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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名稱：大學生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智慧型手機成癮及拖延行

為之關係研究 

總頁數：100 

校（院）所組別：大葉大學管理學院教育專業發展研究所碩士班 

時間及提要別：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碩士學位論文提要 

研究生：洪鳳珠    指導教授：洪福源 

論文提要內容：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灣大學生之智慧型手機成癮以及學業拖延行

為間之關係。具體而言：（一）瞭解不同背景變項對大學生智慧型手

機成癮以及學業拖延行為的差異情形；（二）探討智慧型手機成癮以

及學業拖延行為二者間的相關；（三）分析智慧型手機成癮對學業拖

延行為的預測作用。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以台灣中部和北部地區的 325 位大學生

為研究對象。本研究採用「智慧型手機成癮量表」和「學業拖延行

為量表」二個量表，進行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Pearson 積差相關、階層迴歸分析等方法進行分析。 

    本研究結果發現：（一）不同背景變項之大學生在其智慧型手機

使用行為、智慧型手機成癮、學業拖延上有部份顯著差異。（二）在

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智慧型手機成癮與學業拖延三者間，皆存在

顯著相關。（三）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對智慧型手機成癮有顯著的預

測力。（四）智慧型手機成癮對學業拖延有顯著的預測力。 

    本研究據此結果提出建議，提供教學輔導及後續研究之參考。 

關鍵字：大學生、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智慧型手機成癮、學業拖延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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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Smartphone Addiction and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Behavior 

Student: Fung- Chu Hong                          Advisor: Pro. Fu-Yuan Hong 

 

Da-Yeh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ese 

college students' smartphone addiction and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More 

specifically, (a) Understand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 

on college students' smart phone addiction and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behavior; (b)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mart phone addiction and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c)Analyize the predictive effect of smart phone addiction on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This study adop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with 325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orth central region of Taiwa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study used the "Smart 

Phone Addiction Scale" and "Study Delay Behavior Scale" to perform descriptive 

statistics,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single-factor variance analysis, Pearson product 

difference correlation, and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found that: (a) College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 have partial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mart phone usage 

behavior, smart phone addiction,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behavior. (b) There ar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among smart phones usage, smart phone addiction and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behavior. (c) The use of smart phones can significantly 

predict smart phone addiction. (d) Smart mobile phone addiction can significantly 

predict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behavior. 

       Based on this result, the study propose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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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seling and follow-up research.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Smart Phone Usage Behavior, Smart Phone Addiction,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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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探究大學生對智慧型手機成癮與學業拖延行為之

間的相互影響關係。本章共分為六部分，第一節研究動機、第二

節研究目的、第三節研究問題、第四節研究假設、第五節名詞釋

義、第六節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改變了人們的生活型態，機械動力取代

大量的人力。廿一世紀網路興起後，所有的智能動力改變了我們

的生活模式，人類進入了新的紀元。 

  教育創造了歷史，網路則改變人們生活的模式。科技與網路

的發達改變了人們的生活與習慣，用手指輕輕一滑，世界便在我

們眼前展開了。人們習慣在螢幕前搜尋各種資訊，谷歌大神為我

們提供來自世界各地的各種資訊、訊息、影片、遊戲和購物。早

上一起床，不再是面對面的問早，而是透過line在網路中互道早

安。朋友聚會吃飯時，先打卡，再拍照上傳到各種通訊軟體中互

通訊息；旅遊在各地，也可透過網路向家人報平安，並能分享各

地人文風景給世界各國的好友相互取經交換經驗，真正的成為網

路無國界。谷歌地圖導引更是出門在外的重要索引工具。我們漸

漸變成了工具人，所有生活中的一切衣、食、住、行、育、樂在

網路中便可快速的取得各種資訊，人們不再依賴大腦的記憶能

力，只要有網路便能滿足各種的需求，在無形中人們被網路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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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了。 

  智慧型手機具備了機身輕巧、功能齊備、易於攜帶的特性。

在結合網路後，便具備電腦的一切功能，能取得各種資訊。網際

網路從生活型態、學習求知、休閒娛樂、電子商務到職場工作，

都受到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使得它不但是一種新的溝通的媒介，

也是一個活動場域（王智弘，2004）。在現今忙碌的生活步調中，

隨手可得的行動網路快速崛起，即使出門在外，只要有智慧型手

機、平板即可上網，網路的便利性因此提升許多，讓我們進入到

生活即網路的時代。 

  根據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創新應用服務研究所，資策會

FIND（2015）團隊結合Mobile First研究「2016年台灣寬頻網路使

用調查報告」中發現，臺灣12歲（含）以上的民眾，智慧型行動

裝置持有人口近半年增加101萬人，其中12歲（含）以上人口達7

成、推估全臺行動族群約有1,432萬人，且同時持有智慧型手機及

平板電腦的人口約達527萬人臺灣12歲（含）以上民眾，超過1,600

萬人持有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智慧行動裝置持有族群達 

77.3%。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的「2016年台灣寬頻網路使

用調查報告」中上網的民眾主要用來上網之設備為具有行動上網

功能之智慧型手機，占52.5%；桌上型電腦占了22.1%，顯然使用

智慧型手機已成為現代人的趨勢。 

  資訊工業策進會2015年7月「服務創新體驗設計，系統研究與

推動計劃」的研究調查報告顯示，國內智慧型手機普及率已達

73.4%，使用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人口估計突破1600萬大關。

台灣青年人口（10歲至20歲）持有手機比例達80%，其中高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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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96%，大學生則為100%。智慧型手機己成為大學生生活中的必

需品。 

    根據金車文教基金會2019年「青少年使用手機現況」調查結

果發現，64.1%青少年沒智慧型手機會感到無聊，尤其年紀越大

越不能沒有智慧型手機。其中高中生(70.6%)、國中(64.8%)、國小

(57.2%)。九成多青少年的智慧型手機可上網，使用行動上網吃到

飽的情形逐年攀升，從2015年的數據23.6%成長到2019年36.8%，

近四成青少年每天平均使用手機超過3小時(39%)，年紀愈大，使

用時間愈長。超過半數的高中生每天使用超過三小時(54.7%)。因

為網路取得變得太容易，在無形中成為時間殺手，增加青少年的

使用頻率及依賴性。 

    游森期（2001）針對國內 14 所大學院校所做的研究發現，

大學生平均每週使用網際網路的時間為19.13小時（每天為164分

鐘）。陳靜怡（2014）在針對嘉義市大學生智慧型手機成癮及其相

關成癮因素研究中統計發現，大學生最常使用的智慧型手機 APP 

應用程式，第一順位是社群軟體類型69.1％，其次是遊戲類型軟

體16.0％，影音播放軟體3.7％。 

    每日頭條新聞（2017）「大學生手機使用情況調查」報導中針

對大學生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情況調查報告指出，近九成大學生使

用智慧型手機進行社交活動，超過六成大學生用智慧型手機進行

娛樂活動。智慧型手機已經成為大學生日常生活的重要工具，如

同水、空氣這些物質一樣，智慧型手機正在成為滿足生活的「必

需品」。調查中發現： 

（一）大學生每天使用智慧型手機在1小時以內的占4.66%；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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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智慧型手機在4小時以上的為31.78%占比最高。由此可見，

智慧型手機已經占用了大學生大量的時間。 

（二）84.94%的大學生選擇一有空閒時間，就會拿出智慧型手機。 

（三）在無法使用智慧型手機時，57.53%的大學生會感到焦慮不

安；56.72%的大學生會感到空虛無聊；83.30%的大學生會擔心是

否錯過一些重要信息；62.74%的大學生仍想知道網路上正在發生

什麼事。 

  大學生使用智慧型手機普及率如此之高的情況下，不但增加

其溝通的頻率、並且製造了擴大人際關係的機會。但智慧型手機

有其優點，也可能產生許多智慧型手機使用問題，例如在學校使

用智慧型手機會減少學生在課堂上的注意力 (Hiscock, 2004; 

Selwyn, 2003)、電話費問題(Funston & MacNeill, 1999)、開車時使

用智慧型手機(Pennay, 2006; Walsh, White, Hyde, & Watson, 2008)、

智慧型手機成癮(Ehrenberg, Juckes, White, & Walsh, 2008; Walsh 

& White, 2007)，其中又以智慧型手機成癮與手機使用行為關係最

為密切。因此探討青少年手機成癮與手機使用行為之關係與其預

測因素，將有助於理解形成青少年手機成癮與手機使用行為的發

展機制。 

  大學生學習時習慣同時使用智慧型手機、筆電等其他裝置作

為學習的工具，研究顯示，智慧型手機容易讓人分心，且過度使

用智慧型手機與上網使人更容易出現認知性錯誤 (cognitive 

failures)(Thornton, Faires, & Rollins, 2014)，過量的訊息與外在刺

激帶來的壓力會造成大腦的認知負荷超載，破壞大腦的運作和休

息，長期下來容易導致精神難以集中、專注力分散及情緒煩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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沮喪等問題出現，且會降低在工作或學習上的效率與成效。 

邱紹一（2014）指出智慧型手機成癮的影響因素至少包括：

日常生活壓力、社會自我效能、學習自我效能、心理特質及使用行

為等因素。智慧型手機易成癮的族群包括：高神經質、低親和性、

低嚴謹性性格的人，以及使用智慧型手機活動來增加生活趣味、

逃避壓力的人。 

大學生正處於身心發展的重要階段，除了課業上的學習外，

亦著重自我角色的認同，生涯方向之尋求，及人際關係之擴展，

而網際網路可以讓其實現自我，展現成就感，建立虛擬友情，滿

足其需求（施香如，1998）。大學生因同儕影響，以及衝動控制

與時間管理能力較差等因素，容易成為智慧型手機成癮的高危險

群（柯俊銘，2009）。 

    智慧型手機是一種媒介及社交工具，它提供了大學生發展與

同儕間的互動關係，這種關係是虛擬的、即時的。大學生經常使

用智慧型手機與同儕立即時通訊，分享圖片、音樂、影片等來增

進大學生與同儕之間的關係。智慧型手機的使用模式影響了大學

生與同儕之間的友誼和朋友團體之間的歸屬感。從智慧型手機的

通話時間或是簡訊的數量可得知，智慧型手機的通話時間越長或

是簡訊的數量越多，則表示大學生與朋友團體間的人際關係互動

更密切。在針對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的研究中顯示，六成以上的

使用者使用智慧型手機會受到同學、朋友的影響，使用智慧型手

機的主觀想法因素也跟周遭朋友有高度相關。 

本研究中的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是以每日使用智慧型手機打

電話的通數和每日使用智慧型手機傳送簡訊的通數來測量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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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二項因素來測量大學生對智慧手機的使用情

形來預測大學生使用智慧型手機的使用行為，並加上時間管理與

問題、學業問題與影響和現實替代三個因素，來分析大學生使用

智慧型手機是否成癮的狀態。 

    智慧型手機成癮的大學生常被各種不斷出現的訊息追著跑，

不斷地干擾和中斷他們的學習進度，因而造成學業上許多課業上

的拖延。拖延行為會引發學生個體的焦慮感、罪惡感等內部負面

情緒，影響個體身心健康（包翠秋、張志杰，2006）。大學生因課

業時間較為彈性，而有因使用智慧型手機連網流連其中而拖延自

己應該交的功課、報告和研究，造成學業拖延的現況，導致成績

下降的惡果。 

    許多大學生即使知道「拖延」是不好的、會影響到學業表現，

但很多學生仍然愛拖、甚至是無法克制的拖，也因為大部分學生

有這樣的狀況，許多研究者探討關於學生的「學業拖延」，了解影

響學生拖延的因素以及拖延所帶來的影響（王靈芝，2007；包翠

秋、張志杰，2006；張紅梅、張志杰，2007）。從過去的研究中可

以發現，雖然拖延者的行為模式都大同小異，但是其心理層面卻

有很大的不同，有些人延遲任務對他來說不痛不癢，是享樂主義

者，喜歡先甘後苦，任務在期限將至之時再拼出來即可；有些人

則會因為拖延而伴隨情緒上的轉變，產生負面感受，例如：眼看

任務來不及完成而感到緊張、焦慮。此外， 每個人產生拖延行為

的背後動機及原因也都各不相同，甚至有研究者認為男生比女生

還會拖延學業任務（王靈芝，2007；張文嘉，2007）。 

    學業拖延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包括：學業表現不佳、負面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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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焦慮、緊張）；造成不良後果（例如：作業遲交、降低個

體自我效能）；或是帶有消極面（例如：逃避心態）。大學生在面

對自己的學業拖延行為時，往往無法及時抽離而受困其中。當他

無法將任務即時完成時，便會越拖延越焦慮，終因無法如期完成

任務而喪失信心、減低自我效能感。有些大學生為了逃避害怕的

任務而延遲不作，雖然可以暫時得到解脫，但之後仍會因為任務

必須要完成卻未完成而感到緊張、焦慮、恐懼，可知拖延行為不

僅在內在效果，甚至外在效果都會產生不良影響。 

    研究者的孩子現在就讀大一和大四，在他們的生活中，少了

智慧型手機就像少了生活重心，所有的衣、食、住、行、育、樂

都依附在智慧型手機上。而且當研究者到大學部聽課時，發現大

學生在課堂上玩手機的情形十分嚴重，令老師十分苦惱。雖然己

約定課堂公約，但學生不為所動，令研究者十分感慨，因此以此

議題來了解當前的大學生在智慧型手機成癮對於學業拖延的關係

的嚴重性，並了解大學生若因智慧型手機成癮是否會產生學業拖

延行為，正是本研究所要探討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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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探討各變項之間的相互關係。本研究目

的歸納為以下幾項： 

一、了解目前大學生的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智慧型手機成癮、 

    學業拖延的現況。 

二、比較不同背景的大學生在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的差異情形。 

三、比較不同背景的大學生在智慧型手機成癮的差異情形。 

四、比較不同背景的大學生在學業拖延的差異情形。 

五、探究大學生的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智慧型手機成癮與學業

拖延之關係。 

六、分析不同背景變大學生的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智慧型手機

成癮對學業拖延的預測力。 

七、歸納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對於預防智慧型手機成癮對學

業拖延所造成之負面影響能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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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問題 

 

  根據上述的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擬探討問題如下： 

一、比較目前大學生的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智慧型手機成癮、 

學業拖延的現況為何？ 

二、分析不同背景變項的大學生在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是否存在

差異？ 

三、分析不同背景變項的大學生在智慧型手機成癮是否存在差

異？ 

四、探討不同背景的大學生在學業拖延是否存在差異？ 

五、探究大學生的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智慧型手機成癮與學業

拖延是否存在顯著關係？ 

六、瞭解不同背景變項大學生的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智慧型手

機成癮是否對學業拖延具有預測力？ 

七、歸納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對於預防智慧型手機成癮對

學業拖延所造成之負面影響之出現能有所幫助。 

 

 

  



10 
 

第四節  研究假設 

 

本研究根據前述的研究問題，提出下列的研究假設： 

假設一、不同背景大學生的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有顯著差異。 

假設二、不同背景大學生的智慧型手機成癮有顯著差異。 

假設三、不同背景大學生的學業拖延有顯著差異。 

假設四、大學生的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智慧型手機成癮與學業

拖延間有顯著相關。 

假設五、大學生的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智慧型手機成癮對學業

拖延具有顯著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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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名詞釋義 

      

    茲將本研究中所涉及的重要名詞解釋如下： 

壹、大學生 

    本研究所指的大學生為107學年就讀於台灣中部及北部地區

大學之在學學生。 

貳、智慧型手機 

    本研究所稱之智慧型手機為行動電話具備有觸控螢幕，能夠

執行多種應用程式的作業系統平台，並且允許使用者自行安裝與

卸載第三方應用程式。具備多媒體功能，能夠進行聲音、影片、

圖片的輸入與輸出，可以運用多點觸控輸入，能夠精確感應到操

作手勢與控制畫面的能力。輕巧方便攜帶。能自由安裝軟體或是

移除程式。除本身通訊上網功能外，還具有無線連網(WiFi)的功

能，可進行連接網際網路、瀏覽網頁、收發E-mail、自由傳送檔

案等功能。另具備其他擴充性功能如MP3、數位相機、錄音筆、

電子地圖及定位系統。 

參、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 

  本研究之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是以大學每天平均撥打幾通電

話？及每天平均傳送多少封簡訊（含通訊軟體）？二個問題做為

手機使用行為之指標(Hong, 2012)。分數愈高代表智慧型手機使用

行為愈多，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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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智慧型手機成癮 

    本研究所稱之智慧型手機成癮為大學生在長時間使用智慧型

手機下，所產生之焦慮、緊張等成癮的症狀出現，並對智慧型手

機產生心理依賴後所出現的一種衝動及控制失序的行為，且出現

對智慧型手機有關的耐受性、戒斷性、否定性、強迫性行為，以

致影響生活上相關問題。本研究以「智慧型手機成癮量表」來評

量智慧型手機成癮的得分，其中包含三個向度，分別是「時間管

理與問題」、「學業問題與影響」和「現實替代」，得分越高代表智

慧型手機成癮的程度越高，反之則表示智慧型手機成癮的程度越

低。 

伍、學業拖延 

    本研究中的學業拖延指個體延遲(Individual delay)「原本預定」

的學業任務計畫，屬於行為層面，並不包含心理感受。本研究採

用江依芳（2009）參考Chu 與 Choi(2005)的學業拖延量表。此量

表是以教育專業科目為特定領域，用來測量教育學程學生，從事

教育專業科目課程學習時的學業拖延情形。本研究將評估一般大

學生的學習情況，因此將教育專業科目課程學習改為個人學習。

本研究以「學業拖延量表」來評量學業拖延的得分，其中包含五

個向度，分別是「結果的滿意」、「被動的學業拖延」、「意圖

性拖延」、「期限前完成的能力」和「偏愛壓力」，得分越高代

表學業拖延的程度越高，反之則表示學業拖延的程度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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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一、就研究對象而言 

    本研究是以107學年度台灣中部及北部地區在學大學生為研

究對象，包含一、二、三、四年級之大學生，探討不同性別、年

級大學生之智慧型手機成癮與學業拖延之間是否相關，進行問卷

調查。 

二、就研究內容而言 

    智慧型手機己成為現代人生活的一部份，大多數的人都有或

多或少的成癮現象，大學生上癮的情形更是嚴重，社交媒體與遊

電玩遊戲是他們的最愛，從早到晚離不開網路的虛擬世界，嚴重

者可能造成智慧型手機成癮，不但影響學業也危及身心健康。因

此大學生的智慧型手機成癮與學業拖延之間的關係，值得深入探

討。 

貳、研究限制 

一、就研究對象而言 

    限於研究的人力、物力、現實條件與時間等因素，本研究僅

採用107學年度就讀於台灣中部及北部地區在學大學生，研究結果

是否能類推至其他地區、離島的公私立大學生，或其他學習階段

的學生仍需進一步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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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研究變項而言 

    智慧型手機成癮的與學業拖延的相關因素非常多，本研究僅

就個人性別、年級來探討，因此推論僅就上述變項。 

三、就研究方法而言 

    本研究受限於時間及人力因素，故採用橫斷面量化問卷調查

來收集。可能較缺乏受試者當時內心的想法及情緒狀況的瞭解，

所以只能分析受試者在調查工具的整體表現，無法了解各個受試

者的脈絡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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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分四節進行文獻探討：第一節為智慧型手機之相關研

究；第二節為智慧型手機成癮現象之相關研究；第三節為學業拖

延關係之相關研究；第四節為智慧型手機成癮與學業拖延關係之

相關情形探討。 

 

第一節  智慧型手機之相關研究 

 

    本節分二部分進行說明：（一）智慧型手機之定義。（二）智

慧型手機使用行為之相關因素探討。 

一、智慧型手機之定義 

  第一部手機於1973年由Martin Cooper發明，從此改變了無線

通信的世界。1983年摩托羅拉第一部手機向市面出售，改變了通

信系統。手機體積在經歷了幾十年的研發後，變成輕薄短小，易

於攜帶，並具備數據與語音之無線通訊功能，內建多工嵌入式處

理器與作業系統並可經由觸控螢幕輸入文字訊息的智慧型手機。 

  陳其生（2007）認為，智慧型手機為具有內建手機的通訊功

能，輕巧方便攜帶。具有開放式的作業系統與強大的運算能力，

能夠與電腦同步更新PIM資料並且能依使用者需求自由安裝軟體

或是移除程式。手機本身具有擴充槽擁有多樣的擴充能力，備有

記憶卡擴充插槽讓使用者自由擴充記憶體容量。具有強大的數據

傳輸能力，除本身通訊上網功能外，還具有無線連網(Wi-Fi)的功

能，可進行連接網際網路、瀏覽網頁、收發E-mail、自由傳送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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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等功能。另外具備擴充性功能如MP3、數位相機、錄音筆、導

航系統等。 

  沈蕙柔（2013）認為智慧型手機是一部方便攜帶如同一台小

型可上網的電腦，使用者可以自由安裝、移除程式等開放式作業

系統。本身具有擴充記憶體功能，能夠有多種輸入模式，並且內

建相機、多媒體播放收錄器、GPS定位與導航等功能的手機。 

  陳凱君（2015）認為智慧型手機具備體積輕巧、方便攜帶、

顯示螢幕大小適中、如同一台小型可以上網的電腦。具有高速的

傳感器及新型的CPU能快速處理各種指令。開放式的作業系統能

夠依個人的需求安裝與移除應用程式。手機內建照相機、多媒體

播放器、可處理及儲存影片、聲音、GPS定位及導航功能，能夠

隨時隨地進行上網、下載應用程式、玩遊戲、查詢資訊，還具備

個人化設定的功能。 

  由上可以定義，智慧型手機是方便攜帶，擁有獨立移動作業

系統（如Android、iOS、Windows Phone、Symbian、BlackBerry），

能連接網絡，可通過安裝應用軟體、遊戲程式等擴充功能，用途

超越傳統手機而接近電腦的一部行動電話，提供語音、上網、照

相、音樂、電子地圖等個人行動商務與行動娛樂中心等整合的基

本功能，並且能夠安裝使用第三方軟體提供個人化需求的擴展。 

二、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 

    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是指大部分使用者以智慧型手機為工具

所產生的各種使用行為。包含每天使用智慧型手機打電話所使用

的通數和每日所傳送簡訊數。 

  智慧型手機使用的多寡與智慧型手機成癮之間存在顯著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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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性。Billieux, Linden, D’acremont, Ceschi 與 Zermatten(2007)的

研究顯示，智慧型手機依賴性與智慧型手機通話時間、通話數、

簡訊數均存在強度的顯著關連性。Billieux等人(2008)的研究發現，

擁有智慧型手機很長一段時間，較可能有智慧型手機依賴性，且

每日所傳送簡訊數則與焦慮、憂鬱兩因素存在正相關，這可能是

因為有社會焦慮與低自信者，較會以傳送簡訊等間接溝通方式與

他人互動。 

  焦慮性是指內心焦急，反覆思考同一問題，猶豫不決，無所

適從。由於害羞個性的人更可能以手機間接溝通的方法，與他人

建立關係，這是因為他們對人際關係較為敏感，也很難與人面對

面的直接溝通(Ezoe et al., 2009)。因此有研究顯示，每日所傳送簡

訊數則與焦慮、憂鬱兩因素存在正相關，這可能是因為有社會焦

慮者，較會以傳送簡訊等間接溝通方式與他人互動(Billieux et al., 

2008)。 

    憂鬱會與青少年網路成癮相關連(Ha et al., 2006)。若就智慧

型手機使用而言，憂鬱的青少年較可能會有問題性智慧型手機使

用的情況出現(Yen et al., 2009)，這主要是因為智慧型手機可以提

供包括傳送簡訊、電玩、畫圖、上網等功能，對憂鬱、在現實生

活中遭遇困難的青少年而言，智慧型手機提供了一種可以調適情

緒問題、控制感受的虛擬世界。其次，智慧型手機的衝動使用可

能會使青少年日常生活作息受到干擾，而增加日常生活的困擾並

影響其心情(Kamibeppu & Sugiura, 2005)，且實徵性研究發現，每

日所傳送簡訊數與憂鬱存在正相關(Billieux et al., 2008)。由此可

知，憂鬱性與手機成癮存在顯著關係。同時，研究顯示具有憂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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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者通常會認為自己不如他人(Allan & Gilbert, 1995;Swallow & 

Kuiper, 1988)，因此本研究認為，具有憂鬱、自卑特徵者，可能

會有手機成癮的情況。 

  Geck(2007)稱西元 1990 年以後出生的年輕人為「Z 世代」，

或稱做數位原生族 (digital natives)、M 世代（多工世代，

multitasking）、網路世代(net generation)，他們的成長過程中接觸

了大量網路資訊從與各式各樣的媒體，因此對於數位媒體的應用

行為模式與大多數成年人不大一樣。資策會 FIND(2016)「台灣 Z

世代手機樂行為解密」調查中發現，Z 世代對於行動裝置黏著度

相當高，每天使用 3 小時以上的人高達 74%，而且 Z 世代每天滑

智慧型手機超過 5 小時的比例也達到 37%，Z 世代可以說是除了

睡覺、吃飯和念書外，都在手機螢幕上渡過。 

    世新大學公共關係廣告學系畢製小組「諸葛Spotlight」針對

全台18至22歲在校生，調查「全台大學生智慧型手機應用與影

響」，回收近3000份有效問卷，以了解智慧型手機在大學生的「生

活」、「友情」及「愛情」中扮演的角色，江明晏（2016）列出大

學生使用智慧型手機的現況： 

（一）「已讀不回令人無法忍受」、「一小時無訊息通知會想查看智

慧型手機」、「無法使用智慧型手機會感到焦慮或心神不寧」、

「看到訊息通知一定要立刻回覆」。若滿分為3分，以上4項敘

述的平均計分為1.9分，顯示大學生自評對手機的依賴程度並

不嚴重。 

（二）高達94.5% 的大學生同意長時間使用手機對眼睛有傷害，

代表學生們的確了解長時間不當使用會影響眼睛健康。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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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中卻發現，49.1%大學生平均一天花費4至8小時在手機

上，相當於醒著的一半時間都在滑手機。 

（三）手機逐漸占據大學生生活的重要部分，其中以「睡前」為

使用手機的高峰期，有超過81%的大學生睡前滑手機；此外，

有58.4%的同學認為起床第一個念頭滑手機很正常。顯見手

機早已晉升為大學生的「枕邊情人」，堪稱最佳床伴。 

（四）大學生中54.6%會在課堂上使用手機，認同在上課時可以

滑手機者為80.4%。在學生觀點中上課滑手機是「正常」的

「習慣」。科技與教育如何和平共處也將成為重要課題。 

（五）50.3%大學生同意自己雖是手機的購買者，卻因為離不開

手機，形同手機的附屬品；但當詢問「手機對你而言是什麼

樣的人物角色」時，大學生卻又以選擇「工具人」(40.1%)

和「管家／小秘書」(36.4%)的比例最高，顯示大學生仍認為

自己應擁有並掌控手機。 

（六）大學生處於數位原生世代，交友模式比起過去更加多元，

當在娛樂交際場合遇到心儀對象，大學生偏好留下聯絡方式

的順序依序為「加Facebook」、「交換Line ID」、「交換電話號

碼」、「互相追蹤IG(Instagram)」。顯示電話功能己逐漸被通訊

軟體所取代。 

（七）通訊軟體對於大學生而言，64.4%的大學生認為，即使吵

架了也能透過通訊軟體作為溝通與和好的橋樑，而非封鎖或

是冷戰；63.3%的同學認為通訊軟體可隨時與朋友聯繫感

情，20.5%認為可藉此認識新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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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學生選購手機時最在意好朋友的意見(33.7%)，其次為經

常在網路上曝光的3C達人(19.2%)，也會主動上網路論壇蒐集

相關資訊(47.5%)，對於傳統商業宣傳方式（如電視廣告）反

而較無感。 

（九）大學生到底都在滑什麼？在最常使用的App中，前五大依

序為 Line(86.7%)、 Facebook(80.5%)、 Instagram(52.3%)、

Messenger(41.5%)、PTT(30.9%)，大學生的Dcard(17.3%)。在

性別差異上，Instagram女性(62.7%)男性(39.1%)；網路購物的

族群女性(60.9%)男性(38.9%)；玩手機遊戲男性(73.3%)，女

性為(55.6%)。 

    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與英國Reality Mine技術合作，於2018年

6月共同執行一項「智慧型手機網路行為量測研究」，針對18-55

歲民眾經同意採手機軟體量測法，搜集224位智慧型手機用戶的實

際網路使用行為。針對三大社群軟體Facebook、LINE及Instagram

的內篏瀏覽器(In-app Browser)進行解析，觀察人們透過社群軟體

的網頁觀看行為，研究結果顯示LINE(84.4%)及Facebook(79%)仍

是最多人使用的APP，反映社群在智慧型手機上的重要性。進一

步解析人們起床後(6:00AM)行為，發現LINE仍是最多被第一個啟

動的服務，其次手機鬧鐘及各式天氣APP後，就是開Facebook，

透露出人們透過手機對社群的依賴。使用手機網路服務的單日平

均時間為3.1小時，其中近1/6的時間都在看網頁。最多人看的網

頁有Facebook(77.7%)、Google(77.7%)及Yahoo(69.2%)，由前段所

述可以了解大學生使用智慧型手機的原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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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隨時上網」。在智慧型手機連網功能前三名依序為：社群

聊天、拍照或錄影、瀏覽各類網頁。 

二、耗時最多的智慧型手機功能依序為：社群聊天、瀏覽各類網

頁、玩遊戲。 

三、認為智慧型手機可能產生的問題依序為：易沉迷、浪費時間

在不重要的事情上、上課不專心。 

 

 

  



22 
 

第二節  智慧型手機成癮之相關研究 

 

壹、智慧型手機成癮概述 

  智慧型手機輕巧便利攜帶加上隨時可以連網的特性，使得人

人都可隨時隨地進入網路世界中。現代人人手一機機不離身的景

象越來越普遍。智慧型手機帶來生活上與工作上的便利，但也帶

來生理上與心理上的負面影響。人們的生活已經和智慧型手機緊

密結合在一起。在長時間使用之下，很多人產生焦慮、緊張等智

慧型手機成癮的症狀出現（黃桂梅，2014）。使用者一但長時間過

度使用智慧型手機，會對智慧型手機產生心理依賴，出現一種衝

動控制失序行為，出現與智慧型手機成癮有關的耐受性、戒斷性、

否定性和強迫性行為，還會出現影響生活上相關的問題（廖婉沂，

2007）。 

  智慧型手機成癮的定義大多數參照網路成癮的準則，或透過

外顯行為症狀來判斷，目前未有一致的定義。茲將各研究報告整

理後將智慧型手機成癮的定義如下： 

一、過度地濫用手機而導致手機使用者出現生理或心理上的不適

應的一種現象（韓登亮、齊志斐，2005）。 

二、因過度使用手機，而對手機產生心理依賴的一種衝動控制失

序行為，並伴隨著與手機有關的耐受性、戒斷、強迫性行為，

以及生活上的相關問題產生（廖婉沂，2007）。 

三、過度使用智慧型手機產生行為失控，導致生理、心理和社會

功能受損狀態，包含失控性、戒斷性、逃避性、低效性四種

因素(Leung,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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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複地使用手機而導致的一種慢性或週期性的著迷狀態，並

產生強烈且持續的需求感及依賴心態的心理為。包括手機關

係成癮、手機娛樂成癮、手機資訊搜集成癮三種類型（屠斌

斌、張俊龍、姜和行，2010）。 

五、沉迷於使用手機的功能，造成身心對手機產生依賴而無法自

拔，一旦沒帶手機或手機沒電無法使用時，便會出現身心不

適的症狀並導致學業、人際等各方面的困擾（施美雲，2014）。 

六、使用智慧型手機，常常會不由自主地檢查有無新訊息或未接

來電，經常熬夜使用智慧型手機連網，並且會忽略其他活動；

覺得其他的事都沒有樂趣，寧願用手機溝通也不願與他人面

對面交談；即使有很多工作要完成，仍會把時間用在智慧型

手機身上(Chiu, 2014)。 

    韓登亮與齊志斐（2005）分析大學生手機成癮的因素主要有

以下幾個層面： 

一、大學生對資訊的渴求。 

二、大學生的從眾心理。 

三、大學生追求時尚。 

四、大學生的情緒遷移。 

貳、媒體多工 

    美國Kaiser家庭基金會在2005年的調查報告中指出，有81%

的青少年曾經同時使用多種媒體，有人曾經在半小時連續同時用

八種媒體，這些8至18歲的孩童與青少年均可稱為媒體世代(media 

generation)，因為他們一天當中有四分之一的時間都在使用媒體

(Roberts,Foehr, 與 Rideout, 2005)。「媒體多工」又稱「同時性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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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使用(simultaneous media usage)」，是指一個人同一時間花費心

力在不只一種項目(item)或內容的串流(stream)上(Ophir et al., 

2009)，或是指在一段時間同時使用一樣以上的媒體(Bardhi, Rohm, 

& Sultan, 2010)。Rideout、Foehr 與 Roberts(2010)則將媒體多工

定義為，一次使用兩種或兩種以上的媒體。 

    媒體世代從出生就接觸到各種的媒體，大大小小的螢幕取代

了真實的臉：電視螢幕、電腦螢幕、手機螢幕等，各種的電子資

訊充斥在他們生活中，包括電腦、網路和遊戲。同時他們也接觸

了傳統的媒體，例如電視、書和音樂，因此在媒體的使用選擇更

多元。媒體世代能同時使用三、四種媒體進行搜尋資訊、娛樂和

作業等不同任務。 

    媒體世代在使用媒體時，有超過四分之一的時間同時使用兩

種或以上的媒體，例如:邊看電視邊看雜誌同時也在使用即時通訊

聊天、聽音樂及瀏覽網頁等(Rideout et al., 2010)。大學生做功課

時經常會使用多工的情形：在做功課時要用電腦打開即時通訊軟

體與社群網站並戴上耳機聽音樂，期間還會將電腦螢幕切換到正

在玩的遊戲。 

  「媒體多工(media multitasking)」是現代人的一大隱憂。現代

人的生活中充斥著電視、電腦、手機、電玩、數位媒體播放器等

數位產品。過去學生邊做功課邊聽音樂或邊看電視，由於網路隨

手可得，再加上社群網站的普及，現代的學生生活型態轉變為邊

做功課邊上網、邊講電話邊使用社群軟體、邊上課邊用智慧型手

機或筆電、甚至在騎車或走路時同時在使用智慧型手機等，人們

的多工型態已隨著媒體與科技的急速發展而改變，傳播與互動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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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發展讓媒體多工成為一種生活方式，特別是在年輕人之間

(Roberts et al., 2005)。 

    資策會FIND(2017)「3年成長3倍！跨螢行為成為王道」調查

2016年消費者使用數位裝置結果顯示，臺灣消費者超過9成擁有智

慧型手機，一個人平均持有3.6個數位裝置，且超過七成四的消費

者會邊看電視邊滑手機，可見媒體多工的情形非常普遍。對於從

出生就開始接觸多種媒體的大學生來說，媒體多工對其的影響議

題值得探討。當手機、平板、網路已經佔據我們生活的大部份，

大腦承載資訊的能力會因人們提高了媒體多工的頻率而過載。大

腦一次可以處理的訊息量有限，當一個人試圖同時執行兩個任務

時，成效便會降低(Foehr, 2006)。當我們在切換注意力時，大腦的

前額葉皮質(prefrontal cortex)及紋狀體(striatum)消耗氧化葡萄糖

(oxygenated glucose)，會因頻繁轉換任務會使大腦消耗養分加快，

從而令人感到疲勞與不協調。多工作業還會引起以多巴胺為主的

大腦獎勵機制，讓大腦不斷尋求外在刺激來得到滿足，使人如同

上癮一般忍不住一再探視電腦或手機是否有新訊息。相較於專注

地完成一項工作所得到的大滿足感，人們更傾向於享受多而零碎

的小滿足感。 

    由上知，現代人要面對的不僅是智慧型手機成癮的問題，同

時也要面對龐大的訊息干擾，如何取捨與抗衡媒體與資訊的壓力，

是現代人重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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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學業拖延行為之相關研究 

 

壹、拖延(Procrastination)之定義 

  拖延(Procrastination)其字首＂pro＂為動機、意向之意，＂

crastinus＂則表示明天，拖延一字即由這兩個詞結合而來，而該

詞源自於拉丁文，其原意是＂在明天之前把事情做好＂(putting 

forward until tomorrow)，此時的拖延尚未有負面意義，直到十八

世紀中期工業革命之後，拖延「procrastination」一詞才開始有了

負面的意涵。 

  拖延代表一種延遲行為，而這種行為所表現出來的現象就是

不迅速、不馬上處理、一天拖過一天的作為。而其所延遲的事情

通常是拖延者必須或應該做的任務，而拖延的原因通常是因為事

情本身無趣使拖延者不想做所造成的。 

  Milgram(1991)將拖延定義為「拖延是一個既普遍又複雜的行

為現象」。拖延所涉及的因素包括的工作紀律、自我控制等，都與

人格特質中「自律性」的有關。「自律性」的人格特質中則包括：

責任感、謹慎、實現目標的意願及超我強度等。而拖延的產生決

定於一個人對自己行為的監控，當對自己行為缺乏監控時，將使

得人們因為延遲去履行任務，而造成拖延的現象。 

  Fee 與 Tangney(2000)認為拖延是一種缺乏自我調節的表現 

，包括時間管理、情感、認知及行為成份的複雜過程。對於經常

面對最後期限的大學生，拖延行為常會導致嚴重的後果。研究指

出有高度的拖延行為的大學生不僅成績較低，且有較高的壓力及

較差的健康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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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lis 與 Knaus(1977)將拖延視為是一種習慣或特質。這種習

慣或特質主要來自於個體自我挫敗的哲學 (self-defeating 

philosophy)，並認為造成拖延的主因包括：「在任何事情上絕對要

求做好」、「我做的任何一件事，應該是輕鬆而且不需要努力的」、

「不做任何事會比冒險或失敗來的安全」，故拖延也是一種逃避的

行為。 

    拖延者常會編織許多的藉口，進行合理化認知支持，以減低

因拖延對個體所帶來的衝擊。Ferrari(2001)指出拖延即是「決定與

行動之間的差距」。由此可知，拖延即是「儘管可能會帶來更糟的

結果，但仍自願延遲預定計劃的行為」。 

  王靈芝、王曉鈞（2007）將拖延的界定分為兩類： 

一、拖延為一種行為。  

二、拖延是一種人格特質。 

   Ferrari(1995)認為拖延現象包含四個成分： 

一、拖延的行為表現。 

二、拖延會導致不良的行為後果。 

三、此任務對拖延者而言是重要的。 

四、拖延會導致負面的情緒。 

  拖延行為與時間是有很大的關聯性的，塗振洋（2005）以執

行任務的兩個時間點來看拖延行為的「開始與截止」，認為是事情

沒有被準時執行或在截止的時間前完成。Senecal(1995)將拖延定

義為「對一件任務的開始或完成之一種非理性延遲傾向」，因此任

務的起始點與終點表現是拖延行為研究所關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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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 與 Choi(2005)的研究認為，不是所有的拖延都是有害的

或是皆產生負面的結果。他們認為拖延的學習者可區分為兩種類

型：一種為被動的拖延者(passive procrastinators)，另一種為主動

的拖延者(active procrastinators)。前者受限於他們的遲疑不決，因

而無法準時完成工作；後者則較喜歡在壓力下工作、作謹慎的決

定，或是故意延緩他們的行動，將注意力聚焦於手邊其他重要的

任務。研究結果發現積極的拖延者在拖延的頻率上與消極的拖延

者相似，但是他們在時間管理、自我效能、因應風格以及學業表

現上類似無拖延者。有些研究甚至認為拖延並不會導致較差的學

業表現與較低的學業成績，有些學生即使在快到期限前才開始著

手進行，仍然能準時完成工作，並且在時間壓力下，做得更好、

更有效率，想出更多創意的想法。 

    黃佳恩（2009）將拖延者區分成主動拖延者與被動拖延者，

結果發現大學生在準備考試情境中，拖延者中有37.2%的人屬於

主動拖延者（主動拖延者：被動拖延者＝244：410）；在撰寫報告

情境中，則有 44％的拖延者屬於主動拖延者（主動拖延者：被動

拖延者＝241：299），顯示在這兩情境當中都有一定比例的拖延者

為主動拖延者，因此可知有部份大學生會故意延遲學業任務，且

認為自己適合在壓力下準備學業任務，亦能夠即時完成學業任務，

此種學習狀態即類似(Chu & Choi, 2005)研究中的「主動拖延者」，

為一種適應型拖延者，喜歡在壓力下工作，覺得自己在時間緊迫

的 狀態下反而能快速做出決定。Knaus(2000)也認為並非所有延

遲都會導致負面產出，很多拖延者表示即使他們在最後一刻才開

始執行任務，他們仍然可以即時完成它，他們在時間壓力下更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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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有創意的想法且工作效果較佳較有效率。故可知拖延學業任

務並不一定就會為學生帶來負面影響，而是要看他是屬於哪一種

類型的拖延者，若學生為主動拖延者，則拖延就可能是他的一種

適應性學習方式。 

    由上可知，拖延者在其學業的認知、情感與行為上，不像之

前研究所認為拖延行為一定都是屬於負面的、妨礙學業的逃避行

為。拖延也有其有適應性的一面，而且可能有超過一種以上的拖

延類型。 

  拖延行為對個體的影響雖視個體對任務的狀況而定，但學業

拖延行為對大學生所產生的負面影響比正面影響多，這也是大學

生所應注意並加以警惕的。 

貳、學業拖延(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大部份的學生都會習慣將平時的課業活動延遲至最後一刻才

開始著手，此現象在教育心理學中被稱為「學業拖延」(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Covington(1992)將學業拖延定義為個體受到害怕失敗的恐懼

所趨使，所採取故意拖延的方式，以便給予自己在失敗時一些合

理化的理由，使其失敗時能力不會受到威脅。學習者使用逃避失

敗的策略，來維持自身的能力感。例如，自我設限，其策略為：

設定無法達成的目標、拖延課業準備時間、故意減少努力、使用

酒精藥物或是宣稱狀況不佳等。意即拖延乃是自我設限策略中的

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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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y 與 Schouwenburg(1993)認為學習者明明知道最終應該

要完成的學業任務，卻做了不必要的延遲，甚至沒有在預定的時

間內完成學業任務稱為學業拖延。 

  Ferrari(1995)將學業拖延定義為：有目的地延遲任務的開始與

完成。而學業拖延行為指的是在學業情境中拖延的人格特質之表

現，即拖延行為需視被觀察者而定，例如：對教師而言，在他交

代學習工作後，學習者若未立即著手，表示拖延即刻生效；對學

習者而言，拖延行為即是學習者對於老師所交待的工作遲遲未開

始著手，直到學習者決定開始進行他們的學習工作時，其進行的

時間可能在學習工作被交代下來後的一星期、或是更久的時間之

後。 

  王靈芝（2007）認為學業拖延是個體經常性的延遲學業任務，

並經歷與拖延相關的問題性與焦慮性的心理狀態。 

  劉娜（2006）認為學業拖延指學生對於開始或是必需完成學

業任務的一種非理性的拖延傾向，學生會延遲應該要開始執行任

務的時間點，或是延後完成任務，而造成非理性個體無法控制的

狀況。 

    在大學院校中，學生拖延學業工作之情形極為普遍(Ellis & 

Knaus, 1977)。因此學業拖延在學生族群中可說是非常普遍的現象，

幾乎所有的大學生在他們學習過程中，或多或少都存在拖延的行

為。 

    黃佳恩（2009）研究報告中指出，現階段大學生學業拖延情

形相當普遍，大學生約有72%的人會延遲準備考試任務，也有 59 

%的大學生會延遲撰寫報告任務，表示現階段大部分的大學生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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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拖到很晚才開始準備考試任務及習慣延遲寫報告的任務。此外，

大學生在學業拖延上，性別並無差異，不論在準備考試或撰寫報

告情境中，男大學生與女大學生的學業拖延程度相差不大。 

  由上可知，現今大學生的學業拖延狀況嚴重，顯示目前大部

分大學生學業學習狀況不佳，需要加以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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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智慧型手機成癮與學業拖延之相關情形探討 

             

    智慧型手機多樣化的功能可幫助大學生提昇學習方式，例如：

智慧型手機可以助長學生規劃課後的工作或完成其他活動

(Alobiedat, 2012)、可以用來記錄學校發生事件、發展出用照片撰

寫的報告(O B́annon & Thomas, 2014)。 

  但是智慧型手機若在課堂中誤用，例如：在課堂上傳送簡訊、

打電話，而使同儕與教師分心(Besser, 2007; Kennedy & Smith, 

2010; Levine, Waite, & Bowman, 2007)；或在上課時若有電話鈴聲

響起會干擾上課氣氛(End et al., 2010; Shelton, Elliott, Eaves, & 

Exner, 2009)；在上課使用智慧型手機的網路服務功能或遊戲功能，

而成為上課不投入、消除寂寞感的方法(Toda, Ezoe, Nishi, Mukai, 

Goto, & Morimoto, 2008)，這些行為造成大學生在其學業表現會顯

著地較沒有這些行為的學生要差。然而這種上課誤用智慧型手機

的現象，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如何將大學生從智慧型手機中抽離

而回歸課堂，是一重要課題。 

  智慧型手機成癮的大學生經常因流連於各種訊息或遊戲與影

片中，而使學業未及完成或拖延應交待的課業或未及準備考試。 

學業的拖延是最容易產生拖延行為的一種情境，研究指出約有8

成的大學生有拖延的現象，且有七成五的大學生自陳有拖延問題，

他們會在閱讀文獻、準備考試、上課出席、寫報告上產生拖延 

(Ellis, 1977 ; O’Brien, 2002 ; Rothblum, 1986)。而且在課堂中要專

心上課、準時交作業和報告，考出好成績，對智慧型手機成癮的

大學生而言真的很不容易，需要下定決心才能擺脫智慧型手機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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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的誘惑，讓學習者付諸行動。  

    由國內外關於網路成癮的研究報導發現，網路成癮的學生在

學業方面的表現，會反映出對學業較為放任，成績也都比以往退

步（游森期，2001）。上網成癮的大學生會因過度使用網路而造成

績較差、經常無法如期完成作業、遲到、留級，甚至因此而被退

學的高風險族群（黃德祥、魏麗敏，2002）。 

    由於智慧型手機除了打電話的功能外還兼具上網功能，因此

智慧型手機成癮所會面臨的問題與網路成癮問題相似。大學生活

環境開放而且自由，大學生在面臨課業壓力與娛樂性高的智慧型

手機中如何取決，並擺脫誘惑而不會造成學業拖延是大學生學習

的重要課題。當學習者沉迷在智慧型手機的通訊軟體、遊戲、娛

樂與購物中不可自拔時,，如何抽離完成報告和功課及準備考試，

正是本研究題目所要探討的,並對大學生智慧型手機成癮是否會

造成學業拖延行為研究如何解決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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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究台灣中北部大學學生智慧型手機成癮與學業

拖延關係現況之調查研究。本章依據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提出

研究架構，作為研究依據，本章共分為五節，包含第一節為研究

架構，第二節為研究對象，第三節為研究工具，第四節為實施程

序，第五節為資料處理與分析，茲分節敘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為探究不同背景變項之台灣中北部大學學生智慧

型手機成癮與學業拖延行為是否有相關，以及不同變項的智慧型

手機使用行為是否會造成學業拖延相互間。根據前面章節提出之

綜述及研究假設，設計出研究架構與問卷，並說明研究的方法和

步驟。其研究架構圖如圖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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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 

 

1.每日使用智慧型手

機撥打電話數 

2.手機傳送簡訊數 

學業拖延 

1.結果的滿意 

2.被動的學業拖延 

3.意圖性拖延 

4.期限前完成的能力 

5.偏愛壓力 

背景 

1.性別 

2.年級 

智慧型手機成癮 

1.時間管理與問題 

2.學業問題與影響 

3.現實替代 

滿足 

 

 

 

 

 

 

 

 

 

 

 

 

   

  

 

 

 

 

 

 

 

    

 

    

   

 

 

圖 3-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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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以 107 學年度就讀於台灣中部及北部大學

在學 325 位大學生為主要研究母群體。此採樣範圍係因研究者的

女兒就讀台中科技大學與清華大學。自從孩子上了大學，為求聯

絡與掌控孩子在外的行蹤，替孩子辦了智慧型手機網路吃到飽，

卻發現孩子的成績開始下滑，訪談了幾位父母，也發現有同樣的

情況發生。為了解孩子對於智慧型手機成癮的成癮度有多高？與

智慧型手機成癮後是否會造成學業拖延而使成績下滑？故以孩子

所就讀的學校為範圍，再與孩子在中部及北部就讀大學的高中同

為樣本來調查此研究是否成立。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探討有關大學生智慧型手機使用行

為與智慧型手機成癮現況，然後以問卷施測進行，茲依序說明如

下： 

一、統計樣本 

  本研究以 107 學年度台灣中部及北部大學公私立大學院校在

學之 325 位大學學生為主要研究對象。採用問卷調查的方式，進

行研究資料彙整蒐集，探究分析大學生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智

慧型手機成癮與學業拖延之關聯。 

  本研究正式問卷施測對象為 3 所北部國立大學：國立清華大

學、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立台北師範大學，中部 4 所公私立大

學：國立暨南大學、國立台中科技大學、私立大葉大學、私立逢

甲大學，7 所大學共 325 位大學學生作為施測之對象。依台灣主

計處107大學院校人數統計人數為1134907人，母數大於10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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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之樣本數應為 384 份以上。本研究發出正式問卷 325 份，正

式問卷回收率 100%。經回收後逐一檢查，扣除規律性、疑似亂

答之無效樣 40 份，得有效樣本數計 285 份為正式分析之資料，樣

本有效率為 87.692%。如表 3-1。 

 

表 3-1 

正式樣本統計表 

年級 人數 

一年級 151 

二年級 48 

三年級 51 

四年級 35 

累計人數 285 

 

二、問卷內容 

  問卷內容分為四個部份，分別為個人基本資料、智慧型手機

使用行為調查、智慧型手機成癮量表及大學生學業拖延關係。 

 

 

  



38 
 

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主要採用問卷調查法，問卷編製係手機成癮量表係採

用 Hong, Chiu 與 Huang(2012)的手機使用行為量表、手機成癮量

表、江依芳（2009）的大學生學業拖延量表，形成本研究的問卷｢

大學生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與智慧型手機成癮現況之調查問卷｣。

本問卷包含「個人基本資料」、「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調查」與

「學生生活經驗調查表」「大學生學業拖延量表」四大部份。 

一、問卷架構 

  問卷內容分為四個部份，分別為個人基本資料、智慧型手機

使用行為調查、智慧型手機成癮量表及學業拖延關係。詳述如下： 

（一）個人基本資料 

1.性別：男、女。 

2.年級：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四年級。 

（二）智慧型手機使用現況調查 

  此一部分主要目的在了解大學生使用智慧型手機的使用行為。

此部分共有 2 題，由受試者針對自身使用智慧型手機實際情況做

勾選與填答。內容針對受試者每天平均撥打的電話數、每天傳送

的簡訊數做調查。 

（三）手機使用行為 

  手機使用行為量表係Hong等人(2012)參考Walsh, White, Cox

與 Young(2011)的「手機使用次數」(Frequency of mobile phone 

use)，以每天你平均撥打幾通電話？每天你平均傳送多少封簡訊

（含社群軟體）？等二個問題做為手機使用行為之指標，並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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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對問題做出回答，這二個問題均是開放式問題。手機使用行

為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信度為.6975。 

（四）智慧型手機成癮量表  

  此一部分主要在了解大學生在使用智慧型手機後成癮現象調

查。係 Hong 等人(2012)修正 Young(1998)的網路成癮量表，使之

適用於手機使用情境，並將原本的疑問句修改為肯定句，例如「你

有多常發現自己上網的時間，比原本預期的要久？」修改為「我

使用手機的時間，通常會比我原本預期的要久」；「你有多常忽

視家庭事物而花較多時間上網？」「我會忽視學業而花較多時間

使用手機」。另外「手機成癮量表」的翻譯由係 Hong 等人(2012)

英譯中後，再請任職學校教授英文之教師，協助將量表題項由中

文譯成英文，並請第二位英文教師比較翻譯後之「手機成癮量表」

與「網路成癮量表」題意是否相同後，確定本量表之題目。最後，

原本的網路成癮量表係採用 Likert 五點量尺，然而為了使受試者

能夠區分是或否的傾向，並避免給予不確定者中間的強度值，將

量表的計分量尺改採用 Likert 六點量尺（1=”完全不符合”到 6=”

完全符合）。本量表共計 11 題，並進行因素分析，KMO 取樣適

切性量數為.893，Bartleet 球形檢定 χ2（55）＝1471.962（p＜.001），

共得到三個因素，解釋 65.945%的變異量，均可以合理地評估手

機成癮的三種心理特質： 

1.時間管理與問題（5 題），題目範例如：當你在使用手機時，你 

會想「再用幾分鐘就好」，分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信度為.83。 

2.學業問題與影響（3 題），題目範例如：因為我花太多時間使用

手機，使得我的學校課業或分數受到影響，分量表之內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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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信度為.84。 

3.替代滿足（3 題），題目範例如：在我必須做某些事之前，我會

先檢查自己的手機，看是否有來電或簡訊，分量表之內部一致

性信度為.67。 

    所有題目各分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信度分別為.83、.84、.67。

可見本量表信度良好。 

（五）大學生學業拖延量表  

    此一部分主要在了解大學生學業拖延現象調查。係依江依芳

（2009）參考 Chu 和 Choi(2005)的學業拖延量表是研究者實際

訪談結果編製而成。由於學業拖延量表是以教育專業科目為特定

領域，用來測量教育學程學生，從事教育專業科目課程學習時的

學業拖延情形。本研究將評估一般大學生的學習情況，因此將教

育專業科目課程學習改為個人學習。 

  學業拖延量表共有五個分量表。每個分量表皆為 6 題，共計 

28 題。施測所需時間大約是十分鐘，並採用 Likert 六點量表的

方式。受試者根據自己在學習的實際情形作答，「1」表示完全不

符合，「2」表示相當不符合，「3」表示有 點不符合，「4」表

示稍為符合，「5」表示相當符合，「6」表示完全符合。記分方

式為勾選「1」給 1 分，勾選「2」給 2 分，以此類推，勾選「6」

6 分。受試者在每一個分量表上全部題目得分的總和即為該分量

表的分數。 

  本量表共計 28 題，並進行因素分析，可以合理地評估大學生

學業拖延行為五種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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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結果的滿意（6 題），題目範例如：將報告拖到交期限的前二、

三天再開始做，偶爾能讓我有不錯的表現，所以有時我會延遲

著手報告。其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係數為.91。 

2.被動的學業拖延（6 題），題目範例如：有些同學平時不知道在

忙什麼，總是把課業留到剩下兩、三天的時間才開始 做。當他

的表現不好時，他會說是他很忙、沒有時間，所以才會如此。

這種情形和你相符合嗎？其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係數

為.87。 

3.意圖性拖延（6 題），題目範例如：有些同學平時不知道在忙什

麼，總是把課業留到剩下兩、三天的時間才開始 做。當他的表

現不好時，他會說是他很忙、沒有時間，所以才會如此。這種

情形和你相符合嗎？，其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係數為.87。 

4.限期前完成的能力（6 題），題目範例如：我能有效地督促自己

完成課業，所以我會將課業活動拖延到期限前二、三天 才著

手。其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係數為.91。 

5.偏愛壓力的拖延（4 題），題目範例如：我喜歡在時間的壓力下

完成課業活動，所以我經常拖延課業活動。其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係數為.84。 

  所有題目之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係數為.91、.87、.87、

9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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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壹、資料處理分析 

  本研究以量化之方式對有效研究樣本進行分析，並使用統計

套裝軟體 SPSS20.0 版統計套裝軟體進行資料處理分析，驗證各研

究假設，顯著水準訂為為α＝0.05。 

貳、預試卷統計方法 

一、項目分析 

    本研究採用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問卷題項之差異情形。以

Pearson 積差相關，研究問卷題項間之相關情形。藉以確定問卷的

題項具有可行性及適切性。 

二、因素分析 

    本研究採用因素分析法考驗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量表、智慧

型手機成癮、學業拖延量表的因素結構，以便進行各構面之效度

分析。 

三、信度分析 

  信度為判斷問卷是否具有內部一致性，也就是同一群受試者

在同一份問卷測驗多次時的分數是否具有一致性。本研究採用

Cronbach’s α 信賴係數來檢驗量表之信度。當值愈值愈大，代表

信度愈高，表示量表愈穩定，各因素衡量題項間的內部一致性愈

大。最後再以因素分析法，根據其特徵、因素負荷量及解釋變異

分析結果，用以考驗問卷之效度，了解此問卷是否適合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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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正式問卷統計方法 

一、現況分析 

  本段分析當前大學生之年級、性別、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

智慧型手機成癮之因素及智慧型手機成癮與學業拖延之關係等各

項調查資料，進行平均數、標準差之現況分析。 

二、差異分析 

  採用獨立樣本 t 檢定的方式考驗不同性別大學生在智慧型手

機成癮與學業拖延之關係等行為之差異情形。 

三、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採用單因子變異分析的方式考驗不同年級大學生在智慧型

手機成癮與學業拖延之關係等行為之差異情形。 

四、Pearson 積差相關分析 

    以相關分析大學生在智慧型手機成癮與學業拖延之關係等

行為之相關情形。 

五、階層迴歸分析 

  以階層迴歸分析，探討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分量表、智慧型

手機使用成癮對學業拖延行為之預測。 

 

 

  



44 
 

第五節 實施程序與流程 

 

    本研究實施程序如下： 

壹、閱讀文獻與擬定題目 

  研究者在研究之初，先閱讀國、內外相關資料與文獻，並與

教授討論與興趣相關的研究面向，再從這些研究面向的範圍中，

確認題目之可行性後訂定研究主題。 

貳、蒐集相關資料，撰寫研究計畫 

  確立主題後，蒐尋並閱讀國內外相關研究之文獻資料、期刊、

書籍及研究論文並加以整理分析，訂定研究架構，進行綜合討論。 

參、編製量表，發放問卷 

  研究架構確立後，設定相關之變項，參照中、英文文獻中之

研究工具，引用及自行編製適合之量表，進行問卷資料收集。本

研究主要研究工具包含四大部分：「個人基本資料」、「智慧型

手機使用行為量表」、「智慧型手機成癮量表」與「學業拖延量

表」，以台灣地區 107 學年度中部及北部大學在學學生進行正式

問卷。針對正式問卷進行：現況分析、差異分析、相關分析、階

層迴歸分析。 

肆、問卷回收及後續資料處理統計分析 

  收回問卷後，由研究者進行施測問卷之整理，剔除無效問卷，

進行登錄和統計分析。本研究蒐集國內外相關書籍和理論研究，

經文獻的整理及問卷採樣統計分析。分析統計後研究流程如圖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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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與動機機機 

文 獻 整 理 與 探 討 

研究架構 

研究假設建立 

研究方法 

樣本蒐集及分析 

結論 

 

 

 

 

 

 

 

 

 

 

 

 

 

 

 

 

 

 

 

 

圖 3-2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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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主題為大學生智慧型手機成癮與與學業拖延關係之

調查研究，主要探討台灣中部與北部大學的大學生在不同背景

變項之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是否有所不同，以及智慧型手機成

癮與學業拖延是否相關。正式施測回收完畢後，剔除非智慧型手

機使用者、填答不完整、亂勾選答案和規律性填答之問卷，加以

整理編碼後，再以使用 SPSS for 20.0 版統計套裝軟體進行資料分

析處理，確定資料無誤後，使進行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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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為驗證本研究前述的研究假設，本章依據問卷調查所獲得的

資料呈現研究結果，並加以討論與研究。本章將研究結果共分四

節，第一節為大學生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智慧型手機成癮、學

業拖延之概況分析；第二節為不同背景變項大學生智慧型手機使

用行為、智慧型手機成癮、學業拖延之差異分析；第三節為大學

生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智慧型手機成癮、學業拖延之相關分析;

第四節為大學生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智慧型手機成癮、學業拖

延之預測迴歸分析。 

 

第一節  大學生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智慧型手機成癮、 

學業拖延之現況分析 

 

壹、大學生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之現況分析 

    本研究中「大學生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分成二個層面，分

別為「每天平均撥打電話數」、「每天平均傳送簡訊數」。主要在分

析目前大學生智慧型手機使用的情形。茲採用平均數、標準差，

對大學生智慧型手機使用的二層面作分析，如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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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大學生智慧型手機使用現況摘要表 

 變項名稱  平均數 標準差 

每天平均撥打電話數 01.91 01.95 

每天平均傳送簡訊數 10.20 36.23 

 

    根據表 4-1 顯示，大學生智慧型手機使用現況中每天平均撥

打電話數整體平均為 1.91，在 Likert 六點量表中，從次數分配表

觀之，「每天平均撥打電話數」(M=1.91，SD=1.95)，與「每天平

均傳送簡訊數」(M=10.20，SD=36.23)。在 SD=36.23 因有一筆簡

訊數據為 500 封，因此可能造成標準差過大。 

    研究發現，大學生智慧型手機使用現況中以「每天平均傳送

簡訊數」向度最強，表示大學生在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方面己漸

漸傾向使用通訊軟體作為主要的聯絡工具，傳統電話聯絡方式己

逐漸式微。 

貳、大學生智慧型手機成癮之現況分析 

    本研究中「學生生活經驗調查表」分成三個層面，分別為「時

間管理與問題」、「學業問題與影響」和「現實替代」。主要在分析

目前大學生智慧型手機成癮行為的情形。茲採用平均數、標準差，

對大學生智慧型手機成癮的各層面作分析，如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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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大學生智慧型手機成癮現況摘要表 

變項名稱 平均數 標準差 

時間管理與問題 3.37 0.91 

學業問題與影響 3.31 1.09 

現實替代 3.77 0.94 

總分 3.46 0.76 

 

根據表 4-2 顯示，大學生智慧型手機成癮現象整體平均為

3.46，在 Likert 六點量表中，從次數分配表觀之，各種智慧型手

機成癮現象發生之頻率由高至低，依序為「現實替代」(M=3.77，

SD=0.94)，「時間管理與問題」(M=3.37，SD=0.91)與「學業問題

與影響」(M=3.31，SD=1.09)。 

    研究發現，大學生智慧型手機成癮現象以「現實替代」向度

最強，表示大學生智慧型手機成癮現況較容易因為「現實替代」

為主向。 

參、大學生學業拖延之現況分析 

    本研究中「大學生學業拖延現象量表」分成五個層面，分別

為「結果的滿意」、「被動的學業拖延」、「意圖性拖延」、「期限前

完成的能力」和「偏愛壓力」主要在分析目前大學生學業拖延現

象的情形。茲採用平均數、標準差，對大學生學業拖延的各層面

作分析，如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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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大學生學業拖延現況摘要表 

變項名稱 平均數 標準差 

結果的滿意 3.19 0.96 

被動的學業拖延 2.92 0.99 

意圖性拖延 3.59 0.88 

期限前完成的能力 3.11 0.95 

偏愛壓力 3.21 0.69 

總分 3.20 0.64 

 

 

根據表 4-3 顯示，大學生學業拖延現象整體平均為 3.20，在

Likert 六點量表中，從次數分配表觀之，各種大學生學業拖延現

象發生之頻率由高至低，依序為「意圖性拖延」 (M=3.59，

SD=0.88)、「偏愛壓力」(M=3.21，SD=0.69)、「結果的滿意」

(M=3.19，SD=0.96)「期限前完成的能力」(M=3.11，SD=0.65)與

「被動的學業拖延」(M=2.92，SD=0.99)。 

    研究發現，大學生學業拖延中以「意圖性拖延」向度最強，

表示大學生學業拖延方面，較容易以「意圖性拖延」為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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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不同背景變項與大學生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 

智慧型手機成癮、學業拖延之差異分析 

 

    本研究之背景變項包括性別、年級等二個項目。將分別探討

不同背景變項對大學生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智慧型手機成癮、

學業拖延之情形。 

壹、大學生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之差異分析 

一、不同性別的大學生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之差異分析 

    以性別為分組變數，分別以大學生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的各

層面為檢定變數，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以考驗不同性別的大學

生在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的差異情形，並將所有相關的平均數及

標準差列如表 4-4。 

 

表 4-4 

不同性別大學生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之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 

層面 性別 N M SD t 值 

每天平均撥打電話

數 

男 117 1.64 01.60 
-2.00* 

女 168 2.11 02.14 

每天平均傳送簡訊

數 

男 117 9.61 48.26 
-0.23 

女 168 10.61 23.15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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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表 4-4 分析結果可知，不同性別大學生智慧型手機使用

行為之每天平均撥打電話數(t=-2.00，p＜.05)己達顯著水準；每天

平均傳送簡訊數(t=-0.23，p＜.05)差異則未達顯著水準，代表不同

性別的大學生在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上並沒有顯著的差異，本研

究之假設未獲得支持。 

二、不同年級的大學生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之差異分析 

    以年級為因子，分別以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各層面為依變

項，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以考驗不同年級

之大學生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動機各層面的差異情形，當 F 值達

到顯著水準時，表示各組平均數之間變異很大，且平均數之間有

顯著差異存在，便會進行 Scheffé法事後比較，以瞭解不同年級

的差異，並將所有相關的平均數、標準差列如表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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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不同年級大學生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層面 年級 N M SD F 值 事後比較 

每天平均

撥打電話

數 

一年級 151 1.90 2.25 

0.26 

 

二年級 48 2.10 1.57 

三年級 51 1.92 1.49 

四年級 35 1.73 1.59 

平均傳送

簡訊數 

一年級 151 16.00 47.19 

3.63* 

 

一年級大於二

年級 

二年級 
48 4.19 7.21 

三年級 
51 4.02 14.12 

一年級大於三

年級 

四年級 
35 2.43 8.38 

一年級大於四

年級 

*p＜.05.  

 

    依表 4-5 之研究結果顯示，不同年級的大學生智慧型手機使

用行為動機中每天平均撥打電話數未達顯著標準。每天平均傳送

簡訊數各層面與整體層面均達顯著差異，(F=3.63，p＜.05)，特別

是一年級大學生在每天平均傳送簡訊數的動機最明顯。顯示大學

一年級的學生每天花較多的時間在傳送簡訊與同學或親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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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智慧型手機成癮 

一、不同性別的智慧型手機成癮之差異分析 

    以性別為分組變數，分別以智慧型手機成癮的各層面為檢定

變數，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以考驗不同性別的大學生在智慧型

手機成癮各層面的差異情形，並將所有相關的平均數及標準差列

如表 4-6。 

 

表 4-6 

不同性別智慧型手機成癮之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 

層面 性別 N M SD t 值 

時間管理

與問題 

男 117 16.48 5.06 
-1.15 

女 168 17.13 4.19 

學業問題

與影響 

男 117 10.63 3.38 
-2.98** 

女 168 09.47 3.12 

現實替代 
男 117 11.09 3.01 

-1.11 
女 168 11.46 2.68 

總分 
男 117 38.19 9.39 

-0.13 
女 168 38.06 7.65 

**p＜.01 

 

    依表 4-6 之研究結果顯示，不同性別大學生智慧型手機成癮

的時間管理與現實替代均未達顯著標準。但在智慧型手機成癮是

否會造成學業問題與影響上則有明顯的顯著差異， (t=2.98，p

＜.01)，男生較女生影響嚴重。 



55 
 

二、不同年級的智慧型手機成癮之差異分析 

    以年級為因子，分別以智慧型手機成癮各層面為依變項，進

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以考驗不同年級之大學

生在智慧型手機成癮行為各層面的差異情形，當 F 值達到顯著水

準時，表示各組平均數之間變異很大，且平均數之間有顯著差異

存在，便會進行 Scheffé法事後比較，以瞭解不同年級的差異，

並將所有相關的平均數、標準差列如表 4-7。 

 

表 4-7 

不同年級智慧型手機成癮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層面 年級 N M SD F 值 

時間管理 

與問題 

 

一年級 151 17.29 4.54 

1.32 
二年級 48 16.47 4.83 

三年級 51 15.90 4.57 

四年級 35 16.90 4.25 

學業問題 

與影響 

一年級 151 9.90 3.32 

0.98 
二年級 48 9.70 3.34 

三年級 51 9.68 3.08 

四年級 35 10.78 3.19 

現實替代 

一年級 151 11.52 2.81 

0.77 
二年級 48 11.22 3.10 

三年級 51 10.86 2.34 

四年級 35 11.13 3.09 

 

總分 

 

一年級 151 38.72 8.47 

1.14 
二年級 48 37.41 9.35 

三年級 51 36.45 7.24 

四年級 35 38.83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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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表 4-7 研究結果，在不同年級的背景下大學生智慧型手機

成癮中時間管理與問題、學業問題與影響、現實替代均未達顯著

標準，顯示大學生並不會因年級不同而有智慧型手機成癮之差異。 

参、學業拖延行為 

一、不同性別的大學生學業拖延行為之差異分析  

    以性別為分組變數，分別以學業拖延行為的各層面為檢定變

數，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以考驗不同性別的大學在學業拖延行

為各層面的差異情形，並將所有相關的平均數及標準差列如表

4-8。 

 

表 4-8 

不同性別大學在學業拖延行為之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 

層面 性別 N M SD t 值 

結果的滿意 男 

女 

117 

168 

20.41 

18.28 

06.33 

05.16 

3.00** 

被動的學業

拖延 

男 

女 

117 

168 

18.44 

16.89 

06.28 

05.63 

2.18* 

意圖性拖延 男 

女 

117 

168 

22.25 

21.01 

05.45 

05.11 

1.97 

期限前完成

的能力 

男 

女 

117 

168 

19.42 

18.10 

06.14 

05.35 

1.93 

 

偏愛壓力 男 

女 

117 

168 

13.08 

12.67 

02.96 

02.60 

1.25 

 

總分 男 

女 

117 

168 

93.62 

86.96 

19.69 

16.18 

3.02** 

*p＜.05.**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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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表 4-8 研究結果顯示，男女大學生在學業拖延行為因素中

的「結果的滿意」、「被動的學業拖延」與總量表上皆達顯著差異。 

二、不同年級的大學在學業拖延行為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以年級為因子，分別以大學在學業拖延行為轉移各層面為依

變項，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以考驗不同

年級之大學生在學業拖延各層面的差異情形，當 F 值達到顯著水

準時，表示各組平均數之間變異很大，且平均數之間有顯著差異

存在，便會進行 Scheffé法事後比較，以瞭解不同年級的差異，

並將所有的平均數、標準差列如表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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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不同年級大學在學業拖延行為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層面 年級 N M SD F 值 

結果的滿

意 

一年級 151 18.74 6.01 

0.89 
二年級 48 20.10 5.52 

三年級 51 19.00 5.13 

四年級 35 19.88 5.84 

被動的學

業拖延 

一年級 151 17.24 6.25 

0.36 
二年級 48 17.64 5.91 

三年級 51 18.23 5.22 

四年級 35 17.57 5.75 

意圖性拖

延 

一年級 151 21.56 5.50 

1.90 
二年級 48 22.33 5.49 

三年級 51 20.09 4.25 

四年級 35 22.32 5.17 

期限前完

成的能力 

一年級 151 18.39 6.01 

0.48 
二年級 48 18.35 5.13 

三年級 51 19.15 5.59 

四年級 35 19.40 5.46 

偏愛壓力 

一年級 151 12.74 2.84 

0.73 
二年級 48 12.64 2.66 

三年級 51 13.35 2.51 

四年級 35 12.75 2.87 

總量表 

一年級 151 88.68 19.02 

0.43 
二年級 48 91.08 16.90 

三年級 51 89.84 15.47 

四年級 35 91.93 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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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表4-9研究結果顯示，不同年級的大學生在「結果的滿意」、

「被動的學業拖延」、「意圖性拖延」、「期限前完成的能力」、「偏

愛壓力」的構面中，皆未達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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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大學生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智慧型手機成癮、 

學業拖延之相關分析 

    本研究採 Pearson 積差相關分析「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智

慧型手機成癮」與「學業拖延」各層面與整體之間的相關性。 

壹、「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與「智慧型手機成癮」的相關分析 

    為了了解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與智慧型手機成癮的相關情

形，以下分別說明智慧型手機的使用情形與成癮各方面的積差相

關係數矩陣，分析摘要如表 4-10 。 

    由表 4-10 可看出，在「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總分」部份，「每

天平均撥打電話數」(r=.126，p<.001)、「每天平均傳送簡訊數」

(r=.999，p<.001)與「智慧型手機成癮」中「時間管理與問題」

(r=-.177，p<.001)、「學業問題與影響」(r=.869，p<.001)、「現實

替代」(r=.747，p<.001)，可以看出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的總量表

與智慧型手機成癮總量表有顯著相關(r= .700，p<.001)。 

    「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的二個分量表:「每天平均撥打電話

數」與「每天平均傳送簡訊數」(r=.126，p<.001；r=.999，p<.001)

與「智慧型手機成癮」中的三個分量表：時間管理與問題、學業

問題與影響、現實替代有顯著相關(r=-.117，p<.001；r= 869，

p<.001；r=.747，p<.001)。兩者之間皆有顯著相關。 

貳、「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與「學業拖延」的相關分析 

    智慧型手機的使用行為與學業拖延關係的積差相關係數矩

陣，分析摘要如表 4-11。 

    由表 4-11 可看出，在「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總分」部份，「每

天平均撥打電話數」(r=.126，p<.001)、「每天平均傳送簡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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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999，p<.001)與「學業拖延總分」中「被動的學業拖延」(r=.817，

p<.001)、「意圖性的拖延」(r=.667，p<.001)、「期限前完成的能力」

(r=.667，p<.001)、「偏愛壓力」(r=.802，p<.001)，可以看出智慧

型手機使用行為的總量表與學業拖延總量表未有顯著相關

(r=-.117，p<.05)。 

參、「智慧型手機成癮」與「學業拖延」的相關分析 

    智慧型手機成癮與學業拖延各方面的積差相關係數矩陣，分

析摘要如表 4-12。 

    由表 4-12 可看出，在「智慧型手機成癮總分」中「時間管理

與問題」(r=.869，p<.001)、「學業問題與影響」(r=.747，p<.001)、

「現實替代」(r=.700，p<.001)，與「學業拖延」中「結果的滿意」

(r=.677，p<.001)、「被動的學業拖延」(r=.677，p<.001)、「意圖性

的拖延」(r=.331，p<.001)、「期限前完成的能力」(r=.667，p<.001)、

「偏愛壓力」(r=.802，p<.001)，可以看出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的

總量表與智慧型手機成癮總量表有達顯著相關(r=.537，p<.001)。 

    綜合上述相關分析，本研究符合假設四，大學生的智慧型手

機使用、智慧型手機成癮與學習拖延間有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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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大學生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與智慧型手機成癮之相關分析之摘要表 

變項   1   2   3   4 5   6   7 

1 每天平均撥打電話數        1       

2 每天平均傳送簡訊數 .072 1      

3 手機使用行為 總分    *.126 .999*** 1     

4 時間管理與問題 .042 -.097 -.095 1    

5 學業問題與影響 -.008 -.068 -.069 .455*** 1   

6 現實替代 .107 -.117* -.114 .436*** .323*** 1  

7 智慧型手機成癮總分 .056 -.119* -.117 .869*** .747*** .700*** 1 

平均數 1.91 10.20 12.12 16.86 9.94 11.31 38.11 

標準差 1.94 35.59 36.43 4.57 3.27 2.82 8.39 
  *p＜.0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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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大學生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與學業拖延之相關分析之摘要表 

變項   1   2   3   4 5   6   7   8 9 

1 每天平均撥打電話數 1         

2 每天平均傳送簡訊數 .072 1        

3 手機使用行為總分 .126* .999*** 1       

4 結果的滿意 -.047 .052 .051 1      

5 被動的學業延 -.090 -.012 -.016 .485*** 1     

6 意圖性拖延 -.037 -.028 -.030 .428*** .206*** 1    

7 期限前完成的能力 .014 -.020 -.019 .578*** .354*** .469*** 1   

8 偏愛壓力 .000 -.030 -.030 .169** .110 .185*** .286*** 1  

9 學業拖延總分 -.051 -.006 -.008 .817*** .677*** .677*** .802*** .389*** 1 

平均數 1.91 10.20 12.12 19.16 17.53 21.52 18.65 12.84 89.70 

標準差 1.94 35.59 36.43 5.76 5.95 5.29 5.72 2.76 17.98 
**p＜.01.***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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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大學生智慧型手機成癮與學業拖延之相關分析之摘要表 

變項 1 2 3 4 5 6 7 8 9 10 

1 時間管理與問題 1          

2 學業問題與影響 .455** 1         

3 現實替代 .436** .323** 1        

4 智慧型手機成癮總分 .869** .747** .700** 1       

5 結果的滿意 .374** .400** .195** .425** 1      

6 被動的學業拖延 .389** .449** .211** .458** .485** 1     

7 意圖性拖延 .269** .259** .247** .331** .428** .206** 1    

8 期限前完成的能力 .321** .316** .284** .394** .578** .354** .469** 1   

9 偏愛壓力 .177** .076 .134* .171** .169** .110 .185** .286** 1  

10 學業拖延 總分 .457** .465** .316** .537** .817** .677** .677** .802** .389** 1 

平均數 16.86 9.94 11.31 38.11 19.16 17.53 21.52 18.65 12.84 89.70 

  標準差 4.57 3.27 2.82 8.39 5.76 5.95 5.29 5.72 2.76 17.98 
*p＜.05 **p <.01***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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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智慧型手機成癮 

對學業拖之預測迴歸分析 

 

    本節在驗證大學生的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智慧型手機成癮對

學業拖延之預測迴歸顯著性，以階層迴歸分析大學生之智慧型手機

使用行為對智慧型手機成癮的預測情形；以階層迴歸分析大學生之

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智慧型手機成癮對學業拖延的預測情形。 

本節分二個部分來作探討：第一部分為大學生的背景變項（性別、

年級）與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對智慧型手機成癮之預測迴歸分

析；第二部分為大學生的背景變項（性別、年級）、大學生智型手

機成癮與學業拖延關係之預測迴歸分析。 

壹、背景變項（性別、年級）與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對智慧型手

機成癮之階層迴歸分析。 

模式一：以表 4-13 中之背景變項（性別、年級）為預測變項，智

慧型手機使用行為為效標變項。經迴歸分析後，發現模式一的 R2

＝.003，代表此迴歸模式可解釋的變異量為 0.3%，但預測變項與

效標變項間並未達到統計顯著水準(F=.455，p＜.05)，亦即此迴歸

模式可解釋的變異量未達統計顯著水準，顯示背景變項（性別、

年級）對於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沒有顯著的預測效果。 

模式二：以表 4-13 中之模式一加入智慧型手機成癮之「時間管理

與問題」、「學業問題與影響」、「現實替代」三個構面為預測變項，

模式二的 R2＝. 024，代表此迴歸模式可解釋的變異量為 2.4%，

並且預測變項與效標變項間達到統計顯著水準 (F=1.708，

p<.05)，亦即此迴歸模式可解釋的變異量未達到統計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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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 1 個預測變項能預測智慧型手機成癮 2.4%的變異量，其中又

以手機簡訊(β=-.13，p＜.05)的預測力達統計顯著水準，而背景變

項之性別(β=-0.03，p<.05)、年級(β=-.08，p<.05)則皆未達統計顯

著水準。 

    綜上所述，本研究之「假設四、大學生的背景變項（年級、

性別）與智慧型手機使用能顯著預學業拖延」乙項，未獲得支持。 

依據此階層迴歸分析的結果顯示：就整體迴歸模式而言，模式一

的整體解釋變異量未達顯著水準，進入模式二的整體可解釋變異

量達到統計顯著水準的 2.4%。就個別預測變項而言，在進入模式

二之後，手機簡訊的預測力最為良好，手機電話則未達顯著水準；

而背景變項之性別、年級未達統計顯著水準，顯示背景變項之性

別、年級、手機電話使用對於智慧型手機成癮並非有影響力之預

測變項。 

貳、背景變項（性別、年級）、智慧型手機成癮與學業拖延關係之

階層迴歸分析 

模式一：以表 4-13 中之背景變項（性別、年級）、智慧型手機使

用、智慧型手機成癮為預測變項，學業拖延關係為效標變項。經

迴歸分析後，發現模式一的 R2＝.034，代表此迴歸模式可解釋的

變異量為 3.4%，並且預測變項與效標變項間達到統計顯著水準

(F=4.914，p＜.001)，亦即此迴歸模式可解釋的變異量達到統計顯

著水準，顯示背景變項之性別、年級能解釋學業拖延 3.4%的變異

量，其中又以性別(β=-.18，p＜ .01)的預測力達顯著，而年級

(β=.02，p<.05)的預測力則未達統計顯著水準，顯示背景變項之性

別、年級能聯合預測預測學業拖延，其中性別的影響力達統計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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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水準。 

模式二：將表 4-13 中之模式一加入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之「手機

電話」、「手機簡訊」二個構面為預測變項，模式二的 R2＝.035，

代表此迴歸模式可解釋的變異量為 3.5%，並且預測變項與效標變

項間達到統計顯著水準(F=2.507，p＜.001)，亦即此迴歸模式可解

釋的變異量達到統計顯著水準，顯示此四個預測變項能聯合預測

學業拖 3.4%的變異量，其中又以性別(β=-.18，p＜.01)的預測力較

為良好，而年級(β=.02，p<.05)、手機電話(β=-0.3，p<.05)、手機

簡訊(β=.00，p<.05)的預測力則未達統計顯著水準。 

模式三：將表 4-13 中之模式二加入智慧型手機成癮之「時間管

理」、「學業問題」、「現實替代」三個構面為預測變項，模式三的

R2＝.335，代表此迴歸模式可解釋的變異量為 33.5%，並且預測

變項與效標變項間達到統計的顯著水準(F=19.936，p＜.001)，亦

即此迴歸模式可解釋的變異量達到統計顯著水準，顯示此七個預

測變項能聯合學業拖延 33.5%的變異量，其中又以時間管理

(β=.31，p＜.001)的預測力最為良好，且性別(β=-.15，p＜.05)與學

業問題(β=,26，p＜.001)及現實替代(β=.13，p＜.05)的預測力也達

統計顯著水準，而年級(β=.06，p<.05)、手機電話(β=-.06，p<.05)、

手機簡訊(β=.07，p<.05)的預測力則未達統計顯著水準。 

綜上所述，本研究之「假設五、大學生的背景變項（年級、性別）、

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與智慧型手機成癮能顯著預測學業拖延關

係」乙項，獲得支持。 

依據此階層迴歸分析的結果顯示：就整體迴歸模式而言，模式一

的整體解釋變異量為 2.7%，模式二的整體解釋變異量增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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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進入模式三的整體解釋變異量再增加為 31.7%，有明顯的

增加；就個別預測變項而言，在模式一、模式二與模式三中的年

級都未達統計顯著水準，顯示年級並非有影響力之預測變項，而

性別在此三個模式中均具有預測力之預測變項，此外，在模式一

進入模式二時加入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之二個構面為預測變項，

卻皆未達到統計顯著水準，而進入模式三加入智慧型手機成癮之

三個構面後，模式二中原本未達到統計顯著水準的智慧型手機使

用行為之手機簡訊亦未達到統計顯著水準，且時間管理、學業管

理與現實替代也達到統計顯著水準。由此可知，對學業拖延最有

影響力的預測變項為背景變項為智慧型手機成癮，而智慧型手機

使用行為對學業拖延的預測力則不如智慧型手機成癮對學業拖延

之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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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大學生智慧型手機成癮與學業拖延關係之預測分析摘要表 

  智慧型手機成癮    學業拖延 

   模 式

一 

  模式二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Predic

tors 

β t β t β t β t β t 

性別 -.0

2 

-.31 -.03 -.49 -.1

8 

-2.98*

* 

-.18 -2.89

** 

-.1

5 

-2.87*

* 年級 -.0

5 

-.87 -.08 -1.23 .0

2 

.32 .02 .32 .06 1.10 

手 機

撥 打

電 話

數 

  .07 1.14   -.03 -.51 -.0

6 

-1.25 

手 機

傳 送

簡 訊

數 

  -.13 -2.26

* 

  .00 .03 .07 1.43 

時 間

管 理

與 問

題題 

        .31 5.21**

* 學 業

問 題

與 影

響 

        .26 4.51**

* 現 實

替代 

        .13 2.26* 

 智慧型手機成癮    學業拖延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F 值 0.387 1.708 4.914** 2.507* 19.936*** 

R2 0.003 0.024 0.034 0.035 0.335 

△F

值 
0.387 3.023 4.914** 0.131 41.715*** 

△R2 0.003 0.021 0.034 0.001 0.300 

*p < .05；**p < .01；***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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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研究台灣中部和北部 107 年度在學之大學

生智慧型手機成癮與學業拖延是否相關。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

法，以臺灣中部和北部公私立大學 325 名學生為研究對象，問卷

內容包括：個人基本資料、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及智慧型手機成

癮與學業拖延關係四個項目，以 SPSS 20.0 統計軟體進行描述性

統計、因素分析、信度分析、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Pearson 積差相關與階層迴歸等統計分析。 

    本章將本研究的結論與建議分為二節，第一節為根據研究目

的以及統計分析結果，進行綜合歸納整理所得之結論；第二節為

根據研究的發現與結論，提供大學生自我檢測及了解自己是否己

有智慧型手機成癮的現象？及是否會因為智慧型手機成癮，而造

成學業拖延影響課業。並以此研究報告對學校及家長提出建議，

如何引導大學生願意遠離智慧型手機的誘惑，重返課業與正常生

活中，並對未來的研究者，提出相關建議，以供日後研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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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結論 

 

壹、大學生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智慧型手機成癮、學業拖延之

現況分析 

一、大學生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之現況分析  

  大學生智慧型手機使用現況中以「每天平均傳送簡訊數」向

度最強，表示大學生在智慧型手機使用方面己漸漸傾向使用通訊

軟體作為主要的聯絡工具。 

二、大學生智慧型手機成癮之現況分析 

  大學生智慧型手機成癮現象以「現實替代」，如:（在我必須

做某些事之前，我會先檢查自己的手機，看是否有來電或簡訊。）、

（我發現自己都會希望能再次使用手機。）、（當別人問我使用手

機都在做什麼時，我會變得比較防備或隱密。）三題的強度最強。 

三、大學生學業拖延之現況分析 

    大學生學業拖延中以「意圖性拖延」向度最強，表示大學生

學業拖延方面，較容易以「意圖性拖延」的傾向最高。 

貳、不同背景變項與大學生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智慧型手機成 

  癮、學業拖延之差異分析 

一、大學生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之差異分析 

    （一）不同「性別」的大學生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之差異分

析中，發現不同「性別」的大學生在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上並沒

有著的差異，本研究之假設未獲得支持。 

    （二）不同「年級」的大學生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之差異分

析中，不同「年級」（一至四年級）的大學生在智慧型手機使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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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動機中，「每天平均撥打電話數」未達顯著標準。但在「每天平

均傳送簡訊數」各層面與整體層面則達顯著差異，特是一年級大

學生在每天平均傳送簡訊數的動機最明顯。顯示大學一年級的學

生每天花較多的時間在傳送簡訊（或通訊軟體）與同學或親友交

流。 

二、智慧型手機成癮 

（一）不同「性別」（男、女）的智慧型手機之差異分析 

   在不同「性別」大學生智慧型手機成癮的時管理與現實替代

均未達顯著標準。但在智慧型手機成癮是否會造成學業問題與影

響上則有明顯的顯著相關，顯示智慧型手機成癮對男、女大學生

的學業拖延問題影響具有顯著性，且男生成癮現象比女生嚴重。 

（二）不同「年級」的智慧型手機成癮之差異分析 

   在不同「年級」的背景下，大學生智慧型手機成癮中時間管

理與問題、學業問題與影響、現實替代均未達顯著相關，顯示大

學生不會因為年級不同而有智慧型手機成癮之差異。 

三、學業拖延行為 

    （一）不同「性別」的大學生學業拖延行為轉移之差異分析

中，不同「年級」的學業拖延因素中，「結果的滿意」、「被動的學

業拖延」與總量表上達顯著差異。且男大學生在「結果的滿意」、

「被動的學業拖延」總分上顯著高於女大學生。 

    （二）不同「年級」的大學生在學業拖延行為之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中，不同「年級」的大學生在「結果的滿意」、「被動的學

業拖延」、「意圖性拖延」、「期限前完成的能力」、「偏愛壓力」的

構面中，皆未達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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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大學生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智慧型手機成癮、學業拖延之

相關分析 

一、「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與「智慧型手機成癮」的相關分析   

    「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的二個分量表:每天平均撥打電話數

與每天平均傳送簡訊數與智慧型手機成癮中的三個分量表：「時間

管理與問題」、「學業問題與影響」、「現實替代」皆達顯著正相關。 

二、「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與「學業拖延」的相關分析   

    在「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中，「每天平均撥打電話數」、「每

天平均傳送簡訊數」與「學業拖延」中的「被動的學業拖延」、「意

圖性的拖延」、「期限前完成的能力」、「偏愛壓力」等因素未達顯

著相關。 

三、「智慧型手機成癮」與「學業拖延」的相關分析   

    在「智慧型手機成癮總分」中「時間管理與問題」、「學業問

題與影響」、「現實替代」，與「學業拖延」中「結果的滿意」、「被

動的學業拖延」、「意圖性的拖延」、「期限前完成的能力」、「偏愛

壓力」，等因素皆具有顯著相關。顯示「智慧型手機成癮」會產生

「學業拖延」行為的發生。即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向越高，則學

業拖延的機會也越高。 

四、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智慧型手機成癮對學業拖延之預測迴歸

分析 

    （一）背景變項（性別、年級）對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未達顯

著的預測效果。 

  



74 
 

    （二）智慧型手機簡訊的預測力最為良好，智慧型手機電話預

測力未達顯著。而背景變項之性別、年級亦未達統計水準，顯示背

景變項之性別、年級、智慧型手機電話使用對於智慧型手機成癮並

非有影響力之預測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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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節將根據研究的發現與結論，對家庭教育、學校教育以及

未來研究方向，提出具體建議，供相關人員及後續研究者參考。 

壹、對家長的建議 

    本研究根據結果，對家長提供下列建議： 

一、提高對男大學生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的注意 

  根據本研究之分析，不同性別大學生在智慧型手機成癮以及

學業拖延現象的程度上有顯著差異，男大學生無論在任何一個層

面的得分皆顯著高於女大學生，代表男大學生更易受到智慧型手

機成癮的影響。故家中若有男大學生成員，家長更需要對其在智

慧型手機使用行為上提高注意。 

二、留意智慧型手機成癮現象發生的頻率 

    根據本研究結果，大學生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與智慧型手機

成癮具有高度正相關。大學生在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上可以看出

智慧型手機成癮的現象，家長可在日常生活中多加觀察，若子女

有下列情形則需多加留意與勸導，如：觀察子女的舉動，若其經

常在半夜不睡玩電玩、與同學和朋友利用通訊軟體整晚聊個不

停、整夜觀看影片，早上該上課時卻起不來、該交的功課或工作

因不斷流漣於智慧型手機而忽略應該負責的事務….，當孩子出現

這些行為時，家長便需要適度的約束其智慧型手機使用的行為行

為，如：網路不再使用吃到飽的方案，改為 2GB，並與孩子約法

三章，等他能真正達到自我管理和自我要求時，才能更動網路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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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降低智慧型手機成癮，改善學業拖延的機會 

    本研究發現，智慧型手機成癮與學業拖延之間存在高度正相

關以及可預測性，所以家長若能從提高子女對現實生活的歸屬感

來著手，便可有效率的降低子女沉迷於智慧型手機中，如：經常

與子女聊聊生活上的大小事，讓子女感受到家人的關愛、關心子

女交友的狀況、讓子女做家事讓他們也要為家裡作付出、給予子

女打工的機會讓他們多多與社會接觸，不要捨不得孩子吃苦，讓

子女變成媽寶。大學生己經成人，家長若不能放手，讓子女認清

自己的責任。若整天無所事事，只好流漣於智慧型手機中打電玩、

利用社群網絡聊天、聽音樂、看影片。不要等到孩子沉迷於智慧

型手機中，成為智慧型手機成癮的高危險群而導致不斷的學業拖

延，成績一落千丈時才來責備孩子，倒不如多關心孩子的生活作

息，讓大學生能找回自己的歸屬感和成就感，就不會再沉迷於智

慧型手機的虛擬情境中不可自拔。 

四、透過自我管理，降低智慧型手機成癮而造成的學業拖延現象 

    本研究發現，無法做好自我管理，過度投入於智慧型手機的

虛擬情境中，是智慧型手機成癮的因素之一；而學業拖延現象的

發生，亦與智慧型手機成癮有正向關聯。家長可透過下列做法，

協助子女做好自我管理（一）約定智慧型手機使用的時間：避免

子女長時間持續進行遊戲、利用社群網絡聊天或看影片，以免誘

發智慧型手機成癮現象；（二）避免不良的使用智慧型手機的習

慣：例如熬夜或犧牲用餐時間玩遊戲或使用通訊軟體聊個不停

等，即使時間不長，也可能影響腦部運作，造成遊戲成癮或智慧

型手機成癮的機率發生，家長務必要讓子女準時用餐，並約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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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寢時間。（三）避免子女在假日沉迷於智慧型手機中：在假日

時，家長可安排行程，帶領家人出外旅遊運動，降低子女接觸智

慧型手機的時間與機會，並促進親子交流。 

    子女在家庭中的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唯有家長能做到監督

與控管，過程中盡量以善意的引導，取代強迫性的限制，可減少

親子間的衝突。關心子女生活瑣事與子女一起努力來降低智慧型

手機成癮的機會便可有效改善子女的學習拖延，也才能讓子女保

持良好的成績與親子關係。 

貳、對學校的建議 

    指導學生如何以正確的態度面對使用智慧型手機，是教育現

場的重點之一。本研究根據結果，針對學校教育提供下列建議： 

一、加強對大學生在智慧型手機上的管理 

    本研究分析，一年級學生在智慧型手機成癮的程度，皆顯著

高於其他年級，是學校端需要特別加強管理的學習階段。一年級

新生剛入學，對學校環境與導師和同學皆不熟悉，學校可以辦理

活動讓一年級新生可以多參與學校事務同時認識新同學，拓展人

際關係，增加其自信能力及自律能力，便能有效幫助一年級學生

自我管理能力，不再沉浸於智慧型手機的虛擬世界中。同時學校

也要制定相關法條，制定智慧型手機使用管理辦法，避免其在上

課時間使用智慧型手機；並從學生的互動中多去觀察，看班上是

否常有上課遲到或經常缺課的學生，其為智慧型手機成癮高危險

群族群。經常缺課或遲到的學生常因熬夜玩智慧型手機致使早上

無法起床上課，校方應加以留意，請輔導室約談了解學生狀況，

並與家長保持聯繫，讓學生可以專心於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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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透過快樂的學習課程，降低大學生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動機 

    本研究結果顯示，智慧型手機成癮與學業拖現象具有正向預

測力。大學生會因上課內容太無趣或課程內容不合意，而無心上

課，便會不由自主的將智慧型手機拿出來打電玩或使用通訊軟體

與同學互動。如何讓學生覺得上課是快樂、有興趣的，便是學校

應加強教育方針。針對學校端達成此目的有效途徑，說明如下： 

（一）調整課程內容，提升大學生學習動機，降低使用智慧型手

機使用的動機。 

  許多課程內容不符合時代潮流或因教師授課方式過於沉悶，

使大學生不願聽課，轉而尋求具有刺激感的電動玩具或各種通訊

軟體與他人互動，學校應加以調整或以多元化的教學方式來吸引

學生的注力。教師也需多加進修，改變自己的教學模式，或配合

多媒體及團體課程，讓學生喜歡上課，當大學生們不感到無聊時，

智慧型手機即會自動收起來。 

（二）學校應開設多元化的社團活動及經常辦競賽活動，鼓勵學

生參與球類競賽或藝文活動。 

  大學學習環境與高中時不同，不再以班級為重心。大學的教

務處及學務處應多規劃有益身心及增加人際互動的社團活動及競

賽項目，鼓勵大學生參與，發展現實人際關係，降低智慧型手機

中的虛擬人際關係之需求，對預防智慧型手機成癮與學業拖延現

象皆有正面的影響。 

三、加強對資訊安全的教育 

  現今社會中充斥許多危險的資訊陷阱，學生單純的心思常被

有心人士給利用，對於個人資訊的安全維護及網路陷阱，學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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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於課堂中加以宣導，讓學生免於網路陷阱的毒害。 

四、加強智慧型手機使用的素質養成 

  現代的學生常標榜－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 

  所以走路、騎車、吃飯、與人面對面交談時，智慧型手機不

離手，眼光離不開小小的螢幕，這種行為是不禮貌的，但學校沒

有教，家長只會駡，學生煩，不願配合，常造成師生與家人的衝

突，這些文明教育的落實學校責無旁貸，學生不懂的，學校教。

因為同儕力量比家庭力量來得大，同儕相互提醒和教師的規勸比

父母的耳提面命效果更大。 

    綜上所述，學校除應提升課程內容的豐富性與實用性，落實

社團教育，舉辦競賽活動，導引學生發展正向興趣，從動機層面

降低學生對智慧型手機之依賴，是避免智慧型手機成癮之重要途

徑。以令大學生專心於課業，不再導致學業拖延的現象發生。網

路安全的教育，學校應開課或以座談會的方式來宣導，避免學生

陷於危險之中。智慧型手機己成為現代人不可或缺的物品，智慧

型手機的使用禮儀卻是大家所缺乏的，學校與家長和學生都應了

解在何種場合可以使用智慧型手機，課堂上以及與人談話、吃飯

時皆應避免使用，這是對人家的一種尊重，也是顯現自己教養的

方式。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應加以配合，讓學生能在安全的環境

中學習和長大。 

參、對未來研究方向的建議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施測對象為台灣中部及北部地區 107 學年度就在學之

大學學學生。因此，本研究結果與推論僅適用於台灣中北部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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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之大學生，其推論仍有區域差異的限制。因此，若以台灣全

區為範圍，擴大取樣在研究上會更具代表性。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僅能以統計數據作為解釋之依據，

且易受學生防衛心態及社會期望的心理影響，測者會受作答時的

情境而影響作答準確性，抑或對題意的誤解而無法正確填答。此

外，本研究屬量化研究，未來之研究者亦可透過深入的訪談，更

具體了解學生的智慧型手機使用動機、智慧型手機成癮狀況，和

業拖延現象之影響，以質量並重的方式，使研究結果深度與廣度

兼具。 

三、研究變項 

    本研究僅以研究對象之性別與年級作為背景變項，未來相關

之研究可加入其他背景變項，如父母的教育程度及家庭社經地位

等，可更廣泛的探討其他不同背景變項與大學生智慧型手機使用

行為、智慧型手機成癮與學業拖延現象之關聯。在實際情境中，

可能對大學生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智慧型手機成癮與學業拖延

現象造成影響之因素眾多，非僅止於本研究採用之變項，例如遊

戲習慣、人際關係及人格特質等，皆是可能的影響因素，可作為

後續研究進一步探討之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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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研究問卷 

親愛的同學您好： 
 

非常感謝您接受我們的問卷調查！這是一份有關大學生智慧型手機使用

行為的調查問卷，目的在於瞭解大學生智慧型手機的使用情形。本問卷題目

無所謂標準答案，請您依照目前的實際使用狀況，選出最符合的選項。為維

護個人隱私，本問卷採不記名方式填答；問卷回收後將所得資料轉換為數字，

並且絕不對外公開，請您放心作答。再次感謝您的熱心填答，因為有您的幫

忙，將使本研究更有價值！ 

敬祝 學習愉、萬事如意 

 

 

大葉大學教育專業發展研究所  

導教授：洪福源博士 

 研 究 生：洪鳳珠敬上 

第一部分：個人基本資料 

1.  性別：□（1）男  □（2）女 

2.  年級：□（1）一年級  □（2）二年級   

          □（3）三年級  □（4）四年級 

第二部份 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 

  1.每天你平均撥打幾通電話？    __________通電話 

  2.每天你平均傳送多少封簡訊？  __________封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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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份  

    學生生活經驗調查表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有
點
不
同
意 

有
點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當你在使用手機時，你會想「再用幾分鐘就 

 好」。 
1 2 3 4 5 6 

2.你會試著減少使用手機的時間，但是卻失敗 

 了。 
1 2 3 4 5 6 

3.當你沒使用手機時，你仍會想著要使用手機 

 或幻想著自己正在使用手機。 
1 2 3 4 5 6 

4.你會因為半夜使用手機而影響睡眠。 1 2 3 4 5 6 

5.你會試著隱藏自己使用手機的時間。 1 2 3 4 5 6 

6.因為我花太多時間使用手機，使得我的學校 

 課業或分數受到影響。 
1 2 3 4 5 6 

7.我會忽視學業而花較多時間使用手機。 1 2 3 4 5 6 

8.我的學業表現與注意力因為使用手機而受到 

 影響。 
1 2 3 4 5 6 

9.在我必須做某些事之前，我會先檢查自己的 

 手機，看是否有來電或簡訊。 
1 2 3 4 5 6 

10.我發現自己都會希望能再次使用手機。 1 2 3 4 5 6 

11.當別人問我使用手機都在做什麼時，我會  

 變得比較防備或隱密。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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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將報告拖到繳交期限的前二、三天再開始做，

偶爾能讓我有不錯的表現，所以有時我會延遲著

手報告。  

1 2 3 4 5 6 

2.延遲準備考試有時能讓我得到不錯的成績，所 

 以我會在考試前二、三天才開 始準備考試。  
1 2 3 4 5 6 

3.拖延學習工作偶爾能讓我得到滿意的學習結 

 果，所以我會拖延學習工作直到 繳交期限的  

 前二、三天再開始做。 

1 2 3 4 5 6 

4.即使延遲開始某些作業，最後還是能全數完 

 成，所以我經常會將某些作業延 到繳交期限 

 的前二、三天再開始做。  

1 2 3 4 5 6 

5.拖延學習工作通常不影響我在課業上的表現， 

 所以我會拖延進行某些課業活 動。 
1 2 3 4 5 6 

6.延遲準備某些考試有時能讓其他的考試得到理 

 想的分數，所以我會拖延某些 考科的準備。  
1 2 3 4 5 6 

7.有些同學將他們的個人報告拖到繳交期限前 

 二、三天才開始做。當報告的分 數不盡理想 

 時，他會說是時間太急迫，所以才做不好。這  

 種情形和你相符合嗎？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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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有些同學平時不知道在忙什麼，總是把課業留 

到剩下兩、三天的時間才開始 做。當他的表現不

好時，他會說是他很忙、沒有時間，所以才 

會如此。這種情形和你相符合嗎？ 

1 2 3 4 5 6 

9.有些同學寫作業時經常拖拖拉拉。當作業的分 

數很低時，他會說自己是匆匆 忙忙完成的，所以

才寫不好。這種情形和你相符合嗎？ 

1 2 3 4 5 6 

10.有些同學平時常常不預習功課。當他無法回答老

師在課堂上發問的問題時， 他會說是時間不夠

用，所以才會如此。這種情形和你相符合嗎？ 

1 2 3 4 5 6 

11.有些同學平常很少念書，直到考試前才臨時抱

佛腳。當考試成績很差時，他 會說因為自己沒有

充分準備，所以才考低分。這種情形和你相 

符合嗎？ 

1 2 3 4 5 6 

12.有些同學平時不蒐集報告要用的資料，到了要

報告前的二、三天才開始準 備。當他的資料不齊

全時，他會說是自己來不及找，所以才會如 

此。這種情形和你相符合嗎？ 

1 2 3 4 5 6 

13.為了蒐集其他報告要用的資料，我會在反覆考

慮後，將某些學習工作延至繳 交期限前二、三天

再開始做。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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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我有時會為了某項作業，在經過衡量後，決定

延遲我擬訂好的讀書計劃。 
1 2 3 4 5 6 

15.為了應付許多的考試，我會不斷思考，並決定將

其他報告延到繳交前二、三 天再開始準備。 

1 2 3 4 5 6 

16.我有時會在仔細考慮後，決定延遲原本預定要

開始著手的工作，直到繳交期 限前二、三天再開

始做。 

1 2 3 4 5 6 

17.我偶爾在評估過後，決定延遲某些考試到繳交

期限前二、三天才開始準備。 
1 2 3 4 5 6 

18.為了有效的利用時間，我有時候會在經過思考

後將某些作業延到繳交期限 前二、三天才開始

做。 

1 2 3 4 5 6 

19.我能有效地督促自己完成課業，所以我會將課

業活動拖延到期限前二、三天 才著手。 
1 2 3 4 5 6 

20.我能準確地預估做報告所需的最短時間並將 

其完成，所以我經常會將報告延 至繳交期限前

二、三天再開始做。 

1 2 3 4 5 6 

21.我能精準地算出將考試範圍讀完所需的時間 

，所以我常常會在考試前二、三天才開始念書。 
1 2 3 4 5 6 

22.我能監督自己在短時間內做完作業，所以我會

拖延作業到期限前二、三天才著手。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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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完畢，再次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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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我有把握在有限的時間內，一定可以找到報告

所要用的資料，所以我會在報 告前二、三天再開

始蒐集。 

1 2 3 4 5 6 

24.我可以在預計的時間內把學習工作完成，所以

我會將學習工作拖延到期限前 二、三天才著手。 
1 2 3 4 5 6 

25.我喜歡在時間的壓力下完成課業活動，所以我

經常拖延課業活動。 
1 2 3 4 5 6 

26.在快要截止的期限壓力下工作，對我而言是  

一件痛苦的事，所以我從不將報 告放到繳交  

前二、三天再開始做。 

1 2 3 4 5 6 

27.在時間壓力下，我會覺得緊張且無法專注，  

所以我很少將報告延到繳交前 二、三天才開 

始做。 

1 2 3 4 5 6 

28.繳交報告的期限與壓力是我做報告的動力來 

源，所以我常常將作業放到繳交前二、三天再 

開始做。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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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問卷授權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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