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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上網一起來
一聽二規三動動，四感五慣六讚讚

104年中小學學生網路使用情形
調查結果發表會

主辦單位：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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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單位：國立成功大學行為醫學所、教育研究所
亞洲大學心理系暨網路成癮防治中心

計畫主持人：柯慧貞
亞洲大學副校長暨心理系講座教授
中亞聯大網癮防治中心主任
台灣網路成癮防治學會理事長

協同主持人：董旭英 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所長

協同主持人：周廷璽 亞洲大學心理學系助理教授

協同主持人：李俊霆 亞洲大學心理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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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中小學學生網路使用情形調查抽樣104年中小學學生網路使用情形調查抽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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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使用現象調查網路使用現象調查

各類網路沉迷、網路成癮行為之盛行率各類網路沉迷、網路成癮行為之盛行率

網路沉迷、網路成癮與身心健康危害的關係網路沉迷、網路成癮與身心健康危害的關係

3C產品四種管教方式與不同類型網路成癮的關係3C產品四種管教方式與不同類型網路成癮的關係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104年中小學學生網路使用情形調查抽樣
 調查期程：104年3月至5月
 執行單位：國立成功大學、亞洲大學
 調查對象：國小4年級至高中(職) 3年級
 抽樣誤差：95%的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為± 0.2%
 校數分布情形：

學校數 預計抽樣數 回收問卷數 有效問卷數
/百分比 男生(%) 女生(%) 遺漏值(%)

國 小 36 3665 2698 2605(96.5%) 1347
(51.7%)

1240
(47.6%)

18
(0.7%)

國 中 36 3714 3059 2973(97.2%) 1552
(52.2%)

1415
(47.6%)

6
(0.2%)

高 中 職 37 4362 3518 3449(98.0%) 1763
(51.1%)

1681
(48.7%)

5
(0.2%)

總 計 109 11741 9119 9027(99.0%) 4662
(51.6%)

4336
(48.0%)

29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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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使用現象調查

• 上網地點

• 平日與假日的平均上網時間

• 各年級經常使用的網路社群類型

• 個人Facebook使用情形
5

• 智慧型手機的使用情形

• 不同網路使用類型之正向預期

• 不同網路使用類型之誘惑情境

家裡無可上網電

腦

上網電腦不在自

己房間

上網電腦在自己

房間

國小 8.2% 73.1% 18.7%

國中 9.2% 67.3% 23.6%

高中職 6.1% 61.9% 32.0%

0%

20%

40%

60%

80%

100%

家中擁有可上網電腦的狀況
 兩年家中有可上網的電腦，皆超過九成以上

104年 103年

家裡無可上網電

腦

上網電腦不在自

己房間

上網電腦在自己

房間

國小 6.4% 74.7% 18.8%

國中 6.2% 70.6% 23.2%

高中職 6.0% 65.0% 28.9%

0%

20%

40%

60%

8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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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是

國小 16.6% 83.4%

國中 16.1% 83.9%

高中職 16.4% 83.6%

0%

20%

40%

60%

80%

100%

家中是否有無線網路
 兩年家中有無線網路，皆高達83%以上

104年 1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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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是

國小 16.7% 83.3%

國中 13.4% 86.5%

高中職 11.0% 88.9%

0%

20%

40%

60%

80%

100%

從未

上網
家中

學校

教室

學校

宿舍
網咖

親友

家

團書

館

租屋

處

補習

班
其他

國小 2.0% 87.5% 6.6% 0.3% 0.7% 1.3% 0.5% 0.0% 0.3% 0.9%

國中 0.7% 93.8% 1.6% 0.5% 1.0% 0.8% 0.4% 0.0% 0.3% 1.0%

高中職 1.6% 88.3% 3.4% 1.9% 1.1% 0.7% 0.8% 0.3% 0.1% 1.9%

0%

20%

40%

60%

80%

100%

最常上網地點
 兩年最常上網地點皆在家中，高達84.6%以上

104年 1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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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未

上網
家中

學校

教室

學校

宿舍
網咖

親友

家

圖書

館

租屋

處

補習

班
其他

國小 2.3% 84.6 8.1% 0.2% 0.5% 2.1% 0.7% 0.0% 0.4% 1.1%

國中 1.1% 92.6 2.3% 0.2% 1.1% 1.2% 0.7% 0.0% 0.2% 7.0%

高中職 1.2% 90.1 3.7% 0.7% 1.8% 0.5% 0.5% 0.4% 0.1% 1.0%

0%

20%

40%

60%

8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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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使用現象調查

• 上網地點

• 平日與假日的平均上網時間

• 各年級經常使用的網路社群類型

• 個人Facebook使用情形
9

• 智慧型手機的使用情形

• 不同網路使用類型之正向預期

• 不同網路使用類型之誘惑情境

平日與假日的平均上網時間

10

平日(課業) 平日(非課業) 假日(課業) 假日(非課業)

國小 56.0 70.5 52.6 152.8

國中 57.7 130.3 64.4 257.5

高中職 79.9 162.0 88.7 283.2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平日(課業) 平日(非課業) 假日(課業) 假日(非課業)

國小 45.4 57.8 46.4 120.1

國中 67.1 115.8 70.0 231.0

高中職 75.2 147.2 80.6 266.1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104年 103年

 104年較103年：非課業上網時間微降

單位：分鐘 單位：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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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使用現象調查

• 上網地點

• 平日與假日的平均上網時間

• 各年級經常使用的網路社群類型

• 個人Facebook使用情形
11

• 智慧型手機的使用情形

• 不同網路使用類型之正向預期

• 不同網路使用類型之誘惑情境

104年各年級經常使用的網路社群類型

12

我經常使用Facebook 我經常使用BBS 我經常使用Plurk 我經常使用Twitter 我經常使用Tumblr 我經常使用其他網路社群

國小 67.0% 2.2% 1.4% 2.0% 1.7% 27.3%

國中 93.5% 4.2% 1.7% 7.5% 1.5% 15.0%

高中職 94.3% 7.5% 2.7% 9.2% 1.6% 12.6%

0%

20%

40%

60%

80%

100%

使用最多的網路社群類型為臉書
 國小：67.0%
 國中：93.5%
 高中職：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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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使用現象調查

• 上網地點

• 平日與假日的平均上網時間

• 各年級經常使用的網路社群類型

• 個人Facebook使用情形
13

• 智慧型手機的使用情形

• 不同網路使用類型之正向預期

• 不同網路使用類型之誘惑情境

從未使用
我沒有自己個

人的臉書帳號

我沒有自己個

人的臉書帳

號，但我和別

人共用帳號

我有自己個人

的臉書帳號

國小 29.5% 5.6% 3.6% 61.3%

國中 3.3% 1.9% 0.8% 94.1%

高中職 2.6% 1.6% 0.2% 95.5%

0%

20%

40%

60%

80%

100%

從未使用
我沒有自己個人

的臉書帳號

我沒有自己個人

的臉書帳號，但

我和別人共 用

帳號

我有自己個人的

臉書帳號

國小 26.2% 5.4% 2.7% 65.7%

國中 4.4% 1.2% 0.8% 93.6%

高中職 2.9% 1.2% 0.3% 95.6%

0%

20%

40%

60%

80%

100%

個人Facebook使用情形
104年
 國小臉書達61.3%
 國中臉書達94.1%
 高中臉書達95.5%

103年
 國小臉書達65.7%
 國中臉書達93.6%
 高中臉書達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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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使用現象調查

• 上網地點

• 平日與假日的平均上網時間

• 各年級經常使用的網路社群類型

• 個人Facebook使用情形
15

• 智慧型手機的使用情形

• 不同網路使用類型之正向預期

• 不同網路使用類型之誘惑情境

智慧型手機的使用情形
104年
 使用率達87.5%
 擁有率 :國小48.7%；國中78.8%；高中93.3%

103年
 使用率達85.2%
 擁有率 :國小41.8%；國中70.9%；高中86.1%

我有自己的智慧型

手機

我沒有自己的智慧

型手機，但我常使

用其他人(父母、兄

弟姐妹、朋友)的智

慧型手機

我沒有自己的智慧

型手機，且我沒使

用他人的智慧型手

機

國小 48.7% 38.8% 12.5%

國中 78.8% 15.1% 6.1%

高中職 93.3% 4.0% 2.7%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我有自己的智慧型手

機

我沒有自己的智慧型

手機，但我常使用其

他人(父母、兄弟姐

妹、朋友)的智慧型

手機

我沒有自己的智慧型

手機，且我沒使用他

人的智慧型手機

國小 41.2% 44.0% 14.8%

國中 70.9% 20.2% 8.8%

高中職 86.1% 7.9% 6.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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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使用現象調查

• 上網地點

• 平日與假日的平均上網時間

• 各年級經常使用的網路社群類型

• 個人Facebook使用情形
17

• 智慧型手機的使用情形

• 不同網路使用類型之正向預期

• 不同網路使用類型之誘惑情境

線上遊戲正向預期

104年 103年

和大家一起玩遊戲 感到開心 接受有挑戰性 創造喜歡的角色

國小 62.4% 63.0% 52.5% 45.3%

國中 75.9% 69.6% 66.8% 56.0%

高中 69.0% 64.2% 63.5% 51.3%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和大家一起玩遊戲 感到開心 接受更有挑戰性 創造喜歡的角色

國小 63.1% 64.6% 47.6% 45.0%

國中 77.1% 73.4% 64.2% 56.0%

高中 71.3% 64.7% 60.6% 51.9%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國小：兩年皆以「和大家一起玩」及「感到開心」最多
 國中：兩年皆以「和大家一起玩」及「感到開心」最多
 高中：兩年皆以「和大家一起玩」及「感到開心」最多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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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正向預期

104年
 國小 ：「獲取新的知識或資訊」及「打發無聊時間」最多
 國中 ：「獲取新的知識或資訊」及「打發無聊時間」最多
 高中 ：「獲取新的知識或資訊」及「打發無聊時間」最多

103年
 國小：「掌握好友動態」及「感到開心」最多
 國中 ：「掌握好友動態」及「感到開心」最多

 高中 ：「掌握好友動態」及「與志趣相投的人交流」最多

掌握好友動態 打發無聊時間 與人分享自我
獲取新的知識

或資訊

國小 43.2% 49.4% 33.3% 52.2%

國中 77.6% 84.7% 47.6% 82.6%

高中 84.4% 87.7% 52.1% 88.9%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掌握好友動態 感到開心 與人分享自我
與志趣相投的

人交流

國小 46.4% 43.3% 40.3% 35.2%

國中 77.8% 62.7% 55.3% 61.3%

高中 84.5% 59.3% 63.5% 67.3%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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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手機/平板正向預期

104年 103年

打發無聊時間
獲取新知識和

資訊

隨時隨地與他人

連絡

隨時得到別人的

關心

國小 61.6% 61.7% 43.3% 27.0%

國中 84.9% 78.1% 70.3% 35.3%

高中 89.9% 88.9% 81.2% 39.6%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打發無聊時間
獲取新知識和

資訊

隨時隨地

瀏覽網頁

隨時得到別人的

關心

國小 64.1% 63.3% 42.5% 29.7%

國中 84.9% 78.1% 68.8% 40.3%

高中 87.1% 85.2% 77.8% 44.7%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國小：兩年皆以「打發無聊時間」及「獲取新知識和資訊」最多
 國中：兩年皆以「打發無聊時間」及「獲取新知識和資訊」最多
 高中：兩年皆以「打發無聊時間」及「獲取新知識和資訊」最多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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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使用現象調查

• 上網地點

• 平日與假日的平均上網時間

• 各年級經常使用的網路社群類型

• 個人Facebook使用情形
21

• 智慧型手機的使用情形

• 不同網路使用類型之正向預期

• 不同網路使用類型之誘惑情境

線上遊戲誘惑情境

104年

考完試或

寒/暑假，想

放鬆時

無聊時

週遭朋友

都在線上一

起使用時

國小 67.4% 66.8% 45.7%

國中 75.6% 71.5% 64.7%

高中 70.4% 65.6% 61.2%

0%
20%
40%
60%
80%

100%

考完試或

寒/暑假，想

放鬆時

無聊時

週遭朋友

都在線上一

起使用時

國小 70.2% 66.9% 50.3%

國中 80.3% 75.8% 65.9%

高中 70.7% 66.5% 63.2%

0%
20%
40%
60%
80%

100%

 國小：兩年皆以「考完試或寒/暑假，想放鬆時」及「無聊時」最難抗拒使用
 國中：兩年皆以「考完試或寒/暑假，想放鬆時」及「無聊時」最難抗拒使用
 高中：兩年皆以「考完試或寒/暑假，想放鬆時」及「無聊時」最難抗拒使用

103年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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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誘惑情境
104年
 國小：
「考完試或寒/暑假，想放鬆時」、「無聊時」最難抗拒使用
 國中：
「考完試或寒/暑假，想放鬆時」、「無聊時」最難抗拒使用
 高中：
「考完試或寒/暑假，想放鬆時」、「無聊時」最難抗拒使用

無聊時

考完試或

寒/暑假，想

放鬆時

想和朋友聊

天時

國小 48.4% 52.2% 43.8%

國中 83.2% 78.2% 76.2%

高中 87.1% 79.4% 74.4%

0%
20%
40%
60%
80%

100%

無聊時

考完試或

寒/暑假，想

放鬆時

想和朋友聊

天時

國小 53.8% 55.3% 53.5%

國中 83.3% 80.3% 80.5%

高中 86.8% 80.6% 81.0%

0%
20%
40%
60%
8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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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
 國小：
「考完試或寒/暑假，想放鬆時」、「無聊時」最難抗拒使用
 國中：
「無聊時」、「想和朋友聊天時」最難抗拒使用
 高中：
「無聊時」、「想和朋友聊天時」最難抗拒使用

智慧型手機/平板誘惑情境

104年 103年

無聊時

考完試或放寒

/暑假，想放

鬆時

需要找資料時

國小 71.5% 66.3% 58.0%

國中 85.4% 82.0% 75.1%

高中 88.6% 84.2% 81.9%

0%
20%
40%
60%
80%

100%

無聊時

考完試或

寒/暑假，想

放鬆時

需要找資訊時

國小 72.2% 70.6% 62.0%

國中 85.6% 83.2% 75.8%

高中 88.0% 83.7% 81.9%

0%
20%
40%
60%
80%

100%

 國小：兩年皆以「無聊時」、 「考完試或剛放寒/暑假時」最難抗拒使用
 國中：兩年皆以「無聊時」、 「考完試或剛放寒/暑假時」最難抗拒使用
 高中：兩年皆以「無聊時」、 「考完試或剛放寒/暑假時」最難抗拒使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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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網路沉迷、網路成癮行為之盛行率

 A 一般組(0分至2分)

 B 沉迷組(3分)

25

 C 成癮高風險組(4分)

 D 成癮重風險組(5分以上)

 E 成癮高風險+重風險組(4分以上)

參考DSM-5遊戲成癮診斷準則，編製成9題網路成癮量表，每題1分

網路沉迷、網路成癮高風險群盛行率

104年 103年

 兩年皆隨年級越高 沉迷、成癮盛行率越嚴重
 104年較103年：重風險組盛行率略升，但未達顯著差異

沉迷組與高風險組達顯著下降

26

沉迷組

(3分)

高風險組

(4分)

重風險組

(≧5分)

高+重

風險群

(≧4分)

國小 3.8% 2.6% 6.7% 9.3%

國中 6.1% 4.9% 12.6% 17.5%

高中職 6.5% 5.6% 13.9% 19.5%

0%

10%

20%

30%

沉迷組

(3分)

高風險組

(4分)

重風險組

(≧5分)

高+重

風險群

(≧4分)

國小 6.5% 3.5% 6.4% 9.9%

國中 8.8% 6.9% 12.3% 19.2%

高中職 9.6% 6.7% 12.7% 19.4%

0%

10%

2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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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迷組

(3分)

高風險組

(4分)

重風險組

(≧5分)

高+重

風險群

(≧4分)

國小 6.2% 4.4% 7.5% 11.9%

國中 8.7% 7.4% 12.1% 19.5%

高中職 7.0% 5.8% 11.5% 17.3%

0%

10%

20%

30%

線上遊戲沉迷、線上遊戲成癮高風險群盛行率

104年 103年

 兩年皆以國中生最嚴重
 104年較103年：重風險組略升，在高中職達顯著上升

沉迷組與高風險組在國小與高中職達顯著下降

27

沉迷組

(3分)

高風險組

(4分)

重風險組

(≧5分)

高+重

風險群

(≧4分)

國小 7.9% 5.2% 6.9% 12.1%

國中 10.8% 7.2% 11.8% 19.0%

高中職 9.6% 6.2% 9.7% 15.9%

0%

10%

20%

30%

Facebook沉迷、 Facebook成癮高風險群盛行率
 兩年皆以國中生最為嚴重
 104年較103年：重風險組在高中職略升，未達顯著差異

沉迷組與高風險組達顯著下降

103年104年

28

沉迷組

(3分)

高風險組

(4分)

重風險組

(≧5分)

高+重

風險群

(≧4分)

國小 3.8% 2.2% 4.4% 6.6%

國中 8.0% 5.4% 10.6% 16.0%

高中職 7.6% 5.7% 9.9% 15.6%

0%

10%

20%

30%

沉迷組

(3分)

高風險組

(4分)

重風險組

(≧5分)

高+重

風險群

(≧4分)

國小 5.2% 3.0% 4.8% 7.8%

國中 9.8% 6.3% 11.2% 17.5%

高中職 11.6% 5.7% 8.7% 14.4%

0%

10%

2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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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迷組

(3分)

高風險

組(4分)

重風險

組(≧5

分)

高+重

風險群

(≧4分)

國小 5.8% 3.5% 7.1% 10.6%

國中 8.4% 6.2% 13.9% 20.1%

高中職 9.5% 7.7% 18.0% 25.7%

0%

10%

20%

30%

智慧型手機/平板沉迷、智慧型手機/平板成癮高風險群盛行率
 兩年皆隨年級越高 沉迷、成癮盛行率越嚴重
 104年較103年：重風險組略升，在高中職達顯著上升

沉迷組與高風險組在國小組與高中職組達顯著下降
104年 103年

29

沉迷組

(3分)

高風險組

(4分)

重風險組

(≧5分)

高+重 風

險群

(≧4分)

國小 6.3% 4.0% 6.5% 10.5%

國中 10.0% 6.9% 13.8% 20.7%

高中職 11.1% 8.1% 15.4% 23.5%

0%

10%

20%

30%

網路沉迷、網路成癮與身心健康危害的關係

• 網路沉迷、成癮與身體症狀之關係

• 網路沉迷、成癮與敵意之關係

30

• 網路沉迷、成癮與疑心之關係

比較一般組(0-2分)、沉迷組(3-4分)、成癮組(≥5分)
三組的身心健康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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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沉迷、網路成癮之身體症狀

0

1

2

3

4

一般組 沉迷組 成癮組
網路使用 線上遊戲 Facebook 平板/智慧型手機

 兩年皆呈現成癮程度越嚴重，身體症狀越多
身體症狀指頭疼、失眠、肌肉麻木痠痛、眼乾、視線模糊等症狀

註：一般組為A、沉迷組為B、成癮組為C

四種成癮行為皆為：A < B；A < C；B < C 四種成癮行為皆為：A < B；A < C；B < C

104年 103年

31

0

1

2

3

4

一般組 沉迷組 成癮組
網路使用 線上遊戲 Facebook 平板/智慧型手機

單位：分 單位：分

0

1

2

3

4

一般組 沉迷組 成癮組
網路使用 線上遊戲 Facebook 平板/智慧型手機

網路沉迷、網路成癮之敵意症狀

0

1

2

3

4

一般組 沉迷組 成癮組
網路使用 線上遊戲 Facebook 平板/智慧型手機

 兩年皆呈現成癮程度愈嚴重，敵意愈高

四種成癮行為皆為：A < B；A < C；B < C 四種成癮行為皆為：A < B；A < C；B < C

註：一般組為A、沉迷組為B、成癮組為C

104年 103年

32

單位：分 單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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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2

3

4

一般組 沉迷組 成癮組
網路使用 線上遊戲 Facebook 平板/智慧型手機

網路沉迷、網路成癮之疑心症狀

0

1

2

3

4

一般組 沉迷組 成癮組
網路使用 線上遊戲 Facebook 平板/智慧型手機

 兩年皆呈現成癮程度愈嚴重，疑心越高

四種成癮行為皆為：A < B；A < C；B < C 四種成癮行為皆為：A < B；A < C；B < C

註：一般組為A、沉迷組為B、成癮組為C

104年 103年

33

單位：分 單位：分

3C產品四種管教方式與
不同類型網路成癮的關係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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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產品的四種「管教方式」

35

溺愛式管教
低規範、高回應

安全健康上網規範
提供孩子使用需求
一起討論上網活動

忽略式管教
低規範、低回應

安全健康上網規範
提供孩子使用需求
一起討論上網活動

權威式管教
高規範、低回應

安全健康上網規範
提供孩子使用需求
一起討論上網活動

民主式紀律
高規範、高回應

安全健康上網規範
提供孩子使用需求
一起討論上網活動

高回應

低回應

高規範低規範

V

V

V

V

V

V

X

X

X

X

X

X

3C產品的四種管教方式之網路成癮盛行率

溺愛式管教成癮率 忽略式管教成癮率 權威式管教成癮率 民主式紀律成癮率

國小 19.8% 9.7% 4.8% 3.5%

國中 11.7% 17.8% 11.3% 7.6%

高中職 12.1% 18.2% 12.7% 7.8%

0%

5%

10%

15%

20%

25%

 國小：溺愛＞忽略＞權威、民主式紀律
 國中：忽略＞溺愛、權威、民主式紀律
 高中職：忽略＞溺愛、權威＞民主式紀律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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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產品的四種管教方式之線上遊戲成癮盛行率

溺愛式管教成癮率 忽略式管教成癮率 權威式管教成癮率 民主式紀律成癮率

國小 18.0% 11.0% 5.7% 4.1%

國中 12.0% 17.2% 10.4% 6.6%

高中職 9.7% 15.4% 9.4% 6.9%

0%

5%

10%

15%

20%

25%

 國小：溺愛、忽略＞權威、民主式紀律
 國中：忽略＞權威＞民主式紀律；溺愛＞民主式紀律
 高中職：忽略＞溺愛、權威、民主式紀律

37

3C產品的四種管教方式之Facebook成癮盛行率

溺愛式管教成癮率 忽略式管教成癮率 權威式管教成癮率 民主式紀律成癮率

國小 15.8% 6.7% 2.4% 2.4%

國中 12.9% 14.9% 8.6% 6.1%

高中職 13.7% 11.9% 6.1% 5.1%

0%

5%

10%

15%

20%

25%

 國小：溺愛＞忽略＞權威、民主式紀律
 國中：忽略、溺愛＞民主式紀律；忽略＞權威
 高中職：溺愛、忽略＞權威、民主式紀律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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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產品的四種管教方式之智慧型手機/平板成癮盛行率

溺愛式管教成癮率 忽略式管教成癮率 權威式管教成癮率 民主式紀律成癮率

國小 21.5% 10.3% 4.5% 3.9%

國中 13.1% 19.1% 11.3% 9.1%

高中職 15.9% 21.1% 21.3% 11.4%

0%

5%

10%

15%

20%

25%

 國小：溺愛＞忽略＞權威、民主式紀律
 國中：忽略＞權威、民主式紀律
 高中職：權威、忽略＞民主式紀律；忽略＞溺愛

39

結論與建議

• 網路使用現象調查

• 各類網路沉迷、網路成癮行為
之盛行率

40

• 網路沉迷、網路成癮與身心健康危害
的關係

• 3C產品四種管教方式與不同類型網路
成癮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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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推動3C產品使用
與安全健康上網的親
職教育

 親職教育方案開發與
人才培訓

 宣導管教規範

 高風險家庭協助

結論與建議

41

 兩年家中有可上網的電腦，皆超過九成以上

 兩年家中有無線網路，皆高達83%以上

 兩年最常上網地點皆在家中，高達84.6%以上

 每天非課業網路使用時間在104年雖有微幅下降，
但仍然偏高：
平日：國小57.8(分鐘)、國中 115.8(分鐘)、

高中職147.2(分鐘)
假日：國小120.1(分鐘)、國中231.0(分鐘)、

高中職266.1(分鐘)

 兩年家中有可上網的電腦，皆超過九成以上

 兩年家中有無線網路，皆高達83%以上

 兩年最常上網地點皆在家中，高達84.6%以上

 每天非課業網路使用時間在104年雖有微幅下降，
但仍然偏高：
平日：國小57.8(分鐘)、國中 115.8(分鐘)、

高中職147.2(分鐘)
假日：國小120.1(分鐘)、國中231.0(分鐘)、

高中職266.1(分鐘)

建議

 家庭加強輔導管教，了
解孩子需求與上網活動，
透過良好溝通，訂定3C
產品使用規範。

 強化親子溝通技能與家
庭教育。

 培養良好的健康安全上
網習慣，減少不健康安
全的上網習慣。

結論與建議

42

建議
 3C產品四種管教方式與不同類型網路成癮

的關係
 溺愛式管教是會滿足孩子使用3C產品的需求，但沒有訂定使

用規範，孩子比較容易過度使用，沉迷網路。

 忽略式管教是既不了解孩子使用3C產品的需求，也沒有訂定
使用規範，孩子比較容易過度使用，沉迷網路。

 權威式管教是只對孩子訂定使用規範，但不去了解孩子使用
3C產品的需求，親子關係容易衝突，可能無法有效管教孩子
的使用行為，尤其是對青少年，可能因叛逆而過度使用。

 民主式紀律是會了解孩子的需求，也和孩子溝通討論，訂定
使用規範，培養孩子自主管理好習慣，孩子較不易成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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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網路沉迷、網路成癮高風險群盛行率：
104年較103年：重風險組盛行率略升，但未達顯著差異；
沉迷組與高風險組顯著下降。

 線上遊戲沉迷、線上遊戲成癮高風險群盛行率：
104年較103年：重風險組增加，在高中職達顯著上升；
沉迷組與高風險組在國小與高中職顯著下降。

 Facebook沉迷、 Facebook成癮高風險群盛行率：
104年較103年：重風險組在高中職略升，未達顯著差異；
沉迷組與高風險組顯著下降。

 智慧型手機/平板沉迷、智慧型手機/平板成癮高風險群盛
行率：
104年較103年：重風險組增加，在高中職達顯著上升；
沉迷組與高風險組在國小組與高中職組顯著下降。

 網路成癮者之身心適應差：身體症狀多、敵意高
及疑心高。

 沉迷者下降，可能是一級預
防較早實施，已有初步成
效，應持續推動與觀察。

 高中職生遊戲成癮與手機成
癮重風險組顯著提升，值得
重視。

 應及早積極推動學校三級預
防，尤其是啟動高風險群篩
檢與介入。

 結合縣市及學校強化輔導人
員專業知能及研發有效介入
方案與教材。

 教育部推動實施方案，應持
續調查與觀察成效。

建議

43

 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
均需重視網路與非網
路生活的平衡，使學
生在非網路的現實生
活中擁有歸屬感、愉
悅感、成就感與意義
感，才能有效預防兒
童與少年藉網路活動
尋求高四感。

 健康上網教育，不只
要融入資訊教育，也
需融入健康教育課程
與輔導活動。

結論與建議

44

建議 線上遊戲、平板/智慧型手機使用的正向預期：
國小、國中與高中職兩年皆以「和大家一起玩」及「感到開心」為主。

 Facebook使用的正向預期：
國小與國中由「掌握好友動態」轉而以「獲取新的知識或資訊」及「打
發無聊時間」為主；高中職以「掌握好友動態」及「與志趣相投的人交
流」轉而以「獲取新的知識或資訊」及「打發無聊時間」為主。

 線上遊戲誘惑情境
國小、國中與高中職兩年皆以「考完試或寒/暑假，想放鬆時」 及「無聊
時」最難抗拒使用。

 Facebook誘惑情境
國小與國中以「掌握好友動態」及「感到開心」轉而以「考完試或放寒/
暑假，想放鬆時」和「無聊時」為主；高中職以「無聊時」及「想和朋
友聊天時」轉而以「考完試或寒/暑假，想放鬆時」和「無聊時」為主。

 智慧型手機/平板誘惑情境
國小、國中與高中職兩年皆以「無聊時」、 「考完試或放寒/暑假，想放
鬆時」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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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健康上網
一起來

二規

三動動

四感

五慣

六讚讚

一聽
一聽
傾聽孩子的需求

二規
對孩子上網做規範

六讚讚
多稱讚孩子合理使用網路
的行為

高四感生活
歸屬感、愉悅感、
成就感、意義感

五慣
培養五種網路使用好習慣
人：和父母討論網路交友情形
事：保護自己與他人隱私
時：規定每天網路使用時間上

限；每天先做功課再上網
地：睡覺時手機不放床邊，

電腦放在公共區域
物：使用適合年齡遊戲

三動動
每用30分鐘就要站
起來活動10分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