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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中国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让智能手机在医疗、教育、

交通、企业中扮演重要角色 [1]。大学生是主要用户，但

也面临手机成瘾和学业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手机运

营商推出了自我管理 APP。我们研究这些 APP 的使用、

影响因素和用户特点等，以提供指导，满足大学生需求，

为智能手机 APP 未来发展提供借鉴。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外研究都关注了大学生在使用手机 APP 进行自

我管理方面的情况和影响因素。国内的研究发现，大学

生对于手机 APP 的自我管理应用相对较低，与学业表现

存在一定的负相关 [2]，并且个人因素如性别、专业、年

级和使用频率也影响着他们的 APP 使用 [3]。同时，一些

研究关注了手机 APP 使用与学习焦虑、社交孤立感、情

感压力和睡眠质量等方面的关联 [4]。

国外的研究表明，大学生在时间管理、学习计划和

健康管理方面使用手机 APP 的积极性较高，但在社交网

络和娱乐方面表现出较弱的自我管理能力 [5]。国际组织

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也开始研究手机 APP

在高等教育中的应用前景，特别是对大学生自我管理和

发展的影响。这些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大学生手机

APP 使用行为和态度的重要背景信息 [6]。

二、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1. 问卷设计

本次问卷有 13 个问题，包括单选、多选、矩阵量

表和填空题。主要调查大学生使用自我管理手机 APP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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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愿、现状，分析使用因素、行为模式，评估市场竞争

和未来发展。问题 1-4 是个人背景信息。问题 5-6 关于

APP 使用情况。问题 7 涵盖影响因素。问题 8-10 重点研

究 APP 使用意愿、行为模式。问题 11-12 分析市场竞争。

问题 13 展望 APP 未来发展。

2. 问卷发放与收集

通过多阶段抽样方法，我们选取了徐州市 4 所本科

院校中的学院、班级和学生作为样本，以确保样本的代

表性和可靠性。为了全面了解大学生群体，我们采用了

线下和线上相结合的方式发放问卷。线下，我们亲自到

各院校的班级进行问卷发放和收集，以保证问卷的回

收率和样本数量。同时，在线上，我们通过电子邮件和

社交媒体发送问卷链接，以方便更多大学生参与调查。

数 据 获 取 时 间 为 2023 年 7 月 5 日 至 7 月 30 日， 共 发 放

150 份问卷，成功回收了 147 份有效问卷，有效率高达

98%。

三、调查问卷数据分析

1. 调查问卷基础数据分析

根据调查问卷中的个人基本情况来看，在性别方面，

男性（52.38%）的比例略高于女性（47.62%）；而在年

龄 方 面，18-21 岁（61.90%） 和 22-25 岁（24.49%） 占

据了绝大部分，其他年龄段也有所涉及。在学校特征中，

徐州医科大学等四所本科院校的占比大致相同，均为

25% 左右；在专业特征方面，调查涉及到了工、理、文

等多个学科门类。这些数据反映了大学生群体的一些基

本特征和分布情况。

2. 大学生手机 APP 使用现状

根据调查问卷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大学生每日手

机使用时长的统计情况，如表 1 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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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旨在调查大学生在智能手机APP中的自我管理行为和态度，以及对市场竞争的影响。通过问卷数据，

我们发现多数大学生积极运用手机APP来管理时间、学习和娱乐等。个人、社会和技术因素对其行为有显著影响，

特别是技术因素。同时，自我管理类APP在功能、用户界面和个性化方面表现良好，但也有改进空间，如增加针对

性、降低使用门槛和推动创新。大学生期望APP更简单、更创新、更个性化，以满足他们的需求。总之，这项研究

为了解大学生对自我管理类手机APP的态度和行为以及其市场竞争影响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

关键词：大学生；自我管理；手机APP；市场竞争



93

计算机系统网络和电信 2023【5】5
ISSN: 2661-3719(Print); 2661-3727(Online)

超过 80% 的大学生每日手机使用时长超过了 2 小时，甚

至还有 27.21% 的大学生每日手机使用时长超过了 4 小时。

这一数据表明，在大学生群体中存在着沉迷手机的现象。

表1　大学生每日手机使用时长

图1　大学生手机APP使用情况

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我们对大学生的手机 APP 使

用情况进行了可视化展示，并绘制了图 1。调查结果显

示，大学生 APP 使用主要集中在时间管理、学习计划和

娱乐等领域。学习计划最受欢迎，占 72.79%；娱乐次

之，占 72.11%；社交网络使用率较高，达 65.99%。时间

管理和健康管理分别占 57.14% 和 46.94%。财务管理和旅

行规划选择率较低，可能因其他平台或工具更受偏爱。

总之，图 1 反映了大学生 APP 使用情况和关注重点。

可能出现以下问题：过度依赖 APP 可能降低自我

管理能力；娱乐 APP 使用可能导致沉迷影响学习；社交

APP 高使用率可能忽视现实社交；财务管理和旅行规划

选择较少，不能充分利用 App 的功能。

3. 影响因素分析

（1）信效度检验

信度是测量工具的稳定性和一致性的度量。信度评

估了测量工具的可靠性。高信度意味着同一测量在不同

时间或条件下得到的结果是一致的。

效度是测量工具是否真实地测量了所要测量的概念

或现象的度量。效度评估了测量工具是否能够正确地反

映所研究的变量。高效度意味着测量工具确实在所研究

的领域具有准确的度量能力。

综合来说，信度检验关注测量工具的稳定性和一致

性，而效度检验关注测量工具是否真实地反映了所要测

量的内容。本问卷的 Cronbach 信度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

KMO 和 Bartlett 效度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2　Cronbach信度分析结果

表3　KMO和Bartlett效度检验结果

从上表可知：信度系数值为 0.814，大于 0.8，因而

说明研究数据信度质量高；使用 KMO 和 Bartlett 检验进行

效度验证，从上表可以看出：KMO 值为 0.801，KMO 值

大于 0.8，研究数据非常适合提取信息（从侧面反应出效

度很好）。综上所述，研究数据信度系数值高于 0.8，同

时 KMO 值高于 0.8，综合说明数据信效度质量高，可用

于进一步分析。

（2）结论分析

对问卷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绘制了各因素影响程度

打分图，如图 2 所示。根据图 2 得出以下结论：

图2　各问题打分

① 49.66% 受访者认为个人因素对手机 APP 自我管理

影响很大，仅 0.68% 认为影响很小，平均得分 4.25，表

明个人因素对自我管理有显著影响。

② 40.82% 受访者认为社会因素对自我管理影响很

大，只有 1.36% 认为影响很小，平均得分 4.04，社会因

素对自我管理有重要影响。

③ 65.99% 受访者认为技术因素对自我管理影响很

大，仅 0.68% 认为影响很小，平均得分 4.46，技术因素

是最显著的影响因素。

综上所述，个人、社会和技术因素都显著影响手机

APP 自我管理，技术因素影响最大。这提示在 APP 设计

中需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以提升用户满意度。

4. 自我管理类手机 APP 的使用意愿和依赖程度

（1）自我管理类手机 APP 的使用意愿及影响分析

问卷结果显示，94.56% 的受访者愿意增加自我管理

APP 的使用频率，仅 5.44% 表示否定。在 147 有效回答

中，有 139 人表示愿意增加使用 APP 进行自我管理，显

示出广泛的积极态度。这表明自我管理 APP 在未来有广

阔的发展前景，有望获得更多用户认可。

同时，81.63% 的受访者认为手机 APP 对自我管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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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积极影响，12.93% 表示消极影响，5.44% 则认为没有

明显影响。大多数人认为 APP 对自我管理有积极帮助，

可能因其提供了多功能工具，协助时间、任务、健康管

理。然而，一小部分人可能过度依赖 APP 导致自我管理

能力下降，或使用不当带来消极影响。还有一部分人认

为 APP 对自我管理影响不大，可能因自信或未使用相关

APP。总之，APP 对自我管理的影响因个人而异，需因

情况评估使用。

（2）自我管理类手机 APP 的依赖程度分析

对问卷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绘制了各问题打分图，

如图 3 所示。根据图 3，得出以下结论：

图3　各因素影响程度打分图

①在“设定目标并制定计划”问题中，52.38% 选择

了选项 5，31.29% 选择了选项 4，平均分 4.32。

②在“依赖 APP 的提醒和指导”问题中，33.33% 选

择了选项 4，27.21% 选择了选项 3，平均分 3.57。

③在“积极主动和依赖被动中寻找平衡”问题中，

54.42% 选择了选项 5，27.21% 选择了选项 4，平均分 4.27。

综上，大多数人更倾向于设定目标和计划，同时寻

找积极主动和被动依赖的平衡。相对较少的人倾向于依

赖 APP 的提醒和指导。总体来看，参与者在这个问题上

表现出较高的自我管理能力。

5. 自我管理类手机 APP 在市场中的优劣势分析

（1）自我管理类手机 APP 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分析

对问卷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绘制了自我管理类手机

APP 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打分图，如图 4 所示。根据图

4，得出以下结论：

图4　自我管理类手机APP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打分

①功能丰富方面，49.66% 给予最高分，平均分 4.33，

用户评价整体较高

②用户界面友好方面，46.26% 给予最高分，平均分

4.35，用户评价整体较高。

③个性化定制方面，61.22% 给予最高分，平均分

4.48，用户评价整体较高。

综合小计数据，用户认为自我管理类手机 APP 在市

场竞争中具有较大的优势，平均分 4.39。这表明自我管

理类手机 APP 在功能、用户界面和个性化方面都有竞争

优势。

（2）自我管理类手机 APP 在市场竞争中的劣势分析

对问卷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绘制了自我管理类手机

APP 在市场竞争中的劣势打分图，如图 5 所示。根据图

5，得出以下结论：

图5　自我管理类手机APP在市场竞争中的劣势打分

自我管理类手机 APP 在市场竞争中的劣势平均分数

为 4，表明受访者普遍认为这些劣势较大。

①在缺乏针对性方面，35.37% 认为劣势非常大。

②在使用门槛较高方面，31.97% 认为劣势较大。

③在缺乏创新方面，63.27% 认为劣势非常大。

综上所述，受访者反馈显示，自我管理类手机 APP

在市场竞争中的劣势主要在缺乏针对性、使用门槛较高

和缺乏创新方面，且劣势程度较大，需要改进和解决。

6. 对自我管理类手机 APP 的期望

根据问卷结果，我们绘制了对自我管理类手机 APP

发展期望的词云图，如图 6 所示。

图6　词云图

经过对大学生建议最多的措施进行统计，我们得出

以下结论，以帮助自我管理类手机 APP 更好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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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化操作内容并创新功能，如增加社交聊天

功能；

（2）根据不同受众进行个性化定制，提高用户使用

体验；

（3）丰富应用场景，使其更加具体化；

（4）安排多风格界面和数值激励措施，增加用户参

与度；

（5）将多种管理类型集成到一个 APP 中，方便用户

使用和管理；

（6）确保 APP 能够保护自己的隐私安全。

以上建议不仅可以帮助自我管理类手机 APP 更好地

发展，也能够提高用户的使用体验和满意度。在设计和

开发手机 APP 时，应考虑这些因素以提高用户体验和满

意度。同时，也需要注重保护用户的隐私安全，这是现

代互联网产品的基本要求。

四、结论

中国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推动智能手机在各领域发

挥关键作用。大学生作为主要用户，其手机 APP 自我管

理行为引起关注。调查显示大多数大学生积极使用 APP

管理时间、学习和娱乐，但需注意过度依赖可能降低自

我管理能力。

个人、社会和技术因素显著影响大学生 APP 使用，

尤其技术因素最突出，表明技术创新吸引力。研究揭示

了 APP 的优势（功能丰富、用户友好、个性化定制）和

劣势（缺针对性、门槛高、缺创新），需改进。

大多数大学生期望 APP 简化操作、增加创新、提

供个性化、提高用户参与度、丰富应用场景。这指引了

APP 未来发展方向。综合来看，需平衡技术和用户体验，

以满足大学生需求，提高竞争力和用户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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