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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儿童心理虐待与中职生认知失败的关系，以及手机成瘾在儿童心理虐待和中职生

认知失败之间的中介效应。方法：方便选取了江苏省中职院校学生360人，采用儿童心理虐待量表、认

知失败问卷以及手机成瘾指数量表，调查了中职生的手机成瘾、儿童心理虐待以及认知失败的状况。结

果：1) 中职生的认知失败处于中等程度，经历儿童心理虐待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主要表现症状为恐吓；

中职生手机成瘾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主要表现症状为逃避性。2) 儿童心理虐待、手机成瘾、中职生认知

失败两两之间呈显著正相关。3) 中职生手机成瘾在儿童心理虐待对认知失败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结论：儿童心理虐待不仅能直接预测中职生的认知失败，还能通过手机成瘾的中介作用间接预测认知失

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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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present research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hood psych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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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use and cognitive failures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and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mobile phone addiction between childhood psychological abuse and cognitive failures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Methods: Through convenient sampling, 360 secondary vo-
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of different grades from Jiangsu Province were selected to complete the 
scale of psychological abuse in childhood, the cognitive failures questionnaire and the scale of 
mobile phone addiction index. Results: 1) The cognitive failure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was in the middle level. The psychological abuse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was in the upper middle level, and intimidation was the main symptom. The mobile phone addic-
tion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was in the upper middle level, and avoidance was the 
main symptom. 2) The childhood psychological abuse, the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nd cognitive 
failures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were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ach other. 3) The mobile phone addiction played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 of child-
hood psychological abuse and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cognitive failures. Conclusion: 
The childhood psychological abuse can not only directly predict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tu-
dents’ cognitive failures, but also indirectly predict cognitive failures through mobile phone ad-
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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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Mobile Phone Addiction, Childhood Psychological Abuse, Cogn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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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认知失败一词由 Broadbent 等人(1982)首次提出，并掀起了国内外的研究热潮。认知失败主要是指个

体基于认知的因素，在完成生活中简单任务时出了失误或差错，导致任务并未能完成的现象，主要体现

在记忆失败、注意失败和行动机能失败三个方面(Broadbent, Cooper, Fitzgerald et al., 1982; Carrigan, Barkus, 
Ong et al., 2017; Weintraub, Brown, & Timpano, 2018)，侧重个体对日常生活中认知状况的自我评价。目前

国外有关认知失败风险因素的研究尚无共识，而国内关于认知失败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缺乏预防认

知失败的良策(何安明，夏艳雨，2019)。 
关于认知失败现象的研究对象大多集中在大学生或成人群体，较少涉及其他群体。中等职业学校学

生(以下简称中职生)的年龄阶段正处在身心发展由动荡期逐渐向成熟和稳定过渡的重要时期，较早地面临

择业和就业的巨大压力，在学习、成长、生活和职业等方面会遇到种种心理困惑与行为问题(俞国良，侯

瑞鹤，姜兆平等，2005)。 
近年来，儿童心理虐待已成为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现象，甚至可以称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且存

在于当下的众多家庭教育中(李文婉，2019)。儿童心理虐待是指，凡是由于抚养者对儿童情感忽视或采取

的不恰当行为而对其造成的认知、情感方面的伤害(潘辰，邓云龙，管冰清等，2010)。调查显示，每年遭

受身体虐待的儿童约 4%~10%，其中又约有 10%的儿童体会到心理虐待。心理虐待不易测量，但对儿童成

年后造成不良影响。有研究表明，儿童心理虐待不仅会对成长后的个体的情绪情感产生不利影响(宋锐，

刘爱书，2013；Arslan, 2017; Fisher, Zhou et al., 2019)，还会不同程度地损害成年后的认知，比如经历儿童

心理虐待的个体易对自己做出消极评价，具有较低的自我效能感，在解决问题时易缺乏耐心和创造性，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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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表达能力欠缺，抑制功能受损，记忆能力受损，情绪记忆能力更差等。此外，遭受儿童心理虐待的个体

会在成长后表现出一系列的行为问题，如攻击行为、手机成瘾等(刘文，车翰博，刘方，于腾旭，2019；
Arslan, 2017；董月明，2017；陈亮，王彦东，李焰，2020)。如今智能手机的便携性、功能性、应用性等

也受到了青少年的普遍青睐。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2022 年 8 月发布的第 50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显示，到 2022 年 6 月为止，我国网民规模为 10.51 亿，其中，10~19 岁的网民占比 13.5%，网民

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 99.6%。对身心发展不平衡、自控能力较弱的中职生而言，智能手机具有很强的吸

引力。有些中职生无节制使用手机甚至造成手机成瘾，对其学习和生活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这一

现象引起了国内外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以往研究均表明，手机成瘾越严重的个体，越容易在日常生活中

出现认知失败现象(Hadlington, 2015; 夏艳雨，薛雯，2018；胡月，黄海，张雨晴，周春燕，2017；何安明，

夏艳雨，2019；张亚利，李森等，2019)，部分研究发现睡眠质量、错失焦虑等在其中起中介作用(何安明，

夏艳雨，2019；张亚利，李森等，2019)。总体来说，国内外探讨手机成瘾对认知失败的影响相对不足，

关于认知失败的研究大部分是围绕大学生展开，对中职生的研究很少，因此本研究拟探索中职生手机成瘾

水平对认知失败的影响机制，对减少中职生的认知失败，改善日常认知状况具有现实意义。 
当下智能手机的普遍使用，对于中职生造成了许多问题，同时，儿童心理虐待对于青少年的消极影

响也引起众多学者的重视，本研究以中职生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法探讨儿童心理虐待、手机成瘾与认

知失败的关系，从而进一步探索引起认知失败的深层原因，同时分析手机成瘾在中职生儿童心理虐待与

认知失败之间的中介作用，为增加对遭受儿童心理虐待的中职生的关注，缓解手机成瘾的带来的危害，

改善认知失败现象提供理论参考。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通过方便取样选取江苏省内的中职院校学生，利用问卷星匿名填写，共发放问卷 426 份，回收有效

问卷 360 份，有效回收率为 84.5%。有效被试中，男生 149 名(41.4%)，女生 211 名(58.6%)；中职一年级

124 名(34.4%)，中职二年级 113 名(31.4%)，中职三年级及以上 123 名(34.2%)；城镇户口 150 名(41.7%)，
农村户口 210 名(58.3%)；父母同住 280 名(77.8%)，父母分居 42 名(11.7%)，父母离异或丧偶 38 名(10.6%)。 

2.2. 研究工具 

2.2.1. 儿童心理虐待量表 
该量表由潘辰等人(2010)编制，包括恐吓、干扰、忽视、纵容和贬损在内的 5 个维度，共计 23 个题

目。采用五点计分法，问卷得分越高则表示个体经历儿童心理虐待的频率越高，可能性越大。同时，在

被试填写之前注明，需要根据本人真实经历对自己 18 岁之前与照顾自己的看护者之间互动的情况进行尽

量真实的填写。该问卷在本研究中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99。 

2.2.2. 认知失败问卷 
采用由 Broadbent 等编制，周扬等人(2016)修订的中文版认知失败量表(CFQ)。该问卷共 25 个条目，

包括有干扰、记忆、人际失误、人名记忆以及运动协调 5 个因子，采用 5 点计分法，问卷得分越高，就

表示个体出现认知错误的频率越高，出现过失行为也就越多。中文版认知失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经测量，该问卷在本研究中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32。 

2.2.3. 手机成瘾指数量表 
该量表由香港中文大学 Leung (2007)编制，其主要适用对象为青少年和大学生，问卷信效度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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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量表采用 5 点等级评分，共 17 道题，分为戒断性、失控性、低效性和逃避性 4 个维度。其中戒断性主

要指当个体被禁止使用手机时所出现的不良反应；失控性指个体不能控制自己在手机所消耗的时间或精

力的量；低效性是指过度使用手机后造成的学习和工作上的效率变低的现象；逃避性是指个体过度沉迷

手机虚拟世界，进而逃避现实遇到的现状。当个体在该量表中有 8 道题目为肯定回答，则被界定为手机

成瘾。该问卷在本研究中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47。 

2.3. 数据分析与处理 

采用 SPSS 22.0 进行数据录入和统计分析。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通过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对量表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 1 的因素共有

15 个，且首个因子的变异解释量仅为 21.84%，低于临界值 40%，因此，共同方法偏差并不明显。 

3.2. 中职生认知失败现状调查 

对中职生在认知失败问卷上的得分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 1，认知失败总分及各维度，即

干扰、记忆、人际失误、运动协调、人名记忆的理论中值分别为 61、25、14、11、7、4，通过中职生在

认知失败总均分及各维度均分与理论中值相比，可见中职生的认知失败处于中等水平。中职生在各维度

的项目均值上的人际失误因子(M = 2.65) > 干扰因子(M = 2.57) > 运动协调因子(M = 2.40) > 记忆因子(M 
= 2.28) > 人名记忆因子(M = 2.17)，该结果表明，中职生认知失败主要表现为人际失误、干扰、运动协调

等。 
 
Table 1. Scores on the cognitive failures questionnaire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n = 360) 
表 1. 中职生认知失败及各维度得分情况(n = 360) 

 最小值 最大值 M ± SD 项目均值 

干扰因子 10 43 25.69 ± 6.41 2.57 

记忆因子 6 24 13.69 ± 3.86 2.28 

人际失误因子 4 20 10.59 ± 2.83 2.65 

运动协调因子 3 13 7.19 ± 2.09 2.40 

人名记忆因子 2 10 4.35 ± 1.59 2.17 

认知失败总维度 25 100 61.51 ± 14.71 2.46 
 

对中职生认知失败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中职生的认知失败在户口所在

地和父母居住情况上未有显著性差异。中职生认知失败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t = −7.218, p < 0.01)，配对

比较发现，女生比男生认知失败倾向更高。中职生认知失败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F = 7.816, p < 0.01)，
事后多重比较分析发现，三年级及以上中职生认知失败倾向最高(M ± SD = 65.32 ± 14.27)，其次为二年级

中职生(M ± SD = 61.12 ± 14.92)，一年级中职生最低(M ± SD = 58.08 ± 14.15)。 

3.3. 中职生儿童心理虐待现状调查 

儿童心理虐待量表中恐吓、忽视、贬损、干涉、纵容的理论中值分别为 12、9.5、5、5、2，由表 2
可知，各维度的均值均大于理论中值。该结果表明，中职生的儿童心理虐待均处于中等偏高水平。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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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心理虐待各个维度的项目均值中，恐吓得分最高，其次为纵容，得分最低的为干涉，这也表明，中

职生在儿童心理虐待体验的最多为恐吓，其次为纵容，体验最少的为干涉。对中职生儿童心理虐待在人

口学变量上的差异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中职生儿童心理虐待在性别、户口所在地、父母居住情况以及

年级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Table 2. Scores on the childhood psychological abuse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n = 360) 
表 2. 中职生儿童心理虐待及各维度得分情况(n = 360) 

维度 最小值 最大值 M ± SD 项目均值 

恐吓 7 33 13.03 ± 4.85 1.86 

忽视 6 27 10.43 ± 3.94 1.74 

贬损 4 20 5.90 ± 2.50 1.48 

干涉 4 15 5.77 ± 2.01 1.44 

纵容 2 10 3.58 ± 2.42 1.79 

儿童心理虐待 23 86 38.72 ± 11.83 1.68 

3.4. 中职生手机成瘾现状调查 

为调查中职生的手机成瘾现状，对 360 名中职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及分析，据手机成瘾指数量表评分

标准，该问卷共 17 题，其中任意 8 道做出肯定回答即视为手机成瘾。结果发现，33 名中职生为手机成

瘾者，占比为 7.17%，非手机成瘾者 327，占比为 90.83%。 
通过对中职生手机成瘾的各维度及总分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见表 3，手机成瘾的各维度，即戒断性、

失控性、低效性及逃避性的理论中值分别为 8、15、7.5、8，由表可知各维度的均值均大于中值，这也表

明中职生的手机成瘾程度处于中等偏上。同时，各维度的项目均值分别为逃避性(M = 2.80) > 低效性(M = 
2.53) > 失控性(M = 2.24) > 戒断性(M = 2.07)分数最高，该结果表明，中职生手机成瘾在逃避性上表现得

最严重，戒断性上表现得最轻。 
 
Table 3. Scores on the mobile phone addiction index scale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n = 360) 
表 3. 中职生手机成瘾指数量表及各维度得分情况(n = 360) 

 最小值 最大值 M±SD 项目均值 

戒断性 4 20 8.28±3.26 2.07 

失控性 7 33 15.67±4.40 2.24 

低效性 3 15 7.59±2.60 2.53 

逃避性 3 15 8.41±3.13 2.80 

手机成瘾总维度 19 83 39.97±10.03 2.35 
 

对中职生手机成瘾在人口学变量上差异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中职生手机成瘾倾向仅在父母居住情

况上存在显著性差异(F = 2.016, p < 0.05)，进一步分析发现，父母分居的中职生手机成瘾倾向(M ± SD = 
42.76 ± 11.11)高于父母同住的中职生手机成瘾倾向(M ± SD = 39.48 ± 10.02)，父母离异或丧偶的中职生的

手机成瘾倾向居中(M ± SD = 40.47 ± 8.47)。 

3.5. 中职生儿童心理虐待与手机成瘾、认知失败的关系 

为探明中职生手机成瘾、认知失败和儿童心理虐待之间的关系以及该关系的紧密度和方向，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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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皮尔逊相关分析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结果发现，手机成瘾与认知失败显著正相关(r = 0.410, p < 0.001)，
手机成瘾与儿童心理虐待显著正相关(r = 0.273, p < 0.001)，儿童心理虐待与认知失败呈显著正相关(r = 
0.394, p < 0.001)。 

为了更好的探讨儿童心理虐待对认知失败的预测作用，以儿童心理虐待为自变量，认知失败为因变

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4，儿童心理虐待对认知失败的回归系数为 0.394，T = 8.100，p < 0.001，因

此，中职生儿童心理虐待对认知失败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此外，R2 = 0.155，F = 65.614，p < 0.001，具

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即表明中职生儿童心理虐待与认知失败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回归模型有效。 
 
Table 4. Regression analysis on childhood psychological abuse and cognitive failures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表 4. 儿童心理虐待与中职生认知失败之间的回归分析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p R2 F p 

 B 标准误差 Beta 

(常量) 42.560 2.445  17.404 <0.001 
0.155 65.614 <0.001 

儿童心理虐待 0.489 0.060 0.394 8.100 <0.001 
 

以儿童心理虐待为自变量，手机成瘾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5，儿童心理虐待对手机成

瘾的回归系数为 0.273，T = 5.368，p < 0.001，因此，中职生儿童心理虐待对手机成瘾具有显著的正向预

测。此外，R2 = 0.074，F = 28.816，p < 0.001，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即说明儿童心理虐待与手机成瘾

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回归模型有效。 
 
Table 5. Regression analysis on childhood psychological abuse and mobile phone addiction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表 5. 儿童心理虐待与中职生手机成瘾之间的回归分析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p R 方 F p 

 B 标准误差 Beta 

(常量) 31.006 1.746  17.761 <0.001 
0.074 28.816 <0.001 

儿童心理虐待 0.231 0.043 0.273 5.368 <0.001 
 

以中职生儿童心理虐待、手机成瘾为自变量，认知失败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6，中职生儿童心理虐待对认知失败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回归系数为 0.304，T = 6.404，p < 0.001)；中职

生手机成瘾对认知失败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回归系数为 0.327，T = 6.882，p < 0.001)。此外，R2 = 0.254，
F = 60.740，p < 0.01，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即说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回归

模型有效。 
 
Table 6. Regression analysis on childhood psychological abuse,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nd cognitive failures of sec-
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表 6. 儿童心理虐待、手机成瘾与中职生认知失败之间的回归分析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p R2 F p 

 B 标准误差 Beta 

(常量) 27.695 3.156  8.776 <0.001 

0.254 60.740 <0.001 儿童心理虐待 0.378 0.059 0.304 6.404 <0.001 

手机成瘾 0.479 0.070 0.327 6.882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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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手机成瘾在中职生儿童期心理虐待和认知失败之间的中介作用分析 

本文主要采取温忠麟，叶宝娟(2014)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总共分为三步：第一步以儿童心理虐

待为自变量，认知失败为因变量做回归分析，检验回归系数 c，由表可知儿童心理虐待对认知失败呈显著

正相关；第二步以儿童心理虐待为自变量，以手机成瘾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检验回归系数 a，结果显

示儿童心理虐待与手机成瘾呈显著正相关；第三步以儿童心理虐待和手机成瘾为自变量，以认知失败为

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检验系数 c’、b，结果发现，儿童心理虐待和手机成瘾对认知失败均显著正相关，

因此可以得出手机成瘾在中职生儿童心理虐待和认知失败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具体中介效应模型见

图 1。 
 

 
Figure 1. The mediation effect model of mobile phone addic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of child-
hood psychological abuse and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cognitive failures 
图 1. 中职生手机成瘾对儿童心理虐待和认知失败的中介效应路径 

4. 讨论分析 

4.1. 中职生认知失败现状分析 

本研究结果表明中职生认知失败处于中等程度，且主要表现为人际失误。其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

中职生正值青春期，面临最多的情境就是人际沟通与交往，在人际交往中可能遭遇诸多问题，如恐惧、

嫉妒、自卑、孤僻等，当他们不能很好处理与应对时，便会增加认知失败发生的概率。另一方面，以往

研究显示，过度使用手机可能会导致个体认知失败现象的发生，同时长时间的使用网络会增加个体对相

关刺激的注意敏锐度，并使其对其他外部事物的注意力涣散(胡月，黄海，张雨晴，周春燕，2017)，从而

导致更为频繁的认知失败。张亚利等人(2019)发现，认知失败往往伴随着诸多的不良心理特征，如较高的

压力易感性、降低自我评价等，从而带来更多的人际失误。 
本研究结果显示，中职女生在认知失败量表上得分显著高于男生，该结果表明女生比男生更容易产

生认知失败。原因可能在于：首先女生比男生更为心思细腻，在生活和学习上考虑的更多，更容易出现

记忆失败、注意失败等进而会造成认知失败的几率提高；其次女生可能更易产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

以及更多的消极自我评价，造成频繁的认知失败。此外，中职三年级及以上学生更容易产生认知失败，

可能原因是中职三年级及以上学生对于学校生活、环境以及学习等都已熟悉，将面临着记忆、人际沟通、

运动协调等多方面信息处理的压力，诸多方面需要调整适应，并且家长或是教师可能会认为此阶段的学

生相对没有什么不利因素而给予的支持会相对变少，进而增加认知失败的概率。 

4.2. 中职生儿童心理虐待的现状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中职生的儿童心理虐待处于中等偏高水平。在五种心理虐待的形式中，恐吓得分

最高，这与陈星杉(2019)所做研究结果一致；但干涉得分最低，这与潘辰等人(2010)研究结果“贬损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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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有所出入。研究结果的不一致可能与研究对象和样本量的差异有关，潘辰等人(2010)的研究对象为

初中生，且研究人数较多，相比而言，本研究主要研究对象为中职生且被试数量偏少。 
本研究还发现，儿童心理虐待在性别、户口所在地以及年级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但父母离异或丧

偶条件下儿童心理虐待得分显著高于父母同住条件下，原因可能在于，儿童天性调皮好动，当父母离异

或丧偶时，单亲父母可利用的社会支持较少，可能没有足够的精力去细心照顾和教导，当遇到儿童的叛

逆时，便会采取恐吓、贬损、忽视、干涉等不良管教方法。再者，当父母同住且和睦时，父母双方共同

教育，更容易对儿童采取民主的教育方式，采取恐吓、贬损的几率降低。 

4.3. 中职生手机成瘾现状分析 

本研究结果表明，中职生的手机成瘾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在手机成瘾的各维度中逃避性表现的最严重，

戒断性表现的最轻，该结果与李淑莹(2019)研究结果一致。原因可能在于：第一，处于青春期的中职生在

进入职校后，会面对诸多困扰，如人际交往、熟悉新环境、学业压力等等，由于缺少正确的排解方式且

自我控制能力较低，会转而把注意力和时间花费在手机等电子设备上。第二，与高中生相比，中职生的

学业压力较小、时间更为自由，因而有更多的时间沉迷手机游戏、聊天等。第三，随着智能手机的发展

普及，手机已成为中职生接触网络最重要的工具，手机的快速便捷、娱乐化等加深了中职生的依赖程度。 
通过对人口学变量的差异分析，结果发现，中职生手机成瘾水平在性别、户口所在地、父母居住情

况以及年级上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但在父母居住情况中分居的父母得分显著高于同住的父母。原因可

能会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父母分居但并未离婚时，家庭关系紧张，孩子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更

可能地进入手机虚拟网络世界，以此来逃避现实，手机成瘾的倾向就会增加；第二，当父母处于离异或

丧偶状态时，父母一方或双方出于对孩子的弥补心理，尽量满足孩子愿望，比如玩手机。最后，父母同

住的情况下，家庭关系较为和睦，更关心孩子学业及成长，常常督促孩子学习，限制孩子手机使用时间，

进而手机成瘾倾向较低。 

4.4. 中职生儿童心理虐待与手机成瘾、认知失败的关系分析 

本研究结果发现，中职生儿童心理虐待、手机成瘾、认知失败三者之间两两显著正相关。本研究进

一步验证了儿童心理虐待、手机成瘾均对认知失败有影响，该结果表明，个体经受儿童期心理虐待的次

数越少，手机成瘾程度就越低，个体通过降低手机成瘾的程度，记忆力和注意力也会上升，在生活和学

习上更加顺畅，从而减少了认知失败。 
本研究结果表明，中职生的儿童心理虐待正向预测认知失败。中职生在儿童期遭受的心理虐待越多，

后期产生认知失败的可能性就越大。研究发现，约 30%的大学生都在儿童期遭受过心理虐待，并伴随着

人际交往障碍、情绪障碍等问题。社会学习理论认为，儿童通过观察模仿来习得社会性行为，当孩子在

家庭遭受心理虐待时，父母不良的行为模式，如恐吓、忽视等，会导致个体形成不良的交往模式，并通

过不断强化固定下来，最终造成个体缺乏自信、逃避自我，甚至在注意、记忆等方面发生障碍，形成认

知失败。 
此外，中职生的儿童心理虐待也正向预测手机成瘾。在儿童期遭受心理虐待的个体，经历到恐吓、

贬低、干涉等虐待行为的几率更高，阻碍个体表达自我，造成习惯性的恐惧、焦虑和自卑等不良情绪，

更多的个体倾向选择诉诸于网络虚拟空间，智能手机的普及性和便利性为不良情绪的表达和释放提供更

多的可能，从而使得个体对手机更加的依赖甚至成瘾。 

4.5. 中职生手机成瘾在儿童心理虐待和认知失败间的中介作用 

通过相关分析发现，儿童心理虐待、手机成瘾、认知失败三者之间两两显著相关，因此可以进行中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1021


董云英 
 

 

DOI: 10.12677/ap.2023.131021 169 心理学进展 
 

介效应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在引入中介变量手机成瘾后，儿童心理虐待与认知失败的回归分析结果显

著，检验系数均显著，这也表明手机成瘾在儿童心理虐待和中职生认知失败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该

结果表明，儿童心理虐待不仅能直接预测中职生的认知失败，还能通过手机成瘾的中介作用间接预测认

知失败。 
儿童心理虐待、手机成瘾以及认知失败对于下青少年乃至成年人的影响都不容小觑。本研究发现，

儿童心理虐待、手机成瘾对于认知失败都有一定的影响，该结果具有一定的启示，即可以通过降低或减

少儿童期的心理虐待产生的不良影响，从而缓解手机成瘾的程度，进而改善认知失败的现象。 

4.6.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主要探讨了中职生儿童心理虐待、手机成瘾与认知失败之间的关系，当下国内关于三者的研

究不在少数，但大部分是两两关系的研究，对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不足，并且对中职生群体的关注

一方面有助于扩大研究对象的范围，另一方面有利于增进对中职生群体共性与个性的了解。本次研究为

缓解中职生认知失败、手机成瘾等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然而由于疫情因素，样本量也不够充实，故结

论具有一定局限性。在今后的研究中，要多选择不同地区或不同院校的学生作为被试，增加样本量，使

结果更具有说服力。 

5. 结论 

通过对中职生的儿童心理虐待、手机成瘾和认知失败现象进行问卷调查，研究结论如下： 
1) 中职生认知失败处于中等水平，主要表现为人际失误。女生认知失败程度高于男生；中职三年级

及以上认知失败程度高于中职二年级和中职一年级。中职生儿童心理虐待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主要表现

为恐吓。中职生手机成瘾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主要症状为逃避性。 
2) 儿童心理虐待能够正向预测中职生的手机成瘾和认知失败，即遭受心理虐待的次数越多，产生手

机成瘾可能性就越大，认知失败程度越高。手机成瘾能够正向预测认知失败，即手机成瘾程度越高，认

知失败的几率也就越高。 
3) 中职生手机成瘾在儿童心理虐待对认知失败的影响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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