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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大学生认知融合对错失恐惧的影响及二者之间的相关性。方法：采用认知融合量表和大学生

错失恐惧问卷对505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采用SPSS 25.0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大

学生错失恐惧得分为(62.80 ± 17.38)分，大学生认知融合得分为(42.39 ± 10.34)分；认知融合与错失恐

惧呈显著正相关(p < 0.001)。结论：认知融合与大学生错失恐惧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可以通过改善认知

融合来缓解和降低个体错失恐惧，从而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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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cognitive integration on Fear of Missing Out and its correlation. 
Methods: 505 college students were surveyed by Cognitive Fusion Scale and Fear of Missing Out 
Questionnaire. SPSS 25.0 was used to conduct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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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Results: The score of fear of missing out was (62.80 ± 17.38), and the score of Cognitive Fu-
sion was (42.39 ± 10.34).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ognitive Fusion 
and Fear of Missing Out (p < 0.001). Conclusion: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ognitive Fusion and college students’ Fear of Missing Out. It can alleviate and reduce individu-
al Fear of Missing Out by improving Cognitive Fusion, so as to improve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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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随着数字化发展，互联网智能手机因个性便捷的社交功能可即时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使人们的

交往方式迅速转向线上社交媒体。在社交媒体使用中，个体因担心错失他人重要信息产生焦虑情绪，

这种长期焦虑状态即错失恐惧，社交媒体的使用加剧了错失恐惧的当代特征。根据人格发展阶段理论，

成年初期的大学生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亲密–孤独，他们渴求与他人相处获得亲密关系，加之时间自由、

约束度低，常常通过社交媒体获得他人的即时联系，更易产生错失恐惧。错失恐惧作为弥散性焦虑，

广泛存在大学生生活中，并对其特定行为和心理社会适应产生重要影响(柴唤友等，2018)。因此，本研

究拟探讨认知融合对大学生错失恐惧的影响，以缓解大学生错失恐惧导致个体身心健康发展受阻的消

极影响。 
错失恐惧是指个体担心错失他人有趣经历或正性事件产生的弥散性焦虑(柴唤友等，2018；Przybylski 

et al., 2013)。根据自我决定理论，行为的有效调节取决于自主、胜任和关系需要(马建苓，刘畅，2019)。
当个体心理需要得不到满足时，个体会产生弥散性焦虑，从而持续关注他人动态(马建苓，刘畅，2019)。
根据接纳–承诺疗法(ACT,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理论，认知融合是指个体行为和认知受到

语言及思维过度控制的倾向，将歪曲的自我认知和消极评价等当作事实，沉浸在消极思维和评价中，表

现为心理僵化，与焦虑抑郁、成瘾等心理行为问题密切相关(Hayes, 2005；许熙虎等，2018；麻丽丽等，

2020)。作为数据时代高认知融合的个体普遍心理特征，它对个体社交媒体使用中错失恐惧的产生有重要

影响。一方面，错失恐惧和认知障碍密切相关，沉浸在负性想法中是错失恐惧的易感因素，易造成弥散

性焦虑等消极情绪。研究表明认知融合和负性情绪密切相关，当个体陷入认知融合，自动将消极思维和

自我评价、歪曲自我认知等当作事实，产生卷入感导致认知失调，从而加重个体消沉低落、焦虑抑郁和

低自尊等(雷天语等，2019)。从本质上讲，错失恐惧是一种焦虑感受(柴唤友等，2018)，也就是说认知融

合可能影响个体错失恐惧。另一方面，错失恐惧的认知表现为自我调节无法实现(柴唤友等，2018)。认知

融合极易激发个体对未知信息的恐惧和不安，从而导致错失恐惧的产生。高认知融合个体表现出低自尊

和逃避现实等特点，倾向于采取逃避、拖延等方式以避免类似情境(杨翠茹等，2019)。根据自我决定理论，

认知融合高的个体过度解读现实人际消极线索和评价并当作事实，为实现自我调节将注意力转向网络社

交媒体以求证消极想法的可靠性，提高对线上社交评论信息的敏感和关注度，通过浏览相关信息获得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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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感，长期依赖于线上社交媒体使个体形成自动化心理和行为倾向(龚艳萍等，2019)，害怕错过重要信息

而不断浏览刷新，使其处于弥散性焦虑状态之中，导致错失恐惧的产生。 
综上所述，认知融合与错失恐惧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因此，基于以上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本研究

假设：认知融合显著正向影响大学生错失恐惧。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本研究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法，在南充市某高校选取 505 名大学生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 550 份，回

收有效问卷 505 份，问卷有效率为 91.8%。研究对象的年龄在 16~24 岁之间，其中男生 208 人，女生 297
人；大一 52 人，大二 125 人，大三 132 人，大四 154 人，研究生 42 人。生源地为农村的有 288 人，城

镇有 217 人。 

2.2. 工具 

2.2.1. 认知融合量表 
采用张维晨等人检验修订的认知融合分问卷(CFQ-F) (张维晨等，2014)，问卷共 9 个项目，采用从 1 (明

显不符合)~7 (明显符合) 7 点计分，各项目得分相加为最终得分，得分越高表示认知融合程度越高。本研

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α 为 0.90。 

2.2.2. 错失恐惧问卷 
采用燕婉楹等人编制的大学生错失恐惧问卷(燕婉楹，阳德华，燕正明，2020)，共 22 个题目，分为

热点信息、学业信息、社交信息和机遇信息 4 个维度。问卷采用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5 点

计分，得分越高表明错失恐惧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α 为 0.94。 

2.3. 统计分析 

因各变量的测量均来自于被试的自我报告，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结

果显示，特征根大于1的因素共5个，提取的第一个因子解释总变异的36.1%，低于 40%的临界值(Podsakoff 
et al., 2003)，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数据采用 SPSS 25.0 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 Pearson
相关分析。 

3. 结果 

3.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本次对大学生认知融合和错失恐惧状况的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错失恐惧得分(62.80 ± 17.38)分，说

明大多数被试都有一定水平的错失恐惧；其中热点信息平均得分为(2.68 ± 0.89)分，学业信息平均得分为

(3.38 ± 0.84)分，社交信息平均得分为(2.64 ± 0.98)分，机遇信息平均得分为(2.58 ± 1.13)分；表明到学生在

实际生活中对学业相关信息的错失恐惧水平更高。大学生认知融合得分为(42.39 ± 10.34)分，其总体水平

偏高，说明被试存在一定程度的认知融合。 

3.2. 各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采用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见表 1)，性别与热点信息(r = −0.27, p < 0.001)、社交信息(r = 
−0.29, p < 0.001)、机遇信息(r = −0.23, p < 0.001)和错失恐惧(r = −0.25, p < 0.001)有显著负相关关系。年级

与热点信息(r = −0.16, p < 0.001)、学业信息(r = −0.10, p < 0.05)、社交信息(r = −0.15, p < 0.001)、机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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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r = −0.17, p < 0.001)及错失恐惧(r = −0.17, p < 0.001)呈负相关。专业与热点信息(r = 0.25, p < 0.001)、学

业信息(r = 0.10, p < 0.05)、社交信息(r = 0.19, p < 0.001)、机遇信息(r = 0.18, p < 0.001)及错失恐惧(r = 0.23, 
p < 0.001)有正相关关系。生源地与热点信息(r = −0.17, p < 0.001)、社交信息(r = −0.10, p < 0.05)和错失恐

惧(r = −0.14, p < 0.01)显著负相关。认知融合与热点信息(r = 0.37, p < 0.001)、学业信息(r = 0.50, p < 0.001)、
社交信息(r = 0.37, p < 0.001)和机遇信息(r = 0.34, p < 0.001)显著正相关，认知融合与大学生错失恐惧(r = 
0.46, p < 0.001)之间呈显著正相关。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matrix of each variable (N = 505) 
表 1. 描述统计结果和相关系数矩阵(N = 505)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7 8 9 10 

1 性别 1.59 0.50 —          

2 年级 3.02 1.14 0.29*** —         

3 专业 1.60 0.60 −0.29*** −0.10* —        

4 生源地 1.57 0.50 0.19*** 0.18*** −0.06 —       

5 热点信息 2.68 0.89 −0.27*** −0.16*** 0.25*** −0.17*** —      

6 学业信息 3.38 0.84 −0.04 −0.10* 0.10* −0.07 0.57*** —     

7 社交信息 2.64 0.98 −0.29*** −0.15*** 0.19*** −0.10* 0.74*** 0.54*** —    

8 机遇信息 2.58 1.13 −0.23*** −0.17*** 0.18*** −0.07 0.67*** 0.51*** 0.72*** —   

9 认知融合 42.39 10.34 −0.08 −0.05 0.07 0.004 0.37*** 0.50*** 0.37*** 0.34*** —  

10 错失恐惧 62.80 17.38 −0.25*** −0.17*** 0.23*** −0.14** 0.93*** 0 .77*** 0.84*** 0.81*** 0.46*** — 

注：M 为平均数，SD 为标准差。N  =  505；*p < 0.05；**p < 0.01；***p < 0.001；所有数值保留两位小数。 

4. 讨论 

通过描述性统计发现，错失恐惧普遍存在于大学生群体中，且大学生整体存在较高水平的错失恐惧，

其中学业相关信息的错失恐惧得分最高。此结果可能与大学生的年龄阶段有关，成年早期的大学生所面

临的心理发展任务是亲密–孤独，在遭遇生活性压力事件时，更容易感受到孤独(成鹏，2021)，加之学习

方式和授课形式的骤变，对大学生学习适应和学业成绩造成极大的压力和焦虑情绪，害怕错过相关学习

资料和考试信息，因此将注意力转向手机社交媒体的频繁使用，以获取他人相关动态和信息来缓解孤独

和焦虑感受，长期依赖线上社交担心错失重要信息而产生弥散性焦虑，导致高错失恐惧水平。 
研究结果显示，认知融合对个体错失恐惧产生影响，两者呈显著正相关，即个体认知融合程度越高，

则可能具有较高水平的错失恐惧。这表明生活情境中所形成的错失恐惧与自身认知融合程度密切相关，

即个体认知融合程度越高，其错失恐惧水平越高。根据 ACT 理论，高认知融合个体倾向于将自己歪曲的

负面认知(想法和评价等)与事实等同，沉浸其中而产生焦虑抑郁，往往采取逃避、拖延和自我麻醉的方式

摆脱当前困境(雷天语等，2019)。个体为摆脱不愉快的想法尽力回避线下沟通交流，渴望从网络社交平台

获取信息的可靠性，期望获取更多支持和关注，知晓他人如何评价自己，过分关注和在意他人评价而感

到恐惧，这可能使他们需要不断掌握他人动态，否则一直沉浸于负性情绪的不安中，通过频繁刷新浏览

他人信息，产生弥散性焦虑情绪导致高错失恐惧，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认知–行为模型。另一方面，据

自我决定理论，行为的有效调节取决于自主、胜任和关系需要，错失恐惧体现为自我调节受阻(柴唤友等，

2018)。认知融合度高的个体渴望通过网络媒体使用以满足自身基本心理需求，表现为密切持续关注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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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向，产生错失恐惧(马建苓，刘畅，2019)。以往研究发现，个体认知融合程度受同伴接纳支持的影响，

若同伴社会支持度高，则个体认知融合度更低(麻丽丽等，2020)，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个体基本心理需要，

其线上媒体使用行为相对较少，错失恐惧水平可能更低。相反，若个体感受不到社会支持，基本心理需

要得不到满足，产生心理调节受阻，期望从社交网络中得到更多认可和支持，从而频繁更新和浏览他人

信息，导致高错失恐惧，这支持了自我调节受阻理论。由此可见，高认知融合的个体更容易导致错失恐

惧。 
综上，根据认知融合是大学生错失恐惧的重要风险因素这一结果，可通过改善认知融合缓解和降低

个体错失恐惧水平。基于 ACT 理论和自我决定理论，提高认知解离有助于个体从负性情绪中抽离出来

(Hayes, Strosahl, Wilson, 2012)，加强人际沟通交往，增加同伴社会支持度，提高对负性思想及情绪的接

受度来降低个体的认知融合(张婍，王淑娟，祝卓宏，2012)，从而缓解和降低个体错失恐惧水平，改善个

体焦虑感受和体验，促进个体心理健康。 

5. 结论 

1) 大学生认知融合与错失恐惧呈显著正相关，即认知融合水平越高的个体，可能具有较高水平的错

失恐惧。 
2) 可以通过提高认知解离和加强人际交往来改善个体认知融合，进而降低大学生错失恐惧水平，以

减弱错失恐惧对个体的消极影响，从而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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