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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高校学生手机依赖原因及对策分析 
王菊荣 

（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5） 

摘要：民办高校学生手机进课堂，他们自制力稍微有点低，对于手机依赖程度比较深，困到到课堂的教学，对于教师课堂教学
能力要求更高，本文旨在对学生手机依赖原因、危害进行分析，寻找手机依赖的对策，目的在于给其他高校教师课堂管理有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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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机依赖产生的背景 
中国正处于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期，据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发布的第 4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
至 2020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为 8.54 亿，手机网民规模达 8.47
亿；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到 99.1%。智能手机的发展和互联网结
合，给我们带来了种种便利，交流沟通、互动增强，但是任何事物
都有两面性，智能手机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问题不容忽视。走路看、
坐车看、睡觉看，几乎时时都在看手机，人成了手机的奴隶。 

 网上有这样一个段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坏其手机,
掐其网络,断其电源,空留其身,行拂乱其所想,让其刷屏不能,聊 Q 不
得。” “做人难，放下手机更难！”,为什么难？主要是现代的很
多人都患有手机依赖症。 

到目前为止，手机依赖症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和诊断标准，
Bianchi，A，Phillips，JG 在 《Psychological Predictors of Problem Mobile 
Phone Use》一文中对手机依赖是这样定义的：手机依赖, 也称为手
机成瘾, 是指使用手机过度, 无法控制手机的使用时间或地点, 不
能使用手机时会感觉焦虑, 并伴随有学业、人际交往等方面出现消
极后果的问题行为。我认为这个定义更能说明手机依赖的危害。 

手机依赖症症状表现众多，大多数依赖症患者表现为时时刻刻
总觉得有人给自己打电话或者发微信，手机铃声不响的时候着急难
耐、左顾右盼，手机铃声一响就各种条件反射、如果有手机来电则
会马上减少坐立不安等症状。在日常生活中频繁使用手机，在无意
识中把手机当成了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当代，几乎每一个大学生都有手机，由于长时间使用手机而产
生手机依赖,严重困扰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同时也不利于大学生的身
心健康。他们的学习能力下降,甚至不愿意学习,社会适应能力降低。 

二、民办高校学生手机依赖的分析 
（一）民办高校学生的心理特点分析 
相比公办学校的学生，民办高校的学生他们从心理层面上来

讲，存在或多或少的自卑感。他们和他们同学同样经历了紧张的高
考、努力的奋斗，但是分数不尽人意，没有能进入理想的大学，在
同学进入到理想的大学后他们不情愿来到民办学校，有点自卑难
堪，索性就破罐子破摔，随便了，只要有个文凭就行了；有的学生
本身家庭条件很好，家里可能开公司，或者在某一个领域有可以操
作的范围，主要目的就是来随便上上，混着拿一个文凭，回去好进
行各种操作；还有的一部分学生是随波逐流，高中没有好好上，本
身的知识积累就不扎实，他们的目标就是能上大学就好，不管是民
办还是公办，这部分学生本身素质就一般。 

进入大学后，这些学生从高中紧张的学习生活中突然一下子松
弛下来，他们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变得一下子多了起来，他们
不知道怎样规划自己的时间，变得彷徨、迷茫，各种打游戏、追剧、
各种聊天，他们对于手机的依赖性就很强。 

（二）民办高校学生手机依赖症的表现 
从学习层面而言，民办高校的学生整体上学习能力和积极性一

般，他们由于各种原因，对于学习持有一种被胁迫的态度，从而缺
乏主动学习的动力和方向，喜欢娱乐、玩耍，使得整体学习的氛围
不够浓。 

由于民办高校学生的层次与公办高校的学生相比较，民办高校
的学生处于三本或者高职的水平，他们整体上的自身素质一般，所

以纪律性稍差，约束自己的自制能力有限，加上他们以前没有养成
很好的学习习惯，上课前从来不预习，上课时又不听，下课后又从
来不复习，这种恶性循环导致他们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对于
其他的诱惑没有抵制的能力。 

现代的手机功能强大，民办高校的学生可以通过手机参与各种
虚拟的活动，在学习跟不上的情况下，这些学生就会把注意力从学
习上转移集中在手机上,他们在手机上参加各种游戏活动，在虚拟的
游戏活动中获得很好的成绩，满足他们在现实学习中不如意的心
理，对于手机依赖来获得他们学习心理上的平衡,由此产生手机依赖
的行为。 

笔者在 2019 年 4 月 25 日的传播学课堂上做过一个关于手机依
赖症的测试，发现 60%的学生有严重的手机依赖症，有 35%的学生
会有一般的手机依赖，仅仅只有 5%的同学能够合理利用手机，不
被手机奴役。这组数据让笔者非常震惊，这是在大一的学生中进行
的调查，可想而知高年级的学生对于手机的依赖度。 

大一的学生相比较高年级的学生比较乖，行为简单，除了学习
几乎没有其他事情，因为他们刚从高中升到大学，在高中形成的一
些好的学习习惯还在持续，这些学生对于手机的依赖度如此高，课
堂管理难度就可想而知了。 

（三）民办高校学生手机依赖症的原因分析 
1、手机功能越来越强大。 
随着科技发展，互联网从 4G 到 5G，智能手机功能日益增多而

更加强大，手机终端设备不断更新发展，人们日常使用的一些工具
如健身、减肥、拍照、音乐、阅读、视频等融入到手机当中， 使
得手机功能更全面，这些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便利，另一方
面，各种工具融入到手机当中，使得人们或多或少的产生对于手机
的依赖，产生各种低头族，各种场合都在看手机，公交、地铁、走
路甚至过马路还有人看手机，这些人他们手机不离手,手机 24 小时
开机，总是产生幻觉，怕关机后没有人能联系上他们，容易形成社
交焦虑症。网络上广泛流传一个小视频，一个 3 岁的小朋友给姥姥
打电话“姥姥，你重新给我生个妈妈吧，这个妈妈总是看手机，不
理我；姥姥，你重新给我生个爸爸吧，这个爸爸总是在手机上打游
戏，不理我”我们在笑声中能够感慨现在的手机依赖症使得年轻的
爸爸妈妈连尽基本义务也有了困难，甚至还有新闻报道由于依赖手
机没有看好孩子，导致孩子发生各种意外的。对于民办高校的学生
而言，他们的手机依赖主要是打游戏、追剧还有各种聊天的，做作
业基本上都是从网络上搜，粘粘黏黏就变成了老师要求的作业。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比以前快的多, 追求高效率成为了主要的生
活、学习和工作上的目标。信息的查询、交流、沟通显得非常重要，
手机由于自身方便携带的各种功能获得人们的青睐。民办高校的学
生依赖手机查询做作业更重要，他们懒于思考，拿来主义较多，甚
至有的实习报告都是直接从网上下载下来，曾经有两个同学下载的
实习报告一样，交给同一位老师的现象。 

2、民办高校管理较为自由。 
相比高中的集中管理,民办高校管理更加人性化，他们注重学生

的个性化发展，注重学生自我精神的培养，管理机制自由、灵活，
学生可以支配自己的时间。除了上课，学生不再需要上自习，有了
更多自己的时间。学生不用再像高中一样，从早上到晚上不停的有
班主任或者家长催着学习，时间观念非常紧张。民办高校学生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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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满毕业所需要的学分就可以，他们的课时量比高中要少很多，除
了上课，基本上不用上自习，没有人催着学生去学习。有的民办高
校有辅导员，导员主要负责学生的思想，对于催促学习有限，有的
民办高校没有辅导员，直接是上课的教师担任学生的导员，教师上
完课后，对于学生没有办法做到实时监督。学生可以有更多自己可
以支配的时间,从一定程度上来讲会给大学生有更多接触手机的机
会。 

3、民办高校课堂管理较为松散。 
民办高校有一些是兼职老师，他们是学院从外部请来利用业余

时间给学生上课，这些老师有的是行业的，有些是已经退休的，他
们对于学生总是很纵容，宽松的课堂学生们往往很喜欢，给老师们
的授课评价就高。老师们一方面为了授课评价，一方面觉得学生都
是大孩子，批评后怕学生有心理负担，他们就不大管理课堂，使得
在这些课堂上，学生大肆的玩手机，偶尔抬头和老师进行一下眼神
的交流即可。 

民办高校在职的教师，分情况对学生进行管理，有的教师本身
性格就比较温和，根本没有办法严厉的管理学生；有的教师尽管严
厉，但是学生已经“身经百战”，很有经验，根本不怕教师，严厉
教师的课堂上，学生无非是少说话但是可以玩手机，教师前面批评
了，后面他们又采取不同措施打开手机玩，教师不能时时制止学生
玩手机，不然课程内容根本没有办法进行。还有课堂内容的设计上
缺少灵活趣味性，这也是学生上课手机不离身,下课手机不离手的原
因之一。 

4、民办高校学生的家庭教育会影响学生使用手机。 
民办高校的学生学习成绩相比较公办高校的学生，他们在高中

的成绩一般或者较为低下，这些学生有的是父母溺爱，要什么给什
么，新型手机出来后孩子只要张口，家长就会想办法满足。还有的
学生因为高中时成绩就不理想，和父母之间的沟通缺少，在父母经
常否定个人的情况下，一旦有条件独立，他们就会想尽办法脱离父
母的监管，从高中时期夜里在被窝里面偷偷的玩手机到后面脱离父
母后，属于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一下子增多，他们变得越发不能收
拾，更加依赖手机满足自己以前不能得到尊重的想法。 

5、民办高校的学生使用手机自制力差。 
民办高校的学生素质相比较公办高校的学生而言较为一般甚

至低下，民办高校的学生由于自身其他原因，自己的自我约束力很
差。离开父母异地求学，或者即使离家很近，父母不能天天时时进
行监管，这些学生摆脱了父母的唠叨后突然觉得一下子翅膀硬了，
觉得他们完全是一个大人了，他们完全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有
的就因此沉溺于网络，沉溺于游戏各种虚拟交际，他们在现实中的
一些不如意转到网络上，利用手机这个工具来完成他们自我的认
定。民办高校的学生由于素质一般，对于手机的依赖程度更深。 

三、民办高校学生手机依赖的危害。 
民办高校学生手机依赖现象严重,他们对于手机依赖的危害概

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 手机可能对学生身体造成一定的危害。 
任何电磁波都有辐射，手机由于使用电池其电磁波的辐射也是

大量存在。手机依赖症严重的学生，由于他们长时间使用手机，有
时会保持在一个姿势，部分学生会出现一些不适症状，或者颈椎难
受年纪轻轻就患有颈椎疾病、手脚发麻、还有不同程度的出汗、心
悸等不适症状, 有的学生由于长时间玩手机，使得大拇指外翻，形
成腱鞘炎，疼痛感十足，自身非常难受。长时间看手机会引起眼睛
干涩、酸胀、眼充血，引发干眼病和视力下降。还有的学生在熄灯
后，黑暗的条件下看手机，眼睛瞳孔放大，在背景光和屏幕光反差
极大的情况下，对眼睛伤害更大。如果没有条件使用手机时,他们会
焦虑不安,还会伴有心悸、气短,严重者会出现濒死的感觉。 

（二） 手机会对学生心理上产生交际困难的危害。 
对手机的过分依赖严重削弱了学生的人际关系沟通能力,使得

一部分的学生面对面的沟通显得生疏和紧张,更有甚者出现社交恐
惧症等心理问题。例如,游戏成瘾也是手机依赖症的症状之一,2018 
年 6 月 18 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新版 《国际疾病分类》 提出,“游

戏障碍”,即通常所说的游戏成瘾,被列为疾病。  
（三） 手机会影响学生的学业。 
民办高校的学生本身自制力就有限，加上手机功能的强大，上

课玩游戏、逛电商、发朋友圈等行为就比较多。即使教师布置作业
后，这些学生也是基本上找网络，他们懒于思考，信奉拿来主义，
对网络信息不加思辨，对于手机的依赖症严重影响他们的创造力和
学习能力。  

四、民办高校学生手机依赖症的对策 
对于民办高校学生手机依赖的对策最好的是提高学生运用手

机的能力。 
（一） 鼓励教师上课将手机与课程内容进行结合 
教师运用手机，将手机和课堂内容相结合，让学生在课堂上用

手机学习课程知识，进行课堂内容测试、互动，在线课堂等多种形
式，将学生从单纯的玩手机到手机参与课堂内容学习。 

（二）加强学校、家庭和学生的合作。 
学生对手机过度依赖，如果仅仅依靠课堂上教师的管理，是没

有办法解决的。这就要求引起全社会的注意，加强移动网络服务提
供的有效监管，整个全社会都要加强对学生过度使用手机的关注
度。家长也做好配合工作，加强家庭教育，与学校及时进行沟通，
社会、家庭、学校三方一起联手解决民办高校学生对手机的依赖性。 

（三）倡导和谐、向上的宿舍、班级、校园。 
培养学生多和人沟通，举办各种活动吸引学生参加，对于一些

有心理障碍的学生，学校成立心理工作坊，对这些学生的心理及时
进行辅导，多种方式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降低学生攀比心理，
提高学生抵制外来诱惑的能力。引导学生正确的使用手机，不能成
为手机的奴隶。媒体上曾经报道的有的学校班级在教室前面挂一个
放置手机的袋子，学生上课前把手机放进袋子，下课后把手机拿走，
对学生有一定的限制作用。 

（四）鼓励学生多方面参加学校举办的各种线下课外活动。 
学校里面各种社团较多，多鼓励学生参加各种社团，或者其他

有意义的课外活动。多和现实生活中的同学、朋友接触，多读书，
自我约束，尽量减少使用手机的次数和时间。 

五、总结 
总之，手机依赖症涉及的范围广，危害大，寻找最佳解决途径，

学校、家庭、学生自身三管齐下，多给学生创造线下各种活动，教
师课堂教学能力提升，多方面进行教学设计，将智能手机最大程度
应用于课堂，提高教师授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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