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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willpower and general 
procrastination in undergraduates and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above 3 variables. 
Method: General Procrastination Scale (GPS), College student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questionnaire (CSMPDQ), New 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 Willpower Questionnaire (NGCSWQ) 
and a self-edited questionnaire on the general information were administred to 842 undergraduates 
who were selected by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from 7 universit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Results: 1) The total score of GPS, CSMPDQ and NGCSWQ was (66.0±12.4), (70.1±9.0) and (68.1±
15.6), respectively. 2) There is a pairwise correlation among the total score of GPS, CSMPDQ and 
NGCSWQ (r = 0.490, −0.421, −0.825, P < 0.01). 3) The total score of NGCSWQ had a partly mediating 
effec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otal score of GPS and the total score of CSMPDQ in the 
undergraduates.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accounts for 64.52% of the total effect. Conclusion: 
General procrastination not only has a direct role on the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in the under-
graduates, but also indirectly influences it through will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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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大学生手机依赖、意志力与拖延的现状，分析三者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

抽取广东省7所高校的842名本科生，使用大学生手机依赖问卷(CSMPDQ)、新生代大学生意志力量表

(NGCSWQ)、一般拖延行为量表(GPS)和自编的个人一般情况调查表对他们进行调查。结果：1) CSMPDQ、

NGCSWQ和GPS的总分为别为(70.1±9.0)、(68.1±15.6)和(66.0±12.4)。2) 大学生手机依赖量表总分、

一般拖延行为量表总分与新生代大学生意志力量表总分两两相关(r = 0.490, −0.825, −0.421，均P< 
0.01)。新生代大学生意志力量表总分在一般拖延行为量表总分与大学生手机依赖量表总分之间起部分中

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64.52%。结论：一般性拖延对大学生的手机依赖既有直接的预测作用，

也可以通过意志力对大学生的手机依赖起间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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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手机依赖、行动拖延和意志力不足是当前大学生的三大常见的行为问题。 
关于手机依赖，还没有统一的定义，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手机依赖(mobile phone dependence)指个体

因为使用手机的行为失控，导致生理、心理及社会功能明显受损的痴迷状态(Park, 2005)。手机依赖属于

行为成瘾中的技术成瘾，它既具有一般成瘾行为的核心特征，如缺少自我控制、情绪改变、耐受性、戒

断症状、认知受阻和复发等特性(Park, 2003)，也以“人机交互，无物质摄入”、“在公共场所全然不顾

及他人、肆无忌惮地使用手机以致影响他人(Park, 2003)”为独有特征。国内大学生手机依赖的发生率为

26.6%~57.5% (杨葛君，2016；欧阳乐，2017；叶开能，2016；史桂蓉，等，2016)。大学生使用手机的目

的集中于社交与娱乐两方面(叶开能, 2016)。手机依赖使大学生疏于时间管理和生涯规划、易于学业拖延

(张娜，2016)，导致成绩下降(Samaha & Hawi, 2016)，难以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彭湃，2016)，影响睡眠

质量(陈雪红，等，2016)和体质健康(冯红新，王红雨，2018; HOU Yongmei et al., 2018)，导致大脑皮层结

构和功能的异化(Wang et al., 2016)，不利于现实社交能力的培养和现实人际关系的发展(叶开能，2016)，
导致情绪不良(Li et al., 2016; Mahashen, Bataineh, & Ai-Zoubi., 2016)和认知障碍(Mecacci, Righi, & Roc-
chetti, 2004)，降低生活满意度(欧阳乐，2017)和主观幸福感(冀嘉嘉，吴燕，&田学红，2014)。 

一般性拖延是指个体在生活和工作的多数任务上都故意延迟必须完成的任务，直至产生不良情绪和

不良后果，从而影响个体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的状况(Wolters, 2003)。拖延的后果主要是妨碍任务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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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心理压力，产生焦虑、抑郁、自卑、内疚、自责等负面情绪，导致学习与工作效率的下降(冀嘉嘉，

吴燕，田学红，2014；叶艳晖，2014; Klingsieck et al., 2012)，不利于生理健康(倪士光，等，2012)和心理

健康(卿再花，吴彩虹，曹建平，2018)的维护。国内大学生一般性拖延的发生率为 81.7%~95.7%，其中

75%的学生意识到自己的拖延问题，并且有改变拖延的强烈意向(张庆华，等，2016；丁婷婷，余秀兰，

龚雪，2015；单泓博，等，2016)。 
意志力(Willpower)是个体自觉地确定目的，并根据目的支配、调节自己的行动，克服各种困难，从

而实现目的的心理素质，我们可以通过自觉性、坚韧性、自制性、果断性、目的性、调节性等指标来衡

量意志力水平(彭聃龄，2016)。 
既往研究发现，拖延大学生的大脑存在执行功能缺陷(王旭祥，等，2018)，因而造成自我监控和自我

调节能力的不足(史利红，2016；陈明，等，2018)。有学者(辛自强，郭素然，池丽萍，2007)认为，自我

控制与拖延存在直接联系，而其他心理特质对拖延的影响可能是通过自我控制才能发挥作用。如上所述，

手机依赖的核心特征之一是缺乏自我控制，意志力的核心品质之一也是自制力(自我控制能力)。由此可见，

手机依赖、拖延行为及意志力三者在心理根源上存在同源性。另一方面，实证研究发现，手机依赖、拖

延行为和意志力存在显著的两两相关(史桂蓉，等，2016；葛欣欣，2017；张潮，翟琳，王畅，2017)。手

机依赖表现为一系列外显的行为和情绪反应，属于结果变量；一般性拖延是行为模式，也就是人格特质，

属于远端变量，意志力是克服困难的心理素质，属于近端变量，一般性拖延理应受到意志力的中介作用。

由此我们可以假设，意志力在一般性拖延和手机依赖之间起中介作用，其影响路径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otal score of GPS and CSMPDO in un-
dergraduate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the total score of NGCSWQ 
图 1. 意志力在一般性拖延与手机依赖之间的中介效应路径图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法，选取广州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广东医科大学、广州美术学院、

广州体育学院、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等 7 所高校大一到大五学生，共发放 1000 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842 份，问卷有效率为 84.2%。年龄 18~24 岁(平均 20.61 ± 2.08 岁)，其中男生 412 人，女生 430 人；大

一 153 人，大二 131 人，大三 225 人，大四 255 人，大五 78 人。 

2.2. 工具 

2.2.1. 大学生手机成瘾问卷(College Student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Questionnaire, CSMPDQ) 

由王正翔(2013)编制，用于调查大学生手机依赖倾向。共 20 个条目,分为持续性、冲突性、戒断性、

技术性和突显性等 5 个维度，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法，从“完全不符合”至“完全符合”分别评定为 1~5
分，得分越高则依赖性越强。总分 ≥ 70 分为手机依赖倾向，总分 ≥ 80 分为手机依赖症。在本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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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问卷的 Cronbach’a 系数为 0.832，各维度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749~0.805。 

2.2.2. 新生代大学生意志力量表(New 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 Willpower Questionnaire, NGCSWQ) 
由武丽丽(2016)编制，用于测量新生代大学生的意志力。共 24 个条目，分为目的性、自觉性、坚韧

性、自制性、果断性和调节性等 6 个维度。该量表采用 5 点计分法，从“完全符合”到“完全不符合”

分别为 1~5 分，得分越高则意志力水平越高。总分 ≤ 72 分为低分；总分 ≥ 82 分为高分。在本研究中，

总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71，各维度的 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 0.779~0.822。 

2.2.3. 一般拖延行为量表(General Procrastination Scale, GPS) 
由 Lay (1986)编制，包翠秋(2006)修订为中文版，用于评估个体在多数事务上的拖延程度。共 20 个

条目，归为一个维度，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法，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为 1~5 分。总分 > 
60 分为拖延者，总分 ≤ 60 分为非拖延者。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37。 

2.3. 数据处理 

使用 SPSS 20.0 对有效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采用描述性统计计算被试在各份量表上的平均分和标准

差，以及各分数段的人数；采用 Pearson 积差相关探讨各项变量间的相关关系；运用线性回归分析分析

意志力在手机依赖和拖延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3. 结果 

3.1. 大学生手机依赖、意志力和一般性拖延的现状 

本组大学生手机依赖倾向的发生率为 59.5% (501/842)，手机依赖症的发生率为 11.2% (94/842)；意志

力高者 23.6% (199/842)，意志力低者 59.0% (497/842)；一般性拖延的发生率为 67.9% (572/842)。 

3.2. 各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由表 1 可见，CSMPDQ、NGCSWQ 和 GPS 的总分之间两两显著相关(r = −0.825、0.490、−0.421；
均 P < 0.001)。 
 
Table 1. The Pairwise correlation of all the variables 
表 1. 各研究变量的相关分析 

 M SD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 GPS 66.0 12.4               

2) 手机依赖 70.1 9.0 0.490**              

3) 突显性 10.4 2.4 0.404** 0.593**             

4) 持续性 19.4 2.9 0.041 0.592** 0.180**            

5) 冲突性 13.1 2.7 0.199** 0.656** 0.224** 0.324**           

6) 戒断性 14.8 2.7 0.293** 0.669** 0.199** 0.371** 0.354**          

7) 技术性 12.5 3.6 0.558** 0.638** 0.353** 0.030** 0.219** 0.233**         

8) 意志力 68.1 15.6 −0.421** −0.825** −0.499** −0.471** −0.525** 0.533** −0.559**        

9) 调节性 18.5 6.1 −0.365** −0.723** −0.434** −0.380** −0.475** −0.477** −0.500** 0.903**       

10) 自制性 11.5 3.9 −0.366** −0.668** −0.401** −0.380** −0.410** −0.410** −0.483** 0.846** 0.739**      

11) 坚韧性 10.8 2.4 −0.259** −0.467** −0.279** −0.267** −0.261** −0.337** −0.320** 0.500** 0.283** 0.298**     

12) 自觉性 9.3 3.0 −0.184** −0.436** −0.264** −0.320** −0.278** −0.300 −0.225** 0.473** 0.231** 0.280** 0.396**    

13) 果断性 9.4 2.4 −0.273** −0.519** −0.330** −0.306** −0.340** −0.307 −0.348** 0.628** 0.596** 0.473** 0.069** 0.043**   

14) 目的性 8.7 3.2 −0.343** −0.688** −0.418* −0.385** −0.450** −0.431 −0.473** 0.842** 730** 0.664** 0.356** 0.268** 0.519**  

注：*p < 0.05, **p < 0.01,***p < 0.001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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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意志力在大学生拖延和手机依赖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温忠麟等(2005)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对意志力在大学生一般性拖延与手机依赖之间的可能

中介效应进行分析。具体步骤如图 2 所示，自变量 X 是拖延，因变量 Y 是手机依赖，需要验证的中介变

量 M 是意志力。在第一步，以 CSMPDQ 总分作为因变量，以 GPS 总分作为预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得到回归系数 c；第二步，以 NGCSWQ 总分作为因变量，以 GPS 总分作为预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得到回归系数ａ；第三步，以 CSMPDQ 总分作为因变量，以 GPS 和 NGCSWQ 总分同时作为预测变量，

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回归系数ｂ和 c’，见表 2。 
 

 
Figure 2. The steps of the mediation test 
图 2. 中介效应检验的步骤 

 
Table 2. The sequential test of mediating effect for the total score of NGCSWQ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otal score of 
GPS and CSMPDO in undergraduates 
表 2. 意志力在一般性拖延和手机依赖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步骤 因变量 自变量 β t R2 

第一步© 手机依赖 拖延 0.490 16.305** 0.240 

第二步(a) 意志力 拖延 −0.421 −13.436** 0.177 

第三步(c’) 手机依赖 拖延 0.174 8.434** 0.705 

(b)  意志力 −0.751 −36.346**  

注：**, P < 0.01; *, P < 0.05 
 

由表 2 可知，第一步，一般性拖延正向预测手机依赖，两者之间的回归系数为 0.490，回归系数显著

进入第二步；第二步，一般性拖延负向预测意志力，两者之间的回归系数为−0.421，回归系数显著进入

第三步；第三步，在控制了意志力对手机依赖的影响后，一般性拖延仍然可以正向预测手机依赖，得到

的回归系数为 0.174，回归系数显著。在因变量手机依赖和自变量一般性拖延之间加入中介变量意志力之

后，手机依赖和一般性拖延之间的回归系数的绝对值降低。由此可知，意志力在一般性拖延和手机依赖

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且为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64.52%。 
回归方程： 
第一步：Y = 0.357X 
第二步：Y = −0.530X 
第三步：Y = 0.127X − 0.434M 

https://doi.org/10.12677/ap.2019.96128


侯永梅，李楚蒙 
 

 

DOI: 10.12677/ap.2019.96128 1046 心理学进展 
 

4. 讨论 

本组大学生手机依赖倾向的发生率为 59.5% (501/842)、手机依赖症的发生率为 11.2% (94/842)、意志

力高者 23.6% (199/842)、意志力低者 59.0% (497/842)、一般性拖延的发生率为 67.9% (572/842)，手机依

赖、意志力低与拖延行为的发生率比较接近，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杨葛君，2016；欧阳乐，2017；叶开

能，2016；史桂蓉，等，2016; Wolters, 2003；张庆华，等，2016；丁婷婷，余秀兰，龚雪，2015；包翠

秋，张志杰，2006)。提示手机依赖、意志力低下和拖延是大学生高发的行为问题，且三者之间关系密切。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的一般性拖延与手机依赖之间存在着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一方面，大学生的一般性拖延与手机依赖显著正相关，这是两者之间的直接效应，与史桂蓉等(2016)

的研究结果一致。也就是说，拖延越严重的大学生，其手机依赖倾向越是明显，这是为了逃避现实压力

或繁重的任务。拖延严重的大学生更愿意通过手机等外界娱乐手段来缓解学习或工作任务所带来的心理

压力，或者减轻因为拖延产生的自责和焦虑等不良情绪，然而这会导致恶性循环，造成手机依赖和拖延

带来的双重危害。 
另一方面，一般性拖延与手机依赖之间存在间接效应。表现在以下途径：一般性拖延–意志力–手

机依赖，也就是意志力在一般性拖延和手机依赖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一方面，严重拖延者往往伴随着

较低的意志力，他们缺乏自制力和自我调节能力，更容易出现手机依赖。另一方面，根据时间折扣理论，

时间会影响行为的主观价值。低自制力者因为拖延而延长任务完成的时间，从而降低对任务的价值评估，

同时由于手机使用所带来的满足感，提高了手机的主观价值，因而转向使用手机。 

5. 结论 

本研究初步揭示了大学生一般性拖延、意志力和手机依赖的关系，验证了以下假设：意志力在一般

性拖延和手机依赖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一方面，一般性拖延与手机依赖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这是

两者之间的直接效应；另一方面，一般性拖延与手机依赖之间存在着间接效应。表现在以下途径：一般

性拖延–意志力–手机依赖，意志力在一般性拖延与手机依赖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大学生手机依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意志力低下，需要通过频繁甚至过度使用手机来

减轻由于拖延而造成的心理压力以及焦虑等不良情绪。根据本研究的结论，我们对家庭和学校教育提出

以下参考意见：对大学生手机依赖的干预，应该从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素质训练入手，帮助

他们提高意志力水平和自我控制能力，有计划有步骤地执行行动，避免拖延的发生，以减少手机依赖的

发生。未来我们可追加纵向研究的数据对大学生的拖延行为与手机依赖的关系作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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