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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使用频率对青少年的影响——基于CGSS2021数据

的实证分析
好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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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互联网在 21 世纪迅速崛起，截至 2024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近 11 亿人，青少年在互联网使用者当

中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本文利用 2021 年 CGSS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筛选出符合青少年年龄阶段的

人口，进行数据整理和分析，来验证互联网使用频率对青少年的影响。结果显示青少年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青少

年使用互联网频率有高度相关性，频繁上网的青少年可能影响他们的社交行为和心理健康，最后进行提出建设性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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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自 21世纪，中国互联网开始迅速崛起，电子商务、

搜索引擎和社交网络相继诞生。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

中心（CNNIC）在 2024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智

能经济创新发展”交流活动上发布第 54 次《中国互联

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4 年 6 月，我

国网民规模近 11亿人（10.9967 亿人），较 2023 年 12

月增长 742 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78.0%。
[1]
根据《第 5

次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显示，我国

未成年网民规模不断扩大，2022 年未成年网民规模已突

破 1.93 亿。2018-2022年，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从 9

3.7%增长到 97.2%，基本达到饱和状态。未成年人用网

低龄化趋势明显，过去 5年小学阶段的未成年人互联网

普及率从 89.5%提升至 95.1%。
[2]
从上述数据可得知青少

年在互联网使用者当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改变

了他们的生活和学习方式，青少年在使用互联网时是否

会产生问题并影响他们？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

人保护法》第六十四条明确指出：国家、社会、学校和

家庭应当加强未成年人网络素养宣传教育，培养和提高

未成年人的网络素养，增强未成年人科学、文明、安全、

合理使用网络的意识和能力，保障未成年人在网络空间

的合法权益。
[3]
互联网容易给价值观尚未成熟、自控力

较弱且家庭和学校监管相对薄弱的青少年带来消极影

响。为解答以上问题，本文通过 CGSS2021 数据的实证

分析来验证互联网使用频率是否会对青少年产生一定

的影响。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2.1 文献综述

周天然指出，互联网过度使用会降低青少年的交友

数量和校园融入。发现亲子沟通水平越高，越有助于青

少年规避互联网带来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在越轨同伴交

往和校园融入方面。总体来看，控制互联网使用时间、

增强亲子沟通能够有效减少互联网使用对青少年社会

交往的负面影响。
[4]

万玉玲指出，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娱乐

形式和社交机会,但也可能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产生负

面影响。长时间的互联网娱乐会导致青少年与家人和同

学的交流减少,从而加剧孤独感,引发心理上的负担和

压力。
[5]

张皓乙指出，农村青少年互联网使用时间与学业表

现呈倒 U型关系。农村青少年互联网使用时间平均在每

天 1小时以内会显著提高学业水平，但超过 1小时，则

会对学业表现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其中，互联网的“时

间挤压效应”“健康损失效应”、低俗网络文化的“涵

化作用”等负面影响随着农村青少年互联网使用时长的

增加而逐渐恶化，进而大幅降低农村青少年学业水平。
[7]

综上所述，青少年在过度使用互联网时会对社交和

心里产生负面影响并对认知发展产生负面效果。每天使

用互联网的时间过长也对青少年的学业和学习情况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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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显著的负面影响。通过合理的方式使用互联网也会对

青少年的生活的学习带来益处。需要通过正确引导青少

年合理使用互联网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家庭和社会问题。

2.2 研究假设

本文通过 CGSS2021 数据，筛选出符合青少年年龄

界定范围并梳理和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高频率使用互联网是否会对青少年的身体健康

造成影响？

H2：高频率使用互联网是否会造成青少年心情抑郁

或沮丧？

H3：高频率使用互联网是否会造成青少年信任危

机？

H4：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是否会影响青少年使用互联

网的频率？

3 数据和方法

3.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 2021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

se General Survey，简称 CGSS），初始样本共 8148。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将青少年(adolescent) 年龄

界定为 10-19 岁。
[8]
因此本文所分析的青少年根据上述

年龄界定筛选出有效样本共 190 个。

3.2 变量选择

3.2.1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为“身体健康状况”、“心情抑郁或

沮丧的频繁程度”以及“是否产生信任危机”，具体测

量题目为：您觉得您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是？保留原赋

值，1-5 分别对应为很不健康、比较不健康、一般、比

较健康、很健康。98-99对应为不知道 、拒绝回答。在

过去的四周中，您感到心情抑郁或沮丧的频繁程度是？

保留原赋值，1-5 分别对应为总是、经常、有时、很少、

从不。98-99对应为不知道 、拒绝回答。总的来说，您

同不同意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

保留原赋值，1-5 分别对应为非常不同意、比较不同意、

说不上同意不同意、比较同意、非常同意。98-99 对应

为不知道 、拒绝回答。

3.2.2自变量

本文的自变量为“互联网使用的频率”，具体测量

题目为：过去一年，您是否经常在空闲时间上网？保留

原赋值，1-5 分别对应为每天 、一周数次、一月数次、

一年数次或更少、从不。98-99 对应为不知道 、拒绝回

答。

3.2.3中介变量

本文的中介变量为“父母的受教育水平”。本文所

采取具体测量题目为：您父亲的最高教育程度是？您母

亲的最高教育程度是？修改原赋值，1-5 分别对应初中

及以下、高中、大学、研究生及以上、其他。

3.3 研究方法

本文利用 SPSS26.0 软件，首先对符合青少年年龄

段的人进行人口学变量频率进行分析，其次进行主要变

量的描述统计，分析出最大值和最小值以及均值，最后

通过交叉分析来验证假设是否成立。

4 结果

表 1 样本人口学变量频率分析结果

变量 选项 频率 百分比 均值 标准差

出生
日期

2002 106 56%
2002.44 0.498

2003 84 44%

性别

男 104 55%

1.45 0.499
女 86 45%

合计 190 100%

根据上述表格结果，可以表明：2002 年出生的青少

年占比 56%，2003 年的出生的青少年为 44%，平均值为

2002.44，表明样本的平均出生年份接近于 2002 年，标

准差为0.498，表示出生年份的分布相对集中，样本大

多集中在2002年和2003年之间。性别男性比女性多5%，

均值为 1.45，标准差为 0.499，表明性别分布相对均匀，

且与均值的差异不大。青少年人口总计190。
表 2 描述统计

变量 N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均值
标
准

差

1. 过去一年，您是否经
常在空闲时间上网？

190 1 3 1.22 0.50
5

2. 您觉得您目前的身体
健康状况是？

190 1 98 4.86 6.83
3

3. 在过去的四周中，您
感到心情抑郁或沮丧的

频繁程度是？
190 1 98 4.66 6.86

6

4. 总的来说，您同不同

意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
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

190 1 98 4.11 6.90
5

5.您父亲的最高教育程

度是? 190 1 5 1.63 0.96
6

7.您母亲的最高教育程
度是? 190 1 5 1.62 1.11

1

根据上述表格，统计出：当问到过去一年，您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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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在空闲时间上网？结果显示，均值为 1.22，表明大

多数青少年在空闲时间几乎每天都上网，在青少年群体

使用互联网的频率相当高。标准差为 0.505，表示样本

中对上网频率的看法相对集中。当问到您觉得您目前的

身体健康状况是？结果显示，均值为 4.86，表明青少年

群体的身体健康状况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当问到在过

去的四周中，您感到心情抑郁或沮丧的频繁程度是？结

果显示，均值为 4.66，表明青少年的心里状况都很好，

极少出现抑郁或沮丧的情况。当问到总的来说，您同不

同意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结果

显示，均值为 1.63，表明青少年对社会信任感的看法偏

高。但问道您父亲和母亲的最高教育程度是？结果显示，

均值为1.63 以及 1.62，结果表明被调查的青少年群体

的父母最高教育程度较低，集中在初中和高中之间。标

准差为0.966 以及 1.111，表明父亲和母亲教育程度的

分布略有更大的差异，可能反映出家庭背景的多样性。
表 3 交叉分析

您觉得您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是？

合计
很不健康

比较不健
康

一般 比较健康 很健康 不知道

过去一年，您是否
经常在空闲时间上

网？

每天 1 2 13 62 79 0 157
一周数次 0 0 4 10 10 1 25
一月数次 0 0 1 2 5 0 8

合计 1 2 18 74 94 1 190
在过去的四周中，您感到心情抑郁或沮丧的频繁程度是？

合计
总是 经常 有时 很少 从不 不知道

去一年，您是否经
常在空闲时间上

网？

每天 1 6 28 47 74 1 157
一周数次 0 0 6 12 7 0 25
一月数次 0 1 2 1 4 0 8

合计 1 7 36 60 85 1 190
总的来说，您同不同意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

合计
非常不同意

比较不同
意

说不上同意不
同意

比较同意 非常同意 不知道

过去一年，您是否
经常在空闲时间上

网？

每天 4 22 24 94 12 1 157
一周数次 0 1 6 15 3 0 25
一月数次 0 1 0 6 1 0 8

合计 4 24 30 115 16 1 190

从上述交叉表中可以分析出，身体健康状况与上网频率：大多数青少年认为自己身体健康，且每天上网的青少

年中，认为自己“比较健康”和“很健康”的比例最高。频繁上网的青少年普遍认为自己的身体状况较好，表明高

频率的上网与良好的身体健康状况存在一定的关联。心理状态与上网频率：每天上网的青少年中，有 28人表示“有

时”感到抑郁，47人表示“很少”，74人表示“从不”，显示出心理状态相对较好。总体来看，他们的心理状态

相对积极。社会信任感与上网频率：在每天上网的青少年中，94 人表示“比较同意”信任社会，12人“非常同意”，

显示出较高的社会信任感。频繁上网的青少年对社会的信任感普遍较高，可能影响他们的社交行为和心理健康。
表 4 交叉分析

您父亲的最高教育程度是?

初中及以下 高中 大学 研究生及以上 其他 合计

过去一年，您是否经
常在空闲时间上

网？

每天 97 36 17 0 7 157
一周数次 15 6 4 0 0 25
一月数次 4 1 3 0 0 8

合计 116 43 24 0 7 190
您母亲的最高教育程度是?

合计
初中及以下 高中 大学 研究生及以上 其他

过去一年，您是否经

常在空闲时间上
网？

每天 110 22 13 2 10 157
一周数次 15 8 1 0 1 25
一月数次 3 2 2 0 1 8

合计 128 32 16 2 12 190

在上述交叉表，当问到父亲的最高教育程度时，结

果显示：116 名青少年的父亲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

其中青少年 97人每天上网。43名青少年的父亲教育程

度为高中，36 人每天上网。24 名青少年的父亲教育程

度为大学，上网频率相对较低。当问到母亲的最高教育

程度时，结果显示：128 名青少年的母亲教育程度为初

中及以下，这部分青少年中也有很高的上网频率。32

名青少年的母亲教育程度为高中，虽然数量较少，也有

22人每天上网。16 名青少年的母亲教育程度为大学，

有 13 人每天上网。有 2名青少年的母亲教育程度为研

究生及以上，且这部分青少年也有每天上网的情况。无

论是父亲还是母亲，教育程度较低的青少年上网频率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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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尤其是每天上网的比例显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

的青少年上网频率相对较低，可能表明他们在空闲时间

参与其他活动的可能性更大。父母的教育程度可能影响

青少年的上网习惯，教育水平较低的父母可能更倾向于

让孩子在空闲时间上网，或者青少年在缺乏其他活动时

选择上网。

因此假设 H4成立。

5 结论

互联网时代是科技发展的结果，改变了人们生活的

方方面面，但互联网对青少年的影响也有好有坏。本文

使用 2021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项目数据库，

使用交叉分析方法分析了互联网使用频率对青少年的

影响。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频率对青少年的健康和心

里状态没有产生显著影响，频繁上网的青少年对社会的

信任感普遍较高，可能影响他们的社交行为和心理健康。

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则影响青少年的上网习惯，教育水平

较低的父母可能更倾向于让孩子在空闲时间上网，或者

青少年在缺乏其他活动时选择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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