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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孤独感与负性情绪的关系：
错失恐惧和社交网络成瘾的链式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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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讨孤独感与大学生负性情绪的关系，以及错失恐惧和社交网络成瘾在二者中的链式中介
作用。方法　使用孤独感量表、错失恐惧量表、大学生网络关系依赖倾向量表、抑郁－焦虑－压力量表对５４１名大
学生进行测量。结果　孤独感与错失恐惧、社交网络成瘾、负性情绪均呈正相关（ｒ＝０．１５５～０．３０９，Ｐ＜０．０５），错
失恐惧和社交网络成瘾在孤独感对大学生负性情绪影响中的中介作用显著，该中介作用包含二条中介路径———

错失恐惧的单独中介作用以及错失恐惧和社交网络成瘾的链式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 １４．１％、
９７％。结论　孤独感既可以直接增强大学生的负性情绪，还可以通过大学生错失恐惧和社交网络成瘾的链式
中介作用增强大学生负性情绪。

关键词　大学生；孤独感；错失恐惧；社交网络成瘾；负性情绪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９７６０（２０２２）０８２４８０５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ｌｏｎｅｌｉｎｅｓｓａｎｄ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ｅｍｏ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ｈｅｃｈａｉｎ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ｒｏｌｅｏｆｆｅａｒｏｆｍｉｓｓｉｎｇｏｕｔ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ｉｔｅｓ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ＣＵＩＱｉ，Ｗ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ｕｏ，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ｑｉ，ＬＩＷｅｎｆｕ△，ＬＩＱｉｎｇｑ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Ｊｉｎｉ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ｉｎｉｎｇ２７２０１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ｉｓａｉｍｅｄ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ｌｏｎｅｌｉｎｅｓｓａｎｄ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ａｉｎ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ｆｅａｒｏｆｍｉｓｓｉｎｇｏｕｔ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ｄｄｉｃ
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５４１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ｂｙｌｏｎｅｌｉｎｅｓｓｓｃａｌｅ，ｆｅａｒｏｆｍｉｓｓｉｎｇｏｕｔｓｃａｌ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ａｎｄ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ｘｉｅｔｙｓｔｒｅｓｓｓｃａｌｅ２１．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ｍｏｎｇｌｏｎｅｌｉｎｅｓｓ，ｆｅａｒｏｆｍｉｓｓｉｎｇｏｕｔ，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ｒ＝０．１５５～０．３０９，Ｐ＜０．０５）．Ｆｅａｒｏｆｍｉｓｓｉｎｇｏｕｔ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ｐｌａｙ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ｍｅ
ｄｉａｔｉｎｇｒｏｌｅｉｎ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ｌｏｎｅｌｉｎｅｓｓｏ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ｅｍｏ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ｒｏｌｅｉｎｃｌｕｄｅｓｔｗｏ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ｐａｔｈｗａｙｓ：ｔｈ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ｆｅａｒｏｆｍｉｓｓｉｎｇｏｕｔａｎｄｃｈａｉｎ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ｒｏｌｅｏｆｆｅａｒｏｆｍｉｓｓｉｎｇ
ｏｕｔ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ｆｏｒ１４．１％，９．７％ｏｆ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Ｃｏｎｃｌｕ
ｓｉｏｎ　Ｔｈ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ｅｍｏ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ｃｏｕｌｄｂｅａｇｇｒａｖａｔｅｄｂｙｌｏｎｅｌｉｎｅｓｓ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ｏｒ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ｉｎ
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ｏｆｆｅａｒｏｆｍｉｓｓｉｎｇｏｕｔ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Ｌｏｎｅｌｉｎｅｓｓ；Ｆｅａｒｏｆｍｉｓｓｉｎｇｏｕｔ；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

　　负性情绪是一种陷于不愉快情绪激活境况的
主观体验［１］。关于我国大学生负性情绪的研究表

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正在逐步恶化［２３］。与个

体负性情绪相关因素有孤独感、错失恐惧、手机成

瘾以及社交媒体的使用［４６］等。其中，孤独感是大

学生出现心理和行为问题的主要根源之一。孤独

感是个体知觉到对社会交往的渴望与实际水平存

在差异，或无法建立与重要他人的关系纽带时体验

到的消极情感［４］。因此，揭示孤独感与大学生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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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情绪之间作用的内部机制，对预防大学生心理和

行为问题、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错失恐惧是个体因担心错失他人的新奇经历

或正性事件而产生的一种弥散性焦虑［５］。错失恐

惧的产生与特定心理需要的缺失有关，易导致多种

心理和行为问题［５］。孤独感反映了个体社会交往

需求的满足程度［４］，而社会性需求的缺失可以正

向预测错失恐惧［７］。因此，本研究假设错失恐惧

在孤独感与负性情绪间起中介作用，即孤独感可以

通过错失恐惧进而增强负性情绪。

信息网络的发展为社交网络提供了便利，但同

时也使大学生对网络社交关系产生依赖。社交网

络成瘾［８］是个体因长时间和高强度使用社交网

络，导致不可抗拒地延长使用时间，以及由此带来

的以心理和生理不适为特征的社会心理现象［９］。

网络媒体由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满足个体的社交

需要，往往成为个体寻求社交满足的主要途径［１０］。

孤独感较高的个体往往倾向于在网络社交媒体中

寻求社交需求满足［１１］。自我决定理论指出［１２１３］心

理需要的缺失会增加个体对该事物的缺失恐惧，由

于社交媒体是一种满足个体社交心理需要的有效

工具，往往成为个体满足这种缺失恐惧的重要途

径。由此推测错失恐惧可正向预测社交网络成瘾。

基于此，本研究假设错失恐惧与社交网络成瘾在孤

独感与大学生负性情绪间起链式中介作用。报道

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通过问卷星平台线上收集５７７份大学生作答

问卷，剔除３６份无效问卷，保留有效问卷共计５４１
份，有效率９３．７６％，平均年龄（２０．８２±１．７０）岁。其
中男生１９９人（３６．７８％），女生３４２人（６３．２２％）；城
镇２９７人（５４．９０％），农村 ２４４人（４５．１０％）；大一
７６人（１４．０５％），大二 ６８人（１２．５７％），大三 １０７
人（１９．７８％），大四 ２５８人（４７．６９％），大五 ３２人
（５．９１％）。
１．２　调查工具
１．２．１　ＵＣＬＡ孤独感量表（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ＬｏｓＡｎｇｅｌｅｓＬｏｎｅｌｉｎｅｓｓＳｃａｌｅ，ＵＣＬＡＬＳ）　采用
Ｒｕｓｓｅｌｌ修订的“ＵＣＬＡ孤独量表”，量表由 ２０个项
目组成，采用“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４点计
分［１４］。被试各项目得分之和为孤独感总分，得分

越高表明个体的孤独感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

表整体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为０．７５８。
１．２．２　错失恐惧量表（ＦｅａｒｏｆＭｉｓｓｉｎｇＯｕｔＳｃａｌｅ，
ＦｏＭＯｓ）　最早由Ｐｒｚｙｂｙｌｓｋｉ等编制［１５］。采用魏祺

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翻译、检验并使用的中文版

本［１６］，量表共 １０个项目，采用“完全不符合”到
“完全符合”５点评分。各项目得分相加即为总分，
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错失恐惧程度越严重。本研

究中该量表整体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为０．８１４。
１．２．３　大学生网络关系依赖倾向量表（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ＩＲＤＩ）　采用由
钱铭怡等［１７］编制的大学生网络关系依赖倾向量

表，共 ２７个题目，采用“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
合”５点评分，分为 ３个维度：依赖行为、交流获益
及关系卷入。问卷总分越高表明个体的社交网络

成瘾程度越深。本研究中该量表整体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为０．９１７。
１．２．４　抑郁－焦虑－压力量表简体中文版（Ｄｅｐｒｅｓ
ｓｉｏｎＡｎｘｉｅｔｙＳｔｒｅｓｓＳｃａｌｅ２１，ＤＡＳＳ２１）　采用 Ｌｏｖｉ
ｂｏｎｄ等编制的抑郁焦虑压力量表中文版，共 ２１
个项目，分为抑郁、焦虑以及压力感３个分量表，采
用“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４点计分［１８］。每个

分量表得分越高，说明个体对应的焦虑、抑郁和压

力等水平越高，总分越高表示负性情绪越严重。本

研究中该量表３个分量表及总量表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
分别为０．８５８、０．８３２、０．８５０、０．９４０。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２６．０和ＰＲＯＣＥＳＳ程序进行信度检
验、验证性因素分析、描述统计、共同方法偏差的控

制与检验、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等级相关分析以及建立结构
方程模型等统计学、测量学数据分析。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１．４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与检验
采用Ｈａｒｍａｎ单因素因子分析检验共同方法

偏差，结果表明未旋转时，共生成１８个因子，共解
释了５９．８６％的变异，其中第一个因子解释了 ２０．
３６％的方差变异，低于４０％的判断标准［１９］，表明本

研究中共同方法偏差并不严重。

２　结果

２．１　大学生孤独感、错失恐惧、社交网络成瘾、负
性情绪得分现状

大学生孤独感得分５３（４９，５８），错失恐惧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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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网络成瘾得分分别为（２８．４８±８．０２７）分、（７９．０２
±２０．２９２）分，负性情绪得分为１４（９，２６）分。
２．２　相关分析

孤独感与错失恐惧、社交网络成瘾、负性情绪

均呈正相关（Ｐ＜０．０５），错失恐惧与社交网络成瘾、
负性情绪均呈正相关（Ｐ＜０．０５），社交网络成瘾与
负性情绪呈正相关（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１孤独感 １
２错失恐惧 ０．１５５ １
３社交网络成瘾 ０．１８５ ０．５２１ １
４负性情绪 ０．３０９ ０．３８９ ０．４１２ １

　　注：Ｐ＜０．０５

２．３　错失恐惧、社交网络成瘾的链式中介作用
以孤独感为预测变量，以负性情绪为结果变

量，错失恐惧和社交网络成瘾为中介变量，通过

ＰＲＯＣＥＳＳ构建链式中介作用的结构方程模型，并
采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设定抽样次数为 ５０００次）对中
介效应进行估计和检验。

模型结构及标准化路径系数见表 ２、图 １。总
中介效应由三条路径的间接效应构成：第一条路径

是孤独感→错失恐惧→负性情绪，效应值为
００７３，占总效应的 １４．１％，且这条路径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９５％置信区间不包含０，说明第一条路径的间接效
应显著；第二条路径是孤独感→错失恐惧→社交网
络成瘾→负性情绪，其效应值为 ０．０５０，占总效应
的９．７％，这条路径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９５％置信区间不包含
０，说明第二路径的间接效应显著；第三条路径是孤
独感→社交网络成瘾→负性情绪，效应值为 ０．
０２１，占总效应的４．１％，这条路径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９５％置
信区间包含 ０，说明第三条路径的间接效应不显
著。由此可知，孤独感对负性情绪的影响是通过错

失恐惧单独的中介效应以及错失恐惧和社交网络

成瘾的链式中介效应实现的。

表２　孤独感对负性情绪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序号 路径 效应值 ＳＥ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９５％ＣＩ
下限 上限

直接效应

１ 孤独感→负性情绪 ０．３７４ ０．０５７ ０．２６２ ０．４８６
间接效应

２ 孤独感→错失恐惧→负性情绪 ０．０７３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７ ０．１４９
３ 孤独感→错失恐惧→社交网络成瘾→负性情绪 ０．０５０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２ ０．０９４
４ 孤独感→社交网络成瘾→负性情绪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４－０．０１７ ０．０７９

总间接效应 ０．１４４ ０．０４６ ０．０５９ ０．２３６
总效应 ０．５１９ ０．０６３ ０．３９６ ０．６４２

图１　孤独感对负性情绪影响的链式中介模型

３　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错失恐惧和社交网络成瘾对孤

独感与大学生负性情绪关系的影响效应。结果显

示，孤独感不仅能直接影响大学生负性情绪，还能

通过错失恐惧间接影响大学生负性情绪。孤独感

是大学生负性情绪的风险因素，高水平的孤独感既

可以直接增强大学生负性情绪体验，又可以通过增

强大学生的错失恐惧诱发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

首先，本研究相关结果显示，孤独感与大学生

负性情绪呈正相关，大学生的孤独感越高，其负性

情绪越严重与已有研究一致［２０２２］。孤独感与错失

恐惧正相关，个体孤独感越重，其错失恐惧越高。

研究表明，越孤独的个体越缺少来自周围社交环境

的信息，继而越担心自己错过某些有价值的信

息［１１］。同时，孤独感与社交网络成瘾正相关，表明

个体孤独感越高，其社交网络成瘾症状越严重。成

鹏等［１１］研究发现大学生孤独感越高，其社交网络

使用的强度随之增加，可能反映了大学生在现实中

无法获得满足自身心理需要的社交信息与资源，进

而转向网络社交媒体获取相关信息。错失恐惧、社

交网络成瘾均与负性情绪正相关，这与前人研究结

果一致［９，２３］。表明个体错失恐惧越高，其社交网络

成瘾和负性情绪越高。错失恐惧较高的个体，因为

担心错失重要信息而更加关注社交网络上的信息，

进而导致更高的社交网络成瘾水平。社交网络成

瘾与焦虑、抑郁、压力呈正相关，与已有研究一

致［２４］。个体越沉迷于社交网络，越会忽视现实中

的社会支持等心理保护因素，进而产生负性情绪。

沉迷于社交网络不仅会引发个体的负性情绪，在戒

断社交网络时同样会引发较高的焦虑情绪［２５］，这

也从另一视角验证了本研究发现。

其次，本研究发现错失恐惧在孤独感与大学生

负性情绪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表明孤独感不仅可

以直接正向预测负性情绪，还可以通过个体的错失

恐惧进而增强其负性情绪。孤独感较高的大学生

在现实情境中与他人的交往较少，容易忽略某些重

·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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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信息，引发自身的错失恐惧感［１０１１］。而错失

恐惧与对压力的敏感性增加有关，最终导致大学生

负性情绪的增加［２６］。

最后，孤独感还可以通过“错失恐惧—社交网

络成瘾”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大学生负性情绪。

根据自我决定理论［１２１３］，孤独感反映了个体社交

需求的缺失，心理需要的缺失会增加个体对该事物

的缺失恐惧，而社交媒体是一种满足个体社交心理

需要的有效工具［１５］，自然成为个体满足这种缺失

恐惧的重要途径。已有研究也发现错失恐惧与问

题性社交网络使用有关［２７］，错失恐惧水平越高的

大学生，其社交网络成瘾水平越高［９］。本研究结

果表明，个体越孤独，越害怕错失他人的或对自己

有益的信息，个体为了缓解错失恐惧感，将更多的

精力投入社交网络中，继而带来更多的负性情绪。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进一步揭示了孤独感对

大学生负性情绪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为预防大

学生负性情绪的产生及减少负性情绪对大学生心

理健康的不良影响，学校和家庭不仅要积极关注大

学生的孤独感，满足大学生的基本社交需求，还需

要降低大学生的错失恐惧。在良好的社交需求满

足和自我错失恐惧降低的前提下，大学生才能与负

性情绪隔离开来，逐步形成良好的心理健康成长氛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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