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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手机依赖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及与生活事件、学业
倦怠的关系

孟 然
江汉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10

摘� 要：目的：分析青少年手机依赖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及与生活事件、学业倦怠的关系。方法：选取2023年10
月-2024年10月987名青少年开展研究，应用MPAI量表，评估手机依赖情况，选取ASLEC量表，评价生活事件，应用
SCL-90量表，评估症状，选择学业倦怠问卷，分析学业倦怠情况，探讨上述指标之间的关系。结果：987名青少年中
手机依赖者占比37.49%，非手机依赖者占比62.51%；手机依赖者的MPAI、健康适应、受惩罚、人际关系、丧失、学
习压力、其他应激、SCL-90和学业倦怠评分均显著高于非手机依赖者（P < 0.05）；针对手机依赖者，对学业倦怠、
生活事件和心理健康进行两两分析，结果均呈正相关（P < 0.05）。结论：青少年手机依赖者较多，心理健康状况较
差，受和生活事件、学业倦怠的影响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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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代发展，手机用户变多，且越发低龄化，青

少年占比变高。青少年使用手机有利有弊，相关研究提

出，手机使用率和吸烟率成反比，其为利，手机使用会

干扰心理，其为弊[1]。处于新媒体时代，手机依赖频发，

对于青少年群体，当下缺少研究。心理健康和主客观因

素有关，基于生态系统理论，提出就青少年而言，其心

理健康和环境、个人等有关。生活事件属于环境因素，

外界对个体产生刺激，从而产生压力，会直接影响个体

心理健康，学业倦怠为个人因素，其包含成就感低、玩

世不恭和情绪衰竭，青少年学习满意度低，积极性差，

也会影响健康[2]。本研究以青少年手机依赖者为对象，分

析上述指标之间的关系。

1 资料和方法 *

1.1  一般资料
采取完全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中部某市4所高中

和2所大学学生进行网络问卷调查，987名青少年中有
男495例，女492例，年龄为15-21岁，平均年龄（16.26±
1.17）岁。

1.2  方法
1.2.1  手机依赖情况
采取MPAI量表，编制者为梁永炽，共有题目17个，

均为1-5分，代表没有-总是，MPAI分值越高，说明手机
依赖越高。筛查标准为：基于全部条目，若结果为肯定

的条目≧8个，即结果≧4分，划分为手机依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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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生活事件情况
采用ASLEC量表，编织者为刘贤臣，共有题目27

个，涵盖健康适应、受惩罚、人际关系、丧失、学习压

力和其他应激，分值越高，负性生活事件越严重[4]。

1.2.3  症状情况
应用SCL-90量表，含有题目90个，每个题目1-5分，

表示没有-严重，分值越高，提示心理健康越差[5]。

1.2.4  学业倦怠情况
选择学业倦怠问卷，编制者为张锦、吴艳等，涵盖

题目16个，涵盖3个分量表，即低成就感、学业疏离和身
心耗竭。分数越高，代表学业倦怠越重[6]。

1.3  观察指标
评价手机依赖情况：观察987名青少年中手机依赖例

数、非手机依赖例数，计算占比。评价评估结果：观察两

组MPAI、健康适应、受惩罚、人际关系、丧失、学习压
力、其他应激、SCL-90和学业倦怠评分。分析手机依赖三
项指标关联：分析手机依赖者三项指标之间的相关性。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28.0处理数据。
2 结果

2.1  分析手机依赖情况
987名青少年中手机依赖者占比37.49%，非手机依赖

者占比62.51%。详见表1。
表1 分析手机依赖情况[n(%)]

指标 例数 占比

手机依赖 370 37.49
非手机依赖 617 6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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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评估结果比较
手机依赖者的MPAI、健康适应、受惩罚、人际关

系、丧失、学习压力、其他应激、SCL-90和学业倦怠评
分均明显高于非手机依赖者（P < 0.05）。详见表2。

表2 两组评估结果比较[n( )]

组别 例数 健康适应（分） 受惩罚（分） 人际关系（分） 丧失（分） 学习压力（分）

手机依赖组 370 8.25±1.63 8.36±1.14 8.24±1.32 8.41±1.05 8.26±1.41
非手机依赖组 617 7.15±1.25 7.24±1.08 6.28±1.41 7.01±1.33 7.57±1.21

t / 11.912 15.445 21.648 17.274 8.144 
P /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续表2 两组评估结果比较[n( )]

组别 例数 其他应激（分） ASLEC总分（分） MPAI（分） SCL-90（分） 学业倦怠（分）

手机依赖组 370 8.11±1.22 52.88±7.25 188.51±21.18 245.25±11.26 48.14±4.62
非手机依赖组 617 7.09±1.43 44.16±6.86 147.11±17.16 182.34±10.65 42.28±5.63

t / 11.447 18.922 33.550 87.917 16.897 
P /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3  分析手机依赖三项指标关联
针对手机依赖者，对学业倦怠、生活事件和心理健

康进行两两分析，结果均呈正相关（P < 0.05）。详见
表3。

表3 分析手机依赖三项指标关联[n(%)]
指标 心理健康 学业倦怠 生活事件

心理健康 - - 0.425a

学业倦怠 0.389a - -
生活事件 - 0.347a -

注：组间比较，aP < 0.05。

3 讨论

5G社会快速发展，在个体日常生活中，网络至关
重要。有关研究表明，在我国所有居民中，借助手机上

网率约为98.6%，上网时间越来越多，年龄段最高的为
10-29岁，占比为44.3%左右[7]。青少年使用手机概率持

续增长，手机依赖越发常见，手机依赖也叫作手机成

瘾、手机依赖症。Lin等人提出，智能手机成瘾也叫作
技术成瘾，Griffiths基于操作层面，认为其属于人机交互
影响，产生的一种非化学行为成瘾。当下共有两种非物

质障碍，一为赌博障碍，二为网络游戏障碍。无论是网

络成瘾，还是手机依赖，其均为技术成瘾，可将手机依

赖视为冲动控制障碍，其和麻醉剂无关[8]。手机具有包

容性、便捷性等特征，青少年受到外界压力时，面向生

活事件，可能产生非适应性方式，此时面对生活事件，

手机依赖则属于后果变量。手机网络既有优势，又有劣

势，受手机依赖影响，青少年记忆力逐渐减弱，可能有

冲动控制障碍，面对学习，兴趣少，效率低，自我效能

感低，无参与感、无意义感，易造成学业倦怠。于其和

生活事件，手机依赖将二者连接。不合理使用手机，会

干扰青少年价值观、人生观，其会直接表现为心理健康

状况较差。

作为典型环境因素，生活事件会对心理健康产生巨

大影响，大量研究证实，在压力性生活事件刺激下，心

理健康水平持续下降。胡胜利对高中生展开研究，分

析心理健康影响因素多，和诸多生活事件有关，共有27
个，例如学生自身、家庭环境等。胡军生等对大学生进

行研究，提出通过生活事件，能对心理健康进行预测。

参考资源保存模型，受生活事件影响，青少年会损耗众

多心理资源，而学习活动常要投入大量资源，致使资源

严重匮乏，产生学业倦怠[9]。一旦出现生活事件，同时

有资源威胁，其容易逃避现实，会尽可能寻找资源，进

行补充。作为个体因素，针对青少年，其心理健康和学

业倦怠有关。李永鑫等进行相关研究，提出不管是纵向

分析，还是横断考察，通过学业倦怠，均可评估抑郁。

也有研究提出，以大学生为对象，通过分析学业倦怠，

能对心理健康进行预测，且证实学业倦怠越重，大学生

心理健康越差。对于青少年，学习为其主要任务，但越

来越多研究发现，青少年常有职业倦怠，分析其影响因

素，既往有研究认为，压力是其重要应激环境指标，特

别是生活事件，其对学业倦怠具有关键且直接影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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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资源保护模型调查，发现一旦个体觉得资源会对其产

生威胁，则会有倦怠心理，出现压力[10]。另外，个体资

源支持如果较少，会经由网络进行补充，进而形成手机

依赖。出现手机依赖者，其自我效能感降低，学习兴趣

减弱，产生职业倦怠，其于手机依赖中，发挥中介作

用。个体一旦面对资源威胁，则会尽可能留存资源。积

极特质可促使个体建构资源，推动个体拓展，情绪智力

即为一项积极特质，可以和环境结合，形成刺激，和学

业倦怠关系密切。Sarason认为，倦怠既为个体特征，同
时也为个体受社会属性刺激形成的反映，代表学业倦怠

会影响社会环境因素，例如生活事件等。经由国内外研

究，证实学业倦怠会正向影响生活事件，反之也一样。

李永鑫等提出，二者不仅有明显联系，且同时有因果联

系，针对学业倦怠，生活事件属于前因变量[11]。

研究结果显示，987名青少年中手机依赖者占比
37.49%，非手机依赖者占比62.51%，代表青少年出现手
机依赖的概率较高，影响青少年健康水平。手机依赖者

的MPAI、健康适应、受惩罚、人际关系、丧失、学习
压力、其他应激、SCL-90和学业倦怠评分均明显高于非
手机依赖者（P < 0.05），表示对比非手机依赖者，手机
依赖者的心理健康更差，学业倦怠更重，负性生活事件

更重。对于手机依赖者，其在查阅各种手机信息时，同

时消耗大量心理资源，由于外部紧张性刺激，损耗资源

越来越多，产生的威胁加大，其出现学业倦怠的概率越

大，无论是认知、情绪，还是行为，均有明显影响，基

于心理层面，出现不健康表现[12]。针对手机依赖者，对

学业倦怠、生活事件和心理健康进行两两分析，结果均

呈正相关（P < 0.05），表明负性生活事件越严重，心
理健康影响越大，经由生活事件，能对学业倦怠产生正

向预测，分析学业倦怠，同样会影响心理健康及生活事

件。针对心理健康，生活事件产生直接影响，学业倦怠

形成间接影响。青少年一旦出现手机依赖，要马上干预，

多关怀、爱护青少年，减少手机使用，改善身心健康。

综上所述，青少年手机依赖者较多，心理健康均较

差，受生活事件直接影响，受学业倦怠间接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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