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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手机依赖对大学生学习投入产生了严重影响,
 

为深入了解手机依赖影响大学生学习投入的机理,
 

引入延迟

满足和社会支持2个变量探究其中介作用.
 

以520名大学生为被试,
 

采用“延迟满足量表”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手机依赖量表”和“学习投入量表”为研究工具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
 

手机依赖、
 

社会支持、
 

延迟满足和大学生学习

投入之间两两显著相关,
 

且手机依赖显著负向预测大学生学习投入;
 

手机依赖并不直接影响学习投入,
 

社会支持和

延迟满足在手机依赖与大学生学习投入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社会支持和延迟满足都单独具有中介作用,
 

同时社

会支持通过作用于延迟满足而产生链式中介作用.
 

研究启示社会支持与延迟满足对学习投入具有直接作用,
 

要降

低手机依赖对学习投入的负面影响,
 

应抑制其对社会支持和延迟满足的破坏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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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bile
 

phone
 

dependency
 

of
 

university
 

students
 

has
 

become
 

an
 

increasingly
 

common
 

campus
 

phenomenon,
 

and
 

has
 

a
 

serious
 

impact
 

on
 

study
 

engagement.
 

Being
 

aimed
 

at
 

deeply
 

understand
 

the
 

mecha-
nism

 

of
 

mobile
 

phone
 

dependency
 

affecting
 

university
 

students
 

study
 

engagement,
 

two
 

variables
 

of
 

“delay
 

of
 

gratification”
 

and
 

“social
 

support”
 

were
 

introduced
 

to
 

explore
 

its
 

intermediary
 

role.
 

520
 

college
 

students
 

were
 

analyzed
 

with
 

delay
 

of
 

gratification
 

scale,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mobile
 

phone
 

dependency
 

scale
 

and
 

study
 

engagement
 

scal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re
 

i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am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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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e
 

phone
 

dependency,
 

social
 

support,
 

delay
 

of
 

gratification
 

and
 

university
 

students
 

study
 

engage-

ment,
 

and
 

mobile
 

phone
 

dependency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predicted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study
 

en-

gagement.
 

(2)
 

mobile
 

phone
 

dependency
 

did
 

not
 

directly
 

affect
 

thestudy
 

engagement,
 

social
 

support
 

and
 

delay
 

of
 

gratification
 

play
 

complete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mobile
 

phone
 

dependency
 

and
 

university
 

students
 

study
 

engagement.
 

Both
 

Social
 

support
 

and
 

delay
 

of
 

gratification
 

canindependently
 

play
 

the
 

inter-
mediary

 

role.
 

At
 

the
 

same
 

time,
 

social
 

support
 

acts
 

as
 

a
 

chain
 

intermediary
 

throughaffecting
 

delay
 

of
 

grati-

fication.
 

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study
 

is
 

that
 

social
 

support
 

and
 

delay
 

of
 

gratification
 

have
 

a
 

direct
 

effect
 

on
 

study
 

engagement.
 

In
 

order
 

to
 

reduc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mobile
 

phone
 

dependency
 

on
 

study
 

engage-

ment,
 

the
 

destructive
 

effects
 

of
 

mobile
 

phone
 

dependency
 

on
 

social
 

support
 

and
 

delay
 

of
 

gratification
 

should
 

be
 

suppre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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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依赖已成为年轻人的重要标志,
 

大学生作为使用手机的主力军,
 

更容易受到手机依赖的影

响[1].
 

过度的手机依赖会对人生理与心理的诸多方面产生负面影响[2],
 

同时还会让学生产生学习倦

怠[3],
 

而学习倦怠会显著负向预测学习投入[4],
 

这就意味着较高的手机依赖会导致学生学习投入显著降

低.
 

因此探究大学生手机依赖对学习投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对矫正大学生手机依赖、
 

促进大学生学

习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已有研究表明,

 

手机依赖对学生课堂与学习行为具有消极影响[5],
 

在手机的使用上大学生更多的是打

电话、
 

拍照、
 

上网而不是学习[6].
 

盛忠光[7]系统探讨了手机依赖对大学生学习投入产生影响的机制,
 

指出

手机依赖通过戒断症状、
 

突显行为、
 

社交抚慰、
 

心境改变4个维度对大学生的学习动机、
 

学习过程、
 

学习结

果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但该研究仅止步于探讨二者间负面影响的直接关系,
 

并未对其间的过程性因素做

进一步挖掘.
 

目前针对手机依赖与学习投入相关的研究虽然不少,
 

但多为研究两者的直接关系,
 

缺乏过程

性因素探索.
 

本研究在探究手机依赖与学习投入之间关系的基础之上,
 

引入社会支持和延迟满足2个中介

变量,
 

对此进行深入研究.
就社会支持与学习投入的关系而言,

 

有研究表明,
 

高社会支持可以缓解学生的孤独感,
 

提升主观幸福

感[8],
 

并通过大学生主观支持感知、
 

客观支持转化和支持利用度影响学习投入[9],
 

大学生的教师、
 

家庭、
 

同伴

支持与大学生学习适应水平呈显著正相关[10].
 

就社会支持与手机依赖的关系而言,
 

当个体的社会支持缺乏时,
 

会选择网络这种媒介满足自身需要[11],
 

从而导致对手机的依赖,
 

但手机依赖越强的大学生会获得越低的社会

支持[12],
 

手机依赖减少了个体间的面对面交流,
 

导致个体产生人际关系问题[13].
 

由于社会支持与手机依赖、
 

学习投入都存在关系,
 

故本研究假设:
 

社会支持在手机依赖与大学生学习投入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作为个体成功适应社会的核心能力之一,

 

延迟满足能力可以有效预测儿童日后的学业表现和社会适

应[14],
 

促进学习者的学习及信息加工[15].
 

有研究发现[16],
 

自控能力低的个体趋于选择及时行乐而拖延学

业,
 

且有研究[17]表明手机依赖能负向预测学生自我效能感、
 

社会适应以及自我控制,
 

因此手机依赖对延迟

满足可能具有负向预测作用.
 

此外亦有研究[18]表明学业延迟满足在手机依赖对学业拖延的影响中起部分

中介作用,
 

故本研究假设:
 

延迟满足在手机依赖与大学生学习投入中起中介作用.
有研究表明,

 

社会支持会通过影响延迟满足作用于学生的学习品质,
 

教师支持作为学生社会支持系统

的重要组成部分[19],
 

对学生坚毅品质具有重要影响[20],
 

而教师支持正是通过延迟满足作用于学生的坚毅

品质[19].
 

延迟满足的冷热框架系统会受社会支持的刺激,
 

表现为高低不同的自我控制能力,
 

进而影响学习

生活.
 

延迟满足的冷热框架系统[20]认为,
 

热系统的激活会削弱控制冲动的能力,
 

而冷系统的激活则会提高

抵御诱惑的能力,
 

且热系统可以通过一定的策略被转化为“冷系统”,
 

从而达到为实现长远目标提高自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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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力的目的.
 

社会支持可以提高个体的自我控制能力[21],
 

当个体的自我控制行为或观念得到周围群体的支

持后会激活“冷系统”,
 

个体自信心得到强化并促使其完成自我控制行为,
 

从而更好地投入到学习生活中.
 

相关实验也表明[22],
 

延迟满足感较低的个体得到了较高的社会支持后,
 

会在实践中与延迟满足感高的人一

样选择延迟满足.
 

故本研究假设:
 

手机依赖通过依次影响社会支持与延迟满足,
 

间接影响大学生学习投入,
 

即社会支持与延迟满足在手机依赖对大学生学习投入的影响中起链式中介作用.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从重点大学、
 

一般大学共抽取600名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
 

线上线下共发放

600份问卷,
 

回收问卷520份,
 

剔除流失被试并进行问卷整理后获得有效问卷472份,
 

有效回收率为

78.67%.
 

其中,
 

男生180人(38.14%),
 

女生292人(61.86%);
 

重点大学277人(58.69%),
 

一般

大学195人(41.31%);
 

大一学生52人(11.02%),
 

大二学生196人(41.53%),
 

大三学生156人

(33.05%),
 

大四学生68人(14.41%).

1.2 研究工具

1.2.1 手机依赖量表

采用熊婕等[23]编制的手机成瘾量表(MPATS),
 

该量表共16道题,
 

包括戒断症状、
 

凸显行为、
 

社交抚

慰、
 

心境改变4个维度.
 

采用5点评分法,
 

1代表“完全不符合”,
 

5代表“完全符合”,
 

得分越高表明个体手

机依赖程度越高.
 

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在本研究中为
 

0.91.
1.2.2 社会支持量表

采用Blumenthal等[24]编制、
 

姜乾金[25]翻译并修编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
 

该量表共12道题,
 

包

括家庭、
 

朋友及社会支持3个部分.
 

采用5点评分法,
 

1代表“完全不符合”,
 

5代表“完全符合”,
 

得分越高

表明个体感受到的社会支持越多.
 

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在本研究中为0.92.
1.2.3 延迟满足量表

采用Ray等[26]编制的延迟满足量表,
 

该量表由冯华萍[27]翻译并修编,
 

该量表共11道题,
 

包括克制、
 

冲动满足2个维度.
 

采用5点评分法,
 

1代表“完全不符合”,
 

5代表“完全符合”,
 

得分越高表明个体延迟满

足能力越强.
 

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在本研究中为0.83.
1.2.4 学习投入量表

采用廖友国[28]编制的大学生学习投入量表.
 

该量表共20道题,
 

包括认知投入、
 

行为投入、
 

情感投

入3个维度.
 

采用5点评分法,
 

1代表“完全不符合”,
 

5代表“完全符合”,
 

得分越高表明个体学习投入越

高.
 

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在本研究中为0.94.
1.3 数据分析

采用SPSS
 

22.0以及Hayes开发的SPSS宏程序PROCESS进行数据的整理与分析.

2 研究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控制与检验

本研究在测试过程中采用不记名方法、
 

一些条目反向计分方式等进行控制,
 

收集数据之后,
 

采用 Har-
man单因子检验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29].

 

结果显示,
 

共有10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
 

并且第一个因

子只解释了26.49%,
 

远小于临界值40%,
 

表明共同方法偏差不会对研究结果造成显著影响.
2.2 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及其相关分析

描述及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表1),
 

手机依赖与延迟满足、
 

学习投入、
 

社会支持均呈显著负相关;
 

延迟满

足与学习投入、
 

社会支持呈显著正相关;
 

社会支持与学习投入呈显著正相关.
 

该分析结果符合中介调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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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检验的条件,
 

适合进一步做中介效应分析.
表1 描述统计、

 

相关分析结果

M S 1 2 3 4

1手机依赖 2.63 0.73 1

2社会支持 3.58 0.63 -0.19*** 1

3延迟满足 3.36 0.43 -0.34*** 0.44*** 1

4学习投入 3.22 0.65 -0.16*** 0.44*** 0.58*** 1

  注:
 

N=472;
 

***:
 

p<0.001.

2.3 社会支持和延迟满足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相关分析结果符合进一步对社会支持和延迟满足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的统计学要求[30].
 

使用

Hayes[31]编制的SPSS宏程序,
 

利用Bootstrapping的方法重复抽样5
 

000次,
 

构建95%的无偏校正置信区

间.
 

使用PROCESS插件中模型6即链式中介模型检验,
 

同时放入2个中介变量的链式作用,
 

控制性别、
 

学

校、
 

年级、
 

专业等人口学信息.
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表1),

 

手机依赖显著负向预测学习投入(β=-0.16,
 

p<0.
 

001);
 

将社会支持

和延迟满足纳入回归方程后,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表2),
 

手机依赖显著负向预测社会支持(β=-0.19,
 

p<

0.
 

001)和延迟满足(β=-0.26,
 

p<0.
 

001);
 

社会支持显著正向预测延迟满足(β=0.37,
 

p<0.
 

001),
 

显

著正向预测学习投入(β=0.23,
 

p<0.
 

001);
 

延迟满足显著正向预测学习投入(β=0.51,
 

p<0.
 

001);
 

此

时手机依赖未能显著预测学习投入(β=0.05,
 

p>0.
 

05).
中介效应量分析结果显示(表3,

 

图1),
 

社会支持和延迟满足在手机依赖与学习投入间起显著的中介作

用,
 

总的标准化中介效应值为-0.21.
 

中介效应具体由3条路径产生的间接效应组成:
 

手机依赖→社会支

持→学习投入的路径形成的间接效应1(效应值-0.
 

04);
 

手机依赖→延迟满足→学习投入的路径形成的间

接效应2(效应值-0.13);
 

手机依赖→社会支持→延迟满足→学习投入的路径形成的间接效应3(效应值

-0.04),
 

3个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分别为16.58%、
 

50.38%和13.80%,
 

且以上间接效应的95%置信

区间均不包含0值,
 

表明3个间接效应均达到显著水平.
 

选择PROCESS插件中模型6的间接效应比较选

项,
 

对不同路径的间接效应进行两两比较,
 

考察是否存在显著的路径差异:
 

比较1表明,
 

间接效应1与间接

效应2差异的Bootstrap95%置信区间不包含0值,
 

表明间接效应1与间接效应2存在显著差异;
 

采用同样

的思路,
 

间接效应1和间接效应3不存在显著差异;
 

间接效应2和间接效应3存在显著差异.
表2 社会支持和延迟满足在手机依赖与学习投入之间的中介模型的回归分析

预测变量
社会支持

β SE t
延迟满足

β SE t
学习投入

β SE t
性别 -0.05 0.10 -0.96 -0.05 0.08 -1.10 -0.01 0.08 -0.28

学校 0.09 0.09 1.94* 0.11 0.08 2.72** -0.06 0.08 -1.48

年级 -0.05 0.05 -1.11 -0.14 0.05 -3.52*** 0.02 0.04 0.58

专业 0.04 0.08 0.91 0.05 0.07 1.21 0.01 0.06 0.17

手机依赖 -0.19 0.05 -4.22*** -0.26 0.05 -6.47*** 0.05 0.04 1.29

社会支持 0.37 0.05 9.24*** 0.23 0.04 5.57***

延迟满足 0.51 0.04 11.78***

R2 0.05 0.29 0.38

F 4.84*** 31.45*** 41.34***

  注:
 

模型中各变量均采用标准化后的变量带入回归方程,
 

所有数值保留3位小数;
 

***:
 

p<0.001;
 

**:
 

p<0.01;
 

*: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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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社会支持、
 

延迟满足的中介作用检验

间接效应值 BootSE BootLLCI BootULCI 相对中介效应/%

总间接效应 -0.21 0.03 -0.28 -0.15 80.81

Ind1:
 

手机依赖→社会支持→学习投入 -0.04 0.02 -0.08 -0.02 16.58

Ind2:
 

手机依赖→延迟满足→学习投入 -0.13 0.02 -0.18 -0.09 50.38

Ind3:
 

手机依赖→社会支持→延迟满足→学习投入 -0.04 0.01 -0.06 -0.02 13.80

Ind1-Ind2 0.09 0.03 0.03 0.15

Ind1-Ind3 -0.01 0.01 -0.04 0.02

Ind2-Ind3 -0.10 0.03 -0.15 -0.04

  注:
 

Boot
 

SE、
 

Boot
 

LLCI和BootULCI分别指通过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估计的间接效应的标准误差、
 

95%置

信区间的下限和上限.

图1 中介效应检验路径图

3 讨 论

3.1 手机依赖与大学生学习投入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显示手机依赖能显著负向预测大学生学习投入,
 

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一致[7].
 

Kahne-

man提出的注意资源理论(注意的能量分配模型)认为,
 

个体的心理资源分配到2个以上任务,
 

会形成对注

意资源的争夺[32].
 

已有研究显示,
 

大学生多将手机用于游戏、
 

网购等与学习无关的活动,
 

因此手机依赖会

阻碍注意资源分配到学习上,
 

但本研究引入社会支持和延迟满足2个中介变量后发现,
 

手机依赖对大学生

学习投入的直接预测作用并不显著,
 

说明手机依赖对学习投入的负向影响并不是根据注意资源竞争的机制

直接起作用,
 

而是通过减少社会支持及减弱延迟满足来间接起作用.
 

这打破了手机依赖会直接影响学生学

习的一般印象,
 

既说明手机依赖对学生学习的影响并没有那么直接和明显,
 

也说明手机依赖对学生学习的

影响机理很复杂.

3.2 社会支持和延迟满足的单独中介作用

从社会支持的单独中介作用来看,
 

高手机依赖会影响个体心理健康,
 

使个体更容易产生孤独感及更高

的焦虑抑郁状态[33],
 

更重要的是沉迷网络疏远现实会影响人际交往,
 

导致领悟社会支持感降低[10].
 

而领悟

社会支持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增益性功能显著[34],
 

有利于缓解孤独感,
 

提升主观幸福感[8],
 

从而提升大学生

学习投入.
 

可见高手机依赖的学生由于社会互动匮乏,
 

人际关系闭塞,
 

很难感受到社会的支持,
 

导致其学

习动力不足,
 

影响学习投入.
从延迟满足的单独中介作用来看,

 

过度使用手机会产生焦虑等负面情绪,
 

出现失眠等不良生理状

况[35],
 

减弱学生的自我控制力,
 

从而降低学生的延迟满足水平.
 

高延迟满足的大学生,
 

会放弃即时满足的

短期利益[15],
 

具备实现既定目标的坚毅品质[19],
 

更擅长制订适宜的学习计划并付诸实践,
 

表现出高度的学

习投入;
 

相反低延迟满足的大学生易被外界诱惑因素干扰,
 

容易为及时享乐而放弃长远目标,
 

具体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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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拖延与学业倦怠等.
社会支持和延迟满足的单独中介效应存在显著差异,

 

即手机依赖对延迟满足的负向预测作用要大于对

社会支持的预测作用,
 

且延迟满足对学习投入的正向预测作用要大于社会支持的预测作用.
 

手机依赖程度

直接影响延迟满足表现为学生自控能力强弱.
 

手机依赖对社会支持的影响则处于个体与环境交互的水平,
 

需通过外界环境产生作用,
 

因此手机依赖与延迟满足的关系更密切.
 

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
 

外因是

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
 

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当学生自控能力更强时,
 

学习投入程度更高.
 

因此延迟满足

(内因)与学习投入的关系比社会支持(外因)更密切.

3.3 社会支持与延迟满足的链式中介作用

本研究结果表明,
 

社会支持可显著正向预测延迟满足,
 

这与研究假设相一致,
 

同时也验证了社会支持

的主效应模型与社会支持缓冲器模型,
 

即社会支持能够通过各种因素促进个体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
 

个体

在无法感知较强烈的社会支持后会逐渐对自己正确的行为与判断产生动摇,
 

即低社会支持非常容易使个体

的自我控制能力发展受到限制,
 

而自我控制能力是延迟满足的关键因素.
 

依据延迟满足的冷热框架系

统[20],
 

较低的自我控制能力难以使个体的冷系统被激活,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个体选择即时满足(手机依赖)

的倾向性会增加,
 

而选择延迟满足(学习投入)的倾向性会降低.
 

从现实情况看,
 

相较于高中生涯,
 

大学生

活往往远离家乡、
 

父母和朋友,
 

且大学老师、
 

学校与大学生的关系相较于高中阶段也更为疏远,
 

因此大学

生的社会支持来源相较更少.
 

此外,
 

大学生由于地区、
 

习惯差异以及群体住宿的影响,
 

矛盾极容易在日常

的宿舍相处中被激发,
 

这使得社会支持的来源减少更严重.
 

因此在社会支持相较于高中阶段大幅降低之

后,
 

大学生的自我控制能力急剧下降,
 

延迟满足能力受挫,
 

最终严重影响大学生的学习投入水平.

4 结 论

1)
 

手机依赖、
 

社会支持、
 

延迟满足和大学生学习投入之间两两显著相关,
 

且手机依赖能显著负向预测

大学生学习投入.

2)
 

手机依赖并不直接影响学习投入,
 

社会支持和延迟满足在手机依赖与大学生学习投入之间起完

全中介作用,
 

社会支持和延迟满足都单独具有中介作用,
 

同时社会支持通过作用于延迟满足而产生链式

中介作用.
本研究的启示是:

 

社会支持与延迟满足对学习投入具有直接作用,
 

要降低手机依赖对学习投入的负面

影响,
 

应抑制其对社会支持和延迟满足的破坏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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