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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及其干预!

家庭风险的视角 !

尹霞云!余彬杨!赵温也
"湖南科技大学 教育学院#湖南 湘潭 3!!#$!%

摘5要!网络游戏成瘾的高发率已经使其成为全世界严重的公共卫生威胁"而家庭是影响青少年成瘾行为发生的最

重要的微环境! 已有研究揭示了家庭风险及其累积对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不良影响"家庭干预对预防和治疗青少年

网络游戏成瘾的重要性也日趋凸显! 未来的研究应开拓更多本土化研究"对网络游戏成瘾做更多有针对性的研究工作"

而非一味依托网络成瘾框架"研究方法有待更为系统化"家庭风险因素的累积效应及其对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影响机

制需要进一步厘清! 在对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预防和干预工作中"须充分重视对家庭风险因素的控制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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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3# 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数据#截至

#$!+年 1 月#我国网络游戏用户规模达到 3)+1

亿#占总体网民的 1$)18$我国 !$ 岁到 !% 岁的青

少年网民占比 !+)#8#人数高达 !)31 亿& 随着互

联网和手机终端的发展#很多青少年沉迷于网络

游戏#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学习和身心健康#甚至出

现人身伤亡-违法犯罪等恶性事件& #$!+ 年 1

月#世卫组织发布的最新版+国际疾病分类,"H;<

4

!!%#正式将网络游戏成瘾认定为一种精神障

碍& 家庭是影响青少年成瘾行为发生的因素以及

重要的情感支持与行为榜样)!*

& #$!+ 年 3 月#教

育部印发+关于做好预防中小学生沉迷网络教育

引导工作的紧急通知,和+致全国中小学生家长

的一封信,#也强调了家庭在预防青少年沉迷网

络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梳

理与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相关的家庭风险#以期

为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相关研究和干预实践提

供参考&

!5网络游戏成瘾的界定及危害

网络游戏成瘾又称网络游戏障碍 "H/QRU/RQ

6EP(/F<(S'U&RU# H6<%#是指个体对参与数字或

视频游戏的控制力受损#并赋予游戏更高的优先

级#将其置于其他常规活动"如睡眠-进食-做作

业-工作等%之上#进而对个人健康及总体功能造

成严重的不良后果)#*

& 网络游戏障碍在正式被

世界卫生组织单列出来之前#常被研究者称为

'网络游戏成瘾("H/QRU/RQ6EP(/F7&&(.Q('/%-'问

题网络游戏( "aU'KMRPEQ(.H/QRU/RQ6EP(/F%-'病

理型网络游戏("aEQL'M'F(.EMH/QRU/RQ6EP(/F%#被

视为是'网络成瘾(中的一种重要亚型#也是其中

最容易致瘾-破坏力最大的一类)**

& 一直以来#

'网络成瘾(因过于宽泛-缺乏特异性而受到批

评#研究者指出不能套用网络成瘾的框架来对网

络游戏成瘾进行界定#因为网络游戏成瘾患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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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通过玩游戏来缓解戒断症状#其症状的发展进

程也与网络成瘾明显不同)3*

&

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不仅会削弱其法律意

识)"*

#而且与其多种心理问题相关& cEUQKRUF等

人的研究发现#青少年的网络游戏成瘾与反社会

行为-愤怒控制问题-情绪问题-自尊问题-多动与

注意缺陷问题等多类心理问题显著相关)1*

&

BE\(等发现与正常网络游戏青少年相比#网络游

戏成瘾青少年的睡眠质量和学业表现更差)2*

&

GEP等进行的纵向研究结果发现#青少年的网络

游戏成瘾可以预测他们 % 个月之后的抑郁水

平)+*

& 网络游戏障碍的高发率已经成为全世界

严重的公共卫生威胁& 青少年网络游戏障碍的概

率要显著高于成人)%*

#也高于青少年期容易罹患

的其他类型的心理障碍)!$*

& 相关调查表明#亚洲

青少年的网络游戏障碍的检出率为 2)"89

#1d28#远高于欧美国家的检出率 " !)$8 9

"d$8%

)!!*

& 有研究指出#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原

因之一在于儒家文化影响下的家庭更多出现专制

型教养-亲子冲突等家庭风险因素)!#*

&

#5 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家庭风险及其

累积效应

虽然青少年的生活领域在不断扩大#但家庭

仍是其最重要的一个成长环境& 家庭风险是指在

家庭环境中能够增加儿童青少年不良发展后果概

率的相关因素)!**

& 家庭风险因素对青少年网络

游戏行为具有显著的不利影响& 从整体上来看#

越是不稳定-功能不良的家庭环境#青少年越有可

能采用网络游戏作为一种应对策略)!3

4

!"*

& 具体

来看#已有的研究集中于以下几种家庭风险因素!

#)!5家庭环境的风险

#)!)!5父母婚姻冲突

大量的心理学研究认为青少年长期暴露于存

在婚姻冲突的家庭环境中#会显著增加个体出现

心理和行为问题的风险& 田云龙等人的研究发

现#父母婚姻冲突对青少年网络游戏障碍有着显

著的正向预测作用#他们认为避免婚姻冲突可以

减少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风险)!1*

& 同时很多

研究者认为#相较于完整家庭的青少年#来自单亲

家庭或混合家庭的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概率更

高& 因为由于单亲家庭的特殊性#父母更容易忽

视青少年的心理需求#缺少对其网络行为的监管#

家庭相对缺乏足够的时间和物质资源来为青少年

提供均衡的休闲方式#这都会增加青少年网络游

戏成瘾的风险)!2

4

!+*

&

#)!)#5低家庭经济地位

一般认为#较差的家庭经济地位会让青少年

的成长资源匮乏#是影响青少年发展的重要风险

因素之一& 但目前的研究在家庭经济地位与青少

年网络游戏障碍的关系上还存在争论& ;L''等

人的研究发现#低经济地位与网络游戏障碍的症

状呈负相关#而家庭生活水平越高的青少年越不

容易沉迷于网络游戏#研究者解释这可能是因为

家境好的孩子一般拥有更多的娱乐选择方式)!%*

&

;L(O等人的研究也发现#经济条件更好的家庭往

往对孩子的教育和休闲更为重视#这有利于孩子

的社会交往#并且在这种多样的休闲环境之下#青

少年沉迷于单一的网络游戏的风险就会更低)!"*

&

然而另外一些研究却发现#家庭经济地位与网络

游戏成瘾并没有相关#这可能是因为不论家庭经

济地位如何#当代青少年在网络时代同样拥有便

捷的上网途径)#$

4

#!*

&

#)!)*5父母心理健康问题

父母如果自身存在难以消解的焦虑和痛苦#

就很难保持良好的状态去教养孩子#因此会对青

少年的心理与行为产生不利影响& eRLKR(/ 等人

的研究发现#如果其父母本身存在心理健康问题#

青少年更容易沉溺于网络游戏)!2*

& 因此研究者

建议#在对网络成瘾青少年接受治疗的同时也要

检查其父母的心理健康水平#必要时也要对父母

的心理健康进行治疗)##*

&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

展#网络游戏也成为许多成人的休闲娱乐方式&

父母作为青少年模仿的重要对象#如果自身沉迷

网络游戏难以自控#那么其孩子出现网络游戏成

瘾的概率也会大大增加)#**

&

#)#5亲子关系的风险

所谓'亲其师#信其道(#良好的亲子关系能

让青少年更愿意接受父母的教育和管理#而温暖

的亲子关系也是建构青少年内心安全感-自尊感

的重要来源#是预防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的保护

力量& ;L''等人的研究发现)!%*

#亲子之间的情

感越亲密#其一年后的游戏成瘾症状越少#这种影

响对男生更为明显& G(EO 等人通过研究也发现#

对亲子关系和家庭环境保持一种积极的看法对于

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具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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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P等人的研究发现#孩子对父母的健康依恋是

防止其网络游戏成瘾的保护性因素)#3*

&

同时#不良的亲子关系会对青少年心理健康

产生不利影响#也是影响青少年网络游戏障碍的

重要风险因素& 田云龙等人的研究指出#不良的

亲子关系会导致青少年不良同伴联结风险的增

加#从而进一步形成更大的网络游戏成瘾的风

险)!1*

& ALO等人的研究发现#不良的亲子关系对

青少年的网络游戏行为有预测作用#而这种关系

受到学校联结和越轨同伴交往的调节)#!*

& 另一

项研究也发现#在存在网络游戏问题的玩家中#有

一半都存在混乱的依恋风格)#"*

&

#)*5教养行为的风险

#)*)!5不良的教养方式

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有着

重要意义& _(P等人的研究发现#与正常游戏青

少年的父母相比#网络游戏成瘾的青少年报告出

父母更低的教养质量)#3*

& 具体而言#网络游戏成

瘾青少年的父母对其有更高水平的敌意以及更少

的情感温暖)#1*

& 也有研究者发现#父爱和母爱对

青少年网络游戏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父亲对孩

子的关爱能降低孩子出现网络游戏成瘾的风险#

而母亲的关爱与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风险间没有

显著关联)!2*

&

#)*)#5家庭虐待

当青少年拥有自身无法化解的痛苦经历#其

更容易通过虚拟的网络来逃避现实和麻痹自己&

@.L(PPR/Q(等人)#2*发现#病理性网络使用者更可

能承受过童年期的身体虐待和性虐待#其在 #$!#

年进行的另一项研究发现#被调查的游戏玩家中

几乎有一半的人通过玩游戏来逃避现实生活中受

到的虐待的回忆)#"*

& fE&M(/ 等人在 #$!1 年发现

曾经遭受过家庭虐待的青少年#其出现网络游戏

障碍的可能性是正常青少年的 #)"倍)#+*

&

#)*)*5不当的监管

在父母监管与青少年网络游戏之间的关系这

一问题上#研究一直存在争论& 一些研究发现父

母的监管能减少青少年的上网时间)#%*

#而且也有

研究发现#父母对子女的忽视与疏于管理导致青

少年不良同伴联结的风险增加#从而扩大了青少

年网络游戏成瘾的风险)!1*

& 但另外有些研究却

发现两者其实并无显著相关)#**

#甚至父母的反对

会让孩子越发迷恋网络游戏)*$*

& @.L/R(&RU等人

认为仅仅对网络游戏行为进行控制可能是无效

的#父母需要对青少年的生活有更广泛的投入与

监管)#$*

& eEP(URX等认为#父母对青少年游戏行

为的限制取决于双方是否在这一问题上达成共

识#如果青少年不接受父母的限制#那么父母对其

网络游戏的限制会适当其反)*!*

&

#)35家庭风险的累积效应

根据累积生态风险理论)*#

4

***

#青少年仅仅经

历单一的风险因素并不一定导致儿童的不良发

展#但是如果多种风险因素叠加在一起#则出现不

良后果的概率将成倍地增加& 有多项实证研究发

现#多种风险因素累积可能导致语言发展的障碍-

认知的损害-学业不良-网络成瘾以及各种心理和

行为问题概率的成倍发生)*3

4

*"*

& 而家庭领域的

风险是所有风险中最直接-最关键的一类)***

& 多

项实证研究也证实了家庭累积风险对青少年的内

化行为问题-外化行为问题以及学业表现都有重

要的影响& >'URLE/& 等人将父母离异-父母婚姻

冲突-母亲身体健康问题-母亲抑郁情绪和不良母

子关系作为家庭风险指标#发现家庭风险指标的

数量与青少年的心理适应之间存在同时和长期的

相关性)*"*

& :ORLMRU等的研究以低社会经济地

位-父母心理问题-婚姻问题-不良教养方式这四

类家庭风险为研究指标#发现家庭风险的累积对

青少年内化性行为问题-外化性行为问题都具有

显著的预测力)*1*

& <O/SQ等的研究发现#累积家

庭风险可以解释青少年的学业表现 3$891$8的

变异量)*2*

& 虽然目前关于家庭风险对于青少年

网络游戏障碍的影响不多#但已有研究证实了家

庭风险的累积对网络成瘾的显著预测)***

& 因此#

家庭风险的累积#也可能导致青少年网络游戏成

瘾可能性的成倍发生#这一联系还有待未来更多

实证研究去验证&

*5 家庭风险对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影

响机制

尽管家庭风险可能导致青少年网络游戏成

瘾#但这种影响很有可能是间接的& 家庭风险可

能会通过影响青少年自身的心理健康状态#进而

产生网络游戏成瘾& 关于家庭风险及其累积效应

对青少年网络游戏障碍的影响机制#我们可以从

已有的文献当中梳理出三种主要的理论解释模

型& 其一#根据'心理需求的网络满足理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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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游戏本身并不会使人成瘾#但是它可以补偿

个体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得到很好满足的心理需

求#因而使青少年沉溺其中& 李董平等发现#家庭

风险导致青少年的基本心理需求"关系需要-能

力需要和自主需要等%得不到满足#进而增加网

络成瘾)***

& 另有研究者发现#亲子关系-父母婚

姻状态等家庭风险因素会影响青少年安全感的满

足#因而影响其网络成瘾行为)*%

4

3$*

& 其二#根据

'溢出假说(

)3!*

#家庭领域的风险也可能会引起

青少年在其他社交领域的问题#再进一步影响到

青少年网络游戏行为& 研究发现#家庭功能不良-

父母婚姻冲突等风险因素会增加青少年与不良同

伴的交往#从而导致其网络游戏成瘾的风险增

加)3#

4

3**

& ALO等人的研究发现#不良亲子关系会

削弱青少年学校联结和增加其越轨同伴交往#进

一步影响增加其网络游戏成瘾的风险)#!*

& 其三#

根据'素质4应激模型(

)33*

#部分个体具有脆弱性

素质#更容易受到环境中风险因素的影响& 研究

者们发现人格特征会影响着家庭风险因素对青少

年行为问题的影响& 如 ?EKKR等的研究发现!父

母心理控制对低宜人性青少年的外化行为问题的

预测更强#对高神经质青少年的内化行为问题预

测更为显著)3"*

& AL'O 等的研究发现#神经质个

体更容易在父母婚姻冲突的影响下出现情绪不安

全感#而外向型人格的个体更容易在情绪不安全

感的作用下出现网络成瘾)3$*

&

35 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家庭干预研究

在以往关于网络成瘾的干预研究中#多采用

个体-团体等不同干预模式#采用认知行为-动机

激发等不同咨询与治疗理论#对青少年网络成瘾

行为的干预进行了大量探索$ 其中以团体干预模

式及认知行为疗法为主导#并呈现多模式多理论

相融合的趋势)31*

& 随着社会对青少年网络游戏

障碍的关注#相关的干预研究也在增加)32*

& 但目

前的大部分干预主要针对青少年本人进行)3+

4

3%*

&

当前针对网络游戏障碍"H6<%的家庭干预研

究并不多& 在网络成瘾"H7<%的干预研究中#家

庭干预方面的研究数量也远不及个体治疗)3+*

&

但是已有的干预研究发现#家庭干预其实是一个

非常有效的方法& 如 aEU0 等人运用家庭疗法对

一例患有网络成瘾和人际困扰的青年进行干预#

取得了良好的干预效果& 他们认为#广泛分析原

生家庭问题和家庭沟通模式对治疗网络成瘾是十

分必要的)"$*

& 7[(S(Q\ESE/E等人的一项研究发

现#通过学校干预和家庭干预来提升学生的自我

控制能力#可以降低青少年的游戏成瘾& 该干预

研究充分论证了家庭监管对于预防青少年游戏成

瘾行为以及提升自我调控能力的重要性)"!*

& 我

国刘勤学和方晓义等研究者将多家庭团体疗法引

入到网络成瘾的干预中#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治疗效

果#该干预方案通过减少父母高而不合理的期望#

帮助青少年寻找适当的方式满足其对于能力和亲

情的需要#来间接治疗青少年的网络游戏成瘾& 通

过该种方式的干预#青少年的上网时长明显缩短#

家长对青少年上网行为的满意度也明显上升#更重

要的是将青少年网络成瘾的比例从 !$$8减少到

3d+8#*个月后随访#比例为 !!)!8

)"#*

&

"5建议与对策

")!5对开展相关研究的建议

通过对家庭风险与青少年网络游戏障碍的文

献梳理可以发现!首先#家庭风险是影响青少年网

络游戏成瘾的关键因素& 父母自身的不良状态-

不和谐的亲子关系-消极的教养方式等家庭风险

因素会削弱青少年对网络游戏的抵御能力#增强

其成瘾的风险& 其次#单一的家庭风险不一定导

致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家庭风险对网络游戏成

瘾的影响可能存在累积效应& 再次#家庭风险会

导致青少年的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引发青少年

社交领域的风险#从而进一步增加其沉迷网络游

戏的风险& 最后#运用家庭干预相关方案可以提

升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降低其网络游戏成瘾的发

生率&

国内外研究者在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家庭

风险方面已经有了较丰富的积累#但仍有一些不

足& 首先#研究方法上#过度依赖问卷调查#对网

络游戏成瘾的研究需要更系统和更有针对性的多

种研究方法的支持& 其次#研究视角上#多考察某

单一的家庭风险因素对青少年网络行为的影响#

家庭风险因素的累积效应及其对青少年网络游戏

障碍的影响机制需要进一步厘清& 再次#研究主

题上#已有研究大多数仍聚焦于网络成瘾这一宽

泛的主题#未来研究者需要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

网络游戏行为& 最后#在对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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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庭风险因素的认定上还存在一些争议#而且

这些研究大多来自国外被试家庭# 由于文化差异

的存在# 一些结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家庭还需进一

步验证#应在未来开拓更多本土化的研究&

")#5预防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对策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游戏已经成为青少

年的一种重要休闲娱乐方式#通过一味禁止其接

触网络游戏来避免其沉迷网络游戏的做法并不科

学& 如何引导青少年合理网络游戏#预防其出现

成瘾才是需要深思的现实问题& 研究证实了家庭

因素对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重要影响#因此家

庭也必然是预防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第一防

线& 新时代的家长应积极学习科学的家庭教育知

识#不断提高自身的教养能力#营造良好的家庭环

境#建立亲密的亲子关系#尽量减少对孩子不利的

家庭风险因素#并引导孩子在现实中满足基本心

理需求$学校可通过家长会-家长学校等渠道提升

家长们的科学素养#纠正其错误的教育理念与行

为#帮助其建立科学的教育理念和教养方式$利用

家校通-微信群-家长会等多种渠道宣传家庭教育

的重要性以及网络游戏成瘾危害和辨别等科学知

识$班主任和各科任老师应及时就学生的心理与

行为方面的表现与家长取得沟通#共同提高孩子

的心理素质#预防其沉迷网络游戏& 社区工作者

可积极通过各种工作平台向家庭宣传家庭教育知

识#可以印发网络游戏引导的宣传手册分发给青

少年家庭#可以邀请相关专家进行家庭教育讲座&

政府应制定适当的倾斜政策#加强弱势家庭的帮

扶工作#协助弱势家庭解决孩子长期缺课或辍学

的问题#加强对家长的宣导与教育#提升孩子对学

习与生活的动力& 此外#还应通过电视-网络-报

纸等媒介加大对家教家风建设的宣传力度#督促

学校-社区尽快落实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提升全社

会的家庭教育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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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0OPEB" ?(LEUE@" È0EJEPEB"RQEM)VUREQPR/Q

\(QL QLR@RMN

4

<(S.'TRUJ;EP[ * @<(;+ (P[U'TRS

H/QRU/RQFEP(/F&(S'U&RU%Y&)7&&(.Q(TR:RLET('US"

#$!2"13(*"2

4

*1#)

%"$& aEU0 VI" _(P@" GRRY)>EP(MJQLRUE[JN'UE/ H/QRU/RQ

4

E&&(.QR& J'O/FE&OMQ\(QL (/QRU[RUS'/EM[U'KMRPS%Y&)

Y'OU/EM'N>EP(MJVLRUE[J" #$!3*3+(*%3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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