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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研究動機 

 

Facebook的成立是哈佛大學生Mark Zuckerberg在2004年為同校設計的一個

校內網路社群，在開放兩個月後，Facebook開始擴展到鄰近地區的學校，並且提

供其他地區的學校學生加入，Facebook的會員就已經不僅限於同一地區學校的學

生使用。在開放給其他地區的學生加入後，Facebook也開始考慮要拓展用戶，並

開放給非學生族群使用。在2006年9月開始，Facebook開放給所有年齡層使用，

任何用戶只要輸入有效的電子郵件位址以及姓名即可加入(Wikipedia.com)，這個

舉動更使得Facebook的會員不僅限於學生族群，會員數有了顯著的成長，會員數

也愈來愈多，會員在近年來，Facebook全球的使用人數因為平台的開放性，使得

人數不斷累積而快速的成長。(賴冠名－使用者資訊隱私顧慮和網站隱私機制對

信任的影響－以Facebook台灣使用者為例－國立中央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民國

99年7月) 

 

根據TecllCllulcll 在2005 年的報導指出，85 ％的學生會使用Facebook ，且

60 ％每天都會登入，85 ％每週至少會登入一次”時至今日，Facebook 已無註冊

身分的限制，讓社群網站廣泛的開放給社會大眾(李堃瑛－我國圖書館Facebook

經營現況分析及使用者接受度之研究,100年1月)，更讓其成為學生們每天在網路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變素。 

 

第二項根據 checkfacebook.com 於 2010 年 5 月 31 日的調查報告顯示，目前

Facebook 全球使用者人數已經突破了四億，台灣地區的使用者人數約有六百萬

的註冊使用者(checkfacebook.com)。Facebook 自身的官方調查 Facebook 統計資

料也顯示，有 50%的人每天會登入 Facebook；3500 萬人會在 Facebook 上更新每

日的近況；更是有數以億計的訊息每週都在發生。另一方面，從許多報章雜誌等

的介紹 Facebook 的熱潮等等，都可以看到 Facebook 的興起，並且漸漸的成為許

多人生活的一部份，形成另一種網路上的資訊來源。(Facebook 統計資料,賴冠名

－使用者資訊隱私顧慮和網站隱私機制對信任的影響－以 Facebook 台灣使用者

為例,民國 99 年 7 月)。 

 

二、 研究目的 

 

現實人際關係與網路人際關係兩者形成正相關，意味使用者利用 Facebook

之目的與現實人際關係有很大的關係。(卓宛資,2010)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高中職族群對於「Face book」使用之探討，以及對於 Face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cZS7yJ/search?q=auc=%22%E5%8D%93%E5%AE%9B%E8%B3%87%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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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哪些功能較具依賴性，並且藉由問卷調查、分析 Face book 網路社群網站的

使用性、滿意度、互動性，等。分析研究分為以下幾點： 

 

(1)探討高中職族群使用 Facebook 之動機。 

(2)分析高中職族群使用 Facebook 之生活上之差異。 

(3)論證高中職族群使用 Facebook 皆是一種紓解亦是休閒。 

(4)分析高中職族群使用 Facebook 之有利效益。 

 

三、 研究流程 

 

 

 

 

 

 

 

 

 

 

 

 

 

 

 

 

 

 

四、研究限制 

 

Facebook 與以往的虛擬社群有所不同，先前的虛擬社群以使用者的興趣為

聚集的中心，而 Facebook 則以使用者為聚集的中心，使用者在 Facebook 中的關

係網絡同時存有現實人際關係與網路人際關係。 

 

貳●正文 

 

一、 文獻探討 

 

早期在網際網路上多維持著很多提供用戶互動支持的服務，例如 BBS，新聞

訂定題目 

 

研究目的 

 

研究動機 

問卷調查 

數率統計 

研究佐證 

http://zh.wikipedia.org/wiki/BBS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9%97%BB%E7%BB%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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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組等。早期社群網路的服務網站呈現為在線社區的形式。用戶多通過聊天室進

行交流。隨著 Blog 等新的網上交際工具的出現用戶可以通過網站上建立的個人

主頁來分享喜愛的信息。2002 年至 2004 年間，世界上三大最受歡迎的社群網路

服務類網站是 Friendster、MySpace、Bebo。在 2005 年之際 MySpace 成為了世上

最巨大的社群網路服務類網站。傳聞當時其頁面訪問量超越了作為著名搜索引擎

的 Google。2006 年第三方被允許開發基於 Facebook 的網站 API 的應用，使得

Facebook 隨後一躍成為全球用戶量增長最快的網站。 

 

新傳播媒介的變革，屢屢影響了資訊傳播的方式與社會環境，而在進入到電

腦網路的時代，人們得以藉由電子的傳輸獲取新資訊，並進行網路人際關係的交

流。因此，面對今日蓬勃發展的社交網站，像是 Facebook 成功吸引到大量的使

用者進用，更加令人好奇的是其功能與特性，是如何創造一座宛如社會關係網絡

的社交舞台，讓使用者能在其中順利發展人際關係。(張純富,2010)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了解以 Facebook 為平台的環境下，其高中職族群使用

者的使用方向趨於、使用之應用程式及其他使用因素，是否會影響使用者生活上

之改變，以及使用者後續分享資訊的意圖。因此這章將蒐集樹德家商高中職族群

相關的研究文獻，並探討個與 Facebook 高中職族群使用之相關研究。 

 

二、 研究設計 

 

1. 研究架構 

本研究係探討樹德家商學生對 FACEBOOK 使用行為，並以學生之背景變

項，即性別、年級、科別和使用網路之時數來分析探討高中學生使用 FACEBOOK

之行為。包括不同性別、不同年級、不同科和在線上時數不同之學生，在使用

FACEBOOK 之應用程式類型、連結途徑、主題、原因、方式、功能、影響使用

頻率等項目上有無顯著差異。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圖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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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上之頻率 

瞭解樹德家商在線上使用時數與使用

FaceBook 行為上尚有無影響、差異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C%A8%E7%BA%BF%E7%A4%BE%E5%8C%BA&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1%8A%E5%A4%A9%E5%AE%A4
http://zh.wikipedia.org/wiki/Blog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A%E4%BA%BA%E4%B8%BB%E9%A1%B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A%E4%BA%BA%E4%B8%BB%E9%A1%B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F%A1%E6%81%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2%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4%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Friendster
http://zh.wikipedia.org/wiki/MySpace
http://zh.wikipedia.org/wiki/Bebo
http://zh.wikipedia.org/wiki/Google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6%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Facebook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D%91%E7%AB%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D%91%E7%AB%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Facebook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D%91%E7%AB%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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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問卷設計 

 

本專題研究設計是以問卷調查法進行研究，其抽樣使用電腦時數、性別、科

系為設計部份，並以樹德家商日校學生為主，預計發收問卷 150 份並依此作相關

統計分析。 

 

3. 統計分析方法 

 

研究對象於樹德家商一到三年級學生之使用動向，再以學生在線上時數作

為參考，並取 150 份問卷加以計算學生使用之動向，根據研究架構，針對六大項

擬定問卷題項，問卷架構表如下。 

 

大項 說明 

基本資料 以樹德家商學生使用電腦時數作為研究參考。 

目前使用的情況 使用FACEBOOK頻率之多寡來決定本研究之探討。 

對Facebook的看法 

對於學生族群網路使用上是否沉迷，屬個人因素，並不

表示所有學生使用者皆如此，本研究之目的在於了解學

生族群使用之因素。 

選擇的因素 
近年來Facebook使用率節節高升，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探

討學生為何使用Facebook。 

使用Facebook的用途 
Facebook功能結合人際交際、遊戲與應用程式之使用，

本研究將探討樹德家商學生使用趨向於何者。 

使用Facebook的目的 
研究樹德家商學生為何使用Facebook。例：興趣、休閒、

壓力之紓解、人際交際。 

 

三、 問卷結果與統計分析 

 

研究中為了詳細分別使用電腦之時數、依賴 Facebook 之習慣性、使用

Facebook 之原因或較常使用之功能以及 Facebook 優點與缺點，問卷的參與者是

沒有差異的，更以時間為因子對於「電腦線上時數」、「使用 Facebook 之長短

性」、「影響生活上差異」、「使用性後之優點與缺點」等人數統計變數為進行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經過分析後發現150份問卷內，使用電腦時數多為一小時以上至四小時以下

為46.7%位居第一，四小時以上為33.3%，一小時以內僅有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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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統計數率「是否對Facebook使用產生依賴性比例圖」中，使用者佔據

78%習慣會使用Facebook，而有使用Facebook卻較無依賴性為22%。 

 

 

 

 

 

 

 

 

 

 

 而使用臉書原因，使用者有21.3%的人因可拓展人際之間而選擇使用

Facebook，也有20.6%的因受他人影響、追流行而使用，使用Facebook是因為要

玩站內遊戲為20.1%、喜歡Facebook內的應用程式有19.0%、使用Facebook是為了

抒解壓力為12.3%以及很少使用Facebook為6.7%為最小數值。 

 

 

 

 

 

 

 

 

 

 在臉書的使用功能上，經過分析與統計發現較常使用功能第一為看

Facebook站內文章13.9%，位居第二為塗鴉牆動態13.6%，戳的功能位居第三

13.3%、Facebook聊天室12.9%、地方性打卡11.5%、社團活動11.2%、Facebook

樹德家商學生一天使用電腦平均時數

一小時

20.0%

一小時不超

過四小時

46.7%

四小時以上

33.3%

樹德家商學生是否有使用FaceBook習慣

有

78%

沒有

22%

平均使用Facebook的原因

12.3%

20.6%

21.3%
20.1%

19.0%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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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遊戲應用程式8.9%、活動參與/發布為5.2%、只用搜尋工具搜尋朋友為4.4%、

粉絲專頁為2.8%、心理測驗則只有2.4%。 

 

 

 

 

 

 

 

 

 

 問卷其中一個問題，「是否使用臉書後對生活上產生影響」經過統計分析後

發現生活上是否有改變(人與人互動間、平常生活上，如影響睡眠時間)，否定佔

53.3%，但也有46.7%感覺使用後有差異。 

 

 

 

 

 

 

 

 

 

 最後在統計使用臉書後之優缺點觀感，其中學生在使用後對Facebook功能

上感到優點，而佔據第一選項為方便迅速與朋友互動24.7%，第二選項是可與全

世界做聯繫，取得第一手消息就有21.6%、覺得Facebook應用程式有許多選擇為

18.0%、感覺搜尋朋友功能強大16.5%、相簿有無容量限制為10.8%、功能更新改

進效率佳為7.9%、其他僅佔0.5%。在缺點方面，針對樹德家商學生做150份問卷

調查，對Facebook列出幾項缺點供使用者做選擇。其中使用者對看文章一定要按

「讚」為22.9%位居第一，Facebook長久性問題中的隱私權不佳佔居第二為

20.5%、容易沉迷其中為19.1%、垃圾動態太過充斥為16.7%、Facebook有些遊戲

需要以現金購買虛擬幣為12.6%、雖有法律條款作為限制，但仍無法限制13歲以

下兒童使用有6.9%、介面太單調位居第七僅有1.0%、其他僅佔0.2微乎其微，表

示使用上無太多缺點。 

樹德家商學生使用Facebook後，是否對生活上有改

變、差異(親朋好友互動間、平常生活上)

是

46.7%

否

53.3%

平均樹德家商學生使用Facebook的哪些功能

12.9%
4.4%

8.9%

11.2%

13.3%2.4%13.6%

5.2%

13.9%

11.5%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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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與建議 

 

1. 結論 

 

最後，發現 Facebook 網站功能中，有 21.3%的人使用 Facebook 是想拓展交友

圈位居第一，緊追在後的是受他人影響才使用 Facebook 也有 20.6%。而在優缺

點比例上，感到使用 Facebook 優點不外乎是因為方便與朋友聯繫(24.7%)，形成

另一種即時通的模式，在缺點方面則有 22.9%對於許多文章需要按＂讚＂才可繼

續觀看感到不佳。由迄今盛行的即時通訊軟體種類較多，使用的喜好因人而異。 

 

2. 建議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做出本研究之建議。其實學生使用 Facebook 不外乎是因

為打發時間、無聊，但其實 Facebook 可以讓學生儲存重要訊息，在課業上

Facebook 也是個很好的工具，它的相簿與塗鴉牆容量無限制、搜尋功能也非常

強大、更有社團功能方便讓班級上有不少交流，現在已有不少師生間也開始使用

Facebook 作為交流的另一種工具，建議學校方面可以利用 Facebook 的效益，了

解學生生活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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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樹德家商學生使用臉書之優點觀感

16.5%

18.0%

7.9%
24.7%

21.6%

0.5%

10.8%

針對樹德家商學生使用臉書之缺點觀感

20.5%

22.9%

6.9%0.2%
19.1%

12.6%

16.7%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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