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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考察学校适应在女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与手机成瘾间的作用ꎬ为改善大学生手机成瘾提供参考ꎮ 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抽取济南市 ６ 所本科院校的 １ ３５５ 名女大学生ꎬ采用生命意义感量表、大学生学校适应量表、大学生

手机成瘾倾向量表进行问卷调查ꎮ 结果　 大一女生手机成瘾得分(３４.０２±７.８７)低于大二(３６.６７±８.０３)、大三女生(３７.１９±
１０.４０)(Ｆ＝ ４.５８ꎬＰ<０.０５)ꎮ 女大学生生命意义感、学校适应与手机成瘾均呈负相关( ｒ 值分别为－０.５０ꎬ－０.５８)ꎬ生命意义感

与学校适应呈正相关( ｒ＝ ０.５１)(Ｐ 值均<０.０１)ꎮ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ꎬ拥有生命意义感和寻求生命意义感能够共同解

释手机成瘾 ２４％的变异ꎮ 学校适应在生命意义感与女大学生手机成瘾间起完全中介作用ꎮ 结论　 生命意义感可以通过

学校适应影响女大学生手机成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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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大学生一旦步入大学需面临生活适应问题、学
习压力、人际关系紧张等多重压力[１] ꎮ 有研究表明ꎬ
在青少年群体中过度使用手机的女性多于男性[２] ꎬ女
大学生手机成瘾的检出率高于男生[３] ꎮ 手机成瘾指
由于不当使用手机而造成的生理及心理上的不适症
状[４] ꎮ 生命意义感是个体对自己存在价值感、目的感
的体验ꎬ是个体通过自己的选择和对死亡与挫折的接
纳ꎬ从而达到具有丰富生命意义的状态[５] ꎮ Ｓｔｅｇｅｒ
等[６] 研究发现ꎬ高生命意义感的个体物质滥用行为较
少ꎬ低生命意义感容易引发大学生的手机依赖[７－８] ꎮ
学校适应指在学校背景下能够愉快地参加学校活动
并获得学业成就的状况[９] ꎮ 生命意义感能够有效影

响大学生的学习适应、人际关系适应、生活适应、情绪
适应[１０－１４]等方面ꎮ 而从学校适应与手机成瘾关系上

来说ꎬ情绪适应能力弱、人际关系适应不良、学习适应
差[１５－１８]会导致大学生手机成瘾ꎮ 为了解女大学生生

命意义感、学校适应对手机成瘾的影响ꎬ笔者对山东
省济南市 １ ３５５ 名女大学生进行调查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ꎬ采用方便抽样方法从山
东省济南市 ６ 所本科学校(济南大学、山东师范大学、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中医药大学、山东女子学院、山东
管理学院)各抽取 １０ 个班(共 ６０ 个班)的女大学生作
为被试ꎮ 以班级为单位对女大学生当场发放问卷ꎬ共
发放 １ ４８２ 份问卷ꎬ当场回收有效问卷 １ ３５５ 份ꎬ有效
回收率为 ９１.４３％ꎬ其中大一女生 ４５０ 名ꎬ大二 ４６２ 名ꎬ
大三 ４４３ 名ꎻ文科生 ６１２ 名ꎬ理工科 ７４３ 名ꎻ生源地农
村 ８７２ 名ꎬ城镇 ４８３ 名ꎻ独生子女 ４７２ 名ꎬ非独生子女
８８３ 名ꎮ 调查前告知调查对象研究的目的及意义ꎬ在
征得调查对象同意后进行调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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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生命意义感量表　 采用刘思斯等[１９] 编制的生
命意义感量表中文版ꎬ该量表包含拥有生命意义感
(ＭＬＱ－Ｐ)和寻求生命意义感(ＭＬＱ－Ｓ)２ 个因子ꎬ共 ９
道题ꎮ 采用 ７ 点计分ꎬ由 １ 代表“完全不符合”到 ７ 代
表“完全符合”ꎮ 本研究中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８ꎮ
１.２.２　 大学生学校适应量表　 该量表由方晓义等[２０]

编制ꎬ采用学习适应、人际关系适应、校园生活适应、
情绪适应 ４ 个因子作为衡量大学生学校适应的指标ꎬ
共 ３８ 道题目ꎬ采用 ５ 点计分(不同意、有点不同意、不
确定、有点同意、同意ꎬ分别计 １ ~ ５ 分)ꎮ 本研究中量
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９０ꎮ
１.２.３ 　 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 　 该量表由熊婕
等[４]编制ꎬ包括戒断症状、突显行为、社交抚慰、心境
改变 ４ 个因子ꎬ共 １６ 道题ꎮ 量表采用 ５ 点计分ꎬ由 １
代表“完全不符合”到 ５ 代表“完全符合”ꎬ当被试分值
超过 ４８ 分时ꎬ说明存在手机成瘾问题ꎮ 本研究中量表
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６ꎮ
１.３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Ｈａｒｍａｎ’ ｓ Ｏｎｅ￣ｆａｃｔｏｒ
Ｔｅｓｔ 对研究中所有变量的项目采用未旋转的主成分分
析法进行因素分析ꎬ结果表明共有 １６ 个因子的初始特
征值大于 １ꎬ且首个因子能够解释的方差变异量为
１９.８９％ ( < ４０％)ꎬ表明本研究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问题ꎮ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对女大学生手机成
瘾倾向进行描述性分析ꎬ对生命意义感、学校适应与
手机成瘾进行相关分析ꎻ将年级设置为控制变量ꎬ以
拥有生命意义感、寻求生命意义感为自变量ꎬ手机成
瘾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ꎻ采用 Ｍｐｌｕｓ ７.０ꎬ
以年级作为控制变量ꎬ建立结构方程模型考察学校适
应在生命意义感与手机成瘾间的中介作用ꎬ分析中使
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法构造 ３ ０００ 个样本量ꎬ检验路径的显著
性ꎮ 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女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　 检出手机成瘾的女大
学生 ３７８ 名ꎬ检出率为 ２７.９％ꎮ 女大学生手机成瘾得
分在年级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在专业、家
庭所在地、是否独生子女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女大学生手机成瘾得分比较(ｘ±ｓ)

人口学指标 人数 得分 Ｆ / ｔ 值
年级 大一 ４５０ ３４.０２±７.８７ ４.５８∗

大二 ４６２ ３６.６７±８.０３
大三 ４４３ ３７.１９±１０.４０

专业 文科 ６１２ ３５.５７±８.０６ －０.１２
理工科 ７４３ ３７.８８±８.４３

家庭所在地 农村 ８７２ ３５.７２±８.１８ ０.２６
城镇 ４８３ ３５.６８±８.８５

是否独生子女 是 ４７２ ３８.４８±１２.２７ １.９１
否 ８８３ ３５.２５±８.４７

　 注:∗Ｐ<０.０５ꎮ

２.２　 女大学生生命意义感、学校适应与手机成瘾的相

关分析　 女大学生生命意义感、学校适应与手机成瘾
均呈负相关( ｒ 值分别为－０.５０ꎬ－０.５８)ꎬ生命意义感与
学校适应呈正相关( ｒ ＝ ０.５１)(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女大学生生命意义感学校

适应与手机成瘾的相关系数( ｒ 值ꎬｎ ＝ １ ３５５)

变量
拥有生

命意义感

寻求生

命意义感

生命

意义感

学校

适应
寻求生命意义感 ０.６１
生命意义感 ０.７９ ０.９７
学校适应 ０.４９ ０.４５ ０.５１
手机成瘾 －０.５０ －０.４４ －０.５０ －０.５８

　 注: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２.３　 生命意义感各因素对手机成瘾的多元线性回归

分析　 拥有生命意义感和寻求生命意义感能够共同
解释手机成瘾 ２４％的变异ꎮ 其中拥有生命意义感的
解释率为 ２１％ꎬ寻求生命意义感的解释率为 ３％ꎮ 见
表 ３ꎮ
２.４　 学校适应在生命意义感与手机成瘾间的中介作

用　 见图 １ꎮ

表 ３　 女大学生生命意义感对手机

成瘾的逐步多元线性回归分析(ｎ ＝ １ ３５５)

自变量 Ｂ 值 β 值 ｔ 值 Ｒ２ 值 调整后 Ｒ２ 值 Ｆ 值
拥有生命意义感 －１.２８ －０.３７ －６.４１∗∗ ０.２１ ０.２１ １０７.９７∗∗

寻求生命意义感 －０.３３ －０.２２ －３.７１∗∗ ０.２４ ０.２４ １３.７８∗∗

　 注:∗∗Ｐ<０.０１ꎮ

图 １　 女大学生学校适应在生命意义感与手机成瘾间的中介作用模型

　 　 由图 １ 可见ꎬ中介作用模型检验结果显示ꎬ各项拟
合指标为 χ２ ＝ ９６.１３ꎬｄｆ ＝ ３２ꎬχ２ / ｄｆ ＝ ３.００ꎬＣＦＩ ＝ ０.９５ꎬ
ＴＬＩ ＝ ０.９３ꎬＲＭＳＥＡ＝ ０.０７ꎬＳＲＭＲ ＝ ０.０５ꎬ模型拟合良好ꎮ
采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法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ꎬ结果表明ꎬ
生命意义感与学校适应 ( β ＝ ０. ６５ꎬ ９５％ ＣＩ ＝ ０. ３３ ~
０.７８)、学校适应与手机成瘾(β ＝ －０.７４ꎬ９５％ＣＩ ＝ －０.８５
~ －０.３０)之间的路径系数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１)ꎬ在所有路径上 ９５％ＣＩ 均不包含 ０ꎮ 此外ꎬ生命
意义感与手机成瘾之间路径系数(β ＝ －０.２７ꎬ９５％ＣＩ ＝
－０.７９ ~ ０.１５)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９５％ＣＩ 包含 ０ꎮ
说明学校适应在生命意义感与手机成瘾间发挥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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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中介作用ꎮ

３　 讨论
调查结果显示ꎬ女大学生手机成瘾得分在年级间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大一女生手机成瘾得分低于大
二、大三女生ꎮ 整体来说ꎬ从大一至大三ꎬ女大学生手
机成瘾会随着年级的上升而不断加剧ꎬ其中从大一至
大二的变化趋势最为明显ꎬ与以往研究一致[８] ꎮ 女大
学生手机成瘾得分在文理专业、来自农村或城镇、是
否独生子女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说明智能手机是女
大学生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ꎬ手机成瘾已经是
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ꎬ需引起家长与高校教育工作者
的高度重视[２１] ꎮ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ꎬ女大学生生命意义感、学校
适应与手机成瘾呈负相关ꎬ生命意义感与学校适应呈
正相关ꎬ与以往众多研究结果相一致[７－１８] ꎮ 回归分析
发现ꎬ拥有生命意义感和寻求生命意义感能够共同解
释手机成瘾 ２４％的变异ꎬ其中拥有生命意义感的解释
率为 ２１％ꎬ 寻 求 生 命 意 义 感 的 解 释 率 为 ３％ꎮ
Ｆｒａｎｋｌ[２２]提出意义治疗理论ꎬ认为人类生存的最基本
动力是追求意义的意志ꎬ即不断去发现生命的意义与
目的ꎮ 生命意义感的确立影响着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人格完善、良好的社会适应和自身价值的实现[２３－２４] ꎮ
生命意义感的缺失则会使个体陷入一种空虚的状态ꎬ
生活变得枯燥ꎬ 导致 心 理 症 状 和 成 瘾 行 为 的 产
生[２５－２６] ꎮ 国外有研究发现ꎬ高生命意义感的个体物质
滥用行为较少[６] ꎮ 国内实证研究也显示ꎬ生命意义感
能够负向预测大学生的手机成瘾ꎬ通过意义疗法来提
升大学生的生命意义感能够有效改善大学生的手机
成瘾[２７] ꎮ

将学校适应作为中介变量ꎬ考察生命意义感对女
大学生手机成瘾的作用机制ꎬ结果表明ꎬ学校适应在
生命意义感与手机成瘾间起着完全中介作用ꎬ说明生
命意义感可以通过学校适应对手机成瘾产生间接影
响ꎮ 女大学生生命意义感水平越高ꎬ在学习、人际关
系、校园生活、情绪等方面的学校适应能力相对越强ꎬ
手机成瘾行为出现的可能性就越低ꎻ相反ꎬ如果女大
学生缺乏生命意义感ꎬ在学习中则容易表现出消极、
逃避的态度ꎬ不能正确面对学习和生活压力、容易产
生如抑郁、焦虑等负面情绪ꎬ人际关系也会变得敏感ꎬ
最终导致整体学校适应能力不足ꎮ 为了缓解负面情
绪、弥补内心需求ꎬ女大学生很容易沉迷于智能手机
的“虚拟世界”而不能自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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