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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國中學生臉書使用對班級及網路人際關係之影響。採取問卷調查法，以台中市358名國中學生為研

究對象，並以SPSS 18.0統計軟體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Pearson積差相關、區別分析及二元邏

輯斯迴歸分析。 本研究發現： 一、92.46%國中學生曾使用過臉書；主要動機為打發時間及維持人際互動；最常使用功能

為玩遊戲；使用年資多為一年~兩年；每週使用時間多為一小時~兩小時；朋友人數多為101~200人。 二、不同性別的國中

學生臉書「使用時間」、「朋友人數」、「了解深化」、「自我揭露」、「親密」有顯著差異。不同年級的國中學生臉書

「年資」、「使用時間」、「親密」有顯著差異。 三、「朋友人數」與「臉書使用經驗」、「臉書人際互動」皆達顯著正

相關，「臉書使用經驗」與「臉書人際互動」各向度皆達顯著正相關。 四、「臉書使用」無法預測與區別「班級人際關係

組」，而「臉書人際互動」對「班級人際關係組」區別力不佳。 五、「臉書使用經驗」中「同儕認同」能有效預測與解釋

「班級人際關係受歡迎組、被排斥組」，「臉書人際互動」可有效預測與區別「班級人際關係受歡迎組別、被排斥組別」

，而其中又以「尋求認可」、「表達自我」占重要因素。 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供家長、學校教師以及未來研究

者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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