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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倾向与性格倾向、精神状态和外环境因素的联系ꎬ为针对大学生手机成瘾

干预措施的制定提供参考ꎮ 方法 　 采用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量表( ＳＡＳ－Ｃ)、艾森克人格量表( ＥＰＱ)、情绪自评量表(
ＳＡＳ、ＳＤＳ)以及自编的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影响因素调查表ꎬ对 ９０１ 名不同专业和年级的宁波某高校大学生进行调查ꎮ 结

果　 智能手机成瘾群体占 １４.５％ꎬ成瘾倾向群体占 ３６.５％ꎮ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ꎬ手机成瘾影响因素有神经质、人生理

念与追求、内外向和非 ＩＴ 娱乐休闲活动(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 ０.５３０ꎬ０.２０９ꎬ－０.１８７ꎬ０.１６１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ＳＡＳ－Ｃ 得分

与 Ｅ 量表得分呈负相关( ｒ＝ －０.４１２ꎬＰ<０.０５)ꎬ与 Ｎ 量表得分呈正相关( ｒ＝ ０.４４９ꎬＰ<０.０５)ꎬ性格内向群体积极参与非 ＩＴ 娱

乐休闲活动仅占 ９.６％ꎬ神经质高分群体中人生理念与追求弱化或缺失的占 ５１.９％ꎮ 结论　 智能手机是大学生压力与情感

释放的一种媒介ꎬ但单一的压力和情绪宣泄途径易致过分依赖而成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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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功能的日趋强大ꎬ手机在

人们生活、工作和学习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ꎮ 手

机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ꎬ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手
机成瘾症ꎮ 手机成瘾症是一种个体因使用手机行为

失控ꎬ导致生理、心理与社会功能明显受损的痴迷状

态[１] ꎮ 大学生是使用智能手机的主体人群之一ꎬ若长

期沉溺于智能手机带来的感官体验ꎬ将对个人的成长

和身心健康带来很大影响ꎮ 因此ꎬ研究组从性格、精
神状态和外环境因素 ３ 个方面调查和分析大学生手机

成瘾倾向的影响因素ꎬ为后期开展针对性的健康宣教

提供参考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５ 年 ２—６ 月ꎬ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

法ꎬ以宁波市某高校专业和年级作为分层的依据ꎮ 按

照学生在不同专业和年级的人数比例确定每一层的

人数ꎬ再按照学生学号在每一层随机抽取相应的人

数ꎬ共抽取文理科不同专业大一至大四学生共 ９８５ 名

进行问卷调查ꎮ 回收有效问卷 ９０１ 份ꎬ有效率 ９１.５％ꎮ
其中男生 ４９５ 名ꎬ女生 ４０６ 名ꎻ文科生 ４１３ 名ꎬ理科生

４８８ 名ꎮ
１.２　 问卷调查 　 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量表( ＳＡＳ －
Ｃ) [２]判定是否存在手机成瘾倾向ꎬ艾森克人格量表

(ＥＰＱ) [３] 、情绪自评量表( ＳＡＳꎬＳＤＳ) [４－５] 和自编的大

学生智能手机成瘾倾向影响因素调查表作为性格倾

向、精神状态和外环境因素等内外在因素的筛选工

具ꎮ 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量表( ＳＡＳ－Ｃ)采用 ５ 级计

分法进行评分ꎬＳＡＳ－Ｃ 项目得分≥７７ 分为确定“ＳＡＳ－
Ｃ 群体”(即智能手机成瘾)ꎬ６６ ~ ７６ 分为“ＳＡＳ－Ｃ 边缘

群体”(即具有智能手机成瘾倾向)ꎻ≤６５ 分者界定为

“ＳＡＳ－Ｃ 正常群体”ꎮ 艾森克人格量表( ＥＰＱ)包括 Ｅ
量表(内外向)、Ｎ 量表(神经质)、Ｐ 量表(精神质)和

Ｌ 量表(掩饰性)ꎬ计算各量表的原始分后标化得标准

分ꎮ 情绪自评量表(ＳＡＳꎬＳＤＳ)各 ２０ 个条目ꎬ４ 级评分

后粗分标化ꎮ 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倾向影响因素调

查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０.９５１ꎬ包括一般资料和影响

因素ꎻ影响因素部分包括流行示范效应(包括虚拟交

际趋势、流行追逐和亲友行为示范 ３ 个问题)ꎬ失落、
挫折等情感迁移(包括家庭和谐程度、情感挫折和人

际关系与虚拟交际反差 ３ 个问题)ꎬ心理需求的获取

与满足(包括虚拟世界成就感体现和娱乐、爱好需要 ２
个问题)ꎬ人生理念与追求(包括人生观、价值观和理

想 ３ 个问题)ꎬ非 ＩＴ 娱乐休闲活动(包括休闲体育运

动、文艺娱乐、业余爱好 ３ 个问题)ꎮ 所有问题按照 ５
级计分后ꎬ对不同影响因素得分进行标化ꎬ满分为 １０
分ꎻ按照 Ｐ２５和 Ｐ７５ 的得分将结果分为显著、一般和很

少 ３ 个等级ꎮ 通过 ＡＳＰ.ｎｅｔ 编程制作网页问卷后直接

发送至抽中学号学生的邮箱ꎮ
１.３　 质量控制与统计分析　 对班级辅导员进行统一

培训后ꎬ由辅导员直接指导和督促学生进行问卷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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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ꎬ网页问卷程序编制过程中ꎬ设置了逻辑自校程序

和未完成问卷无法提交功能ꎬ有逻辑错误的问卷直接

判定为不合格问卷ꎮ 艾森克人格量表 Ｌ 量表得分>６０
分视为无效问卷ꎮ 数据后台导出后ꎬ剔除逻辑校验不

合格问卷和非智能手机用户问卷ꎮ 数据转换后导入

ＳＰＳＳ １６.０ 进行方差分析、ｔ 检验ꎬ线性趋势检验和多

元线性回归分析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手机成瘾一般情况　 ９０１ 份有效问卷中ꎬ１４.５％
为 ＳＡＳ－Ｃ 群体ꎬ平均日手机使用时间为(５.６±１.９) ｈꎻ
３７.５％为 ＳＡＳ － Ｃ 边缘群体ꎬ平均日手机使用时间为

(３.７±１.６)ｈꎻ４９.０％为 ＳＡＳ－Ｃ 正常群体ꎬ平均日手机使

用时间为(１.６±０.９) ｈꎮ 在智能手机首要功能选择上ꎬ
日常通话占 ３５.６％ꎬ虚拟交际占 １８.５％ꎬ网络游戏等娱

乐放松占 １７.６％ꎬ 新闻等信息获取占 １０.０％ꎬ辅助学

习占 ５.４％ꎬ其他占 １２.７％ꎮ 不同性别、不同学科和不

同价位智能手机的调查对象智能手机成瘾倾向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７.５３ꎬ７.０８ꎬ６.７０ꎬＰ 值均

<０.０５)ꎻ不同生源地、不同年级、经济情况及学习成绩

的学生手机成瘾倾向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ꎮ
２.２　 人格倾向、焦虑和抑郁情况与大学生智能手机成

瘾的关系　 方差分析显示ꎬＥ 量表、Ｎ 量表和焦虑自评

量表得分在不同 ＳＡＳ－Ｃ 状态大学生群体中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ꎬ见表 １ꎮ ＳＡＳ－Ｃ 得分与 Ｅ 量表得分呈负相

关( ｒ＝ －０.４１２ꎬＰ<０.０５)ꎬ与 Ｎ 量表得分呈正相关( ｒ ＝
０.４４９ꎬＰ<０.０５)ꎬ与 ＳＡＳ 评分呈正相关( ｒ ＝ ０.４２７ꎬＰ<
０.０５)ꎮ

表 １　 不同 ＳＡＳ－Ｃ 状态大学生人格量表和情绪自评量表评分比较(ｘ±ｓ)

ＳＡＳ－Ｃ 状态 人数 内外向 神经质 精神质 焦虑自评量表 抑郁自评量表
成瘾 １７５ ５２.８３±１１.０５ ５２.６１±９.２９ ４４.７６±９.８９ ４４.６７±１０.１１ ４５.２８±９.７７
边缘 ３２０ ５４.０１±８.０８ ４９.０９±７.８４ ４３.６４±９.６４ ４２.９８±９.８４ ４４.９７±９.９１
正常 ４０６ ５６.７８±８.５３ ４６.７８±８.２８ ４３.０３±８.９９ ４０.１２±８.７６ ４４.０９±９.０１
Ｆ 值 ３.７９５ ４.４１６ ２.２３２ ４.２９１ ２.１８１
Ｐ 值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４ ０.１１２ ０.０１６ ０.１１８

２.３　 大学生其他内外因素与智能手机成瘾的关联性

线性趋势检验分析显示ꎬ大学生流行示范效应和心理

需求的获取与满足与智能手机成瘾正相关ꎬ而人生理

念与追求和非 ＩＴ 娱乐休闲活动与智能手机成瘾负相

关ꎬ见表 ２ꎮ

表 ２　 影响大学生不同智能手机成瘾程度单因素分析

因素
ＳＡＳ－Ｃ 成瘾程度

成瘾 边缘 正常
χ２
趋势值 Ｐ 值

流行示范效应 显著 ８１(２５.３１) ９９(３０.９４) １４０(４３.７５) １７.１１０ <０.０５
一般 ５５(１７.７９) １０４(３３.６６) １５０(４８.５４)
很少 ４０(１４.７１) １１７(４３.０１) １１５(４２.２８)

失落、挫折等情感迁移 显著 ７０(２３.０３) １０１(３３.２２) １３３(４３.７５) ７.１４７ >０.０５
一般 ５２(１５.１６) １３０(３７.９０) １６１(４６.９４)
很少 ５４(２１.２６) ８９(３５.０４) １１１(４３.７０)

心理需求的获取与满足 显著 ７７(２５.０８) ９９(３２.２５) １３１(４２.６７) １０.３５０ <０.０５
一般 ５０(１４.８４) １２８(３７.９８) １５９(４７.１８)
很少 ４９(１９.０７) ９３(３６.１９) １１５(４４.７５)

人生理念与追求 树立正确理念 ８９(２８.６２) ９３(２９.９０) １２９(４１.４８) ２９.５１７ <０.０５
一般 ５２(１６.６７) １０９(３４.９４) １５１(４８.４０)
理念缺失 ３５(１２.５９) １１８(４２.４５) １２５(４４.９６)

非 ＩＴ 娱乐休闲活动 经常 ５２(１７.８１) １０９(３７.３３) １３１(４４.８６) １７.８１４ <０.０５
一般 ４０(１３.６５) １０６(３６.１８) １４７(５０.１７)
很少 ８４(２６.５８) １０５(３３.２３) １２７(４０.１９)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２.４　 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相关影响因素的线性回归

分析　 以 ＳＡＳ－Ｃ 项目得分作为应变量ꎬ以单因素分析

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

归分析ꎮ 因选入多元线性回归方程的危险因素相互

之间可能存在共线性关系ꎬ因此采用逐步回归方式建

立多元线性回归方程ꎮ 入选变量 α＝ ０.０５ꎬ剔除变量 β

＝ ０.１０ꎬ从标准化偏回归系数上看ꎬ所有有统计学意义

的手机成瘾影响因素由大到小依次是 Ｎ 量表得分(神

经质)、人生理念与追求、Ｅ 量表得分(内外向)和非 ＩＴ
娱乐休闲活动ꎬ见表 ３ꎮ 进一步分析发现ꎬＥ 量表和 Ｎ
量表得分与手机成瘾外在影响因素上存在一定联系ꎬ
不同的非 ＩＴ 娱乐休闲活动参与度在 Ｅ 量表得分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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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有统计学意义(Ｆ＝ ５.０７４ꎬＰ ＝ ０.０００)ꎬＥ 量表低分群

体(标准分<５０) [３] 中经常参加非 ＩＴ 娱乐休闲活动的

仅占 ９.６％ꎻ不同人生理念与追求在 Ｎ 量表得分上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Ｆ＝ ４.７１２ꎬＰ ＝ ０.００８)ꎬＮ 量表高分群

体(标准分>５０) [３] 中人生理念与追求弱化或缺失(标

准分<５)者占 ５１.９％ꎮ

表 ３　 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ｎ＝ ９０１)

常数和自变量
偏回

归系数
标准误

标准化

回归系数
ｔ 值 Ｐ 值

常数项 １６.８６８ １.２９１ ２２.９７８ ０.０００
神经质 １.６８１ ０.２１６ ０.５３０ ９.９７９ ０.０００
人生理念与追求 １.１１２ ０.１０４ ０.２０９ ６.７７４ ０.００８
内外向 －０.９７７ ０.０９３ －０.１８７ －２.８８７ ０.０１６
非 ＩＴ 娱乐休闲活动 ０.８２６ ０.０８１ ０.１６１ ２.０３７ ０.０２６

３　 讨论

目前国内相关研究主要从人格特征、社会支持、
生活事件等多方面分析大学生手机成瘾的相关因素ꎮ
刘勇等[６]和黄海等[７] 通过大五人格量表分析了人格

特质与手机成瘾的关系ꎬ提示外向性和神经质对手机

成瘾有直接的正向作用ꎬ大学生人格特征与手机依赖

关系密切ꎬ是影响手机依赖的重要变量ꎮ 杜刚等[８] 的

研究提示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与生活事件有关ꎬ与社

会支持关系较弱ꎮ 谢其利等[９] 的研究提示羞怯可能

会增加大学生的手机成瘾倾向ꎬ自尊在大学生羞怯与

手机成瘾倾向之间的中介作用成立ꎮ Ｃｈｉｕ 等[１０] 将手

机成瘾与网络成瘾相联系ꎬ提出手机成瘾和网络成瘾

呈正相关ꎮ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ꎬＥ 量表低分特征和 Ｎ
量表高分特征是大学生智能手机的成瘾因素ꎬ而树立

正确的人生理念与追求和多参与非 ＩＴ 娱乐休闲活动

是有效预防智能手机成瘾的保护因素ꎮ 深入分析提

示ꎬ人格、情绪和外在影响因素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

交互影响ꎮ 艾森格人格量表 Ｅ 量表低分特征人群主

要表现为人格内向、离群、不善与人交际ꎬ故娱乐休闲

活动参与度不高ꎮ 但内向特征不代表无内心活动ꎬ不
需要压力与情感的释放与宣泄ꎮ Ｎ 量表高分特征人群

表现为焦虑、紧张、担忧、郁郁不乐、忧心忡忡、情绪起

伏较大ꎮ 无明确人生追求和理想的大学生群体因精

神空虚而滋生负性情绪ꎬ从而表现为焦虑、担忧情绪

波动等 Ｎ 量表高分特征ꎮ 这两种人格特征的大学生

群体或因交际与社会活动的单一化ꎬ或因情绪的波动

起伏ꎬ均需要通过某种途径宣泄情感和压力ꎬ于是智

能手机成为其压力和情感释放的有效途径ꎮ 智能手

机能提供虚拟交际、网络游戏等一系列娱乐功能ꎬ能
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使用者的紧张情绪ꎮ 但情绪释放

途径单一ꎬ无法完全消除压力负担所带来的心理障

碍ꎬ导致焦虑、紧张、担忧情绪的累积ꎬ进而形成智能

手机成瘾和依赖的恶性循环ꎮ 本次调查提示户外娱

乐活动、线下人际交流是多途径释放压力与情绪的有

效方法ꎬ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明确的人生

理想ꎬ是消除空虚心态ꎬ避免紧张、焦虑等不良心态滋

生的有效措施ꎮ 随着压力与情绪的彻底释放ꎬ焦虑、
担忧、紧张等情绪也会减少ꎬ从而心情愉悦ꎬ有效避免

手机成瘾的状态ꎮ 因此ꎬ引导手机成瘾的大学生群体

参与多途径的业余活动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和理想信念ꎬ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手机成瘾状态ꎬ进而

消除不良心态和过度的心理负担ꎮ
综上所述ꎬ大学生手机成瘾并非单纯的兴趣或诱

惑所致ꎬ人格特征、人生追求等因素导致压力和情绪

的慢慢蓄积ꎬ而压力和情绪释放的不彻底是手机成瘾

的根本原因ꎬ提供多途径的情感与压力宣泄通道ꎬ引
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理念是从根本上消除手机

成瘾的有效措施ꎮ 本调查尚有不足之处ꎬ智能手机成

瘾和网络依赖等其他依赖现象有共通之处ꎬ部分学生

可能存在其他依赖倾向而分散了对手机的依赖ꎬ黄海

等[１１]的研究提示大学生手机依赖程度高于网络依赖ꎬ
并存在两种依赖共病现象ꎮ 本研究未考虑其他依赖

倾向导致手机成瘾程度下降的可能ꎬ在今后的研究中

需进一步分析关联因素对结果的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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