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中生網路使用行為、個人社會關係與網路交友態度之研究

藍淑玫、郎亞琴

E-mail: 325843@mail.dyu.edu.tw

摘 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不同背景變項之國中生其網路使用行為、個人社會關係與網路交友態度的差異情形，及探討個人社

會關係與網路交友態度的相關，並考驗個人社會關係對網路交友態度的預測作用。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以彰化縣六所國

民中學共18個班級，564位學生為研究對象，並以SPSS 12.0統計軟體進行描述統計、t考驗、卡方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Pearson積差相關及多元逐步迴歸分析等方法進行統計分析。 本研究主要發現如下： 一、國中生的網路使用行為在學校

所在位置、年級、性別及主要照顧者上有顯著差異。 二、國中生的網路交友態度在學校所在位置上沒有顯著差異，在年級

、性別及主要照顧者上則有顯著差異。 三、國中生的個人社會關係在學校所在位置、年級、性別及主要照顧者上有顯著差

異。 四、國中生的個人社會關係在網路使用行為之家中有無電腦、是否 使用網路及網路使用經驗年數上沒有顯著差異，

在最常上網地點及每天上網時間上則有顯著差異。 五、國中生的網路交友態度在網路使用行為之家中有無電腦及最常上網

地點上沒有顯著差異，在網路使用經驗年數及每天上網時間上則有顯著差異。 六、國中生在個人社會關係中的「負向親子

關係」與網路交友態度之「信賴度認知」、「社會面認知」、「安全性認知」、「內在意識」及整體網路交友態度呈顯著

正相關；在「師生關係」和整體個人社會關係上則與網路交友態度之「安全性認知」及「內在意識」呈顯著負相關。 七、

國中生的個人社會關係對網路交友態度有顯著預測作用，負向親子關係層面對「信賴度認知」、「社會面認知」、「安全

性認知」、「內在意識」及網路交友態度整體層面具有正向預測力；師生關係則只對「安全性認知」層面具有負向預測力

。 本研究根據文獻分析與研究結論，對主要照顧者、教師、教育行政機關和未來研究者分別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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