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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現在的人們因為現實的生活壓力大，沒時間交朋友、跟人訴說心中的壓力。

加上隨著網路的風行與上網人口增加，網路上聚集了大量的資訊傳播者與閱聽眾

的互動資訊，使得網際網路此一傳播媒介的重要性已經逐漸超越傳統傳媒，以致

於人們用網路來談心、交友、舒壓的方式日漸增多。 

著名的社群網站Facebook創立於民國2004年，許多學生透過Facebook認識的

友人越來越多，從2009年開始到現在不管何時何地走到哪裡都有看到許多人用

Facebook玩遊戲、養養動物及開心農場，至現今有更多人是在Facebook上聊天交

友，網友們還可以從Facebook中了解朋友的生日。 

Facebook在台灣從2009年7月到11月短短的五個月，會員數從幾十萬到達了

五 百 多 萬 會 員 ， 全 球 的 會 員 數 也 在 短 短 的 幾 個 月 內 到 達 三 億 人 次

（Facebookcheck.com，2009），成長非常迅速。令我們感到好奇的是，在這樣

一個半公開的社交平台，在所謂虛擬社群中的互動上，會對人際關係有甚麼程度

上的影響？ 是我們研究的重要課題。 

二、研究目的 

經相關研究顯示，使用網際網路的時間會影響使用者的作息，所以本研究目

的首要是利用文獻探討研究虛擬社群網路的定義。第二是希望能夠了解樹德家商

同學使用網路社群的經驗與頻率；第三是要了解社群網站對學生人際關係、課業

會不會有所影響。  

貳●正文 

一、社群網站的定義與發展 

無論是傳播學、新聞學、社會學或心理學等不同的學術領域上對社交網站

的研究中，都有近乎一致的定義，如：學者 Patrica Greenfield 等人，將社交網站

(Social Networking Website) 泛指擁有互動功能的網站，所謂互動功能是指它的

資訊往來是雙向的，無論是網站的負責人或瀏覽者皆可上載內容往網站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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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 BBS 討論區至昔日的 ICQ 或 QQ，以至今日的時下流行的網誌日記，

MSN、Flicker、Facebook、開心網及 Twitter，社交網站的演變，已經超越單純發

貼分享或交流意見的功能，演變成擁有互動功能的溝通及聯繫工具。單以

Facebook 為例，自朱克柏格(Mark Zuckerberg)推出 Facebook 後，至今全球約有

五億人每天在 Facebook 群組內活動，每四個在互聯網內瀏覽的人，就有一人曾

經在過去三十日內瀏覽 Facebook 網頁。《時代周刊》曾經說過，如果能給予

Facebook 彊土的話，它的五億賬户就等同這「國家」的人口，其人口總數目可

以算是全球第三大的「國家」，人口數字還要比美國的多，Facebook 的影響力一

點也不容忽視。 

二、虛擬社群的成立目的 

Hagel Ⅲ與Armstrong（朱道凱譯，1998；郭恬如，1998）指出，虛擬社群

成立主要有四種目的： 

(一)商業交易： 

虛擬社區居民在此「交換」情報的行為，廣義上，也是為了滿足「交

易」需求。這種社區的訪客多半是要買些什麼東西的人，而在買之前，他

希望能聽聽社區會員的意見。 

(二)興趣交流： 

大多數人都有特別熱中的事物，例如戶外活動、搖滾樂、旅遊、養花

蒔草等等。很多早期的虛擬社區都是建立在共同興趣上，這些社區聚集了

許多分散各地，但對某一主題有共同興趣或專長的人。 

(三)提供幻想空間： 

將網路社區當作是另一個家，創造一個新的身份，編造一個新的故事，

讓訪客運用想像力，一同參與規劃此一社區的未來。 

(四)建立關係，尋求支持： 

這種社區是在現實生活中具有相同遭遇的人，互相傾訴安慰的地方，

例如離婚、病痛、鰥寡孤獨者等，虛擬社區為這些同病相憐的人提供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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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經驗的場所、製造相遇相知的機會，使他們能夠跨越時空限制，建立

有意義的人際關係。 

三、虛擬社群網站的成功要素 

「趙國仁認為，一個虛擬社群要想經營成功，最重要的關鍵即為人與人之間

互動（interaction），讓社區居民都能夠針對有興趣主題作資訊交流、彼此溝通及

共同合作。」劉毓民（2000）則認為，傲經營一個活躍而且成功的虛擬社群，就

必須要有清楚明確的定位，提供社群會員一個高品質的對話環境及快速正確的資

訊，並尊重每個會員的發言權利以及保持客觀中立的立場；當然除此之外，匠心

獨運的創意也是不可獲缺的。至於在技術適用性方面，丁惠民（2000）提出四個

要素： 

(一)使用者介面與親和性： 

由於虛擬社群是試圖載往路空間中建構一個擬真的、互動的世界，因

此如何讓使用者介面更人性化、更具親和性，就成為社群往站在衡量技術

優劣時的一大考量。 

(二)資料維護自主性： 

在虛擬社群的經營環境中，「個人自主性」無疑是一個重要的議題。

不同於單向的訊息傳播模式，社群成員間需要更多的互動與交流，從而需

要更高的資料維護自主性。 

(三)平台的配套考量： 

要導入任何一項新技術，都必須將其與現有平台間的整合納入考量。

包括硬體需求、作業系統、擴充性、穩定性、以及導入該技術是否會影響

現有的設備運作效能等，都應該經過全面完整的考量。 

(四)成本因素： 

除了明顯可見的系統或軟體購置成本外，以下幾個成本也是必須加以

考慮的：1.其他硬體成本：是否因為導入這項技術而需要添購其他的硬體

設備。2.人事成本：要導入該項社群功能，是否虛偽請專人規劃配套的內



青少年使用社群網站對人際關係影響─以樹德家商同學為例 
 

4 

容與監管社群活動情形 3.維護管理成本：包括硬體、軟體內容的維護管理

成本都應列入考慮。 

四、人際關係的意義 

人際關係是一種社會化過程、一種影響力、行為模式，可經由學習訓練來強

化及改變。「人緣」是中國人最常用來描述人際間的關係，但並不能解釋ㄧ切人

際行為。人際關係是相當複雜的，每個人的人際關係都有其獨特性、複雜性、個

別差異性…等等，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模式也不盡相同。 

人際關係是ㄧ個動態的關係，不停的變化。人際關係的發展是由淺而逐漸加

深的。Devito 的說法是由接觸期進入涉入期再進入親蜜期，然而就算進入親蜜期

後並不表示就能永遠維持。 

(一)人際關係的特性：  

人際關係的重要特性便是它是不斷地變化。根據 Joseph. A. Devito 的

說法，人際關係的發展一般可以五個階段： 

1.接觸期（contact stage）： 

人際關係的開始，雙方第一次見面，彼此打量對方。許多學者認為，

在平均四分鐘內的接觸，就已經決定了我們是否喜歡對方，是否要和對

方繼續交往。所以，第一印象十分重要。 

2.涉入期（involvement stage）： 

如果彼此對初次的接觸都感到滿意，就會進入涉入期。在這一個階

段當中，彼此會進一步的了解對方。此時，彼此的人格特質、價值觀、

興趣與嗜好，甚至優缺點，都會逐漸一一顯露出來。如果彼此越談越投

機，可能會進入下一個親密階段。 

3.親密期（intimacy stage）： 

在這一個階段的親密關係，彼此可能有承諾、相聚的時間增加、談

話內容越來越深入。此時可能繼續維持親密關係，也有可能因為感覺到

束縛，因而回到涉入期（如男女朋友間，一方感到受到束縛）。也有可

能因為彼此相處的摩擦與誤會，讓關係進入惡化期。 



青少年使用社群網站對人際關係影響─以樹德家商同學為例 
 

5 

4.惡化期（deterioration stage）： 

雖然並不是所有的關係都會進入惡化期，但是不幸的是，也不是所

有的人際關係都能停留在親密期。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越是親密，就越容

易發生衝突。也可能是外在因素讓親密關係變質，例如當兵、出國或第

三者介入等等原因，都可以使雙方產生衝突。如果雙方衝突無法順利解

決，很可能只好走上解除關係。但如果衝突可以適當解決，感情可能會

更堅固。 

五、社群網站與人際關係 

網路社群所要描述的是一種不直接面對面，經由媒體的中介形成的人際關係。

1964 年 McLuhan 即提出全世界將因電子媒體的發展促成地球村的概念 Giddens

也認為電子媒體的發展促成全球化的趨勢，媒體幾乎架構了現代社會的主要人際

關係。 

事實上，從溝通的理論上來看，網路的分散性架構其實是比較接近一般人的

日常生活的。儘管每個個體在日常生活中都有單純成為客體，單向接收訊息的時

候(看新聞、聽廣播)，但是在大多數的時間裡，我們進行的是一種雙向的溝通，

我們聽別人說話，也發表自己的意見(討論)，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與其他個體進行

的是溝通互動，而不是單純的接收或單純的發出訊息而已。所以說，網路人際關

係的特色在於以網路的媒介特性為基礎，建立起虛擬社群中陌生人與陌生人之間

的接觸。黃厚銘(2000)在關於網路人際關係的相關討論中提出以下二點： 

(一)網路的連結功能： 

以網路可擴展人際關係的特點而言，網路一來延伸了人際關係所及的

範圍，使得人際關係可以跨越地域的限制(去地域性)；二來是電腦網路增

加了我們認識各式各樣的人的可能性。亦即，我們所說的網路可以拓展個

人的人際關係，乃在於我們可以藉由網路跟原來就認識的朋友保持聯繫，

還能使得陌生人之間有互相接觸與建立關係的機會，甚至進一步與網路上

的陌生人發展成為好朋友或戀人。 

(二)網路的隔離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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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就網路匿名性的特質來探討網路人際關係，除了前述的連

結功能之外，網路同時也發揮著隔離的功能，也就是個人能夠隱匿真實

世界的身分。但是網路的隔離功能亦有其極具特色的人際關係存在，這

麼說吧，有一大部分網路對人際關係的連結作用是建立在隔離的基礎

上。 

六、問卷調查結果 

研究問卷主要是針對高雄市樹德家商的學生所進行的調查，共發出問卷160份，

回收156份，有效問卷150份， 分析結果如下： 

 (一)您每天平均上社群網站幾個小時？ 

 

 

 

 

圖一、使用者上網時數統計圖 

由此可知每天平均上社群網站一~二小時的人數是最多的，但有72人

是3小時以上佔約受訪者的50%。 

 (二)你曾參與過什麼社群網站？ 

 

圖三、參予社群網站類別圓餅圖 

即使通

28%

無名小站

22%

Facebook
32%

噗浪

4%

Google
2% 痞客幫

4%

微博

6%
PT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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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圖三能看出最近這幾年最夯的facebook使用率是最高的佔32%，第二順位

為85年創立的即時通依舊有28%的使用者，第三為無名小站的22%，前三名的使

用者就佔約82%。 

（三）你為什麼會使用社群網站？ 

 

圖四、為什麼使用社群網站統計圖 

由圖四顯示，有32%的人使用社群網站的大部分時間都在使用留言版聊天，

27%的人是與人交朋友和23%的使用者用社群網站上傳照片及分享資料，由圖能

發現青少年最喜歡在社群網站上聊天交朋友。 

 

（四）社群網站的優點？ 

 

圖五、社群網站的優點 

由統計圖五可以看出31%的人認為使用社群網站的優點是可以免費使用，

27%則是認為可以增加朋友，再來才是22%的人認為傳播速度快可以上傳更多的

資料以及照片，最後才是20%的人認為可以增加知識。由此可知使用社群網站對

於免費交友有極大的貢獻，但是對於知識的增加貢獻度則較小。 

交朋友

27%

上傳照片

23%

留言板

32%

資料下載

14%

其他

4%

朋友增加

27%

知識增加

20%
可以免費

使用

31%

傳播數度

快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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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使用社群網站的效益 

由表一調查社群網站對使用者有助益的表可以知道，社群網站對於「學業」

的助益並不大，26%的受訪者明確表社群網站無助於學業進步，50%的使用者也

認為社群網站不會讓他完成更多的作業，概括而言，約有54%的人明確認為社群

網站的使用會影響到課業及有48.67的受訪者認為社團網社對他無正面的幫助。

至於對人際關係的增進，亦有只有74%的人認為沒有幫助。 

表一、社群網站對於使用者助益意見調查表 

問      題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無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社群網站對我的學業進步有幫助？ 
2 38 80 29 1 

1.33% 25.33% 53.33% 19.33% 0.67% 

2.社群網站可以讓我完成更多作業？ 
12 62 47 28 1 

8.00% 41.33% 31.33% 18.67% 0.67% 

3.使用 社群 網站不 會影 響到我 的學
業？ 

16 43 22 25 4 
14.55% 39.09% 20.00% 22.73% 3.64% 

4.社群網站對我而言有正面的幫助？ 
20 3 63 43 3 

28.67% 20.00% 42.00% 8.67% 0.67% 

5.使用社群網站會增進自己的人際關
係? 

38 73 28 8 3 
25.33% 48.67% 18.67% 5.33% 2.00%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統計。 

（六）社群網站與人際關係的影響： 

社群網站對人際關係的調查中發現，80%的人認為想要在社群網站中找到與

自己有共同點的人不多；而且使用社團網站的人有80%通常是自認個性內向害羞

的取向。 

特別一提的，加入社群網站會讓這些內向的人認為網路社群比現實世界好

(64%)但並不會增加現實朋友的人數(85%)，反而會讓真實世界的朋友變少(87%)。 

表二、社群網站對人際關係影響感覺調查表 

題   目 

從
來
沒
有

 

這
種
感
覺

 

很

少

有

 

這
種
感
覺

 

有
時
候
有

 

這
種
感
覺

 

總

是

有

 

這
種
感
覺

 

 1.社群網站會讓你覺得和周圍的人有
許多共同點？ 

28 92 26 4 

18.67% 61.33% 17.33% 2.67% 



青少年使用社群網站對人際關係影響─以樹德家商同學為例 
 

9 

表二、社群網站對人際關係影響感覺調查表 

題   目 

從
來
沒
有

 

這
種
感
覺

 

很

少

有

 

這
種
感
覺

 

有
時
候
有

 

這
種
感
覺

 

總

是

有

 
這
種
感
覺

 

2.社群網站會讓你覺得是一個外向活
潑的人嗎？ 

26 76 38 10 

17.33% 50.67% 25.33% 6.67% 

3.社群網站會讓你覺得內向害羞嗎？ 
6 25 96 23 

4.00% 16.67% 64.00% 15.33% 

4.社群網站會讓你覺得有可以聊心事
的人嗎？ 

31 66 41 12 

20.67% 44.00% 27.33% 8.00% 

5.社群網站會讓你覺得有人真正的瞭
解你嗎？ 

17 51 66 16 

11.33% 34.00% 44.00% 10.67% 

6. 社群網站會有人主動幫助你解決問
題嗎？ 

30 82 26 12 

20.00% 54.67% 17.33% 8.00% 

7.社群網站會讓你覺得你的表達能力
好嗎？ 

23 80 43 4 

15.33% 53.33% 28.67% 2.67% 

8.社群網站會讓你覺得與真實世界有
隔離嗎？ 

19 46 49 36 

12.67% 30.67% 32.67% 24.00% 

9.社群網站會讓你覺得虛擬世界比真
實世界好嗎？ 

19 34 51 46 

12.67% 22.67% 34.00% 30.67% 

10.社群網站會讓你覺得比真實世界活
潑嗎？ 

24 57 52 17 

16.00% 38.00% 34.67% 11.33% 

11.加入社群網站後，讓你覺得朋友變
多了嗎？ 

47 81 17 5 

31.33% 54.00% 11.33% 3.33% 

12.加入社群網站後，讓你覺得朋友變
少了嗎？ 

9 10 44 87 

6.00% 6.67% 29.33% 58.00%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統計。 

參●結論 

本校受訪者約有7成以上的同學每天使用3小時以上的社群網站，而且大部分

是用來聊天、交朋友，探究同學喜歡用社群網站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它傳播速度快，

可以交流很多的資料以及照片。 

社群網站的盛行的確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溝通的形態，也確實對於我們的人際

關係有所影響。相關文獻認為網路可擴展人際關係的特點有二， 為延伸了人際關

係所及的範圍，使得人際關係可以跨越地域的限制，二是電腦網路增加了我們認

識各式各樣的人的可能性。亦即，我們所說的網路可以拓展個人的人際關係，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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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我們可以藉由網路跟原來就認識的朋友保持聯繫，還能使得陌生人之間有互

相接觸與建立關係的機會。 

但是本研究的調查結果却與文獻資料大大的不同。統計指出使用社群網站

者的人格特質是屬於內向、不活潑的族群居多(80%)，若要深入的談心亦無法找

到與自己有共同點的人。重要的是若想要利用社群網站來增進自己的表達能力、

解決問題等效果並不大，反而會使你失去現實中的朋友。至於社群網站對於課業

的助益而言，有五成的受訪者都明確表示使用社群網站會影響到課業，以及有

48.67的受訪者認為社團網社對他的課業無正面的幫助。這種現像值得社群網站

使用者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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