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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虛擬網路之省思 
宗祖薇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生命教育碩士班研究生 
 

一、 前言 

現代人對網路的使用頻繁或者過度使用，無時無刻都在線上，與世界各地的

人無遠弗界的連結。同時虛擬的網路彷彿是保護網，讓人們自認為安全地在螢幕

後面與世界各地的人互動。彼此都可能不是用真實的名字、年齡、性別……等，

可以任意扮演任何角色與對方互動與溝通。常州工學院學報的一份期刊：「網路

空間的自我和人格：一種社會建構論的觀點」指出，網路空間的人際互動是人們

探索自我與建構自我的過程，雖然會在不同情境下扮演不同的角色，但都是真實

自我的呈現，只要能保持協調，就不用擔心患多重人格異常的症狀或導致人格障

礙（丁道群、龍梅，2005）。不禁讓人思考，這虛虛實實的網路社群裡安全性有

多少？在虛擬世界裡的自我與人格，其實也有可能是虛擬的？ 

二、 期刊摘要 

期刊中指出在虛擬的網路裡，與其他人的互動中，可以建構自我認同與形

象。以下整理了期刊從社會建構論關於網路空間的自我和人格的觀點（丁道群

等，2005）： 

1. 借助網路的虛擬性，可以隱匿部分或全部的身分，在網路裡重新塑造一個或

多個與現實生活中不同身分的自我，與其他人共同投入探索自我認同的遊

戲，在幻想的互動下建構自我的形象與人格。 

2. 雖然現實生活中不具有這樣的角色或身分，卻是真實自我的流露。 

3. 在不同的情境中互動，只要這些角色與身分之間保持協調，不用擔心導致人

格障礙或多重人格症狀。 

三、 正視網路對個體與社會國家的影響 

虛擬網路確實多了許多的彈性、自由與想像空間，可以創造不同角色與身

份，滿足在現實生活中人們不敢實現的內在某個部分（自我）。現今社會熱門的

網路名人或網紅，如孫安佐、張大亦、館長陳之漢等人，在網路空間創造自己想

要的角色與世界各地的人互動，滿足內在某個需求，在互動中分享彼此與自我揭

露。大家也從社會新聞與報導看到不同的網路名人或網紅對大眾、社會國家引發

的不同效應，有些是正向的影響，像是災難救助、募集人力或物資等，也有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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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向的影響，從網路揪眾打群架、散佈假消息等，甚至有時會影響到民心安定與

社會安全。從 Bak、Kim 和 Oh（2012）的自我揭露行為研究發現，社群網路使

用者會因著高強度的關係而頻繁的自我揭露，偏內向者高於較外向者、自戀性高

者也高於自戀性低者，甚至跨大的自我表現去尋求他人的認可和安全感。而且發

現當兩個使用者關係愈加緊密時，將容易表現較多的負面的內容與不雅的語言。

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能不擔心出現扭曲的人格或是導致人格障礙？正因為我們

都具有某些人格特質，影響著我們在社群空間的角色與身份（楊亨利、孫曉雅，

2016），我們在不同情境互動中經驗著內在自己與外在的世界（葉光輝譯，2017）。
在虛擬世界裡，當對方真正的身份是販毒者、詐騙者、洗錢罪犯、或人格偏差者

等等，卻在電腦螢幕後面，用良善的語言、正直的身份與網路使用者互動，大多

數人也不容易去分辨其真偽，最後卻在互動的過程中被引誘或影響，建立了扭曲

的自我、被洗腦甚至不知不覺成了他們的一份子或是受害者。於是我們更須正視

其對個體與社會國家的影響舉例說明如下： 

(一)  對個體的影響 

現在大多數的人都有 Line 的帳號，透過這個社群網站和親朋友好互動，即

使遠在國外也能輕鬆聯繫情感與分享訊息。從社會案件裡不難發現，有人用虛擬

帳號或是盜用帳號，去騙取對方的資料訊息、詐騙金額、或是冒用別人的照片去

交友平台交友，騙財甚至騙色。 像幾年前很熱門的新聞，一名女博士堅信她的

男友是美國情報局的高階長官，她沒有被騙，只是男友無法公開他的身分，也提

出她手邊資料來證明其男友的真實性，即使警察調查後告訴她這不是真的。網路

空間其虛擬角色的存在，具有隱密性、匿名性、跨越時空等特性，網路的另一端

使用者更容易編撰性別、長相、年齡、身分…等，在使用網路時，更需要多一份

心思去留意其真偽，避免陷入騙局成為下一個受害者。 

(二)  對社會國家的影響 

以 ISIS 為例，恐怖組織運用網路科技與社群媒體的匿名性，推動激進暴力

的想法，鼓勵恐怖分子從事「孤狼式」攻擊，許多青少年也被洗腦加入恐怖組織，

加入這場他們眼中的聖戰。ISIS 的恐怖攻擊行動，不僅影響到美國也影響世界各

國的和平與安全。當某些有心人士或網路恐怖主義者利用這些特性，透過網路宣

傳理念、意識啟發、號召支持，以及教育與其互動溝通的社群使用者（鄒文豐，

2017），這些都嚴重危害到社會與國家的社會的安全，不能輕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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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結語 

整體而言，網路確實提供了一個虛擬空間，讓人們可以透過網路空間自由的

重新塑造一個自我或多個自我，可以從扮演不同角色中，去經驗、摸索、與試探，

而網路成了提供人們歸屬和情感交流的工具之一，滿足了人們人際關係與自我表

現的需求（楊亨利等，2016）。然而值得思考的是在使用這多元的、去中心的、

和片段的網路過程裡，不免有人迷失在這匿名的、虛擬的角色中，誤將網路空間

的角色或身份帶入現實生活，或是被不肖份子利用。雖說只要這些自我之間維持

一個協調性，就不會患了多重人格症狀或是導致人格障礙（丁道群等，2005）。
但有多少人知道如何維持這些自我之間的和諧？始終可以保持這份自我之間的

協調與溝通？或者擁有這樣協調能力的人其實是具有某種人格特質？而另一個

更值得關注的是，網路安全性的議題，因應新興網路恐怖主義的威脅，網路安全

制度的形成與建立，成了刻不容緩的事。這不僅保護社群使用者的安全，更保護

國際社會避免受到網路恐怖主義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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