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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我國大學生個人特性、網路使用行為與網路成癮之關係。主要的研究目的是：(一)瞭解現今大學生網路使

用行為的情況。(二)瞭解大學生個人特性與網路使用行為的關係。(三)瞭解大學生個人特性與網路成癮的關係。(四)瞭解網

路使用行為與網路成癮的關係。(五)建立網路成癮的百分位數常模，以供參照之用。 本研究係由個人特性、網路使用行為

與網路成癮三方面的相關文獻進行一系列探討，而將研究範圍限制於國內上網之大學生，針對網路使用行為及網路成癮與

個人特性的關係作探討。研究結果發現：大學生使用網路行為大都偏向正面的。個人特性愈負向的大學生，愈偏向「虛擬

情感」及「虛擬社交」的網路使用行為。而網路使用行為愈傾向「虛擬情感」及「虛擬社交」的人，愈容易有網路成癮的

傾向，而且個人特性愈負向的大學生，也愈形成有「網路成癮」的行為。 最後，本研究對學校、老師及家長提出建議：運

用或接觸網路為現代化生活所必需，最重要是認清網路只是一個工具，端看使用者如何運用網路。使用網路所產生的問題

，錯並非在資訊本身。教導如何正向的使用網路、加強學生自我控制及人際溝通技巧的能力等輔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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