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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成瘾（ &’()*’)( +,,-.(-/’，&+）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包含

了大量的行为问题和冲动控制问题［$］。$012 年美国纽约市的

心理医生 3/4,5)*6 将网络成瘾定义为：希望增加上网时间，渴

望上网，失去网络联系会有不良的情绪反应，有持续的生理、心

理和社会问题等等。匹兹堡大学的 7/8’6 结合自己对成瘾的

研究，根据 9:;<!中关于赌博的判断标准，提出“ 病理性网络

使用”（=>(?/4/6-.>4 &’()*’)( @A)，=&@）一词［!］。研究发现，网络

成瘾高发人群多处在 !# B %# 岁，且受到良好教育的青少年尤

为网络成瘾易感人群［%］。青少年网络成瘾已成为社会的一大

问题，且逐渐出现年轻化的趋势［C］，严重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健

康［D］。本文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类型、成因和对策进行了综

述。

一、网络成瘾的类型

E)>*,［2］对 7/8’6 提出的诊断量表进行了修改，制定了“D
F %”的诊断标准，而 9>G-A［D］根据其认知<行为模型编制了《 在

线认知量表》（ (?) H’4-’) I/6’-(-/’ :.>4)，HI:），并将青少年网

络成瘾大致分为以下 D 种基本类型：

$J 网络性成瘾：在网络中，各种与性和色情有关的站点比

比皆是［"］，各种淫秽文字、声音、图像信息泛滥。根据我国网络

互联中心的最新统计，目前世界上至少有 1# 万个色情网站，而

且以每天 !## B %## 个的速度在递增。因此对广大的青少年来

说，在网上遇上色情内容的诱惑也许是难以避免的。有专家指

出［1］，每周花 $$ ? 以上用来漫游色情网站的人就有色情成瘾的

嫌疑。

!J 网络交际成瘾：上网的青少年沉溺于用各种聊天软件以

及网站的聊天室进行人际交流，对网上的友情成瘾，以虚拟替

代现实，以充实自己在现实中的孤独感［0］。这部分青少年在网

上找网友倾诉现实生活中的失意，或在网上寻求一场浪漫的网

络恋情，或是将现实生活中难以表达的话语利用网络的形式表

达出来。

%J 网络强迫行为：有研究指出［$#］，网络强迫行为以一种难

以抵抗的冲动，患者着迷于在线赌博，网上贸易或者拍卖、购

物。一旦几天没有参与在线赌博或网上贸易，就感到生活乏

味，使得这些网络强迫行为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患

者变得更加依赖于网络，形成恶性循环，国外的许多研究［$$］也

证明了这一观点。

CJ 信息收集成瘾：收集信息是上网者的一类主要而且是相

当重要的活动［$!］，但是由于网络信息的种类繁多、数量巨大、

质量良莠不齐，让许多人感觉到面对浩瀚如海的信息时常常手

足无措，尤其是对认知能力尚不完备的青少年学生而言，问题

更加突出。从而导致的结果是，青少年朋友常常会无节制地上

网浏览信息，并且毫无辨别力地收集它们，久而久之，他们会强

迫性地从网上浏览、收集无用的或是无关紧要的资料。

DJ 电脑成瘾：网络成瘾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电脑成瘾

患者中绝大多数是网络游戏成瘾者，在电脑成瘾的青少年当中

有超过 1#K 是玩网络游戏的。以当前十分盛行的一款网络游

戏“魔兽世界”为例，这款网络游戏吸引了无数青少年每天十几

小时在线游戏，甚至某些青少年除服务器维护外，几乎 !C ? 在

线游戏［$C］。

二、网络成瘾的成因分析

（一）内部原因

$J 生物学因素：有研究表明，成瘾的解剖定位主要集中在

脑内奖赏中枢，即中脑皮质边缘多巴胺系统。:?>L-*> 等［$D］对

!# 位 $1 岁以上的网络成瘾者进行访谈，发现 0DK 的研究对象

有精神疾病家族史，有 $! 位研究对象在他们的一级和二级亲

属中，至少有一位物质滥用。此外，个体内可能存在 D<羟色胺

和多巴胺的量不足，而长时间上网能改变人体内环境，使大脑

中多巴胺水平升高，这种化学物质令患者产生欣快感。

!J 认知模式：在 &+9 的形成中，认知模式起了非常大的作

用［$2］。网络是虚拟的，具有易进入性、易支付性和匿名性的特

性，特别是网络上的交友、聊天、游戏等功能，更是无法替代现

实。

%J 个性特征：&+9 与青少年的性格有极大的关系，有研究

显示，青少年性格极端者易于成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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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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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外部原因

$J 网络自身的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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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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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使青少年

长时间沉迷其中，这与美国的 M/(8’,> 等［$0］的研究结果一致。

7/8’6［!#］曾经说过“因特网是唯一让你的想法和智慧受人尊重

和珍视的地方”。网络的另一特性是具有匿名性，网络社会中

每个人的存在都只是一个“符号”，他们有可能成为躲在符号背

后的假面人，在符号的面具下，他们可能忘却了自己的身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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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熟人、社会的监督，从而表现出对他人不负责任、为所欲为、

甚至认为在符号掩护下的犯罪也不过是敲打键盘、点击鼠标而

已［!$］。

!J 满足青少年的心理需求：在虚拟世界里尽情释放压抑情

绪，使青少年可以暂时忘记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缺憾［!!］，如批

评、惩罚、陌生、焦虑的烦恼与不快，找到失去的自尊，获得新的

自我认同感从而得到虚拟的自信［!%］。在这虚拟的空间里青少

年不需要面对各种人际障碍、生活适应不良、学习适应不良，并

且在匿名的保护下没多少机会发表自己意见的他可以不需要

直面他人的负面反馈而畅所欲言，使现实中自我的无助、依赖、

挫败感得到补偿［!C］。

%J 家庭的原因：有些青少年出生于独生子女家庭，父母忙

于工作忙于应酬，少有交流，家庭气氛较沉闷、冷清，这些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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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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只有上网才能感受快乐，忘掉烦恼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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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人研究发现，那些被预测具有网络成

瘾倾向者与具有非网络成瘾倾向者相比，他们父母的教养方式

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 社会的原因：利益的驱动使得网吧在全国各地遍地开

花，泛滥成灾。由于我国对网络信息资源来源控制不严，五花

八门的信息在网上随处可见，对网吧缺乏有效的监控管理，无

证和证照不全的网吧占总数的 ,-. ，有的地方甚至达到 "-.
以上［!/］。网吧行业中存在的不规范经营，非法经营更是荼毒

青少年网民的一大公害。

三、网络成瘾的对策探究

0+ 理智对待网络的作用：青少年在欣赏和肯定电脑网络的

优越性和积极作用之时，要用全面、理智的眼光，正视电脑网络

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 网络成瘾综合症”的消极影响要有清

醒、正确的认识［!1］。国内外的研究表明，青少年长期沉湎于网

络中，除影响智力外，还会导致植物神经紊乱、激素水平失衡，

使免疫功能降低，引发紧张性头痛、焦虑，甚至导致死亡［,-］。

!+ 开展网德教育，以“知”防“瘾”：面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

问题，应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大力开展网德教育。网德教

育的任务应以学校为主阵地，家长、社会积极配合，通过各种形

式的活动，使广大青少年心理满足、娱乐、社交等动机能够得到

一定的支持，从而减少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可能性［,0］。

,+ 利用法律手段规范网络空间管理：法律是调整人们行为

的重要手段，也是规范网络行为的重要方式。因此政府有关部

门应加强网络立法，倡导并形成良好的网络秩序。

*+ 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社会、学校、家庭共同营

造健康和谐的环境，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学校应加强青少年

思想品德教育，拓展心理教育的领域和渠道。此外，家庭也应

给与青少年更多的关心，提供更多的支持，给青少年建立一个

良好的家庭环境。

"+ 药物治疗：心理学专家曾指出网络成瘾的戒断症状与药

物成瘾相似。可见学生在网络成瘾的戒断过程中可能会伴随

轻度或较严重的抑郁、焦虑、无精打采、情绪低落和自我封闭等

心理症状。出现此类情况可以指导学生及时到医院就诊并配

合药物进行脱敏、抗抑郁和抗焦虑治疗。通过几种方法的综合

使用，可使学生从心理和生理方面都能摆脱网瘾的诱惑，最终

达到使学生脱离网瘾，走上正常生活轨道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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