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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沈裕智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精神醫學部主任

臺灣「TPA」拿下網路遊戲《英雄

聯盟》世界大賽冠軍，再次掀起臺

灣電玩熱。這群電玩小子的表現，

引起國內外的注目，被喻為臺灣之

光，也引發臺灣電玩熱潮，有人提

醒政府要注意電玩競技產業發展，

甚至有孩子想要休學拼電玩。其實

早在二〇〇一年，臺灣的電玩小子

曾政承就曾獲得世界電玩大賽冠軍，

但之後卻銷聲匿跡。一度曾到加油

站打工，現在的他，「只想找份兩

萬元的工作」。有人要求政府多多

鼓勵「電玩」產業，許多家長卻擔

心會將沉迷網路遊戲合理化。

一個孩子如果長期沈迷於網路遊

戲，多半是因為網路遊戲外的世界

讓他覺得無聊。另外，如果一個孩

子會因為網路遊戲耽誤了前途，即

使沒有網路遊戲，也會有另外的東

西讓他墮落。

網路遊戲並不是毒品，它和我們小

時候玩的遊戲並沒有什麼差別。我

們小時候玩躲避球、玩捉迷藏，也

常常玩得忘了回家，意猶未盡。現

在的孩子缺乏玩伴，只能在網路上

和虛擬人物玩，也常常覺得沒玩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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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網路遊戲已經成為現代孩

子生活中缺少不了的部分。不論家

長接不接受，他們終究會接觸到的。

所以，應該要思考的是，如何讓孩子

既能玩網路遊戲，又懂得自我約束。

首先，家長要調整自己的心態。要

跟孩子站在同一邊，不要老是反對孩

子玩網路遊戲。干涉和責備只會強

化孩子玩遊戲的慾望，孩子需要的

是學會自我控制。禁止玩網路遊戲，

就真的禁止了孩子的慾望嗎？讓孩

子離開網路坐在書桌前，他就是去

學習了嗎？如果不是出於自願，不

僅當天的學習效率差，玩網路遊戲

的慾望在壓抑中更被強化，讓孩子

內心在玩與不玩間充滿矛盾與痛苦，

只會不斷損傷他的自我覺察力。

每個孩子原本都有積極讓自我完

美的天性，如果一種控制對他們的

自我覺察力沒有影響，他們可以健康

的發展天性，產生出適當的自我控制

的力量，反而能幫助他們健康的更

適應一些事情。只顧著玩網路遊戲，

荒廢了一些原本該做的事，孩子通

常會愧疚的。遊戲癮解了，這時通

常比較聽家長的話。成長的過程中，

慾望沒被壓抑的孩子就會開始自我

調整。為了保障遊戲的時間，他們

會開始注意做事的效率。只要不把

學習放到網路遊戲的對立面，他們

會更認真學習，並且學會自我控制，

把該做的事情做好。家長可以調整

心態：我們可以讓網路遊戲變成教

孩子做事的效率提高的好幫手，只

要家長不亂嘮叨、不亂干涉。

有些家長，平常不許孩子上網。一

旦孩子做了一些值得讚許的事，家

長一高興，就拿上網時間當作獎勵。

家長一方面討厭孩子玩網路遊戲，

另一方面又把它當獎品送給孩子。

可以當獎品的東西，怎麼會是壞東

西呢？孩子被弄糊塗，網路遊戲興

趣更濃了。事情或許可以反過來做，

拿上網時間當作懲罰。在孩子每次作

錯事情的時候，就懲罰他必須連續

上網比平常多一至二倍的時間。讓

孩子覺得上網不是一種樂趣，而是

一種懲罰，慢慢讓他討厭網路遊戲。

最後，網路遊戲只有在精神空虛的

孩子那裡才會變成天堂。好的親子

關係，廣泛的興趣發展，以及充分

的閱讀會填滿孩子的精神世界。讓

美好的事物攻城掠地，不給網路遊

戲留下空間。

網路成癮症最初是由葛爾· 柏格

（ Ivan Goldberg, M.D）在一九九五

年所提出的一種精神錯亂，他比照在

《心理疾病診斷統計手冊》第四版

上對 病態賭博的定義來比照，訂立

了有關病態上網的理論，但它不被

最新的心理疾病診斷統計手冊收錄，

網路成癮症認為是否被劃為心理障

礙仍須研究。然而，他對網路成癮

的定義被媒體廣泛報導，使得這問

題是否應該被歸為一種精神錯亂而

有所爭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