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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防范机制的国外实践及启示

马清泽１ꎬ陈瑶２ꎬ魏淑华１

１.济南大学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ꎬ山东 ２５００２２ꎻ２.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家事少年审判庭

【摘要】 　 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是世界各国比较普遍和典型的公共卫生问题ꎮ 美国、英国和德国在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防

范方面均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ꎬ如加强政府监管、完善立法、推动行业自律、创建防治网络沉迷的组织和机构、规范网络

游戏市场秩序、丰富青少年的课余生活等ꎮ 文章总结并借鉴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实践经验ꎬ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ꎬ提出制定

适合中国国情的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防范措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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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游戏成瘾是指个体对网络游戏的沉溺达到

无法自控、过度热衷、带有强迫性质的程度ꎬ从而导致

其生理、心理以及社会功能严重受损[１] ꎮ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ꎬ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５ 次全国未

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显示[２] ꎬ２０２２ 年我

国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为 ９７.２％ꎬ未成年网民经常

在网上玩游戏的比例达到 ６７.８％ꎬ较 ２０２１ 年(６２.３％)
提高 ５.５ 百分点ꎬ提示我国已有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

接触网络游戏ꎮ 研究还表明ꎬ过度沉迷于网络游戏可

能对青少年产生一系列不良后果ꎬ例如情绪焦虑、心
情忧郁、睡眠质量差、社交问题以及学习成绩明显下

降等[３－７] ꎮ 同时ꎬ网络游戏成瘾也是一个全球性的公

共卫生问题ꎻ研究发现ꎬ美国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发

生率为 ７. ６％ ~ ９. ９％ꎬ欧洲为 １. ４％ ~ ９. ４％ꎬ中国为

２.２％ ~ ２１.５％[８] ꎮ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ꎬ世界卫生组织将网络

游戏成瘾纳入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版(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１１ꎬＩＣＤ－１１)后ꎬ许多国

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预防和干预[９] ꎮ 本文通过梳理

美国、英国和德国在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防范方面的

实践做法ꎬ总结这些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ꎬ为
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防范机制

提供参考ꎮ

１　 美国预防和干预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实践

美国是最早建立互联网的国家ꎬ其网络普及率非

常高ꎬ青少年上网已成了一种普遍现象[１０] ꎮ 为了应对

网络游戏对未成年人产生的负面影响、防止未成年人

沉迷于虚拟世界ꎬ美国政府采取立法、技术和社会组

织三管齐下的策略ꎬ旨在有效屏蔽有害信息、确保青

少年能够在健康的网络环境中成长ꎮ
１.１　 注重立法保护　 美国对网络游戏的监管体系是

由国家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共同构建ꎬ它们相互协

作、共同监督网络游戏的运营和管理ꎬ并将监管重心

放在网络游戏的内容、隐私和制度上ꎬ通过实施相关

法律措施、严格把控ꎬ旨在有效防止和减少网络游戏

内容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潜在不良影响[１１] ꎮ

１２２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４ 年 ９ 月第 ４５ 卷第 ９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４ꎬＶｏｌ.４５ꎬＮｏ.９



１９９６ 年 ２ 月ꎬ美国国会批准的«通信规范法»明文

规定[１２] ꎬ任何企图通过网络通信手段ꎬ对他人进行干

扰、恶意诋毁、威胁或故意刁难ꎬ并传播淫秽、不道德、
猥亵、低俗或不良内容等行为ꎬ都将视为违法行为ꎮ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ꎬ美国国会通过 « 儿童网络隐私保护

法» [１３] ꎬ规定针对儿童的商业网站经营者ꎬ在未得到父

母同意的情况下ꎬ不允许收集、使用或公开 １３ 岁以下

儿童的个人信息ꎬ其实施细则于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 ２１ 日生

效ꎬ此法案生效后的 ２０ 余年来ꎬ在为青少年健康成长

营造安全网络环境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ꎮ ２０００ 年ꎬ
美国国会颁布实施«儿童互联网保护法» [１４] ꎬ根据该

法案ꎬ由政府资助的中小学及图书馆必须制定网络安

全制度ꎬ并采取切实措施保证其上网的安全性ꎻ由于

该法案主要针对公共图书馆和学校等场所ꎬ并未对成

年人的言论自由权利产生实质性影响ꎬ从而获得了联

邦最高法院的合宪性裁决ꎬ旨在为青少年营造一个相

对安全的网络环境[１１] ꎮ
１.２　 制定游戏软件分级制度　 美国采用了娱乐软件

定级委员会(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Ｓｏｆｔ Ｒａｔｉｎｇ ＢｏａｒｄꎬＥＳＲＢ)制
定的网络游戏软件分级制度[１５] ꎮ 该制度的核心目标

是为各类游戏软件标注适宜年龄分级ꎬ帮助家长防止

未成年人接触到不适宜的游戏以便更好地管理青少

年网络游戏行为ꎮ 该措施的施行有效减少了暴力、色
情等不良信息对青少年可能造成的潜在伤害ꎬ成为网

络时代有计划、有步骤地对青少年进行网络教育的重

要举措[１６－１７] ꎮ
１.３　 社会组织提供各类专业服务　 在应对青少年网

络游戏成瘾的问题上ꎬ美国的社会组织也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ꎬ通过建立非营利性质的网络成瘾防沉迷组织

和营利性质的网络成瘾康复中心ꎬ为过度沉迷网络的

青少年提供有效的帮助ꎮ
１.３.１　 开设非营利性的网络成瘾防沉迷组织机构 　
在美国ꎬ致力于青少年网络游戏防沉迷工作的重要力

量主要包括热心公益的社会组织、专业研究人士ꎬ以
及那些曾深受网络游戏沉迷困扰的玩家及其家庭ꎬ他
们共同致力于推动网络游戏防沉迷工作的发展ꎮ ２００２
年ꎬ莉兹伍利在威斯康星州奥西奥拉创立“在线玩

家匿名协会” [１８] ꎬ作为一个非营利性的组织ꎬ该康复团

体致力于揭露网络游戏成瘾背后潜藏的风险ꎬ为那些

沉迷于游戏的玩家及他们的亲人和朋友给予所需要

的帮助ꎮ ２０１１ 年ꎬ杰里班菲尔德积极倡导并创立了

名为“２０１２ 视频游戏沉迷援助”的组织[１９] ꎬ致力于宣

传网游沉迷的危害ꎮ
１.３.２　 开设营利性的网络成瘾康复中心 　 美国开设

营利性的网络成瘾康复中心ꎬ是一种针对青少年网络

游戏成瘾问题的专业化解决方案ꎬ这些康复中心以商

业化的形式运作ꎬ并拥有完善的设施和专业团队ꎬ能

够为那些深受网络成瘾困扰的青少年提供科学、系统

的治疗服务[２０] ꎮ ２００９ 年开设的网络成瘾戒除中

心———“天堂牧场疗养中心”是美国首家网络成瘾戒

除中心[２１] ꎬ该中心由心理治疗师、网络技术专家以及

从事户外活动的专业人士组成ꎬ组成人员借助心理治

疗、日常关爱和社交技能提升等多种传统手段ꎬ帮助

青少年摆脱网络成瘾的困扰ꎮ
这些社会组织的存在不仅为青少年网络游戏成

瘾问题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ꎬ而且也帮助家庭和学

校更好地理解和应对网络游戏成瘾问题ꎬ提高社会对

这一问题的认识和重视程度[２２] ꎮ

２　 英国预防和干预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实践

２０２２ 年ꎬ英国通讯管理局公布的英国在线用户习

惯年度报告指出ꎬ网络游戏特别受到英国儿童和青少

年的喜爱ꎮ 具体而言ꎬ１６ 岁及以上的人群中玩网络游

戏的人数比例是 ３９％ꎬ３ ~ １５ 岁的儿童中比例更是高

达 ５６％ꎻ此外ꎬ以上玩网络游戏的人群每周在网上玩

游戏的平均时间为 ７ ｈ ３３ ｍｉｎ[２３] ꎮ 在预防和干预青少

年网络游戏成瘾的实践中ꎬ与美国的主要差异是英国

更依赖于政府ꎬ英国政府会采取一系列措施防止青少

年过度玩游戏ꎻ同时学校和家庭也重视培养青少年的

综合素养ꎬ并鼓励青少年参加课外活动ꎮ
２.１　 利用技术手段ꎬ防止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　 为维

护未成年人的健康发展ꎬ英国政府倡导网络服务提供

商采取行动ꎬ帮助家长拦截孩子可能接触到的有害网

络内容ꎮ 一些父母在征得孩子的同意后ꎬ会选择安装

网络监控工具ꎬ从而实时掌握孩子的网络活动ꎻ同时ꎬ
很多家长、学校会采用由计算机网络服务商提供的对

青少年“友好型”的过滤软件ꎬ该类软件不仅有助于保

护未成年人免受诸如暴力、色情之类的有害信息的侵

害ꎬ而且可以有效控制未成年人的网络时间[２４] ꎮ 英国

还拥有专门介绍游戏的网站ꎬ其核心任务是帮助家长

更全面地理解孩子们正在玩的各种游戏[１４] ꎮ
２.２　 政府建立“游戏成瘾”治疗中心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９
日ꎬ英国国家健康卫生服务中心设立了首个专门针对

游戏过度依赖的治疗机构ꎬ该机构被命名为“网络与

游戏障碍中心”ꎬ旨在帮助 １３ ~ ２５ 岁因玩游戏而遭受

健康问题困扰的青少年[２５] ꎻ治疗中心的医生与心理学

家、理论解析者、精神健康研究者及各路专家携手共

同研究针对游戏过度依赖的疗愈策略ꎮ 该中心自开

业以来ꎬ大约 ７０％的患者年龄在 １８ 岁或以下ꎬ近 ９０％
是男性[２６] ꎮ 英国政府通过成立专门应对游戏过度依

赖的治疗中心ꎬ体现对该问题的深度关切ꎬ并将此类

依赖行为视为重要的公共卫生挑战ꎮ
２.３　 重视丰富青少年的课余生活　 在英国ꎬ虽然有很

多青少年已经养成了每日上网的习惯ꎬ但对互联网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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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达到上瘾程度的并不多ꎮ 一方面是因为家庭网络

环境得到了有效的监控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英国儿童

的课余生活丰富多彩ꎬ儿童一般无太多时间上网[２７] ꎮ
相较于中国ꎬ英国孩子学校布置的家庭作业明显较

少ꎬ青少年可以通过课外活动、参观、绘画、体育等方

式进行娱乐和消遣ꎬ减少了网络游戏成瘾的可能[２８] ꎮ

３　 德国预防和干预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实践

与美国、英国相比ꎬ德国更注重立法的严格规范、
科技手段的精准干预、制度的不断完善ꎬ以及家庭教

育和社会共识的形成ꎬ这些做法为德国在应对青少年

网络游戏成瘾问题上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保障ꎮ
３.１　 建立手游预警系统　 德国已建立了一套针对手

机游戏的预警机制ꎬ在这个系统中ꎬ被称为“网络巡

警”的专业团队 ２４ ｈ 对各种网络活动进行严密监

控[２９] ꎮ 此外ꎬ德国还利用这一网络游戏预警系统ꎬ对
２４ ｈ 不间断的游戏直播网络实施严格管理ꎬ并明确禁

止未成年人在晚上 １０ 点之后参与直播活动[３０] ꎮ
德国政府采用了网络内容的标签化方法ꎬ对网络

内容进行细致的分类、标记和筛选ꎬ从技术层面确保

内容的合法性[３１] ꎬ这一举措推动了互联网管理模式由

被动向主动的转变ꎮ
３.２　 加强网络游戏监管　 德国政府通过立法加强对

网络游戏的监管ꎬ如修订«青少年保护法»和«青少年

媒体保护州际协议»等相关法律[３２] ꎬ对网络游戏的内

容、年龄分级等方面做了明确规定ꎮ 按照这些修订后

的法律条款ꎬ网络游戏需执行与电影相同的“年龄分

级”许可制度[３３] ꎻ同时ꎬ政府也加大了对网游经营者的

监督力度ꎬ督促其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ꎬ保证

游戏内容的健康和适宜青少年发展[３３] ꎮ
３.３　 建立游戏审查制度和分级制度　 德国有自己的

游戏软件内容审查与分级制度:德国娱乐软件检验局

( Ｕｎｔｅｒｈａｌｔｕｎｇｓ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Ｓｅｌｂｓｔｋｏｎｔｒｏｌｌｅꎬ ＵＳＫ) 是用于德

国境内的软件分级系统ꎬ其评级结果具有法律约束

力[３４] ꎻ在德国市场上发布的所有游戏ꎬ都必须先经过

ＵＳＫ 的严格审核和评级ꎬ才能获准销售ꎮ 这一制度确

保了青少年不会接触到与其年龄不符ꎬ可能包含暴

力、色情等内容的游戏ꎬ有助于保护青少年免受不良

信息的侵害ꎮ
近几年ꎬ德国对游戏审查和分级政策进行深度调

整ꎬ规定 ＵＳＫ 自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１ 日起开始实施新规

则[３５] ꎬ更新年龄分级图式并标注内容ꎬ同时考虑玩家

长期游戏的风险ꎻ此举使游戏审查和分级制度更精

确ꎬ帮助家长更好地了解游戏的风险ꎮ 由此看出ꎬ德
国的游戏审查制度正在逐步加强和完善ꎬ以更好地保

护青少年的健康成长ꎮ
３.４　 开设网络成瘾诊所　 德国也成立了专门治疗未

成年人网瘾和游戏沉迷的医疗机构或诊所ꎬ并将其纳

入一定的治疗支持体系中[３６] ꎮ ２００３ 年ꎬ德国知名慈

善机构“维希尔之家”在博腾哈根市率先创建了世界

上第一家网络成瘾戒治中心[３６] ꎬ该诊所集医学、心理

和运动于一体ꎬ为青少年提供全面的治疗服务ꎻ治疗

手段包括艺术疗法、运动疗法和自然疗法等ꎮ 当下德

国各地也相继涌现出许多类似的诊所ꎬ以应对不同地

区青少年的网络成瘾问题ꎻ这些诊所不仅提供专业的

治疗手段ꎬ也注重与家庭、学校的合作ꎬ共同为青少年

创造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ꎮ

４　 对中国制定与完善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防范措施

的启示

　 　 梳理和分析美国、英国、德国针对青少年网络游

戏成瘾的应对策略ꎬ主要包括以下共性特征:持续推

动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ꎬ坚守教育优先、预防

为主的原则ꎬ强调行业内的自我规范ꎬ以及倡导家庭、
学校和社会三方的联合参与ꎬ共同构建一个协同、全
方位的管理和应对机制等ꎮ 在此基础上ꎬ结合中国青

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现状ꎬ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制定

防范措施ꎮ
４.１　 推进网络管理的法制化进程　 从美国、德国的实

践经验中得知ꎬ为有效治理网络游戏成瘾ꎬ健全网络

游戏管理的法律框架和监管体系是最有效的工具ꎮ
但是ꎬ各国国情存在较大差别ꎬ在参考借鉴时ꎬ不仅要

关注制度本身及其带来的治理效果ꎬ还应根据本国实

际情况制定相应法律法规ꎮ 在未成年人网络游戏保

护领域只有适合本土国情、能解决本国实际问题的制

度才是科学的[３７] ꎮ 因此ꎬ中国应构建一套以法律法规

为核心ꎬ辅以有效监督和管理的体系ꎬ该体系需要清

晰明确地规定暴力、血腥等不良信息的具体范畴ꎬ并
制定严格的处罚措施ꎮ 综上所述ꎬ中国对于已在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２０ 日通过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 [３８] ꎬ应
积极推动其尽快落地实施ꎬ有效指导相关主体落实对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具体职责、构建高质量的未成年

人网络保护体系ꎬ以应对当前复杂的局面ꎮ
４.２　 提高技术控制手段　 为引导中国网络游戏产业

的规范发展ꎬ有关部门推出了一系列的技术措施ꎬ如
进行实名认证、人脸识别、设置引导提示、实时验证

等、但都未达到预期效果ꎬ并且中国尚未出台严格的

游戏分级制规范我国网络游戏市场[３９] ꎮ 鉴于此ꎬ可以

参考美国的 ＥＳＲＢ 评级体系ꎬ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ꎬ不
断完善网络游戏评级标准ꎬ有助于技术层面更有效地

规范网络游戏市场ꎮ 此外ꎬ还应提高对网络游戏违规

行为的处罚力度ꎬ以此促使运营商自觉遵守相关规

定ꎬ实现行业的自我约束[４０] ꎮ
４.３　 相关部门针对网络游戏开展专门的整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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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ꎬ面向未成年人的网络游戏产品数量繁多ꎬ但游

戏品质却存在显著差异ꎬ游戏内容也呈现多元化和复

杂化的趋势[４１] ꎮ 因此ꎬ相关部门亟需对现有的网络游

戏开展专门的整治行动:严格禁止在未成年人可接触

的游戏中出现色情、暴力等不适当的内容ꎻ有效限制

网络游戏对未成年人产生的潜在成瘾风险ꎻ强化对网

络游戏相关衍生产品的管理ꎮ 同时ꎬ应进一步加大对

涉事企业的整治力度ꎬ行政监督部门、司法机构以及

人民法院需积极履行职责ꎬ以确保未成年人的合法权

益得到充分保障ꎮ
４.４　 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网络

游戏服务提供者在获得显著经济收益的同时ꎬ也理应

对未成年人过度沉迷于手机网络游戏这一日益凸显

的社会难题承担起相应的职责[４２] ꎮ 为此ꎬ各大网络游

戏服务提供者应当尽快借助专业第三方的力量ꎬ对企

业内部产品进行未成年人保护评估ꎬ尽快发现并修正

自身产品和服务中可能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因

素ꎬ并建立相应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ꎬ以保障未成年

人的权益ꎮ
４.５　 支持、鼓励专业社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　 随着网

络游戏的兴起ꎬ部分青少年不仅因过度投入游戏而荒

废学业ꎬ而且身心健康也受到严重伤害[３－７] ꎮ 在此背

景下ꎬ急需培养更多掌握法律法规、社会工作、心理学

和社会学等领域知识的专业人才[４３] ꎮ 因此ꎬ构建和发

展能够吸引并整合这些人才资源的专业社会组织已

迫在眉睫ꎬ这些组织可以凭借其社会服务特性ꎬ秉持

客观、中立的立场应对问题ꎻ既能够提升教师和家长

的专业素养ꎬ也能为孩子提供必要的权益保护服务ꎬ
包括心理辅导和法律帮助等ꎮ
４.６　 丰富青少年文体活动　 当代传播学理论认为ꎬ电
子媒介本身所具备的麻醉作用ꎬ正在以其特有的工具

理性对大众产生深远影响[４４] ꎻ特别是对于正处在身心

发展关键时期的青少年而言ꎬ网络世界之外的现实生

活显得尤为重要ꎮ 因此ꎬ在推进青少年教育的过程

中ꎬ应当高度重视网络教育与实体教育的相互融合ꎬ
以此作为提升青少年综合素质的有效途径ꎮ 同时ꎬ还
需积极投入力量不断强化青少年活动场所的建设工

作ꎬ引导青少年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教育活动ꎬ尤其

是有关情感体验和情感宣泄的主题活动ꎻ通过这些活

动ꎬ引导青少年掌握调整情绪的方法ꎬ正确应对负面

情绪、丰富积极情绪体验ꎬ进而减少青少年的网络游

戏成瘾[４５] ꎮ
４.７　 构建个人、家庭、学校、社会等多方联动体系　 未

成年人过度沉迷于网络游戏是一个多层面、复杂的社

会难题ꎬ仅凭个人或政府单一方面的努力难以取得显

著成效ꎬ需要多方共同参与、合作治理ꎬ发挥家庭、学
校、社会支持系统的共育作用[４６] ꎮ (１)个人层面上ꎬ

青少年应强化自身的社会责任感ꎬ提高心理抵御能力

和自我约束力ꎬ自觉抵制低俗网络游戏[４７] ꎮ (２)家庭

层面上ꎬ家长应采取积极的育儿风格ꎬ注重与孩子的

沟通和引导ꎬ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和自控能力[４８] ꎻ同时

积极提升自身的网络素养ꎬ深入理解未成年人的成长

特点ꎬ满足青少年的基本心理需求[４２] ꎮ (３)学校层面

上ꎬ教师需掌握科学引导和教育青少年的方法[４９] ꎬ并
与学生建立积极的师生关系ꎬ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程

作业和学习活动ꎬ从而降低他们参与网络游戏活动的

可能性[５０] ꎻ同时学校和社区应充分利用现有资源ꎬ积
极组织和举办涉及家庭教育、游戏防沉迷、网络素养

提升等主题的讲座或活动[５１－５２] ꎮ (４)国家和社会层面

上ꎬ应建立预防和治疗未成年人沉迷手机网络游戏的

网络保护体系ꎬ以确保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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