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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采用小五人格学生问卷、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中文网络成瘾量表，通过整群取样的方式对吉林某学

校的 254 名初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本文旨在探讨中学生的人格特质、网络成瘾倾向的特点，以及负性生活

事件在人格特质与网络成瘾倾向关系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可为提高初中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和干预网络

成瘾提供依据。结果显示：（1）初中生人格特质中外向性、宜人性、谨慎性、开放性对于网络成瘾有负向

预测作用。情绪性对于网络成瘾有正向预测作用；（2）初中生负性生活事件对网络成瘾具有显著的正向预

测作用；（3）负性生活事件在外向性、情绪性与网络成瘾倾向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在宜人性、谨慎性与网

络成瘾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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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网络的普及，人们在生活中对网络的各项服务功能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根据第 47 次《中

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我国网民规模达 9.89 亿，其中 10—19 岁群体占整体网民的 21.0%，

以中学生群体占比最高。由此可见，互联网的普及率与使用率大幅度上升，互联网使用者也呈现出越来

越偏向低龄化的趋势，青少年网民已成为中国网民的最大群体之一。且网络的内容多样性和无时空限制

性使得正在探索外在世界从而建立内部模型的青少年更容易沉迷其中，从而造成网络成瘾。而网络成瘾

会影响青少年的认知控制能力，社会交往能力，从而对青少年的认知情绪发展造成不利影响［1-4］，因此

关注青少年网络成瘾对于促进他们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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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的网络成瘾成因多样，而近几年的研究发现人格因素对于网络成瘾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作用。研究表明不同的人格特质维度与网络成瘾之间存在高相关关系［5］，如神经质人格特质可以显著

预测网络成瘾倾向［6］，精神质特质和神经质特质也可以正向预测网络成瘾倾向［7］。一般的，网络成

瘾者通常拥有开放性、外向性比较低的人格特质［8，9］。而人格特点都可以影响个体在人际关系中的困

难与挫折，从而导致个体可能进一步的社交焦虑或障碍，影响个体面对负性生活事件的态度和处理能

力［10，11］。另一方面，近几年来受到负性生活事件的影响程度已经成为网络成瘾倾向的重要指标，通

过对网络成瘾群体生活中发生的负性生活事件的了解，如学习压力、社会交往压力、失去亲友等，以

此核查个体是否使用网络逃避现实中的问题，但目前相关的研究比较少。

并且，目前国内外对人格特质对网络成瘾的影响研究较多，但以负性生活事件为中介的文章还不是

很多。以往对人格特质、负性生活事件与网络成瘾的关系研究，主要以大学生被试为主，但现在的网络

受众越来越偏向低龄化，初中生接触网络的时间越来越多，成瘾倾向也日益增高。随着现如今学业压力

越来越重，对青少年家庭，人际关系，生活事件方面的关注度也变得越来越高。目前国内外为数不多的

关于人格特质与网络成瘾、负性生活事件关系的研究，研究时间较早，是于十年前完成的研究，十年前

网络的发展情况与现如今大有不同，初中生的状态和人格发展与十年前相比也有较大变化。因此，现今

对人格特质、负性生活事件与网络成瘾的关系探究具有现实意义，同时对提高初中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和

干预网络成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综上，本研究在着重青少年人格特质对网络成瘾的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负性生活事件是否在

两者之间起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整群取样的方式选择吉林某中学 350 名学生（初二 120 名，初三 230 名），平均

年龄 15±2 岁。有效问卷 254 份，有效率分别为初二 75.8%，初三 70.4%。其中男性 101 名，女

性 146 名。

2.2  研究工具

2.2.1  中学生五因素人格结构问卷

本研究中初中生人格特质量表采用了周晖等编制、邹泓修订的适用于中学生的“小五人格”问 

卷［12，13］。该问卷主要分为五个维度：外向性、宜人性、情绪性、谨慎性、开放性，共 50 个题项。问

卷为自陈量表，被试在填写问卷的过程中根据符合自身情况进行作答，计分标准为李克特 5 级计分。

本次测量中该量表各维度的 Cronbach α 系数分别为外向性 0.76、宜人性 0.81、严谨性 0.84、开放性 0.76、

情绪性 0.74。

2.2.2  中文网络成瘾量表

本研究选取了陈淑惠编制中文网络成瘾量表，全量表共 26 题［14］。该量表包含以下五个维度：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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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性上网行为，②戒断行为与退瘾反应，③网络成痛耐受性，④时间管理问题，⑤人际及健康问题。量

表更注重检测被试的心理层面，通过对各种成瘾症状的诊断标准和对临床个案的观察而编制的。大多数

青少年网络成瘾倾向研究中，量表均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本量表为李克特四级自评量表，各因子分

之和为总分，总分代表个人网络成瘾的程度，题目得分越高表示网络成瘾倾向越高。本次测量中该量表

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75。

2.2.3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

本文采用刘贤臣、刘连启等编制的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15］，主要测量在青少年的生活状况中可能

发生的负性生活事件，包括以下六个维度：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受惩罚、丧失、健康适应、其他。根

据本文研究目的，本研究中对量表负性生活事件发生的评定期限为 1 年。初中生对每一负性生活事件应

先确定事件是否在评定期限中发生，未发生则不计分，若负性生活事件已发生则根据所受到的心理影响

按李克特 5 级评分。各分量表分为所含条目分之和，分量表分相加为总分。适用于青少年特别是中学生

生活事件的评定。本次测量中该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88。

2.3  数据处理

回收问卷后剔除无效问卷，采用 SPSS23.0 进行数据录入与分析。

2.4  研究结果

2.4.1  负性生活事件、人格特质与网络成瘾的相关分析。

描述统计发现，被试群体中网络成瘾倾向均值为 26.78，未成瘾组共有 39 人，中间组为 171 人，成

瘾组共有 44 人。可知网络成瘾倾向处于中等水平的人数较多。负性生活事件均值为 33.29，可知群体中

负性生活事件影响力较小。人格特质各维度与负性生活事件、网络成瘾之间的相关性关系结果见表 1。

发现外向性、宜人性、谨慎性与负性生活事件和网络成瘾倾向呈显著负相关，开放性与网络成瘾倾向呈

显著负相关，说明外向性、宜人性和谨慎性特质越高，受负性生活事件影响更少，网络成瘾倾向越低，

开放性越高网络成瘾倾向越低，而情绪性与负性生活事件、网络成瘾倾向呈显著正相关，表明情绪性特

质越强，受负性生活事件影响越大，网络成瘾倾向越高。

表 1  各变量相关表

Table 1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the variables

M±SD 外向性 宜人性 谨慎性 情绪性 开放性 负性生活事件 网络成瘾倾向
外向性 3.61±0.91 1
宜人性 3.94±0.66 0.55 ** 1
谨慎性 3.43±0.76 0.39** 0.60* 1
情绪性 3.45±0.76 -0.11 0.08 0.03 1
开放性 3.71±0.71 0.55** 0.54** 0.56** 0.07 1

负性生活事件 33.29±16.77 -0.16* -0.23** -0.26** 0.29* -0.06 1
网络成瘾倾向 26.78±13.27 -0.14* -0.29** -0.34** 0.21** -0.19** 0.43** 1

注：*p<0.05，**p<0.01，*** p<0.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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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人格特质对网络成瘾的影响

以人格特质的不同维度作为自变量，网络成瘾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外向性、

宜人性、开放性、谨慎性对网络成瘾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情绪性对网络成瘾有显著的正向预测

作用。

表 2  各人格特质对网络成瘾的回归分析表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personality on internet addiction

B SE β R2 F
外向性 -0.08 0.04 -0.14 5.17* 0.02
宜人性 -0.29 0.05 -0.29 21.61*** 0.08
谨慎性 -0.23 0.04 -0.34 32.88*** 0.12
情绪性 -0.15 0.04 0.21 11.70** 0.05
开放性 -0.14 0.05 -0.19 9.40** 0.03

2.4.3  负性生活事件在人格特质与初中生网络成瘾关系中的中介效应分析

以上回归与相关分析得出，人格特质中有四个维度，外向性、宜人性、谨慎性、情绪性与负性生

活事件、网络成瘾的两两相关均显著，满足中介效应检验的条件。采用温忠麟等提出的三步回归中介

检验方法［16，17］，分别检验：负性生活事件在外向性、宜人性、谨慎性、情绪性与网络成瘾倾向之间

的中介作用。

如表 3 所示，外向性对网络成瘾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负性生活事件在外向性与网络成瘾之间存在

完全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45.53%；宜人性对网络成瘾负向预测作用显著，负性生活事

件在宜人性与网络成瘾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30.96%；谨慎性对网络成瘾

负向预测作用显著，负性生活事件在谨慎性与网络成瘾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

例为 28.67%；情绪性对网络成 瘾正向预测作用显著，负性生活事件在情绪性与网络成瘾之间存在完全

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55.61%。

表 3  负性事件在各人格特质与网络成瘾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表

Table 3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negative life events between personality and Internet addiction

网络成瘾 负性事件 网络成瘾
β t R2 F β t R2 F β t R2 F

外向性 -0.14* -2.28* 0.02 5.17* -0.16* -2.49* 0.02 6.22* -0.08 -1.32 0.19 27.94
负性事件 0.42*** -2.34***

宜人性 -0.29*** -4.65*** 0.08 21.61*** -0.23*** -3.69*** 0.04 13.59*** -0.20** -3.35** 0.21 33.91**

负性事件 0.38*** 6.55***

谨慎性 -0.34*** -5.73*** 0.12 32.88*** -0.25*** -4.02*** 0.06 16.19*** -0.24*** -4.22*** 0.25 42.97***

负性事件 0.40*** 6.95***

情绪性 0.21* 3.42** 0.04 11.68** 0.29*** 4.75*** 0.08 22.54*** 0.10 1.68 0.19 30.29***

负性事件 0.41*** 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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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人格特质对网络成瘾的问题分析

本研究通过回归分析可以发现人格特质中外向性、宜人性、谨慎性、开放性特质可以负向预测网络

成瘾，情绪性特质可以正向预测网络成瘾倾向，这和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6］，表明性格外向，为人温

和做事稳重，想法开放的个体网络成瘾倾向更低。而易紧张焦虑，自我评价低的个体网络成瘾倾向较高，

这可能是由于性格较为内向的个体在人际沟通时容易感到焦虑［18，19］，因此借助网络缓解遇到问题时的

压力，而做事冲动，自制力较差的个体更容易沉溺于网络，可能难以转移在网络上的注意力，而长期情

绪紧张敏感，自我评价低的个体容易形成内部归因，比一般个体更容易受到情绪影响，因此通过网络社

交或者游戏进行发泄之后，更容易形成网络成瘾。

3.2  负性生活事件在人格特质与网络成瘾之间的中介作用分析

本研究结果证明，和过去的研究一致［8，10］人格特质各维度外向性，宜人性，谨慎性均对负性生活

事件具有负向预测作用，情绪性对负性生活事件具有正向预测作用，负性生活事件对网络成瘾具有显著

的正向预测作用，这说明不同人格特质的初中生在受到所处生活中负性生活事件的影响程度越大，出现

网络成瘾倾向增高的可能性就越高。

在这些维度中需要关注的是情绪性特质，青少年处于认知控制相关的大脑还在持续发育的阶段，而

情绪动机系统已经率先成熟，因此受情绪影响相对于成人更大［20，21］。且初中作为一个特殊的升学阶段，

在这个时期，学业压力相对于小学更大对于人际交往的敏感性提高，更容易感知到负性事件中的消极不

分，而大脑发育的不平衡性使得这个时期的青少年对于奖励性敏感性增强，因此更容易沉迷于网络的快

速即时的反馈，将在现实中无法解决的情绪问题借由网络纾解，从而获得心理需要，而宜人性外向性低

的个体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更容易封闭自我，拒绝朋友家长老师的帮助，加剧网络成瘾。因此在开展初

中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中应该加入情绪调节的部分，以帮助青少年更好地应对负性事件带来的刺激，避免

网络成瘾，助力青少年学业和人际的更好发展。

4  结论

（1）初中生人格特质中外向性、宜人性、谨慎性、开放性因子对网络成瘾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

初中生人格特质中情绪性因子对网络成瘾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2）初中生负性生活事件对网络成瘾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3）负性生活事件在外向性、情绪性与网络成瘾倾向间完全中介作用显著；在宜人性、谨慎性与

网络成瘾倾向间部分中介作用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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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ity and Internet Addiction: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Negative Life Events

Zhang Ting1 Zheng Yujia2

1. School of Education,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Abstract: To explore how the personality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ffects their Internet addictive 
behaviors and to explore the causes of Internet addiction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from a 
more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by using negative life events as mediating variables. 254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Jilin university were surveyed by using Five -factor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f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dolescent Self-rating Life Events Check List and Internet addiction tendencies.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In the personality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centricity, 
agreeableness, prudence and openness, have significant negative predictive effects on Internet addiction. 
The emotional factors in the personality traits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Internet addiction; (2) Negative life events on Internet addiction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prediction function; (3) Negative life events had a full mediation effect between extraversion, 
emotionality and Internet addiction tendency. Negative life events had a partial mediation effect between 
agreeableness, caution and Internet addiction.
Key words: Adolescents ; Personality; Negative life events; Internet addi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