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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青少年社交焦虑和网络成瘾的现状及其关系,为改善青少年的网络成瘾提供理论基

础。方法：采用青少年社交焦虑量表(SAS-A)和网络成瘾量表(IAT)对279名青少年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①青少年的社交焦虑水平中等偏高；社交焦虑的性别差异显著,女生的社交焦虑水平显著高于男生。②

青少年的网络成瘾比例较高；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年级差异显著,高二年级学生的网络成瘾水平显著高于

初二年级、初三年级和高一年级学生。③青少年社交焦虑总分和各分维度得分与网络成瘾得分均两两

显著相关,青少年的社交焦虑和网络成瘾关系密切。结论：青少年社交焦虑和网络成瘾现状有待改善,

社交焦虑和网络成瘾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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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know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anxiety and internet 

addiction in adolescents, and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reducing internet addiction among adolescents. 

Methods: A total of 279 adolescents were sampled to fill out the Adolescent Social  Anxiety Scale (SAS-A) and 

the Internet Addiction Scale (IAT). Results: (1) The level of social anxiety in adolescents was moderately high;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 in social anxiety, and the level of social anxiety in girl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boys. (2) The proportion of internet addiction among adolescents was high;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grade difference in the level of Internet addiction among adolescents, and the level of Internet 

addiction among the second grade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second 

and third grade of junior high school and the first grade of senior high school. (3) Total and each dimension 

scores of social anxiety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scores of internet addiction, indicating that the 

social anxiety of adolescents was closely related to Internet addiction. Conclusi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ocial 

anxiety and internet addiction of adolescents need to be ameliorated, and social anxiety and internet addiction 

are closely 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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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而过度

使用网络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

统计报告》中显示：截至2023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92亿

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7.5%。从我国网民的年龄结构看,10-19岁

的青少年网民群体占14.7%。网络成瘾是指个体因长期不当使用

网络导致行为控制力下降,从而引发难以抑制的网络使用行为,

同时也表现出明显的社会和心理功能的损害[1]。青少年的网络

成瘾行为会对学习和生活造成极大干扰,对身体和心理带来消

极影响。而社交焦虑也是青少年最常见的心理困扰之一,青少年

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没有得到友谊支撑,很有可能通过网络与他

人建立联系[2]。因此,本次调查对青少年社交焦虑与网络成瘾的

现状及其关系进行探讨。 

1 调查对象与方法 

1.1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抽取海南省和湖南省青少年279人,其中男生8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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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197人；初一年级5人,初二年级29人,初三年级23人,高一年

级70人,高二年级83人,高三年级69人。 

1.2调查工具 

1.2.1社交焦虑调查工具 

采用修订版的青少年社交焦虑量表(Social Anxiety Scale 

for Adolescent,SAS-A),共13个条目,由害怕否定评价、陌生情

景下的社会回避及苦恼和一般情境下的社会回避及苦恼三个维

度组成[3]。 

1.2.2网络成瘾调查工具 

采用Young编制的网络成瘾量表(Internet Addiction 

Test,IAT),该共20个条目。总分在20-49分为网络正常使用者,

在50-79分为轻度网络成瘾者；在80分及以上为重度网络成瘾

者[4]。 

1.3 数据分析与统计 

采用SPSS22.0对数据进行分析与统计。 

2 调查结果 

2.1青少年社交焦虑的现状 

2.1.1青少年社交焦虑描述统计 

表1 青少年社交焦虑的描述性统计 

N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数 标准差

害怕否定评价均分 279 1 5 2.88 1.07

陌生情境下的社会回避及苦恼均分 279 1 5 2.98 0.97

一般情境下的社会回避及苦恼均分 279 1 5 2.38 0.98

社交焦虑总均分 279 1 5 2.80 0.92

 

由表1可知,青少年的社交焦虑总均分为2.80,高于理论中

值2.50,这表明青少年的社交焦虑水平整体中等偏高。其中害怕

否定评价均分和陌生情境下的社会回避及苦恼均分分别为2.88

和2.98,均高于理论中值2.50,表明青少年的社交焦虑在这两个

方面表现得更明显。 

2.1.2青少年社交焦虑人口学变量差异分析 

表2 青少年社交焦虑性别差异比较 

 

注：*P≤0.05,**P≤0.01,下同 

由表2可知,女生在社交焦虑总分和各分维度上的得分均高

于男生,其中害怕否定评价、陌生情境下的社会回避及苦恼和社

交焦虑总分存在显著的差异,这表明女生的社交焦虑水平高于

男生,这种差异尤其表现在害怕否定评价和陌生情境下的社会

回避及苦恼上。 

2.2青少年网络成瘾的现状 

2.2.1青少年网络成瘾描述统计 

表3 青少年网络成瘾总体情况 

 

由表3可知,青少年轻度网络成瘾者有124人,占总人数的

44.4%；重度网络成瘾者有4人,占总人数的1.4%；网络成瘾者合

计128人,占总人数的45.9%。这表明青少年的网络成瘾比例

较高。 

2.2.2青少年网络成瘾人口学变量差异分析 

表4 青少年网络成瘾各人口学变量差异比较 

 

由表4可知,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年级差异显著。进一步事后

检验发现,高二年级学生与初二年级(p=0.012)、初三年级

(p=0.047)、高一年级(p=0.033)学生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高二

年级学生的网络成瘾水平明显高于初二年级、初三年级和高一

年级学生。 

2.3青少年社交焦虑和网络成瘾的相关分析 

表5 青少年社交焦虑和网络成瘾的相关分析 

 

由表5可知,青少年社交焦虑总分和各分维度得分与网络成

瘾得分均两两显著相关,这表明青少年的社交焦虑和网络成瘾

有密切关联。 

3 分析与讨论 

青少年社交焦虑描述统计结果显示,青少年的社交焦虑水

平整体中等偏高,其中害怕否定评价和陌生情境下的社会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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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苦恼水平偏高。从心理发展上看,害怕否定评价可能是受家

人、朋友等身边人的影响,他们渴望得到别人的肯定和欣赏,害

怕他人否定的评价。而青少年在以往的交往过程中遭遇的挫折

和失败会让他们回避在陌生情境下与人交往。青少年社交焦虑

的性别差异检验结果显示,女生的社交焦虑水平高于男生。这与

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5],这可能是因为女生相对于男生,对人际

交往更加在乎和敏感,情绪更加容易波动和内化,而且不能很好

调节情绪。 

青少年网络成瘾描述统计结果显示,青少年的网络成瘾比

例较高。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心理和生理发展暂未成熟和稳定,

自控能力有限,而虚拟网络世界本身容易让人上瘾,导致他们很

容易受到外部世界的诱惑[6]。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年级差异检验

结果显示,高二年级学生的网络成瘾水平明显高于初二年级、初

三年级和高一年级学生。以往研究普遍认为,高年级学生的网络

成瘾水平高于低年级学生[7]。这可能是因为高年级学生的学习

压力更大,学习强度更高,使得他们逃避现实生活压力,转而通

过网络世界获得自由和价值感。 

青少年社交焦虑和网络成瘾的相关分析结果显示,青少年

社交焦虑和网络成瘾显著相关,青少年的社交焦虑和网络成瘾

有密切关联。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一方面,高社交焦虑会引

发网络成瘾。社交焦虑产生的负性情绪让青少年产生社交补偿

需求,导致他们过度使用网络。另一方面,青少年一旦沉迷于网

络,他们会花更多时间和精力在虚拟世界中,而在现实生活中变

得更加封闭,与人的沟通变少,进而对社交表现出更多焦虑和不

适应。 

4 结束语 

部分青少年为了逃避现实而选择在网络上寻找满足感,若

要合理使用网络,首先青少年可以通过积极参与活动、广泛兴趣

爱好、提高心理素质等防止过度使用网络；其次需要社会、学

校和家庭共同给予他们心理支持,让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找到自

尊和价值感；最后要对青少年进行正确引导,加强网络教育,增

强他们的自我控制意识和网络安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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