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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

示 ， 截 至 2 0 2 0 年 1 2 月 ， 我 国 网 民 规 模 达 到 9 . 8 9

亿，较同年3月增长了8540万，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9.86

亿，较2020年3月增长8885万，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

达99.7%，较2020年3月提升0.4个百分点，其中学生占比约

30%，位列第一，大学生当中超过80%的学生常常使用智能

手机。[1]

随着无线网络和智能手机的普遍兴起，人们的生活发

生了巨大改变。面对快速发展的信息社会，大学生表现出

了极大的好奇和热情。然而，大学生在使用移动网络终端

设备时，由于使用不当或缺乏正确引导，导致部分学生出

现了移动网络成瘾现象，严重影响了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和

正常生活。

本研究针对这一新形势下出现的新现象，在对西安外

事学院的在校大学生进行访谈、抽样调查和分析后，通过

探究大学生移动网络成瘾的现状和与成瘾现状相关的心理

因素，探究引起大学生移动网络成瘾的内在心理动因，进

而从心理学的角度去寻找一个行之有效的路径去解决成瘾

问题并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

文献综述

2011年以来，随着移动网络的迅速发展和智能手机的

兴起，大学生网络成瘾有了新的变化，许多有网瘾的同学

开始高度依赖智能手机、iPad等移动网络工具，在任何时

间、任何地点都可以随时上网，大学生网络成瘾现象呈现

移动化特征，我们将此现象定义为移动网络成瘾。

Goldberg（1996）最早从心理学角度提出了“网瘾”

这 一 概 念 ， 指 出 网 瘾 是 一 种 应 对 机 制 的 行 为 成 瘾 。 周 倩

（1999）将网络成瘾定义为对上网有一种心理上和生理上

的依赖，重复地使用网络形成了一种慢性或周期性的痴迷

状态，并希望不断增加上网时间来满足这种欲望。周春莲

（2004）等人认为网络成瘾是指无节制地花费大量时间和

精力在网上冲浪、聊天或者进行网络游戏，并且这种对网

络的过度使用影响生活质量、降低学习兴趣、影响工作效

率、损害身体健康，导致各种行为异常、心理障碍、人格

障碍和神经系统功能紊乱等消极后果。[2]由于移动网络是从

2011年才兴起的，只有十年时间，因此对于移动网络成瘾

的研究并不多。肖扬（2015）将移动网络成瘾定义为重复

地使用移动网络所导致的一种慢性或周期性的着迷状态，

并产生难以抗拒的再度使用的欲望，同时产生想要增加使

用时间的张力与耐受性、克制、退隐等现象，并对于上网

所带来的快感会一直有心理或生理上的依赖。通过对200名

大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98.5%的大学生都存在不同程度上的

移动网络成瘾，并对学生的心理、行为、人际关系、身体

健康、学业方面产生影响。[3]国外也有一些研究者把手机依

赖定义为一种技术依赖，是一种包含人机互动和非生化的

行为成瘾。陈烨琪（2019）等人的研究中心表明高职学生

出现移动网络成瘾的心理动因来源于较强的自我意识、通

过移动网络获得人际关系的满足、归属感等。[4]

心理动因分析

本研究以西安外事学院为例，通过问卷星随机抽取了

西安外事学院不同专业、不同年级、不同性别、不同学历

层次的在校大学生885名进行移动网络成瘾的现状调查。

本研究根据大学生移动网络使用现状，在不改变问卷可靠

性和有效性的基础上修订《中文网络成瘾量表的修订版》

（CIAS-R），得出结论：大学生移动网络成瘾在性别、专

业、年级、学历层次、留守经历方面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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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心理学角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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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西安外事学院大学生移动网络成瘾的现状进行调查，从认知心理学、马斯洛需要

层次理论等方面分析大学生移动网络成瘾的心理动因，进而探索出针对这种网络成瘾的解决

路径。从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等层面进行分析，提出针对性的措施，以期减少移动网络

成瘾对大学生和整个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 2021年七方教育研究院民办教育研究中心课题：“大学生移动网络成瘾现状调查及其心理动因探究——以西安外事学院为例”（项目编号：

21mjy11）

西部教育丨Western  Education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