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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compile the undergraduates’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tendency questionnaire and 
test its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his study compiled the questions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data analysis. 798 undergraduates using mobile phones were selected for the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n = 232)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n = 566). From the results of the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six factors are obtained: life dependence, interpersonal dependence, emotional 
comfort, compulsive behavior, withdrawal symptoms and ergonomics. The load of each factor is 
between 0.42 - 0.78, and the cumulative variance contribution rate is 51.51%.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lone Bach α coefficient and test-retest reliability results show that the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trend questionnaire consisting of 34 items has a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d it 
can be used as a preliminary measurement tool for large-area evaluation and relate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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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编制大学生手机依赖倾向问卷，并检验其信效度，本研究通过文献查阅、数据分析等方法编制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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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798名使用手机的在校大学生进行施测，对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n = 232)和验证性因素分析(n 
= 566)。从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获得生活依赖、人际依赖、情感抚慰、强迫行为、戒断症状和工效下降

6个因素。各因素负荷在0.42~0.78之间，累计方差贡献率为51.51%。验证性因素分析、克隆巴赫α系数

和重测信度结果表明由34个题项组成的手机依赖倾向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作为大面积测评和

相关研究的初步测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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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迈入互联网时代以来，经过 20 余年发展，互联网已成为我国最具活力的领

域。智能手机作为被人们频繁使用的互联网终端，已经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配置。手机极大地改

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大多人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手机刷动态，晚上睡觉前做的最后一件

事也是玩手机(赵兵辉 & 禹建，2013)；知时事的途径从看报纸转向看手机新闻客户端，交流的途径从面

对面转向手机视频聊天，购买商品的途径从逛商场转向网上下单。 
手机在给人们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手机使用引起的负面效应也应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王佩剑，

2012)。手机的不当使用会导致不良的后果：学生在课堂上玩手机会分散对老师讲课内容的注意力(Hiscock, 
2004; Selwyn, 2003)；在开车时用手机打电话会大大提高车祸的发生率(Pennay, 2006; Walsh, White, Hyde, 
& Watson, 2008)。手机的滥用，会导致手机使用者的心理和社会功能受损，严重时甚至出现手脚发麻、

心悸、头晕、冒汗、肠胃功能失调等生理反应(沈清清 & 蒋索，2013)。长时间使用手机还会影响大脑发

育，导致注意力不能集中，严重时会导致青少年和儿童产生人格障碍，极大地影响其社交行为和与人沟

通的能力(Walsh & White, 2007)。人们对手机的使用还表现出了依赖性。刘传俊(2008)的调查研究表明，当

大学生发现自己忘记带手机时，有 40%的人会感到很不舒服，有 37%的人会感到无法忍受，一定要取回来。 
因为上述的不良影响，手机的不当使用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国外研究者率先借鉴成瘾行

为的表现症状评判手机的不当使用行为，将其归结为一种新的成瘾行为，称作手机依赖(Mobile Phone 
Dependency; Park, 2005; Shnchez. Martinez, M. & Oterp, A. 2009)。手机依赖行为被归结为行为成瘾，主要

源于其具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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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ffith, 1995)。在国内，周挥辉等人(2011)用“手机依赖”和“手机成瘾”来形容人们被手机“绑

架”的现状。韩登亮和齐志斐(2005)将手机依赖界定为一种病症，当个体过度的滥用手机，会出现生理或

心理上的不适应。王晶(2010)认为手机依赖有别于成瘾，它是因为某些特殊原因，导致使用者对手机的使

用表现出过度沉浸的状态，这个状态会损害使用者的社会功能，影响使用者的身心功能。师建国(2009)
将手机依赖定义为一种痴迷状态，即使用者对手机的使用行为表现出失控，导致记忆以及社会功能明显

受损，生理也受危害。本研究综合前人观点，认为手机依赖是对手机的过度使用，对身心健康、学习、

工作和生活产生负面作用的行为，可表现为手机不离身并随时查看，信号或网络中断的失落感和焦虑感，

电话交流取代面对面交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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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手机依赖有着很多不良的影响，国内外对此问题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在对手机依赖测量工

具的编制研究也越来越深入。澳大利亚学者Bianchi等(2005)首先提出问题手机使用(Problem Mobile Phone 
Use)，并且依据行为成瘾的研究基础，分析性别、年龄、外向性、神经质、自尊与问题手机使用的关联，

检验问题手机使用人群的心理状态。他们的研究开启了问题手机使用行为研究先河，并且建立了第一份

手机问题使用量表(Mobile Phone Problem Usage Scale, MPPUS)，该量表包含 27 个题目，测量戒断症状、

耐受性、逃避行为、渴求使用，以及问题使用手机在社会、家庭、工作和经济等方面产生的负面影响。

另外，Billieux，Van Der Linden 和 Rochat (2008)编制了《问题性手机使用问卷》 (PUMPQ)，测量内容主

要包括禁止性使用、危险性使用、财政问题和依赖症状。国内研究当中，徐华等(2008)将手机依赖看作是

“行为成瘾”，从行为耐受性、行为戒断、社会功能和生理反应 4 个维度编制了《大学生手机依赖问卷》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scale)。熊婕等(2012)借鉴网络成瘾的理论和模型，从戒断症状、突显行为、社

交抚慰和心境改变 4 个维度编制了《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问卷》 (mobile phone addiction tendency scale)。
目前，国内普遍采用熊婕等(2012)编制的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问卷和徐华等(2008)编制的手机依赖问卷，

其分别侧重于测量手机成瘾的心理和外在表现。 
Salehan 等人(2013)研究发现社交功能提高了人们手机使用的依赖程度。然而影响手机依赖的因素可

能是多方面的，如手机特定的功能，如资讯获取，购物需求，生活基本需求，人际交往等，都可能导致

手机依赖，因此有必要从更加具体的角度切入考察手机依赖。国内的问卷主要着眼于手机的过度使用带

来的消极影响和病理性依赖症状，但在维度的广度和手机依赖成因方面有所欠缺。本研究针对已有研究

在研究内容上的不足，引入生活基本需求、资讯依赖、人际依赖、功效下降等维度，囊括了手机付款、

手机点外卖、手机购物、手机获取新闻资讯等相关题目，更加贴近当代大学生手机使用的现状，为手机

依赖的现状和解决提供更全面、深刻的理解。 
本研究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手机使用现状的严峻性进行调查研究，同时进一步采用实证分析，从具

体角度切入以探究不同功能对手机依赖程度的影响，编制一份适合当代大学生使用的手机依赖问卷。本

研究拓展了手机依赖消极影响和依赖症状的维度，完善了具体手机使用用途对大学生手机依赖影响的研

究，为更加准确、全面地测量大学生手机使用提供了工具基础。为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并为

高校加强预防手机依赖行为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2. 方法 

2.1. 对象 

本研究采用网上问卷和纸质版问卷结合发放的方式，初测阶段采用网上问卷方式，共发放问卷 232
份，无不良问卷，有效回收率 100%；正式测验阶段采用方便抽样，选取广州市内 2 所高校大学生集中发

放纸质问卷，并同时发放网上问卷，共发放 586 份问卷，得到有效问卷 566 份，有效回收率 96.59%。被

试具体情况见表 1。 

2.2. 问卷编制 

2.2.1. 理论构想 
本研究在综合各类文献中关于手机依赖的共性论述基础上，将从手机依赖的突显行为，消极影响，

以及依赖致因三个方面确立研究假设。手机依赖的突显行为表现为多个方面，包括资讯依赖、消遣依赖、

生活依赖以及人际依赖四个维度；而针对大学生这个群体，手机依赖的消极影响更多体现在对学习工作

方面的阻碍，即导致工效下降。此外，依赖致因包括情感抚慰、戒断症状以及强迫行为三个维度。理论

结构模型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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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em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the subjects (n = 798) 
表 1. 被试的人口统计学分布(n = 798) 

人口学变量 类别 数量 (%) 人口学变量 类别 数量 (%) 

性别 
男 238 29.82 

专业 

社会科学 497 62.28 

女 560 70.18 理工类 280 35.09 

年级 

大一 278 34.84 艺体类 21 2.63 

大二 371 46.49 
独生子女 

是 348 43.61 

大三 121 15.16 否 450 56.39 

大四 28 3.51 

家庭状况 

单亲 208 26.07 

家庭所在地 

农村 214 26.82 双亲 576 72.18 

乡镇 178 22.31 重组家庭 14 1.75 

城市 405 50.75 
恋爱状况 

单身 584 73.18 

家庭年收入 

10 万以下 390 48.87 恋爱中 214 26.82 

10~20 万 282 35.34 

手机价位 

0~599 21 2.63 

20~40 万 83 10.40 600~999 74 9.27 

40~80 万 22 2.76 1000~1699 206 25.81 

80~200 万 15 1.88 1700~3399 262 32.83 

200 万以上 5 0.62 3400~4399 62 7.77 

   4400 以上 173 21.68 

 

 
Figure 1. Dimensions of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questionnaire for undergraduates 
图 1. 大学生手机依赖问卷维度构想 

2.2.2 项目编制 
基于本研究的理论构想，初步编制手机依赖倾向初始问卷共 49 个项目，8 维度。既有正向题目，如：

手机会让我觉得生活充实。也有反向题目(t10，t32，t48)，如：使用手机不会让我的心情变得更好。采用

Likert 5 点自评问卷编排，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评定为 1~5 分，反向题目计分方法为从

“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评定为 5，4，3，2，1 分。问卷得分越高，表示大学生手机依赖的

程度越严重。 

2.3. 统计方法 

用 Excel 进行初步的数据录入和管理。采用 SPSS22.0 进行描述统计、项目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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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效度检验。采用 Mplus7.0 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3. 结果 

3.1. 项目分析 

在初测阶段，首先对 232 份数据进行项目分析，将数据按总分前 27%和后 27%的标准进行高低分组，

然后对两组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差异均显著。 

3.2. 效度检验 

3.2.1. 探索性因子分析 
依据理论假设，对初测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为保证探索性因子分析的可行性，首先进行 Bartlett

球形检验和 KMO 检验，结果显示，KMO 的指标为 0.828，Bartlett 球形检验统计量为 2673.974，p < 0.001，
说明数据很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然后进一步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正交旋转法求出因素负荷矩阵。首先根

据理论假设抽取 8 个因素，解释了 51.73%的变异，以交叉负载大于 1.5 为标准依次删除 15 个题项：t4、
t21、t27、t37、t11、t16、t43、t18、t41、t39、t25、t28、t38、t9、t19，并且以特征值大于 1，结合碎石

图提取因子，最终抽取 6 个因子，共解释总体变异量的 51.51%，这 6 个因子分别可以解释总体变异量的

12.53%，11.48%，9.05%，6.79%，6.74%，4.91% (见表 2)。 
根据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将大学生手机依赖问卷分为 6 个维度，共包含 34 个题项(具体见表 2)。

基于各因子所包含的题目含义，将 6 个维度依次命名为“生活依赖” (指通过手机进行生活基本需要的

满足，如网购、点外卖等)、“工效下降” (指过度使用手机而影响了工作学习，降低效率并造成拖延等

不良习惯)、“情感抚慰” (指通过使用手机来达到心境的改变)、“戒断症状” (指一段时间不使用手机

后出现的焦虑等负性情绪)、“强迫行为” (指在使用手机的过程中不自觉且较高频率地重复某一动作的

行为)，以及“人际依赖” (指以手机为主要社交模式，如与好友在微信上交流、网上交友)。 

3.2.2. 验证性因子分析 
正式实测阶段共回收 566 份有效数据，采用 Mplus7.0 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对探索性因子分析的 6

因子结构模型结果进行检验。6 因子分别为生活依赖，工效下降，情感抚慰，戒断症状，强迫行为以及

人际依赖。 
首先对 6 因子模型进行模型设定，即每个观测变量仅与 1 个潜变量有路径关联。6 个潜变量之间设

定为两两相关。然后对初始模型进行拟合，考察修正指数(MI)和因子载荷，对 6 因子模型进行了残差相

关的修订，结果显示， 2 2.50dfχ = ，CFI = 0.85，TLI = 0.84，RMSEA = 0.05。模型拟合良好，符合统计

学要求，可以接受为最终模型（结果见表 3）。 

3.3. 信度检验 

对验证性因素分析之后的七因子问卷以及各维度进行信度检验，结果表明，问卷总体克隆巴赫 α 信

度系数为 0.896，除人际依赖以外，各因子内部信度均在 0.60 以上(见表 4)，说明大学生手机依赖问卷具

有良好的心理测量学特性和较好的稳定性。 

4. 讨论 

手机依赖的社会心理现象已经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今大学生的生活方式，为生活和学习带来便利的同

时，也带来不可忽视的心理与行为问题。因此，本研究基于国内外已有的大量关于手机成瘾、手机依赖、

网络成瘾的研究，依据当代大学生的特点，深入研究大学生手机依赖现状，对手机依赖、成瘾等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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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Rotating component matrix of undergraduates’ mobile phone dependency questionnaire 
表 2. 大学生手机依赖问卷旋转成分矩阵 

题项 
成分 

1 2 3 4 5 6 

t31 0.71      

t24 0.71      

t23 0.65      

t45 0.64      

t34 0.63      

t12 0.63      

t2 0.55      

t4 0.52      

t17 0.49      

t44 0.48      

t3  0.78     

t14  0.75     

t5  0.74     

t30  0.66     

t32  0.63     

t6  0.59     

t33  0.48     

t1  0.42     

t20   0.76    

t47   0.68    

t8   0.67    

t13   0.62    

t10   0.61    

t42   0.53    

t22    0.62   

t29    0.58   

t15    0.57   

t35    0.49   

t48    0.49   

t40     0.70  

t46     0.62  

t26     0.60  

t49      0.70 

t36      0.63 

因子命名 生活依赖 工效下降 情感抚慰 戒断症状 强迫行为 人际依赖 

特征值 7.01 3.26 2.52 1.91 1.43 1.38 

贡献率 12.53% 11.48% 9.05% 6.79% 6.74% 4.91% 

注：1) t10，t32，t48 为反向计分题。2) 最终得到 6 因素共 34 题的大学生手机依赖倾向的最终问卷，详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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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results of undergraduates’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tendency questionnaire (n = 566) 
表 3. 大学生手机依赖倾向问卷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n = 566) 

2χ  df 2 dfχ  CFI TLI RMSEA 

1282.25 512 2.50 0.85 0.84 0.05 

 
Table 4.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undergraduates’ mobile phone dependency questionnaire 
表 4. 大学生手机依赖问卷信度分析结果 

 总问卷 生活依赖 工效下降 情感抚慰 戒断症状 强迫行为 人际依赖 

α信度 0.896 0.839 0.764 0.671 0.729 0.641 0.494 

 
研究进行补充，并在理论上提出指导性建议。在此基础上还对大学生手机依赖现状进行了调查，初步揭

示了大学生手机依赖的影响因素并给出了一定的建议。 

4.1. 问卷编制 

首先，我们从文献资料中设定问卷的理论构念，然后结合访谈和半开放式问卷的结果，初步确定问

卷的基本结构。在资料来源上，我们采用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式，参考了同类的测量工具，也通过

半开放式问卷收集了相关资料。经过初测、正实施测等步骤，通过对问卷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删去不

恰当题项，并对个别题项进行调整，确定了最终问卷。随后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各指标都达

到了良好的统计学标准，数据拟合良好。 
同时，本问卷项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与创新性，结合了手机使用者内部心理加工活动、社会交往的

主观体验以及手机对使用者行为和社会功能等方面的影响，问卷项目更加贴近当代大学生生活，从通过

手机付款、点外卖、购物，到获取新闻资讯，使用微信等社交应用聊天等方面，更深入、系统地探讨手

机依赖的产生因素，并最终确定问卷的六个维度分别为戒断症状、人际依赖、强迫行为、生活依赖、工

效下降、情感抚慰。 
最后，研究采用 Cronbach’s α系数对问卷各维度和总分的信度进行考察，结果表明信度水平都达到

良好的标准，说明本问卷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测量学特性。 

4.2. 不足与建议 

同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测试地点受局限和样本量不足。因此建议后人的研究可以在更

广泛的地区及学校进行，采集更多地样本进行检验。 
最后，本研究对于手机依赖的预防及辅导有几点重要的提示。首先，在现实生活中，大学生要学会

与朋友间建立良好的社交关系，过度依赖手机会忽略现实中与朋友的交往。其次，家庭是孩子的成长沃

土，父母应多陪伴孩子，多沟通与交流，及时了解孩子的想法并给出一些合理的建议。最后，学校应该

多组织课余活动，丰富大学生的课余学习生活，让其培养更广泛的兴趣爱好，而不仅仅是将手机作为唯

一的娱乐消遣活动，这样能够有效避免过度的手机依赖。 

5. 结论 

首先，大学生手机依赖问卷的结构主要由戒断症状、人际依赖、强迫行为、生活依赖、工效下降、

情感抚慰 6 个维度构成；其次，大学生手机依赖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且 6 因素结构模型具有良好的

拟合度，说明大学生手机依赖问卷适合作为大学生手机依赖倾向的测量工具；最后，大学生手机依赖倾

向在性别，是否为独生子女以及家庭状况这三个变量上存在一定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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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大学生手机依赖倾向问卷 
 

因素 项目 

情感抚慰 

1) 使用手机能让我暂时从现有的压力中脱离出来。 
2) 使用手机不会让我的心情变得更好。(反向) 
3) 当我感到悲伤难过时，使用手机能缓解我的情绪。 
4) 使用手机可以让我的心情变得愉悦。 
5) 手机会让我觉得生活着充实。 
6) 使用手机能使能让我感到放松。 

戒断症状 

1) 如果没有手机我的生活会很空虚(测谎题)。 
2) 手机不在身边时，我会感到心神不宁，很不自在。 
3) 当有一段时间手机收不到信号或者没电时，我会产生焦虑、不安。 
4) 如果一段时间手机上没有人与我交流互动，我会感到孤独。 
5) 要我关机不是件痛苦的事情。(反向) 

人际依赖 1) 我认为手机能够很大程度上满足我的人际沟通需求。 
2) 我经常在手机上结识一些新的好友，并且与他们交流。 

强迫行为 
1) 在浏览一些信息时(如朋友圈、淘宝等)，我总是倾向于将它浏览到底，不然我会觉得内心不踏实。 
2) 当我遇到挫折时，我会拿起手机，即使没有特定的目的。 
3) 我会无意识的打开某些手机应用程序。 

生活依赖 

1) 我经常通过手机来浏览我兴趣领域的相关信息。 
2) 如果没有手机，会对我的出行造成一定的影响(如，无法使用导航、购票、滴滴、共享单车等)。 
3) 我总是使用手机的一些基本功能(日历，闹钟，计算器，备忘录，电筒等)。 
4) 使用微信或者 QQ 等通信软件是我生活中不可欠缺的一部分。 
5) 如果没有手机，我认为会严重影响我资讯的获取。 
6) 我经常通过手机阅读一些有趣的文章或信息。 
7) 我经常会在手机上找到很多新的资源或学习到很多新的知识。 
8) 我经常通过手机了解到世界各地的新闻资讯。 
9) 相比于外出消费，我倾向于用手机消费(如网购或者点外卖等)。 
10) 当遇到疑惑时，我会首先在手机上查询相关信息试图寻找答案。 

工效下降 

1) 在做作业时如果没有手机干扰，我能更快、更好地完成作业。 
2) 每次在使用手机时，心里知道其实有别的事情等着做，却还是忍不住再玩玩手机。 
3) 使用手机的时间总是超出自己预想的长度。 
4) 我会因为手机收到消息而中断学习。 
5) 手机使用使我的学习或工作效率下降了。 
6) 因为玩智能手机而造成的拖延给我带来了很多麻烦 。 
7) 使用手机不会占用我做其他事情的时间。(反向) 
8) 课堂上，我会因为集中注意力在手机上而影响听课。 

注：反向题目为情感抚慰维度第二题，戒断症状维度第五题，工效下降维度第七题，正向题目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

评定为 1~5 分，反向题目计分方法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评定为 5~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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