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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考察中学生的手机成瘾与心智游移的关系以及反刍思维在其关系中的作用机制，本研究采用《Bergen
成瘾量表》《持续性思维问卷》和《心智游移问卷》测量了240名中学生的手机成瘾、心智游移与反刍思

维。结果显示，中学生手机成瘾、心智游移和反刍思维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反刍思维在手机成

瘾与心智游移之间起中介作用。研究结果可为中学生电子产品的合理使用以及相关心理健康教育提供理

论支持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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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mobile phone addiction, mind-wandering and rumina-
tion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he current research investigated 240 middle school students by 
using the Bergen Addiction Scale, the Perseverative Thinking Questionnaire and Mind-Wandering 
Questionnair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s among mobile 
phone addiction, mind-wandering and rumination pairwise. Moreover, rumination played a medi-
ating role between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nd mind-wandering. Findings provided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reducing the negative impact of mobile phone use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improving relative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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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4 年 11 月 21 日，共青团中央发布的《第 6 次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简版)》显

示，2023 年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为 1.96 亿人，普及率达 97.3%，接近饱和状态。对未成年学生，特别是

中学生而言，手机的普及带来的问题就是手机成瘾。手机成瘾是由于某种动机使得个体过度使用手机而

导致心理及社会功能受损的痴迷状态(刘红，王洪礼，2011)，其本质是一种行为成瘾。手机成瘾会给未成

年学生群体的生活和学习带来多种负面的结果。例如，对手机使用有强烈依赖的个体更容易出现睡眠障

碍，其睡眠质量也更差(王志清，2022)。再如，在一项中学生研究中，手机成瘾可以负向预测数学的学习

投入，手机成瘾程度越高的学生，其数学投入的水平越低(熊文娟，2024)。手机成瘾还会影响学习和生活

的状态(或过程)，其中一种影响就是走神。例如，一项关于中学生的研究表明，手机使用成瘾程度更高的

人群由于其自控能力较差，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更容易因控制失败而产生更多的走神现象(王一凡，2019)。 
而“走神”在心理学上又被叫做心智游移(Mind-Wandering)，是指个体在清醒状态时，其思想内容在

没有被引导的状态下被无关的内部心理表征所占用，属于一种自发产生的思维状态(宋晓兰，王晓，唐孝

威，2011)。这种状态的发生过程难以被个体自身所控制。究其本质，其实是一种无目的的、内隐的、自

动的心理过程，如在做事突然想起来与当前任务无关的之前发生的对话，在与人交谈时思绪却在思考别

的事情，脑子里闪过周末的旅行经历，等等。心智游移会在生活中占用个体的意识体验 30%以上，且发

生的概率很高，约为 46.9% (Killingsworth & Gilbert, 2010)。心智游移对于未成年学生具有多方面的影响。

最为主要的影响是学习方面：如果一名学生频繁地出现心智游移，那听课效率就会大打折扣，进而影响

学习的效果。此外，心智游移也会影响到情绪和社会性发展。例如，在与人交流的过程中，如果发生了

心智游移，就很难听清别人正在说什么，甚至会断章取义，曲解别人的意思，严重者可能会导致人际关

系受损，损害到学生的心理健康。学生的心智游移与手机成瘾有着紧密联系，这其中有一些心理变量可

以解释两者相关的机制。例如，有研究表明，消极情绪在手机成瘾与走神频率之间起着完全中介作用(王
一凡，2019)。除此之外，反刍思维也能是另一种的中间机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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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刍思维(Rumination)是指一种反复思索的状态，并且其思索的内容大多是负面事件，可能是事件的

成因、后果或者事件的意义等。反刍思维会影响个体的注意力，会使个体难以集中精力，从而导致任务

表现不佳(Lyubomirsky et al., 1999)。当个体遭遇负性事件时，常常会将反刍思维当作一种应对手段，期望

希望通过反复的思索来探寻问题的解决方案。但通常实际上，反刍思维不但难以帮助个体解决当前的困

境，还会给个体带来诸多不利影响。例如，研究发现反刍思维与个体的社交焦虑(Valenas & Szentagotai-
Tatar, 2015)、抑郁状态(Van Vugt & Maarten, 2018)等负性心理存在联系。反刍思维还与手机成瘾有关，这

是因为具有反刍思维的人常常采用反复琢磨的思考方式，更有可能对手机中的内容形成依赖，进而提升

手机使用的频率(黄靖茵等，2010)。此外，反刍思维还会影响个体的心智游移，有研究表明，处于抑郁状

态的个体会有更高频率的心智游移，且心智游移的内容多与自身息息相关，这或许与其在思考问题时的

反刍思维倾向有关(杨春柳等，2021)。 
本研究关注中学生群体的手机使用及相关心理健康。基于以上文献梳理可以知道，中学生的手机成

瘾可能会引发心智游移。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1：中学生的手机成瘾会显著正向预测个体的心智游移水

平，手机成瘾水平越高的个体发生心智游移的频率也越高。此外，中学生手机成瘾和心智游移之间关系

产生的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其中，反刍思维与心智游移和手机成瘾都有相关，所以反刍思维可能是

联系手机成瘾和心智游移之间关系的重要中间变量，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2：反刍思维在中学生手机成

瘾和心智游移之间起中介作用，即手机成瘾会通过提升个体的反刍思维水平，从而增加个体的心智游移

程度。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数据来自一项关于中学生学习和心理状态综合调查项目，项目共招募了 245 名在校中学生。

所有被试对调查均知情同意，完成项目后会获得一定的奖励以及个性化反馈报告。本研究剔除数据不完

整的部分问卷后得到有效数据 240 份。其中，女生 126 名，占比 52.50%，男生 114 名，占比 47.50%。年

龄 M = 15.50 岁，SD = 1.84 岁，Range = 12~19 岁。 

2.2. 测量工具 

2.2.1. 手机成瘾的测量 
使用《Bergen 成瘾量表(Bergen Addiction Scale，BAS)》(Smith & Short, 2022)测量手机成瘾。该量表

包括 6 道题，如“使用手机的渴望越来越多”、“如果不让用手机，我会感烦躁或不安”，采用五点计

分，从“0，非常罕见”到“4，非常频繁”。该量表信度较好(Cronbach α = 0.85)。此量表最初测量社交

媒体 Facebook 的成瘾情况，后来在其他研究中将 Facebook 替换为手机、游戏、短视频 app 等其他电子产

品或 app 进行测量。 

2.2.2. 反刍思维的测量 
使用《持续性思维问卷(The Perseverative Thinking Questionnaire, PTQ)》(Ehring et al., 2011)测量反刍

思维。该量表共包含 15 道题项，如“一些我不想思考的问题会主动进入我的脑海中”、“我思考许多问

题，却不知如何解决”，采用 5 点记分。此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5，信度较好。 

2.2.3. 心智游移的测量 
使用《心智游移问卷(Mind-Wandering Questionnaire, MWQ)》测量心智游移。该量表共有 5 个题项，

如“我很难在简单或重复的任务上集中精力”、“我在上课或听报告的时候会走神”，采用 6 点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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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越高表示个体心理游离的倾向越高。反映该量表信度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72 (鞠恩霞，张晏宁，罗

扬眉，2016)。 

2.2.4. 研究程序 
问卷发放分为线上和线下，线上问卷通过问卷星在班级群里发放，由同学在手机上填写。线下的问

卷由班主任统一发放试卷，填写完毕后统一回收。 

2.3.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26.0 统计软件，通过 Pearson 相关分析探讨性别、年龄、手机成瘾、反刍思维和心智游移

的相关性。使用 Mplus8.3 统计软件，以手机成瘾为自变量、心智游移为因变量、反刍思维为中介变量，

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同时，控制性别、年龄等协变量，再通过 Bootstrap 法进行 5000 次重抽样对中介效

应值进行计算。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根据 Harman 的单因素检验法来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未旋转的探索性因子

分析结果提取出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共 4 个，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 42.72%，低于 Podsakoff 和

Organ (1986)提出的“不超过 50%”的标准。 

3.2. 主要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对手机成瘾、反刍思维、心智游移等主要变量以及性别、年龄等人口统计学变量进行相关分析，结

果如表 1 所示。手机成瘾与心智游移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r = 0.513, p < 0.001)，手机成瘾程度越严重，心

智游移水平越高；手机成瘾与反刍思维呈显著正相关(r = 0.444, p < 0.001)，手机成瘾程度越严重，反刍思

维水平越高；反刍思维与心智游移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r = 0.622, p < 0.001)，反刍思维水平越高，心智游

移程度越严重。 
人口统计学变量方面，心智游移与性别显著相关(r = −0.146, p = 0.024)，女生的心智游移水平高于男

生；与年龄也存在显著正相关(r = 0.144, p = 0.026)。而手机成瘾和反刍思维与性别和年龄相关均不显著

(ps > 0.05)。 
 
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among variables 
表 1. 各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性别 年龄 手机成瘾 反刍思维 心智游移 

性别 1     

年龄 −0.004 1    

手机成瘾 −0.033 0.023 1   

反刍思维 −0.086 0.095 0.444*** 1  

心智游移 −0.146* 0.144* 0.513*** 0.622*** 1 

注：性别 1 = 女，2 = 男；*p < 0.05，***p < 0.001。 

3.3. 反刍思维在中学生手机成瘾和心智游移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手机成瘾预测反刍思维的路径显著(标准化系数 α = 0.440，SE = 0.061，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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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手机成瘾预测心智游移的路径显著(标准化系数 c = 0.295，SE = 0.056，p < 0.001)；反刍思维预测

心智游移的路径显著(标准化系数 b = 0.476，SE = 0.065，p < 0.001)，如图 1 所示。Bootstrap 中介效应检

验结果显示，反刍思维在手机成瘾和心智游移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a × b = 0.209，Bootstrap 95%置信区

间为[0.195, 0.434]，不包含 0。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 a × b/(a × b + c) = 41.5%，如表 2 所示。 
 
Table 2.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rumination Bootstrap results 
表 2. 心智游移的中介效应 Bootstrap 结果 

 效应值 BootSE 
Bootstrap95% CI 

效应占比 
上限 下限 

间接效应 0.209 0.061 0.195 0.434 41.5% 

直接效应 0.295 0.056 0.266 0.600 58.5% 

总效应 0.504 0.086 0.571 0.901 100% 
 

 
注：***p<0.001。 

Figure 1. The standardized path coefficient diagram of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rumination between mo-
bile phone addiction and mind-wandering 
图 1. 反刍思维中介手机成瘾与心智游移关系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图 

4. 讨论 

本研究的第一个主要发现是，手机使用成瘾可以显著正向预测中学生心智游移的频率。也就是说，

中学生如果越依赖手机、对手机越是“痴迷”，则其越容易在学习和日常生活中“走神”。这一发现验证

了本研究的假设 1。该结果也与前人研究一致。这些研究发现，存在手机使用成瘾情况的被试，更容易在

需要消耗注意力资源的任务中出现心智游移(王一凡，2019；Forster & Lavie, 2013)。分析其原因，可能是

因为手机成瘾的个体的注意力水平较低，从而更容易发生心智游移。例如，有来自中学生群体的研究表

明，过度使用手机会导致个体的注意力下降(林亚红等，2016)。而来自手机使用成瘾群体的研究表明，这

部分人群的持续注意能力更为薄弱，因此，更容易在需要持续消耗注意力资源的任务中出现心智游移(杨
春柳等，2021)。此外，另一部分可能的原因是，手机成瘾的个体会时刻想着如何使用手机或与手机使用

相关的其他事情，这个过程就会占据认知资源。由于个体的认知资源是有限的，过载的手机信息输入会

挤占当下思维任务的通路，进而增加走神发生的频率(王一凡，2019)。 
本研究还发现，反刍思维在中学生手机成瘾和心智游移之间起中介作用。这一中介模型结果意味着，

一方面，手机成瘾可以直接预测中学生的心智游移水平。另一方面，手机成瘾也可以通过反刍思维间接

预测中学生的心智游移水平。也就是说，中学生手机依赖程度越高，他们的反刍思维水平就越高，进而

导致他们更容易发生心智游移。这一结果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设 2。其中，对于手机成瘾到反刍思维这一路

径，前人的一些研究能够帮助我们很好地理解：手机成瘾会导致个体产生压力和负性情绪(陈春宇等，2019)，
而反刍思维与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关系紧密(Valenas & Szentagotai-Tatar, 2015)，因此，与手机成瘾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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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负性情绪反应最后会导致反刍思维的产生。而关于反刍思维影响心智游移的这一路径，我们可以从注

意资源方面进行解释。现有研究表明，反刍思维会影响个体的注意力(Van Vugt & Maarten, 2018)，注意力

水平相对低的个体更容易发生心智游移。某些因素可能还会强化反刍思维与心智游移之间的关系。例如，

当个体处于抑郁等负性心理状态下时，反刍思维会引发更多的心智游移(杨春柳等，2021)。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心智游移存在一定程度的性别差异，女生更容易“走神”。这可能是因为女生

与男生相比在学业上的压力以及焦虑情绪更多，更加在乎自己的学习成绩(赵金娥，2014)，一旦成绩出现

波动或出现与成绩有关的事情，注意力就会发生偏移，导致心智游移。此外，还可能跟女生的身体自尊

相比男生更低有关(杨晓春，2024)，她们更加容易在乎别人的看法与评价，所以更容易对此产生思考，进

而发生心智游移。 
以上研究均表明，手机成瘾、心智游移和反刍思维这三个变量之间关系紧密，这一结果发现可以对

促进中学生正确使用电子产品、提升有关心理健康水平的教育实践提供理论参考和启示。我们不仅可以

通过改善学生手机成瘾情况来降低他们心智游移的频率，也可以通过减少中学生的反刍性思维，来改善

他们的心智游移水平。在以后的干预研究中应把这三个变量综合考虑，帮助学生降低心智游移水平，改

善他们的听课、做事效率。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研究对象的样本量不够大，在以后的研究中，应考虑扩大样本容量，

以及增加不同地区的学生被试。此外，本研究属于横断研究，无法确定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对此，应当

增加纵向研究来解决这一局限性。 

5. 结论 

(1) 中学生的手机成瘾显著正向预测心智游移：中学生的手机成瘾水平越高，越容易发生心智游移。 
(2) 反刍思维在中学生手机成瘾和心智游移之间起中介作用：越是手机成瘾的中学生，其反刍思维水

平会越高，进而心智游移程度也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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