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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大学生家庭功能、疏离感、网络成瘾三者间的关系以及内在作用机制。方法：使用家庭功能

评定量表、一般疏离感量表、中文网络成瘾量表对257名大学生进行施测。结果：(1) 大学生家庭功能

与疏离感和网络成瘾呈显著负相关，疏离感与网络成瘾呈显著正相关；(2) 疏离感在家庭功能与网络成

瘾之间起到中介作用。结论：家庭功能通过疏离感预测网络成瘾，改善大学生的疏离感可以有效预防网

络成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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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among family function, alienation and internet addi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ir internal mechanism. Methods: 257 college students were tested with 
the Family Function Assessment Scale, General Alienation Scale and Chinese Internet Ad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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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le. Results: (1) Family fun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alienation and Internet addiction, while alienation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In-
ternet addiction; (2) Alienation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family function and Internet 
addiction. Conclusion: Family function predicts Internet addiction through alienation, and im-
proving college students’ alienation can effectively prevent Internet ad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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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网络作为信息科技的产物，在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网络已经成为了各行

各业收集信息、娱乐和进行社会交往的重要工具。网络可以通过电脑、手机等设备接入，这些设备高度

融入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它的普及方便了学习、工作和生活，满足了大学生交流、寻求归属感等多种需

求，但不适当的互联网使用也会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例如大学生网络成瘾，这会严重影响大学生学习

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给高校教育事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都带来极大的挑战(郝琪等，2019)。 
有关网络成瘾影响因素的研究显示，大学生网络成瘾不但与家庭功能、生活事件、社会支持等外在

因素相关(刘艳等，2010；杨辰等，2010)，而且与大学生的疏离感、应对方式、人格特质等内在因素相关

(陈亮亮等，2011)。其中，家庭功能不高的学生往往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疏离感，往往缺少被接纳感和归属

感，他们更可能转向另外一种替代性的社会化环境，而虚拟的网络恰好提供了更多的交流空间，可以营

造一种团体感，这对他们表达或宣泄自己的情绪以及寻求归属感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途径，久而久之，沉

溺于此的大学生便会形成病理性网络使用，也就是网络成瘾。 
前人对于其三者本身的研究已较多，但对于家庭功能如何作用于网络成瘾以及疏离感是否起中介作

用的研究尚不足。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了解大学生网络使用的基本情况，探讨家庭功能、疏离感与网络

成瘾之间的相互关系，验证疏离感在家庭功能与网络成瘾中的中介作用，进而从提高家庭功能和降低疏

离感等方面，对大学生网络成瘾进行干预，引导大学生关注心理健康，正确使用网络。 

1.1. 家庭功能与网络成瘾的关系 

美国精神病学家 Ivan Goldberg 博士首先提出网络成瘾的概念：在没有外界物质作用的条件下，因为

每天过度使用网络，从而使得社会或心理功能出现损害的现象(Young et al, 2009)。此后网络成瘾常被定

义为过度使用互联网导致个人的心理状态(包括精神和情感)受损，以及学业、职业和社会功能的影响(翟
倩等，2020)。学界目前关于网络成瘾还存在多种表述，包括网络成瘾、网络成瘾障碍、病理性网络使用、

冲动性网络使用以及问题性网络使用等，以上说法虽然名称各异，但其所强调的内容并无实质性差别。 
Olson 等人认为，家庭功能是家庭系统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家庭沟通、家庭规则以及应对外部事

件的有效性(方晓义等，2004)，近年来的许多研究显示，家庭因素与网络成瘾相关，不少网络成瘾者的家

庭功能不良(Yen et al，2007；高文斌，陈祉妍，2006)。一项对中国年轻人网络成瘾家庭影响因素的研究

指出，网络成瘾的年轻人和非成瘾者相比，对家庭的总体满意度较低，报告家庭的组织性、凝聚力、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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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性较低，父母间和亲子间有较多的冲突，感知到父母较多的惩罚性，较少的温暖和支持(邓林园等，2016)。
另有一项以大学生为被试的研究发现，家庭功能是大学生网络成瘾的重要预测变量，家庭功能中的问题

解决、角色和行为控制以及性别、年龄、网络使用年限、每天使用网络的时间、对父母关系的感知、使

用网络的目的解释了网络成瘾的变异(Kabasakal, 2015)。由此可见，家庭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网络成

瘾。 

1.2. 疏离感与网络成瘾的关系 

疏离感是个体难以正常处理与他人的关系，不能与所属的社会团体如家庭、学校或者同伴群体建立

有效联结，从而体验到的无助感、无意义感、孤独感等消极情绪体验(Slater, 2003)。根据社会化理论，高

疏离感个体往往缺少与家庭或学校等机构的有意义联系，从而导致缺乏归属感和被接纳感(徐夫真，张文

新，2011)。因此，他们更倾向于选择替代性的社会环境。虚拟的网络环境可以提供广泛的互动机会，并

且可以产生一种团体一致性，这样就可以为个体摆脱负性情绪困扰以及追求归属感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Greenfield & Yan, 2006)。因此，疏离感较高的个体更多把网络作为情绪调节的主要途径，从而更易导致

沉溺于网络而出现成瘾性症状。先前研究发现，大学生的疏离感和网络成瘾的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有研

究显示，网络成瘾者的疏离感得分显著高于非网络成瘾者(高文斌，陈祉妍，2006)。健康的家庭功能可以

保护疏离感高的青少年减少病理性互联网使用(徐夫真，张文新，2011)。青少年疏离感与网络成瘾具有显

著的正相关(任亮宝，任乐乐，2015)。 

1.3. 疏离感在家庭功能与网络成瘾之间的中介作用 

虽然以往的研究发现了家庭功能与网络成瘾的负向关系，然而家庭功能如何引发了大学生的网络成

瘾，其中的影响机制是怎样的？这些问题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一方面，以往有关疏离感的理论和实证

研究发现青少年的家庭功能能显著负向预测疏离感；另一方面，疏离感水平较高的青少年病理性互联网

使用的水平也较高，健康的家庭功能可以有效地保护疏离感高的青少年减少病理性互联网使用(徐夫真，

张文新，2011)。因此，在调查研究中，可以将疏离感作为一个中介变量来进行考察，假设一个中介模型，

如图 1，检验家庭功能是否是直接影响大学生网络成瘾，或者是通过影响疏离感间接影响网络成瘾。 
 

 
Figure 1. Hypothetical model 
图 1. 假设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调查研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从成都医学院抽取大学生作为被试，共发放问卷 265 份，回收问卷

257 份，有效问卷 225 份，问卷回收率 96.98%，有效率 87.55%。被试中男生有 82 人，女生有 143 人，

平均年龄为 20.56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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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工具 

2.2.1. 中文网络成瘾量表(CIAS) 
中文网络成瘾量表是由台湾大学陈淑惠教授编制的(陈淑惠等，2003)。这一量表综合了 DSM-IV 对

各种成瘾症的诊断标准和对临床个案的观察，量表编制侧重于心理层面。全量表共 26 题，是一种四级自

评量表，采用四点记分法，“极不符合”计 1 分，“不符合”计 2 分，“符合”计 3 分，“非常符合”

计 4 分。各因子分之和为总分，量表总分代表个人网络成瘾的程度，分数越高就表示网络成瘤倾向越高。

该量表包含如下 5 个维度：① 强迫性上网行为；② 戒断行为与退瘾反应；③ 耐受性；④ 时间管理问

题；⑤ 人际及健康问题。其中前 3 项为网络成瘾的核心症状，后 2 项为网络成瘾的相关问题。该问卷己

经被广泛用于多项网络成瘾的研究中，被证明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全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3，
两周后重测信度为 0.83，各因素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则介于 0.79 与 0.89 之间(白羽，樊富珉，2005)。量表

总分与各分量表得分均符合常态分布的特性(P < 0.0001)。 

2.2.2. 家庭功能评定量表(FAD) 
家庭功能评定量表(FAD)以 McMaster 的家庭功能模式理论为基础。该量表包括问题解决、沟通、角

色、情感反应、情感介入、行为控制和总的功能七个分量表，共 60 个项目。量表采用 4 点记分，从“很

像我家”到“完全不像我家”分别给予 1~4 分的评定。量表作者对 FAD 的信、效度作过反复测定，均提

示 FAD 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2.2.3. 一般疏离感量表(GAS) 
该量表 Jessor 等专为青少年设计(Jessor & Jessor, 1977)，陈维等人进行了中文版修订(陈维等，2015)。

修订后的一般疏离感量表共 12 个条目，主要测量人际疏离感和个体与自己所参与活动的不确定感，以及

一种认为自己与别人分离的想法，在大学生中有着较好的信效度(Jessor & Jessor, 1973)。量表采用 4 点计

分，1 = 极不同意；2 = 不同意；3 = 同意；4 = 非常同意。得分越高，疏离感倾向越高。 

2.3. 研究过程以及数据处理 

采用 SPSS 25.0 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由主试进行匿名测试。测试前给被试阅读指导语，并说明

注意事项。 

3. 结果与分析 

3.1. 各主要变量的相关分析 

对各主要变量进行描述统计和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分析结果见表 1。由表 1 可知，家庭功能、疏

离感和网络成瘾均呈显著负相关；疏离感与网络成瘾呈显著正相关。此外，独立样本 t 检验发现，疏离

感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t = −2.26，p = 0.024，男生(M = 29.37, SD = 4.08)的疏离感得分显著高于女生(M = 
28.08, SD = 4.60)。 

 
Table 1.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for each variable 
表 1.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1 2 3 4 5 
1 性别 1     
2 年龄 0.18** 1    

3 家庭功能 −0.09 0.08 1   
4 疏离感 0.14* −0.04 −0.4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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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网络成瘾 −0.02 −0.10 −0.25** 0.41** 1 
M 0.37 20.56 19.09 28.58 57.21 
SD 0.48 1.42 1.55 4.44 11.18 

注：性别为虚拟变量，女 = 0，男 = 1；* p < 0.05，** p < 0.01，*** p < 0.001，以下同。 

3.2. 疏离感的中介效应检验 

利用 Hayes 的宏程序 Process (model 4) (Hayes, 2017)检验疏离感在家庭功能与网络成瘾中的中介作

用。由表 2 结果发现，在控制性别和年龄的前提下，家庭功能显著负向预测网络成瘾，c = −0.23，SE = 0.07，
p < 0.001；家庭功能显著负向预测疏离感，a = −0.45，SE = 0.06，p < 0.001。将家庭功能与疏离感同时进

入方程，家庭功能不再预测网络成瘾，c’ = −0.06，SE = 0.06，p > 0.33，疏离感显著正向预测网络成瘾，

b = 0.38，SE = 0.06，p < 0.001。偏差校正的百分位 Bootstrap 检验发现，疏离感在家庭功能与网络成瘾之

间的中介作用显著，ab = −0.17，Boot SE = 0.05，95% CI = [−0.27, −0.09]。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ab/(ab 
+ c’) = 73.91%。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alienation 
表 2. 疏离感中介效应的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Bootstrap 
下限 

Bootstrap 
上限 t 

网络成瘾 
性别 0.25 0.06 5.56** −0.02 −0.29 0.19 −0.39 
年龄    −0.07 −0.13 0.04 −1.13 

家庭功能    −0.23 −0.36 −0.10 −3.79*** 

疏离感 
性别 0.47 0.22 24.03*** 0.11 −0.01 0.45 1.87 
年龄    −0.01 −0.09 0.07 −0.25 

家庭功能    −0.45 −0.57 −0.33 −8.02*** 

网络成瘾 

性别 0.42 0.18 13.20*** −0.06 −0.38 0.11 −1.10 
年龄    −0.06 −0.14 0.04 −1.10 

家庭功能    −0.06 −0.22 0.10 −0.96 
疏离感    0.38 0.20 0.55 5.83*** 

 

 
Figure 2. A test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alienation 
图 2. 疏离感的中介效应检验 

4. 讨论 

4.1. 家庭功能对网络成瘾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发现，良好的家庭功能能够显著负向预测网络成瘾。而在网络成瘾的大学生中，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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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功能往往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尤其是当他们不能和家庭成员进行及时有效地沟通，得不到其他家

庭成员的情感支持和满足时，为了获得情感归属的需要，他们就有可能会放弃家庭，走向网络这个丰富

的世界。一旦他们在网络上得到支持和鼓励，或者在游戏中获得认可和地位时，他们就会将网络这个虚

拟的世界当成避风港，来谋求自己价值的体现。因此，网络成瘾可能是大学生向父母、家庭、社会发出

的一种信号，他们渴望获得认可、获得支持，家长要学会解读这种信号，及时调整与子女之间的关系，

及时地给予他们帮助。 

4.2. 疏离感对网络成瘾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发现，疏离感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网络成瘾，这与先前的许多研究相一致。例如，张利华

的研究中高中生的学校疏离感对病理性互联网使用具有正向预测(张利华，2011)；徐夫真和张文新(徐夫

真，张文新，2011)发现疏离感较高的青少年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水平也较高。互联网的功能很多，其互

动性较强，为学生搭建了一个缓解疏离感的平台。同时，由于互联网的匿名性、便利性和逃避现实性特

点，互联网信息交流、娱乐功能会被高疏离感的学生作为用以抵制这些心理问题的方法之一，从而被更

多地使用，导致网络成瘾。 

4.3. 疏离感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还发现，疏离感在家庭功能影响网络成瘾中起完全中介作用。这表明，家庭功能是通过疏离

感继而影响网络成瘾。家庭所提供的物质支持、情感支持和社会交往支持等对压力状态下的个体具有良

好的缓冲或保护作用，良好家庭氛围中的青少年对真实世界与现实生活的满意度和参与度较高，他们更

可能形成较低的疏离感，而不是选择互联网作为逃避现实或者寻求虚拟社会支持的方式。而具有高疏离

感的青少年可以通过在家庭中寻求精神慰藉、获得归属感等来缓解内心的紧张和焦虑。也就是说，对于

高疏离感的大学生，如果能拥有健康的家庭功能，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小网络成瘾的几率。 

4.4. 本研究的局限 

本研究采用的是横断研究，虽然揭示了大学生家庭功能、疏离感与网络成瘾间的关系，但并不能确

定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未来研究可以结合其他研究方法，如纵向研究、实验法等，来探讨其三者

间的因果关系。 

5. 结论 

本研究条件得到以下结论：(1) 良好的家庭功能能显著负向预测疏离感和网络成瘾；(2) 大学生疏离

感能正向预测网络成瘾；(3) 疏离感在家庭功能与大学生网络成瘾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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