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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介视角下大学生手机依赖、人际关系及价值观研究 
张晨恺  刘准能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衢州  324000） 

摘要：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讨高职学生智能手机的使用行为、依赖倾向与人际互动的现况及其之间的关联性。本研究采问卷调查
法，以衢州市高职学生为研究对象，使用高职学生智能手机使用行为、依赖倾向与人际互动关系问卷为研究工具。研究结果显示衢
州市高职学生智能手机的持有率高、使用频率高，手机使用行为偏重娱乐及联系两大功能。男生使用手机次数较多，女生使用手机
联系功能较多；一年级偏好信息搜集功能。三年级手机依赖倾向较高。女生人际互动优于男生；一年级在部份人际互动层面的表现
较好。手机联系功能的使用行为与心理焦虑及同学互动有低度相关，但学生手机依赖倾向与人际互动之间没有显著相关。高职学生
智能手机使用频率虽高，但整体而言并没有明显的手机依赖倾向，也不影响其人际互动关系。因此，笔者建议高职院校转变培育观
念、革新教学模式、整合新媒体资源、善用新媒体平台，从而更好地引导大学生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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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某网站（2015）曾进行中小学生的网络使用调查，结果发

现高中职学生在线游戏和智能手机成瘾最严重；高中职生是智
能手机成瘾高危险群，随年级越高，沉迷、成瘾盛行率越严重。
而早在 1998 年萧铭均的研究即指出，网络成瘾者平均每天大约
需花费 2.8 至 3.5 小时的时间上网才能获得满足，以此推论，每
天使用手机功能时间超过 2 小时以上的学生，便可能是上瘾的
高危险群。国外的状况也类似，韩国通讯委员会在 2012 年的调
查中就发现，有 9%的成年人有手机成瘾现象，而青少年的成瘾
比例更高达 18%，是成年人的两倍。英国的青少年不但手机持
有率达 66%，其中更有高达 60%的持有者坦承自己对手机上瘾。
有些重度使用者几乎已到“机不离身”的地步，不论走路、开
车、排队、等车、用餐，甚至连上洗手间时，也在使用手机；
早上醒来 15 分钟之内，至少查看一次手机内容，而这种密集使
用手机的行为，却也可能造成使用者与周遭环境的联系受到不
断的干扰，人际场域反而因此变得破碎不完整（South University，
2013）。 

研究者身为教育工作者，在教育现场经常观察到许多学生
一下课就拿起手机，或独自一人，或三五成群地低头埋进手机
的世界，心中不禁浮现些许疑问：手机的使用行为如何构筑青
少年的人际网络？又青少年是否陷于手机成瘾而不自知？手机
的使用对青少年的人际互动是助力还是阻力？这些都是值得深
入探讨的问题。 

二、青少年（高职学生）智能手机的使用行为  
在智能手机风潮席卷全球的今日，有关青少年的手机使用

行为中，毫不意外地“上网”是排行榜的第一名（Waugh, 2012）。
根据某机构调查报告显示，15-19 岁的青少年利用智能手机上
网率高达 74.7%，通过网络参与的社会活动以社群网站使用比
例最高（94.5%），其次是生活信息搜寻使用（84.4%），实时通
讯使用（83.4%），及娱乐活动参与使用（72.8%）。此外，玩游
戏、传简讯、拍照、听音乐也是青少年偏好的使用行为。 

英国通讯传播委员会也发现，智能手机使用者中，有 81%
的使用者全天候不关手机。2014 年的调查更显示，高达 2/3 的
青少年表示他们经常在所持的行动装置上同时进行许多不同的
活动，其中主要是读取影音媒体信息、参与社群网站与实时通
讯。这些 16~24 岁的年轻人平均每天花费大约 3.5 个小时的
时间使用行动装置。许多青少年表示不喜欢单一对象的电话交
谈，反而喜欢可多人同时进行的实时通讯或社群网站上的沟通
联结。从沟通的转变开始，智能手机的使用正逐步改变新世代
的社交行为模式。 

在高中学生的智能手机使用行为中，叶嘉楠与陈欣瑶
（2017）曾进行归纳分析并指出「打电话、发简讯、玩游戏、

照相、录像、听音乐、上网查资料、下载音乐程序或游戏、使
用网络社群（如《脸书》、部落格……）、收发电子邮件、看文
章、小说或影片、使用聊天程序（如：微信）、上网购物等是最
常见的手机使用方式。罗芝芸（2017）的研究则指出通讯社交
聊天、影视音多媒体类、生活应用工具类及新闻数据检索类是
青少年智能手机最常使用之功能。吕杰华、门菊英、吕昕禹与
黎政谚（2013）的研究也发现，高中职学生之智能手机以通话、
听音乐、传送简讯、闹钟计时、打电动玩游戏、拍照摄影、看
影片图片为最常使用之功能。本研究从前述高中职学生于智能
手机使用的现况描述中归纳出联系功能、娱乐功能、信息搜集
功能、工具功能等四项手机使用功能，并据此进行本研究之数
据搜集与分析。 

此外，郑景莲、李显章、苗乃芳、陈逸卉与张凤琴（2014）
的研究则发现，女生智能手机每日使用时间较长、家庭社经地
位（父母职业类别与家庭收入有关）越高，每月平均电话费越
高，越常使用手机娱乐与消耗时间。富邦文教基金会（2008）
的调查也发现，女生一周使用时数高于男生，且无论国中、高
中职生，女生平均一周使用时数皆略高于男生。罗芝芸（2017）
的调查也发现在最常使用手机地点、每天使用手机时间和每天
使用手机上网时间及手机功能 App 使用频率等问题上，会因性
别不同而有显著差异。由前述研究显示，学生的不同背景变项
将可能使学生的手机使用情况有所不同。 

三、智能手机对青少年人际互动关系的影响  
青少年主要的人际交往范围不外乎同学、亲子与师生之间，

Dubow 与 Ullman（1989）、 Robinson 与 Garber（1995）均指
出，对儿童及青少年而言，最显著的社会互动环境是由父母、
老师以及同学所形成的。青少年时期若能与同学维持良好的关
系将有助于心理与社交上的调适（Bishop & Inderbitzen, 1995），
青少年的社交过程，是以平等、了解的同学沟通为基础，在彼
此互动中增进归属感，进而发展出自我肯定与认同（张传琳，
1998）。而亲子互动关系是延续时间最长的关系，且从影响个体
发展社会化过程之因素来看，家庭环境的父母亲更是重要的因
素（程景琳，2014），且诸多研究均表明当亲子关系越佳时，越
不会产生偏差行为。师生关系则是影响青少年次文化的另一项
重要因素，师生关系愈良好，则学生愈能认同教师的看法，Brooks 
与 Goldstein（2002）、Roeser 与 Eceles（1998）指出，师生关
系的满意感受、来自教师提供的情绪支持，是影响青少年身心
健康与发展的关键因素。在人手一机（手机）的时代，多数青
少年利用手机作为串联社交网络的工具。智能手机具备的通讯
功能，搭配行动网络，让青少年和朋友能随时串联，拓展出「永
远在线」的人际网络。手机被认为有助于维系人际关系，甚至
用来开拓社交网络的利器（Wan, 2010）。此外，行动上网的速
率提高的同时，通过实时通讯软件（如 WhatsApp 等）与社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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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的使用，也是青少年与他人密切互动的另一种管道。澳洲青
少年在受访时也表示，手机能提供快速的联系与广阔的社交网，
又兼具娱乐性与生活应用的工具性，使他们觉得使用手机可增
加他们的自我及社交满意度。 

然而心理学者亦发现，青少年过度使用手机简讯与实时通
讯软件沟通所呈现的后果是产生实际人际沟通的障碍，而导致
更高的人际焦虑。基于上述概念，智能手机对青少年人际互动
关系的影响性，本研究将之归纳为同学互动、亲子互动与师生
互动等三大类，并据此进行资料搜集与分析。 

此外，在家庭关系方面，长期使用智能手机，沈迷并且成
瘾的结果，容易导致亲子冲突产生，使亲子关系恶化。吴振锋、
张玉萍与刘欣颖（2016）在智能手机游戏使用行为对人际关系
之研究中发现，女生在与朋友的真实人际互动上显著高于男生，
表示男女生之间的人际互动因此产生了明显的差异。 

四、对策与建议 
（一）加强主渠道的理论灌输，搭建大学生核心价值观认

同与培育的认知平台 
深刻领会和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理论是大学生

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提和基础。面对各种思潮，大学
生没有一定的理论思考和辨别是非的能力，很难形成科学的价
值观和人生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加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认同与培育的主渠道和重要载体，在新媒体背景下一
定要加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认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是贯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条主要线索，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内涵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体系中都
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比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和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概论”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中，坚持以爱国主
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集中体现
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中，
坚持“八荣八耻”会主义荣辱观则集中体现在“思想道德修养
与法律基础”课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的高度凝练，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对社会主义
公民提出的基本规范和要求。各高校要高度重视思想政治理论
课建设，切实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教学体系、进学生课
堂、进学生头脑，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方面改
革创新，增强教学的针对性、吸引力和感染力。引导大学生运
用科学的理论知识正确分析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增强明辨是
非的能力，在各种思潮纷纭、观念冲突不断的新媒体背景下，
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坚定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政治信仰。 

（二）加强主阵地的内化践行，搭建大学生核心价值观认
同与培育的实践平台 

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光靠理论认知还远远
不够，还需要情感上体验、行动上践行，才能真正内化于心，

成为行为准则。因此，要发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主阵地”
功能，把学生通过“主渠道”获得的理论认知不断通过实践验
证、情感体验，逐步内化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从内心深处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搭建大学生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认同与培育的实践平台。一是通过社会实践活动，
充分理解中国国情，客观评估自我，摆正个人与社会、个人与
集体、中国复兴梦与自己成才梦的关系，理解从国家层面倡导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必要性，掌握从社会层面倡导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紧迫性，领悟从个人层面倡导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重要性，从而树立起修身齐家、
报国利民的理想信念，强化敢于“做梦”的胆识；二是亲身参
与社会实践活动，在社会大舞台上思维活跃、视野开阔，在感
受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中思考人生、思考社会、思考未来，在与
人民群众的交流、接触中思考民族未来、追求和谐理念、崇尚
公正理念、关注民生艰辛，强化敢于“逐梦”的动力；三是通
过不断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在实践中发现自己的不足，不断更
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模式，及时改进和提高自己的实际工
作能力，增强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的素质，增强敢于“圆梦”
的能力。 

五、结束语 
在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坚持与时俱

进，熟悉新媒介传播的特点，掌握新媒介的传播技术，牢牢把
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权，趋利避害，使新媒体平台成为高校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兴阵地和有力推手。深入探究新
媒体视野下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国家的长治
久安和大学生个体成长成才都具有重要意义。建议高职院校转
变培育观念、革新教学模式、整合新媒体资源、善用新媒体平
台，应当从确立培育理念、构建培育模式、完善培育平台和加
强培育队伍建设等路径出发，以期改进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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