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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网络游戏逐渐风靡于青少年群体之中，网络游戏成瘾问题也

随之出现。网络游戏成瘾给青少年造成了一系列负面影响。现从药物、心理、物理 3 方面回顾总结了针

对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问题的干预方法，以期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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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online game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opular among adolescents， and the problem of online game addiction has also emerged. Internet 
game addiction has caused series of negative impacts on adolescents.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intervention 
methods for adolescents' online game addiction from three aspects： drug， psychology and physics， in order to 
provide mor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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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发展，网络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

中的必需品。网络游戏作为互联网的众多活动之一，

近年来风靡于青少年群体之中。青少年与其他人群

相比，受其发展阶段特征的影响，更容易受到网络

游戏的影响。网络游戏本身具有开放性、复杂性、

虚拟性等特点，恰好能够迎合青少年在当前阶段的

心理需求。正因为这些网络游戏“功能”的存在促

使了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发生与发展。近些年的

研究表明青少年网络游戏的过度使用会导致一系列

的生理、心理、社会问题［1］，与青少年抑郁、焦虑、

睡眠障碍、食欲不振以及攻击性行为等的高发生率

显著相关［2-3］。因此，帮助青少年建立正确的网络

游戏使用模式对其正向发展至关重要。目前，有关

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干预的研究众多，涉及药物干

预、心理干预和物理干预等。本文将对不同的干预

方法进行综述，介绍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干预的研

究现状。

一、网络游戏成瘾的内涵

20 世纪 90 年代，学界开始对网络成瘾进行研

究。美国学者 Goldberg 于 1995 年首次提出了网络

成瘾障碍（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IAD），意在表示过

度的网络使用造成的心理问题。Young［4］在1998年

提出互联网本身不具有成瘾性，网络一些特殊的用

途、应用在互联网成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将网络

成瘾分为：网络信息成瘾、网络色情成瘾、网络游戏

成瘾、网络冲动行为成瘾和网络人际关系成瘾［5］5 个

类型。由此，网络游戏成瘾作为网络成瘾的一个子

类型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

Giffiths［6］认为网络游戏成瘾是以网络游戏为依

赖对象的现象，成瘾者会无法抑制自己长时间沉迷

于网络游戏，网络游戏给成瘾者在生理和心理上带

来愉悦的感觉，但这种行为可能给其身体、心理健

康和社会功能造成损伤。Lemmens 等［7］将网络游

戏成瘾定义为过度和强制性地使用导致社交和（或）

情绪问题的计算机或视频游戏；尽管存在这些问题，

玩家仍无法控制对游戏的过度使用。网络游戏成瘾

在我国同样受到了学界的广泛重视。李欢欢等［8］

认为网络游戏成瘾是指个体过于迷恋网络游戏、过

度卷入到网络游戏的娱乐功能之中。目前，对于网

络游戏成瘾的定义还存在争论，但综合国内外学者

的研究，其定义大多围绕“给患者带来损伤”“过度

使用”“难以控制”等特点。

二、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评估指标

2013 年美国 DSM-5 正式将网络游戏成瘾列入

手册的第三部分；最新出版的 ICD-11 也将游戏成瘾

纳入疾病诊断分类中。尽管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认

为网络游戏成瘾作为行为成瘾问题的一种确实存

在，但研究人员和相关从业人员仍然在讨论应该如

何可靠、准确地评估这种情况［9-10］。

国外较多的网络游戏成瘾诊断量表是根据

Young 编制的网络成瘾测验改编而成。Griffiths 和

Hunt［11］要求被试者从显著性、耐受、欣快、翻本欲

望、复发、戒断、冲突、社交共 8 个维度做出回答以

判断被试者的网络游戏成瘾情况。Lemmens等［7］从

显著性、耐受、情绪调节、复发、戒断、冲突和问题7 个

方面编制了青少年游戏成瘾量表。

我国多数网络游戏成瘾量表是根据国外已有量

表改编。崔丽娟［12］根据Young的8项标准、Goldberg

的 6 项标准等，运用安戈夫方法确定了 10 个条目用

于测量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王苏和李欢欢［13-14］

根据 Davis 的认知 - 行为模型理论以及参考物质成

瘾研究中特定的认知歪曲量表（Cognitive Distortions 

Scale）中相关条目，编制了包含全或无思维、在线舒

适度、反思和短期思考 4 个维度的青少年网络游戏

认知偏差量表。

国内外关于评估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现有量

表众多，但仍缺乏一个较为权威的、国际上公认的

量表来评测青少年的网络游戏成瘾状况，需要进一

步研究与探索。

三、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药物干预

既往研究发现抗抑郁药对于物质依赖是有效

的，如酒精［15］、甲基苯丙胺［16］和烟草［17］。几项关

于网络成瘾患者的影像学研究表示，患者的大脑激

活状态与物质成瘾或病理性赌博患者中观察到的

类似［18-20］。目前，临床上针对网络游戏成瘾患者的

药物干预主要选择非三环类抗抑郁药（安非他酮）和精

神兴奋剂药物（哌甲酯）［21］等，并且获得了显著的效

果。一方面，对于单独的药物治疗（艾司西酞普兰［22］、

安非他酮［23］和哌甲酯［24］），研究结果表明短期治疗

对于大多数结局指标都很有效［25］。Han 等［26］的研

究报道安非他酮作为药物干预的手段可以改善抑

郁症患者的网络游戏成瘾问题和重度抑郁症状。另

一方面，对于网络游戏成瘾患者，药物治疗结合心理

治疗也表现出了干预的有效性。Kim等［27］的研究表

明，对 14～18 岁的网络游戏成瘾患者进行药物治

疗结合运用心理治疗中的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CBT）可以显著降低患者网络游

戏成瘾程度，减少其焦虑症状同时提高其生活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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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及学校适应性。叶小清等［28］选用喜普妙 20 mg、

阿普唑仑 0.4 mg，以每晚服用的给药方式结合心理

治疗对网络成瘾患者进行干预，结果显示 90% 的患

者在随访期间能够较为有效地控制自己的网络使用

时间并管理自己的情绪。

四、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心理干预

网络游戏成瘾的心理干预方法众多，如 CBT、

家庭治疗等。大多数结局指标的短期疗效都存在良

好的汇总效应，并且随访期间保持不变［25］。

1. 以 CBT 为核心的心理干预：CBT 通过帮助患

者监测他们的想法，并识别那些触发成瘾的感觉和

行为，同时学习新的应对技巧和预防复发的方法［29］，

帮助患者解决问题。既往研究已经证明CBT在应对

一些强迫性疾病如间歇性暴发性（精神）障碍、病理

性赌博中的有效性［30］；在治疗物质滥用、情绪障碍

和饮食失调方面同样有效［25］。

在网络游戏成瘾领域，CBT 针对青少年网络游

戏成瘾的干预包括情绪调节、交流训练、认知重构、

行为重塑、心理教育等内容。Widyanto 和 Griffiths［31］

报道称迄今为止大多数针对网络游戏成瘾患者的治

疗方法都采用了 CBT。Peukert 等［32］发表的一篇综

述表明包括CBT在内的方法是网络游戏成瘾有效的

治疗方法。目前，CBT 多以团体治疗的方式对网络

游戏成瘾的青少年进行干预，通过团体成员之间的

人际交往，帮助成员全面正确地认识自我、学会接

纳他人，通过彼此的互动共同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李欢欢和王苏［14］在广东省选取了 14 例 12～19 岁的

网络游戏成瘾患者进行团体CBT的干预以纠正歪曲

的信念，结果表明干预组在接受了 6 周的治疗后，网

络游戏成瘾及认知扭曲程度显著降低。Young［29］对

114 例有网络成瘾的被试者进行了 8 次团体 CBT，报

道干预可能控制了问题性的互联网使用，并且 6 个

月的随访结果表明症状持续改善。Du 等［33］报道了

对 12～17 岁网络成瘾的学生进行 8 节 CBT 干预，有

效减少了互联网的使用，并且改善了情绪、行为问

题，提高了时间管理能力。

2. 以家庭治疗为核心的心理干预：家庭治疗是

将一个家庭整体作为治疗单位，其焦点为了改变家

庭内部存在的不良互动关系。众多研究表明家庭环

境对青少年的行为方式产生重要的影响，与青少年

的认知发展、情感建立等有关。在物质成瘾领域，

发现功能失调性的家庭结构与青少年物质使用之间

存在关联［34］。家庭凝聚力、父母-孩子之间的冲突、

父母的监护和对孩子的关心程度等都是影响青少年

网络成瘾的重要因素［35-37］。以上述与家庭相关的

网络游戏成瘾影响因素为主要内容的家庭治疗在

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领域表现出了干预的有效性。

Han 等［38］采用家庭治疗的方法对 15 例网络游戏成

瘾的青少年进行为期 3 周的干预，要求被试家庭完

成家庭作业以提高家庭凝聚力。结果显示，治疗后

家庭凝聚力的改善与尾状核对情感刺激的反应增加

有关，并与网络游戏的时间变化呈负相关，因此家

庭凝聚力可能是处理问题性网络游戏使用的重要因

素。冯砚国等［39］对 103 例电子游戏成瘾青少年进

行包括调整家庭交流方式，提高家庭的亲密度、情

感表达，合理安排家庭社会活动，明确每个家庭成

员的责任等家庭综合干预措施，结果表明该方法在

改善沉溺于电子游戏的青少年的异常心理、行为等

方面是有效的。

目前的研究多用以上两种治疗方式对网络游戏

成瘾的青少年进行心理干预，较少使用精神分析、

人本主义的方法进行研究。

五、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物理干预

目前，国内外对网络成瘾现象的研究正在从心

理机制和行为动机的理论研究［11，40-42］，拓展认识到

网络成瘾实际上是长时间上网导致中枢奖赏机制障

碍、相关神经递质（如多巴胺）含量紊乱形成的。陶

然等［43］招募 10 例网络游戏成瘾的青少年进行线索

诱发条件下大脑的 PET 研究，结果表明视空网络代

谢的降低和奖赏系统活动的增加可能是网络游戏成

瘾者沉迷于游戏的原因。

吴鎏桢等［44］对 18 例网络成瘾的青少年施以

2/100 Hz 经皮穴位电刺激，并报道该方法能够显著

减少被试者的上网时间，减轻网络成瘾的严重程度。

潘淑均等［45］针对中国青少年互联网使用娱乐化应

用偏高的现象，对 11 例网络成瘾的中学生进行脑电

生物反馈治疗（每周 2 次，每次 30 min，连续 8 周），结

果表明脑电生物反馈可以通过提高网络成瘾中学生

的脑电 α 波和 SMR 波来减轻其焦虑、抑郁症状，改

善躯体上的不适，提高心理健康水平等。

六、小结

综上所述，目前对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干预

主要从药物、心理以及物理 3 大方面进行，但对于该

问题仍需进一步研究。（1）现有干预方法的长期疗

效有待证实：既往的大多数研究表明，针对网络游

戏成瘾的青少年，通过使用非三环类抗抑郁药和精

神兴奋剂等药物干预，运用 CBT、家庭治疗等心理

干预，使用包括经皮穴位电刺激、脑电生物反馈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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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在内的物理干预等方法对网络游戏成瘾青少年的

症状控制确实存在短期疗效。但是以往研究较少进

行长期随访，因此不同的干预方法对网络游戏成瘾

的干预效果是否能够长期维持还有待进一步探究。

（2）心理干预的治疗方法单一：目前，多采用 CBT、家

庭治疗这两种方式对网络游戏成瘾青少年进行心理

干预，并证明了干预的有效性。CBT 针对青少年网

络游戏成瘾的干预主要包括情绪调节、交流训练、

认知重构、行为重塑、心理教育等内容。家庭治疗

旨在帮助网络游戏成瘾青少年的家庭调整功能失调

性的家庭结构以提高家庭凝聚力、缓解父母 - 孩子

之间的冲突等以改善症状。而心理干预中的精神分

析方法、人本主义疗法、辨证行为疗法等对该问题

干预的有效性研究很少涉及。（3）干预对象具有局

限性：国内外针对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研究对象

多选取在校的普通初、高中生，而包含失学青少年

以及中等职业技术院校学生等在内的网络游戏成瘾

的高危群体并未涉及。（4）干预形式单一：针对青少

年网络游戏成瘾的心理干预多为线下进行，较少研

究采用结合青少年发展阶段特点的线上干预方法对

青少年进行个体化、专业化的治疗。综上所述，对

药物、心理、物理干预在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领域

干预的长期效果、对象、形式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

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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