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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大學生 Instagram用戶人格特質與 FoMO（Fear of Missing Out）症
候群之現況與關係。研究方法採問卷調查法，以 1,163名大學生 Instagram用戶為
研究對象。調查所得資料以描述統計、獨立樣本 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多元
迴歸等方法進行分析，研究結果如下：一、大學生 Instagram用戶「親和性」層面
得分最高，而「神經質」層面得分較低；整體 FoMO症候群屬中等程度。二、男
大學生 Instagram用戶在人格特質「開放性」層面平均得分高於女大學生，而女大
學生在「神經質」與「親和性」層面平均得分高於男大學生；且男大學生 FoMO
症候群平均得分高於女大學生。三、低年級大學生 Instagram用戶 FoMO症候群平
均得分高於高年級大學生 Instagram用戶。四、大學生 Instagram用戶人格特質對
FoMO症候群具預測力，其中，人格特質之「外向性」、「開放性」與「神經質」
表現程度越高，其 FoMO症候群現象也越強；而「嚴謹性」與「親和性」表現程
度越高，其 FoMO症候群現象則越低。

關鍵詞：FoMO 症候群、Instagram、人格特質、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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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aims to explo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mprehensive Instagram users’ profiles and Fear of Miss Out (FoMO). The study 
adopt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selects 1,163 university students’ Instagram users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 data obtained from the survey was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one-way ANOVA, and multiple regressi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we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Instagram users consisting of university students have 
the highest score for the “Agreeableness” trait, while the score for the “Neuroticism” 
trait was lower; and the overall FoMO was moderate; (2) Gender has caus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five personality traits and FoMO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stagram 
users. That is, the “Openness” trait of male university students’ Instagram users was 
higher than females, and “Neuroticism” as well as “Agreeableness” traits of female 
university students’ Instagram users were higher than males. Moreover, the FoMO of 
male university students’ Instagram user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females; (3) Grade has 
also caus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five personality traits and FoMO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stagram users. In other words, the FoMO of younger university students’ 
Instagram users was higher than older ones; (4) The five dimensions of personality traits 
of college students’ Instagram users all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FoMO. Moreover, 
“Extroversion,” “Openness,” and “Neuroticism” traits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FoMO, 
while “Conscientiousness” and “Agreeableness” traits have a negative influence on FoMO. 

Keywords: FoMO, Instagram, personality trait, university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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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臺灣網路資訊中心（2020）在 2020
臺灣網路研究報告中，將網路服務分為

「即時通訊」、「網路新聞」、「社群論

壇」、「影音直播」與「電郵搜尋」五大

類，在年齡上則以「12-24歲 Z世代」、
「25-39歲 Y世代」、「40-55歲 X世代」
與「56歲以上」四大類進行區隔，報告
指出在「社群論壇」項目上，以 12-24歲
Z世代 95.6%占比最高，而 25-39歲 Y世
代則以 92.5% 居次，由此可知，臺灣大
學生對於社群媒體已具高黏著度。《商業

周刊》進一步指出，至今 Facebook雖仍
不受世代影響，尚屬最多年齡層使用之社

群媒體，然而 Z世代卻不買單，更偏好
使用 Instagram來接收資訊並與他人進行
互動（張庭偉，2019）；國外一份 Z 世
代風格網紅趨勢白皮書針對 Z世代社群
媒體使用行為同樣表示，Z世代的溝通媒
介以圖像影音為主，因此，亦可稱 Z世
代為「視覺社群美學世代」，整體使用

比例更以近八成之數據遙遙領先其他年

齡層，充分顯示出 Instagram已是 Z世代
至關重要的社群媒體，且當中女性對於

Instagram之使用頻率顯著高於男性（康
泰納仕，2020）。依據 Kemp（2021）所 
發表 Digital 2021: Taiwan報告顯示，目前
Instagram 主要用戶為 18-34 歲之臺灣用 
戶，從 2018年 49%攀升到 2021年 59%， 
可見臺灣 Instagram用戶具有持續成長的趨
勢，更是大學生目前最喜愛之社群平臺，

故本研究係以 Instagram作為研究範疇。

國內針對青少年與大學生的網路使

用行為研究指出，由於青少年正處於發展

自我概念的成長期，網路成為探索自我的

重要場域，因此在社群媒體上產製並上

傳影音內容後，會非常在意他人給予的

線上回饋與想法（張卿卿，2016）、在
意 Instagram上照片的讚數、擔心朋友對
貼文的評論，倘若讚數或評價不佳，可能

會感到自尊心受傷（蘇柔郡、吳筱玫，

2018）。研究也證實，青少年會在使用
社群媒體的過程中，產生比較心理，且

青少年比較心態的程度愈高，感受到的

社交焦慮也愈高，自尊感則愈低（林宛

樺，2020），而大學生亦因在意同儕的
看法及跟隨同儕的行為模式而使用社群

媒體（Lin, 2015），並因同儕的訊息回
應而感到焦慮（賴偉嘉，2018）。英國
慈善機構「皇家公共衛生學會」（Royal 
Society for Public Health & Young Health 
Movement, 2017）針對 1,500 名 14-24 歲
青少年做了一份 #Status Of Mind研究指
出，Instagram是對精神健康傷害最大的
社群媒體，其以視覺為導向的特性是造成

此項結果的主因，尤其 Instagram還會影
響睡眠、引發焦慮，造成深怕漏看動態的

「害怕錯過」症狀，甚至看著朋友們出遊、

美食的照片，進而產生比較、忌妒等負向

情緒。

自媒體的崛起讓每個個體都可以是

一個媒體單位，只要透過數位科技和行動

裝置，即可易如反掌地在社群媒體中參與

或主導傳播各類訊息與個人化之動態（陳

國祥，2016）。然而，大學生在社群媒
體平臺中因過度想表露自我想法或積極想

與親朋好友進行互動，進而產生不斷更

新動態或點擊社群媒體頁面之行為，即

屬不斷重複資訊尋求行為（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s），假若行為過於頻繁
時，容易引發主觀性資訊遺漏狀況，進而

產生焦慮、恐慌與自卑心理之影響，隨著

負面壓力與情緒日積月累，將容易讓個體

培養出負面之玻璃心人格模式（Haidt & 
Lukianoff, 2019/2020）。換言之，身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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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世代與虛擬世界之下的大學生，其人

格特質之樣貌及特性，可能已在 21世紀
網路資訊及社群媒體大量崛起的趨勢與潮

流下悄然改變。然綜觀歷來研究發現，現

階段國內尚未有採用五大人格特質架構，

並將對象平臺聚焦在大學生 Instagram
用戶所進行的相關探究（陳又菱等人，

2020）。如前所述，Instagram 已是大學
生喜愛程度最高的社群媒體，更是黏著度

最高平臺，而在現實社會中，對於不同人

格特質之大學生 Instagram用戶而言，在
使用頻率上是否具有不同程度的狀態？在

面對 Instagram誘惑時，是否將因不同人
格特質而產生差異反應？據此，本研究基

於當前已廣為國內外所運用之五大人格

特質架構，期可詳加瞭解目前我國大學

生 Instagram用戶在虛擬社群世界中之性
格狀態及使用現況為何，是以探討大學生

Instagram用戶人格特質之現況，乃為本
研究動機一。

另一方面，目前臺灣數位海洛因

（digital heroin）在大學生族群中可謂相
當氾濫，當數位海洛因進入體內DNA時，
將對其心智進行大規模破壞與行為上之

操控，其感染與擴散能力如同病毒般快

速且狡猾，促使個體不斷沉淪在社群媒

體當中，淪為數位海洛因成癮者，久久無

法戒斷，連帶致使個體之身心狀態每況愈

下，而多數成癮者，皆是正值青春年華之

少男少女們，針對上述現象，在學術上便

稱為 FoMO症候群（Fear of Missing Out, 
FoMO）（葉貞屏，2020）。然綜觀歷來
研究，國內甚少採用 FoMO架構並將對
象平臺聚焦於大學生 Instagram用戶進行
探討。如前所述，目前大學生對於社群媒

體過度依賴，且害怕錯過同儕或其在意對

象之相關資訊，此種錯失焦慮的心態，已

嚴重打擊其身心健康，如：生活失序而造

成喪失良好睡眠品質、飲食不正常亦或影

響學業表現等；亦如負向自我概念之效

應而造成不正常之過度比較心態、極端

情緒起伏亦或產生偏差行為等（Stead & 
Bibby, 2017），因此，瞭解大學生 FoMO
現況實乃刻不容緩。若可詳加瞭解大學生

Instagram用戶其 FoMO之表現程度，應
可透過研究結果提供教育或輔導人員之輔

導依據，是以探討大學生 Instagram用戶
FoMO之現況，乃為本研究動機二。

此外，回顧歷來研究發現，人格特質

與社群媒體成癮之間具有一定關聯，如：

「嚴謹性」與社群媒體成癮具有顯著負相

關，「親和性」亦與社群媒體成癮具有顯

著負相關（李曜安，2014），而 FoMO
可視為一種成癮症狀，與社群媒體成癮

表現相仿，據此推知，人格特質可能也

與 FoMO 現象密切相關。其次，參採五
大人格特質理論觀點（Costa & McCrae, 
1985），「神經質」個體易受內外在環境
影響而缺乏安全感及較多焦慮感，使其可

能因過度擔心遺漏同儕或自己主觀在意之

資訊，進而產生不斷重複資訊尋求行為，

連帶提高 FoMO 之程度；反之，「嚴謹
性」個體因具有相對較高之自我控制力，

在面對社群媒體時，能夠展現自我節制

之表現，故應不易產生 FoMO 現象，由
此可知，人格特質和 FoMO彼此密切關
聯。雖然已有部分研究指出，「神經質」

與 FoMO 具有顯著正相關，「外向性」
亦與 FoMO 具有顯著正相關（江雲霞，
2018），唯此些研究係以社會大眾為對
象，或以微信（WeChat）社群為媒介，
然若以大學生或 Instagram進行探究，所
獲結果是否與前述發現相仿，亦或有所

差異，不免令人好奇，是以探討大學生

Instagram用戶人格特質與 FoMO症候群
二者關聯性，乃為本研究動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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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旨在探討

問題如下：

一、 瞭解大學生 Instagram用戶人格特質
及 FoMO症候群之現況。

二、 分析不同背景變項之大學生 Instagram
用戶人格特質及 FoMO症候群的差異
情形。

三、 探討大學生 Instagram用戶人格特質
對 FoMO症候群之預測力。

貳、文獻探討

一、人格特質的意涵及相關研究

人格，可形容為每一個人無形的內

在衣裝，也因如此，它將促使人們具有不

同的特質，在學術研究上，學者更是常用

「特質」一詞作為研究分析單位，意即，

當人們面對外在環境刺激時，將受到特

質催化之影響，進而促發人們由內而外生

成一種穩定且持久之狀態反應（Allport, 
1961），亦有學者表示，人格特質即是
人們在面對不同情境時，所產生獨特且一

致性之行為特徵反應（Costa & McCrae, 
1992; Gatewood & Field, 1998）。是以基
於「特質論」，特質是構成人格重要因素，

當人們受到環境刺激時，所產生的行為、

思考、情感等內外在表現，都將與其人格

特質密切相關（Zimbardo, 1997），因此，
本研究者將人格特質定義為人格特質是個

體內在之反應物，當受到環境刺激時，將

自然產出個體獨特性及穩定一致性之性格

反應。

在人格特質理論中，目前係以 Costa 
與 McCrae（1985）所主張的五大向度： 
「開放性」（O p e n n e s s）、「嚴謹性」
（C o n s c i e n t i o u s n e s s）、「外向性」
（Extraversion）、「親和性」（Agreeableness）
及「神經質」（Neuroticism）最為人熟知，

將五個向度拼湊成代名詞 OCEAN，又可
稱為「人格五因子模式」，不僅已被廣

泛運用在心理學、管理學及社會學等不同

領域，且獲得高度認同與接受（Digman, 
1990），亦在商業實務及校園學生輔導經
常採用，除可準確探討個體發展及個別差

異外，也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因此，本

研究針對人格特質之瞭解，即以五大人格

特質理論作為主體架構，包括「開放性」、

「嚴謹性」「外向性」、「親和性」與「神

經質」等五大層面（Costa & McCrae, 
1985; Thompson, 2008），說明如下：
（一）開放性：個體勇於探索新的經驗、

陌生事物與事實之程度。

（二）嚴謹性：個體屬目標成就導向，具

組織及責任感之程度。

（三）外向性：個體在人際關係互動情境

中，感到舒適之程度。

（四）親和性：個體容易溝通相處，且喜

好與他人合作之程度。

（五）神經質：個體接受到負面情感刺激，

產生不穩定之程度。

回顧人格特質相關研究中，在性別

上，部分研究指出，男性「外向性」顯

著高於女性（柴康偉等人，2020），但
Kmecová 與 Kajanová （2021）則發現，
女性「外向性」顯著高於男性；而在「嚴

謹性」向度，以上學者皆一致發現女性

「外向性」高於男性。據此顯示，性別背

景變項對於五大人格特質之影響程度仍未

有一致性結果，值得進一步探究釐清。

同理，在年級上，柴康偉等人（2020）
研究結果指出，低年級學生在五大向度

皆顯著高於高年級學生，但 Kmecová與
Kajanová（2021）則發現，年級與五大人
格特質未有任何相關性，是以年級與人格

特質之可能關係，同須進一步探究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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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FoMO症候群的意涵及相關
研究

FoMO症候群亦被譯成「資訊遺漏恐
懼」、「錯失焦慮症候群」、「恐懼錯

過」等用語。隨著科技網路日趨普及，

人們與社群媒體關係已密不可分，雖然社

群媒體帶給人們如此便捷的聯繫媒介，但

似乎沒有填補人們的社交及資訊需求滿

足，反而促使其對資訊產生更高層次的追

求，使其更長時間投入社群媒體（蔡宇

富，2020）。從身心角度視之，對於社
群媒體高度使用者而言，容易不斷沉淪在

追求社交心理與接收資訊條件滿足的惡性

循環裡，進而影響個體產生憂鬱、自卑甚

至主觀孤立之負向情緒與想法（王芊淩，

2020；Oberst et al., 2017），此況在學術
上稱為 FoMO症候群。FoMO與高頻率使
用社群媒體具有高度相關性，而當個體患

上 FoMO 時，將容易對其身心造成負面
影響。因此，本研究將 FoMO 定義為個
體對於社群媒體具高頻率且高注意之社交

行為狀態模式，當狀態需求無法滿足時，

將產生資訊遺漏焦慮、不穩定情緒與強迫

使用行為之負面狀況。

回溯 FoMO 相關研究，最早是由
Przybylski等人（2013）所提出，採用心
理學自我決定論（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觀點進行探究，並針對 FoMO歸納
出「自我相關性」（relatedness）、「自
主與自決性」（autonomy）與「自我效能
性」（competence）三大向度，自三大基 
本心理需求之匱乏狀態進行 FoMO 探
究，認為個體係因基本心理需求未能滿足

而導致 FoMO表現，且據以發展測量工
具。賴宜弘等人（2016）針對 FoMO 所
指 SDT三大需求則進一步詮釋，當個體
在無法滿足自我相關性（主觀認為自己缺

乏與他人聯繫之親密或互動感受）、自主

與自決性（主觀認為自己無法做出有意義

的社交或自我表露之選擇，或欲掌握他人

對自己的需要或重視的程度而擔心產生自

我疏離感）及自我效能性（主觀認為自己

無能力在環境中表露自我或無法得到個人

期盼之互動感受時，將會使個體產生自尊

心低落、自我貶低或情緒焦慮等負面現

象）等三大心理需求時，將較一般人對於

人際相處更為敏感，連帶提高社群媒體使

用頻率。據此觀點，假若個體三大心理需

求（自我相關性、自主與自決性及自我

效能性）表現程度高，即基本心理需求越

是匱乏，亦將產生較高之 FoMO 現象。
換言之，當 SDT三大個體先天性需求程
度越高，易於促發其主動投入社群媒體的

參與及表現；即 SDT三大個體先天性需
求越高者，越是傾向使用社群媒體的程度

也越高（Oberst et al., 2017），而透過參
與其中所可能滿足三大需求或動機，進一

步造成 FoMO問題的發生與表現。循此
脈絡，個體會主動將社群媒體平臺作為與

他人進行資訊交換、從中展現自我、發展

人際互動之聯繫工具，加深自己與他人緊

密關係連結程度，從而滿足三大需求或動

機。因此，參採 SDT理論觀點，可作為
理解 FoMO現象的重要基礎，是以本研
究針對 FoMO之瞭解，即以 SDT理論作
為主體架構，包括「自我相關性」、「自

主與自決性」及「自我效能性」等三大層

面（Oberst et al., 2017; Przybylski et al., 
2013），說明如下：
（一）自我相關性：個體渴望與他人產生

連結之程度。

（二）自主與自決性：個體對於主動權感

受之程度。

（三）自我效能性：個體希望與環境產生

有效互動感受之程度。

回顧 FoMO相關研究中，在性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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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研究指出，女性 FoMO程度高於男性
（蔡宇富，2020），唯國外則發現，男性
FoMO程度高於女性（Qutishat & Sharour, 
2019; Zunic, 2017）。據此顯示，性別背景
變項對於 FoMO之影響程度仍未有一致性
結果，值得進一步探究釐清。同理，在年

級上，已有研究指出，低年級學生 FoMO
程度顯著高於高年級學生（Tugtekin et al., 
2020）； 但 Zunic（2017) 和 Qutishat 與
Sharour（2019）則發現，年級與 FoMO未
有任何相關性，是以年級與 FoMO之可能
關係，同須進一步探究釐清。

三、人格特質與 FoMO的相關研究
一方面經蒐整歷來與「人格特質、

FoMO與他類社群媒體」相關研究進行分
析獲悉，對五大人格特質中之「神經質」

與 FoMO具有顯著正相關多有共識，然
對餘等四向度之意見分歧，如：「外向

性」亦與 FoMO具有顯著正相關（江雲
霞，2018），且江雲霞（2018）亦發現五
大人格特質中之「親和性」、「開放性」

與「嚴謹性」與 FoMO 具有中度關係，
Kircaburun等人（2020）亦指出「開放性」
與「嚴謹性」與 FoMO 具有高度關係，
唯 Sindermann 等人（2021）認為「開放
性」及「嚴謹性」與 FoMO並無顯著相
關。另一方面亦蒐整歷來與「人格特質、

網路社群成癮與他類社群媒體」類型研究

進行分析獲悉，多見五大人格特質中之

「嚴謹性」與社群媒體成癮具有顯著負相

關，然對餘等四向度之意見同屬分歧，如：

「親和性」與社群媒體成癮具有顯著負相

關（李曜安，2014），但李曜安（2014）
更發現五大人格特質中之「神經質」與社

群媒體成癮具有負相關；Rachubińska等
人（2021）則指出「神經質」與社群媒
體成癮應呈現正相關。此外，Kircaburun

與 Griffiths（2018）研究顯示，「開放
性」與社群媒體成癮具顯著負相關，唯

Rachubińska 等人（2021）指出，「開放
性」與社群媒體成癮具顯著正相關。

綜言之，透過「人格特質、FoMO與
他類社群媒體」與「人格特質、網路社群

成癮與他類社群媒體」二類相關文獻分

析推測，人格特質和 FoMO確實存有一
定關聯，且人格特質應可有效預測 FoMO
表現，如：「外向性」與「神經質」二構

面，對於社群媒體成癮具有預測力。如前

所述，FoMO亦是一種成癮症狀，與社群
媒體成癮表現大致相仿，是以人格特質對

FoMO亦應具預測力，盼透過研究結果，
冀能提供教育現場者及輔導人員之輔導方

式參考。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係為大學生 Instagram用
戶，依據教育部（2024）大專校院概況表
統計資料庫顯示，2019年共有 917,197名
大學生，透過軟體公司 Creative Research 
Systems所提供 Sample Size Calculator樣 
本計算服務系統，將信賴區間標準設定為 
95%，而抽樣誤差設定在 3%，計算出 
1,066之樣本數應已足夠具有樣本代表性。 
考量本研究對象聚焦在有使用 Instagram
之大學生，分別於 Facebook及 Instagram
兩大廣為使用之社群平臺進行線上問卷

調查，共發出 1,650份線上問卷，經剔除
無效問卷後，共有 1,163份有效問卷，有
效回收率為 70.48%。根據有效問卷分析
結果，本研究在性別方面，男性 435 位 
（37.4%）、女性 728位（62.6%）；在年級 
方面，一年級 101位（8.7%）、二年級 193 
位（16.6%）、三年級 289位（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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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級 384位（33%）、四年級以上 196
位（16.9%）。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研究工具包含「人格特

質量表」及「FoMO症候群量表」，說明
如下：

（一）人格特質量表

本研究採用鄧景宜等人（2011）所編
製之「Big-Five Mini-Markers繁體中文版
量表」，包括「開放性」、「嚴謹性」、

「外向性」、「親和性」與「神經質」

五個分量表（各八題），合計共 40題。
本量表使用 Likert 5點計分，由填答者依
其個人對題目之實際感受，針對各題項逐

一填答。問卷題目有正向題及反向題，由

「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依序

分別給予 1 分至 5 分，反向題則反向計
分；得分越高表示受試者越具有該特質之

表現。原量表五個分量表之 Cronbach’s α
分別為 .85、.86、.91、.89 及 .79，總量
表 α為 .81，代表此量表具有良好的內部
一致性信度。原量表亦以驗證性因素分析

考驗個別試題信度、潛在變項組成信度、

平均變異抽取量等指標，結果指出前述指

標與過去文獻中提出的準則皆有顯著或接

近顯著的相關，支持量表尚有可接受之效

度（鄧景宜等人，2011）。另以本研究
對象考驗內部一致性信度，各分量表結果

為 .75、.88、.61、.85 及 .79，總量表為 
.78，顯示本量表信度尚可接受。

（二）FoMO 症候群量表

本研究採用賴宜弘等人（2016）所編
製之「資訊遺漏恐懼感量表」，包括「自

我相關性」（四題）、「自主與自決性」（三

題）與「自我效能性」（三題）三個分量

表（各八題），合計共 10題。本量表使用

Likert 5點計分，由填答者依其個人對題
目之實際感受，針對各題項逐一填答。問

卷題目皆為正向題，由「非常不同意」至

「非常同意」，依序分別給予 1分至 5分，
得分越高表示受試者之 FoMO症候群也越
高。原量表三個分量表之 Cronbach’s α分
別為 .96、.97 及 .95，總量表 Cronbach’s 
α為 .95，代表此量表具有良好的內部一
致性信度。原量表亦以驗證性因素分析考

驗個別試題信度、潛在變項組成信度、平

均變異抽取量等指標，結果指出前述指標

與過去文獻中提出的準則皆有顯著或接近

顯著的相關，支持量表尚有可接受之效度

（賴宜弘等人，2016）。另以本研究對
象考驗內部一致性信度，各分量表結果為 
.84、.88及 .83，總量表為 .85，顯示本量
表信度合宜。

三、資料處理與分析

施測問卷回收後，刪除有遺漏值或

亂答等填答不完全之無效問卷，再將有

效問卷經建檔、彙整後，利用 SPSS for 
Windows 22.0版統計套裝軟體進行資料
處理與統計分析。本研究採用的統計分析

法為描述統計、t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及多元迴歸分析。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大學生人格特質與 FoMO症
候群之現況

大學生人格特質共分為五個層面：外

向性、開放性、神經質、嚴謹性與親和性。

由表 1 可知，各層面平均得分介於 3.17
至 3.85，由高至低依序為：親和性、嚴
謹性、開放性、外向性、神經質，顯示大

學生 Instagram用戶人格特質具有較高的
親和性傾向及較低的神經質傾向。此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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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林郁蕙和曾善美（2011）及 Kmecová
和 Kajanová （2021）研究發現，目前大
學生人格特質以親和性為最多可相呼應。

大學生身處群體互動之生活圈，在此情境

中，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溝通與合作便成

為日常必要及所需，故親和性特質亦悄然

萌生在大學生性格中。

另一方面，大學生 FoMO 症候群共
分為三個層面：自我效能性、自主與自

決性與自我相關性。由表 1 可知，大學
生 Instagram用戶 FoMO症候群平均得分
為 3.19（本研究為 5 點量表），顯示其
FoMO症候群趨於中等程度。進一步觀察
各層面平均得分均介於 2.69至 3.53之間，
各層面由高至低依序為：自我效能性、

自我相關性、自主與自決性，顯示大學生

Instagram用戶在 FoMO症候群屬中等程
度。此結果與蔡宇富（2020）及 Qutishat
和 Sharour（2019）研究發現，目前大學
生 FoMO症候群屬於中等情形可相呼應。
雖然目前大學生 FoMO症候群屬於中等
程度，其影響身心狀況程度或許尚未達到

嚴重情形，但隨著資訊化及層出不窮的社

群媒體不斷出現在大學生日常生活，自不

可對大學生 FoMO症候群掉以輕心，更
應視為一種警訊。

二、不同背景變項大學生

Instagram用戶在人格特質與
FoMO症候群的差異情形

（一）不同性別大學生 Instagram 用戶在
人格特質的差異比較

由表2可知，不同性別大學生 Instagram 
用戶在「開放性」層面人格特質達顯著差

（t = 3.923，p < .001），且男性高於女性；
而在「神經質」（t = -2.675，p < .01）、
「親和性」（t = -4.083，p < .001）等二
層面亦有顯著差異，且女性「開放性」

皆高於男性（開放性及親和性皆有中效

果量、神經質則為小效果量）（Cohen, 
1988）。此結果與 Corker等人（2015）、
Kircaburun 等人（2020）及 Kmecová 與
Kajanová（2021）研究結果相仿。Corker
等人即指出，男大生相較於女大生個性較

為直率且陽剛，對於陌生事物會願意嘗試

與挑戰，亦喜歡透過獨自探索滿足對其所

喜好事物的好奇心，故男大生「開放性」

顯著高於女大生；其次，Kircaburun等人
亦指出，女大生相較於男大生內心敏感程

度高，較易受到外在人事物影響其負面情

緒產生，故女大生「神經質」顯著高於

男大生；再者，Kmecová 與 Kajanová 指
出，以大學生創業觀點評論，女大生在進

行決策時，多採以人為本模式，其相對重

視人與人之間相處的感受與合作互助模

式；反之，男大生則多採任務為本模式，

相對重視任務執行層面的問題，較不會過

度關注人的情感，故女大生「親和性」顯

著高於男大生。是以男大生 Instagram用
戶開放性人格特質高於女大生，而女大生

Instagram用戶神經質與親和性人格特質
則高於男大生。

表 1
大學生人格特質與 FoMO症候群分析結果 

層面 平均數 標準差

人格特質

開放性 3.39 .39
嚴謹性 3.61 .59
外向性 3.36 .65
親和性 3.85 .56
神經質 3.17 .62

FoMO 症候群

自我效能性 3.53 .67
自主與自決性 2.69 .87
自我相關性 3.31 .78
整體 3.19 .65

臺北市立大學學報_教育類55(2)-03 林志哲(清).indd   55臺北市立大學學報_教育類55(2)-03 林志哲(清).indd   55 2024/12/11   上午 11:35:072024/12/11   上午 11:35:07



56 臺北市立大學學報 • 教育類

（二） 不同年級大學生 Instagram 用戶在

人格特質的差異比較

不同年級大學生 Instagram用戶在人
格特質五個層面之 F值檢定皆未達顯著差
異，顯示大學生 Instagram用戶在人格特
質五個層面，不因年級不同而有所差異。

此結果與 Kmecová 與 Kajanová（2021）
研 究 結 果 相 同。Kmecová 與 Kajanová
指出，人格特質屬於每個人內在特有性

格，具持久性及穩定性，不易受到改變

及影響，而大學四年時間相較人生全程

仍屬短暫，應難有所變化，是以大學生

Instagram用戶人格特質不因年級而有所
不同。

（三） 不同性別大學生 Instagram 用戶在

FoMO 症候群的差異比較

由表3可知，不同性別大學生 Instagram 
用戶在整體 FoMO 症候群有顯著差異
（t = 3.273，p < .001），且男性高於女

性；而在「自我效能性」（t = 2.646，p 
< .01）、「自主與自決性」（t = 4.078，
p < .001）等二層面亦有顯著差異，且皆
為男性高於女性（自主與自決性有中效

果量、自我效能性及整體 FoMO表現則
為小效果量）（Cohen, 1988）。此結果
與 Qutishat 與 Sharour （2019）和 Zunic
（2017）研究結果相同。Zunic即指出，
男大生相較於女大生更重視自尊，與人相

處會相當在意面子與平等關係，尤在社群

媒體更是如此，故當男大生主觀認為其自

尊或面子擺不下或被忽略，則易於投注更

多心思在人關網絡中，藉以尋求可能失落

的自我價值，是以男大生 Instagram用戶
FoMO症候群表現高於女大生。

（四） 不同年級大學生 Instagram 用戶在
FoMO 症候群的差異比較

由表4顯示，不同年齡大學生 Instagram 
用戶在「自我效能性」（F = 5.296，p < 
.001，η2 = .018)、「自主與自決性」（F 

表 2
不同性別大學生 Instagram用戶人格特質之 t檢定摘要表

層面 N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Cohen’s d
開放性 3.923*** .236
男性 435 3.37 .39
女性 728 3.27 .38

嚴謹性 -.489 .038
男性 435 3.60 .62
女性 728 3.61 .58

外向性 -.883 .002
男性 435 3.27 .59
女性 728 3.30 .65

親和性 -4.083*** .247
男性 435 3.76 .56
女性 728 3.90 .55

神經質 -2.675** .164
男性 435 3.14 .58
女性 728 3.24 .64

**p < .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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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37，p <.01，η2 = .017）、「自我相
關性」（F = 3.731，p < .01，η2 = .013）
等三個分層面，以及整體FoMO症候群（F 
= 5.593，p < .01，η2 = .019）皆達顯著差
異（皆為小效果量）（Cohen, 1988）。
經薛費法（Scheffe's method）法事後比
較結果指出，大體而言，低年級大學生

Instagram用戶在「自我效能性」、「自
主與自決性」、「自我相關性」三個層面

及整體 FoMO症候群均高於較高年級學
生群。此結果與 Tugtekin 等人（2020）
研究結果相同。Tugtekin等人即指出，低
年級大學生處於人際關係建立期，在數

位世代下，社群媒體乃其建立人脈重要平

臺，故其經常投入龐大時間在關心社群媒

體的即時性動態，連帶出現害怕錯過心

態，是以低年級大學生 Instagram用戶皆
有相對較高之 FoMO症候群表現。

三、大學生 Instagram用戶人格特
質對 FoMO症候群之預測情形
在進行多元迴歸分析前，須先進行共

線性診斷，避免自變項間的相關太高，造

成分析結果不正確（吳明隆，2013）。
由表 5顯示，五預測變項的變異數膨脹因
素（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 VIF）小於
10，表示共線性問題不高，得接續進行迴
歸分析。

由表 5 可知，迴歸分析整體考驗已
達顯著水準（F = 52.177, p < .001），代
表人格特質可有效預測 FoMO症候群，
而調整後之 R2 = .180，表示人格特質五
個層面能解釋 FoMO症候群之變異量為
18%。在標準化迴歸係數 β方面，「外向
性」、「開放性」、「神經質」三個層面

達顯著水準且為正值，代表對 FoMO症
候群具有正向影響力；而「嚴謹性」與「親

和性」兩個層面達顯著水準且為負值，代

表對 FoMO症候群具有負向影響力，其
中又以「開放性」β值最大為 .276可知，
人格特質各層面中以「開放性」對 FoMO
症候群的解釋力較大。據此，人格特質之

「外向性」、「開放性」與「神經質」對

FoMO具有正向影響力，顯示在此三個層

表 3
不同性別大學生 Instagram用戶 FoMO症候群之 t檢定摘要表

層面 N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Cohen’s d
自我效能性 2.646** .135
男性 435 3.60 .65
女性 728 3.49 .68

自主與自決性 4.078*** .244
男性 435 2.83 .90
女性 728 2.61 .85

自我相關性 1.711 .105
男性 435 3.36 .77
女性 728 3.28 .78

整體 3.273** .198
男性 435 3.27 .65
女性 728 3.14 .65

**p < .01。***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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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得分越高，越容易產生 FoMO症候群，
其中尤以開放性的預測力較高，其次為神

經質，此與過去研究結果可相呼應。大學

生之「外向性」與「神經質」兩層面人格

特質對於 FoMO具有預測力；Kircaburun
等人（2020）亦指出，當「開放性」與
「神經質」表現程度越高之大學生，使用

社群媒體的頻率也越高，致使 FoMO症
候群程度越大；換言之，具高外向性、高

開放性與高神經質人格特質之大學生，在

FoMO症候群之表現程度相對較高。另方
面，人格特質之「嚴謹性」與「親和性」

對 FoMO則具有負向影響力，顯示在此
兩個層面得分越高，產生 FoMO症候群
之可能性也越低，此與過去研究結果可相

呼應。江雲霞（2018）指出，大學生之
「嚴謹性」與「親和性」對 FoMO症候
群具有預測力，且高嚴謹性與高親和性之

大學生，對於社群媒體較不容易產生成癮

現象，因而不易過度使用社群媒體，連帶

也不易患有 FoMO 症候群。因此，具高
嚴謹性與高親和性人格特質之大學生，在

FoMO症候群之表現程度相對較低。
進一步參採五大人格特質理論觀點

表 4
不同年級大學生 Instagram用戶 FoMO症候群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層面 N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事後比較

自我效能性 5.296***

A 一年級 101 3.55 .69 B > E
C > D
C > E

B 二年級 193 3.63 .61
C 三年級 289 3.63 .67
D 四年級 384 3.46 .68
E 四年級以上 196 3.41 .70

自主與自決性 4.837**

A 一年級 101 2.63 .82 C > D
B 二年級 193 2.79 .83
C 三年級 289 2.84 .86
D 四年級 384 2.56 .87
E 四年級以上 196 2.68 .91

自我相關性 3.731**

A 一年級 101 3.29 .81 C > E
B 二年級 193 3.37 .70
C 三年級 289 3.43 .78
D 四年級 384 3.28 .78
E 四年級以上 196 3.17 .81

整體 5.593**

A 一年級 101 3.17 .63 C > D
C > EB 二年級 193 3.28 .62

C 三年級 289 3.31 .64
D 四年級 384 3.12 .64
E 四年級以上 196 3.09 .70

**p < .01。***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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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a & McCrae, 1985），「神經質」
特質高者，易受內外在環境影響而缺乏安

全感及較多焦慮感，是以高「神經質」

個體易因過度擔心遺漏同儕或自己主觀在

意之資訊，進而產生不斷重複資訊尋求行

為，連帶提高 FoMO之程度；而「外向性」
特質高者，多具有喜歡自我表現及與他人

交際互動，是以高「外向性」個體易因過

度想透過社群媒體與他人進行互動及接收

同儕相關資訊，唯當主觀發現無法滿足

SDT 三大個體先天性需求時，FoMO 程
度亦可能提高（李曜安，2014；Ryan & 
Deci, 2000），至於「開放性」特質高者，
熱衷分享新經驗、想法或生活點滴，是以

高「開放性」個體樂於藉由社群媒體持續

發布與更新自身的最新狀態，促使 FoMO
程度隨之攀升。反之，「嚴謹性」特質高

者，多具有高度自律性及組織計劃性，是

以高「嚴謹性」個體具有相對較高之自我

控制力，在面對社群媒體時，能夠展現自

我節制之表現，故不易產生 FoMO現象；
而「親和性」特質高者，多具有樂於助人

及團體合作之性格，是以高「親和性」

個體主要還是喜歡人與人之面對面接觸互

動，感受相處時親和接觸之感受，故也不

易出現 FoMO現象或程度相對較低（李
曜安，2014）。綜言之，不同人格特質具
有不同的特徵，當大學生在使用功能多樣

化之 Instagram同時，往往因差異化之人
格特徵而影響其在使用 Insagram之身心
狀態及使用情形（Kircaburun & Griffiths, 
2018），連帶拉近與 FoMO 症候群之關
係，且 FoMO症候群常與高頻率使用社
群媒體存有密切關聯，而不同人格特質在

使用社群媒體時，亦因相異的使用動機，

而影響其產生不同程度的 FoMO症候群
之表現（Kircaburun et al., 2020）。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探討大學生 Instagram用戶人
格特質與 FoMO症候群之關係，經實證
分析，獲得以下結論。

（一）大學生 Instagram 用戶人格特質之

「親和性」層面得分最高，而「神

經質」層面得分較低

本研究結果指出：大學生 Instagram

表 5
大學生 Instagram用戶人格特質預測 FoMO症候群之迴歸分析摘要表

預測變項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β） VIF 整體 調整後B 之估計值 標準誤差

開放性 .460 .047 .276*** 1.127
嚴謹性 -.092 .038 -.084* 1.704
外向性 .173 .032 .167*** 1.308
親和性 -.155 .038 -.132*** 1.510
神經質 .271 .031 .257*** 1.186

R  .429

R2 .184 .180  

F 值 52.177***

註：VIF = 變異數膨脹因素。

*p < .05。***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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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在人格特質之「親和性」層面得分最

高，顯示大學生 Instagram用戶多喜歡與
人互動並展現其親和力；而「神經質」層

面得分較低，顯示大學生 Instagram用戶
較不易受環境影響其情感變化反應。

（二）大學生 Instagram 用戶 FoMO 症候
群屬中等程度，以「自我效能性」
層面得分最高，而「自主與自決
性」層面得分最低

本研究結果指出：大學生 Instagram
用戶其 FoMO症候群屬中等程度，顯示
目前 FoMO症候群對大學生身心狀況程
度或許尚未達到嚴重情形，但隨著資訊化

及層出不窮的社群媒體不斷出現在大學生

日常生活，自不可對大學生 FoMO症候
群掉以輕心，更應視為是一種警訊。相較

各層面平均數而言，以「自我效能性」層

面得分最高，顯示大學生 Instagram用戶
期盼與環境產生有效互動，致使容易過度

在意親朋好友在 Instagram上的動態與彼
此互動模式，而「自主與自決性」層面

得分較低，顯示大學生 Instagram用戶可
透過 Instagram進行主觀有意義的社交模
式，且較能自我控管其使用 Instagram的
動機。

（三） 男大學生 Instagram 用戶在人格特
質「開放性」層面平均得分高於女
大學生，而女大學生在「神經質」
與「親和性」層面平均得分高於男
大學生；且男大學生 FoMO 症候群
平均得分高於女大學生

本研究結果指出：大學生 Instagram
用戶在人格特質「開放性」層面上，男大

生 Instagram用戶得分高於女大生，顯示
男大生 Instagram用戶之開放性人格特質
高於女大生；而在人格特質「神經質」與

「親和性」層面上，女大生 Instagram用
戶得分高於男大生，顯示女大生 Instagram

用戶之神經質與親和性人格特質則高於男

大生。另一方面，本研究結果亦發現：大

學生 Instagram用戶在 FoMO症候群整體
及「自我效能性」、「自主與自決性」

層面上，男大生 Instagram用戶得分高於
女大生，顯示男大生 Instagram 用戶之
FoMO症候群表現高於女大生。

（四） 低年級大學生 Instagram 用戶 FoMO
症候群平均得分高於高年級大學生
Instagram 用戶

本研究結果指出：大學生 Instagram
用戶在 FoMO 症候群整體及各分層面
上，低年級大學生 Instagram 用戶得分
高於高年級大學生，顯示低年級大學生

Instagram用戶有相對較高之 FoMO症候
群表現。

（五） 大學生 Instagram 用戶人格特質對
FoMO 症候群具預測力

本研究結果指出：大學生 Instagram
用戶「人格特質」對「FoMO症候群」具
預測力，且「開放性」、「嚴謹性」、「外

向性」、「親和性」與「神經質」五個層

面對 FoMO症候群皆具有顯著預測效果，
顯示人格特質會影響 FoMO症候群。其
中，人格特質之「外向性」、「開放性」

與「神經質」表現程度越高，其 FoMO
症候群現象也越強；而「嚴謹性」與「親

和性」表現程度越高，其 FoMO症候群
現象則越低。

二、建議

（一）對教育及輔導人員之建議

1. 將 Instagram導入教學系統中，並採
OMO（Online-Merge-Offline）教學
模式

本研究結果發現：大學生 Instagram
用戶其 FoMO症候群屬中等程度，在「自
我效能性」層面得分最高，顯示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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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gram用戶期盼與環境產生有效互動，
致使容易過度在意親朋好友在 Instagram
上的動態與彼此互動模式。在實際教育現

場中，多數老師為避免學生在課堂使用手

機觀看社群媒體，常於教學大綱或課堂

要求提出使用手機扣分的規範，唯以人本

主義教學觀及現今教學趨勢而言，學生

乃學習主體，已知大學生與社群媒體脫

離不了關係，建議直接將社群媒體帶入教

學系統中，以 Instagram為例：教師建立
專屬教學帳戶，將教材或活動透過圖像貼

文或限時動態模式，透過 OMO教學系統
模式，供學生在線下透過 Instagram或他
類網路搜尋引擎，將結果以按讚留言、標

記標籤、限時動態等系統功能進行互動

及回覆，而教師則在線上針對學生各項回

覆進行綜整性說明，引導學生並扮演鷹架

與情感交流之角色（羅皓文、林志哲，

2021），透過讓大學生以 Instagram作為
學習媒介，不僅使其在動機上可更有意義

地使用 Instagram，亦有助轉移其因不正
當之不斷重複資訊行為所致之 FoMO症
候群現象。

2. 辦理自我探索或心理衛生講座並導入
社群媒體議題

本研究結果發現：大學生 Instagram
用戶人格特質對 FoMO症候群具預測力。
建議校院可不定期辦理自我探索或心理衛

生講座，幫助學生更清楚理解自身的性格

特質，並將社群媒體趨勢議題進行主題式

導入，以利學生清楚自己在社群媒體使用

時的心態、動機及價值觀，使其自我評估

是否已拉近與 FoMO惡的距離，並結合
校園諮商管道提供大學生所需服務，藉由

輔導人員專業協助，以期有效降低大學生

產生 FoMO症候群及其可能危害與負面
效應。

3. 增設社群媒體情緒校園諮商主題，並
提供 FoMO症候群輔導服務

本研究結果發現：大學生 Instagram
用戶人格特質各層面與 FoMO症候群整
體皆具有相關性。然因每一個大學生皆有

不同人格特質，在使用社群媒體時亦有不

同動機，導致 FoMO症候群程度與表現
更是不同。目前各大專校院在校園諮商方

面，多以生涯規劃、情感、家庭、人際、

學業等問題為範疇，少見有關社群媒體情

緒相關的諮商主題可供選擇，雖自研究結

果得知，目前大學生 FoMO症候群屬於
中等程度，其影響身心狀況程度或許尚未

達到嚴重之情形，然預防勝於治療，若學

校輔導人員能針對各種不同特質之學生在

使用社群媒體之動機及其影響自身情緒與

行為等問題進行及時瞭解與專業協助，應

可適時降低大學生負向之 FoMO症候群
發生情事。

（二）對大學生 Instagram 用戶之建議

1. 透過內建或輔助性軟體進行使用時間
記錄

本研究結果發現：大學生 Instagram
用戶其 FoMO症候群屬中等程度，在「自
我效能性」層面得分最高，顯示大學生

Instagram用戶容易過度在意親朋好友在
Instagram上的動態與彼此互動模式。現
今智慧型手機介面皆有「螢幕使用時間」

功能，可協助計算所有手機軟體之使用時

間，且更有將各使用類別進行如社交類、

工具程式類、生產力工具類與財經類等分

類功能，建議大學生可透過超時提醒功能

如：使用 3小時進行畫面通知，透過善用
類此相關功能，將能有效控管 Instagram
整體使用時間，減少 FoMO症候群之生
成及其可能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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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視實體活動參與，如新生盃、體育
型競賽，減少使用社群媒體作為與人

互動之主要平臺

本研究結果發現：低年級大學生

Instagram用戶 FoMO症候群平均得分高
於高年級者。建議低年級大學生應多參與

各類校際或班級活動，如新生盃校園歌唱

競賽、班級大隊接力等，透過與同儕同

甘共苦的享受訓練及相處過程，除可增

添大學生活寶貴的經驗與回憶、建立人脈

及同儕間互信互助模式，更能在練習過程

中，減緩社群媒體的使用頻率，進而降低

FoMO症候群的可能現象。

（三）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方面，本研究變項層面僅包含性別

及年級等個人背景變項，唯 Instagram本
身即提供多樣功能得以使用，如可進一

步瞭解在 Instagram眾多不同功能與個體
相關結果表現（如：從眾行為、人際關

係）是否有所關聯，應可豐富本主題研究

成果，俾供後續相關研究更多可參照之依

據。另一方面，本研究方法採問卷調查，

因問卷屬自陳式量表，難免因量測題項說

明較為負面，多少對於研究結果可能產

生測量誤差。因此，建議未來可採行質性

研究取向（如：訪談法、觀察法），除

彌補量化研究的不足，亦可深入瞭解研究

對象真實想法，促使研究結果得以進一

步窺見外在表象之下所可能隱含的內在現

象，例如：增設開放性問答，可從回應中

獲取問卷變項所尚未提及的大學生使用

Instagram隱藏觀點，或是研究者尚未察
覺而有待探討之可能因素，進而獲致更為

完善且更具效益之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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