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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调查中学生认知情绪调节和愤怒 情 绪 是 否 在 中 学 生 羞 耻 感 与 攻 击 行 为 之 间 起 中 介 作 用。方 法：

采用中学生羞耻感量表、认知情绪调节问卷以及攻 击 行 为 问 卷 对 山 西 省 阳 城 县４７３名 中 学 生 进 行 调 查，分 析 羞 耻

感、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愤怒、攻击行为的关系；认知情 绪 调 节 策 略 与 愤 怒 能 否 在 羞 耻 感 与 攻 击 行 为 之 间 起 中 介 作

用和链式中介作用。结果：①羞耻感、消极认知情绪调节 策 略、愤 怒 和 攻 击 行 为 之 间 两 两 显 著 相 关（ｒ＝０．５０，０．４４，

０．５３，０．３５，０．５３，０．８２；Ｐ＜０．０１）；②消极认知情绪调节 策 略 和 愤 怒 分 别 在 羞 耻 感 与 攻 击 行 为 之 间 起 中 介 作 用（Ｐ＜
０．００１）；③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和愤怒在羞耻感与攻击行为间起链式中介作用（Ｐ＜０．００１）。结论：羞耻感高的中

学生使用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会提高自己的愤怒情绪，进而表现出攻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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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击行为指当个体具有憎恨或者想要伤害他人

的情绪或心理状态时，所做出的有意伤害他人的行

为或倾向［１］。“一般攻击模型" 认为攻击行为的产生

包括３个阶段：人格特质和情景输入、个体当前的内

部状态、对决策过程以及结果的评估；这一行为涉及

人格、环境、唤醒、情感和认知等多 种 因 素［１］。挫 折

攻击理论认为攻击是个体面临挫折的一种结果，感

受到挫折的个体会表现出伤害性的攻击行为［２］。近

年来逐渐增多的校园暴力和校园欺凌行为是学生群

体中攻击行为的主要表现。

　　随着校园暴力发生概率的增加，研究者们开始

探索引起学生攻击性行为的内在心理因素。有研究

者发现，羞耻感可能是引起学生攻击行为的原因之

一［３］。羞耻感是一种自我意识情绪，与个体主 观 感

知到的自卑、无价值、软弱和缺点等有关［４］，是调节

个体思 想、情 绪 和 行 为 的 心 理 变 量。Ｇｉｌｌｉｇａｎ、Ｅｌｉ－
ｓｏｎ等学者调查了羞耻感与攻击行为之间的关系发

现，所有形式的暴力都是由于羞耻所引起的；个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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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贬低容易导致个体产生羞耻感，而羞耻感反过

来导致个体体验到实质性的愤怒，并表现出攻击性

的行为［５－６］。有研究表明高羞耻易感性 的 大 学 生 更

容易出现不成熟的应对方式［７］；而在青少年群体中，
羞耻体验往 往 伴 随 着 愤 怒 情 绪 以 及 攻 击 行 为 的 产

生，这表明具有羞耻倾向的青少年对攻击行为具有

更高的易感性水平［３］。羞耻应对的罗盘理论认为当

个体面对羞耻情境时，会将愤怒外化产生攻击他人

的行为［８］。此外，就羞耻感与愤怒之间的关系发现：
羞耻是令人难以忍受和痛苦的，以至于个体常常将

羞耻转化为愤怒［９］；羞耻和愤怒之间具有单向关系，
即羞耻转向愤怒，羞耻感不仅诱导了愤怒倾向也可

能导致外化行为的增加［１０］。Ｎｏｖａｃｏ也认为愤怒情

绪在暴力行为中占据了重要的角色，可以预测个体

的暴力行为，能够激发个体的消极情绪导致暴力行

为的产生［１１］。综合以上分析发现，个体的羞耻感可

以诱发攻击性行为，而羞耻感易于导致愤怒情绪的

产生，个体由于愤怒进而产生攻击行为。综上，本研

究得到第一个假设：愤怒情绪能够在羞耻感以及攻

击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此外，高频率的使用情绪抑制策略（抑制情绪表

达）与青少年羞耻感倾向的增加有关，而情绪调节的

效率（对冲动和愤怒的控制、负性情感的下降倾向、
正向情感的上升和适当的情绪反应等）与羞耻感倾

向呈负相关［１２］；高隽对羞耻感个体认知情绪调节方

式研究表明，高羞耻感个体倾向于使用自我责备、沉
思、灾难化、责备他人等策略，表现出了一种特定消

极的情绪调 节 风 格［１３］。这 些 结 果 表 明 对 非 适 应 性

的情绪调节策略的偏好可能与羞耻倾向有关。错误

使用 情 绪 调 节 策 略 的 青 少 年 更 容 易 出 现 攻 击 行

为［１４］。不断地自责、自我批评、对自己愤怒、自我意

识对羞耻感的影响等现象，为羞耻事件中出现负性

自我评价提 供 了 证 据［１５］。由 于 自 我 表 征 和 自 我 评

价过程被认为是自我意识的主要特征，影响这些特

征的情绪调节策略便显得尤为重要。商慧颖［１６］、何

珍［１７］、聂力［１８］等人的研究表明，消极的认知情绪调

节策略能够增加个体的攻击行为。基于以上分析，
从一般攻击模型的视角看，羞耻感倾向个体可能通

过不同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来影响自身的内在认知

和情感因素，进而影响攻击行为；从挫折攻击理论的

视角看，认知情绪调节方式可能通过影响羞耻感倾

向个体的消极评价，进而影响攻击行为的产生。综

上，本研究得到第二个假设：认知情绪调节策略能够

在羞耻感与攻击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再次，Ｆｏｌｋｍａｎ等人认为认知情绪调节的验证

研究 应 该 关 注 分 量 表 与 不 同 情 绪 体 验 之 间 的 关

系［１９］。认知 情 绪 调 节 策 略（ＣＥＲＱ）大 部 分 与 消 极

情绪的研究集中在焦虑、抑郁上，自责、沉思和灾难

化始终与抑郁相关，状态焦虑的个体则往往会选择

运用这些消 极 策 略［２０］。而 同 样 作 为 负 性 情 绪 的 愤

怒，却很少有学者进行相关内容的研究。Ｂｅｃｋ、Ｄｅｆ－
ｆｅｎｂａｃｈｅｒ等人的研究认为ＣＥＲＱ测量的一些特定

的应对过程（如灾难化、责备他人、沉思等）理论上与

愤怒有关［２１－２２］。Ｃ　Ｒｙａｎ等人的一项研究表明，通过

沉思、灾难化能够预测个体在愤怒情绪体验上的差

异，这一发现支持了这些消极策略在愤怒认知理论

中 的 重 要 性［２２］。Ｌｏｐｅ、Ｔｈｕｒｍａｎ、Ｍａｒｔｉｎ、Ｄａｈｌｅｎ
等人也发现，在攻击性愤怒表达中涉及到了灾难化

策略，而责备他人、沉思、减少积极重新评价等策略

会导致无法有效抑制愤怒，这些发现都与以前关于

非理性信念和认知扭曲在愤怒中的作用吻合［２３－２４］。
作为一种情绪，情绪失调以及情绪调节困难均可能

导致愤怒的 产 生［２５］。情 绪 调 节 作 为 造 成 和 延 续 心

理问题的因素之一，当个体使用消极认知情绪调节

策略时，更容易产生愤怒情绪。由于愤怒在暴力行

为中占据了重要的角色，并且可以预测个体的暴力

行为［１１］，若本研 究 假 设 二，认 知 情 绪 调 节 在 羞 耻 感

与攻击行为的中间起中介作用这一假设成立的情况

下，愤怒情绪作为情绪调节困难的表现可能在羞耻

感与攻击行为之间起到链式中介作用。由此，本研

究形成假设三：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愤怒情绪能够在

羞耻感与攻击行为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以中学生为被试，探讨羞耻感

与攻击行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验证认知情绪调节

策略、愤怒情绪所起的中介作用；以及认知情绪调节

策略与愤怒情绪能否在羞耻感与攻击行为之间起链

式中介作用。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本研究 从 山 西 省 阳 城 县 各 选 取 一 所 初 中 与 高

中，以班级为单位，选取初一、初二、初三、高一、高二

学生共５１０人进行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４７３份

（９２．７５％），其中，男生１８０人（３８．１％），女生２９３人

（６１．９％）；初 一 １１１ 人 （２３．５％），初 二 ８５ 人

（１８．０％），初 三 ５７ 人 （１２．１％），高 一 １０４ 人

（２２．０％），高二１１６人（２４．５％）。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中学 生 羞 耻 感 量 表　采 用 亓 圣 华、张 彤、李

繁荣等人２００８年编制的中学生羞耻感量表［２６］。该

量表以Ａｎｄｒｅｗｓ和 Ｈｕｎｔｅｒｓ以及Ｋａｕｆｍａｎ等人编

制的羞耻感量表为基础，结合我国中学生的发展特

点，包含４个项目：个性羞耻、行为羞耻、身体羞耻和

能力 羞 耻。采 用ｌｉｋｅｒｔ　４级 评 分，１分 表 示 完 全 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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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２分表示偶尔有点，３分表示有时有些，４分表示

经常如此。该量表的克伦巴赫α信度系数为０．９２。

１．２．２　攻击行为、愤怒测量问卷　刘俊升、周颖、顾

文瑜等人对Ｂｕｓｓ－Ｐｅｒｒｙ的攻击行为问卷进行了修

订，修订后该问卷在青少年群体中信、效度良好［２７］。
修订后的问卷共２０题，包括身体攻击、愤怒、敌意、
替代攻击４个维度，采用ｌｉｋｅｒｔ　５级评分，量表的重

测信度为０．９２，内部一致性系数为０．８４。该问卷的

克伦巴赫α系数为０．８７，愤怒因子的克伦巴赫α系

数为０．７６。

１．２．３　认知情绪调节问卷　该问卷由Ｇａｒｎｅｆｓｋｉ等

人编制，有９个调节维度［２０］。本文采用朱熊兆等学

者翻译汉化 的 中 文 版 本［２９］。分 为 积 极 认 知 情 绪 调

节策略（接受、积极重新关注、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

新评价、理性分析）和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自我

责难、沉思、灾难化、责难他人），该问卷的内部一致

性系数为０．８３，效 度 良 好。采 用ｌｉｋｅｒｔ　５级 评 分。
克伦巴赫α系数为０．８３。

１．２．４　施测 过 程　采 用 统 一 的 指 导 语 对 调 查 对 象

进行集体施测。在施测过程中向被试说明本次施测

的注意事项、填 写 方 式 以 及 保 密 原 则，施 测 持 续２０
分钟。

１．３　统计处理

　　在测验结束后采用ＳＰＳＳ　２６．０以及ｐｒｏｃｅｓｓ插

件进行数据处理。

２　结　果

２．１　共同方法偏差

　　采用 Ｈｍａｒｍａｎ单因素法验证是否存在共同方

法偏 差，结 果 表 明，第 一 个 因 子 解 释 的 变 异 量 为

１８．４６％，低于４０％的标准。因此，本研究不 存 在 共

同方法偏差威胁。

２．２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对主要变量进行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后发现，各

变量呈显著 的 相 关 关 系，见 表１。因 积 极 认 知 情 绪

调节总分与攻击行为相关不显著，因此，研究中仅对

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进行讨论。
表１　描述性统计结果和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变　量 羞耻感
消极认知情

绪调节策略
愤 怒

攻击

行为
�ｘ±ｓ

羞耻感 １　 ４８．１８±１２．０１

消极认知情

绪调节策略
０．５０＊＊ １　 ４５．４７±８．３８

愤　怒 ０．４４＊＊ ０．３５＊＊ １　 １１．３４±４．２８

攻击行为 ０．５３＊＊ ０．５３＊＊ ０．８２＊＊１　 ４７．６６±１２．９９

　注：＊＊在０．０１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下同

２．３　羞耻感影响攻击 行 为 的 链 式 中 介 模 型 检 验 和

分析

　　传统的因果逐步回归法的前提是自变量和因变

量的方程中，回归系数ｃ必须显著，但近年来一些学

者对主效应 必 须 存 在 的 前 提 持 否 定 态 度［３０］。鉴 于

传统中介效应检验可能存在的问题会对结果造成影

响，本 研 究 采 用 Ｐｒｅａｃｈｅｒ和 Ｈａｙｅｓ２００４年 提 出 的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检验中介效应。

２．３．１　消极 认 知 情 绪 调 节 策 略 的 中 介 作 用　采 用

Ｈａｙｅｓ编制 的ｐｒｏｃｅｓｓ中 的 Ｍｏｄｅｌ　４（简 单 中 介 模

型），控制性别、年级、出生地、是否独生等变量，对消

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在羞耻感与攻击行为之间的中

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羞耻感对攻击行为预测

作用显著（Ｂ＝０．５４，ｔ＝１３．７０，Ｐ＜０．００１），且加入中

介变量后，羞耻感对攻击行为的预测作用依然显著

（Ｂ＝０．３７，ｔ＝８．５９，Ｐ＜０．００１）。羞耻感对消极认知

情绪调节策略预测作用显著（Ｂ＝０．５１，ｔ＝１２．４６，Ｐ
＜０．００１），消极 认 知 情 绪 调 节 策 略 对 攻 击 行 为 预 测

作用显著（Ｂ＝０．３５，ｔ＝８．１７，Ｐ＜０．００１）。如表２所

示，羞耻感对攻击行为影响的直接效应以及消极认

知情绪调节 策 略 的 中 介 效 应 的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９５％置 信

区间的上、下限均不包含０，这表明羞耻感不仅能够

预测攻击行为，而且能够通过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

略的中介作用预测攻击行为。该直接效应（０．３７）和

中介 效 应（０．１８）分 别 占 总 效 应（０．５４）的６８．５２％、

３３．３３％。
表２　总效应、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分解表

项　目 效应值
Ｂｏｏｔ

标准误

Ｂｏｏｔ　ＣＩ
下限

Ｂｏｏｔ　ＣＩ
上限

相对

效应值

总效应 ０．５４　 ０．０４　 ０．４７　 ０．６２

直接效应 ０．３７　 ０．０４　 ０．２８　 ０．４５　 ６８．５２％

中介效应 ０．１８　 ０．０３　 ０．１３　 ０．２３　 ３３．３３％

表３　总效应、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分解表

项　目 效应值
Ｂｏｏｔ

标准误

Ｂｏｏｔ　ＣＩ
下限

Ｂｏｏｔ　ＣＩ
上限

相对

效应值

总效应 ０．５４　 ０．０４　 ０．４７　 ０．６２

直接效应 ０．２２　 ０．０３　 ０．１６　 ０．２８　 ４０．７４％

中介效应 ０．３２　 ０．０３　 ０．２６　 ０．３８　 ５９．２６％

２．３．２　愤怒 的 中 介 作 用　羞 耻 感 对 攻 击 行 为 预 测

作用显著（Ｂ＝０．５４，ｔ＝１３．６８，Ｐ＜０．００１），当加入中

介变量后，羞耻感对攻击行为的预测作用显著（Ｂ＝
０．２２，ｔ＝７．８４，Ｐ＜０．００１）。羞耻感对愤怒的预测作

用显著（Ｂ＝０．４４，ｔ＝１０．５４，Ｐ＜０．００１），愤怒对攻击

行为预测作用显著（Ｂ＝０．７３，ｔ＝２６．２３，Ｐ＜０．００１）。
如表３所示，羞耻感对攻击行为影响的直接效应及

愤怒的中介效应的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９５％置信区间的上、下
限均不包含０，这表明羞耻感不仅能够预测攻击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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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而且能 够 通 过 愤 怒 的 中 介 作 用 预 测 攻 击 行 为。
该直接效应（０．２２）和中介效应（０．３２）分别占总效应

（０．５４）的４０．７４％、５９．２６％。

２．３．３　消极 认 知 情 绪 调 节 策 略 和 愤 怒 的 链 式 中 介

作用　为了进一步探讨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在羞

耻感和攻击行为的中介作用，再 次 采 用ＳＰＳＳ软 件

里的Ｐｒｏｃｅｓｓ插件来对模型进行检验。将攻击行为

倾向作为因变量，羞耻感作为自变量，消极认知情绪

调节策略和愤怒作为中介变量，将性别、年级、出生

地、是否 独 生 作 为 控 制 变 量，运 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设

置重复抽样５０００次，９５％的置信区间，采用模型６，
通过ｐｒｏｃｅｓｓ运 算 之 后，可 以 得 到 每 条 路 径 的 效 应

值、置信区间以及每条路径的标准化系数，见表４。

　　总中介效应 的 值０．４１为３条 路 径 的 效 应 值 相

加的和，置 信 区 间 不 包 含０（９５％ＣＩ＝０．３５，０．４９）。
从羞耻感通过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通过攻击行为

的效应值为０．１１，占总中介效应的２７．８３％，由于其

置信区间不包含０（９５％ＣＩ＝０．０８，０．１４），因 此 该 路

径的中介效应显著；羞耻感通过愤怒到攻击行为的

效应值为０．２４，占总中介效应的５８．５４％，由于其置

信区间不包含０（９５％ＣＩ＝０．１８，０．３１），因 此 该 路 径

的中介效应显著；羞耻感通过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

略和愤怒到攻击行为的效应值为０．０６，占总中介效

应的１４．６３％，由于其置信区间不包含０（９５％ＣＩ＝
０．０３，０．１０），因 此 该 路 径 的 中 介 效 应 显 著。综 上 所

述得出链式中介效应如图１所示。
表４　链式中介效应分析

路　径 中介效应 占总效应比例
　　９５置信区间　　

Ｂｏｏｔ　ＣＩ下限　　　Ｂｏｏｔ　ＣＩ上限

羞耻感→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攻击行为 ０．１１　 ２７．８３％ ０．０８　 ０．１４

羞耻感→愤怒→攻击行为 ０．２４　 ５８．５４％ ０．１８　 ０．３１

羞耻感→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愤怒→攻击行为 ０．０６　 １４．６３％ ０．０３　 ０．１０

总中介效应 ０．４１　 １００％ ０．３５　 ０．４９

图１　中学生羞耻感、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

愤怒、攻击性行为的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３　讨　论

　　本研究以中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了羞耻感与

攻击行为的关系，以及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和愤

怒在两者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

３．１　愤怒在羞耻感和攻击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通过对羞耻感、愤怒、攻击行为三者之间的关系

进行研究后发现，羞耻感除了可以直接预测个体的

攻击行为之外，还可以通过愤怒这一中介变量来影

响个体 的 攻 击 行 为。这 一 结 果 与 以 往 杨 坤［３０］、梁

静［３１］的研究 结 果 相 同；Ｅｌｉｓｏｎ等［６］认 为，正 因 为 有

了羞耻感受才会产生愤怒情绪。也就是说，当个体

体验到羞耻感这一负性情绪时，为了缓解该负性情

绪所带来的痛苦体验，个体可能会因此而激发出激

烈的愤怒情绪，从而表现出各种攻击性的防御行为

来缓解自身面临的痛苦体验。基于一般攻击模型的

观点，个体因为负性事件体验到羞耻感，羞耻感会使

个体产生痛苦的感受，这种感受类似于身体上的疼

痛；为了有效应对这种痛苦的感受，具有羞耻感的个

体常常利用愤怒情绪作为一种资源来克服由羞耻引

发的痛苦，以便重新获得主体感和控制感［６，３２－３３］。

３．２　消极认知情绪调 节 策 略 在 羞 耻 感 和 攻 击 行 为

之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的第二个模型验证了羞耻感、消极认知

情绪调节策略和攻击行为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

明，羞耻感不仅可以直接预测个体的攻击行为，消极

的情绪认知调节策略也可以引发攻击性的行为。高

易羞耻倾向的个体将羞耻归因于自身的、稳定的、不
可控的原因，进而产生痛苦、难堪、耻辱等一系列的

负性羞耻感受［３４］。这种羞耻感是痛苦的，对个体的

自我价值感与效能感有明显的威胁［３０］；具有羞耻感

的个体会认为自己的自我形象和社会形象受到了损

伤［３５］，痛苦的不 适 感 会 引 发 对 他 人 的 愤 怒，这 种 痛

苦与身体痛苦相似，而遭受身体疼痛的个体对他人

有更多的愤 怒［３６］。当 羞 耻 感 个 体 选 择 运 用 消 极 的

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时，不仅不会减轻自身的痛苦感

受，还会加剧对自己的怀疑，使个体更加沉溺于这种

消极的负性情绪之中，充斥着大量自卑、无助的不合

理信念，增加这种痛苦的体验和愤怒的情绪。导致

了个体通过 攻 击 行 为 来 缓 解 自 己 的 痛 苦 感 与 羞 耻

感，以便重新获得自身的控制感与主体感［３５］。依据

于一般攻击模型，个体的内在状态与攻击行为的关

系密切，认知、情感、生理、心理等各项因素均可能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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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个体表现出不同形式的攻击行为。当个人因素与

外界的环境因素输入时，个体会对输入的信息进行

相应的认知加工，当激活个体的内在状态时，最终的

攻击行为也会随之产生。因此，对于羞耻感个体而

言，当他们使用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时，不仅不会

降低个体的愤怒情绪，还会增加个体的愤怒情绪和

关于自我的消极认知，产生恶性循环。而从挫折攻

击理论出发，当羞耻感个体使用消极认知情绪调节

策略时，产生过于消极的自我评价，纠结于各类负性

情绪和非理性的想法，感到自责、后悔、无能为力等

一系列的消极感受，而这些会导致个体体会到强烈

的挫败感，最终诱发个体产生攻击行为来减少自己

所产生的挫败感。

３．３　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和愤怒的链式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和愤怒情

绪能够在中学生的羞耻感与攻击行为之间起到链式

中介作用，验证了本研究的第３个假设。通过上述

分析也发现，从一般攻击模型出发，具有羞耻感的个

体在面对负性事件时，会体验到痛苦感、感受到自责

与无助，这种痛苦感与身体痛苦是一致的，而当他们

使用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时，会产生一系列非理

性的信念，这些信念会加重个体对自我的消极认知，
导致个体加深痛苦的感受，并进一步产生愤怒情绪，
逐渐形成了心理上的恶性循环；加之，愤怒情绪往往

能够诱发 个 体 表 现 出 攻 击 行 为。由 此 分 析 可 以 看

出，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和愤怒情绪在个体羞耻

感和攻击行为之间起到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对羞耻感、攻击行为、认

知情绪调节策略三者的关系进行探讨，发现中学生

的羞耻感、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均能显著预测愤

怒情绪以及攻击行为；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愤怒

情绪在中学生羞耻感与攻击行为之间起链式中介作

用。这一研究结果有利于进一步明确羞耻感中学生

攻击行为产生的心理机制，扩展羞耻感以及攻击行

为的理论内涵。同时，从积极心理干预的角度出发，
有利于采取具体措施加以积极引导，减少攻击行为、
校园欺凌等负性事件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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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医学院校大学生手机成瘾流行现状、
心理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

李晓东①　龙苏兰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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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２０１７年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编号：１７ＧＬ２０）

【摘　要】　目的：探究当代医学院校大学生手机成瘾流行现状、心理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整群分层抽

样方式抽取２０２１年９－１０月某医学院１４５４名本科学生为研究对象，使用一般情况调查、手机成瘾性指数量表、大

学生自我控制量表（ＳＣＳ）修订版、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筛查量表及行为量表进行现场问卷调查，并采用多元线性回

归、单因素及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进 行 统 计 分 析。结 果：４４．７０％大 学 生（成 瘾 组６５０名）ＭＰＡＩ评 分≥５１分，

５５．３０％（正常组８０４名）ＭＰＡＩ评分＜５１分；两组在ＳＣＳ评分冲动 控 制 维 度 及 总 分 比 较 差 异 显 著（Ｐ＜０．０５）；成 瘾

组心理健康状态１～３级风险累计比例为７０．１５％显著高于正常组的４９．５０％（Ｐ＜０．０５）；男性（ＯＲ＝５．５８１，９５％ＣＩ

＝２．２８６～１３．６２６）、单 身（ＯＲ＝３７．３２６，９５％ＣＩ＝１４．９１９～９３．３８７）、低 年 级（ＯＲ＝５４７．４４７，９５％ＣＩ＝１５４．１８８～
１９４３．７１８）、久坐（ＯＲ＝４４１６．３１２，９５％ＣＩ＝１２０２．２４２～１６２２２．８７４）均 是 影 响 医 学 院 校 学 生 手 机 成 瘾 的 独 立 危 险 因

素；ＳＣＳ（ＯＲ＝０．５５９，９５％ＣＩ＝０．４７７～０．６５６）、经 常 运 动（ＯＲ＝０．０２９，９５％ＣＩ＝０．０１７～０．０４９）、作 息 规 律（ＯＲ＝

０．０４４，９５％ＣＩ＝０．０２１～０．０９０）、正面信息（ＯＲ＝０．２３４，９５％ＣＩ＝０．１００～０．５４６）均为保护因素。结论：当前医学院校

大学生手机成瘾与心理健康及自我控制能力密切相 关。可 通 过 加 强 体 育 运 动，积 极 获 取 正 面 信 息，提 高 自 我 控 制

能力，促进降低手机成瘾性及心理健康风险等级。

【关键词】　医学院校大学生；手机成瘾；心理健康；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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