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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大学生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及相关因素研究。方法：选用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问卷、学习倦

怠问卷、职业生涯管理问卷对陕西省某高校5000名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分析。结果：1) 不同性别的在

校大学生学习倦怠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t值为6.06。是否是班干部的在校大学生在问题性社

交媒体使用、学习倦怠、自我职业生涯管理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是否是独生子女的在校大

学生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t值为−2.53。不同年级的在校生均有统计学意

义(P < 0.01)，在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的F值为18.47；自我职业生涯管理的F值为11.77；学习倦怠的F值
为11.53。2) 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与自我职业生涯管理以及学习倦怠存在显著影响。结论：问题性社交

媒体使用与自我职业生涯管理呈显著负相关，与学习倦怠呈显著正相关。自我职业生涯管理在问题性社

交媒体使用与学习倦怠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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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roblematic social media use and related factors of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Social media use questionnaire, learning burnout questionnaire and career management 
questionnaire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5000 college students in Shaanxi province. 
Results: 1)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learning burnout between different genders (P < 
0.05), and the T-value was 6.06.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roblematic so-
cial media use, learning burnout and self-career management among college students who were 
not class leaders (P < 0.05). The difference of problematic social media use among college students 
who were only children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and the T-value was −2.53. The F-value 
of problematic social media use was 18.47 for students of different grades (P < 0.01). F-value of 
self-career management was 11.77; The F-score of learning burnout was 11.53. 2) Problematic so-
cial media use has significant effects on self-career management and learning burnout. Conclusion: 
Problematic social media use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lf-career management and posi-
tively correlated with learning burnout. Self-career management is a complete mediator between 
problematic social media use and learning burn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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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社交媒体使用是新媒体时代青少年社会交往的重要方式之一，它与线下社会交往共同构成了青少年

学习生活的社会交际圈。在社交媒体平台(如微信、微博)使用过程中，青少年往往会因长时间缺乏控制的

使用行为而产生对自身生理、心理与行为的消极影响(Billieux, Maurage, & Lopez-Fernandez, 2015)，这种

非适应性社交媒体使用也可称为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Vilca & Vallejos, 2015)。 
有研究指出，青少年对社交网络平台的过分依赖，降低了他们在现实社会交往中人际交往的主动

性，并导致他们现实人际关系的疏离，不利于青少年人际交往能力的发展和形成积极的人际关系(谈钟

明，2015)。还有研究发现，手机成瘾(唐文清，黄献，王恩界，2018)、移动社交网络过度使用(姜永志，

白晓丽，2015)、网络交往依赖(李菲菲，罗青，周宗奎，2012)、问题性移动社交媒体使用随着互联网

技术的飞速发展(李笑燃，姜永志，张斌，2018)，社交性媒体使用强度过高的问题频发，社交媒体使

用强度越大，越容易产生一系列的负面心理，引起错失恐惧，长期处于这种恐惧对学生学习产生负面

影响，导致学生产生学习倦怠。学习倦怠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缺乏应对学习困难的信心，对学校、

学业、课程等表现出的消极心理(Tuominen-Soini & Salmela-Arok, 2014)。Jing 认为学习倦怠内涵包括

情绪低落、行为不当与成就感低(Jiang, 2021)。研究发现 39.29%的大学生存在中等或高等强度的学习

倦怠(Estrada Araoz, Gallegos Ramos, & Mamani Uchasara, 2021; Osorio, Parrello, & Prado, 2020)。学习倦怠

会对学生身心健康造成严重的后果，例如，心身(胃肠疾病、睡眠不足)、情绪(抑郁、气馁)或行为(旷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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辍学) (Wang, Bu, & Li, 2021; Aguayo, Canadas, & Assbaa-Kaddouri, 2019; Capri, Ozkendir, & Ozkurt, 2012)。 
社交性媒体的使用为大学生未来职业规划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和导向。传统的途径会受地域和时间的

限制，而社交媒体完全不受这些方面的影响，为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信息。但是，过度依赖社交媒体

的使用产生的负面影响也会一定程度的影响学生的未来职业规划，进而影响学生的学习，造成学习倦怠。

相关研究表明，个体过多使用手机，对手机存在强烈、持续的需求和依赖，这种状态会导致身心不适， 比
如说会导致眼部疲劳与视力损伤、颈椎病与肩颈疼、精神疲惫、睡眠质量下降等等。因此建议个体要 合
理控制手机使用时间，避免手机依赖带来的不良影响(Yen, Tang, & Yen, 2008；陈红，2021)。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2023 年 1 月，采取方便取样的方法，对陕西某高校在校生发放 5100 份问卷，回收 5000 份有效问卷，

问卷的有效率为 98%。有效问卷中，女生 2915 人，男生 2085 人；是班干部 2192 人，不是班干部 2808
人；是独生子女 1208 人，不是独生子女 3972 人；大一 1976 人，大二 1438 人，大三 822 人，大四 764
人。本调查受调查者均知情并同意参加本调查。 

2.2. 研究方法 

2.2.1. 一般性调查问卷 
包括性别、年级、是否为独生子女、以及是否为班干部等。 

2.2.2. 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问卷 
本研究引用由宋小康等人编制社交性媒体恐惧症量表(宋小康，赵宇翔，张轩慧，2017)基础上修订的，

共有 20 道题目，包括黏性增加、生理损伤、错失焦虑、认知失败及负罪感 5 个维度。用不同维度的得分

来表示问题性社交媒体的程度。 

2.2.3. 自我职业生涯管理问卷 
本研究采用的是本研究采用编制的量表测量职业生涯自我管理量表(韩雪，厉杰，2017)修订的，该问

卷共有 11 道题，包含职业探索、职业目标设置以及职业策略三个维度，采用 5 点计分法，用发生的频次

来计算得分。 

2.2.4. 大学生学习倦怠量表 
本研究采用的是连榕(连榕，杨丽娴，吴兰花，2005)等修订的，该问卷共有 16 道题，采用 5 点计分

法，1 表示完全不符合，5 表示完全符合，分数越高表示个体学习倦怠程度越高。 

2.3.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6.0 对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分析，对陕西省某高校大一至大四在校生的问题性社交媒体使

用、自我职业生涯管理与学习倦怠的数据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

析以及回归分析，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不同统计学特征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自我职业生涯管理、学习倦怠调查的结果 

对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自我职业生涯管理、学习倦怠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如下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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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cores of problematic social media use, self-career management and learning burnout of college students ( x s± ) 
表 1. 大学生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自我职业生涯管理、学习倦怠得分( x s± ) 

人口变量学 人数 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 自我职业生涯管理 学习倦怠 

性别     

男 2085 51.44 ± 15.61 39.18 ± 7.05 42.59 ± 10.61 

女 2915 51.58 ± 14.70 39.49 ± 6.13 40.89 ± 9.12 

t 值  0.35 −1.64 6.06 

P  >0.05 >0.05 <0.05 

班干部     

是 2192 51.06 ± 15.10 40.13 ± 6.34 41.04 ± 9.67 

否 2808 51.45 ± 15.08 38.76 ± 6.62 42.03 ± 9.88 

t 值  −2.53 7.71 0.51 

P  <0.05 <0.05 <0.05 

独生子女     

是 1208 50.56 ± 15.13 39.54 ± 6.74 41.20 ± 9.65 

否 3972 51.82 ± 15.06 39.30 ± 6.47 41.72 ± 9.85 

t 值  −2.53 1.13 −1.63 

P  <0.05 >0.05 >0.05 

年级     

大一 1976 51.62 ± 14.73 39.16 ± 6.31 41.04 ± 9.13 

大二 1438 52.95 ± 15.11 39.09 ± 6.58 42.77 ± 10.16 

大三 822 51.06 ± 15.47 39.55 ± 6.82 41.78 ± 10.19 

大四 764 49.05 ± 15.23 40.18 ± 6.64 40.62 ± 10.14 

F 值  18.47 11.77 11.53 

P  <0.01 <0.01 <0.01 
 

对自我职业生涯管理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自我职业生涯管理是班干部得分

[(40.15 ± 6.30)分>不是班干部(38.88 ± 6.40)分]，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大四的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得

分[(49.38 ± 12.58)分]最低]，有统计学意义(P < 0.01)。大二自我职业生涯管理得分[(49.38 ± 12.58)分]最低]，
有统计学意义(P < 0.01)。自我职业生涯管理的性别、是否是独生子女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1。 

3.2. 大学生问题性社交媒体用、自我职业生涯管理、学习倦怠的相关分析  

对大学生问题性社交媒体的 5 个维度与自我职业生涯管理、学习倦怠进行相关分析如下：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problematic social media, self-career management and learning burnout among college students 
(n = 5000, r value) 
表 2. 大学生问题性社交媒体、自我职业生涯管理、学习倦怠相关分析(n = 5000，r 值) 

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 自我职业生涯管理总分 学习倦怠总分 

黏性增加 −0.13a 0.4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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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生理损伤 −0.12a 0.49a 

错失焦虑 −0.13a 0.52a 

认知失败 −0.17a 0.54a 

负罪感 −0.04a 0.38a 

注：aP < 0.01。 
 

大学生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各维度得分自我职业生涯管理总分之间呈负相关；与学习倦怠总分之间

呈负相关，说明各变量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的关系，为下一步的中介效应分析提供前提条件。见表 2。 

3.3. 自我职业生涯管理在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与学习倦怠之间的中介作用 

本次调查假设中介模型是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自我职业生涯管理–学习倦怠，分析如下： 
 
Table 3. The mediating role of college students’ self-career management in problematic social media use and learning burnout 
表 3. 大学生自我职业生涯管理在问题型社交媒体使用与学习倦怠的中介作用 

步骤 预测变量 因变量 回归方程 SE R 值 R² t 值 P 值 

第 1 步 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 学习倦怠 Y = 0.523X 0.084 0.523 0.273 43.37 <0.01 

第 2 步 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 自我职业生涯管理 M = −0.153X 0.084 0.153 0.024 −10.975 <0.01 

第 3 步 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 学习倦怠 Y = 0.501M − 0.146X 0.025 0.543 0.294 41.621 <0.01 

 自我职业生涯管理      −12.154 <0.01 

 

根据温忠麟等提出的中介变量检验程序，第 1 步建立学习倦怠(Y)对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X)的回归

方程，将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作为预测变量，学习倦怠作为因变量就行进行回归分析；第 2 步建立自我

职业生涯管理(W)对 X 的回归方程，将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作为预测变量，自我职业生涯管理作为因变

量进行回归分析；第 3 步建立 Y 对 X 和 W 回归方程，同时以问题性社交性媒体使用和自我职业生涯管

理作为预测变量，学习倦怠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假设自我职业生涯管理在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和学

习倦怠中起中介作用。结果显示，自我职业生涯管理在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和学习倦怠之间起部分中介

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43%。见表 3。 

4. 讨论 

4.1. 大学生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一般情况分析 

大学生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 5 个维度分值都是 5 分，各维度的平均值都低于 3 分，标准差较小，数

据点比较集中，数值之间差异较小，数值较为稳定。 

4.2. 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自我职业生涯管理和学习倦怠的特点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女生的学习倦怠感比男生的更加严重，这与以往研究所显示的结果是一致的，胥兴

春和辜小飞(2017)的研究结果教育学专业的大学生女生较男生的学习倦怠率更高；林秋梅等(林秋梅，徐

华春，2020)的研究也得出女生学习倦怠发生率要比男生高。由于男女生处理问题和思考问题的方式不同，

在面临外界压力时的变现也有所不同。女生更加敏感和考虑太多，这让她们更容易感到压力和焦虑。男

生比较喜欢运动，这些方式也有助于缓解他们的学习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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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大学生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自我职业生涯管理和学习倦怠的相关分析 

结果分析显示，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与自我职业生涯管理呈负相关，与学习倦怠呈显著正相关。说

明在自我职业生涯管理较好时，大学生会减少社交性媒体使用，学习倦怠程度也会较大程度上降低。相

反如果大学生对于自我职业生涯管理不清晰，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率会较大，学习倦怠程度也会变大。 
针对欧美被试的研究表明社交媒体使用与大学生平均学分绩点之间呈显著负相关(王国燕，2008)；另

一项中国背景的研究也为社交媒体成瘾与不佳的学业成就之间的关系提供证据。这表明问题性社交媒体

使用可能是导致青少年学业成就不佳的一个风险因素(甘媛源，杨化刚，余嘉元，2015；葛续华，2013)。 

4.4. 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自我职业生涯管理、学习倦怠之间的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与自我生涯管理存在显著影响，社交性媒体使用较高时对

大学生自我职业生涯管理程度较低，自我职业生涯管理程度较高时，学习倦怠程度会较低。问题性社交

媒体使用对于学习倦怠的直接影响程度不显著，这说明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对学习倦怠的影响，全部通

过自我职业生涯管理来体现，呈现完全的中介作用。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影响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

因素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并且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些影响因素处于动态变化，对于不同的大学生

群体影响也会有所不同(靳葛，2020)。但是社交媒体的过多使用会影响自我职业生涯规划，从而造成学习

倦怠。 

5. 结论 

本研究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调查了他们在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自我职业生涯管

理、学习倦怠的情况。研究发现，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与自我职业生涯管理呈负相关，与学习倦怠呈显

著正相关，自我职业生涯管理在问题性社交媒体和学习倦怠之间起到完全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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