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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心理困扰对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

影响及其路径

尹霞云!先桂瑶
"湖南科技大学 教育学院#湖南 湘潭 2!!#$!$

摘4要!为探讨父母心理困扰#亲子关系#青少年基本心理需求与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关系!采用凯斯勒心理困扰

量表#亲子亲合问卷#基本心理需求量表与网络游戏成瘾量表对 *!0名中学生及其父母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父母

心理困扰会正向预测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亲子关系与青少年基本心理需求在父母心理困扰对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

影响之间有链式中介作用" 基于以上结果!父母应注重对自身心理健康的维护!并在积极改善亲子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

找出满足青少年心理需求的方法!以有效预防和干预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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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问题提出

网络游戏成瘾指个体不能控制地%过度地%强

迫性地玩网络游戏#造成生理%心理与社会功能受

损*!+

& 根据第 2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

报告#我国网民规模接近 !$亿#其中#学生成为占

比最高的网民群体#比例高达 #!)$D)网络游戏用

户达 %)!*亿#占网民整体的 %#)2D

*#+

& 前人研究

表明#网络游戏成瘾会给青少年带来许多负面影

响#例如焦虑%忧郁%失眠%学习下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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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因

此#考察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影响因素及作用

机制#对预防与干预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有着重

要意义&

父母心理困扰指父母受内外因素的影响#在

工作和生活中不定期地出现烦躁%迷茫%抑郁等消

极情绪和不良心态#具体包含自我认知%情绪表达

和行为方式方面的困境与干扰#或对家庭%事业%

婚姻等层面的不良心理反应*%+

& 已有研究表明#

父母心理困扰会影响青少年的心理状态与内外化

问题& fQ=(.等研究者发现#父母心理困扰会正向

预测儿童青少年的焦虑程度*0+

& S(PN.UNQT等人

研究也证实了父母在与孩子的互动中表现出较高

的消极情绪时#他们的孩子会表现出更弱的社会

能力和社会理解能力#进而产生更多的敌意与内

外化问题*1+

& 因此#因父母心理困扰而出现身心

发展受阻的青少年#很可能长期通过网络游戏来

发泄情绪%满足自己的需求#从而达到自我内部平

衡#如此长时间地沉溺于网络游戏很可能会导致

网络游戏成瘾&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父母

心理困扰对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具有正向预测

作用&

亲子关系影响着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研究发

现#网络游戏成瘾的青少年与父母关系质量明显

低于未成瘾青少年**+

#亲子关系是青少年网络游

戏成瘾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 6.&NQP'. 等人

提出'溢出假说(#认为父母的情绪和行为会迁移

到亲子关系中#父母的良好情绪会促进亲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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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进而有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

& 根据这一

理论#当父母出现心理困扰时#很难对孩子采取适

当的教养方式和正确行为引导#亲子关系很可能

出现隔阂甚至破裂#进而增加青少年网络游戏成

瘾的风险& 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亲子关系在

父母心理困扰与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之间起中介

作用&

BN-(和 aY=. 提出了基本心理需要理论

"H=P(-CPY-@'O'T(-=OFNN&PZ@N'QY#HCFZ$#指出人

类有能力"-'>JN?N.-N$%亲缘"QNO=?N&.NPP$%自主

"=M?'.'>Y$三种内在需求*!!+#"!

& 这三种需求会

与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之间进行辩证#社会环境

如阻碍了基本心理需求#个体便会去寻找衍生品

或补偿品#从而使个体防御性地适应社会环

境*!!+#""

& 近年来#研究者普遍认为青少年基本心

理需求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青少年网络游戏成

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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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可以推测#当父母自身受焦虑%抑

郁%痛苦等情绪困扰时#很难悉心照顾到孩子的诉

求与需要#因而青少年将网络游戏当作满足基本

心理需求的补偿品& 所以#本研究提出假设 "!青

少年基本心理需求在父母心理困扰与青少年网络

游戏成瘾之间起中介作用&

有研究者认为#亲子关系是心理需求满意度

的重要预测因素*!2+

& 根据 H'KOUY的依恋理论#

青少年与父母的不安全依恋会减少他们的情感温

暖%社会支持和安全感的体验#从而青少年会渴望

通过其他方式获得支持#例如网络游戏*!%+

& 积极

的亲子关系会为青少年提供一个好的家庭环境#

这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心理需求满意度#而消极的

亲子关系可能会减少青少年对情感温暖和社会支

持的感知机会*!0

3

!1+

& 相比于心理状态良好的父

母#处于心理困扰状态的父母普遍存在不良情绪

并且会更关注自己的情绪与感受*!*+

#进而不利于

亲子关系质量的提高#从而影响青少年基本心理

需要的满足#最终导致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 据

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2!亲子关系和青少年基本心

理需求在父母心理困扰与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之

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系统地考察父母心理困

扰%亲子关系和青少年基本心理需求对青少年网

络游戏成瘾的影响#以及亲子关系和青少年基本

心理需求在父母心理困扰和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

之间的中介作用#以期为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

预防和干预工作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证依据&

#4对象和方法

#)!4被试

从湖南省长沙市%岳阳市%湘潭市的 %所中学

中方便抽取 !*个班级#对青少年及其家长进行问

卷调查& 共发放问卷 :%$ 份#收回有效问卷 *!1

份& 青少年被试年龄为 !2)10j!)%* 岁& 其中#男

生 %#0 名"02)2D$#女生 #:! 名""%)0D$)初一

!01人"#$)2D$#初二 !2% 人"!1)*D$#高一 #"!

人"#*)"D$#高二 #12""")%D$& 家长被试中#母

亲 20"名"%0)1D$#父亲 "%2名"2")"D$&

#)#4工具

凯斯勒心理困扰量表& 采用 fNPPONQ等人*!:+

开发%徐凌忠等人*#$+修订的中文版.凯斯勒心理

困扰 量 表 " Z@NfNPPONQCPY-@'O'T(-=OB(P?QNPP

P-=ON$/#由父母进行报告& 共有 !$ 个题项#采用

%点计分#得分越高表示父母心理健康状况越差&

该量表的\Q'.U=-@dP

!

系数为 $):#0&

基本心理需求量表& 采用 A=T.k

*#!+编制%喻

承甫等人*!#+修订的中文版.基本心理需求量表

"H=P(-CPY-@'O'T(-=OFNN&P7-=ON$/#由青少年进

行报告& 共有 #! 个题项#采用 % 点计分#得分越

高表示基本心理满足水平越高& 该量表的

\Q'.U=-@dP

!

系数为 $)*20&

亲子亲合问卷& 采用8OP'. 等人*##+编制%张文

新等人*#"+修订的.家庭适应与亲合评价量表"5=>(OY

6&=J?('. =.& \'@NP('. SX=OM=?('. 7-=ONP$/#由青少

年进行报告& 分问卷各有 !$个题项#采用 % 点计

分#得分越高#表示与父母的亲合程度越高#亲子

关系越好& 该问卷包括测查内容完全相同的父

亲+母亲两个分问卷#父亲分问卷%母亲分问卷的

\Q'.U=-@dP

!

系数同为 $)1#%#两个分问卷总的

\Q'.U=-@dP

!

系数为 $)*#0&

网络游戏成瘾量表& 采用AN.?(ON

*#2+编制%魏

昶等人*#%+修订的.病态电子游戏使用问卷"C=?@_

'O'T(-=Og(&N'A=>NWPNhMNP?('..=(QN$/#由青少

年进行报告& 该量表共 !! 个题项#采用 " 点计

分#得分越高代表网络游戏成瘾倾向越严重& 该

问卷的\Q'.U=-@dP

!

系数为 $)*2"&

#)"4数据处理与分析

采用 7C77#0)$ 对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

验%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分析等& 其中#

$2



第 "期 尹霞云#等!父母心理困扰对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影响及其路径

!"#$%&&程序的 '##(&(")*中介效应检验可较准确

地提供中介效应置信区间*#0+

#是目前广泛推荐使

用的中介效应分析方法*#1+

&

"4结果

")!4共同方法偏差控制与检验

本研究中的数据均来自学生和学生父母的自

我报告#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因此采用

9=Q>=.单因素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效应& 检验

结果表明#特征值大于 ! 的因子共有 !" 个#第一

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 !0D#远小于临界值

2$D#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4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如表 !所示#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与青少年

基本心理需求%亲子关系呈显著负相关#与父母心

理困扰呈显著正相关& 亲子关系与父母心理困扰

呈显著负相关#青少年基本心理需求与亲子关系

呈显著正相关& 青少年基本心理需求与父母心理

困扰呈显著负相关&

表 !4研究中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系数

变量 + ,- 父母心理困扰 青少年基本心理需求 亲子关系 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

父母心理困扰 #%)""1 %)2:0 !

青少年基本心理需求 0:)0:% !$)$20

3

$)#1" !

亲子关系 "#)*#" 0)*$*

3

$)#$1 $)"*2 !

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 #)*$" #)!%$ $)!**

3

$)#!1

3

$)#2" !

44注!

!

*l$)$%#

!!

*l$)$!#

!!!

*l$)$$!

")"4父母心理困扰与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关

系!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相关分析结果符合进一步对父母心理困扰和

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的统计学

要求& 接下来使用 !"#$%&&程序执行 '##(&(")*的

中介效应检验#使用专门进行链式中介模型检验

的模型 0& 另外#经过独立样本 (检验与单因素

6F8g6检验发现#青少年的性别与年龄段"初中

生+高中生$%父母身份"父或母$会对父母心理困

扰%青少年基本心理需求%亲子关系和青少年网络

游戏成瘾产生影响#因此#本研究中将青少年性

别%年级段和家长身份作为协变量进行控制&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如表 #$#父母心理困扰

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

!

i

$)!!*#*

l$)$$!$#假设 !得到验证& 将亲子关系和青少年

基本心理需求纳入回归方程后#父母心理困扰负

向预测亲子关系"

!

i3

$)!:$#*l$)$$!$和青少年

基本心理需求"

!

i3

$)!*1#*l$)$$!$)亲子关系

正向预测青少年基本心理需求 "

!

i

$)"21#*l

$)$$!$#负向预测网络游戏成瘾"

!

i

$)!#0#*l

$)$$!$)青少年基本心理需求负向预测青少年网

络游戏成瘾"

!

i3

$)!!"#*l$)$!$&

中介效应量分析结果"如图 !$显示#亲子关

系和基本心理需求在父母心理困扰与青少年网络

游戏成瘾间的中介效应显著#总的标准化中介效

应值为 $)$%"& 中介效应具体由三条路径产生的

间接效应组成& 父母心理困扰
"

亲子关系
"

青少

年网络游戏成瘾形成的间接效应 ! "效应值

$)$#2$#父母心理困扰
"

青少年基本心理需求
"

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形成的间接效应 #"效应值

$)$#!$#父母心理困扰
"

亲子关系
"

青少年基本

心理需求
"

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形成的间接效应

""效应值 $)$$1$#" 个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

分别为 !2)!D#!#)2D#2)"D#且以上间接效应的

:%D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表明 "个间接效应均达

到显著水平#研究假设 ##"#2均得到验证&

图 !4中介效应检验路径图

24讨论

2)!4父母心理困扰对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

影响

本研究探讨了父母心理困扰与青少年网络游

戏成瘾的关系及其内部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父

母心理困扰与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呈显著正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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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父母心理困扰能显著预测青少年网络游戏成

瘾#这与以往对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研究结果

一致*#*

3

"$+

#验证了假设 !& 研究结果支持了生态

系统理论与'认知0行为(模型#家庭是个体社会

化的第一个场所#是影响个体发展最基本的微系

统*"!+

#而父母则作为微观环境中主要角色#对青

少年的影响是直接而有力的#当父母被自身情绪

所困时#则很难保持良好的状态去教养孩子*"#+

&

同时#父母所表现出来的抑郁%社交焦虑和物质依

赖将会促进青少年病理性网络使用*""+

& 此外#父

母的过高期望也会影响父母的心理状态& '望子

成龙#望女成凤(的思想不仅会让父母面对孩子

的成长显得更加焦虑#也会提升孩子的压力与挫

败感#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影响也会成为青少年

网络游戏成瘾的原因之一&

表 #4各变量间回归关系的分析

回归方程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拟合指数

.

.

#

/

回归系数显著性

!

(

亲子关系

$)"01 $)!"% "$)$:1

性别 $)$1* !)$*"

年级段 3

$)#:" 3

2)!$!

!!!

父母身份 $)21$

0)1:%

!!!

父母心理困扰 3

$)!:$ 3

%)0!$

!!!

青少年基本心理需求

$)2": $)!:# "0)1$"

性别 3

$)$#!

3

$)"$!

年级段 3

$)!20 3

#)$*"

!

父母身份 3

$)!%$ 3

#)!0:

!

父母心理困扰 3

$)!*1 3

%)%12

!!!

亲子关系 $)"21

:):2%

!!!

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

$)2%$ $)#$# "#)2::

性别 $)1!2 3

!$)"$2

!!!

年级段 $)$#% $)"%:

父母身份 $)$*0 !)#%#

父母心理困扰 $)!!*

")2:*

!!!

亲子关系 3

$)!#0 3

")2%%

!!!

青少年基本心理需求 3

$)!!" 3

")!1%

!!

44注!模型中各变量均经过标准化处理#控制变量都进行了虚拟变量处理!性别#$

i男#!

i女)年级段#$

i初中生#!

i高中生)父母身

份#$

i父亲#!

i母亲&

2)#4亲子关系和青少年基本心理需求在父母心理

困扰与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间的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父母心理困扰能通过亲子关

系和青少年基本心理需求的中介作用对青少年网

络游戏成瘾产生影响&

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亲子关系是青少年网

络游戏成瘾的重要影响因素#良好的亲子关系会

让青少年感受到自己是被亲人所接纳的*"2

3

"%+

#此

研究结果验证了假设 #& 当父母在工作与生活中

不定期出现烦躁%迷茫%抑郁等消极情绪和不良心

态时#很可能会激发不太理想的育儿方式#这可能

会影响与孩子的相处#导致亲子关系恶化*"0+

& 有

研究表明#抑郁症状高的父母往往更易怒#与孩子

进行消极和敌对的互动#通过强迫而不是协商来

管教孩子*"%#!!+

#加之青少年正处于叛逆时期#亲

子矛盾激化#加大了网络游戏成瘾风险&

自我决定理论认为#人必须满足三种根本性心

理需要#即自主性需要%胜任需要和归属需要#如果

现实环境中不能满足这些需要#个体将会适应不良

或转向其他环境寻求满足*"0+

& 相比亲子关系良好

的青少年#频繁的家庭冲突与针锋相对会让青少年

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所感知的亲情关爱较少#他

们的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从而会极力渴求自我平

衡& 网络游戏本身的诸多特点正好弥补了三种根

本性的需要#网络游戏世界带给青少年的心理满足

与情绪发泄将会强化其上网行为#过度依赖最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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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网络游戏成瘾*!*+

& 相反#亲子关系良好的青

少年会有更强的自主适应性与更好的人际关系#更

关注现实世界的事物与感受#网络游戏对其的诱惑

力相对减少&

研究发现#青少年基本心理需求在父母心理

困扰与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验证了假设 "& 家庭系统理论认为#家庭关系之

间的平衡与自主性是孩子健康适应与发展的必要

条件& 它认为家庭成员是互相影响的互动系统&

相对于心理状态良好的父母#处于心理困扰中的

父母因自我价值感不足%亲缘关系受挫%不安全的

依恋等而产生焦虑%抑郁%痛苦等情绪*!*+

#父母可

能通过控制他们的孩子来减少消极情绪*"0+

#而这

会挫败孩子的基本心理需求#导致孩子出现问题

行为*"1+

& 因父母心理困扰导致心理需求得不到

满足%情绪受到压抑的青少年#网络游戏便成为他

们情绪发泄的出口或满足需求的主要方式&

本研究证实了亲子关系和青少年基本心理需

求在父母心理困扰与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之间的

链式中介作用& 当父母心理状态良好时#便有着

稳定的情绪状态与豁达的心态去处理与孩子相处

的各种事件#他们会尊重孩子的想法%理解孩子的

行为#给予孩子适当的自主权#从而培养出良好的

亲子关系& 而良好的亲子关系能让孩子的能力%

自主%关系等心理需求得到更好的满足#激励和保

护他们更积极%更健康地生活#因而其对网络游戏

不会过分依赖& 相反#当父母自身处于情绪困扰

和行为混乱时#没有精力维护良好的亲子关系#因

此也照顾不到青少年的基本心理需求& 青少年在

现实生活中的心理需求得不到适当满足#就更有

可能通过虚拟的网络游戏去寻求替代性满足#因

而更容易出现网络游戏成瘾&

%4教育启示

%)!4父母要注意维护自身心理健康

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不是青少年的个体问

题#而是一个家庭问题& 父母的心理健康对孩子

的身心健康有着重要影响作用& 消极悲观的父母

很难养育出积极健康的孩子& 父母应重视维护自

身的心理健康#积极地面对工作和生活& 当工作

或生活中遇到困难时#应积极思考解决方案#保持

健康的生活方式#给孩子树立积极向上的榜样&

心理状态难以调适时#可以考虑寻求心理咨询师%

心理医生等心理专业人士的疏导和建议& 同时#

父母作为孩子的模仿对象和学习榜样#应该自觉

抵御网络游戏的诱惑#合理规划手机使用时间&

%)#4父母要积极提升亲子关系质量

维护和提升亲子关系质量是一门学问#需要

父母认真学习并实践& 进入青少年期#孩子的身

心都有了较大的变化#父母应积极调整和孩子的

相处模式#提升亲子关系质量& 首先#父母要学会

放下权威的'领导者(角色#更多化身为'朋友(身

份#在日常的交流和相处中更多尊重孩子#保持亲

密关系& 同时#在原则范围之内#尽可能给予步入

青少年期的孩子选择权和私人空间& 再者#父母

要学会管理情绪#主动和孩子进行良性的沟通&

除此之外#换位思考与相互理解是亲子相处必不

可少的环节#青少年渴望被尊重和重视#成为孩子

可诉说的对象很重要& 最后#鼓励%表扬%拥抱是

表达爱的有效方式#这会让孩子切实感受到父母

对自己的爱#进而拉近亲子距离&

%)"4家庭要重视对青少年心理需求的满足

在预防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中#父母要转变

家庭功能%传统父母身份的观念& 青少年心理需

求得不到满足的原因之一包括传统观念中的父母

身份#在传统观念中父母对孩子来说是居高临下

的权威象征#'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表达父母关

爱#往往是'爱之深#责之切(& 但其实#过分强调

父母的要求和需要往往会压迫孩子内心的真实感

受与诉求#进而引发青少年行为或心理问题& 父

母与孩子交流与相处的过程中#应尽量尊重和理

解孩子的想法或行为#如有不妥当的地方#可以采

用商量%沟通%引导的方式取代责%打%骂#用正确

的%温暖的行为和言语来传达爱#营造温馨的家庭

环境#进而满足青少年的心理需求#这是预防青少

年网络游戏成瘾的根本&

%)24学校要加强对家庭教育的指导

学校可通过家长会%讲座%家庭访谈等方式宣

传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推送有关情绪调理和教养

方式的杂志文章与专家视频#提升家长的情绪管

理和教养能力#为家长提供实用科学的心理调理

方式与教育建议)同时#学校可开展相关的团体辅

导或班会#让同学们在活动中相互交流与学习如

何抵制网络游戏的诱惑#如何正确与父母沟通#提

高亲子关系质量#进而降低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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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年第 !"卷

的风险& 对于因家庭关系导致基本心理需求满足

程度较低的青少年#学校和家庭成员应与其父母

积极谈话#或找心理咨询师引导#有针对性地化解

亲子间的矛盾与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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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aZHSaAI! fâ7Z8FI! fa6GSaG! N?=O)̂._

?NQ.N?A=>(.TB(P'Q&NQ(. S=QOY6&'ONP-N.-N) 6PP'-(=_

?('.PK(?@ C=QN.?=O=.& 6&'ONP-N.?GN.?=O9N=O?@%<&)

SMQ'JN=. CPY-@(=?QY! #$!1! 2") !2

3

!*)

%"!& 王建平! 喻承甫! 刘莎! 等)家庭亲密度#抑郁与青

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关系)\8GZ基因 QP1"1*00 多

态性的调节效应%<&)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 !2"

3

!2:)

%"#& 尹霞云! 余彬杨! 赵温也)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及其

干预)家庭风险的视角%<&)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 !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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