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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机成瘾高风险青少年的类别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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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讨智能手机成瘾青少年的类别特征及其个人、家庭影响因素，采用问卷法调查了１４９０名中学生，并使
用潜在剖面和多项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进行数据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整个样本可以分为高成瘾风险组（２１％）和低成瘾风险
组（７９％），高成瘾风险组在失控、戒断、逃避和低效四个维度上的得分均高于低成瘾风险组，其中低效和逃避维度上的得
分高于失控、戒断维度。家庭因素中开始使用手机时的年龄、父母允许除学习外使用手机的时间、青少年与母亲的关系

及个人因素中的学业压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可能是青少年手机成瘾的风险因素，干预时应重点关注这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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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提出
智能手机成瘾是指个体由于对智能手机的过

度使用且对该种使用行为无法控制而导致其社会

功能受损，并带来心理和行为问题的一种新型的

行为成瘾［１］。已有研究表明，青少年群体智能手

机成瘾率高达 ３０．８％［２－４］，严重影响青少年的身
心健康［５－７］及人际适应能力［８］、睡眠质量［９］、注意

力［１０］、学习成绩［１１］等。作为目前我国网络成瘾

行为中最常见的表现形式［１］，如何预防和干预智

能手机成瘾成为一个亟待关注的问题。因此，调

查能预测青少年智能手机成瘾的个人和家庭因

素，对青少年智能手机成瘾的防治具有重要的实

践指导意义。

家庭环境因素对青少年智能手机成瘾的影

响，以往研究多聚焦于是否为独生子女［１２］、父母

教养方式［１３］、父母的智能手机成瘾倾向［１４－１５］、家

庭收入［１６］、父母教育水平［１７］、与父母的关系［１８］

等因素。但关于家庭手机使用管理因素方面的研

究还不够完善。父母对青少年使用智能手机的监

管、亲子间的有效沟通（包括父母是否与青少年

商量手机使用规则和自由的手机使用时间）是青

少年手机成瘾的保护因素［１９－２１］。家庭制定手机

使用规则可以帮助青少年更好地进行时间管理，

从而减少成瘾问题［２２］，但是考察父母什么时候开

始给孩子手机、孩子开始使用手机的年龄、刚使用

手机时父母是否正确引导与手机成瘾的关系的研

究并不多见。因此，本研究在纳入常规的家庭因

素（父母亲文化水平、家庭收入、亲子关系、是否

独生）时，把家庭手机使用管理因素（父母监督、

家庭是否有手机使用规则、与青少年商量手机使

用规则、刚使用手机时父母是否正确引导、自由的

手机使用时间、开始使用手机的年龄、拥有手机的

年龄）也考虑在内，探讨这些因素对青少年智能

手机成瘾的影响。

同时，个人因素也会对青少年智能手机成瘾

产生影响。研究发现，青少年手机成瘾在年龄上

不存在差异［２］，但在性别和年级上，目前有不一

致的研究结果：有研究认为男性的成瘾倾向比女

性更明显［１６］，但也有研究认为性别差异不显

著［２３－２４］。有研究认为初三的青少年手机成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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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高于初一［２３］，但也有研究没有发现这样的

研究结果［２５］。出现这些不一致结果的可能原因

在于所用工具不统一，且样本的年龄段不同，所以

仍有做进一步探讨的可能性。自我控制是指个体

克制自身的欲望、需求而改变固有的行为、思维方

式以达到与外部环境和谐相处的能力［２６］，与行为

成瘾关系密切［２７］。Ｋｉｍ等人发现自我控制是防
止青少年智能手机成瘾的保护因素［２８］，自我控制

水平越高则手机成瘾倾向越低［２９］。为了缓解学

业压力，青少年可能会长时间重复使用手机，这可

能会导致手机成瘾［３０］。因此，本研究拟把年龄、

性别、年级、学业压力、自我控制水平作为个人因

素来考察其对青少年智能手机成瘾的影响。

潜在剖面分析（ｌａｔｅｎｔｐｒｏｆｉｌ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ＬＰＡ）方
法能够以个体为中心，根据个体的作答情况对群

体进行分类，从而找到各子群体的独特特征［３１］。

潜在剖面分析强调个体之间的异质性，能够确保各

类之间差异最大且类别内部差异最小，更适用于分

析智能手机成瘾高风险青少年的类别特征及其风

险因素。因此，为了更准确划分青少年智能手机成

瘾风险类别，综合考察各个维度上的差异，本研究

拟采用ＬＰＡ方法对青少年智能手机成瘾的潜在结
构进行分析，并将个人和家庭因素纳入模型，以探

究其与青少年智能手机成瘾潜在类别的关系。

综上，本研究主要探讨两个问题：第一，鉴于

以往对青少年智能手机成瘾的评估都是基于总分

或是依据条目将青少年划分为有、无成瘾倾向

组［２，３２］，所以本文将使用 ＬＰＡ方法探索青少年智
能手机成瘾风险的潜在类别特征，并揭示不同组

之间的差异。针对此问题，提出以下研究假设：青

少年智能手机成瘾风险类别包括两组或三组，不

同组在失控、戒断、逃避和低效维度上均存在差

异。第二，前人研究表明不同的家庭和个人因素

会对青少年的智能手机成瘾产生影响。因此，本

文将在青少年智能手机成瘾风险类别的基础上，

进一步探究个人和家庭之中的危险因素。针对此

提出的假设是：家庭因素（父母亲文化水平、家庭

收入、亲子关系、是否独生、父母监督、家庭是否有

手机使用规则、与青少年商量手机使用规则、刚使

用手机时父母是否正确引导、自由的手机使用时

间、开始使用手机的年龄、拥有手机的年龄）和个

人因素（年龄、性别、年级、学业压力、自我控制）

均会影响青少年智能手机成瘾，其中亲子关系、开

始使用手机时的年龄、父母允许除学习外使用手

机的时间、学业压力和自我控制能力是青少年智

能手机成瘾的风险因素。

２　方法
２．１　研究对象

采用纸质问卷，以班级为单位调查湖南省内

一所中学的学生。剔除填错、漏填的问卷，得到

１４２８份有效问卷。本次样本年龄范围为 １１～１８
岁，平均年龄为１４．７０岁（标准差ＳＤ＝１．４２），在性
别分布上，男生共有 ６７３名（４７．１０％），女生则有
７５５名（５２．９０％）。在学段方面，初中学生为 ６３３
名（４４．３０％），高中学生为 ７９５名（５５．７０％）。此
外，独生子女２５０名（１７．５０％），非独生子女１１７８
名（８２．５０％）。
２．２　研究工具
２．２．１　编制调查问卷

本研究采用了自行编制的调查问卷，以确保

问题设置和调研目的的高度契合。调查问卷包括

三部分：第一部分调查基础信息，包括年龄、性别、

年级、是否独生；第二部分调查学业压力；第三部

分调查家庭因素，主要包括①父母亲文化水平②
家庭收入③青少年与父母亲的关系④父母监督⑤
家庭是否有手机使用规则⑥与青少年商量手机使
用规则⑦刚使用手机时父母是否正确引导⑧自由
的手机使用时间⑨开始使用手机的年龄⑩独自拥
有手机的年龄。其中②家庭收入使用主观社会经
济地位 ＭａｃＡｒｔｈｕｒ量表（ｔｈｅＭａｃＡｒｔｈｕｒＳｃａｌｅｏｆ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ＥＳ）测量［３３］；③⑨⑩为连续变量，其中
③是１—１０的评级打分，分数越高表明关系越好，
⑨和⑩由被试直接填写具体数字；①⑧为分类变
量；④⑤⑥⑦为二分变量。
２．２．２　智能手机成瘾指数量表（ＭｏｂｉｌｅＰｈｏｎｅＡｄ

ｄｉ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ＭＰＡＩ）
采用香港中文大学 Ｌｅｕｎｇ［３４］修订的智能手

机成瘾指数量表。量表采用５点计分（１表示“几
乎没有”，５表示“总是”），共 １７个条目，分为失
控性（条目１—７题）、戒断性（条目８—１１题）、逃
避性（条目 １２—１４题）和低效性（条目 １５—１７
题）四个维度。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手机成瘾

程度越严重。本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为０．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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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３　自我控制量表（ｓｅｌ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ｃａｌｅ，ＳＣＳ）
采用自我控制量表［３５］的中文修订版［２６］测量

青少年的自我控制能力。量表共１９个条目，包含
冲动控制、健康习惯、抵制诱惑、专注工作和节制娱

乐５个维度。此量表采用５点计分，其中第１、４、
１１、１４题为正向计分题，总分越高说明自我控制能
力越好。本次测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０．７６。
２．３　统计处理

统计处理使用 ＳＰＳＳ２４．０和 Ｍｐｌｕｓ软件。首
先在ＳＰＳＳ里面完成数据的整理和编码，将分类
变量按照问卷选项顺序，从１开始编码，二分变量
中“是”编码为１，“否”编码为 ２；然后，采用描述
性统计方法计算ＳＣＳ和ＭＰＡＩ的各个维度的平均
值。之后，使用 ＭＰＡＩ的 ４个维度平均值进行潜
在剖面分析，从初始模型开始逐渐增加类别数量

直至找到具有最优拟合数据的模型，在最优类别

模型的基础上，将本研究中所提到的个人因素和

家庭因素作为预测变量，采用 Ｒ３ＳＴＥＰ法［３６］进行

多项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来预测潜类别变量；最后，使
用独立样本Ｔ检验，探究 ＭＰＡＩ的 ４个维度在高
低成瘾风险组上的差异。

３　结果
３．１　青少年手机成瘾的潜在剖面分析：高低成瘾

风险分类

以ＭＰＡＩ量表的４个维度得分的均值作为指
标，依次建立１—４个潜在剖面模型，进行模型拟合
度分析，结果见表 １。随着分类数目的增加，Ｌｏｇ
（Ｌ）、ＡＩＣ、ＢＩＣ、ａＢＩＣ的值不断减小；ＬＭＲ和 ＢＬＲＴ
的指标表明，当模型分为２、３、４类时，拟合度良好，
但只有保留２个类别时的 Ｅｎｔｒｏｐｙ值（０．８６）最理
想，同时 ２类别的平均归属概率从 ９７％到 ９３％
（见表２），说明 ２个潜在类别的分类结果可信。
综上指标，２类别模型为最优拟合模型。在此基
础上，进一步获得了２个潜在类别在 ＭＰＡＩ量表
条目上的应答概率图（见图１）。

由图１可知，Ｃｌａｓｓ１组的青少年在失控性、戒
断性、逃避性和低效性上的得分概率均低于Ｃｌａｓｓ２
组，占全体被试的７９％，根据其特征，将这一类别命
名为“低成瘾风险组”。而Ｃｌａｓｓ２组的青少年在各
维度上得分概率偏高，占全体被试的２１％，根据其
特征，将它命名为“高成瘾风险组”。两组在戒断

性上的得分概率均低于其他三个维度。

表１　青少年智能手机成瘾类型的潜在剖面模型拟合指标

模型 Ｋ Ｌｏｇ（Ｌ） ＡＩＣ ＢＩＣ ａＢＩＣ Ｅｎｔｒｏｐｙ ＬＭＲ ＢＬＲＴ 类别概念（％）

１ ８ －８２７８．４９ １６５７２．９７ １６６１５．０８ １６５８９．６７

２ １３ －７６２６．２２ １５２７８．４４ １５３４６．８７ １５３０５．５８ ０．８６ ０．００ ０．００ ７９．０／２１．０

３ １８ －７２９２．２６ １４６２０．５２ １４７１５．２８ １４６５８．１０ ０．７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３．８／５３．４／１２．７

４ ２３ －７１６１．５４ １４３６９．０７ １４４９０．１４ １４４１７．０８ ０．７９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９．６／４４．７／１９．５／６．３

表２　不同潜在类别被试的归属概率

类别
归属概率

Ｃｌａｓｓ１ Ｃｌａｓｓ２

Ｃｌａｓｓ１ ０．９７ ０．０３

Ｃｌａｓｓ２ ０．０８ ０．９３

图１　青少年智能手机成瘾２个潜在类别剖面分析

３．２　青少年手机成瘾高低风险组在 ＭＰＡＩ各维
度上均存在差异

从ＭＰＡＩ的４个维度均值可知（表３），无论何
种手机成瘾潜在类别，低效性都处于较高水平。采

用独立样本Ｔ检验进行差异分析，结果表明，高低成
瘾风险组在４个维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０１）。
表３　高低成瘾风险组在青少年智能手机成瘾不同维度

上的差异

维度
低成瘾风险组 高成瘾风险组

Ｍ±ＳＤ
ｔ

失控性 ２．２６±０．７１ ３．３７±０．７２ －２４．０７６

戒断性 １．５±０．５１ ３．３５±０．８３ －３６．９６４

逃避性 ２．２８±１．０６ ３．８８±１．０７ －２３．２２１

低效性 ２．８±１．０６ ４．０６±０．８ －２２．４５９

　　注：ｐ＜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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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个人因素与家庭因素对青少年手机成瘾潜
在类别的影响

采用Ｒ３ＳＴＥＰ法，以智能手机成瘾的 ２个潜
在类别为因变量，家庭因素（父母亲文化水平、家

庭收入、亲子关系、是否独生、父母监督、家庭是否

有手机使用规则、与青少年商量手机使用规则、刚

使用手机时父母是否正确引导、自由的手机使用

时间、开始使用手机的年龄、拥有手机的年龄）和

个人因素（年龄、性别、年级、学业压力、自我控

制）为自变量进行多项式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将低
成瘾风险组当作参照组，具体结果见表４。

从结果可知，开始使用手机时的年龄、父母允

许除学习外使用手机的时间、与母亲的关系、学业

压力以及自我控制水平有助于预测青少年所属类

别，其他自变量对青少年智能手机成瘾潜在类别的

分组无显著影响（ｐ＞０．０５）。相比于低成瘾风险组，
开始使用手机的年龄每增加一岁，高成瘾风险组的

发生概率会降低１１．３１％；而父母在学习外允许青少
年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每增加一小时，高成瘾风险

组的发生概率将增加２７．１２％；与母亲的关系每增加
一分，高成瘾风险组的发生概率会降低１０．４２％；青少
年学业压力每增加一级，高成瘾风险组发生的概率

会增加２７．１２％；自我控制量表的得分增加一分，高成
瘾风险组的发生概率将降低８５．９１％。
表４　以智能手机成瘾潜类别为因变量（以个人因素、家

庭因素为自变量）的多项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ｎ＝１４２８）

自变量
高成瘾风险组

系数 标准误（ＳＥ） ｐ

性别 ０．１９ １．０５ ０．２９
年龄 －０．０７ －０．５１ ０．６１

独生子女 ０．５２ １．８７ ０．０６
年级 －０．１７ －１．１５ ０．２５

学业压力 ０．２４ ２．０６ ０．０４
开始使用手机的年龄 －０．１２ －２．９４ ０．００
开始拥有手机的年龄 ０．０２ ０．４６ ０．６５
父母对手机的监管 ０．１３ ０．６４ ０．５２

刚使用手机时的正确引导 ０．１７ ０．９４ ０．３５
手机使用规则 ０．１９ ０．７９ ０．４３

商量手机使用规则 －０．２１ －１．０５ ０．３０
允许使用手机的时间 ０．２４ ３．６２ ０．００
主观经济地位 －０．０１ －０．１４ ０．８９
母亲文化水平 ０．１３ １．４７ ０．１４
父亲文化水平 －０．１７ －１．９５ ０．０５
与父亲的关系 ０．００ －０．０４ ０．９７
与母亲的关系 －０．１１ －２．４５ ０．０１
自我控制 －１．９６ －８．８０ ０．００

　　注：以低成瘾风险组作参照组。

４　讨论
本研究采用潜在剖面分析方法将青少年划分

为智能手机成瘾高风险组和低风险组，高风险组

在失控性、戒断性、逃避性和低效性的得分上显著

高于低风险组。个人、家庭因素中的开始使用手

机的年龄、父母允许除学习外使用手机的时间、青

少年与母亲的关系、学业压力和自我控制是青少

年智能手机成瘾不同风险类别的重要预测因素。

４．１　青少年智能手机成瘾高低风险组在失控、戒
断、逃避和低效维度上的差异

本研究根据ＭＰＡＩ量表不同维度条目上的应
答结果，通过潜在剖面分析把所有被试分为高成

瘾风险组和低成瘾风险组。其中高成瘾风险组的

人数占总体的２１％，低于国外研究中手机成瘾风
险组的占比（３０．９％）［３７］，也低于国内手机成瘾检
出率（３０．８％）［２］，这可能是使用分类指标的差异。
本研究使用的是 ＭＰＡＩ量表中的四个维度，与之
前依据量表条目作答情况和计算总分相比，更有

利于比较被试群体间的差异，对青少年智能手机

成瘾的类别特征进行考察。

两组在四个维度上差异显著［３８］。在戒断性

上得分较低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在校的

青少年，即便拥有手机，大部分人也不能将其带入

校园，更不可能随时随地查看消息，所以目前的手

机成瘾程度不严重。同时，由于身处校园，学生每

天能够接触手机的时间有限，在客观上降低了无

法控制对手机渴望的可能性，所以失控性上得分

较低。这也说明学校禁止学生带手机入校的规定

是存在积极影响的。研究发现，对手机依赖程度

较高的学生在认知失败中的得分高于依赖程度较

低的，而且更容易在简单的任务中犯错［３９］。即便

没有接触手机，环境中的手机提示音也会让个体走

神，导致更差的任务表现［４０］。这进一步说明对手

机的过度使用会使青少年的注意力下降，影响日常

生活学习的效率［４１］。在成长过程中，青少年会面

临一系列压力情境，而网络的匿名性、便利性和逃

避性［４２］为其逃避生活事件所产生的负性情绪提供

了渠道，这会反过来加深其对手机的依赖程度。

４．２　家庭和个人因素对青少年智能手机成瘾高
风险组的预测作用

多项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结果表明，家庭因素中的
开始使用手机时的年龄、父母允许除学习外使用

手机的时间、青少年与母亲的关系及个人因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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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业压力和自我控制对青少年智能手机成瘾具

有显著的影响。之前一些研究表明，首次上网的

年龄是有效预测青少年网络成瘾的指标之一，而

手机是访问互联网的主要工具［４３－４４］。这与我们

的发现一致，即个体开始使用手机的年龄越小，成

为高成瘾风险个体的概率就越大。可能是因为父

母监管力度不够，让孩子过早接触手机，之后也没

有进行有效管控。在我们的研究中仅２６．２％的家
庭会制定手机使用规则。同时，手机作为一种强

社会控制因素，随时随地吸引着青少年的注意力，

使其自我控制变得更加困难［４５］。具有高自我控

制能力的个体不易对手机成瘾［４６－４７］，能够理性控

制和调整自己的内部需求，使手机使用行为更符

合社会的期望；而自控能力弱的个体由于缺乏理

性的控制，更容易沉溺于其中［４８］。与高年龄段的

孩子相比，低年龄儿童的前额叶发育还不够成熟，

本身就缺乏自我控制能力，也更容易沉迷于手机

使用［４９］，如果孩子每天使用手机超过两个小时就

会极大增加成瘾的风险［５０］，而且过早使用电子设

备会带来注意力分散、情绪低落等一系列不良影

响［５１］。所以需要警惕电子产品的低龄化趋势，家

长尽量不要让青少年过早地接触手机，对他们使

用手机的时间加以限制，通过培养青少年的自我

控制能力来有效降低成瘾发生的可能性。但需要

注意的是，父母对孩子使用智能手机的控制管理

策略只有在合理范围内才能发挥作用，不恰当的

策略反而会加剧智能手机成瘾［５２－５３］。青少年与

父母关系越好，手机成瘾的可能性就越小［１８］。与

母亲关系的质量可以预测青少年智能手机成瘾所

属类别。这可能是因为在中国家庭中，母亲与孩

子间表现出与父亲相比更高的亲子关系质量［５４］，

和孩子会有更多的沟通交流［５５］，同时，相较于父

亲，青少年更容易感知到母亲的养育之情［５６］，孩

子与母亲之间的联结感更强，所以母亲对其的影

响更大。学业压力会影响青少年的智能手机成

瘾，这和前人研究结果一致［５７］。依据压力消解理

论［５８］，智能手机中的网络世界可以给压力大的青

少年提供一个逃离压力和焦虑，获得喘息和放松

的空间，所以不少学生会通过此来缓解压力。但

逃避不能解决问题，随着年级的增高，这些学生体

验到的学业压力可能进一步增强，这会驱使学生

使用手机继续逃避压力，更容易手机成瘾。本研

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研究采用自我

报告法，缺乏客观的行为指标；其次，被试的抽样

有待进一步优化，之后的研究可以扩大样本量和

抽样范围，进一步验证本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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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２０１５
（１２）：７３７－７４３．

［２０］ＬＥＥＥＪ，ＫＩＭＨＳ．Ｇｅ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ＳｍａｒｔｐｈｏｎｅＡｄ
ｄｉｃ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ＰａｒｅｎｔｃｈｉｌｄＢｏｎｄｉｎｇ，
Ｐａｒｅｎｔｃｈｉｌ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ｒｅｎｔａｌ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Ｋｏｒｅａｎ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Ｓｃｈｏｏ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Ｎｕｒｓｉｎｇ，２０１８（４）：２４４－２５４．

［２１］马榕梓，蒙浩然，阎丽丽，等．手机相关的父母教养行
为与青少年手机成瘾：一项全国性调查［Ｊ］．心理与
行为研究，２０２１（２）：２６５－２７２．

［２２］丁倩，孔令龙，张永欣，等．父母“低头族”与初中生
手机成瘾的交叉滞后分析［Ｊ］．中国临床心理学杂
志，２０１８（５）：９５２－９５５．

［２３］王一婧．羞怯和智能手机成瘾的关系：社交焦虑与人
际疏离感的作用［Ｄ］．太原：山西大学，２０２１：１７－２４．

［２４］ＣＯＹＮＥＳＭ，ＲＯＧＥＲＳＡＡ，ＺＵＲＣＨＥＲＪＤ，ｅｔａｌ．
ＤｏｅｓＴｉｍｅｓｐｅｎｔＵｓ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ＭｅｄｉａＩｍｐａｃｔ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ＥｉｇｈｔＹｅａｒ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Ｓｔｕｄｙ［Ｊ］．Ｃｏｍ
ｐｕｔｅｒｓｉｎＨｕｍａ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２０２０：１０６１６０．

［２５］孙丽君．父母心理控制对初中生智能手机成瘾的影响
及其干预研究［Ｄ］．武汉：华中师范大学，２０２０：２６－４８．

［２６］谭树华，郭永玉．大学生自我控制量表的修订［Ｊ］．中
国临床心理学杂志，２００８（５）：４６８－４７０．

［２７］ＦＡＲＲＩＳＳＲ，ＯＳＴＡＦＩＮＢＤ，ＰＡＬＦＡＩＴＰ．Ｄｉｓｔｒａｃ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ｓ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ＡｌｃｏｈｏｌＭｏｔｉ
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Ｊ］．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Ａｄｄｉｃｔｉｖ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２０１０（１）：１５１－１５６．

［２８］ＫＩＭＨＪ，ＭＩＮＪＹ，ＭＩＮＫＢ，ｅｔ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ａ
ｍｏｎｇＦａｍｉｌ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ｅｌ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
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Ｓｍａｒｔｐｈｏｎｅ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ｉｎ
ＳｏｕｔｈＫｏｒｅａ：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ｆｒｏｍ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Ｄａｔａ［Ｊ］．ＰＬｏＳ

Ｏｎｅ，２０１８（２）：ｅ０１９０８９６．
［２９］张秀阁，秦婕，黄文玉．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与手机成

瘾倾向的关系：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Ｊ］．心理与行
为研究，２０１９（４）：５３６－５４５．

［３０］ＫＩＭＪＨ．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Ｓｍａｒｔｐｈｏｎｅ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ｉｎＫｏｒｅａｎ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２１
（２１）：１１６６８．

［３１］吕军，郑昊，肖庐奇，等．亲子关系问题的感知差异：
基于１０６７３对亲子成对数据的潜在剖面分析［Ｊ］．中
国健康心理学杂志，２０２２（１２）：１８７７－１８８２．

［３２］杨秀娟，范翠英，周宗奎，等．正念与手机成瘾倾向的
关系：无聊倾向和未来时间洞察力的作用［Ｊ］．心理
发展与教育，２０２１（３）：４１９－４２８．

［３３］ＡＤＬＥＲＮＥ，ＥＰＥＬＥＳ，ＣＡＳＴＥＬＬＡＺＺＯＧ，ｅｔ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ｄ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ａｔｕｓ
ｗｉｔｈ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Ｐｒｅ
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ＤａｔａｉｎＨｅａｌｔｈｙ，ＷｈｉｔｅＷｏｍｅｎ［Ｊ］．Ｈｅａｌｔｈ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０（６）：５８６－５９２．

［３４］ＬＥＵＮＧＬ．Ｌｉｎｋｉｎｇ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ｔｏ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ｐｅｒ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ＭｏｂｉｌｅＰｈｏｎｅａｍｏｎｇ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ｉｎ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ｎｄＭｅｄｉａ，２００８
（２）：９３－１１３．

［３５］ＴＡＮＧＮＥＹＪＰ，ＢＯＯＮＥＡＬ，ＢＡＵＭＥＩＳＴＥＲＲＦ．Ｈｉｇｈ
Ｓｅｌ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ｓＧｏｏｄ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Ｌｅｓｓ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
ｂｅｔｔｅｒＧｒａｄｅ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Ｓｕｃｃｅｓｓ［Ｍ］．ＳｅｌｆＲｅｇｕ
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ｌ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８：１７３－２１２．

［３６］王孟成，毕向阳．回归混合模型：方法进展与软件实
现［Ｊ］．心理科学进展，２０１８（１２）：２２７２－２２８０．

［３７］ＣＨＡＳＳ，ＳＥＯＢＫ．ＳｍａｒｔｐｈｏｎｅＵｓｅａｎｄＳｍａｒｔｐｈｏｎｅ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ｉｎＭｉｄｄｌｅＳｃｈｏｏ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ｎＫｏｒｅａ：Ｐｒｅｖａ
ｌｅｎｃｅ，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Ｓｅｒｖｉｃｅ，ａｎｄＧａｍｅＵｓｅ［Ｊ］．
Ｈｅａｌｔｈ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Ｏｐｅｎ，２０１８（１）：１－１５．

［３８］解飞，宋丽萍．情绪及认知倾向对医学生智能手机成
瘾的影响研究［Ｊ］．护理学杂志，２０１９（１１）：６２－６４．

［３９］胡月，黄海，张雨晴，等．大学生手机依赖与认知失败
的关系：负性情绪的中介作用［Ｊ］．中国临床心理学
杂志，２０１７（６）：１０８８－１０９２．

［４０］ＳＴＯＴＨＡＲＴＣ，ＭＩＴＣＨＵＭＡ，ＹＥＨＮＥＲＴＣ．ＴｈｅＡｔ
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ｓｔｏｆ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ＡＣｅｌｌＰｈｏｎｅＮｏ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ＨｕｍａｎＰｅｒ
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２０１５（４）：８９３－８９７．

［４１］王一凡．中学生手机成瘾与走神频率之间的关
系———消极情绪的中介作用［Ｄ］．天津：天津师范大
学，２０１９：１８－３０．

［４２］ＬＡＲＯＳ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ａｎｄＧｕｉｄｅ
ｔｏ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Ｍ］．２０１１：１－３１２．

［４３］ＬＥＥＪＹ，ＳＨＩＮＫＭ，ＣＨＯＳＭ，ｅｔ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ｃｉａｌ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ｉｎＫｏｒｅａ［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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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４（４）：３８０．
［４４］ＫＩＭＢ，ＨＡＮＳＲ，ＰＡＲＫＥＪ，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ｏｔｈｅｒｓＳｍａｒｔｐｈｏｎｅ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ＳｍａｒｔｐｈｏｎｅＵｓａｇｅ［Ｊ］．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１
（２）：１２６－１３１．

［４５］陈武．手机使用对青少年自我控制的影响———基于解
释水平理论［Ｄ］．武汉：华中师范大学，２０１６：２２－６１．

［４６］ＫＩＭＭＳ，ＳＯＨＮＳＫ．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ｅｌｆｃｏｎ
ｔｒｏｌａｎｄＡｄｄｉｃｔｉｖｅＭｏｂｉｌｅＰｈｏｎｅＵｓｅｂｙＮｕｒｓ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ＫｏｒｅａＡｃａｄｅｍｉａ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４（１１）：６７１９－６７２７．

［４７］张亚利，陆桂芝，宋相梅，等．大学生自我控制与人际
适应性在自尊与手机成瘾倾向间的中介作用［Ｊ］．中
国心理卫生杂志，２０１８（５）：４２０－４２４．

［４８］何灿，夏勉，江光荣，等．自尊与网络游戏成瘾—自我
控制的中介作用［Ｊ］．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２０１２
（１）：５８－６０．

［４９］ＤＵＣＫＷＯＲＴＨＡＬ，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Ｌ．ＵｎｐａｃｋｉｎｇＳｅｌ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Ｊ］．Ｃｈｉｌ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２０１５
（１）：３２－３７．

［５０］ＰＡＲＫＪＨ，ＰＡＲＫＭ．ＳｍａｒｔｐｈｏｎｅＵｓ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ａｎ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ｃＳｍａｒｔｐｈｏｎｅＵｓｅａｍｏｎｇ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Ｊ］．ＰＬｏＳＯｎｅ，２０２１（３）：ｅ０２４４２７６．

［５１］ＲＡＤＥＳＫＹＪＳ，ＳＣＨＵＭＡＣＨＥＲＪ，ＺＵＣＫＥＲＭＡＮＢ．
Ｍｏｂｉｌｅ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ＭｅｄｉａＵｓｅｂｙＹｏｕｎｇ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ｔｈｅＧｏｏｄ，ｔｈｅＢａｄ，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ｋｎｏｗｎ［Ｊ］．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
２０１５（１）：１－３．

［５２］ＬＥＥＥＪ，ＯＧＢＯＬＵＹ．ＤｏｅｓＰａｒｅｎｔ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Ｗｏｒｋ

ｗｉｔｈＳｍａｒｔｐｈｏｎｅ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Ｎｕｒｓｉｎｇ，２０１８（２）：１２８－１３８．

［５３］陈艳，陈红，谷传华．父母干预与青少年手机成瘾的关
系：一项追踪研究［Ｊ］．中国特殊教育，２０２１（８）：６５－７２．

［５４］ＳＨＥＫＤＴＬ，ＤＯＵＤＹ．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ＰａｒｅｎｔｉｎｇａｎｄＰａｒ
ｅｎｔｃｈｉｌｄ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ｉｎＦａｔｈｅｒｓａｎｄＭｏｔｈｅｒｓ：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２０（１１）：４０８３．

［５５］ＺＨＡＮＧＱＷ，ＳＨＥＫＤＴＬ，ＰＡＮＹＧ．Ｐａｒｅｎｔｃｈｉｌｄ
Ｄｉｓｃｒｅｐａｎｃｉｅｓｉｎ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Ｐａｒｅｎｔｃｈｉｌ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ｉｎＥａｒｌｙ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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