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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交恐惧症治疗方法的研究颇多，主要集中于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有较好的康复效果，但是花费的时

间和成本较高，因此部分社恐人群通过佩戴口罩来缓解社交恐惧症。在疫情前这种行为可能会因为比较

突兀而显得另类。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后，为防止病毒的传播，全民皆戴上口罩进行防护，“口罩文

化”赋予了社恐人群一定的庇护，让其能够在口罩的庇护下更加自信的在公共场合或活动中表露自己。

本文通过运用半结构访谈法来对比疫情前后社恐人群对口罩庇护的心理行为变化，结果表明，在疫情前

后期，口罩对于社交恐惧症患者的庇护作用明显，但对于缓解症状的效果具有瞬时性，达不到根治的作

用，因此本文结合认知行为理论对治疗社交恐惧症患者进行讨论并反思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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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a lot of studies on the treatment of social phobia, mainly focusing on drug therapy and 
psychological therapy, which has good rehabilitation effect, but it takes a long time and costs a lot. 
Therefore, some social phobia people relieve their social phobia by wearing masks. In the pre- 
pandemic era, such behavior might seem unusual because of its abruptness.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novel coronavirus in 2020,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all the people wore 
masks for protection. “Mask culture” has given certain protection to social and terrorist groups, 
enabling them to express themselves more confidently in public places or activities under the pro-
tection of masks. In this paper,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ere used to compare the psychologi-
cal behavior changes of social phobia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he epidemic.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efore and after the epidemic,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masks on social phobia patients was obvious, 
but the effect of masks on symptom relief was transient and could not achieve a radical cure. 
Therefor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reatment of social phobia patients with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ory and reflects on the treatment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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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社恐与“社牛”等词迅速铺散到人们的观念中，社恐一词的全称为社交恐惧

症，作为一个网络热词，通常表述为对社交行为的恐惧或排斥；作为医学类的专业名词，将其称之为“社

交焦虑障碍”，其特征是在一个或多个社会情境中有大量的恐惧，在日常生活的至少某些部分造成相当

大的痛苦和能力受损。社恐的病因比较复杂，与患者本人的性格、家庭或经历密切相关，因此要对其进

行根治，必须要有专业的心理医生进行治疗并且自身也要积极地配合。现实中，很多社恐人群认为此等

行为并非属于医学意义上的疾病，而将其归因于本人性格内向所致，因此并没有进行针对性的治疗而选

用另外的方式进行规避，例如戴口罩，由于戴口罩能将人眼睛以下的地方全部遮蔽，使社恐人群习惯性

表露出的害羞情感得到隐藏，进而获得他们自身所认为的“安全感”。但在非必要不戴口罩的环境中，

这种行为可能会成为人们口中的另类。新冠疫情爆发后，口罩成为了人们出门防护的必需品，戴口罩的

行为也逐步成为常态。因此，本文基于新冠疫情背景下，结合社交恐惧症患者的身心特征及其日常行为

来探讨戴口罩对其症状的缓解作用，并根据认知行为理论来对社交恐惧症缓解方法进行分析，探索更为

有效的治疗方法。 

2. 文献回顾 

2.1. 关于社交恐惧的研究 

2.1.1. 社交恐惧症的内涵 
社交恐惧症也被称作是社交焦虑障碍，患有社恐的人，过于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会时刻感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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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在监视着自己，生怕自己的一举一动会遭到别人的耻笑，因此，在很多公共场合，社恐人群因为过

于害羞而没有真正的将自己表现出来，并形成恶性循环。患有社交恐惧症的人发病时经常会伴有植物神

经的症状，尽管他们知道社交场合不会发生危险或者是过分的事，但是他们依然有强烈的恐惧(郭静，2017)。 
秦晓霞(2003)在关于社交恐惧症中枢神经递质代谢与精神病理学特点的研究中，通过应用脑电超慢涨

落仪(ET)生物化学振荡的原理，分析出社交恐惧症各个神经递质的含量，认为社交恐惧症是一种常见的

社交能力受损明显的精神障碍。陈曦(2020)认为，社交恐惧症作为网络热词，通常被使用者赋予其隐喻，

在现实空间和赛博空间内不同的角色定位引发了不同的行为表演和话语表达。许海峰(2016)通过优化

David A. Slattery 实验室设计的条件性社交恐惧小鼠模型，制备出社交恐惧和社交逃避行为特异、持久的

小鼠模型，研究发现，条件性社交恐惧小鼠对异性小鼠同样表现出社交恐惧反应。孙金明(2012)在介入社

交恐惧症案例治疗中发现，相比于其他年龄群体，社交恐惧症在儿童与青少年群体(7~25 岁)中发病率较

高，很多具有社交恐惧症的成年人都是在儿童期就已经形成。林子江，林海西等人(2016)通过分析社交恐

惧症患者社交焦虑、惧怕否定评价与面部表情识别之间的相关性，认为社交恐惧症患者面部表情识别能

力无下降，不存在面部表情的注意加工偏向；社交焦虑与面部表情识别能力、惧怕否定与面部表情识别

能力不存在相关性。 

2.1.2. 社交恐惧症的治疗及克服方法 
林冬梅(2018)通过研究沙盘游戏对儿童社交恐惧症及其自我意识的影响发现，应用沙盘游戏对社交恐

惧症患儿进行治疗，临床效果较好，能明显改善患儿的自我意识和社会适应能力，提倡广泛应用于临床

治疗。黄焕新，向莉等人(2020)通过研究认知行为护理联合心理护理在社交恐惧症者中的应用效果发现，

认知行为护理联合心理护理在社交恐惧症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显著，能改善患者的 LSAS (社交焦虑量表)
评分，提高患者满意度。高校应该加强对大学生健康方面的管理，帮助大学生调节社交紧张感，对学生

进行社交技能的训练等是李新影(2018)在研究大学生如何客服“社交恐惧症”中总结出的方法。郭芳(2018)
在音乐心理剧干预社交恐惧症效果报告中，认为运用音乐心理剧能够帮助社交恐惧症患者消除不良情绪，

并提高其社交能力，并且疗愈效果明显。罗泽如(2014)在研究大学生社交恐惧症干预策略中认为，程度较

轻的社交恐惧采用预防性干预策略，中等程度的社交恐惧采用针对性干预策略，程度严重的社交恐惧采

用个别心理咨询干预策略。黄慧蕾(2013)在企业员工社交恐惧症的自我调节方法研究中，特别强调了患者

要消除自卑，树立自信，正确认识自己。 

2.2. 关于“口罩文化”的研究 

人类对于口罩的使用有着悠久的历史，其所代表的实际功能与意涵也在不断演变。“口罩文化”一

词于 2020 年 1 月 23 日白岩松在央视新闻频道主持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题节目中正式提出的，指

的是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人们在一定的场合选择佩戴口罩，以此阻隔病毒的传播，抵御未知的危

险。 
公元前 6 世纪，出现了世界上被记载的第一片“口罩”，据历史记载，当时崇尚拜火教的波斯人认

为凡俗之人的气息不纯洁，所以每当举行宗教仪式时要求信徒以罩遮面，以防飞沫玷污圣火，由此可见，

口罩在当时仅在举行宗教仪式时使用。公园 1 世纪，罗马哲学家普林尼运用松散的动物膀胱捂住口鼻来

过滤粉尘。直至 1619 年，口罩又被赋予了新使命。中世纪西方社会爆发霍乱，黑死病等传染病，当时的

医学界认为病因与空气传播有关，因此设计了“鸟嘴口罩”并倡导使用来阻挡病毒的传播(田君，2020)。
林特里斯(Christos Lynteris) (Lynteris, 2018)以视觉符号为切入点，分析了 1910 年至 1911 年东北鼠疫中防

疫口罩(plague masks)对于生物政治的意义，认为口罩可以连接到在更广泛的人类学意涵中的“面具”(m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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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涵。劳里·加勒特(Laurie Garrett) (加勒特，2008)将口罩称之为瘟疫中的“护身符”，允许人类生存在

末世流行病的边缘。皮特·贝尔(Baehr, 2018)认为民众普遍佩戴口罩的现象与中国人“注重面子”的传统

观念有关：“当多数人戴上口罩时，戴口罩便成了一种社会仪式、保护社区成员的责任和行为规范。克

莱尔·胡克(Hooker, 2017)将非典型肺炎流行期间人们普遍戴口罩看作“健康恐惧”“流行病恐惧”和“社

交恐惧”的外化，“大众媒体在流行病爆发初期通常是恐惧的放大镜，人们戴口罩的图片被广泛传播即

为‘恐惧的标志’，这种行为某种程度上会造成社会分裂”。 
至此，通过以上文献对社交恐惧症和“口罩文化”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社交恐惧症患者的治疗

方法样式虽多种多样，但主要集中在心理治疗方面，过程比较漫长和复杂。另一方面，从“口罩文化”

的发展历程来看，它的用途主要也是用于防止病毒的传播。因此本文立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大环境中，

探究“口罩文化”对社交恐惧症患者的庇护效果。 

3.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本次选择的研究对象为广西某高校的且患有社交恐惧症的在校大学生。由于社恐群体比较难发现，

并且如果在不熟悉的情况下，研究对象所给到的信息可能不准确，所以本人通过在心理咨询中心兼职的

同学介绍了五个调查对象，最终将两个较为典型的案例呈现在文中。 
由于此次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因此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为半结构访谈法和文献调查法来收集研究资

料。前期通过查阅相关文献，了解部分概念和研究现状，正式开展研究后通过运用访谈法对研究对象进

行资料收集，在行文末段部分结合认知行为理论进行反思讨论。 

4. 研究现状 

4.1. 疫情前：人群中的焦点 

2020 年以前，口罩在公共场合的使用率非常低，大多数是在感冒或是空气中存在 PM2.5 才会使用，

正常情况下很少有人购买口罩。但是我们会发现，有极少数的人在一些公共场合或是在参加一些活动时，

通常会佩戴口罩，那时的他们犹如鹤立鸡群，在人群中比较突出。经过调查与资料分析，这部分人有的

是因为出门较为匆忙，来不及整理妆容而选择戴口罩，有的是因为感冒怕传染给身边人而戴口罩，而本

文所研究的则是患有社交恐惧症且常出入公共场合或活动而选择佩戴口罩群体。 
案例一：郭同学，女，年龄 21 岁，大三的学生，从小因为父母经常吵架，父亲经常对她实施家暴，

很少感受到来自父母的关爱。从童年时期至今，都处于缺乏安全感和没有自信的状态，参加一些活动的

时候都是戴口罩的，不敢与人直视，走路永远是低着头或是看手机，甚至是见到班级里的男生都会避开

从旁边过，面对陌生人的谈话她基本选择回避，更不会去找陌生人谈话，因此她给人的印象是一种比较

高冷不好接近的，这也是她的主要烦恼之一。 
我：同学你好，我是通过我同学的介绍来找你咨询一些事的，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 
郭：你好，你想问什么？(比较失落) 
我：是这样的，我最近在写关于社交恐惧症的论文，需要收集一些资料，所以通过我同学介绍与你

对接。 
郭：哦，那你问吧。 
我：嗯，你看起来状态不太好，最近是有什么心事吗？ 
郭：说不上来，可能是因为封校吧，感觉好压抑啊。(低着头) 
我：是啊，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解封了。对了，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怎么理解社交恐惧症症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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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就是不爱出门，不喜欢去公共场合玩啊，还有就是比较的自卑吧。 
我：那你认为你和这些症状相似吗？ 
郭：很相似啊，所以我才经常来找邱老师聊天。 
我：这样的症状持续多久了呢？ 
郭：很久了，但是我感觉在读大学之后更加严重了。 
我：哦？为什么这么说呢？ 
郭：可能是因为我家庭的原因吧，家境也不好，他们穿的好，长得也漂亮，就会觉得很自卑呀，然

后不敢去和别人交流之类的。 
我：其实也没关系的嘛，每个人都是普通人，各有优点缺点呀。那你平时走在人多的地方会紧张吗？ 
郭：嗯，特别的紧张，手心老爱出汗，就感觉对面的人一直盯着你，走路的姿势都不自然了。(伸手

比划) 
我：那你平时都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去缓解这种紧张呢？ 
郭：我之前就是一出门就戴口罩，一出门就戴，然后有一次去讲 PPT 的时候，老师说：“你把口罩

摘下来，天天带那个口罩干什么？”然后同学们就很大声很大声地在嘲笑我，从那以后我也不戴口罩了，

更加不敢上台将展示了。 
我：哦，也就是说你觉得口罩并不能缓解你的焦虑了？ 
郭：是啊，我觉得就是在学校里面戴的话会感觉他们会笑我这个人很奇怪，或者有的人会说这个人

好装啊之类的话，让我更加不敢去和他们交流了。  
我：嗯，那我大概了解了，谢谢你能跟我谈话。 
郭：不客气的。 
口罩虽将自己的大部分的面部遮住，却挡不住别人的眼睛，无法阻止别人的言语。通过与郭同学访

谈了解到，原来通过口罩遮挡面部，遮住自己的容颜和表情，能够得到足够的安全感，让自己在公共场

合也能抬起头走路，也算是有些自信。但在一些人眼里，认为这种行为比较怪异并且对她进行嘲笑，这

时候便会颠覆她以前的认知，加重社交恐惧症症状，更加自卑，好不容易建立起的自信瞬间灰飞烟灭。 
根据郭同学的案例及访谈并结合疫情前的“口罩文化”进行分析，社交恐惧症的治疗方法颇多，例

如吕雁晴(2007)通过调研认为采取认知领悟疗法、系统脱敏法和“理、知、悟、信”的方法相结合的措施，

并对其进行社交技能的训练，能够使患者从根本上摆脱了心理困扰，达到了心理的健康发展和人格的完

善(蔡静，2020)。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由于很多治疗方法比较复杂以及个人条件限制，可能会导致治疗

效果不理想。因此，戴口罩的这种行为是缓解社交恐惧症比较简单的方法，成本低，见效快，但在疫情

前，“口罩文化”还未“风靡”时，在患者看来这是一种正常的行为，但在众人眼中他或许是个另类，

而当另类这个词传到他耳边时，这种行为不仅不再是庇护他社交恐惧症的保护伞，而且会将他建立起的

自信心磨灭，形成恶性循环。 
在新冠疫情还未爆发期间，人们对于口罩的使用频率非常之低，有的人甚至没戴过口罩，与口罩的

接触非常少，因此便会形成特殊人群或特殊环境才戴口罩的意识形态。在这样的大环境中，社交恐惧症

患者欲以口罩来缓解症状显然与缓解的效果背道而驰。因为社交恐惧症这种病症根本上是由于主观所致，

而戴口罩这一行为在人群中成为焦点是客观现象，但如果在口罩还未“盛行”的环境中想要借戴口罩来

缓解恐惧症状，便会使社交恐惧症症状更加严重，形成恶性循环。 

4.2. 疫情期间：芸芸众生 

2020 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席卷整个武汉，对武汉乃至全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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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南山院士在新闻发布会上讲解了关于预防新冠疫情传播的主要手段，主要一点就是要在公共场合佩戴

口罩，以此来防止病毒的传播，随即，口罩在几日之内一售而空。全民皆戴口罩已成为疫情期间的一种

常态，对于中高风险地区，出门必戴口罩俨然成为一种生理上的条件反射，“口罩文化”也因此得到了

快速地“发展”。 
在疫情期间，戴口罩被称之为响应国家号召的光荣行为，所以戴口罩的人群不再是此前人们眼中的

另类。基于在疫情背景下人们对戴口罩这一行为的看法，本人对疫情前后进行对比分析，通过与另一位

社交恐惧症患者进行访谈，了解“口罩文化”为社交恐惧症患者带来的庇护作用。 
案例二：林同学，女，年龄 22 岁，在读大四学生。据了解，林同学本人此前的社交恐惧症症状比较

轻，或者说仅仅是性格内向。父母对她关爱有加，但偶尔也会给她一些例如考研一定要上岸、拿奖学金

类的学习压力。在考研失利后，她日渐消散，缺乏了此前的阳光和自信，不愿意与别人交往。 
我：同学你好，我是通过我同学的介绍来找你咨询一些事的，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 
林：你好啊，邱老师跟我说过了。 
我：哦，太好了，就是我最近在写一篇关于社交恐惧症的论文，需要一些收集调查资料，所以想跟

你聊一下这样子。 
林：可以啊，你说吧。 
我：就是你对有社恐的人戴口罩有什么看法呢？ 
林：社恐的人戴口罩可能会让他更有安全感吧。 
我：你以前也是这样吗？ 
林：说实话，没有疫情以前我真的经常戴口罩的，因为这确实能够让我更自信一些。 
我：意思是你后来不戴了？ 
林：这么跟你说吧，我以前不是在社团吗，然后每天早上都要去一些指定的教室查上课人数，看有

没有人逃课的。 
我：哈哈，好讨厌你们查课啊，没事，你继续说。 
林：然后查课的时候不是要去讲台上点名吗，就会感觉所有人都在看你，所以那时候我都是戴口罩

去查人的。 
我：就是说做这种事你不戴口罩的话会紧张呗？ 
林：那肯定啊，你想有那么多人看着你，能不紧张嘛。然后有一天，我在查人的时候，我们部长当

着很多人的面说我，干嘛要天天戴口罩，见不得人吗？我当时都要哭了，觉得好丢脸，从那以后我就没

戴口罩了。(有些抽泣) 
我：没事哈，有些人的就是嘴欠，咱们做好自己就行了呗。 
林：是啊。 
我：那现在因为有疫情了，学校都倡导戴口罩，你还会想之前的那个事吗？ 
林：肯定会想啊，但是现在谁要再那么说，我就给他怼回去。 
我：哈哈，是呀，每个人都戴就你不戴还好意思说我们是吧。 
林：对啊，毕竟环境不同了。 
我：好啦，时间也差不多了，谢谢你能和我说这个事啊，帮了我的忙。 
林：没事的，也没做什么。 
通过与林同学的访谈了解到，在疫情爆发前，口罩对于缓解社交恐惧症症状不仅没有作用，反而会

加剧恐惧症状，起到的作用与患者的愿望相违背。林同学戴口罩这一行为与常人相比之下显得比较突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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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可能会遭到一些口头攻击，由此所带来的伤害又加重了此前的社交恐惧症症状。随着疫情的持续，

“口罩文化”早已被人们所接纳，戴口罩这种行为俨然已成为普遍现象，反而是在疫情防控期间，没有

佩戴口罩的人群会成为焦点。在疫情前，林同学因为佩戴口罩而被人言语攻击，但在疫情后，无论出于

什么目的佩戴口罩，都避免了被人当成是另类看待。 
同疫情前相比，阻碍社交恐惧症患者缓解症状的客观现象已经不复存在，在这样一个环境背景下，

为社交恐惧症患者增添了更多的缓解方法。由此，可以进一步分析，社交恐惧症患者在疫情期间除了采

取相关的心理治疗方法外，还能通过戴口罩这种简单的方式来缓解他们的社恐压力，提升社交的自信。

另一方面，部分轻度社交恐惧症患者在出席活动或是在上台演讲时，会由于焦点效应的错误认知而增加

心理压力，通过口罩为其提供的庇护，能够减轻压力，更从容的表达自己。 

5. 讨论 

5.1. 疫情前后口罩于社交恐惧症患者的庇护作用分析 

社交恐惧症患者在疫情前后期通过佩戴口罩来缓解症状有着明显的差异。在疫情爆发前，口罩对于

普通人的使用频率非常低，若非特殊人员以及处于特殊环境，基本不会佩戴口罩。社交恐惧症患者由于

缺乏自信心、羞涩、焦点效应主观等因素，因而会采取佩戴口罩这种行为来缓解症状，以便于在人前更

加轻松自如。但由于极少数人在日常生活中会戴口罩，因而这类群体也被称之为特殊群体，在人群中显

得异常突兀，所以选择戴口罩来缓解社交恐惧症状有时会因为过于突兀而遭受语言打击，进而使社交恐

惧症进入到恶性循环的困境。疫情爆发期间，公共场所佩戴口罩已成为全民意识，反而是在公共场合没

有佩戴口罩的人反而受到很多限制或谴责。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下，社交恐惧症患者借以戴口罩来缓解症

状压力，避免遭受了以往来自他人的异样眼光或语言的打击。 

5.2. 治疗社交恐惧症方法探究 

目前，针对于治疗社交恐惧症患者的方法在医学和心理学这两方面比较成熟。诸如文献回顾中提到

的缓解社交恐惧症方法：药物治疗、沙盘游戏疗法、认知行为护理联合心理护理疗法以及音乐心理剧干

预疗法等多种治疗方法，并且这些治疗方法在治疗社交恐惧症上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然而，再好的方

法也会有其自身的不足之处，例如以上提到的一些较为典型的治疗方法，虽然对于治疗社交恐惧症有较

好的效果，很多甚至能够实现根治，但治疗周期长，见效慢是这些方法的缺点。此时，能够弥补这类方

法不足之处的另一种方法——佩戴口罩缓解法，这个方法随着卫生环境的变化而变得实用，通过佩戴口

罩，能够迅速缓解社交恐惧症患者在公共场合的恐惧感，但戴口罩起到的缓解的作用具有瞬时性，来的

快，去得也快，脱下口罩后症状仍然还是不变。因此，若果将以上的方法相结合，通过药物或心理的治

疗，结合佩戴口罩来提升自信的训练，应该能够取得较好的治疗效果。 

5.3. 认知行为理论介入社交恐惧症治疗分析 

认知行为治疗(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由 A. T. Beck 在 60 年代发展出的一种有结构、短程、认知

取向的心理治疗方法，主要针对抑郁症、焦虑症及社交恐惧症等心理疾病和不合理认知导致的心理问题。

它的主要着眼点，放在患者不合理的认知问题上，通过改变患者对已，对人或对事的看法与态度来改变

心理问题。社交恐惧症患者由于焦点效应的错误认知，在公共场合过度放大自己，误认为自己是人群中

的焦点，因而自身的言行比较拘谨，担心自己的一言一行遭到别人的耻笑，从而不敢在公共场合从容的

表现自己，不敢有过多的社交，这些都是患者不合理的认知所致。对于运用认知行为理论介入治疗社交

恐惧症患者，通过纠正患者的不合理认知，消除焦点效应，辅之以提升在公共场合社交和表达能力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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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训练，从根本上对患者的社交恐惧症进行治疗，这样才能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6. 总结与反思 

虽然对于社交恐惧症的研究和治疗的方法有很多种，例如心理干预，药物治疗和行为治疗等，也有

比较好的康复效果，但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或金钱，成本较高，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个体差异

性。因此，对于某些轻度社恐群体，他们或许不会选择以上的方法来进行干预，而选择其他更简便的方

法。社交恐惧症患者的典型症状是自卑，不敢在人前表露自己。在疫情前，社恐人群通过佩戴口罩的方

式来缓解社恐压力，但却因为其所处的环境不同而遭受打击，使得症状更加恶化，形成恶性循环。但在

疫情期间，由于“口罩文化”的“风靡”使得佩戴口罩成为了社交恐惧症患者缓解症状的最简单的方法，

帮助患者提高自信心，更加自信和从容的面对生活和表达自己。 
造成社交恐惧症的主要原因是心理认知错误导致，典型的表现就是形成焦点效应，认为自己是人群

中的焦点，每个人都在注视着自己，生怕自己的一举一动失误而被他人嘲笑，所以社恐群体通过佩戴口

罩来缓解这种恐惧，但口罩给予患者的庇护只是暂时的，并且口罩不可能永远跟随患者，因此，对患者

的错误认知进行纠正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认知行为理论是指人们通过改变信念、思维和行为等手段从

而改变不良认知的理论，它是认知理论和行为主义的结合体，且并非简单的相加，或者拼凑，而是对认

知理论和行为主义缺陷的批判和发展。因此，在对社交恐惧症患者进行治疗时，应当对他输送正确的认

知，不断弱化焦点效应，加以行为的训练，尝试在不佩戴口罩的情况下多参与公共活动和出入公共场合

与他人进行交流，通过这种心理与行为相结合的治疗，才能使社交恐惧症患者纠正错误认知，减少社交

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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