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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尹霞云#娄梦程#余彬杨
"湖南科技大学 教育学院#湖南 湘潭 2!!#$!$

摘4要!为探讨家庭累积风险对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采用问卷法对 **"名青少年的家庭累积

风险$基本心理需求$情绪性人格特质及网络游戏成瘾进行调查!并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分析基本心理需求的

中介作用和情绪性人格特质的调节作用% 结果显示+家庭累积风险能够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基本心理需

求在家庭累积风险对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影响路径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情绪性人格特质调节了家庭累积风险对青

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直接预测作用以及基本心理需求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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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问题提出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次+中国

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年 0

月#我国网民规模为 !$)"!亿#其中 !$到 !7岁的青

少年网民群体占比为 !%)"b.我国网络游戏用户规

模达 ")"#亿#占网民整体的 "#)0b

)!*

' 近年来#随

着互联网普及率逐年上升#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的

现象屡见不鲜#成瘾者荒废学业&社会功能受损乃

至违法犯罪的例子比比皆是#目前网络游戏成瘾已

成为亟待解决的青少年行为问题之一'

网络游戏成瘾 " ].BHT.HBJKL(.J&(D'T&HT#

]5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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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e会在很大程度上损害青少年的心理健

康#并导致其学业不良以及不良的生活方式.同

时#网络游戏占用了青少年大量的学习时间#使他

们的专注力严重受损#长此以往很可能会增加其

罹患精神疾病的概率)%*

' 家庭风险因素是指在

家庭环境中能够增加儿童及青少年不良发展后果

的概率的相关因素)2*

' 前人研究结果表明#家庭

风险因素对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具有显著的不利

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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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据累积生态风险理论 "ZGLGIKB(PHS(D/

\AH'TR$#青少年仅仅经历单一的风险因素并不一

定导致身心的不良发展#但是如果有多种风险因

素叠加在一起#那么出现不良后果的概率将成倍

地增加)2*

' 既往研究表明#多种风险因素累积可

能导致青少年出现语言发展障碍&认知损害&学业

不良&网络成瘾等各种心理和行为问题的概率成

倍增加)0

3

**

' 因此#本研究认为家庭风险的累积

可能导致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发生率增加'

自我决定理论 " :HIWfeHBHTL(.KB('. \AH'TR#

:e\$认为#个体存在三种与生俱来的心理需

求---胜任&自主和关系需求#这三种需求在被满

足时会增强自我激励和心理健康#当受挫时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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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积极性和幸福感减弱.个体的基本动力在于寻

求心理需要的满足#倘若周围环境无法为满足个

体心理需求创造良好条件#则会削弱个体的内在

动机&自我调节和幸福感)7*

' 因此#如果青少年

家庭累积风险指数较高#则个体的基本心理需求

很可能得不到应有的满足#个体将出现适应不良

等情况#或者会转向其他方面寻求满足)!$*

' 由

此#个体很有可能转向虚拟的网络游戏世界去寻求

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心理满足#以此保持心理状态

的健康与平衡' 相关的实证研究发现#基本心理需

求在外界环境和个体心理之间起中介作用)!!*

' 另

一研究也发现#累积生态风险可以通过降低基本心

理需要的满足进而增加青少年网络成瘾)1*

' 据此#

本研究推断#家庭累积风险会导致青少年在寻求基

本心理需求的满足时受挫#进而诱发网络游戏成瘾

现象#即基本心理需求可能是家庭累积风险与青少

年网络游戏成瘾之间的中介变量'

个体3环境交互作用理论认为#个体的行为

问题是外在环境消极影响和个体人格特质因素交

互作用的结果)!#*

' 8'G.J的研究表明#网络成瘾

的个体具备独特的人格特质)!%*

#国内学者也发现

人格特质对网络成瘾倾向有着显著的影响)!2*

'

情绪性人格特质对应着大五人格">(Jfg(PH$中的

神经质维度#它包括紧张焦虑&关心别人对自己的

看法和自我评价低三个方面)!"*

' 既往研究发现#

患有网络成瘾的青少年在神经质上的得分明显要

高于正常个体#而且性格更加孤僻内向#容易产生

抑郁情绪)!0*

' 另有研究发现个体的羞怯情绪可

以正向预测网络成瘾#即羞怯情绪高的个体患网

络成瘾的可能性更大#且羞怯情绪很大程度上会

导致个体的基本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最终导致

网络成瘾)!1*

' 由此可以推断#在同样的家庭累积

风险因素作用下#相较于情绪比较稳定的个体#高

情绪性人格特质水平的青少年往往处于基本心理

需求满足较低的状态#这样的个体更容易沉迷网

络世界从而出现网络游戏成瘾' 因此本研究假

设#情绪性人格特质能调节家庭累积风险对青少

年网络游戏成瘾的影响'

综上#本研究提出的假设如下#并据此构建了

一个家庭累积风险导致青少年网络成瘾的中介调

节效应模型#如图 !所示'

!̀!家庭累积风险对青少年的网络游戏成瘾

具有正向的预测作用'

#̀!基本心理需求在家庭累积风险对青少年

网络游戏成瘾的预测间起中介作用'

%̀!情绪性人格特质调节了 %家庭累积风

险-基本心理需求-网络游戏成瘾(路径中的前

半条路径'

2̀!情绪性人格特质调节了 %家庭累积风

险-网络游戏成瘾(的直接路径'

图 !4带调节的中介假设模型

#4对象与方法

#)!4被试

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样#在湖南省岳阳市&长沙

市&湘潭市的 "所中学进行调查#共收回 7%% 份问

卷#剔除内容缺失的问卷后#留下问卷 **" 份#有

效率 72)0b' 被试年龄为 !#-!* 岁 "_

M

!2)1

岁#:e

M

!)1 岁$#男生 "02 人"0%)1b$#女生 %#!

人"%0)%b$.初一年级 #$2 人"#%)!b$#初二年级

!0$人"!*)!b$#高一年级 #%0 人"#0)1b$#高二

年级 #*"人"%#)#b$'

#)#4工具

#)#)!4家庭累积风险问卷

根据以往研究#选取家庭环境中与青少年网

络游戏成瘾密切相关的 7种高风险因素来构建家

庭累积风险指数#有风险编码为 !#无风险编码为

$

)2#1*

' 各个风险因素的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家庭类型' 用一个项目测量#即%家里哪

些人住在一起/( "可多选$' 没有与亲生父母共

同生活视为有风险'

"#$父母婚姻状况' 用一个项目测量#即%父

母的婚姻状况如何/(' 父母已婚视为无风险'

"%$父母受教育程度' 用两个项目分别测

量' 父母二人受教育程度均在 %高中+中专+职

中(以下视为有风险'

"2$父母行为控制' 采用VK.J等人的%行为

控制分量表(测量)!**

#使用 " 点计分' 风险界定

标准!低于第 #" 百分位数#视为有风险' 量表的

!

系数为 $)7$!'

""$父母心理控制' 采用VK.J等人的%心理

控制分量表(测量)!**

#使用 " 点计分' 风险界定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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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高于第 1" 百分位数#视为有风险' 量表的

!

系数为 $)7#"'

"0$家庭经济困难' 采用%家庭经济压力量

表(测量)!7*

#共 2个项目#使用 "点计分' 风险界

定标准!高于第 1" 百分位数#视为有风险' 量表

的
!

系数为 $)*$$'

"1$亲子关系' 采用%父母和同伴依恋问卷

"简版$(中的父子依恋和母子依恋两个分问卷来

测量)#$*

#各有 !$个题目#使用 " 点计分' 风险界

定标准!低于第 #" 百分位数#视为有风险' 量表

的
!

系数为 $)*#1'

"*$心理困扰' 采用%凯斯勒心理困扰量表(

测量#共 !$个项目#使用 " 点计分' 根据项目总

分将心理健康状况分级!!$i!" 分"! 级#良好$#

!0i#! 分"# 级#一般$###i#7 分"% 级#较差$#

%$i"$分"2 级#差$' 父母的心理健康状况处于

%&2级视为有风险' 量表的
!

系数为 $)7#0'

"7$父母严厉管教' 采用 :BTKGD等人的%亲

子冲突解决策略量表中文版(的心理攻击和体罚

两个分量表)#!*

#共 !! 个题目#采用 $i1 级评分#

得分越高代表近一年内父母对子女的严厉管教行

为越频繁' 风险界定标准!高于第 1" 百分位数#

视为有风险' 量表的
!

系数为 $)*10'

#)#)#4网络游戏成瘾问卷

魏昶等人在 5H.B(IH的病理性视频游戏使用

问卷基础上编制出用于检测 ]5e的病理性网络

游戏使用问卷)##*

' 该问卷共 !! 个项目#采用 %

点记分#根据5H.B(IH的建议对得分进行重新编码

后计算总分#分数越高表示有更强的 ]5e倾向'

量表的
!

系数为 $)17$'

#)#)%4基本心理需求问卷

采用 5KJ.m的一般需要满足量表 "5H.HTKI

UHH& :KB(DWK-B('. :-KIH#5U::$#测量人们在日常

生活中的自主需求&胜任需求和关系需求的满足

情况)#%*

' 该量表共 #!个项目#采用 " 点计分#得

分越高代表被试的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程度越高'

量表的
!

系数为 $)*#1'

#)#)24中学生人格五因素问卷

采用邹泓修订的+中学生人格五因素问卷,中

的情绪性分量表)!"*

#共 !$个项目#采用 "点计分#

得分越高代表个体情绪性人格特质越明显' 该量

表的
!

系数为 $)17#说明此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

#)%4数据处理

首先计算家庭累积风险指数#该指数为被试

在 7 种因子上的风险因素划分结果 "!

M有风

险#$

M无风险$的总和.随后#使用 : :̂: #!)$对数

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最后通过

Ŝ?Z=::对数据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24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使用自我报告法对家庭累积风险&基

本心理需求&情绪性人格特质&青少年网络游戏成

瘾进行测量#考虑到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因此

进行了 K̀TLK. 单因子检验#对所有项目进行未

旋转的主成分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最大的因子载

荷量为 !$)"#b#未超过 2$b#表明本研究不存在

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4研究结果

%)!4变量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各变量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如表 !所示'

家庭累积风险与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和情绪性人

格特质显著正相关#与基本心理需求的满足显著

负相关.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与情绪性人格特质

显著正相关#与基本心理需求的满足显著负相关.

情绪性人格特质与基本心理需求的满足存在显著

负相关'

表 !4变量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M

**"#

变量 _n:e # % 2

!家庭累积风险 #)$7n!)"$ !

#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 $)#"n$)!7

$)#"0

!!!

#

%基本心理需求 %)%#n$)2* 3

$)#7

!!!

3

$)!*

!!!

%

2情绪性人格特质 #)**n$)0"

$)!2

!!!

$)!*

!!!

3

$)2!

!!!

2

44注!

!

$k$)$" #

!!

$k$)$! #

!!!

$k$)$$!#下同'

%)#4基本心理需求的中介效应检验

在控制性别&年级&生源地的条件下#检验基

本心理需求在家庭累积风险和青少年网络游戏成

瘾中的中介作用#结果如表 #所示!家庭累积风险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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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预测作用是显著的"

"

M

$"#$#$k$)$$!$#且在加入了中介变量后#这一直

接预测作用依然显著"

"

M

$"!*#$k$)$$!$' 家庭

累积风险对基本心理需求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

"

"

M3

$"!7#$k$)$$!$#基本心理需求对青少年网

络游戏成瘾的负向预测作用也显著"

"

M3

$"!%#$k

$)$$!$' 结果显示#家庭累积风险和青少年网络

游戏成瘾之间存在一个中介变量---基本心理需

求#中介效应 $)$##7"b的 >''BDBTKC 置信区间为

)$)$!#$)$2*#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02b'

表 #4基本心理需求中介作用的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

M

**"$

预测变量 结果变量

拟合指标

!

!

#

'"()$

系数显著性

"

%

性别

年级

生源地

家庭累积风险

网络游戏成瘾 $)2$ $)!0

2#)*#

!!

"2$

3

$)0! 3

7)%*

!!!

$)$# !)#!

$)$" $)*0

$)#$

0)0#

!!!

性别

年级

生源地

家庭累积风险

基本心理需求 $)#1 $)$1

!*)%!

!!!

"2$

3

$)$!

3

$)!%

3

$)$" 3

#)00

!!

3

$)#% 3

%)#7

!!!

3

$)!7 3

")*7

!!!

性别

年级

生源地

家庭累积风险

基本心理需求

网络游戏成瘾 $)2# $)!1

%*)"2

!!!

""$

3

$)0# 3

7)27

!!!

$)$! $)*%

$)$# $)2$

$)!*

")1%

!!!

3

$)!% 3

2)#"

!!!

44注!性别为虚拟变量#$代表男生#!代表女生#表中为男生人数和比例'

%)%4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在控制性别&年级&生源地的条件下#对有调

节的中介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见表 %!将情绪性人

格特质放入模型中#家庭累积风险与情绪性人格

特质的乘积项对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及基本心理

需求的预测作用均显著"网络游戏成瘾!

"

M3

$)!*#

$k$)$!.基本心理需求!

"

M

$)$1#$k$)$"$#说明情

绪性人格特质不仅在家庭累积风险对青少年网络

游戏成瘾的直接预测中起调节作用#而且可以调

节家庭累积风险对基本心理需求的预测作用'

表 %4情绪性人格特质调节效应的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

M

**"$

预测变量 结果变量

拟合指标

!

!

#

'"()$

系数显著性

"

%

性别

年级

生源地

家庭累积风险

情绪性人格特质

家庭累积风险c情绪性人格特质

网络游戏成瘾 $)2" $)#$

%*)#"

!!!

"0$

$)$0 $)7*

3

$)$" 3

#)0$

!!

3

$)#$ 3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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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将情绪性人格特质按正负一个标准差分为高

低组"_n:e$#进一步进行简单斜率分析' 由图

%&图 2可知#随着被试情绪性水平的提高#家庭累

积风险对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正向预测作用逐

渐减弱"D(LCIHDI'CH低
M

$)#0% %# %

M

")0"% "# *k

$)$$$.D(LCIHDI'CH高
M

$)$*2 ##%

M

!)722 1# *k

$)$"# !$.与此同时#家庭累积风险对基本心理需

求的负向预测作用也随之下降"D(LCIHDI'CH低
M

3

$)##2 %#%

M3

2)*7" ## *k$)$$$.D(LCIHDI'CH高
M

3

$)$12 "#%

M3

!)1#0 $# *k$)$*2 1$'

图 #4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注!

!

*k$)$"#

!!

*k$)$!#

!!!

*k$)$$!'

图 %4情绪性人格特质在家庭累积风险与网络游戏成瘾

之间的调节作用

图 24情绪性人格特质在家庭累积风险与基本心理需求

之间的调节作用

24结论与讨论

2)!4家庭累积风险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网络游

戏成瘾

前人已有许多研究表明累积风险与不良行为

结果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2#!$###*

#本研究将这一

结论进一步扩展到具体的网络游戏成瘾领域#考

察家庭累积风险与网络游戏成瘾二者的关系#研

究结果证实了家庭累积风险能够显著正向预测青

少年网络游戏成瘾' 这一研究结果支持了家庭系

统理论的主要观点#该理论认为家庭成员之间的

活动是相互作用的#强调整个家庭对个体行为影

响的重要性)#2*

' 同时#这一研究结果也支持了

eKP(D提出的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认知行为模型#

该模型认为个体所处环境是导致个体网络成瘾的

重要原因)#"*

' 在成年离家之前#青少年群体在家

庭这个环境系统里所处的时间最久#当青少年出

现网络游戏成瘾等行为问题时#我们不仅需要从

青少年自身寻找可能的成瘾原因#还需要考虑与

青少年个体密切相关的家庭系统是否存在诱因#

例如亲子关系&父母心理困扰&父母教养方式等因

素#倘若家庭系统中存在的风险因素越多#此时身

处其中的青少年出现网络游戏成瘾现象的可能性

会越高'

2)#4基本心理需求的中介作用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基本心理需求在家庭累

积风险与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关系中起到部分

中介作用' 该研究结果也符合累积生态风险影响

的%梯度效应(#即随着生态风险的不断增加#青

少年的基本心理需求满足的程度会随之下降)1*

'

这也意味着#如果个体所处环境中存在的累积风

险越高#那么其基本心理需求的满足程度就会越

低#从而会导致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下降#个体也

就更容易出现网络游戏成瘾等行为问题' 本研究

发现基本心理需求与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之间呈

现显著的负相关#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一致)#0*

'

这表明#如果个体的基本心理需求满足程度较低#

那么他们可能会试图从网络世界里探寻能够满足

自身心理需求的途径' 在网络游戏中#赢得挑战

满足了个体的能力需求.在游戏世界中结交朋友

则满足了个体的关系需求' 一旦青少年发现自己

能够通过网络游戏得到心理需求的满足#那么这

种在现实生活中受挫从而转向网络世界寻求安慰

的行为就得到了强化#这会促使个体将使用网络

变成主要的生活方式# 最终导致网络游戏

成瘾)#1

3

#7*

'

本研究认为#家庭累积风险对青少年网络游

戏成瘾倾向的作用机制有两条#一是通过直接途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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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正向预测网络游戏成瘾.二是通过家庭累积风

险降低基本心理需求这一间接途径实现的#基本

心理需求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一个类似于%桥

梁(的中介作用#既体现了与家庭累积风险的关

系#又反映了与网络游戏成瘾的关系' 综上#本研

究验证了环境因素"家庭累积风险$可以通过影

响内在心理过程"基本心理需求$#进而影响个体

的最终发展结果"网络游戏成瘾$' 以往研究也

发现如果个体的基本心理需求得不到及时的满

足#个体就可能产生网络成瘾倾向)1#!1*

' 但本研

究将基本心理需求的中介作用拓展到家庭累积风

险与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这一具体领域的关系

中#再一次为此提供了具体的实证研究结果和新

的研究视角'

2)%4情绪性人格特质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情绪性人格特质不仅能够在

家庭累积风险与网络游戏成瘾的直接关系中起调

节作用#而且还能够对%家庭累积风险-基本心

理需求-网络游戏成瘾(这一中介效应的前半路

径起调节作用#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1# %$*

'

这表明家庭累积风险对于个体基本心理需求及网

络游戏成瘾的预测作用会随着个体情绪性人格特

质的提高而增加#即高情绪性人格特质在家庭累

积风险与基本心理需求及网络游戏成瘾的关系中

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这一结果也表明情绪

性人格特质是一种风险因素)%!*

' 情绪性人格特

质的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情绪

性人格特质得分高的个体情绪波动大#很容易受

到外界的影响#对各种刺激都反应强烈而且情绪

被唤起之后久久难以平复#因此容易导致不良的

心理健康问题.其次#这种人格特质具有性格敏

感&自我评价低&性格孤僻等特点#这些不可避免

会影响到个体的人际交往#而现实中失败的社会

交往会迫使个体转向虚拟的网络交往以获取满足

感和愉悦感#长期如此会导致个体现实生活中的

人际交往更加糟糕#这种恶性循环会导致消极的

行为结果' 累积生态风险理论发现#一种风险会

增加另一种风险的影响)2*

' 因此#情绪性人格特

质"风险因素$会%放大(或%强化(家庭累积风险

"风险因素$对基本心理需求及网络游戏成瘾的

负面影响' 当高情绪性人格特质的个体同时具有

高家庭累积风险时#网络游戏成瘾的可能将大大

增加#这是一种%雪上加霜(的调节模式' 由此#

如果青少年个体的情绪性人格特质较高#那么他

们有可能更多地选择网络游戏作为心理压力的宣

泄途径'

"4研究启示与不足

本研究考察了家庭累积风险与青少年网络游

戏成瘾#据此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该

模型既回答了家庭累积风险如何影响青少年网络

游戏成瘾这一问题#又回答了家庭累积风险对青

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直接预测作用和基本心理需

求的中介作用在何种条件下更为显著的问题#对

于拓展家庭领域的风险因素与个体心理健康及行

为问题之间关系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有

助于构建更加完善的网络游戏成瘾产生及发展模

型' 此外#该模型还可以为科学预防青少年网络

游戏成瘾提供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

首先#从家庭层面来说#父母需要重视家庭环

境对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心理和行为的影响#努力

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保持和谐亲密的亲子关系#

减少家庭中潜在的风险因素.同时#家长需要加强

与青少年之间的沟通交流#了解青少年当前的基

本心理需求#并引导其通过恰当合理的方式来满

足自身心理需求#从而减少其向虚拟的网络世界

寻求精神满足的可能性#以便降低网络游戏成瘾

风险' 其次#从学校层面来说#校方应该努力营造

家校联合统一战线的良好氛围#可通过家访&家长

会等渠道转变某些家长错误的教育观念#帮助他

们提升教育素养#建立正确有效的教育方式.同

时#学校也有必要在校内开展一些关于网络成瘾

危害的主题班会&讲座等科普教育活动#使青少年

认识到不良网络使用的恶果#引导他们养成正确

健康的网络使用习惯' 不论是家长还是学校#都

需要根据学生个体的独特性采取相契合的教育方

式#对于那些高情绪性人格的学生#父母及教师需

要对其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帮助其解决自身

的烦恼#改变其已有的不良行为方式#从产生成瘾

问题的源头出发#降低其网络成瘾可能性' 最后#

从社区层面来说#社区工作者可以利用社区宣传

栏板报&印发宣传手册等形式向青少年家庭宣传

家庭教育知识#帮助青少年父母提升家庭教育素

养和能力.也可以利用儿童节&父亲节&母亲节等

节假日契机举办亲子活动#加强亲子间沟通#增进

亲子感情#融洽家庭氛围.同时#还可以在社区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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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进行网络游戏成瘾的心理普查工作#对有网络

游戏成瘾倾向的青少年#主动走访沟通#协助家长

引导孩子的网络游戏行为'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需要在未来的

研究中加以改进' 首先#家庭风险因素的代表性

有待完善#本研究中所列举的 7 种风险并不能完

全概括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家庭环境中所存在的风

险因素#未来对于家庭风险因素的研究还需要进

一步完善' 其次#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样本的代

表性不够强#未来的研究可以从多个城乡中学的

初一至高三分别采样#即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

样本中这 0 个年级都要纳入在内' 最后#未来的

研究可以考察更多与网络游戏成瘾相关的风险因

素和保护因素#有助于全面了解其作用机制#以便

更好地对其进行预防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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