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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网络成瘾症”是指个体由于过度使用互联网而导致明显的社会、心理功能损

害的一种现象。网络成瘾可能造成的人际关系淡薄、身体健康状况下降；家庭破裂、失业、

辍学；甚至网络犯罪等。因而，对于网络成瘾症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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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的进步和信息全球化使得互联网飞速发展，其对人们的学习和生活方式产生了重大

的影响。互联网的发展使人们能够快捷的获取所需信息。通过网络进行沟通交流，减少人们

面对面的交往时间。人们通过网络虚拟的环境得到社会需要的满足。但是，这会让长期使用

者陷于孤立、孤独的境地，降低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1]，造成一系列危害，比如网络成瘾

造成的人际关系淡薄、身体健康状况下降；家庭破裂、失业、辍学；甚至网络犯罪等，研究

者们认为网络成瘾症严重侵蚀了人们的身心健康[2]。因而，对于网络成瘾症的研究具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  

  一、网络成瘾症的界定  

  1、网络成瘾定义  

  网络成瘾目前还没有一个标准的定义，一些学者主要是从网络的致瘾性和患者的病理现

象进行描述性定义。“网络成瘾症”是由纽约的精神病医师 Goldberg[3]提出的，即指个体

由于过度使用互联网而导致明显的社会、心理功能损害的一种现象。随后匹兹堡大学的教授

Kimberly Young 通过对网络成瘾症状的研究证实了它与赌博成瘾症状的极为相似性，具备

了非物质成瘾行为的六个典型特征：症状显著，耐受性增强，情绪改变，出现退缩症状，存

在激烈的心理冲突，反复发作。Peter Mitchell 将其定义为:强迫性的过度使用网络和剥夺

上网行为之后出现的焦虑情绪行为。周倩将国际卫生组织对成瘾的定义加以修改后将“网络

成瘾”定义为：由重复地使用网络所导致的一种慢性或周期性的着迷状态，并产生难以抗拒

的再度使用欲望[4]。同时会产生想要增加使用时间的张力与耐受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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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网络成瘾的判别标准  

  网络成瘾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判别标准，目前应用最广的是由 Young 提出的网络成瘾的 8

条诊断标准，8项中如果有 5 项被给予肯定回答，就被判断为网络成瘾。Bread 等[5]在对

Young 的诊断标准进行改良后，提出了“5+1”诊断标准。“5+1”标准要求以下 5 个条必须

具备：一心想着上网；需增加更多的上网时间以获得满足感；多次努力控制，减少或停止上

网，但不能成功；在努力减少或停止上网时，感到烦躁不安，闷闷不乐，抑郁或易激怒；上

网的时间比计划的要长。以下 3条至少要出现 1 例：因为上网，妨碍或丧失了重要的人际关

系或工作，或失去教育与就业的机会；对家人、好友、治疗者或其他人说谎，隐瞒卷入上网

的程度；把上网作为逃避问题或缓解不良情绪的方法。该辨别标准简单实用，但是理论依据

不强。  

  3、网络成瘾的类型  

  关于网络成瘾的分类，比较有代表性的是 Young 根据其研究结果，把因特网成瘾分为五



类:(1)网络色情成瘾，是指对成人聊天室和网上色情作品上瘾。比如:强迫性地使用成人网

站以获取网上色情作品等；(2)网络关系成瘾，是指过度卷入网络人际关系中。如在聊天室

或一些聊天软件中结交的网上朋友替代了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和家人；(3)网络强迫行为，是

指强迫性的网上赌博、网上购物或网上交易活动；(4)信息超载，是指强迫性的网上冲浪或

资料搜索；(5)计算机成瘾，是指强迫性玩计算机游戏或编制计算机程序[6]。在这里特别指

出，网络游戏成瘾对青少年的危害性非常大。  

  二、网络成瘾症的形成因素  

  关于网络成瘾的形成原因，可以从主体（网络成瘾者），客体（网络）和环境因素三个

方面分析。  

  1、主体自身特点  

  （1）生物学特点。研究成瘾行为的科学家把注意力集中在多巴胺和易感性这两个方面。

多巴胺：有研究显示长时间上网会使大脑中的多巴胺水平升高，进而产生快感，从而渴望更

多的上网时间。如果这种刺激是经常性的，大脑会强化这种化学反应，从而产生成瘾行为。

易感性:研究者认为遗传或先天因素、脑化学失衡及神经递质，包括染色体、激素及某些控

制大脑活动或其他神经系统活动的化学物质或神经递质的过剩或缺乏会导致某些个体对成

瘾的易感性。  

  (2)发展特点:从网络成瘾的人群分布可以看出，青少年具有明显的网络成瘾的易感性。

目前主要集中在对青少年自我同一性、认知能力和自制力的讨论上[7]。自我同一性:它是指

青少年对自己的本质、信仰和一生中的重要方面前后一致及较完善的意识。通过网络，青少

年可以展现理想自我，隐藏现实自我的不足，达到理想的自我境界，这种满足感很容易使青

少年沉溺而不能自拔。认知能力:青少年社会阅历浅，对复杂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活动的认识

单纯，缺乏明辨是非和应付复杂局面的能力，因而自我保护意识淡薄。自制力:青少年对新

事物敏感并且容易接受，好奇心强、渴望友谊和交流，自制力较弱，上网这样具有诱惑力的

重复行为往往不能得到很好的控制，当达到失控的程度时就会成瘾。  

 

(3)个体需求:依据需求理论，网络对于网络成瘾者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它能满足人们心理上的

种种需要，尤其是现实生活中无法获得满足的需要。性的需要，成就的需要，归属的需要，

社会认同感的需要。  

  (4)个性特点:纵然网络具有致瘾性，人们具有各种上网的需求，但并不是每个上网者都

会患上网络成瘾。因此，网络成瘾行为显然与一定的人格特征相联系。有研究表明，青少年

性格极端者易于成瘾[8] ,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对过度使用互联网的研究，以及匹兹堡大学的

研究都显示，患有网络成瘾症的青少年往往具有以下人格特点：喜欢独处，敏感，抑郁，倾

向于抽象思维，警觉，不服从社会规范。  

  2、网络本身的特点  

  （1）网络具有匿名性。网络社会里，每个人只是一个数字，他们只是隐藏在计算机语

言后面的假面人。他们可以不考虑自己的身份，也同样感受不到对方作为真实人的存在。他

们的行为因为可以摆脱环境和社会的监督，从而表现出对他人不负责任、为所欲为，甚至认

为在数字掩护下的犯罪也不过是敲打键盘、点击鼠标而已[9]。  

  （2）网络具有自由性。在网络里，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不受现实生活中性别、年龄、

职业、受教育程度等诸多因素的束缚。在网络没有压力的交流环境中[10]，对于所有的活动，

只要愿意，都可以选择参加，也可以选择自由退出。网络还是个可以自由发表意见的地方，

每个人都可以对某事发表自己的见解，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重要，得到某种心理的平衡。  

  3、社会环境的影响  



  （1）压力因素。网络成瘾者在现实生活中经历着工作、生活和学习的压力，网络是他

们发泄情感、寻求安慰和减压、暂时从现实中逃离出来的一个途径。同时在这种压力中，人

们存在一种补偿心理。  

  （2）文化因素。青少年学习能力强，具有获取信息和知识的认知能力。网络由于其信

息量大，交流便捷而成为青少年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他们通过网络获取信息和表达

自己的思想，形成一种网络文化。这种文化同时对上网者又起到引导作用。  

  （3）成长因素。他们在学校中没有得到很好的自我实现或者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危机，

在人格塑造中都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他们有可能出于对现实环境交往的不满而沉溺于网

络。  

  （4）群体因素。群体活动对个体行为具有引导作用。特别是青少年具有群体归属和被

群体认同的需要，他们易于采取盲目地从众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个体的判断能力，

从而导致过度上网现象的发生。  

  （5）家庭因素。很多青少年出生于独生子女家庭，父母忙于工作，忙于应酬，和子女

交流不够，家庭气氛较沉闷、冷清。因而青少年缺少陪伴，感觉寂寞、孤独、无聊，只有上

网打发时间、寻找快乐。Kraut等人研究发现，过多使用网络会导致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流和

社会交往减少[11]。  

  三、网络成瘾的理论模型  

  关于网络成瘾的理论解释比较多，具有代表性的有 ACE 模型、阶段模型和认知行为模

型，近年来，我们国家学者提出了生理-心理-社会整合模型，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1、Young 的 ACE模型[12]   

  Young提出以可用性、控制性和兴奋性等3个因素来说明强迫性互联网使用的形成过程，

并将它们看作促进网络成瘾过程的 3种潜在变量，即所谓的 ACE 模型。其中，可用性指网

络信息的可利用性、网上交互范围的大小和色情图片的吸引力；控制性指个人对电子交互方

式中可感知的隐私性信息的可控制程度；兴奋性为网络信息对个体内部情感的激活程度。该

模型的建立对于理解网络成瘾行为的形成，并指导相应治疗计划的制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2、Grohol的阶段模型[13]  

  Grohol 认为网络成瘾只是一种阶段性的行为。该模型认为网络用户大致要经历 3 个阶

段，第一阶段:网络新手被互联网迷住，或者有经验的网络用户被新的应用软件迷住；第二

阶段:用户开始避开导致自己上瘾的网络活动；第三阶段:用户的网络活动和其他活动达成了

平衡。Grohol 认为所有的人最后都会到达第 3 个阶段，但不同的个体需要花不同的时间。

那些被认为是网络成瘾的用户，只是在第一阶段被困住，需要帮助才能跨越。 

3、Davis的认知-行为模型 [14]  

  Davis的模型中靠近病因链近端的因素，是病态行为发生的充分条件，靠近远端的因素

则是必要条件。模型的中心因素是适应不良认知，它位于病态行为病因链近端，是病态行为

发生的充分条件。Davis认为病态行为的认知症状先于情感或行为症状出现，并且导致了后

两者。有病态行为症状的个体在某些特定方面有主要的认知障碍，从而加剧个体网络成瘾的

症状。该模型认为病态行为受到不良倾向(个体的易患素质)和生活事件(压力源)的影响，它

们位于病因链远端，是病态行为形成的必要条件。个体易患素质指当个体具有抑郁、社会焦

虑和物质依赖等素质，则更容易发展出病态网络使用的行为。压力源(紧张性刺激)指不断发

展的互联网技术。该模型的重点是适应不良认知，涉及到关于自我认知和关于世界的认知两

个方面。  

  4、生理-心理-社会整合模型  

  我国学者刘树娟[15]等首次提出“生理-心理-社会”整合模型，网络成瘾是一个复杂的社

会和生理现象。  



  （1）生理因素。研究成瘾行为的科学家把注意力集中在多巴胺和易感性这 2个方面[16]。  

  (2)心理因素。由于网络的匿名性和自由性，人们交流中很容易遵循计算机线性逻辑，

较少出现真实社会中的复杂诡异。这样网络成瘾者通过主动的操作，容易全身心投入，寻求

心理需要的满足。结果，由于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遨游，与现实生活的距离越来越远，甚至分

不清现实与虚拟世界的界限，社会适应能力越来越差，反过来更向网络逃避，最后形成一种

恶性循环。  

  （3）社会因素。由于人们工作的压力，在信息科技中存在着一种恐惧状态。为了获取

最新、最全面的信息，人们通过互联网可以方便、快捷地查到几乎所有想找的信息，于是浏

览和阅读文章等阅览信息的行为明显增加。网吧文化等文化潮流，使上网者沉迷于网上聊天、

网络游戏、观看色情网站，其中以青少年尤为明显。同时，社会性分离可能是网络使用带给

用户的消极影响的另一原因， 人际关系的冷漠也是导致网络成瘾出现的一个原因[17]。网

络成瘾可能是现实社会问题的一种暴露方式。  

  总之由于网络成瘾症形成因素的复杂性，目前关于网络成瘾症的解释还没有一个完整的

理论体系。笔者认为网络成瘾是一个动态的，反复的过程，将在以后的研究中从网络成瘾的

主体（网络成瘾者），客体（网络本身），时间（网络成瘾前后和去瘾）和空间（环境因素）

等维度去研究，以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建立一套完整的网络成瘾研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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