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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增加了青少年患抑郁的风险ꎬ社会比较、自我概念和自尊水平在青少年社交网站使用和抑郁之间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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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抑郁是青少年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ꎬ主要表现为

心境、躯体、睡眠等方面的障碍[１] ꎬ我国青少年抑郁症

的检出率已经达到了 ２８.４％ꎬ成为危害青少年心理健

康的重要因素ꎮ 社交网站是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ꎬ帮
助个体建立、维持、发展社交关系的网络平台ꎬ个体可

以在社交网站上建立个人主页ꎬ通过访问、点赞、评

论、转发等形式与他人建立联系[２] ꎮ 社交网站因开放

性、便利性和互动性ꎬ已成为青少年不可或缺的生活

方式ꎮ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２０２１)发布的最

新统计报告ꎬ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ꎬ中国网民规模达 ９.８９
亿ꎬ互联网普及率达 ７０.４％ꎬ青少年群体是互联网使用

的主力军ꎬ微信朋友圈、ＱＱ 空间和新浪微博是青少年

最常使用的社交应用ꎬ使用率分别达到了 ８３. ４％ꎬ
５８.８％和 ４２.３％[３] ꎮ

作为网络时代人际交往的重要方式ꎬ社交网站的

使用帮助青少年超越空间限制与他人建立联系、获取

感兴趣的他人信息、实现与他人沟通的实时互动ꎮ 社

交网站使用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是复杂而多元的ꎬ可

以帮助青少年建立人际关系ꎬ满足归属需要ꎻ链接社

会关系ꎬ积累社会资本[４] ꎻ获取信息资源ꎬ提升知识技

能ꎻ分享生活状态ꎬ实现情绪表达[５] 等ꎬ有利于降低青

少年抑郁ꎮ 另外一些研究表明ꎬ社交网站的使用可能

引发青少年负面社会比较[６] ꎬ产生消极核心自我评

价[７] ꎬ降低自尊水平[８] 等ꎬ增加了青少年患抑郁的风

险ꎮ 由此可见ꎬ青少年社交网站使用对抑郁的影响是

一把双刃剑ꎬ而通过两者的元分析研究发现ꎬ社交网

站使用和抑郁之间存在正相关[９] ꎮ 现有研究虽然从

不同角度探讨了两者之间作用原理ꎬ但是总体上缺乏

宏观且系统的观点ꎮ 问题性社交网站使用指因长时

间、高强度使用社交网站ꎬ导致个体心理和生理适应

不良的社交网站使用行为[１０] ꎬ突出表现为社交网站成

瘾和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ꎻ青少年社交网站适应指个

体调整心理状态以满足社交网站需要的社会心理现

象ꎬ主要表现在社会比较、自我概念和自尊水平上[１１] ꎮ
本研究通过对问题性社交网站使用和青少年社交网

站适应两个方面进行梳理ꎬ以期能够进一步探明青少

年社交网站使用对抑郁作用的心理机制ꎮ

１　 问题性社交网站使用

１.１　 社交网站成瘾　 社交网站成瘾指个体强迫性地

使用社交网站ꎬ无法有效控制使用频率和强度[１２] ꎮ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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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Ｑ、微信和微博为主的青少年最常使用的社交网站平

台ꎬ具有较高的用户黏性ꎬ青少年频繁登陆社交网站

可能会导致社交网站成瘾的发生ꎮ Ｍｕｅｎｃｈ 等[１３] 提出

社交网站成瘾具有以下 ６ 个特征:(１)显著性ꎬ花费较

多时间使用或思考社交网站ꎻ(２)情绪改变ꎬ因频繁使

用社交网站产生内疚、焦虑、无助等感觉ꎻ(３)耐受性ꎬ
用户需要花费更多时间才能获得与最初使用社交网

站时相同的愉悦感ꎻ(４)戒断依赖ꎬ当使用频率降低或

被禁止使用时ꎬ用户会出现不适现象ꎻ(５)冲突ꎬ社交

网站使用造成了时间管理、社会关系上的冲突ꎬ成为

一种强迫性行为ꎻ(６)复发ꎬ用户试图停止社交网站使

用后失败ꎬ出现反复逆转的过程ꎮ
社交网站成瘾会严重干扰青少年的学习、社交、

睡眠等活动ꎬ增加青少年抑郁的风险ꎮ 依托智能手机

技术的便利性和及时性ꎬ社交网站对于青少年表现出

更高的渗入程度ꎬ青少年通过手机频繁连接社交网

站ꎬ过度而强迫性地收集社交信息ꎬ会导致过高的疲

惫感ꎬ高反刍思维水平的青少年会反复思考负性事

件[１４] ꎮ 同时ꎬ青少年频繁使用社交网站容易产生认知

负载ꎬ不能满足人际关系和信息获取所需要的认知资

源ꎬ从而可能诱发抑郁ꎮ 此外ꎬ青少年过度依赖社交

网站进行社会交往ꎬ还会带来人际关系困扰ꎬ以手机

为载体的网络社交为青少年提供了虚拟的社交机会ꎬ
可能损害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ꎬ社交网站成瘾会通

过现实生活中的友谊质量间接导致青少年抑郁[１５] ꎮ
１.２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　 社交网站使用存在主动

和被动两种方式:主动性社交网站使用指个体在社交

网站积极地生产信息进行沟通交流ꎬ如发布新状态和

评论他人信息等ꎻ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指个体消极地

浏览信息缺乏沟通交流的行为ꎬ如浏览他人状态和相

关评论信息等ꎮ 主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对用户有着积

极影响ꎬ如提升自尊水平、削弱孤独感、增加生活满意

度ꎻ而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会带来消极影响ꎬ如引发

妒忌、降低主观幸福感、诱发抑郁等ꎮ 人格是影响青

少年社交网站使用方式的重要因素ꎬ神经质和外向性

人格能够正向预测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１６] ꎮ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既可以直接导致抑郁ꎬ也可

以通过社交焦虑、核心自我评价、冗思、妒忌等间接引

起抑郁ꎮ 从埃里克森人格发展阶段理论来看ꎬ青少年

所面临的人格发展任务是建立同一感和防止同一感

混乱ꎬ获得亲密感和避免孤独感ꎬ更为关注生活中的

他人与自己的关系[１７] ꎬ互联网的发展为青少年提供了

社会交往的新路径ꎬ如通过弹幕获得互动式的观感体

验、通过网络游戏获得情境式的互动体验等ꎮ 青少年

被动性地选择社交网站ꎬ反映了其既想开展社会交

往ꎬ又因各种原因无法建立和谐社会关系的矛盾心

理ꎬ表现出对社会交往的焦虑以及对负性事件的反复

思考ꎬ引发对自身能力或价值所持有的基本态度和评

价的质疑ꎬ产生妒忌他人的消极情绪等行为表现ꎬ增
加患抑郁的风险[１８] ꎮ

２　 青少年社交网站适应

２.１　 社会比较　 社会比较指个体将与自己相关联的

信息与他人进行比较时所思考的过程ꎬ社会比较的发

生是无意识的ꎬ只要接触到了他人的信息ꎬ个体就会

自发地进行社会比较ꎬ因此社交网站使用中社会比较

是不可避免的[１９] ꎮ 青少年正处于自我同一性和亲密

感建立的关键时期ꎬ需要更多的外部信息和他人评

价ꎬ社交网站则提供了青少年社会比较的渠道ꎮ 社交

网站信息具有丰富性、可视性和易得性ꎬ青少年群体

通过社交网站的社会比较能够进行自我评价、改进和

提升ꎬ有利于提升青少年的生命意义感[２０] ꎮ 然而ꎬ出
于印象管理策略ꎬ用户在社交网站上一般会展示更为

积极的个人信息ꎬ这些信息往往高于日常生活的情感

体验ꎬ青少年频繁接触社交网站的相关信息ꎬ会认为

别人过得都比自己幸福ꎬ从而产生消极的社会比较ꎬ
容易诱发抑郁ꎮ 根据比较倾向的不同ꎬ社会比较具有

上行和下行的区别:前者倾向于与比自己优秀的人进

行比较ꎬ后者倾向于和不如自己的人进行比较ꎮ 青少

年在社交网站中的比较更多地表现为上行社会比较ꎬ
容易产生消极的自我认知或感受[２１] ꎬ比如因为意识到

别人拥有而自己缺乏的某些东西ꎬ容易产生妒忌情

绪ꎮ 此外ꎬ由于青少年存在更多的社交需要并且在意

他人评价ꎬ社交网站中的上行社会更容易导致社交焦

虑ꎬ增加发生抑郁的风险[２２] ꎮ
２.２ 　 自我概念 　 自我概念是指个体对“我是谁” 和

“我对自己感觉如何”的认知ꎬ可以从清晰性和评价性

两个角度理解[２３] ꎮ 从理论上ꎬ社交网站为青少年提供

了更多的社会互动平台ꎬ有助于个体收集信息、整合

资源ꎬ帮助青少年确立自我同一性ꎬ但是社交网站的

信息具有高度复杂性、模糊性和诱导性ꎬ青少年还没

有形成对自我的稳定认识ꎬ容易形成自我同一性混

乱ꎬ使自我概念不清晰ꎬ自我评价偏低ꎮ 自我概念的

清晰性指个体对自我认知所持有的明确性、稳定性和

一致性的认识ꎬ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有着

直接的影响ꎬ能够在社交网站使用和抑郁之间起中介

作用[２４] ꎮ 研究发现ꎬ青少年网络使用水平越高ꎬ自我

概念清晰性水平越低ꎬ而处于低自我概念清晰性下ꎬ
容易产生负面的社会比较ꎬ对社交网站的信息进行消

极归因ꎬ容易导致抑郁[２５] ꎮ 自我概念的评价性指个体

对自身能力和价值所持有的态度和评价ꎬ可以直接或

间接地影响青少年抑郁ꎮ 比如ꎬ青少年在社交网站使

用过程中ꎬ会提高与他人进行上行社会比较的可能

性ꎬ并因此对自我评价造成威胁ꎬ导致抑郁的产生[２６]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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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研究发现ꎬ自我评价能够在青少年社交网站成瘾

和抑郁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２７] ꎮ
２.３　 自尊水平　 自尊是个体对自身的整体态度ꎬ是自

我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对自我的消极态度是导致青

少年抑郁的关键因素ꎬ低自尊个体更容易产生抑郁ꎬ
个体的高自尊水平可以缓解抑郁的发生[２８] ꎮ 在社交

网站中ꎬ个体的身份特征、表情状态、行为举止等被隐

藏ꎬ同时异步交流给予个体更多的语言组织时间ꎬ以
及社交网站中存在自由退出的社交机制ꎬ为低自尊者

的社会交往提供了平台ꎮ 研究发现ꎬ低自尊个体会将

社交网站作为一种补偿路径ꎬ通过社交网站的积极活

动弥补现实生活的不足ꎬ低自尊者在社交网站上花费

更多的时间ꎬ在社交网站使用强度和信息表露等方面

高于高自尊者ꎬ且相对于现实交往ꎬ网络交往会使低

自尊者感觉更为舒适[２９] ꎮ 但低自尊者更容易出现手

机成瘾ꎬ对人际交往中的评价信息格外敏感ꎬ容易引

发弥漫性焦虑ꎬ增加个体患抑郁的风险[３０] ꎮ 低自尊者

更容易在社交网站中上行社会比较ꎬ产生“自己不如

别人”的消极感受ꎬ尤其是社交网站中的体像比较能

够通过自尊增加青少年抑郁的风险[３１] ꎮ 此外ꎬ青少年

的人际关系依赖于社交网站ꎬ而人际关系的质量对青

少年自我认知和评价有着显著影响ꎬ低自尊的个体倾

向于社交回避ꎬ由于在社交网站中获取的社会支持有

限ꎬ增加了抑郁风险ꎮ

３　 讨论与展望

３.１　 社交网站使用的影响及测量　 以“９０ 后”和“００
后”为主的青少年在年龄阶段上渴望与他人建立情感

联结ꎬ却往往缺乏成熟的社会交往技能或经验ꎬ社交

网站有效避免了直接人际交互的尴尬性ꎬ成为青少年

社会交往的主要工具ꎮ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ꎬ
互联网对于青少年已经不是简单的学习或娱乐工具ꎬ
其与生活各方面的融合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ꎬ尤其

对于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青少年而言ꎬ社交网站绝非

传统意义上只能在现实生活中扮演补充角色的“虚拟

社交”ꎬ而已经成为青少年生活中最真实、最活跃的组

成部分ꎮ 在社交网站对青少年生活渗入程度不断加

深的同时ꎬ对于青少年如何使用社交网站则缺乏适当

的引导ꎬ尤其是智能手机的普及ꎬ加剧了青少年社交

网站成瘾和被动性社交网站的使用方式ꎬ可能是青少

年抑郁高发的关键因素ꎮ
目前ꎬ社交网站使用的测量工具主要以翻译国外

成熟量表为主ꎬ如通过将国外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Ｙｏｕｔｕｂｅ、Ｔｗｉｔ￣
ｔｅｒ 等社交网站概念替换为“社交网站”进行施测ꎮ 由

于社交网站是用户进行社会交往的平台ꎬ中国社会的

集体主义文化背景和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文化背景

存在较大差异ꎬ中国用户对社交网站的认识、使用习

惯和国外用户是不能一概而论的ꎬ如集体主义文化下

的个体更关注他人对自己的评价ꎬ所以可能花费更多

的时间使用社交网络ꎬ采取更为保守的被动性社交网

站使用策略ꎮ 在最近的相关研究中ꎬ最多被采用的问

卷研究一般思路为寻找可能的心理学概念ꎬ然后在问

题性社交网站使用和抑郁之间建构可能的数据模型ꎬ
探究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ꎮ 但是对数据模型的探究ꎬ
应以对中国青少年相关特征准确测量为基础ꎬ事实

上ꎬ不仅对社交网站使用的相关测量ꎬ对其他心理特

征的测量也普遍依赖于国外的成熟量表ꎬ使得现有研

究的可推广性受到严重质疑ꎮ 国内外的社交网站在

应用界面、互动形式、用户基数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区

别ꎬ以 ＱＱ 空间、微信朋友圈和新浪微博等青少年常用

的社交网站为基础ꎬ 开发本土化的测量工具十分

必要ꎮ
３.２　 社交网站适应的分析及引导　 青少年使用社交

网站本应该促进人际交往、增加社会资本、提升心理

健康ꎬ然而青少年对社交网站的适应不当反而对心理

健康造成了不利影响ꎬ本文主要从社会比较、自我概

念和自尊水平 ３ 个角度进行分析ꎮ
首先ꎬ社会比较存在于青少年日常生活方面ꎬ经

典社会比较理论指出ꎬ当缺乏直接、客观的评价手段

时ꎬ人们会通过与他人的比较来建构自我ꎮ 从人格发

展阶段来看ꎬ青少年的人格发展任务是建立自我同一

性ꎬ需要反复地将自己与他人的信息进行比较思考ꎮ
生活在互联网时代的青少年ꎬ在社交网站中获取同伴

信息、关注同伴生活的日常状态、将自己与同伴比较

的过程中ꎬ很容易对社交网站产生依赖性成瘾ꎮ
其次ꎬ自我概念的形成和发展依赖于社会环境和

人际交往ꎬ以 ＱＱ 空间、微信朋友圈和新浪微博为主的

社交网站ꎬ不仅改变了青少年传统的社会交往方式ꎬ
也会影响自我概念的形成ꎮ 一方面ꎬ青少年在社交网

站中积极自我呈现ꎬ努力表现出自己理想的自我形

象ꎬ对社交网站的信息进行印象修饰ꎬ期待接受别人

对自己的积极评价ꎻ另一方面ꎬ青少年在现实中不能

满足的尊重、情感和归属需求ꎬ可以在社交网站所构

建的虚拟世界得到满足ꎬ从而可能反作用于现实生活

的压力ꎬ导致现实和虚拟世界的冲突ꎮ 同时ꎬ社交网

站的信息鱼龙混珠ꎬ青少年的人生阅历还不足以支持

他们正确地甄别或评价信息ꎬ会影响自我意识的发

展ꎬ不能够清晰地建构自我概念或产生自我评价威

胁ꎬ成为诱发抑郁的重要因素ꎮ
最后ꎬ自尊水平是个体对自我的整体性认知和评

价ꎬ对于充满“风雨与困顿”阶段的青少年尤其重要ꎮ
社交网站上的互动交流具有异步性ꎬ使用者可以发布

的文字或图片状态可以通过及时编辑得以完善ꎬ甚至

可以只浏览选择友好的主页和动态而不选择互动ꎬ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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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了青少年积极自我呈现的需要ꎬ并在一定程度上保

护了青少年的自尊ꎮ 但一方面青少年积极的印象修

饰会带来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的冲突ꎬ另一方面青少

年消极地被动使用社交网站实则代表了对现实社会

交往的逃避ꎬ这种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差异性会增

强青少年的孤独感、引发社交焦虑、影响人际关系等ꎬ
最终可能会导致青少年抑郁ꎮ
３.３　 研究方法应该基于多元视角　 问题性社交网站

使用涉及一系列复杂的生理、心理及行为的变化[３２] ꎬ
现有的相关研究几乎采取问卷法ꎬ通过不同类型的回

归模型揭示问题性社交网站使用、青少年社交网站适

应和抑郁之间的关系ꎬ总体来说方法单一ꎬ且不能够

揭示变量间的因果关系ꎮ 一些重要的问题需要基于

多元视角的研究方法进行回答ꎬ如问题性社交网站使

用为什么会引起青少年的社交网站适应不良ꎬ是否可

以通过改变青少年问题性社交网站使用抑制抑郁的

发生ꎬ还有哪些因素的影响应该受到关注等ꎮ
首先ꎬ抑郁的发生是生理、心理和社会因素的共

同产物ꎬ并且这些因素还会相互影响ꎬ随着脑科学的

不断发展ꎬ通过事件相关电位( ＥＲＰ)、正电子发射断

层显像(ＰＥＴ)、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ｆＭＲＩ)等仪器ꎬ综
合脑科学、医学和生物学的观点综合探讨问题性社交

网站使用的脑神经机制和生理机制ꎬ应该成为未来该

领域研究的趋势ꎮ 其次ꎬ通过实验设计的手段ꎬ对问

题性社交网站的使用方式进行操纵ꎬ如改变青少年的

社交网站使用时长操纵社交网站成瘾ꎬ改变青少年在

社交网站中的状态更新、上传照片、评论等行为操纵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ꎬ进行多组中断时间序列的测

量ꎬ确定问题性社交网站使用和抑郁的因果关系ꎮ 最

后ꎬ在该领域的相关研究中ꎬ出现了较多不一致的结

果ꎬ有必要通过元分析的手段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ꎬ
而以生成性和原创性见称的质性研究手段ꎬ如访谈、
叙事、话语分析等可能更为真实、准确、完整地探究青

少年使用社交网站时的心理过程ꎬ也应该成为该领域

研究的突破点ꎮ
综上所述ꎬ未来的研究应该在现有问卷法研究基

础之上ꎬ通过脑神经科学探讨问题性社交网站使用的

生物学基础ꎬ通过科学实验研究确定问题性社交网站

使用与青少年抑郁的因果关系ꎬ通过元分析和质性研

究的手段更为系统、完整、真实地探索青少年使用社

交网站的心理过程ꎬ通过跨学科、跨方法的多元研究

视角推进该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入ꎬ改善青少年问题性

社交网站的使用方式对抑郁的影响ꎬ提升青少年的心

理健康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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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白晓丽ꎬ姜永志ꎬ金童林ꎬ等.大学生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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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陈春宇ꎬ连帅磊ꎬ杨晨ꎬ等.手机成瘾与大学生抑郁的关系:疲惫感

和反刍思维的作用[Ｊ]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ꎬ２０１９ꎬ２７(４):７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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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侯娟ꎬ田帅ꎬ孙鑫琰ꎬ等.大五人格对社交网站使用方式的影响:自
恋的中介作用[ Ｊ] .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ꎬ２０２０ꎬ２８ ( ６):１２０２ －

１２０８.
ＨＯＵ ＪꎬＴＩＡＮ ＳꎬＳＵＮ Ｘ Ｙꎬ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ｂｉｇ ｆｉｖ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ｏｆ ｎａｒｃｉｓｓｉｓｍ
[Ｊ] .Ｃｈｉｎ Ｊ Ｃｌｉ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ꎬ２０２０ꎬ２８(６):１２０２－１２０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 ＥＲＩＫＳＯＮ Ｅ Ｈ.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Ｊ] .Ｐｓｙｃｈｏｌ Ｉｓｓｕｅｓꎬ１９９５ꎬ
１:１８－１６４.

[１８] ＯＲＴＨ ＵꎬＲＯＢＩＮＳ Ｒ ＷꎬＭＥＩＥＲ Ｌ Ｌꎬｅｔ ａｌ.Ｒｅｆ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ｌｏｗ ｓｅｌｆ￣ｅｓｔｅｅｍ ａｎｄ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ｄｉｓｅｎｔａｎｇ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ｅｎｕｉｎｅ ｓｅｌｆ￣ｅｓｔｅｅｍ ａｎｄ ｎａｒｃｉｓｓｉｓｍ[ Ｊ] . Ｊ Ｐｅｒｓｅｎ Ｓｏｃ Ｐｓｙｃｈｏｌꎬ２０１６ꎬ
１１０(１):１３３－１４９.

[１９] ＷＯＯＤ Ｊ Ｖ.Ｗｈａｔ ｉ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ａｎｄ ｈｏｗ ｓｈｏｕｌｄ ｗ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ｔ?
[Ｊ] .Ｐｅｒｓｅｎ Ｓｏｃ Ｐｓｙｃｈｏｌ Ｂｕｌｌꎬ１９９６ꎬ２２(５):５２０－５３７.

[２０] 陈晓燕ꎬ陈毅文ꎬ张玉婷.主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对生命意义感的影

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Ｊ]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ꎬ２０２１ꎬ２９( ２):
２３６－２４１.
ＣＨＥＮ Ｘ ＹꎬＣＨＥＮ Ｙ ＷꎬＺＨＡＮＧ Ｙ Ｔ.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ｃｔｉｖｅ ｕｓ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ｉｔｅ ｗｉｔｈ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ｉｎ ｌｉｆｅ: ａ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ｄ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Ｊ] .Ｃｈｉｎ Ｊ Ｃｌｉ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ꎬ２０２１ꎬ２９(２):２３６－２４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１] 马林.大学生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错失焦虑症交叉滞后分析

[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２０ꎬ４１(１):７０－７２.
ＭＡ Ｌ.Ｃｒｏｓｓ￣ｌａｇｇｅ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ｉｔｅ ｕｓｅ ａｎｄ ｆｅａｒ
ｏｆ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ｏｕｔ ｉ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Ｊ] .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２０２０ꎬ４１
(１):７０－７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２] 童媛添ꎬ邱晓雯ꎬ连帅磊ꎬ等.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对青少年抑

郁的影响:社交焦虑的中介作用[Ｊ]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ꎬ２０１７ꎬ
２５(３):４９８－５０１.
ＴＯＮＧ Ｙ ＴꎬＱＩＵ Ｘ ＷꎬＬＩＡＮ Ｓ Ｌꎬｅｔ ａｌ.Ｕｐｗａｒ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ｉｔｅ ａｎｄ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ｘｉｅｔｙ [ Ｊ] .
Ｃｈｉｎ Ｊ Ｃｌｉ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ꎬ２０１７ꎬ２５(３):４９８－５０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３] ＳＨＩＮ Ｊ ＹꎬＳＴＥＧＥＲ Ｍ ＦꎬＨＥＮＲＹ Ｋ Ｌ.Ｓｅｌｆ￣ｃｏｎｃｅｐｔ ｃｌａｒｉｔｙｓ ｒｏｌｅ ｉｎ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ｉｎ ｌｉｆｅ ａｍｏｎｇ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 ｌａｔ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Ｊ] .Ｓｅｌｆ Ｉｄｅｎｔꎬ２０１６ꎬ１５(２):１－１８.
[２４] 丁倩ꎬ张永欣ꎬ张晨艳ꎬ等.社交网站使用与青少年抑郁:社会比较

和自我概念清晰性的链式中介作用[ Ｊ]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ꎬ
２０１６ꎬ２４(５):８２３－８２７.
ＤＩＮＧ ＱꎬＺＨＡＮＧ Ｙ ＸꎬＺＨＡＮＧ Ｃ Ｙꎬｅｔ 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ｏ￣
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ｉｔｅ ｕｓｅ ａｎｄ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ｃｏｎｃｅｐｔ ｃｌａｒｉｔｙ [ Ｊ] . Ｃｈｉｎ Ｊ Ｃｌｉ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ꎬ２０１６ꎬ２４(５):８２３－８２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５] 吴漾ꎬ武俐ꎬ牛更枫ꎬ等.微信朋友圈使用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负
面社会比较和自我概念清晰性的作用[ Ｊ] . 心理发展与教育ꎬ
２０２０ꎬ３６(４):４８６－４９３.
ＷＵ ＹꎬＷＵ ＬꎬＮＩＵ Ｇ Ｆꎬ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ｅＣｈａｔ ｍｏｍｅｎｔｓ ｕｓｅ
ｏｎ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
ｓ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ｃｏｎｃｅｐｔ ｃｌａｒｉｔｙ[Ｊ] .Ｐｓｙｃｈｏｌ Ｄｅｖ Ｅｄｕｃꎬ２０２０ꎬ３６(４):４８６
－４９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６] 连帅磊ꎬ姚良爽ꎬ孙晓军ꎬ等.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初中生抑郁

的关系:链式中介效应分析[Ｊ] .心理科学ꎬ２０１８ꎬ４１(４):８７６－８８２.
ＬＩＡＮ Ｓ ＬꎬＹＡＯ Ｌ ＳꎬＳＵＮ Ｘ Ｊꎬ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
ｗｏｒｋ ｓｉｔｅ ｕｓｅ ｏｎ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ｃｈａｉｎꎬ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 .Ｊ Ｐｓｙ￣
ｃｈｏｌ Ｓｃｉꎬ２０１８ꎬ４１(４):８７６－８８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７] 陈春宇ꎬ连帅磊ꎬ孙晓军ꎬ等.社交网站成瘾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
认知负载和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作用[ Ｊ] . 心理发展与教育ꎬ
２０１８ꎬ３４(２):２１０－２１８.
ＣＨＥＮ Ｃ ＹꎬＬＩＡＮ Ｓ ＬꎬＳＵＮ Ｘ Ｊꎬ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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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１０－２１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８] 罗艳红ꎬ陈枫ꎬ石珍榕ꎬ等.自尊对女大学生抑郁情绪的影响:应对

方式的中介作用[ Ｊ]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ꎬ２０２１ꎬ２９ ( ５):７４７ －

７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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