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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neuroticism and internet 

addiction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immersion and self-control. Method: A total of 

433 college students were surveyed by NEO Five-Factor Inventory (NEO-FFI), Chinese 

Internet Addiction Scale’ Revision (CIAS-R), Immersed Tendency Questionnaire 

(ITQ), and Self-Control Scale (SCS). Results: (1) Internet addiction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neuroticism and immersion, whil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lf-

control; meanwhile, immersion and self-control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2) 

Immersion and self-control played completely mediating role between neuroticism 

and internet addiction. Specifically, the mediation effects contained three paths: the 

separate mediation effect of immersion and self-control and the chain mediation 

effect of immersion and self-control. Conclusion: Neuroticism, internet addiction, 

immersion and self-control are closely related and neuroticism can affect the internet 

addiction through the mediating of immersion and self-control. This study uncovers 

the mechanism underl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uroticism and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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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ction. The findings provide practical value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ternet ad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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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考察神经质人格和网络成瘾的关系及沉浸感和自我控制的中介

作用。方法：采用简式大五人格量表—神经质分量表、中文网络成瘾量表、自

我控制量表和沉浸倾向量表对 433 名大学生进行自评式问卷施测。结果：（1）

网络成瘾与神经质人格、沉浸感呈显著正相关，与自我控制呈显著负相关；沉

浸感与自我控制呈显著负相关。（2）神经质人格通过沉浸感和自我控制的完全

中介作用对网络成瘾产生影响。具体来说，包括三条路径：沉浸感和自我控制

的单独中介作用和沉浸感—自我控制的链式中介作用。结论：神经质人格、网

络成瘾、沉浸感和自我控制之间密切相关，且神经质可通过沉浸感和自我控制

显著预测大学生的网络成瘾。该研究揭示了神经质和网络成瘾的关系及其作用

机制，对预防和干预大学生网络成瘾具有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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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网络在给生活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隐藏着一些风险，网络成瘾便是其

中之一。网络成瘾（Internet Addition，AI）指个体冲动性地过度使用网络，并由

此导致个体身心健康、社会关系等受到损害［1］［2］［3］［4］。因此，探

究网络成瘾的影响因素，对制定相应措施来预防和干预网络成瘾具有重要意义。

过往研究表明，人格特质与网络成瘾密切相关，其中高神经质人格是网络

成瘾的重要预测因素之一［5］［6］。神经质反映了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研

究发现高神经质人格个体的情绪稳定能力较差，且更容易体验到负面情绪［7］，

而较差的情绪调节能力和不良的情绪体验是网络成瘾重要预测变量［8］［9］。

同时，高神经质个体容易采取回避、发泄等不良应对方式来缓解压力［10］。因而，

网络的匿名性和所带来的愉悦感让它成为高神经质个体逃避现实的绝佳庇护所，

并由此加深产生网络成瘾的可能性。综上，研究提出假设 1：神经质人格对网络

成瘾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此外，个体在上网时所产生的体验感也会影响其网络使用程度。沉浸感

（Immersion）指个体专注于某项活动而忘记时间流逝，并由此体会到极度快乐、

满足的感觉［11］［12］。研究发现，沉浸感与网络成瘾呈显著正相关［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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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个体在上网时所体会到的愉悦感是促进他们使用网络的重要原因［15］。同时，

研究表明高神经质人格个体表现出更深的沉浸感，并更多使用网络［16］。综上，

本研究提出假设 2：沉浸感在神经质人格和网络成瘾之间起中介作用。

自我控制反映个体抑制冲动，有意识掌握自我行为的能力［17］。研究发

现，高自我控制者产生网络成瘾可能性较低，而低自我控制力是网络成瘾的重

要影响因素［18］［19］。低自我控制者寻求即时满足［20］，因此较少考虑

到不当使用网络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低自我控制者表现出的冲动性也加

剧网络成瘾的风险［21］。并且，有研究表明：高神经质可以显著负向预测自

我控制能力［22］［23］。有限资源理论认为，自我控制资源是有限的［24］，

而当个体进行情绪管理［25］或体验到负面情绪［26］时会造成自我控制资源

的减少，从而导致自控力降低。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3：自我控制在神经质人

格和网络成瘾之间起中介作用。

同时，沉浸感与自我控制也存在一定程度联系，即沉浸感越高，自我控制

能力越低［27］［28］。当个体处于沉浸状态时，会出现自我意识水平的下降

［29］，而自我控制需要个体有意识的克服习惯化反应从而掌握自己行为［30］。

高沉浸感可能带来自我意识水平的降低，从而导致自我控制力变低，并增加网

络成瘾风险。因而，本研究提出假设 4：沉浸感和自我控制在神经质人格和网络

成瘾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试图探讨神经质对网络成瘾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沉

浸感和自我控制的中介效应，从而更加深入了解神经质人格和网络成瘾的关系。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选取数所高校大学生为被试，共发放问卷 441 份，

回收有效问卷 433 份，有效回收率为 98.2%。其中男生 194 人（44.8%），女生

239 人（55.2%）；大一 52 人（12%），大二 83 人（19.2%），大三 97 人（22.4%），

大四 165 人（38.1%），研究生 36 人（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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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工具

2.2.1  简式大五人格量表—神经质分量表

该分量表由 Costa 等人编制［31］，聂衍刚等人进行中文版修订［32］。

采用 5 点记分（1-5），共 12 个项目。得分越高，神经质程度越高。本研究

中 Cronbach’α 为 0.88， 拟 合 指 标 良 好：χ2/df=2.38，CFI=0.96，GFI=0.95，

NFI=0.92，RMSEA=0.06。

2.2.2  中文网络成瘾量表

该量表由白羽等进行中文版修订［33］。采用 4 点计分（1-4），包括强

迫性上网与网络戒断性、网络成瘾耐受性、人际与健康问题、时间管理问题四

个维度，共 19 个条目。本研究中 Cronbach’α 系数为 0.93，拟合指标良好：

χ2/df=3.38，CFI=0.91，GFI=0.89，NFI=0.88，RMSEA=0.07。

2.2.3  自我控制量表

该量表由谭树华（2008）等进行修订［34］。采用 5 点计分（1-5），包

括冲动控制、健康习惯、抵御诱惑、专注工作、节制娱乐五个维度，共 19 个题

目。本研究中 Cronbach’α 系数为 0.88，拟合指标良好：χ2/df=3.03，CFI=0.90，

GFI=0.90，NFI=0.85，RMSEA=0.07。

2.2.4  沉浸倾向量表

该量表由高峰强等人修订［35］。采用 4 点计分（1-4），包含游戏因子、

状态卷入、专注、情感卷入四个维度，共 19 个项目。本研究中 Cronbach’α

系 数 为 0.87， 拟 合 指 标 良 好：χ2/df=2.60，CFI=0.92，GFI=0.92，NFI=0.88，

RMSEA=0.06。

2.3  数据处理

使用 AMOS21.0 对问卷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使用 SPSS22.0 进行共同方法

偏差、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使用 Mplus8.3 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及多重中

介效应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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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

为控制和检验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在程序上采取匿名作答、反向计分，

在统计上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方法［36］。结果表明，在未旋转情况下得到

14 个因子特征根大于 1，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率为 15.2%（<40%），因而可以判

断本研究的数据不存在严重共同方法偏差。

3.2  神经质、沉浸倾向、自我控制和网络成瘾的相关分析

如表 1 所示，网络成瘾与神经质人格和沉浸感呈正相关、与自我控制呈负

相关；神经质人格与沉浸感呈正相关，与自我控制呈负相关；自我控制与沉浸

感呈负相关。

表 1  描述性统计结果和变量间相关分析（N=433）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for all measures (N=433)

M SD 1 2 3 4
1 神经质人格 2.83 0.68 1
2 沉浸感 2.21 0.46   0.17** 1
3 自我控制 3.05 0.61 -0.57** -0.34** 1
4 网络成瘾 2.43 0.58   0.43**   0.34** -0.68** 1

注：*p<0.05；**p<0.01。

3.3  神经质对网络成瘾的影响机制分析

以神经质为自变量，沉浸感为因变量，沉浸感和自我控制为中介变量进行

结构方程建模，使用 Mplus 8.3 和极大似然估计法进行模型拟合性分析。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表 2），神经质显著正向预测网络成瘾（β =0.43，

p<0.001）。在将沉浸感和自我控制纳入回归方程后，神经质显著正向预测沉浸

感（β =0.17，p<0.001），显著负向预测自我控制（β =-0.53，p<0.001），不再

显著预测网络成瘾（β =0.06，p>0.05）；沉浸感能显著正向预测网络成瘾（β =0.12，

p<0.001），并显著负向预测自我控制（β =-0.25，p<0.001）；而自我控制则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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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向显著预测网络成瘾（β =-0.60，p<0.001）。

表 2  模型中变量的回归分析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variables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t
网络成瘾 神经质 0.43 0.18    95.228***   0.43     9.76***

沉浸感 神经质 0.17 0.03  12.25***   0.17     3.50***

自我控制 神经质 0.62 0.38 133.85*** -0.53 -13.69***

沉浸感 -0.25   -6.57***

网络成瘾 神经质 0.69 0.48 130.59***   0.06  1.51
沉浸感   0.12     3.35***

自我控制 -0.60 -13.51***

注：***p<0.001。

采用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方法［37］，共进行重复抽样 5000 次。中

介效应运行模型显示（见表 2，图 1），沉浸感和自我控制在神经质和网络成

瘾间中介效应显著，总的标准化中介效应值为 0.36。神经质→沉浸→网络成

瘾的路径产生的间接效应 1（0.02）；神经质→自我控制→网络成瘾的路径产

生的间接效应 2（0.31）；神经质→沉浸→自我控制→网络成瘾的路径产生

的间接效应 3（0.03）。三条间接效应的 Bootstrap 95% 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 值，

因此三条间接效应均显著。其中自我控制的单独中介作用能够解释大部分的

总效应。

表 3  沉浸感和自我控制在神经质和网络成瘾间序列中介效应

Table 3   The chain mediation of immersion and self-control on neuroticism and 

internet addiction

标准化间
接效应

Boot 
SE

Boot 
LLCI

Boot 
ULCI

相对中介
效应

总间接效应 0.36 0.04 0.29 0.43 85.18%
神经质→沉浸感→网络成瘾 0.02 0.01 0.01 0.05 4.94%
神经质→自我控制→网络成瘾 0.31 0.03 0.26 0.39 74.35%
神经质→沉浸感→自我控制→网络成瘾 0.03 0.01 0.01 0.05 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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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感

神经质人格

自我控制

网络成瘾

-0.60***

0.12***
-0.53***

-0.25***

-0.06

0.17***

图 1  沉浸感和自我控制的序列中介效应

Figure 1  Model results of neuroticism, internet addiction, immersion and self-

control

4  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神经质与网络成瘾之间的关系，及沉浸感和自我控制的中介

作用。结果发现神经质可通过三条路径对网络成瘾产生影响：沉浸感的单独中

介作用；自我控制的单独中介作用；沉浸感和自我控制的链式中介作用。

与过往的研究一致［5］［6］，高神经质人格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网络成瘾。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引入沉浸感和自我控制之后，神经质对网络成瘾的直接预

测效果并不显著。说明沉浸体验的产生，特别是自我控制力的降低才是高神经

质人格影响网络成瘾的内在机制。

研究发现，神经质可以通过沉浸感和沉浸感—自我控制的链式中介作用间

接影响网络成瘾。高神经质人格在日常生活中容易产生不良情绪并追求积极情

绪体验，而沉浸网络中所带来的愉悦感正是他们所需要的，也因此更多依赖网

络［15］。同时高沉浸感带来的自我意识降低，影响了个体自我控制能力，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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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加剧网络成瘾风险［29］。因此，除了关注个人特质和用户体验对网络成瘾

的影响，两者间的交互作用及其对网络使用产生的影响也需更进一步研究。

此外，研究发现神经质可以通过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网络成瘾。

有学者将网络成瘾看作一种冲动型控制障碍［38］，强调自我控制在网络成瘾

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低自我控制力不仅使个体追求即时满足而较少考虑过度

使用网络造成的后果［20］，其表现出的冲动性也增加网络成瘾的风险［21］。

同时，在应对高神经质带来的负性情绪或进行情绪管理时，会导致自我控制资

源的减少［25］［26］，并由此加深网络成瘾可能性。

综上所述，本研究验证了神经质可以通过沉浸感和自我控制影响网络成瘾，

并为网络成瘾的干预和预防提供思路，即需要更多关注高神经质大学生，减少

其不良情绪，并适当培养情绪调节和自我控制能力。同时，人格特质和用户体

验交互作用会对网路成瘾产生干预，这指示未来研究可基于有限自制力理论对

网络成瘾展开进一步探讨［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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