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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探讨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与情绪表达的关系，以300名中国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大学生

智能手机成瘾量表》与《大学生情绪表达问卷》进行了问卷调查。研究结果表明：1) 大学生智能手机成

瘾在“消极影响”、“APP使用”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在“戒断行为”、“APP使用”上存在显著

的年级差异；在“APP使用”上存在边缘显著的生源地差异；在“消极影响”上存在边缘显著的专业类

别差异；其余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2) 大学生情绪表达在“适应性情绪表达”上存在边际显著的性别差

异；在其余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3) 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与情绪表达存在相关关系，相关值为0.647，
且两变量各维度存在两两相关关系。通过回归分析发现，情绪表达和手机成瘾具有线性关系，线性回归

方程为：手机成瘾 = 1.040***抑制性情绪表达0.817***适应性情绪表达0.825***过度性情绪表达 + 14.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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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ell phone addiction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in 
college students, 300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were studied with Smartphone Addiction Scal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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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tional Expression Questionnai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re are significant gender dif-
ferences in the “negative effects” and “APP use” of smartphone addic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grade differences in “withdrawal behavior” and “APP use.” There are sig-
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origin of APP usage.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rofessional 
category on the negative effect.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remaining areas; 2) 
there are significant marginal gender differences in “adaptive emotional expression” among col-
lege student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remaining areas; 3) there was a corre-
lation between smartphone addiction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with a 
correlation value of 0.647 and two correlations in each dimension of the two variables. By regres-
sion analysis, we found a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cell phone addic-
tion, with the linear regression equation being: cell phone addiction = 1.040*** inhibitory emotion-
al expression 0.817*** adaptive emotional expression 0.825*** hypersexual emotional expression + 
14.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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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1.1. 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 

第 49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1 年 12 月，国内网民规模达 10.32 亿，

较 2020 年 12 月增长 4296 万，互联网普及率达 73.0% [1]。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高度普及和技术进

步，智能手机用户的数量逐年增加，随着智能手机的更新换代，手机不再局限于打电话和发短信等基本

用途，而是越来越多地用于游戏、网聊、娱乐、支付和获取信息。这使得智能手机成为现代生活中不可

或缺的工具。但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应该一分为二的看待问题，更应该警惕智能手机的副作用，5G
时代的来临，使得人们只靠一个智能手机便能办成许多日常生活必需的事，但这也使大多数人过度地使

用智能手机，非常地依赖智能手机，引起智能手机成瘾，带来生活、学习、工作方面的问题，甚至于引

起焦虑、抑郁、抒情障碍、情绪方面的问题，影响人的心理健康水平，使得全社会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下，

诱发诸方面的社会性问题。智能手机成瘾是指对智能手机的不合理使用，导致身心健康和社会功能受损

[2]。大学生作为社会的中流砥柱，更加依赖智能手机的使用，手机成瘾降低了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水平，

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智能手机成瘾会降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会降低大学生的学习水平与

成绩。智能手机对大学生的学习方式和行为有负面影响[3]，所以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大学生的智能手机成

瘾问题。 

1.2. 大学生情绪表达 

情绪表达(emotional expression)作为专业术词的出现，最开始是由 Friedman 等人开始进行研究的[4]，
后来，由 Collier 于 20 世纪后期年在《情绪表达》一书中正式提出(Waxer, 1986)。到 1990 年代后期，Gross
等人(1995, 1997)将情绪表达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国内外的科学家们进行

了各种研究与讨论。为了解国内外情感表达研究的一般状况，研究者进行了文献计量学分析，以研究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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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表达。结果显示，从趋势的角度来看，情绪表达于 1985 年开始，在 2014 年达到顶峰，而后在近两年

有所下降，2016 年相关出版物有 665 种[5]。 
随着国外研究的不断深入，近十年来，情绪表达才逐渐吸引了国内研究者的目光。根据之前的研究，

国内研究者孟昭兰(2005)认为，情绪表达是采用动作、面部表情(手势和身体姿势)，来表示社会地位、转

移冲突或寻求支持[6]。还有人认为，情感表达是一种内部情感体验的外部行为，是一个人通过外部行为

表达内部体验的动态过程，是一种稳定的、独特的人格特质[7]。研究表明大学生情绪倾向性、表达性存

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年级差异不显著[8] [9]。 
本研究引用了吴燕霞的适应性情绪表达概念，指的是一个人认识和尊重自己内在情感体验的能力，

并以一种适合环境的方式或强度表达它们。当然，与之相反的就是不适应性表达。以便更好地衡量、评

估和针对性干预大学生情绪的表达，吴燕霞还把不适应性的情绪表达划分为：抑制性情绪表达和过度性

情绪表达，这也是现在的大学生里最有代表性的不适当的情绪表达类别，而不是把它们合称为“不适应

性的情绪表达”[5]。 
目前，国内关于智能手机成瘾和大学生情绪表达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结合文献资料，本研究采用

大学生问卷调查的方式，探讨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与情绪表达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智能手机

成瘾与情绪表达的相关研究领域，为后续研究智能手机成瘾与情绪表达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具有一

定的参考价值。 
近年来，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关键问题。大学生对智能手机愈来愈依赖和

上瘾，智能手机的长期使用不仅会影响学生正常的学习、工作、生活，这其中手机成瘾是否会影响情绪

表达还在探索阶段。从情绪表达的定义可以看出情绪表达受到情绪智力的影响，情绪调节策略是一种重

要的情绪智力，因此情绪调节策略与情绪表达息息相关，大量研究表明在情绪调节中认知重评情绪调节

策略可以有效调节负性情绪，而手机成瘾大学生容易引发负性情绪，这种负性情绪是否会影响情绪表达。

本研究深入分析了手机成瘾和情绪表达的关系，目的是为了解当代大学生手机成瘾和情绪表达的特征，

以及为将来手机成瘾大学生的智能手机成瘾、情绪表达的干预提供一些建议[10]。 

2. 研究方法及被试 

2.1. 研究被试 

研究对象为中国在校大学生，共收集 378 份问卷，其中有 300 份有效问卷，并排除 78 份无效问卷，

问卷有效率为 79% (见表 1)。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research objects 
表 1.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 

 性别 年级 是否为独生子女 科目类别 生源地 

 男 女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是 否 文科 理科 农村 城镇 

人数 98 202 56 36 73 135 107 193 121 179 203 97 

占比 33% 67% 17% 12% 24% 45% 36% 64% 40% 60% 68% 32% 

2.2. 测验工具 

2.2.1. 《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量表》 
由苏双 2014 年编制[11]。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总量表的重测信度为 0.93。量表共有 22 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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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戒断行为、突显行为、社交安抚、消极影响、APP 使用、APP 更新”6 个维度构成，其中戒断行为

包括“7、11、13、14、15、19、21”题，突显行为包括“1、2、4”题，社交安抚包括“5、6、16”题，

消极影响包括“3、9、10、17”题，APP 使用包括“8、18、22”题，APP 更新包括“12、20”题。该量

表题目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共有 5 级评分，计算得分越高，说明智能手机成瘾程度越高。总量表

Cronbach 系数为 0.88。 

2.2.2. 《中国大学生情绪表达问卷》 
由吴燕霞 2017 年编制[5]。问卷包括抑制性、适应性、过度性情绪表达三种类别，共 15 个题目。每

个问题设置六个评分选项：“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给予“1、2、3、4、5 和 6”的记分，其中

抑制性情绪表达包括“1、5、9、11、15”题；适应性情绪表达包括“2、4、8、12、1”3 题；过度性情

绪表达包括“3、6、7、10、14”题，各个维度的相关题目的得分加起来即为该维度的得分。在哪个维度

上的得分更高，就表明该个体的情绪表达更倾向于哪种类型。经检验后，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其中抑制性情绪表达、适应性情绪表达、过度性情绪表达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01、0.894、0.813，三

个维度的重测信度分别为 0.658、0.623、0.714。 

2.3. 数据处理方法 

采用 SPSS 23.0 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量表》问卷结果各维度的基本情况 

由表 2 可以看出手机成瘾平均分为 2.73 分，其中 APP 使用在 3 分以上，其他在 3 分以下，其中 APP
使用行为最高(3.33 ± 0.84)，其次是突显行为(2.89 ± 0.86)，APP 更新维度上均分最低(2.03 ± 0.86)。 

 
Table 2. Basic information of each dimension of mobile phone addiction questionnaire results 
表 2. 手机成瘾问卷结果各维度基本情况 

 戒断行为 突显行为 社交安抚 消极影响 App 使用 App 更新 总问卷 

M 2.72 2.89 2.31 2.84 3.33 2.03 2.73 

SD 0.73 0.86 0.69 0.83 0.84 0.80 0.58 

 
Table 3. Basic sit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emotional expression in each dimension 
表 3. 大学生情绪表达各维度基本情况 

项目 M SD 

抑制性情绪表达 3.54 0.86 

适应性情绪表达 4.06 0.73 

过度性情绪表达 2.51 0.89 

3.2. 《大学生情绪表达问卷》结果各维度的基本情况 

由表 3 可知，抑制性情绪表达、适应性情绪表达、过度性情绪表达三个因子的均值范围在 2.51~4.06
之间，理论中值为 3.5，其中适应性情绪表达、抑制性情绪表达、过度性情绪表达的均值分别为 4.06、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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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整上说大学生情绪表达主要以适应性情绪表达为主(4.06 ± 0.73)，不适应性表达主要以抑制性情绪

表达为主(3.54 ± 0.86)。 

3.3 大学生智能手机依赖与情绪表达的相关分析 

探究手机成瘾与情绪表达是否具有关系，将手机成瘾与情绪表达各维度做相关分析，Pearson 相关分

析发现，手机成瘾与情绪表达总相关为 0.647，并且各维度存在两两相关关系，具体结果见表 4、表 5。 
 

Table 4. Correlation between smartphone addiction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表 4. 智能手机成瘾与情绪表达的相关性 

 手机依赖总分 情绪总分 

手机依赖总分 

皮尔逊相关性 1 0.647** 

显著性(双尾) - 0.000 

个案数 300 300 

情绪总分 

皮尔逊相关性 0.647** 1 

显著性(双尾) 0.000 - 

个案数 300 300 

**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Table 5. Relationships between dimensions of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dimensions of mobile phone addiction 
表 5. 情绪表达各维度与手机成瘾各维度之间的关系 

 1 2 3 4 5 6 7 8 

1) 抑制性情绪表达 - - - - - - - - 

2) 适应性情绪表达 0.426** - - - - - - - 

3) 过度性情绪表达 0.307** 0.180** - - - - - - 

4) 戒断行为 0.429** 0.378** 0.405** - - - - - 

5) 突显行为 0.369** 0.290** 0.339** 0.389** - - - - 

6) 社交安抚 0.391** 0.255** 0.407** 0.518** 0.496** - - - 

7) 消极影响 0.394** 0.327** 0.206** 0.474** 0.442** 0.382** - - 

8) APP 使用 0.476** 0.405** 0.190** 0.582** 0.401** 0.350** 0.461** - 

9) APP 更新 0.263** 0.142* 0.393** 0.475** 0.242** 0.440** 0.290** 0.176** 

**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在 0.05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3.4. 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与情绪表达的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讨手机成瘾与情绪表达的关系，将情绪表达作为自变量，手机成瘾作为因变量，通过

对变量的回归来检验其关系。通过回归标准化残差图可以看出接近正态分布(见图 1)，符合回归分析的假

设，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回归分析(见表 6)，通过回归分析后发现，情绪表达和手机成瘾具有线性关系，可

以建立线性回归方程：手机成瘾 = 1.040***抑制性情绪表达 0.817***适应性情绪表达 0.825***过度性情绪表

达 + 14.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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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Regression residuals between smartphone addiction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图 1. 智能手机成瘾与情绪表达的回归残差图 

 
Table 6. Regression analysis 
表 6. 回归分析 

模型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p 
B 标准误差 Beta 

(常量) 14.689 3.451 - 4.256 0.000 

抑制性情绪表达 1.040 0.149 0.354 6.997 0.000 

适应性情绪表达 0.817 0.171 0.234 4.778 0.000 

过度性情绪表达 0.825 0.133 0.289 6.204 0.000 

a. 因变量：手机成瘾。 

4. 讨论 

4.1. 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的现状 

通过 300 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发现智能手机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现在的大学

生人手一部手机，不能离开手机，包括出行、购物、交流等。在中国，似乎一部智能手机似乎可以办成

所有事情，而当今社会也更加重视电子化，医疗、教育等领域也离不开手机。这也导致人们，特别是当

代大学生作为社会未来的栋梁，为了与时俱进，融入这个大社会，大学生对智能手机也愈加的依赖。如

果大学生开始大学生活后，面对新的人际交往需求和环境时，没有良好的人际适应能力，就会影响大学

生的自我认知、自我认同和自我评价，从而导致自我认同度低、自制能力差、自尊心低下。然而，在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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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网络的世界中，个体能够获得现实生活中无法得到满足的人际交往的需求，使用手机能够增强自身的

价值感，从而导致手机成瘾行为的出现[12]。这对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工作等方面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甚至影响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所以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这一问题亟待解决。 

4.2. 大学生情绪表达的现状 

情绪表达作为情绪智力的一部分，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情绪表达在促进人

际交往和谐，减轻心理压力，提高心理健康水平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作用。因此，我们更应该关注大学

生的情绪表达状况。 
情绪表达影响心理健康，也影响生理健康，这已经被大量的研究证实。研究表明，如果个体倾向抑

制性的情绪表达，可能还会增加各种身体和心理上的健康问题的风险(Harker & Keltner, 2001)。Gross 等
人(1997, 1998, 2002)的研究已证明，个体减少情绪的表达行为，不但不会减少或压抑情绪的心理体验，反

而还会增强情绪的生理反应[13] [14]。然而，并非所有的情绪表达都有益于健康的，也并非所有的情绪抑

制都是有害的，重要的是，正确的情绪表达更利于减轻心理和生理上的压力，缓解个体的各种焦虑，提

高个体的心理健康的水平，减少心理和精神疾病的发生。赵云龙等人(2016)认为，适当的情绪表达是心理

健康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15]。虽然情绪表达对大学生的身心健康至关重要，但在当今多样的价值观、数

不胜数的信息、承受巨大压力的时代下，现在大学生们的情绪表达情况并不乐观。近年来因情绪表达不

当而引发的马加爵、林森浩、南航舍友谋杀等恶性事件屡见不鲜。此外，卢家楣教授(2016, 2017)对大学

生情感素质调查中也发现，中国当代大学生的情绪表达能力不足，需要提升[16] [17]。由此可见，如何恰

当地表达情感不仅是当今大学生面临的一个大问题，也是帮助他们健康成长的一个迫切问题。 

4.3. 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与情绪表达的关系 

通过相关分析可知，手机成瘾与情绪表达具有相关关系，总相关为 0.647，并且各维度存在两两相关

关系。手机成瘾大学生经常过度的使用手机，花费大量时间在手机上，这就减少了正常的人际交流和社

会活动，因此，在与同学、朋友的人际交往中，会产生过度的情绪表达、抑制性的情绪表达。而大学生

本身的情绪表达方式使得他们在手机成瘾程度上有所不同，比如抑制性情绪表达的大学生可能会为了逃

避人际交往，而过度使用手机，导致手机成瘾，这将导致这类的大学生的情绪表达受到更多的抑制，从

而陷入恶循环。 
通过回归分析可知，手机成瘾和情绪表达具有线性关系，线性回归方程为：手机成瘾 = 1.040***抑制

性情绪表达 0.817***适应性情绪表达 0.825***过度性情绪表达 + 14.869。 

5. 教育建议 

本文探讨了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与情绪表达的关系，这对大学生教育具有启发意义，因此针对大学

生教育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一、利用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调查问卷，了解到大学生的智能手机成瘾的均值为 2.73 分，其中 APP

使用在 3 分以上，这表明大学生的智能手机成瘾程度是较高的，这会影响到大学生的学习、工作与生活，

建议高校针对大学生的手机成瘾程度采取相应的措施，比如成立反手机成瘾中心，更有针对性的开展讲

座、团辅、沙盘活动、个案咨询等活动，以减少大学生的手机成瘾程度。 
二、利用大学生情绪表达问卷，了解到大学生的情绪表达以适应性表达为主，不适应表达主要以抑

制性情绪表达为主，针对这部分大学生，建议先从认知上入手，再改变行为，可以开展以情绪和表达为

主的活动，比如情绪的相关讲座或抑制表达的危害，让他们了解到更多的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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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了解到大学生的情绪表达和智能手机成瘾是具有相关性的，各维度也存在两两相关，建议可以

从改变大学生的情绪表达类型来降低大学生的手机成瘾程度，尤其是针对不适应性情绪表达的大学生，

可以开展绘画分析、沙盘游戏、团辅等活动，让这部分的大学生转向适应性情绪表达，从而降低手机成

瘾水平。 

6. 结语 

通过对大学生的情绪表达和智能手机成瘾的相关分析，本研究了解到二者的现状，并且发现二者之

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这有利于进一步了解智能手机成瘾，也为降低智能手机成瘾的措施提供了思路。

但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第一，本研究样本较少，未来的研究可以扩大样本范围；第二，本研究只探

讨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未来的研究可以使用结构方程模型进一步探讨智能手机成瘾的发生机制；第三，

本研究使用的是横断研究，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纵向研究的方法来进一步探讨二者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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