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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二十一世紀亦稱為e世代，資訊取得已不受時間、地區等因素所限制，透過網際網路即可取得最即時與專業之資訊。但長

時間或過度使用網路會在家庭、健康等層面上造成負面影響，進而增加網路成癮機率。影響網路成癮因素甚多，人格特質

是重要因素之一。但目前將內外控人格特質與網路成癮結合之研究甚少，故本研究擬以Rotter(1954)所提出之內外控人格特

質理論，結合影響網路成癮因素進行多面向、相關性探討分析。影響網路成癮另一項關鍵因素即是網路易得性，依

據Im(2001)研究亦發現參與正當休閒時數較少者，從事網路、電玩活動頻率越多，故本研究將人格特質、網路使用行為、

網路易得性與網路成癮進行結構方程模式(SEM)檢定，以瞭解本研究模式各變項之關係。 研究顯示年長者其網路成癮現象

較青壯年來得嚴重，年幼者其網路使用行較青壯年來得嚴重；人格特質方面，年長者其人格特質偏向於內控，青壯年其人

格特質偏向於外控；另外本研究模式有不錯之基本與整體模式適配標準及模式與內在品質，可用來解釋各變項間之關係，

及人格特質對網路成癮呈現正向關係、對網路使用行為呈現正向關係；網路使用行為透過上網方便性此中介變項對網路成

癮產生最大之總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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