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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大学生人格特质及其对手机成瘾倾向的影响，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参考。 方法 在吉林某
大学内，以班级为单位，采取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 586 名大学生，采用艾森克人格问卷（EPQ）和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
（CSMPATS）进行评定。 结果 ①大学生 EPQ中内外向维度（E）评分为（12.63 ±4.10）分，属于倾向外向型；神经质维度（N）、精
神质维度（P）评分分别为（12.96 ±5.00）分、（6.04 ±3.12）分，均为中间型；②大学生人格 N维度（ t＝-2.42、2.02，P均＜0.05）、
P维度（ t＝6.10、 -3.98，P均＜0.01）在性别和专业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③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率为 34.13％，年级分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11.68，P ＜0.01）；④大学生人格 N 维度（β＝0.24，t ＝5.83，P ＜0.01）、P 维度（β＝0.19，t ＝4.53，
P＜0.01）均能正向预测手机成瘾倾向，并能解释后者变异的 12％。 结论 大学生人格特质总体良好，手机成瘾倾向率处于中
等以下水平，N、P维度对手机成瘾倾向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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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ollege students＇personality traits and its effects on their mobile phone addiction ，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college students＇mental health education.Methods Using a cluster random sampling to recruit participants from
each class， in final 586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obtained.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 （EPQ） and College Students＇Mobile
Phone Addiction Tendency Scale（CSMPATS）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personality traits and addiction levels.Results ① College
students＇personality traits tended to be extroverted （12.63 ±4.10） on Extraversion -Introversion， Neuroticism （12.96 ±5.00） and
Psychoticism （6.04 ±3.12）， which all belonged to intermediate type.②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gender and professional on Neuroticism （t＝-2.42， 2.02， P＜0.05） and Psychoticism （ t＝6.10， -3.98， P＜0.01）.③ Mobile
phone addiction tendency was 34.13％， and distribution difference in grade was significant （χ2 ＝11.68， P＜0.01）.④ Neuroticism
（β＝0.24， t ＝5.83， P ＜0.01） and Psychoticism （Beta ＝0.19， t ＝4.53， P ＜0.01） could positively predict phone addiction
tendency， which could explain 12％ of the variation.Conclusion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personality traits is
good.The mobile phone addi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tends to below the normal level .Neuroticism and Psychoticism have both
significant impacts on mobile phone addiction tend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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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大学生这一特殊
群体的人格特质。 有研究显示，“90 后”与“80 后”
大学生在人格特质上存在较大差异

[1] ，且在性别、
专业、年级、生源地、是否为独生子女等方面有一定
差异

[2] 。 随着智能手机与网络的普及，手机成瘾逐
渐普遍，并引起社会的关注。 Leung[3]

调查了 11 ～
17岁的香港中学生手机依赖情况，结果显示 3.41％

的中学生表现出严重依赖，其中女生比男生更依赖。
Griffiths等[4 -5]

将手机成瘾定义为一种个体与手机

相互作用的行为成瘾。 Soror等[6]
采用双系统理论

来解释这一现象，他们认为人类行为受制于自动与
控制两大系统，一般来说，两大系统处于和谐状态，
一旦它们发生冲突，则会对人类行为产生不利影响。
手机成瘾就是手机使用过程中这两大系统发生冲突

时导致的结果。 Bianchi 等[7]
认为，手机成瘾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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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问题性手机使用”的现象，即由于对手机的过
度使用而产生依赖，伴随着这种依赖，个体出现的强
烈心理体验和某些行为的不适

[8] 。
有研究显示，大学生的人格特质与网络成瘾的

关系密切，如精神质、神经质对网络成瘾倾向均有显
著的预测作用

[9] ；孤独、抑郁、内向的大学生更容易
产生网络成瘾

[10] 。 手机成瘾主要出现在 21 世纪手
机普及之后，关于大学生人格特质与手机成瘾之间
关系的研究尚不多见。 目前，高校大学生群体手机
使用行为存在普遍性，且手机成瘾倾向具有不易察
觉和隐蔽性的特征，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和学习效
果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本研究通过探讨大学生人格
特质的现状及其对手机成瘾倾向的影响，以期为大
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于2017年3月以吉林某大学的班级为基本单位，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在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
共发放问卷650份，回收 621份，回收率为 95.54％；其
中有效问卷586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90.15％。 被试
年龄18 ～25岁，平均（20.62 ±1.51）岁。 其中男生 188
人（32.08％），女生 398 人（67.92％）；大一 209 人
（35.66％），大二 194 人 （ 33.11％），大 三 148 人
（25.26％）， 大 四 35 人 （ 5.97％）； 文 科 232 人
（39.59％），理科 354 人（60.41％）；独生子女 372 人
（63.48％），非独生子女214人（36.52％）。

1.2 研究工具

1.2.1 艾森克人格问卷（Eysenck Personality Ques-
tionnaire，EPQ）

采用陈仲庚等
[11]
修订的 EPQ 调查大学生人格

特质，EPQ包含 E、N、P、L 四个维度，共 85 个题项。
所有题项均以“是”或“否”作答，分别计 1 分和 0
分。 内外向性（Extraversion，E）共 21 题，高于 15 分
为性格外向，低于 8 分为性格内向。 神经质（Neu-
roticism，N）共 24题，高于 14 分为情绪不稳定，低于
9分为情绪稳定；精神质（Psychoticism，P）共 20 题，
高于 8 分可能孤独、冷漠、与人难以相处；掩饰性
（Lie，L）共 20 题，测定受测者的掩饰情况，高于 18
分可能有掩饰倾向，测验结果失真。 EPQ 具有较高
的信效度，其所测结果得到了多项研究的印证。

1.2.2 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College Students＇
Mobile Phone Addiction Tendency Scale ，
CSMPATS）

采用熊婕等
[12]
编制的 CSMPATS调查大学生手

机成瘾倾向。 该量表包括 4个维度：戒断症状、突显
行为、社交抚慰和心境改变，共 16 个题项，采用李科
特五点计分法，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计
1 ～5分。 各维度评分采用均分，即该维度分之和除
以题项数，各维度评分与总评分均以≥3 分（理论均
值）为手机成瘾倾向率判断标准；评分越高，表明手
机成瘾倾向越严重，反之则越轻，3 分表示中等水
平。 总量表 Cronbach’s α＝0.83，各分量表分别为
0.80、0.64、0.68、0.55；总量表的重测信度为 0.91，
各分量表分别为 0.85、0.75、0.76、0.79。 从结构效
度看，各维度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 r＝0.24 ～0.61
（P ＜0.05），各维度与总评分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
r＝0.55 ～0.89（P＜0.05）。 综合各种信效度的指标，
该量表达到测量学标准，可作为测量工具使用。

1.3 调查方法

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
施测。 测试前，由主试宣读统一指导语和注意事项，
采用匿名调查，鼓励被试真实作答。 问卷填答完毕
后，主试当场回收问卷。 整个施测耗时约 35 min。
1.4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20.0进行统计分析。 大学生 EPQ各
维度评分与 CSMPATS各维度及总评分采用描述性
统计；在性别、专业上的差异比较上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率在年级上的差异比
较采用 χ2 检验； 大学生 EPQ 各维度评分与
CSMPATS总评分之间的因果关系采用多元线性回
归分析。 检验水准α＝0.05。

2 结  果

2.1 大学生 EPQ评分
  大学生 L 维度评分为（11.18 ±3.32）分，低于
高分标准 18分。 E、N、P 维度评分分别为（12.63 ±
4.10）分、（12.96 ±5.00）分、（6.04 ±3.12）分，均位
于低分与高分的标准之间。 两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
显示，大学生人格的 N、P维度评分在性别和专业上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 或 0.01），E 维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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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在 性 别 和 专 业 上 差 异 均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P均＞0.05）。 F检验结果显示，N维度评分在不同
年级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E、P维度评分
在不同年级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

事后比较（LSD）显示，大一年级 N维度评分均高于
大三和大四年级（P均＜0.05）。 此外，大学生 EPQ
各维度评分在是否独生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 见表 1。

表 1 大学生 EPQ 评分（ x— ±s，分）

组  别
EPQ 评分

E 维度 N 维度 P维度 L维度
性别 男生（n ＝188） 12 h.90 ±4.11 12 照.23 ±4.96 7 -.23 ±3.27 10 �.93 ±3.05

女生（n ＝398） 12 h.52 ±4.09 13 照.31 ±4.98 5 -.49 ±2.89 11 �.30 ±3.43

专业 文科（n ＝232） 12 h.50 ±4.27 13 照.57 ±5.22 5 -.40 ±3.02 11 �.19 ±3.62

理科（n ＝354） 12 h.73 ±3.99 12 照.63 ±4.82 6 -.45 ±3.11 11 �.17 ±3.11

年级 大一（n ＝209） 12 h.57 ±3.94 13 照.57 ±4.73 6 -.17 ±3.10 11 �.42 ±3.30

大二（n ＝194） 12 h.77 ±4.07 13 照.04 ±5.20 6 -.29 ±3.19 10 �.84 ±3.30

大三（n ＝148） 13 h.11 ±4.58 12 照.40 ±5.03 5 -.80 ±3.11 11 �.13 ±3.17

大四（n ＝35） 13 h.11 ±4.58 11 照.37 ±4.88 4 -.91 ±2.65 11 �.83 ±3.98

t1 乔1 挝.05 -2 c.42 6 Ζ.10 -1 <.29

P1 照0 挝.293 0 c.016 ＜0 Ζ.01 0 <.197

t2 乔-0 挝.66 2 c.02 -3 Ζ.98 0 <.08

P2 照0 挝.509 0 c.049 ＜0 Ζ.01 0 <.936

F 0 挝.35 2 c.86 2 Ζ.35 1 <.48

P3 0 挝.789 0 c.036 0 Ζ.071 0 <.218

注：EPQ，艾森克人格问卷；E，内外向性；N，神经质；P，精神质；L，掩饰性；t1 、P1 ，性别差异比较；t2 、P2 ，专业差异比较；F、P3 年级差异比较

2.2 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情况

586名大学生 CSMPATS 总评分为（2.60 ±0.71）
分，低于理论均值 3 分，处于中等以下水平。 按≥3
分的标准， 有手机成瘾倾向人数为 200 人
（34.13％）。 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率在年级上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χ2 ＝11.68，P ＜0.01），手机成瘾倾
向率从高到低依次为：大二 （ 43.30％）、大一
（31.58％）、大三（27.70％）、大四（25.71％）。 手机
成瘾倾向率在性别、专业、是否为独生子女上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 见表 2。

表 2 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人口学变量 评分≥3 分（n） 手机成瘾倾向率（％） χ2 祆P

性别 男生（n ＝188） 73  38 N.83

女生（n ＝398） 127  31 N.91
2 Ζ.72 0 �.099

年级 大一（n ＝209） 66  31 N.58

大二（n ＝194） 84  43 N.30

大三（n ＝148） 41  27 N.70

大四（n ＝35） 9  25 N.71

11 汉.68 ＜0 <.01

专业
文科（n ＝232） 85  36 N.64

理科（n ＝354） 115  32 N.49
1 拻.075 0 �.327

是否为独生子女 独生（n ＝372） 127 234 N.14

非独生（n ＝214） 73 234 N.11
0 Ζ.00 0 �.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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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大学生 CSMPATS 评分（ x— ±s，分）

变  量 评  分 评分≥3 分[n（％）]

戒断症状 2 垐.85 ±0.78 289（49 >.32％）

突显行为 2 垐.42 ±0.77 157（26 >.79％）

社交抚慰 2 垐.49 ±0.85 194（33 >.11％）

心境改变 2 垐.53 ±0.83 228（38 >.91％）

CSMPATS总评分 2 垐.60 ±0.71 200（34 >.13％）

注：n ＝586；CSMPATS，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

2.3 大学生 EPQ与 CSMPATS评分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散点图显示，EPQ中 E、P、Q维度评分与

CSMPATS总评分均无线性相关。 见图1、图2、图3。

图 1 E 维度评分与 CSMPATS总评分的相关分析散点图

图 2 N维度评分与 CSMPATS 总评分的相关分析散点图

图 3 P维度评分与 CSMPATS总评分的相关分析散点图

2.3 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对人格的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考察大学生人格特质与手机成瘾倾向

之间的关系，以大学生 EPQ 各维度评分为预测变
量，以 CSMPATS 总评分为因变量，采用全部进入
法，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大学生人格
的 N、 P 维度均能正向预测手机成瘾倾向
（P均＜0.01），两者可以解释 12％的手机成瘾倾
向。 见表 4。

表 4 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对人格的回归分析

预测变量 β Beta t R R2 :F

N维度 0 \.03 0 �.24 5 摀.83 a

P 维度 0 \.04 0 �.19 4 摀.53 a
0 热.34 0 祆.12 35  .92 a

注：aP ＜0.01

3 讨  论

本研究显示，大学生人格 L 维度评分低于高分
标准，表明本次测验结果真实有效；E、N、P 各维度
评分均位于低分与高分的标准之间。 从转化的常模
T分来看，大学生人格在 E维度上属于倾向外向型，
在 N、P维度上都属于中间型，人格特质整体发展良
好，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一致[13] 。 另外，N、P 维度
的性别与专业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就总体而言，大
学生乐观、自信、活泼，人际关系较好，在情绪上会有
波动，一般都能控制在理智的范围之内。 可能受传
统文化因素的影响以及男女个性心理上的差异，大
学生人格在 N、P维度上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专业
上的差异可能与文理科大学生的学习方式、思维习
惯不同有关。 有研究表明，文科生好奇心更强，情感
体验更为深刻；理科生更为严谨、负责、责任心
强

[14] 。 本研究还显示，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处于中
等以下的水平，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大学生具有手机
成瘾倾向，这可能与大学生的学习、就业及其他的心
理压力有关；手机成瘾倾向率在年级上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大二最为严重，这与李苑文[15]

的研究结果

一致。
本研究中，大学生人格 N、P维度均能正向预测

手机成瘾倾向。 这表明情绪不稳定、忧郁、害羞、冷
淡、固执、喜欢独处的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更严重；
而好交际、活泼、主动、自信、无忧无虑的大学生手机
成瘾倾向则较轻。 精神质的个体一般孤独，喜欢独
处，不关心他人，难以适应外部环境[16] ，同时还嗜好
新奇与不寻常的事物，为追求新异会完全忽视危险
的存在

[17] 。 本研究结果也印证了以往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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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Wilt等[18 -19]
研究显示，人格特质对个体的情感、

行为、认知和愿望等有重要影响。 还有研究表明，人
格特质与网络游戏成瘾之间存在选择性亲和

[20] 。
与之类似，大学生的人格特质与手机成瘾倾向之间
可能也存在某种选择性亲和。 从一定意义上说，某
些人格特质可能是手机成瘾倾向的根本动力，正是
这些人格特质导致了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的发生；
同时，手机成瘾倾向的发展及程度的加深又强化了
这些人格特质的发展，N、P 特质可能就属于这些人
格特质的一部分。 本研究结果并未显示大学生人格
的 E维度能预测手机成瘾倾向，可能是外倾性与手
机成瘾倾向的关系不大。 考虑到人格的整体维度，
网络成瘾与内外向性之间的联系就消失了，它更受
情绪稳定性的影响

[21] 。
本研究只从 E、N、P 三个维度考察了大学生人

格特质与手机成瘾倾向的关系，存在一定程度的局
限性。 将来研究可尝试采用其他人格量表考察二者
之间关系，以便与本研究结果比较或相互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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