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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職學生對於網路依賴之探討 

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 

隨著世界潮流的改變，經濟結構的進步，科技的發達，教育的改革，

家庭結構的變遷，現今的青少年在生活上受到相當大的衝擊，在心理成長與

行為的表現也受到劇烈的改變。近來由於青少年犯罪案例激增，校園暴力事

件層出不窮。青少年的心理與問題行為，再度成為社會大眾與媒體關注的焦

點。 

在傳統文化中，青少年的社會化歷程平穩連續。在固定學習模式下，

依循傳統設定的儀式晉升為成人，因而沒有適應上之困擾與問題。反觀當代

的青少年，在成長過程裡，面對多元價值衝突，大環境隱藏紊亂與不安，造

成他們社會化歷程的不連續。 青少年成長的社會對於青少年的發展、關係、

調適，以及問題有重大的影響力。社會的期望塑造出青少年的人格、影響青

少年的角色、並且引導著青少年的未來。社會的結構和功能，可能有助於青

少年實踐他們的需要；也有可能激發更進一步的緊張和挫折，引起新的問

題。由於青少年包括中小學階段的學生，是社會中正在接受洗禮與學校教育

的成員，因此了解中學生的行為與社會變遷的關係，可以探討當前青少年受

社會變遷而在心理與行為上的變化。 

二、研究目的 

(一)瞭解電腦使用者，對網路持有的態度與網路依賴的相關為何？ 

(二)瞭解電腦使用者，使用後對網路的依賴的程度為何？ 

(三)瞭解電腦使用者，使用網路是否受其他關係人影響程度為何？ 

三、研究流程 

當今電腦使用者對網路使用已經是不可缺少的程度，為瞭解電腦使用

者的依賴程度，透過文獻探討與研究架構假設，進行研究假設，透過問卷調

查分析，能得到研究結果。 

貳●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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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獻探討 

(一)網路成癮的理論與判別方式： 

有關網路成癮的定義與界定標準，雖然各學者有著不同的觀點，但大

都仍側重在不當使用網路後所產生的耐受性、戒斷與退癮等症狀，以及所

引發在時間管理、人際、財務以及健康等向度上之問題。 

Goldberg的網路成癮失調症(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 IDA)「網路成

癮」一詞，在國外學者的研究方面，最早是在 1995 年由美國心理醫生

Goldberg在網路上提出「網路成癮失調症」(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 
IDA)，認為過度的電腦網路使用，使得個人在網路使用的適應發生問題，

造成個人職業、學業、社交、工作、家庭生活、財務、心理與生理功能之

影響與減弱。Goldberg(1995)提出「網路成癮失調症」的七點判斷標準如下，

如網路使用者的行為符合下述其中三至四項症狀，且症狀表現長達十二個

月以上，就可以診斷為網路成癮： 

1.耐受性(tolerance)：包括希望增加上網時間以求得滿足，繼續使用同等量時

間上網會產生滿足的遞減效應。 

2.戒斷或退癮症狀(withdrawal)：包括停止或減少重度的網路使用，而導致數

天或一個月內發生心因性肌肉運動的不安現象、焦慮，不時地想像網路此

刻正發生何事、對網路存有某種的幻想與夢境的現象、自發性或非自發性

地手指打字動作；因為上述的情形而導致在社交、工作或其他重要性功能

運作上的損害；經由再度的使用網路則可逐漸舒緩上述的徵狀。 

3.上網時間與頻率逐漸超出原先的預期。 

4.強迫行為：出現想去停止或控制網路使用的念頭或突然的努力。 

5.花很多時間在網路相關活動上(ex：在網路上訂購書籍、測試新的瀏覽器、

整理網路下載的資料)。 

6.減少其他相關活動：因為網路的使用而放棄或減少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社交

或娛樂休閒活動。 

7.察覺出此種網路使用行為已造成各種重複出現在生理、心理、家庭、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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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學業上的問題(ex：睡眠減少、婚姻遭挫、怠忽職守或是身邊重要的
人有被遺棄的感覺等)，依然照常使用網路。 

(二)網路成癮判別方式： 

Young(1996)提出八項標準來判定是否有網路成癮的現象出現，他認

為若以下八項問題有五項回答為「是」，就符合網路成癮症。 

1.我會專注於網路上所進行的活動，並在離線後仍持續想著上網時的情形。 

2.我覺得我需要花更多的時間在線上才能感到滿足。 

3.我曾努力想過要控制或停止使用網路，但並沒有成功。 

4.當我企圖減少或停止使用網路時，會覺得沮喪、心情低落或脾氣容易暴躁。 

5.我會為了上網而願意承擔重要人際、工作、教育或工作機會損失的風險。 

6.我花費在網路上的時間比原先預期的還要長。 

7.我曾向家人、朋友或他人說謊以隱瞞我涉入網路的程度。 

8.我上網是為了逃避問題，如無助、罪惡感、焦慮或舉喪等。 

(四)網路成癮的相關名詞： 

以下列六項標準來界定網路成癮(引自謝龍卿、黃德祥，2004)： 

1.顯著性(Salience)：顯著性是指某種行為已經變成當事人生活中最重要的活

動，並且能主宰他們的思考、感情，以及行為。有時候就算當事人並非正

在從事這個活動，他也會想下次什麼時候可以去做。 

2.心境改變(Mood Modification)：心境改變是指當事人在進行該成癮行為後

產生的主觀經驗，而且當事人利用該行為來因應生活中的負向情緒。該行

為能夠為當事人一種高峰經驗、心理的平靜、逃避現實或麻木痛苦。 

3.耐受性(Tolerance)：當事人必須持續增加該成癮行為的量，才能達到和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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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相同的滿足效果。以病態性賭博為例，當事人必須持續增加賭注的金

額，才能得到和過去賭注較小時相同的滿足陶醉感。 

4.戒斷症候群(Withdrawal Symptoms)：如果當事人停止或減少該成癮行為，

會引起心理上和生理上的不適(ex：顫抖、心情低落、暴躁易怒)。 

5.衝突性(Conflict)：該成癮行為造成當事人人際的衝突、其他活動的衝突(社
交、興趣嗜好)或個人內部的衝突。 

6.再發(Relapse)：當事人在戒除該成癮行為後，仍不斷的復發及故態復萌，

重複過去的成癮行為模式。 

(五)網路成癮量表(CIAS) 

陳淑惠(2003) 綜合「精神疾病統計與診斷手冊第四版」(DSM-IV)的
診斷標準以及臨床個案的觀察，依循傳統成癮症的診斷概念模式，側重心

理層面的原則，編製「中文網路成癮量表」(CIAS)，將網路成癮症狀分為

四個面向，分別是：網路成癮耐受性、網路成癮戒斷症狀、強迫性上網行

為與網路成癮相關問題，茲分別說明如下： 

1.網路成癮耐受性(Tolerance Symptoms)：隨著網路使用的經驗增加，原先所

獲得的上網樂趣，必須透過更多的網路內容或使用時間才能得到滿足。例

題如「其實我每次都只想上網待一下子，但常常一待就呆很久不下來」。 

2.網路成癮戒斷症狀(Withdrawal Symptoms)：如果突然被迫離開電腦，容易

出現不愉悅的感覺，或挫敗的情緒反應。例如，情緒低落、生氣、空虛感、

或是注意力不集中、心神不寧、坐立不安等。例題如「我只要有一段時間

沒有上網，就會覺得心裡不舒服」。 

3.強迫性上網行為(Compulsive Symptoms)：指稱的是一種難以自拔的上網渴
望或衝動。在想到或是看到電腦時，會有想要上網的欲望或是衝動。使用

網路之後，精神較為振奮並渴望有更多的上網時間。例題如「我不能控制

自己上網的衝動」。 

4.人際與健康問題(Interpersonal & Health Problems)：指的是，因為沉溺於網

路上的時間過長而忽略原有的家居與社交生活，親友疏遠；耽誤工作或學

業；為掩飾自己的上網行為而撒謊；身體出現不適反應。例如，眼乾、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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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頭痛、肩膀酸痛、腕肌受傷、睡眠不足與腸胃問題等。例題如：「我

發現自己投注在網路上而減少和身邊朋友的互動」。 

5.時間管理問題(Time Management Problems)：因為沉溺於網路的時間太長，

因而耽誤睡眠、三餐進食、工作、學業等之時間安排。例題如：「我曾不

只一次因為上網的關係而睡不到四小時」。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變數 

1.態度：係指使用者對使用網路持有的態度。例如：使用者覺得使用網路是

件好事，以及認同及喜歡使用網路的程度。 

2.入迷：係指習慣使用網路之後，對網路的依賴程度漸漸由入迷至無法自拔

的程度。例如：個人覺得使用即時通訊軟體時會花太多時間在此軟體上，

一段時間沒有使用心理會不舒服、會不由自主的想使用，沒有控制能力。 

3.主觀規範：係指個人在使用網路時，受其他重要關係人影響的程度。例如：

個人覺得為了與同事、同學、朋友、及其他重要關係人溝通或受他們影響

而使用網路的程度。 

4.行為意圖：係指使用者在使用網路的主觀機率。例如：個人使用網路的意

願、經常使用的程度、將使用或持續使用的意願或者是使用網路與人通訊

的程度。 

(二)研究架構 

 

 

 

  

 

圖1 本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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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分析 

(一)樣本分析 

問卷隨機發放，收回的有效問卷，發現填答問卷的性別分佈非常平

均，在上網經驗近八成有三年以上，每天使用電腦時間近五成超過三小時。 

接受調答者男女比為 43：57，77%的受訪者家中有電腦，其由 43%的
受訪者每天平均使用電腦時間三小時以上，填答對象以觀光科、資處科為

30%、24%為最多，78%有上網經驗。 

(二)研究變數分析 

依問卷題項分為態度、入迷及主觀規範三個層面，問卷題項設計態度

層面有五題，入迷層面有九題及主觀規範層面有六題，進行分析，發現電

腦使用者呈現的網路依賴影響因為的程度。分述如下： 

1.態度層面 5 

問卷結果顯示網路依賴符合程度為，題項 1一旦網就不會想其他事佔

66%，題項 14當心煩時上網即心情愉快些佔 67%，題項 15在網上能得到
更多的尊重佔 51%，題項 18當情緒低落上網可以好些佔 66%，及題項 20
當不開心上網可以讓自己開心佔 64%。 

由問卷符合程度看出，電腦使用者對使用網路認為是件好事，以及認

同及喜歡使用的程度平均達 63%。其中，藉由上網能得到更多尊重的程度

較不明顯。 

非常符合

17%

符合

25%
稍為符合

24%

不符合

25%

非常不符合

9%

 

非常符合

9%
符合

24%

稍為符合

34%

不符合

25%

非常不符合

8%

非常符合

9%

符合

26%

稍為符合

32%

不符合

23%

非常不符合

10%

圖 2 上網就不想其它比例圖 圖3 遇到煩心上網可愉快比例圖 圖4 情緒低落上網感覺好點比例圖

2.入迷層面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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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結果顯示網路依賴符合程度為，題項 2上網對健康造成負面影響
佔 75%，題項 4為了上網有時會蹺課佔 17%，題項 5為了持續上網寧可忍

住上廁所佔 31%，題項 6為了上網我學習遇到麻煩佔 47%，題項 7每週上
網時間比以前增許多佔 55%，題項 8因上網與真實上朋友的交流減少佔

29%，題項 10當不上網時滿腦子都是網路內容佔 56%，題項 19 不能上網

會想念上網時刻佔 37%，題項 19當上網會忘記還有其他事情佔 56%。 

由問卷符合程度顯示，在九個題項中發現，上網對健康造成負面影響

的程度為最顯著，電腦使用者的入迷程度已出現明顯影響，也有五成的受

訪者認為上網在學習遇到麻煩，上網時間較以前增許多，不上網時腦子都

是網路內容，甚至忘記還有其他事情。 

3.主觀規範６： 

問卷結果顯示網路依賴符合程度為，題項 3 不上網時想知道網上朋友

發生甚麼事情佔 64%，題項 9網上與人交流有成就感佔 53%，題項 11網
上與人交流感覺有自信佔 54%，題項 13網上與人交流感覺舒適佔 57%，
題項 16網上朋友比真實朋友更好佔 49%，題項 17 不上網會感到失落佔

51%。 

由問卷符合程度顯示，在六題項中發現，個人使用電腦時，受到其他

重要關係人影響的程度，平均 52%的電腦使用者使用電腦是受到其他人的
影響。 

參 結論 

經問卷調查問卷分析發現，在態度層面有顯著影響，入迷層面沒有很明顯的

沉浸程度，在主觀規範層面，近五成受訪者認為受到網路他人影響。說明如下： 

一、使用者對使用網路的行為意圖，受到持有態度有相當程度的影響。 

研究發現，網路使用者覺得使用網路心情愉快、得到更多尊重、情緒

好些及可以變開心，甚至上網不會想其他事。顯見使用者對上網的態度是一

件好事，認同網路及喜歡網路。 

(二)使用者對使用網路的行為意圖，在習慣上的入迷與無法自拔程度不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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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有九個題項中發現，符合程度僅有上網對健康造成負面影響的程

度較明顯，其他造成不舒服，不由自主的使用及自我無法控制的程度不明

顯，可能是受訪者對於心理層面的因素較難自己察覺，生理上較容易發現。 

(三)使用者對使用網路的行為意圖，有五成受到網上關係人的影響。 

問卷有六題項中發現，僅不上網時會想知道網上朋友的情況，有五成

受訪者在網上交流感覺有成就感，有自信心，較舒適及不感到失落，甚至認

為網上朋友比真實朋友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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