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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网络成瘾自从出现以来就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随着近年来计算机的普及，网络成

瘾的比率有所增加，大学生作为使用网络主体之一，其网络使用情况尤为倍受关注。那么，

大学生上网时间是否需要限制，以及上网时间阈限是多少，才能达到健康上网的目的，这

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本研究采用问卷法进行研究，使用差异性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对影响大学生网

络成瘾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统计，探讨预防大学生网络成瘾的上网时间阈限，为大学生健

康上网提供理论依据。通过研究分析发现：

(1)大学生网络成瘾检出率为16．5％，其中，男生网络成瘾的人数要多于女生；大一到

大三网络成瘾的人数比例逐步上升，到大四时比例稍有回落。

(2)网络成瘾大学生的每天上网时间和每周上网时间都显著多于无网络成瘾现象的大

学生。

(3)网络成瘾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较低，其中，强迫症状这一因子最为突出；网络成瘾

大学生孤独感更强烈、自尊较低；网络成瘾大学生具有严谨性差、人际关系差、具有较高

的神经质等特点。

(4)大学生网络成瘾影响因素回归方程具有良好的预测作用，且每天上网时间具有十分

重要的影响。

(5)大学生每天上网时间在3小时以内为安全上网期，大学生每周上网时间在20d,时以

内为安全上网期。

关键词：大学生；网络成瘾；上网时间阈限



摘要

Abstract

Since the emergence of Internet addiction has been concerned the concern．ofscholars．With

the recent popularity of computer,the rate of Interact Addiction is increasing．Students used the

Intemet as one ofthe main uses oftheir networks is particularly closely watched．So，to achieve

the health objective of the Interact,whether students need to limit time spent online，and how

much online time threshold is the focus of this paper．

This study used questionnaires to study．Using the difference analysis，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on the impact of Internet Addiction&the relevant factors to discuss how

to prevent the undergraduates ofthe IIltemet time threshold，which is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to

provide atheoretical basis for health．Found through research and analysis：

(1)Internet Addiction detection is rate of 1 6．5％，among them，the number of boy Intemet

addiction is more than girls；the proportion from freshman to junior of Internet Addiction

gradually increased，when the ratio fell slightly to senior．

(2)The addicts daily Interact time and time spent online per week were significantly were

more than non·Internet addic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3)The students of Internet addiction were at a lower level of mental health．Among them，

forcing Was the most prominent symptom ofthis factor,The Undergraduates of Internet addiction

was with more intense loneliness，low self-esteem；Illtemet addiction students has the rigor of

poor students，poor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and the higher nervous characteristics．

(4)IAD factors regression equation has a good predictor of,and the time spent online each

day has an important role．

(5)College students’time spent online per day within 3 hours is a security access，and

college students’time spent online perweek within 20 hours on the Intemet for security．

Keywords：college students；Illtemet addiction；Internet time thresh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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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引言

从1994年互联网进入中国以来，我国互联网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尤其是2l

世纪以来，互联网对中国网民的影响更可谓是黯天覆地，人们从互联网上不仅获取了大量

的信息，更重要的是因特网已经深入到人们工作和生活的各个角落，我们正在步入一个互

联网的新时代，在这里你会发现，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小。网络蕴藏着丰富的信息资源，

等待着每个上网者来探索和寻求。互联网是一个能够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相互参与

的互动平台，是“信息高速公路”，它具有无国界、交互性、针对性、受众可视性、实

时灵活、感官性等等特点。

2010年1月15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了《第25敬中国互联网络

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09年底，我国网民人数已经达N3 84亿，较2008

午增长8600万，较2008年增鲢28．9％。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从22 6％提51N289‰互联网普及

率在稳步上升。2002年以来网民规模和增长率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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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1中国嘲民规模与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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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引言

然是网络使用者中活跃的群体之一。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大学生上网的成本越来越

小，他们每天都可以接触到网络，无论是课堂上、宿舍里，还是图书馆、实验室，甚至有

些大学生自诩“网络达人"。但是，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带给人们很多意想不到的便

利条件的同时，也使人们遭受着种种困惑和痛苦。很多大学生因为痴迷于网络游戏、在线

聊天、浏览网站和其他各种需求而导致对网络的依赖。“寒窗苦读二十载，一朝却被网络

害”成了许多因沉溺于网络而葬送学业的大学生的真实写照。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每年因

学习原因受到学籍处理的学生中有80％以上是因为在网上耗费太多时间而导致学习成绩严

重下滑而造成的。因此，网络成瘾成为继网络黑客、网络病毒、网络犯罪之后的又一个严

重的网络负面效应。

本文在国内外网络成瘾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大学生网络成瘾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定预防大学生网络成瘾的上网时间阈限，为大学生安全使用网络提

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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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献综述

2．1网络成瘾概述

2．1．1网络成瘾的概念

“网络成瘾’’这一概念最早是在1994年由美国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Ivan Goldberg

博士提出的。他把这种现象命名为“网络成瘾综合症”(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IAD)，

即个体由于过度使用互联网而导致产生明显的社会、心理损害的一种现象⋯。之后，这种

对网络依赖的现象受到各界学者和研究者们的关注，在1996年，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的麦

克莱恩医院就专门开设了一个治疗网络成瘾症的诊所，而在1997年多伦多和1998年旧金山

两届美国心理学会年会上，研究者们专门讨论了IAD(互联网成瘾综合症)成为正式诊断的

可能性。

但是目前对网络成瘾的认识，各界学者还没有达成一致。美国另一位研究网络成瘾的

先锋Kimberly Young，根据病理性赌博的判断标准提出了。病态网络使用(Problematic

Internet Use，PIU)”概念，他认为网络成瘾是一种冲动控制障碍，即用户在达到一定时

间量后反复使用互联网，其认知功能、情绪情感功能以及行为活动，甚至生理活动已偏离

现实生活，受到严重伤害，但其仍不能减少或停止使用互联网¨1。在2001年，Hall，Alex S

和Jeffrey提出“网络行为依赖(Internet Behavior Dependence，IBD)一这一概念，他

们认为IBD是一种适应不良的认知反应，可能会引发意志消沉、冲动、控制障碍和低自尊等。

另外，还有人提出“网络过度使用(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 internet dependency、

online addiction)"概念等∞1。

台湾学者周倩将网络成瘾定义为，因重复地使用网络而导致的一种慢性或周期性的着

迷状态，并产生难以抗拒的再度使用网络的欲望，同时会产生想要增加使用时间的张力、耐

受性及克制退瘾等现象，对于上网所带来的快感会一直有心理与生理上的依赖H3。也就是

说，因为网络的许多特质带给使用者许多快感，同时又因很容易重复获得这些愉悦的

体验，使用者便在享受这些快感时渐渐失去了时间感，一方面逐渐对网络产生依赖，

另一方面导致沉迷和上瘾。

大陆对网络成瘾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我国首都师范大学雷雳教授把病理性互联网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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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界定为，互联网给使用者的学业成绩、时间管理、睡眠等带来消极影响的一种行为模式¨1。

晋林认为，网络成瘾可能是适应不良认知而导致的一种行为的强化∽1。实证研究主要集中

在使用国外网络成瘾诊断量表、修订量表以及陈淑惠所编制的《中文网络成瘾量表》来对

我国目前网络用户中网络成瘾现状进行揭示。

由于学者对“网络成瘾”这一概念还存在争论：有些研究者n1不接受网络成瘾这一术

语，他们认为成瘾是指有机体对某种物质在心理和生理上的依赖，而过度使用网络的现象

的生理机制还不清楚，因此，不能用成瘾来定义网民对网络的痴迷。于是，就出现了“依

赖性’’、“病理性”等等术语来定义上网的过度行为。本研究采用网络成瘾(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IAD)这一概念。

2．1．2网络成瘾的界定

从以往有关网络成瘾的研究了中不难看出，导致网络成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

在对网络成瘾的界定时也需要从多个角度、多侧面和多层次来进行。具体来说，临床上对

网络成瘾的鉴定主要考虑以下6个因素旧：(1)上网时间。上网时间是判断网络成瘾的重要

参考指标。对于不同的人群、行业、年龄等，相同的上网时间却有不同的意义。因此，上

网时间的长度是否损害了个体正常的身心健康、人际交往和社会活动等必须予以考虑，并

参考其周围人对其的评价，这才是判断的重点。如果上网活动侵占了一个人正常的工作和

休息时间，并且周围人(如家人、朋友、同学等)都知晓，那么，在多数情况下上网时间就

成为一个重要标准。(2)网上行为。个体的网上行为对判断网络成瘾具有间接意义。当网络

活动内容与学习、工作和生活毫不相关，而上网者却又无节制地在网上聊天、无休止地玩

网络游戏等行为，也可能会造成网络成瘾倾向。(3)个体的心理和行为指标。心理指标主要

有：①上网改变了个体的情绪状态。个体的放松、兴奋和自信等积极情感只有在网络上才

能体验到，而在现实生活中却只能感受到压抑、焦虑和无助等消极情感；②上网改变了个

体的认知方式，导致个体产生适应不良和泛化的消极认知模式。行为指标主要有：①个体

需要不断增加上网时间才能获得满足感；②在网络之外会产生消极的情绪体验和不良的生

理反应；③试图对家人和朋友隐瞒其上网时间和费用等等。(4)生活事件指标。不良的生活

事件可能会造成个体把上网作为逃避现实的手段。(5)直接指标。网络成瘾的直接指标是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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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正常的社会生活恶化，这也是网络成瘾的临床判断基准。如网络成瘾行为是否影响了

正常学习、工作和生活等方面，是否导致了人际关系不良或者恶化，工作效率是否降低等

等。(6)典型指标。典型指标是指个体的社会生活主要来自于网络的虚拟空间，而缺少适当

的现实生活环境。

2．1．3网络成瘾的特点

网络成瘾已经引起心理学界的广泛关注，美国心理学会(APA)于1997年就正式承认“网

络成瘾”研究的学术价值。目前对网络成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该现象的定性描述和理论

探讨上，从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可以总结出网络成瘾的主要特点是：(1)突显(Salience)性质。

网络成瘾者的思维、情感和行为都被上网这一活动所控制，上网成为其主要活动，在无法

上网时会感到焦虑不安、抑郁等情绪和强烈的渴望。(2)情绪调节(Mood Modification)。

网络成瘾者在上网时可以产生兴奋、紧张、满足等情绪体验，或平静心静，逃避现实等等。

这样，通过网络可以调节网络成瘾者的情绪体验，或上网成为其调节情绪的手段和策略。

(3)耐受性(Tolerance)。网络成瘾者只有逐渐增加上网时间和网络投入程度，才能获得以

前曾有的满足感，就像吸毒者必须逐次增加毒品摄入量一样。(4)停药症状(Withdrawal

Symptoms)。在意外或被迫不能上网的情况下，网络成瘾者会产生焦躁不安等情绪体验，甚

至会产生一些生理反应，如无缘无故地感到头疼、头晕等。(5)冲突(Conflict)。网络成瘾

行为会导致成瘾者与周围环境的冲突，比如家庭关系、朋友关系和同事关系的恶化；另外，

过度上网行为与网络成瘾者其他活动产生冲突，比如学习、工作、社会生活等等；网络成

瘾者对成瘾行为的内心冲突：既意识到网络成瘾行为的危害，但又舍不得放弃上网带来的

各种精神满足。(6)复发(Relapse)。是指经过控制和戒除后，网络成瘾行为会反复发作，

并且表现出更为强烈的情绪体验，尤其是一些参与性很强的网络活动，例如竞争性游戏和

辩论等场合，人们可以有激惹、兴奋、紧张等情绪体验，也可以从另一些网络活动中获得

一些安宁、逃避、甚至麻木的效果阳1。

总体上说，网络成瘾者对网络有一种强烈的依恋感、自我评价较低、精力不足、能力

下降、情感淡漠、社会功能受损，并引发一系列生理问题、社会活动及交往问题，并可能

会对人格产生消极影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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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网络成瘾的测量

尽管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对网络成瘾这一现象作了大量的研究，但是目前为止，对于

网络成瘾的测量尚无一个公认标准。一般来说，研究者主要依据日常行为表现和特定量表

的测查来进行判断。对已有的IAD的大量研究显示，采用最多的测量工具是由Young所编制

的网络成瘾8个项目问卷n01。Young依据DSM—IV中病态赌博的诊断标准，并加以修订，形成

《8项网络成瘾诊断问卷(An Eight-item Internet Addiction Diagnostic

Questionnaire)，DQ)》。该问卷由8个题目组成，如果被试对其中的5个题目给予肯定性回

答，就被诊断为网络成瘾者n11。该问卷在国际上使用最广，人们公认该问卷简捷、易操作。

但该问卷也存在问题，它没有明确的信度和效度指标，研究者在使用时应引起注意。

另外，美国心理专家I．Goldberg贝lJ提出了另外一套评估标准n21，这套标准有以下9项

内容：(1)每月上网超过144小时，也就是一天4d,时以上；(2)头脑中一直浮现和网络有关

的事；(3)无法抑制上网冲动；(4)不敢和亲友说明上网时间；(5)可能因上网造成课业及人

际关系问题；(6)上网比自己预期的时间还久；(7)花许多钱来更新网络设备或用于上网；

(8)要花更多时间上网才能心理满足；(9)上网是为逃避现实、解除焦虑。他认为，只要符

合上述9项中的5项以上内容，就说明个体已经上网成瘾。

2001年，Davis编制了《戴维斯在线认知量表》(简称DOCS)n副。该量表包含5个因素：

安全感、社会化、冲动性、压力应对和孤独一现实。如果被试的总分超过100或任一维度上

得分达到或者超过24，则认为已经形成网络成瘾。

陈淑惠(1999)自编的26题中文网络成瘾量表，以1392位大学生为样本，将成瘾量表得

分最高的5％作为网络成瘾高危人群。该量表包括强迫性上网行为、网络成瘾耐受性、戒断

行为与退瘾反应、人际及健康问题、时间管理问题等五个维度。初步研究表明，该量表具

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1999年测得再测信度为0．83，2000年测得各因素量表内部一致性系

数介于0．70与0．82之间，全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2【I钔。

研究者根据不同的理论为基础测量网络使用对网民的影响，虽然研究结果颇丰，但是

总体来说，许多量表信、效度不明确，因此，有关对网络成瘾的心理学研究还需继续努力。

2．1．5网络成瘾的影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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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开拓了一个崭新的、广阔的学习、交友、游戏空间，在这个新世界里，将不存

在任何障碍，凡有志获得知识的人都将拥有学习的权利和机会，了解和认识不一样的世界，

可以体验轻松的游戏，获得感官的放松⋯⋯这种空间的扩展，使得处于信息时代的大学生

群体的学习、生活和娱乐休闲等面临一次意义深刻而又巨大的冲击。一旦大学生不自觉地

陷入网络世界而不能自拔，那么带给他们的将是身心多方面的不良影响，这种影响可以概

括为以下3大方面：

(1)躯体方面。长时间的沉迷于网络可导致视力下降、肩背肌肉劳损、生物钟紊乱、睡眠

节奏紊乱、食欲不振、消化不良、体重减轻、进食过多而活动过少导致肥胖、体能下降、

免疫功能下降，停止上网则出现失眠、头痛、注意力不集中、消化不良、恶心厌食、体重

下降。大学生正处在身体发育的关键时期，这些问题均可严重妨碍他们身体的健康成长。

(2)心理方面。网络成瘾者一旦停止上网便会产生上网的强烈渴望，难以控制对上网的需

要或冲动，这种冲动使其不能从事别的活动，工作、学习时注意力不集中、不持久，感到

记忆力减退；由于长期的视觉形象思维，逻辑思维活动迟钝；沉迷于虚拟世界而对日常工

作、学习和生活兴趣减少，与现实疏远，为人冷漠，缺乏时间感；因不能面对现实，常常

处于上网与不敢面对现实的心理冲突之中，情绪低落、悲观、消极。

(3)行为方面。网络成瘾者表现为频繁寻求上网活动的行为。为了能上网，不惜用掉自己

的学费、生活费，借款，欺骗父母，甚至丧失人格和自尊，严重者偷窃、抢劫。网络成瘾

大学生最为直接的危害是耽误了正常的学习，尤其是网络游戏，导致他们不能集中精力听

课，不能按时完成作业，成绩下滑，甚至逃课、辍学。网络中各种不健康的内容，也可造

成大学生自我过分放纵，法律以及道德观念淡薄、人生观、价值观的扭曲，甚至导致违法

犯罪行为。

2．1．6网络成瘾的心理机制

(1)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理论。

根据网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认为，网络成瘾的起因应追溯到口唇期，婴儿通过哺

乳期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并保留了对代表母爱的温暖、关怀、安全等美好感觉的回亿

和思念，而患者通过上网，重新获得这种从口唇期结束后就似乎消失而又隐藏在潜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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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中的满足感。在成长的过程中，当遇到挫折，如学业上失败、工作上的失落、社会

交往恐惧、失恋、家庭打击等，为了寻求解脱，而沉溺于网络之中，使这种埋藏在潜

意识中的压抑得到释放。

(2)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马斯洛认为，交往、归属和尊重是个体的基本需要。人际疏离的社会现实使得个

体的这些基本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满足，从而产生强大的内驱力，促使个体转向

网络的虚拟环境中寻求途径来满足情感交流与情感宣泄的需求。大学生由于学业压力、

社交羞怯或缺乏社交技巧、人际关系紧张等等造成了其社交挫败感，他们则转而寄希

望在网上找到归依的群体。而网络的私密性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较为广阔的天地。客观

地说，通过上网聊天等方式与网友进行观念上的沟通和情感上的交流，获得安慰、支

持，宣泄平时压抑的情绪，确实可以缓解大学生的社交和心理的压力，但同时，由于他

们过于沉湎于网络上的社交，对现实生活的人际接触将更加缺乏，使其无法习得正确

的人际交往方式，导致他的现实入际关系的失败。从而形成了“人际交往失败——上

网寻求慰藉——与现实人际脱离——缺乏社交能力——人际交往失败”的恶性循环。

严重的甚至会导致自闭症等心理疾病的发生。

(3)网络成瘾的行为学习机制

①网络成瘾的阳性强化机制

阳性强化是指行为的后果有明显的正性奖励作用使行为获益，从而使该行为的发

生频率增加。在网络交友、信息浏览、网络游戏等等网上活动中，弥补了现实中的不

足，需要得到满足，或者在网络游戏中，以游戏角色和情景获得好的成绩、得分，得

到某种奖励的物质和货币的代替品。行为的后果以直接的物质利益或间接的精神满足

的形式得到体现。在认知和情绪水平上可以产生正性的情绪体验，精神上的愉悦感，

攻击的本能以象征的方式得到满足，沉迷网络得到的成功感产生增强自信和自我肯定

的认知和体验，从而感到自尊、自信、个人的权力和能力也得到象征的满足。这些物

质的、心理、情绪水平上的强化作用使其网络行为进一步加强，有不断地去追求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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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奖励和积极的个人体验的冲动，使上网的频率、时间和经济花费增加，阳性强化

在成瘾的初期阶段对这一行为的形成起到主要的作用。

②网络成瘾的阴性强化机制

阴性强化是指行为的后果可以避免和减轻某种痛苦和不快，当形成网络成瘾后，

现实的适应功能明显受损。老师、父母的责备、批评、使其感到自己丧失对生活的控

制力，摆脱这一境况的晟快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再回到网络世界中，网络带来的刺激、

兴奋和成功的体验使对现实中的苦恼、无助，失去控制和无价值感一扫而光。这时网

络起到阴性强化的作用。因此阳性强化在成瘾行为的初期阶段起主要作用，而阴性强

化在网络成瘾行为的发展和维持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网络成瘾行为的发生发展过程

中，这种阳性和阴性强化的双重作用，使网络活动成为青少年具有高度成瘾倾向的活

动。

2．2网络成瘾的影响因素概述

人口学变量对网络成瘾的形成有影响。在有关性别研究上，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男生较

女生易于上网成瘾[15,16]o但是Young在1996年所做的研究中却发现：中年女性较男性及其他

年龄层的网络使用者要更容易网络成瘾。

在不同专业的研究上，文科生和理科生在网络成瘾总分和五个维度上未发现显著性差

异，只在人际问题维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n71；但也有研究认为，各专业成瘾程度各自百分

比之间的差异无显著性n羽。

在年级的研究上，有数据表明，年级与网络成瘾无显著性差异n囊但也有研究提出，

大一和大三是网络成瘾的高峰期，而大二和大四属于回落期例。

在生源地的研究上，欧居湖的研究发现，青少年网络成瘾者在生源地上存在差异，即

农村来源的学生高于城市来源的学生睑¨。

2．3心理特征与网络成瘾关系概述

在网络成瘾与个体心理特征的关系上，以往的研究可谓缤纷复杂，多种多样，包括心

理健康、人格特征、孤独感、自尊等等。

2．3．1心理健康与网络成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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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世界卫生组织(’『HO)提出健康是指生理、心理及社会适应三个方面全部良好的

一种状况，其含义包括两部分：一是无心理疾病，二是有积极发展的心理效能状态。在这个

对心理健康的定义中，不难看出它强调了个体内部心理协调与外部行为适应，以及充分发

挥个体的心理潜能这两个方面。同时，WHO也提出了关于心理健康的标准：人格完整；自我

感觉良好；情绪稳定，积极，有较好的自控能力；能自尊、自爱、自信、自知；有充分的

安全感；人际关系正常，并能切合实际；不断的进取。

Davis指出，心理机能障碍如抑郁、社会焦虑、药物依赖及生活事件的影响是网络成瘾

产生的必然条件啪1；匹兹堡大学的研究结果发现，网络成瘾者往往喜欢独处、敏感、倾向

于抽象思维、警觉、不服从社会规范口31；虽然被试使用网络也用于沟通交流，但是随着上

网时间的延长，被试参与社会的程度会越来越低，与周围人的人际交往也会下降，随之而

来的是孤独感和焦虑水平的增加，心理健康水平降低。

精神科医师Shapria在其临床实践中，访谈了14位网络过度使用者，发现其中有9位患

有躁郁症，7位患有焦虑症，3位患有暴食症，4位患有冲动控制障碍，8位曾经有过酒精依赖

或其他药物成瘾等问题。他还认为，网络成瘾并不一定是他自身的问题，很可能是当前常

见的一个治疗精神状况的标记眩劬。Mckenna的研究发现，社交焦虑与网络虚拟关系成显著正

相关。那些存在社交焦虑的人为了避免在现实生活中与人交往的焦虑等不良情绪，往往把

精力转向网络瞄1。有研究者曾经采用Young的网络成瘾测评量表及SCL一90临床症状自评量表

对青少年进行测查。结果显示，成瘾者的躯体化、人际关系、抑郁、敌对、恐怖各因子明

显高于常模，由此得出结论是网络成瘾者心理问题严重㈣；有人通过研究进一步得出结论，

网络成瘾者中心理健康问题最严重的方面是强迫症状，其次是人际关系乜刀。不难看出，网

络成瘾的个体在心理健康的绝大多数方面都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低水平。

2．3．2人格特征与网络成瘾

人格是心理学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人格是指一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和发

展起来的思想、情感及行为的特有统合模式，这个模式包括了个体独具的、有别于他人的、

稳定而统一的各种特质或特点的总体。它包含了两层意思：～是指一个人在人生舞台上所表

现出来的种种言行，人遵从社会文化习俗的要求而做出的反应，它表现出～个人外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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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品质；二是指一个人由于某种原因不愿展现的人格成分，即面具后的真实自我，这是人

格的内在特征。

Young用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量表(Sixteen Personality Factor Inventory，16PF)来

探索人格特质与网络成瘾的关系。其结果显示，如果倾向于独来独往，而且在社交方面比

较被动的人，容易成为病态性网络使用者的高危险人群㈨。国外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发现，

网络成瘾者往往具有某些特殊的人格倾向。一些与抑郁相关的人格特征，如低自尊、缺乏

成就动机、寻找外界认可、害怕被拒绝等可能是促成病态使用互联网的一个重要原因m。

有研究者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病态人格是网络成瘾的本质原因，是病态人格选择了

网络成瘾幢明。据英国大不列颠心理学会曾调查的结果显示，年龄在20至U30岁之间、受过良

好教育、性格内向的年轻人是网络成瘾的易患人群，其中忧郁特质和焦虑特质人群对网络

成瘾易患性尤高㈨。

目前对人格与网络成瘾的研究多集中在人格特质与网络成瘾的关系方面。有很多研究

者得出这样的结论：大学生网瘾者的网络依赖性和内外向神经质、精神质呈正相关；网络

成瘾大学生的性格越内向，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就越低∞¨。这是和大学生在人格发展阶段

所处的时期有关，他们正步入人格的成熟期、定型期的关键时刻。此时大学生人格特点是

自我价值感增强，开放性与责任性并重，敢为性与情绪性不稳定；但是他们的社会成熟相

对迟缓，与他们的人格特征产生了矛盾，随着网络的发展，网络成瘾会对大学生的生活、

心理、人格产生深刻影响。有人认为，有焦虑依恋倾向的人最易网络成瘾，其次是逃避依

恋的人，成瘾倾向最低的是安全依恋∞1。

台湾大学林以正教授指出：“网络成瘾现象的产生是网络使用者的个人特质与网络功

能交互作用的结果”。他发现，高焦虑、低自尊、忧郁、自我概念不明确者容易网络成瘾，

这四项程度越深者成瘾程度越严重啪1。

2．3．3孤独感与网络成瘾

孤独感是衡量心理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当一个人所期望的社会性交往，

如亲密、安全、相互信赖的人际关系(包括友谊、亲情及性爱等)出现某种问题时，则会产

生孤独感玲羽。有学者建立了大学生与互联网相关的社会-,5理健康模型，在心理健康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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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孤独感是最丰要的因素，可解释24．21％的总变异；另一个因子是一般抑郁，可以解释6．8％

的总变异㈨。这一模型说明，使用互联网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主要由孤独感和抑郁表现出来；

而孤独感和抑郁也导致了互联网使用频率的增加谂硝。以往的研究表明，过多使用互联网会

导致孤独感的增加啪1。也就是说，网络使用卷入度越高，孤独感越强。因为过度依赖网络

的人在网络上花费大量的时间，使在现实世界中与别人面对面的交流机会减少了，同时，

网络交流的信息通道少于面对面的交流，从而导致其体验到较多的感情孤独嘲。如果对网

络的依赖性越强，上网时间越长，其社会孤独感也越强㈣。蒋艳菊、李艺敏等人啪1结合中

国大学生实际情况编制而成的孤独感问卷(CSLSQ)，该问卷包含四个因子：社会孤独感、

人际孤独感、自我孤独感和发展孤独感。国内的研究表明Ⅲ，不同孤独感因子对网络成瘾

程度的影响不同。譬如，社会孤独和发展孤独对于非网络成瘾者是否会转化为具有网络成

瘾倾向者会起到显著的影响作用；而人际孤独和发展孤独对于网络成瘾倾向者是否会转化

为较严重的网络成瘾者会起到显著的影响作用。

2．3．4自尊与网络成瘾

自尊，是一个人一般的或特殊的、积极的或消极的自我评价，其水平在每个人的身上

是长期恒定的。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在1890年时曾提出自尊=成功感(成功／抱负水平)的一

维结构模型。之后，学者们对自尊的研究和探讨成为社会心理学和人格心理学领域的热点。

Davis—Kean和Sandler将自尊定义为对自我的积极和消极的态度，在多大程度上的自我喜欢

或者能力，同其他人相比个体感知到的价值n副。自尊有两个维度：水平和稳定性。自尊是

青少年健康发展和成功进入成年期的一个很重要的成分。

国内学者在国外有关自尊结构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大学生自尊的结构由重要感、胜任

感、外表感以及归属感4个因素构成“¨。网络成瘾与自尊相关的研究显示，自尊等是影响大

学本科生网络成瘾的内在和外在因素H21。低自尊的个体总是关注消极的评价，怀疑他人的

称赏，以一种消极的自我评价方式来解释信息。因此，他们倾向于在网络上寻求认可和自

我肯定，通过网络游戏中的持续升级或是得到网友的肯定、发表在讨论区的信息获得网友

的积极响应或热烈讨论等方式，使自尊得到提升。这样，易对网络形成依赖。

2．4上网时间与网络成瘾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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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g认为，判定网络依赖或网络成瘾有五个标准：(1)为了得到更多的满足增加上网时

间；努力试图缩短上网时间，但总是失败；(2)当上网的时间被限制时，易出现激惹、压抑

和情绪不稳定；(3)呆在网上的时间比开始预计时延长；(4)用网络逃避工作中和人际关系

中出现的风险；(5)不告诉其他人自己真实的上网时间嘲。由此可见，上网时间成为判定个

体网络依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AndersonⅢ1根据对8所大学1302名大学生所进行的现场

调查，并参照DSM-IV中物质成瘾的诊断标准，认为网络成瘾者的平均每天上网时间为229

min。杨伊生、侯友、张秋颖H51在研究大学生网格成瘾与焦虑形态的关系时，结果发现：大

学生每天上网在2～4小时之内时，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水平均无显著性差异；4d'时是焦虑

水平增高的转折点；上网在4小时以上时，焦虑水平会迅速升高。这说明上网时间对大学生

的焦虑水平有显著性影响。

陈军、樊嘉禄m1的研究结果显示：每周上网时间越多、年级越高，网络成瘾出现的概

率就越大；每周上网时间为继年级和网上游戏之后排在第三位的危险因素。姚建国H订认为，

网络成瘾倾向者每周上网的平均时间达22．78小时，并提出每周上网时间20小时以上的个体

较易网络成瘾。还有研究表明㈣，每周上网时间对网络成瘾程度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可解释

网络成瘾变异的9．2％。因此，在国外的网络成瘾研究中，通常把上网时间作为网络成瘾的一

个诊断指标。但也有研究者认为旧1，是否成瘾与上网时间并无显著关系，花费长时间上网

并不意味着就一定会出现网络成瘾。

2007年4月11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等八部委联合发布《关于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实

施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的通知》，要求各网游运营商于2007年4月15日开始在所有网络游戏

中试行防沉迷系统，2007年7月16日起正式投入使用。《关于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实施

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的通知》中的内容显示： (i)未成年人累计在线3小时以内的游戏时

间为“健康”游戏时间。(2)未成年人累计在线游戏3小时之后，再持续下去的2小时游戏

时间为“疲劳"游戏时间，此时间段内未成年人获得的游戏收益将降为正常值的50％。(3)

未成年人累计在线游戏时间超过5小时为“不健康"游戏时间，不健康时间内未成年人的游

戏收益降为0。专家认为，未成年人的累计在线游戏时间超过3小时，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

定程度的身心疲劳。因此，将未成年人累计在线游戏时间超过3小时的第4、5个小时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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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劳"游戏时间，也即网络游戏沉迷时间或网络游戏成瘾时间。国外报道“网络成瘾”

现象出现最多的国家是美国，继而是西欧、日本，这些国家的网络用户过度使用网络的内

容主要包括：信息下载、网络通信、网上聊天、网络购物、网络赌博等多个领域。而我国

网络使用问题主要集中在网络游戏上酬。国内有关研究表明陆¨，网络游戏占网络成瘾内容

的31．6％；林星沛的研究发现，台湾南区大专院校的学生每天使用网络超过6d'时之最高比

例的上网活动是网络游戏阮】。

《关于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实施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的通知》针对的是未成年人，

一方面未成人在生理、心理等方面尚未成熟，需要家长、学校和社会进行管理和监督，另

一方面该《通知》也从未成人的角度给众多网民们提出警告：网络的使用时间是健康上网

的一个前提条件，当网民在网上的使用时间超过某一个“度’’时，将可能会带来身心双重

危害。因此，在有限的时间内健康上网才是明智的选择。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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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问题的提出及研究目的

综合上述研究，网络成瘾自从出现以来就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有关影响网络成瘾

因素的研究也很多，有的研究者对不同群体如大学生、中学生或者是青少年进行分析，还

有的研究者从不同的影响方面如个体的人口学特征、人格特征、生活事件、教养方式等等

进行论证。由于每一位研究者所使用的量表不同、抽取被试的地区不同以及当时进行施测

的外部环境不同等等各方面的影响，致使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因此，网络成瘾的成因

分析还存在很大的不足之处和迸一步研究的可行性。

从前面的叙述可以看出，大部分研究都认为，上网时间可以成为预测网络成瘾的一个

重要指标。同时，新闻出版总署等八部委联合发布《关于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实施网络

游戏防沉迷系统的通知》也认为，较好地控制上网时间，有利于预防未成年人出现网络游

戏沉迷现象。从现有文献的搜索显示：并没有发现有关专门确定上网时间阈限的实证研究。

因此，本研究将从实证的角度出发，针对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研究上网时间是否会对网

络成瘾形成有重要影响，如果上网时间对网络成瘾的贡献率具有统计学意义，将对网络成

瘾形成的上网时间阈限进行确定。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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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研究内容与研究假设
4．1研究内容

本研究以西北大学、咸阳师范学院、渭南师范学院大学生为被试，对大学生网络使用

情况和网络依赖情况进行考察，并对被试的上网时间、人格特征、自尊水平、孤独感、心

理健康状况进行调查，进一步确定上网时间在众多网络成瘾形成的相关因素中所处的位置，

考察不同程度网络成瘾者在不同上网时间上的差异性，进而确定大学生上网时间与网络成

瘾之间的关系。

4．2研究假设

根据以往研究结果，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大学生网络成瘾的形成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在这些影响因素中，上网时间占居

着显著地位；

假设2：网络成瘾组(IAD)与非网络成瘾组(N-IAD)在上网时间上存在着显著性差异；

假设3：大学生网络使用者上网时间如果越过某个阈限，便会导致其网络成瘾现象的出

现。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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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研究设计

5．1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取随机整群抽样法在西北大学、咸阳师范学院、渭南师范学院的学生中发放

测验问卷587份，收回问卷558份(回收率95．06％)，其中有效问卷520份(有效率93．19％)。

被测大学生中，男生197人，占测查大学生的37．9％，女生323人，占测查大学生的62．1％；

文科生318人，占61．2％，理科生202人，占38．8％；大一学生241人，占46．3％，大二学生62

人，占11．9％，大三学生125人，占24％，大四学生92人，占17．7％；男生年龄平均为19．9--+

1．56，女生年龄平均为20．19-+1．57，男女年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5．2测量工具

根据研究的目的，本研究主要使用如下测量工具：

5．2．1 SCL-90临床症状自评量表

该量表是由Paloff等编制，由上海铁道医学院的吴文源引进修订∞1。该量表的特点是，

覆盖面大、反映症状丰富、能较准确地反映出心理咨询门诊中求询者的自觉症状及程度变

化，是当前心理咨询门诊中应用最多的一种自评量表。根据Derogatis的报道，其效度系

数在0．77---0．99，P<O．01嘲1。

5．2．2网络成瘾诊断量表

本研究采用K．S．Young编制的网络成瘾诊断问卷。该问卷由8个项目组成，如果被试

对其中的5个项目做出肯定性回答，则可判断其为网络成瘾。这8个问题是：①一心想着上

网；②需增加更多的上网时间以获得满足；③多次努力控制、减少或停止上网，但均不能成

功；④在努力减少或停止上网时，感到烦躁不安、闷闷不乐、忧郁或易激惹；⑤上网时间比

计划的要长；⑥因为上网，妨碍或丧失了重要的人际关系和工作，或失去受教育机会与就业

机会；⑦对家人、好友、治疗者或其他人说谎，隐瞒卷入上网的程度；⑧把上网作为逃避

问题或缓解不良情绪的方法。

5．2．3德克萨斯社交行为问卷(TSB a)

该问卷可分为两个独立的16项量表。两个分量表与32项版本的总量表间的相关系数为

O．97，两个分量表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87，说明该量表有很好的内部一致性。高自尊符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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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期望。因此，选取该量表作为测试大学生的自尊情况；

5．2．4大五人格量表

问卷包含五个维度，分别为经验开放、严谨性、外向性、宜人性、神经质。该量表共

有40个项目，从“1一极端不准确”到“9一极端准确”共分9个等级记分，五个维度的

相关系数均在O．7以上，总问卷的相关系数0．891。

5．2．5 UaL^孤独量表

该问卷共20个项目，四级评分，高分表示孤独程度高。其内部一致性信度达到0．89，

大学生群体达到0．94；重测信度达到0．73。研究认为，该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5．2．6自编‘上网情况综合调查表》

该调查表的内容包括：被调查者的人口学特征、学习成绩排名、每天上网时间、每周

上网时间、上网时段等。

5．3施测方法及统计方法

采用团体施测方法，以班级为单位，使用统一指导语。将问卷采集到的数据录入计算

机，采用SPSSl3．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处理和统计分析。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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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耄研究结果
6．1大学生网络成瘾检出情况

6．1．1大学生IAD的总体检出率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在520名大学生中，非网络成瘾fN．IAD)者有434人，占整个调查人

数的83．50％；而有网络成瘾(∞)者86人，占整个调查人数的16．50％。由此可见，大学生网
络成瘾的总体检出率为16．5％。

6．1．2大学生在性别、年级、生源、文理科等方面lAD的检出率

把大学生按照性别、年级、生源、文理科及学习成绩排名等因素分组，统计其N．1AD

人数和lAD人数，并对各因素的百分数进行f检验，以考察这些因素对大学生网络成瘾程

度的影响情况，其结果如表1所示。

表1大学生在性别、年级、生源、文理科及学习成绩丰|名等方面Ih9的检出率，n(％)

从表l可以看出，lAD组与N．IAD组在性别因素上差异非常显著(p<o．01)，说明男生

比女生更易网络成瘾；在年级因素上差异也非常显著(尸<O．001)，大二、大三、大四的学

生比大一学生更容易上网成瘾；在文理科、生源及学习成绩排名等情况上，通过爿：检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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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其差异不显著(尸>0．05)。

6．2相关因素中大学生网络成瘾程度的比较

6．2．1不同性别间大学生网络成瘾程度的比较

对不同性别大学生网络成瘾进行比较，其结果如表2所示。

表2不同性别大学生网络成瘾程度情况(M士sD)

从表2可以看出，男女大学生生在网络成瘾程度上有着非常显著性差异伊<0．01)，这说

明性别因素对大学生网络成瘾有显著影响。

6．2．2不同年级问大学生网络成瘾程度的比较

对不同年级大学生网络成瘾进行比较，其结果如表3所示。

表3不同年级大学生网络成瘾程度情况(MeSD)

根据表3的检验结果可知，从总体上看各年级网络成瘾分数间呈现极其显著性差异，说

明不同年级大学生网络成瘾的差异很大。采用Games．Howell进行各年级间网络成瘾分数的

差异性比较，其结果如表4所示。

表4不同年级间大学生网络威瘾分数问的多重比较

注：搴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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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可以看出，大一学生与大二学生网络成瘾分数间的差异不显著，但大一与大三、

大四学生网络成瘾分数间的差异显著俨<0．01)；大二、大三、大四学生之间网络成瘾分数

无显著性差异。

6．3大学生网络使用时间情况

6．3．1大学生在每天上网时间、每周上网时间及网龄情况下的IAI)分数情况。

不同网络成瘾大学生每天上网时间、每周上网时间及上网年限(即网龄)情况下IAD分数

的比较，其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Ihl)组与If'-IAD组每天上网时间、每周上网时间及网龄中的IAD分数比较(M士sD)

从表5可以看出，LAD组与N．LAD组的IAD分数在每天上网时间上存在着非常显著性差

异，IAD组的网络成瘾分数要显著高于N．1AD组(尸<0．001)；IAD组与N．IAD组的IAD分数

在每周上网时间上也存在着非常显著性差异，IAD组的网络成瘾分数也显著高于N—IAD组

(氏0．001)；lAD组与N．1AD组的IAD分数在网龄上没有显著性差异(尸>0．05)，说明网

龄对大学生网络成瘾程度影响不显著。

6．3．2大学生在不同上网时段的网络成瘾情况

不同网络成瘾大学生在每天上网时段、课内外上网时段和每周上网时段上的网络成瘾

分数比较，其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IAD组与N_蝴在不同上网时段上的IAD分数比较(M士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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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6可以看出，IAD组与N．1AD组在每天上网时段上存在着非常显著性差异(P<O．01)；

IAD组与N．IAD组在课内还是课外上网这一时间段内差异极其显著(P<0．001)； IAD组与

N．IAD组在每周上网时段上也均存在着极其显著性差异(P<O．001)。总体来看，N．IAD大

学生的比例还是显著高于lAD大学生的比例。

6．4大学生在不同上网时间段上的平均花费情况

不同网络成瘾大学生在每月上网所需平均费用的统计结果如表7所示。

表7 IAD组与N-I^D组在不同上网时问段上的平均花费(单位：元)比较0I±SD)

由表7可以看出，N．IAD组与IAD组在每月上网花费上存在着极其显著性差异(P<0．001)，

即认D组每月上网花费要比N．1AD组高得多。

6．5大学生网络成瘾与其各因素的相关关系研究

6．5．1心理健康与网络成癔

(1)IAD组与N—IAD组在心理健康各因子上的比较

lAD组与N．IAD组在心理健康各因子上的比较结果如表8所示。

表8 I^D组一与N-IAD组在心理健康各因子上的比较(M,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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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8可知，N．IAD组与IAD组所有因子、总分及相关指标均存在着极其显著的差异

(p<0．00 1)。在IAD组中，各项指标得分均远远高于N．IAD组，说明lAD组相比N．LAD组存

在着更多的心理问题。

(2)心理健康与网络成瘾的相关分析

520名大学生网络成瘾分数与其心理健康各因子、总分及相关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如表

9所示。

表9 大学生网络成瘾与其心理健康各冈子的相关系数(力

注：料P<0．Ol

从表9研究结果可以看出，除人际关系敏感和恐怖这两个因子以外，大学生网络成瘾与

心理健康其他八个因子及总分均呈现较高的正相关(p<o．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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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孤独感与网络成癌

(1)lAD组与N-lAD组在孤独感因素的比较

IAD组与N．IAD组在孤独感因素的比较结果如表10所示。

表10 I^D组与N．IAD组在孤独感因素的比较结果(M士SD)

从表10可以看出，IAD组与N．IAD组在孤独因素上存在非常显著性差异(p<0．001)

这说明lAD组的大学生比N．1AD组的大学生感受到更强烈的孤独感。

(2)孤独感与网络成瘕的相关关系研究

对孤独感与网络成瘾进行相关分析，发现孤独感与大学生的网络成瘾存在着非常显著

的正相关，相关系数r=0．302，说明具有强烈孤独感的大学生，更易形成网络成瘾。

6．5．3自尊与网络成瘾

(1)lAD组与N—lAD组在自尊因素的比较

对LAD组与N．1AD组在自尊因素的比较，其结果如表11所示。

表11 I^D组与N-IAD组在自尊因素上的比较彻士SD)

从表11中可以看出，lAD组与N—lAD组在自尊因素上差异极其显著(p<O．001)，N-IAD

组的大学生比IAD组的大学生拥有更高的自尊。这说明，低自尊的人更容易网络成瘾。

(2)自尊与网络成瘾的相关关系研究

对自尊与网络成瘾进行相关分析，看到网络成瘾与大学生的自尊呈非常显著的负相关，

相关系数F．0．186，说明网络成瘾越严重的大学生，其自尊感越低。

6．5．4大五人格与网络成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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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AD组与N-IAD组在人格的五个因素上的比较

对IAD组与N．IAD组在人格的五个因素上的差异性比较，其结果如表12所示。

表12 IAD组与N-IAD组人格五因素的比较(M士SD)

从表12中可看到，IAD组与N．IAD组大学生在严谨性、宜人性和神经质这三个因子上存

在着非常显著性差异(p<O．001)，但在经验开放和外向性这两个因子上无显著性差异。这

说明IAD大学生严谨性差，人际关系差，具有较高的神经质特点。

(2)大五人格特质与网络成瘾的相关关系研究

大学生的网络成瘾程度与其大五人格特质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如表13所示。

表13 网络成瘾分数与大五人格特质的相关关系∽

注：··P<O．01．

由表13可以看到，网络成瘾与大五人格特质中的严谨性、宜人性呈现显著的负相关，

而与神经质成显著的正相关，与经验开放和外向性两个因子关系不显著。

6．6影响大学生网络成瘾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6．6．1影响大学生网络成瘾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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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讨各个因素对大学生网络成瘾的影响程度，以大学生网络成瘾总分作为因变量，

以性别、年级、每天上网时间、每周上网时间、心理健康10个因子及总分、孤独感、自尊、

以及人格的5个因子等22个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其回归分析结果如表14

所示。

表14网络成瘾总分与各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B S．E Beta t P 回归方程显著性

常量 ．．433 ．237 ．1．830 ．068 R2=．347

性别 。．049 ．032 ．．063 ．1．509

年级 ．019 ．014 ．058 1．353

每天上网时间

每周上网时间

孤独

自尊

躯体化

强迫症状

人际关系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其它

SCL90总分

经验开放

严谨性

外向性

宜人性

神经质

．012

．012

．002

．002

．052

．046

．055

．053

．027

．042

．043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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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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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

．064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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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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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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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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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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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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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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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14中标准回归系数的信息，按照标准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大小从大到小排序的前7

位因素为：其它、精神病性、每天上网时间、SCL-90总分、外向性、恐怖、自尊。由此排

序可知，在影响大学生网络成瘾的前7个因素中，上网时间因素位居第3位。此结果说明，

上网时间因素对大学生网络成瘾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该预测模型的回归方程为：Y=

0．068+0．045x1．0．005X2-1-0．181x3+0．186x4+0．005X5(Y：网络成瘾，X1：每天上网时间，x2：

TSBI，X3：精神病性，酗：其它，x5：外向性)。

6．6．2影响大学生网络成瘾因素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出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的自变量因素都有哪些，以大学生网络成瘾总

分作为因变量，以性别、年级、每天上网时间、每周上网时间、心理健康10个因子及总分、

孤独感、自尊、以及人格的5个因子等22个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取Q=

0．05，逐个引入单个因素进／入,．Logistic回归方程。结果如表15所示，有3个因素进入回归方程，

按其贡献率大小依次是：其它(睡眠与饮食)、每天上网时间、精神病性等。由此可见，上

网时间因素是影响大学生网络成瘾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表15大学生网络成瘾影响因素的逐步回归分析缸=O．05)

从表15可以看出，其它(睡眠与饮食)、每天上网时间、精神病性等3个因素可以联合解

释大学生网络成瘾总变异的30．80％；其中每天上网时间因素可以解释大学生网络成瘾总变

异的4．70％。

6．7大学生网络成瘾形成的上网时间阈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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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研究结果可知，上网时间因素确实是影响大学生网络成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

因素。为了进一步确认大学生每天和每周上网多长时间时，有可能导致其网络成瘾?本研

究将对大学生网络成瘾形成与上网时间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研究。

6．7．1大学生网络成瘾的形成与每天上网时间的关系

(1)大学生网络成瘾总分与每天上网时间的关系。通过研究大学生网络成瘾总分与其每

天上网时间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虽然在2．3小时这一时间段lAD分数稍有下降，但是随着

每天上网时间的增加，LAD分数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也就是说，大学生每天上网时间越

长，其网络成瘾程度越严重。其结果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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籁
3

求2．5
Q
《
H

2

1．5

1

1小时以下 1—2小时 2—3小时 3—4小时 4—5小时 5—6小时 64,时以上

每天上网时间

图2大学生在每天不同上网时间上的IA吩数

(2)IAD大学生上网人数比例与每天上网时间的关系。通过研究IAD大学生上网人数比

例与其每天上网时间之间的关系后发现，上网时间越长，lAD大学生上网人数的比例越高。

其结果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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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时以下l--2t],时2—3小时 3—4小时4—5小时5—6小时6d,时以上

每天上网时间

图3 lAD大学生在每天不同上网时问段的人数比例

如图3所示，在1小时以下，LAD组大学生只占这一时段内大学生总人数的8．7％，每增

加一个时段，大学生成瘾的比例也在不断上升，直至6d,时以上达到最高值(44．4％)。

(3)网络成瘾分数与每天上网时间的关系。大学生在每天不同上网时间段中的网络成

瘾分数如表16所示。

表16大学生在每天不同上网时间段上的网络成瘾分数(M土SD)

大学生在每天不同上网时间段中的网络成瘾分数用图来表示则见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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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上网时间

图4每天不同上网时问段上的网络成瘾分数

为了进一步探讨相邻两个时间段上网络成瘾分数是否具有显著性差异，采用LSD多重

比较法对相邻两个时间段上网络成瘾分数进行比较，其结果如表17所示

表17不同上网时间段大学生网络成瘾分数间的多重比较

注：幸P<O．05

由表17可以看出，ld,时以下与l-2d、时、2-3d,时与3-4小时这二组时间段的网络成瘾分

数均值比较，结果呈现显著性差异(P<0．05)。那么该相临时间段的分界点(1小时和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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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可能会成为每天健康上网的时间临界点。

6．7．2大学生网络成瘾的形成与每周上网时间的关系

(1)大学生网络成瘾总分与每周上网时间的关系。通过研究大学生网络成瘾总分与其每

周上网时间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从5小时以下这～时间段为最低点(1．83)开始大学生lAD

分数开始上升，在15-20d"时这一时间段lAD分数稍有下降，然后随着每天上网时间的增加，

IAD分数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直到35-40d、时，又呈现一个低峰值，随之上网时间在40'I'

时以上IAD分数上升。从总体趋势来看，大学生每周上网时间越长，其网络成瘾程度越严

重。其结果如图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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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小时以下5-10小时 10-15d',时15-20d、时20-25,'J',时25-304、时30-3,sd、时35—40d,时40d',时以上

每周上网时间

图5大学生在每周不同上网时问上的I^吩数

(2)lAD大学生上网人数与每周上网时间的关系。通过研究IAD大学生上网人数与其每

周上网时间之间的关系后发现，在5小时以下lAD组人数比例最小，仅点8．48％，随着时间

的增加，人数比例也在不断加大，在15-25，，J"时上网时间内lAD组人数比例略有下降，然后

上网时间逐步增加，IAD大学生上网人数的比例越高，在30．35d,时时间段内达到最高值

62．5％，最后在35-40tj',时出现低峰，40tJ',时以后nD人数比例有所增加。从总体趋势来看，

大学生每周上网时间越长，其网络成瘾的人数越多。其结果如图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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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小时以下 5-10,b时 10-15t]、,时 15—20小时20-25d',时25-30d、,时30—35小时 35—40,b时40,'b时以上

每周上网时间

图6 IAD大学生在每周不同上网时间段的人数比倒

(3)网络成瘾分数与每周上网时间的关系。大学生在每周不同上网时间段中的网络成瘾

分数如表18所示。

表18大学生在每周不同上网时间段上的网络成瘾分数Od士SD)

大学生在每周不同上网时间段中的网络成瘾分数用图来表示则见图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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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小时以下 10-15,'J、时 20-25d、时 30—35小时40d"时以上

每周上网时间

图7每周不同上网时间段上的网络成瘾分数

为了进一步探讨相邻两个时间段上网络成瘾分数是否具有显著性差异，采用LSD多重

比较法对相邻两个时间段上网络成瘾分数进行比较，其结果如表19所示

表19不同上网时间段大学生网络成瘾分数间的多重比较

注：·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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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19可以看出，5小时以下与5．10d,时这组时间段的网络成瘾分数均值比较，结果呈

现显著性差异(P<0．05)；在15．20d"时与20-25d、时这组时间段的网络成瘾分数均值比较，

双侧检验的概率P值接近0．05水平，那么该相临时间段的分界点(5小时和20d'时)可能会

成为每周健康上网的时间临界点。



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第七章讨论与分析

7．1大学生网络成瘾的基本情况和特点

7．1．1大学生网络成瘾的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研究的520名大学生中，网络成瘾测验最高分8分，最低分0分，平均分为2．4，

标准差为1．927，lAD组有86人，网络成瘾检出率为16．5％，比国内其他有关网络成瘾的研究

结果略显偏高，可能是由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1)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家长

和学校为学生提供了更加优良的学习环境和较多的学习机会，使很多学生更早的接触到计

算机和互联网。计算机普及到学校、普及到家庭，使大学生上网的机会逐步加大。(2)由于

每一位研究者采用的测试量表不同，在不同的地区测查且选取的被试也不同等等因素的影

响，也可造成网络成瘾检出率的差异。(3)本研究中，选取被试中理科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等专业居多、文科以广告、新闻等居多，这些专业的特点是与计算机接触频繁，从而可能

影响网络成瘾的检出率。

7．1．2非lAD组与IAD组大学生在性别、年级差异比较

在此次调查研究中，t乍tAD组与IAD组大学生在性别和年级上呈现显著性差异。男大学

生网络成瘾的人数要多于女大学生，这与国内嘲、国外睇1研究结果相符。可以从个性特征

和社交方式两个方面寻求其原因。从个性特征来说，男性更向往挑战和冒险，在虚拟世界

中体验网络带来的刺激和内心需要，当内心需求得到满足，将促使这种行为的产生，这样

循环反复，沉迷网络；在目前的社会文化里，男性这一社会角色是处于主导地位的，男性

需更多地表现顽强的一面，因此，男性很少面对面地与他人交流沟通、发泄情绪等，那么

只好转向虚拟世界里，展示着在现实中不可能出现的形象，使不良情绪得到宣泄。因此，

男生比女生更容易沉迷网络里。

通过本次调查发现，不同年级的大学生网络成瘾的检出情况是不同的，大一学生与大

二学生的网络成瘾情况没有显著差异，大一学生与大三、大四学生网络成瘾情况差异显著。

大一到大三网络成瘾人数比例是逐步上升的趋势，到大四时比例稍有些回落。

对于这种现象笔者认为，很多大学生在上大学之前就经常接触网络(本研究中有90％

的大学生网龄在1年以上，有81％的大学生网龄在2年以上)，对于互联网，他们并不陌生。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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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大学校园以后，一方面适应大学的生活，另一方面在相对宽松的学习环境，可以独

立安排自己的学习时间和课余时间，与同学认识交流、参加各种社团、选择方式提升自己

等等，也包括上网娱乐休闲。大一、大二的学习生活是忙碌的，有很多公共课需要学习，

大二开始逐步学习专业课，也给大学生带来一定的压力。此时，繁重而深奥的学习、相对

复杂的同学关系、在各种组织团队中承担的责任、或在大学生活中对未来方向的迷失等等

促使大学生从现实转向虚拟，有的人甚至不惜荒废学业沉浸网络。临近毕业，回首曾经的

校园学习生活，展望未来，希望自己不要给大学生活留下遗憾，此时，需要重新审视自我，

权衡利弊，对自己和将来做出慎重的选择。这一年沉浸网络有所减少。

7．1．3非IAD组与lAD组大学生在网络使用情况的差异比较

7．1．3．1大学生每天上网时间、每周上网时间差异比较

通过本次调查研究，IAD组与非MD组大学生在每天上网时间上存在显著性差异，上网

时间越长越易形成网络成瘾，这与国内其他学者的研究一致【57’581。

网络成瘾的大学生比其他学生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停留在网络上，而忽视了现实中的学

习任务和日常沟通交流。他们把学习和生活的重心也逐步转移到网络上，在网络上得到更

多的满足，如此循环，对网络的依赖性越来越强，上网时间越来越长。

7．1．3．2：k学生每月上网花费、上网时段差异比较

IAD组有近三分之一的大学生每月上网花费在50元以上，他们喜欢选择晚上上网

(54．7％)，可能是因为晚上很少有课，且可支配的时间较长。一般来说，大部分学生能够

在课外期间上网(70．9％)，但是仍有一部分学生(27．996)选择随心所欲的上网，不分课

内、课外，因此，他们(31．3％)每天都上网。

7．2大学生网络成瘾与相关因素关系分析

7．2．1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与网络成瘾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总体心理健康水平处在正常范围的边缘，其中强迫症状这

一因子表现最为突出，其次是抑郁和人际关系敏感，但是各因子和总分水平均比全国常模

高。与国内其他学者的研究得出的趋势基本一致㈣，但是水平略高畸盯，说明大学生的心理

健存在一定的问题，急需关注和解决，但这也可能与本次选取的被试样本量稍少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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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IAD组与IAD组进行心理健康比较时发现，IAD组在十个因子、总分、及相关指标得

分都与非IAD组有显著差异，比国内其他研究㈣更为严重一些，这说明网络成瘾的大学生的

心理健康状况显著低于非网络成瘾的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根据数据结果表明，强迫症状表现最为突出。笔者认为，网络成瘾的大学生，由于长

时间沉迷网络，社会功能可能已经部分受损或严重受损，妨碍了正常学习生活，网络成瘾

的大学生曾多次努力控制、减少或停止上网，在努力减少或停止上网时，感到烦躁不安、

忧郁等消极情绪，这就形成了强迫症状的基本特点：强迫与反强迫，并且感受到痛苦的情

绪。另外，在心理健康量表中，抑郁和其他(睡眠与饮食)两个因子呈现较高分数，网络

成瘾的被试通常是以牺牲现实生活中正常的社会功能为代价的，在网络上进行人际交往，

寻求安慰。这样做就避免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面对面交流时出现的焦虑等不良情绪。但在

现实生活中却生活兴趣减退，缺乏动力，丧失活力等等。同时，长时间使用网络使其睡眠

和饮食毫无规律可言，严重影响着被试的身体健康状况。

根据相关分析，心理健康水平与网络成瘾呈显著性正相关，说明心理健康水平越差学

生越易沉迷于网络，从而进一步影响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形成恶性循环，心理健康状

况越来越差。

7．2．2孤独与网络成瘾

研究发现，N-IAD组与IAD组在孤独因素上存在极其显著差异，IAD组比N-IAD组感受到

更强烈的孤独感。这与国内研究基本一致啪1M。究其原因，我们不难发现，长时间痴迷网

络，必然把更多的精力集中虚拟世界里，忽视与他人沟通接触的时间和机会，那么，个人

的生活范围和社交圈子也随之变小，势必体验到强烈的孤独感，此时，只能向网络转移来

替代这种孤独感，久而久之，网络成瘾将越发地严重，以致无法自拔。

7．2．3自尊与网络成瘾

本次调查还发现，N—IAD组与IAD组在自尊因素上差异极其显著。国外的研究删№妇也表

明，N—IAD组比IAD组拥有更高的自尊，这说明网络成瘾的大学生自尊较低。因为自尊是个

体对自我的总体评价，知觉到的现实自我的特征和自我评价标准之间的比较睇1。个体在现

实中的自我评价与在网络上的自我评价是不同的，当个体在这二者相互碰撞时，会发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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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差别，这时，个体很可能认为现实自我特征不能达到自我评价的标准，从而降低对自

我的总体评价。

7．2．4大五人格与网络成瘾

通过研究发现，人格五因素中，N—IAD组与lAD组大学生在严谨性、宜人性和神经质这

三个因子上存在着极其显著的差异，在经验开放和外向性这两个因子上无显著差异。这与

杨洋㈣的研究不～致，可能是由于研究内容不一致以及所使用的测量工具的差异造成的。

严谨性是个体在目标导向行为上的组织、坚持和动机。长期沉浸在网络的大学生自控

能力较差，无计划或计划多变，效率低下，因此在此因子上得分较低。

宜人性是个体对其他人所持有的态度。由于网络成瘾的大学生需花费较长时间在网络

上这一事实，与其他人交往时难免出现障碍，自我为中心、自夸、怀疑的、粗鲁甚至是冷

漠的，表现出更多的负性特征。

神经质是指情感的调节和情绪的不稳定性。网络成瘾者痴迷网络，与现实脱节，影响

身心健康、导致学习生活等各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必然会影响人的焦虑情绪状态和焦虑

倾向，使人的焦虑增加阳羽，不安全感增加，更敏感等等。

经验开放是指对经验本身的积极寻求及对不熟悉情境的容忍和探索。外向性指人际互

动的数量和密度、对刺激的需要及获得愉悦的能力。N-IAD组与IAD组在这两个因子上无显

著差异，可能是网络成瘾的大学生混淆了现实与虚拟的界线，在网络上体验到了现实中的

缺乏的愉悦，或在网络上一定程度的实现自我。

7．3大学生网络成瘾影响因素分析

国内研究嘲’81指出，网络成瘾与个体的心理特征如焦虑、孤独、自尊等有关，本研究

发现，除人际关系敏感和恐怖这两个因子以外，大学生网络成瘾与心理健康其他各因子及

总分均呈现较高的正相关；网络成瘾与被试的孤独感呈显著正相关；网络成瘾与自尊呈显

著的负相关；网络成瘾与大五人格中严谨性、宜人性呈现显著负相关，与神经质有显著正

相关。在回归分析中，采用进入法时，每天上网时间、自尊、精神病性、其它、外向性有

五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共同解释了34．7％的结果变异。后采用逐步回归，进入方程的因素

有：其它、每天上网时间、精神病性，共同解释了30．8％的结果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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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心理健康中其它(睡眠与饮食)因子对网络成瘾影响最大，这不难理解：

这一因子包含的题目和测量目的是要考察被试的睡眠和饮食情况。有网络成瘾倾向的大学

生总是牺牲其他活动的时间而选择上网，那么休息、吃饭、睡觉的时间都被用在网络上，

身体的生物功能受到影响，生物钟被打乱。

每天上网时间也是危险因素。IAD组大学生缺课上网、通宵上网H51等，因为只有加大

上网时间和投入程度才能获得以前曾有的满足感嘞1，上网时间可作为界定网络成瘾的合理

指标之一，与Young哺71研究结果相符。网络成瘾者的特点之一是具有耐受性，即网络成瘾者

在和以往相同的时间内上网或投入相同的关注程度，得到的满足感却在不断减少。也就是

说，网络成瘾者为了获得不断增加的满足感，只有增加上网时间，增大关注网络的程度，

结果则是陷入网络世界越来越深。

精神病性选入回归方程，尚未有研究支持。一般来说，网络成瘾的大学生对自己的状

态有着清醒的意识，正处在上网行为的强迫与反强迫中，网络成瘾者对于不能控制自己的

上网行为而感到苦恼和疑惑，更不能正确地分析其中原因，他们把这种难以理解的状态归

为精神方面的问题。

7．4上网时间阈限的分析

7．4．1每天上网时间阈限分析

每天上网时间在网络成瘾影响因素中与精神病性和其他(睡眠与饮食)共同解释了

30．8％的变异，其中每天上网时间因素可以单独解释大学生网络成瘾总变异的4．70％。网络

成瘾建立的标准回归方程：Y=O．308x1+o．215x2+0．21 lx3，(Y-网络成瘾，Xl：其它，x2：

每天上网时间，x3：精神病性)。由此方程可以看到，上网时间居大学生网络成瘾因素中

第二位，则说明每天上网时间对大学生网络成瘾的影响非常显著，有必要对每天上网时间

进行确定的分析。

在心理学有关网络成瘾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大学生使用网络人口中确实有一群

成瘾倾向不低的学生，其半年盛行率很可能落于5％．10％之间"【鸽】， Young在研究中指出，

58％的学生报告网络的过度使用导致学习兴趣减弱，成绩下降，逃课现象明显加剧删。国内

学者桑标、贡晔对162名国内大学生样本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完全没有网络依赖的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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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7％，轻度网络依赖的占25．3％，严重网络成瘾的占5．o％㈨。白羽、樊富珉等人口11在对大

学生网络依赖测量工具的修订时，选取网络成瘾量表得分分布在80％-95％的群体为网络依赖

群体。在本研究中未能从中区分出大学生网络成瘾的程度，综合以上文献中呈现的网络对

大学生造成负面影响的人数比例，以及现有对大学生网络使用状态的调查结果，将本研究

中网络成瘾得分分布在75％一90％的大学生作为轻度网络成瘾者，得分之最高10％的大学生作

为严重网络成瘾者。

从表17对每相邻的上网时间段进行差异性分析，可以看出，ld'时以下与1-2d"时、2—3

小时与3—4d"时这二组时间段的T检验结果呈现显著性差异。ld'时成为一个分界点，但是1

小时以上上网的大学生占全体大学生的62．3％，这说明其网络成瘾量表得分的差异性并不是

由上网时间的不同造成的。另外一个上网时间分界点落在3个小时，从3个小时算起，每天

上网在3个小时以上的大学生占26．3％，也就是说，这其中有95％(25％／26．3％)的学生可能

是轻度网络成瘾者，那么3小时就可能成为一个上网时间的界线，即超过三个小时时，极其

可能形成网络成瘾。根据Anderson的研究∞51，网络成瘾者平均上网时间为每229分，即3．8

小时，证实了这一时间分界线的可能性和合理性。这与新闻出版总署等八部委联合发布《关

于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实施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的通知》中提到的3个小时以内为“健

康上网"时间相吻合。

7．4．2每周上网时间阈限分析

根据图5、图6，每周上网时间与lAD组人数比例及其lAD分数的数据显示，随着每周上

网时间的增多，IAD组人数比例及其IAD分数逐步上升，因此，每周上网时间可以作为检测

大学生上网时间的另一项指标。在35-40d、时与40d,时以上二个阶段呈现的趋势是由于样本

量较少造成的(35-40dx时样本量为9人，40d,时以上样本量为13人)。

对每相邻的时间段的网络成瘾分数进行差异性检验，有显著性差异的网络成瘾分数的

时间段为54,时以下与5．10d'时这一组时间段，在15—20d'时与20-25dx时这一时间段的网络

成瘾分数的差异性检验虽未达到显著性差异，但是双侧检验的概率P=0．052，接近0．05水平。

首先，把每周上网时间为5小时作为第一个分界点进行分析，在5小时以上上网的大学

生人数占全体总人数的56．9％，并未达到上述以网络成瘾分数最高之75％的大学生作为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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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瘾分界这一标准，即每周上网时间在5d,时并不能作为每周上网时间的分界点。然后，以

每周上网时间20d',时作为分界点进行分析，每周上网时间在20个小时以上的大学生占全体

大学生人数的12．5％，在本研究中设定的轻度网络成瘾的范围之内，因此，可以将20d,时作

为每周健康上网的时间分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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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论、不足和展望

1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大学生网络成瘾影响因素，以及对划分网络成瘾上网时间的阈限进行分

析，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1)大学生网络成瘾检出率为16．5％，其中，男生网络成瘾的人数要多于女生；大学生

网络成瘾情况存在着显著的年级差异，大一学生与大三、大四学生网络成瘾情况差异显著，

但与大二学生无显著差异，总体来说，从大一到大三时期网络成瘾的人数比例是逐步上升

的，到大四时比例稍有回落。

(2)网络成瘾大学生的每天上网时间和每周上网时间都显著多于无网络成瘾现象的大

学生。

(3)网络成瘾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较低，其中，强迫症状因子最为突出；网络成瘾大

学生孤独感更强烈、自尊较低；网络成瘾大学生具有严谨性差、人际关系差、具有较高的

神经质等特点。

(4)大学生网络成瘾影响因素回归方程具有良好的预测作用。

(5)每天上网时间对大学生网络成瘾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6)大学生每天上网时间在3小时以内为安全上网期，超过3个小时极容易导致网络成

瘾；大学生每周上网时间在20d',时以内为安全上网期，超过20个小时极容易导致网络成瘾。

2研究不足和展望

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和制约，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希望在以后的研究中能够

得以改进和完善。

(1)本研究中大学生样本量偏小，以致于在每周不同上网时间段上的人数未达到统计

检验所需的最低样本容量(n>，30)的标准，尤其在后几个时间段内，上网人数只有个位数字，

从而对统计结果的分析造成一定的影响。在将来的研究中需要扩大样本量，减少随机误差。

(2)在选取大学生不同的专业进行随机发放问卷时，由于对均衡各专业考虑不周，对

大学生网络成瘾的检出率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3)本研究仅以人口学变量和个体心理特征作为网络成瘾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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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网络成瘾者的社会支持、家庭环境、父母教养方式等方面未能做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希

望在将来的研究中可以涉及到更多、更全面的考察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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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
同学您好，感谢您在百忙的学习中抽H5时间配合这次调查。下列量表是有关您上网情况和个人感受的调

查表，没有对错之分，请依据自己的情况如实选择。并且，我们的调查内容足绝对保密的，请放心填写。

上网情况调查问卷

一、一般情况性别——年龄——年级——院(系)．
学习成绩在班里排名：口前／口中／口后；调查地点

二、上同情况

专业

调查口期

——生源：口城市／O农村：

联系电话： ．

(一)上网时间的长短(请在框里打。√。，下同．)

I．每天平均上网时间为：口l小时以下；口1小时～2小时；r-]2tj、时～3小时；03d,时～4小时；口4～5

小时；口5～6小时； 口6小时以上。

2．每周(7天)平均上网时间为：口5小时以下；口lOtb时以下；口10～15小时；口15～20小时；口20～

25小时； 口25--30d、时； 口30～35dx时；

3．上网年限：口半年；口1年；口2年；

(二)每月上网花费

口35～40小时； 口40rb时以上。

口3年；口4年；口5年；D6年；口——年。

口5元；口10元；口15元；口20元；口25元；口30元；口35元；口40元；口45元；口50元；口55元；口60元；

口65元；口70元；口75元；口80元；口85元；口90元；口95元；口100元；口150元；口200元；口250元；口

300元；口350元；口400元：口450元；口500；口500元以上。

(三)你上网的主要时段为：

1．口上午上网； 口下午上网； 口晚上上网：口全天上网。

2．口上课期间上网； 口课外活动期间上网；口不分课内外，想上就上。

3．口上网时间主要集中在周一～周五； 口上网时间主要集中在周六～周日；口周一～周日天天上网。

Young的8项标准网络诊断量表

指导语：请你仔细阅读每一个题目，然后选择适合你的情况，在方格中划。√”。

1．我会全神贯注于网际或在线服务活动，并且在下网后总念念不忘网事．

2． 我觉得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在线上才能得到满足．

3．我曾努力过多次想控制或停止使用网络，但都没有成功．

4．当我企图减少或停止使用网络时，我会觉得沮丧、心情低落或是脾气容易暴躁．

5．我花费在网络上的时间比原先预计的还要长．

6．我会为了上网而甘愿冒重要的人际关系、工作、教育或工作机会损失的危险．

7．我曾向家人、朋友或他人说谎以隐瞒我涉入网络的状态．

8．我上网是为刻意逃避问题或试着释放一些感觉诸如无助、罪恶感、焦虑或沮丧．

UCL^孤独量表

指导语：下列是人们有时出现的一些感受。对每项描述，请指出你具有那种感觉的频度，将数字填入空格内。

举例如下： 你常感觉幸福吗?如你从未感到幸福，你应回答“从不”；如一直感到幸福，应回答。一直”，

以此类推。

1．你常感到与周围人的关系和谐吗?

2．你常感到缺少伙伴吗?

3．你常感到没人可以信赖吗?

4．你常感到寂寞吗?

5．你常感到属于朋友们中韵一员吗?

6．你常感到与周围的人有许多共同点吗?

7．你常感到与任何人都不亲密了吗?

从很有

不少时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否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是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一

直口口口口口口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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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你常感到你的兴趣与想法与周围的人不一样吗? 口口口口

9．你常感到想要与人来往、结交朋友吗? 口口口口

10．你常感到与人亲近吗? 口口口口

11．你常感到被人冷落吗? 口口口口

12．你常感到你与别人来往毫无意义吗? 口口口口

13．你常感到没有人很j，解你吗? 口口口口

14．你常感到与别人隔开了吗? 口口口口

15．你常感到当你愿意时就能找到伙伴吗? 口口口口

16．你常感到有人真正了解你吗? 口口口口

17．你常感到羞怯吗? 口口口口

18．你常感到人们围着你但并不关心你吗? 口口口口

19．你常感到有人愿意与你交谈吗? 口口口口

20．你常感到有人值得你信赖吗? 口口口口

德克萨斯社交行为问卷(Texas Soc i a I Behav i or I nverrtory)
指导语：请你仔细阅读每一个题目，然后选择最适合你的情况，在4个方格中选择一格，划。’，”。

完 非

全不有差常

不太点不符

是像像多合

1．我认为自己在社交上很笨拙。 口口口口口

2． 我常发现，如果与其他人的看法相冲突，我很难维护自己的观点。 口口口口口

3．我很愿意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个性极强的人。 口口口口口

4．如果我在某个委员会中供职，我很乐意管事。 口口口口口

5．我常期望在我所做的事上成功。 口口口口口

6．与地位比我高的人打交道，我感到很舒服。 口口口口口

7．我喜欢与人周旋，热衷于寻找社交接触的机会。 口口口口口

8．我对自己的社交举止很自信。 口口口口口

9．我感到我有把握与我遇到的任何一个人接近并打交道。 口口口口口

10．我认为自己很快乐。 口口口口口

11．我喜欢面对一大群听众。 口口口口口

12．当我见到陌生人时，我常常会想到他比我强。 口口口口口

13．对我来说，开口同陌生人交谈很困难。 口口口口口

14．当必须做出决定时，人们会很自然地转向我。 口口口口口

15．在社交环境中，我感到很踏实。 口口口口口

16．我喜欢对其他人施加我的影响。 口口口口口

SCL-90症状白评量表

以下题目中列出了有些人可能会有的问题，请仔细地阅读每一条，然后根据在最近一个星期以内，下述

情况影响你的实际感觉，进行选择。在方格中划。√”．

无轻中重严重 无轻中重严重

1．头痛 口口口口口 7．感到别人能控制你的思想 口口口口口

2．神经过敏，心中不踏实 口口口口口 8．责怪别人制造麻烦 口口口口口

3．头脑中有不必要的想法或字句盘旋口口口口口 9．忘记性大 口口口口口

4．头昏或昏倒 口口口口口 10．担心自己的衣饰整齐及仪态

5．对异性的兴趣减退 口口口口口 的端正 口口口口口

6．对旁人责备求全 口口口口口 11．容易烦恼和激动 口口口口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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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胸痛 口口口口口

13．害怕空旷的场所或街道 口口口口口

14．感到自己的精力下降，活动减慢 口口口口口

15．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口口口口口

16．听到旁人听不到的声音 口口口口口

17．发抖 口口口口口

18．感到大多数人都不可信 口口口口口

19．胃口不好 口口口口口

20．容易哭泣 口口口口口

21．同异性相处时感到害羞不自在 口口口口口

22。感到受骗，中了圈套或有人想抓您口口口口口

23．无缘无故地突然感到害怕 口口口口口

24．自己不能控制地大发脾气 口口口口口

25．怕单独出门 口口口口口

26．经常责怪自己 口口口口口

27．腰痛 口口口口口

28．感到难以完成任务 口口口口口

29．感到孤独 口口口口口

30．感到苦闷 口口口口口

31．过分担忧 口口口口口

32．对事物不感兴趣 口口口口口

33．感到害怕 口口口口口

34．我的感情容易受到伤害 口口口口口

35．旁人能知道您的私下想法 口口口口口

36．感到别人不理解您不同情你 口口口口口

37．感到人们对你不友好，不喜欢您 口口口口口

38．做事必须做得很慢以保证做得正确口口口口口

39．心跳得很厉害 口口口口口

40．恶心或胃部不舒服 口口口口口

41．感到比不上他人 口口口口口

42．肌肉酸痛 口口口口口

43．感到有人在监视您谈论您 口口口口口

44．难以入睡 口口口口口

45．做事必须反复检查 口口口口口

46．难以做出决定 口口口口口

47．怕乘电车、公共汽车、地铁或火车口口口口口

48．呼吸有困难 口口口口口

49．一阵阵发冷或发热 口口口口口

50．因为感到害怕而避开某些东西，

场合或活动 口口口口口

51．脑子变空了 口口口口口

52．身体发麻或刺痛 口口口口口

53．喉咙有梗塞感 口口口口口

54．感到对前途没有希望 口口口口口

55．不能集中注意力

56．感到身体的某一部分较弱无力

57．感到紧张或容易紧张

58．感到手或脚发沉

59．想到有关死亡的事

60．吃得太多

61．当别人看着您或谈论您时感

到不自在

62．有一些不属于您自己的想法

63．有想打人或伤害他人的冲动

64．醒得太早

65．必须反复洗手、点数目或触

摸某些东西

66．睡得不稳不深

67．有想捧坏或破坏东两的冲动

鹤．有一些别人没有的想法或念头

69．感到对别人神经过敏

70．在商店或电影院等人多的地

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

方感到不自在 口口口口口

71．感到任何事情都很难做 口口口口口

72．一阵阵恐惧或惊恐 口口口口口

73．感到在公共场合吃东西不舒服口口口口口

74．经常与人争论 口口口口口

75．单独一人时神经很紧张 口口口口口

76．别人对您的成绩没有做出恰当

的评价 口口口口口

77．即使和别人在一起也感到孤单口口口口口

78．感到坐立不安心神不宁 口口口口口

79．感到自己没有什么价值 口口口口口

80．感到熟悉的东西变成陌生或不

像足真的 口口口口口

81．大叫或摔东西 口口口口口

82．害怕会在公共场合昏倒 口口口口口

83．感到别人想占您的便宜 口口口口口

84．为一些有关”性”的想法而很苦

恼 口口口口口

85．认为应该因为自己的过错而受

到惩罚 口口口口口

86．感到要赶快把事情做完 口口口口口

87。感到自己的身体有严重问题 口口口口口

88．从未感到和其他人很亲近 口口口口口

89．感到自己有罪 口口口口口

90．感到自己的脑子有毛病 口口口口口



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大五人栅i n i-llarker测量表

指导语：请使用下面所列出的人格特质词汇来尽可能准确地描述你自己。请描述你自己当前的人格特点，而不是你

所希望的人格特点。与其他和你相同性别相似年龄人相比较，描述出属于你自己的一般的或者典型的特征。在每一项特

质词汇前，请写出一个代表这个特质描述你有多准确的数字。包括I～9个数字，每个数字的代表意义如下：

l 2 3 4 5 6 7 8 9

极端 非常 巾度 有些 有些 中度 非常 极端

不准确 不准确 不准确 不准确
说不清

准确 准确 准确 准确

序 分
描述语

序 分
描述语

序 分
描述语

序 分
描述语

号 值 号 值 号 值 号 值

1 安静的 11 没有效率的 21 紊乱的 31 内向的

2 不受约束的 12 聪明的 22 有效率的 32 大胆的

3 无理的 13 猜疑的 23 精力旺盛的 33 粗心的

4 害羞的 14 仁慈的 24 嫉妒的 34 冷静的

5 草率的 15 易怒的 25 喜欢社交的 35 复杂的

6 富有同情心的 16 有组织的 26 烦躁的 36 合作的

7 有系统的 17 富哲理的 27 粗鲁的 37 有创造力的

8 健谈的 18 实际的 28 富有想象 38 深沉的

9 不妒忌他人的 19 缺乏创造力的 29 多愁的 39 易受刺激的

lO 孤独的 20 温情的 30 冷漠的 40 不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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