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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社群媒體使用現況與社交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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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輔助溝通

摘要

近年來，受到電腦、智慧手機和資通訊科技等進步發展與應用的影響，網路的傳播

更為快速，社群媒體種類也不斷推陳出新，人們的社交圈也已從實際生活範圍，逐漸拓

展到電腦與手機行動通訊的網路世界。基於這一趨勢，本文係透過網路問卷，以大學生

為對象，探討其社群媒體使用頻度、工作經驗及其社交焦慮度等。根據 307 份有效問卷

分析結果，發現大學生使用的社群媒體，由高到低依序是 Facebook、Line 和 Messenger；
有工作工讀經驗大學生在社群媒體使用紓解的社交焦慮明顯大於沒有工作工讀經驗者；

部分的社群媒體使用頻度對社交焦慮會有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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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著網路的進步、方便，使用網路的人口逐漸增加，線下的社交圈也轉移到線上進

行交流。在交換彼此現有資料，同時拓展增加人跟人之間的人際關係，社群媒體也讓人

避免產生孤單感，能從其中找尋相同喜好的同好跟久違的朋友聯繫。從不同使用目的來

找尋常用的社群媒體跟經常使用的工具功能，因種類繁多喜好使用的平台也多樣性。研

究動機在近幾年智慧型手機的發展下，從過去大眾交通工具上互相面對面談論的聊天聲，

到現今一望會看到多數在低頭使用社群媒體聊天或是觀看影音。在長時間使用社群媒體

下，會產生社交焦慮度（social anxiety）， 在生活與工作上，有可能會因為社交焦慮造成

工作上的不順利。

二、研究問題與範圍

根據前述，本文擬探討當前大學生使用社群媒體的現況及其與社交焦慮度的關係，

要探討的問題包括：

1. 大學生使用不同種的社群媒體需求？

2. 使用時間長短與社交焦慮之間的關聯、使用社群媒體處理事物的影響？

3. 大學生使用社群媒體現況與在使用後是否會對其社交焦慮度造成影響？

本研究以臺灣地區作為探討社群媒體使用者的區域範圍，調查對象則是設定在大學

生族群，且將網路問卷透過提供使用者社團、粉絲團的社群平台（如：Facebook）等等

管道來發放。

貳、文獻探討

一、社群媒體與電腦輔助傳播

交換訊息與公開互相聯繫的網路平台，現今媒體平台的種類多樣性，便利與好友建

立聯繫跟找尋同好建立社群、小團體。電腦輔助傳播主要是利用電腦作傳播媒介，傳達

溝通。

二、社交焦慮

社交焦慮（social anxiety），正常人或易感害羞的人，參與社交或是公眾的場合時或

許會感到輕微緊張、不自在，但並不致於影響其出席和表現，社交焦慮症狀比較明顯的患

者，會難以忍受這般恐懼。Van den Eijnden、Lemmens 和 Valkenburg （2016）已研發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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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可用來衡量社交媒體障礙（Social Media Disorder, SMD）的簡易量表，這份量表已被用來

診斷社交媒體的用戶。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網路問卷作為資料蒐集的工具，調查對象是使用社群媒體的大學生。

一、研究架構與假設

圖 3-1　研究架構圖

擬探討的研究假設包括：

H1：大學生個人背景變項會正向影響對社群媒體使用頻度。

H2：大學生社群媒體使用頻度會正向影響其社交焦慮。

H3：大學生工作工讀經驗會中介社群媒體使用頻度和社交焦慮的關係。

二、研究工具

問卷的內容分為：個人基本資料（性別、授課時間、大學類別、工作或工讀經驗、學

門類別）、社群媒體使用現況（常用社群媒體、需求功能、使用目的、使用頻度）和社交

焦慮量表三部分。至於社交焦慮量表，則選用 Van den Eijnden、Lemmens 和 Valkenburg 
（2016）建構的社交媒體障礙（Social Media Disorder Scale）量表（本文稱之為社交焦慮

量表），此量表包括：心神不寧（6 題）、習慣成癮（6 題）、嘗試振作（6 題）、孤立

無助（4 題）、欺騙隱瞞（5 題）、期待回應（2 題）和使用紓壓（4 題）等 7 個焦慮層

面的 33個題項。題項計分則採用 Likert’s 5點尺度量表，選項由「非常同意」、「同意」、

「普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依序分別給予 5、4、3、2、1 分。

三、研究過程

整個研究從 2017 年 8 月初起至 2018 年 2 月底止，主要歷程包括：擬訂研究主題、

確立研究目的、文獻探討分析、研究規劃設計、問卷調查回收、統計分析討論和研提結

論建議等，如圖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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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主要研究流程

因為以臺灣地區使用社群媒體的大學生做為調查對象，所以設計並採用網路問卷蒐

集資料。在問卷設計完成後，自 2017 年 10 月起，就利用社群媒體平台（包括：個人和

社團 Facebook、群組性和通訊性的 Line 等）發放，2017 年 12 月底大致完成回收達 300
份目標。

肆、結果與發現

總計回收問卷 308 份，扣除 1 份無效問卷，有效問卷為 307 份。

一、信度分析結果

經針對回收問卷以 Cronbach's Alpha 值來檢驗其信度分析結果發現，社交焦慮量表

33 題的整體 Cronbach's Alpha 值為 0.935，可見其具有極高的信度。

二、敘述性統計
（一）樣本特性

1. 性別：男性較多，有 187 人（60.9%）；女性有 120 人（39.1%）。

2.  就讀大學類別：一般大學較多，有 223 人（72.6%）；其他（含括：專科學校、技

術學院、科技大學和四技大學等），則有 84 人（27.4%）。

3. 大學生上課時段：日間有 266 人（86.6%）；進修有 41 人（13.4%）。

4.  就讀學門類別：以人文藝術領域最多，有 91 人（29.6%）；工程製造領域有 77 人

（25.1%）；科學領域有 70 人（22.8%）；社會科學領域有 69 人（22.8%）。

5.  有無工作或打工經驗：有經驗的最多，有 251 人（81.8%）；沒有經驗有 56 人

（18.2%）。

（二）社群媒體使用現況

1. 社群媒體使用類別

針對 10 種常見社群媒體的使用現況分析發現，使用 Facebook 的百分比有 18.7%、
Line 有 18.6%、Facebook Messenger 有 15.5%（前三大佔比已佔整體的 52.8%），其餘依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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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百分比序次為 Google（14%）、Instagram（13%）、Twitter（6.9%）、WeChat（5.9%）、

微博（4.2%）、百度（2.1%）、QQ（1.2%）。

2. 使用社群媒體需求

從分析結果發現，在使用社群媒體的九項主要需求中，所佔比例最高前三名是：「關

注朋友」（21%）、「訊息分享」（20%）和「尋求知識、解答」（18%），其餘依序是「搜

尋新聞時事」（14%）、「尋找同好及社群」（13%）、「媒體內容創作」（6%）、「線

上行銷活動」（3%）、「建立粉絲團（自媒體或網紅）」（2%）和「販售產品」（2%）。

3. 使用社群媒體目的

目的和需求的差別在於想要達成目標的訴求。分析結果發現：「交換訊息與溝通」

（26%）佔最多、其次是「將資料分享」（23%）、「教育與學習」（15%）、「分享硬

體與周邊資源」（13%）、「提供多元服務」（13%）和「可以虛擬團隊或自家工作」

（10%）。

4. 每天使用社群媒體的時間

每天使用社群媒體的時間， 2 ～ 3 小時（31%）、4 ～ 5 小時（21%）、隨時都在使

用（19%）、6 ～ 8 小時（16%）、1 小時以下（7%）、10 ～ 12 小時（4%）、9 ～ 10 小

時（1%）、12 小時以上（1%）等 8 種類型。從百分比分布可知，2 ～ 3 小時佔最多，其

次為 4 ～ 5 小時。茲將所佔百分比略少的進行統整，重新歸類成：3 小時以下（38%）、4~5
小時（21%）、6~12 小時（22%）、隨時都在使用（19%）等四組。

（三）使用社群媒體的困擾

使用社群媒體過程中有其需求及目的，可能產生相關困擾。分析發現在四項可能的

困擾中，「資訊氾濫」佔比例（34%）最多、「沉迷網路」（32%）、缺少社會接觸（20%）、

缺乏安全感（14%）。「資訊氾濫」和「沉迷網路」為使用社群媒體的兩種困擾，資訊

氾濫讓大量的資料不斷的流動，不正常的資訊互相流通到個人的社群媒體造成過度擴散

滋長；沉迷網路也成為使用社群媒體出現的主要反應之一，長時間使用使得沉迷而沒辦

法抽離。

三、社群媒體使用的成分分析
（一） 問卷題項的成分分析

有關大學生使用社群媒體社交焦慮度的 33 項題目，依成分類別分成：心神不寧、習

慣成癮、嘗試振作、孤立無助、欺騙隱瞞、期待回應，以及使用紓解等 7 種成分。

1. 大學生使用社群媒體與社交焦慮相關分析

（1）不同性別大學生與社交焦慮關係Ｔ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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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使用獨立樣本 T 檢定對大學生不同性別於上述問卷 7 種成分的影響是否存在

顯著差異。將上述兩者進行 T 檢定後發現，不同性別對於習慣成癮（t=-2.899）、嘗試振

作（t=3.515）、欺騙隱瞞（t=3.339）、期待回應（t=-3.136）等焦慮面向的影響具有顯著

差異（p<0.05）；而不同性別對心神不寧（t=-1.613）、孤立無助（t=0.371）、使用紓解

（t=-0.635）等焦慮層面的影響則無顯著差異（p>0.05）。

（2）不同大學種類與社交焦慮關係Ｔ檢定

本研究使用獨立樣本 T 檢定對不同大學種類於上述問卷 7 種成分的影響是否存在顯

著差異。將此兩者進行 T 檢定後發現，不同大學種類對於期待回應的影響具有顯著差異， 
期待回應（t=2.780）、嘗試振作（t=2.139，p ＜ 0.05）；而心神不寧（t=1.116）、孤立

無助（t=-1.401）、習慣成癮（t=1.737）、欺騙隱瞞（t=-1.224），以及使用紓解（t=0.777）
等焦慮類別的影響，並無顯著差異。

（3）工作工讀經驗與社交焦慮關係Ｔ檢定

本研究使用獨立樣本 T 檢定對大學生有無工作工讀經驗對於上述 7 種成分的影響是

否存在顯著差異，結果發現，只有「無工作工讀經驗」對於「使用紓解」的影響具有顯

著差異，t（305）=2.081，p ＜ 0.05。

（4）使用社群媒體的時間變異數多重比較分析

根據 3 小時以下、4~5 小時、6~12 小時、隨時都在使用等四種類型，進行比較分析

發現，心神不寧對於群組之間（F=3.496，p ＜ 0.05）；習慣成癮對於群組之間（F=9.097，
p ＜ 0.001）；嘗試振作對於群組之間（F=3.272，p ＜ 0.05）；欺騙隱瞞對於群組之間

（F=0.031，p ＜ 0.05）；使用紓解對於群組之間（F=8.964，p ＜ 0.001）上述具有顯著差異。

再以 Sche�é 和 LSD 進一步多重比較分析結果。

Sche�é 法中心神不寧以 3 小時以下與 6 ～ 12 小時（0.043*）具有顯著差異，LSD 法

中的心神不寧以 3 小時以下與 6 ～ 12 小時（0.004**）、3 小時以下與隨時使用（0.048*）
具有顯著差異。

Sche�é 法中習慣成癮以 3 小時以下與 6 ～ 12 小時（0.000***）、3 小時以下與隨時使

用（0.004**），LSD 法中的習慣成癮以 3 小時以下與 6 ～ 12 小時（0.000***）、3 小時以

下與隨時使用（0.000***）、4 ～ 5 小時與 6 ～ 12 小時（0.007**）具有顯著差異。

Sche�é 法中嘗試振作 3 小時以下與 6 ～ 12 小時（0.031*），LSD 法中的嘗試振作 3
小時以下與 6 ～ 12 小時（0.003**）、6 ～ 12 小時和隨時使用（0.024*）具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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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D 法中的孤立無助 3 小時以下與 6 ～ 12 小時（0.017*）具有顯著差異。

Sche�é 法中欺騙隱瞞 3 小時以下與 6 ～ 12 小時（0.033*），LSD 法中的欺騙隱瞞 3
小時以下與 6 ～ 12 小時（0.003**）具有顯著差異。

Sche�é 法中使用紓解以 3 小時以下與 6 ～ 12 小時（0.000***）、3 小時以下與隨時使

用（0.002**）、3小時以下與4～5小時（0.032*），LSD法中的使用紓解以3小時以下與4～
5小時（0.003**）、3小時以下與6～12小時（0.000***）、3小時以下與隨時使用（0.000***）
具有顯著差異。

根據以上結果，3 小時以下、6 ～ 12 小時與隨時使用社群媒體者在 7 項社交焦慮

成分上均有顯著影響。

（4）使用社群媒體貼文頻度變異數多重比較分析

將發文頻度分成：每天貼文、每週貼文、不常貼文 3 類比較三種使用時間貼文頻度

群組間或群組內，對社交焦慮的影響差異，結果發現，習慣成癮對於群組之間（F=7.921，
p ＜ 0.001）；嘗試振作對於群組之間（F=4.588，p ＜ 0.05）；孤立無助對於群組之間

（F=3.758，p ＜ 0.05）；欺騙隱瞞對於群組之間（F=6.472，p ＜ 0.01）；使用紓解對於

群組之間（F=7.704，p ＜ 0.01）上述具有顯著差異。

使用 Sche�é 法和最小顯著差異法 (LSD)，進行事後比較分析。

根據 LSD 分析，心神不寧以不常貼文與每週貼文（0.033*）具有顯著差異。Sche�é
法中習慣成癮以不常貼文與每週貼文（0.002**），LSD 表中的習慣成癮以不常貼文與每

週貼文（0.000***）、每天貼文與不常貼文（0.034*）具有顯著差異。

Sche�é 嘗試振作以不常貼文與每週貼文（0.016*），LSD 表中的嘗試振作以不常貼文

與每週貼文（0.004**）、每週貼文與每天貼文（0.020*）具有顯著差異。

LSD 表中的孤立無助以不常貼文與每週貼文（0.019*）具有顯著性。

Sche�é法欺騙隱瞞以不常貼文與每週貼文（0.020*）、每天貼文與不常貼文（0.033*），

LSD 表中的欺騙隱瞞以每週貼文和不常貼文（0.005**）、每天貼文與不常貼文（0.009**）
具有顯著性。

Sche�é法使用紓解以不常貼文與每週貼文（0.010*）、每天貼文與不常貼文（0.016*），

LSD 表中的使用紓解以不常貼文與每週貼文（0.002*）、每天貼文與不常貼文（0.004*）
具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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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顯示，使用頻度中，不常貼文、每週貼文對 7 項社交焦慮成分有顯著影響性。

伍、結論

根據研究結果，歸納出以下三方面的結論：

一、大學生社群媒體使用現況

大學生常用的社群媒體的主要類別，包括：最多使用 Facebook；其次是 Line；
Facebook 的 Messenger 則佔第三。使用社群媒體的需求型態是以關注朋友、交換訊息與

溝通為主。而從使用目的也能看出社群的發展，想建立虛擬團隊的也不在少數，希望能

建立一個社會、擁有一定的虛擬社交圈。

二、大學生使用社群媒體頻度的社交焦慮

社群媒體使用頻度對社交焦慮的影響方面，使用 3 小時以下、6 ～ 12 小時與隨時使

用者會有顯著影響；在習慣成癮、嘗試振作、期待回應三項的影響，女生明顯大於男生，

而在欺騙隱瞞面向的影響，則是男生明顯大於女生。

不同性別大學生的社交焦慮方面，主要在以習慣性成癮於社群媒體、嘗試從社群媒

體中脫離擺脫、還會期待於回應。發文等待回應、私下聊天後所產生的期待，或是已讀

後等待，比較後為女大於男的情境；而相反地，男性的欺騙隱瞞則大於女性。每天使用

的時間，3 小時以下、6 ～ 12 小時甚至是隨時使用比較顯著，使用時間少會讓人對社群

媒體中發生的事情有空缺感、長時間使用則會造成時刻都在關注社群的大小事。

三、大學生社群媒體使用經驗、工作工讀經驗和社交焦慮度的關係

大學生社群媒體使用頻度和社交焦慮度的關係，沒有長時間貼文的大學使用者，其

社交焦慮會大於每週貼文的使用者，也大於每天貼文的使用者；3 小時以下、6 ～ 12 小

時與隨時使用社群媒體會產生社交焦慮；有工作工讀經驗大學生在社群媒體使用紓解的

焦慮層面明顯大於沒有工作工讀經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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