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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背景下手机对大学生成长影响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航空电气工程系 湖南张家界  427000

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一份中国在校大学生手机使

用调查报告显示，超八成大学生存在“手机依赖”，日

均使用手机超 5小时，18点以后是大学生使用手机的

高峰期。严重影响到了大学生日常学习与生活。据显示

79%的学生存在上课玩手机的情况，并且上课平均使用

手机的时间占到了 13.9分钟，上课时间得不到充分的

利用，一定程度影响到了教师教学质量以及学生个人的

学习质量。为了进一步了解本校学生使用手机对学生自

身成长的影响，对此开展了问卷调查，分析了本校大学

生使用手机的情况，针对数据透露出来的一些问题，提

出了可行性建议。

本次调查随机抽取男生女生共 200人，参与调

查的男生占总人数的 55%，参与调查的学生有效率为

100%。在问卷调查中，对所有调查学生使用手机时间

进行了有效调查，通过调查反映出来的情况来看，大部

分学生对手机的依赖性比较强，已经成为大学生日常生

活及学习的必需品。不分场合，长时间使用手机已成为

一种常态。通过数据分析，使用手机 5小时以上占有较

大比重，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使用手机在 3至 5小时。通

过数据不难发现，大部分学生将时间用在了玩手机上，

脱离手机参与学习的时间相对较少。

通过问卷调查进一步了解学生使用手机的用途，调

查发现学生普遍存在用于查找餐饮与影院、手机购物、

手机导航、社交平台及朋友圈、学习与获取知识以及娱

乐休闲等方面。智能手机普及，丰富大学生在校日常生

活，并逐渐渗透到各个环节。通过智能手机，学生能够

查找各方面的信息，关于生活、关于学习、关于热点资

讯。通过调查发现大部分学生用手机进行休闲娱乐、打

游戏以及听音乐比较多，占到 49%；其次社交平台如微

信，QQ等软件的使用比重占到 32%。使用智能手机进

行学习以及知识查询相对比较少。

手机应用软件层出不穷，不断刺激学生的好奇心，

各种新闻资讯、热点新闻以及自媒体应用软件的出现不

断吸引了大学生眼球，娱乐型应用软件的出现如游戏，

音乐以及影院等使学生过度沉溺于享乐当中，  

“无网不在”的网络化生存是当代大学生群体中具

有的典型时代特征。脱离手机，缺乏安全感心理普遍存

在，在校园各个角落均能看到使用手机的身影。手机的

使用在一定程度影响了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世界

观的形成。

大学生长时间使用手机，易产生过度依赖心里，个

人思想上以及行为缺乏主观能动性。以手机为友，内心

缺乏沟通，在一定程度产生烦躁、焦虑和过度紧张等情

绪，严重影响大学生的身心健康。

手机的过度使用，在一定程度会产生厌学心理，对

课程及学习存在排斥感，学习效率以及听课质量不断下

降。上课期间时刻携带手机，自我管控意识变差，针对

学习问题缺乏思考，过多依赖搜索引擎，自身学习能力

差，知识储备较为薄弱，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不断退化。

大学生拥有强烈的好奇心，对各类信息缺乏良好的

鉴别能力，容易陷入网络诈骗，各种传销组织当中。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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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正常休息时间，玩各类手游，浏览各类热点新闻以及

阅读电子书。严重影响大学生正常的作息时间。其次，

过多沉溺于手机，缺乏与他人沟通交流的机会，将进一

步弱化个人的行为能力。

大学生是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关系到国家未来的

发展，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世界观逐步形成的阶

段，需重点关注其思想以及行为动向。加强思想教育以

及人文关怀，积极引导学生正确使用手机。探索新的育

人模式，实现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以及全方位育人。

 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伴随着各种应用平台的

出现，使学生过多的沉溺于各大应用平台，缺乏信息甄

别，缺乏自我管控能力。各种信息的推送应接不暇，大

学生缺乏信息辨别能力，容易受不良信息的诱导。限制

不良信息的推送，构建良性的校园网络，提高娱乐性应

用软件的使用规范。大学辅导员及教师可利用各种学习

平台进行网络教育，深化网络平台教育，弱化娱乐性平

台的使用。

 大部分学生注意力主要停留在手机上，已成为学

生课余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校园内可以营造良好的

校园文化氛围，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加强各种典型案

例及精神文明的传播。将学生玩手机注意力向学习新的

文化知识等方向转变。在校可以定期举办大学生知识、

科技以及创新创业等类型的竞赛， 制定奖励激励机制，

不断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引导学生积极参加各种学生社

团，不断增强学生的责任感以及使命感。

 教师需要从传统的传道受业解惑中走出来，不能

单纯的传授专业文化知识，更应该注重大学生心灵健康

的培养，从平凡的教学中引入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教育，

不断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帮助学生确定个人人生目标。

在教学中深入到学生群体，成为学生最值得信赖的朋友，

加强与学生之间的相互沟通，通过教师自身的能力不断

影响学生良好的思想和行为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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