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成功大學 98 學年度第一學期導師與相關輔導人員工作研討會會議紀錄 

  時    間：民國 98 年 11 月 9 日上午 11：00~12：30 

  地    點：國際會議廳第一演講室 

  主 持 人：賴校長 明詔                  記錄：臧台安 

  出席人員：徐畢卿（學務長）、各系(所)主任、各班(組)導師及

相關輔導人員 約 290 人 

一、主席致詞： 

  生活的教育是大學生成長過程中最寶貴的經驗，尤其是學生中學到大學自我

發展的階段。在高中時父母、老師往往都管教甚嚴，但進了大學之後，年輕人開

始學著獨立，就希望父母不要再管他們。在這段過程，會發生許許多多的轉變，

也會發生許多問題。這是令年輕人興奮的一段時期，同時也是令年輕人緊張的一

段時期，因為學生會遇到許多的困擾與問題。所以，在這些過程當中，導師就扮

演了非常重要的角色。 

  做為一個校長，我也常常說學生要鍛鍊好身體。經過一年一年的提倡，運動

的年輕人終於越來越多。由此可知，老師是可以影響年輕人的想法的。導師願意

犧牲自己的時間，奉獻自己的時間來幫忙年輕人成長，是極有意義的工作。我們

都希望在大學的時候，讓學生學著如何獨立，學著如何做時間的管理。在學生遇

到挫折的時候，提供學生適當的幫忙。 

  各位導師在學校的教育裡扮演重要的角色，這項輔導的工作對於住在宿舍或

是外宿的學生，亦或是從遠地來的學生，更是重要。感謝各位老師奉獻寶貴的時

間，盡力為學校的學生們付出，幫忙他們成長，也恭喜得獎的老師們，謝謝。 

 

二、專題演講： 

1、主講人：鄭淑惠專案講師（學生輔導組） 

講  題：成大新鮮人網路成癮的健康相關報告 

內 容：略 

 

2、主講人：柯志鴻醫師（高雄醫學大學精神科助理教授兼高雄市立小港醫院精

神科主任） 

講  題：網路成癮的成因與改變之策略 

內  容： 

網路成癮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一種現象，但現代人對此之了解卻是非常非常

的有限。直至現在為止，網路成癮仍沒有任何完全治癒成功的案例。但我們仍可

以從各種方面來探討其成因及如何使之改變的策略。 

 1.成癮為什麼是一種病？  

  「病」在不能控制。病在無法控制的使用物質，即使知道物質使用對自身造

成傷害，卻仍無法停止。但網路是生活中必要的工具之一，甚至是學習的工具，

是一定會使用到的，因此很難界定成癮與否。網路成癮往往要等到自身真的發生



狀況了，才會知道已經出現問題。 

  2.網路成癮的核心症狀 

  網路成癮的人都有個失控的大腦－無法控制上網的衝動，以致成癮無法自

拔。人的大腦分成兩個部分，前腦主管理智，而右下方為邊緣系統，主管情緒，

這兩部分必須配合的好才能生存，一但配合不好，就會出問題。 

  人的原始大腦會因其原有的「存活功能」而誘發生存的行為，去尋求滿足、

逃離危險。在此功能中，會以情緒決策做為快速反應的依據，例如快樂。但當快

樂不等於生存時，就會發生衝突。然而在人的大腦以情緒決策為優先的前提下，

快速反應後會在大腦中產生快速的路徑，以致「成癮」。多次使用路徑後，就會

自動化成為直覺反應，無法克制。而這也是為什麼在初期治療網路成癮之時，會

讓學生先遠離電腦，以阻絕此路徑。 

 3.什麼樣的魅力讓網路如此吸引人？ 

  人的自我實現是最高程度的滿足。人一出生就會追求許多事情，當無法達成

時，人就會改變自已，在這些過程中成長已達成目標，因此，在網路尚未出現以

前，挫折是青少年成長必要的過程。 

  而網路出現之後，尤其是網路遊戲，提供了新奇感、安全感與歸屬感。在使

用遊戲的過程中，會產生強烈的歸屬感，讓使用者覺得被重視、被需要，在其中

贏得自尊，進而達成自我實現。但人類有個弱點，自我實現的需求是不會滿足的。

因此網路遊戲是永無止盡的被需要，與永無止盡的追求自我實現。 

  假如自我實現能在網路世界被滿足時，網路成癮者自然就不會想面對現實世

界。當一切都滿足了，誰還會需要現實中努力獲取的小滿足？但沉溺於網路，不

只影響課業，也會影響成長。 

 4.如何治療 

  之前碰過一個個案，他在會談的時候完全不說話，不願意與我交談。但問及

他當時正在玩的遊戲，玩到第幾級升了幾等，我發現他的眼睛為之一亮，終於開

口說話，一聊也相談甚歡，建立了基本的感情，也就不再對我敵視。剛開始治療

時，個案一定都會對欲治療者帶著逃避、拒絕的敵意，這時可以用認同、支持、

了解與稱讚的態度，從他最喜歡的事情談起，當他不再拒絕你，「治療」的第一

步就建立了。 

  但論及治療，我們要治療什麼？在我們之後的會談當中，個案說，如果不玩

遊戲，那白天要幹嘛？他沒有事情做。我們雖然是從腦部去了解一個人如何成

癮，但論及治療，還是需要回到現實世界中。我的治療方式叫做「偷天換日」，

個案怎麼被騙走，我們就怎麼把他騙回來。之後的有一天，個案在學校遇到一位

老師，那時學校剛好缺人手，就找他去當工讀生。工作是一種自我實現，在有工

作了以後，因為有責任，所以他不能到處亂跑，因為學校需要他，所以他不能整

天待在家裡玩網路遊戲，生活慢慢充實起來。在最後幾次與個案的對談，我問他

最近遊戲玩得如何？他說最近太忙了，已經兩個禮拜沒有碰了。 

  要治療網路成癮，除了一開始的討論網路遊戲對他的影響外，還要為他創造

自我實現的可能性。可與個案討論工作或打工的可能性，鼓勵他自食其力，也可

提供義工或志工的機會，與創造校園參與與表現自我的機會，這就是最後的出口

－自我實現。另一方面，鼓勵他參加社團，製造人際互動的機會，讓他過一個忙

碌又充實的生活。 



  但當他成功的回到現實世界生活之後，一碰到電腦，還是會有想玩的欲望，

這時該怎麼辦？應該要適度調整個案網路之使用時間，避免隨時、隨處可上網，

創造個案無法上網的時間，不要讓他相信自己的自制力。然如果發現個案有憂鬱

症或是躁鬱症、人格違常等精神疾病，則應盡早轉介治療。 

  面對網路成癮，我們要做的有三件事：「限制，教育，啟發」。在這些過程中，

我們才能幫助這些網路成癮的大學生，走回現實世界。 

 

三、導師工作問題研討 

1.導師提問： 

  可否就網路成癮「家庭處理」的問題多加說明？ 

 

柯志鴻醫師回答： 

  當導師面對網路成癮孩子的家長時，不要被迫選邊站。家長希望我們去控制

小孩，但學生希望我們向家長隱瞞事實。不要太早表明自己的立場，試著讓父母

了解小孩的心情，也讓學生了解父母的立場與為難，適當化解雙方僵持的危機。

全面了解個案及全盤的狀況後，再說明自己的立場及自身的看法，往後遇到狀況

的時候，雙方也比較能妥協與給予支持。 

  家長與孩子的衝突一定常有，此時以「重建關係」為主，提供家長合理的介

入與管理方式，在孩子方面，則是扮演家庭中的「第三個大人」，不是父母，是

個願意傾聽他的想法的人，但還是能以某些大人的角度、方向引導他走向未來。 

 

2.導師提問： 

我是網路成癮孩子的父母，請問該如何處理？ 

 

柯志鴻醫師回答： 

這個時候，第一個問題裡「第三個大人」就扮演了重要的角色。網路成癮的

患者一定都知道自己無法克制於沉迷網路，但問題就在於，誰可以幫他打開天窗

說亮話？不需要在這件事上與他衝突，其實只要有人願意誠懇的與他談，讓他能

真誠的面對自己，自覺自身的問題，這一步建立之後，後面就容易多了。接下來

就是幫他開創新的起點，引導他走回正確的人生方向。 

對於完全置之不說話、不理也不動的孩子，據統計大多數合併有憂鬱症，這

時可考慮去接受治療，因為憂鬱症患者情緒不好的時候很難轉換自己的心情，大

多都是抱持著絕望的態度，即使知道什麼方法是對的，也沒辦法去做。在這部分

的孩子，如果也能讓憂鬱症一起被治療，會有較多的好處。 

 

四、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