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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女大學生的女性主要照顧者與其網路沉迷的相關情形。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以

台灣地區之女大學生為主要研究對象，使用「雙親教養量表－母親版」、「網路成癮量表」作為主要研究

工具，正式施測有效樣本為 269 份，並將資料以統計分析方法進行分析，透過描述性統計、t 檢定、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迴歸分析、皮爾森績差相關分析等統計方法，以考驗研究假設。研究發現：女大學生之

網路沉迷不因年齡、家庭結構、居住地區、主要照顧者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女大學生女性照顧者教養態

度之「保護」與其網路沉迷具有正相關、女大學生女性照顧者教養態度之「關懷」與其網路沉迷具有負

相關，且不同的教養態度類型對網路沉迷具有顯著差異，情感約束型教養態度與理想型教養態度有顯著

差異、缺乏情感控制型教養態度與理想型教養態度有顯著差異、缺乏情感控制型教養態度與忽略型教養

態度有顯著差異，顯示教養態「保護」層面愈高，女大學生愈有可能出現網路沉迷之現象。綜合本研究

之結果，提出相關建議以供教育、輔導、相關單位及實務工作者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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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s parenting attitudes and internet 

addiction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Parenting bonding Instrument (PBI) – Mother, and Chen Internet Addiction 

Scale (CIAS) were used in the study. The valid sample size was 269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in Taiwan. The data 

was analyzed by the statistical methods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one-way ANOVA ,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main findings of the study were that the parenting attitudes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did not vary remarkably given the variables such as the age, structure of family, living area, and caregiver. 

There was a low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rotection” of women’s parenting attitudes and internet addiction. 

And there was a low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are” of women’s parenting attitudes and internet addiction. 

Different parenting attitude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ir internet addiction. The higher the “protection” 

of women’s parenting attitude, the higher the internet addiction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The study not only 

discussed the research result, but also offered some suggestions to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 organizations 

concerned and researchers of extended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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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近年科技日漸發達，最初網路的發展是為了讓人們更方便蒐集資料及克服距離的問題，而現今使用

網路的目的非常多，如：網路購物、遊戲娛樂、新潮流等，讓原先單純的網路行為，開始複雜化，人們

對於網路的需求及依賴更是日益增加。根據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2022 年的報告顯示 18

歲以上使用網路的民眾高達八成以上，其中透過手機使用網路者高達 81.47％，且 18-29 歲的民眾使用

網路的比例更是高達 99％。Young（1996）指出網路沉迷是一種新的臨床疾病，許多網路使用者因沉迷

而影響其學業、工作、家庭關係，在網路蓬勃發展的時代下，現今的青少年更是網路的高度使用者及依

賴者，在 110 年網路沉迷研究調查報告指出我國民眾網路沉迷逐年上升，從 104 年的 3.5％ 到 110 年 7

％（陳素玲，2022 年 3 月 21 日）。由此可見，三十年前至今皆相當重視網路的使用及網路沉迷之影響。  

隨著網路時代的到來，人們互動與聯繫感情的方式大有改變，從電視古裝劇裡看到的飛鴿傳書情節，

至今已成為人手一機的通訊網路，在生活與心理層面受到外在環境而有所改變，在家庭教養與互動模式

也出現極大的差異。過去多數研究指出網路對於人們有絕對的影響程度，尤其是成癮行為（楊家幸，2001； 

Kraut et al.,1998; Shotton,1991; Young,1996），並探討人們形成網路成癮之原因，發現家庭教養方式對於網

路成癮有著密切之關係，包含家庭氛圍、教養態度等（邱郁雯，2003；施香如，2001；Bilge et al., 2022），

亦有許多研究指出父母教養態度與網路或手機使用具有高度密切關係，不同的教養態度對於孩子網路使

用具有極大的影響性，積極的教養方式可降低青少年手機使用，消極的教養方式則會增加青少年對於手

機的依賴程度（Bae, 2015; Lian et al., 2016; Miller and Plant, 2010）。 

綜合以上，可以得知父母教養態度對於孩子網路沉迷具有影響性，隨著經濟時代與雙薪家庭的出現，

主要照顧者不再僅是父母。根據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 2007 年的調查顯示，台灣家庭照顧者以女

性居多，事隔多年後進行統計調查發現台灣家庭照顧超過八成的主要照顧者為女性（行政院性別平等會，

2020）。然而，本研究進行預試分析時，從回收 35 份之樣本發現其台灣之父母教養態度以母性角色為主

要照顧者高達 85％，與過去調查資料相符，因此本研究將聚焦於女性進行討論，以女大學生作為主要研

究對象，並試圖瞭解其女性主要照顧者之教養態度對其網路沉迷之影響，進而探討母親教養態度與網路

沉迷之相關性。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家庭是人類最基本的學習環境，也是我們出生後，最先接觸到的社會互動，更是在我們生命經驗裡

很重要的學習、模仿、成長的環境，家庭對於個體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包含社交與人際互動（Carolyn, 

2001;Kazuhisa et al., 2000）。父母教養態度對於孩子身心健康具有一定的影響程度，包含：人格形成、情

緒反應等，並與其適應行為具有正向相關，當父母教養態度關愛程度高，可降低孩子的壓力，且高積極

與低消極有助於孩子的身心發展，而不當的教養態度會造成青少年的身心困擾及不適應的行為，進而產

生不當的偏差行為，如：反社會人格的形成（邱郁雯，2003；洪雪雅，2004；Hao-kang Li et al., 2022;Schorr 

et al., 2022;Sideridis and Kafetsios, 2008）。 

在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2022 年最新的調查報告指出，台灣近兩成的民眾幾乎隨時

隨地都在使用網路（20.39％），一天使用網路數次高達 56.14％，可見台灣民眾對於網路具有高度使用及

高度依賴。網路時代讓人們更加便利，同時也產生許多健康問題，如果過度使用網路，將會引發許多的

問題，包含：人際、健康、時間管理，且因長時間沉溺在網路而忽略現實生活的連結，亦可能因沉迷網

路而影響個人生活作息與健康，嚴重的沉迷甚至可能會導致精神妄想，而無法分辦現實與虛擬的生活，

進而出現無法順利使用網路所出現的心理情緒變化，如：憂鬱、失落、低落等（陳淑惠等，2003；郭約

瑟、胡海國，2007）。 

施香如（2016）指出父母的教養態度會影響青少年使用網路，父母與孩子之間的互動溝通，也會影

響個體的外顯行為，若家庭氣氛不佳，孩子出現偏差行為的可能性較高，若家庭氣氛和諧，孩子出現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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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行為的機率較低，當家庭互動感受極差且親子關係多為衝突，容易導致孩子的偏差行為出現（徐美雯、

魏希聖，2015；Carolyn, 2001）。青少年在求學階段，對於人際需求增加，若因家庭氛圍而造成關係的疏

離，容易在外尋求同儕之間的心理滿足，透過網路使用可以促使個體在其中獲得歸屬感與社會認同，孩

子感受到父母教養態度的忽略會增加其對手機依賴，亦會透過學習模仿父母的行為而產生網路沉迷的現

象（Doo & Kim, 2022;Schorr et al., 2022）。在網路盛行的時代下，教養態度與網路使用成為很重要的關鍵

因子，台灣的主要照顧者多為女性，本研究試圖瞭解女大學生感知女性主要照顧者的教養態度如何影響

其網路使用，進而探討教養態度類型如何影響沉迷行為，此為過往研究鮮少討論之部分，亦是當今各大

領域皆關注及留意的科技議題。 

二、研究目的與問題 

（一）研究目的：根據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之目的為以下： 

1. 瞭解女大學生的網路使用之現況 

2. 探討不同個人變項之女大學生的網路沉迷情形 

3. 探討不同教養態度類型之女大學生在網路沉迷之差異情形 

4. 瞭解女大學生之女性照顧者教養態度與網路沉迷之相關情形 

5. 瞭解女性照顧者教養態度對於女大學生的網路沉迷之影響程度 

（二）研究問題：由以上研究目的，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問題： 

1. 女大學生網路使用現況為何？ 

2. 不同背景變項的女大學生網路沉迷是否有差異？ 

3. 女大學生之女性照顧者之不同教養態度類型與網路沉迷是否有顯著差異？ 

4. 女大學生之女性照顧者之教養態度與網路沉迷是否有顯著相關？ 

5. 女大學生之女性照顧者之教養態度是否能有效預測其網路沉迷？ 

貳、 文獻探討 

一、 網路沉迷 

隨著科技日漸發達，人們的聯繫與休閒娛樂方式隨之改變，尤其在網路盛行的時代裡，人們可透拓

網路進行許多的日常事物，如：網路購物、手機遊戲、行動錢包、人際社交、關係聯繫等，讓網路的普

及率及使用率逐漸提升。根據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2022 年的報告顯示 18 歲以上使用

網路的民眾高達八成以上，且在 2022 年行動網路首度超越固網寬頻，也就是說人們使用手機網路的時代

正式來臨，相較於過去固網的時代，人們更經常使用的網路是行動網路。 

網路普及化，容易產生沉迷的現象，網路沉迷容易被解釋為「網路成癮」（internet addiction），也就

是網路沉迷行為，係指經常使用網路而產生的慢性著迷狀態，且困難抗拒使用網路的慾望，在學術研究

稱之為網路成癮，多數研究針對網路過分使用仍以「網路成癮」較為普遍，對於成癮的解釋為長時間使

用網路而產生許多負面的症狀，視為一種行為成癮（Brenner, 1996;Goldbers, 1996;Young, 1996），且因使

用網路而損害日常生活中的社交、課業、工作等，但成癮含有疾病的診斷，具有幾個特性，如：耐藥性、

依賴性、戒斷反應、再發性，大多用至臨床診斷治療依據（邱聖玲，2004；楊佳幸，2001；）。因此，為

了避免涉及個人價值或疾病化考量，對於網路過度使用或不當使用之行為，本研究以「網路沉迷」稱之。 

根據台灣國家發展委員會 2021 年的網路沉迷研究調查報告顯示，台灣年滿 12 歲以上具有上網經驗

的民眾裡有 7％有網路沉迷的傾向，最容易有網路沉迷傾向的年齡為 20-29 歲的民眾（11.2％）、次要為

12-17 歲（9.6％），且高達 34.7％ 的民眾未覺察自身的網路沉迷現象，可見青少年至大學階段為主要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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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沉迷之年齡，卻出現不自覺的現象（Lin, 2020;Lozano-Blasco et al., 2022）。針對網路沉迷之評估與衡量

方法，過去學者有著相同的看法，如：使用時間、頻率、次數，亦有學者針對網路使用者的身心健康、

人際互動進行探討，本研究整理過去國內外學者對於網路沉迷之衡量與其標準，如表 1 所示。 

表 1 

國內外學者之網路沉迷衡量標準 

學者（年） 診斷標準 網路沉迷指標 

Goldberg(1996) 

1. 耐受性：持續使用網路以獲得滿足感 

2. 戒斷反應：停止使用網路而產生的負向身心反應 

3. 使用網路時間超出預期時間 

4. 無法停止使用網路 

5. 花費許多時間在使用網路 

6. 因使用網路而減少其他日常生活 

7. 發現網路造成的身心問題，仍無法控制使用網路 

符合其中三個症

狀，且持續長達

12 個月。 

Griffiths(1996) 

1. 顯著性(Salience)：網路已經成為使用者生活中獨有的存在，且是

生活中重要的活動，足以影響使用的思考、感受與行為。 

2. 情緒調節(mood modification)：透過網路獲得正向感受，如：成就

感、愉悅感等，並藉由上網行為來降低因生活所產生的負面情緒

或迴避現實。 

3. 耐受性(tolerance)：必須增加網路的使用時間或更多元的網路活

動，方能得到先前獲得的滿足感。 

4. 戒斷反應(withdrawal symptom)：因停止使用網路而引發身心的不

適感。 

5. 衝突(conflict)：因使用網路而拒絕或減少其他日常生活活動的參

與。 

6. 復發(relapse)：使用者無法控制自己停止使用網路，不斷重複出現

沒有辦法控制自己的慾望。 

符合三個以上，

便可視為網路沉

迷。 

Young(1996) 

1. 你使用網路時是否容易忘我？ 

2. 你是否需要更多時間使用網路才能感到滿足？ 

3. 你是否對於要自我控制、暫停、終止使用網路感到困難？ 

4. 你是否在網路使用暫停或終止時，感到難過、沮喪、空虛？ 

5. 你使用網路的時間是否超過做其他事物？ 

6. 你是否願意因使用網路而承擔失去朋友、工作、學習等的風險與

考驗？ 

7. 你是否曾經對關心你的人隱瞞你使用網路的內容與事實？ 

8. 你是否藉由網路來逃避困擾或降低自身的不適感（如：無助感、

焦慮感）？ 

回答題目

「是」，超過五

題（含以上）便

可稱為網路沉

迷。 

陳淑惠等

（2003） 

1. 耐受性：隨著網路使用的次數與頻率增加，需要透過更多的網路

內容及更長的使用時間，才能獲得相同程度的滿足。 

2. 強迫性上網行為：在想到或看到手機或電腦時，就會產生想要上

網的意念，且在使用網路時會感到興奮，期待有更多的時間可以

上網。 

3. 戒斷反應：一旦上網後便很難離開手機或電腦，若突然被迫離開

則會出現強烈的負向感受。 

4. 人際健康問題：沉迷於網路的時間過長，而忽略原有週遭環境的

居家與社交生活，其中包含與家人朋友疏遠、身體出現眼酸、頭

痛、肌肉痠痛、睡眠不足等問題。 

5. 時間管理問題：使用者長時間於網路，因而延誤到睡眠、工作、

學業、飲食等時間安排。 

CIAS 網路沉迷

量表。青少年分

數達 64 以上；

大學生分數達

68 分以上將被

視為網路沉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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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網路使用增加而產生的沉迷現象日益嚴重，Young（1998）將網路沉迷區分為五個類別，分別是網

路性成癮、網路關係成癮、網路強迫行為、網路資訊超載、網路電腦成癮，並指出大學生喜歡使用網路

的六大原因為，分別為學校提供免費網路、有較多時間可使用網路、較不易受到父母的管教約、網路匿

名而發言較不受限、滿足娛樂需求、尋求社群帶來的人際關係與社會支持（Lin, 2020; Young, 1996）。劉

名誼（2014）探討不同個人變項之網路沉迷差異情形，分別為：性別差異、年級（年齡）、家庭結構、上

網的時間、社經地位，發現不同性別、社經地位、上網時間等在網路沉迷上具有差異，其中男性網路使

用者較女性沉迷之狀況嚴重（方紫薇，2010；劉名誼，2014；Su et al., 2020）；而在家庭結構方面，多數

研究顯示家庭結構對網路沉迷沒有顯著差異，但少數研究發現隔代教養在網路沉迷有顯著差異（葉士如，

2009）。由此可知，在現今的網路時代下，網路已是社會大眾共有的「生活物」，網路沉迷已是當今社會

下的心理健康議題。 

二、 父母教養態度 

家庭源自於父母，父母在家庭裡所扮演的角色，對於孩子來說，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尤其父母教

養態度亦是影響一個孩子的個性、發展、信念、行為等，不同的教養方式將形成極大的差異（陳婉琪、

徐崇倫，2011；Dhar et al., 2019; Hao-kang Li et al., 2022; Schorr et al., 2022）。國內學者針對教養給予不同

的名詞定義，如：管教方式、教養方式、教養態度（吳承珊，2000；林惠雅，1999），但多數學者對父母

教養提出之定義有許多相同的觀點，如：均強調父母對於子女的情緒、行為、認知等層面的影響，其中

包含父母教養態度的信念及行為，也就是說，父母教養態度意旨父母在教養過程中與孩子的互動、回應、

要求、家庭氛圍等方式，透露出其內在的教養信念以及外顯行為。 

過去學者針對父母教養風格與類型進行不同向度的分類，可分為單向度、雙向度、多向度，依據向

度在進行教養態度類型的分類，不同的學者對於父母教養態度的衡量與評估有著不同的見解，但可從中

找到其共同點，如：父母親對於孩子的關懷、要求程度以及給予的回應方式，如表 2 所示。這也代表父

母教養的評估與衡量可分為許多種。國外學者 Parker 等（1979）提出雙親教養態度量表（parents bonding 

instrument，簡稱 PBI）作為其研究工具，後續受到許多國外學者使用，其適用於任何族群之衡量，國內

學者徐畢卿等（1999）針對 Parker 等所編製的雙親教養態度量表進行研究，並考量文化背景、醫療環境

等可能造成不同國家對於量表的適用性問題，將量表翻譯成中文，並測試雙親教養態度的信度、效度等，

結果顯示此量表適用在本國，尤其是母親版，但在父親版仍需擴大樣本以支持此量表適用於本國。 

表 2 

父母教養態度類型 

學者（年） 向度 教養類型 

Elder(1962) 單向 
獨裁、專制權威、民主、平等、溺愛、放

任、忽視 

Pumroy(1966) 單向 溺愛、嚴厲、冷漠、保護、拒絕 

Baumrind(1971) 單向 專制威權、開明權威、自由放任 

Williams(1958)  雙向(權威、關懷) 
高關懷高權威、高關懷低權威、低關懷高權

威、低關懷低權威 

Maccoby & Martin(1983) 雙向(回應、要求) 開明權威、冷漠忽視、專制權威、寬鬆放任 

Parker 等(1979) 雙向(關懷、保護) 
高保護高關懷、高保護低關懷、低保護高關

懷、低保護低關懷 

Becker & Epstein(1964) 

多向(限制－溺愛、敵意

－溫暖、焦慮情緒－冷

靜分離) 

縱容、民主、神經質的焦慮、忽視、嚴格控

制、權威性、有效的組織、過度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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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多數研究使用雙親教養態度量表進行衡量青少年、精神疾患者等，皆發現自覺教養態度較差的

族群容易產生心理健康問題，可見雙親教養態度與身心健康有很大的相關（Favaretto & Torresani,1997；

Warner & Atkinson,1988;）。Bowlby（1977）指出親子之間的互動及教養態度，對於個體的個性發展以及

未來生活的適應有著巨大的影響，父母的教養態度將影響個體從年幼時的性格，一直延續到成人後的行

事作風，不當的教養態度可能引起孩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問題（邱郁雯，2003；洪雪雅，2004；陳婉

琪、徐崇倫，2011）。 

由此可知，父母教養態度對於個體的影響甚大，父母教養態度亦會影響孩子對於網路的使用，當父

母使用手機成癮，孩子也會模仿與學習父母的行為；當父母教養態度較為消極，孩子使用網路增加；當

父母教養積極，可降低孩子對於網路的依賴（Bae, 2015; Lian et al., 2016; Doo & Kim, 2022）。Sabat等（2021）

發現當父母雙方皆為權威教養時，父親對於孩子適應性行為有重要影響，相對於母親更加明顯，尤其是

孩子在青春期時，母親的態度、父親的控制、母親的溫暖都將對孩子行為產生影響（Sekaran et al., 2020）。

Forbes等（2022）研究疫情下的父母教養態度，發現父母教養態度因性別、種族、受教育程度、年齡而有

所差異，且母親具有強烈的家庭責任，並指出母親比起父親更適合教養子女。 

趙翊湘與魏美惠（2023）針對母親正向教養行為與情感表達進行探討，發現母親正向教養行為與幼

兒負向社會行為具有負相關，當母親正向教養行為愈多，幼兒的負向行為愈少，且可能隨著孩子的年齡

愈大，母親的正向情緒教養態度分數愈低，父母教養態度會隨著孩子的發展階段進行改變，其中母親教

養態度在孩子學齡期具有高度的控制和關懷，主要原因為母親期待孩子可適應社會文化及符合社會期待

（Lee & Han, 2021）。人類最初的學習對象即是主要照顧者，根據長期照顧者平台－愛長照2020年的文章

指出過去到現在，多數的家庭照顧者有八成以上皆是女性，因此，本研究以女性主要照顧者作為教養態

度的衡量，採用雙親教養態度量表裡的母親教養態度版做為研究的主要工具，探討女大學生之女性照顧

者教養態度對其網路沉迷之影響。 

參、 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探討女大學生母親教養態度對其網路沉迷之影響，瞭解母親教養態度與網路沉迷之相關情

形，以雙親教養態度（PBI）－母親版以及陳氏網路沉迷量表（CIAS）做為主要資料蒐集調查工具，以下

說明研究架構、研究對象與抽樣方法、研究變數與設計。 

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依據研究背景與動機及文獻探討之結果，擬定研究設計，使用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資料蒐集，

主要在於探討女大學生的個人背景變項、女性照顧者教養態度與網路沉迷之相關，研究在不同背景變項、

女性照顧者教養態度、網路沉迷有無差異。本研究將女性照顧者的教養態度分為「保護」、「關懷」兩個

層面，教養類型分為情感約束型、缺乏情感約束型、理想型、忽略型等四個類型；在網路沉迷方面，根

據陳氏網路沉迷量表（CIAS），分為耐受性、強迫性、戒斷反應、人際健康問、時間管理問題等五個構面。

探討女大學生之女性照顧者教養態度的網路沉迷之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 

因個人可能受到背景變項而產生不同的研究結果，且因時代的變遷，可能由雙親教養改為單親教養

或隔代教養、主要照顧者由父母可能轉變成阿公阿嬤，甚至是家中其他親人，這些皆可能影響本研究之

結果，因此將個人背景區分為年齡、原生家庭居住地、家庭結構、主要照顧者、網齡、平均每日使用時

間。綜合以上，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設一：不同個人背景變項對女大學生網路沉迷具有差異。 

在父母教養方面，多數研究已指出父母教養態度對於孩子的身心健康，及其適應行為具有正向相關，

不當的教養態度會造成孩子的身心困擾及不適應的行為，進而產生不當的偏差行為（邱郁雯，2003；吳

偲嫄、鄧運林，2011；徐美雯、魏希聖，2015），且父母的教養風格會影響青少年對於網路的使用，當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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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態度較為冷淡權威，青少年愈容易有網路成癮的可能（施香如，2016；張高賓，2009）。因此，本研究

提出研究假設二：女性照顧者教養態度與網路沉迷具有顯著相關；研究假設三：不同女性照顧者教養態

度類型對女大學生網路沉迷具有顯著差異。 

圖 1 

研究架構圖 

 

 

 

 

 

 

 

 

 

 

 

 

 

 

 

二、 研究對象與抽樣方法 

本研究以全台女大學生為研究對象，透過社群網站、社群軟體 APP 等進行問卷訊息的推廣與連結發

放，更能符合研究之目標對象進行網路使用者之資料蒐集，共回收 290 份問卷，確認受試者的填答狀況

後，去除填答不完整者及遺漏填答之問卷，有效樣本為 269 份，有效問卷回收 92.76％。 

三、 研究工具 

因考量到使用量表工具的適切性以及文化特色，本研究之問卷使用具有良好信效度之陳氏網路成癮

量表（CIAS），該量表由國內學者陳淑惠等（2003）所編製之，其修訂版（CIAS-R）進行衡量，將結構

更加合理、穩定可靠，分為網路沉迷核心症狀及網路沉迷相關問題兩個因素，又可細分為強迫性行為、

戒斷反應、耐受性、人際與健康問題、時間管理問題等五個構面。在父母教養態度量表則使用國內學者

徐畢卿等（1999）針對學者 Parker 等所制訂之雙親教養態度（PBI）量表，分為關懷與保護等兩個衡量構

面，該量表具有良好信效度，且符合台灣文化之中文雙親教養態度之衡量，尤其是母親版。因此，本研

究採用陳淑惠等（2003）網路沉迷量表及徐畢卿等（1999）之雙親教養態度量表作為問卷衡量工具。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以網路發放問卷之調查方式進行資料的蒐集，由於本研究之主題為網路沉

迷，主要為高度網路密切之使用者，因此調查工具為網路問卷（google 表單），而非實體紙本問卷。問卷

內容包含二大部分，第一部分為網路沉迷與母親教養態度量表工具，以李克特（Likert）四點量表計分，

分別代表符合自身狀況的程度，以「非常不符合」、「不符合」、「符合」、「非常符合」作為變項之衡量。

第二部分為個人背景資料，瞭解受試者個人之年齡、家庭居住地、16 歲之前主要照顧者。本研究之變數

包含網路沉迷、女性照顧者教養態度，個人背景變項亦列入為變數，分別為年齡、原生家庭居住地、家

庭結構、主要照顧者、網齡、每日平均使用時間，主要變數之操作性定義如表 3 所示： 

個人背景變項 

1. 年齡 

2. 原生家庭居住地 

3. 家庭結構 

4. 主要照顧者 

5. 網齡 

6. 平均每日使用時間 
H1 

H2 

女性照顧者教養態度 

1. 保護 

2. 關懷 網路沉迷 

1. 耐受性 

2. 強迫性 

3. 戒斷反應 

4. 人際健康問題 

5. 時間管理問題 

1. 情感約束型 

2. 缺乏情感控制型 

3. 理想型 

4. 忽略型 

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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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變數之操作性定義說明表 

研究變項 子構面 操作性定義 參考文獻 

網路沉迷 

耐受性 網路使用者因不當使用網路而出現

的核心症狀與負面影響。量表共計

26 題，耐受性 4 題、強迫性 5

題、戒斷反應 5 題、人際健康問題

7 題、時間管理問題 5 題。 

陳淑惠等(2003) 

強迫性 

戒斷反應 

人際健康問題 

時間管理問題 

女性照顧者教養態度 
保護 

女性主要照顧者在 16 歲前教養過

程中的互動、回應、要求等方式。

量表共計 25 題，分為保護 13 題、

關懷 12 題，包含正反向題。 

徐畢卿等(1999) 

關懷 

本研究針對回收之問卷資料進行統計分析，以敘述性統計瞭解女大學生使用網路現況，自變項為個

人背景變項，包含年齡、原生家庭居住地、家庭結構、主要照顧者、使用網路的時間（網齡）、每日平均

使用網路時間以及母親教養態度，依變項為網路沉迷，透過統計方法等，探討個變數間是否具有顯著相

關，並檢驗不同背景變項之女大學生的網路沉迷是否具有顯著差異。 

肆、 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 敘述性統計 

本研究的個人基本資料包含：年齡、原生家庭居住地、家庭結構、主要照顧者、網齡、每日平均使

用時間，受試者之女大學生年齡分布，分別為 22 歲 93 人（34.6％）、19 歲（19％）、20 歲（18.2％）、21

歲 39 人（14.5％）、18 歲 37 人（13.8％）；原生家庭居住地為南部 139 人（51.7％）、中部 64 人（26％）、

北部 59 人（21.9％）、東部 7 人（2.6％）；主要照顧者為母親 242 人（90％），奶奶 19 人（7.1％）、外婆

8 人（3％）；家庭結構為雙親家庭 224 人（83.3％），單親家庭 38 人（14.1％）、隔代教養家庭 5 人（1.9

％）、重組家庭 2 人（0.7％）。 

使用網路的時間（網齡）依序為 10 年 91 人（33.8％）、8 年 40 人（14.9％）、7 年 28 人（10.4％）、

6 年 25 人（9.3％）、9 年 24 人（8.9％）、12 年 20 人（7.4％）、13 年以上 14 人（5.2％）、5 年 11 人（4.1

％）、11 年 9 人（3.4％）、4 年 6 人（2.2％）、3 年以內 1 人（0.4％）；每日平均使用網路小時是 2 至 3 小

時 52 人（19.3％）、3 至 4 小時 48 人（17.8％）、4 至 5 小時 45 人（16.7％）、7 小時以上 41 人（15.2％）、

1 至 2 小時 40 人（14.9％）、5 至 6 小時 24 人（8.9％）、6 至 7 小時 16 人（5.9％）、1 小時以下 3 人（1.1

％）。由回收資料可以得知：女大學生開始使用網路的時間（網齡）多數為 6-10 年，推估為國小階段開始

使用網路，且隨著網路時代的降臨，接觸網路的機會大幅提升，平均每日使用網路的時間以 2 至 5 小時

居多，相較於網路尚未盛行時，使用網路的時間明顯增加許多，與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

2022 年的報告資訊相符。 

本研究亦進行女性照顧者教養態度之類型的敘述性統計，詳見表 4。女大學生之母親教養態度分別

為理想教養型 97 人（36.1）％、忽略型 83 人（30.8％）、缺乏情感控制型 77 人（28.6％）、情感約束型

12 人（4.5％）。在受試者的母親教養態度類型中，可以得知「高保護高關懷」之教養態度類型相對較少，

後續將針對此四種不同類型之母親教養態度進行分析，以瞭解不同母親教養態度類型對於其網路沉迷是

否具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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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受試者之母親教養態度類型概況表 

女性照顧者教養態度類型 情感約束型 缺乏情感控制型 理想型 忽略型 

N 12 77 97 83 

％ 4.5 28.6 36.1 30.8 

二、 個人背景變項之差異分析 

由於網齡資料由受試者自行填寫，回收資料結果區間為 3 年以下至 13 年以上，因此將此個人背景變

項調整合併調整為「5 年以內」、「5 年至 10 年」、「10 年以上」三個選項。每日平均使用時間的選項區間

為不到 1 小時至 7 小時以上，因此將此變項調整合併變項為「3 小時以內」、「3 小時以上未滿 5 小時」、

「5 小時以上」，以利後續進行 t 考驗，比較個人背景變項是否具有差異。 

（一） 不同年齡女大學生的網路沉迷之差異分析 

以年齡做為分組，進行 ANOVA 檢定分析，結果表 5 所示：不同年齡之女大學生在網路沉迷皆未達.05

顯著水準，其中網路沉迷之分量表及其五個構面：耐受性、強迫性、戒癮症狀、人際健康問題、時間管

理問題，皆未達.05 顯著水準，表示不同年齡的女大學生在網路沉迷上未有顯著差異。 

表 5 

不同年齡女大學生網路沉迷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項
名稱 

年齡 個數 N 平均數 M 
標準差

SD 

變異
來源 

平方和 

SS 

自由度
df 

平均平方和
MS 

F 檢定 

網路

沉迷 

18 

19 

20 

21 

22 

37 

51 

49 

39 

93 

2.27 

2.44 

2.40 

2.37 

2.31 

.616 

.579 

.561 

.644 

.603 

組間 

組內 

總和 

.942 

94.75 

95.70 

4 

264 

268 

.24 

.36 
.66 

（二） 不同家庭結構女大學生的網路沉迷之差異分析 

以家庭結構做為分組，進行 ANOVA 檢定分析，結果由表 6 可以得知：不同家庭結構之女大學生在

網路沉迷皆未達.05 顯著水準，其中網路沉迷之分量表及其五個構面：耐受性、強迫性、戒癮症狀、人際

健康問題、時間管理問題，皆未達.05 顯著水準，表示不同家庭結構的女大學生在網路沉迷上未有顯著差

異。也就是說，不論是雙親家庭、單親家庭、隔代教養家庭等家庭結構的女大學生，對其網路沉迷是沒

有明顯的差異。 

表 6 

不同家庭結構的女大學生網路沉迷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項
名稱 

家庭結
構 

個數
N 

平均數
M 

標準差
SD 

變異來
源 

平方和 

SS 

自由度
df 

平均平方和
MS 

F 檢定 

網路

沉迷 

雙親 

單親 

隔代 

重組 

224 

38 

5 

2 

2.35 

2.37 

2.25 

2.72 

.609 

.577 

.160 

.091 

組間 

組內 

總和 

.33 

95.37 

95.70 

3 

265 

268 

.11 

.36 
.30 

（三） 不同原生家庭居住地的女大學生與網路沉迷之差異分析 

以原生家庭居住地做為分組，進行 ANOVA 檢定分析，結果如表 7 所示：不同原生家庭居住地之女

大學生在網路沉迷皆未達.05 顯著水準，其中網路沉迷之分量表及其五個構面：耐受性、強迫性、戒癮症

狀、人際健康問題、時間管理問題，皆未達.05 顯著水準。由此可知，女大學生之網路沉迷在不同原生家

庭居住地上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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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不同原生家庭居住地的女大學生網路沉迷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項
名稱 

居住地 
個數

N 

平均數
M 

標準差
SD 

變異來
源 

平方和 

SS 

自由度
df 

平均平方和
MS 

F 檢定 

網路

沉迷 

北部 

中部 

南部 

東部 

59 

64 

139 

7 

2.36 

2.31 

2.37 

2.46 

.533 

.670 

.576 

.624 

組間 

組內 

總和 

.21 

95.48 

95.70 

3 

265 

268 

.070 

.360 

 

.90 

（四） 不同女性主要照顧者女大學生的網路沉迷之差異分析 

以女性主要照顧者做為分組，進行 ANOVA 檢定分析，結果表 8 可以得知不同主要照顧者之女大學

生在網路沉迷皆未達.05 顯著水準，其中網路沉迷之分量表及其五個構面：耐受性、強迫性、戒癮症狀、

人際健康問題、時間管理問題，皆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女大學生的主要照顧者不同對其網路沉迷沒有差

異。 

表 8 

不同主要照顧者的女大學生網路沉迷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項
名稱 

主要照
顧者 

個數
N 

平均數
M 

標準差
SD 

變異來
源 

平方和 

SS 

自由度
df 

平均平方和
MS 

F 檢定 

網路

沉迷 

母親 

奶奶 

外婆 

242 

19 

8 

2.35 

2.49 

2.32 

.604 

.574 

.423 

組間 

組內 

總和 

.36 

95.34 

95.70 

2 

266 

268 

.18 

.36 
.70 

（五） 不同網齡女大學生的網路沉迷之差異分析 

以網齡做為分組，行 ANOVA 檢定分析，結果表 8 可以得知不同主要照顧者之女大學生在網路沉迷

皆未達.05 顯著水準，其中網路沉迷之分量表及其五個構面：耐受性、強迫性、戒癮症狀、人際健康問題、

時間管理問題，皆未達.05 顯著水準，表示女大學生不因網齡長短而影響其網路沉迷。 

表 9 

不同網齡的女大學生網路沉迷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項
名稱 

網齡 
個數

N 

平均
數 M 

標準差
SD 

變異
來源 

平方和 

SS 

自由度
df 

平均平
方和 MS 

F 檢定 

網路

沉迷 

五年（含）以內 

五至十年（含） 

十年以上 

18 

208 

43 

2.40 

2.34 

2.39 

.762 

.556 

.716 

組間 

組內 

總和 

.11 

95.59 

95.70 

2 

266 

268 

.06 

.36 
.86 

（六） 每日平均使用時間不同的女大學生網路沉迷之差異情形 

女大學生每日平均使用時間不同在網路沉迷上達顯著差異，如表 10 所示。Tukey HSD 事後比較結果

顯示：每日平均使用 5 小時以上較 3 小時未滿 5 小時者分數高；每日平均使用時間 5 小時以上較 3 小時

以內者分數高；每日平均使用 3 小時以內與 3 小時未滿 5 小時兩者之間無顯著差異。結果顯示女大學生

每日平均使用網路時間超過 5 小時可能產生網路沉迷之現象。如同多數研究，長使用時間網路可能產生

網路沉迷之現象（Goldbers,1996;Young,1997;陳淑惠，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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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每日平均使用時間的女大學生網路沉迷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項
名稱 

網齡 
個數

N 

平均
數 M 

標準差
SD 

變異
來源 

平方和 

SS 

自由
度 df 

平均平
方和
MS 

F 檢定 
事後比
較 

網路

沉迷 

三小時以內 

三小時以上

未滿五小時 

五小時以上 

95 

93 

81 

2.21 

2.31 

2.57 

.539 

.558 

.647 

組間 

組內 

總和 

6.17 

89.52 

95.70 

2 

266 

268 

3.08 

.34 
9.16*** 

(1)<(3) 

(2)<(3) 

*p<.05，**p<.01，***p<.001 註：（1）三小時以內（2）三小時未滿五小時（3）五小時以上 

（七） 不同母親教養態度類型之女大學生網路沉迷之差異情形 

由表 11 可以得知：不同母親教養態度之女大學生在網路沉迷上達顯著差異，亦即不同類型的母親教

養態度類型對女大學生之網路沉迷有所不同。在網路沉迷方面，Tukey HSD 事後比較顯示：情感約束型

教養較理想型教養者分數高；缺乏情感控制型教養較情感約束型教養者分數高；缺乏情感控制型教養較

理想型教養者分數高；缺乏情感控制型教養較忽略型教養者分數高；其餘母親教養態度類型之間無顯著

差異。結果顯示母親教養態度類型裡缺乏情感控制型教養的女大學生其網路沉迷程度最高。 

表 11 

不同母親教養態度類型之網路沉迷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項
名稱 

女性照顧者 

教養態度 

個數
N 

平均
數M 

標準
差
SD 

變異
來源 

平方和 

SS 

自由
度 df 

平均平
方和
MS 

F檢定 
事後比
較 

網路

沉迷 

情感約束型 

缺乏情感控制型 

理想型 

忽略型 

12 

77 

97 

83 

2.67 

2.57 

2.16 

2.36 

.565 

.606 

.610 

.491 

組間 

組內 

總和 

8.77 

86.92 

95.70 

3 

265 

268 

2.9

2 

.33 

8.91*** 

(1)>(3) 

(2)>(3) 

(2)>(4) 

*p<.05，**p<.01，***p<.001 註：（1）情感約束型（2）缺乏情感控制型（3）理想型（4）忽略型 

三、 女大學生母親教養態度與網路沉迷之相關情形 

本研究以皮爾森績差相關分析來考驗兩個變項之間是否存在相關性，結果如表 12 所示。母親教養態

度包含保護與關懷兩個構面，網路沉迷包含：耐受性、強迫性、戒斷反應、時間管理問題、人際健康問

題、網路沉迷總分。在母親教養態度的保護構面，與網路沉迷及其五構面，皆達顯著水準相關，皆呈現

正相關（r=.159～.368，p<0.01）。母親教養態度的關懷構面與網路沉迷及其五構面，皆達顯著水準相關，

皆呈現負相關（r=-.334～-.115，p<0.05）。 

表 12 

女大學生母親教養態度與網路沉迷之相關情形 

母親教養態度 耐受性 強迫性 戒斷反應 時間管理 人際健康 網路沉迷 

保護 .159** .230** .218** .225** .368** .293** 

關懷 -.115* -.170** -.131* -.153* -.334** -.219** 

*p<.05，**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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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大學生網路沉迷之預測分析結果摘要表 

投入變項順序 
多元相關係
數（R） 

決定係數 R2 R2改變量 F值 
標準化迴歸係
數（β） 

t值 

母親教養態度－保護 .29 .086 .083 25.14 .293 5.25*** 

每日平均使用時間 .41 .168 .162 26.88 .246 5.12*** 

*p<.05，**p<.01，***p<.001 

四、 女大學生女性照顧者教養態度對網路沉迷之預測分析 

本研究進一步以女性照顧者教養態度等因素為預測變數，以網路沉迷為效標變項，採取逐步多元迴

歸分析，以瞭解各預測變項的聯合預測能力，結果如表 13 所示：在投入的預測變項中，有兩個變項進入

迴歸方程式，其 F 值達顯著（p<.001），多元相關係數為 0.41，聯合解釋變異量為 0.168。顯示女大學生

在網路沉迷之預測分析中「母親教養態度－保護」、「每日平均使用時間」兩個變項能聯合預測網路沉迷

的 16.8％的變異量，兩個變項皆為正向預測，亦即預測變項的分數愈高，女大學生網路沉迷的程度愈高。 

綜合以上，本研究發現女大學生在個人背景變項無顯著差異，唯有每日平均使用時間有所差異，且

因女性主要照顧者的教養態度而影響其網路沉迷，其中教養態度的關懷與保護是主要影響因子，研究結

果與陳品潔（2020）研究發現雙親關懷程度與網路社交行為呈負相關，雙親保護程度與網路社交行為呈

正相關，網路社交行為與父母教養態度有顯著相關，可以得知教養態度的過度保護和監控成為孩子增加

使用網路，是影響孩子使用網路的重要因素（Bilge et al., 2022）。何慧卿與高旭繁（2021）發現家長的管

教態度為支持型能降低網路沉迷與遊戲沉迷的狀況，女性主要照顧者的關懷可降低網路沉迷，與本研究

的結果相同，女性照顧者的教養態度為高關懷與低保護可降低女大學生網路沉迷的可能性。 

根據本研究之結果，可以瞭解到網路已是新世代下重要的影響關鍵因素，網路使用是 E 世代的大家

皆需要正視的議題，特別是近年竄紅的社群軟體，如：FB、IG、YT 等，亦值得探討與研究，不論是手機

遊戲或社群媒體，皆是屬於網路使用的一部分，對於網路沉迷的治療層面可提升自我效能以增加正向適

應，並建議 18 歲以下家長與師長可建立孩子的正向思考與情緒管理能力，可有效預防孩子網路沉迷的出

現，降低虛擬社群使用與增加現實社會支持有助於預防網路沉迷之風險（蕭宇涵，2020；陳冠竹，2021）。

簡言之，網路沉迷為新時代的健康問題，正向社會支持是重要的預防關鍵，不論是家長或是教育輔導及

其相關單位，皆應留意青少年之網路使用。 

伍、 研究結論與建議 

根據本研究之研究架構、研究目的、研究結果加以整理與分析，旨在探討女大學生女性照顧者教養

態度與網路沉迷之相關，並依研究結果提出建議，歸納出以下的結論，以提供學校輔導、家庭教育單位

及其他相關機構作為參考。因研究變數父母教養態度主要探討為受試者感知 16 歲以前之父母教養態度，

為過去經驗累積而成，網路沉迷亦是由時間累積所形成之個體狀態，此兩個構面衡量為網路時代下的很

重要的考量因素。 

一、 結論 

（一） 女大學生網齡以十年最多，每日平均使用時間以二至三小時為最多 

女大學生的網齡以「10 年」為最多，超過 60％的女大學生網齡為「7 年至 10 年」，僅有 3％的女大

學生網齡是 4 年以內（含 4 年），可見多數女大學生從國小階段開始使用網路，且因網路日漸便利，台灣

民眾接觸網路的年齡可能隨之提前。女大學生每日平均使用時間為「2 小時至 3 小時」，超過 50％的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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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每日平均使用時間為「2 小時至 5 小時」，其中高達 15％的女大學生每日平均使用時間為「7 小時以

上」，與台灣國家發展委員會網路沉迷調查報告資料相符，20-29 歲民眾亦出現網路沉迷現象。 

（二） 不同背景變項之女大學生在網路沉迷上無顯著差異，每日平均使用時間是關鍵 

本研究進行統計考驗後，發現不同背景變項的女大學生在網路沉迷上無顯著差異，不論是年齡、原

生家庭居住地、家庭結構、主要照顧者等個人變項，與過往研究有所差異（劉名誼，2014；葉士如，2009）。

在個人背景變項下，影響女大學生網路沉迷為每日平均使用時間，若每日使用時間愈久，愈有可能產生

網路沉迷之現象（陳淑惠，2003；蘇素美，2017）。 

（三） 不同教養態度類型在網路沉迷具有顯著差異，教養的保護是影響主因 

針對不同教養態度類型對女大學生網路沉迷之差異，發現主要照顧者的教養態度為情感約束型與理

想型的女大學生在網路沉迷具有差異、主要照顧者的教養態度為缺乏情感控制型與理想型的女大學生在

網路沉迷具有差異、主要照顧者的教養態度為缺乏情感控制型與忽略型的女大學生在網路沉迷具有差

異，本研究進一步以保護及關懷層面比較差異，發現主要影響女大學生網路沉迷的教養因素為「高保

護」的教養態度（Bae, 2015; Lian et al., 2016），在不同關懷程度的教養態度無明顯差異。因此，女性主

要照顧者教養態度的保護層面對女大學生的網路沉迷具有影響力。 

（四） 教養態度的保護與關愛層面與網路沉迷具有顯著相關 

在教養態度的方面，若女性主要照顧者教養態度的保護較高，則會造成大學生網路沉迷的可能性較

高，而母親教養態度的關懷較高，大學生網路沉迷的可能性會降低，與過往研究結果相同（陳品潔，2020；

Bilge et al., 2022）。教養態度與網路沉迷兩個變項之間的相關程度，母親教養態度中的保護與網路沉迷總

分及其五構面之間，皆呈顯著正相關，而母親教養態度的關懷則與網路沉迷呈現負相關，由此可知：母

親教養態度「保護」對於女大學生的網路沉迷為危險因子，而母親教養態度「關懷」則為保護因子，過

往研究多指出積極教養與消極教養對孩子具有影響（Hao-kang Li et al., 2022;Schorr et al., 2022;Sideridis 

and Kafetsios, 2008）。 

（五） 教養態度的保護與每日使用網路的時間可有效預測網路沉迷 

以整體模型來看，女性照顧者教養態度的保護層面及女大學生每日平均使用網路時間可預測其網路

沉迷，其整體的預測力為 16.8％。女性照顧者教養態度之保護程度愈高，愈有可能產生網路沉迷；每日

平均使用網路的時間愈高，網路沉迷的可能愈高，與過往研究結果相同（蘇素美，2017；Chiu et al., 2018; 

Schorr et al., 2022; Doo & Kim, 2022）。由此可知，過度保護的教養態度與長時間使用網路對於孩子在手

機依賴及沉迷行為有相當的影響程度。 

二、 建議 

本研究依據前述之研究結論，發現女大學生個人背景變項對其網路沉迷無顯著差異，在其女性照顧

者教養態度保護層面有顯著正相關，女性照顧者教養態度關懷層面顯著負相關。針對本研究結果提出教

育輔導相關單位、未來研究的建議如下： 

（一） 教養態度與網路使用的平衡 

1.教養態度的棒子與糖果，棒子將可能產生偏差行為 

本研究的結果發現女性照顧者教養態度的保護層面與每日平均使用時間將影響大學生網路沉迷的狀

況，不再僅是關懷的部分受到重視，很重要的是有限度的保護。Doo & Kim （2022）針對韓國民眾進行

研究，發現父母使用手機成癮與消極教養對於青少年使用手機的相關性，孩子會學習模仿父母使用手機

的行為，且當父母教養態度趨於消極會影響孩子使用網路的狀況，當孩子感受到被忽略、不被支持，可

能增加孩子尋求網路獲得情感連結，因此出現網路沉迷之現象。 

女大學生在大學階段可能面臨的壓力與挑戰增加，如：學校課業、情感議題、同儕互動、人際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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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又因網路帶來的便利性，如：社交、娛樂、購物等，進而使其可能透過手機網路降低自身內在的壓

力與情緒（盧浩權，2007），若其父母教養態度對其過往教育經驗以保護、限制居多，讓女大學生產生負

向感受，可能進而強化其使用網路的慾望，因此提升使用網路的需求以帶來的正向感受，進一步形成網

路沉迷的可能性。 

2.文化形塑教養態度的過度保護，親職教育的重要性 

教養態度對於孩子的影響甚大，本研究結果顯示女大學生的女性主要照顧者教養態度與網路沉迷具

有顯著相關，然而教養態度在個體 16 歲前就可能形成並產生影響，根據艾瑞克森的社會心理發展階段，

個體在 16 歲前為探索、成長等身心發展階段，容易受到身邊重要他人之影響，如：家人、伴侶、師長、

同儕等，過往研究亦指出家庭對於人們的影響甚大（Kraut et al.,1998; Shotton,1991; Young,1996）。 

從文化脈絡來看，東方文化在學齡期間指出發現父母教養態度會隨著孩子的發展階段進行改變，其

中母親教養態度在孩子學齡期具有高度的控制和關懷，主要原因為母親期待孩子可適應社會文化及符合

社會期待（Lee & Han, 2021; Chao, 1994）。建議學校及社區單位可提升親職教育知能的教養態度宣導及推

廣，培養家長適切的管教方式，如：限制孩子使用手機的主要因素為擔心孩子的視力、情緒調節、課業

表現等，可嘗試表達自身的關心，而非過度的限制或保護，以降低孩子進而產生網路沉迷的可能性，過

度保護可能產生負向效果，亦可建立系統合作，連結不同資源（莊明珍，2020）。然而，教養態度的關懷

層面可降低網路沉迷，因此建議家長可從小建立良好的親子互動，如：共遊時間、餐桌時間等，增進彼

此的對話與互動，進而讓孩子形成教養態度的良好感受，如：被關懷、被重視、被瞭解等關懷感受（趙

翊湘、魏美惠，2023；Bae, 2015; Sekaran et al., 2020）。 

3.使用網路的時間是參考依據，更重要的是親子關係與教養態度 

近年來因應新冠肺炎（COVID-19）的政策與措施，網路被更加頻繁的使用，如：實體課程改為視訊

課程、班級聯繫與親師對話改為 LINE 群組、輔導諮商改為遠距諮商等，皆是網路使用的一種呈現。本研

究發現在每日平均使用時間上，超過 5 小時的女大學生網路沉迷的可能性較高，未滿 5 小時及 3 小時以

內的每日平均使用時間無顯著差異。2018 年臺灣國家衛生研究院針對網路沉迷者進行調查，發現網路沉

迷者每週平均使用時間超過 40 小時，也就是說每日平均使用時間 5.7 小時（Chiu et al., 2018），可見若使

用每日使用網路「5 小時」以上，可能導致沉迷行為的出現，因此，如何教育孩子適當的使用網路及時間

是 E 世代下刻不容緩的議題。若可協助個案對於自身的使用網路的狀態有更多的覺察與理解，如：使用

目的、使用頻率、人際需求等，將有助於孩子在面對網路吸引時，有更多的抵抗力。 

（二） 未來研究之建議 

因網路興起而產生跨時代的改變，從過往低網路的階段至現階段的高速網路，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

訊中心（2020）報告指出 15 至 29 歲的年輕族群之網路使用率高達 100％，本研究僅以大學生作為研究

對象，建議未來研究可針對不同時代的對象進行研究，如：Y 世代、Z 世代、E 世代等不同時代的族群是

否存有網路沉迷之差異。本研究之限制為樣本回收數量較少，僅以回收 290 份問卷，且有效樣本為 269

份，尚無法明確推論全台灣女大學生的行為，若要具體且更精確地瞭解台灣地區之女大學生女性照顧者

教養態度與其網路沉迷之影響，建議未來可擴大樣本回收數量，讓研究更加完整呈現。此外，本研究的

研究對象為 18 至 22 歲之女大學生，未將延畢生及休學生等列入考量，可能產生回收資料的差異，且因

採用網路問卷之便利抽樣方式，產生全台各地區域回收樣本的人數不均，未來研究可針對不同地區的女

大學生進行比例抽樣，使研究更加完整與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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