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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網路使用為發展中的青少年帶來便利，也對其生活帶來變化，間接地挑戰父母對

於青少年網路使用之期望及教養原則。本文回顧相關文獻，發現青少年網路使用因個

人差異，可能為其學習、人際互動及行為表現帶來的正向或負向影響，而家庭環境與

親職教養等因素與青少年網路使用、網路成癮及危險網路活動的確有關連，因此，家

庭環境與氣氛的營造、親職教養原則及策略的建構，有助於青少年網路使用的受益情

形。但現今青少年網路使用情況對親職教養形成挑戰，整理網路世代的父母的網路使

用教養角色、態度與策略之現況，發現父母常扮演物質性角色多於象徵性角色，且常

用的子女網路使用教養策略未必是有用的策略。最後，根據上述發現，提出以家庭互

動關係為基礎、強化父母及青少年子女身心健康及自我控制能力、平衡物質與象徵的

親職角色、關愛與督導之必要性及形成自家適用之親職教養等建議，作為網路世代父

母及親職教育工作者之參考。

關鍵詞：危險網路活動；青少年網路使用；網路成癮；親職教養

台灣地區民眾上網人數有逐年增加

的趨勢，民國91年至104年期間，上網人
口數由935萬人增加至1883萬人，可上網
的家戶數也由351萬戶增加至750萬戶，其
中18至30歲者上網比率已達100%（台灣
網路資訊中心，2015)。且隨著年齡的增

加，上網人口數則隨之降低，調查中也發

現年長者沒有使用網際網路的原因，分別

為「對電腦恐懼或不熟悉」、「年齡太

大」，「沒興趣」及「不需要」。這顯示

網路使用已是台灣民眾的普遍活動，但使

用的頻率存在著世代間的差異。

當電腦網路已成為人們生活的必備

品時，電腦網路的使用是否也影響到青少

年父母的親職角色與親子互動情形呢？大

壹、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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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的父母都認同接觸並熟練電腦網路有

助於學習，也可以使孩子擴展知識範圍與

生活領域，延伸社交空間及世界觀。因

此，父母樂於提供相關的設備與學習機

會，讓孩子們在未來的教育及生涯競爭

中，擁有更多的機會，也可避免他們流連

在外（Gündüz, & Şahin, 2011）。然而，
網路帶給孩子們未來希望，也同時佔掉他

們課業學習時間，加上網路世界中潛藏的

色情、暴力與犯罪的可能性，父母常因此

陷入兩難的掙扎中， D u e r a g e r與
Livingstone（2012）指出父母若藉由限制
孩子的網路使用，以減少他們從事危險網

路活動的可能性，但也會因此減少孩子們

在數位時代的學習機會。想要孩子運用網

路世界的優勢，又想保護他們遠離網路衍

生問題，讓父母在親職教養上遇到很大的

挑戰（Wang, Bianchi, & Raley, 2005）。
值得注意的是，父母對網路科技的

熟悉度常侷限了他們對青少年子女網路

使用的管教或設限的層面與效果（Lee & 
Chae, 2007），因此許多的孩子並未在家
庭中得到有關網路使用的資訊及管理，

梁朝雲（2001）也發現許多青少年認為
自己是最佳的上網指導者，其次是網站

業者，學校師長為第三順位，父母則是

排名第四，且隨著子女年紀越長，父母

與學校師長的影響力相對減少，因此在

網路使用的相關議題上，父母常是無法

給孩子們引導的。Valcke、Bonte、De 
Wever與Rots（2010）更明白指出，生在
網路世代的孩子們常成為父母親在網路

世界中的得力幫手，因此孩子在父母的

網路使用上扮演一個新的角色─「科技

指導者」，此時，父母不再是權威的角

色，孩子們才是專家。這不只帶來科技

應用上的挑戰，更對親職角色與功能帶

來挑戰。

現今孩子的社交及學習大都借重網

路，父母雖然擔心他們過度投入或可能

受到負面傷害，仍多會讓孩子投入網路

的使用，但父母如何持續地進行有效的

親職管教？過去有關電視等媒體的親職

教養方式是否可以直接用在網路使用

上？都成為網路世代父母的關切主題。

因此，本文藉由相關文獻的回顧，說明

網路使用對青少年的可能影響，以了解

父母親的擔憂之背景因素，也探討青少

年有問題的網路使用與家庭／親職因素

的關連，並具體整理網路使用的親職教

養現況，最後提出網路世代的可行親職

教養原則之建議。

對青少年而言，網路使用已成為生

活的一部分。一般而言，父母普遍認為

家中的網路設備有助於孩子的課業學

習，但青少年們上網做什麼呢？Valcke等
人（2010）指出主要有：娛樂、教育及
兼具教育娛樂、消費（遊樂廣告或主動

消費）等4種目的，但主要是將它用在社
交或遊戲上（Tahi roglu, Cel ik, Uze l, 
Ozcan, & Avci, 2008），國內研究也指出
高（中）職階段的青少年分別以「資訊

性」、「休閒娛樂」、「虛擬社交」或

「抒解壓力」為最常見的網路使用行為

（吳雅玲，2003；褚志鵬、林珍如、陳
國文，2008），「學習」並不是主要目
的。但隨著年紀增長，網路使用量雖然

變大，但是使用目的常由娛樂的性質轉

向功能性／社交溝通的使用（Tabone & 
Messina, 2010），也就是說，網路對較年
長者變成是工具，而非僅是娛樂產品，

因此，協助青少年的網路使用由娛樂轉

變為功能性工具，應能使他們在網路上

有較大獲益。

然而網路使用對青少年的身心發展

是有益／有害？迄今並沒有定論。因為

頻繁且大量地使用網路對兒童及青少年

貳、網路使用對青少年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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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理、認知、社交等發展有影響，但

依使用者的成熟度及個人狀況，可能產

生正向或負向及程度不一的影響。

Livingstone和Bober（2006）就認為網路
對孩子們的學業有幫助，我國82.9%的青
少年也自陳網路對自己的課業學習有幫

助（梁朝雲，2001）。但Wil loughby
（2008）指出網路使用與學業表現其實
是呈現曲線相關，重度使用及少量使用

的孩子，其學業表現都低於中度使用的

人，說明了適度使用網路的確有利學業

表現，但若失去控制，甚至產生網路成

癮的情況時，學業成績則普遍變差。同

時，也會出現「貧者越貧」的現象，大

量的網路使用僅會影響原本學業成就中

下者的成績變得較差，但對原本成績很

好的學生卻不會有負向影響（Choi et al., 
2009）。

網路也是青少年建立社交關係並促

進社交活動的重要場域（A m i c h a i -
Hamburger & Hayat, 2011）。但朱惠瓊
（2003）認為網路世界雖很容易交到朋
友，卻無法建立有深度的人際關係，因

缺乏社交規範及僅透過螢幕媒介的互

動，無法有真實演練社交技巧的空間，

讓青少年的人際互動受限，甚至受害。

van den Eijnden、Meerkerk、Vermulst、
Spijkerman和Engels（2008）也發現網路
使用會增加青少年的寂寞感，減少其社

會互動。在與家庭互動方面，Lin、Lin 
與Wu（2009）認為網路使用時間會減少
家庭溝通與互動的時間，引起家庭成員

間的孤立與退縮。但Lee和Chae（2007）
卻認為網路使用減少的是家庭中被動的

互動時間，不一定會影響溝通品質，所

以使用網路時間的長短與家庭溝通品質

並無直接相關。

此外，家長們最擔心網路上的色情

及暴力材料氾濫現象（Livings tone & 
Bober, 2006），也因為網路匿名特性產生

的去抑制效果，讓許多網路資料或行為

常具傷害性，因而衍生出青少年遭遇網

路霸凌（Hinduja & Patchin, 2008）等困
擾，但青少年們卻很少將這些受害經驗

告訴父母，也常無法找到有效的自我保

護方法（Lwin, Li, & Ang, 2012），而讓
傷害持續衝擊身心適應。

網路過度使用甚至成癮，則是另一

個令人擔憂的現象，Chou、Condron 和 
Belland（2005）指出，過度的網路使用
會干擾使用者的生活、學業、工作表現

或人際關係，而身心發展未成熟的青少

年則是高危險群。因為青少年易受各種

應用軟體所吸引，而產生失控的使用情

形（van den Eijnden, Spijkerman, Vermulst, 
van Rooij, & Engels, 2010）。當青少年重
度使用網路後，也較易產生負向的結

果， Choi 等人（2009）曾針對2366位韓
國高中學生進行調查，發現網路重度使

用者會減少原本的讀書時間，繼而影響

課業表現，也自覺健康狀況較差；Kim 
等人（2006）則更進一步指出網路重度
使用的青少年會出現較高比例的憂鬱、

自殺意念等情形。

由以上研究發現來看，青少年網路

使用的情形與父母的期待不相同的，使

用的過程中也同時存在著個別差異的影

響，並非每位青少年必然由其中受益或

受害，所以，父母一邊期待孩子可以因

網路使用而身心發展受益，同時又擔心

他們會深受其害，這些現象使他們常困

惑於自己該抱持何種態度及方式來看待

及協助孩子們的網路使用，以協助他們

受益而不受害。

雖然現代父母的網路能力與經驗普

遍低於他們的青少年子女，但父母對孩

子的成長有相當大的影響，許多研究都

參、青少年網路使用的家庭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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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青少年的網路使用問題不僅是個人

問題，也是一種家庭問題，因此紛紛由

家庭及父母親職教養等因素來探討青少

年網路使用的關連情形，以下分別由網

路過度使用及網路危險行為二方面，來

說明目前相關的研究發現：

一、青少年網路使用過量

青少年過度投注時間在網路使用

上，甚至產生成癮的現象，是令許多家

長擔憂的現象，家庭因素與此現象的關

連情形則是許多文獻探討的焦點，主要

由家庭環境及父母、家庭氛圍及親子關

係、親職教養（含角色、風格與策略）

等三大向度來看。

其中提供便利且快速上網的環境，

已成為現代家庭的必備設施，但父母的

教育程度越高，家庭擁有電腦數量越

多，加上便利且隨處可得的上網環境，

孩子們使用網路的時間往往會隨之增

加。此外，父母本身對網路的態度也會

造成影響，因為過度使用網路已不再是

青少年的特色，近年研究發現父親或母

親為網路成癮的高危險群，孩子較易沈

迷網路，因為上網時較不會感受到心理

壓力（Lam & Wong, 2015），也就是說，
當父母本身沈迷網路時，孩子會更自在

地投入網路使用而不自拔。而父母本身

有憂鬱的心理問題時，孩子也容易沈迷

於網路中，但父母本身的焦慮與壓力，

卻不會對孩子的網路使用造成影響

（Lam, 2015）。這意味著父母自身的不
同向度的心理健康，也成為孩子過度投

入上網活動的預測指標。

在家庭氛圍及親子關係的方面，林

倩如與王智弘（2012）明白指出家長本
身的網路態度不會直接影響子女的網路

成癮，而是透過其他家庭互動因素間接

影響。Li、Garland和Howard（2014）指
出對家庭及家庭生活的不滿、家庭結構

鬆散且凝聚力低、適應不良或低功能的

家庭，常被視為是造成子女網路成癮的

重要家庭因子。而Ye n、K o、Ye n、
Chang與Cheng（2009）的研究則指出，
頻繁的家庭衝突及父母監督較少等親子

互動因素，都與孩子網路成癮有正向關

連。相對地，溫暖關懷的親子互動中，

孩子的網路使用量會較少（Valcke et al., 
2010;  Ye n,  Ye n,  C h e n,  C h e n,  & K o, 
2007），Wu 等人（2013）在中國大陸進
行的研究，也支持這樣的觀點，尤其是

對 越 年 幼 的 孩 子 ， 情 況 越 明 顯 。

Punamäki、Wallenius、Hölttö、Nygård與
Rimpelä（2009）在芬蘭的研究，也支持
正向的親子關係可減少孩子電玩使用量

的看法。Yu、Kim與Hay（2013）在韓國
的研究則發現需加入孩子的情緒調節作

為中介變項，才能運用親子關係正確地

預估孩子的網路使用量。

親職教養態度與方式與青少年網路

成癮網路的關係，也常是研究的探討焦

點，其中張高賓（2009）發現父母的敵
意及少關愛督導的教養態度對青少年的

網路成癮有預測力，Huang等人（2010）
更具體指出，父母的溫暖情緒可減少孩

子網路成癮的可能性，但父母的過度涉

入及保護，則會增加成癮的可能性。因

此，支持但不剝奪孩子自主權的管教風

格，應可產生預防網路成癮的效果（Lin 
et al., 2009）。

二、青少年涉入網路危險活動

在減少涉入網路危險活動方面，父

母了解、督導並協助子女的網路使用，

孩子們在網路世界才會有更好且安全的

經驗（Wang et al., 2005）。Liau、Kh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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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Ang（2008）及Clark（2011）指出父母
常高估青少年的身心成熟度、低估他們

涉入危險上網活動的程度，過度估算自

己對孩子網路使用的監督，但卻又因忙

碌而與孩子的互動時間很少，因此疏於

對孩子的網路使用進行教養。加上大多

數青少年並不擔心與陌生人接觸，且忽

略網路上的可能危險，因此精熟且投入

網路使用的孩子，反而會遇到更多的危

險。因此，不論孩子們多麼熟悉網路使

用，他們的線上活動仍應被監督。在親

子關係及溝通品質佳的家庭中，孩子會

主動告知父母、讓父母能了解他們的線

上活動情況，也較少在網路上涉入危險

活動（Liau, Khoo, & Ang, 2005; Sasson &  
Mesch, 2014），相對地，關係不佳的親
子間，最常出現與網路使用有關的衝突

或口語攻擊，尤其是當同儕都支持網路

使用時，此時，孩子們通常不會告訴父

母網路上發生的事，父母更無從介入督

導（Appel, Stiglbauer, Batinic, & Holtz, 
2014）。

而父母自身的態度，也與孩子的網

路安全有關，L i v i n g s t o n e與H e l s p e r
（2008）發現對自身網路使用有信心或
曾與孩子一同上網、對網路的危機有所

覺察的父母，較能主動地協商並應用更

多的規則或方法，讓孩子避免線上危

機，但這不是每一位父母都能做到的。

Leung與Lee（2012）則指出，雖嚴格限
制、共同參與網路活動或調解／商量的

三種教養策略都對提升孩子們網路使用

安全有幫助，但也無法完全避免孩子成

為受害者。但Sasson與Mesch（2014）持
不同的看法，認為父母對於孩子一味的

限制及監督，反而會增加其危險的網路

行為。Nikken與Jansz（2011）等人的研
究更進一步指出，不同的家庭環境脈絡

中不同的父母監督策略，會產生不同的

效果的，因此父母對於子女網路使用的

教養策略需依孩子的發展階段、家長的

科技能力及親子互動情形作調整，以期

能避免他們涉入網路危險活動並受害。

由以上的研究可以發現，不論是青

少年的網路過度使用或危險行為，與家

庭環境／關係及親職教養都存在密不可

分的關係，因此父母的教養作為應能對

降低網路的過度使用及危險行為有所助

益，以下將進一步探討網路行為的親職

教養現況，以協助父母理解如何對於子

女的網路使用作有效的介入。

在整理相關文獻後，發現父母在子

女網路使用的親職教養經驗可以分別由

親職角色、親職風格及親職策略三方面

來探討：

一、網路使用之親職教養角色

Valcke等人（2010）指出在網路使用
過程中，父母的物質及象徵性的親職教

養 角 色 可 以 促 進 兒 童 的 科 技 成 熟

（e-maturi ty），成為負責任的網路公
民。其中物質角色指父母購買電腦或提

供上網設施與環境，父母常樂於扮演這

樣的角色，以滿足孩子的學習需求

（Kabakci, Odabasi, & Coklar, 2008），象
徵性角色指父母能為孩子網路使用設立

規範、與孩子討論上網情形並提供建議

等，但能產生的功能則相當有限（Lee & 
Chae, 2007），且對越年長的孩子也越少
運用此角色功能（Lin et al., 2009; Wang et 
al., 2005）。Chou等人（2005）也發現，
大部分的父母都無法精確地了解青少年

子女的網路使用時間及內容，因此所能

作的引導與協助也相當有限。由此可

肆、�青少年網路使用的親職教養
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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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現代父母在子女的網路使用的部

分，扮演物質性角色明顯地多於象徵性

的角色，多能提供了良好的網路環境與

設備，但在孩子的網路使用規則及安全

上，則較難有效執行親職功能。

二、網路使用之親職教養風格

Valcke等人（2010）以放縱的、自由
放任的、權威的、獨裁的等四種風格來

看父母對子女網路使用的親職教養，發

現較年輕與教育程度較高的父母較多溫

暖的風格，能與孩子討論網路、有較正

向的網路互動行為、提供孩子較多網路

使用的教育、孩子也對網路世界複雜性

的了解程度也較佳，會有較安全的網路

使用。此外，母親本身對電腦及網路的

了解程度也會影響其管教風格，孩子們

認為對網路懂得少或僅皮毛的父母，比

網路專家的父母管得更多（控制）。

許多研究都支持父母的教養風格的

確與孩子是否網路成癮有關。Huang等人
（2010）更具體指出，父母的溫暖態度
會減少孩子網路成癮的可能性，但父母

的過度涉入及保護，及母親的處罰則會

增加網路成癮的可能性。但需注意的

是，雖大部分研究都認同關愛且不剝奪

孩子自主權的管教風格方能產生預防網

路成癮的效果（Lin et al., 2009），但
Leung與Lee（2012）在香港的研究卻發
現，越嚴格限制的教養風格，孩子網路

成癮的機率越低，其中最有效的方法是

「控制使用量」，但與孩子「共同參與

網路活動」、「調解／商量」等二種教

養方式則沒有顯著影響。由此可見，父

母若能運用溫暖、關愛且尊重孩子自主

權的教養風格，對兒童與青少年的網路

使用量進行適度的限制，較能協助他們

由網路使用中獲益而不失控。

三、常用的教養策略及其效能

由於父母對於子女觀看電視的親職

教養策略之探討行之有年，學者們以此為

基礎並根據網路使用的特性，修正為適合

青少年網路使用的親職教養策略，也有許

多的論述及實證研究成果發表，因此整理

近來提及子女網路使用的親職教養策略的

文獻（見表1）作為進一步探討的基礎。
由表1可以看出主要的親職教養策略可以
分為「積極主動」、「共看／共用」、

「限制」及「監督」等四類，其中「積極

主動」包括主動設立並教導規則、建議好

用的網站等，「限制」則可分成對網頁或

線上互動的限制，及對使用時間的限制二

種；「監督」則是父母對網頁的檢查或裝

設監督或篩選軟體；大部分學者並未刻意

對「共看」與「共用」分別定義，但

Clark（2011）強調共用時的社會學習效
果，故另以「參與學習」的概念視之，而

Livingstone與Helsper認為親子共用網路時
若有互動，應以主動共用視之。L i、
Dang、Zhang、Zhang與 Guo（2014）則
將管教策略分成：正向支持（積極教養、

監督、教導規則）及負向控制（管教、處

罰及忽略）二個向度，由此來看，除「限

制」外，多數的網路教養策略多屬正向支

持的方式，但處罰與忽略卻是大多數研究

均未提及的向度，但的確有些父母對於孩

子的網路使用是完全不介入或忽略的

（Sasson ＆ Mesch，2014）。
在上述幾類的教養策略中，Liau等

人（2008）指出「訂立使用規則」是父
母常用的教養策略，Livingstone與Helsper
（2008）也認為「主動教導使用規則」
是父母最常用的教養策略；而「限制」

則次之，因父母常不知如何介入網路使

用時，多半會借用最熟悉的行為控制策

略（Duerager & Livingstone,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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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則是最少用的策略，這也與父

母對科技的不熟悉與無信心有關。

哪些教養策略能對青少年網路使用

產生效用呢？研究指出，常用的策略未必

是有用的策略，因為孩子們也不期望被規

範，而低社經地位及較年長的父母，更難

對青少年的網路使用設立規則（Liau et al., 
2005; Livingstone & Helsper, 2008），且孩
子的年紀越大，父母也越管不到（Valcke 
et al., 2010）。父母通常只在剛購買相關
設備時訂立規則，內容常過於簡略，又很

少持續執行，成效自然不佳。

若由表1來看，「積極主動的教導規
則」被許多研究證實是最易產生效果的

教養方式，但有時也未見成效。其次，

不論在網路成癮或減少網路危險部分，

嚴格限制的教養風格是最常被提及的，

尤其是「限制使用量」被視為是預防網

路成癮行為的最有效方法（L i ,  L i ,  & 
Newman, 2013），可是也有許多研究發

現「限制」使用量或網頁均可能產生反

效果，因此它是目前爭議相當大的策

略，Liau、Khoo與Ang（2008）認為在良
好的親子互動下，孩子願意自我揭露並

接受父母的管教，而非父母單方面的主

動限制與監督即能產生成效。

因此，未來的網路親職教養應不只

是聚焦在了解「什麼」親職策略最有效，

而是應先了解「什麼」親職策略在「何

種」情境下「如何」運用才能產生效果。

其中，家庭的互動情境與關係是網路親職

教養的重要脈絡因素，若親子間互動機會

少或原本衝突情況多，加上孩子對自己隱

私的主張，父母以直接限制使用時間／網

頁或監督的方式進行管教，孩子容易對父

母產生敵意，也可能強化其使用網路的心

意，進而轉向與同儕共用（張高賓，

2009；Clark, 2011）。Liu、Fang、Deng與
Zhang（2012）指出，網路使用規則與父
母對網路的態度及使用行為一致，方能真

表1
親職教養策略的分類整理

親職教養策略 積極主動 共看/共用 限制 監督 其他

Wang et al. (2005) 設立規則 限制網頁 監督

Livingstone & Helsper
(2008) 主動共用 主動共用

互動限制
科技限制

監督

Lee & Chae (2007) 建議網站(+) 共用(+) 限制網頁(-)

限制時間(-)

van den Eijnden et al.
(2010)

溝通頻率(o)

溝通品質(+)
限制內容(+)

限制時間(-)

Nikken & Jansz (2011) 積極主動 共用
限制
特定/一般 監督

Clark (2011) 積極主動 共看 限制 參與學習

Leung & Lee (2012) 調解協商(o) 共用(o) 限制用量(+)

Li et al. (2014) 積極主動(+)

教導規則(+) 管教(-) 監督(+) 處罰(-)

忽略(-)

Sasson & Mesch
(2014) 主動輔導 限制/督導(-) 不介入

註： （+）代表有正向成效，（-）代表產生反效果，（o）代表未有顯著成效者，若該
文獻未探討成效者，則不加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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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發揮教養的效果。van den Eijnden等人
（2010）發現青少年認為與父母溝通網路
使用問題時，若能感受到互相尊重與平

等，網路成癮的可能性就會降低，反之，

若原先的親子關係或互動氣氛不佳，各種

教養策略都很難產生效果。所以，親子互

動或溝通的品質是促進教養效果的重要因

素，當孩子與父母關係中充滿衝突時，他

們會拒絕父母的監督與管教（Yen et al., 
2007）。

此外，父母及青少年本身也是重要

的背景因素，如前所述，父母親個人的網

路使用情形及身心壓力都是重要的影響，

Clark（2011）即指出父母與孩子互動過
程衍生的情緒，往往會影響他們能否理性

地運用各種親職教養策略，而van den 
Eijnden等人（2010）發現若父母積極投入
管教後孩子沈溺網路使用卻無明顯成效，

六個月後，與孩子作相關溝通的次數會降

低，似乎面對孩子持續的網路使用問題，

父母常會呈現無力感，而不再積極介入。

而青少年個人身心成熟度、壓力及情緒調

節方法都是重要的影響因素，此外，Li等
人（2013）的研究更指出青少年的自我控
制是減少有問題網路使用的重要因素。

將上述研究發現，進一步統整成青

少年網路使用行為之親職教養概念圖（圖

一），可以看出，網路行為的教養是發生

在家庭親子互動情境中，因此家庭氣氛及

親子關係是父母進行親職教養的重要基

礎，雖研究未發現它對青少年網路使用行

為直接有效，卻是不可或缺的元素。其

次，父母及青少年本身也是重要的影響因

素，父母本身對於上網的態度與行為可能

成為孩子的楷模，也會影響到他們能否執

行親職管教功能，但若他們自身的身心壓

力已過大，親職功能勢必受到影響；青少

年則是會因為成熟度不足或壓力過大而易

於過度投入網路活動，而他們的自我控制

與管理能力則是其中的關鍵因素，然而，

需注意的是，這些青少年個人身心的易受

傷害性會隨著更投入網路活動後產生循環

的效果，因而出現「富者越富，貧者越

貧」的現象。

而在親職教養的過程中，需在物質

的親職角色之外，更加努力投入象徵的

親職角色，以支持／民主或關愛／督導

的態度面對孩子的網路使用行為。教養

策略以正向支持為主，而限制不是最佳

方法，但更不宜採用忽略或完全不介入

的教養策略，因為孩子的網路使用出狀

況時，父母親有所反應對成長中的孩子

而言，是很重要的。也需注意，不同的

親職教養策略對預防網路成癮及增加網

路使用安全的效果也不同，這有待更多

研究發現以具體說明。

網路世代父母無法放棄自己的親職

教養責任，但也常無法有明確的策略，

因此強化父母對青少年網路使用的親職

教養信心與能力，讓他們可以既關愛孩

子，又能有具體的指引與策略來督導子

女的網路使用，應能對父母在教養負責

任的年輕網路公民時，產生最大助益。

以下將說明網路世代親職教養的可行原

則。

一、�先強化家庭互動及親子關係以
催化教養策略的成效

關愛且支持的家庭氣氛與親近的親

子關係都能有效地減少子女網路危險行

為及成癮的情形，更能使父母運用的教

養策略被子女所接受，進而產生預期的

成效。因此，網路世代的父母應在孩子

成長的過程中投注心力，為子女提供良

好的家庭互動環境，共同參與活動，進

而建立穩固的親子互動關係，這是預防

伍、網路世代的親職教養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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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在網路世界中受害的最先決要件。

但這樣的互動關係非一蹴可幾的，父母

宜從子女年幼時，就需投注時間與孩子

進行親子溝通與互動，營造溫暖關懷的

家庭氣氛，當孩子至青少年期，方能接

受父母對他們網路使用上的管教，也能

願意與父母討論自己的網路使用行為，

可有效避免青少年危險或有問題的網路

使用行為的發生。

二、�父母與子女均需檢視身心狀況
及強化自我控制能力

父母及青少年本身，若能先強化自

身面對壓力的能力，有較好的身心適應

狀況，父母能理性地執行親職策略，而

青少年也能不以網路作為惟一的抒壓或

逃避困境的場域。此外，父母更需檢視

自己的網路使用行為及態度，需與為孩

子訂下的網路使用規範一致，方能產生

以身作則的示範效果，孩子也較能接受

規範。

Li等人（2013）更指出，父母的教
養策略加上孩子的自我控制，應是最有

效的預防網路成癮的策略，所以培養並

強化孩子自身的自我控制能力，可以有

效協助他們在網路世界中受益，而不受

害。如何協助子女強化自我控制力呢？

首先，孩子需由小學習時間規劃與管

理，自己學習安排生活。其次，父母應

協助孩子由小事開始即學習如何作決

定，並自我負責。父母則需學習尊重其

生活中的自我決定，放手讓孩子們由自

己的決定過程中，面對可能的挫折與失

敗，孩子們才能在此過程中看見並發展

出自我控制的能力，進而能學習在網路

上控制自己的網路使用，而不是受網路

的控制。

三、�親職的物質角色與象徵角色間
需取得平衡

父母樂於提供相關設備的支援，且

認為當孩子網路使用出現問題時應加以管

圖一：青少年網路使用行為的親職教養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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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卻無法有信心且有效地提供網路使用

的指引與規範，是網路世代父母的常見困

境。然而「物質」與「象徵」二種角色在

子女的網路使用上都是很重要的，因此，

父母若能在提供完善相關設備外，與孩子

們以「討論」、或「共同使用」等非「專

家權威」的方式，了解子女的網路使用情

況，並適時提供導引，應有助於親職教養

功能的發揮。

四、�子女網路使用出現問題時需關
愛與督導

由於現代父母對子女網路使用多採

關愛的態度，但未有督導之實，（Liau et 
al., 2008; Livingstone & Helsper, 2008）。
Leung與Lee（2012）研究發現，嚴格限制
的教養風格的確會減少孩子網路成癮的機

率，其中最有效的方法是控制使用量，雖

然「限制」的親職教養成效仍有待進一步

澄清，但若能運用關愛與支持的親職態度

說明父母何以為孩子訂立此規範後，方具

體執行「限制」使用內容或時間的規範，

孩子的接受度應大幅提高，除有效減少有

問題的網路行為外，也能增進親子間對網

路使用的互動，間接對家庭互動有正向的

影響。因此，以支持及關愛的態度進行適

度的督導與限制，才能真正有效地協助孩

子們的網路使用。

五、�運用正向支持策略以調整自家
適用的親職教養策略

雖上述的各研究未能對有效的網路

使用策略作出最終的定論，但仍可看出正

向支持策略的成效明顯優於負向控制的策

略，其中監督、處罰與忽略都無助於減少

網路危險。而部分教養策略又與家庭所在

的社會文化、家庭經濟狀況、父母的社經

地位及教育程度等有關，因此每位父母可

以先參考上述幾項的正向支持策略，由主

動溝通與訂定規則開始，了解青少年子女

的網路使用狀況，及他們對於相關家庭規

範的態度、自身的執行網路管教的能力與

限制，進而修正成適合自家的網路親職教

養方式。此外，也需注意隨著子女的年齡

成長，網路在其生活及學習中扮演的角色

不同，相關的網路使用之教養態度及策略

也應不斷地調整，方能真正協助孩子的身

心發展與生活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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