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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大学生使用因特网心理因素分析
Ξ

刘加艳①②　徐海玲①　郑全金①

【摘 　要】目的 : 初步探讨大学生使用互联网的心理因素 , 并将成瘾者与未成瘾者进行对比。方法 : 先

进行开放式问卷调查 , 在此基础上自编了问卷。用自编问卷对 813 名大学生进行调查 , 通过因素分析得到大

学生使用互联网的心理因素。结果 : 大学生人群中网络成瘾者占 115 %。大学生使用互联网的心理因素包括

交际、学习、娱乐、从众、交易、逃避现实。成瘾者和未成瘾者在各项的得分上没有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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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 To explore the psychological factors of college students’internet usage1 Method : Based on an

open - end investigation , we got a questionnaire1 813 college students were surveyed by this questionnaire1 Results : 115 %

subjects can be defined as 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 ( IAD) according to Bread’IAD scale1 Six factors were extracted by

means of factor analysis , an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psychology factor of college students’Internet use could be a multi2
faceted nature1 We did not fin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user with IAD and common users1

【Key Words】　mental health 　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 　cross - sectional studies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2
cal factor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CNNIC) 2003 年 7 月发布

了最新统计报告[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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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16 % , 大专以上学历的占 5512 %。用户上网

最主要的目的是获取信息和休闲娱乐。

以往对于上网行为和心理的研究 , 大多集中在病

理性 的 网 络 使 用 ( PIU , 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 )

上[2 ,3 ] , 对正常人的研究较少。不同性别、不同年龄

的学生在网络使用各个方面的特征既反映了其已受到

的网络影响 , 又可以用来预测其将要受到的网络影

响。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当前我国大学生上网心理的

发展现状。

对象和方法

预调查 : 由于目前对于大学生互联网使用的心理

因素尚缺乏科学、系统的研究 , 没有现成的资料可以

查阅。因此 , 选取浙江杭州地区两所高校的 120 名大

学生 (其中男生 79 人 , 女生 41 人 ; 都是大学三年级

学生) 作为预调查的对象。采用了访谈、开放式问卷

的方法进行了预调查。用一张印有三个开放式问题

(1、你是否使用过互联网 ? 2、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使用互联网的 ? 3、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始使用互联

网的 ?) 的问卷对以上的 120 名大学生做团体或个别

访谈。

正式调查 : 选取杭州地区大学的学生为正式调查

的对象。为了保证样本的代表性 , 采用了聚类取样的

方法 , 按院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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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完成。计发放问卷

850 份 , 收回有效问卷 813 份 , 回收率为 9516 %。其

中文科 246 份 , 工科 236 份 , 理科 289 份 , 农科 42

份 ; 一年级 214 份 , 二年级 209 份 , 三年级 243 份 ,

四年级 147 份 ; 男生 402 份 , 女生 411 份。

工具 : ①调查所使用的“大学生互联网使用问

卷”是在预调查的基础上 , 并参考有关文献建构的。

该问卷包含 23 个题项 , 采用五点量表形式 , 要求被

试从“1 - 非常不符合”到“5 - 非常符合”作五点自

我评定。

②采用 Bread (2001) [4 ]的网络成瘾诊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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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外的研究中 , 对于网络成瘾的诊断并没有

公认的标准。Bread 的网络成瘾诊断标准是在 Young
[5 ]

的基础上改良而成的。该问卷由 8 个条目组成 , 用

“是”和“否”作答。当前五种表现均出现 , 并且后

三种表现至少出现一种的情况下 , 可以认为该被试是

网络成瘾者。本研究采用的是潘琼等[6 ]的中文翻译版

本。这八个条目是 : 1、一心想上网 (回想以前的网

上活动 , 或期待下次上网) ; 2、需增加更长的上网时

间以获得满足感 ; 3、多次努力控制减少或停止上网 ,

但不能成功 ; 4、在努力减少上网时 , 感到不安 , 闷

闷不乐、忧郁或易激怒 ; 5、上网的时间比计划的要

长 ; 6、因为上网 , 妨碍或丧失了重要的人际关系和

工作 , 或失去教育与就业的机会 ; 7、对家人、好友、

治疗者或其他人说谎 , 隐瞒卷入上网的程度 ; 8、把

上网作为逃避问题或缓解不良情绪 (如无望、嫉妒、

焦虑) 的方法。

结 果

11 预调查情况 : 对于是否使用过互联网的问题 ,

120 名大学生都回答“使用过”; 对于从什么时候开

始使用互联网 , 他们中有 3 人回答在初中时 , 55 人

回答在高中时 , 62 人回答在大学时。

对于在什么情况下开始使用互联网的问题 , 120

名大学生共回答出 32 种背景。将其中相同的或类似

的加以归类 , 表 1 列出的是回答最多的前 6 类 , 即交

际、学习、娱乐、从众、好奇及追求时髦、自卑及逃

避现实。表 1 中的 6 种归类 , 所包含的内容都十分广

泛。“1、交际”一项包括如“上网聊天”;“给同学发

E - MAIL”;“在网上能交朋友”; “访问校友录 , 联络

同学”等。“2、学习”一项包括“查阅新闻资料”;

“网络检索论文”; “学习网络技术”; “建个人主页”;

“上外文网站 , 学外语”; “下载学习资料”等。“3、

娱乐”一项包括“从网上下载电影、MP3”; “玩网络

游戏”;“在线听歌”;“在线影院”;“看笑话”;“看网

络小说”等。“4、从众”一项包括“同学拉我一起去

上网”;“看到大家都在上网 , 我也就上了”;“大家都

在玩网络游戏”。“5、好奇及追求时髦”一项包括

“感到上网应该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同学说网上有

很多好东东”;“网络购物 , 挺时尚的”;“有时感到上

网应该是一件很时尚的事”; “去建个个人主页”等。

“6、自卑及逃避现实”一项包含“那天 , 心情不好 ,

就去上网了”; “在我感到生活缺少动力的时候上网

了”;“感到烦躁的时候 , 就去上网了”;“有很多的事

要做 , 没有头绪 , 不知道怎么办 , 就去上网”等。以

上的结果说明 , 大学生使用互联网的心理背景是比较

复杂的 , 涉及的面比较广。

表 1 　大学生使用互联网的心理动机 (人次及 %)

序号 心理背景的归类 人数 %

1 交际 89 7412

2 学习 86 7117

3 娱乐 83 6912

4 从众 65 5412

5 好奇及追求时髦 51 4215

6 自卑及逃避现实 50 4112

21 正式调查分析

(1) 因素分析适用性分析[7 ]

通过相关矩阵分析 , 又进行了球度检验 (Battlett

Test of sphericity) 。据计算 , 检验值为 4307111 , 极为

显著。这说明了变量间有共享因素的可能性。同时

KMO 值为 01829 , 表明数据样本适用于因素分析。

(2) 因素的确定及命名

根据标准差和因素分析理论对本问卷进行了项目

分析 , 分析结果显示每个题项的 t 值的 P < 01001 ,

说明问卷的 23 个题项均具有鉴别度 , 所有题项均能

鉴别出不同受试者的反应程度。然后用主成分和方差

最大正交旋转法进行因素分析 , 结果见表 2。

表 2 　大学生使用互联网心理的因素分析结果

因素 贡献率
( %) 题项 因素

负荷

学习上网 13196 20、我在网上看新闻 , 知晓天下事 01730

17、通过网络进行成绩查询 01693

21、通过网络进行考试报名工作 01652

1、到网上查资料 01602

16、从网上下载电子书、学习资料 01588

12、通过网络选课 01580

11、网络方便我和别人交流学习经验 01349

交易上网 11149 7、上网接收远程教育 01722

9、看看网上的二手市场里有什么好东西 01704

23、网上购物 01623

6、网络投递简历 , 应聘 01623

4、在网上建个人主页 01544

交际上网 7167 2、网上聊天 01829

8、网络交友 01600

19、访问校友录 , 联络同学 01529

从众上网 7166 3、同学拉我去上网 , 我就去了 01717

22、看到大家都去上网了 , 我也去了 01686

14、有时感到上网是一件时尚的事 01422

15、大家一起玩网络游戏 01393

娱乐上网 6177 5、从网上下载电影、MP3 01791

10、从网上下载软件 01768

逃避现实 6133 13、有时感到烦 , 就去上网 01731

上网 18、当我感到生活缺少动力时 , 想到了上网 0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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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 2 可见 , 6 个因素解释了总方差的 53188 % ,

题项内因素的最高负荷为 01829 , 最低负荷为 01349。

第一因素包含 7 个题项 , 内容上主要涉及学习 , 可以

命名为学习上网 ; 第二个因素包含 5 个题项 , 内容上

比较散 , 根据”网上购物”和“网上二手市场”这两

个特征项 , 可将其命名为交易上网 ; 第三个因素包含

3 个题项 , 主要是交际的内容 , 可以命名为交际上

网 ; 第四个因素包含 4 个题项 , 内容上为个体与大多

数人的关系 , 可以命名为从众上网 ; 第五项 , 命名为

娱乐上网 ; 第六项 , 内容涉及情绪方面 , 可以命名为

逃避现实上网。第五个和第六个因素均包含 2 个题

项 , 按因素分析理论 , 应当删除这 4 个题项 , 重新进

行因素分析 , 但是 , 考虑到结果以及事实情况和研究

的完整性 , 还是予以保留。

上述调查研究的结果基本上和开放式问卷研究的

结果及量表构想相吻合 , 说明本量表具有良好的构想

效度。但是 , 考虑到第五因素和第六因素只有两个题

项 , 量表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将因素所含题项的得分加以平均作为因子的得

分 , 可以看出 , 大学生的六种使用互联网心理因素的

得分依次为 : 娱乐上网 (315) , 学习上网 (314) , 交

际上网 ( 219) , 逃避现实上网 ( 219) , 从众上网

(213) , 交易上网 (211) 。

③内部一致性系数

表 3 所示为各因素题项内部一致性系数 (Cron2
bachα值) 。

表 3 　内部一致性系数 (N = 813)

项目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因素四 因素五 因素六 全量表

内部一致性
系数 0168 0171 0152 0158 0156 0167 0181

④多因素方差分析及多重比较

将性别和年级作为自变量 , 6 种上网心理作为因

变量 , 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 在年级变量

上 , 学习上网 ( F [ 3 , 805 ] = 51100 , P < 101) 、交

易上网 (F [ 3 , 805 ] = 51570 , P < 101) 、交际上网

(F [3 , 805 ] = 31238 , P < 105) 、娱乐上网 ( F [ 3 ,

805 ] = 81809 , P < 101) 、逃避现实 ( F [ 3 , 805 ] =

21991 , P < 105) 均达到显著性水平。在性别变量上 ,

学习上网 (F [1 , 805 ] = 141310 , P < 101) 、交易上

网 (F [1 , 805 ] = 121871 , P < 101) 、从众上网 ( F

[1 , 805 ] = 171048 , P < 101) 、娱乐上网 ( F [ 1 ,

805 ] = 161457 , P < 101) 达到显著性水平。

对达到显著水平的变量进行多重比较。多重比较

发现 , 学习上网的得分随着年级的升高有增大的趋

势 , 一年级最低 , 三年级和四年级的差异不显著 , 也

就是说学习对大三、大四的同学上网的影响程度比大

一、大二有显著的差异 ( P < 0105) ; 交际上网和娱乐

上网的得分随年级的升高也呈增大的趋势 , 但大二、

大三的差异不显著 ; 逃避现实上网的得分随年级的升

高呈上升趋势 , 一年级最低 , 四年级最高 , 差异显著

( P < 0105) 。

多重比较发现 , 在学习上网的得分上 , 女性要显

著高于男性 ( P < 0101) ; 在交易上网的得分上 , 男

性要显著高于女性 ( P < 0101) ; 在从众上网的得分

上 , 男性要显著高于女性 ( P < 0101) ; 在娱乐因素

上 , 女性要显著高于男性 ( P < 0101) 。

⑤上网成瘾者与未成瘾者的对比分析

本次调查的结果显示 , 在 813 名被试中有 12 名

成瘾者 , 占 115 % , 远低于以往研究[6 ,8 - 11 ]
6 % - 10 %

的结论。其中 , 有 8 名男生 , 4 名女生。男生人数显

著多于女生人数 (χ2 = 11333 , P > 105) 。

这和以往的许多研究[6 ,8 ,11 ]是一致的。独立样本 t

检验表明 , 成瘾者和未成瘾者在各项的得分上没有显

著的差异。

讨 论

预调查的开放式调查表明 , 大学生使用互联网的

心理因素比较复杂 , 是一个多项目的复合体 , 这和

Wei Wang (2001) [9 ]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进一步研

究的因素分析得出六个因素 , 与我们的理论构想维度

一致 , 但个别因素的支持题项太少。各题项的因子负

荷在 0130 以上 , 说明本量表有较好的构想效度。量

表各因子内部一致性系数在 0152 - 0181 之间 , 提示

量表的信度尚可 , 但偏低 , 尚需要进一步发展。

本研究表明 , 大学生使用互联网的心理因素 , 主

要包含以下六个方面 : 学习、交易、娱乐、交际、从

众和逃避现实。就对大学生的影响程度而言 , 首先是

娱乐 , 其次是学习、交际 , 排在后三的是逃避现实、

从众和交易。这一结论和 Wei Wang (2001) 的研究结

论有相似之处。Wei Wang (2001) 认为大学生使用互

联网的前三种原因是寻找学习资料、和朋友交流、学

习。两者都是采用因素分析的方法 , 结论的不同可能

和中西方在网络使用上的文化差异有关。另外 , 也有

不少的研究报告了类似的结果 , 如 J1 Morahan - Mar2
tin , P1 Schumacher ( 2000) [8 ] 、Chien Chou , Ming -

Chun Hsiao (2000) [12 ]都通过因素分析的方法得到了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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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因子。

近来 , 对于大学生人群中网络成瘾比例的报道较

多。以往研究表明在大学生人群中 IAD 的发生率约

918 % - 13 % , 网上调查[6 ] 表明在自愿填写调查问卷

的来访网民中发生率约 6 % - 10 %。

本文认为只有 115 % , 远低于以往研究的结论。

这可能是因为以往的研究一般采用 Young (1998) 的

网络成瘾标准 , 而本研究采用的是 Bread (2001) 在

Young 的基础上改进的标准。其效度和临床使用效果

尚待进一步研究的证实。本研究的取样局限于某一个

区域 , 也是造成这种差异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测量的

方式 , 所使用的问卷 , 文化的差异都是导致不同结果

的原因[9 ] 。

同时 , 本研究还认为 , 网络成瘾者和未成瘾者在

心理因素上没有显著的差异。这是因为 , 心理因素反

映的是推动上网的原因 , 而不是上网的行为和心理表

现 , 因而和我们的直觉观察不一致。Lewis (1994) [13 ]

也认为非成瘾和成瘾是一个连续体 , 两者没有质的差

别 , 只有量的差异。但是 , 在我们的研究中 , 这种量

的差异也没有体现出来。其原因尚待进一步探讨。

互联网是一种新兴的媒体 , 它具有易进入、易支

付性和匿名性三个基本特性[2 ]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

以往的大多数研究都是采用在线调查的方法。这种方

式难以进行严谨的统计抽样 , 影响了研究结果[6 ] 。本

研究采用聚类取样的方法 , 保证了样本的代表性 , 因

而更加科学。当然 , 这样仍然存在不足 , 有人批评说

网下的调查造成网络成瘾的比例偏低。因而 , 在今后

的研究中 , 可以尝试网上自愿填写和网下调查相结合

的方式 , 使研究结论更加可靠。同时 , 扩大取样的区

域范围 , 增加研究的外部效度。

本研究另一个不足就是在因素分析之后 , 直接统

计了项目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 没有对所得的心理因素

进行验证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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