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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为了了解目前桂西北农村地区小学生网络游戏成瘾的现状，以便为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一

定的参考。方法：本研究采用《网络游戏成瘾问卷》，对桂西北地区3至6年级共351名小学生进行了调

查。结果：1) 桂西北农村地区小学生网络游戏成瘾倾向较低，整体状况良好。2) 男生比女生更容易对

网络游戏成瘾。3) 小学生网络游戏成瘾在年级之间差异显著，四年级小学生网络游戏成瘾倾向最高。

4) 小学生学业表现越差，对网络游戏成瘾的倾向越高。5) 留守儿童比非留守儿童更容易对网络游戏成

瘾。结论：目前桂西北农村地区小学生网络游戏成瘾程度并不高，性别、年级、学业成绩、是否留守对

网络游戏成瘾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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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 This paper aimed to learn about the status quo of addiction to online games among 
primary students in northwestern rural areas of Guangxi, and thus provide certain references for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primary schools. Methods: A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351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from Grade 3 to 6 in the northwest of Guangxi, with the Questionnaire on Ad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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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Online Games. Results: 1) Primary students in the northwest of Guangxi are less inclined to be 
addictive to online games, with good physical condition on the whole. 2) Male students are easier 
to become addictive to online games than female students. 3) Addiction to online games among 
primary students shows obvious differences in grades, and those in grade 4 are more inclined to 
become addictive to games. 4) The poorer academic performances primary students achieve, the 
more inclined they are to become addictive to online games. 5) Left-behind children are more eas-
ily addictive to online games than other children. Conclusions: In northwestern rural areas of Gu-
angxi, there is not a high level of addiction to online games among primary students, which is af-
fected by gender, grades, academic performances and whether they are left-beh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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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网络游戏成瘾是指个体过度和强迫性地参与导致社交或情绪问题的网络电子游戏，尽管自己知道存

在问题，仍无法控制自己游戏行为的现象[1]。起初，游戏者对网络游戏的依赖只是在精神层面上，渴望

时刻都能够参加到网络游戏中；而后，可能发展成为生理上对网络游戏的高度依赖，具体体现在游戏者

情绪低落，甚至无精打采等。有的学者还把网络游戏成瘾叫做“网络游戏成瘾综合征”或“网络游戏依

赖症”。虽然目前关于网络游戏成瘾依旧没有一个统一的诊断标准和定义[2]，但综合研究者们的观点来

看，个体在明明知道网络游戏给自己带来危害的情况下还继续游戏，是网络游戏成瘾行为的典型特征[3]。 
2022 年 2 月，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49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指出，互联

网使用者有明显低龄化的趋势，“我国未成年网民已达 1.83 亿，互联网普及率为 94.9%，远高于成年群

体互联网普及率。其中，小学生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92.1%”[4]。互联网的普及给小学生的学习和沟通带

来了便利，同时也给小学生参与网络游戏制造了更多的可能性。网络游戏是互联网娱乐最常见的方式之

一，随着电脑和各种智能移动终端设备的普及，以及热门游戏的轰动效应，特别是近年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许多小学生需要频繁使用网络等原因，导致网络游戏的参与者也有明显低龄化的趋势，许多小学生

参与到网络游戏中来，甚至对网络游戏成瘾。 
《报告》还指出，农村未成年通过手机上网的比例超过了城镇，那这有没有可能意味着农村小学生

网络游戏成瘾现象也相对严重呢？因为相比城镇，农村地区小学生的课外娱乐活动和学习机会更少，并

且部分留守儿童还缺乏父母的有效监管，因此网络游戏，特别是手机游戏，成为他们休闲娱乐的重要方

式[5]。在新时期互联网背景下，相比城镇小学生，或许农村小学生更需要积极的引导。鉴于以上原因，

本研究立足桂西北农村地区，对小学生的网络游戏成瘾现状进行了调查，希望能为偏远农村地区小学生

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在桂西北地区河池市随机选取了两所农村小学，在每所小学的三至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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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各随机抽取一个班，共 8 个班的 380 名小学生参与了调查，删除随意作答和未完成作答的无效问卷，

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351 份，有效率 92.37%。 

2.2. 研究工具 

问卷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个人信息，涉及调查对象的性别、年级、学业表现、是否留守。第二

部分为《网络游戏成瘾问卷》，该问卷改编自教志明编制的相关问卷，他的问卷包括 8 个题目，采用五

级评分，所得分值越高说明被试参与网络游戏存在的问题就越严重[6]。本研究在教志明编制的问卷的基

础上，增加了第 9 题“家人叫我停止玩游戏时，我会感到不耐烦，甚至愤怒”。在本次施测中，本问卷

的克伦巴赫α系数为0.804，证明具有良好的信度。KMO值为0.894 > 0.5，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性P < 0.001，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所有题项都可以保留，说明该问卷具有良好的建构效度。 

2.3. 数据处理 

删除无效问卷后，采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5 进行数据的录入和统计分析。 

3. 结果 

3.1. 小学生网络游戏成瘾的整体水平 

为了清晰地反映小学生网络游戏成瘾的整体水平，采用单样本 t 检验，将问卷实际得分与问卷得分

的理论中间值 27 进行对比，结果发现，此次调查中小学生的网络游戏成瘾水平显著低于理论中间值，也

就是说，小学生的网络游戏成瘾程度整体上较低。结果见表 1。 
 

Table 1. The overall level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online game addiction (N = 351) 
表 1. 小学生网络游戏成瘾的整体水平(N = 351) 

 平均值 标准差 t P 

网络游戏成瘾 20.58 7.46 −16.12 0.000 

3.2. 小学生网络游戏成瘾在性别上的差异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比较小学生网络游戏成瘾水平在性别上的差异，结果发现，性别差异显著，

男生的网络游戏成瘾水平显著高于女生。结果见表 2。 
 

Table 2. Gender differences in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online game addiction 
表 2. 小学生网络游戏成瘾在性别上的差异 

 性别 人数 平均值 标准差 t P 

网络游戏成瘾 
男 200 21.59 7.66 

2.94 0.003 
女 151 19.25 7.00 

3.3. 小学生网络游戏成瘾在年级上的差异 

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小学生网络游戏成瘾水平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事后比较显示，四年级小学

生的网络游戏成瘾程度显著高于六年级(P = 0.002)，其他各年级间的差异不显著，结果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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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Differences in grade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online game addiction 
表 3. 小学生网络游戏成瘾在年级上的差异 

 年级 人数 平均值 标准差 F P 事后比较 

网络游戏成瘾 

3 年级 54 21.44 7.27 3.49 0.016 4 年级 > 6 年级 

4 年级 81 22.47 6.25    

5 年级 112 20.14 8.12    

6 年级 104 19.13 7.42    

3.4. 小学生网络游戏成瘾在学业表现上的差异 

本研究根据平时语文和数学成绩来划分学业表现，问题为：“在平时的单元测试中，你的语文和数

学双科的成绩总分等级是？”答案分为四个等级，分别是不及格(120 分以下)、及格(120 分~149 分)、良

好(150 分~179 分)、优秀(180 分~200 分)。从平均值上来看，学业表现越好的学生网络游戏成瘾程度越低，

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小学生网络游戏成瘾在四种学业表现上差异显著，进一步的事后比较显示：不及

格 > 良好 > 优秀，及格 > 优秀。具体结果见表 4。 
 

Table 4. Differences in online game addiction among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academic performance 
表 4. 小学生网络游戏成瘾在学业表现上的差异 

 成绩 人数 平均值 标准差 F P 事后比较 

网络游戏成瘾 

不及格 48 23.40 7.79 6.86 0.000 不及格 > 良好 > 优秀 

及格 87 21.41 7.76   及格 > 优秀 

良好 160 20.47 6.77    

优秀 56 17.18 7.48    

3.5. 小学生网络游戏成瘾在是否留守儿童上的差异 

由于缺少家长的监督等原因，留守儿童或许比非留守儿童更容易网络游戏成瘾。在本次调查中对留

守儿童的定义是“父母双方或一方长期外出务工”。独立样本 t 检验显示，留守儿童的网络游戏成瘾程

度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结果见表 5。 
 

Table 5. Differences in online game addiction between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non-left-behind children 
表 5. 小学生网络游戏成瘾在是否留守儿童上的差异 

 是否留守 人数 平均值 标准差 t P 

网络游戏成瘾 
是 98 27.95 5.31 14.59 0.000 

否 253 17.72 6.09   

4. 讨论 

本调查显示桂西北农村地区小学生网络游戏成瘾的整体情况并不严重。这或许和国家及时出台相关

法律和政策文件有关，这充分说明国家对未成年人的网络游戏限制和保护是卓有成效的。自新冠肺炎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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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发生以来，许多小学生需要使用网络学习和沟通，这也为小学生参与网络游戏提供了便利，加上时下

热门游戏的吸引，网络游戏的参与者呈现明显低龄化的趋势。针对这种情况，国家及时出台了相关措施，

严格限制企业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的时间，并且不得向未实名注册和登录的用户提供游戏服务。

在相关政策的推动下，未成年用户的网络游戏使用时长明显降低[7]。在本研究调查过程中，通过对小学

生的访谈得知，小学生参与网络游戏的频率一般集中在每周 1 至 2 次，每次参与游戏时间不超过 1 小时。

由于受到严格的游戏限制，目前桂西北农村地区的小学生整体上状况良好，并不存在严重的网络游戏成

瘾现象。 
不同性别的小学生在网络游戏成瘾上存在差异，男生比女生更容易对网络游戏成瘾。该结论与国内

外相关研究是一致的，值得一提的是不仅仅是在小学阶段，国内外大量研究发现在各个年龄阶段，各个

社会阶层，都是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对网络游戏成瘾[8]。网络游戏成瘾的性别差异主要是由生理原因造成

的，比如男性比女性有更强的动机水平，对奖赏有更高的价值评估，而女性比男性的执行控制功能更强

等[9]。通过日常访谈和观察也不难发现，男生的确比女生更喜欢网络游戏，男女生在游戏动机和游戏体

验上有明显差别。男生一般好奇心重，热爱探险，有很强的成就动机，在网络游戏中也同样有很强的好

胜心；而女生相对文静内敛，对胜负没有强烈的渴求度，在网络游戏中以追求快乐的情绪体验为主。大

部分的网络游戏中充满挑战，游戏自由度很高，男生可以在网络游戏中体验到挑战和探险的快感，因此

网络游戏特别是对抗型游戏对男生的吸引力更强，男生相对女生也更容易网络游戏成瘾。 
小学生网络游戏成瘾在年级上存在差异，从趋势上来看三、四年级上升，五、六年级又开始下降，

四年级小学生的网络游戏成瘾程度明显高于六年级。由于是自评问卷调查，考虑到低年级小学生阅读理

解能力有限，本次只调查了小学中高年级，因而无法反映整个小学阶段的发展趋势，但从中也可以清晰

地看出一些发展规律。在小学中年级学段，随着年级的升高小学生的网络游戏成瘾程度升高，这应该是

由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从自身因素来看，小学生的认知能力逐渐提高，参与网络游戏的主观条件更加

成熟；从外部因素来看，随着年龄的增加他们接触互联网和手机娱乐的机会也会增多，等等。高年级学

段小学生的网络成瘾程度又开始下降，六年级最低。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学业压力，由于要升学，小学

生的学业压力变大，加上教师和家长的约束，小学生参与网络游戏的机会减少了，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值

得进一步探索。 
学业表现越差的小学生网络游戏成瘾的倾向越高。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小学生随着身心的发

展对尊重的需要日渐加强。往往学业表现越优异的小学生越能受到老师及家长的赞扬和同学的尊重，而

学业表现较差的学生很少获得赞赏。由于觉得自己在学习中得不到老师关注和同学尊重，所以学业表现

较差的学生很可能就会选择从其他方面获得被关注、被尊重的感觉，而网络游戏恰恰给这些学生提供了

这种机会，于是他们便沉浸在游戏世界中，努力让自己变成游戏中的强者，在游戏中找回在现实中得不

到的成就感和自信心。所以，学业表现越差的学生越容易沉迷在网络游戏的世界中，越容易对网络游戏

成瘾。本研究根据经验假定学业表现为自变量，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沉迷于游戏也会导致学业成绩变

差，网络游戏成瘾和学业表现存在相反的共变关系，但是哪个是原因哪个是结果，要结合个体的真实经

历来分析才有意义。 
留守儿童的网络游戏成瘾程度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这种现象主要是家庭的情感忽视造成的，留守

儿童由于缺少父母的陪伴，更容易对网络游戏成瘾[10]。留守儿童主要由祖辈隔代监护，而祖辈往往只关

注留守儿童的吃穿等日常生活问题，缺少情感上的交流。除了家庭情感的缺失，教育和互动方面的不足

也构成了留守儿童情感的原生困境，最终这种情感向虚拟世界迁移并寻求情感补偿[11]。并且很多父母为

了弥补亏欠感或与孩子保持联系，给留守在家的孩子配备了手机，或者给更多的零花钱作为父爱、母爱

缺失的补偿，这又为孩子玩网络游戏提供了便利，陷入恶性循环。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缺失是导致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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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非留守儿童更容易对网络游戏成瘾的重要原因。 

5. 结论 

未成年人“触网”有越来越低龄化的趋势，并且农村儿童在使用网络时比城镇儿童更多地参与网络

游戏，基于这种现实问题，本研究立足桂西北农村地区，对农村小学生的网络游戏成瘾现状进行了调查。

调查发现目前桂西北农村地区小学生网络游戏成瘾的整体水平较低，不存在普遍的网络游戏成瘾问题，

整体状况是良好的，这充分说明国家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和网络游戏限制收到了显著的效果。但是具

体到不同的小学生群体，仍旧存在明显差异，具体表现为男生比女生更容易网络游戏成瘾，中年级学生

比高年级学生更容易网络游戏成瘾，学业成绩差的学生比成绩好的学生更容易网络游戏成瘾，留守儿童

比非留守儿童更容易网络游戏成瘾。这给小学生网络游戏成瘾的预防和干预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在

农村地区的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可以针对以上相对容易成瘾的群体，有针对性地实施教育。本研

究中使用的问卷并非是临床意义上的诊断问卷，只能测量整体水平，不能鉴别网络游戏成瘾的个体，因

此研究结果没能反映网络游戏成瘾人群的比例，是本研究的遗憾和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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