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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手机为大学生带来便利的同时，过度地使用手机也会不可避免地带来许多负面影响。本研究旨在

探索大学生过度使用手机的动机，以期能够为减少大学生手机过度使用提供更有效的帮助和支持；方法：

采用访谈法，对30名手机过度使用的大学生进行访谈。采用Nvivo 11.0软件，运用扎根理论对所得资料

进行分析；结果：开放式登录结果表明，本次访谈资料共有33个节点；进一步的关联式登录结果发现了

15个亚类属以及5个类属。最后核心式登录发现大学生手机过度使用的动机主要包含获取信息、休闲娱

乐、人际交往、逃避现实、日常需求五个方面；结论：大学生手机过度使用的动机主要有：获取信息、

休闲娱乐、人际交往、逃避现实、日常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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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While mobile phones bring convenience to college students, excessive use of 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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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nes by college students will inevitably bring many negative effect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mo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to overuse mobile phones in order to provide 
more effective help and support for reducing excessive mobile phone use among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The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with 30 college students who used their mobile phones 
excessively. Nvivo 11.0 software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obtained data by using grounded theory.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33 nodes in the interview data, and 15 subclasses and 
5 genera were found in the results of further correlation login. Conclusion: The main motivations 
for college students’ excessive use of mobile phones are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leisure and enter-
tainment,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escapism, and daily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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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学生是一个喜欢探索世界，充满着好奇心又有着繁重学习任务负担的群体，智能手机的便捷性与

丰富多彩的内容刚好能够满足这一群体的愿景。据统计，学生在我国网民群体中占到三分之一，是一个

非常庞大的群体，这一群体中使用手机为载体上网的人群又占到了百分之九十九(Jin & Yu, 2015)。但由

于大学生群体空闲时间较多，加上其频繁使用网络且认知控制系统尚未成熟以及较弱的认知抑制能力

(Geier & Luna, 2009)，因而比起工作人群，大学生群体更容易形成对智能手机的依赖，出现过度使用情

况，而手机的过度使用又会进一步削弱大学生的时间规划和管理能力(Zhang & Wu, 2020)，从此形成恶性

循环。对于大学生来说，学习依旧是其主要任务，智能手机的过度使用不仅会影响大学生的身体健康，

如引发失眠、近视、颈椎病等，还会进一步给大学生学业与未来发展带来负面影响，更有甚至会引发对

社会有害和破坏性的行为(Swaroop & Bobba, 2021)，对家庭和社会造成不可预估的后果。想要解决大学生

手机过度使用的问题，了解清楚其内在动机尤为重要。 
动机是个体产生行为的内部根源。自我决定理论关注人类行为背后的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它认为

人们行为的产生取决于三个基本的心理需求：自主感、胜任感、归属感；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人们使用

某一物品与其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群体的认同感有关，个体往往希望通过某种媒介或工具与其所属的群体

保持一致，从而获得归属感或社会认同；强化理论认为，个体会通过行为的正向或负向结果来调整未来

的行为，如果某种行为带来了正向的回报，个体会倾向于重复该行为；习惯理论认为，个体通过重复某

一行为形成习惯，许多使用动机并不是出于有意识的选择，而是由于长期的使用形成了无意识的习惯；

逃避现实理论认为，个体使用某些媒介或技术是为了逃避现实中的压力、焦虑或不满。 
扎根理论(Faber et al., 2022) (Grounded Theory, GT)是一种基于经验资料构建理论的质性研究方法。研

究者可直接观察现实，对原始数据进行归纳和总结(孙晓娥，2011)，近年来，在质性研究中应用广泛，对

理论建构起到重要作用。 
与定量研究相比，质性研究可以帮助探索研究对象对现实生活的多种看法，更能从微观层面深入研

究对象的内心、了解影响他们态度的因素(Barnes, 2015)。因此，本研究旨在运用扎根理论，对大学生手

机过度使用的动机进行理论构建，以弥补以往研究中过分强调量化分析而忽略质性研究的局限，以期为

减少大学生手机过度使用提供更有效的帮助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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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非概率抽样中的目的性抽样法，通过半结构式访谈进行研究。抽样时考虑对本研究具有

重要意义的因素有：在校大学生、男女性别、存在手机过度使用现象。其次，询问其老师或周围同学对

其手机使用情况的评价，并根据本人手机使用时长、使用频率、对生活和学习的影响等标准，验证所调

查的对象是否存在手机过度使用现象，如果是，则进行深入访谈；如果不是，将所选取对象进行剔出，

再寻找新的研究对象。研究最终共纳入 30 名大学生进行访谈。受访对象有男 15 人，女 15；年龄 M = 
21.66，SD = 2.68；年级比例为：大一 3 人，大二 8 人，大三 10 人，大四 2 人，研一 2 人，研二 2 人，研

三 3 人；初次使用手机情况为：小学阶段 8 人，初中阶段 19 人，高中阶段 3 人；所有访谈对象每日手机

使用时间均超过 4 小时，其中使用 4~6 小时的 8 人，使用 7~9 小时的 15 人，使用 10 小时以上的 7 人；

使用频率最高的 APP 类型为：社交类(如：微信、微博、小红书) 22 人，短视频类(如：抖音、快手) 18 人，

视频类(如：腾讯视频、优酷视频、哔哩哔哩) 11 人，阅读类(如：番茄小说、起点读书) 3 人，游戏类(如：

王者荣耀、明日方舟) 3 人，购物类(如：淘宝) 3 人。 

2.2. 访谈内容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访谈，主要是以与受访者面对面交流的方式开展研究。访谈前期，研究者事先设

计好访谈提纲作为访谈中的索引。具体的访谈提纲例如：(1) 您使用哪几款 app 的时候专注度最高？(2) 
您一般会在什么时候使用这几款 APP？(3) 在使用喜欢的 APP 时，您觉得最快乐的是什么时候？(4) 在
使用喜欢的 APP 时，您觉得最烦恼的是什么时候？(5) 如果在使用过程中被打断了您会有什么感受？为

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6) 您为什么在手机上投入大量时间？(7) 这些 APP 满足了您什么心理需求? 

2.3. 访谈过程 

在每次访谈和记录之前，对研究对象阐明访谈目的和意义，向研究对象说明知情同意以及保密原则。

每次访谈以开放式问题开始，访谈的问题顺序依据访谈时的具体情况而变，确保访谈对象能自由地讲述

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同时观察并记录受访者的身体语言，做到尊重、真诚地倾听，确保访谈氛围轻松、

和谐。在每次访谈结束后，研究者会简要地总结和概括访谈内容，并对研究对象表示感谢。 

2.4. 资料编码 

访谈结束后，对录音文本进行转录，并隐去受访者姓名。经核对，最终获得约 3.2 万字的文字资料。

使用 Nvivo 11.0 软件对资料进行扎根理论分析，包含开放式编码、关联式编码和核心式编码三个阶段。 

3. 结果 

3.1. 开放式登录结果 

在开放式编码之后，将原始资料进行节点抽取，每个节点对应访谈内容中的一个或多个参考点。分

析结果显示，本次访谈共包含了解世界、有意思、专注手机内容、获得快乐、学习新知识、新奇、逃避现

实、能刷到喜欢的东西、内容丰富、和男/女朋友聊天、了解别人的生活、缓解压力、感官上的愉悦、丰

富生活、分享自己的生活、沟通方便、没人打扰、打发时间、买东西、不需要思考、习惯、无聊、不想学

习、追星、获得归属感、有喜欢的内容、处理工作、专业相关性、上瘾、方便、种类多、问候他人、改善

心情 33 个节点。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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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Examples of concept nodes and reference points of open coding 
表 1. 开放式登录的概念节点与参考点示例 

节点 参考点 原始例句 

了解世界 3 感觉不出门就能达到我看世界的一个目的吧。 

有意思 9 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有趣的东西，我会非常开心 

专注手机内容 3 看手机的时候我会觉得特别专注。 

获得快乐 5 赢下一场比赛的时候，相对来说会比较快乐一些。 

学习新知识 4 能够从微信上面获取到我喜欢的知识。 

新奇 5 刷到没有看到过的东西，我就觉得特别新奇。 

逃避现实 6 不用去想那些学习上的事和让我心烦的事儿，短暂地逃避现实。 

能刷到喜欢的东西 19 抖音给我推荐的都是我爱看的东西。 

内容丰富 3 内容实在太多了，各方面需求都能得到满足。 

和男/女朋友聊天 3 可以和女朋友聊天，就好像她在身边一样。 

了解别人的生活 2 可以让我了解别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缓解压力 4 压力大的时候就想刷一会抖音。 

感官上的愉悦 4 游戏能给我带来感官上短暂的愉悦。 

丰富生活 2 丰富了我的生活。 

分享自己的生活 1 我可以在抖音上分享我的生活。 

沟通方便 7 拿起手机打开视频就可以见到我的家人。 

没人打扰 1 玩手机的时候不用社交，没有人打扰我，我可以专注的玩。 

打发时间 5 我有很长一段空闲时间的时候，玩手机可以让我找到事情做。 

买东西 3 淘宝买东西很便宜。 

不需要思考 1 玩手机的时候我不需要动脑子。 
习惯 5 就是一种习惯，和平常吃饭喝水一样。 
无聊 5 晚上很无聊，玩手机消遣时间。 
不想学习 2 不想学习的时候就玩一会。 
追星 3 因为我喜欢的明星用微博所以我也用。 
获得归属感 1 和其他粉丝一起聊天会让我觉得有归属感，我们就像家人一样。 
处理工作 1 微信上处理一些事情，不是单纯地在那里聊天。 
有喜欢的内容 12 听到隋唐演义秦琼认亲那一段我就会特别高兴。 
专业相关性 1 我后面也可能会从事类似的行业，可以提前了解。 
上瘾 2 就是想看，一会不看就浑身难受。 
方便 1 用手机处理事情很方便。 
种类多 1 在 B 站上能看到各种类型的视频。 
问候他人 1 可以跟不在身边的人进行一个聊天问候、交流。 
改善心情 2 不开心的时候我就刷一会搞笑视频。 

3.2. 关联式登录结果 

经过关联式登录，本研究建立了各概念类属之间的关系，最终确定了满足好奇心、学习知识、内容

多样、方便及时、轻松有趣、兴趣爱好、缓解压力、填充时间、分享生活、沟通感情、专注手机内容、逃

避现实、购物、习惯看手机、工作需要在内的 15 个亚类属，以及包含获取信息、休闲娱乐、人际交往、

逃避现实、日常需求在内的 5 个类属。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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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Axial coding an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concept categories 
表 2. 关联式登录结果及概念类属间关系 

节点 亚类属 类属 

了解世界、新奇、了解别人的生活 
学习新知识、获取知识、专业相关性 
内容丰富、种类多 
及时性、方便 

满足好奇心 
学习知识 
内容多样 
方便及时 

获取信息 

有意思、获得快乐、感官上的愉悦 
能刷到喜欢的东西、追星、有喜欢的内容 
缓解压力、改善心情 
打发时间、无聊 

轻松有趣 
兴趣爱好 
缓解压力 
填充时间 

休闲娱乐 

分享自己的生活 
和男/女朋友聊天、沟通方便、获得归属感、 
问候他人 

分享生活 
沟通感情 人际交往 

没人打扰、专注手机内容 
逃避现实、不想学习 

专注手机内容 
逃避烦恼 逃避现实 

买东西 
习惯、上瘾 
处理工作 

购物 
习惯看手机 
工作需要 

日常需求 

3.3. 核心式登录 

对总结出的概念类属进行深入分析，把所有亚类属归类到核心类属上，发现大学生使用手机的动机

主要包含获取信息、休闲娱乐、人际交往、逃避现实、日常需求在内的 5 个核心动机。见图 1。 
 

 
Figure 1. Motivation for using mobile phone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图 1. 大学生手机使用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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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使用动机的人口学变量差异 

在本研究中，性别在手机使用动机上有着明显差异性。本研究发现女生玩手机更多倾向于刷短视频、

网购、追剧或追星等娱乐动机，其中网购和追星两项并未有男生提及，是女生独有的手机使用动机；而

男生更喜欢微信聊天、电子阅读或刷视频，其中电子阅读并未有女生提及，属于男生独有的手机使用动

机。以往研究中现实，女生使用手机更多是处于人际交往的动机(张金健，2015)，而在本研究中，男生提

及使用微信等方式与人沟通的人数明显多于女生，只有少部分女生提及人际交往的动机，且大部分使用

微博、小红书等 APP，与陌生网友沟通居多，这可能是由于社会进步产生的男女思维观念的转变，女生

手机使用动机不再局限于社交，而男生也逐渐不羞于表达自己的情感需求。不同年级的大学生使用手机

的动机也不相同，大一与研一的学生使用手机处于人际交往动机的人数高于其他年级，这可能是由于新

生刚入校，对周围不太熟悉，此时他们更需要与曾经熟悉的亲朋好友或在网络上熟悉的圈子里与人沟通，

从而获得归属感。大三、大四的学生使用手机更多是用于获取信息或休闲娱乐，这可能是由于大三、大

四学生空闲时间变多，对周围的一切失去了新鲜感，此时他们需要通过手机来学习知识或寻求新鲜的刺

激来填充时间。研究生阶段的同学使用手机更多的是逃避现实、获取信息和休闲娱乐的动机，这可能与

研究生阶段压力较大有关系，他们需要通过手机来获取最新的咨询，当学业或就业压力过大时，他们也

会试图通过玩手机来缓解压力或短暂地逃避现实。 

4.2. 大学生应当充实课余生活，寻找多元化的解压方式 

课余时间是大学生可以自由支配的独特资源，大学生的课余时间的分配不仅影响着他们学习成绩，

还对他们的大学时期的经历、发展和今后的就业有着重要的影响和意义(孙丽芝等，2022)。本研究发现，

大学生玩手机多数是出于打发时间、无聊、手机很有意思等动机，这表明大学生的课余时间并没有太多

丰富的课余活动，大多数时间都在玩手机中度过。此外、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竞争的加剧，大学生的各方

面压力也在日益增加，而大部分学生没有掌握科学合理的解压方法。针对大学生各方面的压力，已有研

究表明运动(王东礼，2015)、音乐(王龙，2024)或寻求专业的心理援助等方法可以有效缓解大学生的压力。

现代教育主张以学生为中心，促进学生自我教育(何独明，2020)，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自主性，最终实现

自我发展(孙丽芝等，2022)。对此，高校应当积极设置相关课程，开展实践活动，引导学生放下手机，学

会合理规划课余时间，发展兴趣爱好，适当宣泄压力，找到更多更有价值的方式充实自己的课余生活，

有效缓解压力。 

4.3. 加强监管，建立手机防沉迷机制 

大学生虽然已经成年，但其认知控制系统和认知抑制能力都尚不成熟，这就需要社会各界积极配合，

防止大学生过度沉溺于网络的世界。手机应用开发商应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在进行手机功能开发时，

针对易让大学生沉迷的功能如娱乐、游戏等应安装防沉迷系统。学校等与大学生密切相关的社会机构需

为手机沉迷干预创造环境，提供大学生现实社交、活动的机会和场所，鼓励其走出手机的虚拟世界，积

极面对学习和生活。 
大学生手机过度使用现象频繁发生，手机丰富的功能可以满足大学生获取信息、休闲娱乐、人际交

往、逃避现实、日常需求等多方面的动机。应对大学生手机沉迷问题，不仅需要大学生锻炼自我控制能

力，积极主动让自己的空余时间丰富起来，还需要社会、学校、家庭多方合作，加强对大学生手机使用

的正面引导，减少大学生使用手机的需求和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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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 30 名手机过度使用的大学生深入访谈，发现大学生使用手机的动机主要包含获取信

息、休闲娱乐、人际交往、逃避现实、日常需求在内的 5 个核心动机。因此，大学生、家长、学校和社

会应该共同努力，从大学生的手机使用动机出发，积极预防并解决大学生手机过度使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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