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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behavior of Internet using, Internet use motivation, personal

traits, Internet addiction of Grade 5 and 6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The tools used in this research are Internet Using Behavior

Questionnaire, Chinese Internet Addiction Scale-Revised (CIAS-Ｒ) , Internet Using Motivation Questionnaire, Personality Scale,

Basic Data. The subjects were 851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living around Changhua area. The data collected were analyzed by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one-way ANOVA, and Mu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conclusion acquired from this research has

been indicated in the following: (1)With regard to the Internet usage, most students have their first access to the Internet when they

are third or forth graders; they usually access the Internet at home; they usually surf the Internet on the weekend, with each access

more than one hour and less than two hours. (2)The result obtained from the five-points scale “Chinese Internet Addiction Scale”

indicates that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s addiction situation is fine. (3)On-line gaming is the major factor for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to use Internet. (4)Internet addiction h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ith the difference of the average daily hours on Internet.

(5)The more neuroticism personality tendency is , the more tendency of Internet addiction involved. (6)Internet addiction h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ith the difference of the motivation of Internet using. According to those conclusions the author propose some

suggestions to educational practice and further studies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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