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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介入子女網路使用行為之研究

王嵩音 *

摘要

本研究以國小五年級至國三學生及其家長為研究對象，探討影

響父母介入子女網路使用行為之因素以及介入行為之效果。研究發

現從父母觀點和從子女觀點的介入行為呈現不同的面向結構，而兩

者對於介入行為的認知也有差距。子女年齡越小、網路安全認知越

弱、父母認為網路的負面影響越大，就越會採取較積極的介入行為。

子女為男性、網路軟硬體技能越強、網路使用時間越長，越容易涉

入網路的危險行為，而父母的介入行為則只有微弱的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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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青少兒網路的使用一向是父母親關注的焦點。如何協助孩子使

用網路資源，同時又能避免他們接觸到不當內容已經成為困擾許多家

長的問題。台灣富邦文教基金會委託政大媒體素養研究室策劃執行的

「2009 年全國兒童媒體使用行為研究調查」針對全台灣 1,699 位國

小三年級至六年級學童進行調查。研究顯示兒童家中有電腦的比例占

95.3%，其中可上網者又占 84.4%，台灣數位家庭時代已然成形。五

成以上的家庭中至少都有一台電腦，擁有 2 ~ 3 台者也占 36%。多數

孩子開始上網的年齡為七歲，他們最常使用網路來打電動（28.3%）、

下載音樂、影片（19.5%）與聊天（17.2%）。近兩成七學童曾結交網

友，有 2.6% 曾與網友外出，比率看似很少，若回推到全國小學生的

母體，可能有一萬多名小學生已和網友見過面，且多數家長不曉得、

不限制，成為治安隱憂（吳翠珍，2009）。

中華白絲帶關懷協會與台灣大哥大基金會 2010 年共同發表一份

針對青少兒網路社群使用的全國性問卷調查。結果顯示 57.3% 的青少

兒同意「網路資料可任意複製使用且不須註明出處」，顯示台灣青少

兒普遍缺乏網路智慧財產權觀念。近七成的青少兒不同意或不知道在

網路上不應給別人自己的個人資料，透露出青少兒的個人資料易於在

網路上外洩的高度風險。超過六成的青少兒不同意或不知道散佈網路

謠言是不對的。另外，47.5% 的青少兒會對聊天室中想要認識孩童的

陌生人有所警覺，但僅有 34.9% 青少兒表示不喜歡和不認識的陌生人

在聊天室聊天（黃葳威，2010）。

由於青少兒大多在家使用電腦，要防範其免於網路的負面影響，

父母的角色是相當重要的關鍵。若父母能夠介入子女的網路使用行

為，應該能夠減低網路對子女的負面影響。然而父母的介入行為也受

到挑戰。針對新科技如網路而言，父母可能因本身缺乏對於電腦和網

路的技能，不知該如何介入，或是無法有效介入子女使用網路的行為。

國內有關父母介入子女媒體使用行為的研究多以電視為主，僅少

數探討網路使用的介入行為，父母介入子女收視行為並不一定能完全

適用於介入網路使用行為。而更少研究探討父母介入行為的效果如何。

國內外文獻顯示父母對於子女收看電視的介入行為受到了父母相

關變項的影響，包括父母的年齡、教育程度及管教程度等（吳知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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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吳翠珍，1994；李嘉峰，2006；陳佳宜、王嵩音，2009；廖鳳瑞，

1995；蔡菁秤，2000；Austin, Knaus, & Meneguelli, 1997；Fujioka & 
Austin, 2002；Valkenburg, Krcmar, Peeters, & Marseille, 1999）。對於

網路使用而言，父母對於網路影響的認知及其網路的使用技能也是重

要的影響因素（Livingstone & Helsper, 2008）。基於以上所述，本研

究也探討父母介入子女網路使用行為是否會因人口學變項、管教程

度、網路影響認知、網路技能的不同而有所差異。此外，父母介入子

女網路使用行為也會因子女的性別、年齡、網路技能和網路使用行為

而有所差異。

貳、文獻探討

一、網路對於兒童和青少年的影響

由於網路已成為兒童及青少年生活重心之一，也帶來了因為過度

使用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其中最受矚目的就是網路成癮（或沉迷）的

問題。根據教育部在 2010 年公布的調查數字，我國國小四年級到六

年級學童中，網路成癮高危險群占 20.40%，也就是說每 5 名小學學

生，就有 1 名可能會發展成網路成癮。國中學生網路成癮高危險群則

占 23.70%（嚴文廷，2010.06.18）。網路成癮者通常在人際問題、健

康問題，與時間管理問題上會產生負面的影響，而造成人際孤立、身

心受損、失學與失業等問題（王智弘，2009）。

網路上傳遞大量的色情與暴力資訊，在使用上卻很難加以限制。

研究已發現高達 42% 台灣青少年曾經接觸網路上的色情資訊，網路

色情也成為青少年最常接觸的色情素材。而越常收看網路色情的青少

年，越傾向隨意性行為及婚外性行為的態度（羅文輝、吳筱玫、向倩

儀與劉蕙苓，2008）。國外已累積相當數量實證研究顯示，暴露於暴

力電玩會增加對於暴力的容忍度（Krahé & Möller, 2004）、引發敵意

與焦慮、偏愛暴力的態度、具侵略性傾向（Anderson & Dill, 2000）。

兒童和青少年使用網路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大致包括因過度使用

導致網路成癮，進而影響學習、生活，以及人際關係。而透過網路接

觸到色情、暴力等內容，則影響其態度和行為。

父母越關心媒體對子女的影響，越可能會影響到他們介入子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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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使用行為。父母關心媒介對子女的影響，會成為介入行為的動機。

尤其當父母著重在關心媒介的負面影響時，會比父母著重在關心媒介的

正面影響要來得影響他們介入子女的媒介使用行為（Bybee, Robinson, & 
Turrow, 1982）。Bybee et al.（同上引）發現，認知電視的負面效果與父

母的指導行為呈現正相關，認為電視具有反社會效果的父母趨向使用限

制型的方式。Valkenburg et al.（1999）的研究也指出父母關心媒體（電

視）內容會影響到他們的電視介入方式。越關心電視中出現侵略和恐怖

情節的父母，便越可能以限制型的方式來介入子女的電視收視行為。

Valkenburg et al. 甚至認為父母認知媒體對子女的負面影響比人口學變項

還要來得更有預測力。因此可以說，父母個人對媒體負面影響的認知與

父母介入行為相關。

二、父母介入行為（parental mediation）

父母介入子女媒介使用行為指的是父母針對子女的媒介使用行為

所做的相關控制、管理行為，包括限制兒童觀賞某一內容的節目、限

制兒童使用媒介的時間長短或者使用的時段、與孩子一起討論媒介內

容、鼓勵兒童收看某一節目等等。

關於父母介入子女的媒介使用分為兩個不同的派別，其一，Lin 
& Atkin（1989）認為父母介入指的是「父母對子女媒介使用行為設

下種種規則」，是一種父母限制兒童媒介使用的行為。這一派學者認

為父母應該要限制兒童的媒介使用，並且認為只有這種互動模式才稱

得上是溝通（communication），其他任何的溝通倘若沒有導致限制

媒介的使用的話，就稱不上真正的溝通。

然而，另外一派的學者似乎不這樣認為，他們認為有關媒介

溝通以及父母涉入兒童媒介使用的行為有很多不同的面向，他們並

不會認為父母介入的唯一目的就是要能夠減少兒童的媒介使用。例

如 Chaffee, McLeod, & Atkin（1971）提出「多元式家庭」（pluralist 
families）和「保護式家庭」（protective families）的概念。保護式家

庭非常著重在保護小孩上，理所當然也會著重限制小孩的媒介使用，

減少他們暴露在大眾媒介的環境中。然而，多元式家庭並不會有任何

家長主義式的規定或限制；而當父母沒有限制任何的媒介使用時，並

不代表父母的指導是失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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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研究中對於父母介入行為之類型各有不同的定義，從文獻

知道已經有四種父母介入的型態被定義出來：第一種是限制型介

入（restrictive mediation），另外也叫做時間規則制訂型（time rule 
making）（Bybee et al., 1982；Nathanson, 1999）。施行這種介入方式

的父母會直接設定規則，或者限制觀看某種類型的節目內容。例如，

父母限制只能在特定時間看電視，或者禁止子女看有色情內容的節目

（Valkenburg et al., 1999）。

第二類為評價型介入（evaluative mediation），或稱啟發型

（instructive）或稱主動型介入（active mediation）（Austin, 1993；
Bybee et al., 1982；Nathanson, 1999）。這種介入方式指的是和子女討

論特定的節目內容，不管是在觀看當下或者事後。例如父母解釋現在

電視上正發生了什麼事，而哪一類型的節目是作假的，而主角所做的

事情那些是好的，哪些又是不好的（Valkenburg et al., 1999）。

第三類介入類型是無目的型（unfocused mediation），這個概

念主要源自於 Bybee et al.（1982），其內涵主要與 Valkenburg et 
al.（1999）所指的「社會型共視」（social co-viewing）相同，這主要

是一種鬆散的（unstructured），隨意的（relaxed）取向，不具任何教

育意圖。

第 四 類 為 共 視（co-viewing）（Dorr, Kovaric, & Doubleday, 
1989；Valkenburg et al., 1999），Valkenburg et al.（1999）所謂的「共

視」，指的是父母和子女一起觀看電視，但並不會針對節目內容來進

行討論。

Nikken & Jansz（2006）曾研究父母介入子女的電玩使用行為，

發現和電視一致的三種介入行為：限制型（restrictive mediation）、

主動型（active mediation）、共玩型（co-playing）。網路使用和電視

甚至電玩不同的是父母很難和子女共同使用網路（例如無法共用螢幕

和滑鼠），也難以從旁監視子女使用網路行為。許多父母對於使用電

腦或網路的能力不及子女，更造成介入的困難。

Livingstone & Helsper（2008）探討父母介入子女網路使用行為

及其效果。他們調查美國 1,511 位 12 歲到 17 歲的青少年以及 906 位

家長，發現父母會運用多重方式介入子女的網路使用行為。該研究將

父母介入子女網路使用行為分為四種方式。

（一） 主動共用型（active co-use）：父母陪同子女使用或討論網路，

並限制子女部分網路行為（例如提供個人資料、購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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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互動限制型（interaction restrictions）：父母限制子女使用郵件、

上聊天室、使用即時通訊、玩線上遊戲、下載。

（三） 技術限制型（technical restrictions）：父母採取監視軟體、網

站過濾機制等限制子女的網路使用。

（四） 監視型（monitoring）：父母檢查子女曾上過的網站及其電子

郵件內容。

研究發現受訪父母傾向運用「主動共用型」和「互動限制型」，

而不採用技術限制。「主動共用型」對於其子女受到網路負面影響的

效果並不顯著，然而「互動限制型」介入行為在避免子女接觸暴力和

色情內容方面較能發揮效果（Livingstone & Helsper, 2008）。此外，

作者檢討該測量方式之效度和信度仍有待加強，需要進一步修正。

在國內研究方面，富邦基金會在 2008 年的調查顯示，有 19.1%
兒童網路使用者的父母會限制青少年使用網路之時間及所瀏覽之網

頁，35.2% 限制使用時間，4.1% 僅限制所瀏覽之網頁，亦即有過半數

的父母會限制兒童瀏覽網際網路之時間，四成父母會限制所瀏覽網頁

之內容，另有四成父母不會對青少年使用網路之時間及瀏覽內容加以

限制。和美、加的父母比較，台灣父母較重視時間上的限制（比美國

的調查多一成），較不重視內容的限制（吳翠珍，2008）。該基金會

在 2009 年的調查則顯示 47.7% 的父母限制上網時間，18.9% 限制上

網內容（吳翠珍，2009）。兒童年齡越大管制越嚴。劉忠陽、余淑芬

（2003）以台北市國小高年級 646 位學生為調查對象，發現大部分父

母採取約束型（61.8%）和評價型介入子女的網路使用行為。學歷越

高的父母則越會對網路內容加以評論。

上述國內研究皆是針對兒童為調查對象詢問其父母的介入行為，

未對父母本身進行調查，因此在準確性方面可能有所不足。而且針對

子女調查無法探究父母對於網路的態度及其對介入行為的影響。因此

本研究將同時針對兒童和青少年及其父母為研究對象。這將可以同時

比較父母和子女對於介入行為的觀點是否有所差異。有國外研究發現

受訪父母回答有介入行為的比例（61%）遠高於其子女所回答的比例

（38%）（Wang, Blanchi, & Raley, 2005）。

三、介入行為之效果

父母介入子女網路使用行為最主要的期望是能降低兒童青少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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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危險。有研究指出如果父母能常和子女討論有關網路經驗能避免

子女陷入網路危險（Berson & Berson, 2005；Facer, Furlong, Furlong, 
& Sutherland, 2003）。但也有研究認為運用過濾或監視軟體管制網

路的使用會較父母的介入行為更有效（Mitchell, Finkelhor, & Wolak, 
2003）。但是國外研究也指出父母往往高估了介入行為對於子女網路

安全的效果（Liau, Khoo, & Ang, 2008），而父母限制子女使用網路的

時間並無法影響子女實際上的網路使用型態（Lee & Chae, 2007）。

有鑑於過往文獻呈現出不一致的結果，究竟介入行為是否能產生實際

的正面效果頗值得進一步剖析。

Livingstone & Helsper（2008）以子女在網路上四種負面危險行

為（接觸暴力內容、接觸色情內容、提供個人資料、與陌生網友接

觸）做為介入行為效果的指標。其研究結果顯示父母採取互動限制

（interaction restrictions）介入行為較能發揮效果，但是也只在避免

子女接觸暴力和色情內容方面有效果。本研究將採取 Livingstone & 
Helsper 所設計之量表為基礎並加以修正作為檢驗介入行為之效果。

參、研究架構與研究問題

一、研究架構（圖 1）

父母年齡

父母教育程度

父母認知網路影響

父母管教程度

父母網路技能

父母網路使用行為

子女年齡

子女性別

子女網路技能

子女網路安全認知

子女網路使用行為

父母介入子女網

路使用行為

（父母觀點 

vs. 子女觀點）

子
女
網
路
危
險
行
為

圖 1：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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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一：父母介入子女網路使用行為之情況為何？

研究問題二：影響父母介入子女網路使用行為之因素為何？

研究問題三：父母介入子女網路使用行為之效果為何？

肆、研究方法

一、調查對象

本研究同時針對兒童和青少年及其父母為研究對象。在年齡層的

選取方面，在兒童方面，將涵蓋小學五年級到六年級。本研究參考「少

年福利法」關於「青少年」的定義：「係指十二歲以上，未滿十八歲

之人」。本研究只截取了國中這一階段的學生，也就是國一到國三的

學生，因為在九年一貫實行後，許多學校開始有電腦課，學生也都懂

得如何上網。而高中生因年齡較大，其父母較難介入其行為。因此本

研究以國小五年級和六年級學生，以及國中生為研究對象。

二、抽樣方法

本研究考量調查的可行性選擇以嘉義市之小學和國中為抽樣母

體。依據嘉義市教育局的資料，嘉義市總計 20 所公立國民小學，

8 所公立國中。本研究採取「多階集群抽樣」（multi-stage cluster 
sampling）方式，隨機抽出二所小學，再隨機抽五年級和六年級各一

班，以及二所國中三個年級各一班做為樣本。抽樣班級學生在學校

填答問卷之後，請其攜帶父母問卷回家請父母任一人填答問卷。調

查期間為 2012 年 3 月。因父母問卷回收率較低，有效樣本數為 327
份，占總樣本數 368 之 88.9%。依據嘉義市教育局統計資料，101 年

度嘉義市國小五年級和六年級生人數約 6,250 人，加上國中生人數為

13,206 人，共約 19,456 之母體，在 95% 信賴水準之下，抽樣誤差為

正負 5.4%。

三、問卷設計

本研究依據文獻設計題項，並經前測後定案。問卷分為學生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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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以及相對每一位學生的父母填答問卷二部分，再合併成一個案例

作資料分析。學生問卷部分包括的項目有學生的人口學變項（性別、

年齡）、上網時間（區分週一到週五上網時間以及週末或例假日上網

時間）。在網路技能測量方面，本研究區分為「網路軟體技能」（3
個項目）、「網路硬體技能」（2 個項目）、「網路安全認知」（6
個項目）進行測量。爸媽介入網路使用行為（13 個項目）、網路危

險行為（8 個項目）。父母問卷部分包括的項目有人口學變項（性別、

年齡、教育程度）、管教程度（從「很不嚴格」到「很嚴格」五點量

表）、家長上網時間（區分週一到週五上網時間以及週末或例假日上

網時間）、認知網路影響（8 個項目）、網路技能（5 個項目）、介

入子女網路使用行為（13 個項目）。

四、測量工具的效度與信度

在網路技能與認知網路負面影響的量表均採用李克特四點量表計

算，分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同意」、「非常同意」此

四個程度，「非常同意」設定為 4 分，「同意」設定為 3 分，「不同

意」設定為 2 分，「非常不同意」設定為 1 分。子女網路技能萃取出

三個因素，分別是「網路安全」、「網路軟體技能」，和「網路硬體

技能」。父母的網路技能則只萃取出一個因素。各因素的信度皆達非

常可信程度。而父母認知網路負面影響也只萃取出一個因素。因素分

析和信度測試結果詳見表 1 和表 2。

（一）網路技能

表 1：父母和子女網路技能之因素分析與信度測試

子女和父母網路技能量表之各題項
子女 父母

網路安全認知 軟體技能 硬體技能 網路技能

我會注意聊天室的聊天內容（3.19） 0.825 0.183 0.045 -

我不會洩漏個人與學校的上網密碼

（3.58）
0.822 0.036 0.055 -

我 知 道 學 校 對 網 路 使 用 的 規 定

（3.05）
0.794 -0.112 0.254 -

我會遵守網路分級規定依自己的年齡

上網（3.08）
0.662 0.185 -0.0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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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和父母網路技能量表之各題項
子女 父母

網路安全認知 軟體技能 硬體技能 網路技能

在網路上不要給別人自己的個人資料

（姓名、電話、地址等）（3.51）
0.595 0.154 0.114 -

聊天室的陌生人，身分和描述不一樣

（2.88）
0.434 0.335 -0.237 -

我自信能正確使用瀏覽器、FTP、電

子郵件（父母：2.49；子女：3.04）
-0.018 0.813 0.139 0.910

我自信會下載、複製、編輯、存檔我

所搜尋的網路資訊（父母：2.54；子女：

3.18）

0.189 0.754 0.182 0.892

我自信能有效率的查詢網路上我所

需要的資訊（父母：2.77；子女：

3.13）

0.246 0.676 0.306 0.851

我自信能了解網路硬體有關的術語

（父母：2.31；子女：2.49）
0.115 0.161 0.853 0.863

我自信能學習進階的網路相關技術

（父母：2.53；子女：2.65）
0.043 0.398 0.781 0.874

特徵值

解釋變異量

總解釋變異量

平均值

標準差

Cronbach’s α
Total Cronbach’s α

3.079
27.993%
61.753%

3.219
0.595
0.774
0.799

2.088
18.982%

3.118
0.634
0.714

1.626
14.778%

2.560
0.664
0.680

3.856
77.124%

2.534
0.756
0.926

註：表中各因素內的數值為因素負荷量。

（二）認知網路負面影響

表 2：父母認知網路的負面影響之因素分析與信度測試
父母認知網路對自己子女的負面影響題項 因素負荷量

會結交不良網友（2.86） 0.866

會因網路購物受騙上當（2.77） 0.861

會受到網路色情與暴力的影響（2.88） 0.859

會產生網路沉迷的問題（3.08） 0.838

隱私受到侵犯（2.79） 0.821

會影響生活作息（3.17） 0.756

會影響人際關係（2.63） 0.737

會降低讀書的時間（3.25） 0.635

表 1：父母和子女網路技能之因素分析與信度測試（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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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值

總解釋變異量

平均值

標準差

Cronbach’s α

5.123
64.033%

2.935
0.685
0.919

註：(1) 表中各因素內的數值為因素負荷量。(2) 各題項括號內的數值為平均數值。

（三）父母介入行為―父母觀點

此量表採用李克特四點量表計算，分為「經常」、「偶而」、「很

少」、「從未如此」此四個程度，「經常」設定為 4 分，「偶而」設

定為 3 分，「很少」設定為 2 分，「從未如此」設定為 1 分，回答方

式是請父母依據自己平時介入子女網路使用的情況，擇一答案回答。

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其中「我會安裝網路保護性措施」的題項單獨為一

個因素，但是負荷量偏低（低於 0.4），故加以刪除。因素分析結果

萃取出三個類型，分別可以命名為「評價型」、「時間限制型」，和

「無目的型」三種介入行為。各因素的信度也達非常可信的程度（結

果詳見表 3）。

（四）父母介入行為―子女觀點

本研究以相同量表詢問受訪學生其父母介入網路使用行為的情

形。因素分析結果萃取出三個類型，其中「我會安裝網路保護性措施」

的題項單獨為一個因素，命名為「技術限制型」，其餘二個因素分別

也可以命名為「互動限制型」和「主動共用型」。各因素的信度也達

非常可信的程度。子女觀點的「互動限制型」介入因素包含了部分父

母觀點的「評價型」介入的題項，而子女觀點的「主動共用型」介入

因素則包含了父母觀點的「無目的型」介入的題項（結果詳見表 4）。

（五）子女網路危險行為

本研究探討父母介入行為的效果以子女之網路危險行為作為測

量。此量表也採用李克特四點量表計算，分為「經常」、「偶而」、「很

少」、「從未如此」此四個程度，「經常」設定為 4 分，「偶而」設

定為 3 分，「很少」設定為 2 分，「從未如此」設定為 1 分。由子女

依其情況回答。其中「在網路上提供個人資料」因負荷量偏低（低於

表 2：父母認知網路的負面影響之因素分析與信度測試（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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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故加以刪除。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子女網路危險行為可區分為「色

情與暴力危險」以及「社交危險」。兩個因素的信度也達非常可信的

程度（結果詳見表 5）。

伍、資料分析結果

一、基本資料分析

在父母問卷部分，填答問卷多以「母親」為主，有 207 人，占

表 3：父母介入子女網路使用行為之因素分析─父母觀點

父母介入子女網路使用行為量表之題項
因素命名

評價型 時間限制型 無目的型

我會指定孩子上固定的網站（44.7%） 0.790 0.378 -0.044

我會跟孩子討論網路的功能及內容（62.2%） 0.753 0.168 0.403

我會檢查孩子上過的網站或電子郵件內容

（34.9%）

0.746 0.177 0.128

我會陪孩子一起上網、並會討論使用網路的情

形和心得（46.1%）

0.686 0.058 0.528

我會禁止孩子上某些網站（58.7%） 0.686 0.512 -0.138

我會向孩子解釋網路上的人、事、物並不可以

完全相信（72.1%）

0.647 0.241 0.385

我會跟孩子解釋使用網路應該注意的事情

（68.3%）

0.632 0.318 0.432

我會規定孩子什麼時候可以上網，什麼時候不

行（72.8%）

0.185 0.894 0.091

我會限制孩子上網時間的長短（77.4%） 0.137 0.893 0.189

當看到孩子接觸不恰當的網站內容時，我會立

刻制止（72.3%）

0.294 0.577 0.089

我會鼓勵孩子上網（30.8%） 0.030 0.017 0.790

我會和孩子一起聊網路發生的趣聞或事件

（51.0%）

0.281 0.212 0.747

特徵值

解釋變異量

總解釋變異量

平均值

標準差

Cronbach’s α
Total Cronbach’s α

3.752
31.267%
70.025%

2.646
0.841
0.903
0.900

2.602
21.686%

3.151
0.892
0.793

2.049
17.071%

2.351
0.757
0.614

註： (1) 表中各因素內的數值為因素負荷量。(2) 各題項括號內的數值為回答「偶而」和「經
常」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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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6%。年齡則以「41 歲至 45 歲」最多，占 38.3%（N = 123）；其次為

「46 歲至 50 歲」者，占 27.1%（N = 87）；然後是「36 歲至 40 歲」，

占 20.6%（N = 66）。在教育程度方面則以「高中職」程度最多，占

44.3%（N = 141），其次為「大學以上」，占 34.9%（N = 126）。父母

回答家中可上網比例高達 96.2%。父母在週一到週五期間上網時間在

一小時以內最多，占 34.6%（N = 111），其次為不上網者，占 25.2%

表 4：父母介入子女網路使用行為之因素分析─子女觀點

父母介入子女網路使用行為量表之題項
因素命名

互動限制型 主動共用型 技術限制型

爸媽會限制我上網時間的長短（63.6%） 0.812 -0.097 0.205

爸媽會規定我什麼時候可以上網，什麼時候

不行（60.7%）

0.769 -0.049 0.270

爸媽會禁止我上某些網站（47.3%） 0.740 0.352 -0.059

當爸媽發現我看到不恰當的網站內容時，會

立刻制止（67.6%）

0.657 0.274 0.088

爸媽會跟我解釋使用網路應該注意的事情

（50.5%）

0.633 0.529 -0.167

爸媽會告訴我網路上的人、事、物並不可以

完全相信（76.2%）

0.517 0.456 -0.405

爸媽會指定我上固定的網站（12.1%） 0.500 0.489 0.221

爸媽會鼓勵我上網（22.9%） 0.061 0.763 0.044

爸媽會和我一起聊網路上發生的趣聞或事件

（36.5%）

0.035 0.727 0.055

爸媽會陪我一起上網，並會討論使用網路的

情形和心得（24.8%）

0.275 0.698 0.352

爸媽會跟我討論網路的功能及內容（40.9%） 0.522 0.662 -0.120

爸媽會檢查我上過的網站或電子郵件內容

（17.1%）

0.054 0.550 0.540

爸媽會安裝網路保護性措施，如開機及上網

密碼、時間限制軟體（32.4%）

0.190 0.087 0.769

特徵值

解釋變異量

總解釋變異量

平均值

標準差

Cronbach’s α
Total Cronbach’s α

3.540
27.233%
63.217%

2.583
0.767
0.847
0.869

3.285
25.266%

1.933
0.706
0.786

1.393
10.718%

2.050
1.151

--

註： (1) 表中各因素內的數值為因素負荷量。(2) 各題項括號內的數值為回答「偶而」和「經
常」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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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81）。至於週末期間，不上網者最多，占 40.2%（N = 129），其

次為上網時間在一小時以內者，占 29.9%（N = 96）。父母管教方式以

「普通」為多，占 68.5%（N = 228），其次為「嚴格」，占 20.7%（N = 
69）。父母網路技能平均值以「能有效率的查詢網路上所需之資訊」

為最高（M = 2.77），而「能瞭解網路硬體有關術語」為最低（M = 
2.31）。父母認知網路的負面影響則以「會降低讀書的時間」平均值

為最高（M = 3.25），其次為「會影響生活作息」（M = 3.17），再

其次為「會產生網路沉迷的問題」（M = 3.08）。可見父母比較擔心

子女花費太多的時間使用網路所產生的負面影響。

在子女問卷方面，受訪者中男生占 52.3%（N = 171），女生占

47.7%（N = 156）。國小生占 35.8%（N = 117），國中生占 64.2%（N =  

222）。子女在週一到週五期間上網時間在一小時以內最多，占

331.2%（N = 102），其次為不上網者，占 24.8%（N = 81）。至於週

末期間，則以上網時間在一小時以內者最多，占 24.8%（N = 81），

其次為上網時間在一小時至二小時以內者，占 22.9%（N = 75），再

其次為二小時至三小時以內者，占 22.0%（N = 72）。在網路技能方

表 5：子女網路危險行為之因素分析

子女網路危險行為量表之各題項
因素命名

色情與暴力危險 社交危險

不小心上到色情網站（16.2%） 0.815 0.171

不小心上到暴力的網站內容（18.1%） 0.794 0.169

上色情的網站（9.6%） 0.714 0.172

玩暴力的線上遊戲（25.2%） 0.623 0.411

和網友打電話或約見面（5.8%） 0.205 0.853

在網路上結交網友（22.8%） 0.208 0.801

提供個人資料（照片、電話或地址等）給網友（5.8%） 0.203 0.767

特徵值

解釋變異量

總解釋變異量

平均值

標準差

Cronbach’s α
Total Cronbach’s α

2.318
33.113%
64.748%

1.660
0.724
0.791
0.817

2.214
31.635%

1.438
0.659
0.761

註： (1) 表中各因素內的數值為因素負荷量。(2) 各題項括號內的數值為回答「偶而」和「經
常」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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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以網路安全認知的面向平均值為最高（M = 3.219），其次為網路

軟體技能（M = 3.118），最後是網路硬體技能（M = 2.560）。

二、父母觀點之介入行為及其影響因素

從表 3 結果顯示，受訪父母最常使用的介入行為依頻率順序是

「我會規定孩子什麼時候可以上網，什麼時候不行」、「我會限制孩

子上網時間的長短」、「當看到孩子接觸不恰當的網站內容時，我會

立刻制止」。此三項皆被歸類於「時間限制型」的介入行為。另外

從三種類型的平均數也顯示「時間限制」的平均數值高於「評價型」

和「無目的型」。由此可以得知，父母最常使用的介入類型為「限制

型」。此研究結果和國內以兒童為調查對象的結果一致（吳翠珍，

2009；劉忠陽、余淑芬，2003）。

至於探討影響介入行為的因素方面，此部分以階層迴歸分析，分

別放入子女的影響因素和父母的影響因素作為預測變項；父母觀點的

介入行為之三類型（時間限制型、評價型、無目的型）作為效標變項。

在階層迴歸中，首先第一層放入子女的影響因素，包括子女的性

別（虛擬化）、年齡、網路技能（二個面向）、網路安全認知，以及

子女的網路使用行為（包括週一至週五一天平均上網時間、週末或例

假日一天平均上網時間）。第二層則放入父母年齡、教育程度，認知

網路負面影響、管教程度、網路技能，以及父母的網路使用行為，包

括週一至週五一天平均上網時間、週末或例假日一天平均上網時間。

階層迴歸分析結果見表 6。表格主要呈現第二階層之統計結果。第一

階層之結果則以文字敘述之。此外，經過共線性檢測，顯示沒有共線

性之問題。

首先分析影響父母觀點「評價型」介入行為的因素方面。在第一

次階層迴歸分析中，「子女性別」（β = -0.185, p < 0.01）、「子女年齡」

（β = -0.381, p < 0.001）、「子女網路安全認知」（β = -0.165, p <  
0.01）、「子女網路軟體技能」（β = 0.207, p < 0.01）與「子女週末上

網時間」（β = -0.188, p < 0.01）等五個預測變項的影響均達顯著，即

子女為女性，年齡越小、網路安全認知越弱、網路軟體技能越強，以

及週末上網時間越長，其父母越傾向以評價型的方式來介入子女的網

路使用行為。第二階層的迴歸分析顯示子女的五個變項的影響依然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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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而年紀越輕（β = -0.150, p < 0.05）和管教程度越嚴（β = 0.108, p <  

0.05）的父母越會採用評價型的介入方式。在第一階層中，只投入子

女影響變項時，所能解釋的變異量為 25.6%。第二階層再加上父母之

影響變項，整體解釋變異量增為 31.5%。

其次分析影響父母觀點「時間限制型」介入行為的因素。在第

一次階層迴歸分析中，「子女年齡」（β = -0.195, p < 0.001）、「子

女網路硬體技能」（β = -0.128, p < 0.05）與「子女週一到週五上網時

間」（β = -0.340, p < 0.001）等三個預測變項的影響均達顯著，即

子女年齡越小、網路硬體技能越弱，而子女週一到週五上網時間和

父母採用時間限制型的介入方式顯著相關。第二階層的迴歸分析顯

示子女的年齡和平日上網時間的影響依然顯著，但是子女網路硬體

技能的影響消失了。而父母認知網路負面影響越強（β = 0.183, p < 

0.01）、管教程度越嚴（β = 0.113, p < 0.05），以及週末上網時間越

多（β = 0.136, p < 0.05）的父母越會採用時間限制型的介入方式。在

表 6：影響三種介入子女網路使用行為類型之階層迴歸分析─父母觀點

預測變項
評價型 時間限制型 無目的型

β值 標準誤 β值 標準誤 β值 標準誤

子女性別（男 = 1） -0.146** 0.092 -0.008 0.097  0.020 0.092

子女年齡 -0.325*** 0.022 -0.163** 0.033 -0.054 0.022

網路安全認知 -0.156* 0.083  0.041 0.089 -0.142* 0.084

網路軟體技能  0.167** 0.083  0.089 0.088  0.130 0.083

網路硬體技能  0.056 0.074 -0.083 0.078 -0.095 0.073

子女週日上網時間 -0.096 0.028 -0.333*** 0.030 -0.159* 0.028

子女週末上網時間 -0.155* 0.030 -0.042 0.032 -0.106 0.030

父母年齡 -0.150* 0.045  0.108 0.048 -0.086 0.045

父母教育程度 -0.054 0.061 -0.103 0.065  0.025 0.062

認知網路負面影響  0.093 0.069  0.183** 0.073 -0.201** 0.069

管教程度  0.008* 0.076  0.113* 0.081  0.003 0.076

父母網路技能  0.061 0.067 -0.008 0.071  0.184** 0.068

父母週日上網時間  0.064 0.031 -0.030 0.033  0.127 0.031

父母週末上網時間 -0.001 0.037  0.136* 0.040  0.019 0.037

R 平方  0.315  0.289  0.184

F 值  9.549***  8.466***  4.648**

*p < 0.05, **p < 0.01, ***p < 0.001

中華傳播學刊(27)-02 王嵩音.indd   52 2015/7/1   下午 07:33:00



父母介入子女網路使用行為之研究 53

第一階層中，只投入子女影響變項時，所能解釋的變異量為 24.3%。

第二階層再加上父母之影響變項，整體解釋變異量增為 28.9%。

最後在分析影響父母觀點「無目的型」介入行為因素方面。第一

次階層迴歸分析中，「子女網路安全認知」（β = -0.172, p < 0.01）、「子

女週一到週五上網時間」（β = -0.144, p < 0.05）與「子女週末上網時間」

（β = -0.139, p < 0.05）等三個預測變項的影響均達顯著，即子女網路

安全認知越強，以及週一到週五和週末的上網時間越短，其父母越傾

向以無目的型的方式來介入子女的網路使用行為。第二階層的迴歸分

析顯示子女的網路安全認知和平日上網時間的影響依然顯著，但是子

女週末上網時間的影響消失了。而父母認知網路負面影響越弱（β =  
-0.201, p < 0.01）以及父母網路技能越強（β = 0.184, p < 0.01）的父母

越會採用無目的型的介入方式。在第一階層中，只投入子女影響變項

時，所能解釋的變異量為 6.6%。第二階層再加上父母之影響變項，

整體解釋變異量增為 18.4%。

整體而言，父母觀點採取「評價型」和「時間限制型」介入行為

的影響因素以子女相關的因素預測能力較強，反之採取「無目的型」

介入行為的影響因素則以父母相關的因素預測力較顯著。結果顯示子

女年齡越小，基於保護的心理，父母越會採取「評價型」和「時間限

制型」介入行為；子女網路安全認知越弱，父母越會採取「評價型」

和「無目的型」的介入行為。而父母認知網路負面影響越強，平日管

教子女程度越嚴格，越會採取「時間限制型」介入行為。而父母的網

路技能越強，認知網路負面影響越弱，越會鼓勵子女上網並分享網路

的趣聞。

三、子女觀點之介入行為及其影響因素

從表 4 結果顯示，受訪子女回答其父母最常使用的介入行為依頻

率順序是「爸媽會告訴我網路上的人、事、物並不可以完全相信」、

「當爸媽看到我接觸不恰當的網站內容時，會立刻制止」、「爸媽會

限制我上網時間的長短」。此三項皆被歸類於「互動限制型」的介入

行為。另外從三種類型的平均數也顯示「互動限制型」的平均數值高

於「主動共用型」和「技術限制型」。這和父母觀點的結果類似。如

果從介入頻率比較父母觀點和子女觀點，卻發現父母觀點的介入頻率

明顯高於子女觀點（見表 3 和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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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同樣以階層迴歸分析，分別放入子女的影響因素和父母的

影響因素作為預測變項；而子女觀點的三種父母介入行為類型（互動

限制型、主動共用型、技術限制型）則作為效標變項。經過共線性檢

測，顯示沒有共線性之問題。

在影響子女觀點「互動限制型」介入行為的因素方面。表 7
結果顯示，第一次階層迴歸分析中，「子女年齡」（β = -0.179, 
p < 0.01）、「子女網路安全認知」（β = 0.242, p < 0.001）「子

女網路軟體技能」（β = 0.167, p < 0.01）與「子女週末上網時

間」（β = -0.251, p < 0.001）等四個預測變項的影響均達顯著，

即子女年齡越小、網路安全認知與軟體技能越強，以及週末上

網時間越短，認為父母越傾向以互動限制型的方式來介入網路

使用行為。第二階層的迴歸分析顯示除了前述四個變項外，而

父 母 越 年 輕（β = -0.136, p < 0.05）、 管 教 程 度 越 嚴（β = 0.192, 
p < 0.001）越會採用互動限制的介入方式。在第一階層中，只投入子

女影響變項時，所能解釋的變異量為 25.4%。第二階層再加上父母之

影響變項，整體解釋變異量增為 32.5%。

至於影響子女觀點「主動共用型」介入行為的因素方面，第一次

階層迴歸分析中，「子女年齡」（β = -0.188, p < 0.01）、「子女網路

軟體技能」（β = 0.207, p < 0.01）「子女網路硬體技能」（β = 0.197, 
p < 0.01）與「子女週末上網時間」（β = -0.205, p < 0.01）等四個預

測變項的影響均達顯著，即子女年齡越小、網路安全認知與軟體技能

越強，以及週末上網時間越短，認為父母越傾向以「主動共用型」的

方式來介入其網路使用行為。第二階層的迴歸分析顯示除了前述四個

變項外，而父母越年輕（β = -0.221, p < 0.01）子女越認為父母會採用

主動共用的介入方式。在第一階層中，只投入子女影響變項時，所能

解釋的變異量為 15.5%。第二階層再加上父母之影響變項，整體解釋

變異量增為 27.0%。

最後在影響子女觀點「技術限制型」介入行為的因素方面，第

一次階層迴歸分析中，只有「子女網路硬體技能」（β = 0.232, p < 
0.01）的影響達顯著程度，即子女硬體技能越強，認為父母越傾向以

「技術限制型」的方式來介入其網路使用行為。第二階層的迴歸分析

顯示除了有兩個子女網路技能（軟體和硬體）變項顯著外，而父母

越年輕（β = -0.204, p < 0.01）、學歷越高（β = 0.156, p < 0.05）、父

母認知網路負面影響越強（β = 0.133, p < 0.05）、管教程度越嚴（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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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0, p < 0.001）、父母週日上網時間越少 β = -0.202, p < 0.05），

以及週末上網時間越多（β = 0.196, p < 0.01），子女越認為父母會

安裝網路保護性措施。父母週日或週末上網時間的影響產生不一致

情形。可能的解釋為父母週日工作較繁忙，而週末的上網時間越

多，越顯示其較熟悉網路機制，因此越會使用網路保護性措施。在

第一階層中，只投入子女影響變項時，所能解釋的變異量為 7.0%。

第二階層再加上父母之影響變項，整體解釋變異量增為 22.6%。

整體而言，子女觀點採取「互動限制型」和「主動共用型」介入

行為的影響因素以子女相關的因素預測能力較強，反之採取「技術限

制型」介入行為的影響因素則以父母相關的因素預測力較顯著。子女

年紀越輕以及網路技能越強，子女越認為父母會採取「互動限制型」

和「主動共用型」的介入行為。而父母年紀越輕、教育程度越高、認

知網路負面影響越強、管教程度越嚴、平日上網時間越少，以及週末

上網時間越多，則子女越認為父母會安裝網路保護措施。

表 7：影響三種介入子女網路使用行為類型之階層迴歸分析─子女觀點

預測變項
互動限制型 主動共用型 技術限制型

β值 標準誤 β值 標準誤 β值 標準誤

子女性別（男 = 1）  0.065 0.081  0.009 0.081  0.052 0.136

子女年齡 -0.166** 0.021 -0.154* 0.021 -0.055 0.035

網路安全認知  0.222*** 0.077  0.061 0.077 -0.037 0.130

網路軟體技能  0.152* 0.073  0.177** 0.074 -0.136* 0.125

網路硬體技能  0.093 0.070  0.172* 0.072  0.303*** 0.121

子女週日上網時間 -0.067 0.032  0.129 0.032 -0.085 0.053

子女週末上網時間 -0.220** 0.026 -0.188** 0.027  0.103 0.046

父母年齡 -0.136* 0.041 -0.221** 0.041 -0.204** 0.069

父母教育程度  0.104 0.051 -0.009 0.053  0.156* 0.089

認知網路負面影響  0.054 0.060 -0.004 0.061  0.133* 0.102

管教程度  0.192*** 0.067  0.111 0.069  0.240*** 0.116

父母網路技能 -0.036 0.060  0.037 0.061  0.007 0.102

父母週日上網時間  0.050 0.027  0.121 0.027 -0.202* 0.046

父母週末上網時

間

 0.042 0.034  0.098 0.034  0.196** 0.057

R 平方  0.325  0.270  0.226

F 值  9.718***  7.224***  5.685***

*p < 0.05, **p < 0.01,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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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父母介入子女網路使用行為之效果

本研究以降低兒少的網路危險行為去檢視父母介入行為的效果。

從子女回答網路危險行為頻率的結果顯示，頻率最高的是「玩線上暴

力的遊戲」，依序是「在網路上結交網友」、「不小心上到暴力的網

站內容」、「不小心上到色情網站」。至於「上色情網站」、「和網

友打電話或見面」以及「提供個人資料給網友」的頻率皆低。

此部分本研究也是採取階層迴歸分析，分別放入子女的影響因

素、父母的影響因素，以及三種父母觀點介入行為和三種子女觀點介

入行為作為預測變項；而子女涉入的「色情與暴力危險」和「社交危

險」為兩個效標變項。依序在第一階層放入子女的相關因素，第二階

層放入父母的相關因素，第三階層則放入父母的介入行為。階層迴歸

分析結果見表 8。表格主要呈現第三階層之統計結果。第一和第二階

層之結果則以文字敘述之。經共線性檢測，也沒有共線性問題。

在影響子女色情與暴力危險行為的因素方面，第一次階層

迴歸中，「子女性別」（β = 0.307, p < 0.001）、「子女軟體技

能」（β = 0.198, p < 0.01）、「子女硬體技能」（β = -0.256, p < 
0.001）、子女週日網路使用時間（β = 0.285, p < 0.001），和週末

網路使用時間（β = 0.262, p < 0.001）達顯著的程度。意即男生、

網路軟體技能越強、硬體技能越弱，以及網路使用時間越多，

則越會接觸到網路的色情與暴力。第二階層的迴歸分析顯示除

了子女的五個變項顯著外，父母的年齡（β = -0.131, p < 0.05）、

教育程度（β = 0.288, p < 0.001）、父母對於網路的認知影響（β 
= -0.096, p < 0.05）， 以 及 父 母 週 日 網 路 使 用 時 間（β = -0.227, 
p < 0.001），和週末網路使用時間（β = 0.180, p < 0.01）也達顯

著程度。父母年紀越輕、教育程度越高、父母認為網路的負面影

響越小、週日網路使用時間越少、週末網路使用時間越多，其子

女越會接觸到網路的色情與暴力。父母週日或週末上網時間的

影響同樣也產生不一致情形。可能的解釋為父母週日網路使用時

間越少，而週末的上網時間越多，越顯示其較忙碌，越無法留意

子女涉入網路危險行為。第三階層的迴歸分析顯示子女的五個變

項依然顯著，但是父母方面的變項則顯示父母年齡不顯著了。

除了教育程度和網路使用時間外，父母管教子女越不嚴格（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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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2, p < 0.01），子女會接觸到網路的色情與暴力。而在介入行為

方面，資料顯示子女觀點的父母「技術限制型」介入行為越頻繁（β =  

0.137, p < 0.01），子女越會接觸到網路的色情與暴力。在第一階層中，

只投入子女影響變項時，所能解釋的變異量為 47.1%。第二階層加上

父母之影響變項，增加了 8.3% 的變異量，第三層加入介入行為變項，

再增加了 3.7%，整體解釋變異量增為 59.1%。

在影響子女社交危險行為的因素方面，第一次階層迴歸中，「子

女軟體技能」（β = 0.203, p < 0.01）、子女週日網路使用時間（β = 

0.216, p < 0.01），和週末網路使用時間（β = 0.179, p < 0.01）達顯著

表 8：影響子女網路危險行為因素之階層迴歸分析

預測變項
色情與暴力危險 社交危險

β值 標準誤 β值 標準誤

子女性別（男 = 1）  0.272*** 0.068 -0.019 0.085

子女年齡  0.019 0.018  0.066 0.023

網路安全認知 -0.053 0.068 -0.045 0.085

網路軟體技能  0.162** 0.064  0.168* 0.079

網路硬體技能 -0.261*** 0.061 -0.038 0.076

子女週日上網時間  0.230*** 0.026  0.192* 0.033

子女週末上網時間  0.353*** 0.024  0.209* 0.030

父母年齡 -0.081 0.036 -0.056 0.044

父母教育程度  0.248*** 0.046  0.053 0.058

認知網路負面影響 -0.098* 0.053  0.110 0.066

管教程度 -0.122** 0.058 -0.133* 0.073

父母網路技能  0.006 0.051 -0.022 0.063

父母週日上網時間 -0.214** 0.027  0.026 0.028

父母週末上網時間  0.142* 0.037  0.041 0.034

評價型介入（父母觀點） -0.125 0.063 -0.110 0.079

時間限制型介入（父母觀點） -0.037 0.061  0.049 0.064

無目的型介入（父母觀點）  0.067 0.053 -0.004 0.066

互動限制型介入（子女觀點）  0.066 0.059 -0.032 0.073

主動共用型介入（子女觀點）  0.088 0.059  0.153* 0.074

技術限制型介入（子女觀點）  0.137** 0.005  0.108 0.040

R 平方   0.591 0.248

F 值 18.653*** 4.255***

*p < 0.05, **p < 0.01,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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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度。意即子女網路軟體技能越強，網路使用時間越多，則越容

易發生危險的網路社交行為。第二階層的迴歸分析顯示除了子女的三

個變項顯著外，父母對於網路的認知影響也達顯著程度（β = 0.135, 
p < 0.05）。父母認為網路的負面影響越大，其子女越容易發生危險

的網路社交行為。第三階層的迴歸分析顯示子女的三個變項依然顯

著，但是父母方面的變項則顯示父母管教子女越不嚴格（β = -0.133, 
p < 0.05），子女越容易發生社交危險行為。而在介入行為方面，資料

顯示子女觀點的父母「主動共用型」介入行為越頻繁（β = 0.153, p <  
0.05），子女越容易發生社交危險行為。在第一階層中，只投入子女

影響變項時，所能解釋的變異量為 18.4%。第二階層加上父母之影響

變項，增加了 3.4% 的變異量，第三層加入介入行為變項，再增加了

3.0%，整體解釋變異量增為 24.8%。

整體而言，子女相關的因素對於其涉入網路的危險行為影響最

大，其次為父母相關因素。而父母的介入行為則只有部分子女觀點的

介入行為有微弱的預測力。這個結果和 Livingstone & Helsper（2008）
兩位學者在英國的調查類似。如果子女網路技能越強（尤其是軟體技

能）以及使用網路的時間越長，就越容易發生網路的危險行為。另外，

男生也比女生較容易接觸到網路上的色情與暴力。而父母管教子女越

不嚴格，其子女越容易涉入網路的危險行為。父母介入行為不僅無法

正面影響兒少涉入網路危險行為，反而從子女的觀點，父母越是使用

「主動共用型」介入，或是使用「技術限制型」介入，則子女越容易

涉入網路危險行為。

陸、結論與建議

兒童和青少年使用網路的時間越來越多，網路對其可能產生的

負面影響的議題也越來越受到重視。本研究的受訪兒少家中可上網比

例高達 96.2%，也有高達 88.1% 回答是在家中使用網路。因此父母對

於網路的態度以及對於其子女使用網路的介入行為格外值得檢視。本

研究發現父母認知網路對於子女影響頗大，且擔心子女花費太多時間

上網，會影響讀書時間和生活作息，或產生沉迷的問題。在台灣強大

的升學壓力下，國中、小學生背負沈重的課業壓力，父母們亦重視子

女的學業表現，認為子女若上網時間增加，勢必排擠讀書的時間。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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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父母認為「上網」此一行為對子女生活中行為層面的影響是最大

的。這也反應在父母回答最常使用的介入行為就是「限制上網時間的

長短」。雖然分別從父母和從子女觀點的介入行為在型態分類上有一

些差異，然均以「限制型」（父母觀點的「時間限制型」和子女觀點

的「互動限制型」）的介入頻率最高。此結果和父母介入子女收看電

視行為的型態類似（陳佳宜、王嵩音，2009），顯示台灣的父母親普

遍認為應該要限制子女看電視或上網的時間，以免影響讀書時間和生

活作息。

本研究也發現父母與子女之間對於介入行為的認知有差距，而且

是父母的認知程度高於其子女。這個結果和過往相關研究的發現一致

（Liau et al., 2008；Wang et al., 2005）。這並非顯示哪一方是「正確」

或「錯誤」的認知，但子女或許不能完全意識或瞭解父母對其介入的

行為。又或許是父母基於「社會期望」，在回答問卷的時候，傾向於

回答較實際狀況高的介入頻率。父母和子女之間的認知差距值得進一

步觀察。

至於影響介入行為的因素方面，子女相關的因素最能解釋無論是

從父母觀點或是子女觀點的介入行為。其中以子女的年齡和網路技能

的強弱影響較顯著。子女年紀越輕，父母越會擔心其受到網路的負面

影響，也就越會介入其網路使用行為。這結果與國外研究（Livingstone 
& Helsper, 2008）一致。本研究也發現當子女軟體技能越強，而網路

安全認知越弱，父母就越會介入其網路使用行為。這顯示兒少越具有

網路的技能，越會讓父母擔心其使用不當，產生負面影響；而子女的

網路安全認知差，更讓父母擔心子女涉入網路安全問題。另外，父母

認為網路的負面影響越大，就越會採取較積極的介入行為；反之，父

母越不認為網路的負面影響大，就越會採取消極的行為。因此父母對

於網路的態度的確影響了他們對於子女上網的介入行為。這也和收看

電視的情況一致（陳佳宜、王嵩音，2009）。

父母的介入行為是否能降低子女涉入網路的危險行為？本研究的

結果顯示答案是否定的。父母觀點的介入行為和子女網路危險行為沒

有相關，而子女觀點的介入行為甚至可能會促使網路危險行為，因為

從子女觀點，父母使用「主動共用」介入，或是使用「技術限制型」

介入，可以預測子女涉入網路危險行為。「主動共用」介入型態是比

較鼓勵子女使用網路並以較溫和的方式介入，反而容易使得子女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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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社交的危險。而子女報告父母會安裝網路保護性措施，正向預測

子女涉入網路色情與暴力。顯示安裝網路保護性措施的父母，可能比

較不會與子女溝通網路素養，子女反而會較容易接觸網路危險內容。

這樣的結果和國外研究有相異也有相同之處。Livingstone & Helsper
（2008）發現「主動共用型」對於其子女受到網路負面影響的效果並

不顯著，而「互動限制型」介入行為在避免子女涉入網路危險行為方

面較能發揮效果，但效果相當微弱。不過該研究所使用的介入型態測

量方式與內容與本研究並不一致，雖然概念相同卻不易對照比較。國

外的研究也發現，限制子女使用網路的時間並不能夠有效的引導兒童

正面的使用行為（Lee & Chae, 2007）。而父母無論是限制子女上網

時間、監督子女上網內容，或是採取網路過濾機制，均和子女接觸網

路色情無關（Mitchell, Findelhor, & Wolak, 2001）。本研究結果值得

父母以及教育相關單位思考。網路世界隱藏著各種危險與陷阱，兒少

正處於人格發展階段，容易受到外在影響。因此父母盡力做好把關的

守門人之餘，應該教導子女相關網路識讀能力（Internet literacy），

協助兒少建立正確的網路使用行為，並且教導子女培養解讀、批判、

反省網路內容的能力，期使兒少在遇到不當內容時，能夠有顆聰明的

心去判斷孰是孰非，積極化解網路可能產生的不良影響，並將網路的

正面效益發揮到最大。

本研究所採用以及設計的各種量表無論在效度和信度上都達到滿

意的程度，然而仍存在若干限制。首先，在介入型態的測量方面，本

研究參酌國內外研究研擬適合父母與子女共同回答之量表，但分別從

父母觀點和從子女觀點所呈現的型態並不一致且有混雜之現象。這一

方面顯示雙方在父母介入行為的認知有所差距，另一方面也顯示該量

表可能未臻完備，值得未來再加以修訂。又譬如有關父母認知網路影

響方面，本研究僅測量網路的負面影響。然而，網路並非僅具有負面

影響。透過網路可以快速獲取多元化知識，並拓展國際視野，增進知

識範疇（Livingstone, 2003）。建議未來可增加測量網路正向的影響。

其次，本研究採取的樣本在年齡分布上也有限制，隨著網路普及，使

用年齡不斷下降，年紀越小受到網路的負面影響可能更大，因此針對

年齡層較低的兒童進行觀察有其必要性。最後，雖然透過同時調查父

母和子女可以獲得比較性的資料，但是若能再加上質性觀察或訪談，

應該可以獲得更多現象的解釋。另外，本研究的樣本數嫌低，導致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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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誤差偏高（正負 5.4%）也是限制之一。建議未來能採取全國性的

調查，以獲得更佳的分析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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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parental 

mediation in their children’s Internet use.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327 
dyads of Taiwanese parents and their teenage children. “Time restriction” 
and “evaluation” were found to be two major strategies used by parents. 
The child’s age and Internet skills and the parent’s perceptions on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the Internet can significantly predict parental 
mediation. It was also found that parents overestimate the degree to which 
they mediate their children’s Internet use. In addition, the expectation that 
parental mediation strategies reduce the risks teenage children encounter 
online was not supported. The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re discussed.

Keywords: parental mediation, adolescent internet use, negative effects 
of Internet, online ri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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