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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网络成瘾的特征分析及研究路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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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生由于过度使用网络而引起的网络成瘾问题日渐突出，加强网络成瘾问题研究既是

拓展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新视角的需要，更是促进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内在要求。通过分析网络

游戏成瘾的直观性、网络色情成瘾的潜隐性、网络交往成瘾的连锁性、网络交易成瘾的衍生性、网络信

息成瘾的复杂性等大学生网络成瘾等特征，总结大学生网络成瘾问题的研究困境，提出了把握高校育人

目标、构建研究网络成瘾问题的新理论框架、以加强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为实践切入点的研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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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大学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其

身心健康发展对于家庭、国家和社会都具有重要意

义。然而，大学生的网络成瘾问题，严重影响着大

学生的成长成才。网络成瘾（ 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简称IAD），它是指由于过度使用网络而导

致明显的社会、心理损害的一种现象[1]。大学生网

络成瘾问题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尤其是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需要加强理论

研究与实践探索。本文认为，探索大学生网络成瘾

问题的解决路径，要把握其特征，在明确网络成瘾

与其他危害大学生成长的因素之间差异的基础上，

研究如何让学生规避网络痴迷而又恰当有效地利用

网络，进而让网络服务于大学生成长成才，最终推

动高校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一、大学生网络成瘾的特征分析 

大学生网络成瘾的特征是对其外在表现的抽象

与归纳。大学生网络成瘾的主要表现为网络游戏、

网络色情、网络交往、网络交易、网络信息成瘾。

其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网络游戏成瘾的直观性 
网络游戏成瘾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一是，沉

迷于网络游戏的大学生长时间从事网络游戏，体力

消耗严重，电脑辐射和恶劣的环境等会对大学生身

体造成严重的损害。二是，自制能力薄弱的大学生

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耗费在网络游戏上，无暇顾及

学业，导致成绩严重下降，甚至无法顺利完成学业。

三是，网络游戏中的暴力血腥等元素诱发网络成瘾

大学生的暴力倾向，容易导致犯罪行为。 
（二）网络色情成瘾的潜隐性 
网络色情成瘾容易导致一些潜在性的问题。一

方面，互联网络中隐藏大量的黄色信息和色情内容，

处于青春期的大学生容易被网络色情信息诱惑，对

性爱和爱情产生错误的认知，影响其形成正确的爱

情观、婚姻观。另一方面，网络色情文化的泛滥，

容易引发大学生的好奇与冲动。当冲动被激活，无

法自抑，又无法寻求生理发泄对象时，增加了成瘾

大学生通过非法方式发泄的可能性。 
（三）网络交往成瘾的连锁性 
大学生沉迷于虚幻的网络交往将导致一系列的

连锁性反应。首先，大学生长期过度地将时间和精

力花费在网络交往上，脱离现实生活，导致其现实

生活中的人际交往能力减弱。其次，网络社交中缺

乏道德标准和观念的约束，容易导致成瘾大学生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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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生活中自我约束力减弱，道德观念缺失；再次，

网络交往中的虚拟性，导致了存在部分信息失真、

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增加了网络欺诈行为的可能性。 
（四）网络交易成瘾的衍生性 
对网络交易行为的过度依赖会对大学生的生活

习惯和价值观念产生严重的影响。一方面，网络购

物价格优越性和操作便利性，符合大学生消费者的

消费心理和消费习惯，诱发大学生网络消费惯性，

削弱购物克制能力，产生不理智的购买行为，养成

浪费的不良习惯。另一方面，网络交易成瘾导致大

学生盲目崇拜金钱，把金钱价值看作最高价值，形

成错误的金钱观。 
（五）网络信息成瘾的复杂性 
网络信息成瘾的复杂性体现在大学生对网络信

息的严重依赖，是在社会条件、行为能力、个体心

理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下产生的。信息爆炸式增长，

使人们对信息的吸收成平方数增加，大学生把大量

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网络信息甄别上，甚至迷失在

良莠不齐的网络信息世界，获取信息的片段性、零

散性使大学生系统掌握知识的能力减弱。同时，信

息社会竞争压力增大，当大学生在思维模式还没有

很好地调整到可以接受如此大量信息的时候，就形

成了一系列自我强迫和紧张。 

二、大学生网络成瘾问题的研究困境 

从上述总结的大学生网络成瘾直观性、常态性、

潜隐性、衍生性、复杂性等特征可以看出，大学生

网络成瘾问题的研究是一项复杂系统工程，特别是

在路径探索方面，尽管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已经取得

了一定成果，仍存在一些需继续深入解决的问题。 
一是大学生网络成瘾问题研究具有相对滞后

性。目前大学生网络成瘾问题的研究，从客观方面，

分析了网络成瘾问题必然影响到大学生在网络社会

及现实社会中的生活质量，甚至会给家庭、学校、

社会带来一定的伤害[2~3]；主观方面，对网络成瘾与

主体感受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发现大学生过度使

用网络产生网络成瘾问题过程中，其对现实世界的

印象被重新塑造，形成了某些不正确的观点和观念，

进而影响在客观世界的态度以及行为方式[4~5]。这些

研究丰富了网络成瘾问题的研究理论，取得了一定

成效。但是，大学生网络成瘾表现多样，包括网络

游戏成瘾、网络色情成瘾、网络交往成瘾、网络交

易成瘾和网络信息成瘾等多方面，每种表现的发生

原因与预防策略不尽相同，对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分

析及如何理性使用网络还有待进一步探索。研究过

程中，对高校学生群体的特殊性关注还不够，这是

学生主体本位意识研究缺乏的外在表现，在下一步

的研究中应当加强以学生为本位的研究，引入多层

次的教育观念，以适应时代和现实的要求。 
二是大学生网络成瘾问题研究存在相对局限

性。客观讲，学者们对大学生网络成瘾问题进行了

积极探索。对网络成瘾的基本理论研究集中在定义、

类型、症状表现、诊断标准、易患人群和成瘾效果

上[6~7]。针对网络成瘾问题治疗研究与实践，主要是

依据相关量表进行调研，开展访谈，然后给出结论

性的意见。具体操作上多采用团队心理辅导方法和

一般心理疗法[8~9]。在研究视角上，学者主要从社会、

心理和生理的角度进行研究，多采用量表调研的方

式开展。但是，网络成瘾具有多种特征，现有理论

研究不能完全解决或者是只能部分解决问题，因此

在研究范围和深入程度方面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是大学生网络成瘾问题的研究方法有待创

新。目前大学生网络成瘾问题研究的学科领域集中

体现在心理学和医学范围，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领域

的理论与方法应用不够，没有发挥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学科的专业化优势，研究的特色不明显，研究路

径有待进一步突破。 

三、大学生网络成瘾问题的研究路径探索 

大学生网络成瘾既有直观可见与潜隐衍生的共

存，又存在常态频发与复杂连锁的交织，进行其研

究路径的探索，必须坚持明确的指导思想，处理好

整体工作与中心工作的关系，协调好理论拓展与实

践落实的关系，确保大学生网络成瘾问题研究的中

心工作突出，理论基础完善，实现途径可行，从而

有效推进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其中，明确目标

是中心，理论基础是依托，实践方法是重点。本文

认为，探索大学生网络成瘾问题的研究路径，要把

握高校育人目标，构建研究网络成瘾问题的新理论

框架，以加强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为实践切入点。 
（一）以主体性教育为核心，把握高校育人目

标，明确研究大学生网络成瘾问题目标导向 
育人是高校的重要使命，学生处于整个教育工

作的中心地位，学生的成长与成才是教育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在高等教育过程中，主体性教育是

保障学生身心健康成长工作的核心。主体性教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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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指导思想。根据主体性教

育理论的观点，主体性教育理论是一种本体论，就

是从人的主体性来把握和分析教育的本质。人的主

体性是人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式，是人的一种积极

地、自主地和创造性地生活状态[10]。 
围绕高校育人中心工作，研究大学生网络成瘾

问题，高校教育工作者可以通过加强主体性教育理

论，激起受教育者即大学生群体的主体意识觉醒，

科学定位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并运用科学文化知

识启发和促进受教育者的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

推动学生全面成长。 
（二）拓展网络社会相关理论研究的视野，形

成符合中国国情的研究体系和理论话语，构建网络

成瘾问题研究的新理论框架 
在网络成瘾问题的研究领域，国外研究起步较

早，理论体系比较完善，实践经验比较丰富，给我

国学者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借鉴。研究中，

国内学者在量表的设计、投放以及模型建立等方面，

大多参照西方研究范式与话语。但毕竟中西方有着

不完全相同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心理，由于对象不同、

具体情况不同，中国高校大学生的网络成瘾问题也

具有自身的特征，因此西方关于网络成瘾问题研究

的结论性意见未必符合中国高校的实情。为了更有

效地解决中国大学生的实际问题，就需要对大学生

网络成瘾问题开展深入研究，进而形成符合我国国

情的理论话语和研究体系。 
网络环境具有复杂性，大学生网络成瘾问题的

产生也是多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目前多数研究

局限在心理学或医学的学科范围内，但单一的学科

视角无法全面解释大学生网络成瘾问题的原因，无

法全面揭示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因而，需要多学科

协同研究，从更为宽广的视域来分析大学生网络成

瘾问题，最终建立分析网络成瘾问题的系统框架，

探索网络成瘾问题研究的理念、原则和分析思路，

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举措。 
（三）研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规律，以开展网

络思想政治教育作为解决大学生网络成瘾问题的切

入点和实践探索 
大学生网络成瘾问题的发生，有着网民自身生

理性病因的存在，但更多的是精神性诱因所致。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担负培育大学生正确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任。研究大学生网络成瘾问题，

实践中就是拓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网络环境下

的应用与实践，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1．进一步丰富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内

容。在网络的普及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预防

和解决大学生网络成瘾问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者也要研究提升理想信念教育效果的手段，丰富

网络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加强对大学生的

精神引领。在教育内容上，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武装大学生，深入开展党的路线、方针、纲

领教育，开展理想信念和爱国主义教育，开展公民

道德教育，确保广大学生坚定政治方向、拥护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培养大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

和文明行为，拥有良好的作风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面

貌。 
具体工作中，要遵循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三个规

律，即遵循有效贯彻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规律、遵

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遵循学生成长成才规律。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既要思考、探讨和实施更能

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和贴近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活

动，寻找符合当代高校发展和学生健康成长成才的

有效途径；也要大力建设名师名编、名篇名作、名

站名栏，把握高校网络文化的育人主动权；还要发

挥网络平台的作用，总结大学生网络生活特点与规

律，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

律性、富于创造性。 
2．进一步建立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机

制。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下，高校、教师、

学生、家长等参与主体习惯于单一的教育手段和教

育模式，依赖固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机制。在当

前网络迅猛发展的态势下，各种网络媒体纷至沓来，

信息传播途径呈现多样化，学生获取信息途径呈现

网络化，这使得占据主要地位的学校传统的课堂教

育面临冲击，大学生网络成瘾问题的频发，使得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机制面临挑战。 
根据当代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习惯，通过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引导他们正确使用网络，就需要总结

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重新定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的主体，设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内容，改善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的路径，建立与大学生学习、生活、

工作密切相关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网络信息推送平

台、网络互动平台以及公共服务平台和相应的技术

管理、运营、编辑评论等机制，确保大学生的健康

成长与成才。 
3．进一步探索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方

法。大学生网络成瘾问题表现为沉迷网络交际、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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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网络游戏、网络购物成瘾、受网络不良信息影响

等多种形态，单一的教育思路和教育方法无法全部

解决这些问题。在进一步研究和解决大学生网络成

瘾问题的过程中，也是探索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新方法的过程。 
高校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深入研究大学

生使用网络的规律，适应网络时代的要求，采用灌

输与榜样示范相结合、网络管理与疏导相结合的方

式，以网络为载体建立具有鲜明马克思主义立场和

观点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站，打造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主阵地，开展内容丰富、灵活多样的思想政治教育；

正确认识并合理定位辅导员博客思想政治教育的工

作平台地位[11]，发挥微博、微信等平台的作用，加

强教育与引导，弘扬社会主旋律。通过这些新方法，

高校牢牢掌握网络文化育人主动权、网络舆论引导

话语权、网络管理主导权，最终实现教书、管理、

服务三育人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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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excessive use of the network, the 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IAD) of university student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Strengthening the research on the IAD is not only the need of expanding new 
perspective of college students’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search, but also the internal need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features of these 
problems, such as the intuition of internet game addiction, the concealment of internet porn addiction, the chain 
reaction of network communication addiction, the derivation of online transactions addiction, the complexity of 
network information addiction, and the normality of mobile internet addiction, we come to the conclusion about the 
research difficulties in IAD. We also set up a new goal of personnel training on students and a new framework of 
research on IAD through strengthen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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