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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家都有在路上遇到「半⽣不熟」的朋友的經驗，即使在網路上可以互相交流，實際⾒⾯卻總讓
氣氛降到冰點，尷尬的令⼈不知所措。本組在國立陽明交通⼤學內訪問了五位有類似經驗的⼤學⽣，
透過訪談瞭解他們在遇到這種狀況時的想法及感受，並根據訪談結果比較線上及線下交流各⾃的利與
弊，最後歸結出兩種形式的差異及受訪者偏好。

網路是交友利器還是⼀種逃避？
        試想⼀下，今天在⾛廊上迎⾯⾛來⼀位「朋友」，你們在Instagram上會互相回覆限時動態，有時候甚⾄會⼩
聊幾句，但現實⽣活中根本沒講過幾句話。這時，你⾯臨⼀個抉擇：是⿎起勇氣舉起⼿打招呼，停下腳步與對⽅
寒暄幾句；或是戴上⽿機，調⾼⾳樂的⾳量然後快步離開呢？

▲  現代⼈獨⾃外出時多習慣戴上⽿機。（照片來源/Pexels））

        相信⼤多數⼈都有過類似的經驗，在網路上聊得熱絡的朋友，實際⾒⾯時卻無話可說；或是努⼒地開啟話
題，最後卻演變成「尬聊」的局⾯，⽽這種情況總讓⼈尷尬地想逃離現場。在關係不明朗的狀況下，我們難以預
期對⽅的回應，「會不會被當成在裝熟？」「他會不會不認得我？」，這些不確定性使得我們在脫離網路這層保
護膜時，難以保持⾃在的⼼情與其他⼈交流。

網路提供了社交的桃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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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許多⼈⽽⾔，與⾯對⾯交流相比，在網路上進⾏社交活動是相對輕鬆且⾃在的，不論是在Instagram上回覆
限時動態，或是在Facebook上相互留⾔，都比較沒有壓⼒。同時，這些社交⾏為都是基於對⽅的分享⽽作出回
應，比起⽣硬地開啟話題，更能⾃然地進⾏交流。
      「在網路上交流的時候，我可以慢慢想該怎麼回覆，才能讓對⽅比較好接話，⽽不是被句點。」「在網路上比
較有時間思考並開啟共同話題，也可以先想好要回覆什麼再點進聊天室，相對來說比較⾃在。」根據我們的訪問
結果，多數受訪者認為對於不擅⻑給予回應或是延續話題的⼈⽽⾔，在網路上對話顯得容易許多。網路使得使⽤
者能夠進⾏非同步的溝通，不需要「即時回覆」讓許多⼈在對話時變得更⾃在，因為他們有更多時間思考如何應
對更為合適。

▲ 越來越多使⽤者習慣透過網路與他⼈進⾏交流。（照片來源/Pexels）

       「不熟的朋友我會比較偏向在網路上交流就好，因為可以選擇要不要回覆他。」國立陽明交通⼤學的林同學
認為，在不需要⾯對⾯交流的情況下，溝通者可以沒有負擔地離開對話，若有⼀⽅不想要繼續回覆，或是想要終
⽌話題，除了「不讀不回」，也可以透過貼圖作為對話的休⽌符，減少不必要的尷尬。除此之外，在網路上交流
省略了許多⾒⾯時要注意的事，例如：肢體語⾔、表情、語氣甚⾄是聲調等細節。線上對談也可以透過表情符
號、標點符號等輔助⼯具更完整地表達⾃⼰的想法或是緩解氣氛，對於不善⾔辭或容易緊張的⼈來說，簡直是⼀
⼤福⾳。
        網路無疑提供了更舒適、⾃在的交流環境；然⽽，⽔能載⾈亦能覆⾈，在網路上進⾏交流除了以上的優點
外，也暗藏著⼀些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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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交流暗藏隱患。（照片來源/Pexels）

虛擬 VS 現實 社交環境優劣⼤比拼
        國立陽明交通⼤學的葉同學表⽰：「對⾃⼰的某些⾯向感到⾃卑的⼈，可能會透過網路展現⾃⼰光鮮亮麗的
⼀⾯，透過這種⽅式得到朋友的⿎勵、愛戴⽽找到⾃信，但久了可能會造成⼀些問題，還是要把虛擬跟現實區隔
開來比較好。」在網路上，⼈們可以輕易地塑造出⾃⼰想呈現的形象，分享有利於⼰的片⾯資訊，這是網路世界
的優點亦是缺點。當⽤⼾能以⾃⼰有⾃信、滿意的形象跟對⽅進⾏交流時，會提供使⽤者⼀種安全感，因此更能
⾃在地交流；反之，在對⽅難以分辨或全⾯瞭解溝通對象時，也會產⽣⼀種不安全感，對於正在交流的對象感到
陌⽣甚⾄懷疑，因此更難深入地交流。
        相反地，在現實⽣活中認識的朋友，除了可以實際與對⽅相處，觀察對⽅的⾏為舉⽌與為⼈，也能透過共同
的朋友圈更加瞭解對⽅，甚⾄可以⼀起參與有興趣的活動加速情感的建立，⽽這些都是僅靠網路上的文字交流難
以達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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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上的資訊可能是刻意營造或是片⾯輸出的。（照片來源/Pexels）

        另外，即使在網路上可以透過表情符號、標點符號等輔助⼯具加強⾃⼰的表達情境，但在少了非文字線索的
交流中，也容易產⽣誤會。⾯對⾯交流時，我們可以根據對⽅的語調、表情來判斷情緒，不但能與對⽅共感，甚
⾄會受到彼此情緒的渲染，因⽽更容易理解對⽅的⼼境。
        然⽽，文字本⾝是沒有溫度及情感的，會因為解讀的⼈不同⽽產⽣全然不同的意涵。同樣的⼀句話，有⼈認
為是敷衍、挑釁，但對⽅可能僅是平鋪直述的表達意⾒，因此在解讀立場不對等時，就可能產⽣理解上的差異。
然⽽，若是這些誤會沒有被即時解決，最終可能會影響對該對象的觀感。
        此外，猶如上述所⾔，在網路上要中斷對話簡直不費吹灰之⼒，然⽽，對於那些想要延續話題，或是害怕得
不到回應的使⽤者⽽⾔，遇到「已讀不回」或是「不讀不回」是很令⼈焦慮的。在現實⽣活中迫於⼈情壓⼒，或
是為了避免氣氛降到冰點，勉強還能維持雙向溝通；但在網路上情況就不相同了，若是⼀⽅選擇忽略，那麼溝通
就會被迫中斷，且被中斷的那⽅若想再次開啟話題便多了⼀層無形的壓⼒，會擔⼼是否打擾到對⽅，甚⾄是礙於
⾯⼦問題決定不再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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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文字的理解落差可能會使溝通雙⽅感到困惑。（照片來源/Pexels）

線上社交成為現實⽣活的調味劑
      「現實⽣活中認識、熟悉的朋友，我更清楚他的為⼈、喜好」「 我覺得網路交友比起現實交友少了很多真實
跟溫度」根據受訪者的回答可以發現，即使網路提供了更輕鬆、⾃在的社交環境，但那些令⼈放鬆的因素同時也
可能使情感連結更為薄弱。
      根據⾺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的需求⼤致分為五個層次，包括⽣理、安全、愛與歸屬、尊嚴及⾃我實現。
我們終究需要透過他⼈的關⼼，或是與他⼈的情感連結來滿⾜⾃⼰的愛與歸屬需求，在真實互動中感到被接納、
被關懷，進⽽認定⾃⼰屬於社群網絡的⼀份⼦，⽽這樣的需求僅靠網路上的文字交流是難以滿⾜的。

1  愛情與歸屬 ~讀者疑惑釋疑

2  藍剔他⼈是什麼⼼態？——已讀不回之愛情⼼理學

3  周邊語⾔線索對我們打字聊天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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