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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动性对藏族大学生手机成瘾的影响：
手机使用的中介作用

西藏大学教育学院  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850000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手机逐渐成为一种

大众化的工具，又由于手机具备功能的强大性、内容的

丰富性以及使用的便利性等特点，因此已经成为现代人

们生活、工作、学习、娱乐的重要途径，大部分现代人

的生活已经无法离开使用手机 [1]。目前，我国网民规模

已经超过九个亿，其中手机网民已经占到 99%以上，

与此同时，数据的增加表明我国手机网民呈逐步上升的

趋势，但随之而来的是手机成瘾问题。

手机成瘾是指对手机的使用率无法控制，往往是受

手机使用者的生理、心理和周遭的社会环境所共同影响。

一旦对手机成瘾经常会出现明显的强迫行为、部分功能

失调等情况。手机成瘾可以视为人类行为成瘾中的一项
[2]。对于大学生而言，手机成瘾不仅能够影响到学生的

学业成绩，更会带来家庭不和谐等问题，给大学生造成

消极的影响 [3]。同时，手机本身的使用以及个体自身的

心理因素，如冲动性也会造成手机成瘾 [4]。

冲动性是指当某个人受到来自内部或外部的因素

刺激时而做出的应激反应，是一种无计划的心理现象，

反应过程中个体不考虑行为是否会产生消极影响。研究

证明，个体的冲动性使得手机使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利用冲动性指数调查可以推断手机成瘾的程度。手机使

用也可以推断出个体对于手机的依赖程度。而大学生的

手机成瘾问题会给他们带来各种各样的消极影响，其中

冲动性和手机使用都可预测手机成瘾。那对于藏语大学

生来说又是怎样的呢？手机使用是否在手机成瘾过程中

带来了中介性影响作用？因此，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

以少数民族藏族大学生为调查案例，探讨冲动性对藏族

大学生手机成瘾的影响以及手机使用的中介作用，以期

了解藏族大学生手机成瘾的现状，降低其手机成瘾，以

便促进藏族大学生更好的发展。

采用方便取样选取西藏自治区某大专院校藏族大

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共发放 400份调查问卷，其中问卷

有效率 85.75%，即 339份。参与调查问卷的藏族大学

生中，男性 129人 (38%)，女生 210人 (62%)；大一 250

人 (74%)，大二 43人 (13%)，大三 46人 (14%)；手机使

用少于三年 67人 (19%)，三年以上 272人 (78%)。

1.2.1手机使用

采用柴晶鑫编制的手机使用情况问卷 [8]，共有 10

个项目，分为人际使用、娱乐使用、消费使用三个层面。

该问卷的总系数为 0.66。

1.2.2手机成瘾

对藏族大学生手机依赖程度进行问卷调查 [9]，内

容包括十六个类别，并被归纳在四个层次内容中，包括：

戒断症状、突显行为、社交抚慰和心境改变。该问卷的

系数为 0.78。

1.2.3冲动性

采用冲动性量表中文修订版 [10]，共有二十六个内

容，分为非计划性、行动冲动性和认知冲动性三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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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动性量表的总系数为 0.76。

数据采用 SPSS20.0和 AMOS18.0进行统计分析。

按照量表制定的手机成瘾标准进行分组，其中无成

瘾 21人；可能成瘾 280人；手机成瘾 38人。由表 1可

知，手机使用总分、人际使用和娱乐使用与手机成瘾存

在显著差异。通过调查对比发现，手机依赖程度越高的

藏族学生，手机使用相关的数据得分就越高。冲动性人

格特质中的非计划性和行为冲动与手机成瘾也存在显著

差异。两两比较发现，手机可能成瘾组非计划性得分显

著高于无成瘾组，手机成瘾组的行为冲动性得分显著高

于其他两组。

表 1  手机成瘾与手机使用、冲动性的差异检验 (M±SD)

对结果进行调查分析可以证明，冲动性等其他层次

中的项目内容与手机成瘾均呈现出积极影响作用，手机

使用等其他层次中的项目内容与手机成瘾呈现出积极影

响作用，手机使用总分及娱乐使用与冲动性总分及其各

个维度呈显著正相关，人际使用与冲动性总分、非计划

性和认知冲动呈显著正相关，购物使用与冲动性总分、

行为冲动和认知冲动呈显著正相关。各变量之间的相关

矩阵如表 2所示。

表 2  冲动性、手机使用与手机成瘾相关分析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非计划性 1
2行为冲动 .029 1
3认知冲动 .551** .160** 1

4冲动性总分 .770** .561** .772** 1

5人际使用 .123* .037 .186** .165** 1
6娱乐使用 .142** .096* .110* .172** .328** 1

7购物使用 .021 .168** .126* .147** .404** .029** 1
8手机使用总分 .144** .120* .186** .217** .773** .800** .637** 1

9手机成瘾 .095* .375** .081* .098* .149**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检验分析，以冲动性

为，手机成瘾为，手机使用为，模型如图 1。结果表

明， 拟 合 指 数 χ2/df=5.55，GFI= 0.91，CFI=0.81，

RMSEA=0.11，表明模型的拟合较为理想，手机使用过

程中，受到冲动性及手机成瘾的中介影响作用。在使用

偏差校对时，利用非参数百分位法，对手机使用过程中

出现的中介效应进行调查分析，取出 3000值作为抽样

数，区间为 95%。得出结论证明，本次调查所建立的模

型中，各个数据路径均具有良好的调查数据显著性，即

各项指标均呈现出 P<0.01，所以可以证明，手机使用

在冲动性与手机依赖的关系中起到了明显的中介影响作

用，其中总效应为 0.27，中介效应为 0.09，中介效应占

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 33%。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藏族同胞是我们必

不缺少的一部分。因此，本研究以藏族大学生作为调查

对象，探讨手机使用在冲动性与手机成瘾间的中介影响

作用，以期发现藏族大学生成瘾现状、以及成瘾原因，

为未来藏族大学生手机成瘾的干预提供方法。

冲动性与手机成瘾呈显著正相关，这一结果与以往

结果一致。对于这一结果，可能是因为手机使用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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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使得个体在手机上获得的满足感作为一种奖赏，而

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各种各样的压力和痛苦，因此手机使

用频率上升。手机使用与手机成瘾呈显著正相关，这一

结果与徐华 [12]等人研究结果一致。存在这一结果的原

因可能是手机成瘾实际上不是对手机本身的成瘾，而是

过度使用甚至沉迷于网络游戏、小视频等功能上的成瘾。

冲动性作为一种人格特质，经常表现出迅速、无计

划且难以抑制的反应倾向，这一结果导致个体在日常生

活中没有良好的规划，也无法集中注意力，甚至容易分

心。高冲动性的个体更是难以控制自己的行为，手机使

用量更是大大上升。因此，当手机变得日益普遍且功能

逐渐强大时，手机便成为这一类人打发时间、寻求安全

感的工具，手机成瘾带来的负面问题也会因手机使用的

满足感加以弥补，这就进一步导致个体不断增加手机使

用的时间和频率，导致手机成瘾问题更加严重。

通过本次调查研究发现，手机使用能够成为导致手

机成瘾的原因，该结果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即手机使

用量越高的个体更容易出现手机成瘾问题 [13]。同时，

本研究发现手机使用在冲动性与手机成瘾之间起着部分

中介作用，这一结果可以为改善手机成瘾问题提供借鉴

或思考。一是，我们可以重点关注藏族大学生的手机使

用情况；二是手机使用与成瘾行为相关，学校、家庭和

社会可以为那些有成瘾行为的学生提供心理指导，帮助

其掌握正确的行为管理方法，进一步改善手机成瘾问题；

三是，藏族大学生可以积极参加各类校园活动，转移兴

趣爱好关注点，进而减少手机的使用。总而言之，手机

成瘾问题不可忽视，应该得到各方面的高度关注，从而

促使学生逐渐养成正确使用手机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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