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Psychology 心理学进展, 2023, 13(10), 4780-4788 
Published Online October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10601     

文章引用 : 梁昊天 , 李佳欣 (2023). 青少年亲子冲突与社交焦虑 : 网络成瘾的中介作用 . 心理学进展 , 13(10), 
4780-4788. DOI: 10.12677/ap.2023.1310601 

 
 

青少年亲子冲突与社交焦虑：网络成瘾的 
中介作用 

梁昊天1，李佳欣2 
1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江苏 扬州 
2齐鲁医药学院口腔医学院，山东 淄博 
 
收稿日期：2023年9月4日；录用日期：2023年10月19日；发布日期：2023年10月31日 

 
 

 
摘  要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向青少年(12周岁至18周岁)发放问卷。问卷由《中学生亲子冲突归因量表》、《青

少年社交焦虑量表》(SAS-A, 1999)和《青少年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量表》(APIUS)三份量表组成。共收回

有效问卷694份。主要考察亲子冲突、网络成瘾与社交焦虑在不同条件下的状况和差异，以及三个变量

间的相关关系与中介效应。运用t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bootstrap抽样法等方法，结果发现：1) 青
少年亲子冲突、社交焦虑和网络成瘾均处较低水平。2) 青少年亲子冲突、社交焦虑和网络成瘾均与年龄

存在显著正相关，其中网络成瘾在不同年龄下存在显著性差异。3) 家庭月收入2万以上和居住在城市的

青少年网络成瘾程度高于其他情况下的青少年。4) 青少年男性网络成瘾程度高于女性，但青少年女性社

交焦虑程度高于男性。5) 青少年亲子冲突、社交焦虑和网络成瘾间呈显著正相关。6) 网络成瘾在青少

年亲子冲突和社交焦虑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最后，针对青少年亲子冲突、社交焦虑和网络成瘾问题提

出解决对策。本研究丰富青少年亲子冲突、社交焦虑和网络成瘾在性别、年龄、居住地、家庭类型、家

庭收入等方面的结果，有利于推动青少年领域研究进一步发展，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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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to adolescents (12 to 18 years old) using random sampling. The 
questionnaire consisted of three scales: the Parent-Child Conflict Attribution Scale f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he Adolescent Social Anxiety Scale (SAS-A, 1999) and the Adolescent Pathologi-
cal Internet Usage Scale (APIUS). A total of 694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turned. It mainly ex-
amines the status and differences of parent-child conflict, Internet addiction and social anxiety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as well as the correlation relationship and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the three variables. Using t-test, ANOVA correlation analysis, bootstrap sampling and other me-
tho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Adolescent parent-child conflict, social anxiety and Internet addic-
tion are all at a low level. 2) Adolescent parent-child conflict, social anxiety and Internet addiction 
were all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ge, and Internet addiction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t dif-
ferent ages. 3) Adolescents with a monthly household income of more than 20,000 and living in ci-
ties have a higher degree of Internet addiction than adolescents in other circumstances. 4) The 
degree of Internet addiction among adolescent male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females, but the degree 
of social anxiety of adolescent female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men. 5)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
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arent-child conflict, social anxiety and Internet addiction among ado-
lescents. 6) Internet addiction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adolescent parent-child conflict 
and social anxiety. Finally,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s of parent-child conflict, social anxiety and 
Internet addiction are proposed. This study enriches the results of adolescent parent-child con-
flict, social anxiety and Internet addiction in terms of gender, age, place of residence, family type, 
family income, etc., which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adolescent re-
search and promo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adolesc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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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青少年普遍认为是 12~18 岁人群。由于青少年生理迅速变化，自我意识和独立思维发展，青春期成

为青少年亲子冲突的高发期(张丽颖，2016)。青少年亲子冲突的主要形式为身体冲突、语言冲突与情绪冲

突(方晓义等，2003)。Vangelisti (1992)研究发现，青少年亲子冲突主要表现为分歧、误解、行为盘问与批

评。20 世纪初霍尔提出，青少年亲子冲突是子女与父母之间公开的对立行为，是人际关系发展中的正常

现象。有研究表明，适当的亲子冲突有利于增强个体自主性，提高沟通交流能力，利于社会技能的学习

和环境适应能力的增强(巫英慧等，2010)。但频繁且强烈的亲子冲突会使青少年心理、生理和社会等方面

问题增加。心理层面，亲子冲突可能导致青少年产生愤怒、沮丧、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甚至极端自

杀心理，并伴随低自尊和不安全感。此外，青少年孤独感与亲子冲突呈显著的正相关(秦瑞，2021)。社会

层面，亲子冲突导致青少年缺乏安全感，从而表现出更多的社交回避和社交苦恼(韩磊等，2019)，出现并

加剧“社交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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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社交焦虑”的概念最早由陈秋明提出，表现为人际关系敏感，过度在意并害怕被他人调

查和评价，回避和恐惧暴露自我的场景(陈秋明，1988)。多数认为，社交焦虑是对人际场景有过度担忧焦

虑等消极情绪，避免恐惧事件发生的回避行为，伴随出汗、脸红等躯体症状。社交焦虑主要分为三个层

面：1) 害怕否定评价；2) 陌生情境下的社会回避和苦恼；3) 一般情境下的社会回避和苦恼。社交焦虑

常起病于青少年期，25 岁后少见(郭晓薇，2000)。青少年社交焦虑与亲子关系呈显著负相关(赵素素，2020)，
与孤独感呈显著正相关(李德树，刘敏，2022)。若不及时干预，社会焦虑可能持续影响个体个性发展，学

业成就，身心健康等方面。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社交焦虑的内涵由现实生活延伸至网络世界。网络社交

焦虑是指个体在虚拟社交情景中产生的焦虑、恐惧等负性人际体验(陈必忠等，2020)。现实社交焦虑与网

络社交焦虑有很强的传导性，现实社交焦虑的个体更乐意通过网络建立社交关系，并成为网络社交焦虑

的易感人群(曹光海等，2023)。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结果显示，截止 2021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32 亿。

部分青少年渴望通过网络游戏和虚拟社交来逃避亲子冲突并缓解社交焦虑，过度依赖网络导致网络成瘾。

周倩将网络成瘾定义为：一种慢性或周期性的沉迷网络的状态，难以抗拒网络的使用并渴望增加网络使

用时间，心理和生理上依赖网络带来的快感(陈侠等，2003)。青少年网络成瘾产生的原因主要为三方面：

青少年个人原因、缺乏支持系统以及网络信息诱惑。易患网络成瘾的青少年往往敏感脆弱、孤僻冷漠且

自制力不强(肖玉娟，2022)。支持系统包括家庭、学校和社会支持系统，给予青少年物质和精神帮助。其

中，关键支持系统是家庭。网络成瘾的青少年，其父母家庭教养方式有以下共同点：家长对子女过度管

控、多度严厉惩罚、一味拒绝否定并打击子女积极性(李涛，张兰君，2004)。不良的亲子关系和亲子冲突

容易导致青少年沉迷网络。根据“失补偿”模型，青少年在现实生活中发展受阻，需求难以满足，进而

渴望通过网络进行自我修复，满足现实需求。但网络成瘾的弊端导致自我修复难以完成，进而发展中断

或偏差，个体的社会、心理功能损害(高文斌，陈祉妍，2006)。网络成瘾青少年常常对于现实人际问题往

往视而不见，遇到挫折时以逃避和拖延状态回归网络世界，形成“习得性无助”，逐渐封闭自我，致使

亲子关系和人际关系恶化，进一步加剧青少年社交焦虑(蒋建国，2013)。在虚拟世界“信息超负载”(李
芮，2019)和现实社交萎缩的强烈冲突下，青少年产生挫败感和社交恐惧，并缺乏真正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出现交往障碍和社会适应不良。 
综上得出，亲子冲突会直接影响青少年社交焦虑，而网络成瘾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亲子冲突使青

少年缺乏足够社会支持并产生自卑、冷漠、孤僻等消极心理，现实需求难以满足，寄希望通过网络世界

逃避现实人际问题，产生社交焦虑。然而，网络成瘾的危害使青少年进入“失补偿”状态，逐渐封闭自

我，人际关系恶化，产生挫败感和不安全感，加剧社交焦虑。因此，本篇研究提出两个假设： 
假设 1：亲子冲突、社交焦虑和网络成瘾间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 2：网络成瘾在亲子冲突和青少年社交焦虑间发挥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线上随机发放问卷，被试对象为 12 周岁~18 周岁且主要为江苏地区中学生。收回样本量 782 份，删

除无效问卷和异常问卷(使用单变量异常值检测，标准分数大于等于 3 即视为异常)，保留有效问卷 694
份，其中男生 306 人，女生 388 人。12 至 18 岁样本量分别为 108，182，111，79，107，51，56。家庭

月总收入小于 6 千样本量占比 37.2%，6 千~1 万占比 32.4%，1 万到 2 万占比 17.1%，2 万到 5 万占比 8.6%，

5 万以上占比 4.6%。87.5%被试为双亲家庭，12.5%被试为单亲或失亲家庭。25.2%被试居住在城市，50.1%
居住在城镇，24.5%居住在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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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工具 

1) 基本信息：填写者姓名、性别、年龄、家庭状况(双亲，单亲或失亲)、居住地类型(城市，城镇，

农村)和家庭总经济收入。 
2) 亲子冲突：选用刘明华编制的《中学生亲子冲突归因量表》。该量表包含了青少年与父母双方发

生矛盾的内部与外部、可控与不可控和稳定与不稳定的原因，因此题目能够从多角度反映亲子冲突状况。

该量表共 30 个项目，采用 5 级计分方法，得分越高，亲子冲突越激烈。内部一致性信度大于 0.6，具有

良好的信度。该量表在本研究中，Cronbacha’s Alpha 系数为 0.96，KMO 值为 0.964。 
3) 青少年社交焦虑：选用 La Greaca 编制的《青少年社交焦虑量表》(SAS-A, 1999)。该量表包含三

个维度——害怕否定评价，一般情境和陌生情境下的社会回避及苦恼。量表有 13 个题目，采用 5 级计分

方法。本研究选用平均值反映青少年社交焦虑程度，得分越高，青少年社会焦虑水平越高。信效度方面，

总量表的 Cronbacha’s Alpha 系数为 0.816，具有良好的信度；总方差解释量大于 50%，结构效度良好。

该量表在本研究中，Cronbacha’s Alpha 系数为 0.94，KMO 值为 0.936。 
4) 网络成瘾：选用雷雳编制的《青少年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量表》(APIUS)。《青少年病理性互联网

使用量表》共 38 个项目，采用 5 级计分方法，得分越高，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水平越高。总量表内部一

致性信度为 0.96，结构效度良好。该量表在本研究中，Cronbacha’s Alpha 系数为 0.97，KMO 值为 0.970。 

2.3.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 26.0 对数据整理和统计分析。 

3. 结果分析 

3.1. 青少年亲子冲突、社交焦虑和网络成瘾的基本状况 

均值而言，青少年亲子冲突、社交焦虑和网络成瘾的平均分分别为 2.34、2.48 和 2.16，均处于较低

水平。青少年社交焦虑水平高于亲子冲突和网络成瘾。 
在性别方面，使用 t 检验发现，亲子冲突无显著性差异(t = 0.067, p = 0.947)，社交焦虑无显著性差异

(t = −1.68, p = 0.094)，但网络成瘾在性别方面有显著性差异(t = 2.444, p = 0.015)。男生在网络成瘾方面显

著高于女生(M 男 = 2.24, M 女 = 2.08)，但女生在社交焦虑方面高于男生(M 男 = 2.40, M 女 = 2.54)。 
在年龄方面，使用相关法发现亲子冲突、社交焦虑和网络成瘾均与年龄呈显著正相关。亲子冲突与

年龄的 Pearson 系数为 0.097 (p < 0.05)，社交焦虑的 Pearson 系数为 0.164 (p < 0.01)，网络成瘾的 Pearson
系数为 0.179 (p < 0.01)。 

在居住地类型方面，使用方差分析发现，不同居住地被试的网络成瘾(F = 7.059, p = 0.001)和社交焦

虑(F = 5.535, p = 0.004)具有显著性差异，而亲子冲突(F = 2.168, p = 0.115)并未发现显著差异。 
在家庭类型方面，双亲家庭和单亲或失亲家庭的亲子冲突、社交焦虑和网络成瘾均无显著性差异。 
在家庭月收入方面，网络成瘾具有正相关(Pearson 系数 0.084，p < 0.05)，亲子冲突和社交焦虑未发

现显著的相关关系。但通过方差分析，网络成瘾(F = 3.817, p < 0.01)和亲子冲突(F = 2.648, p < 0.05)均与

家庭月收入存在显著性差异。 

3.2. 青少年亲子冲突、社交焦虑和网络成瘾间的相关关系 

据表 1 可知，青少年亲子冲突与社交焦虑的相关系数为 0.588 (p < 0.01)，亲子冲突与网络成瘾的相

关系数为 0.595 (p < 0.01)，青少年社交焦虑与网络成瘾的相关系数为 0.504 (p < 0.01)，验证假设 1——青

少年亲子冲突、社交焦虑和网络成瘾间呈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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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Matrix of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research variables 
表 1. 研究变量间相关系数矩阵表 

 家庭月收入 年龄 亲子冲突 社交焦虑 网络成瘾 

家庭月收入 1     

年龄 0.430** 1    

亲子冲突 0.021 0.097* 1   

社交焦虑 0.032 0.164** 0.588** 1  

网络成瘾 0.084* 0.179** 0.595** 0.504** 1 

注：*p < 0.05，**p < 0.01。 

3.3. 青少年网络成瘾在亲子冲突与社交焦虑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运用百分位 bootstrap 抽样法，以亲子冲突为自变量，社交焦虑为因变量，网络成瘾为中介变量进行

中介效应检验。通过回归分析，据图 1 可知，青少年亲子冲突对社交焦虑(B = 0.553, β = 0.446, p < 0.01)
和网络成瘾(B = 0.566, β = 0.595, p < 0.01)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网络成瘾也对社交焦虑具有正向预测

作用(B = 0.312, β = 0.239, p < 0.01)。验证假设 2——网络成瘾在青少年亲子冲突和社交焦虑间发挥部分中

介作用。总效应为 0.730，中介效应为 0.176，直接效应为 0.553，效应占比 24.18%。 
 

 
Figure 1. Mediating role of internet addiction in parent-child conflict 
affecting social anxiety 
图 1. 网络成瘾在亲子冲突影响社交焦虑的中介作用图 

4. 讨论 

4.1. 在不同条件下青少年亲子冲突、社交焦虑和网络成瘾的状况分析 

青少年亲子冲突、社交焦虑与网络成瘾的平均值分别为 2.34，2.48 和 2.16，均处于较低水平，但社

交焦虑水平略高于亲子冲突和网络成瘾。被试数据均收集于暑期。这一特殊时期内，青少年有更充足的

时间接触父母和手机，进行线上线下社交的次数和时长也相应增加。大众认为，青少年期是亲子冲突和

网络成瘾的高发期，而长时间假期更是青少年网络成瘾和亲子冲突的激烈期。本研究发现，尽管存在少

量高值，但青少年的亲子关系质量总体良好，亲子冲突处于中低水平，且健康合理使用网络的能力较强，

敢于社交并乐于社交。 
据图 2 可知，青少年亲子冲突、社交焦虑和网络成瘾与年龄均呈正相关。不同年龄下青少年亲子冲

突(F = 4.998, p < 0.01)，社交焦虑(F = 7.722, p < 0.01)和网络成瘾(F = 7.770, p < 0.01)存在显著性差异。初

中阶段青少年亲子冲突、网络成瘾和社交焦虑的“共同高峰期”在 14 岁(本研究被试为初二升初三)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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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阶段“共同高峰期”在 18 岁(本研究被试为高三毕业)。14 岁左右正值青春期顶峰，生理和心理迅速发

育，情绪和性格变化强烈，可能影响研究变量情况。另外，本研究的 14 岁青少年即将成为初三学生并面

临中考，学习压力、考试焦虑等因素也会对研究变量产生一定影响。18 岁高考结束后，大多数青少年自

由使用网络的时间爆发性增长并长居在家，亲子接触更多并且矛盾容易激化。即将或刚刚(大学军训)迈入

大学校园，接触新的社交情境，青少年可能对人际关系更敏感，更加在意同伴的评价，并担忧其他人对

自己不良的第一印象，因此 18 岁青少年的社交焦虑达到最大值 3.01 并远远高于其他时期。 
 

 
Figure 2. Values and trends of the research variables at different ages 
图 2. 不同年龄下各研究变量的均值与趋势 

 
针对网络成瘾这一现象，研究发现：1) 网络成瘾与性别有显著性差异(F = 6.49, p = 0.011)，男生网络

成瘾程度(均值 2.24)高于女生(均值 2.08)。男生可能比女生更加容易沉迷网络和游戏。2) 网络成瘾与居住

地类型有显著性差异(F = 6.473, p = 0.002)，居住在城市(均值 2.34)的青少年网络成瘾程度高于乡镇(均值

2.08)和农村青少年(均值 2.12)。多数研究表明，城市居住者的网络成瘾程度比乡镇或农村居住者高。本

研究集中在青少年，该结论再次印证这一规律。3) 家庭月收入 2 万到 5 万的青少年网络成瘾程度最高，

均值达到 2.53，远远高于家庭月收入 6 千以下(均值 2.13)，6 千到 1 万(均值 2.09)，1 万到 2 万(2.14)。或

许部分低收入家庭无力购买先进高级的网络设备，或许“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也或许高收入家庭能够

更多接触网络世界并受到更多网络刺激。该现象需要进一步理论阐述。 

4.2. 青少年亲子冲突与社交焦虑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青少年亲子冲突显著正向预测社交焦虑，与前人研究结论保持一致。究其原因有三点。

第一，亲子冲突给青少年带来抑郁、焦虑、孤独等消极感受，并缺乏安全感和关爱，从而对他人不信任

并自尊低、自我效能感低，回避和恐惧社交。第二，亲子冲突往往是不良人际交往方式和消极亲子沟通

方式的结果。长期处于亲子冲突中，青少年社交技能发展停滞甚至倒退，难以正确处理与他人的社交问

题和社交冲突，容易出现社交焦虑。第三，亲子冲突导致亲子疏离感和孤独感。在面对社交问题时，青

少年拒绝向亲人寻求积极帮助，甚至做出忤逆亲人意愿的反社会问题行为，缺乏正确指引，社交问题逐

渐恶化，出现社交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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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网络成瘾在青少年亲子冲突与社交焦虑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网络成瘾在青少年亲子冲突和社交焦虑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亲子冲突直接影响青少年

的情绪行为，个体可能因消极情绪而产生偏差行为。当现实发展受阻且压力巨大时，青少年希望通过网

络弥补现实缺陷并满足需求。过度依赖网络，逐渐网络成瘾可能使青少年产生“网络孤独感”——个体

将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网络世界，导致社交技能下降，现实人际关系萎缩，与亲朋好友感情疏远，感

情冷漠孤僻，内心孤独且焦虑。由于亲密关系的缺乏和孤独冷漠，这类青少年缺乏归属感和认同感，害

怕他人的否定评价，并在陌生场景甚至一般人际场景中表现出社会回避和苦恼，出现社交焦虑。 

4.4. 实践启示与建议对策 

第一、完善家庭教养方式，完善社会支持体系 
本研究认为缓解亲子冲突、降低社交焦虑的关键在于完善家庭教养方式和社会支持系统。从以下三

个角度探讨解决途径。1) 父母进行积极教育，建立良好沟通模式。当今中国家庭家养方式中表现出三个

突出特点——高养育焦虑，高养育投入和高亲子冲突。“三高”现象给孩子与父母双方都带来巨大压力

和矛盾。完善家庭教养方式有以下建议：首先，父母具有民主意识，会尊重和采纳孩子的意见和愿望。

其次，父母通过阐明道理的方式说服孩子遵守制定的规则，亲子间和谐沟通。最后，父母对孩子无过高

的成就期望，并在教育中保持一致性。2) 学校加强心理建设，提高青少年心理素养。学校可以增设心理

访谈、心理讲座，开放心理咨询室并聘职专业心理老师，加强学校心理防治体系，提高青少年心理素养

和自愈能力。学校不仅对学生思想和品德起到塑造作用，并且在亲子关系中也能发挥一定调和作用。通

过家校联合，班主任定期班会与家长沟通交流，联合防治青少年亲子冲突和社交焦虑问题。3) 社会宣传

正确理念，营造良好亲子氛围。当今全社会普遍“内卷”的大背景下，部分媒体为博取流量夸大学习压

力，故意制造学习焦虑，亲子压力增大。因此，社会媒体应给青少年及其父母营造一种包容自由且舒适

的社会氛围。社会加大宣传亲子冲突相关知识，提供亲子冲突解决方式，提倡科学教养并普及青少年青

春期的常见心理问题，更好解决青少年社交问题。 
第二、正确使用网络，加强监管和信息素养 
正确使用网络社交，有利于激发社交主动性、拓展人际交往范围(田丽，安静，2013)。由于网络社交

具有匿名性和虚拟性等特征，合理的网络社交相比现实社交存在更低的社交焦虑(贺金波等，2014)。因此，

解决对策不是断绝网络，而是正确使用网络社交。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1) 青少年提高自控力和信息素

养，自觉抵制网络不良信息和不良社交，严格管控好网络时间，平衡现实社交和网络社交。2) 家长落实

监督责任，发挥良好榜样示范作用。家长自身不做“低头族”，推动孩子养成良好网络使用习惯。同时

给予青少年现实社交的机会，积极参与社会活动，避免过度依赖网络。3) 网络平台加大治理力度，及时

清除有毒有害内容，营造清朗网络空间，并严格落实“未成年人防沉迷”机制和搭建“青少年专属频道”。

4) 政府监管部门加快落实《中国人民共和国保护法》，推动各个层面通力合作，加强对网络违法行为的

惩治，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 

4.5. 研究不足与展望 

1) 本研究样本集中在江苏地区，缺乏中西部和贫困地区的样本数据。样本量也有待扩大。此外，青

少年的研究集中在 12~18 岁人群。被试样本的丰富性和代表性需要提升。今后希望考察不同区域、不同

年龄段的更多青少年。 
2) 本研究仅仅讨论青少年网络成瘾在亲子冲突和社交焦虑的中介作用，但网络成瘾、亲子冲突和社

交焦虑三者的组成成分之间的关系还有待深入研究。今后可以建立潜变量模型探索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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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研究利用问卷法，讨论了年龄、家庭收入等基本变量和青少年亲子冲突、社交焦虑和网络成瘾

的相关关系，但难以探索其间的因果关系。此外，本研究的数据都收集于暑假，可能与在校期间有一定

差异。今后希望开展长期的纵向追踪实验，尝试深入探索亲子冲突、网络成瘾和社交焦虑间的影响机制，

并比较放假在家和在校学习两种大背景下青少年亲子冲突等品质的差异。 
4) 数据分析后发现的现象缺乏理论支撑和系统性解释。今后希望围绕某一现象更加深入的探究。 

5. 总结 

1) 青少年亲子冲突、社交焦虑和网络成瘾均处较低水平，虽然处在青春期，但总体状况良好。青少

年社交焦虑水平高于亲子冲突和网络成瘾。男生在网络成瘾程度上高于女生，但女生在社交焦虑上高于

男生。居住在城市的青少年网络成瘾程度高于居住在乡镇或农村的青少年。家庭月收入 2 万以上的青少

年网络成瘾程度显著高于家庭月收入 6 千以下和 6 千到 2 万的青少年。 
2) 青少年亲子冲突、社交焦虑和网络成间呈显著正相关，也均与年龄呈显著正相关。 
3) 网络成瘾在青少年亲子冲突和社交焦虑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亲子冲突导致青少年不良情绪和过

大现实压力，寄希望于网络世界满足需求并释放压力。病态使用网络，可能逐渐网络成瘾，产生“网络

孤独感”，阻碍青少年健康社交，产生社交焦虑。 
4) 提倡改善家庭教养方式、亲子沟通方式和加强网络监管，完善社会支持体系和社会监管体系，营

造清朗网络空间，提高青少年心理素养和信息素养，正确利用网络促进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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