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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目 的



研究目的

Instagram限時動態成為抒發心情的第一管道？

Instagram的使用變成情侶新的衝突成因？



研究目的

1.檢視情侶衝突是否會受Instsgram使用成因影響？

2.低頭行為、過度使用是否會作為中介變項解釋上述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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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獻 回 顧



文獻回顧

FoMO（錯失焦慮症）

● FoMO（Fear of Missing Out，FoMO)定義:                                                             
1.時常查看朋友圈、社交網站（例：FB、Instagram等)                          
2.過分試圖加入其他人的社交活動屬於其所定義FoMO的外在表現。

（王佳寧，趙思琦，賈彥琦，2019）

➢FoMO程度越高在社群媒體的使用時間會越多
(Karl van der schyff、Karen Renaud、Juliet Puchert-Towns 2022)

過去研究發現：



文獻回顧

網路自我揭露

● Instagram上的自我揭露定義：
1.使用著藉由Instagram上發布貼文以及限時動態功能來達成，主要
是指利用Instagram的反饋機制的即時性來獲得滿足。
2.使用著藉由反饋評論調整他們未來發布的文章，以使他們更符合
他想向他人展演的內容。
(Djafarova & Trofimenko, 2019)

➢自我揭露程度越高焦慮程度越高 (Djafarova & Trofimenko, 2019)

➢自我揭露程度越高越容易過度使用Instagram                        (Wrigh,2018)

過去研究發現：



文獻回顧 低頭行為

● 低頭行為定義：
1.與人共處時，只顧著使用手機而冷落、怠慢了身邊的人。
2.低頭行為被認為會對人和人之間的相處形式進行破壞，因此它通常被認
為是不尊重的行為。 （Anshari et al,2018)

過去研究發現：
➢低頭行為量表分數越高會對人產生負面影響越大（例如：整體幸福感下降

） (Carrión et al., 2017)



文獻回顧 過度使用Instagram

過度使用Instagram檢驗：
1.檢驗使用著是否對Instagram有戒斷症狀之現象
2.檢驗過度使用著對於Instagram之身旁親友是否也感覺使用著有過度使用症
狀

➢長時間在經營虛擬的網路人際關係，將容易忽略了現實生活中的人際關係經營
，而導致真實的人際關係溝通方面欠佳。 <智慧型手機對使用者人際與心理影響之研究>

過去研究發現：



文獻回顧 情侶衝突

情侶衝突檢驗：
本篇研究主要針對情侶間衝突發生次數以及發生普遍性進行檢驗。

➢長時間黏膩於網路上，而造成上網的時間排擠到了原有的時間安排，人際關係
上可能因為上網的時間過長，而疏忽社交生活。 陳淑惠(2003)

過去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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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架 構 、 問 題 與 假 設



研究架構

自變項
──────
X1:FoMO（錯

失焦慮）
X2:自我揭露

依變項
──────

情侶衝突

中介變項
──────

（phubbing)
低頭行為

背景資料
────
家庭收入

年級
父母教育

程度
打工狀況

中介變項
──────
過度使用
Instagram



研究問題1︰

FoMO程度高與自我揭露程度高的大學生會不會比較容易有情侶衝突現象

研究假設︰

研究問題與假設

1-1 :FoMO程度高的大學生有比較高的情侶衝突現象 （X1→Y)

1-2 :自我揭露程度高的大學生有比較高的情侶衝突現象（X2→Y)

自變項
──────

X1:FoMO（錯失焦
慮）

X2:自我揭露

依變項
──────

情侶衝突



研究問題2︰

FoMO程度高和自我揭露程度高的大學生會不會比較容易有過度使用Instagram的現象

FoMO程度高和自我揭露程度高的大學生會不會比較容易有低頭行為的現象

研究假設︰

研究問題與假設

2-1 :FoMO程度高的大學生比較容易有過度使用Instagram的現象 (X1→M1)

2-2 :FoMO程度高的大學生比較容易有低頭行為 (X1→M2)

2-3 :自我揭露程度較高的大學生比較容易有過度使用Instagram的現象 (X2→M1)

2-4 :自我揭露程度高的大學生比較容易有低頭行為 (X2→M2)

自變項
──────

X1:FoMO（錯失焦
慮）

X2:自我揭露

中介變項
──────

過度使用IG
低頭行為



研究問題3︰

低頭行為和過度使用Instagram是否為自我揭露、FoMO程度對情侶衝突關係的中介變項

研究假設︰

研究問題與假設

3-1 、3-2: 低頭行為在FoMO行為和情侶衝突、以及自我揭露和情侶衝突的關係有中介效果。（X1、Ｘ

2→M1→Ｙ）

3-3、3-4: 過度使用Instagram在FoMO行為和情侶衝突、以及自我揭露和情侶衝突的關係有中介效果（

X1、2→M2→Y）

自變項
──────

X1:FoMO（錯失焦
慮）

X2:自我揭露

中介變項
──────

過度使用IG
低頭行為

依變項
──────

情侶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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