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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深入生活，成大学生学习生活的核心依赖，其心理效应凸显，引领心理学界研究新浪潮。探究网络

成瘾对大学生心理的塑造与影响，成为发掘的研究热点。本文系统性综述网络成瘾概念，并深入剖析其

心理成因。采用心理学视角，细致探究大学生网络成瘾现象，构建认知、情感、意志与网络行为之间的

关联模型。网瘾深层诱因涵盖认知偏差、心理补偿需求、情绪宣泄及群体影响，为洞悉大学生网络成瘾

现象开辟了新颖视角，揭示了成瘾行为的多元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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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net has become the core dependence of college students’ study and life, and its psychological 
effect is prominent, leading a new wave of psychological research. Exploring the shaping and influ-
ence of internet addiction on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y has become a hot research topic.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s the concept of internet addiction and deeply analyzes its psycho-
logical cau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henomenon of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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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internet addiction in detail and constructs the correlation model between cognition, emo-
tion, will and online behavior. The deep inducement of Internet addiction covers cognitive devia-
tion, psychological compensation demand, emotional catharsis and group influence, which opens 
up a novel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phenomenon of Internet addiction among college stu-
dents and reveals the multiple motivations of addiction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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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网络生活渗透大学生日常，成为学习生活的必需，其影响也日渐深刻地作用于大学生的心理状态，

形成不可忽视的心理影响新维度，成为值得探究的学术议题。一方面网络赋予大学生学习交往新便捷，

为校园生活添彩，助其拓宽视野，于虚拟世界中尽享现代科技文明之乐，体验前所未有的便利与欢愉，

成为准社会化进程中的重要助力。网络科技是双刃剑，其负面效应如黑客攻击、病毒泛滥及成瘾问题，

对大学生认知、情感、意志、人格乃至社会心理层面影响显著。大学生正处于个体发展至关重要的塑形

阶段，即从青涩迈向成熟的过渡期，此阶段充满脆弱性与潜在风险，对个人成长轨迹具有决定性影响，

是学术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关键时期。同时大学生乃国家未来生产力之基，其发展导向影响社会前行之路。

作为互联网络使用者的主要群体，大学生网民的身心健康状态成为网络生态健康与否的重要指征。 

2. 网络成瘾 

2.1. 网络成瘾的概念 

美精神科医生首提网络成瘾障碍(IAD)概念，借鉴药物依赖诊断标准，为网络成瘾的界定与治疗开辟

新径，将其阐述为一种行为成瘾的应对机制，旨在缓解压力，其症状表现为过度网络使用所引发的学业、

职业、家庭关系及身心健康等多维度问题。 
Young 以病理性赌博为参照，界定了病理性网络使用(Problematic Internet use, PIU)概念，指在无物质

依赖的情况下，个体上网行为出现冲动失控特征，属于冲动控制障碍的一种，深入剖析了网络使用中的

异常心理现象(Young, 1996)。 
我国台湾学者周荣及周倩将互联网成瘾定义为：由重复互联网使用行为所诱发的慢性或周期性沉迷

状态，并伴随着强烈且难以克制的再次使用冲动，从而深刻剖析其成瘾性的本质特征。网络使用动机增

强，伴随耐受性上升、自我控制力减弱及戒断症状，同时产生对上网满足感的心理渴求与生理依赖，这

些特征共同构成了网络成瘾的学术描述(周荣，周倩，1997)。 
研究者对 IAD 定义各异，相关概念包括“网络依赖”“过度使用”“冲动强制性计算机使用”“病

理性网络使用”及“上网成瘾”，多角度描绘网络成瘾现象(刘建银，2001)。 
尽管概念界定存在差异，但各研究均认同过度网络使用对个体生理、心理及社会功能造成损害的共

性观点，这一共识构成了研究网络成瘾的重要基础。 
网络成瘾展现出显著的破坏性特征，其模式与病理性赌博相似，伴随有精神病理学的表现：包括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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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性增加、戒断症状(如震颤、焦虑情绪)、情绪失调(抑郁、焦虑状态)以及社会关系的破裂与中断。其本

质为一种包括上述症状的精神障碍。 

2.2. 网络成瘾问题现状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 48 次报告显示，截至 2021 年 6 月，中国网民规模破 10 亿，达

10.11 亿，互联网普及率高达 71.6%，彰显中国网络发展的蓬勃态势(程必定，2022)。然而我国超 22.5 万

人患网络性心理障碍，患者年龄 15 至 45 岁，男女比例严重失衡(98.5%男性，1.5%女性)，其中 20~30 岁

单身男性为高危易感群体(师建国，2002)。2001 年，Keith J. Anderson 调查了 8 所大学 1300 名大学生网

络使用情况，发现按 DSM-IV 和 Anderson 标准，有 110 名大学生对网络有严重依赖，占比显著(Anderson, 
2001)。国内多地及机构已着手探究网络成瘾现象，如北师大针对北京未成年人上网现状的研究，及社科

院发展研究中心与新闻所媒介传播中心对北上广成长五城的持续跟踪调查；林绚晖等采用卡特尔 16PF 及

网络成瘾量表，对福州大学学生进行网络成瘾相关因素调研，旨在探究影响学生网络成瘾的个性特质及

行为模式(林绚晖，2001)等等。 

2.3. 网络成瘾的分类 

网络成瘾障碍(IAD)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涵盖了多样的行为与冲动控制难题，揭示了网络使用中潜在

的复杂性与多维度问题。K. S. Young 据其研究成果，将之细化为五大类：网络色情成瘾(NSA)、网络关

系成瘾(NRA)、网络强迫行为(NCB)、信息过载成瘾(NIA)及计算机成瘾(CA)。 
1) 网络色情成瘾(NSA)指个体对成人聊天室及色情作品形成强迫性依赖，频繁、难以自控地访问色

情网站，形成心理与行为成瘾模式，揭示了网络使用中潜在的成瘾风险。 
2) 网络关系成瘾(NRA)指个体过度沉溺于网络社交，以致虚拟友情(如聊天室中的关系)取代现实人

际交往，形成对网络人际关系的过度依赖。 
3) 网络强迫行为(NCB)指的是个体无法自我约束地反复参与网上赌博、购物或交易等强迫性活动，

这些活动呈现出高度的重复性、难以抵制性，是网络成瘾形成的一个重要构成因素，凸显了网络活动中

的强迫特质。 
4) 信息过载成瘾(NIA)是指个体难以自我抑制地、强迫性地进行网络冲浪或资料搜索活动，导致所接

收的信息量远远超过其处理能力，进而形成对网络信息的过度依赖与成瘾行为，这是一种新型的网络使

用问题。 
5) 计算机成瘾(CA)指个体对玩电脑游戏或编程形成强迫性依赖，无法自我控制地投入大量时间和精

力，严重干扰日常生活节奏与社交功能的成瘾行为。 
大学生常受网络信息冲击与淹没，长时间沉浸于繁杂信息易致信息依赖与认知麻痹，形成“信息超

载”(IO)问题，影响认知与判断。随时间推移，后继信息对个体感受性递减，浏览时长增加导致感受性降

低，时间浪费加剧，进而引发沉溺现象。此过程体现了信息过载下的认知疲劳与时间管理失效。H.M. Or-
zack 认为，计算机成瘾涵盖社会性(如网络社交)与非社会性(如单机游戏沉迷、文件强迫整理、生活管理

依赖软件)的强迫使用行为，体现了计算机使用的多维度成瘾特征(辛楠等，2007)。 

2.4. 网络成瘾的理论 

1) K. S. Young 的 ACE 模型 
1996 年，K. S. Young 提出 ACE 模型，旨在阐释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潜在动机，以可用性(A)、控制性

(C)和兴奋性(E)为变量，揭示强迫性互联网使用的形成机制(1996)。互联网用户能够轻松获取多样化的信息，

并借助匿名性在网络社交中自主选择交往对象，这一特性引发了去抑制行为(Disinhibited Behaviour)，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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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网络环境下用户行为模式的复杂性与潜在的社会心理影响。此过程体现了互联网在信息传播与社交互

动中的独特作用。构建模型有助于洞悉病理性互联网使用行为的形成机制，并为制定精准治疗策略提供

积极指导，对干预和改善此类行为具有重要意义(1996)。 
2) R. A. Davis 的认知——行为模型 
R. A. Davis 的认知——行为模型阐释病态网络使用(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简称 PIU)发展机制，聚

焦适应不良认知(Maladaptive Cognition)为网络成瘾充分条件，强调认知症状先于情感或行为症状，揭示

了网络成瘾的根源所在(Zuckerman, 1979)。网络成瘾涵盖目的性明确与模糊两类上网行为，其动因源于社

会联系需求与在线强化机制。此模型对传统研究有所偏离，将 PIU 视为由病原(Etiology)、发展进程

(Developmental Process)及结果(Outcomes)构成的动态体系，强调不适当认知(Maladaptive Cognition, MC)
在 PIU 演变中的核心作用，互联网刺激触发即引发认知适应不良者的歪曲思维，如入聊天室即非自愿产

生此类认知，揭示了 PIU 形成的认知根源(1979)。此由“冥思苦想”认知方式主导，即专注于网络使用问

题，忽视生活其他事件。 
3) J. Grohol 的阶段模型 
J. Grohol 的阶段模型指出网络成瘾具阶段性，用户历程分三阶段，首为成瘾阶段，揭示了网络成瘾

发展的动态过程。新网民常全情投入以适应网络新境，或被互联网及其新应用深深吸引，无论新手还是

老手皆有可能陷入此阶段；第二阶段：觉醒阶段。用户启动戒瘾行为，主动规避致瘾网动，削减网际互

动，旨在恢复生活平衡与自控力，体现对网络成瘾危害的认知深化及理性用网趋向；第三阶段：平衡阶

段。用户网络活动与其他活动实现均衡，步入常态互联网使用阶段，标志着网络行为与健康生活实现了

和谐共存。J. Grohol 提出，个体终将抵达网络使用三阶段的终点，但所需时间各异。网络成瘾者陷入初

级阶段难以自拔，需借助外部力量以促进其向第三阶段过渡，这一过程凸显了个体差异与外部干预的必

要性。此观点强调个体差异及外部支持对网络成瘾恢复的重要性(沈模卫等, 2004)。 
4) “需要满足”模型 
M. Morris C. Ogan 的“大众沟通–使用满足”模型指出，网络作为基本大众媒体，诱发心理需求进

而形成期望，揭示了网络使用与心理需求满足之间的内在联系，上网行为则实现满足与快乐，与电视、

报纸等媒体作用相似(张明，陈丽娜，2003)。A. Maslow 的需求层次理论指出，交往需求、归属需求与尊

重需求构成了个体的基础性心理需求，这些需求是驱动个体行为的关键因素，体现了人类心理需求的层

次性与复杂性。人际疏离致此需求难满足，驱动个体转向网络虚拟环境的满足，凸显网络满足需求的替

代作用。因此，网络成瘾可视为交流成瘾，S. John 从需求满足视角解析，认为其是无意识需求被压抑、

忽视或转移时的病态满足方式，揭示了网络成瘾的心理机制(Slater, 2010)。 
5) 社会–心理–生理整合模型 
刘树娟等人构建的社会–心理–生理综合模型指出，网络成瘾是一种多维度的社会心理现象，其形

成受到社会环境、心理状态及生理机制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制约，强调了跨领域因素的交互作用。生理

层面，研究表明长时间网际活动可致脑内多巴胺浓度上升，诱发愉悦感及渴望增加。心理层面，兴奋体

验与戒断苦楚对网络成瘾个体至关重要，或促使良性作用行为转变为病理性强化机制，加剧成瘾态势。

社会因素层面，网络使用可能导致社会性分离，进而引发人际关系冷漠，成为网络成瘾的潜在诱因，揭

示了网络使用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复杂关联。网络社交的缺失与人际互动的疏离，共同促成了成瘾行为的

形成(赵闪，2004)。网络成瘾映射现实社会问题，归咎于用户有失偏颇，单一模型难解其因。社会–心理

–生理整合模型借鉴 G. Engel 理论，融合三重视角阐释网络成瘾，强调系统论下生理、心理、社会因素

共驱成瘾，对研究具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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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网络成瘾者的影响因素 

1) 网络认知差异构成大学生网络成瘾形成的先决条件 
自我控制能力已被证实和个体的某些问题行为，如暴力行为、成瘾、学业失败、赌博、吸烟等之间

有着密切联系(Gottfredson & Hirschi, 1990)。网络成瘾的关键成因之一在于大学生自控力薄弱，犹如舵手

缺失方向感，易在网络海洋中迷失自我，难以自拔。有研究揭示，大学生网络成瘾与自控力负相关，自

控力的五个维度(冲动控制、健康习惯、抵制诱惑、专注工作、节制娱乐)可解释网络成瘾 42.8%，自控力

弱则成瘾重(Yang, 2020)。  
贝克认知心理学理论指出，人类行为基于内在信念系统与思维模式，视人为思维主导实体。个体对

人、事件及环境的认知构建形成基本图式，分适应性(积极)与非适应性(消极)两类，对行为模式具有决定

性影响(陶然，2007)。网络认知系指个体对网络之认识行为及历程，包含信息获取辨识、网络道德规范内

化及行为自我监控等多元维度。上网动机、网络活动及情感体验均与网络认知因素深度交织，共同塑造

网络行为的心理框架与调控模式。大学生的网络认知偏差具体体现为对网络信息判别能力的不足、对网

络道德规范认知的浅显以及自我网络行为监控机制的失效，这是其在网络空间中认知局限性和行为失控

性的综合体现。网络关系成瘾个体则展现出对网络人际关系的过度信赖与正面评价，相较于现实人际关

系，他们更倾向于信任网络中的交往对象，这种对网络社交的过度依赖构成了一种特定的认知偏差模式

(陈侠，黄希庭，2007)。网络认知偏差，作为一种非适应性认知模式，构成了大学生网瘾问题的先决条件，

预示着个体在网络环境中存在认知失调，易于陷入网瘾困境。 
大学生因渴求书外信息与情感交流而被网络吸引，网络中的身心体验又直接塑造其对网络社会的认

知与感受，形成对网络世界的深度依恋与认知框架。当大学生首次亲身体验到网络带来的强烈刺激时，

其网络使用频率与强度显著提升。若个体遭遇网络压力源，并受抑郁、社会焦虑等特质影响，易形成对

网络的非适应性认知模式，揭示了网络压力与个体心理特质对网络认知模式构建的交互作用。 
目前高校信息技术教师及德育工作者在强化学生网络素养，提升其选择判断力，引导科学用网，汲

取有用信息，增长知识能力方面的工作逐渐深入，以最大化发挥网络的积极作用。下一步加大强化网络

道德教育，提升大学生道德素质与信息鉴别力，自觉抵制不良信息诱惑，如网络色情、赌博、暴力等，有

效防范沉迷，营造健康网络环境(王文星，2010)。 
2) 心理需求补偿机制是驱动大学生形成网络成瘾的动机因素 
有研究指出，心理受困者若在网络活动中寻得基本需求满足，易陷网络依赖。也有研究发现，心理

需求满足度低易致网络成瘾，二者负相关显著(李超民，2012)。目前以有研究从心理学角度矫正网络成瘾，

心理介入法矫治大学生网瘾，涵盖心理干预等特殊方法。常用手段包括网络心理危机监控与心理辅导

(2012)。 
心理需求补偿机制，系指个体利用某些事物或行为来填补现实生活中难以满足的特定心理需求之空

缺。现实满足构成心理需求满足的主导路径，而网络满足则扮演辅助性角色，作为心理需求补偿的次要

渠道。个体潜在心理需求满足后，会形成稳定完美的自我感觉。大学生的五种核心心理诉求(求知欲、娱

乐欲、社交欲、交易欲及性心理需求)与网络补偿机制间存在显著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构成了大学

生网络成瘾形成的深层次心理驱动力。大学生通常具备在现实与网络世界间灵活转换角色的能力，并能

有效管理其网络行为及时间投入。然而，心理需求在现实层面的缺失与网络环境的补偿效应，共同构成

了大学生网络成瘾加速形成的核心因素。大学生心理需求现实缺失严重时，倾向网络寻求满足。网络满

足条件优于现实，提升了网络成瘾风险，导致对网络的高度依赖，揭示了心理需求与现实满足间的失衡

及网络成瘾的心理机制。如当大学生面临人际关系匮乏、苦闷情绪难以消解以及成就需求未得满足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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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时，网络补偿机制的强化效应会显著增大其网络依赖倾向，进而提升网络成瘾形成的可能性，凸显网

络在满足个体心理需求中的核心作用。 
3) 心理情绪释放成为推动大学生网络成瘾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手机应用提供无限信息联系可能，频繁更新交流致成瘾者怕错过重要信息，引发错失焦虑。另外手

机应用如信息汪洋，频繁更新致成瘾者深陷错失焦虑，恐漏重要资讯。干预情绪调节的常用手段有：认

知训练(Xie et al., 2021)、音乐调节(Moore & Hanson-Abromeit, 2018)、正念(Teper & Inzlicht, 2013)及现代

数字技术，如 VR、可穿戴传感器、智能手机或生物反馈(Colombo et al., 2019)。Chiodelli (2018)等人实证

研究发现，对 30 名巴西大学生进行 6 次正念练习后，情绪调节困难显著减少。 
心理情绪乃个体对客观事物态度的主观体验，映射其需求满足状态，是内心需求与外界刺激交互作

用的直接反映，体现了人的情感波动与心理变化。当客观事物契合个体需求时，会诱发积极的心理状态，

此类情绪状态能增进学习与工作的效能，并有益于身心健康，被命名为积极的增力情绪；相反，若需求

未获满足，则会产生消极的情绪体验，对学习、工作及身心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此类情绪被界定为负性

情绪(陈建文，徐菲菲，2006)。人类思维活动的模式遵循心理活动的内在法则，当认知历程出现谬误时，

将诱致错误观念的形成，并导致情绪困扰与非适应性举止，凸显心理活动规律对思维及行为模式的决定

性影响(管鹏，2001)。大学生在校园生活中所经历的心理情绪多样化，其逐步释放构成了一个持续且渐进

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大学生网络成瘾行为形成的持续驱动力，也深刻揭示了心理情绪状态对网

络依赖现象的深层次作用机制。 
网络对性格内向的大学生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易致孤独、冷漠及自卑情绪；另一方面，也为其

心理情绪的释放提供了渠道，体现了网络对大学生心理状态的复杂作用。如内向型大学生因渴望真挚情

感而畏惧外界评价，倾向于隐藏真实身份进行网络社交；同时，为纾解内心压力，他们常选择网络游戏、

在线聊天或发表观点等方式，借助网络平台实现情感交流与压力释放。 
针对网络成瘾或边缘大学生，心理辅导老师关注人际交往难、内心脆弱易受挫的学生，及时沟通掌

握动态，进行辅导。通过讲座、宣传片等介绍成瘾危害及预防措施，提升学生对网络成瘾的免疫力。 
4) 从众心理误导是促使大学生形成网络成瘾的外部诱因 
“从众”为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广泛心理及行为模式，指个体受群体压力影响，在认知、判断、信

念及行动上趋于与群体主流一致，体现了群体压力对个体行为的塑造作用。揭示了群体动力对个人行为

模式的深刻影响。网络环境对高校大学生的价值观体系、思想认知及行为模式产生了广泛且深远的影响，

同时促使从众心理在大学生群体中呈现出新的表征与特征，彰显了网络环境对大学生心理及行为模式的

重塑效应。从众心理兼具积极与消极两面性：积极在于促进个体符合社会规范，消极则在于易随群体错

误观点导向误判。当群体认知偏差时，从众心理的负面影响尤为凸显从众心理的负面效应一定程度上削

弱了大学生个体的批判性思维与自我认同，导致其在面对群体压力时易于盲目遵从，进而成为诱发大学

生网络成瘾的重要外部因素，体现了从众心理对大学生行为模式的深刻影响。 
张红霞和谢毅(2008)指出，从众心理可预测青少年网游行为，降低外在动机。朱智贤(1990)提出，规

范和信息压力影响从众行为，顺从集体准则更易导致从众选择。杨治清(2003)指出，从众心理对青少年网

游心理倾向产生负面影响，加剧其网游上瘾行为的发展。张锦涛等人(2012)认为，同伴使用因特网释放的

压力可预测大学生网瘾程度，犹如风向标，预示大学生陷入网瘾困境的风险。 

3. 结语 

大学生群体处于人生发展的特定阶段，承载着独特的社会环境规范，是国家未来生产力的核心构成，

其成长轨迹对社会的发展方向具有直接的导向性影响。对于我国庞大的大学生网络用户群体而言，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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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健康状况引人瞩目。据权威研究揭示，该群体中网络成瘾比例高达 5%至 10%，显著威胁着大学生的学

业成就、生理健康及心理健康状态，成为影响其发展的关键因素。互联网的普及引发了一系列新型心理

与行为问题，这要求我们在新时代背景下积极开展科学、高效的网络心理教育项目，并加大对网络依赖

症状的心理干预力度，以应对互联网带来的复杂心理挑战。网络成瘾个体常表现出意志力薄弱、自我调

控能力不足及规范遵从度低，故需强化其认知驱动、自主决策及自我效能感，以提升自律性与责任感，

促进健康网络使用，引导其形成对网络使用的正确认知与行为模式。在此基础上，需结合适当的行为强

化策略实施心理治疗，以重建有序的学习生活模式，增强大学生对网络使用的正确认知与不良信息的心

理防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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