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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探讨大学生人际交往自我效能感、孤独感和网络成瘾的关系以及孤独感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机制，采

用大学生人际交往自我效能感问卷、UCLA孤独量表和中文互联网成瘾量表对274名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

研究。结果显示：(1) 大学生人际交往自我效能感能显著负向预测网络成瘾；(2) 大学生孤独感能显著

正向预测网络成瘾；(3) 大学生孤独感在人际交往自我效能感对网络成瘾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结论：大学生孤独感在人际交往自我效能感对网络成瘾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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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nd mechanism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interpersonal self-
efficacy and Internet addiction, 274 college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by using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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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self-efficacy, UCLA Loneliness Scale and Chinese Internet Addiction Scale. 
Results: (1) college students’ interpersonal self-efficacy can significantly and negatively predict In-
ternet addiction; (2) Loneliness of college students can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predict Internet 
addiction; (3) College Students’ loneliness plays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influence of interpersonal 
self-efficacy on Internet addiction. Conclusion: College Students’ loneliness plays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influence of interpersonal self-efficacy on Internet ad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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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2022 年 2 月 25 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北京发布了第四十九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

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 2021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 10.32 亿，较 2020 年 12 月增长了 4296
万，互联网普及率高达 73.0% [1]。网络的普及使得人们能够更快地获取多元信息、享受更加便捷的生活，

但是有研究表明，网络的使用也会使部分群体心理上产生负面影响[2]。其中过度使用网络而导致的网络

成瘾会使得个体的身体和心理健康都受到影响，这对人们的身心健康发展是一种潜在的威胁[3]。网络成

瘾是指因过度使用互联网而导致明显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损害现象[4]。最新研究显示我国大学生网

络成瘾发生率为 10.7% [5]，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考虑到庞大的人口基数，我国大学生网络成瘾

问题已经不可忽视。 
作为 2021 年网络十大流行语之一的“社恐”，其全称是社交恐惧症，在心理学上，社交恐惧症又叫

做社交焦虑障碍，本是指个体会在某些社交情境中表现出过度的焦虑和担心，并出现明显的身体反应，

属于焦虑障碍的一种[6]。从专业性的角度来说，较为符合网络流行语“社恐/社牛”概念的心理学术语是

人际交往自我效能感。大学生常暴露负性事件与压力环境之中，学业、社交和家庭等都受到了较大程度

的影响，使得大学生群体体验到了更高的孤独感[7]。 
通过对大学生的调查研究，探讨学生人际交往自我效能感和网络成瘾的关系，以及孤独感在大学生

人际交往自我效能感对网络成瘾产生影响过程中的作用机制，丰富有关大学生孤独感的研究。 
人际交往自我效能感是自我效能感在人际交往领域的具体表现，是自我效能感和人际交往的结合，

其来源于班杜拉的自我效能感理论。自我效能感理论是班杜拉社会认知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班杜

拉的观点，期待是决定行为的先行甚至是决定性因素。期待可以分为结果期待和效果期待。效果期待是

对自己能否完成某一行为的推测和判断，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自我效能感。成功的经验往往能提高个体的

自我效能感，如果一个人对某种行为或任务的自我效能感较高，则会情绪饱满、充满自信地去付出行动

[8]。目前已经有大量研究证明了自我效能在社会心理和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9]-[11]。班杜拉还认为自我

效能具有领域性，也即自我效能可以应用在不同的领域，并且具有不同的表现。自我效能感常被应用在

职业与组织、教育、身心健康、临床和体育等领域[12]。谢晶等人将自我效能感引入人际交往领域，提出

了人际交往自我效能感的概念：即人际交往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在与他人进行交往活动之前对自己能够

在什么水平上完成该交往活动的判断[13]。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3215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张艺娟 
 

 

DOI: 10.12677/ass.2025.143215 282 社会科学前沿 
 

人际交往自我效能感作为自我效能感的一种，是个体人际交往的重要影响因素。王露諝等人认为护

理实习生的人际交往效能感与他们的沟通能力存在显著正相关[14]，聂衍刚等人通过对青少年进行调查

研究发现人际自我效能感越高的个体所感受的人际压力就越低[15]。人际交往自我效能感的提高对于改

善人际关系克服孤独感具有重要的意义。国内有学者利用谢晶等人编制的问卷研究了大学生社交效能感

和网络关系成瘾倾向的关系，结果表明人际交往效能感总分与网络关系成瘾倾向呈显著负相关。其中自

我价值效能感和自我印象效能感可以有效预测大学生网络关系成瘾倾向[16]。从这个研究的结果可以看

出，人际交往自我效能感对虚拟的网络关系有一定的预测作用。这也说明了在现实和虚拟的交往环境之

中，人际交往效能感都可以对人际关系产生正向作用。 
从 Robert 发表《孤独，一种情绪及社会性孤立体验》的文章开始，孤独感从最初的医学领域逐渐到

心理学研究的范畴，迄今为止已有几十年的研究历史[17]，他在文章指出，孤独感是当个体感到缺乏令人

满意的人际关系，自己对交往的渴望与实际的交往水平产生差距时的一种主观的心理感受或体验。陈侠

和黄希庭指出，孤独感主要产生于当个体期待获得满意的人际交往关系但无法获得的情况下进而导致的

不良情绪体验[18]。 
大学生群体从刚进入大学到大学毕业是一个逐渐摆脱家庭影响的过程，与此同时大学生正处于埃里

克森人格发展阶段理论的成年早期阶段(18~25 岁)，此时的个体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克服孤独感、建立亲

密关系，体验着爱情的实现和融入社会[19]。如果在这一阶段个体没有很好的与微观系统中的他人建立亲

密关系，那么就很容易出现消极心理品质，其中之一就是孤独感。大学生能否建立满足自己需要的人际

关系与是否拥有较高的人际交往自我效能感有着密切关系。杨青、崔捷等学者的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

群体孤独感对自我效能感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20]，刘菂斐和王兆良等人的研究表明儿童的自我效能

感能够显著负向预测孤独感[21]。而人际交往效能感作为特殊任务和环境领域下自我效能感的体现，这些

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将之作为人际交往效能感和孤独感相关关系推断的依据。 
孤独感已被证明同许多负性事件存在显著相关。刘亨荣等人的最新研究指出，农村老年人的孤独感

能够显著预测他们的抑郁得分[22]。王敏等人通过对农村独居老人展开调查发现，老年人的文化程度和人

际关系等都能影响其孤独感[23]。高蕾等人的研究发现，孤独感同高校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存在着显著相

关[24]，刘红等人的研究发现，大学生的手机依赖倾向会增加大学生体验到的孤独感[25]，同样的结论也

见于张建育等人的研究中。杜清钦等人通过对大学生偶像崇拜现象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孤独感在回避依恋

和偶像中介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26]。张玲玲等人通过对大学生进行调查发现经济困难能够直接影响

大学生的孤独感，经济困难大学生的孤独感显著高于非经济困难的大学生[27]。还有研究发现孤独感也是

员工离职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28]。国外学者通过对 19~45 岁的中青年群体调查研究发现孤独感与生命

意义存在显著负相关[29]，也有研究显示孤独感在 HIV 感染者污名化与抑郁症状之间起中介作用[30]。
Moksnes 等人通过对 15~21 岁的青少年进行追踪调查发现孤独感与生活满意度和自尊存在显著关联[31]。
Keller 等人对新型冠状病毒康复患者进行研究发现，焦虑和孤独能够解释压力和抑郁的关系，孤独感越

高的个体心理健康就越低[32]。有趣的是，Powell 等人发现孤独感不仅可以影响个体的某些心理特征，还

可以预测某些群体的躯体症状如疼痛和疲劳等[33]。另外，Khatcherian 等人通过对网络成瘾和孤独症患者

进行元分析发现，网络成瘾和孤独症之间存在中等程度的相关[34]，Hong 等人发现自我认同可以通过孤

独感影响大学生网络成瘾[35]。国外有学者认为“逃避现实社交”是个体网络成瘾的一个重要动机，即个

体倾向于通过使用网络作为逃避孤独、焦虑等消极情绪的方式，进而会产生过度使用网络的可能[36]。
国内的研究也显示，大学生的网络成瘾与其孤独感关系密切，且孤独感与网络成瘾呈显著负相关[37]。
孤独人格是导致大学生网络成瘾的一个重要根源，特质孤独程度对大学生网终成瘾程度具有很强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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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作用[38]。 
网络成瘾与手机成瘾不同，手机成瘾更加强调对于手机这一设备在成瘾载体上的依赖，而网络成瘾

强调的是在互联网空间同他人有联系的社交网络的成瘾。网络成瘾具体是指没有成瘾物质作用下的网络

使用行为冲动失控，特点一般为由于过度使用互联网而对个体造成明显的社会功能和心理损害。 
Young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 496 名网络用户中有 396 名是依赖型网络用户，并且过度的使用网络会

损害身体健康、导致人际关系障碍、学业成绩下降甚至影响正常工作[39]。国内学者对前人的研究进行补

充将网络成瘾定义为无法克制而反复使用网络，呈现周期性的着迷状态，并且使用网络时会产生生理及

心理的愉悦和满足感，想要增加网络使用时间并对这种行为产生依赖[40]。大学生产生如网络成瘾的问题

性行为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人格特质外，其中环境因素产生了不少的作用。已有研究显

示家庭是影响个体网络成瘾的最主要原因之一[41]。田雨等人通过对疫情期间在校大学生的研究发现抑

郁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网络成瘾[42]，王京京等人发现可以通过减少网络使用来降低青少年的抑郁水平[43]。
郑培杏等人通过对青少年网络成瘾者自杀相关行为发生率 meta 分析得出结论：患有网络成瘾的青少年的

自杀率较总的青少年群体更高[44]。王晓娟等人发现社会排斥对大学生网络成瘾具有负向的预测作用[45]，
陈梅等人的研究发现大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能够显著预测负向网络游戏成瘾[46]。外国学者 Arminda 
等人的研究发现大学生的网络成瘾和学业拖延存在显著正相关[47]，Zhao 等人的研究发现青少年的网络

成瘾可能会引发抑郁症和攻击行为[48]，Trumello 等人的研究证明母亲的关爱和网络成瘾存在显著负相

关[49]。 
综上，对于大学生来说，人际交往自我效能感对于网络成瘾的影响并非单纯存在，孤独感在这一过

程中扮演重要作用。本研究做出以下操作性定义：大学生人际交往自我效能感是指大学生个体在进行社

交活动之前对自己能够在什么水平和程度上完成该交往活动的判断和评价；孤独感是指个体在其所期待

的人际交往无法满足的情况下所产生的一种不良的情绪体验；网络成瘾是指无法克制而反复使用网络,呈
现周期性的着迷状态,并且使用网络时会产生生理及心理的愉悦和满足感,想要增加网络使用时间并对这

种行为产生依赖。而本文则是主要针对大学生群体，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揭示孤独感在这一过程中的

“桥梁”作用，见图 1。 
假设 1：大学生人际交往自我效能感与网络成瘾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假设 2：大学生孤独感与网络成瘾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假设 3：大学生孤独感在人际交往自我效能感对网络成瘾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Figure 1. Theoretical hypotheses of this study 
图 1. 本研究的理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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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采取问卷法，以问卷星平台为媒介，通过微信、QQ 等网络平台对全国各地在校大学生进行数

据收集。共发放问卷 303 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剩下有效问卷 274 份，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 90.43%。有

关被试的基本信息见表 1。 
 

Table 1.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of participants (N = 274) 
表 1. 被试的基本信息(N = 274)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96 35 

女 178 65 

网络成瘾 
独生子女 79 28.8 

非独生子女 195 71.2 

居住地区 
城镇 154 56.2 

乡村 120 43.8 

专业 
自然科学 164 59.9 

人文社科 110 40.1 

年级 

大一 9 3.3 

大二 53 19.3 

大三 75 27.4 

大四 128 46.7 

研究生 9 3.3 

2.2. 工具 

2.2.1. 人际交往效能感 
采用谢晶和张厚粲编制的《大学生人际交往自我效能感问卷》[50]进行测量。该量表初始信度为该问

卷共有 36 个项目，采用利克特 6 点计分法，得分越高说明大学生个体的人际交往自我效能感越高。该量

表各个维度的初始内部一致性信度在 0.56~0.78 之间，校标效度为 0.82 (p < 0.05)。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 α系数为 0.83。 

2.2.2. 孤独感 
采用 UCLA 孤独量表(第三版) [51]进行测量，该量表为一维量表，共有 20 个项目，此量表采用利克

特 4 点计分方法，所得总分越高代表个体所感受到的孤独感越高。该量表初始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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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该量表 Cronbach α系数为 0.89。 

2.2.3. 网络成瘾 
采用《中文互联网成瘾量表》[52]进行测量，该量表是在学者陈淑惠等人所编制 CIAS 量表的基础上

修订而成。此量表采用利克特 4 点计分方式，得分越高，表明大学生越有可能有网络成瘾的症状。该量

表的初始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3。本研究中 Cronbach α系数也为 0.93。 

2.3. 数据分析 

本研究采用 SPSS25.0 以及 Process 插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与检验 

本研究采用问卷法，由被试自行填写问卷进行报告。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结果显示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一共有 20 个，且第一个主因子解释的变异量占比为 17.20%，小于 40%的临界点。这说明本研究

的共同方法偏差并不严重。 

3.2. 人际交往自我效能感、孤独感和网络成瘾的相关性分析 

对人际交往自我效能感、孤独感和网络成瘾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表 2)，人际交往自我效能感与孤

独感和网络成瘾均呈显著负相关，孤独感与网络成瘾呈显著正相关。(r = −0.35**, p < 0.01; r = −0.23**, p < 
0.01; r = 0.41**, p < 0.01)。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N = 274) 
表 2.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N = 274) 

变量名称 M SD 人际交往自我效能感 孤独感 

人际交往自我效能感 4.18 0.41 —— —— 

孤独感 2.22 0.47 −0.35** —— 

网络成瘾 2.38 0.51 −0.23** 0.41** 

注：***<0.001，**小于 0.01，*小于 0.05。 

3.3. 孤独感的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 Hayes (2015)开发的 PROCESS 程序中的模型 4 进行孤独感中介效应分析，使用 bootstrap 重复

抽样 5000次。结果表明(表 3)，人际交往自我效能感能显著负向预测孤独感(β = −0.40, t = −6.13, p < 0.001)；
人际交往自我效能感能显著负向预测网络成瘾(β = −0.15, t = 2.06, p < 0.05)，孤独感能显著正向预测网络

成瘾(β = 0.41, t = 6.38, p < 0.001)。在加入孤独感后，人际交往自我效能感对网络成瘾的直接预测作用仍

然显著，因此，孤独感在人际交往自我效能感对网络成瘾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偏差矫正的百分

位 Bootstrap 法检验表明，孤独感在人际交往自我效能感和网络成瘾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95%的置信

区间不包括 0 ([−0.27, −0.82])。表明“人际交往自我效能感→孤独感→网络成瘾”的中介效应显著，中

介效应值为 0.16。结果显示大学生群体中孤独感在人际交往自我效能感和网络成瘾之间起着部分中介

作用(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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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Mediation effect test of loneliness (N = 274) 
表 3. 孤独感的中介效应检验(N = 274)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SE t 

孤独感 人际交往自我效能感 0.35 0.12 37.57 −0.40 0.06 −6.13*** 

网络成瘾 人际交往自我效能感 0.42 0.18 28.87 −0.15 0.07 2.06* 

 孤独感    0.41 0.06 6.38*** 

注：***<0.001，**<0.01，*<0.05。 

 

 
Figure 2.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loneliness 
图 2. 孤独感的中介效应 

4. 讨论 

4.1. 大学生人际交往自我效能感与网络成瘾存在显著负相关 

这和王艺燕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53]。“逃避现实社交”是导致个体网络成瘾的一个重要动机。人际

交往自我效能感影响个体对于社交目标的选择、社交标准的判断和社交行为的表现。如果个体拥有较低

人际交往自我效能感，那么他就倾向于设定较低的社交目标、认为自己在社交活动中有较差的表现，这

种预期会直接影响个体的社交效率和质量。当无法在实际的社交活动中满足该有的来自其他人的支持时，

个体就会过分沉迷于虚拟世界中的社交网络，从而导致网络成瘾。同样的，大学生一旦自我认知方面出

现困惑，就会更多地表现出利用网络来掩盖和回避现实中的痛苦和困惑，增加上网时间，造成网络使用

过度。 

4.2. 大学生孤独感和网络成瘾存在显著正相关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孤独感能够正向预测网络成瘾。这和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郑童等人发现大学生

群体孤独感和网络成瘾存在显著正相关，这一关系在非医学生群体中更加明显[54]。邓灿等人通过对研究

生群体的进行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结论[55]。另外，有许多研究者发现较高的孤独感、社交焦虑、封闭感等

都能预测网络成瘾[56]。这可以用高文斌等人提出的成瘾机制的“发展性补偿假说”来解释。该假说认为

当青少年无法通过适当手段满足心理发展所需时，就会通过不恰当的“心理补偿”方式来争取，但是不

能得到满足，从而就会发生“病理性补偿”，陷入成瘾[57]。根据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阶段理论，大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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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个体所面临的任务是克服孤独感建立亲密关系，当个体在实际人际交往中感受到较高的孤独感时，他

们就无法满足心理发展所需，就会转向网络空间寻求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 

4.3. 大学生孤独感在人际交往自我效能感和网络成瘾之间的中介作用 

目前已经有许多研究证明了孤独感的中介作用。安献丽等人认为孤独感在感觉寻求和青少年手机成

瘾之间存在中介作用[58]。张迪、伍新春等人认为，孤独感在青少年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和网络成瘾症状

之间起中介作用[59]。陈明珠和孙越异认为中学生家庭亲密和适应性不仅可以直接预测网络依赖，还可以

通过孤独感简介预测网络依赖[60]。郑志怀等人的研究表明自尊和孤独感在拒绝性敏感和大学生病理性

网络使用之间起着链式中介作用[61]。 
本研究证明了孤独感在大学生人际交往自我效能感和网络成瘾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具体来说，

可能存在某些早期经验或者其他原因(如失败的社交经历等)使得个体拥有较低的人际交往自我效能感，

他们倾向于认为自己在实际的人际交往中无法获得高质量和高效率的社交结果，因此他们选择逃避现实

社交。当他们的现实人际关系网络出现了数量不足或者质量低下时，他们在主观上就会体验到强烈的消

极和弥散性的心理状态——孤独。为了克服孤独体验建立亲密关系，进而转向在网络中寻找社会支持，

这就增加他们网络成瘾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人际交往自我效能感作为社交行为的先行因素，对社交行

为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人际交往自我效能感较高的个体能在人际交往中拥有更高的信心，对自己的社

交行为也有更高的期待，在参与许多现实社交时，他们往往能交到更多朋友和建立更多的亲密关系，在

心灵上有了归宿。这使得他们能有足够的心理资源去排解孤独感，因此无需在虚拟的网络社交中寻求更

多的社会支持。 

5. 研究不足及展望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第一，本研究样本中被试分布不均匀。第二，本研究的数据均来自于被试

的自我报告，考虑到社会赞许效应和决策的“满意”原则的影响，这可能导致研究结果产生一定的偏差。

最后，本研究的结果仅适用于大学生群体，在其他群体中孤独感是否在人际交往自我效能感对网络成瘾

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仍需要进一步地深入研究。 
目前有关人际交往自我效能感的研究还较少，且主要集中于大学生群体。但是本研究发现人际交往

自我效能感对孤独感和网络成瘾均存在着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这说明可以通过练习和提高社交技巧、

培养人际交往自我效能感等方法来帮助个体克服孤独感、降低网络成瘾。后续可以增加对此变量的研究，

丰富自我效能感理论。本研究还发现了孤独感在人际交往自我效能感和网络成瘾之间的部分中介作用，

这说明提高人际交往自我效能感不仅可以直接降低个体的网络成瘾风险，还可以通过人际交往自我效能

感—孤独感—网络成瘾这一路径降低。如最新研究显示团体辅导能够减少孤独感体验[62]，对于网络成瘾

患者的干预可以通过上述两条路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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