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年臺灣中小學學生網路使用行為調查結果

教育部為瞭解臺灣學生上網現況及是否具備正確的上網觀念，特委託

國立交通大學執行 106年「臺灣中小學學生網路使用行為調查」，以期能

隨時掌握學生上網動態，滾動式修訂教育部施政重點及策略，以下為本次

調查結果。

一、網路沉迷現況

在網路沉迷現況分析中，國小四至六年級學生，高使用沉迷傾向(需要

找專業心理師、精神科醫師仔細再確認 )，佔 11％；國中生高使用沉迷傾

向，佔 14.3％；高中職生高使用沉迷傾向，佔 12.8％。從數據顯示，目前

國小四年級到高中職，約 1成左右的學生為網路高使用沉迷傾向，也就是

說每 10個中小學學生，就有 1個可能會發展成網路沉迷。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哪個學制，具有高使用沉迷傾向的男生比例皆高

於女生，且隨著年級增加，具有高使用沉迷傾向的男生比例也逐漸增加，

此與全世界所有調查結果一致。雖然就整體而言，女生發展成真正網路沉

迷的比例可能沒有男生高，但是女生從國小階段到國中階段，高度使用沉

迷傾向的比例明顯上升，男生也是如此，此現象值得我們特別關注。根據

此一結果提醒我們，在預防網路沉迷的宣導上，男女生之教導都一樣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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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們需進一步探討男女生對沉迷網路的內容可能有所不同，所以在

進行預防教育時，教學內容可能需有所不同。

二、智慧型手機沉迷現況

在學生智慧型手機沉迷現況結果中，國小四至六年級學生具智慧型手

機沉迷傾向(需要找專業心理師、精神科醫師仔細再確認)，佔 19.3％；國

中生具智慧型手機沉迷傾向，佔 29.9％；高中職生具智慧型手機沉迷傾向，

佔 30.8％。整體而言，國中學生與高中職學生具有智慧型手機沉迷傾向的

人數接近三成，推測可能原因是國小學生使用智慧型手機較容易受到家長

的管理與限制，而國中學生與高中職學生較容易被允許擁有智慧型手機，

比起國小學生來說也較不容易受到家長的限制，因此也造成智慧型手機沉

迷傾向程度較高。

三、家長介入是否影響學生網路沉迷情形

本次調查亦探究家長介入是否會影響學生網路沉迷，整體而言，無論

哪個學制的學生，其網路沉迷傾向分數都會受到家長介入方式而有所影響，

也就是說只要家長有關心孩子網路使用的情形，孩子網路沉迷傾向的情況

就會比較少，其中又以限制型與主動介入型影響比較明顯，例如：國小四

到六年級學生若家長有限制孩子上網時間、禁止孩子上某些網站、教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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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在網路世界中保護自己的資料、與孩子討論或教導網路的功能及內容，

孩子的網路沉迷傾向分數就會比較低。

此外，根據分析結果，當家長採用這些策略指導國中小孩子上網行為

時，務必要讓孩子明顯感受到，如此才能夠確實降低孩子網路沉迷傾向的

程度。對於高中職學生的網路使用行為管理與指導方式，建議家長亦可以

採用主動介入型，但與其他學制不同之處是，家長應盡量讓孩子不要明顯

感受到家長主動對於自己的網路使用行為有一定程度的介入或限制，降低

高中孩子對家長限制的排斥感，如此才能夠確實降低孩子網路沉迷傾向的

程度。

四、最近三個月，學生網路使用及擁有智慧型手機情形

本次調查顯示，無論哪個學制的學生，使用電腦或網路的情形（近三

個月內使用率 94.4%-99.6%），及擁有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近三個月

內擁有率 68.7%-99.0%）已成為普遍的現象，隨著行動載具及網路科技的

普及，逐漸改變學生網路使用的型態，包括使用的時間與地點，甚至隨時

可以上網；而學生上網最常進行的活動顯示，無論哪個學制，多數學生皆

以看網路上分享的影片為主要的上網活動。在國小學生部分，玩網路／手

機遊戲也是經常進行的上網活動；國中學生與高中職學生則經常使用社群

網站，由此可見，整體學生使用網路的目的以休閒娛樂、拓展／維持人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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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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