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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不同类别青少年群体手机使用状况纵、横向比较的实证调查及资料分析，来探讨

青少年手机使用呈现出的状况和其中的心理观念、价值特征等日常生活方式的变迁。结果发现：青

少年手机使用的普及率不断提高，娱乐性日益明显，风险机会逐渐抬升；未持手机青少年更容易作

出积极的自我评价，初、高中生中手机持有者未表现出机会成本优势；随着社会化程度的提高，手

机的影响呈递增趋势，且手机的使用受知识水平、生活环境和经济能力的影响。

关键词：手机使用；青少年；日常生活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3）04-0064-04

青少年手机使用与日常生活方式的变迁

孟利艳 刘加星

一、引 言

目前，关于青少年手机使用的研究，主要是以大学生群体为调查对象的[1]，较少涉及中学生、社

区青少年群体，也缺少总群内部差异的比较分析；研究的内容也多集中于青少年的手机短信文化、手

机依赖、手机话费等现象的解读；多为描述性研究，而因果研究和预测研究少，缺乏对青少年手机使

用的综合分析比较；被试量小、代表性不够的情况较为普遍，量化研究的深度也不够，成果有待进一

步的深化。总的来说，当前学者们对青少年手机使用问题的关注，正经历着一个由生物体机能危害到

心理影响[2]、再到手机作为一种流行文化存在的一系列转变，并期达至对“手机科技服务与青少年发

展”进行定论式的研究。

笔者认为，对青少年手机使用状况及其日常生活方式变迁的把握，最好的路径就是对比，特别是

对青少年群体内部手机使用情况进行对比。通过横向对比与纵向对比，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青少

年使用手机的现状，从而探讨问题的所在及其原因，进而就青少年手机使用提出更好的对策与建议。

本文基于不同类别青少年群体手机使用状况纵、横向比较的实证调查与资料分析，深入分析了青少年

手机使用呈现出的现状和附寓其中的心理观念、价值特征及其生活方式变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

为规范青少年合理使用手机提供对策制定的依据。

二、研究路径

本文的青少年年龄界定为12~25周岁，社区青少年则指本市户籍、16~25周岁、没有固定工作、没

有就学的青少年。本研究主要采用了问卷调查法、文献资料法、半结构化访谈法等研究方法。通过问

卷调查法，深描了青少年使用手机的现时性问题；通过不同时期的数据资料，分析青少年在使用手机

上的历时性变化；通过对青少年及其父母与老师的深度访谈，了解了青少年手机使用中的问题。 

为了尽可能确切地了解青少年手机使用呈现出的状况，使样本具有代表性，我们采用分层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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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随机抽样法在A市抽取了18所学校（大学3所，高中5所，初中10所）的学生450名，初中生，高中

生，大学生各占150名，并在学校所处社区抽取相应的社区青少年150名。其中拥有手机的为478名，没

有手机的为122名；男性为255人，女性为259人。因为是现场作答现场收回，加之调查员的监督和指

导，故本次调查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100%。本研究使用spss15.0对所得数据进行了后期处理。

三、纵向对比

（一）普及率不断提高

本次的调查统计显示，初中生手机拥有率为45%，高中生手机拥有率为81%，大学生与社区青少年

则基本上人手一部，总体样本的手机平均拥有率为79.9%，且在未持手机的青少年群体中，94%的希望

拥有手机。这与我国青少年手机拥有率80%左右的结论是基本吻合的，且这远远高于我国青少年几年前

的手机拥有率。

 “过去我们班只有2~3个同学有手机，现在有一半的同学都有手机”在访谈中，不少受访的学生

这样说道。“目前家庭也不是太困难，手机也不太贵，有这个条件去为他们买一个手机。”“小孩离

开家时，要是他拿手机了，我与他联系就很方便，能随时问问安全、饱暖。”很多家长如此表示。

（二）娱乐性日益明显

从本次调查的数据来看，青少年使用手机，并不像多数家长预期的——作为家庭成员沟通的工

具，而是通过短信、飞信的方式广泛地用于和其朋友间的情感表达，或者是用来上网以及充当音乐、

游戏、拍照的娱乐休闲工具，且以音乐、游戏和视频为代表的娱乐功能正逐渐受到青少年群体的关

注，达到手机功能整体关注度的70%以上。在常用业务中，过去基本就是接打电话、收发短信两项，现

在上网（占56.2%）、飞信（占48.6%）业务在青少年群体中使用也较为普遍。

研究表明，手机在青少年群体中的使用，已经脱离了最初意义上的旨在便捷进行事务联络的目

的，也不再仅仅满足于发展需要上的正功能的发挥，甚至连其关于通讯媒介的显功能亦正在消匿，而

逐渐被通讯传播之外的以娱乐休闲为主的附加功能所取代。

（三）风险机会逐渐抬升

关于青少年使用手机的风险，我们的调查显示：青少年“沉迷手机网络游戏影响学习”的占到

45%，存在“拇指焦虑”的有56.3%，“影响睡眠、破坏身体健康”的达到48.7%，“信息外泄对自己造

成损害、干扰”的有27.5%，可见手机的异化现象逐渐明显。

受访青少年说：“除去手机暴力游戏、黄色文化、不良信息传播这些直接影响，手机网络还在潜

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我们时常被身边的铃声打扰，被他们（手机使用者）的行为影响，而且某

些东西已经开始向我们自身渗透，并变成我们自己的习惯，尽管我们知道那些习惯不好。”半数以上

的青少年认为手机影响了自己的学习。手机带来的风险成本正在抬升，而且风险在向个人人格发展上

延伸，比如，那些拥有手机的青少年表示，他们更容易感受到因为使用手机才导致的不良社会风气，

例如无礼和粗野[3]。

四、横向对比

（一）手机持有者与未持有者的对比

因为持有手机的大学生和社区青少年几乎为100%，故本次调查的横向对比主要在初、高中生中进

行的。从我们的调查结果看，手机持有者和未持有者的区别如下：

1.未持有者相对来说能做出积极的自我评价。从被试者选择描绘自己心境的词汇看，拥有手机者

选择的词汇依次为：平淡、开心、吵闹、充实、凌乱。未持手机者选择的词汇依此为：平淡、开心、

充实、无忧无虑、羡慕。可以说，手机持有者的生活相对来说更为吵闹，难以静下心来认真学习，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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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手机使用能带给他们充实与满足感，但也使他们生活过于凌乱。而手机未持有者的生活相对平静，

没有手机的负面影响，生活相比较显得更加充实，当然，他们对拥有手机是很羡慕的。我们又对手机

持有的初高中生进行了“手机对自我生活影响”的调查，其中41%的人认为“生活离不开手机”，70%

的人选择“手机娱乐，而不是和别人出去玩”，57%的人经常“长时间玩手机，甚至玩至深夜”，43%

的人觉得“有了手机，对时间安排的掌控程度低”，83%的人觉得“有了手机，学习工作的注意力不够

集中”，77%的人认为 “拥有手机能优先获取诸如学习与就业等大量动态信息”，70%的人 “通过手

机寻求所遇问题的解决便捷”，44%的人认为“有了手机，生活显得比较吵闹、凌乱”，42%的人认为

“没手机就不踏实，情绪会低落”。

2.初高中生中手机持有者未表现出机会成本优势。77%的手机拥有者认为他们“能借助手机获取就

业学习信息”，但是未持有者中也有56%的认为“没有手机一样可以获得学习信息”；61%的手机拥有

者认可“手机交往带给他们的社会支持网络”，同样58%的未持有者也认为“没有手机自己仍可获得社

会支持网络”。因此，在初、高中生中，手机持有者并未表现出明显的机会成本优势。

（二）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对比

1.随着社会化程度的提高，手机的影响呈递增趋势。本研究衡量了社会化水平与青少年手机使

用的关系，在四个方面对手机使用与青少年的社会化水平做了交互分析，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存在紧

密联系。数据分别是：学习就业V1=0.27，X2=107.9，P﹤0.01，闲暇消费V2=0.43，X2=110.29，P﹤

0.01，政治参与V3=0.18，X2=19.679，P﹤0.01，人际关系V4=0.34，X2=63.68，P﹤0.01。在四项指标

中手机对大学生和社区青少年的影响高于高中生和初中生，这也表明，随着青少年自身社会化程度的

提高，手机对他们的影响呈递增趋势。其中，在“政治参与”方面手机对不同青少年群体的影响差异

小，这和调查显示的青少年有限的、基本趋于一致的政治参与活动是吻合的。

2.手机使用受知识水平、生活环境和经济能力的影响。研究证实，青少年群体对手机的通讯、

多媒体这些基本功能的使用趋于一致。而在使用手机的附加功能方面，则存有一定的差异。首先，不

同知识水平青少年使用手机上网业务不同。学生还是倾向于“浏览新闻”、“下载彩铃”与“阅读手

机报”业务的使用；在“玩游戏”和“手机影院”方面，社区青少年使用比例最高，明显高于学生群

体。其次，生活环境的不同制约着手机的业务范围。在3G技术、投资理财方式、网络沟通渠道方面，

这些新业务使用的人数在群体间呈现出一定差别，就每一项结果看，大学生多于高中生，高中生多于

初中生，社区青少年又多于大学生。这与其群体自身的生活环境的差异密不可分。再次，自身具备的

经济能力越强，越能大胆试用手机新业务。投资理财、3G上网等新的网络沟通服务的使用比例，在大

学生和社区青少年中偏高，恰是因为他们自身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经济能力。

（三）不同性别之间的对比

1.不同性别青少年在手机业务功能使用上存在共性。调查显示，家长为孩子配备手机的初衷是联

系方便，青少年使用手机主要集中在“沟通”、“上网”、“游戏娱乐”三大方面。在进一步的访谈

中得知，青少年的“沟通”主要集中在同学、朋友之间的沟通，而绝非用来主动和家长沟通或联系，

这似乎远远违背了家长为孩子配备手机的初衷。青少年的这种手机使用，引起了不少负面结果，如干

扰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影响了正常的休息等。

2.不同性别青少年在手机业务功能使用上存在差异。在“沟通”方面，女性高于男性；而在“上

网游戏娱乐”方面，男性高于女性；在“用作身份象征”、“现代消费方式”上，二者差别不明显。

这是由于男女生物机体的不同造成的。

五、讨论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手机逐渐成为青少年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然而，青少年使用手机，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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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使用手机存在潜在的风险。手机不仅对青少年的身体健康有影响，专家的研究发现，用拍

照代替传统的笔记记录生活和发短信等都会造成青少年思维发展的受限[4]。那么对此，我们应该怎么

做呢？参照外国的做法，我们认为目前应重点从以下几方面引导青少年尤其是中小学生的手机使用：

（一）手机网络问题

当前，关于青少年手机使用引起的争论焦点是手机网络的出现。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手机上

网已成为青少年使用手机的主功能。手机网络中的不良信息危害大，已经引起了诸多家长和学校的担

忧。对于青少年电脑上网，家长、学校还可以有很多规制措施，然而由于手机上网的即时性、隐蔽

性、私人性，青少年很容易受到不良信息尤其是越来越汹涌的色情信息的影响。让青少年远离不良网

站，远离色情和暴力信息，是全世界共同面对的难题。为了解决手机网络不良信息的侵害，日本政府

颁布了一系列规范互联网信息的法律，为青少年上网浏览信息筑起一道“绿色屏障”[4]。对于我国来

说，政府也应要求电信服务商强化手机浏览不良网站的过滤功能，阻止那些通过手机毒害青少年的不

良信息。或者也可以通过定制青少年专用手机，即只能接打电话及发短信等基本功能而免除了娱乐上

网的手机，来规制青少年的手机使用。

（二）青少年手机使用立法问题

关于手机使用立法，目前存在两种声音，一种认为，有必要立法；另一种认为，立法是因噎废食

和治标不治本，甚至是侵犯个人权益的多此一举。那么，青少年手机使用到底要不要立法呢？本文认

为，对青少年手机使用，采取必要限制，有一个立法规定，应该是可行的。如，法国禁止12岁以下未

成年人使用手机，他们认为使用者年龄愈小，受到伤害会更大[5]。通过我们的调查发现，青少年手机

使用，早已违背了其主动与家长联系方便的初衷，而是更多地在于娱乐功能的使用上。因此，我国在

立法上对青少年的手机使用进行规制，是必须的也应是可行的。如，采用实名制购买手机，需用身份

证方能入网，购买手机时，由家长和孩子协议签署手机使用费用封顶证明，等等。

（三）家长、学校在青少年手机使用中的作用问题

很多青少年把手机使用视为自己的隐私，拒绝家长的管制，其实他们本身也在逃匿着家长的监

督，利用手机满足自己的需要。由于青少年手机行为的隐匿性、变动性，家长及学校更应该加强相关

的监督。建议学校对青少年使用的手机可以以班为单位进行统一管理，学生一到学校就将手机交给校

方暂时保管，放学后，学校才将手机归还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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