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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明确大学生手机依赖、学业自我效能感情况及相关性。方法：采用描述性研究设计，于2022年11
月~2023年1月，采取便利抽样法，以河南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的在读生200人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中文

网络成瘾量表的修订版(CIAS-R)、学业自我效能感量表进行调查，运用SPSS25.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大学生网络成瘾总分为(36.70 ± 14.76)分，平均得分为(2.29 ± 0.92)分；学业自我效能感量表总

分为(81.76 ± 19.83)分，平均得分为(3.72 ± 0.90)分。网络成瘾强度与学业自我效能感呈负相关(r = 
−0.883)。结论：大学生手机依赖现象普遍存在，学业自我效能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学生网络成瘾强

度越高，学业自我效能感越低，建议从提升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着手降低其网络成瘾强度，控制手机

依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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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of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and academic self-efficacy of 
college students,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m. Methods: A descriptive research design 
was used. From November 2022 to January 2023, 200 students from the School of Nursing of He-
n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by conveni-
ence sampling method. The Chinese Internet Addiction Scale-Revised (CIAS-R) and Academic 
Self-Efficacy Scale were used for investigation. SPSS25.0 statistical software was used for data 
analysis. Results: The total score of IAD was (36.70 ± 14.76), and the average score was (2.29 ± 
0.92). The total score of academic self-efficacy scale was (81.76 ± 19.83), and the average score 
was (3.72 ± 0.90). The intensity of Internet addiction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academic 
self-efficacy (r = −0.883). Conclusions: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is common among college stu-
dents, and their academic self-efficacy is in the upper middle level.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In-
ternet addiction, the lower their academic self-efficacy. It is suggested to reduce the degree of In-
ternet addiction and control the phenomenon of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by improving students’ 
academic self-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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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超过 99%的大学生拥有智能手机，并且有超过一半的大学生每天会有超过 5 个

小时的时间花费在智能手机上[1]，大学生如果较长时间使用手机就会产生倦怠感、精神不好的问题，而

长期沉迷手机游戏等，学生对时间的认知会被影响，会失去对学业的认识和态度[2]。国内外相关研究证

明学业成绩和学业自我效能感之间呈正相关[3] [4]。护理专业与人类健康密切相关，并且是一个实践性较

强的专业，需要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解决临床实际问题。而在日常教学中，笔者发现护理专业学生

手机依赖的情况非常严重，这一现象是否影响了学生的学习自我效能感以及学业成绩，我们不得而知，

基于此，笔者于 2022 年 11 月~2023 年 1 月，采取便利抽样法，以河南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的在读生

200 人进行调查，以明确护理专业大学生手机依赖、学业自我效能感现在及相关性，为相关研究提供参

考。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本研究采取便利抽样法，采用 Cochran 法从 400 个研究人群中确定样本量，其中 197 个样本量是满

足分析需要的最小样本量。实际调查了 200 例作为本次调查的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 河南中医药大学

护理学院在读生。2) 知情并自愿参与本次调查。排除正在参与其他研究调查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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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方法 

2.2.1. 调查工具 
1) 一般资料调查表 
大学生的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年纪、家庭所在地址、是否为独生子女、是否有挂科、是否为

党员或入党积极分子、是否为班干部等。 
2) 中文网络成瘾量表的修订版(CIAS-R) 
本量表是熊婕等人编制的[5]，包含 16 个题目，分别对应 4 个不同的维度，1~5 分，从非常不符合到

非常符合，五点计分，全部为正向计分，被试测得的分数水平越高，说明成瘾程度越严重，本研究总量

表的卡隆巴赫系数为 0.896，4 分不同维度因子的 a 系数分别是：1) 戒断症状：0.786；2) 突显行为：0.736；
3) 社交抚慰：0.806、心境改变：0.610。量表结构良好，内部一致性信效度较高，主要是用于大学生手

机成瘾情况的测量评估。 
3) 自我效能感量表 
本研究采用的调查问卷是由梁宇颂[6]和周宗奎参考 Pintrich 和 De Groot 编制的学业自我效能问卷，

本问卷共有 2 个维度：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和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一共 22 题，每个维度共 11 题，量

表采用五分制评分，得分越低表示学业自我效能感越低。梁宇颂在以武汉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运用此量

表探索大学生在成就目标、归因和学业自我效能感方面的特点及三种学习动机因素的关系，测得该量表

的内在信度为 0.81，克龙巴赫系数为 0.89。 

2.2.2. 调查方法 
最终问卷由一般调查资料、中文网络成瘾量表的修订版(CIAS-R)、自我效能感量表三部分组成，研

究者以问卷星为载体，通过线上视频会议的方式，向调查者解释本问卷调查的目的以及填写时的注意事

项，将调查问卷以二维码或链接的形式分享，发放问卷并不记名调查，问卷填写完毕，立即收回。 

2.2.3.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25.0 统计软件，对收集的有效数据资料进行录入、分析和处理。采用频数、均数、构成比、

标准差等统计指标对数据进行统计学描述，了解大学生手机依赖、学业自我效能感的现状；运用方差分

析、Pearson 相关分析等分析方法，获取手机依赖、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因素以及手机依赖与大学生学

业自我效能感的相关性。 

2.2.4. 质量控制 
质量控制贯穿于研究设计、现场调查、数据录入与分析等各个环节。 
1) 正式调查。由调查者向学生讲述调查的目的、要求以及注意事项，在被调查者明确以及理解之后，

开始填写问卷，填写完毕，立即收回。 
2) 问卷调查。将收回的问卷进行整理，剔除无效问卷。 
3) 数据录入与分析。将整理后的问卷进行编码，将编码后的问卷进行双机录入，运用 SPSS 进行分

析。 

3. 结果 

3.1. 一般调查资料 

在本次调查中，共收回有效问卷 200 份，调查的大学生的年龄为 18~24 岁，平均年龄为(20.79 ± 1.724)
岁；男生 83 人(41.5%)，女生 117 人(58.5%)；大一学生 56 人(28.0%)，大二学生 37 人(18.5%)，大三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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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人(21.5%)，大四学生 64 人(32.0%)；家庭地址位于城镇的为 108 人(54.0%)，而家庭住址位于农村的为

92 人(46.0%)；独生子女人数为 32 人(16.0%)，而非独生子女人数为 168 人(84.0%)；对于当前所学专业很

满意的人数为 20 人(10.0%)，不太满意的人数为 77 人(38.5%)，不满意的为 103 人(51.5%)；在大学中存

在挂科的人数为68人(34.0%)，没有挂科的人数为132人(66.0%)；在大学中为班干部的人数为74人(37.0%)，
未担任过班干部的人数为 126 人(63.0%)；目前是党员或者入党积极分子的人数为 24 人(12.0%)，不是的

人数为 176 人(88.0%)。详情如表 1 所示。 
 
Table 1. General information on university students 
表 1. 大学生一般资料 

项目 类别 频数(n = 200) 构成比(%) 

性别 
男 83 41.5 

女 117 58.5 

年级 

大一 56 28.0 

大二 37 18.5 

大三 43 21.5 

大四 62 32.0 

家庭所在地 
城镇 108 54.0 

农村 92 46.0 

独生子女 
是 32 16.0 

否 168 84.0 

对于现在所学专业的满意度 

很满意 20 10.0 

不太满意 77 38.5 

不满意 103 51.5 

是否有挂科 
是 68 34.0 

否 132 66.0 

是否为班干部 
是 74 37.0 

否 126 63.0 

是否为党员或入党积极分子 
是 24 12.0 

否 176 88.0 
 
3.2. 中文网络成瘾量表的修订版(CIAS-R) 

大学生手机依赖中文网络成瘾量表平均得分为(2.29 ± 0.92)分，具体得分情况如表 2 所示。 
 
Table 2. Scores on the revised version of the Chinese Internet Addiction Scale (CIAS-R) (n = 200) 
表 2. 中文网络成瘾量表的修订版(CIAS-R)得分情况(n = 200) 

条目 陈述 X SD±  

9 我经常有我的手机铃声响了我的手机在震动的幻觉 2.13 ± 1.248 

10 电话多短信多我会觉得生活更充实 2.16 ± 1.047 

13 同学朋友常说我太过依赖手机 2.19 ± 0.996 

8 一段时间手机铃声不响，我会感到不适应，便下意识看一下手机是否有接电话，

短信 
2.20 ± 1.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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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5 课堂上我会经常主动把注意力集中在手机上而影响听课 2.21 ± 1.281 

6 如果没有手机我会感到孤独 2.26 ± 1.233 

11 我经常害怕手机自动关机 2.30 ± 1.089 

14 当手机经常连不上线收不到信号时我会焦虑并且脾气变得暴躁起来 2.33 ± 1.157 

16 我觉得用手机跟他人交流更舒适 2.35 ± 1.106 

3 在等人的时候我总是频繁打手机问对方身在何处如果不打就很焦急难耐 2.36 ± 1.102 

2 我宁愿选择手机聊天不愿直接面对面交流 2.36 ± 1.098 

5 课堂上我会因为电话或短信而不能专心听讲 2.36 ± 1.080 

7 用手机与他人交流时我感到更自信 2.36 ± 1.094 

4 如果很长时间没用手机我会觉得难受 2.37 ± 1.131 

12 手机是我的一部分一旦减少就觉得失去了什么似的 2.38 ± 1.266 

1 一段时间没有带手机我会马上去查阅是否有短信未接来电 2.40 ± 1.195 

总分  36.70 ± 14.76 

 
3.3. 自我效能感 

大学生在自我效能感的平均得分为(3.72 ± 0.90)分，具体的分情况如表 3 所示。 
 
Table 3. Academic self-efficacy scores of college students (n = 200) 
表 3. 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得分情况(n = 200) 

条目 陈述 X SD±  

9 我经常选择那些虽然难，却能够从中学到知识的学习任务， 
哪怕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3.57 ± 1.040 

20 课堂上做笔记时，我总试图记下老师的每一句话，而不管他是否有意义 3.63 ± 0.994 

14 那阅读书本时，我完全能够理解他讲的是什么意思 3.63 ± 0.998 

7 我喜欢选择富有挑战性的学习任务 3.64 ± 1.047 

4 我认为我能够在课堂上及时掌握老师所讲授的内容 3.65 ± 0.996 

16 我上课时总是能认真听讲，不会想其他的事情 3.65 ± 1.060 

6 和班上其他同学相比，我对所学专业的了解更广泛 3.67 ± 1.024 

13 当我思考某一问题时，我能够将前后所学的知识联系起来思考 3.69 ± 1.039 

1 我相信自己有能力在学习上取得好成绩 3.70 ± 1.018 

8 我认为自己能够很好的理解书本上的知识及老师所讲的内容 3.70 ± 0.971 

11 不管我的学习成绩好与坏，我都从不怀疑自己的学习能力 3.70 ± 1.093 

12 学习时我总喜欢通过自问自答的方式来检验自己是否已掌握了学习的内容 3.72 ± 0.999 

10 其实我在某次考试中的成绩很不好，我也能平静的分析自己在考试中所犯的错误 3.73 ± 1.078 

5 我认为我能够学以致用 3.74 ± 1.076 

15 阅读书本时，我能够将所阅读的内容与自己已掌握的知识联系起来进行思考 3.75 ± 1.272 

17 我常常能准确地概括出所阅读的主要意思 3.76 ± 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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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9 当我为考试而复习时，我能够将前后所学的知识联系起来进行复习 3.77 ± 1.227 

2 我认为自己有能力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问题 3.78 ± 1.265 

21 做作业时总力求回忆起老师在课堂上所讲的内容，以便把作业做好 3.78 ± 1.102 

18 我总是在书本或笔记本上画出重点部分，并帮助学习 3.80 ± 1.008 

22 即使老师没有要求，我也会自觉的做书本上的每一章节后面的习题来检验 
自己对知识的掌握情况 

3.85 ± 1.359 

3 我们班上其他同学相比，我的学习能力是比较强的 3.86 ± 1.289 

总分  81.76 ± 19.83 

 
3.4. 大学生手机依赖的单因素分析 

对录入的一般资料进行方差分析，可以看出性别、年级、家庭所在地、是否为独生子女、对所学专

业的满意度、是否有挂科、是否为班干部等变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而是否为党员或入党积极

分子、年纪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说明是否为党员或入党积极分子、年纪是大学生手机依赖的影响因

素。具体数据如表 4 所示。 
 
Table 4. ANOVA of general information on factors affecting cell phone dependence among college students 
表 4. 一般资料对大学生手机依赖情况的影响因素方差分析 

项目 类别 频数(n = 200) F/t 值 P 值 

性别 
男 83 0.991 0.49 (P > 0.05) 

女 117   

年级 

大一 56 1.299 0.15 (P > 0.05) 

大二 37   

大三 43   

大四 62   

年纪(岁) 

18 27   

19 25 140.339 0.00 (P < 0.05) 

20 33   

21 33   

22 39   

23 39   

24 2   

家庭所在地 
城镇 108 1.128 0.30 (P > 0.05) 

农村 92   

独生子女 
是 32 0.813 0.76 (P > 0.05) 

否 168   

对于现在所学专业的满意度 
很满意 20 1.287 0.15 (P > 0.05) 

不太满意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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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不满意 103   

是否有挂科 
是 68 1.112 0.32 (P > 0.05) 

否 132   

是否为班干部 
是 74 0.805 0.77 (P > 0.05) 

否 126   

是否为党员或入党积极分子 
是 24 3.526 0.00 (P < 0.05) 

否 176   

 
3.5. 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单因素分析 

根据录入的数据进行方差分析，得出 P 值，可以看出性别、年级、家庭所在地、对现在所学专业的

满意度、是否有挂科、是否为班干部等变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而是否为独生子女、是否为党

员或者入党积极分子、年纪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说明是否为独生子女、是否为党员或入党积极分子、

年纪为大学生自我学业效能感的影响因素。具体数据如表 5 所示。 
 
Table 5. ANOVA of general information on factors influencing academic self-efficacy of college students 
表 5. 一般资料对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影响因素的方差分析 

项目 类别 频数(n = 200) F/t 值 P 值 

性别 
男 83 0.954 0.56 (P > 0.05) 

女 117   

年级 

大一 56 1.079 0.36 (P > 0.05) 

大二 37   

大三 43   

大四 62   

年纪(岁) 

18 27   

19 25 118.249 0.00 (P < 0.05) 

20 33   

21 33   

22 39   

23 39   

24 2   

家庭所在地 
城镇 108 0.933 0.59 (P > 0.05) 

农村 92   

独生子女 
是 32 1.592 0.02 (P < 0.05) 

否 168   

对于现在所学专

业的满意度 

很满意 20 1.108 0.32 (P > 0.05) 

不太满意 77   

不满意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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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是否有挂科 
是 68 1.207 0.20 (P > 0.05) 

否 132   

是否为班干部 
是 74 0.951 0.56 (P > 0.05) 

否 126   

是否为党员或入

党积极分子 
是 24 2.742 0.00 (P < 0.05) 

否 176   

 
3.6. 大学生手机依赖与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的相关性分析 

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法对 200 例大学生手机依赖与学业自我效能感进行相关性分析，手机依赖与学

业自我效能感呈负相关，具体数据如表 6 所示。 
 
Table 6.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cell phone dependence on academic self-efficacy 
表 6. 手机依赖于学业自我效能感相关分析 

  手机依赖总分 学业自我效能总分 

手机依赖总分 Pearson Correlation Sig. (2-tailed) 1 −0.883**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4. 讨论 

4.1. 大学生手机依赖的现状及影响因素 

经调查，大学生中文网络成瘾量表得分为 36.70 ± 14.76 分，且低于 46 分的占比 78%，说明大学生整

体手机依赖性较低。而高于 46 分的有 44 人，占比 22%，其中有 33 人得分超过 60 分，占比 16.5%。相

较于黄龙等人的研究平均得分较低，但得分超过 60 的占比较高。平均得分低的原因可能在于作为中医院

校的学生，大部分学生都比较注重养生[7]，过度依赖手机不仅伤目还伤神；得分超过 60 的占比高的原因

可能在于黄龙等人的研究是在 2017 年，但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手机娱乐功能更加多样，而有些同学

自制力不高，会很依赖手机。 
手机依赖受到是否为党员或入党积极分子以及年级两个因素的双重影响。党员以及入党积极分子均

接受过党史教育，在浓厚的党史教育下，他们的思想高度得到提升，“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为复兴

中华而读书”。投射到现实中，影响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进而改变实践[8]，因此对于网络成瘾性更低，

更具有实干精神。大一新生高中三年几乎处在手机禁止的环境中，所以出于对手机的新鲜感可能会长时

间玩，甚至产生依赖感;进入大二阶段，新鲜感降低再加上专业课的增多，空余时间变少了，手机使用时

间也相对减少了；大三阶段后，面临着考研以及毕业的压力，学生会变得更加自律，为了自己的目标奋

斗，课余时间就更少了，因此对手机的依赖性会更低。 

4.2. 大学生学习自我效能感的现状和影响因素 

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总均及各维度得分均居于中值之上，由此可见，大学生自我效能感处于中等

偏上水平，说明大学生拥有较强的自信可以顺利完成学业，并且取得良好成绩。学习自我效能感受到是

否为独生子女、年纪和是否为党员或入党积极分子 3 个因素的影响。 
独生子女在家庭中更具有优势，可获得多方面的支持。比如：1) 父母投资：独生子女通常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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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父母关注和投资，包括教育、健康和生活等方面。2) 教育机会：独生子女通常可以得到更好的教

育机会，父母可以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学习资源和支持[9] [10]。3) 社会地位：在中国等独生子女政策实行

的国家，独生子女通常可以得到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权利。4) 父母关爱：独生子女通常可以得到更多的父

母关爱和陪伴，有助于培养他们的自尊、自信和情感稳定性。5) 经济实力：独生子女通常可以享受到家

庭更多的资产和经济资源，有助于他们在生活中更加自由和独立。因此，独生子女更容易在学业顺利完

成上拥有较多的信心。 
随着年级的增长，学生们逐步适应了教学节奏，后期又去参加见习和实习，增强了自身学习的能力，

同时也提高了学习自我效能感。大一新生刚经历过高考，依旧保持着高中时养成的良好学习习惯，学习

行为自我效能感较高；进入大二阶段，随着专业课的增多以及课外活动的丰富，学生难免感到紧张，对

自身的学习行为感到担忧，对前途感到迷茫，导致其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降低；进入大三年级后，他们

对大学的教学特点和自己对未来的发展目标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进一步适应了大学的学习生活规律[11]，
自信心和自律性再度增强，其学习行为的自我效能感也由此得到提升。 

学习自我效能感还受到是否为党员或积极分子的影响。党员以及入党积极分子均接受过党史教育，

在党史教育的滋润下，学生可以从中学习到对于许多事情的解决方法，所以学习自我效能感会更高一些，

所谓“学史可以明智”便是这个道理。 

4.3. 大学生手机依赖与学习自我效能感的相关性 

本研究结果显示，手机依赖与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呈负相关，该结果与同类研究结果相似，王金

睿等对网络成瘾与青少年学习倦怠的关系的研究表明，网络成瘾性较高的学生容易对当前学业失去兴趣，

并且会导致学业成就的下降，并且长时间的网络成瘾，也会产生学习倦怠等问题[12]。并且较长时间沉溺

于网络，获取网络信息，使得大学生花费较少的时间投入学业以及应对学业中所遇到的问题。柴文丽等

研究结果表明，过度的依赖于网络，会对大学生的心理造成影响，会导致抑郁、焦虑、人际关系难以处

理等心理健康问题[13] [14] [15]。过度的沉溺于网络，网络成瘾性强，通过改变大学生心理及行为等方面

来降低学业自我效能感。由此可知，大学生的学习自我效能感随其对手机依赖感的降低而升高。因此建

议学校丰富体育训练项目，督促学生加强体育锻炼[16]，以此来减低手机依赖症，进而提升学生自我效能

感。 

5. 结论 

研究表明，大学生的网络成瘾状况总体上良好，但同时存在较高的网络成瘾倾向。其学业自我效能

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而思想对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影响相对较为显著。此外，研究还发现，网络成瘾的

强度与大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呈现负相关关系。这意味着，网络成瘾程度越高的大学生，其学业自我

效能感往往越低。综上所述，大学生的网络成瘾倾向与学业自我效能感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网络成

瘾可能对学业自我效能感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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