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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移动网络设备的迅猛发展，手机社交媒体依赖已经成为影响大学生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有必

要对其成因进行探究。基于自尊的社会计量器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探讨自尊与大学生手机社交媒体

依赖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采用自尊量表、错失恐惧量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大学生手机社交媒体依

赖量表对419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 错失恐惧在自尊与大学生手机社交媒体依赖之间起完全

中介作用；2) 领悟社会支持与手机社交媒体依赖正相关；3) 领悟社会支持显著调节错失恐惧的中介效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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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bile network devices, students’ daily life, social networking and 
learning are increasingly inseparable from mobile phones. Cellphone interaction addic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college stu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its causes. Based on the sociometer theory of self-esteem and use and satis-
faction theory, the present study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esteem and college stu-
dents’ cellphone interaction addiction and its mechanism. 419 college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with self-esteem scale, fear of missing out scale,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and college stu-
dents’ cellphone interaction addiction scal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Fear of missing out com-
plete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esteem and college students’ cellphone interaction 
addiction. 2)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ellphone interaction addic-
tion. 3)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ignificantly moderate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fear of missing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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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手机已经成为大学生群体社交的重要途径，已有研究发现了手机社交

媒体滥用会产生如睡眠不足、成绩下滑，甚至人际关系问题等(吴祖宏，2014; De-Sola et al., 2016)。因此，

有必要探讨大学生手机社交媒体依赖的成因。 
已有研究表明，个体的自尊与手机社交媒体依赖存在负向关联(叶娜等，2019)。高自尊的个体人际适

应性更好，不易产生孤独感，而低自尊的个体会希望通过使用手机社交媒体以满足自身基本心理需要

(De-Sola et al., 2016)。也有研究探讨了错失恐惧对社交媒体使用的影响(Franchina et al., 2018; 马建苓，刘

畅，2019)。错失恐惧(Fear of Missing Out, FoMO)指个体因担心错失他人的新奇经历或正性事件而产生的

一种弥散性焦虑，个体持续参加社交活动或查看社交媒体等是其外在行为表现，强烈期待知晓他人所做

之事是其内在认知表现(Abel et al., 2016；丁倩等，2020)。错失恐惧水平较高的个体更渴求了解外界变化，

尤其是自身周围的变化，而社交媒体很好地满足个体了解外部变化的心理需求(张亚利等，2018)。 
根据自尊的社会计量器理论(sociometer theory) (Leary et al., 1995)和使用与满足理论(use and gratifica-

tions theory) (Katz & Blumler, 1974)，高自尊的个体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对自己持有积极的评价，拥有

较高的生活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基本的心理需要更容易满足，因而不易产生对错失他人的新奇经历或

正性事件的担忧，错失恐惧水平较低，从而手机社交媒体依赖程度可能较低；而低自尊的个体则相反，

他们的需求在线下情境中得不到满足时，更渴望从社交媒介中寻求满足，一旦借此得以满足，这种行为

便会迅速受到强化，最终失去控制，形成对社交媒介的依赖(Scott & Woods, 2018)。据此，研究假设 H1：
错失恐惧可能在自尊与领悟社会支持之间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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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悟社会支持(perceived social support)指个体在社会中对受尊重、被支持与理解的情感体验和满意程

度，是一种感知到的社会支持(Zimet et al., 1988)。许多研究者认为个体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比客观的社会

支持更能体现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因此研究采用领悟社会支持而非客观社会支持。前人关于社会支

持与手机社交媒体依赖的研究结果存在不一致(Konan et al., 2018; Mei et al., 2018)。原因可能是研究者没

有区分领悟社会支持和客观社会支持，并且当社会支持与手机成瘾呈现负相关关系时，其效应量较小，

因此结果可能并不稳定(Chen & Leung, 2016)。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手机社交媒体依赖会产生种种弊端，

但当代大学生是手机社交媒体的重度使用群体，他们也更倾向于通过手机社交媒体获取社会支持

(Carbonell & Panova, 2017)。据此，研究假设 H2：手机社交媒体依赖与大学生群体的领悟社会支持显著

正相关。 
此外，还有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可以调节社交焦虑对手机成瘾的预测作用(何思学，2019)，社交网站

支持与感觉寻求对社交网站成瘾的影响存在交互作用(周健锋，方杰，2021)。在大学生眼中，社会支持对

其心理需求的满足价值可能大于手机社交媒体依赖所产生的一些不利影响(Shaw & Grant, 2004)，并且社

会支持可以调节个体的心理状态对手机社交媒体依赖的预测作用。基于假设 H2 以及使用与满足理论，

个体从手机社交媒体依赖中所获取的社会支持可能进一步加剧依赖程度。结合自尊的社会计量器理论，

高自尊的个体在现实生活中感知到较多的社会支持，相比之下，低自尊个体的错失恐惧更高，对人际关

系更容易产生焦虑，因此线上较高的领悟社会支持水平可能会强化错失恐惧与手机社交媒体依赖之间的

联系，从而可能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的模式(Chen & Leung, 2016)。据此，研究假设 H3：领悟社会支持可以

调节错失恐惧到手机社交媒体的中介路径(见图 1)。 
 

 
Figure 1. Hypothesis model 
图 1. 假设模型 

2. 研究方法 

(一) 调查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发布线上问卷进行研究，选取在校大学生(包括硕博)为研究对象，剔除未完成

作答、非大学生群体、作答时长过短(不超过 60 秒)的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419 份，平均年龄 21.67 (±2.54)
岁。按性别分类，男生 219 人(52.3%)，女生 200 人(47.7%)；按年级分类，大一 81 人(19.3%)，大二 129
人(30.8%)，大三 94 人(22.4%)，大四 54 人(12.9%)，硕博 61 人(14.6%)。 

(二) 研究工具 
1) 自尊量表。采用 Rosenberg 编制的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 SES) (Rosenberg, 1965)，共十个条目，

为单维量表，采用“很不符合”到“非常符合”的 4 点记分，其中 4 个条目为反向计分，计算所有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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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得分之和为量表得分，量表得分越高表明个体自尊水平越高。重测信度为 0.85，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78，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91。 

2) 错失恐惧量表。采用 Przybylski 等人(Przybylski et al., 2013)编制的错失恐惧量表(Fear of Missing 
Out scale, FoMOs)，共十个条目，采用“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的 5 点计分，各项目得分相加即为

总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错失恐惧程度越严重。本研究采用张永欣等人依据中国文化背景及语言表达

习惯对英文版量表进行了翻译和回译后的版本(张永欣等，2019)，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1，说明该量表的

中文版信效度可以接受。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78。 
3)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本研究采用严标宾与郑雪修订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PSSS) (严标宾，郑雪，2006)测量大学生感受到的来自家庭、朋友及其他人(老师、同学、亲戚)的社

会支持程度。量表共包括 12 个自评项目，由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三个维度组成。量表采用“极

不同意”到“极同意”的 7 点计分。量表的各个维度得分为该维度对应条目得分之和，领悟社会支持总

分即三个维度得分之和，得分越高表明感受到的社会支持水平越高。本研究中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其

他支持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891、0.894、0.863，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51。 
4) 大学生手机社交媒体依赖量表。采用吴祖宏编制的大学生手机社交媒体依赖量表(吴祖宏，2014)，

共个 23 条目，包括 5 个维度：突显性(大学生对手机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成为个人主要的想法和行为)、
社交增益(大学生体验到的手机社交媒体的使用对人际关系的改善)、强迫性(大学生对手机社交媒体难以

自拔的使用渴望与冲动)、冲突性(大学生手机社交媒体的使用导致与生活、学习、工作中的其他行为发生

矛盾)和戒断性(不能使用手机社交媒体时体验到的不偷快情绪)，采用“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的

5 点计分。大学生手机社交媒体依赖量表的各个维度得分为该维度对应的条目得分之和，大学生手机社

交媒体依赖总分即五个维度分数之和，代表大学生手机社交媒体依赖程度，得分越高表明依赖程度越严

重。本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49，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 0.775~0.796 之间。 
(三) 统计工具及数据处理 
采用 SPSS25.0 及 Hayes 编制的 PROCESS 宏程序(Hayes, 2013)进行数据处理，包括共同方法偏差检

验、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一) 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分别对四个量表的每一个条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

析，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 23.42%，低于 40%的临界标准，说明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周浩，

龙立荣，2004)。 
(二)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将自尊、错失恐惧、领悟社会支持与大学生手机社交媒体依赖(表中简称为社交媒体依赖)的分数作描

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自尊与错失恐惧、大学生手机社交媒体依赖呈显著负相关(p < 0.001)，
自尊与领悟社会支持呈显著正相关(p < 0.001)，错失恐惧与社会支持、大学生手机社交媒体依赖呈显著正

相关(p < 0.001)。其中，领悟社会支持与社交媒体依赖存在中等程度的正相关关系(r = 0.32)。相关矩阵(表
1)为进一步探究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三) 错失恐惧的中介效应检验 
在将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人口学变量除外)并且控制了性别、年级后，使用 Hayes 编制的 SPSS 宏程

序 PROCESS (Hayes, 2013)中的模型 4，检验错失恐惧的中介效应，结果(见表 2)显示，自尊可以显著负向

预测错失恐惧(β = −0.27, p < 0.001)，错失恐惧可以显著正向预测手机社交媒体依赖(β = 0.49,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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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有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该结果说明错失恐惧的中介效应显著，并且错失恐惧在自尊与手机社交

媒体依赖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见图 2)。采用偏差矫正百分位 Bootstrap 法，重复抽取 5000 次样本，对中

介路径的效应值进行检验，并估计 95%的置信区间，结果显示，中介路径的效应值为−0.14 (Boot SE = 0.03, 
95% CI = [−0.20, −0.08])。 
 
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variables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N = 419) 

 M SD 1 2 3 4 

1. 自尊 31.02  4.77  —    

2. 错失恐惧 33.79  6.75  −0.30*** —   

3. 领悟社会支持 62.92  11.41  0.31*** 0.33*** —  

4. 社交媒体依赖 84.26  13.72  −0.17*** 0.53*** 0.32*** —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Table 2.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FoMO 
表 2. 错失恐惧的中介效应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95% CI t 

错失恐惧 自尊 0.33 0.11 3.00*** −0.27 [−0.37  −0.18] −5.76*** 

社交媒体依赖 自尊 0.49 0.24 4.00*** −0.01 [−0.10  0.07] −0.31 

 错失恐惧    0.49 [−0.40  0.58] 10.63*** 
 

 
Figure 2. The moderated effect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on the mediation 
model 
图 2. 领悟社会支持对错失恐惧的中介路径后半段的调节作用 

 
(四) 领悟社会支持的调节效应检验 
在将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人口学变量除外)并且控制了性别、年级后，使用 Hayes 编制的 SPSS 宏程

序 PROCESS (Hayes, 2013)中的模型 14，检验领悟社会支持对错失恐惧到手机社交媒体的中介路径的调

节效应，结果(见表 3)显示，错失恐惧和领悟社会支持均能正向预测手机社交媒体依赖(p < 0.001)，错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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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与领悟社会支持的交互项对手机社交媒体依赖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 = 0.13, p < 0.001)，以上所有置

信区间均不包含 0。 
在领悟社会支持为低(平均数减一个标准差)、中(平均数)以及高(平均数加一个标准差)三个水平时，

领悟社会支持调节中介路径时错失恐惧在自尊与手机社交媒体依赖之间的中介效应及其 95% Bootstrap 
置信区间如表 4 所示，领悟社会支持(在图中简称为社会支持)对错失恐惧的中介路径后半段的调节作用如

图 2 所示。以上结果表明，领悟社会支持在错失恐惧的中介效应中发挥调节作用。 
 
Table 3. The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to cellphone interaction addiction 
表 3. 领悟社会支持到手机社交媒体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预测变量 错失恐惧 社交媒体依赖 

 β t 95% CI β t 95% CI 

自尊 −0.27 −5.76*** [−0.37 −0.18] −0.08 −1.52 [−0.18  0.02] 

错失恐惧    0.40 8.07*** [0.30  0.50] 

领悟社会支持    0.22 4.28*** [0.12  0.31] 

错失恐惧 × 领悟社会支持    0.13 3.62*** [0.06  0.20] 

R2 0.11 0.29 

F 3.00*** 6.00*** 

       

 
Table 4.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FoMO in different level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表 4. 不同领悟社会支持水平调节中介路径后半段时错失恐惧的中介效应 

领悟社会支持水平 中介效应值 Boot 标准误 95% CI 

M − SD −0.07*** 0.02 [−0.12 −0.03] 

M −0.11*** 0.02 [−0.17 −0.07] 

M + SD −0.15*** 0.03 [−0.21 −0.09] 

 
综上所述，自尊对手机社交媒体依赖没有直接的预测作用，错失恐惧在自尊与手机社交媒体依赖之

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而且该中介作用的后半段受到领悟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见图 3)。 
 

 
Figure 3. The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图 3.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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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本研究揭示了自尊对大学生手机社交媒体依赖的影响过程中错失恐惧的中介作用以及领悟社会支持

的调节作用，探索了自尊对手机社交媒体依赖的影响机制，为预防和矫治大学生社交媒体依赖以及手机

成瘾提供思路。 
(一) 错失恐惧的中介效应 
研究发现了错失恐惧在自尊与大学生手机社交媒体依赖的关系中起到显著的完全中介效应，验证了

假设 H1，也符合自尊的社会计量器理论和使用与满足理论。由于低自尊的个体更容易出现自我调节受阻、

持续的反刍过程和内疚情绪，因此可能产生更多渴望知晓他人如何评价自己的弥散性焦虑(柴唤友等，

2018)。换句话说，低自尊个体可能表现出更强烈的错失恐惧，进而影响手机社交媒体依赖的程度，表现

出更频繁的“刷微博”、“刷朋友圈”、通过手机社交媒体进行人际互动等行为(吴祖宏，2014；张亚利

等，2020)。 
(二) 领悟社会支持的调节效应 
研究发现了大学生群体的领悟社会支持与手机社交媒体依赖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验证了假设

H2，表明大学生群体越依赖手机社交媒体，越可能感知到更多的社会支持，即当代大学生群体可能主要

通过手机社交媒体获取社会支持，符合当今时代特点，也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Carbonell & Panova, 2017)。
当前大学生所处的年龄阶段是建立自我同一性和亲密关系的重要时期，维护和增加自己的社会资源可能

是该阶段最重要的发展任务之一，其优先级高于学业发展等其他发展任务，而手机社交媒体可以有效满

足大学生群体的这一发展需求(Carbonell & Panova, 2017)。 
此外，本研究发现了大学生群体的领悟社会支持在错失恐惧的中介效应中起调节作用，即在低自尊、

高错失恐惧的大学生中，领悟社会支持水平对手机社交媒体依赖的促进作用更大，验证了假设 H3。根据

自尊的社会计量器理论，自尊心的下降是潜在的社会排斥的警告信号，会促使个体采取措施以避免被拒

绝并提高自己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Leary et al., 1995)，因此低自尊的大学生会更加渴望依靠手机社交媒体

来获取社会支持，用以满足自身的发展需要。结合使用与满足理论，个体的这种发展需要得到满足后，

便会强化个体的依赖行为，从而使低自尊的个体更加依赖手机社交媒体(Katz & Blumler, 1974)。已有研究

证实了使用社交媒体可以使得个体抑郁感和孤独感显著下降，领悟社会支持显著上升(Shaw & Grant, 
2004)。也就是说，手机社交媒体可以替代性地满足低自尊个体的归属需要，因此对低自尊个体的吸引

力更加强烈，从而更容易产生手机社交媒体依赖，最终可能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的模式(Franchina et al., 
2018)。 

(三) 研究启示与展望 
总之，研究证实了在大学生群体中，高自尊是手机社交媒体依赖的保护性因素，低自尊个体更容易

诱发错失恐惧，进而对手机社交媒体产生依赖。因此，对于大学生自尊水平的培养是未来高校心理健康

工作的重要内容。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还发现在大学生群体中，手机社交媒体使用越多，感知的社会支

持也越多。这反映了当今社会的一个痛点：现代年轻人是不是真的离不开手机？因此，思考如何让线下

社交重新回归是十分必要的。这也启示高校临床心理学工作者可以针对大学生身心发展特点，设计多元

的线下社交场景，有效丰富大学生的社会支持资源。 

5. 结论 

1) 错失恐惧在自尊与大学生手机社交媒体依赖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2) 领悟社会支持显著调节错失

恐惧的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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