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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寻求对工读生病理性网络使用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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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感觉寻求量表、压力性生活事件量表、非适应性问卷和病理性网络使用量表对 519 名工读生进行调
查，考察了工读生病理性网络使用的情况以及感觉寻求对工读生病理性网络使用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
( 1) 工读生病理性网络使用的比例为 51. 1%，工读生病理性网络使用的问题很严重; ( 2) 感觉寻求对工读生病理性
网络使用的影响是有中介的调节效应，具体而言，感觉寻求会增加工读生病理性网络使用;压力性生活事件对感觉
寻求与工读生病理性网络使用之间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压力性生活事件的调节效应以非适应性认知为中介变量。
研究结果对工读生病理性网络使用的预防和干预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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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网络给青少年带来了极大便利，但是网络也给

青少年的发展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其中最受关注

的就是病理性网络使用 ( 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

PIU) 问 题，PIU 也 称 为“网 络 成 瘾”( Internet
Addiction，IA) ，是指个体因过度网络使用而损害了

其心 理、社 会、学 校 或 工 作 功 能 ( Beard ＆ Wolf，
2001; 雷雳，2010，2012; 喻承甫等，2012) 。目前，PIU
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张锦涛，陈超，刘凤娥，

邓林园，方晓义，2012; Shaw ＆ Black，2008 ) 。我国

约有 1. 4 亿 10 ～ 19 岁的青少年网民( 中国互联网

络信 息 中 心，2012 ) 。青 少 年 PIU 的 比 例 约 为

5. 4%，比例相当高( 雷雳，2012 ) 。PIU 会导致青少

年学业困难、行为问题、焦虑、抑郁、社会功能受损等

一系列心理和行为问题 ( Flisher，2010; Gentile et
al． ，2011; Guan ＆ Subrahmanyam，2009; 雷雳，2010，

2012; Shaw ＆ Black，2008; Tsitsika et al． ，2011) 。
我国现有 10735 名工读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育部，2012) ，比 2010 年增加约 16%。工读生是青

少年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均有行为偏差和轻微

的违法犯罪行为，且无法在普通学校中完成正常学

业( 林丹华等，2009 ) 。目前，罕有研究关注工读生

PIU 情况。工读生在烟酒使用、毒品使用等成瘾现

象的比例远远高于普通中学生 ( 胡伟，林丹华，汪

婷，2010; 林丹华，苏少冰，胡伟，何立群，2010; 林丹

华，杨阿丽，王芳，Li，张琢诗，2009) ，本研究认为

工读生 PIU 的比例不会低于普通中学生，也就是说，

工读生 PIU 的比例可能会高于 5. 4%，本研究将对

此进行探讨，并考察影响工读生 PIU 的因素及作用

机制，从而为科学预防和有效控制提供理论基础。
诸多研究表明，感觉寻求( sensation seeking) 是

影响青少年 PIU 的重要因素。感觉寻求是指个体对

复杂的、多变的、新异的、强烈的体验和感觉的寻求，

及通过生理、法律、经济和社会的冒险行为来达到这

些体验的愿望( 陈丽娜，张明，金志成，赵闪，梅松

丽，2006; Zuckerman，2008 ) 。文献上有关感觉寻

求与个体 PIU 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少数

研究 认 为 感 觉 寻 求 与 个 体 PIU 无 关 ( Armstrong，

Phillips，＆ Saling，2000 ) ，但大多数研究均支持感

觉寻求与个体 PIU 正相关，即感觉寻求会增加个体

PIU ( Ko et al． ，2006; Ko，Yen，Yen，Lin，＆ Yang，

2007; Lin ＆ Tsai，2002; Yang ＆ Zhou，2005 ) ，然

而，大 多 数 研 究 者 对 感 觉 寻 求 的 测 量 用 的 是

Zuckerman，Eysenck 和 Eysenck ( 1978 ) 的感觉寻求

量表，该量表中的去抑制因子( disinhibition) 被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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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了冲动性成分( Steinberg et al． ，2008 ) 。冲动

性与感觉寻求是两种不同的人格特质，不是所有的

感觉寻求都带有冲动性 ( Li，Zhang，Li，Zhen，＆
Wang，2010; Steinberg et al． ，2008; 叶宝娟，易娟，

杨强，陈启山，张领弟，2013 ) 。因此，在研究青少年

PIU 时，非常有必要将感觉寻求与冲动性进行分离。
为弥补以往研究不足，Li 等( 2010) 采用分离了冲动

性的感觉寻求量表更准确地研究了中国文化背景下

感觉寻求与青少年 PIU 的关系，研究得出，感觉寻求

会增加青少年 PIU。工读生是青少年中的一个特殊

群体，本 研 究 认 为 感 觉 寻 求 可 能 也 会 影 响 工 读

生 PIU。
然而，并不是所有感觉寻求水平相同的工读生

的 PIU 情况相同，这提示我们有必要考察是否有其

它变量调节了感觉寻求与工读生 PIU 的关系。具有

相同或类似个体特征的青少年会因环境的不同而表

现不同( Lazuras，Eiser，＆ Ｒodafinos，2009) 。鉴于青

少年需同时面对来自同伴、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多方

面 的 压 力 ( Casey et al． ，2010; Lürzel，Kaisera，＆
Sachsera，2010; Murray， Byrne， ＆ Ｒieger， 2011;

Stefaneka，Strohmeiera，Fandremb，＆ Spiela，2012;

van Jaarsveld，Fidler，Steptoe，Boniface，＆ Wardle，

2012; 叶宝娟，李董平，陈启山，王艳辉，2011) ，工读生

在人际关系、健康适应、受惩罚等方面比普通学生面

对更多压力( 付歆，2005; 周丽华，高亚兵，彭文波，

2007) ，以及研究发现经历较多或较严重压力性生活

事件的青少年更可能产生 PIU ( 雷雳，2010，2012;

Li et al． ，2010; Li，Wang，＆ Wang，2009 ) ，本研究

将探讨压力性生活事件( 环境因素) 是否与感觉寻

求( 个体特征) 交互作用进而影响工读生的 PIU。
“风险增强模型”( risk-enhancing model) 认为一

种风险因素的作用相对有限，但当两种风险因素进

行叠加时，对个体产生的影响不再是两种风险因素

的简单相加，会给个体带来更大的适应困难，也就是

说，一种风险会加大另一种风险的作用( 王艳辉，张

卫，李董平，李丹黎，张晓丽，2012; 叶宝娟，杨强，胡

竹菁，2012) 。与感觉寻求水平较低的青少年相比，

感觉寻求水平较高的青少年会不断寻求强烈的、新
异的体验和刺激( Ｒomer ＆ Hennessy，2007 ) ，在压

力性生活事件较多时，感觉寻求水平较高青少年会

更强地追求强烈、新异的刺激和感觉( 叶宝娟等，

2011) ，从而更多上网，通过网络交友、游戏、视频等

来寻求强烈、新异的体验和刺激; 在压力性生活事件

较少时，感觉寻求水平较高的青少年虽然仍比感觉

寻求水平较低的青少年较多上网，但这种联系可能

相对弱一些。因此，压力性生活事件可能调节感觉

寻求与工读生 PIU 之间的关系，在压力性生活事件

较多或较严重时，感觉寻求与 PIU 的关系会更强。
尽管感觉寻求与压力性生活事件的交互项可能

解释了工读生 PIU 的差异，问题是，这种交互项的内

部机制是什么，也就是说，感觉寻求与压力性生活事

件的交互项是如何影响工读生 PIU 的呢? 目前，尚

没有研究建构相应的模型来解释感觉寻求与压力性

生活事件的交互项影响工读生 PIU 的具体机制。仅

仅探讨感觉寻求与压力性生活事件的交互项与工读

生 PIU 的关系远远不够，为了更好地对工读生 PIU
进行预防和干预，研究者有必要考察中介机制，也就

是说，要考察哪些变量可能在感觉寻求与压力性生

活事件的交互项与工读生 PIU 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

( Mackinnon ＆ Fairchild，2009; 温忠麟，刘红云，侯

杰泰，2012 ) 。在 文 献 回 顾 的 基 础 上 ( Li et al． ，

2010; Mai et al． ，2012; Peng ＆ Liu，2010; Shiv ＆
Fedorikhin，1999; 叶宝娟等，2011 ) ，本研究认为非

适应性认知( maladaptive cognitions) 可能是值得考

虑的重要中介变量。
非适应性认知反映个体对网络使用的不恰当观

念和结果预期，表现为不切实际的想法以及过分夸

大网 络 功 能 ( LaＲose ＆ Eastin，2004; Li et al． ，

2010; Mai et al． ，2012 ) 。一方面，在压力性生活事

件下，个体的认知会发生偏差，产生非适应性认知

( Mai et al． ，2012) 。“认知 － 行为”模型认为认知

系统会启动个体的行为执行，非适应性认知是个体

PIU 的风险因素( Davis，2001 ) 。实证研究表明，非

适应性认知是青少年 PIU 的主要成因 ( Li et al． ，

2010; Mai et al． ，2012; Peng ＆ Liu，2010 ) 。另一

方面，研究表明，在压力性生活事件较多时，有限的

自我控制资源会更多地被占用，进而不能有效调控

感觉寻求效应( Shiv ＆ Fedorikhin，1999; 叶宝娟等，

2011) 。也就是说，在压力性生活事件较多时，感觉

寻求水平高的青少年会更强地寻求非正常刺激( 叶

宝娟等，2011) ，此时，可能会更易夸大网络的功能，

通过上网来寻求刺激体验。因此，非适应性认知可

能是感觉寻求与压力性生活事件交互影响工读生

PIU 的中介变量。
综上所述，本研究主要考察工读生 PIU 的情况

及感觉寻求对工读生 PIU 的影响机制。基于以往实

证研究成果和相关理论，本研究提出假设: 感觉寻求

会增加工读生 PIU; 感觉寻求对工读生 PIU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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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压力性生活事件的调节; 压力性生活事件的调

节效应以非适应性认知为中介变量，也就是说，感觉

寻求对工读生 PIU 的影响是有中介的调节效应。基

于假设构想拟检验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检验模型图

2 方法

2. 1 被试

选取我国西南、东部、中部十所工读学校初中部

的 519 名工读生。其中，男生 427 人( 82% ) ，女生

92 人( 18% ) ，这接近于工读学校在读男女生人数比

例(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教 育 部，2012 ) ; 初 一 177 人

( 34% ) ，初二 180 人( 35% ) ，初三 162 人( 31% ) 。
2. 2 工具

2. 2. 1 感觉寻求量表

采用 Steinberg 等人( 2008) 修订、Li 及其合作者

( Li et al． ，2010) 翻译使用的感觉寻求量表。量表

包含 6 个项目，采用六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

“完全符合”分别计 1 ～ 6 分，量表的分数范围为

［6，36］。计算 6 个项目的均分，分数越高表示感觉

寻求水平越高。用合成信度能比较准确地估计测验

信度( 温忠麟，叶宝娟，2011) ，信度区间估计可得到

信度估计误差范围，Delta 法是一种比较简单而准确

的估计合成信度置信区间方法 ( 叶宝娟，温忠麟，

2011，2012) 。本次测量感觉寻求量表的合成信度

为 0. 82，95%的置信区间为［0. 80，0. 84］。
2. 2. 2 压力性生活事件量表

采用代维祝等人的压力性生活事件量表( 代维

祝，张卫，李董平，喻承甫，文超，2010) 。量表包

括 16 个项目，采用六点计分，从“没有发生过”到

“发生过且影响极大”分别计 0 ～ 5 分，量表的分数

范围为［0，80］。计算 16 个项目的均分，分数越高

表示压力性生活事件越多且越严重。本次测量的合

成信度为 0. 86，95%的置信区间为［0. 84，0. 88］。
2. 2. 3 非适应性认知问卷

采用 Mai 等( 2012) 编制的非适应性认知问卷，

测量了与网络相关的非适应性认知的严重程度。问

卷包括 12 个项目，包括社交便利、逃避压力和自我

实现等 3 个因子，每个因子各 3 个项目。社交便利

是指个体认为只有在网上与人交往才自在、网络人

际关系才令人满意的偏差认知; 逃避压力是指个体

认为“网络世界”无忧无虑、呆在网上就不用面对现

实问题的偏差认知; 自我实现是指个体认为只有在

网上才体验到自身价值、才受到人们认可的偏差认

知。量表采用五点计分，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

同意”分别计 1 ～ 5 分，问卷的分数范围为［12，60］。
计算 12 个项目的均分，分数越高表示非适应性认知

越严重。本次测量的合成信度为 0. 83，95% 的置信

区间为［0. 81，0. 85］。
2. 2. 4 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量表( APIUS)

采用雷雳和杨洋( 2007 ) 编制的病理性互联网

使用量表( APIUS) 。量表共 38 个项目，包括突显性

( 3 个项目) 、耐受性( 5 个项目) 、强迫性上网 /戒断

症状( 11 个项目) 、消极后果( 8 个项目) 、心境改变

( 5 个项目) 、社交抚慰( 6 个项目) 等 6 个因子，突显

性是指互联网使用占据了用户的思维与行为活动的

中心; 耐受性是指互联网用户为了获得满足感而不

断地增加上网时间与投入程度; 强迫性上网 /戒断症

状是指希望减少上网时间但无法做到，对互联网有

近似于强迫性的迷恋并且停止互联网使用会产生不

良的生理反应与负性情绪; 消极后果是指互联网使

用对正常生活产生了负面影响; 心境改变是指使用

互联网来改变消极的心境; 社交抚慰是指认为在网

上交流要更舒适、安全，依赖互联网作为其社交的途

径( 杨洋，雷雳 2007) 。问卷采用五点计分，从“完全

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计 1 ～ 5 分，量表的分

数范围为［38，190］。计算 38 个项目的均分，分数

越高表示 PIU 卷入程度越高。本次测量的合成信度

为 0. 92，95%的置信区间为［0. 91，0. 93］。

3 结果

3. 1 工读生 PIU 情况

根据雷雳和杨洋( 2007 ) 的标准，APIUS 的项目

平均得分≥3. 15 分者界定为 PIU 群体，项目平均得

分≥3 分且 ＜ 3. 15 分者界定为 PIU 边缘群体，本研

究的项目平均 得 分≥3. 15 分 的 工 读 生 的 比 例 为

51. 1%，也就是说，有 51. 1% 的工读生有 PIU 问题，

比例相当高，是普通学生的 9. 5 倍。本研究的项目

平均 得 分≥ 3 分 且 ＜ 3. 15 分 工 读 生 的 比 例 为

19. 6%，也就是说，有 19. 6% 的工读生处于 PIU 的

边缘。因此，应高度重视工读生的 PIU，积极探索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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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工读生 PIU 的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3. 2 各变量相关分析

各研究变量相关矩阵如表 1 所示，感觉寻求、压
力性生活事件、非适应性认知均与 PIU 呈显著正相

关，说明工读生的感觉寻求水平越高，或经历较多压

力性生活事件，或非适应性认知越多，其 PIU 越多。
感觉寻求和压力性生活事件与非适应性认知呈显著

正相关，说明工读生的感觉寻求的水平越高，或压力

性生活事件越多，其非适应性认知越多。

表 1 感觉寻求、生活事件、非适应性认知与 PIU 相关分析

变量 1 2 3 4

感觉寻求 —
生活事件 0. 11＊＊ —
非适应性认知 0. 22＊＊＊ 0. 26＊＊＊ —
PIU 0. 38＊＊＊ 0. 18＊＊ 0. 39＊＊＊ —

注: 样本容量 N = 519; ＊＊p ＜ 0. 01，＊＊＊p ＜ 0. 001．

3. 3 感觉寻求与工读生 PIU 关系: 有中介的调节

效应检验

根据 温 忠 麟 等 ( 2012 ) 及 叶 宝 娟 和 温 忠 麟

( 2013 ) 提出的检验程序( 表 2 ) ，如果同时满足三

个条件则表明感觉寻求对工读生 PIU 的影响是有

中介的调节效应: ( a) 方程 1 中感觉寻求与压力性

生活 事 件 的 交 互 项 对 工 读 生 PIU 的 效 应 显 著。
( b) 方程 2 中感觉寻求与压力性生活事件的交互

项对非适应性认知的效应显著; ( c) 方程 3 中非适

应性认 知 对 工 读 生 PIU 的 效 应 显 著。除 性 别 以

外，对所有自变量进行了标准化的处理，将感觉寻

求与压力性生活事件的 Z 分数相乘，作为交互作

用项的分 数 ( 温 忠 麟，侯 杰 泰，Marsh，2008 ) 。所

有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都小于 1. 20，所以，方程

没有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 2 工读生 PIU 的模型检验

变量
方程 1( 因变量: PIU) 方程 2( 因变量: 非适应性认知) 方程 3( 因变量: PIU)

β t β t β t

感觉寻求 0. 31 7. 80＊＊＊ 0. 16 3. 80＊＊＊ 0. 27 6. 93＊＊＊

生活事件 0. 14 3. 48＊＊＊ 0. 24 5. 75＊＊＊ 0. 08 1. 94
感觉寻求 × 生活事件 0. 12 3. 17＊＊ 0. 12 2. 92＊＊ 0. 09 2. 45*

非适应性认知 0. 25 6. 36＊＊＊

性别 0. 14 3. 40＊＊＊ 0. 08 2. 84＊＊ 0. 12 3. 00＊＊

年龄 0. 18 4. 30＊＊＊ 0. 06 1. 33 0. 10 2. 41*

Ｒ2 0. 25 0. 13 0. 30
F 34. 02＊＊＊ 15. 74＊＊＊ 37. 26＊＊＊

注: 样本容量 N = 519; * p ＜ 0. 05，＊＊ p ＜ 0. 01，＊＊＊ p ＜ 0. 001．

方程 1 中，感觉寻求对工读生 PIU 具有正向预

测作用( β = 0. 31，t = 7. 80，p ＜ 0. 001) ，说明感觉寻

求会增加工读生 PIU。感觉寻求与压力性生活事件

的交互项对工读生 PIU 具 有 正 向 预 测 作 用 ( β =
0. 12，t = 3. 17，p ＜ 0. 01 ) 。方程 2 中，感觉寻求与

压力性生活事件的交互项对工读生的非适应性认知

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β = 0. 12，t = 2. 92，p ＜ 0. 01 ) 。
方程 3 中，非适应性认知对工读生 PIU 具有正向预

测作用( β = 0. 25，t = 6. 36，p ＜ 0. 001) 。因此，感觉

寻求对工读生 PIU 的影响是有中介的调节效应( 温

忠麟等，2012; 叶宝娟，温忠麟，2013) ，感觉寻求会

增加工读生 PIU，压力性生活事件调节了感觉寻求

与工读生 PIU 之间的关系; 压力性生活事件的调节

效应以非适应性认知为中介变量。
为了揭示压力性生活事件如何调节感觉寻求对

工读生 PIU 的影响，分别取压力性生活事件为 0 和

正负 1 的 Z 分数绘制成交互作用图( 图 2 ) ，从图 2
可以很容易看出压力性生活事件如何调节感觉寻求

图 2 生活事件对感觉寻求与工读生 PIU 的调节

对工读生 PIU 的影响。简单斜率检验表明( Dearing
＆ Hamilton，2006) ，在较少或者较低的压力性生活

事件下( 压力性生活事件的 Z 分等于 － 1 ) ，感觉寻

求对工读生 PIU 的促进效应显著 ( β = 0. 19，t =
3. 28，p ＜ 0. 01) ，感觉寻求增加 1 个标准差，工读生

PIU 增加 0. 19 个标准差; 在较多或者较严重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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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生活事件下( 压力性生活事件的 Z 分等于 1 ) ，感

觉寻求对工读生 PIU 的促进效应更显著( β = 0. 43，

t = 8. 24，p ＜ 0. 001) ，感觉寻求增加 1 个标准差，工

读生的 PIU 增加 0. 43 个标准差。换一个角度也可

以说，随压力性生活事件的增多，感觉寻求对工读生

PIU 的影响会增强。
为揭示压力性生活事件如何调节感觉寻求对工

读生的非适应性认知的影响，分别取压力性生活事

件为 0 和正负 1 的 Z 分数绘制成交互作用图( 图

3) ，从图 3 可以很容易看出压力性生活事件如何调

节感觉寻求对工读生的非适应性认知的影响。简单

斜率检验表明，在较少或较低压力性生活事件的情

况下( 压力性生活事件的 Z 分等于 － 1 ) ，感觉寻求

对工读生的非适应性认知的促进效应不显著( β =
0. 04，t = 0. 64，p ＞ 0. 05) 。在较多或较严重的压力

性生活事件情况下( 压力性生活事件的 Z 分等于

1) ，感觉寻求对非适应性认知的促进效应显著( β =
0. 28，t = 13. 90，p ＜ 0. 001 ) ，感觉寻求增加 1 个标

准差，工读生的非适应性认知增加 0. 28 个标准差。
也就是说，感觉寻求对非适应性认知的影响，随压力

性生活事件的增多而增强。

图 3 生活事件对感觉寻求与非适应性认知的调节

方程 2 中，感觉寻求对工读生的非适应性认知

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β = 0. 16，t = 3. 80，p ＜ 0. 001) ，

方程 3 中，感觉寻求对工读生 PIU 的效应仍然显著

( β = 0. 27，t = 6. 93，p ＜ 0. 001) ，因此，非适应性认知

在感觉寻求与工读生 PIU 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温

忠麟等，2012) 。方程 1 中，压力性生活事件对工读

生 PIU 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β = 0. 14，t = 3. 48，p ＜
0. 001) ，说明压力性生活事件会增加工读生 PIU，方

程 2 中，压力性生活事件对工读生的非适应性认知

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β = 0. 24，t = 5. 75，p ＜ 0. 001) ，

说明压力性生活事件会增加工读生的非适应性认

知，也就是说，经历较多或较严重压力性生活事件的

工读生的非适应性认知越多，方程 3 中，压力性生活

事件对 工 读 生 PIU 的 效 应 不 显 著 ( β = 0. 08，t =
1. 94，p ＞ 0. 05) ，因此，非适应性认知在压力性生活

事件与工读生 PIU 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 温忠麟

等，2012) 。方程 3 中感觉寻求 × 压力性生活事件对

工读生 PIU 的 交 互 效 应 仍 然 显 著 ( β = 0. 09，t =
2. 45，p ＜ 0. 05) ，因此，非适应性认知在感觉寻求与

压力性生活事件交互影响工读生 PIU 关系中起部分

中介作用( 温忠麟等，2012) 。

4 讨论

4. 1 感觉寻求与工读生 PIU 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工读生 PIU 的比例为 51. 1%，是普

通学生的 9. 5 倍，可见工读生 PIU 的现象很严重。
因此，应积极探索影响工读生 PIU 的因素及其作用

机制，为预防控制工读生 PIU 提供理论依据。
感觉寻求是青少年 PIU 的重要风险因素( Ko et

al． ，2006; Ko et al． ，2007; Li et al． ，2010; Lin ＆
Tsai，2002; Yang ＆ Zhou，2005) 。本研究发现感觉

寻求也是工读生 PIU 的风险因素，与前人研究结论

相同，增加了感觉寻求与 PIU 之间关系的概化性，凸

显出感觉寻求这一个体特质对青少年 PIU 的重要影

响。感觉寻求水平较高者通常喜欢新异刺激且对惩

罚线索不敏感，易被唤醒，并且他们的风险评价过程

不成熟( Ｒomer ＆ Hennessy，2007) ，会关注上网的即

时获益而相对忽视其负面结果，从而更多上网，进而

易发展为 PIU。目前，还没有研究建构相应模型来

揭示感觉寻求影响工读生 PIU 的具体机制，而仅仅

证实感觉寻求会影响工读生 PIU 远远不够，更需要

了解感觉寻求对工读生 PIU 发挥作用的具体机制或

过程。本研究引入压力性生活事件与非适应性认知

这两大变量，建构并检验了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获得了有价值的发现。
4. 2 感觉寻求对工读生 PIU 的影响机制

尽管感觉寻求可以解释工读生 PIU 的部分变

异，但是类似水平感觉寻求的工读生的 PIU 增加的

程度并不完全相同。个体发展是个性特征和环境因

素交互影响的结果( Lazuras et al． ，2009) ，本研究用

个体与环境交互作用视角考察了感觉寻求对工读生

PIU 发挥作用的条件，也就是探讨了感觉寻求与工

读生 PIU 之间的关系是否会受到压力性生活事件的

调节。结果显示，压力性生活事件对工读生 PIU 有

重要影响，与前人研究结论相同( 雷雳，201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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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et al． ，2010; Li et al． ，2009) 。更重要的是，本研

究发现感觉寻求与工读生 PIU 的关系会受到压力性

生活事件的调节。在较低或者较少的压力性生活事

件情况下，感觉寻求对工读生 PIU 的促进效应显著;

在较严重或者较多的压力性生活事件情况下，感觉

寻求对工读生 PIU 的促进效应更显著。换一个角度

也可以说，随压力性生活事件的增多，感觉寻求对工

读生 PIU 的影响会增强，也就是说，压力性生活事件

这一风险因素增强了感觉寻求这一风险因素对工读

生 PIU 的风险作用，压力性生活事件对感觉寻求的

风险效应会“雪上加霜”，若感觉寻求水平较高工读

生同时经历较多或较严重的压力性生活事件，将增

加工读生 PIU 的可能性，这一模型提醒我们，减少压

力性生活事件最能使感觉寻求水平较高的工读生从

中受益，降低工读生的感觉寻求水平最能使经历较

多或较严重的工读生从中受益。
本研究还探讨了感觉寻求和压力性生活事件交

互影响工读生 PIU 的内部机制。本研究考察了非适

应性认知是否中介了感觉寻求与压力性生活事件的

交互项对工读生 PIU 的影响。结果发现，非适应性

认知会对工读生 PIU 产生重要影响，这与以往研究

结果相同( Li et al． ，2010; Mai et al． ，2012; Peng ＆
Liu，2010) ，再次为 Davis( 2001) 提出的有关网络使

用的“认知 － 行为”模型提供了实证证据。更重要

的是，本研究还发现，压力性生活事件对感觉寻求与

工读生 PIU 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有一部分是通过非

适应性认知这一中介变量实现。在较多或较严重的

压力性生活事件下，感觉寻求与非适应性认知存在

显著正相关，在这种情况下，感觉寻求水平较高的工

读生会更强地追求新异的体验和感觉，通过上网进

行网络交友、游戏、视频等活动，这些活动中的升级

挑战、自主操作等特征，能很大程度地满足工读生追

求新异的体验和感觉的需要，进而易形成对网络的

非适应性认知，认为网络是逃避压力、利于社交和自

我实现的重要手段，在这种错误认知( 非适应性认

知) 驱动下，工读生越来越认为网络是最好的地方，

逐渐脱离实际、过度依赖网络，最终导致 PIU。在较

少或较低的压力性生活事件下，感觉寻求与非适应

性认知相关不显著，此时，感觉寻求对非适应性认知

的影响较小。也就是说，压力性生活事件这一环境

风险因素增强了感觉寻求这一个体特征风险因素对

非适应性认知的作用( “火上浇油”) ，进而使工读生

更易 PIU。本研究也发现，非适应性认知在感觉寻

求与工读生 PIU 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即感觉寻求

对工读生 PIU 的影响，有一部分是通过直接途径实

现的，有一部分是通过非适应性认知实现的，也就是

说，感觉寻求水平较高的工读生会在强烈地追求新

异的体验和感觉的驱动下，进而形成对网络的非适

应性认知，最终导致 PIU; 非适应性认知在压力性生

活事件与工读生 PIU 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也就是

说，压力性生活事件对工读生 PIU 的影响是完全通

过非适应性认知实现的，由此可见，非适应性认知在

压力性生活事件对工读生 PIU 的影响中起着重要作

用，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相同( Mai et al． ，2012 ) 。
因此，在工读生 PIU 的预防和干预中，我们必须高度

重视非适应性认知在其中的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得到的有中介的调节模型，比

较深入地揭示了工读生的感觉寻求与其 PIU 之间的

关系及中间的作用机制。在探清了感觉寻求对工读

生 PIU 有重要影响的基础上，首先初步考察了感觉

寻求对工读生 PIU 如何发挥作用( 作用条件) ，接着

阐释了感觉寻求怎样对工读生 PIU 发挥作用( 风险

效应存在差别的原因) 。
4. 3 实践意义与研究展望

本研究不仅可以丰富感觉寻求影响工读生 PIU
及其作用机制的理论，而且对工读生 PIU 的预防和

干预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
首先，要重视感觉寻求对工读生 PIU 的影响。

个体的感觉寻求水平在进入青春期后会随着年龄增

长 而 迅 速 增 加 ( Harden ＆ Tucker-Drob， 2011;

James，Tanski， Stoolmiler，＆ Hanewinker，2010;

MacPherson，Magidson，Ｒeynolds，Kahler，＆ Lejuez，
2010; Sargent，Tanski，Stoolmiler，＆ Hanewinker，
2010; 叶宝娟等，2013) ，所以，应及时识别和筛选出

感觉寻求水平较高的工读生，引导他们通过体育锻

炼、探险等方式满足寻求刺激体验的需要。研究表

明，感觉寻求具有相对的可塑性( Crawford，Pentz，
Chou，Li，＆ Dwyer，2003 ) ，因此，应尝试对工读生

的感觉寻求进行干预，进而减少其 PIU。
其次，压力性生活事件不仅会增加工读生的

PIU，而且还会放大感觉寻求对工读生 PIU 的效应，

因此，一方面，应尽量给工读生创造较好的外在生活

环境，减少压力性生活事件的发生; 另一方面，感觉

寻求水平较高且经历较多压力性生活事件的工读生

是 PIU 的高风险群体，应特别注重加强对这部分工

读生的识别和干预。
再者，一方面，非适应性认知可以直接影响工读

生 PIU，另一方面，非适应性认知也是感觉寻求与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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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性生活事件交互影响工读生 PIU 的中介变量，因

此，应适当监控工读生的认知，如果发现工读生对网

络使用有不恰当观念或过分夸大网络功能，应及时

纠正 其 错 误 认 知，使 其 形 成 对 网 络 的 正 确 认 知。
Young( 2007) 通过研究发现改造和重塑青少年的非

适应性认知可以有效地矫正青少年 PIU。
本研究也存在不足，需要在今后研究中加以改

进。首先，本研究采用自我报告收集数据，今后研究

可采用多种方法收集数据。其次，本研究采用了横

断研究，虽然建立在理论基础之上的横断研究可提供

有价值信息，但横断研究无法在严格意义上明确变量

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今后需采用追踪研究来深入

探讨文中各变量的关系，动态地挖掘感觉寻求对工读

生 PIU 的影响机制，以使研究结论更加可靠有效。

5 结论

( 1) 工读生病理性网络使用的比例为 51. 1%，

工读生病理性网络使用的问题很严重。
( 2) 感觉寻求对工读生病理性网络使用的影响

是有中介的调节效应，具体而言，感觉寻求会增加工

读生病理性网络使用; 压力性生活事件对感觉寻求

与工读生病理性网络使用之间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压力性生活事件的调节效应以非适应性认知为中介

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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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Mechanism of Sensation Seeking on Ｒeform
School Students' 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

YE Bao-juan1 Liu Jian-ping1 YANG Qiang2

( 1. School of Psychology，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 330022;

2. School of Education，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 330022)

Abstract: This paper aimed to explore characteristics of reform school students' PIU． Based on this，this study
constructed a mediated moderation model to explore whether stressful life events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nsation seeking and PIU，and whether this moderation effect was mediated by maladaptive cognition． A sample of
519 reform school students of 10 reform schools was recruited in the study to complete self-report questionnaires． The
self-report questionnaires used in this study included sensation seeking scale，stressful life events scale，maladaptive
cognition questionnaire，and 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 questionnaire．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 1) reform school
students had a high level of PIU． About 51. 1% of the reform school students had PIU question; ( 2) the effect of
reform school students' sensation seeking on reform school students' PIU was mediated moderating effect． Ｒeform
school students' sensation seeking could positively predict PIU． Stressful life events moderated the effect of sensation
seeking on PIU．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ensation seeking and PIU was stronger among those who faced to
deal with more stressful life events． Maladaptive cognition mediated the moderation effect of stressful life events．
Key words: sensation seeking; stressful life events; maladaptive cognition; 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 reform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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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Children's Basic Need Satisfaction on Their Internet Use
and Affect Experienced Online: A Longitudinal Study

LIU Ｒu-de1 SHEN Cai-xia2 XU Le1 GAO Qin1

( 1. School of Psychology，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

2. Faculty of School Leadership Training and Ｒesearch，Beiji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Beijing 100120)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longitudinal associations
between children's basic need satisfaction and their Internet use and affect experienced online． 467 Chines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from grades 3 ～ 5 participated in two waves of a survey with a 12-month interval．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 1) Children's Internet use，positive affect and negative affect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during
the 12-month interval． ( 2) Children's basic need satisfaction predicted more positive affect and less negative affect
experienced online，whil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basic need satisfa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ime spent online
was not significant． ( 3) Satisfaction for autonomy，competence，and relatedness all p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affect experienced online．
Key words: basic need satisfaction; Internet use; affect experienced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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