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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心理虐待与忽视和手机成瘾的关系：
自尊与人际疏离感的作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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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　手机成瘾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心理虐待与忽视是手机成瘾的重要预测因素，但关于其对手机成瘾影

响的研究较有限。目的　探讨心理虐待与忽视对手机成瘾的影响，并考查自尊与人际疏离感在两者之间的作用路径，为预防

和改善初中生手机成瘾提供参考。方法　于2022年5月，采用整群抽样，从海南省某县2所学校抽取800名初中生。采用心理

虐待与忽视量表（CPANS）、手机依赖指数量表（MPAI）、Rosenberg自尊量表（SES）以及青少年疏离感问卷中的人际疏离感分量

表进行评定。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考查 CPANS 评分、SES 评分、人际疏离感分量表评分、MPAI 评分之间的相关性，使用

Process 3. 5宏程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初中生CPANS评分与 SES评分呈负相关（r=-0. 278，P<0. 01），与人际疏离感分

量表评分和MPAI评分均呈正相关（r=0. 471、0. 372，P均<0. 01），SES评分与人际疏离感分量表评分和MPAI评分均呈负相关

（r=-0. 438、-0196，P均<0. 01），人际疏离感分量表评分与MPAI评分呈正相关（r=0. 392，P<0. 01）。人际疏离感是心理虐待与

忽视和手机成瘾之间的作用路径，效应值为 0. 104；自尊和人际疏离感是心理虐待与忽视和手机成瘾之间的链式作用路径，效

应值为 0. 026，效应量为 6. 99%。结论　心理虐待与忽视不仅可以直接预测初中生手机成瘾，也可以通过人际疏离感的独立

作用路径以及自尊与人际疏离感的链式作用路径影响手机成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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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Mobile phone addiction has attracted widespread attention in society， and psychological abuse and 
neglect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predicting mobile phone addiction， whereas limited research has been done to evaluate its impact on 
mobile phone addiction.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of psychological abuse and neglect with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nd to 
test the pathway of self-esteem and interpersonal alienation，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preventing and curbing mobile phone 
addiction i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Methods　In May 2022， a cluster sampling was utilized to select 800 students in two middle 
schools in a county of Hainan Province， and all students were assessed using Child Psychological Abuse and Neglect Scale 
（CPANS）， Mobile Phone Addiction Index （MPAI）， Rosenberg Self-esteem Scale （SES） and Interpersonal Alienation Scale of 
Adolescent StudentsAlienation Scale.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adopted to determine the correlation among the above-
mentioned scales， and Process Macro 3. 5 for SPSS was used to test the mediation effect. Results　CPANS score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S score （r=-0. 278， P<0. 01），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Interpersonal Alienation Scale score and MPAI score 
（r=0. 471， 0. 372， P<0. 01）.  SES score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Interpersonal Alienation Scale score and MPAI score （r=-0. 438， 
-0. 196， P<0. 01）.  Interpersonal Alienation Scale scor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MPAI score （r=0. 392， P<0. 01）.  
Interpersonal alienation （indirect effect value was 0. 104） played a mediation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abuse and 
neglect and mobile phone addiction.  Self-esteem and interpersonal alienation exhibited a chained mediation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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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psychological abuse and neglect and mobile phone addiction （indirect effect value was 0. 026）， accounting for 6. 99% of the 
total effect. Conclusion　 Psychological abuse and neglect can not only directly predict mobile phone addiction， but also can 
indirectly affect mobile phone addiction through separate mediation of interpersonal alienation or chained mediation of self-esteem and 
interpersonal alienation.  ［Funded by High-level Talent Project of Hainan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number， 721RC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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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2 年 12 月，使用手机上网的网民比例高达

99. 8%［1］。随着使用手机上网的人数不断增加，手

机成瘾已经成为一个普遍关注的话题。过度使用

手机会引发视力衰退、失眠、学习成绩下降、负性情

绪等诸多问题，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产生严重

影响［2］。既往研究大多从个体因素看待手机成瘾问

题，但手机成瘾行为的出现是由社会环境、家庭以

及个体心理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3］。

心理虐待与忽视是父母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所

采取的不当行为［4］。已有研究表明，心理虐待与忽视

是手机成瘾的重要预测因素之一［5］。当个体经历较

多的心理虐待与忽视时，容易形成非安全依恋模式，

常常感到孤独，倾向于与手机建立情感联结以满足

自身需要，这种满足感会强化手机成瘾行为［6］。自尊

是个体在对待自己的态度上呈现出的对自我价值的

判定［7］。既往研究表明，个体的创伤性经历会使其对

自我认知产生负面评价，从而降低其自尊水平［8］。自

尊的恐惧管理理论认为，当个体的自尊水平较低时，

出于自我保护的需求，个体可能会采取异常的行为

方式弥补损失，如手机成瘾［9］。遭受心理虐待与忽视

的个体自尊水平较低，更倾向于通过手机补偿内心

缺失，进而增加手机成瘾的发生风险。

人际疏离感是指个体在与他人交往过程中感

受到的孤独、被遗忘等负性情绪体验［10］。低自尊水

平的个体难以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和建立良好的

人际关系，进而导致个体疏离感较高［11］。疏离感较

高的个体易与周围群体产生隔绝而表现出较强的

孤独感，而手机的使用可以帮助个体缓解孤独感，

最终导致手机依赖行为［12］。根据“病理性互联网使

用的认知-行为模型”［13］，远端因素通过近端因素的

作用路径影响网络成瘾，故心理虐待与忽视作为远

端因素可能会通过自尊与人际疏离感这两个近端

因素影响手机成瘾。

基于上述研究提出本研究假设：人际疏离感和

自尊可能是心理虐待与忽视和手机成瘾之间的作

用路径，心理虐待与忽视可以通过人际疏离感与自

尊的独立或链式作用路径影响手机成瘾。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于 2022 年 5 月，采用整群抽样，对海南省某县

2 所学校的初中生进行横断面调查。利用 GPower 
3. 1 计算所需最小样本量为 77（检验水准 α=0. 05，
检验效力 1-β=0. 8）［14］，考虑 35. 5%的平均有效应答

率［15］，至少需发放 217份问卷。共发放 800份问卷，

回收有效问卷744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3. 00%。

1. 2　评定工具　

采用自编问卷收集初中生的一般资料，包括性

别、班级、是否为独生子女以及留守情况。

采用心理虐待与忽视量表（Child Psychological 
Abuse and Neglect Scale，CPANS）［16］评定心理虐待与

忽视情况。该量表共 31个条目，包括童年期心理虐

待与心理忽视两个分量表，采用 0~4 分 5 级评分。

总评分为各条目评分之和，总评分范围 0~124分，总

评分越高表明所遭遇的心理虐待与忽视越多。本

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 913。
采用 Rosenberg 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

SES）［17］ 评定自尊水平。参照既往研究［18］，原量表第

8题不适合中国文化，故予以删除，保留其余 9个条

目。各条目采用1~4分4级评分，其中，4个条目为反

向计分条目，总评分为各条目评分之和，总评分范围

9~36 分，总评分越高表明自尊水平越高。本研究

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 711。
采用青少年疏离感问卷中的人际疏离感分量

表［19］评定人际疏离感情况。该量表共 15个条目，采

用 1~7分 7级评分，总评分为各条目评分之和，总评

分范围 15~105分，总评分越高表明人际疏离感程度

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 865。
采用手机依赖指数量表（Mobile Phone Addiction 

Index Scale，MPAI）［20］评定手机成瘾情况。该量表

共 17 个条目，包括失控性、戒断性、逃避性和低效

性 4个维度，采用 1~5分 5级评分，总评分为各条目

评分之和，总评分范围17~85分 ，总评分越高表明手

机依赖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 Cronbach’s α
系数为0. 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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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评定方法与质量控制　

在调查前，征得学校负责人、老师及被试知情同

意，告知被试本次调查的目的及方式。调查时，采用

统一指导语，以班级为单位发放问卷，问卷填写限时

30 min。填写过程中，由心理健康教育专业的人员

对被试的疑问进行中性释疑，问卷作答后当场回收。

剔除填写不完整和存在明显逻辑错误的答卷。

1. 4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26. 0进行统计分析。符合正态分布

的计量资料以（x̄±s）表示，计数资料以［n（%）］表示。

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考查各量表评分之间的相关

性。使用 Process 3. 5 检验自尊和人际疏离感在心

理虐待与忽视和手机成瘾之间的作用路径。使用

Harman 单因子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检验水

准α=0. 05。
2 结  果  
2. 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共17个特征值>1的主成分被提取，第一个主成

分总方差解释率为18. 44%，低于临界值40%。可认

为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 2　一般资料　

在 744名初中生中，男生 370人（49. 73%），女生

374 人（50. 27%）；初中一年级 225 人（30. 24%），初

中二年级 276 人（37. 10%），初中三年级 243 人

（32. 66%）；独生子女 30 人（4. 03%），非独生子女

714 人（95. 97%）；留守学生 177 人（23. 79%），非留

守学生567人（76. 21%）。

2. 3　各量表评分及相关分析　

初中生 CPANS 评分为（31. 79±19. 99）分、SES
评分为（23. 78±4. 45）分、人际疏离感分量表评分为

（50. 65±16. 49）分、MPAI 评分为（45. 19±13. 21）分。

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CPANS评分和 SES评分

呈负相关（r=-0. 278，P<0. 01），与人际疏离感分量

表评分和MPAI评分呈正相关（r=0. 471、0. 372，P均

<0. 01），SES评分与人际疏离感分量表评分和MPAI
评分均呈负相关（r=-0. 438、-0. 196，P均<0. 01），人

际疏离感分量表评分与 MPAI 评分呈正相关（r=
0. 392，P<0. 01）。

2. 4　作用路径分析　

模型拟合结果显示，R2=0. 139，F=119. 360，
P<0. 01。心理虐待与忽视可以直接影响手机成瘾，

也可以通过自尊和人际疏离感间接影响手机成瘾，

包含两条作用路径：一是“心理虐待与忽视→人际

疏离感→手机成瘾”；二是“心理虐待与忽视→自尊

→人际疏离感→手机成瘾”。这两条路径的效应值

分别为0. 104、0. 026，效应量分别为27. 96%、6. 99%。

见表1、图1、表2。
表1　模型中各变量的回归分析

Table 1　Regression analysis of variables in the model
结果变量

手机成瘾

自尊

人际疏离感

手机成瘾

预测变量

心理虐待与忽视

心理虐待与忽视

心理虐待与忽视

自尊

心理虐待与忽视

自尊

人际疏离感

R

0. 372
0. 278
0. 569

0. 446

R2

0. 139
0. 077
0. 324

0. 199

F

119. 360
62. 231

177. 823

61. 282

β

0. 372
-0. 278

0. 379
-0. 332

0. 240
-0. 008

0. 275

t

10. 925
-7. 889
12. 049

-10. 583
6. 412

-0. 224
6. 880

P

<0. 01
<0. 01
<0. 01
<0. 01
<0. 01
>0. 05
<0. 01

图1　链式作用路径模型

Figure 1　Chained pathway model

表2　自尊与人际疏离感的作用路径

Table 2　Pathway analysis of self-esteem and interpersonal alienation 
效　　应

直接效应

总间接效应

心理虐待与忽视→人际
疏离感→手机成瘾

心理虐待与忽视→自尊→
人际疏离感→手机成瘾

效应值

0. 240
0. 132
0. 104

0. 026

SE

0. 038
0. 022
0. 019

0. 006

95% CI

0. 167~0. 314
0. 091~0. 176
0. 068~0. 144

0. 015~0. 040

效应量

64. 52%
35. 48%
27. 96%

6.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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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初中生CPANS评分与 SES评

分呈负相关，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21-22］。父母的教

养方式是其子女获得自尊感的重要来源，父母不当

的行为方式会使子女对自我价值产生负性评价［23］。

CPANS评分与人际疏离感分量表评分呈正相关，与

既往研究结果一致［24］。个体所处的家庭环境是影

响其产生疏离感的主要外因，生活在存在心理虐待

家庭中的个体更容易焦虑和自我封闭，难以与他人

交流［25］，进而产生疏离感。SES评分与MPAI评分呈

负相关，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26］，可能是因为自尊

水平较低的个体对他人的评价更敏感，自我感觉更

差，更易出现手机成瘾行为。人际疏离感分量表评

分与MPAI评分呈正相关，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27］，

疏离感较高的青少年体验到的孤独感更强，更倾向

于通过使用手机来缓解孤独感，在虚拟的社交网络

中，补偿现实不能满足的需求，可能增加手机成瘾

的风险。

本研究结果显示，心理虐待与忽视不仅与手机

成瘾呈正相关，且能够直接正向预测手机成瘾，与

既往研究结果一致［6， 28］。当个体遭受父母的情感虐

待和情感忽视等负性事件时，容易产生手机成瘾行

为。根据风险家庭模型［29］，成瘾行为可能是对风险

家庭造成的社会和情感发展缺陷的一种补偿，遭受

心理虐待与忽视的个体会通过手机作为补偿，帮助

自己从困扰中解脱出来，进而增加手机的使用频

率，导致手机成瘾。

本研究结果表明，自尊在心理虐待与忽视和手

机成瘾之间的作用路径不成立。既往研究显示，个

体的创伤经历不仅会造成身体伤害，还可能影响个

体的认知和行为［30］，其认知偏差程度越严重，自我

价值感越低［31］，最终导致手机成瘾。而本研究中，

自尊的作用路径不成立，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模型中

加入了人际疏离感这一变量导致作用路径改变；另

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自尊是一种稳定的人格特质，初

中生的人格尚未完全成型，对自尊的建构尚处于不

成熟的程度，变动性较大。人际疏离感可能是心理

虐待与忽视和手机成瘾之间的作用路径。当个体

受到心理虐待与忽视时，难以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

际关系，进而产生孤独感，手机丰富的功能有助于

缓解个体的孤独感。

本研究结果表明，自尊与人际疏离感可能是心

理虐待与忽视和手机成瘾之间的链式作用路径。

长期遭受心理虐待与忽视的初中生，更容易出现消

极的自我认知，难以与群体进行正常的人际交往，

出现人际疏离感。生态系统理论认为，早期的负面

经历会使个体产生负面认知，自尊水平较低，对其

心理和行为产生不利影响。个体受到的心理虐待

越多，其自尊水平越低［32］。认知偏差理论认为，自

尊水平较低的个体倾向于消极地评价自己的人际

关系，更易产生孤独感［33］。已有研究表明，自尊是

影响个体疏离感的重要因素［34］，自尊水平较高的个

体能够主动与他人交流，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疏

离感水平较低［35］，而这种低水平的人际疏离感能够

降低手机成瘾的风险［36］。

综上所述，心理虐待与忽视可以直接预测初中

生手机成瘾，也可以通过人际疏离感的独立作用路

径以及自尊与人际疏离感的链式作用路径影响手

机成瘾。本研究局限性：①横断面研究难以推论变

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未来可进行纵向追踪研究，进

一步探讨心理虐待与忽视对手机成瘾的影响；②样

本仅来自海南省某县的两所中学，研究结果的外部

效度受限，未来可进行多中心、大样本研究，进一步

探讨心理虐待和忽视与手机成瘾的关系。该中介

分析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导致估计偏误，目前也很

难找到可靠的工具变量来处理此问题，但此分析结

果或许可以提供一点启示，即自尊、人际疏离感可

能是心理虐待与忽视影响手机成瘾的独立作用路

径或链式作用路径，但不足以确定有无其他作用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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