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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美國人口學家 William J. Schroer（2013）將出生於 1995 年後之人群稱為 Z
世代，其出生年代網路高速發展，成長過程與科技之關係及依賴度更高，環境與

想法亦新穎於上一代。筆者於 2011 年初任教國中時即碰上 Z 世代族群，當時人

手一機之況未顯見，然隨網路普及與智慧型手機結合，智慧型手機價格日趨平易

近人，現今 Z 世代青少年不僅普遍擁有智慧型手機，過度使用率也急遽攀升。 

偶發現學生上課使用手機，是未將手機交至保管盒的僥倖心態所致；學生間

金錢糾紛竟是因手機租借而生；處理學生事務時，發現這又是樁網路霸凌事件；

班親會抑或家庭聯絡簿中，筆者時常接到家長反映：「老師，我的小孩回家一直

玩手機，怎麼辦？」 

行動網路全面普及與智慧型手機多元發展，使人類生活更加便利，但國中階

段青少年，不諳世事、未有成熟思想和足夠社會經驗，甚至資訊素養低落，是否

能具備正確觀念使用網路？該如何帶領 Z 世代國中生駕馭智慧型手機？這些課

題實值得你我深思。 

二、Z 世代青少年使用智慧型手機現況 

任何資訊於手機 Google 搜尋鍵入關鍵字即能取得，不會的英文單字或國字

語詞也毋須像過去翻閱厚重字典或另購電子翻譯機來協助，聯絡簿也可由手機拍

攝取代文字書寫，不清楚今日在校老師交代事項或所學課程，訊息一發送，下一

秒即獲得解答；若參與班務而留校較晚，也能方便學生與家長聯繫。然而，生活

因手機更添便利之時，也衍生許多問題。 

為防止上課使用手機而影響學習，每日學生收齊之手機保管盒固定交至學

務處保管，學生卻產生不交手機校方也不知之僥倖心態而未按規定交出；手機擁

有者為賺取金錢，以每次一百至兩百等價格將手機租賃予想玩手機卻未擁有者；

請同學幫忙線上遊戲儲值點數，卻拖欠款項；嚴重者，甚至偷竊錢財至校進行交

易，皆使學生間產生金錢來往和糾紛。  

放學後，學生各個低頭專注螢幕，不顧安危的走在路上；未先完成作業書

寫與複習，便拿起手機翻閱同學更新動態否？有人傳訊給我嗎？開始連線打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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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了！甚至將今日在校與同儕間之不愉快，以文字謾罵和言語侮辱等方式將動

態散布於社群媒體，亦刻意藉 Line App 建立群組拉攏小團體及翻群踢人之方式

建立個人團體威望並產生網路霸凌。 

三、智慧型手機使用不當對 Z 時代青少年之影響 

 智慧型手機結合網路，雖為生活帶來不少優點，但其造成之影響也不容我

們忽視，筆者就以下幾點影響做論述： 

(一) 降低此年齡該在學習上付出之心力 

 家長常反應：「我的孩子回家手機玩不停，怎麼辦？」，筆者每日檢查學生

前一日回家作業書寫，發現許多作業未寫、考試未準備之情況；教育部（2017）
針對臺灣中小學學生網路使用行為調查報告指出國中學生具智慧型手機沉迷傾

向的人數接近三成；八成三學生於課後和放學時間每天花一小時在使用智慧型

手機（孫佳穗，2016）。筆者藉每節下課十分鐘陪伴孩子寫作業，發現孩子只需

四十至五十分鐘即能完成功課，顯見 Z 世代青少年因喜於享受手機帶來之樂趣但

不知自制，將多數心力時間耗費於手機娛樂上，而未扎實打穩此年齡最基本的

學習功，荒廢學習之精華階段。 

(二) 觀照自我及情緒自控力降低 

 過往求學，同學間產生嫌隙會各自形成小團體，頂多互不往來至該階段畢業，

或透過在校由老師排解心結；而今，同學有嫌隙便於課後成立群組聊天室再將排

擠之對象加入於言語傷害後剔除，甚至以社群媒體發佈動態斥責對方，創多帳號

分身透過網路說三道四，閒雜看戲之人等則截圖傳播，刻意排擠，導致心靈傷害。

兒福聯盟文教基金會（2019）在 2019 兒少使用社群軟體狀況調查報告指出，近

九成（87.0％）的兒少有社群軟體帳號，平均每個孩子擁有 3.8 個社群軟體帳號。

筆者認為青少年們將注意力放置他人身上，在意他人如何看和說自己，卻不懂網

路散播謠言之威力，未學會觀照自我內在而受傷甚深，只將眼光放在他人身上之

後果。 

(三) 削減思考能力及喪失注意力 

 筆者於導師班觀察早自修、課堂及升旗情形，時有精神不濟趴下睡著直接捨

棄學習或熬夜賴床導致未食用早餐造成升旗時暈眩現象，有些看似參與課堂，點

名發問時卻沒反應亦不知師長在問什麼。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研究者 Adrian 
Ward 表示∶「智慧型手機越容易被注意到，受測者可用的認知容量（cogn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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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acity）會減少。」（張庭瑜，2017）環境刺激過於複雜，超過視覺系統負荷，

當欲執行某任務需要較多注意力時便會出現選擇性注意力（嚴以文，2019）。筆

者認為手機為多媒體工具，使用時能輕易切換不同程式，使人陷入持續多任務

狀態，導致分心，長久下來削減了學生的專注力，思考力也大幅下降。 

四、因應 Z 時代青少年高頻使用智慧型手機之建議 

綜合上述影響，身為教育工作者，有以下幾點建議欲給予教師、學生、家

長參考，如何在享受手機帶來的娛樂外，也能讓生活擁有平衡： 

(一) 老師方面：透過教導，手機是工具並非玩具 

  學生一入學，教師必須鄭重教導學生正確觀念：「手機是工具，不是玩具。」

不會書寫的文字，不甚了解的觀念，優先向老師和同學詢問，若無法求助於師長，

手機可查詢教育部網路辭典，簡單的英文查詢，線上學習輔助教學媒材也可提供

學生學習機會。筆者班之數學教師即利用均一教育平台，讓學生於課後可藉線上

教學影片和練習題再度練功，透過平台獎勵制度鼓勵全班進行團體學習並爭取榮

譽。引導學生了解手機輔助我們生活及學習之功能，多加利用它的多元功能，來

增進此年齡該具備之技能。 

(二) 學生方面：透過內省，使手機成為發表平台 

   青少年將手機重心放在遊戲和社群軟體，外界訊息快速灌進孩子眼中，不善

分辨亦不去思考好壞，在易被牽著鼻子走的年紀，瞬間大腦被外界牽引，處於青

少年狂飆期的國中生腦子冒出的多是「他們攻擊我」、「我也要在網路上罵回去」

等， 再不便是「我又沒做錯，為什麼被如此對待的挫折」。筆者認為社群媒體

有如過往的交換日記或公開版日記，是抒發心情和展現作品的平台，可供交流分

享同時亦需尊重不同意見，藉此導正學生想法，多聆聽內心的聲音，了解自己的

需求和想法，讓手機可以是彼此交流影音及圖文心情之平台。 

(三) 家長方面：透過陪伴，以身作則建立楷模 

 在教育的過程中，最好的方式莫過於陪伴。父母透過陪伴、傾聽及關心，

在與孩子聊天對談中，教導孩子課後時間分配及規畫，可與孩子共同討論，訂定

使用手機之規範，筆者認為更重要的是以身作則建立楷模。例如∶家長可分配一

段孩子負責課業，家長處理家務時間，建立共同閱讀時間以訓練孩子專注力並以

簡短問答了解孩子是否了解其閱讀內容，開放共同使用手機時間，睡前大家皆

https://www.bnext.com.tw/author/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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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手機關閉置於家中公共領域，透過約定並實際監督，幫助孩子做好自我約

束和管控，有模範才有說服力。 

五、結語 

現代科技發達，Z 世代青少年生活多元，學習模式亦改變中，有別於過去傳

統社會，許多新穎且多功能之電子產品—手機、平板電腦、網路影音…等，使青

少年的學習更加豐富。智慧型手機和網路的結合，確實可輔助學生學習，透過串

連的資料庫來學會搜尋資料，並分析及區辨其所需之資料，進而培養獨立思考及

解決問題之能力，甚至可藉由與他人討論或交換意見、想法之方式，使其語言及

溝通能力增強，若多方接觸、拓展視野及激盪思考力，這將有助於未來社會之進

步。 

但於教學現場，我們可見教師帶領學生使用網路學習平台或欲訓練學生練習

搜尋資料來口頭報告時，學生趁機瀏覽其他無關網站；學生課後以教師請他由網

路學習平台練習題目和收看影音教學再次溫習當作不斷滑手機之藉口。科技發展

之立意良好，智慧型手機設計便民，在教學場域之應用亦有其可塑性，但延伸之

問題也使教師於執行上產生困難，在「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之利害關係間，如

何權衡其得失亦是另一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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