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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omparison. By researching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undergraduate students' WeChat moments use (especially social grooming) and their men-
tal health, we want to mouse 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depression and sum-
marize the relation of social media on depress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teract with others more than they browse the WeChat moments in social grooming; 2) 
In the aspect of mental health, th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core self-evaluation status are good, 
and boys are more “confident” than girls; the general level of depression was moderate and high, 
which cannot be ignored; 3) The intensity of use of WeChat moments does not affect depression, 
but the specific behavior of social grooming can positively predict depression; 4) Social grooming 
can affect upward social comparison and depression, while the upward social comparison can af-
fect the core self-evaluation to indirectly affect the level of depression.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the study proposes: 1) Actively exerting the role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understand-
ing WeChat moments more correctly, avoiding excessive social grooming, avoiding excessive so-
cial comparison and better recognizing oneself; 2) Universities should perfect the WeChat con-
struction, strengthen th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guide students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m-
selves and control their emotion ration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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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基于社会比较的视角，通过研究大学生微信朋友圈的使用行为(特指社交整饰行为)和心理健康的

关系，了解大学生抑郁水平现状，总结社交媒体影响抑郁的相关规律。结果发现：1) 在社交整饰行为上，

大学生互动多于浏览；2) 在心理健康方面，大学生的核心自我评价情况良好，男生比女生更“自信”；

抑郁总体水平中等偏高，不容忽视；3) 微信朋友圈的使用强度不影响抑郁，但具体的使用行为——社交

整饰能正向预测抑郁；4) 社交整饰可以影响上行社会比较和抑郁，而上行社会比较可以通过影响核心自

我评价间接影响抑郁水平。据研究结果，本研究提出建议：1) 积极发挥大学生自身主体作用，正确认识

朋友圈，避免出现过度的社交整饰，避免过度的社会比较，正确认识自己；2) 高校应完善微信建设，加

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自我，合理调控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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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不仅改变了信息传播方式，也给人们的人际交往带来全新的体验。微信，作为

新媒体时代的基础应用之一，集社交、支付、媒体、生活服务功能于一体，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

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朋友圈作为微信的重要功能之一，它具有记录生活、转发文章、点赞、评论等功能，给人们提供了

一个浏览与互动的社交平台。刷朋友圈已成网民社交强需求。然而近年来，不断有研究发现，社交媒体

的使用会影响到抑郁水平，使用强度越强，抑郁水平越高(牛更枫等，2016)。 
当今社会竞争日益激烈，人们承受的压力与日俱增，几乎每个人都曾体验过抑郁情绪。生活中经常

听到有人在说“郁闷”、“烦躁”、“心好累”等语言，这些词其实都是抑郁情绪的代名词。抑郁情绪

与抑郁症不同，抑郁症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抑郁情绪则是暂时的，它同样会对人

们的日常生活造成许多消极影响，轻则降低学习工作效率，重则可能因一时冲动而做出伤害自身的行为。 
唐慧等人(2003)通过元分析发现，2002~2011 年，我国大学生抑郁情绪检出率为 29.3%。男生和女生

的抑郁检出率分别为 27.4%和 21.6%。以往大多数研究都是关注社交媒体的使用强度对抑郁的影响。在心

理学中，研究者将社交媒体的使用强度定义为：个体与社交媒体的情感联系强度以及社交媒体融入个体

生活的程度。然而如今社交媒体功能多元化，如微信，它具有社交、支付、媒体、生活服务、企业服务

六大功能。即使就功能板块之一的朋友圈而言，它也集发布生活状态、点赞、评论、分享文章，阅读公

众号等多功能于一体。社交媒体融入到个体生活的方方面面，个体与社交媒体的情感联结也愈发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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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来，大众的社交媒体使用强度便呈上升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个体与社交媒体的情感联结越

强，或社交媒体融入个体生活的程度越强，个体的抑郁水平就真的会越高吗？ 
对此，本研究认为，在研究社交媒体对抑郁的影响时，相比于使用强度，我们更应该关注具体的使

用行为以及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因此，本研究从微信朋友圈的使用出发，探究使用强度与使用行为，

二者谁对抑郁的影响更大？假如使用行为影响更大，那么使用行为又通过什么途径来影响大学生抑郁水

平？在本研究中，我们的使用行为特指社交整饰行为——一种基于维护社会关系的目的而进行浏览与互

动的行为。 
在本研究中，我们关注的使用行为特指社交整饰行为(social grooming)。 
社交整饰(social grooming)是一种创造和维护社会关系的行为(Dunbar, 1996)。在社交网络环境，社交

整饰具体指如主动访问其他用户的主页、点赞、评论等浏览与互动行为(Utz & Beukeboom, 2011)。 
关于社交整饰，国内目前尚未有相关研究。与之相关的一个概念是印象整(impression arrangement)。

印象整饰，也叫自我呈现(self-presentation)，是指一个人通过一定的方式影响别人形成对自己的印象的过

程。在社交网络环境中，印象整饰具体指发布个人的生活状态，装扮自己的主页，有意控制他人对自己

形成特定的印象。而社交整饰是基于一种维护社会关系的目的，主动地去获取他人的信息，并试图与之

互动，从而达到加强社会联结的目的。读者往往容易将两者混淆，特此说明。 
在国外，Kim 和 Chock (2015)发现，相比于社交媒体使用强度，社交整饰行为对社会比较有着更为

直接的诱发作用。社会比较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现象，个体常常会通过社会比较来认识和评价自

己(Festinger, 1954)。根据比较对象的不同，社会比较可以分为上行社会比较和下行社会比较：上行社会

比较是指与比自己优秀的人进行比较，而下行社会比较是指与不如自己的人进行比较(邢淑芬，俞国良，

2005)。 
社会比较是一个无意识的自发过程，只要接触到了他人的信息，个体就会进行社会比较(Mussweiler, 

Ruter, & Epstude, 2006)。微信朋友圈中呈现的信息带有积极化的偏向，个体在微信朋友圈中会更多地表

露积极情绪和与幸福感相关的内容。越是倾向于社交整饰的大学生，越有机会成为这些信息的受众，表

现出更多的上行社会比较。研究发现，上行社会比较会降低个体的自我评价和自尊水平, 并增加个体抑

郁的风险(Morse & Gergen, 1970)。 
然而，在社交媒体的使用方面，目前尚未有人同时对社交整饰、上行社会比较、核心自我评价和抑

郁进行考察。从社会比较的视角出发，本研究假设：在朋友圈中，社交整饰行为水平越高的大学生，越

容易成为积极化信息的受众，从而产生更多的上行社会比较，其可能结果是给个体带来“己不如人”的

消极体验，形成消极的自我评价，进而增加个体的抑郁水平。 

2. 对象与方法 

2.1. 被试 

被试选自广东省 6 所高校——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

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大学生。通过问卷星网络发布和纸质版问卷派发，在 6 所高校中随机抽样，共回

收问卷 284 份，其中有效问卷 266 份，有效率 93.7%。回收的问卷用 SPSS 22.0 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调

查表中大学生性别与年龄频率占比，如表 1 所示。 

2.2. 研究工具 

2.2.1. 微信朋友圈使用强度问卷 
采用 Ellison 等(2007)编制的社交网站使用强度问卷，该问卷共包含 8 个项目，其中前 2 个项目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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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Gender and age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表 1. 大学生性别与年龄频率表 

性别(N = 266) 年龄 

男 女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34% 66% 0.4% 6.8% 18.8% 30.1% 23.7% 11.7% 5.6% 2.3% 0.8% 

 
个体在社交网站中的好友数量及其每天平均的使用时间；后 6 个项目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1 表示“很不

赞同”，5 表示“非常赞同”)对个体与社交网站的情感联系强度以及社交网站融入个体生活的程度进行

了测量；将个体在这些问题上的得分转化为标准分数并计算其平均数，该分数代表了个体的社交网站使

用强度。在进行本研究前，首先将此问卷翻译成中文并就相关语言表述进行讨论修改，最终形成了本研

究使用的正式问卷。施测时要求被试根据自己使用微信朋友圈的实际情况作答。删除第 6 题后，验证性

因子分析结果良好，χ2/df = 3.43，RMSEA = 0.09，CFI = 0.97，TLI = 0.94，项目的因子负荷在 0.45~0.87
之间，表明该问卷结构效度良好。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82。 

2.2.2. 社交整饰问卷 
改编 Utz 和 Beukeboom (2011)编制的社交网站使用中的社交整饰问卷。在进行本研究前，首先将此

问卷翻译成中文并根据微信朋友圈功能改编，采用李克特 7 点计分(1 表示“完全不”，7 表示“极其多”)
施测时要求被试根据自己使用微信朋友圈的实际情况作答。修订后问卷包含 6 个项目，测量了 2 个维度，

即浏览和互动。计算个体在这些问题上的平均分，该分数越高，则社交整饰行为越强。验证性因子分析

结果良好，χ2/df = 2.6，RMSEA = 0.078，CFI = 0.97，TLI = 0.95，项目的因子负荷在 0.45~0.86 之间，表

明该问卷结构效度良好。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74。 

2.2.3. 上行社会比较问卷 
使用白学军、刘旭和刘志军(2013)翻译 Gibbons 和 Buunk (1999)编制的爱荷华−荷兰比较倾向量表

(INCOM)中的上行比较分量表。为了使测量的内容具有针对性，我们将问卷中比较的范围限定为“在微

信朋友圈中”对修订后的问卷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达到可接受水平，χ2/df = 9.53，RMSEA = 0.17，
CFI = 0.94，TLI = 0.90，项目的因子载荷在 0.74~0.91 之间，表明修订后的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该

问卷共有 6 个项目，采取李克特 5 点计分(1 表示“很不赞同”，5 表示“非常赞同”)，要求被试根据自

己使用微信朋友圈的实际情况作答，得分越高表明个体在社交网站中进行上行社会比较的频率也越高。

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3。 

2.2.4. 核心自我评价问卷 
采用杜建政、张翔和赵燕 2012年修订的 Judge等(2003)编制的核心自我评价量表(Core Self-evaluations 

Scale, CSES)。本量表适用于大学生和已经工作了的人员。该量表是一个单维度的自评量表，由 10 个项

目组成，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1 表示“很不符合”，5 表示“非常符合”)，用于测量个体的核心自我评

价的水平。已有研究表明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50，可

能是由于调查团体内部同质导致低信度。) 

2.2.5. 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 
采用 Radloff (1977)编制的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S-D)的中文版本，该量表是为了评价当前抑郁症

状的频率而设计的，着重于抑郁情感或心境。该量表共 20 个项目，采用 0~3 四级积分，第 4，8，12，
16 题为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表明抑郁症状出现的频率也越高。该量表在已有研究表现出良好的信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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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80。 

3. 结果与讨论 

3.1. 微信朋友圈中社交整饰情况：互动多于浏览 

社交整饰可以分为两个维度：浏览和互动(见表 2)。浏览维度下的题目有“你多久浏览一次好朋友的

个人相册”等，互动维度的题目有“你多久评论好朋友的朋友圈”等。t 检验结果显示，大学生互动水平

显著高于浏览水平，p < 0.001。这表明，在增强联结，维护关系的过程中，相比于单方面地获取对方的

信息，大学生倾向于寻找互动机会并与之互动。这可能是因为互动能够向对方传递出关注、感兴趣的信

号，能够通过交流来加强彼此的联系，从而达到维护关系的目的。 
社交整饰及各维度(浏览、互动)不存在性别差异。 

3.2. 微信朋友圈中上行社会比较情况 

3.2.1. 互动比浏览更能诱发社会比较  
控制性别与年龄后，偏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上行社会比较与社交整饰呈显著正相关，r = 0.390，p < 

0.001，即社交整饰水平越高的大学生，越倾向于进行上行社会比较。这可能是因为，微信朋友圈中呈现

的信息都带有积极化的偏向, 个体在微信朋友圈中会更多地表露积极情绪和与幸福感相关的内容。越是

倾向于社交整饰的大学生，越有机会成为这些信息的受众，从而表现出更多的上行社会比较。 
同时我们可以注意到，社交整饰行为包括两种，互动与浏览，其中，互动(r = 0.349, p < 0.001)比浏览

(r = 0.278，p < 0.001)更能诱发上行社会比较。在本调研中，互动是在自己的朋友圈中界面进行的，包括

打开消息更新查看好友的状态(具有试图互动的心理)，评论、给好友的朋友圈点赞，对方知道自己的互动

行为。而浏览行为是在对方的个人主页或相册进行的，比如浏览好友、相识的人或非通讯录好友的个人

相册，对方通常不知道自己的浏览行为。这可能是因为，互动是一种双向交流，在互动过程中，大学生

能够获得更多关于对方的信息，从而诱发更多的上行社会比较。  

3.2.2. 上行社会比较水平越高，核心自我评价越低，抑郁水平越高 
并且，上行社会比较与核心自我评价呈显著负相关，r = −0.179，p < 0.01，也就是说上行社会比较水

平越高的大学生，其核心自我评价越低，反之亦然。同时，我们可以注意到，上行社会比较与抑郁呈显

著正相关，r = 0.126，p < 0.05。即上行社会比较水平越高，抑郁水平也越高。这启示我们，要正确看待

微信朋友圈中带有积极化偏向的信息，避免自己陷入过度的上行社会比较，这对提高自信，保持良好情

绪状态具有积极意义。微信朋友圈中上行社会比较与各变量的偏相关关系，如表 3 所示。 

3.3. 大学生心理健康现状 

3.3.1. 核心自我评价：男生比女生更“自信”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见表 4)，核心自我评价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的核心自我评价显著高于女性，

F1(1,263) = 4.426，p = 0.036 < 0.05。 

3.3.2. 大学生抑郁水平中等偏高  
根据流调用抑郁量表的使用说明，主要指标为总分。其中总分 ≤ 15 分为无抑郁症状，16~19 分为可

能有抑郁症状，≥20 分为肯定有抑郁症状。因此被调查的大学生抑郁水平(M = 18.97)处于中等偏高水平(见
表 5)。这启示我们，高校应关注大学生心理健康，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引导大学生合理调控自己的

情绪状态，避免抑郁情绪持续过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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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Social grooming in WeChat moments 
表 2. 微信朋友圈中社交整饰情况 

 M SD t 

浏览 2.91 1.00 
−21.45*** 

互动 4.55 1.01 

社交整饰 3.73 0.85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Table 3. The partia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upward social comparison and other variables in WeChat moments 
表 3. 微信朋友圈中上行社会比较与各变量的偏相关关系 

 M SD r 

上行社会比较 2.77 0.92 — 

社交整饰 3.73 0.85 0.390*** 

社交整饰之浏览 2.91 1.00 0.278*** 

社交整饰之互动 4.55 1.01 0.349*** 

核心自我评价 3.45 0.60 −0.179** 

抑郁 18.97 7.96 0.126* 

 
Table 4. The relation between gender and core self-evaluation 
表 4. 性别与核心自我评价的关系 

 男性 女性 大学生 

N 90 175 266 (缺失 1) 

M 3.56 3.40 3.45 

SD 0.59 0.60 0.60 

 
Table 5. The depression level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表 5. 大学生抑郁水平情况 

 抑郁 

M 18.97 

SD 7.96 

3.3.3. “如何使用”与抑郁水平密切关联，尤其是浏览 
如表 6 所示，微信朋友圈的使用强度与抑郁相关不显著，而社交整饰与抑郁显著相关(p < 0.05)，社

交整饰中的浏览行为(p < 0.001)与抑郁相关更密切。这说明微信朋友圈的使用强度与大学生的抑郁表现之

间的关联并不强，更重要的是如何使用微信朋友圈以及使用时的体验。已有研究表明，正常的社交网站

使用会增强了青少年获得归属和受欢迎需要，不恰当的使用则在一定程度上让青少年陷入社交网站“人

际危机”，导致消极情绪(Sheldon et al., 2011；丁倩等，2016)。因此，在微信朋友圈的过度的浏览和互动

行为可能比使用强度更容易导致微信朋友圈的人际危机，因而产生与抑郁相关症状。 
同时，我们可以注意到，浏览行为与抑郁的相关更密切，r = 0.167，p < 0.01。在本调查研究中，浏

览行为是在对方的个人主页或相册进行的，比如浏览好友、相识的人或非通讯录好友的个人相册。相比

于在自己的朋友圈界面中进行互动，浏览更具有目的性。浏览是一种单向的信息获取，浏览的个体往往

带有一种窥视心理，更容易曲解对方片面化呈现的信息，从而体验更多的抑郁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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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The correlativity between factor and depression 
表 6. 使用因素与抑郁相关关系 

微信朋友圈使用因素 与抑郁的 Pearson 相关系数 

使用强度 0.052 

社交整饰 0.156* 

社交整饰之浏览 0.167** 

社交整饰之互动 0.089 

 
前文提到过，互动比浏览更能诱发上行社会比较，而与抑郁的相关分析发现，浏览与抑郁相关更密

切。故在接下来的分析中，为权衡浏览与互动，我们直接采用社交整饰做进一步的路径分析，分析社交

整饰是如何去影响抑郁。 

3.4. 社交整饰影响抑郁的路径分析 

3.4.1. 社交整饰同时预测上行社会比较和抑郁 
如图 1，在控制年龄与性别后，分别做社交整饰对上行社会比较和抑郁的线性回归分析发现，社交

整饰正向预测微信朋友圈中的上行社会(β = 0.39, t = 0.01, p < 0.001)，这可能是因为在朋友圈的浏览和互

动过程中，大学生会不自觉地将自己的现状与他人在微信朋友圈中的行为进行比较，更加关注比自己更

优秀的人和行为。社交整饰对抑郁有正向预测作用(β = 0.16, t = 2.57, p < 0.05)，社交整饰程度越高，抑郁

水平越高。 

3.4.2. 上行社会比较对抑郁的影响：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作用 
在本调查中，上行社会比较、核心自我评价和抑郁 3 个变量两两相关，符合中介检验的条件。假设

要研究大学生的上行社会比较(X)对抑郁(Y)的影响。根据以往研究发现，核心自我评价(M)往往是中介变

量。据此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中介模型，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中介检验分析做依次检验分析路径。控

制年龄与性别后，上行社会比较(X)对抑郁(Y)的直接效应显著(c = 0.13, t = 2.05, p < 0.05)，上行社会比较

(X)对核心自我评价(M)的直接效应显著(a = −0.18, t = −2.94, p < 0.01)；在控制了上行社会比较(X)的影响

后，核心自我评价(M)对抑郁(Y)的效应显著(b = −0.65, t = −13.20, p < 0.001)；在控制了核心自我评价(M)
后，上行社会比较(X)对抑郁(Y)的效应不显著(c’ = 0.01 , t = 0.24 , p = 0.81)。因此，核心自我评价(M)对上

行社会比较(X)和抑郁(Y)的中介效应显著，且起到完全中介的作用，中介效应是 92.1%。结果如图 2 所示。 
由此可见，上行社会比较与抑郁是显著正相关的，上行社会比较程度越高，抑郁水平越高。而且，

上行社会比较对抑郁的影响完全通过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效应起作用的(见图 2)。也就是说，上行社会比

较和核心自我评价都是影响抑郁的重要因素，随着上行社会比较程度增强，大学生的核心自我评价逐渐

较低，抑郁水平逐渐提高。 
而前面提到了，社交整饰可以显著预测上行社会比较和抑郁。这启示我们，在微信朋友圈中，社交

整饰水平高的大学生，即浏览与互动行为越多的大学生，会越倾向于进行上行社会比较。而上行社会比

较的增加，可以通过降低个体的核心自我评价来间接提升个体抑郁水平。根据此发现，本研究做出以下

建议。 

4. 建议 

作为一个新媒体社交平台，微信朋友圈可以展示自我，关注他人，是与他人之间彼此了解的渠道。

个体在微信朋友圈中会更多地表露积极情绪和与幸福感相关的内容。具有积极浏览与互动行为的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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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relation during social grooming, upward social 
comparison and depression 
图 1. 社交整饰分别与上行社会比较和抑郁的关系 

 

 
Figure 2. Upward social comparison (X) influences depres-
sion (Y) by CSE (M)’ mediating effect 
图 2. 上行社会比较(X)经过核心自我评价(M)的中介效应

影响抑郁(Y) 
 
成为这些信息的受众。暴露于积极化的朋友圈中，大学生有与比自己优秀的人进行比较的倾向。而上行

社会比较往往会给自己带来“己不如人”的感受，从而产生消极的自我评价，增加个体的抑郁水平。为

了使这类新媒体对大学生产生积极影响，需要大学生个人、学校多方面共同努力，为其营造一个良好健

康的生活环境。 

4.1. 积极发挥大学生自身的主体作用 

4.1.1. 正确认识自己 
大学生要学会正确认识自我。首先要全面认识自己，大学生要在生理、心理等方面了解自己，对自

己做出正确的自我评价，不要过分把自己与微信朋友圈中的他人行为做比较，使自己陷入己不如人的心

理。从为他人着想的角度出发，我们建议，当大学生自己成为朋友圈的发布者时，要避免过度积极化，

这对于成为信息受众的其他大学生具有积极意义，同时有利于大学生本人正确认识自己。 

4.1.2. 客观看待他人 
微信朋友圈增加了交流的渠道，但因其网络性可能会导致信息传播的不全面。大学生应该客观全面

看待他人在朋友圈中的行为，不要盲目攀比。理性看待他人朋友圈的分享，而不是陷入嫉妒羡慕的心理。

我们需要认识到社会比较是一种无意识的过程，个体接受到信息就会进行比较。因此我们要理智地使用

微信，不要过分地为了维护社会关系而出现过度浏览与互动行为。 

4.1.3. 加强与他人现实生活中的交流 
与人交流是生活中的必要部分，能促进身心健康发展。而通过现实生活中的直接交流所获得的信息

更加真实可靠，利于充分了解他人的方方面面。现实的直接交流避免了虚拟的攀比比较，使人更加真实

地互相认识，减少个体对自己和他人的比较心理。合理控制使用时间和强度，理智地使用微信，不要为

上行社会比较

抑郁

0.39***

0.16*

社交整饰

核心自我评价M

上行社会比较X 抑郁Y
0.01

-0.65***-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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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维护社会关系而过分依赖微信上的功能，尽量把与人交流互动放在线下。 

4.2. 完善高校的微信建设 

4.2.1. 构建相应微信群和公众平台 
大学生课余时间多，接触微信时间长。但微信网络环境复杂，大量鱼龙混杂的信息进入学生的视野，

致使学生真假难辨，世界观、价值观可能受到冲击。高校应构建校园合理微信环境，引导学生科学运用

微信。建立联络微信群、微信公众平台，为学生提供了解外界的广泛平台，为学生提供及时的帮助。 

4.2.2. 巧用微信进课堂 
微信朋友圈可以呈现图片视频，教师可以录制与学习有关的小视频，制作知识小图片传播至朋友圈

中。让学生感觉到微信朋友圈也是获得知识的平台。 

4.2.3. 利用微信多媒体传播心理健康知识 
超过一半大学生会每天花费两小时以上在微信媒体上，因而学校可以利用微信平台来定时发布相关

的心理知识或趣闻。同时要关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防患于未然，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高学

生在校的幸福感，减少压力以避免抑郁等心理问题。 

5. 结论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 在社交整饰行为上，大学生互动多于浏览； 
2) 在心理健康方面，大学生的核心自我评价情况良好，男生比女生更“自信”；抑郁总体水平中等

偏高，不容忽视； 
3) 微信朋友圈的使用强度不影响抑郁，但具体的使用行为——社交整饰能正向预测抑郁； 
4) 社交整饰可以影响上行社会比较和抑郁，而上行社会比较可以通过影响核心自我评价间接影响抑

郁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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