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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网络成瘾与个性特征的相关性研究

谢 莹
(盐城工学院电气工程学院，江苏盐城224051)

摘要：大学生网络成瘾现状不容乐观，并在性别和是否担任学生干部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网

络成瘾与非成瘾大学生在人格特征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的因子有乐群性、稳定性、恃强性、有恒

性、自律性、幻想性和紧张性等。在心理健康水平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的因子有躯体化、人际关

系敏感、焦虑、敌对等。建议从高校教育和大学生自身两个层面对大学生网络成瘾行为进行干

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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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广泛应用，互联网已经完

全成为我国百姓尤其是90后大学生的必需品。

如何提高网络使用的文明程度，指导大学生合理

正确地运用网络已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话

题。本文通过比较网络成瘾与非成瘾大学生人格

特征的差异，深入阐发网络成瘾行为的动因，并提

出对策，从而为改善大学生网络成瘾行为提供

参考。

一、对象与方法

1．对象

调查对象为江苏省盐城市某两所本科院校大

一至大三年级共计300名学生，其中男、女生分别

为183人和117人，一、二、三年级人数分别为9r7

人、lCl5人挪人。问卷实际有效回收率为93．70％。

2．测量方法

网络成瘾问卷。本次所采用的调查问卷是美

国学者Ⅺnbedy Young编制的“网络成瘾测验”。

问卷包括20个问题，Cmnbach’s a叩ha一致性系

数为0．880，重测信度为O．813。个性特征问卷

(16PF)将个体的个性特质从乐群、稳定、独立、冒

险等16个相对独立的层面进行归纳，用以检测个

体在环境适应、心理健康等方面的表现。问卷信

度和效度较高，在国内外心理学领域被普遍认同。

心理卫生自评量表(SCL一90)是心理学界最著名

的测试量表之一，可以了解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

涵括9个因子90个题目。

二、结果

1．大学生网络成瘾得分情况

正常网络使用者、轻度网瘾者、重度成瘾者的

大学生人数比例分别为77．22％、21．71％、1．07％。

在性别、是否担任学生干部等方面，网络成瘾

大学生与非成瘾大学生的得分存在显著性差异。

在学习成绩、是否是独生子女等方面，网络成瘾大

学生与非成瘾大学生的得分则不存在显著差异，

结果见表1。

表1大学生网络成瘾独立样本t检验
Table l Intemet Admc勘n of∞Uege stud蜘临

independent s锄pIes t test

注：丰表示p<0．5；宰}表示P<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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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PF差异性检验

数据显示，网络成瘾者与非成瘾者在乐群性、

稳定性、恃强性、有恒性、幻想性、自律性、紧张性

等7个项目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性，在其它项

目上无显著性差异。结果见表2。

表2 网络成瘾者与非成瘾者大学生的

16PF差异显著性检验
TaMe 2 The 16PF mnb咖∞betw咖h№删陀t

admcts锄d∞n addins’signi行∞nt tesI

注：}表示p<0．5；}幸表示p<0．005

3．SCL一90差异性分析

数据显示，网络成瘾者与非网络成瘾者在躯

体化、人际关系敏感、焦虑、敌对等4个项目上存

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性，在其它项目上无显著性差

异。结果见表3。

表3 网络成瘾者与非成瘾者大学生的
心理健康水平差异显著性检验

TabIe 3 The dim粕眦e of m蚰tm heanh levd of

CoUe薛Stud伽临Intemet addiction柚d肿n
admcb si弘访伽t te啦

醵 鼍筹翌尹
非网络成瘾者

t

(肘±SD)

注：枣表示P<0．5；木$表示P<0．005

三、分析与讨论

第一，大学生网络成瘾总体状况。大学生网

络成瘾现实状况不容乐观，不同程度网络成瘾的

大学生人数占调查总人数的22．78％。究其原

因，可能是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使用的

便捷性和可操作性迅速提升，这在很大程度上推

动了大学生对网络的依赖【l J。

第二，大学生网络成瘾的差异性特点。男大

学生网络成瘾倾向显著高于女大学生。这可能是

由于受传统社会文化的影响，男生更倾向于抑制

合理的情绪表达，致使其往往选择在虚拟的网络

世界中宣泄压力。不仅如此，男大学生更加富有

好奇心和冒险精神，更容易被新奇事物所吸引，因

而也更容易陷入网络依赖。结果还显示，担任学

生干部的大学生网络成瘾倾向显著低于未担任学

生干部的大学生，这可能是因为学生干部肩负更

多的社会职责，进取心强，他们不仅无暇沉迷网

络，而且也能够较好地进行自我控制，能够对自己

的网络行为进行有效监控和引导。

第三，网络成瘾大学生的人格特点分析。网

络成瘾与非成瘾大学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人格特

征差异，主要表现为，前者的乐群性、稳定性、恃强

性、有恒性、自律性等方面显著低于后者，幻想性

和紧张性则显著高于后者。也就是说，网络成瘾

大学生往往存在一定程度的如下倾向：孤独内向、

情绪激动、好强固执、支配攻击、原则性差、责任意

识缺乏、自我松懈、随心所欲、富于想像、狂放不

羁、缺乏耐心、心神不定等。纵观心理学界诸多研

究可以发现，沉湎于网络无法自拔的人往往会伴

随某些人格障碍，出现个体的心理和生理受损，表

现为食欲不振、情绪低落、精力涣散等【2J。这与

本研究结论有相似之处。

第四，网络成瘾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分析。

在躯体化、人际关系敏感、焦虑、敌对等4个项目

上，网络成瘾大学生的得分显著高于非成瘾大学

生。这表明，网络不仅在不断地推动社会的发展，

同时也正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影响着人们的

心理和行为。有研究表明，过度使用网络，往往会

导致其出现自制力差、焦虑、抑郁、人际关心淡漠、

情绪波动、易怒等负性心理现象∞J。诚然，本次

研究还仅限于对网瘾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概况

描述，依然无法确定网络成瘾在多大程度上导致

了大学生产生不良的心理健康问题。如何帮助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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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学生克服网瘾，提升心理健康素质，是我们广

大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拯待解决的当务问题。

第五，大学生网络成瘾的动因分析。网络成

瘾的形成基于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个人计算机

的广泛存在，它是由于个体长时间过度使用网络

而诱发的一种精神和行为障碍，主要表现为个性、

人际交往、社会功能上的损害HJ。Jc Suler在《各

取所需——健康还是病态地使用网络》这本书中

阐述了个人网络行为的动机，即满足6类需求：体

验改变感、性、成就和控制、归属、人际交往、自我

实现和自我超越∞J。bytsker则认为，正是抑郁、

散漫、胆怯、冷漠、自我封闭、厌倦等不良的人格特

质导致了网络成瘾行为，反过来，网络成瘾行为又

进一步强化了个体不良人格特质b J。我们认为，

不同大学生个体产生网络依赖的心理成因不尽相

同，应该在详尽了解学生个人信息的基础上，结合

学者的网络行为动机理论，有针对性地分析大学

生个体网络依赖的具体成因，对症下药，事半

功倍。

第六，对策分析。一方面，高校要积极发挥引

导与协调的作用，不断探索高质量人才培养的途

径和方法。首先，要加强校园网络信息资源的开

发，教育青年大学生正确使用网络，并进行合理有

效的教育和引导，提高大学生使用网络的方法和

水平。其次，要积极组织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样

的实践活动，进一步扩大学生们的交往范围和途

径，鼓励学生在实践活动中逐步培养起高尚情趣

的兴趣爱好和休闲方式。再次，要营造民主和谐

的校园氛围，尊重大学生的身心发展需要，并以理

解、包容的心态关心大学生们的成长。另一方面，

大学生要加强自身修养，锤炼个性品质，提高综合

素质。首先，大学生应当树立正确远大的人生目

标，保持朝气蓬勃、勇往直前的良好状态，保证人

生前进的方向和强大的动力。其次，应明确自身

学习目的和目标，不断增强学习动力，克制网络依

赖，以免玩物丧志。再次，要珍惜利用和合理规划

好时间，严于律己，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作息规

律。最后，要学会调整心态，理性控制情绪，平和

地看待自己和他人的成长，不放纵，不苛求，全面

客观地评价自己、看待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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