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 :100124918 (2009) 0420043249 中图分类号 :B84412 　　　　　文献标识码 :A

初中生假想观众、个人神话与其互联网社交的关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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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问卷法 ,以初中生为被试 ( n = 372) ,探讨了假想观众、个人神话观念、互联网社交服务使用偏好和病理

性互联网使用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初中阶段 : (1) 互联网社交服务使用偏好和病理性互联网使用水平随着年

级升高而呈直线上升的趋势 ; (2)互联网社交服务使用偏好可以直接正向预测其病理性互联网使用 ; (3) 假想观众

观念对于病理性互联网使用也有显著的直接预测作用 ; (4) 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中的无懈可击成分通过对互联网

社交使用的喜好间接预测病理性互联网使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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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过去的几十年 ,互联网技术在中国普及速度十

分迅猛 ,青少年是互联网使用的重要群体。中国互

联网信息中心 2007 年 12 月的最新统计数据表明 ,

18 岁以下的青少年网民占总网民数量的 1911 % ,超

过 4011 万人 ,并且呈继续增长趋势[1 ] 。作为重要的

新兴技术 , 互联网为人们提供了更加便利和有效的

社会交流方式 ,网上社交活动也得到了越来越多青

少年互联网用户的青睐 ,一方面互联网使用者以计

算机为媒介彼此进行交流可以形成网上的社会支

持 ,经常访问聊天室、新闻组、BBS 能够建立亲密感

和归属感[2 ] 。另一方面也对他们的心理和行为产生

了一些负面影响 ,最引人关注的就是病理性互联网

的使用 (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 ,PIU) ,也被称为网络

成瘾 ,这是一种多维度的综合症 ,包括了认知和行为

的症状 ,这些症状可能导致如社会退缩、逃学、孤独

抑郁等社会性的、学业的、健康等方面的消极后

果[3 ,4 ] 。很多研究都发现互联网社交使用与网络成

瘾存在关系[5～10 ] 。

在对病理性互联网使用成因近十年的研究中 ,

一方面很多研究都是对哪些心理行为变量可能使用

户容易沉溺于互联网进行了探究 ,比如抑郁、孤独

感、社交焦虑、人格[8～9 ,11 ] 等。其对象多为大学生或

成人 ,对青少年这个群体一些特殊的心理变量的考

虑比较局限。青少年正处在成长和发展的关键时

期 , 有其自身的心理特点 ,这些心理特点是否与他

们的互联网服务使用以及 PIU 相关 ,在其中扮演着

怎样的角色 ,是进一步了解青少年对于互联网的使

用倾向和 PIU 的一个方向。另一方面 ,很多研究倾

向于将个体因素作用和互联网特点的作用分开讨

论。但是作为一种使用工具而产生的问题 ,同时考

虑个体和互联网的特点对其的影响是必要的。互联

网的便利性 (accessibility)和廉价性 (affordability) 使得

用户很容易进入网络世界 ,上网的代价很小 ,而获取

的满足感和欣悦感却很大 ,这促使他们更深的网络

卷入。匿名性 (anonymity) 使用户摆脱了很多地域、

外貌、种族等现实交往的限制 ,同时用户言行的社会

许可的代价和风险大幅降低[12 ]
,这使得用户可以更

自如和放松的进行自我表露和交流 ,这对他们具有

巨大的吸引力。互联网可以满足的需要以及如何满

足这些需要是决定互联网使用健康与否的重要因

素[13 ] 。从互联网提供的社交服务来看 ,这些便利、

隐形、匿名的网上社交途径可以极大满足人们发展

友谊、获取支持、寻求刺激等需要。已有研究表明网

络成瘾个体对互联网社交服务的使用要显著高于正

常用户[14 ,15 ] 。

青少年早期有一种独特的心理特点 ———假想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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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 ( Imaginary Audience , IA) 和个人神话 ( Personal

Fable ,PF) 观念。假想观众指青少年认为其他人像

自己那样的关注他们。这样的信念导致了对自我意

识的强调、对他人想法的过度关注和对于现实和想

象情境中他人反应的预期。这种格外在意自己留给

别人印象的倾向也会“让多数青少年活在被评量的

不安以及盼望被赞美的等待中”,“他们的不安焦虑

往往过量 ,以致使他们在真实的面对面互动中反而

显得龌龊 ,甚至退缩、自卑”[16 ] 。那么互联网这种带

有匿名、隐形性质的空间是否就成为青少年寻求他

们想象中观众的理想舞台 ,而使他们沉迷其中不能

自拔呢 ?

个人神话观念是青少年认为自己的情感和体验

是与众不同的 ,他们相信自己非常独特而且有别人

没有的能量和力量。个人神话被划分为“独一无二”

(uniqueness) 、“无懈可击”(invulnerability) 和“无所不

能”(omnipotence) 三个成分。“独一无二”观念是指

青少年认为自己非常特殊 ,没人理解 ;“无懈可击”观

念是指青少年认为自己不可能受到伤害 ;“无所不

能”观念是指青少年认为自己有着特殊的能力或影

响力。“独一无二”的观念和青少年抑郁、孤独等内

化问题有关 ,“无所不能”的观念和青少年更高的自

我价值感 ,更好的应对方式有关 ,而“无懈可击”观念

一方面提高了青少年的自我价值感 ,另一方面也导

致他们更多的违纪行为。心理动力学把个人神话定

义为一种自恋补偿性策略 ( narcissism restitution

strategy) [17 ,18 ] 。个人神话的概念有助于解释青少年

的一些自毁行为或无意义行为 ,它反映了青少年认

为自己是独特的并且对危险具有特殊的防御能力的

心理。同时由于青少年对自我价值和自我意识的过

分强调 ,认为不好的事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所以他

们对一些存在的危险常常视而不见[17～19 ] 。个人神

话的“独一无二”观念使青少年认为自己与众不同 ,

没人理解而相对孤独。而“无懈可击”和“无所不能”

观念一方面提高了青少年的自我价值感 ,使他们更

有自信建立新的自我和发展新的社会关系 ,另一方

面也使他们对危险的认识不足 ,更乐于从事刺激冒

险的事情。这些观念可能促使青少年更多地去互联

网这个更广阔的世界建立新的人际关系和进行一些

新鲜刺激的娱乐活动。因此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观

念可能与青少年对互联网社交使用的偏好存在关系

并对 PIU 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基于此 ,本研究拟从青少年假想观众和个人神

话观念、互联网社交服务使用偏好的角度对青少年

网络成瘾的问题进行探索。以期从青少年特殊的发

展阶段和特有的心理特点去寻找青少年更多卷入互

联网的相关原因 ,从而有助于深化对病理性互联网

使用机制的认识。由于一般认为假想观众在青少年

早期比较高随后有减退的趋势[20～23 ] ,因此我们将研

究对象定位为初中学生。

2 　研究方法
211 　研究对象

被试为北京市两所普通中学初一、初二、初三年

级的学生 454 人 ,每个年级随机抽取 2 个班 ,采取整

班施测 ,剔除其中从未上网的 80 人 ,有效样本 372

人。其中 ,男生 142 名 ,占被试总数的 4912 % ,女生

189 名 ,占被试总数的 5018 %。被试的年龄在 11～

17 岁之间 ,平均年龄为 13157 ±1116 岁 ,具体分布如

下 :

表 1 　被试基本情况

被试 初一 初二 初三

男 66 60 57

女 54 70 65

总数 120 130 122

年龄 ( M ±SD) 12151 ±0159 13143 ±0165 14176 ±0186

　　

212 　测量工具

21211 　青少年互联网服务使用偏好问卷

本研究采用雷雳和柳铭心[24 ] 编制的青少年互

联网服务使用偏好问卷对初中生的互联网社交服务

使用偏好进行测量。问卷由 17 个项目组成 ,从“1

- 不喜欢”到“5 - 很喜欢”分 5 个等级记分。分为

信息服务偏好 (浏览网页、搜索引擎等) 、交易服务偏

好 (网络购物、网上教育等) 、娱乐服务偏好 (网络游

戏、多媒体娱乐等) 、社交服务偏好 (聊天室、QQ、BBS

论坛等)四个维度。本研究仅针对互联网社交服务

使用偏好 ,分数越高表明青少年越喜欢使用互联网

提供的社交服务。本研究中问卷的信度α系数为

0191。

21212 　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问卷

采用雷雳、杨洋 2006 年[25 ] 编制的“青少年病理

性互联网使用量表”,包含六个维度 :突显性、耐受

性、强迫性、心境改变、社交抚慰和消极后果。突显

性 ,反映了个体在互联网使用过程中对于互联网的

格外关注性 ;耐受性反映了个体使用互联网过程中

对其他生理需要的抑制性 ;强迫性上网Π戒断症状反

映了个体无法控制地渴望上网 ,不能上网时的消极

体验 ;心境改变反映了互联网使用对于个体心境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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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的作用 ;社交抚慰反映了互联网使用对于个体在

社交方面提供的心理补偿和积极体验 ;消极后果是

个体在使用互联网后造成的一些不良后果。问卷共

38 项 ,采用 5 点计分 ,从“1 - 完全不符合”到“5 - 完

全符合”由被试自我报告其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状况 ,

本次研究使用的是六个维度的总量表得分 ,分数越

高表明病理性互联网使用水平越高。本量表经检验

具有较好的信效度。本研究中总问卷的内部一致性

系数 Cronbachα为 0192。

21213 　假想观众问卷

采用Lapsley 等人 1989 年编制的“新假想观众

量表”(New Imaginary Audience Scale ,NIAS) 测量青少

年的假想观众水平。量表含有 42 个条目 ,从“1 - 从

不想象”到“4 - 经常想象”分 4 点记分。该问卷的翻

译由心理学专业人员讨论完成 ,并由具有专业英语

背景的心理学专业人员将中文回译为英文 ,进行中

文对比修改。该问卷中不涉及宗教等反映文化差异

的条目 ,故在翻译和修订过程中保留所有问卷题目 ,

未作删除。在对 176 名初一 ( n = 84) 和初二 ( n =

92)学生的试测中 ,问卷的 Cronbachα系数为 0195。

在对另一样本 (北京市三所中学初一、初二、高一、高

二年级的 354 名学生) 所做的测试中其 Cronbach α

系数为 0192。本次测试样本得到的信度为 0194 ,本

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 ,本次研究所得到的信度与国

外研究得到的结果吻合 , Goossens 等人 2002 年的研

究中该问卷的 Cronbachα系数为 0187
[26 ] 。

21214 　个人神话问卷

采用Lapsley 等人 1989 年编制的“新个人神话

量表”(New Personal Fable Scale ,NPFS)测量青少年的

个人神话水平。量表含有 46 个条目 ,采用 3 点计分

(1 - 强烈反对 ,2 - 不能确定 ,3 - 强烈同意) 。包含

三个分量表 ,无所不能分量表 ,无懈可击分量表和独

一无二分量表 ,分别从三个角度测量青少年的个人

神话观念。该问卷的翻译由心理学专业人员讨论完

成 ,并由具有专业英语背景的心理学专业人员将中

文回译为英文 ,进行中文对比修改。该问卷中不涉

及宗教等反映文化差异的条目 ,故在翻译和修订过

程中保留所有问卷题目 ,未作删除。在对 176 名初

一( n = 84) 和初二 ( n = 92) 学生的试测中 ,问卷的

Cronbachα系数为 0178。在对另一样本 (北京市三

所中学初一、初二、高一、高二年级的 354 名学生) 所

做的测试中其 Cronbachα系数为 0180。本次测试样

本得到的信度为 0177 ,三个分量表的信度分别为 :

无所不能分量表 Cronbach α系数 0180 ,无懈可击分

量表 Cronbach α系数 0171 和独一无二分量表

Cronbachα系数 0166。本次研究所得到的信度与国

外研究得到的结果吻合 , Goossens 等人 2002 年的研

究中三个分量表的 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 : 0174、

0164 和 0165[26 ] ,Aalsma 等人 2006 的研究中三个分

量表 的 Cronbach α 系 数 分 别 为 0179、0172 和

0169
[27 ] 。

213 　程序与数据处理

本研究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 ,主试为心

理系的研究生。数据处理使用 SPSS1210 和 AMOS

710。

3 　研究结果
311 　性别和年级差异

为了检验初中生的性别、年级在其假想观众、个

人神话观念以及互联网社交服务使用偏好、病理性

互联网使用上是否存在差异 ,进行了方差分析。结

果表明假想观众、个人神话观念、互联网社交服务使

用偏好以及病理性互联网使用性别和年级的交互作

用的 F 值均未达到显著 (分别是 F(2 , 340) = 0156 , p >

0105 ; F(2 , 355) = 7146 , p > 0105 ; F(2 , 363) = 0153 , p >

0105 ; F(2 , 366) = 2159 , p > 0105) 。同时性别主效应的

F 值也未达到显著水平 (分别是 F(1 , 340) = 0148 , p >

0105 ; F(1 , 355) = 0102 , p > 0105 ; F(1 , 363) = 1156 , p >

0105 ; F(1 , 366) = 0106 , p > 0105) 。而在年级这一变量

上 ,假想观众观念的年级主效应达到显著 ( F(2 , 340) =

3145 , p < 0105) ,事后检验表明 ,初二年级学生 ( M

= 2155)的假想观众观念显著高于初一年级 ( M =

2133) ;个人神话各成分都不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

( F(2 , 355) = 0186 , p > 0105) ;初中生互联网社交使用

的偏好以及病理性互联网使用水平的年级主效应都

达到了显著水平 ( F(2 , 363) = 9174 , p < 0101 ; F(2 , 366) =

7146 , p < 0101) 。

为了检验初中学生互联网社交服务使用偏好和

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状况在不同年级水平上的变化趋

势 ,通过 ONEWAY中的 Polynomial 方法 ,发现初中生

对于互联网社交的喜爱呈上升趋势 ( F(1 , 368) = 9108 ,

p = 01003) 。事后检验发现初二 ( M = 2176) 和初三

( M = 2193)的学生显著比初一 ( M = 2139) 的学生更

喜爱互联网社交 ( p < 0101) (见图 1) ,初二是质变

点。而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水平随着年级的升高而

升高 ,其线性趋势同样在 0101 水平上显著 ( F(1 , 371)

= 14144 , p < 0101) 。初三 ( M = 2114) 年级的学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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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互联网使用的水平分别显著的高于初一 ( M =

1180) 、初二 ( M = 1192) 年级的学生 ( p < 0101) (见图

2) 。也就是说初中生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状况在初三

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图 1 　不同年级学生互联网社交服务

偏好水平的变化趋势

图 2 　不同年级学生病理性互联网使用水平的变化趋势

312 　假想观众、个人神话观念和互联网社交服务使

用偏好与 PIU 的关系

本研究首先分别对 PIU、互联网社交服务使用

偏好、假想观众、个人神话观念进行了相关分析 ,结

果如下 :

表 2 　各研究变量间的相关关系

M SD PIU 社交使用 假想观众 个人神话 无所不能 无懈可击 独一无二

PIU 1191 0173 1100

社交使用 2153 0192 014333 1100

假想观众 2143 0163 012333 012933 1100

个人神话 2111 0122 0107 011933 012033 1100

　　无所不能 2110 0129 0102 011433 012333 018633 1100

　　无懈可击 2108 0129 0107 011633 0111 3 017833 015433 1100

　　独一无二 2114 0130 0108 011433 0111 016033 012633 012333 1100

　　注 :33 p < 0101 ; 3 p < 0105

　　从表中可以看出 ,互联网的社交使用偏好与

PIU 存在显著的相关。初中生的假想观众和个人神

话观念各成分与其互联网的社交使用偏好有显著相

关。假想观众观念与 PIU 存在显著相关。说明假想

观众和个人神话观念可能对于青少年的互联网社交

服务使用偏好和 PIU 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为了进一步探索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观念与互

联网社交服务使用偏好及 PIU 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

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数据与假设模型的拟合程度进

行了验证。一般认为 , N FI、NN FI ( TLI) 、CFI 这些指

标越接近 1 ,拟和性越好 ,如果这些指标一般都大于

0190 ,表示数据支持理论假设 , NN FI 有时会大于

1
[28～30 ]

; RMS EA 越接近 0 越好 ,0105～0108 之间表示

可接受的拟和 ,0105 以内表示比较好的拟和 ; PN F

为模型的简洁性指标 ,数值小表明模型简单[31 ,32 ] 。

根据相关分析结果本研究假设初中生的假想观众和

社交使用偏好对病理性互联网使用有直接的预测作

用 ,而个人神话观念通过对社交使用的喜爱间接预

测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经检验发现建构的模型一

(见图 3)与数据非常吻合 (见表 3) 。根据模型一的

结果 ,同时考虑到个人神话是一个多成分的观念 ,且

三个成分与青少年心理和行为发展的关系不尽相同

(如引言部分所述) [18 ]
,将其分解为三个成分建构模

型 ,也许会使研究结果更加深入 ,因此构建了模型

二 ,根据模型与数据的拟和结果以及之前的变量间

相关关系 ,对模型二进行调整 ,删除了无懈可击、独

一无二和病理性互联网使用之间的路径 ,得到了与

数据吻合的较好的模型三。图 4 显示了模型三 :假

想观众、无所不能、无懈可击、独一无二观念、互联网

社交服务使用偏好与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关系路径

图。
表 3 　各模型的拟合指数

NFI TLI CFI RMS EA PNFI

模型一 1100 1100 1100 0100 0110

模型二 1100 0199 1100 0108 0105

模型三 1100 1100 1100 0103 0114

　　

　　从图 3 和图 4 可以看出 : (1)青少年的假想观众

观念对其病理性互联网使用水平有显著的直接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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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模型一 :假想观众、个人神话观念与

互联网社交使用和 PIU 的关系

图 4 　模型三 :假想观众、个人神话观念与

互联网社交使用和 PIU 的关系

作用。个人神话以及其无懈可击、独一无二两个成

分对病理性互联网使用水平没有影响 ,无所不能成

分的直接影响也比较微弱 ,没有达到显著水平。也

就是说个人神话观念及其各成分不能直接预测病理

性互联网使用的水平 ,而假想观众可以作为初中生

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预测指标 ,具有高假想观众观

念的初中生更有可能沉溺网络、有更高的病理性互

联网使用水平 ; (2)社交使用偏好对于病理性互联网

使用水平有直接的正向作用 ,初中生更喜欢或更多

地进行网上社交活动就越可能导致高水平的病理性

互联网使用 ; (3)假想观众观念通过网上社交使用偏

好间接地影响病理性互联网使用水平 ,即假想观众

观念越高的初中生越倾向于进行网上的社交活动 ;

同样个人神话中的无懈可击观念也可以通过社交使

用偏好对病理性互联网使用水平有间接的作用 ,即

无懈可击观念高的初中生更容易喜欢和进行网上社

交活动。

4 　讨论
411 　初中生互联网社交服务使用偏好和病理性互

联网使用的年级差异

从图 1 和图 2 可以看出初中学生对于互联网社

交的使用偏好有随着年级升高而增强的趋势 ,同样

其病理性互联网使用也有此趋势。随着年级的增

长 ,一方面 ,他们了解了更多的互联网知识 ,掌握了

更多的互联网技能 ,对于互联网的使用从内容上有

所扩充 ,从方式上有所拓展 ,从某种程度上增加了他

们网络成瘾的风险。另一方面 ,由于处于生理和心

理发展的重要时期 ,他们面临很多的困惑和问题 ,互

联网这个可以进行便利、即时沟通的平台 ,让他们有

更多的机会去与有相似问题的人交流。而随着年级

增长 ,社会化程度不断增加 ,他们对于归属感的需要

也会逐渐增强 ,BBS 论坛等网上社交方式让他们有

了更多被认可的机会。他们会体验到这些网上社交

活动带来的满足感和补偿感 ,而这种满足感、愉悦感

或补偿感又会使青少年更喜欢进行网上的交流 ,并

驱动他们更多地进行网上社交活动 ,如此反复 ,逐步

形成习惯性的成瘾行为[33 ] 。同时年级增长带来的

学习压力 ,也让他们渴望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中

使这种压力得以缓解和释放。本研究中初三学生报

告了更多的网络成瘾情况 ,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升学

压力 ,也经历着人生发展的重要阶段 ,在这样的关键

时期 ,他们的上网行为如果得不到正确的引导和约

束 ,很可能导致不良的后果 ,发展成网络成瘾。本研

究未发现初中男、女生在互联网社交服务使用偏好

和病理性互联网使用上存在差异 ,可能由于大多数

初中生处于互联网使用的初级阶段 ,本研究发现网

龄超过 1 年的初中生不足 40 % ,而不管是对互联网

功能的兴趣偏好 ,还是更多不良的互联网卷入以及

对互联网的过度和不当使用需建立在对互联网逐渐

熟悉和使用增多的基础上。初中男、女生尚未出现

明显的互联网社交服务使用偏好和病理性互联网使

用差异 ,这可能是不同于高中生和大学生以及成人

的一个特点。今后需要更大和更多地区的初中生样

本对此进行验证 ,在此之前要谨慎对待这样的结论。

412 　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观念、互联网社交服务使

用偏好和病理性互联网使用

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是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出

现的独特观念 ,它们被认为与很多青少年的偏差行

为如吸烟、酗酒、冒险行为等有关 ,本研究发现这两

个观念特别是假想观众观念对于初中生的互联网社

交服务使用和网络成瘾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假想观

众观念被认为是自我意识提升的标志 ,在社会化过

程中 ,假想观众为青少年提供了行为的参照 ,帮助他

们树立自我形象 ,同时可能也给他们带来某种负面

信息 ,他们会因为时时感到被评价而对自己的言行

举止过分关注 ,因此在现实的交往中倍感压力 ,他们

对于同学之间的取笑和嘲讽可能更为敏感。而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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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的匿名性和隐形性可能使他们感觉更加安全 ,

因此这样的倾诉和沟通途径更容易得到他们的青睐

也使他们更加喜欢互联网上的社交活动 ,逐渐产生

依赖的感觉 ,从而导致病理性的互联网使用。

个人神话观念使青少年感觉自己是独特而又无

所不能、无懈可击的 ,因此可能使他们认为周围的人

以至于同龄的同学、朋友可能无法理解他们 ,而互联

网这种没有年龄、地位界限的空间也许会更加吸引

他们。在对个人神话观念的研究中 ,由于与冒险行

为等的密切关系 ,无懈可击感成为一个被特别关注

的成分 ,在模型三中无懈可击感通过互联网社交使

用间接地影响病理性互联网使用 ,无懈可击感高的

青少年往往高估自己的能力 ,并且认为自己对于不

好的事有自然的防御能力 ,因此他们更乐于冒险 ,可

能这使得他们更加无视与陌生人交往的风险 ,更乐

于在互联网的社交活动中寻求快乐。因此在个人神

话观念下 ,互联网提供的这种充满挑战和变化的社

交方式让他们得到满足从而对互联网产生一定的依

赖。

值得注意的是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观念是处于

分离 - 个性化阶段的青少年应对分离焦虑 ,发展新

的自我的一种防御机制[34 ]
,它们也可能是一柄双刃

剑 ,一方面假想观众使青少年能够更好地适应新的

社会角色 ,而个人神话有助于青少年在家庭关系之

外发展个性 ,建立新的自我。另一方面这些观念如

果太强它们也可能成为青少年一些不当行为的驱动

力。就青少年的网络成瘾而言 ,假想观众和个人神

话观念之所以与青少年的病理性互联网使用行为有

关 ,与他们现实关系的不尽如人意有一定关系 ,过高

的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观念往往与缺乏父母的情感

支持和交流以及高的分离焦虑有关[35 ,36 ]
,良好的父

母支持和家庭环境有助于降低这样的观念 ,同时青

少年期发展家庭以外的关系 ,是青少年发展的重要

任务 ,与同学、同伴的良好关系也可以帮助青少年克

服随着年龄增长与家庭成员关系疏远而产生的无助

感 ,降低分离焦虑 ,使他们不至于沉溺网络世界的人

际交往去寻求情感的依托 ,同时也可以意识到自己

和同学间的共通性 ,降低无懈可击带来的孤独和压

抑感。总之 ,良好的家庭关系和同伴关系可以使他

们感受到更多来自于现实的支持 ,平衡他们的假想

观众和个人神话观念 ,从而降低初中学生网络成瘾

的危险。

青少年是使用互联网的重要群体 ,随着这项技

术的普及 ,互联网用户呈现低龄化 ,初中生网民的比

例和人数都在逐年增加 ,沉迷网络的现象也日趋严

重。依据本研究的发现 ,我们认为假想观众、个人神

话观念等青少年一些特殊的心理特点是引发初中学

生不健康的互联网使用的潜在因素 ,这无疑增加了

他们网络成瘾的风险 ,然而互联网使用的潮流不可

阻挡 ,青少年掌握互联网技术是时代的需要 ,一味的

切断和阻止无异于因噎废食。因此 ,在青少年身心

发展的特殊时期 ,家长、学校和老师除了关注学生的

学习成绩外 ,也应关心他们对于发展人际关系的需

要和重视那些特定的心理现象。家长有义务给予他

们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学校和老师也有责任帮助学

生们创建一个和谐、互助、宽容的班级和学校环境。

Lanthier 和 Windham
[34 ] 曾指出互联网使用是成

瘾的还是非成瘾的关键取决于用户的个人因素和对

于使用的态度 ,本研究支持了这种观点 ,假想观众和

个人神话观念作为青少年特有的个人特征 ,可以和

青少年对于互联网社交的偏爱共同预测其病理性互

联网的使用水平。本研究存在的局限性在于研究取

样的局限 ,研究结果是否是用于其他地域以及高中

的青少年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互联网使用不仅有

社交性的 ,还有娱乐、寻求信息、交易等活动 ,对假想

观众和个人神话这两个观念与青少年这些互联网使

用关系的探讨 ,有助于全面了解青少年这两个特有

心理观念和他们互联网使用的关系。

5 　结论
本研究发现 :

(1) 在初中阶段 ,青少年互联网社交服务使用

偏好和病理性互联网使用水平存在显著的年级差

异 ,随着年级的升高而呈直线上升的趋势。

(2) 初中学生的互联网社交服务使用偏好与其

病理性互联网使用有正向的预测作用。

(3) 假想观众观念对初中生病理性互联网使用

有直接的正向预测作用。

(4) 假想观众观念和个人神话观念中的无懈可

击成分通过对互联网社交服务使用的喜好间接地影

响初中学生的病理性互联网使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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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reative thinking quality including depth , agility , flexibility and uniqueness was compared between elitists

and university students in social sciences and art . The data was collected by the glossary association examination taken by

28 elitists and 30 university students in social sciences and art .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elitists outperformed significantly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in both depth and uniqueness of creative thinking ,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in agility and flexibility of creative thinking. In conclusion , elitists go more deeply than university students in

creative thinking. As a result ,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the depth of students’creative thinking should be considere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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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s of imaginary audience , personal fable , preference of the Internet

social service and 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 ( PIU) by surveying a sample of 372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hrough

questionnaires. Results indicated as follows : (1) both the preference of the Internet social service and the PIU among

higher grade studen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lower grade ones ; (2) the preference of the Internet social service

had a direct effect on PIU ; (3) the imaginary audience had a direct effect on PIU ; (4) the imaginary audience and the

invulnerability of personal fable had indirect effects on PIU through the preference of the Internet social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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