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Psychology 心理学进展, 2022, 12(2), 405-414 
Published Online February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22.122046   

文章引用: 徐紫颖, 董及美, 李凤香(2022). 初中生孤独感与网络成瘾的关系: 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及家庭功能的调

节作用. 心理学进展, 12(2), 405-414. DOI: 10.12677/ap.2022.122046 

 
 

初中生孤独感与网络成瘾的关系：心理资本的

中介作用及家庭功能的调节作用 

徐紫颖1*，董及美2，李凤香3 
1广州大学教育学院，广东 广州 
2济南大学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山东 济南 
3淄博市高新区实验中学，山东 淄博 
 
收稿日期：2022年1月13日；录用日期：2022年2月8日；发布日期：2022年2月16日 

 
 

 
摘  要 

本文对来自两所学校的330名初中生进行调查，探究初中生孤独感与网络成瘾之间的关系，心理资本的

中介作用以及家庭功能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 初中生孤独感水平正向预测网络成瘾；2) 心理资本

在孤独感与网络成瘾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 初中生孤独感与网络成瘾间接效应的前半段路径受到家庭

功能的调节。因此在初中生孤独感与网络成瘾之间存在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该结果为进一步指导青

少年网络成瘾的预防及干预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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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330 middle school students from two school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neliness and Internet addiction, as well as the potential mediating role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family func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 The loneliness 
level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positively predicted Internet addiction; 2) Psychological capital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neliness and Internet addiction; 3) The first half of 
the indirect effect of loneliness and Internet addiction was moderated by family function. There-
fore, there is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between loneliness and Internet addiction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his result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of 
Internet addiction among adolesc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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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网民数量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快速增长。根据《2020 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

显示，截至 2020 年我国未成年网民数量已经达到 1.83 亿，且互联网使用在未成年中的普及率达到 94.9%。

这样的高网络使用率可能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例如网络成瘾。网络成瘾会给个体，尤其是青少年群体带

来心理以及社会功能方面的消极影响(魏华，周宗奎，田媛，鲍娜，2012)。以往的大多数有关网络成瘾的

研究多集中在大学生，而中学生所具有的心理和生理发展特点，决定了他们是网络成瘾的高危人群(刘彦

丽等，2021)。据已有研究显示，中学生群体中不同程度网络成瘾者的比例高达 47.1%，且网络成瘾程度

会随着网龄的增加逐步上升(黄桂梅，张敏强，2009)。因此教育工作者应当尽早关注中学生网络成瘾行为

背后的影响机制，寻找可能存在的影响因素，以便进一步开展网络成瘾的预防及干预工作。 

1.1. 初中生孤独感与网络成瘾 

已有研究表明个体因素(如人格、孤独感)、环境因素(如家庭教养方式)以及社会因素都会影响网络成

瘾的产生与发展(范黎，2015)。其中，作为个体影响因素之一，孤独感对网络成瘾的影响不可忽视。Williams 
(1983)将孤独感定义为个体在需要人际关系时或是不满意人际关系时在主观上产生的一种痛苦体验，当个

体实际拥有的人际关系与其所期望情况之间产生落差时，就可能产生孤独感，并同时伴随出现认知、情

感和行为等方面的问题。根据 Davis (2001)的认知–行为模型，具有较高水平孤独感的个体会偏好过度使

用网络，并将此作为心理补偿。雷衍之等人(2017)研究发现，孤独感会促使个体寻找途径来减轻孤独，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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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作为其中一个较为便捷的渠道很容易为青少年所选择，在现实生活中感到孤独的学生可能会在网络

上寻找情感寄托。但长期沉溺于网络会影响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同时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造成

极大危害(付伟男，郝加虎，2019)。然而孤独感与网络成瘾之间内在的发生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未知的，

什么样的个体在面对孤独感时更容易陷入网络成瘾？如何在这种发生机制中考虑家庭因素所带来的影

响？这些问题对于如何进一步指导网络成瘾的预防和干预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研究将对这些问题

做进一步探讨。 

1.2. 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 

积极心理学认为个体内部系统存在自身力量，我们可以通过发展个体的自身力量来预防或干预心理

疾病或行为偏差(Luthans et al., 2008)。其中，心理资本是 Luthans 提出的一种心理资源的概念，指的是一

种能够促使个体去达成既定目标的积极心理因素，具体表现为：自我效能、乐观、希望、韧性(彭思韦，

张李斌，耿楠楠，杨美荣，2016)。研究发现当个体处于不利处境中时，心理资本有助于个体通过调动积

极心理资源的方式应对困境(范兴华，余思，彭佳，方晓义，2017)。 
有研究者认为良好的心理资本能够有效降低个体网络成瘾的风险，高心理资本水平的个体能够更好

地处理压力，更倾向于表现出积极乐观的态度和行为(孙奕，廖文娜，黄良仪，2017)。此外，Luthans 等

(2008)认为心理资本可以通过开发得到提高，这对寻找途径提升中学生的心理能力并干预问题性网络使用

行为具有借鉴意义。孤独感作为一种负性情绪体验，其持续存在可能会给个体的身心健康带来一系列不

良影响，而心理资本作为个体的一种心理保护机制，可能会在个体负性体验中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因

此，本研究提出将心理资本作为中介变量，即心理资本在初中生孤独感与网络成瘾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假
设 1)。 

1.3. 家庭功能的调节作用 

在网络成瘾问题的研究中，个体所处的家庭环境也是常被关注的一个因素。Marco 等人(2019)认为家

庭功能是青少年问题性网络使用的重要预测因素，为面临问题性网络使用风险的青少年制定以家庭为中

心的治疗激活计划非常重要。家庭功能是指家庭系统中成员之间的生理、心理和情感活动的交互作用，

家庭基本功能的正常运转能够促进个体心理健康的发展(颜剑雄，程建伟，李路荣，2015)。研究表明生活

在较好家庭氛围中的青少年表现出更高的自尊和更低的孤独感，且不易出现网络成瘾问题(Shi, Wang, & 
Zou, 2017)。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家庭环境的好坏是一个重要因素，家庭的基本功能是提供一种有利

于其家庭成员心理和生理等方面健康发展的环境，如果在这个阶段父母因忙于工作而忽视了对子女的情

感支持和认同，青少年可能转而向网络寻求满足感。 
此外在心理资本的研究中，来自家庭的影响不可忽视。已有研究显示，家庭功能的各维度都会对农

村青少年的积极心理资本有显著影响(彭思韦等，2016)。彭思韦等人(2016)还指出，如果在一个家庭中，

父母和孩子能够恰当地沟通表达，有助于家庭成员间形成一种积极的情感联系，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的

孩子会充满信心和安全感，这些品质对于培养孩子的积极心理资本具有促进作用，使其能够积极面对来

自各方面的挫折，而非沉浸在悲观的情绪中。因此本研究基于以上考虑，假设“孤独感–网络成瘾”这

一直接路径受到家庭功能的调节作用(假设 2)，孤独感通过心理资本对网络成瘾的间接效应也会受到家庭

功能的调节作用(假设 3)。 
综上所述，本研究构建了一个如图 1 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拟探讨初中生孤独感对其网络成瘾的影

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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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relationship model diagram of the main variables which are studied 
图 1. 主要研究变量的关系模型图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山东省的某两所中学的三个年级共 330 名学生，共发放问卷 330 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

267 份，有效率 80.9%。其中男生 110 人(41.2%)，女生 157 人(58.8%)；初一 72 人，初二 93 人，初三 102
人。 

2.2. 研究工具 

2.2.1. 青少年孤独感量表 
采用邹泓(2003)修订的青少年孤独感量表，共 21 个项目，包括纯孤独感、社交能力知觉、同伴地位

评价和社交需要未满足四个维度，采用 5 点计分，得分越高表示孤独感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信度系数为 0.95。 

2.2.2. 网络成瘾诊断问卷 
采用美国学者 Young 修改 DSM-IV 中的病理性赌博的诊断标准而制定的网络成瘾诊断问卷(DQ)进行

测量，被试对 8 个题项中 5 个以上作出肯定回答即可判定为网络成瘾。本文使用的是由崔丽娟、潘琼等

人翻译后的版本，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817。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信度系数为

0.78。 

2.2.3. 积极心理资本问卷 
采用张阔等人(2010)编制的“积极心理资本问卷”(PPQ)进行测量。该问卷包含 26 个题目，分为乐观、

希望、自我效能和韧性 4 个维度。采用 7 点计分，分数越高表示个体心理资本越高。该问卷具有较好的

信效度，信度系数为 0.901。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信度系数为 0.93。 

2.2.4. 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 
采用 Olson 编制的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FACES)，共 30 个项目，测查亲密度和适应性两个维度，

采用 5 点计分，得分越高家庭功能越好。在本研究中该量表信度为 0.89。 

孤独感 网络成瘾

心理资本

家庭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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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统计方法 

使用 SPSS24.0 和 Process 插件进行数据录入和处理分析，同时采用 SPSS 宏程序 PROCESS 的模型 4
检验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采用模型 59 检验家庭功能的调节作用。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 

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共有 3 个因素的特征根值大于 1，第一个因子解释的

变异量为 31.18%，小于 40%，因此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将孤独感、心理资本、家庭功能和网络成瘾四者的总均分做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孤独感

能与网络成瘾呈正相关，孤独感与心理资本、家庭功能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心理资本与家庭功能呈显著

正相关，心理资本与网络成瘾呈显著负相关；家庭功能与网络成瘾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具体见表 1)。此

外在此研究中 t 检验发现在心理资本(t(265) = 2.18, p < 0.05, d = 0.27)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F 检验发现

在网络成瘾(F = 3.744, p < 0.05)上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因此在此研究中对性别和年级这两个变量进行了

控制。 

3.3. 初中生孤独感与网络成瘾：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根据 Hayes (2013)的观点，本研究首先采用 SPSS 宏程序 PROCESS 的模型 4 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数

据分析结果显示，初中生孤独感能正向预测网络成瘾(β = 0.226, p < 0.001)，在两变量之间加入心理资本

这一中介变量后，中学生孤独感不再显著预测网络成瘾(β = 0.073, p > 0.05)，而初中生心理资本对网络成

瘾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 = −0.329, p < 0.001) (具体见表 2)。 
由表 3 可知，在控制了年级、性别和学校之后，总效应为 0.226，95% CI [0.098, 0.354]；直接效应为

0.073，95% CI [−0.064, 0.210]，直接效应不显著；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为 0.153，95% CI [0.073, 0.225]，
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0.153/0.226 = 67.7%。这说明在本研究中，中学生心理资本在孤独感对网络成瘾的关系

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接着用 SPSS 宏程序 PROCESS 的 Model59 进行调节作用检验。结果显示在控制了性别、年级和学校

的影响之后，孤独感与家庭功能的乘积项能够显著预测心理资本，p < 0.01 (见表 4)，这说明家庭功能水

平调节了心理资本在中学生孤独感与网络成瘾关系间中介作用的前半段路径。同理，由结果可知孤独感

与家庭功能的乘积项能显著预测网络成瘾，p < 0.05 (详情见表 4)，即家庭功能也调节了孤独感对网络成

瘾的预测作用。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each variable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与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 M SD 1 2 3 4 

1 孤独感 1.63 0.64 1    

2 心理资本 5.14 1.02 −0.460** 1   

3 家庭功能 3.64 0.62 −0.417** 0.483** 1  

4 网络成瘾 0.16 0.22 0.244** −0.378** −0.115 1 

注：*p < 0.05；**p < 0.01；***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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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on loneliness and internet addiction 
表 2. 心理资本在孤独感与网络成瘾之间的中介效应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2 F SE β t 

网络成瘾  0.089 6.39***    

 孤独感   0.065 0.226*** 3.478 

心理资本  0.242 20.92***    

 孤独感   0.585 −0.466*** −7.959 

网络成瘾  0.169 10.59***    

 孤独感   0.0694 0.073 1.052 

 心理资本   0.0657 −0.329*** −5.00 

 
为了进一步解释家庭功能的调节作用，本研究将家庭功能水平分出高、低两组进行简单斜率检验。

结果显示(见图 2)，当家庭功能水平低时，孤独感对网络成瘾正向预测作用显著(Bsimple = 0.28, t = 2.53, p 
< 0.05)；当家庭功能水平较高时，孤独感对网络成瘾的正向预测作用不显著(Bsimple = 0.02, t = 0.27, p > 
0.05)。分析家庭功能在孤独感到心理资本这一路径中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见图 3)，当家庭功能水平较低

时，孤独感对心理资本存在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Bsimple = −0.25, t = −3.89, p < 0.001)；当家庭功能水平

升高，孤独感对心理资本的负向预测作用也随之增强(Bsimple = −0.48, t = −5.64, p < 0.001)。 
 
Table 3. Total effect, direct effect and mediating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表 3. 总效应、直接效应及心理资本中介效应分解表 

 Effect SE LLCI ULCI 相对效应值(%) 

总效应 0.226 0.065 0.098 0.354  

直接效应 0.073 0.069 −0.064 0.210 32.3 

间接效应 0.153 0.045 0.073 0.225 67.7 

 
Table 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neliness and internet addiction: the moderated mediation effect 
表 4. 孤独感和网络成瘾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回归方程 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2 F β 95% CI t 

心理资本 

性别 

0.36 24.74*** 

−0.27** [−0.46, −0.07] −2.71 

年级 −0.17** [−0.29, −0.05] −2.74 

学校 0.28 [−0.17, 0.23] 0.28 

孤独感 −0.36*** [−0.49, −0.24] −5.88 

家庭功能 0.39*** [0.28, 0.50] 6.93 

孤独感 × 家庭功能 −0.12** [−0.20, −0.03]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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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网络成瘾 

性别 

0.19 7.73*** 

−0.06 [−0.29, 0.16] −0.56 

年级 0.14 [−0.004, 0.28] 1.91 

学校 −0.21 [−0.44, 0.02] −1.77 

孤独感 0.15* [0.0001, 0.30] 1.97 

心理资本 −0.37*** [−0.51, −0.22] −5.12 

孤独感 × 家庭功能 0.13* [0.012, 0.25] 2.17 

心理资本 × 家庭功能 0.11 [−0.03, 0.25] 1.56 

4. 讨论 

4.1. 初中生孤独感与网络成瘾的关系 

研究结果显示孤独感对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相关，这与前人研究一致(雷衍之等，2017)。青少年时期的

个体在心理上存在孤僻、空虚等特征，而网络可能成为青少年替代朋友和家庭用以发展自我的一项重要

工具。有研究认为感到孤独的个体会将网络作为一种情感寄托的途径，通过网络来寻求归属和认同，然

而这种逃避可能会使个体在面对现实世界时产生更为强烈的孤独感，从而形成恶性循环(Kim, LaRose, & 
Peng, 2009)。因此在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的预防和矫治工作中，可以从寻找缓解个体孤独感的措施出发，

进而为网络成瘾问题提供应对思路。 
 

 
Figure 2.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family function on loneliness and internet addiction 
图 2. 家庭功能在孤独感与网络成瘾关系中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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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family func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neliness and psychological 
capital  
图 3. 家庭功能在孤独感与心理资本的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4.2. 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 

本文在认知–行为理论的视角下探讨网络成瘾这一问题，希望揭示孤独感与网络成瘾之间的关系以

及其中可能存在的作用机制。因此本文在进一步验证孤独感与网络成瘾间关系的基础上，阐明了孤独感

是怎样通过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从而影响网络成瘾的；另一方面还剖析了这一中介效应的前半段路径是

否受到家庭功能的调节。本文研究结果对于中学生网络成瘾问题的科学预防和干预具备一定的理论参考

价值和实践意义。 
研究显示心理资本在初中生孤独感–网络成瘾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这一结果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设，

即孤独感可以直接预测初中生网络成瘾；同时，孤独感又可能通过心理资本间接影响初中生网络成瘾。

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孤独感并不一定会导致网络成瘾，积极心理资本作为个体的一种心理保护机制，有利

于个体在面对负性事件时良好的调试自己的情绪从而避免产生消极行为(沈亚，王玲凤，2013)。这一研究

结果提示我们可以通过增强学生心理资本的方式降低孤独感引发网络成瘾的风险，锻炼青少年在面对挫

折情境时的积极心理品质，积极乐观的面对而不是沉迷于网络之中。 
此外需要关注的是，本项研究结果显示心理资本在中学生孤独感与网络成瘾之间起到仅是部分中介

作用，即心理资本可以减弱但不能完全消除孤独感对网络成瘾的影响。因此我们还需考虑包括环境在内

的多种因素，进行更多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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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家庭功能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家庭功能对“孤独感–网络成瘾”这一直接路径起到了调节作用(图 4)。具体而言，随着

家庭功能水平的增强，中学生孤独感水平对网络成瘾的预测作用不显著，这说明家庭功能降低了孤独感

对于网络成瘾的风险作用。因为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家庭环境的好坏是一个重要因素，家庭的基本

功能是提供一种有利于其家庭成员心理和生理等方面健康发展的环境(Marco et al., 2019)，即如果一个家

庭中具有良好的沟通氛围，成员间和谐相处，家庭功能良好整合，则个体更少产生孤独感受。从风险缓

冲的视角来看，个体自身拥有的积极资源(如本研究中关注的家庭功能)能够有效缓解风险因素的负面影响

(李董平，周月月，赵力燕，王艳辉，孙文强，2016)。当个体拥有较好的家庭功能时，从家庭中得到的情

感支持可以给予他们更多应对负性事件的情感能量，而不是陷入网络成瘾(王秋英等，2020)。同时有学者

认为可以通过对网络成瘾者的家庭功能进行积极干预来减轻其成瘾症状(侯娟，樊宁，秦欢，方晓义，2018)。
因此应当在初中生网络成瘾这一问题上，应注重发挥家庭的积极作用。 

更重要的是，本研究发现家庭功能在“孤独感–心理资本–网络成瘾”这一中介过程的前半个路径

中起到了调节作用(图 4)。当初中生的家庭功能水平升高时，中学生孤独感对心理资本的负向预测作用增

强，即在同一孤独感水平下，家庭功能作用的发挥能提高个体的心理资本的水平，这与本研究假设一致，

良好的家庭功能有助于培养个体的积极心理资本(彭思韦等，2016)。当个体处于较好的家庭功能环境中时，

来自家庭成员的情感支持能够帮助他们以更多的正向情感能量来应对负性情绪。这启示我们应该帮助初

中生建立良好的心理资本，引导其积极应对负性情绪，同时应当重视家庭功能整合在其中的作用。 
 

 
Figure 4. The model diagram of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图 4.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图 

5. 结论 

初中生孤独感水平可以直接正向预测网络成瘾，也可以通过心理资本间接预测网络成瘾。“孤独感–

网络成瘾”这一直接路径受到家庭功能的调节作用。孤独感通过心理资本对网络成瘾的间接效应受到家

庭功能的调节作用，即相对与家庭功能水平较低的初中生，间接效应对家庭功能水平较高的初中生作用

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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