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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会退缩是在社交情境中的一种行为抑制ꎬ可能会造成儿童多方面的适应不良和内化、外化问题ꎬ不利于其心理

发展和健康成长ꎮ 随着社会学发展研究的不断深入ꎬ儿童社会退缩逐渐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重视ꎬ了解儿童群体的社会

退缩现象对深入开展后续研究十分重要ꎮ 通过国内外文献综述ꎬ总结儿童社会退缩的分型、作用机制及影响因素ꎬ以期为

未来制定预防策略和早期干预方案提供科学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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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退缩指儿童在社交情境中抑制自己参与同

伴互动ꎬ避免维持年龄典型的社会关系ꎬ并伴有孤独

倾向的一种行为表现[１] ꎮ 社会互动是儿童发展认知、
情感和习得社会技能的重要途径[２] ꎬ童年时期持续的

社会退缩会导致儿童无法正常探索社交技能ꎬ引发同

伴排斥及多方面适应不良ꎬ继而出现自卑、孤独、焦

虑、抑郁等内化问题[３] ꎬ以及学业困难、物质滥用、攻
击行为等外化问题[４] ꎮ 随着社会学发展研究的不断

深入ꎬ儿童社会退缩已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重视ꎮ
本研究主要针对儿童社会退缩的临床分型、作用机制

及影响因素进行综述ꎬ 以期为后续实施干预提供

参考ꎮ

１　 儿童社会退缩的分型

　 　 儿童社会退缩的分型主要基于社交动机理论和

安全依赖关系理论[５－６] ꎮ
１.１　 基于社交动机理论的儿童社会退缩分型　 基于

社交动机理论ꎬ社会退缩由社交趋近动机和社交回避

动机 ２ 个维度共同界定ꎬ分为 ３ 种亚型[７] ꎮ 害羞退缩

型具有高社交趋近动机和高社交回避动机的特征ꎬ主

要表现为儿童面对新事物和不熟悉环境时的过度警

惕和内心敏感ꎮ 害羞退缩的儿童主观愿意参与社会

交往ꎬ但由于内心恐惧而表现出犹豫、恐惧和躲避等

反应ꎮ 研究表明ꎬ童年时期害羞的儿童更容易出现内

化问题[８－９] ꎮ 相比之下ꎬ孤独偏好型则具有低社交趋

近动机和低社交回避动机的特征ꎬ该类型反映的是儿

童对独处的偏好ꎬ孤独偏好型儿童对社会交往无恐惧

倾向ꎬ他们不主动参与社交ꎬ更愿意选择有吸引力的

活动ꎬ这一亚型的儿童与较少的负面情绪相关[１０] ꎮ 社

交回避型是儿童社会退缩中较为极端的一种亚型ꎬ具
有低社交趋近动机和高社交回避动机的特征[１１] ꎬ社交

回避型儿童大多在童年期遭受了同伴侵害ꎬ导致其在

人际情境中快感缺失ꎬ并将不参与社交认定为一种自

我保护的方式[１２] ꎬ社交回避儿童的退缩行为会随着时

间的推移持续强化ꎬ进而演变为较严重的心理问题及

精神疾病[１３] ꎮ
１.２　 基于安全依恋关系理论的儿童社会退缩分型　
安全依恋关系理论认为ꎬ儿童的安全依恋会影响个体

的社会互动和同伴关系ꎬ并与社会退缩相关[１４] ꎮ 基于

安全依恋关系理论ꎬ社会退缩分为过度安全依恋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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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依恋型和安全依恋适应不良型ꎮ 过度安全依恋型

儿童缺乏探索和参与社会交往的动力ꎬ并且可能导致

严重的发育迟缓和“蜗居” (一种严重的社会退缩)行

为ꎬ需要早期从家庭着手采取心理治疗[１５] ꎮ 反依恋型

儿童青少年通常性格较为独立ꎬ回避社会交往是一种

对限制的 “ 解脱”ꎬ该类型个体通过自我寻求来成

长[１６] ꎮ 安全依恋适应不良型往往是在不良的家庭状

态和同伴排斥、孤立、欺凌等环境下产生的一种“防

御”行为ꎬ这一类孩子渴望与外界建立联系ꎬ但在社交

欲望和恐惧之间存在较大矛盾[１７] ꎮ

２　 社会退缩的神经生物学作用机制

２.１　 社会退缩与大脑神经网络　 儿童期是社会行为

发育的关键时期ꎬ与社会功能相关的大脑网络以杏仁

核为中心ꎬ包括眶额皮质、颞皮质、内侧前额叶皮层和

前扣带皮层[１８] ꎮ 社会退缩个体的大脑杏仁核更活跃ꎬ
且对负面情绪更敏感ꎬ这一机制决定了社会退缩儿童

在人际交往中对社会信号的误解和消极情绪的反应

过度ꎬ导致个体在社交情境中产生“恐惧”回路ꎬ并通

过唤起回避行为以应对体感痛苦[１９] ꎮ 当痛苦长期、反
复刺激ꎬ就会改变大脑神经网络结构ꎬ形成稳定的社

会退缩行为ꎮ 因此当个体在遇到类似环境下的社交

情形时可能会发出消极的判断ꎬ并激发警惕反应[２０] ꎮ
２.２　 社会退缩与神经递质　 临床观察证实了大脑社

会感知能力的高度脆弱性ꎬ神经介质在处理社会刺激

过程中的缺陷可能导致个人社交问题及精神疾病[１９] ꎮ
社会退缩可能源于大脑特定神经回路的错误加工ꎬ所
有“一般” 神经介质都与加工社会信息有关ꎬ如血清

素、多巴胺、阿片类物质和 γ －氨基丁酸ꎮ Ｇｒｅｅｎｂｅｒｇ
等[２１]的动物实验发现ꎬ多巴胺及其受体的过度活跃可

能与社会退缩的加强紧密关联ꎮ 此外ꎬ神经肽催产素

和加压素也与社会退缩相关[２１] ꎮ
２.３　 社会退缩与皮质醇分泌　 皮质醇对压力的反应

性升高可能是社会退缩的一个关键发病机制[２２] ꎮ 皮

质醇是由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 ＨＰＡ 轴)分泌的

一种糖皮质激素ꎬ能够帮助个体适应压力源[２３] ꎮ 研究

发现ꎬ社交回避型的儿童在面对典型的社交情境时经

历了更大的压力ꎬ或者对轻度压力的社交情境更脆弱

和敏感ꎬ在这种情况下社交回避个体的 ＨＰＡ 轴被激活

导致体内游离皮质醇循环浓度增加ꎬ增加的皮质醇分

泌也可以帮助个体减轻生理症状[２４] ꎬ而害羞退缩型和

孤独偏好型则与皮质醇升高无关ꎮ 因此ꎬ皮质醇增加

或许可作为区分社会退缩亚型的一个实验室指标[２２] ꎮ
２.４　 社会退缩与迷走神经张力调节　 有研究发现ꎬ迷
走神经张力调节参与儿童情绪调节ꎬ并与其认知及行

为有关[２５] ꎮ 根据多迷走神经理论ꎬ迷走神经制动器通

过调节心脏活动以适应环境压力[２６] ꎮ 社会退缩儿童

的迷走神经调节心脏活动反应方面存在缺失ꎬ可能会

加剧其应对社交压力方面的痛苦反应ꎮ 随着这种不

良感受的增多ꎬ 他们可能会更倾向于退出社交活

动[２７] ꎮ

３　 儿童社会退缩的影响因素

３.１　 生物遗传因素　 遗传因素在社会退缩的维持中

起着重要作用ꎬ也是儿童易患各种精神病理症状的重

要原因[１９] ꎮ 荷兰的一项纵向双胞胎研究发现ꎬ遗传因

素在儿童社会退缩的持续中起着重要作用[２８] ꎮ
Ｇｅｎｅｖｉèｖｅ 等[１]则在荷兰双胞胎研究基础上进行了纵

向扩展ꎬ提出儿童社会退缩中的不同分型具有不同的

多基因组分ꎬ其中害羞退缩型与孤独症之间可能存在

共同的潜在遗传成分ꎬ而孤独偏好型则与儿童抑郁

症、自闭症、多动障碍等均存在共享遗传成分ꎮ Ｂｒａｌｔｅｎ
等[２９]进行了一项全基因组关联研究ꎬ检测到与社交功

能缺陷显著相关的全基因组 １８ 个独立位点和 ５６ 个基

因ꎬ其中最强的关联信号出现在 １１ｐ１５ 染色体上ꎬ这一

位点包含编码睡眠生物钟的 ＡＲＮＴＬ 基因和编码多巴

胺 Ｄ２ 受体的 ＤＲＤ２ 基因ꎬ该研究不仅证实了人群中

社交功能的遗传基础ꎬ也为探究人群社交功能背后的

生物遗传因子提供了线索ꎮ
３.２　 一般人口学因素　 儿童社会退缩主要受年龄、性
别和家庭收入的影响ꎮ (１)年龄:社会退缩行为随着

儿童年龄的增长越发稳固ꎬ长期影响儿童的适应能

力[２８] ꎮ ( ２) 性别: 女生社会退缩的发生率高于男

生[３０] ꎬ但由于男生在社交规范中承担的社会期望高于

女生ꎬ因此有社会退缩行为的男生在同伴关系中遭受

的情绪困难和负面影响更大[３１] ꎮ (３)家庭收入:社会

退缩儿童在成长期间往往有较好的经济背景和较充

足的物质基础ꎬ这种舒适的养育环境使得儿童依赖家

庭支持ꎬ缺乏探索新社会关系的动力ꎬ甚至产生“寄

生”倾向[１４] ꎮ
３.３　 社会环境因素　 儿童社会退缩与家庭环境、学业

环境、社会文化等相关ꎮ (１)家庭环境:家庭是个体发

展和社会化的主要场所ꎻ家庭冲突、儿童虐待导致儿

童无法正常习得社交技能ꎬ是加剧儿童社会退缩的重

要外部因素[３２] ꎮ (２)学业环境:儿童在面对社会新环

境(如转学和升学)时的社会退缩检出率较高ꎮ 学业

环境的重组意味着社交需求增加ꎬ但儿童时期社交技

能尚未成熟ꎬ部分儿童可能会对这种压力产生负面反

应ꎬ导致不同程度地退出社会互动[１９ꎬ３３] ꎮ (３)社会文

化:社会文化影响社会退缩的表达含义及反馈ꎬ目前

研究发现东西方文化均会引起社会退缩儿童的适应

问题ꎬ但可能会存在强度的不同ꎮ 中国传统文化中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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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羞、谨慎被社会所接受ꎬ但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ꎬ鼓
励自信、表达和竞争力等个人特征的文化得到重视ꎬ
社会退缩则倾向于社会适应不良[３４] ꎮ Ｃｏｐｌａｎ 等[３５] 采

用与西方相同的方法在中国进行调查研究ꎬ发现中国

社交回避的儿童报告出更高水平的适应不良ꎬ中国儿

童对社交回避的同伴也表现出消极的评价ꎮ 此外ꎬ相
比西方文化ꎬ亚洲家庭更加注重教育和成就ꎬ儿童有

着更高的期望和更激烈的竞争意识ꎬ因此在其失败时

可能遭受更明显的信心受挫[３６] ꎮ 西方部分研究者认

为ꎬ儿童的社会退缩是可接受的ꎬ这是儿童早期自我

探索的一种方式ꎬ但持续的社会退缩将导致青春期和

成年期的社会适应困难[３７] ꎮ 提示研究人员在未来的

研究中不仅需要横向对比不同文化背景对儿童社会

退缩适应功能的差异ꎬ还需要纵向考虑儿童社会退缩

在文化历史变迁中的不同含义ꎮ
３.４　 父母教养方式　 父母教养方式在儿童行为的形

成中起着重要作用ꎮ 相关研究发现ꎬ社会退缩儿童的

父母表现出较高的心理控制、过度保护以及对孩子缺

乏信心的焦虑和敏感[３８] ꎮ 此后也有研究深入探索了

两者之间的关系ꎬ发现儿童社会退缩与父母控制行为

之间可能存在唤起性的关联ꎬ即父母的控制行为会加

重儿童社会退缩ꎬ而儿童在表现出退缩行为后会唤起

父母的保护行为ꎬ并增强其控制ꎬ这种双向的关联还

会随着时间推移更加稳固[２] ꎮ 此外ꎬ消极的养育态

度、父母角色缺失、父母忽视、打击式教育导致儿童形

成负面的自我概念ꎬ不利于其处理人际关系技能的

培养ꎮ
３.５　 童年创伤经历　 来源于家庭和同伴的创伤经历ꎬ
是儿童社会退缩的非特异因素ꎮ 家庭体罚、冲突、虐
待、暴力等可能导致儿童广泛的社会认知缺陷ꎬ无法

获得理解社会情境、识别他人情绪以及在社交互动中

承担多种角色的能力ꎬ从而难以适应社交情景[３９] ꎮ 同

伴关系在塑造儿童社会情感技能方面具有重要作用ꎬ
在同龄人的互动中ꎬ儿童能够以主体和客体的角度直

接或间接地习得社会行为和社会规范ꎬ并发展出平

等、互惠的关系[４] ꎮ 而同伴排斥、同伴拒绝、欺凌等则

使其在人际情境中社交快感缺失、自尊受挫ꎬ当这种

创伤经历反复出现ꎬ 则会强化儿童的社会退缩行

为[４０] ꎮ
３.６　 病理性网络的使用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变革ꎬ
互联网和网络游戏的普及给儿童的娱乐交流方式带

来了巨大的改变ꎮ 研究表明ꎬ过度的网络使用是儿童

青少年社会退缩和“蜗居” 现象的重要原因[４１] ꎬ且儿

童的网络使用时间与其社会退缩风险存在正向关

系[４２] ꎮ 另外ꎬ社会退缩和网络的使用可能会产生一种

相互强化的效应ꎬ即儿童越感到孤独、害怕社交ꎬ就越

可能通过虚拟网络缓解这些压力和负面情绪ꎬ当这种

行为成为一种习惯时ꎬ便会导致“蜗居” 行为[４３] ꎮ 除

儿童本身的网络使用外ꎬ也有研究发现父母的智能手

机成瘾与儿童社会退缩行为之间存在联系[４４] ꎮ
３.７　 个体交流状况　 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听力状

况是儿童交流和互动的客观条件ꎮ Ｆｕｊｉｋｉ 等[４５]通过探

索儿童社会退缩影响同伴关系的过程机制ꎬ发现语言

表达能力是儿童社会退缩行为和同伴关系的重要调

节因素ꎮ 另外ꎬ听力障碍也会影响儿童的交流互动ꎬ
引发社会退缩及情感发展受损ꎮ Ｈｅｌｂｉｇ 等[４６] 研究表

明ꎬ发育性语言障碍的儿童无法进行正常交流ꎬ患有

社会退缩的可能性较高ꎮ ３ 岁以后的儿童可能会意识

到同龄人的口吃问题ꎬ并对其作出负面评价ꎬ持续口

吃可能会使儿童缺乏必要的语言交流ꎬ阻碍其社交互

动ꎬ导致社会退缩[４７] ꎮ

４　 小结

儿童社会退缩对儿童的心理发展和健康成长都

有着重要影响ꎮ 由于社会退缩会造成儿童多方面适

应不良和内化、外化问题ꎬ因此要早发现、早干预ꎬ及
时中断其带来的负面影响ꎮ 目前国外已有研究者从

同伴及父母关系等方面着手开始了对儿童社会退缩

的干预ꎬ但并未针对社会退缩的不同亚型进行ꎮ 我国

关于儿童社会退缩的相关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ꎮ 鉴

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ꎬ探索适合我国现实情况和不同

亚型的儿童社会退缩干预方案ꎬ对提升儿童适应功能

和促进儿童身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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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 ＯＧＩＮＯ Ｔ.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ｒｅ￣
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 ａ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ｇｒｏｕｐ ｆｏｒ ｈｉｋｉｋｏｍｏｒｉａｎｓ[ Ｊ] .
Ｉｎｔ Ｊ Ｊａｐａｎ Ｓｏｃꎬ２０１０ꎬ １３(１):１２０－１３３.

[１８] ＰＯＲＣＥＬＬＩ Ｓꎬ ＶＡＮ ＤＥＲ Ｗ Ｎꎬ ＶＡＮ ＤＥＲ Ｗ Ｓꎬ ｅｔ 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ｂｒａｉｎ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Ｊ] .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 Ｂｉｏｂｅｈａｖ Ｒｅｖꎬ
２０１９ꎬ９７(３):１０－３３.

[１９] ＩＫＥ Ｋ Ｇ Ｏꎬ ＢＯＥＲ Ｓ Ｆ Ｄꎬ ＢＵＷＡＬＤＡ Ｂꎬ ｅｔ 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ａｎ 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ｔｈａｔ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ｍａｌ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ｗｈｅｎ ｅｘ￣
ｐｒｅｓｓｅｄ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ｌｙ[Ｊ] .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 Ｂｉｏｂｅｈａｖ Ｒｅｖꎬ ２０２０ꎬ１１６( ６):２５１
－２６７.

[ ２０] ＢＡＵＤＵＩＮ Ｓ Ｅ Ｅ Ｃꎬ ＧＩＬＴＡＹ Ｅ Ｊꎬ ＶＡＮ Ｎ Ｍ Ｓꎬ ｅｔ ａｌ. Ｓａｌｉｖａｒｙ ｍａｒｋ￣
ｅｒｓ ｏｆ ｓｔｒｅｓ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ｉｎ ｈｕｍａｎｓ[ Ｊ] . Ｊ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 Ｒｅｓꎬ ２０２１ꎬ１３６:４３５－４４３.

[２１] ＧＲＥＥＮＢＥＲＧ Ｇ Ｄꎬ ＬＡＭＡＮ－ＭＡＨＡＲＧ Ａꎬ ＣＡＭＰＩ Ｋ Ｌꎬ ｅｔ ａｌ. Ｓｅｘ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ｄｕｃ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ｒｏｌｅ ｏｆ ｂｒａｉｎ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ｎｅｕｒｏｔｒｏｐｈ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ｂｅｄ ｎｕｃｌｅ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ｉａ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ｉｓ[Ｊ] . Ｆｒｏｎｔ

Ｂｅｈａｖ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ꎬ ２０１４ꎬ７(３):２２３－２３１.
[２２] ＭＯＲＮＥＡＵ－ＶＡＩＬＬＡＮＣＯＵＲＴ Ｇꎬ ＯＵＥＬＬＥＴ－ＭＯＲＩＮ Ｉꎬ ＰＯＵＬＩＯＴ

Ｓꎬ ｅｔ ａｌ.Ｅａｒｌｙ ｔｅｍｐｅｒａ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Ｊ] . Ｄｅｖ Ｐｓｙｃｈｏｂｉｏｌꎬ ２０２２ꎬ６４(８):
ｅ２２３４８.

[２３] ＵＬＲＩＣＨ－ＬＡＩ Ｙ Ｍꎬ ＨＥＲＭＡＮ Ｊ Ｐ. Ｎｅｕｒ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ａｕｔ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ｒｅｓ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Ｊ] . Ｎａｔ Ｒｅｖ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ꎬ ２００９ꎬ１０(６):
３９７－４０９.

[２４] ＭＡＳＩ Ｇꎬ ＢＥＲＬＯＦＦＡ Ｓꎬ ＭＩＬＯＮＥ Ａꎬ ｅｔ 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ａｓｅｓ [ Ｊ] . Ｊ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 Ｒｅｓꎬ ２０２３ꎬ１０１(５):７５１－７６３.

[ ２５ ] ＧＲＡＺＩＡＮＯ Ｐ Ａꎬ ＤＥＲＥＦＩＮＫＯ Ｋ.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ｖａｇ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 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Ｊ] . Ｂｉｏ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ꎬ
２０１３ꎬ９４(１):２２－３７.

[２６] ＰＯＲＧＥＳ Ｓ Ｗꎬ ＤＯＵＳＳＡＲＤ－ＲＯＯＳＥＶＥＬＴ Ｊ Ａꎬ ＬＯＵＲＤＥＳ Ｐ Ａꎬ ｅｔ
ａｌ.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ｖａｇａｌ ｔｏｎ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ｎｅｓｓ ｉｎ ｉｎｆａｎｔｓ
ａｎｄ ３￣ｙｅａｒ￣ｏｌｄｓ[Ｊ] . Ｄｅｖ Ｐｓｙｃｈｏｂｉｏｌꎬ １９９４ꎬ２７(５):２８９－３００.

[２７] ＢＵＳＳ Ｋ Ａꎬ ＤＡＶＩＳ Ｅ Ｌꎬ ＲＡＭ Ｎꎬ ｅｔ ａｌ. Ｄｙ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ｆｅａｒꎬ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
ｈｉｂｉｔｉｏｎꎬａｎｄ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ｓｉｎｕｓ ａｒｒｈｙｔｈｍｉａ:ａ 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Ｊ] . Ｃｈｉｌｄ Ｄｅｖꎬ ２０１８ꎬ８９(３):ｅ２１４－ｅ２２８.

[２８] ＨＯＥＫＳＴＲＡ Ｒ Ｖꎬ ＢＡＲＴＥＬＳ Ｍꎬ ＨＵＤＺＩＡＫ Ｊ Ｊꎬ ｅｔ ａｌ.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ꎬ ｍｕｌｔｉ￣ｉｎｆｏｒｍａｎｔ ｔｗｉｎ ｓｔｕｄｙ[Ｊ] .Ｂｅｈａｖ Ｇｅｎｅｔꎬ
２００８ꎬ３８(５):４４７－４６１.

[２９] ＢＲＡＬＴＥＮ Ｊꎬ ＭＯＴＡ Ｎ Ｒꎬ ＫＬＥＭＡＮＮ Ｃ Ｊ Ｈ Ｍꎬ ｅｔ ａｌ.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ｕｎ￣
ｄｅｒｐｉｎｎｉｎｇ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Ｊ] . Ｎｅｕｒｏｐｓｙｃｈｏ￣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２１ꎬ４６(９):１６２７－１６３４.

[３０] ＭＯＲＩＳＯＮ Ｐꎬ ＭＡＳＴＥＮ Ａ Ｓ. Ｐｅｅｒ 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ａｓ
ａ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 ｏｆ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ｃｅ:ａ ｓｅｖｅｎ￣ｙｅａｒ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Ｊ] .
Ｃｈｉｌｄ Ｄｅｖꎬ １９９１ꎬ６２(５):９９１－１００７.

[３１] ＬＩ Ｙꎬ ＺＨＵ Ｊ Ｊꎬ ＣＯＰＬＡＮ Ｒ Ｊꎬ ｅｔ 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ｓｕｂ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ｙｏｕ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ｅｒ￣
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ｃａｌｅ[Ｊ] . Ｊ Ｇｅｎｅｔ Ｐｓｙｃｈｏｌꎬ ２０１６ꎬ
１７７(３):９７－１０１.

[ ３２] ＺＨＵ Ｊ Ｊꎬ ＬＩＵ Ｍꎬ ＳＨＵ Ｘ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ｍａｒｉｔａｌ ｃｏｎ￣
ｆｌｉ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ｏ￣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 ａｍｏｎｇ ｙｏｕ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ｓｕｂｕｒｂｂａｎ Ｃｈｉｎａ[Ｊ] . Ｆｒｏｎｔ Ｐｓｙ￣
ｃｈｏｌꎬ ２０２２ꎬ１３(７):１００９５２８.

[３３] ＫＩＥＬ Ｅ Ｊꎬ ＢＵＳＳ Ｋ Ａ. Ｄｙ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ｆｅａｒ ｉｎ ｔｏｄｄｌｅｒｈｏｏ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ｓ ｋｉｎ￣
ｄｅｒｇａｒｔｅ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ｐａｒｅｎｔｉｎｇ[Ｊ] . Ｉｎｆ Ｃｈｉｌｄ
Ｄｅｖꎬ ２０１４ꎬ２３(３):３０４－３１３.

[３４] ＣＨＥＮ Ｘꎬ ＬＩＵ Ｍ.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ｓｏｃｉａｌ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ꎬ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
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ꎬ ＵＳＡ:Ｊｏｈｎ Ｗｉｌｅｙ ＳｏｎｓꎬＬｔｄꎬ ２０２１.

[３５] ＣＯＰＬＡＮ Ｒ Ｊꎬ ＬＩＵ Ｊꎬ ＯＯＩ Ｌ Ｌꎬ ｅｔ ａｌ. Ａ ｐｅｒｓ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Ｊ] . Ｓｏｃ Ｄｅｖꎬ ２０１６ꎬ２５ ( ４):
７９４－８１１.

[３６] ＬＥＥ Ｙ Ｓꎬ ＬＥＥ Ｊ Ｙꎬ ＣＨＯＩ Ｔ Ｙꎬ ｅｔ ａｌ. Ｈｏｍｅ ｖｉｓｉ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ｆｏｒ
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ꎬ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ｌｙ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ｎ ｙｏｕｔｈ ｉｎ Ｋｏｒｅａ
[Ｊ] .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 Ｃｌｉｎ Ｎｅｕｒｏｓｃꎬ ２０１３ꎬ６７(４):１９３－２０２.

[３７] ＷＯＯＤ Ｋ Ｒꎬ ＣＯＰＬＡＮ Ｒ Ｊꎬ ＨＩＰＳＯＮ Ｗ Ｅꎬ ｅｔ ａｌ.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ｂｅｌｉｅｆｓ ａ￣
ｂｏｕ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ｉ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ｃｅ[ Ｊ] . Ｊ Ｒｅｓ Ａｄｏｌｅｓｃꎬ ２０２１ꎬ３２
(１):３７２－３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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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９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第 ４４ 卷第 １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３ꎬＶｏｌ.４４ꎬＮｏ.１２



ａｎｄ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Ｊ] .Ａｄｏｌｅｓｃ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ꎬ２０２２ꎬ１２(１):１１－２２.
[４１] 张永昶ꎬ郁昊.社交媒体与青少年心理健康研究进展[ Ｊ] .济宁医

学院学报ꎬ２０２１ꎬ４４(４):２７８－２８０ꎬ２８５.
ＺＨＡＮＧ Ｙ ＣꎬＹＵ Ｈ.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Ｊ] . Ｊ Ｊｉｎｉｎｇ Ｍｅｄ Ｕｎｉｖꎬ２０２１ꎬ４４( ４):２７８ － ２８０ꎬ２８５.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２] ＤＲＡŽＥＮＯＶＩＣ ＭꎬＶＵＫＵŠＩＣ ＲＵＫＡＶＩＮＡ ＴꎬＭＡＣＨＡＬＡ ＰＯＰＬＡŠＥ
Ｎ Ｌ.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ｕｓｅ 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ｗｉｔｈｉ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Ｊ] .Ｉｎｔ Ｊ Ｅｎ￣
ｖｉｒｏｎ Ｒｅ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ꎬ２０２３ꎬ２０(４):３３９２.

[４３] ＹＯＯＮ ＳꎬＫＬＥＩＮＭＡＮ ＭꎬＭＥＲＴＺ Ｊꎬｅｔ ａｌ.Ｉ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ｉｔｅ ｕｓａ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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