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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大学生网络游戏成瘾问题探析 

胡青青

（湖南工业大学 国际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大学生网络游戏成瘾导致其严重的身心健康问题和一系列家庭社会问题，大学生网络游戏成瘾的原因既有其个体
自身的原因，也和外部社会环境影响密切相关。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休闲思想为指导思想，树立正确的游戏观，才能从根本上

解决大学生网络游戏成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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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信息技术和个人电脑的普及，网络已成为
一种重要的信息沟通媒介，逐渐深入到当代大学生

的学习、生活和日常交际当中，扮演着获取知识、交

流意见和娱乐游戏的角色，同时也成为了广大网民

不可或缺的精神家园。根据相关调查获取的资料

看，目前我国大学生网络成瘾案例中，网络游戏成

瘾几乎占到了７０％以上，这个数据说明了网络游戏
成瘾在网络成瘾中占有最大比例。网络成瘾症是

基于精神病医师Ｇｏｌｄｂｅｒｇ临床诊断的术语，匹兹堡
大学金伯利·杨博士认为网络成瘾是指“无成瘾物

质作用下的上网行为冲动失控，表现为由于过度使

用互连网而导致个体明显的社会心理功能损

害。”［１］所谓网络游戏成瘾是指在无成瘾物质前提

下，人们由于过度使用网络而导致的社会适应不

良、心理情绪不稳、人际关系冷漠和郁闷、焦躁、神

情呆滞的社会心理功能受损现象。网络游戏成瘾

折射出当代大学生的心理异化和情感危机并引起

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如何有效疏导大学生网

络游戏成瘾问题，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的

现实问题。

　　一　网络游戏成瘾折射的问题

网络游戏成瘾者对网络游戏的热衷离不开游

戏本身的娱乐性、互动性和现实虚拟性。众所周

知，基于高科技的开发平台，网络游戏通过画面的

精美逼真、人物角色的奇幻、场景的真实华丽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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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背景音乐的盛大震撼，展现了生活娱乐的一体

化，较好地满足了游戏群体释放压力和休闲娱乐的

需求。然而，纵观目前网络游戏成瘾现状，一般说

来，网络游戏成瘾者都倾向于在网络游戏上花费大

量时间，甚至把网络游戏当成了唯一的精神追求，

在情绪上对网络游戏产生强烈的依赖性，具体表现

为成瘾者心理健康问题严重，缺乏学习的热情和积

极性，其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具

体如下：

第一，网络游戏成瘾者存在严重身心健康问

题。长时间的网络游戏，不利于游戏玩家的视力保

护和运动关节的保健；网络游戏成瘾往往带来身体

损伤、身心成疾甚至心理异化和情感危机等问题。

据调查统计，超过半数的网络游戏成瘾者花在网络

游戏上的时间为２～４小时，而２０％左右的玩家则
长达８小时以上，长时间使用电脑，眼睛疲劳者占
８０％以上，肩酸腰痛者占 ６０％以上，头痛和食欲
不振者各占 ５０％以上。［２］由于电脑键盘的设置与
身体的高度差，游戏玩家需要长时间保持一种固定

姿势，必然导致其腰部、颈部、肩部、肘部和腕部肌

肉的劳损甚至损伤，轻则产生局部酸胀感，重则严

重压迫神经，使之出现疼痛和头晕等症状。其次，

网络游戏成瘾直接导致了大学生荒废学业和不思

进取的现状，给大学生的学业发展和身心健康造成

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再者，长时间操作游戏系统也

容易产生很大的精神和心理压力。比如，游戏玩家

在长期的网络游戏中，容易形成要么坚持过关、要

么放弃攻关的思维习惯，这种思维习惯不利于人在

现实生活中的交流，网络游戏成瘾者在社会人际关

系的交往中，常常出现内心的紧张、焦虑和不安，使

其丧失自信，导致身心疲惫、人际交际障碍等问题。

第二，网络游戏成瘾者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一定

的负面影响。目前社会上由于网络游戏成瘾导致

学生退学、无心工作学习、给家人朋友造成故意伤

害、离家出走、社会犯罪甚至离奇死亡的故事和事

例不在少数，这说明网络游戏成瘾已经对大学生的

学习、生活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正如美国心理学家

戴维·坎特所认为的：“知识时代出现的信息大爆

炸使得很多人无法再吸收新的知识，他们的大脑因

为充斥了过多的次要信息而达到了饱和状态，这些

人往往会因此而忘记很多重要的信息。”［３］由于网

络游戏成瘾者把大量的时间都花在网络游戏上，甚

至沉迷于网络上的虚拟情感而无暇承担家庭责任，

他们往往习惯忽略对家人的关爱，甚至对家人不管

不顾，直接导致了家庭人际关系的疏远。相比较于

现实社会，网络社会对法律法规没有相应的限制和

要求，必然导致网络游戏成瘾者违背道德伦理、人

际交往伦理。活跃于现实社会的大学生，习惯了网

络社会中无所顾忌和随心所欲，他们往往不需要按

照现实社会的规范和其他人的监督，恣意妄为，以

致引发诸多社会暴力事件。

　　二　网络游戏成瘾问题的原因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迅猛发展，

网络时代下特有的虚拟性、平等性、开放性和信息

共享性等技术特征，促进了网络游戏中角色的多样

化、个性的张扬和凸显，网络游戏玩家无需遵守现

代社会诸多规范和约束，从而使之主观能动性得到

了极大提升。然而，在网络游戏的实践过程中，人

们建立或过分依赖于虚拟网络平台上的充分主体

性也将导致人类现实社会群体的主体性丧失。例

如：网络游戏成瘾者沉迷于场面的声势浩大和跌宕

起伏的发展情节和随意替换的角色扮演促使成瘾

群体丧失了人的主体性，造成自我道德的失范、自

我情感的迷失、自我角色的混乱、自我评价的模糊

以及人际交往的自我封闭等等。因此，网络游戏成

瘾问题，尤其是成瘾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容忽

视。究其原因，大学生网络游戏成瘾问题除网络游

戏本身作为一种新型娱乐方式，较好满足了游戏玩

家内心深处对新兴事物的渴求之外，还与大学生个

体和社会环境因素紧密相关，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当代大学生的个体因素。网络游戏成瘾

问题离不开网络游戏本身的特质，同时更离不开游

戏成瘾者个人的特征。所谓个性，是一个多层面和

多侧面的范畴，特指一个人的整体精神面貌，具体

表现为具有一定倾向性的心理特征的总和。［４］现实

社会中的众多网络成瘾、网络游戏成瘾的研究表

明，网络游戏成瘾者的个性存在某些偏执因素，他

们内心极其孤独空虚，控制欲和自尊心较强，不善

与人沟通交流但崇尚标新立异，并且大部分人对现

实生活存在强烈不满。随着大学校园生活和学习

自由度和灵活度的大大提升，他们面对各种各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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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自身的学习和生活问题时往往感到无所

适从。尤其是当现实和理想差距甚远时，他们往往

对自我产生怀疑、厌弃、绝望情绪，从而使现实和理

想的距离越来越远，导致自我完全失衡。

其次，社会环境因素。这里的社会环境因素包

括社会、校园和家庭环境，主要体现为社会不良风

气的蔓延、家庭和谐教育氛围的缺失、大学应试教

育的失误。第一，社会整体环境方面。当代社会正

处于信息全球化和社会转型时期，当代大学生在传

统、现代和后现代多元价值观念的冲击和挤压下，

其多元化价值观也随之成型。尤其在拜金主义、享

乐主义等及时行乐等消极思想影响下，当代大学生

个人前途和理想信念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迷茫和缺

失。其次，社会公正的缺失，尤其是社会机会的严

重不公平、社会现实不公正问题动摇了大学生“读

书改变命运”“奋斗改变人生”的人生信念和人生

价值观，这也是当代大学生网络游戏成瘾的现实原

因。再者，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和日益激烈的

社会竞争，大学生在生活和学习的巨大的心理压力

之下，他们希望通过网络游戏来躲避孤独、排解压

力和寻找心理慰藉。第二，校园环境方面。众所周

知，大学教育是大学生个体形成正确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的重要阶段。然而，大学校园主流文化

的偏离、学生评价指标的不科学、大学生心理健康

机制的不健全等在一定程度上为大学生网络游戏

成瘾提供了滋生的温床。尽管大学教育改革呼声

较高，但国内绝大部分高校教育仍停留在应试教育

上。具体表现：教育目的与教育方式的严重脱节；

课堂教授与当前社会实际、学生个人实际相脱离；

课堂氛围沉闷单调，学生的积极性和创新性被繁琐

深奥的理论所替代；部分的课程考核方式缺乏科学

性，甚至变成了一种没有意义的形式。再者，在急

功近利、追求升学的心态下，教育不再是以促进人

的发展和社会发展为根本目的，暴露出越来越多应

试教育的弊端。在这种背景下，部分网络游戏成瘾

者不健康的情绪不能有效释放，甚至极端情绪不能

得到有效地控制，从而造成网络游戏成瘾队伍不断

扩大。第三，家庭环境方面。主要体现在亲子教育

的缺失和家长权威制的横行。当代中国社会，众多

大学生是家里的独生子，部分父母打着为了尽量让

孩子少吃苦、少走弯路的旗号，不尊重孩子的天性

和兴趣，包办孩子的一切事物，代替孩子解决本应

该由他们自己去解决的各种问题，从而造成孩子挫

折教育的严重缺失。其次，传统父爱主义的流行，

许多父母对孩子的限制太多，他们很少考虑子女的

心理感受和愿望，强迫子女接受自己的看法和认

识，造成了孩子不同程度的依赖性强、独立性差、适

应能力差、缺乏责任感。再者，部分父母设定“以分

数论英雄”“一切为了高考”的培养目标，忽视了孩

子的心理健康、身体素质、思想道德修养的发展，使

孩子缺乏足够的创新能力和问题处理能力。而网

络游戏似乎给这些孩子提供了施展能力、自己作

主、自己规划人生的机会，他们一旦遇到挫折和困

难，便非常容易倾向于从网络游戏中寻找成就感。

　　三　解决网络游戏成瘾问题的对策

网络游戏作为一种技术化的生存方式，从数字

化层面虚拟构建现实社会的存在方式，不仅具有现

实物理空间的特征，同时还具备一定的想象空间

性。大学生群体之于这个虚拟空间，其思维方式和

行为方式得到了较大的扩展和体验，填补了现实社

会中无法实现的精神慰藉，丰富了他们的精神生

活。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信息技术盲目崇拜下人

类全面发展中的压抑与束缚、虚拟社会延伸空间 －
现实社会情感危机和道德滑坡。对此，我们应以马

克思主义休闲思想为指导思想，树立科学的正确的

游戏观，促进大学生的全面自由发展。

休闲在《辞海》被释义为“吉庆、欢乐”，具体体

现为适当范围之内的娴静和安宁。马克思把休闲

生活作为人类社会存在的状态；把休闲时间理解为

社会个体全面自由发展的空间；也就是说，社会个

性如果要得到全面自由发展，就必须为自身的兴趣

和追求等方面的发展和超越腾出时间和空间。［５］这

也好验证了马克思休闲思想所倡导的以自由时间

思想为前提，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核心的思想观

念。其中自由时间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现实基

础，也是社会个体积极发挥其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意

义所在，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自由时间的价值意

义和现实追求的宗旨所在。

在信息社会逐渐普及的今天，大学生在坚持学

习第一的宗旨之下，网络休闲成为了他们施展才

华、凸显个性、满足需求的主要精神场所。然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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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网络休闲中，尤其是网络成瘾和网络游戏成瘾

的各种现状表明，网络游戏一方面实现了游戏玩家

追求身心愉悦和自我价值的目的，同时也折射出大

学生主体性地位的削弱与丧失、自我价值的迷失，

从一定程度反映了网络休闲的异化，主要体现在以

下三点：第一，部分大学生在网络游戏中由于上瘾

而不能自拔，他们往往受制于游戏的各种束缚和规

制，出现了个体的极度“不自由”现状，人类主体性

消失，独立思考和实践的空间受限，成为了科学技

术、信息时代的牺牲品。第二，网络游戏成瘾中主

体地位和自由的丧失、“人机一体”的现实所带来的

弊端以及对现实生活的逃避等方面与休闲的本质

相悖，异化了休闲是社会个体融入社会的一种方式

的性质。于是，网络成瘾者往往孤立于社会或者疏

远社会集体，逐渐形成了对现实生活的逃避和对技

术网络的更加依赖，最后导致人类情感日渐冷漠。

第三，网络游戏成瘾折射出大学生群体对休闲本

身认知能力的欠缺，他们仅仅把握了网络游戏给社

会群体带来的娱乐和刺激，却忽视了休闲作为人类

自身自由享受和发展的手段和途径的本义。

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发展最理

想的状态。在这个理想的状态下，人们可以遵从自

己的意识来自主选择各自的人生轨迹，充分发挥人

的主观能动性来改变周围的社会，并以此来实现自

己的目的和满足自己的需要。换句话来说，人类社

会的发展就是在不断产生需要、追求和实现需要的

过程中不断实现的。大学生通过网络游戏的实践

过程，其实质就是他们在娱乐休闲、人际交往、团队

合作、不同角色体验和平等自由体验下的全面发展

的过程。然而，网络游戏成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严重相背离。对网络和对网络游戏的过度依赖和

投入反映网络游戏成瘾者的片面发展观，同时也折

射出表面自由化之下的非自由本质。这要求社会、

高校和家庭积极倡导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整

体价值导向的发展观和人生观，努力创造人的自由

全面发展的实践平台，从而实现大学生的自由全面

发展的最终目标。

总之，网络游戏成瘾问题的预防与解决，不能

一味地强调杜绝与强制禁用网络，需要我们坚持马

克思主义休闲思想，树立正确的网络游戏观，积极

开展休闲教育，尤其把重点放在大学生网络休闲教

育上，把游戏视为一种健康积极的休闲方式和排解

焦虑和压力、放松疲劳和身心的一种途径。同时，

我们也要积极推动游戏产业健康发展，督促其注重

游戏的休闲元素，加强其行业自律，强化游戏对青

少年和大学生群体健康成长的辅助作用和正面积

极效应。总而言之，网络游戏之于社会大众而言，

是当今大数字时代下的偷悦体验、增长见识、丰富

生活、排忧解难的一种休闲方式。在网络游戏中，

我们不应上瘾沉沦，而应在游戏中追求互动交流，

娱乐休闲，以此促进我们的身心健康。

参考文献：

［１］林绚晖，阎巩固．大学生上网行为及网络成瘾探讨［Ｊ］．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２００１（４）：２８１－２８３．

［２］周春莲，郭继志．网络成瘾问题研究现状及展望［Ｊ］．中

国医学伦理学，２００４（３）：２１－２２．

［３］戴维·坎特．电脑导致年轻人记忆力减退［Ｎ］．青年

报，２００１－１２－１４．

［４］朱智贤．心理学大词典［Ｍ］．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１９８９：２５．

［５］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１卷［Ｍ］．２版．中

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

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７５．

责任编辑：黄声波

１０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