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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大约有 60 亿人在使用手机，使用手机已经

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据推测，到 2026 年这

个规模将增加到 75 亿[1]。使用手机已经成为大众休

闲和娱乐的主要方式。然而，过度使用手机会给人的

心理和行为带来诸多困扰和问题，如焦虑、抑郁、注

意力不集中、自杀意图、人际关系恶化等[2-4]。因此，

研究手机成瘾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现

实意义。

在手机成瘾的影响因素中，压力是最受关注的

因素。有研究发现压力正向预测手机成瘾[5，6]。然

而，这些研究多数聚焦于压力感知或者一般性压力

事件。本研究旨在把压力进一步具体化，即从人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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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本研究旨在探究人际压力与大学新生手机成瘾的关系以及心理安全感和坚韧在其中的作用。方

法：采用大学生人际交往综合诊断量表、心理安全感量表、坚韧问卷和手机依赖问卷对 1828 名大学新生进行调查。

结果：（1）人际压力显著正向预测大学新生手机成瘾；（2）心理安全感在人际压力与手机成瘾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

用;（3）人际压力对心理安全感的预测作用以及人际压力对手机成瘾的预测作用随着坚韧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具体

来说，人际压力对心理安全感的预测系数在高、低坚韧组分别为-0.64、-0.49；人际压力对手机成瘾的预测系数在

高、低坚韧组分别为 0.28、0.18。结论：人际压力不仅直接导致大学新生手机成瘾，而且还通过安全感的中介作用来

实现这一影响。随着个体坚韧水平增加，人际压力对手机成瘾的影响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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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personal stress and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mong college freshmen, and the role of psychological security and toughness in the relationship. Methods: 1828 college 
freshmen were surveyed using the comprehensive diagnostic scale for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the 
psychological security scale, the toughness questionnaire, and the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questionnaire. Results: (1) In‐
terpersonal stres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predicted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mong college freshmen; (2) Psychological secu‐
rity played a partially mediating role in interpersonal stress and mobile phone addiction; (3) Toughness played a moder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personal stress and psychological security, as well as between interpersonal stress and 
mobile phone addiction. Specifically, the simple slopes for the predictive effect of interpersonal stress on psychological secu‐
rity in the high and low toughness groups were -0.64 and -0.49, respectively; the simple slopes for the predictive effect of 
interpersonal stress on mobile phone addiction in the high and low toughness groups were 0.28 and 0.18, respectively. Con⁃
clusion: Interpersonal stress not only directly leads to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mong college freshmen but also exerts this 
influence through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reducing psychological security. As individuals’ toughness levels increase, the im‐
pact of interpersonal stress on mobile phone addiction becomes more promi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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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层面探究其与手机成瘾的关系，以拓展压力与

手机成瘾的研究范围。选择人际压力作为手机成瘾

的预测因素是因为，中国人特别注重人际关系，如果

个体遭遇人际压力，如被人拒绝、忽视、排斥等，人际

亲 密 感 得 不 到 满 足 ，将 带 来 诸 多 心 理 与 行 为 问

题[7，8]。目前，关于人际压力与手机成瘾的关系研究

相对较少，人际压力与手机成瘾之间的机制研究更

为缺乏。本研究旨在以网络成瘾失补偿理论为指

导，结合使用-满足理论和坚韧保护理论，探究需要

（心理安全感）在人际压力与网络成瘾之间的中介作

用，以及人格（坚韧）在其中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选择大学新生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出于

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这一阶段学生手机成瘾

现象尤为突出。大学新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处在

高中与大学的转换期，在这段转换期他们容易遭遇

生活、学业和人际等问题，因此常常通过使用手机来

应对这些问题。尚亚飞和赵锋研究发现，大约有

21.28% 的新生存在手机成瘾现象[9]。其二，大学新

生所面对的人际压力较为突出。大学新生从高中进

入大学后，因各种原因从原来的人际关系中逐渐脱

离出来，转而重新组建新的更为复杂的人际关系[10]，
处理新的人际关系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

分。然而，很多新生因缺乏人际交往技能容易遭遇

人际压力。有研究发现，在影响大学新生心理健康

的压力源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人际压力[11]。
人际压力是指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个体内部或个

体与环境间失调的结果，是个体对人际环境要求的

评估超过其自身能力和资源，或在人际交往中感到

自身需要与价值受到威胁所引发的一种心理紧张状

态，并表现为生理和心理反应[12]。人际关系的好坏

常常被视为个体价值和能力的体现，进而影响个体

的社会适应[13]和幸福感[14]。根据网络成瘾失补偿理

论，当个体在现实生活中遇到障碍，容易转向网络世

界寻求解脱与补偿。这导致两种结果：一是网络满

足了其在现实中缺失的需求，二是过度依赖网络补

偿，进而形成网络成瘾[15]。相关实证研究也支持该

理论假设，如王亚可等人发现大学生压力知觉可以

正向预测手机成瘾，并在一年追踪时间内表现出稳

定性[6]。Chaeyoon 等人通过一年半的追踪发现，青

少年学业压力与手机成瘾存在显著正向关联[16]。基

于前人研究，本研究推断，大学新生人际压力正向预

测手机成瘾。

心理安全感可能在大学新生人际压力与手机成

瘾之间起中介作用。心理安全感是一种寻求稳定的

内在需求，主要表现为对身边的人或事物以及环境

的确定感和可控感[17]。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中，安全感被确认为核心的基本需求之一[18]。这一

需求不仅涵盖了个体对生理安全的诉求，同样植根

于心理层面。根据 Aranzamendez 等人的研究[19]，心

理安全感的构建主要依托两个关键维度：一是个人

对周围环境稳定性和安全性的认知评估，二是自我

效能感，即个体对于自身能否有效应对变化和挑战

的心理判断。事实上, 人类的许多行为都是为了维

护心理安全感[20]。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帮助个体对

人际环境获得安全感知，是获得安全感的重要途

径[21]。大学新生从一个熟悉的人际环境进入新的人

际环境，这使他们不得不重新适应新的人际环境并

重建人际关系。这个适应和重建过程可能会遭遇诸

多不确定性和失控感，容易诱发心理安全感问题。

已有研究证实，高一学生的同学关系和师生关系是

安全感的显著预测变量[22]。这些研究说明，人际压

力会对心理安全感产生不良影响。此外，根据使

用-满足理论的假设[23]，大学新生在遭遇心理安全感

缺失风险时，常常通过使用手机来满足心理安全感

的需要[24]，进而诱发手机成瘾[25]。综上，本研究把心

理安全感作为人际压力影响手机成瘾的中介变量。

随着积极心理学兴起，积极品质在心理与行为

发展中的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并提出

积极品质的保护理论[26]。该理论认为，积极品质作

为一种保护性因素能够有效缓冲风险因素对心理和

行为的消极影响。坚韧是指个体在追求目标过程中

表现出来的长久的兴趣与克服困难和压力的积极人

格特征[27]，包括投入、控制、挑战和坚持[28]。面对各

种风险，坚韧的个体具有较强的洞悉力和自控能力，

相信通过努力能够改变危机和不利条件，更愿意调

整自己去适应环境变化，并做出有效的应对行为，促

进 自 己 提 升[29]。 依 据 坚 韧 与 健 康 关 系 模 型 的 观

点[30]，坚韧对心理和行为的保护作用主要是通过调

节压力的影响，从而保持和改善心理和行为的健

康水平。这也在相应的实证研究中得到验证。如

Marie 等人的研究发现，坚韧可以通过减弱创伤后应

激障碍的消极影响，从而对大学生起到保护作用[31]。
Hee 和 Hyun 等人研究发现，坚韧调节了文化适应压

力对韩国儿童生活满意度的影响[32]。基于前人的研

究，本研究推测，坚韧能缓冲人际压力对大学新生心

理与行为的影响，即坚韧在大学新生人际压力与心

理安全感之间以及人际压力与手机成瘾之间起调节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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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方        法

1.1    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方式，从贵州省贵阳和遵义两地

多所高校招募 2000 名大学新生，剔除回答不完全和

回答结果完全一样的问卷 172 份，剩下有效问卷

1828 份，有效率为 91.4%。被试平均年龄为 19.91 岁

（SD=0.87 岁）。其中，男生 823 人，女生 1005 人；家

庭年收入 1 万以下 468 人，1 万~3 万 628 人，3 万~6 万

398 人，6 万~10 万 223 人，10 万以上 111 人；独生子

女 182 人，非独生子女 1646 人；户籍为农村 1638 人，

城市 190 人。

1.2    工具

1.2.1    人际压力    采用大学生人际交往综合诊断

量表[33]评估人际压力。共 28 个题项，包括交谈、交

友、待人接物和异性交往 4 个因子。选“是”计 1 分，

选“非”计 0 分，分数越高表明人际压力越严重。本

研究中交谈、交友、待人接物和异性交往分量表及总

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 0.73，0.78，0.65，

0.71，0.90。

1.2.2    手机成瘾    采用黄海等人编制的手机依赖

问卷[34]评估手机成瘾。共 17 个题项，包含失控性、

戒断性、逃避性和低效性 4 个维度。采用 5 级计分，

总分越高表明手机成瘾越严重。本研究中失控性、

戒断性、逃避性和低效性分量表及总量表的内部一

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 0.78，0.84，0.65，0.66，0.90。

1.2.3    心理安全感    采用丛中和安莉娟编制的心

理安全感量表[35]评估心理安全感。共 16 个题项，包

括人际安全感和确定控制感两个因子。采用 5 级计

分，总分越高表明心理安全感越强。本研究中人际

安全感、确定控制感分量表及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信度系数为 0.88，0.88，0.93。

1.2.4    坚韧    采用卢国华和梁宝勇编制的坚韧问

卷[36]评估坚韧。共 27 个题项，包含４个分量表，分

别是韧性、控制、投入和挑战。采用４级计分，总分

越高表明人格的坚韧性越强。本研究中韧性、控制、

投入和挑战分量表及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

分别为 0.76，0.83，0.81，0.79，0.94。 
1.3    协变量

本研究将人口学特征作为协变量处理，包括性

别（1=男性，2=女性）、年龄、家庭年收入（1=1 万元以

下，2=1 万~3 万，3=3 万~6 万，4=6 万~10 万，5=10 万

以上）、独生子女（1=独生子女，2=非独生子女）和户

籍（1=农村，2=城市）。

1.4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26.0 进行数据分析，采用 PROCESS 
3.5 的模型 4 检验心理安全感在人际压力和手机成瘾

之间的中介效应，采用模型 8 检验坚韧的调节作用。

2    结        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来评估共同方法偏

差。对所有变量进行未经旋转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结果发现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总共有 16 个。其中，

第一个因子所解释的变异量占总变异量的 19.50%，

这一比例并未超过 40% 的临界标准。基于这一结

果，可以认为本研究中所涉及的变量并未受到严重

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

2.2    各变量的描述性分析与相关分析

如表 1 所示，人际压力与手机成瘾呈显著正相

关，与心理安全感呈显著负相关，心理安全感与手机

成瘾呈显著负相关。

表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n=1828）

注：***P<0.001。

2.3    中介效应检验

首先，采用 Hayes 设计的 SPSS Process 宏中的

Model 4[37]，在考虑性别、年龄、家庭年收入、独生子

女以及户籍等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对心理安全感在

人际压力与手机成瘾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分析。结

果表明，人际压力正向预测手机成瘾（β=0.32, P<
0.001）。当人际压力和心理安全感同时预测手机成

瘾时，人际压力对手机成瘾仍然具有显著的正向预

测作用（β=0.21, P<0.001），心理安全感对手机成瘾具

有负向预测作用（β=-0.18, P<0.001）。具体见表2。

其次，采用偏差校正的 Bootstrap 方法（重复取样

5000 次）估计中介效应的 95% 置信区间。结果发

现，心理安全感的中介效应值为 0.11，95% CI=[0.07,
0.15]，置信区间不包括 0。中介效应占总效应（0.32）
的 34.37%。具体见表 3。

2.4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采 用 Hayes 编 制 的 SPSS Process 宏 中 的 Model 
8[37]，在控制性别、年龄、家庭年收入、独生子女、户籍

的情况下，检验坚韧在人际压力与心理安全感之间

变量

1. 人际压力

2. 手机成瘾

3. 心理安全感

4. 坚韧

M±SD
8.24±6.20

42.58±11.67

52.20±12.40

66.14±12.59

1

  0.33***

-0.61***

-0.21***

2

-0.32***

-0.09***

3

0.3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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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人际压力与手机成瘾之间的调节效应。结果发

现，人际压力和坚韧的乘积项对心理安全感预测作

用显著（β=-0.07，P<0.001），表明坚韧在人际压力与

心理安全感之间的调节效应显著。人际压力和坚韧

的 乘 积 项 对 手 机 成 瘾 预 测 作 用 显 著（β =0.05，P<
0.05），表明坚韧在人际压力与手机成瘾之间的调节

效应也显著。具体见表 4。

为了更好地呈现坚韧在人际压力与心理安全感

之间以及人际压力与手机成瘾之间的调节效应，以

坚韧的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分为高分组和低分组。

在人际压力与心理安全感之间，简单斜率分析发现：

对于坚韧低分组（M-1SD），随着人际压力增加，心理

安全感呈显著下降趋势（βsimple=-0.49，t=-22.12, P
<0.01）；对于坚韧高分组（M+1SD），随着人际压力增

加，心理安全感下降的趋势更为明显（βsimple=-0.64，

t=-23.39, P<0.01）。这表明，坚韧水平越高，人际压

力对心理安全感的影响越大。在人际压力与手机成

瘾之间，简单斜率分析发现：对于坚韧低分组（M-
1SD），随着人际压力增加，手机成瘾呈显著增加趋

势（βsimple=0.18，t=5.62, P<0.01）；对于坚韧高分组

（M+1SD），随着人际压力增加，手机成瘾增加的趋势

更为明显（βsimple=0.28，t=7.13, P<0.01）。这表明，

坚韧水平越高，人际压力对手机成瘾的影响越大。

表2    心理安全感的中介效应检验

注：*P<0.05，***P<0.001。

效应

总效应

直接效应

中介效应

路径

人际压力➝手机成瘾

人际压力➝心理安全感➝手机成瘾

效应值

0.32

0.21

0.11

95% 置信区间

0.27，0.38

0.16，0.27

0.07，0.15

效果量

100.00%

  65.63%

  34.37%

表3    人际压力对手机成瘾的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

回归方程

结果变量

手机成瘾

心理安全感

手机成瘾

预测变量

性别

年龄

家庭年收入

独生子女

户籍

人际压力

性别

年龄

家庭年收入

独生子女

户籍

人际压力

性别

年龄

家庭年收入

独生子女

户籍

人际压力

心理安全感

整体拟合指标

R

0.34

0.61

0.37

R2

0.12

0.37

0.14

F

40.14

182.07

41.60

回归系数的显著性

β
  0.05*

-0.02

-0.05*

  0.01

-0.01

  0.32***

-0.09*

  0.05*

-0.01

-0.02

  0.12

-0.60***

  0.08

-0.02

-0.05*

  0.04

-0.01

  0.21***

-0.18***

t

  2.11

-0.99

-2.34

  0.53

-0.33

14.49

-2.40

  2.46

-0.42

-0.23

  1.84

-32.25  

  1.76

-0.61

-2.43

  0.50

-0.05

  7.67

-6.69

表4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注：*P<0.05，***P<0.001。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人际压力正向预测大学新生手机

成瘾。这一结果支持网络成瘾失补偿理论，即大学

新生在面临人际压力时，常常会借助智能手机，通过

网络来逃避、排解人际压力[38]。大一新生从高中进

入大学后不得不结束或者改变以前的人际关系，而

新的人际关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这种人际关系

的缺失导致他们情感归属得不到满足，进而通过手

机寻求情感归属和认同[39]，以网络交往来代替实际

人际交往，从而导致手机成瘾[40]。虽然前人也研究

了压力与网络成瘾的关系，但是前人研究集中于一

般性压力[41，42]，本研究关注人际压力与手机成瘾的

关系，研究结果是对前人研究的进一步具体化。

本研究还发现，心理安全感在人际压力与手机

成瘾关系中起中介作用。也就是说，人际压力既可

以直接作用于手机成瘾，也可以通过心理安全感的

中介间接作用于手机成瘾。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

回归方程

结果变量

心理安全感

手机成瘾

预测变量

性别

年龄

家庭年收入

独生子女

户籍

人际压力

坚韧

人际压力*坚韧

性别

年龄

家庭年收入

独生子女

户籍

人际压力

心理安全感

坚韧

人际压力*坚韧

整体拟合指标

R

0.66

0.38

R2

0.44

0.14

F

202.20

33.31

回归系数的显著性

β
-0.03

  0.05*

  0.01

  0.02

  0.09

-0.57***

  0.24***

-0.07***

  0.09*

-0.02

-0.05*

  0.03

  0.01

  0.23***

-0.19***

  0.03

  0.05*

t

-0.78

  2.24

  0.08

  0.27

  1.44

-30.74  

13.48

-4.22

  1.96

-0.64

-2.30

  0.42

  0.02

  7.98

-6.54

  1.42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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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其一，人际压力正向预测心理安全感，这与前

人的研究结果相一致[43]。本研究结果说明，人际压

力容易导致大学新生心理安全感下降。根据自我决

定理论，关系需要是人天生就具有的一种基本心理

需要，这种需要得到满足，将产生良好的心理和行为

结果。然而，一旦这些需要受到阻碍就会产生消极

后果[44]，如心理安全感的下降。其二，心理安全感负

向预测手机成瘾，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24]。依

据网络成瘾使用-满足理论，个体使用网络是想借

助网络满足自己的需要，包括低层次的缺失性需要

和高层次的满足性需要。当个体遭遇人际压力所带

来的心理安全感缺失时，会诱发焦虑，而这种焦虑会

推动他们寻求弥补。手机具有强大的搜索功能和便

捷的沟通功能，很大程度上可以补偿性满足大学生

安全感需要[24]。于是，大学新生常常通过使用手机

来满足需要，这种补偿性满足方式不断强化大学新

生使用手机，从而导致手机成瘾。

本研究发现，坚韧在人际压力与心理安全感之

间以及人际压力与手机成瘾之间均起调节作用。具

体来说，相比低坚韧水平个体，高坚韧水平个体遭遇

的人际压力对心理安全感和手机成瘾的影响更大。

相较于低人际压力，在较高人际压力下，坚韧对心理

安全感的保护作用以及对手机成瘾的抵抗能力更

差。 本研究中坚韧的调节模式与董天天等人研究

中核心自我评价的调节模式[45]相似。其研究发现，

在高压下核心自我评价并没有发挥资源保护作用，

而是发挥了破坏性作用, 使得高核心自我评价个体

的工作记忆比低核心自我评价个体更差。类似现象

也见于高斌等人的研究[46]，该研究发现，相比低核心

自我评价，手机成瘾对学习投入的影响在高核心自

我评价时更大。高坚韧水平的个体在面对压力情境

时，倾向于调动高强度的动机来驱动自己解决问

题。然而，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这种高强度的动机

并非总是有效。相反，它可能使个体在面对压力时

更容易受挫，进而倾向于借助手机等外部媒介作为

逃避现实压力的手段。这种逃避行为不仅无法有效

缓解压力，反而可能加剧个体的手机成瘾倾向，形成

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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