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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世界 

• 豐富有趣的資訊  

• 展現自我的舞台  

• 匿名性可享受不受現實拘束的條件：虛擬角色 

• 可將規範不允許的慾望展現 

• 累積點數增加自我的能力感 

 

• 善用網路: 滿足心理需求、發展成就感、減輕
現實壓力，得到心理認同 
 

 

 
 
 



網路成癮  
日益嚴重 



網路成癮  
功能退化 





網路成癮疾患診斷準則 
符合：三個月以上且至少以下六項以上(顯著功能損傷) 
經常無時不刻的想著網路上的事情 
無法控制上網的衝動 
需要上網越來越多的時間才能滿足 
幾天不玩就會不安、憤怒，只好又玩 
上網總是超過預期的時間 
無法控制或減少網路的使用 
花費過多的時間上網 
為了上網想盡各種辦法 
明知上網已引起或惡化身心問題但無法停止 
 

網路成癮之行為無法以其他精神疾患、躁鬱症、
衝動控制疾患做更佳之解釋 
 

 



成癮的機制 



成癮的成因 

• 生理因素 
– 上網刺激分泌神經性荷爾蒙(如多巴胺) ，可以得到喜
樂﹔不上網時會減少分泌，出現戒斷症狀、增加不舒服。 

• 心理因素 
– 安全需求：匿名性 
– 認同作用：改變身分投入一個虛擬的世界 
– 歸屬需求：擁有社群，與人分享並得到他人重視與自我
價值 

– 補償作用：逃離現實的壓力與挫折，補償學業及生活中
的挫折感 

– 替代作用：逃離現實社會規範規約束，將壓抑的慾望藉
由網路中呈現(打鬥遊戲宣洩憤怒) 

– 生理需求：網路性愛 

 
 
 



成癮的成因 

• 社會因素 
– 青少年政策 

• 不可以給壓力、不可以責備 
• 給予關懷、成就、快樂 
• 「給予」 V.S. 「要求」 
• 「誰讓青少年受傷」 V.S.「誰逼青少年成長」 

– 青少年自我實現的來源? 課業? 
– 流行風潮、商業利益的動力﹕ 

• 網路遊戲 
• 什麼是青少年健康的休閒 

 



網路成癮的高危險群 
• 人格特質 

低自尊、意志力不足、逃避個性、自我封閉、 

解決問題能力不足、時間管理有問題、生活無目標 

• 情緒議題 

憂鬱、社會焦慮、寂寞孤單、內向性、神經質、衝
動控制困難、注意力缺陷、過動 

• 環境結構 

低社會支持（如：單親、獨住） 

高教育程度（使用網路能力高） 

年輕族群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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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所有需求都被網路滿足了 … 



長期成癮 

• 挫折忍受度變差 
• 敵意變高 
• 不願面對現實生活 
• 成長落後 
• 適應能力減弱 
• 人際能力減弱 

 



 
 

網路成癮之治療 



讓孩子正視成癮危機 

• 我過的很好？ 
–低自尊 
–低生活滿意度 
–…… 



和孩子共同面對問題 

• 時間的規劃 
• 家庭的衝突 
• 人際的問題 
• 學習的困難 
• 激發對未來的期待 
• 經由互動增加個案的自我認同 



建立關係，避免被拒絕焦慮 

協助面對現實問題，討論原因和出路 

了解現實問題，形成治療聯盟 

深度同理，減少否認與組抗 

面對網路的影響，誘發改變動機 

協助處理改變之痛苦和適應方式 

加強改變的動機，尋找適當適應 

讚賞與鼓勵個案之改變 

建立自尊與促進自我實現 



輔導策略與步驟 
• 瞭解孩子目前的網路行為 
• 瞭解孩子在虛擬世界的經驗，建立信任關係 
• 使用合適的診斷工具，評估孩子網路成癮狀況 
• 與孩子討論面臨的問題，喚醒對此問題的重視 
• 與孩子討論對目前問題的看法，釐清核心問題及內在需求 
• 確認改善方向，如學習或人際挫折、親子衝突 
• 澄清網路成癮的可能原因 
• 評估孩子人際互動情形（家庭、學校、外在環境） 
• 評估並排除可能的精神、情緒問題 
• 與孩子共同擬定改變計畫（增強改善動機、現實感） 
• 建立改善目標，討論可行策略 
• 在生活中利用簡單、具體、可行的實施方式，增加成功經驗 

   (柯志鴻，2009） 

 



 

網路成癮的六階段處遇模式 
 

• 1.「覺」──覺察成癮問題 
• 2.「知」──知覺潛在問題 
• 3.「處」──處理潛在問題 
• 4.「行」──執行改變計畫 
• 5.「控」──自我控制能力 
• 6.「追」──後續追蹤評估    

 
     王智弘（2007，2008） 



輔導核心方向與技巧 

• 釐清上網目的 

• 建立現實的人際關係，強化人際互動技巧 

• 提升自我肯定 

• 提升挫折忍受力 

• 重要他人得適度約束與規範 

• 網路監控之必要 

• 尋求醫師、心理師、學校輔導老師之協助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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