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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社交焦虑 
及孤独感的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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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师范大学，桂林

摘  要｜本研究以349名大学生为对象，采用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量表、社交焦虑量表和孤独感量表，探究大学生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社交焦虑及孤独感的关系，以及社交焦虑在被动性社交网站与孤独感这两个变量间

的中介作用。经数据收集、处理及分析后得出以下结论：（1）孤独感在是否独生子女、家庭所在地上不存

在差异，在性别和年级上存在差异。（2）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和社交焦虑的现实社交焦虑维度有正相关关

系；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和孤独感间存在负相关；社交焦虑和孤独感间存在正相关。（3）被动性社交网站

使用对现实社交焦虑的预测作用是正向的；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对孤独感的预测作用是负向的；社交焦虑

的网络社交焦虑维度能够正向预测孤独感的高低；现实社交焦虑在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孤独感中可能存

在遮掩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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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快速发展，网络迅速普及人们的生活，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工作生活密不可分的

一部分。因此，关于社交网站的研究受到研究者们的大量关注。网络的兴起为人们提供了新的方式方法

进行社会交往，交往的便利性和广泛性被拓展开来，但随之带来的影响，尤其是对个体的心理层面来说，

社交网站值得被深入研究。  

社交网站使用被分为主动性使用和被动性使用，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是指根据社交平台访问各种各

样动态、信息，检索总体目标信息，可是却欠缺应用交友软件的沟通与交流的个人行为［1］。通过研究

可以发现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会对个体产生负面影响［2］，探究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孤独感之间的作

用机制，从而帮助个体减少社交焦虑，促进大学生在互联网时代更积极正面地使用社交网站，为尽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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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减少大学生负面情绪的产生提出实用的参考建议。

研究发现，在社交网站使用过程中所变现出来的主动性使用行为，如：自我表露、呈现，以及交流都

会对生活满意度产生积极影响［3］。萨吉奥格鲁和格雷特迈尔研究了用户进行社交网站使用所需要的时间

发现，使用社交网站花费的时间越多，个体的积极情绪朝着负面方向发展得越多，相关研究还发现被动性

使用行为会对生活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并可以通过妒忌这个中介变量间接对生活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4］。

被动性访问个人信息内容行为一般会让个体与个体间产生负性社会发展比较，这是由于个体在社交

网站上接纳到的信息内容大多数存有积极偏差，研究表明，社交网站上的不良社会比较不但能够明显顺

向预测分析抑郁，还能够根据反刍的中介作用来影响抑郁［5］。

各学者在研究社交网站使用对个体心理造成影响的因素中发现孤独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研究

表明，适当且正向的社交网站使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个体的孤独感，即在社交网站中通过更多的自

我表露、交流互动等积极的使用方式来降低个体的孤独感水平［6］，这种积极的使用方式也就是主动性

社交网站使用，而与主动性使用相对的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则会让个体产生更多的负面情绪，从而引发

抑郁等心理问题，对个体的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社交焦虑是指在某些场合有强烈的紧张、慌乱、害怕的情绪状态和逃避行为。社交焦虑不仅阻碍了

人们进行正常的社会交往活动，还会破坏个体稳定、健康的心理状态，严重影响个体的身心健康，甚至

对个体自身的人格发展有严重的阻碍作用。它不仅会阻碍个体与他人建立良好的社交关系，还会影响个

体的心理健康水平，严重者还会抑郁。社交焦虑的影响因素之一是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其不仅会引发

个体的消极自我认知，还会使得个体有更高的自我关注和对自我表现的严格要求，使得个体在社交过程

中产生心跳加快等症状，两者之间呈显著正相关［7］。

孤独感是指个体在与人相处全过程中，期待与实际不符合，实际的与人相处的情况并不乐观，进而

在主观上形成的、令个体痛楚的负性情绪体验［8］。当个体处于青年或成年期时，孤独感与社交焦虑存

在较强程度的正相关。孤独感也可以显著正向预测社交焦虑。此外，追踪研究也发现以前的孤独感水平

对以后的社交焦虑水平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许多对社交网站使用的研究集中在主动性社交网站使用方面，但两者通过研究对比可以发现，个体

在进行社交网站使用的过程中进行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的时间更长，但关于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的研究

相对较少，因此，我们更应该关注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对个体的影响作用，对其进行更加深入的调查。

其次，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更多地被证实有负面影响，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其中，受影响因素之

一就是孤独感。社交焦虑也会受到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的影响。在以往研究得出的数据结论中可以发现，

社交焦虑在大学生心理问题中较为常见，但并没有被重视起来，甚至被解读为是害羞、内向的心理才导

致了这种状态，所以本研究从关注大学生社交焦虑问题的方面入手，尝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三者

变量放在一起，希望能够探讨出其更深层次的关系。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取网络问卷的形式，以广西高校大学生为主要研究对象，收回问卷 347 份，有效问卷 291 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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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为 83.86%。

2.2  研究工具

2.2.1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量表   

坦多克、费鲁奇和达菲编制了 Facebook 监视使用量表，该量表共四个项目，不分维度。从浏览动态

信息汇总、查看好友更新状态、上传照片、阅读好友社交主页四个方面进行评定，分为 1= 从不、2= 偶尔、

3= 有时、4= 经常、5= 频繁共五个等级，越高分数代表着个体的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行为水平越高，该

量表的克隆巴赫α 系数为 0.755，信效度较合适。

2.2.2  社交焦虑量表

费尼格斯坦、谢尔和巴斯编制了社交焦虑量表（SASS），在经过修订后为本文所采用的社交焦虑量表。

该量表共十二个项目，有两条反向计分题目，分别为 4、10。分为现实社交焦虑和网络社交焦虑共两个维度，

要求个体审阅量表中的情境程度后根据自身情况进行对比并评定，分为 5 个等级，从 1 到 5 分别表示非

常不符合、有些不符合、说不清、有些符合、非常符合，被试得到的分数越高，表示其社交焦虑水平越高，

该量表的克隆巴赫α 系数为 0.870，具有较高的信效度。

2.2.3  孤独感量表

本研究采用的是罗素（Russell）等人编制的 UCLA 孤独感量表的第二个版本，并经过中文修订版。

共十八个项目，有十条反向计分题。分为 4 个等级，1 表示“从不”，4 表示“一直，被试得到的分数越高，

表示其孤独感水平越高，该量表的克隆巴赫α 系数为 0.898。

2.3  数据收集及处理方法

本研究利用 22.0 版本 SPSS 软件对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处理分析数据，验证假设。

3  结果分析

3.1  大学生孤独感在性别变量上的差异性检验

通过独立样本的 t 检验对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孤独感进行检测，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大学生孤独感在性别变量上的差异性检验

Table 1 A test of differences in gender variables of college students’ loneliness

变量
男（N=84） 女（N=207）

t p
M±SD M±SD

孤独感 40.321±7.309 37.638±8.564 2.697 0.008

从表 1 可知，性别在孤独感上也存在显著性差异，男生得分高于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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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大学生孤独感在是否独生子女变量上的差异性检验

对是否独生子女的大学生的孤独感做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大学生孤独感在是否独生子女上的差异检验

Table 2 The difference test of college students’ loneliness in whether they are only children or not

变量
独生子女（N=70） 非独生子女（N=221）

t p
M±SD M±SD

孤独感 38.943±8.719 38.244±8.174 0.613 0.540

表 2 表明，大学生孤独感在是否独生子女上没有差异。

3.3  大学生孤独感在年级变量上的差异性检验

对不同年级的大学生的孤独感做单因素方差分析，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大学生孤独感在年级上的差异检验

Table 3 A test of differences in college students’ loneliness in grades

变量
大一（N=26） 大二（N=44） 大三（N=86） 大四（N=135）

F LSD
M±SD M±SD M±SD M±SD

孤独感 41.462±7.033 38.682±9.521 40.186±7.077 36.607±7.952 4.806* 1，3>4

注：*.p<0.05；1= 大一，2= 大二，3= 大三，4= 大四。

从表 3 可知，不同年级在孤独感的得分上有明显差异。

3.4  大学生孤独感在家庭所在地上的差异性检验

对不同家庭所在地的大学生的孤独感做独立样本的 t 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社交焦虑和孤独感在家庭所在地上的差异检验

Table 4 Passive social networking site use, social anxiety and loneliness were tested differently in 

family location

变量
城镇（N=119） 农村（N=172）

t p
M±SD M±SD

孤独感 37.756±8.649 38.866±8.042 -1.122 0.263

表 4 表明，家庭所在地在大学生的孤独感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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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社交焦虑和孤独感三者相关关系分析

对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社交焦虑及孤独感的相关分析结果发现：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只与社交焦

虑的现实社交焦虑维度呈正相关（p<0.05），与孤独感呈负相关（p<0.05）。大学生社交焦虑的各个维

度与孤独感总分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p<0.01），如表 5 所示。

表 5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社交焦虑及其各维度、孤独感的相关分析

Table 5 Correlation between passive social networking site use and social anxiety and its dimensions, 

and loneliness

变量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 现实社交焦虑 网络社交焦虑 社交焦虑 孤独感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 1

现实社交焦虑 0.117* 1
网络社交焦虑 0.044 0.672** 1

社交焦虑 0.089 0.921** 0.907** 1
孤独感 -0.133* 0.318** 0.387** 0.384** 1

注：*.p<0.05、**.p<0.01。

3.6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和孤独感的回归分析

将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对孤独感做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6 所示。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孤独感的相

关系数 R 为 0.133、决定系数 R2 为 0.018，回归模型整体性检验的 F 值为 5.228（p<0.05），因而自变量“被

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可解释“孤独感”1.8% 的变异量。

表 6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对孤独感的逐步多元回归分析摘要表

Table 6 Passive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use a stepwise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summary table 

for loneliness

预测变量 R R2 ΔR2 F 值 ΔF B β
截距 42.734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 0.133 0.018 0.018 5.228* 5.228* -0.382 -0.133

在表 6 中可以发现，从标准化回归系数来看，预测变量的β 为 -0.133，对孤独感有负向的影响。

3.7  社交焦虑的中介作用检验

社交焦虑在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孤独感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分析如表 7 和图 1 所示，被动性

社交网站使用对孤独感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B=-0.382，SE=0.167，t=-2.287，p<0.05）。被动性社交网

站使用对现实社交焦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0.192，SE=0.096，t=2.000，p<0.05），现实社交焦虑对

孤独感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0.590，SE=0.096，t=6.121，p<0.001），同时，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

对孤独感的影响仍然显著（B=-0.495，SE=0.158，t=-3.125，p<0.01）。由于 ab 与 c’ 异号，因此社交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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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在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孤独感之间可能存在遮掩效应，|ab/c’| 的值为 0.229，遮掩效应量为 22.9%。

表 7  社交焦虑（M）在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孤独感间的中介作用检验

Table 7 A test of the mediating role of social anxiety (M) in passive social networking site use and 

loneliness

回归方程 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
第一步 y=-0.382x SE=0.167，t=-2.287*

第二步 m=0.192x SE=0.096，t=2.000*

第三步 y=-0.495x+0.590m
SE=0.096，t=6.121***

SE=0.158，t=-3.125**

注：y：孤独感，x：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m：社交焦虑；SE：标准误；第一步：y=cx + SE；第二步：m=ax+ 

SE；第三步：y=bm+ c’x+ SE ，a、b、c、c’ 分别代表相应的变量间的标准化回归系数。

社交焦虑在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孤独感之间的中介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社交焦虑的中介模型

Figure 1 A mediating model of social anxiety

4  讨论

4.1  大学生孤独感在人口学变量差异上的分析与讨论

通过进一步对大学生社交焦虑在性别、年级、是否独生等人口学变量上的检验发现：大学生孤独感

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是由于社会对男性角色的期待中，希望男生不要喜怒形于色，更多地去

独立坚强地承担和付出一切。而女生可以有脆弱的一面，在遇到事情时可以表达自己的心理需求和悲伤

情绪，以此来寻求关怀和支持。   

无论是否独生子女，大学生在孤独感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得分上有显著性差

异。可能因为进入大学后的学生在这个大环境中，是否独生子女已经不影响他们之间的人际交往。

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孤独感变量上的得分有显著性差异。总的来说，大四的得分显著低于其他年

级。原因可能是大四即将步入社会，面临着更多学业、就业的压力，使得生活更加充实，对孤独感的

体验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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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社交焦虑及孤独感的相关关系与讨论

4.2.1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社交焦虑的相关关系与讨论

通过数据的处理分析，本研究发现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只和社交焦虑的现实社交焦虑维度有正向相

关关系。将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对社交焦虑的现实社交焦虑进行逐步多元回归分析发现，大学生的被动

性社交网站使用能够正向预测现实社交焦虑，这与以往的研究不一致。相关分析表明，被动性社交网站

使用与社交焦虑呈显著正相关［8］，社交焦虑也会受到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行为的影响。不一致的原因

可能是本研究所使用的测量社交焦虑的量表不同，本研究所使用的社交焦虑量表分为网络社交焦虑和现

实社交焦虑两个维度。很多人在现实生活中会有社交焦虑，但同时他在网络生活中所产生的社交焦虑强

度要低很多，在男性身上表现更加明显。相关研究表示，网络社交的匿名性、失同步性和便捷性的特点，

有助于降低个体的自我意识，改善不良的自我心理社交表征和增加个体自我表现的动机强度，并且通过

网络社交的这些特点，让个体感受到了更加自由、放松的社交环境，使得个体的网络社交焦虑都低于现

实社交焦虑。而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会让个体在此过程中产生很多的负面情绪，如嫉妒、不满，失落等

不良体验，长此以往，增加了个体的自卑感，从而在社交中不够自信，融不进去这个圈子，提高社交焦

虑［9］。过多的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会让个体在不自觉中产生上行比较，引发个体负面的自我认识，提

高个体在社交中的自我关注及自我要求，使得个体在现实生活的社交交往中产生紧张、脸红、出汗等社

交焦虑症状［7］。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行为除了会降低个体能获取的来自个人之外的各种支持的可能性，还会使个

体在社交中对自己关注过度，过分在意自己的行为表现，提升个体所估计的对未来社会交往情况的焦

虑水平［7］。

4.2.2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孤独感的相关分析与讨论

通过相关分析，本研究得出了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和孤独感间存在负向相关关系。另外，将被动性

社交网站使用对孤独感进行逐步多元回归分析发现，大学生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中对“孤独感”有负向

预测作用，其对孤独感具有 1.8% 的显著预测力。这与张霞等人的研究结果不一致：被动性社交网站使

用与孤独感呈显著正相关［10］。

关于社交网站使用与孤独感的关系，不同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有研究发现，社交网站使用与孤独

感之间没有相关关系［11］。然而泰珀斯（Teppers）等人发现，使用社交网站时不同的动机对孤独感的影

响不同：社交技能水平不高时，以提升技能为动机的社交网站使用对孤独感有正向预测作用；当个体使

用社交网站的目的是想要交友时，社交网站使用对孤独感就有负向预测作用［12］。查找相关文献发现，

伯克（Burke）等人考察 Facebook 的使用行为与孤独感的关系，发现被动使用 Facebook 的行为能够正向

预测孤独感，相反，主动使用行为能够负向预测［13］。分为主动和被动的社交网站使用行为的性质对孤

独感影响并不是单一的，所以在研究被动性使用对孤独感的影响作用时必须排除主动性使用行为的影响，

且相较于外国网友常使用的 Facebook，中国网友更倾向于使用微信朋友圈等社交网站。且本研究针对的

是所有的社交网站，而张霞等人的研究是基于微信朋友圈，更具针对性，这也是研究结果不相同的原因

之一。本研究的数据收集处于疫情期间，随着网络使用行为的增多，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行为自然而然

地也增多了，由于不能出门、不能见面，使得此段时间个体之间的联系只能通过社交网络进行，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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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行为反而成了个体之间了解的渠道之一。此外，由于无法严格地控制被试是在没有

表露信息的状态下对量表中所描述的信息浏览行为，即被动性使用行为的频率，最终得出了与以往研究

不一致的结果。

4.2.3  现实社交焦虑与孤独感的相关关系与讨论

通过相关分析，社交焦虑和孤独感间存在正向关系。另外，将社交焦虑各维度对孤独感进行逐步多

元回归分析发现，大学生的社交焦虑的网络社交焦虑维度对孤独感有正向预测作用，具有 15.6% 的显著

预测力。正向关系表示当大学生的社交焦虑水平越高，孤独感越高。这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14］。大学

生的社交焦虑可以正向预测其孤独程度，这与朱敏的研究结果一致。社交焦虑与孤独感密切联系，也是

导致孤独感产生的重要因素，社交焦虑个体在对事情进行评价解释时，通常都会采用缺乏正面的态度进

行注意和加工，如具有高社交焦虑的大学生在生活中具有负性解释偏向，即使面对正性事件和评价时也

会理解成对自己不利的情况［15］，长此以往个体就会产生对朋友和社交的渴望，但同时又没有良好的人

际关系，在不满意当下自身的交往状态时产生孤独至极的感受。长期没有良好的社交对象和关系、只有

少量的社交，使得个体的表现能力差，从而更加不愿意向别人暴露自己的信息［16］。

4.3  现实社交焦虑在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孤独感间的中介作用讨论

结果显示，现实社交焦虑在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孤独感间存在遮掩效应。即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

和孤独感的关系被现实社交焦虑这个第三变量遮掩了，当现实社交焦虑被纳入回归方程后，被动性社交

网站使用对孤独感的预测效度提高了。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行为多的大学生在现实社交焦虑上程度更高，

使得个体更倾向于对自己的负面评价与解释，在人际交往中产生不良的情绪和行为感受，进而减少个体

人际交往的频率，增加了其内心的孤独感。

本研究在对现实社交焦虑的中介作用进行相关资料查询后发现了遮掩效应，这与原先的研究假设并

不一致，对于现实社交焦虑的遮掩效应，还需要更多的数据支撑，进行更深层的探讨。

5  结论与展望

5.1  研究结论

根据研究内容和研究假设，运用问卷调查法 SPSS 22.0 法进行实证检验，得出如下结论。

（1）大学生孤独感在是否独生子女、家庭所在地上不存在差异，在性别和年级上存在差异；

（2）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和社交焦虑的现实社交焦虑维度有正相关关系；

（3）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和孤独感间存在负相关；

（4）社交焦虑和孤独感间存在正相关；

（5）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对孤独感的预测作用是负向的；

（6）现实社交焦虑在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孤独感中可能存在遮掩效应。

5.2  研究不足与展望

文章探索了大学生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社交焦虑和孤独感的关系及社交焦虑在被动性社交网站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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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与孤独感中的中介作用。由于自身和研究环境的限制，本研究存在不足，具体如下：

（1）根据选用的定义对量表进行了选择，但是还需要更加关注研究中被试群体的特殊性，更加仔

细地筛选量表，必要时对量表中的题目进行相应调整；

（2）研究样本不够广泛，可以适当增加被试的范围和数量，使本研究的研究结果更具有普遍性；

（3）本次研究只收集了电子版问卷，这也对研究结果造成了一定影响；

（4）本研究只采取了问卷法和文献查阅法，还可以增加更多的研究工具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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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assive Social Network 
Use, Social Anxiety and Loneliness of College Students

Wei Danda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Abstract: In this study, 349 college students were select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e 
of passive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social anxiety and loneliness,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social anxiety 
between them. After data collection,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drawn:  
(1) There is no difference in loneliness between the only child and family location, and there is difference 
in gender and grade. (2)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assive social website use and social 
anxiety; there i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assive social website use and loneliness;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ocial anxiety and loneliness. (3)The prediction effect of passive social website use on 
real social anxiety is positive; the prediction effect of passive social website use on loneliness is negative; 
the social anxiety dimension of social anxiety can positively predict the level of loneliness; real social 
anxiety may have a masking effect in passive social website use and loneliness.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Passive use of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Social anxiety; Lonel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