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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采用父母低头行为量表、孤独感量表、拒绝敏感性量表和Liebowitz社交焦虑量表对湖南省450名
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考察父母低头行为对大学生孤独感的影响以及拒绝敏感性和社交焦虑的作用。结

果：1) 父母低头行为、拒绝敏感性、社交焦虑和孤独感之间两两呈正相关；2) 拒绝敏感性、社交焦虑

在父母低头行为和大学生孤独感中起并行中介作用。结论：父母低头行为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孤独

感，且拒绝敏感性和社交焦虑在父母低头行为和大学生孤独感的关系间起并行中介作用。 
 

关键词 

父母低头行为，拒绝敏感性，社交焦虑，孤独感 
 

 

The Effect of Parental Phubbing on College 
Students’ Loneliness: A Parallel Mediating 
Role of Rejection Sensitivity and Social  
Anxiety 

Sihui She1,2, Shaolei Liu2* 
1School of Psychology,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2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Hengyang Hunan 
 
Received: Aug. 8th, 2024; accepted: Sep. 3rd, 2024; published: Sep. 14th, 2024 

 
 

 
Abstract 
Objective: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450 college students in Hunan Province 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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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rental Phubbing Scale, Loneliness Scale, Refusal Sensitivity Scale, and Liebowitz Social Anxiety 
Scale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parental phubbing on college students’ loneliness and the effects 
of refusal sensitivity and social anxiety. Result: 1) There is a pairwis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arental phubbing, rejection sensitivity, social anxiety, and loneliness. 2) Rejection sensitivity and 
social anxiety play a parallel mediating role in parental phubbing and loneliness among college stu-
dents. Conclusion: parental phubbing can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predict college students’ loneli-
ness, and rejection sensitivity and social anxiety play a parallel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phubbing and college students’ lonel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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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孤独感在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常源于个体社会需求与人际关系的失衡。研究表明，20 岁是孤独体

验的第一个高峰期(Lee et al., 2019)。大多数大学生都曾体验过孤独感，而长期体验到孤独感的大学生会

遭受到危害。相关研究表明，孤独感会导致害羞、抑郁、焦虑等情绪(张慧如等，2024)。此外，许多研究

也表明，大学生孤独感可能会导致一些问题行为。例如，孤独感被证实能够显著地正向预测大学生的自

杀意念(赵丹等，2023)。不仅如此，孤独感在大学生手机成瘾的形成中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具体表

现为孤独感的得分越高，大学生倾向于展现出更为严重的手机成瘾行为(王亚可等，2023)。由此可见孤独

感对大学生的发展存在许多影响，因此对大学生孤独感进行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普及和深入应用，人们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便利，然而，这也伴随着一系列新兴

社会问题的出现。因过度使用手机而忽略身边的人和事的现象随处可见，该现象称为“低头行为”。在

亲子交流的场景中，当父母过度依赖或沉浸于手机使用时，我们称之为“父母低头行为”(姜倩云等，2021)。
根据生态环境系统理论，家庭环境被视为个体成长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其对个体的影响是深远且潜

移默化的。父母长时间关注手机，与孩子的交往减少，忽略了孩子的需求，会削弱亲子之间的情感连接，

难以形成良好的依恋关系。根据依恋的内部工作模型，早期与父母的依恋关系及互动过程形成了个体稳

定的人际预期。与此同时，多项研究表明，高依恋焦虑的个体容易产生更高的孤独感(Shaver & Mikulincer, 
2007；张裕鼎，徐碧波，2014)。因此可以提出本研究的假设 1：父母低头行为可以正向预测大学生孤独

感。 
拒绝敏感性是对拒绝的焦虑预期、准备性知觉的过度反应。具有这种特质的个体，往往更容易陷入

心理困扰。多项研究表明，拒绝敏感性在孤独感的形成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郑志怀等，2019；赵丹等，

2023)。高拒绝敏感性的个体更容易深刻体验到孤独感，这种孤独感相较于他人更为强烈。高人际敏感性

(包括拒绝敏感性)的个体，出于对负性评价的恐惧，倾向于采用防御性的交往策略，这种策略不仅影响了

他们的社交互动，还导致了社交质量的下降，从而产生孤独感。而父母过度使用手机的行为，会增加忽

视与拒绝孩子的频率(Romero-Canyas et al., 2010)。由此可提出本研究的假设 2：拒绝敏感性在父母低头行

为和大学生孤独感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社交焦虑是指在社会交往中，由想象的或真实的社交情景引起的强烈的紧张不安、苦恼的情绪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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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回避社会交往的行为倾向(Lee-Won et al., 2015)。有研究表明社交焦虑会使得孤独感体验上升(李文辉等，

2024)。社交焦虑的个体有回避和退缩行为，难以建立正常的社会交往关系，个体感到人际关系的缺乏，

进而产生孤独感。此外，父母总是低头玩手机忽视孩子，会导致家庭亲密度较低。家庭亲密度能够负向

预测社交焦虑(刘海东等，2023)。生活在家庭亲密度较低环境下的个体更容易产生社交焦虑。由此可以提

出本研究的假设 3，社交焦虑在父母低头行为和大学生孤独感中起中介作用。 
综上，本研究选择拒绝敏感性、社交焦虑作为中介变量，父母低头行为作为自变量，孤独感为因变

量，探究四者之间的关系。通过这一研究，我们期望能明确影响孤独感的路径，同时希望通过本研究使

父母意识到低头行为对大学生孤独感的负面影响，纠正其低头行为，缓解大学生的孤独感。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本研究以湖南某高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取方便抽样的方式进行调查研究，共发放 450 份问卷，

在删除极端值和无效问卷后，共回收问卷 408 份，有效回收率约为 90.6%，其中男生 95 份，女生 313 份。 

2.2. 方法 

2.2.1. 父母低头行为量表 
本研究采用丁倩等人修订的父母低头行为量表，该量表共包括 9 个项目，其中 1 个条目(第 7 题)采

用反向计分方式(丁倩，王兆琪，2022)。量表采用李克特 5 级评分制，量表总分越高，父母低头行为现象

越显著。在本项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0。 

2.2.2. 孤独感量表 
本研究采用 Russel 等人编制的孤独感问卷(Russell et al., 1978)，该问卷由 20 个条目构成，其中 9 个

条目(第 1, 5, 9, 10, 15, 16, 19, 20 题)采用反向计分方式。量表采用李克特 4 级评分制，总分越高则表明被

试者感受到的孤独感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0。 

2.2.3. 拒绝敏感性量表 
本研究采用李霞等人修订的拒绝敏感性量表拒，该量表共包含 18 个项目，其中 6 个条目(分别为 1, 

2, 4, 9, 10, 17 和 18)采用了反向计分方式(李霞，2007)。量表采用了李克特 5 级评分制，总分越高，则表

明个体的拒绝敏感性也越强。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3。 

2.2.4. Liebowitz 社交焦虑量表 
本研究采用 Liebowitz 等人编制的 Liebowitz 社交焦虑量表，该量表共 24 题，包括“恐惧或焦虑”和

“回避”两个维度(Liebowitz, 1987)。量表采用了李克特 4 级评分制，总分越高，则表明个体的社交焦虑

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4。 

2.3. 统计处理 

本研究采用 SPSS 26.0 软件对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 t 检验、相关分

析，并用 PRCESS v3.3 的模型 4 对拒绝敏感性和社交焦虑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表明，本研究生成的特征根大于 1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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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共 25 个，且第一个因子方差解释度为 19.33%，小于 40%，故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3.2.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采用皮尔逊相关分析，探究父母低头行为、拒绝敏感性、社交焦虑及孤独感的相关关系，结果如表 1
所示。 

 
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variables 
表 1.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变量 父母低头行为 拒绝敏感性 社交焦虑 孤独感 

父母低头行为 1    

拒绝敏感性 0.23** 1   

社交焦虑 0.14** 0.46** 1  

孤独感 0.21** 0.43** 0.46** 1 

注：***p < 0.001，**p < 0.01，*p < 0.05；下同。 

 
父母低头行为与拒绝敏感性(r = 0.23, p < 0.01)、社交焦虑(r = 0.14, p < 0.01)、孤独感(r = 0.21, p < 0.01)

成显著正相关。社交焦虑与拒绝敏感性(r = 0.46, p < 0.01)成显著正相关。孤独感与拒绝敏感性(r = 0.43, p 
< 0.01)、社交焦虑(r = 0.46, p < 0.01)成显著正相关。 

3.3. 并行中介作用检验 

利用 PROCESS 插件中的模型 4 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 
 
Table 2. Tests of the mediation model 
表 2. 中介模型检验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拟合指标 系数显著性 

  R2 F t β 

孤独感 父母低头行为 0.04 17.85*** 4.23*** 0.33 

拒绝敏感性 父母低头行为 0.05 21.89*** 4.68*** 0.43 

社交焦虑 父母低头行为 0.02 21.89* 2.92* 0.63 

孤独感 

拒绝敏感性 

0.28 53.47*** 

5.53*** 0.22 

社交焦虑 6.49*** 0.13 

父母低头行为 2.31* 0.16 

 
父母低头行为可以正向预测孤独感(β = 0.33, t = 4.23, p < 0.001)；父母低头行为可以正向预测拒绝敏

感性(β = 0.43, t = 4.68, p < 0.001)；父母低头行为可以正向预测社交焦虑(β = 0.63, t = 2.92, p < 0.05)；将父

母低头行为、拒绝敏感性、社交焦虑一起纳入回归方程，结果表明，父母低头行为对孤独感作用显著(β = 
0.16, t = 2.31, p < 0.05)；拒绝敏感性能显著正向预测孤独感(β = 0.22, t = 5.35, p < 0.001)；社交焦虑能显著

正向预测孤独感(β = 0.13, t = 6.94, p < 0.001)。 
此外，如表 3 所示，拒绝敏感性的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 95%的置信区间为[0.05, 0.15]，不包括 0，且

中介效应值为 0.09，占总效应的 27%，说明拒绝敏感性在父母低头行为与大学生孤独感中起部分中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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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社交焦虑的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 95% 的置信区间为[0.02, 0.14]，不包括 0，且中介效应值为 0.07，
占总效应的 21%，说明社交焦虑在父母低头行为与大学生孤独感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模型见图 1。 
 
Table 3. Decomposition of total effect, direct effect and mediating effect 
表 3. 总效应、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分解表 

效应类型 效应值 Boot 标准误 BootCI 下限 BootCI 上限 相对效应值 

总效应 0.33 0.79 0.18 0.49  

直接效应 0.16 0.07 0.02 0.30 48.48% 

拒绝敏感性 0.09 0.27 0.05 0.15 27.27% 

社交焦虑 0.08 0.03 0.02 0.14 24.24% 

 

 
Figure 1. Parallel mediation model diagram 
图 1. 并行中介模型图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父母低头行为可以正向预测大学生孤独感，拒绝敏感性和社交焦虑发挥并行中介作用，

为预防大学生孤独感提供了理论支撑。 
首先，本研究发现父母低头行为不仅与大学生孤独感之间存在显著相关，而且父母低头行为可以直

接正向预测大学生孤独感。这说明父母的低头行为越严重，大学生的孤独感体验更强烈。这一结果与

Pancani 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Pancani et al., 2021)。个体被重要他人排斥在外会增加个体的孤独感体验，

父母低头看手机而忽视孩子、无法给予及时的情感反应或者以不耐烦的态度给予回应，会让个体觉得父

母不喜欢自己，个体倾向于将父母的这一行为解读为对自身的排斥，产生社会排斥的体验，进而产出孤

独感(邵蕾等，2020)。因此，为了降低大学生的孤独感体验，使个体健康成长，父母应该合理使用手机，

多和孩子交流，满足孩子的需求，让孩子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减少孤独感体验，促进个体的身心健康。 
其次，本研究发现拒绝敏感性在父母低头行为与大学生孤独感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研究验证了假设

2。具体来说，首先，父母低头行为正向预测拒绝敏感性。在亲子互动过程中，父母长时间低头玩手机，

对孩子的情感回应较少，使孩子体验到更多的拒绝。孩子体验到较多的拒绝，就会发展出对拒绝的敏感

性。此外，新精神理论认为，经历过重要照顾者的拒绝的个体可能会对拒绝和关系中的不安全感产生更

高的敏感性(郭瑞，吴晶琳，2016)。与此同时，拒绝敏感性可以正向预测大学生孤独感。个体将拒绝体验

内化之后，高拒绝敏感性的个体容易将模糊的社交线索当作拒绝来处理，从而影响人际关系，进而会增

强孤独感体验(Watson & Nesdale, 2012)。该研究结果提示要重视大学生的拒绝敏感性在父母低头行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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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孤独感关系中的作用。父母应该积极回应孩子的情感需求，减少其被拒绝的体验，形成安全型的

依恋关系，以降低孩子的拒绝敏感性，从而减少孤独感体验。此外，学校和心理工作者要帮助学生降低

他们的拒绝敏感性，为学生提供一个更加安全、支持和理解的环境，帮助他们克服挑战，实现全面的成

长和发展。 
最后，本研究发现社交焦虑在父母低头行为与大学生孤独感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研究验证了假设 3。

具体来说，首先，父母低头行为正向预测社交焦虑。在亲子交流中，如果父母频繁表现出于低头行为，

可能会加剧孩子感受到的排斥感，使其基本的情感需求无法得到充分的满足。这种情感缺失不仅会对孩

子的社会功能造成负面影响，还可能使那些频繁遭遇父母拒绝的个体在社交互动中产生恐惧，进而演变

为社交焦虑。其次社交焦虑可以正向预测大学生孤独感。社交焦虑的个体倾向于表现出消极的回避行为，

这种行为导致他们逐渐从社会交往中脱离，增加了独处的时间，减少了社交互动的频率，进而加剧了孤

独感的体验(王鑫等，2023)。该研究结果提示要重视大学生的社交焦虑在父母低头行为与大学生孤独感关

系中的作用。父母应该和孩子进行积极的互动，使得孩子能够习得良好的社交技能，提高自己的社交能

力，从而降低社交焦虑的水平。学校与教师应当积极倡导学生主动与朋友、家长进行交流，借此机会学

习如何有效地传达个人的情感以及解决所面临的挑战。此外，为了克服潜在的社交焦虑，学校与教师还

应指导学生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拓宽社交圈子，结识新朋友，从而逐步增强他们的社交技能与自信。 
本研究从拒绝敏感性和社交焦虑两个方面探讨了父母低头行为和大学生孤独感之间的关系，但还是

存在许多不足，首先本研究中，由于研究者资源有限，参与调查研究被试主要来自与湖南地区，其中男

女比例分布不均匀，这可能会使得研究结果的可推广性不足，未来有必要从不同地区收集样本重复本次

研究。其次研究揭示了拒绝敏感性和社交焦虑在父母低头行为与大学生孤独感之间的中介作用相对较小。

这意味着，父母的低头行为对大学生孤独感的影响主要来源于直接效应，而并非主要通过这两个中介变

量。因此，在这一影响链条中可能还存在其他尚未被识别的中介因素。最后，从研究方法上看，本研究

只采用了调查法，工作量略为单薄，如果未来条件允许，可以设计针对大学生孤独感的团体干预研究。 

5. 结论 

1) 父母低头行为能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孤独感。 
2) 拒绝敏感性、社交焦虑在父母低头行为和大学生孤独感之间起并行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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