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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其内在动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认知与行为脱节

认 知 学 派 认 为 ， 个 体 的 认 知 会 决 定 其 行 为 。 很 多 大

学生都能认识到移动网络成瘾的危害，但是由于缺乏自控

力，导致认知和行为出现脱节，产生不好的行为。尤其是

自我控制能力比较差或者缺乏正确引导的大学生，更容易

出现沉溺于手机游戏和虚拟网络世界的现象。

（二）情感归属的需求

通过对西安外事学院885名在校大学生的调查结果显

示 ， 大 学 生 的 移 动 网 络 成 瘾 现 象 与 人 际 关 系 方 面 存 在 极

大的相关性。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里，在生理的需要

和安全的需要满足后就是归属和爱的需要。现在的大学生

在物质上基本都是不差的，并且社会大环境安全，在满足

了基本的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后，他们开始追求归属和爱

的需要。这种需求是情感方面的。包括对于交友的需要、

情感依赖的需要和调节自我情绪的需要。大学生对于人际

交往的需求是非常大的，如果他们从现实社会中得不到满

足，就会转而走向虚拟的网络世界。由于移动网络终端设

备的兴起，他们可以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进行交友，获

得信息。这一方面给大学生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也滋生

了移动网络成瘾的出现。

（三）压力缓解的需求

大学生基本上都是成年人，进入大学以后，他们的生

活中会出现很多新的课题，例如生活场所和生活方式的改

变、学习方式和考核方式的改变、周围环境的变化、毕业

的压力和就业的困惑等。他们一边拥有着学生的身份，一

边又被迫成长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成年人。在内外夹击中，

很多大学生都面临诸多的压力和困难，他们急需适当的娱

乐活动来缓解这些压力。在五彩缤纷的网络世界中，他们

可以暂时忘掉现实社会的压力和苦恼，寻找短暂的放松和

愉悦。

（四）汲取信息的需要

大 学 生 为 了 满 足 生 活 、 情 感 和 认 知 的 需 求 ， 会 努 力

寻求信息。在当今的信息爆炸时代，网络上的信息更新极

快，书本和课堂上的知识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大学生的求知

需 要 ， 大 学 生 可 以 通 过 随 时 随 地 的 上 网 获 取 最 新 社 会 信

息。从生活方面来看，大学生通过使用智能手机等移动终

端设备可以进行网上购物，了解社会最前沿的动态。其正

面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果使用不当，给大学生造成

的身心影响也是不可小觑的。

（五）自我实现的需要

马斯洛把人类成长、发展、利用潜力的心理需求称为

自我实现。自我实现的需要是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最高

一层，当一个人的归属和爱的需要得到满足后就会产生自

我实现的需要。有些大学生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不佳，难以

发挥自我潜能，感到十分受挫就会转而进入网络世界以全

新的面貌毫无顾忌地建立新的人际关系模式，祈求在虚拟

的网络世界里获得自我肯定和自我实现的满足。一旦网络

世界给他带来巨大满足，就会沉溺于此，无法自拔。

解决路径

针对部分大学生存在的比较严重的移动网络成瘾现象

及其给大学生本人和社会带来的恶劣影响，如何缓解大学

生对移动网络的依赖，对成瘾大学生进行有效的心理调适

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净化网络环境，完善网络立法

从外部客观环境来看，国家和相关机构应该颁布法律

法规和相关文件净化网络环境和信息资源，同时大力开发

优秀信息资源，让大学生可以在一个健康、文明的网络环

境中获得信息和成长。

（二）培养大学生积极的自我认知

大 学 生 处 于 自 我 认 知 的 高 度 发 展 时 期 ， 当 现 实 自 我

无法满足理想自我的时候，就会出现自我认知的偏差，产

生自卑、自暴自弃的情感。在错误的自我认知下，他们就

会投身虚拟的网络世界，寻求理想自我的实现。要培养大

学生的积极自我认知就需要让大学生正确认识网络，树立

科学的世界观和网络观，这需要社会、学校和家长共同努

力。同时，要培养大学生的积极自我认知，还需要培养大

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培养健康生活方式，让大学生从认知

方面获得积极力量，促进身心健康发展。

（三）鼓励大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调 查 研 究 表 明 ， 大 学 生 移 动 网 络 成 瘾 在 与 父 母 的 关

系、人际关系满意度上存在显著差异。与父母关系越差，

移动网络成瘾分数越高，反之，移动网络成瘾分数越低。

对个人人际关系满意度越低，移动网络成瘾分数越高，反

之，移动网络成瘾总分越低。这充分说明了良好人际关系

对大学生的重要性。应该鼓励大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

动，在实践中学会与人交往，获得亲密关系和社会支持，

在集体里感受快乐和自我满足。现实生活中快乐的事情越

多，大学生就不会借用虚拟的网络世界寻求心理满足，更

不会陷入网络成瘾。

（四）加强大学生网络心理健康教育

网络信息化对大学生的影响是一个双刃剑，社会和学

校要从正面引导大学生培养健康的品格，加强大学生网络

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可以开设相关课程，组织相关活动培

养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增强

其抵御不良网络信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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