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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寻找能缓解我国青少年网络成瘾行之有效的干预策略，同时为网络成瘾提供科学理论解释与实践

指导。方法：通过计算机检索英文数据库Web of Science、PubMed、中国知网(CNKI)、万方数据知识

服务平台、中国维普全文数据库(VIP)从建库至2022年4月发表的采取团体心理辅导对网络成瘾的干预研

究。经过反复筛选文献以确定最终纳入、提取纳入文献主要资料、对纳入文献进行质量评价后，采用

RevMan5.4软件进行Meta分析。结果：本研究最终纳入13项研究，合计671例研究对象。随机实验和自

我对照实验结果都表明，团体心理辅导对网络成瘾影响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可通过团体心理

辅导的方式对网络成瘾现象及症状有效，可以进行干预。此结论需在更多高质量干预中进一步予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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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find effective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to alleviate Internet addiction among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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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lescents, and to provide scientific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Internet 
addiction. Methods: Intervention studies on Internet addiction with group psychological counsel-
ing were retrieved from Web of Science, PubMed, CNKI, Wanfang Data Knowledge service platform 
and VIP from its establishment to April 2022. After repeated screening of the literature to deter-
mine the final inclusion, extraction of the main data of the included literature, and quality evalua-
tion of the included literature, RevMan5.4 software was used for Meta analysis. Results: Thirteen 
researches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with a total of 671 subjects. The results of randomized and 
self-controlled experiments showed that group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Internet addiction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Conclusion: Group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can be 
effective in treating the phenomenon and symptoms of Internet addiction. This conclusion needs 
to be validated in more high-quality interven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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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网络成瘾(Internet Addiction, IA)又称网络成瘾综合征(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 IAD)、病态网络使用

(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 PIU)等(凌宇等，2022)，表现为对互联网产生生理依赖和滥用、控制冲动的能力

下降(吴宏新等，2013)、无法停止互联网使用以及出现戒断等症状(Davis, 2001)。据中国青少年网瘾数据

报告，2011 年我国网络青少年网瘾的比例高达 26%，网瘾倾向比例高达 12%。目前网络已经成为人们不

可缺少的部分，因此可预测不久的将来成瘾青少年人数必然较这个数据更多(边慧冕，2018)。随着新冠病

毒疫情爆发，居家隔离使得青少年的活动空间限制。“停课不停学”背景下的在线教学环境，也大大增

加了学生使用网络的时间(姜立君，2020)，也有研究发现，疫情期间，大学生更容易沉迷于网络而导致网

络成瘾(Nagaur, 2020)。 
青少年时期处于个体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身体和心理飞速成长，是暴露于压力事件后最脆弱

的一段时期(Rodman et al., 2021)，个体很容易为逃避压力而依赖网络，在虚拟世界中获得满足感与成就

感(郑培杏等，2022)，媒介系统依赖理论和负强化情绪加工理论提出，某种行为或物质在满足人们需求、

缓解负性情绪的同时，人们也容易加强此种行为或依赖这种物质(杨银芳，2021)。青少年正处于自我同一

性建立的发展时期，当现实生活中的自我满意度降低时，青少年往往倾向于在网络上寻找积极的自我感

受(蓝玉，2014)，甚至把互联网当作自己的依恋对象(雷雳，2012)。沉溺于网络不仅会影响青少年的学业，

还会影响其自我意识和健康人格的形成，导致社会适应能力下降、人际关系淡漠等一系列社会性发展问

题(王莎莎，2010)。由于其对身心带来的严重威胁，美国精神病学协会(APA)已明确将网络成瘾评估为一

种新型、潜在的精神障碍。作为青少年网络使用中的一种常见的心理、行为障碍，目前网络成瘾已成为

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5)。 
由于网络成瘾导致的社会问题与日俱增，干预研究成为关注的焦点。认知–行为疗法、药物治疗、

家庭治疗、体育干预和团体心理辅导均在临床中取得一定的效果(刘映海，石岩，2014)，团体心理辅导是

一种在团体的情境下提供心理指导，帮助个体发掘心理潜能及促进其心理成长并使其更好地适应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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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团体咨询形式(唐其，2016)，通过重视和利用人类乐群性的本质特征，承载着教育、发展、预防和治

疗的功能(刘勇，2007)，是一种成长性过程(赵馨等，2021)。 
尽管已经有大量研究证明了团体心理辅导对青少年网络成瘾干预的显著效果，但是各研究间有结果

不确定和偏倚风险的可能。因此，系统评价团体心理辅导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综合干预效果，将会对治

疗网络成瘾的临床操作提供理论与实践上的双重意义(吴瑾等，2018)。本研究采用 Meta 分析方法对团体

心理辅导干预青少年网络成瘾进行系统评价研究，以期为青少年网络成瘾相关行为研究提供资料，为防

控青少年网络成瘾提供参考依据。 

2. 对象与方法 

2.1. 文献纳入与排除标准 

2.1.1. 纳入标准 
1) 研究对象：研究对象为我国青少年群体，包括中学生、中专生、大学生，年龄在 18~25 周岁。通

过一系列前测筛查出存在网络成瘾的被试，且自愿参与研究。 
2) 干预措施：采用团体心理辅导进行心理干预。 
3) 结局指标：将这些对象的网络成瘾症状作为结局标准，采用标准工具测量。 
4) 研究设计：研究设计为随机对照实验或自我对照实验。 
5) 发表状态与类型：公开发表的期刊及会议论文。 

2.1.2. 排除标准 
1) 研究对象不在规定范围中；2) 全文丢失；3) 非中英文文献；4) 结局标准不清晰；5) 数据不完全

的研究而不能进行统计分析的文献。 

2.2. 文献检索策略 

采取主题词和自由词结合的方式，计算机检索 PubMed、Web of Science、中国知网(CNKI)、万方数

据知识服务平台、中国维普全文数据库(VIP)，搜集从建库至 2022 年 4 月间关于团体心理辅导干预我国

青少年网络成瘾的相关研究，并追溯相关参考文献以补充获取灰色文献。采用主题词与自由词相结合的

检索方式，英文检索词主要为：group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group psychological guidance、group 
counseling psychology、teenagers、adolescent、Internet addiction、Internet dependency 等；中文检索词主要

为：心理辅导、团体辅导、团体心理辅导、网络成瘾、网络依赖、手机成瘾等。共检索出 293 篇文献，

经筛查后保留 13 篇，均为中文文献。 

2.3. 数据提取 

将研究的基本信息，包括题目、对象、作者、调查地区、发表年份等纳入研究，从每篇文章中提取

参与者总人数、结局指标、测量工具，筛查出团体心理辅导前后实验组和控制组青少年网络成瘾症状的

得分情况。对于没有这一类相关数据的文献要予以排除。 

2.4. 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评价 

采用 Cochrane 协作网推荐的 5.3 版偏倚风险评估工具对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进行评估。 

2.5. 统计分析 

采用 RevMan5.4 进行统计分析，经异质性检验分析，本文采用连续变量 Meta 分析来进行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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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P > 0.10 和 I2 < 50%，可认为各研究间同质，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反之，则认为各研究间存在异质

性，此时需进一步分析和处理异质性来源，如使用亚组分析、敏感性分析等，若无法消除则采用随机效

应模型。事件发生率 P = X/n，标准误为 ( )1SE P P n= −  (其中，X 为某事件的发生数，n 为样本量)。 

3. 结果 

3.1. 文献检索结果 

经计算机检索共检出 293 篇文献，通过筛选排除不符合文献 280 篇，最终有 13 篇文献纳入分析。文

献纳入流程见图 1。 
 

 
Figure 1. Flowchart of literature screening 
图 1. 文献筛选流程图 

3.2.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本研究共纳入 13 篇文献，合计 671 名网络成瘾青少年样本，其中随机对照共 10 篇文献，干预组的

研究对象有 273 例，接受不同形式的团体心理辅导，对照组的研究对象有 280 例，接受常规治疗或常规

健康教育。自我对照组共 3 篇，研究对象 78 例。纳入文献的基本特征与偏倚分析评价详见表 1。 

3.3. 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 

(见表 2) (吴瑾等，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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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cluded studies 
表 1.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序号 作者 发表年份 调查地区 研究对象 样本量 网络成瘾诊断标准 

1 赵玉霞，郝艳红， 
静香芝(2021) 2021 年 河南 大学生 98 SAS-C 

2 
陈真真，汤永隆， 
张喜淋，徐展，郑涌

(2011) 
2011 年 重庆 大学生 37 CIAS 

3 吕文卿，张伯华(2012) 2012 年 山东 大学生 52 CIAS 

4 
孔明，傅文青，刘伟，

阙墨春，王杏云，刘楠
(2011) 

2011 年 苏州 大学生 71 IAT 

5 刘长辉，曹杨，关涛，

潘国良(2010) 2010 年 沈阳 初、高中生 36 IAD 

6 王光荣(2008) 2008 年 山东 青少年 48 CIAS 

7 刘玎，卢宁，何建飞，

唐辉，周丽娟(2013) 2013 年 深圳 大学生 40 IAT 

8 白羽，樊富珉(2007) 2007 年 北京 大学生 48 CIAS 

9 巫珠霞(2015) 2015 年 湖南 青少年 30 CIAS 

10 徐玲，王娟(2016) 2016 年 湖北 大学生 12 CIAS 

11 李玲，黄艳苹(2017) 2017 年 广州 大学生 60 YDQ 

12 
申晓晴，周学晟，宋宁，

汪依桃，吴世敏， 
韦玉娜(2015) 

2015 年 广西 大学生 27 大学生网络成瘾问卷 

13 
宋国英，毛冬雪，吴茜，

张慧子，马向莉，陈玉，

夏西超(2020) 
2020 年 河南 大学生 60 CIAS 

 
Table 2. The risk of bias of the studies 
表 2. 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 

纳入研究 随机 分配隐藏 盲法 结果数据的完整性 选择性报告 其他偏倚 

赵玉霞 是 不清楚 不清楚 是 否 不清楚 
陈真真 否 不清楚 不清楚 是 否 不清楚 

吕文卿 否 不清楚 不清楚 是 否 不清楚 

孔明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是 否 不清楚 

刘长辉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是 否 不清楚 

王光荣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是 否 不清楚 

刘玎 否 不清楚 不清楚 是 否 不清楚 

白羽 否 不清楚 不清楚 是 否 不清楚 

巫珠霞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是 否 不清楚 

徐玲 否 不清楚 不清楚 是 否 不清楚 

李玲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是 否 不清楚 

申晓晴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是 否 不清楚 

宋国英 是 不清楚 不清楚 是 否 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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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团体心理辅导干预青少年网络成瘾的 Meta 分析 

3.4.1. 随机对照实验的网络成瘾干预效果 
随机对照组共纳入 10 个研究，团体心理辅导组有 273 例研究对象，对照的常规治疗组有 280 例研究

对象，合计 553 例。对 10 项研究结果进行汇总，见图 2，Meta 分析的结果显示固定值效应模型下的合并

效应量具有统计学意义，但对纳入的 13篇参考文献经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各研究间存在异质性(I2 = 99%, 
χ2 = 709.81, P < 0.00001)。因此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Meta 分析。总的 MD 值−10.69 [−14.62, −6.77]，在图中

通过菱形表示，该菱形不与无效线相交，13 项研究的横线均落在无效线左侧且不与无效线相交，随机对

照的干预效果说明团体心理辅导对网络成瘾症状有效。敏感性分析纳入 5 篇文献，见图 3 各研究间存在

异质性(χ2 = 5.99, P = 0.20)，异质性显示 I2 = 33% < 50%，提示不存在异质性，实验组优于对照组，MD = 
−7.72，95% CI [−9.57, −5.87]。 
 

 
Figure 2. Intervention effect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图 2. 随机对照实验的干预效果 

 

 
Figure 3. Intervention effect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experiment after sensitivity analysis 
图 3. 敏感性分析后随机对照实验的干预效果 

3.4.2. 自我对照实验的网络成瘾干预效果 
自我对照组共纳入 3 个研究，共 78 例研究对象。对 3 项研究结果进行汇总，见图 4，Meta 分析的结

果显示固定值效应模型下的合并效应量具有统计学意义，但对纳入的 13 篇参考文献经异质性检验结果显

示各研究间存在异质性(I2 = 79%, χ2 = 9.67, P < 0.01)。因此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Meta 分析。总的 MD 值−3.09 
[−3.44, −2.74]，在图中通过菱形表示，该菱形不与无效线相交，3 项研究的横线均落在无效线左侧且不与

无效线相交，自我对照实验的干预效果说明团体心理辅导同样对网络成瘾症状有效。敏感性分析纳入 2
篇文献，见图 5，各研究间存在异质性(χ2 = 2.01, P = 0.16)，异质性显示 I2 = 50%，异质性适中，后验优

于先验，MD = −5.45，95% CI [−7.15, −3.85]。 

https://doi.org/10.12677/ap.2022.129382


姚宇 等 
 

 

DOI: 10.12677/ap.2022.129382 3163 心理学进展 
 

3.4.3. SCL-90 的 Meta 分析结果 
共纳入 4 个研究，团体心理辅导组有 86 例研究对象，对照的常规治疗组有 95 例研究对象，合计 181

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D = −23.53, 95% CI (−29.29, −17.76), P < 0.00001]，各研究结果间异质性仍较高

(P = 0.09, I2 = 53%)因此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Meta 分析。见图 6。4 项研究的横线均落在无效线左侧且不与

无效线相交，说明团体心理辅导对 SCL-90 得分有显著影响。在图中通过菱形表示，该菱形不与无效线相

交，则该 Meta 分析结果认为团体心理辅导对 SCL-90 得分影响显著。 
 

 
Figure 4. Intervention effect of self-controlled experiment 
图 4. 自我对照实验的干预效果 

 

 
Figure 5. Intervention effect of self-controlled experiment after sensitivity analysis 
图 5. 敏感性分析后自我对照实验的干预效果 

 

 
Figure 6. Meta analysis of group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on SCL-90 scores of adolescents 
图 6. 团体心理辅导对青少年 SCL-90 得分的 Meta 分析 

3.4.4. 发表偏倚 
基于随机对照试验下团体心理辅导干预青少年网络成瘾综合效果的指标，绘制的漏斗图显示纳入的

研究分布基本对称，表明纳入研究存在发表偏倚的可能性较小(见图 7)。 

4. 讨论 

4.1. 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形成机制 

网络成瘾已经成为我国目前的社会热点问题。目前许多模型均对对网络成瘾的形成机制进行解释，

如 Csikszentmihaly 提出的福乐体验理论(Csikszentmihalyi, 1995)、Grohol 提出的阶段论(Grohol, 2000)、
Donegan 等人提出的强化理论(Donegan, Rodin, Brien et al.,1983)、社会学因素以及认知行为模型(贺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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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玉，向远明，2008)。 
网络成瘾可能与自尊(何灿等，2012)、孤独感(Odacı & Kalkan, 2010)、执行功能和抑制控制功能(娜

地热·艾力，2021)等个人因素相关。此外，家庭和社会环境也会影响青少年的网络成瘾。 
社会联结理论认为个体与父母等传统社会关系建立联结可以减少或避免出现越轨行为，社会学习理

论也提出父母等重要他人的行为和态度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发生和发展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研究表明

暴力的教养方式、敌对的同伴关系及生活环境可能会增加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风险(刘勤学等，2022)。而积

极的人际关系和生长环境可以对网络游戏成瘾缓冲作用(Davies et al., 2018)。 
 

 
Figure 7. Funnel plot of publication bias 
图 7. 发表偏倚的漏斗图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提出，青少年对于归属感与爱、尊重和成就的需要十分迫切，当这些需要在

现实生活中无法得到满足时，就会寻求与网络，久而久之产生成瘾行为。埃里克森人格发展八阶段则认

为，青少年正处于自我意识发展和确立的关键时期，这个阶段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间产生强烈冲突，常

用理想自我衡量现实自我，网络的虚拟性为青少年提供了实现理想自我的空间(常雅娟等，2017；陶然等，

2008)。 

4.2. 团体心理辅导的干预效果 

本研究共纳入 13 篇文献进行 Meta 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随机还是自我对照实验，团体心理

辅导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干预结果是显著的，在实践中获得了良好的适应性。但对于自我对照实验设计

本身可能产生混杂效应，因此对于这一类研究合并所得到的结果，需要采用谨慎的态度予以判断(吴瑾等，

2018)。与此同时，通过团体心理辅导对于网络成瘾青少年 SCL-90 的 Meta 分析结果同样是显著的，为团

体心理辅导干预网络成瘾导致的不良情绪及躯体化症状提供思路。目前，国内外已有学者对网络成瘾进

行大量研究，也有部分学者对团体心理辅导与网络成瘾的相关性进行研究。但目前针对团体心理辅导对

干预青少年网络成瘾的 Meta 分析却是凤毛麟角。因此本研究采用 Meta 分析的方法对国内青少年的网络

成瘾症状在团体心理辅导中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系统性评价研究，目的是对网络成瘾的研究进行补充，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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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国内青少年网络成瘾现象，减轻青少年抑郁、焦虑情绪，减少患病风险，预防自伤自杀行为提供了更

为细致的参考依据。 

4.3.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1) 未能引入英文文献可能会导致研究结果可能受文化差异的影响；2) 纳入文献的质量参差

不齐，随机化、分配隐藏及盲法设计实施的忽视，覆盖地区不够完善，可能会影响 Meta 分析的结果；3) 
本研究得出的显著性结论是针对综合性成因效果而言的，对于不同网瘾程度青少年的干预效果推广仍需

谨慎；4) 纳入研究部分基线信息不清晰，为扩展亚组分析、Meta 回归分析及敏感性分析造成困难。未来

关于团体心理辅导干预青少年网络成瘾实验中，可以开展更大样本、更大范围、分类更加细致的规范性

科学研究，完善当前研究的不足，为团体心理辅导干预青少年网络成瘾提供更多更有利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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