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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探讨大学生手机成瘾与特质焦虑*使用动机的关系&为应对大学生手机成瘾&合理使用手机提供参考(方法'采

用手机成瘾量表*特质焦虑量表和手机使用动机量表&对分层随机抽取的湖北省三所高校的
A""

名被试进行测试(结果'

A@

HZ

的大学生手机成瘾检出率(手机成瘾与特质焦虑显著正相关$

*̂ "@HG

&

I

#

"@"#

%&并且特质焦虑对手机成瘾有正向预测功

能$

K̂ G%@#%

&

I

#

"@""#

%(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建构三者的关系成立$

_=/WF

#

"@"A

&

VKV

&

UKV

&

JKV

&

66KV

均高于
"@$

%&路径

图显示&手机使用的娱乐动机在特质焦虑和手机成瘾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结论'部分大学生存在着手机成瘾&特质焦虑

是诱发手机成瘾的重要原因&手机使用的娱乐动机在二者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手机成瘾!特质焦虑!手机使用动机!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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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智能机在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中作用

越来越大(学习上利用手机选课&搜索资料&完成教

师布置的作业&课上课下利用手机辅助学习+

#

,

(日

常生活中更离不开手机&手机沟通朋友&看视频&玩

游戏&网络购物等&智能机已成为大学生的必需品(

智能机普及在给大学生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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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的问题&如过度使用手机可能造成的手机成

瘾行为(手机成瘾问题在功能机时代就得到了学者

的关注&如手机短信过度使用&手机电话过度使用&

但近年来的手机成瘾行为已转变为由社交网络*游

戏*音视频*信息搜索带来的成瘾行为&因此需要进

一步研究(以"手机成瘾#*"手机依赖#为关键词在

U6[V

搜索&并做计量可视化分析可以发现&近三年

来关于该方面的研究呈爆发式增长&可以看出该现

象的研究热度不减(

对该现象的命名现有说法较多&如"手机依赖#*

"手机过度使用#*"手机成瘾#*"手机不良使用#等(

大多数学者同意该现象有以下三方面的特征'

#

强

迫行为'无法克制使用手机的冲动而导致手机使用

时间过多!

$

戒断行为'无法使用手机或无法联网出

现的身心不适应状态!

%

影响生活的行为'因使用手

机影响到工作*学习和生活(本文使用"手机成瘾#

来对该现象命名(

为了应对手机成瘾对个体的不良影响&国内外

学者就手机成瘾的成因及影响因素做了大量研究(

大量研究已证明焦虑&尤其是社交焦虑&是诱发手机

成瘾的重要因素+

!X&

,

(但特质焦虑与手机成瘾关系

尚不明确&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本研究一方面认

为特质焦虑是影响手机成瘾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

试图引入手机使用动机这个变量来更好的理解特质

焦虑与手机成瘾的关系(

动机是由需求产生&是激发*引导*维持并使行

为指向特定目的的一种力量&是个体行为产生的根

本原因(一个行为的产生往往是由不同的动机所推

动的&使用手机的行为也由多种动机所推动(肖祥

通过问卷编制&认为手机使用动机由人际沟通*信息

获取*自我表达*休闲娱乐四个动机构成+

G

,

!屠斌斌

等人借鉴了网络成瘾的研究&将使用手机的行为不

同将使用手机行为分为三类'手机关系成瘾*手机娱

乐成瘾*手机信息搜索成瘾+

C

,

(刘红等人则认为手

机使用动机应包含人际动机和网娱动机+

A

,

(在上述

动机分类中&手机关系成瘾*手机娱乐成瘾得到了多

数人的认可&而手机信息搜索*自我表达的动机造成

的成瘾则尚有争议(本研究借鉴刘红的研究&选取

了社交动机和娱乐动机作为手机使用动机来加以

研究+

A

,

(

有研究表明&特质焦虑与手机成瘾关系密切+

$

,

(

特质焦虑高的个体往往表现为工作生活极易焦虑*

情绪容易过分紧张&此时容易用成瘾的方式来减轻

焦虑感&而手机成瘾则是成瘾行为的一种(手机成

瘾行为背后对应着多种动机&手机的社交功能和娱

乐功能是导致手机成瘾的主要原因(因此本研究假

设特质焦虑是影响手机成瘾的重要因素&且手机使

用的社交动机和娱乐动机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

一"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于
!"#C

年
%

月
B$

月&在荆州*宜昌*武汉三个

地方的高校分层随机整体抽样&共发放问卷
A""

份&

回收有效问卷
G$%

份&有效率
AG@GZ

(其中&男
!&$

$

%C@HZ

%&女
H%H

$

G!@GZ

%(年龄
#CB!H

岁(受教

育程度大学本科&其中理科
%G%

人$

&!@HZ

%&文科

%%"

人$

HC@GZ

%(

#二$测量工具

#@

手机成瘾量表

该量表由漳州师范学院韩永佳$

!"#!

%编制+

#"

,

&

适用于诊断大学生的手机成瘾&该问卷共有
#%

项&

由强迫性&戒断性&社会功能$冲突性%三个维度构

成&采用
&

点计分&

#B&

分别是"从不#到"一直都

是#&得分越高&表示手机成瘾水平越高(该量表总

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AH

&各维度的
U*(+T,>0

!

系数

在
"@C"

&

"@A#

之间&表明量表有很好的稳定性和

可靠性(本次研究的拟合指数如下'

_=/WF^

"Y"C!

&

VKV

*

UKV

*

'KV

*

JKV

在
"@$"#B"@$H&

之间(

!@

手机使用动机量表

参考相关文献&并结合大学生访谈&自编
#"

个

项目的手机使用动机问卷(问卷采用
#

$从不使用%

BH

$频繁使用%四点计分&其中手机社交动机包含
&

个题目&手机娱乐动机包含
&

个题目(将问卷分半&

经项目分析删除区分度低于
"@%

的项目&剩下
G

个

题目&探索性因素分析抽取出
!

个因子$

[=\^

"YG#

&

'

!̂ AG$Y#

&

N.̂ #&

&

L#

"Y"#

%&可以解释总变

异量的
&CYAZ

(分别命名为手机社交动机$

%

题%和

手机娱乐动机$

%

题%&用另一半问卷进行验证性因

素分析表明问卷拟合较好&

>

!

)

N.̂ !Y%

&

_=/WF^

"Y"G!

&

VKV

*

UKV

*

JKV

均在
"Y$H

以上(

%@

特质焦虑量表

该量表选自状态
B

焦虑量表中的特质量表(问

卷共
!"

道题目(问卷采用
#BH

点计分(经过项目

分析&删除区分度低于
"Y%

的题目
A

题&最后使用的

有
#!

道题目(

#三$调查实施

由专业教师负责&经由培训的心理学专业学生

担任主试(问卷采用集体测试的方法&在任课教师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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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下&由学生发放问卷并统一指示语指导学生填

写(被试填写完成后&由主试当场回收(

#四$统计学处理

数据采用
:

L

::!"Y"

和
V̀/_ẀAYA

进入数据录

入和分析(首先&利用
:

L

::

对数据做分类处理&计

算出成瘾率!利用相关做手机成瘾*手机使用动机*

特质焦虑的相关!然后&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探讨不

同焦虑水平大学生的手机成瘾的差异!最后&利用

V̀/_ẀAYA

构建手机成瘾*手机使用动机*特质焦

虑的关系模型并分析三者的关系(

二"结果

#一$大学生手机成瘾的维度均分及相关情况

情况

以"半数以上题目回答是#作为手机成瘾的标

准&计算出手机成瘾率为
AYHZ

(其他各变量得分

情况及相关系数见表
#

(

表
#

显示&手机成瘾*手机使用动机*特质焦虑

三者关系密切&除了特质焦虑与娱乐动机不显著外&

其他都相关显著(

表
#

!

大学生手机成瘾的维度均分及相关情况情况

维度
=i/D

手机成

瘾总分

社交

动机

娱乐

动机

手机成瘾总分
%"@%"i$@$! B

社交动机
C@A%i#@$% "@!$

%%

B

娱乐动机
C@C!i#@AC "@!&

%%

"@!$

%

B

特质焦虑
!H@CHiH@A$

"@HG

%%

"@#G

%%

"@"C

!!

注'

%

L

"

"@"&

&

%%

L

"

"@"#

$下同%

#二$不同特质焦虑水平大学生的手机成瘾差异

情况分析表

根据一个标准差原则将焦虑水平划分为三个水

平&"低焦虑组#

$H

人$特质焦虑低于
#$@A&

%&"正常

组#

HA$

人$特质焦虑
#$@AGB!$@GH

%&"高焦虑组#

##"

人$特质焦虑高于
!$@G%

%(然后以焦虑水平的

三个组别为被试间因素&对大学生手机成瘾的得分

差异进行方差分析(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焦虑

水平的大学生在手机成瘾得分上差异显著(进一步

的事后分析显示&非焦虑组*正常组*焦虑组得分依

次增加&显示出焦虑水平越高&其手机成瘾的程度也

越高$见表
!

%(

表
!

!

不同焦虑水平的手机成瘾得分差异

变异来源 因子名称
K

值 事后检验

焦虑水平 手机成瘾总分
G%@#%

%%

#

#

!

%%

#

#

%

%%

!

#

%

%%

#三$手机成瘾与特质焦虑"手机使用动机的路

径分析

根据以往的文献&特质焦虑高的个体容易手机

成瘾&其原因可能跟负面情绪有关&特质焦虑高的个

体容易产生负面情绪&负面情绪产生后通过手机社

交*娱乐两条途径来缓解其焦虑情绪&但在缓解负面

情绪的过程中因过度使用形成了对手机的成瘾(该

理论模型如图
#

(

图
#

!

手机成瘾与特质焦虑"手机使用动机模型一

结合数据本次的相关分析数据及方程分析数

据&特质焦虑与手机社交动机相关显著&但是与手机

娱乐动机相关不显著&构建模型如图
!

(

图
!

!

手机成瘾与特质焦虑"手机使用动机模型二

利用
V̀/_ẀA@C

构建模型并计算两模型的拟

合指标&如表
%

所示(

表
%

!

两模型拟合度指标

模型
!

!

N.

!

!

)

N.

_=/WFVKV UKV JKV 66KV

模型一
&H#@$A!"% !@GC "@"H$"@$&C"@$&G"@$%H"@$&"

模型二
&HA@$G!"H !@G$ "@"H$"@$&G"@$&G"@$%%"@$&"

由表
%

可以看出&模型一拟合指标略优于模型二(

模型一的主要拟合指标
VKV

*

UKV

*

JKV

*

66KV

在模型中

均大于
@$#

&

_=/WF

#

@"&

&说明该模型对数据拟合很

好(模型一路径图如图
%

(

图
%

!

特质焦虑"手机使用动机"手机成瘾模型路径图

从图
%

中可以看出&特质焦虑影响手机成瘾的路

径有两条'一条是大学生特质焦虑对手机成瘾的正向

预测作用$直接效应值
@HC

%!二是通过手机娱乐动机为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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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变量&进而正向预测手机成瘾$间接效应
@"%G

%(

三"讨论

本次调查手机成瘾率为
A@HZ

&略高于韩永佳
C@

"CZ

&鉴于本研究时间晚于韩永佳的研究&可以看出随

着近几年智能机的普及&手机成瘾的发生率有逐渐增

高的趋势(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特质焦虑与手机成瘾关系密

切$见表
#

%&并且特质焦虑程度越高&其手机成瘾的可

能性就越大$见表
!

%&这说明特质焦虑可以很好的预测

手机成瘾的发生(该结论与黄海等人的研究结论一

致+

#"

,

&且与网络成瘾的研究一致+

##

,+

#!

,

(特质焦虑高的

个体更容易体会到焦虑的情绪&害怕面对生活中发生

的事件和人物&容易将手机服务&如游戏*视频等作为

自己暂时逃避现实的手段&将手机服务作为自己的"快

感#的来源(在现实带来的焦虑情绪的惩罚和手机服

务带来的奖励的强化下&特质焦虑高的个体会不断强

化使用手机的行为&从而形成手机成瘾+

#%

,

(

手机使用的娱乐动机在特质焦虑与手机成瘾的关

系中呈部分中介作用&说明特质焦虑对手机的影响可

以通过娱乐动机影响个体的手机成瘾行为(高特质焦

虑者往往自尊较低*自我评价较为消极*工作生活极易

焦虑*情绪容易过分紧张&因此需要一定的方法来调节

自己的紧张与焦虑的情绪(

'@]2--24)1

在
!"#!

年提出

一个手机过度使用诱发原因的整合模型+

#H

,

&模型认为&

过度*无节制的手机使用由多条路径来诱发(其中一

条路径是由手机使用带来的快感*欢乐所诱发&个体在

情绪不良时可以借助由手机的娱乐功能来逃避现实&

缓解自己的情绪&如看视频让个体轻松愉快&玩游戏可

以带来成就感&这些都可以缓解高焦虑个体的不良情

绪(当娱乐功能形成习惯后&一旦高焦虑特质的个体

遇到不良情绪&就容易陷入到某种手机娱乐中不能自

拔&进而影响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因此&高特质焦虑

个体在娱乐动机的推动下更容易形成手机依赖(

表
#

显示特质焦虑与社交动机&社交动机与手机

成瘾都显著相关&但在结构方程模型的验证中中介关

系并不成立(可能手机的社交动机直接影响手机成

瘾(手机
55

*微信既可以与自己的亲人*朋友*同学维

持一个良好关系&又可以认识一些新朋友(既可以随

时随地的沟通&又可以避免现实中的人际困扰+

#&X#G

,

(

说明因此社交动机是推动手机成瘾行为的重要原因(

本次研究表明'

#

特质焦虑是影响手机成瘾的重

要因素&建议在预防大学生手机成瘾的过程中关注此

类大学生!

$

特质焦虑影响手机成瘾的路径有三条'一

是特质焦虑可以直接预测手机成瘾&二是手机社交动

机来预测手机成瘾&三是特质焦虑通过手机娱乐动机

来预测手机成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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