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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自我效能、适应不良与网络成瘾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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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考察青少年自我效能、适应不良和网络成瘾（ＩＡ）的关系。方法　使用青少年网络成瘾问卷、自我效能问卷和

适应不良问卷对５６８名青少年进行测量。结果　适应不良与自我效能呈显著负相关（狉＝－０．１７４，犘＜０．０５），自我效能与ＩＡ呈

显著负相关（狉＝－０．１９２，犘＜０．０１）。自我效能影响适应不良，进而影响ＩＡ。结论　自我效能在适应不良和ＩＡ之间具有完全中

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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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成瘾（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ＩＡ）被认为对公众特别是青

少年的健康造成巨大影响，是个体反复、无节制地使用网络，导

致健康恶化、情绪失调、行为冲动适应不良等身心症状，剥夺上

网行为后产生焦虑、抑郁等戒断退瘾反应［１］。

自我效能（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指的是个体应对和处理环境事件

的有效性，是个体以自身为对象的一种思维形式，指个体对自

己能否在一定水平上完成某一行为活动所具有的信念、判断或

主体的自我感受［２４］。一个相信自己能处理好各种事情的个

体，在生活中会更积极、更主动，对社会环境更有控制感。

由于ＩＡ，青少年在现实人际交往中的行为有所减少，适应

能力有所下降。有研究发现，对网络依赖性越强、上网时间越

长的青少年，其适应不良也越强。而自我效能、适应不良作为

衡量心理健康以及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成为青少年ＩＡ

的一个重要的预测因素［５６］。本研究尝试探讨自我效能、适应

不良以及青少年ＩＡ三者的关系及自我效能是否是适应不良

与青少年ＩＡ的中介变量，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方法，选取２０１０年３月至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来自河南省心理咨询中心就诊者中可能有ＩＡ倾

向的青少年和新乡市某职业中专在校生中网龄为１年以上青

少年，发放问卷６５０份，回收６２１份，其中有效问卷５６８份，有

效问卷率９１．４７％。在有效问卷中，男３００人（５２．８２％），女

２６８人（４７．１７％）；平均（１７．８±３．５）岁。

１．２　工具

１．２．１　Ｙｏｕｎｇ氏ＩＡ量表
［７］
　该问卷包括２０题项，是一个５

级自陈问卷，总分２０～１００分。得分８０～１００分有明显的成瘾

症状，判定为网络成瘾者；５０～７９分者尚没有明显的成瘾症

状，但已有成瘾的倾向；２０～４９分为一般上网者，其上网行为

能够自我控制。该表分半信度系数为０．８９，效度系数为０．７７。

１．２．２　Ｚｈａｎｇ＆ Ｓｃｈｗａｒｚｅｒ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ｓｃａｌｅ，ＧＳＥＳ）
［８］
　该量表共有１０个项目，涉及个

人遇到挫折或困难时的自信心。采用１～４级评分方式（１＝完

全不正确；２＝有点正确；３＝多数正确；４＝完全正确），１０个项

目的均分为量表总分，分数越高代表自我效能越高，中文版的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０．８７，重

测信度狉＝０．８３（犘＜０．００１）。

１．２．３　中国大学生适应量表（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ｓｃａｌｅ，ＣＣＳＡＳ）
［９］
　共有６０个项目，分为人际关系适应、校园生

活适应、情绪适应等７个分量表。每个项目采用１～５级评分，

分数越高说明适应状况越好。该量表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０．９２９。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

资料以狓±狊表示，组间比较用狋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

间比较χ
２ 检验。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自我效能、社会适应不良和网络成瘾的性别比较　自我

效能得分在性别上女生高于男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适应不良得分在性别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将青少年在ＩＡ总分上得分高于均数１个标准差的划

为高分组，低于１个标准差的划为低分组。ＩＡ高分组共有１６８

人，占总人数的２９．５８％，ＩＡ低分组共有６５人，占总人数的

１１．４４％。χ
２ 检验结果表明，ＩＡ在男女生中的分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χ
２ ＝１８．５８，犘＜０．０１），在高分组中，女６９人，占

４１．０７％，男 ９９ 人，占 ５８．９３％；在低分组中，女 ２０ 人，占

３０．７７％，男４５人，占６９．２３％，结果见表１。

２．２　自我效能、适应不良和网络成瘾的关系分析　青少年自

我效能与适应不良呈显著负相关（狉＝－０．１７４，犘＜０．０５），自

４３１１ 重庆医学２０１３年４月第４２卷第１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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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效能与ＩＡ呈显著负相关（狉＝－０．１９２，犘＜０．０１）。相关分

析的结果表明本研究涉及的所有变量间存在显著相关，这满足

了中介效应检验的基础条件，结果见表２。

表１　　自我效能、适应不良的性别差异（狓±狊）

项目 狀 自我效能 适应不良

男 ３００ ８３．７６±１２．５９ ６８．９２±１１．７９

女 ２６８ ８９．２８±１１．０７ ６９．１６±１２．１８

狋 ５．５２ ０．２４

犘 ０．００ ０．８１

表２　　自我效能、适应不良和ＩＡ的相关分析（狉）

１ ２ ３ ４

人际关系适应不良 １．０００ － － －

校园生活适应不良 ０．２９８☆☆ １．０００ － －

自我效能 －０．３０６☆☆－０．１７４☆ １．０００ －

ＩＡ ０．１７６☆☆ ０．１３５☆☆－０．１９２☆☆ １．０００

　　☆：犘＜０．０５，☆☆：犘＜０．０１，－：表示无数据。

２．３　自我效能的中介效应检验　假定自我效能是社会适应和

ＩＡ之间的中介变量。按照中介变量的检验程序对自我效能在

ＩＡ与社会适应之间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第一步以ＩＡ为因

变量、社会适应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时的标准化回归系数

β１＝－０．１６（犘＜０．０１），决定系数犚１２＝０．０２６；第二步以自我

效能为因变量、社会适应为自变量的回归分析表明，标准化回

归系数β２＝０．３０（犘＜０．０１），决定系数犚２２＝０．０９；第三步以网

络成瘾为因变量、社会适应为和自我效能为自变量的回归分析

的结果中，社会适应对ＩＡ的标准化的回归系数β３＝－０．０６

（犘＞０．０５），犚３２＝０．２３２。这些结果表明，回归方程加入自我效

能变量后，社会适应对ＩＡ的回归系数不再显著，自我效能在

社会适应对ＩＡ的预测中起着完全中介作用，见表３。

表３　　自我效能的中介效应检验

步骤 标准化回归方程 回归系数检验

第一步 犢＝－０．１６犡 犛犈＝０．０２ 狋＝－３．８６☆☆

第二步 犝＝０．３０犡 犛犈＝０．０４ 狋＝７．４８☆☆

第三步 犢＝－０．０６犡－０．１７Ｕ 犡∶犛犈＝０．０４ 狋＝－１．９１

犝∶犛犈＝０．０５ 狋＝－３．９８

　　犛犈：标准差；犡：社会适应；犝：自我效能；犢：网络成瘾。☆☆：犘＜

０．０１。

３　讨　　论

ＩＡ在男、女分布中有显著差异，男生更容易发生ＩＡ行为，

这在许多研究中都得到基本一致的结果。研究还发现，自我效

能也存在性别差异。其中，女生的自我效能感显著高于男生，

该结果与吕卡［１０］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相关分析结果发现，ＩＡ青少年的社会适应能力越低，成瘾

倾向越强。低社会适应青少年需要寻找途径和方法来满足适

应需要，适应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能力感，一个是社会

交往的反馈，而这两个方面都可以通过网络游戏来实现。在网

络游戏世界中，玩家可以扮演游戏角色，完成颇有难度的任务，

其能力感在游戏过程中得到提升。同时网络游戏提供了一个

丰富的虚拟社会交往环境，使个体可以扮演成他理想的样子而

获得他人的喜爱，从而在游戏世界中获得成就感和归属感。

同时研究结果也发现，自我效能与ＩＡ呈显著负相关，自

我效能越差，成瘾倾向越强。Ｙｏｕｎｇ
［７］根据 ＤＳＭＩＶ的标准，

从ＩＡ的症状来判定ＩＡ是一种冲动控制障碍。而自我效能高

的个体，对社会环境更有控制感，更能控制对网络游戏的冲动。

中介效应分析发现，自我效能在适应不良和ＩＡ之间具有

完全中介效应，适应不良通过影响自我效能进而影响ＩＡ。也

就是说，社会适应不良者由于降低了自我效能而表现出较高的

ＩＡ水平。具体说来，社会适应不良者对自己一般持负面的评

价，认为自己不如别人，缺少对处理生活事件能力的自信，更容

易倾向于利用 ＱＱ、ＭＳＮ等来寻求帮助，或者通过胡莱三国、

网络争霸等游戏，来满足虚拟的个人英雄快感。这为未来的网

络成瘾干预研究提供了借鉴意义，临床干预者可以通过提高青

少年的自我效能感和提高青少年的社会适应能力来改变青少

年的应对方式，有效地减少或戒除其成瘾行为。

本文虽然得出了一些对预防青少年网络依赖有积极意义

的结论，但仍存在一些不足。（１）本研究只是初步揭示出适应

不良对ＩＡ的影响以及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并没有对适应不

良各个维度之间的相关关系以及中介变量维度的划分进行深

入研究，个别变量设计可能不够合理，因此还需对研究模型进

一步的修正和完善。（２）由于本研究样本主要取自医疗机构和

在校职业学生，获得的数据也为横断面调研数据，因而存在一

定的局限性。自我效能在适应不良和ＩＡ之间的作用有待于

进一步通过纵向设计进行长期跟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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