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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留守青少年是一个特殊群体，是网络成瘾的易感人群。引发留守青少年网络成瘾的主要原因包括外部的

亲子关系失调、社会支持匮乏和消极生活事件频发，以及内部的抑郁困扰、高孤独感、低自尊和心理弹

性差等。文章对青少年网络脱瘾的干预方法进行梳理，并提出，“个体心理访谈–团体心理辅导–学校

替代家庭作用”三位一体的多水平分层次综合干预模式可能是网络成瘾留守青少年脱瘾的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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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eft-home-adolescents are a special group susceptible to internet addiction. The main reasons for 
left-home-adolescents to stick in internet addiction are the external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im-
balance, lack of social support and frequent negative life events, as well as internal depression, 
high loneliness, low self-esteem and poor psychological flexibilit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in-
tervention methods of adolescents’ Internet addiction, and proposes that the multi-level and hie-
rarchical comprehensive intervention model of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interview - group psy-
chological counseling - the role of school instead of family” may be an effective strategy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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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ft-behind adolescents’ Internet ad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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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向城市流动，以寻求就业机会。由于经济拮据和城

市地区工作的短暂性，大多数父母没法带着孩子，就把孩子留在老家农村上学，这些没有父母陪伴的中

小学生通常被称为“留守青少年”(Gao et al., 2010)。根据 2019 年 6 月 3 日《中国留守青少年心理素质教

育白皮书》公开的数据，目前全国共有留守青少年 697 万余人。这些留守的青少年必须应对与父母分离带

来的情感困扰和自我管理问题。由于智能手机的普及，在外地务工的家长大都为孩子配备了智能手机便于

联系。身处异地的父母和孩子之间可以面对面地交流，它是线下直接交流的有效替代形式。智能手机便成

为在外务工父母与留守青少年之间有效沟通的桥梁，它是父母远程照顾和监督留守青少年的重要手段(Liu 
& Leungn, 2017)。不幸的是，尽管留守青少年可能会更多地受益于家庭物质上的支持，但他们离开父母的

时间较长，其心理健康和社会融入等受到不良影响。已有的研究表明，留守青少年容易产生被遗弃和漠

视的感觉，进而导致恐惧、困惑和担忧的心理，这不利于其将来融入社会(Chang et al., 2017; Han et al., 2018)。
近期的数据显示，世界上多达 20%的青少年患有明显的心理并发症或社会障碍(Kawabe et al., 2019)。 

留守青少年正处于学习和成长的关键时期，其发展特征和留守经历极易导致网络成瘾(Internet Ad-
diction Disorder, IAD) (卢春丽，2017)。处于 13~18 岁年龄段的青少年已然成为深陷网络的重灾群体，其

中大部分迷恋网络的青少年为留守学生，其在青春期成长中长期得不到家庭的关照，一旦在校园生活中

人际交往不顺或遇到学习压力，需求无法满足时，便倾向于在虚拟网络中释放压抑。虚拟网络恰巧迎合

了青少年在现实生活难以满足的需求，其精准的算法不仅能抓住受众者的网络浏览轨迹，还能定向推送

符合青少年口味的内容，尤其是游戏。基于此，成年人都难以抗拒的网络便成为青少年沉迷于其中的情

感寄托场所。意志力低下的青少年在感受到网络带来的快乐时，往往更容易沉溺其中不可自拔，致使学

业荒废、社交能力降低、现实中情感冷漠，甚至引发一系列身体和心理问题。就该年龄段青少年身心发

育而言，其本身心智未成熟，情感控制能力和善恶辨别能力不强，网络中的黄色、暴力等内容很容易侵

蚀青少年的心智，致使青少年是非不分、社会责任淡薄、人生观和价值观偏离正确的轨道。另外，长期

沉溺于虚拟网络的青少年很可能在真实世界中以符号化、外在化的方式出现，网络对个人隐私的保护容

易导致青少年以隐蔽、匿名的方式做出不道德甚至违法犯罪的行为。 
如何让留守青少年这一特殊群体摆脱网瘾，走出虚拟世界，合理使用网络，而不是完全拒绝互联网，

这是当前家长、学校和社会所面临的一大问题。因此，需要对已有的网络成瘾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

探索网络成瘾留守青少年脱瘾的有效策略，并进行及时干预，促进其健康成长。 

2. 留守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原因 

留守青少年生活在不完整的家庭或不稳定的家庭环境中，其从父母那里得到的关爱较少；加之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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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监管也明显不足。这些都使得留守青少年更容易遭遇被忽视、较差的学习成绩、较低的营养、较差

的身体健康或生理状况、更高的受伤风险和较高的不良行为。因此，留守青少年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

们面临更大的心理压力，是网络成瘾的易感人群。这是导致其网络成瘾的关键。根据 Coyne (1991)的心

理压力理论，压力产生的主要原因除了压力源、中介变量，还有生理和心理对外在力量的反应。其中压

力源主要包括日常生活中的无力承受的事件，成长经历中的某段创伤导致的长期性紧张；中介变量是指

对个人心理情绪的认知评价、对外在压力的应对方式、社会给予的支持和对压力的控制能力；心理和生

理反应是指对外在事件的情绪变化和生理上的变化。还有研究者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构建了留守青

少年心理问题影响因素模型，该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指标(姬广绪，2019)。社会支持、家庭关怀、积极和

消极应对方式、自尊等是留守青少年心理压力的中介因素。综合这些理论和研究，留守青少年网络成瘾

主要是外部的亲子关系(同伴关系)、社会支持和消极生活事件，以及自身的抑郁、孤独、自尊和心理弹性

这些因素造成的。 

2.1. 亲子关系失调 

在青少年的各种社会关系中，亲子关系是“第一关系”(吴旻，刘争光，梁丽婵，2016)，它是父母与

其子女之间的人际关系，是家庭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关系，而且其中的情感亲密性对儿童的身心发展产

生重要的影响。在需要父母陪伴在身边的时候，也是孩子最依赖父母的阶段。由于这时父母的缺席，导

致孩子和父母的情感不太亲密，这种不良的亲子关系会影响孩子的成长。留守青少年不良的亲子关系暗

示了不安全依恋，处于这种关系中的个体无法获得一个更积极、完整的自我观点，更不容易进行积极的

自我表露。因此，应对压力的适应性更差。研究发现，面对压力经验时，亲子关系失调的青少年报告更

多的抑郁和网络成瘾问题(王晖，熊昱可，刘霞，2018；Zhou et al., 2017)。 

2.2. 社会支持匮乏 

社会支持是指个体通过社会联系所接收到的可以减轻心理压力、缓解精神紧张，以及提高社会适应

力的影响作用。它既能缓冲个人应激状态，也能维持良好的情绪体验，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现象具有支持

作用。有研究认为，现代留守中学生普遍缺乏家庭、学校和其他部门的支持，面临着客观物质性的匮乏

和心灵上的空虚(任彩霞，2014)。然而相对于客观物质而言，他们更渴望情感和心灵上的关爱。例如，大

多数留守中学生的日常监护人为祖父母，虽然老人对留守学生物质上有求必应，但由于年龄代沟，部分

老人会认为留守学生物质上要求太多，也很少能给予留守中学生心理上的关照，即使有些老人能采用传

统方法进行劝说和安慰，对于成长迅速的青少年而言却是饮鸩止渴。关于网络成瘾与社会支持的研究发

现，网络成瘾与社会支持呈负相关。即社会支持越多，网络成瘾现象越不明显；社会支持越少，网络成

瘾趋势越明显(杜顺顺等，2020)。 

2.3. 消极生活事件频发 

消极生活事件是青少年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对心理和社会最终结果有实质性影响

(Bannink et al., 2013)。虽然人格特征在个体的心理和社会结果中起着重要作用，但环境经验也有助于这

些结果。由于父母的缺席，留守青少年的消极生活事件水平提高，并且经常受到更宽松的纪律。网络成

瘾的相关研究发现，消极生活事件被发现与青少年网络成瘾正相关。基于此，消极生活事件可能是留守

青少年成瘾的重要风险因素。消极生活事件往往会引发各种心理和生理紧张，青少年则可能会沉浸于手

机或互联网使用，以逃避这种紧张，并补偿现实世界未获得满足的需求。没有足够的社会支持或父母帮

助来缓解压力的留守青少年则更有可能使用手机，并在虚拟世界中寻求放松(Snodgrass et al.,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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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生活事件也可能通过抑郁诱发留守青少年的网络成瘾。一般紧张理论认为，压力导致负面情绪，

随后引发成瘾行为。抑郁是一种常见的由消极生活事件引起的消极情绪，并对个体的身心健康产生不良

影响。网络成瘾的认知行为模型表明，抑郁症患者对自我和现实世界有歪曲的认知(Farahani et al., 2018)。
这些人利用互联网获得他人的积极回应，据此认为现实世界是危险的，而虚拟世界是安全的，这导致了

网络成瘾(Zhang et al., 2020)。 

2.4. 抑郁困扰 

青少年正值青春期，这一阶段伴随着心理和生理的急剧变化，导致了青少年经历比儿童和成人更频

繁和更强烈的情绪冲突，也是各种心理障碍和精神疾病突发的高峰期。这成为网络成瘾的诱发因素。如

已有研究发现，抑郁会使网络成瘾的风险增加 2.2 倍(Imek, Ahin, & Evli, 2019)。而留守青少年，由于父母

的远离，加之农村地区相对有限的社会和教育资源，他们面临更多的心理困扰。有研究就发现，17 岁之

前与父母分离超过一年，则患重度抑郁症的风险显著增加。与非留守青少年相比，留守青少年更有可能

患上抑郁症(Bifulco, Harris, & Brown, 1992)。长期抑郁会致使青少年深陷其中，自我认为是社会的遗弃儿，

对曾经热爱的事情失去兴趣。这些孩子在现实中遇到问题时，容易逃避，他们偏好通过虚拟的帐号与他

人进行交流，从而获得匿名身份，这有助于克服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困难。互联网就成为他们情感发

泄的最好方式，这样网络成瘾的风险就显著增高。 

2.5. 高孤独感 

与非留守青少年相比，父母陪伴缺失是留守青少年面临的最大伤害。长期与父母分离，留守青少年

缺乏精心的养育和亲密的依恋。这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孤独感等情感和行为问题，而这些正是与网络成瘾

相关的重要因素。Caplan (2003)曾提出，那些遇到各种形式的社会心理压力的人，比健康的人更容易过

度使用互联网。Kim, LaRose 和 Peng (2009)曾探讨了孤独对网络使用的影响，结果显示，孤独的个体表

现出更高的网络使用偏好。Bozoglan 等人(2013)的研究也强调，经历社会孤立或缺乏社会支持的个人更

容易网络成瘾。对于留守儿童来说，虚拟世界可以帮助他们逃离孤独等有害的情绪状态，并从网络社交

中获得情感支持。此外，缺乏父母的监督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和时间上网，这增加了他们网络成瘾的可

能性。 

2.6. 低自尊 

自尊经常被用来描述个人对自我价值的感知。它旨在反映个人对自己、世界和未来的基本看法。自

尊是个体自我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个体心理健康的核心因素，它对个体重拾或保持身心健康尤

为重要。生活环境因素(如社会支持、家庭功能等)的变化可能给个体自尊带来影响，进而可能影响个体的

心理健康状况。Ye 等人(2017)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构建了留守初中生心理问题影响因素模型，认为

留守中学生心理压力产生的中介因素来源于社会支持不足、家庭情感冷漠、应对方式消极、自尊受到挤

压。而自尊是在留守青少年心理变化中起着最直接、最重要的作用。自尊可以缓冲个体人格、家庭情感

对心理成长状态的影响。国内关于青少年网络成瘾与自尊间关系的研究均发现，对网络无抵抗力学生的

自尊明显低于不受网络诱惑学生的自尊，且自尊与网络成瘾呈负相关(邓伟，王耀宗，2017；梅松丽，柴

晶鑫，郭金花，2015；沈潘艳，张梓涵等，2013)。 

2.7. 心理弹性差 

Jeong 等人(2020)认为留守学生长期面临亲人的分离，缺少亲情和家庭教育，心理承受容易出现大起

大落，在面临虚拟网络的诱惑时处境高度危险，因而有理由认为“留守”是青少年成长中的不利节。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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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分析，他们将留守青少年定义为心理弹性“高危”人群。以往的几项研究发现，心理弹性高的个体

受压力或不利经历的影响较小，因此较少因为使用网络而成瘾，而心理弹性低的个体可能在这些方面处

于劣势，他们经受压力或不利经历时容易因使用网络而成瘾。留守青少年的心理弹性与网络成瘾呈显著

负相关，说明其心理弹性指数越低，则越具有网络成瘾的趋势，即，心理弹性低的青少年更容易陷入病

理性互联强的使用(孙亚蜀，任俊，吴超，2012)。而从社会支持的视角来看，留守青少年心理弹性越高则

越有可能获取更多的社会支持，在现实中的需求更容易被满足，这种现实人际关系的构建优势降低了他

们在虚拟网络中寻求人际关系的欲望。依个人视角而言，心理弹性较高的青少年具有较强的情绪控制能

力。虽然这类青少年也会利用互联网进行人际交往，但基本上是基于资源的需求进行网络浏览，能够理

性对待互联网而不沉溺于其中。 
青春期阶段，青少年的身体发生快速、剧烈的变化，而其心智的发展需要经历积累和知识增长，这

个过程相比身体发育显得更缓慢，因此出现滞后。身体的发育成熟让他们有成人感，自我意识进一步发

展，想独立自主，自己的事情自己去做，但经验的缺乏又让他们经常碰壁和失败。青少年便处于矛盾之

中，并且变得敏感多疑。父母的陪伴和守望，尤其是在青少年面临挫折和迷茫时，就特别重要。而留守

青少年则在关键时候缺乏父母的关爱和指引，就更容易出问题。此时，具有虚拟性、间接性和隐蔽性的

网络世界便成为留守青少年向往的天地，并沉迷其中，流连忘返，乃至成瘾，严重影响其学业发展和社

会成长。 

3. 留守青少年网络脱瘾的干预策略  

3.1. 网络脱瘾 

当今时代的青少年群体，毫无疑问是真正意义上的“数字一代”“网络一代”。无论是从使用网络

的人数，还是从首次接触网络的年龄来看，青少年的网络化和网络的青少年化趋向越来越明显。青少年

的成长与网络高度相关，贯穿于其学习、生活、娱乐和社交等各个环节。网络对塑造这一群体的行为方

式、价值观念都影响重大。互联网的发展给青少年的学习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也为其成长提供了

宽阔的渠道和空间。然而，互联网的开放也使网络涌现诸多不良信息，尤其是网络游戏，给认知能力较

为低下、自控力差、缺乏分析能力的青少年带来了负面影响，使正处于学习大好时光的青少年网络成瘾，

荒废学业，甚至因网络而走向犯罪的道路。很多家长因此而呼吁要让青少年，尤其是网络上瘾的青少年

远离网络，不再上网。但当今及未来社会，谁也无法完全离开网络，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对家

长、学校和社会而言，关键是要让网络上瘾、成瘾的青少年从网络的泥潭中解脱出来，即网络脱瘾

(withdrawal internet addiction)，合理、健康的使用网络，而不是戒网络，不再使用网络。 

3.2. 网络成瘾留守青少年脱瘾的干预策略 

缺少父母监管的留守青少年，多为祖辈老人的隔代养育，由于老人对孩子的过度满足，导致他们更

容易上网成瘾。网络成瘾反映了个体心理行为发展不良的现象。个体不良的心理行为特征可能在网络使

用过程中得到深化和变异，即个体行为特征可能与网络使用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关系。而根据心理学的相

关研究发现，人的行为是在“生理–心理–社会”这三类因素相互作用下形成的。越来越多研究表明，

社会因素中家庭对人的心理成长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家庭是青少年成长早期最重要的社会环境，家庭成

员、家庭氛围、家庭养育风格、亲子关系等对人的行为影响极为重要，家庭功能不协调会导致不良行为

青少年。与其他人际关系相比，亲子关系对网络成瘾的影响更大；当家庭成员关系紧张、矛盾激化时，

青少年便对家庭产生消极情绪，更容易沉迷于网络中寻找安全感。而网络成瘾的留守青少年由于和父母

接触少，家庭的作用未能很好的发挥。这也是留守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重要原因，是成瘾行为心理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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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因素。 
教育主管部门高度重视中小学生网络成瘾问题，曾印发了《关于做好预防中小学生沉迷网络教育引

导工作的紧急通知》，将预防中小学生沉迷于网络的紧迫性提到教育工作任务的制高点。这项紧急通知

强调，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沉溺于网络会造成一系列负面效应，其一是不利于青少年生理和心理健康，

其二是社会稳定发展埋下隐患。大量的文献分析了青少年网络脱瘾的干预方法，如有研究者总结出已得

到实证检验方法达的 10 种之多。这些方法包括个体化常模反馈，体育运动处方，正念与内观相结合的积

极心理疗法，电针结合心理康复治疗法，脑电生物反馈治疗，营地综合干预和替代递减干预措施，催眠

与认知行为疗法结合，团体辅导，电子健康干预法和心理干预治疗等(邵云云，许晟，陈佳，2020)。而影

响最大的是北师大发展心理研究所的成果，“青少年网络使用行为研究与干预中心”研发的改善青少年

网络使用行为的“个体–家庭–学校”多水平综合预防和干预方案，它包括：心理教育方案、团体训练

方案、个体干预方案和在线专家自助系统(方晓义等，2015)。该方案的有效性得到实证研究的验证，表明

它在阻止和预防青少年网络成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而对网络成瘾的留守青少年这一特殊群体而言，已有的干预策略显然存在着不足，需要根据其成瘾

的原因(外部的亲子关系、社会支持和消极生活事件，以及内部的抑郁、孤独、自尊和心理弹性等)，并结

合青少年心理行为发展特征，探索网络脱瘾的方法。且其网瘾的脱瘾必须发挥学校的家庭关系替代作用，

这是把握留守青少年网络脱瘾的关键环节。因此，集“个体心理访谈”“团体心理辅导”和“学校替代

家庭作用”为一体的多水平分层次综合干预模式可能是对留守青少年进行网络脱瘾的有效策略。在这个

干预模式中，首先是“个体心理访谈”，它采用非结构型个人访谈方式，以了解网络成瘾留守青少年者

的基本情况，包括上网的模式、上网前的感觉和想法、下网的感受、上网对睡眠的影响，以及经常上网

对学习的影响和由此而带来的心理感受；“团体心理辅导”则是在学校心理辅导老师的指导下，让留守

青少年通过团体内人际交互作用，在共同的活动中彼此进行交往、相互作用，使留守青少年能通过一系

列心理互动的过程，探讨自我，尝试改变行为，学习新的行为方式，解决网络成瘾给自己学习和生活带

来的困扰，尽早摆脱网瘾的束缚，从网络的泥潭中解脱出来，健康、合理的使用网络。它是从认知、情

绪、行为、生活技能等方面对网络成瘾留守青少年进行多模态的心理干预。“学校替代家庭作用”是由

班主任替代家长，发挥家庭参与的影响，构建替代的家庭互动模式、利用家庭功能来解决网络成瘾者的

心理问题，从而促进留守青少年个体的成长。 

4. 结语 

关注青少年的成长，就是关注中国的未来。网络成瘾留守青少年是一个需要高度重视的特殊社会群

体，它是中国城市化建设进程中出现的特有现象。社会有责任和义务关注这一特殊群体，并给予他们有

效的帮助。基于留守青少年网络成瘾形成原因的“个体心理访谈–团体心理辅导–学校替代家庭作用”

三位一体的多水平分层次综合干预模式可能是网络成瘾留守青少年脱瘾的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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