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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Networking Addiction causes damage to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functions. The 
current study has explored the research results about the predictors and negative consequences 
of Social Networking Addiction. In the future, the existing researches can be expanded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refinement of social networking classification, the diversification of re-
search samples, the synthesis of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 enlargement of research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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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交网络成瘾导致个体心理、社会功能受损。当前研究探讨了社交网络成瘾的发生机制及其消极后果等

方面的研究成果。今后研究可从对社交网络分类的细化、研究样本的多样化，研究方法的综合化，研究

内容的扩大化等方面来拓展已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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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 Web2.0 时代的到来，社交网络开始走入大众生活。人们通过微博，微信，QQ 等社交网站来进

行沟通交流，分享彼此生活。社交网络即通过邮件、即时通信、视频音频等方式与他人建立联系，并允

许个体在封闭系统内建立公开或半公开的个体文档，展示与个体有关的信息(Boyd & Ellison, 2007)。在社

交网络中，用户具有双重角色，即为自己和其他用户生成内容，并消费其他用户生成的内容。 
个体使用社交网络一方面旨在自我展示，通过社交平台中刻意的展示、表演来提升自我形象，比如，

个体可能营造出自己努力工作的形象(Peluchette & Karl, 2010)，或是通过美化图片让自己上传的照片看起

来更有魅力；另一方面，通过社交网络，个体刻意获得归属感，弥补在现实生活中的归属感不足问题；

同时，社交网络的使用也可以让个体更受欢迎，并减少无聊感(姚琦，马华维，阎欢，& 陈琦，2014)。
但是，社交网络的过度使用却可能危害个体身心健康，产生负面生理和心理后果，情况严重者，甚至出

现社交网络成瘾(Ross et al., 2009)。 
社交网络成瘾(Social Networking Addiction)是指过度使用网络的交际功能，沉迷于在网上建立、发展

和维持亲密关系，而忽略了现实中的人际关系的发展和维持，导致个体心理、社会功能的损害(钱铭怡，

章晓云，黄睁，张智丰，& 聂晶，2006)。社交网络成瘾是网络成瘾的组成部分，属于网络关系成瘾，具

有网络成瘾的凸显性、耐受性、戒断性等特征(Andreassen, 2015)。 

2. 社交网络成瘾的发生机制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社交网络的使用者与非使用者之间在心理特质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姚琦等，2014)。
但是在社交网络成瘾因素的预测上，一些特质凸显出来，能更好地预测个体是否出现社交网络成瘾。 

2.1. 人格与社交网络成瘾的关系 

人格是成瘾行为的重要预测指标，也是社交网络成瘾预测因素中探讨最多的。在大五人格中，外向

性特质和神经质能显著预测社交网络成瘾(Wang et al. 2015)。外向者比内向者使用社交网络更频繁、问题

性社交网络使用时间更长(Wilson et al., 2010; Ross et al., 2009)，Facebook 成瘾与外向性存在高度正相关

(Andreassen, 2015)。同时，具有神经质特征的人对使用互联网进行交流非常感兴趣(Ross et al., 2009; 
Wolfradt & Doll, 2001)，可能是因为害羞或是害怕拒绝而选择安全的社交网络来满足其安全感的需求。 

另外、孤独感、社交焦虑、抑郁、低自尊、冲动性和自恋等也都是预测社交网络成瘾的重要次级人

格变量。孤独感能够正向预测社交网络成瘾(王晓静，2016)，感到孤独的人会更多地使用网络，他们可能

是为了增加潜在的人际关系和变化的社交模式，将网络社交作为一种缓解与孤独感相关的消极情绪的方

式，并通过网络获得情感支持(Morahan-Martin & Schumacher, 2003)。对社交焦虑的研究发现，大学生社

交网络成瘾与社交焦虑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即社交焦虑越高的大学生的社交网络成瘾倾向越高(朱柏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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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进一步探究原因，研究者指出社交焦虑个体可能认为网络使用的匿名性比引起消极评价恐惧的面

对面交流更容易，由此倾向选择网络交流的方式进行人际互动(Shepherd & Edelmann, 2005)。自尊也被认

为是社交网络成瘾的重要预测变量，有研究发现自尊与网络成瘾存在显著负相关(Ayas & Horzum, 2013)，
且自尊能够显著预测青年的社交网络使用时间的水平和成瘾倾向程度(Wilson, Fornasier, & White, 2010)，
可能是低自尊者自我控制能力低，更容易对网络产生依赖(Aydm & San, 2011)。 

也有研究发现，抑郁性人格特质可以显著正向预测 Facebook 成瘾行为(Hong, Huang, Lin, & Chiu, 
2014)。另外，冲动性也是社交网络成瘾的重要预测因素，冲动者更不易控制自己的行为，上网时间更长，

沉溺于社交网络之中(Wu, Cheung, Ku, & Hung, 2013)。对自恋与社交网络使用的研究发现，社交网络的使

用与自恋和精神变态等现象有关(Carpenter, 2012)，且 Facebook 的好友数量与自恋和表演型人格障碍等联

系密切(Rosen, Whaling, Rab, Camer, & Cheever, 2013)，可能是因为自恋者需要依赖于外部评价来获得良

好感觉，而社交网络平台刚好提供了更好的展示自我的机会。 

2.2. 心理动机与社交网络成瘾的关系 

社交网络的使用能满足个体的不同心理需求。如一项实证研究发现，大学生之所以亲睐在线交流是

因为能满足其心理需求，具体包括下述六个方面，即自我提升、人际交往、成就感、休闲娱乐、角色扮

演和自主性需求满足(席杰，2011)。另有研究表明，大学生使用校内网能满足其以下功能，自我确认效用

的满足，展示自我，成为意见领袖；人际关系功能的满足，维系关系，寻找失落的友谊(蔡斯韵，2009)。
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个体以满足需要为目的而使用社交网络，社交网络的使用有助于满足两个关键的

心理需求：即自我表现的需要和归属的需要，无论是正常使用还是成瘾行为，都是为了满足这两个需要

(Nadkarni & Hofmann, 2012)。如研究通过自我表现和归属需求来探讨社交网络的积极功能和社会失调功

能，认为社会提升和人际联结是社会心理正向满足，表现主义和窥阴癖则是社会心理的不利满足。具体

来说，每一种需求都是一体两面的，既可能有积极影响，也可能带来消极后果，如自我表现的积极满足

是社会提升，消极表现则是表现主义；而归属需要的积极满足是人际联结，消极满足则是窥阴癖

(Mantymaki & Najmul Islam, 2016)。 
同时，当个体在现实生活中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时，就会转而沉溺于社交网络中寻求心理补偿。如

研究发现低生活满意度和低幸福感对 Facebook 成瘾行为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Satici & Uysal, 2015)。社交

网络使用的“穷者变富”模型亦认为在线交流具有社交补偿功能，从而有助于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社交

焦虑和体验到较高孤独感的个体在网络上建立人际关系(雷雳，杨洋，& 柳铭心，2006)。而“失补偿”

模型认为当个体的心理发展受阻时，需要通过某种方式来进行心理补偿(高文斌 & 陈祉妍，2006)，社交

网络行为就是个体在发展过程中受阻时的补偿表现，如果形成“建设性补偿”则是正常的社交网络行为，

如果形成“病理性补偿”则是社交网络成瘾行为。 
对于成瘾行为而言，心理渴求也是其重要的成瘾动机。心理渴求可看作一种主观的动机状态，是个

体想要再次进行某行为的主观愿望，而兴奋性则是从事某种活动所产生的快感。有研究者通过实验表明，

社交网络成瘾者受社交网络相关图片刺激诱发的心理渴求感比非成瘾者更高，且社交网络成瘾者的社交

网络兴奋性显著高于非社交网络成瘾者(朱柏洁，2017)。心理渴求和兴奋性互相影响，共同维持了成瘾者

的社交网络行为。 

2.3. 家庭和同伴与社交网络成瘾的关系 

在对网络成瘾影响因素的探讨中，研究者指出家庭和同伴因素是影响个体网络成瘾的重要因素，一

方面，父母的不良教养方式，如严厉惩罚、过分干涉、过分保护等，与网络成瘾倾向有关；另一方面，

https://doi.org/10.12677/ap.2018.88127


王维 
 

 

DOI: 10.12677/ap.2018.88127 1060 心理学进展 
 

生活中缺少社会支持，同伴关系紧张也可能促使个体从网络中寻求满足(雷雳，2015)。 
在现有研究中，还较少有研究探讨家庭和同伴因素对社交网络成瘾的影响。不过，在一项针对四川

某地中学生的调查中，研究者基于问卷调查和访谈研究发现，父母不在身边的中学生更易网络社交成瘾，

可能是由于长期与父母的疏离带来孤独感，为了排遣孤独感而更多地使用社交网络(袁琳娜，2013)。而对

于同伴群体的影响，一些研究者提到同伴间的社会比较，以及社交网络制造出的社会在场(Gao, Liu, & Li, 
2017)，均会影响社交网络成瘾。 

2.4. 性别和文化与社交网络成瘾的关系 

在性别与社交网络成瘾的关系探讨中并未达成共识。一些研究表明社交网络成瘾存在性别差异，主

要表现为女性的社交网络成瘾检出率高于男性(Lenhart et al., 2015)，不过，另有研究指出，在社交网络成

瘾上并不存在性别差异，不过在使用动机上存在性别差异，如女性使用社交网络用以维持与真实朋友之

间的联系、娱乐、打发时间等；而男性则更多地使用社交网络来寻找新的朋友、学习以及获得社会身份

的满足。 
在社交网络成瘾的文化因素探讨中有如下发现。其一，不同文化下的社交网络成瘾检出率有差异，

有研究指出 12%的美国成年人对 Facebook 成瘾，24%~35%的中国大学生对社交网络成瘾，而尼日尼亚大

学生的成瘾率却只有 1.6% (Andreassen, 2015)，在新加坡的社交网络成瘾检出率为 29.5% (Catherine & 
Yvaine, 2017)，不过，由于各项研究所使用的检测工具并不统一，因此，更具体的情况函待进一步探讨。

其二，不同文化下的社交网络使用特征也有所不同，如韩国社交网络用户的线上好友数更少但关系更亲，

其公共资料多匿名，自我暴露频率低且私人；而美国用户相对有更多的线上好友、更多的自我暴露(Cho, 
2010)。这些研究均说明文化因素会影响个体的社交网络行为及成瘾倾向。 

3. 社交网络成瘾的消极后果 

研究者指出，社交网络的使用对个体的自我构建、心理健康、社会化及躯体疾病康复等都有重要的

积极影响(姜永志等，2016)，不过，这种积极效果可能仅限于社交网络的合理使用。对于社交网络的过度

使用者，尤其是社交网络成瘾者而言，其成瘾行为对个体身心都有较大消极影响。一项旨在探讨新加坡

学生社交网络成瘾的发生率及其与其他行为障碍和情感障碍的共病率的研究发现，社交网络成瘾可能与

不健康的食物摄入和购物同时发生，且成瘾与抑郁情绪障碍的共病率为 21%，焦虑为 27.7%，狂躁为 26.1%，

患有 SNS 成瘾的学生，尤其是女性，更易患其他行为成瘾和情感障碍(Catherine & Yvaine, 2017)。本研究

将主要从认知、情绪情感和行为等三个方面来探讨社交网络成瘾的负面影响。 

3.1. 认知 

社交网络成瘾让个体形成负面身体自我和消极的自我认知。 
有研究表明，在青少年中，社交网络使用越多，对其身体不满也就越多(Tiggemann & Slater 2013)，

且高度的身体不满会威胁个体的幸福感(Markey, 2010)。另外，来自芬兰的一项纵向表明，随着时间的推

移，更频繁的社交网络使用预测更多的身体不满，且在男孩和女孩中都存在这一现象(de Vries et al., 2016)。
并且，社交网站的使用能正向预测青少年接受整容的愿望(de Vries et al., 2014)。 

社交网站中他人信息的易得性会诱发个体进行社会比较(Kim & Chock, 2015)。Chou and Edge (2012)
发现社交网络使用时间更长的人，认为别人比自己更快乐。由于社交网络具有自我提升的效果，即个体

通过各种方式让自己看起来更美、更酷、生活地更有意思，这也让青少年之间互相攀比，当看到他人，

尤其是朋友塑造的更好的社交网络形象时，个体更容易对自我不满，形成消极的自我认知。另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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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上，与观看魅力值较低的资料相比，当看到有魅力的用户的资料后，个体对自己的身体更加不

满。而对于男性被试而言，与观看不太成功人士资料相比，观看成功男性资料的个体，其当前职业状况

和理想职业状况之间的差异更大(Haferkamp & Kramer, 2011)。 

3.2. 情绪与情感 

对于社交网络成瘾的消极情绪情感影响探讨主要集中于以下因素。 
社交网络成瘾让个体更加抑郁。Pantic 等(2012)研究表明在线社交网络与抑郁症有关，且在社交网络

花费时间与抑郁症呈正相关。一些日记和经验抽样研究则表明社交网络使用能够预测抑郁(Verduyn et al., 
2015)。在一项基于 QQ 空间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社交网站使用对抑郁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主要

通过社交网站中的上行社会比较和自尊的中介作用对抑郁产生影响(牛更枫，孙晓军，周宗奎，孔繁昌， 
& 田媛，2016)。 

社交网络成瘾让个体更加孤独。Ong 等人指出网络聊天组的被试在与家人关系上表现出更高水平的

孤独感；Koc 和 Gulyagci (2013)研究也表明社交网络成瘾比非成瘾者体验到更多的孤独感；周奕欣(2016)
等的研究表明使用在线社交网站使用可以预测下一个时间段的社交孤独。 

社交网络成瘾让个体幸福感降低。如多项研究证实了 facebook 使用与幸福感减少之间的关系(Chen & 
Lee, 2013; Chou & Edge, 2012)。如爱情关系中的嫉妒(Utz & Beukeboom, 2011)，以及由于解除好友关系而

产生的负面体验(Bevan, Ang, & Fearns, 2014)，自尊降低，认知负荷增加以及感觉痛苦(Chen & Lee, 2013)。 

3.3. 行为 

社交网络成瘾对个体的消极影响还体现在行为方面。社交网络成瘾让个体工作表现下降，基于一家

大型信息技术公司的276名雇员的调查显示，社交网络成瘾会导致任务分心进而影响工作表现(Moqbela & 
Kockb, 2018)。社交网络成瘾增加网络侵犯行为，Kwan & Skoric (2013)发现 Facebook 常被被用作网络欺

凌、跟踪和在线骚扰的渠道。社交网络成瘾个体也更容易出现睡眠问题和视力问题(胡春梅 & 吕琪，2018)；
研究发现成瘾能够预测近视度数和睡眠质量，使用社交网络时间越长，越可能增加近视度数、影响睡眠

质量；社交网络成瘾能够预测睡眠质量，成瘾学生睡眠质量更差。 

4. 不足与展望 

其一、对社交网络的分类过于笼统。当前多数研究所使用的社交网络如 facebook、微信、微博等。

但实际上社交网络的类型多样，更新较快，如国内现阶段涌现出的新型社交网络，快手，抖音等也吸引

了大量用户，许多人沉迷其中，但对此的研究并未跟上。另外，同一种社交网络也有不同活动的差异，

以微信为例，有上传照片，浏览他人主页，与他人交流，发表心情，分享资料等功能。同时也存在使用

性质上的差异，如主动发起对话或是被动与他人沟通等，对此的研究还应进一步细化分类和使用性质。 
其二、研究对象的集中性。为了方便取样，当前的研究多以青少年和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但实际上，

微信等社交网络在中国使用范围十分广泛，不同人群的使用可能也有不同的特点。未来的研究应针对更

广泛的用户群体来展开，如不同年龄阶段、不同职业群体的个体，其社交网络使用特点。 
其三、研究方法单一。当前研究主要采用大样本的量化研究，采用相关研究和回归研究来揭示心理

变量与社交网络使用行为间的关系，其解释力十分有限。未来研究一方面可采用访谈法、焦点小组讨论

等质性研究方法来进行主观性心理的探索，另一方面，也应深入研究社交网络成瘾的脑机制和生理机制，

进一步丰富当前研究。 
其四、研究内容的集中性。综合多项研究我们发现，当前对社交网络成瘾的研究多以影响变量，结

果变量为研究重点，缺少对社交网络成瘾的理论建构及干预研究，导致很多基本内容无法厘清，如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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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判定标准，是否是病理性等(姜永志等，2016)。也缺乏东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比较研究，因此，扩大

社交网络成瘾的研究内容也是十分必要的。 

基金项目 

本研究受科研立项经费支持。 

参考文献 
蔡斯韵(2009). “使用与满足”理论和校内网的发展. 传媒论苑, No. 7, 71-72. 

高文斌, 陈祉妍(2006). 网络成瘾病理心理机制及综合心理干预研究. 心理科学进展, 14(4), 596-603. 

胡春梅, 吕琪(2018). 大学生社交网络使用与体质量指数视力睡眠质量的关系. 校园心理, 16(1), 7-12. 

姜永志, 白晓丽, 阿拉坦巴根, 等(2016). 青少年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 心理科学进展, 24(9), 1435-1447. 

雷雳(2015). 互联网心理学.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雷雳, 杨洋, 柳铭心(2006). 青少年神经质人格、互联网服务偏好与网络成瘾的关系. 心理学报, 38(3), 375-381.  

牛更枫, 孙晓军, 周宗奎, 孔繁昌, 田媛(2016). 基于 QQ 空间的社交网站使用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 上行社会比较和

自尊的序列中介作用. 心理学报, 48(10), 1282-1291. 

钱铭怡, 章晓云, 黄睁, 张智丰, 聂晶(2006). 大学生网络关系依赖倾向量表(IRDI)的初步编制. 北京大学学报网络版, 
1(2), 1-6. 

王晓静(2016). 大学生社交网络成瘾倾向的问卷编制及相关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重庆: 西南大学. 

席杰(2011). 大学生在线交流现状及心理需求满足特点. 硕士学位论文,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袁琳娜(2013). 中学生网络社交: 现状、危机与反思——基于四川某地中学生网络媒介使用的调查. 硕士学位论文, 
合肥: 安徽大学. 

姚琦, 马华维, 阎欢, 陈琦(2014). 心理学视角下社交网络用户个体行为分析. 心理科学进展, 22(10), 1647-1659. 

朱柏洁(2017). 社交网络成瘾的形成机制探讨一社交焦虑、渴求感与兴奋性. 硕士学位论文, 大连: 辽宁师范大学. 

周奕欣, 李保滨, 陈爽, 王可欣, 周明洁(2016). 大学生网络使用行为与社交孤独的关系: 一项交叉滞后分析研究. 新
媒介研究, No. 13, 47-50. 

Aydm, B., & San, S. V. (2011). Internet Addiction among Adolescents: The Role of Self-Esteem. Procedia-Social and Be-
havioral Sciences, 15, 3500-3505. https://doi.org/10.1016/j.sbspro.2011.04.325 

Andreassen, C. S. (2015). Online Social Network Site Addiction: A Comprehensive Review. Current Addiction Reports, 2, 
175-184. https://doi.org/10.1007/s40429-015-0056-9 

Ayas, T., & Horzum, M. B. (2013). Relation between Depression, Loneliness, Self-Esteem and Internet Addiction. Educa-
tion, 133, 283-290.  

Bevan, J. L., Ang, P. C., & Fearns, J. B. (2014). Being Unfriended on Facebook: An Application of Expectancy Violation 
Theory.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33, 171-178. https://doi.org/10.1016/j.chb.2014.01.029 

Boyd, D. M., & Ellison, N. B. (2007). Social Network Sites: Definition, History, and Scholarship. Journal of Comput-
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3, 210-230. https://doi.org/10.1111/j.1083-6101.2007.00393.x 

Carpenter, C. J. (2012). Narcissism on Facebook: Self-Promotional and Anti-Social Behavior.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52, 482-486.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11.11.011 

Catherine, S. T., & Yvaine, Y. W. (2017). Online Social Networking Addic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Singapore: Com-
orbidity with Behavioral Addiction and Affective Disorder. Asi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25, 175-178. 

Cho, S. E. (2010). 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of Korean and American Social Network Sites: Exploring Cultural Differ-
ences in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Self-Presentatio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Rutgers University.  

Chou, H. G., & Edge, N. (2012). “They Are Happier and Having Better Lives than I Am”: The Impact of Using Facebook on 
Perceptions of Others’ Lives.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15, 117-121.  
https://doi.org/10.1089/cyber.2011.0324 

Chen, W., & Lee, K. H. (2013). Sharing, Liking, Commenting, and Distressed? The Pathway between Facebook Interaction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16, 728-734.  
https://doi.org/10.1089/cyber.2012.0272 

de Vries, D. A., Peter, J., de Graaf, H., & Nikken, P. (2016). Adolescents’ Social Network Site Use, Peer Appearance-Related 

https://doi.org/10.12677/ap.2018.88127
https://doi.org/10.1016/j.sbspro.2011.04.325
https://doi.org/10.1007/s40429-015-0056-9
https://doi.org/10.1016/j.chb.2014.01.029
https://doi.org/10.1111/j.1083-6101.2007.00393.x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11.11.011
https://doi.org/10.1089/cyber.2011.0324
https://doi.org/10.1089/cyber.2012.0272


王维 
 

 

DOI: 10.12677/ap.2018.88127 1063 心理学进展 
 

Feedback, and Body Dissatisfaction: Testing a Mediation Model. Journal Youth Adolescence, 45, 211-224.  
https://doi.org/10.1007/s10964-015-0266-4 

de Vries, D. A., Peter, J., de Graaf, H., & Nikken, P. (2014). The Effect of Social Network Site Use on Appearance Invest-
ment and Desire for Cosmetic Surgery among Adolescent Boys and Girls. Sex Roles, 71, 283-295. 

Gao, W., Liu, Z. P., & Li, J. Y. (2017). How Does Social Presence Influence SNS Addiction? A Belongingness Theory 
Perspective.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No. 77, 347-355. 

Haferkamp, N., & Krämer, N. C. (2011). Social Comparison 2.0: 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Online Profiles on Social-Networking 
Sites.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14, 309-314. 

Hong, F. Y., Huang, D. H., Lin, H. Y., & Chiu, S. L. (2014). Analysis of the Psychological Traits, Facebook Usage, and Fa-
cebook Addiction Model of Taiwa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 31, 597-606.  
https://doi.org/10.1016/j.tele.2014.01.001 

Kim, J. W., & Chock, T. M. (2015). Body Image 2.0: Associations between Social Grooming on Facebook and Body Image 
Concern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48, 331-339. https://doi.org/10.1016/j.chb.2015.01.009 

Koc, M., & Gulyagci, S. (2013). Facebook Addiction among Turkish College Students: The Role of Psychological Health, 
Demographic, and Usage Characteristics. Cyber Psychology & Behavior, 16, 279-285.  
https://doi.org/10.1089/cyber.2012.0249 

Kwan, G. C. E., & Skoric, M. M. (2013). Facebook Bullying: An Extension of Battles in School. Computers in Human Be-
havior, 29, 16-25. https://doi.org/10.1016/j.chb.2012.07.014 

Lenhart, A., Duggan, M., Perrin, A., Stepler, R., Rainie, H., & Kim, P. (2015). Teens, Social Media & Technology Overview. 
Mantymaki, & Najmul, I. (2016). The Janus Face of Facebook: Positive and Negative Sides of Social Networking Site Use.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61, 14-26. https://doi.org/10.1016/j.chb.2016.02.078 
Markey, C. N. (2010). Invited Commentary: Why Body Image Is Important to Adolescent Development.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39, 1387-1391. https://doi.org/10.1007/s10964-010-9510-0 
Moqbela & Kockb (2018). Unveiling the Dark Side of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Personal and Work-Related Consequences 

of Social Networking Site Addiction. 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55, 109-119. 
Morahan-Martina, J., & Schumacher, P. (2003). Loneliness and Social Uses of the Internet.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19, 659-671. https://doi.org/10.1016/S0747-5632(03)00040-2 
Nadkarni, A., & Hofmann, S. G. (2012). Why Do People Use Facebook?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52, 243-249. 
Pantic, I., Damjanovic, A., Odorovic, J. et al. (2012). Association between On-Line Social Networking and Depression in 

High School Students: Behavioral Physiology Viewpoint. Psychiatria Danubina, 24, 90-93. 
Peluchette, J., & Karl, K. (2010). Examining Students’ Intended Image on Facebook: What Were They Thinking? 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Business, 85, 30-37.  
Ross, C., Orr, E. S., Sisic, M., Arseneault, J. M., Simmering, M. G., & Orr, R. R. (2009). Personality and Motivations Asso-

ciated with Facebook Use.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5, 578-586. https://doi.org/10.1016/j.chb.2008.12.024 
Rosen, L. D., Whaling, K., Rab, S., Camer, L. M., & Cheever, N. A. (2013). Is Facebook Creating “iDisorders”? The Link 

between Clinical Symptoms of Psychiatric Disorders and Technology Use, Attitudes and Anxiety.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9, 1243-1254. https://doi.org/10.1016/j.chb.2012.11.012 

Shepherd, R. M., & Edelmann, R. J. (2005). Reasons for Internet Use and Social Anxiet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
ferences, 39, 949-958.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05.04.001 

Satici, S. A., & Uysal, R. (2015). Well-Being and Problematic Facebook Use.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49, 185-190.  
https://doi.org/10.1016/j.chb.2015.03.005 

Tiggemann, M., & Slater, A. (2013). NetGirls: The Internet, Facebook, and Body Image Concern in Adolescent Girls. Inter-
national Journal of Eating Disorders, 46, 630-633. https://doi.org/10.1002/eat.22141 

Wang, C. W., Ho, R. T. H., Chan, C. L. W., & Tse, S. (2015). Exploring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Adolescents 
with Internet-Related Addictive Behaviors: Trait Differences for Gaming Addiction and Social Networking Addiction. 
Addictive Behaviors, 42, 32-35. https://doi.org/10.1016/j.addbeh.2014.10.039 

Wilson, K., Fornasier, S., & White, K. M. (2010). Psychological Predictors of Young Adults’ Use of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Cyber 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13, 173-177. https://doi.org/10.1089/cyber.2009.0094 

Utz, S., & Beukeboom, C. J. (2011). The Role of Social Network Sites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s: Effects on Jealousy and 
Relationship Happines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6, 511-527.  
https://doi.org/10.1111/j.1083-6101.2011.01552.x 

Verduyn, P., Lee, D. S., Park, J., Shablack, H., Orvell, A., Bayer, J., Kross, E. et al. (2015). Passive Facebook Usage Under-
mines Active Well-Being: Experimental and Longitudinal Evidenc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44, 
480-488. https://doi.org/10.1037/xge0000057 

https://doi.org/10.12677/ap.2018.88127
https://doi.org/10.1007/s10964-015-0266-4
https://doi.org/10.1016/j.tele.2014.01.001
https://doi.org/10.1016/j.chb.2015.01.009
https://doi.org/10.1089/cyber.2012.0249
https://doi.org/10.1016/j.chb.2012.07.014
https://doi.org/10.1016/j.chb.2016.02.078
https://doi.org/10.1007/s10964-010-9510-0
https://doi.org/10.1016/S0747-5632(03)00040-2
https://doi.org/10.1016/j.chb.2008.12.024
https://doi.org/10.1016/j.chb.2012.11.012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05.04.001
https://doi.org/10.1016/j.chb.2015.03.005
https://doi.org/10.1002/eat.22141
https://doi.org/10.1016/j.addbeh.2014.10.039
https://doi.org/10.1089/cyber.2009.0094
https://doi.org/10.1111/j.1083-6101.2011.01552.x
https://doi.org/10.1037/xge0000057


 

 

 

知网检索的两种方式： 

1. 打开知网页面 http://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WWJD 
下拉列表框选择：[ISSN]，输入期刊 ISSN：2160-7273，即可查询 

2. 打开知网首页 http://cnki.net/ 
左侧“国际文献总库”进入，输入文章标题，即可查询 

投稿请点击：http://www.hanspub.org/Submission.aspx 
期刊邮箱：ap@hanspub.org 

 

http://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WWJD
http://cnki.net/
http://www.hanspub.org/Submission.aspx
mailto:ap@hanspub.org

	An Overview of the Mechanism of Social Networking Addiction and Its Negative Consequences
	Abstract
	Keywords
	社交网络成瘾的发生机制及其消极后果概述
	摘  要
	关键词
	1. 引言
	2. 社交网络成瘾的发生机制
	2.1. 人格与社交网络成瘾的关系
	2.2. 心理动机与社交网络成瘾的关系
	2.3. 家庭和同伴与社交网络成瘾的关系
	2.4. 性别和文化与社交网络成瘾的关系

	3. 社交网络成瘾的消极后果
	3.1. 认知
	3.2. 情绪与情感
	3.3. 行为

	4. 不足与展望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