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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孤独感在青少年同伴关系与手机依赖 间 的 中 介 作 用．方 法：采 用 同 伴 关 系 量 表、简 版

孤独感量表和手机依赖量表对３９８名高中生进行了调查，采用ＳＰＳＳ　２２．０和Ａｍｏｓ　２３．０检验中介效应．
结果：手机依赖在性别上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手机依赖在是否独生上差异显著（ｐ＜０.０１）；同伴关系

与孤独感（ｒ＝－０.６１，ｐ＜０.０１）和手机依赖（ｒ＝－０.３３，ｐ＜０.０１）均 呈 显 著 的 负 相 关；孤 独 感 与 手 机 依

赖呈显著正相关（ｒ＝０.３２，ｐ＜０．０１）；孤独感在青少年同伴关系和手机依赖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结论：良

好的同伴关系既能直接减少青少年手机依赖，也能通过降低孤独感间接减少手机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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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互联网时代，手机已经普及到大众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最新数

据显示，我国互联网用户达到了１０．５１亿，使用手机上网的用户比例为９９．６％，而其中青少年占手机上网用

户的１３．５％［１］．由此可见，手机不仅仅是成人使用的产品，青少年也是接触和使用手机的重要人群．手机的

使用固然能够为用户带来极大的便利，但正是这种便捷和愉快的使用体验，导致部分用户对其产生了依赖，
尤其是对于心智发展尚未成熟的青少年．手机依赖是指对手机使用产生持续的、强烈的渴求感并难以停止使

用的行为［２］．诸多研究表明，手机依赖不仅影响身体健康，还影响心理的健康发展，包括降低睡眠质量、减少

幸福感、诱发认知失败、分散学习精力等［３－５］．因此，探讨影响手机依赖的相关因素及其内部机制，对减少青少

年手机依赖的发生，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对大学生手机依赖的研究较多，并且主要关注了风险因素，而针对青少年手机依赖的研究较少，且

少有研究从人际关系的角度探讨保护因素与手机依赖的联系．同伴关系是指年龄相近的个体在相处的过程

中建立起来的交际关系［６］．个体进入青春期后，他们在学校中与同伴相处的时间比家人更多，因此，同伴在青

少年的认知、情感、社会和行为发展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７］．根据补偿性网络使用理论，手机等多种形式的技

术成瘾可能与现实生活中未满足的心理需求有关［８］（Ｐ３５１）．积极的同伴关系可以为青少年提供良好的情感和

心理支持，满足其归属需求［９］，但当同伴关系出现紧张或破裂时，则会推动个体使用手机与线上的用户进行

聊天、娱乐、游戏等来补偿这种需求，补偿过程中所带来的心理满足感可能会使其对手机产生依赖［１０］（Ｐ３９４）．实
证研究也发现，同伴关系与手机依赖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并且前者能够显著预测后者，属于手机依赖的保护因

素［１１］（Ｐ７１３）．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１：青少年同伴关系能够显著预测手机依赖．
孤独感是指个体在现实生活中因社交困难未能达到自己预期的水平时的一种心理状态，常伴有孤寂、无

助等消极体验［１２］．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孤独感可能会在青少年同伴关系与手机依赖间起到中介作用．首先，
同伴关系可以影响孤独感水平．社会需求理论认为，个体存在与他人进行互动和交往的需求，如果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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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个体较难与他人进行良好的互动，便会体验到孤独感［１３］．在青少年阶段，同伴关系属于重要的社会关

系，如果没有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个体的社会支持便会减少，从而体验到孤独感，而良好的同伴关系可帮助

其收获友谊，增加互帮互助和互动的机会，从而降低孤独感［１４］．类似研究也发现，同伴接纳与孤独感密切相

关，是孤独感的重要保护因素［１５］．其次，孤独感能够导致手机依赖．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个体使用数字媒体

主要是为了满足内心的心理需求［１６］．青少年为了降低或减少孤独感，可能会使用手机与网友联系以获得他

们的支持和理解，从而增加了手机依赖的风险［１７］（Ｐ１８３８）．实证研究也发现，孤独感可以显著预测青少年的手机

依赖行为［１８］．综上，本研究提出假设２：孤独感在青少年同伴关系和手机依赖之间起中介作用．

１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在黑龙江省２所高级中学内征得学校和老师允许后，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

测．共发放问卷４３１份，最终获得有效问卷３９８份．其中男生１４３人（３５．９％），女生２５５人（６４．１％）；独生１２２
人（３０．７％），非独生２７６人（６９．３％）；被试年龄在１５～１８岁之间，平均年龄为１６．１１±０．９４岁．
１．２　研究工具

（１）同伴关系量表［１９］，由江光荣编制，共８个题目，采用李克特１（非常不同意）～５（非常同意）五级评分，
其中有２个题目为反向计分，总分越高代表同伴关系越融洽．本研究中该量表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为０．８０３．

（２）简版孤独感量表［２０］，由刘艳等修订，共８个题目，采用李克特１（从不）～４（一直）四级评分，其中有２
个题目为反向计分，总分越高说明孤独感越强．本研究中该量表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为０．７９３．

（３）手机依赖量表［２１］（Ｐ５），由项明强等修订，共１０个题目，采用李克特１（非常不符合）～５（非常符合）五

级评分，总分越高表明个体越依赖手机．本研究中该量表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为０．８２４．
１．３　数据处理

运用ＳＰＳＳ　２２．０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采用Ａｍｏｓ　２３．０进行中介效应的分析检验．
１．４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Ｈａｒｍａｎ单因子检验对该数据进行检验［２２］．结果显示，共有６个因子的特征根大于１，最大因子的

解释的变异量为２５．２０％，低于４０％．表明本研究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２　研究结果

２．１　初步分析

首先，参照类似研究，计算手机依赖的检出率（总均分大于３分）为２５．８８％，说明约四分之一的高中生

表１　青少年手机依赖在性别和独生与否上的差异

变量 Ｍ±ＳＤ　 ｔ值 ｐ值

性别

独生与否

男生（ｎ＝１４３） ２.６０±０.５９
女生（ｎ＝２５５） ２.５９±０.６５
独生（ｎ＝１２２） ２.４５±０.５６

非独生（ｎ＝２７６） ２.６６±０.６５

０.２４　 ０.８１

－３.０６　 ０.００２

表２　同伴关系、孤独感和手机依赖的相关分析（ｎ＝３９８）

变量 Ｍ　 ＳＤ　 １　 ２
同伴关系 ３.６８　 ０.５７

孤独感 ２.０８　 ０.４６ －０.６１＊＊

手机依赖 ２.５９　 ０.６３ －０.３３＊＊ ０.３２＊＊

　　注：＊＊ｐ＜０．０１

手机依赖的程度较高．其次，采用独立样本ｔ检验

计算青少年手机依赖在性别、是否独生上的差异，
结果见表１.手机依赖在性别上差异不显著，高中

阶段男生和女生手机依赖得分较为接近.手机依

赖在是否独生上的差异显著，非独生子女的手机

依赖水平显著高于独生子女.
２.２　相关分析

计算青少年同伴关系、孤独感、手机依赖之间

的皮尔逊相关系数，结果见表２.同伴关系与孤独

感（ｒ＝－０.６１，ｐ＜０.０１）和手机依赖（ｒ＝－０.３３，

ｐ＜０.０１）均呈显著的负相关，孤独感与手机依赖

呈显著正相关（ｒ＝０.３２，ｐ＜０.０１）.
２.３　中介效应分析

将孤独感作为中介变量在青少年同伴关系和手机依赖之间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发现模型识别良好，但由

于是饱和模型无法输出拟合指数.中介模型如图１所示，可以看出，各个路径系数均显著，同伴关系可以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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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孤独感在青少年同伴关系

和手机依赖间的中介模型（标准化）

负向预测孤独感 水 平（β＝－０.６１，ｐ＜０.００１）以 及 手 机

依赖水平（β＝－０.２２，ｐ＜０.００１），孤独感可以显著正向

预测手机依赖水平（β＝０.１９，ｐ＜０．０１）．
接着采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 法 检 验 中 介 效 应，设 置 重 复

抽样的次数为１　０００，检验结果发现，同伴关系对青少年

手机依赖的直接效应为－０．２２，９５％的置信区间不包含

０［－０．３３９～－０．０８８］；同伴关系—孤独感—手机依赖的

中介效应为－０．１２，９５％置 信 区 间 不 包 含０［－０．１９４～
－０．０４４］．中介效应和直接效应均显著，孤独感在青少年

同伴关系与手机依赖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其中总效应

为－０．３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３５．２９％，结果见表３．
表３　间接路径与直接路径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检验结果

直接和间接路径 效应量 ９５％ＣＩ

同伴关系→孤独感→手机依赖 －０．１２ －０．１９４～－０．０４４
同伴关系→手机依赖 －０．２２ －０．３３９～－０．０８８

３　讨论

本研究发现，高中生手机依赖程度较高的人数比例为２５．８８％，与以往研究结果接近［２１］（Ｐ６）．这可能是由

于高中生学业压力、情绪波动比较大，通过社交软件与他人沟通或玩手机游戏可以帮助其缓解学业压力和不

良情绪，但由于其自控力较弱，不易抵制手机中的诱惑，因此容易产生手机依赖．但本研究与个别研究结果不

同［２３］，这可能与手机依赖检出标准和检出工具不一致有关．此外，本研究中高中生手机依赖的检出率低于大

学生［２４］，原因可能是高中生较重的学业负担以及教师和家长的严格管控使其手机使用的时间受到了约束，
而大学生则闲暇时间较多且来自他人的约束较小，所以高中生手机依赖的检出率略低于大学生［１７］（Ｐ１８４５）．此

外，本研究显示青少年手机依赖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２５］，可能是由于手机功能的

不断更新和多元化，使其可以满足高中生社交、游戏、求知、情感等多方面的心理需求，男生和女生在手机使

用过程中均能按需选择不同功能以满足心理需求，因此青少年手机依赖在性别上差异不明显．最后，本研究

发现，非独生子女的手机依赖程度显著高于独生子女，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２６］．受子女数量的影响，家长对

非独生子女在学习和生活等方面的管理精力会被分散，从而对子女手机使用的约束较少，使得非独生子女对

手机依赖的程度较高．
本研究发现，青少年的同伴关系与手机依赖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并且前者能够显著预测后者，这与以往

的研究结果一致［１１］（Ｐ７１３），即青少年同伴关系越融洽，手机依赖的可能性越小，结果证明了假设１．研究表明，
积极的同伴关系是青少年手机依赖的重要保护因素，符合补偿性互联网理论的观点［８］（Ｐ３５４）．这是因为良好的

同伴关系可以为青少年提供积极的情感支持，提高他们的自尊心，感觉自己被爱包围，有较高的归属感，因此

他们对手机有较少的依赖［２７］；而同伴关系不融洽或破裂，则会使青少年感觉不到充足的情感依靠，很难体会

到来自同伴的关心和爱护，这时会寻找其他途径给予补偿．手机功能的多样性恰恰可以补偿自己在现实生活

中缺失的心理需求，又因为青少年的自控能力弱，因此会导致手机依赖的出现［１０］（Ｐ３９４）．除此之外，同伴关系还

增加了同侪群体之间游戏和玩耍的时间及机会，这在客观上也挤占了青少年使用手机的时间，从而减少了青

少年与手机接触的机会，降低了使用粘性，从而不容易导致手机依赖的出现［１７］（Ｐ１８４５）．
本研究还发现，同伴关系可以通过孤独感的中介作用显著预测青少年的手机依赖行为，验证了假设２．

首先，同伴关系可以显著预测个体的孤独感水平，这符合社会需求理论的观点，这是因为与人交往是人与生

俱来的基本需求，如果同伴关系不良，来自同伴的关心和爱护就会减少，从而使个体感到孤独．其次，孤独感

可以显著预测手机依赖水平，支持了使用与满足理论，也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２８］，表明孤独感越高，对手

机依赖的程度越高．当个体感到孤独时，可以借助手机进行社交和娱乐，排遣现实生活中的孤独感，增加积极

的体验．这种积极体验的增加和消极体验的减少使个体产生愉悦感和放松感，从而容易沉浸于虚拟世界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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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拔，形成手机依赖．总之，本结果表明，同伴关系可以通过孤独感影响青少年的手机依赖行为，即同伴关系

越不和谐，孤独感越强，因此越依赖手机．同伴关系和谐的个体可以从同伴处体验到归属感，自己有不愉快的

情绪时可以和同伴分享，同伴可以给予情感的支持，使自己感觉不孤单，因此不太容易出现手机依赖行为．本
结果启示良好的同伴关系可以直接减轻青少年手机依赖行为，也可以通过减少孤独感降低手机依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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