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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 研究動機 

 

  網路世代人們不僅注重自己在現實世界的表現也在意虛擬世界中自我的形象，有些

人亦會創設不同帳號展現不同的樣態。本研究欲以高夫曼戲劇論探討高中職生在社交媒

體中使用多重帳號現象，並進一步以自我揭露理論探討高中職生於不同帳號間表現差

異。 

 

 二、 研究目的 

 

（一） 藉由文獻了解高夫曼戲劇論及自我揭露理論。 

（二） 藉由文獻了解 Instagram 的功能及使用現況。 

（三） 藉由問卷了解 Instagram 使用者的使用習慣及多重帳號現象。 

（四） 了解多重帳號使用者在不同帳號間的表現差異。 

 

 三、 名詞釋義 

 

（一） 多重帳號使用者：於單一社群平台同時擁有兩個以上帳號的使用者。 

（二） 單一帳號使用者：於單一社群平台僅擁有一個帳號的使用者。 

（三） 主帳號：使用者主觀認定之主要帳號。 

（四） 次帳號：使用者主觀認定之次要帳號。 

 

 四、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研究高中職生於相同社群平台不同帳號間自我揭露差異。問卷

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基本資料及使用習慣調查，第二部分為自我揭露量表。基本資

料包含性別、出生年、年級三變項，使用習慣調查詢問填答者是否有使用 Instagram 的習

慣、使用年資、如何區分自己（或他人）的主、次帳號，以及主、次帳號隱私設定和每

週平均使用時間。量表部分綜合侯柏如（2017）及鄭雅雯（2013）自我揭露量表，經研

究者刪減部分題目後再將原用於 Facebook 之命題改為 Instagram。 

 

貳、 正文 

 

 一、 文獻探討 

 

（一） 戲劇論 

 

 1、 戲劇論（Dramatu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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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夫曼（1959）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中認為，日常生活就如

同一個大型的舞台，面對台下的觀眾，每個人都在扮演自己的社會角色」（金

麟，2016），而個人也會為了得到他人信任與接納，在社會互動中表現出不同

的形象。因此，「自我」其實是與社會情境互動下的產物（柳超莊，2014）。 

 

 2、 印象整飭（impression management） 

 

  每個人（表演者）會在不同的群體表現出不同的社會自我。為避免觀眾

對不同群體中的社會自我產生混淆，一個人在扮演一個角色時，會透過印象

整飭終止其他模式的角色涉入（柳超莊，2014）。觀眾區隔為印象整飭的其中

一種模式，「借助於觀眾的隔離，表演者就能確保觀看他的角色的觀眾，不會

成為再另一情境中觀看他的另一種角色的觀眾」（陳惠玲，2002）。 

 

 3、 網際網路中的戲劇論 

 

  金麟（2016）指出近年來有眾多西方學者以高夫曼之戲劇論研究網際網

路之自我呈現。網路人際關係的特色不在於它們是經過媒介的，而在於它們

是經過網路媒介建立起虛擬社區中陌生人間的接觸，因此有別於於傳統的人

際關係，人們在網路中可以更多元彈性的演出，網路隔離又連結的特性也使

不同活動構成幾不交疊的舞台，讓使用者較容易做到高夫曼的觀眾區隔（陳

惠玲，2002）。 

 

（二） 自我揭露 

 

 1、 自我揭露 

 

  「自我揭露是指個人向他人透露有關於自己資訊，包括個人的想法、感

受與經驗等」（許書榮，2016）。自我揭露可分為五個構面，包含數量、深度、

誠實度、意圖及正負向（楊亨利、孫曉雅，2016），而侯柏如（2017）於《教

師於社群網站的自我揭露與教師形象知覺之研究》中，對自我揭露的五個構

面則有以下更進一步地解釋： 

 

（1） 數量：「個人自我揭露的行為頻率與持續時間的長短」。 

（2） 深度： 「個人與他人進行自我揭露行為時的自我感知親密度」。 

（3） 誠實度：「對於自身感受、感覺、行為或經驗能否確實掌握並且

與內心所欲呈現的相同」。 

（4） 正負向：「個人進行自我揭露之內容為正向樂觀或負向悲觀，包

誇透露出自身的優缺點及喜怒哀樂等」。 

（5） 意圖：「個人進行自我揭露行為的控制程度與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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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線上自我揭露 

 

  「溝通者在線上的互動和其他溝通管道一樣，都有降低人際不確定感、

形構印象和建立關係的動機」（吳泰毅，2006）。因此進一步來說不論是在現

實生活或是網際網路上與他人交流個人的想法、感受及經驗都是自我揭露（侯

柏如，2017）。 

 

 3、 影響線上自我揭露的因素 

 

  鄭雅雯（2013）從有關網路自我揭露的相關研究中，發現性別、網路使

用狀況與自我揭露程度具有相關，而年齡和年級則與自我揭露的廣度和深度

有關。 

 

（三） Instagram 

 

  Instagram 成立於 2010 年，並於 2012 年由 Facebook 收購。使用前須先註冊，

並依自己的需求編輯用戶名、網站、個人簡介等個人檔案，此外 Instagram 是一款

以智慧型手機為平台的行動應用程式，使資訊得以迅速傳播，使用者間也得以及

時雙向互動（金麟，2016）。 

 

  在隱私設定方面，Instagram 在註冊時將帳號預設為公開帳號，代表「任何人

皆可以查看您在 Instagram 的個人檔案和貼文」（Instagram 使用說明，2020）；若設

為不公開帳號，則「只有獲准追蹤的粉絲能夠在主題標籤或地點葉面中查看您的

相片或影片」（Instagram 使用說明，2020）。 

 

  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公司（2015）於 2015 年的調查中指出 59.7％的 19 歲以下

年輕世代擁有 Instagram 帳號，30 歲以下族群明顯較其它族群偏好使用 Instagram。

而 Monica Anderson、Jingjing Jiang（2018）在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

於 2018 年的調查中發現 Instagram 於美國青少年常用的線上平台列居第二（72％），

而遠大於 Facebook（51％）。 

 

  由以上文獻可以得知，使用者可能會在網路中透過觀眾區隔型塑不同的「舞台」並

表現不一樣的自我，而線上自我揭露又可能受性別、年級、網路使用狀況等影響，並可

以五個構面做解釋。然而無論是楊亨利、孫曉雅（2016）或侯柏如（2017），皆是以 Facebook

做為網路媒介，但本研究研究對象為高中職學生，故研究者選擇以青少年族群偏好使用

的 Instagram 作為調查對象。 

 

 二、 問卷分析 

 

  本研究自 2020 年 7 月 11 日至 2020 年 7 月 25 日，於新竹市公私立各高中職學校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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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匿名版（靠北實中、靠北竹中 2.0、黑白竹女、靠北建功、新告白香中、告白光復、

靠北新商、愛恨竹工、黑特磐石）發放網路問卷，共計回收 223 份。由於本研究對象為

高中職學生，研究者透過出生年與年級兩問項檢驗填答者身分。 

 

  於整體有效樣本中，共 205 人（92％）具有使用 Instagram 的習慣，其中共 139 人（68

％）具有兩個以上的 Instagram 帳號。使用年資「三年以下」有 116 人（57％），「三年～

五年」有 62 人（30％）、「五年～七年」有 20 人（10％）、「七年以上」有 7 人（3％）。 

 

（一） 整體樣本分析 

 

 1、 Instagram 使用者對於主帳號與次帳號之認知 

 

  由（圖一）可得知擁有多重帳號的使用者在區別自己的主帳號及次帳號

的前三項因素依序為「註冊順序」、「粉絲人數」、「使用頻率」；由（圖二）可

得知擁有單一帳號的使用者在區別他人的主帳號號及次帳號的前三項原因，

依序為「粉絲人數」、「隱私設定」、「註冊順序」。 

 

  由（圖一）及（圖二）可以得知多重帳號使用者與單一帳號使用者於區

分主帳號與次帳號時存在些許差異，但不論何項因素多重帳號使用者與單一

帳號使用者皆普遍認為主帳號具有「註冊較早」、「粉絲較多」、「追蹤人數較

多」、「隱私設定為公開」、「使用頻率較高」之特性，次帳號則相反。 

 

 

 

 

 

 

 

 

 

 

 

 

 

 

 

 

 

 

  由於本研究欲探討 Instagram 使用者於不同帳號間的使用與表現差異，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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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多重帳號使用者區分自身主帳號與次帳號的方式（複選） 

（圖一資料來源：問卷調查結果，研究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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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後續問卷分析以多重帳號使用者為主。有鑑於填答者可能同時擁有兩

個以上的 Instagram 帳號，本研究僅要求擁有多重帳號之填答者針對自己的主

帳號及其中一個次帳號進行填答以方便研究進行。 

 

 2、 多重帳號使用者於主帳號、次帳號之隱私設定 

 

  就隱私設定上（表一），有 44 人（32％）將主帳號設為公開帳號，95 人

（68％）設為不公開帳號；有 27 人（19％）將次帳號設為公開帳號，112 人

（81％）設為不公開帳號，有此可見不論於主帳號或次帳號，使用者皆傾向

透過隱私設定管理自己帳號中的「觀眾」組成，尤其又以次帳號的隱私設定

更為嚴謹。 

 

 

 

 

 

 

 

 

 

 

 3、 多重帳號使用者於主帳號、次帳號之使用頻率 

 

  以使用頻率而言（表二），主帳號平均每週平均使用日數為 6.8 天，標準

差 0.84，平均每日平均使用時數為 86 分鐘，標準差 93.97；次帳平均每週平

均使用日數為 4.6 天，標準差 2.48，平均每日平均使用時數為 42 分鐘，標準

差 73.57，代表多重帳號使用者於主帳號有較高的使用頻率及使用時間，次帳

號則相對較少，此部分進一步驗證前段（圖一）及（圖二）中 Instagram 使用

者認為主號具有「使用頻率較高」之特性。 

 

 

 

 

 

 

 

 

 

 

 4、 自我揭露量表 

表一：高中職生 Instagram 使用習慣現況 

隱私設定 次數 百分比 

主帳號隱私設定 
公開 44 32％ 

不公開 95 68％ 

次帳號隱私設定 
公開 27 19％ 

不公開 112 81％ 

（表一資料來源：問卷統計數據，研究者整理） 

表二：高中職生 Instagram 主帳號、次帳號使用頻率之現況 

使用頻率 平均數 標準差 

主帳號 
每週平均使用日數 6.8（天） 0.84 

每日平均使用時數 86（分） 93.97 

次帳號 
每週平均使用日數 4.6（天） 2.48 

每日平均使用時數 42（分） 73.57 

（表二資料來源：問卷統計數據，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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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量表（表三）為五點量表，每題最高分為 5 分，最低分為 1 分，中位

數為 3 分。於誠實度得分愈高代表填答者於帳號中自我揭露愈誠實；於數量

得分愈高代表填答者於帳號中自我揭露數量愈多；於正負向得分愈高代表填

答者於帳號中自我揭露的正面（樂觀）及負面（悲觀）事物愈多；於意圖得

分愈高代表填答者於帳號中自我揭露時愈清楚自己的目的和內容；於深度得

分愈高代表填答者於帳號中自我揭露時會揭露愈親密的話題。由（表三）可

發現量表各構面主、次帳號題平均差異不大，而次帳號標準差皆大於主帳號，

表示不同多重帳號使用者於次帳號展現的自我形象差異較大。 

 

 

 

 

 

 

 

 

 

 

 

 

 

 

 

 

 

 

（二） 以性別及使用年資進一步分析 

 

 1、 多重帳號現象分析 

 

  本研究以卡方檢定探討「性別」與「使用年資」在是否影響使用者擁有

多重帳號（表四）中，發現「性別」與「使用年資」均達顯著水準。由此可

知不論男女皆傾向擁有多重帳號，且女性使用者擁有多重帳號的現象明顯高

於男性；使用年資以「三年以下」的使用者超過五成擁有多重帳號，「五年到

七年」的使用者超過八成擁有多重帳號，期間依次遞增，但「七年以上」的

使用者則減為近七成擁有多重帳號。 

 

表三：多重帳號使用者主帳號、次帳號自我揭露量表之得分、平均及標準差 

構面 帳號型態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題平均 

誠實度 
主帳號 139 16.17 3.57 3.23 

次帳號 139 17.07 5.46 3.41 

數量 
主帳號 139 13.78 3.80 2.76 

次帳號 139 16.99 4.87 3.40 

正負向 
主帳號 139 14.14 4.10 2.83 

次帳號 139 15.24 6.81 3.05 

意圖 
主帳號 139 16.58 4.36 3.32 

次帳號 139 15.60 6.35 3.12 

深度 
主帳號 139 15.35 4.51 2.56 

次帳號 139 15.14 7.18 2.52 
＊p＜.05 ＊＊p＜.01 

（表三資料來源：問卷統計數據，研究者整理） 

表四：多重帳號現象及使用者性別、使用年資差異摘要表 

  是否擁有兩個以上的 Instagram 帳號 卡方 



Instagram 使用者之多重帳號現象分析──以 109 學年度新竹市各高中職學校學生為例 

7 

 

 

 

 

 

 

 

 

 

 

 

 2、 自我揭露分析 

 

  本研究以 t 檢定探討不同性別多重帳號使用者與主、次帳號自我揭露量

表各構面得分（表五）中，發現男性於「意圖」，女性於「誠實度」、「正負向」

均達顯著水準，由此可得男性多重帳號使用者在使用主帳號時具有較高程度

的意識與控制；女性多重帳號使用者在次帳號中表現得較誠實，所揭露的正

負向事務亦愈多。 

 

 
 是 否 

性別 
男 33（53.23％） 29（46.77％） 

8.654＊＊ 
女 106（74.13％） 37（25.87％） 

使用年資 

三年以下 67（57.76％） 49（42.24％） 

12.797＊＊ 
三年～五年 50（80.65％） 12（19.35％） 

五年～七年 17（85.00％） 3（15.00％） 

七年以上 5（71.43％） 2（28.57％） 
＊p＜.05 ＊＊p＜.01 

（表四資料來源：問卷統計數據，研究者整理） 

表五：性別與主帳號、次帳號自我揭露量表各構面得分摘要表 

構

面 
帳號型態 性別 

  男（n＝33） 女（n＝106） 

  平均數（變異數） t 統計 平均數（變異數） t 統計 

誠

實

度 

主帳號 15.09 （14.59） 
.890 

16.51 （11.91） 
－2.566＊ 

次帳號 14.09 （35.15） 18.00 （25.14） 

數

量 

主帳號 13.33 （12.48） 
－.746 

13.92 （15.22） 
－6.379 

次帳號 14.15 （26.76） 17.88 （19.96） 

正

負

向 

主帳號 12.97 （25.03） 
1.170 

14.50 （14.06） 
－2.927＊＊ 

次帳號 11.39 （52.18） 16.43 （39.33） 

意

圖 

主帳號 15.85 （31.45） 
2.198＊ 

16.80 （15.38） 
.591 

次帳號 12.88 （51.92） 16.45 （34.54） 

深

度 

主帳號 13.27 （21.77） 
1.017 

16.00 （18.46） 
－.237 

次帳號 11.88 （50.67） 16.16 （48.44）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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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觀察使用年資與自我揭露量表各構面得分分佈，發現「三年以下」、

「三年～五年」兩群組有相近的平均數，「五年～七年」、「七年以上」兩群組

有相近的平均數，故將使用年資調整為「五年以下」及「五年以上」兩群組

進行分析。 

 

  本研究以 t 檢定探討不同使用年資之多重帳號使用者與主、次帳號自我

揭露量表各構面得分（表六）中，發現使用年資五年以下之使用者於「意圖」，

使用年資五年以上之使用者於「誠實度」、「意圖」、「深度」均達顯著水準。

由此可得使用年資五年以下之使用者於主帳號中具有較高程度的意識與控制，

使用年資五年以上之使用者於次帳號中表現得較為誠實而深入且具較高程度

的意識與控制。 

 

表六：使用年資與主帳號、次帳號自我揭露量表各構面得分摘要表 

構

面 
帳號型態 使用年資 

  五年以下（n＝115） 五年以上（n＝22） 

  平均數（變異數） t 統計 平均數（變異數） t 統計 

誠

實

度 

主帳號 16.04（12.48） 
－0.567 

17.14（12.89） 
－4.192＊＊ 

次帳號 16.37（30.39） 21.36（5.77） 

數

量 

主帳號 13.77（14.55） 
－4.424 

13.91（16.47） 
－5.785 

次帳號 16.48（24.29） 20.27（8.02） 

正

負

向 

主帳號 14.05（16.59） 
－0.359 

15.00（16.38） 
－6.956 

次帳號 14.30（46.10） 21.05（7.09） 

意

圖 

主帳號 16.43（19.62） 
2.418＊ 

17.77（11.33） 
－2.985＊＊ 

次帳號 14.87（42.73） 19.91（7.42） 

深

度 

主帳號 15.19（17.44） 
1.372 

16.68（33.47） 
－2.451＊ 

次帳號 14.29（50.40） 20.36（28.81） 

＊
p＜.05 

＊＊
p＜.01 

（表六資料來源：問卷統計數據，研究者整理） 

 

參、 結論 

（表五資料來源：問卷統計數據，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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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本研究發現多重帳號使用者於次帳號自我揭露中，無論是誠實度、數量、正負向、

意圖或深度的差異皆大於主帳號，研究者認為此現象說明使用者於「次帳號」有多樣化的表

現，相對而言，「主帳號」有較為一致的模樣。由此可見使用者雖然試圖透過網路媒介建構出

有別於現實世界受社會結構與地位牽制的嶄新「舞台」，這些「舞台」間仍產生一個眾人表現

地較一致，宛如現實世界一般被一些既定印象（impression）牽制，而形成一個普遍形象（image）

的「自我」。 

 

  其次，進一步探討性別差異對於主、次帳號自我揭露的影響，發現男性於使用主帳號時

較次帳號更清楚自己使用的目的及內容；女性於次帳號表現得更誠實且包含更多樣的情緒。

參考部分男性填答者於問卷中表示「小帳是匿名用來看女生照片的」；女性填答者表示「小帳

比較貼近自我且私密」、「小帳只給跟我很好的人追」，故研究者推論男性傾向於主帳號有意識

的營造特定形象，次帳號作為相對不用在意他人眼光，供自己自由使用的窗口；女性傾向於

透過次帳號和特定人選分享自己較私密而真實的模樣。 

 

  再者，本研究探討使用年資對於主、次帳號自我揭露的影響，發現使用年資五年以上之

使用者在次帳號表現得較誠實且自我揭露的內容亦較主帳號深入。除此之外，使用年資五年

以上之使用者在次帳號意識程度大於主帳號，而使用年資五年以下的使用者則相反。陳冠榮

（2015）指出 Instagram 於 2014 年底擁有 3 億活躍用戶，而 9 個多月後則突破 4 億，其中新增

的 1 億用戶有過半數來自歐洲及亞洲，由此可知 Instagram 亞洲地區的使用者在 2015 年有顯著

的成長。而 2015 年恰為本研究使用年資「五年以上」及「五年以下」之分界，因此研究者推

測 2015 年大量使用者的加入造成 2015 年前即開始使用之使用者（即本研究使用年資五年以

上之族群）在「註冊較早」的主帳號使用上發生改變，使該族群於主帳號及次帳號的自我揭

露表現出較大差異。 

 

  綜合以上，研究者發現使用者於 Instagram 中確實存在多重帳號現象，包含一個較符合大

眾期望的主帳號及數個具特定特徵的次帳號，且不同性別於次帳號有不一的表現傾向。

Facebook 公司於 2020 年 9 月釋出帳號中心（Acount Center）功能，整合用戶 Facebook、Instagram

和 Messenger 帳號設定，讓使用者得以一組密碼同時登入不同平台中多個帳號。研究者建議

Facebook 公司可藉此為依據建構出使用者更全面的形象，發掘使用者在不同帳號間潛在的偏

好，並藉此提供更客製化的演算法和廣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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