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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心理弹性在人格特质与手机成瘾的关系中的作用。方法：采用中国大五人格问卷简版、青少

年心理韧性量表、手机成瘾指数量表对贵州中医药大学在读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① 心理弹性同严谨

性、宜人性、开放性显著正相关(P < 0.01)，② 手机成瘾同神经质、严谨性、宜人性、开放性、外向性

显著正相关(P < 0.01)，③ 心理弹性通过严谨性、开放性、宜人性对手机成瘾起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

结论：心理弹性在大学生人格与手机成瘾中起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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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
ity traits and cell phone addiction. Methods: The Chinese Big Five Personality Inventory Brief, the 
Adolescent Mental Toughness Scale, and the Mobile Phone Addiction Index Scale were used to in-
vestigate college students enrolled in Guizho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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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was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rigor, agreeableness, 
and openness (P < 0.01); 2) Cell phone addiction was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neuroticism, rigor, agreeableness, openness, and extraversion (P < 0.01); 3) Psychological resi-
lience plays a significant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on cell phone addiction through rigor, openness, 
and agreeableness. Conclusion: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mediates the effect of personality and cell 
phone addiction in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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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如今，移动手机的使用早已变成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给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一定的便利，

同时，过度的使用将造成我们对手机的成瘾，进而对我们的心理健康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手机成瘾是

因使用手机行为失控而导致个体在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等方面明显受损的痴迷状态(师建国，2009)。有

研究者调查了 17 岁的香港中学生手机依赖情况，结果显示 3.41%的中学生表现出严重依赖，其中女生比

男生更依赖(Leung, 2016)。Andreassen，Griffiths和Gjertsen等人通过MPAI和NEO-FFI-R得出宜人性(A)、
尽责性(C)和开放性(O)手机依赖呈负相关(Andreassen, Griffiths, Gjertsen, Krossbakken, & Pallesen, 2013)。
郭璐得出 EPQ 问卷的各个分维度中精神质(P)、神经质(N)与手机依赖呈正相关，大五人格问卷的开放性

(O)、宜人性(A)、尽责性(C)和手机依赖呈负相关。在人格特质各个分维度中 EPQ 问卷的神经质(N)与手

机依赖的相关系数最高(r = 0.403)，属于较高相关水平，EPQ 问卷的外倾性(E)与手机依赖相关程度最低。

手机依赖者有高神经质的倾向(郭璐，2018)。 
心理弹性是个体内部心理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使个体在逆环境中具有良好的复原能力(李旭，

李志鸿，&李霞，2021)，心理弹性大部分起着中介作用，有研究表明，心理弹性在社会支持和手机依赖

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因此，大学生的社会支持可以直接影响手机依赖的程度也可以通过心理弹性的

中介作用间接的影响手机依赖(吴喆，2018)。黄海滨研究得出心理弹性及其情绪控制维度对于手机成癒具

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在性别上，手机成瘾的逃避性使用，女大学生比男大学生更易产生逃避性手机；

在专业上，文科生比理工类专业的大学生更容易产生手机使用的失控性、低效性(黄海斌，2018)。 
综上，已有研究中缺乏有关人格特质与手机成瘾的相关关系的心理弹性中介方面影响的研究，鉴于

此，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经过 Harman 单因子检验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采用 spss21.0
软件、Amos23.0 等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并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构建和检验，旨在明确人格特质、心

理弹性、手机成瘾之间的统计学关系，进而探究心理弹性对不同人格特质的手机成瘾现象的影响机制，

为基于心理资源开发的大学生手机依赖的干预提供新思路和实证证据。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问卷调查法，选取贵州中医药大学若干大学生作为被试，调查得到 60 份数据，根据题目数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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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实验时间估算，按照答题时间低于 300 秒、答案具有一定规律性、三个标准差内进行异常数据的标准

进行剔除。其中，有效问卷为 50 份，有效率为 83.3%。其中男生 20 名，比例为 40%；女生 30 名，比例

为 60%。所有被试的年龄均处于 18~24 岁之间。 

2.2. 研究工具 

2.2.1. 中国大五人格问卷简版 
采用王孟成等人编制的中国大五人格问卷简版，包含神经质、严谨性、宜人性、开放性和外向性 5

个维度，具有较好的信效度。中国大五人格问卷简式版(CBF-PI-B)包含 40 个题目，每个维度分别有 8 个。

各维度条目选择时平衡了统计指标与条目内容，因此这 8 个条目能够很好的涵盖完整版问卷的概念范围。

问卷采用 6 级计分：1 = 完全不符合，2 = 大部分不符合，3 = 有点不符合，4 = 有点符合，5 = 大部分

符合，6 = 完全符合。神经质，个体在情绪稳定性和体验负性情绪上的个体差异，包含 1、6、11、16、
21、26、31、36 题；严谨性，个体按照社会规范的要求控制冲动的倾向、以任务和目标为导向、延迟满

足以及遵守规范和纪律等方面上的个体差异，包含 2、7、12、17、22、27、32、37 题；宜人性，个体对

人性及他人(遭遇)表现出的同情心和人文关怀，包含 3、8、13、18、23、28、33、38 题；开放性，个体

对待新事物、新观念和新异刺激的态度和行为差异包含 4、9、14、19、24、29、34、39 题；外向性，个

体神经系统的强弱和动力特征，包含 5、10、15、20、25、30、35、40 题。其中反向计分的条目有 7 个，

具体是：5、8、13、15、18、32 和 36 题(王孟成，戴晓阳，姚树桥，2011)。 

2.2.2. 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 
胡月琴和甘怡群编制的，该量表共有 27 个项目，采用五点计分，1 = 完全不符合，5 = 完全符合，

分为五个维度，其中目标专注包含 3、4、11、20、24 题；情绪控制包含 1、2、5、21、23、27 题；积极

认知 10、13、14、25 题；家庭支持包含 8、15、16、17、19、22 题；人际协助包含 6、7、9、12、18、
26 题，其中反向计分的题目有 1、2、5、6、9、12、15、17、21、26、27 题。该量表又可以分为个人力

和支持力两个因子，个人力包含情绪控制、积极认知、目标专注三个维度，支持力包含家庭支持和人际

协助两个维度。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为 0.85，复测信度为 0.83，效标效度良好(胡月琴，甘怡群，2008)。 

2.2.3. 手机成瘾指数量表 
由香港中文大学梁永炽教授编制的。该量表有 7 个项目，采用五点计分标准，1 = 从不，2 = 偶尔，

3 = 有时，4 = 经常，5 = 总是，该量表分为四个维度，失控性包含 1~7 题，如“你尝试减少使用手机但

没有做到”；戒断性包括 8~11 题，如“如果一段时间你没有检查消息或打开你的手机，你感到焦虑”；

逃避性包括 12、13 题，如“当你感觉孤立时，会用手机跟其他人通话”；低效性包括 14-17 题，如“曾

经有几次你宁愿玩手机也不愿意去处理更加紧急的事情”。黄海等学者对手机成瘾指数量表的信效度进

行检验，MPAI 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91，失控性、戒断性、逃避性和低效性四个分量表的内部

一致性信度分别为 0.84、0.83、0.87 和 0.81 (黄海，牛露颖，周春燕，吴和鸣，2014)。 

2.3. 统计分析 

本研究采用 spss21.0 软件数据处理对数据进行皮尔逊相关分析，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最后采用

Amos23.0 进行结构方程模型的构建及中介效应的检验。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表现为，同时第一个因子的解释变异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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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45%，小于 40%。因此可以认为本次研究受共同方法偏差影响不严重。 

3.2. 大五人格、手机成瘾、心理弹性之间的相关分析 

使用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人格特质、心理弹性、手机成瘾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显示(见表 1)，心理

弹性同严谨性、宜人性、开放性显著正相关(P < 0.01)，手机成瘾同神经质、严谨性、宜人性、开放性、

外向性显著正相关(P < 0.01)。 
 

Table 1. Correlation of the Big Five personality dimensions,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cell phone addiction 
表 1. 大五人格各维度、心理弹性、手机成瘾的相关 

 1 2 3 4 5 6 7 

1 神经质 ——       
2 严谨性 0.13 ——      
3 宜人性 0.16 0.50** ——     
4 开放性 0.38** 0.70** 0.62** ——    
5 外向性 0.10 0.43** 0.41** 0.53** ——   

6 心理弹性 −0.25 0.49** 0.47** 0.45** 0.13 ——  
7 手机成瘾 0.66** 0.36** 0.33** 0.54** 0.36** −0.06 —— 

注：*P < 0.05，**P < 0.01。 

3.3. 结构方程模型构建中介效应及拟合度检验 

应用 AMOS.21 进行结构方程模型的构建，人格特质、心理弹性、手机成瘾为潜变量，人格特质、心

理弹性、手机成瘾三个量表的子维度作为观测变量(如图 1)，并输出拟合度指标(如表 2)可知结构模型拟

合程度不太理想。 
 

 
Figure 1. Model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between personality traits and cell phone addiction 
图 1. 心理弹性在人格特质和手机成瘾之间的中介效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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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Fitting of the mediated model 
表 2. 中介模型的拟合度 

适配指标 x2 x2/df CFI RMSEA IFI 

推荐值 越小越好 <3.0 >0.9 <0.08 >0.9 

拟合值 225.37 3.05 0.53 0.20 0.56 

 
为优化模型，心理弹性维度可概括为个人力和支持力两个维度，并以此为基础修改模型，构建一般

模型并采用 process 计算相关路径系数，如图 2。 
 

 
Figure 2. Mediating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between rigor, openness, and agreeableness 
on cell phone addiction 
图 2. 心理弹性在严谨性、开放性、宜人性对手机成瘾之间的中介效应 

 
根据陈瑞等人总结使用 Bootstrap 的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重复采样 5000，选择模型 4，若间接效

应置信区间不含 0，则中介效应显著(见表 3)；若中介效应存在，若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包含 0，则完全

中介，反之则部分中介(见表 4)。结果表明，大学生严谨性、开放性、宜人性的手机成瘾中，心理弹性都

是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 
 

Table 3. Indirect mediating role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in openness, rigor, agreeableness and cell phone addiction 
表 3. 心理弹性在开放性、严谨性、宜人性与手机成瘾间接中介作用 

项目 间接效应值 误差 间接置信区间 L 间接置信区间 U 

开放性–心理弹性–手机成瘾 −0.36 0.14 −0.67 −0.13 

严谨性–心理弹性–手机成瘾 −0.35 0.19 −0.77 −0.50 

宜人性–心理弹性–手机成瘾 −0.37 0.21 −0.85 −0.03 

 
Table 4. Direct effects of openness, rigor, and agreeableness on cell phone addiction 
表 4. 开放性、严谨性、宜人性对手机成瘾的直接作用 

项目 直接效应值 误差 直接置信区间 L 直接置信区间 U 

开放性–心理弹性–手机成瘾 1.47 0.24 0.99 1.95 

严谨性–心理弹性–手机成瘾 1.20 0.32 0.56 1.83 

宜人性–心理弹性–手机成瘾 1.33 0.40 0.54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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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与分析 

本研究讨论了心理弹性在大五人格与手机成瘾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心理弹性通过大学生

人格中的严谨性、开放性、宜人性在手机成瘾中起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手机成瘾程度同神经质、严谨

性、宜人性、开放性、外向性显著正相关(P < 0.01)。神经质(N)与初中生手机依赖总分、失控性、戒断性、

逃避性、低效性各分维度呈显著正相关，显著性均达到 0.01 水平。其中，神经质(N)与逃避性的相关系数

最大为 0.148，神经质(N)与低效性的相关系数最小为 0.090 (郭璐，2018)。与本研究的人格特质和手机成

瘾的相关性结论相符合。手机依赖倾向总分和心理弹性总分呈显著负相关，手机依赖倾向总分和心理弹

性的坚韧性因子呈显著负相关，和心理弹性的力量性因子呈显著负相关，和心理弹性的乐观性因子呈显

著负相关(于潇，2016)。同本研究的不显著不符，可能由心理弹性量表使用、被试数量、地域等的差异引

起。有相关研究证明，神经质、外向性和严谨性能有效预测手机成瘾，并且严谨性对手机成瘾有负向预

测作用(余莎，余为益，姚智军，董家心，2021)，这与本研究结论不符，原因可能在于本研究样本量较少，

取样不具有代表性。 
有科学研究证实，正性情绪可以促进认知、撤销消极情绪体验和自主性生理反应，提高应对压力的

能力(王艳梅，汪海龙，刘颖红，2006)。因此，情绪正性越多，心理弹性就更强以及对手机依赖更少；而

负性情绪越多，心理弹性也更弱，对手机依赖性更强，故在实际生活中，可对大学生心理弹性进行正性

情绪方面的调控，以此来改善大学生的手机成瘾行为，与本研究目的不谋而合。总而言之，在许多关系

中，心理弹性大部分起着中介作用，如心理弹性在手机依赖和睡眠质量的关系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中介效应所占比例为 20.06% (程玲，张红，陈元金，庞晓丽，2020)。心理弹性也会影响大学生面对问题

或挫折时所采取的处理方法。心理弹性高的大学生能积极适应环境并克服困难、迎接挑战，从而做出更

有利于自己学业和生活的抉择，并避免对手机依赖。反之，如果一个学生没有较高的心理弹性水平，则

会通过网络逃避现实遇到的挫折和困难，形成恶性循环。通过模型建立与拟合，可以为大学生手机成瘾

的预测和控制带来一定启示。学校应该高度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及其与手机成瘾的密切关联，针对

当代大学生的特点，通过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举办心理健康活动，开展心理健康有关社团及心理健

康普查与访谈等方式，帮助学生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培养健全的人格，减少手机成瘾问题及其带来的不

良影响，总之，大学生手机成瘾是一个由多种因素引发、具有时代特点、影响较为严重的问题。从心理

成因角度去思考大学生手机成瘾的问题，从提升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完善健全大学生人格的角度去采

取预防、预警和干预措施，是从根源上解决大学生手机成瘾问题的有效方法(陈晓蕾，张博涵，赵玉英，

2021)。 
本研究显示，神经质、严谨性、开放性、责任性、外向性与手机成瘾呈显著相关，说明具有这些人

格特质的个体容易产生手机成瘾的倾向。神经质高分的个体容易具有焦虑、抑郁、情绪化及逃避现实的

特点(王孟成，戴晓阳，姚树桥，2010)，在面对生活和挫折时更倾向于出现抑郁，可能会选择虚拟世界逃

避现实。严谨性的粉低的个体意志力薄弱，缺少毅力，懒散、无目的、无条理(王孟成等，2010)。在学业

上往往动力不足，喜欢走“捷径”，自我管理力和控制力较差，最终成为手机的“奴役”，导致手机成

瘾。宜人性低的个体对他人不信任、敏感、多疑(王孟成等，2010)，具备这种人格的人较难与他人亲近，

建立长久而稳定的关系，容易将自己与他人隔离开来，而孤独感越强，手机成瘾越严重(李丽，梅松丽，

牛志民，宋玉婷，2016)。因此，大学应抓好心理健康教育，为有人格障碍的大学生及时提供帮助，开展

宣传活动，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心理氛围。家庭也应注意与孩子的沟通交流，为学生提供心理支持，关

注学生在生活上的点滴，尊重孩子的个人意见，为孩子的心理健康保驾护航。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本研究为横断的问卷调查，变量间因果关系尚不能确定，故在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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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考虑纵向调查，使其结论更为推广化；其次，本研究的数据均通过线上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收集，受

被试主观思维影响较大，故后续的研究可以考虑采用更加客观的形式来进行收集；再者，三个量表合计

题项过多，被试易出现疲劳现象，后续研究可考虑寻求更为简洁的量表施测；最后，问卷题目尚缺乏测

谎项，无法在一定限度排除被试说谎或乱填的可能。虽然本研究存在一定的不足，但创新地将人格特质、

手机成瘾、心理弹性三者相结合，探讨三者关系，以此丰富了大学生行为研究的相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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