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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成瘾青少年体育干预之行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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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日非法网戒机构致使“网瘾”少年殒命 ,“网络成瘾”话题争议四起 ,造成众多家长心理恐

慌和极大压力。而相关课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滞后 ,有效干预途径尚在探索。面对实际问

题 ,采用行动研究对网络成瘾青少年进行体育干预实验。结果 : (1) 体育干预对于青少年网络成

瘾一般问题、尤其是由于亲子沟通障碍引起的网络成瘾问题的干预效果明显 ; (2) 行动中 ,拓展

训练、远途旅行、游泳、网球、篮球、轮滑等是最有效的干预项目 ; (3) 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并不是

“洪水猛兽”,家长切勿病急乱投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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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Recently , Illegal Organization caused " Net Addiction" juvenile perish , " Internet addic2
tion" topic convoluted controversy , causing panic and great psychological p ressure among par2
ent s. And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research of related topics lags behind , effective

interventions is still explored. Facing of the real p roblems , use action research on sport s inter2
vention experiment s on internet addiction youth. Result s : (1) Sport s interventions has demon2
st rable effect on internet addiction youth in general , particularly on those who are internet addic2
tions because of barriers to parent - child communication problems ; (2) Outward Bound , long -

haul t ravel , swimming , tennis , basketball , Skating are the most useful items to them ; (3) Inter2
net Addiction is not a " scourge" , parent s should not be Irrational.

Key words : internet addiction ; youth ; sport s intervention ; action research

1 　行动的意义

网络成瘾是个体由于过度使用互联网而导致明显的社会、

心理功能损害的一种现象 [1 ] 。在网络成瘾群体中青少年已成

为高危人群 ,据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 2005 年发布的《中国青少

年网瘾数据报告 (2005)》显示 ,目前中国青少年网络成瘾比例

已高达 13. 2 % ,另有 13 %的青少年存在网瘾倾向 [2 ] 。近来 ,关

于“网络成瘾”的诊断与治疗争议频起 ,尤以 2009 年 8 月份今日

说法栏目播出的《一个网瘾少年的离去》为争议之高峰。前一

阶段 ,将“网络成瘾”纳入精神病范畴 ,掀起轩然大波。而后国

家教育部明令禁止对网瘾者实施电击疗法。今又有南宁某一

非法“网瘾”治疗机构借“体育”之名滥施体罚导致少年殒命。

事实上 ,笔者以咨询名义曾拜访过多家“网络成瘾”诊疗机构 ,

所用方法大多触目惊心。其中不乏歪曲体育 ,极尽体罚暴力之

能事。近日 ,新闻调查栏目又揭发了山东某网戒机构非法对网

瘾者使用明令禁止的 DX - IIA 型电休克治疗仪。因此 ,笔者想

介绍一些有效的体育干预方法给相似本文案例的家长和网瘾

青少年 ,目的在于减轻家庭成员心理压力 ,尽量减少病急乱投

医的现象 ,帮助家长和网瘾青少年树立冷静、正确和积极的问

题应付观念。

2 　行动方法及步骤设计

2 . 1 　行动方法

2. 1. 1 　接近目标人群的方式

本次行动与太原某心理咨询研究室合作 ,通过举办家长交

流会接触到网瘾青少年。与家长、网瘾青少年多次沟通 , 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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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增进家长和网瘾青少年对本人的了解 ,使其产生信任

感 ,以便本课题组客观了解和掌握网络成瘾青少年的基本信

息。接下来 ,本课题组将网络成瘾最新的研究成果、干预方案

和效果告知家长 ,并阐述了本实验行动的可操作性和实用价

值 ,并获得多数家长的认可。然后 ,本课题组进入目标人群 (网

瘾青少年)生活圈 ,进行为期半个月的观察、访谈。

2. 1. 2 　收集资料的方法

访谈法。通过对家长、心理咨询师、被研究者 (以下均指参

加体育干预实验的网瘾青少年) 的访谈 ,更进一步研究体育干

预的效果是否体现在被研究者的网络使用改善方面 ,家长和心

理咨询师有哪些反馈意见和建议等 ,从而为下一阶段的研究计

划提供依据。主要方式是在下次活动结束后对家长、心理咨询

师及被研究者进行访谈 ,以“倾听”为主 ,采用开放式问题。

观察法。主要分为参与性观察和非参与性观察两种方式。

实验前 ,主要采用非参与性观察对被研究者进行资料收集 ;实

验过程中主要采用参与性观察 ,原因是体育干预项目多为集

体、亲子互动等项目 ,要求研究者必须参加。

实物分析法。本研究运用实物分析法进一步检验了体育

干预的效果。实物资料主要有教育日记、访谈记录、照片、录像

影音等。

实验法。采用单因素组间设计 ,自变量 :体育干预 [3 ] (拓展

训练、专项练习、远足旅行训练) ;因变量 :网络成瘾发展程度。

采用台湾大学陈淑惠教授编制发展的中文成瘾量表 [4 ] 。控制

因素 :实验组和对照组被试均保持原有生活学习方式 ,得到家

长同意不调换心理干预中心、不参加任何他校短期培训、不服

用有关药物 ,同时能够在非特殊情况下坚持参加每次实验。实

验安排 :拓展训练、专项练习每周六、日进行 ,远足旅行训练每

半月一次。具体实施分为发现并培养运动兴趣和能力、养成运

动习惯、提高运动水平三个阶段。培养兴趣主要以简单竞技性

拓展训练项目、游泳、网球、羽毛球等专项训练的交叉进行为

主。每周六、日分项目进行 ,时间控制在上下午各两小时。养

成运动习惯在培养了一定的运动兴趣和技能的基础上进行 ,方

法主要包括 : (1) 叮嘱被试每周在实验外时间坚持三次家庭练

习或自我练习 ; (2)周六、日实验中加入带有问题解决特征的体

能训练和户外拓展训练。提高运动自主性阶段主要通过远足

旅行 ,中等强度以上训练项目为主 ,目的是改善被试心理弱势

特征 ,尽量达到心理 - 体育融合矫治目标。实验总共历时 4 个

月。与此同时 ,对照组被试维持原有干预模式 ,不参加体育干

预。

2. 1. 3 　研究结果成文方式

本研究结果成文采用情境型与类属型相结合的方式。采

用这种结合方式的好处在于 :首先 ,可以比较生动、详细地描述

被研究者行为产生时的情景 ;第二 ,可以表现被研究者及研究

者的情感反应和思想变化过程 ;第三 ,可以解释行为变化之间

的衔接关系 ;第四 ,可以将本人的自我反思及时地揉入对研究

结果和过程的报告中 ;第五 ,可以比较有重点地呈现研究结果 ,

逻辑关系比较清楚 ,层次比较分明 ;第六 ,符合一般学术研究将

事物进行分类的思维模式。

2. 1. 4 　讨论推论问题

本研究采用目的抽样个案研究法 ,研究结果很难在量的研

究意义上进行推论。但本研究结果可以推广至相似网络成瘾

特征的个体。

具体行动是对本研究设计的操作化和具体化 ,也是研究过

程的重要环节。第一阶段的行动是预设的 ,但要求具有灵活

性 ,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根据上阶段行动的反馈信息进行

反思和及时调整 ,提出下阶段行动的计划 ,循环往复。鉴于具

体问题 ,行动研究法主要集中体现在体育干预的效果检验及被

试行为变化的叙述。

2 . 2 　行动研究阶段与反思

2. 2. 1 　实验前准备 (2008 年 6 月 5 日 - 2008 年 7 月 10 日)

实验前的准备工作包括与心理咨询研究室合作和家长进

行多次联系以征得同意和支持。而后举办了一次网络成瘾被

试家长的交流会 ,初步了解各位被试的基本情况后进行了为期

半个月的预实验。

反思 :一个月的访谈、沟通和观察结果表明网络成瘾的情

况是很复杂的。对于被试来讲 ,青春期的特殊心理特征和变

化 ,心智的不成熟 ,目标感的缺失使他们无法面对和分析眼前

事物存在的意义 ,更无法理智应对生活和学习中遇到的“挫

折”。生活节奏加快 ,但生活方式单一 ,内容贫乏 ,形式程序化。

被试大多感到自己像一台机器 ,生活单调没有意思 ,难受憋屈 ,

没有发泄和倾诉的地方 ,更没有什么人能够理解他们。家长的

行为方式让他们感到费解。“有时感觉他们为我们付出了很

多 ,可有时又觉得他们简直太无情、太滑稽了 ,和他们没有什么

可说的 ,我们已经都这么大了。”对于家长而言 ,事业和家庭的

双重压力使他们几乎无暇顾及孩子到底在想什么 ,只关心孩子

在做什么 ,有没有犯错误 ,做得好不好。极端的时候甚至表现

出猫抓老鼠的督察特征 ,累得他们喘不过气来。疏忽了孩子已

经长大 ,有他们自己的感受和观点 ,他们也需要大人给予的尊

重和理解。想和孩子沟通沟通 ,可是每次都是以失败结束 ,无

法交流。再加上网络管理的漏洞和教育方式的不当 ,导致了被

试深陷网络 ,影响了正常的生活和学习。在综合这些问题后 ,

课题组把关键和难点问题确定在亲子沟通上 ,并确定了下一阶

段的干预方案。(1)被试从内心来讲是需要家长的理解和尊重

的 ,家长也想找到合理、顺畅的沟通方式和手段。那么 ,行动必

须帮助他们重建沟通理念 ,寻找自然轻松、有效的沟通方式和

情境。(2)从深层次考虑 ,必须建立良好、稳定的体育健康生活

方式 ,尽量使行动中安排的活动在今后的生活中坚持下去。

(3)所有行动安排必须贯穿心理培养目标 ,尤其是应对方式的

积极引导。在预实验中 ,课题组所设定的体育干预项目得到了

家长和被试的喜欢。在活动中 ,被试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积极

主动。尤其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竞技性体育游戏和拓展训练 ,他

们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 ,为家庭奋力赢得荣誉。在专项练习

中发现了被试的爱好 ,针对特长和发展特点进行了个别化设

计 ,充分利用激励机制、强化 ,力求巩固和提高运动技术水平。

2. 2. 2 　实验阶段 (2008 年 7 月 10 日 - 2008 年 11 月 10 日)

在实验阶段 ,课题组对 3 名被试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体育

干预。主要项目包括拓展训练、专项练习、远足旅行训练等。

在此期间 ,本研究着力强调活动的运动强度、技术水平和运动

频次 ,目的在于尽可能培养被试体育生活方式 ,区分心理学团

体辅导与体育干预。

反思 :在体育干预的初期 ,遇到孩子不合作和轻微叛逆的

现象。在亲子互动项目中偶尔也有孩子抵触家长 ,造成尴尬局

面。研究者感到被试与家长之间的沟通确实存在问题 ,直接采

用亲子沟通项目可能会欠妥当。因此 ,研究者首先访谈了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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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沟通成功的中学生 ,从中发现孩子与家长沟通的重要因素

有性别、信任、教养方式、鼓励、自由、民主等。当孩子长到十五

六岁的时候 ,他们多数会选择和自己性别相同的家长沟通。孩

子和家长在年幼时形成的沟通模式和特点将深刻影响之后的

沟通效果 ,甚至决定了之后的沟通意向。在孩子与家长的沟通

过程中 ,孩子都表现出相当敏感和多疑的特点。如果发现家长

任何一点不令他们满意的行为和言语表达 ,孩子就会停止亲子

沟通 ,这甚至导致以后沟通的不顺利。进行归因分析后发现 ,

沟通不畅家长和孩子之间并不一定存在很难解决的问题 ,大多

只是一些小事、小分歧 ,或是家长对孩子的态度不好 ,没有给予

孩子更多的心理支持和关爱。就孩子而言 ,大多还是希望和家

长有良好的沟通 ,只是不知道如何才能改变现状 ,更不知道用

什么方法来实现良好的沟通。根据分析结果 ,课题组将这些影

响亲子沟通的因素回访被试。访谈中我们得知他们之间的沟

通障碍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我爸妈就根本不信任我 ,一见面

就是训斥 ,本来还挺开心 ,一看见他们就郁闷 !”“我为什么生活

在这样的家庭 ,别人为什么就那么开心 ?”“每天就知道赚钱 ,见

面就是吵架 ,他们根本不管我的感受。为什么不离婚 ?”“真不

想长大 ,小的时候什么也不懂 ,心里也不烦。”“我又没有什么问

题 ,非把我弄来当病人一样治疗 ,还骗我。”从被试的这些话中

我们可以觉察到在被试中可能存在家长误导本次行动研究的

问题 ,所以造成被试对体育干预的误解 ,认为是在做治疗。因

此 ,课题组对被试首先进行了活动意义沟通 ,告知他们本次行

动是为了教给他们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体育的健康生活方式。

之后 ,被试逐渐变得合作和主动起来。

在行动过程中 ,课题组发现有的被试有很好的运动天赋 ,

喜欢时尚的运动 ,例如 :网球、轮滑和攀岩等。还有的被试喜欢

竞技性强的项目 ,比如篮球、足球和一些竞争性体育游戏、户外

拓展。因此 ,在尊重被试意愿的基础上进行了个别化的处理和

设计。一个月后 ,被试基本上已经稳定了项目和时间安排 ,课

题组决定邀请家长参与研究过程。主要目的是 : (1) 家长更熟

悉被试的生活特点和性格特点 ,参与研究可以增强课题组方案

执行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 (2) 家长参与行动可以使家长逐渐形

成学习孩子心理发展变化的习惯 ,改变自己的教养观念 ; (3) 研

究者和家长面对共同的问题进行平等民主的学习和探索 ,深刻

理解行动的意义 ,更加符合行动研究的真实性和情境性。而后

的两个月 ,课题组行动进行比较顺利 ,被试也发生了较大的变

化 ,有了很大的体育干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这时 ,课题组邀

请被试也走进了研究队伍 ,让被试 (被研究者) 意识到在改变现

状的过程中 ,自己是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 ,正确积极生活方式

的建立最终只能依靠自我认知的改变和行为的改变。家长和

孩子之间毕竟是两代人 ,时代的进步造成了不可避免的观念差

异。但是这种差异绝对不是不可逾越的 ,更不应该消极地回避

应付。只有建立正确的归因 ,采取积极的行动才能解决面临的

实际问题。在最后一个月的行动中 ,被试经常主动提出自己的

行动意向 ,在课题组的指导下独立设计体育干预方案 ,并能很

好坚持。在非固定干预时间主动保持体育运动 ,有时还邀请

“最知心”家长参加。家长反映被试学习成绩有一定提高 ,做作

业时间比过去长了许多 ,家庭气氛不像以前那么死气沉沉。虽

然被试还是很想上网 ,有时甚至在强作控制 ,但最后总能按约

定时间下网。家长感到这样就挺满足了 ,慢慢的就会好的。在

体育干预实验即将结束的时候 ,家长和孩子提出是否能和课题

组老师经常保持联系 ,临时组织一些活动交流一下。听到家长

和孩子的请求 ,课题组人员感到非常感动。考虑到中断体育干

预被试可能会有反复现象 ,于是决定和被试及家长保持密切联

系 ,每一个月组织一次交流互动活动。在三个月内不进行体育

干预 ,目的是跟踪研究被试行为变化 ,考察体育干预的后期效

果。同时对前一阶段体育干预时间和内容进行反思。在体育

干预进行的四个月中 ,课题组每半月对被试家长及心理老师进

行回访 ,从回访记录材料中抽取“本土语言”和主要特征动态描

述 3 名被试前后认知和行为变化。为达到研究伦理学要求 ,本

研究以被试姓名首字母 (DLL 、WP、ZJ)代替。
表 1 　DLL 体育干预期间网瘾程度变化

7/ 10 - 8/ 10 8/ 11 - 9/ 10 9/ 11 - 10/ 10 10/ 11 - 10/ 10

情 绪
易暴躁 ,和家长常发生冲突 ,

实验中经常不合作

当众人面指责妈妈精神病 ,参

加体育干预显得勉强

在亲子互动项目中偶有生气 ,

但在网球练习中表现很兴奋

情绪比较平和 ,活动中基本上

看不到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认 知
网瘾和酗酒没有什么区别 ,将

来会改变的

目前状况不太好 ,可是没有办

法 ,自己确实难控制

有时网络游戏也有不如网球

的地方 ,网球打完后感觉特轻

松 ,和玩完游戏不一样

自己希望尽量能用打网球来

逐渐减少上网打游戏 ,请求课

题组老师给他找个网球专业

教练培训他

耐受性
每周上网 60 小时 ,有时半夜

偷偷溜到网吧

和家长约定只在家上网 ,但还

是有一次偷跑出去

玩游戏时间少多了 ,爸爸送他

一只品牌网球拍

每周平均上网 20 小时 ,基本

可以在规定时间下网

强迫性
不让上网还有什么意思 ,只要

有可能就一定要上

家长采用代币手段稍有缓解 ,

但急躁 , 撕东西

自我控制有时会失败 ,偶尔也

超时玩游戏

不上网难受的时候 ,会犹豫 ,

能控制以运动代替上网

退瘾反应
把家里东西都砸了 ,妈妈被他

误伤

情绪低落 ,看着电脑流眼泪 ,

经常叫喊

在规定时间内 ,有时会想 ,不

过有时也想去做户外运动 ,感

觉自己还不错

基本保持良好状态 ,但不能在

不上网的时候与家长谈及上

网 ,否则会生气

生理不适
背有点驼 ,做了视网膜脱落手

术
有时失眠 ,没有食欲

驼背现象有很大改观 ,失眠也

少多了
饮食、睡眠均已正常

心理变化
什么事情都无所谓 ,学习成绩

一落千丈 ,对家人冷若冰霜

没精打采 ,自己陈述为抑郁 ,

家长很担心

有一次在学校和同学打网球 ,

感觉很自信 ,回家后和家长讲

了这件事

有一次问父亲网瘾真的是病

吗 ? 经常和同学短信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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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LL 是行动中网络成瘾程度最严重的一个孩子 ,用陈淑惠

中文成瘾量表测得其得分为 75 分。据他的家长讲 ,他几乎是

在一周内就完全沉溺在网络游戏之中了。初中二年级以前一

直在班里成绩中上 ,自网络成瘾以来 ,成绩一落千丈 ,几次考试

都是倒数几名。初三年级功课很紧张 ,但他却只顾拼杀在网络

游戏场上。好几次家长凌晨两三点在网吧四处寻找他 ,有时逃

学 ,欺骗家长。家长回忆说 :“孩子小的时候其实是很乖巧的 ,

从不撒谎。出去玩总是每隔半小时就回来一下 ,告诉我们他在

哪里 ,在干什么。现在不知为什么 ,这个网络游戏这么可怕 ,简

直让他像着了魔一样 ,是不是中邪了 ?”经过四个月的体育干预

行动 ,他的认知、情绪、行为有了很大的变化。虽然在行动早期

因家长的不慎导致他对体育干预反感 ,认为是在给他治病 ,但

经过课题组老师与他沟通 ,逐渐减消了抵触心理。行动中值得

一提的是其家长始终坚持共同行动 ,学习青少年心理特征并用

心去理解被试。被试对课题组老师说他很感动家长为他能这

样做。在最后一个月里 ,被试作为积极改变者参与行动研究。

行动者和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促成了被试的变化 ,虽然被试在体

育干预完成时还有一些网络依赖表现 ,但被试个人很自信 ,承

诺一定要补上落下的功课 ,好好练网球 ,尽快正确面对网络。

通过这个案例我们感到 ,被试从内心里并不认为网络游戏是他

生活的唯一 ,只是网络游戏太刺激了 ,现实生活中根本找不到

这种感受。每次过度玩过之后也很后悔 ,提醒自己再玩一段时

间就不玩了 ,在中考前狠狠冲刺一下。

表 2 　WP 体育干预期间网瘾程度变化

7/ 10 - 8/ 10 8/ 11 - 9/ 10 9/ 11 - 10/ 10 10/ 11 - 10/ 10

情 绪
易激怒 ,和家长不正面接触 ,

实验初期不合作

对私人话题保持沉默 ,有时很

理智 ,有时很冲动 ,有时听而

不闻 ,百无聊赖

在同伴互动项目中表现突出 ,

心情开朗兴奋 ,偶尔与家长做

非肢体接触活动

情绪比较平和 ,稳定 ,活动中

主动性强 ,与家长进行程序性

沟通

认 知

要努力独立生活 ,尤其是妈妈

对于他来讲 ,想起来就觉得恶

心 ,玩游戏也是赚钱 ,省点也

够花

并不是离不开网络 ,只是网络

游戏既可以赚钱又好玩 ,目前

不想改变 ,但将来一定能放手

父母有他们的难处也能理解 ,

可以一起生活但不一定要说

话 ,各管各的 ,互不干涉挺好

喜欢的事情有很多 ,最喜欢

NBA ,我的头型就是模仿我偶

像的 ,像个毛绒球

耐受性
每周上网 50 小时以上 ,半夜

醒了接着玩

连续三天不上网没有发生不

良情绪

玩游戏累了 ,就找同伴去打打

篮球 ,也特有意思

每天晚上在附近公园玩轮滑 ,

准备组织一个组合

强迫性

上网玩游戏打发时间 ,弄了这

个头型学校让停课 ,反正上了

大学也没工作

如果不能玩网络游戏 ,我也能

活下去 ,不过有可能我还是首

选玩游戏

有时玩游戏不顺心的时候也

想出去走走 ,去野外生存一天

玩网络游戏的时间比以前少

多了 ,筹备轮滑组合很忙

退瘾反应

家长把网线掐断后一连三天

睡觉 ,情绪稍有波动但不存在

问题表现

告诉老师自己很想得开 ,不可

能过分依赖什么 ,一切都要随

变化而定

要迅速找到一个自己满意的

活动 ,干什么都可以挣钱 ,当

教练也挺好

想好好学一下轮滑 ,既时尚又

自由 ,还可以带队挣钱

生理变化
厌食 ,每天吃碗面和锅巴 ,消

瘦 ,长了很多青春痘

有时失眠 ,或者经常做玩游戏

的梦 ,比真的玩还过瘾

失眠现象少多了 ,有时想去没

有人的山谷里玩
饮食、睡眠比较正常

心理变化
自己命不好 ,有这样不可理喻

的家长 ,很悲观 ,没前途

有时为了通风开开自己房间

的门 ,偶尔也在家里大声唱歌

自己的问题有的也得解决 ,毕

竟将来会不一样地过 ,我肯定

要搏一搏

妈妈第一次道歉 ,一家人进行

了一次长达两小时的沟通 ,虽

然最终不欢而散

　　从整个与被试 WP 沟通的过程中 ,研究者认为他是一个很

典型的案例。从网瘾量表测得 68 分的高分 ,但是被试像很多

网瘾孩子一样 ,虽然上网行为对生活、学习、交往等方面造成了

严重的负面影响 ,但其无度上网是有深刻家庭原因的。在青少

年期 ,很多孩子其实有了比较正确、积极的是非观念 ,被试就是

这样的一个孩子。15 岁 ,一年前成绩一直都很好 ,保持全年级

前十名。在迷上网络游戏之前家长尤其是妈妈为了更督促他

进步 ,采用施压手段经常唠叨、训斥 ,他也能够置之不理 ,保持

学习状态。但终于有一天 ,班上同学嘲笑他挨打后不敢还手 ,

并以刀子暗示他应该还击。于是 ,他拿起刀子捅了同学一刀酿

成大错 ,妈妈于是开始了“轰炸式”喋喋不休的训斥。为了逃避

“灾难”,他选择了沉默 ,选择了网络游戏 ,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

直至退学。被试的心理变化是内因 ,如果遭遇不良的偶发外因

就可能造成始料未及的严重后果 ,这一点不能不引起深思。因

此 ,亲子必须同时走进体育干预行动中 ,相互之间的沟通障碍

才有可能排除。仅仅依靠任何一方的改变都是不现实的 ,也是

徒劳无功的。虽然整个行动过程比较艰难 ,效果也并不是很理

想 ,毕竟出现一次双方慎重考虑之后的长谈。

ZJ 是一个很腼腆的男孩子 ,17 岁 ,初二年级。从小和妈妈

一起生活 ,爸爸经常在外做生意 ,少则几天不在家 ,多则一两个

月不在家。妈妈性格温良 ,对被试悉心照料 ,一直到初中阶段

都很令家长满意。上中学后突然几乎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变得

内向 ,不怎么说话。妈妈很苦恼 ,儿子越来越疏远她 ,爸爸很不

解 ,这么拼命挣钱不就是为了他吗 ? 他为什么变成这样 ,好像

不是家里的人。而后 ,被试开始迷恋网络游戏 ,但其网瘾量表

得分只有 51 分。针对家长和被试陈述的个人资料信息以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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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ZJ 体育干预期间网瘾程度变化

7/ 10 - 8/ 10 8/ 11 - 9/ 10 9/ 11 - 10/ 10 10/ 11 - 10/ 10

情 绪

常感到情绪低落 ,有时用刀子

划门 ,谈到自己认可或敏感问

题时就低头不语

偶尔吸烟 ,高兴时想召集同伴

聚集吸烟 ,但很矛盾 ,情绪比

较稳定

和实验期间认识的异校朋友

相处很融洽 ,每次见面进行拥

抱

自述来做干预心情特好 ,回家

后会想一阵子 ,微笑经常可以

出现在他的脸上

认 知

认为自己有瘾 ,但是如果老师

和家长不让我上 ,我也能克

制 ,知道不好 ,不过还是很想 ,

影响别的事

想让自己多点别的爱好 ,不知

道该怎么做 ,学习并不一定是

唯一的出路

提出转学的要求 ,承诺之后肯

定好好学习

得知转学的真正原因后 ,向课

题组老师倾诉了内心的苦闷 ,

决心尝试努力学习

耐受性

每天上网 5、6 小时 ,由于各种

原因不能更多上网 ,否则想上

更长时间

晚自习基本不逃了 ,每天上网

保持在 2 - 3 小时

家长反映进步很快 ,每天晚上

按时回家后学习几十分钟

和父亲约定每周上两次 ,表现

基本达到家长满意

强迫性
不上网玩游戏就拒绝交流 ,中

午顾不上吃饭就到网吧

家长找到网吧 ,提醒后和朋友

能主动离开并回家

自我评价自己做的努力还挺

令他满意 ,认为自己还不错

每周末两天上两次 ,每次时间

3 小时以内 ,可以较好控制

退瘾反应

课堂上发呆 ,手机聊 qq ,被老

师抓到好几次 ,在家里独处一

室不理睬家长

显得很无聊 ,并不会产生严重

的问题

增进了与同学的交往 ,学习成

绩有所提高 ,上网玩游戏的念

头一闪而过

喜欢做拓展训练 ,觉得很有意

思 ,能想通好多问题 ,理解意

识有所提高

生理不适

偏胖 ,上网时不正常吃饭 ,只

食用可乐和油炸零食 ,近视程

度加深 ,头疼

饮食、睡眠正常 ,基本没有不

良情况

坚持锻炼 ,体型已基本正常 ,

其它各项保持较好状态

各项问题基本消失 ,家长很满

意

心理变化

认为应向成功的人学 ,可没法

学 ,觉得自己应该不是凡人 ,

可也很迷茫

成功需要付出比常人多的代

价 ,怀疑自己能否承受得了

特别喜欢大汗淋漓过后的感

觉 ,觉得特轻松 ,好像能不想

好多事情

想好好学习拓展活动 ,培养更

多兴趣

题组对被试的了解和沟通情况 ,制定了家长参与方案。经过体

育干预行动后 ,被试逐渐改变了以前消极、被动的情绪和认知。

在行动过程中 ,父亲为了孩子 ,不间断地陪伴了四个月的活动 ,

父子间培养了很深的情感。父亲从中明白了孩子的突然变化

其实是因为自己的疏忽 ,没有觉察到孩子已经长成“小伙子”,

他开始渴求爸爸的关爱 ,想和爸爸谈谈属于男子汉的话题 ,然

而妈妈是不可能代替这一角色的。被试在行动结束时成绩已

有很大提高 ,家长给他找了辅导老师 ,希望能够尽快把落下的

功课补上。

在和被试沟通的过程中 ,课题组发现在中学生阶段 ,半数

以上的孩子尤其是男孩子都会挤时间去玩网络游戏。但只有

极个别的孩子才会无任何约束力和控制力 ,家长往往夸大了孩

子的网络成瘾症状。

3 　讨 论

3. 1 　在研究中发现被试日常生活内容单一 ,不能满足青春期

孩子知情意的发展需要。大多家长缺乏引导的观念和技巧 ,加

之沟通存在很大障碍 ,因此 ,孩子选择了网络游戏。从这点来

看 ,大多家长仅仅站在个人角度评价孩子行为 ,难以形成信任、

合作和支持的良性家庭系统。课题组项目正是针对研究初期

家庭主要问题设计的 ,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准确把握

正是本行动较为成功的前提和基础。

3. 2 　行动研究中实验部分完成后 ,所有对照组家长要求加入

行动行列 ,并对心理咨询研究中心提出了“理论和实践操作距

离太大 ,我们需要实际性的变化”等问题。这使我们进入了深

刻的反思 ,对于问题行为的干预 ,仅仅从一个学科入手寻找理

论依据是远远不够的。课题组前期设计时就制定了准则 (1) 深

刻探索问题行为的根源 ; (2) 把心理训练目标和体育紧密结合

起来 ; (3)建立健康的体育生活方式和解决眼前实际问题相结

合。

3. 3 　体育干预项目设计必须依据每个被试的心理特点和爱好

特长 ,逐步培养和提高 ,不可急于追求结果。被试在行动初期

反复行为频频出现 ,经过课题组与家长的合作 ,这些问题都能

解决。

3. 4 　本研究采用目的抽样 ,行动直接针对目标人群 ,样本较

小。因此实验结果没有统计学的推论意义 ,但可推论到相似特

征的个体。

3. 5 　针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现状 ,家长应承担起主要的行动责

任。健康和谐的家庭坏境才是孩子健康成长的根本。

4 　结 论

4. 1 　体育干预对于青少年网络成瘾一般问题、尤其是由于亲

子沟通障碍引起的网络成瘾问题的干预效果明显。

4. 2 　本研究中 ,拓展训练、远途旅行、游泳、网球、篮球、轮滑等

是被试最喜爱的 ,也是最有效的项目 ,这些项目特征与青少年

心理需求比较吻合。

4. 3 　行动过程中 ,研究者与被研究者 (被试) 及家长必须共同

行动才能获得较理想的结果。 (下转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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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的农村体育骨干队伍 ,发挥其对开展农村体育活动的组

织、带动和指导作用。利用传统节日和农闲季节 ,组织开展体

育下乡活动 ,坚持生产和文体活动相结合 ,组织开展具有地方

特色、农民喜闻乐见、易于参与的体育健身和竞赛活动 ,并形成

制度。做到组织到位、骨干到位、活动到位、引导更多的农民群

众投身到健身活动中来 ,切实发挥体育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中的积极作用。构建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体育健身工程服务平

台 ,是指通过一系列相关制度的合理构建及其使用以形成新农

村建设中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效性建设的长效机制 ,整合新农

村建设中的农村体育资源 ,为农民体育文化生活方式的改善提

供精神和物质条件 ,使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得到广

大农民群众的认同 ,提升农村劳动者的体育素质 ,基本满足村

民体育活动的需求。根据课题组对《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体育健

身工程实效性建设的评价》调查结果显示 ,在被调查的 1986 名

农民中 ,有 1500 人认为对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

效性建设促进农民群众体育活动很成功 ,非常有助于农民群众

健身 ,占 75. 53 % ;有 411 人认为比较成功 ,对农民群众健身有

一定帮助 ,占 20. 69 % ; 有 71 人认为效果一般 ,形式重于效果 ,

占 3. 58 % ;有 4 人认为比较失败 ,对农民群众健身没有任何帮

助 ,占 0. 20 % ;没有一个人认为非常失败 ,严重阻碍了农民群众

健身 (见图 1) 。

图 1 　农民对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效性建设的评价

　　如此之高的参与率和好评率反映出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体

育健身工程实效性建设真正成为贴近农民群众 ,覆盖全面 ,富

有成效的“亲民、便民、利民、惠民”的民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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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并不是“洪水猛兽”,家长切勿病急

乱投医 ,以免给孩子造成更严重身心损害 ,而应冷静反思 ,评估

家庭关系以寻找准确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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