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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 研究動機 

 

近年來，隨著全球數位科技的快速發展，社交媒體平台如 TikTok（抖音）已成為青少

年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TikTok（抖音）作為一種結合娛樂和社交功能的短影音平台，吸

引世界各地的青少年使用者，成為他們社交互動和獲取資訊的主要途徑(Verduyn et al., 2017)。

根據《Digital 2023: Global Overview》的數據顯示，TikTok（抖音）在全球的使用者數量持續

增加，尤其是青少年群體中，成長速度驚人(DataReportal, 2023)。儘管 TikTok（抖音）其豐

富的多媒體內容能夠提供大量知識性資源，過度使用卻可能對青少年的學業成績和專注力

產生負面影響(Maftei & Diaconu-Gherasim, 2023)。此外，TikTok（抖音）上的娛樂內容多樣且

更新頻繁，容易讓青少年沉迷於無限滾動的短影音中，進而影響其時間管理和學習表現。

因此，如何在利用 TikTok（抖音）進行教育的同時避免其潛在的負面影響，已成為全球教

育工作者和家長需要共同面對的重要課題。  

 

  已有研究探討了 TikTok（抖音）在青少年學習中的正面與負面影響，但大多數研究偏

重於特定國家的青少年群體，對於台灣青少年的使用情況和影響的研究仍相對有限。因此，

本研究針對台灣 13 至 19 歲青少年群體進行問卷調查，探討他們在 TikTok（抖音）平台上

的使用情況為何？以及 TikTok（抖音）對他們在教育上、時間管理與學業表現、社交互動

與行為、心理影響以及隱私與安全意識六大層面的影響為何？本研究將會逐一探討。 

 

二、 研究目的 

 

（一）探討台灣青少年在 TikTok（抖音）平台上的使用情況 

（二）了解 TikTok（抖音）對台灣青少年教育上以及時間管理與學業表現的影響 

（三）探究 TikTok（抖音）對台灣青少年社交互動與心理及隱私安全意識的影響 

（四）提出對學生、家長與學校的因應策略 

 

貳、 文獻探討 

 

以下先探討 TikTok（抖音）的崛起，進而了解台灣青少年使用情況，再探究台灣與國際

上相關 TikTok（抖音）的文獻，針對青少年心理與社會行為、隱私與安全、學習行為與成效

以及對教育與學習環境等不同層面的影響。 

 

一、 TikTok（抖音）的崛起 

 

TikTok（抖音）作為一個分享短影音的社交媒體平台，自 2016 年由中國公司字節跳動

推出以來，迅速成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社交平台之一，尤其廣受兒童與青少年族群的關注

與使用。其核心功能是讓用戶創作和分享長度在 15 至 60 秒之間的短影音。Herrma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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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 TikTok（抖音）憑藉人性化的操作介面、強大的推送算法和多樣化的創意工具，成功

吸引了全球年輕用戶，成為他們表達創意、互動交流和消磨時間的重要平台。 

 

特別是對於 8 至 12 歲的兒童群體，雖然未達到 TikTok（抖音）法定使用年齡的 13 歲，

但他們仍然是平台的主要用戶之一。這一群體，通常被稱為介青少年(tweens)，逐漸進入社

交媒體的世界。相比其他平台，TikTok（抖音）的視覺和聽覺吸引力以及快速消費的內容

模式，使其在這一群體中比 Snapchat、Instagram 和 Facebook 更具吸引力。Demeulenaere et al 

(2020)調查顯示，多達 44%的 6 至 12 歲兒童定期使用 TikTok（抖音）觀看內容。 

 

Herrman (2016)指出 TikTok（抖音）的迅速崛起歸因於其前身 Musical.ly。Musical.ly 專

注於開發年輕用戶熱衷的影片，並於 2018 年與 TikTok（抖音）合併，進一步擴大了其全球

影響力，尤其在年輕族群中大受歡迎。Boyd (2010)也表示 TikTok（抖音）的架構設計主打

讓用戶快速的創作和觀看，並利用個性化推送算法，根據用戶的觀看歷史和喜好推薦影音，

這使得平台更加吸引用戶，特別是年輕族群已成為 TikTok 短影音的主要用戶。 

 

二、 台灣青少年使用 TikTok（抖音）的現況 

 

根據李佳靜（2023）的研究，台灣青少年每天花費 1.5 至 3 小時觀看 TikTok 短影音，

這些內容因多樣且吸引人而讓青少年容易沉浸其中。此外，根據張瑞斌（2024）的研究，

台灣青少年在 TikTok（抖音）上的使用習慣反映了文化背景對其行為的影響。低自尊的青

少年更容易沉迷於 TikTok（抖音）內容，並試圖透過社交媒體獲得情感滿足和群體認同，

這可能增加他們的心理壓力。而高自尊的青少年則傾向於創作短影音內容，這與亞洲文化

中強調創造力和自我表達的趨勢相符。邱家皇（2024）研究指出，TikTok（抖音）對台灣青

少年的學業表現具有雙重影響。一方面，它能激發學習興趣；另一方面，過度使用可能削

弱傳統學習環境中的學業專注力。青少年的社交自我效能也受到 TikTok（抖音）的影響，

特別是在虛擬互動過程中，可能加劇其社交隔離感。 

 

三、 TikTok（抖音）對青少年心理與社會行為的影響 

 

Dienlin 與 Johannes (2020)對過去 30 年間青少年使用數位技術與幸福感之間的關係進

行了綜合研究，結果顯示數位技術對幸福感的影響具有多面性。像 TikTok（抖音）這樣的

平台可以幫助青少年建立有意義的社交網絡和提供情感支持，從而增強幸福感和心理健康

(Verduyn et al., 2017)。然而，頻繁使用 TikTok（抖音）等社交平台也可能影響青少年的心理

健康，特別是當他們過度關注點讚數和外界評價時，這可能導致心理和社會問題的潛在誘

因，例如焦慮、抑鬱和孤立感或對自我形象的不滿(Maftei & Diaconu-Gherasim, 2023)。 

 

Valkenburg et al (2017)研究指出，由於文化差異，西方和亞洲青少年在使用 TikTok（抖

音）等社交媒體時面臨的挑戰與影響有所不同。西方青少年通常強調自我表現與自主性，

因此更傾向於展示個人創意和個性化的內容，並積極地與朋友互動。然而，這也可能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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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過度關注外界對自我形象的評價，進而影響自尊心。此外，Booker et al (2015)研究結果

提出，社交媒體上流行的比較文化可能使青少年產生社會焦慮，並對自己的外貌和生活品

質產生不切實際的期待。由此可知，使用 TikTok（抖音）社交平台，對青少年心理與社會

行為上的影響，因人而異且呈現出文化背景上的差異。 

 

四、 TikTok 對青少年隱私與安全的影響 

 

TikTok（抖音）被視為是一個網絡化的公共空間，通常會引發大眾對兒童安全與隱私

保護的擔憂。De Leyn et al (2021)對 8 到 12 歲的青少年使用 TikTok（抖音）的隱私風險進

行了深入探討。其研究指出，TikTok（抖音）作為一個短影音分享平台，儘管提供了創建

內容和表達自我的機會，但其開放性和匿名性同時也帶來了隱私風險。研究通過 20 個半

結構化(semi-structure)訪談，探討了比利時家庭中青少年和家長對隱私管理的不同看法。家

長普遍擔心青少年過早參與社交媒體會導致個人隱私洩露，特別是在忽視了網路可追溯性。

這些結果與 Maftei 與 Diaconu-Gherasim (2023)的研究一致，指出青少年在社交媒體上過度

曝光與不當管理個人隱私會增加他們的社交焦慮和心理困擾。此外，儘管有些青少年會主

動管理隱私設置，如將內容設為僅自己可見，但家長對孩子是否具備足夠的隱私保護能力

仍然心存疑慮(De Leyn et al., 2021)。此類差異顯示家長與青少年在隱私與自主性上的不同

理解，也突顯在數位環境下平衡隱私與安全的挑戰性。 

 

五、 TikTok（抖音）對教育與青少年學習成效的正負面影響 

 

（一）正面影響 

 

隨著數位學習的普及，TikTok（抖音）在教育領域的應用受到更多教育工作者的關

注。Zeng 與 Abidin (2021)研究指出，透過 TikTok 短影音傳遞教育性內容，可有效促進

學生的學習動機與知識吸收，因為此類型的短影音將抽象概念具體化，特別是對視覺與

聽覺型學習者來說，能增強對內容的專注力並提高學習成效。Feijoo et al (2023)研究亦說

明，TikTok 短影音的視覺和聽覺刺激能有效提高學生的專注力並促進知識吸收，教師可

善用 TikTok（抖音）的多媒體功能來設計具吸引力的教學活動，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二）負面影響 

 

TikTok（抖音）的推送演算法，是根據使用者的喜好與興趣以及在平台上的行為，

推送給用戶自身較關注的內容，以提高平台使用者的依賴性，但長期觀看片段式資訊會

削弱青少年的注意力，影響其學業專注度(De Leyn et al., 2021)。李佳靜（2023）研究中也

說明過度依賴短影音教學可能會削弱學生的專注力和批判性思維。特別是西方國家對於

青少年使用數位媒體的限制較為寬鬆，過度使用媒體更可能導致時間管理和專注力問題

(Przybylski & Weinstein, 2017)。因此，未來的教學設計應考慮如何平衡短影音平台的使用

與深度學習需求，以確保學生能夠在娛樂與教育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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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Feijoo et al (2023)特別指出，TikTok（抖音）傳遞的健康相關內容常包含錯誤

或誤導性信息，對青少年的認知和判斷力構成潛在風險。這造成了家長和青少年對平台

內容的準確性持懷疑態度，顯示對該資訊來源缺乏信任。因此，對青少年資訊教育學習

上，更需要加強媒體素養教育這一環，以幫助青少年應對虛假信息的挑戰。 

 

綜上所述，TikTok（抖音）對青少年的心理、社交行為及學習等多方面產生了影響。儘管

其有助於激發學習動機和社交連結，但也存在學業專注力下降和隱私風險等問題，凸顯了加

強媒體素養教育的重要性。 

 

參、 研究方法 

 

一、 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在文獻分析方面，研究通過系統性地收集並分析

國內外相關資料，深入理解 TikTok（抖音）對全球青少年學習與行為的影響。研

究資料來源多樣化，包括國際期刊文章及學位論文，分析過程包括閱讀與篩選與

研究問題相關的文獻，描述其研究方法與結果，並依據主題、研究方法和影響因

素進行分類。 

 

（二）調查法(Questionnaire Survey)：本研究採用調查法，問卷設計依據國際相關文獻的研

究結果，並進一步調整以對應台灣青少年的社會文化背景，探討他們在使用 TikTok

（抖音）的行為與感受。問卷調查對象，聚焦於台灣 13 至 19 歲的青少年，問題

設計涵蓋從學習行為到心理影響等多個面向，並對蒐集的資料進行量化分析與探

究，以了解台灣青少年的數位使用行為與影響。問卷設計流程步驟說明如下，首

先，問卷共分為七個部分，涵蓋填答者基本資料、TikTok（抖音）使用情況、教育

影響、時間管理與學業表現、社交互動與行為、心理影響及隱私與安全意識；其

次，採用 Likert 五點量表（1 = 非常不同意，5 = 非常同意）來量化填答者的行為

與態度；接著，進行小規模的預測調查(pilot study)以檢驗問卷的可行性與信效度；

最後，透過 Line、Instagram 與 Facebook 等社交平台推廣問卷，並使用 Google 表單

收集資料（連結如下 https://forms.gle/8YotkT531S4871nW6）。 

 

二、 研究流程 

 

本研究採用了文獻分析法與調查法兩種研究方法，系統性地探究 TikTok（抖音）對台

灣青少年在不同層面上的影響。具體流程如下： 

 

（一）文獻回顧：針對全球與台灣青少年使用 TikTok（抖音）的相關研究進行全面性分

析，綜合各類文獻資料，為後續的問卷設計提供理論基礎。 

https://forms.gle/8YotkT531S4871nW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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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表一：台灣青少年 TikTok(抖音)使用情況問卷調查統計表 

（二）問卷設計：依據文獻回顧結果設計出適合台灣青少年的問卷，涵蓋多個面向如學

習行為、隱私管理、心理影響等，並考慮台灣的社會文化背景。 

（三）預測調查：進行小規模預測調查，檢驗問卷可行性和信效度，根據結果調整問卷。 

（四）資料收集：透過 Line、Instagram、Facebook 等社交平台推廣問卷，使用 Google 表

單收集青少年的使用行為數據。 

（五）數據分析：對收集到的問卷進行統計分析，了解台灣青少年使用 TikTok（抖音）

的行為模式，及其對學習與心理等不同層面的影響。 

（六）結論與建議：根據數據分析結果，總結 TikTok（抖音）使用對台灣青少年的學習、

心理及社交行為的影響，並提出對學生、家長與學校因應做法的建議。 

 

三、 研究架構 

 

 

 

 

 

肆、 研究分析與結果 

 

問卷調查中有關填答者的基本資料，包括性別、年齡、每日使用 TikTok（抖音）的時間

以及是否經常創作影片。本研究調查填答者女生占 72.8%，男生占 20.7%，6.5%未提供性別資

料。百分比量化結果顯示 79.3%的青少年每天使用抖音少於 1 小時，僅 7.6%使用超過 2 小時，

顯示大多數青少年的使用時間有限，與學校課業等因素有關。本問卷研究分析台灣青少年使

用 TikTok（抖音）的六大面向：使用情形、教育影響、時間管理與學業表現、社交互動與行

為、心理影響、隱私與安全意識。採百分比，以下分析結果將「同意」與「非常同意」合併及

「不同意」與「非常不同意」合併，「中立」為單獨類別，簡化數據呈現青少年的整體態度。 

 

一、 台灣青少年使用 TikTok（抖音）的情形 

 

  

問題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1. 我每天花超過兩小時觀看 TikTok（抖音）影片。 14.2% 12% 73.3% 
2. 我休息時經常使用 TikTok（抖音）。 25% 8.7% 66.3% 
3. 我用 TikTok（抖音）來關注熱門內容。 31.5% 7.6% 60.9% 
4. 我會定期創作並上傳自己的 TikTok（抖音）影片。 1.1% 9.8% 89.2% 
5. 我喜歡看 TikTok（抖音）影片勝過其他社交媒體。 12% 16.3% 71.7% 

 

 

圖一：研究架構圖 

 

圖一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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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表三：TikTok(抖音)對台灣青少年時間管理與學業表現的影響問卷調查統計表 

表二：TikTok(抖音)對台灣青少年教育上的影響問卷調查統計表 

表三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問卷調查顯示多數台灣的青少年並未投入過多時間在 TikTok（抖音）平台。73.3%的填

答者表示他們每天觀看 TikTok（抖音）的時間不超過兩小時，且有 66.3%的人不常在休息

時使用 TikTok（抖音）。儘管如此，仍有 31.5%填答者表示他們會使用 TikTok（抖音）關

注熱門話題。此外，89.2%填答者表示他們並不定期創作和上傳影片，說明大多數青少年主

要是 TikTok（抖音）內容的消費者，而非創作者。至於對 TikTok（抖音）的偏好，71.7%的

青少年更喜歡其他社交媒體平台上的內容，顯示 TikTok（抖音）雖然受歡迎，但並不是他

們的首選娛樂平台。這與 Demeulenaere et al (2020)文獻中提到的全球趨勢一致，多數青少年

主要是消費者而非創作者，但在台灣，青少年對其他平台的偏好相對更高，顯示 TikTok（抖

音）的影響力在台灣青少年市場尚未完全超越其他社交媒體。 

 

二、 TikTok（抖音）對台灣青少年教育上的影響 

 

 

問題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6. TikTok（抖音）幫我學習新知識，應用在學校功課。 9.8%  31.5% 58.7% 
7. 我會關注 TikTok（抖音）上的教育內容創作者。 18.5% 30.4% 51% 
8. 觀看 TikTok（抖音）的教育影片會激發學習動機。 12%  27.2% 60.9% 
9. TikTok（抖音）增進了我對某些領域的理解。 39.1% 25% 32.6% 
10. 我在學校作業曾使用 TikTok（抖音）影片資訊。 10.9% 25% 64.1% 

 

 

在教育影響方面，TikTok（抖音）對台灣青少年的學習支持效果似乎相對有限。調查

顯示，58.7%的填答者不認為 TikTok（抖音）幫助他們學習新知識並應用於學校功課，這表

示仍有多數青少年未將 TikTok（抖音）視為學習資源，同時僅有 18.5%的填答者表示會關

注 TikTok（抖音）上的教育內容，過半的填答者（51%）不會主動追蹤這類內容。關於 TikTok

（抖音）是否能激發學習動機，60.9%填答者持否定態度，顯示大多數青少年不認為觀看教

育影片能激發學習興趣。然而，39.1%填答者認為 TikTok（抖音）增進他們對某些領域的理

解，反映部分青少年可從平台中獲得特定知識。此外，64.1%填答者表示他們從未在作業中

使用過 TikTok（抖音）影片中的資訊，說明在學習的應用率較低。這與文獻發現相符，例

如 Feijoo et al (2023)指出，善用 TikTok（抖音）能促進學習，但其作為正式學習工具的應用

仍有限，主要是因為大多數用戶將其視為娛樂平台，而非教育資源。 

 

三、 TikTok（抖音）對台灣青少年時間管理與學業表現的影響 

 

 

問題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11. 使用 TikTok（抖音）讓我在讀書時難以專心。 45.7% 22.8% 31.6% 
12. 我使用 TikTok（抖音）時常會忘了時間。 51.1% 15.2% 33.7% 
13. 我頻繁用 TikTok（抖音）後，學業成績比較不好。 22.9% 32.6% 44.6% 
14. 使用 TikTok（抖音）會讓我忘了寫功課。 31.5% 17.4% 51.1% 
15. 考試前使用 TikTok（抖音）能幫助我放鬆紓壓。 23.9% 31.5%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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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表五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表四：TikTok(抖音)對台灣青少年社交互動與行為的影響問卷調查統計表 

表五：TikTok(抖音)對台灣青少年心理的影響問卷調查統計表 

在時間管理與學業表現方面，研究結果顯示 TikTok（抖音）對部分台灣青少年的學習

產生了影響。45.7%的填答者表示使用 TikTok（抖音）讓他們難以專心讀書，51.1%的人承

認他們常常因使用 TikTok（抖音）忘記時間。然而，44.6%的填答者認為頻繁使用 TikTok

（抖音）並未對他們的學業成績造成負面影響，且 51.1%的人表示儘管使用 TikTok（抖音），

仍能按時完成功課。此外，23.9%的青少年認為在考試前使用 TikTok（抖音）有助於放鬆，

顯示紓壓效果因人而異。這與文獻探討中的研究一致，例如李佳靜（2023）指出，長時間

觀看 TikTok（抖音）可能影響學習專注力，尤其是對那些無法有效管理時間的青少年而言。 

 

四、 TikTok（抖音）對台灣青少年社交互動與行為的影響 

 

  

問題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16. 我用 TikTok（抖音）跟朋友保持互動。  7.6%  16.3% 67.4% 
17. 我常與朋友參與 TikTok（抖音）上的熱門話題。 20%  23.9% 52.2% 
18. 看 TikTok（抖音）影片會影響我的行為或思維模式。 23.9% 22.8% 53.2% 
19. 我與其他 TikTok（抖音）用戶互動時有社交連結感。 13.1% 27.2% 59.8% 
20. 我會與 TikTok（抖音）的人比較，想跟他們看齊。 8.7%  15.2% 76.1% 

 

 

在社交互動方面，本調查顯示大部分台灣青少年並未將 TikTok（抖音）視為主要的社

交工具，67.4%的青少年表示不會用 TikTok（抖音）與朋友保持互動，且 52.2%不經常參與

熱門話題。儘管如此，23.9%的青少年認為 TikTok（抖音）影片影響了他們的行為或思維模

式。59.8%表示與其他用戶互動時沒有社交連結感，並且 76.1%的青少年不會與 TikTok（抖

音）上的人進行比較，顯示其對個人認同的影響有限。這與文獻探討一致，例如 Valkenburg 

et al (2017)指出，社交平台雖可能影響青少年的行為和思維，但其對自我認同的影響因個體

而異，並不普遍。 

 

五、 TikTok（抖音）對台灣青少年心理的影響 

 

 

問題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21. 使用 TikTok（抖音）讓我感到開心。 29.3% 32.6% 38% 
22. 長時間無法看 TikTok（抖音），我會感到焦慮。 6.5%  13% 80.4% 
23. TikTok（抖音）上的負面評論會影響我的心情。 14.2% 22.8% 63.1% 
24. 花長時間在 TikTok（抖音）而非學習會感到內疚。 46.8% 20.7% 32.6% 
25. TikTok（抖音）影響了我對自我的看法。 16.3% 22.8% 60.9% 

 

 

在心理影響方面，台灣青少年對 TikTok（抖音）的情感反應呈現多樣化。29.3%的填答

者表示使用 TikTok（抖音）讓他們感到開心，但 38%的人不認同這一點。80.4%的填答者不

會因無法查看 TikTok（抖音）感到焦慮，顯示他們對該平台依賴度較低。63.1%的青少年表

示負面評論不會影響他們的心情，而 46.8%的人則會因花過多時間在 TikTok（抖音）而非

學習感到內疚。最後，60.9%的青少年表示 TikTok（抖音）未影響他們對自我的看法。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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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表六：TikTok(抖音)對台灣青少年隱私與安全意識的影響問卷調查統計表 

獻探討相比，這與 Valkenburg et al (2017)所指出的結果相符，即社交媒體對青少年心理影響

存在個體差異，部分人可能受到較大影響，而其他人則不會受到明顯影響。 

 

六、 台灣青少年對 TikTok（抖音）的隱私與安全意識 

 

 

問題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26. 我會 TikTok（抖音）隱私設定來保護個資。 39.1% 32.6% 28.3% 
27. 我擔心個人資料可能會被 TikTok（抖音）盜用。 51.1% 27.2% 21.7% 
28. 我在 TikTok（抖音）上分享個人資訊時會很謹慎。 53.1% 19.6% 17.3% 
29. 我在 TikTok（抖音）上曾目睹霸凌或負面行為。 31.7% 18.5% 48.9% 
30. TikTok（抖音）對用戶的隱私和安全保護得當。 13.1% 46.7% 40.3% 

 

 

在隱私與安全意識方面，結果顯示台灣青少年對 TikTok（抖音）的隱私保護和安全性

有一定的擔憂。39.1%的填答者會使用平台的隱私設定來保護個人資料，但 28.3%的人則不

會這樣做。此外，51.1%的青少年擔心個人資料會被盜用，顯示隱私風險是他們的主要關注

點。53.1%的青少年在分享個人資訊時非常謹慎，而只有 13.1%的填答者認為 TikTok（抖音）

的隱私保護措施得當。這與 De Leyn et al (2021)研究的結果一致，該研究指出青少年在社交

媒體平台上經常面臨隱私保護的挑戰，且隱私保護意識存在不足。 

 

伍、 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一） 台灣青少年在 TikTok（抖音）平台上的使用時間有限 

 

本研究結果顯示，大多數台灣青少年每天在 TikTok（抖音）平台上的使用時間，比

起文獻中探討的其他國家相對有限，超過七成每天使用不超過兩小時，且主要作內容的

消費者而非創作者。僅有少數青少年定期參與熱門話題或進行創作與上傳影片，顯示此

年齡層的用戶更傾向使用 TikTok（抖音）作為娛樂消遣的平台，而非表達自我或進行社

交互動的工具。這與文獻探討的全球趨勢相符，Demeulenaere et al (2020)指出，儘管青少

年是 TikTok（抖音）的核心用戶群體，但其使用行為更多偏向於被動的內容消費，而非

積極的內容創作或參與。Herrman (2016)同樣提到，TikTok（抖音）的用戶多數是年輕人，

主要關注娛樂性內容，且使用時間受到學校課業和其他活動的限制，這也解釋了為何台

灣青少年對該平台的使用時間普遍較短。 

 

（二） TikTok（抖音）對台灣青少年的學習幫助有限 

 

在教育方面，研究結果顯示 TikTok（抖音）對台灣青少年的學習幫助有限，大部分

填答者不認為該平台有效促進學習，並且少數人關注教育創作者或應用平台上的內容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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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作業。在時間管理與學業表現方面，超過半數的青少年表示使用 TikTok（抖音）時

會忘記時間，部分人認為抖音影響了學習專注力。然而，多數青少年能在使用 TikTok（抖

音）的同時完成作業，顯示出不同青少年之間在時間管理和學業表現上的差異。在教育、

時間管理與學業表現方面，本研究的結論呼應了 Zeng 與 Abidin (2021)以及李佳靜（2023）

的研究，指出 TikTok 對學習的幫助有限，且其短影音形式可能削弱青少年的專注力。這

也反映了文獻中提到的 TikTok 過度依賴娛樂功能的問題。 

 

（三） TikTok（抖音）非台灣青少年主要的社交工具 

 

本研究顯示，大多數台灣青少年不將 TikTok（抖音）視為其主要的社交互動平台，

未與其他用戶建立深入的社交連結。儘管有部分青少年認為 TikTok（抖音）的內容影響

他們的行為和思維模式，但大多數青少年並不會與平台上的其他用戶進行比較。針對隱

私與安全問題，青少年也對平台持有一定的擔憂，雖然部分人會謹慎分享個人資訊，但

仍質疑平台的隱私保護措施。這與文獻 De Leyn et al (2021)提出的觀點一致，指出青少年

在社交媒體上的互動往往較為表面，且隱私風險仍然是家長與青少年關心的重要議題。 

 

二、 建議 

 

（一） 對學生的建議 

 

青少年在使用 TikTok（抖音）時應保持謹慎，特別是在分享個人資訊時，要提高隱

私保護意識。應避免過度沉迷於社交媒體內容，並適當分配時間，以免影響學習和課業

表現。此外，建議學生可以多關注 TikTok（抖音）上的教育內容，善用平台上的學習資

源，從而將娛樂與學習相結合。 

 

（二） 對家長的建議 

 

家長應加強與孩子的溝通，了解他們在 TikTok（抖音）上的使用情況，並引導他們

正確使用社交媒體，避免過度依賴或沉迷於短影音平台。建議家長定期檢查孩子的隱私

設定，並與孩子討論網絡安全問題，幫助他們提升隱私保護的意識。此外，家長應鼓勵

孩子使用 TikTok（抖音）等平台作為學習工具，而非單純的娛樂工具。 

 

（三） 對學校的建議 

 

學校應積極開展數位素養教育，幫助學生理解如何正確且負責地使用社交媒體平台。

教師可引導學生探索 TikTok（抖音）上的優質教育資源，並鼓勵學生分享他們的學習成

果。此外，學校可與家長合作，共同監督學生在社交媒體上的使用情況，從而確保學生

的學習與生活能夠取得適當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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