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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交焦虑作为高中生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表现之一，与许多因素息息相关。本研究采用问卷法调查了145
名高中生社交焦虑、社交网站使用强度和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方式的情况，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

分析和相关分析的方法分析数据。研究结果表明：1) 社交焦虑和社交网站使用强度在不同性别上存在显

著差异，女生的社交焦虑和社交网站使用强度均显著高于男生；2) 社交焦虑在不同年级上无显著差异，

高一学生的社交网站使用强度显著低于其他两个年级；3) 社交焦虑与社交网站使用强度，被动性社交网

站使用方式均呈显著正相关。研究结果有助于了解高中生社交焦虑和社交网站使用的情况，并对如何干

预社交焦虑有一定启示。 
 

关键词 

社交焦虑，社交网站使用强度，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高中生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Anxiety and the Intensity of  
Social Media Usage, and the  
Passive Social Media Usage  
among High School Students 

Wanning Yong, Ying Wang 
Shanghai Jianping High School, Shanghai 
 
Received: Jul. 26th, 2023; accepted: Sep. 8th, 2023; published: Sep. 21st, 2023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9494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9494
https://www.hanspub.org/


雍婉凝，王颖 

 

 

DOI: 10.12677/ap.2023.139494 3934 心理学进展 
 

 
 

Abstract 
Social anxiety,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manifestations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mental health prob-
lems, is closely related to many factors. This study used a questionnaire method to investigate 145 
high school students’ social anxiety, intensity of social media usage, and passive social media 
usage. The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s, analysis of variance, and corre-
lation analysis.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ocial an-
xiety and intensity of social website use between different genders, with female students having 
significantly higher levels of social anxiety and intensity of social website use than male students; 
2)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ocial anxiety among different grades, and the intensity of 
social website use among first year high school students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oth-
er two grades; 3)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ocial anxiety and the inten-
sity of social website usage, as well as passive social website usage. The research results help to 
understand the social anxiety and social website usage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provide some 
insights on how to intervene in social anx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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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社交焦虑作为常见的焦虑表现形式和人际交往问题，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排名第三的心理健康问题，

是当今心理学与精神医学研究的焦点之一(Kessler et al., 2005)。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社交焦虑的发生逐

渐趋于年轻化，其对个体人际互动乃至生活各个方面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视。 
鉴于社交焦虑对心理健康发展影响的严重性，研究者对社交焦虑进行了深入研究，在社交焦虑的概

念，测量方式，影响因素及干预治疗方面都有所探讨。我国学者将社交焦虑定义为个体在社交场合中或

与他人交往时感到紧张、害怕、过分担心以及回避等情绪和行为(宋颖，张守臣，2016)。已有研究表明社

交焦虑对个体的生活和人际关系有严重影响，不仅会阻碍个体正常社交关系的建立和维持，还易降低个

体的主观幸福感和自尊，导致个体出现抑郁症状等问题(张亚利等，2019)。 
以往研究大多关注大学生的社交焦虑情况，对于高中生群体的研究较少。然而我国研究者发现，社

交焦虑初步出现的年龄平均在 14~16 岁之间，且其一直是高中生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表现之一(胡胜利，

1994；褚晓伟等，2016)。有社交焦虑的青少年会发现自己在课堂上或是平时生活中遇到需要社交的场合

就会感到不舒服，甚至恐惧不安。高中生正处于一段非常敏感的发展时期，渴望得到同伴认同感，社交

焦虑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他们在社交场合与他人进行自如的互动，进一步影响了其建立和维持良好的人际

关系。因此本研究以高中生为研究对象，探究其社交焦虑情况与影响因素。 
由于对互联网的依赖和社交网络的迅速发展普及，人际互动的方式和性质已经发生了改变，社交网

站成了人们最常使用的信息交流和情感分享平台，也有越来越多研究者发现了社交网站使用与社交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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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Frison & Eggermont, 2015；张丛丽，2018)。微信、微博、QQ 等都是目前国内非常受欢迎的社交

网站，高中生同样是这些社交网站使用的主力军。现有研究围绕社交网站使用行为进行了多种方面的深

入研究和细分，从一般性的社交网站使用如社交网站使用强度，再到不同方式的社交网站使用如主动性

社交网站使用和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葛红宁等，2016)。 
社交网站使用强度是指个体在使用社交网站的过程中，对不同社交网站的投入水平、情感联系强度

和融入个体生活水平的指标(Steinfield et al., 2008)。先前研究表明，社交网站使用强度对个体心理发展的

影响存在两面性，既有助于个体建立和维持人际关系、降低个体孤独感，又易产生较高的用户使用粘性、

陷入渴求社交网站使用与孤独感增加的循环(牛更枫等，2016a)。个体为了避免线下进行人际交往所产生

的焦虑情绪，会转而在网络上寻求补偿，从而表现出更高强度的社交网站使用。因此，高中生一天当中

浏览使用社交网站所花费时间的不同也会对其社交焦虑情况产生不同影响，探讨其社交网站使用强度与

社交焦虑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研究者根据个体在线上有无和他人进行直接交流将社交网站使用方式细分为两种类别：主动性使

用和被动性使用(Bayer et al., 2020)。研究发现，主动性社交网站使用的个体更多与他人在网络私人或公

开环境中互动，如评论帖子或更新动态，这类网上互动的增加有利于增强面对面互动的信心，从而有

助于个体心理健康(张丛丽，2018)。被动性使用主要指缺乏社交互动、交流相互作用的信息消耗行为，

如浏览他人动态或查看他人主页等。已有研究结果表明，这种被动浏览行为会削弱个体参与面对面交

流的动机，从而成为影响心理健康的潜在风险因素，越来越多的研究也报告了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

社交焦虑的关系(Shaw et al., 2015)。因此，关注高中生群体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对其社交焦虑的影响同

样是必要的。 
本研究采用问卷法调查了不同年级高中生的社交焦虑，社交网站使用强度和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方

式的情况，通过对有效数据的分析，了解社交焦虑，社交网站使用强度和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方式之间

的关系，以及不同性别和年级对学生的综合影响，并尝试提出相关解决方案以降低高中生群体的社交焦

虑，营造良好的社交氛围。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以上海为主的高中生为研究对象，这些被试者来自不同年级，年龄在 15~19 岁。研究共

发放 200 份问卷，去除不完整作答和无效填写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145 份，有效率 72.5%。其中，男生

45 名，女生 100 名；高一学生 58 人，高二学生 51 人，高三学生 36 人。 

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了文献分析法和问卷调查法。 

2.3. 研究工具 

对于高中生社交焦虑程度的测量，本研究采用了朱海东于 2008 年修订的《中文版青少年社交焦虑

量表》(朱海东，2008)。该量表共 13 个条目，包括害怕否定评价、陌生情景和一般情境下的社会回避

以及苦恼三个维度。采用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的五点计分法进行计分，综合得分越高表示社交焦

虑程度越高。 
对于高中生社交网站使用强度的测量，本研究采用由 Ellison 等人编制、牛更枫等人翻译的《社交网

站使用强度量表》(Ellison et al., 2007；牛更枫等，2016b)。该量表共包含 8 个条目，前 2 个条目测量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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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交平台中已有的好友数量和每天平均使用的时长。后 6 个题目采用从非常不赞同到非常赞同的五点

计分法，测量个体与社交网站的情感联系强度和社交网站融入个体日常的强度，总分越高代表个体社交

网站使用强度也越高。 
对于高中生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方式的测量，本研究采用了王怡于 2021 年根据 Bayer 等人对社交网

站主动使用和被动使用定义所改编的《主动、被动社交网站使用量表》(Bayer et al., 2020；王怡，2021)。
该量表的被动使用分量表共包含 4 个条目，如“浏览好友主页或资料，但不与他们互动”等，采用从完

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的五点计分法进行计分，得分越高则表明根据题目描述情况对应的被动性社交网站

使用行为越频繁。 

2.4. 数据处理 

本研究采用 SPSS 23.0 统计软件包，对数据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方差分析和相关分析的统计。 

3. 研究结果 

3.1. 性别差异分析 

独立样本 T 检验表明，高中生社交焦虑水平和社交网站使用强度在不同性别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女

生的社交焦虑水平要显著高于男生(t = −3.22, p < 0.01)，女生的社交网站使用强度同样显著高于男生(t = 
−3.24, p < 0.01)。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方式在不同性别上并无显著差异，其中男生在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

方式得分上略高于女生。上述结果见表 1。 
 
Table 1. Gender differences in social anxiety, SNSs use, and passive form of SNSs use (N = 145) 
表 1. 社交焦虑、社交网站使用强度、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方式在性别上的差异(N = 145) 

 
社交焦虑 社交网站使用强度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方式 

M SD M SD M SD 

男 33.20 12.56 −0.28 0.82 1.40 0.52 

女 40.52 12.69 0.11 0.57 1.39 0.43 

总和 38.25 13.50 −0.13 0.68 1.39 0.46 

t −3.22** −3.24** 0.17 

注：*p < 0.05，**p < 0.01，***p < 0.001。 

3.2. 年级差异分析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只有社交网站使用强度在不同年级中存在显著性差异(F(2, 145) = 7.07, p < 0.001)，
高一年级的社交网站使用强度水平要显著低于高二和高三年级。不同年级学生在社交焦虑水平和被动性社

交网站使用方式得分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其中高二年级学生在社交焦虑和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方式的份

上略高于其他两个年级。上述结果见表 2。 

3.3. 各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由表 3 的相关矩阵可知，高中生社交焦虑水平与社交网站使用强度存在显著正相关(p < 0.01)，与被

动性社交网站使用方式存在显著正相关(p < 0.05)。此外，社交网站使用强度与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方式

间也存在显著正相关(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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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Grades differences in social anxiety, SNSs use, and passive form of SNSs use (N = 145) 
表 2. 社交焦虑、社交网站使用强度和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方式在年级上的差异(N = 145) 

 
社交焦虑 社交网站使用强度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方式 

M SD M SD M SD 

高一 −0.27 0.64 36.78 14.16 1.34 0.47 

高二 0.24 0.64 40.86 11.20 1.45 0.45 

高三 0.04 0.65 36.92 13.42 1.40 0.45 

f 7.07*** 1.21 1.53 

注：*p < 0.05，**p < 0.01，***p < 0.001。 
 
Table 3. Correlations of social anxiety, SNSs use, and passive form of SNSs use 
表 3. 社交焦虑、社交网站使用强度和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方式的零阶相关矩阵 

 社交焦虑 社交网站使用强度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方式 

社交焦虑 1   

社交网站使用强度 0.29** 1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方式 0.17* 0.24** 1 

注：*p < 0.05，**p < 0.01，***p < 0.001。 

4. 讨论 

4.1. 社交焦虑，社交网站使用强度及被动性使用在性别上的差异 

本研究表明，高中生的社交焦虑水平在性别上有显著差异，女性的社交焦虑显著高于男性，这与以

往研究相一致(向康桥，2020)。 
在中国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对两性的要求下，对于男生的要求往往集中在身高、工作能力、收入等。

对于男性的样貌身材则较为宽容，“长得精神”、“看起来干净”等笼统词汇已经满足社会对男性的要

求，所以大部分高中男生在社交方面并不会感到太大负担。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对女生的要求更加具体

且全面，从身材相貌到行为举止，女生对于自身形象如何呈现在大众眼里有明确的需求，也更容易对无

法达到这类“指标”而感到焦虑不安。因此，当出现社交焦虑的情况之后，女生会更容易出现回避线下

社交的行为，将现实生活中无法满足的社交需要在网络中进行补偿，从而容易更高强度的使用社交网站。 
同时，个体性格以及行为模式也会对社交焦虑造成影响，当在群体中面临压力情境，如需要当众演

讲的时候，男生往往更加自信，更加不拘小节，习惯于坚持自己的想法，不容易注意到旁人可能对其产

生的负面评价，而女性则更加细腻敏感，在群体环境下更多地倾听他人意见，更偏向顾及他人的感受而

不敢说出自己的观点，也更容易察觉他人细小的变化并做出过多解释，从而更容易导致在群体环境下的

社交焦虑。 
除此之外，造成男女差异的还有其生物学上的原因，比如，大脑以及激素波动的差异和发育状况。

高中生现阶段正处于生理和心理发展的关键时期，女性往往比男性发育要早，外形上的改变更加明显，

当女生处在青春期的时候对外界更加敏感，也会感知到更多外界压力，从而更容易导致社交焦虑。 

4.2. 社交焦虑，社交网站使用强度及被动性使用在年级上的差异 

本研究表明，社交网站使用强度在年级上有显著差异，高一年级的社交网站使用程度显著低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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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年级，高二高三年级之间的差异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高一学生年龄偏小，对于支配手机的自由度

不高，且尚未成熟，对网络世界了解并不多。但随着年龄的增加，家长可能不会再过多的干涉学生使用

手机的情况，学生接触社交网站的途径增加，能更多的接触到不同类型的社交网站，并且高二高三学生

通常面临更大的升学压力，所以更易通过社交网站放松和缓解紧张的情绪。 
本研究结果发现社交焦虑在年级之间并无显著差异。这可能是由于高中各个年级之间的学生均面临

不同的压力，如高三学生面临高考，升学压力大，情绪起伏相对较大，没有时间与同伴或长辈沟通交流，

从而导致一定的社交焦虑。而高一学生刚刚进入一个全新的环境，对环境不熟悉，害怕与陌生人沟通，

且要开始适应高中相对较高强度的学习，导致了一定程度的社交焦虑。高二的学生虽然面对高中生活相

对适应，但随着学习压力的上涨和对即将迎来的高三生活感到未知与恐惧，也会造成一定的焦虑水平。 

4.3. 社交焦虑与社交网站使用强度、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的相关分析 

本研究表明，社交焦虑与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方式呈显著正相关，与以往研究一致(张丛丽，2018)。
被动性使用社交网站无法让青少年与其他用户达到积极且正向的反馈结果，而是一味接受，被动摄入网

络信息，刷到什么就看什么，而不主动去搜索或分享自己喜欢的内容。先前研究表明，被动使用社交网

站会预测孤独感，导致个人幸福感下降，影响青少年对自身形象的担忧。这也可能让青少年觉得互联网

上呈现的生活内容都比自己好，进而影响主观幸福感(Lai et al., 2023)。 
相关分析结果还显示，社交焦虑与社交网站使用强度之间存在显著关系，两个变量之间呈显著正相

关。根据错失恐惧现象(FOMO, Fear of Missing Out)，人们会害怕自己错过网络上的关键信息，从而反复

的上网浏览增强使用强度，使用强度越加深越觉得会错过重要信息，导致社交焦虑的程度加深(Hunt et al., 
2018)。焦虑个体倾向于通过社交网站进行情绪调节以及掩饰社交弱点，当个体的交往需求未能得到满足

时，就会渴望通过其他方式进行补偿，而社交网站正为高中生提供了一个交往渠道。 

4.4. 关于降低高中生社交焦虑的建议 

首先，研究者建议应该先让青少年进行自我判断，判断自身的焦虑行为是否已经影响到正常生活，

或者是否给自己以及身边人带来困扰。如果已经影响到正常生活应该及时进行心理咨询或者去医院寻求

专业援助。 
如果青少年只是单纯的害怕与他人交流或者在交流过程中感到不适，可以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让

青少年先适应正常的与家人对话，再逐渐适应与一位同年龄段的朋友对话，再到群体社交。同时，也可

以通过尝试公共演讲来缓解青少年不敢在大众面前开口的社交压力，但这个方法需要循序渐进并且反复

进行才会有效。最后，父母也要努力帮助孩子建立自尊，多表扬和支持他们的想法以及行为，这会让青

少年觉得自己更有力量也更有能力与他人互动。缓解青少年社交焦虑可能会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需

要有充分的耐心和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同样，社交焦虑也可能是由于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做自己。有社交焦虑的人群通常反复琢磨自己说的

话和做的动作，害怕哪里做的不好被旁人指指点点，从而错过了很多生活中的小美好。青少年可以尝试

把脸皮“变厚”，告诉自己在别人心里没有那么重要，不要过多的关注旁人的看法，可以给自己一些积

极的心理暗示，例如：我的表现很棒，做自己就很好。我们要学会如何正确的面对焦虑，改变我们应对

焦虑的行为和方法，可以很好的帮助青少年减少社交焦虑现状。 

4.5. 本研究的不足 

本研究探讨了在社交网站的背景下，社交焦虑与社交网站使用强度与被动性使用社交网站的关系，

对于如何缓解社交焦虑的研究有一定意义，但是，研究仍然有许多不足，主要有：1) 本研究样本量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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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主要来自于上海的在读高中生，被试群体较为单一，未来的研究可以加大样本量并且扩充被试种类；

2) 本研究研究方法相对单一，主要采用了问卷调查法，受到学生的主观影响较大，对研究结果有一定影

响。在往后的实验中可以结合多种研究方法进行对比，从而得出更加准确的实验结果；3) 研究采用横断

研究设计，难以揭露因果关系，所以在未来的调研中可以加入实验方法进行进一步验证，以得到更加准

确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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