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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论

大学生手机依赖与现实人际困扰间的关系

胡志海，魏俊娟

（１．黄山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安徽黄山　２４５０４１）

摘　要：为研究大学生的人际困扰水平与手机依赖之间的关系，使用手机依赖量表和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对２７５名大一到

大四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人际交往困扰存在明显的学科差别，并表现在为理科生的人际困扰高于文科生。手机

依赖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生对手机的依赖程度低于女生。人际困扰和手机依赖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并表现为正相

关。大学生的手机依赖程度越高，人际困扰就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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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与智能手机的普及，通

过手机上网已成常态。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

计，截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已达６．

９５亿。
［１］。不少人发现自己对手机变得越来越依

赖，手机依赖（ｍｏｂｉｌｅｐｈｏｎｅ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是一种个体

因使用手机行为失控，导致生理、心理与社会功能明

显受损的痴迷状态［２］。以往研究显示，大学生网络

依赖发生率在４％ ～１３％ 之间，国外研究中得出的

超过２８％
［２］。同时，个体网络依赖与心理健康水平

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网络依赖者的心理健康水平较

低，且存在明显的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抑

郁、焦虑、敌对、偏执以及恐怖等症状［３］，且抑郁、强

迫、焦虑与人际关系敏感等对网络依赖有显著的预

测作用，大学生对网络与手机的使用均较为普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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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存在共病现象。本研究拟同时考察手机依赖行为

与人际关系的关系，为未来的心理干预提供有益的

参考。前人对于手机依赖做了不少的研究，如发现

手机依赖的因素是导致孤独感的因素［４］；高手机依

赖者的疏离感要明显高于低手机依赖感［５］。有研究

者认为手机依赖和人格特征有着特别的关系［６］；手

机依赖会对大学生的学习、道德素质等产生负面的

影响［７］。

人际关系是人与人之间通过交往和相互作用而

形成的心理关系，它反映了个体或团体寻求满足需

要的心理状态［８］。它对于大学生的学习生活、身心

健康、全面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近年来不少研

究表明，大学生的心理问题越来越多，而其中相当一

部分是由于人际关系紧张造成的。对于人际关系问

题的研究一直是心理学的研究热点，大多数对于人

际关系的研究都离不开心理健康，但直接研究人际

关系和手机依赖的却不多［９］。本研究旨在深入了解

人际困扰和手机依赖的相互关系，为引导大学生正

确使用智能手机、切实解决人际困扰提供依据与

启示。

二、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次调查在安徽省某本科院校展开，发放有效

问卷３００份，收回有效问卷２７５份，其中男生１１８

人，女生１５７人。文科１３９人，理科１３６人。包括大

一到大四年级，其中大一有５０人，大二９６人，大三

８５人，大四４２人。

（二）研究工具

１．手机依赖量表（ＭＰＡＩ）

量表总共有１７个项目，分为４个因子，分别是

失控性、戒断性、逃避性和低效性等［１０］３５９。采用五

点计分，得分越高手机依赖越高。量表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系数为０．８７，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该量表具有较

高的结构效度［７］。

２．人际关系量表

该量表由郑日昌等人编制，问卷包括２８道题４

个维度，分别考察个体在与人相处时存在的交谈交

流、交际交友、待人接物、异性交往方面的困扰程

度［１１］３３９－３４５。问卷采用０，１计分，分数越高，说明其

人际关系行为困扰越严重。大量研究显示该量表有

较好的信、效度。

（三）统计方法

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

统计分析，对黄山学院大学生手机依赖状况和人际

关系困扰进行描述性统计，分别对于性别，学科等进

行独立样本ｔ检验。对于不同维度的比较进行Ｆ

检验。

三、结果

（一）人际关系困扰的性别差异

调查发现，总体样本的人际关系困扰的总体得

分为８．５５。这一得分与前人的研究相比偏高。
［２］其

中男生的人际困扰总分为８．８１，而女生的人际困扰

总分为８．４２，分别以人际困扰及其下属因子作为因

变量，性别作为自变量，进行独立样本ｔ检验，结果

表明如表１所示：不同性别之间的人际困扰在总分

上并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其下属因子只有在与

异性交往困扰上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１），并表现

为男生的得分高于女生。

表１　人际困扰的性别差异

男 女 ｔ

交谈困扰 ２．３４±１．６６ ２．４２±１．６１ －０．４２

交友困扰 ２．７１±１．８３ ３．０７±１．９１ －１．５７

待人接物困扰 １．３２±１．３１ １．１４±１．０７ １．２９

异性交往困扰 ２．４２±１．６８ １．８０±１．４３ ３．３２

人际困扰 ８．８１±４．８１ ８．４２±４．５５ ０．７０

　　注：ｐ＜０．０１

（二）人际关系困扰的学科差异

调查分别以人际困扰及其下属因子作为因变

量，学科作为自变量，进行独立样本ｔ检验，结果表

明如表２所示：不同学科之间人际困扰在０．０５水平

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下属因子待人接物的困扰在０．

０５的水平上也存在显著差异，与异性交往的困扰在

０．０１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并表现在理科的人际

困扰及其下属因子得分普遍高于文科。

表２　人际关系困扰的学科差异

文科 理科 ｔ

交谈困扰 ２．２４±１．５９ ２．５２±１．６８ －１．３９５

交友困扰 ２．８６±１．９７ ２．９３±１．８３ －０．２８５

待人接物困扰 １．０５±０．９８ １．３６±１．３３ ６．９１７

异性交往困扰 １．７９±１．４７ ２．４０±１．６１ －３．２１７

人际困扰 ７．９４±４．５９ ９．２３±４．７０ －２．２７１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三）人际关系困扰的年级差异

调查分别以人际困扰及其下属因子作为因变

７１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量，年级作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

表３所示：不同年级之间的人际困扰在总体上存在

显著差异，而其下属因子待人接物的困扰在０．０１的

水平上也存在显著差异，与异性交往的困扰在０．０５

水平上也存在显著差异。

表３　人际关系困扰的年级差异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Ｆ

交谈困扰 ２．４８±１．５２ ２．４２±１．６７ ２．３８±１．６７ ２．１７±１．６４ ０．３１６

交友困扰 ２．７６±１．９５ ３．０２±１．９７ ２．８４±１．８４ ２．９３±１．７５ ０．２５７

待人接物困扰 ０．８８±１．０４ １．１１±１．０３ １．５３±１．３８ １．１４±１．００ ３．８５１

异性交往困扰 ２．２６±１．５１ １．８３±１．５７ ２．４１±１．６３ １．６６±１．３９ ３．３２２

人际困扰 ８．４０±４．３５ ８．３５±４．７８ ９，１９±４．９１ ７．７８±４．１４ ０．８９７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四）手机依赖的性别差异

调查以性别为自变量，以手机依赖及其下属因

子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ｔ检验，结果发现除了逃

避性这一维度，发现手机依赖总分及其其他下属因

子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并表现在女生的手机依

赖及其下属因子的得分普遍高于男生。其结果如表

４所示。

表４　手机依赖的性别差异

男 女 ｔ

戒断性 ８．７９±３．４０ ９．８０±３．６７ －２．３２５

失控性 １４．１８±３．８７ １６．１７±４．７８ －３．６９１

低效性 ６．６３±２．５３ ８．２０±２．８７ －４．７１８

逃避性 ７．６２±３．０４ ８．０５±２．７２ －１．２３８

手机依赖 ３７．１３±１０．８３４１．７５±９．６２ －３．７１６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五）手机依赖和人际关系困扰的相关关系

对黄山学院大学生的人际关系困扰各维度和手

机依赖各因子进行相关分析。发现除了逃避性和交

谈困扰、待人接物困扰、异性交往困扰之间，以及戒

断性和异性交往困扰的相关关系不显著，其他两两

关系均显著，其相关系数绝对值在０．１３８－０．２４８之

间。这些两两维度之间的显著相关均表现为显著正

相关，且手机依赖的低效性与交谈困扰和交友困扰

的正相关较高，分别达到０．２３７和０．２４８。其结果

如表５所示。手机依赖在总分和人际困扰总分之间

存在显著相关。其结果如表６所示。

表５　手机依赖各维度与人际关系困扰各维度的相关关系

交谈

困扰

交友

困扰

待人接

物困扰

异性交

往困扰

戒断性 ０．１３８ ０．１７９ ０．２０７ ０．１０９

失控性 ０．２０９ ０．１６４ ０．１７３ ０．１３９

低效性 ０．２３７ ０．２４８ ０．１４０ ０．１３８

逃避性 ０．０９６ ０．１４２ ０．０５８ －０．０１２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表６　手机依赖总分和人际困扰的相关关系

手机

依赖

交谈

困扰

交友

困扰

待人接

物困扰

异性交

往困扰

人际

困扰

０．２６０ ０．２６０ ０．２００ ０．１５９ ０．３００

　　注：ｐ＜０．０１

四、讨论

男女生在与异性交往困扰这一维度上存在显著

差异，其原因一方面与性别角色定位有关。社会对

于男性的要求是大方、主动、勇敢，对其异性交往能

力的要求很高，许多男生觉得自己离这一标准相去

甚远，因此体验到的困扰较多。而女性则被定位为

含蓄、委婉、被动，是否能与异性大方交往并不重要，

所以困扰较少。另一方面女性在社会性发展方面优

于男生，大多善于沟通。而许多男生则异性交往经

验欠缺，对女性的思维模式缺乏了解，常遇到沟通困

难等问题，所以困扰较多。理科生的人际困扰程度

更加严重，其原因可能与学科特点有关。文科的学

习内容多围绕着人与社会，学生对此有更多了解，对

待人接物有帮助；同时文科生也更擅长语言表达，能

确切地传递自己的意图。而理科生学习内容属自然

科学范畴，主要与数据、仪器打交道，较为单纯，对社

会、对他人的了解不如文科生；而且表达能力相对较

弱。就年级差异而言，大三学生的人际困扰问题比

较突出，大一新生的人际困扰较少。新生入学不久，

人际交往面窄，利益冲突少，所以困扰较少。大三相

对来说课业比较繁忙，并且还面临着考研，就业的压

力，同时交往面扩大，交往内容复杂，由于精力有限，

难以抽出足够时间解决人际交往问题。

女生的手机依赖程度高于男生。前人研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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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男生更热衷电脑游戏，空余时间常独自或组队使

用计算机玩大型游戏［１２］。而女生的情感需求强烈，

更喜欢在闲暇之余和朋友通过社交软件聊天，移动

互联的便利性使手机成为女生课余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部分。

人际困扰和手机依赖及其各维度之间存在显著

的相关关系，手机依赖程度越高，人际困扰就越严

重。大学生自尊心强，情绪敏感且波动大，本来就易

产生人际困扰。加之许多大学生在手机上花费很多

的时间，对手机产生不同程度的依赖，这大大减少了

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与他人的交往机会。这容易加剧

他们的自我封闭，不能适应生活中的各种交际，造成

沟通欠缺和 “离群”现象［１３］。部分大学生沉迷于社

交媒体交往的虚幻性，忽视周围的同学，造成人际情

感的疏远与隔阂［１４］。当他们在现实中交往时，往往

会感受到虚拟与现实的强大落差，导致他们不能更

好的进行现实人际交往。这种反差也会导致他们更

加迷恋手机、虚拟交往带给他们的满足，从而加重手

机依赖程度。

针对上述问题，学校首先应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缓解学生的人际交往困扰，对问题多发群体多加关

注、及时疏导。应引导大学生正确看待人际交往，认

识到其对个体学习、生活的重要作用。同时帮助其

学习人际沟通技巧，逐步学会与他人顺利沟通的方

法，鼓励多与人沟通交流，而不是仅仅局限于自己狭

窄的朋友圈。其次，应教会学生正确看待网络，辩证

对待社交媒体。使其认识到网络交往是现实交往的

补充与延伸，但不能取代现实交往，应努力促进网络

与现实相融合。手机的过度使用会带来各种问题，

需想办法减少沉迷，必要时可向心理咨询师求助。

再次，学校应多开展丰富多彩、学生喜闻乐见的文体

活动，组织学生参与各类社会实践，充实其课外生

活，逐步引导大学生放下手机，走上操场，拥抱现实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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