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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指个体因长时间和高强度使用社交网络，导致进一步不可控制地在社交网络中投入

时间和精力，并带来以心理苦恼和生理不适反应为特征的消极后果。它引起的健康问题与社会问题已成

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由于青少年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的严峻形势，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

展了关于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影响因素的探究，包括影响因素的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的研究。对青少年

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的影响因素进行梳理和综述，可为教育者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预防和干预青少年问

题性社交网络使用，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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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blematic Social Network Use (PSNU) refers to the individual’s prolonged and intense use of so-
cial networks, resulting in further uncontrollable investment of time and energy into social net-
works, accompanied by negative consequences characterized by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nd phys-
ical discomfort. The health and social issues it causes have become a major concern for all se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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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ociety. Due to the severe situation of PSNU among teenager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re-
searchers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have conducted research into the factors influ-
encing problematic social network use, including studies on the antecedent and outcome variables 
of these factors. Reviewing and summariz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SNU among adolescents 
can provide educators with a reference for taking targeted measures to prevent and intervene in 
this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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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的概念内涵 

社交网络是 web2.0 时代为大众提供社会网络服务的典型媒介，自诞生以来迅速普及，成为人们广泛

使用的人际交往平台。无论是国外的 Facebook、MySpace、Instagram，还是国内的微信、QQ、微博，每

个地区都有一种或几种被广泛使用的社交平台。人们在社交网络上分享生活、交流经验、自我展示，甚

至还应用于日常的学习和工作，成为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个体在使用社交网络时存在着一些潜

在风险，个人登录或使用社交网络的强烈动机，往往在社交网络上会过度地消耗时间，会伤害其在工作、

生活、学习中的情绪、心理状态和心理健康(周健锋，方杰，2021)。 
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是在问题性网络使用(Problematic internet use)概念上延伸出来的概念。使用者以

网络为媒介可以体验它不同的功能，例如网络游戏、网络购物、网络社交等。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作为

问题性网络使用的一种类型，既有问题性网络使用的一般特征和影响后果，又有其特殊性(Montag et al., 
2010)。在以往的研究中，一种观点倾向于认为过度使用社交网络所带来的消极后果只是轻度或是中度的，

虽然对个体的生理和心理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并不会引起个体情感、认知或是人格障碍，也并不符合网

络成瘾的精神病学标准，因此应当被称为“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Laconi, Vigouroux, Lafuente, & Cha-
brol, 2017)；另一种观点更倾向于认为过度使用社交网络会造成与网络成瘾相类似的后果，因此也可以把

这种行为称为“社交网络成瘾”(Kuss & Griffiths, 2012)。从研究结果来看，大多数的社交网络的过度使

用者只是由于使用时间过长或是使用不当，导致了心理不适与行为问题，与精神病学中定义的网络成瘾

行为还存在着很大差异(Laconi, Rodgers, & Chabrol, 2014)，即长时间使用社交网络，发展成为认知、情感

或人格障碍的使用者是极少的，这与成瘾之间有很大区别(姜永志等，2016)。 

2. 青少年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的前因变量 

目前很多学者的研究都集中在青少年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产生的影响因素即前因变量上，社交网络

所具备的特性(Pelling & White, 2009)、生物因素、个体因素、环境因素等都会对青少年问题性社交网络

使用产生重要影响。 

2.1. 社交网络因素 

因社交网络具备娱乐性、匿名性以及跨时间空间的便捷性，加速了网络社交方式的普及与推广，促

使青少年的社交方式由现实社交转为线上网络社交，极大方便了青少年个体与他人的沟通交流，网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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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与现实社交能够带给个体不同的社交体验。研究发现，青少年在享受社交网络的同时容易失去自控力

(牛更枫等，2016)，长时间沉浸于社交网络，由此引发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行为。 
另外，社交网络游戏角色扮演有三个典型的特点：互动性、情节性、永不停息，网络游戏本身的特

点对网游玩家有很强的吸引力，也由于其给网络游戏玩家们创造了一种可以表现自己的平台，从而获得

了许多玩家的青睐，尤其是青少年这一群体(闫峥等，2016)。 

2.2. 生物因素 

目前，很受关注的是从生物学视角对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的研究，因为神经生物学经常被作为解释

其他行为成瘾的基础。研究表明，成瘾行为发生时大脑组织结构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Volkow, Fowler & 
Wang, 2003)。基于其他生物学网络成瘾的研究和现状，有学者认为脑神经的生物机制可能也是问题性社

交网络使用的成因之一(姜永志等，2016)。 

2.3. 个体因素 

研究发现男性、未婚和低社会经济地位均是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的风险因素(施巍松等，2016)。可能

归因于男性比女性表现出更多的动机驱动经验，对社交网络给予的奖励和预测获得奖励更为敏感(Smith et 
al., 2013)。未婚个体缺乏亲密关系，会感受到较强的孤独感，而缺乏经济来源和工作不稳定的个体，可

能会把互联网作为一种虚拟替代品来应对生活中的压力事件(An et al., 2019)，因而更可能导致问题性社交

网络使用。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Lester et al., 1983)，每个个体都会有被尊重的需要，特别是当个体处于物

质条件丰富的现在，追求高自尊成为当代青少年必不可缺的心理需求。有研究指出，提升青少年的自尊

水平，有利于改善抑郁与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的问题(季益富，于欣，1999)。有些学者认为低自尊的青少

年更容易陷入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这类青少年更加倾向于使用社交网络来改善和提升自我形象，增强

自信，他们也更喜欢使用社交网络来建立和维持人际关系。低自尊可以显著预测个体的社交网络使用水

平，低自尊个体出现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的几率也较高(王卉卉，2019；Błachnio et al., 2016; Hawi & 
Samaha, 2017; Steinfield et al., 2008)。 

2.3.1. 人格因素 
人格特质是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的重要的内在因素，因此人格特质的测量有助于筛选和干预问题性

社交网络使用的潜在问题(Chang et al., 2020)。研究发现，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与述情障碍，神经质、精

神质、冲动性(特别是缺乏毅力)、高度回避伤害、追求新奇、奖励依赖和低合作性呈正相关，但与尽责性、

外向性、宜人性和谎言等特质呈负相关，并且具有跨文化一致性(Mak et al., 2021)。 
另外，研究发现自恋人格倾向的个体通过错失焦虑和积极自我呈现的中介作用对于青少年问题性社

交网络使用产生影响(姜永志，白晓丽，七十三，2020；姜永志，金荣，2018)。而且，抑郁型、自恋型、

冲动型、边缘型人格都是青少年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的重要预测变量(姜永志，金童林，2018)。 
大五人格作为网络成瘾的重要预测变量，被证明了在青少年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中也同样重要。例

如，在大五人格与青少年社交网络使用的关系研究中发现，神经质水平高的个体更倾向于使用社交网络

(Shahreki & Lee, 2024)；神经质人格可以直接正向预测青少年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张静等，2021)。研究

还发现大五人格中的宜人性、责任心、外倾性人格都与青少年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有关(Przepiorka, 
Bouman, & de Kwaadsteniet, 2021)。 

2.3.2. 动机因素 
基本心理需要因素能显著影响青少年对社交网络的使用程度(王泓懿，张珊珊，2023)。自我决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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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人类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时，个体能保持健康的状态并做出适应行为；而需要未被充分满足的个

体，就会发展出不适应的心理和行为倾向，以补偿这些满足受阻的心理需求(Ryan & Deci, 2000)，需求较

高的青少年会更倾向于使用社交网络来维系线上的社会关系(Iannone, McCarty, Branch, & Kelly, 2018)。 
青春期正处于自我意识高涨的飞跃期，青少年在发展过程中容易产生各种心理矛盾，如反抗性与依

赖性、勇敢与胆怯，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可帮助青少年解决心理矛盾，强化了该行为，进而促进了问题性

社交网络使用(刘勤学等，2011)。青少年由于心理需要得不到满足，会在网络中逃避现实或寻求个体发展

的心理需要，在趋近快乐和逃避痛苦的双重作用下，促进了青少年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 
青少年使用社交网络的动机也会预测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真实表达自己的个人情况和进行印象管

理是青少年使用社交网络的主要目的，在社交网络上进行自我呈现会得到他人积极的线上反馈，这一反

馈进一步强化了个体使用社交网站的行为，进而产生对社交网络的不合理使用倾向(姜永志等，2016)。 

2.3.3. 情绪因素 
青少年的消极情绪、社交焦虑、孤独感无聊感等是造成青少年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的重要原因。 
在消极情绪方面，消极情绪和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之间的关系似乎是相互的，具体表现为过度使用

互联网可能会增加个体社会孤立的程度，并可能导致抑郁。而生活压力和自卑也可能增加问题性社交网

络使用的风险(Tang et al., 2014)，特别是抑郁症患者(Wang et al., 2011)。研究发现，消极情绪通常会导致

青少年产生非适应性行为(杨慧芳，刘金花，2003)，并且会使个体产生非适应性认知，将社交网络看作是

逃避现实、缓解负面情绪的理想场所。同时，适应不良的青少年会表现更多的抑郁症状，这些青少年可

能容易沉迷于网络(Weinstein et al., 2015)。 
情绪调节功能失调的个体容易出现风险和强迫性行为，以及采用适应不良应对策略管理负面情绪

(Weinstein et al., 2015)。情绪调节在网络成瘾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Awan et al., 2022)。问题性社交网络

使用的青少年在接受负面情绪、控制冲动行为和获得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难(Quaglieri 
et al., 2020)。 

在社交焦虑方面，社交焦虑程度高的青少年，更倾向于通过社交网络与他人交流，其使用社交网络

的频率和强度会更高，更容易对社交网络产生依赖(滕雄程等，2021)。有社交焦虑的青少年会过度关注自

我的形象，在意他人的评价，一对一近距离交流或者在众多人群面前进行社交沟通都会使其感到紧张不

安，而社交网络的距离性、匿名性以及可以较自由塑造自我的角色等特质能减轻这种焦虑，这类人群可

能会倾向于过度使用社交网络来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这一需求得到满足后，青少年便可能会产生对社

交网络的依赖，严重的导致网络成瘾(Lee-Won et al., 2015)。也有研究发现，Facebook 问题性使用的程度

与青少年的社交焦虑显著正相关(Dempsey et al., 2019)。同时很多研究表明青少年错失焦虑的程度对于社

交网络的使用强度、社交媒体的自我控制失败甚至社交网络使用成瘾等都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陈必忠，

郑雪，2019；李巾英，马林，2019；Blackwell et al., 2017)。 
在孤独感无聊感方面，孤独感、无聊感较高的青少年也更可能频繁地使用社交网络来缓解自身的消

极情绪或打发时间(李笑燃等，2018)；进而更容易产生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的倾向。 
目前很多学者的研究都集中在青少年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产生的影响因素即前因变量的个体因素上，

已经产生了大量成熟的实证研究及有价值的理论体系，可以帮助解决青少年的问题性社交网络问题提供

理论和实践指导，同时可以为新兴研究领域提供参考基础。 

2.4. 环境因素 

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的环境影响因素主要有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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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家庭因素 
家庭环境是影响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的重要环境因素。温暖的家庭环境能预防青少年出现对社交网

络不合理使用行为，当父母对青少年的网络媒介使用进行监管时，那些采用自主支持的限制型监督方式

的父母，他们的孩子会降低自己使用社交网络的频率与时间(Hung et al., 2020)。相反，家庭功能弱化是青

少年产生行为问题的重要风险因素(Seth & Eugster, 2016)，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者与正常群体相比，其家

庭功能存在着某些缺陷或问题，负性家庭环境导致青少年身心发展受阻，根据“失补偿”假说青少年为

了恢复原来发展状态则可能会采用网络来进行弥补(高文斌，陈祉妍，2006)，同时青少年自我控制力不足，

较难合理掌控使用网络的时长和频率，这间接增加了问题性网络使用的危险性因素(殷俊凤，解昌国，2015)。
处在家庭成员频繁发生冲突的家庭氛围下，与父母之间存在不安全的依恋关系会使个体降低对自己的评

价，并且形成对社交网络的非适应性认知，因此更容易过度使用社交网络(Wang et al., 2011)。 

2.4.2. 学校因素 
学校是青少年学习与生活的主要场所，不良的校园环境会导致青少年产生内外化问题。在学校里同

学人际关系较差的学生手机成瘾更为严重(廖慧云等，2016)。社会支持系统较差的中学生更容易出现问题

性网络使用行为或倾向(贾丽媛等，2022)。还有研究表明，学校氛围对青少年问题性网络游戏使用有显著

的负向影响(朱键军等，2015)。也有研究者发现班级氛围与青少年问题性网络游戏使用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江莹等，2023)。 
同伴关系和社交技能是在学校环境中，影响青少年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的重要因素(安容瑾等，2020)。

同伴关系方面，个体在成长过程中如果缺失同伴的沟通交流，较差的同伴关系质量容易威胁个体的基本

心理需求，倾向于通过网络社交获取情感支持(Evans & Stanovich, 2013)，而且，不良的同伴交往会导致

青少年产生问题性网络社交网络使用的行为(朱颖贤等，2019)。青少年在现实生活中人际困扰程度越高、

友谊质量越低，越容易产生孤独感，并且更易造成心理疲劳，他们更易通过社交网络满足自己的心理需

要和缓解心理疲劳(张晓强，邱芬，2019)。社交技能方面，由于社交技能不足、社交自我效能感低和自卑

所导致社会适应能力不足的青少年，更倾向于在社交网络中满足自己的交往需要，因此青少年们问题性

社交网络使用倾向也越高。 

2.4.3. 社会因素 
研究表明，当个体未能被社会团体接纳时，其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的风险大大增加(徐碧波等，2018)，

社会排斥(Social Rejection)作为社会接纳的对立概念，是指受到不公平对待时感知到个体归属需求受阻的

过程(楚啸原等，2020)，研究发现，青少年个体遭到社会排斥后，未能满足其基本心理需要(徐碧波等，

2018)。缺失补偿假说指出，社会排斥等压力性事件会使个体寻求可以填补个体心理需求的资源，因社交

网络作为更加便捷的方式丰富了个体的心理资本，但长时期、高频率地通过社交网络补偿内心需求，增

加了个体的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行为。 
社会支持不足出现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的风险更高，青少年是处于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他们需要

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王秋英，2018)。然而，如果他们无法从社会环境中获得足够的社会支持，

就会感到孤独和无助，这可能会导致他们出现行为问题，如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等。 
目前很多学者的研究都集中在青少年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产生的影响因素即前因变量的环境因素上，

这些研究将有助于理解青少年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现象的外源机制，从而更好地帮助家庭、学校和社会

面对和解决这一当下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青少年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的众多前因变量，有助于帮助教育者采取有针对性的教育措施来预防青

少年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的问题，还有很多影响因素的前因正在研究和探索，今后可以做进一步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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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的结果变量 

近年来，社交网络的发展方兴未艾，5G、6G 的应用加上智能手机终端越来越强大的功能，都使得社

交网络使用问题在青少年群体中产生越来越严重的影响结果。 

3.1. 积极影响 

青少年在社交网络上可以满足自身的某些需求，也可以建立和维持人际关系(姜永志，白晓丽，刘勇，

2017；Vorderer et al., 2016)。研究指出，合理地使用移动社交网络使用可以提高青少年的人际交往技能、

幸福感、自尊水平等(Schmuck & Chli, 2019; Wang et al., 2011)，也可以缓解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

(Stockdale & Coyne, 2020)。 

3.2. 消极影响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作为技术革新和时代进步的产物，社交网络给人们带来了诸

多便利和好处。同时，青少年如果过度地沉迷于社交网络又会造成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的情况，严重者

更有可能会发展成社交网络成瘾。研究发现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会对青少年的生理和心理健康造成消

极影响，进而导致负性情绪、逃避和退缩行为、学业不良等问题。 

3.2.1. 生理健康 
青少年处在身体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本应多参加体育锻炼，而长时间沉迷于社交网络(刘致宏等，

2022)，出现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研究发现，除电脑和手机辐射伤害外，大脑神经持续处于高度兴奋状

态，导致学生体内激素水平失衡，免疫功能降低(Xanidis & Brignell, 2016)、视力下降、干眼症、畏光症(El 
Abiddine et al., 2022)、网球肘、神经官能症，并能引发心血管、胃肠功能等各种疾病(刘致宏等，2022)。 

由于长时间、高强度使用社交网络，会对青少年的睡眠造成影响。有研究发现，问题性社交网络使

用不仅会导致青少年白天嗜睡(Ferreira et al., 2017)，而且影响夜间睡眠时间和质量(Salehi, Pasha, Hosseini, 
Kheirkhah, & Bijani, 2023)，研究所得有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的美国青少年群体睡眠时间比群体少 1.3 倍

左右(Andreassen et al., 2019)。甚至还有些青少年是在睡前熄灯后继续使用社交网络，他们表现出更多的

抑郁、焦虑和嫉妒等消极情绪(Lemola et al., 2015)，不仅损害了生理健康，也严重危害了心理健康。 

3.2.2. 心理健康 
研究发现，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给青少年心理带来的消极影响要远大于对生理的影响(岡安孝弘，

2016)。 
一项研究，以青少年群体作为被试，研究发现 Facebook 成瘾水平高的个体会出现抑郁倾向(Wright et 

al., 2013)，而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能够预测网络成瘾(Wilson, Fornasier, & White, 2010)，所以问题性社交

网络使用也有导致抑郁倾向的风险。同时，研究发现，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所导致的心理病症不断攀升，

例如，导致青少年面对现实时产生更多的无力感、挫败感及暴力倾向(孙深彦，2014)，导致青少年奋斗目

标的缺失和人际关系的淡漠(张春良，2015)，导致青少年产生情感反应障碍、角色的自我分裂、人生观和

价值观扭曲等一系列问题。甚至，严重的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与青少年自杀、自伤行为密切相关(Liu et al., 
2022)。 

3.2.3. 生活方式 
对社会网络使用频率的消极影响。研究发现，那些存在问题性网络使用的青少年进行在线活动时，如

结识新朋友、寻求情感支持、社交和在线游戏比那些没有问题性网络使用的人更频繁(Morahan-Martin & 
Schumache, 2000)。同样，他们更喜欢使用电子邮件和网上冲浪，甚至是沉迷于此(Davis, 2002)。此外，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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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性网络使用者很难限制他们的上网时间(Young & Rogers, 1998)。 
对学业成绩的消极影响。研究发现，有些学生每周上网时间 20 小时以上，网上内容与学习无关的比

重高达 70%以上，上网游戏、聊天社交等已经成为生活的主要内容(谢坤语，2005)。问题性社交网络使

用的青少年可能无法将现实和虚构区分开来，社交网络的同时多任务处理，降低青少年的注意力，使他

们更难集中精力完成一项任务，导致青少年晚上睡眠时间更短，学习成绩更差(Hawi et al., 2018)。 
对人际交往的消极影响。研究发现，社交网络世界里的虚拟感影响着青少年的交往价值观念，如人

际信任、人际沟通能力、情感满足度、人际亲密度与恋爱关系(黄金娇等，2023)。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影

响青少年的恋爱关系(Arikewuyo et al., 2022)、初中生的同伴关系(姜永志，白晓丽，七十三，2020)。他们

只愿意在社交网络中发展人际关系，逐渐忽略现实生活中的家人、恋人、朋友等，久而久之影响人际交

往(Duvenage et al., 2020)。 
对自我评价的消极影响。研究发现，有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倾向的青少年会表现出更多消极的自我

评价。尤其是自卑心理的个体，他们长时间使用社交网络接触较多“他人比我好”的信息，可能会强化

对自己的负面评价(Feinstein et al., 2013)。 
综合现有的国内外研究来看，互联网飞速发展虽然极大提高了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但

也造成了令人担忧的副作用。以上是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对青少年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前因后果的分析和

论述，希望可以启发更多的研究者去深入地探索青少年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这一变量，以便于将来采取

更加针对性的教育措施去预防青少年产生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行为。但是还有很多影响因素正在研究和

探索，今后可以做进一步的补充。 

4. 已有研究的不足 

回顾以往的文献，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是近几年出现的概念，目前其概念界定、影响因素的前因变

量和结果变量的探索还处于初期。 
首先，众多的研究相对更加关注网络成瘾，而与具有精神疾病障碍(认知、情感、行为障碍)的病理性

网络成瘾相比，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更偏向非病的正常群体，它是一种认知行为的偏离正常，又达不到

诊断成瘾的标准。但是这种社会心理现象如果不加以调节和控制，任由其发展则可能会发展成病理性网

络成瘾，而对它的研究探讨相对较少。 
经过国内外研究者多方面探索研究，发现了大量影响青少年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的因素，国内的相

关研究还较薄弱、分散，而国外研究者对这一方面的研究相较于国内研究较为丰富，但是研究的系统性

和全面性仍需要进一步深入。综合来看，以往对于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的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中，很多

研究分别探讨人口统计学因素的影响，诸如性别、年龄、生源地、父母受教育程度等对青少年问题性网

络使用行为的影响；也有研究探讨个体内部因素的影响，多聚焦于个体的基本心理需要、对互联网的非

适应认知程度、错失恐惧、人格特质、自尊、控制感、亲子依恋、归属感、社交自我效能感、孤独感、

羞怯等对青少年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的影响；还有一些探讨外部因素的影响，诸如父母教养方式、家庭

环境、社会关系、父母心理控制、越轨同伴交往等对青少年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的影响。 
尽管，大量的以往研究已经说明了多种单一影响因素与青少年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之间的关系，但

还有一些方面存在不足。第一，以往研究同时考察人口统计学因素、个体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对青少年

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综合影响的研究较少，而生物生态学理论模型提出，个体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同时各种因素彼此之间也会相互作用，这些均会影响个体的行为(Bronfenbrenner & Evans, 2000)。第二，

以往研究很少将影响因素进行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的分类，这不利于研究者从具体某一方面来辨析青少

年问题性社交网络的影响因素，以及采取针对性的教育措施。第三，以往研究对于青少年问题性社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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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使用的影响因素缺乏深入探讨，例如，某种关系的影响机制是怎样的？这些因素对青少年问题性社交

网络的影响是否通过某一变量的中介作用来实现？这一过程是完全中介还是部分中介？同时在某一人口

学变量条件下，这一影响机制又是怎样的？等等。很多问题在近几年开始被多角度多方面地研究探讨，

但是研究还是不够系统、不够彻底。在未来的研究中，有必要综合考虑或深入考察其中复杂的关系。来

补充相关研究文献，这将产生丰富的实践价值和意义。 
就本研究综述而言，进步之处在于不仅综述了常见变量与青少年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之间的关系，

并对每个变量进行了合理的归类，将影响因素分为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不足之处在于，已有研究变量

的具体的影响机制，以及多个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还不明确，而且其他新变量对其影响尤为可知，未来

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本研究希望可以成为将来深入研究青少年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影响因素的部分基

础，以及帮助教育者预防和调控青少年问题性网络使用提供应对策略。 

5. 小结 

综合现有的国内外研究来看，互联网飞速发展虽然极大提高了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但

也造成了令人担忧的副作用。探究青少年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的影响因素(囊括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一

方面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基础，可以为后续进一步的研究这些因素与青少年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之间的

关系提供参考；另一方面可以帮助教育者采取有针对性的教育措施，预防青少年养成问题性网络使用的

行为习惯，同时可以为青少年问题性网络使用行为提供了可行性教育思路与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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