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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investigate impulsivity and 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 in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Chongqing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th, the study, of which the subjects investigated were the 4186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Chongqing, used BIS-11 and Young’s Diagnostic Questionnaire. The results 
turned out that in impulsivity, girls’ scores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boys’; there were signifi-
cant differences in gender, and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 boys’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girl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gender, urban and rural 
areas, high and low score in impulsivity; there were effect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family and 
gender, family and high and low score in impulsivity. Conclusion: 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 is 
positively predicted by impuls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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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讨重庆市高中学生冲动性和网络成瘾的概况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使用BIS-11量表和Young的网络

成瘾量表对重庆市4186名高中学生进行了测查。结果在冲动性方面，女生显著高于男生(t = −4.933, p 
< .001)；在网络成瘾方面，男生显著高于女生(t = 4.916, p < .001)，城市学生显著高于农村学生(t = 8.894, 
p < .001)。在性别、城市、冲动性高低分组上均差异显著，且家庭所在地和性别、家庭所在地和冲动性

高低在对网络成瘾的影响上有交互效应。结论：冲动性各维度一定程度上对网络成瘾有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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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由于网络成瘾的研究热度不断提升，近年来对网络成瘾的原因研究也越来越多，Young 作为世界上

早期研究网络成瘾的学者，他把网络成瘾(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 IAD)定义为在无成瘾物质作用下的

上网行为冲动失控，表现为由于过度使用互联网而导致个体明显的社会、心理功能损害(Young, 1996)。
其中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原因被分为三类：个性心理因素，客观环境因素和上网情况(刘小霞，2006)。有学

者为网络成瘾建立了模型，比如提出了“失补偿”的假说，该假说将网络成瘾解释为上网行为是青少年

在心理发育过程中受阻滞时的补偿表现，如果进行了“建设性补偿”，即帮助青少年恢复常态发展，即

为正常上网行为；如果进行了“病理性补偿”，即导致青少年发展偏差或中断，即为“网络成瘾行为”

(高文斌，2006)。在近年来的研究当中部分研究着重于寻求客观环境因素对青少年上网的影响，如矛盾的

家庭环境和拒绝、否认、缺少温情的父母教养方式与青少年网络成瘾有关(彭阳，2007)。而在为数不多的

倾向于对个性心理因素的研究中，刘连龙(2008)认为大学生网络成瘾与气质类型呈中度相关，平凡等(2011)
认为学业自我表露、身体自我表露与网络成瘾关系显著负相关，孤独感与网络成瘾关系显著正相关。还

有的研究发现感觉寻求、孤独、害羞、焦虑、抑郁等人格素质与网络成瘾存在相关性(Lin, 2002)。 
冲动性是一种人格特征，具有这种特质的人在内部或外部刺激作用时通常迅速地、没有计划地做出

反应，而且不考虑这些反应对自身或他人是否会产生负面的影响(Moeller, 2001)。这种人格特征是相对稳

定的，不容易因受到外界影响而发生变化的，并且这种人格特征会对人们的学习、生活等造成一定影响，

比如冲动性人格对认知操作和认知方式存在影响(张利燕，2005)，冲动性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邱晓惠等，

2008)，并且冲动性人格与自杀态度呈显著正相关(饶夏溦，2007)，冲动性的测量对有自伤自杀高风险的

个体有一定的预测作用(王法鑫等，2002)。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冲动性人格与一些行为或事件有一定的相关

甚至预测作用。 
一些学者认为网络成瘾可能是一种冲动控制障碍或至少与冲动有关。有研究通过 ERP 对 stroop 效应

进行分析表明网络成瘾者行为控制能力受损，且自我控制不能正是网络成瘾的一个主要特征(Dong, 2011)；
梅松丽、张明(2010)等的研究结果显示网络成瘾大学生更加倾向于做出冲动性选择，并且网络成瘾者延迟

折扣率均显著高于非网络成瘾大学生，并随时间推移而升高；曹枫林、苏林雁(2007)等人发现网络成瘾与

冲动行为相关。该类研究结果一致表明网络成瘾的发生与冲动相关。所以我们可以假设冲动性与网络成

瘾存在一定的影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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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从现有的研究当中，冲动作为个性特征研究其与网络成瘾的研究很少，并且没有探究冲

动各维度对于网络成瘾的影响，并且被试人群多为大学生，因此本研究想通过高中学生来探究冲动性与

网络成瘾的关系，即冲动性这一人格特征对网络成瘾形成的影响，对高中学生网络成瘾有一定的预测作

用。同时也可以为干预高中生网络成瘾提供新的思路。 

2. 对象和方法 

2.1. 对象 

本研究采取了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在重庆市范围内，随机抽取了 6 所中学，其中市重点中学 2 所，

普通中学 4 所，高中学生为施测对象，共计 4709 人，经筛选得到有效问卷 4186 份，有效率为 88.90%。

被试分布情况如表 1。 

2.2. 研究工具 

冲动性量表：采用中文版 Barret 冲动性人格特征量表(BIS-11)。本文所用版本由李献云等修订而成，

本量表总分区间为 30~100 分，包括 3 个维度，分别为认知冲动性、行动冲动性、无计划冲动性。分量表

与总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性为.77~.89。重测信度在.68~.89 之间。在此研究中 α系数为.922。 
网络成瘾量表：采用美国匹兹堡大学 Kinberly S. Young 所编制的网络成瘾测验量表(Internet Addiction 

Index, IAII)评定。量表包括 20 个条目。采用 5 点计分法，总分为 20~100 分，得分越高表明网络成瘾的

程度越高，20~40 分为无网络成瘾者，41~59 分为轻度网络成瘾者(或网络成瘾倾向者)，60~79 分为中度

网络成瘾者，80~100 分为严重网络成瘾者。该量表总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91，各条目与量表的相关

在.27~.67 之间，均有显著意义，该量表在国内外 IAD 研究中是较为常用的量表。在此研究中 α 系数

为.902。 

2.3. 施测和数据处理 

主要采用在电脑上完成问卷的方式，测评前宣读知情同意书，测评完成后，结果自动录入数据库，

作为原始数据。本研究采用 SPSS16.0 软件对研究数据进行 t 检验、方差分析和逐步回归的统计分析。 

3. 结果 

3.1. 高中学生冲动性和网络成瘾概况 

重庆市高中学生冲动性各维度及总分和网络成瘾在性别和来源地上的得分如表 2。 
从表 2 可看出，重庆市高中学生的冲动性水平较低，其中，无计划和认知冲动性的得分较高，行动

冲动性得分较低。在网络成瘾方面得分水平也较低。 
在性别方面，女生在冲动性总分及认知、行动维度上显著高于男生，男生在网络成瘾上得分显著高

于女生；在家庭所在地方面，来自乡村的学生再认知维度上得分显著高于来自城市的学生，但在总分上 
 

Table 1. The constitution of objects 
表 1. 被试情况分布表 

 男 女 共计 

城镇 1351(32.27%) 1326(31.68%) 2577(63.95%) 

乡村 663(15.84%) 846(20.21%) 1509(36.05%) 

共 2014(48.11%) 2172(51.89%) 4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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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不显著；来自城市的学生在网络成瘾上的得分显著高于来自乡村的学生。 

3.2. 性别、家庭所在地在冲动性上的影响及差异 

以性别、家庭所在地作为自变量，以冲动性各维度及总分作为因变量，进行 2 × 2 方差分析，结果见

表 3。 
由表 3 可以看出性别在认知、行动维度以及冲动性总分上主效应显著；家庭所在地在认知维度上主

效应显著；性别和家庭所在地在认知维度上交互作用显著，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性别。 
对性别与家庭所在地的交互作用做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在认知维度得分上，农村的学生得分显著高

于城市的学生(p < .05)；农村的女生得分显著高于农村的男生(p < .001)；在行动维度得分上，城市和农村

女生得分均显著高于男生(p < .001)；在冲动性总得分上，农村的女生得分均显著高于城市的女生(p < .001)。 

3.3. 性别、家庭所在地、冲动性对网络成瘾的影响 

按照 27%的比例取得冲动性得分的高分组和低分组，将冲动性高低分组、性别、家庭所在地作为自

变量，网络成瘾作为因变量，进行 2 × 2 × 2 方差分析，得到结果见表 4。 
由表 4 得到的结果可以看出性别主效应显著，家庭所在地的主效应显著，冲动性的高低组在网络成

瘾的主效应显著；性别和家庭所在地的交互作用显著，性别和冲动性高低组的交互作用不显著，家庭所

在地和冲动性高低组的交互作用显著。三因素的交互作用不显著(p = .405)。 
经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性别上，男生的网络成瘾得分显著高于女生；在家庭所在地方面，来自城市

的学生得分显著高于来自农村的学生；在冲动性高低方面，冲动性高的学生得分显著高于冲动性低的 
 
Table 2. The T-test of gender & family place in Impulsivity & IAD 
表 2. 冲动性和网络成瘾的性别与来源地差异检验 

 男(n = 2014) 女(n = 2172) 
t 

城(n = 2577) 乡(n = 1509) 
t 

 M SD M SD M SD M SD 

无计划 45.94 19.99 46.08 18.30 −.240 46.04 19.04 45.96 19.21 .112 

认知 43.88 17.87 46.05 15.28 −4.186*** 43.94 16.63 46.94 16.29 −5.597*** 

行动 29.54 16.33 33.37 16.45 −7.471*** 31.80 16.33 31.24 16.82 1.057 

冲动性总分 39.79 13.73 41.85 13.02 −4.933*** 40.60 13.34 41.40 13.48 −1.843 

网络成瘾 37.58 12.73 35.71 11.71 4.916*** 37.86 12.53 34.37 11.36 8.894*** 

注：*p < .05，**p < .01，***p < .001。 
 
Table 3. The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gender & family place in impulsivity 
表 3. 性别、家庭所在地在冲动性上的多元方差分析 

 性别 家庭所在地 

变量 df MS F sig df MS F sig 

无计划 1 155.93 
732.94 

.43 
2.01 

.514 

.157 1 14.43 .04 .842 

认知 1 5370.06 
1326.29 

19.79 
4.89 

.000 

.027 1 7408.17 27.31 .000 

行动 1 13447.33 
168.08 

50.05 
.63 

.000 

.429 1 429.20 1.60 .206 

冲动性总分 1 4521.69 
283.66 

25.36 
1.59 

.000 

.207 1 421.01 2.36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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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The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gender & family place in IAD 
表 4. 性别、家庭所在地、冲动性在网络成瘾上的多元方差分析 

 df MS F sig. 

性别 1 1845.20 13.27 .000 

家庭所在地 1 3928.60 28.26 .000 

冲动性 1 45093.09 324.40 .000 

性别*家庭所在地 1 915.03 6.59 .010 

性别*冲动性 1 25.29 .18 .670 

家庭所在地*冲动性 1 1000.98 7.20 .007 

 
学生。 

对性别与家庭所在地的交互作用做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农村的男生显著高于农村的女生(p < .001)，
城市的男生高于农村的男生(p = .062)，城市的女生显著高于农村的女生(p < .001)。 

对家庭所在地和冲动性高低组的交互作用做简单效应分析发现，低冲动的城市学生得分显著高于低

冲动的农村学生(p < .001)，不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高冲动的学生得分显著高于低冲动的学生(p < .001)。 

3.4. 对网络成瘾的回归分析 

根据上述统计结果可知，冲动性的高低分组与网络成瘾呈显著相关，故想进一步探讨冲动性各维度

与网络成瘾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冲动性各维度即无计划冲动性，认知冲动性，行动冲动性作为自变量，

网络成瘾作为因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建立回归方程。结果见表 5。 
由表 5 得到的结果可知，冲动性的三个维度对网络成瘾都有一定的预测作用。(R2 = .152，回归分析

显著性检验：F = 259.433，p < .001)其中预测力最大的是行动冲动性，其次是无计划冲动性，然后是认知

冲动性。另外无计划冲动和行动冲动为正向预测，即此两项得分越高，网络成瘾的可能性就越高；相反，

认知冲动性对网络成瘾是负向预测，即认知冲动性得分越高，网络成瘾的可能性就越低。 

4. 讨论 

4.1. 重庆高中学生冲动性与网络成瘾概况及特点 

4.1.1. 冲动性概况及特点 
由结果可知，重庆市高中学生总体具有较低的冲动性，说明学生具有较好地控制自己的能力，在认

知维度和无计划维度上得分比行动维度上高，说明学生更容易出现上课注意力不集中，不能长时间专心

听讲，会突发奇想的情况，也可能会产生无计划完成事情的问题。因测查的对象为高中学生，众所周知

高中学习任务多压力大，强度大，所以可能产生上课不能长时间集中注意力的情况。 
在以往的对于冲动性性别差异的研究当中，大多数研究表明男生的冲动性显著高于女生的冲动性，

或者二者无显著差异。如杨会芹、曹枫林等人(2007)均发现男生的认知分量表评分高于女生，男女生在全

量表和其他两个人量表上无显著差异，而国内的另一研究发现，在学校儿童中，各分量表和总分也都是

男生高于女生。这与本研究的结论相悖。国内的少数研究得到了女生冲动性水平高于男生的结果(张林，

2011)，但未达到显著水平。推测本研究的结果可能与样本量有关，与地区差异有关，同时由于女生在社

会中，宣泄自己的情绪更能够被理解和包容，男生更习惯于隐藏自己的情绪，所以女生更能直接地表达

想法，可能会造成自我控制和约束能力没有男生强。同时有国外有关于冲动性消费的研究表明，女性在

消费行为中的冲动控制能力弱于男性(Segesta, 2007)为本研究提供了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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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Three demensions of impulsivity and IAD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model 
表 5. 冲动性各维度对网络成瘾的回归分析 

 B 值 SE β t sig. 

常数 26.239 .567  46.300 .000 

无计划 .144 .014 .225 10.629 .000 

认知 −.093 .016 −.126 −5.948 .000 

行动 .251 .011 .338 23.709 .000 

 
在以往对于冲动性的研究当中，家庭所在地对冲动性的影响甚少引起关注。本研究算是尝试了这个

方面的研究。研究结果发现在认知维度得分上，农村的学生得分显著高于城市的学生；在冲动性总得分

上，农村的女生得分均显著高于城市的女生。在分量表和总分上均为农村的学生得分显著高于城市的学

生，说明可能由于农村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更能促进冲动性人格的形成，并且可能由于城市地区相较

于农村地区发达，对学生的成长有更为严格的管教，造成城市的学生有更好的自控能力，抑制了冲动性

人格的形成。 

4.1.2. 网络成瘾概况及特点 
由结果可知，重庆市高中学生的网络成瘾水平较低，推测原因可能为高中学生学习压力大，同时学

校严于学生管理，使学生们能够接触到网络的时间相当有限，切断了学生网络成瘾的客观条件。 
虽然有少数学者认为网络成瘾在性别方面无差异(萧铭均，1998；梁宁建，2006)，但大多数学者还是

认为网络成瘾在性别方面有显著差异。有的研究认为男生使用网络多是为了从网络游戏等有趣味性的项

目中获得愉悦感和刺激感，更注重网络的娱乐性，如谭文芳(2006)的研究表明男生更容易因自我肯定动机、

匿名交往动机、虚拟社群动机而上网；而女生使用网络多是为了搜索信息，更注重网络的实用性。还有

的研究认为男生在遭遇挫折或心理冲突时，更倾向于不说出来，不寻求父母、老师、同学的支持，而会

在网络世界里寻找支持或者通过网络游戏等方式排解负面情绪；而女生相对而言更倾向于向身边的人寻

求支持，这样就降低了使用网络的可能性，所以男生比女生更容易网络成瘾(Patricia, 2001)。 
研究结果显示在家庭所在地方面，城市的学生网络成瘾水平显著高于农村学生。前人的研究很少涉

及生源所在地对网络成瘾的影响，即使有也多为差异不显著，这与本研究的结论不一致。推测原因可能

是城市网络设施由于农村，城市学生有机会更早更多地接触到网络，造成成瘾的几率较大。还有可能是

因为样本量和样本的选择问题。 
冲动性的高低分对网络成瘾有显著影响，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曹枫林(2007)提示互联网过

度使用可能与冲动有关。具有冲动性人格的学生自律性低，自控能力较差，容易被网络吸引，在被网络，

尤其是网络游戏等擅于集中注意力的项目吸引后，很难再将注意力转移，因此网络成瘾的可能性较大。

而自控能力较高的学生就能够克制沉迷网络的冲动，将注意力集中在非网络的地方。 

4.2. 冲动性与网络成瘾的关系 

上述讨论 4.1.2 说明了冲动性量表得分的高低在网络成瘾上存在显著的差异，说明冲动性与网络成瘾

关系密切，梅松丽等(2010)的研究发现网络成瘾得分和冲动性之间呈显著正相关，与 Shapira(2000)的研究

也一致。进一步做冲动性对网络成瘾的回归分析发现，计划维度和行动维度得分越高，网络成瘾的得分

就越高，相反认知维度的得分越低，网络成瘾的得分就越高。计划维度和行动维度都与前人的研究结果

相一致，而认知维度这样的结果推测原因可能在于认知维度测量的是指注意力集中方面的问题，当个体

注意力能够集中时，即认知维度的得分高时，个体在浏览互联网或者玩网络游戏时也专心致志，同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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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导致网络成瘾的可能性增加。 

5. 结论 

在冲动性方面，女生显著高于男生；在性别和城市上差异均显著； 
在网络成瘾方面，男生显著高于女生，在性别、城市、冲动性高低分组上均差异显著，且家庭所在

地和性别、家庭所在地和冲动性高低在对网络成瘾的影响上有交互效应； 
冲动性各维度一定程度上对网络成瘾有预测作用，预测力最大的是行动冲动性，其次是无计划冲动

性，然后是认知冲动性；并且其中非计划性冲动和行动冲动性是正向预测，而认知冲动性是负向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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