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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青少年智能手机依赖一直受到国内外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的普遍关注，但较少有学者从父亲与子女间的

亲子关系对智能手机依赖的形成机制进行实证研究。本研究对960名11~16岁青少年进行问卷调查，拟

探讨父亲亲子关系对青少年智能手机依赖的影响，以及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父亲

亲子关系和心理弹性与青少年智能手机依赖显著负相关；父亲亲子关系与心理弹性显著正相关。中介效

应检验发现，心理弹性在父亲亲子关系和青少年智能手机依赖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

的69.05%。表明父亲亲子关系会通过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弹性间接影响其智能手机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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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dolescent smartphone dependence has garnered widespread concern from international resear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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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ducators.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impact of the father-child relationship on adolescent 
smartphone dependence and its mechanism. In this study, 960 adolescents aged 11 to 16 were selected 
to complete the Victimization Questionnaires, aiming to research the impact of the father-child rela-
tionship on adolescent smartphone dependence, as well as the mediating role of psychological resili-
enc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oth the father-child relationship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were sig-
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adolescent smartphone dependence, while the father-child rela-
tionship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The mediation effect test 
showed that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played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the father-child relation-
ship and adolescent smartphone dependence, and accounted for 69.05% of the total effect. It shows 
that the father-child relationship indirectly influences adolescent smartphone dependence through af-
fecting their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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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 5G 网络的全面覆盖，互联网迅速从互联桌面走向掌上，使以手机为代表的智能设备迅速普及，

手机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工作、学习不可或缺的工具之一，作用于人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机不

离手”、“手不离机”已经成为现代人突出的行为特点(周丽，张博雅，2024)。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023
年 12 月发布的《第 5 次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中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突破 1.93 亿

人，其中超过九成青少年使用手机上网。青少年使用手机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手机在带给青少年新的学

习资源和机会的同时，由于青少年学业压力大，自我控制能力发展仍不够完善，极易形成手机依赖。前

期研究结果表明，智能手机依赖给青少年身心健康带来诸多不利影响：注意力易分散、记忆力下降、情

绪问题、削弱面对面交流等(Anboucarassy & Begum, 2014; Vahedi & Saiphoo, 2018)。因此青少年智能手机

使用的问题势必要引起重视。 
手机依赖，也称为智能手机依赖或手机问题性使用。刘勤学等人认为智能手机依赖是指个体由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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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对药物滥用依赖的界定，Woong Ki Park (2005)认为手机依赖是

对手机的习惯性使用而导致的依赖或成瘾行为。虽然对手机依赖的描述各有千秋，但均强调三个基本特

征：行为上无法控制手机使用时长；心理上对智能手机产生过度依赖或使用渴求感；生理上出现明显戒

断症状并导致不良身心反应及社会功能受损。 
国内外已有不少学者关注智能手机依赖，但较少有学者从父亲亲子关系和心理两个层面对智能手机

依赖的形成机制进行实证研究。基于此，本研究将对父亲亲子关系与智能手机依赖之间的关系进行验证，

并进一步探讨心理弹性在父亲亲子关系与智能手机依赖之间发挥何种作用。 

1.1. 父亲亲子关系与青少年智能手机依赖的关系 

亲子关系又被称为父母子女关系，法律上指父母与子女间权利义务的总和，父母子女关系通常基于

子女出生的事实而发生，也可因收养而发生。遗传学上指亲代与子代之间生物的血缘关系。张晓等人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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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亲子关系是父母与其子女在日常生活中发展起来的人际关系，一般包括亲子亲密性与亲子冲突性两个

维度，但二者并非完全独立存在，父母与其子女的亲子关系可能既亲密，又存在冲突(张晓等，2008)。父

亲亲子关系指的是父亲与子女间权利义务总和，包含父亲与子女间的关爱、情感和沟通(王云峰，冯维，

2006)。青少年阶段是培养亲子关系的关键阶段，也是亲子冲突的高发阶段(Montemayor, 1983)。布朗芬布

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提出，家庭是青少年直接接触的微系统，是其成长过程中极其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Bronfenbrenner, 1981)。有研究表明，高质量的亲子关系会抑制孩子形成手机依赖，而亲子关系不好的孩

子更有可能形成手机依赖(Yang et al., 2022)。Lai 等人的研究显示，不良亲子关系与各年龄段青少年手机

依赖都存在显著相关(Lai et al., 2022)。这意味着处在不良亲子关系中的青少年更容易出现手机依赖。相关

研究得出，父母与青少年之间的家庭亲密度负向预测青少年手机依赖，家庭亲密度低的学生更容易出现

手机依赖(陈琴等，2023)。 

1.2. 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 

心理弹性是当个体面对挫折、经历挫折或应对压力时，能够迅速调动相关资源，使自己快速适应、

成功应对、积极恢复的动态复原心理特质或能力(Rutter, 1987)。是一种能够使个体在压力、危机、挫折下

仍能积极应对的心理品质(席居哲，2006)。心理弹性不仅对个体的发展有直接影响，其本身也会受到环境

的影响而发生变化(朱晓伟等，2018)。早期研究发现，心理弹性能够抵御不利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使个

体更好解决所面对的问题，获得良好的发展(Masten, 2001; Luthar et al., 2000)。有研究表明心理弹性可以

负向预测青少年问题行为，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水平(张爵芯，江伟，2025；张世娟，罗有娟，2021)。
因此，在父亲亲子关系预测青少年智能手机依赖的过程中，心理弹性可能是一个重要的中介因素。 

综上，基于过往研究和相关理论，本研究建构了一个中介模型，以检验心理弹性在父亲亲子关系和

青少年智能手机依赖的中介作用，以期探索父亲亲子关系对青少年智能手机依赖影响的潜在机制，为青

少年合理利用手机，改善手机依赖提供理论依据。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survey subjects (n: %) 
表 1. 调查对象基本状况(n: %) 

名称 类别 人数(960) 百分比 

性别 
男 493 51.35% 

女 467 48.65% 

年级 

小学五年级 161 16.77% 

小学六年级 60 6.25% 

初一 62 6.46% 

初二 122 12.71% 

初三 148 15.42% 

高一 224 23.33% 

高二 183 19.06% 

是否独生子女 
是 442 46.04% 

否 518 5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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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父亲受教育程度 

高中及以下 391 40.73% 

大专 186 19.38% 

本科 300 31.25% 

研究生及以上 83 8.65% 

居住地 

农村(包含乡镇) 203 21.15% 

三、四线城市(包含县城) 365 38.02% 

一、二线城市 373 38.85% 

与父母不在同一地点 19 1.98%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以 11~16 岁青少年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星发放调查问卷，共收回 1041 份问

卷。剔除掉不合格问卷后，得到 960 份有效问卷，有效率为 92.22%。有效被试中男生 493 人，女生 467
人；小学五年级 161 人，小学六年级 60 人，初一 62 人，初二 122 人，初三 148 人，高一 224 人，高二

183 人；独生子女 442 人，非独生子女 518 人。详情见表 1。 

2.2. 工具 

2.2.1. 父亲亲子关系 
采用 Buchanan 等人编制的亲子亲密度量表(Buchanan et al., 1991)，对父子的关系进行评述，共 9 个

项目，采用 5 点评分，从 1“完全不符合”到 5“非常符合”。本研究使用平均分来反映亲子关系，得分

越高，表示青少年与父亲(或母亲)的关系越紧密。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α)是 0.91。 

2.2.2. 心理弹性 
采用由胡月琴和甘怡群学者编制的青少年心理弹性量表(胡月琴，甘怡群，2008)，共有 27 条项目，

包括 5 个维度(目标专注、情绪控制、积极认知、家庭支持、人际协助)，其中 1、2、5、6、9、12、15、
16、17、21、26、27 为反向计分题。采用李克特 5 点评分，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心理弹性水平越高。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α)是 0.91。 

2.2.3. 青少年智能手机依赖 
本研究采用项明强对 Kwon、Lee、Won 等编制的智能手机依赖量表(Smartphone Addiction Scale, SAS)

进行翻译并修订的智能手机依赖量表简版(项明强等，2019)，共 10 个项目，分为日常干扰、积极期待、

戒断症状、网络亲密、过度使用和耐受性六个因子，采用 Liket 6 级评分(1 代表“非常不同意”，6 代表

“非常同意”)。将得分 32 分作为界定手机依赖的临界值(项明强等，2019)，得分越高，代表智能手机依

赖的程度越深。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α)是 0.92。 

2.3. 数据分析 

数据结果采用 SPSS 26.0 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以及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采用 SPSS 宏程序

PROCESS 中的 Model 4 检验中介模型进行分析，选择偏差校正的百分位 Bootstrap 方法检验，重复取样

5000 次，计算 95%的置信区间。P <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使用 Harman’s 单因素检验法检验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将所有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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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的 63 个因子中，未经旋转得到 11 个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第一个因子所解释的变异量为 29.16% 
(<40%)。由此可见，共同方法偏差对本研究结果并未造成太大影响。 

3.2. 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描述性分析结果显示，调查对象中智能手机依赖得分总和高于 32 分的有 650 人，手机依赖总体的比

率为 67.71% (650/960)，智能手机依赖均分 36.48 ± 11.91。智能手机依赖最高分与最低分之间的差距为 50
分，最高分为 60 分，最低分为 10 分，平均得分为 36.48 分，中位 39 分，标准差为 11.91，方差为 141.82；
心理弹性得分最高分与最低分之间差距为 84 分，中位数为 92 分，标准差为 17.78，方差为 316.2；父亲

亲子关系得分最高分与最低分之间的差距为 36 分，最高分为 45 分，最低分为 9 分，中位数 34 分，标准

差为 7.98，方差为 63.75。详见表 2。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main variables 
表 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项目 例数 全距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方差 

智能手机依赖 960 50 39 10 60 36.48 11.91 141.82 

心理弹性 960 84 92 51 135 93.44 17.78 316.20 

父亲亲子关系 960 36 34 9 45 32.38 7.98 63.75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青少年智能手机依赖与父亲亲子关系、心理弹性均呈显著负相关；父亲亲子

关系与心理弹性显著正相关。具体结果如表 3 所示。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main variables 
表 3.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1 2 3 

1. 智能手机依赖 1   

2. 父亲亲子关系 −0.31** 1  

3. 心理弹性 −0.41** 0.61** 1 

注：**P < 0.01。 

3.3. 人口学变量的差异分析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智能手机依赖、父亲亲子关系、心理弹性在性别上均无显著差异(P > 
0.05)。智能手机依赖在是否独生子女存在显著差异(P < 0.01)，父亲亲子关系和心理弹性在是否独生子女

均无显著差异(P > 0.05)，详见表 4、表 5。 
 

Table 4. Independent samples T-test for gender 
表 4. 人口学变量(性别)的独立样本 t 检验(平均值) 

变量 男 女 t P 

智能手机依赖 3.65 ± 1.17 3.65 ± 1.21 0.06 0.26 

父亲亲子关系 3.69 ± 0.88 3.5 ± 0.88 3.28 0.18 

心理弹性 3.44 ± 0.62 3.48 ± 0.69 −0.83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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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Independent samples T-test for only child or not 
表 5. 人口学变量(是否独生子女)的独立样本 t 检验(平均值) 

变量 独生子女 非独生子女 t P 

智能手机依赖 3.82 ± 1.11 3.5 ± 1.24 4.11 <0.01 

父亲亲子关系 3.66 ± 0.89 3.54 ± 0.88 2.14 0.63 

心理弹性 3.49 ± 0.64 3.44 ± 0.67 1.11 0.90 

 
采用单因素 ANOVA 检验结果显示，智能手机依赖、父亲亲子关系、心理弹性在年级、父亲文化程

度、居住地有显著差异(P < 0.01)，详见表 6。 
 

Table 6. ANOVA test of demographic variables 
表 6. 人口学变量的 ANOVA 检验 

变量 
智能手机依赖 父亲亲子关系 心理弹性 

F P F P F P 

年级 52.52 <0.01 13.00 <0.01 5.91 <0.01 

父亲文化程度 44.37 <0.01 37.24 <0.01 19.19 <0.01 

居住地 38.93 <0.01 12.54 <0.01 6.49 <0.01 

 
Table 7.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表 7. 心理弹性中介作用的回归分析 

效应 路径 效应值 Boot SE Boot LLCI Boot ULCI 相对效应值 

总效应  −0.42 0.04 −0.50 −0.33 100.00% 

直接效应 父亲亲子关系→青少年智能手机依赖 −0.13 0.05 −0.22 −0.03 30.95% 

中介效应 父亲亲子关系→心理弹性→青少年 
智能手机依赖 −0.29 0.03 −0.36 −0.22 69.05% 

 

 
注：**P < 0.01。 

Figure 1. Mediating effect model 
图 1. 中介效应模型 

3.4. 心理弹性的中介效应检验 

使用 PROCESS 中的中介模型 Model 4 检验心理弹性在父亲亲子关系与青少年智能手机依赖间的中

介作用。结果(见表 4)表明，父亲亲子关系负向预测青少年智能手机依赖(β = −0.13, P < 0.01)；当父亲亲子

https://doi.org/10.12677/ap.2025.154226


朱萍芳 
 

 

DOI: 10.12677/ap.2025.154226 457 心理学进展 
 

关系和心理弹性同时作为预测变量，青少年智能手机依赖作为结果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时，父亲亲子关系显著

正向预测心理弹性(β = 0.45, P < 0.01)，心理弹性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智能手机依赖(β = −0.64, P < 0.01)。此

外，如表 7 所示，心理弹性的间接效应为−0.29，置信区间为[−0.36, −0.22]，不包含 0，表明心理弹性在父亲

亲子关系与青少年智能手机依赖的中介效应显著，占总效应的 69.05%。中介效应模型如图 1 所示。 

4. 讨论 

4.1. 青少年智能手机依赖总体状况及人口学变量分析 

本研究显示青少年智能手机依赖得分较为集中，高分段和低分段人数较少，得分集中在 28~52 分之

间，总体智能手机依赖率为 67.71%，高于崔莺茹(2024)对医学院校大学生调查得出的总体手机依赖比率

60.2%，和陈耘等(2023)对高职学生研究调查得出的总体手机依赖比率 18.7%。其原因可能与青少年手机

拥有率上升有关；也可能与学校教学、作业逐渐依赖电子设备，手机使用频率增加有关；智能手机功能

的不断进化、游戏软件及时反馈和奖励机制以及社交媒体点赞和评论带来的及时快乐都助长青少年对手

机的使用；家长频繁使用手机的行为也会增加青少年手机依赖行为(吕行等，2023)。 
青少年智能手机依赖在性别维度上差异不明显，女生手机依赖得分略高于男生，这与以往研究结果

一致(范春艳，汪泉，2024)，可能是由于现在智能手机的功能在不断地更新和个性化需求，让青少年们使

用手机时各取所需，因此青少年智能手机依赖在性别上差异不明显。但在是否独生子女、父亲文化程度

维度上差异明显(P < 0.01)，独生子女的智能手机依赖比率明显高于非独生子女。可能是因为非独生子女

家庭中，兄弟姐妹的陪伴多于独生子女家庭，且兄弟姐妹对青少年的情感支持也减少其通过智能手机情

感补偿的需求。文化程度高的父亲可能会更加意识到陪伴孩子的重要性，会多参与青少年的亲子阅读、

家庭互动等活动中，也更能探测到青少年的心理需求并进行满足，从而降低青少年向手机需求帮助的可

能性。 

4.2. 相关性及中介效应分析 

本研究显示父亲亲子关系与智能手机依赖负相关，父亲亲子关系不良的青少年更容易出现智能手机

依赖，这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一致(陈琴等，2023；邱蕾等，2020；Gao et al., 2019)。研究结果还表明心理

弹性在父亲亲子关系和青少年智能手机依赖的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心理弹性与父亲亲子关系正相关，

父亲亲子关系良好的青少年心理弹性得分更高，个体更能应对各种压力，更能控制自己继续向好的方向

发展；心理弹性与青少年智能手机依赖负相关，有弹性的青少年可能倾向于减少智能手机依赖。他们可

能会更好地应对智能手机依赖的症状，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Li & Liu, 2025)。有研究发现心理弹性受家

庭环境影响，又能反作用于家庭环境，可以修正亲子关系，促进良好亲子关系的发生，进而帮助个体获

得家庭中有利资源促进自身成长，从而减少负向情绪和问题行为的出现(安芹，满晓琛，2018；王艳艳，

2012)。心理弹性较差的青少年在面对问题时，可能更倾向于选择回避型的应对策略，例如使用智能手机

逃避现实问题，而不是积极解决问题，这导致他们过分依赖手机作为逃避现实的工具。作为父亲，关心

孩子的情感需求、理解孩子在学校和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压力，并给予他们情感和家庭方面的支持，可

以加强亲子之间的信任和依赖，建立良好的父亲亲子关系，从而有助于培养青少年的心理适应能力，助

增他们的心理弹性，使他们能够主动应对各种问题或挑战，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减少对手机的

依赖。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问卷是通过问卷星平台以微信小程序或访问链接的形式发放，

这种形式更方便智能手机使用者进行问卷填写，得出的数据对智能手机依赖的调查结果会存在一定程度

上的偏差。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多方面收集数据，比如父母的报告，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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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收集只开展了一次，属于横断研究，横断研究不能对变量间的关系作因果推断，也不能验证父亲亲

子关系对青少年心理发展的长期影响，未来研究可以进行纵向跟踪研究，配合神经影像技术等实验法，

从神经生物学的基础更深层次挖掘心理弹性在介导父亲亲子关系和青少年智能手机依赖方面的长期影响。 

5. 结论 

(1) 11~16 岁青少年智能手机依赖在是否独生子女、年级及父亲文化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独生子女

的依赖程度高于非独生子女；在小学五年级至高二之间高二的依赖程度最高，青少年智能手机依赖在父

亲文化程度上随着父亲文化程度越高，青少年智能手机依赖的比率越低。 
(2) 父亲亲子关系与青少年智能手机依赖显著负相关，与心理弹性显著正相关；心理弹性与青少年智

能手机依赖显著负相关。 
(3) 心理弹性在父亲亲子关系影响青少年智能手机依赖之间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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