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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孤独感对高职生智能手机依赖的影响。方法 2013 年 5 月，通过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江

苏省盐城市 400 名高职生，采用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 MPATS) 和情绪 － 社交孤独问卷( ESLI) 调查其孤独感和

手机依赖的状况。结果 孤独感的四个因子情绪孤立( Ｒ2 = 0． 084 ) 、情绪孤独( Ｒ2 = 0． 172 ) 、社交孤立( Ｒ2 =
0． 187) 、社交孤独( Ｒ2 = 0． 142) 均对高职生智能手机依赖有预测作用。路径分析揭示了孤独感对智能手机依赖的

直接影响作用效果为 0． 35。结论 预防孤独感可能会减少高职生对智能手机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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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Explore the impact of loneliness on the smart phones dependence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400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were recruited by convenient sampling method． Using Mobile Phone Addiction Tend-
ency Scale and Emotional － Social Loneliness Inventory to investigate about their loneliness and mobile dependence situation． Ｒesults

Four factors of loneliness: emotional isolation ( Ｒ2 = 0． 084) ，emotional loneliness ( Ｒ2 = 0． 172) ，social isolation ( Ｒ2 = 0． 187 ) ，

social loneliness ( Ｒ2 = 0． 142) all could predict smartphones depend． Path analysis further revealed that directly effects of loneliness
dependence on smart phones was 0． 35． Conclusion Preventing these students from loneliness may reduce their smartphone depend-
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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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机( smart phone) 所具有的独立操作系

统、可自由选择软件进行安装或卸载、能使用无线网

络等特点，使得其具有传统功能机( feature phone)

无法比拟的魔力吸引着青少年。一项韩国的调查发

现［1］，高达 18% 的韩国学生属于智能手机上瘾人

群。国 内 研 究 发 现，内 地 大 学 生 手 机 成 瘾 近

29． 84%［2］，香港大学生手机成瘾也近 28． 7%［3］。
手机依赖是一种由于某种动机滥用手机而导致其心

理、行为和社会功能受损的痴迷状态，严重者伴有心

悸、头晕、手脚发麻、肠胃功能失调等生理不适［2］。
国内外针对手机依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手机依

赖的测量［4 － 5］，手机依赖所产生的生理、心理和社会

功能损害［6 － 9］，手机依赖的发生机制［8 － 9］ 等方面。
由于手机依赖不仅对身心造成损害，而且还对日常

工作生活等社会功能造成严重影响，特别是和孤独

感有着密切联系［2，8 － 9］。研究发现，由于人格尚未定

型、情绪不够稳定、社会环境多变等多种因素，青少

年易成为孤独感的高发人群［10］。刘红等［2］系统研

究了大学生手机成瘾与孤独感、手机使用动机的关

系，发现孤独感是影响手机成瘾的重要因素，同时也

通过网娱动机间接影响手机成瘾。但目前关于孤独

感对手机依赖影响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普通高校大学

生或中学生，鲜有针对高等职业院校学生( 以下简

称高职生) 研究。因此本研究以高职生为研究对

象，研究其孤独感对智能手机依赖的影响，以期为高

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1． 1 对象 采取方便随机抽样，选取江苏省 2 所高

等职业院校学生 400 名，其中男生 296 人( 74% ) ，

女生 104 人( 26% ) ; 汉族 393 人( 98% ) ，少数民族 7
人( 2% ) 。共回收有效问卷 379，有效问卷回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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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其中使用智能手机的 250 人( 66% ) ，使用非

智能机的 129 人( 34% ) ; 使用智能手机的男生 158
人( 63% ) ，女生 92 人( 37% ) ; 年龄 17 ～ 22 岁，平均

年龄( 19． 74 ± 1． 77 ) 岁，涉及理工、经贸、艺术和医

学等专业。
1． 2 评定工具 熊婕等［4］编制的大学生手机成瘾

倾向量表( Mobile Phone Addiction Tendency Scale，

MPATS) 手机依赖状况，该量表共有 16 个项目，分

为戒断症状( 停止使用手机后所出现的特殊心理生

理症状群) 、突显行为( 手机的使用占据了思维和行

为活动的中心) 、社交抚慰( 手机的使用在人际交往

中的作用) 和心境改变( 手机造成的情绪变化) 四个

因素。总量表的 Cronbach＇ s α 系数为 0． 83，4 个因

素的 α 系数在 0． 55 ～ 0． 80 之间; 总量表的重测信度

为 0． 91，四个因素的重测信度在 0． 75 ～ 0． 85。在本

次测试中 Cronbach α 系数为 0． 88。

情绪 － 社交孤独问卷( Emotional － Social Loneli-
ness Inventory，ESLI) 测试被试者的孤独感状况［11］，

该量表分为四种类型，即情绪孤立( 状况) 、社交孤

立、情绪孤独( 感受) 、社交孤独，分数越高，反映被

试心理健康水平越差。在本次测试中 Cronbach＇ s α
系数为 0． 92。
1． 3 调查方法 以班级为单位，由心理健康教育专

职教师做统一的指导语，在计算机房集中进行测试

问卷调查，统一回收问卷。
1． 4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15． 0 统计软件对高职

生手机依赖和孤独感两个变量进行 Pearson 相关分

析和回归分析，采用 AMOS 7． 0 进行路径分析。

2 结 果

2． 1 相关分析 高职生智能手机依赖和孤独感各

因子分及总评分呈正相关。见表 1。

表 1 MPATS 评分高职生智能手机依赖与 ESLI 孤独感的评分的相关分析

ESLI
r

MPATS: 戒断症状 突显行为 社交抚慰 心境改变 成瘾总分

情绪孤立 0． 215＊＊ 0． 292＊＊ 0． 331＊＊ 0． 221＊＊ 0． 290＊＊

情绪孤独 0． 332＊＊ 0． 413＊＊ 0． 412＊＊ 0． 352＊＊ 0． 414＊＊

社交孤立 0． 362＊＊ 0． 442＊＊ 0． 422＊＊ 0． 323＊＊ 0． 433＊＊

社交孤独 0． 300＊＊ 0． 410＊＊ 0． 368＊＊ 0． 276＊＊ 0． 377＊＊

孤独总分 0． 338＊＊ 0． 434＊＊ 0． 429＊＊ 0． 329＊＊ 0． 423＊＊

注: * P ＜ 0． 05，＊＊P ＜ 0． 01。

2． 2 回归分析 以智能手机依赖总分作为因变量，

孤独感各因子及总分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

归分析发现，孤独感各因子和总分均对智能手机依

赖总分有预测作用。见表 2。

表 2 孤独感对智能手机依赖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预测变量
非标准回归系数

( B)

标准回归系数

( Beta)
t

相关系数

( r)

拟合线性回归的

确定系数( Ｒ2 )
F

情绪孤立 0． 802 0． 290 4． 763＊＊＊ 0． 290 0． 084 22． 687＊＊＊

情绪孤独 1． 055 0． 414 7． 167＊＊＊ 0． 414 0． 172 51． 361＊＊＊

成瘾总分 社交孤立 1． 279 0． 433 7． 557＊＊＊ 0． 433 0． 187 57． 104＊＊＊

社交孤独 1． 104 0． 172 6． 407＊＊＊ 0． 377 0． 142 41． 053＊＊＊

孤独总分 0． 330 0． 045 7． 351＊＊＊ 0． 423 0． 179 54． 032＊＊＊

注: ＊＊＊P ＜ 0． 001。

2． 3 路径分析 根据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的结果，

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技术构建出孤独感对高职生

智能手机依赖的路径模型( 见图 1 ) ，经过对模型进

行修正，各主要拟合指标正常拟合指数( normed fit
index，NFI ) 、增量拟合指数 ( Incremental Fit Index，

IFI) 、比较拟合指数( comparative fit index，CFI) 、拟

合优度指数( goodness － of － fit index，GFI) 等均大于

0． 9，且 χ2 /df ＜ 2、近 似 误 差 均 方 根 ( Ｒ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ＲMSEA) ＜ 1，表明该

模型对数据拟合好。

3 讨 论

本研究显示，高职生智能手机依赖中的戒断症

状、突显行为、社交抚慰、心境改变和依赖总分均和

孤独感的四个因子及总分呈正相关( P ＜ 0． 05 ) ，这

验证了国内外很多研究成果［2，5］。回归分析进一步

71四川精神卫生 2014 年第 27 卷第 1 期



发现，高职生孤独感对智能手机依赖具有预测作用

( P ＜ 0． 05) ，表明具有较高孤独感体验的高职生更

容易对智能手机产生依赖，Park［12］研究也显示孤独

感是手机依赖的一个很有效的预测因素。本研究以

孤独感和手机依赖作为潜变量，以戒断症状、突显行

为、社交抚慰、心境改变等四因子作为手机依赖的显

变量，以情绪孤立、情绪孤独、社交孤立和社交孤独

等四因子作为孤独感的显变量，建立结构方程模型，

进行路径分析发现孤独感对手机依赖的直接效应是

0． 35，表明孤独感每提升 1 个单位，则手机依赖提升

0． 35 个单位。

图 1 孤独感对高职生智能手机依赖的路径分析

从智能手机的功 用 来 看，Townsend［13］ 研 究 认

为，手机的多功能性、可操作性、虚拟性和互动性等

特点迎合了青少年的心态，自然成为其寻求解脱、排
遣寂寞和孤独的精神寄托。那么，也许正是智能手

机的这些特点致使高职生对其更容易产生强迫依赖

行为。
从人格发展的角度来看，人格发展和手机依赖

有显著性相关。黄海等［9］研究认为，手机依赖的大

学生具有高神经质和高开放性、低宜人性与低严谨

性。高神经质的个人更易产生冲动、焦虑等情绪，在

现实生活中容易产生人际冲突和障碍，导致情绪低

落，自尊感下降，从而产生更多孤独感体验，而网络、
手机等新媒介可以避免直接面对面的交流，从而减

轻内心的焦虑和孤独。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 一是仅仅关注孤独感

和手机依赖的关系，未研究高职生手机依赖的内在

心理机制，比如人格、自尊、动机等因素和手机依赖

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关系; 二是智能手机依赖和非

智能手机依赖是否存在区别，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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