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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究手机依赖与学业焦虑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拖延行为在二者之间的中介作用，对缓解当代大学生手机依

赖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方法：采用大学生手机依赖倾向问卷、Aitken拖延问卷、大学生学业焦虑问卷，选

取320名石河子大学在校学生为被试。结果：①手机依赖对学业焦虑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②拖延行为在

手机依赖与学业焦虑之间起着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5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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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手机自媒体软件的不断更新和各种服务平台的

逐渐丰富，手机已成为大学生日常所依赖的与外界沟通
的必要媒介和生活必需品。[1]因此许多高校学生的拖延状
况也愈加严重，由此引发的学业焦虑正逐步影响其学习、
生活的正常运行[2]。 

本研究将探讨大学生手机依赖与学业焦虑之间的相
关关系，并检验拖延行为在二者之间的中介作用，对缓
解当代大学生手机依赖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1  相关文献分析 

1.1  手机依赖与拖延行为 
拖延行为在大学生中相当普遍，我国有 90％以上的

大学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拖延现象。大学生手机依赖对
拖延行为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3]拖延行为较明显的大
学生更易产生手机依赖。[4]因此我们提出：手机依赖与拖
延行为呈正相关。 

1.2  拖延行为与学业焦虑 
害怕失败或对任务缺乏兴趣、厌恶等情绪往往导致

拖延行为的发生。长期的、严重的拖延行为会诱发大学
生学业焦虑。[5]拖延行为对于学业焦虑具有正向预测作
用，拖延行为程度越严重，个体体验到的学业焦虑越强
烈。[6]在整个拖延过程中焦虑状态会长期稳定的存在。[7]

由此，我们提出：拖延行为会对学业焦虑产生正面影响。 
1.3  拖延行为、手机依赖和学业焦虑 
张彩云表明手机依赖通过时间浪费、身体亚健康、

影响人际交往等表现形式加重学业焦虑。[8]韩瑞卿通过研
究两种负性学业情绪和手机成瘾间的关系得出相关结
论：学业焦虑和手机成瘾呈显著正相关。[9]彭旺、秦鹏飞
等学者采用手机成瘾倾向量表、焦虑量表等，验证了拖
延行为在手机成瘾倾向与焦虑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存在
[10]。因此我们提出：①拖延行为会对学业焦虑产生正向
影响；②手机依赖在二者中作为中介效应存在。 

2  研究设计 

运用大学生手机依赖倾向问卷、Aitken 拖延问卷、
大学生学业焦虑问卷，采用 1-5 级计分方式，总分越高
表示个体问题越严重，选取 320 名石河子大学在校学生
为被试。 

3  结果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 301 份，回收有效

率为 94.06%。 

参与调研的男性略少于女性，分别占比 36.9%和
63.1%；20岁以下 71人，20-30岁 227人，30岁以上 3
人；年级分布上以大三年级为主，占比 72.4%，大一、
大二和大四相对较少；文科 198 人，理科 103 人；疆内
117人，疆外 184人。 

3.2   信效度分析 
3.2.1  信度分析 

表 1  信度分析 
项数 Cronbach α系数 
47 0.921 
整体信度为 0.921，信度非常高。 
3.2.2  效度分析 

表 2  效度分析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 

KMO值 0.94 
近似卡方 9426.34 

df 1081 Bartlett 
p 值 0.00 

KMO值为 0.941＞0.8，说明研究数据效度非常好。 
3.3  因子分析 
利用 SPSS20.0软件，对各个量表中的问项进行因子

分析，其 KOM和 Bartlett检验结果见表 3。 
表 3  手机依赖、拖延行为、学业焦虑 KMO 和巴特利球

形检验结果 
取样足够度的

Kaiser-Meyer-Olkin
度量 

手机依

赖 0.87 
拖延行

为 0.94 
学业焦

虑 0.96

近似

卡方
2894.70 3556.58

df 91 171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

Sig. 

1757.75 
91 
.00 

0.00 0.00 
手机依赖 KMO检验值为 0.866、拖延行为 KMO为

0.935、学业焦虑 KMO为 0.959，均大于 0.6，相伴概率
为 0.000，均小于 0.05，拒绝原假设，说明三个变量均适
合进行因子分析。 

3.4  变量间的相关关系 
表 4  手机依赖、拖延行为和学业焦虑相关关系 

 
手机

依赖 
拖延行

为 
学业

焦虑 
手机 相关性 1 .523** .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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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 显著性（双侧）  .00 .00 
相关性 .523** 1 .599**拖延

行为 显著性（双侧） .00  .00 
相关性 .491** .599** 1 学业

焦虑 显著性（双侧） .00 .00  
如表所示，手机依赖、拖延行为、学业焦虑均呈正

相关，拖延行为与学业焦虑呈正相关，三者呈现两两正
向相关。 

3.5  中介作用 

表 5  手机依赖对学业焦虑的回归分析 

模型 R R2 调整
R2 

标准估计

得误差 
t 

（常量） .000
1 手机依

赖 
.491a .241 .239 33.06 

9.76

在控制拖延行为的条件下，回归方程的 p＜0.05，
R2=0.241，说明手机依赖会对学业焦虑产生正向影响。 

表 6  中介作用分析结果 
学业焦虑 拖延行为 学业焦虑 

 
B  t  p  B  t  p  B  t  p  

手机依赖 0.51 9.76 0.00 0.69 10.61 0.00 0.06 4.67 0.00 
拖延行为       0.38 8.950 0.00 

R ² 0.241 0.274 0.40 
F(1,299)=95.18 F(1,299)=112.59 F(2,298)=100.22 F 值 

p=0.00 p=0.00 p=0.00 
运用 SPSS 检验拖延行为在手机依赖与学业焦虑中

是否存在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手机依赖对学业焦虑的
预测作用显著，且当放入中介变量拖延行为后，手机依

赖对学业焦虑的直接预测作用依然显著。手机依赖对拖
延行为、拖延行为对学业焦虑均为正向预测作用。 

表 7  中介作用检验结果汇总 

项 c总效应 a b 
a*b 

中介效应 
a*b 

 
c’直接 
效应 

检验结论

手机依赖=>拖延
行为=>学业焦虑 

0.514** 0.687** 0.375** 0.257 0.171 ~ 0.325 0.257** 
部分 
中介 

* p<0.05 ** p<0.01 
如表所示，总效应为 0.514，在 95%置信区间里，区

间 0.171-0.325 不包括 0 说明中介效应显著；a、b、c’三
者均显著，且 a*b与 c’同号，说明拖延行为为部分中介
作用，且效应占比为 50.054%。 

4  研究结论 

（1）性别、生源地对拖延行为和学业焦虑产生显著
影响。就拖延行为而言，其中男性均值（36.90）低于女
性（41.97），疆内（38.82）低于疆外（40.28），说明女
性的拖延行为比男性严重，并且疆外同学的拖延行为高
于疆内同学；就学业焦虑而言，男性（51.54）低于女性
（57.82），疆内（55.32）低于疆外（55.63），说明女性
的学业焦虑更加严重，并且疆外学生的学业焦虑的程度
高于疆内学生。 

（2）专业对手机依赖、拖延行为、学业焦虑产生显
著影响。就手机依赖而言，文科（46.22）低于理科（47.39）；

就拖延行为而言，文科（39.77）低于理科（40.73）；就
学业焦虑而言，文科（54.8）低于理科（56.86）；说明理
科同学的手机依赖、拖延行为、学业焦虑的程度均高于
文科生。 

（ 3）手机依赖对学业焦虑的预测作用显著
（B=0.514、9.756，p=0.00)。 

（4）通过对手机依赖、拖延行为、学业焦虑三者之
间进行中介模型检验分析得出:适当放入中介变量拖延
行为后，手机依赖对学业焦虑的直接预测作用依然显著
（B=0.055，t=4.670，p=0.00)。在 95%置信区间里，区
间 0.171 -0.325不包括 0，说明中介效应显著。同时数据
表明 a、b、c’三者均显著，且 a*b与 c’同号，说明拖
延行为起部分中介作用，效应占比为 5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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