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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网络直播课程的开启提升了学习方式变化和社交网站使用频率，这对青少年心理健康

产生重大影响。需要更多研究探讨青少年心理健康与网络行为的关系。本研究旨在探讨长期直

播网课中青少年问题性社交网站使用与抑郁之间的互动，发现问题性社交网站使用与抑郁水平

正向相关，在此过程中自我概念清晰性发挥中介作用，同时自我概念清晰性和社交焦虑也以链

式中介方式影响问题性社交网站使用与抑郁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结果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

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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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上世纪九十年代，全球步入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技术飞

快发展，而互联网用户急剧增加。直至 2021年 1月全球有

46.6亿互联网用户，在 2020年至 2021年期间，中国的社交

网站（Social Network Sites, SNS）用户数量增加了 1.1 亿

（13%），预计到 2026年将达到 12.8亿（Social,2021年）。

SNS 是网络时代人际交往的重要工具和平台 (Song et al.,

2014; Strano & Wattai, 2012)。然而人们在使用 SNS的过程中，

有一定比例的人群出现了问题性使用现象——问题性社交

网站使用(Problematic Social Network Sites Use, PSNSU)，给

心理健康带来潜在威胁(Rasmussen et al., 2020)。PSNSU指的

是个体由于某种原因长时间、髙频率和高强度使用 SNS，导

致不可抗拒的延长使用时间，使个体的生理、心理和行为受

到消极影响，并对正常生活产生消极影响，但尚未达到病理

性或精神障碍程度的一种 SNS使用行为[1]。

1方法

1.1研究对象

采取方便取样的方式，参与者是来自中国绍兴的一所大

学的 811名本科生，年龄在 18-23岁之间（平均=19.18岁，

SD=1.12岁），主要为女性（58.20%）。

1.2问题性社交网站使用

采用 Elphinston和Noller[2]于 2011年编制的 Facebook入

侵量表来测量大学生问题性社交网站的使用情况，该量表由

国内学者 Hou等人修订，量表在国内使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该量表共 8道题目，所有项目均采用五点计分，总分为每道

题目的得分相加之和，得分越髙表示个体的问题性社交网站

使用的水平越高。可以得知在研究中，Cronbach's α系数在这

个量表中为 0.86。

1.3抑郁

采用 Radloff(1997)[3]编制的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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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文版本,该量表是为了评价当前抑郁症状的频率而设计

的,着重于抑郁情感或心境。该量表总共 20个项目,其中第 4

题、第 8题、第 12题以及第 16题均为反向计分，具有抑郁

情绪、积极情绪、躯体症状与活动迟滞和人际 4个维度，采

用四级评分,可以看出来得分越高表明抑郁症状出现的频率

也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0。

1.4自我概念测量清晰性

采用 Campbell等人(1996)[4]编制的自我概念清晰性量表

(Self-Concept Clarity Scale)来测量个体自我概念的清晰性和

一致性。在进行研究之前, 先将问卷翻译成中文并就相关语

言表述进行讨论修改,最终形成了本研究使用的正式问卷。该

问卷共包含 12个项目, 除第 6题和第 11题外均为反向计分，

采用 5 点计分,可以从得分的高低看出个体自我概念清晰性

的水平高低。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3。

1.5社交焦虑

本研究使用了 IAS，也就是交往焦虑量表，它总共包含

15个项目。例如，“即使在非正式聚会上，我也经常感到紧

张”。其中第 3、6、10、15项为反向评分。该量表采用 5

分 Likert量表评分，得分越高表明社交焦虑程度越严重。该

量表已经经过验证，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中，该

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837，Cronbach’s α系数为 0.84。

1.6数据分析

本研究使用 SPSS 26.0和MPlus 8.3进行分析。在潜变量

结构模型中，采用两步法分析变量之间的中介效应。首先，

测试测量模型的拟合度。其次，如果测量模型的拟合度令人

满意，我们将使用极大似然法测试结构模型。即采用偏差校

对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法对中介效应的显著性水平进行

检验。

2结果

2.1共同方法偏差

采用单因素分析法来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结果显示第一

个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 19.9%，特征根大于 1的因子有 11

个，小于 40%的临界标准。将问题性社交网站使用量表、自

我概念清晰性量表、社交焦虑量表和抑郁量表中的所用题目

作为外显变量进行因素分析，结果拟合指数数据良好。表明

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2.2描述性相关分析

从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可知，T1校园欺凌受

害与 T1社会支持和 T2公正世界信念均呈负相关，与 T2孤

独感呈正相关。T1社会支持与 T2公正世界信念呈正相关，

与 T2孤独感呈负相关。T2 公正世界信念与 T2 孤独感呈负

相关。

2.3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使用Mplus8.3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发现自我概念清晰性

直接影响社交焦虑，并通过其对社交焦虑的链式中介作用，

间接影响问题性社交网站使用对社交焦虑的影响。进一步采

用偏差校对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法进行检验确认，而社会

支持和公正世界信念在中介效应中起显著作用，中介效应值

为 0.13。具体分析显示，三条中介链产生的效应，这三条中

介链分别是自我概念清晰性、社交焦虑以及自我概念清晰性

与社交焦虑，在问题性社交网站使用与抑郁关系中的中介效

应显著。

采用偏差校对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法对中介效应进

行进一步检验，结果表明，社会支持和公正世界信念的中介

作用显著，中介效应值为 0.13。具体来看，中介效应通过三

条中介链产生：第一，由问题性社交网站使用→自我概念清

晰→抑郁组成的间接效应(0.11)，Bootstrap 95%置信区间不包

含 0，说明自我概念清晰的中介作用显著；第二，由问题性

社交网站使用→社交焦虑→抑郁组成的间接效应(0.01)，

Bootstrap 95%置信区间不包含 0，表明社交焦虑中介作用显

著；第三，由问题性社交网站使用→自我概念清晰→社交焦

虑→抑郁组成的间接效应(-0.01)，Bootstrap 95%置信区间不

包含 0，表明自我概念清晰和社交焦虑在问题性社交网站使

用与抑郁关系间的中介效应显著。

3讨论

3.1问题性社交网站使用与抑郁

根据数据显示，问题性社交网站使用对抑郁具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第一，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归属与爱的

需要位于第三层，是人与生俱来的需要，个体需要与其他人

建立起情感上的联系，不愿孤立地存在于社会中。第二，抑

郁情绪是一种消极的体验，处于消极情绪中的个体的行为会

受到影响。体验到抑郁的大学生，为了弥补缺失的归属需要，

容易选择社交网站这种线上方式来扩展自己的社交圈子。他

们有可能在互联网上获得归属需要，即使无法获得，这也是

他们摆脱或替代现实的一个途径，因此会更加专注于他们的

在线活动，在使用社交网站方面出现问题，同时，以目前的

互联网发展水平以及手机的普及程度，大学生很容易了解并

使用社交网站。

3.2 自我概念清晰性的中介作用

数据显示，问题性社交网站使用对抑郁的影响一部分是

通过自我概念清晰性的中介作用产生的，问题性社交网站除

了直接影响抑郁，也会通过自我概念清晰性间接影响抑郁。

大学生的自我概念清晰性较低与抑郁之间存在负面预测。自

我概念清晰性指个体对自己特征、价值观和目标的清晰认知

和稳定感。低自我概念清晰性会导致模糊的自我认知，增加

受到压力和挫折影响的风险，进而增加抑郁症状。大学生“打

发时间”而使用社交网站，这是另一个重要动机，但是这也

是导致自我管理的缺陷之一。这一动机会使大学生消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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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使用社交网站，但他们没有真正拓宽自己的交友面，

只是去浏览，这便是一种对社交网站的过度使用。

3.3 社交焦虑的中介作用

数据显示，问题性社交网站的使用对抑郁有一定影响，

部分通过社交焦虑的中介作用产生。问题性社交网站不仅直

接影响抑郁，还通过增加社交焦虑间接影响抑郁。这表明大

学生的抑郁情况很大程度上与其社交焦虑水平相关。高社交

焦虑的个体可能因为害怕或回避外界评价而避免正常的社

交活动。大学生经常使用社交网站，通常感到在现实生活中

缺乏朋友，难以建立良好的社交关系，这种情况可能导致他

们进一步增加社交焦虑。这种人际关系上的困扰进一步促成

抑郁的发生。

3.4自我概念清晰性、社交焦虑的链式中介作用

数据显示自我概念清晰性和社交焦虑在问题性社交网

站使用对抑郁的影响中具有链式中介作用。低自我概念清晰

性意味着个体对自我特征、价值观和目标的认知不明确，容

易导致内在的不确定感和自我怀疑。这种模糊的自我认知会

增加个体在社交场合中的焦虑感，因为他们难以自信地展示

自己，也无法有效地处理社交中的压力和挑战。社交焦虑进

一步加剧了抑郁情绪的发展。高度社交焦虑的个体通常会回

避社交互动，感到孤立无助，这种孤立感和负面自我评价不

断积累，最终导致抑郁症状的加重。研究表明，自我概念清

晰性低的人在面临社交压力时，因缺乏自我肯定和社交技能，

更容易陷入抑郁情绪。因此，低自我概念清晰性通过增加社

交焦虑，从而间接导致抑郁情绪。

综上所述，得到如下研究结论：大学生问题性社交网站

使用和社交焦虑正向预测抑郁，自我概念清晰性负向预测抑

郁；大学生问题性社交网站使用负向预测自我概念清晰性，

正向预测社交焦虑；自我概念清晰性负向预测社交焦虑；在

问题性社交网站使用对抑郁的影响中，自我概念清晰性和社

交焦虑起到链式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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