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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针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率持续升高的现状，探讨体力活动与网络成瘾的关联机制，揭示家庭亲密度

与亲社会行为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横断面研究方法，运用青少年体力活动问卷(APAQ)、中学生网络

成瘾量表(IADDS)、家庭环境量表(FACESII-CV)和青少年亲社会行为倾向量表(PTM)对750名中学生进行

测评，通过回归分析与中介效应模型验证变量关系。结果：数据表明，体力活动与网络成瘾呈显著负相

关(β = −0.23, P < 0.001)。家庭亲密度与亲社会行为形成双重中介路径，分别占总效应的15.7%和19.9%，

其中亲社会行为的中介效应更为突出。体力活动通过提升家庭亲密度促进社交联结，同时强化亲社会行

为倾向，双重路径共同抑制网络成瘾发展。结论：研究证实青少年体力活动水平对网络成瘾风险具有直

接抑制作用，并通过改善家庭互动质量和增强社会适应性行为间接发挥干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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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Given the persistent increase in adolescent Internet addiction rates, this study investi-
gate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hysical activity and Internet addiction, while elucidating the medi-
ating roles of family cohesion and prosocial behavior. Methods: Using a cross-sectional design, we 
administered standardized scales—Adolescent Physical Activity Questionnaire (APAQ), Internet 
Addiction Diagnostic Scale (IADDS), Family Adaptability and Cohesion Evaluation System II (FACES 
II-CV), and Prosocial Tendency Measure (PTM)—to 750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Variable rela-
tionships were validated through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mediation effect models. Results: Data 
reveale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hysical activity and Internet addiction (β = 
−0.23, P < 0.001). Family cohesion and prosocial behavior formed dual mediation pathways, ac-
counting for 15.7% and 19.9% of total effects respectively, with prosocial behavior demonstrating 
stronger mediation. Physical activity suppressed Internet addiction development through two 
mechanisms: enhancing family bonding to strengthen social connections, and reinforcing prosocial 
behavioral tendencies. Conclusion: The study confirms that adolescents’ physical activity levels di-
rectly inhibit Internet addiction risks while indirectly exerting preventive effects through improved 
family interaction quality and enhanced social adaptive behav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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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青春期的身体与心理变化使得青少年在全体网民中占

比高达 26%，其中中学生互联网普及率高达 91.8%，成瘾比例在 6%~14%之间(田秀菊，蔡振春，2013)，青

少年成为网络成瘾的高危人群(Liu et al., 2023)，网络成瘾已成为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阻碍因素。 
网络成瘾是个体因反复过度使用网络导致的一种精神行为障碍(Sayed et al., 2022)。心理学研究发现，

养成定期锻炼习惯的个体对网络的依赖程度较低(马培胜等，2022)，体力活动水平能够显著预测青少年网

络成瘾的倾向(Kim & Lee, 2022)，并且体力活动可以明显改善网络成瘾症状(Li et al., 2020)、降低网络成

瘾风险(韩慧，郑家鲲，2018)。基于教育生态理论，学者们也提出家庭作为个体最重要的微观系统之一，

对学生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其中可以反映家庭情感氛围的家庭亲密度对降低青少年问题行为，特别是成

瘾行为具有显著影响(盛佳婷等，2023；杨显彩，2021)，同时研究也发现体力活动作为促进身心健康与家

庭和谐的重要手段能够提升家庭亲密度(甘琴，2013)。亲社会行为是体现在助人和利他等方面的对他人和

社会有益的行为，Moeijes 发现积极参与体育锻炼的青少年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和更少的攻击行为

(Moeijes et al., 2019)，具有高亲社会行为倾向的个体更容易与他人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并抑制不良行为

(包括成瘾行为) (Ryan & Deci, 2024; 肖汉仕等，2007)。亲社会行为影响因素模型提出，家庭作为个体社

会化的载体，能够显著影响家庭成员的亲社会行为(侯芬等，2018)，良好的家庭亲密度不仅能提高个体的

亲社会行为，还会降低负性情绪，进而减少成瘾行为(Hur, 2023)。此外，研究还发现，当个体家庭亲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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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亲社会行为缺失时，可能会通过虚拟网络寻求“病理性补偿”，从而增加网络成瘾的风险(盛佳婷等，

2023；吴贤华等，2011)。 
目前，有关体力活动对网络成瘾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情绪调节或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例如，已有

研究表明体力活动能够通过改善情绪状态和增强自我效能感，减少个体对网络的依赖。然而，关于家庭

亲密度和亲社会行为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却缺乏深入的探讨。尽管有些研究显示，家庭关系的质量和个

体的社会行为与网络成瘾密切相关，但鲜有文献将家庭亲密度和亲社会行为作为体力活动影响网络成瘾

的中介因素进行系统分析。因此，本研究旨在弥补这一研究空白，探索体力活动如何通过增强家庭亲密

度和促进亲社会行为来减少网络成瘾的风险。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本研究核心指标为中学生网络成瘾的发生率，根据以往研究我国中学生的网络成瘾率在 6.92%~10.78%
之间(张志华，孙业桓，2018)。其网络成瘾发生率(P)为 8%，容许误差(δ)为 0.04，检验水准 α取 0.05，双

侧取值 1.96；计算公式：N = Z2 × P (1 − P)/E2。代入公式：1.962 × 0.08 × (1 − 0.08)/0.042 ≈ 177。考虑 10%
问卷无效率，共需调查 197 人，本研究共有效调查 690 人。 

本研究采用简单随机整群抽样法，2023 年 12 月~2024 年 4 月期间，本研究随机选取山东多市如济

南、潍坊、临沂等，以 11~14 岁的中学生作为调查对象，采用问卷星形式收集资料，共发放测试问卷 750
份。无效问卷的标准为：① 问卷答案呈规律性分布；② 连续 10 个及以上问题没有作答；③ 超过一半

的量表选择同一答案。删除无效问卷后，最终纳入分析的被试共计 690 人。其中，男生 334 (48.4%)人，

女生 356 (51.6%)人；六年级 119 (17.2%)人，七年级 283 (41.1%)人，八年级 91 (13.2%)人，九年级 197 
(28.5%)人；走读 526 (76.2%)人，住校 164 (23.8%)人；独生子女 279 (40.5%)人，非独生子女 411 (59.5%)
人。收集资料前通过文字方式将研究目的及内容用文字通知答卷者并说明保密性原则，在被试及其监护

人知情同意后发放问卷，项目通过山东体育学院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院伦理委员会的审核(SD2024012)。 

2.2. 研究方法 

2.2.1. 青少年体力活动问卷(Adolescent Physical Activity Questionnaire, APAQ) (李新等，2015) 
采用李新等人修订的中文版《青少年体力活动问卷》，该问卷用于评估青少年在过去一周内的总体

体力活动水平，包括中等到较高强度的体力活动。问卷包含 9 个题项，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法，分值从

1 (完全不同意)到 5 (完全同意)。总分越高表明体力活动水平越大。该量表在学生群体表现出良好的信效

度(谢芹等，2023)。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25，表明其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2.2.2. 中学生网络成瘾量表(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 Diagnostic Scale, IADDS) (昝玲玲等，2008) 
采用昝玲玲等人编写的《中学生网络成瘾量表》，包含 13 项题目，采用两点计分法(是/否)。总分超

过 5 分则表明该个体可能存在网络成瘾问题。该量表在中学生群体中表现出较好的心理测量特征(况小雪

等，2011)。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s α系数为 0.811。 

2.2.3. 家庭环境量表中文版(Chinese Version of the Family Adaptability and Cohesion Scale,  
FACESII-CV) (费立鹏等，1991) 

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量表中文版由费立鹏等人在 Olson 教授 FACES 量表基础上进行了翻译，该量表

用于评估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共 30 个条目，采用五级计分法(从“不是”到“总是”)。本研究量表的

Cronbac’s α系数为 0.923，表明具有较好的信效度。该量表已在多种疾病病人群体中应用并经证实具有较

https://doi.org/10.12677/ap.2025.154200


祝家民 等 
 

 

DOI: 10.12677/ap.2025.154200 214 心理学进展 
 

好的信度和效度，既往研究的内部一致性 α系数在 0.68~0.93 (陶金花等，2015)。 

2.2.4. 青少年亲社会行为倾向量表(Prosocial Tendencies Measure for Adolescent, PTM) (寇彧等，2007) 
青少年亲社会行为倾向量表由寇彧和洪慧芳等人修订，用于评估中学生的亲社会行为倾向。量表包

含 26 个题项，采用李克特五级计分法(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值范围为 1 至 5 分，分值越高表示

亲社会行为倾向越显著。本量表在青少年群体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董屹，2023)，本研究中该分量表的

Cronbac’s α系数为 0.974。 

2.3.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26.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处理，计量资料均符合正态分布，采用(均数 ± 标准差)描述。首

先采用 Harman 单因素分析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采取 Pearson 相关分析方法(控制性别、年级、独生

子女、网龄、上网时长学习成绩等影响)对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描述。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和ANOVA
单因素分析检验考察一般情况不同的中学生各量表评分差异，再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探究每个量表得分对

网络成瘾得分的影响程度。然后利用 IBM SPSS Amos 27 Graphics 进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最后为验证理

论模型，采用偏差校正百分位 Bootstrap 法对家庭亲密度、亲社会行为相互影响以及中介效应对体力活动

抑制网络成瘾过程中的作用进行检验。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进行了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周浩，龙立荣，2004)，结果共分析出特征值大

于 1 的因子 8 个，首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27.61%，比 40%的临界值小，表明本数据不存在明显的共同

方法偏差。 

3.2.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对体力活动、家庭亲密度、亲社会行为、网络成瘾各变量得分之间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性进行

统计分析，见表 1。得出体力活动与家庭亲密度、亲社会行为呈低度正相关(r = 0.36、0.31，均 P < 0.001)，
与网络成瘾呈负相关(r = −0.39, P < 0.001)；家庭亲密度与亲社会行为呈正相关(r = 0.37, P < 0.001)，与网

络成瘾呈负相关(r = −0.38, P < 0.001)；亲社会行为与网络成瘾呈中度负相关(r = −0.49, P < 0.001)。 
 

Table 1. Means, standard deviations,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among variables (n = 690) 
表 1. 各变量之间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性系数(n = 690) 

变量 M ± SD APAQ FACESII-CV PTM IADDS 

APAQ 3.02 ± 0.78 —    

FACESII-CV 56.62 ± 10.15 0.36** —   

PTM 16.69 ± 3.65 0.31** 0.37** —  

IADDS 1.72 ± 2.72 −0.39** −0.38** −0.49** — 

注：**在 0.01 级别(双尾)，具有统计学意义。APAQ，青少年体力活动问卷；IADDS，中学生网络成瘾量表；FACESII-
CV，家庭环境量表中文版；PTM，青少年亲社会行为倾向量表。 

3.3. 人口统计学变量差异性分析 

基于人口统计学变量对中学生体力活动、家庭亲密度、亲社会行为、网络成瘾得分情况进行分析，

见表 2。得出不同性别在体力活动、家庭亲密度、网络成瘾存在相关。尤其是体力活动与男女性别存在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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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相关；学习成绩与体力活动、网络成瘾、亲社会行为存在相关；网龄长短与体力活动、亲社会行为存在

相关，和网络成瘾存在相关，每次上网时长与网络成瘾也存在相关，与体力活动、亲社会行为存在相关。 
 

Table 2. Effects of Participants’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n physical activity, family cohesion, internet addiction, and 
prosocial behavior scores 
表 2. 调查对象一般情况对体力活动、家庭亲密度、网络成瘾、亲社会行为得分的影响 

变量 n (%) 
APAQ 得分 FACESII-CV 得分 IADDS 得分 PTM 得分 

M 值 t/F 值 M 值 t/F 值 M 值 t/F 值 M 值 t/F 值 

性别 

男 334 (48.4) 3.15 
4.35*** 

57.83 
2.97* 

1.38 
−3.15* 

17.08 
2.73 

女 356 (51.6) 2.89 55.47 2.03 16.33 

年级 

六年级 119 (17.2) 3.17 

5.17* 

54.23 

3.36 

1.78 

1.88 

16.23 

3.37 
七年级 283 (41.1) 3.03 56.42 1.57 16.98 

八年级 91 (13.2) 3.13 58.05 1.34 17.38 

九年级 197 (28.5) 2.85 57.67 2.05 16.24 

是否寄宿 

走读 526 (76.2) 3.05 
−2.01 

56.13 
2.19* 

1.64 
1.01 

16.84 
−1.85* 

住校 164 (23.8) 2.91 58.18 1.93 16.23 

独生子女 

是 279 (40.5) 2.97 
−1.3 

56.27 
−0.71 

1.76 
0.41 

16.69 
−0.13 

不是 411 (59.5) 3.05 56.85 1.68 16.68 

学习成绩 

等级 A. B 437 (32.5) 3.07 
2.43* 

56.97 
1.12 

1.55 
−2.1* 

16.98 
2.69* 

等级 C. D 253 (30.9) 2.92 56.01 1.99 16.21 

网龄 

0~2 年 225 (32.6) 3.11 
2.12* 

56.31 
−0.56 

1.27 
−3.16** 

17.21 
2.58* 

2 年以上 465 (67.4) 2.97 56.77 1.92 16.45 

上网时间 

学习日 12 (1.7) 2.56 

5.07** 

58.01 

0.54 

2.25 

3.12* 

17.49 

0.19 休息日 516 (74.8) 3.03 56.57 1.59 16.68 

每天 96 (13.9) 2.85 55.85 2.46 16.67 

其它 66 (9.5) 3.26  57.85  1.45  16.72  

上网频率/周 

1~3 天使用 526 (76.2) 3.03 
0.79 

56.59 
−1.85 

1.59 
−1.99* 

16.75 
0.75 

4~7 天使用 164 (23.8) 2.97 56.71 2.08 16.51 

每次上网时长          

两小时以内 497 (72) 3.06 
2.18* 

56.79 
0.69 

1.43 
−3.85*** 

16.96 
3.05** 

两小时及以上 193 (28) 2.91 56.17 2.43 16.02 

注：*表示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APAQ，青少年体力活动问卷；IADDS，中学生网络成瘾量表；FACESII-CV，家

庭环境量表中文版；PTM，青少年亲社会行为倾向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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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体力活动、家庭亲密度、亲社会行为对网络成瘾相关分析 

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由表 3 可知，模型 1 中进入回归方程的自变量为体力活动，体力活动

对网络成瘾的存在负相关(β = −0.39, t = −11.05, P < 0.001)，其解释量为 1.49%。模型 2 中将家庭亲密度纳

入回归方程式，家庭亲密度对网络成瘾的存在负相关(β = −0.27, t = −7.57, P < 0.001)，体力活动与家庭亲

密度的联合解释变异量(R2)为 2.16%，其中家庭亲密度的解释量(∆R2)为 14.2%；模型 3 中在将亲社会行为

纳入回归方程后，亲社会行为对网络成瘾存在中度的负相关(β = 0.36, t = −10.36, P < 0.001)，3 个变量对

网络成瘾的联合解释量(R2)为 31.9%，其中，亲社会行为的解释量(∆R2)为 23.7%，且每个自变量进入回归

模型后所增加的个别解释量均达到了显著性。这表明体力活动可能通过家庭亲密度与亲社会行为间接影

响网络成瘾。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of physical activity, family cohesion, and prosocial behavior on internet addiction 
表 3. 体力活动、家庭亲密度、亲社会行为对网络成瘾的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β t β t β t 

体力活动 −0.39 −11.05** −0.29 −8.01** −0.22 −6.29** 

家庭亲密度   −0.27 −7.57** −0.17 −4.75** 

亲社会行为     −0.36 −10.36** 

R2 0.151 0.216 0.322 

ΔR2 0.149 0.214 0.319 

F 122.04** 94.71** 108.65** 

注：*表示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对体力活动、网络成瘾、家庭亲密度、亲社会行为四个变量的得分进行共线性诊断，显示多个维度

特征根不在 0 附近，条件指数均小于 5，相关系数矩阵不接近 1，因此数据不存在严重共线性问题，适合

进一步进行中介效应分析检验。 
根据假设的模型，对体力活动、家庭亲密度、网络成瘾、亲社会行为、学习成绩、网龄、每次上网时

间进行回归分析，见表 4。体力活动与网络成瘾间存在负向关联(β = −0.27, t = −6.02, P < 0.001)，体力活

动与家庭亲密度间存在正向关联(β = 0.37, t = 10.05, P < 0.001)，家庭亲密度正向关联亲社会行为(β = 0.31, 
t = 8.18, P < 0.001)，家庭亲密度又对网络成瘾具有负向关联(β = −0.18, t = −4.97, P < 0.001)，体力活动能

够正向关联亲社会行为(β = 0.19, t = 5.03, P < 0.001)，亲社会行为能够负向关联网络成瘾(β = −0.34, t = 
−9.91, P < 0.001)。 

 
Table 4. Regression analysis of mediating variables between physical activity and internet addiction 
表 4. 体力活动与网络成瘾的中介变量回归分析 

因变量 预测变量 R 值 R2值 F 值 β t 值 P 值 

家庭亲密度 

体力活动 0.36 0.13 25.9 0.37 10.05 P < 0.001 

学习成绩    −0.02 −0.37 P = 0.715 

每次上网时长    −0.01 −0.18 P = 0.861 

网龄    −0.54 1.43 P = 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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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亲社会行为 

体力活动 0.44 0.19 32.17 0.19 5.03 P < 0.001 

家庭亲密度    0.31 8.18 P < 0.001 

学习成绩    0.06 −1.63 P = 0.104 

每次上网时长    −0.07 −1.89 P = 0.058 

网龄    −0.07 −1.81 P = 0.072 

网络成瘾 

体力活动 0.58 0.34 56.99 −0.27 −6.02 P < 0.001 

家庭亲密度    −0.18 −4.97 P < 0.001 

亲社会行为    −0.34 −9.91 P < 0.001 

学习成绩    −0.06 −0.07 P = 0.94 

每次上网时长    0.08 2.71 P = 0.007 

网龄    0.04 1.32 P = 0.189 

网络成瘾 

体力活动 0.43 0.17 35.25 −0.37 −10.58 P < 0.001 

学习成绩    −0.03 0.73 P = 0.47 

每次上网时长    0.11 3.13 P = 0.02 

网龄    0.05 2.39 P = 0.03 

3.5. 模型与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 Amos27.0 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并进行理论假设验证分析，使用协方差结构模型的极大似然法，以

体力活动得分为自变量，家庭亲密度与亲社会行为得分为中介变量，网络成瘾得分为因变量建构模型，

最终得到如图 1 所示的结构方程模型，该模型为饱和模型。模型各项拟合值为：CMIN/DF = 3.546，GFI 
= 0.97，CFI = 0.985，TLI = 0.976，NFI = 0.979，RMSEA = 0.06，均在可以接受的范围(温忠麟等，2004)，
见图 1。 

 

 
Figure 1. Inhibitory effect model of physical activity on internet addiction 
图 1. 体力活动对网络成瘾的抑制模型 

 
为清晰地表明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控制性别、年级、年龄变量后，应用 bootstrap 法对得分在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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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得分之间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设置 bootstrap 自抽样次数为 5000。表 5 呈现出体力活动对网络成瘾的

具体路径系数。 
(1) 体力活动对网络成瘾具有负向关联(β = −0.23, P < 0.001)，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体力活动

对网络成瘾有直接的抑制作用。 
(2) 体力活动正向关联家庭亲密度(β = 0.36, P < 0.001)，负向关联网络成瘾(β = −0.18, P < 0.001)。 
(3) 体力活动正向关联亲社会行为(β = 0.21, P < 0.001)，亲社会行为负向关联网络成瘾(β = −0.4, P < 

0.001)。 
(4) 体力活动也可以通过家庭亲密度→亲社会行为二者相互促进作用(β = 0.038, P < 0.001)来抑制网

络成瘾。“体力活动→家庭亲密度→网络成瘾”中家庭亲密度的效应值为 0.36 × (−0.18) = −0.065，效应

占比为 15.7%；“体力活动→亲社会行为→网络成瘾”中亲社会行为的效应值为 0.21 × (−0.4) = −0.083，
效应占比为 19.9%。可以看出，相较于通过家庭亲密度这一路径的效果量(15.7%)，亲社会行为的路径效

应更为主要(19.9%)。“体力活动→家庭亲密度→亲社会行为→网络成瘾”这一路径的效应值为 0.36 × 0.3 
× (−0.4) = −0.043，效应占比为 10.1%，见表 5。 

 
Table 5. Bootstrap analysis for mediation effects 
表 5. 中介效应 Bootstrap 分析(温忠麟，叶宝娟，2014) 

模型效应 效应值 效应占比 Boot SE 
Bootstrap 95% CI 

下限 上限 

体力活动→网络成瘾(直接效应) −0.227 54.6% 0.043 −0.314 −0.142 

体力活动→家庭亲密度→网络成瘾 0.36 × (−0.18) = −0.065 15.6% 0.16 −0.100 −0.035 

体力活动→亲社会行为→网络成瘾 0.21 × (−0.39) = −0.082 19.7% 0.20 −0.128 −0.049 

体力活动→家庭亲密度→ 
亲社会行为→网络成瘾 0.36 × 0.3 × (−0.39) = −0.042 10.1% 0.009 −0.063 −0.028 

间接效应 −0.189 45.4%    

总效应 −0.416 100 0.041 −0.495 −0.335 

4. 讨论 

本研究相关分析表明，体力活动对网络成瘾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直接效应值为−0.227，间接效应值为

−0.189 [−0.065 + (−0.082) + (−0.042)]，总效应值为−0.416。由此可见，体力活动对网络成瘾的直接效应远

大于各中介效应，表明体力活动在戒除网瘾中具有重要而显著的作用。当个体形成积极的运动习惯时，

积极的体验促使其选择体力活动，从而丰富心理资源并形成积极的生活态度(张勇，李凌，2021)。此外，

体力活动可以改善脑功能，优化与执行功能相关的脑区结构，从而增强个体的执行功能、自我控制力和

对网络的抵抗力(夏海硕等，2018)，从而减少网瘾行为(曹光豪，高远，2023)。而且，心理动力学相关理

论指出，成瘾者对上网行为存在心理依赖，而体力活动可以调节多巴胺的合成和释放，产生心理愉悦(刘
映海，石岩，2014)，转移个体注意力并替代网络满足个体需求，从而减少对虚拟世界的过度投入(马培胜

等，2022)。此外，体力活动对家庭亲密度、亲社会行为及两者交互作用的中介效应均达到统计显著性水

平。体力活动可以增加家庭成员间的互动和体验，从而增强家庭亲密度。而在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促进

研究中，体育锻炼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干预手段(傅纪良，丁芳盛，2008)。 
结构方程模型及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家庭亲密度和亲社会行为在体力活动与网络成瘾之间起调节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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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其效应值分别为−0.065、−0.082。良好的家庭亲密度表明家庭成员之间具有较好的沟通，彼此可以获

得更多的鼓励与支持，从而减少了在虚拟世界中寻求支持的倾向。累积生态风险理论指出，家庭环境因

素问题的积累是青少年网络沉迷的风险因素，而这些问题的累加会导致网络成瘾等多种问题呈几何增长

(Evans & De France, 2022)。心理需求网络补偿理论认为，如果家庭未能提供支持性环境，孩子可能会转

向网络世界寻求补偿。在家庭亲密度低的家庭中(方晓义等，2004；梁凌燕等，2007)，青少年可能感知到

家庭支持不足，基本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Chang & Kim, 2020)，从而沉迷于网络以寻求心理慰藉。依恋理

论认为，安全的依恋关系使个体在面对压力和挑战时能够寻求并接受来自他人的支持，而不是过度依赖

网络等外部逃避方式。家庭亲密度高意味着家庭成员之间建立了紧密的依恋关系，这有助于满足个体的

关系需求，从而减少网络使用，并缓解因减少网络使用而产生的焦虑、紧张和失落感(严万森，2010)。亲

社会行为对个体的不良行为(如成瘾)具有抑制作用，这与前人研究一致(Kasap et al., 2023; 莫明琪等，2015)。
网络成瘾本质上是一种反社会行为，反社会行为的个体通常将生活焦点集中在自身，可能会在身体、精

神或社会层面上伤害自己和他人(Bell et al., 2019)，而亲社会行为旨在帮助和惠及他人，避免反社会行为。

因此，亲社会行为与反社会行为存在对立关系，提升亲社会行为倾向能够减少反社会行为。基于自我实

现与成就感理论，通过实施亲社会行为来实现自我价值和获得成就感，这种满足感能够替代成瘾者从网

络中获得的短暂快乐。此外，互惠理论指出，人们帮助他人是期望获得回报，即施助者希望日后能够成

为受助者，而他人的回报会使施助者的心理得到满足，从而替代网络带来的满足感，进而抑制网络成瘾。 
对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关联度进一步分析表明，家庭亲密度和亲社会行为在体力活动与网络成瘾之间

起着交互影响并增强调节作用，其效应值为−0.042，明显高于二者单独中介影响。这表明体力活动通过提

升家庭功能和改善个体心理效应，进而提高家庭亲密度(即增强父母与子女的互动)及个体的亲社会行为，

从而更有效抑制网络成瘾问题。情绪安全感理论解释道，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冲突会导致子女产生情绪不

安全感，从而增加负性情绪，并影响亲社会行为的实施(游志麒等，2025)。家庭系统理论则强调，家庭成

员之间的紧密情感联系和良好的家庭功能可以改善儿童的身心状态，减少消极情绪，使儿童更积极地与

他人交往，并乐于将家庭的积极行为传递给他人，从而增加个体亲社会行为(郑会芳，崔丽娟，2007)。由

此可见，家庭对学生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显而易见。自我决定理论指出，当个体在现实中能有效满足其基

本心理需求时，他们便不会倾向于在虚拟世界中寻求心理满足。因此，满足基本心理需求可以减少个体

的网络成瘾行为。 
本研究使用横断数据，无法确定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未来研究应进行纵向干预实验，考察不同体力

活动对网络成瘾的影响。此外，还应考察家庭体育环境、自我效能感等中介变量在家庭亲密度与亲社会

行为之间的作用机制，并增加山东省其他地区的样本进行进一步研究。综上，后续研究可进一步优化方

法，拓宽范围，加强干预研究，推动体育戒瘾工作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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