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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讨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与负性生活事件和社会支持的关系。方法：选取高校５４６名大学生
（男生２８４人，女生２６２人），运用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负性生活事件量表和社会支持量表，评估被试的手
机成瘾倾向、负性生活事件和社会支持水平。结果：１．在手机成瘾倾向及戒断症状、突显行为、社会抚慰维度上，
女生显著高于男生；不同年级学生在手机成瘾倾向总分及戒断症状、社会抚慰、心境改变维度上不存在显著差

异，在突显行为上大二学生显著高于大一学生（Ｐ＝０．００８，Ｐ＜０．０５）。２．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与负性生活事件
显著正相关；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与社会支持显著负相关；社会支持在手机成瘾倾向与负性生活事件间起部分

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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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ＮＮＩＣ发布的第４７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
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手机网民规
模达９．８６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比例达９９．７％［１］。

此外，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与应用，其开放性、便捷

性、实用性得到广大群众尤其是大学生的青睐。大

学生随时随地查看手机信息，通过聊天软件交流互

动，浏览社交网站并实时更新属于自己的网页内

容，发布各种动态、手游、观看视频等行为非常普

遍。这种行为已经影响到课堂教学和日常生活，手

机依赖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校园问题。与此

同时，手机成瘾现象也引起了研究者不断深入的研

究和探讨。但迄今为止，研究者对引起手机成瘾的

原因还未达成一致。有研究者认为在大学生中普

及较高的智能手机丰富的功能模块是导致手机成

瘾的主要诱因。智能手机的娱乐功能、上网功能等

模块提供了各种诱惑，使大学生沉湎其中，进而影

响其正常的生理和心理活动，引起学习、生活、人际

交往等的各种问题与困扰。但也有研究认为，在引

起手机成瘾的各种原因中，负性生活事件是主要的

原因。何安明等的研究发现，负性生活事件影响越

大，越容易成为手机成瘾者，且心理健康程度也会

越低［２］。

负性生活事件是指个体在社会生活过程中的

重大变化，对个体产生不良影响，且在心理上产生

不安、消沉、焦虑等消极情绪情感体验的生活事件，

是影响大学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现实生活

中的一些心理咨询案例和危机事件多是由生活中

的负性事件所引发。人际关系障碍、学业压力、异

性交往受挫等是大学生普遍经历最多的负性生活

事件。在负性生活事件的影响下，大学生容易出现

孤独感、成就感缺失、自信心缺乏等不良心理体验。

与此相对应，智能手机的游戏模块、上网功能、社交

模块等以其方便、快捷、隐秘等特点成为大学生寻

求安慰、扩大交往空间、发泄不良情绪的最好选择，

进而最终导致手机成瘾行为的发生。具体来说，手

机成瘾行为的发生原因在于那些经历负性生活事

件的大学生利用手机的各种功能模块来实现其在

现实生活中没有实现的心理诉求。如果大学生能

在现实生活中获得较多的社会支持，手机成瘾行为

会相应地减少。

社会支持指的是个体获得的来自他人或集体

的物质或精神上的支持和帮助。不少研究证实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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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社会支持关系有益于身心健康，而恶劣的社会

支持关系则会有损身心健康。强大的社会支持关

系网可以为个体提供物质和心理援助以及信息的

帮助，增加个体应对各种环境挑战的能力与信心，

获得喜悦感、归属感，提高个体的自信心和自尊水

平。当面临应激生活事件时，健全的社会支持系统

可以缓解甚至阻止应激反应，稳定神经内分泌系

统，提高社会适应力，形成健康的行为模式，从而增

加积极情感体验并抑制消极情感体验。

近年来，手机成瘾已高度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但目前有关大学生手机成瘾与负性生活事件和社

会支持关系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将进一

步探讨大学生手机成瘾与负性生活事件和社会支

持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实

证依据。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研究采用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随机抽取黄冈

市部分高校理工类、文史类、艺术类、经济类等在校

本科生大一 １９０人，大二 １８９人，大三 １６７人，共
５４６名；其中男生２８４人，女生２６２人。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法，主要采用三个问卷：

大学生手机成瘾量表（ＭＰＡＴＳ）：采用由华中

师范大学周宗奎、熊婕等人根据ＤＳＭ．ＩＶ和相关资
料中对物质依赖和行为成瘾等的描述而编制的大

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该量表包括心境改变、戒

断症状、社交抚慰和突显行为４个因素共１６个题
目。采用五级自评计分方式，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

为０．８３，总分高于４８可认定为手机依赖。

负性生活事件量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

（ＡＳＬＥＣ），该问卷涉及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受惩
罚、丧失、健康适应及其他等六个方面常见的负性

生活事件。每项事件的刺激强度根据对被试造成

的苦恼程度分为５级。
社会支持量表：采用肖水源、杨德森（１９８７）编

制的《社会支持量表》，该量表包括主观支持、客观

支持及社会支持的利用度三个维度，共１０个题目。
量表重测信度为０．９２，内部一致性信度在０．８９～
０．９４之间。根据本次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将量

表中涉及“配偶”和“同事”的题目分别修改为“恋

人”和“同学”，此外还去掉了涉及“儿女”的题目。

（三）统计分析

通过 ＳＰＳＳ２０．０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运用 ｔ
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对数据

进行分析处理。

二、研究结果

（一）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在不同性别、年级

上的差异比较

由表１可知，在手机成瘾倾向及戒断症状、突
显行为、社会抚慰维度上，女生显著高于男生，心境

改变维度差异不显著。不同年级学生在手机成瘾

倾向及戒断症状、社会抚慰、心境改变维度上不存

在显著差异，只有在突显行为维度上存在年级差异，

进一步事后多重比较发现，在突显行为上大二学生

显著高于大一学生（Ｐ＝０．００８，Ｐ＜０．０５）。大一大
二与大三学生在突显行为维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１　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在不同性别、
年级上的差异比较

项目
人数／
人

戒断

症状

突显

行为

社会

抚慰

心境

改变

手机

依赖

男 ２８４ １４．１５ ８．５２ ６．６９ ６．８７ ３６．２４

女 ２６２ １５．２５ ９．３１ ７．１２ ７．０６ ３８．７４

ｔ －２．６６４－２．９１４ －１．９９０ －１．０５２ －２．５７４

Ｐ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４ ０．０４７ ０．２９３ ０．０１０

大一 １９０ １４．２０００８．５３６８６．５６３２６．７３６８ ３６．０３６８

大二 １８９ １５．１１６４９．４３９２７．１５８７７．２３８１ ３８．９５２４

大三 １６７ １４．８１４４８．７６６５７．０２９９６．９５８１ ３７．５６８９

Ｆ １．５９８ ３．７９７ ２．５１０ １．９１１ ２．７４８

Ｐ ０．２０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８２ ０．１４９ ０．０６５

　　（二）手机成瘾倾向与负性生活事件和社会支
持之间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显示：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及各维度

得分与社会支持均呈显著负相关，与负性生活事件

及各维度得分均呈显著正相关；社会支持与负性生

活事件及各维度均呈负相关（见表２），仅丧失因子
相关程度未达到统计学意义。

（三）中介效应分析

根据方杰、张敏强和邱皓政提出的偏差校正的

百分位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探究社会支持在大学生负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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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事件与手机成瘾倾向间的中介效应，抽取５０００
个样本估计中介效应的９５％置信区间，使用Ｈａｙｅｓ

编制的检验中介和调节效应作用的Ｐｒｏｃｅｓｓ分析插
件进行检验。

表２　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与负性生活事件和社会支持得分的相关性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戒断症状 －

２突显行为 ０．７４３ －

３社会抚慰 ０．７５１ ０．６５７ －

４心境改变 ０．７４６ ０．７１２ ０．６２６ －

５手机依赖 ０．９４３ ０．８７８ ０．８４７ ０．８５３ －

６客观支持 －０．１７４－０．１８２－０．１７０－０．１５８ －０．１９３ －

７主观支持 －０．１２９－０．２１０－０．１０２ －０．１６７ －０．１６９ ０．４８３ －

８支持利用度 －０．０７２ －０．１１０－０．１０５ －０．０８９ －０．１０２ ０．３１０ ０．４０５ －

９社会支持 －０．１６７－０．２２５－０．１６１－０．１８５ －０．２０６ ０．７９４ ０．８６２ ０．６４６ －

１０人际关系 ０．２６２ ０．２３２ ０．２１７ ０．２６５ ０．２７６－０．１４５－０．１３５－０．１７０ －０．１８６ －

１１学习压力 ０．２５０ ０．１９９ ０．２３５ ０．２４６ ０．２６３－０．１５０－０．１０９ －０．１５１ －０．１６９ ０．７４１ －

１２受惩罚因子 ０．２８６ ０．３０９ ０．３１４ ０．３５０ ０．３４７－０．１４３－０．０８９ －０．１６５ －０．１５９ ０．６７６ ０．７５１ －

１３丧失因子 ０．２３４ ０．２６６ ０．１８６ ０．２７８ ０．２７０－０．０１５ ０．０４４ －０．０８３ －０．００８ ０．５１６ ０．５４３ ０．６４８ －

１４健康适应因子 ０．２４７ ０．３０１ ０．２２３ ０．２４５ ０．２８６－０．１１５－０．０６１ －０．１０３ －０．１１４ ０．５１８ ０．５５８ ０．６１５ ０．６５３ －

１５其他因子 ０．３４１ ０．３９９ ０．３２１ ０．３８５ ０．４０３－０．０９３ －０．０７２ －０．１４７ －０．１２３ ０．６５７ ０．６３８ ０．７９４ ０．５９０ ０．６５４ －

１６负性生活事件 ０．３２２ ０．３３７ ０．３０４ ０．３５７ ０．３６８－０．１３６－０．０８８ －０．１６７ －０．１５６ ０．８２１ ０．８５１ ０．９２３ ０．７７５ ０．７６３ ０．８６３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下同）。

　　对社会支持中介效应的回归分析（见表３）表
明负性生活事件显著负向预测社会支持；当社会支

持和负性生活事件同时预测手机成瘾倾向时，社会

支持显著负性预测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负性生活

事件显著正性预测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表４数

据显示负性生活事件影响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间

接效应。社会支持产生的间接效应的 Ｂｏｏｔ
ｓｔｒａｐ９５％置信区间不含０值，说明社会支持在负性
生活事件与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之间存在显著中

介效应。

表３　模型中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Ｒ Ｒ２ Ｆ β ｔ

社会支持 负性生活事件 ０．１６ ０．０２ １５．０３ －０．１６ －３．８８

手机成瘾倾向 负性生活事件 ０．４０ ０．１６ ４６．２７ ０．３４ ８．６０

社会支持 －０．１５ －３．９９

手机成瘾倾向 负性生活事件 ０．３７ ０．１４ ８１．１２ ０．３７ ９．０１

　　注：模型中各变量均经过标准化处理之后代入回归方程，所有数据通过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表４　社会支持在负性生活事件和手机成瘾倾向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间接效应值 Ｂｏｏｔ标准误 ＢｏｏｔＣＩ下限 ＢｏｏｔＣＩ上限 相对中介效应

Ｒ２ｍｅｄ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４
６．４３％

Ｋ２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三、讨论

（一）手机成瘾倾向在性别和年级上的比较

本研究发现在大学生中女生手机成瘾倾向总

分和突显行为、戒断症状、社会抚慰三个因素上得

分显著高于男生，在心境改变维度尽管没有统计学

上的差异，女生得分依然高于男生。许多研究也得

出类似的结论，谢贝［３］等研究发现女大学生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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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水平显著高于男大学生。原因有两个，一是在

生活中女生比男生情感更加细腻、敏感，当遇到负

性生活事件情绪低落时，女生更渴望通过表达和交

流，寻求他人的支持、安慰和帮助。而在当下手机

已成为我们与他人保持及时联系不可或缺的通信

工具，女性更容易使用手机来建立和维护社会关

系。二是在业余活动上，男生业余活动丰富，各种

球类竞技性活动较多，而女生更热衷于室内活动，

比如购物、刷剧、拍照等。但金莹莹、徐海［４］、黄

凯、陈思凡等［５］研究发现男生的手机依赖比女生

严重。熊婕［６］等采用手机成瘾倾向量表（ＭＰＡＴＳ）

对武汉市大学生进行调查显示：大学生手机成瘾倾

向在性别上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目前国内研究

对手机依赖在性别上的差异并无统一的结论，这可

能与手机依赖程度的测量与评定标准缺乏统一性、

计分方式和样本选取存在差异有关。

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总分及戒断症状、社会抚

慰、心境改变维度得分在年级上并无显著差异，这

说明了手机成瘾在大学生中的普遍性。在手机成

瘾倾向各维度上，只有突显行为在年级上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大二学生显著高于大一学生，大一

与大三、大二与大三学生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这

可能是由于大一学生刚步入大学，对新环境和新同

学充满了好奇，而大二的学生已经逐渐适应了大学

生活，一部分学生出现无目标，无动力的生活状态，

大三学生开始准备考研或为自己的未来做规划，手

机成瘾程度会有所下降。韩永佳［７］也发现手机依

赖总分在年级上并无显著差异，但大三在戒断性上

得分要高于大二和大一。谢贝的研究正好与本研

究结论相反，他发现大学生的手机依赖总分以及戒

断症状、社会抚慰、心境改变三个分维度在年级上

存在显著性差异，只在突显行为维度上不存在显著

性差异，随着年级增加对手机依赖的程度越低。刘

鹏［８］研究也发现大学生手机依赖总分在年级上存

在显著性差异，且手机依赖总分及各维度均值在年

级上呈倒Ｖ型，手机依赖程度在大三达到顶点。

（二）手机成瘾倾向与社会支持和负性生活事

件的关系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及各

维度与负性生活事件显著正相关。该结论与高

杉［９］、何安明等研究结论相同。负性生活事件会

导致个体出现较多不良情绪，显著提高个体的焦虑

和抑郁程度［１０１１］。大学生面对人际冲突、学业压

力、恋爱受挫等负性生活事件时，容易通过手机来

逃避现实困难，手机的各种功能模块可以使其获得

暂时的满足和安慰。

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及各维度与社会支持显

著负相关。这与谢贝、高杉等研究结论一致。何安

明等［１２］研究发现与低手机依赖的个体相比，社会

支持更容易对高手机依赖的个体的心理健康产生

积极的影响。社会支持是人们感受到的来自外界

的关心和帮助，有助于个体克服不良心境，促进身

心健康。当个体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水平较低时，容

易借助手机来调节焦虑、抑郁、孤独等负面情绪。

社会支持系统不健全的个体，更容易养成手机

依赖。

社会支持及各维度与负性生活事件显著负相

关，这与高杉、杨巧冬［１３］研究结论一致。健全的社

会支持系统可以为个体提供丰富的信息和物质帮

助；在情感上给予支持和安慰；减轻负性生活事件

对个体的影响。还可以提高个体应对负性生活事

件的能力，获得自信和安全感，维护个体心理健康。

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社会支持在负性生活事件

与手机成瘾倾向之间存在中介作用，负性生活事件

既可以直接正向预测手机成瘾倾向，也可以通过社

会支持间接影响手机成瘾倾向。负性生活事件使

人产生焦虑、不安、沮丧、消沉、不自信等不良的心

理体验。与此相对应，手机功能中的娱乐模块、上

网模块、社交模块等以其方便、快捷、隐秘等特点成

为大学生寻求安慰、扩大交往空间、发泄不良情绪

的最好选择，进而最终导致手机成瘾行为的发生。

大学生大多背井离乡在外求学，难以在现实生活中

获得足够的社会支持。联网方便、功能丰富的智能

手机的使用，可以使大学生获得支持和满足。社会

支持作为个体生活中的一种重要的环境资源，影响

负性生活事件对手机依赖的预测作用。在校大学

生的社会支持主要源于寝室同学、班级同学、不同

专业与学院的同学间人际交往，以及对学校各类团

体活动的参与，比如学生会、自律委员会、各类社团

等有组织的活动。因此可以通过组织和开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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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多彩、具有独特价值和有意义的活动，使多数

学生能积极参与到各类活动中去，在活动中体验快

乐、结交朋友、锻炼能力、增强归属感，从而引导大

学生把较少的精力放在手机上，减少手机依赖行为

的发生。

四、建议

根据此次研究结果，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与负

性生活事件显著正相关；与社会支持显著负相关；

社会支持在手机成瘾倾向与负性生活事件间起部

分中介作用。针对手机成瘾倾向的干预，从个体和

环境两方面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首先，在个体方面，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

引导大学生掌握积极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运用灵

活、理性、积极乐观的眼光看待问题，积极寻求解决

方法，从而跳出由负性生活事件引发的情绪旋涡。

可通过开展认知情绪调节的团体辅导、正念认知训

练、手机依赖行为系统脱敏训练等，增强大学生抗

挫折能力，改善情绪失控和逃避现实的行为，进而

减少手机依赖行为。

其次，在学校环境方面，学校可通过时间管理、

生命意义、自我价值等主题教育提高学生在手机使

用上的自我修养，形成正确的娱乐观和社会价值

观，增强对课堂手机使用的严格监管，培养大学生

自我管理能力。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可设计内

容丰富、体验性和参与性强的班级活动，增进学生

间的交流与互动，增强情感联结和归属感，构建健

全的社会支持系统，提高社会适应能力，避免沉迷

于手机游戏或虚拟社交。

最后，在家庭干预环境方面，家庭是孩子生活

最基础和持久的环境，会对个体的身心发展产生漫

长且深刻的影响。个体手机依赖程度与积极的父

母教养方式呈显著负相关，而与消极的父母教养方

式呈显著正相关［１４］。父母可通过温暖的教养和情

感的支持，增强个体主观幸福感。积极的教养方式

有助于个体养成乐观、自信、自尊的良好心理品质，

而这些良好的心理品质有助于个体形成良好的社

会适应能力，能合理安排学习和生活，拥有自控力，

减少手机成瘾倾向。

五、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选取了负性生活事件和社会支持两个

变量来验证其与手机成瘾倾向的关系，发现社会支

持在负性生活事件和手机成瘾倾向之间存在部分

中介作用，为深入探讨改善大学生手机依赖提出新

思路，在应对大学生手机依赖行为时，需及时干预

由于负性生活事件所引发的焦虑、恐惧、沮丧等不

良的情绪，避免学生过度使用手机寻求心理安慰、

发泄不良情绪。同时引导大学生积极构建健全的

社会支持系统，增强大学生应对各类风险与挑战的

能力，提高适应力。目前国内关于手机依赖的研究

已经有很多，但在研究设计、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等

方面还存在不足，研究还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基础和

统一的研究范式，这些不足也为未来手机依赖的研

究指明了方向。首先，在研究内容与设计方面，需

进一步优化，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和可信性。为明确

各变量与手机依赖之间的关系，后续需进一步探索

各变量和层级之间的因果关系、中介或调解机制，

完善手机依赖的因果研究链条。其次，在研究工具

方面，需进一步完善手机依赖的理论结构，编制更

具有信效度的测量工具。最后，在研究对象方面，

目前关于手机依赖的研究多以青少年为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代表性有限，研究结论推广性不强。随着

智能手机的广泛使用，手机依赖趋向低龄化或成人

化，年龄界限不明显，后续可扩大研究对象范围。

此外，对手机依赖的干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今

后的研究可探索通过团体辅导对大学生的认知情

绪调节策略、社会支持进行干预，达到提高大学生

社会支持水平、减少手机依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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