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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索青少年自我同一性与网络成瘾的关系以及压力和逃避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使用问卷

调查法收集421名青少年的有效数据，结果表明：自我同一性与逃避、网络成瘾存在显著负相关；压力

和逃避在自我同一性与网络成瘾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51.43%。结论：自我同一

性扩散是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不但起直接影响作用，而且通过压力和逃避产生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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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identity and Internet addiction in 
adolescents,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stress and avoidance between the two. A questionn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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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method was used to collect dat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elf-identity is significantly ne-
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escape and Internet addiction; stress and escape have significant mediat-
ing effects between self-identity and Internet addiction, and the indirect effects account for 51.43% 
of the total effect. Conclusion: Self-identity confusion is a risk factor for Internet addiction. It not 
only has a direct effect, but also has an indirect effect through stress and e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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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 4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20
年 3 月，我国网民规模为 9.04 亿，我国网民结构有以下特点：从年龄分布来看：10~19 岁网民占比 19.3%，

仅次于 20~29 岁、30~39 岁年龄群体。职业分布来看：在我国网民群体中，学生最多，占比为 26.9%。这

组数据意味着，在中国随着互联网相关产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青少年，暴露在网络成瘾的

风险之下。青少年时期是个体从儿童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发展的重要课题是同一性的形成

[1]。同一性发展关系到一个人的健康发展，关系到他能否良好适应社会，能否体验到自身的价值和人生

的意义。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索青少年自我同一性状态与网络成瘾之间的关系，以及压力与逃避在两者

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1.1. 网络成瘾 

网络成瘾(Internet addiction，简称 IA) [2]，也叫病态网络使用(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简称 PIU) [3]，
有问题的互联网使用(Problematic Internet use) [4]等，这些术语描述的都是同一种现象。 

Young [2]将网络成瘾定义为具有以下八个特征症状中的五个或以上：专注，耐受，戒断，无法控制，

使用时间超出预期，功能受损，说谎和逃避。有研究者认为，网络成瘾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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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事实上，目前网

络成瘾还没有一个标准的概念。在先前的研究中，IA 的常见概念包括控制不当的专注，冲动，退缩，宽

容或与互联网使用相关的行为，这些行为导致心理困扰，家庭，学校和工作，健康或人际关系严重受损

[6]。因此，本研究将采用这一定义。 
早期关于网络成瘾的研究着重于考察网络成瘾的典型特征、发生率和负面效应，而随后的研究则试

图找出影响网络成瘾的一些关键因素，近期的研究已经开始关注网络成瘾的形成机制和干预[7]。 
在探讨网络成瘾形成机制的众多研究中，Davis 第一个提出将病理性互联网使用分为一般病理性互联

网使用(Generalized 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 GPIU)和特定病理性互联网使用(Specific 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 SPIU) [8]。根据 Davis [3]的认知行为模型，SPIU 的成因有远端因素和近端因素。远端因素包括精神

病理因素(即个体不良情绪，如社交焦虑、抑郁等)和环境线索(即生活事件或压力源)两个方面。近端因素

是指个体的非适应性认知，这一因素处于模型的中心地位。Davis [9]进一步将非适应性认知分为了四种，

即冲动控制减弱、孤独/抑郁、社交舒适以及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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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成瘾相关因素的相关研究中表明，个体特征和环境特征都会影响网络成瘾：自我和人格特征

都会影响网络成瘾；低自尊、低自我控制和高自恋者的网络成瘾程度更高；压力、家庭情况和人际环境

等都会影响网络成瘾[7] [10]。其中，游戏成瘾者和社交网络成瘾者都存在自我概念缺失。与正常玩家和

健康对照组相比，成瘾玩家更强烈地排斥自己的身体形象，在自尊和情感能力方面表现出缺陷[11]。此外，

有问题的社交网络与识别自身情绪以及情绪调节技能方面的问题有关[12]。同样地，Lemenager 等[13]还
发现，与健康对照组相比，网络成瘾使用者在自我概念的三个特征(自尊，身体形象，情绪能力)上都显示

出明显的缺陷。如果个体在自我概念形成过程中不成功或者遇到障碍，将导致自我同一性扩散，进而增

加精神障碍如人格，抑郁或成瘾性障碍的风险[1] [14]。 

1.2. 自我同一性 

自我同一性的概念由 Erikson [1]提出，简言之，自我同一性是个体在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一时空中

对自己内在的一致性和连续性的主观感觉和体验，以及他人所知觉到的一致性和连续性，是个体在特定

环境中的自我整合。自我同一性的形成与发展是持续一生的过程，但青少年期是自我同一性确立的关键

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心发展课题就是自我同一性确立对自我同一性扩散。在青少年期，个体通过对童年

期获得的同一感与现在的自我重新进行整合和修正，建立起前后一致的自我同一性，由此为成年期的生

活奠定基础[15] [16]。 
Marcia [14]对自我同一性这一概念操作化，从探索(即过去的危机)和投入(即现在的自我投入)两个维

度的高低将自我同一性分为四种类型：同一性获得、同一性延缓、同一性早闭和同一性扩散。在此基础

上，日本心理学家加藤厚[17]又追加上“现在自我投入的愿望”变数，构成了一个 3 变数，12 项目的自

我同一性测定量表，又补充了同一性确立–权威接纳中间地位(A-F 中间地位)，同一性扩散–积极的延缓

中间地位(D-M 地位)两个中间地位，共六种自我同一性，见表 1。 
 

Table 1. The six statuses of self identity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表 1. 加藤厚的六种自我同一性及其特点 

自我同一性 
现在 
投入 

过去 
危机 

将来 
投入 

特点 

同一性确立 
(同一性获得) 

高 高  经过积极的自我投入和各种不懈的努力， 
体验着各种发展危机，终于选择了自我投入的目标和方向 

确立–权威接纳 
中间地位 

高 中   

权威接纳 
(同一性早闭) 

高 低  没有经历过危机体验，他们所选定的自我投入的目标和方向， 
大多是迎合或接纳父母、社会理念所支持的 

积极的延缓 
(同一性延缓) 

中~低  高 正处在体验着各种危机之中， 
也正在积极地自我投入和努力实现着主体的自我 

扩散–积极延缓 
中间地位 

    

同一性扩散 低  低 不管是否体验过危机，有无探索前进的道路和价值观的经历， 
总之是一些未作出什么决定、无所向往的人 

 
按照 Marcia 的假设，个体的自我同一性发展要从同一性扩散地位经由积极的延缓，进而达到最理想

的同一性确立或不理想的权威接纳地位[18]。自我同一性扩散的特点包括：自尊心低，优柔寡断，无法专

注于任务；未来目标的不确定性；对自我的不清楚的描述；建立亲密关系的问题；社会角色、价值和选

择方面的困难[1]。这些特点使得自我同一性扩散的青少年在人际关系、成就和掌握、自我实现和自我超

越等方面的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无法得到很好的满足，而这些需要恰好都属于研究者确定的网络使用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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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六大需要(即性、意识状态改变、成就和掌握、归属、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之内[19]。 
互联网提供了虚拟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过分害羞或具有自我意识的人可以在较为安全的环境中

进行互动。在网络上还可以改变不同时间、空间的个人身份，扮演不同的身份角色。自我同一性扩散的

青少年可以在网络上通过人机交互与人际互动来使自己的种种需要得到满足[20]。 
国内外已经有不少研究发现青少年自我同一性的发展会影响网络成瘾。在一项对 33,959 名大一新生

的调查中，网络依赖学生表现出更多的自我同一性扩散的特质以及更少的自我认同完成的特质[21]。
Ceyhan [22]通过对 464 名大学生的调查发现，网络成瘾与自我同一性确立呈负相关，与积极的延缓呈正

相关。同样，203 名大学生的研究结果也显示，自我同一性发展程度影响着网络成瘾的状况，自我同一

性处于积极的延缓地位的个体比处于权威接纳地位的个体有更多的网络成瘾症状[23]。 

1.3. 压力和逃避 

压力和逃避是在 Davis 的认知–行为模型中的两个重要因素。 
压力是指对有害，威胁性或挑战性的事件或刺激进行感知、评估和反应的过程[24]。一项对 2986 名上

海高中生进行的调查发现，学习和学业是中学生最大的压力源，而与心理健康关系最密切的压力源是社会

人际关系及性发展方面的压力，其次为学习和学业方面的压力[25]。压力被不少研究者认为是网络游戏障

碍的最佳心理预测因子[26]。除此之外，大量研究发现，压力与网络成瘾存在正向关联，研究者在不同的

被试群体(初中生、高中生、高职生、大学生)之中，采用不同的测量工具，均发现了压力对网络成瘾的正

向预测作用[27] [28]。另外，研究发现[29]，网络能够提供一个放松，逃避压力和寻求刺激的地方。 
逃避是 Davis 提出的四种非适应性认知之一，它涉及使用互联网作为回避活动，个人使用互联网的

目的是使自己远离压力大的事件，任务或思想流[9]。当网络使用者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了压力、挫折等容

易选择上网作为对真实社会生活的逃避与退缩，这个因素折射了网络使用者对人生责任、生活态度的消

极逃避退缩行为的认知[5]。 
本研究假设青少年自我同一性发展状态会通过压力与逃避的中介作用影响网络成瘾，即自我同一性

扩散的青少年对压力更敏感，在面临巨大压力时，他们会使用互联网作为一种逃避手段以达到忘掉现实

生活中不愉快事件的目的，因此自我同一性扩散的青少年更容易陷入网络成瘾。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从网络问卷收集平台以及两所学校共收回 525 份数据，剔除无效样本后的有效数据为 421 份。问卷

内有四道指定选项的题目，即“为了确认您是在认真作答，此题请直接选择第一个选项”，有两道及以上

选择其他选项的问卷即视为无效样本。另外，连续相同作答超 80%以上，同样视为无效问卷。 
被试信息如表 2 所示，其中男生 217 人(51.54%)，女生 204 人(48.46%)；农村学生 268 人(63.66%)，

城镇学生 153 人(36.34%)；初一、初二、初三、高一、高二以及高三年级学生分别 185 人(43.94%)，176
人(41.81%)，30 人(7.13%)，15 人(3.56%)，3 人(0.71%)，12 人(2.85%)。 

 
Table 2.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articipant 
表 2. 被试信息 

属性 
性别 生源 年级 

男 女 农村 城镇 1 2 3 4 5 6 

n 217 204 268 153 185 176 30 15 3 12 

百分比% 51.54 48.46 63.66 36.34 43.94 41.81 7.13 3.56 0.71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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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材料 

2.2.1. 中文网络成瘾量表修订版 
中文网络成瘾量表修订版(Revised Chen Internet Addiction Scale, CIAS-R)，由陈淑惠等人[30]根据《精

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 4 版(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IV, DSM-IV) [31]
中对各类成瘾症的诊断标准，及临床个案观察与访谈结果的基础上，在中文网络成瘾量表(CIAS)基础上

修订而成。采用四级评分法(1 = 极不符合，4 = 极为符合)，共 26 道题目。分为两个分量表和五个维度，

其中网络成瘾核心症状分量表包括强迫症状、戒断症状、耐受症状三个维度；网络成瘾相关问题分量表

包括人际与健康问题和时间管理问题 2 个因素人际健康问题、时间管理问题两个维度。总分越高，则表

明成瘾程度越严重。本研究采用研究者根据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方法提出的 CIAS-R 的最佳分界线，即

总分 ≥ 58 分为初步筛查出的潜在网络成瘾者，≥68分则确诊为网络成瘾者[32]。本研究中，该量表的总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5。 

2.2.2. 自我同一性测试问卷 
采用心理学家加藤厚[17]编制的自我同一性测定量表。该量表含过去的危机、现在的自我投入、将来

自我投入的愿望 3 因子，各由 4 项目组成，共 12 个项目。采用六级评分制(1 = 完全不是，6 = 完全是)，
根据测试者的 3 因子得分，判定其自我同一性所属的地位。共有同一性确立、同一性确立–权威接纳中

间、权威接纳、积极的延缓、同一性扩散–积极的延缓中间、同一性扩散地位 6 种自我同一性[33] [34]。
另外三因子总分越高，同一性状态越好。在本研究中，三因子间相关系数范围为 0.28~0.55 之间，该量表

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61，分半信度为 0.74。 

2.2.3. 逃避 
采用《戴维斯在线认知量表》(Davis Online Cognition Scale, DOCS)的逃避与退缩分量表[9]，共 7 个

项目。该量表用于分析网络使用者的非适应性认知，是一种七级自陈量表(1 = 最不赞成，7 等于最赞成)。
分数越高代表网络成瘾程度越深，如被试单一维度上的得分过 24，则被视为网络成瘾。在本研究中，该

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2。 

2.2.4. 中学生学业压力问卷 
采用王勍[35]编制的《中学生学业压力问卷》。该量表将学业压力分为成绩目标压力、外在环境压力、

挫折压力、竞争压力四个维度。共 25 个题目，采用 5 点计分(1 = 没有压力，5 = 压力很大)，分数越高

代表学业压力越大。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6。 

2.2.5. 自编人际压力量表 
自编中学生人际压力量表，将人际压力分为学校人际压力、家庭人际压力两个维度。共 10 个题目，

采用 5 点计分(1 = 没有压力，5 = 压力很大)，分数越高代表人际压力越大。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

一致性系数为 0.91 (表 3)。 
 

Table 3. Research materials 
表 3. 研究材料 

量表 维度 题目数 计分 内部一致性 

中文网络成瘾量表 

修订版 
5 个：强迫症状、戒断症状、 

耐受症状、人迹健康问题、时间管理问题 
26 4 点计分 0.95 

加藤厚(1983)自我同一性测

试问卷 
3 个：过去的危机，现在的自我投入， 

未来自我投入的愿望 
12 6 点计分 

0.61 (克隆巴赫 α) 

0.74 (分半信度)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1.102061


林芳岩，汤永隆 
 

 

DOI: 10.12677/ass.2021.102061 425 社会科学前沿 
 

Continued 

王勍学业压力问卷 4 个：成绩目标压力、外在环境压力、 
挫折压力、竞争压力 

25 5 点计分 0.96 

自编人际压力量表 2 个：学校，家庭 10 5 点计分 0.91 

戴维斯在线认知量表 
(逃避与退缩分量表) 

 7 7 点计分 0.82 

2.3. 数据收集与分析 

对收集的有效数据使用 SPSS 22.0 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描述性统计以及相关分析，同时使用

AMOS 22.0 进行模型拟合与中介效应检验。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自陈报告的问卷法来收集数据资料，结果会受到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在研究设计与数据收集

过程中强调问卷匿名性，部分题目反向计分，不同问卷分开编排等措施进行事前程序控制。本研究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36]。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共有 15 个，按照降序排

列后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26.81%，远小于临界值 40.00%，说明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并不严重。 

3.2. 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分析 

同一性总分与逃避、网络成瘾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与人际压力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学业压力、人

际压力、总压力、逃避以及网络成瘾两两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以及相关系数

见表 4。 
 

Table 4. The means and standard deviations of variables and their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表 4.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以及相关系数 

 M SD 1 2 3 4 5 6 7 8 

1 同一性：现在 16.88 3.66         

2 同一性：过去 15.88 3.03 0.31**        

3 同一性：将来 17.33 3.67 0.55** 0.28**       

4 同一性总分 50.08 7.98 0.83** 0.65** 0.82**      

5 学业压力 74.69 26.34 −0.13** 0.18** −0.02 0.00     

6 人际压力 19.01 12.26 −0.18** 0.10* −0.15** −0.11* 0.70**    

7 压力 93.70 36.02 −0.16** 0.17** −0.06 −0.04 0.97** 0.85**   

8 逃避 19.98 9.03 −0.31** 0.07 −0.27** −0.24** 0.24** 0.26** 0.26**  

9 网络成瘾 52.27 15.35 −0.30** 0.09 −0.27** −0.23** 0.33** 0.33** 0.35** 0.54** 

注：N = 421。**. 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在 0.05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3.3. 中介效应检验 

以自我同一性为自变量，网络成瘾为因变量，压力与逃避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使用 AMOS 
22.0 进行模型检验，标准化结果如图 1 所示。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1.102061


林芳岩，汤永隆 
 

 

DOI: 10.12677/ass.2021.102061 426 社会科学前沿 
 

 
Figure 1. The effect of self-identity on internet addiction: the mediating role of stress and avoidance 
图 1. 压力与逃避在自我同一性和网络成瘾之间的中介作用 

 
该模型拟合程度良好，GFI = 0.96，CFI = 0.91，IFI = 0.91。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自我同一性不

仅直接负向预测网络成瘾，还通过压力和逃避间接负向预测网络成瘾，压力和逃避在自我同一性与网络

成瘾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自我同一性对网络成瘾的总效应为−0.35，其中直接效应为−0.17，间接效应为

−0.18。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 95%置信区间的上、下限不包含 0，因此压力和逃避在自我同一性与网络成

瘾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显著(表 5)。 
 

Table 5. The results of mediating effect test 
表 5.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路径 效应值 比值 

自我同一性→网络成瘾 −0.17 48.57% 

自我同一性→压力→网络成瘾 −0.03 8.57% 

自我同一性→逃避→网络成瘾 −0.14 40.00% 

自我同一性→压力→逃避→网络成瘾 −0.01 2.86% 

直接效应 −0.17 48.57% 

间接效应 −0.18 51.43% 

总效应 −0.35 100% 

4. 讨论 

本研究通过问卷法，检验了青少年自我同一性对网络成瘾的影响，以及压力和逃避在其中的中介作

用。对提出的模型进行检验的路径分析结果表明，青少年自我同一性不仅可以直接负向预测网络成瘾，

还可以通过压力与逃避间接影响网络成瘾，这一结果符合研究假设。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自我同一性、逃避、网络成瘾三个变量两两之间相关性显著，压力与逃避、网

络成瘾也显示显著正相关，这与 Huang [21]和 Davis 等人[9]的研究结果一致。 
自我同一性与压力的关系却稍显复杂。在本研究中，自我同一性总分与人际压力呈现显著负相关而

与学业压力无关。相似地，在一项对高中生学业压力易感性与自我同一性的关系的研究发现，学业压力

易感性与积极的延缓地位、权威接纳地位以及同一性扩散地位呈正相关而与同一性确立地位无关[37]。这

种不一致可能是由于压力的性质不同造成的。相比较而言，学业压力更多的是一种较为长期和稳定的压

力，也会受到其他外部客观因素的影响，如成绩排名、学习环境等[35]。而人际压力具有情境性和主观感

受性的特点[38]，更容易受到个体人格特质等内部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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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自我同一性不仅直接负向预测网络成瘾，还通过压力和逃避间接负向预测

网络成瘾，压力和逃避在自我同一性与网络成瘾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也就是说，自我同一性扩散的青

少年会面临更多的压力，也更有可能采取逃避的应对方式，而互联网的匿名性、便利性以及逃避现实的

三个特点[2]使得互联网成为一致绝佳的逃避方式。因此自我同一性扩散的青少年更容易发展网络成瘾。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本研究中自我同一性通过压力预测网络成瘾的间接效应是显著的，但

效应量(−0.03)稍小。一方面，自我同一性(个体的个人特质)与压力(环境因素)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单

向关系，两者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即自我同一性的发展影响着青少年对于压力的感知、影响着青少年的

心理健康，同时自我同一性的发展也会受制于青少年所面临的压力。另一方面，由于自我同一性影响网

络成瘾的机制尚不明确，本研究尝试性地将压力与逃避作为中介变量进行研究，因此未来研究还需要进

一步确定压力的作用方式。 
本研究揭示了青少年自我同一性影响网络成瘾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本研究为网络成

瘾的研究提供了实证资料，有助于进一步完善网络成瘾的形成机制。其次，本研究也为预防和缓解中学

生网络成瘾提供了新的思路，帮助青少年形成自我同一性有助于减少网络成瘾，提高身心健康水平。最

后对逃避这一非适应性认知进行干预，帮助青少年学习采取积极的压力应对方式，能够减少自我同一性

扩散这一风险因素的影响。 
最后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青少年，其中初中生占 92.87%，结果可

能与其他群体存在差异。其次，本研究是一项横断面的调查研究，无法控制额外变量，也无法直接得出

因果关系。 

5. 结论 

青少年自我同一性不仅可以直接影响网络成瘾，还可以通过压力和逃避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影响网

络成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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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部分：下面是对可能在家庭或学习发生的场景的一些描述，每条描述后面的选项分别代表“无经

历”，“经历过无压力”，“压力较小”，“压力中等”，“压力较大”以及“压力很大”，请根据实

际情况选择最符合您的情况的选项。 
 

 
无

经

历 

有经历 

没有

压力 
压力

较小 
压力

中等 
压力

较大 
压力

很大 

B1. 被同学朋友歧视、冷落 0 1 2 3 4 5 

B2. 与同学朋友发生争吵或被误会 0 1 2 3 4 5 

B3. 结交异性朋友受挫 0 1 2 3 4 5 

G3. 为了确认您是在认真作答，此题请直接选择第一个选项 0 1 2 3 4 5 

B4. 与老师有矛盾或关系紧张 0 1 2 3 4 5 

B5. 被老师批评、处分 0 1 2 3 4 5 

B6. 与家庭其他成员关系疏远、有隔阂 0 1 2 3 4 5 

B7. 家里发生天灾人祸(亲人病重、死亡、受灾等) 0 1 2 3 4 5 

B8. 父母管教过严，常被训斥 0 1 2 3 4 5 

B9. 父母感情不和或家庭破裂 0 1 2 3 4 5 

B10. 父母放任不管或过分溺爱 0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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