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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学习与发展

农村留守儿童网络成瘾原因和干预策略

郑　伟

（西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陕西西安　７１００６９）

摘　要：随着网络的迅速发展，在缺乏父母监护、同辈群体诱导偏差和社会监管薄弱等因素的影响下，农村留守儿童中出现了

诸如网络依恋、沉迷游戏等状况，对其身心健康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本文从个人、家庭、社会环境等方面对农村留守儿童网络

成瘾的原因进行分析，探寻农村留守儿童网络成瘾的影响因素。针对其自身的环境，建议通过以社会工作者为主导，实施综

合家庭干预模式和青少年网络成瘾干预小组模式的介入，使农村沉溺网络的留守儿童重回健康成长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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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网络迅速发展，农村留守儿童中出现了诸

如网络依恋、沉迷游戏等问题，对其身心健康产生了

严重的影响。本文拟从个人、家庭、社会环境等方面

对农村留守儿童网络成瘾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

针对性的干预策略建议。

一、留守儿童网络成瘾的原因分析

（一）留守儿童自我认知偏差

马斯洛认为人类价值体系存在生理需求和心理

需求两类需求，并且是由低到高分层次的。它们分

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

我实现需求。五种需求可以分为两级，其中生理上

的需求、安全上的需求和感情上的需求都属于低一

级的需求，这些需求通过社会外部条件就可以满足；

而想获得尊重的心理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是高级

需求，需要通过个人内部因素才能得到满足。农村

留守儿童因为长期离开父母，在日常生活中容易产

生缺少爱护、没有归属感、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等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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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感觉，而网络上的社交活动能给以其虚拟的精神

安慰，虚拟的友情能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农村留守儿

童情感上的满足和充实感［１］。同时，由于农村生活

娱乐设施较少，生活形式较为单一，许多农村留守儿

童在现实中朋友较少，所以他们往往容易感到内心

孤寂，更容易选择通过网络来联系朋友，驱散内心的

孤寂感，从而导致对网络虚拟关系的过度依恋。

农村留守儿童往往由于家庭结构失衡，长期缺

乏关爱和鼓励，从而使个体容易产生抑郁、性格孤僻

和自我封闭的情况［２］。这样不仅容易影响学习也很

容易带到人际交往过程中，造成不良好的人际关系。

上述这些因素产生的不良影响常常容易造成其被忽

视、取得成绩不被别人认可、自身努力也容易被别人

忽视，甚至连基本的尊重都得不到满足等情况。这

种寻求自我实现的需要很容易在网络上的各种社交

互动中得到满足。比如论坛跟帖不仅可以发表自己

独树一帜的言论，还能引起其他人关注；在现实中因

为各种条件而受到束缚的个人权力欲望和控制欲望

在网络游戏里都能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和满足；包

括自己生活的点滴都能因为晒照而受到很多人的关

注。在网络世界里，网络成瘾者获得了现实里不能

得到的自我实现与满足，所以对于长期缺少关注和

关爱的农村留守儿童来说，在网络世界里比在现实

中更容易体会到存在感和幸福感。

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眼界和爱好都会随着社

会的变化和年龄的增长而得到扩展，并且儿童正处

在“自我同一性”的形成时期。他们在乎别人对自己

的评价和看法，当他们从别人那里得到的是负面的

信息，或者是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和别人没有共同语

言的反馈时，他们往往就会觉得自己被孤立在人群

之外。在农村留守儿童成长过程里，网络恰到好处

的给予他们补偿。现在的网络文化具有强传播性

质，接触者会自觉不自觉的在为网络文化做宣传推

广。在没有自己主见和具有极大好奇心的儿童成长

时期，为了追求与同龄人产生一种价值认同感，以及

为了寻求共同话题和爱好，不被排除在圈子之外，农

村留守儿童就更容易受到网络成瘾的同辈者影响而

沉浸其中。

（二）留守儿童家庭亲子关系失调

亲子关系失调主要表现为父母在家庭中的角色

缺失。社会角色理论认为，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都

扮演着一定的角色，当一个人在其社会环境中失去

应当扮演的角色时，就表现为角色缺失［３］。在儿童

的成长过程中，父母扮演的角色是十分重要的。父

母不仅是孩子的保护者，还是儿童成长道路上的引

路人。父母教育的好坏，往往决定了孩子的未来能

否健康的成长。然而，由于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双

方或者一方常年在外，农村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

缺少父母的关爱和监督。父母很少与孩子有情感上

的交流，也不能给予孩子及时的情感帮助和鼓励，不

能及时主动地了解孩子内心的想法和需求，造成孩

子长时间的孤独和无助，对现实世界感到恐惧［４］。

当他们接触网络，一方面娱乐性的网络内容能使其

忘记现实的苦恼，另一方面网络社交上的鼓励和安

慰能使孩子觉得自己并不孤独。再者，大多数父母

在面对孩子犯的错误时，往往不是充当疏导者，而是

充当惩罚者，通常采取打、骂、责怪等方式来解决问

题和教育孩子。父母角色的错位，使父母不能第一

时间站在孩子的角度来理解孩子的行为和其内在需

求，产生了我们所说的“代沟”等问题，使得两代人之

间的交流更为不畅。亲子关系中缺少沟通，会使孩

子感觉到苦闷和孤独，也更容易和父母产生冲突和

隔阂［５］。孩子不愿与人交流，只能借助别的渠道来

宣泄情绪，而网络由于其自身的优越性则成为孩子

们的最优选择。

（三）留守儿童社会环境失衡

我国社会经济在近些年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社

会经济快速发展。很多农村地域偏僻，长期处在封

闭和落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里。一方面随着社会经

济的发展，农村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

变，网络等现代生活工具开始进入农村，大量开设的

公共网吧，为留守儿童提供了上网的场所［６］；另一方

面，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在为我国城市化建设作出

贡献的同时，也实实在在的增加了他们自身的经济

收入，部分家庭可以给孩子购置私人电脑并连通网

络，为留守儿童提供了上网条件［７］。

尽管国家法律对未成年人进入网吧明令禁止，

但由于地处偏远，网吧经营者出于利益目的和政府

部门疏于管理，未成年的孩子仍然可以自由的进出

入网吧。同时网络平台管理本身也存在着许多问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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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对那些极具诱惑力的不良信息管理不到位，上网

者容易沉浸在漫无边际的信息海洋里，从而不由自

主地沉迷于网络之中。

二、农村留守儿童网络成瘾的干预策略

社会支持网络理论认为，社会支持包括了个人

与他人的社会互动、个人对自己与他人联系的认识、

他人表现出的支持或援助等支持性行为。这三者是

人类在产生自身行为和进行社会活动时的重要影响

因素。按照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的互动理论，可以

将个体的生态环境系统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环

境［８］。微观环境主要表现个体的生理和心理两个维

度，中观环境主要表现为家庭和同辈群体两个方面，

宏观环境则包含了社会、文化、社区等层面的影响因

素。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网络成瘾问题需要采取积极

的预防措施和干预策略，在这里社会工作者担任着

学校和家庭之间沟通桥梁的关键作用。结合社会工

作实务模式以及社会工作基本工作方法，本文提出

一种从自我、家庭和社会三个层面出发的生态环境

综合干预模式，从留守儿童所处综合环境出发，以社

会工作者为主导，通过专业系统的社会工作方法介

入，积极提升留守儿童自我认知，改善家庭亲子关

系，从而摆脱网络成瘾的困境，实现其个人更好地发

展和与社会环境的良好互动。

（一）微观个体系统干预

个人是上网的主体，是网络行为的执行者和承

担者［９］。网络的匿名性和非现实性是构成个体网络

成瘾的外因。网络上的平等、开放的氛围，使得孩子

可以完成现实中很多不可能完成的事，例如说出现

实里不能表达的话和心理需求，实现在现实里不能

拥有的控制欲和统治欲等。个人干预可以从以下几

个方面着手：

（１）开展自我价值提升的小组工作

在网络成瘾的农村留守儿童中开展自我价值提

升的小组工作。设立以自我实现为主题的价值目

标，通过团队游戏合作来提升留守儿童的团队领导

力和协调力，从而帮助其产生积极的自我认知，加强

对自我价值重要性的认识。在这里，社会工作者主

要通过情景模拟和情景再现表演的方法，把留守儿

童放置于预设的情境中，让孩子看到他自己是以何

种形象展示于他人面前，看到别人对于那样的是自

己如何评价的，从而引导孩子形成正确合理的自我

认知，提升孩子的自我认同，帮助其摆脱自卑、抑郁

等不良情绪的困扰，消除引发上网行为的潜在消极

情绪因素。

（２）开展人际交往提升的小组工作

在社会工作者的带领下开展同辈群体小组活

动，丰富孩子的人际关系网络。农村留守儿童在情

感上最大问题的就是长时间感受不到父母的关爱和

朋友的关心产生的孤独和寂寞。由于其在生活中容

易受到同辈群体的影响，所以在对农村留守儿童网

络成瘾者进行干预时，可以通过组织有共同爱好的

农村留守儿童进行小组活动，培养孩子不同的兴趣，

通过认识不同的孩子，拓展孩子的人际关系网络，分

散网络成瘾的同辈群体对于孩子持续施加的不良

影响［１０］。

（二）中观家庭系统干预

家庭治疗模式可以分为联合家庭干预模式和机

构家庭干预模式，二者都是社会工作个案工作理论

的主要模式，其中心都是以家庭为主，为之提供健康

的家庭环境［１１］。家庭环境干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

面来构建：

（１）协助构建健康的家庭结构

由于父母角色缺失导致的家庭结构不完整，农

村留守儿童的家庭结构大多数是不完善的［１２］。很

多家庭出现结构破碎，父母不能尽职，导致孩子疏于

管教，产生各种问题。基于此，社会工作者应该深入

进入家庭，通过了解家庭，介入家庭成员的交往互

动，帮助协调解决他们之间的关系，重建健康的家庭

结构。

（２）鼓励亲子互动，建立亲子交流机制

家庭是塑造人性的工厂，在农村留守儿童家庭

中，亲子关系之间存在沟通交流间接性、模糊性、不

坦诚等问题。社会工作者介入以后，可利用小组工

作等方法为农村留守儿童家庭亲子之间搭建交流沟

通的平台，引导双方进行直接的交流，表达彼此的真

实想法。鼓励亲子之间互相交流，表达爱意，获取爱

与被爱、自我尊重等心理需求的实现。

（三）宏观社会系统干预

在儿童成长生态系统中，除了自我和家庭外，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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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就是社会环境的影响［１３］。在社会环境干预

方面，主要应该从网络环境的管理和学校环境管理

两个方面出发。

（１）加强网络监管

应该加强网络平台传播内容的管理，例如创建

积极健康的网络环境，在满足孩子正常需要同时加

强网络流通内容的管理。由于网络系统的开放性、

自由性和娱乐性是导致留守儿童沉溺网络的主要诱

因［１４］。为此，应对孩子进行健康的文化引导，杜绝

不良阴暗的思想的产生，更要健全网络道德规范，规

范社会监督制度，为农村留守儿童提供健康上网

环境。

（２）加强学校疏导

学校是教育孩子和培养孩子的重要场所，在学

校教育过程中，应该改变以往只注重理论知识教授

的传统教育模式，更加重视满足孩子正常的心理需

求，进行完善的人格培养，提高孩子对于不良情绪的

抵抗力和建立孩子情绪宣泄的途径，让儿童在学业

压力和现实压力面前都能保持良好的心态和较强的

抗压能力，从最本质上杜绝上网找寻避难所的心理

和行为冲动。

三、结论

农村留守儿童网络成瘾在本质上和各种网络成

瘾者一样，都属于对网络的依恋行为。大多数是受

家庭环境因素和网络缺乏监管的社会因素所影

响［１５］。农村留守儿童本身存在的很多问题在网络

面前得到进一步的放大，使网络成为农村留守儿童

逃避自身问题的避难所。在这两者相互作用之下，

使得农村留守儿童网络成瘾问题更加顽固和错综复

杂。所以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网络成瘾问题方面，不

仅要综合考虑社会、家庭、学校和网络环境等因素，

还要从农村留守儿童本身的人际关系、心理需求等

各个方面来展开干预。在解决网络成瘾问题的同时

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存在诸多心理问题。干预策略的

关键在于以生态系统理论和社会支持网络理论为基

础，分析农村留守儿童网络成瘾的原因，在社会工作

者的带领下开展社会工作个案和小组工作，结合社

会综合生态系统的各种影响因素，采取一种“生态环

境系统”式的干预模式，使之对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网

络成瘾问题有能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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