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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新生错失恐惧与社交网站
使用强度的交叉滞后分析

熊建萍,李雪怡,刘小先,陈勇,丁笑生

(河南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河南 新乡453007)

摘 要:采用社交网站使用强度量表、错失恐惧量表对279名大学2020级新生进行3次追踪调查,探讨大学

新生错失恐惧与社交网站使用强度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发现3次测量中社交网站使用强度差异显著.在3次施测

中,错失恐惧和社交网站使用强度的同时性相关和继时性相关均显著.大学新生社交网站使用强度显著正向预测错

失恐惧,错失恐惧只在入学之初显著正向预测社交网站使用.结论:大学新生的社交网站使用强度有上升趋势,但错

失恐惧相对稳定;大学新生社交网站使用强度与错失恐惧的交互影响作用主要体现在入学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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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环境下,社交网站(socialnetworkingsites)信息传播范围广、影响面积大,成为人们日常交往活

动的一部分.根据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在中国10亿网民中,

QQ和微信这两个社交网站的使用率分别达到了60.6%和88.3%[1].与传统交往方式相比,社交网站能促进

人际交往,满足人们的情感归属需要;也是人们获取社会支持,积累社会资本的重要渠道[2].但是过度频繁使

用社交网站又会导致用户产生焦虑、孤独、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3-4],甚至更高风险的自杀行为等[5].随着研

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开始将着眼点聚焦在与社交网站使用关系密切的又一现象———错失恐惧.
错失恐惧(FearofMissingOut,FoMO)是指个体因担心会错失他人所拥有的新奇经历或正性事件而产

生的一种弥散性焦虑感[6].研究发现,错失恐惧会导致负面情绪产生,并与抑郁和严重焦虑相关[7].错失恐惧

水平较高的个体会出现问题手机使用[7]、低头症[8]等社交网站使用问题行为.因此当前对社交网站使用与错

失恐惧关系的研究成为关注的焦点,但是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其主要分歧点在于社交网站使用和错失恐惧的

作用方向问题.有3种不同的观点.
第1种观点认为错失恐惧会导致更频繁的社交网站使用[9].错失恐惧甚至是导致社交网站成瘾的重要因

素[10].根据自我决定理论[11],当个体的基本心理需要(能力需要、关系需要和自主需要)无法得到满足时,就会表

现出非适应性的行为状态.研究发现,个体的关系需要满足程度与错失恐惧呈负相关[9].当个体的关系需要无法

得到满足时会产生对归属感的渴望,并想要时刻与他人保持联系、了解他人动向,从而产生错失恐惧[12],并体验

到由此带来的焦虑和压力.根据补偿性网络使用理论[13],个体通常将沉溺于网络世界作为情感补偿与自我调节

的方法,以此来逃避现实世界中的各种压力与消极事件.有研究也发现个体会通过使用社交网站来调节所感受

到的负面情绪[14].因此,当错失恐惧较强时,个体更倾向于选择使用社交网站来缓解错失恐惧所带来的焦虑.
第2种观点认为社交网站的使用会增强个体的错失恐惧[4].大众传播的社会认知理论(socialcognitive

theoryofmasscommunication)认为社交媒体使用可能会强化用户的某些认知、情感、态度及行为[15].一方

面,社交网站传播的海量信息使个体更容易了解到自己错过的活动,导致个体更想要查看朋友在做什么.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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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频繁使用社交网站会加剧个体对错过在线社交关系的感知,从而出现焦虑、被孤立的感觉,甚至体会到

相对剥夺感,这些心理感受导致错失恐惧的产生[17].此外,因为社交网站传播的信息多为积极性社会事件,
阅读这种积极信息会使个体更可能采取上行社会比较,从而认为自己不如别人,也会导致错失恐惧的产生.

第3种观点认为,错失恐惧和社交网站使用是交互影响关系.根据I-PACE模型(theInteractionofPer-
son-Affect-Cognition-Executionmodel)对错失恐惧的分析[18],抑郁、焦虑和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HyperactivityDisorder)是错失恐惧个体的3个显著特征,因此,错失恐惧水平较高的个体更容易感

到紧张、焦虑、恐惧等消极情绪,并伴随产生反复浏览、屡次刷新页面,不停点击鼠标等非理性行为.然而,个
体在社交网站中体验到的积极情感会进一步强化其对社交网站的使用,导致社交网站成瘾,产生新的错失恐

惧,进而使得个体陷入错失恐惧与社交网站成瘾的循环之中.
总之,目前关于错失恐惧与社交网站使用的关系的研究仍存在分歧.但已有研究基本都是采用横断研究

的方法,在对2个变量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推论时难免存在缺陷.鉴于此,本研究选取大学刚入校新生为被试,
在3个不同时间节点对同一批被试进行纵向数据采集,并通过交叉滞后分析,考察错失恐惧与社交网站使用

之间的因果关系,一方面为揭示错失恐惧与社交网站使用之间的关系提供证据,另一方面为促进大学新生的

生活适应、避免其不良行为提供实证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使用G*power3.1.9.7计算样本量,设定中等效应量为0.15,一类错误概率α=0.05,统计检验力1-β=
0.95,预测因子数量为2,结果显示至少需要样本量为107.

选取某两所高校的大一新生.第1次测查时间为2020级新生入学第1周(t1),发放问卷421份,回收

401份.间隔6周后对同一批被试进行第2次测试(t2),发放问卷390份,回收375份.最后1次测试在期末考

试前1周(t3),同样间隔6周,发放问卷320份,回收290份.3次施测完毕后,剔除无效问卷,最终保留3次全

部参加者,共获得有效被试279名,平均年龄为18.3岁,其中男生64名,女生215名;理工类学生168名,文
史类学生111名.
1.2 工具

1.2.1 社交网站使用强度量表(IntensityofSocialNetworkSiteUseScale)
采用牛更枫等[19]翻译修订的ELLISON等编制的社交网站使用强度问卷,共8个条目,分为2部分:第

1部分共2个条目,测量个体在社交网站上的好友数量以及每天利用社交网站进行交流和获取信息的时间;
这一部分是基本情况调查,在数据分析时只作为参考,并未纳入最后的结果分析.第2部分共6个条目,测量

被试社交网站使用强度,采用1(非常不符合)~5(非常符合)5级评分.将该部分条目得分转化为标准分数并

计算其总均分,分数越高表示个体社交网站使用强度越高.翻译修订的中文版问卷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良

好,χ2/df=3.12,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0.05,修正拟合优度指数(AGFI)=0.94,规范拟合指数

(NFI)=0.97,拟合优度指数(GFI)=0.98,增值拟合指数(IFI)=0.98,Tucker-Lewis指数(TLI)=0.96,比较

拟合指数(CFI)=0.98项目的因子载荷在0.43~0.77之间,表明该问卷的结构效度良好.本研究中,3次测量

的Cronbachα系数分别为0.78,0.77,0.79.
1.2.2 错失恐惧量表(FearofMissingOutScale)

采用赖宜弘等[20]翻译并修订PRZYBYLSKI等编制的错失恐惧量表.共10个条目,如“当我不知道朋友

或同学在做什么时,我会很焦虑”“当我在假期中,我会持续密切关注朋友的动向”等.采用1(非常不符合)~5
(非常符合)5级评分,计算所有条目的平均分,分数越高,代表错失恐惧的程度越高.本研究中,3次测量的

Cronbachα系数分别为0.81,0.82,0.82.
1.3 实施过程与无关变量控制

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因为前后2次施测的间隔较短,为了避免被试的学习效应,将正式测验的

条目与20道无关条目相混合(数据分析时剔除无关条目).要求被试根据自己最近1个月的状态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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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统计方法

采用SPSS20.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对条目缺失值采用均值插补法进行填充,使用AMOS21.0构建交叉

滞后模型,采用极大似然法进行交叉滞后分析,并通过模型拟合指数检验交叉滞后模型的适配性.

2 结 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的方法检验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结果表明,第1次测试中,特征值大于1
的因子共有5个,第1个因子旋转前解释的变异量为29.01%;第2次测试中,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有

4个,第1个因子旋转前解释的变异量为23.11%;第3次测试中,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有4个,第1个因子

旋转前解释的变异量为24.06%.3次测试比较发现,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有15个,第1个因子旋转前的解释

变异量为17.06%.通过以上检验发现,3次测试第1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均小于40%,因此不存在明显的共

同方法偏差.
2.2 大学新生错失恐惧和社交网站使用强度的动态变化

错失恐惧与社交网站使用强度在t1~t3 时刻的统计数据见表1.分别以错失恐惧和社交网站使用强度

为因变量,以测量时间(t1,t2,t3)为被试内变量进行单因素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3次测量中被试的错失恐惧

差异不显著;社交网站使用强度差异显著,进一步检验发现,t3 与t2 的社交网站使用强度显著高于t1,t2 与

t3 之间无显著差异.

表1 错失恐惧、社交网站使用强度的平均值、标准差及重复测量方差统计值

Tab.1 Mean,standarddeviationandstatisticalvaluesofrepeatedmeasurementanalysisofvariancefor

fearofmissingout,socialnetworkingsitesuseintensity

项目 t1 t2 t3 统计值F 事后检验

错失恐惧 2.72±0.65 2.73±0.65 2.72±0.62 0.043

社交网站 3.25±0.75 3.37±0.73 3.35±0.72 6.130** t1<t3,t2

  注:t1 代表第1次测量时刻,t2 代表第2次测量时刻,t3 代表第3次测量时刻;*P<0.05,**P<0.01,***P<0.001,

下同.

2.3 大学新生错失恐惧和社交网站使用强度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见表2.t1,t2 和t3 时刻两两之间的错失恐惧均显著相关;t1,t2 和t3 时间点两两间的社交

网站使用强度也显著相关.在3次施测(t1,t2,t3)中,错失恐惧和社交网站使用之间的同时性相关和继时性

相关均显著.上述结果表明,错失恐惧和社交网站使用强度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且二者之间的同步性相关和

稳定性相关基本一致,符合进行交叉滞后分析的基本假设.

表2 错失恐惧与社交网站使用强度3次测试相关分析结果

Tab.2 Correlationanalysisresultsofthreetestsforfearofmissingoutandsocialnetworkingsitesuseintensity

项目 错失恐惧1 错失恐惧2 错失恐惧3 社交网站4 社交网站5 社交网站6

错失恐惧1 1

错失恐惧2 0.622** 1

错失恐惧3 0.623** 0.596** 1

社交网站4 0.427** 0.322** 0.430** 1

社交网站5 0.475** 0.451** 0.469** 0.685** 1

社交网站6 0.437** 0.413** 0.530** 0.650** 0.740** 1

2.4 大学新生错失恐惧与社交网站使用强度的交叉滞后分析

为了确保解释结果的一致性,对数据进行了中心化处理.通过结构方程模型采用交叉滞后研究设计探索

错失恐惧、社交网站使用之间的相互预测关系.模型的拟合结果为:2/df=1.690,RMSEA=0.031,C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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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84,TLI=0.918,模型的拟合度良好,具体结果见图1.t1 时间点的错失恐惧正向显著预测t2 时间点的社

交网站使用.同时,t1 时间点的社交网站使用正向显著预测t2 时间点的错失恐惧.t2 时间点的社交网站使用

正向预测t3 时间点的错失恐惧,但相反的预测关系不显著.

3 讨 论

3.1 大学新生错失恐惧与社交网站使用强度的动态变化

大学新生错失恐惧程度在3次测量中差异变化极小.这表明大学新生错失恐惧具有一定的跨时间稳定

性.错失恐惧作为一种弥散性焦虑,也具有焦虑的共性特征.正如 WEGMANN等人在研究中提出的,错失恐

惧是一个复杂的概念[21],一方面作为一种特征倾向,是稳定的人格特质变量;另一方面是指在互联网背景下

发展起来的一种状态变量,它会受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本研究采用的错失恐惧量表,大部分条目测量的是作

为特质变量的错失恐惧.因此,在3次测量中表现出相对稳定的状态.
大学新生社交网站使用在入学之初(t1~t2)有上升的趋势,之后趋于稳定.根据使用满足理论,社交网站

在提升个体的社交技能,降低人际交往成本,获得社会支持,降低孤独感方面起到了积极促进的作用.大学新

生在入学初期,对周围环境比较陌生,既需要与周围人建立联系,也要向家人与老朋友取得联系获得帮助与

支持.因此,社交网站成为大学新生人际沟通媒介的首选,在刚入学的几个月大学新生社交网站的使用呈上

升趋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新生形成新的人际关系且逐渐适应大学生活后,新生对关系需求不再如开学

时那么强烈,因此社交网站使用逐渐趋于稳定.
3.2 大学新生错失恐惧与社交网站使用强度的相互关系

本研究的交叉滞后分析结果表明:t1 与t2 时间点的错失恐惧和社交网站使用强度存在交互影响关系,
但t2 到t3 时间点仅存在社交网站使用强度对错失恐惧的显著正向预测关系.以上结果表明大学新生的社交

网站使用强度能稳定正向预测其错失恐惧水平.这与前人的研究一致,即个体社交网站使用的增加会促发其

错失恐惧水平的增加[9,17].社交网站使用让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了解他人社交活动的信息.对于刚

入校的大学新生来说,为了更好地适应大学生活,他们需要搜集了解多方位的信息.社交网站的使用则会满

足新生的这种需求,使其产生对社交网站使用的依赖,进一步引发其对错失社交网络中信息的焦虑与恐慌,
导致较高水平的错失恐惧.

相反,错失恐惧水平高的个体对他们的社会关系更敏感,更容易产生孤独感、情绪失调等.根据补偿性网

络使用理论[13],个体可能会通过过度使用社交网站来减少他们的负面情绪,由此出现错失恐惧对社交网站

使用强度的正向预测.但从本研究的结果看,错失恐惧水平对社交网站使用强度的正向预测作用仅出现在大

学新生入学初期.这个时期相对特殊,新生要应对“开学适应”这一特殊事件,需要结识新的同学,建立新的人

际关系,因此更关注他人以及他人的想法,而社交网站使用恰好是一个满足的捷径.由此出现错失恐惧显著

正向预测社交网站使用强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生逐渐与周围的同学、老师熟悉,并建立起较为稳定的人

际关系,其社会支持水平也会逐渐提高,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个体的错失恐惧所带来的影响,导
致错失恐惧在新生入学后期对社交网站使用强度的预测性降低.因此,错失恐惧与社交网站使用之间相互影

响的关系并不稳定,可能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领悟社会支持、人际关系质量等,这些可以在未来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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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进一步探讨.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1)以往研究表明错失恐惧和社交网站使用之间的预测关系会受到性别等

因素的影响,但因为本研究选取的被试对象其中一部分来自师范大学,男女性别比例不均衡,可能导致性别

因素的控制不严格;2)对错失恐惧的测量更侧重于特质倾向,其变化并不显著;3)本研究3次施测间隔时间

相对较短,关于错失恐惧与社交网站使用的关系可能受生活事件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建议:1)未来的研究可

以区分错失恐惧的类型(状态与特质),从而进一步探讨社交网站使用与错失恐惧的关系;2)适当增加施测间

隔的时间,进一步探讨错失恐惧与社交网站使用之间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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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oss-laggedregressionanalysisonthefreshmen'sfearofmissingout
andtheintensityofsocialnetworkingsitesuse

XiongJianping,LiXueyi,LiuXiaoxian,ChenYong,DingXiaosheng

(FacultyofEducation,HenanNormalUniversity,Xinxiang453007,China)

Abstract:Thefearofmissingoutscaleandintensityofsocialnetworksiteusescalewereusedwith279collegefresh-
menforthreetimestoexploretherelationshipsbetweenfearofmissingoutandsocialnetworkingsitesuse.Results:Therewas
asignificantdifferenceintheintensityofsocialnetworkingsitesuse.Duringthethreetests,thereweresignificantsimultaneous
andsequentialcorrelationsbetweenfearofmissingoutandtheintensityofsocialnetworkingsiteuse.Theintensityofsocial
networkingsitesusecansignificantlyandpositivelypredictthefearofmissingout,whilefearofmissingoutcansignificantly
andpositivelypredicttheintensityofsocialnetworkingsitesuseonlyatthebeginningofenrollment.Conclusion:Theintensity
ofsocialnetworkingsitesuseforfreshmenhasanupwardtrend,andthefearofmissingoutisrelativelystable.Theintensityof
socialnetworkingsitesuseinteractswiththefearofmissingout,whichismainlyreflectedintheearlystageofenrollment.

Keywords:fearofmissingout;intensityofsocialnetworkingsitesuse;cross-laggedregression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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