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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背景：大学生手机成瘾问题日益严峻，已经对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和就业等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目的：

对中国大学生手机成瘾研究的热点领域及未来趋势进行可视化分析，为未来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提供参

考。方法：采用CiteSpace对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核心集271篇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1) 近15
年来我国大学生手机成瘾研究发展较快，论文数量一直处于不断发展的上升趋势。2) 大学生手机成瘾研

究的热点领域主要集中在手机成瘾的评估、手机成瘾的影响因素、体育活动与大学生手机成瘾、手机成

瘾与社交焦虑、孤独感、自尊、抑郁之间的关系研究7个方面的研究。3) 未来大学生手机成瘾研究的趋

势为：大学生手机成瘾与抑郁关系研究和大学生手机成瘾机理的探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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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The problem of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which has had a serious impact on their study, life and employment. Objective: 
To visually analyze the hot areas and future trends of mobile phone addiction research of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es engaged in related research. Me-
thods: 271 articles in the core collection of CNKI database were visually analyzed using CiteSpace. 
Results: 1) In the past 15 years, researches on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China have developed rapidly, and the number of researches has been on the rise. 2) The hot re-
search fields of mobile phone addiction mainly focus on the evaluation of mobile phone addicti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obile phone addic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orts activities and 
mobile phone addic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anxiety, loneliness, self-esteem and de-
pression and mobile phone addiction. 3) In the future, the possible trends of the research on mo-
bile phone addi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are: 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nd depression and the exploration of the mechanism of mobile phone addi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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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智能手机已成为人们生活的必备工具(吴正慧等，2022)。然而，大学生因过度

使用智能手机造成的手机成瘾问题越来越突出。手机成瘾(smartphone addiction)是指个人过度使用手机所

产生的心理依赖，影响其日常生活，并出现的一系列心理、行为问题(苏双等，2014)。研究表明：我国大

学生手机使用率接近 100% (陈健湘等，2017)，大学生一旦手机使用不当或使用过度，极易导致手机依赖

或手机成瘾。(Leung, 2008)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群体手机成瘾率为 4.05%~27.4%。(刘红，王洪礼，2011)
的调查研究中发现：我国大学生手机成瘾率上升为 22.4%~33.1%。(张颖颖，史玉霞，孟贝，2022)调查研

究显示：在我国近 40%的大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手机成瘾问题。由此可见，大学生手机成瘾问题日益严

峻，手机成瘾已经成为当代大学生最主要的非药物成瘾现象之一(杨心童，2017)。手机成瘾不仅会对大学

生的学习、生活、就业带来负面影响，还会导致其心理、生理、身体以及社会功能上的不适(邹立巍，2020)，
对大学生的身心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具体表现为成瘾个体易怒、焦虑、抑郁、人际关系困扰、认知能力

降低等(姜永志等，2016)，严重影响着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因此，关注大学生手机成瘾问题，对于高校人

才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 
CiteSpace 是美籍华人陈超美基于 JAVA 语言研发的一款可视化分析软件，通过该软件可以快速对某

一学科或主题的研究文献进行科学的计量学分析，可视化地展示某一学科或主题研究的热点领域、前沿

和未来研究趋势等关键问题，其在科学计量学软件中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陈悦等，2015)。研究表明：我国

大学生手机成瘾问题比较突出(刘诗洁，刘亚女，王林，2022)，我国学者在此方面的研究也相对领先(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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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福等，2022)。因此，本研究借助 CiteSpace6.1.R2 可视化分析软件，对中国知网(CNKI)核心期刊中 271
篇有关大学生手机成瘾研究的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在为未来参与大学生手机成瘾研究的学者们提供参

考的同时，也介绍一种快速了解某一学科研究热点、前沿与趋势的方法。 

2. 数据来源 

为了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全面性与可靠性，本研究选用 CNKI (北大核心、南大核心)数据库，时间跨

度设置为 2007 年 1 月至 2022 年 5 月，检索式为：(主题 = (大学生 OR 专科生 OR 本科生 OR 研究生) AND 
主题 = (手机成瘾 OR 手机依赖))为保证文献研究的质量与可信度，对文献来源类别选项进行精炼，然后

进行人工筛选，剔除无作者文章后，最终获取有效文献 271 篇，即为该研究所获得的数据。 

3. 研究方法 

3.1. 可视化分析法 

本文采用 CiteSpace6.1.R2，以获取的有关大学生手机成瘾的文献作为研究数据，通过对文献的作者

(Author)、机构(Institution)、关键词(Keyword)等进行知识图谱分析，探究我国近 15 年大学生手机成瘾研

究领域内的高产作者、机构，探索大学生手机成瘾目前的研究热点及前沿趋势。 

3.2. 参数设置 

导入数据，时间跨度从 2007 年 1 月~2022 年 5 月，时间切片设置为 1，将每个切片时间选择 Top50 per 
slice，文献以作者(Author)、机构(Institution)、关键词(Keyword)为节点类型，依次单击 Go 运行软件生成

可视化图谱。 

4. 结果与分析 

4.1. 大学生手机成瘾研究分布特征 

4.1.1. 年度文献量分析 
发文量的变化能够反应出该领域的研究水平及发展程度(龚丽景等，2021)，在一定程度上是衡量该领

域的动态发展趋势、受关注程度以及预测未来发展的重要信息来源。由图 1 可以看出，大学生手机成瘾

的文献年产量总体上呈递增趋势。2007~2013 年该领域年文献产出量处于起步阶段，发展缓慢。自 2014
年每年发文量达 20 篇以上，发展较为迅速，2018 年发文量最高(39 篇)。总体上看大学生手机成瘾文献量

从 2007 年发展至今不断增长，当下大学生手机成瘾问题形势严峻，已经引起学校、家庭、社会的高度关

注。根据发文量趋势预测，大学生手机成瘾问题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将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其相应的

发文数量将会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4.1.2. 核心作者分布特征 
利用 CiteSpace6.1.R2 软件点击作者(Author)，通过聚类分析绘制出高产作者表(表 1 所示)。由于发文

作者较多，本研究采取对发文量 5 篇及以上的作者进行分析，从表 1 中可以看出，对大学生手机成瘾研

究的作者主要有姜永志、黄海、周春燕、张亚利、何安明、张斌等。其中以姜永志为中心的研究团队对

大学生手机成瘾研究最多，就作者发文数量来看大学生手机成瘾研究成果最多的是姜永志。他是我国较

早从事大学生手机成瘾研究的学者之一，近十五年时间合作发表有关大学生手机成瘾的文章 13 篇，2014
年发表的《大学生手机互联网依赖与孤独感的关系：网络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是其在该领域内发表最

早的一篇文章。除此之外，从第一作者发文量来看，发表成果最多的也是姜永志，共发表 7 篇有关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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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手机成瘾的研究成果。2007 年李雅兴发表的《手机短信对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与对策分析》

一文是该领域内的第一篇核心期刊。 
 

 
Figure 1. Time distribution of document quantity 
图 1. 文献数量时间分布图 

 
Table 1. Statistics of high yield authors (part) 
表 1. 高产作者情况统计(部分) 

排名 计数 发表年份 作者 

1 13 2014 姜永志 

2 12 2013 黄海 

3 9 2013 周春燕 

4 7 2017 张亚利 

5 7 2014 何安明 

6 7 2017 张斌 

7 7 2014 刘勇 

8 6 2014 白晓丽 

9 6 2014 惠秋萍 

10 5 2016 梅松丽 

4.1.3. 研究机构分布特征 
在研究领域内研究机构是其不断发展的重要载体，在学术成果交流、共享以及发展中起着重要的引

领与导向作用(鞠明晓等，2021)。利用 CiteSpace6.1.R2 软件点击机构(Institution)，通过聚类分析对大学生

手机成瘾发文量机构进行可视化分析，并绘制出核心机构的共现图谱，如图 2 所示，共有 332 个节点和

300 条连线，整体网络密度为 0.0055。节点大小代表机构发文数量的多少，节点间的连线表示机构之间

有合作，连线的粗细表示机构之间的合作强度(王雪鹏，2017)。 
本研究统计了我国 2007年~2022年大学生手机成瘾领域内论文发表在 6篇及以上的 10所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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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民族大学发表 13 篇，中国地质大学、信阳师范学院、安徽医科大学以及内蒙古师范大学各发表

12 篇，华中师范大学与哈尔滨师范大学分别发表 10 篇，中国人民大学发表 7 篇。总体来看内蒙古民族

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信阳师范学院等发文量较高的院校是我国大学生手机成瘾研究的主要机构。 
通过高产机构可视化知识图谱(如图 2)可以直观看到相关机构在该领域内的核心力量与影响力的分

布情况。从图 2 中可以看出我国大学生手机成瘾研究领域发文量排名前 10 的机构中，中国地质大学、安

徽医科大学与其他机构之间没有连线，其他研究机构之间有连线，这表明这两所大学与其他机构没有合

作，其他机构在该领域内相互之间有合作，在我国这些机构作为该领域的主导力量，推动了大学生手机

成瘾研究的发展。发文量排名第二的中国地质大学、安徽医科大学与其他院校之间没有连线，没有形成

固定的研究团队，未来可加大与该领域内其他机构的合作，共同促进大学生手机成瘾相关研究在我国的

发展。 
 

 
Figure 2. Visualization knowledge map of high-yield institutions 
图 2. 高产机构可视化知识图谱 

4.2. 大学生手机成瘾研究热点分析 

研究热点是在一定时期内特定领域受到研究者广泛关注的研究主题。对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进行计量

统计和聚类分析，可以有效把握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侯海燕等，2010)。为探究我国大学生手机成瘾研究的

热点领域，采用 CiteSpace6.1.R2 软件对当前研究中的高频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表 2 是大学生手机成瘾

相关研究的高频关键词，图 3 显示了大学生手机成瘾研究的主要热点领域。 

4.2.1. 高频关键词分析 
271 篇文献共有 282 个关键词，剔除与检索词相同的关键词“大学生”、“手机依赖”、“手机成

瘾”与“学生”后，剩余 278 个关键词，呈现的总频次为 628 次。前 10 个高频关键词的总呈现频次为

206 次，占总频次的 33%，排名前 10 位的关键词(表 2)：行为(33)、成瘾(31)、中介作用(25)、孤独感(23)、
社交焦虑(23)、精神卫生(21)、自尊(16)、抑郁(13)、睡眠质量(11)、社会支持(10)。观察发现“精神卫生”

是该领域内中介中心性最高的关键词，其次是“社交焦虑”、“抑郁”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大学

生手机成瘾研究的热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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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List of high-frequency vocabulary of college students with mobile phone ad-
diction (top 10) 
表 2. 大学生手机成瘾高频词汇一览表(前 10 名) 

排名 频次 中心性 关键词 

1 33 0.05 行为 

2 31 0.05 成瘾 

3 25 0.04 中介作用 

4 23 0.05 孤独感 

5 23 0.08 社交焦虑 

6 21 0.13 精神卫生 

7 16 0.04 自尊 

8 13 0.07 抑郁 

9 11 0.04 睡眠质量 

10 10 0.05 社会支持 

4.2.2. 关键词聚类分析 
对关键词聚类有助于了解该领域的研究分布情况及研究前沿(陈超美，陈悦，2014)。对 271 篇中文文

献进行聚类分析可以得出近 15 年来我国大学生手机成瘾领域的研究大致可分为 7 个模块，模块聚类图如

图 3 所示。结果显示模板值(Modularity，Q 值)为 0.5318，平均轮廓值(Silhouette，S 值)为 0.8443。根据相

关标准(陈悦等，2015)，当 Q 值在 0~1 之间，且 Q > 0.3 时，聚类效果较为显著；当 S > 0.7 时，聚类结

果令人信服。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大学生手机成瘾研究的聚类分析结果显著。 
 

 
Figure 3. Keyword clustering map 
图 3. 关键词聚类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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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学生手机成瘾的效度研究 
对大学生手机成瘾的量表评估是该领域研究的一大热点。聚类#0“效度”是最大的聚类，该聚类由

54 篇文献构成，S 值为 0.835。目前国际上还没有关于大学生手机成瘾的统一量表，国内大多数研究者参

照国外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IV 或 DSM-V)以及其他量表编制针对我国大学生手机依赖的量表

(项明强，王梓蓉，马奔，2019)。(徐华等，2008)团队根据 DSM-IV 对物质依赖和行为成瘾的描述编制出

我国较早的大学生手机依赖量表，该量表包含四个维度，其信效度均在 0.50~0.60 之间。(Leung, 2008)编
制出手机依赖指数量表(MPAI)，该量表包含四个维度，且四个维度的信度检验均在 0.80 以上。随着信息

技术的发展，人们认为早期的手机成瘾量表具有一定的时限性，在这些量表的基础上根据智能手机功能

以及大学生心理特点对相关量表作进一步修整、完善。(熊婕等，2012)团队在前人对手机成瘾量表探究的

基础上编制出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MPATS)，该量表的四个维度不但有较好的信效度，也有较高的

重测度，其重测度在 0.75~0.85 之间，总量表的重测信度为 0.91。(苏双等，2014)编制出大学生智能手机

成瘾量表(SAS-C)，该量表有 22 个项目，并包含 6 个影响因子，该量表一周后的重测信度达 0.72~0.93 之

间，信效度及重测度都较高。以上量表在一定时期内对大学生手机成瘾的效度评估上获得了大部分人的

认可，其权威性较高。目前苏双团队编制的 SAS-C 量表在国内外有较高的评价，使用比较广泛。随着科

技的发展，智能手机功能不断增多，内容不断丰富，学者们对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量表不断完善，促进

其创新、发展，可见对大学生手机成瘾的评估研究是我国学者未来研究的一大热点。 
2) 大学生手机成瘾与精神卫生 
大学生手机成瘾与精神卫生是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聚类#2“精神卫生”是该领域内排名较为靠前

的关键词，该聚类由 41 篇文献构成，S 值为 0.93。近年来，手机网络环境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受到

人们广泛关注(徐增鎏，2022)。(张亚利等，2018)通过对 472 名大学生进行手机成瘾倾向量表、人际适应

性问卷以及多伦多述情障碍的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与述情障碍成显著正相关，述情

障碍与人际适应性呈显著负相关，具体表现为有手机成瘾倾向的个体情感认知与自我表达能力不足、自

我意识较重、社交技能较低、人际关系较差等。(陈奕荣，邵华，2019)的研究中也有类似的发现，该团队

对两所高校的 547 名大学生进行交往焦虑量表、自尊量表、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以及多伦多述情障

碍量表问卷调查，结果发现交往焦虑、自尊与述情障碍均可预测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交往焦虑与自尊

作为心理病理的显著特征，在手机成瘾倾向中起重要诱发作用，识别与关注有述情障碍的大学生，改善

个体人际关系，增强交往自信可有效降低其手机成瘾行为。(钱淑红，雒文虎，杨冰雨，2021)团队对大学

生手机依赖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抑郁症状以及神经质关系进行探究，结果发现神经质与 ADHD
是大学生手机依赖的危险因素，具体表现为个体敏感性较强、情绪不稳定、易产生烦躁、焦虑、愤怒的

负面情绪，而手机中的抖音、快手等娱乐性软件容易使其调节负面情绪，释放压力从而导致手机依赖。

由此可以看出，现阶段很多心理疾病是由手机成瘾表现出来的，更糟糕的情况见于双向恶性循环，大学

生手机成瘾与精神卫生相关研究在未来有待进一步探究并提出解决措施。 
3) 大学生手机成瘾与自尊研究 
大学生手机成瘾与自尊是研究的另一热点领域。聚类#4“自尊”是该领域内排名较为靠前的另一关

键词，该聚类由 21 篇文献构成，S 值为 0.87。自尊作为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之一，手机成瘾大学生的心

理健康是否会因自尊受到影响，引发不少学者的关注。(姜永志，白晓丽，2014)研究中建构出大学生手机

依赖、自尊以及心理和谐的关系模型，发现手机依赖与自尊呈显著负相关，心理和谐与自尊呈显著正相

关。自尊在手机依赖与心理和谐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但是自尊是否能成为二者之间的中介变量有待

进一步考究。随后在(叶娜等，2019)研究中证实了该观点，该团队对 615 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

现自尊对手机成瘾有负向预测力，大学生低自尊会导致手机社交成瘾，这是由于低自尊个体有较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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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敏感性，人际敏感性在自尊对手机社交成瘾的影响中可起到调节的中介作用。(吕帅，邱宗满，2020)
研究中直接表示自尊与手机成瘾存在负相关关系，自尊可直接预测大学生手机成瘾。该研究通过中介效

应分析发现，同伴关系在自尊与手机成瘾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人际关系较差也是导致大学生手机依

赖的原因，建议学校有关部门大力开展团体辅导活动，既可帮助大学生改善人际关系又可降低其对手机

依赖的程度。以上研究从学者们预测大学生手机依赖可能与自尊有关，再到一步步证实自尊影响大学生

心理进而导致对手机成瘾，可以看出大学生手机成瘾与自尊之间的关系已经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4) 大学生手机成瘾与社交焦虑研究 
大学生手机成瘾与社交焦虑也是该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聚类#5“社交焦虑”是该领域内另一重要

的关键词，该聚类由 20 篇文献构成，S 值为 0.831。社交焦虑作为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主要症状之一，

其与手机成瘾之间的关系是学者们近年来探究的方向。(张斌等，2017)对 359 名大学生进行艾森克人格问

卷量表、情绪量表以及手机成瘾倾向量表问卷调查，发现大学生人格特征与手机成瘾关系密切。神经质

特征人格可显著预测手机成瘾，高神经质个体具有情绪化、冲动、焦虑、内向、多虑等特点，在现实生

活中其容易出现社交挫折，进而导致情绪低落，因此更倾向使用手机与他人进行交流，低神经质个体则

相反。负面情绪在神经质人格与手机成瘾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李宗波等，2017)通过研究证实了前人

关于大学生手机依赖与社交焦虑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的这一说法，在此基础上发现大学生手机依赖倾向量

表与社交焦虑倾向量表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手机依赖能够通过社交焦虑影响大学

生主观幸福感，社交焦虑在二者之间起中介作用。(黄凤等，2021)团队也肯定了社交焦虑可显著预测大学

生手机成瘾这一说法，二者呈正相关关系。此外发现导致焦虑个体手机成瘾的原因是手机的社交功能可

满足其人际交往的需要、焦虑个体还可通过手机缓解负面情绪。因焦虑而引发个体的行为问题与认知失

败在大学生焦虑与手机成瘾之间起中介作用。上述均为我国学者近年来在大学生手机成瘾与社交焦虑相

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如何缓解因焦虑引起的大学生手机成瘾问题在我国还需继续探究。 
5) 大学生手机成瘾与体育活动研究 
大学生手机成瘾与体育活动是该领域较为重要的研究方向。聚类#6“体育活动”是该领域内的关键

词，该聚类由 15 篇文献构成，S 值为 0.964。众所周知，体育活动对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的发展具有积

极的作用，体育活动对降低大学生手机成瘾水平是否具有积极作用，我国学者做了相关研究。(付少雄，

林艳青，2019)基于 6160 份对大学生使用手机状况有效问卷的分析，结果发现大学生过度使用手机会造

成手机依赖，进而导致视力下降、睡眠质量降低等负面效应，对大学生生理、心理健康都造成不良影响。

而体育活动可以调节大学生因手机依赖造成的视力及睡眠质量下降等问题，高校及相关部门应鼓励大学

生参加各类体育活动，减少其对手机的依赖。(赵玉霞，郝艳红，静香芝，2021)团队将体育活动与团体辅

导的方式相结合，对 1678 名大学生分为运动组、团体辅导组以及运动 + 团体辅导组三个组别，通过对

三个组大学生干预后、干预后 3 个月与干预前对手机成瘾水平相比，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三组大学生对

手机成瘾程度呈降低趋势，但三组大学生对手机成瘾有不同程度差异。其中，运动 + 团体辅导组对手机

成瘾抑制效果最好、团体辅导组次之、运动组居于最后，可见运动与团体辅导二者结合可有效降低大学

生手机成瘾程度。由此可以看出，该聚类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6) 大学生手机成瘾与抑郁研究 
大学生手机成瘾与抑郁是该领域研究的另一重要方向。聚类#7“抑郁”也是该领域内的关键词，该

聚类由 12 篇文献构成，S 值为 0.887。大学生作为社会中较为特殊一个群体面临着学业、就业、人际关

系、社会期待等多种问题，各种问题一旦处理不当，不善沟通又找不到合理宣泄的方式，极易产生抑郁

情绪(牛晓丽，李宣珠，2017)。(张玥等，2018)对 675 名大学生进行手机成瘾问卷、抑郁等问卷调查，发

现大学生手机成瘾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手机成瘾可直接正向预测大学生抑郁程度。提高大学生友谊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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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降低大学生对手机依赖的程度，可减少其焦虑、抑郁程度。(潘莉莉等，2019)研究中也有类似的发现，

该团队对 1265 名大学生进行手机依赖问卷、抑郁自评量表以及社会支持量表调查，发现大学生抑郁率为

40.8%，高于国内以往的研究。大学生手机依赖与抑郁呈正相关，其手机使用程度越高抑郁程度也越高，

社会支持是抑郁症状的保护因素，良好的社会支持可有效预防大学生抑郁。学校、家庭与社会应对处于

社会角色转型期的大学生提供良好的社会支持，从而有效降低大学生抑郁程度，进而减少大学生手机成

瘾行为。(班梦姣，王永杰，2020)的研究中在肯定了前人有关大学生手机成瘾与抑郁呈正相关关系的基础

上，建议高校心理部门从干预大学生对手机的使用入手，降低大学生对手机依赖的程度，对大学生负面

情绪的调节一定程度上有积极影响。对大学生负面情绪进行有效干预需要学校、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努力，

该领域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学者们进一步探究解决方案与具体措施。 
7) 大学生手机成瘾与影响因素的研究 
大学生手机成瘾与影响因素是该领域内又一个重要研究方向。聚类#8“影响因素”是该领域内的关

键词，该聚类由 11 篇文献构成，S 值为 0.933。影响大学生手机成瘾的原因具体分为个体内部因素与外

界环境因素。(卿再花等，2019)发现造成大学生手机成瘾的原因众多，主观因素中抑郁、焦虑等情绪是造

成其手机成瘾的重要原因；客观因素中家庭关系(父母关系、亲子关系)处理不善都会引起大学生手机依赖；

其次，学习成绩与人际关系也是影响大学生手机成瘾的重要原因。(贾飞飞，2020)从大学生自身因素与外

部影响两方面探讨造成大学生手机成瘾的原因。自身因素中发现大学生个体人格特质缺陷、自我管理能

力较低等是造成其手机成瘾的重要因素；外部因素即大学生进入大学后相对宽松的管理环境下会产生懈

怠，造成松散的生活习惯与学习习惯，而智能手机的出现填补了其空虚、无聊的大学生活。建议相关部

门从大学生自身因素以及对外部环境干预两方面入手降低大学生手机成瘾程度。大学生手机成瘾与影响

因素研究也是我国未来在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4.3. 大学生手机成瘾研究前沿分析 

通过对关键词突发性检测可以预测该领域的研究前沿(蓝瑞铭，连榕，林宛儒，2022)。本研究通过对

突现关键词的分析了解我国大学生手机成瘾研究的前沿动态，更好地掌握该领域的研究方向。将

CiteSpace6.1.R2 节点类型选择关键词，时间切片设置为 1，Top N 设定为 50，点击 GO，运行软件得到下

图(图 4)可视化突发检测结果。 
1) 大学生手机成瘾与抑郁关系研究 
关键词“抑郁”从 2019 年至今出现爆发性增多，说明近 3 年来大学生手机成瘾与抑郁的相关研究较

多，是大学生手机成瘾的研究前沿之一。(陈春宇等，2019)对 800 名大学生进行手机成瘾指数量表、抑郁

量表、反刍思维等量表的问卷调查，深入探讨了手机成瘾与抑郁的关系及其内部作用的机制。该团队肯

定了前人有关手机成瘾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以及手机成瘾对抑郁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这一结果。

除此之外，大学生的疲惫感和反刍思维与手机成瘾也呈正相关关系。反刍思维是损害大学生因手机成瘾

而造成情绪失落乃至抑郁的催化剂，大学生在手机成瘾与反刍思维的双重作用下更易产生抑郁，其心理

健康更易受到损害。类似的结果在(崔光辉，田原，2020)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该团队发现大学生手机

成瘾与抑郁之间有密切关系，对大学生手机成瘾行为进行积极干预有助于减少其抑郁情绪的产生，提高

大学生社会支持是干预其抑郁的重要方法之一。(乔瑞红，苗秋，2021)的研究中进一步探讨了大学生手机

成瘾与抑郁和焦虑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大学生问卷调查分析发现，大学生手机成瘾不仅会造成抑郁、焦

虑等心理问题，还会导致大学生睡眠质量下降、低自尊、冲动等问题。长时间的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

必然会给大学生身心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高校及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对手机成瘾

大学生的心理问题积极干预，针对性解决，进而降低大学生对手机依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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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Sudden keywords of college students’ mobile phone addiction from 2007 to 2022 
图 4. 2007~2022 年大学生手机成瘾突发性关键词 

 
2) 大学生手机成瘾形成机理分析 
关键词“回归分析”从 2020 年至今出现爆发性增多，可推断大学生手机成瘾形成机理分析是该领域

另一前沿研究。回归分析主要探讨的是大学生手机成瘾与相关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导致大学生手机成

瘾的机理不仅与大学生自身因素有关，外部环境因素也不容忽视，“低头族”是近年来人们对经常低头

使用手机群体的另一别称，(韩春蕾等，2017)对高校大学生“低头族”现状做出相关调查，发现导致大学

生成为“低头族”的三大原因是：一、怕错过重要信息，二、无法打发无聊时间，三、无法与他人联络。

除了探究造成大学生手机成瘾的主观因素外，对手机功能导致大学生手机成瘾的客观因素也是学者们研

究的重点，(杨丽，王素珍，王培承，2018)通过回归分析对 297 名大学生手机依赖原因进行分析发现手机

游戏、手机学习软件、大学生个人性格内向等原因是造成其手机依赖的主要原因。为进一步剖析导致大

学生手机成瘾的相关因素，(迟宝华，沈爱花，2019)对 968 名朝鲜族大学生采用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量表

(SAS-C)、艾森克人格量表(EPQ)等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导致大学生手机成瘾的外部因素、情绪与人格特

征之间可能存在交互影响，其中与他人缺乏有效的交流沟通、人生价值观取向出现问题是导致大学生心

理压力增大、情绪抑郁重要的因素，当压力与负面情绪不能得到有效缓解时，手机网络则成为大学生宣

泄压力、调节情绪的主要方式，从而导致大学生手机成瘾。综合以上研究，导致大学生手机成瘾的原因

是多方面的，与大学生自身性格、兴趣爱好有关，也与手机功能不断增多的客观因素有关，还与学校及

相关部门对手机使用的规章制度也有一定关系，这需要学生个人、家庭、学校共同努力，打造健康、积

极向上的手机使用环境，在措施、行动方面未来还要继续加大研究。 

5. 结论 

本文通过对大学生手机成瘾相关文献的计量学分析，可视化地展示了我国大学生手机成瘾相关研究

的热点领域及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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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研究热点 

大学生手机成瘾的研究热点领域主要集中在手机成瘾的评估研究、手机成瘾的影响因素研究、以及

手机成瘾与体育活动、孤独感、自尊、社交焦虑、抑郁之间的关系研究。 

5.2. 研究前沿 

大学生手机成瘾的研究的前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 大学生手机成瘾与抑郁关系研究；2) 大学生

手机成瘾形成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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