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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处于身心发展关键时期的青少年手机依赖的现象日益突出，文章综合近年来家庭环境与手机依赖方面的

研究，探讨了家庭作为青少年成长最重要的环境，哪些因素对青少年手机依赖产生了影响。以往的研究

表明：不同家庭教养方式对青少年手机依赖有不同影响；亲子关系的质量能预测青少年手机依赖行为。

最后基于以上发现，提出了通过改善家庭环境来帮助青少年预防或走出手机依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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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henomenon of cell phone dependence among adolescents in a critical period of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is article synthesizes recent research 
on family environment and cell phone dependence and explores which factors influence adoles-
cent cell phone dependence in the family as the most important environment for adolescent 
growth.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different family parenting styles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adolescent cell phone dependence; the quality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predicts adolescent 
cell phone dependence behavior. Finally, based on the above findings, suggestions are mad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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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p adolescents prevent or get out of cell phone dependence by improving the family environ-
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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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手机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

根据我国最新的调查报告，2019年未成年网民规模为 1.75亿，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93.1%。(CNNIC, 
2020)。与年龄较大的社会群体相比，年轻一代使用手机的比例更高[1]。然而，过度使用手机不仅会影响

青少年的身体健康，还会对青少年产生各种负面影响，例如增加孤独感、社会焦虑感等。此外，过度使

用手机还会造成青少年学习成绩下降、社交困难、缺乏自律等不良行为[2]。 

2. 家庭环境的概念 

家庭是青少年成长的港湾，家庭环境对青少年的成长和心理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家庭环境是

指个体在家庭中和家庭成员间的互动下形成的关系氛围的总和。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是青少年身心健康

发展的重要基础，而不良的家庭环境则可能损害青少年心理健康，并产生一些不良后果。 
布朗分布伦纳的家庭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人的发展受到多个环境的复合影响，他按照不同环境与人

联系的紧密程度将环境系统分为宏观系统、外系统、中间系统和微观系统，每个系统都和其他系统以及

个体相互影响制约，共同发挥作用。其中微观系统是指个体直接接触的外部环境，家庭环境就属于微观

系统的重要部分。家庭生态系统理论认为，微观系统在生态系统的最内层，是与个体活动和人际交往有

密切联系的环境，对个体影响深远。有研究表明，即使是那些不再与父母共同居住的大学生，幼年及青

春期的父母教养方式仍会给他们带来深远的影响。因此，家庭环境作为个体发展过程中接触最为频繁和

密切的环境，对个体的影响已经被很多理论和研究所证实。 

3. 青少年手机依赖的概念 

手机依赖症也被称作“使用问题手机”、“过度使用手机”等。师建国(2009)把手机依赖症称为“手

机依赖症”，它是一种对自己的手机使用不能完全控制而导致身体、心理和社会机能严重损害的一种疾

病。手机依赖者的典型特征是：经常使用手机，频繁地浏览；手机一旦不能正常使用，就会产生焦虑，

甚至是恐慌。手机依赖性的主要症状是“控制能力下降”[3]，表现为对自己的手机使用行为失去控制。

此外，还有一些其它的征兆，比如强迫性使用、渴求、容忍、戒备和机能失调[4]。 
由于青少年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因此相比于成年人，他们更有可能产生手机依赖，青少年的也会因

为手机依赖影响他们的身体健康、学业表现和人际关系。有研究表明，相比于没有手机依赖的青少年，

有手机依赖症状的青少年会发生友谊质量下降、自尊水平受损等状况[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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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家庭环境对手机依赖的影响 

家庭是青少年成长发展的重要环境，家庭环境因素对青少年问题行为有显著影响。研究发现婚姻不

健全家庭的孩子比健全家庭的孩子有更多的问题行为，家庭功能不良可以预测一年后青少年的手机成瘾

水平[6]。不良的教养方式会提高青少年手机依赖风险，父母与青少年之间的良好沟通，积极的亲子关系

以及支持性的父母监护能够极大的帮助青少年合理使用互联网[7]。 
研究表明，易沉迷手机的人群与不易沉迷手机与网络的青少年的家庭教育方式存在着明显的区别[8]。

易沉迷于手机的青少年往往与家庭的联系很少，他们缺乏家庭给予的安全感和舒适度，与父母的沟通对

他们来说非常困难，甚至是一种负担。在家庭中，惩罚批评成为常态，使得青少年本能地拒绝与其他人

相处，这是青少年沉迷手机的重要原因之一。研究发现，以批评为常态的家庭中，亲少年易加深对手机

的依赖，从而对现实的人际关系更加惧怕。中学生的亲子亲和指数与网络上瘾的分数实际上是存在着一

种负相关的模式，家庭关系中发生矛盾、争吵的频率网络上瘾的指数成正相关，可以说家庭环境与手机

依赖的相关程度非常高。 
已有大量研究证实了家庭中的各种因素对青少年手机依赖的影响，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父

母教养方式和亲子关系对青少年手机依赖的影响。 

4.1. 父母教养方式与手机依赖 

父母教养方式是指父母在养育子女时所持有的观念和目标，是父母对于养育子女的态度和看法，是

他们为达到自己的教育目标所采用的方式和手段[9]。父母教养方式被认为是一项重要的家庭环境因素，

能够反应父母和子女交互作用的本质[10]。 
大量的研究表明，父母教养方式在青少年手机依赖中起着重要作用。积极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手

机依赖具有保护性作用。父母温暖、关爱和不排斥的青少年更不容易表现出消极或问题性的心理与行为

[11]，权威型父母教养方式可以减少青少年手机依赖，消极的父母教养方式则会促进手机依赖。父母态度

严厉、惩罚和压抑情感的青少年更容易发展出手机依赖[12]。父母如果对孩子的温暖支持太少，或者缺少

对子女的管束、放任子女，青少年也会更容易发展出过度使用手机的行为。 
不同的教养方式类型对青少年手机依赖有不同作用。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的发展具有显著、

长期的保护作用，父母的合理监督、开放型的亲子沟通以及良好的亲子关系减少了青少年不良行为的发

生[13]。权威型教养方式对于青少年的酒精滥用、攻击行为具有保护作用。而专制和放任的养育方式或是

拒绝、敌对、忽视和心理控制等不良的教养行为则会导致儿童的攻击性、犯罪和消极行为[14]。  
一项研究从横向和纵向两个角度探讨父母教养方式与高中生手机依赖的关系。在横断研究中，积极

型、混合型、消极型三类教养方式在高中生手机依赖水平上差异显著。在消极型父母教养方式下，高中

生手机依赖的水平最高，混合型其次，积极型最低，并且两两之间的差异显著。并且，相比于一致型的

教养方式，在父母双方的教养方式不一致的情况下，高中生手机依赖的水平更高[15]。 
不同教养方式类型对青少年手机依赖也有不同作用。研究者发现放任型母亲教养方式和忽视型父亲

教养方式下青少年问题行为的比例更高[16]。Tur-Porcar 发现忽视型的教养方式能够对青少年的问题性网

络使用产生影响。有研究发现手机成瘾的个体会倾向于将父母的家庭教养方式认为是缺乏情感温暖的、

过度参与、拒绝和惩罚，这些研究均表明不同教养方式维度是影响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重要因素。 
消极型教养方式情感温暖的成分更少，拒绝和过度保护等成分更高，这意味着孩子无法充分感受到

父母的关爱。对自我概念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来说。父母的种种不良教养行为让孩子感受到自己是没有

价值、没有能力的，是不值得被爱的，手机背后的虚拟世界可以给予这些在现实中没有存在感的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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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容身之处和心灵的慰藉。 

4.2. 亲子关系与手机依赖 

在家庭系统的众多相关因素中，亲子关系是一个关键因素，而且亲子关系与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关系

一直是发展心理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17]。大量的实证研究都表明亲子关系对青少年的问题行为

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具有较高亲子关系质量的儿童往往会表现出较好的社交技能和较少的问题行为[18]。 
随着青少年手机依赖现象的普遍化，亲子关系与青少年手机依赖的关系也得到了一定的探讨。有研

究探讨了亲子关系对青少年手机依赖的预测作用，结果发现父子关系与母子关系均可以独立地显著负向

预测青少年的网络成瘾[19]。这一结果表明亲子关系对青少年个体发展以及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行为的巨大

影响。Park 等人针对中学生的问卷调查研究发现，手机成瘾组、成瘾倾向组和不成瘾组三组之间的亲子

沟通差异显著。事后比较检验发现，成瘾组和成瘾倾向组的亲子沟通显著低于非成瘾组[20]。还有研究显

示，不同手机依赖程度的学生亲子亲合得分有差异，手机依赖程度越高，亲子亲合得分越低。同时，父

子亲合、母子亲合得分均与手机依赖得分呈负相关。 
以上研究结果均表明了亲子关系对青少年手机依赖的重要作用。原因可能是，不良的亲子关系会导

致父母与孩子的交流减少，彼此之间存在隔阂，孩子更愿意转向虚拟世界寻求解脱、逃避和安慰。初中

生与父亲或母亲之间的关系恶劣会出现否定的、糟糕的情感体验，自尊水平下降，他们必然会转而通过

手机在虚拟世界中达成这一愿望，最终不可避免开始手机依赖。综上所述，亲子关系与手机依赖呈负相

关，在青少年手机依赖防控中家庭的作用不容忽视，营造良好的亲子关系有助于青少年合理使用手机，

减少手机成瘾的发生。 

5. 小结与展望 

随着智能手机越来越多地融入日常生活，手机也越来越以不易发现的、隐蔽的方式吸引着我们的注

意力，消耗着我们的时间。处于身心发展关键时期的青少年，他们具有高感觉寻求的特征，更容易受到

智能手机的吸引，产生手机依赖的情况。这篇综述论述了家庭环境对青少年手机依赖的影响，从父母教

养方式、亲子关系两个个角度切入，收集了相关方面的研究，得到了以下结论： 
首先，不同类型的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不同。父母教养方式有优劣之分，积

极型父母教养方式有利于培养青少年形成健康使用手机的习惯，而消极型教养方式则会提高青少年手机

依赖的风险性，不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第二，亲子关系与手机依赖呈负相关，不良的亲子关系更容

易引起青少年手机依赖，并且亲子关系越差，手机依赖程度可能越高。 
但在手机依赖有多种情况，可能是习惯性地检查消息，手机不在身边就感到焦虑，产生错失恐惧；

也可能是对手机游戏的依赖，不玩游戏就浑身难受，感觉无聊；也有可能是对社交媒体或者其他软件的

依赖。在这篇文章中没有做详细划分，只是统称为手机依赖，但不同原因导致的手机依赖其背后的作用

机制和家庭环境对其影响有可能是不同的，因此要慎重地考虑这个问题。其次，手机依赖其实也是对智

能手机上的互联网的依赖，它和问题性网络使用或网络成瘾之间有无区别，也是个重要的问题。以后可

以就这两个方面再进行更深入地探讨和总结，更加清晰地研究手机依赖的问题。 
总的来说，家庭是青少年成长最重要的环境，塑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对青少年身心发展都有重要的意

义。青少年对手机的依赖可能本质上是对家庭中不能得到的需求的补偿，是对自我存在的证明。对手机

的依赖本质上是对手机所连接的网络世界的依赖。这个虚拟世界可以给予这些现实之中缺乏存在感的青

少年心灵的慰藉。因此，给予青少年无条件的爱与接纳，帮助他们认识到自身的价值与独特性，而非强

制性地禁止他们使用手机对于青少年手机健康使用更有帮助。建议家长们采取恰当的教养方式，改善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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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关系，以预防孩子的手机依赖现象或帮助孩子走出手机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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