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站 内 搜 索 □

请输入查询的字符串: 

 

 

 标题查询  内容查询  

  

==> 综合查询 <==

nmlkj nmlkj

 查 询  重 写 

2005年第1期      

2005年第2期      

2005年第3期      

2005年第4期      

2006年第1期      

2006年第2期      

2006年第3期      

2006年第4期      

2007年第1期      

2007年第2期      

2007年第3期      

2007年第4期      

2008年第1期      

 

大学生网络成瘾者行为调查研究 

发布时间： 2007-1-30 11:13:04 被阅览数： 241 次 来源： 《南方医学教育》 2006年第4期 

文字 〖 大 中 小 〗  自动滚屏（右键暂停）  gfedc

 

大学生网络成瘾者行为调查研究 

杨立刚 盛军利 陈国威 

（东南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11） 

 

 

摘 要：目的  了解大学生的网络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对网络成瘾者与非网络成瘾者进行比较，对网络成

瘾成因及特点进行分析，提出防治措施。 方法 通过整群抽样的方法随机抽取某高校1年级～3年级大学生

共365人，应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进行网络行为与心理调查。  结果  大学生中网络成瘾者与非网络成瘾

者行为特征有明显差异，发现了网络成瘾的一些特点。 

关键词：网络成瘾 非网络成瘾 行为 

   

    前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互联网正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不可缺少的工具。它能满足人们的各种需

求，人们对它的依赖程度与日俱增。互联网为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带来了各种便利，但有一个问题也不容

忽视———有一部分大学生沉迷于虚拟的网络世界，不能自拔，对其学业和身心健康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本次调查将大学生中网络成瘾者的行为特征呈现出来，为大学生合理利用网络提供依据，使大学生正确和

积极地利用网络。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选择某高校不同专业年级学生400人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376份，回收率为94.0%，有效

问卷为365份，有效率为97.1%。其中男237例，女 128例。 

  1.2 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大学生网络行为与心理调查问卷进行调查，数据采用计算机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处理。 

  1.3 网络成瘾量表 

  网络成瘾量表是由美国匹兹堡大学K·S·Young参照《美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手册》（DSM-Ⅳ）中赌

博成瘾鉴别标准，并结合网络成瘾的在线调查和临床实践编制而成。该量表由8个项目组成，要求以“是”

或“否”作答，每个肯定答案计1分，得分≥5的调查对象可诊断为网络成瘾（IAD）[1]。 

  2 调查结果及分析 



  网络成瘾是指由于过度使用互联网从而导致明显的社会、心理损害的现象。随着网络使用的逐步普及

和网络成瘾危害的日益凸现，网络成瘾的研究成为心理学研究的新领域。探讨网络成瘾的原因是网络成瘾

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2.1 网络成瘾情况调查 

  通过调查发现，男生网络成瘾者比例高于女生，分别为6.75％和1.56％。新生网络成瘾者比例低于老

生，分别为2.88％和5.54％。 

  2.2 网络行为调查 

  2.2.1 初次上网时间 

 

表1 网络成瘾者与非网络成瘾者初次上网时间比较 

 

  从表1可见，网络成瘾者与非网络成瘾者初次上网时间有显著性差异（p<0.05），网络成瘾者比非网络

成瘾者触网早，很多在初中就触网，而非网络成瘾者大多在高中触网，这说明过早触网因为对网络的使用

了解不深，容易陷入网络成瘾中。 

  2.2.2 上网时间和频率 

  调查发现，约61.1%的网络成瘾者周上网时数大于8小时，小于5小时的人数仅占11.2％，而非网络成瘾

者分别为14.5％和65.4％。网络成瘾者不仅上网时间长，而且上网频率高，其中62.1％每周上网次数5次以

上，而非网络成瘾者仅为18.4％。网络成瘾者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在网络上，必然会影响其学业。我们通

过调查发现，50.0%的网络成瘾者每天学习时间小于1小时，极少有超过3小时的，其他大多在1～2小时，而

非网络成瘾者分别为18.7％、30.3％和51.0％。调查结果表明在学习成绩上网络成瘾者明显低于非网络成

瘾者。 

  2.2.3 上网目的 

 

表2 网络成瘾者与非网络成瘾者上网目的比较 

  从表2可见，大学生上网的目的主要有学习新知识、阅读新闻、交友、娱乐等。网络成瘾者上网主要是

为了娱乐，如游戏、聊天和看电影等，上网目的单一；而非网络成瘾者上网目的更加多元化，下载资料、

与熟人沟通联络、看新闻、娱乐等。 

  2.3 课外活动调查 

 

表3 网络成瘾者与非网络成瘾者课余生活比较 

初次上网时间 网络成瘾(%) 非网络成瘾（％） 

小学 11.1 4.9

初中 50 29.4

高中 27.8 54.1

大学 11.1 11.6

上网目的 网络成瘾(%) 非网络成瘾（％） 

看新闻制作网页 11.8 23.1

收发邮件 5.9 47.4

聊天跟贴 29.4 49.7

游戏 58.8 30.7

看电影 29.4 54.5

下载资料软件 17.6 46.8

课余生活 网络成瘾(%) 非网络成瘾（％） 

上网 55.6 31.1

自习 11.1 47.0

看书 22.2 46.1

体育锻炼 16.7 18.2

其它 16.7 29.1



 

  从表3可见，网络成瘾者课余活动上网比例高于非网络成瘾者，而自习、看书和参与其它课余活动明显

少于非网络成瘾者，说明网络成瘾者因为上网时间多，自习看书和参与其它课余活动明显减少，课余生活

比较单一，而体育锻炼差异不大。 

  2.4 个性特征调查 

  调查发现，网络成瘾者内向性性格比例明显高于非网络成瘾者，分别为44.4％和19.0％，说明内向性

的性格更容易迷恋网络。另外，调查结果表明，网络成瘾者与非网络成瘾者与同学融洽关系程度有显著性

差异，网络成瘾者与同学关系融洽比例低于非网络成瘾者，分别为38.9%和53.3%，而与同学关系不好比例

明显高于非网络成瘾者，分别为27.8%和6.9%。 

  2.5 调查分析 

  网络成瘾对大学生的影响非常大。调查结果显示，网络成瘾者学习成绩明显低于非网络成瘾者。实际

情况也是如此，我们周围那些试读、留级或被退学处理的“问题生”中，大部分平时沉湎电脑游戏或上网

娱乐不能自拔。调查结果发现，网络成瘾者普遍存在长时间“泡”网的现象。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网络成瘾者形成的原因有： 

  2.5.1 缺乏沟通交流能力，适应能力弱 

  进入大学后，大学生迫切地寻求交流的机会，有时缺乏交流沟通能力而在现实的大学生活中没有形成

良好的沟通，此时如缺乏有效正确引导，他们可能会在网络中借助QQ 、聊天室等工具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与

他人沟通。在与网络空间的互动过程中，形成新的社会认知方式以及对自我社会角色新的定位与现实社会

往往不符，长时间下去导致现实人际关系不和谐，转而更多地沉迷于网络中寻求理解与满足，不能自拔。

如此反复，这些大学生就对网络产生了依赖。 

  2.5.2 不能正确面对失败或挫折，选择逃避 

  当代社会大学生在学习、就业、恋爱等方面都面临着很多问题，一旦遭受挫折或失败，有些大学生如

不迅速调整心态，不能正确面对失败，会选择逃避现实，求助于虚拟的网络空间，在网络世界中实现所谓

的“自我”目标，获得“成功”，使受挫心理得到安慰。 

  2.5.3 网络的虚拟性、匿名性等满足了好奇心、探险、自我表现等心理 

  由于网络具有的虚拟性、匿名性、互动性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代大学生冲动、好奇、冒

险、不负责任等心理。大学生很容易被引入网络虚拟世界，在网络中按自己的意愿，在虚幻的网络世界中

塑造一个虚拟的“自我”。由于网络具有自由性，可以使“自我”在网络自由空间得到无限的释放；由于

网络具有隐蔽性，大学生们不再担心自己的行为被发现，对满足大学生个人心理需求具有较大诱惑力，如

果个人缺乏自控力，很容易陷入网络不可自拔。 

  2.5.4 网络成瘾者对周围同学的影响 

  经常沉迷网络的大学生经常出现“小群体”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从众”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个

体的判断能力及自我意识，使个人行为盲目地顺从群体的行为，导致大学生出现上网一族。 

  2.5.5 没有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失去了目标 

  大学生在入学前有明确的升学目标，但一旦进入大学，压力锐减，失去了努力的目标。由于没有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在无所适从和彷徨中，很容易被网络这样的新奇事物所吸引。 

  有上述可见，网络成瘾主要是心理上对网络的依赖，因此预防和矫正网络成瘾应该从心理疏导方面加

强对大学生的宣传和教育，对大学生加强思想教育，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大学生的

鉴别能力、自控能力，培养健全的人格[2]。从新生入学教育、班级班风建设、网络知识使用指导、网络成

瘾危害宣传等多渠道解决网络成瘾问题，使大学生科学合理的利用网络，发挥网络独特的信息优势为我们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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