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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現今社群媒體中，Instagram 已成為年輕族群常用的軟體，除了交友、獲取

他人認同感，也是探索與展現自我的管道之一。2019 年底開始，Instagram 陸續

在一些國家嘗試實行隱藏按讚數的功能，目的是為了讓使用者有更安全、健康

的使用心理。社群媒體成為個體與他人建立關係、塑造自我認同、表達自我、

瞭解周圍世界的虛擬空間，與心理健康有著關聯性。 

    研究探討 Instagram 使用動機、社交焦慮、社交媒體焦慮及社會比較間是否

有顯著相關，並進一步探討兩兩之間的影響因素。採用紙本問卷調查，以台灣

北部高中學生為研究對象，回收有效問卷 344 份，經 T 檢定、相關及逐步迴歸

分析等統計檢定。發現高中女生在 Instagram 使用、社交焦慮、社交媒體焦慮及

社會比較皆顯著高於高中男生。Instagram 使用動機、社交焦慮、社交媒體焦慮

及社會比較，兩兩之間皆有顯著正相關，其中 Instagram 使用動機的尋求人氣；

社交焦慮的負向評價恐懼；社交媒體焦慮的互動焦慮，及內容共享與自我評估

焦慮；社會比較的能力比較，為影響彼此之最大因素。研究最後基於發現提出

討論與相關建議，可多關心青少年心理狀態，及青少年是以甚麼樣的動機與心

態使用 Instagram。 

  

關鍵字：Instagram、社交焦慮、社群媒體、社會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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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esis explores whether there i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motivation of using Instagram, social anxiety, social media anxiety, and social 

comparison,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between each other. A face-

to-face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344 high school students has been complemented in 

north of Taiwan. The result shows that high school girl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high school boys in the motivation of using Instagram, social anxiety, social media 

anxiety and social comparison. The motivation of using Instagram, social anxiety, 

social media anxiety and social comparison,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Using Instagram to seek popularity, negative evaluation fear, 

interactive anxiety, content sharing, self-assessment anxiety and ability comparison 

are the biggest factor that affects each other. At the end of the study, discussions and 

relevant suggestions were made based on the findings. Facing up to the mental state 

of teenagers and caring their motivation and mentality to use Instagram. 

 

Keywords: Instagram、social anxiety、social media、social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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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背景 

    根據「2019 年台灣網路報告」資料顯示，指出臺灣 12 歲以上超過八成的

民眾使用網路以滿足社交、娛樂、資訊蒐集等多樣使用需求。然而民眾過度倚

賴網路進行各種活動，即使有各種防護軟體或措施，活絡的網路中仍潛藏安全

隱憂（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2019），甚至使用網路的年齡層有逐年年

輕化趨勢，根據 We Are Social 和 Hootsuite 在 2018 年發表的 GLOBAL 

DIGIGTAL REPORT 顯示，當時全球最多使用的社群平台是 Facebook，但相較

於 2016 年 Facebook 的成長率是 -24%，社群媒體 Instagram 的成長率則是 

+22%（楊嘉倫，2019），直到 2019 年，全球 Instagram 已從 2013 年的 9000 萬

月使用戶成長到 10 億月使用戶（Cherice, 2020, January 13）。以亞洲地區來

說，日本及韓國上網率最高，臺灣位居第三；通訊軟體使用率高達九成以上，

使用族群中性別、年齡沒有太大的差異，社群網站（social networking sites）的

使用率有高達八成，其中 12-39 歲及 45-49 歲比其他年齡層的使用率更高；而

全臺網路使用者使用 Instagram 居社群媒體的總排名第二（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

訊中心，2019），根據台灣青少兒網路調查（黃葳威，2020），使用社群網站

（例如 Facebook、Twitter、Instagram 等）在青少兒上網動機中進入前五項使用

動機，僅次於線上遊戲，近六成四以上的青少兒會參加網路社群。說明以台灣

青少年而言，社群媒體逐漸成為主要網路使用動機之一。 

    通訊技術隨著時間流淌，與時俱進。比起電話簡訊，現今我們聲稱的 Z 世

代（12-23 歲）認為社群媒體最有影響力（Vasquez, 2019, July 25），Z 世代一

出生就生活在有網路、智慧型手機和社群媒體的世界裡（劉千莫，2019 年 8 月

31 日），更喜歡沉浸於訊息迅速傳遞的網路世界中。 

    根據 Facebook 調查，發現 13 到 24 歲的年輕人更喜歡 Instagram，原因是

因為圖片視覺的吸引力遠大於純粹的文字，Instagram 的版面單純也適合快速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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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可以讓使用者捕捉事物的瞬間，照片和影片提供個人與社群即時的連結，

此外在平台上搜尋及發現新的愛好、追蹤楷模，以及深入挖掘有興趣的群體等

變得更容易（Clasen, 2015, April 22；黃逸旻編譯，2018 年 2 月 4 日）。

Instagram 的主題標籤（hashtag）功能讓使用者可以方便找尋景點、美食餐廳及

日常穿搭等，甚至因為大多數的長輩較少使用 Instagram，一些年輕人更傾向使

用（無作者，2019 年 3 月 2 日）。 

    社群媒體設有按讚功能，雖然設置的目的單純，讓使用者可以針對自己喜

歡或是認同的貼文以按讚表示，但網路社交關係是一種社會互動關係，像是一

種交換行為，蔡伊妮（2015）經由社會交換理論來解釋 Facebook 使用者的按讚

行為，以成本或是互惠的說法解釋按讚行為，例如當他人幫自己按讚時，自己

也會按讚以回饋。相較於 Facebook，雖然 Instagram 有相近的按讚、留言、分

享機制，但主要還是以圖為本。國內外學者針對 Instagram 以圖為本的特點作為

研究方向，Ferwerda、Schedl 和 Tkalcic（2016）研究使用者人格特質與發佈之

圖片特徵（例如：色彩、亮度、飽和度等）的關聯性，發現可從不同的圖片特

徵去推測其人格特質；蘇柔郡與吳筱玫（2018）發現這樣的性質，使 Instagram

成為高中女生日常生活中展演自我的場域；劉昌浩（2017）認為 Instagram 開創

了「圖像社交」，使用者得以用以圖會友的方式來引發他人對發佈的貼文產生

興趣。 

    在使用社群媒體的比例中，以年輕人（16-24 歲）的使用率最高，這段年紀

也是情緒和心理社會發展的關鍵時期，會強加對社群媒體影響的理解（Royal 

Society for Public Health, 2017）。自我表達（self-expression）和自我認同（self-

identity）是青少年早期重要的發展面向，在這個階段會嘗試新事物與不同的自

我和角色，然後才發展出舒適的自我意識，因此年輕人需要一個表達自我和探

索自我的方法及管道，而今社群媒體可以作為一個平台，讓年輕人透過圖片、

影音和文字來展現自我（同上引，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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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說明在社群媒體中，Instagram 已成為年輕族群常用的軟體，除

了交友、獲取他人認同感，也是探索與展現自我的管道之一。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隨著使用網路的人口逐年增加，現代人在網路外的社交圈逐漸轉移到線上

進行。在分享個人生活訊息的同時，也拓展自己的人際關係。從社群媒體中，

能連繫久違的朋友及認識陌生人，進而找尋同樣愛好的網友，減少孤獨感。資

訊科技發展從電腦到智慧型手機，社群平台及行動裝置應用程式（application，

簡稱 APP）提供多樣的使用功能；從以往需要面對面的聊天到低頭就能使用社

群媒體聊天或是觀賞影音等活動，確實提高人類生活便利性。虛擬的網路世界

裡，雖然透過社群媒體可以讓使用者交換彼此的資料與訊息，以拓展人際關

係，讓人避免產生孤單感，但長時間使用可能會產生社交焦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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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

偉嘉，2018）。 

成為個體與他人建立關係、塑造自我認同、表達自我、瞭解周圍世界的虛

擬空間，社群媒體與心理健康有著關聯性；Royal Society for Public Health（英

國皇家公共健康學會，簡稱 RSPH, 2017）報告指出，社群媒體雖然有其建立人

際關係的優點，同時對使用者會有負面影響，年輕人每天在 Facebook、Twitter

或 Instagram 等社群媒體上花費超過兩個小時，可能造成心理健康狀況，包括心

理困擾（焦慮和抑鬱的症狀）；當瀏覽朋友從事娛樂活動或是成就型貼文或動

態時，就會覺得自己錯過其他人所享受的生活，促使年輕人將他人所分享的貼

文，比較於自己看似平凡的生活而產生失望的心態。 

Sampasa-Kanyinga 和 Lewis（2015）發現到，每天使用社交網站（Social 

networking sites）超過兩小時的學生自我評估的心理健康狀況不佳，像是有心理

困擾或精神未得到滿足或支持，說明使用社交網站所花費的時間與抑鬱感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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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關聯。RSPH（2017）依照使用社群媒體跟 14 項心理健康有關的因素做調

查，對 Facebook、Instagram、Snapchat、Twitter 和 You Tube 等社群平台進行

排名，發現 Instagram 所造成健康心理因素的影響是最不良的。但也有研究者基

於圖像社群媒體平台，其中包括 Instagram，發現視覺社群媒體網站與自我評估

的孤獨感關聯性是低的，認為圖像可以促進社交活動，使用者感覺到他們正在

與真實的人而不是項目（object）進行交流（Pittman & Reich, 2016）。在自我

表達和印象管理方面，尤其是在年輕人當中，照片呈現優於文字表達，因為攝

影真理神話使 Instagram 成為一種新型自我展示的媒介（Marwick, 2015；Lee, 

E., Lee, J., Moon & Sung, 2015）。 

    國外一項研究（Mackson, Brochu, & Schneider, 2019）針對 Instagram 使用

者（年齡在 18 到 48 歲之間）調查，發現與沒有帳戶的參與者相比，Instagram

使用者的焦慮感（anxiety）、抑鬱感（depression）和孤獨感（loneliness）程度

較低，而自尊心（self-esteem）較高。孤獨感和自尊心中介於「擁有

Instagram」及「焦慮感和抑鬱感」之間，使用者的「Instagram 焦慮感」

（Instagram anxiety）與生活中的焦慮感有正向關聯；使用者在 Instagram 的

「社交比較」（social comparison）與生活中抑鬱感雖無較高的關聯性，但也有

正向關係。 

    雖然社群媒體的使用會產生負面影響，但它也提供了社會支持，增强了歸

屬感的基本需求，假設社群媒體使用是一種積極的體驗，那麼它應該滿足使用

者歸屬感的需求；然而當這種歸屬感需求通過社會比較或焦慮帶來壓力而受阻

時，可能會導致負面的心理後果（Mackson, Brochu, & Schneider, 2019）。說明

使用 Instagram 影響心理。 

    從 2019 年底開始，Instagram 陸續在一些國家嘗試實行隱藏按讚數的功能

（三立新聞，2019 年 12 月 8 日），Instagram 負責人亞當·莫塞里（Adam 

Mosseri）表示為了使平台讓使用者（尤其是針對年輕人）有更安全、健康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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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理，隱藏按讚數這個想法主要是降低使用者對喜好和受歡迎程度的關注，

減少競爭壓力（Chia, 2019, November 24）。但此項措施到目前為止並未正式在

全球進行，原因之一是無論是 Instagram 或其他社群媒體的貼文愛心數、點讚

數，當今現下多是名人、網紅、品牌、政治人物和一般用戶衡量人氣和品牌喜

愛度的指標，倘若取消按讚數，可能就會缺乏衡量人氣的數據（劉雨涵，

2018；數位時代，2019 年 11 月 13 日）。 

    根據黃葳威（2019）「臺灣青少兒網路使用與親子關係報告」，顯示約有

七成的青少兒有使用網路社群，校園學生的日常作息逐漸和網路社群緊密相結

合，網路社群成員也超出日常生活中的同學圈。科技是現代年輕人探索身份的

基本媒介，幫助自己在網路內外及其他社群找到聲音、相互支持的場域，在這

裡可以找到知己、競爭者或想支持的人。UK Safer Internet Centre（2020）調查

發現幾乎一半的年輕人（8 到 17 歲）表示在網路上所看到及所做的事情有助於

他們得到認同感。倘若取消他們的網路帳戶（社群媒體、遊戲、即時通訊

等），超過一半（54%）年輕人表示會感到不知所措、困惑或仿佛他們失去自

己的一部分。突顯出網路世界對年輕人的生活及自我意識有意義，因為挑戰性

及侷限性，年輕人或多或少都有想要在網路上表現完美的壓力，因此建立一個

更加包容和平等的場域有其重要性（UK Safer Internet Centre, 2020）。 

    基於上述多項研究調查與實際現況，此研究將以近年在社群媒體中，使用

率越來越來越高的 Instagram 平台為主，以台灣年輕族群中的高中學生為研究對

象，了解 

（一）探討 Instagram 使用者是否有社交焦慮？如果有，影響因素有那些？ 

（二）探討 Instagram 使用者是否有社交媒體焦慮？如果有，影響因素有哪些？ 

（三）探討 Instagram 使用者是否有社會比較的心態？如果有，影響因素有哪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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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社群媒體 

    社群媒體（Social Media），社群是指一群人因為有相同的興趣、目標等而

形成的組織，媒體是指隨著人與人之間，一對一、一對多或是多對多的管道交

換訊息。社群媒體可以促進使用者共享、創建內容及在網路社群中進行資訊交

流，而今社群媒體有多樣功能及進展，不同社群網站提供的服務會有些差異，

像是常見的 Facebook、Twitter、Instagram 等，內容多是提供聊天、影音、網

誌、群組討論、遊戲等功能。而社群媒體與大眾傳播媒體不同的地方是，使用

者有自己選擇及編輯的權力，可以自由集結成群。 

 

社交焦慮 

    社交焦慮（social anxiety），參與公眾場合或社交互動時，會不自覺地感到

緊張、不自在，通常症狀是容易臉紅、心慌、注意力不能集中；在社交場合

中，會在意他人想法或是如何評價自己。社交焦慮症狀比較明顯的人，會較難

以忍受這樣的焦慮感，甚至對日常生活構成影響而感到困擾，焦慮程度較高的

人在社交時會迴避視線，較少表現臉部表情甚至難以開啟對話。 

 

社交媒體焦慮 

    社交媒體焦慮（social media anxiety），是指社群媒體使用頻繁，產生焦慮

症狀和困擾，包括使用者在虛擬平台上的感受，是一種網絡上癮的症狀，當使

用的社群媒體越多，會越感到焦慮。社交媒體焦慮症的患者會因為不能瀏覽社

交網站而感到焦慮，像是怕因為沒有看到他人的最新動態而被身邊的人孤立；

時不時確認自己的貼文有多少人回應或按讚；聽到訊息提醒的聲音無法視而不

見；因為他人的貼文精彩豐富，而讓自己心情不佳等。會拋開或逃避生活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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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去瀏覽社群媒體網站，反而造成與現實生活脫軌，影響到心理與感情狀

態，逐漸失去安全感，選擇不與人面對面交談，把重心放在社群平台上。 

 

社會比較 

    社會比較（social comparison）是指說個體在沒有客觀標準的事物作為基準

之下，為了瞭解自身能力或是意見正不正確時，達到較精確的評鑑來判斷，會

選擇與他人比較來做評斷，目的是減少對自身所處情境的不確定性（吳玉鈴，

2000 年 12 月）。根據比較動機，社會比較分為自我評估、自我提升及強化自

我，而依照不同的比較動機，還分為不同的比較方向，向上比較、平行比較及

向下比較，透過與他人的比較找到自我定位，好處是可能激勵自我得到成長，

但也可能產生負面情緒而影響對自我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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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旨在探討 Instagram 使用動機、社交焦慮、社交媒體焦慮及社會比較相

關理論和研究結果，作為此篇研究的理論基礎及實際研究成果的討論依據。全

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探討社群媒體與 Instagram 使用動機的相關理論及研究；

第二節探討社交焦慮與社交媒體焦慮的相關理論及研究；第三章探討社會比較

與社群媒體的相關理論及研究。 

 

第一節 社群媒體與 Instagram 使用動機 

一、 社群媒體定義與功用 

  社群（community）一詞解釋原本是指理想的課堂學習環境，由字根

「kom」（每一個人）與「moin」（交換）所組成，有共同分享的意思（蔡進

雄，2003；張德銳、王淑珍，2010）。社群的意義是透過分享彼此經驗、知識

或生活方式，有共同想法、承諾與價值而會聚在一起的一群人，是一種歸屬感

與認同（吳俊憲，2010）。 

   數位匯流使媒體環境產生不同變化，科技改變影響產業、市場及閱聽眾，相

較於傳統單一接收訊息的觀眾，也可以是資訊生產者（劉蕙苓，2014）。社群

媒體是 Web2.0 的觀念及技術演化而來，加上使用者原創內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簡稱 UGC），為網路帶來的革新，打破從前人們溝通的形式，UGC

的概念也是社群媒體所產生的主要現象，讓使用者有平台與空間進行交流與討

論（Kaplan & Haenlein, 2010；劉蕙苓，2014；施伯燁，2014）。UGC 主要有 3

個特點（Kaplan & Haenlein, 2010；施伯燁，2014），包括： 

（一）公開：內容公開發佈在一個公眾或特定群體可瀏覽或參與的網站上；

（二）創意：將個人的創意巧思表現於內容上； 

（三）非專業：指的是非專業人士或組織所提供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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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 2.0 打破了過去由上而下，從一個握有權力的使用者創造及發布訊

息，到所有使用者都可參與討論及提供意見，結合 UGC 性質的內容進行創作

與交換，從單一訊息到集體智慧，吳紹群（2011）將新世代的網路列整為以下

特點： 

（一）以網路為主要平台，而非電腦。 

（二）透過整合使小規模的網路商業模式得以運作。  

（三）可以跨平台及跨系統模式。 

（四）網路傳播效應是經由使用者參與及分享而建立。  

（五）網路空間允許有分散或獨立的開發者。 

（六）在網路空間中彼此是雙向互動。 

    Web 2.0 時代，網路對於新聞工作者而言已兼具「資料查詢平台」與「互

動通訊平台」之功能，加上部落格、YouTube 及 Facebook 等社群媒體興起（加

上現在也多人會使用的 Line、Instagram 等），平台提供多元的自創內容形式，

主流媒體與新媒體之間的互動就更加複雜的變化（劉蕙苓，2014）。使用者得

以透過多種不同的形式呈現，包括文本、圖像、音樂和影片等在社群媒體創

作、分享及交流意見，也可根據需求自行集結成某種閱聽社群（數位時代，無

年代）。 

    回顧社群網站建立的過程，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的 Tom Truscott

和 Jim Ellis 在 1979 年創建了 Usenet，是一個全球性的討論系統，允許互聯網的

用戶發佈公共消息；1991 年 Tim Berners-Lee 創建了全球資訊網（Web），但

Web 2.0 的協力式精神（像是 Blog）更接近他最初建造網站的想法，因為這樣

的虛擬空間使人們能夠更有效地做想做的事情，在不同時空裡把世界每個角落

的人們聚集在一起，讓不同國家之間的交流成為可能；Boyd 和 Ellison（2007）

回顧社群網站歷史與定義，SixDegrees.com 被認為是第一個社群網站（在 1997

年設立）；1998 年 Bruce Ableson 和 Susan Abelson 建立了 Open Diary（開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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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也是早期的社交網站，直到 2003 年 MySpace 和 2004 年 Facebook 問

世，社交網站逐漸被成熟運用（Lawson, 2005；Kaplan & Haenlein, 2010；吳紹

群 2011）。 

    Web2.0 及 UGC 建立了社群媒體的模式，因為多元種類與內容呈現方式不

同，Kaplan 和 Haenlein（2010）依循兩個關鍵要素，一是社會臨場感（social 

presence）與媒體豐富度（media richness）理論，二是自我呈現（self-

presentation）與自我揭露（self-disclosure）的社會過程，將社群媒體分為六種

不同層次與揭露程度，社群網站屬於有社會臨場感且高自我呈現的平台，如

（表 2-1）： 

表 2-1：社群媒體分類 

 社會臨場感／媒體豐富度 

低 中 高 

自我呈現／

自我揭露 

高 部落格

（Blog） 

社群網站（social 

networking sites）

例：Facebook 

虛擬社群世界（virtual 

social worlds）例：

Second Life（第二人生） 

低 協同項目

（collaborative 

projects） 

例：Wikipedia 

內容社群（social 

networking sites） 

例：Youtube 

虛擬遊戲世界（virtual 

game worlds） 

例：World of Warcraft

（魔獸世界） 

資料來源翻譯自：“Users of the world, unite!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Social Media.” by A. M. Kaplan & M. Haenlein, 2010, Business Horizons, 53(1): 62. 

 

    社群網站讓原先在網路下的社交模式得以在網路上進行（Boyd & Ellison, 

2007），同時幫助原本互不相識陌生人根據共同的興趣、政治觀點或活動建立

起關係，社群網站被定義為基於網絡的服務系統，它可以讓使用者個人：

（一）建造公開或是半公開的交流場域；（二）建造與使用者自己交流的用戶

名單；（三）查看自己建立的連接列表以及系統中其他人建立的連接列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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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社群網站功能與應用的差異，迎合不同的使用者，舉凡語言、種族、性別、

宗教或國籍身分等的不同。 

    McMillan 和 Chavis（1986）將社群意識定義為明確且具體的親密情感，社

群中的成員能持續維護甚至拓展關係，另外他們提出社群意識的四個要素： 

（一）會員關係（membership）：讓使用者與其他使用者成為好友或搭建關

係，形成一種歸屬感、親密感，讓使用者有意願在社群上與這群人分享

資訊或互動。 

（二）影響力（influence）：對其他成員有影響力或使用者自身被他人影響。 

（三）整合和滿足需求（integration and fulfillment of needs）：指使用者的需求 

   透過社群得到資源及滿足感。 

（四）情感分享與聯繫（shared emotional connections），有共享的情感聯繫，

願意承諾、分享生活經歷及擁有共同信念。 

 

    社群媒體打破傳統的交友模式、朋友圈及人際關係的經營，得以在其中找

到捷徑，因此交友管道變得更多元。根據研究（蔡協翰，2018），舊型的虛擬

社群（像是即時通、MSN 等）逐漸少人使用，新的社群網站（Facebook）興

起，又遇到假新聞、政治、隱私、同溫層影響等問題，新世代則多轉用

Instagram、Twitter 等新興社群媒體。 

 

二、 Instagram 使用動機 

    2010 年 Instagram 上線，別於 Twitter、Facebook 等其他社群媒體，以圖像

優先、文字次之的特性，增強照片編輯功能與創建強大的視覺文化，且照相、

濾鏡設置和圖像上傳的功能一體成形，提升方便性（Lee, E., Lee, J., Moon & 

Sung, 2015；劉雨涵，2018），使用者迅速增加；2012 年 Instagram 被 Facebook

收購，於 2013 推出影片分享功能（李明海、王力、王澤鈺，2019）。隨著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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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移，Instagram 推展出很多新功能，像是直播（live vedio）、限時動態

（stories）、購物貼文（shoppable post）等。限時動態讓使用者除了平台上正式

的發文版面外，還可以隨拍影像、聲音匯入至當日（即出現二十四小時）的動

態牆上，影像流動更新會使追蹤者對被追蹤者有種歸屬感（劉雨涵，2018）。

楊嘉倫（2019）將目前 Instagram 提供使用者之主要功能整理為發布貼文、限時

動態、探索貼文、主題標籤、貼文珍藏、訊息功能（Instagram Direct）、IGTV

等功用，讓使用者有越多選項使用。Instagram 的 hashtag 主題標籤，標示的文

字可以是名詞、形容詞等，例如：#美食、#正向的，劉雨涵（2018）認為這是

人類對於「連結」的渴望，在群體中找到相同興趣的人，抒發共有的情感，因

此也產生各樣的興趣團體（interest group）。此外，Instagram 亦可將粉絲區分

成是否為「摯友」的功能，使用者可將較隱密或是只想分享給熟識的人之事

情，透過這項功能完成，滿足使用者保護自身隱私之餘，好友會因為感受特殊

的被歸納模式，提升彼此之間的情感。 

  國內外一些研究探討 Instagram 與使用者之間的影響與使用動機。 

    李勇輝、黃靖文與邱怡嘉（2016）以整體營運要素為主，依照消費價值理

論包含的功能性價值、社會性價值、情感性價值、新奇性價值及情境性價值，

探討 Instagram 使用者的態度、行為意圖及實際行為，若五項價值越正向，會提

升使用者的態度，而態度越正面，越有助於使用者的行為意圖及實際行為。 

    蕭湘榆（2018）探討大學生使用 Instagram 的動機與自戀、自我概念之間的

關係，研究發現大學生使用動機主要是為了滿足認知需求，Instagram 使用動機

與自戀（以個人價值需求與表現慾為高）呈現正相關，使用者的自戀與自我概

念（以影響操控力與社會自我為高）呈現正相關。楊嘉倫（2019）以 Instagram

為例，從社群媒體中的人際情感關係與自我揭露關係，探討兩者對於使用社群

媒體動機的影響，研究顯示當使用者的網路人際關係越普遍；自我揭露程度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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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或追蹤對象是個人喜歡、有興趣的，使用者對於社群媒體的依賴程度與黏

著程度越高。 

    陳冠儒與趙家彤（2019）以 Instagram 為研究文本，藉由使用與滿足

（Uses 和 Gratifications）理論框架探討社群媒體中贊助式內容的廣告形式會如

何影響及改變消費者的行為，發現使用 Instagram 的動機對品牌參與的行為有正

向影響，也提升了社群媒體中消費者參與一個品牌的程度。 

    使用與滿足理論（U&G）是以受眾為中心思考的模式，解釋使用者被特定

動機驅使而去選擇媒體，並在使用的過程中獲得滿足，產生心理上和行爲上的

改變（Katz, Blumler, Gurevitch, 1973）。Pavica Sheldon 和 Katherine Bryant

（2016）同樣以使用與滿足理論探討使用者使用 Instagram 的動機，不同的心理

和社交環境（生活滿意度、社交活動、自戀程度）會導致不同的使用行為（在

社群媒體上花費的時間長短、使用主題標籤、照片編輯等），並整理出四項使

用者選擇使用 Instagram 的原因： 

（一）監視／了解他人（surveillance／knowledge）：是使用 Instagram 最重要

的原因，使用者透過社群媒體進一步了解他人（朋友、家人、陌生人

等）的近況、社經地位、人際關係等狀況。 

（二）建立生活檔案（documentation）：使用者可在 Instagram 上發布圖片、文

字與標題，紀錄生活中的片刻，或是把 Instagram 當作展示平台，成為許

多人的虛擬相冊。 

（三）酷／流行（coolness／popularity）：其一，Instagram 算是較新的社群媒

體形式，有多樣新功能，包含修圖軟體、流行標籤（trending tags）、會

推薦用戶影片在探索貼文（explore posts）等方式。其二，使用者透過獲

得大量的「讚」證明自己被受歡迎的程度，有被看見及被重視的心理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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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創造力（creativity）：在這四項動機中最不具影響力。比起其他以文字

類型為主的社群媒體（例如：Twitter），Instagram 是以圖片為主，使用

者可進行創作讓貼文更有藝術感或具有個人風格；使用者可以套用濾鏡

在圖片上，使貼文呈現藝術氛圍或個人風格。 

 

    而過去汪志堅、陳翔、江義平及江維彬（2013）以當時較多人使用的社群

媒體－Facebook 為主，透過多次實證研究驗證使用者使用社群媒體動機，提出

七項動機，分別為： 

（一）關係維持：使用者透過社群媒體與朋友或認識的人保持關係。 

（二）拓展社交網路：認識新朋友，拓展自己的興趣與交友圈。 

（三）尋求人氣：獲得他人的支持或回應，吸引注意並提升自己受歡迎程度。 

（四）抒發情緒：透過貼文或與他人溝通來宣洩情緒，以找到歸屬感。 

（五）獲取資訊：得知他人分享的資訊。 

（六）獲取娛樂：透過遊戲或是他人分享的心理測驗等來獲取娛樂。 

（七）消磨時間：觀看貼文或在社群媒體上從事活動以打發時間。 

 

    研究將以 Sheldon 和 Bryant（2016）發展之 Instagram 使用動機量表，加上

汪志堅等人（2013）發展的 Facebook 使用動機量表，結合社群媒體使用之動機

與特點，擬定出這次研究的 Instagram 使用動機，將使用動機分為六項因素：了

解他人、記錄生活、尋求人氣、創意發揮、關係維持及消磨時間。 

了解他人 

了解他人動機是指「使用者在 Instagram 平台，透過他人的貼文或互動，了解他

人近況與相關資訊」。網路傳播效應是經由使用者參與及分享而建立（吳紹

群，2011），透過社群媒體得以觀察他人在做甚麼（Whiting & Williams, 

2013；Sheldon & Newman,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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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生活 

記錄生活動機是指「將 Instagram 作為相冊概念，使用者可以貼文，分享生活中

想紀念或留下值得紀念的活動照片、影片」。存檔動機（archiving motive）是

透過平台紀錄日常事情或蹤跡、建立個人部落，以表達個人性格、生活方式或

嗜好（Lee, E., Lee, J., Moon & Sung, 2015），用檔案模式紀錄生活片刻。 

尋求人氣 

尋求人氣動機是指「使用者在 Instagram 上追求獲得他人的支持或回應，吸引注

意並提升自己受歡迎程度」。他人的社會支持會正面影響個人自尊（self-

esteem）及自我價值（self-worth；Baumeister & Leary, 1995），通過社群媒體個

人化的自我推播與推廣，反映出使用者對於追求名望及希望被看見、被重視的

需求（Greenwood, 2013）。 

創意發揮 

創意發揮動機是指「以 Instagram 作為展示空間，將貼文塑造得有藝術感、具個

人風格，或是展現自己的影像技術」。基於視覺為主的社群媒體，Instagram 也

提供編輯圖像、濾鏡、創意字幕等功能，使用者有足夠的機會在上面描繪創意

（Sheldon & Newman, 2019）。 

關係維持 

關係維持動機是指「透過 Instagram 與家人、朋友或認識的人保持關係」。透過

社群媒體，與不同類型的人進行互動，包括家人、配偶、同事、新舊朋友等，

在不受限制的網路中傳播文化和社會生活，人們對彼此之間的聯繫更加感興

趣，無論是網路論壇、社群團體還是共享標籤等（Johansson, 2008；Whiting & 

Williams, 2013）。 

消磨時間 

消磨時間動機是指「在 Instagram 上觀看貼文或從事活動以打發時間」。使用者

透過社群媒體觀看他人發佈的近況、照片或訊息，或是進行社群平台提供的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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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功能（例如：修圖軟體、遊戲等），得以在使用過程中放鬆心情、打發時間

（黃蘭鍈、陳憶菁，2012 年 1 月）。 

 

    根據性別，Steinsbekk 等人（2021）發現女生會更頻繁使用以圖為主的社

群媒體，Instagram 以圖為主的特性（Lee, E., Lee, J., Moon & Sung, 2015；劉雨

涵，2018），吸引許多年輕女孩使用，在該平台展現自我或與好友維繫情感

等，近來有以年輕女性族群使用 Instagram 為主的研究議題，像是高中女生如何

在 Instagram 展演自我（蘇柔郡、吳筱玫，2018），針對 Instagram 中年輕女性

網紅，以人類學觀察方式探討 Instagram 為何得以在年輕族群中竄起等（劉雨

涵，2018）。此外國內研究多發現女性比起男性，較多人使用 Instagram（林欣

諭，2017；楊嘉倫，2019；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2020）。過去研究調查多以

大學生為主或含括年齡介於 12 至 25 歲的年輕族群，這次研究會針對過去性別

調查結果提出假設，假設高中女學生使用 Instagram 動機會高於高中男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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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社交焦慮與社交媒體焦慮 

一、 社交焦慮 

    每個人都希望被他人喜歡、得到肯定，甚至欽佩，這是自然現象。丟臉及

感到困窘雖然不是最痛苦但也讓人感到不舒服，因此人們會盡最大的努力去避

免或迴避負面印象的造成（陳莉淋譯，2020）。 

    社交焦慮症（social anxiety disorder）是屬於一種焦慮症，焦慮是情感的表

徵之一，廣泛被認為是一種情緒反應，涉及認知、生理及行為反應，有社交焦

慮症的人會對社交情境感到恐慌並抱持著負面想法，在人際互動過程中會呈現

緊張、焦慮的狀態，較嚴重者會迫切地想離開社交場域。 

    社交焦慮症主要分成生理與社會環境兩個因素，但造成的原因不是絕對區

分，因為人類的生物結構與生活經驗是彼此相互影響（鄧雅云，2015；B. 

Markway & G. Markway, 2001／劉育林譯，2003；Hollander & Bakalar, 2005／莊

凱迪譯，2007）： 

一、生理因素：遺傳學、神經生物學、個人氣質 

根據生理因素研究探討，社交焦慮症的患者在大腦─海馬等區域的警覺系 

統非常敏感，比起一般人容易引起生理反應。 

    過去遺傳學是透過同卵雙胞胎進行測試，若有一人患有社交焦慮，則另一

人患有的比率約有 24.4%，另一項方式則以家族為主的研究，根據患者家族成

員是否有密集且相同的症狀，從而推斷遺傳因素導致社交焦慮。 

    社交焦慮在神經生物學中是較複雜的呈現，演化過程造就人類大腦中有

「焦慮迴路」機制，它關係生存及安全問題，神經傳導素像是大腦的信差，研

究發掘可能是神經傳導素的系統功能失調，導致社交焦慮。 

    與社交焦慮相關的另一項研究，是從氣質觀察。氣質是人類從體驗環境並

對環境做出的反應，研究以氣質面向當中的「行為壓抑」做觀察，可以從情緒

反應或是生理特徵了解焦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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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環境因素：創傷經驗、父母管教方式、同儕互動影響、其他學習方式 

    生物結構雖然對生命發展有很大的影響，但不是全然的。經歷生活環境的

變化與體驗，也會把我們塑造成將會成為的樣子。 

    一些社交焦慮者會記得曾經發生過的某個創傷事件，研究發現有 58%社交

焦慮的人會把起因歸咎於創傷經驗（Ö st & Hugdahl, 1981），這些少數經驗或

是生活片段都可能在心裡作祟，倘若嚴重時會導致社交焦慮，例如曾經被羞

辱，或是在公開、特殊場合成為被發怒或批評的對象。 

    父母的教養方式與本身的人格特質也可能與孩子的社交焦慮有關，有研究

觀察不同年齡孩子與其母親的相處模式，發現社交退縮孩子，其母親有較高的

控制行為，常要求子女需服從指令，且較無法針對孩子的需求提供適當回應

（Mills & Rubin, 1998）。倘若父母過度保護子女或父母本身是害羞個性而較少

有社交性投入，與其孩子的社交焦慮正相關；反之父母有較多情緒表達、社會

互動，或有較開放性的負面情緒表達，孩子在社交上則會有較積極的表現。 

    與同儕互動是進入社會之前，學習人際關係處理的重要歷程（李珮瑄，

2005），互動過程與表現也是社交焦慮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若長時間缺乏與

同儕往來互動的經驗，就少了訓練社交能力的機會。社交焦慮程度高的青少

年，往往較少主動參與活動，或是表現內向、害羞於與同儕互動，便可能降低

被接納的程度（Erath, Flanagan & Bierman, 2007）。國中時期是社交焦慮程度增

加的危險期，因為進入青春期，會更在意他人評價及重視與同學的相處。 

    在社會環境中經過長時間的經歷與成長，無論對於人際交往的期望有落差

或進行過程中有不適的經驗、產生消極想法、對於自己的表現不如預期等，這

些原因而都有可能導致社交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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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交焦慮也可能不是個人直接從事件中產生，而是透過間接或觀察他人的

經歷，因為感同身受而產生，又稱為旁觀式學習（observational learning）。 

 

    社交焦慮者在進入社交場合前就可能處於一種痛苦、不舒服的狀態，會以

選擇性的方式檢索令自己不愉快的訊息，預期自己將表現得很差或是將被負面

評價，與一般人的後設認知處理過程是有差異，會反芻思考對自我的負向評

價。社交焦慮的反應分為三個（陳婉真、梅淑鶯，2009；陳莉淋譯，2020）： 

一、社交苦惱（social distress）／自我聚焦（self-focus）提高：在與人交往的情

境中，不適應大於舒適感，會經歷苦惱、害怕、焦慮或煩惱；極度注意自

己的社交表現，但越想控制自己的言論、表情和姿勢時，在社交互動上就

越顯不自然； 

二、社交逃避（social avoidance）：在社交情境因為迫於壓力，會故意出現的

逃避行為，但往往越迴避越強化恐懼； 

三、害怕負面評價（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對於他人的負面評價或是嘲

笑與鄙視所引起的恐懼、緊張，無法從真實或正向的情境裡改變想法。 

 

    因為事件的發生或即將發生，而產生社交焦慮，Holt、Heimberg、Hope 與 

Liebowitz（1992）將 Liebowitz 社交焦慮量表（Liebowitz Social Phobia Scale ; 

Liebowitz, 1987）分成四個引起社交焦慮的場域或事件，分別為：正式地演講或

互動場合（formal speaking and interaction），在大眾面前演說、發表報告或在

舞台上表演等；非正式地說話或互動場合（informal speaking and interaction），

要跟陌生人談話或見面、參加聚會或派對等；需果敢性的互動場合（assertive 

interaction），和權威人士說話、拒絕陌生人、拒絕強力推銷的銷售員等；受到

他人關注行為的場合（observation of behavior），吃飯、走路或是工作時被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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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注視等，說明社交焦慮者不只有在一個場合會產生焦慮，可能在多個場

合都會有焦慮的情況發生。 

  David A. Clark 和 Aaron T. Beck 將社交焦慮產生的心理過程分為三個階

段，陳莉淋譯（2020）為：一是預期性階段（anticipatory phase），亦即害怕，

擔憂即將遇到的社交場合，離社交活動的時間越近，或將社交想成災難化、負

面預測表現不佳，這些心理掙扎會使焦慮提升；二是社交曝露階段，進行實際

的社交互動（包括內在的焦慮思緒與外在的焦慮行為），抱持負面思想、他人

對自己有負面評估或感到羞恥等想法；或是想逃避社交活動；三是事件後歷程

階段（post-event processing），以選擇性或存有偏見的方式對發生後的社交活

動充滿負面想法。 

 

    社交技巧也需要透過不斷練習和學習，把握各式各樣參與社交活動的機

會，自信心才不會動搖，透過磨練社交技巧，得以跟他人相處得更自然、自在

（B. Markway & G. Markway, 2001／劉育林譯，2003）。如果沒有適切方法減

緩焦慮的心理，社交焦慮會逐漸形成惡性循環。所發生或預期的社交活動，伴

隨不安心理，在場合中又感到無助時，便會產生焦慮，而再次回想不太理想的

社交過程（陳莉淋譯，2020）。 

   透過青少年社交焦慮量表（Social Anxiety Scale for adolescents）， La Greca

和 Lopez（1998）研究青少年（十年級至十二年級）的社交焦慮與同儕、友誼

及社會功能之間的關聯，社交焦慮量表（本研究將以這些構面作為研究施測的

量表）包括害怕負面評價（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對他人的負面評價或

是嘲笑與鄙視所引起的恐懼、緊張；對一般環境社交迴避（social avoidance and 

distress－general）：對平常的人或事就容易感到恐懼、緊張；及對新環境社交

迴避（social avoidance and distress－new）對新環境或是不熟悉的人事感到恐

懼、緊張等因素探討。研究發現以性別來說，女性比起男性有較高社交焦慮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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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比起男生，青春期的女生更關心他人對於自己外表和行為的評價（La 

Greca & Lopez, 1998）；此外較高社交焦慮傾向的青少年，其社會功能（亦稱

社會作用，社會活動或現象所造成的可能影響）也較薄弱，認為自身獲得同儕

較低的支持及較低的社會認可（La Greca & Lopez, 1998）。 

    同儕關係賦予青少年在家庭之外新的角色及認同感，增強不受家庭影響的

獨立性，與同儕互動讓青少年建立自我形象的同時有了參照團體，是青少年踏

入社會前，學習人際關係處理的重要歷程（Ingersoll, 1989；La Greca & Lopez, 

1998；李珮瑄，2005），與同儕、友伴的關係越親密，便會將這段關係賦予較

大的意義，親密關係在青少年這段時期有多項功能的存在，像是提供陪伴、情

感支持、情感表達及解決衝突等，因此更容易受到傷害，關係越親密帶來的傷

害性越大，若青少年遭受關係攻擊程度越高，其社交焦慮傾向、孤寂感與外化

問題可能越嚴重（La Greca & Lopez, 1998；蘇郁惠，2009）。 

 

二、社交媒體焦慮 

    英國倫敦的網路調查中心 Global Web Index 分析全球約 45 個國家，在

2012 年，人們每天在社群媒體上面的時間平均為 90 分鐘，但 2019 年就上升到

143 分鐘（BBC News 中文，2019），社群媒體的便利性，提供使用者多元目

的需求，諸如與親友維持關係、結識新朋友、公開表達意見與看法，研究顯示

大部分區域的人們越來越依賴社群媒體，花費在其中的時間越來越長。 

    但社群媒體像把雙刃劍（Keles, McCrae, & Grealish, 2020），提供社會資本

及便利交往的優點，人們能透過平台表達想法和感受並獲得社會支持，卻也影

響著青少年的社交觀念，憂慮情緒會為青少年帶來負面影響。使用 Facebook 的

學生會更願意與學校及生活的社區做交流，留給同齡層良好感覺與願意參與課

外活動的可能性，是沒有使用 Facebook 的兩倍；但過度使用社群媒體，反而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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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分心於課業，導致成績退步，也有研究顯示社群媒體，會降低工作效

率，可能會讓學生感到更沮喪或孤獨（O’Dell, 2011；Labrague, 2014）。 

    從接觸、習慣到依賴網路影響著行為的變化，從前在網路外世界所從事的

活動或交友隨著網路使用而改變，陳金英（2004）探討學生網路使用習慣及對

於網路交友期望是否會對個人的人際關係產生焦慮的影響，研究發現若有較高

的交往與發展戀情的期望，其社交焦慮偏高；使用網路時間愈長，社交焦慮也

會越明顯。 

    過去有關社交媒體焦慮研究，有些以社會補償假說（social compensation 

hypothesis）的說法，認為害羞的人或是本身具有社交焦慮的使用者會因為擔心

或不適於面對面的實體社交互動，談話少且談話的議題較制式，因而選擇尋求

其他管道來表達自我，以補足現實的人際需求，像是使用社群媒體（Baker & 

Oswald, 2010；McCord, Rodebaugh, & Levinson, 2014）。 

    社群媒體與心理健康之間並不是直接的關係，而是存在多種促成的因素，

且利弊同時存在，例如上網是需要久坐的活動，若使用越久則會提高健康風

險；擁有越多社群媒體帳號，會因為需要處理的訊息越多而越依賴社群媒體；

社會支持也是使用者尋求社群媒體的因素之一，加強與親友的聯繫或結交新的

網友，從而減少孤獨感（O’Keeffe & Clarke-Pearson, 2011；Keles, McCrae, & 

Grealish, 2020）。 

    別於其他網路軟體，社群媒體設有訊息通知（incoming alerts）機制，一有

好友訊息或是他人貼文資訊，便會以鈴聲或是跳出訊息資訊框通知使用者。通

常社群媒體的訊息通知是不分晝夜，若養成睡前觀看手機，或將手機放置身邊

且未將訊息通知關閉，訊息通知不斷湧入而影響睡眠品質，有些人會擔心害怕

錯過資訊（fear of missing out）或是沒有立刻回復訊息而感到焦慮（Woods & 

Scott, 2016；Reer, Tang, Quandt,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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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社群媒體過度使用與睡眠不足間接導致自信心降低或提高焦慮、抑鬱

情緒，有關使用者在社群媒體上的情感投資（emotional investment）與自信

心、焦慮或抑鬱情緒也存在關係（Woods & Scott, 2016），在社群媒體網站上

投入更多情感的使用者會因為未與社群媒體建立聯繫感到苦惱或感覺被孤立，

沮喪的心情便會增加，若形成為了建立密切關係與互動的壓力，使用者便會時

常立即回覆社群媒體的訊息，以舒緩內在孤單的情緒（Thomée et al., 2010）。

在需要睡眠的時間經常使用社群媒體導致睡眠品質不佳或是社群媒體上投資過

多情感，會造成個體的心理影響甚至負擔。 

    社群媒體環境引起的壓力含括：（一）收到負面留言回應或遭遇網路霸

凌；（二）在意他人社群上所分享的生活；（三）維持不間斷地更新自己的生

活資訊（Vannucci, Flannery & Ohannessian, 2017）。使用多種社群媒體，可能

同時存在多項任務，易導致注意力不集中、工作效率降低、主觀幸福感下降、

較高的心理焦慮等（Primack et al., 2017）。 

    另外社交焦慮也受到隱私被關注度的影響，隱私問題與風險包括個人資訊

（例如：生日、地址、手機號碼和個人照片等）或是無意中被公開的私人評論

與消息。隱私問題中介於社交焦慮與個人訊息曝光程度，高度關注隱私的青少

年可能是屬於社交焦慮者，因此更應該避免共享和透露個人資訊在社群媒體中

（Liu, Ang, & Lwin, 2013；Alkis, Kadirhan & Sat, 2017）。 

    Alkis、Kadirhan 和 Sat（2017）研究過去社群媒體與社交焦慮相關文獻，

依照各量表問題歸納成三大面向，含括負面評估、隱私問題和互動焦慮，透過

大學生問卷調查及因素分析後，依據引起焦慮的原因，延伸出四個構面： 

（一）內容共享焦慮（shared content anxiety）：指個人自身或與社交有關的他

人共享內容而產生的社交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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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隱私關注焦慮（privacy concern anxiety）：這個焦慮源於在社群媒體平台

上揭露或分享個人資訊，像是私人評論、訊息、個人生日、手機號碼和

照片等。 

（三）互動焦慮（interaction anxiety）：指與他人（尤其是在社群媒體平台上新

認識的人）交互和交流所產生的社交焦慮。 

（四）自我評估焦慮（self-evaluation anxiety）：這種焦慮源於一個人評估和查

看自己的方式，及他人在社群媒體平台上對他／她的想法。 

 

進一步的分析證實量表的有效性，這些分析的結果顯示，以訊息互動使用

為主的學生更廣泛地使用社群媒體，且其在社群媒體上的社交焦慮傾向更高，

但更高的社群媒體使用率不一定是與社交焦慮傾向增加有關，有關社群媒體使

用與社交焦慮之間的關係還尚未定論（Alkis, Kadirhan & Sat, 2017）。 

    Dhir、Yossatorn、Kaur 和 Chen（2018）透過重複橫斷調查（repeated cross-

sectional survey），了解青少年（12-18 歲）強迫性使用（compulsive use）及害

怕錯過（fear of missing out）的心理是否會引起社交媒體疲勞（social media 

fatigue），而社交媒體疲勞是否又會導致心理的焦慮及沮喪，學者們根據研究

發現，整理成三點建議：（一）強迫性使用會導致社交媒體疲勞，後來可能導

致焦慮和沮喪的心理，因此須考慮適度使用社群媒體；（二）父母和監護人應

該防止青少年過度使用社群媒體，監控和節制可以預防孩子因大量使用社交軟

體而引起的衝突或健康危害症狀；（三）社群媒體供應商應著重於使用者的體

驗及滿意度，帶給使用者最小程度的疲勞及提高幸福感，減輕遇到與社交有關

的精神影響和滿意度問題的風險。 

    社交媒體焦慮是指使用大量社群媒體相關的焦慮症狀和困擾經歷，包括在

在虛擬平台上的感受（Mackson, Brochu, & Schneider,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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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討社群媒體使用者的焦慮形成因素有哪些以及焦慮情緒會產甚麼樣的行

為，劉魯川、張冰倩與孫凱（2019）透過紮根理論，發現不同使用程度的使用

者，感受到焦慮情緒時所表現出的規避反應及行為不同。若使用頻率較低，或

是好友及關注人較少的使用者會選擇不再繼續流覽該社群媒體，甚至註銷或卸

載；而使用時間較長或使用頻率高的使用者，會選擇屏蔽訊息，來規避目前的

社群環境，像是使用關鍵字屏蔽、縮短使用社群媒體的時間等。觸發個人的焦

慮或抑鬱等負面情緒，也與如何使用社群媒體有關，倘若使用者在社群版上留

下不當的言論及管理，會增加收到他人負面消息或極端評論的可能，反而讓使

用者投入大量的時間在社群媒體上，惡性循環下導致社群媒體變成負面的交流

軟體（Labrague, 2014）。 

    楊靜芳（2003）探討社交焦慮與網路社交焦慮的關係，發現在現實生活中

社交焦慮程度較高的人，其在網路上人際互動中的焦慮傾向也較高，害怕負面

評價及互動焦慮的心理，不會因為網路匿名特性而消失。Ryan 和 Xenos

（2011）研究有無使用 Facebook 和其個人個性特徵的相關性，發現有使用

Facebook 的人，個性偏外向與自戀，但來自家庭給予的孤獨感較高；相反地，

沒有使用 Facebook 的人，性格偏拘謹、害羞及來自社會給予的孤獨感較高。

Grieve 等人（2013）研究發現社交焦慮與社群媒體使用是負相關；但有研究發

現有使用者使用社群媒體的原因不是以溝通為目的，上網只是因為抑鬱或社交

焦慮，久坐電腦前也可能導致焦慮，也有研究顯示大學生網路成癮情況愈嚴

重，其心理健康狀態會愈不佳（Selfhout et al., 2009；De Wit et al., 2011；陳黛

儀，2013）。賴偉嘉（2018）探討大學生使用社群媒體及工作經驗、社交焦慮

程度等相關性，發現有工作經驗的學生透過社群媒體使用以調節社交焦慮大於

沒有工作經驗者，社群媒體使用頻率對社交焦慮也有影響，沒有經常發文的使

用者，其社交焦慮會大於經常發文的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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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社會比較與社群媒體 

一、社會比較理論 

    社會比較理論（Social Comparison Theory）被提出之前，「比較」被分為

兩種說法，一是自我理解及評鑑是有絕對標準的比較；而另一說法是認為自我

評鑑是人們自己與他人相互比較的社會過程。現在所謂的比較，較傾向於以他

人作為基準來反觀自我、評價自我，從顧里（Cooley）符號互動論的鏡中自我

來看，自我觀念的形成是透過與他人的互動過程，以站在別人的角度，了解到

他人如何觀看自己，以事物對於自己的意義為基礎，意義並不在於事物本身，

而是來自於個體與事物之間的互動（Suls & Miller, 1977；楊文金，1996）。 

    1954 年 Festinger 提出社會比較理論，指對於自己的能力或是意見不確定且

沒有較客觀的方法檢測時，因為無法有客觀的事物作為基準，為了有較精確的

評鑑來判斷自己的能力或是意見時，就會傾向透過相似的個體來評估自己，從

他人身上的特徵、優缺點或是資訊來了解自我（Festinger, 1954；Gibbons & 

Buunk, 1999；Wood, 1989；Smith, 2000；楊雅如，2014），目的是減少不確定

性，透過比較來回應「我做得如何」及「我應該怎麼做」（Festinger, 1954；

Gibbons & Buunk, 1999）。社會比較是去了解個人的觀點是否正確，或是否能

夠做到，比較過程產生的條件及比較過程的性質（Suls & Wheeler, 2000）： 

（一）在社會環境中無法直接評估意見或能力時，就會出現社會比較過程。 

（二）人們通過與他人進行比較來評估自己的意見和能力。 

（三）當人們有趨向要與群體有同樣狀態，而產生壓力時，形成比較心理。 

（四）若自己與他人的意見或能力非常分歧的時候，人們便會停止將自己與他 

      人進行比較。 

（五）若個體趨向與群體統一性的動機強（原因像是重要性、相關性和對群 

體的吸引力等），將影響社會比較壓力的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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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們會不自覺得想要知道自己的社會地位、能力或是水平如何，但只有單

獨個人就不是一個較公正的自我評估方式，因而透過社會比較來進行自我評價

（self-evaluation）以確認自己的屬性，或希望得到肯定來提升滿足感（Wood, 

1989）。Gibbons 和 Buunk（1999）依據 Festinger 社會比較理論中判斷自己的

能力或意見，擬定出社會比較量表： 

（一）能力比較取向：將相關自己的能力或表現與他人相比較，視為一種競爭 

              關係。 

（二）意見比較取向：將自己所做得事情或看法，與他人的看法或決策，視為 

                    一種是否符合社會期待的參考。 

 

    既 Festinger 的社會比較理論，研究學者發現之所以會有比較的心態，除了

最初提出的評估自我，不同的社會比較方向，會有其他比較動機，整理出以下

三點社會比較動機（Wood, 1989；Gibbons & Buunk, 1999；林麗華，2002；張

梅楓，2009；許雅慈，2014）： 

（一）自我評估（self-evaluation） 

    為了瞭解自我，需要客觀的準則來進行評估，但沒有絕對的尺標來衡量自

己時，需要以他人的意見或是能力來做比較，且他人的意見或是能力須是穩定

性、準確性的。透過社會比較可以更準確對自己的價值、特性、能力及意見做

出評估。Gibbons 和 Buunk（1999）認為，自我評估是最初 Festinger 所提出社

會比較的目的。 

（二）自我提升（self-improvement） 

    個人會通過嘗試及努力來提高自己的能力或增加知識，為了獲取自我提升

的資訊或方法，會向上找尋比自己更好的他人做比較，或是聽取正面的意見及

價值判斷，經由學習、模仿來自我練習，目標是期望可以跟這些優秀的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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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達到更佳的自我，亦即 Festinger（1954）提出的向上驅動（unidirectional 

drive upward），也就是向上比較。 

（三）強化自我（self-enhancement） 

    關於向上比較，可以實現以上三個比較目標：一是根據更高的標準進行自

我評估；二是可以向其他更優秀的人學習；假設環境與個人條件相當，則向上

比較可以是強化自我的。但個人為了保護及增強自己的自尊心，或是處於劣

勢、威脅的時候，有時則偏於向下比較，也就是選擇相對於自己劣勢的個體做

比較，不過有些說法是因為人們為了保留對自我的正面看法，因此有關於自己

的資訊就會存有偏見。 

 

    依照不同的比較動機，又有不同的比較方向：向上（upward）、平行

（lateral）及向下（downward）比較，向上比較是指與條件較自己優秀的人做

比較，動機通常是為了自我提升；平行比較是和自己條件相似的人做比較，動

機常常是為了自我評估以較準確地了解自我；有時為了強化自我，提升自信、

保持正向自我價值，便會選擇相對於自己條件較差的人做比較，亦即向下比較

（林麗華，2002；張梅楓，2009）。但以單向比較動機而言，有時是因為能力

比較而存在，而不是因為意見比較，群體內若達成意見一致會讓所有人滿意，

倘若每個人的能力都一致，可能不會滿足群體內的任何一人（Suls & Wheeler, 

2000）。 

    社會比較影響個人的情緒變化，從過去單一認為自我評估結果若符合個人

期待則是理想；若不符合期待則落為不理想，不同方向的比較產生不同的情緒

反應，向上比較會產生負面情緒反應；向下比較則有正面情緒反應。但實際上

向上和向下比較過程會產生更豐富的情感，Smith（2000）將個體在社會比較過

程產生的情緒反應，進一步考慮到比較方向對自我及他人的期望。Park 和 Baek

（2018）透過社會比較量表（能力及意見；Gibbons & Buunk, 1999）與社會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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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的情緒（Smith, 2000），發現社群媒體使用者心理健康會間接受到影響。社

群媒體使用者的心理健康因為不同的比較方向與方式，而產生不同影響。 

    自信心較低或有心理焦慮、壓力大者，傾向較高的社會比較機率（Gibbons 

& Buunk, 1999），說明通常幸福感較低者，因為不自信而伴隨不穩定的自我概

念（self-concept），提高了社會比較想法，以減少與自我相關的不確定性

（Gibbons & Buunk, 1999；Reer, Tang, Quandt, 2019）。 

    青春期是發展個人和社會認同的時期，現今的青少年在發展過程中有很大

程度依賴於社群媒體，相對於幼童與成年人，青少年較會有社會比較的行為產

生，但由於自我調整（self-regulation）的能力有限，易受到同伴壓力影響，青

少年無法適當調適使用社群媒體帶來的潛在負面影響，更容易影響心理健康

（Keles, McCrae, & Grealish, 2020）。 

 

二、社群媒體使用與社會比較 

    近來隨著社群媒體使用者增加，愈多研究關注社會比較於社群媒體環境中

產生的影響或相關性（e.g. Vogel, Rose, Okdie, Eckles,& Franz, 2015；de Vries & 

Kühne, 2015；Lup, Trub, &Rosenthal, 2015；Chae, 2017；Mackson, Brochu, & 

Schneider, 2019）。 

    社群平台提供使用者展示的空間，像是分享生活照片、自拍照、感情狀

態、職業成就，或公開分享想法理念、信仰、興趣喜好等，社群媒體平台讓自

身的知名度擴大，提供豐富或跟他人不同的資訊，因此社群平台成為得以讓社

會比較進行的場域（Vogel, Rose, Okdie, Eckles,& Franz, 2015；Chae, 2017；

Reer, Tang,& Quandt, 2019）。 

    研究多發現透過觀看他人所張貼的文章或圖片，會產生比較心理。多部份

的使用者傾向展示正向與理想的一面，觀看的使用者產生的社會比較心理偏於

向上比較，往往造成負面結果，例如產生對自己身體型態上或外表上的不滿意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233

30 
 

（Fardouly & Vartanian, 2015；de Vries & Kühne, 2015），導致負面心理狀態，

對自己的吸引力和社交能力產生負面看法等。研究發現幸福感低的人（孤獨、

沮喪、焦慮感較高的人）傾向社會比較越高，且這些人使用社群媒體越廣泛，

推測是因為社群媒體可以提供他人資訊，且易取得，讓使用者易產生比較心理

（Sheldon & Bryant, 2016；Reer, Tang & Quandt, 2019），de Vries 和 Kühne

（2015）發現特別在不快樂的人中，社群媒體的使用通過負面社會比較，與自

我感知有負面關係傾向，社群媒體上的貼文可顯示使用者受歡迎程度及吸引

力，因此在社群媒體上負面社會比較可能會影響個人在社會能力及外表上的自

我認知（Zhao, Grasmuck, & Martin, 2008；Manago, Graham, Greenfield, & 

Salimkhan, 2008；de Vries & Kühne, 2015）。另外也有學者發現使用者會因為與

追蹤的人熟識程度不同，社會比較下會有不同影響，Lup、Trub 和 Rosenthal

（2015）透過社會比較探討 Instagram 使用與抑鬱感之間的關聯，發現比起追蹤

不認識的人，使用者追蹤較多認識的人或親友，較會激發社會比較的積極效

應。 

 

    根據第一章至第三章文獻探討，研究多發現女性比起男性，較多人使用

Instagram，調查多以大學生為主或含括年齡介於 12 至 25 歲的年輕族群，這次

研究會針對過去性別調查結果提出假設，假設高中女學生使用 Instagram 動機亦

高於男學生。La Greca & Lopez（1998）過去提到女性比起男性有較高社交焦慮

傾向，研究會提出高中女學生比起高中男學生有較高社交焦慮傾向，並進一步

將假設延伸至社交媒體焦慮，同時從不同背景探討學生在 Instagram 使用動機、

社交焦慮、社交媒體焦慮及社會比較上，是否有差異，並提出假設。 

    從第二章節文獻來看，社群媒體使用與社交焦慮、心理層面的探討，於國

內外學者的研究中，有不同的結果與發現，正向積極使用社群媒體可為使用者

帶來生活上的便利，倘若使用不妥則會引起負面影響，社群媒體使用與社交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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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存在相互關係。研究將區分為生活中的社交焦慮與社群媒體上的社交媒體焦

慮，以 Instagram 平台使用為主，探討社群媒體使用者與社交焦慮、社交媒體焦

慮之間的相關性，並提出假設。 

    根據第三章文獻探討，人們會於日常中不自覺產生比較心理，無論在職

場、課業、家庭等場域中，透過比較以反觀及評價自我，網路的出現與社群媒

體的產生，社會比較心理延續至這些平台，通過上述文獻發現近年研究者從不

同層面探討社群媒體與社會比較心理的關係，有不同的結果與發現。正向積極

的比較心理為使用者帶來鼓勵與進取，倘若是負面的比較心理，則有可能影響

心理、情緒。顯示社群媒體使用與社會比較可能存在相互關係，這次研究以

Instagram 平台使用為主，探討使用者與社會比較之間的相關性，其中社會比較

會以 Gibbons 和 Buunk（1999）能力與意見兩因素為研究變項，不會延伸探討

使用者比較心理與情緒之影響，擬定出問題與假設。並探討第二章節所提之社

交焦慮、社交媒體焦慮，與社會比較之間是否有相關。 

 

假設一：不同背景的高中生在 Instagram 使用、社交媒體焦慮、社會比較、社交 

    焦慮上有顯著差異。 

假設二：使用 Instagram 動機與社交焦慮間有顯著相關。 

假設三：使用 Instagram 動機與社交媒體焦慮間有顯著相關。 

假設四：社交焦慮與社交媒體焦慮間有顯著相關。 

假設五：使用 Instagram 動機與社會比較間有顯著相關。 

假設六：社交焦慮與社會比較間有顯著相關。 

假設七：社會比較與社交媒體焦慮間有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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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假設 

 

圖 3-1：研究架構 

 

 

 

 

 

 

 

 

 

 

 

 

 

 

 

 

 

 

 

 

 

 

 

研究以問卷調查方式，探討台灣高中生不同背景變項在 Instagram 使用與社

交焦慮、社交媒體焦慮及社會比較之間的相關性，擬定出研究架構及問題假

設，如圖 3-1 所示。 

使用 IG 動機： 

了解他人 

記錄生活 

尋求人氣 

創意發揮 

關係維持 

消磨時間 

社交焦慮： 

負向評價的恐懼 

新環境的社交迴避 

一般環境的社交迴避 

社交媒體焦慮： 

內容共享焦慮 

隱私關注焦慮 

互動焦慮 

自我評估焦慮 

社會比較： 

能力比較取向 

意見比較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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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一：不同背景的高中生在 Instagram 使用、社交媒體焦慮、社會比較、社交 

    焦慮上有顯著的差異。 

  1-1 高中女學生在 Instagram 使用動機上顯著高於高中男學生。 

  1-2 高中女學生在社交媒體焦慮上顯著高於高中男學生。 

    1-3 高中女學生在社會比較上顯著高於高中男學生。 

    1-4 高中女學生在社交焦慮上顯著高於高中男學生。 

    1-5 不同年級的高中生，在 Instagram 使用上有顯著差異。 

  1-6 不同年級的高中生，在社交媒體焦慮上有顯著差異。 

    1-7 不同年級的高中生，在社會比較上有顯著差異。 

  1-8 不同年級的高中生，在社交焦慮上有顯著差異。 

  1-9 不同家庭背景的高中生，在 Instagram 使用上有顯著差異。 

    1-10 不同家庭背景的高中生，在社交媒體焦慮上有顯著差異。 

  1-11 不同家庭背景的高中生，在社會比較上有顯著差異。 

  1-12 不同家庭背景的高中生，在社交焦慮上有顯著差異。 

假設二：使用 Instagram 動機與社交焦慮間有顯著相關。 

假設三：使用 Instagram 動機與社交媒體焦慮間有顯著相關。 

假設四：社交焦慮與社交媒體焦慮間有顯著相關。 

假設五：使用 Instagram 動機與社會比較間有顯著相關。 

假設六：社交焦慮與社會比較間有顯著相關。 

假設七：社會比較與社交媒體焦慮間有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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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調查與對象 

    研究將以問卷調查法為主，問卷調查法是讓研究者了解社會現況研究方式

之一，運用有效的問卷蒐集樣本，目的是蒐集和累積研究對象的各項資訊。調

查法雖然有其便利、快速且經濟效益等優點，但還是有其誤差性（宋曜廷等，

2012）。 

    研究以臺灣北北基地區，新北市、臺北市及基隆市的高中生為主要研究對

象，使用便利取樣之抽樣方式，透過電話訪問取得願意協助施測之人員，經 

聯繫後共計有 8 校 412 名高中學生進行問卷施測，經篩選去除無效資料後，得

有效問卷為 344 份（表 3-1）。 

表 3-1 有效樣本各年級與性別之人數分配表 

性別 高一 高二 高三 總和 

男生 75 37 19 131 

百分比 57.3% 28.2% 14.5% 100.0% 

女生 120 48 45 213 

百分比 56.3% 22.5% 21.1% 100.0% 

總計 195 85 64 344 

百分比 56.7% 24.7% 18.6%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三節 研究變項測量與分析 

    研究變項包括 Instagram 使用頻率及使用動機（了解他人、記錄生活、尋求

人氣、創意發揮、關係維持、消磨時間）、社交媒體焦慮（內容共享焦慮、隱

私關注焦慮、互動焦慮、自我評估焦慮）、社會比較（能力比較取向及意見比

較取向）、社交焦慮（負向評價的恐懼、對新環境的社交迴避、對一般環境的

社交迴避）以及使用者相關背景（性別、年級等）。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233

35 
 

    研究問卷分成四部分量表與基本資訊，均以李克特五點尺度量表（Likert 

Scale）為測量評分方式，範圍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第一部分量

表為使用者社群媒體平台－Instagram 的使用動機；第二部分為社交媒體焦慮量

表；第三部分為社會比較量表；第四部分為社交焦慮量表。 

 

    研究以 Sheldon 和 Bryant（2016）發展之 Instagram 量表，及汪志堅等人

（2013）提出之社群媒體使用動機量表為參考，擬定成 Instagram 使用動機量

表，將使用動機分為六項因素：包括「了解他人」、「記錄生活」、「尋求人

氣」、「創意發揮」、「關係維持」及「消磨時間」，量表共計 33 題。各分量

表說明分述如下： 

1.了解他人：透過 Instagram 了解他人的近況、社經地位、人際關係狀況等。 

2.記錄生活：發布圖片、文字與標題，紀錄生活中的片刻或值得紀念的事情。 

3.尋求人氣：獲得他人的支持、回應，吸引注意並提升自己受歡迎程度。 

4.創意發揮：以圖片為主，展現個人風格或拍攝技巧。 

5.關係維持：透過 Instagram 與朋友或認識的人保持關係。 

6.消磨時間：觀看貼文或在 Instagram 上從事活動以打發時間。 

 

    研究以 Alkis、Kadirhan 和 Sat（2017）所發展的社交媒體焦慮量表為測量

量表，根據使用者引起焦慮的原因，分為四項因素，包括「內容共享焦慮」、

「隱私關注焦慮」、「互動焦慮」及「自我評估焦慮」，量表共計 20 題。各分

量表說明分述如下： 

1.內容共享焦慮：個人或與社交有關的他人共享內容而產生的社交焦慮。 

2.隱私關注焦慮：在 Instagram 上揭露或分享個人資訊而產生焦慮。 

3.互動焦慮：在 Instagram 上與他人交流所產生的焦慮。 

4.自我評估焦慮：評估和查看自己，及他人在 Instagram 上對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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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 Gibbons 和 Buunk（1999）研究中發展出的社會比較量表，分為兩因

素，包含「能力比較取向」及「意見比較取向」，量表共計 11 題。各分量表說

明分述如下： 

1.能力比較取向：將相關自己的能力或表現與他人相比較。 

2.意見比較取向：將自己所做的事情或看法，與他人的看法相比較。 

 

    社交焦慮量表以 La Greca 和 Lopez（1998）發展的青少年社交焦慮量表

（social anxiety scale for adolescents），其包括三項因素，「負向評價恐懼」、

「新環境社交迴避」、「一般環境社交迴避」，量表共計 17 題。各分量表說明

分述如下： 

1.負向評價恐懼：對他人的負面評價或是嘲笑與鄙視所引起的恐懼、緊張。 

2.新環境社交迴避：對新環境或是不熟悉的人或事感到恐懼、緊張。 

3.一般環境社交迴避：對平常的人或事就容易感到恐懼、緊張。 

 

一、信度分析 

    本研究於 2021 年 3 月 29 日至 4 月 1 日進行問卷前測，於臺北市一所高中

之一年級兩個班級發放，男生 35 人，女生 34 人，回收有效問卷共 69 份。 

    研究使用 SPSS 25.0 進行統計分析。Nunnally（1978）提出，Cronbach’s α

值至少大於 0.7 以上才具有良好信度，結果發現本研究量表信度 Cronbach’s α

值皆高於 0.7，「Instagram 使用」Cronbach’s α值為 .977；「社交媒體焦慮」

Cronbach’s α值為 .977；「社會比較」Cronbach’s α值為 .813；「社交焦慮」

Cronbach’s α值為 . 945，顯示量表皆具良好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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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項目分析 

    研究問卷在前測問卷回收後進行極端組檢定決斷值及項目總計相關性分析

（表 3-2 至表 3-5），極端組檢定決斷值是以量表總分的前、後之 27%樣本為高

低分組，再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檢核題項鑑別度，若顯著值小於 .05 且 CR 值≥ 

3.0 則具鑑別度，t 值越高項目之鑑別度越高（周文欽，2002；吳明隆，

2013）；項目總計相關性分析是以量表各題項與量表總分之 Pearson 積差相關

係數，來判別與整體構面是否有一致性，若相關係數低於 .3 則建議剔除。經極

端組檢定決斷值及項目總計相關性分析後，剔除兩題較不具鑑別度之題目，為

社會比較量表中第 5 題「我不是經常與他人進行比較的人」，因其項目總計相

關性小於 .3，及社交焦慮量表中第 16 題「當和一群人在一起時，我會比較安

靜」，其極端組檢定決斷值小於 3.0，刪除兩題目後，再將正式問卷重新編碼。 

表 3-2「Instagram 使用」項目分析 

題目 極端組檢定

決斷值 

更正後項目

總計相關性 

a1 我會時常在 IG 上與朋友互動。 11.287*** .813 

a2 我會時常觀看好友在 IG 的動態及貼文。 6.924*** .694 

a3 我覺得使用 IG 很有趣。 6.252*** .698 

a4 我使用 IG 是為了追蹤好友。 4.397*** .524 

a5 我使用 IG 是為了觀看他人分享的資訊。 6.110*** .672 

a6 我常透過 IG 點讚他人的貼文。 4.660*** .647 

a7 我常透過 IG 瀏覽他人的貼文。 5.682*** .665 

a8 我會在 IG 上貼文，描繪自己的生活。 10.863*** .801 

a9 我會在 IG 上貼文，紀錄下特別的事情。 8.984*** .755 

a10 我會在 IG 上與他人分享我的生活。 10.883*** .820 

a11 我使用 IG 是因為可以紀錄自己的生活。 10.273*** .802 

a12 我使用 IG 是因為可以紀念特別的活動。 13.678*** .829 

a13 我使用 IG 是為了記住特別的事情。 9.239*** .762 

a14 我希望透過 IG 引起別人的注意。 8.617*** .770 

a15 我希望我在 IG 提出的話題，能吸引別人參與討 

論。 

9.667*** .799 

a16 我希望我在 IG 上的留言有很多回應。 7.552*** .735 

a17 我希望我在 IG 上的貼文有很多人按讚。 8.698*** .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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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8 我希望透過 IG 變得很有人氣。 9.296*** .748 

a19 我覺得使用 IG 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7.525*** .758 

a20 我覺得使用 IG 可以提升自我。 7.898*** .739 

a21 我使用 IG 是因為可以找尋和我有共同興趣的人。 12.418*** .874 

a22 我使用 IG 分享有藝術感的圖片。 7.435*** .709 

a23 我使用 IG 展現我的攝影技巧。 7.455*** .686 

a24 我使用 IG 跟不常見的朋友保持關係。 7.511*** .712 

a25 我使用 IG 跟朋友保持聯絡。 8.091*** .762 

a26 我使用 IG 找到失散的朋友。 8.023*** .629 

a27 我使用 IG 拓展社交網絡。 13.512*** .811 

a28 我使用 IG 認識新的朋友。 15.673*** .832 

a29 我使用 IG 接觸我感興趣的人。 22.552*** .868 

a30 我想透過 IG 拓展我的社交圈。 14.571*** .822 

a31 我會在 IG 上隨意瀏覽，打發時間。  3.879*** .511 

a32 無聊時，我會在 IG 上瀏覽頁面。 8.498*** .778 

a33 我會在 IG 上閱讀資訊當作休閒娛樂。 8.341*** .703 

*<.05，**<.01，***<.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3-3「社交媒體焦慮」項目分析 

題目 極端組檢定

決斷值 

更正後項目

總計相關性 

b1 我擔心別人會覺得我在 IG 上的行為很尷尬。 10.626*** .827 

b2 我擔心別人對我在 IG 分享的內容不以為意。 10.374*** .831 

b3 我擔心他人不喜歡我在 IG 分享的內容。 9.046*** .841 

b4 我擔心我的好友不會贊成我在 IG 的行為。 8.199*** .851 

b5 我擔心別人不贊成我在 IG 的行為。 11.159*** .821 

b6 當我的好友公開表達對我在 IG 分享的內容不以為

意時，我會感到不自在。 

11.843*** .888 

b7 我擔心在公開場合的情況下，好友會評判我在 IG

上分享的內容。 

10.663*** .883 

b8 別人在 IG 上獲取我的私人訊息的可能性，使我感 

到焦慮。 

11.756*** .810 

b9 公開分享我在 IG 上私人訊息的可能性，使我感到

焦慮。 

12.544*** .863 

b10 當我的朋友與我不認識的人分享我在 IG 的私人

訊息，我會感到不安。 

9.167*** .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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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 未經我的允許瀏覽我在 IG 的私人版面，我會感

到不安。 

9.186*** .757 

b12 對於 IG 軟體政策如何處理有關我的個人資訊，

使我感到焦慮。 

7.260*** .656 

b13 在 IG 與剛加入的人交談時，我會感到焦慮。 7.754*** .744 

b14 在 IG 與不太認識的人交談時，我會感到緊張。 9.024*** .784 

b15 在 IG 上結交新朋友時，我會感到不安。 8.552*** .713 

b16 在 IG 上與他人互動，使我感到害怕。 9.970*** .761 

b17 當我在 IG 上不得不和別人談論自己時，我會感

到緊張。 

9.233*** .862 

b18 對於如果在 IG 上會給他人留下負面印象時，我

會感到焦慮。 

8.731*** .873 

b19 我擔心在 IG 上的表現，他人對我有不好的印

象。 

12.585*** .865 

b20 我為因為在 IG 上的表現無法滿足他人的期望而

感到焦慮。 

9.700*** .823 

*<.05，**<.01，***<.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3-4「社會比較」項目分析 

題目 極端組檢定

決斷值 

更正後項目

總計相關性 

c1 我經常將親密的人（男友或女友、家庭成員等）的

表現與他人的表現進行比較。 

3.923*** .311 

c2 我時常將自己做事方式與他人做事方式相比較。 6.001*** .675 

c3 如果我想知道自己做某件事的表現好壞，會將自己

所做的成果與他人所做的成果進行比較。 

5.979*** .654 

c4 我經常將自己與他人的社交方面表現（例如:社交

技能、知名度）進行比較。 

3.160*** .321 

c5 我不是經常與他人進行比較的人。 3.402** .288  

（刪除） 

c6 在生活中，我經常將自己的成就與他人的成就進行

比較。 

5.190*** .547 

c7 我經常喜歡和別人談論彼此對事情的觀點和經驗。 4.562*** .586 

c8 我經常想知道與我面臨同樣問題的人的看法。 6.836***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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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9 我經常想知道跟我一樣處於類似情況的人會怎麼

做。 

5.529*** .686 

c10 如果我想了解更多關於某件事的訊息，我會試著

找出其他人對這件事的看法。 

4.852*** .575 

c11 我曾比較自己與他人的處境。 5.036*** .587 

*<.05，**<.01，***<.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3-5「社交焦慮」項目分析 

題目 極端組檢定

決斷值 

更正後項目

總計相關性 

d1 我會擔心別人怎麼說我。 8.271*** .821 

d2 我會擔心別人不喜歡我。 7.382*** .787 

d3 我會擔心別人怎麼看待我。 8.718*** .831 

d4 我經常覺得別人在取笑我。 6.858*** .759 

d5 我會擔心被別人取笑。 9.942*** .830 

d6 我會擔心同學在背後談論我。 3.280** .444 

d7 如果我與他人陷入爭議，我擔心對方不會喜歡

我。 

6.829*** .677 

d8 結識新朋友時，我會感到緊張。 7.260*** .706 

d9 面對不認識的人，我會感到害羞。 7.319*** .689 

d10 與不太熟識的人說話時，我會感到緊張。 7.564*** .693 

d11 當我和不認識的人在一起時，我會感到緊張。 8.990*** .810 

d12 我只和我認識的人交談。 3.703** .445 

d13 我會擔心在別人面前做不熟悉的事情。 7.260*** .717 

d14 對於要求別人幫我一起做事情，我覺得很困

難。 

6.435*** .767 

d15 我害怕邀請別人和我一起做事情，因為可能會

被拒絕。 

8.436*** .883 

d16 當和一群人在一起時，我會比較安靜。 2.863** 

（刪除） 

.425 

d17 即使和非常熟識的人在一起，我也會感到害

羞。 

3.688** .462 

*<.05，**<.01，***<.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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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正式問卷施測與回收統計表 

正式研究問卷於 2021 年 4 月 12 日至 5 月 7 日進行施測，以臺灣北北基地

區，新北市、臺北市及基隆市的高中生為主要發放對象，採便利取樣之抽樣方

式，於 8 校發放共計 450 份問卷（表 3-6），回收問卷有 412 份，回收率達

91.56%。之後扣除 21 份未使用 Instagram 者，因為未使用 Instagram 者之數量太

少，無法有效與有使用 Instagram 者相比較，因此本研究做為無效樣本，此外再

扣除未完整作答之問卷 47 份，經篩選去除無效樣本後，得有效問卷 344 份，問

卷可用率達 83.50%。 

表 3-6 正式問卷施測與回收統計表 

 發出份數 回收問卷 有效問卷 回收率 可用率 

總計 450 412 344 91.56% 83.5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因素分析 

    研究採用主成分因素分析法，因素轉軸採用直交轉軸法之最大變異法進行

量表的因素結構分析。經因素分析後，Instagram 使用（表 3-7）總量表信度

達 .963，六個分量表特徵值介於 2.17 至 5.56 之間，均大於 1，可解釋之總變異

量達 72.45%，各題在各因素之負荷量介於 .511 至 .852 之間，說明此量表包含

的六個因素都與 Instagram 使用有關。其中 a1「我會時常在 IG 上與朋友互動」

在 Sheldon 和 Bryant（2016）所設量表為「了解他人」因素，但研究經因素分

析後歸類為「記錄生活」；另 a20「我覺得使用 IG 可以提升自我」原量表為

「尋求人氣」因素，但經研究因素分析後歸類為「創意發揮」。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233

42 
 

表 3-7「Instagram 使用」因素分析 

問卷變項 因素負

荷值 

特徵值 解釋變異

（%） 

Cronbach’s 

α 

記錄生活  5.560 16.848 .948 

a9 我會在IG上貼文，紀錄下特別的事

情。 

.816    

a11 我使用IG是因為可以紀錄自己的生

活。 

.806    

a10 我會在IG上與他人分享我的生活。 .803    

a12 我使用IG是因為可以紀念特別的活

動。 

.760    

a13 我使用IG是為了記住特別的事情。 .756    

a8 我會在IG上貼文，描繪自己的生活。 .748    

a1 我會時常在IG上與朋友互動。 .511    

尋求人氣  5.330 16.150 .939 

a18 我希望透過IG變得很有人氣。 .828    

a17 我希望我在IG上的貼文有很多人按

讚。 

.820    

a16 我希望我在IG上的留言有很多回應。 .786    

a14 我希望透過IG引起別人的注意。 .776    

a15 我希望我在IG提出的話題，能吸引別

人參與討論。 

.729    

a19 我覺得使用IG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615    

關係維持  4.184 12.680 .903 

a28 我使用IG認識新的朋友。 .752    

a27 我使用IG拓展社交網絡。 .736    

a30 我想透過IG拓展我的社交圈。 .686    

a26 我使用IG找到失散的朋友。 .678    

a29 我使用IG接觸我感興趣的人。 .610    

a24 我使用IG跟不常見的朋友保持關係。 .554    

a25 我使用IG跟朋友保持聯絡。 .549    

了解他人  3.584 10.860 .839 

a7 我常透過 IG 瀏覽他人的貼文。 .756    

a5 我使用 IG 是為了觀看他人分享的資

訊。 

.700    

a4 我使用 IG 是為了追蹤好友。 .668    

a2 我會時常觀看好友在 IG 的動態及貼 .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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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a6 我常透過 IG 點讚他人的貼文。  .595    

a3 我覺得使用 IG 很有趣。 .545    

消磨時間  3.076 9.321 .920 

a33 我會在 IG 上閱讀資訊當作休閒娛樂。 .852    

a32 無聊時，我會在 IG 上瀏覽頁面。 .848    

a31 我會在 IG 上隨意瀏覽，打發時間。 .843    

創意發揮  2.176 6.593 .842 

a22 我使用 IG 分享有藝術感的圖片。 .717    

a23 我使用 IG 展現我的攝影技巧。 .605    

a20 我覺得使用 IG 可以提升自我。 .542    

a21 我使用 IG 是因為可以找尋和我有共同

興趣的人。 

.522    

  累積解釋變異（%）

72.452 

量表信度 

.96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 Alkis、Kadirhan 和 Sat（2017）所發展之社交媒體焦慮量表分為內容共

享焦慮、互動焦慮、隱私關注焦慮及自我評估焦慮四因素，經本研究因素分析

後，將內容共享焦慮與自我評估焦慮歸為一因素，這也與 Alkis 等人（2017）

當初在一開始研究探討，提出社交媒體焦慮量表分為三大面向（負面評估、隱

私問題和互動焦慮）相同。 

    社交媒體焦慮（表 3-8）總量表信度達 .955，三個分量表特徵值介於 3.72

至 5.80 之間，均大於 1，可解釋之總變異量達 72.34%，各題在各因素之負荷量

介於 .537 至 .872 之間，說明此量表包含的三個因素與社交媒體焦慮有關。其

中 b18「對於如果在 IG 上會給他人留下負面印象時，我會感到焦慮」原量表設

定為「自我評估焦慮」因素，經研究因素分析後，歸類為「互動焦慮」。 

表 3-8「社交媒體焦慮」因素分析 

問卷變項 因素負

荷值 

特徵值 解釋變異

（%） 

Cronbach’s 

α 

內容共享與自我評估焦慮  5.800 28.999 .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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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我擔心他人不喜歡我在IG分享的內

容。 

.867    

b4 我擔心我的好友不會贊成我在IG的行

為。 

.847    

b5 我擔心別人不贊成我在IG的行為。 .839    

b2 我擔心別人對我在IG分享的內容不以

為意。 

.803    

b1 我擔心別人會覺得我在IG上的行為很

尷尬。 

.744    

b6 當我的好友公開表達對我在IG分享的

內容不以為意時，我會感到不自在。 

.725    

b7 我擔心在公開場合的情況下，好友會

評判我在IG上分享的內容。 

.694    

b20 我為因為在IG上的表現無法滿足他人

的期望而感到焦慮。 

.566    

b19 我擔心在IG上的表現，他人對我有不

好的印象。 

.537    

互動焦慮  4.941 24.706 .923 

b15 在IG上結交新朋友時，我會感到不

安。 

.872    

b14 在IG與不太認識的人交談時，我會感

到緊張。 

.861    

b13 在IG與剛加入的人交談時，我會感到

焦慮。 

.804    

b16 在IG上與他人互動，使我感到害怕。 .780    

b17 當我在IG上不得不和別人談論自己

時，我會感到緊張。 

.750    

b18 對於如果在IG上會給他人留下負面印

象時，我會感到焦慮。 

.579    

隱私關注焦慮  3.728 18.641 .897 

b9 公開分享我在IG上私人訊息的可能

性，使我感到焦慮。 

.831    

b8 別人在IG上獲取我的私人訊息的可能

性，使我感到焦慮。 

.825    

b10 當我的朋友與我不認識的人分享我在

IG的私人訊息，我會感到不安。 

.789    

b11 未經我的允許瀏覽我在IG的私人版

面，我會感到不安。 

.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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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 對於IG軟體政策如何處理有關我的個

人資訊，使我感到焦慮。 

.596    

  累積解釋變異（%） 

72.346 

量表信度 

.95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社會比較（表 3-9）總量表信度達 .877，兩個分量表特徵值介於 3.26 至

3.37 之間，均大於 1，可解釋之總變異量達 66.44%，各題在各因素之負荷量介

於 .544 至 .912 之間，說明此量表包含的兩個因素與社會比較有關。量表因素

分析與 Gibbons 和 Buunk（1999）所發展之社會比較量表一致。 

表 3-9「社會比較」因素分析 

問卷變項 因素負

荷值 

特徵值 解釋變異

（%） 

Cronbach’s 

α 

意見比較  3.379 33.788 .869 

c8 我經常想知道跟我一樣處於類似情況

的人會怎麼做。 

.912    

c7 我經常想知道與我面臨同樣問題的人

的看法。 

.868    

c9 如果我想了解更多關於某件事的訊

息，我會試著找出其他人對這件事的看

法。 

.818    

c6 我經常喜歡和別人談論彼此對事情的

觀點和經驗。 

.765    

c10 我曾比較自己與他人的處境。 .544    

能力比較  3.266 32.659 .850 

c2 我時常將自己做事方式與他人做事方

式相比較。 

.793    

c1 我經常將親密的人（男友或女友、家

庭成員等）的表現與他人的表現進行比

較。 

.783    

c4 我經常將自己與他人的社交方面表現

（例如:社交技能、知名度）進行比較。 

.781    

c5 在生活中，我經常將自己的成就與他

人的成就進行比較。 

.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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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如果我想知道自己做某件事的表現好

壞，會將自己所做的成果與他人所做的成

果進行比較。 

.729    

  累積解釋變異（%） 

66.447 

量表信度 

.87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社交焦慮（表 3-10）總量表信度達 .934，三個分量表特徵值介於 2.71 至

5.62 之間，均大於 1，可解釋之總變異量達 75.61%，各題在各因素之負荷量介

於 .471 至 .903 之間，說明此量表包含的三個因素與社交焦慮有關。其中 d12

「我只和我認識的人交談」及 d13「我會擔心在別人面前做不熟悉的事情」在

La Greca 和 Lopez（1998）發展的青少年社交焦慮量表為「對新環境社交迴

避」，經本次分析後歸類為「一般環境社交迴避」因素。 

表 3-10「社交焦慮」因素分析 

問卷變項 因素負

荷值 

特徵值 解釋變異

（%） 

Cronbach’s 

α 

負向評價恐懼  5.624 35.147 .960 

d3 我會擔心別人怎麼看待我。 .903    

d2 我會擔心別人不喜歡我。 .901    

d1 我會擔心別人怎麼說我。 .889    

d5 我會擔心被別人取笑。 .860    

d7 如果我與他人陷入爭議，我擔心對方不

會喜歡我。 

.857    

d6 我會擔心同學在背後談論我。 .840    

d4 我經常覺得別人在取笑我。 .762    

對新環境社交迴避  3.763 23.517 .938 

d9 面對不認識的人，我會感到害羞。 .898    

d10 與不太熟識的人說話時，我會感到緊

張。 

.870    

d8 結識新朋友時，我會感到緊張。 .837    

d11 當我和不認識的人在一起時，我會感

到緊張。 

.821    

一般環境社交迴避  2.713 16.953 .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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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6 即使和非常熟識的人在一起，我也會

感到害羞。 

.772    

d15 我害怕邀請別人和我一起做事情，因

為可能會被拒絕。 

.759    

d14 對於要求別人幫我一起做事情，我覺

得很困難。 

.756    

d12 我只和我認識的人交談。 .581    

d13 我會擔心在別人面前做不熟悉的事

情。 

.471    

  累積解釋變異（%） 

75.618 

量表信度 

.93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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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此研究之因素分析結果，將研究架構重新調整（圖 3-2），其中社交媒體

焦慮分為內容共享與自我評估焦慮、隱私關注焦慮及互動焦慮，三個因素。 

 

圖 3-2 研究架構_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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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第一節 基本資料分析 

    問卷之預計施測人數為 450 人，共回收 412 份問卷，回收率為 91.56%； 

其中有效問卷為 344 份，佔抽樣總樣本之 76.44%。依性別、年級、家庭型態、

Instagram 使用等分析本研究之樣本結構，詳見表 4-1。 

表 4-1 有效樣本之結構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性 131 38.1% 

女性 213 61.9% 

年級   

高一 195 56.7% 

高二 85 24.7% 

高三 64 18.6% 

年齡   

15.00 52 15.1% 

16.00 148 43.0% 

17.00 90 26.2% 

18.00 54 15.7% 

家庭型態   

大家庭 13 3.8% 

三代同堂家庭 52 15.1% 

核心家庭 243 70.6% 

單親家庭 31 9.0% 

其他 5 1.5% 

使用 Instagram 多久   

一年以下 36 10.5% 

一年多 43 12.5% 

兩年多 66 19.2% 

三到五年 150 43.6% 

五年以上 49 14.2% 

Instagram 發文頻率   

每天 6 1.7% 

2 到 7 天 20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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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週到 3 週 35 10.2% 

1 個月到 2 個月 83 24.1% 

3 個月以上 148 43.0% 

從未發文 52 15.1% 

Instagram 粉絲人數   

50 人以下 31 9.0% 

51-100 人 51 14.8% 

101-150 人 61 17.7% 

151-200 人 37 10.8% 

201-250 人 39 11.3% 

251-300 人 30 8.7% 

301 人以上 95 27.6% 

Instagram 追蹤人數   

50 人以下 18 5.2% 

51-100 人 43 12.5% 

101-150 人 48 14.0% 

151-200 人 59 17.2% 

201-250 人 48 14.0% 

251-300 人 41 11.9% 

301 人以上 87 25.3% 

總計 344 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 4-1 來看本研究抽樣，依性別區分之男女比例約為 4:6，男生 131 人，

女生 213 人；依年級區分比例依序為一年級 56.7%，二年級 24.7%，三年級

18.6%；依年齡區分 15 歲 15.1%，16 歲 43.0%，17 歲 26.2%，18 歲 15.7%；依

家庭型態區分大家庭 3.8%，三代同堂家庭 15.1%，核心家庭 70.6%，單親家庭

9.0%，其他 1.5%，家庭型態中的其他選項，都為隔代教養家庭。因研究採取便

利取樣之方式取得樣本，因此年級比例上顯示出較大的落差。 

    在 Instagram 使用行為上，從使用 Instagram 多久來看，使用一年以下

10.5%，一年多 12.5%，兩年多 19.2%，三到五年 43.6%，五年以上 14.2%，從

比例來看，以使用三到五年為最多，使用一年以下最少；依 Instagram 發文頻率

來看，每天發文 1.7%，2 到 7 天發文 5.8%，1 到 3 週發文 10.2%，1 到 2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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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 24.1%，3 個月以上發文 43.0%，從未發文的有 15.1%，以發文頻率 3 個月

以上為最多，每天發文比例最少；依 Instagram 粉絲人數來看，粉絲 50 人以下

9.0%，51 至 100 人 14.8%，101 至 150 人 17.7%，151 至 200 人 10.8%，201 至

250 人 11.3%，251 至 300 人 8.7%，301 人以上佔 27.6%；依 Instagram 追蹤人

數來看，粉絲 50 人以下 5.2%，51 至 100 人 12.5%，101 至 150 人 14.0%，151

至 200 人 17.2%，201 至 250 人 14.0%，251 至 300 人 11.9%，301 人以上佔

25.3%，以粉絲人數與追蹤人數來看，粉絲人數及追蹤人數都是 301 人以上佔最

多，而粉絲人數有 251 至 300 人的比例最少，追蹤人數 50 人以下的比例最少。 

 

表 4-2  Instagram 平均使用時間 

 平均值 

平均平日一天（小時） 1.93 

平均週末一天（小時） 2.89 

平均一天（小時） 2.2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2 說明，高中學生平日一天平均使用 IG 時間為 1.89 個小時，假日平

均一天使用 2.89 個小時，看出學生使用 IG，假日的時間比平日大約多一個小

時。若以每日平均來看，學生一天花費在 IG 上的時間為 2.2 個小時。 

 

一、Instagram 使用動機 

IG 使用量表分為「了解他人」、「記錄生活」、「尋求人氣」、「創意發

揮」、「關係維持」及「消磨時間」六個層面，量表方式為 1 至 5，量表共計

33 題，量表總分最低者為 33 分，最高者得分為 165 分，分數愈高表示 IG 使用

動機越高。IG 使用動機如下表 4-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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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Instagram 使用 

分量表 分構面  題數 平均總分 標準差 單題平

均 

使用 IG 動機 了解他人  6 23.39 4.33 3.90 

 記錄生活  7 23.49 7.58 3.36 

 尋求人氣  6 16.97 6.16 2.83 

 創意發揮  4 11.92 3.67 2.98 

 關係維持  7 23.25 6.42 3.32 

 消磨時間  3 11.89 2.92 3.96 

總量表   33 110.90 25.24 3.36 

N=34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 4-3 可知，IG 使用動機以消磨時間最高，單題平均為 3.96 分；其次為

了解他人，單題平均為 3.90 分；尋求人氣動機最低，單題平均為 2.83 分。意即

高中生的 IG 使用動機中，用以消磨時間為多，而追求人氣的程度相對較低。 

 

二、社交媒體焦慮 

社交媒體焦慮量表分為「內容共享與自我評估焦慮」、「隱私關注焦慮」

及「互動焦慮」三個層面，量表方式為 1 至 5，量表共計 20 題，量表總分最低

者為 20 分，最高者得分為 94 分，分數愈高表示社交媒體焦慮程度越高。社交

媒體焦慮如下表 4-4 所示： 

表 4-4 社交媒體焦慮 

分量表 分構面 題數 平均總分 標準差 單題平均 

社交媒體焦慮 內容共享與 

自我評估焦慮 

9 24.95 7.84 2.77 

 隱私關注焦慮 5 15.54 5.20 2.82 

 互動焦慮 6 14.08 4.46 2.59 

總量表  20 54.58 15.37 2.73 

N=34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 4-4 可知，在社交媒體焦慮中以隱私關注焦慮程度最高，單題平均為

2.82 分；其次為內容共享與自我評估焦慮，單題平均為 2.77 分；互動焦慮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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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單題平均為 2.59 分。意即高中生的社交媒體焦慮，隱私關注的部分較易引

起焦慮，在 Instagram 上引起的互動焦慮相對較低。 

 

三、社會比較 

    社會比較量表分為「能力比較」及「意見比較」兩個層面，量表方式為 1

至 5，量表共計 10 題，量表總分最低者為 10 分，最高者得分為 50 分，分數愈

高表示社會比較程度越高。社會比較如下表 4-5 所示： 

表 4-5 社會比較 

分量表 分構面 題數 平均總分 標準差 單題平均 

社會比較 能力比較 5 15.09 3.86 3.02 

 意見比較 5 18.45 3.58 3.69 

總量表  10 33.54 6.42 3.35 

N=34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 4-4 可知，在社會比較中以意見比較程度較高，單題平均為 3.69 分。

意即現實中高中生在社會比較上，較易有意見比較的情形，在能力比較方面相

對低。 

 

四、社交焦慮 

    社交焦慮量表分為「負向評價恐懼」、「對新環境社交迴避」及「一般環

境社交迴避」三個層面，量表方式為 1 至 5，量表共計 16 題，量表總分最低者

為 16 分，最高者得分為 78 分，分數愈高表示社交焦慮程度越高。社交焦慮如

下表 4-6 所示： 

表 4-6 社交焦慮 

分量表 分構面 題數 平均總分 標準差 單題平均 

社交焦慮 負向評價恐懼 7 22.32 6.88 3.19 

 對新環境社交迴避 4 13.16 4.03 3.29 

 一般環境社交迴避 5 13.55 3.95 2.71 

總量表  16 49.03 12.30 3.06 

N=34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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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4-6 可知，在社交焦慮中以對新環境社交迴避的程度最高，單題平均

為 3.29 分；一般環境社交迴避最低，單題平均為 2.71 分。說明高中生在生活中

的社交焦慮，對於陌生或新環境引起的焦慮程度較高，在一般環境中引起的焦

慮相對較低。 

    研究所採用之 Instagram 使用量表（以下分析時，簡稱為 IG 使用）、社交

媒體焦慮量表、社會比較量表及社交焦慮量表之描述統計與相關矩陣如下表 4-7

所示。 

表 4-7 各量表的描述統計與相關矩陣 

構面 M 

（SD） 

α 題數 1 2 3 4 

1 IG 使用 3.36 

（.76） 

.963 33 1    

2 社交媒體焦慮 2.73 

（.77） 

.955 20 .358*** 1   

3 社會比較 3.35 

（.64） 

.877 10 .421*** .391*** 1  

4 社交焦慮 3.06 

（.76） 

.934 16 .185** .626*** .448*** 1 

*<.05，**<.01，***<.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格可以說明，各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在 .87 至 .96 之間，為可接受之

信度範圍。在各變項間相關部分，IG 使用分別與社交媒體焦慮、社會比較及社

交焦慮皆有顯著正相關，相關係數分別為 γ=.358，p< .001；γ=.421，p< .001，

γ=.185，p< .01。此外社交媒體焦慮分別與社會比較、社交焦慮也有顯著正相

關，相關係數分別為 γ=.391，p< .001；γ=.626，p< .001，其中以社交媒體焦慮

及社交焦慮相關程度較高。社會比較與社交焦慮也有顯著正相關，相關係數為

γ=.448，p< .001。此初步分析顯示，本研究結果符合研究之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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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一：不同背景的高中生在 Instagram 使用、社交媒體焦慮、社會比較、社交

焦慮上有顯著的差異。 

本節將分別分析不同性別、年級等高中生各在 Instagram 使用、社交媒體焦

慮、社會比較、社交焦慮之差異情形。 

 

假設 1-1 高中女學生在 Instagram 使用動機上顯著高於高中男學生。 

  以 t 檢定分析結果如表 4-8，不同性別之高中生在 IG 使用動機各分量表及

總量表所得之平均數與標準差。研究結果顯示不同性別之高中生在整體 IG 使用

動機上有顯著差異，其中「記錄生活」、「關係維持」及「消磨時間」分構面

上有顯著差異，高中女生在「記錄生活」、「關係維持」及「消磨時間」動機

上顯著高於高中男生。整體而言，高中女生在「IG 使用」得分顯著高於高中男

生，表示高中女生使用 IG 動機高於高中男生，得假設成立。 

表 4-8 不同性別之高中生 IG 使用多變量變異數分析及 t 檢定摘要表 

構面名稱 男 女 t 值 差異 

考驗 M SD M SD 

了解他人 22.85 4.46 23.72 4.23 1.815  

記錄生活 22.01 7.78 24.40 7.32 2.870** 女>男 

尋求人氣 16.97 6.68 16.96 5.84 .010  

創意發揮 11.66 3.98 12.08 3.47 1.025  

關係維持 22.17 6.71 23.92 6.16 2.466* 女>男 

消磨時間 11.31 3.25 12.24 2.64 2.763** 女>男 

IG 使用 107.14 27.29 113.38 23.87 2.137* 女>男 

*<.05，**<.01，***<.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假設 1-2 高中女學生在社交媒體焦慮上顯著高於高中男學生。 

  以 t 檢定分析結果如表 4-9，不同性別之高中生在社交媒體焦慮各分量表及

總量表所得之平均數與標準差。研究結果顯示不同性別之高中生在整體社交媒

體焦慮上有顯著差異，其中「隱私關注焦慮」及「互動焦慮」分構面上有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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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高中女生在「隱私關注焦慮」及「互動焦慮」上顯著高於高中男生。整

體而言，高中女生在「社交媒體焦慮」得分顯著高於高中男生，表示高中女生

使用 IG 上社交媒體焦慮程度高於高中男生，得假設成立。 

表 4-9 不同性別之高中生社交媒體焦慮多變量變異數分析及 t 檢定摘要表 

構面名稱 男 女 t 值 差異 

考驗 M SD M SD 

內容共享與自

我評估焦慮 

24.04 8.01 25.51 7.71 1.696  

隱私關注焦慮 14.35 5.27 16.28 5.03 3.381** 女>男 

互動焦慮 13.24 4.58 14.60 4.31 2.765** 女>男 

社交媒體焦慮 51.63 15.90 56.39 14.78 2.814** 女>男 

*<.05，**<.01，***<.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假設 1-3 高中女學生在社會比較上顯著高於高中男學生。 

    以 t 檢定分析結果如表 4-10，不同性別之高中生在社會比較各分量表及總

量表所得之平均數與標準差。研究結果顯示不同性別之高中生在整體社會比較

上有顯著差異，其中「能力比較」及「意見比較」分構面上有顯著差異，高中

女生在「能力比較」及「意見比較」上顯著高於高中男生。整體而言，高中女

生在「社會比較」得分顯著高於高中男生，表示高中女生在生活中的社會比較

程度高於高中男生，得假設成立。 

表 4-10 不同性別之高中生社會比較多變量變異數分析及 t 檢定摘要表 

構面名稱 男 女 t 值 差異 

考驗 M SD M SD 

能力比較 14.44 3.64 15.48 3.95 2.441* 女>男 

意見比較 17.83 3.29 18.84 3.70 2.544* 女>男 

社會比較 32.27 5.62 34.32 6.76 2.898** 女>男 

*<.05，**<.01，***<.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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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1-4 高中女學生在社交焦慮上顯著高於高中男學生。 

    以 t 檢定分析結果如表 4-11，不同性別之高中生在社交焦慮各分量表及總

量表所得之平均數與標準差。研究結果顯示不同性別之高中生在整體社交焦慮

上有顯著差異，其中「負向評價恐懼」及「對新環境社交迴避」分構面上有顯

著差異，高中女生在「負向評價恐懼」及「對新環境社交迴避」上顯著高於高

中男生。整體而言，高中女生在「社交焦慮」得分顯著高於高中男生，表示高

中女生在生活中社交焦慮程度高於高中男生，得假設成立。 

表 4-11 不同性別之高中生社交焦慮多變量變異數分析及 t 檢定摘要表 

構面名稱 男 女 t 值 差異 

考驗 M SD M SD 

負向評價恐懼 20.66 6.58 23.34 6.89 3.561*** 女>男 

對新環境社交

迴避 

12.20 3.92 13.76 3.98 3.538*** 女>男 

一般環境社交

迴避 

13.11 3.90 13.82 3.96 1.604  

社交焦慮 45.98 11.98 50.91 12.14 3.681*** 女>男 

*<.05，**<.01，***<.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假設 1-5 不同年級的高中生，在 Instagram 使用上有顯著差異。 

    研究以 IG 使用各分量表與總量表進行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不同年級之高

中生在 IG 使用動機六個分構面及總體上無顯著差異。結果如表 4-12 所示： 

表 4-12 不同年級之高中生 IG 使用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構面名稱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F 值 事後 

比較 

了解他人 M 23.55 23.19 23.16 .314  

SD 4.60 3.92 4.04 

記錄生活 M 23.06 24.01 24.10 .732  

SD 7.76 7.50 7.12 

尋求人氣 M 17.10 17.41 15.95 1.134  

SD 6.34 5.80 6.08 

創意發揮 M 11.74 11.78 12.62 1.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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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 3.65 3.53 3.91 

關係維持 M 23.68 22.80 22.55 1.021  

SD 6.73 6.06 5.90 

消磨時間 M 12.03 11.81 11.56 .657  

SD 2.93 2.84 2.99 

IG 使用 M 111.35 111.14 109.95 .073  

SD 26.53 24.48 23.12 

*<.05，**<.01，***<.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假設 1-6 不同年級的高中生，在社交媒體焦慮上有顯著差異。 

    研究以社交媒體焦慮各分量表與總量表進行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不同年

級高中生在社交媒體焦慮中三個分構面及總體上無顯著差異。結果如表 4-13 所

示： 

表 4-13 不同年級之高中生社交媒體焦慮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構面名稱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F 值 事後 

比較 

內容共享與自

我評估焦慮 

M 25.53 24.25 24.10 1.249  

SD 8.16 7.56 7.17 

互動焦慮 M 15.62 15.16 15.81 .330  

SD 5.06 5.57 5.17 

隱私關注焦慮 M 14.10 13.81 14.40 .325  

SD 4.47 4.49 4.42 

社交媒體焦慮 M 55.25 53.22 54.33 .524  

SD 15.31 16.02 14.77 

*<.05，**<.01，***<.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假設 1-7 不同年級的高中生，在社會比較上有顯著差異。 

    研究以社會比較各分量表與總量表進行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不同年級高

中生在社會比較中兩個分構面及總體上無顯著差異。結果如表 4-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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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不同年級之高中生社會比較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構面名稱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F 值 事後 

比較 

能力比較 M 15.36 14.54 14.97 1.379  

SD 3.96 3.90 3.46 

意見比較 M 18.61 18.21 18.30 .440  

SD 3.39 3.37 4.36 

社會比較 M 33.97 32.75 33.27 1.144  

SD 6.38 6.10 6.91 

*<.05，**<.01，***<.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假設 1-8 不同年級的高中生，在社交焦慮上有顯著差異。 

    研究以社交焦慮各分量表與總量表進行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不同年級高

中生在社交焦慮總體上無顯著差異，但其中「負向評價恐懼」構面上有顯著差

異，經雪費（Scheffé）事後比較，發現在「負向評價恐懼」高一得分顯著高於

高三。結果如表 4-15 所示： 

表 4-15 不同年級之高中生社交焦慮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構面名稱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F 值 事後 

比較 

負向評價恐懼 M 23.24 21.34 20.83 4.177* 高一>高三 

SD 6.87 6.40 7.20 

對新環境社交

迴避 

M 13.28 12.81 13.28 .427  

SD 4.04 3.93 4.14 

一般環境社交

迴避 

M 13.37 13.47 14.18 1.042  

SD 3.93 3.99 3.93 

社交焦慮 M 49.89 47.62 48.29 1.149  

SD 12.00 12.41 13.00 

*<.05，**<.01，***<.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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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1-9 不同家庭背景的高中生，在 Instagram 使用上有顯著差異。 

    研究以 IG 使用各分量表與總量表進行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不同家庭型態

的高中生在 IG 使用六個分構面及總體上無顯著差異。結果如表 4-16 所示： 

表 4-16 不同家庭型態之高中生 IG 使用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構面名稱  大家庭 三代同

堂家庭 

核心 

家庭 

單親

家庭 

其他 F 值 事後 

比較 

了解他人 M 24.38 23.05 23.46 23.32 21.00 .643  

SD 3.59 4.60 4.42 3.34 4.89 

記錄生活 M 26.15 22.65 23.48 24.19 21.20 .738  

SD 7.38 7.39 7.57 7.91 9.20 

尋求人氣 M 18.15 16.73 16.87 17.80 15.60 .356  

SD 6.09 5.40 6.29 6.23 8.79 

創意發揮 M 12.84 11.71 11.93 11.77 11.60 .268  

SD 3.43 3.33 3.74 3.26 7.02 

關係維持 M 25.46 23.07 23.26 22.70 22.00 .493  

SD 7.11 6.29 6.31 7.13 8.68 

消磨時間 M 13.07 11.75 11.83 12.42 9.6 1.620  

SD 2.01 2.93 3.00 1.94 4.82 

IG 使用 M 120.08 108.98 111.04 112.22 101.00 .709  

SD 25.69 23.30 25.67 24.47 37.66 

*<.05，**<.01，***<.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假設 1-10 不同家庭背景的高中生，在社交媒體焦慮上有顯著差異。 

研究以社交媒體焦慮各分量表與總量表進行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不同家

庭型態的高中生在社交媒體焦慮三個分構面及總體上無顯著差異。結果如表 4-

17 所示： 

表 4-17 不同家庭型態之高中生社交媒體焦慮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構面名稱  大家庭 三代同

堂家庭 

核心 

家庭 

單親

家庭 

其他 F 值 事後 

比較 

內容共享

與自我評

估焦慮 

M 23.69 26.06 24.85 24.84 22.20 .504  

SD 8.09 6.02 8.09 8.87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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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焦慮 M 13.69 17.02 15.40 14.87 15.80 1.641  

SD 6.36 3.86 5.33 5.64 2.04 

隱私關注

焦慮 

M 14.15 14.90 13.98 13.68 13.20 .586  

SD 4.70 3.36 4.61 4.99 2.94 

社交媒體

焦慮 

M 51.54 57.98 54.23 53.38 51.20 .900  

SD 16.86 10.60 15.94 17.40 10.47 

*<.05，**<.01，***<.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假設 1-11 不同家庭背景的高中生，在社會比較上有顯著差異。 

研究以社會比較各分量表與總量表進行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不同家庭型

態的高中生在社會比較兩個分構面及總體上無顯著差異。結果如表 4-18 所示： 

表 4-18 不同家庭型態之高中生社會比較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構面名稱  大家庭 三代同

堂家庭 

核心 

家庭 

單親

家庭 

其他 F 值 事後 

比較 

能力比較 M 15.85 15.65 14.93 15.39 13.00 .914  

SD 3.89 3.01 4.09 3.40 2.83 

意見比較 M 20.54 18.00 18.44 18.61 17.20 1.487  

SD 3.30 3.10 3.72 3.18 3.19 

社會比較 M 36.38 33.65 33.37 34.00 30.2 1.061  

SD 6.38 4.97 6.83 5.54 0.44 

*<.05，**<.01，***<.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假設 1-12 不同家庭背景的高中生，在社交焦慮上有顯著差異。 

研究以社交焦慮各分量表與總量表進行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不同家庭型

態的高中生在社交焦慮三個分構面及總體上無顯著差異。結果如表 4-19 所示： 

表 4-19 不同家庭型態之高中生社交焦慮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構面名稱  大家庭 三代同

堂家庭 

核心 

家庭 

單親

家庭 

其他 F 值 事後 

比較 

負向評價

恐懼 

M 20.30 23.96 22.09 23.22 16.20 2.235  

SD 9.24 5.22 7.04 6.51 6.61 

對新環境

社交迴避 

M 11.76 13.51 13.13 13.45 12.60 .554  

SD 5.70 3.64 4.06 3.87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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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環境

社交迴避 

M 11.77 14.25 13.55 12.97 14.40 1.297  

SD 4.04 3.35 4.13 3.31 3.13 

社交焦慮 M 43.84 51.73 48.77 49.64 43.20 1.539  

SD 17.13 9.45 12.81 9.52 10.75 

*<.05，**<.01，***<.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二節 社交焦慮與影響因素 

    相關分析適用於兩變數均為連續變數的時候，相關係數表示變項間的關聯

程度（吳明隆，2013），從此節開始將探討高中學生在 IG 使用、社交媒體焦

慮、社會比較與社交焦慮彼此之間的相關程度，研究以 Pearson 積差相關來檢

驗高中生 IG 使用、社交媒體焦慮、社會比較與社交焦慮是否兩兩存在相關。此

外，也將在探討 IG 使用、社交媒體焦慮、社會比較及社交媒體焦慮之間是否有

預測力。若 IG 使用、社交媒體焦慮、社會比較與社交焦慮兩兩存在相關且皆有

顯著性，研究將進一步以逐步多元迴歸分析了解高中生的 IG 使用、社交媒體焦

慮、社會比較與社交焦慮，共十四個變項，各變項間的預測能力。 

 

假設二：使用 Instagram 動機與社交焦慮間有顯著相關。 

（一）IG 使用與社交焦慮相關分析 

表 4-20 高中生使用 IG 與社交焦慮之相關矩陣表（N=344） 

 負向評價恐懼 對新環境社交

迴避 

一般環境社交

迴避 

社交焦慮 

了解他人 .240*** .083 -.030 .152** 

記錄生活 .154** .007 -.056 .070 

尋求人氣 .286*** .105 .101 .227*** 

創意發揮 .196*** .083 .063 .157** 

關係維持 .271*** .055 .010 .173** 

消磨時間 .230*** .052 -.023 .139* 

使用 IG .281*** .073 .014 .185** 

*<.05，**<.01，***<.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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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 之資料說明如下： 

IG 使用與社交焦慮各構面的關係 

    高中生的整體 IG 使用與社交焦慮三個構面（負向評價恐懼、對新環境社交

迴避、一般環境社交迴避）之間，在「負向評價恐懼」呈現顯著正相關

（r= .281，p< .001），而 IG 使用六個分構面與社交焦慮三個分構面之間，以

「尋求人氣」與「負向評價恐懼」的相關最高（r= .286，p< .001），「記錄生

活」與「對新環境社交迴避」的相關最低（r= .007，無顯著）。就整體趨勢而

言，IG 使用量表得分愈高的高中生，其在社交焦慮中負向評價恐懼各構面上得

分愈高，達顯著性。 

 

IG 使用與整體社交焦慮的關係 

    高中生的 IG 使用與整體社交焦慮呈現顯著正相關（p< .01），相關係 

數為 .185，IG 使用的六個分構面與社交焦慮間，部分達顯著正相關

（p< .01），相關係數介於範圍 .070 至 .227 間，其中以「尋求人氣」與社交焦

慮的相關最高（r= .227，p< .001），「記錄生活」與社交焦慮的相關最低 

（r=.070，無顯著）。本研究結果發現，若高中生 IG 使用得分愈高，則社交焦

慮的得分愈高，從相關分析的結果說明兩者之間呈現顯著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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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 IG 與社交焦慮間是否有預測力 

表 4-21 使用 IG 與社交焦慮之預測分析結果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共線性統計 

 增加量 

（△R2） 

B 標準誤 Beta 

β 

t 容差 VIF 

IG 使用對社交焦慮之預測分析 

（常數）  43.636 2.179  20.023   

尋求人氣 .051 .649 .141 .325*** 4.617 .553 1.809 

記錄生活 .012 -.239 .114 -.147* -2.090 .553 1.809 

 R= .252；R2= .063；調整後 R2= .058 

社交焦慮對 IG 使用之預測分析 

（常數）  95.381 5.243  18.193   

負向評價

恐懼 

.079 1.294 .215 .353*** 6.018 .777 1.287 

一般環境

社交迴避 

.018 -.978 .375 -.153** -2.611 .777 1.287 

 R= .312；R2= .097；調整後 R2= .092 

*<.05，**<.01，***<.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經逐步多元迴歸分析結果（表 4-21），IG 使用中六個層面能有效預測社交

焦慮的自變項有兩個，依進入迴歸模式的順序分別為「尋求人氣」、「記錄生

活」，兩個預測變項與效標變項的多元相關係數為 .252，決定係數為 .063，表

示進入迴歸模式的三個自變項可以解釋社交焦慮有 6.3%的變異量，尋求人氣及

記錄生活個別解釋力為 5.1% 及 1.2%。從標準化迴歸係數來看，預測變項的 β

值分別為 .325 及 -.147，尋求人氣為正數，表示其對社交焦慮的影響為正向，

記錄生活為負數，表示其對社交焦慮的影響為負向。表示使用 IG 以尋求人氣為

動機越高，會提高社交焦慮程度，而使用 IG 以記錄生活為動機越高，會減低社

交焦慮，其中以尋求人氣的解釋力較高（△R2=.051），記錄生活的解釋力較低

弱。 

    以社交焦慮預測 IG 使用，社交焦慮中三個層面能有效預測社交焦慮的自變

項有兩個，依進入迴歸模式的順序分別為「負向評價恐懼」及「一般環境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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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避」，兩個預測變項與效標變項的多元相關係數為 .312，決定係數為 .097，

表示進入迴歸模式的三個自變項可以解釋社交焦慮有 9.7%的變異量，負向評價

恐懼及一般環境社交迴避個別解釋力為 7.9%及 1.8%。從標準化迴歸係數來

看，預測變項的 β值分別為 .353 及 -.153，負向評價恐懼為正數，表示其對 IG

使用動機的影響為正向，一般環境社交迴避為負數，表示其對 IG 使用動機的影

響為負向。表示負向評價恐懼越高，提高 IG 使用動機，而對一般環境社交迴避

分數越高，會減低 IG 使用動機。其中以負向評價恐懼的解釋力較高（△

R2=.079），一般環境社交迴避的解釋力較低弱。 

 

第三節 社交媒體焦慮與影響因素 

 

假設三：使用 Instagram 動機與社交媒體焦慮間有顯著相關。 

（一）IG 使用與社交媒體焦慮相關分析 

表 4-22 高中生使用 IG 與社交媒體焦慮之相關矩陣表（N=344） 

 內容共享與 

自我評估焦慮 

互動焦慮 隱私關注焦慮 社交媒體焦慮 

了解他人 .257*** .102 .109* .197*** 

記錄生活 .318*** .103 .185** .251*** 

尋求人氣 .497*** .274*** .235*** .415*** 

創意發揮 .359*** .240*** .245*** .336*** 

關係維持 .401*** .186** .195*** .324*** 

消磨時間 .197*** .061 .032 .131* 

使用 IG .439*** .205*** .221*** .358*** 

*<.05，**<.01，***<.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22 之資料說明如下： 

IG 使用與社交媒體焦慮各構面的關係 

    高中生的整體 IG 使用與社交媒體焦慮三個構面（內容共享與自我評估焦

慮、互動焦慮、隱私關注焦慮）之間，在三個構面皆呈現顯著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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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001），而 IG 使用六個分構面與社交媒體焦慮三個分構面之間，以「尋

求人氣」與「內容共享與自我評估焦慮」的相關最高（r= .497，p< .001），

「消磨時間」與「隱私關注焦慮」的相關最低（r= .032）。就整體趨勢而言，

IG 使用量表得分愈高的高中生，其在社交媒體焦慮中各構面上得分愈高，達顯

著性。 

  

IG 使用與整體社交媒體焦慮的關係 

    高中生的 IG 使用與整體社交媒體焦慮呈現顯著正相關（p< .001），相關

係數為 .358，IG 使用的六個分構面與社交媒體焦慮間，均達顯著正相關

（p< .05），相關係數介於範圍 .131 至 .415 間，其中以「尋求人氣」與社交媒

體焦慮的相關最高（r= .415，p< .001），「消磨時間」與社交媒體焦慮的相關

最低（r= .131，p< .05）。本研究結果發現，若高中生 IG 使用得分愈高，則社

交媒體焦慮的得分愈高，從相關分析的結果說明兩者之間呈現顯著正相關。 

 

（二）使用 IG 與社交媒體焦慮間是否有預測力 

表 4-23 使用 IG 與社交媒體焦慮之預測分析結果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共線性統計 

 增加量 

（△R2） 

B 標準誤 Beta 

β 

t 容差 VIF 

IG 使用對社交媒體焦慮之預測分析 

（常數）  37.049 2.213  16.738   

尋求人氣 .172 1.033 .123 .415*** 8.425 1.000 1.000 

 R= .415；R2= .172；調整後 R2= .169 

*<.05，**<.01，***<.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經逐步多元迴歸分析結果（表 4-23），IG 使用中六個層面能有效預測社交

媒體焦慮的自變項有一個，依進入迴歸模式的為「尋求人氣」，預測變項與效

標變項的多元相關係數為 .415，決定係數為 .172，表示進入迴歸模式的自變項

可以解釋社交媒體焦慮有 17.2%的變異量。從標準化迴歸係數來看，預測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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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β值分為 .415，為正數，表示其對社交媒體焦慮的影響為正向，表示使用 IG

以尋求人氣為動機越高，會提高社交媒體焦慮程度。 

 

假設四：社交焦慮與社交媒體焦慮間有顯著相關。 

（一）社交焦慮與社交媒體焦慮相關分析 

表 4-24 高中生社交媒體焦慮與社交焦慮之相關矩陣表（N=344） 

 負向評價恐懼 對新環境社交

迴避 

一般環境社交

迴避 

社交焦慮 

內容共享與自

我評估焦慮 

.558*** .377*** .415*** .570*** 

互動焦慮 .485*** .517*** .528*** .610*** 

隱私關注焦慮 .384*** .331*** .371*** .443*** 

社交媒體焦慮 .561*** .464*** .498*** .626*** 

*<.05，**<.01，***<.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24 之資料說明如下： 

社交焦慮與社交媒體焦慮各構面的關係 

    高中生的整體社交焦慮與社交媒體焦慮三個構面（內容共享與自我評估焦

慮、互動焦慮、隱私關注焦慮）之間，在三個構面皆呈現顯著正相關

（p< .001），而社交焦慮三個分構面與社交媒體焦慮三個分構面之間，以「負

向評價恐懼」與「內容共享與自我評估焦慮」的相關最高（r= .558，

p< .001），「對新環境社交迴避」與「隱私關注焦慮」的相關最低（r= .331，

p< .001）。就整體趨勢而言，社交焦慮量表得分愈高的高中生，其在社交媒體

焦慮中各構面上得分愈高，達顯著性。 

 

社交焦慮與整體社交媒體焦慮的關係 

    高中生的社交焦慮與整體社交媒體焦慮呈現顯著正相關（p< .001），相關

係數為 .626，社交焦慮的三個分構面與社交媒體焦慮間，均達顯著正相關

（p< .001），相關係數介於範圍 .464 至 .561 間，其中以「負向評價恐懼」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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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體焦慮的相關最高（r= .561，p< .001），「對新環境社交迴避」與社交

媒體焦慮的相關最低（r= .464，p< .001）。研究結果發現，若高中生社交焦慮

得分愈高，其社交媒體焦慮的得分愈高，從相關分析的結果說明兩者之間呈現

顯著正相關。 

 

（二）社交焦慮與社交媒體焦慮間是否有預測力 

表 4-25 社交焦慮與社交媒體焦慮之預測分析結果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共線性統計 

 增加量 

（△R2） 

B 標準誤 Beta 

β 

t 容差 VIF 

社交焦慮對社交媒體焦慮之預測分析 

（常數）  16.221 2.691  6.028   

負向評價

恐懼 

.314 .846 .113 .379*** 7.495 .696 1.437 

一般環境

社交迴避 

.070 .947 .207 .243*** 4.569 .627 1.596 

對新環境

社交迴避 

.011 .505 .208 .133* 2.432 .599 1.668 

 R= .629；R2= .395；調整後 R2= .390 

社交媒體焦慮對社交焦慮之預測分析 

（常數）  22.315 1.791  12.462   

互動焦慮 .372 .981 .130 .415*** 7.517 .557 1.794 

內容共享

與自我評

估焦慮 

.048 .460 .087 .293*** 5.311 .557 1.794 

 R= .648；R2= .420；調整後 R2= .417 

*<.05，**<.01，***<.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經逐步多元迴歸分析結果（表 4-25），社交焦慮中三個層面都能有效預測

社交媒體焦慮，依進入迴歸模式的順序分別為「負向評價恐懼」、「一般環境

社交迴避」及「對新環境社交迴避」，三個預測變項與效標變項的多元相關係

數為 .629，決定係數為 .395，表示進入迴歸模式的三個自變項可以解釋社交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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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焦慮有 39.5%的變異量，負向評價恐懼、一般環境社交迴避及對新環境社交

迴避個別解釋力為 31.4%、7.0%及 1.1%。從標準化迴歸係數來看，預測變項的

β值分別為 .379、.243 及 .133，負向評價恐懼、一般環境社交迴避及對新環境

社交迴避，均為正數，表示對社交媒體焦慮的影響為正向。說明社交焦慮中負

向評價恐懼、一般環境社交迴避及對新環境社交迴避分數越高，會提高社交媒

體焦慮。以負向評價恐懼的解釋力較高（△R2=.314），對新環境社交迴避的解

釋力較低弱。 

    以社交媒體焦慮預測社交焦慮，其中三個層面能有效預測社交焦慮的自變

項有兩個，依進入迴歸模式的順序分別為「互動焦慮」及「內容共享與自我評

估焦慮」，兩個預測變項與效標變項的多元相關係數為 .648，決定係數

為 .420，表示進入迴歸模式的兩個自變項可以解釋社會比較有 42.0%的變異

量，互動焦慮、內容共享與自我評估焦慮，個別解釋力為 37.2%及 4.8%。從標

準化迴歸係數來看，預測變項的 β值分別為 .415 及 .293，互動焦慮、內容共

享與自我評估焦慮，均為正數，表示對社交焦慮的影響為正向。說明互動焦

慮、內容共享與自我評估焦慮傾向越高，會提高生活中社交焦慮程度。以互動

焦慮的解釋力較高（△R2=.372），內容共享與自我評估焦慮的解釋力較低弱。 

 

第四節 社會比較與影響因素 

 

假設五：使用 Instagram 動機與社會比較間有顯著相關。 

（一）IG 使用與社會比較相關分析 

表 4-26 高中生使用 IG 與社會比較之相關矩陣表（N=344） 

 能力比較 意見比較 社會比較 

了解他人 .271*** .240*** .297*** 

記錄生活 .293*** .268*** .326*** 

尋求人氣 .408*** .230***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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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發揮 .308*** .291*** .348*** 

關係維持 .345*** .294*** .372*** 

消磨時間 .266*** .285*** .319*** 

使用 IG .398*** .326*** .421*** 

*<.05，**<.01，***<.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26 之資料說明如下： 

IG 使用與社會比較各構面的關係 

    高中生的整體 IG 使用與社會比較兩個構面（能力比較、意見比較）之間，

在兩個構面皆呈現顯著正相關（p< .001），而 IG 使用六個分構面與社會比較

兩個分構面之間，以「尋求人氣」與「能力比較」的相關最高（r= .408，

p< .001），「尋求人氣」與「意見比較」的相關最低（r= .230，p< .001）。就

整體趨勢而言，IG 使用量表得分愈高的高中生，其在社會比較中各構面上得分

愈高，達顯著性。 

 

IG 使用與整體社會比較的關係 

    高中生的 IG 使用與整體社會比較呈現顯著正相關（p< .001），相關係數

為 .421，IG 使用的六個分構面與社會比較間，均達顯著正相關（p< .001），

相關係數介於範圍 .297 至 .374 間，其中以「尋求人氣」與社會比較的相關最

高（r= .374，p< .001），「了解他人」與社會比較的相關最低（r= .297，

p< .001）。研究結果發現，若高中生 IG 使用得分愈高，其社會比較的得分愈

高，從相關分析的結果說明兩者之間呈現顯著正相關。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233

71 
 

（二）使用 IG 與社會比較間是否有預測力 

表 4-27 使用 IG 與社會比較之預測分析結果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共線性統計 

 增加量 

（△R2） 

B 標準誤 Beta 

β 

t 容差 VIF 

IG 使用對社會比較之預測分析 

（常數）  22.097 1.409  15.680   

尋求人氣 .140 .320 .053 .307*** 6.032 .916 1.092 

消磨時間 .049 .506 .112 .230*** 4.516 .916 1.092 

 R= .434；R2= .189；調整後 R2= .184 

社會比較對 IG 使用之預測分析 

（常數）  57.578 6.846  8.411   

能力比較 .159 2.050 .368 .315*** 5.574 .763 1.311 

意見比較 .023 1.219 .399 .172** 3.056 .763 1.311 

 R= .426；R2= .181；調整後 R2= .177 

*<.05，**<.01，***<.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經逐步多元迴歸分析結果（表 4-27），IG 使用中兩個層面能有效預測社會

比較的自變項有兩個，依進入迴歸模式的順序分別為「尋求人氣」及「消磨時

間」，兩個預測變項與效標變項的多元相關係數為 .434，決定係數為 .189，表

示進入迴歸模式的兩個自變項可以解釋社交焦慮有 18.9%的變異量，尋求人氣

及消磨時間個別解釋力為 14.0%及 4.9%。從標準化迴歸係數來看，預測變項的

β值分別為 .307、.230，尋求人氣及消磨時間均為正數，表示其對社會比較的

影響為正向。說明使用 IG 以尋求人氣及消磨時間為動機越高，會提高社會比較

傾向。其中以尋求人氣的解釋力較高（△R2=.140），消磨時間的解釋力較低

弱。 

    以社會比較預測 IG 使用，其中兩個層面能有效預測社交焦慮的自變項，依

進入迴歸模式的順序分別為「能力比較」及「意見比較」，兩個預測變項與效

標變項的多元相關係數為 .426，決定係數為 .181，表示進入迴歸模式的兩個自

變項可以解釋社會比較 18.1%的變異量，能力比較及意見比較個別解釋力為

15.9%及 2.3%。從標準化迴歸係數來看，預測變項的 β值分別為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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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172，能力比較及意見比較均為正數，表示對 IG 使用動機的影響為正向。

說明能力比較及意見比較傾向越高，會提高 IG 使用動機。其中以能力比較的解

釋力較高（△R2=.159），意見比較的解釋力較低弱。 

 

假設六：社交焦慮與社會比較間有顯著相關。 

（一）社交焦慮與社會比較相關分析 

表 4-28 高中生社會比較與社交焦慮之相關矩陣表（N=344） 

 負向評價恐懼 對新環境社交

迴避 

一般環境社交

迴避 

社交焦慮 

能力比較 .568*** .267*** .256*** .488*** 

意見比較 .358*** .225*** .006 .276*** 

社會比較 .542*** .287*** .157** .448*** 

*<.05，**<.01，***<.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28 之資料說明如下： 

社交焦慮與社會比較各構面的關係 

    高中生的社交焦慮與社會比較兩個構面（能力比較、意見比較）之間，在

兩個構面皆呈現顯著正相關（p< .001），而社交焦慮三個分構面與社會比較兩

個分構面之間，以「負向評價恐懼」與「能力比較」的相關最高（r= .568，

p< .001），「一般環境社交迴避」與「意見比較」的相關最低（r= .006，無顯

著）。就整體趨勢而言，IG 使用量表得分愈高的高中生，其在社會比較中各構

面上得分愈高，亦即 IG 使用動機愈高的高中生，其生活中能力比較與意見比較

的傾向可能越高。 

社交焦慮與整體社會比較的關係 

    高中生的社交焦慮與整體社會比較呈現顯著正相關（p< .001），相關係數

為 .421，社交焦慮的三個分構面與社會比較間，均達顯著正相關（p< .001），

相關係數介於範圍 .157 至 .542 間，其中以「負向評價恐懼」與社會比較的相

關最高（r= .542，p< .001），「一般環境社交迴避」與社會比較的相關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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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157，p< .001）。研究結果發現，若高中生社交焦慮得分愈高，其社會比

較的得分愈高，從相關分析結果說明兩者之間呈現顯著正相關，意即生活中社

交焦慮愈高的高中生，其生活中愈有社會比較的傾向可能。 

 

（二）社會比較與社交焦慮間是否有預測力 

表 4-29 社會比較與社交焦慮之預測分析結果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共線性統計 

 增加量 

（△R2） 

B 標準誤 Beta 

β 

t 容差 VIF 

社會比較對社交焦慮之預測分析 

（常數）  25.626 2.338  10.961   

能力比較 .238 1.552 .150 .488*** 10.336 1.000 1.000 

 R= .488；R2= .238；調整後 R2= .236 

社交焦慮對社會比較之預測分析 

（常數）  23.803 1.164  20.453   

負向評價

恐懼 

.294 .560 .048 .601*** 11.755 .778 1.285 

一般環境

社交迴避 

.012 -.204 .083 -.126* -2.461 .778 1.285 

 R= .553；R2= .306；調整後 R2= .302 

*<.05，**<.01，***<.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經逐步多元迴歸分析結果（表 4-29），社會比較中兩個層面能有效預測社

交焦慮的自變項有一個，依進入迴歸模式的為「能力比較」，預測變項與效標

變項的多元相關係數為 .488，決定係數為 .238，表示進入迴歸模式的自變項可

以解釋社交媒體焦慮有 23.8%的變異量。從標準化迴歸係數來看，預測變項的 β

值為 .488，為正數，表示能力比較對社交焦慮的影響為正向。說明能力比較傾

向越高，會提高社交焦慮。 

    以社交焦慮預測社會比較，社交焦慮中三個層面能有效預測社會比較的自

變項有兩個，依進入迴歸模式的順序分別為「負向評價恐懼」、「一般環境社

交迴避」，兩個預測變項與效標變項的多元相關係數為 .553，決定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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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306，表示進入迴歸模式的三個自變項可以解釋社交媒體焦慮有 30.6%的變

異量，負向評價恐懼及一般環境社交迴避個別解釋力為 29.4%及 1.2%。從標準

化迴歸係數來看，預測變項的 β值分別為 .601 及-.126，負向評價恐懼為正數，

表示對社會比較的影響為正向，一般環境社交迴避為負數，表示對社會比較的

影響為負向。說明社交焦慮中，負向評價恐懼越高，會提高社會比較；而一般

環境社交迴避越高，會降低社會比較。其中以負向評價恐懼的解釋力較高（△

R2=.294），一般環境社交迴避的解釋力較低弱。 

 

假設七：社會比較與社交媒體焦慮間有顯著相關。 

（一）社會比較與社交媒體焦慮相關分析 

表 4-30 高中生社交媒體焦慮與社會比較之相關矩陣表（N=344） 

 能力比較 意見比較 社會比較 

內容共享與自我

評估焦慮 

.480*** .204*** .403*** 

互動焦慮 .356*** .148** .297*** 

隱私關注焦慮 .327*** .170** .292*** 

社交媒體焦慮 .461*** .204*** .391*** 

*<.05，**<.01，***<.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30 之資料說明如下： 

社交媒體焦慮與社會比較各構面的關係 

    高中生的社交媒體焦慮與社會比較兩個構面（能力比較、意見比較）之

間，在兩個構面皆呈現顯著正相關（p< .001），而社交媒體焦慮三個分構面與

社會比較兩個分構面之間，以「內容共享與自我評估焦慮」與「能力比較」的

相關最高（r= .480，p< .001），「互動焦慮」與「意見比較」的相關最低

（r= .148，p< .001）。就整體趨勢而言，社交媒體焦慮得分愈高的高中生，其

在社會比較中各構面上得分愈高，亦即社交媒體焦慮傾向愈高的高中生，其生

活中能力比較與意見比較的傾向可能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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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體焦慮與整體社會比較的關係 

    高中生的社交媒體焦慮與整體社會比較呈現顯著正相關（p< .001），相關

係數為 .391，社交媒體焦慮的三個分構面與社會比較間，均達顯著正相關

（p< .001），相關係數介於範圍 .292 至 .403 間，其中以「內容共享與自我評

估焦慮」與社會比較的相關最高（r= .403，p< .001），「隱私關注焦慮」與社

會比較的相關最低（r= .292，p< .001）。結果發現，若高中生社交媒體焦慮得

分愈高，其社會比較的得分愈高，從相關分析結果說明兩者之間呈現顯著正相

關，表示社交媒體焦慮傾向愈高的學生，其生活中愈有社會比較的傾向可能。 

 

（二）社會比較與社交媒體焦慮間是否有預測力 

表 4-31 社會比較與社交媒體焦慮之預測分析結果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共線性統計 

 增加量 

（△R2） 

B 標準誤 Beta 

β 

t 容差 VIF 

社會比較對社交媒體焦慮之預測分析 

（常數）  26.950 2.970  9.074   

能力比較 .212 1.831 .191 .461*** 9.603 1.000 1.000 

 R= .461；R2= .212；調整後 R2= .210 

社交媒體焦慮對社會比較之預測分析 

（常數）  25.309 1.059  23.901   

內容共享

與自我評

估焦慮 

.163 .330 .040 .403*** 8.148 1.000 1.000 

 R= .403；R2= .163；調整後 R2= .160 

*<.05，**<.01，***<.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經逐步多元迴歸分析結果（表 4-31），社會比較中兩個層面能有效預測社

交媒體焦慮的自變項有一個，依進入迴歸模式的為「能力比較」，預測變項與

效標變項的多元相關係數為 .461，決定係數為 .212，表示進入迴歸模式的自變

項可以解釋社交媒體焦慮有 21.2%的變異量。從標準化迴歸係數來看，預測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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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的 β值為 .461，為正數，表示能力比較對社交媒體焦慮的影響為正向。說明

能力比較傾向越高，會提高社交媒體焦慮。 

    以社交媒體焦慮預測社會比較，其中三個層面能有效預測社交焦慮的自變

項有一個，依進入迴歸模式的為「內容共享與自我評估焦慮」，預測變項與效

標變項的多元相關係數為 .403，決定係數為 .163，表示進入迴歸模式的兩個自

變項可以解釋社會比較 16.3%的變異量。從標準化迴歸係數來看，預測變項的 β

值分別為 .403，為正數，表示對社會比較的影響為正向。說明內容共享與自我

評估焦慮越高，會提高社會比較。 

 

    研究將各分構面與構面有影響之迴歸係數與方向整合一起，為圖 4-1 

（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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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各分構面與構面之迴歸係數與方向 

 

 

 

 

 

 

 

 

 

 

 

 

 

 

 

 

 

 

 

 

 

 

 
                                                                          *<.05，**<.01，***<.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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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與討論 

  從量表之描述分析來看，高中生使用 IG 的動機主要是以消磨時間、了解他

人和紀錄生活為主；學生之社交媒體焦慮以隱私關注所造成的焦慮最高，其次

為內容共享與自我評估；學生生活中的社交焦慮，主要以對新環境社交迴避及

負面評價引起的焦慮為主；而社會比較以意見比較為多。 

 

  而根據研究結果，將研究假設是否成立以表 5-1 呈現。 

表 5-1 研究假設是否成立 

研究假設 是否成立 

高中女學生 在 Instagram 使用動機上顯著高於高中男學生 成立 

在社交媒體焦慮上顯著高於高中男學生。 成立 

在社會比較上顯著高於高中男學生。 成立 

在社交焦慮上顯著高於高中男學生。 成立 

不同年級的 

高中生 

在 Instagram 使用上有顯著差異。 不成立 

在社交媒體焦慮上有顯著差異。 不成立 

在社會比較上有顯著差異。 不成立 

在社交焦慮上有顯著差異。 部分成立 

不同家庭背景

的高中生 

在 Instagram 使用上有顯著差異。 不成立 

在社交媒體焦慮上有顯著差異。 不成立 

在社會比較上有顯著差異。 不成立 

在社交焦慮上有顯著差異。 不成立 

假設二：使用 Instagram 動機與社交焦慮間有顯著相關。 成立 

假設三：使用 Instagram 動機與社交媒體焦慮間有顯著相關。 成立 

假設四：社交焦慮與社交媒體焦慮間有顯著相關。 成立 

假設五：使用 Instagram 動機與社會比較間有顯著相關。 成立 

假設六：社交焦慮與社會比較間有顯著相關。 成立 

假設七：社會比較與社交媒體焦慮間有顯著相關。 成立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不同性別在 IG 使用動機、社交焦慮、社交媒體焦慮及社會比較差異討論： 

    研究結果顯示，不同性別高中學生在 IG 使用動機、社交媒體焦慮、社會比

較及社交焦慮上都有顯著差異，皆是女生分數高於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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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G 使用的部分，比起男生，女生顯著使用 IG 動機於紀錄生活、維持關係

及消磨時間；社交媒體焦慮的部分，對於在 IG 上隱私被關注或是互動交流方

面，女生顯著比起男生較產生焦慮感；生活中社會比較的部分，無論在能力比

較或是意見比較方面，女生顯著高於男生，因此女生相較於男生較易產生社會

比較；生活中社交焦慮的部分，對於負向評價或是處於新環境中，女生比起男

生較容易產生焦慮感或迴避的情形。 

  從研究結果來看，高中女生的 IG 使用動機高於高中男生，與先前研究發現

IG 使用多以年輕女性為主，略相符合（林欣諭，2017；楊嘉倫，2019；臺灣傳

播調查資料庫，2020），研究所提出之假設成立。Steinsbekk 等人（2021）發

現女生更頻繁使用以圖為主的社群媒體，更有可能使用社交媒體與他人進行社

會比較，也易受到他人為導向的影響。女性比起男性有較高社交焦慮傾向（La 

Greca & Lopez, 1998），本研究進一步發現無論在 IG 上社交媒體焦慮或是生活

中的社交焦慮，高中女生比起男生的焦慮傾向較高，此外，研究發現在社會比

較中，無論能力或是意見比較，女生比起男生也有較高的比較傾向，或許與青

春期的女生更關注他人對於自己的評價有關（La Greca & Lopez, 1998），而今

社群媒體被使用率逐漸提升，Z 世代亦認為社群媒體最具影響力（Vasquez S, 

2019, July 25），無論是網路世界裡或外的生活，彷彿缺少界線。 

 

不同年級在 IG 使用動機、社交焦慮、社交媒體焦慮及社會比較差異討論： 

    以不同年級來看學生在 IG 使用動機、社交媒體焦慮、社會比較及社交焦慮

的差異，只有在生活中社交焦慮有部分顯著差異，經事後比較發現高一學生在

負向評價恐懼顯著大於高三學生，說明比起高三學生，高一學生會較在意他人

如何看待自己的眼光，在意自己會不會被議論或是被取笑。 

 

不同家庭背景在 IG 使用動機、社交焦慮、社交媒體焦慮及社會比較差異討論： 

    從不同家庭背景來看學生在 IG 使用動機、社交媒體焦慮、社會比較及社交

焦慮的差異，結果顯示無顯著差異。研究僅以家庭類型作為區分，並無進一步

探討經濟地位、教育程度等差別，結果發現家庭類型的差異，並不影響高中學

生的 IG 使用動機，以及在社交焦慮、社會比較等方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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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 使用動機、社交焦慮、社交媒體焦慮及社會比較相關與迴歸分析結果： 

    根據研究發現高中學生在 IG 使用動機與社交焦慮、社交媒體焦慮及社會比

較間有顯著正相關；生活中的社交焦慮與社交媒體焦慮有顯著正相關；社會比

較與社交焦慮及社交媒體焦慮有顯著正相關，因此研究進一步迴歸分析。 

    在 IG 使用與社交焦慮相關部分，以「尋求人氣」與社交焦慮的相關係數最

高；「記錄生活」與社交焦慮的相關最低，從迴歸分析預測力解釋，尋求人氣

亦有較高的正向解釋力，表示相較於其他 IG 使用動機，若學生使用 IG 是以尋

求人氣為目的，其社交焦慮傾向越高。若以社交焦慮來看 IG 使用動機，比起對

於環境的社交迴避，「負向評價恐懼」有顯著相關，從迴歸分析預測力解釋，

亦有較高的正向解釋力，說明若學生負向評價恐懼越高，會提高 IG 使用動機。 

    在 IG 使用與社交媒體焦慮部分，以「尋求人氣」與社交焦慮的相關係數最

高，從迴歸分析預測力解釋，尋求人氣亦有正向解釋力，表示相較於其他 IG 使

用動機，若學生使用 IG 是以尋求人氣為目的，提高其社交媒體焦慮傾向。 

    在社交焦慮與社交媒體焦慮部分，社交焦慮中「負向評價恐懼」、「一般

環境社交迴避」與「對新環境社交迴避」對於社交媒體焦慮皆有正向預測力，

其中負向評價恐懼有較高解釋力，說明若學生其負向評價恐懼越高，提高其社

交媒體焦慮傾向；若以社交媒體焦慮來預測社交焦慮，從迴歸分析來看，「互

動焦慮」與「內容共享與自我評估焦慮」有預測力，其中互動焦慮有較高的正

向解釋力，說明若學生其在 IG 上的互動焦慮越高，提高生活中社交焦慮傾向。 

 

    在 IG 使用與社會比較相關部分，以「尋求人氣」與社會比較的相關最高；

「了解他人」與社會比較的相關最低，從迴歸分析預測力解釋，尋求人氣與消

磨時間有解釋力，其中尋求人氣有較高正向預測力，表示相較於其他 IG 使用動

機，若學生使用 IG 是以尋求人氣為目的，較易提高其社會比較。若以社會比較

來看 IG 使用動機，比起意見比較，能力比較從迴歸分析預測力解釋，有較高的

正向解釋力，說明若學生能力比較傾向越高，提高其 IG 使用動機。 

    在社交焦慮與社會比較相關部分，以「負向評價恐懼」與社會比較的相關

最高，「一般環境社交迴避」與社會比較的相關最低，從迴歸分析來看，負向

評價恐懼有較高正向解釋力，說明若學生負向評價恐懼越高，提高其社會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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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向。若以社會比較來看社交焦慮，從迴歸分析來看，比起意見比較，能力比

較有正向顯著預測，說明若學生能力比較傾向越高，提高其社交焦慮傾向。 

    在社交媒體焦慮與社會比較相關部分，以「內容共享與自我評估焦慮」與

社會比較的相關最高，「隱私關注焦慮」與社會比較的相關最低，從迴歸分析

來看，社交媒體焦慮只有「內容共享與自我評估焦慮」對社會比較有正向解釋

力，說明若學生內容共享與自我評估焦慮越高，其社會比較傾向越高。若以社

會比較來看社交媒體焦慮，從迴歸分析來看，能力比較有正向顯著預測。 

 

    研究之迴歸分析，以表 5-2 歸納呈現；並將各構面影響彼此最大的因素整

理為一結構圖（圖 5-1；頁 85）。 

表 5-2 構面間預測方向與因素之整合 

預測方向 因素（依預測高低排列） 

IG 使用預測社交焦慮 尋求人氣（正向）、記錄生活（負向） 

IG 使用預測社交媒體焦慮 尋求人氣（正向） 

IG 使用預測社會比較 尋求人氣（正向）、消磨時間（正向） 

社交焦慮預測 IG 使用 負向評價恐懼（正向）、一般環境社交迴

避（負向） 

社交焦慮預測社交媒體焦慮 負向評價恐懼（正向）、一般環境社交迴

避（正向）、對新環境社交迴避（正向） 

社交焦慮對社會比較 負向評價恐懼（正向）、一般環境社交迴

避（負向） 

社交媒體焦慮預測社交焦慮 互動焦慮（正向）、內容共享與自我評估

焦慮（正向） 

社交媒體焦慮對社會比較 內容共享與自我評估焦慮（正向） 

社會比較預測 IG 使用 能力比較（正向）、意見比較（正向） 

社會比較對社交焦慮 能力比較（正向） 

社會比較對社交媒體焦慮 能力比較（正向）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IG 使用動機、社交焦慮、社交媒體焦慮及社會比較分析結果討論： 

    本研究發現高中學生在社交媒體焦慮與社交焦慮呈現正相關，與楊靜芳

（2003）有相同研究結果，現實生活中社交焦慮較高的人，在網路上人際互動

的焦慮傾向也較高，而本研究主要研究使用 IG 社交媒體焦慮在高中學生中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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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研究發現使用 IG 若以尋求人氣為動機越高，則會提高其社交媒體焦

慮、社交焦慮與社會比較傾向；生活中對於負向評價的恐懼越高，其 IG 使用動

機、社交媒體焦慮及社會比較傾向也越高；在社交媒體上的互動焦慮傾向越

高，提高學生生活中社交焦慮傾向；而在社交媒體上的內容共享與自我評估焦

慮越高，會提高社會比較傾向；生活中在社會比較方面，能力比較越高，提高

其社交焦慮及社交媒體焦慮傾向，亦會提升 IG 使用動機，這些相關可能互有關

連。 

學生們使用 IG 若以尋求人氣為動機，便體現其希望透過 IG 使用來提升自

我價值。青少年階段是尋求自我認同的重要階段（Royal Society for Public 

Health, 2017），朱家瑩（2016）發現社群動機中尋求人氣及尋求歸屬感，與自

我呈現有高度正相關，以尋求人氣為目的人，為了避免孤立，便積極於自我呈

現。青少年經常透過同儕的認可來建構自我與建造自我形象，對於青少年來

說，同儕間給予的依附感，不只有歸屬關係，同時也在好友的支持中發展自我

（駱芳美、郭國禎，2009），因視覺為主的特性，IG 提供方便的管道讓青少年

表現自我，包括外表展現與創造力發揮，為了保證其價值具有很高的吸引力，

無論是按讚數提高或是得到他人留言正向回應、追蹤人數等，都可以是青少年

驗證是否受歡迎的指標（Sheldon & Newman, 2019）。對於一些使用者來說，

社群媒體是逃避現實、舒緩壓力的一個方法，因現實中無法滿足尋求他人確

認，而轉向社群媒體（同上引，2019）。 

Woods 和 Scott（2016）研究有使用 Facebook 與 Twitter 的青少年，發現自

尊心與焦慮存在負相關，與本研究發現 IG 使用若尋求人氣的動機越高，會提高

學生們生活中社交焦慮及社交媒體焦慮傾向，有相似的研究結果。尋求人氣往

往是想獲得較高的自尊心，卻也是無法自我肯定而轉向追求於他人的肯定，

Baumeister 與 Leary（1995）提到獲得社會支持會正向影響個人自尊及自我價

值，在社群媒體逐漸廣為使用後，Greenwood（2013）提出使用者在社群媒體

的自我推廣，反映其有希望被看見、被重視的需求。本研究亦發現 IG 使用若尋

求人氣的動機越高，學生們生活中社會比較傾向越高。 

    負向評價恐懼傾向越高，易產生過度尋求他人確認（Excessive reassurance-

seeking）的可能（McClintock et al，2014），本研究同樣發現，若學生社交焦

慮的負向評價恐懼傾向越高，會提高其 IG 使用動機，研究亦發現負向評價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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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影響社會比較傾向。社會比較中能力比較越高，會提高學生 IG 使用動機，

與 Lee（2014）研究大學生使用 Facebook 與社會比較關聯性有相似研究結果，

社群媒體使用與社會比較頻率呈正相關，若使用者社會比較動機越高，越傾向

使用 Facebook，不過 Lee（2014）保留了比較動機與使用動機影響方向的說

法，Lee 認為也有可能是使用 Facebook 頻率越高，而提高社會比較動機。在本

研究中，發現學生的能力比較傾向越高，IG 使用動機越高，比起意見上比較，

能力方面比較傾向越高，較會引起學生使用動機。或許因為 IG 以圖為主的特

性，讓使用者更容易評比自己與他人的外表或是生活。 

    研究發現學生社會比較與社交媒體焦慮呈現正相關，與 Jiang 和 Ngien

（2020）有相同研究結果，在社群媒體上無論外表、受歡迎程度和社交能力都

能被比較，他人理想化的照片若增強使用者負面情緒，會導致不良的心理健康

（Jiang & Ngien, 2020）。本研究發現若學生生活中能力比較傾向越高，會提高

其不論在生活中的社交焦慮或是網路上的社交媒體焦慮的傾向。 

    Vannucci 等人（2017）提出社群媒體環境引起的壓力，包含收到負面留言

回應或是遭遇網路霸凌等。社群平台亦是交流天地，人際互動形同於現實生

活，在網路上害怕負面評價及互動焦慮的心理，不會因為網路匿名特性而消失

（楊靜芳，2003），本研究進一步發現，比起社交迴避，社交焦慮中負向評價

恐懼越高的學生，更易正向提高其社群媒體焦慮傾向。 

    McCord、Rodebaugh 與 Levinson（2014）研究探討 Facebook 使用者，發現

使用者的社交焦慮與 Facebook 焦慮呈現正相關，社交焦慮與 Facebook 使用呈

現正相關，Facebook 使用與 Facebook 焦慮則是負相關。而本研究同樣發現社交

媒體焦慮與社交焦慮呈現正相關，進一步發現學生在社群媒體上互動焦慮正向

提高其社交焦慮，而學生害怕負面評價正向提高社交媒體焦慮；IG 使用與社交

焦慮也是正相關。 

    但是 IG 使用與社交媒體焦慮呈現正相關，與 McCord 等人（2014）的研究

結果相反。 

    研究發現若學生在社群媒體上內容共享與自我評估焦慮傾向越高，會正向

提高社會比較傾向，或許因為社群平台提供使用者展示的空間，讓學生們得以

更便利於知道他人分享關於自己或是生活的資訊。當學生對於社群媒體使用的

共享內容與自我評估焦慮程度較高，生活中社會比較傾向越高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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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有研究發現青少年使用社群媒體時間長短對於心理影響不大，而是與

青少年使用社群媒體的方式有關（Berryman, Ferguson & Negy, 2018）。根據這

次研究，學生們最高的 IG 使用動機是消磨時間，並不是尋求人氣；最高的社交

媒體焦慮是隱私關注焦慮，並不是互動焦慮、內容共享與自我評估焦慮；最高

的社交焦慮原因是對新環境社交迴避，而不是負向評價恐懼；最高的社會比較

是意見比較，而不是能力比較。這些原因卻各互相關，且研究發現 IG 使用時間

長短與社交焦慮及社會比較無顯著相關，說明社交焦慮、社會比較及社交媒體

焦慮的產生，與學生們的 IG 使用動機與原因較為相關，也與學生的心理特質有

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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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各構面影響彼此最大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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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貢獻與後續研究建議 

一、研究貢獻 

    研究最終發現 IG使用動機越高，不一定會影響高中學生的社交媒體焦慮、

社交焦慮以及社會比較，而是看高中學生以什麼樣的動機使用 IG，結果發現尋

求人氣的動機越高，正向影響學生的社交媒體焦慮、社交焦慮以及社會比較。

此外個人的心理特質也會影響 IG使用動機，生活中個人若害怕負面評價的傾向

越高，或是較在意自己能力與他人能力等表現方面的比較，會正向影響高中生

使用 IG動機。 

    針對目前研究結果，研究結論是，學生如何使用 IG此項社群媒體，以及學

生以什麼樣的動機與心態去使用，會影響學生的使用態度。此外學生個人心理

狀態，亦會讓社群媒體影響自身的使用方式，進而再影響心理。 

    影響社群媒體使用動機的原因，不只有社交焦慮與社會比較，多項複雜原

因也會導致學生使用的態度及心理影響，研究目前僅探討 IG使用、社交媒體焦

慮、社交焦慮與社會比較中的哪些因素互有顯著關聯，彼此的因果關係與中介

關係，可再更進一步做探討。 

    隨著學生使用 IG的比例逐漸提升，而 IG此項社群媒體在大眾社會中逐漸

廣為使用，可以多關心青少年的心理狀態，及青少年是以甚麼樣的心態與方式

去使用 IG。而今網紅模式在社群媒體中興起，IG亦是許多青少年會認真去經營

的平台，研究者在問卷調查的過程中，發現一些高中女生不只有經營一個 IG帳

號，通常會分為大小帳號，為公開帳號與私人帳號，這樣的經營模式會不會影

響青少年的使用心態，是可再探討的。 

 

二、研究反思與後續建議 

（一）研究問卷與對象發放 

  對象發放方面，因研究採用便利性之抽樣方式收集問卷，年級比例不太符

合實際高中生百分比，未來研究可提高樣本的抽樣代表性，在抽樣年級百分比

上，更傾向實際各年級學生數之百分比。 

    這次研究目的僅針對高中學生。未來研究可向上延伸至大學生、30 歲以下

之青年族群，或是針對國中生做探討，再進而比較不同年齡層之使用者，在 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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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與社交媒體焦慮、社交焦慮及社會比較之間，是否有不同因素之影響或差

異。 

    在問卷量表方面，社交媒體焦慮量表在過去研究者最初提出三大面向：負

面評估、隱私問題和互動焦慮，經研究後分為四項因素：內容共享焦慮、互動

焦慮、隱私關注焦慮及自我評估焦慮（Alkis, Kadirhan & Sat, 2017），而這次研

究因素分析後，將內容共享焦慮與自我評估焦慮歸為一因素，與 Alkis 等人

（2017）一開始研究所提出之構面相同。但這項結果，可能造成量表構面有效

性不穩定的疑慮，或許之後研究可再探討，建立更高有效性的測量量表。 

 

（二）研究主題與變項 

    目前研究探討出 IG 使用、社交媒體焦慮、社交焦慮及社會比較互相間的相

關性，以及各構面間哪個因素較顯著影響另一個構面，例如：社交焦慮中負向

評價恐懼顯著影響 IG 使用、社交媒體焦慮及社會比較。研究都以單向分析 IG

使用、社交媒體焦慮、社會比較及社交焦慮之間的影響因素。但如 Jiang 和

Ngien（2020）的研究結果表明 IG 的使用未能直接影響社交焦慮，是由社會比

較和自尊中介所影響等。未來研究可就影響之因素探討彼此間是否有中介關

係，或是其他中介因素之影響。 

   本次研究初探 IG 使用、社交媒體焦慮、社交焦慮及社會比較裡，哪些因素

彼此關聯，但焦慮與比較往往牽涉較複雜之心理因素，未來研究可以針對特定

之因素再深入探討，像是哪些因素影響社交焦慮中負向評價恐懼、哪些因素影

響 IG 使用尋求人氣的動機、那些因素提高使用者能力比較程度等。 

    針對高中學生不同家庭背景在 IG 使用動機、社交焦慮、社交媒體焦慮及社

會比較上的差異，因為怕研究主題過大，這次研究僅探討家庭種類不同的影

響，研究結果是無顯著影響。或許為來研究可往家庭傳播類型的差異，探討是

否學生在 IG 使用、社交焦慮、社交媒體焦慮及社會比較上有不同。 

    因為研究樣本之未使用 IG 樣本數量少，研究無法有效對比有使用 IG 與未

使用 IG 之差異性，建議之後之研究可以調查有無使用 IG，是否會影響社交焦

慮或社會比較之程度。 

  IG 平台是以圖為本的特性，相較於 FB 或是多以文字為主的社群媒體有相

異之處，或許未來之研究，可以相較兩個不同性質之社群平台，其使用者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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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媒體焦慮上是否有差異。而 IG 本身就有多項功能，像是貼文或是現實動態等

等，未來研究也可就使用者不同心理特質，探討常使用那些功能、如何使用這

些功能等為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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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正式版施測問卷 

學術研究問卷 

同學您好：  

首先感謝您撥空協助，本問卷為學術性質的研究，內容與社群媒體 Instagram

使用及生活中個人特質有關，問題答案無關對與錯，所有填答資料純供學術研究之

用，內容絕對保密，敬請安心填答。  

    問卷分為三個部份，第一部分為基本資料；第二部份為 Instagram 使用；第三

部份為個人特質量表。懇請仔細閱讀後，回答相關問題。並請在選項□打勾；及量

表選項圈選。 

    感謝您撥冗填寫，謝謝您！  

    敬祝 平安健康 順心如意 

                                               政治大學傳播碩士學位學程 

                                               指導教授：黃葳威教授 

                                               研究生：呂頤姍  敬上  

一、 基本資料 

1. 性別：□男   □女  

2. 年級：□高一  □高二  □高三 

3. 年齡：＿＿＿＿＿＿ 歲 

4. 家庭型態：□大家庭  □三代同堂家庭  □核心家庭  □單親家庭 

      □其他＿＿＿＿＿＿ 

 

二、社群媒體 Instagram 使用 

 

1. 請問您是否使用 Instagram？ 

   □是    □否 

 

2. 請問您使用 Instagram 有多久了？ 

□ 1 年以下   □ 1 年多   □ 2 年多  □ 3~5 年  □ 5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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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平日平均一天使用 Instagram 幾小時＿＿＿＿ 

3-2. 假日平均一天使用 Instagram 幾小時＿＿＿＿ 

 

4. 請問您多久發佈一則 Instagram 貼文？ 

□ 每天  □ 2~7 天  □ 1 週~3 週  □ 1 個月~2 個月  □ 3 個月以上  

□ 從未發文過 

 

5. 請問您的 Instagram 粉絲人數有多少？ 

□50 人以下  □51~100 人  □101~150 人  □151~200 人  □201 人~250 人  

□251 人~300 人   □301 人以上 

 

6. 請問您的 Instagram 追蹤人數有多少？ 

□50 人以下  □51~100 人  □101~150 人  □151~200 人  □201 人~250 人  

□251 人~300 人   □301 人以上 

 

(二) Instagram（IG）使用動機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我會時常在 IG 上與朋友互動。 1 2 3 4 5 

2 我會時常觀看好友在 IG 的動態及貼文。 1 2 3 4 5 

3 我覺得使用 IG 很有趣。 1 2 3 4 5 

4 我使用 IG 是為了追蹤好友。 1 2 3 4 5 

5 我使用 IG 是為了觀看他人分享的資訊。 1 2 3 4 5 

6 我常透過 IG 點讚他人的貼文。 1 2 3 4 5 

7 我常透過 IG 瀏覽他人的貼文。 1 2 3 4 5 

8 我會在 IG 上貼文，描繪自己的生活。 1 2 3 4 5 

9 我會在 IG 上貼文，紀錄下特別的事情。 1 2 3 4 5 

10 我會在 IG 上與他人分享我的生活。 1 2 3 4 5 

11 我使用 IG 是因為可以紀錄自己的生活。 1 2 3 4 5 

12 我使用 IG 是因為可以紀念特別的活動。 1 2 3 4 5 

13 我使用 IG 是為了記住特別的事情。 1 2 3 4 5 

14 我希望透過 IG 引起別人的注意。 1 2 3 4 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233

 

101 
 

15 我希望我在 IG 提出的話題，能吸引別人參與討論。 1 2 3 4 5 

16 我希望我在 IG 上的留言有很多回應。 1 2 3 4 5 

17 我希望我在 IG 上的貼文有很多人按讚。 1 2 3 4 5 

18 我希望透過 IG 變得很有人氣。 1 2 3 4 5 

19 我覺得使用 IG 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1 2 3 4 5 

20 我覺得使用 IG 可以提升自我。 1 2 3 4 5 

21 我使用 IG 是因為可以找尋和我有共同興趣的人。 1 2 3 4 5 

22 我使用 IG 分享有藝術感的圖片。 1 2 3 4 5 

23 我使用 IG 展現我的攝影技巧。 1 2 3 4 5 

24 我使用 IG 跟不常見的朋友保持關係。  1 2 3 4 5 

25 我使用 IG 跟朋友保持聯絡。 1 2 3 4 5 

26 我使用 IG 找到失散的朋友。 1 2 3 4 5 

27 我使用 IG 拓展社交網絡。 1 2 3 4 5 

28 我使用 IG 認識新的朋友。 1 2 3 4 5 

29 我使用 IG 接觸我感興趣的人。 1 2 3 4 5 

30 我想透過 IG 拓展我的社交圈。 1 2 3 4 5 

31 我會在 IG 上隨意瀏覽，打發時間。 1 2 3 4 5 

32 無聊時，我會在 IG 上瀏覽頁面。 1 2 3 4 5 

33 我會在 IG 上閱讀資訊當作休閒娛樂。 1 2 3 4 5 

 

(三) 社交媒體焦慮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我擔心別人會覺得我在 IG 上的行為很尷尬。 1 2 3 4 5 

2 我擔心別人對我在 IG 分享的內容不以為意。 1 2 3 4 5 

3 我擔心他人不喜歡我在 IG 分享的內容。 1 2 3 4 5 

4 我擔心我的好友不會贊成我在 IG 的行為。 1 2 3 4 5 

5 我擔心別人不贊成我在 IG 的行為。 1 2 3 4 5 

6 當我的好友公開表達對我在 IG 分享的內容不以為意

時，我會感到不自在。 

1 2 3 4 5 

7 我擔心在公開場合的情況下，好友會評判我在 IG 上

分享的內容。 

1 2 3 4 5 

8 別人在 IG 上獲取我的私人訊息的可能性，使我感到

焦慮。 

1 2 3 4 5 

9 公開分享我在 IG 上私人訊息的可能性，使我感到焦

慮。 

1 2 3 4 5 

10 當我的朋友與我不認識的人分享我在 IG 的私人訊

息，我會感到不安。 

1 2 3 4 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1233

 

102 
 

11 未經我的允許瀏覽我在 IG 的私人版面，我會感到不

安。 

1 2 3 4 5 

12 對於 IG 軟體政策如何處理有關我的個人資訊，使我

感到焦慮。 

1 2 3 4 5 

13 在 IG 與剛加入的人交談時，我會感到焦慮。 1 2 3 4 5 

14 在 IG 與不太認識的人交談時，我會感到緊張。 1 2 3 4 5 

15 在 IG 上結交新朋友時，我會感到不安。 1 2 3 4 5 

16 在 IG 上與他人互動，使我感到害怕。 1 2 3 4 5 

17 當我在 IG 上不得不和別人談論自己時，我會感到緊

張。 

1 2 3 4 5 

18 對於如果在 IG 上會給他人留下負面印象時，我會感

到焦慮。 

1 2 3 4 5 

19 我擔心在 IG 上的表現，他人對我有不好的印象。 1 2 3 4 5 

20 我為因為在 IG 上的表現無法滿足他人的期望而感到

焦慮。 

1 2 3 4 5 

 

三、個人特質量表 

(一) 社會比較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我經常將親密的人（男友或女友、家庭成員等）的表

現與他人的表現進行比較。 

1 2 3 4 5 

2 我時常將自己做事方式與他人做事方式相比較。 1 2 3 4 5 

3 如果我想知道自己做某件事的表現好壞，會將自己所

做的成果與他人所做的成果進行比較。 

1 2 3 4 5 

4 我經常將自己與他人的社交方面表現（例如:社交技

能、知名度）進行比較。 

1 2 3 4 5 

5 在生活中，我經常將自己的成就與他人的成就進行比

較。 

1 2 3 4 5 

6 我經常喜歡和別人談論彼此對事情的觀點和經驗。 1 2 3 4 5 

7 我經常想知道與我面臨同樣問題的人的看法。 1 2 3 4 5 

8 我經常想知道跟我一樣處於類似情況的人會怎麼做。 1 2 3 4 5 

9 如果我想了解更多關於某件事的訊息，我會試著找出

其他人對這件事的看法。 

1 2 3 4 5 

10 我曾比較自己與他人的處境。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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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交焦慮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我會擔心別人怎麼說我。 1 2 3 4 5 

2 我會擔心別人不喜歡我。 1 2 3 4 5 

3 我會擔心別人怎麼看待我。 1 2 3 4 5 

4 我經常覺得別人在取笑我。 1 2 3 4 5 

5 我會擔心被別人取笑。 1 2 3 4 5 

6 我會擔心同學在背後談論我。 1 2 3 4 5 

7 如果我與他人陷入爭議，我擔心對方不會喜歡我。 1 2 3 4 5 

8 結識新朋友時，我會感到緊張。 1 2 3 4 5 

9 面對不認識的人，我會感到害羞。 1 2 3 4 5 

10 與不太熟識的人說話時，我會感到緊張。 1 2 3 4 5 

11 當我和不認識的人在一起時，我會感到緊張。 1 2 3 4 5 

12 我只和我認識的人交談。 1 2 3 4 5 

13 我會擔心在別人面前做不熟悉的事情。 1 2 3 4 5 

14 對於要求別人幫我一起做事情，我覺得很困難。 1 2 3 4 5 

15 我害怕邀請別人和我一起做事情，因為可能會被拒

絕。 

1 2 3 4 5 

16 即使和非常熟識的人在一起，我也會感到害羞。 1 2 3 4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