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Snyder的希望感理論探討大學生網路成癮之研究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緣起 

     隨著時代轉變，科技的發達與進步，網路日漸的普及，而其影響力也因此的

無遠弗界，上網幾乎已經成為現代人，尤其是學生族群最主要的資訊來源，它不

僅幫助我們拓展人際關係的重要媒介、休閒娛樂的媒體，甚至更成為課業上、事

業上不可或缺的工具。網路雖然已成為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近年來網路所帶來

日一嚴重的網路成癮的問題，引起許多專家學者對網路所帶來的便利與問題展開

熱烈的討論，投入相關研究者也不在少數，但是在這樣資訊爆炸、科技部段進步

的時代，網路的使用不可能因此而斷然不在使用，反之對於人們對於網路的使用

與需求只會不斷的增加再增加，根據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的調查資料顯示，2003年

7月台灣地區上網的人口數為 10,830,493人，到了 2005年 7月為止已經上升為

12,378,985人，而九十四年底全台灣總人口數為二千二百七十七萬人的數據資料

來看，台灣地區網路使用者已佔全台灣二分之ㄧ以上的人口(行政院主計處國情通

報；2006)，都在在的顯示網路這項科技的產品對於人們的生活影響不斷的擴大與

加深，這似乎已經成為不可避免的大趨勢與潮流，而當人們對這樣的科技產品趨

之若鶩的同時，網路所帶來的問題與困擾也會因此不斷不斷的發生。 

    但是綜觀現今我國的教育版圖，不論國小、國中、高中甚至大學，對於網路

使用的基礎素養方面的教導都是非常的有限，1 學校資訊課程大多的教學內容都是

在教導學生如何使用資訊媒體與科技，卻很少從對於網路心理建設方面、與網路

使用素養來思考，而學生在接觸了網路的多樣化，多變化，基於好奇心的驅使加

上，網路媒體的不斷翻新，往往造成學生陷入網路的迷沼中不可自拔，尤其當大

                                                 
1 根據教育部資訊課程教學綱要，我國資訊課程教學大多還是著重在電腦科技的運用，而對於相關
的網路素養以及網路成癮的探討與教學極少。(教育部資訊教育主題館，2006) 



學的窄門放寬後，已有 90%的學生都能上了大學，而當學生上大學之後從傳統的

升學主義中跳脫出來，在時間與決定事情的自主權上都變的相當的自由，可是受

到填鴨式的教育養成，卻從沒有為自己設定下任何的學習目標的經驗，一切都是

照著別人的安排一路晉身到大學的殿堂，而由傳統束縛到突然自由且毫無拘束的

日子中，學生開始對未來茫然不知如何所措，看不到對未來的希望與可能，因此

失去了生活上的重心與目標。 

    因此當大學生對於自身事務較不易受到父母親以及學校的影響，相對的自主

性較高，同時又是脫離台灣教育升學主義的關鍵期，另外加上大學網路資源的取

得容易，使得大學生成為網路成癮的高危險群(徐西森、連延嘉，2001；游森期，

2001) 同時根據交通部統計處最新的資料顯示曾上網的年齡以「12歲~未滿 30歲」

者比例較高，高達 88％以上，其中又以「15歲~20歲」者曾上網的比率最高，達

到 96.1%以上，另外教育程度而增加從小學以下教育程度的 20.8％遞增至研究所的

以上的 96％，相關資料都證明大學生是網路使用的最大族群，因此相對的風險也

較高。 

    在教育部（2002）一項最新的調查發現台灣大學生平均每週使用網路時間二

十二點四五個小時，用在與學業相關的時間僅有六點九八小時，佔總比例三成一，

而用在非學習或學業相關的時數高達十五點五六小時，接近七成左右。網路使用

的時間愈多，身心所出現的干擾症狀也會比較高。而令研究者好奇的是？處在這

個網路發達的資訊時代下，不僅是吃的、喝的、玩的、用的，甚至連課業上、學

習上與他人的人際互動都會使用到網路的，網路已經成為現在人生活中的一部

分，而現在的大學生在面對這樣科技進步的世界，他們到底是怎麼樣在看待對與

使用網路這件事情，在一項名為「大學生十大惡習」（廖璟華，2006）的研究調查

中發現，大學生惡習中最嚴中的就是上網不睡覺，大學教育本來該是要來用來教

導進入大學的學生學習專業、高深的知識並成為社會國家的棟樑，但是現今的大

學生為什麼後沒有在學校的課程當中去充實自己的知識與技能，卻流連忘返於網

路之中，這其中到底出現了什麼樣的問題？是我們的大學教育發生了問題？還是



大學生在學習的態度上出了問題？又或者是對自己的前途感到毫無目標與希望？

這樣的疑問令研究者對這個問題頗為好奇。 

    研究者在參考國內對於網路相關研究發現，會變成網路成癮的高危險份子主

要的因素有，現實生活中社會支持度低的網路使用者，容易在網路上尋求社會支

持而形成網路成癮(吳佳輝，2004；楊正誠，2003)，高生活壓力的網路使用者，也

比較容易造成網路成癮(王智弘，2005；謝龍卿，2003)，而缺乏自尊與情感寄託，

以生活無聊、人際關係不良的網路使用者都是網路成癮的高風險群，最後根據缺

乏生活目標與高成就經驗的網路使用者也較容易在網路的世界中尋找自我的高峰

經驗，形成網路成癮；另外從心理學的觀點來看，學生會造成網路成癮，主要是

源自於對生活沒有目標或是在現實生活中找不到自我實現的可能，而產生的ㄧ種

自我防衛的機制，如退避、畏縮或是尋求其他可以滿足自我實現的需求等等的現

象，而網路的興起正好提供這樣的ㄧ個可以尋求自我滿足與實現的場域，所以讓

許多學生在投入網路的世界後，找到自我實現的滿足感後，漸漸的ㄧ步一步的從

喜歡到依賴，最後進而到成癮。固此研究者認為會造成現代學生網路成癮的主要

原因，是來自於對現實生活中沒有特別明確的生活目標，又或是對生活的種種有

種無力而為之的無力感，造成對於現實生活沒有任何的希望感，進而退避到網路

的虛擬世界中，來尋找自我的希望感與自我實現的可能；因此研究者認為要預防

大學生網路成癮或是網路沉迷，應該要從提高學生對現實生活的希望感著手，透

過對大學生的想法認知與理解。 

    而研究者本身在進入研究所前，也曾經在大學時代因為自我管理的能力不

佳，對於未來沒有目標與希望，而迷失在網路的世界之中，所幸，在大學畢業後，

因為須盡國民義務而投入約兩年軍旅生涯；期間受到軍中軍事化管理的洗禮，以

及忙碌的軍旅業務和假期的嚴格控制，才使得自己漸漸的跳脫了迷網泥沼，進而

重新思考自己未來的生涯方向，但已經和網路產生了不解之緣，對網路沉迷產生

了高度的興趣。而進入研究所之後，在一次參與指導教授的研究中接觸到 Snyder

所提出的希望感理論，他指出一個人的希望感源自於個體自己本身為了達成某個



目標的 agency thoughts再加上碰到障礙時所產生的 pathway thoughts。發現運用

他的理論似乎可以用來解釋這些大學生流連忘返於網路之中，進而產生成癮、沉

迷的現況，因此綜合上述研究者大膽假設大學生希望感對於現今大學生高度使用

網路、甚至達到所謂的沉迷、成癮，有一定的關聯性，故開始著手本次研究，希

冀可以來探討大學生的希望感與網路成癮之間的關聯性，希望透過這樣的探討能

夠為現今對於如何輔導大學生網路成癮提出另一種視野與可能。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壹、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主要在於了解大學生的希望感與網路沉迷、成癮的現況；探

討大學生希望感與網路沉迷、成癮之間的相互關係，並希冀能給予未來在輔導大

學生網路沉迷、成癮一種不同的視野與認識。 

 

貳、 研究問題  

一、 大學生的希望感為何？ 

二、 現今大學生的對於網路的使用方式與態度？ 

三、 大學生的希望感與網路沉迷與成癮關聯性？ 

四、 如何透過希望感來解釋與理解現今大學生的網路成癮行為？ 

 
 
 
 
 
 
 
 



第三節 名詞解釋 

壹、 希望感 

    根據 Snyder的理論，所謂的希望感其牽涉到「目標」、「方法」、「意志力」

等三個部份，透過彼此不斷互動的歷程。亦即「希望感」是一種認知的思考歷程。

從一個簡單的公式來看 Snyder認為希望感(Hope) =達成目標的幹勁與決心

(Agency) + 達成目標的計劃與策略 (Pathways)，他認為我們當我們對某一件事

情或是目標抱持著「希望」時，我們不會被動的去等待願望的自動實現，而是會

以主動的態度去追求目標。因此個人會透過自我的意志力和自我效能感，再運用

策略與方法來達成目標，而當個人的 agency不足，又沒有辦法靈活運用其他的

方法與策略來改善時，那麼對於所要追求的目標或是事情的希望感就會因此降

低。 

   

貳、 網路成癮 

    網路成癮乃指網路使用者對於網路有難以抗拒使用的慾望，因此產生不斷的

想要使用網路的一種沉迷行為，使用者同時會產生，對於上網所帶來的快感會一

直有心理與生理上的依賴。而本研究中網路成癮使用者的操作行定義係指根據

Young的網路成癮評量表中得分在 80~100分之間者。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希望感的相關論述 

壹、 何謂希望 

    從小到大，我們便擁有很多的夢想與願望，當們還很小的時我後我們常常

希望可以吃很多很多的糖果，只要父母親給我們一點點甜頭，我們就會高興個

到好像擁有全世界幸福一般，當時我們的希望大多操縱在別人的手裡；漸漸的

我們長大一點了，父母開始希望我們可以把書唸好，把功課弄好，雖然我們常

常希望可以天天放假，天天出去玩，但是心理還是會希望能把學校的課業顧

好，希望漸漸的開始轉到我們自己的手中，長大後，我們常常希望可以賺大錢，

常常希望可以娶到美嬌娘或是嫁給好男人，希望可以環遊世界、身體健康⋯⋯

等等，希望這個詞常常出現在我們生活的週遭，過生日的時候我們會希望，過

新年的時候我們每年有新希望，在我們的一生中有太多太多的希望，有的會實

現，有的卻如過往的雲煙般消失無蹤，讓我們不禁好奇什麼才是「希望」，他

對我們來說又是什麼，到底如何影響我們的生活？為什麼有的希望會實現，有

的卻消失的無影無蹤。 

    有人曾說，「希望」是人類最大的潛力，有了「希望」人類可以有無限的

可能？愛迪生就是希望可以改善燈泡的安全與發亮的時間，因此試驗了1600

多種的材料，才研究出以竹絲來做燈泡；而飛機的發明也是來自於萊特兄弟對

於人類飛上的天希望，不斷的研究與嚐試後所發明出來的，都在在的顯示「希

望」帶給人類種種的可能，更可以說是科技進步的動力。當我們在碰到困難時

我們總會懷有希望，希望明天會過的更好，常有人說，人生如果失去了「希望」，

人就等於沒有明天，根據這樣的說法，「希望」則可以顯示在我們生活當中扮

演著重要的角色，而這樣的角色不斷的影響著我們日常生活的想法與行動。 

    



貳、 希望感的相關理論 

當研究這探討許多中文辭典對希望一詞的字義時發現，大多數分為兩種解

釋方式，一種為「心裡想著達到某種目的或出現某種情況」，例如：小明從小

就希望可以當警察，這樣的解釋比較類似一種目標與理想；另一種解釋則為「希

望所寄託的對象」，例如孩子是我們的未來，是我們的希望，而這種說法又比

較屬於心靈上的一種。而從這兩種的解釋似乎又無法完全解釋「希望」這一個

詞所代表的意義。根據Snyder和其同事(McDermott, & Snyder, 2000；

Snyder,1994,2000)的看法，他認為當我們對某一件事情抱持著「希望」時，

通常我們不會被動的等待著願望來自動實現，而是我們會以一種主動的態度去

追求我們的目標。國內學者唐淑華 (2004)則根據 Snyder的理論，將希望感解

釋為一包含「目標」(goals)、「方法」(waypower)與「意願」(willpower)三部

分互動的心理歷程。 

    其中「目標」的部分係指當我們所追求的目標，越來越明確、可行，而且

越是自己很想要所追的目標時，我們的希望感會越高，而「方法」的部份則是

指當我們在追求目標的時候，我們有越多的方法來達到目標時，我們的希望感

會越高；尤其當我們在追求目標時碰到阻礙，我們能否找到替代的方法來達成

目標，也影響著我們對目標的希望感，Snyder (2000)稱這部份為 pathway 

thought；最後則是「意願」這一部份，主要是說明當我們對於有目標和方法的

時候，也不代表著我們就一定會達成目標，常常還要根據我們亦致力來達成，

當我們意志力越強時，我們就會想盡各種方法來達成目標，這樣才能說是對於

我們所追求的事情抱持高度的希望，反之，則如果我們本身的意志力不足，則

在面臨所追求目標的時候，就容易自我放棄，而無法達成目標，相對的對於所

能達成目標的希望也就會降低。 

 
 
 



                             (pathway thoughts) 
                    
 
 
 
             個體                            目標 

(agency thoughts) 
 
 
                               
                          (pathway thoughts) 
                    圖一、Snyder等人對希望感的定義 

                         資料來源：引自唐淑華 (2006：9) 

 

    根據 Snyder (2000)所提出的希望感公式(Hope) =達成目標的幹勁與決心

(Agency) + 達成目標的計劃與策略 (Pathways)，他認為個人過去的學習成長經

驗會影響到個人的自我價值觀，而這樣的自我價值觀，促使個人在對於所想要達

成的目標產生不同的策略、方法，並影響到個體對於達成目的的決心與幹勁，進

而對目標產生不同的外顯行為。最後對於所設定目標的結果，又會成為個體過去

的學習經驗，影響到個體的自我價值，產生一循環模式。因此當個體具多種達成

目標的方法時，同時對該目標具有高度的決心與幹勁時，則我們可以說個體具有

高度的希望感，反之，則相對較低。而在這樣的不斷的循環，當我們將這樣的循

環推展到了極至時，我們會發現個體對於各項的目標都保持高度的希望感跟勇於

挑戰時，那麼它的人生就會時時感到有光明與希望，任何事情到了手中，都能因

為自我正向積極的面對而終究能成功達成目標，而反之則容易陷入自我效能感不

足，對生活任何事物看到不到希望，而對任何事件產生逃避與退縮的情況。 

障礙 



 
     圖二、Snyder (2000)個人對先前或是未來的事件對於希望感的回饋模式 

               資料來源：翻譯自 Snyder (2000) 

 

第二節 成癮的相關研究與探討 

壹、 成癮的相關論述 

一、 為什麼會成癮 

    根據美國精神醫學學會出版的《DSM－Ⅳ精神疾病診斷手冊》將酒飲與藥

物依賴線向的診斷歸類於「物質關聯疾患」(Substance- Related Disorders)試

圖透過「耐受性」、「戒斷症狀」以及「角色責任」/「社會功能」毀損等概念，

來判斷物質「依賴」與物質「濫用」的程度，也就是我們所謂的成癮。而所謂

的「耐受性」，一般定義需顯著增加物質使用量已達中毒或所欲的效果，或是

繼續原有物質使用量則效果大幅降低。 

    一般來說個人為什麼會成癮的基本預設理路包含三項主要成分：(1)對於該

物質有渴求感或是強迫性的行為衝動，(2)對於該物質失去控制，(3)即使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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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不利的結果，仍然持續該項行為。而個體在這樣的控制迴圈下產生弔詭循

環，例如個體只要持續不斷的使用該藥物，就有更大的機會對於該藥品失去控

制，而當個體不斷的經驗到自己失去控制，就更加投身於耽膩的行為。因此在

這樣失序的狀態下，沉迷、耽溺漸漸成為成癮行為者。 

    根據臨床精神醫學界和心理學界對於藥物或化學物質成癮的界定標準，上

癮患者其症狀一般包括：(廖瑞銘，2001) 

(一)、 耐藥性(drug tolerance) 

    係指各體對重複使用藥物欲達特定的藥效反應水準的劑量，會隨著重複使

用藥物次數的增加而遞減，通常對特定藥物已上癮的個體都需藉由增加每次的

藥物劑量來感受到藥物對個體形成的藥效反應。 

(二)、 依賴性(dependence) 

    是指不斷重複使用藥物後，會形成持續性的尋藥行為，個體部只在心理與

生理上都有過服用所得到的快感經驗，為了達到想同的快感經驗，使得個體不

得不依賴它。 

(三)、 戒斷症狀(withdrawal symptoms) 

    當個體持續服用特定的藥物後一段時間後，若因為某些特定的因素無法持

續的服用該藥物時，個體在生理上或是心理上都會產生極大不舒服的症狀，意

即戒斷的藥物產生一些「負面」的症狀，而這些負面的症狀會對個體的生理、

心理產生極大的衝擊，而且這樣的衝擊會隨著個體服用該藥物的時間與劑量越

長越重而增強，因此個體會除了不斷的會想要尋獲藥物所帶來的快感經驗，也

會避免持續使用該藥物來避免戒斷後所帶來的不適感，而造成無止盡的惡性循

環。 

(四)、 再發(relapse) 

    意即當藥物上癮的個體經歷很長的一段時間未再服用該藥物，有時甚至接

受過醫療單位的治療與處理，但仍會在特定的時空情境下，由於「癮」的感受

再現，而導致不當的服藥行為再發。也是目前藥癮治療中最難克服的特性。  



 

二、 成癮的定義與歸因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定義，成癮(addiction)是比較針對藥物這一類

物質而言的，其定義是：一種慢性或週期性的沈迷狀態，是來自於對天然或人

工合成之藥物的使用所導致，且帶來無法克制的再度使用之欲望。同時也會產

生希望增加用量的張力和產生耐受度、克制、戒斷等現象，並對藥物產生的效

果有心理及生理的依賴(周倩，1999)，一般稱之為「物質性依賴與成癮」。成

癮行為的構成及定義一般而言有六項條件(Griffiths，1998)： 

一、 顯著(salience)：意指這件事成為當事者生活中最為重要的部份，佔據當

事人所感所思，並使其產生想要從事此一活動的強烈欲望，進而影響其社交生

活。 

二、 心境改變(mood modification)：意指當事人在從事某種活動後，自陳主觀

感受的改變，例如覺得心情亢奮，或者是產生解脫的感覺等。 

三、 耐受性(tolerance)：指需要增加從事某種活動的次數或分量才能達到與先

前同樣的效果。 

四、 退癮症候群(withdrawal symptoms)：意指停止從事某種活動之後所產生

的生理或心理的負向狀態，例如欠缺耐性、情緒低落、發抖等。 

五、 衝突性(conflict)：意指因從事某些活動，進而形成與家人朋友間的衝突，

或是造成與其他活動間的衝突，例如工作、學習、興趣、嗜好、社交生活、或

是自我內心的矛盾與衝突。 

    而近年來許多心理學者發現有些成癮現象並不同於藥物或化學物質成

癮，例如：賭癮、厭食症、性成癮、電視成癮、電玩成癮與網路成癮等，這些

行為並不像菸、酒、藥物等涉及某種特定物質的依賴，但是同要造成使用者生

理或心理上難以克制，甚至無法自拔的沉迷狀態，心理學家將這類的上癮行為

稱之為「行為性成癮」。(謝龍卿，2003，Griffiths，1998；Young，1996)。 

   
 

  



貳、 何謂網路成癮 

    網際網路的發展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溝通管道與場所，帶給人們許多新的生

活經驗與文明發展的可能，同時也引發了新的行為問題與社會秩序的挑戰(王智

弘，2005)，網路世界中不僅僅只是提供了較現實更豐富且多元的溝通型態與

種類，同時也因為其無國界的連結以及虛擬性的特質，而使得網路不僅僅會重

現現實中生活的問題，也會新增許多前所未有的特屬於網路的問題發生。這些

問題包括：網路犯罪、網路情色、網路上癮、網路弱勢、網路賭博、網路購物

狂⋯⋯(王智弘，2000；陳淑惠 2003)種種的問題。而在這些問題當中引發最多

學者加以探討的主題就是網路成癮的問題。 

    但是到底什麼是網路成癮呢？自從 Goldberg 自 1995 年提出了「網路成

癮 (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簡稱 IAD)」的概念後，其後不斷有諸多專家

學者對於網路成癮這個問題進行相關的探討與研究，不僅只是對於網路成癮的

種種成因有諸多的討論與發現，另外對於如何對於解救網路成癮問題的方法，

不同的專家學者也提出了諸多不同的良方與看法，而對於如何判別與診斷標

準，以及各式的量表也不斷的推出，但是有趣的是對網網路沉迷、成癮的看法

到目前為止都還沒有一個確切的定論，到目前為止就連醫學界都未能提出一個

公認的評判標準。 

    因此國內學者將周榮、周倩(1997)世界衛生組織對於成癮的定義加以修

改，而將網路成癮定義的網路使用所導致的一種慢性或週期性的著迷狀態，並

帶來難以抗拒再度使用之慾望。同時並會產生想要增加使用時間的張力與耐受

性、克制、退隱等現象，對於上網所帶來的快感會一直有心理與生理上的依賴。 

    Griffiths (1998)將網路成癮歸類為科技成癮。科技性成癮是一種人機互動

的歷程，屬於行為性成癮，與藥物成癮依賴物質的涉入不同，他認為科技性的

成癮包含著許多的引誘與不斷增強的特質，促使人們不斷的沉迷。 

 
 

第三節 大學生網路使用現況與網路成癮的探討 

壹、 造成大學生網路成癮的社會脈絡 

    當網路科技不斷的進步，網際網路社群所打造出來的虛擬空間，形塑了人



類的新認同，網際網路的文字與語言，打破了原本傳統溝通的模式，語言不在

只是透過耳朵聽與嘴巴說這種一來一回方式，而透過網際網路開始出現了一種

新的語言表達方式，不只是存在於電腦螢幕這一頭，同時也顯現在螢幕的另一

端。網際網路的虛擬空間就如同看不見底的深淵一般，沒有固定的狹隘的空

間，透過網路在電腦螢幕之後所隱藏的不只是虛擬的文字影像，同時也連接了

真實的全世界，只要坐在電腦網路螢幕之前，就等於和全世界有了接連，不僅

僅是可以從中吸收流行的資訊、生活的經驗… … ，甚至透過 MSN、SKYPE等

等的網路平台，更是讓不論住在遠近的朋友都能透過網路即時連絡，形成新的

人際網絡關係，這樣的種種好處，怎麼能不讓這些大學生對這樣的新興的科際

產品趨之若鶩，且視為流行呢？ 

     

貳、 大學生網路成癮的相關研究 

    朱美慧(2000) 認為自我心情的調適低、缺乏圓融關係者，個人特質容易產生

逃避性情緒的大學生比較容易發生網路成癮，則越容易出現網路成癮的現象。 

    游森期(2001)的研究則發現大學生住宿網路成癮的比例較高，住在家裡的網

路成癮比例較低，同時也指出社交圈越小則越容易網路成癮，而網路成癮者也較

容易憂鬱與焦慮。 

    楊正誠(2003) 指出大學生的社會支持度與生活適應越高則不會造成網路成

癮，反之如果大學生對於生活週遭的適應力不足，現實生活中的社會支持度過低 

時則容易在網路上尋找解套的方式，而陷入網路成癮。 

    李星謙則在一針對大學生網路沉迷現象與焦慮症狀關係研究中指出在大學

生焦慮症狀的各分項中以「悲觀退縮」與「精神失控」最能預測其產生網路焦慮

與網路沉迷的症狀。(待續) 

 

 

 

 



設計訪談問卷 

結論與建議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是透過深入訪談的方式，來對大學生網路成癮進行深度的探討與

理解，並希望透過 Snyder的希望感理論來檢視大學生網路成癮這件事情，大學生

為什麼會沉迷於網路之中，是否是因為對於現實的生活中沒有確切的目標，所以

對於生活上所面臨的問題並沒有辦法提出有效的解決方與策略，而使得大學生在

現實生活上去失去了所謂的希望感，對於未來感到恐懼與茫然，進而逃進了虛擬

的網路空間中，尋求自我的理想與抱負？進而造成引發所謂的成癮行為，最終達

到所謂不可自拔的病狀出現，故主要的研究方法為－訪談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進行初步抽樣調查 

收集資料與分析 

文獻探討 

立意抽樣 

深度訪談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東華大學一年級新生為主要研究對象，選擇東華大學的主要原因，

主要因為東華大學位處於花蓮縣壽豐鄉，據花蓮市中心約 15公里，學校周圍除

了餐廳以外，附近較少有其他娛樂場所，另外加上東華大師生總人口約 7000人，

學校社團活動並不興盛，學生的課餘的主要活動，除了運動之外，其他休閒幾乎

都是運用網路，相較於其他學校來說使用網路休閒的比率較高，故研究者將以東

華學生研究對象來進行抽樣與篩選。 

   而採用的抽樣方式，先會以進行施測(網路成癮量表)的方式先對大學生進行第

一輪的抽樣，選出達資料顯現成癮的同學在進行第二次的深度訪談來收集資料，

最後根據所收集的資料進行分析，然後形成結論。 

 

第三節 研究工具 

    根據本研究的目的，主要使用的研究工具有下列幾種，用來測量學生的網路

成癮狀況： 

一、 網路成癮量表 

二、 中文成癮量表 (CIAS) 

三、 根據 Snyder希望感理論所設計的訪談問卷 

 

第四章 資料探討與分析 

第五章 結果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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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網路成癮評量表 

請回答最常上網的原因是：（可複選或自行填寫，找資料、網路遊戲、聊天室交友、

收發電子郵件） 

 
計分： 

請將每題的分數相加（幾乎不會 1分、偶爾 2分、常常 3分、幾乎常常 4分、總
是如此 5分），所得的總分就是你的「網路偏好指數」。 
 
結果分析： 

1. 正常級（20∼49分）你是屬於正常的上網行為，雖然有時候你會花了些時間在
網路上消磨，但還有自我控制的能力。 

問題 
幾乎

不曾 
（1分） 

偶爾 

 
（2分） 

常常 

 
（3分） 

幾乎

常常 
（4分） 

總是

如此 
（5分） 

1.你會發現上網時間超過原先預計的時間嗎？ □ □ □ □ □ 

2.你會放下該完成或執行的事而將時間用來上網嗎？ □ □ □ □ □ 

3.你對上網的興奮感或期待遠勝於其他人際互動嗎？ □ □ □ □ □ 

4.你會在網路上結交新朋友嗎？ □ □ □ □ □ 

5.你會因為上網而被他人抱怨或指責嗎？ □ □ □ □ □ 

6.你會因為上網而上學或上班遲到早退或缺勤嗎？ □ □ □ □ □ 

7.你會不自主的檢查電子郵件信箱嗎？ □ □ □ □ □ 

8.你會因為上網而使工作表現失常或成績退步嗎？ □ □ □ □ □ 

9.當有人問你上網做些什麼時，會有所防衛或隱瞞嗎？ □ □ □ □ □ 

10.你會上網尋求情感支持或社交慰藉嗎？ □ □ □ □ □ 

11.你會迫不及待的提前上網或一有機會就上網嗎？ □ □ □ □ □ 

12.你會覺得少了網路，人生是黑白的嗎？ □ □ □ □ □ 

13.若有人在你上網時打擾你，你會憤怒嗎？ □ □ □ □ □ 

14.你會因為上網而犧牲晚上的睡眠嗎？ □ □ □ □ □ 

15.你會在離線時仍然對網路活動的內容念念不忘嗎？ □ □ □ □ □ 

16.當你上網時會一再延長自己上網的時間嗎？ □ □ □ □ □ 

17.你曾嘗試縮減上網時間或不上網卻失敗的經驗嗎？ □ □ □ □ □ 

18.你會試著隱瞞自己的上網時數嗎？ □ □ □ □ □ 

19.你會選擇把時間花在網路上而不想出門嗎？ □ □ □ □ □ 

20.你會因為沒上網而心情鬱悶、易怒或心神不寧嗎？ □ □ □ □ □ 



2. 預警級（50∼79分）你正遭遇到因網路而引起的問題，雖然並非到了積重難返
的地步，還是應該正視網路帶給你人生的衝擊。最好要有警覺，並改變上網習

慣囉！ 

3. 危險級（80∼100分）你的網路使用情形已經成為嚴重的生活問題，你應該評
估網路帶來的影響，並且找出病態性網路使用的根源。你或許已經成為成癮

者，恐怕需要很強的自制力才能使你回覆常態。建議你趕快找專家協助。（編

譯自金柏莉?楊（Young, Kimberly S.）的網路成癮評量表） 
 

 

 

 

 

 

 

 

 

 

 

 

 

 

 

 

 

 

 

 

 

 

 

 

 

 

 

 

 

 

 



附件二： 

中文網路成癮量表 (CIAS) 

 

代表各因素的題目如下： 

1. 強迫性上網行為：第 11,14,19,20,22題。 
2. 戒斷行為與退癮反應：第 2,4,5,10,16題。 
3. 網路成癮耐受性：第 3,6,9,24題。 
4. 時間管理問題：第 1,8,23,25,26題。 
5. 人際及健康問題：第 7,12,13,15,17,18,21題。 

 

 極   非 

 不 不  常 

 符 符 符 符 

 合 合 合 合 

1. 曾不只一次有人告訴我，我花了太多時間在網路上。 1 2 3 4 
2. 我只要有一段時間沒有上網，就會覺得心裡不舒服。 1 2 3 4 
3. 我發現自己上網的時間越來越長。 1 2 3 4 
4. 網路斷線或接不上時，我覺得自己坐立不安。 1 2 3 4 
5. 不管再累，上網時總覺得很有精神。 1 2 3 4 

1 2 3 4 6. 其實我每次都只想上網待一下子，但是常常一待就待很久
下不來。 1 2 3 4 

7. 雖然上網時對我日常人際關係造成負面影響，我仍未減少
上網。 

1 2 3 4 

8. 我曾不只一次因為上網的關係而睡不到四個小時。 1 2 3 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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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10. 我只要有一段時間沒上網就會情緒低落。 1 2 3 4 
11. 我不能控制自己上網的衝動。 1 2 3 4 
12. 我發現自己投注在網路上而減少和身邊朋友的互動。 1 2 3 4 
13. 我曾因為上網而腰酸背痛，或有其他身體不適。 1 2 3 4 
14. 我每天早上醒來，第一件想到的事就是上網。 1 2 3 4 
15. 上網對我的學業或工作已造成一些負面的影響。 1 2 3 4 
16. 我只要有一段時間沒上網，就會覺得自己好像錯過什麼。 1 2 3 4 
17. 因為上網的關係，我和家人的互動減少了。 1 2 3 4 
18. 因為上網的關係，我平常的休閒活動時間減少了。 1 2 3 4 



 

 極   非 

 不 不  常 

 符 符 符 符 

 合 合 合 合 

19. 我每次下往後，其實是要去做別的事，卻又忍不住在次上
網看看。 

1 2 3 4 

20. 沒有網路，我的生活就毫無樂趣可言。 1 2 3 4 
21. 上網對我的身體健康造成了負面的影響。 1 2 3 4 
22. 我曾試過想花較少的時間在網路上，但卻無法做到。 1 2 3 4 
23. 我習慣減少睡眠時間，以便能有更多的時間上網。 1 2 3 4 
24. 比起以前，我比須花更多的時間上網才能感到滿足。 1 2 3 4 
25. 我曾因為上網而沒有按時進食。 1 2 3 4 
26. 我會因為熬夜上網而導致白天精神不濟。 1 2 3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