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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网络使用对生命意义感的 
影响及作用机制

于  振  冯钰舒  王鹏佳  李晓璐

郑州师范学院，郑州

摘  要｜为探讨社交网络的使用强度与生命意义感之间的关系，对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1）社交网站

的使用强度通过网络同一性实验负向预测自我概念清晰性，并通过线上积极反馈正向预测自我概念清晰性；

（2）自我概念清晰性与拥有生命意义感呈显著正相关，但与寻找生命意义感呈显著负相关；（3）中介效应

分析结果显示，移动社交网络使用强度可以通过自我概念清晰性、线上积极反馈的单独中介作用和“线上积

极反馈—自我概念清晰性”“网络同一性实验—自我概念清晰性”的链式中介作用预测生命意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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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机现今在大学生中已经绝对普及，其中多样化的社交软件为大学生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社交平

台，他们可以通过手机社交软件在社交网络上分享自己的生活状态、爱好、最近动态等信息，这就形成

了移动社交网络。移动社交网络的使用已经成为大学生生活的重要部分，影响着大学生自我的形成与发

展，同样也影响着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现有研究发现移动社交网络的使用影响大学生自我概念清晰性。自我概念清晰性是自我概念的重要

成分，是指个体对自我认识的清晰性、稳定性、内在一致性，对改善个体不良行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个体而言有着重要的社会适应功能，自我概念清晰性与个体的社交焦虑呈显著负相关［1］，与抑郁呈

显著负相关［2］。大学生自我概念清晰性在每天使用社交网站频率上是存在显著差异的，自我概念清晰

性水平越低，社交网站的使用频率就越高［3］。牛更枫等（2016）的研究发现社交网站使用对自我概念

清晰性有直接的预测效应，二者呈显著负相关，还有研究表明高自我概念清晰性的个体会有较少的网络

成瘾［4］和手机成瘾［5］。拥有较低水平自我概念清晰性的青少年在使用社交网站时会更频繁地尝试在线

自我展示，呈现出理想化的自我版本，而拥有高自我概念清晰性水平的青少年报告的线上自我与线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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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表现更一致［6］。有学者对线上自我与线下自我不一致的行为进行了研究，发现青少年在使用社交网

络时会假装成另外一个人，这种行为倾向叫作网络同一性实验［7］，个体会通过这种行为来探索自我同

一性。研究发现青少年网络同一性实验的内容主要是参与同步聊天、社交网站和网络游戏［8］，但他们

的网络同一性实验对其自我概念清晰性并没有直接影响［9］。近年国内逐渐开始对大学生的网络同一性

实验进行研究，发现网络同一性实验对大学生自我同一性发展具有负面作用［10］。虽然网络同一性实验

与自我概念清晰性的相关性没有得到明确证实，而且该方向的研究较少，但根据现有研究发现自我同一

性与自我概念是呈显著正相关的［11］。那么在大学生使用移动社交网络时的网络同一性实验行为可能会

影响他们的自我概念清晰性，据此本研究假设 H1：网络同一性实验在移动社交网络对大学生自我概念

清晰性的影响过程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在社交网络的使用对自我概念清晰性的研究中，有一个因素是值

得注意的，就是线上积极反馈。在网络活动中，获得的线上积极反馈越多，个体越容易对自我概念进行

整合，有利于个体的自我发展和心理健康［12］。据此，本研究作出假设 H2：线上积极反馈在移动社交网

络对自我概念清晰性的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

移动社交网络的使用除了影响大学生的自我概念，还影响着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有研究发现社交网

站的使用会影响大学生社交焦虑并且可以通过自我认同的中介作用对社交焦虑产生间接影响［13］。社交

网络使用还会通过线上积极反馈、社交焦虑、领悟社会支持、自尊等对孤独感［14］、生活满意度产生间

接影响［15］。在对社交网站的使用与自我概念清晰性和抑郁关系的一项研究中发现社交网站使用与抑郁

呈显著正相关，而自我概念清晰性与抑郁呈显著负相关［16］。主动性社交网站使用能直接预测生命意义

感，并且在高自我概念清晰性水平下，主动性社交网站的使用还能通过社会比较的中介作用影响生命意

义感［17］。生命意义感作为积极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是指个体对其自身及其存在本质所产生和

感受到的意义，显著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18］，可能是一种缓解死亡焦虑的积极心理因素［19］。在对男

同性恋的研究中发现自我概念的清晰性与生命意义感呈显著正相关［20］，自我概念清晰性可以正向预测

生命意义感中的拥有意义感［21］。由此可见，移动社交网络的使用与自我概念清晰性和生命意义感之间

是相关的。有研究发现在社交网络使用中得到好友的线上积极反馈，会降低孤独感并且有利于身心健康
［22］。根据对以上因素进行分析本研究作出假设 H3：移动社交网络的使用通过网络同一性实验和自我概

念清晰性、线上积极反馈和自我概念清晰性两条路径影响生命意义感。

本研究目的在于探索大学生移动社交网络的使用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并

探究网络同一性实验、自我概念清晰性、线上积极反馈在其中起到的调节和中介作用，最终在理论研究

基础上为大学生移动社交网络的健康使用提供指导建议。研究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研究模型

Figure 1 Research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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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方法

1.1  被试

通过问卷星见数选取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整理后得到有效问卷 841 份，其中男生 177 人（21.05%），

女 生 667 人（79.31%）； 大 一 381 人（37.81%）， 大 二 190 人（22.59%）， 大 三 194 人（23.07%），

大四 76 人（9.04%）；人文类专业 436 人（51.84%），理工类专业 166 人（19.74%），体育艺术类专业

239 人（28.42%）。

1.2  研究工具

1.2.1  移动社交网络使用强度量表

采用的是艾里森（Ellison）等人编制的社交网站使用强度量表［23］，该量表共 8 个题目，前 2 个题目

测量的是大学生在社交网站中的好友数量以及大学生每天在社交网站上花费的时间。后 6 个题目对个体

与社交网站的情感联系强度以及社交网站融入个体生活的程度进行测量。将个体在这些问题上的得分转

化为标准分数并计算其平均数，该分数代表了个体的社交网站的使用强度［24］。本研究中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03。

1.2.2  线上积极反馈问卷

采用刘和布朗（Liu and Brown，2014）编制，由刘庆奇等人（2016）翻译的线上积极反馈问卷［25］。

该问卷共 5 个条目，采用 5 级评分，1 ～ 5 分别表示从“从不”到“频繁”。得分越高，表明获得积极

反馈的频率越高。本研究中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34。

1.2.3  网络同一性实验问卷

采用沃尔肯伯格等人（Valkenburg et al.，2008）编制的网络同一性实验量表［7］。量表共 10 题，主

要评估青少年网络同一性实验的频率和特征，例如“当你在上网的时候，你会不会假装成更漂亮（或帅气）

的人？”。量表采用五点计分，总分越高表示青少年进行网络同一性实验的频率越高。本研究中，量表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03，证明其信度良好。

1.2.4  自我概念清晰性问卷

自我概念清晰性量表采用坎贝尔等人（Campbell et al.，1996）编制的自我概念清晰性量表［26］，共

12 个项目，如“一般来说，我清楚地知道我是谁、我是怎样的人”。量表采用 5 点评分，1 表示完全不同意，

5 表示完全同意，12 个项目中除第 6 项和第 11 项外，均为反向计分，最后取平均分，得分越高表示自

我概念清晰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66。

1.2.5  生命意义感量表

人生意义量表（修订版）（revised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RMLQ）由斯蒂格（Steger）编

制［27］，采用 Likert 7 点计分，从 1（完全不符合）到 7（完全符合）。该量表包括两个维度，即拥有

意义感和寻求意义感，各含 5 个项目。有一题为反向计分，计算总分。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系数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59，寻求意义感分量表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1，拥有意义感分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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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0。

2  研究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

本研究所使用的问卷均为自陈式量表，因此对问卷进行 Harman 单因子检测，结果表明，特征值大

于 1 的因子一共有 9 个，其累积贡献率为 65.99%，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17.75%，小于临界值

40%，表明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2.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将 5 个研究变量进行描述统计与积差相关分析，结果发现大部分变量间的相关达到了显著水平。移

动社交网络的使用强度与在线积极反馈、网络同一性实验、寻找生命意义感呈显著正相关，与自我概念

清晰性呈显著负相关；线上积极反馈与网络同一性实验、拥有生命意义感、寻找生命意义感呈显著正相关；

自我概念清晰性与拥有生命意义感呈显著正相关，但是与寻找生命意义感呈显著负相关，与网络同一性

实验呈显著负相关。

表 1  变量的描述统计情况和积差相关分析（N=84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and product difference correlation analysis (N=841)

M（SD） 1 2 3 4 5 6
1. 社交网站使用强度 0.00（0.65） 1
2. 线上积极反馈 16.10（4.25） 0.47** 1
3. 自我概念清晰性 35.07（7.56） -0.08* 0.06 1
4. 网络同一性实验 18.02（7.24） 0.29** 0.24** -0.14** 1
5. 拥有生命意义 22.42（6.13） 0.04 0.22** 0.31** 0.02 1
6. 寻找生命意义 25.55（6.26） 0.08* 0.16** -0.14** 0.09** 0.31** 1

注：*p<0.05，**p<0.01（下同）。

2.3  多重中介模型检验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移动社交网站的使用强度总体上显著正向预测拥有生命意义感（β =0.07，

p<0.05）和寻找生命意义感（β =0.10，p<0.01），但对拥有生命意义（β =-0.001，p>0.05）、寻找生命

意义（β =-0.004，p>0.05）的直接预测不显著；移动社交网站的使用强度直接正向预测网络同一性实验

（β =0.25，p<0.01）与线上积极反馈（β =0.48，p<0.01）；移动社交网站使用强度和网络同一性实验

分别显著负向预测自我概念清晰性（β =-0.16，p<0.01）；线上积极反馈直接正向预测自我概念清晰性

（β =0.48，p<0.01）；线上积极反馈显著正向预测拥有生命意义感（β =0.21，p<0.01）和寻找生命意义

感（β =0.16，p<0.01）；自我概念清晰性显著正向预测拥有生命意义感（β =0.30，p<0.01），但显著负

向预测寻找生命意义感（β =-0.14，p<0.01）；网络同一性实验对拥有生命意义感（β =0.03，p>0.05）

和寻找生命意义感（β =0.03，p>0.05）的直接预测作用均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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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模型中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variable relationships in the model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t

网络同一性实验

性别

0.30 0.09 21.24

0.03 0.97
年级 0.09 2.47
专业 -0.03 -0.96

社交网络使用 0.25 7.22**

线上积极反馈

性别

0.47 0.22 60.58

-0.05 -1.71
年级 -0.03 -1.01
专业 0.06 1.82

社交网络使用 0.48 14.89**

自我概念清晰性

性别

0.27 0.07 10.79

0.09 2.77
年级 0.18 4.81
专业 0.05 1.50

社交网络使用 -0.16 -3.83**

网络同一性实验 -0.16 -4.42**

线上积极反馈 0.16 4.16**

拥有生命意义感

性别

0.40 0.16 22.28

0.03 0.93
年级 -0.07 -1.88
专业 0.10 2.92**

社交网络使用 -0.001 -0.03
网络同一性实验 0.03 0.84

线上积极反馈 0.21 5.75**

自我概念清晰性 0.30 9.05**

寻找生命意义感

性别

0.24 0.06 7.62

0.08 -2.36*

年级 -0.05 -1.24
专业 0.04 1.22

社交网络使用 -0.00 -0.11
网络同一性实验 0.05 1.30

线上积极反馈 0.16 4.12**

自我概念清晰性 -0.14 -3.89**

在研究结果中发现，移动社交网络的使用强度与拥有意义感的相关性并不显著，在拥有生命意义感作为

因变量时，移动社交网络的使用强度对拥有意义感的总效应勉强显著（β=0.07，p=0.0451），可以考虑两者

存在远端关系［29］。因为根据我们的研究，移动社交网络使用强度与中介变量线上积极反馈、自我概念清晰

性均有显著相关，而这两个中介变量同时也与因变量拥有意义感是显著相关的，因此我们可以判断移动社交

网络的使用强度与拥有意义感之间关系敏感，是存在远端关系的，即使两者不显著也值得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中检验的中介效应有五条：（1）移动社交网络使用强度→自我概念清晰性→生命意义感；（2）移 

动社交网络使用强度→网络同一性实验→生命意义感；（3）移动社交网络使用强度→线上积极反馈→生

命意义感；（4）移动社交网络使用强度→网络同一性实验→自我概念清晰性→生命意义感；（5）移动社

交网络使用强度→线上积极反馈→自我概念清晰性→生命意义感。即三个并行中介作用和两个序列中介作

用。采用海斯（Hayes）编制的 SPSS 宏程序插件 Process 4.1，选用 80 号模型，在控制性别、年级、专业等

因素下，分别将拥有生命意义感和寻找生命意义感作为因变量，社交网络使用强度作为自变量，网络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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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实验、自我概念清晰性、线上积极反馈作为中介变量，分别检验两个模型的链式中介模型是否成立。

表 3  网络同一性实验、线上积极反馈、自我概念清晰性在社交网络使用强度影响拥有生命意义感中的

中介效应

Table 3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network identity experiment, online positive feedback and self-

concept clarity on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network use intensity on presence of meaning in life

效应值 Boot 标准误 Boot 下限 Boot 上限
总间接效应 0.074 0.026 0.023 0.126

社交网络使用强度→自我概念清晰性→拥有生命意义感 0.007 0.008 -0.009 0.024
社交网络使用强度→网络同一性实验→拥有生命意义感 0.102 0.021 0.062 0.145

社交网络使用强度→线上积极反馈→拥有生命意义感 -0.046 0.014 -0.077 -0.022
社交网络使用强度→网络同一性实验→自我概念清晰性→拥有生命意义感 -0.012 0.003 -0.019 -0.006

社交网络使用强度→线上积极反馈→自我概念清晰性→拥有生命意义感 0.023 0.007 0.011 0.039

表 4  网络同一性实验、线上积极反馈、自我概念清晰性在社交网络使用强度影响寻找生命意义感中的

中介效应

Table 4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network identity experiment, online positive feedback and self-concept 

clarity on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network use intensity on the sense of search for meaning in life

效应值 Boot 标准误 Boot 下限 Boot 上限
总间接效应 0.105 0.025 0.056 0.153

社交网络使用强度→自我概念清晰性→寻找生命意义感 0.012 0.009 -0.006 0.031
社交网络使用强度→网络同一性实验→寻找生命意义感 0.078 0.022 0.035 0.120

社交网络使用强度→线上积极反馈→寻找生命意义感 0.021 0.009 0.006 0.041
社交网络使用强度→网络同一性实验→自我概念清晰性→寻找生命意义感 0.005 0.002 0.002 0.010

社交网络使用强度→线上积极反馈→自我概念清晰性→寻找生命意义感 -0.010 0.004 -0.020 -0.004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无论因变量是拥有生命意义感还是寻找生命意义感，都只有第一条中介

路径不显著，即移动社交网络使用强度→网络同一性实验→拥有 / 寻找生命意义感的途径产生的间接效

应不显著，即网络同一性实验在移动社交网络使用强度和生命意义感之间并不起中介作用。其他四个的

Bootstrap95% 置信区间均不包括 0 值，表明这四个间接效应达到了显著水平。根据以上结果构建中介模型图。

图 2  链式中介模型结果图（拥有生命意义感）

Figure 2 Results of the chain mediation model (presence of meaning in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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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链式中介模型结果图（寻找生命意义感）

Figure 3 Results of the chain mediation model (search for meaning in life)

3  讨论

3.1  网络同一性实验、线上积极反馈的并行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网络同一性实验负向预测自我概念清晰性，在移动社交网络使用强度和自我概念清晰性

之间起中介作用，证实了假设 H1。以往研究也发现过多的社交网络行为可能会使得大学生无法区分现

实生活中的自我和网络上表现出的自我这两者的区别［28］。因此自我概念清晰性的降低可能是因为个体

在社交网络中频繁进行网络同一性实验的结果。同时本研究的结果显示线上积极反馈也在移动社交网络

对自我概念清晰性的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并正向预测自我概念清晰性，假设 H2 得到验证。线上积

极反馈可以促进个体对自己的认知更为清晰，并激发大学生的自我探索［29］。有研究表明青少年在社交

网络中通过给予对方线上积极反馈和获得他人给予的线上积极反馈，就能够在这种互动中体验到更多的

积极情绪［30］。生命意义感作为一种主观体验，与积极情绪的关系密不可分，在本研究中也证实移动社

交网络的使用会通过线上积极反馈正向影响生命意义感。但是网络同一性实验在移动社交网络使用与生

命意义感之间并没有起显著中介作用，根据本研究结论，网络同一性实验如果对生命意义感产生影响还

需要自我概念清晰性这一中介变量。

3.2  网络同一性实验、线上积极反馈与自我概念清晰性的多重中介作用

本研究验证了移动社交网络的使用强度会通过网络同一性实验→自我概念清晰性、线上积极反馈→

自我概念清晰性两条并列链式中介来影响生命意义感。一方面，在高强度移动社交网络使用伴随更多的

网络同一性实验的情况下，自我概念清晰性水平较低，致使个体倾向于寻找生命意义感，其拥有的生命

意义感并不高；另一方面，在高强度移动社交网络，个体获得了高的在线积极反馈的情况下，增加了自

我概念的清晰性，会有更高的拥有生命意义感，寻找生命意义感则相对较低；以往研究也证实了获得的

线上积极反馈越多，个体越容易对自我概念进行整合，有利于个体的自我发展和心理健康［12］，高自我

概念清晰性的个体能够体验到更高的生命意义感［17］。但是本研究结果虽然表明自我概念清晰性程度高

的个体拥有生命意义感也会高，可寻找生命意义感的程度会低，这是之前研究较少提及的部分。本研究

认为有较高的自我概念清晰性的个体，不会过多地去寻找生命意义感，如果个体对自己有清晰的自我认

知，那么他会知晓什么对自己而言是有意义的，从而探索寻找生命意义感的程度会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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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本研究揭示了大学生移动社交网络使用与生命意义感之间的关系，并构建了一个并行与链式

中介结合的理论模型，了解大学生移动社交网络使用对自我及生命意义感的影响机制分析具有重要的理

论价值，同时对引导大学生良性使用移动社交网络和正确认知自我提升生命意义感提供启示。在对大学

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中应引导学生正确看待移动社交网络在其生活中的作用，正确认识自我，从而对自我

有清晰的认知，提升自我概念清晰性，进而提升其拥有生命意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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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Social Network Use on Meaning 
in Life

Yu Zhen Feng Yushu Wang Pengjia Li Xiaolu

Zhe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Zhengzhou

Abstrac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college student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network use intensity, online positive feedback, online identity experiment, self-concept 
clarity, and sense of meaning in lif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intensity of use of social networks 
negatively predicted self-concept clarity through network identity experiment and positively predicted 
self-concept clarity through online positive feedback. (2) Self-concept clarity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having the sense of life meaning, but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eking the 
sense of life meaning. (3) The results of mediating effect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intensity of mobile social 
network use could predict the sense of meaning in life through the independent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
concept clarity and online positive feedback, and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f “online positive feedback to 
self-concept clarity” and “network identity experiment to self-concept clarity”.
Key words: Social networks; Online identity experiment; Online positive feedback; Self–concept clarity; 
Meaning in lif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