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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中职学生抑郁与网络成瘾、认知融合之间的相关性。方法：采用自编人口学资料量表、抑郁

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网络成瘾量表(Internet Addiction Test, IAT)和认知融

合量表(Cognitive Fusion Questionnaire, CFQ)，在四川省选取一所中职学校，对其中3个年级891名学

生进行问卷调查。运用SPSS25.0软件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皮尔逊相关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结果：不同性别、是否有留守经历、不同生源地、不同学习成绩、家庭情况、家庭经济水平中职学生在

抑郁得分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有无抑郁症状青少年的网络成瘾总分及认知融合总分差异均具

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抑郁与网络成瘾呈正相关(r = 0.38, P < 0.01)，抑

郁与认知融合呈正相关(r = 0.41, P < 0.01)，且网络成瘾与认知融合之间也呈正相关(r = 0.35, P < 0.01)。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网络成瘾与认知融合对抑郁有正向预测作用(P值均<0.05)。结论：网络成瘾及

认知融合程度高是中职学生抑郁的危险因素，需格外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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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depression, Internet addiction and cognitive inte-
gration among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Methods: Demographic Data Scale, Self-Rating De-
pression Scale (SDS), Internet Addiction Test (IAT) and Cognitive Fusion Questionnaire (CFQ) 
were taken from a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in Sichuan Province, and 891 students from 3 
grades were surveyed. SPSS25.0 software was used to conduct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va-
riance analysis, Pearson correlation and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depression scores among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genders, left-behind experiences, different places of origin, different academic 
scores, family conditions and family economic levels (P < 0.05), and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
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otal scores of Internet addiction and cognitive integration among adoles-
cents with or without depressive symptoms (P < 0.001).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depression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Internet addiction (r = 0.38, P < 0.01), depression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ognitive integration (r = 0.41, P < 0.01), and Internet addiction 
was also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ognitive integration (r = 0.35, P < 0.01). Multiple linear re-
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Internet addiction and cognitive integration had positive predic-
tive effect on depression (P < 0.05). Conclusion: Internet addiction and high degree of cognitive 
integration are risk factors for depression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which should b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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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抑郁是从青少年时期开始一直可以持续到成年期的一种较为常见的心理障碍，其特征主要是较为明

显且持久的心境低落以及兴趣减退[1]。抑郁症状严重损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是影响青少年健康的重要

公共卫生问题[2]。有研究发现，抑郁与网络成瘾常常相伴发生，网络成瘾与抑郁具有双向预测关系[2] [3] 
[4]。近些年来，青少年抑郁和网络成瘾发生率逐渐增加，由于中职生这一群体的特殊性，因而相对于其

他青少年群体有着更高的抑郁与网络成瘾发生率[5] [6]。认知融合指人们的行为受语言法则和思维内容过

度控制的倾向，是心理僵化的表现[7]。Cookson 等将其定义为人们陷入自己的思想内容而以此主导了其

他行为调节方式，也就是个体将扭曲的负面认知与事实等同起来，沉浸在负面想法中，会导致抑郁、焦

虑等情绪的产生和加重[8]。有研究表明，认知融合与抑郁、焦虑、羞耻等负性情绪密切相关[9]。其中，

认知融合的程度是用来衡量一个人心理灵活性高低的重要指标，因此认知融合越严重，则个体心理灵活

性越低[7]。本研究旨在了解网络成瘾、认知融合与中职学生抑郁情况的相关性，为预防青少年抑郁与完

善青少年抑郁的早期识别、干预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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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方法，在四川省某中职抽取950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中告知学生本研究的研究目

的，遵循自愿填写的原则，以班级为单位进行统一施测，施测时间均为8~14分钟，施测完毕后当场回收

问卷。共发放问卷950份，剔除无效问卷(漏答，随机规律作答) 59份，回收有效问卷891份，有效回收率

为93.79%。其中男生299名(33.6%)，女生592名(66.4%)；一年级学生238名(36.8%)，二年级学生445名(50%)，
三年级学生118名(13.2%)；独生子女130名(14.6%)，非独生子女761名(85.4%)；来自城镇的学生193名
(21.7%)，农村的学生698名(78.3%)；有留守经历学生474名(53.2%)，没有留守经历学生417名(46.8%)；班

级成绩靠前学生78名(8.7%)，成绩一般学生635名(71.3%)，成绩靠后学生178名(20%)；完整家庭学生684
名(76.8%)，单亲家庭学生119名(13.3%)，重组家庭学生88名(9.9%)；年龄15~21岁。 

2.2. 方法 

2.2.1. 研究工具 
1) 一般情况调查表，内容包括年级、性别、年龄、专业、是否独生子女、是否有留守经历、学习成

绩、家庭关系等。 
2) 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由 Zung 编制[10]，由 20 个条目组成。每个条目按

照 1~4 计分，累计各条目得分即为总粗分，总粗分乘以 1.25 后的整数部分即为标准总分，标准总分越高，

则抑郁程度越高，以 53 分为界，得出的标准总分 < 53 分则无抑郁症状，53~62 分为轻度抑郁，63~72
分为中度抑郁，≥73 分为重度抑郁[11]。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76。 

3) 网络成瘾量表(Internet Addiction Test, IAT)该量表由 Young 编制[12]，采用 Likert5 点计分，根据

20 个条目的总分筛选上网者是否网络成瘾及其程度。总分越高，表示其网络成瘾程度越高。其中 20~49
分者为正常，50~100 分为网络成瘾[13]。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9。 

4) 认知融合量表(cognitive fusion questionnaire, CFQ)该量表由 Gilladers 等编制，我国学者张维晨等

对其汉化[14]。该量表含有 9 个条目，采用 7 点计分法，9 个条目得分累加之和即为总分，分数越高表示

认知融合的程度就越高，心理灵活性水平越低[15]，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0。 

2.2.2. 统计学处理 
用 SPSS 25.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分析。所有计量资料均为连续变量且符合正态分布，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统计方法包括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 t 检验、方差分析、皮尔逊相关分析与多元线性回归

分析。 

3. 结果 

3.1. 不同人口学特征中职生抑郁得分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depression scores of vocational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n = 891) 
表 1. 不同人口学特征中职生抑郁得分比较(n = 891) 

变量 类别 人数 得分 t/F P 

性别 
男 299 54.45 ± 9.37 −5.286 0.000 
女 592 57.95 ± 9.31   

是否有留守经历 
是 474 57.78 ± 9.71 3.396 0.001 
否 417 55.64 ± 9.07   

https://doi.org/10.12677/ve.2023.124091


韩莹 等 
 

 

DOI: 10.12677/ve.2023.124091 587 职业教育 
 

Continued 

生源地 
城镇 193 55.17 ± 9.96 −2.676 0.008 

农村 698 57.22 ± 9.29   

学习成绩 

班级靠前 78 53.11 ± 9.21 8.355 0.000 

班级中间 635 56.80 ± 8.92   

班级靠后 178 58.32 ± 11.00   

家庭情况 

完整家庭 684 56.44 ± 9.47 3.153 0.043 

单亲家庭 119 56.96 ± 9.12   

重组家庭 88 59.12 ± 9.71   

家庭经济水平 

较好 55 55.61 ± 9.96 5.238 0.005 

一般 728 56.38 ± 9.06   

较差 108 59.53 ± 11.40   
 
不同性别、是否有留守经历、不同生源地、不同学习成绩、家庭情况、家庭经济水平中职学生在抑

郁得分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1。 

3.2. 有无抑郁症状在中职学生网络成瘾、认知融合上的差异比较 

共有 588 例学生存在抑郁症状，有无抑郁症状在中职学生网络成瘾总分、及认知融合得分上的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见表 2。 
 

Table 2. Comparison of differences in Internet addiction and cognitive integration among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with 
or without depressive symptoms (n = 891) 
表 2. 有无抑郁症状在中职学生网络成瘾、认知融合上的差异比较(n = 891) 

抑郁症状 例数(百分比) 网络成瘾 认知融合 

有 588 (65.99%) 50.10 ± 13.35 38.52 ± 10.60 

无 303 (34.01%) 42.12 ± 11.59 32.38 ± 8.87 

t  9.248 9.147 

P  0.000 0.000 

3.3. 中职学生抑郁与网络成瘾、认知融合的相关分析 

采用皮尔逊积差相关计算抑郁与网络成瘾、认知融合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抑郁与网络成瘾呈正

相关(r = 0.38, P < 0.01)，抑郁与认知融合呈正相关(r = 0.41, P < 0.01)，且网络成瘾与认知融合之间也呈正

相关(r = 0.35, P < 0.01)。见表 3。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depression, Internet addiction and cognitive integration in adolescents (n = 891) 
表 3. 青少年抑郁与网络成瘾、认知融合的相关分析(n = 891) 

变量 抑郁 网络成瘾 认知融合 

抑郁 1   

网络成瘾 0.383** 1  

认知融合 0.414** 0.353** 1 

注：**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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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网络成瘾、认知融合对对抑郁得分的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检验早餐与抑郁、网络成瘾的关系，为了进一步检验抑郁与网络成瘾、认知融合之间的

关系，以两组被试(n = 891)的抑郁得分(59.8 ± 9.5)为因变量，网络成瘾得分(47.4 ± 13.3)、认知融合得分

(36.4 ± 10.5)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认知融合得分和网络成瘾得分对抑郁得分有

正向预测作用(表 4)。 
 

Table 4. Multivariate linear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with depression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n = 891) 
表 4. 以抑郁为因变量的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n = 891) 

自变量 
偏回归系数 

标准化 β R2 
系数 标准误(SE) t 值 P 值 

网络成瘾 0.19 0.02 8.62 <0.001 0.27 0.235 

认知融合 0.29 0.03 10.15 <0.001 0.32  

4. 讨论 

本次调查显示，不同性别、是否有留守经历、不同生源地、不同学习成绩、家庭情况、家庭经济水

平中职学生在抑郁得分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不同性别上，其中女生相比男生，出现抑郁症状的风险

更高，这和以往研究一致[15] [16] [17]。原因可能是中职学生属于青少年期，受激素水平、社会、心理情

感和认知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使得女生有更高的抑郁易感性。重组家庭的学生抑郁得分明显高于单亲和

完整家庭的学生，有留守经历的学生抑郁得分明显高于无留守经历的学生，原因可能是有留守经历的中

职学生在年幼时多是祖辈进行隔代教养，隔代教养的孩子与父母沟通交流较少，与父母容易产生情感上

的隔阂，对青少年抑郁、焦虑等负面情绪具有显著影响[18]。同时父母在子女成长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

作用，父母可以及时了解子女心理状态，帮助疏解压力[15]。父母在留守子女成长中的结构性缺位，导致

中职学生心理压力无法通过家庭渠道得到解决，进而产生抑郁症状；而父母共同养育能够促进孩子心理

健康[19] [20]。学习成绩靠后的学生抑郁得分高于学习成绩一般的学生，学习成绩一般的学生抑郁得分高

于学习成绩靠前的学生，说明抑郁症状会影响学习成绩，与前人研究一致。家长将学习成绩作为评价标

准，学习成绩较差通常会影响与父母关系和家庭和睦程度；来自学习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使他们感到负担

而产生抑郁症状[19]。家庭经济水平较差的学生抑郁得分明显高于家庭经济水平一般以及较好的学生，以

往研究发现[21]，经济状况较差的家庭，父母承受较大的经济压力，不仅加剧家庭内部的矛盾与冲突，也

让子女容易产生自卑、无助等消极情绪，致使个体容易出现抑郁症状。 
本研究显示，中职生抑郁报告率为 65.99%，高于其他中职生的研究[4] [5] [6]，其原因可能是该校农

村学生较多，有研究表明，农村背景可能是心理问题的根源[21] [22]；可能还存在留守学生较多，父母在

外打工陪伴较少等原因[23]。表明中职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十分突出。 
本研究显示，网络成瘾、认知融合与中职学生抑郁情况呈正相关，网络成瘾症状越严重，认知融合

得分越高，会更容易存在抑郁状况，与以往研究一致[14] [24] [25]。可能因为过度使用网络挤占了中职学

生与同伴及父母沟通交流的时间，人际关系淡薄，进而引发抑郁症。认知融合和抑郁等负性情绪密切相

关。ACT 理论认为，认知融合会使个体自动地提取负性思维事件的字面意义，将负性思维内容、消极自

我评价、不正确自我认知等和“事实”混淆起来[14]，沉浸在负性自动化想法中，从而促使或加重低落、

抑郁、焦虑、低自尊等情绪的产生。而认知融合与网络成瘾也具有相关性，通过提高心理灵活性，能够

有效的降低网络成瘾行为[26]。结果表明，对于抑郁情绪，要减少其网络成瘾，提高心理灵活性，促使其

抑郁症状逐步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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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本次研究不能推断其因果关系，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纵向研究，因

为此次采用的数据是横断面调查数据；其次，其样本量较小，取样范围有限，可能研究结果不具备可推

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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