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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压力与大学生手机依赖之间的关系，以及基本心理需要和非适应性认知的中介作用。采

用大学生压力量表(CSS)、手机依赖指数量表中文版(MPAI)、基本心理需要满足量表(BNSS)和非适应性

认知量表(MCS)对上海地区3所高校的412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压力显著正向预测手机依赖；基本心

理需要满足在压力与手机依赖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非适应性认知在压力与手机依赖间的中介作用显著；

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和非适应性认知在压力与手机依赖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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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ess and college students’ mobile phone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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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ction, as well as the mediating role of basic needs satisfaction and maladaptive cognition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412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ree universities in Shang-
hai using the college stress scale (CSS), the mobile phone addiction index (MPAI), the basic needs 
satisfaction scale (BNSS) and the maladaptive cognitions scale (MCS). Stres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ly predicts mobile phone addiction.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basic needs satisfaction between stress 
and mobile phone addiction is not significant. Maladaptive cognition plays a significant mediating 
role between stress and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Basic needs satisfaction and maladaptive cog-
nition play a chain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stress and mobile phone ad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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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第 49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 2021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为 10.32 亿，

其中手机网民规模为 10.29 亿，比例高达 99.7%。手机在带来便利性的同时也带来了手机依赖等手机使用

方面的问题。 
手机依赖又称“手机成瘾”、“手机问题性使用”，目前普遍认为手机依赖属于“行为成瘾”(Behavioral 

Addiction)的范畴，是一种新型的强迫依赖行为(Bianchi & Phillips, 2005)。有研究将其定义为个体对手机

为媒介的各种活动过度沉迷，而产生强烈的、持续的手机使用渴求感与依赖感，并由此导致明显的社会、

心理功能损害。Billieux et al. (2008)认为，手机依赖是网络成瘾谱系中的一种，对网络的依赖还可能以网

络游戏依赖、社交网络依赖等方式呈现。手机依赖会给个体的社会功能、心理和生理健康带来不利影响，

与传统的网络成瘾相比，手机依赖更具有广泛性和隐蔽性。 
压力是由内部和外部刺激引起的一种身心紧张状态，是人在环境中受到种种刺激因素的影响而产生

的紧张情绪。压力在大学生中普遍存在，大学生需要面对来自环境变化、人际关系、学业就业等更多方

面的压力(魏华等，2014)。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研究者开始关注压力与网络成瘾的关系。研究发现，压力

与网络成瘾存在正向的联系。手机已经成为目前最常用的上网设备，个体感受到的压力与其手机依赖状

况关系密切(van Deursen et al., 2015)。相较于压力低的学生，压力高的学生更容易形成手机依赖(Jeong et 
al., 2016)。压力是导致手机依赖的重要风险因素。 

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认为人类拥有三种基本心理需要：自主需要(希望自己决定自

己的行为，不受他人强迫)、关系需要(希望与他人建立和保持亲密的联系)和能力需要(希望自己有能力完

成重要的事情)。如果个体赖以生存的现实环境不能满足这些心理需要，个体将出现适应不良或者转向其

他背景寻求满足。基本心理需要满足不仅是环境背景所影响的“结果”，同时也是需要未被满足时推动

个体做出补偿行为的内部“动力”(Sheldon, Abad, & Hinsch, 2011)。当个体不能在现实世界中满足基本心

理需要时，他们可能转向网络世界寻求补偿(高文斌，陈祉妍，2006)。手机使用过程中，伴随着心理需要

的替代满足(邓林园，2012)，这种逃避现实生活中的不愉快的行为往往得到强化，继而使用手机上网成为

个体主要的生活方式，最终导致对手机的过度使用和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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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s (2001)提出网络成瘾的“认知–行为”模型，认为对现实与网络世界体验的非适应性认知是网

络成瘾形成和保持的关键因素。在有网络使用经验的基础上，现实世界中的压力会强化个体对网络世界

积极方面的认知，使个体产生虚拟世界比现实世界更好的认知偏好。非适应性认知——对网络使用的积

极期待是网络成瘾者的重要特征(Lee et al., 2015)，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并且在同伴因素与网

络成瘾之间具有中介作用(Wu et al., 2016)。另一方面，当个体在体验到压力时，个体在网络与现实的对

比中更容易感到网络可以逃避现实生活中无力应对的压力(Bozoglan, Demirer, & Sahin, 2014)，青少年所经

历的负性生活事件越多，个体对网络使用的积极预期也越多(Li, Zhang, Li, Zhen, & Wang, 2010)。 
综上，本研究拟探究大学生群体中压力对手机依赖的影响，以及基本心理需要与非适应性认知的中

介作用，分析压力对手机依赖的影响机制，为大学生手机依赖的干预工作提供理论支持。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本研究以三所上海全日制在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随机选取对象，在征得被试同意后向其发放问卷，

在指导语中说明本次调查的意义，并强调对调查结果的保密，要求被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独立作答。 
共发放问卷 450 份，收回问卷 438 份，剔除无效问卷 26 份，有效问卷 412 份，有效率 91.56%。其

中，男生 149 例(36.17%)，女生 263 例(63.83%)；文科类 109 例(26.46%)，理科类 303 例(73.54%)；本科

生377例(91.50%)，研究生35例(8.50%)，本科生年级分布情况为大一73例(17.72%)、大二101例(24.51%)、
大三 107 例(25.97%)、大四 96 例(23.30%)。 

2.2. 方法 

2.2.1. 大学生压力量表(College Stress Scale, CSS) 
该量表由李虹和梅锦荣(2002)编制，共 30 个项目，包括 3 个分量表：个人压力(16 个项目)、学业压

力(10 个项目)和消极生活事件(4 个项目)，总量表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1，三个分量表 Cronbach’s α系

数分别为 0.88、0.84 和 0.83。该量表采用 Likert 4 点评分(0 = 无压力，3 = 很大压力)，理论分数范围为

0~90 分，分数越高表示压力越大。 

2.2.2. 手机依赖指数量表中文版(Mobile Phone Addiction Index Scale, MPAI) 
该量表由 Leung 编制(2008)，黄海等人(2013)修订，共 17 个项目，包括 4 个分量表：失控性(7 个项

目)、戒断性(4 个项目)、逃避性(3 个项目)和低效性(3 个项目)，总量表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1，四个分

量表 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 0.84、0.83、0.87 和 0.81。该量表采用 Likert 5 点评分(1 = 从不，5 = 总是)，
分数越高表示手机依赖程度越重，在 17 个条目中，对 8 个及以上条目做出肯定回答，即可界定为手机依

赖。 

2.2.3. 基本心理需要满足量表(Basic Needs Satisfaction Scale, BNSS) 
该量表由 Deci 和 Ryan (2000)编制，喻承甫等人(2012)修订，共 21 个项目，包括 3 个分量表：能力

需要(6 个项目)、关系需要(8 个项目)和自主需要(7 个项目)，总量表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3，三个分量

表 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 0.66、0.75 和 0.70。该量表采用 Likert 7 点评分(1 = 完全不同意，7 = 完全同

意)，分数越高表示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程度越高。 

2.2.4. 非适应性认知量表(Maladaptive Cognitions Scale, MCS) 
该量表由 Mai 等人(2012)编制，共 12 个项目，从社交便利、压力逃避和自我实现三方面反映被试偏

好于网络使用的认知特点，Cronbach’s α系数为 0.88。该量表采用 Likert 5 点评分(1 = 完全不符合，5 =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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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符合)，分数越高表示被试偏好于网络使用的非适应性认知越明显。 

2.3. 统计学方法 

使用 Excel 进行数据录入与整理，使用 SPSS22.0 统计分析软件对大学生压力、基本心理需要满足、

非适应性认知、手机依赖进行描述性统计，使用 Pearson 相关考察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对变量均进行了

标准化处理，使用 Bootstrap 和 Process 宏文件检验中介模型。 

3. 结果 

3.1. 共同方差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对所有变量进行未旋转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特征根

大于 1 的因子共有 18 个，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20.10%，远小于 40%的临界值。探索性因子分析

结果表明，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2. 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方差分析发现手机依赖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如表 1 所示，女生手机依赖得分显著高于男生(p < 
0.05)。压力和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均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事后检验表明：大一新生压力显著低于大二

(p < 0.01)、大三(p < 0.05)学生，大二学生压力显著高于大四学生(p < 0.05)与研究生(p < 0.01)，大三学生

压力显著高于研究生(p < 0.01)；大一新生基本心理需要满足显著高于大二学生(p < 0.01)，大二(p < 0.05)、
大三(p < 0.05)、大四(p < 0.01)学生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均显著低于研究生。非适应性认知在专业类别上存

在显著差异，文科学生手机使用非适应性认知显著高于理科学生(p < 0.05)。 
根据《手机依赖指数量表中文版(MPAI)》的手机依赖界定标准，确定手机依赖被试 81 人，手机依赖

检出率为 19.66%。 
 

Table 1. ANOVA of all variables on demographic variables 
表 1. 各变量在人口学变量上的方差分析 

总分  压力 基本心理需要 非适应性认知 手机依赖 

性别 
男 23.30 ± 14.11 98.29 ± 15.52 28.05 ± 9.46 39.19 ± 12.85 

女 24.31 ± 12.91 98.83 ± 14.88 27.99 ± 8.96 42.23 ± 13.42 

F  0.54 0.12 0.00 5.01* 

年级 

大一 21.47 ± 12.37 101.06 ± 17.03 27.97 ± 8.84 39.60 ± 13.11 

大二 26.88 ± 14.74 94.88 ± 14.92 29.12 ± 8.46 43.29 ± 13.56 

大三 25.64 ± 13.44 98.80 ± 14.65 28.47 ± 8.80 40.53 ± 11.92 

大四 22.79 ± 11.87 97.87 ± 13.09 27.34 ± 9.68 41.14 ± 14.13 

研究生 18.60 ± 12.40 105.98 ± 15.05 25.34 ± 10.75 39.89 ± 14.31 

F  3.97** 4.30** 1.32 1.04 

专业 
文科类 25.65 ± 14.16 100.05 ± 14.32 29.54 ± 9.13 43.15 ± 12.86 

理科类 23.33 ± 13.02 98.12 ± 15.36 27.46 ± 9.08 40.40 ± 13.37 

F  2.43 1.30 4.20* 3.45 

*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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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2 所示，变量间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压力与基本心理需要满足显著负相关，与手机使用非适应

性认知和手机依赖显著正相关；基本心理需要满足与手机使用非适应性认知和手机依赖显著负相关；手

机使用非适应性认知与手机依赖显著正相关。各变量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符合进一步进行中介效

应分析的统计要求。 
 

Table 2. Average, standard deviation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each variable 
表 2.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变量 1 2 3 4 

1) 压力 1    

2) 基本心理需要 −0.51** 1   

3) 非适应性认知 0.32** −0.32** 1  

4) 手机依赖 0.43** −0.28** 0.45** 1 

M 23.94 41.13 98.63 28.01 

SD 13.35 13.28 15.10 9.13 

*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 

3.3. 中介效应检验 

如表 3 所示，回归分析表明，压力直接反向预测基本心理需要满足(β = −0.52, p < 0.01)，正向预测非

适应性认知(β = 0.19, p < 0.01)，正向预测手机依赖(β = 0.31, p < 0.01)；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直接反向预测非

适应性认知(β = −0.22, p < 0.01)，对手机依赖没有直接预测作用；非适应性认知直接正向预测手机依赖(β 
= 0.35, p < 0.01)。 

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对手机依赖的预测作用不显著，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对非适应性认知的预测作用显

著，这支持了二者链式中介效应的情况。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of variable relationship in chain mediation model 
表 3. 链式中介模型中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预测变量 结果变量  R R2 F  β t 

压力 基本心理需要满足 0.52 0.27 38.45** −0.52 −12.23** 

压力 非适应性认知 0.38 0.15 14.10** 0.19 3.60** 

基本心理需要满足     −0.22 −4.17** 

压力 手机依赖 0.56 0.31 30.08** 0.31 6.38** 

基本心理需要满足     −0.01 −0.17 

非适应性认知     0.35 7.81** 

*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模型中各变量均经过标准化处理之后带入回归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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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4 所示，链式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压力对手机依赖的直接效应为 0.31 (t = 6.38, p < 0.01)，占压

力对手机依赖总效应(0.42)的 73.81%；基本心理需要满足与非适应性认知在压力对手机依赖影响中的总

间接效应为 0.11，占压力对手机依赖总效应的 26.19%，总间接效应的 Bootstrap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
表明总间接效应达到显著水平。因为压力对手机依赖的直接效应仍然显著，所以基本心理需要满足与非

适应性认知在压力对手机依赖影响中的链式中介作用为部分中介。 
具体来看，如图 1 所示，3 条路径中的 2 条路径产生的间接效应组成中介效应。“压力→基本心理

需要满足→手机依赖”构成路径 1，产生的间接效应为 0.00，对中介效应没有作用；“压力→基本心理

需要满足→非适应性认知→手机依赖”构成路径 2，产生的间接效应为 0.04，组成中介效应的 36.36%；

“压力→非适应性认知→手机依赖”构成路径 3，产生的间接效应为 0.07，组成中介效应的 63.64%。 
路径 2、路径 3 两个间接效应的 Bootstrap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表明其间接效应均达到显著水平。

两个间接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 9.52%、16.67%。 
 

Table 4. Analysis of chain mediation effect between basic needs satisfaction and maladaptive cognition 
表 4. 基本心理需要满足与非适应性认知的链式中介效应分析 

 路径 效应值 占比(%) 标准误 置信区间 

直接效应 压力→手机依赖 0.31 73.81 0.05   

总间接效应  0.11 26.19 0.03 0.05 0.19 

间接效应 
路径 1 压力→基本心理需要满足→手机依赖 0.00 0 0.03 −0.05 0.06 

间接效应 
路径 2 

压力→基本心理需要满足→ 

非适应性认知→手机依赖 
0.04 9.52 0.01 0.02 0.07 

间接效应 
路径 3 压力→非适应性认知→手机依赖 0.07 16.67 0.02 0.02 0.12 

*标准误指通过偏差矫正的百分位 Bootstrap 法估计的间接效应的标准误差，置信区间上限、下限分别指 95%置信区

间的上限和下限。 

 

 
Figure 1. Chain mediation model 
图 1. 链式中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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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数据分析 

描述性数据 
本研究中手机依赖检出率为 19.66%，其中大学生手机依赖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女生手机依赖显

著高于男生，这一结果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冉威，2015)，女生比男生更容易出现手机依赖，这可能是因

为相较而言，男生更多参加户外运动，而女生更喜欢借助手机来实现的社会交往活动。 
本研究发现压力对大学生手机依赖具有显著正向干预作用，即压力越大，大学生手机依赖情况越严

重，这一结果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手机依赖类属于行为成瘾，压力是多种成瘾行为的重要风险因素，

以往研究发现，不论是压力性生活事件还是主观压力都会增加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可能(叶宝娟，郑清，2016；
叶理丛等，2015)。此外压力对手机依赖的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 73.81%，基本心理需要满足与非适应性认

知的总间接效应占 26.19%，这一结果表明压力对收集依赖的直接影响大于间接影响。认知–行为模型认

为近端因素——非适应性认知是网络成瘾的中心因素，以上结果则显示外部环境这样的远端因素可能产

生更重要的影响。 
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中介作用不显著，压力无法通过显著降低基本心理需要满足间接促进大学生手

机依赖行为。这一结果与以往研究有所不同，以往研究认为，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对多种问题行为有显著

预测作用，基本心理需求在压力等因素对网络成瘾、青少年烟酒使用与毒品使用中有显著中介作用(Caplan, 
2003)。本研究认为虽然基本心理需要的未满足产生了内部动力，但是动力本身并不具有方向性，并不会

决定产生何种具体的补偿行为。内部动力驱动外部行为的过程还会受到个体认知与环境线索等方面的影

响，比如有研究结果发现，应对方式在基本心理需要满足与青少年烟酒使用行为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夏扉，

叶宝娟，2014)。 
非适应性认知在压力对大学生手机依赖的作用中具有中介作用，这一结果与以往研究一致，以往研

究发现社交焦虑、社会支持等因素会通过非适应性认知来影响网络成瘾，非适应性认知在压力性生活事

件和社交焦虑对网络成瘾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易娟等，2016)。非适应性认知对大学生手机依赖的直

接与中介作用，支持了将 Davis 的认知–行为模型迁移以解释大学生手机依赖现象的可行性。移动互联网

技术与各类应用程序的开发已经使现在的手机成为集通信娱乐社交等功能于一体的互联网终端设备。这

些功能与应用使大学生可以通过手机游戏、社交互动、网上购物等使用经验产生积极的自我体验，更容

易通过手机使用感受到价值感与自我成就，在手机使用中体验到归属感与情感支持(江楠楠，顾海根，2005)。 
基本心理需要满足与非适应性认知的链式中介作用支持了将“需要–满足”模型与“认知–行为”

模型进行的整合，同类研究(甄霜菊等，2016)在青少年烟酒使用、网络成瘾和网络游戏成瘾上进行了相应

的整合尝试。个体在原有环境下基本心理需要没有顺利得到满足，产生了寻求满足的内在动力，在使用

手机的过程中体验到替代满足之后对手机使用产生积极预期，不断重复的行为过程中非适应性认知与行

为模式得到强化，最终形成手机依赖。基本心理需要未被满足作为动力先于认知产生，因此可以在类似

的问题行为中观察到二者的链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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