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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智能手机的广泛普及，青少年手机成瘾已成为目前具有挑战性的公共卫生问题。本文目的是对国内外高中生

手机成瘾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主要从高中生手机成瘾的概念、测量工具、流行现状、影响因素及干预策略 5个方面进行阐述，

以期为高中生手机成瘾的干预提供参考，降低该群体手机成瘾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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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widespread adoption of smartphones，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mong adolescents has emerged as a 
challenging public health concern.  This paper aims to undertake a comprehensive literature review on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mong 
high school students，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It primarily focuses on exploring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measurement 
tools， epidemic statu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associated with mobile phone addiction in this specific 
population，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interventions targeting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mong high school students， with the 
ultimate goal of reducing the incidence rate within this population.  ［Funded by Sichuan Provincial Primary Health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in 2022， North Sichuan Medical College （number， SWFZ22-C-89）， Mianyang Cit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Key 
Base-Sichuan Mianyang Minor Psychological Growth Guidance and Research Center 2022 Annual Funding Project （number， SCW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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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移动网络的普及，智能手机用户大幅增长

且呈低龄化趋势，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 6 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

10. 47亿，占整体网民的 99. 6%［1］。尽管智能手机的

普及改变了大众的生活方式，但在享受这一积极改

变的同时，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过度使用手机可

能造成手机成瘾。手机成瘾是指个体对智能手机

的过度使用且对该行为无法控制而导致其社会功

能受损，并带来心理和行为问题的一种行为成瘾［2］。

近年来，青少年智能手机成瘾已成为具有挑战性的

公共卫生问题［3］。目前，许多研究者对青少年和大

学生手机成瘾的研究进行了梳理总结，但尚无针对

高中生群体手机成瘾的研究进行综述的文献报道。

高中生处于人生的关键时期，学习压力大，对新鲜

事物有强烈的好奇心，自控力相对较差，这使得他

们成为手机成瘾的高危人群。存在手机成瘾的高

中生会出现头疼、严重失眠等生理问题［4-5］，抑郁、受

挫和社交孤立等心理问题以及攻击、自伤、吸烟、酗

酒等行为问题［6-8］。因此，有必要了解高中生手机成

瘾的现状和风险因素，采取有效措施，降低该群体

手机成瘾发生率，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本文从高

中生手机成瘾的概念、测量工具、流行现状、影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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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及干预策略进行综述，以期为高中生手机成瘾的

干预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 1　资料来源与检索策略　

1. 1. 1　资料来源　

于 2023年 1月计算机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

库、PubMed 和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检索时限为

2000年1月至2023年1月。

1. 1. 2　检索策略　

中文检索词：手机成瘾、手机依赖、问题性手机

使用、高中生、中学生、青少年；英文检索词：mobile 
phone addiction、mobile phone dependence、problematic 
mobile phone use、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middle 
school student、adolescent。中文检索式：SU=（（手机

成瘾）or（手机依赖）or（问题性手机使用））and（SU=
（高中生）or（中学生）or（青少年））；英文检索式：

（（（mobile phone addiction［Title］）or（mobile phone 
dependence［Title］））or（problematic smartphone use
［Title］））and（（（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Title］）or
（middle school student［Title］））or（adolescent［Title］））。
1. 2　文献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与手机成瘾相关的综述或研究性

文献；②研究对象包含高中生。排除标准：①重复

的文献；②非中英文文献；③无法获取全文的文献。

1. 3　文献筛选与质量评估　

两名研究者根据文献纳入与排除标准进行文

献筛选，排除重复文献后，再阅读文献标题和摘要

进行初步筛选，通读全文进行二次筛选，对于有争

议的文献，征求指导老师的意见，研究内容相似则

取证据等级较高的文献。文献整体质量较好，但同

质性较差，不适合用于Meta分析，故作定性描述。

2 结  果  
2. 1　纳入文献基本情况　

初步检索共获取文献 2 756 篇，其中中文文献

923 篇，英文文献 1 833 篇。通过排除重复文献、阅

读文献标题、摘要及全文，最终纳入文献 37 篇，其

中中文文献 16 篇，英文文献 21 篇。文献筛选流程

见图 1。

2. 2　纳入文献基本信息　

提取纳入文献的基本信息，包括作者、发表年

份、地区、样本量以及手机成瘾的评定工具。微信

扫OSID二维码获取纳入文献基本特征信息。

2. 3　纳入文献质量评价　

使用美国卫生保健质量和研究机构（Agency for 
Healthcare Research and Quality，AHRQ）观察性研

究的质量评价标准 11 条进行文献质量评价，每条

项目得分为 0分（否/无法确定）或 1分（是），最高分

为 11 分，总评分越高表明文献质量越高，纳入文献

的方法学质量评分均为中等。微信扫 OSID二维码

获取纳入文献质量评价信息。

2. 4　手机成瘾的概念　

手机成瘾也被称作“问题性手机使用”“手机依

赖”。最初，Bianchi等［9］用“问题性手机使用”一词来

描述个体知道手机使用的不良后果和潜在危险，仍

不顾禁令继续使用手机这一情况。Bian 等［10］提出

了这一现象的五种特征：忽视有害后果、专注、无法

控制渴望、生产力下降以及焦虑和迷失。Buctot
等［11］将手机成瘾定义为一种以寻求缓解、舒适或刺

激为目的的过度使用手机的行为，当手机在视线范

围内或触手可及的地方时，这种行为会导致持续的

渴望。由于研究者们对手机成瘾的理解和关注点

不同，手机成瘾概念表述尚未统一，《精神障碍诊断

与统计手册（第 5版）》中也没有具体的分类。但综

合看来，手机成瘾是一种有问题的行为，具有以下

特点：①不受控制地花费大量时间在使用手机上；

②如不使用手机，则出现情绪改变、持续渴望等戒

断症状；③对个体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造成负

面影响。

图1　文献筛选流程图

Figure 1　Flow chart of literature scre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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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测量工具　

2008年，Leung［12］编制手机成瘾指数量表，包含

失控性、戒断性、逃避性和低效性4个维度，黄海等［13］

将其翻译为中文版本。2012年，熊婕等［14］编制手机

成瘾倾向量表，包含戒断症状、突显行为、社交抚慰

和心境改变4个维度，主要指向手机使用者内部加工

活动及社会交往的主观体验，但没有进行效标效度

检验。2013年，Kwon等［15］编制智能手机成瘾量表，

包括日常生活干扰、积极预期、戒断症状、网络亲密、

过度使用和耐受性6个维度，因量表条目数多且缺少

定性判定手机成瘾的标准，故又从中筛选出 10个条

目，开发出智能手机成瘾量表简版，按性别划分成瘾

标准：女生≥33 分、男生≥31 分［16］。项明强等［17］将智

能手机成瘾量表及其简版修订为中文版本。2014
年，Kim等［18］纳入反映智能手机使用特征的条目并编

制了智能手机成瘾倾向量表，分为适应功能干扰、虚

拟生活取向、戒断症状和耐受性4个维度。

对手机成瘾的测量是开展手机成瘾研究的重

要基础，目前的研究工具多为自我报告的量表，国

内外学者主要基于网络成瘾等理论，通过访谈和归

纳编制手机成瘾量表。但手机成瘾包含的内容具

有多面性和特殊性，很难对其进行全面量化；并且

科技发展迅速，手机 APP 种类日渐增多，对使用者

的影响也随手机的更新换代而有所不同，故而量表

种类繁多，诊断标准也不尽相同，缺乏一个评估手

机成瘾的“金标准”，今后还需引入其他稳定性与适

用性较好的手机成瘾测量工具。

2. 6　流行现状　

在国外，日本和泰国高中生手机成瘾率分别为

12% 和 35. 9%［19］，韩国 30. 9% 的中学生是手机成瘾

的 风 险 群 体［20］，菲 律 宾 高 中 生 手 机 成 瘾 率 为

62. 6%［11］，巴西高中生智能手机成瘾率达 70. 3%［21］，

马德里高中生手机成瘾率为 20%［6］。许慧等［22］研究

表明，我国高一和高二年级学生手机成瘾检出率为

32. 71%。以上结果表明，不同研究中的高中生手机

成瘾检出率差异较大，可能与文化背景、筛查工具、

调查样本量、调查地域以及调查时段不同等因素有

关。但整体看来，高中生手机成瘾处于较高水平，

情况不容乐观。

2. 7　影响因素　

2. 7. 1　个体特征　

在个体特征方面，高中生手机成瘾的影响因素

包括性别、年级和人格特质等。吴琴等［23］和Kim等［24］

认为，手机成瘾在性别上没有差异，这可能是因为

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种类丰富，能满足不同性别高中

生的使用需求。Kwak等［25］研究表明，男生对手机的

成瘾程度高于女生，但Chung等［26］的研究结果显示，

女生智能手机成瘾风险是男生的 2倍，可能是因为

女生更多地使用互联网来访问社交媒体，故更倾向

于对智能手机成瘾。在年级方面，王丹［27］的研究显

示，高二年级学生手机成瘾现象最突出，可能与高二

年级学习压力相对较小，且善于应对学校的制约规

则，接触手机的时间和机会更多有关。而丁玉丽［28］

研究表明，高一年级学生的手机成瘾情况较高二严

重，不同于以上结果。Mahmoodi等［29］的调查显示，

高中生过度使用手机的年级差异不明显。可以看

出，性别和年级对高中生手机成瘾的影响尚未得出

一致结论，可能是由于国籍、样本量以及测量工具

不同。

在人格特质方面，具有高神经质人格的高中生

手机成瘾倾向的可能性较大［30-31］，神经质人格具有

易冲动、易焦虑、易情绪化的特点，反映个体对负性

情绪体验的倾向性［32-33］，高神经质的个体难以调节

负性情绪。高中生学业压力大、心理负担重，易通

过手机上网的方式来宣泄情绪、缓解压力。此外，

外倾性也能正向预测手机成瘾，外倾性人格的个体

具有外向、好交际、热情与乐观的特点［31］，智能手机

的微信、微博、游戏等软件正好满足其广泛社交和

追求新奇的需要。

2. 7. 2　家庭环境　

研究显示，双收入家庭的青少年更容易对智能

手机成瘾［24］，马洪涛等［34］也表明，家庭经济条件好

的中学生手机成瘾率较高。这可能与家庭条件好

的孩子更早获得手机有关。然而 Aktürk 等［35］的研

究表明，来自低收入家庭的高中生手机成瘾率检出

率高于高收入家庭者，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低

收入家庭的父母工作时间长，高中生参加课后学习

班或休闲活动的机会较少，独处时间多，更倾向于

通过使用手机消磨时间，手机成瘾的风险更高。

有研究表明［27］，消极的父母教养方式可负向预

测高中生手机成瘾。父母的情感温暖和理解是中

学生手机上网成瘾的保护因素，而父母的过分偏

爱、拒绝否认以及父亲的过度保护和母亲的惩罚严

厉是其危险因素［34］。Lee 等［36］研究显示，学生越感

到父母的控制或权威，就越会对智能手机成瘾。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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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父母教养方式还通过自我认同感、生活满意度

等多种机制影响高中生手机成瘾［37］。

2. 7. 3　情绪体验　

对手机成瘾前置因素的文献分析表明，孤独

感、社交焦虑、抑郁等情绪体验均是手机成瘾的重

要预测变量。孤独感与手机成瘾呈正相关［38］，中

学生的主观孤独感完全介导了客观社会孤立与手

机成瘾之间的关系［39］。补偿性互联网使用理论认

为，当个体在现实生活中处于消极状态时，可能会

趋向于使用网络或智能手机与他人建立联系，以获

取所需的外界信息，从而缓解自身孤独感和心理

痛苦。

丁玉丽［28］认为，社交焦虑不仅可以直接影响高

中生的手机成瘾，还可以通过自我概念清晰性和反

刍思维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影响手机依赖。社交

焦虑同样也可作为中介变量影响手机成瘾，徐华丽

等［30］研究显示，在高中生人格的 P维度与手机成瘾

倾向的关系中，社交焦虑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

有抑郁倾向的中学生会对手机使用产生不同

程度的依赖，他们往往通过手机来逃避现实、释放

压力［23］。Sánchez-Martínez等［6］认为，频繁使用手机

的高中生罹患抑郁症的风险更高。以上研究提示，

抑郁情绪与手机成瘾呈双向关系，关注高中生心理

健康状况，对存在抑郁等负性情绪的高中生进行及

时的心理疏导，避免他们通过手机来宣泄情绪，可

能有助于降低其手机成瘾的风险。

2. 8　干预策略　

目前，对高中生手机成瘾的干预方法主要包括

心理干预、中医干预以及技术干预。以心理干预策

略中的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
CBT）、团体辅导和心灵冥想为主流手段。CBT是一

种短期的、结构化的心理治疗，旨在通过改变个体

的错误认知和行为模式来减少失调的情绪和成瘾

行为［40］。Du等［41］的研究表明，CBT可改善中学生的

网络成瘾行为。张锐等［42］采用结构化团体心理训

练，对存在手机依赖的高中生开展随机对照试验，

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干预组自尊水平提高，手

机成瘾程度降低。Choi 等［43］将心灵冥想应用于韩

国高二学生的干预，其智能手机成瘾、自我控制和

压力应对方式均有改善，并且这种影响持续到干预

后的一个月。刘日强等［44］从中医治未病的角度对

手机依赖者进行生活起居调摄、饮食调摄、中医辨

证调摄等中医干预，干预后的高中生手机依赖程度

降低。此外，为提供更客观且持续的评估和干预，

Lee等［45］从技术干预的角度设计了一款智能手机成

瘾管理系统，该系统可监测用户手机应用程序使用

情况并传输至后台服务器进行数据分析，根据结果

作出特定的反馈干预，例如，可设定限制功能以防

止学生在课堂使用手机。

3 小  结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对手机成瘾的概念和测量

工具尚未统一，未来可对不同理论进行整合，形成

规范的术语，开发更精准客观的手机成瘾测量工

具。手机成瘾影响因素包括个体特征、家庭环境和

情绪体验，其中部分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还存在争

议，且少有研究探讨手机成瘾与生物因素的关系，

今后可进一步探索。对高中生手机成瘾的干预研

究较少，多为基于心理特征的干预，有学者曾提出

运动干预，但尚未在高中生群体中实践，个体因素

仍是未来干预研究中需考虑的关键因素，此外，还

可以聚焦于对特定类型的手机成瘾，如短视频成瘾

和直播成瘾进行针对性干预。当前研究多为横断

面调查，对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无法确定，未来

研究可通过纵向设计的方式来验证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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