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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尊在儿童期躯体虐待与青少年网络成瘾
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张志华杨林胜郝加虎黄芬张秀军孙业桓

【摘要】 目的探讨自尊在儿童期躯体虐待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方法

在合肥市选取5所中学，以班级为单位整群抽取初一、初二、高一和高二年级共76个班3798名学

生进行匿名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中学生的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Young网络成瘾鼍表、亲子冲突策

略量表和罗森伯格的自尊量表。结果儿童期躯体虐待与低自尊、网络成瘾均有关(r=一0．108，

P<O．01；r=0．057，P<O．01)；自尊在儿童期躯体虐待与网络成瘾之间介导的间接效应有统计学意

义(口=一0．703，校正后6=一0．104；z=5．052，P<0．001)；自尊所介导的间接效应在总效应中所占的

比例为22．5％。结论 自尊在儿童期躯体虐待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关系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提

示可通过对青少年灌能训练、自尊团体训练等提高自尊的方法，减少网络成瘾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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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find out whether the effects of childhood physical abuse on interact

addiction disorder in adolescence could be mediated by self-esteem．Methods 3798 high school

students selected from 76 classes in Grade One and Grade Two．weTe asked to fill in the anonymous

questionnaire．which including the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students。Young’S Intemet Addiction

Scale．Parent-Child Conflict Tactics Scales and Rosenberg’S Self-Esteem Scale．Results Childhood

physical abuse could directly predict less self-esteem and 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r=一0．108．P<

O．01。r=0．057。P<0．01)and had significant indirect effects on intemet addiction disorder which

could be mediated througll self-esteem(口=一0．703，standardized 6=一0．104，：=5．052，P<0．001)．

Self-esteem had mediated 22．5％of the childhood physical abuse cases on their 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s during the pefiod of adolescence．Conclusion Seif-esteem could partially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hood physical abuse and intemet addiction disorder．The mediating roles of

self-esteem suggested that salient leverage points could make a change through empowerment training，

self-esteem group training on self-esteem enhancement in the stage of adolesc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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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期的躯体虐待与成年后毒品成瘾⋯、酒精

成瘾乜1等物质成瘾之间的关系已多有报道。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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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来，研究发现一些行为成瘾如赌博成瘾¨]、网络成

瘾h 3也与儿童期躯体虐待有关，但其具体的中间机

制尚不清楚。有研究显示，自尊在儿童期躯体虐待

与成年人药物成瘾和酒精成瘾中起到中介作用㈨，那

么，自尊是否也在儿童期躯体虐待经历与行为成瘾

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一些研究者观察发现受虐儿

童常出现抑郁、焦虑、自尊降低等现象[61，而低自尊

恰恰正是网络成瘾发生的一个预测因子[利。由此，

自尊是否为儿童期躯体虐待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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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中介因素，如果是，到底引起多大的中介作用?

为此本研究通过2006年调查的流行病学数据对这

一假设进行检验，以期能为网络成瘾机制的研究以

及防治提供一条新思路。

对象与方法

1．调查对象：研究现场为安徽省合肥市市区全

日制普通中学，采用方便抽样选取5所学校；初一、

初二年级各选取12个班，高一、高二年级各选26个

班，共计76个班，以被抽取班级中所有的学生作为

调查对象。调查对象共3935人，收回问卷3846份，

应答率97．7％；剔除不符合要求问卷48份，实际获得

有效问卷3798份，有效率为98．7％。调查对象平均

年龄为(15．4±1．6)岁；男生1934人(50．9％)，女生

1864人(49．1％)。初中生1133人，高中生2665人。

2．调查内容：

(1)一般人口学特征：调查中学生的性别、年龄、

家庭经济收入(5个等级)、家庭类型(双亲家庭、单

亲家庭、其他)、父母文化程度等情况。

(2)网络成瘾：中学生网络成瘾的诊断采用美国

匹兹堡大学KimberlyYoung编制的诊断量表臼1。该

量表已为国内众多研究者使用，Cronbach’S Gt系数为

0．72t“。量表共有8个条目，主要调查受试者在过去

一年内对网络的使用程度，如果受试者对8个条目

中≥5个持肯定的回答，则判断为网络成瘾者，否则

为网络未成瘾者。

(3)躯体虐待经历：采用Straus等婚1编制的亲子

冲突策略量表(Parent-Child Conflict Tactics

Scales。CTSPC)中的躯体虐待子量表。该量表的

Cronbach’S Gt系数为0．83H]，共计13个条目。量表回

顾性调查中学生一年以前的任何时间内(不包括近12

个月)躯体虐待发生隋况(共分为3级，分别为1次、≥

2次和从未发生)。本研究变量赋值为儿童期躯体虐

待(O～1)：0=未发生躯体虐待，1=发生≥1次。

(4)自尊水平测定：采用Rosenberg的自尊量表

(SES)t9|。该量表由10题组成，最高得40分，最低得

lO分。分值越高，表示自尊程度越高。

3．调查方法：调查前培训调查员；调查中使用统

一指导语，以班级为单位，说明研究目的和意义以及

填写注意事项，组织学生在课堂上独立完成；为不记

名调查，整个调查过程充分保护学生隐私。问卷当

场发放，答完后由调查员当场收回。完成调查所需

时间为20—30(M=25)min。

4．统计学分析：利用EpiData 3．1软件建立数据

库录入数据，用SPSS 12．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双侧

检验a=0．05。在拟合回归方程之前，所有连续变量

实施去中心化，对二分变量统一编码为(0，I)，多分

类变量设置n一1个哑变量。中介效应的统计分析

方法参考Baron和Kenny“0】提供的方法，首先列出儿
童期躯体虐待、自尊、网络成瘾以及控制变量的相关

矩阵，考察各变量间关联条件是否满足分析要求；第

二步，以自尊为冈变量，以儿童期躯体虐待为自变

量，控制混杂因素拟合线性同归方程，获得儿童期躯

体虐待的回归系数(口)和标准误si)；第三步，以网络

成瘾为因变量，以儿童期躯体虐待和自尊为自变量，

控制混杂因素拟合logistic回归方程，获得自尊的回

归系数(6)、嚣和儿童期躯体虐待的回归系数(c)、岛；

考虑到logistic回归模型计算出来的回归系数不能

直接和一般线性回归计算的回归系数比较，本研究

采用MacKinnon和Dwyer⋯1提供的方法对b、c以及
靠进行校正得到61、cl和新的＆；第四步，采用

bootstrap方法¨21计算并检验自尊的中介效应。在第
二、三步分析中，分别将自变量(儿童期躯体虐待、自

尊)与各混杂变量(性别、年龄、家庭经济收入、父母

文化程度以及家庭类型)的交互项依次引入方程，以

考察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是否是独立，结果交互

项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O．05)。

结 果

1．研究变量的相关性：儿童期躯体虐待、自尊、

网络成瘾的基本特征描述见表1。对儿童期躯体虐

待、自尊、网络成瘾以及人口学特征变量的相关性分

析发现(表2)：儿童期躯体虐待、自尊、网络成瘾3个

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满足

Baron和Kermy[1 0】提出的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的条

件。此外，人口学特征变量(性别、年龄、家庭经济收

入、父母文化程度以及家庭类型)与这三个变量中一

个或全部存在关联，且有统计学意义(P<0．05)，分

析时这些变量将作为调整变量引入回归方程。

2．自尊在儿童期躯体虐待与网络成瘾关系中

的中介作用：根据中介效应的检验步骤，在以自尊

得分作为因变量的模型中，控制了人口学特征变量

后，得到儿童期躯体虐待的非标准化偏回归系数

口=一0．704(P<O．001)；以网络成瘾为因变量，以儿

童期躯体虐待和自尊为自变量，控制人口学特征变

量拟合logistic回归方程，获得自尊的非标准化偏回

归系数6=一0．198(P<0．001)，儿童期躯体虐待的非

标准化偏回归系数c--0．479(P<0．01)，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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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l儿童期躯体虐待、自尊、网络成瘾的基本特征

变量
儿童期躯体虐待 自尊得分

O次 ≥1次 (i±5)

网络成瘾

是 否

性别 男生

女生

年级 初一

初二

高一

高二

家庭类型双亲

单亲

其他

957(49．5) 977(50．5)

865(46．4) 999(53．6)

f=3．601，P=0．058

252(42．1) 347(57．9)

216(40．4) 318(59．6)

697(52．0) 643(48．O)

657(49．6) 668(50．4)

f=30．623，P<0．001

1627(47．9) 1768(52．1)

97(44．5) 121(55．5)

98(53．O)87(47．O)

f=2．913，P=O．233

23．23±2．68

23．49±2．48

t=3．188，P=O．001

23．86±2．75

23．27±2．58

23．16±2．57

23．36±2．49

，=10．55，P<O．00l

23．35±2．57

23．4l±2．70

23．46±2．69

F=0．237，P=0．789

1 54(8．0) 1 780(92．0)

28(1．5) 1836(98．5)

Z2=86．837．P<O．00l

19(3。2) 580(96．8)

28(5．2) 506(94．8)

“(4．8) 1276(95．2)

71(5．4) 1254(94．6)

f=4．617，P=O．202

155(4．6) 3240(95．4)

20(9．2) 198(90．8)

7(3．8) 1 78(96．2)

f=9．970，P=0．007

合计 1822(48．0) 1976(52．0) 23．37±2．54 182(4．8) 3616(95．2)

注：4P<O．01；中<O．05

表3自尊在儿童期躯体虐待与网络成瘾关系巾的中介作用

注：。以双亲家庭作为参照，口值均为未标准化的偏回归系数

对b、C校正得到：61=一0．104，岛=0．016：cl=

0．251浦=0．087。自尊在儿童期躯体虐待与网络成

瘾之间介导的间接效应有统计学意义(a×bl=

0．073，z=5．052，P<O．001)；自尊所介导的间接效应

在总效应中占得比例为a×bl／(a×bl+c1)----22．5％。

讨 论

前期研究发现儿童期躯

体虐待与网络成瘾的发生有

关¨]。对于儿童期有过躯体虐

待经历的青少年，如何预防其

发生网络成瘾，为此本研究对

儿童期躯体虐待、自尊、网络成

瘾三者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发

现低自尊在儿童期躯体虐待与

青少年网络成瘾关系中起到中

介作用，其介导的间接效应在

总效应中所占的比例为

22．5％。该结果提示在儿童期

躯体虐待无法阻止的情况下可

通过提高自尊的方法减少网络

成瘾的发生。

躯体虐待对儿童的身心造

成一定的伤害，特别是对心理

造成严重创伤，有研究表明一

两次的虐待即可构成童年期创

伤性体验，印刻在儿童长时间

记忆或潜意识中，甚至会出现

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13|，同时研究发

现，儿童躯体虐待不是一个孤

立的现象，常与家庭暴力、双亲

不和、情感虐待、忽视、贫穷等

儿童早期不良经历呈现聚集性

发生【1制。因此，儿童躯体虐待

的发生意味着受虐儿童可能处

于一个高应激的家庭环境，并

且这种家庭环境长期持续存

在，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

青少年自尊往往比良好环境下

成长的青少年要低㈨。Davisc”1

在网络成瘾的认知一行为模型

中提到，对自我的非适应性认

知(maladaptive cognition)，如
自我怀疑、较低的自我效能感以及否定的自我评价

等，是网络成瘾形成的核心因素之一；当低自尊的青

少年接触网络后，如果在网络中获得了尊敬和崇拜，

网络中良好的自我形象会与现实中的低自尊形成鲜

明对比，从而促使他们不断地上网以满足成就的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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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最终导致网络成瘾的发生，难以自拔n引。

本次调查对主要变量的时限做了明确规定，如

儿童期躯体虐待的发生时间为“12个月以前的任何

时间内(不包括近12个月)”，网络成瘾的发生时间

为“过去的一年内”等，但考虑到这只是一次横断面

的调查资料，回忆偏倚难以避免，变量间时序关系也

可能会出现误差，同时网络成瘾、儿童期躯体虐待采

用的是量表评价，可能会产生一定的错分偏倚，这些

都对结果造成一定的影响。尽管如此，本研究的结

果仍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研究扩展了既往

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儿童期躯体虐待、自尊和

网络成瘾间的复杂关系，其中介效应提示应采取一

些如灌能训练(empowerment training)、自尊团体训

练等方法提高低自尊个体的自尊水平，减少网络成

瘾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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