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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更加全面地了解社交焦虑概念的历史进程以及发展概况，本文运

用 CiteSpace 分析软件对近几年的社交焦虑研究文献进行科学知识图谱分析。本

研究以 1988-2019 年为时间范围，对国内社交焦虑领域迄今为止发表的 1861 篇

社交焦虑领域文章的研究发展阶段情况、作者以及机构之间的合作以及贡献情

况、研究热点出现及其演进情况做了直观形象的展示，并进行深入的讨论与分析，

有利于把握社交焦虑的发展趋势以及预测未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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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社交焦虑（social anxiety，SA）是指个体在社交情景当中由于对他人负面评

价的恐惧而引起的焦虑［1］，表现为不敢在社交场合合理表达诉求、容易出现

回避眼神、沉默寡言等安全性退缩行为以及脸红、心跳加快、紧张僵硬等生理

反应［2］［3］。以往研究显示其是最普遍的焦虑形式之一［4］，不仅会降低

人们的人际交往能力、降低主观幸福感，还会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5］［6］，

因此近年来社交焦虑的研究一直是心理学领域的重点关注问题和研究热点。

国内关于社交焦虑的研究始于 1988 年，发展到今天已有三十余年的时间，

总结分析国内当前的社交焦虑研究成果，有助于把握社交焦虑的本质特征和前

沿趋势，揭示社交焦虑的演进规律。国内以社交焦虑为主题的研究不少，近年

来更是呈现出大幅增长的态势，但相关主题的综述研究还较少，因此，亟需在

新的时代背景下总结社交焦虑的发展趋势和热点。

本文以 CNKI 数据库中的期刊库和硕博士库为对象，以 1988-2019 年为时间

范围，在对国内社交焦虑领域迄今为止发表的 1861 篇研究文献的出版时间、研

究作者、研究机构以及关键词等信息进行进一步挖掘的基础上，回溯社交焦虑

研究的发展历程、谱写社交焦虑领域的发展脉络，把握发展趋势，预测发展方向。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 CNKI 数据库中的期刊库和硕博库为对象，时间范围定在 1988-

2019 年，主题与关键词选择“社交焦虑”，文献范围为“全部期刊”。为保证

文献的质量，对于检索结果进行人工筛选，删除一些与本文研究对象不相关或

者其他研究领域的文章，最终得到 1861 篇。

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大量收集社交焦虑领域研究文献的基础上，采用陈超美教授开发



·339·
基于 CiteSpace 的社交焦虑的可视化分析2020 年 4 月

第 2 卷第 4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https://doi.org/10.35534/pc.0204023

的信息可视化分析软件 CiteSpace［7］，追踪已发表文章的标题、副标题、摘要、

关键词、作者和机构等，形成可视化的科学知识图谱，回溯社交焦虑研究的发

展历程、谱写社交焦虑领域的发展脉络，把握发展趋势，预测发展方向。

3  研究热点及趋势

3.1  文献计量分析

通过 CiteSpace 软件绘制社交焦虑关键词时区图，可以更加直观展示不同时

间段关键词演进的发展趋势。与图 1 中文献发布时间分布与图 5 中关键词情况

结合来看，国内关于社交焦虑的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图 1  文献发布时间分布图

Figure 1  Distribution chart of publication time

一是社交焦虑研究的萌发阶段（1988-1999 年）。在这一阶段中，研究文献

的总量只有 12 篇，并且增长缓慢，可将此看作为社交焦虑研究的起步阶段。 

二是社交焦虑研究的初级发展阶段（2000-2002 年）。在这一阶段中，关于

社交焦虑的研究虽呈现连年上升的趋势，但总体量仍然较少，共 47 篇，因此可

视为社交焦虑研究的探索时期。在此阶段，关于社交焦虑的研究机构主要集中

在南京医科大学脑科医院、中美天津史克制药有限公司、北京回龙观医院心理

科等，关键词主要是关于“社交焦虑症”“社交焦虑障碍”“焦虑”等，说明

在此阶段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临床方面，主要关于社交焦虑障碍的探索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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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焦虑患者的治愈。

三是社交焦虑研究的发展阶段（2003-2010 年）。在这一阶段内，研究文献

数量连年激增，国内学者对于社交焦虑的研究兴趣日益增加，总量达 466 篇。同时，

有越来越多的心理学教学研究机构参与到社交焦虑的探索中来，其中以北京师

范大学心理学系、西南大学心理学系为首，关键词主要为“青少年”“信度”“效

度”，由此可见在此阶段研究的主要任务集中在社交焦虑量表的编制和使用以

及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和应对方式的关注上面。

四是社交焦虑研究的成熟阶段（2011-2018 年）。在这一阶段研究文献的

数量达到巅峰，虽时有回缓，但每年的发文数量都突破 100 篇，总量更是达到

1088 篇。在这一时间段内，对于社交焦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揭示其内在的机制

以及认知神经方面，研究的关键词主要集中在“注意偏差”“解释偏差”“中

介效应”“结构方程模型”等。

3.2  共现分析

3.2.1  研究机构共现分析

图 2  作者所属机构合作网络图谱

Figure 2  Atlas of the cooperation network of the author’s i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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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对研究机构进行了共现分析（见图 2）。根据图 2 中节点的颜色分析，

南京医科大学脑科医院、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北京回龙观医院心理科

对于社交焦虑这一主题的研究起步较早，很好的把握住了学术前沿的发展；根

据图 2 中节点的形态分析，可见关于社交焦虑的发文量排名靠前的机构主要为

心理学教学研究机构，其中以北京大学心理学系、西南大学心理学院、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为首，发文量分别为 11 篇、9 篇和 8 篇；同时，

从图 2 中网络的结构分析，社交焦虑研究领域主要形成了 2 个较为显著的合作

网络。其一为以山东大学护理学院为中心的合作网络。其二为以河北联合大学

心理学院为中心的合作网络。

3.2.2  研究作者共现分析

在文献计量领域中，论文、期刊以及机构没有办法自主产生联系，所以学

术交流主要依赖文章作者，文章作者的共现是其他各种共现关系产生的基础［7］。

因此本研究进行了研究作者的共现分析（见图 3）。

图 3  文献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Figure 3  Atlas of the cooperation network of the author

通过图 3 的文献作者合作网络图谱，我们可以了解到社交焦虑领域内核心

作者的合作情况。在图 3 中，共有 220 个节点（N），223 条边（E），密度（Density）

为 0.0093。由此可见，共有 220 名作者在社交焦虑领域发表过文章，作者之间

的联系不太紧密。根据图 3 中节点的颜色可知，较早涉及这一领域的有周文军、

曹海红、彭纯子等。根据图中网络的结构分析，这一领域的研究者主要形成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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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较为明显的合作网络，一是以吴薇莉、张伟、郑昌建为首的，曾玲芸、肖融、

王强、宋萍等与之形成的合作网络；二是以钱铭仪、李松蔚、姚泥沙、余红玉

为首的，林沐雨、王小玲、杨鹏与之组成的合作网络；三是以李慧、赵苗苗为

首的，李林贵、李军、王翠丽、孟庆跃与之组成的合作网络；四是王力健、沈

月琴、王淑芬等组成的合作网络。

根 据“ 普 莱 斯 定 律”（Price’s Law） 核 心 作 者 发 文 数 的 表 达 公 式 为

Mp ≈ p Np max ，其中 Np max 为该领域最高产学者的发文数量［8］。根据

CiteSpace 的运行结果可得，社交焦虑领域最高产的作者是钱铭怡，共发文 15 篇。

将 Np max=15 代入到公式中，求得 Mp ≈ 2.83，故求得核心作者的最低发文量是

3 篇，核心作者如表 1。

表 1  核心作者列表

Table 1  List of the core authors

作者 文章频次 作者 文章频次 作者 文章频次 作者 文章频次
钱铭仪 15 梅松丽 4 林沐雨 4 李波 3
曹建琴 9 吴文源 4 王小玲 4 袁勇贵 3

张伟 9 曹晖 4 刘洋 4 赵鑫 3
吴薇莉 8 陈玲 4 王玉莉 3 王冰 3
李敬阳 8 王芳 4 张欣凯 3 刘芳 3
李松蔚 7 程文红 4 方晓义 3 于晓宇 3
余红玉 7 辛勇 4 刘杨 3 刘文敬 3
姚泥沙 6 钟杰 4 宣宾 3 蒋波 3
彭纯子 6 张明园 4 曹聘 3 姚大志 3
杨蕴萍 5 邱昌建 4 林涛 3 周宗奎 3
王丽颖 5 赵苗苗 4 唐继亮 3 李杨 3

李慧 5 陈倩虹 4 肖伟 3 陈丽君 3
才运江 4 肖融 4 曾玲芸 3

3.2.3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是文章主题和研究重心的体现，关键词的共现分析是对于文献研究

热点的静态呈现。对于文章关键词的分析可以了解一定时间段内某领域研究视

角的变化，进而把握研究主题的发展进程及其研究热点的变化趋势。

在图 4 中，共有节点（N）230 个，边（E）285 个，密度（Density）为 0.0108。

由此可见，在社交焦虑研究领域共有 230 个相关的关键词，并且他们之间的联

系并不是很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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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社交焦虑关键词共现网络

Figure 4  Atlas of the cooperation network of the keywords of social anxiety

在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中，节点的大小代表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节点越大

代表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越高［9］。根据社交焦虑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可以发现，

较大的节点主要有社交焦虑、社交焦虑障碍、焦虑、自尊、大学生、心理健康、

青少年等；网络图谱中连线的粗细反映了关键词的中心性，中心性代表关键词

的媒介能力和桥梁作用［10］，中心性越大，代表该关键词的影响力越大。一

般来说，中心性数值大于 0.1 便说明关键词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根据社交焦虑关

键词共现网络图谱可以发现，较粗的连线主要有社交焦虑障碍、自尊、应对方式、

抑郁、治疗、交往焦虑、小学生等。关键词频次、中心性数值具体参见下表。

表 2  关键词频次、中心性列表

Table 2  Keyword frequency, centrality list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中心性
社交焦虑 672 小学生 0.48

大学生 221 交往焦虑 0.38
社交焦虑障碍 106 农村 0.34

焦虑 92 社交焦虑障碍 0.30
自尊 75 抑郁 0.29

心理健康 59 治疗 0.28
青少年 44 横断面研究 0.27

应对方式 41 应对方式 0.25
留守儿童 38 自尊 0.23

孤独感 34 人际信任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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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聚类分析

为了进一步归纳在社交焦虑研究领域的主题内容，本研究使用 Clustering 功

能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根据关键词的不同特征，本研究采用 LIR 算法对关

键词提取聚类，按照关键词的数量进行排序后，得到 15 个主要的研究分类，按

所含文献的数量由多到少依次标号为 #0 至 #14，其中文献数量大于 10 的有 13 个，

最多的为聚类 #0，有 21 篇，平均年份为 2007，表示该类主要集中在 2007 年。

同质性指标最小为 0.833，说明聚类虽具有较强的合理性，但研究角度较为单一。

综合图 7 的聚类标签以及代表文献，发现聚类内容并非孤立，虽然各个聚类模

块在研究角度、研究方法方面各有侧重，但存在交叉，本研究主要对于以下几

个类别进行阐释：

图 7  基于关键词的聚类分析图

Figure 7  Keyword-based cluster analysis gragh

#0 社交回避，这一类别中研究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关于社交回避、社交焦虑

的内涵、成因和现状的探究，主要的关键词有社交焦虑、成因、综述、心理健

康教育等。国内社交焦虑的综述最早有栗文敏、张天航对社交焦虑概念的界定



·345·
基于 CiteSpace 的社交焦虑的可视化分析2020 年 4 月

第 2 卷第 4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https://doi.org/10.35534/pc.0204023

以及该领域国内外的研究进展做了概括和总结［11］［12］，之后，夏天在新

时代的背景下，在其关于青少年社交焦虑障碍研究的综述中对于社交焦虑障碍

的内涵、成因、治疗和研究进展做了进一步的概括和总结［13］。

#1 注意偏向，该类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交焦虑的信息处理偏差上，主要

的关键词有注意偏向、解释偏向、注意偏向训练、面部表情等。国内在社交焦

虑注意偏向方面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 2004 年，彭纯子等对于社交焦虑个体

的认知偏差的特点以及认知偏差的研究范式做了梳理和总结［14］，同年，陈

曦在研究中使用点探测任务来测量实验情景对于注意偏向的影响，实验结果对

于回避假说有初步的支持［15］。2006 年钱铭怡第一次将 Stroop 任务运用于社

交焦虑研究领域，结果支持了社交焦虑个体社交情境威胁性刺激的特异性假说

［16］。接下来对于社交焦虑注意偏向的研究逐渐深入和细化，近日有研究提出，

社交焦虑个体的注意模式并不是单一、静态的，而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17］。

#2 初中生，这一类别的主要内容集中在关于社交焦虑不同被试群体特征及

其比较，主要的关键词有大学新生、初中生、中介作用、高中生、完美主义等。

2003 年彭纯子利用 IAS 量表比较了不同性别、不同学科大学生之间社交焦虑水

平的差异，并通过与美国大学生均值比较来对经济和文化带来的差异进行了检

验［18］［19］，随后，有不同的学者也分别在不同的研究中对于大学生社交

焦虑的特点以及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20］［21］［22］。不同年龄阶段

的社交焦虑个体具有不同的心理特征，彭纯子在文章中对于大学生和中学生社

交焦虑的心理特征进行了比较，对于这种差异进行了初步的探析［23］。2008 年，

王抚临等比较了在校中学生，大学生以及研究生的社交焦虑的基本倾向，对于

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社交焦虑水平的差异进行了进一步的验证［24］。

#3 自我接纳，在这一类别中，研究的主要问题为社交焦虑影响因素的探究，

主要的关键词有自我接纳、自尊、自我概念、自我效能感等。郭晓薇利用多元

逐步回归的方法检验了自我评价、社交技能、他信三个变量对于社交焦虑的影响，

该研究为探究社交焦虑形成的原因的较早尝试［25］。之后关于社交焦虑影响

因素的研究较多且分散，目前并没有成文进行系统的阐述，纵观社交焦虑相关

研究，综合上文中的关键词频次列表，发现关键性的影响因素主要有：自尊［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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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方式、孤独感［27］［28］、自我接纳水平［29］［30］等。

#7 社交焦虑障碍，这一类别主要为社交焦虑障碍的干预和治疗的研究，主

要的关键词有社交焦虑障碍、急性焦虑障碍、认知行为集体治疗等。最早的干

预方式主要为传统认知 - 行为集体治疗，杨眉在 1997 年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丰富

和创新，提出“情绪表达训练”［31］。近年来，研究者对于如何治疗社交焦

虑障碍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干预方式逐渐增多，有学者在文章中对于近几年来

社交焦虑的几种主要的心理干预方法进行了梳理和总结，主要包括：认知行为

疗法（团体认知行为干预、个体认知行为干预、网络认知行为干预）、注意偏

向训练、音乐放松疗法、联合干预法等［32］。

#8 效度，在这一类别中，研究的问题主要是关于社交焦虑量表的编制和修

订，主要的关键词有效度、信度、自我和谐等。由上述可知对于量表编制和修

订主要集中在 2003-2010 年，在这一阶段主要有，彭纯子对社交回避与苦恼量

表（SAD）以及交往焦虑量表（IAS）的信效度进行了检验［33］［34］，何燕

玲等对于 Liebowitz 社交焦虑量表（LSAS）中文版的信效度以及在中国社交焦虑

患者中的使用进行评价［35］，之后，李飞等建立儿童社交焦虑量表（SASC）［36］，

叶冬梅等人翻译并修订社会交往焦虑量表（SIAS）和社交恐惧量表（SPS）［37］。

4  分析与讨论

本研究采用 CiteSpace 为工具，以 CNKI 数据库中的期刊库和硕博库为对象，

对于社交焦虑领域的研究发展阶段情况、作者以及机构之间的合作以及贡献情

况、研究热点出现及其演进情况做了直观形象的展示，并进行深入的说明与分析，

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国内关于社交焦虑的研究始于 1988 年，经历了十几年的起步发展，

在 2003 年以后，文献数量连年激增，国内关于社交焦虑的研究兴趣日益增加，

国内社交焦虑研究起步较早的学者有周文军、曹海红、彭纯子等，之后在领域

内影响大、发文量多的学者有钱铭仪、曹建琴、张伟等，该领域的研究者主要

形成了 4 个较为明显的合作网络。研究的机构从最早的南京医科大学脑科医院、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北京回龙观医院心理科等到后来居上的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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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系、西南大学心理学院等高校教育研究机构，有愈来愈多的研究机构加

入到社交焦虑的探索中来，研究机构的主力也从临床应用型机构转移到心理学

教学研究机构，同时，研究的关键词也由以往的“焦虑”“社交焦虑症”“社

交焦虑障碍”改变为“社交焦虑”“中介作用”“自我和谐”“解释偏差”等

上面来，可见近年来研究的热点从以往的社交焦虑患者的干预和治疗发展到近

几年的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来探析社交焦虑的心理机制以及影响因素上。

第二，国内社交焦虑领域的研究主要分为四个阶段，一是社交焦虑研究的

萌发阶段（1988-1999 年），研究文献的总量少，并且增长缓慢；二是社交焦虑

研究的初级发展阶段（2000-2002 年），关于社交焦虑的研究虽呈现连年上升的

趋势，但总体量仍然较少；三是社交焦虑研究的发展阶段（2003-2010 年），在

这一阶段内，研究文献数量连年激增，国内学者对于社交焦虑的研究兴趣日益

增加，总量达 466 篇，有越来越多的心理学教学研究机构参与到社交焦虑的探

索中来；四是社交焦虑研究的成熟阶段（2011-2018 年），在这一阶段研究文献

的数量达到顶峰，虽时有回缓，但每年的发文数量都突破 100 篇，总量更是达

到 1088 篇。

第三，国内社交焦虑领域的研究内容主要可以分为六个方面，一是关于社

交焦虑的内涵、成因和现状的研究，此类研究发表的时间主要集中在 2007 年之

后，在该领域的研究已经有一定的理论发展基础上，一般在梳理和总结的基础

上以综述形式呈现；二为关于社交焦虑不同被试的群体特征及其比较的研究，

社交焦虑研究的被试群体主要为高中生和大学生，因为有研究指出，18-29 岁这

一年龄发展阶段的个体在社会交往中最为敏感［38］，中学生和大学生正好处

于这一阶段；三为关于社交焦虑个体内部认知偏差的揭示的研究，社交焦虑的

个体在信息加工过程中具有认知偏差，包括解释偏差、注意偏向、回忆偏差等等，

这些偏差社交焦虑的主要表现也是造成社交焦虑的核心因素，对于社交焦虑个

体认知偏差的研究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直是社交焦虑领域研究的热点；

四为关于社交焦虑影响因素的研究，对于社交焦虑影响因素的探究有助于深入

把握焦虑的成因，并且为如何治疗和改善社交焦虑提供了理论依据，是近几年

的研究热点问题；五为关于社交焦虑问卷的编制和测量的研究，该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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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集中在在领域已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之后，社交焦虑的发展阶段；六为关于

社交焦虑障碍的干预与治疗的研究，社交焦虑的干预和治疗是社交焦虑领域最

早开始的研究方向，当时的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临床应用型的研究机构，后来

高校研究教学机构也逐渐加入行列，对于社交焦虑的干预方式主要有认知行为

干预、注意偏向训练、音乐放松疗法、联合干预等方法。

5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本文以 CiteSpace 知识图谱为参考，通过对 1988-2019 年间的社交焦虑相关

论文的分析来于把握社交焦虑的本质特征和前沿趋势，揭示了社交焦虑的演进

规律，在一定程度上给国内学者们提供了后续研究的思路和依据。但文章也存

在一定的不足之处：本研究虽然极尽可能地进行文献检索，但一些未发表的文

章很难被检索到，所以最终的数据不可避免的出现遗漏。另外，本研究指只对

国内社交焦虑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后续的深入研究，需要将国外社交焦

虑研究进行梳理，与国内研究进行对比，以此才可长远发展。

尽管关于社交焦虑的研究已经进入了成熟期，但对于社交焦虑进行全面系

统的研究，还需要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挖掘社交焦虑的形成机制以及影响因

素，为社交焦虑概念的完善以及社交焦虑者的干预和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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