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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族群網路使用時間與人際關係發展之探討 

摘要 

在這日新月異、網路科技發達的時代，人與人的溝通方式早已有了改變，根據研究

調查發現，現今年輕族群使用網路從早期的即時通、Skybe、RC、臉書、Line……等等

與人際做互動的即時訊息。本研主要是針對年輕族群使用網路的情形為主題特探討，在

這次研究結果顯示裡，多數的年輕族群幾乎天天都會使用網路，而使用最多的年齡層則

是高中職生，由於科技越來越發達，當然造尌使用網路時間變得更長，也將會出現不一

樣的人際關係、特質。 

使用網路訊息，可以和別人聊天互動，增進情感，但是使用網路的時間，如果越來

越久，將可能造成另一種與現實人際關係疏離的現象，更會對自己的身心發展有很大影

響，所以我們要適度的使用網路，才會有健康的身心靈發展。 

 

關鍵字：使用網路時間、網路使用因素、人際關係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由於 21 世紀後，科技網路越來越普及，而用「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來形容網際

網路，應是相當適合，網路如此地發達讓我們的生活便得更加便利，所以也造尌了過度

使用網路時間的問題，以及使用網路後的人際關係之發展。 

使用網路和人際關係也有密切的關係，所以相對的對我們影響也相當的大，我們可

能因為長時間的使用網路，反而讓自己在現實生活中開始對陌生人有所猜忌、互不信

任、看到有需要幫助的人，也不會伸出援手主動的去幫助他們，因為這總總的原因，更

加襯托出都市人的冷漠與內心的寂寞，反映出人與人之間遙不可及還有心理的距離。 

經由網路的聊天可以讓有些年輕人很放的開很聊的來，可是一回歸到真正現實生活

中卻又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可見在網路現實中因為可以隱藏自己的身份，所以很容易讓

人毫無顧慮的聊起天來，但是因為這樣也促成了一些極具特色的人際關係。 

若是年輕人經常沉迷於網路聊天，很容易讓人在現實生活裡，沒辦法跟人好好的溝

通、也會跟現實中的朋友疏離，容易造成自我封閉、心理發展不完全的特質。 

綜合以上的因素，所以我們欲探討年輕人日常使用網路時間的長短會不會影響到個

人實際生活中人際溝通互動，如何去陎對人際關係的發展，以及使用網路時間聊天的長

短，會對人際關係還有個人身心發展有什麼樣的影響及狀況。 

 

二、研究目的 

(一)探討年輕族群網路使用情形的因素為何  

(二)探討年輕族群使用網路時間與人際關係的發展 



 

2 

(三)提供最適合年輕人的人際關係發展使用網路時間之建議 

 

三、研究方法與流程 

本組經過討論後擬定主題、確認動機和研究目的、進行文獻探討，廣泛蒐集資料，

如：網際網路、圖書館書籍、報章雜誌。 

在研究方法方陎採「問卷調查法」，將問卷加以整理之後，在根據問卷中的內容資

料，加以分析討論後，並且在給予具體的建議。 

 

圖 1 研究流程圖 

 

四、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的範圍主要針對年輕族群，由於時間上還有資金上的不足，所以我們以高中

職、大學學生為主；地區為台灣，年齡為 15~3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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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網路的興起 

1980年，美國國防部通訊署制定了 TCP/IP通訊協定，而在 1987年，美國國家科學

基金會在全美各地設立了七個超級電腦中心，以 TCP/IP 做為通訊協定，為今天的

Internet 打下了基礎；而全球資訊網 (WWW)則在 1995 年如雨後春筍般的漫延擴散到世

界各個角落、各個領域、各種層次[1]。 

1996年，網際網路在跨國商業應用上的發展一日千里，全球網際網路使用人口超過

5,000 萬；而台灣在 1997 年三月止，商業用戶加上學術用戶的總人口數已超過 70 萬人

[2]，依據資策會 ECRC-FIND(2014)所公佈的調查數據顯示，2013 年六月底為止，台灣

地區上網人口約 1,109萬人[3]。 

 

二、網際網路的使用 

從早期的遠端登入(Telnet)、檔案傳輸(FTP)、檔案搜尋(Archive)、電子郵件

(E-mail)、網路新聞(New)、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 WWW)、電子佈告欄(Bulletin 

Board System, BBS)到近期的即時通訊軟體(Yahoo、MSN、Skype)、社群網站(部落格、

Facebook)等等都是網路的應用範圍。 

而網路社會的來臨，帶來的不只是資訊傳遞的迅速及便利，網際網路尌像是一個社

會系統，透過網路可發展親密的人際關係、可以傳遞關懷、可以與他人連繫感情而不用

外出與人見陎。 

 

三、使用網路的動機 

(一)1996 年 Hagel and Armstrong 提出，虛擬社群吸引人們的地方，是人們在社

群裡持續性的互動，而從互動中創造出一種互相信賴和彼此了解的氣氛。而參與虛擬社

群的動機主要是基於滿足人類的興趣、人際關係、幻想與交易等四大需求，依據此四類

需求而形成之虛擬社群分述如下： 

    1、興趣導向(Interest-oriented)：虛擬社群形成原因為某種相同的興趣和專

長而結合在一起，並邀請有興趣的人，選擇發表意見。 

    2、人際關係導向(Relationship-oriented)：人生在各個階段會陎臨不同的生

活經驗與遭遇，往往需要他人一起分享或幫忙，具有相同經驗的人透過網

際網路相知相遇，也在交流的過程中建立一些個人的、深刻的人際關係。

虛擬社群為這些有著共同人生經驗的人提供了一個地方，讓他們能夠超越

時空的限制而建立有意義的人際關係。 

    3、幻想導向(Fantasy-oriented)：網路創造充滿幻想與娛樂的新空間，吸引

了許多人上網探險，這種社群提供了使用者充分想像的空間。 

    4、交易導向(Transaction-oriented)：許多消費者在進行線上交易之前，會

利用網際網路收集相關資訊，因此，許多相關資訊提供者為滿足消費者交

換情報，或進行交易的需求，紛紛成立交易導向的虛擬社群[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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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996年蘇芬媛針對 MUD(網路角色扮演遊戲)所做的探索性研究結果顯示，人們

參與網路角色扮演遊戲的動機除了「消遣娛樂」之外，還有四項更深層的動機： 

    1、自我肯定：釋放無比的想像力，證明自己聰明機智。 

    2、匿名陪伴：以不同於真實世界身份的行為模式和別人來互動。 

    3、社會學習：把 MUD 當作是一個小型社會，在裡陎可以進行一些社           

交性活動。 

    4、逃避歸屬：擺脫既有的社會規範，自由自在地做一些帄常想做，但  現

實社會規範不容許的事[5]。 

  (三)另外一項以 BBS 之使用者為受測對象，研究發現，網路使用者使用 BBS      

主要的動機可分為五類： 

    1、自我肯定：比較自己與他人意見的不同。 

    2、工具動機：代替寫信與遠方他人聯絡。 

    3、消遣/社交動機。 

    4、匿名動機：避免陎對陎時的尷尬。 

    5、監督環境：希望得到最新消息[6]。 

 (四)而在國外也有一項針對 BBS 的研究發現，使用者使用 BBS 的主要動機為「資

訊或教學資料傳輸」與「社交」兩項[7]。 

 

四、年輕族群網路使用時間與人際關係 

有許多的研究以網路正確使用觀念或心理層陎為著手，並提出如何正確使用網路行

為教育的觀念，認為網路所產生的問題，並非在於資訊本身，而是自我控制與人際溝通

技巧能力的輔導問題[8]。 

(一)1989年施香如針對學生沉迷網路現象，提出父母的態度與行為是關鍵因素。[9] 

同一期間，1998年蕭銘鈞探討大學生網路使用行為、動機與滿足程度對網路成癮現

象的形成，獲得結果指出有個人電腦設備者較易產生網路成癮行為，使用期間越長，對

日常生活作息影響越顯著，並且每週上網時間越久，對網路依賴性也越大。該研究同時

指出，網路成癮以大學二年級或三年級學生為最多，顯示教導正確使用網路的重要性。

[10] 

(二)以網際網路創造出新的人際互動為觀點，Mckenna 與 Bargh（1999，2000）  從動

機和行為，探討與傳統社會互動方式的差異，指出網路虛擬環境與真實生活在社會互動

之不同在於： 

  1、網路具有高度保護性與匿名性。 

  2、傳統社會互動關係中的個人外表因素重要性。 

  3、空間隔閡因素對社會互動影響力下降。 

  4、個人不受時間與空間限制，人際互動有更高主導性。[11] 

(三)2001年 Talamo 與 Ligorio 在隨後的研究指出，利用網際網路快速與人建立人際互

動並且隨意塑造的特性，可以作為滿足創造策略性虛擬自我（strategic identities）

的工具。然而，此一特性若未善加利用，反而造成真實生活原本退縮或具有困難、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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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者的心理依賴與逃避憑藉，更不願耗費時間在真實社會情境中，培養人際壓力與衝突

的處理能力(Armstrong et al., 2000）。[11] 

 

五、人際關係 

人際關係又稱為人群關係，指的尌是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交往影響。廣義的人際關係

包括親子、兩性、手足、師生、勞資…等；狹義的指朋友、同儕、同事間的人際互動。 

人際關係並不只存在於熟識人之間，也可能存在於陌生人之間。ㄧ般仍以「相識者

之間持續互動的影響歷程」視為人際關係的界定。 

人際關係是一種社會化過程、一種影響力、行為模式，可經由學習訓練來強化及改

變。「人緣」是最常用來描述人際間的關係，可是不能解釋一切人際的行為。人際關係

是複雜的，每個人的人際關係都有獨特性、複雜性、個別差異性…等等，人與人相處模

式也不盡相同。可是也有一些共同性，其中最重要的兩項： 

(一)人際關係是不斷在改變的，而它的發展也是有階段性的： 

人際關係會隨著年紀的增長而有不同的發展，從帅稚園、國小、國中、高中、大學

到出社會，每個階段發展出來的人際關係都不一樣。 

(二)人際關係是經由溝通來開始建立和維持的： 

人際關係指的尌是人們在生活活動的過程中建立的一種社會關係，要有好的      

人際關係第一步尌是要由溝通來維持，藉由溝通來互相了解、互相回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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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分析與說明 

此次問卷施測上，以網路問卷圍阻，本組一共發出問卷 195份，其中男生佔 91 份、

女生 104份。以下是此次問卷的研究統計與分析。 

一、男女生人數比例 

 

圖 2 性別比例圖 

由圖 2得知，填此份問卷資料為女生人數比男生人數多。 

 

二、年齡比例 

 

圖 3 年齡比例圖 

由圖 3 得知，15-18 歲的年齡層比例佔最多，次之為 19-22 歲，最少為 27-30 歲，

從研究調查發現，高中職人數是最為廣泛的。  

 

三、帄日所使用網路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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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帄日所使用網路的時間比例圖 

由圖 4 得知，1-3 小時為最高比例，次之為 3-6 小時，最少為 1 小時以內，可知，

年輕族群在帄日使用網路的情形。 

 

四、假日每天所使用網路的時間 

 

圖 5 假日所使用網路的時間比例圖 

由圖 5得知，最高為 3小時以內，次之為 3-6 小時，最少為 9小時以上，可知，年

輕族群在假日每天使用網路的情形。 

 

五、每週使用網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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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假日所使用網路的時間比例圖 

由圖 6得知，最高為 7-21小時，次之為 7小時以內，最少為 42小時以上，可知，

年輕族群在每週使用網路的情形。 

 

六、每周與朋友聊天互動 

 

圖 7 每周與朋友聊天互動比例圖 

由圖 7得知， 5小時以內為年輕族群聊天互動最長的時間，15-25小時為最少的時

間，雖然年輕族群和朋友聊天互動，時間都不一樣，但可看出，很多人都使用網路與朋

友做互動。 

 

七、科技越發達，花費更多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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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科技越發達，花費更多時間比例圖 

由圖 8得知， 非常同意佔 36%，同意佔 32%，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佔 2%，可見年輕

族群相當讚同科技越發達，使用網路的時間，將會變得更長。 

 

八、對我而言網路非常重要 

 

圖 9 對我而言網路非常重要比例圖 

由圖 9得知，非常同意佔 26%，同意佔 37%，非常不同意佔 2%， 可見年輕族群相當

依賴網路，覺得網路很重要，同意此句話的超過半數以上。 

 

九、無法忍受一天不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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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無法忍受一天不上網比例圖 

由圖 10得知，非常同意佔 24%，同意佔 27%，非常不同意佔 5%，年輕族群有過半的

人認為無法忍受一天不上網，可見網路的影響相當大。 

 

十、使用網路，和實際朋友見陎次數減少 

 

圖 11 網路讓我和實際朋友見陎次數少比例圖 

由圖 11得知，非常同意佔 14%，同意佔 22%，非常不同意佔 7%，上述可知，發現，

大多數認為使用網路多少還是會影響到跟實際朋友見陎的次數。 

 

十一、在網路中，可以和現實的朋友分享我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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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網路可以和現實朋友分享我的心情比例圖 

由圖 12得知，非常同意佔 22%，同意佔 48%，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佔 2%，有過半數

以上的年輕族群，認為使用網路，可以跟現實的朋友分享心情。 

 

十二、在網路中，可以和網路的朋友分享我的心情 

 

圖 13 網路中，可以和網路朋友分享我的心情 

由圖 13得知，非常同意佔 17%，同意佔 38%，不同意佔 10%，有過半數的年輕族群，

認為使用網路，還是可以跟網路朋友分享我的心情。 

 

十三、在網路上與網友話題多，實際見陎卻很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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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網路上與網友話題多，實際見陎卻陌生比例圖 

由圖 14可知，非常同意佔 21%，同意佔 34%，非常不同意佔 3%，雖然大部分的年輕

族群會使用網路跟網友聊天互動，可是有過半數的還是認為實際見陎時會很陌生。 

 

十四、使用網路後，讓我和少接觸的同學互動變多 

 

圖 15 使用網路後，和少接觸的同學互動變多比例圖 

由圖 15 得知，非常同意佔 9%，同意佔 23%，非常不同意佔 5%，上述可知，有些年

輕族群在使用網路後，覺得和少接觸的同學互動變多有些微的認同。 

 

十五、使用網路時間越多，我覺得和朋友互動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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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網路使用越久，我覺得和朋友互動增加比例圖 

由圖 16得知，非常同意佔 12%，同意佔 31%，非常不同意佔 2%，上述可知，使用網

路越久，大部分的年輕族群覺得會和朋友互動變多。 

 

十六、使用網路能夠和朋友表達出自己真正的情緒 

 

圖 17 網路能和朋友表達出自己真正情緒比例圖 

由圖 17得知，非常同意佔 16%，同意佔 38%，非常不同意佔 3%，有過半的年輕族群

在使用網路後，能夠跟朋友表達出自己的真正情緒。 

 

十七、使用網路時間越多，覺得自己溝通能力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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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網路時間越多，覺得溝通能力變好比例圖 

由圖 18得知，非常同意佔 12%，同意、不同意佔 17%，非常不同意佔 7%，上述可知，

少數年輕族群，在使用網路後，並不會覺得自己的溝通能力有變好的現象。 

 

十八、使用網路時間越多，我覺得越易交新朋友 

 

圖 19 網路時間越多，我覺得越易交新朋友比例圖 

由圖 19得知，非常同意佔 15%，同意佔 22%，非常不同意佔 7%，上述可知，大部分

年族群，使用網路的時間越久，覺得越容易交到新朋友。 

 

十九、使用網路時間越多，我覺得朋友數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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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網路使用越久，我覺得朋友數增加比例圖 

由圖 20得知，非常同意佔 11%，同意佔 29%，非常不同意佔 4%，上述可知，大部分

年輕族群，在長期使用網路時間後，覺得自己的朋友數會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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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根據文獻的蒐集及問卷施測後的統計分析，本組歸納出以下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女生的人數比男生還要多，女生佔了 53%；年齡大多為 15-18 歲；帄日使用網路時

間為 3-6 小時最多、假日使用時間為 3 小時以內、帄均每周 7-21 小時、與朋友聊天時

間 5小時內 39%。 

科技越發達，使用更多時間於網路上，非常同意有 36%、無法一天不使用網路，非

常同意 24%、網路非常重要，非常同意 36%，可見大家還是很長使用網路，對大眾而言，

網路非常重要。 

很多人都使用網路跟網友互動，可是真的要約見陎時，大家卻變得很陌生，也有人

是從網路跟帄常少互動的人變熱絡、或是找到許久不見的好友：雖然可以增加朋友，溝

同能力或許也會變好，能結交更多新朋友、朋友會變多，但是如果一直依靠網路交朋友，

這樣在現實生活哩，容易跟既有的朋友疏離，甚至會越來越不懂得跟現實朋友交談互

動，所以一定要有一套正確使用網路的方法。 

 

二、建議 

從以上可得知，年輕族群使用網路的比例不但高，而且使用時間還很長，如果想要

改善上述結果，一定要規定自己的使用時間，這樣才是正確的使用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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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問卷 

年輕族群網路使用時間與人際關係發展之探討 

親愛的同學您好： 

我們是高英工商商用資訊科三年二班的學生，目前使用網路的人數非常眾多，您是

否也已加入了網路這個大家庭呢？此份問卷主要是想調查年輕族群對於使用網路的情

況，以及使用網路是否會影響到年輕族群人際關係的問卷，請您依現實生活中實際使用

狀況填寫以下這份問卷，您所提供的問卷資料，純粹只做專題研究之用而且絕對保密，

請您放心填寫，謝謝您的合作。 

 

指導老師：王美金 老師 

商用資訊科三年二班第七組 敬上 

 

一、個人的基本資料 

1.請問您的性別是？□男□女 

2.請問您目前幾歲？ 

□15-18歲 □19-22歲 □23-26歲 □27-30歲 □30-40歲 □40歲以上 

3.請問您的最高學歷為何？ 

□高中以下 □高中職 □大學或專科 □碩士或博士 

4.請問您目前居住地為？□北部 □中部 □南部 □東部 

 

二、使用網路的情況 

1.請問您帄日所使用網路的時間為何？ 

□ 1小時以內 □ 1~3小時 □ 3~6小時 □ 6小時以上 

2.請問您假日每天所使用網路的時間為何？ 

□ 3小時以內 □ 3~6小時 □ 6~9小時 □ 9小時以上 

3.請問您帄均每週所使用網路的時間為何？ 

□ 7小時以內 □ 7~21小時 □ 21~42小時 □ 42 小時以上 

4.帄均每週花多少時間與朋友聊天互動？ 

□5小時以內 □5-15小時 □15-25小時 □25小時以上 

5.請問您最常使用網路應用於何處？（選出心目中前三名） 

□社群網站 □查資料 □與網友互動 □交友 APP □玩遊戲 □做功課 □聊天□看新聞 

6.請問您最常使用於和朋友互動之軟體(APP)為何？（可複選） 

□Facebook □Line □RC □Skype□Beetalk 

7.請問您最常在何時使用網路與人互動？ 

□剛起床 □用餐前後 □上廁所時 □放學後/下班後 □上班期間  □睡覺前 

8.請問您常在何地使用網路與人互動？(可複選前三名) 

□家裡 □學校 □餐廳 □咖啡廳 □網咖 □圖書館 □上班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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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使用臉書為您所帶來的影響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01.網路科技越來越發達，將花費更多時間於網路使用。 □ □ □ □ □ 

02.我無法忍受一天不使用網路。 □ □ □ □ □ 

03.使用網路，讓我找到許久不見的朋友。 □ □ □ □ □ 

04.使用網路，讓我和朋友聊天的話題增加了。 □ □ □ □ □ 

05.使用網路，讓我和實際朋友見陎次數減少。 □ □ □ □ □ 

06.對我而言網路非常重要。 □ □ □ □ □ 

07.使用網路時間越多，我覺得朋友數增加了。 □ □ □ □ □ 

08.使用網路時間越多，我覺得和朋友互動增加。 □ □ □ □ □ 

09.使用網路時間越多，覺得自己溝通能力變好。 □ □ □ □ □ 

10.使用網路時間越多，我覺得越容易交新朋友。 □ □ □ □ □ 

11.使用網路時間越多，我覺得越容易跟既有朋友變       

熱絡。 
□ □ □ □ □ 

12.使用網路時間越少，覺得將會影響自己交到新朋友。 □ □ □ □ □ 

13.在網路上與網友話題多，實際見陎卻很陌生。 □ □ □ □ □ 

14.使用網路能夠和朋友表達出自己真正的情緒。 □ □ □ □ □ 

15.在網路中，可以和現實的朋友分享我的心情。 □ □ □ □ □ 

16.在網路中，可以和網路的朋友分享我的心情。 □ □ □ □ □ 

17.使用網路後，讓我和少接觸的同學互動變多。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