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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科大学生网络成瘾状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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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理工科大学生网络成瘾状况 , 为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 　使用网络使用自评量表对

某理工科大学 1192 名本科生进行网络成瘾状况调查。结果 　调查对象网络成瘾检出率为 817 % , 男生的检出率

(915 %) 高于女生 (419 %) , χ2 = 41025 , P < 0105 , 高年级学生的检出率高于低年级 , χ2 = 111885 , P < 0101。

男生在负性评价、日常影响和可能原因等项目和量表总分上均高于女生 ( P < 0105) 。不同年级的学生在自控能

力、负性评价和日常影响等项目和量表总分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 < 0105) 。结论 　开展大学生网络成瘾干预

措施时 , 要对不同性别、年级的大学生区别对待 , 要从大学生的行为、心理等方面采取积极的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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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revalence rate of 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 ( IAD) in technological

college students , and to provide evidence for prevention measures1 Methods 　Self2assessment questionnaires were used for

investigation IAD among 1192 college students from 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1 Results 　The IAD rate of the students

was 817 % , the rate of the male students (915 %)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female (419 % ,χ2 = 41025 , P < 0105) ,

the rate of Grade 3 students (1311 %)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Grade 2 (918 %) and Grade 1 (518 % ,χ2

= 111885 , P < 0101 ) 1 The male students’scores of the items such as negative evaluation , daily effect , possible reason

and the total scores were higher than the female ’s ( P < 0105 ) 1 The scores of the items such as self2control capability ,

negative evaluation , daily effect and the total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mong the three grades ( P < 0105 ) 1

Conclusion 　We should take different prevention measures on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gender and grade , and attach impor2

tance to the behavior and ment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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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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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大量研究证明 , 网

络成瘾对人的身心健康、社交、工作、学习和家庭

生活等各方面造成严重影响 , 尤其对青少年影响更

大[2 ] 。国内研究发现 , 理工科大学生比文科和艺术

体育类大学生更容易发生网络成瘾问题 , 可能的原

因是理工科学生学习压力较大、竞争激烈、不善交

际、易借助网络来缓解压力、获得自我实现的感

觉 , 最终产生网络成瘾[3 ] 。为了解理工科大学生网

络成瘾状况 , 并提出相应干预措施 , 课题组于

2007 年 4 月对某理工科大学的本科生的网络成瘾

状况进行研究。

1 　对象与方法

111 　对象 　某理工科大学大一至大三年级的本科

生。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 , 共抽取该校 3 个学院

大一至大三年级共 9 个班的 1192 名本科生。

112 　方法 　使用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赵萌等

编制的网络使用自评量表[4 ] 。该量表有 36 个问题 ,

每个问题按 1～5 分计分 , 依次代表“几乎没有”、

“偶尔”、“时有”、“经常”和“总是”, 总分 180

分 , 得分越高说明成瘾症状越明显。量表分为自控

能力、戒断表现、否认表现、负性评价、日常影

响、情绪症状、躯体症状、可能原因、使用目的、

时间标准共 10 个项目。根据在北京市某非重点中

学 1148 名学生的研究结果 , 本研究采用 91 分作为

量表得分阳性界值点。

在学校团委的支持和各班辅导员的协助下 , 调

查员在班级上课时对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由经培训

的调查员以班级为单位统一发放问卷 , 由调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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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 , 并当场回收。

113 　统计分析 　使用 Epi Data 311 软件进行双录

入。使用 SPSS 121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 主要采用

χ2 检验、t 检验和方差分析等统计方法。

2 　结果

211 　调查对象一般情况 　本次调查共发放 1192 份

问卷 , 回收 1183 份 , 实际有效问卷 1104 份 , 有效

率为 92162 %。1104 名调查对象中 , 年龄最小的

15 岁 , 最大的 24 岁 , 平均年龄 1915 ±112 岁 ; 男

生 920 人 , 占 8313 % , 女生 184 人 , 占 1617 % ;

大一学生 514 人 , 占 4616 % , 大二学生 338 人 ,

占 3016 % , 大三学生 252 人 , 占 2218 %。

212 　理工科大学生网络成瘾阳性检出率 　本次调

查共检出 96 名大学生存在网络成瘾 , 检出率为

817 % , 不同年级、性别的学生网络成瘾阳性检出

率见表 1。男生的检出率为 915 % (87 人) , 高于

女生的 419 % (9 人) (χ2 = 41025 , P < 0105) 。大

一、大二和大三学生的检出率分别为 518 % (30

人) 、918 % (33 人) 和 1311 % (33 人) , 不同年

级的检出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 111921 , P

< 0101) , 卡方趋势检验结果显示 , 高年级学生的

检出率高于低年级学生 (χ2 = 111885 , P < 0101) 。

表 1 　理工科大学生网络成瘾阳性检出率 ( %)

年级 男生 女生 合计

大一 613 219 518

大二 1019 316 918

大三 1415 815 1311

合计 915 419 718

213 　理工科大学生量表得分情况 　比较男生、女

生量表各项目得分和量表总分 , 经 t 检验 , 男生在

负性评价、日常影响、可能原因、时间标准的项目

得分以及量表总分均高于女生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 < 0105 , 表 2) 。

表 2 　不同性别的理工科大学生量表

各项目和量表总分比较

项目 男生 女生 合计

自控能力 16156 ±5126 15186 ±4136 16145 ±5113

戒断表现 7127 ±3105 6189 ±2153 7120 ±2198

否认表现 3148 ±1162 3153 ±1165 3148 ±1162

负性评价 3144 ±1163 2187 ±1148 3 3 3135 ±1161

日常影响 14176 ±5100 13171 ±3188 3 3 14158 ±4185

情绪症状 5106 ±2105 5128 ±2112 5110 ±2106

躯体症状 4197 ±2111 4187 ±2107 4195 ±2110

可能原因 3101 ±1154 2176 ±1123 3 2197 ±1149

使用目的 3137 ±1157 3120 ±1132 3134 ±1153

时间标准 5105 ±2111 4153 ±1153 3 3 4197 ±2104

总分 66197 ±19197 63149 ±15116 3 3 66139 ±19129

　　注 : 3 P < 0105 , 3 3 P < 0101

比较不同年级的学生在量表各项目得分和量表

总分 ,结果显示 , 3 个年级的大学生在自控能力、负

性评价、日常影响、情绪症状、躯体症状、可能原因和

时间标准这 7 个项目得分以及量表总分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P < 0105) ,进一步采用 Dunnett 法进行

两两比较 ,结果显示 :大一学生在自控能力、否认表

现、负性评价、可能原因、时间标准的得分和量表总

分均低于大二学生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 < 0105) ,

在否认表现、负性评价、日常影响、躯体症状、可能原

因的得分及量表总分低于大三学生 ( P < 0105) ,而

在情绪症状的得分高于大三学生 ( P < 0105) ,大二

学生和大三学生在各个项目的得分及量表总分的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P > 0105 ,表 3) 。

表 3 　不同年级的理工科大学生各项目和量表总分比较

项目 大一 (1) 大二 (2) 大三 (3) F P t 1/ 2 P t 1/ 3 P t 2/ 3 P

自控能力 15167 ±4166 16193 ±5138 17138 ±5145 111838 01000 1126 01001 1172 01400 0146 01451

戒断表现 7115 ±2186 7142 ±3115 7102 ±2196 11430 01240 0127 01512 0113 01914 0140 01313

否认表现 3145 ±1165 3145 ±1148 3160 ±1174 01872 01419 0164 01000 0196 01000 0133 01082

负性评价 2193 ±1133 3157 ±1164 3190 ±1188 361935 01000 1104 01008 1111 01011 0107 01998

日常影响 14101 ±4139 15105 ±5119 15112 ±5117 61708 01001 0135 01054 0163 01000 0128 01242

情绪症状 5135 ±2108 5100 ±2109 4172 ±1194 81510 01000 0135 01054 0163 01000 0128 01242

躯体症状 4177 ±1197 5100 ±2120 5124 ±2119 41366 01013 0124 01296 0147 01013 0123 01506

可能原因 2152 ±1104 3128 ±1170 3146 ±1171 471953 01000 0176 01000 0194 01000 0118 01516

使用目的 3126 ±1146 3145 ±1161 3135 ±1153 11485 01227 0118 01250 0108 01857 0110 01821

时间标准 4173 ±1185 5123 ±2122 5110 ±2108 61975 01001 0150 01002 0137 01054 0114 01823

总分 63185 ±17121 68139 ±21102 68188 ±20131 81479 01000 4154 01003 5103 01002 0149 0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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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本研究采用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编制的网

络使用自评量表 , 对某理工科大学学生网络成瘾问

题的流行强度及其分布进行了初步的描述和分析。

研究发现 , 某理工科大学大一至大三年级大学生的

网络成瘾检出率为 817 % , 与近年国内外研究报道

的 6 %～14 %[5 - 8 ]相近。

本研究显示 , 男生和女生的网络成瘾检出率分

别为 915 %和 419 % , 男生的阳性检出率高于女生 ,

这与国外的研究结果一致[8 ] 。可能原因在于 , 使用

网络的男性多于女性[9 ] , 同时男性似乎要比女性更

容易成瘾[10 ] 。有研究显示 , 男生利用网络多是为

了释放被压抑的能量 , 实现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

权力欲 , 满足自尊 ; 女生利用网络 , 更多是为了建

立一种亲密的人际关系 , 在其中得到认同感、归属

感[3 ] 。本研究中 , 量表各项目得分也显示 , 男生受

网络的不良影响比女生更严重 , 原因可能是男生较

女生更容易适应网络技术 , 另外男生一般具有较强

的攻击性、富于好奇和冒险精神以及难于管束等特

点 , 也可能会使男生的成瘾症状比女生更为严重。

本研究显示 , 大一、大二、大三学生的网络成

瘾检出率分别为 518 %、918 %和 1311 % , 高年级

学生的检出率高于低年级学生 , 大一学生在自控能

力、负性评价、日常影响、躯体症状、可能原因、

时间标准等项目和量表总分上都是 3 个年级中最低

的。这可能因为大一学生电脑拥有率较低 , 课业负

担较重 , 客观上限制了上网行为的发生 , 对于一些

适应不良的大学生 , 随着年级的升高 , 会越来越觉

得空虚、压抑 , 从而花更多时间上网。祝丽玲

等[11 ]的研究也发现 , 高年级和男性是网络成瘾的

两个危险因素。网络成瘾问题以高年级学生最多也

最严重 , 网络成瘾对人造成的损害会随着年龄的增

长而逐渐表现出来有关。

以上结论提示 , 开展大学生网络成瘾问题的防

治工作时 , 要对不同性别、年级的大学生区别对

待 , 有所侧重 , 对男生要给予更多的关注 , 最大程

度减少网络成瘾对大学生的危害。此外 , 要从大学

生的行为、心理等方面采取积极的干预措施。

(注 : 3 为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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