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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问题性网络使用是研究者针对网络给人的身心发展以及社会适应造成的影响而提出的。导致个体产生问题性

网络使用的核心因素是个体的非适应性认知，错失恐惧作为一种生活中常见的非适应性认知对网络使用造成

了很大程度的影响。本文对错失恐惧引起问题性网络使用的研究从直接预测及中介作用两个方面展开综述，

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并为后续网络使用问题的控制和预防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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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的使用与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贴近，互联网已经逐渐

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 5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

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2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67 亿，相比于 2021 年的数量增加了 3.4%，

互联网普及率达 75.6%。不可否认的是，互联网的不断普及，以及平板、智能手机、智能手表、电脑等

电子设备的更新换代，促使人们的工作、学习效率得到了提高，也为人们带来了多种多样的娱乐方式，

但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问题性网络使用问题。

问题性网络使用的概念是从网络成瘾概念发展而来的。问题性网络的提出经历了从“网络成瘾”到

“病理性网络使用”再到“问题性网络使用”的发展过程。网络成瘾（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IAD）

最早是由戈德伯格（Goldberg）依据成瘾的概念提出的。在此基础上杨（Young）对网络成瘾展开了研究，

这也是第一次对网络成瘾进行的系统研究，通过研究发现网络成瘾与赌博行为中的冲动控制障碍是相似

的行为。戴维斯（Davis）则认为“成瘾”一词并不适用于界定这种过度使用网络的行为，由此他提出

了病理性网络使用（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PIU）一词，并提出将过度使用网络行为按照属性划分为两

类，即特殊性和一般性的病理性网络使用。前者是指针对网络中的某些特定功能发生了过度使用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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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沉迷于网络聊天；后者是指对整个网络的使用时间过长，并没有针对特定的网络功能。而彼尔德

（Beard）和沃尔夫（Wolf）更关注于过度使用网络对于人的身心发展以及社会适应造成的影响，由此他

们提出了问题性网络使用的概念（problematic internet use，PIU）。到目前为止，“问题性网络”在相关

研究领域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过度使用网络的现象的描述［1］。

先前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导致问题性网络使用的原因包括人格、人际关系、亲子沟通、心理需求满足、

主观幸福感、使用体验、压力和非适应性认知等［2］。而根据戴维斯提出的认知——行为模型，导致个

体产生问题性网络使用的核心因素是个体的非适应性认知，错失恐惧作为一种生活中常见的非适应性认

知对网络使用造成了很大程度的影响［3］。

错失恐惧（Fear of Missing Out）是指害怕或者担心错过种种信息从而感到焦躁不安的状态。错失恐

惧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比如再忙再累每天睡之前都要刷一刷朋友圈；再比如离开手机一会儿就会

十分担心有没有错过电话、信息或者新闻等。错失恐惧这个词最早是由斯塔梅尔（Stamell）提出的［4］，

之后有一系列的学者对错失恐惧的概念进行了多角度的阐述。本文将对错失恐惧引起问题性网络使用的

研究展开综述，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启示并为后续网络使用问题的控制和预防提供建议。

1  错失恐惧间接预测问题性网络使用

先前一系列研究表明，错失恐惧可以作为一个中介变量间接预测问题性网络使用。目前，研究者所

关注的在错失恐惧中介作用下引起问题性网络使用的变量主要有两类：个体特征变量和环境特征变量。

1.1  个体特征变量

个体特征变量主要包括基本心理需要、人格特征、情绪特征、社会比较倾向。

1.1.1  基本心理需要

基本心理需要可以通过错失恐惧的中介作用影响问题性网络使用。李琦通过对 656 名在校大学生进

行问卷调查后发现，个体的基本心理需要可以在错失恐惧变量的中介作用下直接负向预测问题性网络使

用。基本心理需要是指个体与生俱来的、必需的心理需要，如果基本需要无法得到满足，那么个体就不

会向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5］。当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时，个体会进行一些脱离自我控制的负性行为，

包括抽烟、酗酒、问题性网络使用等。在这个过程中，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程度又可以负向预测错失恐惧，

也就是说基本需要满足后可以使个体具有较高的自我调控能力，从而避免错失恐惧的产生与作用［1］。

国外研究方面，普里兹比斯基（Przybylski）等人在针对成年群体的研究中发现错失恐惧是连接成

年群体个体需要满足与过度使用社交媒体的机制。更具体地说，基本需求未得到满足的成年人会体验

到更高水平的错失恐惧。后来阿尔特（Alt）等人通过研究发现错失恐惧症在大学生学术动机和使用社

交媒体之间的中介作用，同样也证实了在基本心理需要与问题性网络使用两个变量间错失恐惧症的中

介作用［6］。

1.1.2  人格特征

人格特征可以通过错失恐惧来影响问题性网络使用。陈必忠等人通过对 396 名在校大学生的研究

发现，错失恐惧在大五人格中的外向性、宜人性、尽责性和神经质方面与个体的社交媒体自控失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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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间形成中介作用。社交媒体使用自控失败本质上也是一种问题性网络使用行为。该项研究发现在错

失恐惧的中介作用下，外向性程度越高的个体越不易产生问题性网络使用问题，原因是外向性个体拥

有很好的社交资源与能力，更倾向于进行线下的社交，更多的线下社交导致他们很少受到错失恐惧的

困扰，因此他们更不易产生社交媒体使用自控失败的现象［7］；而宜人性个体因为其热爱且擅长交际，

所以错失恐惧在他们身上也很少见，由此他们也不易产生问题性网络使用的现象；高尽责性个体通常

很自律，高自律性促使他们严格控制自己的媒体与网络使用时间，也很少发生问题性网络使用问题；

最后在神经质方面，高神经质个体因为缺乏人际信任，所以进行社交的频率相对较低，而如今网络使

用过程中多多少少存在社交成分，为了规避社交所带来的不适感他们较少使用网络，也就不容易产生

错失恐惧现象［8］。

除此之外，羞怯也可以通过错失恐惧的中介作用影响问题性网络使用。王梦云等人通过研究发现羞

怯在错失恐惧中介作用下对青少年群体的社交网络成瘾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羞怯个体会通过网络的

社交功能进行线上的社交，从而获得社交满足感并缓解线下交流的压力，同时避免因为他人的评价而感

到焦虑［9］。

1.1.3  情绪特征

情绪特征可以通过错失恐惧的中介作用影响问题性网络使用。魏祺通过对 1162 名在校大学生进行

研究后发现错失恐惧在负性情绪和问题性社交网站使用间起着中介作用，同时他的研究发现性别在这种

中介作用中起到一个调节作用，错失恐惧的中介作用在男性学生群体中更为明显。问题性社交网站使用

是在问题性网络使用的概念上延伸出来的新概念，是问题性网络使用的一部分。随着网络的不断普及，

网络提供给使用者的功能也越来越丰富，其中不乏社交功能。根据戴维斯的认知——行为模型［10］，导

致问题性网络使用出现的因素主要有两个部分：远端因素和近端因素。负性情绪就可以看作是影响问题

性社交网站使用的一个远端因素，而错失恐惧作为认知因素则是近端因素，因此紧张、愤怒等一系列负

性情绪可以通过使个体产生认知上的错失恐惧进而对个体的行为产生影响，最终导致问题性社交网站使

用的发生。也就是说具有负性情绪的个体为了缓解自己心中的不安会产生错失恐惧的心理，进而导致个

体很容易产生问题性网络使用。而错失恐惧中介作用受到性别的调节主要是性别角色期望和性别角色表

现所导致的，这种中介作用在男性群体中更为显著［11］。

国外研究方面，奥伯斯特（Oberst）等人通过对 1468 名 16 ～ 18 岁的社交媒体用户的线上问卷调查

发现错失恐惧在个体的抑郁、焦虑情绪状态和问题性网络使用间起中介作用［12］。而维格曼（Wegmann）

等人通过对 17 ～ 39 岁的 270 名被试进行线上调查后发现错失恐惧可以作为中介变量在抑郁情绪和问题

性网络使用间起作用［13］。梁雅文等人通过对 233 名中国学生进行研究发现错失恐惧在问题性网络使用

与抑郁症状间起着中介作用，那些花更多时间在网络上的人更容易产生害怕、痛苦、焦虑的情绪，而这

些情绪又与他们的抑郁症状呈正相关［14］。

1.1.4  社会比较倾向

社会比较倾向可以通过错失恐惧的中介作用影响问题性网络使用。张永欣等人通过对信阳市 526 名

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后发现社会比较倾向可以通过错失恐惧的中介作用间接预测社交网站成瘾。也就是

说社会比较倾向越高的个体越容易产生错失恐惧，从而频繁地刷新朋友圈、微博等，进而更容易产生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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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性网络使用现象［15］。

1.2  环境特征变量

关于错失恐惧在引起问题性网络使用中介作用的研究，自变量方面除了个体特征变量还有环境特征

变量，但是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

王卉卉通过对 1089 名在校大学生进行研究发现错失恐惧在青少年群体的同伴关系和问题性网络使

用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同伴关系不佳的青少年社交的需要往往得不到满足，他们很害怕自己与同辈群

体产生隔阂，由此他们会产生非适应的社会认知，即错失恐惧。而在错失恐惧的驱使下个体会在网络上

寻找降低错失恐惧带来的焦虑感，进而容易产生问题性网络使用的情况［3］。

2  错失恐惧直接预测问题性网络使用

错失恐惧除了作为中介变量间接预测问题性网络使用外，还可以通过其他的中介变量来直接预测问

题性网络使用，但这方面的研究较少。

马建苓等人通过对 493 名大一至大三的学生进行研究后发现错失恐惧能显著地正向预测社交网站成

瘾，也就是说错失恐惧程度越高的个体越容易产生社交网站成瘾问题。同时他们还发现在错失恐惧和社

交网站成瘾间社交网络支持起着链式中介作用，即个体错失恐惧程度越高，社交网络整合程度越高，个

体所获得的社交网络支持也就越多，从而更容易产生社交网站成瘾问题［16］。

卡萨莱（Casale）等人通过对 579 名大学生研究后发现社交媒体使用过程中的积极元认知在错失恐

惧与问题性网络使用间起着中介作用，也就是说错失恐惧能通过积极元认知的中介作用直接或间接地影

响个体的问题性网络使用［17］。

3  不足和展望

尽管目前针对错失恐惧在导致问题性网络使用过程中的作用机制进行了一些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有

价值的研究成果，但仍有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目前针对错失恐惧和问题性网络使用的关系的研究主要进行的是横断研究，无法揭示变量之

间的因果关系，也不能揭示错失恐惧随时间的变化而发生改变的趋势，后续的研究应该考虑加入纵向研

究的方法。

第二，目前针对错失恐惧和问题性网络使用的关系的研究主要采用的是问卷调查法，主观性很大，

可能会受到被试的社会赞许效应的影响。后续的研究可以考虑采用认知实验的方法进行研究，一方面可

以有效地揭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另一方面可以有效地探讨错失恐惧影响问题性网络使用的机制。

第三，目前针对错失恐惧和问题性网络使用的关系的研究为整体性研究，为了进一步揭示其中的机

制应该将错失恐惧和问题性网络使用两个变量进行细分。错失恐惧可以进一步细分为社交交往、新闻信

息和商业信息三个维度；而问题性网络使用可以根据功能、使用群体、使用方式等进行进一步的细分［18］。

第四，目前针对错失恐惧和问题性网络使用的关系的研究样本的代表性不够。先前的研究针对的主

要是青少年以及成年初期的群体，研究结果能否推广到其他年龄阶层还有待进行深入的探讨；除此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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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的国内研究针对的都是个别地区，研究结果能否推广到其他地区还有待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后续研

究应该考虑扩大样本的年龄范围及取样地区。

在目前的一系列研究的基础上，学校和家庭应该考虑通过控制青少年的错失恐惧来达到控制其问题

性网络使用的目的。错失恐惧是一种个体的非适应性社会认知，会使个体产生一系列焦虑、不安的状态，

为了缓解这种状态给自己带来的困扰，大多数人会从网络中获得归属需要。因而这启示我们要重视青少

年的错失恐惧。关于错失恐惧的干预，王昊、胡光友、王卉卉等通过研究证实了基于认知疗法的团体辅

导干预错失恐惧进而降低大学生网络成瘾倾向的可能性［19］。这也启示学校可以通过团辅的方法来干预

错失恐惧，进而控制青少年问题性网络使用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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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Problematic Internet Use Caused by Fear 
of Missing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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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blematic Internet use is proposed by researchers who focus on the impact of Internet on 
people’s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adaptation. The core factor leading to problematic 
Internet use is individual maladaptive cognition. As a common maladaptive cognition in life, fear of 
missing out has a great impact on Internet use.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es on problematic Internet 
use caused by fear of missing out from two aspects: direct prediction and mediating, and provides 
inspiration for subsequent research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of subsequent 
Internet use problems.
Key words: Fear of missing out; Problematic internet use; Intermediary ro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