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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尊在大学生积极心理资本与手机依赖间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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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了解大学生积极心理资本的现状和自尊、手机依赖之间的关系。采用积极心理资本量表（PPQ）、手机依赖指

数量表（MAPI）和自尊量表（SES）对 428 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研究，通过 Bootstrap 方法检验自尊的中介作用。研究对象的积
极心理资本、自尊及手机依赖三者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积极心理资本与自尊呈正相关（r=0.583，P<0.01），而手机依
赖与积极心理资本和自尊均呈负相关（r=-0.348，P<0.01；r=-0.360，P<0.01）。积极心理资本可直接影响大学生的手机依赖
行为，又可以通过自尊对其产生间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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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技伴随着科技突飞猛进，新一轮数字经济化、
知识经济化、网络一体化、智能化的网络科技引领世界经历
逐渐转型成为时代潮流。以智能手机为典型的科技创新成为
互联网建设大势所趋之一，它不再以语言通讯工具作为终极
目标，而是智能化生活的便利工具，值得说明的是超越和演
变成集结支付、娱乐、视频语音等多功能高端设备。目前，
手机以另类而疯狂的速度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手机与人们
的生活不断呈现出密切的关系，手机依赖逐步成为“互联网
+”时代和人工智能时代个体关注的行为问题。2019 年，经
统计手机网民比例高达 99.1%，其中，学生是规模最大的群
体 [1]。随着手机的高端设备的完善，人们过度使用手机，便
容易产生手机依赖问题，甚至引发更多的负性情绪问题 [2-3]。
就目前而言，随着智能化的普及，手机依赖引起学术界学者
的关注。所谓手机依赖（Mobile	Phone	Dependence）是指个
体因过度使用手机而失去控制，导致生理、社会功能和心理
有着明显受损的痴迷状态 [4]。纵览已有研究，许多大学生对
手机产生了依赖 [5-6]。

心理资本（Psychological	Capital）作为大学生心理健康
的研究内容和重要指标，是一种以积极能力应对外界事件的
资源。纵观已有研究，个体有计划的调整目标的实现途径（希
望）、同时，身处逆境或者遭遇挫折也能迅速恢复并能实现
超越（心理弹性）和有信心获取成功（自我效能感）均能降
低手机依赖程度 [7-9]。由此推论，积极心理资本的子维度对
个体手机依赖有着重要的影响。

自尊（self-esteem）对个体的心理健康起保护性作用 [10]。
并有研究论证了自尊与手机成瘾倾向存在密切联系 [11]，而且
研究表明作为个体内在因素的自尊是手机依赖的重要影响因
素（Philips 等，2012）[12]，但学术界对两者的因果关系尚未
达成一致。据资源保存理论，个体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总
是努力追求生命中有意义的资源和维持积极能量，包括自我
效能和自尊等资源 [13]。研究表明，积极心理资本与内在的自
尊呈现显著相关 [14]。

大学生是价值观、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期。对大学生积
极心理资本现状及其与手机依赖关系的研究，既是大学心理
学的重要课题，也能为大学生手机依赖问题的深入研究及当
前教育教学实践及其班级管理提供心理学依据。纵观以往研
究，鲜有积极心理资本与手机依赖的系统整合研究。为此，
本研究旨在考量心理资本和手机依赖两者的具体关系以及以
自尊在其中的中介作用，进一步考察自尊的影响，为本研究
的推论提供依据。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随机抽取贵州省在校大学生，发放问卷 520 份，

回收有效问卷 428 份（82.3%）。
2.2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积极心理资本量表（PPQ）[2]、手机依赖指

数量表 [3]、自尊量表 [4] 对研究对象进行研究。
2.3	统计方法
本研究运用 SPSS20.0 对数据进行整理、分析，采用	

Amos23.0 检验中介作用。
3. 结果

3.1		描述统计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研究对象的心理资本、自尊和手机依

赖呈显著的负相关。
表 1		描述性分析（M±SD）

变量 M±SD 1 2 3

1.	心理资本 4.50±0.813	 1

2. 自尊 2.69±0.400 		0.583** 1

3. 手机依赖 2.72±0.704 -0.348** -0.360** 1

3.2		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以手机依赖为因变量时，心理资

本与自尊都进入回归方程，且均对手机依赖有显著的预测作
用，其中积极心理资本与自尊负向预测手机依赖（表 2）。

表 2		回归分析

因变
量

预测
变量

Β Beta t R2 △ R2 F

手机
依赖

心理
资本

-.348 -.302 -7.672*** 12.1% 11.9% 58.865***

手机
依赖

心理
资本

-.210 -.183 -.3.843*** 15.9% 15.5% 40.185***

自尊 -.238 -.418 -4.346***

3.3		自尊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心理资本、自尊及手机依赖三大核心变量呈现显

著相关，并从研究结果得知，有可能会存在中介作用，所以
尝试采用 Bootstrap 方法 [	参见方杰（2012）的相关研究 ] 进
行中介效应分析。

自尊在心理资本与手机依赖间的中介影响，结果
显 示 模 型 的 各 拟 合 指 标 为：X2/df=4.238，CFI=0.939，
RMSEA=0.087，NFI=O.922，IFI=0.940，SRMR=0.069，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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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拟合度良好。并采用 Bootstrap 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结果：自尊在积极心理资本与手机依赖之间扮演部分中介效
应，其中介效应站总效应的比值为 46.8%（0.172/0.368）。

图 1		中介模型
表 3		Bootstrap 方法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路径系数
效应
量

95%CI

心理资本 手机依赖的总效应 -0.368 -0.491 -0.235

心理资本 自尊 手机依赖的中介
效应

-0.172 -0.354 -0.021

心理资本 手机依赖的直接效应 -0.196 -0.263 -0.091

4  讨论

本研究中，大学生手机依赖在人口学变量（性别）的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心理资本（PPQ）与手机依赖存在显著
负相关。具体而言，自我效能感低水平的大学生个体大多不
愿正视所面临的挫败，而是选择消极的方式（如逃避）对待，
而具备多功能、功效高的智能手机无形中成为避免“尴尬”
局面的方式，进而容易引起手机依赖；韧性水平低水平的大
学生遇到挫折或困境时，往往无法从容的做出合理的应对方
式，并难以摆脱所处的困境，进而被不良的情绪所困扰，从
而容易依托手机来排忧解难，故而个体容易陷入手机依赖；
希望低水平的大学生经历挫败时，常常因无法根据实际情境
来自我调整，对自己的生命意义、人生目标和长远规划往往
不能有一个明确的认知，即便个体设定了一定的目标也难以
坚持，往往会被外界刺激所干扰或诱惑（如高端智能化的手
机），进而产生手机依赖。具备低水平乐观的大学生在面对
学业压力、生活困难时，往往很难调整自己的情绪，反而更
加容易产生消极的认知或者消极的归因，进而产生手机依赖。
根据自尊的恐惧管理理论，个体的自尊受到恐惧或威胁越大，
就越可能采取问题行为或不寻常行为加以弥补，而手机依赖
属于其中的一种。而个体借助于手机的智能化、便捷性能够
替代在日常生活中无法满足的需要或者尊重，无形中加大对
手机产生依赖。此外，研究表明自尊与手机依赖存在显著的
负相关。因此，手机依赖与个体的自尊能力有着密切的联系。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自尊在心理资本与手机依赖间扮
演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即心理资本较高水平的个体其自尊
能力更强，而手机依赖的水平更低，说明积极的心理资源在
一定程度上降低大学生的手机依赖程度。然而，手机依赖行
为程度的高低，受个体拥有自尊水平高低的影响。综上分析
得知，心理资本和自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手机依赖行为。

通过本研究的研究，有助于大学生对心理资本的内涵
有更深刻的认知。同时，“互联网 +”时代不断冲击传统教
学理念，也会影响到大学生的学习方式，尤其互联网太多的
负性信息会影响到大学生的生活，因此也大学生个体更急切
需要积极的心态引导大学生活。高校可以引导和发掘学生个
体的内在资源，帮助他们建立积极的心理资源体验，鼓励大
学生把手机当做辅助学习、社交的重要工具，增强大学生的
内在的自尊体验，防止引发消极的行为及后果，减少手机依

赖。因此，为了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和学业发展，促进大学生
能展现潜在的价值和才华，学校应该加强针对大学生群体的
互联网时间管理，加强心理辅导，同时通过培育大学生积极
心理资本，进一步探讨降低或增强自尊的调适方法，减少对
手机的依赖，去探索生命有意义的事。但此次研究仍存在不
足：因时间紧迫，只是采用了横向研究，未对大学生的手机
依赖行为进行定期追踪或者长期跟踪调查，在未来的研究中
可以尝试纵向研究，更好的解释手机依赖的持续时长和变化
过程；其次，此次调查的样本偏少，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扩
大样本范围，从而更加深入的评价心理资本对手机依赖的影
响，以期做出权威、说服力和科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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