時間點。 

一開始，網路社會的特性是強調尊重每一個網民的個體性與個體間「社會位

階」的平等，但近年社群媒體的經營卻強化了興趣相近的個體趨同連結。網路上

氣味相投的群聚同溫層效應，讓資訊或意見等的交換傳播更容易各投所好，社群

媒體往往變成「我群加油站」，社交網站不再只是單純結交朋友的中繼場所，它

因「網民行動實踐」的結果而「被賦予」了「非蓄意」功能，正在顯著改變當代

社會協調創新、製造產品與提供社會生活服務的模式。因此，當青少年花費大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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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在網路社會中活動，又對其間的互動操作機制毫無醒覺，這些青少年極有可

能被「規訓」為這一套數位體系的死忠支持者，僅接受特定價值觀，並讓既得利

益階級的地位更加牢不可破。從此觀點切入並深思，網路社群媒體究竟是能為青

少年開啟無限機會之窗、連結寬廣無邊的網路社會行動場域，或是成為牢牢禁錮

青少年心靈與行為的監所？此現象與未來走向非常值得在已全速朝數位化方向

狂奔的當下社會，深入探究其發展的可能理路。 

有鑑於目前臺灣既存之「青少年的追蹤調查計畫」如：臺灣青少年成長歷程

研究（TYP）、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料庫（TEPS）…等盡皆開展於西元 2000 年

左右，衡諸過去廿年來臺灣數位社會的發展變化及數位工具使用對數位世代青少

年生活的廣泛影響，實有必要在此時進行新一波的青少年生命歷程的追蹤調查。 

在數位原住民與數位移民概念的引導下，結合生態系統理論的論述，本研究

團隊將重新檢視青少年生命歷程研究相關理論，並據此提出本研究計畫的理論架

構：數位生態系統理論。本研究計畫提出一個更新版本的數位生態系統模型，首

先強調必須關注青少年在數位生態環境中的各種活動經驗，像是網絡使用時間、

社群媒體中瀏覽與發佈訊息的經驗感受、親子代間的數位互動、使用數位學習的

經驗感受，還有以數位為基礎的內、外化問題行為…等，並且針對這些活動經驗

如何影響青少年適應發展的運作歷程提出具體假設。由五項數位生態環境的特性

出發，即「客製化的數位生活體驗」、「穿透性與系統間界線的模糊」、「個人

及系統間數位落差」、「可被起底的個人隱私」，以及「即興思維與期望最大化」；

並援引這五項特性，聚焦在自我概念、日常生活的時間運用、家庭與親子互動圖

像、家長與親師聯盟、同儕與社會網絡、學校脈絡與心理健康、校園數位經驗與

學習成就，以及線上閱讀與學校閱讀策略教學等範疇規劃出八個子計畫，深入探

討臺灣數位世代青少年的多元適應發展，以期掌握數位與青少年生涯發展的與時

共變，提供學界與社會對臺灣數位世代青少年更具洞見的理解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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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調查內容：抽樣設計、抽樣方式與結果 

本研究計畫從生態系統理論的架構出發，將在未來的十年（2023-2032）分

兩期（第一階段 2023-2027；第二階段 2028-2032），針對臺灣數位世代青少年

進行創新型態、多元多層次、跨生命階段之追蹤調查。樣本包含 2023 年全臺國

中之國七班級學生，以及其家人（雙親與 10-17 歲手足）、所屬班級導師、科任

教師、校方等。第一階段屬於青少年前期至中期（國七至高二），以個人、家庭、

班級、學校與數位環境為調查重點，以前述八個相互關連的子計畫議題為主軸，

第二階段為青少年後期至成年前期（高三至大四），增添教育轉折（銜接大學、

就業、中輟、就學就業轉換）、親密關係、生涯規畫（打工、就業準備、深造預

備）等調查重點，以期掌握數位與生涯發展的與時共變。 

本次執行為第一階段 5 年計畫（2023-2027）。學生、教師及學校相關資料

的蒐集將與國家教育研究院（以下簡稱國教院）合作，另亦針對學生原生家庭蒐

集家戶中的個人資料（父、母、手足）。國教院為因應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

的革新，成立臺灣學生成就長期追蹤評量計畫（Taiwan Assessment of Student 

Achievement: Longitudinal study，簡稱 TASAL），定於 2023 年新起追蹤一群國

中七年級學生，持續檢視 108 課綱的成效。本研究計畫之學生、教師與學校樣本

及規畫時程與國教院 TASAL 完全一致，故將合作共同蒐集此部分之資料；同時，

亦透過學生取得家長首肯，進一步蒐集學生家長與學生手足之資料。 

以下將 2023 年的抽樣設計和抽樣結果（最後樣本），分別加以介紹： 

一、 抽樣設計 

有關本計畫之問卷調查與評量測驗參與者的抽樣、權重等，說明如下： 

1. 學生母群界定 

 本計畫母群界定為 111 學年度（2022-2023 年）入學的臺灣七年級學生。

 抽樣的母群學校名冊組成來自於教育部統計處（2023）中 111 學年度「學校

 名錄」與「學校基本資料」，在進行學校名冊與相關所需分層、抽樣資料之

 合併後，依據下列準則排除某些條件不符之學校、班級或學生： 

(1) 在學校屬性方面，排除特殊教育學校、未設有國中（部）的學校、

  矯正與軍警學校、大陸臺商子弟學校與海外臺灣學校、非學校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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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教育機構等。其中，母群有納入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校。刪除後，

總計獲得 966 所符合條件的學校。 

(2) 排除七年級學生總人數少於 5 人的學校。 

(3) 在班級屬性方面，排除特殊班級，如：資優班、體育班、才藝班等。 

(4) 在學生屬性方面，排除特殊學生，如：身心障礙且無法進行測驗者。 

排除上述條件不符之學校後，本計畫總計納入抽樣之母群學校共有 947 所。 

2. 抽樣所需學生樣本人之推估    

    在正式抽樣前，有關學生樣本人數需求的推估，本計畫考量下列因素： 

(1) 長期追蹤是本計畫的核心，而其最常見的議題就是「樣本流失」

 （sample attrition）。考量未來可能的流失，本計畫以未來三年每年

 15％的流失率來推估首次抽樣的樣本人數。 

(2) 本計畫資料包含不同層次的分析單位，例如，學生、教師、學校、

 家長與手足等。因此，資料屬性具有巢套（nested）效果。本計畫

 為了解學校間（between schools）效果與學校內班級間（within 

 school）效果，因此每所學校是以「至少抽樣兩個班級」為考量。 

 有關樣本人數需求推估，本計畫在考量經費成本、抽樣設計效應等因素

 下進行推估。首先，本計畫在預設參數估計結果能在單邊 0.05 標準差誤差

 範圍下，考量班級內叢集相關 為 0.3、每個班級平均人數 為 23 時，依據

 Kish （1965）所提出設計效應，若期望估計所得平均數標準誤，是在不超過

 （以簡單隨機抽樣下所得）0.05 個標準差下（原始母群量尺標準差 為 1

 下），其所需樣本人數 至少得 3,040 人，才能滿足需求。其中，進一步考量

 長期追蹤每年可能 15%的流失率，自七至九年級，得至少需要 4,020 人，若

 是考量七至十一年級，得至少需要 5,317 人，才得以滿足上述條件。 

     在上述樣本人數推估下，本計畫預計以 170 所學校為基準，再視特殊族

 群（如原住民學校）情況進行加抽，是以每校選取 2 班為原則，再考量部分

 小型學校僅有 1 班之比率（依據母群名冊，推估占全部母群學校約為 11%）。

 據此，本計畫預估樣本人數為(170*0.89*2) + (170*0.11*1) = 321 班，每班

 平均 23 人推估，總樣本人數為 7,390 人。整體而言，此人數規模是超過上

 述所需基本人數需求，可以此方案進行後續抽樣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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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兩階段分層叢集抽樣 

本計畫採用兩階段分層叢集抽樣（stratified two-stage cluster sampling）進行

樣本選取。第一階段依照各分層內，進行標的學校選取，第二階段就第一階段所

選取學校，進行學校內班級選取。 

在第一階段，本計畫對於選取學校的顯性分層（explicit stratum）包含如下： 

(1) 考量本計畫主題聚焦在數位世代，在抽樣上需要同時考量學生所處地理

位置的數位發展情況。本計畫以國家發展委員會公布的 109 年鄉鎮市區

數位發展分類作為依據（聯合行銷研究股份有限公司，2020），分別就

數位發展成熟區、數位發展潛力區、數位發展起步區、數位發展萌動區

等，計有四個分層。另一方面，參考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料庫（吳

齊殷等人，2022）所使用之全臺灣鄉鎮市都市化等級，此一都市化等級

乃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更新侯佩君等

人（2008）界定而來。由於相關都市化等級與前述數位發展層級具有高

度相關性，例如，數位發展成熟區域幾乎都屬於都市化層級較高的區

域，反之，數位發展萌動區多是屬於都市化層級較低的區域；因此，本

計畫配合研究目的，選擇數位發展類型作為分層。 

(2) 學校類型（school type）：依照學校公立（public）、私立（private）屬性，

進行分層，總計有二層。 

(3) 依照行政院（2002）所核定 30 個山地鄉及 25 個平地鄉（鎮、市）為「原

住民地區」，將學校區分「是、否為原住民族地區學校」，總計二個分層。 

 本計畫所依據進行抽樣之顯性分層，總計有 4*2*2=16 個分層。然而某些分

層內學校在母群名冊中並不存在，因此，理論分層計有 13 個分層。另一方面，

如下表 1 所示，某些「分層內學校數量過少」，僅有 1、或 4 所，因此，本計畫

在考量相關分層屬性的近似性，如表 2 所示，將「數位發展潛力區/公立及私立，

合併為公私立/原住民地區」、「數位發展起步區/公立及私立，合併為公私立/

原住民地區」、「數位發展萌動區/公立及私立， 合併為公私立/非原住民地區」。

透過合併之後，本計畫實際上透過 10 個分層進行學校抽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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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分層學校、學生與班級分佈 
分層因子一 分層因子二 分層因子三 學校數 學生人數 班級數 

數位發展成熟區 公立 非原住民地區 357 95,849 3,813 
數位發展成熟區 私立 非原住民地區 81 18,308 461 
數位發展潛力區 公、私立 原住民地區 20 2,904 124 
數位發展潛力區 公立 非原住民地區 180 32,758 1,382 
數位發展潛力區 私立 非原住民地區 23 3,927 106 
數位發展起步區 公、私立 原住民地區 18 707 38 
數位發展起步區 公立 非原住民地區 132 10,827 518 
數位發展起步區 私立 非原住民地區 17 3,250 95 
數位發展萌動區 公立 原住民地區 39 1,185 74 
數位發展萌動區 公、私立 非原住民地區 80 4,266 216 

 

在確立分層數量後，本計畫依照各分層內學生人數及實際需抽學校總數量等

訊息，依照各分層內學生人數，相對於全部學生人數之比重，進行各分層內學校

預估抽樣數。以「數位發展起步區/公立/非原住民地區」為例，該分層學生總人

數為 10,827 人，相對於全部七年級學生總數 173,981 人，其所占比重為

0.062230933，而在需抽樣 170 所學校下，其理論分配抽樣學校數量為 10.57（即

11 所）。以類似概念進行應抽學校數的數量估計後，其結果如表 2-2 所示。同時，

考量原住民地區相關分層內學生人數相對偏少，其理論分配抽樣學校數量也會因

此相對偏少，再加上本計畫亦特別關注原住民學生議題，因此針對相關分層進行

加抽，分別加抽至 5、5、與 10 所。整體而言，本計畫實際進行抽樣的學校數，

計有 189 所學校。 

 
表 2  實際抽樣學校數分佈 

分層因子一 
分層因子

二 
分層因子三 

學校

總數 
學生數 班級數 

分層內班

級平均學

生數 

因規模分佈

之理論抽樣

學校數 

加抽／

實際抽

學校數 
數位發展成熟區 公立 非原住民地區 357 95,849 3,813 23.75 94  
數位發展成熟區 私立 非原住民地區 81 18,308 461 35.31 18  
數位發展潛力區 公、私立 原住民地區 20 2,904 124 21.18 3 5 
數位發展潛力區 公立 非原住民地區 180 32,758 1,382 22.10 33  
數位發展潛力區 私立 非原住民地區 23 3,927 106 31.10 4  
數位發展起步區 公、私立 原住民地區 18 707 38 16.74 1 5 
數位發展起步區 公立 非原住民地區 132 10,827 518 19.11 11  
數位發展起步區 私立 非原住民地區 17 3,250 95 30.18 4  
數位發展萌動區 公立 原住民地區 39 1,185 74 15.57 2 10 
數位發展萌動區 公、私立 非原住民地區 80 4,266 216 17.26 5  
總和   947 173,981 6,827  175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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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確立分層與實際各分層內應抽樣學校數量後，本計畫再針對各顯性分層內，

依據學校學生規模大小成比例進行系統性抽樣（systematic sampling with 

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ample size, systematic PPS）抽出學校。接著依照被選

取學校，隨機抽取該校內某兩個班級全部學生進行施測，其中，若被選取學校無

意參與研究評量，則會改以有意願且在前述排序位置鄰近（即學校規模大小類似）

替代學校（replacement school）進行意願調查，直至選取到學校。 

4. 回推母群之權重估計 

為有效從抽樣學生結果來推估與描述母群概況，相關學生權重推估會隨著本

計畫所使用兩階段分層叢集抽樣方式，至少涉及三個元素，分別是學校、班級與

學生基礎權重及其相應流失而進行校正權重。 

學校基礎權重（school base weight）係為該分層內，該學校被選中機率，乘

以選取次數之倒數。如公式（1）所示， 為第 分層內的總學生數，

為第 分層內的抽樣學校數， 為第 分層內之第 間

( 學校內學生數。 

                 （1） 

班級基礎權重（class base weight）如公式（2）所示，為該學校內班級總數 ，

除以被選取班級數 。有關學生基礎權重（student base weight），如公式（3）所

示，由於被選取班級學生皆參與施測，因此，學生基礎權重通常為 1，即全部班

級學生 等於實際參與學生 。若實際施測時，有未到考缺席者，則會依照公式

（3）概念，就實際參與學生數進行權重校正。 

                     （2） 

                     （3） 

有關學生總權重（student total weight），如公式（4）所示，為學校、班級與

學生基礎（或其因學生缺席之校正）權重的總乘積。 
    （4） 

前述權重係作回推全部母群學生表現概況之用，稱為擴張式權重（expansion 

weight），而在進行參數顯著性考驗時，為避免直接使用母群人數而膨脹樣本人

數，影響參數標準誤估計，大多會使用相對式權重（relative weight）(Groves et al., 

2011)，而其計算概念為「學生總權重除以母群總人數，再乘以實際有效樣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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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在上述脈絡，本計畫在經過權重計算後，透過有效樣本人數 9009 人，經

擴張式權重加權後，推估母群人數，為 176,026 人，而此推估學生人數是非常接

近教育部統計處（2023）所公告 111 學年度學生名冊所記載七年級學生總合

174,007 人，顯示本計畫權重是具有相當程度推估母群概況之效用。 

 

二、 抽樣方式與結果 

經過抽樣，原先預計選取 189 所學校，經過學校意願調查及替代學校選取

後，最終願意且正式接受調查的學校總計有 179 所、345 個班級。接著，本計畫

依據這些參與學校進行學生名冊收集，計有 9,357 名學生，而在實際進行學校施

測當日，總計有 33 名學生轉入、343 名學生缺席、1 名轉班、24 名轉學等，因

此，總計產生 9,390 名學生調查帳號，排除全程未參與學科評量與問卷調查者（即

缺席、轉班、轉學及 1 名轉入生未參與）及無法測驗之特殊生（計有 23 位），總

計本次實際有效參與人數為 9,009 人。相關有效參與學生之分佈背景，分別如下

表所示。 

人口背景特徵方面，全部 9,009 名學生中，計有 4,615 名男生、4,394 名女生；

8,497 名非原住民學生、512 名原住民學生；8494 名非新住民學生、515 名新住

民學生（見表 3）。有關學生於各地理區域、縣市的分佈，如表 4 至表 6 所示，

可知本計畫之調查學生兼顧了全臺各地理區域與縣市。 

 
表 3  實際有效參與學生之人口背景特徵分佈 

人口特徵 水平 人數 占全部人數比（%） 
性別 男生 4,615 51.2 

女生 4,394 48.8 
是否為原住民 否 8,497 94.3 

是 512 5.7 
是否為新住民 否 8,494 94.3 

是 515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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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實際有效參與學生於地理區域、縣市之分佈 

地理區域/縣市 學生數 占全部人數之比率（%） 
中部 2,392 26.6  
南投縣 206 2.3 
苗栗縣 206 2.3 
雲林縣 49 0.5 
彰化縣 514 5.7 
臺中市 1,417 15.7 
北部 3,605 40.0  
宜蘭縣 93 1.0 
桃園市 748 8.3 
基隆市 84 0.9 
新北市 1,273 14.1 
新竹市 111 1.2 
新竹縣 272 3.0 
臺北市 1,024 11.4 
東部 519 5.8  
花蓮縣 291 3.2 
金門縣 39 0.4 
臺東縣 189 2.1 
南部 2,493 27.7  
屏東縣 141 1.6 
高雄市 1,036 11.5 
嘉義市 183 2.0 
嘉義縣 279 3.1 
臺南市 765 8.5 
澎湖縣 89 1.0 
總計 9,009 100 

 
表 5  實際有效參與學生於數位發展區域之分佈 

數位區域 學生數 占全部人數之比率(%) 
數位發展成熟區 5,593 62.1 
數位發展起步區 831 9.2 
數位發展萌動區 453 5.0 
數位發展潛力區 2,132 23.7 
總計 9,009 100.00 

 
表 6  實際有效參與學生於偏遠與否之分佈 

偏遠與否 學生數 占全部人數之比率(%) 
非偏遠地區 8,297 92.1 
特偏 39 0.4 
偏遠 581 6.4 
極偏 92 1.0 
總計 9,00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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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調查實施程序與結果 

本計畫自 2023 年起，每年蒐集一波資料，第一期第一波調查時間為 2023

年 5 月中旬至 6 月底。資料層次包含學校、教師、學生及其家庭（兩位主要照顧

者與 12-17 歲手足），各樣本資料蒐集程序及實際樣本數分別說明如下。 

一、 學校 

 此次學校問卷發放及調查由 5 月 15 日開始至同年 6 月 30 日結束，共發放

179 份紙本問卷，並回收 175 份完訪問卷。每校由校長或教務主任一人填寫後，

以郵寄方式回寄至本計畫合作團隊國教院測評中心，相關郵資由本計畫負擔。 

二、 導師與科任教師 

 教師問卷（含導師與科任老師）調查時間同學校問卷，由 5 月 15 日至 6 月

30 日結束。此次共調查全台 179 校共 345 個國七班級（各校抽出 1 至 2 個班級），

針對各班班導師以及國文、英文、數學、社會、自然與資訊之六科科任老師進行

問卷調查。每班導師與 6 科科任教師透過問卷網頁連結進入調查平台，並於線上

填答後送出。經本計畫整理過後，導師樣本數為 242 人，科任老師樣本數為 1,094

人（各科總計）。 

三、 國七學生 

 學生統一於各校電腦教室採班級線上施測，各班級調查順序為先進行

TASAL 學科素養評量後，再進入網頁連結填答本計畫所擬問卷，填答完成後線

上送出。調查時間由 5 月 15 日至 6 月 14 日止。 

 考量施測時間與問卷長度，將學生問卷拆分為共同題目與 A、B 兩卷，半數

學生填答共同題與 A 卷（CA），另半數學生則填答共同題與 B 卷（CB）。課

堂完成問卷後，再詢問學生是否有意願另外填答附加問卷（課堂中填答 CA 者，

附加問卷為Ｂ卷；填答 CB 者，附加問卷則為 A 卷），於全體學生施測完成後另

發電子郵件或簡訊給有意願填答者，提供附加問卷連結，並同樣採線上填答後送

出方式。附加問卷調查截止日為同年 9 月 15 日。 

 經本計畫團隊整理過後，此次學生問卷填寫 CA 卷之樣本數為 4,131 人，CB

卷 4,221 人，共 313 人在完成 CA 卷後續答附加 B 卷，292 人在完成 CB 卷後續

答附加 A 卷。另有 1 人僅填寫附加 A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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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生家庭 

 本計畫邀請受測學生之兩位主要照顧者與學生手足（至多 3 人）填寫家長及

手足問卷。調查方式為由學生帶回問卷網頁連結，並請照顧者及手足填寫上網填

答本計畫所擬問卷，填答完成後線上送出。兩份問卷之調查期間皆為 5 月 15 日

至 9 月 15 日。此次主要照顧者樣本數共計 4,495 位，而手足樣本數則為 786 位。 

另，原定僅蒐集 10-17 歲之手足樣本，然為考量樣本蒐集之不易，本計畫保留填

答 2023 年度手足問卷之 10 至 30 歲之間的樣本，樣本數共計 786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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