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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网络依赖程度高职医学生的干预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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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索高职医学生网络依赖团体心理干预的效果!为网络依赖的有效干预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

采用中文网

络成瘾量表"

Vc5<

#对河南某高职医学院校
!+((

名学生进行测试!分别从轻度和重度依赖群体中随机抽取
*(

名学生!分为观察

组%对照组!每组
!3

名$观察组均进行
2%

"共
2(F

#的集中团体辅导和每次
2F

连续
+

周的后续团体辅导&对照组只占用相应的

时间但不做任何干预$结果
!

干预后!轻度%重度依赖观察组
Vc5<

得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1(W!)#2

#

P;J

"

1#)+#W2)#1

#!

"

32)1#W*)(2

#

P;J

"

3#)2#W*)""

#)!轻度依赖观察组%对照组!重度依赖观察组组内干预前后
Vc5<

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3

#$结论
!

团体辅导是一种有效干预高职医学生网络依赖的方法!对轻度依赖群体的干预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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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

网络依赖就是其中之一$大学生网络依赖的现状受到众多学

者的关注'

!/0

(

#但学者们多概括地对-网络的非正常使用.进行

干预研究#少见对-网络的非正常使用.群体的细分#对不同网

络依赖程度群体的对比研究'

*/#

(

$本研究以高职医学生为对

象#于
2(!2

年
"

月对轻度和重度网络依赖群体进行干预的对

比研究#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对河南某高职医学院校采用分层整群抽样

法#选取
!+((

名学生用中文网络成瘾量表!

Vc5<

"测试!即-前

测."#剔除无效卷后#有效卷共
!101

份#回收率为
"2)+>

$轻

度依赖
Vc5<

总分%

13

!

3!

#重度依赖
Vc5<

总分%

#

3!

$从轻*

重度依赖群体中各抽取
*(

名学生#考虑年级*性别*专业等因

素#均分成观察组*对照组$轻度依赖
*(

例!两组各
!3

例"#女

!+

例#男
!1

例#平均年龄 !

!")3*W!)2(

"岁)重度依赖
*(

例

!两组各
!3

例"#女
21

例#男
+

例#平均年龄 !

!")+(W!)!+

"岁$

被试对象均无重大身体疾病#无认知障碍$干预前#轻度*重度

依赖的观察组和对照组在
Vc5<

的
3

个维度上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

!

#

()(3

"#具有可比性#见表
!

$

表
!

!!

轻度%重度依赖观察组和对照组
Vc5<

得分比较&

AW;

'

'X!3

(

项目
轻度依赖

观察组 对照组
4 !

重度依赖

观察组 对照组
4 !

网络依赖总分
1")+#W!)+* 1")0(W!)2! $()23 ()0( 3")2#W1)*2 30)0(W1)#0 ()20 ()#0

强迫性上网
!1)**W2)*3 !*)1(W2)3( !)(3 ()*( !0)+(W*)(" !#)"*W2)!2 ()+" ()1"

网络耐受性
!()#*W!)!( !!)(#W!)22 $()#" ()11 !*)!*W!)#* !2)#*W!)#" ()+2 ()31

人际与健康问题
!1)!*W2)!( !1)0#W!)#* $!)(3 ()*! !3)#*W2)22 !+)(#W!)1" $()10 ()+*

时间管理问题
!()1#W!)*+ !()1#W!)00 ()(( !)(( !!)0(W!)32 !2)(#W!)3* $()10 ()+1

""**

重庆医学
2(!+

年
0

月第
13

卷第
21

期

&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实验课题'!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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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栗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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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讲师#主要从事

团体辅导和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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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具
!

中文网络成瘾量表!

Vc5<

"#由白羽等'

"

(以
Vc5</

6

'

!(

(为基础修订编制$量表
!"

个题目#包括
1

个因子#分别

为%强迫性上网*人际与健康问题*网络耐受性*时间管理问题#

1

个因子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

*

()#"

*

()#*

*

()#*

#总量

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

$该量表参照以往报道的数据#将

得分小于
0(>

界定为无依赖#

0(>

!

"3>

为轻度依赖#

#

"3>

为重度依赖'

"

(

$

?)A

!

干预方法

?)A)?

!

观察组干预方法
!

本研究对观察组采用集中*连续的

团体心理干预'

#

(

$

?)A)?)?

!

干预主题
!

本研究团体辅导的整体目标为%对网络

的非正常使用群体!轻度*重度依赖群体"进行干预#使其降低

对网络的依赖#恢复正常的生活节奏#重新建立生活*学习的目

标#提高自我管理的能力#学会合理使用网络#学会健康生活$

?)A)?)@

!

团体心理干预
!

为了有效防止观察者在干预过程中

流失#本研究将干预分为两个阶段$第
!

阶段%连续
2%

共
2(

F

的封闭团体干预$观察者除了晚上回宿舍睡觉外#午饭*午

休*晚饭都在咨询现场$第
!

阶段团体心理干预#见表
2

$

表
2

!!

观察组第
!

阶段团体心理干预方案

时间 活动名称 活动目标 主要活动

第
!

天

!

上午 初次相识 熟悉彼此#组建团队 滚雪球*大风吹*贴烧饼*

同舟共济

!

中午 享受音乐 音乐午休 无

!

下午 信任之旅 建立信任*接纳的氛围 盲行*心有千千结等

第
2

天

!

上午 自我探索 建立自信#学会纠正不良

认知

自画像*分享讨论等

!

中午 享受音乐 音乐午休 无

!

下午 感悟总结 感恩*感悟总结 绘制/生命线0*感悟总结

!!

第
2

阶段%每次
2F

#连续
+

周的短时后续干预$具体如

下#!

!

"

:

网情深$目标%组建团队)梳理触网历程和感受$活

动如-订做一个我.等$!

2

"我的梦想$目标%发掘网络的使用

动机)引导团员发现*挖掘兴趣爱好$活动如-我的理想生活.

等$作业%时间馅饼$!

*

"超级比一比$目标%提高时间管理能

力)拟定初步的行动计划$活动如-超级比一比.等$!

1

"幸福

计划$目标%建立自信)学习自我控制$活动如-我的一小步.

等$!

3

"闪耀的日子$目标%整合经验#团员间分享成功经验并

相互承诺$活动如-我的成功经验.等$!

+

"永远是朋友$目

标%讨论成员的成长)解散团队$活动如-祝福道别.$

?)A)?)A

!

团体干预形式
!

干预中采用大小团队交叉进行的方

式展开活动$每组由
2

名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负责干预$干

预者要进行为期
*%

的培训#熟悉干预目的*方案及流程$

?)A)@

!

对照组干预方法
!

对照组不做任何干预#只尽量占用

被试与观察组相同的干预时间!统一安排其他活动#如打扫卫

生等"$做好观察和记录即可$

?)A)A

!

评估方法
!

采用
Vc5<

量表进行测评$前测同时进

行#观察组的后测在团体辅导后
2

个月进行#而对照组在第
2

天进行$前后测问卷的试题顺序会做调整$

?)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

资料用
AW;

表示#采用独立因素
4

检验和数据配对
4

检验$检

验水准
!

X()(3

#以
!

"

()(3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轻度*重度依赖的观察组和对照组后测数据分析
!

干预

后#经过
2

个月的适应期#轻度依赖观察组在
Vc5<

的
3

个维

度上得分均低于对照组!

!

"

()(!

")重度依赖观察组在网络依

赖总分*人际与健康维度上得分均低于对照组!

!

"

()(!

"$见

表
*

$

@)@

!

轻度*重度依赖的观察组*对照组前*后测数据的差异分

析
!

干预后#轻度*重度依赖的观察组在
Vc5<3

个维度的前后

测数据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轻度对照组在
Vc5<

总分的前后测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3

"#在其余
1

个

维度的前后测数据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3

"$重度对

照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3

"#见表
1

*

3

$

表
*

!!

轻度%重度依赖观察组和对照组后测数据分析&

AW;

'

'X!3

(

项目
轻度依赖

观察组 对照组
4 !

重度依赖

观察组 对照组
4 !

网络依赖总分
*+)1(W!)#2 1#)+#W2)#1 $!*)1# ()(( 32)1#W*)(2 3#)2#W*)"" $*)#2 ()((

强迫性上网
!()2#W!)0# !2)#*W2)*1 $*)!" ()(( !+)!*W!)"2 !#)3*W2)!( $!)"! ()(#

网络耐受性
0)+(W()"! !()0(W!)2+ $3)1# ()(( !2)((W!)+1 !2)2#W!)1" $()1# ()+3

人际与健康问题
")1(W!)+1 !1)1(W!)3" $0)1# ()(( !*)1#W!)+0 !3)+(W!)*3 $*)0* ()((

时间管理问题
0)!*W!)23 !()!*W!)2+ $1)+! ()(( !()0#W!)*+ !!)0#W!)*+ $2)(2 ()(3

表
1

!!

轻度的观察组%对照组前%后测数据的差异分析&

AW;

'

'X!3

(

项目
观察组

前测 后测
4 !

对照组

前测 后测
4 !

网络依赖总分
1")+#W!)+* *+)1(W!)#2 23)(1 ()(( 1")0(W!)2! 1#)+#W2)#1 2)*3 ()(*

强迫性上网
!1)**W2)*3 !()2#W!)0# 0)2+ ()(( !*)1(W2)3( !2)#*W2)*1 !)03 ()("

网络耐受性
!()#*W!)!( 0)+(W()"! !!)!2 ()(( !!)(#W!)22 !()0(W!)2+ !)1# ()!+

人际与健康问题
!1)!*W2)!( ")1(W!)+1 ")+! ()(( !1)0#W!)#* !1)1(W!)3" !)32 ()!3

时间管理问题
!()1#W!)*+ 0)!*W!)23 ")2+ ()(( !()1#W!)00 !()!*W!)2+ !)!+ ()2#

((1*

重庆医学
2(!+

年
0

月第
13

卷第
21

期



表
3

!!

重度的观察组%对照组前后测数据的差异分析&

AW;

'

'X!3

(

项目
观察组

前测 后测
4 !

对照组

前测 后测
4 !

网络依赖总分
3")2#W1)*2 32)1#W*)(2 #)"0 ()(( 30)0(W1)#0 3#)2#W*)"" !)"1 ()(#

强迫性上网
!0)+(W*)(" !+)!*W!)"2 1)00 ()(( !#)"*W2)!2 !#)3*W2)!( !)1# ()!+

网络耐受性
!*)!*W!)#* !2)((W!)+1 1)1* ()(( !2)#*W!)#" !2)2#W!)1" !)13 ()!#

人际与健康问题
!3)#*W2)22 !*)1#W!)+0 3)#2 ()(( !+)(#W!)1" !3)+(W!)*3 !)13 ()!#

时间管理问题
!!)0(W!)32 !()0#W!)*+ *)!! ()(( !2)(#W!)3* !!)0#W!)*+ !)!( ()**

A

!

讨
!!

论

!!

网络成瘾的概念最早由美国的
cI8.d&C%M@D

K

提出'

!!

(

#后

来被定义为-一种没有涉及中毒的冲动
/

控制障碍.#即-病态网

络使用!

B

8EF&C&

K

'G8C'.E@D.@EH-@

#

;cQ

".

'

!2

(

$国内多数学者对

-网络依赖.和-网络成瘾.没有严格的界定#多将二者作为同义

词交替使用#但共同之处都将网络使用群体划分为两部分%-正

常使用群体.和-网瘾群体.$然而#有研究发现网络依赖群体

的存在'

"

#

!*

(

$综合已有文献#本研究认为-网络依赖.有广义和

狭义之分$狭义的主要是指上网者出现了类似-网瘾者.的症

状#却没达到-成瘾.的程度)广义的则包含所有的网络使用状

态%无依赖*轻度依赖*重度依赖$本研究赞成广义的界定#认

为-网络依赖.不仅淡化了网络的危害性#更能全面客观的展现

网络使用群体的全貌$

有研究认为咨询师应协助求助者找到适合自己的支持团

体#此团体应与求助者目前的困扰息息相关'

!1

(

$咨询师鼓励

求助者找到有相同困扰的人作为伙伴#鼓励大家努力改善现状

并分享经验$当求助者在团体辅导中建立起新的目标#明晰了

社会支持系统#自然会减少对于网络的依赖$

本研究采用集中*连续的干预方法对不同网络依赖程度高

职医学生进行对比研究目的有两个%!

!

"验证团体心理干预是

否是一种对网络依赖行之有效的干预方法$!

2

"验证团体心理

干预对不同网络依赖程度群体的干预是否存在效果的差别$

在集中*连续的团体干预后#经过
2

个月的适应期#排除无

关干扰#轻度*重度依赖的观察组在
Vc5<

的
3

个维度上得分

均低于对照组#两观察组的网络依赖程度明显减轻$为了验证

差异是由团体干预还是被试的自我成长所致#随后对观察组和

对照组进行了前后测数据的配对
4

检验#发现差异主要是团体

干预所致#由此证明%团体心理干预的确是一种对网络依赖进

行干预的有效方法$此结论和以往的研究'

3/0

(结果相似$团体

心理干预效果的验证为高校教育工作者提供了纠正不良网络

行为的思路$

结果中发现%轻度*重度观察组后测得分均非常显著的低

于对照组#本研究的团体干预对不同网络依赖程度群体均有很

好的干预效果#但对轻度依赖群体的干预效果更好$由此#提

醒高校教育工作者应该重视大学生的网络使用#要对不同网络

依赖程度的群体加以区分对待#要高度关注网络非正常使用群

体中的多数人111轻度依赖群体#将对网络依赖的-干预.提前

到-预防.阶段$在网络时代#教育工作者要注重引导高校学生

客观的看待网络#学会合理的使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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