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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青少年的社交媒体使用和心理健康问题长期受到关注ꎬ但对于两者关系方向和效应大小的结论结果不一致ꎮ 为

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ꎬ研究主要从社交媒体和心理健康的概念化、二者间的中介和调节因素及保护和危险因素展开综述ꎬ
总结过往的研究局限ꎬ为未来的研究方向提供理论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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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交媒体通常指允许用户创建、分享和交流信息

(含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等)的在线平台ꎬ社交媒体

使用(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ｕｓｅꎬＳＭＵ)则是基于社交媒体开展

的行为活动[１] ꎮ 随着人们在线交流和信息获取需求

的日益增加ꎬ社交媒体越来越受大众尤其是年轻群体

的欢迎ꎬ青少年人群中每日使用社交媒体的比例高达

８４％[２] ꎮ 在中国ꎬＱＱ、微信、微博等成为主要社交媒体

平台ꎬ而在西方类似的平台包括 Ｉｎｓｔａｇｒａｍ、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Ｔｗｉｔｔｅｒ 等ꎮ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所导致的居家隔离措施

增加了社交距离ꎬ使得民众越来越多地依赖线上社交

媒体获取信息ꎬ在疫情开始的几个月期间ꎬ社交媒体

新闻消费量增加了近 ４７％[３] ꎬ青少年在社交媒体平台

上花费的时间增加了近 １ 倍[４] ꎮ 有研究发现ꎬ频繁接

触社交媒体有可能导致个体转向问题性甚至病理性

的使用ꎬ并对心理健康造成一定损害[５－６] ꎬ在疫情期间

过度使用社交媒体还可能会引发严重的抑郁情绪和

心理应激反应[７－８] ꎮ 也有研究者认为ꎬ青少年的媒体

使用(包括社交媒体)与自杀意念或其他心理健康结

果无关[９] ꎬ不能预测心理健康功能受损[１０] ꎬ适当使用

还有助于满足青少年的接纳和归属等核心需求[１１] ꎬ帮
助增强社会参与ꎬ维持加强同伴关系[１２] ꎬ且近年来的

数据倾向于报告社交媒体使用和同理心之间的积极

联系[１３] ꎮ
因此ꎬ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和心理健康之间的关

系需要进一步厘清ꎮ 本研究拟对领域内主要研究变

量进行概念化ꎬ进一步探究变量之间关系和影响因

素ꎬ总结过往研究不足和未来改进方向ꎮ

１　 社交媒体使用的概念化

在过往的媒体相关研究中ꎬ受访者经常被要求直

接估计花在屏幕上的具体时间ꎬ因此产生了屏幕时

间、数字媒体使用、屏幕使用等概念ꎻ除社交媒体使用

之外ꎬ还包括电子书、单机游戏、离线视频、工作任务

等社交之外的内容[９] ꎮ 因此ꎬ有必要澄清社交媒体使

用的在线、社交属性ꎬ以区别于有关屏幕时间的研究ꎮ
与社交媒体使用相似的是社交网络 (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ꎬＳＮＳ)ꎬ随着技术的更新ꎬ社交网络不再是传统

意义上 ＳＮＳ 的概念ꎬ还包含了即时通信、网络游戏、网
上约会等综合功能[１４] ꎬ已逐渐和 ＳＭＵ 融为一体ꎬ一般

研究者对这两者的含义不做特意区分ꎮ 但从过往的

研究经验来看ꎬ研究者依据研究目标或自身喜好ꎬ对
两者依然有不同的使用习惯:超过一半的研究者倾向

于 ＳＭＵꎬ约 １ / ４ 的研究者倾向于使用 ＳＮＳꎬ也有少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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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会使用数字媒体[１５] 、数字技术[１６] 等更宽泛或

Ｉｎｓｔａｇｒａｍ 使用[１７]等更具体的概念ꎮ 本研究倾向于使

用 ＳＭＵ 这一经典概念ꎮ
目前 ＳＭＵ 的测量维度主要包括了使用强度(时

长、频率等) [１８－２９] 、成瘾 / 问题性使用[２１ꎬ２３－２８ꎬ３０] 、使用类

型和方式(一般使用、主动 / 被动使用、积极 / 消极使用

等) [１９ꎬ２５ꎬ２８－２９ꎬ３１－３２] 、使用动机(维持社交、信息获取、信
息沟通、自我展示、在线支持等) [３３－３６] ꎮ

２　 心理健康的概念化

广义的心理健康是以主观幸福感和精神病理问

题为核心的双重模型ꎬ对应社交媒体研究中的积极或

消极心理指标ꎬ如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抑郁、焦
虑等[１９] ꎮ 狭义的心理健康处于积极心理学的视野下ꎬ
通常指个体能够保持主客体统一ꎬ拥有旺盛精力与愉

快情绪ꎬ由此不断发展健全人格[３１] ꎬ是对传统消极被

动、病理性的心理健康研究模式的一种补充ꎬ更关注

人的积极品质[３７] ꎮ
过往文献中ꎬ超过一半研究者偏向于使用消极指

标ꎬ 包 括 抑 郁[１８ꎬ２０－２２ꎬ２４－２６ꎬ２８ꎬ３８－４４] 、 焦 虑[２６ꎬ２８ꎬ３９－４２] 、 孤

独[３５] 、压力[４２] 、自杀自伤[１７ꎬ２５ꎬ３９ꎬ４５－４６] 、成瘾[２６ꎬ４１－４２] 、睡
眠[４１－４２ꎬ４７－４８] 、进食障碍[２６ꎬ３９ꎬ４４] 、网络欺凌[２６] 等ꎮ 仅少

数从积极指标出发ꎬ以幸福感为核心概念[１６ꎬ２９ꎬ３６ꎬ４９－５０] ꎬ
还包括社会支持和社会资本[５１] ꎮ 其余研究者则使用

混合心理健康指标ꎬ对其积极和消极的双重性进行了

分类阐明[１５ꎬ１９ꎬ２３ꎬ２７ꎬ３０ꎬ３２－３５ꎬ５２－５４] ꎮ 本研究更倾向于使用

广义心理健康的概念ꎬ即承认积极和消极结果的双

重性ꎮ

３　 ＳＭＵ 和心理健康关系及影响因素

在 ＳＭＵ 和心理健康关系的相关研究中ꎬ抑郁是最

受关注的心理健康指标ꎬ如过往的 ６ 项 Ｍｅｔａ 分析探究

了 ＳＭＵ 强度和抑郁的关系ꎬ一致发现两者呈微弱的正

相关[１８ꎬ２０－２２ꎬ２４ꎬ４３] ꎻ也有许多研究将抑郁作为混合指标

中的单个因素ꎬ认为 ＳＭＵ 与青少年抑郁及此外更多的

消极 心 理 ( 焦 虑、 孤 独、 自 杀 自 伤 等 ) 均 存 在 关

联[１５ꎬ２５－２８ꎬ３０ꎬ３２ꎬ３５ꎬ３８－４２ꎬ４４ꎬ５２] ꎮ 与之不同的是ꎬ近年来积极

心理学科研范式的兴起使得研究者更加关注 ＳＭＵ 对

青少年积极心理的影响ꎬ目前累积证据表明ꎬ青少年

适当 使 用 社 交 媒 体 与 幸 福 感 的 增 加 呈 正 相

关[１６ꎬ２９ꎬ３６ꎬ４９－５０] ꎬ提示青少年借助 ＳＭＵ 能够获得更多的

社会支持和社会资本[５１] ꎮ
面对两者关系方向和效应量大小的不确定性ꎬ本

研究认为其中的影响因素更值得关注和探究ꎬ以下从

调节和中介因素、 保护和危险因素两大主题展开

讨论ꎮ

３.１　 调节和中介因素　 性别和年龄是最常被纳入研

究的调节因素ꎬ但 ５ 项针对抑郁的 Ｍｅｔａ 分析均发现年

龄、性别的调节效应并不显著[１８ꎬ２０－２１ꎬ２４ꎬ４３] ꎬ只有 １ 项发

现女性 ＳＭＵ 的增加更容易导致抑郁风险[２２] ꎻ还有一

项 Ｍｅｔａ 分析发现ꎬ男性 ＳＭＵ 和不良情绪与压力的相

关性更高[２３] ꎮ 此外ꎬ社交媒体使用类型[１９ꎬ２４－２５] 、文化

背景[１９ꎬ２５ꎬ５４] 、先前的心理问题[２３ꎬ２５ꎬ２７ꎬ３９ꎬ５０ꎬ５４] 、家庭社会

经济地位[３８ꎬ５４] 、社会支持[２５ꎬ４６] 都是重要的调节因素ꎬ
在主动性使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先前较少心理问

题、较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更具社会支持的前提条

件下ꎬＳＭＵ 与积极心理的正向关联度更高ꎮ
在社交媒体问题性和成瘾性使用与心理健康的

关系中ꎬ错失恐惧是最常见的中介因素[２３ꎬ２８ꎬ３２ꎬ３９ꎬ４７] ꎬ而
在进食障碍相关领域ꎬ身体意象是连接 ＳＭＵ 和心理健

康的核心中介因素[２５ꎬ２７ꎬ３２ꎬ４４] ꎮ 此外ꎬ大量研究认为ꎬ社
会比 较 是 ＳＭＵ 损 害 心 理 健 康 的 关 键 中 介 因

素[２５ꎬ２８ꎬ３２ꎬ３９－４０ꎬ４４] ꎮ 尽管社会支持在一些研究中被认为

是调节因子[２５ꎬ４６] ꎬ但有时也作为 ＳＭＵ 促进心理健康

的中介因素被纳入分析[２５ꎬ２８ꎬ３２] ꎮ
３.２　 保护和危险因素　 保护因素从积极心理学的角

度解释了 ＳＭＵ 如何促进青少年的心理健康ꎬ即高自尊

的青少年对自身具有较高的评价ꎬ肯定自我价值和能

力[５５] ꎬ可以抵御社交媒体带来的负面效应[５０ꎬ５２] ꎬ社会

支持和父母的有效管理则能够让青少年关注和体验

当下ꎬ免于网络有害信息的暴露[２７ꎬ４６ꎬ５０] ꎮ
ＳＭＵ 破坏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因素更复杂多样ꎬ现

实生活中的孤独会使青少年过度依赖于线上社交体

验[５２] ꎬ预先遭受过抑郁、焦虑、网络欺凌等心理困扰的

青少年在使用社交媒体时会遭受更严重的心理健康

损害[２７ꎬ４０ꎬ５０ꎬ５４] ꎬ在线接触自杀自伤内容会合理化和强

化青少年的相关意念及行为[４６] ꎬ甚至威胁生命安全ꎮ

４　 研究局限及展望

过往的实证研究和综述列举了该领域进展的种

种不足和困境ꎬ但从提及频率由高至低可以归纳为以

下核心 １０ 条[１５－３６ꎬ３８－４４ꎬ４６－５０ꎬ５２－５４] :(１)主要是横向证据ꎬ
缺少纵向证据ꎬ难以解释变量因果关系ꎻ(２)关注英文

文献较多ꎬ缺少非英文和灰色文献的纳入ꎬ存在选择

偏倚ꎻ(３)缺乏对年龄、性别、种族、社会经济地位等人

口学变量和影响因素的关注ꎻ(４)不同研究采用不同

的研究术语、研究方法和变量测量方式ꎬ异质性高ꎬ缺
乏更系统的研究框架ꎻ(５)对变量的测量多采用问卷

等自我报告ꎬ缺乏更客观的工具ꎻ(６)缺乏对社交媒体

使用、心理健康更精确的概念化和多维属性的讨论及

对新兴社交媒体的关注ꎻ(７)过于重视普遍效应ꎬ忽视

了个体差异和弱势群体ꎻ(８)缺少对社交媒体积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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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关注ꎬ过度关注消极面ꎻ(９)缺乏临床指南或干预

措施ꎻ(１０)主要关注北半球ꎬ缺少南半球等欠发达地

区的证据ꎮ 在此基础上ꎬ本研究提出未来的研究路

径ꎬ以弥补目前研究中存在的缺陷ꎮ
４.１　 确定系统模型和框架　 尽管领域内已出现大量

的实证研究ꎬ但由于术语、方法等不同ꎬ研究之间往往

异质性很高ꎬ因此迫切需要更完善的框架或模型来进

行指导和解释ꎮ 媒体影响的敏感性差异模型( 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ｉａｌ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ｍｅｄｉａ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ｍｏｄｅｌꎬＤＳＭＭ)从中

介调节机制的角度解释了媒体使用与健康结果之间

的关系ꎬ说明了研究中间变量———如反应状态(认知、
情绪、兴奋)、媒体敏感性(性格、发展、社会) 的重要

性ꎬ可以在研究关键影响因素时提供理论指导[５２] ꎮ 近

来还有研究者在操作方法上将计算机媒体通信分为

“以技术为中心”和“以用户为中心”ꎬ前者利用技术捕

获设备的具体使用情况(如花费时间、使用频率等)ꎬ
后者包含心理－感知的成分ꎬ通过自我报告(技术态

度、使用动机、内容感知)来获取[５６] ꎬ社交媒体作为计

算机媒体通信的一种ꎬ也能够被整合到上述框架中ꎮ
同样地ꎬ心理健康概念也应当在系统框架下被阐明ꎬ
如区分精神病理水平(焦虑、抑郁、物质成瘾等)与一

般心理状态(孤独、压力、幸福感等)ꎮ 综上所述ꎬ将所

关注概念置于模型或框架内进行精确的操作化ꎬ会使

研究结果更有意义ꎮ
４.２　 拓展研究内容和方法 　 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

ＳＭＵ 强度(时长、频率等)是一个粗略的变量ꎬ多数和

心理指标相关的结果仅能反应其弱效应[５２] ꎮ 相比之

下ꎬ拓展 ＳＭＵ 的多维属性(如主被动、积极和消极)尤

其重要ꎬ但该方面研究还远远不够[１６ꎬ３５] ꎮ 随着技术更

替ꎬ新兴社交媒体如抖音、小红书等迅速闯入大众生

活ꎬ对青少年的影响尚未可知ꎬ国内也缺乏相应的实

证研究ꎬ但旧有的概念可能已经难以适应新技术框

架ꎬ需要被不断更新ꎮ 在方法上ꎬ传统的自陈报告也

已不能满足需要ꎬ各种前沿技术或证据等级更高的研

究方法(纵向、实验、神经影像学等)应当被整合到新

的研究框架中[４４] ꎮ 如近年有研究者把内隐联想测验

和社交媒体过度使用联系起来ꎬ开发了基于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使用的 ＦＩＡＴ 范式ꎬ证实了内隐态度和社交媒体的过

度使用息息相关[５７] ꎮ
４.３　 转向更微观的个体视角　 既往研究偏向于普遍

效应ꎬ研究者希望从宏观层面“一劳永逸”地确定社交

媒体使用和心理健康的直接关系[２９] ꎬ屏幕时间等概念

也是简化主义的代表[９] ꎬ但研究视角和样本来源的不

同导致结果存在异质性ꎮ 未来进一步研究应当尊重

青少年的个体或群体差异ꎬ理解这种异质性[５２] ꎬ从更

微观的角度进行切入ꎬ纳入人口学变量、文化环境等

多种调节因素ꎬ给予临床和弱势群体更多关注[４４ꎬ４６] ꎬ
除量化研究外ꎬ也应当进行更多的质性研究了解青少

年真实的想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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