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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大学生手机成瘾的症状及成因。方法：采用访谈法，对18名大学生进行访谈。采用Nvivo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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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访谈资料包含30个节点；

进一步的关联式登录结果发现孤独感、心理韧性薄弱、无聊倾向、情绪调节需要、错失焦虑、自我满足、

猎奇心理、社交需求、现实需要、娱乐需要、生理反应、行为反应、情绪反应、学习压力、成瘾行为在

内的15个亚类属以及包含个体原因、时代背景、成瘾反应、学习压力等在内的4个类属。结论：大学生手

机成瘾主要由于个体原因、时代背景、学习压力影响，由此产生生理反应、行为反应以及情绪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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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ymptoms and causes of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Eighteen college students were interviewed. Nvivo 11.0 software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obtained data using grounded theory. Results: The results of open login showed that the interview 
data contained 30 nodes. Further correlation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15 subgenera including 
loneliness, weak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boredom tendency, emotional regulation need, loss anxiety, 
self-satisfaction, curiosity, social needs, realistic needs, entertainment needs, physiological responses, 
behavioral responses, emotional responses, learning pressure, and addictive behaviors, and 4 genera 
including individual causes, historical background, addiction reactions, and learning pressure. Con-
clusion: The mobile phone addi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s mainly affected by individual reason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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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of the times, and the study pressure, which produces physiological, behavioral and emo-
tional re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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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手机成瘾，也被称作“智能手机成瘾”、“问题性手机使用”、“手机依赖”或“手机综合征”。尽

管心理学界尚未对手机成瘾的概念达成一致的定义，但多数学者倾向于采用“手机成瘾”这一术语，以

借鉴网络成瘾的相关理论，来描述个体对手机使用的过度迷恋及其所处的状态(吴佳琪等，2020)。本研究

采纳师建国(2009)对手机成瘾的定义，即“手机成瘾”指的是个体因无法控制对手机的使用，而陷入一种

慢性或周期性的沉迷状态，这种状态严重损害了个体的身心健康及社会功能(葛续华，祝卓宏，2014)。目

前，对于手机过度使用的研究大多采用问卷法及实验法，相关质性研究较少。且随着线上工作、学习的

需要，手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学习和工作的必需品，在这种形势下，手机过度使用的症状及成因有

必要进行更为深入地探讨。 
扎根理论 (Grounded Theory, GT) (Faber et al., 2022)是一种从经验资料出发建立理论的质性研究方法。

运用该方法，研究者可以直接从实际观察入手，从原始质性资料中进行归纳以及经验总结(孙晓娥，2011)，
近年来，扎根理论越来越多地运用于质性研究中，对于理论的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研究旨在运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对大学生手机成瘾进行理论构建，深入分析大学生手机过度使用

的症状及成因，以期弥补前人在该领域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滚雪球取样法，共访谈 18 名大学生，其中男生 9 名，女生 9 名，大一 5 名，大二 10 名，

大三 3 名。 

2.2. 访谈内容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访谈，通过跟受访者面对面交流或采用线上交流的方式展开问题。具体的访谈内

容，包含三个方面：1) 手机的使用情况(使用手机功能、时间等)；2) 不能使用手机时的表现或症状；3) 
手机使用对于日常生活学习的影响等。 

2.3. 访谈过程 

研究人员对访谈主试进行培训，之后，主试与受访者约定时间进行访谈。在正式访谈之前，受访者

阅读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所有被试都同意对访谈进行录音。 

2.4. 资料编码 

访谈结束后，由主试对文本进行转录，在转录过程中隐去受访者姓名，核对转录后的文字资料，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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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获得约三万字的文字资料。将文字资料导入质性分析软件 Nvivo11.0，采用扎根理论的方法通过对文字

资料进行编码、类属分析进而提取相关的主题分析，抽象出研究主题。该过程包含三级编码：开放式登

录、关联式登录以及核心式登录。 

3. 结果 

3.1. 开放式登录结果 

在一级编码中，也就是开放式登录中，本研究将收集到的原始资料进行节点抽取，其中每个节点包

含一个或多个资料参考点，即原始资料中涉及到该节点的访谈内容。经过分析发现，本次访谈手机成瘾

包括：随身携带手机、关注手机消息、关注手机消息、特定时间使用手机、听音乐、睡前使用手机、注意

力下降、思考和判断能力下降、空虚失落、迷茫、社交、焦虑、依赖手机、视力问题、睡眠质量、暴躁、

逃避现实、内容新奇、缺乏陪伴、自控力弱、打乱学习计划、取得游戏胜利、分享生活、学习、网购、游

戏、刷视频、无聊、空闲时间、缺乏体育锻炼等 30 个节点。见表 1。 
 
Table 1. Example of conceptual nodes and reference points for open 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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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身携带手机 3 我离不开我的手机，我手机必须跟我在一起待着 

关注手机电量 2 出门必须看一下有多少电 

关注手机消息 10 反复检查微信看看有没有给我发消息了但是我甚至还会出现幻听，我就感觉收到感觉

皮卡丘在叫(消息提示音)我就觉得我收到手机信息 

特定时间使用手机 6 我睡觉前一定得开始看视频，对，然后就是我吃饭的时候一定要看视频 

听音乐 5 当手头在做一件事并且事情不是很重要的时候，就会打开看手机或者放一首歌 

睡前使用手机 10 就比如在睡觉前，如果手机不放在你旁边，你就心里不舒服，或者是一直检查错过的

信消息什么的 

注意力下降 5 长期玩手机总是沉迷的乐趣会慢慢地失去自控力专注力使人的注意力啊 

思考和判断能力下降 3 
过度使用手机对人们的心理上的影响，我觉得人们在过度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接受

了很多带有导向性的一些消息，我觉得这个会导致人们缺乏自己的思考与判断能力。

然后呢会出现一种人云亦云的一种情况 

空虚失落 4 心理上我觉得心理上会变得比较空虚，就是虽然有非常大量的那种碎片化的信息。但

是，我觉得并不能给人带来一些比较实质上面的快乐 

迷茫 5 感觉就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可能比较，就比较茫然，茫然无措，嗯，不知道自己该

干什么 

社交 6 你习惯了隔着网络和人打交道，你就不习惯跟人面对面交谈 

焦虑 16 我就是如果我想摆烂的话，我就玩手机，我就减少焦虑，然后玩完之后发现自己更焦

虑了 

依赖手机 5 依赖它，就是因为生活在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基本上都离不开。包括买饭，什么订

外卖，什么都要手机。然后聊天交友，什么也基本上在手机 

视力问题 21 
对眼睛不好嘛，然后影响视力，如果玩儿手机姿势不对，对那些对身体上其实还是有

伤害的 

睡眠质量 15 首先就是可能晚上熬夜玩手机睡不着，其实不好好睡觉 

暴躁 3 可能还会比较烦躁，如果有人去找他，他可能情绪波动很大 

逃避现实 2 可以进入虚拟的世界来逃避现实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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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内容新奇 4 因为手机确实越来越好玩了，它可以实现很多原本我们想象不到的功能，督促人们不

断地去挖掘和发现这些功能，使用这些功能 

缺乏陪伴 2 家长没有很长时间的陪伴，会让他们依赖于手机对他们形成心理依恋，会让他们更容

易沉溺于手机的使用 

自控力弱 3 个人自控能力有点弱 

打乱学习计划 10 会打乱原本的学习计划，比如说今天原本打算看书结果突然刷到一个好玩的视频，然

后停不下来了 

取得游戏胜利 11 游戏的时候当你胜利的时候感觉比较有满足感 

分享生活 1 会分享一些在学校的，在学校的生活 

学习 2 或者在学习通上进行一些学习，也不失为一种娱乐 

网购 5 网络购物 

游戏 15 我觉得比如王者荣耀这种游戏 

刷视频 21 看看综艺啊，电影电视剧，我感觉可能就差不多就是这两方面内容吧 

无聊 2 无聊的时候，还有想逃避现实的时候 

空闲时间 16 没有课，比较空闲的时候 

缺乏体育锻炼 3 可能就总愿意玩手机然后可能不太愿意参加体育锻炼 

3.2. 关联式登录结果 

Table 2. Correlation login results and concept category relationships 
表 2. 关联式登录结果及概念类属间关系 

节点 亚类属 类属 

空虚失落、缺乏陪伴 孤独感 个体原因 

自控力弱、迷茫 心理韧性薄弱  

无聊、空闲时间 无聊倾向  

焦虑、暴躁 情绪调节需要  

关注手机消息 错失焦虑  

取得游戏胜利、逃避现实 自我满足  

内容新奇 猎奇心理  

分享生活、社交 社交需求 时代背景 

随身携带手机、特定时间使用手机、学习、网购 现实需要  

取得游戏胜利、游戏、刷视频、听音乐 娱乐需要  

视力问题、睡眠质量下降、注意力下降、思考和判断能力下降 生理反应 成瘾反应 

缺乏体育锻炼 行为反应  

焦虑、暴躁 情绪反应  

依赖手机、睡前使用手机 成瘾行为  

打乱学习计划 学习压力 学习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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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联式登录分析中，通过多次选择和对比，本研究建立了各概念类属之间的关系，最终确定了包

含孤独感、心理韧性薄弱、无聊倾向、情绪调节需要、错失焦虑、自我满足、猎奇心理、社交需求、现实

需要、娱乐需要、生理反应、行为反应、情绪反应、学习压力、成瘾行为在内的 15 个亚类属以及包含个

体原因、时代背景、成瘾反应、学习压力等在内的 4 个类属。见表 2。 

3.3. 核心式登录 

通过将对总结出的概念类属进行深入分析，将所有类属集中到可以统领的核心类属上，结果发现大

学生手机成瘾主要包含个体原因、时代背景、成瘾反应、学习压力等四个方面。见图 1。 
 

 
Figure 1. Mobile phone addiction 
图 1. 手机成瘾 

4. 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 18 名大学生进行深入访谈，对大学生面临的手机成瘾原因以及危害进行了揭示，对于

大学生手机成瘾相关研究提供了质性资料补充，对于大学生手机成瘾的改善提供了参考。 
本研究发现大学手机成瘾主要诱发原因是个体原因，其中主要包括孤独感、心理韧性薄弱、自我满

足、无聊倾向、猎奇心理、情绪调节需要、错失焦虑。青少年从高中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

书”的生活模式进入大学相对自由的生活模式后，个人生活中出现了大量的空闲时间，如何处理这空闲

时间成为了大学生无可避免的生活课题，而从年龄上来看大学生处于心理断乳期(陆惠英，1996)，内心冲

突及其在现实中遇到的挫折都较多，许多问题都无法依靠自己解决，因此容易产生孤独感，产生孤独感

以后，大学生会首先本能的寻求社交，相比于其他形式，手机提供了相对安全、快捷的平台，满足大学

生社交需要。有研究结果及分析：多项研究表明，社会支持与手机成瘾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葛续华，

祝卓宏(2014)在青少年社会支持与手机成瘾关系的实证研究中发现“社会支持得分越高，手机成瘾各项指

标得分越低；手机成瘾倾向得分与社会支持总分呈负相关(r = −0.193, P < 0.01)；社会支持对青少年学生

手机成瘾倾向有直接效应，效应值为−0.34 (P < 0.01)。”即社会支持水平越高，个体发生手机成瘾的可能

性越低。社会支持可能通过提供情感支持和实际的帮助，减少个体的孤独感和焦虑，从而降低对手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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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具体而言，社交网站支持能够通过错失焦虑的中介作用影响社交网站成瘾，即个体在社交网站上

获得支持越多，越容易产生错失焦虑，进而导致不自觉地、频繁性地访问社交媒体账户，最终可能导致

社交网站成瘾。其次，对于一些心理韧性相对薄弱的大学生在面对挫折时，会更加倾向于刷视频、玩游

戏、看直播等方式来逃避现实，以此来进行自我心理保护，满足自我需要。 
除此之外，当人们处于同质性较高的认知活动时就可能产生一种主观的单调感受(李妮，2023)，此种

感觉即为无聊感，大学生在经历高中生活长时间高压学习的情境下就容易产生这种无聊感，尽管进行从

高中到大学的身份转换，但是并没有改变学生面对学生的无聊感，这种特质性无聊就容易导致学生渴望

从手机中寻求刺激与满足感。 
同时，错失焦虑是个体因担心错失他人的新奇经历或正在经历的事件而产生的一种焦虑(武晓立，

2023)。已有的研究表明，社会支持与孤独感呈现显著负相关，这与韦耀阳(2005)、金艳玲，顾昭明(2010)
的研究相吻合。刘红，王洪礼(2012)的研究发现孤独感可能会增加大学生的手机依赖倾向，宋广文等人

(2010)的研究也表明大学生网络成瘾倾向与孤独感存在显著正相关。同时，史滋福等人(2022)研究证明错

失焦虑和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呈显著的正相关(史滋福，管锦亮，等，2022)。错失焦虑作为一种负性情绪

体验，与个体在社交网络中寻求替代性满足密切相关。当个体在现实社会中无法获得足够的社会支持时，

他们往往会转向虚拟网络寻求补偿，这种行为可能导致过度使用社交网络，从而加剧错失焦虑。研究表

明，社交网站支持与错失焦虑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丁倩，张永欣，周宗奎，2022)。具体而言，社

交网站支持能够通过错失焦虑的中介作用影响社交网站成瘾，即个体在社交网站上获得支持越多，越容

易产生错失焦虑，进而导致不自觉地、频繁性地访问社交媒体账户，最终可能导致社交网站成瘾。这种

焦虑情绪不仅仅局限于对信息的担忧，还包括对错过社交活动和体验的恐惧。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错

失焦虑逐渐成为影响用户心理和行为的重要因素。研究表明，社交媒体的使用会增加用户的焦虑情绪，

导致频繁的社交媒体互动，甚至可能引发不理性的信息行为和心理健康问题(徐贝贝等，2023)。手机有强

大的信息传递功能，这种功能的存在可以帮助大学生了解世界变化，同时也会引起大学生的错失焦虑，

会导致大学生长时间关注手机，大学生自控力不足的情况下就容易引发手机成瘾。 
本研究还发现，在当前时代背景下，手机作为一种日常生活使用工具以及融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中，首先是娱乐的需要，手机小巧灵便，在生活中方便携带，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有网络都能做到面对

面游戏的可能，而如今网络几乎是全覆盖，对比传统的娱乐方式，手机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游戏的获

胜的结果能够满足大学生的虚荣心，满足内心需要，而游戏失败后没有任何现实的风险，又给了学生进

行下一场游戏的底气，激发学生的攀比心。其次是社交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手机不仅可以实现

语言通话，还能够实现视频通话，极大便利了学生的社交，大部分大学生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在大学

没有建立起稳固的社交关系，相比于大学同学，他们更为信任的是那些长期相处的高中同学，社交的需

要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大学生长期使用手机。最后，在现在的日常生活中，手机已经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实

用性工具，大学生在购物中更加倾向网络购物，网络中琳琅满目的商品也更吸引大学生的眼球，不仅仅

是购物，大学生最主要的活动学习也渐渐与手机绑定，学习资料、日常签到、网络课程、学习技巧等等

都可以通过网络平台获取。综上，当今时代下大学生手机的使用时长增加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 
研究还发现，手机成瘾与学习压力会相互影响(葛续华，祝卓宏，2014)，大学生在面对繁重的学业、

频繁的考试、乏味的课程学习和未来前途的迷茫时，通过智能手机缓解压力的可能性增加，手机成瘾

的可能性也会增加。同时，大学学习强调自主性，失去了老师与家长的“管控”，会加剧大学生对手机

的使用，从而加剧手机成瘾风险。同时手机成瘾会影响学生的学习计划，进而影响考试成绩，产生手机

成瘾与学习压力的恶性循环(刘茹，徐姝娟，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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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本研究发现，手机成瘾会带来一系列的成瘾戒断反应，包括生理反应、行为反应、情绪反应。

在行为反应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会导致大学生缺乏体育锻炼，手机成瘾会打乱学生体育锻炼计划，减

少学生外出活动，体育活动的减少也会导致大学生手机成瘾增加(巩彦斌，杨海波，2023)。生理反应包括

视力问题、睡眠质量下降、注意力下降、思考和判断能力下降等生理问题。情绪反应主要出现在手机戒

断时发生，在手机成瘾大学生试图抵抗自身成瘾行为时会产生焦虑、暴躁甚至短时期的抑郁倾向等较为

严重的负性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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