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日渐加快，生活压力也在不断增加。人们

每天忙于工作、学习而无暇顾及与亲人、朋友之间的交流，致使自身所体验到的来自

亲人、朋友的关心与支持越来越少，导致个体的孤独感越来越强。而孤独感又会给人

们带来种种消极的体验，如沮丧、抑郁、绝望等，长期或严重的孤独有可能引发某些

情绪障碍，降低心理健康水平，引起行为上的一些改变甚至导致疾病：已有很多研究

表明，大学生中，孤独感这一现象普遍存在并高于平均水平。因此，本研究对大学生

的孤独感现状进行了调查，并对孤独感与大学生的总体幸福感、抑郁和网络成瘾行为

的关系进行研究，探讨大学生的孤独感对其生活和成长所带来的影响，以引起有关部

门、学校和家长对这一现象的关注，为制定相关教育举措提供理论基础。

基于以上目的，本研究采用UCLA孤独量表、情感一社交孤独量表、总体幸福感量

表、贝克抑郁量表、戴维斯在线认知问卷对河北某高校共470名大学生进行调查，得

出了以下结论：

1、大学生的一般孤独感存在性别、生源方面的显著差异，男生比女生的一般孤独

感更强，农村大学生比城市大学生的一般孤独感更强。在情感孤独方面存在非常显著

的性别差异，男生的情感孤独程度比女生高。在社交孤独方面，存在非常显著的生源

差异，农村大学生有更强的社交孤独感。大学生的情感孤独显著高于社交孤独。

2、大学生的总体幸福感得分存在显著的专业差异和非常显著的性别差异。理科生

的总体幸福感得分比文科生要高，女生的总体幸福感得分比男生要高。孤独感和总体

幸福感存在极其显著的负相关。

3、大学生的抑郁状态存在极其显著的性别差异，男生的抑郁程度高于女生。大学

生的孤独感和抑郁程度成极其显著的正相关。

4、大学生的网络成瘾程度存在极其显著的性别差异，男生的网络成瘾程度比女生

更高。大学生的孤独感和网络成瘾程度有非常显著的正相关。

5、大学生的孤独感、总体幸福感、抑郁状态与网络成瘾程度之间是互相影响的。

孤独感和网络成瘾行为之间的关系可能受其它因素的调节。

关键词孤独感总体幸福感抑郁网络成瘾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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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people are under increasing pressure as the pace

of living accelerates．Less communication between friends and relatives due to busy work

and study leads to more and more loneliness of individuals，which brings despondence，

depression，desperation and other negative experiences．Long—term or severe loneliness may

initiate certain emotional barriers，lower the psychological health level，and arouse illness

brought by the change of behavior．According to many researches，undergraduates have

generally higher level of loneliness than average，thus the study here conducts survey on the

status quo of their Jonetiness．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oneliness and their

psychology,personality and behavior．The discussion about the problems to undergraduates

caused by loneliness is to 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relevant parents and departments．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above purposes，this research surveyed 470 undergraduates in a

University of Hebei Province using UCLA Loneliness Scale。Emotional versus Social

Loneliness Scale，General Well—Being Schedule，Beck Depressing Inventory,and Online

Cognition Scale．From our results of statistical analysis，some conclusions were drawn：

1．Loneliness is a common experience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There was gender

difference in UCLA 10neliness Scale．males tended to be more lonelier than females．The

students came from the village has more loneliness than those came from the city．

2．There i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loneliness and the General Well—being．As

the UCLA 10nel iness Scale scores increase，the GWS scores decrease．

3．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Loneliness and depression．As the UCLA

10neliness Scale scores increase．the BDI scores increase．

4。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loneliness and the problematic intemet

addiction．As the UCI。A loneliness Scale scores increase，the OSC scores increase too．

5．According to the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es，the general well-being can be

predicted by loneliness，depression and the problematic intemet use，depression can be

predicted by the problematic intemet use，loneliness and the well·being．But the relation

between problematic intemet us‘e and loneliness is not cl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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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日渐加快，生活压力也在不断增加。人与人之

间的交往越来越少，导致个体的孤独感越来越强。

研究表明，孤独会给人们带来种种消极的情感体验，如沮丧、无助、抑郁、烦躁、

自卑、绝望等，长期或严重的孤独有可能引发某些情绪障碍，降低心理健康水平，进

而导致疾病Ⅲ。强烈的孤独感还与酒精依赖、自杀、犯罪、吸毒等不健康行为密切相关

[2】。同时孤独对人体健康也有很大的危害‘3l。

对于刚刚开始独立生活的大学生，大多数是第一次长期的远离亲人、朋友，独自

一人开始全新的生活，离开了以往所熟悉的社交圈子，重新开始一种完全依靠自己经

营的生活，将要面对他们的是机遇也是挑战。在新的环境中，一方面没有了父母和老

师所带来的约束，他们可以完全自由的展现自己，充分发挥自己的各种特长。但另一

方面，没有了家人和老师时时刻刻的督促和监管，没有了以前一切都为了考试的目标，

也没有了以前支持自己的社会系统，孤独感逐渐呈现出来。已有调查结果表明：常有

孤独感的大学生约占28．6％，少有孤独感的约占31．7％，从未感到孤独感的学生几乎没

尽管不同的人所体验到的孤独感的程度不同，但长期的孤独感给大学生的生活带

来了各种各样的影响，可能影响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情绪状态及其行为表现。孤独感

越强，对生活的满意度会降低，就会影响个体自身所体验到的幸福感，增加个体的抑



郁情绪。同时，很多大学生为了排除这种孤独感，会更倾向于到网络中去寻找情感支

持、使自身的价值感得到满足。因此，对大学生的孤独感特点及其与总体幸福感、抑

郁和网络成瘾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能够对高校心理辅导工作提供一些理论依据。



1．1概念界定8

1 文献综述

孤独是一种在人群中普遍存在的认知和体验，每个人都曾经有过这种体验，它与

独处等客观条件不同，不能简单的用客观因素来预测，社会网络小的个体不一定会感

到孤独，而社会网络大的个体也可能感到孤独。心理学家对孤独的关注开始于20世纪

中叶。近30年来，西方心理学家对孤独开展了广泛且系统的研究。Weiss于1973年发表

了《孤独，一种情绪及社会性孤立体验》一文。受该文的启发，Peplau和他的学生于

70年代后期开始了系统的研究，提出了有关孤独的理论，创制了广为采用的UCLA孤独

量表，并对孤独进行了理论上的析因分析。Perlman认为，孤独感是当个体的社会关系

网与预期的存在较大差距时出现的一种不愉快的情感体验嘀1。Schmit贝JJ认为孤独是由于

个人感受到他所拥有的人际关系与希望的人际关系之间的不一致而导致的阳1。而

Wi l liams强调孤独包含着对亲密人际关系的需要，因而孤独应是一种痛苦体验口3。Rook

认为，不同类型的人际关系和人际情境都可能成为孤独产生的导火索，因而孤独的定

义应是个体被他人疏远、误解或拒绝，或者缺乏亲密的社会同伴，或者缺少获得人际

融合和情感亲密的活动时，体验到的一种持续的令人痛苦的情感∞3。Rook的这一定义由

于涵盖面广而拥有较高的认可度。

Weiss提出，孤独感应包括情感孤独和社会孤独。按Weiss所述，人们之所以感到

孤独首先是因为他们渴望一种归属关系(后来有人将其解释为一种涉及到亲密和安全

的关系，通常指性爱或类婚姻关系)或是因为他们渴望成为朋友或同事中的一员。这

两种孤独现象和行为倾向都被认为是很不一样的。如：婚姻美满的夫妻当迁到新城市



后，尽管双方关系很密切，但依然怀念他们旧时与朋友共度的时光。

尽管对孤独的认识不一而足，但基本上都包括了几个基本特征：(1)孤独是一种

痛苦的体验；(2)孤独是个体的主观认知；(3)孤独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多维系统嘲。

本研究采取了两种对孤独感的定义，一种是Peplau和他的学生对孤独感的定义，

即认为孤独感是当个体社会关系太小或者不能满足他的需要时所产生的情感体验；一

种是Weiss于1973年提出的双模型理论，即孤独感包括情感孤独和社交孤独。

1．2研究现状

1．2．1孤独感的研究现状

现实社会中，很多入感到内心孤独，许多大学生表达了同样的感受，这一问题引

起了研究者的高度关注，很多研究者对孤独感特别是大学生的孤独感进行了广泛而深

入的研究。

西方学者近30多年来对孤独感的研究主要涉及对孤独感的概念和理论的探讨、孤

独感测量工具的编制、孤独感预测指标的测量和影响因素的分析、孤独感应付方式等

内容‘101。

在我国，随着大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

题也更加突出，引起了心理学家的广泛关注。近年来，我国心理学界也开始关注对孤

独感的研究，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尤其是对大学生孤独感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的研

有关孤独感的影响因素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人格、认知、社会网络和背景因素

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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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格变量因素

孤独更多的是个体的主观体验，相同的境遇，不同的人所感受到的孤独感的程度

有极大的差别，这说明孤独感与个体的人格因素是紧密联系的。已有很多研究表明，

人格对孤独感有显著的影响。人格可以影响人们对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状况的

知觉和评价，影响到人们对自身处境的理解，进而影响到人们孤独感的强弱。Peplau

和Perlman认为人格变量通过三种途径来导致个体的孤独感：第一，人格变量可能使

个体成为不被人喜欢的同伴，从而减少个体有益的社会关系：第二，影响个体的交往

行为，使个体难以维持其社会关系；第三，通过影响一个人对社会关系中的实际变化

所做出的反应和个体如何有效地对孤独做出反应和减少孤独n31。由此可以看出，对于

同样的人际情境，有的人可能不会感到孤独或孤独程度较低，而有的人可能会感到孤

独或孤独程度较高；个体人际关系缺失时，有的人会将此视为一种挑战，试图通过发

展新的社会关系来改变现状或学会愉快的独处，而有的人可能更易于感到孤独或持续

感到孤独。因此，人格因素可能是孤独和环境的中介变量，也可能是孤独的直接原因。

孤独与人格的很多方面密切相关。Peplau和Perlman认为“各种研究已经开始在

确认一系列与孤独有密切联系的人格。孤独者更易于羞怯、内向并且社交谨慎”，人际

角色被动，因此孤独者建立和维持满意的人际关系变得困难，从而增加了孤独的可能

m，。Jones等也认为孤独与羞怯、内向和自我意识等人格特质有关n引。并且有研究进一

步表明孤独者有更低的自尊m"Ⅲ81；不具有外倾性n9m01，并且有更多的社交焦虑、抑

郁和神经质陋订乜2¨2引。国内朱智贤主张性情与行为孤僻、自卑感太强、好忧虑又胆怯的

人容易产生孤独感乜41。Stokes等研究发现孤独感与外向性、神经质和自我暴露这三个

人格变量都有显著的相关，且神经质与孤独感相关最为显著乜引。



(2)认知因素

个体对自己所处社会情境和人际关系的感知、理解和评价会影响其所感受到的孤

独感的程度。Perlman通过观察研究发现，孤独的人在人际交往情境中常常不能有效控

制自己的注意，且对自己的情感体验和行为表现过分的关注，在交往过程中对细节过

分敏感，常常歪曲他人的行为和意图瞳61。Frankel的一项实验，要求被试都要和一个陌

生人交谈五分钟，接着让参与者看这个人对他们的评价的录像片(包括积极和消极的

评价)，结果孤独者比非孤独者更加注意并更多回忆起那些消极反馈，因为他们认为他

们的交流比实际上更坏口71。Horowitz等让孤独者为其社交不足和人际缺陷寻找合理的

解释，他们更多认为自己在人际交往中缺乏能力汹1。Perlman和Miceli等用多维度归

因量表对大学生孤独感与归因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孤独感高的大学生经常将社

交成败归因为不可控制的外部因素，如机遇、个人背景等乜9|。

(3)社会支持系统

社会支持是指由个体与亲人、同学、朋友等之间关系而形成的系统。其中，个体

与家庭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已有研究表明，亲子间相互关系融洽、沟通、和谐及关注

的民主型家庭，个体的孤独感得分显著低于冷溅权威型家庭的个体，说明家庭功能

也可影响到个体的孤独感体验口们。家庭的沟通与和谐性能正向预测孤独感，而父母控

制性能负向预测孤独感，说明良好的沟通有利于形成个体的自尊，能缓解个体的孤独

感。徐迎利使用情感一社交孤独量表和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对大学生的孤独感、社会支持

和自信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社会支持与孤独感的各个维度都表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口¨。

(4)人口学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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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社会背景不同，孤独感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与孤独有关的人口学变量主要有：

性别、专业、生源等。很多关于性别对孤独感的影响的研究得出了不一致的结果，有

的研究认为，女性比男性自我报告有更多的孤独感∞2m副，但也有研究没有发现差别b钔。

有研究者指出，研究结果的矛盾可能是由于测量工具的不同、文化的差异以及被试年

龄阶段的不刚351。在学科专业方面，Ozcan对土耳其大学生的孤独感进行研究发现，不

同专业大学生的孤独感不同，其中社会科学专业的大学生孤独感最高啪1。黄海对来自

城市和农村的大学生的孤独感进行比较，发现农村大学生的孤独感显著高于来自城市

的大学生口"。

尽管对孤独的研究很多，也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但是，对孤独感与大学生的

主观幸福感、抑郁和网络成瘾行为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还比较少，还没有系统的研究。

1．2．2孤独感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是衡量其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美国心理学家迪纳

(E．D．Diener)认为，幸福是生命的一种存在方式和生活状态。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SWB)是个体依据自己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作的总体评价与体验，是反

映某一社会中个体生活质量的重要心理学指标。主观幸福感是个体对当前的生活状态

的主观体验，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越高，说明个体的精神状态越好，其心理越健康。而

当个体的孤独感强烈时，可能会使个体感受到更多的负面情绪，使其所感受到的幸福

感降低。因此，个体所感受到的孤独感可能会影响其所感受到的幸福感。在日常观察

中，可以发现孤独的大学生似乎显得更加抑郁、心情烦躁。人的心理健康离不开社会

的支持，一个孤独的人，要保持其心理健康是很困难的。孔维民采用SCL一90和UC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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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量表、状态一特征孤独量表对阜阳师范学院214名大学生进行研究，发现大学生的

心理健康水平和孤独状况存在明显负相关汹3。张翔等采用大学生孤独感结构问卷和

SCL一90症状自评量表对不同性别、科系、年级的大学生的孤独感状况及其与心理健康

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孤独感程度高的大学生其相应的心理健康水平较低口叮。

大学生正处于身体、心理、人格的发展完善阶段，这一阶段的心理健康状况对其

一生都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一直受到研究者们的广泛关注。

但在该领域，学者们主要致力于对青少年消极心理品质和不良情绪的研究和克服，而

对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重视不够。早在1946年第三届国际心理卫生大会就已明确指出，

“幸福感”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之一n01，常能体验到幸福感的人就是一个心理健康

成长的人⋯1。

许多学者认为，主观幸福感主要包括认知评价和情感体验两个成分，前者是个人

根据自己选择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作的总体认知评价，即生活满意度；后者是指生

活中的情感体验，包括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幻。在对主观幸福感现状的研究中，岳颂

华的研究发现，性别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没有差别，这一研究结果与何瑛、严标宾等对

大学生群体的研究结果一致H3¨劓1，但也有对青少年和成人的研究表明，男性的幸福感要

高于女性H朝n们。因此，性别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影响程度是否还受其他因素的干扰，

如年龄、人格、文化、学识水平等，仍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主观幸福感是个体对当前的生活状态的主观体验，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越高，说明

个体的精神状态越好，其心理越健康。而当个体的孤独感强烈时，可能会使个体感受

到更多的负面情绪，使其所感受到的幸福感降低。因此，个体所感受到的孤独感可能

会影响其所感受到的幸福感。但是，有关孤独感和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较少，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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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春等2004年对大学生疏离感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男女大学生的主

观幸福感没有显著差异，主观幸福感和疏离感有显著的负相关H71。国外也有研究发现，

孤独感和生活满意度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H8儿493，也和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相关口们畸¨。

因此，对孤独感与总体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研究，有利于更好的认识孤

独感给大学生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1．2．3孤独感与抑郁的关系

抑郁是情感障碍的一种，包括抑郁心情、负罪感和无价值感、无助与无望感、精

神运动型迟滞、食欲丧失、睡眠障碍等。生活中，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事情，

当遭遇不幸的时候，亲人和朋友的支持能够帮助缓解痛苦，更快的度过那段艰难的日

子。但是，当我们没有获得所需求的充分的理解和支持时，痛苦就会加重，甚至导致

短暂的或长期的焦虑和抑郁心境。因此，孤独感的长期存在会导致各种消极的情绪体

验。根据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学说，大学生正处于人格发展的第六阶段(18—25岁)，

他们最主要的发展任务是获得亲密感、避免孤独感。在这一阶段，如果个体长期感受

到强烈的孤独感，就会体验到更多的焦虑或抑郁的情绪。

许多研究发现，孤独和抑郁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52m3mm朝。在一些研究中，二者的

相关系数甚至高于0．71。我们知道，当人们在感到孤独的同时也常常会感到焦虑和抑

郁嵋町嵋7¨58|，低自我概念(自我概念与焦虑和抑郁有关)的个体可能是没有和他人建立

起满意的关系或没有获得可以间接避免孤独的新的关系瞌射。社交恐惧、忧虑、对公共

场合的胆怯等都会使和别人的交流减少而导致孤独∞们。而当由孤独所引起的抑郁状态

使个体长期处于消极情绪中，可能影响个体人格的发展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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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探讨大学生的孤独感与抑郁之间的关系，有利于进一步了解孤独给大学生

带来的消极影响。

1．2．4孤独感与网络成瘾行为的关系

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的不断普及，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学习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重要组成部分。人们不仅利用互联网来学习、工作和检索信息，并且用网络来娱乐、

消遣和沟通。互联网的使用既改变着人们的工作和学习方式，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

互动模式。除了积极的影响，互联网还给人们带来很多消极的影响。网络成瘾就是其

中最受社会关注的消极影响。

健康的使用互联网是指合理的、有目的的使用互联网而没有认知或行为上的不适。

网络成瘾是一种包含不恰当的思维和病态行为的精神状态。对年轻人来说，网络成瘾

是花费过多的时间在网络上，并在某种程度上会对使用者的身心健康、社交、学业、

工作、婚姻关系和生活的其它方面产生负面影响，上网时感到心理满足和快乐、精神

极度亢奋，下网后就觉得无所适从。Morahan—Martin和Schumacher把网络成瘾定义为

过度的、不能控制的使用互联网，而且对生活产生了严重影响№¨。

显然，网络成瘾的最危险的人群就是学生。Bowker等2001年对网络聊天室人员的

职业进行统计发现，其中学生人数是最多的池1。Young的研究指出，使用网络的最常见

的理由是“寻找性满足和社会支持"刚。在大学生中，e-mail、娱乐是最常见的活动璐41。

已有很多研究对学生的网络成瘾行为进行分析。大多数研究认为，过度使用互联

网和心理健康有关。有关研究所得到的结论是不一致的。Young和Rodgers研究发现网

络成瘾和抑郁之间存在负相关畸1。而Kraut等人认为网络成瘾和抑郁、孤独感之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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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相关的，而与所获得的社会支持呈现负相关∞6|。La Rose等人又对影响抑郁和互联网

使用之间关系的被试的年龄、经历和需求等因素进行了研究№71。Swickert等人认为，

网络成瘾可以增加或减少个体的社会交往，其中人格起调节作用∞副。

孤独感可能伴随着网络使用行为的增加，孤单的个体可能更容易沉迷于网络，因

为在网络中找到同伴的可能性更大，网上社交模式也与现实不同，这使得网络成为调

节由孤独引起的负性情绪的一种方式。在网上，个体可以自由展现其想要表现的方面，

而隐藏其它方面，可以观察别人的交流而别人看不到自己，可以控制交流的时间和程

度。匿名和非面对面的交流可以减少个体的自我意识和社交焦虑。孤单的个体比他人

更愿意使用互联网和e-mail来获得情感支持。孤独的个体在网上社交行为更多，更喜

欢结交网友和使用网络来调节负性情绪，他们对互联网的使用对他们的日常交流产生

了影响。他们认为，在网上比在现实中能更好的表现真实的自我。

而当个体把时间过多地用于上网，就会减少和现实中亲人、朋友的沟通，破坏现

实中的人际关系。互联网把个体与真实的世界相隔离，使个体丧失了归属感和与现实

生活接触的机会。个体把时间更多的用于维护互联网上虚拟的人际关系而忽略了现实

中真实的关系，因此，过度使用互联网可以导致孤独。

Morahan—Martin和Schumacher研究发现，网络成瘾和孤独感之间存在正相关∞9l。

Chou和Hsiao对台湾学生进行研究，发现过多使用网络可能会影响学业，并可能导致

社会疏离感口们。Moody等2001年对网络使用和孤独感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使用情感与

社交孤独量表对孤独感进行测量，让被试自我报告互联网使用情况和朋友的数量(包

括网友和现实中的朋友)，发现现实中朋友多的被试情感和社交孤独的水平低，互联网

使用多伴随着低水平的社交孤独和高水平的情感孤独H¨。这和近来研究认为互联网会



减少社会幸福感一致，尽管互联网常常是人们交流的工具。Carden在2006年对网络聊

天室、生活满意度和孤独感的关系进行研究。在这个研究中，让50个聊天室的使用者

在线回答生活满意度量表、UCLA孤独量表和人口统计学的问题(包括每周在聊天室花

费的时间)，结果发现，在聊天室花费的时间和孤独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而和对生活

的满意度仅仅是弱的或负相关的口引。0zcan对730个大学生网络使用和心理状态之间的

关系进行研究发现，网络成瘾程度和孤独、抑郁存在正相关，而和社会支持呈现负相

在我国，刘加艳对160名大学生的孤独感与网络使用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上网

时间和孤独感显著相关，认为网络使用导致孤独感的增加，感情孤独更易受网络使用

的影响口钔。王滨使用大学生孤独量表和网络成瘾量表对311名大学生进行研究，发现

网络成瘾倾向者比非网络成瘾倾向者更容易形成孤独，大学生的孤独感各因子与网络

成瘾倾向各因子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相关，并且前者对后者具有有效的预测作用盯51。邓

莎莎等对434名本科大学生的上网情况和孤独感水平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网络依赖

性与社会孤独感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而网络依赖性和情感孤独感没有相关性口引。

但是，究竟是网络成瘾行为导致了孤独感还是孤独感导致了网络成瘾行为，还是二

者之间互相制约或受其它因素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的证明。因此，本研究在前人研

究的基础上，对大学生孤独感和网络成瘾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进一步探索。

综合前人的研究可以发现，以前关于孤独感对大学生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方面的研

究都只是对单个方面进行研究，但是孤独感对大学生所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且

这些方面彼此之间也是互相联系的。因此，有必要把这些因素整合起来进行系统的研

究。

12



1．3问题提出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日益进步，交通越来越便利，人们之间的沟通也越来越方

便，无论你身处何方，电话、网络的发展让你可以随时随地的与人进行联系。但是，

人们之间的情感交流却越来越少，孤独感也越来越强。

大学生身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其心理健康水平、自我控制能力应该更好，但事

实上，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大学生中沉迷于网络的人数的比例也高于其

他任何群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情况呢?毫无疑问，孤独感就是影响因素之一。

从发展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大学生正处于成年初期，具有成年初期的许多特点，

如辩证思维的形成、自我同一性的完善、同伴群体的形成、价值体系的稳定等。其中，

同伴群体的形成是大学生人际关系中很重要的内容。目前国内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对孤

独感的概念和理论的探讨、孤独感测量工具的编制、孤独感预测指标的测量和影响因

素的分析、孤独感应付方式等内容上口引，而缺乏对孤独感所产生的消极影响的系统研

究。大学生的孤独感究竟会对大学生产生哪些消极的影响，这是需要研究者关注的一

个方面。因此，本研究从心理健康水平、情感状态和行为表现三个方面来探讨大学生

孤独感所产生的消极影响。

本研究希望通过探讨大学生孤独感和心理健康水平、情感状态和行为之间的关系，

系统考察大学生的孤独感、总体幸福感、抑郁和网络成瘾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增

强对孤独感对大学生发展所产生的消极影响的了解，进一步丰富孤独感的内涵，．为以

后孤独感的研究提供参考。并引起有关部门、高校和家长对大学生孤独感现象的重视，

为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理论基础，为相关部门采取相应的措施提供依据。



1．4研究目的和假设

1．4．1本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大学生孤独感与总体幸福感、抑郁和网络成瘾行为之间的

关系的系统研究，来探讨大学生孤独感可能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情绪状态和行为所

产生的一些消极影响。

1．4．2本研究假设

低。

根据以往研究的结果和上述研究目的，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1)孤独感在性别、年级、学科、生源、是否独生子女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2)孤独感和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相关，孤独感水平越高，总体幸福感得分越

(3)孤独感和抑郁水平有显著的正相关，孤独感水平越高，抑郁的程度越高。

(4)孤独感和网络成瘾行为有显著的正相关，孤独感水平越高，网络成瘾的程度

越高。

(5)孤独感、总体幸福感、抑郁和网络成瘾行为之间都有显著的相关，其中任意

一个变量都可以由另外三个变量来进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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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被试

2研究方法

从河北某高校全日制在校大学生中随机抽取被试，共发放问卷496份，剔除无效

问卷后，回收有效问卷470份，有效回收率为94．8％，其中男生232人，女生238人，

文科生238人，理科生232人，一年级120人，二年级117人，三年级115人，四年

级118人。

表2．1大学生被试统计结果

2．2研究工具

2．2．1人口统计学信息调查

包括被试的性别、年级、学校、专业、生源、是否独生子女等。



2．2．2孤独感的测量

使用两个孤独量表对孤独感进行测量。

(A)UCLA孤独量表(第三版)

基于Peplau等关于孤独感的定义，由Russell等编制n引，包括20个题目，采用4

点计分。是最为成熟、应用最广的孤独量表，该量表评价的是由于对社会交往的渴望

与实际水平的差距而产生的孤独，即一般孤独感，信度Q系数大于0．89，重测信度大

于0．62，有良好的聚合效度，与焦虑、抑郁等都呈正相关，并且研究表明该量表的得

分与各种其它测量指标与理论假设一直相关，如归因模式。另外，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得分越高，表示孤独感愈强；UCLA各种版本已用于数百个有关孤独的研究项目之中，

该量表具有很好的信、效度，适合我国大学生使用。

(B)情感一社会孤独量表(Emotional versus Social Loneliness Scale，ESLS)

该量表是以Weiss(1973)的双模型理论为指导，由Wittenberg于1986年编制的，

分为情感孤独和社交孤独两个分量表，分别测查个体的情感孤独(EL)和社交孤独(SL)，

测得的d系数分别为0．78和O．76，本研究中两个分量表与UCLA孤独量表的相关分别

为0．31和0．39，都达到显著水平。

2．2．3总体幸福感量表(General Well—Being Schedule，GWB)

该量表是为美国国立卫生统计中心制定的一种定式型测查工具，用来评价被试对

幸福的陈述。该量表由25个问题组成，其内容组成6个分量表，从而对幸福感的6个

因子进行评分。这6个因子是：对健康的担心、精力、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忧郁或



愉快的心境、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以及松弛与紧张。总体得分越高，幸福度越高。研

究表明本量表在对心理健康的评定方面效能较好。段建华(1996)对本量表进行了修

订，并用修订后的量表测查了362名大学生，结果表明，重测信度r=O．873，修订后的

总体幸福感量表适合我国大学生使用盯引。

2．2．4 Beck抑郁问卷(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BDI)

该量表由A．T．Beck于1967年修订，将抑郁表述为21个“症状一态度类别”，每个

条目便代表一个类别。其目的是评价抑郁的严重程度。对每个类别的描述分为四级，

按其所显示的症状严重程度排列，从无到极重，级别赋值为0—3分。其内部一致性Q

=O．80啪1，适合我国大学生使用。本量表把“最近一周，包括今天”改为“最近一年”，

根据量表的编制情况，这一改动不会影响量表的信效度，而且更符合实际情况的需要。

2．2．5戴维斯在线认知问卷(Online Cognition Scale，OSC)

该量表包括36个题目，采用7点计分方式。根据加拿大York大学Davis的认知一行为

模型编制，国外已有研究者将该量表作为诊断工具用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研究∞¨阳21，

并表明0CS在青少年中有较好的适用性。该量表包括孤独／抑郁、社交安慰、冲动控制

减弱和转移注意力4个维度。本研究使用宋瑁、杨凤池(2007)修订的中文版的戴维斯

在线认问卷，已有研究表明该问卷中文版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37，重测信度为0．905；可以作为一种较好的网络成瘾程度评价工具在我国大学生

中使用‘8羽。



2．3程序

本研究采用团体施测的方法进行，由心理学专业高年级本科生担任主试。施测前，

先由主试向被试说明本次调查的意义和目的，强调注意事项，打消被试疑虑，鼓励被

试认真作答，宣读指导语：“以下问卷只是用于对大学生心理状况的一个简单调查，答

案无正误、好坏之分，请按照您的真实情况来描述您自己。您的回答绝对不会向外泄

漏，因此您完全不必要有这方面的顾虑。请您注意要保证每个问题都做了回答，且只

选一个答案。谢谢您的合作!"，然后学生开始回答问卷，一天后回收问卷。

2。4数据处理

使用SPSSl3．0对问卷调查的结果进行分析，所采用的统计方法有t检验、相关分

析、多因素方差分析、多重比较和多元回归分析分析。



3结果

3．1大学生孤独感、总体幸福感、抑郁和网络成瘾行为的现状

3．1．1大学生孤独感现状调查结果

为了解大学生的孤独感的现状，依据UCLA孤独感量表的得分(总分为20一80分之

间)划分为三组，即低孤独组、中等孤独组和高孤独组，并分别统计三组的人数和百

分比情况。

表3．1大学生孤独感程度(n=470)

型￡丛(=筮班独2 1鱼2(2垒：Z丝) 22墨(§2：2丝2 2(2：!丝2

如表3．1所示，得分在40分以上的个体超过三分之二，其中严重孤独的大学生占

总人数的2．1％，这些说明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感到了孤独感的痛苦。

对UCLA孤独量表和感情与社交孤独量表的总分和两个分量表得分进行相关分析，

结果如下：

表3．2 UCLA孤独量表与感情一社交孤独量各个分量表之间的相关分析

注：术p<O．05 木术p<O．01木术木p<O．001(下同)

从表中可以看出，UCLA孤独量表与情感社会孤独量表中的情感孤独和社会孤独两

个分量表的相关系数分别为r=O．314513r=0．392，都达到了非常显著水平(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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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两个孤独感量表所测量的孤独感是基本一致的。

对大学生按年级、专业、性别、生源、是否独生子女等项指标分类，分别统计他

们在两个孤独感量表上的得分，并对专业、性别、生源和是否独生子女维度的孤独感

得分进行了t检验，具体情况如下；

表3．3一般孤独、情绪孤独及社交孤独在个体背景因素中的差异分析(t)

注：表中没有显著差异的变量间的t值未列出

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表明，大学生的一般孤独感存在性别、生源的显著差异

(p<O．05)，男生比女生的一般孤独感更强，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比城市大学生的一般孤

独感更强。在情感孤独方面存在非常显著的性别差异(p<O．01)，男生的情感孤独的程

度比女生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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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学生的情感一社交孤独量表的情感孤独和社交孤独进行配对t检验(t=3．144，

p<O．01)，结果表明大学生的情感孤独显著高于社交孤独。

表3．4各人口学变量对大学生孤独感状况(UCLA)影响的方差分析表

表3．5 各人口学变量对大学生孤独感状况(ESLS)影响的方差分析表

对各个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孤独感的影响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发现性别、独生子

女、性别一独生子女的交互作用对UCLA孤独量表所测得的孤独感的影响都达到显著水

平，专业一独生子女的交互作用对UCLA孤独量表所测得的孤独感的影响边缘显著。年

级一专业的交互作用、年级一性别的交互作用、年级一专业一独生子女的三重交互作用对

ESLS所测得的孤独感的影响达到显著水平。两种孤独量表所测得的结果是不完全一致

的。年级、年级一性别的交互作用、年级一专业一生源的交互作用、年级一专业一独生子女

的交互作用对ESLS所测得的情感孤独的影响达到显著水平，对年级因素进行多重比较

发现，二年级的情感孤独水平显著高于三、四年级。年级一专业的交互作用对ESLS所

测得的社会孤独的影响达到显著水平。



3．1．2大学生总体幸福感状况

对各个维度的总体幸福感量表的得分进行了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见下表：

表3．6 各人口学变量对大学生总体幸福感状况影响的方差分析表

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性别、年级一性别的交互作用、性别一独生子女的交互作用

显著。

并对专业、性别、生源和是否独生子等维度的总体幸福感量表的得分进行了t检

验，结果见下表：

表3．7大学生总体幸福感状况(t)

从表3．7的t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大学生的总体幸福感得分存在显著的专业差

异和更显著的性别差异。理科生的总体幸福感得分比文科生要高，女生的总体幸福感



得分比男生要高。

3．1．3大学生抑郁状况

对各个维度的贝克抑郁量表的得分进行了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下：

表3．8各因素对大学生抑郁状况影响的方差分析

旦￡ 鳖 E ￡ 皇后比较

年级 3 444．232 5．046 0．002** 二、三>一、四

性另0 1 1332．382 15．134 0．000水水母

年级木性别 3 809．250 9．192 O．000木木木

专业木生源 1 395．442 4．492 0．035*

结果表明，年级、性别、年级一眭别的交互作用、专业一生源的交互作用对抑郁状

态的得分有显著影响，对年级因素进行多重比较发现，二、三年级的抑郁状态得分明

显高于一年级和四年级。

并对专业、性别、生源和是否独生子等维度的抑郁得分进行了t检验，结果见下

表：

表3．9大学生的抑郁状况(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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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状态的得分只有性别差异达到了极其显著的水平，男生的抑郁程度显著高于

女生。

3．1。4大学生网络成瘾行为状况

对各个维度的网络成瘾的得分进行了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下：

表3．10各因素对大学生网络成瘾状况影响的方差分析

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性别和年级一专业的交互作用对网络成瘾的程度都有显著的

影响。

并对专业、性别、生源和是否独生子等维度的网络成瘾程度进行了t检验，t检验

结果见下表：

表3．11大学生网络成瘾状况(t)



从单样本t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大学生的网络成瘾程度存在极其显著的性别差异，

男生的网络成瘾程度比女生更高。对戴维斯在线认知量表的四个维度分别进行比较，

可以看出，社会安慰和转移注意力维度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孤独／抑郁和冲动控制减

弱两个维度的得分存在极其显著的性别差异，且男生在这个四个维度上的得分都比女

生要高，尤其是在孤独／抑郁和冲动控制减弱这两个维度。

3．2大学生孤独感与总体幸福感的关系

表3．12大学生孤独感与总体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对UCLA孤独量表所测得的一般孤独感和总体幸福感得分作的相关分析表明，一般

孤独感和总体幸福感有极其显著的负相关(r一0．229，p<O．001)。用情感一社会孤独量

表的情感孤独和社会孤独得分分别和总体幸福感得分进行相关分析，发现情感孤独、

社会孤独与总体幸福感都存在显著的负相关，社会孤独与总体幸福感的相关更为显著。

3．3大学生孤独感与抑郁的关系

大学生正处于青春发育的中、后期，人生观、价值观乃至人格的各个方面，都日

臻形成并趋于稳定，心理发展迅速走向成熟而又未完全成熟。大学生的孤独感会使个

体处于抑郁的情绪状态，长期抑郁的情绪状态会影响其人格的发展与完善。对大学生

的孤独感和抑郁得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下表：



表3．13孤独感与抑郁的相关分析

对大学生的孤独感和抑郁得分作的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UCLA孤独感和BDI的得

分的相关(r=O，386，p<O．001)极其显著。情感孤独和社会孤独两个分量表和抑郁的

得分也都存在显著相关(r=O．1 18，p<O．05：r=0。249，p<O．001)，社会孤独和抑郁的相关

高于情感孤独。

3．4大学生孤独感与网络成瘾行为的关系

表3．14孤独感和戴维斯在线认知量表的相关分析

对孤独感和在线认知量表总分作的相关分析表明，UCLA量表、ESLS所测得孤独感

和网络成瘾程度有显著的正相关(r=0．192，r=O．189，r=O．184，r=O．117)。

对孤独感各个量表分数与戴维斯在线认知量表各个维度得分进行相关分析，可

以看出，所有孤独感量表和戴维斯在线认知量表的孤独／抑郁维度的相关都是最高的。．

这表明戴维斯在线认知量表的孤独／抑郁维度和孤独感是显著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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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大学生孤独感、总体幸福感、抑郁、网络成瘾行为的相关分析和多元

回归分析

对孤独感、总体幸福感、抑郁和网络成瘾行为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如下：

表3．15孤独感、总体幸福感、抑郁和网络成瘾的相关分析

从表3．15我们可以看出，任意两个量表之间都存在显著的相关，其中孤独感和总

体幸福感、抑郁与总体幸福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其余为正相关。

分别以孤独感、总体幸福感、抑郁和网络成瘾行为为因变量，另外三个变量为自

变量，采用多元回归分析的完全进入法，得到如下结果：

表3．16孤独感、总体幸福感、抑郁和网络成瘾的多元回归分析

再分别以孤独感、总体幸福感、抑郁和网络成瘾行为为因变量，另外三个变量为

自变量，采用多元回归分析的逐步回归法，得到如下结果：



表3．17孤独感、总体幸福感、抑郁和网络成瘾的逐步回归分析

Beta T P R2change

UCLA孤独量总体幸福感量表(x。) 一0．104 —2．293 0．022 0．149

表(y。) Beck抑郁量表(x：)0．348 7．662 0．000 0．009

总体幸福感 UCLA孤独量表(XI) ‘一0．096。一2．060’0．040 0．008

量表(Y。) Beck抑郁量表(x。) 一0．291 —6．128 0．000 0．126

在线认知量表(X。) 一0．108 —2．418 0．016 0．013

Beck抑郁量 UCLA孤独量表(x。)0．295 7．085 0．000 0．149

表(Y。) 总体幸福感量表(X。) 一0．256 —6．128 0．000 0．076

在线认知量表(x。)0。166 3。998 0。000 0。024

在线认知量 Beck抑郁量表(X。)0．231 4．885 0．000 0．076

表(y。) 总体幸福感量表(X：) 一0．124 —2．621 0．009 0．013

以孤独感为因变量(Y。)，总体幸福感得分(x。)和Beck抑郁量表得分(xz)为自变量

可以得到如下回归方程：

y1=45．590—0．054x。+O．285x2

以总体幸福感为因变量(y：)，UCLA孤独量表得分(x。)、Beck抑郁量表得分(xz)和

在线认知量表得分(x。)为自变量可以得到如下回归方程：

y2=130．851—0．186xl-O．464x2—0．059x3

以Beck抑郁量表得分为因变量(y。)，UCLA孤独量表得分(x。)、总体幸福感量表得

分(x。)和在线认知量表得分(x。)为自变量可以得到如下回归方程：

y3=6．990+0．360xI一0．1 6 1 x2+O．1 66x3

以在线认知量表得分为因变量(y。)，Beck抑郁量表得分(x。)和总体幸福感量表得

分(x。)为自变量可以得到如下回归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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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多元回归分析可以看出，大学生的总体幸福感受孤独感、抑郁和网络成

瘾行为的影响，抑郁受孤独感、总体幸福感、抑郁和网络成瘾行为的影响。但是，只

有总体幸福感和抑郁对孤独感的影响是显著的，而网络成瘾行为对孤独感的影响却没

‘有达到显著水平，同样，也只有总体幸福感和抑郁对网络成瘾行为的影响是显著的，

而孤独感对网络成瘾行为的影响也没有达到显著水平。这一结果与相关分析的结果不

太一致，这表明，孤独感和网络成瘾之间虽然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可能

受其它因素的影响。但具体受哪些因素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证实。



4分析与讨论

4．1大学生孤独感、总体幸福感、抑郁和网络成瘾行为的现状分析

4．I．1大学生孤独感现状分析

对大学生孤独感的现状进行分析发现，得分在40分以上的个体超过三分之二，其

中严重孤独的大学生占总人数的2．1％，这些说明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感到了孤独

感的痛苦，这与黄海的研究结果相似，骆光林等也得出类似结论：83．9％的大学生偶尔

或经常感到孤独陋4¨8射。这一现象表明，大学生中的孤独感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这可能

是由于，大多数大学生都是刚离家开始自己独立生活，他们需要建立起自己的人际关

系，需要体验友情和爱情的实现，但由于现实生活的种种原因，这种需要没有得到满

足，因此，便会体验到孤独的感觉。

对不同专业、性别、生源、是否独生子女等的孤独感进行比较，发现大学生的一

般孤独感存在性别、生源的显著差异，男生比女生的一般孤独感更强，来自农村的大

学生比城市大学生的一般孤独感更强。在情感孤独方面存在非常显著的性别差异

(p<O．01)，男生的情感孤独的程度比女生更高。男生的孤独感比女生高，这可能一方

面是由于男生自身生理条件的限制，男生在快速建立自己的人际关系方面不如女生，

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男生所承担的社会角色所决定的，与女生相比，男生更应该是

社会的强者，能够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和生活压力，而不能表露过多的感情，因此男

生可能较少与家人、同学之间进行情感上的交流，导致其孤独感尤其是情感孤独更强。

而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其孤独感高于来自城市的大学生，这可能更多是由于当今日益突

出的城乡差距造成的，农村生活水平低，村民的一般文化素质较低，相当程度上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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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农村大学生较强的自卑感，再加上生活卫生习惯的不同使农村学生经常封闭自己，

不敢主动去与人沟通，导致了较高的孤独感。

对大学生的情感一社交孤独量表的情感孤独和社交孤独进行了比较，发现大学生的

情感孤独显著高于社交孤独。这说明，从总体上来看，大学生最缺少的不是沟通的技

巧，而是亲人、朋友的情感支持。

各个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孤独感的影响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发现性别、独生子女对

UCLA孤独量表所测得的孤独感的影响都达到显著水平，说明在所测的和孤独感有关的

几个因素中，性别对孤独感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是否独生子女这一因素。另外，

年级对ESLS所测得的情感孤独的影响最为显著，对年级因素进行多重比较发现，二年

级的情感孤独最高，显著高于三、四年级，也高于大一学生。这可能是由于进入二年

级，和大一相比，刚迸大学时的新奇、兴奋的感觉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对友谊、

对爱情的渴望，但是现实中这种关系还没有建立起来，而大三学生已经开始建立起自

己的社交圈子，有亲密的朋友或恋人，大四学生则把重点放在工作或深造上面，对人

际关系的渴望则退居次要的位置。

进一步分析发现，大学生的孤独感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社会接触偏少和人际

关系不良，缺乏满意的友情；二是有没情感寄托，根据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的八阶段

理论，大学生正处于成年初期，应该是追求爱情、建立亲密关系的时期。如果没有找

到这种关系，便会体验到孤独感。男生的孤独感高于女生可能是由于男生所扮演的社

会角色不同，情感交流方式与女生不同等心理因素所引起的。因此，男生应该主动学

习人际交往的能力，鼓励异性学生之间进行正常的交往、互相学习。另外，由于经济、

信息和卫生条件方面的差距，使得农村大学生的孤独感高于城市大学生。对于农村大



学生应该对自己给予足够的自信，积极的看待这种差距，并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一

定可以缩小这种差距。

4．1．2大学生总体幸福感状况分析

对各个因素对总体幸福感量表的得分的影响进行的多因素方差分析表明，性别对

它的影响最为显著。这表明，在这几个因素中，总体幸福感受性别的影响最大。对专

业、性别、生源和是否独生子等维度的总体幸福感量表的得分进行了t检验，结果表

明大学生的总体幸福感得分存在显著的专业差异和更显著的性别差异。理科生的总体

幸福感得分比文科生要高，女生的总体幸福感得分比男生要高，这一结果与方差分析

的结果一致。理科生的总体幸福感高于文科生，其原因可能包括：第一，在当今社会

条件下，理科生的就业情况要好于文科生；第二，文科生可能对情感诉求条件的要求

比理科生要高。而女生的总体幸福感高于男生，这与以往研究的结果不一致，以往研

究认为，幸福感不存在性别差异删Ⅲ¨嬲1或者男生高于女生汹瑚1，这也进一步证明，性别

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影响程度还受其他因素的干扰，如年龄、人格、文化、学识水

平等。

4．1．3大学生抑郁状况分析

对各个维度的贝克抑郁量表的得分进行了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年级、性

别、年级一性别的交互作用、专业一生源的交互作用对抑郁状态的得分有显著影响。这

说明，大学生的抑郁状况主要受年级和性别的影响，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阳¨。

此外，对专业、性别、生源和是否独生子等维度的抑郁得分进行了t检验，结果

发现抑郁状态的得分只有性别差异达到了极其显著的水平，男生的抑郁程度显著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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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而我国已有研究却得出与此相反的结果∞21。

4．1．4大学生网络成瘾行为状况分析

对各个因素对网络成瘾的影响进行的多因素方差分析表明，性别和年级一专业的交

互作用对网络成瘾的程度都有显著的影响。单样本t检验的结果也表明，大学生的网

络成瘾程度存在极其显著的性别差异，男生的网络成瘾程度高于女生，且对网络成瘾

的各个维度的影响也都达到显著水平，这一研究结果与以往研究一致，这可能是由于

社会对不同性别大学生所提出的要求不同，对不同性别角色的期望不同所造成的，同

时，也受不同性别的不同心理所影响，男生更倾向于在网络中寻找刺激、发泄欲望以

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感。男生比女生对科技更感兴趣，对网络也更着迷旧副。

Morahan—Martin和Schumacher也认为男生网络成瘾的比率更高∞引。

Ozcan对土耳其的730名大学生的网络成瘾程度使用戴维斯在线认知问卷进行研

究发现，社会科学的学生的孤独感是最高的阳引，在本研究中虽然文科生得分比理科生

要高，但并没有达到显著水平。

对戴维斯在线认知量表的四个维度分别进行比较，可以看出，社会安慰和转移注

意力维度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孤独／抑郁和冲动控制减弱两个维度的得分存在极其显

著的性别差异，且男生在这个四个维度上的得分都比女生要高，尤其是在孤独／抑郁和

冲动控制减弱这两个维度，这个结果与Ozcan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呻引。但Davis的研

究发现，男性的OCS量表得分的总分和各个分量表分(除了孤独／抑郁分量表)都比女

性要耐971，这与本研究的结论不太一致。已有的很多研究也表明，网络成瘾和孤独／抑

郁是正相关的，男性更容易网络成瘾。因此，本研究结果与以往研究是一致的。对社



会安慰维度的研究更为复杂，Davis的研究认为孤独的个体更倾向于使用网络来获取社

会支持，孤独的个体对社会拒绝更敏感，使用网络可以避免被拒绝。研究结果也可以

看出，社会安慰维度得分高，网络成瘾程度高，这也说明社会安慰对网络成瘾的影响

是重要的。但事实上，大学生正处于成年初期，刚刚离开家人的经历对网络成瘾行为

是有影响的。在成长发展时期，缺乏社会支持很可能使他们转向网络来寻找社会支持，

最后导致网络成瘾。

4．2大学生孤独感与总体幸福感的关系分析

“幸福感”是评价心理健康状况的标志之一，近几年来，大学生的心理问题越来越

严重，已经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但对幸福感和孤独感之间的关系还缺乏足够的认识。

对大多数大学生来说，进入大学都是第一次长期的离开家人、朋友，独自一人在陌生

的环境中开始全新的生活，第一次开始有较长的可供自己支配的时间。但是，如果没

有找到自己亲密的社会同伴、缺少人际融合和情感亲密的活动时，便会体验到强烈的

孤独感。长期的孤独感会让体验到更多的消极的情感，从而影响个体的幸福感，进而

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

本研究结果验证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孤独感和总体幸福感有极其显著的负相关。

孤独感影响个体的幸福感，孤独感越高，个体所体验到的幸福感越低。个体的主观幸

福感是其心理健康水平的衡量标准之一，因此，可以认为，孤独感影响大学生的心理

健康水平。孤独感越高，其心理健康水平越低，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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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大学生孤独感与抑郁的关系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大学生的孤独感和抑郁之间存在极其显著的正相关，孤独感

得分越高，个体的抑郁程度越高，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阳钔n00¨10帅021。当大学生

由于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建立起满意的人际关系时便会体验到强烈的孤独感，没有满意

的人际关系便会导致在必要的时候得不到适当的情感支持，他们挫败或者焦虑的情感

得不到宣泄和释放，便可能进一步发展成为抑郁。大学生正处于人格的发展完善阶段，

而长期处于抑郁等不良情绪状态会导致人格向消极的方向发展，严重的甚至会影响个

体一生的发展。

4．4大学生孤独感与网络成瘾行为的关系分析

对孤独感和在线认知量表总分作的相关分析表明，UCLA量表、ESLS所测得孤独感

和网络成瘾程度有显著的正相关。这表明，孤独感高的个体比他人更愿意使用网络来

获得情感支持。孤独的个体在网上社交行为更多，更喜欢结交网友和使用网络来调节

负性情绪，更容易沉浸在网上虚拟的世界中。对大学生来说，网络很多时候仅仅是摆

脱孤独的工具，网络可以带给大学生现实生活中没有得到的社会支持，网上各种各样

的娱乐活动可以帮助大学生暂时忘记孤独。

对孤独感各个量表得分与戴维斯在线认知量表各个维度得分进行相关分析，可

以看出，所有孤独感量表和戴维斯在线认知量表的孤独／抑郁维度的相关都是最高的。

这表明戴维斯在线认知量表的孤独／抑郁维度和孤独感是显著相关的。

Kraut的研究发现，网络使用和孤独感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n叫。Morahan-Martin

和Schumacher发现网络成瘾和孤独感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n叫1。Hamburger和



Ben—Artzi认为，网络成瘾不会增DN删．cb,感但是孤独感可以导致网络成瘾n051。Caplan

也发现和网络成瘾关系最密切的心理因素就是孤独感，并且指出孤独感和网络成瘾是

正相关的。这说明本研究的结果和以往研究的结果是一致的n063。但是，邓莎莎等对434

名本科大学生的上网情况和孤独感水平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网络依赖性与社会孤独

感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而网络依赖性和情感孤独感没有相关性n071。这和本研究的结

论并不完全一致。

4．5大学生孤独感、总体幸福感、抑郁、网络成瘾行为的相互关系分析

对孤独感、总体幸福感、抑郁和网络成瘾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

任意两个变量之间都存在极其显著的相关，其中孤独感和总体幸福感、抑郁与总体幸

福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其余为正相关，这与我们的假设是一致的，表明这几个变量

之间是紧密联系的。

另外，随着0$C得分的增高，抑郁得分也随之增高。已有很多研究发现网络成瘾和

抑郁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n删n咧n103，这一研究结果与已往研究结果相似，都强调网络

成瘾和抑郁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

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也进一步证实了这四者之间是互相影响的。大学生的总体幸

福感受孤独感、抑郁和网络成瘾行为的影响，抑郁受孤独感、总体幸福感、抑郁和网

络成瘾行为的影响。但是，只有总体幸福感和抑郁对孤独感的影响是显著的，而网络

成瘾行为对孤独感的影响却没有达到显著水平，同样，也只有总体幸福感和抑郁对网

络成瘾行为的影响是显著的，而孤独感对网络成瘾行为的影响也没有达到显著水平。

以往研究对究竟是孤独导致网络成瘾还是网络成瘾导致孤独这一问题存在争议，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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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多元回归分析发现，在多种因素的回归模型中，孤独感和网络成瘾之间的关系变

得不那么显著了，这可能意味着，孤独感和网络成瘾之间的关系可能受其它因素的影

响。究竟受哪些因素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给予证实。

4．6本研究的局限性

本研究还只是对孤独感对大学生所产生的消极影响的一个初步探讨，考察的也是

几个比较常见的方面，其它如对自尊、人际交往和学业的影响并没有涉及。调查的被

试也只限于一个学校，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对多个学校的大学生进行调查。

另外，本研究只是对孤独感与总体幸福感、抑郁和网络成瘾行为的关系进行了相

关研究，还不能确定这四者之间究竟哪个是因、哪个是果，还是互为因果关系。

对影响网络成瘾的因素的研究中，没有考虑社会支持对网络成瘾的影响。已有研

究表明，社会支持和网络成瘾有显著的负相关，即当个体所获得的社会支持越高时，

其网络成瘾的可能性就越小。

基于这些局限性，对孤独感对心理健康、情绪状态和成瘾行为的影响还需要进一

步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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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结论

5结论与建议

(1)大学生的一般孤独感存在性别(t=2．111，p(O．05)、生源方面的显著差异

(t=-2．047，p<O．05)，男生比女生的一般孤独感更强，农村大学生比城市大学生的一般

孤独感更强。在情感孤独方面存在非常显著的性别差异(t=2．720，p<O．01)，男生的情

感孤独程度比女生高。在社交孤独方面，存在非常显著的生源差异(t=一3．337，p<O．01)，

农村大学生有更强的社交孤独感。大学生的情感孤独显著高于社交孤独(t=3．144，

p<O．01)。

(2)大学生的总体幸福感得分存在显著的专业差异(t一2．542，p<O．05)和非常显

著的性别差异(t=一3．1 1 1，p<O．01)。理科生的总体幸福感得分比文科生要高，女生的总

体幸福感得分比男生要高。孤独感和总体幸福感存在极其显著的负相关

(3)大学生的抑郁状态存在极其显著的性别差异(t=4．322，p<O．001)，男生的抑

郁程度高于女生。大学生的孤独感和抑郁程度成极其显著的正相关

(4)大学生的网络成瘾程度存在极其显著的性别差异(t=4。049，p<O．001)，男生

的网络成瘾程度比女生更高。大学生的孤独感和网络成瘾程度有非常显著的正相关

(5)大学生的孤独感、总体幸福感、抑郁状态与网络成瘾程度之间是互相影响的，

每一个变量都可以由另外三个变量来预测。但是孤独感和网络成瘾行为之间的关系可



能受其它因素的调节。

5．2建议

以往很多研究都表明，孤独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心理体验。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

的社会群体，正处于生理、心理和人格的发展完善阶段，建立和维持与他人满意的人

际关系是大学生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他们在积蓄知识的同时，也非常期望能被社会

或他人接纳与认可，渴望和谐友好的人际关系，然而由于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原因，这

些需求常常难以满足，因而与其它年龄阶段的人相比，孤独表现得尤为强烈。长期的

孤独会对个体的身心健康产生严重的影响，正如本研究所得到的结果一样，会影响个

体的主观幸福感，影响其长时间的情绪状态，甚至还会引起行为上的改变。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分别对大学生个人、学校和家庭提出如下建议：

(1)大学生应该注重提高其自身能力和心理素质

首先，大学生应该主动提高自己的入际交往能力。本研究结果表明，孤独感与抑

郁状态有显著的相关。如果没有亲人、朋友的支持，就会使自己产生强烈的孤独，而

长期的孤独感会导致焦虑、抑郁等情绪状态，对自己的人格完善产生消极的影响。大

学生应该意识到孤独感的严重性，积极学习人际交往的技巧，主动和同学进行学习、

生活或情感方面的沟通和交流，学会用正确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学会倾听，学

会换位思考，在日常生活中锻炼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的高低是先天和

后天共同作用的结果，不管你自身的人际交往能力高低，通过学习都能够有所提高。

尤其对男生来说，更应该主动与人进行情感方面的沟通，通过与人交谈等方式及时使

自己的不良情绪得以释放，这能够有效缓解心理压力、减少孤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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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大学生应该保持积极的心态。不管自己的先天条件如何，都要相信自己。

经常给自己以积极的心理暗示，只要我认真去做，就一定能够做好。正确地看待自己，

了解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尤其是来自农村的大学生，由于农村客观条件的限制，见识

的东西比较少，生活习惯会有一些不同，害怕与别人交流，怕被别人看不起。但是，’

要看到，在艰苦的环境中也取得了和城市孩子一样的成绩，一起走进大学，就说明自

己一点儿都不差。只要自己努力去做，就一定能够取得好成绩。

第三，大学生应该主动培养自己广泛的兴趣爱好。一个爱好广泛的人，在生活中

是很少会觉得孤独的。在大学校园中，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如学习活动、科研学术

活动、社会活动、体育活动、文娱活动、社会实践活动等，这些活动为大学生获取知

识、提高本领、增强才干提供了良好条件，也为培养大学生的各种兴趣奠定了基础。

在兴趣爱好相同的学生自愿组织起来的活动团体中，学生之间更容易进行交流，学生

也更容易融入到这个团体，有利于学生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全面发展。

(2)学校应该采取多种措施，帮助学生走出孤独感

首先，学校应采取多种措施减少学生的孤独感。①应该尽量组织丰富多彩的集体活

动，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到集体活动中来。加强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之间的沟通和

交流，创造一个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校园氛围。②应加强针对孤独感的教育活动和

心理调控。学校可以通过举办孤独感方面的专题讲座、组织团体活动等形式，指导大

学生如何正确的面对和处理自身所存在的孤独感，通过一些社交技能的训练教会学生

如何与他人相处。③增加对大二学生心理的关注：可以通过开展高低年级之间的交流

活动，请高年级的同学帮助大二学生解答其所遇到的心理问题，帮助大二学生树立正

确的生活目标。



其次，建立完善的心理咨询体系。对大学生进行定期的心理测查，建立心理档案，

及时发现学生中所存在的心理问题。对学生中孤独感严重的个体进行单独辅导，帮助

其分析原因、走出困境。定期举办以提高人际交往能力为目的团体活动，鼓励学生积

极主动的学习人际交往方面的技巧，锻炼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发现网络成瘾比较严

重的学生，不能单纯的把它归结为学生的不务正业、不求上进，也不能单纯的采用强

制的办法禁止学生接触网络，要帮助学生认真分析导致这种行为的心理问题，加强与

学生之间的情感沟通，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行为习惯。

最后，学校应该重视农村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农村大学生一方面可能由于家庭经

济背景的影响，经济困难带来心理压力。另一方面，城市与农村生活习惯的不同和农

村的信息、设施方面的相对不足，使得很多农村大学生产生一些心理上的自卑感，使

得他们不敢主动与同学交流，怕被同学嘲笑。这种心理导致其孤独感高于城市大学生，

长期下去会影响农村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学校应该对此加以重视，采取相应的措

施帮助农村大学生树立自信心，走出孤独。在此期间，老师应该给予学生必要的关注，

主动与其谈心，了解其内心的真实感受，帮助其正确看待当前的状况，并加以正确的

引导，给自己的人生树立一个切合实际的目标。

(3)家长应该加强与孩子之间的沟通

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除了遗传的作用，父母的言行举止还会对孩子

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是长期存在的。因此，父母应该有意识地提高自

己的自身修养，形成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和教育观。同时，父母还应该努力营造民

主、平等的家庭氛围，培养孩子独立自主的意识，尊重孩子的个人意愿，不把自己的

想法强加给孩子，对子女的教育方式应该是沟通而不是强制或溺爱，要让子女在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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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获得安全感和幸福感，从而避免孤独感。尤其是一些农村的家长，只是尽力的提供

给孩子足够的物质支持，而很少或没有感情上的支持，这对孩子的发展极为不利，应

该加强与孩子情感上的沟通。对网络成瘾的孩子的家长来说，家长不能一味的责怪孩

子，而应该从多方面了解导致孩子网络成瘾的原因，多与孩子进行交流，给孩子以情

感上的支持，帮助孩子学会控制自己的不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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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有关调查问卷

编号—— 年级—— 专业——
性别—— 生源(农村、城市) 独生子女(是、否)

指导语：以下问卷只是用于对大学生心理状况的一个简单调查，答案无正误、好坏之分，请按照

您的真实情况来描述您自己。您的回答绝对不会向外泄漏，因此您完全不必要有这方面的顾虑。

请您注意要保证每个问题都做了回答，且只选一个答案。谢谢您的合作!

总体幸福感量表

1．你的总体感觉怎样(在过去的一个月里)?

好极了 精神很好精神不错 精神时好时坏 精神不好 精神很不好

l 2 3 4 5 6

2．你是否为自己的神经质或“神经病”感到烦恼(在过去的一个月里)?

极端烦恼 相当烦恼 有些烦恼 很少烦恼 一点也不烦恼

1 2 3 4 5

3．你是否一直牢牢地控制着自己的行为、思维、情感或感觉(在过去的一个月里)?

绝对的大部分是的一般来说是的控制得不太好有些混乱非常混乱

l 2 3 4 5 6

4．你是否由于悲哀、失去信心、失望或有许多麻烦而怀疑没有任何事情值得去做(在过去的一

个月里)?

极端怀疑 非常怀疑 相当怀疑 有些怀疑 略微怀疑 一点也不怀疑

l 2 3 4 5 6

5．你是否正在受到或曾经受到任何约束、刺激或压力(在过去的一个月里)?

相当多 不少 有些 不多 没有

1 2 3 4 5

6．你的生活是否幸福、满足或愉快(在过去的一个月里)?

非常幸福 相当幸福 满足 略有些不满足 非常不满足

l 2 3 4 5

7．你是否有理由怀疑自己曾经失去理智、或对行为、谈话、思维或记忆失去控制(在过去的一

个月里)?



一点也没有只有一点点有些，不严重有些，相当严重 是的，非常严重

1 2 3 4 5

8．你是否感到焦虑、担心或不安(在过去的一个月里)?

极端严重 非常严重 相当严重 有些 很少 无

． 1
．

2 3 4 5 6

9．你睡醒之后是否感到头脑清晰和精力充沛(在过去的～个月里)?

天天如此 几乎天天 相当频繁 不多 很少 无

1 2 3 4 5 6

lO．你是否因为疾病、身体的不适、疼痛或对患病的恐惧而烦恼(在过去的一个月里)?

一

所有的时间 大部分时间 很多时间 有时 偶尔 无

l 2 3 4 5 6

11．你每天的生活中是否充满了让你感兴趣的事情(在过去的一个月里)?

所有的时间 大部分时间 很多时间 有时 偶尔 无

l 2 3 4 5 6

12．你是否感到沮丧和忧郁(在过去的一个月里)?

所有的时间 大部分时间 很多时间 有时 偶尔 无

1 2 3 4 5 6

13．你是否情绪稳定并能把握住自己(在过去的一个月里)?

所有的时间 大部分时间 很多时间 有时 偶尔 无

1 2 3 4 5 6

14。你是否感到疲劳、过累、无力或精疲力竭(在过去的～个月里)?

所有的时间 大部分时间 很多时间 有时 偶尔 无

1 2 3 4 5 6

15．你对自己健康关心或担忧的程度如何(在过去的一个月里)?

不关心0 1 2 3 4 5 6 7 8 9 lO非常关心

16．你感到放松或紧张的程度如何(在过去的一个月里)?

松弛0 1．2 3 4 5 6 7 8 9． i0紧张

17．你感觉自己的精力、精神和活力如何(在过去的一个月里)?

无精打采0 l 2 3 4 5 6 7 8 9 lO精力充沛

18．你忧郁或快乐的程度如何(在过去的一个月里)?

非常忧郁0 l 2 3 4 5 6 7 8 g lO非常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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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你是否由于严重的性格、情感、行为或精神问题而感到需要帮助(在过去的～年里)?

是的，曾寻求帮助是的，但未寻找帮助有严重的问题几乎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

1 2 3 4 5

20．你是否曾感到将要精神崩溃或接近于精神崩溃?

是的，在过去的一年里 是的，在一年以前 无

1 2 3

21．你是否曾有过精神崩溃?

是的，在过去的一年里 是的，在一年以前 无

l 2 3

22．你是否曾因性格、情感、行为或精神问题在精神病院、综合医院精神科病房或精神卫生诊所

治疗?

是的，在过去的一年里 ．是的，在一年以前 无

1 2 3

23．你是否曾因为性格、情感、行为或精神问题求助于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

是的，在过去的一年里 是的，在一年以前 无

l 2 3

24．你是否因为性格、情感、行为或精神问题求助于以下人员?(1为是，2为否)

A．普通医生(真正的躯体疾病或常规检查除外) 1 2

B．脑科或神经外科专家 1 2

C．护士(一般内科疾病除外) 1 2

D．律师(-g-规的法律问题除外) l 2

E。警察(单纯的交通违章除外) l 2

F．牧师、神父等各种神职人员 1 2

G．婚姻咨询专家 1 2

H．社会工作者 l 2

I．其它正式的帮助 是 种类

否——
25．你是否曾与家庭成员或朋友谈论自己的问题?

是的，很有帮助 是的，有些帮助 是的，但没有帮助 否，没有入可与之谈论

1 2 3 4

否，没有人愿意与我谈论 否，不愿与人谈论 没有问题

5 6 7



感情与社交孤独量表

指导语：这些问题涉及你对你的社交质量的体验。按下述标准标明在最近一年内你出现以下每种

情况的频度。

1 2 3 4 5

从无 偶有 有时 经常 很经常

1．我周围的每个人似乎都像陌生入。——
2．我从我所参加的集体中不能获得很多满足。——
3．我周围有不少人理解我的看法和信仰。——
4． 没有任何人能在很长时间里让我感到亲密无间。——
5．我有心上人(爱人、恋人、情人)，他(她)能给我支持与鼓励。——
6． 我属于朋友当中的一员。——
7． 有人可以与我相伴。——
8． 没有人与我保持使我感到互相理解的特殊关系。——
9．我对于另一个人的感胜iH“Bw产生重大影响。——
10．我没有特殊的爱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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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斯在线认知量表

指导语：以下问卷的问题是关于你如何使用互联网以及与互联网有关的态度，请你仔细阅读每道

题目，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和你的真实感受回答。请你在每道题相应的选项上画O。
髟： ”|，；《嚣，P母 V、q-L? q。一一。#。。 7’ ’。“瑚

极不同意 很不同意 稍不同意 中立 稍同意 很同意 极同意
％赢z —k ⋯，1，}#⋯一?

1、在网上时我感到最舒服。 l 2 3 4 5 6’ 7

镕’‘ 。。1“{。÷ 一。 。j。。2 7㈨’’‘自 ’，二。。、?¨： ’；j一一i 7。w·々⋯ h1。”r ixj，”‘j

”一“秀
2、当我在因特网上时我感至 瑶

l 2 3 4 5 6 7 i
最安全。 j

冉 “ -、 ⋯～?，4々∞i。 ⋯≈t、一iaf 。
～。，，么

3．在因特网上我可以比在实

琢中更好地了解一个人 1 2 3 4 5 6 7

人。

17”一7 7∥。 ’‘”；7 7”，”：， ；i4。’：，p‘ i”：w’j÷V： 。?=噶。j 7t”

～一+—1

4．我经常在网上找剑安宁。 l 2 3 4 5 6 7
{

毓‰L"，r、b—j?，，∞，出#gp‘， +：^、“二h¨t? ；』。． ：⋯l?z?，々i， t?+I??锄， #～，’’{m 。⋯，j—Y’d 。一}，，，。．么

5．在网上我能实现自我。 l 2 3 4 5 6 7

静。“～w。⋯7’。”? ：j‘％，。ij?f⋯j ⋯一P‘V’”’ ”
￥≈；1=一“?t 。。～一。 i～^j

6。在网上我比在生活中更受
1 3 4 5 6 f

尊敬。
‰ ．z。一。“|。啦}|?，‘，i矗，-|⋯．? {，渊14 ，，^’、 一一p-7／ ，’“：，；， {矗-． 础■％。t?诒

7．在网上我能得到人们的认
1 2 3 4 5 6 7

可。
# 7_“ ‘⋯： ⋯’。 7’7。⋯。1一“十 §‰+”⋯’1’“? ●。t

‘{。1

’7{。“ 《 口w’7 7⋯i1⋯。 ”。。￡。⋯：镶

8。在网上比网络外更容易建 j
1 9 3 4 5 6 7 i

立人际关系。
^^

{
靛E；． ，。 一#⋯。，；“～。，r*·． ．，1*_．，～。，， ；，．。，崩

9．当我上网时我可以达到我
1 2 3 4 5 6 7

的最佳状态。
， 々‘≮ 7，

jj—j，? }!’。
““7y 7； “’。 嘶，^，q ‘{“⋯⋯ 18：，⋯7

0．我希望我的明友和家人知

重在网上人fl、J足怎样看待我 l q 3 4 5 6 7 ；

内。 v☆”’。々 +i， Ⅵ p～÷ ⋯二7) ，，-f。i“ ，，，，： }．7
．， ：，，’

．1．因特网比现实生活更真
l 2 3 4 5 6 7

箕。
” ⋯_．?1⋯“’’?”“ ，‘“7⋯j“1+

， _日 ，7、～

．2．我在网上说一些或做～些 ‘

琵在网络外从未说过的话或 1 2 3 4 5 6 7

故过的事。

●

，， j，：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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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当我上网时，我是无忧无
1 2 3

‘

4 5 6 7

虑的。
彩∥“z+’”‘’””‘1。一’。j‘4、≯。#1 ‘"“”； 。。^“ ：”。 ，。 ，{ _q”7 ’。’4⋯’#’嘲

14．除了在网上认识的人以外
l 2 3 4 3 6 7 i

几乎没有人爱我。
，

㈧，，“，，“‘。㈧，，，，Ⅲv∥5m。、+4# ， v越月：i，：。∥。 '％瓤“⋯”tft}Pj÷ 。。l

15．当我上网时我不再感到孤
1 2 3 4 5 6 7’

独。
W ’。‘⋯。⋯’⋯?。“”+一 。一二“。ji? nj。。+● Ⅷj∥‘⋯一_ 77 j’∥一 ’：一。jf E一?。。_烨⋯?， ⋯7 4 7二铭

16。太久不上网我就无法了解
l 2 3 4 5 6 7

“

自己。
，*。． 。 々z i；}一j⋯^ ，。| ，，2，z：t ?÷：?-轧是⋯，．， ^0⋯f^，，，7，j^ ～ ⋯《‰

17．互联网是我生命的重要组
1 2 3 4 5 6 7

成部分。
女r⋯。 ，} ，⋯‘‘ “”’“3，。 。’|‰∞”j ；_?一j_j 7⋯。；“

⋯⋯‘秀18．当我不能上网时我感剑很 ，i

l 2 3 4 5 6 7 ，i

无助。
“， 。。。。，磊‰ 、。o∞o。?t，“，i赢。一 ，k*口。 ，．7，F讪函⋯“

●

19．我为自己没有能力停止长
1 2 3 4 5 6 7

时间使用网络感到烦恼。

≯ ‘|1、⋯。”。4|7j=。㈨ 。’⋯4‘f?F’。啪‰口i z”m、。‘■：q⋯ j1 j?⋯
?j“。

口*㈣～ r，?j

J- ⋯”。’m一糍

20．即使‘F网以后我还经常想
l 2 3 4 5 6 7 {

着我住网上经历的事情。

破j t j|j p。j? ???-々j j?。w ．1 n?+i≈二^I．÷ ，f。，‘ ，7j t* ，J p ：，々 ，7 ∥，_ 搿

21．当我在互联网上时，我常
1 2 3 4 5 6 7

感到激动或者情绪高涨。

-一” 。’⋯：‘。。}⋯；”，，”÷：? ⋯p’_’ 。7、F“1 ⋯’。⋯j。t。‘ 。’ji’?“e。j j?⋯m ， ?‘7 j矿
，

⋯7“、《
，

22．我实际使用因特网的时间
1 2 3 4 5 6 7

比应该使川的时间长。
≥

：

：。。：t
h ， r! ，r 7，； 、．

、 ，：； ”
，，， ，≮

23．人们因为我使用网络过多
1 2 3 4 5 6 7

而抱怨。
’‘ 一’ ，， ，7

—

j?“‘#”9。?? 、 ‘‘j ：7”一 “；’’j：。

24．我在网上的时间从不比我
1 2 3 4 5 6 7 j

计划的长。
；

：

25．不上网时，我经常想着有
1 2 3 4 5 6 7

关网络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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艮。 ’
’‘

’ 。。二》x 。f。 ’々+∥ ‘。，一7 。，‘ ，t ： ⋯” ’‘‘。 ，

氍

26．网络外的世界远没有我在
l 2 3 4 5 6’’

：

7 1

网上可以做的事情那么让人
兢 t i，}一f。f二⋯，? 。o，、囊

27．我不能停止关于网络的想
l 2 3 4 5 6 7

法。

28．即使有很多次我想减少对
l 2 3 4 5 6 7

网络的使用，但是却做不到。
落⋯ 。|，。1

。‘
～ ’、

1，，’
7。 +’P p⋯7 ^}_}口’‘‘ 吖

‘i
j

29．我对网络的使Jfj有时似乎
一

?

l r) 口 4 0 0

i

U

超出了我的控制。

施t一 ，>，?≯i|．⋯m?，“‘t“j t÷ j ，一} 岛，垂h ⋯??m，秘

30．当我在网上时，我不考虑
l 2 3 4 5 6 7

我的责任。
”。f。j

4 jj’⋯?4rjj。。1。。‘”j⋯l 4“j j”’z4。?H。|j 。。‘‘ i。j∥?j 1『 ‘1，fle÷j_ ⋯。。二。?1 ∞j⋯㈣j ： ’Ⅷ"v#*p#

≯

31．当我没有其它延好的事情
『

l 2 3 4 5 6

可以做时，我就去上网。
》
}+，≈，％、。i q， ．。、，，。，m。。 ^“，，⋯‘lp I聊“_ ，!?■‘∞，∥

32．我发现当我还有其它应该

微的事情时，我更多的选择了 1 2 3 4 5 6 7

上网。
—

∥～“j17一“’?’⋯“j”
j7～"，⋯“ 《”∥7 ⋯i。’? 。⋯～’” 7⋯?7。㈣

33．当我上网时，我不需要思
l 3 4 5 6 ，

考下线之后的问题。

≥，。．⋯、．。。。。。，。。一；，， 彳池。t，r’。一 ，{ ，t。，^ ，， ，‘ {，●，f． 7。i， “‘。～!v：褊

34．有时我上网只是为了消磨
1 2 3 4 5 6 7

时间。
* ’、i

1，。。1‘ = ⋯ 、：、
。4“’’

⋯ }。+，
qq

1’7|?? “。#‘4⋯ jj ⋯
I％

35．我经常使，}}j网络来避免做 ∥

l I) 3 4 5 6 7 i
：不愉快的事情。

， ～：。。j|≥‰ “q，一j

36．上网能使我忘记那些我必

须做却又真的不喜欢做的事 l 2 3 4 5 6 7

情。



UCLA孤独量表(第三版，1 998)

指导语：下列是人们有时出现的一些感受。对每项描述，请指出你具有那种感觉的频度，将

数字填入空格内。举例如下：

你常感觉幸福吗?

如你从未感到幸福，你应回答“从不”；如一直感到幸福，应回答“一直”，以此类推。

l 2 3 4

从不 很少 有时 一直

1．你常感到与周围人的关系和谐吗?——
2．你常感到缺少伙伴吗?——
3．你常感到没人可以信赖吗?——
4．你常感到寂寞吗?——
5．你常感到属于朋友们中的一员吗?——
6．你常感到与周围的人有许多共同点吗?——
7．你常感到与任何人都不亲密了吗?——
8．你常感到你的兴趣与想法与周围的人不一样吗?——
9．你常感到想要与人来往、结交朋友吗?——
10．你常感到与人亲近吗?——
11．你常感到被人冷落吗?——
12．你常感到你与别人来往毫无意义吗?——
13．你常感到没有人很了解你吗?——
14．你常感到与别人隔开了吗?——
15．你常感到当你愿意时就能找到伙伴吗?——
16．你常感到有人真正了解你吗?——
17．你常感到羞怯吗?——
18．你常感到人们围着你但并不关心你吗?——
19．你常感到有人愿意与你交谈吗?——
20．你常感到有人值得你信赖吗?——



Beck抑郁问卷

指导语：这个问卷由许多组项目组成，请仔细看每组的项目，然后在每组内选择最适合你现在情

况[最近一年]的一项描述，并将那个数字圈出。请先读完一组内的各项叙述，然后选择。

A： G：

0。我不感到忧愁

1．我感到忧愁

2．我整天都感到忧愁，且不能改变这

种情绪

3。我非常忧伤或不愉快，以致我不能 H：

忍受

0．对于将来我不感到悲观

1．我对将来感到悲观

2．我感到没有什么可指望的 I：

3．我感到将来无望。事事都不能变好

0．我不象一个失败者

1．我觉得我比一般人失败的次数多些

2． 当我回首过去我看到的是许多失败

3．我感到我是一个彻底失败了的人

0．我对事物象往常一样满意

1．我对事物不象往常一样满意

2．我不再对任何事物感到真正的满意

3．我对每件事都不满意或讨厌

0．我没有特别感到内疚

1．在相当一部分时间内我感到内疚

2．在部分时间里我感到内疚

3．我时刻感到内疚

0．我没有感到正在受惩罚

1．我感到我可能受惩罚

2．我预感会受惩罚

3．我感到我正在受惩罚

O。我感到我并不使人失望

1-我对自己失望

2．我讨厌自己

3．我痛恨自己

0． 我感觉我并不比别人差

1．我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常自我反省

2．我经常责备自己的过失

3．每次发生糟糕的事我都责备自己

0．我没有任何自杀的想法

1．我有自杀的念头但不会真去自杀

2．我很想自杀

3．如果我有机会我就会自杀

0．我并不比以往爱哭

1。我现在比以前爱哭

2．现在我经常哭

3。我以往能哭，但现在即使我想哭也

哭不出来

O．我并不比以往容易激惹

L我比以往容易激惹或容易生气

2．我现在经常容易发火

3． 以往能激惹我的那些事情现在则完

全不能激惹我了

0．我对他人的兴趣没有减少

1．我对他人的兴趣比以往减少了

2．我对他人丧失了火部分兴趣

3．我对他人现在毫无兴趣



O：

0．我与以往一样能作决定

1。我现在作决定没有以前果断

2．我现在作决定比以前困难得多

3．我现在完全不能作决定

O．我觉得自己看上去和以前差不多

1．我担心我看上去老了或没有以前好

看了

2．我觉得我的外貌变得不好看了，而

且是永久性的改变

3．我认为我看上去很丑了

0．我能象以往一样工作

1．我要经一番特别努力才能开始做事

2．我做任何事都必须作很大的努力，

强迫自己去做

3．我完全不能工作

O．

1．

2．

我睡眠象以往一样好

我睡眠没有以往那样好

我比往常早醒1~2小时，

困难
’

我比往常早醒几个小时，

入睡

再入睡有

且不能再

O．我现在并不比以往感到容易疲劳

1．我现在比以往容易疲劳

2．我做任何事都容易疲劳

3．我太疲劳了以致我不能做任何事情

0．我的食欲和以前一样好

1．我现在食欲没有往常那样好

2．我的食欲现在差多了

3．我完全没有食欲了

0．我最近没有明显的体重减轻

1．我体重下降超过5斤

2．我体重下降超过10斤

3．我体重下降超过15斤，

我在控制饮食来减轻体重 (是)(否)

0．与以往比我并不过分担心身体健康

1．我担心我身体的毛病如疼痛、反胃

及便秘

2．我很着急身体的毛病而妨碍我思考

其他问题

3．我非常着急身体疾病，以致不能思

考任何其它事情

0．我的性欲最近没有什么变化

1．我的性欲比以往差些

2．现在我的性欲比以往减退了许多

3．我完全丧失了性欲

57



致谢

三年在职研究生的学习过程，让我的生活有了不同的轨迹，为我的人生展开

了新的一页。

在这宝贵的学习生活中，首先诚挚的感谢导师刘毅玮教授，导师严谨的治学

态度，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一直是我工作、学习中的榜样：导师渊博的专业知识，

诲人不倦的高尚师德，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崇高风范，朴实无华、平易近人的

人格魅力对我影响深远。在毕业论文写作的一年时间里， 从查阅文献、选题、

撰写、修改到论文完成，每一步都是在刘老师悉心指导中完成的，倾注了刘老师

大量的心血。在此，谨向导师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值此还要向石国兴教授、鲁忠义教授、张月娟教授，以及所有给我授课的各

位老师表示感谢，正是由于他们的传道、授业、解惑，让我学到了专业知识，感

谢他们几年来的教育培养。我也要感谢培养我的学校河北师范大学，是她提供了

良好的学习环境和生活环境，让我的学习生活丰富多姿，为我的人生留下精彩的

一笔。

另外，衷心感谢我的同窗和教育学院的师兄师姐们，在我毕业论文写作中，

他们给了我很多无私的帮助和支持，与他们的探讨交流使我受益颇多，同时感谢

首都医科大学的宋瑶、杨风池老师为本研究提供的戴维斯在线认知量表的中文修

订版。

特别感谢我的父母，对我无私的爱和无微不至的照顾，感谢我的爱人对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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