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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该文通过问卷法调查了%J&名青少年的互联网使用状况!拟探讨影响青少年互联网使用的重要变量&研

究发现不同时间定向可以通过不同人际卷入变量预测青少年的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研究指出!重视不同人际卷入

变量"如积极同伴卷入与适度父母卷入#对于青少年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中介作用!可能有利于青少年更好受益于

互联网使用&
关键词!青少年!时间透视!人际卷入!病理性互联网使用&
分类号!MJ##

(!引言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LLY2#于!""$年K月

发布的统计信息表明!目前中国(J岁以下青少年使

用互联网人数占互联网用户总数的(K[(]!约((/$
万人(()&据预测!未来几年中国互联网用户的增加

主要集中于高中以下用户(!)&同时!青少年在互联

网使用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如学业荒废%痴迷

聊天室与网络游戏%情感冷漠等病理性互联网使用

"I7B<=9=>8;79Y:B@O:@BfG@!IYf#问题!都可能会影

响到青少年的心理行为发展($!#)&可见!青少年的

心理行为发展已经深深地打上了互联网的烙印&

!!M7:?CO7(#)认为现代社会中信息%社会以及技术

"信息技术#的迅速变化促进了个体自我效能感与自

我更新"G@9P3O@:@V79#!并且较好的自我调节者可以

扩展他们的知识与能力!较差的自我调节者可能落

后&根据社会’认知理论!.7O=G@等人(%)认为互联

网使用过程中成瘾行为可以概念化为自我调节的缺

失&汤明(/)发现网络依赖性与在线孤独感和社会支

持之间是显著负相关!但与离线孤独感和在线社会

支持之间是显著正相关&这可能表明网络依赖性或

者互联网带给用户的消极影响的主要原因是用户缺

少离线生活中的自我调节能力造成的&现实生活中

个体缺乏必要的社会资源"如缺少社会支持#可能也

是病理性互联网使用发生的一个原因&因此!反映

自我调节与社会资源的一些心理变量!如时间透视

"B86@F@OGF@;B8T@#%积极同伴卷入"简称同伴卷入!
下同#%适度父母卷入"简称父母卷入!下同#等变量

可能对病理性互联网使用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时间透视是个体对过去%现在与未来时间的意

识和相对注意(K)&+86X7O?=与M=D?(J)认为时间透

视是测量个体差异的有效变量!未来定向占优的个

体更有可能计划与监控自己的行为以便获得未来预

期结果!然而现在定向占优的人可能较敏感于当前

情景因素"如同伴认同#&时间透视可以预测个体心

理行为发展结果!如吸烟%冒险驾驶%无家可归%‘YU
等(&)&严重程度的病理性互联网使用可能是青少

年心理行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的心理行为问题&
因此时间透视可能对IYf具有预测作用&

!!较好的问题解决能力%较强的自我调节能力可

能使青少年建立有利于受益互联网使用的同伴关

系!尤其是积极的同伴卷入"同伴卷入对青少年的计

算机使用带来积极影响#可能使青少年免于病理性

互联网使用&互联网使用中父母卷入在有些研究中

已经证实对青少年互联网使用有重要的影响&父母

卷入与计算机带给儿童影响之间的关系可能是非线

性的!而适度父母卷入或较少卷入可能更促使儿童

青少年受益于互联网或计算机使用((")!这主要是

因为个体的较好自我调节能力使父母信任互联网对

青少年带来的影响!因此适度父母卷入互联网使用

可能对IYf的预测有重要作用&

!!总之!人际卷入变量"同伴卷入与父母卷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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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自我调节的某些变量"如时间透视#可能对青少

年的病理性互联网使用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本研

究的主要目的就是探讨社会资源变量是否为时间透

视与IYf间的中介变量!进而为干预青少年IYf提

供新的证据&

!!研究方法

#G%!被试

!!被试为北京市两所中学的初二年级与高二年级

共(!个班的学生!共/""人!有效被试%J&人’其

中!初二年级!%&人"男生($#人!女生(!%人#!高
二年级$$"人"男生(K%人!女生(%%人#&

!!此外!被试平均网龄为!$A%J月"&/c(/A$%#!
上网频率为平均每周!A#J次"&/c!A###!每次上

网总量为!A$!小时"&/c!A/%#&J/A&]的被试拥

有可以上网的计算机!上网地点主要集中于家里与

网吧!父母的受教育水平&%]集中于高中以上&
#G#!统计工具

!!统计工具主要使用1I11((A%和结构方程模型

分析软件*Sa1#["(&
#G!!测量工具

!!本研究使用了#个问卷分别测量可能影响青少

年IYf的变量&青少年互联网使用情况问卷用来

测量青少年的人口学变量!如学校%年级%网龄"第一

次上网至今#%性别等&其它问卷均采用%点评定!
这些问卷主要包括$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问卷’时间透

视问卷’积极同伴卷入问卷’适度父母卷入问卷&另

外!被试在某一因素或某一问卷得分越高愈表明被

试在相应测查的特征表现上明显&

!!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问卷由S=O7<7:3S7OB8:与

1;<C67;<@O((()编制!问卷共("个项目!各项目主要

围绕互联网使用引起个体的学业活动受到伤害%消
极情绪%时间管理混乱%耐受性提高"不断增加互联

网使用#等问题展开!修定量表的.系数为"AK!K&

!!0@=C><等人((!)编制的时间透视简式量表!包

括现在定向"W86@I@OGF@;B8T@IO@G@:B!WII#与未

来定向"W86@I@OGF@;B8T@RCBCO@!WIR#两个维度!
计((个项目&量表中有些项目不适合于中学生!因
此对某些项目进行了修改!如,工作-换成,学习-&
WIR的较高因素负荷集中于延迟满足%计划性%遵

守时间列表等项目!而WII的较高因素负荷集中于

不关注时间%不喜欢计划性等项目&分量表的.系

数分别为"A#JK与"A/$!&

!!适度父母卷入主要测量互联网使用过程中亲子

关系对互联网使用的积极影响!改编于相关的亲子

关系量表(($)!修订量表为#个项目!.系数为"AK"&&

!!积极同伴卷入主要测量互联网使用过程中同伴

关系对青少年使用互联网的影响!依据,自我描述问

卷-"1,g#中的同伴关系量表改编!修订量表包括#
个项目!.系数为"A##%&

!!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修订后问卷具有较好的

结构效度!2SYL&/$"相当于)!.D.#除父母卷入

问卷外!均小 于%!HS15*基 本 小 于"A"J!2RY%
_RY%YRY%W.Y等变量均在"AJ"以上((#!(%)!具体拟

合指数详见表(&

表%!各问卷结构效度拟合指数

问卷结构 2SYL&/$ _RY LRY HRY YRY W.Y 2RY HS15*
病网使用"单因素# $A(/! "A&/! "A&"/ "AJJ" "A&$# "A&(% "A&$# "A"/(
时间透视"二因素# (A&KJ "A&K% "AJKJ "AJ## "A&$/ "A&(/ "A&$% "A"#(
父母卷入"单因素# %A"!! "A&&( "A&K/ "A&!K "A&J( "A&#( "A&J" "A"J$
同伴卷入"单因素# (A$!" "A&&J "A&&/ "A&JK "A&&& "A&&K "A&&& "A"!$

$!研究结果

!G%!人口学变量的影响

!!本研究对可能影响IYf的人口学变量!如学

校%年级%性别等进行方差分析&性别%年级%学校等

人口学变量对IYf的影响均没有达到显著水平"见
表!#!并且这些变量间的交互作用也不显著!也就

是说这些人口学变量独立于IYf!不能较好预测

IYf&因此!与青少年有关的人口学变量不是影响

青少年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预测因素!即年级的高

低%学校的不同等因素与青少年是否病理性互联网

使用无关!但是IYf的性别差异是临界显著&
!$#!相关分析

!!为了更好确定时间透视%人际卷入与IYf间是

否存在紧密关系!本研究对这些变量进行了相关分

析&结果发现这些变量与IYf存在显著相关!其中

现在定向与IYf为正相关!现在定向的青少年更可

能出现IYf’而未来定向%父母卷入%同伴卷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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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Yf呈负相关!未来定向的青少年出现IYf的可能

性较小!而父母适度卷入%同伴积极卷入都可能会阻

止IYf的出现&

!!另外!时间透视及人际卷入变量间也存在着显

著相关!未来定向与现在定向的反向关系是自然的!
未来定向与父母卷入%同伴卷入呈正相关!而现在定

向与父母卷入%同伴卷入呈负相关!父母卷入与同伴

卷入之间的关系也是正向的&这些关系意味着时间

透视%人际卷入与IYf可能存在着复杂的交互关

系!我们可以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来澄清其中的联系&

表#!各分类变量对IYf的影响#f:8T7O87B@$

变异来源 D. %& $
学校 ( (A$$K "A"$/
年级 ( (!A#&$ "A$$/
性别 ( (#"AJ&& $AK&

学校^年级 ( $"A%$! "AJ!!
学校^性别 ( (JA#(J "A#&/
年级^性别 ( &A%!$ "A!%/

学校^年级^性别 ( !!A"$J "A%&$

注$学校%年级与性别及交互作用在"A"%水平上均不显著&

表!!时间透视%人际卷入与*4J的相关系数

项 目 ( ! $ # %
病网使用( 0

未来定向! ’"A((&"" 0

现在定向$ "A#"K"" ’"A!//"" 0

父母卷入# ’"A(J!"" "A$&%"" ’"A($/"" 0

同伴卷入% ’"A(//"" "A($J"" ’"A(%K"" "A"&/" 0

!!注$"""#"A"(!""#"A"%&

!$!!结构方程验证模型

!!为了更好地探讨变量间可能存在相互关系!本
研究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数据";c%J&#进行了拟

合!具体拟合结果见表#与图(&

表&!验证模型的拟合指数

>%);&/$ J$) ;$) G$) )$) M@) >$) G%&’C

(A(!K "A&&J"A&JJ "A&/( "A&&&"A&&&%"A&&& "A"(%

!!一般认为!结构方程模型中2SYL&,R"相当于

)!.D.#值 小 于%!HS15* 小 于"A"J!2RY%_RY%
YRY%W.Y等指数均在"AJ"以上((#!(%)!可以较好地拟

合数据!并验证假设&可以看出!本研究所获验证模

型具有较好的拟合指数&

!!从图(可以看出!现在定向直接指向IYf!这说

明现在定向占优的个体一旦使用互联网就可能出现

IYf!并且这种关系非常突出&此外!现在定向也可

以通过同伴卷入指向IYf"负向关系#!这说明积极

同伴卷入对青少年互联网使用具有调节预防作用&
未来定向并不直接影响IYf!它主要是通过父母卷

入与同伴卷入指向IYf!这说明未来定向占优个体

因为较多人际卷入而较少卷入IYf&

图(!验证模型

注$U7O87:;@"@(#c("A##’U7O87:;@"@!#c!&A!/’U7O87:;@"@$#cJAJ%



$$J!! 心!!理!!学!!报 $/卷

#!讨论

!!本研究发现人口学变量不是影响青少年病理性

的互联网使用的重要变量&这也意味着IYf不是

人口学意义上的群体特点!造成IYf的是另外一些

因素!某些心理行为变量可能对青少年的IYf具有

较好预测作用&

!!进一步分析!本研究发现父母卷入与同伴卷入

对青少年IYf具有明显的预防作用!也就是说这两

个因素对青少年的IYf具有较好的预测作用&但

是现在定向占优个体仅通过同伴卷入进而更多感知

到互联网的消极影响!而未来定向占优个体主要通

过父母卷入导致IYf&这两条不同路径说明不同时

间 定 向 占 优 个 体 通 过 不 同 的 人 际 卷 入 变 量 预

测IYf&

!!现在时间定向与许多负面生活结果紧密相关!
如心 理 健 康 问 题%青 少 年 行 为 不 良%犯 罪 与 成

瘾(J!&!(!)&IYf是互联网使用带给个体的消极影响!
现在时间定向可能对IYf有明显的预测作用!这在

本研究中得到证实!即现在时间定向与IYf存在显

著相关!现在定向直接指向IYf&个体的时间定向

指向现在!或者说个体认为时间资源是有限的时候!
情绪相关的目标就会变得相当重要((K)!这些个体可

能更多地使用指向情绪的应对方式&青少年在互联

网使用过程中!积极同伴卷入作为一种人际卷入变

量可能与情绪应对一起预测IYf&其原因可能主要

是青少年缺少必要的自我调节能力!自我调节能力

的缺乏可能使这些个体的同伴关系网络较小或过多

依赖同伴网络!这可能会体现在互联网使用过程中&

!!未来定向占优个体比较关注行为活动未来的结

果!能够较好地计划与监控自己行为!这些个体能够

使短时间内较小的行为序列连接组织成具有复杂结

构!并具有连续性的目标定向活动(&)&这些个体可

能超越当前情景中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刺激!以获得

未来的预期结果((!)&因此未来时间定向占优的个

体可能在现实生活中经常使用具有计划性与指向问

题的应对方式!这对他们的心理幸福感具有重要意

义((K)&IYf是互联网使用带给青少年心理行为发

展的消极影响!因此未来时间定向占优个体可能会

较少感知到互联网使用的消极影响&本研究证实!
未来定向通过父母卷入与同伴卷入两个中介变量对

IYf有明显的预测作用!但未来定向对IYf没有直

接作用&

!!因此!我们认为!干预青少年的IYf应该重视

不同时间定向占优个体可以通过不同人际卷入避免

卷入IYf&对于现在定向占优的个体来说!应该主

要发挥积极同伴卷入对青少年受益于互联网使用的

重要作用!帮助这些青少年建立起有利于互联网使

用的同伴关系可能避免卷入IYf&对未来时间定向

个体来说!尽管同伴卷入也可能导致IYf!但父母卷

入可能会对病理性互联网使用干预起到主要作用!
这似乎启示干预者应该充分地考虑到这些个体人际

卷入的广泛性!可以利于众多的人际卷入资源IYf
进而保证青少年受益于互联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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