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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self 
regulated learning and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Methods: This article mainly uses the interview 
method and the questionnaire method. We take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rough the collection on the spot, we invite 300 college students in Yantai to carry on the ques-
tionnaire survey. Results: 1) The top three functions that college students use are: surfing online 
(44.7%), making phone call (20.6%), and watching movies (15.5%).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use mobile phones to surf the Internet has been far more than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make 
phone call using mobile phones. Thre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otivations for mobile phone use 
among college students ar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needs (43%), entertainment (25.8%), 
learning and work needs (13.7%). College students’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demand is the 
largest, far more than other motivational needs. 2) College students’ scores of mobile phone de-
pendence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exes (P < 0.05). 3) College students’ scores of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in different grades are different significantly (P < 0.01), which are sig-
nificant on un-control, withdrawal, escape and inefficiency. 4)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total score of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between the only child and not, while significant differ-
ence exists in un-control and inefficiency of the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among the only child. 
Conclusion: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will seriously affect college 
student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college students’ self regulated 
learning.   

 
Keywords 
Dependence of Mobile Phon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Self Regulated Learning, College Student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dx.doi.org/10.12677/ap.2016.67108
http://dx.doi.org/10.12677/ap.2016.67108
http://www.hanspub.org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刘力源 
 

 
837 

大学生人际关系、自我调节学习与手机依赖的

关系研究 

刘力源 

鲁东大学，山东 烟台 
 

 
收稿日期：2016年7月6日；录用日期：2016年7月21日；发布日期：2016年7月27日 

 
 

 
摘  要 

目的：探究大学生人际关系、自我调节学习与手机依赖的关系。方法：本文主要采用访谈法、问卷法，

以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现场发放方式采集，对烟台部分高校300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1) 大学生使用最多的手机功能排名前三是用手机上网(44.7%)、打电话(20.6%)、看电影(15.5%)。用

手机上网的人数已经远远超过用手机打电话的人数。大学生手机使用最主要的动机前三是人际交往需求

(43.0%)、娱乐消遣(25.8%)、学习与工作需要(13.7%)。大学生人际交往需求比重最大，远远超过其他

动机需求。37.8%大学生手机平均每天使用手机时间2~6 h。34.4%大学生平均每天使用手机时间2~4 h。
2) 大学生手机依赖总分在性别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05)。3) 不同年级大学生的手机依赖总分差异

显著(p < 0.01)，不同年级大学生在失控性、戒断性、逃避性和低效性上显著(p < 0.01)。4) 大学生手机

依赖总分在独生子女与否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而独生子女在手机依赖的失控性、低效性这两个维度

上存在显著差异。结论：手机依赖的不断加深会严重影响大学生的人际关系，不利于大学生的自我调节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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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使用手机已成为了一种主流的生活方式，人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随

意的沟通交流，其功能也从最初的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手机已经成为了现代社会人们不可或缺的生活

必需品。根据第 36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统计，截止 2015 年 6 月底，我国网民规模

达到 6.68 亿，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 48.8%。大学生作为年轻一代的代表，已成为手机使用重要群体，高

使用率是大学生手机使用的典型特征。手机依赖已经蔓延到了绝大多数的大学生的生活中，由于情感表

达的满足、沟通的及时性、较低的资费等特征，渐渐使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已经沉溺于这种虚拟的交往中。

这种长时间沉溺于虚拟的人际交往中，会弱化现实的人际交往能力，不利于学生的个人成长及以后的社

会适应。手机依赖现象不仅对身体造成了损害，而且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效率，对学生的心理健康和

社会功能也造成严重影响(师建国，2009)。手机依赖的定义和标准不一，但大多数研究都认为手机依赖是

过度沉迷于以手机为媒介的各种活动，对手机使用产生强烈、持续的渴求感与依赖感，并且无法自控从

而导致个体出现明显的社会、心理功能等损害(Yen, Tang, Yen, et al., 2009)。已有研究发现，过度使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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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导致个体逃避该完成的学习任务或降低完成任务的效率(Leung, 2008)，而且还会伴随有高度的焦虑、

抑郁、强迫、人际关系敏感等不良症状(黄海，周春燕，余莉，2013)及更强的孤独(刘红，王洪礼，2011)。
因此，手机依赖问题应该受到人们的重视。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样本的是通过现场发放方式采集，主要以烟台部分高校的学生为主。共发放问卷 300 份，回收 291
份，其中有效问卷 291 份，有效率 97%。其中，其中男生 123 人(42.3%)，女生 168 人(57.7%)。独生子女

140 人(48.1%)，非独生子女 151 人(51.9%)，城市 124 人(42.6%)，乡镇 167 人(57.4%)。大一 74 人(25.4%)，
大二 73 人(25.1%)，大三 69 人(23.7%)，研究生 75 人(25.8%)。调查时间为 2015 年 3 月到 4 月间，所有

问卷均由四名研究生主持施测，由大学生被试现场独立认真完成。 

2.2. 研究工具 

1) 手机依赖：本研究采用的手机依赖指数(MPAI)量表经原作者 Leung 教授授权，香港中文大学梁永

炽教授将其翻译成中文版，主要用于诊断青少年和大学生手机成瘾。该量表采用 5 点评分，1 表示从不，

5 表示总是，一共 17 个题项，4 个维度，分别为戒断性、失控性、低效性和逃避性。断性包括项目 8、9、
10、11，失控性包括了项目 1、2、3、4、5、6、7，低效性包括项目 15、16、17，逃避性包括项目 12、
13、14。总得分越高则表明个体手机依赖程度越高。MPAI 总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1。失控性、

戒断性、逃避性和低效性四个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 0.84、0.83、0.87 和 0.81。总量表的重测

信度为 0.69，失控性、戒断性、逃避性和低效性四个分量表的重测信度分别为 0.61、0.70、0.69、和 0.60。 
2) 大学生人际关系：采用郑日昌主编的《大学生心理诊断 2》中的《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该

量表是一份人际关系行为困扰的诊断量表，共 28 道题，每道题作“是”，“否”回答。回答“是”得 1
分，“否”得 0 分。有四个纬度人际交谈困扰、人际交友困扰、待人接物困扰、异性交往困扰。本研究

中，Corbnach Q = 0.7598。 
3) 自我调节学习：国内方平(2003)以社会认知理论为基础，在已有国内外大量问卷的基础上编制了

《自我调节学习问卷》，其编制目的是测量大学生的自我调节学习水平。问卷包括四个分问卷：动机策

略问卷，学习策略问卷(元认知和认知策略、资源管理策略问卷)，目标策略问卷，学业意志 AVS 工策略

问卷(动机、情绪控制问卷)。该量表为 5 点量表，“5”代表非常符合，“4”代表比较符合，“3”代表

不确定，“2”比较不符合，“1”代表非常不符合，选项即为所得分数，(如：被试在某题项上选“5”，

则该题项得分记为 5)。根据各维度题项分配情况记录表将各维度包含的项目得分相加，计算各分量表及

量表总分。信效度检验结果显示修订后的问卷具有较理想的信效度指标，符合心理测量学的标准，根据

修订结果，四个分问卷的克伦巴赫系数分别为：0.8889，0.9231，0.7012，0.7561。 

2.3. 统计分析 

本研究采用统计软件 SPSS19.0 进行处理分析。 

3. 结果 

3.1. 大学生手机依赖的总体特征 

大学生使用最多的手机功能排名前三是用手机上网(44.7%)、打电话(20.6%)、看电影(15.5%)。从图 1
中可看出用手机上网的人数已经远远超过用手机打电话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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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College students use the most mobile phone function distribution map 
图 1. 大学生使用最多的手机功能分布图 

 
大学生手机使用最主要的动机前三是人际交往需求(43.0%)、娱乐消遣(25.8%)、学习与工作需要

(13.7%)。从图 2 中可看出大学生人际交往需求比重最大，远远超过其他动机需求。 
37.8%大学生手机平均每天使用手机时间 2~6 h。34.4%大学生平均每天使用手机时间 2~4 h。从图 3

中可看出大学生把大多数的时间花在手机上。 

3.2. 大学生手机依赖在性别、年级、独生子女与否上差异检验 

3.2.1. 大学生手机依赖在性别上的差异研究 
通过对不同性别大学生手机依赖的 t 检验发现(见表 1)：大学生手机依赖总分在男女之间存在显著性

差异(p < 0.05)；也就是说，与男生相比，女生更倾向于花更多的时间使用手机。 

3.2.2. 大学生手机依赖在年级上的差异检验 
通过对不同年级大学生手机依赖总分及各个维度的方差分析(见表 2)，得出：不同年级大学生的手机

依赖总分差异显著(p < 0.01)，不同年级大学生在失控性、戒断性、逃避性和低效性上显著(p < 0.01)。 

3.2.3. 大学生手机依赖在独生子女与否上的差异检验 
通过对是否是大学生独生子女对手机依赖的 t 检验(见表 3)，发现：大学生手机依赖总分在独生子女

与否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而独生子女在手机依赖的失控性、低效性这两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 

3.3. 人际关系在不同水平手机依赖间的差异 

根据手机依赖总分，选出高分组(27%)和低分组(27%)，对两组进行 T 检验。结果如下：大学生手机

依赖高分组与手机依赖低分组人际关系维度上并没有显著性差异；在待人接物困扰维度上，手机依赖高

分组得分显著高于低分组(p < 0.0l)，见表 4。 

3.4. 自我调节学习在不同水平手机依赖间的差异 

根据手机依赖总分，选出高分组(27%)和低分组(27%)，对两组进行 T 检验。结果如下：大学生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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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高分组与手机依赖低分组在自我调节学习维度上并没有显著性差异；在学习意志维度上，手机依赖

高分组得分显著高于低分组(p < 0.0l) (见表 5)。 

3.5. 手机依赖与人际关系及自我调节的相关研究 

对手机依赖总分及失控性、戒断性、逃避性、低效性与人际关系总分及人际交谈困扰、人际交友困

扰、待人接物困扰、异性交往困扰与自我调节学习总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6。手机依赖总分与人

际交往总分呈显著负相关(p < 0.0l)，其失控性、戒断性、逃避性、低效性与人际交往总分均呈显著负相

关(p < 0.0l)。在人际关系的四个维度上，手机依赖总分与人际交谈困扰、人际交友困扰、待人接物困扰、

异性交往困扰都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待人接物困扰、异性交往困扰在失控性、戒断性、逃避性、低效性

上存在显著负相关，人际交谈困扰、人际交友困扰在手机依赖四个维度上不存在显著负相关；在手机依

赖与自我调节学习的关系上，数据显示手机依赖总分及其各维度与自我调节学习总分及各个维度均有显

著性负相关。 
 

 
Figure 2. College students use the most important mobile phone distribution diagram 
图 2. 大学生手机使用最主要的动机分布图 

 

 
Figure 3. College students on average daily use of mobile phone time distribution map 
图 3. 大学生平均每天使用手机时间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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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llege students’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on gender differences (n = 291) 
表 1. 大学生手机依赖在性别上的差异(n = 291) 

 男(n = 123) 女(n = 168) 
t 

 M SD M SD 

手机依赖 71.84 22.32 82 23.59 −3.712*** 

失控性 15.67 3.394 15.15 3.337 1.298 

戒断性 24.72 5.926 24.62 6.011 0.147 

逃避性 43.26 9.905 42.71 9.898 0.465 

低效性 83.65 19.140 82.48 19.176 0.514 

注：**表示 p < 0.0l，*表示 p < 0.05 (下同)。 
 
Table 2.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of college students in grade difference (n = 291) 
表 2. 大学生手机依赖在年级上的差异(n = 291) 

 大一(n = 74) 大二(n = 73) 大三(n = 69) 研究生(n = 75) 
F 

 M SD M SD M SD M SD 

手机依赖 72.89 23.51 83.19 21.65 69.58 23.68 84.59 22.32 8.99*** 

失控性 15.77 3.29 16.00 2.73 13.61 3.05 15.97 3.75 9.94*** 

戒断性 25.35 5.74 26.08 5.20 21.42 5.33 25.59 6.44 10.72*** 

逃避性 44.11 9.61 45.42 8.46 37.39 8.85 44.49 10.57 10.25*** 

低效性 85.23 18.54 87.51 16.29 72.42 17.18 86.05 20.69 7.71*** 

 
Table 3. College students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only child or not (n = 291) 
表 3. 大学生手机依赖在独生子女与否上的差异(n = 291) 

 独生子女(n = 140) 非独生子女(n = 151) 
t 

 M SD M SD 

手机依赖 77.05 26.404 81.08 19.324 −1.083 

失控性 16.50 3.490 15.24 3.348 2.304** 

戒断性 26.37 6.097 24.60 5.784 1.858 

逃避性 45.87 10.244 42.79 9.367 1.960 

低效性 88.73 19.755 82.63 18.401 1.998* 

 
Table 4.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of college students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n = 291) 
表 4. 大学生手机依赖在人际关系各个维度上的差异(n = 291) 

 高分组 低分组 
t 

 M SD M SD 

人际交谈困扰 12.40 1.61 12.09 1.65 1.185 

人际交友困扰 12.05 1.64 11.89 1.71 0.62 

待人接物困扰 13.15 1.26 12.44 1.62 3.06*** 

异性交往困扰 12.90 1.40 12.65 2.82 0.706 

人际关系困扰 50.50 4.84 49.06 5.67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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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of college students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n = 291) 
表 5. 大学生手机依赖在人际关系各个维度上的差异(n = 291) 

 高分组 低分组 
t 

 M SD M SD 

动机策略 14.54 3.10 14.38 2.45 0.36 

元认知、认知策略、资源管理 20.35 5.14 20.54 3.47 −0.28 

目标学习策略 14.23 3.19 14.09 2.04 0.33 

学习意志 13.33 3.11 12.00 2.70 2.87*** 

自我调节学习总分 62.45 12.88 61.01 8.17 0.84 

 
Table 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self regulation (n = 291) 
表 6. 手机依赖与人际关系及自我调节的相关关系(n = 291) 

 失控性 戒断性 逃避性 低效性 手机依

赖总分 
人际交

谈困扰 
人际交

友困扰 
待人接

物困扰 
异性交

往困扰 
人际关

系总分 

元认知、

认知策

略、资源

管理策略 

目标学

习策略 
学习意

志策略 

自我调

节学习

总分 

失控性 1              

戒断性 0.971** 1             

逃避性 0.982** 0.992** 1            

低效性 0.987** 0.995** 0.999** 1           

手机依

赖总分 
0.141 0.153 0.174* 0.162* 1          

人际交

谈困扰 
0.029 0.050 0.038 0.040 −0.292** 1         

人际交

友困扰 
0.076 0.072 0.067 0.071 −0.206** 0.557** 1        

待人接

物困扰 
−0.055 −0.042 −0.050 −0.049 −0.268** 0.622** 0.499** 1       

异性交

往困扰 
−0.003 −0.034 −0.032 −0.027 −0.228** 0.313** 0.353** 0.309** 1      

人际关

系总分 
0.016 0.012 0.005 0.009 −0.326** 0.789** 0.774** 0.760** 0.714** 1     

元认知、

认知策

略、资源

管理策

略 

−0.039 −0.034 −0.058 −0.048 −0.095 0.086 0.057 0.088 0.059 0.094 1    

目标学

习策略  
−0.070 −0.050 −0.068 −0.063 −0.113 0.072 −0.008 0.103 0.064 0.076 0.669** 1   

学习意

志策略 
−0.024 0.000 −0.022 −0.016 −0.080 −0.050 −0.064 −0.079 −0.020 −0.066 0.585** 0.491** 1  

自我调

节学习

总分 
−0.042 −0.032 −0.056 −0.047 −0.139 0.096 0.039 0.091 0.051 0.089 0.921** 0.805** 0.76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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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大学生手机依赖的总体特征 

本研究选取了 300 名大学生，大学生手机依赖总分分布呈正态分布，总分平均得分是 78.97，显著低

于理论均值 60 分，大学生手机依赖总体高于平均值，说明大学生的手机依赖较为普遍和严重。通过对

300 名大学生的手机依赖的状况，编写 5 道调查题，较为突出的结果：1) 大学生使用最多的手机功能排

名前三是用手机上网(44.7%)、打电话(20.6%)、看电影(15.5%)。用手机上网的人数已经远远超过用手机

打电话的人数。可能的原因是随着手机功能的越来越多，手机使用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占用了过多的时

间，导致在其他生活、学习方面的时间相对减少，使大部分学生通过手机来打发时间、娱乐消遣，手机

使用确确实实已经影响了大学生的日常生活。长期过度使用手机渐渐就成为了一种习惯。2) 大学生手机

使用最主要的动机前三是人际交往需求(43.0%)、娱乐消遣(25.8%)、学习与工作需要(13.7%)。大学生人

际交往需求比重最大，远远超过其他动机需求。可能原因大学生如今较高中学习压力减少，把关注的目

光向社会发展，需要更多的交往来丰富自己的生活。大学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在这一期间需

要接触更多的伙伴。并且，大量的研究表明成瘾性行为与孤独感、社会支持有密切的关系。孤独感的不

断增加，社会支持不断减少，成瘾性行为会不断增加。大多数研究也提到内向、性格孤僻的人更容易出

现手机依赖(王芳，李然，路雅等，2008)。学校、社会要给予一定的重视和关注，可以在正常的课时之外

多开展一些活动，丰富大学生的生活，让同学们交流和沟通更频繁一些。3) 37.8%大学生手机平均每天使

用手机时间 2~6 h。34.4%大学生平均每天使用手机时间 2~4 h。手机使用年限越长，越容易产生手机使用

问题(刘鹏，2014)。大学生使用手机上网时间越来越长，不利于学生身心健康以及更容易手机成瘾。高校

要通过一定的方式来引导大学生正确使用手机，引导大学生回归现实，并不断培养在现实社会中的社交

能力(姜永志，白晓丽，2013)。 

4.2. 大学生手机依赖在性别、年级、独生子女与否的差异比较 

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对不同性别大学生手机依赖的 t 检验发现：大学生手机依赖总分在男女之间存在

显著性差异(p < 0.05)；也就是说，与男生相比，女生把手机看得更重要，更倾向于花更多的时间使用手

机。源于女生需求，较男生更常用手机来建立和维持社交关系(胡心怡，刘霞，申继亮等，2007)。男女性

别在手机依赖各个维度上，男性的平均值都要高于女生。原因可能在于，男生与他人沟通和交流都常常

不易表露，但处理一些棘手的事情时，他们常常会找自己的伙伴一起合作处理。虽然女生的活动范围较

大，善于言辞，交流。但是，大多数女生面对自己的个人困惑和难题都不轻易与他人分享和沟通，甚至

是自己的家人和伙伴。而是向手机上的网络进行寻求帮助或者通过手机抒发自己此时此刻的心情和情绪。

目前国内对于手机依赖的性别差异，并没有一致性结论。一些研究表明，大学生手机依赖总分在性别间

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黄海，周春燕，余莉，2013)。但仍有一些研究也同样证实了本研究，认为大学生手

机依赖的确存在性别差异，与男生相比，女生更容易产生手机依赖行为(孙玲，汤效禹，2011)。 
在年级之间，大二和研究生的手机依赖最高，可能原因之一是学校在这两个年级组织的活动不丰富。

大二的同学对学校的好奇和渴望不断降低，把自己的目光投射到自己个体的人际关系圈。需要用手机不

断修补和扩大自己的交际圈，而不是仅仅在自己的周围生活中。同时，由于不断的了解了大学生活，也

有了源源不断的困惑和难题，所以心理团体辅导这时非常重要。学校心理辅导部不仅要关注大一的适应

问题，同时还要关注大二、三的学习、生活困惑，给予一定的建议和指导。大三的失控性、逃避性、低

效性较其他年级程度较低。失控性是指手机使用者在手机上花费大量时间，不能自控。逃避性指利用手

机来回避一些现实问题。低效性是指过度使用手机影响到日常生活学习效率。大三年级的同学课程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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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增多，也开始考虑自己的就业方向，在手机上寻求娱乐、游戏、聊天的空闲时间开始变少。外在的

环境如毕业和就业压力，让大三的学生不得不面对现实。 
独生子女群体和非独生子女群体之间，在手机依赖失控性维度、低效性维度上有显著差异，并且，

独生子女的均值要高于非独生子女。当今，独生子女较非独生子女受到的父母的爱更多，几乎是有求必

应，高科技电子设备，一应俱全。父母的纵容会让他们更快、更深的沉浸在网络的世界中，不能自拔，

不仅影响到日常的学习生活同时也影响到他们的身心健康。非独生子女相对于独生子女有较少的孤独感，

有更多交流沟通的机会。 

4.3. 手机依赖与人际关系及自我调节的相关研究 

手机依赖总分与人际交往总分呈显著负相关(p < 0.0l)，其失控性、戒断性、逃避性、低效性与人际

交往总分均呈显著负相关(p < 0.0l)。说明手机依赖总分越高，人际关系就越差。学校、社会和家庭要关

注学生的手机使用情况，可以采取一些标准和规则来约束学生手机的使用。在人际关系的四个维度上，

手机依赖总分与人际交谈困扰、人际交友困扰、待人接物困扰、异性交往困扰都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待

人接物困扰、异性交往困扰在失控性、戒断性、逃避性、低效性上存在显著负相关。大学生的困扰的种

类越多，程度越深，手机依赖就越严重。学校要多关注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困惑和难题，给予一定

的指导。同时我们也建议学校开设相关课程，引导大学生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减少生活中可以解决的

困扰，从而避免手机依赖的发生。在手机依赖与自我调节学习的关系上，数据显示，手机依赖总分及其

各维度与自我调节学习总分及各个维度均有显著性负相关。 

5. 结论 

1) 大学生使用最多的手机功能排名前三是用手机上网(44.7%)、打电话(20.6%)、看电影(15.5%)。大

学生手机使用最主要的动机前三是人际交往需求(43.0%)、娱乐消遣(25.8%)、学习与工作需要(13.7%)。
37.8%大学生手机平均每天使用手机时间 2~6 h。34.4%大学生平均每天使用手机时间 2~4 h。 

2) 大学生手机依赖总分在性别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05)。 
3) 不同年级大学生的手机依赖总分差异显著(p < 0.01)，不同年级大学生在失控性、戒断性、逃避性

和低效性上显著(p < 0.01)。 
4) 大学生手机依赖总分在独生子女与否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而独生子女在手机依赖的失控性、

低效性这两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 
5) 手机依赖总分与人际交往总分呈显著负相关(p < 0.0l)，其失控性、戒断性、逃避性、低效性与人

际交往总分均呈显著负相关(p < 0.0l)。在人际关系的四个维度上，手机依赖总分与人际交谈困扰、人际

交友困扰、待人接物困扰、异性交往困扰都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待人接物困扰、异性交往困扰在失控性、

戒断性、逃避性、低效性上存在显著负相关，人际交谈困扰、人际交友困扰在手机依赖四个维度上不存

在显著负相关；在手机依赖与自我调节学习的关系上，数据显示手机依赖总分及其各维度与自我调节学

习总分及各个维度均有显著性负相关。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胡心怡, 刘霞, 申继亮, 等(2007). 生活压力事件、应对方式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5(5), 

501-503. 
黄海, 周春燕, 余莉(2013). 大学生手机依赖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中国学校卫生, 34(9), 1074-1076. 

姜永志, 白晓丽(2013). 大学生手机依赖量表的初步编制与应用. 教育生物学杂志, 1(4), 26-31. 

刘红, 王洪礼(2011). 大学生手机成瘾与孤独感、手机使用动机的关系. 心理科学, 34(6), 1453-1457. 



刘力源 
 

 
845 

刘鹏(2014). 大学生手机依赖与社会支持及人格特质的关系研究. 硕士论文,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师建国(2009). 手机依赖综合征. 临床精神医学杂志, 19(2), 138-139. 

孙玲, 汤效禹(2011). 大学生手机依赖行为的研究. 咸宁学院学报, 31(5), 117-118. 

王芳, 李然, 路雅, 等(2008). 山西大学本科生手机依赖研究. 中国健康教育, 24(5), 381-384. 
Leung, L. (2008). Leisure Boredom, Sensation Seeking, Self-Esteem, Addiction Symptoms and Patterns of Mobile Phone Use.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Mahwah. 
Yen, C., Tang, T., Yen, J. et al. (2009). Symptoms of Problematic Cellular Phone Use, Functional Impairment and Its Asso-

ciation with Depression among Adolescents in Southern Taiwan. Journal of Adolescence, 32, 863-873.  
http://dx.doi.org/10.1016/j.adolescence.2008.10.006 

 
 
 
 
 
 
 
 
 
 
 
 
 
 
 
 
 
 
 
 
 
 
 
 
 

 

 

期刊投稿者将享受如下服务： 

1.  投稿前咨询服务 (QQ、微信、邮箱皆可) 
2.  为您匹配最合适的期刊 
3.  24 小时以内解答您的所有疑问 
4.  友好的在线投稿界面 
5.  专业的同行评审 
6.  知网检索 
7.  全网络覆盖式推广您的研究 

投稿请点击：http://www.hanspub.org/Submission.aspx 

http://dx.doi.org/10.1016/j.adolescence.2008.10.006
http://www.hanspub.org/Submission.aspx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Self Regulated Learning and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Abstract
	Keywords
	大学生人际关系、自我调节学习与手机依赖的关系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1. 引言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2.2. 研究工具
	2.3. 统计分析

	3. 结果
	3.1. 大学生手机依赖的总体特征
	3.2. 大学生手机依赖在性别、年级、独生子女与否上差异检验
	3.2.1. 大学生手机依赖在性别上的差异研究
	3.2.2. 大学生手机依赖在年级上的差异检验
	3.2.3. 大学生手机依赖在独生子女与否上的差异检验

	3.3. 人际关系在不同水平手机依赖间的差异
	3.4. 自我调节学习在不同水平手机依赖间的差异
	3.5. 手机依赖与人际关系及自我调节的相关研究

	4. 讨论
	4.1. 大学生手机依赖的总体特征
	4.2. 大学生手机依赖在性别、年级、独生子女与否的差异比较
	4.3. 手机依赖与人际关系及自我调节的相关研究

	5. 结论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