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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使用滿足、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自制偏誤與 

國小高年級學生網路成癮之關聯性 

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高年級學生的網路使用滿足、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自制偏

誤與網路成癮之關聯性。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以台灣彰化地區的國小高年級學生為

研究對象。研究結果顯示，國小高年級學生的網路使用滿足程度以休閒娛樂對網路成

癮有影響力；而課業知識面向之網路使用滿足對網路成癮有抑制效應。再者，網路成

癮傷害性評估與自制偏誤均對網路成癮有顯著的預測力。基於研究結果，本研究建議

學生在使用網路時應該注意時間分配，避免被娛樂內容吸引而沈迷於網路世界；同時，

家長和老師也應該加強對青少年的教育和監督，幫助他們更瞭解網路成癮的傷害性，

以及自己對誘惑抵抗能力的高估，進而有效地使用網路，並避免網路成癮的危害。 

 

關鍵字：網路成癮、網路使用滿足、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自制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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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isfaction of Internet Use, Evaluation of the Costs of 

Internet Addiction, Restraint Bias, and Internet Addiction 

among Upper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et addiction, satisfaction of 

internet use, evaluation of the costs of internet addiction, and restraint bias among upper-grad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The study adop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and focused on 

upper-grad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in the Changhua area of Taiwan.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ed that the level of satisfaction of internet use for leisure and entertainment had an 

influential effect on internet addiction among upper-grad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However, 

the satisfaction of internet use in the academic knowledge domain had an inhibitory effect on 

internet addiction. Furthermore, both the evaluation of the costs of internet addiction and 

restraint bias had significant predictive power for internet addiction.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student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ime allocation when using the 

internet to avoid being attracted by entertainment content and becoming addicted to the online 

world. At the same time, parents and teachers should strengthen education and supervision of 

adolescents, helping them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harm of internet addiction and their 

overestimation of their ability to resist temptation, in order to use the internet effectively and 

avoid the harm of internet addiction. 

 

Keywords: internet addiction, satisfaction of Internet use, evaluation of the costs of internet 

addiction, restraint b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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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節首先說明研究的背景，並探討網路成癮，針對其衍生的問題解釋其動

機與目的，接著說明本研究主要的名詞，以對本研究提出綜合的探討。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自從我們踏進網路時代後，生活變得超級方便，社交也變得即時又緊密，商

業和經濟的發展更是一日千里。當然伴隨著這些重大的好處背後，也有一些挑戰

和負面影響。1996 年，美國精神科醫師 Goldberg 首次提出了「網路成癮症」

（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 IAD）這個詞彙。網路成癮的症狀是因為用使用網路

的時間太長或從事網路的活動太多，讓人在許多方面，如讀書、社交、及工作，

還有在家庭及身心健康方面變差了（謝明達，2005）。人們認為網際網路容易使用

又便利，並且對生活、學習或工作等多方面確實有幫助，加上硬體設施的提升及

內容的多元性，更加強深了其吸引力，因此就可能會花費時間與心力採用與使用

網際網路以豐富生活的層面。網絡的崛起真的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結果也帶

來了一些麻煩。，有些人會花費更多的時間及金錢投入網際網路的使用環境。

Goldberg（1996）發現對於年輕人來說，他們正值在生理發展朝向成熟的階段，有

時候人可能會有一些怪怪的心態，就像是自己喜歡待在角落、對人漠不關心、擁

有強烈的反抗心態、感到內心空虛和無助的特點。當這些心理特點出現時，網絡

恰好成為了一種替代的效用，可以幫助他們發展自我，克服孤獨和寂寞感，成為

一個可依賴的重要工具。因此，人們提出了網絡成癮的概念。簡單來說，根據

Young（1996, 1998）的觀點，網絡成癮是一種衝動所產生失控的異常行為；研究

還發現，人們最常用使用的網路活動的就是那些可以雙向溝通、可以互相互動的

網站。 

張鈞凱（2011）提到在研究網路成癮問題方面，國內外很多專家學者都做了

很多研究並提出了報告。這些報告都指出了類似的發現：網路成癮對生活產生了

很多負面影響，包括課業學習、時間規劃、人際關係、金錢花費甚至身體健康等

各個方面。這些影響不僅限於特定年齡層，甚至擴展到小學生。因為民國 81 年以

後出生的人，包括現在的小學生，生活中隨處可見電腦、手機和各種 APPs，網路

資源對他們來說就像一般家電一樣輕易獲得。這種情況就像我們經常說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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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和手機上網怎麼會失控呢？其中一個原因是從網路使用滿足程度來看，在使

用網路的時間裡獲得滿足和快樂可能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因為使用網路是主動行

為，當使用者有一定的動機和需求時，他們會感到滿足和快樂，這就是他們尋求

滿足和快樂的目的，並且會頻繁地使用網路。 

如果在不合宜的時機上網與上網時間過久，這很有可能造成人際闗係、課業、

身體及心理方面因過度使用網路而偏離正常發展應有的表現。根據一項在韓國進

行的統合分析，Koo 與 Kwon（2014）指出，青少年網路成癮可能存在一系列風險

和保護因素，研究結果顯示，這種成癮行為可能對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學業成績、

人際關係和社交互動等方面產生負面影響。青少年對於網路成癮的自我感知可能

會導致一些傷害。儘管他們可能意識到這種成癮對他們的生活產生負面的後果，

但他們卻無法自我控制這種行為。這種自覺有能力抵抗誘惑但失去控制的現象，

在心理學上被解釋為自制偏誤的影響。 

雖然自我感知可能會導致自身的一些傷害，為何無法做出理性的趨吉避凶呢？

研究發現會造成這些結果的原因有兩種，一個是無法自我管理的網路使用，再者

是強迫性的網路使用。綜合看來，專家學者主要在強調「過量」這個概念的根本

可歸因為「自我管理能力不足或缺損」（許韶玲、施香如，2013）。事實上，不論

是父母、學校老師及非網路成癮的人對青少年都會提出告誡與規範，甚至是處罰，

青少年還是有因為無法自我管理而產生負面結果的隱憂。 Koo 與 Kwon（2014）提

出的研究結論是，父母關係和家庭功能對網路成隱的影響力很小，而網路成隱的

風險發生在年輕的群體中顯得更高。也呼應了國內的學者許韶玲與施香如的發現，

提醒人們在探討青少年自我調節的相關控制方面，亦是明白進而影響網路成隱的

重要變項。 

研究者本身從事資訊相關工作，從程式設計師轉換到電腦教學的長久歷程中，

每天與電腦為伍的時間超過成人階段非資訊領域的上班族，相信絶對有過之而無

不及的情況。若與在學階段的學生相比，尤其是相對於青少年的族群，研究者非

常肯定自己是電腦及網際網路的高度使用者。此外，再從研究者養育子女自幼年

至進入社會的歷程中，交流了許多有關電腦與網路的知識和技能，至今並未發現

有網路成癮的跡象，因此對網路成癮的相關原因產生好奇。林怡蒨（2018）提到，

國小高年級的學生正值身心發展開始有明顯變化的階段。在看到、也聽到所謂的

沈迷於電腦，以及流連於網路等等花了很長時間的現象，造成了一些身、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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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工作、學業上的不良影響，被國內外的專家學者視為「網路成癮」的概念，

激起研究者的反思，因此藉由此次研究加以探討，當青少年在學生階段就己經脫

離不了電腦與網路的現況下，對國小高年級的學生，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網路成癮，如其他專家學者同樣認為必有其成因，研

究者僅試著就以下三個面向：網路使用滿足程度、網路成癮的傷害性評估及自制

偏誤進行探討。 

 

第二節 研究目的 

依據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國小高年級學生的網路成癮現象。 

二、探討網路使用滿足程度對國小高年級學生網路成癮的影響。 

三、探討自制偏誤對國小高年級學生網路成癮的影響。 

四、探討網路成癮的傷害性評估對國小高年級學生網路成癮的影響。 

 

第三節 名詞釋義 

壹、 網路成癮 

Young（1996）認為，上網上癮是一種失控的不正常行為，就像無法自制的衝

動一樣。這種行為並不涉及毒品或中毒的症狀，而是指那些國小高年級學生因為

無法自拔地過度使用網路，從而對他們的身心狀態產生影響。這種影響可能涉及

學業、社交關係、身體健康和家庭互動等方面。我們使用「網路成癮」量表來衡

量上網上癮的程度，得分越高，代表受測者的網路成癮程度越高；反之亦然。 

貳、 網路使用滿足 

本研究參酌羅文輝（2005）透過使用網路，在尋求資訊、協助他人與獲得鼓

勵方面，或在休閒娛樂、排解無聊與逃避壓力方面，所獲得的歸屬感、愉快感、

成就感及意義感等網路使用滿足內涵，將網路使用滿足區分為三個因素，分別為 1.

課業知識、2.休閒娛樂、3.和社會互動，依「網路使用滿足量表」作為測量網路使

用滿足程度高低的工具，得分越高，代表受測者的網路使用滿足程度越高；反之

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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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 

許韶玲與施香如（2013）之研究中的個案因為網路成癮，造成不能有效的自

我控制使用網路，更因而嚴重地影響到在學的學習與課業成績，並造成不良的家

人關係、及健康受損等非預期的負面情況。依此，本研究之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

針對身心健康和情緒衝突、時間管理和課業成績以及社會際關係各方面，依「網

路成癮傷害性評估量表」作為測量網路成癮傷害性程度高低的工具，得分越高，

代表受測者評估網路成癮的傷害性程度越低；反之亦然。 

肆、 自制偏誤 

人們高估抵抗誘惑的自制能力及自我掌控衝動能力的傾向，常會一時因為衝

動或太過於感情用事，而不能堅持原來應該有的理性自我控制想法及做法（林靜

宜，2020）。本研究採用林靜宜之「自制偏誤量表」作為測量工具，受測者的分數

越高；則代表其的自制偏誤程度越高；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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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研究者透過文獻探討得知以前有關研究，參酌國內外學者的諸多有關網路成

癮議題的文獻探討，能夠察覺這是一個頗為重要的議題，近年來，國內也不乏有

專家學者對在學的學生，自大學至國小不同階段的網路成癮行為及症狀進行研究，

分別有提出網路使用滿足程度、網路成癮所造成的傷害以及自制偏誤等主題的研

究結果。因此，研究者對本研究相關的文獻進行以下的探討。 

 

第一節 網路成癮的內涵與定義 

壹、網路成癮形成之背景脈絡 

青少年在成長的階段，其心理的層面往往會因為生理方面發展逐漸的成熟，

而受到影響，通常會出現以下的一些特質，其中包含有幾個感覺如空虛、無助，

還會表現出冷漠、孤僻以及叛逆等性格，正是身心方面產生最大變化的時期。在

這段期間，青少年所身處的環境中的電腦網路正好成為了填補了人際間的不和協，

形成了對周圍的人、事、物不親近也不關心的現象。因為這樣的原因，Kandell

（1998）提到電腦網絡反而成為青少年發展自我、克服孤獨和寂寞的重要工具。

近年來更因為 3C 產品智慧型手機的發展及普及，觸目所及的是人手一機，甚至在

家庭中人人有手機，已是不爭的事實，在任何時間、地點，不論是行住坐卧間，

總是能看到大部份的低頭族透過手機上網雲遊；進入『一人一機一世界』的模式。 

事實上，網路所提供能使用的資源，的確是帶給我們生活的各種便利，卻也

產生了網路成癮的問題（方淑瑩，2021）。在利弊之間，使用電腦網路的人，在心

理上會依賴其個人喜好的事物，藉由網路上的訊息取得與交流來填補需求，獲得

滿足感或產生愉悅感，而不斷的增強了上網的渴望，不論在任何地方、時間，只

要可以，就會使用隨手可得的 3C 設備上網。王智弘（2011）因此在心理與生理這

兩方面，形成高度重複、粘性的執著和依賴，會很容易在不知不覺中，漸漸地增

長了上網的時間，大有可能做出自己無法掌控的其他上網行為，甚至影響他應有

的正常生活作息造成不良的影響，嚴重一點的話，會產生耐受、退縮、強迫、失

控等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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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網路成癮及網路遊戲成癮之界定 

人類並不容易完全掌控制自己的行為與衝動，其中即包括網路成癮。對此，

Young（1996, 2009）指出網路成癮可視為一種異常行為及特殊成癮，因為即便行

為人未吸毒或中毒，但是同樣無法控制自己的衝動。然而，儘管網路成癮已然引

起諸多關注，且不乏有呼籲將其納入心理疾患的範疇，惟迄今《心理異常診斷與

統計手冊》仍並未將其列入（APA, 2013）。 

根據衛生福利部（2018）的說法，世界衛生組織（WHO）在 2018 年將「網路

遊戲成癮」列為一種精神疾病。這種成癮的症狀包括：玩遊戲玩到失控（考慮的

因素有頻率、強度和時間長短），而且將遊戲活動看作比其他生活方面更重要的興

趣，而且越來越頻繁。他們不在乎已知道這樣做會有負面的影響，也不願意停止

或減少在網路遊戲上花費的時間，這就是所謂的成癮。專家們認為過度沉迷於網

路遊戲所帶來的影響會使日常生活功能喪失，尤其是年輕人會受到更明顯的影響。

衛生福利部同時指出，診斷網路遊戲成癮需要具備「行為必須有足夠嚴重性，導

致個人、家庭、社會、教育、職業或其他重要功能領域重大損害」和「通常至少

持續 12 個月」這樣的條件。這「12 個月」只是一學年的時間，對於我們關心的青

少年來說，是黃金的學習階段，值得學校、家長和朋友們共同來關心和重視。 

綜合上述，因「使用網路而造成問題」的現象，從一開始就是用「網路成癮」

這個詞下進行命名、解釋和綜合描述的，因此「網路成癮」，這個名詞成了在了解

這種行為現象的中心概觀和論述，比較偏向是以「病態性」的「疾病」觀點，為

學術研究提供觀察或判斷依據（許韶玲、施香如，2013）。這個問題相關研究的共

同點，是一旦網路成癮發生後，會出現強迫行為及戒斷性等症狀，造成所謂成癮

者的正常生活與身心健康受到影響（Young & de Abreu , 2013；于健、邱孟緘，

2015）。 

研究者認為網路成癮和所謂的藥物成癮不應歸類為相同的現象，研究者的目

標是探討網絡成癮的現象，而這個現象並不從疾病的角度來看，也不僅僅針對網

絡遊戲成癮進行研究。相反地，這種成癮指的是一種行為，就是在不適當的時候

或場合，無節制地使用手機和電腦上網，而且使用的主題跟當下的身份不相符。

產生了這種行為之後難以自我控制，還會在課業學習方面，人際關係方面、身心

健康方面，甚至家庭親子互動方面造成負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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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網路使用滿足程度與網路成癮之探討 

在研究組織行為的時候，Vroom（1964）首先提出的那個期望理論

（expectancy theory）就是說，當一個人對不同的目標有一定的期望的時候，他就

會有動力去做。如果一個人覺得他的努力和目標是有關聯的，那麼他就會有動力

去行動（Fudge & Schlacter , 1999）。類似的，羅文輝等（2004）發現，如果一個人

覺得用網路無法達到他期望的效果，即使他開始用了，也有可能他會減少使用次

數，甚至停止使用。 

多位學者認為網路使用與社會支持具有高度關聯性。一份延續六個月的研究

發現，青少年使用即時通訊軟體和他人交流聯繫，能夠增加他們在真實情境和虛

擬空間的人際關係滿意度和友誼質量（Valkenburg & Peter , 2009）。也有研究指出，

通過使用電子郵件，個人可以擴展他們的社交層面的連結，增加他們的社會資本，

並維持他們現有的社會支持來源（Miyata & Kobayashi , 2008）。在 Maslow（1943

年）的需求理論中，他提出了社會需求層面的含義：人們在情感層面上具有需求，

其中包括友愛和歸屬感。人與人之間保持融洽的關係，並希望成為群體的一部分，

彼此關心和照顧。 

綜上所述，當個人以網路作為社交互動網絡的一種方式時，對於人際互動；

獲得社會資本和社會支持的累積是有助益的，使得網路的使用產生不同程度的滿

足。依此，關於使用滿足程度，本研究所探討的網路的使用行為是主動的，其有

一定的動機和需求，所產生的結果是得到滿足與愉悅，因此會有高密度的從事行

為與目的導向的特性。 

進一步而言，在台灣使用網絡的人口中，約有 99.42%的人會使用即時通訊軟

體。這是因為即時通訊軟體相對於社交媒體而言，提供了一個相對私密和封閉的

環境，且互動的對象主要是熟識的人。在這種環境中，個人不僅可以接收和分享

資訊，還可以參與公共議題的討論（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2022）。同樣的，

根據 Young（1996, 1998）的研究發現，超常熱衷上網的人通常主要使用那些能夠

讓他們和別人互動、有雙向溝通功能的網路服務。這跟國內的專家研究一樣，像

是周倩（1999）；Chou 與 Hsiao（2000）的發現。他們都指出像是 BBS、電子郵件、

網際網路這些網路工具非常受歡迎。這也和 TWNIC（2022）對個人上網行為趨勢

的分析結果一致，即時通訊是最常被使用的網路服務，佔了使用者的 99.3%。其次，



 

 
8 

 

則是「觀看免費網路影音、直播與音樂」佔使用人口比例的 87.1%。由此可知，網

路使用上尤以「社會互動」及「休閒娛樂」之需求為主要原因。然而，若針對除

家庭生活外，同時以學校生活為重心的青少年在使用網路於「課業知識」方面而

言，知識習得及課業需求亦為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他們透過網路獲取學習資訊、

進行學術研究，並運用網路工具來支援學業。然而，他們也需要注意網路使用的

平衡，避免過度沉迷，並警覺網路資訊的真實性和其他潛在影響。 

在人們使用網路時，認為不但具有吸引力，而且容易使用，此外對生活、課

業或工作上又有幫助，就可能會花時間與心力選擇並使用網路。反過來說，如果

使用網路無法讓人們認為它能產生預期的效益，結果很有可能在選擇並使用網路

後，會減少使用甚至停止使用（羅文輝等，2004）。 

所以，當青少年在使用網路得到滿足，其行為若產生過度的迷戀且造成對人

際關係及身心方面的負面影響時，很容易被視為是一種有問題的網路使用。本研

究對象是以國小高年級的學生為本，依據羅文輝等（2004），引用期望理論的研究

結果顯示，年齡愈輕的人、其對網路的期望會愈高，愈會經常上網進行人際間的

聯絡互動、休閒娛樂抒發及進行蒐集資訊交流。換句話說，年齡愈輕的人通常在

成長過程中接觸到網路的機會更多，因此對於網路所能提供的各種功能和好處抱

有較高的期望。他們可能認為網路能夠提供即時的資訊、娛樂、社交互動、學習

資源等，並期望這些網路功能能夠滿足他們的需求和期望。研究者因此將使用網

路得到滿足的面向拆分為課業知識、休閒娛樂和社會互動分別探討。 

 

第三節 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與網路成癮之探討 

網路成癮會造成身心等各方面的傷害，主要包括了以下的四種症狀，其一是，

當試圖減少或停止網路使用時，出現精神不安的情緒反應，如焦慮和沮喪；其二，

經常會在遭遇挫折或情緒困擾時，借助網路來逃避、宣洩或尋求慰藉；其三，對

自己沉迷于網路的行為採取否認或隱瞞的態度；其四，即使付出極高的代價和各

種負面影響，仍然繼續上網的行為（Anderson, 1999）。根據許韶玲與施香如（2013）

進行的深度訪談研究發現，一位曾過度使用網路聊天室導致身心功能受損的受訪

者已經失去對網路使用的控制，並帶來生活中的問題。網路成癮至今形成了多個

不同概念，也依各學術領域有所側重，如非健康性網路使用（unhealthy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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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問題性網路使用（problematic internet use）、病態性的網路使用（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或強迫性網路使用（compulsive use of the internet）等差異性命名（許

韶玲、施香如，2013；Aboujaoude, 2010；Sherer, 1997）；而這些命名雖包含殊異的

內涵，但也都特別強調了對身心將可能造成問題。 

在社會科學領域，有相當多的理論默默假設社會中的人們是按照理性或非理

性來行動的。就像理性選擇理論所說的那樣，它主要強調人們的行動是基於理性

的，也就是說在他們做出決定之前會考慮到利益和損失。所謂的「理性」在這裡

指的是人們能夠分析和比較不同選擇所帶來的好處和效果，然後傾向選擇具有更

高效益和利益的選項，並以此作為行動的基礎。這種理性選擇可以看作是一種工

具性的理性（周愫嫻、曹立群，2014）。若然如此，當人們明白網路成癮所造成的

負面影響，應該是可以控制自己的行為去避免受到傷害，為何仍有人在使用網路

形成傷害後，却不能減少、停止及避免呢？ 

Schmalleger（1996）提出理性選擇理論，似乎假定人們在做理性決定時均具

有相同的能力，但事實上可能並非如此，某些人因為其性情、人格或社會化的優

點比其他人更有邏輯能力，但其他人仍是情緒化、暴躁及未加思考的。換言之，

網路本身並非問題所在，而是人們在網路上進行參與的特定活動，包含社交媒體

使用、在線遊戲、在線賭博、網絡資訊搜索和閱讀、在線購物、網絡視聽娛樂等。

（Shaffer et al., 2000； Tsai & Lin , 2003）。Simon（1986）等人認為人的行為往往是

基於有限理性，而非完全理性，這使得理性選擇更貼近現實生活的預設條件。我

們必須明白，理性的假設並不是萬能的，它也會有一些限制。以國小高年級的網

路使用者來說，因為灣目前網路的普及率提高，學童使用手機及電腦的便利性大

增，他並不需要在意成本這個要素，而只偏向使用網路所得到的滿足和愉悅感的

利益，因而輕忽了使用網路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與傷害。 

因此，「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在研究和臨床實踐中超重要。通過評估網癮的

傷害性，我們可以更深入地了解網癮對人們的身心健康和社交能力的影響有多大，

並提供適當的援助和治療方法。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的目的在於量化網路成癮對

個體生活的不良影響。評估的目的包括：（1）評估成癮行為對心理和生理健康的

衝擊；（2）評估成癮行為對人際關係和社會功能的影響；（3）評估成癮行為對學

業或工作表現的干擾（Young , 1998）。Young 發現些依賴網路嚴重的人相較於不依

賴網路的人，會較常使用許多不同網路軟體進行人際互動。後續的許多研究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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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或類似的發現，學童因為止不容易分辨「現實」與「虛擬」以及「延伸」與

「取代」之間的差別，而產生生活上的負面影響。然而，許多國內外學者在研究

學生使用網路的特徵時，有以下的發現：一些青少年沉浸於不真實的網路場景中，

利用它來排解挫敗情緒，建立虛幻的自尊。積年累月後，這種行為會導致他們無

法應對現實世界中和他人的實際互動，進而產生身份認同或猶豫不決的問題。此

外，如果學生的日常生活、課業學習和社交活動過度與網路連結，會對他們所投

入的領域產生嚴重的不良影響（Goldberg, 1996；Young, 1997；陳淑惠，1998）。 

依據上述多位專家的研究發現，一旦網路成癮後，在身體健康方面：長時間

使用網路可能導致缺乏運動、不良的坐姿和視力問題。學生可能忽略了身體活動

和健康習慣，對身體造成負面影響。在心理健康方面，可能導致焦慮、抑鬱、社

交障礙、注意力不集中等心理健康問題。此外，在學業方面，會干擾學生的學習，

使他們無法集中注意力、完成作業或準備考試。他們可能花費大量時間在網路上，

忽略了學業上的重要任務和責任。在社交方面，過度使用網路可能導致學生與現

實生活中的人際關係疏遠，缺乏面對面的社交互動。他們可能在網路世界中找到

安全感，但忽略了真實的社交和人際連結。 

綜上所述，為了找出能抑制國小高年級的學生網路成癮的形成因素，本研究

亦將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列為探討的要項之一，受測對象是否能因為知悉專家發

現並提出的諸多傷害，具有理性的覺知並做出理性決定，進行探討研究。 

 

第四節 自制偏誤與網路成癮之探討 

行為心理學家 Daniel Crosby（2018）指出我們常常過高地評估自己的自制力，

無論我們擁有多少學習和知識，都很難完全避免心理偏誤。在處理判斷時，人們

通常傾向於依賴主觀感受而非客觀資訊，並據此採取相應的行動。然而，這種主

觀偏向往往導致判斷失誤，或者判斷結果與實際情況不相符，這就是一種偏誤。

青少年不論在學校及家庭都會被告誡；知道沈迷網路會造成一些傷害，也同意應

該去避免讓自己產生負面的結果，却無法自我管理，這種自認為可以抵抗誘惑結

果却失去控制的行為，即為自制偏誤（restraint bias）。 

承上所述，自制偏誤是指人們自己對於衝動行為的控制能力都有過於高估的

傾向（林靜宜，2020）。這些衝動通常來自於本能，一個人可能在面對誘惑時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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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而採取即時滿足的行動，而非考慮到長期後果。這可能涉及到飲食方面，

如無節制地食用高糖或高脂食物，或者在購物方面，過度消費以滿足即時的衝動。

自制偏誤還可能影響個人在面對重要決策時的行為。當受到情緒、壓力或外在誘

因的影響時，個人可能無法有效地運用理性思考和長遠目標來指導他們的行動。

他們可能傾向於追求即時的滿足或避免短期的不適，而忽略了長遠的利益或風險。 

也就是說，自制偏誤所表現出的行為特徵是很少或根本沒有預先經過理性思

考的結果。這樣自制偏誤的感知，對於自我控制的策略，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過

分的衝動控制信念導致人們自己過度暴露於誘惑，從而觸發衝動行為（Nordgren et 

al., 2009）。舉例來說，我在讀高中一年級的一段時間，在放學後經常打球到很晚

才回家，洗完澡、吃完了晚飯就打算先睡一下，以為自已一定能在半夜再起來寫

作業和看書，也設定閙鐘，但總是一覺睡到天亮，這就是很顯著自制偏誤的例子。 

進一步而言，人們的自制力就是依自己意志而行的能力，意志力不足可能與

個人的大腦發展、生活經歷、人格特質有關。意志力堅定的人，較能抗拒眼前立

即滿足的誘惑，理性勝過感性；相對地，意志力薄弱的人，卻經常飽受有限意志

之苦。事實上大多數人認為他們有能力忽略或抗拒誘惑，但是一旦控制能力得到

檢驗，他們就會發現自己又故態復萌，這種常見的認知偏誤被稱為自制偏誤，這

又與一般人普遍存在高估自己的心理狀態有關，即俗稱的自我感覺良好，因為大

多數人都傾向於高估自己的衝動控制，他們認為面對誘惑時會表現出更多的克制，

但很現實的是面對誘惑時，往往高估了自己在克制方面的能力（Birken, 2017）。 

此外，亦不乏有主張自制偏誤的出現其實也是來自於人性弱點的觀點，許多

受過專業教育及訓練的人，當然也明白許多事情的道理，我們時常會聽到長輩或

師長的忠告，或許也牢記在心，很可惜地同樣會遭遇自制偏誤的影響。正如郭敏

華（2008）所提出的，自制偏誤就是自己在認知上高估對於掌控事情發展的控制

能力。事實上，人們總是會高估自我控制衝動行為的能力，卻低估了誘惑的吸引

力，明知不可為卻為之，這確實是考驗著人性脆弱的一面（Daniel Crosby, 2019）。 

隨著科技的快速發展，網際網路成為現代人的生活中佔著無可或缺的地位，

更由於網路資訊的多樣性，伴隨著網路成癮的青少年人數也不斷地增加（甘佩玉， 

2022）。青少年的網路使用率很高，這也引發了與網路成癮和偏差行為等相關的問

題（魏希聖等，2006）。在這個階段的青少年，網路成癮可以被視為一種偏差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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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林靜宜（2020）的研究結果顯示，青少年的自我概念、衝動傾向以及神經功

能方面的低自控能力都可能導致偏差行為。青少年的前額葉皮層未完全發展，這

導致了非理性的思維和受損的判斷能力，同時也使得自我調控能力較弱，對誘惑

的抵抗能力有限。因此，可以得出結論，一些青少年的行為，例如網路成癮，與

自制偏誤息息相關。 

綜合以上敘述可以得知，個體其實可能是存在有很多認知偏誤，人類並非都

是理性的，因為成長的環境與所受的教育，以及諸多複雜的因素，逐漸架構我們

的思考模式，尤其是情緒方面，也會因為個人的思考，而有不一樣的結果。自制

偏誤即是高估自己的自制力，即使是許多專業人士，當做出決定時，經常會出現

高估自己抵抗誘惑的能力，若是忽略了來自人性的弱點，低估誘惑的強大引力，

或者可能因一時的衝動或感情用事，往往就會產生出自制偏誤的行動。而本研究

欲探知青少年是否因高估自己控制或抵抗誘惑的能力，又因為網路上存在著無窮

盡的誘惑和刺激，缺乏自制力的人傾向於過高估計自己對網路使用的控制能力，

同時低估了使用網路所產生的負面影響。這種認知偏差使得他們更容易忽視網路

使用帶來的問題，進一步加劇了網路成癮的風險。 

 

第五節 網路使用滿足、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自制偏誤與網路成癮間的關聯性探討 

在現代社會中，網路成癮是一個很普遍的問題，對我們的身心健康和生活產

生了負面的影響（Goldberg, 1996；Young, 1997；陳淑惠，1998；Anderson, 1999）。

許多研究已經指出了這現象，為了更深入地瞭解網路成癮的原因，我們需要從不

同的面向來探討這個問題。其中，網路使用滿足、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和自制偏

誤是三個與網路成癮密切相關的概念，這些概念彼此之間相互影響，共同塑造了

我們對網路的使用行為和控制能力。 

網路使用滿足是指使用者在網路上獲得滿足感和滿意度的程度。許多人使用

網路來滿足社交需求、資訊尋求、娛樂和娛樂等方面的需求。網路使用滿足的高

度與網路成癮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係。根據 Müller et al.（2019）及一些專家學者

的的研究，發現網路使用滿足與網路成癮之間存在正向的關聯。這意味著當個體

感受到更高程度的網路使用滿足時，他們更容易陷入過度使用網路的行為，進而

增加網路成癮的風險。本研究將國小高年級學生的網路使用滿足區分為「課業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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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社會互動」及「休閒娛樂」三個層面，將分別探討各層面的網路使用滿足

程度愈高時，其網路成癮程度是否也會愈高。然而，顯然並非從網路中獲得滿足

的個體都會陷入成癮的狀況，因為即使網路使用會帶來相應的滿足，但使用者也

可能曾感受或認知到網路成癮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 

對此，陳威廷（2017）提到，傷害性評估的大意是，當一個人產生了不正常

行為的念頭時，他應該仔細評估這種行為可能對自己帶來的損害或懲罰，並根據

評估結果作出明智的選擇。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是用於評估個體對網路使用可能

造成的負面後果的程度。這種評估包括身體健康、心理健康、社交互動和學業或

職業方面的影響。根據 Błachnio et al.（2020）的研究，他們發現過度的網路使用會

嚴重的影響成癮者的生活品質時，這些受測者的生活滿意度極低。也傳達出了，

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與網路使用滿足之間存在相互作用的負相關關係。這意味著

當使用者獲得更高的網路使用滿足時，他們可能更容易忽視網路使用對他們日常

生活的負面影響，進而增加了網路成癮的風險。正向的來說，當使用者對網路成

癮傷害性評估後的結果，會造成負面的影響，使用者應該會避免或降低網路成癮

的發生。但當使用者獲得更高的網路使用滿足時，他們可能更容易忽視網路使用

對他們日常生活的負面影響，進而增加了網路成癮的風險，亦或是國小高年級學

生一旦對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程度愈高，可抑制降低其網路成癮的程度。 

值得留心的是，即便國小高年級學生能意識到網路成癮可能帶來的傷害性，

但卻仍可能高估自己對於誘惑的自制力。根據林靜宜（2020）的研究發現，偏差

行為與自制偏誤息息相關。同時，由於網路成癮亦為偏差行為範疇中之類屬，所

以自制偏誤也可能是網路成癮的重要因素之一，也就是說，當個體在做出行為決

策時缺乏充分的理性思考或考慮；面對網路使用時缺乏自制能力的正確評估時，

他們更容易陷入過度使用網路的行為，並可能發展出網路成癮的問題。對國小高

年級學生來說，自制偏誤會使他們難以抵制網路使用的誘惑，傾向於追求即時的

滿足而高估自己的自制力，同時忽視長遠的負向後果。因此，本研究也將對網路

成癮傷害性評估納入考量，是否會與自制偏誤、網路使用滿足共同影響網路成癮

的輕重。 

總結而言，當使用者經歷更高的網路使用滿足時，他們可能忽視網路使用帶

來的負面影響，進而增加網路成癮的風險。同時，缺乏高估自制能力的認知也可

能使他們更容易沉溺於網路使用，加劇了網路成癮的問題。本研究將更加了解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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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使用滿足、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和自制偏誤，對於網路成癮之間所呈現緊密的

關聯。借由深入研究這些關聯性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網路成癮的形成和發展機

制，並為相關的預防和干預提供指導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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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彰化縣國小高年級學生，採取網路使用滿足、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

自制偏誤與網路成癮之間有何種關聯性，來探討國小高年級學生使用網路的現況，

整理出以下五節，用以說明本研究所採取之研究方法以及過程。這五節依序為：

第一節說明研究分析架構；第二節說明研究問題與假設；第三節說明研究對象；

第四節說明變項測量；第五節說明資料處理與統計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依相關文獻結果，對國小高年級學生的網路使用情形，設計出本研究

分析架構，如圖 3-1-1 所示，以「網路使用滿足」、「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與「自

制偏誤」為自變項，「網路成癮」為依變項，採用自陳問卷調查法來蒐集研究資料，

進一步將所蒐集的資料透過統計分析法來進行分析與探討。 

圖 3-1-1 研究分析架構圖 

研究分析架構圖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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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假設 

壹、研究問題 

本研究主要針對國小高年級學生網路使用滿足、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自制

偏誤與網路成癮間之關聯性進行探討，為了合符研究目的，提出以下的四個研究

問題： 

一、探討國小高年級學生網路使用滿足對網路成癮是否具有影響力？ 

二、探討國小高年級學生網路使用傷害性評估對網路成癮是否具有影響力？ 

三、探討國小高年級學生自制偏誤對網路成癮是否具有影響力？ 

四、探討國小高年級學生網路使用滿足、網路使用傷害性評估、自制偏誤與

網路成癮間是否具關聯性？ 

貳、研究假設 

根據上述研究問題一至問題四 ，本研究之假設分述如下： 

一、 網路使用滿足（課業知識、休閒娛樂、社會互動）對網路成癮的影響，

假設如下： 

(一) 控制「網路使用滿足之休閒娛樂、社會互動」等變項後，國小高年級學

生網路使用滿足之課業知識愈高，其網路成癮程度愈高。 

(二) 控制「網路使用滿足之課業知識、社會互動」等變項後，國小高年級學

生網路使用滿足之休閒娛樂愈高，其網路成癮程度愈高。 

(三) 控制「網路使用滿足之課業知識、休閒娛樂」等變項後，國小高年級學

生網路使用滿足之社會互動愈高，其網路成癮程度愈高。 

二、 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對網路成癮的影響，假設如下： 

(一) 國小高年級學生對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程度愈高，其網路成癮程度愈

低。 

三、 自制偏誤對網路成癮的影響，假設如下： 

(一) 國小高年級學生在自制偏誤程度愈高，其網路成癮程度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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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網路使用滿足、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及自制偏誤對網路成癮的影響，假設

如下：  

(一) 控制「網路使用滿足之休閒娛樂、社會互動」、「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

及「自制偏誤」等影響效應後，國小高年級學生網路使用滿足之課業知

識愈高，其網路成癮程度愈高。 

(二) 控制「網路使用滿足之課業知識、社會互動」、「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

及「自制偏誤」等影響效應後，國小高年級學生網路使用滿足之休閒娛

樂愈高，其網路成癮程度愈高。 

(三) 控制「網路使用滿足之課業知識、休閒娛樂」、「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

及「自制偏誤」等影響效應後，國小高年級學生網路使用滿足之社會互

動愈高，其網路成癮程度愈高。 

(四) 控制「網路使用滿足之課業知識、休閒娛樂、社會互動」及「自制偏

誤」等影響效應後，國小高年級學生對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程度愈高，

其網路成癮程度愈低。 

(五) 控制「網路使用滿足之課業知識、休閒娛樂、社會互動」及「網路成癮

傷害性評估」等影響效應後，國小高年級學生在自制偏誤程度愈高，其

網路成癮程度愈高。 

 

第三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國小高年級學生之網路使用滿足、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

自制偏誤與網路成癮間之關聯性，考量後決定採用問卷調查法蒐集資料，並以彰

化縣國民小學高年級之在學學生為研究對象。所研究的母群體係指 110學年度就讀

彰化縣國民小學五、六年級之學生。經過查詢，於彰化縣政府教育類預告統計資

料發布區於 111 年度 5 月所公布之彰化縣國民小學概況資料，彰化縣 110 學年度五、

六年級學生人數總計為 56,934 人；其中五年級男生 14,886 人；女生 13,740 人，六

年級男生 14,658人；女生 13,650人。 

本研究考量到樣本的代表性，但由於時間和經費上的限制，決定在彰化縣抽

取五所小學，分別為彰化市有兩所學校、員林市有一所學校、田中鎮有一所學校，

永靖鄉有一所學校。其學校地域的特徵是，彰化市與員林市是人口較為稠密之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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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性偏向都會區（共三所學校），田中與永靖是人口較稀少之地區，屬性偏向鄉村

區（共兩所學校）。再者，針對上述五所學校之高年級（五、六年級）班級進行，

各學校中以獲選的班級為單位實施抽樣，每所學校之五、六年級，各抽取三個班，

即各校有六個班級為抽樣對象，合計共 30 個班級的學生做為施測對象，實際回收

745份，扣除填答不完整之問卷，有效問卷 608份如表 3-3-1。 

表 3-3-1 正式樣本研究對象的來源與數量 

正式樣本研究對象的來源與數量 

學校 六年級 五年級 有效樣本 百分比％ 

A 55 61 116 19.1% 

B 64 61 125 20.6% 

C 52 61 113 18.6% 

D 64 66 130 21.4% 

E 56 68 124 20.4% 

總和 291 317 608 100.00 

 

 

第四節 問卷設計與變項測量 

本研究主要探討網路使用滿足（課業知識、休閒娛樂、社會互動）、網路成癮

傷害性評估、自制偏誤與網路成癮的關係，採用問卷調查法蒐集所需的資料。量

表內容是以張楓明、林宜蓁、游玉佩、蘇孟緯（2022）共同編製之「國小高年級

學生生活狀況調查問卷」自陳問卷量表作為研究工具。施測程序先由研究者先將

問卷送達各校並施測方式告知學校老師，再請學校老師擔任施測者，在施測前，

首先請施測者將問卷之研究目的、填答方式以及內容簡要說明後，接著進一步請

受測學生自行填答問卷中的問題。請施測者在受測學生對於問卷內容有質疑問時，

只針對問題的字句解釋，不要去引導或影響受測學生的作答，此外，本研究全部

都使用匿名問卷方式作答，這樣可以讓受測學生安心地表達各自的生活經驗與看

法，而增強答案的真實度，更能提供研究者透過這樣的施測方式獲得最符合真實

狀況的資料。 

研究問卷內容主要可以概分成兩大區塊，第一區塊為受訪者的基本資料；第

二區塊為國小學生的生活與成長經驗。接著，本研究從上述第二區塊選取「網路

使用滿足」、 「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 「自制偏誤」及 「網路成癮」等內容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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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與分析。提供受測學生對於題項相關的生活與學習經驗題，仔細填答其看法

及狀況。 

進一步而言，本研究將問卷所蒐集到的資料進行項目相關分析、探索性因素

分析及信度分析來選取題項進行後續分析，包括：保留修正的項目總相關高於 40 

的題項。以主軸因子分析法萃取因素，採用直接斜交法，保留特徵值大於 1 且因素

負荷量大於 .40 的題項，將因素負荷量較低的題項刪除，以提高量表變項之效度。

最後，則評估刪除後能增加內部一致性信度的題項。以下分述各變項之測量內涵

及方法： 

壹、依變項：網路成癮  

一、量表依據及內容  

本研究之「網路成癮」變項，主要係參酌 Young（1998）提出八項標準，用於

診斷網路成癮的現象所編制之網路成癮自評量表（The Internet Addiction Test， 

IAT），以及林秀璿（2018）等量表加以參酌修改成為本研究「網路成癮」變項之

測量工具中的題項，共十四個題項，包括：1.我不能控制自己上網的衝動；2.我每

天早上醒來，第一件想到的事就是上網；3.我每次下網後其實是要去做別的事，卻

又忍不住再次上網看看；4.沒有網路，我的生活就毫無樂趣可言；5.我曾試過想花

較少的時間在網路上，但卻無法做到；6.我只要有一段時間沒有上網，就會覺得心

裡不舒服；7.網路斷線或接不上時，我覺得自己坐立不安；8.我只要有一段時間沒

有上網，就會覺得自己好像錯過什麼；9.不管再累，上網時總覺得很有精神；10.

我只要有一段時間沒有上網就會情緒低落；11.從上學期以來，平均而言我每週上

網的時間比以前增加許多；12.我發現自己的上網時間愈來愈長；13.比起以前，我

必須花更多的時間上網才能感到滿足；14.其實我每次都只想上網待一下子，但常

常一待就待很久不下來。邀請受訪學生依實際感覺及狀況回答，自己是否出現符

合下列題項的行為。 

在題項中請受訪學生針對自己在平常學習的情形是否出現符合所列題項的狀

況填寫問卷，作為受測之國小高年級學生網路成癮的實際現況。反映項目採四點

量表測量，依序為「非常不符合」、「不符合」、「符合」、「非常符合」等四個選項，

並且分別由遞增方式（由低到高）採 1、2、3、4 分之計分方式，得分數愈高表示

其網路成癮行為發生情形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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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度及效度考驗 

依據本節開始所述的關於信度及效度考驗，經過上述這三個步驟的分析題項，

並依研究目的及變項概念契合度之考量後，最後保留以上全部十四個題項。 

接著將全部十四個題項進行分析，經因素分析後，產生有兩個因子，兩因子

間之相關性達 0.65，故進行合併，重行進行因素分析。最終，分析後發現修正的項

目總相關值介於 .60 ~ .82 之間，因素負荷量最小為 .61 ，最大為 .85 之間，可解釋

量表之總變異量為 55.86%，此 14個題項所建構之網路成癮的內部一致性信度測得

為 .95。如表 3-4-1 所示： 

表 3-4-1 網路成癮之因素分析與信度考驗結果 

網路成癮之因素分析與信度考驗結果 

題

號 
題項 

修正的項

目總相關 

因素負

荷量 

內部一致性

信度（α） 

1 我不能控制自己上網的衝動 .68 .70 

.95 

2 我每天早上醒來，第一件想到的事就是上網 .68 .70 

3 
我每次下網後其實是要去做別的事，卻又忍不住再
次上網看看 .75 .77 

4 沒有網路，我的生活就毫無樂趣可言 .74 .76 

5 我曾試過想花較少的時間在網路上，但卻無法做到 .76 .79 

6 我只要有一段時間沒有上網，就會覺得心裡不舒服 .82 .85 

7 網路斷線或接不上時，我覺得自己坐立不安 .77 .79 

8 
我只要有一段時間沒有上網，就會覺得自己好像錯
過什麼 .75 .78 

9 不管再累，上網時總覺得很有精神 .67 .69 

10 我只要有一段時間沒有上網就會情緒低落 .77 .80 

11 
從上學期以來，平均而言我每週上網的時間比以前
增加許多 .60 .61 

12 我發現自己的上網時間愈來愈長 .67 .68 

13 比起以前，我必須花更多的時間上網才能感到滿足 .76 .78 

14 
其實我每次都只想上網待一下子，但常常一待就待
很久不下來 .71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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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自變項－「網路使用滿足」 

一、量表依據及內容  

本研究之「網路使用滿足」量表題項在擬定時，參考羅文輝等（2005）、張碧

峰及謝展中（2008）之研究內容，加以參酌修改作為本研究「網路使用滿足」變

項之測量工具。量表可再分為「課業知識」、「休閒娛樂」、「社會互動」等三個因

素，共有十一個題項。「課業知識」有三個項，1.網路上，可以找到一些有關學校課

業的資料；2.使用網路，可以方便用來和同學或老師討論功課；3.網路上，可以找到一

些有用的知識和訊息。「休閒娛樂」有五個題項，1.網路上，可以找到一些有趣的圖

片、影片和網頁；2.網路上，可以玩一些有趣的遊戲；3.使用網路，可以讓人暫時

放鬆和釋放壓力；4.使用網路，可以讓人不會覺得無聊；5.使用網路，可以讓人忘

掉不愉快的心情。「社會互動」有三個題項，1.網路上，可以找到一些可以聊得來

的朋友；2.遇到困難時，可以獲得網友的幫助或鼓勵；3.網路上，會遇到需要我幫

忙或提供意見的網友。 

在各個題項中請受訪學生針對自己在平常學習的情形是否出現符合上列題項

的狀況填寫問卷，作為受測之國小高年級學生網路使用滿足的實際現況。反映項

目採四點量表測量，依序為「非常不符合」、「不符合」、「符合」、「非常符合」等

四個選項，並且分別由遞增方式（由低到高）採 1、2、3、4 分之計分方式，得分

數愈高表示其網路使用滿足情形愈高。 

二、信度及效度考驗 

本研究之問卷中之學生網路使用滿足之題項內涵，分為課業知識、休閒娛樂、

社會互動等三個部分，分述如下： 

(一) 課業知識 

依據本節開始所述的關於信度及效度考驗，經過上述三個步驟的分析題項，

擷取出的題項共有三題，接著將正式問卷的這三個題項進行分析，分析後發現修

正的項目總相關值介於 .54 ~ .58 之間，其因素負荷量最小為 .66 ，最大為 .72，可

解釋量表之總變異量為 48.87%，此三個題項所建構之網路使用滿足-課業知識的內

部一致性信度測得為 .74。如表 3-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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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2 網路使用滿足-課業知識之因素分析與信度考驗結果 

網路使用滿足-課業知識之因素分析與信度考驗結果 

題

號 
題項 

修正的項

目總相關 

因素負

荷量 

內部一致性

信度（α） 

1 網路上，可以找到一些有關學校課業的資料 .57 .72 

.74 2 使用網路，可以方便用來和同學或老師討論功課 .54 .66 

3 網路上，可以找到一些有用的知識和訊息 .58 .72 

(二) 休閒娛樂 

依據本節開始所述的關於信度及效度考驗，經過上述三個步驟的分析題項，

擷取出的題項共有五題，接著將正式問卷的這五個題項進行分析，分析後發現修

正的項目總相關值介於 .59 ~ .69 之間，因素負荷量最小為 .64 ，最大為 .77，可解

釋量表之總變異量為 52.01%，此五個題項所建構之網路使用滿足-休閒娛樂的內部

一致性信度測得為 .84。如表 3-4-3 所示： 

表 3-4-3 網路使用滿足-休閒娛樂因素分析與信度考驗結果 

網路使用滿足-休閒娛樂因素分析與信度考驗結果 

題

號 
題項 

修正的項

目總相關 

因素負

荷量 

內部一致性

信度（α） 

1 網路上，可以找到一些有趣的圖片、影片和網頁 .59 .64 

.84 

2 網路上，可以玩一些有趣的遊戲 .63 .69 

3 使用網路，可以讓人暫時放鬆和釋放壓力 .69 .77 

4 使用網路，可以讓人不會覺得無聊 .68 .77 

5 使用網路，可以讓人忘掉不愉快的心情 .65 .73 

(三) 社會互動 

依據本節開始所述的關於信度及效度考驗，經過上述三個步驟的分析題項，

擷取出的題項共有三題，接著將正式問卷的這三個題項進行分析，分析後發現修

正的項目總相關值介於 .65 ~ .77 之間，因素負荷量最小為 .71 ，最大為 .91 之間，

可解釋量表之總變異量為 64.87%，此三個題項所建構之網路使用滿足-社會互動的

內部一致性信度測得為 .84。如表 3-4-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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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4 網路使用滿足-社會互動因素分析與信度考驗結果 

網路使用滿足-社會互動因素分析與信度考驗結果 

題

號 
題項 

修正的項

目總相關 

因素負

荷量 

內部一致性

信度（α） 

1 網路上，可以找到一些可以聊得來的朋友 .65 .71 

.84 2 遇到困難時，可以獲得網友的幫助或鼓勵 .77 .91 

3 網路上，會遇到需要我幫忙或提供意見的網友 .70 .79 

參、自變項－「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 

一、量表依據及內容  

本研究之「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變項題項，在編訂時主要依據 Anderson

（1999）歸納出成癮者比較會產生的四種症狀：如果試圖減少或停止使用網路時，

會感到焦慮和沮喪；當情緒低落或困擾時，常透過上網來逃避、發洩或尋求安慰；

否認或隱藏自己對網路的沉迷；即使付出極高的代價和負面影響，仍然持續上網。

其中，明顯的看到網路成癮所造成的傷害性，兼以經由 Young（1998）網路成癮診

斷量表（IADQ）提出的八項標準，可以察覺到相同之處，即是對沉迷在網路的人，

在身、心、學業甚至人際關係上都有負面的影響。綜合上述及相關文獻，研究者

自編八個題項，針對「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進行測量，並斟酌修改部份文字以

符合國小高年級學生理解的字詞。題項包含，1.如果走路或騎腳踏車時，忍不住看

手機，可能會增加多少危險？2.如果太依賴網路卻不可以上網，會讓人心情變差的

程度會有多少？3.如果沉迷在網路上，他會被駡到很慘的機會有多少？4.如果在上

課時使用手機，會使他的學習狀況受到多大的負面影響？5.如果太過依賴網路，會

使他和父母的親子關係受到多大的負面影響？6.果上課使用手機被發現，會使他在

老師面前的形象受到多大的負面影響？7.如果沉迷在網路上，會使他的視力、腰酸

背痛等身體健康狀況，受到多大的負面影響？8.如果對網路太沉迷，會使他的睡眠、

精神狀況等日常生活，受到多大的負面影響？ 

在題項中請受訪學生針對自己在平常學習的情形是否出現符合所列題項的狀

況填寫問卷，作為受測之國小高年級學生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的實際現況。反映

項目採四點量表測量，依序為「非常少」、「很少」、「很多」、「非常多」等四個選

項，並且分別由遞增方式（由低到高）採 1、2、3、4 分之計分方式，得分數愈高

表示其對網路成癮所造成傷害性的自覺情形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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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度及效度考驗 

依據本節開始所述的關於信度及效度考驗，經過上述三個步驟的分析題項，

經過分析題項後，由於題項 2「如果太依賴網路卻不可以上網，會讓人心情變差的

程度有多少」之修正的項目總相關性為 .37 ，低於 .40，且依研究目的及變項概念

契合度之綜合性考量後，決定將之刪除，保留其他七個題項，接續再將保留的七

個題項進行分析，分析後發現修正的項目總相關值介於 .56 ~ .76 之間，因素負荷量

最小為 .60 ，最大為 .82，其次可解釋量表之總變異量為 52.34％，此七個題項所建

構之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的內部一致性信度測得為 .88。如表 3-4-5 所示： 

表 3-4-5 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之因素分析與信度考驗結果 

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之因素分析與信度考驗結果 

題

號 
題項 

修正的項

目總相關 

因素負

荷量 

內部一致性

信度（α） 

1 
如果走路或騎腳踏車時，忍不住看手機，可能會

增加多少危險？ 
.56 .60 

.88 

2 
如果沉迷在網路上，他會被駡到很慘的機會有多

少？ 
.56 .60 

3 
如果在上課時使用手機，會使他的學習狀況受到

多大的負面影響？ 
.71 .76 

4 
如果太過依賴網路，會使他和父母的親子關係受

到多大的負面影響？ 
.69 .74 

5 
如果上課使用手機被發現，會使他在老師面前的

形象受到多大的負面影響？ 
.67 .73 

6 
如果沉迷在網路上，會使他的視力、腰酸背痛等

身體健康狀況，受到多大的負面影響？ 
.73 .80 

7 
如果對網路太沉迷，會使他的睡眠、精神狀況等

日常生活，受到多大的負面影響？ 
.76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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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自變項－「自制偏誤」 

一、量表依據及內容  

本研究之「自制偏誤」變項題項，在編訂時主要依據林靜宜（2020）之自制

偏誤量表所採用的七個題項，並斟酌修改部份文字以符合國小高年級學生理解的

字詞，再加上一個題項，共有八題， 1.我覺得我能控制玩手遊的時間，結果經常

會玩太久；2.我覺得我可以和朋友聊天一下下就好，結果經常聊到太晚；3.我覺得

我能控制看影片的時間，結果經常看太久；4.我常想睡一下就起來看書，結果經常

睡太久；5.我以為我能忍住誘惑把時間拿來讀書，結果經常做不到；6.我以為我可

以忍住垃圾食物的誘惑，但經常做不到；7.我以為我能控制自己少喝飲料，結果還

是常常買來喝；8.我以為我能將零用錢存起來，結果經常做不到。 

在題項中請受訪學生針對自己在平常學習的情形是否出現符合上列題項的狀

況填寫問卷，作為受測之國小高年級學生自制偏誤的實際現況。反映項目採四點

量表測量，依序為「非常不符合」、「不符合」、「符合」、「非常符合」等四個選項，

並且分別由遞增方式（由低到高）採 1、2、3、4 分之計分方式，得分數愈高表示

其自制偏誤發生情形愈高。 

二、信度及效度考驗 

依據本節開始所述的關於信度及效度考驗，經過上述三個步驟的分析題項，

由於題項 8「我以為我能將零用錢存起來，結果經常做不到」之修正的項目總相關

性為 .38 ，低於 .40，且依研究目的及變項概念契合度之綜合性考量後，為了全研

究統一故決定將之刪除，保留其餘的七個題項，接續再將保留的七個題項進行分

析，經因素分析後，產生有兩個因子，兩因子間之相關性達 0.64，故進行合併並

設定抽取出一個因素，重行進行因素分析。分析後發現修正的項目總相關值介

於 .51~ .67 之間，因素負荷量最小為 .56，最大為 .76，其次可解釋量表之總變異量

為 42.86％，此七個題項所建構之自制偏誤的內部一致性信度測得為 .84。如表 3-4-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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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6 自制偏誤之因素分析與信度考驗結果 

自制偏誤之因素分析與信度考驗結果 

題

號 
題項 

修正的項

目總相關 

因素負

荷量 

內部一致性

信度（α） 

1 我覺得我能控制玩手遊的時間，結果經常會玩太久 .59 .67 

.84 

2 我覺得我可以和朋友聊天一下下就好，結果經常聊到太晚 .57 .64 

3 我覺得我能控制看影片的時間，結果經常看太久 .67 .76 

4 我常想睡一下就起來看書，結果經常睡太久 .51 .56 

5 我以為我能忍住誘惑把時間拿來讀書，結果經常做不到 .63 .69 

6 我以為我可以忍住垃圾食物的誘惑，但經常做不到 .57 .63 

7 我以為我能控制自己少喝飲料，結果還是常常買來喝 .58 .63 

 

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統計方法 

經過回收問卷並將蒐集的資料先透過 Microsoft Excel，以自行編寫的 VBA 程

式，創新設計的資料登錄模組，再經數據轉換成 SPSS 的相容格式後，以匯入的方

式將據導入 SPSS 統計軟體，並調整題項名稱及設定遺漏值等，接著進一步使用

SPSS 統計軟體處理資料以進行分析，使用描述統計、相關分析以及多元迴歸分析

等方法，得出所要的輸出結果，茲將所採用之統計分析技術分述如下： 

本研究首先透過描述統計方法，分析了國小高年級學生在網路成癮、網路使

用滿足（包括課業知識、休閒娛樂和社會互動）、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和自制偏誤

方面的現況。使用次數分配表整理和描述各變項的分佈情形，觀察各變項類別資

料的集中程度、離散程度、偏態、峰度以及極端值的存在情況，以便進一步處理

資料。 

其次，本研究採用積差相關法檢視各自變項與網路成癮之間的相互關聯。接

著，本研究使用多元迴歸分析來分析多個自變項對於一個依變項的影響關係，以

研究網路使用滿足的課業知識、休閒娛樂、社會互動等三個變項，以及網路成癮

傷害性評估和自制偏誤等變項，與國小高年級學生網路成癮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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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元迴歸分析過程中，本研究以巢式迴歸模型（nested regression model）技

術分析，逐一針對網路使用滿足、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及自制偏誤對國小高年級

學生網路成癮的發生情形。最終，依據上述，本研究的四個模型包括： 

模型一：探討網路使用滿足對網路成癮的影響； 

模型二：探討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對網路成癮的影響； 

模型三：探討自制偏誤對網路成癮的影響； 

模型四：探討網路使用滿足、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自制偏誤等對網路成癮的影

響。 

使用這個分析方式較有希望達到我們想研究的目標，因為這個分析方法不但

具有測出多個自變項對一個依變項的影響，並同時達到控制各自變項間的相互影

響對依變項的影響，故可以因此減低各個自變項間之假性顯著相關（spurious 

relation）情形，分析取得較真實的資料。茲將巢式迴歸模型整理於表 3-5-1： 

表 3-5-1 國小高年級學生網路成癮之巢式迴歸模型變項表 

國小高年級學生網路成癮之巢式迴歸模型變項表 

模型 自變項 

模型一 網路使用滿足（課業知識、休閒娛樂、社會互動） 

模型二 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 

模型三 自制偏誤 

模型四 
網路使用滿足（課業知識、休閒娛樂、社會互動）、網路成癮傷

害性評估、自制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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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依據自陳問卷所蒐集的資料，在本章將進行統計分析，並列示統計分析的結

果，隨之再針對研究結果逐一研討，分別以四節來討論如下：第一節表述各變項

的描述性統計，第二節表述各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間的相關情形，第三節表述影響

網路成癮的因素探討，第四節將研究結果進行綜合討論。  

 

第一節 描述性統計分析 

本研究的主要概念包括依變項：「網路成癮」，以及自變項「網路使用滿足」、

「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自制偏誤」，各變項之描述統計整理如表4-1-1所示，茲

分述如下： 

表 4-1-1 各變項之描述統計 

各變項之描述統計 

 變項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偏態係數 峰度係數 

依變項  網路成癮 1 4 1.99 .74 .65 .06 

自

變

項 

課業知識 1 4 3.30 .54 -.47 .53 

休閒娛樂 1 4 3.33 .54 -.58 .49 

社會互動 1 4 2.86 .78 -.49 -.12 

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 1 4 3.41 .64 -1.81 3.57 

自制偏誤 1 4 2.51 .68 -.05 -.14 

  

壹、依變項之描述統計  

本研究之依變項為「網路成癮」，受試學生在此部分得分愈高，代表其在網路

成癮的程度愈高。本研究所測得的網路成癮之平均數為 1.99，標準差為 .74，顯示

整體受試學生在網路使用現況中出現網路成癮的情況略偏向輕微。再者，儘管本

研究之依變項「網路成癮」的偏態係數原為 .65，峰態係數為 .06，顯示整體受試學

生在網路使用現況中出現網路成癮的樣本分佈呈現略為右偏態及高狹峰（邱浩政，

2010），而由於偏態的絕對值小於 3 ，峰度係數的絕對值小於 10 ，符合迴歸分析的

依變項須為常態分配的原則（Kline, 2005），因此本研究的依變項符合常態化假定。  

 網路使用

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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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自變項之描述統計 

本研究之自變項主要包括「網路使用滿足」、「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自制

偏誤」；其中，「網路使用滿足」又區分為三個層面分別為「課業知識」、「休閒娛

樂」及「社會互動」。至於，各個自變項之描述統計分述如下：  

一、網路使用滿足之概況 

在網路使用滿足部分，區分為三個層面，若受試學生在各分項得分愈高，代

表該變項層面之滿足程度愈高。其中，「課業知識」之平均數為 3.30，標準差為 .54；

「休閒娛樂」之平均數為 3.33，標準差為 .54；「社會互動」之平均數為 2.86，標準

差為 .78。由此可知整體受試學生對於網路使用滿足的分數皆大約於中間值，在課

業知識與休閒娛樂方面有較高的使用滿足程度，而在社會互動方面屬於中間稍高。

換言之，此顯示整體受試學生分別得以在不同層面的網路使用上獲得滿足，且有

程度上的差異，其在獲得滿足的排序上，依序為休閒娛樂、 課業知識、社會互動。 

二、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之概況  

在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此項目中，若受試學生得分愈高，代表其愈認為網路

成癮會造成較高程度的傷害性，亦即對於網路成癮的負向效應中，認為對身、心

及課業各方面的不良影響有較高的評估。本研究所測得的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部

分得分之平均數為 3.41 ，標準差為 .64 ，顯示整體受試學生對於上網路成癮傷害性

評估的分數頗高，也說明了絶大多數的學生對網路成癮所會造成的傷害性有相當

高的覺知。 

三、自制偏誤之概況 

在自制偏誤部分，若受試學生在此部分得分愈高，代表其愈自制偏誤趨向愈

高，換句話說，就是高估自己對誘惑的自我控制能力的程度愈明顯。本研究所測

得的自制偏誤部分得分之平均數為 2.51，標準差為 .68，代表整體受試學生之自制

偏誤的分數略高於中間值，顯示受試學生之自制偏誤程度趨向中間微高，受試學

生對自己抗拒誘惑的控制能力評估沒有過於高估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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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各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間的相關情形 

本研究採用皮爾森的積差相關法來分析各變項間之相關性，整理如表 4-2-1 所

示，以便初步掌握各個變項之間存在的相關情形。 

表 4-2-1 各變項與網路成癮之相關係數矩陣 

各變項與網路成癮之相關係數矩陣 

 
網路成癮 

網路使用滿足 網路成癮 

傷害性評估 課業知識 休閒娛樂 社會互動 

網路使用滿足 

課業知識 .01     

休閒娛樂 .25**  .50**    

社會互動 .17** .48** .45**   

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 -.17** .22** .05 .08  

自制偏誤 .60** .11** .28** .21** -.11** 

註：*表示 p ＜ .05；**表示 p ＜ .01； N＝608 

首先，網路成癮與網路使用滿足三個層面間的關聯情形而言，由表 4-2-1 可知，

網路成癮與網路使用滿足之課業知識間呈現的相關（r ＝ .01，p ＞ .05）並未達到

統計上的顯著水準，意味著在不考量其他條件的情況下，國小高年級學生對網路

使用在課業知識獲得的滿足與網路成癮間應視為零相關。而網路成癮與網路使用

滿足之休閒娛樂間呈現為正相關（r ＝ .25，p ＜ .01），意味國小高年級學生對網路

使用在休閒娛樂方面所獲得的滿足程度愈高，網路成癮情況也較高；同樣的，網

路成癮與網路使用滿足之社會互動間亦呈現為正相關（r ＝ .17，p ＜ .01），意味國

小高年級學生對網路使用在人際關係的互動方面所獲得的滿足程度愈高，網路成

癮的情形也較高。 

其次，網路成癮與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間呈現為負相關（r ＝- .17，p ＜ .01），

代表國小高年級學生對網路成癮傷害性的評估程度愈高，網路成癮的狀況也較低。

至於，網路成癮與自制偏誤間則呈現為正相關（r ＝ .60，p ＜ .01），表示國小高年

級學生自制偏誤程度愈高，則出現網路成癮的狀況亦較高。 

再者，關於各自變項間之關聯情形，其中，網路使用滿足三個層面間均呈現

正相關，分別為網路使用滿足之課業知識與網路使用滿足之休閒娛樂間呈現為正

相關（r ＝ .50，p ＜ .01）；網路使用滿足之課業知識與網路使用滿足之社會互動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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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為正相關（r ＝ .48，p ＜ .01）；網路使用滿足之休閒娛樂與網路使用滿足之社

會互動間呈現為正相關（r＝ .45，p ＜ .01）。 

值得留意的是，網路使用滿足之課業知識與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間呈現為正

相關（r ＝ .22，p ＜ .01）；但網路使用滿足之休閒娛樂及網路使用滿足之社會互動，

此二者與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間之相關性則均不顯著。至於，網路使用滿足的三

個層面則與自制偏誤間均具正相關，分別為課業知識與自制偏誤間的相關係數值

為 r＝ .11（p＜ .01）；休閒娛樂與自制偏誤間的相關係數值為 r＝ .28（p ＜ .01）；

而社會互動與自制偏誤間的相關係數值則為 r＝ .21（p ＜ .01）。最後，網路成癮傷

害性評估與自制偏誤呈現間則為負相關（r＝-.11，p＜ .01）。 

整體而言，就相關分析的結果來看，網路成癮與網路使用滿足中之休閒娛樂

及社會互動、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自制偏誤，均在統計上達到顯著水準，初步

符合相關理論解釋觀點及研究結果；至於，網路成癮與網路使用滿足之課業知識

則無統計上的顯著關聯性。然而，也因為相關係數是以假設其他條件都相同的前

提下，來分析驗證變項之間的相關聯的程度，因此，為了使研究結果可以更具有

真確性，本研究將進一步使用巢式回歸分析法，再對這些變項做進一步的檢證。 

 

第三節 影響網路成癮之因素探討 

為進一步分層探討多個自變項對依變項間的影響與關係，本節所採用的是巢

式迴歸分析法，此分析法之優點是可以驗證所研究的變項之間的假性相關。因此

本研究包含檢驗各個自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情形，更進一步分析在加入其他變項

後，透過分層探討多個自變項對一個依變項間的關係與影響為何。各別的說明敘

述如下：  

壹、網路使用滿足之課業知識、休閒娛樂、社會互動對網路成癮之影響  

根據表 4-3-1 所示，國小高年級學生之網路使用滿足之課業知識與網路成癮的

未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 .28（p ＜ .01），表示網路使用滿足之課業知識對網路成癮呈

現為的負向的影響效果；顯示國小高年級學生網路使用滿足之課業知識層面所獲

得的滿足程度愈高，則其產生網路成癮的嚴重情形愈低。而國小高年級學生的網

路使用滿足之休閒娛樂與網路成癮的未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39（p ＜ .01），呈現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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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的影響效果，顯示國小高年級學生網路使用滿足之休閒娛樂層面所獲得的滿

足程度愈高，則其產生網路成癮的情形愈嚴重。同時國小高年級學生網路使用滿

足之社會互動與網路成癮的未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14（p ＜ .01），呈現為正向的影

響效果，顯示國小高年級學生網路使用滿足之社會互動層面所獲得的滿足程度愈

高，則其產生網路成癮的情形愈嚴重。此外，本模式的決定係數為 .09，調整後的

決定係數值為 .09，代表網路使用滿足對網路成癮的解釋力約 9％。  

表 4-3-1 網路使用滿足之課業知識、休閒娛樂、社會互動與網路成癮之迴歸分析 

網路使用滿足之課業知識、休閒娛樂、社會互動與網路成癮之迴歸分析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變項 B 之估計值 標準誤差 Beta 分配 t 值 

課業知識 -.28** .07 -.20 -4.30 

休閒娛樂 .39** .06 .28 6.09 

社會互動 .14** .04 .14 3.10 

常數 1.24** .21  6.01 

決定係數＝ .09；調整後的決定係數＝ .09；顯著性考驗值＝20.74** 

註：*表示 p ＜ .05；**表示 p ＜ .01；（VIF < 2）；N＝608 

貳、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對網路成癮之影響  

根據表 4-3-2 所示，國小高年級學生之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與網路成癮的未標

準化迴歸係數為 - .20（p ＜ .01），表示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對網路成癮呈現為抑制

效應；也就是說，國小高年級學生對網路成癮傷害性的評估程度愈高，能降低網

路成癮的嚴重情形。至於，本模式的決定係數為 .03，調整後的決定係數值為 .03，

代表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對網路成癮的解釋力僅約 3％。  

表 4-3-2 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對網路成癮關聯性之迴歸分析 

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對網路成癮關聯性之迴歸分析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變項 B 之估計值 標準誤差 Beta 分配 t 值 

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 - .20** .05 - .17 -4.20 

常數 2.66** .16  16.45 

決定係數＝ .03；調整後的決定係數＝ .03；顯著性考驗值＝17.56** 

註：*表示 p ＜ .05；**表示 p ＜ .01；（VIF=1）；N＝608  

網路

使用

滿足 



 

 
33 

 

參、自制偏誤對網路成癮之影響 

根據表 4-3-3 所示，國小高年級學生之自制偏誤與網路成癮的未標準化迴歸係

數為 .65（p ＜ .01），表示自制偏誤對網路成癮呈現為正向效應；也就是說，國小

高年級學生自制偏誤程度愈高，則其網路成癮的情形愈嚴重。此外，本模式決定

係數為 .36，調整後的決定係數值為 .36，代表自制偏誤對網路成癮的解釋力約 36

％。  

表 4-3-3 自制偏誤對網路成癮關聯性之巢式迴歸分析摘要表 

自制偏誤對網路成癮關聯性之巢式迴歸分析摘要表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變項 B 之估計值 標準誤差 Beta 分配 t 值 

自制偏誤 .65** .04 .60 18.51 

常數 .36** .09  3.90 

決定係數＝ .36；調整後的決定係數＝ .36；顯著性考驗值＝342.77** 

註：*表示 p ＜ .05；**表示 p ＜ .01；（VIF=1）；N＝608 

肆、網路使用滿足之課業知識、休閒娛樂、社會互動及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與自

制偏誤對網路成癮之影響  

根據表 4-3-4 所示，國小高年級學生網路使用滿足之課業知識與網路成癮的未

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 .18（p ＜ .01），表示課業知識對網路成癮呈現為的負向的影響

效果，此意味著國小高年級學生愈是能從網路使用上獲得課業知識層面的滿足程

度愈高，則其網路成癮的情形反而愈輕微。反之，國小高年級學生網路使用滿足

之休閒娛樂與網路成癮的未標準化迴歸係數則為 .18（p ＜ .01），呈現為正向效應，

顯示國小高年級學生愈是能從網路使用獲得休閒娛樂層面的滿足，則網路成癮的

情形越嚴重。較特別的是，國小高年級學生網路使用滿足之社會互動與網路成癮

的未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07（p > .05），顯示社會互動層面的滿足與對網路成癮間之

關聯性已變化為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兩個變項之間應視為零相關，亦即在納入其

他自變項後，社會互動對網路成癮之影響力未獲本研究支持。 

再者，國小高年級學生之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與網路成癮的未標準化迴歸係

數為 - .11（p ＜ .01），表示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對網路成癮呈現為負向效應；也就

是說，國小高年級學生對網路成癮傷害性的評估程度愈高，能抑制網路成癮的嚴

重情形。至於，國小高年級學生之自制偏誤與網路成癮的未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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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01），表示自制偏誤對網路成癮呈現為正向效應；也就是說，國小高年級學

生自制偏誤程度愈高，則其網路成癮的情形越嚴重。 

此外，本模式的決定係數為 .39，調整後的決定係數值為 .39，代表網路使用滿

足、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自制偏誤對網路成癮的解釋力約 39％。  

表 4-3-4 網路使用滿足、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自制偏誤與網路成癮之迴歸分析 

網路使用滿足、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自制偏誤與網路成癮之迴歸分析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變項 B 之估計值 標準誤差 Beta 分配 t 值 

課業知識 - .18** .06 -.13 -3.31 

休閒娛樂 .18** .05 .13 3.39 

社會互動 .07 .04 .07 1.78 

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 - .11** .04 -.09 -2.81 

自制偏誤 .60** .04 .56 16.53 

常數 .66** .21  3.18 

決定係數＝ .39；調整後的決定係數＝ .39；顯著性考驗值＝77.80** 

註：*表示 p ＜ .05；**表示 p ＜ .01；（VIF< 2）；N＝608 

 

第四節 綜合討論 

經由迴歸分析結果可知，網路使用滿足（課業知識、休閒娛樂、社會互動）、

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自制偏誤與網路成癮，皆顯示各自不同的關聯性。 

接著以下將根據上一節迴歸模型分析的結果，先就各變項與網路成癮之關聯

性逐一探討，再針對各變項分別與網路成癮之研究結果進行討論，並將數據分析

結果整理呈現於表 4-4-1。  

  

網路使用

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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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 國小高年級學生網路成癮之巢式迴歸模型摘要表 

國小高年級學生網路成癮之巢式迴歸模型摘要表 

 依變項 網路成癮 

 模型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自

變

項 

 

網路使

用滿足 

課業知識 - .28**   - .18** 

休閒娛樂 .39**   .18** 

社會互動 .14**   .07 

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   - .20**  - .11** 

自制偏誤   .65** .60** 

壹、網路使用滿足對網路成癮的影響  

在網路使用滿足的部分，根據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在表 4-4-1 模型一中網路使

用滿足之課業知識對國小高年級學生網路成癮具有負向的影響效果，因此假設 1-1 

未獲得支持；網路使用滿足之休閒娛樂對國小高年級學生網路成癮具有正向的相

關性，因此假設 1-2 獲得支持；網路使用滿足之社會互動對國小高年級學生網路成

癮具有正向的影響效果，因此假設 1-3 獲得支持。顯示同時納入國小高年級學生在

這三個層面的網路使用滿足情況下，休閒娛樂或社會互動的程度愈高，則其出現

網路成癮的狀況愈高，反而課業知識的程度愈高，則其出現網路成癮的狀況愈低。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在同時納入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及自制偏誤的影響效應後，

課業知識對國小高年級學生網路成癮仍具有顯著負向的影響效果，而休閒娛樂對

國小高年級學生網路成癮依然具有顯著正向的影響效果，但社會互動對國小高年

級學生網路成癮的影響效應已變化為未達顯著水準，依此，模型四之假設 4-2 獲得

支持，而假設 4-1 及 4-3 則未獲得研究支持。由上可知，儘管研究假設 1-1 及研究

假設 4-1 未獲研究支持，惟本研究此發現對於抑制國小高年級學生網路成癮具有效

益，頗值得後續相關研究進一步加以探究。 

進一步而言，關於國小高年級學生對網路使用在課業知識獲得的滿足對網路

成癮有抑制效果，可能的原因是，國小高年級學生在使用網路用於課業知識方面

的時間和地點，若發生在學校，則時間會受到控制，若是下課回家，也因為家庭

的作息管理，無法長時間使用網路或是一旦透過網路得到了需要的知識訊息後，

也沒有其他的誘因致使學生再做更深的知識探究。這項研究結果可能暗示了國小

高年級階段的年輕學生對於網路的使用仍受到父母管教及課餘時間分配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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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總使用網路時間有限的情況下，若耗費較多時間在課業知識面向的網路使用，

即縮減了透過網路去獲得休閒娛樂或社會互動等二個面向滿足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國小高年級學生的社交活動，包含同儕互動、班級活動及學校社

團等大多在校園中進行，他們的生活和思維相對單純，他們已經在學校與老師和

同學進行了許多交流和互動。若要在網路上進行社交活動的時間和地點通常限制

在放學回家後進行。因此，在理性的選擇下，當國小高年級學生回到放學回家後，

在有限的時間內，他們必須以完成課業為主，如果有多餘的時間，即使存在著沈

迷現象，也會用於休閒放鬆。 

對此，依據羅文輝等（2004）基於期望理論的研究結果顯示，年紀愈輕的人、

他們希望網路的所帶給他們的期待會愈高，愈會經常上網進行蒐集資訊交流、休

閒娛樂抒發互動及進行朋友或同學等人彼此之間的聯絡。本研究發現與上述之相

關論點大致相同，唯一的差異在於本研究變項之「課業知識」因素與其「進行蒐集

資訊交流」具不同的定義，本研究定義為學生課業資訊的取得與和師生間的交流，

顯示目前國小高年級學生未因使網路在課業知識上而產生網路成癮的現象。 

雖然研究結果對於國小高年級學生的情況做出了解釋，但是在其他年齡段或

不同教育階段的學生中可能存在不同的網路使用模式和成癮現象。因此，未來的

研究可以進一步探討不同年齡和教育階段的學生對於網路使用的期望和影響，以

提供更全面的了解和指導。 

貳、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對網路成癮的影響  

根據表 4-4-1 模型二及模型四的分析結果顯示，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對國小高

年級學生網路成癮具有負向的相關性，亦即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程度愈高，則其

出現網路成癮的狀況愈低，因此假設 2-1及假設 4-4 獲得支持。 

很多學者專家都提過一樣的看法，就像 Goldberg（1996）、Young（1997）還

有陳淑惠（1998），他們的研究發現，年輕人在網路世界裡，為了排解挫折感，會

建構一個自以為是、不切實際的自尊心。久而久之，這會造成他們無法應對現實

中的人際互動，可能產生認同問題或是猶豫不決的困擾。如果學生把學業、休閒

娛樂和社交活動都跟網路緊密連結，這會對他們的學業成績、生活品質和心理健

康帶來很嚴重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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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研究的結果，表 4-4-1 模型二具有預測性，可以說明國小高年級學生對網

路成癮傷害性有較高的覺知，較不會產生網路成癮的結果。換言之，有趣的是，

本研究結果呼應了 Schmalleger（1996）所提出的理性選擇理論觀點，其認為「似

乎假定人們在做理性決定時均具有相同的能力，但事實上可能並非如此，某些人

因為其性情、人格或社會化的優點比其他人更有邏輯能力，但其他人仍是情緒化、

暴躁及未加思考的」，故個體理性評估能力的差異對網路使用的影響，在本研究中

獲致具意義性的結果。 

參、自制偏誤與網路成癮的影響  

根據表 4-4-1 模型三及模型四的分析結果顯示，自制偏誤對國小高年級學生網

路成癮具有正向的相關性，亦即自制偏誤程度愈高，則其網路成癮的狀況愈嚴重，

因此假設 3-1 及假設 4-5 獲得支持。對此，林靜宜（2020）談到自制偏誤是指人們

自己對於衝動行為的控制能力都有過於高估的傾向。這些衝動通常來自於本能，

例如飢餓、憤怒、孤獨和疲倦等。是一種純粹跟隨著慾望而做出未經思考的行為，

換句話說，自制偏誤所表現出的行為特徵是很少或根本沒有預先經過理性思考的

結果。這樣自制偏誤的感知，對於自我控制的策略，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對自己

能力的高估或對衝動控制的錯誤認知導致人們自己過度暴露於誘惑，從而觸發衝

動行為（Nordgren et al. 2009）。質言之，在本研究中有關自制偏誤會對國小高年級

學生網路成癮具有影響的結果，與其他關於自制偏誤之研究發現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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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的目的主要在於探究國小高年級學生在生活、課業及人際互上的網路

使用滿足、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自制偏誤與網路成癮之關聯性。 

本章結構是依據第四章之分析結果歸納整理成結論，並提出建議；分為兩節，

第一節為研究結論，第二節為研究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壹、網路使用滿足對網路成癮的影響關聯性的探討  

網路使用滿足部分，分成課業知識、休閒娛樂與社會互動等三種，分述如下： 

本研究中，在網路使用滿足的三個因素中的兩個因素，休閒娛樂和社會互動

對國小高年級學生來說，原初預期會因為使用網路而獲致的愉悅和達到期望等的

滿足而有導致成癮的傾向，其關係在分析結果中顯示休閒娛樂所造成的影響大於

社會互動，顯示國小高年級學生會有藉網路的遊戲或其他能放鬆心情、排解無聊

的活動而有沈迷的趨向，相對來說，青少年的網路社會互動並不會強化網路成癮

的傾向。在三個因素中的課業知識因素，對國小高年級學生來說，反而會因為其

透過網路增加課業的討論與搜集資訊的程度高，而更不會有網路成癮的傾向。 

根據迴歸分析結果，網路使用滿足-課業知識對國小高年級學生網路成癮具有

負向的相關性，我們得出以下結論：對於國小高年級學生來說，課業知識因素在

網路使用方面具有一定的優勢。透過網路，他們可以更容易地進行課業討論和搜

集資訊，這反而降低了他們可能出現網路成癮的風險。因此，我們應該鼓勵和引

導學生在課業學習中主動利用網路來獲取更多資訊，而不必擔心他們會對網路產

生成癮的問題。這樣的自主學習模式是值得推廣的。 

貳、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對網路成癮關聯性的探討  

本研究中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對網路成癮具影響力獲得支持，顯示國小高年

級的學生在使用網路之前會考慮到可能的後果，再做出決定。一旦他們意識到網

路成癮可能造成的傷害，他們反而不會讓自己陷入這樣的困境。所謂的理性選擇，

就是指他們能夠理性地分析比較各種選擇的優點與實用價值，然後他們比較會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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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更多的好處和利益，然後就會根據這個來做事。簡單來說，他們會根據這樣

的理性思考，做出合適的選擇。（周愫嫻、曹立群，2014） 

然依據 Schmalleger（1996）提出理性選擇理論，似乎假定人們在做理性決定

時均具有相同的能力，但事實上可能並非如此，某些人因為其性情、人格或社會

化的優點比其他人更有邏輯能力，但其他人仍是情緒化、暴躁及未加思考的。這

樣的論點在本研究中有類似的結果，也就是說某些國小高年級同學可能未能理性

評估網路成癮的傷害性，甚至低估網路成癮的傷害性，而有些國小高年級同學則

認為網路成癮會有較高的傷害性，因此國小高年級學生對網路成癮傷害性的評估

程度愈高，越能降低網路成癮的嚴重情形。  

參、自制偏誤與網路成癮關聯性的探討  

本研究中自制偏誤與網路成癮具影響力獲得支持。換言之，國小高年級學生

的自制偏誤愈高，在從事所偏好的事務上，尤其是網路所產生的吸引力，常有自

為可以控制，却陷入無法自拔的情境，例如：他本來自以為能控制玩手遊的時間，

結果却經常會玩太久超過預定的時間。年輕人在這方面有一些特點，例如傾向於

衝動、偏好簡單明瞭的事物，較少考慮事情的複雜性。此外，亦正如同林靜宜

（2020）談到自制偏誤時指出人們自己對於衝動行為的控制能力都有過於高估的

傾向。這些衝動通常來自於本能，例如飢餓、憤怒、孤獨和疲倦等，是一種純粹

跟隨著欲望而無可避免的驅力因素，而在面對這些驅力推動的行為時，由於欲望

得到滿足時可能伴隨著愉悅感的獲取而致使個體陷入行為重複，甚至自認為可以

控管自己面對欲望的抑制能力，卻其實根本無法自制的狀況，此一高估自己行為

能力的論點在本研究獲得支持。 

 

第二節 研究建議 

目前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趨緩，學校己恢復實體授課，當本研究

對象在前述己歷經網路學習的階段後，是否會因為在使用網路的熟悉度及產生愉

悅感後，形成上網是生活中的必要選項。對此，本研究基於對青少年網路使用及

網路成癮之關懷，提出以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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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對教師與學校的建議  

校園數位學習的推廣，自民國85學年度起實施至今，已逾26年，目的是以科

技的工具，不論是軟體或是硬體，扮演輔助的角色，來增益學生加深加廣的學習，

提倡的也是強化學生的個人化的自主性學習。教師除了本身的專業課程外，是否

在教育部的推廣下，也能更進一步加強相關軟體的使用，並能結合軟體設計出符

合教學目標，以超越傳統的教學成效，並增加學生喜愛使用的學習模式。例如：

道德與健康的課程，可以使用Kahoot類型的自製問答遊戲軟體，由老師設計題目

透過電腦使用投影，再將學生分組使用手機搶答，最後可以顯示回答速度及正確

的組別，給序適當的鼓勵或獎賞。並指導學生如何使用軟體並進行題目的製作與

他人共學。此一目的可將網路等3C的使用目的，聚焦於學習，除了對學生課業上

有學而能思、思而能做的助益，也能達到寓教於樂的功效，更可提高學生在網路

使用上的滿足程度。 

在教導學生認識及使用網路時，重要的一點是提供並幫助學生更好地認識和

理解網路成癮的可能傷害，為了幫助學生認識網路成癮的傷害性，以及培養他們

的自制力，學校老師可以採取一些有效的教學方法。首先，老師可以透過討論和

設立小組活動，引導學生深入了解網路成癮的危害，例如對身心健康的影響、學

業表現下降以及人際關係的疏遠等。透過真實案例、故事或多媒體資源的使用，

可以讓學生更容易理解這些傷害性的後果。學校方面，可定期安排相關的檢測，

以使學生能自我評估是否有產生傷害，避免可能遭遇的風險，必要時可協助有受

傷害跡象的學生及早脫離。再者，啟發學生批判思考方式，培養發展批判思考能

力，幫助他們辨識網路使用中的問題和挑戰，思考日常生活、學習和社交互動，

如何達到更健康的平衡。 

再者，老師應該教導學生如何培養自制力以克制自制偏誤。一個可行的方法

是提供學生具體的策略和技巧，幫助他們管理網路使用時間。例如，老師可以教

導學生制定明確的網路使用規範，如設定固定的上網時間和休息時間，以確保他

們的學習和其他活動不受干擾。同時，老師可以鼓勵學生參與多樣化的課外活動，

如運動、藝術、閱讀等，以幫助他們建立多元化的興趣和生活圈子，減少對網路

的依賴。 

此外，建立良好的親師合作也是至關重要的。老師可以與學生的家長保持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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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聯繫，共同討論學生的網路使用情況，分享相關資訊和策略。透過家長的參與，

可以在學校和家庭兩個環境中形成一致的教育觀念和約束力，家長也可以監督孩

子的網路使用，更可與學校合作制定家庭的網路使用規則和時間管理計畫，進一

步幫助學生克制網路成癮的自制偏誤。 

貳、對家長的建議  

根據使用與滿足理論，不同的媒體之間，對於滿足有需求的人，那些媒體彼

此具有功能性的替代（王嵩音，2007）。引用至國小高年級的學生身上，在家庭中，

除了電視、音響等家電外，最方便取得使用來排解負面情緒，得到休閒放鬆效果

的工具，就是3C產品了，包含手機、平板、筆電、桌機等。因為家電的影音設備

和電腦網路之間，可以滿足需求層面非常類似，電視、音響通常掌控權是在大人

手上，孩子更容易偏向使用3C的產品來滿足他們的需求了。若要不使孩子在不自

覺中成為網路成癮者，家長在下班回到家中所採取的方式和態度也至關重要。 

除了再次提醒父母對孩子的關懷除了課業成績方面的關注外，同時對於他們

的生活、感情、健康以及志向各方面，都應該費心關注並參與的。以研究者自身

的經驗提供的粗淺建議，因為曾在宏碁的子公司第三波任職，公司發行了許多電

腦遊戲，於是選購了一些產品，在孩子們青少年的階段引導他們借由有趣的遊戲

主題，引發他們的興趣，不但可以教導安裝、設定及操作軟體等正確知識，也利

用家庭網路參與他們多人電腦遊戲的互動。從輕鬆的氛圍中了解孩子們平日的生

活、學校活動等事務，並順勢利導。 

此外，父母的言教、身教都是孩子們學習的榜樣，本研判中自變項之自制偏

誤，不是青少年的專屬特性，但由於成年人的覺知較高，尤其是身為父母的人，

在察覺到自身有這樣的情況，也應大方的向孩子們表示並互相鼓勵減低或不再發

生類似的情形。這點可以從經濟學時間預算的觀點，來做約制，意思是因為時間

是一個有限的資源，若在放學、下班回家到就寢這段時間定出一個規律，在這段

有限的時間內，如果加入一項新的事務，例如使用Microsoft Office 的 Excel 協助孩

子在數學等相關課業上的計算問題等，必然會減少其他包含網路的使用時間，不

致網路成癮而影響身心健康的發育及社交活動的偏差。 

  



 

 
42 

 

參、未來研究建議 

一、研究對象及聯繫方式之建議  

本研究的對象經多方努力與聯絡，最終是以彰化地區的五所國小高年級學生

為樣本，不足以推論至全台國小高年級學生的網路成癮現況為何。建議未來的研

究可以擴大涵蓋範圍，應可更廣闊地對台灣的國小高年級學生進行探討研究，亦

能比較不同地區所存在的差異狀況。 

此外，在委請校方同意進行問卷調查的聯繫對象，是學校校長或高層主管，

然後約定時間將各校問卷分別開車送到各校聯絡人辦公室，再由他們協調安排該

校五、六年級導師對該班學生進行施測。建議未來的研究可以經由校方同意，研

究者事前與班級導師做詳細的研究目的與施測方式的相關說明，接著親自遞送與

回收問卷，應可提高回收問卷的有效比例。 

二、研究內容之建議  

事實上，網路成癮不是一個單一面向的現象，本研究雖然不以疾病的觀點來

看待國小高年級學生的網路成癮現象，但因為網路成癮樣貌的多元性，在分析結

果亦有一些發現，但對於已經網路成癮及網路成癮的高危險群學生，如何深入了

解其造成的其他原因，並提出改善建議的方法，值得更進一步研究。除了學校以

及家庭的環境因素外，社會媒體的影響及政府的政策亦應納入探討考量，目的期

能維護青少年在成長的過程中，降低甚至排除網路成癮的傷害。 

三、研究方法之建議 

本研究為了減少成本，紙本問卷採用雙面列印，在回收問卷登打建立電子檔

時，發現有部份問卷的最後一頁完全是空白的，可能是無意的疏忽，然也造成無

效問卷比例的增加。除上述的問題，問卷調查不易表達變項間的脈絡情境也較缺

乏彈性等問題。因此建議更進一步的研究，採取質量混合或以質性研究；加入或

單純採用訪談法或個案研究法，以彌補問卷調查法之不足，以便後續研究者對網

路成癮學生相關議題能更做深入的探討與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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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網路成癮量表 

01. 我不能控制自己上網的衝動。 

02. 我每天早上醒來，第一件想到的事就是上網。 

03. 我每次下網後其實是要去做別的事，卻又忍不住再次上網看看。 

04. 沒有網路，我的生活就毫無樂趣可言。 

05. 我曾試過想花較少的時間在網路上，但卻無法做到。 

06. 我只要有一段時間沒有上網，就會覺得心裡不舒服。 

07. 網路斷線或接不上時，我覺得自己坐立不安。 

08. 我只要有一段時間沒有上網，就會覺得自己好像錯過什麼。 

09. 不管再累，上網時總覺得很有精神。 

10. 我只要有一段時間沒有上網就會情緒低落。 

11. 從上學期以來，平均而言我每週上網的時間比以前增加許多。 

12. 我發現自己的上網時間愈來愈長。 

13. 比起以前，我必須花更多的時間上網才能感到滿足。 

14. 其實我每次都只想上網待一下子，但常常一待就待很久不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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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網路使用滿足量表 

01. 網路上，可以找到一些有關學校課業的資料。 

02. 使用網路，可以方便用來和同學或老師討論功課。 

03. 網路上，可以找到一些有用的知識和訊息。 

04. 網路上，可以找到一些有趣的圖片、影片和網頁。 

05. 網路上，可以玩一些有趣的遊戲。 

06. 網路上，可以找到一些可以聊得來的朋友。 

07. 遇到困難時，可以獲得網友的幫助或鼓勵。 

08. 網路上，會遇到需要我幫忙或提供意見的網友。 

09. 使用網路，可以讓人暫時放鬆和釋放壓力。 

10. 使用網路，可以讓人不會覺得無聊。 

11. 使用網路，可以讓人忘掉不愉快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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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網路成癮傷害性評估量表 

01. 如果走路或騎腳踏車時，忍不住看手機，會增加多少危險？ 

02. 如果太依賴網路卻不可以上網，會讓人心情變差的程度會有多少？（刪

除） 

03. 如果沉迷在網路上，他會被駡到很慘的機會有多少？ 

04. 如果在上課時使用手機，會使他的學習狀況會受到多大的負面影響？ 

05. 如果太過依賴網路，會使他和父母的親子關係受到多大的負面影響？ 

06. 如果上課使用手機被發現，會使他在老師和同學面前的形象受到多大的

負面影響？ 

07. 如果沉迷在網路上，會使他的視力、腰酸背痛等身體健康狀況受到多大

的負面影響？ 

08. 如果對網路太沉迷，會使他的睡眠、精神狀況等日常生活受到多大的負

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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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自制偏誤量表 

01. 我覺得我能控制玩手遊的時間，結果經常會玩太久。 

02. 我覺得我可以和朋友聊天一下下就好，結果經常聊到太晚。 

03. 我覺得我能控制看影片的時間，結果經常看太久。 

04. 我常想睡一下就起來看書，結果經常睡太久。 

05. 我以為我能忍住誘惑把時間拿來讀書，結果經常做不到。 

06. 我以為我可以忍住垃圾食物的誘惑，但經常做不到。 

07. 我以為我能控制自己少喝飲料，結果還是常常買來喝。 

08. 我以為我能將零用錢存起來，結果經常做不到。（刪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