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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互联网为青少年提供了一种高效、便利的交流方式和一个充满刺激、丰富多彩的娱乐世界，但

也增加了他们沉溺网络的风险，使他们成为网络成瘾的高危人群。青少年对于互联网的热衷，与其

个体因素和互联网的特点关系密切，从青少年特有的心理特点和互联网特点结合的角度探讨青少年

的病理互联网使用，有助于深化了解青少年的上网行为。

该研究采用问卷法，以332名中学生为被试，分别探讨了青少年分离一个性化、假想观众与互联

网社交和娱乐使用偏好以及病理互联网使用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 (1)青少年分离．个性化中的

自我卷入和同伴网罗两个成分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和年级的交互作用，拒绝依赖、预期拒绝、老师网

罗性别和年级差异显著，健康分离和理想化老师分别存在性别和年级差异；(2)青少年的假想观众

观念与其分离．个性化中除同伴网罗、拒绝依赖和健康分离的其它成分都存在显著相关； (3)青少

年互联网娱乐、社交使用偏好以及病理互联网使用水平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互联网交易存在着显

著的性别和年级的交互作用； (4)分离．个性化中的分离焦虑和预期拒绝对青少年病理互联网使用

有直接的正向预测作用，在女生中，吞噬焦虑对青少年病理互联网使用有直接的正向预测作用，在

男生中，吞噬焦虑这种直接预测作用不显著；(5)假想观众观念对于病理互联网使用有直接的预测

作用；(6)青少年的互联网社交和娱乐使用偏好分别对其病理互联网使用有正向的预测作用；(7)

分离一个性化中的分离焦虑和自我卷入通过假想观众观念间接地预测青少年的病理互联网水平：(8)

分离．个性化中的和吞噬焦虑和同伴网罗分别通过对互联网娱乐和社交的偏好间接预测病理互联网

使用水平。

本研究结果表明青少年是网络成瘾的易感人群，与他们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特有的心理现象存在

一定关系。青少年PIU受到其特殊的发展任务——分离一个性化，特殊的观念～假想观众以及对互
联网娱乐、社交服务的偏好的共同影响。在分离．个性化过程中，青少年面临与重要他人，尤其是父

母的关系纽带变得松散的考验，也面临着自我意识提升，形成独立自我的考验。这期间他们一方面

希望与父母和他人保持一定距离，一方面又为这种距离的产生而感觉忐忑不安，这样的矛盾造成的

混乱使他们更容易沉溺网上的社交和娱乐活动，而成为成瘾者。而这期间他们特殊的假象观众心理

一方面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新的社会角色，另一方面这个观念如果太强也可能成为他们一些不当

行为的驱动力，比如病理互联网使用。因此，在分离一个性化这个青少年身心发展的特殊时期，家长

有义务在一种平等的身份下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学校和老师也有责任帮助学生们创建一个

和谐、互助、宽容的学校和班级环境，让他们能更多感受到来自现实而非虚拟世界的支持和关注。

关键词：青少年；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互联网服务偏好；病理互联网使用



Abstract

The Interact offers the adolescents all exciting and colorful world．Meanwhile，the problem of

pathological Intemet use(PiU)among adolescent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It is believed that

both the individual factors of the adolescents and也e functions of Interact are rdated to the PIU，So

research the relations of the adolescents’psychology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interact BSO will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adolescents’PIU．Separation-individuation is a very important developmental task that is

presumed to have significant adaptational consequences for adolescents．And the imaginary audience

ideation is considered to server defensive and restitutive functions in separation-individuation process．111e

present study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Chinese adolescents(，l=332)to examine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separation-individuation，imaginary audience，preference of the Internet services and PILl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1)the gender and the grade have the interactive effects on

self-involvement and peer enmeshment，there are influences of gender and grade on dependency denial，

rejection expectancy and teacher enmeshment,and there are gender differences in healthy separation and

grade differences in the teacher idealization；(2)the components ofthe separation-individuation are related

、)lrilh the imaginary audience exclude peer enmeshment，dependency denial and healthy separation；(3)there

are influence ofgender on the preference ofthe Internet recreation，the social service and the PItl-and the

gender and the grade have the interactive effects on the preference ofthe Interact business service；(4)boⅡl

separation anxiety and rejection expectancy have direct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PIU，engulfment anxiety

have direc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PIU among the female whereas such effect is not significant in the male；

(5)the imaginary audience has a direct positive effect on PIU；(6)bom the preference of the Intemet

recreafion service and the social service have a direct effect on PIU；(7)bom self-involvement and

separation anxiety have indirect positive effects on PRI through the imaginary audience ideation；(8)bom

engulfment anxiety and peer enmeshment have indirect positive effect on PIU through the preference ofthe

interact recreation service and the preference ofthe internet social gel'vice respectively．

111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adolescents’PⅣrelate谢ttI meir special developmental task and

psychology characteristics．During the separation—individuafion process，the parents—adolescents

relationships are becoming loose．And诵nl the rise of the self-awareness，adolescents are faced、)l，i廿l the

challenge of forming all independent sel￡So on oiae hand,they谢Sh to keep a distance衍m their pa’T!t’q

and other persons，and on the other hand,they are worried about this relationship distance．’i'his

contradictory relationship n(飘ls makes they are vulnerable to the intemet recreational service and social

service,and become the pathological hatemet user．And their special ideation，imaginary audience can help

也ey adapt to the new social roles more easy．But a higll imaginary audience could be the drive of sonlo

deviant behaviors，for example,the PIU．So during the special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al

period，separation—individuation，the patents should give the adolescents more supports．啊1e teachers have

the duties to help meir students to create a harmonious，fi'iendly and tolerant class atmosphere．So tljat．

adolescents could feel more supports and attention from the real world instead from the virtual world．

Key words：adolescent；separation—individuation；imaginary audience；preference of the Interact service；

pathological Intemet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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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的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与其互联网使用的关系

第一部分研究背景

青少年期，伴髓身体．心理和社会性的发展，青少年会逐渐从心理上与父母保持一定距离，他

们的自我意识增强，希望独立自主，并会努力发展家庭关系之外的社会关系，同时在这些关系中确

认自己，这就是他们要经历的分离一个性化(separation-individuation)过程。在此过程中，青少年和

父母的关系特点会发生变化，他们与父母的心理联结水平下降，这时的亲子关系变得不是那么父母

权威性而是更加平等了(Meeus，Iedema，M柏∞en'＆Engels，2005)．与此同时，他们的独立性增强，

他们对一些亲密关系，如同伴和师生关系的看法也会有所改变。

分离价性化被认为是青少年期的一个正常的发展任务(Lapstey＆Edgerton，2002)，精神分析

学家指出一个人的分离一个性化历程非常重要，与这个人其后的心理适应和可能有的心理病理问题

有密切关系(Quintana＆Kerr，1993)，对青少年的心理和行为有着比较大的影响。同时一些心理学

家认为青少年的分离-个性化会导致一个重要观念——假想观众(imaginary audiencz)的产生。假想

观众是青少年认为他们时时被别人所关注，这弥补了他们与父母和缺少亲密关系时产生的分离负性

情绪。这个观念在分离一个性化过程中有着广泛的适应和应对功能(Lapslcy，1988，1993)，它与青

少年的一些心理行为问题密切相关。因此，分离一个性化是研究青少年发展的重要背景性问题，而假

想观众成为解释青少年一些心理和行为特点的因素。

信息化是二十一世纪的重要特征之一，高速、便捷、负载量巨大的互联网势必成为这一过程最

重要的媒介．过去的几十年，互联网的增长无可争辩，而其在中国的普及速度更是突飞猛进，它已

经成为很多家庭的必备设施，为人们交流、互动、收集信息、娱乐等活动带来了更新的途径和方式。

它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作为接受新鲜事务最快的青少年受到的影响更是首当其冲．互联网对于

处于特殊发展时期的他们的影响引起了大量专家学者的关注，然而由于被试本身的复杂特点和研究

方法的局限，目前研究中同一问题缺乏一致的结论，甚至同一学者不同时期的研究结果也存在彼此

矛盾的地方．

青少年的互联网使用Et益受到重视首先是因为青少年互联网用户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互联网

络信息中心(CNNIC)于2006年1月发布的“第十七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表明，截止

到2005年12月31日，中国18岁以下青少年使用互联网的人数占互联网用户总数的16。6％，约1842．6

万人左右(具体分布见图1)。而在2004年12月31日，中国18岁以下青少年使用互联网的人数占

互联网用户总数的16．4％，约1541万人左右，只在一年时间青少年互联网使用者就增加了约300万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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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1我国两民的年龄分布

其次，青少年成为受人关注的互联网群体与其自身特点和互联网使用现状密切相关。一方面，

青少年期是一个特殊的成长和发展时期，这一时期青少年所经历的事件，从事的活动，体验的感受

将对他们身心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互联网使用给他们身心带来的影响和后果引发了大量研究。

另一方面，他们许多特殊的心理特点和所面临的发展任务也使得他们对互联网投入了更大的热情，

使他们的互联网使用具有一定的特点。首先从思维能力来看，他们韵思维能力尚未发展到最高水平，

因此对新信息、对那些不需要任何严密的思维加工的信息充满渴望。其次随着青春期与父母关系的

转变，他们要经历一个与父母心理上的分离过程，因此需要发展新的归属感、认同感，丽互联网能

够使他们方便地与同伴进行交往，能与他人保持广泛的联系同时彼此交换信息。再次，青少年要求

更多的自主和自立。他们要逐步形成个性化的自援，他们追求大的成就、具有自我中心主义的热情、

迫切希望展示他们的成功和领导能力，很多青少年将互联网作为了成功体验和自我展现的平台

(IalⅫthi∞，2002)。青少年喜欢被5览学校的网页，这也折射出青少年上网的另外一个动机：同伴的

生活比起成人所做的事情来说更让他们感兴趣。而互联网本身的一些特点，如丰富的色彩、多媒体

的融合，以及信息获取的快捷性恰好切合了青少年的这些需要。

青少年是病理互联网使用(Pathological intemetu∞简称PIU)的易感人群，这种互联网不良的

使用引发了很多青少年的心理和社会问题，一些研究者认为互联网使用是健康的或是病理{叶f，，“能

还是介于两者之间，正是由互联网可以满足的需要以及互联网如何满足需要决定的(Suler，1999)．

而目前这方面的研究相对比较少，对这方面研究的扩展可以更好地了解青少年的互联网使用特点，

更好地对他们使用互联网这种新兴媒体提供指导．因此，更好地认识青少年的互联网使用，将他们

发展阶段、自身特点和互联网特点相结合的研究是必要的．

第二部分文献综述

一、青少年的分离一个性化过程

分离．个性化过程包含了分离与个性化过程。“分离”是指个体一开始与母亲有共生关系之后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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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的分离过程；‘‘个性化”是个体在分离一个性化过程中，形成自我特质的过程。这两个过程是互补

的，但又是非常明显的不同的发展过程．

(一)分离．个性化的概念及理论建构

分离一个性化是～种与父母分离而形成的自我感(Quintana＆Kerr，1993：Allen&stoltenberg，

1995)．最初是由Mahla和P缸e定义的，被认为是一种自我的发展性过程。他们认为儿童会逐渐形成

的自己—他人的界限(分离)以及内部心理表征促进了生命头36个月的独立和个性化。幼儿期的分离

4‘性化障碍被认为对终身的心理社会机能具有反向的影响，它会导致特质性的和关系性的机能失

调。但是，分离o、性化不是一个在婴儿期结束时就完成了的过程，青少年会出现第二次的分离—个性

化，它反映了青少年期社会关系的重大变化，是青少年期的重要发展任务。

1．青少年分离．个性化的传统理论

Blos首先把分离o、性化这个概念引入到青少年的发展中来．他提出在这个阶段青少年需要进

行心理重构，这会导致他们形成成人的自我感．研究者们逐渐形成共识那就是青少年期和成人早期

会出现一个“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幼儿期分离—个性化出现的问题，在青少年这个年龄段普遍发展

任务的背景下，需要青少年去再次面对和重新调整．尽管第二阶段的动力学有不同的构想，但是一

个非常重要的一致意见是年轻的成年人的任务是从父母提供的身份确认中区分出自己的自我．形象

并在一个彼此确认的关系背景下以一种独立的地位建立这种自我形象。这个第二次分离一个性化过

程主要是处理青少年与其家庭关系，特别是处理她与父母亲(或重要看护者)的关系(谭伟象和吴

绣莹，2002)。个体通过分离—个性化经验获得的成长和进步程度会决定他的成年人格和社会关系的健

康水平(Blos，1979)，具体说就是个体学习掌握控制人际关系中的亲密感和距离的能力可能与很多

调节和心理社会性结果有关，包括自尊、家庭关系的质量、同伴关系的成功、抑郁和焦虑的水平等

等(Holmbeck&Leako，1999)．

2．青少年分离-4"性化的理论进展

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研究者对于Blos的青少年传统分离-个性化理论提出了批评．他们指,'+tBlos

的传统理论认为为了完成个性化，青少年就不得不放开儿童期内化的父母形象。(Quintana&Kerr，

1993)。根据这一理论，多数研究者假设分离和个性化之间有一个直接的联系．在他们的实证研究中

测量的是与父母的分离程度是否可以预测自我认同发展的程度．Blos对于青少年分离彳。性化过程的

描述被用来证明青少年在人际关系，尤其是亲子关系中从依赖到独立的发展过程的假设．而这些特

征的描述疏忽了包括联结的适应形式和分离的不适应形式．因此这样的理论描述是不完整的并且存

在误导性。Meens等人(2005)认为在临床上有关于青少年后期的研究中。有一个误导趋势就是把高

级的发展与独立、分离或者琉离相提并论，把发展的不成熟看作与联结相关．而联结的适应形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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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的不适应性是没有相等的关注。因此，Meens等人提出一个新的假设，即分离和自我认同发展是

两个过程，这两个过程是同时进行的，父母的分离并不是个体个性化的前提条件．

(二)分离一个性化与青少年某些发展问题的关系

1．分离卟性化与青少年的情绪情感

青少年分离-个性化过程中，从父母那里得到的支持降低，同时他们也面临着更多的问题和压力，

他们的情绪随之受到影响。Holmbeck和Lesko(1999)的研究表明那些在分离．-I-性化过程中有更多

不良体验(分离焦虑、拒绝依赖等)的青少年更加焦虑、抑郁、敏感和易怒，而那些对分离．个性化具

有适应性体验(健康分离、健康卷入等)的青少年会更加友好、冷静和乐于交往，他们的焦虑和抑

郁的水平相对较低。Lapsley和Edgerton(2002)发现大学生的情绪调节能力和病理性的分离．个性化

存在显著相关．分离．个性化中伴有冲突的独立与焦虑和愤怒等情绪有关。

分离卟性化与青少年的问题行为

由于分离一个性化的提出是基于心理动力学，家庭系统和对象关系理论，因此青少年的分离—个性

化在过去的几十年受到很多临床心理学家的重视，因为他们认为这个过程的探讨有助于理解如饮食

障碍、酗酒这样的青少年问题行为．Strober和Humphrey(1987)总结认为饮食障碍的认知和行为

表现可能与女性与父母分离的困难有关。厌食的女性的家庭往往不很注重家庭成员之间的界限，鼓

励互相依赖，孩子对于父母往往过度依赖，当面对个性化的任务时他们可能会把注意力集中于饮食

和体重上，以此来获得一种控制感和自我力量(Meyer＆Russdl，1998)。Meyer和Russell(1998)

的研究发现与父母的分离与缺乏内部意识、社交不安全感有关，而这些问题是引发饮食障碍的重要

原因。

青少年酗酒行为引发了很多心理学的关注，一些学者研究发现青少年酗酒和他们青春期面临的

与父母心理上的分离和个性化形成有一定关系．在他们个性化期间与家庭的冲突是其酗酒的原因之

一。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有与父母分离的需要，从父母那里得到的支持减少，同时个性化带来的

外界压力增大，酗酒成为他们面对压力时的一种回避性的应对方式(Getz＆Bray，2005)．

3．分离．个性化与青年的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观念

青少年期，个体在身体上、认知上和社会情感上都会经历巨大的变化．这个时期他们对于自己

非常地关注，自我意识显著提高，他们似乎有这样的看法，即像他们自已关注自己那样，其他人也

非常关注他们，而且他人对他们的评价与他们对自己的评价非常吻合(Elkind D，1967；Vartanian，

2000)。上个世纪60年代，受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的影响。Elkind把青少年这样一些特殊表现解释

为认知发展中的自我中心(egocentrism)，他提出了自我中心的两个维度——假想观众(hnaginary

audience)和个人神话(personal fable)。专家们认为这样的心理特征影响了许多青少年的心理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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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比如对自我意识的夸大感觉、对危险的过分轻视、年轻人的理想主义和对同伴压力的过度敏

感等。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这两个概念一直沿用下来，并被用来解释青少年一些特殊的心理和行为

表现．

而分离．个性化被认为是青春期青少年面临的一大问题，在这个过程中青少年的自我意识和公众

个性化(public individuation)水平增高，同时可能会经历更多的社会焦虑。这期间青少年一方面希

望脱离父母的保护和监督变得独立，另一方面又希望同父母保持情感上的联系，而假想观众和个人

神话这两种观念正反映了这个过程中青少年与父母亲密与分离的过程，对分离—个性化这个过程起着

调节的作用。当青少年假想出一些观众时，他们相信其他人对自己是关注的，这有助于他们脱离父

母建立一些家庭之外的关系，同时又不会感到过度的分离焦虑。而个人神话的观念使得他们更有勇

气去进行自我表达，提高个性化水习z(Ooossens，Beyers，Emmen等人，2002；Lapsley，1993；Lapsley，

Rice，1988；Vartanian，1997)。一些研究表明假想观众和亲密感呈现正相关(Rycek,Stuhr,McDermott

等人，1998)。而个人神话的无懈可击和无所不能成分与亲密感有负相关(Peterson＆Roscoe，1991),

同时无所不能成分与健康的个性化也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Goossem，Beyers，Emmen等人，

2002)．

总之，在青少年的分离卟性化过程中，假想观众可以缓解青少年的分离焦虑，让它趋向一种正

常、适度的状态。而个人神话作为一种防御性的观念，使青少年在分离过程中，避免或尽量少地体

验到相关的负性情绪体验(Goo∞em，Beyers，Emmen等人，2002；Lapsley，1993：Lapsley，Rice，

1988；Vartanian，1997；Rycek,stu虹McDermott等人，1998『；Peterson＆Roscoe，1991)．这两

个在早期的自我中心理论中被认为是一种扭曲、错误的心理模式在分离个性化的过程中被赋予了积

极的作用，因此分离．1。性化成为解释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观念产生的新视点理论，他们被看作是青

少年分离—个性化过程所衍生的特殊心理特点，具有防御和补偿的心里机能，对分离—个性化期间的青

少年而言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青少年的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观念

(一)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观念的概念界定

1．假想观众

青少年可能持有这样信念，即其他人像自己那样地关注他们．他们认为其他人，特别是同伴一

直在关注他们、评价他们并且对于他们的想法和行为都很感兴趣．这样的信念导致了对自我意识的

强调、对他人想法的过度关注和对于现实和想象情境中他人反应的预期(Goossens,Beyers，跏m∞

等人，2002；Colm,Millstein,Irwin等人，1988；Rycek,Stuhr,McDermott等人，1998；Lapsley，1993；

Bell＆Bromuick,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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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人神话

青少年常常会有这样的想法：“别人不能理解我正经历的一切”，“那种事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或

“我能应付一切”(Vartanian,2000)．这些观念反映出青少年认为自己的情感和体验是与众不同的。

他们相信自己是独特的、无懈可击的、无所不能的。Elkind把青少年这样的心理特点命名为“个人神

话”。它被划分为“独一无二”、“无懈可击”和“无所不能”三个成分。心理动力学把个入神话定义为一

种自恋补偿性策略(narcissism restitution s缸tegy)(Lapsley,2003)．

(二)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观念的理论

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的有关理论经历了从最初强调认知发展到强调社会认知发展，再到最近强

调自我认同的发展的过程。

1． 最初的青少年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理论

传统理论的形成受到了皮亚杰认知发展中自我中心概念的影响，因此这两个观念被认为和思维

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是作为认知发展的副产品被提出的(Buis&Thompson，1989)．Elkind等学者认

为青少年对形式运算思维能力的把握还有欠缺，无法区分自已和他人的关注点产生了假想观众观念，

而个人神话的出现则是因为青少年在对自已过分关注的基础上，过度地区分了自己的感觉．他们无

法认识到自己和他人特别是同伴在情感和经历上存在的相似性和共通性，而是偏颇地认为自己对他

人或那些假想观众非常重要，他们的感觉是独特的、与众不同的(Elkind D，1967：Buis&Thompson．

1989)。

但是由于很多学者的研究却没有发现形式运算思维与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观念的相关关系且有

大量研究表明在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两个观念上都存在性别差异(Va砌niⅫ，2000：Googsell8，Beyem，

Emmen等人，2002：Lapsley，2003：Buis&Thompson，1989『；Vartanian，1996：Jahnke＆Blanchard—Fields，

1993)，而一般认为认知发展过程应该不存在性别差异．如果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观念被单纯认为是

认知发展的一个结果，那么理论上讲是不应该有性别差异的，因此传统理论的基础受到了质疑。

2．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的社会认知理论

由于传统理论存在以上的问题，Lap8tey和Muriphy等学者认为用认知逻辑中的自我中心来解释

青少年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是不够的，他们从社会认知的角度提出了新的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理论

模型(Vartanian，2000：Goossens，Beyers，勘衄锄等人，2002)．在这个理论中，假想观众和个人

神话的建构“被重新界定为‘人际理解中的问题”(Vartaaian，2000：Lapsley，2003)，它们与青少年

的“社会观点采择”(social perspective-taking)水平有密切的关系．他们提出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可

能是社会观点采择能力水平3上的结果．处于这一水平的青少年能从第三者(或“旁观自我’'olⅪervjng

ego)的角度同时思考自己和他人的观点．这使得他们的自我意识提高了并且能在意更高的层次上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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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他人对自己的反映，与此同时也增强了青少年自身的独特感和无所不能感(Vartanian,2000；

Goossens，Beyets，Emmen等人，2002；Buis&Thompson，1989；Lapsley&Rice，1988)．

3． 青少年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的“新视点一理论

上个世纪80年代，～些学者提出青少年自我认同的发展可以被看作是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观念

的一个来源(Vananian，2000；Lapsley&Iti∞，1988 r O’Colmor，1995)．他们认为当青少年经历大

董的生理、心理和社会性的变化时，他们开始问自己“我是谁”，并考虑怎么去适应生活以及他们应

该为改变自己的生活做些什么，“这时他们会具有更强的自我意识并且开始关心别人对他们的看法*

(Vartanian，2000)．而家长和其它的社会成人都会期望青少年开始形成他们自己的自我认同，而社

会也会为他们提供这样的机会，青少年的自我意识也因此而得到提高(Vartaaian，1997i 0，Cotmor，

1995)。因此自我认同与青少年的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成为解释青少年假想

观众和个人神话的“新视点”(NewLook)理论．

O’Connor认为：“在自我认同发展过程中的自我关注和社会要求可能会导致青少年混淆他们自

己和别人的关注点”．他提出这样的假设：有自我认同问题的青少年比没有经历自我认同焦虑的孩子

有更高的假想观众，也就是说自我认同危机可能会导致假想观众的增加(o，Connor，1995)。同时

O’Connor和Nikolie认为父母行为也是这两个结构的一个重要预测因子。因此他们提出这样的模型：

对父母行为的知觉会影响青少年的自我认同，而自我认同又会去影响假想观众和个入神话观念。青

少年对父母行为的知觉对他们这两个观念的影响完全受到自我认同的调节(Vaaanian，1997)．

Lapsley和Rice等人以自我认同为理论依据，提出～个新的模型，进一步说明了自我认同与假

想观众和个人神化之间的关系(Vartanian，2000：Goosse,n8，Bey∞，Emmen等人，2002)．他们提

出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与青少年时期的分离．个性化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分离．个性化

(separation-inda'viduatioa)是青春期的重要任务之一，目标是建立家庭关系之外的自我，同时保持

与家庭成员亲近感，是影响自我认同感的重要因素。他们认为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观念有助于缓解

青少年在青春期与父母的心理分离焦虑(Lapsley，1993；tapstey&Rice，1988；VaCamian，1997)。

Lapsley提出“假想观众和个人神化是关于人际交往和人际情境中的白日梦倾向”(Lapsl∞j＆

Rice，1988)。当分离廿性化这个心理过程发生时，青少年会更加关注家庭以外的关系，并开始思考

或幻想自己在不同的社会场景下的表现。假想观众使青少年能够更好地适应新的社会角色。而个人

神话强调的个人独一无二和无懈可击性，有助于青少年在家庭关系之外发展个性，建立新的自我

(V缸anian，2000；Lapsley&Ri∞，1988)，这一理论得到很多实证支持，成为目前解释假想观众

和个人神话观念的普遍观念．

(三)假想观众和个入神化观念与青少年发展的某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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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亲子关系

亲子关系是影响青少年发展的重要因素。不同质量的亲子关系对青少年的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

观念有着不同的作用。一些研究表明父母情感上的支持与低水平的假想观众相关，而拒绝控制与高

的假想观众有关(Vartaniaa，1997：O’CAyllnor，1995)。Riley、Adam和Nielsen等人的研究表明父

亲的身体爱抚(physical affection)与男孩的假想观众观念呈负相关，和女孩的假想观众观念呈正相

关(Vartanian，2000：Lapsley&Rice，1988)。Lapsley和Rice认为与父母的不安全依恋可能导致青

少年对社会环境的不安全感，突出表现就是过度的假想观众(Vananian，2000；Vaxtanian，1997；

Vananian，2001)．Ryan和I沁'zkowski等人的研究表明与父母情感上的不安全依恋和青春期后期高

水平的假想观众有关(Ryan＆Kuczkowski，1994)。因此专家认为亲子关系是预测假想观众观念的

重要因素，良好的亲子关系能使假想观众在青春期后期逐步消退，而不良的亲子关系将导致青少年

在整个青春期都有很高的假想观众水平．

2．冒险行为

Elkind(1967)认为假想观众与一些中度的行为闯蹶有关，如偷窃和破坏公物，青少年认为这些

行为可以使他们免受想象的或真实观众的轻视．台湾的一些研究者发现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与青少

年的赌博、吸烟、酗酒等偏差行为存在正相关，有高假想观众的“青少年可能由于希望博得想象观众

的关注而用一些不正常的手段表示出来”(陈惠如，2004|；曾育贞，2002)，而个人神话无懈可击、无

所不能的特点使得他们更易于采取偏差行为。男生具有更高的无懈可击和无所不能观念，所以有更

多的冒险行为(Aalsma，Lapsley＆Fiaanory)．另一些研究证明了假想观众和个入神话与青少年冒险

性的性行为存在相关．Holmbeck和Crossmaa等人(1994)的研究表明有低水平自我中心的青少年

有更多的避孕知识，更倾向于使用避孕措施而且对避孕有更积极的态度。而自我中心水平高的青少

年则相反(Arnett，1995)。Goldsmith，Handlec通过研究发现个人神话可以很好地解释青少年为什

么不使用避孕措施，在这些青少年看来怀孕或被感染性疾病只可能发生在别人身上，而不太可能发

生在他们自己身上(Aalsma，Lapsloya Flannel3,)．

Greene等人(2000。2002)的研究测量了青少年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与他们对艾滋病相关信息

的态度的关系，他们发现个人神话观念能调节青少年的性行为，通过个人神话的独一无二成分可以

预测青少年对冒险行为的态度，个人神话商的青少年会倾向予不去遵循安全性行为的信息。而且这

种信息越精细，个人神话和避免冒险行为之间的负相关就越高．但同时他们也发现了假想观众的一

个积极作用，高水平的假想观众使青少年更倾向于遵奉同伴的规范，因此当同伴群体对冒险行为持

否定态度时，青少年在决定实行冒险行为时就会更谨慎．Greene特别指出在设计提供给青少年的健

康信息时应考虑个人神话和假想观众的消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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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抑郁症和自杀

Goossem和aeyers发现假想观众和抑郁呈正相关，个人神话的无懈可击和无所不能成分与抑郁

呈负相关(Cooss∞·Beyera·Emmen等人，2002)。Aalsma和Lapsley等人2004年的研究表明个人

神话的独一无二成分与青少年抑郁呈正相关，且女生具有更高的独一无二感，她们面临更大的、潜

在的抑郁威胁。这可能因为在个人神话观念中，独一无二的感觉使青少年不愿与同龄人分享消极情

绪。造成他们抑郁水平增高，而无懈可击和无所不能可以帮助他们树立自信，缓解抑郁．

抑郁直接导致的一个严重结果就是自杀。因此一些心理学家开始直接考察青少年假想观众和个

人神话观念与他们的自杀意念或自杀行为的关系．他们认为假想观众可能会导致消极体验和自我批

评，而由此造成的低自我价值感很可能引发自杀。Ev∞all和Bostic(2005)等人的研究表明，假想

观众观念与青少年高的自责感和强烈的不安全感相关，间接引发了自杀意念。个人神话的独一无二

成分导致青少年更易过分概括化，更难摆脱消极体验。他们认为自己的处境是独一无二的，自己的

遭遇和内心痛苦没人能够体会，他们更喜欢冥想和独处，而不愿求助于他人，对家人和朋友的疏离

使他们交得更加孤独，从而增加了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的几率．但一些学者同时认为个人神话的无

懈可击和无所不能成分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青少年的自信和独立感，从而可以缓解他们的自杀

意念．在社会认知框架中，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成为预测青少年抑郁和自杀的有力因素，但个人神

话的三个成分对抑郁和自杀的预测作用是不同的，需要更多的研究做出解释。

随着理论和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倾向于把假想观众和个人神话这两个最初同根同源的概念分开

研究，分别探讨它们与青少年某些发展问题的影响．本研究也仅对假想观众这一观念与青少年互联

网使用的关系进行考察。

三、互联网的使用

(一)互联网使用的理论模型

K_rallt等人(1998)提出了一种“矛盾体<paradox)”效应，因为被试使用互联网主要是进行人际

交流，而这一般来讲具有积极作用，但是他们的研究发现，尽管互联网被广泛地应用于人际交流，

但是更多的互联网使用与使用者与家庭成员的交流减少、社交圈子的缩小以及孤独与抑郁的增加相

联系。互联网使用导致了使用者社会卷入的减少和心理幸福感的降低。不过，Kraut等人(2002)针

对其中的208名被试的为期3年追踪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的消极影响消失了．他们2002年做的另

一项追踪调查表明，被试总体上体验到的是互联网使用对社会卷入和心理健康的积极作用，对于内

向者和拥有更少社会支持的个体，互联网使用则预测更坏的结果，而对于外向和拥有更多社会支持

的个体，互联网使用能预测更好的结果．

前后两次研究得到的结果几乎完全相反，使得Kraut等人(2002)不能给出明确的结论。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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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互联网影响用户的社会卷入和心理健康的机制目前还不清楚。一种可能是互联网使用的影响

取决于人们的在线活动。另外一种可能是互联网使用的所有类型都是平等的，重要的因素不是人们

如何使用互联网，而是他们为了上网所放弃的东西(Ktaut etal．，2002)．在此基础上，Kraut等人(2002)

提出了关于互联网使用的两种对立的理论模型：“富者更宦’模型(afich gettichecmodel)和“社会

补偿’々膜型(a social compensation model)。

1．“富者更富”模型

“富者更富’模型认为，那些社会化良好和外向型的以及得到社会支持较多的个体能够从互联网

使用中得到更多的益处．社会化程度比较高的个体愿意通过互联网和他人进行交流并且可以通过这

种媒介结识新的朋友．已经拥有大量社会支持的个体可以运用互联网来加强他们与其支持两络中的

他人的联系．因此，相对于内倾者与拥有有限社会支持的个体，通过扩大现有社会网络规模和加强

现有人际关系，前述两类个体能够通过互联网使用获得更高的社会卷入和心理健康水平．这个理论

模型得到了Kraut等人2002年研究结果的支持(Krautetal．，2002)，与认为互联网使用对青少年心

理健康具有积极促进作用的研究结论一致。

2．“社会补偿”模型

“社会补偿’模型预测，内向的与缺乏社会支持的个体能够从互联网使用中得到最大的益处。拥

有有限社会支持的个体可以运用新的交流机会建立人际关系、获得支持性的人际交往以及有用的信

息，而在他们的现实生活环境中，这些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相反，对于那些人际关系本身很好的个

体，如果这种在线相对弱的相互关系取代了现实生活中原本比较强的人际关系，那么互联网使用就

可能干扰或者削弱了他们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这个理论模型得到了Kraut等人1998年的研究结

果(Kraut et aL，2002)的支持，同时可以用来解释互联网使用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具有消极破坏作用

的研究结论。

3．“社会一认知”理论模型

除了上述两种理论模型，一些研究者在互联网使用研究中引入了社会一认知理论为剐■“”

(Eastin，2001；Larose,Maslro，Eastin，2001)．他们认为互联网使用可能是自我调节能力的一种反映．

在这个社会一认知理论模型中，互联网使用被概念化为一种社会认知过程，积极的结果预期、互联

网自我效能、感知到互联网成瘾与互联网使用(如以前上网经验、父母与朋友的互联网使用等)之

间是正相关。相反，否定的结果预期、自我贬损(∞lf-dispatagoneat)及自我短视(self-sighted)与

互联网使用之间是负相关(Eastin，2001)．

(二)互联网的服务分类

随着对互联网研究的深入，一些研究者开始意识到：“互联网不能再被看作是一个笼统的、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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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的媒体，应给看作是一个丰富的、复杂多样的服务体系”(Hamburger等，2000)．一些研究者开

始尝试区分互联网的使用内容，以便从其使用功能上进行研究。不同研究者对互联两使用内容的分

类有所差异，主要有以下几类：

Hamburger和Ben-Artzi(2000)通过因素分析显示了互联网服务的三个因素：社交服务、信息服

务和娱乐服务．社交服务包括聊天、讨论组、地址查询等；信息服务包括与工作相关的信息和与学

习相关的信息；娱乐服务包括：性网站、随机冲浪等．

Hills和Argyle(2003)发现了四个因素：工作、娱乐、社交、在家庭中的使用。工作因素是与

工作相关的所有活动；娱乐因素是聊天组、在线游戏等活动；社交因素，其相关的活动更多的发生

在学校或是学术环境中，比如，给朋友发电子邮件、查询一般信息、查询学习资料等；在家庭中的

使用是那些更可能发生在家庭的上网活动，比如，网上银行，网上购物、成人阿站等等。

李秀敏和阴国恩(2004)的研究中通过因素分析得到了四个因素：信息类、技术类、休闲娱乐

类，刺激类内容。其中信息类包括：万维网浏览、信息检索、网上咨询等；技术类包括：下载软件、

制作网页等；休闲娱乐类包括：包括收发电子邮件、下棋、打牌、小型游戏等；刺激类包括：玩刺

灏惊险游戏、与异性聊天、游览色情网站、有关性的内容等．

雷雳和柳铭心(2005)在对青少年互联网使用的研究的因素分析发现了四个因素：社交、娱乐、

信息和交易。社交服务包括了聊天室、QQ、BBS论坛等；娱乐服务包括网络游戏、多媒体娱乐等；

信息服务包括测览网页、搜索引擎等活动；交易活动包括了网络购物、网上教育等活动。

(三)病理互联网使用

互联两正在成为个体与社会发展的一个载体。伴随着互联两在人们生活中使用的增多，出现了

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一些研究者开始发现，过多的卷入互联网可能会导致不良的互联网使用，引

发一些情感和行为的障碍，出现一些类似于关于互联网的困扰性的念头、耐受性、降低的冲动控制、

无法停止使用互联网、退缩等症状a专引自Young，1999)．不良的互联网使用可能引起用户的时间

管理或身心健康问题，并且可能与他人或其它日常活动发生冲突．对这样的一些症状研究者尝试用

一个特定的词来概括，如病理互联网使用(pathological into'net哦，PIU)、互联网成瘾(internet

addiction)、互联网依赖(internet independence)、互联网滥用(interact able)、互联网过度使用(excessive

intexnetuse)等，这些词汇的内涵指向一些共同的特点，互联网使用的耐受性提高；社会退缩；内疚；

上网欲望难以抑制等(李宏利，2003)，本研究中我们主要采用病理互联网这一概念．

1．病理互联网使用的影响因素

随着对病理互联网认识的加强，研究者们开始认识到，互联网用户更多地卷入互联网使用，或

对于互联网不健康的使用存在着多方面的影响因素，其中既有互联网自身的特点，也有互联网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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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体因素，这两方面的交互作用更是不容忽视。

1．I互联网特点

首先从互联网自身特点来看，Greenfield认为互联网引发潜在网络成瘾的原因是它的高速、易进

入性、信息的饱和度以及其内容的刺激性(Chien Chou等，2005)．By∞b。ccca总结认为互联网具有

三个基本特性：易进入性(acc鹤sibn呦、 觥(affordability)、匿名性(∞onymi叻。前两个特性
使得用户很容易进入网络世界，他们上网的代价很小，而获取的满足感和欣悦感却很大，这促使他

们更深的网络卷入．互联网的匿名性使用户摆脱了很多现实交往的限制，地域、外貌、种族等等可

能成为现实交往障碍的东西在互联网上被忽略。用户说什么傲什么的社会许可的代价和风险都大大

降低(BarghJ．，KatelynY．．Mckenna&FitzsimonsM．，2002)。这使得用户可以更自如和放松的

进行自我表露和交流，往上这样更容易建立的人际关系对他们有巨大的吸引力。丽那些追求成就感

和驾驭感的人由于发现并熟识那些网上的不同文化和人们的挑战成为好奇心和自尊的来源(Chien

Chou等，2005)．

1．2互联网用户特点

作为互联网使用的主体，互联网用户的一些特点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研究者认为互联网用

户自身因素和发展特点也是引发病理互联网使用或使他们更多卷入互联网的重要因素。最多的研究

集中在互联网用户的人格、社会关系和社会技能、自我认同、情绪情感等方面．

1．2．1人格

HamburgerSi射Ben-Arlzi(2000，2002)最先研究了人格和互联网之间的联系，他们认为互联网使

用者有不同的人格类型，而不同类型的个体根据自己的偏好以不同的方式使用互联网提供的各种不

同的服务．内向并且神经质的人在社会交往上有困难，所以他们倾向于在互联网上定位“真实自我”，

同时神经质性的个体更容易孤独，并且更倾向于使用互联网上的社交性服务．而且他们发现不管是

男性还是女性，外向性和神经质的不同水平与互联网服务都有不同的交互模式。对男性来说，外向

性与娱乐服务的使用呈正相关，神经质性与信息服务的使用呈负相关。对女性来说，外向骷’I j■

性站点的使用呈负相关，与神经质性呈正相关，因为女性有较高的自我意识，更可能通过使用社交

性网站寻求支持．

Kiaut(2001)等学者认为外向的、善于交际的个体比内向的个体更可能使用互联网来保持已

有的社会关系，或者通过网上聊天结识新朋友．而对于神经质性来说，人们总是认为神经质的人是

羞怯的、焦虑的，他们在真实的社会情境中很难形成社会关系，只有坐在电脑屏幕前面才能够进行

社会交往．Joinson(1998)认为高宜人性的个体总是友善易于相处的，这种人格特质使他们在有时

不太友好的互联网环境中可以吸引他人，从而较容易和网络上的其他人形成友谊。Yang等A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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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表明PIU用户与正常用户在卡特尔16PF上存在差异，PIU用户比正常用户更爱幻想和空想，且

更加自我定向．

我国也有一些学者对人格和互联网使用开展了研究，李秀敏和阴国恩2004年对大学生人格特质

与互联网的内容偏好进行了相关性研究。发现情绪稳定成熟、能面对现实、庄重谨慎、并且有一定

依赖性的大学生喜欢信息类的内容；情绪稳定成熟、不依赖他人，庄重谨慎愿意自己做决定但是又有

胆怯拘束、害羞特点的大学生喜欢技术类的内容；开朗外向、情绪稳定、自我满足、自信安详并且

松弛沉着特点的大学生喜欢休闲类的内容；武断顽固、敢于竞争、大胆敢为、好幻想、忧虑烦躁并

且不合群、情绪不稳定的大学生喜欢刺激类的内容．霄雳、柳铭心(2005)发现外向性和神经质高

的青少年更喜欢互联网社交服务，开放性高的青少年则更容易喜欢互联网信息服务．雷雳、杨洋

(2006)的研究表明青少年神经质人格对PH 7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不过这种作用在高神经质且喜欢互

联网社交和娱乐服务的青少年中更加明显，而责任心人格对PIU有显著的反向预测作用，且责任心人

格高分组的青少年如果喜欢霹上社交更容易导致PIU。

1．2．2社会技能和社会关系

Enge{bel苫和s纽出。苫(2004)认为对互联网使用的热情可能来源于社会拒绝，并导致社会认知技

能的缺乏，表现为在融入同伴群体、认知群体准则、和进行社会赞许性互动行为中出现问题。而且

许多面临社会交往困难的互联网用户可能会把互联网交往当作述避让他们感到不舒服的社会交往的

避难所。Heimer(2002)的研究显示同伴状况不佳和缺乏社会技能与青少年使用网上聊天室显著相

关。Mckeea3a、Green、Gleason(2002)的研究表明一些有社交焦虑或孤独的青少年可以通过网上更

真实的自我表达而建立良好的网上关系，并使这种关系发展至网下，拓展了他们的社交圈子，他们

的社交焦虑得到了好转．Caplan(2005)发现社会技能的缺乏使互联冈用户更喜欢稠上社交活动从

而导致强迫性互联网使用(compulsive intemet use)．

同时就青少年网民而言，现实社会关系中亲子关系、周伴关系是青少年时期面临的最主要的社

会关系，也是他们最主要的社会支持来源，一些研究表明这些关系的特点和质量与青少年互联网使

用特别是PILl关系密切，当青少年无法从现实关系中得到足够的社会支持和感情寄托肘，他们就更

容易进入互联网寻求情感支持。雷雳等人(2005)针对青少年所做的研究发现社会支持低的青少年

更容易卷入互联网的社交、娱乐，信息等活动．张兰君(2003)和付慧鹏等人(2004)的研究表明

管教严格、惩罚严厉、拒绝否定、干涉、对孩子的要求拒绝频繁等方丽PIU青少年有更高的得分．

说明严格的家庭环境和紧张的亲子关系可能是PIU的～个影响因素．

另一方面追求友谊和群体归属感是青少年时期的重要特点．他们可以在互联网这个广阔的空间

中，寻找新朋友、维持已有的同伴关系、和情趣相同的人交往，成为一些网络群体的成员。已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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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研究都表明网络成瘾者中绝大部分人是使用聊天工具、网络游戏这类有即时沟通的功能。而非

成瘾者上网多数出于工作或学习的需要，是将网络视为工具(Young，1998：Morahan．Martin&

Schumacher，2000；McKenna＆8argh，2000)。Mckenna、Green和Gleason(2002)认为互联网的

某些特性，比如匿名性可以增加亲密感和亲近性，可以帮助互联网用户跨越传统交流情境中的壁垒，

发展新的人际关系。在现实中，自我表鳝可能会遭到家人或朋友的嘲笑或拒绝。而在互联网上。相

对匿名的交流，使用户可以更加自由地自我表露，不用很担心受到指责。而且由于没有现实中那些

外表、结巴或羞怯的障碍，网上的自我表露也会更加自如．因此青少年出于对友伴关系的渴求和网

络更随意的交流方式更容易沉溺于互联网。

1．2．3自我认同

青少年正处在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的青少年正为“我是谁”这样的问题而阻扰，对于

那些开始与家庭分离，形成自己生活的青少年更是如此．suler(2004)认为青少年开始思考“我是什

么样的入?”，“我将在我的人生中做些什么事情?”，“我想要什么样的人际关系?”等等这些问题，而

他们或许可以在互联网这个独特的空间中找到答案。网络以它特有的方式和丰富的内容展示给人们

一种全新的虚拟社会环境，在互联网的世界给青少年提供了很多更能自如表达的机会，他们可以对

自我认同进行探索和试验。博客和个人主页是充分表达自己和向别人展现希望示人的一些方面。在

那些角色扮演得游戏中，青少年可以试验各种各样的自我形象，他们有机会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

表达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隐藏的希望、需要和恐惧。他们可以在网上匿名的社交中展现自己没有外貌，

性别、年龄标签的自己。Suler(2004)认为互联网吸引青少年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青少年正处于寻

找自我认同、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和归属群体的时期，与此同时他们也要经历与父母的分离．他们一

方面希望自己独立，做自己的事情，但另一方面对于与父母分离的过程又有些焦虑，毕竟父母的照

顾、庇护对他们来说还是有好处的．那么怎么才能做些刺激的事，探索外部世界，同时还能呆在家

里呢?互联网无疑成为最佳选择，网络世界是一个充满刺激、丰富多彩的空间，正是满足青少年结

识新朋友，傲一些刺激、令人兴奋的事情的理想场所，特别是在父母对于互联网—无所知旺

而与此同时他们还可以安全地呆在家里．

陈猛、雷雳(2005)年的研究证实了自我认同对青少年互联网卷入的负向预测作用。即自我认

同水平低的青少年PIU水平更高，说明青少年越是为自我认同的问题所困扰，越容易被互联网俘获，

在互联网中更多地寻求可能、想象或希望的自我，成为成瘾者．

1．2．4情绪情感

一些研究表明互联网的使用与社会疏离、社会焦虑、孤独、抑郁等情绪有关。例如，Kraut，StoU。

Turkle以及Saaders(2000)，Whang(2003)等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都表明互联网的使用与社会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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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和孤独有关．Ybana 2004年的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的困扰与青少年的抑郁症状相关．Nicmz等

X2005年也发现PIU的个体情绪上更加孤独、抑郁。se印∞％d(2004)研究表明孤独的青少年倾向于

使用互联网上的娱乐活动来捧解孤独。李秀敏(2004)研究发现缄默孤独、情绪容易激动不稳定的

大学生更喜欢刺激惊险游戏、铡览色情网站等刺激性互联网服务．‰Ig等人2005年的研究表明PIU

用户的情绪稳定性显著低于正常用户．曾枫林等(2006)在中国中学生中也得到了相同的结果，即

PIU的中学生情绪稳定性低于正常组，且在躯体化，惊恐、广泛性焦虑、分离性焦虑、社交恐怖、学

校恐怖及整体焦虑水平上均显著高于正常组．

1．2．5感觉寻求

在最近的研究中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青少年这一群体的特殊心理特点和其互联网使用及PIU的

关系。感觉寻求(sensation seeking)是青少年期间的一个突出的特点，与药物滥用、酒后驾车、潜

水等冒险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高感觉寻求者把媒体作为他们需要的刺激来源。Pa-so(1996)曾报

告感觉寻求者会观看更多的动作类的或冒险性的电视节目．互联网作为一种多功能的媒体能提供更

商刺激性的活动，如聊天室、音乐、赌博、交互性的电子游戏、色情表演等等。Goodson，McCormick

和Evans(2000)的研究支持了互联网能成为感觉寻求的集中场所这样的观点。而Lin和Tsai(2002)的

研究表明网络成瘾的台湾青少年比非成瘾者有更高的感觉寻求和去抑制性(disinlu'bition)．Weisskirch

和Murphy(2004)也发现感觉寻求的强度维度与青少年从互联网上下载色情资料，下载或欣赏音乐、

玩游戏、进行即时通信交流等有显著相关．石庆馨等人(2005)对中国中学生网络成瘾和感觉寻求

的关系进行的考察也表明感觉寻求的不甘寂寞分量表与网络成瘾的相关显著，说明青少年的网络成

瘾和感觉寻求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关系。

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意识到病理互联网的形成可能是互联网特性和用户本身的特点

共同作用的结果。Suler(1999)认为互联网的使用是健康的，还是病理性的成瘾或是介于二者之间取

决于用户多方面的需要和互联网如何满足这些需要。Young(199田认为同上社会支持性的群体满足了

人们强烈的和强迫性的需要，尤其是那些缺乏社会支持的．Weiser(2001)也认为互联网使用的社会和

心理影响主要取决于使用者使用这项技术的理由和目的．也就是说，互联网的社会和心理影响取决

于它提供给使用者的功能。

2．病理互联网使用的模型

为了更清楚的认识和研究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研究者提出了一些相关的模型．

2．1 Young的ACE模型

Young提出的ACE模型中的A、C、E是指Anonymity(匿名性)、Convenience(便利性)和

Escape(选避现实)．她认为这是网络导致用户成瘾的3个特点．匿名性是指人们在网络里可以隐

19



藏自已的真实身份，因此。用户在网络里便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说自己想说的话，不用担心

谁会对自己造成伤害。便利性是指网络使用户足不出户，点击鼠标就可以做想做的事情，比如网上

色情、网络游戏、网上购物、网上交友的服务都很便宜．逃避现实是指当碰到倒霉的一天，用户可

能通过上网找到安慰。因为在网上，他们可以做任何事，可以是任何人，这种自由而无限的心理感

觉引诱个体逃避现实生活而进入网络的世界(陈侠等，2003)。

2．2 Cn'ohol的阶段模型

Orohol提出网络成瘾只是一种阶段性的行为。网络用户大致要经历3个阶段，第一阶段：网络

新手被互联网迷住，或者有经验的网络用户被新的应用软件迷住：第二阶段：用户开始回避可以导

致自己上瘾的网络活动；第三阶段：用户的网络活动和他生活中的其它活动达成了平衡．他认为所

有的人最后都会到达第3个阶段，但不同的个体需要花不同的时间。那些被判定为是网络成瘾的用

户，只是被困在了第一个阶段，需要帮助才可以跨越(转引白陈侠等，2003)．

2．3 Davis的认知—行为模型

D晰s提出认知前为模型(Da啊s，2001)，用来解释病态网络使用(pathologicalintcrnctu∞，

简称PIU)的发展和维持．如图所示，模型中靠近病因链近端的弱素，是PIU发生的充分条件，靠

近远端的因素则是必要条件。模型的位子PIU病因链近端的是适应不良认知(malada州ve．co驴i60n)，

它是模型的中心因素，是PIU发生的充分条件。Davis认为PIU的认知症状先于情感或行为症状出

现，并且导致了后两者。有PIU症状的个体在某些特定方面有主要的认知障碍，从而加剧个体网络

成瘾的症状．该模型认为病态行为(PIU)受到不良倾向(个体的易患素质)和生活事件(压力源)

的影响，它们位于PIU病因链远端，是FIU形成的必要条件．该模型对特定PIU和类化PIU做了界

定．个体易患素质指当个体具有抑郁、社会焦虑和药物依赖等素质，则更容易发展出病态网络使用

的行为．压力源(紧张性刺激)指不断发展的互联网技术(Kraut，1998；Young，1997；李宏利等，

2001)．(见图2)

图2PIU的认知箭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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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问题提出

一、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

首先，青少年的分离-个性化虽被认为是所有青少年的共同特点，假想观众也被认为是绝大多青

少年共有的心理观念，但是对于这些问题的本土化研究还很欠缺；其次现有研究侧重对互联网使用

对青少年身心所产生的影响，缺乏对青少年社会关系特别是家庭和同伴关系与互联网使用之间关系

的研究，对于分离-个性化这个发展性的背景对青少年互联网使用的影响的考虑比较少；第三，对于

青少年自身特点与其互联网使用之间的关系的探讨比较局限，主要是针对青少年人格、感觉寻求等

方面，缺少结合青少年其它心理特点的研究；第四，现有研究对于互联网用户自身特点和用户对互

联网服务态度对青少年互联网使用的共同作用的探讨尚需进一步拓展。最后，现有研究大多以大学

生为被试，因此研究结论是否适合中学生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证实．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方面

西方背景下提出的分离-个性化以及假想观众观念是否在中国青少年中普遍存在，需要进一步进行研

究。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对于互联网使用与青少年自身身心成长特点和发展阶段的关系的研究比较局

限，无法更多揭示青少年这个群体与其互联网使用的关系，从而不能为社会、学校和家庭等教育者

提供如何根据青少年的具体情况，结合其发展特点，将“网络成瘾”问趣防患于未然，因势利导的对

青少年使用互联网进行引导的心理学依据。

二、本研究探讨的问题

通过分析已有研究成果与相关心理学理论，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方面的认识．其一，青少年的

分离-1‘性化被认为是青少年期的重要任务，假想观众是分离一个性化过程的同时出现的观念，对于青

少年而言具有防御作用，中国青少年的分离外性化和假想观众状况究竟如何需要进行研究：其二，

青少年的分离．个性化被认为与青少年的适应性发展结果有关，这期间他们与父母关系发生变化，从

父母那里得到的支持变少，因此这一过程与青少年互联网使用偏好和病理互联网使用可能存在一定

关系．其三，尽管假想观众被认为是一种防御机制，但由于它与一些问题行为的相关，它也可能是

导致问题的隐患。假想观众使得青少年们必须时刻保持警觉以避免做出任何可能导致尴尬、嘲笑或

拒绝的行为。但这种格外在意自己留给尉人印象的倾向也会“让多数青少年活在被评量的不安以及盼

望被赞美的等待中”，“他们的不安焦虑往往过量，以致使他们在真实的面对面互动中反而显得龌龊，

甚至退缩、自卑”(引自陈淑惠，2000)．这个观念是否有助于互联网这种带有匿名、隐形性质的空

间成为青少年寻求他们想象中观众的理想舞台，使他们沉迷其中不能自拔呢?因此这个观念与青少

年互联网使用偏好及病理互联网使用的关系也需要进行研究．其四，对青少年互联网使用的研究既

应从互联网使用本身特点去考察，也应该从青少年自身的生长和发展特点去考察，因此综合考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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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个性化、假想观众观念以及青少年的互联网使用偏好对青少年的病理互联网使用是需要的．

综上所述，本次研究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包括：

1．中国青少年的分离一个性化、假想观众观念状况{

2．人口学变量(性别、年级)对互联网服务使用(偏好、病理互联网使用)的影响：

3．青少年分离．个性化以及其衍生观念——假想观众与互联网服务使用偏好对病理互联网使用的共

同作用

三、本研究的研究假设

1．中国青少年要经历相应的分离-1‘性化过程，同时具有相应的假想观众观念，且二者存在相关关

系；

2．青少年的分离-个性化以及假想观众观念与其互联网使用偏好(娱乐、社交、交易、信息)存在

相关关系；

3．分离．个性化对于青少年病理互联网使用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4．假想观众观念对于青少年病理互联网使用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四、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次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全面、深入、直接地探讨青少年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与互联网使用

偏好及病理互联网使用的关系，检验青少年分离卟性化、假想观众这些自身发展任务和发展特点与

其互联网使用偏好及病理互联网使用的可能关系，从而从青少年自身特点和互联网使用特点相结合

的角度建立起关于青少年的分离外性化、以及假想观众观念与互联网服务使用偏好、病理互联网使

用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

通过本次研究，可以进一步提供青少年发展任务、社会关系、自身特点与其互联网使用关系的

初步知识，为家长、学校和社会根据青少年的人际关系特点和年龄及自身特点有重点地对青少年的

网上行为进行引导和控制，同时从更广阔的视角用现实生活中有效的引导和帮助对“网络成瘾”问题

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使青少年能够健康地使用互联网。

第四部分实证研究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被试为北京市中学初一、初二、高一、高二年级(因初三、高三为毕业班学生，故未能将其

列入本次研究)的学生354人，剔除无效问卷，有效样本332人．其中，男生163名，占被试总数的

48．9％，女生169名，占被试总数的51．1％．被试的年龄在12^一lS岁之间，平均年龄为14．9肚1．5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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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分布如下：

袭1被试基本情况

(二)研究工具

1．青少年分离-个性化量表(减缩版本)

本研究采用“青少年分离一个性化闯卷”(减缩版本)来测量青少年的分离-叶、性化问题，此问卷是

意大利学者Ingoglia等X2004年对Leville等人(1986)编制的“青少年期的分离-个性化测验”

(Sepanttien-Individuation Test ofAdolescence，SITA)进行缩减后的版本．共61个项目阳i重复测谎

题)·从“l一完全不符合”到“5—非常符合”分s个等级记分，共有6个因素：(1)。分离焦虑'(*a,aration

anxiety)，描述了个体对于重要他人的情感和肉体联系丧失的强烈恐惧；(2)“自我卷A'(self-

involvment)是一种个体对自己的过高估计和关注；(3)“吞噬焦虑”(engulfment anxiety)表明认为亲密

感是一种封闭性的卷入。父母的过度关注对独立感是一种威胁；(4)“老师纠结"(teacherenmeshmen0，

(5)“同伴纠结"(peerenmeshment)这两个因素分别反映了对于自我和他人界限的混乱，对于老师和

同伴强烈的依恋；(6)第六个因素包含了四个维度；“拒绝依赖’'(dependencedenial)反映了个体对于

人际联系的拒绝或逃避；“预期拒绝"(rejection expectancy)是对重要他人有一种无情和敌意的预期感

觉；“健康分离”(healthysepar撕on)是个体在亲密关系的背景下达成的依赖和自主的平衡：“老师理想

g"(tencheridealizations)是青少年对教师的一种理想化．量表各成分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锄bachn系

数分别为0．80、O．91、0．88、0．68、O．77、0．75、0．90、O．77、O．66．对量袭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模型拟

和指数为；x勺538．081，df一1570，7，ldf=2．89，NFI=O．899，TLI--O．925，CFI=0．931，RMSEA一0．075，

说明该量表有良好的效度。

2．青少年假想观众量表

本研究采用L矗斛e)薄人1989年编制的“新假想观众量表”(New Imaginary Audience Scale)测量

青少年的假想观众水平．量表含有42+条目，从“l—从不想象”到‘埠—经常想象”分4点记分。该问卷

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内部一致性系@CrenbachⅡ系数为0．92，重测信度为0．94。对量表验证性因素分

析的模型拟和指数为：j／=2764．664，af=858，x2／af=3．22，NFI=0．896，TL／=0．922，CFI=0．926，

砌瓠翻=0．087，说明该量表有可接受的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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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青少年互联网服务使用偏好问卷

本研究采用雷雳和柳铭心(2005)编制的“青少年互联网服务使用偏好闯卷”对青少年的互联网使

用偏好进行测量。该量表由17个项目组成，从“l一不喜欢”到“5—很喜欢”分5个等级记分。分为

社交(聊天室、QQ、BBS论坛等)、娱乐(网络游戏，多媒体娱乐等)、信息(浏览网页、搜索引

擎等)和交易(网络购物、网上教育等)四个维度，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a系数分别

为O．800、0．713、0．804、0．792，总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 n系数为0．879。

4．青少年病理互联网使用问卷(APIUS)

此量表由雷雳、杨洋2006年编制。该问卷包括38个项目，从“1一完全不符合”到‘孓一完全符

合”分5个等级计分。作者根据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将量表分为六个维度：突显性，反

映了个体在互联网使用过程中对于互联网的格外关注性；耐受性反映了个体使用互联网过程中对其

他生理需要的抑制性；强迫性上瓯饿断症状反映了个体无法控制地渴望上两，不能上网时的消极体

验；心境改变反映了互联网使用对于个体心境改变的作用；社交抚慰反映了互联网使用对于个体在

社交方面提供的心理补偿和积极体验；消极后果是个体在使用互联网后造成的一些不良后果。经检

测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总问卷的重测信度和内部一致性CronbachⅡ系数分别为0．857和

O．948，各维度的重测信度分别为0．744、O．778、O．725、O．626、O．730、O．618和内部一致性Cronbach

n系数分别为0．857、0，831、0．911、0．828、0．903、0．806。

(三)研究程序与数据处理

1．闯卷施澍

本研究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主试为有施测经验的心理系研究生。正式施测之前，主试

向被试宣读指导语，向学生保证他们的作答信息将不会被透露给家长、老师和其他同学。

2．数据统计分析工具

数据处理使用统计软件sPss 12．0和AMOS 4．0．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被试互联网使用的一般情况

为了对青少年互联网使用的一些基本情况有所了解，本研究分别对青少年互联网使用的主要场

所、网龄、和使用时间进行了调查。本研究发现绝大多数(82．1％)青少年更多时候是在自己家里上

网．上嗣在3年以上的青少年占44．1％．(见表2，表3)

在平均每天使用时间方面，周末和工作日多数青少年使用互联网的时间都在1个小时以下，且

使用时间越长，使用者比例越少．周末每天上网在l小时以上的青少年的比例高于工作日的比例，

更多的青少年在周末花更长的时间来上网。(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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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2互联礴主要使用地点

百联网停用地点 比例

寡单 82．1％

朋南或同学家 6．7％

亲戚家 5．8％

网吧 4．8％

其官 ．6％

襄4互联罔使用时间

互联网周末 互联网工作日

使用 使用

少于I小时 33．5％ 71．7％

!-2小时 23．9％ 15．2％

2-4小时 242％ 7．6％

4-6小时 10．9％ 4．6％

客于6小时 7．6％ ．9％

袭3同龄

嗣龄 比例

1年以下 20．7％

1．2年 17．4％

2．3年 18．O％

3．4年 22 5％

4年以卜 21．似

(二)性别和年级差异

1．分离4。性化和假想观众的性别和年级差异

1．1分离-4"性化和假想观众的性别和年级差异

为了检验青少年的性别、年级在其分离-4"性化、假想观众观念上是否存在差异，进行了方差分

析．结果表明只有分离—个性化中的自我卷入和同伴纠结性别和年级的交互作用的F值达到了显著

(，．_3．231，p<0．05i F=2．715，p<0．05)(见表5)。MANOVA检验发现在自我卷入上，初一和高—年

级的男生高于同年级女生(t--4．98，，(o．05；t--4．30，P<o．05)，初—年级男生显著高于高二男生(户2她

／7<0．05)，初二女生显著高于初一、高一、高二的女生(户2．76，F<0．Ol；户3．57，p<0．Ol；砣．85，p<0．01)

(见图3)；在同伴纠结上，初二和高一的女生要显著高于同年级男生(F-2．22，p<0．05；卢3．07，p<0．01)；

初一男生显著高于高一男生(产3伪，p<0．01)；初二女生显著高于商二女生(仁3．08，p<0，01)(见图

4)．

同时对分离-4"性化的其它成分的性别和年级方差检验表明，性别方面，健康分离和老师纠结方

面女生显著高于男生(卢5．59；p<0．05；r--6．28p<o．05)；拒绝依赖和预期拒绝方面男生显著高于女生

(卢8．90；庐--O．Ol；御．10；p<o．01)．在年级变量上，老师纠结方面，初一学生显著高于高一、高=学

生(F=10．30,p<0．01)：理想化老师上初一显著高于商二学生(F=4．01。p<O．01)；拒绝依赖方面高

一学生显著高于初一和初二学生(F--6．76，P∞．01)；预期拒绝方面高一显著高于初一学生(F----3．79；

p<O．05)(见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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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5性别与年级在分离开性化各成分上的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困变量ss 够^盘 F

性别x年级 吞噬焦虑 1，183 3 0．394 0．368

自我卷入 6．710 3 2．237 3．231’

分离焦虑 I．495 ，0．498 0．824

老师纠结 1．058 3 0．353 0．519

同伴纠结4．039 3 1．346 2．715"

拒绝依赖 3．733 3 1．244 1．658

预期拒绝0．744 3 0．248 0．359

理想化老 3．062 3 l-02l 1．032

健康分离 1．642 3 0．547 0．967

吞噬焦虑 2．360 l 2．360 2．204

自我卷入0．887 l 0．887 1．282

分离焦虑0，145 1 0．145 0．240

老师纠缩4．364 I 4．364 6．416"

同伴纠结 3，895 l 3．895 7．855“·

拒绝依赣 6．935 l 6．935 9．238···

预期拒绝 5．119 l 5．119 7．40l·¨

理想化老 2．238 I 2．238 2．262

健康分离 3．601 I 3．601 6．360·

吞噬焦虑 2．854 3 0．951 0．888

自我卷入 7．775 3 2．592 3．744*

分离焦虑4．130 3 1．377 2．277

老师纠结 20．873 3 6．958 tO．228···

同伴纠结 6．469 3 2．156 4．349’t·

拒绝依赣 13．763 3 4．588 6．1 12‘t{

预期拒绝8．115 3 2．705 ，．91l。··

理想化老 10．980 3 3．660 3．699*

健康分离4．213 3 1．404 2 481

圈3性别、年级在自我卷入水平上的交互作用 圈4性捌、年缓在同伴纠结水平上的交互作用

1．2假想观众观念的性别和年级差异

为了检验青少年的性别、年级在其假想观众观念(M：．蜷D=2．48：t-0．61)上是否存在差异，苘先进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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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2(性别)×4(年级)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和年级在假想观众上的交互作用不显著，年级

和性别的主效应也没有达到显著水平(见表6)。

表6性别与年缀在假想观众上的方差分析

2．互联网使用偏好和病理互联网使用的性别和年级差异

2．1互联网使用偏好的性别和年级差异

2．I．1互联网娱乐使用偏好的性别和年级差异

为了检验青少年的性别、年级在其互联网娱乐使用偏好是否存在差异，首先进行了2(性别)×4

(年级)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和年级在娱乐偏好上的交互作用不显著，年级主效应也没有达到

显著水平，但是性别主效应是显著的(见表7)。事后比较可以看出，男生(^卢3．570)比女生(膨=3．366)

更喜欢网上娱乐(鲍．15：p(0．05)，印男生更喜欢网络游戏、歌曲、电影下载等这些活动。

袁7性捌与年缓在娱乐信好上的方差分析

2．1．2互联网社交使用偏好的性别和年级差异

为了检验青少年的性别、年级在其互联网社交使用偏好是否存在差异，首先进行了2(性别)×4

(年级)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和年级在社交偏好上的交互作用不显著，年级主效应也没有达到

显著水平，但是性别主效应是显著的(见表8)．事后比较可以看出．女生(膨=3．570)比男生(M=-3．256)

更喜欢同上社交(同．08；／7<0．05)，即女生更喜欢网络聊天这样的活动。

表8性捌与年级在社交偏好上的方差分析

2．1．3互联网交易使用偏好的性别和年级差异

为了检验青少年的性别、年级在其互联网交易使用偏好是否存在差异，首先进行了2(性别)×

4(年级)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和年级在交易偏好上的交互作用很显著(见表9)。通Lff_MANOVA

进行单纯主效应变异数分析和细格平均数事后比较显示，性别在高一和高二两个水平的F值达显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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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分别为6．00(p(O．05)，17．16(p<0．01)，在高一和高二年级中，女生对网上交易的喜爱均高于

男生。年级在女生水平的F值也达到了显著(6．86；p<O．001)。高一和高二年级女生对交易的喜爱均

高于初一年级女生，同时高一和高二女生也都高于初二女生．高中阶段女生比男生更爱网上交易，

高中的女生又比初中女生更喜欢网上交易。

表9性别与年级在交易偏好上的方差分析

表lo性别与年级在交易偏好上的单纯生效应的变异致分析

2．1-4互联网信息使用偏好的性别和年级差异

为了检验青少年的性别、年级在其互联网信息使用偏好上是否存在差异，首先进行了2(性别)

x 4(年级)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和年级在信息偏好上的交互作用不显著。性别和年级的主效应

也不显著，即青少年对互联网信息的使用偏好不受气性别和年级高低的影响(见表11)。

袁ll性别与年级在信息偏好上的方差分析

2,2病理互联网使用的性别和年级差异

为了检验青少年的性别、年级在其病理互联网使用上是否存在差异，首先进行了2(性别)X 4

(年级)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和年级在社交偏好上的交互作用不显著，年级主效应也没有达到

显著水平，但是性别主效应是显著的(见表12)。事后比较可以看出，男生(^扛2．102)比女生(^仁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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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高的病理联网使用水平。

袭12性别与年级在病理互联网使用上的方差分析

(三)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和互联网使用偏好以及PIU的关系

1．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和互联网使用偏好以及PIU的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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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13中可以看出，分离．个性化的9个成分中有6个与PIU存在显著相关，且有成分分别与

互联网不同使用偏好间也存在显著相关．假想观众观念也与Pro和互联网各使用偏好显著相关。说

明分离0。性化和假想观众观念可能对于青少年的互联网使用偏好和PiU有一定的预测作用。对互联

网娱乐、社交和交易使用偏好与plu存在显著的相关，信息使用偏好与PILl相关不显著．

2．分离-4"性化各成分对互联网各使用偏好和PIU的多元回归分析

分离0‘性化的成分较多，为了进一步了解分离o。性化对于互联网各使用偏好P1U的预测作用，

进行了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进入互联网娱乐使用偏好的回归方程式的显著变量有3个，进入社交使用偏好回归方程的有2个，

进入互联网交易和信息使用偏好的回归方程式的显著变量分别有1个，其联合解释变异量为结果如下

(见表14．17)：

表14分离-4"性化备成分对互联同娱乐使用偏好的多元同归分析

变量 R F JR F zIF Beta

I．吞噬焦虑 ．2笠 ．049 ．046 16．84l l6．841 ．222

2．同伴纠结 ．296 ．087．082 15．576 13．657 ．196

3．自我卷入 ．319 ．102 ．093 12．232 5．147 ．127

表15分离-4"性化备成分对互联罔社交使用偏好的多元回妇分析

变量 R 鼯 AR F zlF BBm

1．同伴纠结 ．223 ．050 ．041 17．140 17．140 ．223

2．吞噬焦虑 ．276 ．076 ．071 13．446 9．314 ．163

表“分离o。性化各成分对互联同交易使用信好的多元回归分析

变量 R F AR F 4F Beta

1．自我卷入 ．147 ．022 ．019 7．149 Z149 ．147

袭17分^-4"性化各成分对互联同信息使用偏好的多元回归分析

变量 A 舻 AR F zlF Beta

1．健康分离 ．194 ．038 ．035 12．797 12．797 ．194

从表中可以看出分离—个性化中的吞噬焦虑、同伴纠结、自我卷入对青少年互联网娱乐使用偏好

联合预测力达到了10．2％；同伴纠结和吞噬焦虑对互联网社交使用偏好的联合预测力为7 6％；自我卷

入对交易偏好，健康分离对信息偏好的预测力分别为2．2"／铘3．8％．

对PIU所做的多元回归中，进入回归方程式的显著变量共有4个，其联合解释变异量为结果如

下：



表18分离卟性化各成分对PIU的多元回归分析

变量 R 旷,dR F,dF Bettl

1．分离焦感 ．396 ．157 ．I“ 59．123 59．123 ．396

2．吞噬焦虑 ．449 ．201 ．196 39_卯2 17．714 ．228

3．预期拒绝 ，473 ．224 ．217 30．437 9．278 ．182

4．自我卷入 ．496 ．246 237 25．748 9 286 ．156

从表中可以看出分离—个性化中的分离焦虑、吞噬焦虑、预期拒绝和自我卷入对青少年PIU的联

合预测力达到了24．6％。其中“分离焦虑”层面的预测力最佳．其解释量为15．7％。

3．分离．4-性化和互联网各使用偏好的及PIU关系

根据相关和逐步回归分析的结果，针对青少年的PILl，本研究提出一个理论模型(见图5)，该

模型假设青少年的分离-4"性化的四个成分：分离焦虑、吞噬焦虑、预期拒绝和自我卷入、以及假想

观众观念和其互联网的各使用偏好(娱乐、社交、交易)对于青少年的咖有独立的预测作用，并

假设分离-个性化这四个成分通过假想观众和不同的互联网使用偏好而间接预测PIU。由于信息使用

偏好和PILl相关不显著。因此不再针对它建构模型。

图5分爵卟性化，锻搀观众与互联舟使用偏好和PllJ的关系

3．1 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和互联网娱乐使用偏好及PIU关系

为了更好地说明分离一个性化、假想观众与互联网娱乐使用偏好和PIU的关系，本研究用结构方

程对数据与假设模型进行了验证。由于在之前分离-4"性化对互联网娱乐使用偏好的逐步必蚰力在

中，同伴纠结这一成分对娱乐使用偏好具有一定的预测力，因此在模型中将这个成分也作为预测变

量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以青少年分离．个性化的这五个成分和假想观众以及对互联网娱乐的偏好来

预测其PILl，其决定系数为0．35，即这几个变量可以解释青少年PIU35％的变异．表19中列出了模型

的数据拟合结果：

袭19娱乐使用整体模型的扭台指教



圉6分离桃化、假想观众与互联两娱乐使用和PIU构关系
从图6可以看出：(1)青少年的分离，个性化过程中的分离焦虑和预期拒绝以及青少年的假想观

众观念、互联网娱乐使用偏好对其病理性互联网使用水平有显著的直接正向预测作用。而分离．个性

化中的自我卷入和吞噬焦虑对于plu的正向预测来达到显著水平。也就是说，在青少年的分离一个性

化过程中，如果他们体验到高水平的与重要他人特别是父母的分离，那么他们更容易沉溺网络。同

样如果他们倾向于预期被其他人拒绝和否定，也容易形成高水平的plu．在此过程中青少年具有高

水平的假想观众和对互联网娱乐活动的喜爱也容易使他们有高的pIU；(2)分离研、性化中的自我卷

入和分离焦虑可以通过假想观众观念间接地预测PIU；从路径系数可以看出自我卷入和分离焦虑对

假想观众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即那些对自己非常关注并评价很高，体验到高水平分离的青少年，

其假想观众观念越高，也易形成高水平的PIU；(3)分离o、性化中的吞噬焦虑和同伴纠结可以通过

青少年对于互联网娱乐的偏爱丽间接预测PIU，青少年的吞噬焦虑对其互联网娱乐偏好有显著的正

向作用，并通过互联网娱乐偏好间接地预测PIU，即越感到被父母过度控制，独立感受到威胁的青

少年越倾向于喜欢网上娱乐，从而有高水平的pIU：同伴纠结对互联网娱乐使用偏好有显著的直接

影响，可通过对互联网娱乐的偏好间接地预测PIU，即那些对同伴依赖性强，重视l司伴关系的青少

年也比较倾向更喜欢使用互联网娱乐，产生对网络的沉溺。c4)假想观众会影响青少年对互联网娱

乐使用的偏好，即越倾向于认为自己时时处处被别人所关注评价的青少年越喜欢互联网娱乐．

3．2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和互联网社交使用偏好及pIu关系

为了更好地说明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与互联网社交使用偏好和PVU的关系，本研究用结构方

程对数据与假设模型进行了验证，由于在之前分离．个性化对互联网社交使用偏好的回归方程中，同



伴纠结这一成分对社交使用偏好具有一定的预测力，因此在模型中将这个成分也作为预测变量进行

了验证。结果表明以青少年分离．个性化的这五个成分和假想观众以及对互联网社交的偏好来预测其

PIU，其决定系数为0．34，即这几个变量可以解释青少年PIU34％的变异。表20中列出了模型的数

据拟台结果：

表柏社交使用整体模型的拟台捃蟹

圈7分lt-4"性化、假想观众与互联阿tt．姗tt和Pit／的关系
从圈7可以看出：(1)青少年的分离-4"性化过程中的分离焦虑和预期拒绝以及青少年的假想观

众观念、互联网社交使用偏好对其病理性互联网使用水平有显著的直接正向预测作用。而分离．个性

化中的自我卷入和吞噬焦虑对于PIU的正向预测未达到显著水平．也就是说，在青少年的分离-个性

化过程中，如果他们体验到高水平的与重要他人特别是父母的分离，那么他们更容易沉攀“!铭 ．·

样如果他们倾向于预期被其他人拒绝和否定，也容易形成高水平的PILl。在此过程中青少年具有高

水平的假想观众和对互联网社交活动的喜爱也容易使他们有高的PIU；(2)分离．个性化中的自我卷

入和分离焦虑可以通过假想观众观念间接地预测PIU；从路径系数可以看出自我卷入和分离焦虑对

假想观众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即那些对自己非常关注并评价很高，体验到高水平分离的青少年，

其假想观众观念越高，也易形成高水平的PIU；(3)分离—个性化中的吞噬焦虑和同伴纠结可以通过

青少年对于互联网社交的偏爱而f司接预测pILl，青少年的吞噬焦虑对其互联网社交偏好有显著的正

向作用，并通过互联网社交偏好间接地预测PIU，即越感到被父母过度控制，独立感受到威胁的青

34



少年越倾向于喜欢网上社交，从而有高水平的PIU；同伴纠结对互联网社交使用偏好有显著的直接

影响，可通过对互联网社交的偏好间接地预测P／U，即那些对同伴依赖性强，重视同伴关系的青少

年也比较倾向喜欢使用互联网社交，产生对网络的沉溺．

3．3分离彳‘性化、假想观众和互联网交易使用偏好及PIU关系

为了更好地说明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与互联网交易使用偏好和PIU的关系，本研究用结构方

程对数据与假设模型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以青少年分离—个性化的这四个成分和假想观众以及对互

联网社交的偏好来预测其PIU，其决定系数为0．302，即这几个变量可以解释青少年PIU30．2％的变

异。表21中列出了模型的数据拟合结果，

表2l交易使用整体模型的报合指数

图s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与互联两交易使用和PIU的关系

从图8可以看出：(1)青少年的分离．个性化过程中的分离焦虑、预期拒绝、吞噬焦虑以及青少

年的假想观众观念对其病理性互联网使用水平有显著的直接正向预测作用．而分离-个性化中的自我

卷入对于PIU的正向预测未达到显著水平。(2)分离．个性化中的自我卷入和分离焦虑可以通过假想

观众观念间接地预测PIU；从路径系数可以看出自我卷入和分离焦虑对假想观众有着显著的正向作

用，即那些对自己非常关注并评价很高，体验到高水平分离的青少年，其假想观众观念越高，也易

形成高水平的PIU．



3．4男、女生的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和互联网使用偏好及PIU关系

在之前所建的模型中，在吞噬焦虑这个变量对PIE的直接预测作用上存在着不一致：娱乐和社

交使用偏好模型中它对PIU的直接预测作用不显著，但在交易使用偏好模型中它有着0．05水平上的

显著预测作用。由于男生和女生在分离．个性化和对于互联网使用的偏好上存在性别差异，而这种差

异可能对PIU的预测模型产生影响，为了验证这种猜测，按照男女生分别进行了模型的建构．

3．4．1 男、女生的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和互联网娱乐使用偏好及PIU关系

表22娱乐使用男、女生模型的报合指数

目9男生的分离。唯亿、假想观众
与互联舟娱乐使用和PIU的关系

圈”女生的分膏卟性化、假想观众

与互联同娱乐使用和pIu的关系

从图9和图10可以看出(男女生整体模型相同的路径略去不述，路径系数不显著的略去不述)：

(1)男、女生模型的不同集中于吞噬焦虑这一变量上。在男、女生模型中，吞噬焦虑对PIU存在着

不同的影响作用，男生的模型中吞噬焦虑对于PIU的宣接预测作用不显著，而女生模型中，吞噬焦

虑的直接预测作用是显著的；同时在男生模型中．吞噬焦虑通过互联网娱乐使用偏好对PIU的间接

预测作用是不显著的，而在女生模型中这一作用显著．男、女生的模型差别不大．

3．4．2 男、女生的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和互联网社交使用偏好及PIU关系

表∞社交使用男、女生模型帕报台指羲



图n男生的分鼻4唯化、假想观众 圈12女生的分离外性化，假想观众

与互联网社交使用和PIU的关系 与互联同社交使用和PIU的关系

从图ll和图12可以看出(男女生整体模型相同的路径略去不述，路径系数不显著的略去不述)：

男、女生模型的显著不同集中于吞噬焦虑这一变量上．(1)在男、女生模型中，吞噬焦虑对PIU存

在着不同的影响作用，男生的模型中吞噬焦虑对于PIU的直接预测作用不显著，而女生模型中，吞

噬焦虑的直接预测作用是显著的；(2)同时在男生模型中，吞噬焦虑通过互联网社交使用偏好对PIU

的间接预溅作用是不显著的，而在女生模型中这一作用显著。男、女生的模型差别不大。

3．4．3 男、女生的分离卟性化、假想观众和互联网交易使用偏好及PIU关系

袁“交易使用男、女生模型的投合指羲

圈13男生的分■桃化，假想观众 图14女生的分囊—t性化、假想理众

与互联丹交易使用和PIU的关系 与互联网交易使用和PIU的关系

从图13和图14可以看出(男女生整体模型相同的路径略去不述，路径系数不显著的略去不述)：



男、女生模型的不同出现在吞噬焦虑和自我卷入两个变量上。(1)在男、女生模型中，吞噬焦虑对

P1U存在着不同的影响作用，男生的模型中吞噬焦虑对于PIU的直接预测作用不显著，而女生模型

中，吞噬焦虑的直接预测作用非常显著；(2)在男生模型中，自我卷入通过互联网交易使用偏好对

PIU的间接预测作用是显著的，而在女生模型中这一作用不显著．

分别对男、女生模型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吞噬焦虑这一变量在三个整体模型(娱乐、社交、交

易)上对PIU直接预测作用的不一致，可能与男女性别差异有关。

三、讨论

(一)互联网使用的一般情况

1． 互联网主要使用地点

本研究结果表明有82．1％的青少年最经常的上网地点是自己家里，而经常在网吧上网的比例

(4．8％)不足5％。一方面，目前为了保护来成年，国家颁布了不准髓吧接纳未成年人上网的相关规定，

这样的举措确实减少了未成年人到网吧上髓的比例。另一方面，绝大多数青少年在家上网的状况也

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目前互联网日益增长的普及率．可以设想青少年在家庭中的互联网使用可能

成为家庭关系新的影响因素，而家庭环境对于青少年的互联网使用也会有一定的作用。

2．互联网使用时同

本研究发现在本次调查的12．18岁使用互联网的青少年中，有44+l％的青少年的网龄超过了3年，

说明很多青少年在初中甚至更小的年龄就开始成为网民。从每天上网的时间来看，在周末每天上网

的时间普遍长于工作日。而周末每天上网超过4个小时的青少年占调查总人数的18．5％，工作日这一

比例是5．5％，从比例上看，周末高于工作日．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这一结果与EricaI．Heitner2002年

针对13一18岁美国青少年上网时间所做的调查结果是相反的，美国青少年周末每天上网超过4小时的

比例为12％，工作日为22％．中国有更高比饲的青少年在周末把较长的时间用在了互联网使用上，课

余生活的匮乏可能导致了青少年更多把互联网作为了玩具和娱乐工具，而这无疑增大了他们对网络

产生依赖的可能性。

(二)性别和年级差异

1．分离．个性化

分离价性化各成分的性别差异显示出一种值得关注的特点。这就是在一些积极的、依恋性的问

题上女生显示出比男生更高的水平，如健康分离和老师纠结。而在一些相对消极的、回避性的问题

上男生比女生有更高的水平，如拒绝依赖和预期拒绝。女生是关系定向的，即她们很在意与他人，

包括老师、同伴和家长的情感联系，对于他人有更强的依赖性。而男生重视自我的独立性，他们往

往更愿意在关系中保持自我．不愿意更多地依赖别人。同时与社会期望也有一定关系，一孵而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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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会期望女生乖巧、顺从，容许并鼓励她们依赖别人．而对于男生人们会更愿意看到他们独立、勇

敢，从而使他们更不愿意依赖别人，也认为在亲密关系中自己往往是被拒绝的。

在分离价性化的这些成分上也存在年级差异．总体而言，低年级学生比高年级学生更依赖他人，

高年级学生则更倾向于拒绝依赖别人，对亲密的人际交往采取回避和否定的态度．两者的差异在与

教师的关系上最为明显，低年级比高年级的学生更乐于与老师交流也更依赖和重视老师的意见。一

方面，低年级的学生自主意识较低，他们更容易听从教师的教导，更容易依赖老师和他人。但是随

着年级的增长，学生的自主意识越来越强，他们不愿意再接受老师的管理，也愿意更加独立地面对

问题．同时，日益增大的学业压力，也可能成为激化师生矛盾的原因之一，因此他们不再像低年级

的学生那样依赖老师、与老师有更融洽的关系．

2．互联网使用偏好和P邢的性别差异

青少年的互联网娱乐偏好有显著的性别差异．男生比女生更喜欢网上娱乐活动．相对于女生，

男生对于那!莹惊险刺激的娱乐活动更为热衷，如飙车、极限运动等，而在互联网这个虚拟世界中，

目前网上的娱乐活动，如网络游戏等题材和内容相对单一，以战争、打斗，竞技等为主，这对于喜

欢冒险、愿意争斗的男生来说无疑更具吸引力．

在青少年互联网社交同样存在着性别差异，女生比男生更喜欢使用互联网社交。这可能是因为

女生以关系定向，非常重视人际关系，友谊行为上。女生表现出更多的积极交往行为(王英春，邹泓，

张秋凌，2006)，而且有研究表明在同伴关系中分享帮助和指导的水平高于男生，而且在同伴关系

中女生更愿意向好友倾诉心里的想法(汪均裕，莫民强，2004)．

本研究发现，在青少年对互联网的交易偏好上存在着性别和年级的交互作用．在高一和高二年

级中，女生对网上交易的喜爱均高于男生．而在女生中，高一和高二年级女生对交易的喜爱均高于

初一、初二年级女生．这可能与现实的男女差异有关，一般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喜欢购物，随着年纪

的增长，女生对农物、化妆品、饰品等兴趣增加，同上交易的便宜性和提供的物品的丰富性迎合了

女孩子的兴趣，给她们更广阔的购物选择．

同时本研究结果表明，男生比女生有更高的PRJ水平，这与2005年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对30

个省的青少年所做的调查结果是一致的。青春期期问，男生和女生在行为和思维特点上显示出差异．

男生更富好奇心和冒险情神，而女生相对保守谨慎，因此，面对互联网这—进入他们生活的新事物

时，男生会投注更多的热情，也容易被网上的新事物所吸引．同时相对于女生，总体上男生更加活

跃，自制力也不如女生强，当面对网络的诱惑时他们比女生更容易沉溺和难以抵抗．青少年是网络

成瘾的易感人群，而男性青少年则是其中的高危人群，他们的冒险和反叛精神使得他们更难以管理

和更容易沉溺网络．

(三)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与互联网使用偏好和PIU

分离—个性化是青少年时期的重要发展任务，这期间青少年的自我意识增强，与重要他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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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他们希望脱离父母的保护和监督变得独立，另一方面又希望同父母保持情感

上的联系，同时还要努力发展家庭以外的其他社会关系．Lapsley等学者提出在青少年期的分离．个性

化过程中，青少年会表现出一种特殊的心理现象——假想观众观念，这种观念被认为是分离．个性化

过程中青少年的防御机制，即认为自己是他人关注的焦点的这种想法可以缓解他们逐渐独立、与父

母分离过程中的焦虑，本研究中假想观众和分离．个性化中的分离焦廖、吞噬焦虑、预期拒绝、自我

卷入等成分的相关似乎可以部分地支持这样的观点。

青少年涉及的互联网使用主要有娱乐、社交、交易和信息，与之前很多研究结果一致的是

本研究发现青少年对于互联网娱乐、社交和交易使用的偏好，特别是对娱乐和社交的喜爱与其

网络成瘾存在相关。网上娱乐活动(网络游戏、下载音乐、在线看电影等)给青少年提供了一

个丰富多彩、充满感官刺激的娱乐世界，这一方面迎合了他们喜欢新奇事物、爱冒险、追求刺

激的心理特征，另一方面他们可以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娱乐方式中缓解学习生活中面临的压力。

青少年时期是社会关系和社会技能发展的关键时期，对于人际关系的建立和维系成为他们关注

的一个焦点，网上社交(网上聊天、BBS等)给他们提供了一种交往的平台，作为一种新鲜、

时尚的社交新模式对他们有着很强的吸引力．正如Joinson(1999)所言互联网娱乐和社交能给

用户带来极大的愉悦感和刺激感，激发他们的生理唤醒，使得用户更多地投入，丽这样的强化

逐渐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形成习惯性的成瘾行为(Song et al。2004)。因此青少年对于互联网娱

乐和社交的喜爱容易导致他们更高水平的病理互联网使用．

互联网交易作为一种新兴的消费形式，其便利性、丰富性吸引了大批互联网用户的关注，

其中也包括很多青少年网民．2001年欧洲和美国的青少年在网上消费了12亿美元，到2005年

这一数字估计将增至106亿(Christina瓦。Lee＆DeniseM．，2005)，这一增长是惊人的，虽然这

是一个基于欧美青少年得到的数字，但中国青少年网民的增长速度非常快，其中一部分已经或

也将成为网上交易人群的重要成分．有学者认为由于网上消费行为的交互性可能使得互联网成

为在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具有积极作用的媒介(Christina IC．Lee＆Denise M，，2005)，彳：．=：：。

本研究中发现青少年互联网交易的偏好与他们的病理互联网使用存在相关，尽管在之后进一步

的研究中发现青少年对互联网交易的喜爱并不能直接预测其病理互联网使用．但是由于目前互

联网交易正在加入更多的娱乐和社交成分，因此青少年对于互联网交易使用偏好也可能成为青

少年病理互联网使用的潜在因素。

本研究中发现青少年对于互联网信息服务(搜索引擎、浏览网页等)是比较喜爱的

(／I,／=3．28=1：0．91)，但是这种喜爱与他们的病理互联网使用没有显著相关。青少年为了获取知识、

技能而使用互联网搜索和查询信息的服务，互联网提供的海量信息迎合了青少年求知欲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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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心强的特点，因此他们喜欢这种互联网服务，但由于青少年对互联网信息服务的使用主要

目的在于学习、查找资料、了解新闻、搜索相关知识等，这些活动所包含的情感和娱乐的成分

比较少，而且信息服务给青少年带来的更多是现实感而非虚拟世界的虚幻感，即他们受现实需

要而进行信息搜索和查询，又将这些信息用于现实生活，而且这样对信息的寻查活动具有很大

的即刻性，因此不致使青少年“网络成瘾”．

1．分离价性化、假想观众与互联网娱乐使用偏好和PIU

本研究发现在分离价性化过程中分离焦虑和预期拒绝可以直接地预测青少年的pill"水平。分离

焦虑反映出青少年在自我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与重要他人、家庭成员特别是父母的情感距离

变大，支持减少而感受到的强烈恐惧。而预期拒绝是青少年预期他人对他们是敌意、否定、不接纳

的。青少年期是社会化的重要时期，人际关系的发展又是社会化过程的重要内容，青少年对于人际

互动的敏感性增强，而人际关系的质量又与他们的身心发展关系密切，分离焦虑和预期拒绝体现了

青少年对于实际或预料的亲密人际关系纽带丧失的一种恐惧，高水平的分离焦虑和预期拒绝使他们

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到的社会支持少而又充满焦虑，因此当面对互联网这样一个巨大的虚拟空间时，

他们更可能投入其中，寻求支持和缓解现实的焦虑，从而造成高水平的PIU。

假想观众观念被认为与很多青少年的偏差行为如吸烟、酗酒、饮食障碍等有关，本研究发现假

想观众观念对于青少年的互联网娱乐偏好和“网络成瘾’有一定的预测作用。同时分离—个性化中的自

我卷入和分离焦虑也可以通过假想观众观念间接地预测PIU。假想观众观念使得青少年感觉自己像

演员处于舞台中心一样，是别人的注意焦点，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得到别人羡慕的目光，而互联

网巨大的时空延展性和用户群体庞大性正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空间无限广阔、观众

无比众多的展示平台。同时在互联网娱乐中尤其是网络游戏，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扮演不

同的角色，成为这个虚拟世界中更广泛群体的注意中心，而且在网络游戏中可以不断地升级，

在游戏中成为其他玩家关注的“英雄人物”，使他们对于网络游戏有更强的偏爱，导致病理互联

网使用。

f司时本研究发现分离一个性化中的自我卷入和分离焦虑可以通过假想观众观念间接地预钡gPIU。

假想观众的产生被认为是分离—个性化过程中青少年的防御机制，认为自己是他人关注的焦点的这种

想法可以缓解他们逐渐独立、与父母分离过程中的焦虑，本研究似乎可以支持这样的观点．自我卷

入体现了青少年对于自己过高的估计和过分的关注，他们更倾向于用一些假想的观众来支持自

己的重要地位．分离焦虑这种由于与重要他人尤其是父母分离产生的恐惧感可以通过周遭假想

观众对自已的关注而得到缓解。这两个方面通过假想观众观念，而间接地使青少年对互联网产

生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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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也发现分离．个性化中的同伴纠结可以通过青少年对于互联网娱乐的偏爱而间接预测

pIU。同伴纠结反映了对于同伴亲密性的强烈要求。“青少年首先需要的是与之建立关系的人能够有

共同的兴趣’'(雷雳，张雷，2003，p143)，发展和维系亲密的同伴关系的愿望和对于同伴群体的服

从使得他们更容易在网络游戏和其它互联网娱乐活动中寻求归属感，这可能也是造成很多青少年集

体逃学玩网络游戏的原因之一，因此尽管“同伴关系对于青少年的积极影响毋庸置疑’Y雷雳，张雷，

2003，p142)，对于同伴关系过分地关注和需要也可能成为他们“网络成瘾”的间接因素。

值得关注的是吞噬焦虑这一成分在男、女生身上产生了不同的作用．女生中，它对于“网络成瘾”

有着显著的直接预测作用，而且可以通过对于互联网娱乐的偏爱而间接预测PIU，男生中它的直接

和间接预测作用均不显著。吞噬焦虑反映出由于父母的过度控制和保护。青少年自我和个性受到威

胁的感觉．随着年龄的增张，青少年有了更多地自主意识，当他们感到被父母过度控制和限制时，

他们的独立感受到威胁，在过于紧密的关系中丧失了自我，这甚至使他们感觉窒息i迫切寻求解脱。

吞噬焦虑这里对于男、女生不同的影响，一方面可能由于“女孩对家庭中情绪体验的消极感受持续的

时间往往比男孩更长一些”(雷雳，张雷，2003，p65)，当她们感觉到父母过度地控制对，往往会更

长时间体验到消极的情绪，这种情绪更容易使她们借助互联网这个虚拟的空间逃避现实的压抑感．

另一方面可能与男、女生面对这种父母过度关注时不同的应对方式有关，男生更具有反叛性，其反

抗的方式也更加直接和外显，当他们感觉到父母过度的控制时，可能会更直接地向父母表示不满，

并且更加主动地离开父母的控制，而女生往往更加顺从，她们的反抗相对内敛，这使她们感觉压抑

而又无法在现实中得到排解，网上娱乐成为她们放松和发泄的一个重要渠道，而长此以往便容易产

生对互联网的过分沉溺，导致高水平的PIU。以上原因是对于吞噬焦虑在男、女生中不同作用的尝

试性的解释，尚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进行验证。

2．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与互联网社交使用偏好和PIU

分离一个性化、假想观众与互联网社交使用偏好和PILl"的关系模式与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与

互联网娱乐使用偏好和PIE的关系模式非常相似。假想观众观念对于青少年的互联网社交偏女f彳J

定的预测作用．假想观众虽然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与父母的分离焦虑，但另一方面过高的假想观众

也可能给他们带来某种负面信息，他们会因为时时感到被评价而对自己的言行举止过分关注。因此

在现实的交往中倍感压力。而网上社交使青少年可以在互联网这样给一个便捷、高速的联系工具上

互相交流，这种交流又具有匿名性和隐形性，这可能使他们感觉网上的观众更加宽容，更能坦露心

扉。他们可以在BBS上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并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观众，即使有时他们感到了来

自网上真实或假想的观众的压力。也更容易应对或抽身而退，因此他们可能更加喜欢徜徉于这样无

限广阔、充满刺激，束缚较少而又观众群体庞大的虚拟世界，从而逐渐产生对网络依赖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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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显示，与互联网娱乐偏好模型不同的是，在女生中，分离—个性化中的同伴纠结可以

通过青少年对互联网社交的偏爱而间接预测PIU，而男生中则这种间接预测作用并不显著，即在男生

中。对同伴亲密性的强烈要求并不能预测其对互联网社交的使用偏好．这可能与男、女生“有不同的

世界观”(雷雳，张雷，2003，P143)以及互联网社交特点有关．一方面在同伴关系中，女生更看重

关怀、责任和人际关系，而男生则更看重自我张扬、逻辑性和义务，而且与男生相比女生更愿意向

好友倾诉心里的想法(汪均裕，莫民强，2004)．另一方面互联网社交是一种匿名的、隐形的更侧

重于双方情感和内心体验分享的交往方式．因此发展和维系同伴关系的强烈需要更可能成为女生喜

欢互联网社交的直接动因，而对男生的推动力不大．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相对于男生，对互联网社

交的偏好对女生的病理互联网使用有更加显著的预测作用。在青少年期，女生对于人际关系的需要

是强烈的，她们对情感支持和分享的强烈需要以及对同伴的高度依赖可能成为她们沉溺网络的最主

要诱因，因此在家庭、学校中为女生提供更多现实的情感支持和分享的机会显得尤为重要．

本研究中的模型中，青少年对互联网交易使用的偏好对其PIU的预测作用不显著，前文中对此已

进行过讨论，因此不再赘述．

通过对青少年分离价性化、假想观众和互联网偏好(娱乐、社交、交易、信息)以及PIU的关

系探讨，发现青少年是网络成瘾的易感人群，与他们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特有的心理现象可能确实存

在～定关系。在感觉和预期自己被别人(父母、同伴)所抛弃(分离焦虑)或敌视(预期拒绝)时，

互联网所提供的巨大交往空间，可能会给他们提供现实得不到的支持．自我意识提高，他们更重视

自己的自主和自由，父母过度的保护和压制，让他们倍感压力(吞噬焦虑)，使互联网这样一个色彩

丰富，充满视觉刺激的娱乐世界成为他们缓解压力的地方。而随着对自己的关注度增加，他们对自

己有时甚至是自我中心性的过高评价和关注(自我卷入)也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其他人关注的焦点，

互联网这个无限广阔的世界可以使假想观众的范围和数量迅速扩展。

值得注意的是假想观众这种被认为是处于分离卟性化阶段的青少年应对分离焦虑、提供行为参

照的防御机制，它也可能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假想观众使青少年能够更好的适应新的社会角色．

另一方面这个观念如果太强也可能成为青少年一些不当行为的驱动力．就青少年的“网络成瘾”而

言，假想观众之所以与青少年的病理互联网行为有关，与他们现实关系的不尽如人意有一定关系，

良好的父母支持和家庭环境有助于降低这样的观念，同时青少年期发展家庭以外的关系，是青少年

发展的重要任务，与同学、同伴的良好关系也可以帮助青少年克服随着年龄增长与家庭成员关系疏

远而产生无助感，降低分离焦虑，使他们不至于沉溺网络世界的人际交往去寻求情感的依托．因此

良好的家庭关系和同伴关系可以使他们感受到更多来自于现实的支持，平衡他们的假想观众，从而

降低青少年“阿络成瘾”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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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分离．个性化过程中，青少年面临与重要他人，尤其是父母的关系纽带变得松散的考验，

也面临着自我意识提升，形成独立自我的考验。这期问他们一方面希望与父母和他人保持一定距离。

一方面又为这种距离的产生而感觉忐忑不安．这样的矛盾造成的混乱使他们更容易沉溺网上娱乐和

社交活动，而成为成瘾者。

值得关注的是在青少年对于互联网的使用中，他们对于娱乐和社交使用的过分偏爱很可能导致

他们的病理互联网使用，过度地卷入和沉溺于互联网。本研究发现在分离．个性化、假想观众与互联

网的使用偏好和PIU的关系中，青少年对于网上娱乐和社交的喜爱对此关系的影响存在着高度一致

的模式．这可能与目前网上社交和娱乐活动的日趋融合有关，如在网络游戏中同时也提供弼络玩家

彼此沟通和交流的平台，而在一些BBS中很多内容的探讨是针对网上娱乐的技巧、工具和心得等等．

青少年是使用互联网的重要群体，随着这项技术的普及，互联网用户呈现低龄化，中学生网民

的比例和人数都在逐年增加，沉迷网络的现象也日趋严重。依据本研究的发现，我们认为青少年所

处的特定发展阶段、面临的特定发展任务分离．个性化以及假想观众这样特定的心理特点是引发青少

年不健康的互联网使用的潜在因素，这无疑增加了他们“网络成瘾”的风险，然而互联网使用的潮

流不可阻挡．青少年掌握互联网技术是时代的需要，一味的切断和阻止无异于因噎废食。因此，在

青少年身心发展的特殊时期，家长、学校和老师除了关注学生的学习成绩外，也应关心他们对于发

展人际关系的需要和重视以及那些特定的心理现象。特别是在分离．个性化过程中，青少年会感到来

自家庭的支持减少，产生与家长分离的焦虑．同时这一阶段他们自我意识提升，自主意识增强，过

分地控制又会使他们感到压抑和困扰，因此家长更有义务在一种平等的身份下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

和支持，在这个他们需要扩展家庭外社会关系的阶段，学校和老师也有责任帮助学生们创建一个和

谐、互助、宽容的学校和班级环境。

Lanthier和CraigWindham曾指出互联网使用是成瘾的还是非成瘾的关键取决于用户的个人因素

和对于使用的态度，本研究证实了这种观点，分离．个性化这个特殊的发展任务和这期间的假想观众

观念作为青少年特有的个人特征，可以和青少年对于互联网娱乐和社交的偏爱共同预测其病理互联

网的使用水平．

四、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的结果基本上验证了最初的研究假设，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和局限性：首先，研究取样

的局限，本研究只是抽取了北京市的中学生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结果是否是用于其他地域的青少年

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对研究结果的推广可能产生影响；同时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仅对初一、初

二、高一、高二四个年级进行了研究，没能获取初三和高三的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结果

对中学毕业班学生的预测作用；其次，由于研究设计的不充分和时间的限制，没有配合问卷进行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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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访谈研究，影响了研究的深入性和具体性．再次，本研究是一个横断研究，分离—个性化、假想

观众对互联网使用偏好和PIU存在影响，但另一方面互联网的使用也可能使青少年的心理发展呈现出

不同的特点，即可能青少年高水平的PIU对分离．个性化和假想观众产生影响，因此需要今后进一步

的研究。

分离外性化是一个多方面、多维度的概念，是青少年个性、社会性、自我意识发展阶段的重要

过程和任务，随着互联网使用在青少年中的日益普及，互联网成为青少年成长和发展过程中生活的

一部分，那么互联网的使用对青少年分离价性化过程中亲子关系、同伴关系，师生关系等人际关系

的影响以及青少年个性、社会性发展的影响有待于今后进～步的研究和分析。

五、结论

本研究的结论如下：

(1)青少年分离一个性化中的自我卷入和同伴纠结两个成分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和年级的交

互作用，拒绝依赖、预期拒绝、老师纠结性别和年级差异显著，健康分离和理想化老师分别存在性

别和年级差异； ．

(2)青少年的假想观众观念与其分离-4"性化中除同伴纠结、拒绝依赖和健康分离的其它成

分都存在显著相关；

(3)青少年互联网娱乐、社交使用偏好以及病理互联网使用水平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互

联网交易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和年级的交互作用；

(4)分离一个性化中的分离焦虑和预期拒绝对青少年病理互联网使用有直接的正向预测作

用，在女生中，吞噬焦虑对青少年病理互联网使用有直接的正向预测作用，在男生中，吞噬焦虑这

种直接预测作用不显著：

(5)青少年的假想观众观念、互联网社交和娱乐使用偏好分别对其病理互联网使用有正向

的预测作用；

(6)分离．个性化中的分离焦虑和自我卷入通过假想观众观念间接地预测青少年的病理互

联网水平；分离外性化中的和吞噬焦虑和同伴纠结分别通过对互联网娱乐和社交的偏好间接预测病

理互联网使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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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摘要附录

指导语：

你好l欢迎参加此次问卷调查，请你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或想法，仔细认真阅读每一个问题，

尽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把整个问卷填完。不必填写姓名，你所填写的闯卷用于科学研究，闯卷填写

完毕我们将进行保密处理，其他人无法得知你个人所填写的信息，因此请放心填写。彰彰兮萨，

一．基本情况

请填写你的一些基本情况

l、性别：—— 年龄：—— 年级：——
2、你第一次上网至今有 个月

3、一般来说，周六和周El你平均每天上网的时间是——(请从下面的选项中选择)

A少于1小时 B1-2小时 C2_4小时 D4石小时 E多于6小时

4、一般来说， 周一至周五你平均每天上网的时间是——(请从下面的选项中选择)

A少于1小时 Bl-2小时 C24小时 D4_6小时 E多于6小时

5、在学校之外，你在哪上网?——(请从下面的选项中选择)

A自己家里 B朋友或同学家 C亲戚家 D网吧

二．青少年病理互联网使用闻卷

请你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想法，尽量快地对下面每一个问题做出判断。每道题后有5个数字．

分别代表了与你实际情况的符合程度． 1代表完全不符合你的实际情况和想法；2代表比较不符

合；3代表不能确定；4代表比较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请在你认为适合的数字上划上圈(“0”)。

完全 比较 不能 比较 完全

不符 不符 确定 符合 符合

l、当我情绪低落时，上网可以让我感觉好一点 l 2 3 4 5

2、当我遇到烦心事时，上网可以使我的心情愉快一点 l 2 3 4 5

3、当我感到孤独时，上嘲可以减轻甚至消除我的孤独感 l 2 3 4 5

4、网络可以让我从不愉快的情绪中摆脱出来 l 2 3 4 5

5、因为上网，我的学习遇到了麻烦 l 2 3 4 5

6、当我不开心时，上网可以让我开心起来 l 2 3 4 5



三．青少年互联网服务使用偏好问卷

请根据你对下列网络服务的偏好做出选择．在每道题后有5个数字选项，分别代表不同的符台程度，

请从中选出一个最符合你真实情况的答案，在相应的数字上划上圈(。0”)．

注意：1代表不喜欢2不太喜欢3一般4比较喜欢5很喜欢

不 不太 —— 比较 很

喜欢 喜欢 般 喜欢 喜欢

1．电子邮箱 l 2 3 4 5

2．浏览新闻 l 2 3 4 5

3．搜索引擎 l 2 3 4 5

4．软件下载 l 2 3 4 5

5．浏览网站，网页 l 2 3 4 5

6．网上聊天(聊天室，QQ、leo、MsN等) l 2 3 4 5

四．青少年分离．个性化量表(减缩版本)

El常生活中，你与父母、朋友、老师的关系给你什么样的感觉呢?请你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想法．

尽量快地对下面每一个问题做出判断。每道题后有5个数字，分别代表了与你实际情况的符合程度．

1代表完全不符合你的实际情况和想法；2代表比较不符合：3代表不能确定；4代表比较符合；5

代表完全符合，请在你认为适合的数字上划上圈(“o”)．

完全不 比较不 不能 比较 完全

符合 符合 确定 符合 符合

1．有时候我的父母的过度保护让我感觉窒息 l 2 3 4 5

2．想想在我认识的大多数人中，我发现我自己是比较出众的 l 2 3 4 5

3．我经常担忧被我的朋友们拒绝 1 2 3 4 5

4．我看不到最温暖、亲切的关系的意义 l 2 3 4 5

5．友谊不值得努力争取 l 2 3 4 5

6．即使当我和其它入很亲密时，我感觉我还能保持自己 I 2 3 4 5

五．青少年假想观众量表

你是否会经常想象自己在以下的情境中?右边的数字(1到4)代表了几种情况，请在旁边你认为和

你情况相符的数字上画圈

从不 非常少 有时 经常

想象 想象 想象 想象

1．赢很多钱． 1 2 3 4

2．成为一个摇滚明星。 l 2 3 4

3．成为一个电影明星、电视明星。 l 2 3 4

4．为你的团队赢得一场重要的比赛． 1 2 3 4

5．在朋友中成为受欢迎的人。 l 2 3 4

6．使别人羡慕你的外表． 1 2 3 4



致 谢

论文完成，致谢却迟迟无法下笔，三年的求学生涯在论文完成的时候也即将结束，心里充满了

感谢，一张张熟悉亲切的面庞浮现在眼前，～件件难忘的事历历在目，充塞了太多的感谢反而难以

言表。

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雷雳教授，从论文选题到最终完成，都得到了他无私的教诲和悉心的指导。

三年中他严谨的治学态度，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平和沉静的处事风格深深地感染和激励着我。他

给我提供了良好的科研环境和学习机会，让我获得了知识，增长了见识。他的循循善诱、细致耐心

和信任理解给予我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力量。更重要的是他不仅教我读书，更教我做人，而这将使我

受益终生，感怀于心．在此谨向雷雳老师献上我的感激和敬意。

其次要感谢王争艳老师一直以来给予我的关怀和帮助，同样要感谢张力、汪玲、崔丽霞老师在

开题过程中提供的宝贵意见和建议以及阅览室张老师、蔡老师在查找资料和文献过程中所提供的帮

助。

感谢我的师姐柳铭心，她是我最可信赖和敬佩的学长，在学业和生活上都给予了我莫大的支持

和帮助。还要感谢我的师兄杨洋、师姐李冬梅、郑思明、同学伍亚娜、张国华和师妹郝传慧、马利

艳，他们是我学习和工作的伙伴，在我研究过程中的数据收集和录入等方面提供了很多宝贵的帮助。

特别感谢我的父母，他们无私的关爱和支持使我可以安心学业。。焉得谖草，言树之背”，他们

永远是我最温暖的港湾和依靠。

还有很多师长、亲人和友人我难以一一尽数，他们的帮助我将铭记在心并在此向他们致以最诚

挚的谢意l

最后。衷心感谢在百忙之中审阅本论文的专家教授!

郭菲

2007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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