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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农村留守儿童手机依赖、感觉寻求和自杀意念的关系。方法：采用测验法对201名农村留守

儿童进行问卷调查。结果：1) 人口学变量在感觉寻求、手机依赖和自杀意念上存在显著差异；2) 手机

依赖和感觉寻求、手机依赖和自杀意念、感觉寻求和自杀意念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手机依赖和感觉寻求

可显著预测自杀意念；3) 感觉寻求对自杀意念的影响中，手机依赖起部分中介效应。结论：1) 人口学

变量对农村留守儿童感觉寻求、手机依赖和自杀意念有影响；2) 农村留守儿童的手机依赖越严重、感觉

寻求越高，其自杀意念就越强；手机依赖和感觉寻求对自杀意念有预测作用；3) 手机依赖在感觉寻求对

自杀意念的影响起部分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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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pendency on mobile phone, sensation seeking 
and suicidal ideation in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Method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
ducted among 201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using a test method. Results: 1) Demographic va-
riable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ensation seeking, dependency on mobile phone and suicid-
al ideation; 2)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dependency on mobile phone 
and sensation seeking, dependency on mobile phone and suicidal ideation, sensation seeking and 
suicidal ideation, and dependency on mobile phone and sensation seeking may significantly pre-
dict suicidal ideation; 3) In the influence of sensation seeking on suicidal ideation, dependency on 
mobile phone plays a part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Conclusion: 1) Demographic variables have an 
impact on the sensation seeking, dependency on mobile phone and suicidal ideation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2) For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if they are more dependent on mobile 
phone and get higher sensation seeking, they present stronger suicidal ideation; dependency on 
mobile phone and sensation seeking have a predictive effect on suicidal ideation; 3) Dependency 
on mobile phone plays a part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n the influence of sensation seeking on sui-
cidal id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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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的城镇化趋势十分明显，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越来

越多。但是，由于经济及其他各种条件的限制，进城务工人员往往要将子女留在家中，因此，留守儿童

的数量与日俱增(龙梅兰，2018)。留守儿童主要涉及 18 岁以下的儿童，他们被留在家里，而他们的一名

父母或父母双方在城市工作超过三个月(郝振，崔丽娟，2007)。由于父母不在身边，留守儿童难以享受与

其他儿童一样的关爱和照料，因此他们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现在也正受到各界的

关注(万龙，2017)。 
感觉寻求是个体对各种强烈、刺激体验的追求与渴望(Zuckerman, 1995)。对感觉寻求的研究主要来

自于感觉剥夺实验(董丹，2017)。它包括多个维度，比如兴奋冒险寻求和去抑制等。兴奋冒险寻求指个体

对于冒险、刺激类活动的偏好，去抑制指个体通过社会不赞许的方式寻求强烈的感觉刺激(李艳，2018)。 
美国精神卫生调查局将自杀意念定义为个体有自杀的动机和愿望，但是个体还没有采取实际的行动

(刘细梅，2014)。有研究表明，留守儿童自杀发生率较高，且亲子关系、家庭经济状况、学习成绩等对留

守儿童自杀意念影响很大(邵福泉，苏虹，2011)。 
青少年感觉寻求与自杀有显著相关性，而手机依赖又是时下热点话题，留守儿童由于无人监督照料，

常常放任自流，容易受到手机视频和网络游戏的诱惑(苑光宗，2011；韩中峰，2019)。因此，本文旨在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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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研究农村留守儿童手机依赖、感觉寻求、自杀之间的关系，减少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促进儿童

茁壮成长。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取便利抽样的方法发放 220 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 198 份，有效率 90%。变量有学生的“学习认

知”、与父母沟通联系情况调查项目，调查项目包括：“学习是否有用”、“与父母沟通程度”、“主

动联系父母”和“多久与父母联系”。见表 1。 
 

Table 1. Frequency of cognition of learning, communication with parents 
表 1. 学习认知变量、与父母沟通联系情况的频数 

  频数(人)  频数(人)  

学习是否有用 

很有用 136 

与父母沟通程度 

很不满 6 

无所谓 56 不满意 11 

没用 6 一般 79 

多久与父母联系 

很少 24 较满意 84 

几月一次 16 很满意 18 

每月一次 24 

主动联系父母 

从不 6 

每周一次 97 极少 42 

每周几次 37 有时 85 

   经常 53 

   总是 12 

2.2. 研究方法 

2.2.1. 青少年手机使用依赖自评问卷 
采用陶舒曼等人的《青少年手机使用依赖自评量表》。该量表分为三个维度，分别是“戒断症状”、

“渴求性”、“身心效应”。该量表采用 5 点计分法。量表共有 13 个项目，其 α系数为 0.87 (陶舒曼等，

2013)。 

2.2.2. 青少年感觉寻求量表 
采用陈丽娜、张明教授编订的《中国版青少年感觉寻求问卷》。该量表有两个维度，分别是“兴奋

与冒险寻求”和“去抑制”。采用 3 点计分法。问卷共有 30 个项目，其 α系数为 0.871 (陈丽娜等，2006)。 

2.2.3. 自杀意念自评量表 
采用夏朝云编订的《自杀意念自评量表》。该量表分为四个维度，分别是“掩饰”、“绝望”、“乐

观”、“睡眠”。本量表以“是”或“否”作为计分标准，正项题目每题答“是”记一分；反项题目每

题答“否”记一分。总分大于等于 12 说明有自杀意念，若掩饰因子得分大于等于 4，则被试此次问卷作

答无效。问卷共有 26 道题目，其中 9 道题目为反项计分题目，该问卷的 α系数为 0.783 (夏朝云等，2002)。 

2.2.4. 数据处理分析 
使用 SPSS22.0 进行统计处理，使用了描述统计、方差分析、事后多重比较、相关分析、线性回归分

析和中介效应检验等统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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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 

3.1. 农村留守儿童感觉寻求对学习认知变量的差异分析 

表 2 结果显示，在“学习是否有用”上，感觉寻求各个维度及其总体得分均存在显著差异。事后多

重比较发现，在“兴奋与冒险寻求”和“感觉寻求总体”上，认为学习无用的农村留守儿童得分高于认

为学习有用的留守儿童；在“去抑制”上，认为学习无所谓的农村留守儿童得分高于认为学习有用的留

守儿童。认为学习有用的留守儿童在感觉存起中得分最低。 
 

Table 2. Analysis of cognition of learning of left-behind children’s sensation seeking 
表 2. 留守儿童感觉寻求对学习认知的差异分析  

  兴奋与冒险寻求 去抑制 感觉寻求 

学习是否有用 

很有用(n = 136) 27.50 ± 8.04 18.11 ± 4.32 45.60 ± 10.62 

无所谓(n = 56) 28.41 ± 8.88 20.41 ± 4.43 48.82 ± 11.31 

没用(n = 6) 38.33 ± 5.72 21.00 ± 6.57 59.33 ± 10.65 
F 5.043** 6.158** 5.842** 

注：**代表 P < 0.01。 

3.2. 农村留守儿童手机依赖的不同变量分析 

表 3 结果表明，在“与父母沟通程度”上，“戒断症状”和“手机依赖总体”得分存在显著差异。

事后多重比较发现，“与父母沟通程度不满意”的留守儿童在手机依赖上得分显著高于“与父母沟通程

度很满意”的留守儿童，即与父母沟通程度越不满意，手机依赖得分越高。在“主动联系父母”上，“苛

求性”和“手机依赖总体”得分存在显著差异。事后多重比较发现，极少主动联系父母的留守儿童在手

机依赖上的得分最高，主动联系父母的次数越多，手机依赖的程度越低。在“学习是否有用”上，手机

依赖总体及其各个维度得分均存在显著差异。事后多重比较可知，认为学习很有用的留守儿童的手机依

赖得分最低。 
 

Table 3. Analysis of different variables of left-behind children’ dependency on mobile phone 
表 3. 留守儿童手机依赖的不同变量分析 

  戒断症状 渴求性 身心效应 手机依赖 

与父母沟通程度 

很不满(n = 6) 15.83 ± 4.40 5.50 ± 3.78 8.67 ± 2.34 30.00 ± 9.86 

不满意(n = 11) 16.08 ± 5.65 6.83 ± 3.74 10.6 ± 3.47 33.58 ± 12.35 

一般(n = 79) 12.81 ± 5.79 5.61 ± 2.26 9.10 ± 3.48 27.52 ± 10.40 

较满意(n = 84) 12.34 ± 3.94 5.35 ± 2.24 8.45 ± 2.90 26.14 ± 7.89 

很满意(n = 18) 9.95 ± 3.36 4.47 ± 1.50 8.53 ± 3.37 22.95 ± 7.07 

F 3.762** 1.977 1.472 2.840* 

主动联系父母 

从不(n = 6) 14.33 ± 5.01 5.83 ± 3.76 9.67 ± 2.94 29.83 ± 9.43 

极少(n = 42) 14.33 ± 6.38 6.26 ± 2.82 9.98 ± 3.85 30.57 ± 11.97 

有时(n = 85) 12.49 ± 4.68 5.53 ± 2.34 8.80 ± 2.97 26.83 ± 8.69 

经常(n = 53) 11.71 ± 3.98 4.85 ± 1.85 8.27 ± 3.09 24.84 ± 7.87 

总是(n = 12) 11.00 ± 4.11 4.75 ± 1.54 7.50 ± 2.39 23.25 ± 7.45 

F 2.287 2.485* 2.417 2.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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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学习是否有用 

很有用(n = 136) 11.53 ± 4.30 4.92 ± 1.99 8.22 ± 2.99 24.67 ± 8.14 

无所谓(n = 56) 14.86 ± 5.51 6.63 ± 2.77 10.3 ± 3.25 31.79 ± 10.21 

没用(n = 6) 17.17 ± 5.23 7.17 ± 2.29 10.0 ± 4.05 34.33 ± 9.50 

F 12.93*** 13.31*** 9.515*** 15.232*** 

注：*代表 P < 0.05；**代表 P < 0.01；***代表 P < 0.001。 

3.3. 农村留守儿童自杀意念的不同变量分析 

表 4 表明，在“与父母沟通程度”上，自杀意念的总体及各个维度得分均存在显著差异。通过事后

多重比较发现，与父母沟通程度越满意，自杀意念得分越低。在“多久与父母联系”变量上，“乐观”

因子和“自杀意念总体”得分存在显著差异。经事后多重比较显示，每周与父母联系一次或几次的留守

儿童自杀意念得分低于很少或几月与父母联系一次的留守儿童，即与父母联系越频繁，留守儿童的自杀

意念得分越低。在“学习是否有用”变量上，“绝望”因子、“乐观”因子和“自杀意念总体”得分存

在显著差异。经事后多重比较可知，认为“学习无所谓”的留守儿童自杀意念得分高于认为“学习很有

用”的留守儿童。 
 

Table 4. Analysis of different variables on suicide ideation of left-behind children 
表 4. 留守儿童自杀意念的不同变量分析 

  绝望 乐观 睡眠 自杀意念 

与父母沟通程度 

很不满(n = 6) 7.50 ± 3.51 1.50 ± 1.64 2.17 ± 1.33 12.5 ± 5.128 

不满意(n = 11) 7.08 ± 3.60 2.08 ± 1.93 2.67 ± 1.50 13.08 ± 5.25 

一般(n = 79) 6.18 ± 3.81 1.92 ± 1.59 1.90 ± 1.35 11.29 ± 5.26 

较满意(n = 84) 4.32 ± 3.05 0.93 ± 1.33 1.59 ± 1.11 8.40 ± 4.01 

很满意(n = 18) 2.53 ± 2.52 0.95 ± 1.13 1.16 ± .96 6.58 ± 3.15 

F 7.702*** 5.806*** 3.629** 8.476*** 

多久与父母联系 

很少(n = 24) 6.32 ± 0.71 2.20 ± 0.30 1.92 ± 0.25 11.68 ± 0.96 

几月一次(n = 16) 5.94 ± 0.89 1.88 ± 0.37 1.81 ± 0.32 10.69 ± 1.20 

每月一次(n = 24) 5.83 ± 0.73 1.75 ± 0.31 1.79 ± 0.26 11.17 ± 0.98 

每周一次(n = 97) 4.51 ± 0.36 1.04 ± 0.15 1.72 ± 0.13 8.64 ± 0.49 

每周几次(n = 37) 5.21 ± 0.58 1.42 ± 0.24 1.66 ± 0.21 10.13 ± 0.78 

F 1.882 3.943** 0.189 3.026* 

学习是否有用 

很有用(n = 136) 4.60 ± 3.43 1.08 ± 1.35 1.65 ± 1.22 8.94 ± 4.54 

无所谓(n = 56) 6.32 ± 3.69 2.21 ± 1.71 2.04 ± 1.29 11.70 ± 5.33 

没用(n = 6) 6.67 ± 3.93 1.50 ± 1.38 1.50 ± 1.64 10.83 ± 4.80 

F 5.377** 12.106*** 2.052 6.785** 

注：*代表 P < 0.05；**代表 P < 0.01；***代表 P < 0.001。 

3.4. 农村留守儿童感觉寻求、手机依赖与自杀意念的相关分析 

表 5 对农村留守儿童手机依赖、感觉寻求和自杀意念总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农村留守儿童

的“感觉寻求”与“手机依赖”呈显著正相关(r = 0.254, P < 0.01)；农村留守儿童的“手机依赖”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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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意念”呈显著正相关(r = 0.378, P < 0.01)；农村留守儿童的“感觉寻求”与“自杀意念”呈显著正相关

(r = 0.223, P < 0.01)。 
 

Table 5.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sensation seeking, dependency on mobile phone and suicide ideation  
表 5. 留守儿童感觉寻求、手机依赖与自杀意念的相关分析 

 手机依赖 感觉寻求 自杀意念 

手机依赖 1   

感觉寻求 0.254** 1  

自杀意念 0.378** 0.223** 1 

注：**代表 P < 0.01。 

3.5. 农村留守儿童感觉寻求、手机依赖对自杀意念的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究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以“自杀意念”为因变量，以“感觉寻求”和“手机依赖”

作为预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表 6 结果表明，农村留守儿童的“感觉寻求”与“手机依赖”可以解释“自

杀意念”中 16%的变异量，即“感觉寻求”与“手机依赖”可以显著预测“自杀意念”的水平(F = 18.92, 
P < 0.001)。回归方程为：自杀意念(Y) = 2.086 + 0.138 × 感觉寻求 + 0.342 × 手机依赖。 

 
Table 6. Regression analysis of sensation seeking, dependency on mobile phone and suicidal ideation 
表 6. 留守儿童感觉寻求、手机依赖与自杀意念的相关分析 

预测变量 因变量 R2 B Bata t F 

手机依赖 
自杀意念 0.160 

0.179 0.342 5.068 
18.92*** 

感觉寻求 0.061 0.138 2.043 

注：***代表 P < 0.001。 

3.6. 在感觉寻求与自杀意念间手机依赖的中介效应 

表 7 表明：首先检验中介效应模型中的系数 c，即感觉寻求对自杀意念的总效应，结果：系数 c = 0.227 
(t = 3.288, P < 0.01)且显著；然后，依次检验系数 a (感觉寻求对中介变量手机依赖的指向效应)和 b (感觉

寻求和手机依赖同时放入中介模型时中介变量对自杀意念的效应)，经检验可知：系数 a = 0.261 (t = 3.813, 
P < 0.001)和 b = 0.342 (t = 5.068, P < 0.001)皆显著；最后，检验系数 c′，即控制了中介变量手机依赖的影

响后感觉寻求对自杀意念的直接效应，结果显示：系数 c′ = 0.138 (t = 2.043, P < 0.05)，且 ab 与 c 同号，

可知在感觉寻求与自杀意念间，手机依赖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的比值为 39.32%。最终所得中介

模型见图 1。 
 

Table 7. Mediating effect of dependency on mobile phone between sensation seeking and suicidal ideation  
表 7. 手机依赖在感觉寻求和自杀意念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标准化回归方程 β SE t 

第一步 Y = 0.227(c)X 0.101 0.031 3.288** 

第二步 M = 0.261(a)X 0.227 0.058 3.813*** 

第三步 
Y = 0.342(b)M 0.179 0.035 5.068*** 

+0.138(c′)X 0.061 0.030 2.043* 

注：*代表 P < 0.05；**代表 P < 0.01；***代表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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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Mediating effect diagram 
图 1. 中介效应示意图 

4. 讨论 

4.1. 农村留守儿童感觉寻求对学习认知变量的分析 

认为学习很有用的留守儿童，其感觉寻求水平越低。这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认为学习很有

用的留守儿童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学习，自我控制积极学习的能力比不重视学习的儿童更好，根据已有研

究发现自我控制更好的儿童可以更合理的调适自我的感觉寻求(江晶，2012)，他们探索新异刺激情境和冒

险的行为就相对减少，因此他们感觉寻求的得分相对较低；第二，认为学习有用的儿童在学习上可能存

有更多耐心，学习是一种需要安静环境的持之以恒的事情，而感觉寻求则是追求强烈的具有冲击力的新

奇体验，有研究发现感觉寻求的个体冲击性和攻击性都更高(欧缤忆，2015)。二者明显相反，所以认为学

习很有用的留守儿童的感觉寻求水平更低。 

4.2. 农村留守儿童手机依赖的不同变量分析 

结果可知农村留守儿童与父母沟通程度不满、与父母主动联系越少，其手机依赖水平越高。亲子之

间越能够相互信任、经常沟通，留守儿童越能拥有良好的依赖形式，也越能从中获得安全感，儿童感受

到父母对自己的爱和关切，亲子沟通帮助儿童度过重要的时期，以有效减轻留守儿童对移动电话的依赖

程度(Kenny & Rice, 1995; Laible et al., 2000)。反之，亲子沟通不畅，关系不和谐，留守儿童会感到孤独

空虚，内心的情感需要不能得到满足，因此沉迷于网上冲浪，以此弥补心理缺失(卿再花等，2018)。Lepp
等人的研究也表明，亲子间低水平的沟通可能导致个体不恰当的手机使用甚至使个体养成手机成瘾的习

惯(Lepp et al., 2016)。 
认为学习很有用的儿童手机依赖水平更低。这可能是因为认为学习很有用的儿童会把更多时间投入

到学习中，也更懂得“业精于勤荒于嬉”，因此他们上网冲浪的时间更少，手机成瘾的程度更低。反观

认为学习没用的学生，他们会把大量时间用到学习以外的地方，现在是网络盛行的时代，虚拟世界五彩

缤纷，他们往往荒废学业沉迷网络，有研究发现，手机依赖强的学生缺乏学习动机和学习方法、自我实

现的需要更低，对学习认知度更低，更难获得学习的成就感，不愿学习(许晓如，2021)。还有研究发现没

有父母的关注，部分留守儿童对学习没有正确的认识。由于缺乏父母的引导，部分留守儿童对学习的意

义和目的认识不足，认为学习不重要，可能更容易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情上(翟慧，2019)，比如玩手机，

进而产生手机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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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农村留守儿童自杀意念的不同变量分析 

研究结果发现与父母沟通程度越好、与父母联系越多，农村留守儿童的自杀意念越低。这与卢广新

等人的研究一致，他们认为子女的自杀意念产生和亲子间沟通频率等因素有非常大的关系，沟通频率过

低很可能使儿童产生自杀念头(卢广新等，2012)。对于低自杀意念的儿童而言，他们的父母往往会给他们

高水平的关注，父母对孩子缺乏关注，双方沟通不畅会严重影响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甚至使儿童产生

自杀意念。因此，要想让留守儿童茁壮成长，父母高度的积极关注是必不可少的(尹丹丹，2017)。一项元

分析结果也指出父母低关注对儿童青少年的自杀念头有严重影响(Goschin et al., 2013)。 
不重视学习的农村留守儿童自杀意念高于重视学习的农村留守儿童。这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

重视学业的儿童把重心放在学习上，很少关注其他事情，因此自杀意念少；第二重视学业的儿童往往比

不重视学业的儿童在学习成绩上更出色，他们在学习上找回自信，更加坚定自己的理想目标，生活更加

充实有方向，因此自杀意念更少产生。相反，不重视学业的学生可能会受到家庭和学校的忽视，产生大

量负面情绪甚至是低自尊，部分留守儿童心灵比较敏感，心理素质比较差，个体的负性情绪可以较大预

测个体的自杀意念(蔡婷婷等，2021)，儿童更容易产生自杀意念。 

4.4. 手机依赖在感觉寻求与自杀意念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研究结果发现手机依赖与自杀成正相关。Oshima 等对日本 17920 人进行研究发现，夜间电话的使用

与青少年自杀趋势和自杀行为有强烈的相关程度，这可能是由于网络使用过度，青少年休息时间减少，

从而使青少年产生更多的焦虑情绪(Oshima et al., 2012)。因此必须减少个体使用移动电话的时长和频率。

Sahin 等研究也发现手机依赖现象越严重会带来心理、生理的不适，比如自杀意念(Sahin et al., 2013)。对

有手机依赖情况的学生进早干预，尽早控制手机使用对儿童身心发展非常有益。儿童消极情绪的增加与

手机成瘾密不可分，因此手机使用不当会使儿童产生逃学、攻击、自杀等各种不良行为(王侠，2017)。因

此，恰当解決网络成瘾儿童的手机使用情况，可以减少其出现不良的情绪或行为问题(Roser et al., 2016)。 
感觉寻求与手机依赖间呈现明显正相关，即感觉寻求水平越高，手机依赖程度越严重。在邓华琼的

研究中发现，去抑制这一因子会使个体产生严重的手机依赖(邓华琼，2015)。Joinson 指出在虚拟空间中

社会抑制能力和个人的行为更无法控制(Joinson, 1998)，这解释了个体手机成瘾的程度与个体去抑制水平

正相关，去抑制程度越高，手机依赖越强烈。 
从研究结果中发现感觉寻求与自杀间呈现显著正相关。感觉寻求高的个体更渴望体验刺激性、新异

性强的活动，因此感觉寻求水平高的个体更容易使自己置身于危险的境地(苑光宗，2011)。Glenn 关于自

残行为研究发现，感觉寻求水平越高，个体自伤的可能性越大(Glenn & Klonsky, 2010)。回归分析中显示:
手机依赖和感觉寻求进入了回归方程能够显著预测自杀意念。因此，对手机依赖严重的留守儿童的关注

非常必要，给他们更多的关心和爱护，降低他们的手机依赖情况和感觉寻求情况，从而降低他们的自杀

意念。根据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留守儿重的感觉寻求会影响自杀意念，而手机依赖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

感觉寻求水平越低，手机依赖程度越低，个体更少沉迷于虚拟世界，更能体会到身边事物的美好，自杀

意念就会降低，有利于留守儿童身心健康发展。 

5. 结论 

学习认知、与父母沟通联系情况对农村留守儿童感觉寻求、手机依赖和自杀意念有显著的影响。 
农村留守儿童的手机依赖越严重、感觉寻求越高，其自杀意念就越强；手机依赖和感觉寻求对自杀

意念有预测作用。 
农村留守儿童的手机依赖在感觉寻求对自杀意念的影响起部分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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