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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Mobile Phone Dependency on Social Self-efficacy: 
the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of S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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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bile phone dependency and social self-efficacy and 
reveal the mechanism of shy between them, 221 college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by questionnaire. Results: 
Social self-efficacy and shy, mobile phone dependency are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shy and mobile 
phone dependency a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mobile phone dependency and shy negatively predict 
social self-efficacy; shy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mobile phone dependency and social self-efficacy. 
Conclusion: Mobile phone dependency and shy are important predictors of social self-efficacy. The effect of 
mobile phone dependency on social self-efficacy is partially through shy. The proportion of indirect effect to 
total effect was 56.0%. Individuals could control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to reduce the level of shy, and then 
improve their social self-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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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讨手机依赖和社交效能感的关系并揭示羞怯在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采用问卷法对 221 名

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社交效能感和羞怯、手机依赖均呈显著负相关，羞怯和手机依赖显著正相

关；手机依赖和羞怯显著负向预测社交效能感，羞怯在手机依赖和社交效能感二者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

应。结论：手机依赖、羞怯是社交效能感的重要预测变量，手机依赖既可以直接对社交效能感产生影响，

又可以间接通过羞怯对社交效能感产生影响，间接效应的比例为 56.0%。个体可以通过减少手机依赖行

为来降低羞怯水平，进而提高其社交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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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手机依赖指过度沉迷于以手机为媒介的各种活动，对手机使用产生强烈、持续的渴求感与依赖感，

并导致个体出现明显的社会、心理功能受损的行为［1］。姜永志与白晓丽（2014）研究发现，大学生对

手机的过度依赖，弱化了他们人际交往能力的发展，使大学生出现了人际关系不和谐、适应困难等问题［2］。

也有研究认为年轻人将手机作为其与社会接触的替代品而弱化了其社会功能［3］。

社交效能感是人们对自己的社交能力的一种主观知觉，对指引其在人际交往中的行为表现有着重要

的意义［4］。社交效能感强的个体在日常生活中与人交往时，更倾向于主动与人建立友好的关系，比如

会表现出主动打招呼、主动去帮助别人、主动与人分享自己的快乐等，当人际关系出现问题时，社交效

能感强的个体会积极的去解决而不会选择逃避。

有研究认为羞怯作为一种人格特征，对个体的社会适应产生消极影响［5］。林施、李伟强与陈朝阳

（2014）的研究表明，害羞者的人际交往状况与人际关系的各个方面都比非害羞者差［6］。总之，羞怯

是影响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变量。

关于羞怯与手机依赖之间的关系，有研究者认为羞怯的个体更具有手机依赖倾向［7］。而羞怯水平

可能也是影响社交效能感的重要变量，羞怯水平低的人一般自信心比较高，给正常的社会交往提供了良

好的心理状态，促进个体身心健康发展，羞怯水平高则会降低社交效能感［8］。综上可见，手机依赖、

羞怯和社交效能感三者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关系，而目前关于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较为鲜见，对三者之

间关系及其机制的探讨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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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大学生为调查对象，使用问卷星进行调查，收集 221 名被试数据，其中男生 73 人，女生 148 人。

2.2  研究工具

2.2.1  手机依赖指数量表

采用梁永炽（2008）编制的手机依赖指数量表［9］，该量表一共有 17 个条目，包括四个维度：失控

性、戒断性、逃避性、低效性。每个题各有五个选项，分别是 1- 几乎没有，2- 偶尔，3- 有时，4- 经常，

5- 总是。得分越高则手机依赖程度越严重，这 17 个题中，被试如果能够对八个题作肯定回答，那么就

被认为是手机依赖者。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α 系数是 0.87。本研究中，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8。

2.2.2  羞怯量表

选用某 Cheek（1983）修订的羞怯量表，该量表一共有 13 个题，采用 5 点计分法（1 非常不相符 -5

非常相符）。其中反向计分的题有 3、6、9、12 题。得分越高说明羞怯水平越高。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

α 系数为 0.9，重测信度为 0.88［10］。本研究中，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8。

2.2.3  大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量表

采用谢晶（2015）编制的大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量表［11］，该量表一共有 36 个题，包括六个维度：

亲合效能、自我印象效能、利他效能、沟通效能、自我价值感、情绪控制效能。其中 2、6、14、16、

20、21、22、23、24、25、27、31 题为反向计分，采用六点计分法。得分越高说明社交效能感水平越高。

本研究中，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1。

2.3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鉴于偏差矫正的百分位 Bootstrap 方法比传统的 Sobel

检验效力更好［12］。因此本研究采用该方法通过抽取 5000 个 Bootstrap 样本估计中介效应的 95% 置信区间，

同时采用 Hayes 编制的 SPSS 宏程序 PROCESS 对一般自我效能和锻炼自我效能的中介效应进行差异显著

性检验［13］。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了避免同一被试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采用了程序控制和 Harman 单因子检验的方法。在数

据收集、问卷填写过程中强调匿名性和保密性以及所得数据仅限于学术研究等程序进行控制；Harman

单因子检验发现，共有 19 个因子的特征根值均大于 1，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17.05%，小于

40%。可见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变异问题可以忽略［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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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羞怯、手机依赖和社交效能感的相关分析

为了探究手机依赖、羞怯、社交效能感之间的关系，对它们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1。

表 1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性统计结果一览表

Table 1  Statistical results of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and correlation of each variable

M±SD 手机依赖 羞怯 社交效能感
手机依赖 44.32±11.52 1

羞怯 36.01±7.90 0.38** 1
社交效能感 136.73±15.12 -0.33** -0.55** 1

注：“**”表示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

表 1 可知，社交效能感和羞怯、手机依赖均呈显著负相关，羞怯和手机依赖显著正相关。

3.3  手机依赖、羞怯和社交效能感的回归分析

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2，手机依赖和羞怯显著负向预测社交效能感，调整 R2 分别为 0.11 和 0.31，

即手机依赖可以独自解释社交效能感11％的变异，而手机依赖和羞怯可以共同解释社交效能感31％的变异。

表 2  回归分析结果一览表

Table 2  The table of regression analysis

模型 R2 调整 R2 β t F
1 0.11 0.11 -0.33   -5.23*** 27.36***

2 0.32 0.31 -0.15 -2.49* 51.19***

-0.49    -8.17***

注：模型 1：手机依赖；模型 2：手机依赖，羞怯。“*”表示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表示在 0.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

3.4  羞怯的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手机依赖为自变量，社交效能感为因变量，羞怯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的检验。为了减少第

Ⅱ类错误，使用非参数 Bootstrap 方法进行中介效应的检验，得到间接效应的 95%Bootstrap 置信区间是

［-0.411，-0.129］，由于置信区间不包括 0，因此存在中介效应。

表 3  中介效应的回归分析

Table 3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mediating effect

模型 自变量 因变量 回归系数 回归系数检验
1 手机依赖 羞怯   0.26 SE=0.04，t=6.10***

2 羞怯 社交效能感 -0.94   SE=0.12，t=-8.14***

手机依赖 -0.19 SE=0.08，t=-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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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 可见，回归模型 1 中，手机依赖对羞怯预测效应显著，回归系数为 0.26，t=6.10，p<0.001。

回归模型 2 中，将手机依赖与羞怯同时纳入模型，羞怯对社交效能感的预测效应显著，回归系数为 -0.94，

t 值为 -8.14，p<0.001，手机依赖对社交效能感的直接效应显著，回归系数为 -0.19，t 值为 -2.43，

p<0.05。因此羞怯在手机依赖与社交效能感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比例为 56.0%（见表 4）。中介模型

各路径的标准化系数见图 1。

表 4  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分析一览表

Table 4  Analysis of direct effect and indirect effect

效应 标准误差 LL95%CI UL95%CI
直接效应 -0.19 0.08 -0.35 -0.04
间接效应 -0.25 0.05 -0.41 -0.13

中介效应 / 总效应 -0.246/-0.439=56.0%

羞怯

社交效能感手机依赖
-0.19*

-0.94***
0.26***

图 1  羞怯的中介模型路径图

Figure 1  The model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mobile phone dependency, social self-efficacy and shy

4  讨论

4.1  手机依赖对羞怯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手机依赖能够显著地正向预测羞怯。即手机依赖越强的个体，表现出更高的羞怯水平。

过度使用手机使现实生活中的交流变少［15］，导致个体在现实社交中更加羞涩胆怯，与人交流时更加紧

张不安。

4.2  手机依赖对社交效能感的影响

本研究表明，手机依赖能够显著地负向预测社交效能感。即手机依赖越强的个体，社交效能感越低。

手机依赖使个体忽视了现实生活中的交往，社交效能感水平下降，对社交感到抵触。这与已有的研究一

致［8］。

4.3  中介效应的启示

本研究发现，手机依赖既会直接影响社交效能感，也会通过羞怯水平间接影响社交效能感。尤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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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抗诱惑能力差的青少年群体来说，手机丰富的功能容易让其沉迷，从而花了大量的时间在手机上。当

沉溺于手机时，便难以进行面对面的现实交流，羞怯水平随之增高，自信心下降，社会交往能力和社交

效能感降低。因此，沉溺于电子产品对于我们的社交能力和人格发展有一定的阻碍作用。个体可以通过

行为适当控制或减少对于手机的使用来降低羞怯水平，进而提高其社交效能感。

5  结论

手机依赖、羞怯与社交效能感关系密切，手机依赖既可以直接对社交效能感产生影响，又间接通过

羞怯对社交效能感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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