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学生使用手机的论文(优秀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
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大学生使用手机的论文篇一

调查目的及意义：作为一种便捷的通讯工具，手机的普及率
正在日益的提升。而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手机技术的发
展，更是提高了人民对手机的消费需求。大学生是一个特殊
的消费群体，与一般群体的手机消费相比，大学生的手机消
费观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又有着各种各样的因素。
因此，对大学生手机消费进行调查，分析他们在手机消费方
面的现状，有利于进一步了解现在大学生的消费观中所存在
的积极与消极的一面。

调查采样地点：xx经济学院

调查时间：xx年x月x日——xx年x月x日

调查方式：发放网络调查100份，收回76份，回收率达76%根
据调查结果，生成以下报告。

一.调查基本情况

1.对手机适合的价格.1000元以下的.占28.6%，1000元~20xx
元的占63.5%，20xx元~3000元的占4.8%，3000元~4000元的
占1.6%，4000元以上占1.6%。可见调查大学生认为适合的手
机价格大概在1000~20xx左右。

2.对于购买手机的原因，用与联系的占66.7%，用于娱乐的



占32.6%，看别人有，自己也想买的占0.7%。大学生在手机购
买方面在数据上主要表表示为以通讯为主。

3.对于手机是否对学习有用，有超过80%的受调查的同学认为
有帮助，仅有20%的同学认为是没有帮助甚至是起消极作用的。
具体数据为：12.7%的同学认为很有帮助，68.3%的同学认为
有帮助，15.3%的同学认为是没有帮助的，仅有3.8%的同学认
为是起消极作用的。由此可见大学生中大部分人还是认为手
机有助于学习。

4.对于选购手机时所看重的因素，超过四成的的同学都选择
了性能因素。具体数据为：43%的同学选择性能因素，7.9%选
择价格因素，35.6%选择品牌因素(考虑是否是名牌)，4%选择
外观因素，3.2%选择便捷性因素，4%选择售后服务因
素，2.4%选择其他因素。

5.关于手机购买的金钱来源，有64.3%的同学是靠父母给出钱，
有24.6%的同学是父母和自己各出一半，只有11.1%的同学是
用自己的钱。

6.对于购买手机时所参考的信息，4%的同学是通过广
告，6.3%的同学是参考媒体产品测评，28.6%的同学是通过直
观产品的展示操作。2.4%的同学通过销售人员的介绍推
荐，31.7%的同学通过参考网络有关的参数，18.3%的同学是
经过亲戚朋友的介绍，其他方面的同学占8.7%。

大学生使用手机的论文篇二

20xx年1月16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了
最新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显示，截至20xx年12月底，中国网民数量突破10亿，
达到10.32亿，全年新增网民4296万。20xx年，使用手机上网
上升至95%以上，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到9.86亿。随着台式电
脑使用率走低，手机终端的使用率正不断逼近传统台式电脑。



而在如此庞大的手机网民中，学生占到了21%左右，达2亿。
大学生网民则有千万之多。

手机上网已经成为大学生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手机上网对
于大学生来讲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便利的同时还伴随着危
害，为了促进大学生手机上网的健康发展，本文就以xx学院
在校大学生及附近大学城的高校学生为主要调研对象进行了
问卷调查，总有效问卷数为800份，样本构成为男性占53%，
女性占47%。理工类大学生占57%，文科类大学生占43%。

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大学生使用手机上网的情况进行调研
分析，调查结果如下：

(一)大学生接触手机互联网程度

调查显示，大学生作为一个模仿性强，易接受新事物的群体。
而手机以其便捷，时尚性吸引着这个群体。调查显示，超
过98%的人使用手机上网，并且超过80%的人经常使用手机上
网。

(二)大学生手机上网时长及流量花费

手机上网时长及流量花费情况反映大学生对手机上网的依赖
程度及粘性，时间越长，花费越高，依赖性就会越强。调查
所示，当今社会大学生每天的手机上网时间1-2小时，而消费
流量则集中在60-100兆。结果表明：大学生手机上网渐成习
惯，超过九成的大学生每天都会手机上网，并且超过八成的
人手机上网在1小时以上。八成大学生上网耗用流量在30m以
上，费用约5元，且五成学生会存在流量不够用，因超流量而
担负超额手机话费。而对于流量的消耗则与自身的具体情况
而异，但这也同时反映出手机上网的时间长短。对于时间的
合理安排与手机上网消费的合理运用则更加应该得到同学们
的关注与重视。



(三)大学生手机上网时间段

大学生手机上网的时间段，可以间接反映大学生上网的目的
和地点，便于对大学生管理和控制。调查显示，大部分学生
都会在无聊之时使用手机上网，成为了普遍现象。由于对于
手机的依赖，导致大学生上课手机上网，则对于教学管理，
调动同学们上课的积极性，上课效率和自身的学业发展都带
来了不利的挑战。大学生丰富的业余生活、大学课堂的讲授
缺乏吸引力、相对自由的个人行为、学校机构的管理不善等
也是造成大学生过度依赖手机的原因，当然手机对于同学们
的积极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但是对于大学来说，为了更好
的帮助学生完善学业，提升自我，实现自身的价值，改善高
校大学课堂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带来难得的机遇，充分利用
手机上网的优势，这才是大学体制应该重视的。

(四)大学生手机上网使用的服务

调查显示，大学生手机上网主要是以娱乐和了解新闻资讯为
主，由此可以得出大学生对于时事新闻的关注，对于课外知
识面的求知欲程度都有一定的积极性。而大学生使用手机上
网聊天可以说是大学生手机上网的第一目的，从这一面可以
反映出大学生之间的交流的频繁，渴望与外界不断进行交流，
丰富自身的人际交往面;但是从另一面可以揭示出大学生在现
实生活中缺乏交流，对于倾诉对象的难觅。虚拟空间的频繁
交流会一定程度的影响到真实生活之间的交往，同时也会带
来诸多不利的因素，甚至会导致交流障碍与语言障碍。

对于大学生对于使用手机上网的认识方面，调查结果如下：

(一)大学生使用手机上网的目的

调查显示，娱乐是大学生手机上网的第一目的，qq、微博、微
信、人人等即时通信的出现兴起和迅速发展，其本身的娱乐
和便捷性影响着当代大学生。大学期间，时间较为宽裕，娱



乐成为大学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是了解新闻咨询，大学
生伴随着知识和年龄的增长，对时事政治要求也比较高，丰
富和填充大学生知识。

(二)大学生上课手机上网的原因

调查显示，40.8%的学生认为老师上课没有吸引力是上课时手
机上网的普遍原因，36%和35.6%的学生认为无聊空虚，消磨
时间及课程无关紧要是其上课手机上网的重要原因。不难看
出，老师上课效率和课程实用性直接影响学生课堂手机上网，
由于此原因，大学生认为大学生活空虚寂寞，只能用上网的
形式摆脱空虚。

(三)大学生手机上网的影响

调查显示，67.6%的大学生认为手机上网开拓了视野，拓展了
知识面，缓解了心理压力，结识了许多朋友，但是仍然有12%
的大学生手机上网已经严重影响到其学习和生活，甚至无法
自拔。

(四)大学生对手机上网的依赖性

调查显示，大学生对于手机上网存在严重依赖，近三成的人
将无法忍受无法上网的时间。他们的日常生活已离不开手机。
大学生活习惯、自身的人生观与价值观等自身因素成为大学
生普遍手机上网的重要原因。手机上网的影响主要分为对于
学习，网络行为，心理，自身的认知几方面，如何调整自身
与外界的联系与共同进步，则需大学生自身的自我认识。

通过对大学生手机上网使用情况、手机上网的认识以及影响
手机上网的因素进行研究分析，我们发现手机上网给大学生
带来便利的同时也造成了大学生一系列的问题。

(一)积极方面



1.手机的通话功能扩大了大学生的交往空间：通过手机这一
媒介，人和人之间相隔千里也可以交流，是扩大了的人际传
播。大学生过的是一种集体生活，他们从祖国各地汇聚到学
校里学习，远离亲人朋友，通过手机上网可以告知他们生活
情况，近期生活中的麻烦寻求帮助。与人交往是每个社会人
的实际需求。交往空间的扩大使得大学生社会性特征显现出
来，从而排除孤独感等不良心理情绪。

2.手机的上网功能可以满足大学生的信息需求：报纸、广播、
电视媒体每天报道大量的时事新闻，大学生可以通过手机上
网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能够消除人们信息的不确定
性。同时，可以使大学生享受上网带来的其他功能。

3.手机上网功能自身存在的优势及为大学生提供的便捷：手
机上网，将信息整合使人们随身携带的手机成了互联网的'终
端机，手机与电脑相比，具有体积小、便于携带、价格便宜
等优点，而且手机上网与电脑上网相比有着移动性的优势，
这些优势使得使用手机上网的人越来越多。手机信息载体比
报纸、广播、电视信息载体在信息传递上更方便、直接。尤
其是3g手机，其强大的上网功能相当于一台移动的智能化电
脑。

(二)消极方面

1.精神层面：过度地沉迷虚拟世界而脱离现实是手机网瘾给
大学生带来的最大危害，长期将自身感情寄托于网络，精神
空虚，导致其渐渐疏离现实，加剧其冷落现实人际交往。

2.社会层面：由于大学生沉迷于手机上网，导致自身交际范
围狭窄、沟通交流能力差，以及价值观不正确，不仅影响自
身学习，而且对社会也造成不好的影响，其教育理念受到质
疑。

3.健康层面：由于大学生过度沉迷于手机上网，其严重影响



了大学生的身心健康，造成了大学生封闭心门，孤独抑郁，
甚至还导致手机上网综合症等现象的日益严重。

4.学习层面：由于大学生对手机上网的依赖性，导致大学课
堂互动性变差。以至于大学教师在要求大学生提出看法或观
点时，大学生不能去独立思考，渐渐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对老师与学生都带来了坏处，同时大学生课堂手机上网具有
隐蔽性，无论课前还是课中，浏览网络信息，玩网络游戏，
防不胜防。加大了课堂及学校管理的难度，在很大程度上影
响了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质量。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手机上网带来了便利，但是造成的问题
是不可估量的，影响严重且极容易扩散和传播，我们提出了
如下建议：

1.对于各高等院校，要尽快转变教育理念。大学生要正确认
识手机的各种功能，发挥它的正面作用。通过它与亲人朋友
交流，通过它获取信息知识，不断充实自己的大学生活，从
而打造一个拥有全面的综合素质的合格人才。作为高等学校
的教育工作者，要尽快转变教育理念，正确把握手机上网给
大学生教育带来的新机遇，主动迎接新挑战，提高教学质量，
通过网络与课堂相互结合方式，优化教学模式。无论学生在
上课还是课外，都能看到老师课件，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将
网络的积极效应发挥最大。

2.端正大学生的手机上网的态度，在于疏导，而非阻止。大
学生作为一个有独立意识的成人个体，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
将大学生手机上网的利弊向大学生展示，让他们自我思考，
明确自己的选择和价值观。端正心态，积极提高自己。

3.建设和发展大学生职业规划和心理咨询部门，重视大学生
生活的每个细节，使大学生在生活中出现问题能够得到帮助，
重视和解决。很多大学生因没有明确人生目标而自甘堕落，
大学教育应该加大职业规划课程课时量和质量。并且成立大



学生心理服务中心，每个系，每个班都应该有心理观察员，
任何学生问题积极上报，再由老师进行调查研究，寻求解决
措施，并对问题严重学生进行咨询了解，在源头进行预防和
解决。

4.大学生在提及课堂手机上网原因时，第一位的是老师上课
质量差和课程无意义，无聊。所以，大学选择课程很重要，
应以学校学生未来发展为中心，做到经世致用，不能让课程
空口而谈。对于教学老师，应该得到足够重视。教师站在第
一位向学生展示学校形象，发掘老师的潜力。将教师上课质
量提高到最好，解决学生上课无聊问题。

5.积极开展大学生校园文化活动，使大学生提高自我素质的
同时，充实自我。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将手机作为一种学
习的工具。使大学生有事可做，有事可想，有目标可以规划。
只有这样，大学生才会更加珍惜大学生活，好好去利用大学
时间。

6.随着网络的日益普及，对于网联网的监控与管理已经日益
得到重视，对于手机网络安全，广告服务商的制度化与法制
化应该日益完善，建立一个健康、健全、和谐的网络环境。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手机上网给大学生带来了巨大的便利，
无论是在大学生学习方面，还是生活中，大学生已经无法离
开手机互联网。通过调查研究分析，大学生网民基数比例大，
增长快，并且依赖性强，手机上网也给大学生带来了日益严
峻的问题，特别课堂上网更是严重影响到大学生学习和学校
教学的开展。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一些建议，希望这些
建议能够给手机上网的大学生一些启示。

大学生使用手机的论文篇三

为了解当代大学生奢侈品消费状况，对商丘工学院在校大学
生进行了调查研究，主要从大学生的消费水平、奢侈品观念、



奢侈品消费心理和看法等方面展开，并且针对大学生消费现
状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引导大学生用正确的消费行为和
观念面对奢侈品。

采访概况及分析

为了对大学生奢侈品消费情况有比较全面准确地了解，我们
开展了研究。并对商丘工学院在校大学生进行了奢侈品消费
情况的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45份，收回有效问
卷45份，有效率为100%。其中男性大学生占53%，女性大学生
占47%。

调查问题主要包括客观选择题，设计费的经济来源、月消费
状况、消费支出情况及其消费观等多个方面。旨在让同学们
了解当代大学生的消费、理财。本次调查虽然抽样比例较小，
但我们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貌。现将我们对商丘工学院的大学
生消费的基本状况调查总结如下。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在关于在校大学生月平均花销状况一栏
的调查中，600元以下的有12人；600-1000元的有13
人；1000-1500元的有12人；1500元以上的.有4人。可见，大
学生的消费差距增大，两极分化也比较分明，这在我国当前
剧烈转型的社会大背景下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我们相信，随
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这些问题必将
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

通过上表看出，在支配生活费方面，有7人认为自己很节
俭；16人认为自己刚好；15人认为自己有些浪费；而4人认为
自己严重超支。在购买奢侈品资金来源方面，有16人是自己
挣钱购买；9人家长购买；8人有活动奖励经历；12人属于其
他来源。据了解，在购买商品时，大学生们首先考虑的因素
是价格和质量。这是因为中国的大学生与国外的不同，经济
来源主要是父母的资助，自己兼职挣钱的不多，这使我们每
月可支配的钱是固定的，大约在300-800元之间，家境较好的



一般也不超过1500元，而这笔钱主要是用来支付饮食和日常
生活用品开销的。由于消费能力有限，大学生们在花钱时往
往十分谨慎，力求花得值，我们会尽量搜索那些价廉物美的
商品，但也有一部分同学追求时尚会购买一些奢侈品。无论
是在校内还是在校外，当今大学生的各种社会活动都较以前
增多，加上城市生活氛围、开始谈恋爱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我们不会考虑那些尽管价廉但不美的商品，相反，我们比较
注重自己的形象，追求品位和档次，虽然不一定买名牌，但
质量显然是我们非常关注的内容。

在购买类型方面，冲动型的占38%，理智型的占44%，盲目型
的占18%，这说明大学生并没有完全清楚自己的消费结构和状
况，没有这个习惯的制约，使大学生的盈亏状况不同，见到
热衷的东西，半数以上的人却表现出较弱的自我控制性。当
然毕竟是同龄人，消费中自然也表现出了不少相同点。

据调查，37.40%的同学在拿到一个时期的生活费时，不会做
什么安排，随意取用。占调查调查人数的大多数大学生无预
期的计划和目标。从未思考过钱应该怎么花、花多少，而且
消费的随意性很强，面对有奖销售、打折等促销手段容易冲
动，不知不觉就把钱都花了。在调查中，只有24.39%的大学
生选择先存一定数额的钱，剩下的当作此时期生活费，所以
说大学生储蓄观念并不强。

由调查不难看出，城镇比乡村的大学生消费要高些，但这主
要决定于城乡传统的家庭收入落差，由此可以看出制约其消
费的是家庭经济状况。另外，城市大学生遇到自己想买的东
西但没钱会向家里要或找朋友借，而农村大学生则干脆不买
或存钱自己来买。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对不同物品的选
择反映了其不同的心理。在对消费的态度和顾虑方面，农村
大学生的行为也体现了中国的老话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们
消费原则多是能省则省，10人一个月要进行一次奢侈品的消
费；13人三个月会进行一次；9人一年进行一次；也有13人要
经过长久的计划后才会做出是否要进行消费的决定。



大学生使用手机的论文篇四

（一）调查目的：通过了解大学生手机使用情况，为手机销
售商和手机制造商提供参考，同时为大学生对手机消费市场
的开发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调查对象：在校生

（三）调查程序：

1、设计调查问卷，明确调查方向和内容；

2、进行网络聊天调查。随机和各大学的学生相互聊天并让他
们填写调查表；

3、根据回收网络问卷进行分析，具体内容如下：

（2）根据各个同学对手机功能的不同要求，对手机市场进行
分析；

根据以上整理的数据，我进行数据分析，得出结论：学生手
机市场是个很广阔的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市场。

（一）根据学生手机市场份额分析

根据调查显示，在学生市场份额排名靠前的品牌中，学生市
场份额偏高的品牌有诺基亚36%、摩托罗拉18%、三星25%等，
这几个品牌无一例外都是主要以低端机冲击市场，目前国产
品牌在学生市场中认可度也在不断提高。

（二）学生消费群的普遍特点

作为学生我对这个群体做了一些了解，对于我们共同的特点
进行分析，得出手机市场应该针对不同学生群体开发产品或



进行针对性的'营销手段，才能够抢占市场。下面我们就来对
学生群体的特点来进行分析：

1、学生消费群的普遍特点：

1）没有经济收入；

2）追逐时尚、崇尚个性化的独特风格和注重个性张扬；

4）学生基本以集体生活为主，相互间信息交流很快易受同学、
朋友的影响。

5）品牌意识强烈，喜爱名牌产品；

大学生使用手机的论文篇五

调查说明：

调查地点：

调查对象：

调查课题：关于当代大学生手机使用情况的调查情况

前言：

现在的青年学生，是“低头族”的代表。那么，大学生对手
机使用的状况如何?手机对大学生产生了怎样的消极影响?对
此，我们以xx大学为例展开了调查。

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通过调查我们可以看出，xx校大学生仅有11%是大学以后
有的手机，其中只有1%的学生没有更换过手机，有72%的学生



更换至少3部。可见，手机已经是大学生必需用品。

二、大学生的手机主要用于联络好友、浏览网页，玩手机游
戏和查资料等。其中只有7%的学生多用手机查资料，3%的学
生仅用于玩游戏，绝大部分是用手机聊天，短信、微博、微
信、qq等通讯功能。可见，少数学生仍沉迷在手机游戏中，其
中有22%的同学安装至少3个游戏以上，这对于他们的学习是
会带来影响的。

三、有近66%的学生每天使用在3个小时以上。有32%的学生习
惯于使用手机。可见部分同学已经对手机有了依赖性。

四、有13%的学生有时会产生手机震动的错觉；51%的学生有
睡前刷空间、微博和朋友圈的现象，也说明学生对的依赖性
程度。

五、74%的同学希望手机更加智能，便捷。也有7%的学生希望
手机只能打电话，发信息即可。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由于手机功能的不断增加，
给学生的学习带了负面影响，不仅是依赖手机的问题，还表
现在过度沉迷于网络。

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