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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現今 21 世紀的社會裡，電腦對我們來說再也不是遙不可及的東西了，反而成

了大多數人每天的必需品。而對我們高中生來說更是收集資料的重要來源，除了

圖書館、書店之外，網路早已大大的包含了這世界上的所有東西，它所擁有的資

訊是來自世界各地，再也不僅限於現實生活中的侷限範圍。在高中生的觀念裡，

網路早已不是網路，它可以提供各式各樣的服務，聊天、查資料、設計網頁、廣

告、在部落格分享心得、創作、網拍等等……但，雖然網路如此的方便，正符合

著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由於使用網路使整個地球變成了一個地球村，使各

式訊息的推廣更加順利與方便，但現在青少年使用網路卻很容易因為缺乏正確的

觀念與判斷能力，而沉迷於網路的使用，衍生出各樣的問題。本組成員因此想探

討現今青少年使用網路的利弊。 

 

貳●正文 

 

一、善用網路可以為生活加分 

 

網際網路的發展提供了一種新的溝通媒介與活動場域，除了帶給人們許多新生活

經驗與文明發展的可能性之外，也引發了許多新的人類行為問題與社會秩序的挑

戰。透過網路作為溝通的媒介，由於其能承載各種媒體的能力，使得網路媒介本

身在人際溝通與傳播上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大增，網路兼具中介與媒體的雙重特

質。（註一）可以懂得善用網路這個『超級媒體』的優點，對個人的生涯法展應

有很大的加分用，許多長期研究網路特性與網路諮商的學者，如彰化師範大學輔

導與諮商學系副教授王智弘亦是持此看法。（註二）。 

 

1、網路形成一種溝通媒介與活動場域 

 

多元、豐富的訊息是網路的最大優點，許多學生以上網取代上圖書館找資料、做

報告，但是卻忽略許多網路資訊是未經檢驗的知識。（註三）又如在青輔會網站

裡我們也可以看到許多關於生涯的整合訊息，例如：『生涯資訊網』及包含著許

多生涯的相關訊息，『Q&A』單元也回答青年朋友面對生涯時常出現一些問題，

包括，是否該修紀錄了許多有趣的生涯故事短片，讓錯失參與的青少年朋友也可

以透過網路再次學習。（註四） 

 

2、建立自我認同與人際互動學習的機會 

 

『善用網路可以在社會臨場感降低的情況下，藉由社會焦慮也同時降低的情境，

發展正向的自我表達與人際的互動能力，以引發個人的正向特質。』王智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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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的溝通模式與優點，現在有許多青年朋友們喜歡在網路上大書特書，他認為

這提供了青年一種展現獨特自我的機會，有助於自信的培養與自我探索，而正向

價值網路社群的建立也能提供一種自我認同與人際互動學習的機會。（註五） 

 

二、網路---愛之，足以害之 

 

1、 網路成癮症 

 

青少年網路成癮是目前最重要的網路問題之ㄧ，本研究之目的在探討青少年網路

成癮之相關因子。針對3467名有使用網路經驗之國中學生、高中學生及高職學生

（男性63.3%，女性36.7%），調查其基本人口學資料、網路使用型態、自尊、家

庭功能滿意度、生活滿意度及心理狀態。根據「中文網路成癮量表修訂版」得分

大於及等於64分者為網路成癮者，分析網路成癮之相關因子。研究的結果顯示，

『男性、高職學生、低自尊、低家庭功能滿意度、及不佳之心理狀態為網路成癮

之危險因子。』在心理狀態中以敵意、恐懼性焦慮及憂鬱為網路成癮之顯著的預

測因子。此外，網路成癮之相關因子有性別上差異，男性青少年中，顯著預測網

路成癮之因子為高職學生、低自尊、家庭功能滿意度低及不佳之心理狀態（尤其

是敵意及恐懼性焦慮）；而女性青少年中，顯著預測網路成癮之因子為家庭功能

滿意度低及不佳之心理狀態（尤其是敵意及憂鬱）。本研究結果顯示網路成癮之

青少年有較低之自尊、較差之生活滿意度、較差之家庭功能滿意度及較差之心理

狀態。（註六） 

 

表（一）網路成癮症狀分析 

 網路成癮症狀 

1 我會全神貫注於網際網路，並且在下線後仍然繼續想著上網時的情形 

2 我覺得要花更多的時間在網路上才能獲得滿足 

3 我多次想控制或停止使用網路但卻失敗 

4 當我企圖減少使用網路時，我會覺得沮喪、情緒低落、或是脾氣變得暴躁 

5 我花費在網路上的時間比原先預計的還要久 

6 我會為了上網而不顧課業、工作、或者重要的人際關係 

7 我會向其他人隱瞞我涉入網路的程度 

8 我上網是為逃避問題或者釋放一些感覺，例如無助、罪惡感、焦慮、或沮

喪 

(註七) 

 

2、網路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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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雖然可以達到無遠弗屆的，讓知識無限推廣，很輕易就可以打破距離等問

題。但是，缺乏正確觀念及判斷能力，很可能導致上癮，缺乏對人際關係的重視，

甚至正因為網路的資訊太多、太廣，且負面性資訊也囊括不少，及隱匿性度極高，

可能成為犯罪的來源。（註八） 

 

網路上令人頭疼的問題還包括：網路色情、網路情愛、網路上癮、網路退回、網

路孤立與網路弱勢等問題。若將這些學界所關注的網路問題與中國時報 2000 年

4 月 20 日第十版所報導的「網路十大罪狀」相對照，則可印證這些問題確實是

網路上令人憂心的現象，在這份由網友投票的報告中指出：網路外遇、垃圾郵件、

網路謠言、網路上癮症、網路色情、網路併發症、網路賭博、網路購物狂、網路

疏離症、網路假民主等問題，是網友所擔心的網路亂象。（註九）根據研究使用

網路的負面預期結果有下列四點（註十）：  

A、因為電腦網路的多媒體（影音、圖形等）和多功能特性（瀏覽網頁、遊戲、

應用軟體的使用等），子女沉溺與電腦之間的互動，這樣的結果可能產生與父母

的互動時間相對的減少了。 

B 電腦網路的興起，雙方在接受外界的資訊知識上，有明顯的數位落差問題存

在，因此父母在教養孩子方式或行為上與傳統教養方式上會有所差異：由以往的

權威式教養方式，轉向民主式教養方式。 

C、由於現代社會的快速變遷，再加上近幾年網際網路的迅速崛起，父母不再像

傳統社會，在教養子女上可以依循著上一代的教養模式來對待孩子，因此父母需

在雙方互動過程中學習如何增進與子女間的情感關係。 

D、電腦網路的興起，對於家庭中親子互動關係產生了變化。父母在許多關於電

腦科技的知識上需轉向請教子女，雙方藉由角色的互換（教者與被教者），彼此

互相學習，進而在學習上父母不再一味的擁有主導的地位。這一轉變，更加助於

家庭中親子互動的親密性。 

 

三、青少年使用網路概況 

 

青少年之所以會喜歡上網，常常是因為網路多媒體效果以及許多的娛樂、社交、

學習……等功能而造成其沉迷於網路世界中，例如：一名患有網路上癮症的 17

歲美國高中生強森，他每天至少花六個小時上線，一個小時讀電子郵件，晚飯後

還一直玩電腦遊戲直到凌晨三、四點才休息。根據學者陳珮雯在 1999 的調查有

18%在家上網的青少年表示他們在上網時會停止手邊其他的活動，所以當青少年

花費時間在電腦網路或電玩上時，自然地便會減少參與其他活動的時間，包括許

多與父母親互動的時間。像以往可能在家中全家人一同吃飯、看電視時，經常是

增加家庭成員彼此互動與了解的時刻，但是卻因為網際網路上的許多附加功能，

使得電視不再是全家人焦點所在。青少年即使不看電視也可以吸收到各方面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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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與訊息，尤其還可以獲得到針對他自己所想要的個人化資訊。甚至可能因對網

際網路的熟悉而被冠以許多正面的特質形象，這些對於正面臨希望表現自己的青

少年而言更具誘惑。此外，也有護校的女學生，為了網路上結識的澳洲男友而隱

瞞父母親遠赴他鄉會情人，因而造成家人恐慌。所以網路可能改變家人互動模式

及社會形構的現象都是我們不能予以忽視的。 

 

根據調查使用網路者年齡層約在 16~25 歲之間為最多，且其從事的活動以「查詢

資料」為最常做的事。由此可知，因為網際網路內容的豐富性與多元化，使得大

多數使用的青少年們不再像傳統，遇到問題時，首先想到的是要詢問父母的意見

或請求協助（例如：生理問題、第二性徵的出現、學業問題、感情…等）。也由

於網路「匿名性」的特質，使得青少年更能夠在網路中暢所欲言的說出自己所遭

遇到的問題，而不需有所顧忌，所以他們往往可能會選擇利用網路資源來解決所

遭遇的問題。但是這時候他所得到的答覆，對其是否為正面的影響？這就是其中

可能潛藏問題所在了，況且這也可能會間接影響了親子之間彼此了解與互動機

會。（註十一） 

 

叁●結論 

 

普遍來說，政府網站傳達著正確的訊息，但是青少年朋友們往往認為這些網路教

乏味而極少上去瀏覽，『不要忘了未來的職涯機會可能就在那裡』例如，經建會

網路的『挑戰 2008 年的國家重點發展的計劃』，這即是政府未來國家政策的發展

重點，未來政府及民間的許多資源將投身在那裡，所以如果青少年朋友多多瀏覽

這類的網站便可以增進對未來產業發展的瞭解，也可以藉機思索政府為何會投入

如此多的資源在這哩，其中有哪些是自己可以運用的資源，說不定對未來的職涯

發展就有更多的真實輪廓呈現。（註十二） 

 

現在對於這個凡事都幾乎可以使用網路解決的世紀，使用網路似乎早已變成當代

大眾都會的事情了，對於現在青少年當然更是如此，經過探討青少年網路使用利

弊，對於現在的青少年使用網路，發現有人可以將網路使用的琳琳盡致，也有一

些人將網路變成一種犯罪的工具。確實，網路的發明使的很多事情變的容易多

了，如果每位青少年都可以將網路使用在對的地方，不但可以使網路成為一個極

好的管道與媒介，也可以節省很多時間去尋找資訊，網路使用的利弊和個人使用

的觀念與方式緊緊相依，善用網路將會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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