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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孤独感与网络使用之间的关系。方法 :使用 UCLA 孤独量表、感情与社交孤独量表及网络使用

状况量表调查了 160 名大学生 ,并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 :平均每周上网 10 小时 ,上网时间和孤独感显著相关 ;感

情孤独高于社交孤独。结论 :网络使用导致孤独感的增加 ,感情孤独更易受网络使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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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neliness and internet use. Methods :160 college students were sur2
veyed by UCLA Loneliness Scale , Emotional and Social Loneliness Scale and Scale of Internet Use , and the correlations among

them were analyzed. Results : The average time spent on the internet was 10 hours per week , and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relation2
ship between the time spent on internet and loneliness. Emotional Loneliness ( EL) was higher than Social Loneliness (SL) . Con2
clusion : The use of internet enhances loneliness. EL is easierly influenced by the use of internet than 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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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网络在人们的

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对人们的思想意识

和心理产生很大的影响。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CNNIC)历年公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

报告》统计数据显示 :在各种职业上网人群中 ,大学

生人数最多 ,并呈上升趋势。在 2003 年 7 月发布的

最新统计报告[1 ]中 ,统计数据显示 :截止 2003 年 6

月 30 日 ,我国上网人数约 6800 万 ,其中 ,18 - 35 岁

的占 66. 6 % ,大专以上学历的占 55. 2 %。用户上网

最主要的目的是获取信息和休闲娱乐。

互联网在现实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 ,学术界对互联网使用影响的研究也越来越多。

已有的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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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给用户带来消极

的或积极的情绪体验[2 - 4 ] 。Stoll [5 ]与 Turkle[6 ]发现

一些被试因为上网交友而导致社会孤立 (social isola2
tion)和社会焦虑 ( social anxiety) 。Kraut 等人[3 ]发现

过多使用互联网会导致孤独和抑郁的增加 ,具体地

说 ,他们的研究发现互联网的过多的使用 ,即使是因

为交流而使用互联网 ,也会导致社会卷入的减少和

心理幸福感降低。

孤独是一种不良的情绪体验 ,是一种自感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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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或人际关系不满状态下的颓丧情绪。当一个人

所期望的社会性交往 ,如亲密、安全、相互信赖的人

际关系 (包括友谊、亲情及性爱等)出现某种问题时 ,

则产生孤独[7 ] 。那么 ,孤独感和网络使用之间有着

什么样的关系呢 ?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 ,对此

问题进行了探讨。

1 　方法

1. 1 　对象

浙江某大学的二、三年级同学被选择作为我们

的研究对象。发放问卷 160 份 ,回收有效问卷 153

份。其中 ,男生 65 人 ,女生 88 人。二年级 87 人 ,三

年级 66 人。工科 23 人 ,理科 97 人 ,文科 33 人。年

龄为 16 - 23 岁 ,平均年龄为 20 ±1. 1 岁。

1. 2 　孤独的评定

1. 2. 1 　UCLA 孤独量表[7 ] 　量表共 20 个条目 ,4 级

评分 ,高分表示孤独程度高。本研究中 ,该量表内部

一致性系数为 0. 85。

1. 2. 2 　感情与社交孤独量表[7 ] 　该量表共 10 个条

目 ,各有 5 个条目评定社交孤立与感情孤独。条目

评分分五级 ,两个分表总分均为 5 - 25 分。评分高

则孤独重。本研究中 ,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 82。

1. 3 　网络使用的评估

采用被试每周花在网络上的时间和经常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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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服务 (如 E - mail ,BBS ,FTP 等) 来评估被试的网

络使用状况。

1. 4 　程序

为了保证样本的代表性 ,采用了聚类取样的方

法 ,按系别、年级和性别分类。分类后随机发放问

卷 ,要求被试在相对集中的时间里完成。

2 　结 　　果

2. 1 　网络使用卷入状况分析

大学生群体经常使用的网络服务有 E - mail、聊

天、娱乐等 ,具体结果见表 1。

表 1 　经常使用的网络服务

人数 百分比 ( %)

E - mail 113 73. 9

聊天 103 67. 3

娱乐 80 52. 3

BBS 67 43. 4

2. 2 　UCLA 孤独量表评定结果

大学生整个样本孤独量表得分为正态分布 ,U2
CLA得分平均为 39. 7 ±7. 4。其中 ,男生 40. 6 ±7. 4 ,女

生 39. 0 ±7. 4 ,二年级 40. 0 ±7. 2 ,三年级 39. 8 ±7. 8。

方差分析显示 ,性别和年级间的得分无显著差异。

2. 3 　感情与社交孤独量表评分

感情孤独的平均分是 13. 07 ±3. 65 ;社交孤独的

平均分为 10. 93 ±2. 94。t 检验显示 ,感情孤独得分

高于社交孤独得分 ( P < 0. 001) 。

2. 4 　网络使用与孤独感的相关分析

大学生网络使用时间与孤独感的相关见表 2。

在女性中 ,上网时间和各种孤独量表的得分相关均

不显著。而在男性中 ,上网时间和社交孤独相关显

著 (相关系数为 0. 354 , P < . 05) 。

表 2 　上网时间与孤独感相关分析结果

上网时间 UCLA 情感孤独 社交孤独

UCLA 　　 　0. 177 3 　　—

情感孤独 0. 114 　0. 388 3 　　—

社交孤独 0. 132 0. 716 3 　0. 349 3 　　—

　注 : 3 P < 0. 05

3 　讨 　　论

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 CNNIC) 历年公布的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统计数据显示 :

在各种职业上网人群中 ,大学生人数最多 ,并呈上升

趋势。另外 ,大学一年级的同学 ,由于是第一次如此

长的时间离开家 ,因此 ,他们可能把那种暂时和境遇

性孤独 (任何人独自旅行或迁到一座新城市时都会

遇到)与慢性长期存在的素质性孤独相混淆[7 ,8 ] ,而

影响结果。而大四的同学 ,由于马上要毕业了 ,会遇

到很多的情绪性的问题。孤独本身也是一种复杂的

情绪 ,易造成混淆。因此本研究只选取了大学二、三

年级的同学为我们的研究对象。

本研究发现 ,上网时间和 UCLA 得分呈显著相

关 ,也就是说网络使用卷入度越高 ,孤独感越强。这

和以往的结论[2 ,9 ,10 ]是一致的。UCLA 量表评价由

于对社会交往的渴望与实际水平的差距产生的孤

独 ,针对的是被检查人的人际关系的质量 ,侧重于个

体的主观的孤独感。在网络使用人群中 ,个体由于

在网络上花费大量的时间 ,而导致社会交往的减少。

但是 ,也有人认为网络使用能够降低孤独感 ,如

Shaw 等人[11 ]认为 ,孤独者可以利用网络来建立良好

的支持系统 ,进而降低孤独感。

感情孤独是指与另一个人缺乏亲密接触 ,社交

孤独是指与具有共同兴趣爱好的朋友们缺乏交往。

Weiss 之所以将社交与感情孤独区分开 ,是因为他发

现一个“单身父母组织”的成员多能感受到朋友与其

他成员的支持 ,但他们依然渴望与“一位特殊人物”

保持亲密的接触。同时 ,当婚姻美满的夫妻迁到新

城市后 ,尽管双方关系很密切 ,但依然怀念他们旧时

与朋友共度的时光[7 ] 。

本研究结果显示 ,网络使用人群的感情孤独高

于社交孤独。这一结果和 Moody[8 ] 的报告是一致

的。这可能是因为 ,人们使用网络来和别人沟通 ,尽

管在网络上建立了广泛的社会支持系统 ,但是由于

花费大量的时间 , 使现实世界中和别人面对面

(FTF)的交流减少了。同时 ,以网络为媒介 (CMC) 的

交流没有面对面 ( FTF) 的交流信息通道多 ,而导致

人们体验到更多的感情孤独。感情孤独更易受网络

使用的影响。

尽管网络使用导致孤独感的增加 ,感情孤独更

易受网络使用的影响。但是 ,到底网络使用是如何

导致孤独感的增加 ,孤独感是否促进了网络的进一

步使用[12 ] ,或者有其他的因素起中介作用 ,尚待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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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另外一个是生物近日节律的作用。困倦程度的

增加往往是由于睡眠缺失持续清醒 ,是机体自身调

节的作用 ,是有一定的神经化学基础的。4 :00 时困

倦程度增加、清醒程度降低体现了生物近日节律的

作用 ,此时表现可能是 SD 和生物近日节律的共同

作用。而一天中 ,其他时刻的生物近日节律作用并

不明显 ,可能同 SD 以后 ,机体产生代偿性改变 ,生

物近日节律作用变得不明显有关。在第三天 ,近日

节律作用不明显 ,SD 的作用更为显著。

比较其他测验而言 ,完成该测验花费的时间更

加短 ,也更容易为被试所接受。但是同客观测验比

较 ,该测验更容易为被试的期望、动机、评价标准以

及被试对于测验的理解以及整体知识所影响 ,甚至

可能受到主试的暗示 ,并且不同被试之间的评定标

准可能不同[10 ] 。该评定主要用于评定被试的困倦/

清醒状态 ,对于被试的任务表现没有明显的预示作

用。被试的主观评定反映了被试细致的、一过性的

自我体验 ,可能并不代表被试进行作业的能力[11 ] 。

在 SD45h 时 ,出现了不同 SD 组主观感受不同 ,

评定结果不同的现象。可能主要为“心理暗示”作

用 ,SD69 组被试在实验前就知道自己要被剥夺睡眠

69h ,在心理能量甚至在体能上分配到被剥夺的 69h

中 ,SD45h 时距离实验结束还有一天时间 ,被试还有

一天的心理能量的储备 ,表现出的困倦程度要小于

SD45h 组 ,清醒程度要高于 SD45h 组 ;而 SD45 组被

试由于实验前知道自己要被剥夺 45h ,在心理能量

上分配到剥夺的 45h 中 ,随着结束时间的临近 ,被试

感到自己终于要结束了 ,心理能量的储备减少 ,没有

力量支持自己再坚持下去 ,出现了困倦增加、兴趣减

少、精力下降等。这提示我们在进行军事任务、持续

作业等时 ,可以用事前夸大工作时间的心理暗示的

方法来维持一定的工作绩效。在下一步的研究中 ,

我们可以设计实验来进一步加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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