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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网络成瘾现象和干预措施研究 
景小霞 

（平定县第三中学校  山西阳泉  045200） 

摘要：初中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重要阶段，在学生成长过程中是一段较为特殊的时期，为促进学生实现全面、健康的成长与发

展，教师、家长以及社会各界都应重视对学生人生价值观念的引导。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避免学生出现网瘾现象，

是教育工作者开展日常教育工作时面临的重要课题，并且需要社会各界的合作。本文针对初中生网络成瘾现象进行分析，并提出干

预措施，以供参考。 

关键词：初中生；网络成瘾现象；原因；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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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re in an important stage of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in the process 

of student growth is a special period，in order to promote students to achieve comprehensive and healthy growth and 

development，teachers，parents and all sectors of society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guidance of students' life 

valu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avoiding the phenomenon of Internet addiction 

is an important task for educators to carry out daily education work，and needs the cooperation of all sectors of socie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henomenon of Internet addiction i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and puts forward some intervention 

measures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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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如今，初中生沉迷于网络游戏的情况屡见不鲜，出于缓解课

业压力等目的，学生习惯用电子产品中的虚拟世界找到自身的存在

感，并且大部分学生都认为这是有效缓解心理压力的重要路径。然

而，由于初中生身心成长并不成熟，自控能力较弱，一旦在缺乏约

束、管制的环境中接触网络世界，很容易出现网络成瘾现象，不利

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甚至会为家庭带来一定经济损失。针对这一

情况，无论是教育工作者、学生家长还是社会各界，都应对已经形

成网瘾的学生或家庭进行干预，深入探究出现问题的原因，并采用

更为高效的方式，解决学生的网瘾行为。 

一、初中生网络成瘾现象的原因分析 
（一）初中生身心发育不成熟 

1.缺乏自控能力 

初中生普遍拥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和探索精力，对外界的新鲜事

物充满好奇感，与传统的信息传播媒介，如杂志、期刊、报纸等，

互联网对学生的吸引力更强。大部分学生在好奇心的驱动下，尝试

接触网络，但由于学生价值观念并未完全成熟，与成年人相比，其

自控能力不佳，因此，一旦形成网瘾便难以抵制住诱惑，进而逐渐

沉溺于网络虚拟世界。 

2.认知能力有限 

我国青少年从小就会接受各种正面教育，在涉及到国家利益等

大是大非问题时，拥有较强的判断能力和自控能力。但网络平台中

不免存在一些虚假、偏激、夸大其词等言论和信息，这些内容对于

初中生而言极易影响其思维和言论。并且初中生身处社会边缘，缺

乏社会经验，这些相对新奇的信息很容易吸引他们的目光，长此以

往使其沉浸网络世界，甚至“偏听偏信”[1]。 

3.个人意识强烈 

初中阶段是学生成长过程中情绪波动较大、个人意识强烈、叛

逆心理较强的一个阶段。大部分初中生有认为自己已经长大，可以

面对社会环境的想法，因此，急于摆脱家长和教师的管理与控制，

愿意强调自己的“追求自我、追求个性”的想法和心理，过于重视

自身价值。但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学生的这些想法难以实现，而

网络的出现则正好为初中生提供彰显自身性格的契机。网络环境自

由、平等的特点，为学生创造出“自由发挥”的空间，学生可以依

据自己的想法与意愿进行表达，这些符合学生心理需求，因此，网

络逐渐成为学生表现自己的平台。 

（二）学生身边环境纷繁复杂 

1.社会环境 

现如今，互联网与新媒体领域的快速发展，让信息技术渗透到

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为人们生活、工作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其

中不免夹杂一些不良信息，这些信息一旦出现在初中生眼前，就很

容易为其带来各种不良影响。此外，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一些数

字游戏、网络游戏成为人们在闲暇时间进行娱乐的重要渠道，初中

生也会受到这些游戏、娱乐活动的影响，从而出现网络成瘾等不良

情况的发生。 

2.家庭环境 

当前的初中生很多都是独生子女，并且城镇的楼房居住方式在

一定程度上制约学生与其他同龄人的交往。再加上父母长时间忙于

工作、生计，容易忽视与子女进行交流和情感沟通，导致初中生缺

少与同伴、父母的交流，继而出现一定程度的孤独感。这时，大部

分初中生想要借助网络平台寻找可以抒发自身情绪、情感的渠道。

实际上，家庭环境对学生后续成长、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若家长忽

视与孩子进行沟通，则难以发挥家庭教育的指导、监管作用。还有

部分家长对学生报以极大期望，严格要求学生的学习、作息时间等，

导致学生心理压力较大，需要寻求心理安慰等缓解情绪的渠道。当

网络环境与家庭环境出现强烈的对比和反差时，初中生就会表现出

依赖网络的现象。 

3.教育环境 

在时代发展的背景下，随着“互联网+教育”模式的推动，电脑、

智能手机、网络平台成为初中生学习的重要工具，但由于家长与教

师缺乏对学生使用这些学习工具的监管，导致学生将其视为娱乐工

具，不仅未能有效增强教学效果，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综合

素养与能力的提升。此外，初中生的学习压力较大，当在学习环节

遇到问题和挫折后，学生渴望得到家长与同伴的理解，发泄心中的

不良情绪。但很多时候家长与同伴的反馈并不能满足学生的实际需

求，因此，学生就会尝试在网络平台中寻找宣泄的渠道。 

学校教育能够起到约束学生行为、引导学生思想的教育作用，

学生也信服学校的权威性，若学校方面能够承担起引导学生正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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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网络行为的教育职责，能够做到有效管理学生网络行为，让网络

发挥出积极作用。但在此期间，若学校采取各种强制性手段，忽视

对学生实际需求的了解和分析，一味禁止学生使用网络，不仅会影

响学生学习心态，还有可能激发学生与教师、学校之间的矛盾[2]。 

二、干预初中生网络成瘾的措施 
网络成瘾的本质是一种痴迷性行为，沉浸在网络环境中的初中

生往往表现出难以控制自身行为，不愿摆脱网络世界。现阶段，干

预并治疗网络成瘾需要各种外界手段的配合，引导学生认清当前行

为的危害，促进学生在思想认知和行为认知方面上的提升，以此摆

脱网瘾的控制，回归到正常、健康的生活行为与作息。以下针对干

预初中生网络成瘾的措施进行阐述。 

（一）注重学生心理疏导工作 

帮助学生脱离网络虚拟世界，对已经形成网瘾的初中生进行干

预的 主要方式就是对学生进行心理疏导，转变学生对网络环境的

认知，提升其心理认知行为，增强学生自信心与学习兴趣。当学生

逐步摆脱对自身的否定，丰富学生内心世界，使其不再感受到孤独

后，就会主动回归到现实生活当中。 

学校心理辅导部门和相关工作者，应加强心理辅导工作，对网

瘾学生进行科学、有效的心理治疗。心理辅导教师需要及时、全面

的了解学生内心的真实想法，深入探究学生沉浸于网络世界的根本

原因，再结合学生需求，为其提供针对性干预措施，让学生重新认

识现实世界，从而转变为网络环境的认知，加强学生对自身的看法，

鼓励学生积极面对现实生活。当学生遇到学习、生活上的困难与挫

折时，教师应鼓励勇于面对问题，主动承担起自身职责，继而建立

适合学生的心理干预体系，从心理状态上转变学生的日常行为，促

进学生尽快改掉不正确的上网习惯。 

为帮助学生解决网瘾问题，教师应在全面了解学生实际情况的

基础上，做到尊重学生自我意识的同时，落实心理疏导工作，注重

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念，端正学生学习态度，明确学习

目标，而后向着积极、正向的方向发展。 

首先，学校的心理辅导教师可定期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测试，

做到及时了解学生心理动态。面对出现网瘾现象的学生，教师应进

行一对一的谈话和心理辅导，分析学生长时间沉溺于网络环境的原

因，结合实际情况，找出学生的优点并给予肯定，以此增强学生的

自信心；其次，教师需要与学生一起对其网瘾行为进行分析，为学

生提供发泄情绪的渠道和方式，鼓励学生用更加积极的方法缓解心

理压力； 后，除心理辅导教师之外的授课教师、班主任也要参与

到心理疏导工作当中，一方面尝试在授课内容中增加培养学生综合

素养的教育内容，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念，结合实际情

况，优化教学模式，降低学生课业压力；另一方面教师应给予学生

足够的关爱，用真切的情感关注学生的学习、生活，让学生感受到

来自教师的爱。 

（二）强调家长对学生上网行为的干预 

想要帮助学生摆脱网瘾，还需要家长的支持，要求家长主动参

与到干预机制当中，为学生构建出优质、和谐的家庭环境。家长应

发挥出示范、榜样作用，用自身行为的转变引导孩子改变不良上网

习惯。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分析，导致初中生出现网瘾行为的大

部分因素来源于家庭环境，因此，家长应承担起自身管理、监督的

责任，对孩子的上网行为进行约束。 

家长应及时转变自身教育思维和观念，紧跟时代发展及时认识

到健康使用网络的重要性，以及自身行为对孩子的影响，继而采用

正确的教育方式，帮助已经沉迷于网络世界的孩子，使其回归到正

常生活。在此过程中，家长应重视管理孩子的方式，尽量不要将孩

子独立在家庭之外，而是要通过对和谐家庭环境的构建，引导孩子

逐步增强自控能力[3]。 

首先，家长应从上网时长入手。若家长一味约束孩子不能再上

网，则很容易引发孩子出现逆反心理，从而和家长“对着干”。这时，

家长可对孩子的上网时间进行约束，让孩子完成作业后可以拥有打

电子游戏、上网聊天的时间，但时长要控制在 2-3 个小时，而后再

根据孩子学习、完成作业等实际情况，逐步缩小这段时间；其次，

为孩子构建轻松、和谐的家庭氛围，家长可按照自己工作的实际情

况，制定亲子陪伴时间，每天或每周保证能够与孩子一起交流、一

起看书、一起观看带有教育意义的影视作品等，拉近与孩子之间的

距离，让孩子逐渐愿意主动与家长分享自己的学习和生活； 后，

家长可从学生的兴趣爱好入手，不定期带领孩子外出旅游、散心等，

或是陪伴孩子做一些他们感兴趣的事，以此丰富孩子的课余生活，

减少孩子上网的时间和需求。 

（三）学校应重视对网络成瘾现象的干预 

初中生网络成瘾现象不仅会对学生后续成长、发展带来不良影

响，还会拉低社会文化水平，制约家庭幸福指数的提升，并在社会

环境中造成多种负面影响。因此，学校方面应在认识到这些危害的

基础上，重视对学生网络成瘾现象的干预，增强对相关工作的重视

程度。 

面对当前出现网络成瘾现象的学生，学校可将这部分学生进行

聚集，开展有关正确上网、心理健康教育等方面的交流会，掌握学

生实际情况的同时，让学生明确了解出现网络成瘾现象的根本原因，

加强学生对自身不良行为、习惯的认知。再鼓励学生主动参与日常

生活中的社交，让学生之间相互鼓励、相互监督，一同戒掉网络成

瘾习惯。 

首先，教师应充分发挥自身指导、示范、榜样作用，不要在授

课、课余期间在学生面前刷视频，应提升自身综合素养，为学生提

供优秀的榜样力量；其次，学校方面可开展以“正确使用网络”为

主题的座谈会、演讲活动、辩论赛等，加强学生对自我行为的认知，

帮助学生将思绪从网络环境中抽离； 后，学校要主动与学生家长

联系，构建家校合作模式，学校从专业教育的角度出发，向家长提

供一些具体的干预措施，指导家长配合学校的教育指导工作，为学

生营造出全方位的网络成瘾干预环境，促进学生将生活、学习、娱

乐的重心转移到现实生活当中。与此同时，学校方面应给予学生更

多的人性化关怀。尤其是初中班主任应做到及时了解学生遇到的困

难和问题，如家庭、生活、学习等方面。这就需要班主任主动增强

与学生沟通的有效性，满足学生心理、情感上的需求，帮助学生解

决一些生活化的问题，以此降低学生沉浸于网络环境的动机[4]。 

比如，当学生出现考试失利时，教师不要急于批评学生，而是

要耐心的与学生一同分析失利的原因，再帮助学生总结这次考试经

验，为增强学生学习自信，教师还可以结合学生实际学习能力、学

习状态等，为其设计后续学习方案和学习计划。这样不仅有效拉近

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还能帮助学生消除一些课业压力，使其愿

意主动投入到学习环节。 

结语： 
总而言之，干预初中生网络成瘾现象的基础在于分析出现这些

不良现象的根本原因，找到实施干预措施的着手点。基于学生实际

需求、心理特征、成长规律等方面，科学引导学生使用网络和各种

信息技术，帮助学生摆脱对网络世界的依赖，为学生创设出优质的

学习、生活环境，继而为学生后续全面、健康的成长与发展提供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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