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網路挑戰與風潮 
    從最早的冰桶挑戰開始，近年來網路上傳出各式各樣的挑戰，其中不乏食用危

險物體等可能傷害身心健康的邀請，甚至近期的壽司郎事件更是過散到刑罰、賠償

與大眾撻伐的層面。挑戰任務雖然好玩有趣但也不乏風險，而跟風挑戰為何如此吸

引人，又要如何避免後續可能的傷害呢？ 

二、敢衝敢做的背後 

1. 展現自己 一 希望被關注 
    網路是很好的舞台，在流量的聚光燈下大家都有機會表現自己。雖然人們

會有不想被看見的隱私，但同時也會有想要被看見的地方，即便是缺點或是傷口

也同樣渴望關注。因為得到注視後就有機會得到同情、安慰甚至是實際幫助。如

同電影阿凡達所傳達的，看見與被看見就是人與人能產生連結的最根本方式，而

網路給了我們展現自己的機會，讓自身的好壞優劣都有機會被看見，然後藉此產

生連結與交流的機會。 
2. 證明自己 一 希望被認可 

    被看見被注視後，我們更渴望被看到的地方能被認可，無論是功成名就的滿

堂喝采，還是鎩羽而歸後博得的掌聲，無論好事壞事都同樣渴望被肯定，因為這

些認可都是展現價值或代表他人的接納。而挑戰影片似乎不只能得到成功的喝

采，同時還能得到做傻事後的包容，彷彿那個調皮與叛逆的自己難得有機會被肯

定。但這同時帶給我們一個錯覺，認為做了觸犯規定的事情也是能被認可的。 

三、網路急躁，小心火燭！ 

1. 普通化的陷阱 一 常見不代表被允許 
    在網路的大流量之下，即便殺人放火也似乎天天可見，讓我們產生此事稀

鬆平常的錯覺，認為既然這麼常發生的話自然沒什麼大不了，這就是普通化的陷

阱。如此影響下，即便看似離譜的挑戰也會變得普通，進而不加思索的順從，甚

至說服自己反正大家都在做。因此為了避免盲從的陷阱，在挑戰前還是需要評估

相關的規範以及可能的後續效應。 
2. 網路就像放大鏡 一 小心後續的擴散效應 

    網路的聚光燈必須要小心使用，一不注意就可能引火燒身。無論影片內容是

自願上傳還是被他人放到網路，一旦成為流量焦點，不僅影片中的行為，甚至你

的家庭背景、就讀學校等等身份都會被大眾審視與批判。因此不僅僅會影響到自

己，更會擴散到家人的生活，或是損害學校與就職公司的信譽，最後不僅被大眾

撻伐，甚至工作與學歷也難保。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網路的關注與流量永遠是一

體兩面的雙面刃，有讚美就會有批評，你永遠無法只享受其中帶來的好處而不用

承擔風險。 

學務處身心健康中心  關心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