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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壁新闻 /聚焦

“网瘾”成病引来热议一片

晚报记者 柯其其 见习记者 王飞霞

今后网络成瘾将可能被视为一种

病态。 日前，我国首部《网络成瘾诊断

标准》通过专家论证，网络成瘾被正式

纳入精神病诊断范畴。 “网络成瘾”真

的属于“精神病”吗？

12

月

7

日，记者

就此进行了采访。 接受采访的市民各

抒己见，医院心理咨询师认为，网络成

瘾更适合用“心理疾病”来表述。

“网瘾”成病？ 各方观点不一

12

月

7

日中午

1

时许，记者走进

山城区朝阳街的一家网吧进行采访，

在鹤煤（集团）公司工作的小李坐在其

中，正玩得开心，“经常来打游戏，休息

时就到网吧玩通宵。 ”一边回答记者，

一边忙着与游戏中的对手打斗的小李

说。“我有精神病？”当记者陈述《标准》

时，小李惊讶地说，随后就笑了起来，

“我觉得自己很正常， 喜欢打打游戏，

咋就成了精神病了呢？ 我身边的朋友

都喜欢上网，有的爱打游戏，有的爱聊

天，有的朋友整夜不睡觉上网聊天，也

没看到他变神经 ， 这种说法太牵强

了。 ”一名高中男生接受采访时说：“高

中学生因为学习压力比较大， 所以放

假了就会来网吧打游戏消遣一下，但

沉迷于游戏、荒废学业的并不多。 ”当

记者提到“网瘾”成病时，他说：“你觉

得我像精神病吗？ 那我们每个人岂不

是都有病了？ ”随即他从网上找到关于

精神病的定义给记者看： 精神病是由

于人体丘脑、大脑功能的紊乱，而导致

患者在感知、思维、情感和行为等方面

出现异常。

在山城区馨苑小区， 接受采访的

董女士说 ：“现在的孩子们大都会上

网， 而且他们觉得别的孩子都会上网

打游戏和聊天， 如果自己不会反而是

一种落后。 我个人觉得如果孩子作业

做完了， 让他们玩一会儿电脑也没什

么，只要控制好，不让孩子沉迷其中，

就没事，不应该算是一种精神病。 ”

山城区第七小学的唐老师告诉记

者，现在的小学生大都会上网，因为家

里一般都有电脑， 只有个别的学生成

瘾， 这些沉迷网络的孩子性格都有些

孤僻，不愿意和别的孩子接触太多，上

课时精神也不集中。 老师一旦发现就

会尽快与家长取得联系， 对孩子进行

教育。 小学的孩子还是比较容易改正

的。在小学生中间，网络成瘾的现象还

比较少。

市第十八中学的宋老师说：“网络

成瘾确实很可怕， 以前一个学生因为

打游戏上瘾就经常逃课， 上课精神也

不集中，由于家长常年在外地工作，对

孩子的关心也不够， 有时孩子宁愿饿

着肚子不吃饭，省下钱也要去上网，有

时还偷家长的钱去上网， 常常几天几

夜不回来。 还有一个学生也是沉迷于

网络，经常逃学，家长没办法，每天都

来接送他。 为了不让他到网吧里玩游

戏，甚至在家买了台电脑让他打游戏，

但还是管不住他。 当然网络成瘾这种

情况是极少数人。 如今学生会上网是

很普遍的事，男同学一般打游戏，女同

学大都聊天交朋友， 这种情况在他们

的日记中都有反映。 《标准》的出台，对

于那些沉迷于游戏之中的学生来说，

应该是提了一个醒儿。 ”

在鹤壁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工作的

宋先生说 ：“我基本上每天晚上都上

网，一般都是两三个小时，上网已经成

为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了，心

情不好时也会把网络作为一种缓解情

绪的途径， 每逢周末如果没有其他重

要的事情，通常也会坐在家里上网。 ”

当记者提到“网瘾”成病时，宋先生说：

“现在网络很发达，给我们的生活带来

了很多方便。 像我这样的情况应该很

普遍，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精神病，只

能说是一种习惯和依赖。 ”

而家住山城区红旗街东段的李先

生说：“现在上网成瘾的情况挺多的，

我一般下班了也会上网， 但比较有节

制，大概在两个小时，网络对于我来说

没有什么瘾， 有时上网时间长了反而

会感到很烦躁。 我认为这个《标准》制

定得不错， 给一些网络成瘾的人提了

个醒儿。 很多人上网会难以控制，即使

知道其危害性仍沉迷其中，《标准》的

出台给一些网络成瘾的人提了个醒

儿。 ”

家住山城区鸿源小区的李女士

说，看到新近出台的《标准》，她吓了一

大跳， 她今后要严格控制儿子的上网

时间和上网内容。 她打算近期为孩子

报个兴趣班陶冶其情操， 减少孩子对

网络的沉迷。

家住鹤山区的陈女士告诉记者，

儿子去年大学毕业了， 家里买了台电

脑。 但是让陈女士发愁的是，电脑买来

后，孩子的心思就全被电脑吸引，每天

都待在家里上网打游戏， 也不愿意出

去找工作。 对于儿子的状态，陈女士感

到很无奈。 她表示，希望《标准》的出台

能让儿子意识到这是一种病， 并且积

极配合去治疗。

心理咨询师解释： 喜欢上网并非

都是“网瘾”

鹤煤 （集团） 职工总医院主治医

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赵新义表示，

并非所有喜欢上网的人都有 “网瘾”。

所谓“网瘾”就是沉迷网络每天超过

6

小时以上； 渴望再次上网并出现情绪

改变，如激动、焦躁；因为上网影响了

正常学习、交往等行为问题的，才能称

为“网瘾”。

据赵新义医生介绍， 目前到医院

接受心理治疗的人群中，“网瘾” 占据

了一定的比例，其中学生占了大部分，

初中入学到大学毕业之前这段时间，

是“网瘾”高发期。 “因为这段时期，孩

子的心理还不成熟， 对于诱惑的抵抗

力较差。 加上有的父母给予孩子的关

爱和鼓励较少， 相互之间缺少交流和

沟通，孩子没有安全感，缺少爱，便会

在虚拟世界里寻找慰藉， 使得孩子很

容易上网成瘾，从而引发厌学、成绩下

降等问题。 ”

市武警医院的心理咨询师张天贵

医生表示， 一些人由于工作或心理压

力过大，情绪得不到释放，便上网打游

戏来进行宣泄， 长时间的恶性循环导

致其不能自拔，“网瘾” 患者中多是高

年级学生。

赵新义医生和张天贵医生都表

示，“网瘾”只是一种心理性疾病，不能

简单与精神病画等号。

已经上网成瘾的人， 应该如何戒

除“网瘾”呢？赵新义医生表示戒除“网

瘾”需多方面努力。 “家长要多注意孩

子的情绪变化。 许多孩子沉迷网络是

因为孤独，缺少关爱才上网逃避。 在这

种情况下，家长要经常和孩子沟通，多

关心孩子，缓解孩子的压力。 ”赵新义

医生和张天贵医生都建议，“让孩子多

参与户外活动， 转移他的兴趣， 像打

球 、爬山之类 ，也对缓解 ‘网瘾 ’有帮

助。 ”

同时， 赵新义医生也提醒广大市

民，如果“网瘾”严重，还是应该到专业

机构接受治疗。

相关链接

你网络成瘾了吗？

网络成瘾指个体反复过度使用网

络导致的一种精神行为障碍， 表现为

对使用网络产生强烈欲望， 突然停止

或减少使用时出现烦躁、 注意力不集

中、 睡眠障碍等。 按照《网络成瘾诊

断标准》， 网络成瘾分为网络游戏成

瘾、 网络色情成瘾、 网络关系成瘾、

网络信息成瘾、 网络交易成瘾 5类。

专家称， 网络成瘾的标准为平均

每日连续使用网络时间达到或超过

６ 个小时， 且符合以下症状标准已

达到或超过 ３ 个月： 一、 对网络的

使用有强烈的渴求或冲动感。 二、 减

少或停止上网时会出现周身不适、 烦

躁、 易怒、 注意力不集中、 睡眠障碍

等戒断反应。 三、 下述 ５ 条内至少

符合 １ 条： 为达到满足感而不断增

加使用网络的时间和投入的程度； 使

用网络的开始、 结束及持续时间难以

控制， 经多次努力后均未成功； 固执

使用网络而不顾其明显的危害性后

果， 即使知道网络使用的危害仍难以

停止； 因使用网络而减少或放弃了其

他的兴趣、 娱乐或社交活动； 将使用

网络作为一种逃避问题或缓解不良情

绪的途径。

别让网吧“网”住孩子的心

晚报见习记者 陈 静

“现在很多未成年人逃课

也要去上网 。 ” 一位市民说 ，

自己每次去网吧， 上课时间却

常常能见到很多未成年人在上

网。

现在， 未成年人上网现象

比较普遍， 不少学生通宵达旦

上网、 玩网络游戏， 因此导致

情绪颓废， 甚至荒废学业的大

有人在。

未成年人堂而皇之进网吧

为了解未成年人上网的情

况， 记者走访了我市的几家网

吧。 调查发现， 不少网吧仍然

允许未成年人进入上网。

在一家网吧内记者看到 ，

虽然门口挂着 “禁止未成年人

进入” 的标志， 但依然能看见

几个十五六岁的未成年人在上

网玩游戏 。 下午

3

时

40

分 ，

还没有到放学的时间， 但在网

吧内却有不少学生在专注地玩

网络游戏。 记者看到， 这些未

成年人来上网的时候， 网吧老

板并没有要求查看其身份证 ，

也没有进行任何登记。 这些未

成年人如果想上网很容易， 没

有人会加以阻拦， 挂在门口的

“禁止未成年人进入 ” 的牌子

更是形同虚设 ， 完全不起作

用。

记者与一名正在上网的未

成年人聊天， 得知他今年只有

16

岁， 平时经常会跟同学一起

来网吧玩游戏。 他还说， 其实

他也不想在网吧玩游戏， 因为

还得花钱， 可在家父母都看着

根本不让上网， 更别说玩游戏

了， 所以没办法只能选择在网

吧上网玩游戏。

记者观察到， 上网的未成

年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很明显就

是学生。 他们很多都是三三两

两结伴一起玩， 有些人还一边

玩着网络游戏， 一边抽烟， 嘴

里时不时地说着 “我先把这个

任务做了”、 “你在哪儿 ？ 我

马上就到”、 “我又杀了一个”

等等这些让旁人听不出头绪的

话。 网吧老板也多数对未成年

人进入网吧玩游戏不闻不问 ，

根本没有在意过这些孩子还都

是未成年人， 总是轻易地让他

们进入网吧， 又轻易地允许他

们上网。

本 报 也 曾 经 在

11

月

26

日， 报道过一名母亲在一家网

吧内找到逃课的儿子， 因对网

吧容留未成年人上网的做法不

满， 怒不可遏几次要砸掉网吧

内电脑的事情。 很多未成年人

痴迷电脑游戏， 常常逃课到网

吧上网玩游戏， 家长对此都极

度愤慨， 可又毫无办法， 管住

孩子的人， 可管不住孩子上网

的心。

家长极力反对

“孩子在网吧肯定不会有

什么好处， 因为网吧里经常会

有一些社会上的无业青年或者

是一些坏孩子， 经常跟这些人

走在一起肯定多多少少会学坏

的， 并且现在很多网吧根本不

限制未成年人进入， 给未成年

人上网提供了条件， 再加上一

些 ‘黑网吧 ’， 现在未成年人

进网吧的机会实在是太多了。”

市民常女士说。

“现在很多孩子都是逃课

去网吧上网， 不上学怎么可能

不影响学习？ 而且我觉得很多

孩子一旦迷上了上网， 就无心

学习， 谁说的话也不听， 不是

经常有很多孩子因为迷恋上网

而走上了犯罪道路吗

?

总之现

在真是拿孩子上网没办法 。 ”

市民杨先生说。

对 未 成 年 人 进 入 网 吧 ，

所有的家长都极力反对 ， 但

是 ， 家长们同时又表示 ， 现

在的未成年人叛逆心理都很

强 ， 只是一味地说教根本不

起任何作用 ， 还是应当从多

方面进行教育 ， 让未成年人

从心理上接受 ， 让他们自觉

远离网吧。

有关部门大力查处

据了解， 今年以来， 我市

工商系统共出动执法车辆

1500

余台次 ， 执法人员

2300

余人

次， 排查网吧

510

户次， 检查

有 照 网 吧

99

户 ， 查 处 取 缔

“黑网吧”

85

户， 其中取缔农

村 “黑网吧”

34

户， 查扣电脑

主机

156

台， 查扣电脑设备

93

套， 在 “黑网吧” 的查处上取

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是在采访未成年人上网

的过程中， 记者发现未成年人

上网甚至包夜已成为公开的普

遍现象， 尽管管理部门检查不

断， 可未成年人沉溺网吧却仍

是屡禁不止。

所以，为巩固 “黑网吧 ”专

项整治成果， 工商系统将开展

为期两个月的查处取缔 “黑网

吧”专项整治行动。 专项整治以

学校周边、都市村庄、城乡接合

部、农村乡镇、居民宿舍楼等区

域的“黑网吧”为重点，加大力

度，拉网排查，不留死角 ，确保

查处取缔工作取得实效。

市工商局的一位工作人员

说 ： “我们一定要加大治理力

度， 给未成年人一个良好的成

长环境。 ”

相关法规

在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

场所管理条例》 中规定： 互联

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

不得接纳未成年人进入营业场

所， 并应当在营业场所入口处

的显著位置悬挂未成年人禁入

标志。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

所经营单位若有接纳未成年人

进入营业场所、 未悬挂 “网络

文化经营许可证” 或者未成年

人禁入标志等这些行为之一

的， 将由文化行政部门给予警

告， 可以并处

15000

元以下的

罚款； 情节严重的， 责令停业

整顿， 直至吊销 “网络文化经

营许可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