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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应对方式与网络成瘾的关系研究

秦秋霞
,

于海涛

(河南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

河南 开封 4 7 5 0 04 )

[摘 要】对 4 0 0 名高中生进行网络成瘾量表与应对方式问卷测试
,

进而 了解高中生应对方式与网

络成瘾的关系
。

结果显示 网络成瘾问卷得分男生与女生存在显著差异
,

男生显著高于女生
。

根据网络成

瘾量表得分可将被试分为三组
。

三组被试在 自责
,

幻想
,

退避三种应对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
。

进行 回归

分析发现幻想
、

退避 因子进入回归方程
。

幻想和退避两种应对方式对网络成瘾具有预测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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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引言

应对方式是个体面对压力 时为减轻其负面影

响而做出的认知与行为的努力过程
。

网络成瘾 IA D

( In t e rn
e t A d d i e t i o n D i s o记 e r

) 是一种表现为耐受

性 ( t o l e ar n e e
)

、

戒 断症 状 ( w i th d ar w a l s y m p
-

ot m s
) 等症状的心理生理性成瘾

。

川现有的研究

表明互联网能够对人的认知与思维产生影响
,

过

多使用 互联网还可 能给用 户带来消极的情绪体

验
。

网络成瘾 自测分数较高的个体
,

可能更多的

使用 自己所熟悉 的互联 网功能或服务来缓解压

力
,

而较少采用现实生活 中其它的应对资源
。

因

此 认 D 可能是一种
“

电子化的物质使用
” ,

也就

是说严重 的 IA D 可能是类似于物质使用的一种新

的心理行为问题
。 LZ ,

严重 的 IA D 个体或网络依赖

者可能更多的使用指向情绪的非适 应性应对方

式
,

如退避
、

幻想
、

否认
,

所以应对方式可能是

预测高中生 IA D 的重要变量
。

2
.

研究方法

2
.

1被试

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
,

选取河南理工大学附

属高一
、

高二年级学生共 2 80 人
,

发放问卷 300

份
,

收回有效问卷 2 92 份
,

其中有 巧 份问卷因被

试声称未接触过网络被视为无效问卷
,

故有效率

为 9 2
.

3%
。

2 77 份问卷中男 生 156 份
,

女生 121

份
。

年龄在 巧 到 17 岁之间
。

2
.

2 工具

2
.

2
.

1 网络成瘾量表 ( I n t e rn e t Ad d i e t i o n I m
-

p a imr
e n t In d e x ,

IA l l ) 采用 由 K imb
e lr y

.

5
.

Y o u n g 个

人主页上下载的量表
。 「3 ” 4〕该量表为自评量表

,

由

2 0 道题 目组成
,

每道题有 6 种选择
,

赋值 0 一 5

分
。

根据总分判定测试者是否 网络成瘾及其程

度
。

31 一 4 9 分判定为网络使用过度
,

5 0 ~ 7 9 判定

为网络成瘾倾向
,

80
一 100 判定为网络成瘾

。

该量

表在国外 IA D 研究中较为常用
,

在本研究中经检

验得出
,

其内部一致性效度为 0
.

9 0 5 1
,

各条目与

量表的相关在 0
.

27
一 0

.

67 之间
,

均有显著意义
。

2
.

2
.

2 应对方式问卷适用于文化程度在初中和

初中以上
,

年龄在 14 岁以上 的人群
。

应对方式问

卷为自陈式个体应对行为评定量表
。

对问卷进行

因子分析
,

构成各 因子条 目的因素负荷取值在

0
.

35 以上
。

各因子 的再测信度在 0
.

6 2 ~ 0
.

72 之

间
。

应对因子间的相关分析发现
“

解决问题
”

与
“

退避
”

两应对因子的负相关程度最高
。

以此作

为六个应对因子关系序列的两极
,

然后根据各因

子与
“

解决问题
”

应对因子相关系数的大小排

序
,

可将六个应对因子排出下列关系序列图
。

退避
一
幻想

一
自责

一
求助

一
合理化

一
解决问

题
。 [ 5 ]

2
.

3 统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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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结果使用 S S S P H
.

O进行统计分析
。

主要

统计方法有
:

方差分析
,

逐步回归
。

3
.

结果

3
.

1
.

网络成瘾间卷结果分析

3
.

1
.

1性别差异检验

在本研究的 277 份问卷中
,

网络成瘾量表得

分在性别变量上差异显著
。

男生网络成瘾问卷平

均得分 20
.

85 分
,

高于女生网络成瘾问卷平均得

分 12
.

56 分
,

两者差异显著
。

(扬
.

。 5 / 2 = 1
.

96)

表 1
.

男女生网络成瘾量表得分

性别 N M SD t 5 19

男生 15 6 2 0
.

8 5 15
.

87 5
.

3 2 5
.

0X()

女生 1 2 1 12
.

56 9
.

7 9

3
.

1
.

2 网络成瘾问卷得分评定 人
,

女生 4 人
。

根据网络成瘾量表得分
,

可以将被

在本研究有效问卷中没有大于 79 分的问卷
,

得 试分为三组
,

分别为正常组
、

使用过度组
、

成瘾倾

分在 30 分以下的有 192 人
,

为正常网络使用者
,

向组
。

占有效被试的 69
.

3%
。

31 一49 的有 23 人
,

判定为 3
.

2
.

网络使用与应对方式的关系分析

网络使用过度
,

占 21
.

3%
。

5 0一79 的有 26 人
,

判 3
.

2
.

1 网络成瘾问卷得分在应对方式分量表上

定为网络成瘾倾向者
,

占 9
.

4%
,

其中男 生 22 的方差分析

表 2
.

三组被试各应对方式的方差分析

变异量

解决问题

自责

求助

幻想

退避

合理化

5 19

0
.

3 7 6

3
.

6 4 1
*

0
.

10 5

5
.

12 3
* *

4
.

16 6
*

2
.

3 10

.

6 6 3

.

0 18

.

8 5 5

.

0 0 7

.

0 1 1

.

10 5

,卫,10了

2
,、à2OC了00
夕内j月20

一11八̀à内̀à了0
.ū了`。。,l

月了
.

亡J
门.几

, .几

1021,
乎,ù22222

对三组被试在应对方式各分量表上的得分进

行方差分析
,

结果如上表所示
。

三组被试在 自

责
,

幻想
,

退避三种应对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
。

网络成瘾的分越高
,

三种应对方式的得分也相应

越高
,

说明具有网络成瘾倾向的人更容易使用这

三种应对方式
。

3
.

2
.

2 应对方式类型对网络成瘾的回归分析

为了分析网络成瘾与何种应对方式有关
,

以

应对方式各分量表得分为自变量
,

建立关于网络

成瘾量表得分的逐步回归方程
。

结果发现
,

幻想

( B
e t a = 0

.

2 3 4 ) 和退避 ( B
e t a = 0

.

15 1 )因子进人 回

归方程
。

证明幻想和退避两种应对方式对网络成

瘾具有 预测作用
。

两个变量的多元相关系数为

0
.

3 1 1
,

联合解释变异量 为 9
.

6%
,

其中幻想最具

有预测力
,

其单独解释量为 7
.

8%
。

表 3
.

逐步回归分析表 M o d l e s ta n d a记 i z e d

M o d l e

St a n d a dr iz d e

C o e iff e i e n t s

幻想

退避

B e t a

.

2 34
.

15 1

5 19

3
.

19 6

2
.

0 9 4

.

0 0 2
.

0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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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讨论

本次调查表明
,

高中生中间确实存在具有网络

成瘾倾向的学生
,

且男生 比女生更容易出现网络使

用不当行为
,

这一结果与国内外的同类研究结果一

致
, 【6 , 17’

但其成因还需进一步的研究
。

V a i l l a n t ( 1 9 7 5 ) 等人研究应对时
,

认为应对

方式可分为不成熟型到成熟型
。 〔 5’ 以

“

解决问题
”

表示成熟型的应对方式
,

而与
“

解决问题
”

相反的

另一极的
“

退避
”

表示不成熟的应对方式
,

不同类

型的应对方式可以反映人的心理发展成熟的程度
。

每个人的应对类型具有一定的倾向性
, “

解决问题

一求助
” :

成熟型
,

这类个体在面对应激事件或环

境时
,

常能采取
“

解决问题
”

和
“

求助
”

等成熟的

应对方式
,

在生活中表现出一种成熟稳定的人格特

征和行为方式
。 “

退避一自责
” :

不成熟型
,

这类

个体在生活中常以
“

退避
” , “

自责
”

和
“

幻想
”

等应对方式应对困难和挫折
,

表现出一种神经症性

的人格特点
,

其情绪和行为均缺乏稳定性
。

本研究当中
,

方差分析与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

自责
、

幻想
、

退避与网络成瘾密切相关
,

其中幻想

与退避对网络成瘾最具预测力
。

这说明了不成熟的

应对方式更容易导致网络成瘾
,

不会合理应对困难

的个体可能更倾向于逃避问题
,

而网络的便利性恰

巧为其提供了逃避空间
,

同时也反映其心理发展的

不成熟
。

在今后的工作中
,

对网络成瘾进行预测和

干预时
,

可 以从应对方式人手
,

尤其是那些具有幻

想和退避应对方式的学生
,

通过一定辅导
,

改变其

不成熟的应对方式
,

引导建立积极的成熟的应对方

式
,

从而帮助缓解精神紧张
,

使个体最终成功的解

决问题
,

促进心理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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