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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I

中 文 摘 要

有人将深受移动互联网等移动智能设备影响的一代人称之为“数字时代的原住

民”，足以可见各种智能设备对青少年身心发展的深刻影响。抛开先进技术带来各种

优势，与之相伴随的手机依赖问题已经成为影响青少年健康发展的社会性问题。影响

青少年手机依赖的因素错综复杂，但家庭尤其是父母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不

仅如此，青少年的自我控制能力在手机依赖的形成中也发挥重要作用。

本研究希望通过探讨父母教养方式对初中生手机依赖的作用机制，进而探讨改善

中学生手机依赖的策略，引导中学生合理使用手机。本研究采用岳冬梅修订的父母教

养方式量表、邓华琼编制的手机依赖量表及王红姣、卢家媚编制的中学生自我控制能

力量表，共调查了山西省汾阳市的 950 名初中生。

结论：

1. 积极温暖的教养方式越高则初中生产生手机依赖的程度越低；而与之相反，

消极苛刻、缺乏温暖的教养方式水平越高则初中生可能产生手机依赖的可能性越高。

2. 积极温暖的教养方式也会带来更高的自我控制能力，与之不同，消极的教养

方式则可能降低初中生的自我控制能力；而且初中生的自我控制越高则其可能发生手

机依赖的可能性越低，两者负相关。

3.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揭示初中生的自我控制力在积极、温暖和支持性的父母教

养方式与手机依赖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由此可见，初中生的手机依赖程度既受到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也受到自我控制能

力的影响，可以从改善父母教养方式和提高自我控制能力入手，降低学生的手机依赖

程度。

关键词：初中生；父母教养方式；手机依赖；自我控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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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opularity of Mobile Smart devices, smart phones have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teenagers' learning and life. The problem of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has become a social problem affec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adolescents. The factors affecting adolescents'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are complex, but the role of family, especially parents, can not be ignored.
Moreover, adolescents' self-control abilit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mobile phone dependence.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parental education on the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then to explore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o
guide the use of mobile phone.

In this study, 950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a city of Shanxi
Province were investigated with Yue Dongmei's revised Parenting Style Scale,
Deng Huaqiong's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Scale and Wang Hongjiao's and
Lu Jiamei's Self-control Ability Scale.

Conclusion:
1.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passive,harsh and lack of warmth,the higher the

possibility of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2. Positive and warm parenting style will also bring higher self-control

ability,unlike negative parenting style may reduc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self-control ability,and the higher th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self-control,the lower the possibility of mobile phone dependence,which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3. The results of mediating effect analysis reveal which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The results of mediating effect analysis the self-control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plays a part of mediating in positive,warm and
supportive parenting styles and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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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This shows that the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s influenced by both parenting style and self-control ability,and can
be reduced by improving parenting behavior and self-control ability.

Key words: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Parenting Style;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Self-control cap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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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先进技术的发展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和便捷了学习与生活，深受其影响，人们

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表现也潜移默化的发生着改变[1]。作为数字新媒体时代下的新居

民，青少年自小便生活在充满数字的世界中，其身心发展和健康成长不可避免的受到

各种电子设备的影响[2]。尤其是灵活性更高的移动智能设备的出现和应用，智能手机

逐渐慢慢成为青少年学习和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之相伴随的手机依赖

问题已经成为影响青少年健康发展的社会性问题。第 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

统计报告》（2017年 1月 CNNIC发布）显示，我国目前的手机网民规模占总网民规

模的 95%，达 6.95亿，从年龄分布上看，19岁以下网民占 45%。黄园园等针对 3952

名初中生和高中生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学生的手机依赖中高度者可达 50%。而初中

生这一群体相对于高中生的心理发展程度较低，对外界重要他人依赖性更高，易受诱

惑性影响，因而导致其更容易出现手机依赖情况[3]，同时由于年龄较小可塑性高，一

旦沉浸游戏形成依赖也更容易及时矫正。从这一角度看，从影响初中生可能产生手机

依赖的诱因出发进行探究，减少或改善不利的环境或危险性因素也有利于帮助初中生

合理使用手机、减少手机依赖。

根据生态系统理论的基本假设，影响青少年风险行为的因素中微观环境因素的作

用不容小觑[4]。而对于青少年而言，家庭是重要的微观环境变量，父母是青少年的重

要他人之一。Floros 和 Siomos[5]调查了 1971名中学生，结果表明在各种影响中学生

网络依赖行为的因素中，温暖和支持性的教养方式可以显著的负向预测青少年的网络

依赖行为。而专制主义的教养方式尤其是拒绝和过度保护则会显著的正向预测网络依

赖行为。针对酒精依赖[6]或吸烟行为的研究也发现，父母在青少年依赖行为的产生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7]。这说明父母积极的教养方式是规避青少年风险行为的重要保护性

因素之一[8]，对于处于青春期的初中生来说更是如此，因为父母不仅是初中生重要的

参考榜样，同时也是初中生获得心理支持的重要来源[9]。不仅如此，以往研究还表明

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往往能帮助子女发展出完善的自我控制能力，帮助子女更好抑制

消极冲动降低感觉寻求带来的风险[10]。

尽管父母不同的教养方式对青少年手机依赖有重要影响，但外部因素总要通过内

部因素发挥作用。因此青少年自身的心理能力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而以往研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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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自我控制能力是导致青少年产生各种依赖行为的关键变量，丁相玲等人通过实验干

预的方式提高手机依赖青少年的抑制控制能力，结果表明这种自我控制的训练有效降

低了手机依赖程度。纵观以往研究探究父母教养方式与手机依赖的研究较为丰富，但

关于其中内部机制的研究明显不足，尤其是对于父母教养行为如何影响青少年各种心

理能力的发展从而抑制或增强了青少年对手机的易感性这一中介机制的探究不足。鉴

于此情况，我们选取初中生作为考察对象，通过信效度可靠的问卷来考察不同的父母

教养方式对初中生手机依赖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自我控制能力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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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献综述

1.1 手机依赖

1.1.1 手机依赖的概念

尽管手机依赖这一现象非常普遍，但从心理学视角对其进行精确的界定却比较

困难。手机依赖也可以称之为“手机使用成瘾行为”、“问题性手机使用”等，从行为

成瘾的视角看，这一成瘾行为也属于行为成瘾的一个亚类型。有研究者提出了 “无

手机焦虑症”这一现象[38]，顾名思义就是一旦离开手机个人就会产生莫名的焦虑和紧

张。也有研究者提出手机依赖是技术依赖的一种类型，是人与手机互动和非生化的行

为依赖
[39]
。但虽然手机依赖与其他成瘾行为存在共同之处，但也有一些独特的特点。

手机依赖也有其独特之处，比如产生了手机依赖的个体往往想让自己的手机随时处于

待机可用的状态即随时查看，即使在与其他人相处的过程中个体还是会时不时的想要

查看手机，这可能就会影响其对当前人际互动影响产生更大作用
[40]
。韩登亮

[41]
指出

产生了手机依赖的个体想要使用其手机往往是内部冲动导致的，这种欲望一旦不能被

满足就会影响到其正常生活。庄鸿娟等 [42]则是使用“问题性手机使用”这一词来表

述手机成瘾，这一概念将日常情景中个体不适当的手机使用行为都包括了进来。

1.1.2 青少年手机依赖的测量

国内外有关手机依赖的测量工具较多，其中 Bianchi 和 Phillips[43] 开发《手机问

题使用量表》是基于文献分析的基础，这也是目前所有测量手机成瘾的量表中借鉴性

最广泛的一个。就该量表而言，共 27 项，从耐受、逃避等四个主要方面考察个体沉

迷手机无法自拔的程度。十点计分，总分越高说明问题越严重。该量表的基本开发思

路以行为成瘾诊断为主。经过多方验证，该量表无论在信度还是效度方面均表现良好。

另外一个最经常使用的《手机成瘾量表》（MPAS），开发者为 Park，同样沿用了行为

成瘾诊断的思路，结合手机而编制，题量上来讲更少，只有 20 题，但涵盖了无意识

使用等七个不同指标。众多研究也表明这一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指标符合要求
[44]
。

尽管国外的测量工具较多，但从文化适应性角度考虑，本研究采用我国研究者根

据我国青少年手机使用的具体情况编制的手机依赖量表，具体见研究方法部分的介

绍。

1.1.3 青少年手机依赖的相关研究

不难想象，总是沉迷手机对青少年的发展而言往往是弊大于利。有研究者首先

考察了过度使用手机对青少年学习表现的影响，结果发现使用手机时间越长，沉迷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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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程度越深则青少年的学习成绩越差[45]。手机的使用不仅会影响青少年的学习表现也

会影响其生理健康，长时间的使用会导致青少年出现疲惫、头疼等身体不适反应。除

了这种外显的生理上的症状外，也有研究发现了当青少年再手机上花费的时间太多

时，他们往往忽略了与其他人的交往，导致其同伴关系质量下降，而同伴关系是青少

年获得心理支持的重要渠道，当青少年获得的心理支持较少时会出现孤独、抑郁、焦

虑等消极的情绪体验
[46]
，从而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发展

[47] [48]
。

青少年最后发展出手机依赖只是一个结果性事件，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复杂多

样的，综合以往研究结果可以发现影响青少年手机依赖的因素既包括了人口学因素、

也包括了个体自身的心理特质，同时还有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其中有研究者指出不

同性别的青少年在手机依赖上存在差异，Koo[49]的研究发现男中学生的手机依赖程度

要显著高于女中学生，但是我国研究者孙国庆等人[50]则没有发现性别差异，关于性别

对手机依赖的影响仍需要进一步探究。Sánchez-Martínez和Otero[51]
调查了1328名

13-20岁的青少年，结果表明青少年的居住环境会显著影响其手机依赖，居住于城市

各方面条件比较好的青少年手机成瘾的可能性更高；青少年的家庭收入也会影响其手

机依赖，家庭收入越高但手机依赖的可能性越低；抑郁和焦虑情绪越多则青少年手机

依赖的可能性越大；青少年在学校的学业成绩越不理想，同伴交往越差，受到的社会

排斥越多，则其手机依赖的可能性越高。Bianchi 和 Phillips[52]则进一步指出青少年

本身的心理特点，比如自尊波动较大，自我意识快速发展，自我效能感较低等特点使

得其更加依赖于虚拟的网络世界获得存在感，因此可能会增加手机依赖的可能性。同

时家庭方面的因素对青少年手机依赖的影响也十分重要，家庭氛围是否和谐、家庭功

能是否完善会直接影响青少年基本心理需求的满足，从而影响其产生手机依赖
[53]
。

1.2 父母教养方式

1.2.1 父母教养方式的概念

教养方式的研究由来已久，由于其特殊的地位和对个体身心发展的深远影响作用

而历来受到重视。教养主要是指父母或其他主要监护人与子女之间的互动过程，这一

过程更多是父母作为主导者，通过自身行为向子女传递感情、态度或价值观等（张磊，

王佳等，2016）。父母教养方式在国外有不同的译法，有 “Parental style”、“Parental

behavior”、“Parenting”等，其中较多文献采用的说法为“Parenting style”。Durbin，

Darling，Steinberg和 Brown[12]
将父母教养方式（Parenting style）定义为父母对子女

的态度和行为所表达出的情感气氛的集合，包含父母教养态度、教养行为及各种非言



第一章 文献综述

5

语信息表达的一个合集，具有着亲子互动的性质。Hutchison等人[13]则将父母教养方

式归为与教育有关的行为方式、态度和信念的综合体现，具有稳定性。

我国研究者张丽欣[14]对对父母教养方式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她认为在家庭中，作

为子女主要照料者的父母会通过各种行为来发挥自己的影响和作用，父母在这一过程

中会潜移默化地将自己的或家庭成员都认可、共同形成的价值观传递给下一代，同时

由于长期的互动，父母也会将自己已经习惯化了的思维方式或行为习惯传递给子女。

这种传递可能是通过子女的模仿也可能是通过明确的提示。如果从教养行为的内容上

看，主要包括有明确目标的行为和没有明确目标的行为，前者包括针对某一事件的沟

通等，后者则比如日常的语言交谈等。曾蓉[15]提出父母教养方式是指家庭生活中以亲

子关系为中心的，父母抚养教育子女活动中所表现出的对待子女的情感态度、自身所

展示的行为习惯模式等，毋庸置疑，由于父母与子女之间强烈的亲子联结，父母所

表现出的教养方式对青少年的心理发展会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从另一个视角分析，

由于父母的人格具有跨情景的一致性和长时间的稳定性，其所表现出的教养方式也具

有相类似的特点，其中包括了言语性和非言语性的各种行为，是对子女需求的反应。

综上以上分析，本研究认为父母教养方式是指在作为子女重要他人的父母在对青

少年的养育过程中尤其是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一切行为、态度和情感的综合反

映，它是相对稳定、不易改变的一种行为倾向。

1.2.2 父母教养方式的测量

父母教养行为的研究较为丰富，其相关的测量工具也比较繁多，纵观现有的

测量工具，在这其中，父母教育子女评价量表以及父母教养方式问卷无论是使用广度

还是其本身的信效度在众多研究工具中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我们着重介绍这两

个测量工具。

测量父母教养方式的工具最早是由 1959 年 Schaefer编制的父母养育方式子女评

价量表，也就是现在被广泛应用的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 EMBU（Egma Minnen av

Bardndosnauppforstran）。这一广泛使用的问卷最初共包括了 81 个项目，对父母所表

现出来的 15 中行为方式进行了测量，15 种既包括了情感温暖等积极教养方式，同时

也包括惩罚、剥夺等消极教养方式。该问卷各因子的信度平均为 0.80。EMBU 有较好

的信效度，但题目较多不方便测量。Arrindell（1999）从中根据因子载荷大小选取了

46 道题目，修订为拒绝、温暖和过度保护三个维度的简版问卷。岳冬梅
[16]
修订后的

父亲问卷包括 58 个题目由六个分量表组成，母亲问卷包括 57 个题目，由五个分量表

组成，具体维度将在研究方法部分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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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教养方式问卷（Parental Bonding Instrument）是 Parker、Tupling和 Brown

等人根据 Bowlby的依恋理论所编制的一份测量父母教养方式情况的问卷，该问卷包

含关爱（care）与过度保护（overprotect）两个维度。蒋奖
[17]
将 PBI修订为父亲版问

卷（PBI-F）和母亲版问卷（PBI-M），修订后问卷为四个维度，分别为冷漠、拒绝、

过度保护和自主性，问卷共 25 道题目，修订后问卷信效度良好。

1.2.3 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的影响

总结以往研究发现，青少年的心理发展和社会适应能力均深受父母影响。父母是

否给与积极、理解和心理支持对孩子的心理健康有积极的影响，反之，严惩、干涉、

过度保护等消极的教养方式对孩子的心理健康有消极的影响
[18]
。儿童从 3岁起的人际

交往活动逐渐增多，家庭是儿童社会化过程的第一场所，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同伴交

往问题存在密切的关系。不当的父母教养方式能够致使青少年产生问题行为和精神困

扰，若父母在儿童的童年早期管教不当（过于严苛或不一致）容易导致儿童的攻击行

为。有研究表明，权威型的父母教养风格与青少年的孤独感呈正相关，相比较宽容型

教养方式，青少年更容易感到孤单[19]。Balážová[20]在加州洛杉矶分校对 206 名青少年

进行了孤独感的调查，结果表明青少年的孤独主要来自于家庭环境的影响，父母冷漠

的行为可能会降低青少年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使青少年更容易感到孤独。家庭教养方

式能够影响个体的情绪调节策略和能力。例如，周晶等人[17]发现对儿童最有利的教养

方式是情感温暖，父母的积极反应和情感温暖对儿童社会化有促进作用，有助于形成

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和身心健康，对情商中情绪利用因子呈正相关影响。相反，父母

冷漠消极的教养方式则会导致儿童的攻击行为和反社会行为或与环境的不适应，也会

容易出现愤怒、紧张、焦虑、抑郁等情绪，不利于形成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同时，

教养方式也对儿童的同伴交往、问题行为、问题处理能力等产生影响[21]。Koçak[22]对

527 名土耳其青少年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父母之间频繁、激烈的发生冲突会影响青

少年处理问题的能力。其中郭筱琳
[23]
针对 165 名儿童的调查结果表明，权威型的教养

方式会显著的负向预测儿童的同伴交往问题（包括欺负行为），而专制型的教养方式

则会显著的正向预测儿童的同伴交往问题。邓世英、刘视湘等人在相关研究综述中通

过文献总结得出积极的教养方式会降低青少年发生问题行为（比如欺凌行为、攻击行

为等）的概率，相反消极的教养方式则会提高攻击行为的发生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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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自我控制能力

1.3.1 自我控制能力的概念

人类的自我控制能力是在人类心理适应过程中最具争议却最有力和最有益的一

种能力。Rothbaum，Weisz和 Snyber指出个体要想生活的舒适和幸福那么就需要在

自我和环境之间达成一种平衡或匹配，这种平衡和匹配就需要个体抑制那些反社会的

冲动，并做出符合群体生活规范的各种行为[24]。Tangney等研究者认为自我控制是一

种个体可以改变自己内在反应从而及时阻止消极行为发生的倾向[25]。大多数的社会或

个人问题追本溯源都可以归为自我控制能力的缺失。我国研究者王红姣、卢家楣
[26]

则从社会道德标准的高度给与自我控制能力一个新的解释视角，即人们在社会公认的

标准下对自己的认知、情感和行为活动不断反思，如果发现不符合之处及时约束或改

正。有研究者认为自我控制能力是一种有限的心理资源，当用于某件事中的自我控制

能力过多时，可用于其他事件中的自我控制能力则会减少，但是也有研究者提出特质

观，即认为不同个体在自我控制能力的表现上存在个体差异，自我控制是一种类似于

一般智力的能力。总的来说，自我控制能力是对自己内心心理冲动或需要的一种抑制，

本研究采纳王红姣、卢家楣的定义认为自我控制是个体对自我行为进行有目的的约束

的能力。

关于青少年自我控制能力发展趋势的问题，总体来说，在青少年期个体的自我控

制能力是处于上升阶段的，但这仅仅是相对于儿童期而言。根据 Sterberg 等人提出的

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双系统模型，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其认知控制系统的发展仍然非常

受限，表现为不成熟、不稳定
[27]
。

1.3.2 自我控制能力的测量

现有关于自我控制能力的测量工具比较少且年代都比较久远，其中自我控制行为

问卷（the self-control behavior inventory）是 Fagen，Long，和 Stevens在 1975 年开发

的，是从行为结果的角度测量个体自我控制能力的高低，并且采用行为观察的方式要

优于自我报告的方式，但同时这种测量方式实施起来具有一定难度，因为要培训具有

一定经验的观察者
[28]
。Brandon，Oescher和 Loftin[29]

在 1990 开放了自我控制问卷（the

self-control questionnaire）用来测量特质性的自我控制能力。这一问卷侧重点在于测

量个体对健康行为的自我控制能力上，从题目具体内容看其中 25%的题目与饮食行为

有关。这就可能带来额外误差，造成性别差异，因为之前有研究表明饮食上存在性别

差异。自我控制量表（the self-control schedule）是由 Rosenbaum在 1980[30]年开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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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该量表针对于临床病人群体，聚焦在测量病患在使用自我分散和认知重构测量解决

某些特定问题时的自我控制能力。尽管该量表在实践应用中表现出了较好的可靠性，

但它并不适合测量一般人群的特质性自我控制。随着自我控制理论的发展和更新，有

研究者提出也应该不断更新自我控制能力的测量方式。Baumeister[31]等研究者区分了

自我控制能力的四个主要领域：控制思想，控制情绪，控制冲动和控制表现，他认为

应该在自我控制能力的测量工具中包含有这四个方面的指标。

1.3.3 自我控制对青少年的影响

自我控制被广泛认为是一种改变且适应自我以使之在自我和现实世界之间达到

一个更好平衡状态的重要能力。以往研究表明自我控制能力是青少年学业表现的重要

预测变量，Feldman，Martinez-Pons和 Shaham[32]通过研究表明那些自我控制能力较

高的学生在电脑课程中的表现更好。自我控制能力之所以能预测青少年的学业表现，

可能是因为这些自我控制能力较好的青少年能更及时的完成任务要求，可以避免一些

不必要的社交或娱乐活动，充分高效的利用课堂学习时间并且这些学生往往在选择课

程时也能选择更适合自我情况的课程。

以往研究还表明自我控制能力是青少年社会适应能力发展程度的重要预测变

量。个体之所以出现各种心理问题或障碍或多或少都与自我调控能力的失败有关。而

心理症状和自我控制能力之间的关系是双向影响的，一方面自我调控能力的缺失为各

种心理问题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而另一方面由于众多心理问题的出现更容易损害个体

的自我控制能力[33]。例如 Tangney等[34]研究者研究表明自我控制能力可以显著的正向

预测青少年的适应情况，减少身体疾病的发生率，并有助于取得更好的学业成绩和发

展健康的人际关系。Hirschi[35]则指出自我控制能力是保障青少年不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的重要保护因素，自我控制能力高的个体更能抵制诱惑，降低犯罪。王玉洁，窦凯和

高涛[36]采用问卷调查法调查了 1047 名青少年，结果表明青少年的自我控制可以显著

的正向预测积极情绪效能感和亲社会行为，还可负向预测消极情绪效能感和困难问

题。不仅如此，自我控制能力还有助于培养个体积极的心理品质。比如 Duckworth 和

Gross[37]在其研究中发现，自我控制能力与坚毅这种人格特质呈显著的正相关，自我

控制通过抵制无关诱惑，将有限的心理资源用于目标上，而坚毅则帮助个体集中精力、

全身心的投入到目标达成中。两者缺一不可。

1.4 父母教养方式与手机依赖的关系

Steinber和 Silk[54]在其研究中指出，即使对于年龄较大、更关注同伴群体意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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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而言，父母对减少其风险的影响仍然至关重要。父母的众多行为特质中对青少

年影响最显著的两项是温暖和控制。所谓父母温暖，即来自父母的支持和回应，不仅

能使青少年感到受到支持，而且能使青少年减少焦虑、抑郁情绪，感受到更积极的情

绪状态。来自父母的情感温暖常常与积极的行为结果相联系。另一方面，父母控制同

样也会对儿童青少年的健康心理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父母监控作为父母控制的重要方

面，对降低青少年的风险行为具有重要作用[55]。由于初中阶段的青少年刚开始接触手

机和网络，因此在如何使用等问题上，青少年也会把父母作为重要的求助对象，研究

表明如果父母能给与青少年合理的指导，比如告知青少年正确的上网方式、推荐安全

无害的浏览网站、合理规定每天上网的时间等都可以帮助青少年合理的使用手机[56]。

杜广建[57]综合采用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证明了手机依赖与父母教养方

式的关系，积极温暖的教养行为有助于降低手机依赖的程度，与之相反，如果父母对

青少年的问题表现得漠不关心，青少年出不出问题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那

么青少年感知到较少的来自父母的支持和温暖。他们就更倾向于通过手机和虚拟的网

络世界获得心理安慰、情感支持、温暖尊重等基本的心理需求满足，这也就变相的鼓

励了青少年积极使用手机，从而更容易出现成瘾行为。综上所述，不同的教养方式会

影响青少年的手机依赖，积极的教养方式有助于减少手机依赖，而消极的教养方式则

可能增加手机依赖。

1.5 父母教养方式与自我控制能力的关系

Gottfredson和 Hirschi[58]发展出的自我控制理论是解释自我控制形成和发展的重

要理论参考，根据该理论的基本观点，个体的自我控制是一种特质属性的能力，这种

能力的出现和发展与趋利避害的内在基本动机相关，而父母早期的教养行为对个体自

我控制能力的形成至关重要。具体而言，如果在早期教养过程中，父母所表现出的行

为子女面对趋利避害情景时提供了参考，那么个体可能发展出较高的自我控制能力。

举个简单明了的例子：如果父母为了获得更好的奖励，而选择承受暂时的痛苦，那么

子女可能从中学会这种行为方式，发展出较高水平的自我控制能力。Silverman 和

Ragusa [59]曾深入考察了学龄前儿童延迟满足能力与父母教养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

者发现如果受到父母的鼓励或积极引导，孩子在延迟满足任务上表现更好，而当孩子

无法从父母那里获得足够的心里安全感时，他们的延迟满足能力往往也比较差。

Kremen和 Block [60]则进一步发现即使父母表现出了大致相同的教养方式，而男孩和

女孩在知觉父母教养方式上也存在差异，由此会导致男孩和女孩不同的自我控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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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而且由于女孩的情绪易感性，她们更容易感知到父母的期望、要求等，女孩的自

我控制能力发展要快于男孩。Baumrind [61]在他经典的教养方式理论中指出，不同教

养方式的儿童自我控制能力存在差异。如果父母的教养中过度强调达到标准，父母较

为严厉较少鼓励，并且更多的限制儿童的活动和探索范围，这种情况反而不利于儿童

发展出高水平的自我控制能力。杨丽珠等[62]发现在母亲态度积极情况下，儿童能更好

地自我控制；在母亲消极态度的情况下，儿童不能很好地自我控制。综上所述，积极

的教养行为有助于青少年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而消极的教养方式则可能会降低自我

控制。

1.6 自我控制能力与手机依赖的关系

Kim等[63]研究者通过对 1471 名网络在线游戏青少年进行调查，发现攻击性人格

与网络游戏成瘾呈显著的正相关，而攻击性人格的一个典型特征便是自我控制能力较

差，同时该研究也证实了自我控制能力会直接预测青少年的网络游戏成瘾，自我控制

能力越高，则个体成瘾行为越少，因为个体可以抑制内心对不合理欲求的及时满足从

而降低成瘾可能性。邓华琼
[64]
的研究证明：中学生自我控制与智能手机依赖显著负相

关，研究者对两者关系的解释中有一点值得注意：自我控制与主动戒断行为有关，手

机的多样化功能和网络世界的巨大诱惑往往会使个体感觉时间流逝的太快，这其中就

是无法主动戒断或停止自己的行为。另有研究也证明，大学生这一群体的自我控制与

手机依赖之间存在一定关系，具体来说大学生对自我行为的控制能力越强则其沉迷手

机无法自拔的倾向就越低 [65]。于纪[66]针对中职生的研究也发现自我控制能力可以显

著预测智能手机成瘾。综上所述，自我控制能力高低会对手机依赖产生显著影响，自

我控制能力越高则青少年手机依赖程度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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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问题提出与研究方法

2.1 问题提出

通过以上文献综述可知，移动电子设备比如智能手机的广泛普及在给青少年成长

发展带来众多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容易导致青少年对手机产生过分依赖，从而影响其学

业表现和身心健康。研究者越来越重视青少年的手机依赖问题，但相关研究仍存在些

许不足。首先，从家庭环境这一微观变量尤其是父母的教养方式上考察对青少年网络

之间关系的研究有所发展，但无论是从深度还是数量上都略显不足。其次，以往关于

自我控制能力与成瘾或依赖行为的研究较多，但聚焦在手机依赖这一具体成瘾行为上

的研究较少。另一方面考察教养方式和青少年自我控制两个不同系统之间交互影响和

作用的研究较少。再者将父母教养方式、自我控制以及手机依赖三者联系起来进行考

察至今尚无。而本研究则一方面深入考察不同的父母教养方式会如何影响青少年的手

机依赖，另一方面探究自我控制在两者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为揭示父母教养方式和

手机依赖之间的关系进行更进一步的内部机制探索。

2.2 研究意义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如下：首先，本研究从理论上深化了父母教养方式

和手机依赖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揭示了两者发生作用的内部机制。从生态系统理论的

视角拓展了影响青少年风险行为的保护性因素，将家庭系统理论的观点引入到青少年

成瘾行为的相关研究中。不但证明了父母教养方式可以影响青少年的成瘾行为，还可

以通过影响青少年心理品质从而影响其行为。其次，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无

论是父母的教养行为还是青少年自身的自我控制能力都可以通过一定的干预措施加

以提高和改善，比如家校合作提升父母育儿技能等项目。通过这些干预进而更好的预

防或降低青少年的手机依赖程度。

2.3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某市的初中生为施测对象，采用问卷星发放问卷，收回 955 份问卷，

经筛查后有效问卷为 950 份，有效率为 99.4%。被试分布情况如表 1。

从下表中可以看出，从被试年级分布上看，初一和初二人数相当，各占 40%左右,

初三学生占比较少。从性别上看，男生和女生人数基本持平，男女比例比较合适；从

独生子女情况看，独生子女人数较少占比 9.1%，非独生子女是独生子女人数的近十

倍。从父母最高文化水平看，高中及大专以上学历者人数占比最多约 15%。总体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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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具有一定代表性。

表 1 被试基本情况

人数 比例

年级

初一 399 42.0%

初二 371 39.1%

初三 180 18.9%

性别
男 481 50.6%

女 469 49.4%

生源地
农村 763 80.3%

城镇 187 19.7%

是否独生
是 86 9.1%

否 864 90.9%

是否离异
是 34 3.6%

否 916 96.4%

父亲文化程

度

大学 48 5.1%

高中 98 10.3%

中专 52 5.5%

初中 608 64.0%

小学 144 15.2%

母亲文化程

度

大学 55 5.8%

高中 93 9.8%

中专 62 6.5%

初中 607 63.9%

小学 133 14.0%

父亲职业

工人 169 17.8%

农民 403 42.4%

知识分子 14 1.5%

医务人员 8 0.8%

公务员 8 0.8%

服务行业 31 3.3%

个体户 104 10.9%

家务 4 0.4%

其他 209 22.0%

母亲职业

工人 67 7.1%

农民 437 46.0%

知识分子 45 4.7%

医务人员 7 0.7%

公务员 11 1.2%

服务行业 42 4.4%

个体户 57 6.0%

家务 284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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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研究工具

（1）手机依赖问卷

为适应我国中学生的具体情况，本研究中采用邓华琼等人开发的智能手机依赖问

卷（中学生版），共包含 22 个项目，可分为欣快性、社交性等五维度。计分采用五点

计分。编制者的研究结果表明该量表的信效度可靠。本研究中的五个维度的 Cronba

的ａ系数分别为化 0.849、0.800、0.866、0.734、0.667，总问卷的 Cronbachａ系数

为化 0.923。

（2）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EMBU)

采用岳冬梅等本土化的修订版本，共 66 个项目，每一个项目都需要分别对父亲

和母亲进行评价。但父亲和母亲分量表的维度有所不同。情感温暖，理解，过分干涉，

拒绝否认，偏爱被试是两个量表都有的维度，父亲分量表独有的维度是严厉惩罚。该

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3）中学生自我控制能力问卷

同样，为适应中国被试的文化特征，本研究采用王红姣、卢家媚开发的中学生自

我控制能力问卷。该问卷共 36 个项目，分三个维度：行为控制、情绪控制、思维控

制。采用里克特五点计分。本研究中该问卷的整体内部一致性 Cronbach a 系数为

0.81。

2.5 研究程序

通过各个班级班主任在班级的微信群里转发问卷的问卷星地址连接，学生作答完

毕可以自动提交。回收的数据剔除作答不完整率超过 50%的以及有明显胡乱作答迹象

的问卷。

2.6 数据处理

主要使用统计软件 SPSS21.0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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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结果与分析

3.1 初中生父母教养方式、自我控制能力和手机依赖的基本情况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值

Min Max M SD

父亲情感温暖、理解（FF1） 19.00 95.00 54.80 11.34

父亲严惩 12.00 60.00 25.41 11.41

父亲过分干涉（FF3） 10.00 50.00 24.12 6.70

父亲偏爱被试（FF4） 5.00 25.00 12.72 5.28

父亲拒绝 6.00 30.00 12.65 5.97

父亲过度保护（FF6） 6.00 30.00 15.52 4.48

母亲情感温暖、理解（MM1） 19.00 95.00 57.66 11.14

母亲过分干涉、过分保（MM2） 16.00 80.00 42.51 9.66

母亲拒绝、否认（MM3） 8.00 40.00 18.08 8.07

母亲惩罚、严厉（MM4） 9.00 45.00 18.82 9.51

母亲偏爱被试（MM5） 5.00 25.00 12.89 5.26

手机依赖 22.00 110.00 57.37 18.96

戒断性 6.00 30.00 14.11 6.32

欣快性 5.00 25.00 14.11 5.60

社交性 4.00 20.00 9.55 4.46

负向性 4.00 20.00 11.53 4.45

强迫性 3.00 15.00 8.07 2.39

自我控制能力 54.00 176.00 117.77 21.31

自控力-情绪 18.00 55.00 35.25 5.80

自控力-行为 19.00 75.00 51.03 11.45

自控力-思维 11.00 50.00 31.49 6.57

由表 1知，父母教养方式中，本研究被试群体的整体水平与我国岳冬梅等于 80

年代末引进并修订的常模相比较，情况如下：

FF1 均数 54.80，高于常模 51.54，高于中值 47.5；FF2 均数 25.41，高于常模

15.84，低于中值 30；FF3 均数 24.12，高于常模 20.92，低于中值 30；FF4 均数 12.72，

高于常模 9.82，高于中值 12.5；FF5 均数 12.65，高于常模 8.27，，低于中值 15；FF6

均数 15.52，高于常模 12.43，高于中值 30；

MM1 均数 57.66，高于常模 55.71，高于中值 47.5；MM2 均数 42.51，高于常模

36.42，高于中值 40；MM3 均数 18.08，高于常模 11.47，低于中值 20；MM4 均数 18.82，

高于常模 11.13，低于中值 22.5；MM5 均数 12.89，高于常模 9.99，高于中值

12.5。

手机依赖性上，本研究被试问卷均分57.37，高于问卷中值55；戒断性均分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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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问卷中值 15；欣快性均分 14.11，高于问卷中值 12.5；社交性均分 9.55，低于

问卷中值 10；负向性均分 11.53，高于问卷中值 10；强迫性均分 8.07，高于问卷中

值 7.5。

自我控制能力上，本研究被试问卷均分 117.77，高于问卷中值 88；情绪均分

35.25，高于问卷中值 22.5；行为均分 51.03，高于问卷中值 37.5；思维均分 31.49，

低于问卷中值 25。

表 2 各因子在性别维度上的差异比较

因子
男生（N=481）

M±SD
女生（N=469）

M±SD
t

父亲情感温暖、理解（FF1） 55.19±11.71 54.40±10.93 1.07

父亲严惩 26.83±11.39 23.95±11.26 3.39***

父亲过分干涉（FF3） 24.80±6.61 23.43±6.73 3.17**

父亲偏爱被试（FF4） 13.11±5.38 12.32±5.15 2.31*

父亲拒绝 13.31±5.85 11.97±6.02 3.47***

父亲过度保护（FF6） 16.04±4.48 15.00±4.43 3.61***

母亲情感温暖、理解（MM1） 57.93±11.05 57.37±11.24 0.76

母亲过分干涉、过分保护（MM2） 43.41±9.13 41.58±10.11 2.93**

母亲拒绝、否认（MM3） 18.96±7.99 17.18±8.06 3.41***

母亲惩罚、严厉（MM4） 19.69±9.49 17.92±9.44 2.89**

母亲偏爱被试（MM5） 13.38±5.28 12.39±5.19 2.90**

手机依赖 59.10±20.30 55.59±17.32 2.87**

戒断性 14.65±6.75 13.57±5.81 2.66**

欣快性 14.59±5.86 13.61±5.27 2.72**

社交性 9.72±4.64 9.36±4.27 1.24
负向性 11.92±4.67 11.13±4.18 2.75**

强迫性 8.21±2.53 7.92±2.24 1.87
自我控制能力 115.79±22.42 119.80±19.92 -2.92**

自控力-情绪 35.27±5.98 35.23±5.61 0.11
自控力-行为 49.30±12.05 52.80±10.52 -4.77***

自控力-思维 31.21±6.89 31.77±6.23 -1.30
注：* p<0.05, ** p<0.01, *** p<0.001

父母教养方式变量中十一个因子在性别上的差异达到统计显著水平，见表 2。男

生的各项数值均显著高于女生，这可能与男生相较于女生更淘气，更难于管教有关，

男生的父母偏向于更严格，投入更多的时间经历去管教男生。

手机依赖、自我控制能力变量在性别上有显著差异，男生的自控力显著低于女生，

手机依赖程度显著高于女生。这很好反映了女生相较于男生更听话，对自己有更高的

约束力的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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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因子在生源地维度上的差异比较

因子
农村（N=763）

M±SD
城镇（N=187）

M±SD
t

父亲情感温暖、理解（FF1） 54.60±11.19 55.63±11.89 -1.12
父亲严惩 25.33±11.40 25.96±11.50 -0.47

父亲过分干涉（FF3） 24.00±6.71 24.60±6.64 -1.10
父亲偏爱被试（FF4） 12.46±4.98 13.80±6.24 -2.74**

父亲拒绝 12.61±5.92 12.83±6.19 -0.46
父亲过度保护（FF6） 15.59±4.41 15.27±4.76 0.86

母亲情感温暖、理解（MM1） 57.23±11.13 59.40±11.05 -2.40*

母亲过分干涉、过分保护（MM2） 42.32±9.62 43.28±9.82 -1.22
母亲拒绝、否认（MM3） 18.08±8.00 18.09±8.37 -0.01
母亲惩罚、严厉（MM4） 18.91±9.50 18.44±9.54 0.61
母亲偏爱被试（MM5） 12.63±5.00 13.96±6.08 -2.78**

手机依赖 57.39±18.83 57.27±19.53 0.08
自我控制能力 117.90±21.02 117.26±22.50 -0.37

注：* p<0.05, ** p<0.01, *** p<0.001

根据表 3，不同生源地的学生，父亲偏爱被试（FF4）、母亲情感温暖、理解（MM1）、

母亲偏爱被试（MM5）得分有显著差异，城镇的学生受到父母的偏爱显著高于农村

的学生，这可能与城乡差距有关，城市人口的素质整体高于农村人口，对孩子的关注

会更高，农村人口可能会把精力更多的放在挣钱养家方面，对养育孩子的观念停留在

提供物质基础上，对孩子情感上的关注较少。城镇学生的母亲提供的情感温暖理解高

于农村学生，这可能与城市学生受到的外界刺激、压力种类多、强度大，需要家长更

多的理解有关。但父亲的情感温暖、理解在生源地上无显著差异，这可能是因为在家

庭中，母亲与孩子相处时间更长、女性更细致、有更多的耐心、同理心，愿意倾听孩

子的心声，为孩子提供情感温暖与理解。

手机依赖、自我控制能力，在生源地维度差异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水平，说明手机

依赖是中学生存在的共性问题，并没有因为城乡教育的差异使得学生对手机依赖、自

我控制力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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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各因子在是否独生维度上的差异比较

因子
独生（N=86）

M±SD

非独生（N=864）

M±SD
t

父亲情感温暖、理解（FF1） 56.88±12.16 54.59±11.24 0.145

父亲严惩 28.88±12.60 25.04±11.24 2.97**

父亲过分干涉（FF3） 26.22±7.79 23.91±6.55 2.66**

父亲偏爱被试（FF4） 20.35±5.68 11.96±4.59 13.26***

父亲拒绝 14.23±6.69 12.49±5.88 2.32*

父亲过度保护（FF6） 15.76±5.39 15.27±4.76 0.43

母亲情感温暖、理解（MM1） 60.35±12.08 57.39±11.01 2.36**

母亲过分干涉、过分保护

（MM2）
45.42±11.02 42.22±9.47 2.60**

母亲拒绝、否认（MM3） 20.71±9.35 17.82±7.89 2.77**

母亲惩罚、严厉（MM4） 20.90±11.33 18.61±9.29 1.81

母亲偏爱被试（MM5） 20.37±5.57 12.15±4.60 13.26***

手机依赖 75.70±19.20 57.54±18.94 -0.86

自我控制能力 121.03±22.36 117.45±21.12 0.37

注：* p<0.05, ** p<0.01, *** p<0.001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父母教养方式变量中，FF3、FF4、MM1、MM2、MM3、

MM5因子下有显著差异，独生子女各因子的得分与非独生得分差异达到统计学标准，

均高于非独生子女各因子的水平。独生子女家庭相较于非独生的，父母把所有的精力、

心血都投入到一个人身上，非独生的家庭，会把这些精力、心血分散到多个孩子身上，

所以独生子女家庭对唯一的一个孩子，会有更高的要求，管束更严格，把所有的爱都

倾注上去，作为家里唯一的孩子，会更加任性，提出更多的要求，对父母的期望更高，

所以感受到的拒绝、否认要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家庭的孩子。

手机依赖与自控力在是否独生上的差异同样没有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说明是否

是家里唯一的孩子对孩子自身的手机依赖问题、自控力没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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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因子在年级维度上的差异比较

因子
七年级（N=399）

M±SD
八年级（N=371）

M±SD
九年级（N=180）

M±SD
F

父亲情感温暖、理解（FF1） 55.09±10.82 54.92±11.67 53.92±11.78 0.69
父亲严惩 25.81±11.35 25.09±11.47 25.18±11.47 0.43

父亲过分干涉（FF3） 24.18±6.92 24.24±6.41 23.76±6.81 0.33
父亲偏爱被试（FF4） 12.90±5.00 12.62±5.67 12.53±5.07 0.41

父亲拒绝 12.99±6.12 12.46±5.80 12.28±5.98 1.17
父亲过度保护（FF6） 15.86±4.48 15.25±4.54 15.35±4.35 1.93

母亲情感温暖、理解（MM1） 57.88±10.71 57.68±11.67 57.11±10.99 0.30
母亲过分干涉、过分保护

（MM2）
42.86±9.95 42.40±9.34 41.95±9.69 0.59

母亲拒绝、否认（MM3） 18.66±8.33 17.83±7.96 17.30±7.62 2.06
母亲惩罚、严厉（MM4） 19.67±9.63 18.18±9.44 18.24±9.27 2.78
母亲偏爱被试（MM5） 13.10±5.11 12.74±5.55 12.74±4.93 0.54

手机依赖 56.41±19.88 55.70±18.74 62..94 ±16.21 9.89***

自我控制能力 119.37±21.58 118.86±21.29 111.99±19.81 8.37***

注：* p<0.05, ** p<0.01, *** p<0.001

中学生自我控制能力总分及手机依赖总分在年级上的差异达到了统计显著水平。

进一步的多重比较结果显示，在中学生自我控制能力总分和手机依赖总分上，九年级

与七、八年级同学的得分存在统计上显著的差异（p<0.001）。九年级学生的手机依赖

程度显著高于七八年级，自我控制能力明显低于七八年级。这可能是面对中考的九年

级学生逃避现实的一种表现。学生因为害怕面对这一人生重要的考试、害怕面对考试

之后所需要面对的结果，害怕面对父母的期望、教师的管束，所以通过沉迷手机来忘

却现实生活的不快。

3.2 初中生父母教养方式、自我控制能力和手机依赖的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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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各因子间的 pearson 相关系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父亲情感温暖、理解 1

2.父亲惩罚、严厉 .311** 1

3.父亲过分干涉 .561** .748** 1

4.父亲偏爱被试 .438** .512** .501** 1

5.父亲拒绝、否认 .334** .811** .712** .471** 1

6.父亲过度保护 .519** .687** .733** .444** .653** 1

7.母亲情感温暖、理解 .785** .162** .377** .315** .186** .340** 1

8.母亲过分干涉、过分保护 .409** .623** .720** .439** .628** .671** .494** 1

9.母亲拒绝、否认 .177** .737** .581** .428** .829** .586** .167** .728** 1

10.母亲惩罚、严厉 .178** .860** .590** .433** .722** .592** .180** .711** .836** 1

11.母亲偏爱被试 .337** .457** .418** .909** .419** .369** .383** .503** .469** .475** 1

12.手机依赖 -.090** .217** .133** .051 .204** .172** -.066* .204** .252** .244** .074* 1

13.自我控制能力 .135** -.169** -.053 -.021 -.154** -.108** .101** -.154** -.226** -.186** -.061 -.624** 1

注：N=449。*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由表 6可得，父母的教养方式与初中生自身的自我控制能力和对手机的依赖程度间存在很大关系，中学生的自我控制能力与手

机依赖程度呈负相关，即自控力越强的学生手机依赖程度越低。同时可以观察到，来自父母消极、缺乏支持性的教养方式比如惩罚、

拒绝等不但不能达到让孩子控制自我行为的目的，反而不利于其自我控制能力的提升。说明家长管教越多，越不利于学生自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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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的管理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学生的自我管理。

3.3 初中生父母教养方式、自我控制能力和手机依赖的中介检验

现有研究表明，Bootstrap方法分析结果更为可靠，故参照 preacher、Hayse设计

的 Bootstrap方法实行中介效应的检验。使用插件时，把与自我控制能力、手机依赖

相关的因子（比如父亲情感温暖等）放入自变量的位置，手机依赖放入因变量的位置，

中学生自我控制能力放入中介变量位置后，在置信区间为 95%、样本量是 5000 的情

况中，两个中介关系成立。

表 7 变量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自我控制力在父亲情感温暖、理解和手机依赖中起中介作用，中介检验的结果并

未含有 0（LICL=-0.2132,ULCI=-0.0715），中介效应是明显的，且中介效应为-0.1406，

此外控制中介变量自我控制能力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显著.

（LICL=-0.0938,ULCI=0.0744），区间包含 0，因此自我控制力在父亲情感温暖、理

解和手机依赖间发挥了中介作用，但是是部分中介作用。

自我控制力在母亲情感温暖、理解和手机依赖中起中介作用，中介检验的结果并

未含有 0（LICL=-0.1811,ULCI=-0.0353），中介效应是明显的,中介效应为-0.0050，此

外控制中介变量自我控制能力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显著（-0.0903,0.0802），区间

包含 0，因此自我控制力在母亲情感温暖、理解和手机依赖间发挥了中介作用，但是

是部分中介作用。

路径 效应值 标准误 下限 上限

父亲情感温暖、理解→自我控制力→手机依赖
直接效应 -0.0097 0.0429 -0.0938 0.0744

间接效应 -0.1406 0.0358 -0.2132 -0.0715

母亲情感温暖、理解→自我控制力→手机依赖
直接效应 -0.0050 0.0435 -0.0903 0.0802

间接效应 -0.1073 0.0371 -0.1811 -0.0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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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自我控制在母亲情感温暖和手机依赖中的中介作用示意图

图 2 自我控制在父亲情感温暖和手机依赖中的中介作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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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讨论

4.1 父母教养方式现状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除了父母情感温暖维度在男女之间无显著差异外，其余各维度均

表现出男生得分显著高于女生。这一研究结果与王志梅[67]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之所

以男生感受到的来自父母的严厉和惩罚以及偏爱都要高，与我国社会文化环境密切相

关，大众普遍认为男孩承担更多的责任，尤其是我国现阶段养老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

“养儿防老”的思想仍比较普遍，对男孩的要求更高，女孩则有所不同，这可能会导

致男孩会得到父母更大的偏爱。另外与孩子不同的性别角色和行为方式有关，男孩相

较于女孩表现出更多的“不听话”和好动，也产生更多的问题行为，因此男孩也可能

得到来自父母更多的惩罚[68]。

生源地差异检验结果表明在父母偏爱以及母亲情感温暖上农村初中生得分都显

著低于城市初中生。城乡差异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中的一种特殊现象，城乡主要

差异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同时也表现在思想观念、教育水平等方面。城镇家庭

的父母往往有比较充足的经济条件关注于初中生的生活和学习，同时由于思想观念的

不同，城镇家庭孩子数量往往比农村家庭少，因此有更多精力集中于初中生身上。另

外在独生子女上，父母教养方式也存在一定差异。独生青少年等计生政策的实施使得

很多家庭尤其是父母对孩子的依赖程度提高，家庭成员将更多精力集中在家庭中唯一

的孩子身上，因此对孩子各方面需求包括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的响应程度更高[69]。

另外，父母教养方式在年级这一变量上并没有显著差异。

4.2 手机依赖现状分析

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可知，手机依赖在性别上有显著差异，男生的手机依赖程度显

著高于女生，这一研究结果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一致。这可能与男生的感觉寻求倾向更

高有关，另外与男生对消极刺激的不敏感也有关系[70]。手机依赖在生源地维度差异未

达到统计学显著水平；手机依赖在是否独生上的差异同样没有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

说明是否是家里唯一的孩子对孩子自身的手机依赖问题没有显著影响；手机依赖总分

在年级上的差异达到了统计显著水平。年级之间有显著差异，九年级明显更高。这可

能与不同年级的孩子对手机的易得性不同有关，年龄越小的孩子父母对其手机使用的

控制越高，因为多数父母认为过早的接触手机对于儿童的发展弊大于利，因此对子女

的手机使用控制比较严格，而由于随着年级升高，一方面手机在学生学习中发挥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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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同龄群体中手机的使用常常会导致高年级的学生手机使用的频

率上升，从而提高手机依赖的可能性。

4.3 自我控制能力现状分析

自我控制能力变量在性别上有显著差异，男生的自控力显著低于女生。这与以往

研究结果一致。男女之间的养育行为不一致，性别角色有差异，且男女各自的生理成

熟程度不同，因此其自我控制能力有不同。自我控制能力在生源地维度差异未达到统

计学显著水平；自控力在是否独生上的差异同样没有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中学生自

我控制能力总分在年级上的差异达到了统计显著水平，九年级学生的自我控制能力明

显低于七八年级。这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生理成熟度的提高，生活经验的丰富等，

中学生的自我控制能力也在发生变化。

4.4 初中生父母教养方式、自我控制能力和手机依赖的相关分析

根据本研究结果，父母教养方式与手机依赖有极高的相关关系。父母的教养方式

之所以与青少年的手机依赖具有相关关系，而且积极的教养方式与手机依赖呈显著的

负相关，而消极的教养方式则与手机依赖呈显著的正相关，这种关系的出现与青少年

手机依赖的原因密切相关。以往研究表明，缺乏社会支持和体验高独孤感的青少年其

手机依赖的程度更高，因为他们通过寻求手机上的虚拟社交以满足其基本心理需求。

而在青少年时期父母是提供关系和胜任需要的重要来源之一。Saleh,和 Kazarian[71]的

研究表明父母的情感温暖和关怀是满足青少年亲密关系需要的重要方式，而父母如果

过于控制则会降低青少年的自主、胜任和关系需要，降低青少年感知到的社会支持，

从而提升其孤独感水平，导致手机依赖的提高。

本研究结果还发现中学生的自我控制能力与手机依赖程度呈负相关，即自控力越

强的学生手机依赖程度越低。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自我控制能力的缺失是青少年

产生各种情绪和行为问题的重要原因。同时本研究还发现父亲惩罚、严厉，父亲拒绝、

否认，母亲过分干涉、过分保护，母亲拒绝、否认，母亲惩罚、严厉与学生的自我控

制能力呈显著的负相关，说明家长管教越多，越不利于学生自我管理，家长的管理一

定程度上代替了学生的自我管理。

4.5 自我控制能力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研究结果表明自我控制不仅在父亲情感温暖、理解和手机依赖中起中介作用，

而且在母亲情感温暖、理解和手机依赖中也起中介作用，也就是说父母教养方式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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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直接影响青少年的手机依赖，还可以通过影响青少年的自我控制进而间接的影响

手机依赖程度。

根据生态系统理论的基本假设，影响青少年的各种环境因素中微观环境因素对青

少年的影响至关重要，家庭便是微观环境因素中的一个重要方面[72]。Steinberg和

Darling[73]在最新整合的父母教养方式情景理论中也指出父母教养方式是一种类似于

背景的氛围，对青少年行为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根据自我控制理论的基本观点，个

体本质上追求趋利避害，而父母在养育过程中通过其行为向子女传达在什么情况下需

要为趋利避害做出控制眼前冲动的选择，什么情况下则不需要这种约束。久而久之便

使得子女形成了其内部的自我控制能力。再者根据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父母的行

为是子女的重要参照，如果子女从父母那里学习到为了长远的利益需要暂时克制内部

心里的冲动，那么其自我控制能力则发展的更好[74]。这种自我控制的能力某种程度上

是一种有限的心理资源，自我控制能力高的青少年可以有更多的心理资源用于抵制外

界不良诱惑，从而降低手机依赖的可能性；而相反，自我控制能力低的青少年则有较

少的心理资源用于抵制外界不良诱惑，从而提高手机依赖的可能性[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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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本研究采用信效度良好的岳冬梅编制中文版的《父母教养方式量表》、王红姣、

卢家媚编制的《中学生自我控制能力问卷》及邓华琼编制的《中学生智能手机依赖问

卷》三个问卷，对山西省汾阳市的 950 名初中生进行问卷调查。主要得到以下研究结

论：

1. 积极温暖的教养方式越高则初中生产生手机依赖的程度越低；而与之相反，

消极苛刻、缺乏温暖的教养方式水平越高则初中生可能产生手机依赖的可能性越高。

2. 积极温暖的教养方式也会带来更高的自我控制能力，消极的教养方式则可能

降低初中生的自我控制能力；而且初中生的自我控制越高则其可能发生手机依赖的可

能性越低，两者负相关。

3.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揭示初中生的自我控制力在积极、温暖和支持性的父母教

养方式与手机依赖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5.2建议

根据分析情况，本文从两个角度提出建议，分别是父母角度和学生自身的角度

（1）加强与改善父母的教养方式。家庭，作为孩子成长的第一场所，对孩子的

成长至关重要，我们可以通过政府的一些政策，采取措施，多开展一些有益的家庭教

育的讲座，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要求其父母必须参加这类活动，在活动中大家可

以交流教育经验，共同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同时，我们社会或者相关机构可以对父

母教养方式进行一定的干预，以便更好地对孩子进行合理的教育。

（2）学生自我调节。学生只有自己掌控自己的行为、情感、意志，才可以更好

地促进自身的发展。在日常的行为活动中，学生自身可以制定合理的计划，要求自己

完全按照计划实施，比如：放学回家第一件事是先做半个小时的作业，无论周围的情

况怎么变化都不会改变这个计划，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习惯，提高了自我的控制能力。

手机依赖的现象就会逐步改善。

5.3研究不足与展望

（1）问卷调查的对象只是针对某地区的一所中学，调查对象有一定的局限性。

今后做相关研究，应扩大选取样本的范围和数量，确保样本更具有代表性，这样得出

的结论会更准确。



初中生父母教养方式对手机依赖的影响：自我控制能力的中介作用

26

（2）影响学生的手机依赖还有其他的因素，本论文未进行研究。之后的研究者

可以进行其他因素（如同伴关系、孤独感等）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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