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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社交媒体下大学生错失恐惧研究进展

王妞妞ꎬ张玉芳ꎬ杨月波ꎬ孟雯琪ꎬ张俊福ꎬ秦荣臻ꎬ马骦

山东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ꎬ济南 ２５００００

【摘要】 　 错失恐惧是互联网背景下的一种新型焦虑症ꎬ对大学生的身心健康产生重要影响ꎮ 通过对移动社交媒体下大学

生错失恐惧的内涵、外延和危害等方面进行综述ꎬ尝试对大学生错失恐惧的影响机理进行探究ꎬ旨在引起教育工作者对大

学生错失恐惧的重视ꎬ为制定预防和缓解大学生错失恐惧的干预手段提供参考和指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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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调查显示ꎬ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ꎬ中国互联网用户数量达 １０.３２ 亿ꎬ每周人均上网时

长达 ２８.５ ｈ[１] ꎮ 随着社交媒体与移动终端的交互与发

展ꎬ移动社交媒体已成为大学生社会交往的必要手

段ꎮ 错失恐惧是数字时代的一种新的精神疾病[２] ꎬ主
要指社交网络使用中由于担心错过他人有意义的经

历而产生的弥散性焦虑的心理状态ꎬ对个体的社交网

络使用行为具有重要影响[３] ꎮ 一方面ꎬ处于错失恐惧

的个体会出现较多如压力、焦虑、抑郁、学术动力下降

等[４－５]心理问题ꎬ甚至出现睡眠障碍、问题性社交媒体

使用和“低头症”等行为[６－７] ꎮ 另一方面ꎬ错失恐惧也

调节了社会需求和移动社交媒体使用之间的关系[８] ꎮ
社交网站被认为是寻求和维持社会联系的重要渠

道[８] ꎬ是大学生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ꎮ 本文通过阐释

大学生错失恐惧的相关影响因素ꎬ旨在引起高校教育

工作者对大学生错失恐惧的关注ꎬ帮助大学生正确认

识错失恐惧ꎮ

１　 错失恐惧的内涵及评估

错失恐惧( ｆｅａｒ ｏｆ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ｏｕｔꎬＦｏＭＯ)又称错失焦

虑[９] ꎬ由 Ａｎｎｉｅ 首次提出ꎬ认知心理学家 Ｐｒｚｙｂｙｌｓｋｉ 在
互联网信息潮背景下将其定义为“当个体在缺席的事

件中未能获得想知道的经历所产生的一种广泛存在

的焦虑心理ꎬ主要表现为渴望持续了解他人正在做什

么” [１０] ꎬ可理解为个体长期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而产

生的自我调节受损ꎮ 错失恐惧包含两个过程ꎬ首先是

对错过的感知ꎬ 然后是维持社会联系的强迫性行

为[１１] ꎮ
Ｐｒｚｙｂｙｌｓｋｉ 等[１０]于 ２０１３ 年编制了错失恐惧量表

(Ｆｅａｒ ｏｆ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Ｏｕｔ ＳｃａｌｅꎬＦｏＭＯｓ)ꎬ首次为错失恐惧

提供了量化工具ꎮ ２０１９ 年该量表被引进我国[１２] ꎬ并
用于评估大学生群体的错失恐惧水平ꎮ 且不同领域

研究者基于 ＦｏＭＯｓ 量表进一步编制或修订形成了多

种错失恐惧量表ꎮ 目前原始 ＦｏＭＯｓ 量表应用广泛ꎬ但
维度较为单一ꎻ其他量表的应用研究较少ꎬ有效性还

有待验证ꎮ

２　 大学生错失恐惧的流行现状

错失恐惧从社交媒体新兴时的个体现象演化为

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症候群[１３] ꎮ Ｈａｙｒａｎ 等[１４] 研究显

示ꎬ８１％的个体都曾经历错失恐惧ꎬ其中大学生群体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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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严重ꎮ 王艺丹[１５]研究显示ꎬ大学生的错失恐惧处于

中等偏高水平ꎮ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ꎬ医学生的错失

恐惧呈中等水平[１６] ꎮ 熊叶言等[１７] 研究显示ꎬ护理本

科生的错失焦虑处于中等水平ꎬ仍有下降的空间ꎮ 一

项纵向研究显示ꎬ大学生的错失恐惧在间隔 ８ 个月后

呈逐步上升趋势[１８] ꎮ 大学时期是使用移动社交媒体

最为频繁的时间段[１２] ꎬ移动社交媒体是维持社会联系

的重要渠道[８] ꎬ可满足大学生归属感的需求ꎮ 当需求

得不到满足时ꎬ便会频繁查看社交媒体ꎬ进而产生错

失恐惧ꎮ 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ꎬ外出活动减少ꎬ
大学生对信息的渴求增加ꎬ从而加重错失恐惧[１７] ꎮ 疫

情被认为是错失恐惧与移动社交媒体使用间的调节

因素ꎬ加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１９] ꎮ

３　 错失恐惧的影响因素与消极影响

错失恐惧的影响因素包括一般人口学、人格特质

(如羞怯[２０] 、神经质人格[２１] 和社会比较倾向[２２] )等个

体特征因素ꎬ基本心理需求缺失[２３] 、孤单感[２４] 等情绪

因素以及社交网络过度使用[２５]等行为因素ꎮ
３.１　 个体特征对错失恐惧的影响　 田仕静等[１６] 研究

显示ꎬ男生错失恐惧得分高于女生ꎮ 可能由于男生的

社会责任更重ꎬ在与外界沟通不畅时ꎬ需要更多的网

络社交来获得情感和社会支持ꎬ因此对社交网络的依

赖性较大ꎬ也更容易出现错失恐惧ꎮ 与之相反ꎬ王

昊[２６]研究认为ꎬ女大学生的错失恐惧水平更高ꎬ因为

女生在人际交往中需要更多的沟通和交流ꎬ更容易对

社交媒体产生依赖[２７] ꎮ 另外ꎬ高年级的大学生更易发

生错失恐惧[２６] ꎬ可能与即将面临实习就业ꎬ进而对于

外界的信息(如招聘信息)格外关注有关ꎮ
不同人格特质的大学生具有不同程度的错失恐

惧[２８] ꎮ 神经质人格常表现为易情绪化、冲动、依赖性

强、逃避现实等特点[２９] ꎮ 郑东和等[３０] 研究显示ꎬ神经

质人格对大学生的错失恐惧存在正向影响ꎮ 社会比

较倾向是个体在社会需求上表现出的人格特征[３１] ꎮ
张永欣等[２２]研究表明ꎬ个体的社会比较倾向越高ꎬ越
容易产生错失恐惧ꎮ 王梦云等[３２]研究显示ꎬ高羞怯个

体容易激发对未知信息的恐惧和不安ꎬ进而导致错失

恐惧ꎮ
３.２　 关系需求对错失恐惧的影响　 基本心理需求得

不到满足往往是错失恐惧产生的主要原因[２３] ꎮ 根据

自我决定理论的观点ꎬ人格及认知结构成长与完善的

条件是胜任、自主与关系需要三大心理需求[３３] ꎮ Ｘｉｅ
等[２]研究显示ꎬ基本心理需求与错失恐惧呈负相关ꎬ
朋友支持会减少错失恐惧的产生ꎻ相反ꎬ孤独感高的

个体错失恐惧水平较高ꎮ 殷子珺等[３４]研究显示ꎬ孤独

感对错失恐惧有直接预测作用ꎮ 可能因为孤独感较

高的个体关系需求未得到满足ꎬ在使用移动社交媒体

时渴望了解并加入朋友的活动ꎬ更易错失恐惧ꎮ
３.３　 社交网络过度使用引发错失恐惧　 社交网络过

度使用对错失恐惧存在直接影响ꎬ也可通过嫉妒、低
自尊、压力知觉等中介因素间接影响[３５－３６] ꎮ 被动性社

交网络使用通过上行社会比较和反刍思维的链式中

介作用间接影响错失恐惧[２５ꎬ３７] ꎮ 社交媒体过度使用

会损耗个体线下交流的时间和精力ꎬ削弱线下社会支

持系统ꎬ进而导致个体有益体验的减少或缺失ꎬ从而

出现错失恐惧[１８] ꎮ 此外ꎬ社交媒体呈现的内容常常被

夸大或美化ꎬ加剧了人们对美好体验的渴望ꎬ从而产

生社会比较、嫉妒、失落等心理ꎬ会加重错失恐惧ꎮ
３.４　 错失恐惧对情绪影响　 错失恐惧会引起焦虑、抑
郁的升高[４] ꎮ Ｂａｋｅｒ 等[５] 研究显示ꎬ错失恐惧水平越

高ꎬ抑郁症状越严重ꎮ Ｄｈｉｒ 等[３８]针对 ２ 次不同群体的

重复横断面研究显示ꎬ错失恐惧会引起强迫性社交媒

体使用和社交媒体疲劳ꎬ导致焦虑、抑郁水平升高ꎮ
社交网络使用似乎可通过线上交流来满足个体的内

心缺失ꎬ但事实上ꎬ在社交媒体上花费的时间越多ꎬ人
们越感到沮丧[５] ꎮ 可能是因为移动社交媒体可以提

供高水平的社会参与ꎬ感知的社会缺陷可通过线上交

流来弥补ꎮ 一旦他们感到自己不属于群体且错过了

重要的经历时ꎬ就会加重焦虑抑郁ꎮ
３.５　 错失恐惧对社交网络成瘾的影响　 相关研究表

明ꎬ错失恐惧与社交网络成瘾呈正相关[６ꎬ２７] ꎮ Ｖａｒｃｈｅｔ￣
ｔａ 等[２７]研究显示ꎬ错失恐惧是社交媒体成瘾的最佳预

测因素ꎮ 在错失恐惧情境下ꎬ大学生每天使用微信时

间过长、信息获取效率低下及使用态度消极[３９] ꎮ 大学

时期是移动社交媒体使用最为频繁的时间段[１２] ꎬ通过

使用移动社交媒体可发展和维持稳定的人际关系ꎮ
处于错失恐惧的个体在社会交往中往往更加关注他

人的态度ꎬ渴望更高的社会认可ꎬ将促使其频繁查看

社交媒体ꎬ导致社交媒体成瘾[４０] ꎮ
３.６　 错失恐惧对学业成绩的影响　 错失恐惧与社交

网络的密切关系ꎬ 会对学习成绩产生一定负面影

响[１１] ꎮ Ａｌｔ 等[４１]研究表明ꎬ错失恐惧与表面学习呈正

相关ꎮ 有混合研究显示ꎬ大学生在上课期间会通过社

交媒体向朋友寻求帮助ꎬ导致学习注意力分散[４２] ꎮ 刘

采梦等[４３]研究显示ꎬ错失恐惧可直接导致学习倦怠的

发生ꎬ也可通过社交网络成瘾间接导致学习倦怠ꎮ 错

失恐惧的个体往往注意力难以集中ꎬ对学习内容只是

进行简单的记忆ꎬ并在上课期间频繁使用社交网络ꎬ
产生学习倦怠甚至中断学习ꎮ

４　 错失恐惧的干预对策

４.１　 认知行为疗法 　 认知行为疗法(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ｂｅｈａ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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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ｏｒａｌ ｔｈｅｒａｐｙꎬＣＢＴ)是一组改变思维或信念和行为的方

法ꎬ通过情感支持、信息传递、重塑希望和社交技巧等

来改变扭曲的认知[１１] ꎬ达到消除不良情绪和行为的心
理咨询与治疗方法[４４] ꎮ 基于认知行为疗法的心理辅

导可正确认识错失恐惧、了解自我与提升价值感ꎬ从
而满足基本心理需要[２６] ꎮ 杨丽娟[４５] 研究结果显示ꎬ
短期有指导的网络自助认知行为干预对缓解错失恐

惧有一定效果ꎮ 王昊[２６]对 ５０ 名社交网络成瘾的大学

生实施基于认知行为疗法的团体心理辅导干预ꎬ发现

该方法可有效减轻大学生的错失恐惧水平ꎬ从而降低

社交网络成瘾ꎮ 认知行为疗法可以纠正错失恐惧中

扭曲的认知ꎬ缓解潜在的焦虑症状ꎬ并积极改善错失

恐惧的诱发因素[１１] ꎮ
４.２　 合理利用移动社交媒体功能　 合理设置移动社

交媒体功能可作为技术层面错失恐惧的应对策略ꎮ
Ａｌｕｔａｙｂｉ 等[４６]基于自我控制理论开发了一种减少错失

恐惧的方法(ＦｏＭＯ￣Ｒ)ꎮ 当个体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

使用社交网络时ꎬ同时自我控制受损ꎬ便会冲动式地

查看社交媒体ꎬ其根本原因就是错失恐惧[４６] ꎮ 该方法

针对 ３０ 名自称经常经历错失恐惧的大学生ꎬ通过设置

技术元素ꎬ如自动回复、过滤信息、设置实时状态以及

正确认识及处理错失恐惧的技能ꎬ并利用焦点小组对

该方法进行评估ꎬ发现该方法可以帮助他们有效管理

错失恐惧[４６] ꎮ ＦｏＭＯ￣Ｒ 通过设计移动媒体功能以减

少使用社交网络ꎬ以此缓解错失恐惧ꎬ是一种积极、有
效和安全的抗焦虑药物的替代品[１１] ꎮ 利用移动社交

媒体功能虽然可减少用户对社交媒体的关注和使用

时长ꎬ但也可能加重对移动社交媒体的依赖ꎬ真实有

效性有待未来更多实证研究来验证ꎮ

５　 小结

目前针对错失恐惧的研究大多为横断面研究ꎬ只
有少量的纵向研究ꎬ无法深入探索大学生错失恐惧的

共性和演化路径ꎮ 同时ꎬ外部的物理环境也深刻影响

错失恐惧水平ꎬ未来可进行实验室研究及现场研究ꎬ
对不同情境下的错失恐惧变化进行探究ꎮ 研究对象

大多集中在大学生、青少年等群体ꎬ缺乏对于特定专

业大学生的研究ꎮ 在测量工具上ꎬ我国还缺乏可信度

高的本土量表ꎬ未来可致力于研究出我国的常模错失

恐惧量表ꎮ 在干预措施方面ꎬ缺乏行之有效的干预手

段来有效缓解大学生错失恐惧ꎬ未来研究可从自我管

理、社会支持等个体、组织层面ꎬ也可从社交媒体功能

设计等技术层面探索缓解错失恐惧的有效措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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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与手机依赖相关性分析及影响因素研究[ Ｊ] . 临床护理杂

志ꎬ ２０２１ꎬ２０(５):１７－２０.
ＸＩＯＮＧ Ｙ Ｙꎬ ＹＡＯ Ｙ Ｄꎬ ＴＩＡＮ Ｌꎬ ｅｔ 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ｉｎ￣
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ｆｅａｒ ｏｆ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ｏｕｔ ａｎｄ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ｍｏｎｇ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Ｊ] . Ｊ Ｃｌｉｎ Ｎｕｒｓꎬ ２０２１ꎬ ２０
(５):１７－２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 张亚利ꎬ 陈雨濛ꎬ 靳娟娟ꎬ 等. 错失恐惧与社交媒体成瘾的关系:
一项交叉滞后分析[Ｊ] .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ꎬ ２０２１ꎬ２９(５):１０８２
－１０８５.
ＺＨＡＮＧ Ｙ Ｌꎬ ＣＨＥＮ Ｙ Ｍꎬ ＪＩＮ Ｊ Ｊ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ｅａｒ ｏｆ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ｏｕ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 ｃｒｏｓｓ￣ｌａ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 . Ｃｈｉｎ Ｊ Ｃｌｉ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ꎬ ２０２１ꎬ２９(５):１０８２－１０８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 ＡＫＢＡＲＩ Ｍꎬ ＳＥＹＤＡＶＩ Ｍꎬ ＰＡＬＭＩＥＲＩ Ｓꎬ ｅｔ ａｌ. Ｆｅａｒ ｏｆ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Ｏｕｔ
(ＦｏＭＯ)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ｕｓｅ: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 Ｊ Ｂｅｈａｖ Ａｄｄｉｃｔꎬ ２０２１ꎬ１０(４):８７９－９００.

[２０] 龚勋ꎬ 蔡太生ꎬ 窦芬ꎬ 等. 羞怯与大学生错失恐惧:领悟社会支持

的中介作用及其性别差异[ Ｊ] .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ꎬ ２０２２ꎬ３０
(５):１１２１－１１２５.
ＧＯＮＧ Ｘꎬ ＣＡＩ Ｔ Ｓꎬ ＤＯＵ Ｆꎬ ｅｔ ａｌ.Ｓｈｙ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ｆｅａｒ
ｏｆ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ｏｕｔ: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ｇｅｎ￣
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Ｊ] . Ｃｈｉｎ Ｊ Ｃｌｉ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ꎬ ２０２２ꎬ３０( ５):１１２１－ １１２５.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１] 陈必忠ꎬ 郑雪. 大五人格与大学生社交媒体自我控制失败:错失

恐惧的作用[Ｊ] . 应用心理学ꎬ ２０１９ꎬ２５(２):１６１－１６８.
ＣＨＥＮ Ｂ Ｚꎬ ＺＨＥＮＧ Ｘ. Ｂｉｇ ｆｉｖ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ｓｅｌ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ａｍｏ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ｆｅａｒ ｏｆ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ｏｕｔ
[Ｊ] . Ｃｈｉｎ Ｊ Ａｐｐ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ꎬ ２０１９ꎬ２５(２):１６１－１６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２] 张永欣ꎬ 姜文君ꎬ 丁倩ꎬ 等. 社会比较倾向与大学生社交网站成

瘾:错失恐惧的中介作用[ Ｊ] .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ꎬ ２０１９ꎬ２７
(５):９２８－９３１ꎬ９３６.
ＺＨＡＮＧ Ｙ Ｘꎬ ＪＩＡＮＧ Ｗ Ｊꎬ ＤＩＮＧ Ｑꎬ ｅｔ 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ｒｉｅｎ￣
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ｉｔｅｓ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ｔｈｅ ｍｅｄｉ￣
ａｔ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ｏｆ ｆｅａｒ ｏｆ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ｏｕｔ[ Ｊ] . Ｃｈｉｎ Ｊ Ｃｌｉ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ꎬ ２０１９ꎬ２７
(５):９２８－９３１ꎬ９３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３] 马建苓ꎬ 刘畅. 错失恐惧对大学生社交网络成瘾的影响:社交网

络整合性使用与社交网络支持的中介作用[ Ｊ] . 心理发展与教

育ꎬ ２０１９ꎬ３５(５):６０５－６１４.
ＭＡ Ｊ Ｌꎬ ＬＩＵ Ｃ.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ｆｅａｒ ｏｆ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ｏｕｔ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ｒｏｌ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ｓｉｔ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ｕｓ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 Ｊ] . Ｐｓｙｃｈｏｌ Ｄｅｖ
Ｅｄｕｃꎬ ２０１９ꎬ３５(５):６０５－６１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４] 成鹏. 青少年孤独感与错失恐惧的关系:社交媒体使用强度的中

介作用[Ｊ] .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ꎬ ２０２１ꎬ２９(１):１８７－１９０.
ＣＨＥＮＧ Ｐ.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ｏｎｅｌ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ｆｅａｒ
ｏｆ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ｏｕｔ: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ｕｓ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Ｊ] .
Ｃｈｉｎ Ｊ Ｃｌｉ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ꎬ ２０２１ꎬ２９(１):１８７－１９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５] ＢＵＧＬＡＳＳ Ｓ Ｌꎬ ＢＩＮＤＥＲ Ｊ Ｆꎬ ＢＥＴＴＳ Ｌ Ｒꎬ ｅｔ ａｌ. Ｍｏｔｉｖ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ｉｔｅ ｕｓｅ ａｎｄ ＦｏＭＯ [ Ｊ] .
Ｃｏｍｐｕｔ Ｈｕｍ Ｂｅｈａｖꎬ ２０１７ꎬ６６:２４８－２５５.

[２６] 王昊. 大学生错失恐惧和社交网络成瘾倾向的关系及干预研究

[Ｄ]. 昆明:云南师范大学ꎬ ２０２１.
ＷＡＮＧ Ｈ.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ｅａｒ ｏｆ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ｏｕ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
ｗｏｒｋ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Ｄ]. Ｋｕｎｍｉｎｇ:Ｙｕｎｎ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２０２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７] ＶＡＲＣＨＥＴＴＡ ＭꎬＦＲＡＳＣＨＥＴＴＩ ＡꎬＭＡＥＩ Ｅꎬｅｔ 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ａｄ￣
ｄｉｃｔｉｏｎꎬ Ｆｅａｒ ｏｆ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Ｏｕｔ (ＦｏＭＯ) ａｎｄ ｏｎｌｉｎｅ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Ｊ] . Ｒｅｖ Ｄｉｇｉｔ Ｉｎｖｅｓｔ Ｄｏｃꎬ ２０２０ꎬ１４(１):ｅ１１８７.

[２８] 江云霞ꎬ 张振亭. 微信用户的人格特质与错失焦虑症关系研究

[Ｄ]. 南昌:南昌大学ꎬ ２０１８.
ＪＩＡＮＧ Ｙ Ｘꎬ ＺＨＡＮＧ Ｚ Ｔ.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ｅｒｓｏｎ￣
ａｌｉｔｙ ｔｒａｉｔｓ ａｎｄ ｆｅａｒ ｏｆ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ｏｕｔ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ｏｆ ｗｅｃｈａｔ ｕｓｅｒｓ[Ｄ]. Ｎａｎ￣
ｃｈａｎｇ:Ｎａｎｃｈ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２０１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９] 姜永志ꎬ 白晓丽ꎬ 七十三. 青少年神经质人格与社交媒体错失恐

惧的关系:社交焦虑的中介作用 [ Ｊ] .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ꎬ
２０２０ꎬ２８(５):１０２９－１０３２ꎬ１００１.
ＪＩＡＮＧ Ｙ Ｚꎬ ＢＡＩ Ｘ Ｌꎬ ＱＩ Ｓ Ｓ.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ｅｕｒｏｔｉｃｉｓｍ
ａｎｄ ｆｅａｒ ｏｆ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ｏｕｔ ｉ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ｘ￣
ｉｅｔｙ[Ｊ] . Ｃｈｉｎ Ｊ Ｃｌｉ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ꎬ ２０２０ꎬ２８( ５):１０２９ － １０３２ꎬ１００１.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０] 郑东和ꎬ 孟艳芳. 人格特质、生活满意度、错失焦虑症对短视频依

赖的关系研究[Ｊ] . 新闻传播ꎬ ２０２１(１０):４－６.
ＺＨＥＮＧ Ｄ Ｈꎬ ＭＥＮＧ Ｙ 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ｅｒ￣
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ｔｒａｉｔｓꎬ ｌｉｆｅ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ｆｅａｒ ｏｆ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ｏｕｔ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ｏｎ
ｓｈｏｒｔ ｖｉｄｅｏ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Ｃｏｍｍｕｎꎬ ２０２１( １０):４ － ６.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１] ＹＡＮＧ Ｃ Ｃꎬ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Ａ. Ｎｏｔ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ｉｌｙ ｄｅｔ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ｔｗｏ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ｕｓｅ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 Ｊ] . Ｃｏｍｐｕｔ Ｈｕｍ Ｂｅｈａｖꎬ ２０１８ꎬ ８４
(２):４９－５７.

[３２] 王梦云ꎬ 尹忠泽ꎬ 徐泉ꎬ 等. 羞怯与青少年社交网站成瘾的关系: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Ｊ] .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ꎬ ２０２０ꎬ２８(５):９０６
－９０９ꎬ９１４.
ＷＡＮＧ Ｍ Ｙꎬ ＹＩＮ Ｚ Ｚꎬ ＸＵ Ｑ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ｈｙ￣
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ｉｔｅｓ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ｄ ｍｅｄｉａ￣
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Ｊ] . Ｃｈｉｎ Ｊ Ｃｌｉ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ꎬ ２０２０ꎬ２８( ５):９０６ － ９０９ꎬ９１４.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３] ＤＥＣＩ Ｅ Ｌꎬ ＲＹＡＮ Ｒ Ｍ.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Ｍ]. Ｌｏｎｄｏ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ｅｄｉａꎬ
２０１３.

[３４] 殷子珺ꎬ 孟凡ꎬ 宣宾. 大学生阈下自闭特质与社交媒体错失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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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孤独感的中介作用[ Ｊ] .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ꎬ２０２２ꎬ３０
(２):３１０－３１４.
ＹＩＮ Ｚ Ｊꎬ ＭＥＮＧ Ｆꎬ ＸＵＡＮ Ｂ.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ｕｂ￣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ａｕ￣
ｔｉｓｔｉｃ ｔｒａｉ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ｆｅａｒ ｏｆ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ｏｕｔ: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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