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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全面了解我国大学生社交焦虑障碍现状及其相关的干预研究，并为解决我国高校大学生社交焦虑问题

提供参考。通过对Google scholar、Pubmed、ProQuest、中国知网、万方数据5个中外文数据库相关文

献进行检索，对国内关于社交焦虑障碍干预的发展现状进行系统综述。国内外学者对社交焦虑障碍的干

预开展大量的研究，主要包括药物干预和心理干预，相关研究比较系统而全面。研究认为心理干预中的

认知行为疗法疗效最好，并优先于药物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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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ocial anxiety disorder of college 
students in China and its related intervention research,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solving the 
problem of social anxiety of college students in China.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social anxiety disorder intervention in China by searching the relevant li-
terature of five Chinese and foreign databases: Google Scholar, PubMed, ProQuest, China HowNet 
and Wanfang Data.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have carried out a lot of research on the inter-
vention of social anxiety disorder, mainly including drug intervention and psychological interven-
tio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in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has the 
best curative effect, and takes precedence over drug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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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学阶段是大学生人生发展中的重要时期，是其认知、情感和行为迅速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其中，

人际交往对大学生群体学习、生活和就业重要性日益提高。然而，人际交往问题现已成为当代高校大学

生普遍面临的心理问题，社交焦虑是目前影响大学生学习和生活最主要的心理问题之一(时蒙，李宁，卢

文玉等，2019)。赵程，戴斌荣(2016)研究发现，大学生中社交焦虑水平达到中度、重度的学生人数比例

高达 22.4%，以笔者所在的高校为例，新生入校心理健康筛查中，重度社交焦虑人数连续三年排位前 3
名。大学生的社交焦虑问题，更应该引起相关领域的学者及高校的高度关注。 

社交焦虑障碍(Social Anxiety Disorder, SAD)，指个体暴露在可能被他人审视的一种或多种社交场合

情境下表现出持续的害怕、焦虑或恐惧(Arlington, 2013)。根据美国全国共患病调查发现，SAD 的终生患

病率在 10%~14%之间，其中青少年患病率最高。叶增杰，王桢钰等(2018)研究证实，在患社交焦虑障碍

大学生中，超过 90%的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社会功能受损，社交焦虑障碍对学生角色、人际关系、社会

活动、工作效率及生活质量等方面造成严重的影响。 
社交焦虑障碍是当代大学生面临的严重心理问题，严重危害着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是目前高校普遍

面临的公共卫生问题。近年来国内研究者对大学生社交焦虑障碍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本文拟对目前国内

大学生社交焦虑障碍干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以期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 

2. 社交焦虑障碍的病因 

2.1. 生物学因素 

神经生化因素和遗传因素是影响 SAD 发病的因素之一。遗传因素似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基因可

能会影响患任何焦虑症或抑郁症的可能性(National Collaborating Centre for Mental Health, 2013)。据 Stein 
et al. (1998)报道，患有社交焦虑障碍的人的亲属患社交焦虑障碍的比例要高于没有患社交焦虑障碍的人

的亲属，而且这种效应对一般化亚型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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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心理学因素 

心理因素具体是指个体内在及认知方面的因素，主要包括性格特点、归因方式、自我评价等。患有

SAD 的个体通常表现出具有特征性的认知心理行为模式，他们大都性格内向，自尊心较强，缺乏自信，

时常假想他人如何看待自己，且情绪不稳，内心惧怕否定性评价的负性想法，强烈关注他人对自己整体

的看法和评价，进而导致对社交场合的恐惧和回避行为(汪隽，樊嘉禄，凌艳，2008)。郭晓薇(2000)研究

发现，社交技能欠缺和自我评价低是造成社交焦虑产生的重要原因。大学生核心自我评价与核心反思评

价与社交焦虑呈显著相关，其得分越高，SA 水平越低(温焱，杨雅珺，岳彩镇，2016)。 

2.3. 家庭因素 

患有社交焦虑障碍的人，通常会报告早期的压力性社会事件(例如，被欺负、家庭虐待、公共场合尴

尬或在公共表演中头脑一片空白)。Stein et al. (1998)研究显示，父母在社交场合中的恐惧和回避模式以及

过度保护的父母方式都与这种情况的发展有关。喻冠娟，姜金伟(2015)同样认为，消极的家庭教养方式及

父母养育的缺失是导致社交焦虑发生的危险因素。 

2.4. 个人因素 

在影响个体的诸多因素中，SAD 与个人良好的社交技能、面临社交情境时的应对方式、个体的人格

特征和自尊与自我效能感等方面关系密切。郭晓薇(2000)研究显示，社交技能程度越高，个体的 SAD 焦

虑水平越低。积极的应对方式会让个体在社交情境中减少压力、平衡自身的精神状态(汪隽，樊嘉禄，凌

艳，2008)。李波，钟杰，钱铭怡(2003)在大学生 SA 易感性回归分析中认为人格特征的精神质、神经质

及内外向是影响 SA 的主要因素，且精神质、外倾特征的能够明显降低大学生 SA 的易感性。自尊和自我

效能感较高的个体 SA 水平较低，且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通过自尊进而影响 SA (闫秀峰，冯淑丹等，

2012)，这表明自我效能感的提高有助于降低 SA。 

3. 社交焦虑的干预 

国内外关于大学生 SAD 的干预研究大致分为：药物干预、心理干预、认知偏向矫正及其他干预等治

疗形式。对患有社交焦虑障碍的人群，医师可以根据临床诊断以及患者对治疗方式的偏好，有选择的进

行心理治疗及药物干预。 

3.1. 药物干预治疗 

药物干预研究主要集中于精神病学治疗领域。已有充足的研究证明，有几种药物有助于提高 SAD 患

者的治疗效果。药物治疗可以帮助患者有效缓解社交恐惧情绪和相关行为的认知，短时间内降低预期的

焦虑，减少公共回避行为、自主神经和生理神经焦虑症状，能够提高功能，进而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李敬

阳，葛鲁嘉，2007)。陈涤宇，吴文源(2001)认为目前，治疗 SAD 常用的药物有：选择性 5-羟色胺再摄取

抑制剂、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单胺氧化酶 A 可逆抑制剂、单胺氧化酶抑制剂、苯二氮卓类、抗

惊厥药及其他药物(如 β-肾上腺素、丁螺环酮等)。其中，帕罗西汀(Paroxetin)作为美国唯一注册治疗 SAD
的用药。其中学者孙永菊(2015)、陆峥，张明园等(2002)在帕罗西汀对国内青少年社交焦虑证临床治疗研

究中，一致认为帕罗西汀对治疗 SAD 疗效较好、安全，值得推广。 

3.2. 心理干预治疗 

心理干预的方法有很多种，其中认知行为疗法(CBI)在临床上将其和药物干预都视为一线治疗最佳方

案，当患者的社交焦虑障碍水平得到有效控制后，则可相应加入心理干预及其他治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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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行为干预(CBI) 
CBI 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心理干预技术，其核心是通过认知和行为干预手段改变患

者不合理的认知、思维进而改变不良情绪和行(李甜甜，曹建琴，路文婷等，2016)。认知行为干预包括各

种公认的认知行为疗法(CBT)在内的手动方法。大多数 CBI 主要包括体内暴露、放松技巧训练、社会和

会话技能培训和认知行为干预重组 4 部分。我国学者(徐礼云，2018)在对治疗焦虑症的述评提到，认知行

为疗法在国内被认为是治疗焦虑症的有效方法，并对治疗 SAD 有着广泛的应用。而关于 SAD 的 CBI 疗
法国内目前主要以个体和团体认知两种干预形式进行研究： 

1) 个体认知行为干预(ICBI) 
GCBI 比 ICBI 疗法更有效，更能减少消极评价恐惧，但是在临床实践和改善率方面这两种方法是相

当的。段桂芹(2008)通过对 5 个社交焦虑障碍患者进行为期 3 个月的 ICBI 治疗，结果显示，患者社交焦

虑症状明显减轻，在社交情境中感受到很少的焦虑和回避行为。田玉兰(2010)在对儿童青少年社交焦虑认

知行为疗法的干预中发现，无论是个体还是团体形式，认知行为疗法在短期或长期都能有效降低青少年

的社交焦虑水平，且干预效果都能得到保持。 
2) 团体认知行为干预(GCBI) 
GCBI 治疗 SAD 最显著的优势在于给患者提供同质、安全的社交环境，通过团体间的互助建立情感

信任，促进每一个个体在社交中对自我的重新定义、接纳、学习并锻炼新的社交技巧，经研究该方法尤

其适合于大学生社交焦虑障碍的干预。唐继亮，余嘉元等(2018)在传统 SAD-GCBI 疗法的基础上构建新

的治疗模式——“团体实证认知行为疗法(EGCBT)”，这是国内首创 EGCBT 疗法，在传统 CBI 治疗基

础上丰富了实证模块及进一步增强了治疗模块间的递进关系。王玉杰，师彦洁(2019)在探究 GCBI 对 SAD
大学生自我心理弹性影响的研究中发现，GCBI 有效改善 SAD 大学生的心理弹性，减轻焦虑症状，增强

社交自信与主动性，进而改善 SAD。伴随着网络时代的兴起，缑梦克，陈慧菁，钱铭怡(2019)尝试将 CBI
与互联网相结合起来对 SAD 大学生干预发现，ICBI 不仅能为治疗师节约更多地工作时间，更能高效率

的关注治疗的目标和主题，易在患者中大规模使用，同时也避免了因客观条件而延误最佳干预时机。经

研究其主要特点是利用网络来传递 CBI 治疗的关键要素，以网页文本的为传递形式，同时借助治疗师在

线指导的一种治疗方式(张荣华，季建林，2012)。王忆军，陈雪等(2013)在评价 ICBI 疗法对医学生 SA 的

干预效果中发现，两种 ICBI 均能降低 SA 水平且效果持久性良好，但一对一 ICBI 效果更为显著。 

3.3. 其他干预治疗 

3.3.1. 基于体育活动的干预 
李梦龙，任玉嘉等(2020)研究证实，在影响个体身心将康的多种因素中，体育活动的积极效应逐渐得

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度与认可度，一定程度的体育活动锻炼对大学生的社交能力、心理韧性、人际关系

和谐、自我效能等积极心理品质均有较好的干预效应，对于提升个体心理健康水平，改善焦虑有重要的

促进作用。国内学者(施正雄，2012)在研究中发现，啦啦操训练能够有效促进对女大学新生的心理健康和

降低社交焦虑，并证实低 SA 在训练中具有调节心理健康的作用。张琳，刘鹏(2017)对我国朝鲜族大学生

SA 干预效果评价中得出，体育锻炼联合团体心理辅导对干预大学生 SA 具有较好的疗效。李梦龙，任玉

嘉等(2020)在探究体育活动对留守儿童 SA 的影响中同样发现，通过提高体育锻炼或心理资本可以直接降

低留守儿童 SA 水平。 

3.3.2. 基于箱庭疗法的干预 
箱庭疗法又称沙盘游戏疗法，是一种以心理学与游戏疗法相结合的非语言心理治疗方法。在治疗师

的静默陪伴下，让来访者自由选择沙箱、挑选沙具构造内心的沙盘世界，使其进行自我和治疗师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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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自我治愈能力并达到自性化实现的过程(赖小林，巢东蕊，丁成文，2010)。张雯，张日昇(2013)研究

证明，箱庭疗法有助于改善 SAD 患者的交流焦虑和回避行为，缓解社交负面情绪，促进积极自我概念提

升和人格健康发展。在团体沙盘游戏对大学生 SA 干预的研究中，冯文惠(2011)认为团体沙盘游戏辅导的

长远效果显优于团体认知行为上的干预。同样，在研究箱庭缓解大学生 SA 的效果疗法中，齐伊静(2010)
发现 SA 大学生的箱庭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再现作者自身的心理成长过程，更能清楚的展现其自身的

治疗过程。几年来，随着研究不断进展，我国国内多名学者同样证实，箱庭干预疗法对缓解国内大学生

SAD 症状具有显著疗效(孙巍，孟杰，2017；陈顺森，林凌，2011)。 

3.3.3. 基于音乐放松疗法的干预 
音乐疗法是一门集音乐、医学和心理学相关知识为一体的新兴边缘学科，音乐治疗师利用各种形式

的音乐体验，以及在治疗中而发展起来的治疗关系来帮助患者达到健康的目的。范晓荣，张良超(2018)
音乐治疗能够促进患者与他人之间的交流，表达自我，缓解 SAD。万瑛(2013)以大学生为被试探究音乐

治疗对社交焦虑的干预效果，结果显示奥尔夫团体音乐治疗及音乐治疗有助于改善大学生心理症状和社

交焦虑情况。王昕，叶丹(2012)采用元分析对国内外音乐干预研究文献进行量化回顾证实，音乐疗法能显

著降低 SAD 患者的焦虑水平。综上，国内音乐治疗 SAD 具体治疗标准仍需进一步完善。 

3.3.4. 联合干预 
王天生，唐娣芬，闫纯苏等(2009)认为，采用单一的体育锻炼方式来促进心理健康，其目标效果不会

很理想。为了提高或达到预期的干预治疗效果，研究者往往会综合多种干预方法，并基于不同治疗情境

或干预形式进行综合对比，以致探索最佳的干预方案。起初，国外学者 Sportel, Hullu, Jong et al. (2013)
在探究 CBM 与 CBT 对降低青少年 SA 的对照研究中，将注意训练、整合解释偏向等多个实验任务进行

联合，进而增大了综合干预效果，发现效果显著。近年来，国内研究者从多维度、多角度进行联合干预

研究取得理想效果，比如：棒垒球和沙盘游戏、体育锻炼及团体心理辅导、团体体育游戏综合疗法矫正、

足球课堂教学联合心理辅导等方式均证实了联合干预对降低大学生社交焦虑的显著效果。 

4. 前景展望 

不同国家之间不论是在临床诊断特点与流行病学特征上都具有一定的差异，而这与不同社会文化背

景、调查研究方法及人种差异有关。本文，检索大量 SAD 相关文献发现，国外有关于 SAD 研究较为系

统且深入，并对 SAD 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反观国内有关 SAD 的相关研究较前期有所上涨，但仍是缺少

大样本的研究支撑，这亟需加大对国内 SAD 流行现状的调查研究力度。 
目前，国内外学者在不同理论指导下从不同角度对 SAD 进行干预研究取得不少成果，尤以药物治疗

和心理治疗两方面成果显著。药物治疗虽效果明显，但易复发、副作用大。相比之下，心理治疗则疗效

更为持久，但也有研究报道，CBT 疗效有所差异。为了维持长期治疗效果，建议采用药物治疗兼心理治

疗联合体育干预疗法，但目前关于 SAD 在药物治疗标准剂量、联合使用、共病方面、心理治疗与体育干

预科学配合层面及重度 SAD 治疗方面还有待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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