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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手机依赖对学业拖延的影响：负性情绪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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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主要探讨大学生手机依赖、负性情绪与学业拖延的关系，并考察手机依赖对学业拖延的影响以及负性情绪

的作用。研究采用拖延评定量表 - 学生版 (PASS)、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量表 (MPATS)、抑郁 - 焦虑 - 压力量表 (DASS-21)

对江西某高校 400 名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以此展开现状与关系研究。研究发现，大学生手机依赖与负性情绪、学业拖

延显著正相关，负性情绪在手机依赖与学业拖延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揭示了负性情绪在该关系中的关键作用。综上所述，

大学生的手机依赖与负性情绪、学业拖延显著相关，手机依赖对大学生学业拖延的影响可能部分归因于负性情绪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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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智能手机的诸多功能便利人们的生活，也有益于教育

环境中的应用。而问题性手机使用被证明会影响到个体的学

业成绩和学术成果，手机依赖与学生的学业表现存在很高的

相关。已有研究表明，手机成瘾显著负向预测学习投入。[1]

当今，学生对互联网和智能产品的不当使用，导致他们在强

制性活动上的拖延行为增加，出现学业拖延问题。

负性情绪指抑郁、焦虑和压力等不愉快的情绪体验，

常伴随负面心理影响。研究发现，负性情绪会造成拖延行为

的出现。Solomon 和	Rothblum 发现学生倾向于拖延他们不喜

欢的学业任务，即在面对产生不愉快情绪的学术活动时会造

成拖延。[2]

一项面向在校大学生的调研结果表明，24.9%	的学生存

在不同程度的焦虑。而这与学业拖延显著相关，大学生个体

越是焦虑，越容易产生拖延行为。[3] 研究结果也表明，抑郁

情绪能够直接影响学业拖延。

研究发现，手机依赖是抑郁、焦虑和压力感的重要风

险因素，严重的手机依赖可能预示着如抑郁症等的心理疾病

的发生。[4] 多项研究证实，手机成瘾是大学生出现睡眠障碍、

抑郁和焦虑等身心健康问题的诱因。[5][6]

目前，许多高校采用网络教学的方式，学生更易产生

负性情绪。一项对大学生展开的研究表明，大学生普遍存

在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并且其中 47% 的学生每日使用

手机时间在	5 小时以上，而分析显示这与负性情绪水平密

切相关。[7]

基于此，本研究以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相关

和回归分析，考察手机依赖对学业拖延的预测作用，以及负

性情绪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1）大学生手机依赖与学业拖延显著正相关；

（2）大学生手机依赖与负性情绪显著正相关；

（3）负性情绪与学业拖延显著正相关；

（4）大学生手机依赖能显著预测学业拖延，负性情绪

在其中起中介作用。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线上平台发放

问卷。共计回收	400	份问卷。问卷中包含两道注意力检测题

目，其中任意一道答错视为无效问卷。此外，删除具有明显

作答规律的问卷。据此排除标准，最终收集有效问卷	378	份，

问卷有效率为	94.5%。	

2.2. 测量工具

(1) 手机依赖：本研究拟采用熊婕等人编制的大学生智

能手机成瘾量表 (MPATS)。该量表由 4 个维度组成：戒断

症状、凸显行为、社会抚慰和心境改变，共	16	个题项，采

用 5 点计分 (1= 非常不符，5= 非常符合 )。得分越高表明大

学生对手机的依赖程度越严重。[8] 经检验，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1。	

(2) 学业拖延：本研究采用	Solomon	等人开发的拖延评

定量表 - 学生版 (PASS) 对大学生的学业拖延进行评估。该

量表共 18 个题项，包括 6 个学习情境，每个情境下设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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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负性情绪：本研究采用由	Antony	等人编制的抑郁 -

焦虑 - 压力量表 (DASS-21) 评估大学生的负性情绪水平。该

量表共	

个题项，其中第一、二题检测个体学业拖延的程度，第三题

检测个体改变拖延的意愿。所有题项采用5点计分的方式(1=

从没，5= 总是 )。各情境下第一、二题的分数相加，为个体

的拖延程度，范围 12-60 分，分数越高，拖延程度越严重；

第三题的分数相加，为个体改变拖延的意愿，范围 6-30 分，

分数越高，减少拖延的愿望越强。[8] 经检验，本研究中量表

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1。

21 个题项，分为抑郁、焦虑、压力 3 个维度，每个

维度7题。所有题项采用4点计分的方式(0=从不，3=总是 )，

	 	 	

2.3. 程序与数据处理	

所得数据采用 SPSS26.0 及 Process 插件进行统计分析，

得分总计越高，负性情绪体验越严重。[9] 经检验，本研究

中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4。

包括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和中介模型检验。

3.	结果

1. 手机依赖、负性情绪和学业拖延的相关分析。对大

学生手机依赖、负性情绪和学业拖延进行皮尔逊相关分析，

具体结果如表	3-1	所示，手机依赖与负性情绪总分及抑郁、

焦虑和压力维度均呈现显著正相关，手机依赖与学业拖延呈

现显著正相关，负性情绪总分及抑郁、焦虑和压力维度与学

业拖延呈现显著正相关。

表3-1	大学生手机依赖、负性情绪、学业拖延之间的相关性(N=378)

维度																			M										SD												1														2													3								4															5										6

1 手机依赖	 52.79	 11.761

2 负性情绪	 20.26	 13.08	 0.52**	 1

3 抑郁	 6.14	 4.61	 0.46**	 0.95**	 1

4 焦虑	 6.32	 4.67	 0.48**	 0.94**	 0.83**	 1

5 压力	 7.99	 4.56	 0.52**	 0.95**	 0.84**	 0.84**	 1

6 学业拖延	 32.54	 8.36	 0.40**	 0.42**	 0.39**	 0.38**	 0.43**	 1

注：**P<0.01

2. 负性情绪在手机依赖与学业拖延之间的中介作用。

在控制年级变量的条件下，采用	SPSS	插件	Process	进行中介

效应检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3-2。手机依赖对负性情绪具

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β=0.55,	p<0.001)，负性情绪对学业

拖延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β=0.20,	p<0.001)，手机	依

赖对学业拖延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β=0.29,	p<0.001)。

表	3-2	变量间的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t	

												年级																																															-1.78			-3.73**

负性情绪				手机依赖				0.54				0.29									77.14														0.55			11.39***

												年级																																																0.56					1.72

												手机依赖																																												0.18			4.72***

学业拖延				负性情绪				0.48				0.23									37.60														0.20			5.81***

年级																																																0.20					0.60

学业拖延				手机依赖				0.40				0.16									36.37														0.29			7.67***

注：**P<0.01，***P<0.001	

对负性情绪的中介效应进行进一步的检验，结果如表	

3-3	所示，手机依赖对	学业拖延影响的总效应值为	0.29，间

接效应值为	0.11，间接路径的	95% 的置信区	间不包括	0，

表明负性情绪在手机依赖和学业拖延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表	3-3	负性情绪的中介效应检验

效应																	路径关系												效应值							95% 置信区间							效应量						

直接效应											X → Y																	0.18													[0.10,0.25]											62.07%

中介效应									X → M → Y										0.11													[0.07,0.17]												37.93

总效应																																												0.29													[0.22,0.35]												100

由表	3-2	得出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可以形成如图	3-1	

的中介效应模型：

图	3-1	负性情绪在手机依赖和学业拖延之间的中介作用

4.	讨论

4.1. 手机依赖对学业拖延的预测作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手机依赖能预测学业拖延。

在相关研究中，可以看	到手机依赖与学业拖延显著正相关，

手机依赖越严重的个体，学业拖延行为也越	严重。进一步

的回归分析发现，手机依赖可以预测学业拖延行为，这与以

往的研	究结果一致，即手机依赖能预测学业拖延，过度使

用智能手机会带来学业上的拖	延问题。

4.2. 负性情绪的中介作用检验

进一步的中介模型检验发现，负性情绪在手机依赖对学

业拖延的预测作用中	起部分中介作用。手机依赖的成瘾特

征会使大学生陷入手机的过度使用中，满足于手机应用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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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短暂感官刺激无法自主停下，常常在身心俱疲或有外界刺

激侵入时，才能被动停止使用手机。他们因为将大量时间精

力投入在手机上，会从愉悦状态慢慢变得身心疲惫，并没达

到借由手机获得快乐的初衷；也会因此错失许多社交活动，

与身边人联系渐少感到孤独，这种种后果会让个体产生自责

焦虑等负性情绪。这种情况下的个体在面对学业任务时，就

难免因为此前种种带来的挫折感和沮丧感惧怕开始新的学

习任务，此时推迟任务的完成能让个体得到暂时的安慰，避

免可能产生的失败后果，也就造成了学业上的拖延。而手机

依赖的个体若能妥善处理情绪，或许在应对学业任务时能减

少拖延行为；反之，个体的负性情绪不断增加，拖延情况也

就进一步加剧，造成心理与行为问题的恶性循环。

5.	总结

5.1. 结论

本研究探讨了大学生手机依赖、学业拖延与负性情绪

之间的关系。其结果表明：

(1) 大学生手机依赖与负性情绪显著正相关，手机依赖

与学业拖延显著正相关，负性情绪与学业拖延显著正相关；

(2) 大学生手机依赖能够正向预测学业拖延，负性情绪

在手机依赖对学业拖延的预测作用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5.2. 研究不足

本研究中存在样本代表性不足的问题。在横向数据收集

过程中，研究采用了自陈量表对被试进行测试，可能存在一

定的误差。虽然研究者考虑到样本代表性的问题，对某高校

在校大学生进行了方便抽样，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推广性，

但仍可在此基础上扩大样本数量以增强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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