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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及认知倾向对医学生智能手机成瘾的影响研究

解飞1,宋丽萍2

摘要:目的
 

探讨医学生智能手机成瘾倾向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手机成瘾指数量表(MPAI)、认知倾向问卷(CAOT)、抑郁自

评量表(SDS)、焦虑自评量表(SAS)对493名医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医学生智能手机成瘾率为66.32%,手机成瘾指数量表

得分为43.05±10.10。医学生悲观倾向、焦虑、抑郁与手机成瘾倾向呈正相关(P<0.05,P<0.01);乐观倾向与手机成瘾呈负相

关(P<0.01)。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最近1周没有考试及抑郁是手机成瘾的危险因素(OR=1.782,1.096;均P<0.05)。结

论
 

医学生智能手机成瘾率较高,应定期评估学生的心理状态,针对有负性情绪的学生,通过各种有益活动方式调节与释放情绪、
合理表达自身情感,可提升医学生对智能手机的使用自律性,使医学生合理使用智能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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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levels
 

of
 

smartphone
 

addiction
 

among
 

medical
 

students
 

and
 

to
 

identify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Methods

 

A
 

total
 

of
 

493
 

medical
 

students
 

from
 

a
 

university
 

in
 

Shanxi
 

Province
 

were
 

investigated
 

with
 

the
 

Mobile
 

Phone
 

Addiction
 

Index
 

(MPAI),
 

Cognitive
 

Appraisal
 

Orientation
 

Test
 

(CAOT),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
 

and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Results
 

The
 

rate
 

of
 

smartphone
 

addiction
 

in
 

medical
 

students
 

was
 

66.32%,
 

and
 

the
 

score
 

of
 

mobile
 

phone
 

addiction
 

was
 

(43.05±10.10).Smartphone
 

addiction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essimism,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optimism
 

(P<0.05,P<0.01).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no
 

examinations
 

in
 

the
 

last
 

week
 

(OR=1.782),
 

and
 

depression
 

(OR=1.096)
 

contributed
 

to
 

smartphone
 

addiction
 

(P<0.05
 

for
 

both).Conclusion
 

The
 

rate
 

of
 

smartphone
 

addic-
tion

 

in
 

medical
 

students
 

is
 

high.
 

The
 

mental
 

states
 

of
 

medical
 

students
 

need
 

regular
 

assessment.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help
 

medical
 

students
 

to
 

adjust
 

and
 

release
 

their
 

emotions,
 

and
 

agreeably
 

express
 

their
 

feelings,
 

which
 

could
 

improve
 

their
 

self-disci-
pline,

 

and
 

make
 

them
 

use
 

smart
 

phones
 

reasonably
 

and
 

wis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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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29
岁之间网民占比最高,青年是使用手机主要人群[1]。
手机已然成为人们饮食、衣着、出行的必备品,它给我

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或危害,
且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手机成瘾(Mobile

 

Phone
 

Addition)[2]。有精神病学家将手机成瘾视为21世纪

最主要的非药物成瘾类型之一[3]。医学生作为医疗

团队未来栋梁,智能手机成瘾不仅影响着医学生的心

理健康,也影响着未来医疗团队的质量[4]。有研究表

明,医疗环境中使用手机会分散医护人员注意力,还
可能导致不良事件,威胁患者安全[5],此外手机成瘾

对医学生的沟通技巧也会产生负面影响[6]。医学生

相对其他专业的大学生总体心理健康状况差,是一个

易受伤害的群体,其负性情绪发生率较高,包括焦虑

和抑郁[7-10]。为探讨情绪及认知倾向对医学生智能

手机成瘾的影响,本研究对医学生进行调查,方法与

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采取便利抽样法,抽取山西医科

大学就读的医学生为研究对象,共获取有效对象493
人,男64人,女429人;年龄18~24岁,平均22.0
岁。生源地:城市205人,农村288人。专业:康复专

业40人,临床专业25人,护理专业428人。100%的

医学生拥有智能手机,90.7%医学生睡觉前手机,
68.2%

 

24
 

h开机;10.5%主要用智能手机在学习方

面,54.2%主要用于娱乐,35.3%主要用于社交;平均

每天使用智能手机的时间4~6
 

h。
1.2 方法

1.2.1 测量工具 ①一般资料问卷:自编一般资料

问卷,主要内容包括性别、居住地、家庭构成、最近1
周是否失恋、最近1周是否有考试、每天平均玩手机

时间、上课是否玩手机、是否24
 

h开机、平常手机的

主要用途。②手机成瘾指数(The
 

Mobile
 

Phone
 

Ad-
diction

 

Index,MPAI):由香港Leung[11]编制,适用于

14~28岁人群,共17个条目。量表分4个维度:失控

性(玩智能手机占用了使用者的大量时间,而使用者

不能有效的自控与自律)、戒断性(使用者无法正常使

用手机时出现失落、挫败等情绪反应)、逃避性(利用

智能手机逃避孤独、焦虑等现实问题)和低效性(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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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使用智能手机,从而影响到日常生活学习的效率),
采用5点计分法,1=从不、2=偶尔、3=有时、4=经

常、5=总是,总分范围17~85分,得分越高,表明手

机成瘾倾向越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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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量表实测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59。③认知

倾向 问 卷 (Cognitive
 

Appraisal
 

Orientation
 

Test,
CAOT),共10个条目,分悲观(个体倾向消极、负面

地评价事情发展的趋势和后果,3个条目)和乐观(个
体倾向积极、正面地评价事情发展的趋势和后果,4
个条目)2个因子,其余3个条目未能归入任意一个

因子。各条目采用0~4分5级评分法,得分越高表

示认知倾向越积极[12]。在本研究该问卷实测的α系

数为0.692。④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包含20项,每项评分为1~4分,总评分

越高,表示抑郁症状越严重[13]。⑤焦虑自评量表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包含20项,每项

评分为1~4分,总评分越高,表示焦虑症状越严

重[13]。
1.2.2 调查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于2018年5
月以问卷星的方式于课间发放问卷。采用统一的指

导语,告知学生调查目的、意义。获得学生同意并发

放匿名问卷,要求其按照自身真实情况认真填写,并
当场回收。共发放607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493份
(81.2%),排除可疑问卷65份,填写信息不完整49
份,最终有效问卷为493份。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0.0软件,进行描

述性分析、χ2 检验、Logistic回归分析,检验水准α=
0.05。
2 结果

2.1 医学生手机成瘾、认知、倾向、焦虑、抑郁得分 
医学生手机成瘾总得分17~79(43.05±10.10)分,
戒断性 4~20(9.40±3.72)分,失 控 性 7~32
(16.24±4.53)分,低效性3~15(8.40±2.41)分,逃
避性3~15(9.01±2.64)分。认知倾向(24.88±
3.41)分,乐 观 倾 向(11.22±2.39)分,悲 观 倾 向
(5.02±1.86)分,焦 虑 (42.38±8.54)分,抑 郁
(45.69±9.07)分。按手机成瘾得分将493名医学生

分为手机成瘾组327人(66.32%),未成瘾组166人
(33.67%)。以医学生人口学特征为自变量,以手机

成瘾与否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见表1。

表1 不同特征的医学生手机成瘾率比较 人

组别 人数
性别

男 女

居住地

城市 农村

家庭结构

核心家庭 主干家庭 单亲家庭 联合家庭

最近1周失恋

否 是

最近1周考试

否 是

总数 493 64 429 205 288 345 107 28 13 486 7 303 190
手机成瘾组 327 39 288 153 174 227 71 21 8 322 5 233 94
未成瘾组 166 25 141 52 114 118 36 7 5 164 2 70 96
χ2 0.957      10.839 1.120        0.000     39.323
P >0.05      <0.01 >0.05        >0.05     <0.01

2.2 智能手机成瘾与认知倾向、焦虑、抑郁之间的相

关性 见表2。
表2 智能手机成瘾与认知倾向、焦虑、

抑郁的相关性(n=493)

MPAI总分 戒断性 失控性 低效性 逃避性

MPAI总分 1.000
戒断性 0.800** 1.000
失控性 0.818** 0.478** 1.000
低效性 0.692** 0.330** 0.521** 1.000
逃避性 0.662** 0.526** 0.261** 0.374** 1.000
乐观倾向 -0.261** -0.209** -0.277** -0.195** -0.136**

悲观倾向 0.110* 0.018 0.177** 0.095 0.006
焦虑 0.093 0.063 0.128** 0.024 0.026
抑郁 0.411** 0.317** 0.390** 0.276** 0.205**

  注:*P<0.05,**P<0.01。

2.3 医学生智能手机成瘾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
析 以是否有智能手机成瘾(是=1,否=0)为因变
量,居住地(城市=1,农村=2)、最近1周是否考试
(是=1,否=2)、认知倾向(原值输入)、焦虑(原值输

入)、抑郁(原值输入)得分为自变量,建立多因素非条
件Logistic回归模型,自变量以最高赋值为对照。
Hosmer和Lemeshow的检验P=0.268(P>0.05)
显示该模型拟合优度较好。结果显示最近1周没有

考试与抑郁是智能手机成瘾的危险因素,见表3。

表3 影响医学生智能手机成瘾的Logistic回归分析

变量 β SE Waldχ2 P OR 95%CI
常量 -3.681 1.759 4.380 0.036 0.025 -
考试 0.578 0.217 7.114 0.008 1.782 1.166~2.724
抑郁 0.092 0.016 32.250 0.000 1.096 1.062~1.131

  注:考试以是为对照。

3 讨论

3.1 医学生手机成瘾现状 本研究结果显示,医学
生每 天 玩 智 能 手 机 的 时 间 4~6

 

h,成 瘾 率 为

66.33%。有研究应用相同的测量量表对医学生进行
手机成瘾率检测,杜江红等[14]的研究表明手机成瘾
检出 率 为 16.57%,周 少 钦 等[15]研 究 检 出 率 为

14.1%,刘一如等[16]研究的检出率为52%。本研究
检出率较高,可能与本研究样本选取的群体有关。研
究结果显示来自农村的医学生比城市的医学生成瘾
率高,这可能与城市孩子的自我效能较高,人际交往
能力强,与现实环境接触能力较农村学生更得心应
手;现代化科技更新速度及新鲜事物信息传递时效性
城市更快,更全面,对城市学生的诱惑性较少。而农
村学生对现代化科技与周围事物的好奇心更重,以至
于智能手机在不经意间侵占了医学生的时间与精力。
但居住地未进入回归方程,此因素的作用需进一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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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验证。
3.2 智能手机成瘾与认知倾向,焦虑、抑郁的相关性

分析 表2显示,智能手机成瘾与悲观倾向,焦虑、抑
郁呈正相关,与乐观倾向呈负相关(P<0.05,P<
0.01)。这表明医学生认知越倾向乐观、积极方面时,
智能手机成瘾倾向就越小。而悲观倾向,焦虑、抑郁

的得分越高,越有可能造成手机成瘾倾向。原因可能

为医学生群体特殊,业余生活单调枯燥,当其出现悲

观认知与不良情绪时,能够合理宣泄及释放能量的途

径少,智能手机娱乐社交等软件丰富多样,为医学生

营造了便捷的休闲时光,无意中增加了使用智能手机

的时间。但智能手机成瘾与悲观倾向、焦虑间的相关

系数较小,进行专业统计学探讨的意义不大,需要在

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进行考证与分析。智能手机成

瘾的失控性与认知倾向、焦虑、抑郁都具有相关性,即
医学生处于焦虑、抑郁状态或认知趋向悲观时,容易

从智能手机寻找安慰,花费大量的时间在智能手机

上,而不能自我控制,从而形成智能手机成瘾的倾向

就越大。
3.3 手机成瘾的多因素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考
试是智能手机成瘾的危险因素(OR=1.782,P<
0.01)。不考试的医学生比要进行考试的医学生更加

倾向智能手机成瘾,其原因主要为没有考试的压力,
医学生倾向于使用智能手机进行社交、游戏、娱乐等

活动,而减少了学习看书的时间。抑郁情绪亦是智能

手机成瘾的危险因素(OR=1.096,P<0.01)。研究

调查表明,55.9%大学生对于认知、行为、情绪紊乱,
失调等缺乏了解[17]。其中医学生的应对方式表现为

不成熟的应对方面,影响着医学生的心理健康[18-19]。
当医学生处于抑郁情绪中时,他们不能很好地应对,
从而导致医学生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在智能手机上,
通过娱乐(游戏、抖音等软件)、社交等方式处理自己

的问题,逃避现实情境在手机中寻找安逸感。
智能手机成瘾倾向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不论

是智能手机成瘾倾向导致的心理问题,还是心理问题

不能有效解决而造成的手机成瘾倾向,我们都应该加

强关注医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者与家庭应该共同

承担起对医学生影响与干预作用。一方面,定期评估

学生的心理状态,针对有负性情绪的学生,引导其学

会觉察情绪,并通过各种有益活动方式调节与释放情

绪、合理表达自身情感,逐步增强大学生心理健康。
另一方面对于智能手机成瘾者,帮助他们合理使用手

机,使他们对待智能手机更加自律与自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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