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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旨在编制适于我国大学生的手机依赖量表，并对其信效度进行检验。在文献分析、开放式问卷调查的

基础上，提出手机依赖量表的结构，包括关系依赖、信息依赖和娱乐依赖三个维度。通过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

证性因素分析获得的大学生手机依赖量表共１５个条目，其内部一致性系数０．８０６，模型拟合指数 χ２／ｄｆ＝１．９６３，ＣＦＩ＝

０９２７，ＴＬＩ＝０．９３０，ＩＦＩ＝０．９２２，ＲＭＳＥＡ＝０．０６８，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效度，且各项指标均达到心理测量学标准，可作为

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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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的便携性、多功能性等特点深受大学生的青睐，有研究发现，手机在高职院校学生中的普及率已

经达９９％以上［１］，９１％的被调查者认为手机是他们最常用的通讯工具［２］。手机的普遍使用，已然成为校园

文化中的一种亚文化［３］。但是，手机在为大学生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手机依赖的隐患。刘红、王洪

礼调查发现，超过５０％的大学生没有手机会感觉失落，近５０％的大学生因过长使用手机而影响睡眠［４］。

蔡军调查发现：当手机不在身边时，７５％的大学生感到焦虑不安、心情不佳，甚至影响学习注意力［５］。

事实上，手机不但承载了一般意义的沟通和联系的功能，而且更成为现代人个性和自身价值的体

现。保罗·莱文森认为，手机使以前一切媒介的非移动性得到了补偿［６］２５４－２５５。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却

发现自己对手机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依赖感。手机依赖实际上是一种期待，表现为心理渴求和心理

依赖［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算是一种“行为成瘾”，这些行为可能并不涉及任何具体直接生物效应的物

质，但是会产生一种异乎寻常的行为方式，过度沉湎于某种事物或活动，且由于反复进行这些活动，明显

影响其生理、心理健康或社会交往等［８］。

因此，根据手机所呈现的功能，以及手机在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手机依赖是指个体将手机作为

生活工作学习等主要工具时，对手机产生的强烈的、持续的、过度的需求和依赖。

１　量表的结构及其操作性定义
通过查阅文献、个别访谈和开放式问卷的调查，我们认为手机依赖主要包括关系依赖、娱乐依赖、信

息依赖三个维度。其中关系依赖指依赖于通讯中的人际关系，电话短信中的朋友比生活中的朋友更加

重要，更加依赖电话、短信或ＱＱ的交流。娱乐依赖指对沉溺于手机的娱乐功能，比如手机购物、手机游
戏、各种ＡＰＰ软件等。信息依赖是指因为害怕信息不足而不停地在网上冲浪或搜集信息，包括不停浏
览网站等。

２　对象与方法
２．１　对象

随机抽取成都、重庆高校部分学生作为本研究的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１０００份，回收有效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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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４份，回收率为９２．４％，其中大一１２４人、大二１７２人、大三２１６人、大四２０４人、研究生２０８人；理科
３６０人、文科５５６人；男生３７８人、女生５３６人（由于部分学生在文理科和性别上没有做出选择，导致此
部分数据缺失）。

２．２　研究方法
通过查阅相关研究及文献资料，构建手机依赖理论维度。请３名心理学研究生对收集到的开放式

问卷进行分类整理，通过统计词频，初步拟定问卷题项；请２名心理学专家对问卷题项进行修改和完善，
最终形成３５道题，采用Ｌｉｃｋｅｔ５点计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进行相关分析、Ｔ检验与探索性因素分析；采用 ＡＭＯ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进行
验证性因素分析。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问卷的项目分析

对问卷题项的鉴别力与区分度进行分析，根据各题项的临界值（ＣＲ值）达到显著以及题项与总分
的相关系数不低于０．４０的标准，对３５道题进行鉴别度筛选。共删除第２，８，１４，１９，２３，２４，３１，３４等
８题。
３．２　探索性因素分析

变量间的相关性是进行因素分析的先决条件，本研究参与因素分析的题项为２７个，探索性因素分
析显示，ＫＭＯ值为０．８３４，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型检验χ２＝２０５７．７２０（ｄｆ＝３５１），达到显著（Ｐ＜０．００１）。采用主成
分分析，方差极大法旋转求出旋转因素负荷矩阵。并根据：１）因素负荷不小于０．４０；２）共同度不低于
０．３０的标准对题项进行删除。多次探索性分析后抽取出 ３个因素，获得 １５道题项，解释总变异的
４９０８％。因素１为“关系依赖”，共５道题，主要为大学生对手机中人际关系的依赖；因素２为“信息依
赖”，共６道题，反映大学生手机中的对信息依赖现象；因素３为“娱乐依赖”，共４道题，反映大学生对
手机娱乐方面的依赖现象（具体结果及各指标详见表１）。

表１　高校学生手机依赖调查的因素分析详细列表

关系依赖 信息依赖 娱乐依赖

项目 负荷 项目 负荷 项目 负荷

２４ ０．８３８ ２３ ０．７０７ ２７ ０．７８８

１３ ０．７７３ ２１ ０．６９９ １０ ０．７００

３ ０．７２２ ２５ ０．６１６ １８ ０．６９８

１１ ０．５８７ ３２ ０．６００ １２ ０．５４９

９ ０．５６３ １８ ０．４５８

３３ ０．３８３

特征根 ４．１７７ １．７２３ １．４２６

贡献率 ２７．８５０ １１．４８５ ９．７４６

累计贡献率 ４９．０８１

３．３　量表信效度分析
３．３．１　量表的信度
　　本研究以内部一致性系数和分半信度两个指
标来鉴定大学生手机依赖量表的信度，除了娱乐依

赖维度分半系数（０５８０）处于一般接受水平之外，
其他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和分半信度系数均高于

０６５０，说明本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结果见表２。

表２　信度分析表

因素 关系依赖 信息依赖 娱乐依赖 整体依赖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系数 ０．７６８ ０．６７２ ０．６７１ ０．８０６

分半信度 ０．７５８ ０．６５７ ０．５８０ ０．７１１

９４１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５年第７卷

３．３．２　量表的效度
良好的结构效度要求，因子与总分之间的相关

系数要高于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本研究结果与预

测相符合，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见表３。
３．３．３　验证性因素分析

使用Ａｍｏｓ１７．０对１５个大学生手机依赖项目
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数均达良

好标准，即该模型的拟合度较好，问卷具有较好的

结构效度，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３　３个因素之间及因素与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

项目 关系依赖 信息依赖 娱乐依赖 整体依赖

关系依赖 １
信息依赖 ０．４３２ １
娱乐依赖 ０．３３４ ０．３２１ １
整体依赖 ０．６７６ ０．８０９ ０．５９２ １

　　（注；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

表４　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模型拟合指数

χ２ ｄｆ χ２／ｄｆ ＣＦＩ ＴＬＩ ＩＦＩ ＲＭＳＥＡ

１７９．５０４ ８７ １．９６３ ０．９２７ ０．９３０ ０．９２２ ０．０６８

４　结语
研究显示，９９．７％的大学生使用手机短信，有８０％已经习惯手机带在身边，６５．８％的认为手机短信

交往已经成为生活交流不可替代的一部分［９］。大学生手机依赖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改变了大

学生的生活方式，影响了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成为校园文化中的亚文化，对大学生人际交往以及心理

行为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对手机依赖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已有的研究如徐华［１０］等人

编制的大学生手机依赖量表或因信效度低、条目少等原因，对大学生手机依赖的测量不够理想，而且其

更多地基于病理性的概念来界定的，姜永志等人编制的大学生手机依赖量表也是基于病理性的标准，如

其量表包括强迫性使用、阶段反应等维度［１１］，然而大学生手机依赖现象更多的并非是病理性的，而是一

种对手机使用程度高并依赖其中的功能，使自己获得某种慰藉。

本研究编制的大学生手机依赖量表，是在文献梳理、开放式问卷的基础上，咨询专家意见，然后对高

校大学生进行施测研究。研究表明，最初构想的关系依赖、信息依赖以及娱乐依赖三个维度结构与验证

性因素分析相符，具有良好的适用性。研究考察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均在０．６７０以上，说明本问
卷条目一致性程度较高，具有较好的同质信度，达到了心理测量学标准。量表的条目来源于开放式问

卷，并对各个条目进行逐个修改增删，能够保证其具有良好的代表性。而且，相关分析显示因子与总分

相关均高于因子间相关，且验证性分析表明该量表结构合理，二者均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因此，研究通过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以及验证性因素分析对量表信效度以及量表结构进行分

析与验证，结果各项指标均达到心理测量学的标准。本研究编制的大学生手机依赖量表符合测量学标

准，可以用于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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