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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使用情况与家庭幸福感的基本情况调查，在人口统计上
的差异；大学生网络使用情况与家庭幸福感的关系研究。以各地高
校在校大学生为主要研究群体，调查从大一到大五共五个年级的群
体样本，发送问卷120份，有效回收问卷101份。经过多方考虑，
并结合本研究的特点，在网络使用情况中主要采用中文网络成瘾量
表的修订版（CIAS-R），青少年家庭幸福感问卷。

为了解网络成瘾各个维度与性别差异情况，结果如下表：

由表1得出，女生网络成瘾总分高于男生，在强迫性上网，人
际与健康问题和戒断反应上，女生均高于男生，在0.05的显著性
水平上存在显著性的差异。（表1）

为了解网络成瘾与家庭幸福感的相关情况，结果如下表：

表2得出，消极情绪的体验与网络成瘾各个维度上都存在着
显著性的负相关，可见网络使用的不当会造成消极性的情绪体验，
家庭沟通交流和家庭教养方式和人际与健康问题存在着显著性的
负相关，不良的家庭教养方式和家庭沟通会给大学生带来一定的
人际与健康问题。过度的使用网络，会对家庭和人间健康造成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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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人类社会步入了21世纪，和互联网的不断发展，时代的变换，科技的发展，网络成为了人们的必需品，网络使
用范围不断扩大。当代积极心理学的推广，幸福感受到了大众的关注，随着教育水平的上升和大学生群体的增多，大学生作为网络
使用的主要群体，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问题也逐渐受到关注。本研究主要研究大学生家庭幸福感和网络使用情况之间的相关
情况，采用问卷法，研究工具为《中文网络成瘾量表（修订版）》，《青少年家庭幸福感问卷》，研究结论：网络成瘾在性别存在显著
性的差异；家庭幸福感中的消极情绪体验和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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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好的影响。
网络成瘾各个维度除了戒断反应都和家庭幸福感中的消极情

绪体验相关性显著，说明如果在家庭中所感受的消极情绪体验会
对网络成瘾产生一定的影响。有相关的研究指出，网络成瘾往
往和个体的负性情绪相关。家庭教养方式和家庭沟通交流与人际
交流产生了显著的相关。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本研究的假
设，网络成瘾与家庭幸福感成负相关。在前人的研究之中，过
多的使用网络会导致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流和社会人际交往的减少,
并且与用户孤独体验增加呈正相关。

网络自身所具有的匿名性，便利性，逃避现实性的特点，以
及网络成瘾的个体通常具有不善于社交，低自尊，脆弱等压抑性
的人格特点，使这些个体希望从网络这一途径来获得认可和自尊。
再加上网络可以成为对自我不良情绪的宣泄，于是很多人在网络
上肆无忌惮的发表言论，从而让许多在现实生活中很平凡的人获
得前所未有的成就感，产生了马斯洛所说的高峰体验；在现实生
活中受挫，在网络世界中寻找归属感，正如国内学者高文斌的“失
补偿假说”(中国心理协会青少年心理卫生专业委员会第九届全国
学术会议论文集. 2005.)所指出的“上网行为是青少年在心理发
育过程中受阻时的一种补偿表现。如形成“建设性补偿”则完成
补偿、恢复常态发展，即正常上网行为；如形成“病理性补偿”则
引起失补偿、导致发展偏差或中断，即网络过度使用行为。”从生
理上来说，在我们的大脑当中存在一个奖赏机制，当这种机制得
到满足之后会使人产生十分愉悦和快乐的体验，正如行为主义的
条件反射一样，网络使成瘾者产生了愉悦的体验，便让成瘾者不
断的增强上网的时间，以满足这种愉悦的体验，就跟吸毒一样，不
断沉迷其中无法自拔。

由于大学生的空闲的时间较多，大部分的大学生使用网络来
进行休闲娱乐，网络使用的不当使大学生的学习时间减少，睡眠
不足，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生的身体健康和学业成就，大
学生应该减少网络的使用，不做“低头族”，加大对学习以及课外
兴趣的培养，在面对压力时间的时候要学会放松身心，跑步等健
身方式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网络害处的这
一点，对于网络的使用进行合理，正确的使用。要引导大学生的
合理健康上网，这对大学生个体的成长和发展乃至个人潜能的发
挥，都可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家长应该多与孩子接触，并了解到网络的有害性，培养良好
的亲子关系和家庭沟通模式，加大交流的力度和强度，不要因为
工作和没有时间而减少了与家人团聚的机会。

结 论 ：
（1）大学生网络成瘾在性别上存在显著性的差异 （2）大

学生家庭幸福感中的消极情绪体验和网络成瘾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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