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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 3C 產品充斥的環境中，兒童的休閒活動也跟著數位化，然而父母對國小高年級學童使用 3C 產品

所採取的控管機制與教養方式，是否會對學童自我控制的促成，抑或形成網路成癮的現象有所關聯，故本研究

藉由問卷調查再透過 R 語言之 Apriori 演算法進行關聯規則分析，以釐清其中的因果關係。根據結果顯示倘若父

母明瞭學童使用 3C 產品的目的，從而給予適當時間使用 3C 產品，並要求在連續使用 30 分鐘後即間斷休息，

且每日累計使用時間在 1 小時內，則除有助於提升學童自我控制能力外，更不易造成網路成癮的現象。 

【關鍵字】 3C 產品；父母教養方式；自我控制；網路成癮；關聯規則 

Abstract: In an era where is generally full of 3C products, children's leisure activities have become digital. However, 

whether to promote self-control ability or to become internet addiction phenomenon for school children are depended 

on parents’ monitoring mechanism and parenting styles. Therefore, this study attempts to further clarify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the Apriori algorithm of R language.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if parents care about the purpose of school children using 3C products and so as to give the appropriate time 

while requiring continuous 30 minutes to rest and 1 hour less per day. Then the school children are easy to have a high 

degree of self-control ability and low internet addiction tendency. 

Keywords: 3C products, parenting style, self-control, internet addiction, association rules 

1. 前言 

在現今幾乎人手一機的時代裡，有些家長只自顧玩著手耭，毫不自覺身旁的小朋友也耳濡

目染在一旁沈迷於數位遊戲，孩子的世界似乎也數位化了。因此學童網路成癮行為的形成，

是否與父母控管使用 3C 產品時間有著直接的因果關係，又學童是否能夠藉由父母從小逐年累

月的控管及教養，進而促進學童自我控制能力的養成。 

2. 研究設計與實施 

2.1. 研究方法 

本研究設計係針對國小五年級學生 3C 產品使用行為的使用時數、父母是否知道學童使用

的目的、父母是否陪同學童使用、父母使用的頻率、父母使用時學童亦同時使用、學童使用

是否被限制、限制使用的時間，及父母教養方式、學童自我控制與網路成癮之問卷調查。 

2.2. 研究對象 

本研究是以 104 學年度就讀於台灣台北市某國小五年級全體學生計 141 人為施測對象。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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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無效問卷 13 份，計 128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91％。其中男生有 63 人，女生有 65 人。 

2.3. 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問卷作為調查研究之工具，所採用的工具為「國小學生 3C 產品使用情形調查問

卷」，問卷內容包含四部分：基本資料、3C 產品使用行為、「父母教養方式量表」(黃玉臻，

1997)、「自我控制量表」(黃惠玲，2007)、「陳氏網路成癮量表兒童版」(Hsu et al., 2010)。 

2.4. 資料處理 

將收集回來的資料以 R 語言之 Apriori 演算法進行關聯性法則之資料分析。 

3. 實驗結果分析 

實驗結果顯示「父母會限制學童使用 3C 產品時間」、「高自我控制型」及「網路成癮無

危險傾向」之關聯項目，占整體關聯項目組合較高的前三項，其關聯規則之探勘結果如表 1： 

表1 關聯規則之探勘結果 

編
號 

3C產品使用行為 父母
教養
方式 

自我控
制 

網路成癮 支持度 
 

信賴度 
 

1 父母一定知道我使用3C產品的目的丶 
每次使用3C產品通常被限制30分鐘內
需停止或休息 

使用3C產
品有被限
制時間 

 
N/A 

高自我
控制型 

網路成癮
無危險傾
向 

0.2265 
 

1.0000 

2  
N/A 

使用3C產
品有被限
制時間 

開明
權威
型 

高自我
控制型 

網路成癮
無危險傾
向 

0.2187 1.0000 

3 平日平均每天使用一小時內丶 
週末平均每天使用一小時內丶 
父母一定知道我使用3C產品的目的 

使用3C產
品有被制
時間 

 
N/A 

高自我
控制型 

網路成癮
無危險傾
向 

0.2031 1.0000 

4. 結論 

本研究旨於探討台灣台北市國小高年級學童 3C 產品使用行為，與父母控管及教養方式對

學童自我控制能力養成及形成網路成癮兩者間之因果關係。藉由抽樣方式針對台灣台北市某

國小高年級 128 位學童進行問卷調查，再透過 R 語言之 Apriori 演算法進行關聯規則分析。本

研究結果發現父母的教養方式若為開明權威型，即使父母自己經常使用 3C 產品，但只要父母

知道學童使用 3C 產品的目的，且有原則地限制學童使用 3C 產品的時間，並要求每使用 30

分鐘即須間斷休息、每日累計使用時間在 1 小時內，則學童因父母的規範而養成一種使用習

慣，進而促成提高學童的自我控制能力，一旦自我控制能力提高，網路成癮的傾向則顯著降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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