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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部落格的普遍應用，佔據青少年大部分上網時間而成為溝通管道的主流(Nardi, Schiano, Gumbrecht, and Swartz,

2004)。部落格熱潮在國內、外持續發酵，青少年熱衷在部落格中發表文章、意見以抒發心情(陳正然，2006)。惟於學術上

鮮少有針對部落客書寫內容之相關研究，本研究將探討於部落格書寫失戀心情的青少年其情緒與書寫效果之間的關係。 本

文以現象學的描述法，深入觀察研究參與者-柔柔(大學二年級女生，書寫部落格3年，最近一次失戀至今10個月)在部落格

文中呈現其失戀心情的經驗本質，進而將文本內容進行轉換、分析並歸納出研究結果：柔柔失戀經驗歷程(1)猜疑、(2)分手

、(3)逃避、(4)挽留、(5)沈澱、(6)釋懷等六個階段。最後結合相關文獻，延伸探討柔柔在部落格書寫失戀心情與情緒抒發之

間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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