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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人格特质与网络成瘾：生活满意度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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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探究青少年人格特质、生活满意度与网络成瘾的现状，并检验生活满意度的中介作用，笔者采用中国大五人格问卷

简式版、青少年生活满意度量表、中文网络成瘾量表，对整群随机抽取的607名青少年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人格特质、生

活满意度和网络成瘾总分的得分分别为（161.10±20.52）（181.37±30.13）（50.73±14.81）；青少年人格特质除神经质（r值为0.32，P
值均＜0.01）、生活满意度各维度及总分与网络成瘾总分之间均呈现显著负相关（r值分别为-0.11～-0.42，P值均＜0.01）；严谨

性（β=-0.54，t=-6.16，P<0.01）、宜人性（β=-0.29，t=-3.41，P<0.01）、神经质（β=0.42，t=6.37，P<0.01）对网络成瘾预测作用具有统

计学意义，可以解释网络成瘾 19.22%的变异。环境满意度（β=-0.86，t=-6.43，P<0.01）、学校满意度（β=-0.21，t=-2.59，P<
0.01）、家庭满意度（β=-0.17，t=-2.17，P<0.01）对网络成瘾预测作用具有统计学意义，可以解释网络成瘾18.98%的变异；生活满

意度在人格特质各维度及总分与网络成瘾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量分别为 17.90%，17.27%，15.21%，14.62%，

14.57%，14.65%；中介变量生活满意度、自变量人格特质对因变量网络成瘾的Bootstrap95%置信区间结果范围均不包含0。青

少年生活满意度、网络成瘾均处于中等偏上程度，未达到乐观水平；其中，严谨性、宜人性、环境满意度、学校满意度、家庭满意

度能正向预测网络成瘾，神经质负向预测网络成瘾；青少年生活满意度在人格特质与网络成瘾间有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青少年；人格特质；网络成瘾；生活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G8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70X（2021）06-0119-06
PDF获取：http://sxxqsfxy. ijournal. cn/ch/index. aspx doi：10. 11995/j. issn. 2095-770X. 2021. 06. 017

Adolescent Personality Traits and Internet Addiction: Mediator Effect
of Life Satisfaction

QIAO Qing-wei 1，SUN Chong-yong 2，LIU Feng-ying 1，DENG Xu-fang 1

（1.College of Preschool Education，Xiangnan Preschool Education College，Chenzhou 423000，China;

2.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 Institute of Psychology，Jilin Normal University，Siping 136099，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status of adolescent personality traits，life satisfaction and internet addiction，and examine the
mediating role of life satisfaction，the author selected 607 young people randomly to conduct a questionnaire through the Simplified
Version of the Chinese Big Five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Adolescent Life Satisfaction Scale and Chinese Internet Addiction Scale.
Results: 1）the scores of personality traits，life satisfaction and internet addiction scores were（161.10±20.52），（181.37±30.13）and
（50.73±14.81）respectively; 2）the scores of adolescent personality traits except neuroticism（r = 0.32，P <0.01），all dimensions of
life satisfaction and total scores showed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total score of Internet addiction（r = -0.11~-0.42，
P = 0.01）; 3）conscientiousness（β==-0.54，t=-6.16，P<0.01），agreeableness（β==-0.29，t=-3.41，P<0.01）and neuroticism（β==
0.42，t=6.37，P<0.01）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predicting Internet addiction，which can explain the 19.22% of the vari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al satisfaction（β==-0.86，t=-6.43，P<0.01），school satisfaction（β==-0.21，t=-2.59，P<0.01），and family sa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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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ion（β==-0.17，t=-2.17，P<0.01）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predicting Internet addiction，which can explain the 18.98% of
the variation; 4）life satisfaction had significant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the dimensions of personality traits and total scores and Inter⁃
net addiction，with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17.90%，17.27%，15.21%，14.62%，14.57%，14.65% respectively; 5）and the result
range of the Bootstrap 95% confidence interval of the intermediary variable life satisfaction and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personality
traits on the dependent variable Internet addiction does not contain 0. Conclusions: 1）adolescents’life satisfaction and Internet ad⁃
diction are both at a moderately high level，approaching to an optimistic level; 2）among them，conscientiousness，agreeableness，en⁃
vironment satisfaction，school satisfaction and family satisfaction can positively predict Internet addiction and neuroticism can nega⁃
tively predict internet addiction; 3）adolescents’life satisfaction has a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personality traits and Internet
addiction.
Key words: adolescent; personality traits; internet addiction; life satisfaction

2020 年 9 月 ，中 国 互 联 网 络 信 息 中 心

（CNNIC）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

报告》显示，我国网民规模高达9.40亿，青少年

网民群体占比14.8%，且呈逐年上升趋势，青少

年网络成瘾现状需要重点关注。网络成瘾的

概念由戈登伯格最先提出，他认为，网瘾是一

种应对机制的行为成瘾。随后，金伯利·杨于

1996 年在美国心理学会年会上，发表了“网络

成瘾：一种新的临床疾病”一文。国内学者陈

淑惠指出，网络成瘾由强迫性、戒断性和网瘾

耐受性三个核心症状，以及网瘾相关的问题

——人际与健康和时间管理问题两部分构

成［1］。Servidio研究发现，外倾性和随和性与网

瘾负相关，与开放性正相关［2］。张雨晨等人研

究发现，低内外向、高神经质的人呈现高网络

成瘾［3］。王谋远等人进一步证实，神经质、外向

型、顺同性对手机网络成瘾具有一定的预测作

用，神经质是学生手机网络成瘾的危险因

素［4］。杨琳等人发现，神经质和精神质维度是

学生网络成瘾的重要因素［5］。与徐华丽等［6］关

于大学生人格 N 维度、P 维度均能正向预测手

机成瘾倾向的研究结果一致。这说明，人格特

质与网络成瘾关系密切。Krause 认为，生活满

意度是主观建之于客观的评价产生的心理满

足感［7］。周惠玉等人研究发现，生活满意度与

网络成瘾显著负相关［8］。学生家庭、学校生活

满意度分别对网络成瘾有显著负向预测作

用［9］。周芳艳研究发现，生活满意度与网络成

瘾关系密切；友谊、家庭等多种因素能够预测

网络成瘾，其中作用最为明显的是家庭因

素［10］。王玉洁等［11］发现，外倾性、宜人性、责任

性能有效预测个体生活满意度。曾琪烽进一

步研究发现，神经质、谨慎性、宜人性、外向性

均能显著预测 生活满意度，共解释 29.08% 的

生活满意度变异［12］。由此假设，生活满意度在

青少年人格特质与网络成瘾间存在中介作

用。笔者于 2020 年 5 月对在校青少年进行调

查，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笔者选取吉林四平市、白城市、山东济南市

学生共607名。本次调查使用问卷星生成并发布

调查问卷。调查对象通过手机端完成并上交问

卷。最后，汇总并通过SPSS分析调查结果，共发

放问卷 650 份，回收问卷 622 份，回收率为

95.69%；剔除无效问卷15份，获得有效问卷607

份，有效回收率为 97.59%。其中，男生 305 名

（50.25%），女生302名（49.75%）；年龄在11～18

岁之间，平均年龄（15±1）岁；初一学生112 名

（18.45%），初二学生111名（18.29%），初三学生

102名（16.80%）；高一学生87名（14.33%），高二

学生101名（16.64%），高三学生94名（15.49%）；

农村生源 213 名（35.09%），城市生源 394 名

（64.91%）；独生子女388名（63.92%），非独生子女

219名（36.08%）。

1.2 研究方法

1）自主设计调查表，对青少年性别、年龄、

年级、生源地等状况调查。2）采用王孟成、戴

晓阳、姚树桥的《中国大五人格问卷》对青少年

人格特质调查［13］。该量表共40项，有严谨性（8

项）、神经质（8 项）、宜人性（8 项）、开放性（8

项）、外倾性（8 项）五个维度，运用 6 级计分。

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在 0.764～0.814 之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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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系数在 0.672～0.811 之间，信效度较好。本

次测量总量表 Cronbach a 系数为 0.796，五个分

量 表 Cronbach a 系 数 分 别 为 0.801，0.730，

0.738，0.763，0.754；总量表分半信度为 0.795，

分 量 表 分 别 为 0.796，0.666，0.633，0.796，

0.625，各维度间相关系数在0.013～0.447之间，

各维度与总分的相关系数在 0.243～0.747 之

间，信效度良好。通过AMOS做验证性因素分

析，结果显示，χ2 / df = 4.43 RMSEA 为 0.04，

NFI，NNFI，CFI 分别为 0.91，0.90，0.92，均在

0.90以上。3）采用张兴贵、何立国的《青少年生

活满意度量表》对青少年生活满意度调查［14］。

该量表共36项，包括友谊满意度（7项）、家庭满

意度（7项）、学业满意度（6项）、自由满意度（5

项）、学校满意度（6项）和环境满意度（5项）六

个维度，运用7级计分。分量表的同质性信度

在 0.71～0.91 之间，总量表和各分量表的稳定

性信度在 0.54～0.85 之间，信效度良好。本次

调查中总量表 Cronbach a 系数为 0.919，六个分

量表分别为 0.737，0.832，0.790，0.709，0.870，

0.623；总量表分半信度为0.885，分量表分别为

0.652，0.816，0.784，0.705，0.821，0.574。同时，

各维度间相关系数在 0.327～0.583 之间，各维

度和总分间相关系数在 0.689～0.789 之间，信

效度较高。通过AMOS做验证性因素分析，结

果显示，χ2 /df =3.41RMSEA 为 0.06，NFI，NNFI，

CFI 分别为 0.93，0.91，0.95，均在 0.90 以上。

4）采用陈淑慧的《中文网络成瘾量表》对青少

年网络成瘾现状调查［1］。该量表有26项，包括

强迫性上网（5项）、戒断反应（5项）、耐受性（4

项）、人际与健康问题（7项）和时间管理问题（5

项）五个维度，运用4级计分。该问卷的内部一

致性系数为 0.94，再测信度为 0.83，信效度良

好 。 本 次 调 查 中 总 量 表 Cronbach a 系 数 为

0.937，五个分量表分别为 0.751，0.808，0.719，

0.823，0.746；总量表分半信度为0.897，分量表

分别为 0.813，0.793，0.673，0.824，0.703，各维

度间相关系数在 0.608～0.749 之间，各维度和

总分间相关系数在 0.824～0.886 之间，信效度

较高。通过AMOS做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

示，χ2 / df = 3.85 RMSEA 为 0.05，NFI，NNFI，

CFI 分别为 0.94，0.90，0.91，均在0.90以上。

1.3 统计分析

运用SPSS 22.0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相关分

析、回归分析、中介检验，检验水平α=0.05。
2 结果

2.1 青少年人格特质、生活满意度与网络成瘾总

体状况

青少年人格特质各分量表及总分的得分如

下：严谨性（32.96±6.71）、神经质（25.89±8.54）、

宜人性（36.43±6.81）、开放性（34.18±7.37）、外倾

性（31.63±7.97）、总分（161.10±20.52）。青少年

生活满意度分量表及总分得分如下：友谊满意度

（37.44±6.70）、家庭满意度（38.49±7.83）、学业满

意度（24.61±7.03）、自由满意度（24.58±5.66）、学

校满意度（30.40±8.15）、环境满意度（25.84±

5.28）、总分（181.37±30.13），按照各分量表及总

分理论均值分别为 24.50，24.50，21.00，17.50，

21.00，17.50，126.00分判断，六个维度的得分均

高于理论均值分。根据分数的含义，得分越高，

生活满意度越高。从结果可知，虽然当前学生生

活满意度在这六个方面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学

业满意度和自由满意度略高于理论均值，提升空

间较大。比如，学生的学业强度、学习过程中认

知负荷程度、自由支配时间等，都是我们需要去

关注的。青少年网络成瘾总分的得分为（50.73±

14.81），略低于理论均值52。根据分数的含义，得

分越高，表明当前学生网络成瘾表现越为明显或

严重。据此可以看出，虽然网络成瘾处于中等偏

上水平，但现状仍不乐观，还应进一步提升青少

年合理使用网络的意识，加强网络使用时间的监

管，防止青少年网络成瘾。

2.2 青少年人格特质、生活满意度与网络成瘾的

相关分析

表 1 结果显示，青少年人格特质中除神经

质（r 值为 0.32，P 值均＜0.01）各维度及总分与

网络成瘾总分之间均呈现显著负相关（r 值分

别为-0.11～-0.34，P值均＜0.01）。这说明，情

绪稳定性较差和负性情绪较多，易引发青少年

网络成瘾；青少年严谨性、宜人性、开放性和外

向性水平越高，网络成瘾的可能性越小。生活

满意度各维度及总分与网络成瘾总分间均为

显著负相关（r值在-0.18～-0.42之间，P值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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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这表明，青少年生活满意度越高，网络 成瘾可能越低。
表1 青少年人格特质、生活满意度与网络成瘾的相关系数（r值，n=607）

变量

神经质

宜人性

开放性

外向型

人格特质总分

友谊满意度

家庭满意度

学业满意度

自由满意度

学校满意度

环境满意度

生活满意度

总分

网络成瘾总分

严谨性

-0.24**

0.32**

0.37**

0.30**

0.58**

0.38**

0.35**

0.39**

0.33**

0.34**

0.32**

0.48**

-0.34**

神经质

-0.15**

0.01**

-0.13**

0.24**

-0.36**

-0.28**

-0.36**

-0.32**

-0.30**

-0.38**

-0.45**

0.32**

宜人性

0.26**

0.21**

0.55**

0.40**

0.33**

0.26**

0.27**

0.41**

0.36**

0.46**

-0.24**

开放性

0.45**

0.75**

0.28**

0.15**

0.18**

0.17**

0.18**

0.10**

0.24**

-0.12**

外向型

0.66**

0.39**

0.17**

0.21**

0.21**

0.25**

0.16**

0.31**

-0.11**

友谊

满意度

0.47**

0.49**

0.53**

0.55**

0.47**

0.79**

-0.28**

家庭

满意度

0.36**

0.53**

0.38**

0.48**

0.73**

-0.28**

学业

满意度

0.52**

0.36**

0.33**

0.69**

-0.18**

自由

满意度

0.42**

0.45**

0.76**

-0.22**

学校

满意度

0.58**

0.76**

-0.33**

环境

满意度

0.72**

-0.42**

生活满意

度总分

-0.38**

注：** P＜0.01

2.3 青少年人格特质、生活满意度与网络成瘾的

回归分析

以生活满意度、网络成瘾为因变量，人格特

质、生活满意度各维度为自变量，运用逐步进入

法（Stepwise）实施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见表2），严谨性、神经质、宜人性与环境、学校、

家庭满意度均进入回归方程。其中，严谨性（β=-
0.54，t=- 6.16，P<0.01）和宜人性（β =- 0.29，t=-

3.41，P<0.01）负向预测网络成瘾，神经质（β=

0.42，t=6.37，P<0.01）正向预测网络成瘾，能解释

网络成瘾19.22%的变异；环境满意度（β=-0.86，
t=-6.43，P<0.01）、学校满意度（β=-0.21，t=-2.59，
P<0.01）、家庭满意度（β=-0.17，t=-2.17，P<0.01）

负向预测网络成瘾，可以解释网络成瘾18.98%的

变异。

表2 青少年人格特质、生活满意度与网络成瘾的回归分析（Reg.）

因变量

生活满意度总分

网络成瘾总分

网络成瘾总分

预测变量

严谨性

神经质

宜人性

外倾性

严谨性

神经质

宜人性

环境满意度

学校满意度

家庭满意度

β
1.205

-1.120

1.331

0.481

-0.54

0.42

-0.29

-0.86

-0.21

-0.17

T

8.006**

-10.098**

9.310**

3.973**

-6.16**

6.37**

-3.41**

-6.43**

-2.59**

-2.17**

R

0.478

0.585

0.657

0.668

0.34

0.42

0.44

0.42

0.43

0.44

R 2

0.229

0.342

0.432

0.447

0.12

0.18

0.19

0.18

0.19

0.19

F

178.968**

156.733**

152.799**

121.360**

80.36**

64.66**

47.74**

129.27**

69.72**

4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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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青少年生活满意度在人格特质与网络成瘾之

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采用国内学者方杰与张敏强［15］、温忠

麟与叶宝娟［16］等人推荐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

法（抽样 5000 次）与 Hayes［17］编制的 SPSS Pro-

cessv2.16版本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表3 青少年生活满意度在人格特质与网络成瘾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人格特质

严谨性

神经质

宜人性

开放性

外向性

特质总分

中介变量

生活满意度

间接效应量

-0.2966

0.2313

-0.3428

-0.1804

-0.2243

-0.0904

Boot标准误

0.0490

0.0371

0.0544

0.0357

0.0384

0.0148

Boot CI下限

-0.4053

0.1628

-0.4592

-0.2589

-0.3084

-0.1230

Boot CI上限

-0.2097

0.3083

-0.2466

-0.1179

-0.1559

-0.0641

中介效应量（%）

17.90

17.27

15.21

14.62

14.57

14.65

由表3可知，生活满意度在人格特质各维度

及总分与网络成瘾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中

介效应量分别为 17.90% ，17.27% ，15.21% ，

14.62%，14.57%，14.65%；中介变量生活满意度、

自变量人格特质对因变量网络成瘾的 Boot-

strap95%置信区间结果范围均不包含0，表明生活

满意度在人格特质与网络成瘾之间存在部分中

介作用。

3 讨论

本次调查中，青少年生活满意度和网络成瘾

总体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形势并不乐观，应

关注青少年生活满意度、加强对青少年网络使用

的引领。引进生活满意度，探究人格特质与网络

成瘾的相关机制，本次研究结果表明，严谨性、宜

人性均对网络成瘾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这与聂

衍刚等［18］1的研究结论一致。严谨性是评估个体

是否踏实、值得信任、有责任心和能力的体现，严

谨性高的青少年能够做到更多自律，做事有原

则，有自己的规划和目标，对现实生活有更多的

掌控感。陶宇研究证实，严谨性和神经质维度与

自我控制的各维度和总均分存在显著的相

关［19］。因此，严谨性能促进青少年更加自律，享

受当下生活，减少其通过过度使用网络来弥补现

实的空虚感。宜人性是个体与他人互动中所持

的态度，青少年宜人性高者，善于从他人角度思

考，愿意无条件的帮助他人。李书名研究发现，

高宜人性的人群更易做出利他行为［20］。宜人性

促成向朋友、熟人产生利他主义［21］。因此，高宜

人性的青少年，更有利于获得来自学校中老师和

朋友、家庭中父母和兄妹的正性的关怀、好感，并

获得相应的社会支持。这与张卓［22］的研究结论

相同。宜人性高的青少年生活中更加真诚自由

地面对生活，遵从内心与别人互动，获得自我满

足感和自我价值感，愿意在舒适的人际和自然环

境状态下体验生活，减少了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可

能性。神经质对网络成瘾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神经质能够评估个体情感、情绪是否稳定。高分

者容易产生心理压力，想法脱离实际，对外界要

求过多过高和易冲动，由于其人格特点，在与同

学和老师的沟通和交往中，出现情绪波动大、易

冲动和敏感的可能性更大。孙美研究证实，神经

质与人际关系困扰、不成熟和中间型防御方式显

著正相关，神经质和防御方式中的不成熟防御方

式可以显著正向预测人际关系总分及其因

子［23］。同时，高神经质在家庭关系中会破坏家庭

的和谐关系，导致家庭的支持系统很难维持，影

响生活满意度。与梁三才等［24］研究结论相同，即

神经质能直接预测生活满意度，神经质水平越

高，生活满意度越低。青少年为了减少来自现实

的挫折，在避免与人直接接触的基础上获得外界

认可与支持，需要通过网络虚拟平台来实现，进

而会引发青少年沉迷于网络。本研究还发现，人

格特质中外倾性、严谨性、宜人性对生活满意度

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这与王玉洁等［11］的研究

结果一致；神经质对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负向预

测作用，安晓斌等人研究证实，神经质对生活满

意度和积极情绪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对消

极情绪的正向预测作用也显著［25］。由于人格特

质影响对待生活的态度和行为的方式，所以这种

影响是比较稳定的，进而会对生活中与人、事、物

的满意度产生深刻的作用。研究结果进一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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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了生活满意度在人格特质与网络成瘾关系中

的部分中介作用，即青少年人格特质对网络成瘾

的影响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通过改变生活满意

度间接实现。具体而言，对于人格特质中严谨

性、宜人性来说，二者对网络成瘾有直接的负向

预测作用，即严谨性、宜人性水平越高（在严谨

性、宜人性归因维度得分越高）的青少年，网络成

瘾的可能性越低；而神经质对网络成瘾有直接的

正向预测作用，其得分越高网络成瘾的可能性

高。同时，三者通过生活满意度对网络成瘾存在

间接影响。青少年在高家庭生活满意度、民主、

和谐的家庭氛围下更愿意与父母和亲人交流和

互动。陈敏丽等［26］研究证实，亲子沟通方式与亲

子生活满意度、生活质量关系密切。其次，对学

校满意度较高的青少年来说，在良性的学校支持

系统中更乐于与身边的同学和老师去学习和创

造，这与余晓霞［27］的研究结论一致。同时，舒适

和完备的环境系统支持能够为个人发展提供适

宜的环境，去实现自己的价值。肖敏等［28］指出，

为进一步加强博士生培养质量管理，可以通过提

高博士生满意度，进而提升其学习收获。因此，

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提升，会使其情绪稳定性增

强，负性情绪减少，更具同理心，与同伴和父母互

动过程中的人性关怀也会随之增加，对人际交往

的原则和社会规范能进行严格管控。在此基础

上，将更多的精力投身于现实的目标和任务中

去，进而减少了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可能性。

本研究结果启示，通过家校联动让学生获得

更多的理解和关注，形成和谐师生、亲子和同伴

关系，增强学生对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满意度和

认同感，以激发学生投入现实生活的积极性和热

情，减少由于青少年先天人格特质因素导致的现

实无力、无助感，进而引发青少年降低网络成

瘾。同时，对于易导致青少年网络成瘾的人格特

质应该密切关注、积极引导，减少其网络成瘾的

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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