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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社交支持对大学生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的影响： 

上行社会比较与错失恐惧的链式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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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大学文典学院  安徽合肥 

【摘要】目的 探讨上行社会比较和错失恐惧在线上社交支持对大学生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影响中的中介作

用。方法 使用线上社交支持量表、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量表、上行社会比较量表和错失恐惧量表对 534 名大学

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线上社交支持、上行社会比较、错失恐惧和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四个变量之间呈显著正

相关；线上社交支持对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的直接影响效应显著，上行社会比较、错失恐惧以及上行社会比较—
错失恐惧在线上社交支持与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之间的中介和链式中介作用均显著。结论 线上社交支持既可以

直接预测大学生的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也可以通过上行社会比较和错失恐惧的独立中介效应以及上行社会比较

—错失恐惧的链式中介效应间接影响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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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online social support on problematic social media use in college students:  

The chain mediating role of upward social comparison and fear of missing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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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mediating role of upward social comparison and fear of missing ou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nline social support and problematic social media use. Methods A total of 534 college students were 
surveyed with the Online Social Support, Problematic Social Media Use Scale, Upward Social Comparison Scale and Fear 
of Missing Out Scale. Result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four variables: online social support, 
upward social comparison, fear of missing out, and problematic social media use. The direct effect of online social support 
on problematic social media use was significant,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upward social comparison, fear of missing out 
and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f “upward social comparison-fear of missing out” on online social support and problematic 
social media use were also significant. Conclusion Online social support not only directly predicts problematic social 
media use, but also exerts its influences through the indirect paths of upward social comparison and problematic social 
media use, and the chain mediating path of upward social comparison-fear of missing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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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社交媒体平台的激增改

变了人类互动和社交支持系统的格局[1]。随着社会日益

倾向于使用在线平台进行交流，社交支持的概念已经

扩展到包括个人通过互联网获得的虚拟帮助和联系，

即所谓的线上社交支持[2]。在网络环境中进行交流互动

时，线上社交支持具有独特的特点（如虚拟性、匿名性、

间接性、灵活性等），这些都是面对面环境中进行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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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支持所不具备的。相应地，面对面支持的特点——互

惠感知、即时沟通以及言语和非言语沟通媒介的结合

——在在线环境中可能不那么有效，因此价值也较低[3]。

这些不同的特征使一些人更倾向于在网上寻求支持，

特别是那些高神经质和低自我意识、高度焦虑以及高

度人际恐惧的群体[4]。因此，目前关于线下社交支持的

结论可能不完全适用于线上社交支持。 
一些研究考察了线上社交支持的影响，研究结果

表明线上社交支持有可能会减少孤独感，提高自尊和

改善心理健康[5-6]。与此同时，除了线上社交支持的积

极影响外，人们还担心线上社交支持可能带来的消极

影响。比如，一些研究发现，线上社交支持与问题性社

交媒体使用呈正相关，线上社交支持会增加人们出现

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的风险[7-8]。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

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指用户对社交媒体的使用存在

过度的心理依赖，无法控制自身在社交媒体上花费的

时间[9]，这可能会导致一些负面结果，如社交互动减少、

日常生活功能受损和心理困扰增加等[10]。问题性社交

媒体使用已成为世界各国日益关注的问题。一项包含

24 个国家数据的荟萃分析结果表明，问题性社交媒体

使用现象正在全球范围内普遍上升[11]。虽然问题性社

交媒体使用和社交媒体成瘾这两个词经常互换使用，

但社交媒体成瘾的症状和后果并不像酒精成瘾或吸毒

成瘾那样严重，将其描述为“有问题的”或“不恰当的”社
交媒体使用更合适[12]。因此，本研究中使用“问题性社

交媒体使用”来描述这一现象。 
鉴于社交媒体既是线上社交支持的来源，也是问

题性使用的潜在催化剂，因此系统地研究线上社交支

持与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之间的关联是非常必要的。

目前，已经有一些研究关注到了线上社交支持与问题

性社交媒体使用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普遍认为线上

社交支持对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具有积极的影响。尽

管如此，该领域还存在着一些不明确的地方，如线上社

交支持通过什么路径对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产生影响，

它们之间存在着哪些中介变量。此外，以我国大学生群

体为样本的研究也偏少。基于此，本研究从我国大学生

中选取样本，探究线上社交支持与问题性社交媒体使

用之间的关系，以及上行社会比较和错失恐惧是否能

显著在这种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2 文献综述与假设提出 
2.1 线上社交支持与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 
根据使用与满足理论[13]，人们会主动选择某种类

型的媒体来满足自身特定的需求和欲望，例如获取信

息、沟通和娱乐。社交媒体作为一种重要的网络平台，

能够提供社交支持，满足人们的社交需求。社交媒体上

的社交支持可以给人们带来满足感，并强化人们在线

寻求社交互动的行为，这可能会导致社交媒体使用出

现问题[14]。线上社交支持对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的影

响效应也可以通过自我决定理论来解释。根据自我决

定理论[15]，关联性（即与他人的亲近程度或联系紧密

度）是人类三种基本心理需求之一，对于实现个人的最

佳发展至关重要。这种关联性需求会诱发大学生从社

交媒体上寻求社交和情感支持的渴望，尤其是当线下

情境中的需求未得到良好满足之时。社交媒体所提供

的线上社交支持越多，大学生寻求面对面社交支持的

意愿就越低，并且越有可能在与线下伙伴交流互动时

做“低头族”。“替代假说”还指出，在社交媒体上花费的

时间增加，用于线下面对面交流的时间就会减少[16]，

这可能会加剧大学生从社交媒体上寻求社交和情感支

持的情况，进而增加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出现的风险。

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1：线上社交支持对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具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 
2.2 上行社会比较的中介作用 
社会比较理论是被广泛使用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之

一。Festinger 指出[17]，在缺乏客观标准的情况下，人

类具有将自身与他人进行比较的内在倾向，以获取关

于自身能力和观点的准确评估。该理论的基本原则主

张，个体倾向于将自己与能力和观点相似的人进行比

较，以实现自我评价的目标。一般来说，社会比较程度

较高的人对别人的敏感度和关注度较高，甚至在个人

自我概念方面会经历更多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18]。在

当代媒体与传播研究中，一个备受关注的新兴研究领

域是将社会比较理论应用于诸如 Facebook、Instagram、

微信等社交媒体使用的情境中。新媒体技术的出现和

广泛应用提供了大量关于他人的便利信息，从而为个

人参与社会比较过程提供了理想的渠道[19]。获得线上

支持的社交媒体用户，更倾向于参与社交媒体上的活

动，关注他人发布的信息和动态。印象管理理论指出[20]，

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信息时，通常是选择积极的、正

面的信息，有时还会对发布的信息进行美化。在大量浏

览这类信息后，大学生更容易产生上行社会比较。 
社交媒体具有视频和图片分享、状态更新等功能，

能够让人们方便快捷地与他人进行社会比较。现有文

献表明，参与社会比较与更频繁地使用社交媒体呈正

相关关系[21]。频繁地进行上行社会比较，会让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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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一些负面情绪。比如，一些研究指出，社交媒体上

的上行社会比较会让大学生产生抑郁、焦虑、嫉妒等负

面情绪[22-23]。社交媒体功能多样，除了能满足大学生的

社交需求外，还能够满足他们的娱乐需求。在当今的社

交媒体时代，当大学生出现负面情绪后，可能会继续使

用社交媒体的娱乐功能来平复情绪，增加在社交媒体

上花费的时间，进而导致出现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11]。

Servidio 等[24]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上行社会比较与问

题性社交媒体使用呈正相关关系。基于此，提出如下假

设： 
H2：上行社会比较在线上社交支持与问题性社交

媒体使用之间的关系中起着显著的中介作用 
2.3 错失恐惧的中介作用 
在网络环境中，错失恐惧被定义为因可能错过有

价值的网络体验而产生的焦虑，导致个体感到不得不

持续关注自己的网络社交互动[25]。根据自我决定理论

的补偿动机视角[15]，基本心理需求满足是一种关键的

动机机制，当个体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时，它会促使个体

做出补偿行为。因此，当大学生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足

够的社交支持时，可能会转向社交媒体寻求线上社交

支持[26]。如果人们不断地从社交媒体上获得线上社交

支持，那么他们就会期待更多的线上社交支持（例如，

来自朋友的“点赞”和积极的评论）。因此，当大学生暂

时离开社交媒体时，他们更有可能担心自己会错过来

自朋友的即时社交支持，这可能会导致更高程度的错

失恐惧[10]。也就是说，线上社交支持可能会正向预测

大学生的错失恐惧。这一观点也得到了一些实证研究

的支持，即通过使用社交媒体获得的线上社交支持和

情感支持与错失恐惧之间呈正相关关系[27]。 
此外，一些实证研究表明，错失恐惧会正向预测问

题性社交媒体使用[28-29]。具有高错失恐惧的大学生在

使用社交媒体时常常表现出更差的自我调节倾向[30]。

这部分大学生常常担心自己会错过有价值的经历，需

要时不时地登录社交媒体查看信息，无法较好地控制

自己在社交媒体上花费的时间，对社交媒体产生依赖，

进而出现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29]。Blackwell 等人[31]的

研究发现，即使在考虑了外向性、神经质和依恋取向等

个人特征的影响后，错失恐惧也能够正向预测问题性

社交媒体使用。基于上述理论和实证分析，错失恐惧可

能在线上社交支持与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之间起到中

介作用。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3：错失恐惧在线上社交支持与问题性社交媒体

使用之间的关系中起着显著的中介作用 

2.4 上行社会比较与错失恐惧的链式中介作用 
如上文所述，上行社会比较和错失恐惧都可能在

线上社交支持与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之间的关系中起

到中介作用。然而，人们对这两个中介因素如何共同发

挥作用知之甚少。一些间接证据表明，可能存在一种链

式中介模型，即线上社交支持与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

之间的关联会依次由上行社会比较和错失恐惧所中介。

频繁地查看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如朋友圈的更新）会让

大学生产生上行社会比较，并产生焦虑等不良情绪[32]。

Pang[19]的实证研究进一步指出，上行社会比较对大学

生的错失恐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基于此，提出如下

假设： 
H4：上行社会比较与错失恐惧在线上社交支持与

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之间的关系中起着显著的链式中

介作用 
3 研究模型与研究方法 
3.1 研究模型 
基于文献综述，本研究拟系统地探究线上社交支

持、上行社会比较、错失恐惧与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的

联系。具体而言，构建了一个研究模型，该模型假设线

上社交支持不仅能直接对问题性社交媒体产生影响，

还能够通过上行社会比较与错失恐惧的中介作用对问

题性社交媒体产生影响（见图 1）。 

 

图 1  链式中介模型 

3.2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我国大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2024 年 10

月至 11 月，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在安徽省两所高校的

四个学院（每个高校选取两个学院）的本科生中发放问

卷。选择安徽省两所高校的四个学院的本科生作为研

究对象，是因为这些学院涵盖了不同学科领域，具有一

定的代表性，能够较好地反映大学生群体的线上社交

支持和社交媒体使用情况。借助问卷星平台收集数据，

委托班级辅导员将问卷链接发至班级 QQ 群或微信群

里，组织学生填写。共计收到有效问卷 534 份，其中男

生 201 人，女生 333 人。 
3.3 测量量表 
线上社交支持测量量表。该量表选自 Mccloskey 等

人编制，Liu 和 Ma 针对中国大学生社交媒体使用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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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的线上社交支持量表[33]。该量表包含感知支持、

情感支持和信息支持 3 个测量维度，每个维度包含 3
个测量题项，共计 9 个测量题项。问卷采用李克特 5 级

量表（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明被

试的线上社交支持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为 0.87。 
上行社会比较测量量表。该量表选自 Gibbons 和

Buunk 编制，白学军等人修订的上行社会比较量表[34]，

共包含 6 个测量题项。问卷采用李克特 5 级量表（1=
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明被试的上行

社会比较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为

0.91 。 
错失恐惧测量量表。该量表选自 Przybylski 等人编

制，张亚利等人修订的措施恐惧测量量表[35]，共包含 8
个测量量表。问卷采用李克特 5 级量表（1=完全不符

合，5=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明被试的错失恐惧越高。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为 0.82 。 
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测量量表。该量表选自

Franchina 等编制，窦凯等人修订的问题性社交媒体使

用量表[36]，共包含 9 个测量题项。问卷采用李克特 5
级量表（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明

被试的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量表

的 Cronbach’s α为 0.79 。 
在本研究中，所选取测量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

数都超过了 0.7，这说明它们都表现出了良好的内部一

致性，具有较好的适用性和有效性。 
3.4 数据分析 
首先，借助 SPSS28.0 进行数据录入、共同方法偏

差检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其次，使用 SPSS 
宏程序 PROCESS 中的模型 6 来检验“上行社会比较”
和“错失恐惧”在线上社交支持与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

之间关系中的中介效应。基于 5000 个随机样本，置信

区间决定了模型 6 中的中介效应是否显著，如果置信

区间不包含零，则认为效应显著[37]。在进行模型 6 分

析之前，对相关研究变量的数值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4 结果 
4.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 Harman 单因素测试法检验共同方法

偏差，结果显示，首因子解释方差的变异量为 19.58%，

小于 40%的临界值[38]，说明收集的样本数据不存在严

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4.2 描述性分析与相关性分析结果 
主要研究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如表 1所

示。同预期的一样，线上社交支持分别与上行社会比较、

错失恐惧和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呈正相关。上行社会

比较分别与错失恐惧、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呈正相关。

错失恐惧与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呈正相关。 
4.3 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 SPSS 宏程序 PROCESS 中 model 6 来检验“上

行社会比较”和“错失恐惧”的链式中介效应，将性别和

年龄作为控制变量。如表 2 所示，线上社交支持对问

题性社交媒体使用的直接影响效应显著（β=0.25，
P<0.001）；线上社交支持分别显著正向预测上行社会

比较（β=0.19，P<0.001）和错失恐惧（β=0.34，P<0.001）；
上行社会比较分别显著正向预测错失恐惧（β=0.21，
P<0.001）和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β=0.28，P<0.001）；
错失恐惧显著正向预测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β=0.39，
P<0.001）。 

在中介效应检验结果上（表 3），上行社会比较和

错失恐惧的中介效应值的 Bootstrap 95%置信区间均不

包含 0，说明上行社会比较和错失恐惧是线上社交支持

与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之间关系的中介变量。具体而

言，上行社会比较和错失恐惧的中介效应主要由以下 3
条路径组成。路径 1：线上社交支持→上行社会比较→
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路径 2：线上社交支持→错失恐

惧→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路径 3：线上社交支持→上

行社会比较→错失恐惧→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 
 

表 1  描述统计结果与相关关系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1. 线上社交支持 3.43 0.69 1    

2. 上行社会比较 3.02 0.71 0.19* 1   

3. 错失恐惧 3.13 0.62 0.34** 0.43** 1  

4. 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 3.38 0.72 0.25** 0.32** 0.41** 1 

注：*P <0.05，**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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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链式中介模型分析 

变量 
上行社会比较 错失恐惧 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 

β t β t β T 

线上社交支持 0.19 7.18*** 0.34 13.32*** 0.25 9.23*** 

上行社会比较   0.21 8.91*** 0.28 10.17*** 

错失恐惧     0.39 15.21*** 

R2 0.15 0.42 0.59 

F 29.41*** 64.26*** 88.12*** 

注：***P <0.001。 

表 3  中介效应检验 

中介路径 间接效应值 
95% CI 

LL UL 

线上社交支持→上行社会比较→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 0.053 0.021 0.062 

线上社交支持→错失恐惧→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 0.133 0.078 0.164 

线上社交支持→上行社会比较→错失恐惧→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 0.025 0.011 0.073 

注：CI：置信区间，LL：下限，UL：上限。 

 
5 讨论 
本研究结果验证了线上社交支持对问题性社交媒

体使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 1 获得了支持。在

当今的社交媒体时代，社交媒体已成为大学生日常社

交生活的重要平台和工具。通过使用社交媒体，大学生

能够得到线上社交支持，进而获得个人社交和情感上

的满足感。根据使用与满足理论[13]，这种满足感会强

化大学生的社交媒体使用，如果不能进行良好地控制

就会出现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另外，根据替代假说[16]，

大学生在社交媒体上花费时间的增多会减少他们在线

下社交活动中投入的精力和时间，这可能会加剧他们

通过线上寻求社交和情感支持的情况，进而增加出现

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的风险。 
本研究结果验证了上行社会比较在线上社交支持

与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之间的关系中起着显著的中介

作用，假设 2 获得了支持。社会比较通常是指个体通

过将自身与他人的能力和观点进行对比来实现自我评

估的一种方式[17]。社交媒体为大学生进行社会比较提

供了便捷的途径。根据印象管理理论[20]，用户通常会

选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积极的、正面的、甚至美化后的

信息。获得线上社交支持的大学生会更倾向于参与社

交媒体上的活动，当他们大量浏览这类信息后，会更容

易产生上行社会比较[39]。在社交媒体上进行上行社会

比较，常常会让大学生产生一些负面心理情绪，如抑郁、

焦虑等[22]。除了社交功能外，社交媒体还具有娱乐和

信息检索功能，已成为大学生日常学习和生活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当出现负面情绪后，大学生常常会选择使

用社交媒体来平复心情、调整情绪[11]，这会进一步加重

他们对社交媒体的依赖，增加出现问题性社交媒体使

用的风险。 
本研究结果验证了错失恐惧在线上社交支持与问

题性社交媒体使用之间的关系中起着显著的中介作用，

假设 3 获得了支持。也就是说，大学生的错失恐惧不

仅是受线上社交支持影响的结果，也是导致问题性社

交媒体使用的内在动机。根据自我决定理论的补偿动

机视角[15]，大学生离家外出求学后，获得的线下社交

支持水平较低，这可能会促使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寻求

社交和情感支持作为补偿。他们一旦离开社交媒体，就

会担心失去线上社交支持，进而产生错失恐惧[27]。错

失恐惧对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具有正向的预测作用，

这一观点已在多个实证研究中得到了验证[29]。当大学

生经历较高水平的错失恐惧时，会频繁使用社交媒体

查看他人的动态和信息，进而增加出现问题性社交媒

体使用的风险。 
本研究结果也验证了上行社会比较与错失恐惧在

线上社交支持与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之间的关系中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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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显著的链式中介作用，假设 4 获得了支持。在线上

交流的情景中，参与上行社会比较的大学生常常会觉

得他人比自己拥有更多有益的经历，因为他们在社交

媒体上查看到的信息大多是积极正面的[40]。因此，这

会进一步强化他人可能拥有比自己更好的生活条件和

更丰富的生活经历的想法，从而引发错失恐惧。也就是

说，在线上社交支持与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之间的关

系中，上行社会比较与错失恐惧依次产生着作用，即链

式中介作用。这一整合的链式中介模型为研究线上社

交支持与大学生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之间的关联提供

了一个更为全面的过程性解释，并丰富了该领域的研

究文献。 
6 结论 
本研究得到以下结论：①线上社交支持显著预测

大学生的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②上行社会比较在线

上社交支持与大学生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之间的关联

中起着显著的中介作用；③错失恐惧在线上社交支持

与大学生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之间的关联中起着显著

的中介作用；④上行社会比较与错失恐惧在线上社交

支持与大学生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之间的关联中起着

显著的链式中介作用。因此，高校和家庭需要关注大学

生的社交媒体使用情况，并采取针对性措施降低他们

的上行社会比较和错失恐惧水平，减少问题性社交媒

体使用出现的风险，助力大学生的健康成长。 
本研究通过对大学生群体的调查，揭示了线上社

交支持、上行社会比较、错失恐惧和问题性社交媒体使

用之间的复杂关系。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其他可

能的中介变量或调节变量，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这些

变量之间的关系差异，为更好地理解和应对大学生的

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提供更多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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