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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炼心理学视角下网络成瘾心理归因及干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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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综述了最新网络成瘾心理归因及损害的实证研究。运用锻炼心理学理论透析了网络成瘾的 ACE模

型、认知 ———行为模型和阶段模型 ,发现体育锻炼作为一种有效的预防和干预方法符合这三种权威模型的解

释原则。基于此 ,提出 :1) 网络成瘾归因主要表现在心理问题 ,涉及到动力因素、人格因素及认知等方面 ;2)

个体无意识需要通过体育锻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满足 ;3) 当前网络成瘾现象仍有蔓延之势、治疗机构

方法各异、效果不佳、学科整合不力。尤其是我国人口数量巨大 ,预防远远重要于治疗 ;4) 随着锻炼心理学

的长足发展 ,体育锻炼和干预将服务于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等观点。

关键词 :网络成瘾 ;心理归因 ;体育锻炼 ;解释模型 ;锻炼心理学

中图分类号 : G804. 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 - 3612(2009) 08 - 0057 - 05

A Research on Psychological Attribution to Internet Addiction and Intervention from

Exercise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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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reviews the latest empirical research on psychological attribution and injury to internet addiction. Dial2
ysis ACE model , cognitive2behavioral model and stage model with the method of exercise psychology are analyzed , and it

finds that physical exercises is corresponds with the explain principle of the three authority models as an effective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methods. For this reason , it puts forward views that : 1) Internet addiction is mainly attributed by psycho2
logical problems related to motivation , personality and cognitive factors , and so on ; 2) Individual unconscious needs can

be met a certain extent with physical training ; 3) At present , the phenomenon of internet addiction is still spreading , treat2
ment agencies are different , ineffective and disciplines integration is inadequate. In particular the huge population , preven2
tion is far more important than treatment ; 4) with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exercise psychology , physical training and inter2
vention will serve in the community to re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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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网络成瘾的心理归因及损害

1. 1 　网络成瘾的认知归因及认知损害 　李宁等研究者通过

《戴维斯在线认知量表》的测验分析了网络成瘾者产生网络成

瘾行为的非适应性认知基础 ,探讨了大学生网络成瘾形成的

认知原因。结果表明 ,网络成瘾大学生与非网络成瘾大学生

之间在社会性满足、孤独/ 消沉、减少冲动的控制、逃避与退缩

四方面及总体水平上都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 ,非适应性认知

在网络成瘾者身上表现极为突出。因此 ,大学生网络成瘾形

成的心理基础是对上网形成的非适应性认知 ,非适应性认知

又进一步强化了其上网行为 ,验证了戴维斯的病态网络使用

的认知 —行为模型理论的假设[1 ] ,有研究发现网络成瘾者认

知功能较非网络成瘾者在认知方面有明显损害[2 ] 。按 Crystal

的观点[3 ]知识、算术、数字符号和木块图形是反映研究对象全

智商的指标 ,在罗庆华等的研究中网络成瘾者的智力有广泛

损害[4 ] 。网络成瘾者存在逻辑记忆和视觉记忆损害 ,较非网

络成瘾者言语流畅性测验成绩差 ,网络成瘾者的注意集中、持

续注意、抗干扰、视觉注意等注意各方面均有损害[5 ] 。

1. 2 　网络成瘾的非认知归因及非认知损害

1. 2. 1 　网络成瘾者人格特质及感觉寻求特征 　迄今为止 ,很

多研究者承认 ,上网行为与人格有关系。Kraut 等人发现过多

使用互联网会导致孤独和抑郁的增加[6 ] 。匹兹堡大学的研究

结果显示 ,网络成瘾患者具有下列人格特点 :喜欢独处、敏感、

倾向于抽象思维、警觉、不服从社会规范[7 ] 。李秀敏、阴国恩

等进行了更加深入地研究 ,他们发现 :高频上网大学生与低频

上网大学生的人格存在显著差异。高频上网大学生和低频上

网大学生的乐群性、稳定性、恃强性、敢为性、独立性和自律性

的差异非常显著。具有不同人格特点的大学生对互联网的内

容有不同的偏好 ,偏好信息类和技术类内容的大学生与稳定

性、兴奋性、敏感性和独立性人格特质相关。偏好刺激类内容

的大学生与乐群性、稳定性、恃强性、敢为性、幻想性、忧虑性

人格特质相关。偏好休闲类内容的大学生与乐群性、稳定性、

忧虑性、独立性和紧张性人格特质相关。稳定性对信息类和

技术类内容偏好的影响最大 ,乐群性和忧虑性对休闲类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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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最大 ,敢为性和幻想性对刺激类内容偏好的预测作用

最大[8 ] 。由此 ,我们可以看出人格特征的差异对网络成瘾具

有很强的预测性。同时 , Kimberly Young 的研究也证实 ,大多

数对互联网有依赖倾向的人 ,常常已经患有其他的一些心理

障碍 ,特别是忧郁症和焦虑症[9 ] 。

感觉寻求 (Sensation Seeking)是 M. Zukerman 在感觉剥夺实

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一种人格特质概念 ,是指个体对多变的、

新异的、复杂的、强烈的感觉和体验的寻求 ,以及通过采取生

理的、社会的、法律的和经济的冒险行为来获得这些体验的愿

望[10 ] 。研究发现 ,感觉寻求是对个体行为具有良好预测能力

的一种指标。尤其对于青少年来讲 ,当其感觉寻求需求无法

通过积极冒险行为 (高冒险的体育运动或娱乐活动)得到合理

满足时 ,就有可能转向从事各种消极冒险行为 (吸烟、酗酒、网

络成瘾、偷窃等) [11 ] 。许多高感觉寻求水平的大学生对网络

游戏趋之若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网络游戏正好可

以为他们提供所需要的刺激水平 ,他们在虚拟的网络环境中

比低感觉寻求者保持着更高的唤醒水平 ,更容易沉迷于网络

游戏世界[12 ] 。

1. 2. 2 　网络成瘾者社会性特征及相关因素交互作用与网络

成瘾的关系 　严标宾等采用网络行为量表、主观幸福感量表

和社交焦虑量表对近千名青少年的网络行为与社会性发展进

行了深入的研究[13 ]认为 ,青少年网络行为与主观幸福感和社

交焦虑相关显著 ,主观幸福感和社交焦虑在网络成瘾与非成

瘾之间差异显著 ,影响网络成瘾与非成瘾青少年总体主观幸

福感的变量也存在差异。在此基础上 ,得出网络行为对青少

年社会性发展有一定程度影响的结论。梁宁建进一步通过结

构方程模型探讨了网络成瘾与大学生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结

果也表明生活事件、消极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直接或间接影

响着大学生网络成瘾者的幸福感。生活事件、消极应对方式

降低其幸福感 ,社会支持提高了大学生网络成瘾者的幸福

感[14 ] 。

雷雳等人的研究发现 ,神经质人格与互联网社交、娱乐和

信息服务偏好对 PIU 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尽管此研

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 ,但与相关研究在横向比较上仍存在

不一致的地方 ,且总体上还缺乏神经质人格与精神质人格对

网络成瘾倾向的作用机制的深入探讨。因此 ,原献学基于病

理性互联网使用的认知行为模型采用路经分析技术提出并验

证了两个理论假设 : (1) 精神质、神经质和掩饰性三个人格特

质及社会适应能力对网络成瘾倾向的形成均具有显著影响 ;

(2)社会适应能力可能是这些人格特质调节病理性网络使用

行为的中介因素[15 ] 。还有学者在此基础上突破现象性的定

性分析 ,从主观幸福感、社会回避与苦恼、无序感、攻击性等方

面出发 ,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提供了全面合理的网络成瘾心

理机制和干预依据 :网络成瘾青少年与非成瘾青少年在社会

交往 ,如社会退缩等方面没有显著差异 ,在生活事件 (对身心

健康产生影响的一种心理社会应激源) 、网络使用时间、主观

幸福感、社会支持、攻击性、无序感、自我和谐等方面都存在显

著性差异[16 ] 。

1. 2. 3 　网络游戏参与动机与学习动机的匹配关系 　综观相

关文献 ,笔者认为探讨网络游戏的参与动机多从挑战与竞争

乐趣 (Malone ,1980) 、自我肯定 (Malone ,1980 ;蔡佩 ,1995 ;苏芬

媛 ,1996 ;陈庆峰 ,2001) 、幻想与角色扮演 (Malone ,1980) 、人际

关系、逃避归属、获取信息 (陶振超 ,1996) 等角度进行和深入。

探讨学习动机多从求知乐趣、自我成就感、物质激励、个人前

途、外部期望和逃避失败等角度展开。在孟丽丽的研究中将

网络游戏的参与动机与学习动机在主成分分析与典型相关分

析的基础上进行了匹配。结果显示社会学习、自我肯定的游

戏参与动机与求知成就、个人前途的学习动机存在正相关关

系 ,娱乐猎奇、逃避归属则与外部期望、物质激励存在相关关

系。至此 ,笔者认为 ,网络游戏参与动机直接或间接反映了青

少年的学习动机 ,参与网络游戏的类型折射出动机的内容倾

向。合理评估和引导青少年学生参与网络活动动机有利于建

立正确学习动机 ,使网络游戏真正成为学生获取知识的高效

途径和休闲娱乐的健康方式。

1. 2. 4 　网络成瘾与消极应对方式的关系 　应对方式是指个

体面临压力时为减轻其负面影响而做出的认知与行为的努力

过程[17 ] 。值得注意的是 ,在李宏利等的研究中发现 PIU 分数

较高的个体更多使用自己所熟悉的互联网功能或服务来缓解

压力 ,相应较少采用现实生活中其他的应对资源而成为“电子

化的物质使用”(substance use) 。也就是说 ,严重的 PIU 可能是

类似于物质使用的一种新的心理行为问题。严重的 PIU 个体

或网络依赖者更多地使用指向情绪的非适应性应对方式 ,如

发泄、退避、幻想、否认[18 ] ,所以应对方式是预测 PIU 的重要

变量。PIU 高分组被试与 PIU 低分组被试在应对方式使用上

差异显著 ,PIU 高分组被试较少采用问题解决这一应对方式 ,

而更多采用幻想与发泄这两种应对方式[19 ] 。根据 Wills 和

Shiffiman[20 ]提出的“压力 ———应对模型”(Stress - Coping Mod2
el) ,生活压力与有限的应对资源可能是个体出于调节情绪的

目的而进行物质使用 (服用烟草、大麻、酒精等) 。一些中学生

尤其是严重的 PIU 个体 ,像药物滥用那样使用互联网来应对

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甚至造成严重的心理行为问题。

幻想 (个体采取想象或虚构的形式来摆脱现实的烦恼与

苦难) 、发泄 (把不愉快的经验宣泄出来 ,以减轻挫折和压抑)

是两种指向情绪的应对方式 ,严重 PIU 个体更多使用这两种

应对方式。这两种方式是中学生在使用网络时更多卷入网络

成瘾所采用的应对方式。中学生使用互联网宣泄不满有利于

缓解现实生活中的压力 ,但另一方面因为某些个体可能缺乏

互联网使用中必要的自我调节能力 ,难于控制互联网使用产

生的消极影响 ,进而卷入网络成瘾。问题解决应对方式 (积极

的认知与行为努力 ,使问题得到解决或消除压力源)是中学生

自我调节能力的重要体现 ,让中学生更少感知到互联网的消

极影响 ,较少卷入网络成瘾 ,反而受益于互联网使用。

心理学研究已表明网络成瘾对青少年的身心危害是严重

的。据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 2005 年发布的《青少年网瘾数据

报告 (2005)》显示 ,目前中国青少年网络成瘾比例已经高达

1312 % ,另有 13 %的青少年存在网瘾倾向[21 ] 。过去采用医

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一般教育所采用的手段和方法并未能阻

止网瘾蔓延的趋势[22 ] 。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各学科之间缺

乏横向交流 ,不能产生整合效应 ;家庭、学校、社会、青少年自

身没有形成合力 ,导致了青少年网瘾反复发作 ;片面套用外国

的研究成果 ,忽视本国的国情 ,使研究失去有效性”[23 ] 。体育

运动 ,面对现实社会的迫切需要将成为防治网络成瘾的新途

径。

2 　锻炼心理学视角下网络成瘾的防治

2. 1 　锻炼心理学的内涵 　Rejeski 等人 (1988) 指出 ,身体锻炼

心理学是运用教育心理学、科学心理学和职业心理学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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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方法来促进、维持和提高身体健康指标的一门学科 ,它更强

调肌肉力量、耐力、活动范围、心肺忍受性和身体结构的变化

的认知、情绪和行为问题。根据 Rejeski 等人 (1993)的观点 ,身

体锻炼心理学应包括三方面的涵义 :1) 身体锻炼心理学离不

开教育心理学、科学心理学和职业心理学等的理论支持 ;2)

身体锻炼的前因、后果和锻炼期间的心理过程都包含了认知、

情绪和行为的成分 ;3) 身体锻炼行为包括各种与耐力、力量、

心肺功能、柔韧性和身体结构有关的活动形式[24 ] 。锻炼心理

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促进身心健康并形成良好的身心状态。

锻炼心理学的研究重点内容是如何通过各种体育锻炼来保持

与改善身心健康和形成良好的身心状态或预防人们生病及非

良性身心状态[25 ] 。国外运动心理学关于锻炼心理学的研究

内容归纳起来主要包括 3 方面的内容 :1) 锻炼前的准备阶

段 ,包括运动动机、态度、体育习惯、体育价值观、体育兴趣以

及锻炼的个性、性别差异等 ,其中动机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2) 锻炼过程中的心理影响 ,如短期的情绪效应、锻炼的努力

程度、锻炼的坚持性、锻炼的影响因素 (锻炼方式、项目、强度、

频度等) ;3) 锻炼后的心理效应 ,包括锻炼的长期情绪影响、

睡眠模式、身体表象和自尊、锻炼的依赖性与成瘾性、锻炼与

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等。

2. 2 　锻炼心理学视角下网络成瘾心理归因模型的分析 　从

上文对网络成瘾的心理归因及损害分析可知 ,网络成瘾的心

理机制比较复杂 ,有需要、动机等动力因素 ;有抑郁、孤独、自

制力差、高感觉寻求、应对方式消极等人格特质因素。综合这

些因素对于网络成瘾的解释 ,最具代表性的是 Young 的 ACE

模型、Davis 的认知 —行为模型和 Grohol 的阶段模型。在此 ,

本文依据这三种模型探讨体育锻炼对防治网络成瘾的理论价

值。

2. 2. 1 　锻炼心理学视角下 Young 的网络成瘾 ACE 模型分析

　Young 1999 年提出以可用性 (accessibility) 、控制性 (control)

和兴奋性 (excitement)等三个因素来说明强迫性互联网使用的

形成过程 ,并将它们看作促进网络成瘾过程的三种潜在变量 ,

即所谓的 ACE模型。其中 ,可用性指网络信息的可利用性、

网上交互范围的大小和色情图片的吸引力 ;控制性指个人对

电子交互方式中可感知的隐私性信息的可控制程度 ;兴奋性

为网络信息对个体内部情感的激活程度。该模型的建立对于

理解网络成瘾行为的形成、制定相应的治疗计划有一定的积

极作用。从图 1 假定某一个体在特定需要、动机等动力因素

的作用下 ,借助网络信息的便利性、较大的交互范围和色情图

片等的吸引力来获得。如果是抑郁、孤独或高感觉寻求等人

格特质 ,就更容易获得个体内部情感的强激活程度。在强烈

兴奋状态下自制力差、应对方式消极就可能对网络形成依赖 ,

甚至不当使用造成身心危害。照此 ,需要将不断升级 ,利用网

络逃避现实、减轻心理压力的耐受性急剧加强 ,所期望获得的

兴奋感迅速增强 ,如果此时失去自我控制能力 ,将出现明显的

戒断反应。最终 ,在无干预条件下形成恶性循环。

图 1 　网络—体育运动的 ACE模式解构

体育锻炼作为网络替代品在满足个体需要 (尤指情感需

要、交际需要、自我实现需要等) 过程中与人格关系密切。哈

腾和法格 (Hartung & Farge ,1977) 报道 ,与不锻炼的人相比 ,经

常参加锻炼的人有较强的自制力 ,他们更聪明、认真、富有想

象力、为人直率、有较强的自立能力[26 ] 。不仅如此 ,体育运动

还可以产生短期心理健康效应。德国拜罗伊特大学阿本勒

(Abele)布瑞姆 (Brehm)提出“动力平衡模型”认为心境状态可

区分为两个纬度 :评价性维度和激活性维度。健身和有氧锻

炼等非竞赛性锻炼活动对心境具有双向调节功能 ,既能将负

性心境或过高的良性心境状态维持在中间水平上 ,也就是平

衡机制的功能。尤其是一些竞争性并存在胜负结果的竞技类

活动在一定条件下有助于提高心境的激活状态[27 ] 。通过体

育锻炼 ,个体感受到“流畅体验”、“体育锻炼快感”、“负性心境

转移体验”等。杰克森等人认为 ,流畅状态是一种积极的情绪

体验 ,主要发生在锻炼者完全地投入到运动情境中并能胜任

挑战的时刻[28 ] 。Sachs 发现 ,当“跑步者高潮”(体育锻炼快

感) 出现时 ,跑步者会体验到一种良好的身心状态 ,感觉到自

身与情景融为一体 ,身体轻松 ,忘却自我 ,充满活力 ,超越时空

障碍。当锻炼者成功地完成某项锻炼任务 ,并在某此锻炼中

产生这些特殊的情绪体验后 ,就会诱发积极的情感和再尝试

的欲望 ,并能抵消一部分抑郁、焦虑等情绪的影响进而改善心

理状态[29 ] 。一些研究表明 ,慢跑、游泳等活动能使锻炼者进

入自由联想状态 ,促进思维的反省和脑力的恢复 ,转移负性情

绪。因此 ,Young的 ACE 模型不仅从心理学层面解释了网络

成瘾的机理 ,而且增强了体育运动干预治疗和预防网络成瘾

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使网络不再是使用者满足无意识需

要的唯一工具。

2. 2. 2 　锻炼心理学视角下 Davis 的认知 ———行为模型分析

Davis提出认知 ———行为模型[30 ] ,试图解释病态网络使

用 (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的发展和维持。如图 2 所示 ,该模

型中靠近病因链近端的因素 ,是 PIU 发生的充分条件 ,靠近远

端的因素则是必要条件。Davis 认为 PIU 的认知症状先于情

感或行为症状出现 ,并且导致了后两者。有 PIU 症状的个体

在某些特定方面有主要的认知障碍 ,从而加剧个体网络成瘾

的症状。该模型认为病态行为 (PIU)受到不良倾向 (个体的易

患素质)和生活事件 (压力源)的影响 ,它们位于 PIU 病因链远

端 ,是 PIU 形成的必要条件。个体易患素质指当个体具有抑

郁、社会焦虑和物质依赖等素质 ,则更容易发展出病态网络使

用的行为[31 ,32 ] 。压力源 (紧张性刺激) 指不断发展的互联网

技术。前面论及网络成瘾归因的认知因素时提到非适应性认

知在网络成瘾者身上表现极为突出 ,大学生网络成瘾形成的

心理基础是对上网形成的非适应性认知 ,非适应性认知又进

一步强化了其上网行为。

图 2 　病态网络使用 (PIU)的认知———行为模型

体育锻炼对认知活动影响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 ,但目前

已有大量研究证明了体育锻炼与认知活动之间存在适度正相

关[33 ] 。研究者认为 ,长期的体育锻炼在认知表现上比短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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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锻炼有更大的效应 ;有规律的锻炼可以通过提高知觉和

运动系统的总体速度来提高精神运动的速度 ;体育锻炼可以

诱发积极的思维和情感 ,这些积极的思维和情感对抑郁、焦

虑、困惑等消极情绪具有抵抗作用。尤其对于复杂的认知任

务 ,体育锻炼表现出明显的积极影响 (Weingarten ,1973) 。顾廷

( Gutin)的研究也发现认知任务的复杂性和体育锻炼的持久性

将对结果产生显著的影响。当进行的锻炼是需要思考的协调

动作时 ,当这些动作包含的结构与功能对从事某些操作有必

要时 ,体育锻炼就有益于认知活动。网络成瘾的认知 ———行

为模型提示我们 ,正在生长发育、心理品质尚未健全的青少年

难以建立正确的网络认知 ,更难以把握和及时控制自己的不

当使用行为。体育锻炼不论是作为兴趣爱好 ,还是作为一种

必需的健康生活方式 ,还是作为一种宣泄无意识需要的合理

途径都有助于网络成瘾的防治。而且 ,这样的行动越早越好 ,

有研究发现体育锻炼与认知发展的密切关系在儿童身上有直

接的体现。当然 ,并不是孤立、片面的体育活动就能有效促进

个体的认知发展 ,这一领域还有待于锻炼心理学科的进一步

研究。

2. 2. 3 　锻炼心理学视角下 Grohol 的阶段模型分析 　Grohol 提

出阶段模型[34 ] ,认为所谓网络成瘾只是一种阶段性的行为。

网络用户大致要经历 3 个阶段 ,第一阶段 :网络新手被互联网

迷住 ,或者有经验的网络用户被新的应用软件迷住 ;第二阶

段 ,用户开始避开导致自己上瘾的网络活动 ;第三阶段 :用户

的网络活动和其它活动达成了平衡。Grohol 认为所有的人最

后都会到达第 3 阶段 ,但不同的个体需要花不同的时间。那

些被认为是网络成瘾的用户 ,只是在第一阶段困住 ,需要帮助

才能跨越。目前 ,笔者调研考察了多家网络成瘾治疗机构 ,发

现大多采用强制性方法进行网络隔离治疗 ,甚至有的机构欲

将网络成瘾纳入精神病范畴给予住院治疗。这些措施虽然融

合了心理学、生理学、教育学等学科的方法 ,但在实践上夸大

了网络成瘾的危害和人群的数量 ,无益于客观认识网络成瘾

现象和有效防治这一社会问题 ,这一点从 Grohol 的阶段模型

已得到启示。目前对于网络成瘾认识的真正盲区在于网络成

瘾倾向的用户者究竟如何界定和预防 ? 然而 ,我们从 Grohol

的阶段模型的解释中得到启示 ,该模型为网络成瘾倾向者、网

络成瘾障碍者甚至网络成瘾严重者进行体育锻炼干预提供了

防治的可能性和可操作性。在第一阶段 ,网络新手被互联网

迷住 ,或者有经验的网络用户被新的应用软件迷住。干预可

以针对使网络新手和有经验网络使用者迷住的内外因 ,进行

综合分析后采取干扰这些用户成瘾的趣味体育项目。比如 :

户外运动、心理拓展项目等。在第二阶段 ,如果用户开始避开

导致自己上瘾的网络活动 ,那么体育干预的及时加入则是在

用户有意识规避状态下进行的 ,更有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第三阶段 ,用户的网络活动和其它活动达成了平衡。体育锻

炼的作用可能会凸现在健康的体育生活方式形成方面 ,或者

说可以预防再次被网络“迷住”。

2. 3 　网络成瘾的体育干预实证分析 　据国内研究者苏家文

等发现 ,体育生的网络成瘾现象低于其它专业大学生 ,成瘾比

例以及成瘾者所表现出来的症状在程度上均小于普通大学

生。因此 ,提出网络与体育活动都具有娱乐性、交往性等多种

相同或相似的功能 ,并建议网络使用者利用丰富多彩的体育

活动和竞赛来充实业余生活 ,这对减少上网时间及网络成瘾

综合症的养成有积极意义[35 ] 。这一研究从实证的角度证明

了体育锻炼对于减少网络成瘾的比例及症状的作用。盖华聪

等采用单盲实验法进行了对照研究 ,验证了加强体育与健身

教育对预防和戒除大学生网络成瘾具有有效性和持续性的假

设[36 ] 。朱莉 ,周学荣等运用调查法和实验法对一名中度网络

成瘾的青少年进行了体育干预研究 ,结果发现其成瘾症状减

轻、成瘾行为以及总体心理健康水平都得到明显改善[37 ] 。虽

然如此 ,我们仍不能武断地认为 ,体育锻炼能有效防治网络成

瘾 ,更不能认为体育锻炼是防治网络成瘾的唯一手段和方法。

体育干预只在网络成瘾的心理归因及损伤治疗中才能起到作

用 ,而且体育干预的项目选择、时间频率要求、方法选择、个体

兴趣及相关指标测定都需要进行个别化、实证性的深入研究。

3 　结 　论

1) 网络成瘾归因主要表现在心理问题 ,涉及到动力因

素、人格因素及认知等方面。锻炼心理学研究成果对于网络

成瘾的防治具有现实意义。

2) 个体无意识需要通过体育锻炼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

得到满足的 ,许多健康的心理品质在体育锻炼过程中可以培

养和提高。那么面对网络虚拟世界的诱惑 ,正确的认知、自制

力、积极应对方式、自信心及角色责任意识就会起到平衡作

用。

3) 网络成瘾现象仍有蔓延之势 ,治疗机构方法各异 ,效

果不佳。且网络成瘾研究成果尚待深入 ,学科整合不力。尤

其是我国人口数量巨大 ,预防工作就远远重要于治疗。因此 ,

体育运动及干预作为简便易行、持续有效、娱乐健康的网络成

瘾防治手段应深入研究。

4) 锻炼心理学运用教育心理学、科学心理学和职业心理

学的理论和方法 ,通过各种体育锻炼来保持、改善身心健康 ,

形成良好的身心状态或预防人们生病及非良性身心状态。随

着这一学科的长足发展 ,体育锻炼和干预也将服务于社会现

实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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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古奥运会民族认同的形成是泛希腊主义与各

别主义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方面 ,泛希腊主义积极推动着古奥

运会民族认同的形成 ;另一方面 ,各别主义却给古奥运会民族

认同的形成设置了重重障碍。这两股力量相互对立 ,此消彼

长 ,最终却又融合在古希腊人高于一切的民族情结之中。历

史总是惊人地相似 ,在奥林匹克主义努力实现“建立一个维护

人的尊严的、和平的社会”的今天 ,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制造的

危机却始终没有消停过。“以史为鉴 ,可以明得失”,古奥运会

民族认同的形成历程或许能为我们调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中

存在的对立关系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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