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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交媒体错失恐惧是指当代大学生社交媒体用户对网络内容和互动做出及时性反应的现象，它与一系列

负面情绪和生活经历相关。采用自陈式问卷考察大学生社交媒体错失恐惧与其前瞻记忆成绩的关系，使

用移动社交媒体环境下用户错失恐惧症量表、主观前瞻与回溯记忆问卷、状态–特质焦虑问卷对375名
大学生进行线上调查。结果发现：1) 社交媒体错失恐惧及状态–特质焦虑均可以正向预测前瞻记忆的损

害程度；2) 仅状态焦虑可以负向调节社交媒体错失恐惧对前瞻记忆的预测作用，特质焦虑不能显著调节

二者的关系。总体而言，大学生的焦虑水平在其社交媒体错失恐惧对前瞻记忆损害的预测过程中起负向

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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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ear of missing out (FOMO) on social media refers to a contemporary fashion that college stu-
dents’ social media users react timely to the online content and interactions from others unseen, 
which associates with a range of negative feelings and life experiences.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MO on social media and prospective memory among col-
lege students through self-report questionnaires. 375 undergraduates filled the FOMO on Mobile 
Social Media Environment Scale, the Prospective and Retrospective Memory Questionnaire 
(PRMQ), and the 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 (STAI) onlin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Both the 
scores of FOMO and state-trait anxiety questionnaire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rospective memory undermining scores; 2) Only state anxiety negatively regulated the predic-
tive effect of FOMO on prospective memory, while trait anxiety could not significantly regul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Overall, the anxiety level of college students plays a negative regula-
tory role in the prediction of FOMO on prospective memory impai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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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互联网络中心(CNNIC)发布第 48 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止 2021
年 6 月，我国手机网民 10.07 亿，占网民的 99.6%。社交媒体平台大多以手机为载体(赵云泽等，2015)，
2019 年新冠疫情爆发后，人们居家时间增多导致对社交媒体的使用时间增长(张放，甘浩辰，2020)。研

究表明，与疫情相关的变量包括面对压力的控制感和获得社会支持程度，以及与各类媒体信息接触的透

明化程度和时间长度等。美国作家 Stamell 在 2002 年首次提出“错失恐惧”(fear of missing out, FOMO)
的概念。Przybylski 等(2013)将其定义为个体强迫性的担心自己可能会错过一个社会互动的机会、一个他

人正在进行的经历或事件。错失恐惧的产生可能与基本心理需要长期得不到满足而引起的自我调节失衡

有关，在疫情环境下的直接后果是对社交媒体使用过度，进一步导致执行功能的下降，使个体放弃原有

重要任务而将注意资源转移到社交媒体中去。已有研究发现错失恐惧与社交媒体使用显著正相关，大量

使用社交媒体可能会扰乱学生的学习过程以及他们的自我调节能力(Alt, 2018; 张亚利等，2021)。 
前瞻记忆(prospective memory)是指向未来要执行的活动的记忆(Einstein & McDaniel, 1990)。根据预备

注意加工和记忆加工理论，前瞻记忆需要维持前瞻意向来监测靶线索是否出现，并且对靶线索进行确认

并提取意向行为对其进行反应，即前瞻记忆任务的保持和提取均需要认知资源的参与(赵晋全，杨治良，

2002)。郭云飞等人(2016)的研究结果显示，与高认知负荷相比，低认知负荷条件下的前瞻记忆成绩显著

更好，这可能与高负荷任务所需要的认知资源更多有关。由于社交媒体的使用占用了大量认知资源，即

产生了一定量的认知负荷，而前瞻任务的执行是嵌套在背景任务的进行过程中的，因此可以推测，社交

媒体的使用可能会对前瞻记忆任务的进行造成负面影响，甚至导致前瞻记忆任务的失败。 
研究表明，焦虑对事件性前瞻记忆更敏感，状态焦虑对前瞻记忆成绩有直接且明显的损害(Harr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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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mming, 2003)。错失恐惧水平较高的青少年由于使用社交媒体成瘾，其特质焦虑水平明显上升，这可

能是由于个体害怕错失社交活动、担心自己不被社交平台上的其他人接纳所导致(Beyens et al., 2016)。Cole
和 Hooley (2013)也发现，网络成瘾的被试更容易有高水平的社交焦虑、特质焦虑以及状态焦虑，并且推

测，高焦虑者容易网络成瘾是因为网络环境下的社会交往有更少的威胁和更多的奖励。焦虑个体由于错

失恐惧会将一部分注意资源持续投入到社交媒体上，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原有任务的进行。Primack 等(2017)
也发现社交媒体的更多使用与焦虑、抑郁均存在线性关系，由此可以推测，焦虑水平在社交媒体错失恐

惧对前瞻记忆成绩的影响上可能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在新冠疫情导致社交媒体使用率上升的现阶段，社交媒体错失焦虑与前瞻记忆间的关系

尚不明朗，此外，疫情期间的焦虑情绪如何调整二者间的关系亦需进一步探清。因此，本研究旨在考察

大学生社交媒体错失恐惧程度能否预测前瞻记忆水平。研究假设，社交媒体错失恐惧可以正向预测前瞻

记忆损害程度，并且个体的焦虑水平在二者间起调节作用。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选取青岛市的在校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星平台共发放 414 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 375 份，

有效回收率为 90.6%。其中，男生 190 人(50.7%)，女生 185 人(49.3%)，年龄范围 18~23 岁。研究参与者

均为自愿参与调查研究，完成后获得 5 元红包作为报酬。 

2.2. 研究工具 

2.2.1. 主观前瞻与回溯记忆问卷 
主观前瞻与回溯记忆问卷(The Prospective and Retrospective Memory Questionnaire, PRMQ)，由

Crawford 等人(2003)编制，该量表共涉及 16 个条目，用于评价个体的前瞻记忆与回溯记忆。问卷中有关

前瞻记忆和回溯记忆的条目各半，各条目根据 1 分(从不)~5 分(经常)五级评分，得分越高，前瞻记忆、回

溯记忆损害越明显。本研究中仅使用前瞻记忆的 8 个相关条目评估个体的前瞻记忆水平，研究中测得量

表的 α 信度系数为 0.92。 

2.2.2. 移动社交媒体环境下用户错失恐惧症量表 
错失恐惧的测量采用移动社交媒体环境下用户错失恐惧症量表(宋小康等，2017)，该量表共包括 16

个条目，分为心理动机、认知动机、情感依赖、行为表现四个维度，各条目根据 1~5 分五级评分，得分

越高，表示被测对象的认可程度越高。本研究中测得量表的 α 信度系数为 0.88。 

2.2.3. 状态–特质焦虑问卷 
焦虑水平的测量应用状态–特质焦虑问卷(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 STAI)，可以将特质焦虑和状

态焦虑区分，直观反映个体的主观感受。本量表共 40 个条目，均采用 4 级评分，1 代表“一点也不相符”，

4 代表“非常相符”。其中，20 个条目反向计分，总分越高代表个体的焦虑程度越高。1~20 项为状态焦

虑量表(S-AI)，包含正负情绪各半；21~40 项为特质焦虑量表(T-AI)，其中 11 项为负性情绪条目，9 项为

正性情绪条目。本研究使用状态–特质焦虑问卷总分评估个体的焦虑水平，研究中测得量表的 α 信度系

数为 0.95。 

2.3. 研究程序与处理 

为了减少被试自我报告产生的共同方法偏差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本研究进行了程序控制和统计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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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序控制上，本研究发放问卷的时间在不同时期进行，样本在性别、年龄、专业等属性上尽可能多样；

在统计控制上，采用了 Harman 单因素检验，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共 13 个，最大因子

方差解释度为 22.56% (小于 40%)，因此本研究中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 实验结果 

3.1. 各变量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variables (N = 375) 
表 1. 各变量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N = 375) 

 M SD 1 2 3 4 5 6 7 8 9 

1 社交媒体错失

恐惧 
3.65 0.60 1                 

2 心理动机 3.27 0.92 0.71** 1               

3 认知动机 4.04 0.69 0.81** 0.42** 1             

4 情感依赖 3.42 0.79 0.78** 0.40** 0.47** 1           

5 行为表现 3.68 0.72 0.82** 0.48** 0.57** 0.54** 1         

6 前瞻记忆 2.89 0.77 0.33** 0.29** 0.11* 0.29** 0.36** 1       

7 状态–特质焦虑 2.11 0.49 −0.02 0.11 −0.19* −0.03 0.09 0.34** 1     

8 状态焦虑 2.06 0.52 −0.03 0.10 −0.19* −0.03 0.08 0.30** 0.95** 1   

9 特质焦虑 2.15 0.50 −0.01 0.11 −0.17* −0.02 0.10* 0.35** 0.95** 0.81** 1 

注：*p < 0.05，**p < 0.01，下同。 
 

对社交媒体错失恐惧、前瞻记忆和焦虑进行相关分析，表 1 结果显示社交媒体错失恐惧的各维度得

分与前瞻记忆损害得分显著正相关(r = 0.11~0.36, ps < 0.05)；状态–特质焦虑问卷得分与前瞻记忆损害得

分显著正相关(r = 0.34, p < 0.01)；状态–特质焦虑问卷得分与社交媒体错失恐惧问卷得分相关不显著(r = 
−0.02, p > 0.05)。 

3.2. 焦虑在社交媒体错失恐惧对前瞻记忆预测过程中的负向调节作用 

运用层次回归分析的方法，检验状态–特质焦虑以及各维度在社交媒体错失恐惧影响前瞻记忆中的调节

作用。首先对各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之后计算出社交媒体错失恐惧与状态–特质焦虑及各维度的交互项。 
1) 状态焦虑在社交媒体错失恐惧和前瞻记忆关系间的调节作用检验。表 2 结果表明，社交媒体错失

恐惧显著正向预测前瞻记忆(β = 0.28, p < 0.001)，状态焦虑显著正向预测前瞻记忆(β = 0.24, p < 0.001)，社

交媒体错失恐惧与状态焦虑的交互项显著负向预测前瞻记忆(β = −0.08, p < 0.05)，ΔR2 为 0.10，即交互作

用项额外解释了 10%的变异，使解释率由 13%提高到 23%。这说明状态焦虑可以调节社交媒体错失恐惧

和前瞻记忆的关系。 
2) 为了进一步研究状态焦虑在社交媒体错失恐惧对前瞻记忆的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绘制了交互效应

图(图 1)。简单斜率检验表明，对于低状态焦虑水平的群体(Z = −1)，当社交媒体错失恐惧水平上升时，

前瞻记忆问卷得分显著升高，即前瞻记忆受损程度上升(β = 0.36, t = 5.76, p < 0.001)；对于高状态焦虑水

平的群体(Z = 1)，社交媒体错失恐惧水平上升也伴随着前瞻记忆受损程度的显著上升，但上升程度较小(β 
= 0.20, t = 3.20, p < 0.01)，由此可以得出社交媒体错失恐惧对前瞻记忆的预测作用随着状态焦虑水平的上

升而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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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tate anxiet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ar of missing out on social media and prospec-
tive memory (N = 375) 
表 2. 状态焦虑在社交媒体错失恐惧和前瞻记忆关系间的调节作用(N = 375) 

变量 
前瞻记忆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控制变量    

性别 0.01   

年龄 0.01   

是否有实习经历 −0.12   

自变量    

社交媒体错失恐惧  0.28*** 0.29*** 

状态焦虑  0.24*** 0.26*** 

社交媒体错失恐惧 × 状态焦虑  −0.08* 

R2 0.01 0.22 0.23 

ΔR2 0.01 0.21 0.10 

F 0.75 20.28*** 17.78*** 

ΔF 0.75 49.27*** 4.39* 

注：相关变量已经中心化处理，所报告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p < 0.05，***p < 0.001。 
 

 
Figure 1.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tate anxiet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ar of missing out on social media and prospective memory 
图 1. 状态焦虑在社交媒体错失恐惧和前瞻记忆之间的调节作用 

 
3) 特质焦虑在社交媒体错失恐惧和前瞻记忆关系间的调节作用检验。表 3 结果表明，社交媒体错失

恐惧显著正向预测前瞻记忆(β = 0.27, p < 0.001)，特质焦虑显著正向预测前瞻记忆(β = 0.28, p < 0.001)，社

交媒体错失恐惧与特质焦虑的交互项不显著(β = −0.07, p > 0.05)，这说明特质焦虑不能调节社交媒体错失

恐惧和前瞻记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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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tate anxiet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ar of missing out on social media and prospec-
tive memory (N = 375) 
表 3. 特质焦虑在社交媒体错失恐惧和前瞻记忆关系间的调节作用(N = 375) 

变量 
前瞻记忆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控制变量    

性别 0.01   

年龄 0.01   

是否有实习经历 −0.12   

自变量    

社交媒体错失恐惧  0.27*** 0.28*** 

特质焦虑  0.28*** 0.29*** 

社交媒体错失恐惧 × 特质焦虑  -0.07 

R2 0.01 0.24 0.25 

ΔR2 0.01 0.24 0.10 

F 0.75 23.65*** 20.37*** 

ΔF 0.75 57.67*** 3.24* 

注：相关变量已经中心化处理，所报告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p < 0.05，***p < 0.001。 
 

4) 状态–特质焦虑在社交媒体错失恐惧和前瞻记忆关系间的调节作用检验。表 4 结果表明，社交媒

体错失恐惧显著正向预测前瞻记忆(β = 0.28, p < 0.001)，状态–特质焦虑显著正向预测前瞻记忆(β = 0.27, 
p < 0.001)，社交媒体错失恐惧与状态–特质焦虑的交互项显著负向预测前瞻记忆(β = −0.08, p < 0.05)，ΔR2

为 0.23，即交互作用项额外解释了 23%的变异，使解释率由 2%提高到 25%，表明状态–特质焦虑负向

调节社交媒体错失恐惧和前瞻记忆的关系。 
 
Table 4.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tate-trait anxiet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ar of missing out on social media and 
prospective memory (N = 375) 
表 4. 状态–特质焦虑在社交媒体错失恐惧和前瞻记忆关系间的调节作用(N = 375) 

变量 
前瞻记忆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控制变量    

性别 0.01   

年龄 0.01   

是否有实习经历 −0.12   

自变量    

社交媒体错失恐惧  0.28*** 0.29*** 

状态–特质焦虑  0.27*** 0.29*** 

社交媒体错失恐惧 × 状态–特质焦虑  −0.08* 

R2 0.01 0.24 0.25 

ΔR2 0.01 0.23 0.23 

F 0.75 23.26*** 20.41*** 

ΔF 0.75 56.67*** 4.93* 

注：相关变量已经中心化处理，所报告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p < 0.05，***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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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研究状态–特质焦虑在社交媒体错失恐惧对前瞻记忆的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绘制了交互

效应图(图 2)。简单斜率检验表明，对于低焦虑水平的群体(Z = −1)，当社交媒体错失恐惧水平上升时，

前瞻记忆问卷得分显著升高，即前瞻记忆受损程度上升(β = 0.35, t = 5.60, p < 0.001)；对于高焦虑水平的

群体(Z = 1)，社交媒体错失恐惧水平上升也伴随着前瞻记忆受损程度的显著上升，但上升程度较小(β = 
0.21, t = 3.36, p < 0.001)，由此可以得出社交媒体错失恐惧对前瞻记忆的预测作用随着焦虑水平的上升而

降低。 
 

 
Figure 2.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anxiet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ar of missing out on social media and prospective memory  
图 2. 焦虑在社交媒体错失恐惧和前瞻记忆之间的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社交媒体错失恐惧可以正向预测前瞻记忆水平，焦虑在社交媒体错失恐惧和前瞻记忆之

间起调节作用(见图 3)。 
 

 
注：*p < 0. 05，***p < 0.001。 

Figure 3. The moderated model of anxiet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ar of missing out on social media and prospective memory  
图 3. 焦虑在社交媒体错失恐惧和前瞻记忆之间的调节作用模型 

4. 讨论 

随着科技的发展，运用社交媒体平台已经逐渐成为人际交往的重要方式，但社交媒体的过度使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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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会对前瞻记忆产生负面影响。本次研究试图探清社交媒体使用与前瞻记忆间的关系，为个体前瞻记忆

功能的改善提供一些参考。 

4.1. 社交媒体错失恐惧、焦虑水平正向预测前瞻记忆损害程度 

回归结果显示，社交媒体错失恐惧各维度问卷得分对前瞻记忆问卷得分无显著影响。社交媒体错失

恐惧问卷得分对前瞻记忆问卷得分有正向预测作用，即社交媒体错失恐惧水平越高，前瞻记忆受损程度

越高。这可能是由于错失恐惧水平较高的个体，更可能在社交媒体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经历，以补偿自

己害怕错失信息的心理(柴唤友等，2018)。移动社交媒体的个性化推送功能以及人们对他人正在经历发生

事情的好奇心，使得“信息”作为一个新异刺激不断消耗着人们的资源，但是人的认知资源是有限的。

根据总体任务资源理论，个体当前任务需要的资源总和超过了其能够提供的认知资源总量，那么任务的

成绩将会下降(陈栩茜，张积家，2003)。根据 Smith (2003)提出的预备注意与记忆加工理论，预备注意过

程涉及对正在进行任务的监视来探测靶刺激的出现，因此即使没有靶刺激的出现仅完成背景任务也需要

认知资源的参与；此外，对前瞻任务的成功执行需要回溯记忆的参与以确认靶刺激，这一过程也需要认

知资源，即整个前瞻过程中维持与提取意向均需要认知资源的参与。因此，由于社交媒体的使用占据了

大部分的认知资源，个体的前瞻记忆任务所需的认知资源不足，可以预测前瞻记忆水平会一定程度下降。 
回归结果还显示，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问卷得分对前瞻记忆问卷得分都有正向预测作用，即焦虑水

平越高，前瞻记忆受损程度越高。已有研究证实，情绪对前瞻记忆的成绩有影响。Walter 和 Bayen (2016)
关于酒精对前瞻记忆的影响研究发现，前瞻记忆成绩取决于前瞻任务的线索效价，负性情绪限制了前瞻

任务的完成(Walter & Bayen, 2016; 陈宁等，2017；赵彤，杨昭宁，2019)。根据 Eysenck 与 Calvo (1992)
提出的加工效率理论(The Processing Efficiency Theory)，焦虑对前瞻记忆的影响体现在加工效率而不是加

工效果上。加工效率主要强调认知加工结果与认知资源应用之间的关系，反映了执行功能是否有效运作，

特别是抑制和转换两种执行成分(周雅，2013)。在前瞻记忆的实验研究中，被试要完成背景任务和前瞻任

务，当靶刺激出现时要以前瞻任务反应代替背景任务的反应，体现了任务转换的特点，并且个体需要对

原背景任务的反应进行抑制。在日常生活中，正在进行的任务可能会被新任务打断，体现了前瞻意图的

保持和更新(周晨琛等，2017)。另外，焦虑对前瞻记忆的负面影响可能与注意的分散有关，个体无法抑制

对无关干扰因素的过度关注，导致了前瞻任务绩效的下降。刘伟和王丽娟(2004)研究发现，焦虑情绪的诱

发导致注意分散，进而造成前瞻记忆水平下降。 

4.2. 焦虑在社交媒体错失恐惧对前瞻记忆预测过程中的负向调节作用 

调节作用分析显示，状态焦虑在社交媒体错失恐惧与前瞻记忆的关系中起负向调节作用，而特质焦

虑在后两者的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仅达到边缘显著。Harris 和 Cumming (2003)研究发现，状态焦虑水平高

的人比状态焦虑水平低的人在前瞻任务上表现更差，但不会影响工作记忆的能力。但是，特质焦虑水平

的人在前瞻记忆任务的表现上差异不显著。因此，不同程度的状态焦虑都对前瞻记忆任务成绩有显著的

影响。Notebaert 等人(2019)选取不同特质焦虑水平的被试进行实验发现，特质焦虑对回溯记忆有显著影

响，但对前瞻记忆成绩没有显著影响。由此可以推断，新冠疫情的持续大大减少了线下人际接触的时间，

大学生群体为了降低自己的错失恐惧将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社交媒体上，该过程中所产生的焦虑状态

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个人的前瞻记忆水平。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焦虑的程度可以调节社交媒体错失恐惧对前瞻记忆的预测作用，即当个体处

于较高的焦虑水平时，社交媒体错失恐惧对前瞻记忆的预测作用降低。有部分研究认为，错失恐惧又称

为错失焦虑，其产生的情绪体验以焦虑情绪为主(Brand et al., 2019; 张亚利等，2021)。Kim 和 Davi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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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压力消解理论也认为，网络成瘾者不可停止地使用网络的目的是通过网络来缓解压力和紧张，社交媒

体成瘾的其中一个目的是缓解错失恐惧水平、降低焦虑程度。本研究中发现，在低焦虑水平下，社交媒

体错失恐惧水平可以显著预测前瞻记忆的损失，这可能是因为社交媒体错失恐惧中所包含的焦虑情绪足

以预测前瞻记忆的成绩；而在高焦虑水平下，被试的前瞻记忆成绩受自身焦虑水平的影响更大，一定程

度上会大过甚至覆盖了错失恐惧中的焦虑成分，因此导致社交媒体错失恐惧对前瞻记忆的预测程度下降。

由此可以推测，社交媒体错失恐惧本质上可以视作焦虑的一种子成分。此外，Cona，Kliegal 和 Bisiacchi 
(2015)探究了情绪线索在前瞻记忆各阶段的不同影响，发现个体倾向于高估不愉快程度高的信息，特别是

这种信息与前瞻任务线索相关联时。因此，在高焦虑水平条件下个体有可能错误地估计自身的前瞻记忆

水平，进而导致社交媒体错失恐惧并不能显著地预测前瞻记忆成绩。 

4.3.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第一，本研究的数据均来自于自我报告，未来的研究可以从多个信息来源

收集数据，比如父母、同伴等，也可以运用多种研究方法进一步检验结论的稳定性。第二，本研究是在

疫情的特定背景下进行的，并没有探究正常情境下大学生社交媒体错失恐惧的特点，因此在后续研究中

可探究正常情境和疫情背景下大学生社交媒体错失恐惧对前瞻记忆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完善社交媒体

错失恐惧影响前瞻记忆的加工机制理论。 

5. 结论 

综上所述，大学生社交媒体错失恐惧和焦虑水平与前瞻记忆损害程度呈显著正相关，并且二者均可

以正向预测前瞻记忆的损害程度。其中，状态焦虑在社交媒体错失恐惧对前瞻记忆的预测过程中起负向

调节作用，但特质焦虑不能调节社交媒体错失恐惧和前瞻记忆二者的关系。总体而言，大学生的焦虑水

平在其社交媒体错失恐惧对前瞻记忆损害的预测过程中起负向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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