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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选取376名被试，进行学业焦虑、社交媒体依赖、睡眠质量和同伴关系的测量，以探讨社交媒体

依赖与青少年学业焦虑之间的中介机制。结果表明：1) 社交媒体依赖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学业焦虑；

2) 睡眠质量和同伴关系分别在社交媒体依赖预测学业焦虑中起到单独中介作用；3) 睡眠质量和同伴关

系在社交媒体依赖预测学业焦虑中起到链式中介作用。本研究有助于研究者深入了解社交媒体发展影响

青少年学业焦虑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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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376 participants were selected to measure academic anxiety, social media depend-
ence, sleep quality, and peer relationship, with the aim of investigating the mediating mechanisms 
between social media dependence and academic anxiety among adolescen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Social media dependenc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predicted adolescent academic anxiet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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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eep quality and peer relationship individu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media 
dependence and academic anxiety; 3) Furthermore, sleep quality and peer relationship sequen-
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media dependence and academic anxiety in a 
chain-like manner.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mechanisms by which 
social media development affects academic anxiety in adolesc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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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社交媒体是人们彼此之间用来分享意见、见解、经验和观点的工具和平台，主要包括社交网站、微

博、微信、抖音等软件。当前，社交媒体发展迅速，使用社交媒体的人群也逐渐低龄化。研究表明，接

近五分之四的青少年出现了对社交媒体不同程度的依赖(魏心妮，2017；吴祖宏，2014)。因此，青少年的

社交媒体依赖现象应得到重视。Woods and Scott (2016)的研究指出，夜间和总体使用社交媒体时间较长

的青少年，焦虑和抑郁水平较高。根据以往的研究发现，中国大学生过度使用手机会造成学业焦虑(吴祖

宏，2014)。身为青少年，在多重压力之下，本身就存在着学业焦虑。当对社交媒体形成依赖后，一方面

无法控制自己使用移动社交媒体的时长，通过各种途径导致学习时间减少；另一方面又明白自己肩负着

“考大学”的压力，明白自己将时间花费在社交媒体上是错误的。进而更加担心学业成绩，造成更严重

的学业焦虑。据此，本研究做出假设 1：社交媒体依赖可以正向预测青少年学业焦虑(H1)。 
同时，Evers 等(2020)的研究指出，社交媒体依赖会导致中学生睡眠紊乱，即社交媒体依赖越严重，

青少年睡眠紊乱现象越严重。鄢骏等(2023)的研究表明，短视频社交媒体依赖可对个体生活压力、情绪及

睡眠质量造成影响。Alfano 等(2009)的研究表明，在青少年群体中，睡眠问题与社交焦虑、分离焦虑和广

泛性焦虑症均呈现正相关。睡眠问题越严重的学生，社交焦虑越严重，同伴关系越差。Evers 等(2020)在
研究中指出，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的互动水平越高，睡眠质量就越令人满意，负面情绪就越少。同时，

田雨和祝榛(2023)的研究指出，人际关系可以缓解中国青少年学业压力，负向预测青少年的学业焦虑。据

此，本研究做出假设 2：社交媒体依赖可以正向预测睡眠质量问题，进而正向预测学业焦虑；社交媒体

依赖可以负向预测同伴关系，进而负向预测青少年学业焦虑。睡眠质量问题和同伴关系在社交媒体依赖

和青少年学业焦虑中起到了链式中介作用(H2)。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构建一个链式中介模型，以探讨社交媒体依赖与青少年学业焦虑的关系，考察

睡眠质量和同伴关系在社交媒体依赖与青少年学业焦虑的链式中介作用，从而为减少青少年学业焦虑提

供实证支持与理论指导。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法，抽取某省初中、高中学生为被试。通过问卷星线上发放 420 份问卷，剔除无效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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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后，回收有效问卷 376 份(89.52%)。其中男生 176 人，女生 200 人；平均年龄(13.7 ± 1.45)岁。在调查

前进行知情告知，所有被试均表示同意。 

2.2. 研究工具 

2.2.1. 社交媒体依赖 
本研究采用《青少年问题性移动社交媒体使用评估问卷》(姜永志，2018)来测量青少年问题性社交媒

体使用情况，共 20 个项目(例：频繁和长时间使用移动社交网络刷朋友圈和浏览信息，常使我的眼睛干

涩、视觉疲劳。)。采用 1 (完全不符合)~5 (完全符合) 5 点计分，分数越高表明社交媒体依赖情况越严重。

本研究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α = 0.949。 

2.2.2. 学业焦虑 
本研究采用《学业情绪问卷》中的学业焦虑分量表进行数据收集，该量表共 7 个项目，采用 5 点计

分，总分得分越高表示被试的学业焦虑情绪越强烈。本研究中该量表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97。 

2.2.3. 睡眠质量 
采用刘贤臣等人(1996)修订的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该量表包括 7 个主要成分，18 个计分项。各

成分均按照 0~3 分计分，对其进行加总即为睡眠质量总分，得分越高睡眠质量问题越严重(刘贤臣等，

1996)。本研究中该量表具有较高的内在一致性(Cronbach’s α为 0.801)。 

2.2.4. 同伴关系 
采用 Asher 等(1990)编制的《学生同伴关系量表》，共 16 个项目，为 4 级评分制，从 1“完全不符

合”到 4“完全符合”，分数越高，代表其同伴关系越好。该量表划分为三个维度：欢迎性、排斥性、

孤独性，并将其用于我国初中生样本的测量。本研究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α = 0.936。 

2.3. 统计分析 

将问卷导入 SPSS24.0，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利用 Hayes 和 Scharkow (2013)编制的 SPSS
宏程序 PROCESS 的模型 6 对中介效应进行分析，进行 95%置信区间的 Bootstrap 偏差校正检验。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在本研究中，被试对学业焦虑、社交媒体依赖、睡眠质量问题、同伴关系的评估均基于自我报告，

因此，研究结果可能受到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采用 Harman 单因子分析对数据进行检验，未旋转主成

分因素结果发现，未旋转主成分因素结果发现，共有 13 个因子的特征根值大于 1。第一个因子解释了

27.09%的变异量，小于 40%的临界标准，表明本研究收集的数据没有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周浩，龙立荣，

2004)。 

3.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为研究社交媒体依赖、睡眠质量、同伴关系和青少年学业焦虑的关系，运用描述性统计对各变量进

行分析。结果显示(见表 1)，学业焦虑、同伴关系的均分为 3.18 和 3.28，处于偏高水平，社交媒体依赖的

均分为 2.44，处于中等偏高水平，睡眠质量的均分为 0.52，处于偏低水平。 
变量间的相关显示(见表 2)，各变量间存在显著相关，同伴关系与学业焦虑、社交媒体依赖以及睡眠

质量问题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而其他变量之间呈现出正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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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N = 639) 
表 1. 描述性统计分析(N = 639) 

 平均数(M) 标准差(SD) 

学业焦虑 3.18 1.12 

社交媒体依赖 2.44 0.94 

睡眠质量 0.52 0.37 

同伴关系 3.28 0.70 
 
Table 2. Correlation between variables 
表 2.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 

 学业焦虑 社交媒体依赖 睡眠质量问题 同伴关系 

学业焦虑 1 0.320** 0.307** −0.386** 

社交媒体依赖 0.320** 1 0.390** −0.461** 

睡眠质量问题 0.307** 0.390** 1 −0.440** 

同伴关系 −0.386** −0.461** −0.440** 1 

3.3. 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睡眠质量问题和同伴关系在社交媒体依赖对青少年学业焦虑的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为验证睡眠质量问题和同伴关系的链式中介作用，在将所有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后，采用偏差校正

的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法，使用 SPSS24.0 中 PROCESS 宏程序的 Model6，进行 5000 次自抽样检验进

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 3。 
 
Table 3. Mediating effect test (Social media dependence, sleep quality issues, peer relationships, and academic anxiety) 
表 3. 中介作用检验(社交媒体依赖–睡眠质量问题–同伴关系–学业焦虑)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t 

睡眠质量问题 社交媒体依赖 0.390 0.152 66.986*** 0.390 8.185*** 

同伴关系 
社交媒体依赖 0.541 0.292 77.060*** −0.342 −7.231*** 

睡眠质量问题    −0.306 −6.475*** 

学业焦虑 社交媒体依赖 0.434 0.189 28.855*** 0.148 2.739** 

 
睡眠质量问题    0.136 2.542* 

同伴关系    −0.258 −4.645*** 
 

中介分析表明：社交媒体依赖对睡眠质量问题(β = 0.390, t = 8.185, p < 0.001)具有正向预测作用，说

明社交媒体依赖程度高的青少年睡眠质量问题严重。社交媒体依赖(β = −0.342, t = −7.231, p < 0.001)和睡

眠质量问题(β = −0.306, t = −6.475, p < 0.001)对同伴关系均具有负向预测作用，说明社交媒体依赖程度高

的个体和睡眠质量问题严重的个体存在较为恶劣的同伴关系；社交媒体依赖(β = 0.148, t = 2.739, p < 0.01)
正向预测学业焦虑，表明社交媒体依赖严重的青少年学业焦虑越严重；睡眠质量问题(β = 0.136, t = 2.542, 
p < 0.05)正向预测学业焦虑，表明睡眠质量问题严重的青少年学业焦虑越严重；同伴关系(β = −0.258, t = 
−4.645, p < 0.001)负向预测学业焦虑，表明同伴关系越好的青少年，其学业焦虑程度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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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社交媒体依赖对学业焦虑的直接效应显著，效应值为 0.148；睡眠质量问题和同伴关系在

社交媒体依赖和学业焦虑之间均具有单独中介作用，效应值分别为 0.053 和 0.088。同时，睡眠质量问题

与同伴关系的链式中介成立，效应值为 0.031，验证了假设 2。总体来说，本研究中三条中介路径的

Bootstrap95%置信区间均不包括 0，链式中介模型成立(如图 1、表 4 所示)。 
 

 
Figure 1. Chain mediation effect (Social media dependence, sleep quality issues, peer relation-
ships, and academic anxiety) 
图 1. 链式中介效应(社交媒体依赖–睡眠质量问题–同伴关系–学业焦虑) 

 
Table 4. The direct and mediating effects of social media dependence on academic anxiety 
表 4. 社交媒体依赖对学业焦虑的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 

效应 路径 效应值 效应占比 Bootstrap95% 
置信区间 

23 总效应 0.320  [0.224, 0.417] 

直接效应 社交媒体依赖→学业焦虑 0.148 46.250% [0.042, 0.255] 

 总中介效应 0.172 53.750% [0.123, 0.224] 

间接效应 社交媒体依赖→睡眠质量问题→学业焦虑 0.053 16.563% [0.016, 0.091] 

 社交媒体依赖→同伴关系→学业焦虑 0.088 27.500% [0.049, 0.134] 

 社交媒体依赖→睡眠质量问题→同伴关系均分→学业焦虑 0.031 9.687% [0.014, 0.051] 

4. 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社交媒体依赖、睡眠质量问题、同伴关系和学业焦虑这四个变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

相关关系(p < 0.01)，这意味着它们彼此间都相互影响。在中介后，社交媒体依赖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学

业焦虑程度，验证了假设 1；睡眠质量问题和同伴关系在社交媒体依赖和睡眠质量问题之间起到链式中

介作用，验证了假设 2。 

4.1. 社交媒体依赖对学业焦虑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依赖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学业焦虑中的学业焦虑强烈程度。研究已证明过度使用

社交媒体会造成青少年的学业焦虑(Keles et al., 2020)。有研究者认为过度使用社交媒体会使人们将过多的

时间和精力花费在网络使用中，忽略了学业任务，造成了学业焦虑，因此过度使用网络软件是导致学业

压力的原因(D’Souza et al., 2018)。通过移动社交媒体 APP，人们可以满足诸如休闲娱乐、信息获取、互

动交流等各种需要。随着现实生活的需要，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也配备了手机。然而，对于青少年来说，

由于心智尚不成熟，部分青少年用户不可避免地过度使用社交媒体，但他们也清楚，身为学生，学业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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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应该放在第一位的。不可控制的使用社交媒体会导致他们一边沉溺在社交网络中，一边担心学业，从

而导致了学业焦虑。 

4.2. 睡眠质量问题和同伴关系的链式中介作用 

柳慧萍等(2023)的研究指出，的社交媒体依赖倾向能够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的睡眠障碍。原因可能是

过度使用社交媒体会导致认知觉醒过高、睡眠节律紊乱、睡眠时间被挤占等，从而破坏睡眠质量(Chang et 
al., 2015; You et al., 2020)。研究证明，睡眠质量差显著负向预测人际关系(李希雅，葛明贵，2022)。这可

能是因为睡不好带来的日间功能损害有可能诱发抑郁心境，也会对人际交往，同伴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黄杰(2016)的研究指出，同伴关系会对青少年学业情绪产生显著影响。原因可能是学生之间形成良好的同

伴关系可以提高学生对学习任务的积极性，同伴之间互相讨论可以提高学生对学业任务的价值感和控制

感。同时，良好的同伴关系有利于让学生将注意力更多的集中在学习上，从而促进学生积极学业情绪的

发展，减少学业焦虑等负面情绪。 

4.3. 研究不足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利用问卷星平台发布问卷可能会产生的抽样偏差会影响社交媒体

依赖、睡眠质量问题、同伴关系和学业焦虑的判断，后续研究在抽样上应更加规范。其次，其次，社交

媒体依赖和学业焦虑之间也可能存在更为复杂的关系，本研究仅采用横断研究的方法初步考察了社交媒

体依赖对学业焦虑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未来可采用纵向研究等方法，揭示其中可能存在的更为

复杂的关系。最后，本研究探索了睡眠质量问题和同伴关系的中介作用，但社交媒体依赖导致学业焦虑

低的原因可能更复杂，还存在其他变量的中介与调节作用，之后的研究应更多地揭示这些关系及作用机

制，有助于更加全面理解社交媒体依赖和学业焦虑的关系，从而更好地减少青少年学业焦虑。 

5. 结论 

社交媒体依赖、睡眠质量问题、同伴关系、学业焦虑两两显著相关。社交媒体依赖与学业焦虑显著

正相关，与睡眠质量问题显著正相关，和同伴关系显著负相关；睡眠质量问题与同伴关系显著负相关，

与学业焦虑显著正相关；同伴关系与学业焦虑显著负相关。睡眠质量问题和同伴关系不仅可以在社交媒

体依赖和学业焦虑之间起单独的中介作用，还可以在两者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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