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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网络成瘾是目前大学生中比较常见的现象，已经成为影响大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因素。

从行为学、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学等不同角度，对大学生网络成瘾的现状、成因进行了具体分析，

为解决大学生网络成瘾问题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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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按照传播媒介方式的不同把报纸、广播、

电视称为传统三大媒体。伴随互联网的迅速发

展，新兴的基于互联网传输的媒体即第四媒体一

Intemet正在蓬勃兴起。随着网络的普及，上网已

经成为信息社会青少年重要的次文化，虚拟空间

成为他们寻求认同、拓展友谊及排解压力的重要

渠道，但是过度使用网络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如

对网络造成心理依赖所引发的网络成瘾(IIltemet

Addiction)或病态性网络使用(Patllolo西calInter-

net use，PIu)等问题，则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一、大学生网络成瘾的现状分析

1．“网络成瘾”概念的提出

网络成瘾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一

种成瘾行为，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陆续出现了这一

问题并呈日趋严重之势。“网络成瘾”的概念最

早由美国心理学家格登博格(I．Goldberg)于1990

年提出，随后，匹兹堡大学的金伯利·扬博士

(Dr．1(imberly Young)发展完善了他的这一概念。

“网络成瘾”(intemet addicdon，简称M)、“网络

成瘾症”(intemet addiction di∞一er，简称【AD)或

“病态网络使用”(pathological intemet u∞，简称

PIU)，是指在无成瘾物质作用下的上网行为冲动

失控，表现为由于过度使用互联网而导致个体明

显的社会、心理功能损害。美国心理学会(Amed-

c卸Psycholo西cal Association，APA)于l997年正

式承认“网络成瘾”研究的学术价值。我国网络

成瘾问题出现虽相对较晚，但发展非常迅速，在青

少年学生当中迅速蔓延，严重影响了他们的身心

健康发展。甚至有人认为网络的沉迷是新世纪人

类重要的心理健康问题。因此，网络成瘾带来的

副作用，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2．我国大学生网络成瘾现状堪忧

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2005年“月22日在

北京发布的《中国青少年网瘾数据报告(2005)》

显示：目前我国网瘾青少年约占青少年网民总数

的13．2％，在非网瘾群体中约13％的网民有网瘾

倾向。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的有关专家表示，青

少年是一个自我防护意识和自我控制能力都相对

薄弱的群体，他们容易被色情信息、暴力游戏等不

良网络内容所吸引，过分沉迷于网络形成网瘾，不

仅影响自身正常的学习、生活、人际交往，而且给

社会带来危害⋯。2005年武汉市进行的一次随

机抽取4所普通高校350名大学本科生进行的调

查中，也发现“男、女大学生在网络成瘾总分上有

非常显著的差异，男大学生在问卷上的平均得分

显著高于女大学生。”上海某大学退学、试读或转

学的205名学生中，有l／3的学生与因无节制地

上网导致考试无法通过有关；而最为极端的是，

2004年2月23日马加爵连杀四人案，与凶犯马

加爵病理性使用网络有直接关系。据报道，马加

爵的个人兴趣就是上网，他长期上网浏览各种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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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色情、血腥、恐怖的图片和信息，通宵达旦去网

吧玩电脑游戏¨1。

国内对大学生网络成瘾的研究日渐风靡，相

关部门也制定了网络成瘾分级诊断参考标准。I

级轻度网络成瘾：明确了解沉迷网络的危害性，

能节制上网，基本不影响学习生活；现实中人际交

往减少，发展网上社交关系；被迫中断上网时情绪

与躯体化反应轻微。Ⅱ级中度网络成瘾：难以节

制上网，对学习生活产生严重影响；被迫中断上网

时情绪与躯体化反应明显；明显减少现实中的人

际交往和社会交往，依赖网上社交关系；生理健康

受损。Ⅲ级重度网络成瘾：完全丧失对上网的自

我控制能力，除维持生命的最低需要，其余时间均

在上网；拒绝与人交流；一旦被迫中断上网，情绪

反应激烈，继发精神疾病症状。

3．对大学生网络成瘾现状的调查

为了进一步掌握大学生网络成瘾的准确数

据，透视高校“网虫”的生存状态，笔者对我校博

雅学院2005级、2006级、2007级的125名学生进

行了调查，调查采用问卷形式，其中：男生53人，

女生72人；大一学生占3．0％，大二学生30％，大

三学生62．5％，大四学生4．5％，获有效问卷计

100份。

此次调查采用自编《盐城工学院大学生网络

成瘾心理调查问卷》。问卷共78道题，包括网络

使用情况、人格特质、网络依赖度及诊断3个子问

卷。其中，人格特质子问卷从国内外权威人格测

评量表中筛选了8个维度：自尊、孤独、社会支持、

抑郁、社交回避、人际敏感、主观幸福感、焦虑。各

维度选择5个共40个题项，随机排列于问卷中；

网络依赖度及诊断子问卷(34道题)由美国匹兹

堡大学K．Young编制的“网络成瘾诊断问卷”和

台湾大学陈淑惠编制的“中文网络成瘾量表

(CIAS)”组成。前者共8题，采用二分法评分制，

如果被试者对其中5个题项给予肯定回答则可判

为网络成瘾。后者共26题，总分代表个人网络成

瘾的程度，分数越高表示网络成瘾倾向越高。除

“网络成瘾诊断问卷”外，其他两个子问卷均为4

级评分制，得分最低为1分，最高为4分，得分越

高说明网络依赖性越强。使用sPssl2．0统计软

件对数据进行处理。

调查结果统计如下：

(1)网络使用情况

盐城工学院在校大学生一周平均上网次数为

5．4次，平均每次上网时间为3．8小时。

(2)网络成瘾诊断结果

据Young“网络成瘾诊断问卷”标准，5分以

上者为网络成瘾(最低为0分，最高为8分)。每

个分数段人数及比例见表l。

表1 网络成瘾诊断量表统计情况

分数 0 1 2 3 4 5 6 7 8总计

人数 28 19 13 14 13 8 3 O 2 100

百分比28 19 13 14 13 8 3 O 2 100

结果显示，得分超过5分的被试者共13人，

占调查总人数的13％。其中男生6人，占男生总

数的11．3％，女生7人，占女生总数的9．7％。

(3)人格特质测评结果

按照网络成瘾诊断标准，将72名被试分为两

组：得分超过5分的为网络成瘾组，小于5分的为

网络非成瘾组。将网络成瘾组与网络非成瘾组被

试者的自尊、孤独、社会支持、抑郁、社交回避、人

际敏感、主观幸福感、焦虑等特质进行检验，结果

见表2。

表2网络成瘾组和网络非成瘾组各维度

差异显著性检验

经独立样本T检验：网络成瘾与自尊、社会

支持、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性负相关，与孤独、抑郁、

社交回避有显著性正相关，与焦虑和人际敏感无

显著性相关。

因过度及难以自控地使用网络，许多大学生

痴迷网络，导致上课不能集中精力听课，不能按时

完成作业，成绩下滑，直至逃课、逃学，有的甚至

厌学、辍学。调查显示，因成绩不合格而退学、试

读或留级的学生中，由于网络成瘾而荒废学业的

占80％以上，尤其是新生还未适应大学的学习、

生活方式，极易受到网络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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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学生网络成瘾行为的深层诱因

归纳国内外相关学者的理论及相关研究，将

大学生网络成瘾的相关因素分为下列三大类：行

为学派主张，人本学派观点以及精神分析学派看

法‘3l。

1．行为学派观点

行为学派认为物质性成瘾是一种操作制约反

应，成瘾者因为物质摄取后所带来的愉悦感而不

断增强其成瘾行为。成瘾行为可以带来无与伦比

的感觉和感官的满足，它能去除痛苦，转移个人的

注意力，使人忘却烦忧；它可以提供人为的暂时的

平静、安全感、自我价值感、成就感、权力感、控制

感、亲密感以及归属感。调查中，一位男同学直言

不讳地说，非常喜欢在CS(一种射击类对战网络

游戏)中一枪打爆人头的感觉，这些感官上的愉

悦解释了大学生成瘾的原因。

以网络成瘾而言，任何有关硬件性能的提升

和软件版本的修正，都能提升网络使用的便利性，

这种效果类似药物的启动速度的增加。因此，如

果网络传输的速度越快，则成瘾效果的启动速度

越快，越容易造成网络成瘾。在当代的大学生中，

专门有一类人被称为“发烧友”，他们终日流连于

网上各大硬件论坛，买来各种组装硬件，近似“疯

狂”的榨取各种硬件的性能资源；还有一类人痴

迷于电脑软件的升级，即扩大新版本中的功能，他

们乐此不疲，似乎是为了升级而升级。

2．人本主义观点

以人本主义的观点而言，网络成瘾多源于对

现实生活需求不满足，继而转向虚拟空问。转向

网络世界寻求满足的需求之中，以社交需求最多。

当代大学生多是独生子女，缺乏社交经验，直接导

致把网络当作社交活动的代替品，倾向于在网络

上寻觅情感分享的对象或加入兴趣相投的社群团

体，促成了网络社交及虚拟社群的快速发展。通

过调查发现，现今在大学生中有一种很受欢迎的

虚拟空间形式一Qzone，是腾讯网针对青少年网民

推出的一项服务，是一种为崇尚个性的“新新人

类”提供的全新的网络生活方式，拥有Qzone就可

以拥有网络日志、相册、音乐盒、等专业动态功能，

而且还可以合成自己喜欢的个性照片，随心所欲

更改空间装饰风格。这些眼花缭乱的功能吸引了

很多大学生，尤其是女生参与。

此外，寻求性刺激及生理需求的满足，也是大

学生网络成瘾的又一诱因。弗洛伊德认为性是人

类最基本的趋力，马斯洛也把生理需求视为阶层

需求论的基础，能提供多媒体光影刺激的网络科

技免不了被人类利用于寻求性刺激的满足，其中

网络性爱及色情网站似乎可满足此种生理需求。

对于自尊的需求，也导致了大学生网络成瘾现象。

网络上寻求的自尊分成两类：高层次自尊是指网

络上所得到成就感的自我满足以及对于自身能力

的肯定；低层次自尊指的是网络上得到他人的认

可、赞赏所带来的他人对自身的肯定。拿在大学

生中十分流行的网络游戏来说，它可以满足游戏

者拥有权力以及他人认可的需求，网络角色扮演

游戏中可以提升自尊，降低寂寞，以及使人陶醉于

其中，这些因素形成大学生网络过度使用的正增

强，使得他们不断向难度更高的游戏挑战，因而上

网时间持续增加，最终形成网络成瘾。

3．精神分析学派观点

精神分析学派认为，成瘾行为目的在于满足

愿望与减少冲突，是一种心理防卫机制。传播学

中有一种“使用与满足理论(use and G豫tifications

neory)”，该理论认为受众通过对媒介的积极使

用，从而制约着媒介传播的过程，并指出使用媒介

完全基于个人的需求和愿望。在我国目前的教育

体制下，高考竞争残酷，一部分人升人大学，身心

各方面有了全面发展，正是自我意识的这种飞速

发展让青少年觉得自己应该像一个成人一样自己

做主，去体验更多的自由，在网上“我的地盘我做

主”，网络的匿名性使青少年在网上享有无限的

自由，面对浩如烟海的信息很容易迷失自己而成

为成瘾者。

在信息时代，网络深刻地影响社会生活的各

个领域。大学生作为先进知识与技术的学习与创

造者，更具有超强的网络意识，但随之而来的大学

生网络成瘾问题也日趋严重，并成为不容忽视的

公共卫生问题。对此，教育工作者应认真贯彻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卫生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

强精神卫生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

[2004]7l号)的要求，把加强预防、干预、控制网

络成瘾纳入精神卫生工作，并对大学生网络的使

用进行积极的心理辅导与干预H1。，

(下转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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