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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市中小学生网络成瘾现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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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嘉兴市中小学生网络成瘾现况，为中小学生网络成瘾干预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

于2021年9—10月在嘉兴市抽取小学、初中、普通高中（普高）和职业高中（职高）各2所，抽取在校学生1 701人，

采用网络成瘾量表（IAT）、健康问卷抑郁症状群量表（PHQ-9）和广泛性焦虑量表（GAD-7）调查学生网络成瘾、抑

郁和焦虑情况。结果 调查男生783人，占46.03%；女生918人，占53.97%。农村873人，占51.32%；城市828人，占

48.68%。检出网络成瘾 111人，检出率为 6.53%；其中，中度网络成瘾 100人，占 5.88%；重度网络成瘾 11人，占

0.65%。农村，初中，与家庭、师生、同学关系差的学生网络成瘾检出率相对较高 （χ2=4.695、65.337、39.231、
28.799、36.341，均P＜0.05）。检出抑郁症状405例，检出率为23.81%；检出焦虑症状366例，检出率为21.52%；网络

成瘾中小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为 68.47%，焦虑症状检出率为 56.76%，均高于无网络成瘾学生（χ2=130.556、87.327，
均P＜0.05）。结论 来自嘉兴市农村、人际关系较差的中小学生网络成瘾检出率较高，且网络成瘾学生更容易出现抑

郁和焦虑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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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 addiction among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Jiaxing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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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revalence of Internet addiction among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Jiaxing City, so as to provide insight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ventions for Internet addiction among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Methods A total of 1 701 students were sampled from two primary schools, two junior high
schools, two senior high schools and two vocational high schools in Jiaxing City during the period between September
and October, 2021, using the 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The Internet addiction status was evaluated using the
Internet Addiction Test, and the depression status was tested using the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 (PHQ-9), while
the anxiety was assessed with the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Scale (GAD-7). Results The participants included 783
men (46.03%) and 918 women (53.97%), and 873 rural students (51.32%) and 828 urban students (48.68%). The over⁃
all detection of Internet addiction was 6.53% among the participants, and the prevalence of moderate and severe Inter⁃
net addiction was 5.88% and 0.65%, respectively. A higher prevalence of Internet addiction was detected in rural stu⁃
dents (χ2=4.695, P<0.05),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χ2=65.337, P<0.05), students with a poor relationship with fami⁃
ly members (χ2=39.231, P<0.05), teachers (χ2=28.799, P<0.05) and classmates (χ2=36.341, P<0.05). The prevalence of
depressive and anxiety symptoms was 23.81% and 21.52%, respectively, and the prevalence rates of depressive and anxi⁃
ety symptoms were both higher among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ith Internet addiction (68.47% and 56.76%)
than among those without Internet addiction (χ2=130.556 and 87.327, both P<0.05). Conclusion The prevalence of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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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net addiction is high among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living in rural areas and with poor interpersonal rela⁃
tionships in Jiaxing City. Students with Internet addiction are more likely to develop depressive and anxiety symptoms.
Keyword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 Internet addiction; depression; anxiety

网络成瘾是指在无成瘾物质作用下对互联网使用

冲动的失控行为，表现为过度使用互联网后导致明显

的学业、职业和社会功能损伤［1］。网络成瘾是中小

学生常见的行为成瘾问题，国内外研究显示青少年学

生网络成瘾检出率为 20%～40%［2-5］。网络成瘾对青

少年身心健康发展具有诸多不利影响，易导致注意力

涣散、焦虑、抑郁、自卑和强迫行为等各种心理异

常［6-7］，需要家庭、学校与社会共同应对。2021 年浙

江省儿童青少年网络成瘾防治办公室在全省抽取 4
个市开展儿童青少年网络成瘾防治调查，嘉兴市为其

中之一。基于该项目，调查了解嘉兴市中小学生网络

成瘾、抑郁和焦虑情况，为青少年网络成瘾预防及干

预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以嘉兴市中小学生为调查对象，调查通

过嘉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审

批号：2021-04。问卷调查获得调查对象及其监护人

知情同意。

1.2 方法

1.2.1 抽样 基于 2021 年浙江省儿童青少年网络成

瘾防治调查项目。估算嘉兴市至少需调查 1 600 人。

于 2021 年 9—10 月，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法，抽取嘉

兴市 8 所学校，包括小学、初中、普通高中（普高）

和职业高中（职高）各 2 所，城市和农村各半；选

择小学四至六年级、初中一至三年级、普通高中一至

二年级、职业高中一或二年级，每个年级抽取 2 个

班级，以班内所有学生为调查对象。

1.2.2 一般情况调查 自行设计一般情况调查问卷，

内容包括性别、年龄、年级、居住地、家庭关系、同

学关系和师生关系。其中家庭关系、同学关系和师生

关系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非常差、比较差、一般、

比较好、非常好依次计 1～5 分。

1.2.3 网络成瘾评估 采用 YOUNG 等［8］编制的网

络成瘾量表（Internet Addiction Test，IAT）评估网络

成瘾。量表有 20 个条目，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从

未发生、很少发生、偶尔发生、较常发生、经常发生

依次计 1～5 分。量表总得分 20～39 分为正常，40～
59 分为轻度，60～79 为中度，≥80 分为重度；其

中，轻度为网络成瘾倾向，中度和重度为网络成瘾。

网络成瘾阳性率=轻、中、重度网络成瘾人数之和/调
查总人数；网络成瘾倾向检出率=轻度网络成瘾人数

之和/调查总人数；网络成瘾检出率=中、重度网络成

瘾人数之和/调查总人数。量表的 Cronbach' s α 为

0.88，KMO 检验值为 0.956，Bartlett 球形检验 P＜

0.001。
1.2.4 抑郁评估 采用 KROENKE 等［9］编制的患者

健康问卷抑郁症状群量表 （Patient Health Question⁃
naire-9，PHQ-9）评估抑郁症状。量表由 9 个条目

组成，评估最近 2 周的症状。采用 Likert 4 级评分，

完全没有、有几天、半数以上时间、几乎每天依次计

0～3 分。总得分 0～4 分为无明显抑郁症状，≥5 分

为存在抑郁症状，其中 5～9 分为轻度抑郁，10～14
分为中度抑郁，≥15 分为重度抑郁。量表的 Cron⁃
bach' s α 为 0.85，KMO 检验值为 0.931，Bartlett 球

形检验 P＜0.001。
1.2.5 焦虑评估 采用 SPITZER 等［10］编制的广泛

性 焦 虑 量 表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Scale，
GAD-7）评估焦虑症状。量表包含 7 个条目，评估

最近 2 周的症状。采用 Likert 4 级评分，完全没有、

有几天、半数以上时间、几乎每天依次计 0～3 分。总

得分 0～4 分为无明显焦虑症状，≥5 分为存在焦虑症

状，其中 5～9 分为轻度焦虑，10～14 分为中度焦虑，≥
15 分为重度焦虑。量表的 Cronbach' s α 为 0.93，
KMO 检验值为 0.937，Bartlett 球形检验 P＜0.001。
1.3 质量控制 由经过统一培训的精神卫生专科医

院工作人员负责调查，由 2 名心理学专业人员全程

参与调查质控。

1.4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22.0 软件统计分析。定

性资料采用相对数描述，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进

一步两两比较采用 χ2 分割法。以 P＜0.05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基本情况 调查学生 1 701 人，男生 783 人，

占 46.03%；女生 918 人，占 53.97%。农村 873 人，

占 51.32%；城市 828 人，占 48.68%。独生子女 711
人，占 41.80%；非独生子女 990 人，占 58.20%。小

学 886 人，占 52.09%；初中 213 人，占 12.52%；

普高 335 人，占 19.69%；职高 267 人，占 1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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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关系差、一般、好分别为 49、210 和 1 442 人，

占 2.88%、12.35% 和 84.77%；师生关系差、一般、

好分别为 38、353 和 1 310 人，占 2.23%、20.75%
和 77.01%；同学关系差、一般、好分别为 29、187
和 1 485 人，占 1.70%、10.99% 和 87.30%。

2.2 网络成瘾检出情况 中小学生网络成瘾阳性率

为 33.57%，网络成瘾倾向检出率为 27.04%，网络成

瘾检出率为 6.53%；其中，中度网络成瘾 100 人，

占 5.88%，重度网络成瘾 11 人，占 0.65%。农村学

生网络成瘾阳性率、网络成瘾检出率均高于城市学生

（P＜0.05）。不同学段学生的网络成瘾阳性率、网络

成瘾检出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

中，普高学生网络成瘾阳性率最高，为 60.00%（P＜

0.008），初中学生网络成瘾检出率最高，为 16.43%
（P＜0.008）。家庭、师生、同学关系不同的学生网络

成瘾阳性率、网络成瘾检出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两比较结果显示，家庭、师生、同学

关系差的学生网络成瘾阳性率和网络成瘾检出率最

高，家庭、师生、同学关系好的学生最低（均 P＜

0.017）。见表 1。

表 1 嘉兴市中小学生网络成瘾检出率

Table 1 Prevalence of Internet addiction among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Jiaxing City

项目 Item

性别Gender
男Male
女Female

居住地Residence
农村Rural area
城市Urban area

独生子女The only child
是Yes
否No

学段Studying period
小学Primary school
初中Middle school
普高High school
职高Vocational high school

家庭关系Relationship with families
差Poor
一般General
好Good

师生关系Relationship with teachers
差Poor
一般General
好Good

同学关系Relationship with classmates
差Poor
一般General
好Good

调查

人数

Respon-
dents

783
918

873
828

711
990

886
213
335
267

49
210

1 442

38
353

1 310

29
187

1 485

网络成瘾阳性

Positive for Internet addiction

人数n

247
324

348
223

254
317

117
118
201
135

27
108
436

21
189
361

14
96

461

率Rate/%

31.55
35.29

39.86
26.93

35.72
32.02

13.21
55.40
60.00
50.56

55.10
51.43
30.24

55.26
53.54
27.56

48.28
51.34
31.04

χ2 值

2.663

31.860

2.546

349.791

47.410

92.392

33.532

P值

0.103

＜0.001

0.111

＜0.001

＜0.001

＜0.001

＜0.001

检出网络成瘾

Prevalence of Internet addiction

人数n

53
58

68
43

52
59

24
35
36
16

11
27
73

8
38
65

9
20
82

率Rate/%

6.77
6.32

7.79
5.19

7.31
5.96

2.71
16.43
10.75
5.99

22.45
12.86
5.06

21.05
10.76
4.96

31.03
10.70
5.52

χ2 值

0.141

4.695

1.244

65.337

39.231

28.799

36.341

P值

0.708

0.030

0.265

＜0.001

＜0.001

＜0.001

＜0.001

2.3 抑郁和焦虑症状检出情况 检出抑郁症状 405 例 ， 检 出 率 为 23.81%； 其 中 轻 度 245 例 ，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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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0%；中度 84 例，占 4.94%；重度 76 例，占

4.47%。检出焦虑症状 366 例，检出率为 21.52%；

其中轻度 232 例，占 13.64% ；中度 82 例，占

4.82%；重度 52 例，占 3.06%。网络成瘾阳性中小

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为 46.06%，焦虑症状检出率为

39.75%，均高于正常学生 （χ2=234.569，P＜0.001；
χ2=169.303，P＜0.001）。网络成瘾中小学生抑郁症状

检出率为 68.47%，焦虑症状检出率为 56.76%，均高

于无网络成瘾学生 （χ2=130.556， P＜0.001； χ2=
87.327，P＜0.001）。见表 2。

表 2 嘉兴市不同网络成瘾程度的中小学生抑郁、

焦虑症状检出率

Table 2 Prevalence of depressive and anxiety symptoms among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Internet

addiction in Jiaxing City

网络成瘾程度

Internet addic-
tion level

正常Normal
轻度Mild
中度Moderate
重度Severe
合计Total

人数n

1 130
460
100
11

1 701

抑郁症状

Depressive symptom

人数n

142
187
65
11

405

率

Rate/%
12.57
40.65
65.00

100.00
23.81

焦虑症状

Anxiety symptom

人数n

139
164
54
9

366

率

Rate/%
12.30
35.65
54.00
81.82
21.52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嘉兴市中小学生网络成瘾阳性

率为 33.57%，网络成瘾检出率为 6.53%，与同类研

究结果相近［11-12］。农村学生网络成瘾阳性率和网络

成瘾检出率显著高于城市学生，与多数研究结

果［13-14］一致，这可能与农村地区的生活及教育资源

分布不均衡、学生对于网络的依赖性更强有关。初

中、普高学生网络成瘾检出率高于其他学段学生，与

既往研究结果［15］一致。小学学生上网途径受到限

制，对手机等网络设备使用率较低；而初中和高中学

生获取手机等网络设备更方便，又正处在青春期，可

能由于寻求身份认同、叛逆等较多使用网络，或借助

网络渠道缓解学业压力、发泄情绪，较易沉迷网络。

家庭关系不和睦、与老师及同学间关系差的学生网络

成瘾阳性率和网络成瘾检出率明显高于人际关系和谐

的学生，与相关研究结果［16-17］一致。父母、老师及

同学是青少年生活和学习的主要交往群体，与他们关

系不和谐的青少年往往借助网络排解烦恼、寻求外部

世界的认可；同时，青少年过于依赖网络导致其缺少

现实中的人际联系与社会支持，形成恶性循环。

青少年网络使用与负性情绪关系密切［18-19］，过

度沉迷网络可导致社会适应不良、躯体化症状等问

题，也会加剧负性情绪［20］。本研究结果显示，网络

成瘾的中小学生抑郁症状、焦虑症状的检出率均高于

无网络成瘾学生。青少年在网络上投入大量的时间和

精力，会挤压投入到学业、人际交往及体育锻炼等方面

的时间，长此以往，会严重影响身心健康、学习成绩、

交往能力及负面情绪调节能力。青少年网络成瘾应引起

学校、家庭与社会的高度重视，对于轻度网络成瘾的学

生应给予重点关注和积极引导教育，对于中重度网络成

瘾的学生应及时进行专业的心理行为干预。

本研究样本量较少，且抽样方法存在局限性，研

究结果的外部效度有待大样本数据支持。研究主要采

用问卷调查，对网络成瘾与抑郁、焦虑的关系仅能做

初步分析，其因果关系及影响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此外，问卷设计中，对于可能影响网络成瘾的社会人

口学因素选择不够全面，如学生家庭经济水平、隔代

抚养情况等因素未纳入研究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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