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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背景下，社交网络因其便捷且多功能的服务，因此受到了大众的青睐，社交网络也

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青少年作为“网络原住民”，他们在享受着网络带来的诸多

便利与愉悦感时，也容易沉迷其中，青少年社交网络成瘾倾向也日益凸显，虽然国家和社会对青少年安

全上网日益重视，但学界对青少年社交网络成瘾倾向的研究较为缺乏。从概念、对象、测量、干预、对

策以及不足等方面，对国内中职生社交网络成瘾倾向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并进行小结和反思，希望促

进中职生社交网络成瘾倾向的相关研究，加大社会对中职生社交网络成瘾倾向的重视程度，更好地保护

青少年上网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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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ocial networks are favored by 
the public because of their convenient and multi-functional services, and social networks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people’s life. Teenagers as “network aborigines”, 
they enjoy the network brings many conveniences and pleasure, also easy to indulge, teenagers 
social network addiction tendency is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lthough the country and societ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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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enagers safe Internet growing attention, but the academic research of adolescent social network 
addiction tendency is lack. From the concept, object, measurement, intervention, countermeas-
ures and deficiencies, the domestic secondary students social network addiction tendency re-
search review, and summary and reflection, hope to promote secondary social network addiction 
tendency research, increase social attention of secondary students’ social network addiction ten-
dency, better protect teenagers Internet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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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交网络使用量的逐渐增加，社交网络成瘾问题也随之增加。在社交网络成瘾的概念尚未明确

确立的情况下，Jung 和 Kim 提出了“社交网络成瘾倾向”(SNS addiction proneness)一词，以表明对网络

人际关系的过度关注导致容忍和戒断，并干扰日常生活[1]。中职生群体相对特殊，他们大多数在中学阶

段成绩不理想，没有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对于个人发展比较迷茫和困惑，感知获得的社会支持较少，

自我认可程度较低。同时面对社会要求，家长期望和专业发展的压力，对比自身现实状况，若不能得到

外界的支持、理解和帮助，他们往往会因差距而产生不安、烦躁、压抑等情绪。网络成为其缓解压力、

降低消极情绪和暂时逃脱现实环境的途径之一。这一年龄阶段的学生由于身心发展的受限性，他们不能

很好地管理自我行为，使用社交网络满足需求的同时，容易陷入其中而无法及时抽离，导致了问题性使

用这一状况，严重时可发展为网络成瘾。 

2. 社交网络成瘾倾向理论探讨 

2.1. 关于社交网络成瘾倾向的界定和表现 

社交网络成瘾倾向代表着个体变成社交网络成瘾的可能性，相对于社交网络成瘾已经对个体的社会

功能产生了影响，大部分个体对社交网络的依赖程度并未达到 Kuss 等人所界定的六个方面[2]，因此只是

存在社交网络成瘾的倾向。王晓静对社交网络成瘾倾向做出操作性定义，即：个体不顾可能产生的消极

结果而强迫性地使用社交网络，其情绪被社交网络影响，在不能获取或者被限制使用社交网络时会产生

消极情绪[3]。有社交网络成瘾倾向的个体会出现：(1) 情绪改变，个体在使用社交网络时会体验到更多

的积极情绪。(2) 强迫使用，个体难以控制社交网络的使用并且影响到正常的生活，例如长时间线上社交

影响正常的作息时间。(3) 适应困难，个体长期通过网络进行社交导致与现实中的事件人物发生冲突，导

致各种社会功能受损和情绪、行为问题，例如青少年常有的因为手机问题与家长、老师发生冲突。此外

王萍等人提出：社交网络成瘾倾向包括了网络成瘾的核心症状(反复使用、戒断症状)和与之产生的相关后

果(失眠、孤独、抑郁情绪等) [4]。由此可见，具有社交网络成瘾倾向的个体也会消耗大量时间精力在线

上社交、关注他人动态、出现适应性困难，但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成瘾”者所具有的耐受性和戒断后产

生的躯体和心理障碍。但作为一个类似于“潜伏期”的阶段，存在社交网络倾向的个体若没有及时地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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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很可能会朝着成瘾方向发展。 

2.2. 引起社交网络成瘾倾向的对象 

由于社交网络成瘾倾向这个概念被提出的时间较短，目前的相关研究较少。但现有研究结果均显示：

社交网络成瘾倾向与上网时间呈显著正相关。王昊的研究结果显示：在人口学方面，女生社交网络成瘾

倾向得分要显著高于男生；居住地在农村的大学生成瘾倾向得分要显著高于居住地在城镇的大学生。结

果同时指出：大学生的错失恐惧水平与社交网络成瘾倾向呈现显著正相关，并且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5]。此外，王晓静的研究结果发现：在人口学方面，女生社交网络成瘾倾向得分要显著高于男生而居住

地间无显著差异，同时指出：大学生社交网络成瘾倾向与孤独感水平呈显著正相关；社交网络成瘾倾向

的个体也表现出更高水平的网络道德情感水平[3]。 
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通过微信、QQ、微博等社交网络软件进行交流，社交网络提供

的便捷且多功能的服务，使学生足不出户就可以同时实现与多个地区的多个他人进行互动，降低了人际

交往成本。同时线上交流的方式减轻了面对面交流的紧张、尴尬情绪，特别是对于有社交恐惧症、人际

关系不良问题的学生来说，社交网络的出现弥补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流需求[6]。根据中国互联

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 42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大学生基本上至少有一个

社交网络账户，是使用社交网络较为频繁的群体[7] 1；第 45 次《报告》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网民规模

达 9.04 亿，学生占比为 26.9%，在整体人群中占比最大 2；第 47 次《报告》数据显示：在我国网民群体

中，学生最多，占比为 21.0% 3，中国网民规模和学生占比两项数据较上一年度持续增长，学生已然成为

网络使用的最大规模群体。 
《2020 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中职学生互联网普及率最高，且花费在社

交网络的时间高于其他学历段的未成年人。中职生的升学压力较小，对其手机监管相对宽松。但过度使

用社交媒体，对身心健康会产生极为不良的影响[8] [9]。因此了解中职生社交网络成瘾的核心症状，有助

于快速识别成瘾或即将成瘾个体，及时防范，精准干预。 

3. 社交网络成瘾倾向的测量 

目前国内的有关社交网络成瘾倾向的测量工具较少，还处于编制、修订当中。王晓静认为当前测量

社交网络成瘾的工具更多的是基于某个特定的社交软件，例如脸书或者推特，因此需要一个不受社交平

台限制、可以通用于测量大学生社交网络成瘾倾向的问卷，筛查出有严重成瘾倾向的学生，她利用开放

式调查收集到过度使用社交网络会对大学生的学习及生活造成影响，同时采用 Young 的网络成瘾量表作

为后续的校标问卷，产出了《大学生社交网络成瘾倾向问卷》[10]。该问卷从初始 22 个题目删减至最终

的 18 个题目，涉及三个维度：情绪改变(7 道)、强迫性(5 道)、社会适应性(6 道)，所有题目均采用 5 点

评分方式，得分越高代表越符合题目描述的情况。问卷各维度的 Cronbach’s α系数在 0.739~0.859 之间，

总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6，信度良好。该问卷已被国内多位学者采用，王昊使用该量表探究中国大学

生错失恐惧与社交网络成瘾倾向间的关系，该研究中此问卷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53 [5]。此外，王

萍等人在前人研究上，编制了《中学生社交网络成瘾倾向量表》。该量表包括 26 个题目，涉及社交网络

成瘾行为和导致的症状结果，所有题目均采用 4 点评分方式，得分越高代表越符合题目描述的情况，成

为社交网络成瘾的可能性越大[4]。由此可见，对于社交网络成瘾倾向的测量工具还有待继续开发，其对

后续筛查、预防社交网络成瘾有着重要意义。 

 

 

1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2018). 第 42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2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2020). 第 4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3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2021). 第 47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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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交网络成瘾倾向的干预方法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包括社交网络成瘾在内的所有成瘾都有不良后果。因此，对于成瘾者的干预是

极为重要和迫切的。有关网络成瘾的治疗方法被证明对其他成瘾行为有效，在治疗社交网络成瘾时也可

能很有效[11] [12] [13]。 
一些关于其他行为成瘾治疗的研究是基于认知行为疗法[11]。某些认知行为治疗技术也被推荐用于治

疗网络成瘾[10] [14]。这种方法包括探索心理过程，关注成瘾者如何感知、记忆、思考和讲话，以及如何

解决问题。关于社交网络及其产生的力量功能失调的认知被重新定义和重建。因此，调节想法和思维来

应对情绪上的不适和需求。 
已有研究结果显示，中职生的自我效能感和成就动机水平普遍偏低，面对问题时倾向于采用消极的

应对方式[15] [16]。研究者对不同干预方法进行比较时发现，团体辅导干预组和无干预组在减轻青少年网

络成瘾方面差异显著，团体辅导干预可以减轻网络成瘾[17]。具体方案的设计研究者们大多以认知－行为

作为基础，策划改善认知的活动，以期达到调整不良行为的目的，如姜永志对大学生认知进行了正念训

练，结果得出其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程度得到缓解[18]。此外，有相关研究发现，可以通过干预影响个体

网络使用的内部因素，使内部状态改变来引发网络行为的改善，如边慧冕对中学生自尊进行萨提亚团体

干预后，结果表明自尊提高的同时网瘾水平得到了降低[19]。王卉卉根据研究结果制定了团体辅导方案，

对焦虑进行了干预，以期达到改善病理性网络使用的目的，最终结果表明干预是有效的[20]。黄郁采用内

观疗法进行干预，结果发现被试的消极情绪显著缓解，网络成瘾水平得到了改善[21]。还有李蕊采用绘画

团体辅导的形式对大学生网络依赖的影响因素进行干预，如社交焦虑、忧郁，结果表明干预效果显著，

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大学生网络依赖情况[22]。 
回顾研究的结果表明，基于认知行为疗法的干预对网络成瘾程度的减轻、生活质量的改善、抑郁患

病率的减少以及影响网络成瘾的心理变量如自我效能和自我控制的提高有一定的效果[23]。此外，考虑到

团体治疗的好处，包括节省成本和时间，以及与个别治疗相比，团体治疗的效果，实施团体认知行为疗

法是必要的[23] [24] [25] [26]。 

5.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社交网络成瘾倾向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还不够深入细致。对社交网络成瘾倾向的影响因素

和干预方法等都还未研究透彻。社交网络成瘾倾向对个体的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研究其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应当更多地开展社交网络成瘾倾向的相关研究(如社交网络成瘾倾向的干预实证研究、量表的编制修

订等)，以帮助个体更好地适应生活、工作和学习。 
(1) 以往的研究中，国外大多以社交网络成瘾障碍出发进行研究，国内基本会从影响社交网络成瘾的

认知和学校出发进行研究，研究者们偏向于对大学生进行调查与干预但在实际生活中发现，中职生社交

网络成瘾倾向也是很常见的，并且严重影响了中职生的心理健康，因此，故本研究将关注点放到社交网

络成瘾倾向上来，并以中职生为研究对象，扩大当前社交网络成瘾倾向的研究样本，丰富国内社交网络

成瘾倾向的相关研究。 
(2) 以往的研究仅探讨某一变量和社交网络成瘾的关系，而对于多个变量的具体影响机制的分析并不

够全面。后续研究可以结合多个因素，去了解中职生社交网络成瘾的形成的影响因素及机制。 
(3) 我国目前对于社交网络成瘾倾向的方法大多集中在定性和定量研究中，而团辅干预研究较少。即

以往的研究偏向于从关系上来探讨社交网络成瘾倾向的影响和形成机制，对其干预涉及的较少，而团体

干预已经被证实了其效果的明显性，因此，后续研究可以在以前期调查以及访谈结果为基础上开展有效

的团辅干预工作，将缓解中职生社交网络成瘾倾向困扰的工作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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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对于社交网络成瘾倾向制定有效的测量量表和手段、确定其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并建构社交

网络成瘾倾向的理论、发展有效的改善程序以帮助有社交网络成瘾倾向心理的人，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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