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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大興國小學生網路成癮三級輔導五層次預防模式實施計畫 

112 年 2月 6 日核准實施 

壹、計畫緣起： 

    因應彰化縣教育新藍圖—「三才六好」能力的培育，重視校園網路成癮防治作

為，使莘莘學子不因過度使用網路難以自我控制，造成課業學習、身心健康負面影

響，進而打造幸福彰化成為濁水之北、烏溪之南的教育希望城市。 

    Z 世代泛指 1990 年代後期出生，即當前正就讀大學、高中及以下之青少年，

他們生長在網際網路發達的環境，有「數位原住民」（Digital Native）之稱，從

小接觸並善於使用智慧型手機、電腦、平板等數位工具，甚至難以想像沒有網路的

生活。 

    但青少年們若是過度沉溺網路世界甚至成癮，則將減損其正面功能，需要家長

與學校、社會共同加以瞭解與因應。 

    因此，若能在校園中建立網路成癮三級輔導五層次預防模式，可使網路成癮問

題有完整的因應機制，以發揮預防勝於治療的效果。 

貳、實施依據： 

一、彰化縣政府 111 年 10 月 14 日府教特字第 1110393517 號函 

二、教育部 106 年各級學校網路成癮學生個案輔導作業流程及輔導資源手冊 

依循網路成癮三級輔導五層次預防模式之作業流程，在健康促進層次與初級預

防層次傳遞正確知識、建立正確觀念以期許導師、學生及家長能有足夠的網路心理

健康資訊。透過心理健康資訊的傳播，及早發現是否有疑似網路成癮之學生，或學

生發現自己有成癮狀況，能轉介或自行尋求專業協助，進入介入性及處遇性輔導。 

三級輔導五層次預防模式圖，可依此由下而上以擬定不同階段的輔導策略。 

 

 

 



 

網路成癮三級輔導五層次預防模式作業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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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促進層次 

1.規劃健康上網，多元社團等幸福學習、健康促進活動。 

2.辦理網路心理健康主題輔導活動，健全學生身心靈健康。 

3.建立導師與學生良好溝通管道。 

初級預防層次 

1.將有關網路使用與網路成癮的知識融入相關科目教學中。 

2.提供學生人際關係訓練、學習輔導、情緒調適等主題之班級團體輔導，增加保 

  護因子。 

3.提供導師、家長與學生認識網路成癮之研習課程。 

4.統整現有資源，提供預防網路成癮與其他網路使用問題的發展性輔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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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警系統層次 
透過「網路成癮預警系統檢核表」發現網路成癮高風
險之學生，以便及早轉介輔導室(附件一)： 
1.當發現學生一回家或一有空時就守在電腦前上網。 
2.當發現學生不能上網時會有不安或憤怒的情緒。 
3.當發現學生上網的時間越來越長，上床時間越來越
晚，叫他電腦關機，嘴巴說好卻遲遲不離開。 

4.當發現學生越來越不想和同學出去從事其它休閒
活動，和班上同學的連絡越來越少，感情越來越不
好。 

5.當發現學生上課或平日的精神越來越差，身體狀況
越來越不好。 

6.當發現學生功課越來越差、做作業越來越草率，上
學越來越拖拖拉拉。 

評估階段 
1.網路成癮評估：運用陳淑惠教授所編製的「網路使用習慣量表」（CIAS-10）高 
  於 28 分以上，則可能為網路成癮。(附件二) 
2.網路成癮危險因子評估：運用王智弘教授所編製之「網路成癮危險因子檢核表」  
 （CRIA），初步了解網路成癮之可能因素(附件三)。其檢核表包含十大危險因子，

共計 10題，其依序為社交焦慮、憂鬱、無聊感、低自尊、神經質、課業壓力、
家庭關係不佳、同儕關係不佳、敵意、衝動控制不良，題項選擇 3 以上者，
需多加注意該行為。。 

學校輔導教師評估與追蹤 : 轉介介入性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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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級預防層次 
1.輔導教師設計個別諮商、團體諮商等輔導計劃進行輔導。 
2.訂定網路成癮的輔導目標：「合理」上網、「控制」上網、「平衡」網路世界與真
實世界、「統整」網路世界與真實世界。 

3.結合一次單元諮商模式與「覺、知、處、行、控、追」網路成癮六階段處遇模
式進行介入性輔導。 

4.提供導師與家長網路成癮諮詢，使他們更清楚網路成癮相關議題以協助輔導之
進行。 

學務處 
建立缺曠課預警系統 

教務處 
建立學習檢視表現系統 

導師（任課老師、班級
股長與其他同學、家長） 
透過導師的直接觀察，或
由任課老師與其他同學 
、家長所提供給導師的資
訊以判定是否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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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計畫目標： 

  一、增進師生的網路正向使用能力，促進校園網路心理健康與學習效能。 

  二、提升師生網路資訊安全觀念，建立網路專業倫理及行為規範，營造優質網路 

      使用文化。 

  三、提升學校師生與家長網路成癮與其他網路行為問題之相關輔導知能，積極的 

      網路成癮與網路心理問題之預防策略，以營造安全與健康的網路學習環境。 

  四、統整全校與社區資源，建立完整預防網路成癮與其他網路行為問題的輔導制 

      度與策略，避免網路成癮與其他行為問題發生。 

 

 

 

 



總督導

校長 

執行秘書 

輔導主任 

教學組長 

資訊組長 

各領域課程小組 

導師 

科任、教練 

兼任輔導教師 

認輔教師 

諮詢/諮商 

學生諮商中心 

肆、執行策略：成立校園網路成癮防治與處理小組 

 

 

一、校長 

    統籌調度各處室，積極推動防治工作，重視網路成癮的嚴重性，以及動員全校甚至校外

資源的必要性。在學校輔導工作委員會底下設立防治與處理小組，落實防治措施以及演練狀

況處理流程，積極正面去面對校園網路成癮問題，在互相信任以及支持的環境中，使得團隊

發揮最大的力量。 

  (一)內部系統―校園內部防治 

    1.建置三級輔導五層次預防機制：由於網路成癮屬於輔導方面的專業，因此在進行因應

措施之前，應先與輔導室或相關專業人員進行商討，以期能夠對學生產生最大幫助，也不會

讓學校陷入危機狀態當中。 

    2.成立校園網路成癮防治與處理小組：校長應成立校園網路成癮防治與處理小組，統整

各處室與學校資源，落實校園網路成癮三級輔導五層次預防機制。此外，當小組開始運作之

後，最重要的是定期檢討，共同討論實施成效如何，個案狀況是否穩定，並且擬訂下次計畫，

修正後再繼續實施，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3.提供關懷與支持：校長對於各處室須展現關懷與支持的態度，主導方向但不過度干涉其 

決定，使之更有力量以及自主權去處理面對校園網路成癮事件。 

  (二)外部系統―校園外部資源整合 

   1.整合校外諮商輔導資源：包括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社區心理諮商機構與精神醫療機構。 

   2.整合校外社區相關資源：包括警政、社會福利機構與社區村里長、社區發展委員會等。 

   3.整合校友會資源：包括與學生家長與校友會等相關組織等。 

 

 

 

教務處 學務處 輔導室 

轉介 



二、教務處 

    擬定各項教學計畫、資訊教育、電腦設備與網路使用規範以及關注學生成績進度等相關

事宜，在課程安排上融入網路使用相關訊息。 

   (一)發展性輔導 

     1.健康促進層次 

      (1)設定校內網際網路權限使用的規範，例如網路分級制度，可以避免學生誤闖不合宜 

         的網頁。 

      (2)學校資訊人員在學校網頁佈告欄或是跑馬燈上放置網路使用相關資料，讓訊息傳播 

         地更快速。 

      (3)制訂學生網路使用之行為規範、加強網路服務使用者的網路倫理教育（包含網路禮 

         儀教育），強化網路服務提供者與使用者的法律觀念。 

      (4)定期提供網路心理健康資訊、辦理網路心理健康講座，以使學生能適當使用網路 

      (5)舉行如何正確使用網路的相關比賽，例如作文比賽、演講比賽、繪畫比賽等。 

     2.初級預防層次 

      (1)透過各領域課程發展小組，將網路健康相關資訊融入教學中。 

      (2)透過綜合活動領域，提供生涯規劃、人際關係、溝通技巧、提升自尊、學習輔導、 

         時間規劃、休閒安排，壓力調適與自我監控等相關課程，以降低學生網路依賴之可 

         能。另外提供學生網路成癮、網路心理健康與網路安全之相關課程，幫助學生了解 

         沉迷網路世界之危險性。 

(二)介入性輔導 

   1.預警制度層次：建立成績追蹤制度，每個學期開學前由教務處根據上學期學生狀況於 

                  行政會議中提出討論，針對成績明顯退步學生規劃預警與補救教學措

施。 

   2.次級預防層次：配合介入性輔導以提供學生學習扶助計畫。 

(三)處遇性輔導 

    三級預防層次：經輔導處評估後轉介本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配合處遇性輔導以提供學 

                  生學習扶助計畫。 

三、學務處 

    建立缺、曠課的預警系統，積極與警察單位聯繫、取得家長配合並加強推廣社團活動，

每個學期開學前由學務處根據上學期學生狀況於行政會議中提出後續配套措施。 

 (一)發展性輔導 

   1.健康促進層次:推廣社團活動 

    推廣社團活動、舉辦各種才藝競賽、運動比賽等，以幫助學生走出戶外，強身健體，培 

    養個人興趣；鼓勵學生擔任志工，擴大個人的生活經驗，拓展人際關係，開啟學習與休 

    閒的其他管道。 

   2.初級預防層次 

   (1)加強與警察單位聯繫 

    請轄區警察單位協助清查學校附近網咖，加強網咖周邊安全管理，透過校方與警察 

    單位共同注意深夜仍待在網咖未返家的學生，以掌握學生行蹤，並避免學生流連網咖。 



   (2)取得家長的配合 

      取得家長的共識，共同關心孩子使用網路的情形與內容，進而適時介入其不適當的網 

      路使用行為，發揮監督與監控的效應。 

(二)介入性輔導 

    1.預警制度層次：建立缺、曠課狀況預警系統 

    2.次級預防層次：聯合輔導與教務，共同建立介入性輔導計畫 

(三)處遇性輔導 

    三級預防層次：聯合輔導與教務，共同建立處遇性輔導計畫 。 

四、輔導室 

(一)發展性輔導： 

  1.健康促進層次 

    培養學生正確的網路使用態度，以及自我控制能力。與教務處密切合作，建構資訊安全 

    與合理網路使用規範的校園環境。並結合學務處，在多元校園活動上著力，讓學生有多 

    元的興趣與成就來源，減低學校環境的挫折。提供網路心理健康資訊，辦理網路心理健 

    康講座，以使學生能適當使用網路。 

  2.初級預防層次 

    在教師方面，針對輔導教師與一般教師辦理網路成癮主題式研習，提升網路成癮辨識能 

                力與輔導能力。 

    在學生方面，落實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針對學習、人際、情感、生涯、生命、兩性 

                等各項心理與學習議題，培養其面對生活與學習困難的能力，降低因生活 

                挫折而以網路作為逃避處所之機會。另外，針對學生設計網路相關宣導活 

                動，讓學生對網路使用、網路人際、各項網路行為與網路成癮議題有清楚 

                之認識。 

  (二)介入性輔導 

   1.預警制度層次 

     每個學年開始後一個月內，實施陳淑惠教授所編製的「網路使用習慣量表」（CIAS-10）

及王智弘教授所編製之「網路成癮危險因子檢核表」（CRIA），並結合教務處成績預警機制以

及學務處出缺席預警制度，以及導師回報、家長告知等多重途徑，積極進行評估，篩檢網路

成癮高風險學生，及時預防網路心理健康問題的發生。 

    逐年建置學生評估及篩選結果，並進行大數據分析，透過成因、類別分析，擬定因應策

略。輔導處依學生需求透過每月的個案評估會議或專案會議，邀請教師、家長或學生共同參

與討論，形成具體可行之輔導作為。 

   2.次級預防層次 

     建立轉介、開案、分案的個管流程，透過個案管理機制來分析並理解個案主要的困擾因

子，針對網路成癮高風險學生訂定個別化輔導措施，結合導師、教務處、學務處等校內系統

資源，以及取得家長的合作，共同協助學生。 

  (三)處遇性輔導 

    積極評估學生狀況，引進校外輔導資源，包括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社區諮商機構、社工、



精神醫療等，從教育、心理、醫療、社政等多層面來協助學生及其家庭，並依實際需求召開

個案研討會議以檢核修正網絡之間的合作狀況。 

五、導師 

    (一)發展性輔導 

        1.健康促進層次 

    導師應具備正確的網路使用知識，參與研習課程以提升網路使用的專業知能，並且加強

網路專業倫理教育，引導學生培養健康的網路使用觀念、了解網路使用的規範，鼓勵學生瀏

覽優質網站，而營造良好的網路使用環境。另一方面，需了解網路成癮現象的成因和處理策

略，對其有一全貌的認識，透過研習課程、閱讀書籍等方式以強化對學生網路行為問題的處

理與輔導工作。 

        2.初級預防層次 

          (1)進行網路使用行為教育 

    除課程的學習外，導師應於學生學習中灌輸正確使用網路的觀念，安排有關網路成癮和

網路安全的課程，使學生從生活中建立正確的網路使用行為，同時也向學生說明網路成癮的

嚴重性以及如何預防其發生的方法，使學生能從中學習合理地控制自己的網路使用時間。導

師也應提醒家長留意小孩使用網路的時間及內容，以防有網路成癮的可能性，並且陪同孩子

上網，更能了解孩子內在心理的需求。 

         (2)提供有關人際關係、溝通技巧等課程 

    導師提供有關人際關係、溝通技巧或提升自尊等課程，可使學生學習如何在現實生活中

與他人相處，進而有人際的支持和陪伴，可使網路成癮者更有力量從虛構的網路世界走出來，

減少空虛感以及孤獨感。 

   (二)介入性輔導 

       1.預警制度層次：觀察學生在校表現 

    注意學生是否開始出現睡眠不足、課業沒完成、進度落後等異於往日的行為或身心狀態，

也可從學生間彼此分享的生活經驗，藉此了解網路使用情況。網路成癮者可能為生活遭遇挫

折或是現實生活中缺乏人際互動，轉而投入網路世界尋求協助和支持，導師可與學生一同探

索其成癮的原因，了解其真正的內外在需求，提供有效的策略及幫助。 

      2.次級預防層次 

        (1)篩選網路成癮的學生 

           當導師疑似學生有網路成癮的現象時，可透過陳淑惠所編製的「網路習慣使用量 

           表」（CIAS-10）以確認學生是否有網路成癮的情形，或者進一步透過電訪或家訪 

           方式，了解學生在家中使用網路的情況，早期發現可早期採取介入的策略。 

       (2)與家長一同合作 

          若發現學生有網路成癮現象時，可告知家長，關心學生使用網路情形，並且一同 

          合作，進行輔導計畫，給予學生協助。同時也能對家長提供網路成癮的諮詢，使

家長也能關注此現象。 

        (3)與輔導處一同合作 

           若學生網路成癮狀況已非導師能獨立處理，可轉介輔導處一同關心學生，想辦法 



           改善其網路成癮情形，在導師與輔導處良好的合作下，其網路成癮會有很大的改 

           善。 

  (三)處遇性輔導 

     三級預防層次：當學生網路成癮的問題已很嚴重時，配合輔導處轉介學生諮商輔導中心 

     或社區機構，協助推動處遇性輔導計畫。 

伍、預期成效： 

     一、統整校園資源，早期發現與及時介入預防網路成癮與網路行為問題的發 

        生。 

    二、建立良好親師合作管道與模式，管理學生網路使用情形以及發現與協助學 

        生發生網路成癮與網路行為問題。 

    三、建立全校性網路成癮防治機制，營造健康安全網路學習環境。 

陸、本計畫經本校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實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