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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long term psychological change process of Internet abuse high risks 

youth.(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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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期限：91年8月1日至92年7月31日 

主持人：方紫薇   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計畫參與人員：專任助理張雅嵐  
 

中文摘要 
    網際網路在未來將對學習及溝通產生

重大之影響，但有些學生卻在使用網路後

沉迷其中無法自拔，為深入了解沉迷於網

路高危險群長期之內在心理歷程，尋求解

決之道，並及早預防，因此，本研究利用

半結構式深入訪談之方式，針對大學生之

網路沉迷高危險群進行多階段之訪談。以

深入探討1、探討其在自我認同上之心理變

化。2、探討其在網路上及生活上之情緒事

件調適策略及效能。3、了解其在不同的人

際互動上之差異及對真實生活人際關係之

影響。研究結果顯示高網路沈迷之學生在

自我認同上，是較會用多個 id，不同的id
有不同的功能，其在網路呈現其不同的特

質或理想的我。其較會在網路上紓發情

緒，會使用交談及發表文章的方式來尋求

支持及間接宣洩。同時其較會在網路上和

熟識的朋友保持聯繫，和陌生人建立關

係，但在生活中比較不習慣面對人，且使

用越多者越降低其與家人間之溝通及其社

交之範疇。 

關鍵字:網路沉迷、自我認同、情緒管理、

人際互動、歷程機轉 

 

Abstract 
 Internet World Wide Web definitely 
will have crucial influence onto the future 
communication and learning.  However, a 
lot of students become addicted to the 

Internet after their frequently use of the 
Internet.  We have designed a 
half-structured multi-level interview method 
to interview deeply with those highly 
internet-addicted undergraduate students to 
study the following points: 
1. to understand their psychological changes 

of ego identity. 
2. to understand their emotional-regulation 

strategies in both of their daily and 
internet lives. 

3. to understand their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nd the effect of these relations 
toward their real lives. 

Our study reveals that most of those highly 
internet-addicted undergraduate students , 
1. tends to apply several id’s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web users in order 
to emerge his/her several different 
characters, or to present his/her ideal way 
of thinking on some events. 

2. tends to express his/her emotion on the 
webs and try to seek support by writing a 
paragraph or paper on webs, or otherwise 
disclose his/her emotion on webs 
indirectly. 

3. tends to maintain close relation with 
his/her frequently-communicated web users 
and build up relation with web strangers, and 
yet tends to lose his/her habit to face the 
people in real life.  Furthermore, the more 
intense she/her uses the internet, the more 
he/she loses the connection with his/her 
families as well as his/her social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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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internet abuse, ego identity, 
emotional management,  
interpersonal relation,  process 
mechanism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數位化的革命帶來了新的可能性，

高速資訊網路對本世紀的人類生活，將

會發生巨大的影響。資訊網路的流通，

以及各類資料庫的建立，是必然的趨

勢，使得將來的學習及人際溝通將更倚

賴網路。當教育專家與認知科學家致力

於研究如何提升網路環境的學習效益之

際，人們過度強調網路上資訊傳遞及溝

通的正面性，可是網路之使用有一個重

要且不可忽視的現象是：在使用之社群

中，有一群人是過度沈迷於網路的高危

險群；在網路風起雲湧的這幾年,研究者
在與學生進行諮商之過程中，漸漸發現

網路帶來一些負面的影響，一些大學生

日以繼夜的上網路，其生活、交友全部

都依賴網路，即學生所說的「掛」在網

上，但也常因此荒廢學業、疏離人際關

係……等，研究者認為若運用網路來協
助生活、學業等方面，相得益彰，則網

路是我們的助手;但是若使用過當而使正
常生活被擾亂了，甚至因沈迷而造成困

擾，則有必要預防此情形發生及須對這

些沈迷者加以協助。 

英美學者發現一些不適當、放縱無

度地網路使用行為，因而造成個人身心

不適應症狀及造成學業、工作、經濟及

人際關係上之困擾(Brenner, 1996; Egger, 
1996; Morahan-Martin & Schumacher, 
1997; Scherer & Bost, 1997; Thompson, 
1996; Young, 1996, 1997, 1998) 。近三年
來國內學者對網路成癮現象進行研究，

其中周倩與陳淑惠各自製作大學生為主

的網路成癮問卷（周榮、周倩, 1997； 陳

淑惠, 1998; Chou, Chou, & Tyan，1999）
發現我國的確有一小群大學生正面臨重

度使用網路，而影響到身心適應與生活

機能。林珊如（1998）之研究發現我國
高中生亦有些有此傾向。這種現象令人

憂心，值得教育工作者積極的去瞭解及

觀察，以便能在未來網路加速發展的時

代及早預防，並提出解決之道。 

近年來政府大力推展資訊教育, 要
讓所有的中小學生上網; 但我們也必須
注意網路也可能誘使一些人沈迷其中無

法自制, 不但造成個人身心之傷害，同時
影響其學校及家庭生活, 值得我們加以
關懷及探討，而且目前本土性之研究有

限, 國外研究不見得適用於國內, 如國
外沈迷於網路的高危險群常沈迷於聊天

室,Newsgroup, 但國內卻是 BBS,WWW
等 , 國內教育制度及風氣與國外不同 , 
國內升學壓力遠大於歐美國家;而且國人
之文化特性與歐美相距甚遠, 因此其沈
迷機制、歷程中之認知、情緒及因應策

略可能不同，相對的我們在預防及諮商

輔導之著力點亦可能不同。由前面之論

述可知, 唯有深入探討本土之大學生網
路沈迷高危險群之內在動機、心理病理

之變化機轉, 才能進一步提出有效防治
之重點, 及早讓大學生能減低受害，並且
能善用網路擴展其各方面之生活，且提

供 在 親 職 教 育 及 輔 導 上 一 個 有

效的切入面，同時也作為未來建

立理論架構之參考。 

網路沈迷高危險群之定義 

網路沈迷之概念模式包括下列幾個

向度： 

1.網路沈迷耐受性 (Tolerance of internet 
addiction)：指的是，隨著使用網路的經驗
增加，原先所得到的上網樂趣，必須透過

更多的網路內容或更長久的上網時間才能

得到相當程度的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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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強迫性上網行為 (Compulsive internet 
use)：指的是一種難以自拔的上網渴望與
衝動。在想到或看到電腦時，會有想要

上網的慾求或衝動；上網之後難以脫離

電腦；使用電腦或網路時，精神較為振

奮；渴求能有更多的時間留在網路上。  

3.網路退癮反應(Withdrawal from internet 
addiction)：指的是如果突然被迫離開電
腦，容易出現挫敗的情緒反應，例如，

情緒低落、生氣、空虛感等，或是注意

力不集中、心神不寧、坐立不安等反應。 

4.成癮相關問題(Internet addiction 

related problems)：指的是，因為黏在

網路的時間太長，因而忽略原有的家居與

社交生活，包括與家人、朋友之疏遠； 耽

誤工作、學業； 為掩飾自己的上網行為

而撒謊； 身體不適反應，例如，眼乾、

眼酸、頭痛、肩膀酸疼、腕肌受傷、睡眠

不足、胃腸問題等。 

網路沈迷與自我認同 

青少年期是「自我認同」形成最為

關鍵的時期，亦即在這時期青少年必須

重新過濾整合以前的發展階段，而獲得

更好的內在一致感，能夠依自己的內在

標準行事，且發展有預定的方向，以作

為往後成人階段繼續發展的起點

(Erikson, 1968)。個體在這時期若未能達
到自我認同，則會產生多方面的焦慮，

體驗到不重要感與無目的感，迷失在群

眾中，即所謂的自我認同混淆(Identity 
confusion)。 

 在心理病理學上研究成癮之歷程

中，主張成癮者之生活常缺乏目標及意

義，而且對自我有負向的看法，造成自

我認同的問題（Anderson，1994；Raviv，
1993），然而在成癮的次文化中則提供
一種情境，讓成癮者產生另一種自我認

同，來解決其這種認同上的困境

（Anderson & Mort，1998）。 
 在網路成癮之研究方面，有些學者亦

指出有網路成癮傾向的個體，常是用網

路上的社會互動來處理其內在的心理問

題（Kandell，1998；Young，1997、1998）。
Kandell就特別指出大學生之所以容易網
路成癮，乃是因為其無法發展獨立自主

的自我認同，加上其無法與父母溝通，

陷在獨立與依賴間的掙扎令其痛苦，雖

然在真實生活中無法有肯定的自我認

同，但在網路之互動中，則可以讓他逃

避此認同上之痛苦。同時，學者亦指出

網路之社會互動中，由於匿名性之關

係，上網不用呈現真實的姓名、年齡、

職業等一般社會上自我認定之資料，因

而可以去除真實生活的束縛，並創造及

經驗另一個自我，讓自我認同低的人，

在這過程中因而覺得自己更有力量及更

有信心（Rheingold，1996；Young，1997）。 
 由上述之文獻可以得之，上網令網路

沈迷者流連忘返的一個因素是自我認同

之轉變問題。沈迷的歷程中其自我認同

有何轉變？另外，研究者認為網路上獲

得的另一種自我認同對其真實生活是否

有影響？有什麼樣的影響？能否減輕其

自我認同上之痛苦或者反而令其更失

衡⋯⋯等，值得更深入之瞭解及探討。 
網路沈迷與情緒管理 
研究指出青少年之成癮行為模式，常

是個體因應壓力及其情緒感受的一個無

效機制（Lee ＆ Goddard，1989；Raviv，
1993），其之所以會一直沈迷在其中，
則是因為在成癮中可讓其逃避真實生活

的痛苦（Raviv，1993）。在網路沈迷方
面之研究亦指出網路成癮的個體，常是

在真實生活中有一些問題如學業或工作

之困境、存在、認同或分離的焦慮、人

際關係的問題等，而令其有許多負向的

情緒感受，使用網路有助於個體逃避問

題所帶來的情緒，及創造一個緩衝使個

體較不會意識到負向感受（Kandell，
1998）。Young 之研究亦發現網路沈迷
者與憂鬱並存；寂寞者在網路之任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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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皆可有事做，而轉移其注意力，甚至

找到真實生活中所缺乏的傾訴對象

（Young，1998;Young & Rogers，1998）。
同時，在聊天室與人互動亦可降低其在

面對面人際互動的焦慮及挫折感。 

由上可知網路沈迷可能是因應情緒

的一個方式，但這樣的一個機制是否如

藥物沈迷者一樣是無效的呢？其情緒管

理是否有一固定的模式，這機制之歷程

為何？是值得詳細加以了解的，以做為

青少年情緒管理訓練及親職教育之參

考。 

網路沉迷與人際互動 

在 網 路 沈 迷 方 面 之 研 究 , 
Kandell(1998)指出大學生之所以容易成
癮，是因為其有一種發展上的原動力，

即建立自我認同與親密關係，網路是一

個方便又廉價，能與人發展親密關係的

優良工具。Young(1998)之研究指出網路
依賴者主要是依賴聊天室、MUDs、e-mail
等，高度社會互動性的媒介,來與新認識
的人做社交活動或交換意見。我國近年

之研究亦發現網路使用者最大的動機是

「社會性動機」(蕭銘鈞，1998);周倩(1998)
之研究亦發現越能預測網路沉迷的網路

媒介皆是社交性工具(BBS、e-mail)，陳
淑惠(1998)之研究亦指出網路沉迷高危
險群中有高達 13%的人,陳述其大部分的
朋友來自網路，似乎高危險群比一般網

路使用者更依賴網路作為人際關係發生

的場域。 

   國外研究指出網路過度使用者常是
社會技巧不良，沒有朋友、害羞、孤獨、

沒有信心的(Turkle,1995); 研究者所接觸
的兩位沈迷網路之大學生, 亦有類似之
特性,似乎網路上之社會互動可以彌補其
在現實生活中人際問題所無法滿足的親

密關係需要。在網路上人們可以很快的

與陌生人談論各種內在的想法、感受、

價值觀，可以不怕被拒絕，反而覺得很

親近，有社會支持感(Young,1997)，但這
樣能幫助其發展有效的問題解決能力來

解決原先所存在的人際問題嗎？還是反

而造成其真實生活之人際問題更嚴重？

如親人間、朋友間更疏離？ 

Kraut, Patterson, Lundmark, Kiesler, 
Mukopadhyay & Schorlis(1998)研究 169
位使用網路一到兩年者，發現網路擴展

了其溝通，但是使用越多者越會降低其

家人間之溝通及其社交之範疇，同時增

加了其憂鬱及孤獨之感受。許多人使用

網路，其常用弱的社會連結取代了強的

社會連結，在青少年甚至比成人在使用

網路後更增加其孤獨感及降低其社會支

持感。 

亦有學者認為大多數的人用網路玩

MUDs、分類版、Newsgroups、聊天室所
接觸的是新朋友，很少是親密的朋友或

家人。在網路上認識的朋友常受限於無

身體或物理環境之接近，因此網路比在

學校、工作、教室、鄰居中所建立的友

誼更難深入，因為其沒有相同的環境及

經驗，在互動的對話中較難以體會對方

的情境脈絡，因此討論時較難以體會其

深入的情緒感受並給予支持 (Clark, 
1996) 。因此本研究加以探討其網路之人
際互動之性質及歷程，長期使用者其人

際互動上有何變化﹖沈迷之歷程中其人

際關係之轉變機制為何？其對真實生活

人際關係之影響為何？ 
綜合以上之資料，沉迷網路而不能自

拔者，應有其原先的心理弱點。由各種

研究中可以發現沉迷網路只是一個結

果，而這結果可能是其因應個人內在衝

突、情緒感受或因應人際問題的方法。

目前網路之蓬勃發展，可能因此促使網

路使用者有機會將其內在之心理困境藉

由網路這個新界面來轉移或逃避掉其原

先之問題，但其原因可能是自我認同之

困境及生活中遭到問題，但其缺乏情緒

管理及解決問題之能力。因此，本研究

利用深入訪談方式，針對大學生之網路

沈迷者進行三階段之晤談。深入了解 1.

沈迷之歷程；2.其在使用網路之過程

中，自我認同、情緒管理及人際問題解

決等之變化；希望藉由對上述之複雜歷

程及其變化之了解，期能找到更適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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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著力點，以協助網路沈迷之高危

險群及早察覺及克服沈迷之問題，同時

也提供建議供教師、諮商人員、家長在

教學及親職教育上，如何預防及解決網

路沈迷上之參考。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在網路上及各校園張貼佈告徵求受

試﹙此目的是怕網路沉迷者常曠課，因

此上網找可能可以找到更具沉迷傾向之

受試﹚。及發函給電腦網路使用較為盛

行之大學科系，請其教師介紹可能之受

試。目前已同意接受訪談之大學生共 20
位。 
(二)、研究工具 

1.中文網路成癮量表 

本量表乃是陳淑惠依成癮之概念模

式擬定了 28個量表項目，涵蓋了下列幾
個向度：1)網路成癮耐受性，2)強迫性上
網行為，3)網路戒斷退癮反應，與 4)成癮
相關問題。其中，成癮相關問題包括：

a)家居與社交生活的損害、b)工作、學業
的損害、c)為掩飾上網行為、與 d)身體不
適反應。全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係數

為.93，兩週之再測信度為.83。各因素量
尺之內部一致性係數則介於.79 與.89 之
間。 

2.半結構式訪談大綱 
 (三)、研究步驟 
1.準備階段： 
編擬半結構深入訪談大綱，由研究助理

擔任訪員，先進行訪談訓練與討論然後

進行邀請樣本之工作。2.聯繫協調：訪談
大綱編定及樣本選取後，即與選定之樣

本進行聯繫，約定訪問時間地點。3.訪
談：聯繫後，由訪員親自拜訪進行訪談，

每一位訪談約進行一至二小時，以蒐集

深入詳細之資料。4.逐字稿謄寫後再與受
訪者參與討論，以確定訪談結果可否代

表其個人之經驗。5.資料整理：將訪談內
容整理分析、編碼後，加以歸類彙整 

三、研究結果與討論 
網路沈迷與自我認同 
由訪談結果發現網路沈迷之學生在網

路上大都是有多個 ID，其多個 ID常有不
同的用途，有的 ID是用來和特別社群聯絡
的，有的 ID是用來專門張貼文章的，有的
ID是用來不想被打擾時用的等。且其在網
路上的自己所顯示之特性，較多與平常之

特性不同，其較喜歡網路上的自己。此結

果似乎如 Rheingold(1996)所言，網路上其
匿名性不用暴露長相、年齡、學歷等長期

以來之身份認同，自己可以決定要把自我

的那些方面呈現出來，那些面向隱藏起

來，藉以塑造一個或多或少與真實生活不

同的自我，或其可讓自我概念差的理想

我，有機會呈現，因而滿足其未滿足之需

求，甚至帶來信心。 
網路的匿名性特性，一方面隔離面對

面溝通的回應壓力，另一方面又提供一個

可以讓使用者自主發揮的環境，在這種既

連結又隔離的情況下，受訪者感覺更容易

表露自我的情感，而獲得網友的支持與認

同，也會提升自己的自我價值感，且在被

支持的情境下，一些壓抑的人格特質或比

較特殊的興趣傾向，也會有表達及尋找到

同好的機會。同時被重視的感覺，彌補了

現實世界的失意，也使得網路對個人的吸

引更為增強。 

網路沈迷與情緒管理 
本研究在情緒管理上請受訪者分別就

其生活上產生的情緒及網路上產生的情緒

去談其如何處理？是利用網路或用生活上

情緒管理方法去處理的？其效果如何？由

受訪者之回答中，發現受訪者管理情緒之

方法是交錯的使用生活上及網路上之方

法。其用生活上處理情緒之方法，包括運

動、向身邊的人(包括同學、室友、男女朋
友等)訴說或抱怨、逛街等，而用網路來處
理情緒，大多是用張貼文章，在網路上交

談、打筆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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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情緒管理之效果上，發現受訪者利

用生活上的處理情緒方式主要是要讓自己

逃避或暫時忘掉困擾或間接的發洩其情

緒，另外，就是放鬆自己或尋求問題解決

的方法。而其若利用網路上處理情緒則比

較是為達尋求支持及間接宣洩其情緒之效

果。 
本研究結果與 Raviv(1993)及 

Kandell(1998)認為網路有助於個體逃避問
題所帶來之情緒有所不同，沈迷網路可讓

其逃避真實生活的痛苦，但由訪談中受訪

者似乎認為讓其能尋求到支持且可間接宣

洩情緒，顯示出的是較正面的作用，不知

是這是因受訪者在面對面時較難去表達負

面之效果，或是其未留意到負面之因素，

須等再進一步之訪談進行探討。 
網路沉迷與人際互動 

本研究之受訪者其所使用最多之網路

媒介大多是 BBS，此結果與蕭銘鈞(1998)、
周倩(1998)及陳淑惠(1998)之研究一致。網
路沈迷者依賴網路作為人際關係互動之場

域。且本研究結果顯示受訪者皆利用網路

來與熟識的朋友保持情誼、分享情感、增

進情感，也能利用此來認識新朋友。 
至於網路之長期使用對其人際關係有

否產生影響，網路的發達取代了傳統人際

溝通的方式，例如面對面交談、書信、電

話等，在部分取代的過程中除了傳遞工具

的改變，似乎一些溝通的模式或習慣也隨

之受到影響。網路的互動性目前可透過文

字、影像、聲音的元素做互動，相較面對

面的互動，少了非語言的訊息(例如肢體語
言)，使用者不會有被觀察及驗證的監控
感，可以較輕鬆、隨意的表露自己的感受。

但網路的高情意表露與現實生活互動時的

落差，也使得受訪者不得不承認會對於自

我表露的情境轉換產生矛盾，長期使用會

讓其漸趨於傾向以網路作為人際互動的首

要選擇，而減少實際面對面接觸的必要

性，因此使用越多者越降低其與家人間之

溝通及其社交之範疇。 
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因受訪者為網路沈迷者，但網

路沈迷者對面對面之互動可能較不習慣，

故本研究在尋找受訪者之過程遭到相當大

的挫折，雖用了各種方法仍然只有20位受

訪者願意接受長期之訪談，另外，沈迷者

須花較多的時間建立關係，且受訪者遍及

全省，故在訪談時間及安排上煞費周章，

所幸因是長期之訪談，故可以在逐漸建立

關係後，再進行更深入之訪問，且因是多

次訪談，所以對受訪者前面有所防衛或表

達不清楚之處可以再加以澄清，故本研究

可以一步一步深入以得到較少防衛及較真

實之結果，也比較可以看到長期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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