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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探讨碎片化信息焦虑与大学生抑郁之间的关系以及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和躺平在其中的

作用。 方法 采用碎片化信息焦虑量表、无法忍受不确定性量表、青年人躺平问卷及自评抑郁量表对 677 名大

学生进行调查研究。 结果 碎片化信息焦虑能正向预测抑郁(β = 0. 18,t = 7. 34,P<0. 01),无法忍受不确定性

在碎片化信息焦虑对抑郁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12. 6%;躺平调节了无法忍受不确定性

在碎片化信息焦虑和抑郁间中介作用的前、后两条路径以及碎片化信息焦虑对抑郁的直接作用路径。 结论

个体的碎片化信息焦虑可以通过降低无法忍受不确定性来降低抑郁水平,躺平在这一过程中起缓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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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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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gm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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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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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ollege
 

students,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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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it. Metho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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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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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7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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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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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l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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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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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le. Results Fragmented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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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positively
 

predict
 

depression(β= 0. 18,t = 7. 34,P< 0. 01),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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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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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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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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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xiety
 

on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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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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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ff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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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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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发展下,抑郁在精神卫生疾病领域受到广

泛关注,成为全球范围内引发死亡和残疾的重要因

素[1] 。 大学生作为多元社会文化群体,面临应对

策略和情绪调节技巧的挑战,易成为抑郁症的高发

群体。 长期抑郁严重影响大学生的生活和学习质

量,甚至可能引发自残、自杀等严重行为。 因此,深
入研究影响大学生抑郁的因素及其机制,对减缓抑

郁的发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碎片化信息焦虑指大量无意义、难理解记忆的

碎片信息通过网络传媒传播,却未产生深刻理解和

记忆,导致焦虑等消极情绪[2] 。 这种焦虑影响信

息检索过程的情绪体验,碎片化信息不仅无法解决

压力,反而加重抑郁情绪[3] 。 信息接收理论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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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内接收信息超负荷会给思维加工带来巨大认

知负担,导致消极情绪[4] 。 在时间压力和生活压

力作用下,长期处于碎片化信息焦虑的个体可能产

生抑郁体验[5] 。 综上,本研究假设 1:碎片化信息

焦虑对抑郁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是人们在面对未知时的反

应[6] 。 这种不确定性会导致焦虑和其他负面情

绪,在大学生中更为常见。 刺激情境-认知-情绪模

型理论指出,个体对事件的反应取决于其认知评估

模式[7] 。 当个体接触到大量碎片化信息时,难以

确定其完整性,这会增加不确定性[8] 。 当这种不

确定性变得无法忍受时,可能会导致抑郁[9] 。 因

此,本研究假设 2: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在碎片化信

息焦虑和抑郁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躺平是一种主动降低欲望,不再追求成功的心

态,它可能源于现代社会的高度竞争和压力[10] 。
心理学上,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心理保护机制,当人

们面对压力和困境时,可能会选择逃避现实,以减

轻负面情绪。 合理情绪理论认为,消极情绪和行为

障碍主要源于对事件的错误认知和评价,导致产生

错误信念[11] 。 碎片化信息焦虑导致无法忍受不确

定性,进而引发抑郁等消极情绪[12] 。 躺平心态能

缓解这种错误信念,提高接受度,降低抑郁水平。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是不合理信息加工方式,导致焦

虑、抑郁等不良心理反应。 综上,本研究假设 3:躺
平调节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在碎片化信息焦虑和抑

郁间中介作用的前、后两条路径以及碎片化信息焦

虑对抑郁的直接作用路径。
综上所述,本研究基于信息接收理论和合理情

绪理论相结合的研究视角,探讨碎片化信息焦虑对

大学生抑郁的影响,以及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的中介

作用和躺平的调节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于 2022 年 2 月 4 日至 2023 年 2 月 10 日采用

方便取样法,对内蒙古自治区、山西省、天津市、山
东省等多所高校的大学生进行线上调查,研究共发

放问卷 700 份,剔除答题时间过短,重要信息缺失

的问卷 22 份, 回收有效问卷 678 份, 有效率为

96. 86%。 其中男生 331 人 (48. 8%),女生 347 人

(51. 1%);大一 106 人(15. 6%),大二 84 人(12. 4%),
大三 96 人 ( 14. 2%),大四 97 人 ( 14. 3%),研一

105 人(15. 5%),研二 101 人(14. 9%),研三 89 人

(13. 1%);独生子女 435 人(64. 2%),非独生子女

243 人(35. 8%);文科 251 人(37. 0%),理科 231
人(34. 1%),工科 196 人(28. 9%)。 本研究获得内

蒙古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学术伦理委员会的审核批

准(230201)。
1. 2　 研究工具

1. 2. 1　 碎片化信息焦虑量表 　 采用冯媛媛[13] 编

制的《碎片化信息焦虑量表》。 量表共有 20 个项

目,包含信息利用与加工焦虑、信息依赖焦虑、信息

内容焦虑、信息获取焦虑 4 个维度,采用李克特 5
级计分(1 = 完全不符合,

 

5 = 完全符合),分数越

高,代表碎片化信息焦虑水平越高。 在本研究中,
该量表总体 Cronbach′ s

 

α 为 0. 97, 4 个维度的

Cronbach′s
 

α 分别为 0. 91、0. 92、0. 92 和 0. 91。 验

证性因素分析表明,碎片化信息焦虑量表具有较高

的结构效度( χ2 / df = 3. 10,TLI = 0. 96,CFI = 0. 97,
RMSEA = 0. 07)

 

。
1. 2. 2　 无法容忍不确定性量表　 采用 Carleton 编

制,吴莉娟等[14]修订的《无法容忍不确定性量表》。
量表共有 12 个项目,包含预期性焦虑和抑制性焦

虑 2 个维度,采用李克特 5 级计分(1 = 完全不符

合,5 =完全符合),分数越高,代表越无法容忍不确

定性越高。 在本研究中,该量表总体 Cronbach′s
 

α
为 0. 94,2 个维度的 Cronbach′s

 

α 分别为 0. 94 和

0. 93。 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无法忍受不确定性量

表具有较高的结构效度( χ2 / df = 4. 02,TLI = 0. 99,
CFI = 0. 96,RMSEA = 0. 06)。

 

1. 2. 3　 自评抑郁量表 　 采用 Zung[15] 编制的《自

评抑郁量表》,该量表共有 20 个项目,包括 8 个躯

体性障碍项目、8 个抑郁的心理障碍项目、2 个精神

性-情感症状项目以及
 

2 个精神运动性障碍项目。
采用 4 级计分(1 = 很少,2 = 有时,3 = 经常,4 = 持

续),得分越高,代表抑郁程度越高。 在本研究中,
该量表总体 Cronbach′ s

 

α 为 0. 87, 4 个维度的

Cronbach′s
 

α 分别为 0. 86、0. 85、0. 87 和 0. 89。 验

证性因素分析表明,自评抑郁量表具有较高的结构

效度(χ2 / df= 3. 29,TLI = 0. 97,CFI = 0. 99,RMSEA =
0. 03)。
1. 2. 4　 青年人躺平问卷 　 采用李帅等[16] 编制的

《青年人躺平问卷》,该问卷共有 12 个项目,包括

逃避躺平和觉醒躺平两个维度,采用李克特 5 级计

分(1 =完全不符合,
 

5 = 完全符合),分数越高,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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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躺平程度越高。 在本研究中,该问卷总体 Cron-
bach′s

 

α 为 0. 93,2 个维度的 Cronbach′s
 

α 分别为

0. 95 和 0. 91。 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青年人躺平

问卷具有较高的结构效度 ( χ2 / df = 4. 17, TLI =
0. 99,CFI = 0. 98,RMSEA = 0. 04)。
1. 3　 统计学方法

采用使用 SPSS
 

26. 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

理。 采用单因素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Pearson 积

差 相 关 分 析 各 变 量 及 其 维 度 之 间 的 关 系;
PROCESS 宏程序中的 Model

 

59[17] ,设置抽取 5000
次样本、置信区间 95%检验中介效应及调节效应。

2　 结果

2. 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对共同方法偏差进

行诊断,发现未旋转情况下,有 4 个因子特征值大

于 1,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解释量为 39. 58%,小于

40%的临界标准[17] ,表明共同方法偏差对本研究

结果的影响不大。
2. 2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抑郁与碎片化信息焦虑和无法容忍不确定性

之间均呈正相关( r = 0. 29,P < 0. 01; r = 0. 34,P <
0. 01),而躺平与碎片化信息焦虑、无法容忍不确

定性和抑郁之间呈负相关( r = -0. 27,P<0. 01;r =
-0. 48,P<0. 01;r= -0. 50,P<0. 01)。 见表 1。

表 1　 变量的相关分析结果
 

量表 / 问卷得分

(分,x±s)

碎片化

信息焦虑

无法接受

不确定性
抑郁 躺平

碎片化信息焦虑 3. 10±1. 33 1
无法接受不确定性 3. 59±1. 20 0. 12∗∗ 1
抑郁 3. 76±1. 09 0. 29∗∗ 0. 34∗∗ 1
躺平 2. 90±0. 95 -0. 27∗∗ -0. 48∗∗ -0. 50∗∗1

注:n = 678,∗∗P<0. 01。

2. 3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首先,采用 PROCESS
 

3. 0 中的模型 4 进行中

介模型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 采用 Bootstrap 的

检验方法,重复 5000 次抽取样本。 结果显示,碎片

化信息焦虑能显著正向预测无法忍受不确定性

(β= 0. 11,t = 3. 06,P<0. 01),碎片化信息焦虑、无
法忍受不确定性同时进入回归方程后,碎片化信息

焦虑能够显著正向预测抑郁(β = 0. 18,t = 7. 34,P<

0. 01),且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也能正向预测抑郁

(β= 0. 25,t= 9. 03,P<0. 01)。 因此,无法忍受不确

定性在碎片化信息焦虑和抑郁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Bootstrap 检验结果表明中介效应显著, 95% CI
[0. 001,0. 05],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为 12. 6%。

表 2　 中介模型检验

变量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

β SE t 95%CI

抑郁

β SE t 95%CI

碎片化信息焦虑 0. 11 0. 03 3. 06∗∗ [0. 03,0. 17] 0. 18 0. 03 7. 34∗∗ [0. 13,0. 23]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 0. 25 0. 03 9. 03∗∗ [0. 20,0. 30]

R2 0. 01 0. 18
F 9. 42∗∗ 76. 54∗∗

注:n= 678,∗∗P<0. 01。

其次,采用 PROCESS
 

3. 0 中的模型 59 进行中

介模型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采用 Bootstrap 的

检验方法,重复 5000 次抽取样本。 碎片化信息焦

虑与躺平的乘积项对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的预测作

用显著(β = -0. 12,t = -3. 62,P< 0. 01),这说明躺

平在碎片化信息焦虑对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的影响

中起调节作用;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躺平的乘积项

对抑郁的预测作用显著( β = - 0. 10, t = - 4. 27,P<
0. 01),这说明躺平在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对抑郁的

影响中起调节作用,碎片化信息焦虑与躺平的乘积

项对抑郁的预测作用显著(β= -0. 22,t= -9. 46,P<
0. 01),这说明躺平在碎片化信息焦虑对抑郁的影

响中起调节作用。
最后,为进一步揭示躺平调节效应的实质,进

行简单效应分析,结果见图 1、图 2 和图 3。 按照

M±1SD 将躺平进行分组。 在低躺平组下,碎片化

信息焦虑能正向预测抑郁(β = 0. 39,t = 10. 76,P<
0. 01),在高躺平组下碎片化信息焦虑也能正向预

测抑郁,且预测效应变弱( β = 0. 08, t = 2. 71,P <
0. 01);在低躺平组下,无法忍受不确定性能正向

预测抑郁(β= 0. 32,t= 7. 77,P<0. 01),在高躺平组

下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对抑郁的预测作用不显著,但
预测效应变弱(β = 0. 03, t = 0. 98,P = 0. 32);在低

躺平组下,碎片化信息焦虑能正向预测无法忍受不

确定性(β= 0. 15,t= 3. 02,P<0. 01),在高躺平组下

碎片化信息焦虑也能正向预测无法忍受不确定性,
且预测效应变弱(β= 0. 10,t= 2. 29,P<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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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调节模型检验

回归方程(n = 678)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整体拟合指标

R R2 F

回归系数显著性

β SE t
95%CI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 0. 49 0. 24 71. 80∗∗

碎片化信息焦虑 0. 23 0. 07 3. 15∗∗ [0. 09,0. 38]
躺平 -0. 24

 

0. 88 -2. 73∗∗ [-0. 42,-0. 07]
碎片化信息焦虑∗躺平 -0. 12

 

0. 03
 

-3. 62∗∗ [-0. 17,-0. 05]
抑郁 0. 63 0. 40 90. 14∗∗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 0. 39
 

0. 06 6. 33∗∗ [0. 27,0. 51]
躺平 -0. 54 0. 10 -5. 22∗∗ [-0. 74,-0. 34]
碎片化信息焦虑 0. 32 0. 05 6. 03∗∗ [0. 22,0. 43]
碎片化信息焦虑∗躺平 -0. 22 0. 02 -9. 46∗∗ [-0. 26,-0. 17]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躺平 -0. 10 0. 02 -4. 27∗∗ [-0. 14,-0. 05]

注:n = 678,∗∗P<0. 01。

图 1　 躺平在碎片化信息焦虑和抑郁间的调节作用

图 2　 躺平在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和抑郁间的调节作用

3　 讨论

本研究以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构建了一个有

调节的中介模型。 研究结果显示碎片化信息焦虑

能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抑郁,该结果验证了本研究

假设 1,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符合[18] 。 同时,该结

图 3　 躺平在碎片化信息焦虑和无法忍受不确定性间

的调节作用
 

果支持情绪一致性效应[19] ,随着碎片化信息焦虑

的加剧,个体的情绪体验会变得消极[20] 。 在检索

信息时,个体难以获取有效的目标信息,反而被无

效信息干扰,导致挫败感。 长期处于这种焦虑状

态,个体难以获得成就感,进而产生抑郁情绪。 大

学生群体中碎片化信息的涌入也增强了抑郁情

绪[21] 。 降低大学生的抑郁水平,可以通过减少碎

片化信息的冲击来实现。
 

本研究发现,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在碎片化信息

焦虑与大学生抑郁之间起中介作用,与已有研究结

果一致[7-9] 。 大学生在面对碎片化信息时,因信息

干扰导致焦虑,而这种焦虑情绪在无法忍受不确定

性的加工方式下会加剧,最终可能导致抑郁。 同

时,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综合模型认为,面对碎片化

信息焦虑,个体会感到不安全和无能为力,进而陷

入抑郁状态。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抑郁情绪调节

困难呈正相关,过大的不确定性会导致心理负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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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20] 。 因此,学校和家庭需要关注大学生对不

确定性信息的处理方式,以降低抑郁风险。
 

本研究发现,躺平在碎片化信息焦虑与抑郁之

间起到了调节作用,既调节了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在

两者间的中介作用,也直接影响了碎片化信息焦虑

对抑郁的作用。 这一结果支持了韧性调节理论和

认知闭合需要理论[22] 。 躺平的心态能增加应对焦

虑的心理韧性,减轻焦虑的侵蚀,避免发展为抑

郁[23] 。 同时,躺平也满足了认知闭合的需求,减轻

了不确定性带来的焦虑。 此外,面对信息获取受阻

导致的挫败感,躺平可缓解不合理信念,避免夸大

负性后果,预防抑郁。 研究结果表明,躺平在降低

大学生抑郁水平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提升大学生

心理健康提供了新的思路。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申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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