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Psychology 心理学进展, 2020, 10(7), 1059-1067 
Published Online July 2020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20.107126   

文章引用: 向青青, 吕敏, 谭蔓, 潘凤(2020). 大学生压力知觉与手机依赖的关系: 心理一致感的调节作用. 心理学进
展, 10(7), 1059-1067. DOI: 10.12677/ap.2020.107126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ense of Coherence 
between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and 
Perceived Stress 

Qingqing Xiang*, Min Lv, Man Tan, Feng Pan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Center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Received: Jul. 1st, 2020; accepted: Jul. 18th, 2020; published: Jul. 31st, 2020 

 
 

 
Abstract 
Excessive use of mobile phones can easily lead to addictive behavior, and even induce some nega-
tive effects and consequence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stress perception, mo-
bile phone dependence and psychological congruence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is study, 400 col-
lege students in Chongqing and Hunan were surveyed by questionnaire using mobile phone de-
pendence scale, pressure perception scale and perceived stress scale. Specifically, 313 valid ques-
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and SPSS19.0 was later used here for data analysis.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score of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core of stress percep-
tion in all dimensions and the total score of stress perception (r= 0.218~0.278, P < 0.01), which is 
also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core of perceived stress (r = −0.259, P < 0.01). Psychological 
congruence plays a role in regul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stress perception 
and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and stress perception can affect cell phone dependency through 
psychological congr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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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手机过度使用很容易使人产生入迷的行为，甚至诱发一些消极影响和后果。为了探讨大学生压力知觉、

手机依赖与心理一致感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手机依赖量表、压力知觉量表和心理一致感量表对重庆和

湖南部分高校400名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收集有效问卷313份，运用SPSS19.0进行数据分析。从

结果中可以发现手机依赖得分与压力知觉各维度得分、压力知觉总分呈显著正相关(r = 0.218~0.278, P < 
0.01)，与心理一致感得分呈显著负相关(r = −0.259, P < 0.01)。心理一致感在大学生压力知觉和手机依

赖关系中起部分调节作用，压力知觉能够通过心理一致感影响手机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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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人们在不断享受着手机带来便利的同时，对手机的依赖也越来越严重，手机

依赖(mobile phone dependence)是指个体因为使用手机行为失控，导致其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明显受损

的痴迷状态(Park, 2003)。而大学生群体中手机依赖所占比已经达到 29.8%~74.8% (刘红，王洪礼，2012)。
Peele (1985)提出，任何过度使用的，或者使人入迷的行为都可被认为是成瘾行为。(Park, 2003)认为过度

地、不合理地投入到一种活动中，并对随后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或消极后果不管不顾的现象就是成瘾行

为。Eyvazlou 等人(2016)研究发现，手机过度使用会影响这类个体，还会伴随诸如高度焦虑、强迫、抑郁、

人际关系敏感等不良症状，体验到更多的无助感与无意义感。手机依赖与多种青少年情绪症状以及其他

心理及行为密切相关，包括睡眠问题、抑郁、人际疏离和社会回避。 
国外研究表明，压力与物质成瘾及行为成瘾有着密切的联系。压力越大，成瘾倾向越高，也更难矫

治(Ames & Roitzsch, 2000)。大学生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宅家，导致生活环境、学习方式和社会角色等发生

转变，加之多数毕业生面临毕业，存在较多的压力，当他们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寻求到合理的方式释放压

力时，会将这种求助方式转为对网络媒介如手机的使用。因此，手机成为大学生缓解压力的途径之一。

处于早期应激环境中的个体，由于他们不能够得到环境有效的反馈，因此往往对于自己的情绪不能有清

晰的认知，在选择应对策略时倾向于使用回避、反刍等适应不良的策略。而心理一致感作为个体在应对

生活中面临的内外环境刺激时，所保持的一种可控且有意义的一般自信倾向，对压力知觉具有保护性作

用。心理一致感与压力知觉呈显著负相关(McFarland et al., 2007)。但目前对心理一致感与压力知觉的相

关研究不是很多。很多研究都对手机依赖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也有部分研究者探究压力知觉和手机依赖

的关系，但并没有人将压力知觉、心理一致感和手机依赖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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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从实证角度探索压力知觉、心理一致感和手机依赖三者之间的关系。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的原则，在重庆、湖南等地区高校，选取在校大学生作为被试，共 400 名，回收问卷

400 份，回收率为 100%；其中将缺乏重要个人信息、较多项目未回答的问卷剔除，得到有效问卷 313 份。

其中，男生 139 人，女生 174 人。被试的具体情况如下表 1 所示。 
 
Table 1. The specific distribution of the subjects 
表 1. 被试的具体分布情况 

变量 类别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139 44.4% 

女 174 55.6% 

年级 

大一 49 15.3% 

大二 63 19.7 

大三 135 42.2% 

大四 28 8.8% 

研一 27 8.6% 

研二 6 1.9% 

研三 5 1.6% 

2.2. 研究方法 

2.2.1. 压力知觉量表 
目前国内外使用最为广泛的有关压力评估量表是压力知觉量表(Perceived Stress Scale, PSS)，主要用

来评估个体对生活不可控制、无法预测和超负荷产生压力的程度。杨延忠结合我国的文化背景将英文版

的 PSS 改编成中文版本的压力知觉量表(CPSS)。中文版的压力知觉量表具有两个维度，分别是失控感和

紧张感两个因子。量表总题目为 14 题，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具有良好的信度，符合中国人的文化和国

情。因此本研究选用杨廷忠教授修订的这个量表作为研究工具。 

2.2.2. 心理一致感量表 
心理一致感量表(SOC-13)：由美国学者 Antonovsky 研发，包雷萍和刘俊升进一步修订的 SOC−13 中

文版，修改后的量表将第 9 题从原来的意义感维度划分到可控制感。问卷一共有 13 个题项，其中包含三

个因子：可控制感(5 项)、可理解感(5 项)和意义感(4 项)。 

2.2.3. 手机依赖量表 
手机依赖量表(MPAT)由香港中文大学梁永炽编制。该量表采用 5 点评分，总共 17 道题，主要从 4

个维度测量手机依赖，这四个维度分别为戒断性、失控性、低效性和逃避性。由于其信效度较好，并且

有较高的引用率，在之前的引用中发现适用于中国的大学生，因此，本研究采用该量表考察大学生手机

依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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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数据分析 

本研究采用 SPSS 19.0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3. 结果与分析 

3.1. 大学生压力知觉、心理一致感和手机依赖各维度在人口学变量上差异分析 

对样本的压力知觉、心理一致感和手机依赖三种不同维度的水平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观测其在性

别变量上的差异。如表 2 所示。 
 
Table 2. Comparison of gender differences between stress perception,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and psychological congru-
ence score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N = 313) 
表 2. 大学生压力知觉、手机依赖、心理一致感得分在性别上的差异比较(N = 313) 

 Sex M SD T P 

压力知觉总分 
男 26.09 4.459 

−0.143 0.887 
女 26.17 4.545 

紧张感 
男 10.74 2.577 

−0.712 0.477 
女 10.94 2.416 

控制感 
男 15.35 2.771 

0.393 0.694 
女 15.22 2.945 

手机依赖总分 
男 13.71 3.478 

1.453 0.147 
女 13.13 3.52 

戒断性 
男 2.98 1.217 

2.263 0.024* 
女 2.66 1.28 

失控性 
男 3.96 1.25 

0.396 0.692 
女 3.9 1.176 

低效性 
男 3.42 0.965 

1.982 0.048* 
女 3.2 0.974 

逃避性 
男 3.42 0.892 

−0.134 0.893 
女 3.43 0.908 

心理一致感总分 
男 52.32 7.313 

−0.761 0.448 
女 52.99 8.225 

可理解感 
男 19.63 2.9 

−2.439 −0.015* 
女 20.51 3.371 

意义感 
男 16.02 3.37 

0.797 0.426 
女 15.71 3.553 

可控制感 
男 16.67 3.425 

−0.28 0.78 
女 16.78 3.617 

注：**：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男 = 139，女 = 174。 
 
大学生压力知觉总分在性别上差异不显著(t = −0.143, P = 0.887)，分维度紧张感和控制感在性别上差

异也不显著(分别为 t = −0.712, P = 0.477, t = 0.393, P = 0.694)。手机依赖总分在性别上差异不显著(t = 
1.453, P = 0.147)，分维度失控性、逃避性在性别上差异不显著，而戒断性和低效性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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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t = 0.024, P = 0.048)，且男生的得分比女生高。心理一致感总分在性别上差异不显著(t = −0.761, P = 
0.448)，分维度可理解感在性别上差异显著(t = −2.439, P = 0.015)，且女生的可理解感得分大于男生。而

意义感和可控制感在性别上差异不显著。 

3.2. 大学生压力知觉、心理一致感和手机依赖的关系 

本研究对大学生压力知觉、心理一致感和手机依赖的各变量进行了相关分析，在三者相关显著的基

础上进行了调节效应分析。 

3.2.1. 压力知觉、心理一致感和手机依赖三者间的关系 
对大学生的压力知觉量表、心理一致感量表和手机依赖量表进行积差相关分析，各变量之间的相关

如表 3 所示，压力知觉与手机依赖呈显著正相关(P < 0.01)，且压力知觉与戒断性、失控性、低效性、逃

避性之间呈显著正相关(P < 0.01)，且相关显著。压力知觉与心理一致感之间存在有显著的负相关(P < 0.01)，
且压力知觉与可理解感、意义感和控制感呈负相关，且相关显著(P < 0.01)。同时我们也发现，心理一致

感与手机依赖存在有显著负相关(P < 0.01)，心理一致感与戒断性、失控性、逃避性呈显著负相关(P < 0.01)，
且相关显著。 
 
Table 3. The specific distribution of the subjects 
表 3. 被试的具体分布情况 

 压力知觉 紧张感 控制感 1 2 3 4 5 6 7 8 9 

1.手机依赖 0.332** 0.232** 0.320**          

2.戒断性 0.281** 0.205** 0.264** 0.829**         

3.失控性 0.282** 0.184** 0.283** 0.830** 0.561**        

4.低效性 0.248** 0.157** 0.254** 0.769** 0.560** 0.553**       

5.逃避性 0.183** 0.133* 0.172** 0.685** 0.442** 0.456** 0.377**      

6.心理一致感 −0.397** −0.231** −0.423** −0.176** −0.186** −0.168** −0.073 −0.136*     

7.可理解感 −0.309** −0.171** −0.336** −0.035 −0.064 −0.016 0.041 −0.072 0.703**    

8.意义感 −0.258** −0.164** −0.263** −0.173** −0.179** −0.168** −0.078 −0.141* 0.740** 0.195**   

9.可控制感 −0.347** −0.196** −0.375** −0.188** −0.179** −0.194** −0.122* −0.098 0.854** 0.463** 0.483**  

注：**：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3.2.2. 心理一致感在压力知觉和手机依赖两者间的调节效应分 
为进一步验证压力知觉与心理一致感对手机依赖的预测作用，我们在三者均存在显著相关的基础上

将变量进行中心化，以手机依赖作为因变量，采取逐步进入的方式，并采用逐步分层回归分析，使各项

逐步进入方程，观测所得结果(见表 4)。 
首先，将已经中心化的压力知觉得分与人际信任得分进行交互计算，得二者乘积的交互项，做手机

依赖对压力知觉和心理一致感的回归，得测定系数 R 方，使交互项在第二层进入回归方程，做手机依赖

对压力知觉、心理一致感和交互项的回归，得到以下结果。由表可知，当交互项进入回归方程后，模型

依然成立，故表明心理一致感对压力知觉和手机依赖之间关系确实存在有一定的调节作用：根据系数判

断，心理一致感对压力知觉和手机依赖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负向调节作用，即随着调节变量心理一致感

水平的升高，压力知觉和手机依赖之间的关系会降低；随着调节变量心理一致感水平的降低，压力知觉

和手机依赖之间的关系会升高。以上结果均符合预期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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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Moderating effect test 
表 4. 调节效应检验 

模型  Beta T P R R 方 调整 R 方 

1 
压力知觉 0.311 5.337 0.000 

0.335a 0.112 0.107 
心理一致感 −0.052 −0.895 0.372 

2 

压力知觉 0.314 5.458 0.000 

0.138 0.138 0.129 心理一致感 −0.050 −0.863 0.389 

交互项 0.157 3.021 0.003 

 
为进一步探明心理一致感如何影响压力知觉和手机依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简单斜率检验，结果如

图 1 所示，当大学生心理一致感水平较低时(均分一个标准差以下)，压力知觉和手机依赖显著相关；当大

学生心理一致感水平较高时(均分一个标准差以上)，压力知觉和手机依赖显著相关。 
 

 
Figure 1. Slope test 
图 1. 斜率检验 

4. 讨论 

4.1. 大学生压力知觉、心理一致感与手机依赖在人口学变量的差异分析 

本研究采用问卷法对 313 名大学生进行调查，考察大学生手机依赖、压力知觉与心理一致感三者在

性别方面的差异，结果发现，大学生压力知觉总分在性别上差异不显著，分维度紧张感和控制感在性别

上差异也不显著。而朱玉梅(2011)研究表明，男女大学生在压力知觉及紧张感维度上存在及其显著的差异，

在控制感维度上差异不显著，女生比男生知觉到更大的紧张感。殷琳(2009)认为男女在紧张感上差异显著。

这与前人的研究不一致，随着社会对男女社会角色的逐渐认可，女性越来越独立，在面对压力事件的时

候，不会再倾向于依存性的认知方式，仅依赖直觉和情感；相反，女性也会和男性一样，更加倾向于理

性去对压力进行评估。 
心理一致感总分在性别上差异不显著，跟 Marsh 等(2007)对大学生各种因素对心理一致感的预测作

用所得的研究结果一致。可能是，大学生不同的危害性和保护性因素影响了心理一致感的发展。分维度

可理解感在性别上差异显著，且女生的可理解感得分，显著高于男生。而意义感和可控制感在性别上差

异不显著。跟前人研究不一致，宋旭林(2014)研究说明男生的可理解感得分显著高于女生，可能是心理一

致感代表个体对生活的一种总体认知倾向性，也是综合反映个体对内外环境的应激源、自己应付压力所

具有的资源以及对生活意义的感知。而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认为女性遭遇事情的时候寻求外界资源的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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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是被允许和接受的，而社会对男性的期许是做个“男子汉”、“有担当”，所以当男性遇到问题的时

候，选择自己独立去解决。因而在可理解感得分上男女有差异。 
手机依赖总分在性别上差异不显著，分维度失控性、逃避性在性别上差异不显著，而戒断性和低效

性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且男性比女性在戒断性和低效性维度上得分更高。而较多研究显示，在手机

的使用上男女有差异，女性更容易使用手机，也有部分研究表明男女在手机依赖方面并无差异。这可能

与手机依赖的评价缺乏统一的标准，在计分方式上可能有所不同，另外也有可能存在样本差异(陆少艳等，

2011)。说明随着时代的发展，手机的多功能化逐渐能够满足男女的不同需求，男生和女生可以根据自己

的不同需求从手机中获取。手机的社交 APP 等，如微信、QQ 等，可以满足女生的情感需求与社交需求

等；而手机的游戏 APP 等，可以满足多数男生的需求。这也说明当代大学生的手机依赖已经成为一种社

会现象。 

4.2. 大学生压力知觉、心理一致感与手机依赖的相关分析 

本研究通过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得出压力知觉及其各维度与手机依赖相关显著。本研究与前人的

研究相符合。郭丽娜等(2016)得出心理一致感与压力知觉呈负相关，压力总是与一些负面情绪及不良行为

相联系，张金健(2015)发现压力知觉对大学生手机依赖具有正向预测作用，这说明压力知觉与手机依赖显

著相关。吴文丽等(2009)研究表明，学习压力和其它压力是影响成瘾的危险因素。一些研究发现手机的过

度使用已作为一种手段去缓解压力(McMahon, 2001)。而大学生面临来自多方面的压力时，可能缺乏正确

的方式去应对。长期以往，这些叠加的压力让他们丧失了生活目标和追求，对生命的意义感减弱，因此

采取一种不合理的方式去应对——手机依赖。 

本研究得出心理一致感与压力知觉也存在显著负相关，心理一致感越高，压力知觉水平低，跟前人

的研究结果一致。Antonovsky 等研究表明当个体遭遇相同的压力事件时，高心理一致感的人比低心理一

致感个体能够维持一个高水平的自我功能(Antonovsky, 1987)。当个体处于压力之中时，可通过心理一致

感的提升从而来维持个体的身心健康水平(Havassy, Hall, & Wasserman, 1991)。心理一致感作为一致感作

为一种可控且有意义的自信倾向，对压力知觉具有预测作用。 
本研究还得出心理一致感与手机依赖呈显著负相关，验证了假设。跟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以往研

究表明，心理一致感不仅影响物质滥用等病理症状的出现，还影响患者对于疾病压力的舒缓和修复(Falkin 
& Strauss, 2003)。手机依赖是一种行为成瘾，而高心理一致感的个体，对手机依赖程度低。 

4.3. 心理一致感的调节效应分析 

本文通过 SPSS19.0 以及温忠麟等(2005)调节效应检验，最终得出心理一致感能够作为调节作用。这

与假设相吻合，说明心理一致感可以负向预测手机依赖，且在个体面对压力时，心理一致感可以起到一

个调节作用。当心理一致感水平较高时，压力知觉和手机依赖的关系会降低；当心理一致感水平较低时，

压力知觉和手机依赖的关系会升高。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国内外的研究表明，心理一致感高的个

体更善于应对各种压力，如疾病、工作压力或者不利的社会环境等，身心更容易维护在比较健康的水平(周
颖，李滢，刘俊升，2010)。心理一致感高的个体会采用更为积极的方式去面对压力(马伟娜，姚雨佳，2012)。
心理一致感也会在负性生活事件影响心理健康的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Huselid et al., 1991)。Kidorf 等(2005)
纵向调查美国大学生，发现心理一致感能够调节生活应激源对疾病的消极影响，即对低心理一致感水平

的个体而言，压力可导致疾病，但此种情况却不会在高心理一致感水平的个体身上发生。在青少年群体

中，心理一致感能够调节学业压力对健康问题的作用。McFarland 等(2007)也发现成人群体中，心理一致

感可以调节工作压力对成人心理问题的影响。由以往研究可以得出，心理一致感能够作为调节变量对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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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心理健康产生影响，而手机依赖作为成瘾问题的一种，也会给个体的身心带来影响。当个体遇到应

激性的生活事件时，产生压力的时候，具有高心理一致感水平的个体相比其他人会较少经历这些事件带

来的消极结果；而那些低心理一致感水平的个体将会产生应对困难等问题，从而可能碰到更多的身心问

题。高心理一致感个体压力调节时倾向于采用成熟型应对方式，低心理一致感个体则偏好不成熟型或混

合型应对方式(刘俊升，周颖，包蕾萍，桑标，2006)。如手机依赖等。 

5. 结论 

本研究采用问卷法，在国内外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考察了大学生压力知觉、心理一致感和手

机依赖的关系，探讨了心理一致感在压力知觉和手机依赖中的调节作用，主要得出如下结论： 
1) 大学生压力知觉总分在性别上差异不显著，分维度紧张感和控制感在性别上差异也不显著。手机

依赖总分在性别上差异不显著，分维度失控性、逃避性在性别上差异不显著，而戒断性和低效性在性别

上存在显著差异。心理一致感总分在性别上差异不显著。分维度可理解感在性别上差异显著，而意义感

和可控制感在性别上差异不显著。 
2) 压力知觉总分与手机依赖总分及各维度戒断性、失控性、低效性、逃避性之间呈显著正相关，且

相关显著。压力知觉与心理一致感之间存在有显著的负相关，且压力知觉与可理解感、意义感和控制感

呈负相关，且相关显著。同时我们也发现，心理一致感与手机依赖存在有显著负相关，心理一致感与戒

断性、失控性、逃避性呈显著负相关，且相关显著。 
3) 心理一致感在压力知觉与手机依赖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当心理一致感水平较高时，压力知觉对

手机依赖的影响会减弱；而当心理一致感水平较低时，压力知觉对手机依赖的影响会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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