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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手机依赖对大一新生学习投入的影响机制，聚焦江西省某理工科高校，通过实证分析揭

示其内在关联与干预路径。研究发现：大一新生手机使用时间与学习投入呈显著负向影响，使用时间越

长，学习投入越低，且学生自我约束力有待加强；课程成绩与学习投入也呈显著负向影响，提高学生时

间管理和明确学习动机是提升学习投入水平的关键。基于大一新生在转型过渡期的特殊脆弱性，提出“技

术赋能 + 人文关怀”协同干预策略，如智能管理工具引入、课程开发及任务驱动型课堂模式重构，以提

升时间管理与学习动机。研究为高校破解手机依赖困境、优化新生适应性教育提供实证依据，助力高等

教育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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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on the learning 
engagement of freshmen in a certa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university in Jiangxi Province. Through 
empirical analysis, it reveals the internal connection and intervention path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time freshmen spend on mobile phones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ir learning en-
gagement. The longer the usage time, the lower the learning engagement, and the self-discipline of 
students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Course grades also hav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learn-
ing engagement. Improving students’ time management and clarifying their learning motivation are 
the keys to enhancing the level of learning engagement. Considering the special vulnerability of 
freshmen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a collaborative intervention strategy of “technology em-
powerment + humanistic care” is proposed, such as the introduction of intelligent terminal man-
agement tools,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Learning Methods” course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ask-driven classroom models, to enhance time management and learning motivation. The re-
search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universitie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mobile phone depend-
ence and optimize the adaptation education for freshmen, contributing 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
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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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新时期我国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的落实，高等教育由重量发展转为重质提升。高校作为人才培

养的摇篮，大学生的培养是教育改革中的“重头戏”。大一新生刚进入大学，由于环境的变更和角色的

变化，在各方面都会产生困惑，特别是在学习方面，学习方式的改变、教学方法的调整和教学进度的调

整等，会产生一系列的学习型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及时解决，将会进一步影响学生的人格发展和心

理健康，降低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影响今后的职业发展道路。学习投入作为学生成长体验的评价指标和

高等教育质量的预测指标，需要特别关注。 

2. 研究缘起 

2.1. 学习投入的概念和效能 

学习投入作为积极心理学的品质之一，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表现出一种持续的、充满了积极情感

的状态，包括行为、认知和情感三个维度，可以作为衡量学校学习氛围和学生适应性的标准。有研究表

明，研究大学生学习投入的现状和影响因素，有助于学生寻找有效的途径参与学习活动、提升学业的表

现，还有助于提高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尤其是人才的培养[1]。大一的新生大多数处于突然变换学习

阶段，缺失高中阶段应试教育模式下明确的升学目标和学习动力，所以容易出现学习投入不足的情况。

现有研究中，大学生的学习投入研究针对大一新生的研究较少，而大一新生的学习投入需要得到重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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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相关研究表明，大学生的学习投入和其学业收获呈正向关系。即学习投入越高的大学生，学业收

获也越好[2]，让学生在学习上获得成就感，肯定学生学习的能力和在学业上的努力，能提高学生的自信

心和自我效能感[3]。由此，学习投入是学生学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提升大一新生学习投入的水平，

不仅能直接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也能提升学生的自我效能感。 
综上，为了探索大一新生中手机依赖对学习投入的影响，进而发现问题，以促进大一新生的学习投

入。本研究将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大一新生的学习投入现状，考察手机依赖和学业成绩对大学生学

习投入的影响作用，在此基础上探讨提高学习投入的策略。 

2.2. 手机依赖与学习投入 

随着数字化产业的不断发展，智能手机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手机不仅在生活中

充当着通信功能，还充当着社会交往、移动办公、娱乐游戏、网络购物、交通导航等工具。手机是把“双

刃剑”，在手机给人们带来方便的当下，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例如手机依赖。手机依赖指对手机的过

度的、不合理地使用，从而在生理、心理上产生依赖，进而对日常学习生活和心理健康产生影响的行为。

其中，年轻人是手机依赖的主要群体[4]，在校大学生是手机依赖的主力军，更容易受到手机依赖的影响

[5]。有研究表明，在手机使用用途上，大学生主要用于打电话、拍照、上网等非学习用途，而不是学习。

手机依赖对学生课堂效率存在显著负相关，即大学生对手机依赖性越强，课堂效率越低[6]。过度的手机

依赖让人在生理层面和心理层面产生倦怠，进而导致制学习倦怠，影响学业成绩[7]。而手机使用时间作

为衡量手机依赖的重要参考指标，可以一定程度反映学生在新阶段的学习投入状况。本文更多关注大一

新生在学习投入中的具体表现，并探索如何能激发大一新生在学习投入上的兴趣。 

3. 研究设计 

3.1. 调查方式与对象 

本次调查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江西省某理工科高校不同学科的大一新生发放问卷。回收问卷 1065
份，有效问卷 975 份，有效率为 91.55%。其中，被试的大一新生中，男性为 52.72%，女性为 47.28%，

文科占比 42.05%，理科占比 30.26%，工科占比 27.69%，比较符合当前理工科大学生源构成。 

3.2. 研究工具 

基于文献研究及实地调查结果，课题组编制了新时期大一新生学习投入情况调查的初始问卷，后经

过组内讨论、学生访谈和小规模试测，形成正式问卷。问卷分为三部分，分别调查学生的基本信息、学

习投入情况以及对高中到大学过渡时期的开放性的综合评价。在学习投入情况中，设置行为投入、情感

投入和认知投入三个模块。 

3.3. 信效度检验 

本研究采用 SPSS27.0 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学习投入量表基于行为、情感和认知三维度理论框架构建，

包含 25 个题项，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法(1 = 完全符合，5 = 完全不符合)，具体见表 1。信度检验显示，

量表总体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52，各维度信度系数分别为行为投入 0.892、情感投入 0.885、认知投入

0.825，均高于 0.6 的可接受阈值，表明量表各维度及整体具有良好信度。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了量表结

构效度：KMO 值为 0.962，Bartlett 球形检验结果显著(χ2 = 16794.031, p < 0.001)。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提取

出三个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达 65.32%，分别对应行为投入(8 个题项)、情感投入(8 个题项)和认知投

入(9 个题项)维度，各题项标准化因子载荷介于 0.514~0.840 之间，均超过 0.5 的推荐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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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ests 
表 1. 信效度检验 

维度 N Cronbach’s Alpha 

总体 25 0.952 

行为投入 11 0.897 

情感投入 8 0.885 

认知投入 6 0.825 

4. 研究分析 

4.1. 手机使用时间与学习投入的关系 

为了探索大一新生手机使用时间对行为投入、情感投入和认知投入的影响，笔者调查了大一新生每

日使用时间，旨在以时间维度的直观数据反映学生在手机依赖上的差异。选项赋值为 1 = “0~2 小时”，

2 = “3~5 小时”，3 = “6 小时以上”。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三个维度得分均值进行了统计，得出了均值分布折线图，见图 1。不同手机

使用时间(2 小时以下、3~5 小时、6 小时以上)的大一新生在行为投入、情感投入、认知投入和总体的学

习投入上的得分都有较为明显的差异。为了检验这些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

手机使用时间对学习投入的三个维度呈显著性(p < 0.001)，对学习投入也呈显著性(p < 0.001)。 
 

 

Figure 1. Scatter plot of mobile phone usage time vs. mean learning engagement scores 
图 1. 手机使用时间与学习投入得分均值关系图 

 
研究结果显示，手机使用时长与学习投入水平呈现显著负向关联。基于 LAD (潜在能力差异)模型的

比较分析表明：在行为投入维度上，手机使用时长 3~5 小时组的均值评分显著高于 0~2 小时组，而 6 小

时以上组相较 0~2 小时组存在更明显的优势差异，呈现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学习投入得分越低的趋势。

在情感投入维度上，呈现相似递减趋势，3~5 小时组和 6 小时以上组均显著优于低使用时长组。在认知

投入维度上，差异幅度相对较小但趋势一致，3~5 小时组和 6 小时以上组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05)。
综合三维度构建的总体学习投入指数显示，随着日均手机使用时长的增加，学习投入均值得分呈现线性

下降趋势(p < 0.001)。值得注意的是，使用时长(≥6小时)群体占比达 46.7%，显著高于低使用时长组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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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投入量表的单题均值可得，“因缺少督促，很难按时完成作业”和“常与老师讨论学习内容”

在行为投入中得分最低，但在“学习和生活完全适应”上得分较高，反映学生的问题主要在自我约束和

合适的学习方法上有待提高；在情感投入中，“老师的教学方式方法对我的学习投入影响较小”分数较

低，进一步证明，对大一新生来说，教师的方式方法对学生学习效果有较大影响，适应高中和大学的学

习方法和教师教法是关键；在认知投入中，“对高中阶段的教育管理更加满意”和“家庭经济对我的学

习有更大的影响”得分均较低，对新生而言，大学相对松散的教育管理方式和经济掌控权上的变化有所

影响。 

4.2. 课程成绩与学习投入的关系 

学生的课程成绩是衡量学习投入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学生学业成绩的标准和学习效果的评价。在课

程成绩调查中，旨在以分数维度的客观反映学生在学习投入的学业效度。选项赋值为 1 = “90~100”，

2 = “80~90”，3 = “80 以下”，具体见表 2。 
 

Table 2. Relationship between course grades and mean learning engagement scores 
表 2. 课程成绩与学习投入得分均值关系 

  均值 标准偏差 t 趋势变化 p 

行为投入 

90~100 分 2.27 0.85 

24.470 递增 <0.001 80~90 分 2.61 0.64 

80 分以下 2.83 0.70 

情感投入 

90~100 分 2.28 0.91 

16.102 递增 <0.001 80~90 分 2.58 0.65 

80 分以下 2.75 0.71 

认知投入 

90~100 分 2.27 0.85 

12.819 递增 <0.001 80~90 分 2.58 0.61 

80 分以下 2.70 0.66 

学习投入 

90~100 分 2.27 0.82 

20.997 递增 <0.001 80~90 分 2.59 0.59 

80 分以下 2.78 0.66 

 
通过单样本方差分析结果可知(p < 0.001)，随课程成绩的提升，学习投入呈正向显著变化，即可以通

过学生课程成绩能够负向预测学习投入。学生课程成绩越低，学习投入得分也越低。从课程成绩提升看，

从“80~90 分”提升到“90~100 分”，学生学习投入三个维度的评分比从“80 分以下”到“80~90 分”

均值差更大，其中行为投入均值差为 0.34 和 0.22，情感投入均值差为 0.3 和 0.17，认知投入均值差为 0.31
和 0.12。均值差反映出从成绩良好到成绩优秀，学生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通过 LAD 的比较分析，在行为投入上，课程成绩 80~90 分的学生比 90~100 分和 80 分以下的学生分

别低 0.34、0.56，即在行为投入上，随着课程成绩的降低，行为投入评分降低。在情感投入上，课程成绩

80~90 分的学生比 90~100 分和 80 分以下的学生低 0.30、0.47，即在情感投入上，随课程成绩的降低，情

感投入评分降低。在认知投入上，课程成绩 80~90 分的学生比 90~100 分的学生低 0.31，比 80 分以下的

学生低 0.50，即在认知投入上，随课程成绩的降低，认知投入评分降低。对总体的学习投入，随课程成

绩的降低，学习投入均值下降，即学习投入评分越低。选项占比上，选“90~100 分”的仅占 6.3%，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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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90 分”和“80 以下”的占比 46.7%和 43.0%。 

4.3. 课程成绩和手机使用时间 

为了进一步探讨大一新生课程成绩和手机使用时间的关系，通过交叉表卡方检验(χ2 = 77.594, p < 
0.001)，具体见表 3。 

 
Table 3. Chi-square test of the contingency table between course grades and mobile phone usage time 
表 3. 课程成绩与手机使用时间交叉表卡方检验 

   课程成绩 

   90~100 80~90 80 以下 

手机使用

时间 

0~2 小时 
占手机使用时间 19.05% 53.97% 26.98% 

占课程成绩 58.06% 20.73% 12.11% 

3~5 小时 
占手机使用时间 3.35% 53.35% 43.29% 

占课程成绩 17.74% 35.57% 33.73% 

6 小时以上 
占手机使用时间 3.28% 46.94% 49.78% 

占课程成绩 24.19% 43.70% 54.16% 

 
笔者发现手机使用时间在“0~2 小时”中，成绩优秀的比例达 58.06%，优良比达 78.79%。手机使用

时间在“3~5 小时”中，成绩优秀的比例明显下降，仅有 17.74%，优良比下降至 53.31%。在手机使用时

间超过 5 小时，成绩 80 以下的比例大幅上升，高达 54.16%。由此可见，随着手机使用时间的增加，学

生的课程成绩优良率增高，低分率明显增加。 

5. 研究结论与建议 

学习不是一个被动的、知识吸收和外部导向的过程，而是一个积极的、建构的、自我导向的过程。

高等教育改革，高校改革是重中之重，大一新生作为初入校园的学子备受关注。 

5.1. 结论 

1. 大一新生手机使用时间与学习投入之间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学生自我约束力需要加强，规范使用

需要加强引导。 
疫情后在线教育的快速发展加速了移动终端在教学场景中的渗透，学生手机使用常态化已成为不可

逆的趋势。然而研究表明，手机使用时长对学习投入呈显著负向影响，这一现象在大一新生群体中尤为

突出。因为该群体初入大学，在环境适应、行为约束与媒介依赖三个维度形成闭环作用机制，并互相影

响作用。在补充的开放性问题中，回答中多提到“网络”、“手机”影响课内课外生活的频率高。 
首先，大一新生在适应大学校园环境的困境中，削弱了对自我行为的约束力。大一新生面临学习模

式与管理环境的双重转型，从高压管控的高中阶段过渡至自主性更强的大学场域时，易产生目标迷失与

动机弱化。其次，移动媒介的特点加剧了学生依赖的风险。手机作为当下接受讯息的主要媒介工具，能

及时地提供丰富多彩的讯息和话题，成为学生了解社会和事实的窗口，导致学生更加依赖手机。新生群

体在大学适应期产生的社交拓展需求、信息焦虑等心理诉求，与手机提供的低成本高效率的特点契合[8]。
这种工具性和情感性双重满足的使用感受，使得手机依赖使用逐渐成为自主思考能力的替代品。课上过

度使用手机，最终形成了课堂内外的双重损耗。在课堂上，实时消息提醒与多任务处理模式持续分散学

生注意力，导致接收知识碎片化，师生教学互动陷入“注意力争夺”的恶性循环。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5813


谢卓琳，马蓉 
 

 

DOI: 10.12677/ae.2025.155813 649 教育进展 
 

2. 大一新生课程成绩与学习投入之间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大一新生内“忧”外“患”，提高学生时

间管理和明确学习动机是提升学习投入水平的关键因素。 
大学生的课程成绩是检验学习成果中重要部分，也是学生学习投入的重要反馈窗口。大一新生课程

成绩降低，相应的学习投入评分也变低，呈显著负向影响。学生想获得更高的课程成绩，从良好到优秀

比及格到良好付出的努力更多。 
实证数据显示：每日手机使用 3~5 小时的学生群体非优良率为 26.98%，显著低于使用 6 小时以上群

体 54.16%，说明除了手机使用外，存在其他核心变量影响学业表现。开放问卷中高频出现的“活动项目

挤占”“目标缺失”“管理宽松”等表述，印证了手机过度使用对学习时间的结构性侵占。从客观环境

上，大学中校园活动和学术竞赛等非课业活动的参与，客观上对学习时间造成结构性挤压，这种时间资

源配置的打破直接影响学生深度学习投入。从主体适应上，高等教育阶段对人才培养提出新要求，教学

维度要从知识传授向能力培养转型；形成性评价比例增加，以及对学生元认知策略、自我调节学习等核

心能力加大培养力度。学生个人的学习方式方法会影响学习效率，大学教师授课模式和考核模式都发生

了较大变化，需要学生有更强的自学能力和合适的学习方法。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样本仅覆盖江西省某理工科高校，缺少文科、综合类院校的学生样本，未来

将加入以验证结果的普适性；在干预策略的效果上，需通过长期追踪(如 1 学年)进一步检验。 

5.2. 建议 

网络的快速发展和技术的不断更迭，高等教育更应守好新生进入高校的第一班岗，在初入大学这个

过渡阶段，如何让大一新生更有效安排学习和生活，减少对过分手机依赖？基于上面所探讨的问题，本

文从学习投入理论框架出发，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构建多维度协同干预机制，实现技术赋能与人文关怀的平衡，建立新的情感支持体系。手机

依赖的形成与个体心理需求密切相关，尤其是新生在适应期易因社交焦虑或情感缺失而转向虚拟社交。

手机依赖的治理需突破单一维度的限制，整合技术手段与教育管理策略。例如，高校可在课内通过“Forest”
类 APP 设置“专注模式”，屏蔽非学习应用(如游戏、短视频)，课前 10 分钟由教师指令统一启动，专注

时长累计可兑换课外实践学分(如每 10 小时兑换 0.1 学分)；课外可推广“番茄钟”时间管理法，要求学

生每日提交学习计划和执行记录，系统自动生成分析报告，并提出管理学习时间的相关建议，形成课内

外的良性循环。但同时要加以人文关怀，建立校园两级新生关怀体系，实施适应性的心理辅导计划，加

强对学生的数字素养教育，将媒介批判意识培养融入新生入学教育课程体系中，引导学生理性看待手机

的工具性和娱乐性，培养“用之有度”的认知。实施“1 + 1”同辈导师计划：组织高年级学生与大一新

生结对，每周组织 1 次线下的学习沙龙，促进横纵向的情感支持网络的形成。 
其次，深化课程改革，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适应性教学模式。在大学，学习方式上最大的转变是

学得更灵活，停止对固定知识的输出，而强调培养学生获取知识和深度思考的能力。而理工科目前大一

课程多以知识体系的完整传授、以公共基础课和相关专业课为主，而对侧重学生学习方法、适应性过渡

的课程缺乏，对专业兴趣乏乏，影响学习投入。建议增设“大学学习法”必修模块，系统讲授时间管理、

元认知策略及目标设定方法，并结合学科特点定制案例，帮助学生完成从“被动接受”到“自主规划”的

过渡[9]。 
最后，课堂交互模式重构，培养自主性学习支持系统，从而促进学习投入。互动性学习是一种重要

且有效的学习活动方式，也是更吸引学生投入的一种方式。自主性学习反映的是大学生在没有外界压力

下自愿、主动地投入学习的行为，也是学生认知投入的一个重要表现，构建“任务驱动→指导性自主→

完全自主”的渐进式学习模式，激发内在动机。理工科大学生以理论为基础，以课程任务为驱动，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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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制”课堂管理或者翻转课堂模式，通过任务驱动型激发学生主动参与。例如将课本中的理论知识

点拆解成小组合作项目，要求学生在课外通过对文献的检阅和实验验证完成论证，课内聚焦深度讨论和

实践成果展示。此类设计巧妙地减少学生对手机的娱乐性使用，还能增加学生的认知投入和行为投入。 
总之，手机依赖既是挑战亦是教育创新的契机。唯有通过多主体协同、多策略并行的发展模式，才

能引导新生在数字时代实现学业与成长的平衡，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可持续动力。在新时代、新

教育环境下，如何趋势结合信息时代的飞速发展提升学生的学习投入，促进深度学习？这是作为教育者

需要共商共议共同关注的议题。只有顺应时代发展的大趋势，积极开展新信息技术时代下的教育改革，

改革创新更符合时代特征的教育模式，才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投入，解决学生手机依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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