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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从中学生的依恋关系角度出发，将存在孤独和意义危机作为中介变量，探究网络成瘾的内在机制。

方法：采用青少年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量表、存在孤独量表、意义危机量表和亲密关系体验—关系结构量

表对河南省某中学435名学生展开问卷调查。结果：1) 网络成瘾和不安全依恋、存在孤独和意义危机均

存在显著相关。2) 存在孤独和意义危机在不安全依恋和网络成瘾之间起到链式中介作用。结论：不安全

依恋会通过存在孤独和意义危机进一步增强青少年的网络成瘾问题，这启示我们可以考虑降低不安全依

恋学生的存在孤独感，开展生命意义教育等活动有效减少网络成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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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ttachment relationship, this study in-
troduces loneliness and meaning crisis as moderating variables to explore the internal mechan-
ism of Internet addiction. Methods: This study used adolescent 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 scale, lo-
neliness scale, meaning crisis scale and intimate relationship experience relationship structure 
scale to investigate 435 students in a middle school in Henan Province. Results: 1) Internet addic-
tion i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unsafe attachment, loneliness and meaning crisis. 2) Loneli-
ness and meaning crisis play a chain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insecure attachment and Internet 
addiction. Conclusion: Unsafe attachment will further enhance teenagers’ Internet addiction through 
the existence of loneliness and meaning crisis, which enlightens educators to consider reducing 
the existence loneliness of unsafe attachment students and carrying out activities such as life 
meaning education to effectively reduce the problem of Internet ad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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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使用频率在中学生群体内迅速增长，网络使用是一把双刃剑，

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逐渐成为了中学生逃避现实压力的避风港。中学生正处于青春期发展

的重要阶段，不恰当的网络使用会带来很多问题。实证研究表明，有网络成瘾倾向的青少年容易出现攻

击性等问题行为(刘志华，罗丽雯，2010)。郗杰英等人认为青少年网络成瘾会造成许多伤害，长时间使用

互联网会导致个体身体机能受到损伤，同时还会对青少年的心理造成伤害，导致网络孤独症，进而影响

青少年正常的学习和生活(郗杰英，郭开元，2009)。因此，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与其身心健康密切相关，

应予以重视。 
美国心理学家玛丽·爱因斯沃斯指出依恋是与生活中的重要他人建立的亲密且持久的情感联系

(Ainsworth et al., 1978)。心理学家们普遍认为依恋是在早期形成的，并且会对个体的未来人际关系产生持

久且连续的影响(Ainsworth et al., 1978)。中学生的依恋指的是其与父母、同伴等建立的亲密情感联结，青

少年处在学校生活中，着重发展的是与同伴的依恋关系(Main et al., 1985；琚晓燕，2005)。依恋的类型包

括安全型依恋和不安全型依恋(Ainsworth et al., 1978)。具体来说，安全型依恋会给孩子带来安全感，并能

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容易信任他人。反之，不安全型依恋的儿童往往担心自己被抛弃，不容易

建立稳定的人际关系。比如说，那些没有建立起良好依恋关系的人，往往在真实关系中选择逃避或者沉

迷网络(Eichenberg et al., 2017)。已有研究表明，依恋关系是影响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重要因素。如果青少

年有安全的依恋关系，他们就会有更好的社交能力，获得来自家人或朋友的支持，而这将有助于促进他

们的心理健康。而如果青少年在依恋上属于不安全类型的话，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无法与他人建立良

好的人际关系，进而引发上网行为，并与他人建立线上人际关系；但若个体长期沉迷于网络世界，那么

就可能会出现成瘾倾向(昝玉林，2005)。因此，本研究推测青少年的网络成瘾问题会受到依恋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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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孤独这个话题在哲学领域被讨论已久，在心理学领域，它指的是无论与他人的距离有多近，我

们都不可能真的了解他人的主观体验(Pinel et al., 2004)。这会带给人一种强烈的孤独感(Pinel et al., 2017)。
而孤独会滋生各种消极情绪，比如焦虑、抑郁等(张小聪，2009)。研究表明，对青少年来说，长期孤独会

影响其健康人格的形成(田录梅等，2012)。刘亚楠等人通过研究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发现，存在孤独不仅

可以直接预测抑郁，也可以通过生命意义感的中介作用间接预测抑郁(朱澄铨等，2022)。当人们感到或意

识到他们的内在经验不能与他人分享时，他们就会感到存在孤独(Pinel et al., 2015)。基于此，本研究假设

不安全的依恋关系可能会带来孤独感，是预测存在孤独的重要因素。 
生命意义感是指个体觉得自己的生活能够被理解、有核心的目标驱动并且活得有价值(George & Park, 

2016)。生命意义可以分为生命意义充盈和生命意义危机(King & Hicks, 2012)。充盈指的是对生命意义体

验的一般理解。危机是与充盈相对的，当一个人体验不到生命意义时，就会产生意义危机感。如果个体

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目标，体验不到活着的价值感，那他或她就正处于意义危机之中(李占宏等，2018)。
研究表明，体验到高水平生命意义感的人心理更健康，生活满意度较高，对未来更积极乐观并且拥有更

好的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Halama & Bakoová, 2009)。相反，缺乏生命意义的人会经历更多的孤独、更高

水平的焦虑、抑郁和自杀意念(Wong, 2012)。研究表明，大学生对人生意义的认知与孤独之间存在显著相

关(蒋海飞等，2015)。因此，本研究推测存在孤独的人更可能经历意义危机，而深陷意义危机的人反过来

又会体验到更深刻的存在孤独。 
综上所述，本研究推测青少年的依恋关系会对网络成瘾问题产生影响，不安全的依恋关系可能会导

致网络成瘾问题，同时也会带来存在孤独和意义危机，而这会进一步影响网络成瘾问题(“见图 1”)。 
 

 
Figure 1. Theoretical model diagram of this study 
图 1. 本研究理论模型图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河南省郑州市某中学八年级学生为被试，采用课堂集体测试的方式发放问卷。在回答问题

之前，由专业教师告知答题要求和需要注意的细节，然后发放纸质问卷，进行 20 分钟的测试。最后，一

共回收问卷 435 份，排除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 411 份，问卷回收有效率为 94%，其中男生 228 人，

女生 183 人，平均年龄 13.49 岁，标准差 0.57。 

2.2. 研究工具 

2.2.1. 亲密关系体验—关系结构量表(ECR-RS) 
亲密关系体验—关系结构量表(ECR-RS)中文修订版，由(彭小凡等，2020)修订，该量表采用 7 点计

分，从“强烈不同意”到“强烈同意”，共由 7 个条目项构成，包括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两个维度，可

用于测量青少年和成年早期对多种对象的依恋特质。经检验，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90，
其中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维度的克隆巴赫 α系数分别为 0.91、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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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存在孤独量表 
使用 Pinel 等人编制的存在孤独量表测量个体的存在孤独水平，该量表采用 7 点计分，从“非常不同

意”到“非常同意”。量表由 6 个项目组成，示例项目包括“其他人通常不理解我的经历”和“我对周

围其他人做的事情经常有相同的反应(反向编码)”。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 α系数为 0.71。 

2.2.3. 意义危机量表 
采用 Schnell 等人编制的意义危机量表，该量表采用 5 点计分，其陈述的评分从 0(强烈反对)到 5(强

烈同意)不等。量表由 5 个项目组成，例如：“当我思考自己生命的意义时，我发现只有空虚。”“在我

的生活里，我看不到任何意义。”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克隆巴赫 α系数为 0.93。 

2.2.4. 青少年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量表(APIUS) 
青少年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量表(APIUS)由雷雳和杨洋编制，量表一共包括 38 个题目，分为六个维度，

采用李克特五点评分法，从“1”到“5”分别是“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说明病理性

互联网使用程度越严重。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克隆巴赫 α系数为 0.95。 

2.3.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26.0 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回归分析，采用 Hayes 开发的 PROCESS (3.3.)宏程序进行链式

中介检验。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本研究是采用自填问卷的方法来进行数据搜集，所以可能会存在共同方法偏差。为此，本研究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方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未旋转性探索因子分析，检验结果显示共有 14 个公

因子大于 1 的特征根，且最大公因子方差解释率为 17.6%，小于 40%的上限值，因而可以判定本研究不

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2. 人口学变量在存在孤独、依恋、意义危机和网络成瘾的差异分析 

研究结果“见表 1”，青少年的存在孤独量表得分在性别、是否独生子女和有无留守经历方面并无

显著差异；而青少年意义危机量表得分在上述三个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有过留守经历的青少年在不安

全依恋水平、意义危机和网络成瘾上显著高于没有留守经历的青少年。 
 
Table 1. The demographic difference test results of each variable 
表 1. 各变量在人口学上的差异检验结果 

  存在孤独 依恋 意义危机 网络成瘾 

性别 

男 23.75 ± 0.37 53.00 ± 1.42 9.78 ± 0.33 76.20 ± 1.72 

女 23.35 ± 0.41 56.51 ± 1.60 10.95 ± 0.38 79.84 ± 2.00 

t 0.72 −1.63 −2.28* −1.38 

独生子女 

是 23.00 ± 0.53 51.15 ± 2.08 9.33 ± 0.44 75.13 ± 2.59 

否 23.78 ± 0.32 55.80 ± 1.23 10.65 ± 0.30 78.79 ± 1.51 

t −1.23 −1.92 −2.28*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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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留守经历 

有 24.63 ± 0.92 67.71 ± 2.97 12.89 ± 0.92 85.63 ± 4.04 

无 23.43 ± 0.28 52.79 ± 1.11 9.95 ± 0.25 76.77 ± 1.37 

t 1.39 4.63* 3.79** 2.20** 

注：N = 411，**p < 0.01，*p < 0.05。 

3.3. 存在孤独、依恋、意义危机和网络成瘾的相关分析 

从表 2 可知，网络成瘾与存在孤独，意义危机，依恋之间均呈现出显著性，相关系数分别是 0.10，
0.39，0.37，这意味着网络成瘾、存在孤独，意义危机和依恋之间两两相关(“见表 2”)。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among variables 
表 2. 变量的相关分析 

 M ± SD 1 2 3 4 5 6 7 8 

网络成瘾 77.83 ± 26.56 0.06 0.02 0.06 −0.10* 1    

存在孤独 23.58 ± 5.63 −0.03 0.03 0.06 −0.06 0.10* 1   

意义危机 10.31 ± 5.18 0.11* 0.02 0.11* −0.18** 0.39** 0.33** 1  

依恋 54.56 ± 21.67 0.08 −0.03 0.09 −0.22** 0.37** 0.39** 0.48** 1 

注：N = 411，**p < 0.01，*p < 0.05。 

3.4. 链式中介模型检验 

在进行进一步检验前，对每个预测变量得分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所有预测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和

容忍度均符合标准，因此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在完成相关性和共线性检验之后，本文运用 SPSS26.0 对中学生依恋、存在孤独、意义危机网络成瘾

进行回归分析，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3”。 
 
Table 3. Test of students’ Internet addiction model 
表 3. 中学生网络成瘾模型检验 

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β t β t β t β t 

性别 3.56 1.34 2.22 0.89 2.05 0.82 0.64 0.26 

年龄 2.10 0.91 2.21 1.02 2.31 1.07 1.46 0.69 

是否独生 3.16 1.05 1.71 0.61 1.82 0.65 0.88 0.32 

留守经历 −8.65* −2.14 −2.23 −0.57 −2.14 −0.55 −0.24 −0.06 

依恋   0.45** 7.66 0.47** 7.46 0.34** 5.13 

存在孤独     −0.24** −6.05 −0.47* -2.04 

意义危机       1.47** 5.48 

R2 0.02 0.15 0.17 0.21 

调整 R2 0.01 0.13 0.16 0.19 

F 1.78 58.72** 24.61** 29.99** 

注：*p < 0.05，**p < 0.01，***p < 0.001。 

https://doi.org/10.12677/ap.2022.125215


刘亚楠 等 
 

 

DOI: 10.12677/ap.2022.125215 1809 心理学进展 
 

从上表可知，将性别、年龄、是否独生子女、留守经历作为自变量，将网络成瘾作为因变量进行线

性回归分析，从中可以看出，模型 R 方值为 0.02，意味着性别、年龄、是否独生子女、留守经历可以解

释网络成瘾 2.1%的变化原因。对模型进行 F 检验时发现模型并没有通过 F 检验(F = 1.78，p > 0.05)，也

就说明性别、年龄、是否独生子女、留守经历并不会对网络成瘾产生影响关系，因而不能具体分析自变

量对于因变量的影响关系。 
针对模型 2：是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依恋后，F 值变化呈现出显著性(p < 0.05)，意味着依恋加入后

对模型具有解释意义。另外，R 方值由 0.02 上升到 0.15，意味着依恋可对网络成瘾产生 13%的解释力度。

具体来看，依恋的回归系数值为 0.45，并且呈现出显著性(t = 7.66，p = 0.00 < 0.01)，意味着依恋会对网

络成瘾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 
针对模型 3：是在模型 2 的基础上加入存在孤独后，F 值变化呈现出显著性(p < 0.05)，意味着存在孤

独加入后对模型具有解释意义。另外，R 方值由 0.15 上升到 0.17，意味着存在孤独可对网络成瘾产生 2%
的解释力度。具体来看，存在孤独的回归系数值为−0.24，并且呈现出显著性(t = -6.05，p = 0.00 < 0.01)，
意味着存在孤独会对网络成瘾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 

针对模型 4：是在模型 3 的基础上加入意义危机后，F 值变化呈现出显著性(p < 0.05)，意味着意义危

机加入后对模型具有解释意义。另外，R 方值由 0.17 上升到 0.21，意味着意义危机可对网络成瘾产生 4%
的解释力度。具体来看，意义危机的回归系数值为 1.47，并且呈现出显著性(t = 5.48，p = 0.00 < 0.01)，
意味着意义危机会对网络成瘾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 

为了进一步验证研究假设，本研究使用 Hayes 提供的 SPSS 软件包 PROCESS 宏程序对数据进行中介

效应检验，设置重复抽样 5000 次，95%的置信区间，选择模型 6，得出结果“见表 4”。 
 
Table 4. Bootstrap mediation effect analysis 
表 4. Bootstrap 中介效应分析 

效应 项 间接效应值 Boot 标准误 Boot 下限 Boot 上限 

直接效应 依恋 ⇒ 网络成瘾 0.34 0.06 0.21 0.47 

间接效应过程 

依恋 ⇒ 存在孤独 0.10 0.01 0.08 0.13 

依恋 ⇒ 意义危机 0.10 0.01 0.07 0.12 

存在孤独 ⇒ 意义危机 0.16 0.04 0.08 0.25 

存在孤独 ⇒ 网络成瘾 −0.47 0.23 −0.93 −0.02 

意义危机 ⇒ 网络成瘾 1.46 0.26 0.94 1.98 

总效应 依恋 ⇒ 网络成瘾 0.46 0.06 0.35 0.57 
 

项 间接效应值 Boot 标准误 Boot 下限 Boot 上限 z p 结论 

依恋 ⇒ 存在孤独 ⇒ 网络成瘾 −0.049 0.011 −0.005 −0.003 −103.45 0.00 显著 

依恋 ⇒ 意义危机 ⇒ 网络成瘾 0.141 0.015 0.096 0.152 9.66 0.00 显著 

依恋 ⇒ 存在孤独 ⇒ 意义危机 ⇒ 网络成瘾 0.024 0.007 0.009 0.036 3.52 0.00 显著 

 
针对“依恋 ⇒ 存在孤独 ⇒ 网络成瘾”这条中介路径来看，95%区间并不包括数字 0 (95% CI: −

0.005~−0.003)，因而说明此条中介效应路径存在。针对“依恋 ⇒ 意义危机 ⇒ 网络成瘾”这条中介路径

来看，95%区间并不包括数字 0 (95% CI: 0.096~0.152)，因而说明此条中介效应路径存在。接着针对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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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效应路径进行分析，针对“依恋 ⇒ 存在孤独 ⇒ 意义危机 ⇒ 网络成瘾”这条中介路径来看，95%
区间并不包括数字 0 (95% CI: 0.009~0.036)，因而说明此条中介效应路径存在。“见图 2”，模型成立。 
 

 
Figure 2. Chain mediation model 
图 2. 链式中介模型 

4. 讨论 

4.1. 各变量人口学差异分析 

就依恋而言，在青少年群体中，女生的依恋焦虑水平要高于男生，这与传统的家庭教养模式相关，

也与女生自身情感更加丰富细腻，容易多愁善感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留守经历方面，有留守经历的学生，

其不安全依恋维度的得分要明显高于无留守经历的学生。究其原因，有留守经历的学生，在成长过程中

父母经常缺位，导致其常常很难与他人建立亲密且稳定的关系，进而更容易形成不安全的依恋类型。这

与前人研究一致，Bowlby 依恋理论认为儿童与照看者在孩童时期发展出来的依恋类型会影响他们的心理

适应和应对方式，不安全的依恋类型会对个体的心理健康及行为方式带来消极的影响(刘晶，2009)。
Mikulincer 和 Florain 在对依恋的相关研究综中写到，安全依恋的个体倾向于通过承认忧虑的存在，自由

表达情感以及积极地解决问题来应对他们生活中的忧虑；相反，不安全依恋的个体倾向于通过夸大忧虑

存在的威胁以及忧虑的不可控性，以非常强烈的情感反应应对忧虑。 
从人口学差异分析结果可知，青少年的存在孤独量表得分在性别、是否独生子女和有无留守经历方

面并无显著差异；而青少年意义危机量表得分在上述三个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首先，女生的意义危机

水平要明显高于男生。随着生理和生活环境的不断变化，女生的性别意识逐渐凸显，其内心的冲突和矛

盾在青春期表现的比男生更明显，进而容易产生消极的情绪体验，并诱发意义危机。而在是否独生子女

方面，非独生子女的意义危机水平比独生子女表现的更明显。究其原因，在多子女的家庭中，父母对孩

子的关注相对分散，在每个孩子身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很难均等化，被忽视的孩子常常无法从父母那里

得到足够的爱与关心，容易迷失自我，进而引发意义危机。此外，相较于在父母身边长大的孩子而言，

由父或母单亲照顾或托付给其他人的孩子，其意义危机水平更高。这些有留守经历的孩子，经常会体验

到更多的自卑感和孤独感，内心的烦恼和苦闷也无法及时得到排解，只能自己独自承受，长此以往，也

就更容易产生意义危机。 
此外，在本研究中，青少年网络成瘾量表的得分从整体上来看处于中等水平。一方面，这与我国中

学的管理体制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我国，绝大多数学校都规定严禁学生携带手机进入校园，这有效的限

制了学生使用网络的时间和空间，进而减少了学生网络成瘾问题的发生。另一方面，随着国民素质的不

断提高，父母也越来越关注孩子的成长，对孩子使用网络的时长和频率都会加以约束，这也有助于降低

学生对网络的依赖度，起到预防学生网络成瘾的作用。而有留守经历的学生，由于父母常常不在身边，

缺乏必要的管教和引导，往往更容易沉迷于网络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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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青少年依恋、存在孤独、意义危机、网络成瘾的关系 

通过相关分析可知，青少年依恋、存在孤独、意义危机和网络成瘾之间两两相关。结合回归分析可

知，不安全的依恋类型不仅会直接引发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而且可以通过存在孤独和意义危机的中介

作用间接影响青少年的网络成瘾。具体而言，不安全依恋可以正向预测个体的存在孤独水平，而相关研

究也表明不安全型依恋的个体，特别是回避型依恋的个体，会比安全型依恋的个体体验更多的存在孤独

(Peter et al., 2020)。其次，存在孤独与网络成瘾二者之间显著相关。因此，在研究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时，

绝对不能忽略青少年人格特质的因素，这往往是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的内在心理根源。再者，意义危机

在青少年不安全依恋和网络成瘾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不安全的依恋类型容易引发个体的意义危机水平，

而当个体陷入意义危机时，在现实生活中处境会很糟糕，为了逃避现实的痛苦，他们极有可能会转身投

入到虚拟的网络世界，进而导致网络成瘾问题的产生。最后，存在孤独和意义危机可在依恋和网络成瘾

之间起到链式中介作用。不安全的依恋会影响个体的存在孤独体验，而存在孤独感高的个体，往往会对

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产生怀疑，进而引发意义危机，并最终作用于网络成瘾。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青少年不安全的依恋类型与网络成瘾密切相关，且存在孤独和意义危机在其

中起到中介作用。据此，我们可以在帮助学生建立安全依恋类型的同时，不断减少学生的存在孤独体验，

提高学生的生命意义感，进而减少和控制学生的网络成瘾行为，促进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 

5. 不足与展望 

网络成瘾问题一直备受关注，是中学生心理健康领域的热门话题。中学生正处于青春期发展的重要

阶段，不恰当的网络使用会带来很多问题，因此关注青少年的网络成瘾机制十分重要。 
本研究对青少年的依恋类型和网络成瘾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检验了存在孤独和意义危机的中介作

用，本研究仅研究了整体不安全依恋对网络成瘾的影响，但事实上不安全依恋可以分为依恋焦虑和依恋

回避等，未来研究可以考虑细化依恋类型。此外，造成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因素还有很多，不安全依恋更

多的是造成青少年的不良人际关系，感到孤独，进而在网络上寻求心理安慰。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青

少年网络成瘾的更多影响路径，为预防和治疗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提供更多指导和启发。 

基金项目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生命意义三成分视角下大学生意义体验与意义寻求的关系研

究”(项目批准号：2019BJY021)资助。 

参考文献 
蒋海飞, 刘海骅, 苗淼, 甘怡群(2015). 生命意义感对大学新生日常烦心事和心理适应的影响. 心理科学, 38(1), 

123-130. 

琚晓燕(2005). 青少年依恋的测量及其与自尊、社会适应性关系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金华: 浙江师范大学. 

李占宏, 赵梦娇, 刘慧瀛, 刘亚楠, 彭凯平(2018). 生命意义寻求的原因: 成长抑或危机. 心理科学进展, 26(12), 
2192-2203. 

刘晶(2009). 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渐成理论及其德育启示. 现代教育科学(普教研究), (1), 66-67, 74. 

刘志华, 罗丽雯(2010). 初中生网络成瘾的社会因素: 人际关系的相关研究. 电化教育研究, (8), 111-115. 

彭小凡, 罗长群, 王颖, 尹桂玲(2020). 亲密关系体验-关系结构量表(ECR-RS)中文版测评大中学生的效度和信度. 中
国心理卫生杂志, 34(11), 957-963. 

田录梅, 陈光辉, 王姝琼, 刘海娇, 张文新(2012). 父母支持, 友谊支持对早中期青少年孤独感和抑郁的影响. 心理学

报, 44(7), 944-956. 

https://doi.org/10.12677/ap.2022.125215


刘亚楠 等 
 

 

DOI: 10.12677/ap.2022.125215 1812 心理学进展 
 

郗杰英, 郭开元(2009).论我国青少年网络成瘾及其矫治. 中国青年研究, (12), 20-23, 62.  
https://doi.org/10.19633/j.cnki.11-2579/d.2009.12.006  

昝玉林(2005). 青少年网络成瘾研究综述. 中国青年研究, (7), 68-71.  
https://doi.org/10.19633/j.cnki.11-2579/d.2005.07.017  

张小聪, 魏宏波(2009). 存在孤独与心理治疗.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 46-49. 

朱澄铨, 苏芮莹, 黄凤英, 刘亚楠(2022). 孤独对抑郁的影响: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30(4), 
498-503. https://doi.org/10.13342/j.cnki.cjhp.2022.04.004  

Ainsworth, M. D. S., Blehar, M. C., Waters, E., & Wall, S. N. (1978). Patterns of Attachment: A Psychological Study of the 
Strange Situation.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https://doi.org/10.1037/t28248-000  

Eichenberg, C., Dyba, J., & Schott M. (2017). Attachment Style, Motives for Use and Internet Addiction. Psychiatrische 
Praxis, 44, 41-46. 

George, L. S., & Park, C. L. (2016). Meaning in Life as Comprehension, Purpose, and Mattering: Toward Integration and 
New Research Questions.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20, 205-220. https://doi.org/10.1037/gpr0000077  

Halama, P., & Bakoová, K. (2009). Meaning in Life as a Moderator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Stress and Cop-
ing. Studia Psychologica, 51, 143-148. 

Helm, P. J., Jimenez, T., Bultmann, M., Lifshin, U., Greenberg, J., & Arndt, J. (2020). Existential Isolation, Loneliness, and 
Attachment in Young Adult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59, Article No. 109890.   

King, L. A., & Hicks, J. A. (2012). The Science of Meaning in Life.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Main, M., Kaplan, N., & Cassidy, J. (1985). Security in Infancy, Childhood, and Adulthood: A Move to the Level of Repre-

sentation. Monographs of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ld Development, 50, 66-104.  
Peter, J. H., Jimenez, T., Bultmann, M., Lifshin, U., Greenberg, J., & Arndt, J. (2020). Existential Isolation. 
Pinel, E. C., Bernecker, S. L., & Rampy, N. M. (2015). I-Sharing on the Couch: On the Clinical Implications of Shared Sub-

jective Experience.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Integration, 25, 59-70. https://doi.org/10.1037/a0038895  
Pinel, E. C., Long, A. E., Landau, M. J., & Pyszczynski, T. (2004). I-Sharing, the Problem of Existential Isolation,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Interpersonal and Intergroup Phenomena. Cancer, 103, 1447-1456. 
Pinel, E. C., Long, A. E., Murdoch, E. Q., & Helm, P. (2017). A Prisoner of One’s Own Mind: Identifying and Understand-

ing Existential Isolation.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05, 54-63.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16.09.024  
Wong, P. (2012). Toward a Dual-Systems Model of What Makes Life Worth Living. Routledge.  
 
 

https://doi.org/10.12677/ap.2022.125215
https://doi.org/10.19633/j.cnki.11-2579/d.2009.12.006
https://doi.org/10.19633/j.cnki.11-2579/d.2005.07.017
https://doi.org/10.13342/j.cnki.cjhp.2022.04.004
https://doi.org/10.1037/t28248-000
https://doi.org/10.1037/gpr0000077
https://doi.org/10.1037/a0038895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16.09.024

	中学生依恋与网络成瘾的关系：存在孤独和意义危机的中介作用
	摘  要
	关键词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ttachment and Internet Addiction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Loneliness and Meaning Crisis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2.2. 研究工具
	2.2.1. 亲密关系体验—关系结构量表(ECR-RS)
	2.2.2. 存在孤独量表
	2.2.3. 意义危机量表
	2.2.4. 青少年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量表(APIUS)

	2.3. 统计学方法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3.2. 人口学变量在存在孤独、依恋、意义危机和网络成瘾的差异分析
	3.3. 存在孤独、依恋、意义危机和网络成瘾的相关分析
	3.4. 链式中介模型检验

	4. 讨论
	4.1. 各变量人口学差异分析
	4.2. 青少年依恋、存在孤独、意义危机、网络成瘾的关系

	5. 不足与展望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