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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究心理灵活性与负性认知加工偏向的关系以及错失恐惧、自我损耗在二者之间的中介作用，采用接

纳与行动问卷第二版、错失恐惧量表、自我调节疲劳量表、负性认知加工偏向量表等对550名大学生进

行调查。结果表明：(1) 心理灵活性可以显著负向预测负性认知加工偏向；(2) 错失恐惧、自我损耗在

心理灵活性与负性认知加工偏向之间均起到部分中介作用；(3) 错失恐惧和自我损耗在心理灵活性与负

性认知加工偏向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研究结果对改善大学生负性认知加工偏向，以及提高大学生心理

健康水平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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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flexibility and negative cognitive processing bias,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fear of missing out and self-depletion between them, a sample of 588 post-
graduate students were recruited to complete the questionnaires on the Acceptance and Action 
Questionnaire-Second Edition, the Fear of Missing Out Scale, the Self-Regulatory Fatigue Scale and 
the Negative Cognitive Processing Bias Scal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psychological flexibility 
negatively predicts negative cognitive processing bias; (2) fear of missing out and self-depletion 
both played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psychological flexibility and negative cognitive pro-
cessing bias; (3) fear of missing out and self-depletion played a chain mediating role between them. 
The results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students’ negative cognitive processing bias and en-
hancing their mental health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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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发布的《“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中提出，“加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

加强对抑郁症、焦虑症等常见精神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的干预，提升心理健康素养。”一项 Meta 分析显

示，大学生抑郁症状的检出率为 24.71% (王蜜源等，2020)。大学生作为国家建设人才的重要储备力量，

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视。在日常生活中，即使面对同样的境遇和事件，不同的人都会有完全不同

的内心活动。一些个体往往倾向于对信息做出负面解释，也更容易注意到负面信息，这种负性认知加工

偏向对心理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因此，探讨大学生负性认知加工偏向产生的机制很有必要。目前，国内

关于负性认知加工偏向的研究相对较少，其研究对象多见于临床患者以及士兵军人群体，且相关研究大

都集中探讨负性认知加工偏向产生的后果，但鲜有研究对其产生的内在心理机制进行深入分析。 
负性认知加工偏向是指个体在信息加工过程中，对于负性信息存在加工偏好的一种认知特质(许珂等，

2022)，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负性注意偏向、负性记忆偏向、负性解释偏向和负性沉思偏向。具有负性

认知加工偏向的个体更容易拥有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闫晓钒等，2017)。而心理灵活性越高的个体产生

焦虑、抑郁等各种负性情绪的可能性越低(狄梦珞，2022)。由此来看，心理灵活性对于心理健康程度具有

一定的积极作用，而负性认知加工偏向会严重损害心理健康，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关联。 
心理灵活性是指个体在当下有意识地觉察、接纳所有经历过的事情，根据个人明确的价值引导采取

行动，灵活的选择改变或坚持行为(张炳坤等，2022)。心理灵活性水平较低的个体通常会持续关注自身的

情绪和行为，并倾向于采用僵化的解释方式和应对风格处理消极事件，同时会采用内部的、稳定的归因

方式对所经历事件进行解释，这可能使他们拥有较高的负性认知加工偏向水平。同时，心理灵活性与执

行功能密切相关，心理灵活性低的个体执行功能受损，无法有效地阻挡、清除工作记忆中的负性信息，

这会使他们陷入对负性信息的记忆和沉思，比如对于自己遭遇的不幸经历和产生的负性情绪及其前因后

果进行反复思索。因此，心理灵活性水平较低可能会导致负性认知加工偏向。据此提出假设 1：心理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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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负性认知加工偏向显著负相关。 
错失恐惧是指个体因为担心自己错过他人有意义的经历或有价值的信息而产生的一种弥散性的焦虑

(Przybylski et al., 2013)，是焦虑的一种亚型(柴唤友等，2018)。Przybylski 等人(2013)认为把错失恐惧看作

是由于心理需求没有被满足而引起的自我调节受损。研究表明，心理灵活性与焦虑情绪存在负相关关系

(张琳娜，褚成静，2018)。当心理灵活性水平较高时，个体能够专注于当下自身的生活，接纳所产生的负

性情绪，减少对他人信息的关注，从而降低错失恐惧。另一方面，认知图式理论认为，高焦虑特质的个

体具有歪曲的认知图式和自动思维(Beck, 2008)，他们在接收外界刺激和信息加工过程中对负性信息和威

胁性刺激更加敏感，注意时间更长且注意解除出现困难(曾佳佳等，2021)，并且倾向于对信息做出更多负

性解释，进而影响个体之后的行为反应。因此，错失恐惧水平较高的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更容易注意、

记忆负性消极的因素，表现出负性认知加工偏向。基于此提出假设 2：错失恐惧在心理灵活性与负性认知

加工偏向之间起中介作用。 
自我损耗是指个体进行自我控制时，消耗心理控制资源引起的执行功能下降的过程(谭树华等，2012)。

本研究中自我损耗是一种特质，自我损耗水平较高的个体自我控制资源不足，无法对消极信息进行有效

鉴别和筛查，将注意过分集中在消极信息、对事件的负性思索，造成对负性信息的注意抽离困难(叶友才，

2021)，引起负性认知加工偏向。心理灵活性作为一种保护因素，可以减少个体认知资源的损耗(岳鹏飞等，

2021)。心理灵活性高的个体将有限的自我控制资源用于调控自己的状态、情绪和行为，减少无关行为的

认知资源消耗，降低自我损耗水平。据此提出假设 3：自我损耗在心理灵活性与负性认知加工偏向之间起

中介作用。 
丁倩等人(2020)指出错失恐惧能够正向预测自我损耗。错失恐惧者具有强烈的想要知晓他人信息的

愿望，在情绪上常常处于一种焦虑状态，需要利用更多的自我控制资源来调节这种因担心错过他人信息

而产生的焦虑。个体长期处于这种情绪调控的状态会导致自我损耗水平较高。心理灵活性低的个体不能

充分地感知当下所处的情境，接纳所发生的事件，无法觉察到自己当下的内在感受与心境，将注意力倾

注于他人，担心错过他人有价值的信息，导致自我损耗，从而不能充分加工信息，引发负性认知加工偏

向。综上提出假设 4：错失恐惧和自我损耗在心理灵活性与负性认知加工偏向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取样方法，结合在线发放问卷的方式对各地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 550 份问卷，剔

除作答时间过短或过长、所有题目均选择同一选项以及测谎题回答错误的问卷后，回收有效问卷 508 份，

有效回收率为 92.36%。其中男生 150 人，女生 358 人。 

2.2. 研究工具 

2.2.1. 心理灵活性 
采用接纳与行动问卷第二版(曹静等，2013)测量心理灵活性，该量表共 7 个项目，采用 7 级计分，

1~7 分别表示“从未”到“总是”，均为反向计分，所有题目得分总和代表心理灵活性程度，分值越高，

代表心理灵活性水平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ʼs α 系数为 0.93。 

2.2.2. 自我损耗 
采用王利刚等人(2015)修订的用来评估自我损耗的自我调节疲劳量表中文版。量表共 16 个项目，包

括 3 个维度，分别为认知控制、情绪控制和行为控制，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1~5 分别表示“完全不符

合”到“完全符合”，其中第 1、2、5、9、11、14 题均为反向计分，所有题目得分总和代表自我损耗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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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分数越高表示自我损耗程度越严重。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ʼs α 系数为 0.92。 

2.2.3. 错失恐惧 
由 Przybylski 等人(2013)编制、李琦(2019)修订的错失恐惧量表中文版，该量表共 8 个项目，采用五

点计分，1~5 分别表示“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所有题目得分总和代表错失恐惧程度，分数越高，

代表错失恐惧程度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ʼs α 系数为 0.82。 

2.2.4. 负性认知加工偏向 
采用闫晓钒等人(2017)编制负性认知加工偏向量表，共 23 个项目，包括 4 个维度，分别为负性注意

偏向、负性记忆偏向、负性解释偏向和负性沉思偏向，采用四点计分，1~4 分别表示“完全不符合”到“完

全符合”，所有题目得分总和代表负性认知加工偏向程度，分数越高，负性认知加工偏向程度越高。本

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ʼs α 系数为 0.93。 

2.3.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23.0 统计分析软件对各变量进行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差异检验等；使用 SPSS 中宏程序

PROCESS 插件中的模型 6 进行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法进行检验，对所有测量的 54 个项目做未经旋转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发现，

产生了 9 个特征根值大于 1 的因子，最大因子方差解释率为 38.41%，小于 40%的一般经验标准，表明不

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各变量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对各变量得分进行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它们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系数如表 1 所示。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and correlation matrix for each variable (n = 508) 
表 1. 各变量描述行统计及相关矩阵(n = 508) 

变量 M ± SD 1 2 3 4 

心理灵活性 31.31 ± 9.63 1    

错失恐惧 23.38 ± 6.38 −0.63** 1   

自我损耗 41.06 ± 12.27 −0.77** 0.58** 1  

负性认知加工偏向 47.89 ± 12.60 −0.79** 0.69** 0.73** 1 

注：**p < 0.01。 

 
相关分析发现，心理灵活性与错失恐惧、自我损耗、负性认知加工偏向均呈显著负相关；错失恐惧

与自我损耗、负性认知加工偏向均呈显著正相关；自我损耗与负性认知加工偏向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各

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支持后续的中介效应检验。 

3.3. 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使用 Hayes 编写的 PROCESS 插件中的模型 6 对链式中介效应进行分析，控制了性别、年级、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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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生和生源地等人口学变量，采用偏差校正百分位数的 Bootstrap 法，重复抽样 5000 次，在 95%置信区

间下，对错失恐惧、自我损耗在心理灵活性和负性认知加工偏向间的链式中介作用进行检验。 
 

 
Figure 1. The chain mediation model of fear of missing out and self-depletion 
图 1. 错失恐惧和自我损耗的链式中介模型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心理灵活性不仅能通过错失恐惧和自我损耗的单独中介作用影响负性认知

加工偏向，还能通过错失恐惧→自我损耗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负性认知加工偏向，且中介效应的三条路

径的置信区间都不包含 0。 
 

Table 2. Mediation effect testing of fear of missing out and self-depletion 
表 2. 错失恐惧和自我损耗的中介效应检验 

路径 中介效应值 Boot SE Boot LLCI Boot ULCI 效果量(%) 

总效应 −0.792 0.028 −0.85 −0.74  

直接效应 −0.448 0.040 −0.53 −0.37 56.57 

总中介效应 −0.344 0.036 −0.41 −0.28 43.43 

链式中介效应 −0.023 0.007 −0.04 −0.01 6.69 

错失恐惧的中介效应 −0.177 0.026 −0.23 −0.13 51.45 

自我损耗的中介效应 −0.144 0.031 −0.21 −0.09 41.86 

 
具体路径如下：(1) 心理灵活性→错失恐惧→负性认知加工偏向(效应值为−0.177)；(2) 心理灵活性→

自我损耗→负性认知加工偏向(效应值为−0.144)；(3) 心理灵活性→错失恐惧→自我损耗→负性认知加工

偏向(效应值为−0.023)，链式中介效应占总间接效应的 6.69%。见表 2。据此建立变量关系模型，见图 1。 

4. 讨论 

4.1. 心理灵活性与负性认知加工偏向的关系 

研究结果显示，心理灵活性可以直接负向预测大学生的负性认知加工偏向，与以往研究一致(狄梦珞，

2022)，假设 1 成立。 
心理灵活性是心理健康重要的预测与保护因素。高水平心理灵活性的个体在应对负性事件时，能够

及时调整行为策略，以积极的方式应对压力，形成正性反馈(Leonidou et al., 2019)，从而缓解负性认知加

工偏向。根据 Gross 的情绪调节理论，认知重评(灵活调整对情境的解释)与更高的心理灵活性和情绪健康

相关。心理灵活性较低的个体，其情绪调节能力往往较为有限。这类个体更容易停留在对负性信息的记

忆和反复思考上。由于他们情绪弹性不足，更容易受到负性情绪的干扰，并且很难迅速从负性情绪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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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恢复过来(张敏，卢家楣，2013)，从而导致个体习惯性使用“反刍”或“灾难化”的策略，陷入负性认

知加工偏向的循环。同时，认知行为疗法(CBT)认为，通过修正功能不良的认知图式，如挑战自动负性思

维，可以帮助个体发展更灵活的认知策略，提升心理灵活性。当具有较高的心理灵活性水平时，个体能

够开放地接纳当下体验，减少僵化的认知模式，降低对负面信息的关注和思索以及对负性信息的固着。

另一方面，负性认知加工偏向与杏仁核活动增强有密切的关系(张睿，2015)。心理灵活性高的个体能够更

加客观地看待所发生的事件，接纳所产生的情绪感受，弱化对负性情绪刺激的感知，使杏仁核活动减弱

(万雨霞等，2023)，对负性认知加工偏向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心理灵活性低的大学生在面临学业任务、

人际关系、职业选择等压力时更容易产生并沉浸于负性情绪，这会使他们过度关注消极的信息而忽略积

极的信息，引起负性认知加工偏向。 

4.2. 错失恐惧的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错失恐惧在心理灵活性对负性认知加工偏向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假设 2 成立。

心理灵活性高的个体在面对生活中的问题和困难时，不会逃避和抗拒，更多的是接纳现实的存在，寻找

解决问题的方式。因而在面临难题时，会将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而不过分关心他人信息，产生错失恐惧

的可能性更小。而心理灵活性低的个体在社交情境中产生负性情绪和心理压力时，更可能会采取经验性

回避，从网络中寻求释放。个体越是将注意力和精力放在他人身上就越容易引起错失恐惧。根据心境一

致性理论，个体在错失恐惧这种负性情绪中，更容易注意到负面信息，产生负性认知加工偏向。此外，

错失恐惧者常常害怕错过与他人相关的信息，因而对社交媒体具有一定的依赖性，这种依赖会对其睡眠

造成不利影响(Scott & Woods, 2018)。研究表明，睡眠质量差的个体，往往用消极的思维看待事物，也更

容易产生负面情绪(Gregory & Sadeh, 2012)。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下，个体会逐渐形成负性认知加工偏向。 

4.3. 自我损耗的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自我损耗在心理灵活性对负性认知加工偏向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假设 3 成立。

自我控制力量模型认为，自我控制资源是决定个体自我损耗和自我控制的关键(Baumeister et al., 2007)。
心理灵活性高的个体能够减少无关行为的认知资源的消耗，将有限的心理资源分配到感兴趣并与自己价

值观相一致的活动上。因此，提高心理灵活性能帮助个体恢复损耗的资源，增强认知控制能力，个体更

容易从负性思维中转移(张晓鸣等，2020)，从而缓解负性认知加工偏向。反之，心理灵活性越低的个体其

负性情绪水平越高，个体会耗费大量的认知资源去应对生活中的压力，调节负性情绪，引起自我损耗。

自我损耗水平较高的个体无法对负性情绪进行及时地调节，造成负性情绪积累，产生更多消极心理，个

体在消极的情绪状态下对消极刺激的识别更敏感(Berkman & Miller-Ziegler, 2012)，也更容易提取负性记

忆，表现出负性认知加工偏向。 

4.4. 错失恐惧、自我损耗的链式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心理灵活性可以通过影响个体的错失恐惧进而影响其自我损耗的链式中介效应对大

学生的负性认知加工偏向发挥作用，这与以往的研究是一致的(李文福等，2022)，假设 4 成立。错失恐惧

驱使个体频繁关注社交媒体或社交动态，这种高强度的注意投入需要消耗大量自我调节资源，导致自我

损耗，个体更易陷入自动化的负性认知加工偏向。同时，错失恐惧本质上是一种弥散性的焦虑，个体在

调节这种负性情绪时会消耗更多的认知资源，因此，高水平的错失恐惧会引起高水平的自我损耗。心理

灵活性不足的个体无法接纳不确定性或负面情绪，产生对错失他人相关信息的过度担忧，而持续监控社

交信息消耗心理资源会引发认知资源损耗，削弱认知控制能力，负性图式容易被激活，表现为对威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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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注意偏向、记忆偏好和灾难化解释，导致负性认知加工偏向。此外，错失恐惧会降低个体的睡眠质

量，而睡眠是个体资源恢复的关键过程(林瑶等，2023)。根据 Baumeister 的有限自制力理论，心理灵活性

高的个体能够迅速将注意力从焦虑情绪中转移，更加专注自己的当下生活，减少对他人的信息的关注，

有利于调节错失恐惧，从而使个体可利用的自我控制资源增多，个体可以更加有效地辨别、筛选环境中

的刺激信息，将注意力从负性刺激信息、负性记忆信息上转移，降低负性认知加工偏向。 

4.5. 不足与展望 

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第一，由于采用问卷法进行调查以及横断研究的思路探讨问题，研究无法进

行确切的因果关系的推断。未来可以采用实验法，整合神经科学技术，如通过 fMRI 探讨心理灵活性影响

负性认知加工偏向的内在神经基础，或采用纵向追踪的方式，通过多个时间点的重复测量，构建动态结

构方程模型。第二，被试对问卷的作答往往会受到社会赞许效应的影响，这会使研究结果产生一定的误

差。未来可以结合访谈法或加入他评类测验以增强数据的客观性。第三，研究对象为大学生群体，结果

可能难以推广到其他群体中。大学生群体处于成年早期过渡阶段，其认知模式、情绪调节策略和社会角

色都具有阶段性特征，因此，研究结论可能无法类推至其他发展阶段群体中去。未来可以扩大研究对象

的范围，构建分层抽样框架，比较不同发展阶段群体的认知加工特点，从而能够更精准地进行干预。 

5. 结论 

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 心理灵活性可以显著负向预测负性认知加工偏向；(2) 错失恐惧、自我损耗

在心理灵活性与负性认知加工偏向之间均起到部分中介作用；(3) 错失恐惧和自我损耗在心理灵活性与

负性认知加工偏向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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