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國中生簡訊多、網友多 

依據日本 PTA 全國協議會「學生與媒體的意識調查」報告顯示，

約 5 成的國中 2年級學生即使深夜，也是經常利用行動電話傳電子郵

件（傳簡訊），而且有 4成是「連父母親都不知道的網友」。 

這項調查是 2006 年 11 月至 12 月間，以日本全國國小 5 年級和

國中 2年級學生約計 4,800 人及家長 4,800 人為對象實施，調查使用

電視、電動遊戲、漫畫、行動電話或 PHS、電腦等國際網路情形；總

計獲得 7,597 人的回答，回答的家長中，87％是母親，9 成是 30 歲、

40 歲的年齡層。 

小學生的 17％、國中生的 42％是回答「有行動電話」，而 1 個月

的使用費，小學生是平均日幣 2,800 円，國中生平均是日幣 5,300 円。

小學生以日幣3,000円至4,000円未滿為最多，而國中生以日幣5,000

円至 6,000 円未滿為最多。 

在簡訊方面，31％的國中生是 1 天 1至 10 通的收發件數，51 通

以上的是 14％。小學生有 42％是 1 天 1 至 10 通。 

在使用行動電話方面，有 19％的國中生表示「不知不覺地就打

長電話」，相對地「即使是深夜，也會傳簡訊」的卻提高到 51％。 

國中生有 17％是「上課上中也會注意有無行動電話」，21％是「連

吃飯時也是行動電話不離手」，37％則是「有很多連父母親不知道的

網友」。 

另一方面，有 60％父母親表示最擔心的是「電話費太多」，其次

44％是「聯結有害網路」，40％分別則是「交友網路等涉及性犯罪事

件」、「越來越不能理解子女的交友關係」。 

使用過濾機制的有 3 成 

關於學童使用行動電話，對「導入（管制有害網路）過濾軟體等

改善使用環境措施」，表示關心的父母，由 2006 年的 7％增加到 27

％。 

再者，對於行動電話網路對學童的影響，PTA 表示今後必須加強

的主要措施是「推動並普及過濾服務」、「行動電話公司應該建構防止

有害資訊傳送措施」等佔最多。但是，實際使用過濾服務的只有 30



％。至於沒有使用的理由，以 40％的小學生、51％的國中生父母親

表示「信任學童」為最多。其次，表示「不知道有這項服務」的小學

生父母親是 39％，國中生父母親則是 44％。 

「互相交談」親子認知有差距 

父母親對學童使用行動電話的關心有增高傾向。關於行動電話的

使用內容，有 83％小學生的父母親，88％國中生的父母親回答，「經

常交談」、「有時會交談」等。較 2006 年的調查時國小學生父母親的

40％，國中學生父母親的 70％都是大幅增加。 

再者，家庭對行動電話的使用時間或內容、規範、規則等有所規

範的增加了。關於不聯結網路而單純使用行動電話，有 72％小學生

的父母親、55％國中生的父母親表示「家庭內有規定」。2006 年調查

時，國中、國小學生的父母親都只有 9％，顯示提高相當多的結果。 

另一方面，回答「經常跟父母交談」、「有時候會交談」的，小學

生是 59％及國中生是 44％，均較父母親的認知還低。2006 年調查時，

小學生是 53％，國中生是 50％。 

小學生 39％，國中生 18％是回答使用行動電話有「不聯結網路

而只是單純電話」的規定，也是較父母親為低。 

國中生是 25％傳圖片、聽音樂 

11％的國中生有利用電腦網路購物、10％的國中生有參加網路公

開拍賣的經驗。另外，4％的國中生有利用網拍交易的經驗。國中生

的 25％則是傳圖片、聽音樂，小學生是以電動遊戲類為最多占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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