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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为深入剖析就业歧视知觉对高职学 前 教 育 专 业 毕 业 生 手 机 成 瘾 的 影 响，并 探 讨 核 心 自 我 评 价 在

就业歧视知觉与手机成瘾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方法：研 究 采 用 就 业 歧 视 知 觉 量 表、核 心 自 我 评 价 量 表 及 手 机 成

瘾量表，对贵州省５所高职高专７７４名毕业生进行 问 卷 调 查。结 果：①高 职 学 前 教 育 专 业 毕 业 生 的 就 业 歧 视 知 觉

（２．７４６）、核心自我评价（３．４２０）得分偏高，手机成瘾（２．３５６）得分偏低；②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歧视知觉

与手机成瘾呈正相关（ｒ＝０．３７２，Ｐ＜０．０１），核心自我 评 价 分 别 与 就 业 歧 视、手 机 成 瘾 呈 负 相 关（ｒ＝－０．３８８，－０．４３５；

Ｐ＜０．０１）；③核心自我评价在 就 业 歧 视 知 觉 和 手 机 成 瘾 之 间 起 部 分 中 介 作 用，中 介 效 应 值 为０．１８１，占 总 效 应 的

３６．０５％，就业歧视知觉通过核心自我评价间接影响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的手机成瘾。结论：就业 歧 视 知 觉 能

够显著预测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手机成瘾倾向，核心自我评价在二者之间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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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强化学前教育、特殊

教育普惠发展”。高职院校作为幼教师资输出的阵

地之一，其人才培养质量关乎我国学前教育事业整

体的发展水平，然而手机成瘾成为影响高职院校学

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手机成

瘾是过度沉迷于以手机为媒介的各种活动，对手机

使用产生强烈、持续的渴求感与依赖感，并导致个体

出现明显的社会、心理功能损害［１］。手机成瘾 问 题

会损坏其生理功能、心理功能、社会功能、学业成绩

等。严重的 手 机 成 瘾 不 仅 导 致 个 体 手 指 和 前 臂 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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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造成颈部和脊柱受伤，还会引起视力模糊、疲劳、
记忆力 减 退、听 力 受 损 和 睡 眠 质 量 下 降 等 生 理 问

题［２－３］，衍 生 出 孤 独 感［４］、无 聊 倾 向［５］、焦 虑［６］、抑

郁［７］等心理问题，使个体产生社交焦虑［８］、人际关系

困扰［９］，降低其学习投入与专业认同［１０－１１］，诱发学业

倦怠［１２］，影 响 个 体 的 学 业 成 绩［１３］。据 中 国 互 联 网

络信息中心２０２４年３月发布的第５３次《中国互联

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２３年１２
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１０．９１亿人，较２０２２年１２
月增长２５６２万 人，网 民 使 用 手 机 上 网 的 比 例 为

９９．９％。高职院校 学 生 手 机 成 瘾 现 象 颇 为 严 重，相

关研究表明 有３５．６％的 高 职 学 生 具 有 手 机 成 瘾 倾

向［１４］，何杰等人对３所高职院校的８９８名学生调查

发现高职学生手机成瘾检出率为２７．６％［１５］，史华伟

对无锡市８４８名高职学生进行手机成瘾问卷调研，
数 据 显 示 无 锡 市 高 职 学 生 手 机 成 瘾 检 出 率 是

２５．８％［１６］。由此可见，高职学生手机成瘾问题成为

当前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个体手机成瘾的萌发受到其生活方式、人格特

质、神经质及 冲 动 性 等 心 理 因 素 的 交 互 影 响［１７］，就

业歧视知觉是导致个体手机成瘾产生的重要心理因

素。就业歧视知觉是指个体在求职过程中因性别、
民族、学历、社会出身等外在属性，用人单位对其采

取的区别、排斥行为，导致其失去平等的就业和发展

机会的主观 体 验［１８］。高 职 院 校 毕 业 生 目 前 面 临 学

历与身份叠加的双重歧视，韩春光对北京地区两届

高职 院 校１３６９名 毕 业 生 开 展 调 查 发 现 有 高 达

４０．７％的受 访 者 遭 遇 过 就 业 歧 视［１９］。就 业 歧 视 知

觉作为歧视知觉的下位概念，是歧视知觉的重要表

征之一，梳理目前的研究成果更多的是从宏观视角

剖析歧视知觉与手机成瘾的内在联系。国内外众多

研究证实歧视知觉与手机成瘾呈显著正相关，即个

体的体验到的歧视知觉水平越高，其手机成瘾倾向

就越严 重［２０－２１］。李 文 萍 在 考 察 高 职 学 生 的 歧 视 知

觉、手机成瘾、负性情绪３个变量的关系时发现高职

生的歧视知 觉 能 显 著 正 向 测 手 机 成 瘾 行 为［２２］。关

文军等人对５７０名初高中及大学听力残疾学生进行

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听力残疾学生的歧视知觉与手

机成瘾显著正相关［２３］。麻书滔聚焦“歧视知觉对流

动儿童手机成瘾的影响”这一主题开展了一项追踪

研究，实验表明歧视知觉可以正向预测１年后的流

动儿童手机成瘾［２４］。因此，提出研究假设 Ｈ１：就业

歧视知觉能够正向预测高职学生的手机成瘾倾向。

　　个体的手机成瘾是保护性因素和危险性因素交

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核心自我评价就是个体产生手

机成瘾的关键性保护因素。核心自我评价是个体对

自身能力和 价 值 所 持 有 的 最 基 本 的 评 价［２５］。核 心

自我评价作为一个高阶的心理构念，整合了自尊、自
我效能感、自我控制和神经质等多个心理变量。相

关研究证实核心自我评价与个体的手机成瘾呈负相

关［２６－２８］，即低核心自我评价的个体，其产生手机成瘾

的可能性越高，认为核心自我评价的养成能够有效

规避手机成瘾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具体到核心自我

评价各维度而言，个体的自尊会影响其手机成瘾问

题的 形 成，自 尊 与 手 机 成 瘾 成 负 相 关［２９－３０］，吕 帅 对

６９４名大学生实证调研发现低自尊更容易形成手机

成瘾，高自尊可能是预防手机成瘾的一个保护性因

素［３１］。核心自 我 评 价 中 的 自 我 控 制［３２］、自 我 效 能

感［３３］、神 经 质［３４］等 关 键 变 量 分 也 能 够 有 效 避 免 个

体手机成瘾的产生。为此，提出研究假设 Ｈ２：核心

自我评价能与高职学生的手机成瘾呈负相关。就核

心自我评价与就业歧视知觉而言，研究表明核心自

我评价中的自我效能感与就业歧视知觉呈显著负相

关，高歧 视 知 觉 预 示 着 更 低 水 平 的 学 业 自 我 效 能

感［３５］。此外，更多的研究是从上位概念直接探讨歧

视知觉与核心自我评价的内在联系。梳理歧视知觉

与核心自我评价的研究表明，歧视知觉与核心自我

评价是相互影响的关系，歧视知觉会降低个体的核

心自我评价，低核心自我评价的个体更容易遭受到

来自他人的歧视与排斥［３６－３７］。基于此，提出研究假

设 Ｈ３：核心自我评价与就业歧视知觉呈负相关。

　　综上所述，就业歧视知觉与核心自我评价都能

对其手机成瘾产生影响，但作用机制和方向却截然

不同。尽管有关就业歧视知觉、核心自我评价和手

机成瘾之间两两相关的研究成果颇多，但鲜有研究

追问就业歧视知觉、核心自我评价及手机成瘾３个

变量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需要进一步理清三者之

间的内在联系。梳理前期的研究发现，核心自我评

价更多的是作为中介变量［３８－４０］，为此提出假设 Ｈ４：
核心自我评价在就业歧视知觉与手机成瘾之间起中

介作用。高职学前教育学生由于其学历层次及社会

传统观念的偏见，加之学前教育领域就业市场的饱

和，其更容易遭受到就业歧视。有鉴于此，研究以高

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作为被试，阐释就业歧

视知觉、核心自我评价和手机成瘾三者之间的内在

机制，为后期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选 取 贵 州 省５所 幼 儿 师 范 高 等 专 科 学 校 的

２０２３届应届毕业生及２０２４届学前教育专业往届毕

业生为研究对象，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施测，共发放问

卷８００份，回 收 有 效 问 卷７７４份（９６．７％）。其 中

２０２３届学 前 教 育 专 业 大 学 生 为３６７人（４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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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４届学前教育专业大学生为４０７人（５２．５％）；男

生３３９人（４３．８％），女生４３５（５６．２％）；城镇学生３５８
人（４６．３％），农 村 学 生４１６（５３．７％）；独 生 子 女２３２
人（３０．１％），非独生子女５４２人（６９．９％）。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就业 歧 视 知 觉 量 表　采 用 李 岩 艺 编 制 的 大

学生就业歧视自我感知量表［４１］，根据高职学期教育

专业毕业生的具体实际进行了修订，例如用人单位

认为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能力不如普通大学生

等，共计１７个题项。采取从完全不符合（１分）到完

全符合（４分）的４点计分，具体包含招聘歧视、就业

选择歧视及面试歧视３个维度，得分越高表示高职

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歧视知觉水平越高。该问

卷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０．８９５。

１．２．２　核心自我评价量表　采用由Ｊｕｄｇｅ等编制，
杜建政修订 的 核 心 自 我 评 价 量 表（ＣＳＥＳ）［４２］，共 计

１０个题目，计分采取完全不同意（１分）到完全同意

（５分）的５点计分，其中２、３、５、７、８、１０为反向计分

题，得分越高表示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核心自

我评价越好。该问卷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为０．８３１。

１．２．３　手机成瘾量表　采用Ｌ．林（Ｌ．Ｌｅｕｎｇ）修订的

手机成瘾指 数 量 表［４３］，由 低 效 性、戒 断 性、失 控 性、
逃避性４个维度组成，共计１７个题项，采用没有（１
分）到总是（５分）的５点 计 分。得 分 越 高 则 表 明 高

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的手机成瘾倾向越严重。该

问卷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０．９２３。

１．３　统计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　２６．０进行统计学分析、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

分析，并运用ｐｒｏｃｅｓｓ插件进行中介效应的检验。

２　结　果

２．１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鉴于问卷数据是透过一次性施测和自评的方式

采集，可 能 存 在 共 同 方 法 偏 差，需 要 对 数 据 进 行

Ｈａｒｍａｎ单因子检 验 法，即 对 调 研 涉 及 的３个 变 量

所有题项进行未旋转主成分因子分析。结果表明，
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到８个特征值大于１的因子，且

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２８．０６４％（小于４０％），
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表１　描述统计、相关分析（ｒ）

条　目 �ｘ±ｓ 就业歧视知觉 核心自我评价 手机成瘾

就业歧视知觉 ２．７４６±０．５５９　 １

核心自我评价 ３．４２０±０．６１６ －０．３８８＊＊ １

手机成瘾 ２．３５６±０．７５６　 ０．３７２＊＊ －０．４３５＊＊ １

　注：＊＊Ｐ＜０．０１，下同

２．２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歧视知觉、核心

自我评价及手机成瘾描述性、差异及相关性分析

　　结果显示（见 表１），高 职 学 前 教 育 专 业 毕 业 生

的就业歧视知觉与核心自我评价的得分较高，手机

成瘾的得分偏低，就业歧视知觉的理论中值为２．４，
核心自我评价与手机成瘾的理论中值则为３。通过

独立样本ｔ检验数据显示，独生子女与否对就业歧

视知觉（ｔ＝－２．３４７，Ｐ＜０．０５）有显著影响，在核心自

我评价、手机成瘾两个变量上无显著差异，且就业歧

视、核心自我评价、手机成瘾在应往届、性别、生源地

３个人口学变量上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对

就业歧视知觉、核心自我评价、专业情感认同及手机

成瘾４个变量进行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发现高职

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歧视知觉与核心自我评

价呈负相关，与手机成瘾呈正相关；核心自我评价与

手机成瘾呈负相关。
表２　核心自我评价的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中介效应检验及置信区间估计

路　径 效应值 ＢｏｏｔＣＩ下限 ＢｏｏｔＣＩ上限

就业歧视知觉→手机成瘾的直接效应 ０．３２１　 ０．２３１　 ０．４１２

就业歧视知觉→核心自我评价→离职倾向的间接效应 ０．１８１　 ０．１３５　 ０．２３４

就业歧视知觉→手机成瘾的总效应 ０．５０２　 ０．４３２　 ０．５７８

２．３　核心自我评价在 高 职 学 前 教 育 专 业 毕 业 生 就

业歧视知觉与手机成瘾关系间的中介效应

　　为了进一步探讨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

歧视知觉、核心自我评价与手机成瘾之间的关系，以
就业歧视知觉为自变量，核心自我评价为中介变量，

手 机 成 瘾 为 因 变 量，采 用 Ｈａｙｅｓ编 制 的 ＳＰＳ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插件中的模型４方法，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共计重

复抽样２０００次。分析结果显示，就业歧视知觉能预

测核心自我评价（β＝－０．４２７，Ｐ＜０．０１）；就业歧视知

觉、核心自我评价能同时预测手机成瘾，即就业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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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觉、核心自我评价对手机成瘾均有直接预测作用

（β＝０．３２１，Ｐ＜０．０１；β＝－０．４２５，Ｐ＜０．０１），见 图１。
其中，直接效 应、间 接 效 应 和 总 效 应 的 点 估 计 以 及

９５％的百分位数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的置信区间见表２。

图１　核心自我评价在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

就业歧视知觉和手机成瘾之间的中介模型

　　研究结果表明，就业歧视知觉→手机成瘾的直

接效应９５％置信区间为（０．２３１～０．４１２），不包含０，
表明直接效应显著；就业歧视知觉→核心自我评价

→手机 成 瘾 的 间 接 效 应９５％置 信 区 间 为（０．１３５～
０．２３４），不包含０，表明中介效应显著；就业歧视知觉

→手 机 成 瘾 的 总 效 应９５％置 信 区 间 为（０．４３２～
０．５７８），不包含０，表明总效应显著。以上的结果显

示 中 介 效 应 成 立，中 介 效 应 占 总 效 应 的 比 例 为

３６．０５％，即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歧视知

觉对手机成瘾的效应有３６．０５％是通过核心自我评

价这一中介变量所起作用的，表明核心自我评价在

高职学前教育学生就业歧视知觉与手机成瘾之间起

部分中介效应。

３　讨　论

３．１　高职学前教育专 业 毕 业 生 就 业 歧 视 知 觉 与 手

机成瘾的现状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歧视知觉得分为

２．７４６，高于理论中值２．４，表明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

业生体验到就业歧视知觉偏高。高职学前教育专业

毕业生就业歧视知觉偏高的成因是社会认知偏差、
人才培养定位错位、就业岗位饱和及个人心理认知

异化等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社会上对职业教育的

刻板印象，认为普通高等教育比职业教育更优越，这
种观念导致雇主或社会大众对高职毕业生（包括学

前教育专业学生）的能力和素质产生低估，导致部分

幼儿园或教 育 机 构 在 招 聘 时 可 设 置 较 高 的 学 历 要

求，偏好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求职者，直接限制高职学

前教育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机会，使学前教育专业毕

业生感觉受到学历歧视。就人才培养定位而言，高

职院校的学前教育专业在人才培养定位上存在一定

的偏差，过于注重学生实践技能培养，淡化理论知识

的积淀，使得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被贴上“实践

的高人，理论的矮子”的标签，造成学生在就业市场

上处于不利地位，因专业能力不足而遭受歧视。此

外，随着学前教育领域就业市场的逐渐饱和，在高职

扩招的时代背景下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数量不断增

长，就业市场竞争愈发激烈，高职学生在与本科生及

更高学历者的竞争中可能处于不利地位，感知到就

业市场的不公平待遇。最后，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

认知异化也是重要因素，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

长期遭受到内外部压力，形成较低的职业期望值和

自我效能不足，自我贬低的心理状态容易放大外界

的任何负面反馈，对于用人单位的反馈过度敏感，增
加了其就业歧视的知觉。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手机成瘾得分低于理

论中值３，表明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手机成 瘾

水平偏低，与陈欣［４４］、任心宇［４５］及马君莉［４６］等学者

研究结论一致。追根溯源，可能与以下几个因素有

关：一则，与毕业生所处的时间节点息息相关，高职

学前教育专业应届毕业生正处于实习阶段，学生需

要频繁参与教学实践、儿童观察以及各类艺术和体

育活动等，这些活动往往要求学生的直接参与和高

度集中注意 力，同 时 还 要 兼 顾 毕 业 论 文、就 业 等 问

题，减少了其沉溺于手机的时间。往届毕业生分为

已就业和未就业两类群体，未就业学生的重心非常

明确，即找到适宜的工作岗位，已就业的毕业生作为

职场新手，需要投入更多时间适宜工作岗位及相关

人际关系的处理。再则，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高

度重视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培养，明确其发展目标和

职业愿景，能帮助学生保持对未来的积极期待，将时

间和精力投入到实现职业目标上，从而减少沉迷于

手机的时间。同时，通过职业生涯规划促使学生学

会时间管理技巧，合理安排学习、工作和休闲活动，
有助于提升自我控制能力，避免无目的的手机浏览

和使用，良好的时间自我控制和效能感，已被研究证

实能与较低的手机成瘾行为相关联［４７－４８］。

３．２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歧视知觉、核心

自我评价及手机成瘾的相关性

　　研究数据表明，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的就

业歧视知觉、核心自我评价及手机成瘾关系紧密，具
体关系为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歧视知觉与

手机成瘾倾向均呈现显著正相关；高职学前教育专

业毕业生的核心自我评价与就业歧视知觉均呈现显

著负相关；核心自我评价与手机成瘾呈显著负相关。
进一步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就业歧视知觉及核心自

我评价都对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的手机成瘾有

显著的预测作用，即个体在高就业歧视知觉、低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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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评价的 情 况 下，手 机 成 瘾 发 生 的 可 能 性 越 高。
依据失补偿假说理论，当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

感知到就业市场的不公平待遇或歧视时，可能会产

生挫败感、焦虑和抑郁等负面情绪，为了减轻这些心

理负担，倾向于逃避现实问题，转向手机提供的虚拟

世界寻求安慰，游戏、社交媒体和视频等内容能够暂

时转移注意力，带来即时的快乐和满足感，从而形成

一种心理上的慰藉机制，长期以往发展为手机成瘾。
此外，就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的核心自我评价

与手机成瘾的关系而言，当学生个体感受到就业市

场中的歧视时，这种负面经历会损害其自尊心，降低

其对自己能力的信心，减少对生活事件的控制感，从
而整体上削弱其核心自我评价。换而言之，持续的

就业歧视知 觉 可 能 导 致 个 体 质 疑 自 己 的 价 值 和 能

力，影响其核心自我评价。在核心自我评价与手机

成瘾关系层面，低核心自我评价个体可能促使个体

通过外部途径来寻求肯定和逃避内心的不满，手机

使用特别是社交媒体、游戏等可以提供即时的正向

反馈和成就感，成为提升自我感觉的一种手段。因

此，核心自我评价较低的个体可能更容易依赖手机

来寻求自我价值的确认和情感的缓解，进而增加手

机成瘾的风险。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

业生的核心自我评价在就业歧视知觉与手机成瘾的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３６．０５，是就业歧视知觉与手机

成瘾之间的中介变量。具体而言，一方面，就业歧视

知觉可以直接正向预测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的

手机成瘾问题，说明降低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

的手机成瘾问题的切入点之一便是遏制其就业歧视

知觉的水平；另一方面，就业歧视知觉通过核心自我

评价间接影 响 高 职 学 前 教 育 专 业 毕 业 生 的 手 机 成

瘾，即可以通过核心自我评价影响高职学前教育专

业毕业生的手机成瘾问题。在就业歧视知觉与手机

成瘾之间，核心自我评价起到了“桥梁”的作用，就业

歧视知觉降低了个体的核心自我评价，降低的核心

自我评价又进一步推动了手机成瘾行为的发展，核

心自我评价的下降不仅是歧视知觉的直接后果，也

是导致手机成瘾的间接原因。

４　对策建议

４．１　多元协同，打造良好的就业竞争生态

　　调研结果显示，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体验

到的就业歧视知觉水平偏高，针对该问题现需要政

府行政部门、高职院校、用人单位等主体的多元协同

合作，致力于提升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的就业

力，打造良好就业竞争生态。政府行政部门作为就

业的主管部门，政府和行业组织应推动建立健全公

平、透明的招聘制度，禁止任何形式的就业歧视，确

保招聘过程中的公正性，完善监督与处罚机制，对存

在就业歧视行为的用人单位进行相应处罚，并出台

相关政策，如提供就业补贴、税收优惠等措施，鼓励

幼儿园等用人单位吸纳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
特别是到农村和边远地区工作的毕业生，保障其合

法权益。高职院校作为学前教育人才培养的实施主

体，首先应该秉持ＯＢＥ的人才培养理念，紧扣幼儿

园岗位能力 需 求，修 订 人 才 培 养 定 位，重 构 课 程 体

系，推动三教改革，提升学前教育专业的教学质量，
确保人才培养与行业需求紧密对接，实现教育链与

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其次是深化产教融合，高职院

校应加强幼儿园、早教机构等企业的合作，建立稳定

的实习实训和就业基地，通过订单班、现代学徒制等

形式，提前锁定就业岗位，减少就业过程中的不确定

性。同时，以挑战杯、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职业规

划大赛为契机，加强对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职业指

导与心理辅导，为学生提供全面的职业规划和就业

指导服务，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就业观念，提高求职

技巧，同时开展就业心理辅导，减轻就业压力，提升

自我价值感和自信心。最后，构建完整反馈与改进

闭环机制，建立毕业生就业跟踪系统，定期收集学前

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后的反馈信息，评估就业质量，
及时调整教学计划和就业指导策略，形成持续改进

的生态循环。基于用人单位的视角，多数用人单位

持有“高等职业教育被认为是高等教育的最低层次”
的异化观念，在 招 聘 过 程 中 常 常 设 置“本 科 以 上 学

历”的门槛要求，该问题在公办园尤其是示范性公办

园显得尤为突出，因此学前教育等相关的用人单位

需要打破高等职业教育的身份歧视，对高等职业教

育重新定位，转换用人观念，由“学历本位”向“能力

本位”发生转变，积极倡导企业文化和价值观中包含

多元化和包容性元素，营造一个尊重差异、鼓励多样

性的职场环境。

４．２　多拳并举，构建完善的心理育人体系

　　鉴于手机成瘾对于个体生理功能、心理功能、社
会功能损害较强的问题，高职院校应持续在心理育

人上下足功夫，根据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心理特点、
行为习惯及专业特性，构建高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

生手机成瘾心理支持体系。第一，高职院校要开设

手机成瘾的专题讲座与工作坊，定期邀请心理学专

家举办关于手机成瘾的认知、预防与干预的讲座和

工作坊，提升学生对手机成瘾这一问题的认识，教授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有效的时间管理技巧，鼓励其设

定每日或每周的学习与生活目标，并规划合理的手

机使用时间，试点实施“数字排毒”计划，比如设立无

手机时段，特别是在学习和睡眠时间内减少或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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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使用。同时，在学前教育专业的课程中嵌入心

理健康教育内容，特别是关于儿童成长环境中电子

产品的合理使用，让学生从教育者的角度理解问题

的严重性。第二，建立完善心理咨询机制，设立专门

的心理咨询室，配备受过专业训练的辅导员或心理

咨询师，为有手机成瘾倾向的学生提供一对一咨询，
开发匿名在线平台，为学生提供一个匿名交流的空

间，让他们能更自在地表达自己的困扰并寻求帮助。
第三，扎实推动第二课程建设，组织丰富课外活动，
增加体育运动、艺术创作、社会实践等多样化的课外

活动，引导学生将注意力从手机转移到现实生活中，
强化学前教育专业技能训练和实践，如组织幼儿教

育模拟活动、社区服务等，让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在专

业实践中找到成就感和价值感。此外，相关研究表

明领悟社会支持可以提高个体的自尊心和自我效能

感，从而缓解压力、焦虑和孤独感等负面情绪，减少

手机成瘾的问题［４９］。基于此，高职院校应鼓励学生

形成自我帮助和同伴支持小组，通过小组讨论、经验

分享等形式，相互监督、鼓励，共同克服手机成瘾的

问题。最终，通过以上综合性的策略，旨在帮助高职

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树立健康的手机使用习惯，规

避手机成瘾问题，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进而更好地

专注于学业和个人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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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学业支持对中小学生学习投入的影响：基本心理

需求的纵向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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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父母学业支持对中小学生学 习 投 入 的 影 响 及 基 本 心 理 需 求 各 维 度 的 纵 向 中 介 作 用。方 法：

采用青少年评价父母教养投入行为问卷、基本心 理 需 求 量 表（ＢＰＮＳ）、学 习 投 入 量 表（ＵＷＥＳ－Ｓ）对４３１名 中 小 学

生在１２个月内进行了３次纵向追踪问卷调查。结果：积差相关分析结果表明，Ｔ１父亲学业支持、Ｔ１母亲学 业 支

持、Ｔ２胜任需求、Ｔ２自主需求、Ｔ２归属需求和Ｔ３学习投入两两之间存在显 著 相 关。直 接 效 应 分 析 结 果 表 明，Ｔ１
父亲学业支持（β＝０．１９，Ｐ＜０．０５）和Ｔ１母亲学业支 持（β＝０．１８，Ｐ＜０．０５）对Ｔ３中 小 学 生 学 习 投 入 的 直 接 预 测 作

用均显著。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Ｔ２胜任需求在Ｔ１母亲学业支持与Ｔ３中小学生学习投入间起到部分中介作

用，效应值为０．０５，９５％置信区间为［０．０１，０．１］；其 余 中 介 路 径 均 不 显 著。结 论：①Ｔ１父 母 双 方 的 学 业 支 持 均 可 以

显著正向预测Ｔ３中小学生学习投入；②基本心理需求各维度在父母学业支持与中小学生学 习 投 入 的 纵 向 关 系 中

扮演着不同角色。具体而言，Ｔ１父亲学业支 持 对Ｔ２基 本 心 理 需 求 各 维 度 的 预 测 均 不 显 著；Ｔ１母 亲 学 业 支 持 对

Ｔ２基本心理需求各维度均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并能通过Ｔ２胜任需求间接对Ｔ３中小学生学习投入产生影响。

【关键词】　父母学业支持；学习投入；基本心理需求；中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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