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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学生自我概念因素分析表明，学生网络成瘾倾向相对较高，是网络成

瘾的易感人群；事实也说明，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已经无法控制自己适度上网而产

生了成瘾倾向。因此，高校、家庭甚至社会应该直面现实问题，重视大学生网络

使用教育，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大学生网络成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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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概念是指个人心目中对自己的印象，包括对自己存在的认识，是由一系列态

度、信念和价值标准所组成的有组织的认知结构，贯穿于心理与行为的一切方面

[1]。作为个体人格的核心，它几乎调控着个体的一切行为和活动。而网络成瘾

是一种个体对自己网络使用行为失去理性控制的现象。鉴于自我概念对个体行为

的调控性，我们推测个体的网络成瘾行为可能受到自我概念的影响。因此，我们

于 2008 年 10 月针对大学生的自我概念及网络成瘾倾向进行调查，探讨了自我概

念对网络成瘾的影响因素。  

一、研究方法  

1、 研究对象  

西安市两所多学科综合性大学进行分层随机抽样的 767 名学生，年龄范围在

16-25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20.35±1.56 岁。  

2、 研究工具  

（1） 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使用美国田纳西州心理学家 W.H Fitts 于 1965 年

编制，台湾林邦杰于 1978 年修订的第三版量表，共有 70 个题目，包含自我概念

的结构、内容两个维度和综合状况共十个因子。采用 5级评分，计算结果前九个

因子得分越高则自我概念越积极，而自我批评得分越高则自我概念越消极[2]。  

（2） 网络成瘾量表。采用美国彼兹堡大学 Young K.S 最新编制的网络成瘾测试

问卷，共包括 20 个题目， 5 级评分，总分分布在 20-100 分之间，分数越高者，

网络成瘾倾向程度越高。具体评判标准是：20-39 分为网络正常使用者或无网络

成瘾倾向者、40-69 分为网络成瘾倾向者；70-100 分者为网络成瘾者，即已经有

了成瘾的事实[3] [4]。  

3、 测试程序  

将问卷发放给辅导员担任主试，在班级会议上进行统一试测。试测前由主试宣读

统一指导语和要求，整个时间控制在 50 分钟以内，测试完成后将调查问卷当场

收回。  

二、研究结果  

1、 网络成瘾问卷得分基本情况  

767 名大学生网络成瘾得分在 20-79 之间，平均分为 45.33±1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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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我概念与网络成瘾倾向的相关分析  

大学生生理自我、道德自我、心理自我、家庭自我、社会自我、自我认同、自我

满意、自我行动、自我总分与网络成瘾倾向呈显著负相关，Pearson 相关系数依

次是-0.388、-0.405、-0.401、-0.389、-0.353、-0.417、-0.343、-0.415、-0.44；

而自我批评因素与网络成瘾倾向虽然呈正相关关系，但是相关系数没有达到显

著，因此不具有统计分析意义。  

3、自我概念与网络成瘾倾向的回归分析 

以自我概念各因子作为预测变量，以网络成瘾倾向为因变量，做逐步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自

我总分、自我批评、自我满意三个因子依次进入了回归，分别单独解释了网络成瘾倾向总变

异量的 19.4%、3.1%和 1.2%，联合解释量为 23.7%。  
三、分析与结论  
1、学生网络成瘾倾向相对较高，是网络成瘾的易感人群  
研究分析结果显示，大学生网络成瘾测评得分分布在 20-79 之间，而平均分为 45.33±11.179，
高出了 Young 提出的灰色区域的最低标准。可见随着网络的越来越普及，越来越多的大学

生已经无法控制自己适度上网而产生了成瘾倾向，这无疑给当今大学生教育发出了一个危险

信号。高校、家庭甚至社会应该直面现实问题，重视大学生网络使用教育，积极采取有效措

施，预防大学生网络成瘾。  
2、学生网络成瘾存在自我概念影响因素  
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是自我概念中除自我批评因子与网络成瘾倾向正相关但未达到显著以

外，其余因子均与网络成瘾倾向显著负相关；回归分析结果自我总分、自我批评、自我满意

依次进入了回归。说明大学生网络成瘾倾向存在自我概念影响因素。与国内相关研究结果一

致[5]。而理论上，自我概念积极的人，更自信，能够客观的认识自己，积极地接纳自我，

并且自我调节、控制能力较强，能较好的处理好自我与现实之间的偏差，积极地融入现实世

界，因而不易在网络这一诱惑前迷失自我；而自我概念消极的人，缺乏积极的自我接纳和自

我认同， 不能较好的融入现实世界，缺少现实社会的情感支持，并且自我调节、控制能力

较弱，容易产生不良情绪和冲动控制障碍，因而较难很好的管理约束自我，同时寄希望于网

络这一虚拟世界弥补自己在现实世界的自卑和不完美，因而更容易产生网络成瘾倾向。  
因此，高校应根据不同学生自我概念发展的特点，在培育和发展大学生积极的自我概念的基

础上，做好网络成瘾预防工作，培育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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