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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国外智力障碍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的研究进展，对国外智力障碍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的相关文献

进行梳理。从使用数量、常用类型、互动对象和使用内容等方面对智力障碍青少年的社交媒体使用现状

进行分析，探讨了智力障碍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的成效与挑战，总结了当前智力障碍青少年社交媒体使

用的干预及改进情况。建议未来进一步加强智力障碍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现状及影响因素的研究、深化

智力障碍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的干预研究和开展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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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understand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social media use among adolescents with intellec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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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abilities overseas, this study reviews relevant literature.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
tion of social media use of adolescen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from the aspects of use quantity, 
common types, interactive objects and content, explores the effectiveness and challenges they ex-
perience while using social media, and summarizes the interventions and improvements in this 
area. It is recommended that we further strengthen research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influenc-
ing factors of social media use, conduct intervention research, and carry out policy research on so-
cial media use among adolescen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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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智力障碍是一种以智力功能和适应性行为具有显著性限制为特征的障碍类型，智力障碍者往往存在

沟通障碍、社交障碍和适应障碍，因此难以融入社会(朴永馨，2014)。社交媒体是指在互联网的支持下，

用户能够主动创造信息并进行内容交换的应用程序(Kaplan & Haenlein, 2010)。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

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进行社交互动、自我表达和倡导的重要平台，也为渴望社会交往的智

力障碍青少年带来了独特的机遇(Kilinc et al., 2023)。目前，利用社交媒体拓展智力障碍青少年的社会交

往空间、提高智力障碍青少年的社会交往能力，促进其融入社会，已经成为西方国家的普遍尝试。诸多

研究表明，社交媒体平台可以帮助智力障碍青少年跨越时空的限制，实现信息的即时交流和社会互动，

更好地融入社会(Chadwick et al., 2013)。然而，由于认知和交往能力的限制，智力障碍青少年在使用社交

媒体的过程中存在诸多困难(Chadwick et al., 2022)，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智力障碍青少年社交媒体使

用问题的研究，从而了解他们在使用社交媒体过程中的具体困难和需求，探索适合他们的社交媒体使用

策略和方法，让他们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享受与普通人一样的社交和生活乐趣。 
为促进残疾人平等、方便、安全地使用互联网，《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

的通知》《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等文件均

强调要发展信息无障碍，着力解决残疾人在使用互联网软件方面的困难(中国残疾人联合会，2022)。虽然

这些文件在一定程度上为智力障碍者使用社交媒体提供了保障，但是我国尚未出台针对智力障碍者社交

媒体使用的政策文件，也缺乏聚焦智力障碍者社交媒体使用的相关研究，而国外研究者已经从不同角度

对智力障碍青少年的社交媒体使用情况进行了探讨，也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基于此，本研究对国外

智力障碍青少年社交媒体的使用现状、成效、挑战以及干预改进情况进行归纳分析，概括出智力障碍青

少年社交媒体使用的研究进展，以期为我国智力障碍青少年的社交媒体使用研究提供借鉴。 

2. 文献检索词和检索策略 

为全面了解国外智力障碍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的研究进展，研究者在 Web of Science、EBSCO、SAGE 
Journals等数据库中，以“intellectual disability、mental disabled、social media、internet use、social networking”
等词汇为主题词，对国外近十五年的研究文献进行筛选，筛选标准如下：(1) 研究对象为智力障碍青少年；

(2) 研究主题包含社交媒体使用；(3) 实证研究。剔除无关和重复文献，最终获得 39 篇文献。本研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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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39 篇文献的梳理，分析了智力障碍青少年社交媒体的使用现状、成效、挑战、干预及改进情况，总结

了对未来研究的启示。 

3. 智力障碍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的现状 

3.1. 智力障碍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数量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智力障碍青少年也开始接触社交媒体，但与普通青少年的社交媒体使用

量相比，智力障碍青少年社交媒体的使用量仍存在较大差距。2013 年 Madden 统计发现，95%的美国青

少年经常访问互联网，其中 80%至少访问一个社交网站(Madden et al., 2013)。然而，同期 Mazurek 的研

究显示，仅有 6%智力障碍青少年使用电脑上网、收发电子邮件或聊天，这一数据远低于普通人群体

(Mazurek et al., 2012)。随着近年来新形式社交媒体平台的出现以及原有社交媒体的无障碍设计改进，这一

情况也在逐渐发生改变。2020 年 White 的研究显示，67%的智力障碍青少年会访问社交媒体并浏览其中的

内容，社交媒体在智力障碍群体中的普及率有了较大提高。尽管如此，智力障碍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进行

互动的比例仍然较低，仅占受访者的 25%，而普通用户的互动比例是 54% (White & Forrester-Jones, 2020)。
此外，由于政治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同一时期智力障碍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数量在不同国家的研究

中也会有所不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智力障碍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数量较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则反之。

总之，智力障碍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使用方面仍然面临一些挑战和障碍(Alfredsson Ågren et al., 2018)。 

3.2. 智力障碍青少年常用的社交媒体类型 

国外社交媒体的类型多样、功能也各有不同，一般分为即时通讯软件、社交网站、新闻知识网站和

社交游戏四类(魏寿洪等，2018)。总体来看，智力障碍青少年常用的社交媒体类型为即时通讯软件和社交

网站平台。其中，Facebook 作为较早进入市场的社交媒体平台之一，具备庞大的用户群体和丰富的社交

功能，是国外智力障碍青少年最常用的社交媒体。虽然对于某些智力障碍青少年来说，使用 Facebook 存

在一些操作和理解上的困难，但因为 Facebook 功能丰富且家人朋友多使用此工具，所以智力障碍青少年

仍然依赖 Facebook 进行社交互动。其次是 Skype 或 FaceTime，这两个软件侧重于即时通讯和视频通话，

为与家人、朋友交流提供了便捷的通讯方式，也备受智力障碍青少年青睐。现如今，新形式的社交媒体

越来越受智力障碍青少年的欢迎，其中最著名的是 Snapchat 和 Instagram。除了一般社交媒体都具备的联

络、点赞、评论、交友功能之外，Snapchat 和 Instagram 的用户还可通过点击屏幕中的任何位置拍摄照片

或录视频并一键发布，操作简单，容易上手，对于希望分享日常生活却受能力所限的智力障碍青少年而

言十分友好(Bayor et al., 2018)。 

3.3. 智力障碍青少年的社交媒体互动对象 

社交媒体的隐蔽性，使得智力障碍青少年在使用社交媒体时无需暴露障碍就可以与非障碍人士进行

交流。在这种环境下，智力障碍青少年会更倾向于与亲友之外的非障碍群体进行互动。然而，社交媒体

往往是依靠用户主动分享和回应他人进行互动交流的。尽管有些智力障碍青少年可以主动分享内容和回

应他人，但由于能力限制，他们发布的信息有时难以吸引他人的关注和兴趣，甚至可能引发误解。因此，

智力障碍青少年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稳定互动对象，仍然是现实中熟悉的人，例如朋友、家人、看护人

和同事，而与陌生网友的互动相对较少，只有少数智力障碍青少年使用 Facebook 与网友保持联系(Caron 
& Light, 2016)。 

3.4. 智力障碍青少年的社交媒体使用内容 

社交媒体具有交流互动和休闲娱乐等多种功能，智力障碍者主要使用社交媒体和他人互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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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pigelman 等人研究发现，智力障碍者主要使用 Facebook 浏览图片、视频以及发布对日常生活的感受，

部分受访者习惯使用聊天功能进行视频会议或联系客服。还有一些受访者愿意主动在 Facebook 上分享帖

子，照片或视频片段，他们表示希望“被其他人看见”。此外，有受访者认为通过社交媒体加入有共同兴

趣的群聊，能够帮助他们收获很多生活建议。最后，也有少数受访者选择在 Facebook 上面玩游戏

(Shpigelman, 2018)。 

4. 智力障碍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成效 

4.1. 建立社会认同 

社交媒体作为智力障碍青少年新的交往平台，可以促进个体主动建构社会认同，提高个体的自尊，

归属感和安全感。首先，社交媒体的匿名性，使智力障碍青少年对于展现自己身份的哪些方面拥有了更

大的控制权，他们能够在不同类型的网友面前充分展示自我。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展示自己感兴趣的一

面，或者选择忽略那些不愿分享的部分。这样的自由度让他们在塑造个人身份和实现社会融入的愿望上

更加得心应手(Caton & Chapman, 2016)。其次，通过社交媒体，智力障碍青少年能够加入具有共同兴趣的

群组，并从中发表意见、分享感受以及合作学习新事物，这有助于他们获得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将进一

步促进他们的在线社交(Spies Shapiro & Margolin, 2014)。最后，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各种信息能够被除了

现实中的家人、朋友之外的更多人看见，陌生网友的关注、回应和认可能够帮助智力障碍青少年建立自

我价值感，并进一步巩固他们的社会认同。 

4.2. 建立和维持人际关系 

智力障碍青少年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建立友谊甚至面临社会孤立，因此，社交媒体就成为他们突破时

空限制、建立与维持人际关系的重要渠道(王新月等，2018)，能有效提高智力障碍青少年社交互动的频率

和质量，帮助其维持现有人际关系和建立新关系。首先，社交媒体为智力障碍青少年提供了与现实中家

人、朋友联系的新方式，让他们能够随时了解彼此动态并分享生活点滴，从而帮助智力障碍青少年维持

现有的人际关系，减少孤独感(Chadwick et al., 2023)。其次，智力障碍青少年通过社交媒体，结识了网络

中的朋友，虽然他们在结交新朋友的数量和能力上仍有一定限制，但与爱好相似的网友的互动仍然为他

们带来了喜悦和满足感。这种新关系的建立有效拓展了他们的社交圈，使他们在人际交往中获得了新的

体验(Holmes & O’Loughlin, 2014)。 

4.3. 提升幸福感和心理健康水平 

社交媒体不仅能帮助智力障碍青少年建立和维持良好人际关系，而且可以让他们获得幸福和快乐。

首先，通过在线交流这种方式与家人、朋友保持密切联系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社交行为，比现实中交流

更多了趣味性。其次，社交媒体中的各种功能，如分享照片、获得点赞和祝福、相互评论等，可以让智力

障碍青少年感受到幸福和快乐(Kydland et al., 2012)。最后，在社交媒体中建立社会认同、学习新技能、结

交新朋友，不仅可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应对困难的能力，还可以帮助他们增加自信和自尊，减少消

极情绪，促进心理健康(Setyawan & Wulandari, 2022)。 

5. 智力障碍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遇到的挑战 

5.1. 自身能力对社交媒体使用的限制 

5.1.1. 认知能力不足 
认知能力较差是智力障碍青少年的典型特征，这使得智力障碍青少年在使用社交媒体方面存在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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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主要如下：(1) 识字率与文本理解能力较低。在进行注册、登录社交媒体账户等操作时，需要理解

并操作文字符号，这对智力障碍青少年来讲相对困难，由于大多数智力障碍青少年识字率较低，他们难

以完成这些基本任务。其次，即使智力障碍青少年能够理解文字，但他们对于社交媒体中的专业术语(如
标签、共享、时间轴等)也可能会感到困惑，这也限制了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活动(Hollomotz, 2018)。Shpigel-
man 发现智力障碍用户更倾向于浏览照片或视频，而非文字帖子，这是因为阅读和理解文字帖子需要较

高的认知技能和文本阅读能力，而这些能力对于许多智力障碍青少年来说是一个挑战(Shpigelman & Gill, 
2014)。(2) 写作能力有限。在使用社交媒体时，回复他人评论或发表个人观点是常见的互动形式。虽然

一些智力障碍用户选择积极参与这种互动，但由于写作能力有限，表达不清，容易引发误会和困扰，因

此很少有人对他们的发表的内容做出回应，这一现象会让他们感到沮丧，对他们的使用体验产生负面影

响(Alfredsson Ågren et al., 2019)。 

5.1.2. 网络交往礼仪不足 
在使用社交媒体过程中，人们往往需要与他人在线互动，这涉及到网络社交的礼仪。然而，智力障

碍青少年在网络交往过程中大都存在一些礼仪问题，如公开披露个人信息、用语不礼貌、忽视群组消息

等。Keskinen 研究发现，智力障碍用户有时会继续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而不是回应收到的消息，这对

他们在线与人互动产生了不利影响(Keskinen et al., 2012)。此外，Löfgren-Mårtenson 发现大多数参与研究

的智力障碍青少年更喜欢电子邮件，而不是“聊天”，并认为这可能是由于“聊天”需要注重更多的网络

社交礼仪。这些礼仪的缺乏常常会造成他人对智力障碍青少年的误解，使得沟通中断(Löfgren-Mårtenson, 
2008)。 

5.2. 社交媒体可接近性对智力障碍青少年的限制 

5.2.1. 社交媒体可用性亟需改善 
智力障碍青少年在获取和使用社交媒体技术方面，相较于普通人面临着更多的挑战，除了自身认知

能力有限之外，社交媒体的可接近性也是影响他们使用社交媒体的一个重要障碍，具体如下：(1) 可访问

性不足。现有的社交媒体设计之初并未考虑智力障碍青少年的特殊需求，因而其界面登录、网页浏览、

账户注册等环节都涉及大量的文字信息，这对许多智力障碍青少年而言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可能导致他

们感到挫败，失去进一步使用的兴趣(Dagenais et al., 2012)。(2) 可使用性不足。当前的社交媒体平台存在

信息显示不够直观、网页布局混乱、操作过程复杂等问题，并且缺乏清晰的提示信息和持续的支持系统，

频繁的界面变化增加了智力障碍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难度，使他们感到无所适从。此外，这些社交媒

体也并没有充分利用认知技术领域的研究成果，例如在通用设计原则下考虑智力障碍用户的可理解性和

可使用性(Bunning et al., 2010)。 

5.2.2. 社交媒体安全性亟待加强 
虽然社交媒体为智力障碍青少年提供了更多的社会交往机会，但也为缺乏洞察力和判断力的他们带

来了安全风险，具体表现为：(1) 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智力障碍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时可能会泄露个人

信息，如不加筛选地填写真实姓名、地址和电话，以及随意向陌生人发送照片等，这可能使他们暴露在

欺诈、欺凌和骚扰等潜在威胁之中(Heitplatz et al., 2022)。(2) 轻信陌生网友、接触不良信息的风险。网络

世界纷繁复杂，智力障碍青少年由于缺乏社会经验和判断能力，容易轻信陌生网友的言辞，还可能在恶

意引导下浏览并传播不良信息，如色情信息、暴力信息等(Buijs et al., 2017)。(3) 风险行为导致的后果。

由于对网络风险的认知有限，上述行为可能会导致智力障碍青少年面临严重的后果，包括金融欺诈、性

骚扰和网络欺凌等等。一项针对智力障碍青少年互联网使用风险的研究显示，受访者使用社交媒体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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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或少都遇到过安全问题，这会让他们产生挫败感和无助感，甚至陷入焦虑、抑郁和自卑(Heitplatz et al., 
2020)。 

5.3. 智力障碍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的支持政策和技能培训缺失 

5.3.1. 缺乏专门针对智力障碍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的政策 
西方国家在推动智力障碍青少年掌握信息技术和缩小数字鸿沟的政策立法方面已经做出了积极努力，

如美国出台了《认知障碍者获得技术和信息的权利》，加拿大颁布了《智力障碍人士数字包容宪章》(Lussier-
Desrochers et al., 2017)。然而，对于智力障碍青少年在社交媒体和信息技术使用方面的支持规划和政策制

定尚处于起步阶段，因而难以对这类群体提供系统性的支持和强有力的保障。由于相关政策的缺失，智

力障碍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使用方面面临着多重风险和挑战。首先，缺乏明确的政策指导，导致社交媒体

平台在针对智力障碍青少年的服务和内容提供上参差不齐。一些平台缺乏必要的安全措施和内容审核机

制，使得智力障碍青少年面临不良信息侵害和网络欺诈等风险。其次，缺乏财政支持导致互联网的接入

不足，部分经济困难家庭难以为智力障碍子女提供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最后，相关部门监管力度不足，

导致不良信息或虚假内容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加剧了智力障碍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的风险和挑战

(Ramsten et al., 2017)。 

5.3.2. 缺乏社交媒体使用技能的教育和培训 
由于缺乏政策导向和行动指南，社会对于智力障碍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支持的重视程度有所不足。

一方面，针对智力障碍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技能的培训较少，这使他们难以充分利用社交媒体的优势和

避免潜在风险。Gomez 等人分析了唐氏综合症患者的智能手机使用情况，强调此类患者在发展数字媒体

技能方面需要更多的机遇(Gomez, 2017)。另一方面，照料者的态度会对障碍者社交媒体使用造成影响。

在一项针对智力障碍青少年照料者的探索性案例研究中，受访者大都认可社交媒体的积极作用，却不愿

意教智力障碍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因为他们需要为智力障碍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中的不正确行为承担风

险。但是作为智力障碍青少年的密切联系人，照料者应该认识到自身在智力障碍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上

的重要作用，在帮助他们提高社交媒体使用能力的同时，有效规避风险(Heitplatz et al., 2019)。 

6. 智力障碍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的干预及改进 

6.1. 智力障碍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的干预研究 

智力障碍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使用上面临的挑战，很大程度上源于缺乏必要的支持和指导(Patrick et al., 
2020)。为了有效应对这一挑战，国外研究者开展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干预研究。心理社会治疗法认为人

的行为问题受到心理、生理和社会三方面的影响，且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密切相关，因此 Kydland 等人研

究了为学习社交媒体使用技能的智力障碍青少年提供陪伴的可行性，他们的研究表明，通过陪伴的方式，

可以显著提升智力障碍青少年学习社交媒体技能的积极性和效果。这种陪伴不仅提供了必要的指导，还

帮助他们在使用过程中建立自信，从而更好地融入社交媒体环境(Kydland et al., 2012)。Holmes 等人组建

了“治疗小组”，专门为智力障碍社交媒体用户提供情感支持，通过治疗小组的干预，智力障碍青少年

获得了更多理解和关爱，增强了使用社交媒体的意愿和动力(Holmes & O’Loughlin, 2014)。个别化教学理

论认为每个学生都是独特的，他们的学习需求和能力各不相同，基于此，Ragavendra 等人进行了一项以

家庭为基础的干预研究，该干预不仅为智力障碍青少年提供网络安全培训，还提供适当的辅助技术(如手

写笔、读屏软件)和个性化的社交媒体培训(如技能教育、视觉提示、预先练习常用语) (Raghavendra, 2018)。
总而言之，这些干预措施有效提高了智力障碍青少年在线沟通的频率和质量，增加了他们的社会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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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针对智力障碍青少年的社交媒体改进研究 

除了对智力障碍青少年进行干预之外，社交媒体本身的改进也十分重要。为此，研究者们提出了以

下建议。首先，开发单独的社交媒体访问界面。Davies 等人开发了一个名为 Endeavor Connect 的系统，

智力障碍青少年可通过其访问 Facebook。该系统简化了 Facebook 的界面和功能，去除了许多需要高水平

认知的选项，增设了快捷键和语音输入功能，减轻了智力障碍青少年使用 Facebook 的阻碍(Davies et al., 
2015)。其次，降低社交媒体的复杂性。智力障碍青少年在使用现有社交媒体时可能会遇到认知负担过重

的问题。因此，降低社交媒体的复杂性，使其更加直观、易用，是另一个重要的改进方向。这可能涉及到

重新设计用户界面，优化信息架构，简化语言方式以及提供逐步指导等。最后，提高社交媒体的安全性。

Chang 等人通过评估智力障碍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风险和分析法案影响构建的网络安全框架，为社交媒

体从业者提供了指导，这有助于从软件设计之初就全面考虑智力障碍青少年的使用需求和安全风险

(Chang et al., 2021)。Buijs 根据智力障碍青少年社交网络使用中的风险与挑战，提出了社交媒体使用安全

的培训建议，并制定了易于阅读的文件，用于指导智力障碍青少年防范风险(Buijs et al., 2017)。此外，针

对用户隐私安全问题，已有社交媒体软件采取了更严格的默认隐私设置方式，如成员的个人资料，联系

信息和其他数据只能由朋友查看、阅读和搜索，除非用户本人更改隐私设置，这对保护智力障碍用户隐

私有重要意义。 

7. 启示与建议 

随着互联网时代和信息化社会全面到来，越来越多的智力障碍青少年成为社交媒体平台的参与者、

受益者和创造者，他们的生活因为社交媒体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也因为社交媒体而面临前所未有的挑

战。近年来，国外研究者对智力障碍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的相关情况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并取得了一定

成果。但综合来看，相关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这对未来研究提供了一些启示与建议。 

7.1. 进一步加强智力障碍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首先，在现状研究方面，未来应从更广泛的社交媒体使用领域进行研究，探索除了社交互动之外，

智力障碍青少年在娱乐、支付和信息查询等方面的使用情况，并进一步考察这些功能在实际应用中的效

果。其次，在影响因素研究方面，需要综合考虑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对智力障碍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的

影响，例如由于经济因素导致不同地区或家庭为智力障碍青少年提供手机、电脑、平板等。采用实证研

究，探讨各类因素对于智力障碍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的影响程度。最后，由于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差

异，各国的研究结论会有所不同，因此，需要针对我国智力障碍青少年的社交媒体使用情况进行本土化

研究，进而提出更加符合我国智力障碍青少年需求的社交媒体改进建议。 

7.2. 深化智力障碍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的干预研究 

随着数字化浪潮的持续推进，社交媒体在承担着社会交往和娱乐功能的同时，也成为了信息共享和

知识传播的重要途径。智力障碍青少年如何能够更加安全、充分、有效地使用社交媒体，共享科技发展

成果，成为残疾人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Sweet et al., 2020)。然而，从国外研究进展看，目前针对智力

障碍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的干预研究十分有限，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如何帮助智力障碍青少年使用社交媒

体进行社会交往。在我国，师家璇等人以微信为例，采用社交媒体介入策略对智力障碍青少年社交技能

进行了干预研究(师家璇，魏寿洪，2023)。但综合来看，缺乏针对智力障碍青少年在使用社交媒体过程中

安全风险问题、社交技能缺乏问题、网络礼仪不足问题的干预研究，也缺乏对智力障碍青少年使用社交

媒体其他功能的干预研究。鉴于此，未来需要进一步深化智力障碍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的干预研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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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丰富干预内容。既要为智力障碍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提供干预支持，也要关注他们在网络社交安全

防范意识、社交技能和网络礼仪等方面的支持需求，并据此开展对应的干预研究，如开展网络安全教育、

社交技能训练、网络礼仪培训等。二是，拓宽干预范围。社交媒体已经深入人们日常生活、学习和工作

的各个方面，未来干预研究应立足智力障碍青少年需求，为其使用社交媒体的各种功能探索相应支持策

略，助力他们更加安全、充分、有效地使用社交媒体。 

7.3. 积极开展智力障碍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政策的研究 

为引导智力障碍青少年正确认识和使用社交媒体，政策制定应适应数字时代的发展要求。尽管已有

西方国家出台了智力障碍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的相关政策，但对于智力障碍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的具体

规定仍旧缺乏。因此，现有的政策有待进一步加以完善，以适应智力障碍青少年用户群体的独特需求。

未来的研究可以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评估现有智力障碍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政策的实施效果，并基

于评估结果提出改进建议；二是探讨如何制定更加具体和有针对性的政策，以支持智力障碍青少年安全

有效地使用社交媒体，例如将数字素养教育纳入智力障碍青少年的培养方案(陈纯槿，2023)；三是加强对

社交媒体平台的监管力度，确保他们提供安全、可靠的服务和内容；四是探索政府、社交媒体平台和智

力障碍青少年家庭之间的合作模式，共同推动智力障碍青少年更好地融入社交媒体环境。 

基金项目 

2024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西部地区残疾青少年数字素养鸿沟的生成机制与弥合路径研

究(项目号：24XSH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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