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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讨手机成瘾在父母关系感知与大学生攻击性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为大学生问题行为干

预工作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２０２１年 ５月采用父母关系感知问卷、手机成瘾指数量表（ＭＰＡＩ）、攻击性量表

（ＢＰＡＱ）对２７７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２７７名大学生手机成瘾人数２３８人，占８５．９％。大学生父母关系

感知、手机成瘾和攻击性两两之间呈相关性；手机成瘾在父母关系感知与攻击性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为

０．１５７，总效应为１．１２４，中介效应占比为１３．９６％。结论　大学生父母关系感知负向预测手机成瘾程度和攻击性

水平，手机成瘾程度能正向预测攻击性水平；父母关系感知通过手机成瘾的部分中介作用对攻击性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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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击行为作为一种破坏性行为，在社会上被公
认为是一种严重的问题［１］。据 ２０１５年至 ２０１７年
的暴力事件数据显示，近 ６０％的案件涉及故意伤
害，约５０％案件，事件被告人为１８岁以上的在校大
学生，在宿舍发生的事件超过 １／３，大学生的攻击
性行为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多发的社会性负面行

为［２］。大学生攻击性行为的产生，主要有外界环

境和个人特质２大影响因素。外界环境中的家庭
因素，父母之间冲突发生的频率越强，子女的攻击

性水平越高［３］。父母之间的频繁冲突会使子女对

家庭缺少温暖体验，从而会封闭自我不再与外界产

生信息交流，最终发生手机成瘾［４］。以往对大学

生手机成瘾的研究中，研究者探讨了家庭教养方

式［５］、成人依恋［６］、人际关系［７］等一系列因素的影

响，对于大学生手机成瘾造成的个体行为偏差的相

关研究并不多。本文通过对大学生施测问卷以调

查大学生父母关系感知、手机成瘾和攻击行为三者

之间的关系，对减轻大学生手机成瘾程度以及攻击

性提供有效的方法。

１　对象和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２１年５月邀请２７７名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

调查，其中男生１１５例，占４１．５％，女生１６２例，占
５８．５％；独生子女 １１４例，占 ４１．２％，非独生子女
１６３例，占５８．８％；来自城镇 １３５例，占 ４８．７％，来
自农村１４２例，占５１．３％。本次调查尊重了调查对
象的知情权，遵循研究的伦理学原则。

１．２　调查方法
本次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内容包括基本

情况（性别、户籍、是否独生子女等），父母关系感

知问卷，手机成瘾指数量表（ＭｏｂｉｌｅＰｈｏｎｅＡｄｄｉｃ
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ＭＰＡＩ），攻击性量表（Ｔｈｅ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ＢＰＡＱ）。
１．２．１　父母关系感知问卷　该量表由张娥（２０１２
年）编制，由３个维度组成，即父母关系消极感知、
父母关系积极感知和父母关系绝望感，该问卷共

７３个项目，所有题目采用５点计分［８］，评分范围由

１～５，１＝几乎从不、２＝偶尔、３＝有时、４＝经常、５＝
总是，总分范围是７３～３６５分。个体父母关系感知
总分为积极感知维度得分减去其他两个维度，个体

总分越高表示个体对父母关系感知越积极。该自

编问卷前测效度具有较好的可靠性。在本研究中，

该问卷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为０．９１６。
１．２．２　手机成瘾指数量表　由香港 Ｌｅｕｎｇ编制，
该量表共有１７个项目，分为失控性、戒断性、逃避
性和低效性４个维度，该量表计分方式为李克特５
级评分，评分１～５分，１＝从不、２＝偶尔、３＝有时、４
＝经常、５＝总是，总分范围为１７～８５分，得分越高，
表明手机成瘾的倾向越高。被试者在 １７个条目
中，对８个条目作出肯定回答，即被界定为手机成
瘾者。在本研究中，该问卷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为０．９２２。
１．２．３　攻击性量表　本研究采用由 Ｂｕｓｓ和 Ｐｅｒｙ
（１９９２年）编制的攻击性问卷，该问卷分为躯体攻
击（包括第２，５，８，１１，１３，１６，２２，２５，２９题）、言语攻
击（包括第４，６，１４，２１，２７题）、愤怒（包括第１，９，
１２，１８，１９，２３，２８题）和敌意（包括第 ３，７，１０，１５，
１７，２０，２４，２６题）４个维度，共２９道题目。量表采
用５级评分，１表示“完全不符合”到５表示“完全
符合”，其中两题题目（９题和１６题）计分方式为反
向计分，攻击性倾向与量表所测得分呈正比。各个

分量表的得分和量表总分为其所含条目的得分之

和。一个人的得分越高，攻击性越强。为了便于理

解，在计算分量表的得分和量表总分时，采用数学

方法将其转换为０～１００分的得分范围。以往研究
发现其ａ系数０．６１～０．８１，具有良好的信度。在本
研究中，该问卷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为０．９４４．
１．３　统计学方法

运用Ｅｘｃｅｌ表格收集整理，ＳＰＳＳ２２．０统计软件
进行分析，统计方法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聚类
分析等，运用ＳＰＳＳ中Ｐｒｏｃｅｓｓ插件和ＡＭＯＳ软件对
各个量表总分进行中介效应检验。以 Ｐ＜０．０５认
为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大学生手机成瘾、攻击性行为现状
大学生手机成瘾指数量表得分为（５６．１１±１４．

６７）分，攻击性量表得分为（８９．４６±２２．６２）分。手
机成瘾人数２３８人，占８５．９％。
２．２　父母关系感知、手机成瘾与攻击性的关系

父母关系消极感和绝望感对手机成瘾具有相

关性，与大学生攻击性水平亦有相关性，而积极感

知维度与手机依赖和攻击性不存在相关。父母关

系感知、手机成瘾和攻击性两两之间均呈相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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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表１　父母关系感知、手机成瘾以及攻击性的相关性分析（ｒ）

变量名称 消极感知 积极感知 绝望感 关系感知 手机成瘾 攻击性

消极感知 １ — — — — —

积极感知 －０．０４１ １ — — — —

绝望感 ０．７７９ －０．１７１ １ — — —

感知得分 －０．９３３ ０．３５９ －０．８７１ １ — —

手机成瘾 ０．５８３ －０．０３５ ０．５９６ －０．５８５ １ —

攻击性 ０．６４５ －０．１８２ ０．６９１ －０．６９６ ０．５９６ １

　　注：Ｐ＜０．０５

２．３　手机成瘾在父母关系感知与攻击性中的中介
作用

２．３．１　手机成瘾的中介作用分析　本研究以父母
关系感知为自变量，攻击性得分为因变量，手机成

瘾得分为中介变量。由于直接使用该模型的拟合

效果欠佳，本文使用了一次 ＭＩ修正。修正后的拟
合度指标分别为 χ２／ｄｆ＝２．９３５、ＧＦＩ＝０．９５７、ＣＦＩ＝
０．９７９、ＴＬＩ＝０．９６６、ＲＭＳＥＡ＝０．０８４，模型拟合处于
可接受范围。

　　如表２，ａ、ｂ、ｃ三条路径均在 Ｐ＜０．０５水平显
著。本研究采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在９５％置信区间下，

抽样５０００次）检验中介效应。见表２。

表２　路径检验

路径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ＳＥ ＣＲ Ｐ
ａ １．９２４ ０．６６５ ０．１５８ １２．２１２ ＜０．００１
ｂ ０．０８２ ０．１６０ ０．０３１ ２．６７８ ＜０．００１
ｃ ０．９６７ ０．６５３ ０．１０２ ９．４８３ ＜０．００１

表３　效应占比

路径 效应值 ＳＥ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９５％ＣＩ

ＬＬＣＩ ＵＬＣＩ
Ｐ

效应占比

／％

中介效应 ０．１５７ ０．０７２ ０．０１２ ０．２９８ ０．０３７ １３．９６

直接效应 ０．９６７ ０．１１９ ０．７４６ １．２１７ ＜０．００１ ８６．０３

总效应 １．１２４ ０．０７７ ０．９８０ １．２８１ ＜０．００１ —

２．３．２　手机成瘾的中介效应检验　以父母关系感
知为自变量，手机成瘾为中介变量，攻击性为因变

量，置信区间设置为 ９５％。结果发现中介效应和
直接效应的偏差校正区间（０．０１２～０．２９８）和（０．
７４６～１．２１７），中介效应显著，占比 １３．９６％。说明
大学生手机成瘾在父母关系感知与攻击性间的中

介作用显著。见图 １。

图１　中介模型

３　讨论

大学生攻击性行为是造成大学生伤害事件的

重要原因，给家庭和社会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应

该引起家庭和社会的高度重视。

据《中国互联网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

示，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我国网民规模达８．２９亿，
其中学生群体最多，占比高达 ２５．４％，同时报告
显示，２０～２９岁年龄段的网民占比最高，达到
２６８％［９］。由此推断，大学生作为以上两种身份
的集合体，在我国网民数量中占有较大比例［１０］。

大学生处于从校园到社会的过渡阶段，一方面内

心想法丰富且急于开展实施，另一方面又受学生

身份的限制而无从下手，这时候具有移动网络特

点的手机便发挥出其独特优势，大学生时间上相

对比较自由，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强，心智不够成

熟，手机成瘾便成为他们面临的普遍问题。

本文结果显示，父母关系感知对手机成瘾和

攻击性均呈负性相关，手机成瘾对攻击性表现了

孩子对亲密关系的认识，是以父母作为参照模板，

当作为主要家庭成员的父母对后代展现出长久的

冲突，会对孩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孩子习

惯性地误以为吵架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在其以后

面对与他人的交往时，行为上表现出消极行为甚

·９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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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是过激行为［１１］。当学生生活在父母争吵时间

长，频率高的家庭时，容易通过手机上社交或者沉

迷于手机游戏来逃避这种负面环境。大学生中手

机成瘾者在空闲时间较少地与父母沟通联系，在

家庭中与父母的关系也更差［１２］。父母之间的频

繁冲突会使子女对家庭缺少温暖体验，从而会封

闭自我不再与外界产生信息交流，最终发生手机

成瘾［１３］。长期处于缺乏交流的环境下，学生在人

际交往中难以形成正确的应对方式，在人际交往

中感受到更多的负面情绪，学习和生活更容易采

用攻击性的方式处理问题［１４］。因此，父母要学会

管理情绪，主动和孩子进行良性沟通，营造温馨的

家庭环境，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减少手机成瘾的

出现［１５］。

另外，父母关系感知通过手机成瘾的部分中

介作用对攻击性间接影响，手机成瘾在大学生父

母关系感知对攻击性中介检验的结果证明了这一

观点。当学生在家庭中成长中，父母对其展现积

极的和谐相处，那么个体就会满足心理需要对当

前环境形成安全的依恋心理。否则，导致尚未满

足心理需求而产生恐惧等的消极情绪。为了缓解

这种不适，学生会转向手机寻求娱乐和陪伴，造成

手机的过度使用。在手机使用过程中，学生会接

受到各种复杂的信息，当学生观察到他人表现出

的特定攻击行为时，学生很可能去执行相似的攻

击行为，加剧危险行为的出现［１６］。因此，家庭、学

校和社会都应该重视学生行为素质的培养，减缓

或迁移攻击情感，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本研究中，样本发布较少，数据代表性较弱。

问卷中无关变量数量太少，张娥等人研究显示，父

母关系感知与父母的学历有关，而问卷设置中并

未涉及。其次，本研究测量手机成瘾使用的是

ＭＰＡＩ量表，该量表制作至今已有 １３年，虽然该
量表比较经典，但在以后研究中，可编制一些更为

精细、准确度更高的量表对手机成瘾进行更全面

的测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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