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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資訊

目的：1.了解青少年憂鬱情緒和網路使用相關性。

2.了解網路霸凌現象對青少年之影響。

時間：2021年9-11月

方式及樣本：於全台隨機抽取41所國高中職施測，

回收有效問卷為2,607份。

 受訪者「男性」佔51.9%，年級以「七年級」佔最多。



假日使用超過2小時以上的活動

看影片 與他人互動/聊天 聽音樂
下載音樂

社群網站瀏覽玩線上遊戲

 平日上網超過2小時以上的活動前三名依序是：「社群網站瀏覽」、

「聽音樂/下載音樂」、「玩線上遊戲」。

47.1%
43.0%

32.1%
28.9%

25.0%



每天使用超過30分鐘的社群媒體(複)

Youtube Messanger lnstagram Facebook Tiktok

 27.6%受訪者「有」經營自媒體，進一步分析發現：

「有」經營者，近半年「總是/經常」感到壓力影響到自身生活、感到孤單的

比例均高於無經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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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上網的總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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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分析，

最近一週「憂鬱情緒愈高」者，平日每日上網總時數 ≧6小時的比例愈高。

近半年「自覺壓力」越高者，假日每日上網總時數 ≧6小時的比例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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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上網平均持續的時間

假日每次上網平均持續時間，近四成受訪者超過兩小時，超過四小時者

甚至近兩成。



憂鬱程度與假日每次上網平均持續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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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緒狀態穩定

 情緒起伏不定

 有明顯憂鬱情緒
需尋求專業協助

<30分鐘 30分鐘~<1小時 1~<2小時 2~<4小時 ≧ 4小時

無論平日或假日，最近一週「憂鬱情緒愈高」者，每次上網平均持續時間

≧4小時的比例愈高。



過去一年內，是否曾經被網路霸凌

 2.5%受訪者，「有」被網路霸凌。

 以110學年度國高中職生數(117.3萬人)換算，

全台有29,325位青少年「有」被網路霸凌。

2.5%

97.5%
無

有



在網路上曾看過他人被網路霸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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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 經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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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受訪者「常」看到他人被網路霸凌。

 受訪者最常看到發生網路霸凌的平台，

以「手遊/線上遊戲」最多，其次為「Facebook」

「Instagram」。



如遭受到網路霸凌，
會先求助/訴說的對象是

9.6%

23.0%

5.7%

35.5%

4.7%
1.6% 0.2% 0.3% 0.2%

2.4%
0.1% 0.3% 0.1% 1.3%

15.0%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父
親

母
親

兄姊
弟妹

同朋
學友

導課
師任
老
師

學輔
校導
室

祖外
父公
母婆

其親
他戚

社習
團班
/老
補師

網
友

精家
神醫
科科
醫
師

專商
業或
心治
理療
諮單
位

民衛
間生
心團
理體

其
他

不他
求人
助

 不求助他人的原因，受訪者「覺得不是

嚴重問題，選擇忽略它」佔最多，其次

為「覺得自己可以處理」、「可能會引

來更多問題」。



網路霸凌壓力對生活影響

從來沒有 很少 有時候 經常 總是如此

過去一年內
是否曾經被
網路霸凌*
p＜0.05

無 23.1% 31.3% 31.0% 9.9% 4.7%

有 7.8% 14.1% 28.1% 17.2% 32.8%

 過去一年曾經被網路霸凌者，

1) 近半年「總是/經常」感到壓力影響到自身生活的比例(50%)高於沒有

被網路霸凌者(14.6%)。

2) 「總是/經常」感到孤單的比例(27.2%)高於沒有被網路霸凌者(7.6%)。

施測工具：青少年憂鬱情緒自我檢視表



網路霸凌壓力對情緒影響

情緒狀態穩定 情緒起伏不定
有明顯憂鬱情緒
需尋求專業協助

過去一年內
是否曾經被
網路霸凌*
p＜0.05

無 74.8% 16.7% 8.5%

有 41.9% 21.0% 37.1%

 過去一年曾經被網路霸凌者，

1) 最近一週感到「持續悶悶的需主動求助」的比例(37.1%)高於沒有被網路

霸凌者(8.5%)。

2) 近兩週感到「不快樂/非常不快樂」的比例(36.5%)高於沒有被網路霸凌者(9.9%)。

施測工具：青少年憂鬱情緒自我檢視表



網路霸凌壓力對情緒/自我傷害的影響

 過去一年曾經被網路霸凌者，

1) 最近一年「總是/經常」出現情緒不穩、易怒或躁動不安的比例(31.3%)高於

沒有被網路霸凌者(6.1%)。

2) 最近一年「總是」出現自傷或自殺企圖的比例(17.2%)高於沒有被網路霸凌

者(0.9%)。

從來沒有 很少 有時候 經常 總是如此

過去一年內
是否曾經被
網路霸凌*
p＜0.05

無 52.8% 26.9% 14.2% 4.3% 1.8%

有 23.4% 23.4% 21.9% 12.5% 18.8%

施測工具：青少年憂鬱情緒自我檢視表



有明顯憂鬱情緒
需尋求專業協助

在遊戲聊天室/論壇/討論區被嘲笑或欺負* 經常/總是如此 30.6%

收過具惡意攻擊粗魯語言的私訊或信件* 經常/總是如此 76.9%

被人用粗魯或卑鄙的文字於公開的平台上抨擊* 經常/總是如此 60.0%

自己的八卦及謠言被張貼至公開的平台* 經常/總是如此 100.0%

在聊天室被他人特意排擠* 經常/總是如此 68.2%

個資被別人惡意檢舉* 經常/總是如此 68.2%

被其他人封鎖* 經常/總是如此 66.7%

網路上遇到的情況與憂鬱程度

 網路上遇到的各式情況中，讓受訪者有明顯憂鬱情緒需尋求專業協助，以「自己八

卦及謠言被張貼至公開的平台」為多，其次為「收過具惡意攻擊粗魯語言的私訊或

信件」、次次之為「聊天室被他人特意排擠」、「個資被別人惡意檢舉」。



結論
1) 培養青少年正確網路素養與認知-停看聽守則

近六成二受訪者假日上網總時數超過4小時以上，平/假日使用超過兩小時以上的活動，

「社群網站使用」及「玩線上遊戲」皆排名前三名當中。

使用網路及社群時間變長，逐漸取代實際的人際互動及主要資訊來源。

※停看聽守則：思考資訊是真的嗎？確認資訊的可信度、多聽他人建議與經驗。

2) 提升孩子同理心，設界線遠離該情境

當「自己八卦及謠言被張貼至公開平台」最讓青少年有明顯憂鬱情緒，需尋求專業協助。

其次為「收過具惡意攻擊粗魯語言的私訊或信件」→訊息攻擊或流言相關，其影響最大。

曾被網路霸凌者，憂鬱情緒、壓力狀態及感到孤單的比例均高於沒有被網路霸凌者。

3) 教孩子勇於開口求助

15%青少年如遭受到網路霸凌，選擇「不求助他人」；原因以「覺得不是嚴重問題，

選擇忽略它」比例最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