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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大学青藤书院 余浩敏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6月，我国

10岁以下网民和10—19岁网民占比分别为3.8%和13.9%，青少年网民数量近2亿。初中是未成年人网络社会属性形成

的关键时期，以微信、抖音为代表的的社交网络（SNSs）迅速发展，正在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席卷和淹没不同群体，并且改

变着人们的沟通、交往方式。社交网络——一个集社会交往、信息浏览、音乐视频等功能的多元化平台，在智能移动终

端蓬勃发展的当下，以更高使用频率和使用强度占据越来越多人的生活，初中生也不例外。

当代青少年是和互联网、社交网络同生共长的一代，而处于这一时期的青少年身心发生变化，尽管不可忽视互联

网迅猛发展的势头下，给青少年群体带来的积极影响，但也需要提防——身心发展不成熟、尚且缺乏足够自我控制能

力的青少年，为什么沉迷于社交网络？如何能够合理使用社交网络？这是需要进一步探讨和值得深究的。

论文投稿邮箱:xiandaijinbao@qq.com

社交网络本是一个工具，但逐渐被
人依赖、产生问题使用也是需要过程的。

所以，初中生使用、甚至沉迷社交
网络的发展过程就需要重点关注。现
实中的学业压力使得属于自己的空间
越来越小，兴趣发展也受到限制，加之
现实中的挫折带来的挫败感，使得自
我认同感下降，自尊受到挑战。而社交
网络中丰富的功能，例如短视频、朋友
圈等等，极大程度地满足了其内心对
学习以外活动的追求，在使用社交网
络的过程中，他人认同的补足让学生
重获成就感，由此形成了自身和社交
网络之间更强的联结。

由此，可以发现共性，即社交网络
本身对初中生来说就是受到追捧的，
在负性生活事件的刺激下，或许社交
网络只是其逃避现实和寻求现实替代
的一种途径，但一旦满足其心理需求，
这便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并引发其他
可能的消极结果，最直接的如成绩下
降，长期则引发心理健康问题。

基于上述分析和探讨，针对初中

生的社交网络使用，笔者为家庭和学
校提出以下对策和建议。

（一）个体：发展个人兴趣，辩证看

待网络

社交网络平台的出现本身就是一
把双刃剑，初中阶段的青少年身心发
展的不成熟性导致其很难清醒、辩证
地看待社交网络平台的利弊。因此，初
中生除了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培养
自己的信息、媒体素养外，需要尝试更
多思考和分析能力，对自己使用社交
网络有目的、有规划，才能不被社交网
络所束缚和禁锢。

同时，丰富和发展个人兴趣爱好
也变得重要且有意义，更多地在兴趣
爱好中获得现实感，在过程中减少对
社交网络平台的依赖，才是与社交网
络平台这只“猛虎”共存的长久之策。

（二）家庭：树立榜样形象，关注正

向接触

青春期的学生感受到了自己快
速的成长，而萌生“证明”自己的想
法。此时，青少年个体希望通过各种

方式获得生活的主动权。毫无疑问，
父母在这一阶段是更为焦虑的，但也
需要更加注意自身的榜样作用，以及
与青少年的接触方式。如果在这一阶
段缺乏正确的、适度的父母引导，以及
必须的、足够的温暖，或将导致孩子学
习父母不良的行为方式，如问题性社
交网络的使用，或者通过社交网络使
用寻求慰藉。

关注与青少年的正向接触，即关
注孩子的感受和情感体验，正向的接触
是对话、倾听……而非控制、逃避……
尤其是对于社交网络使用这类极易产
生矛盾和冲突的敏感话题，围追堵截式
地教育、站在孩子的对立面并不是一个
好的选择。相反，尝试从孩子的视角出
发，尊重孩子的感受，看到孩子的需求，
和孩子一起探讨他们的行为，是可以考
虑的方法策略，也是对家长的考验。

（三）学校：提高交往质量，强调积

极引导

朋辈关系质量的影响不容小视，
根据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青少年

的行为表现极有可能来自于对同伴行
为的观察和模仿。当前社交网络的使
用对于青少年来说，已经发展为一种
维系、增强现实中同伴关系的社交工
具。如何建立高质量同伴关系，对于缺
乏成熟思辨能力的青少年来说，是困
难的也是亟须解决的。

此时，家长和教师对青少年的引
导就极其关键。教师相比父母，具有天
然的优势——作为知识的主要传授
者，学生的忠实陪伴者，可以实现认知
和情感的双路径引导。其一，利用各种
可获得的契机和载体，加强学生的教
育和引导。其二，学生对一个教师的喜
爱是一种回馈，更是一种幸运。教师的
知识丰富性、认知成熟度、情感成熟性
通常是远高于学生的，适当帮助青少
年辨别和判断，并通过师生间良性、积
极的关系，可以实现让学生在日常沟
通等耳濡目染间获得启发、接受引导。
基于以上考虑，学校构建和发展以“师
生结对”为主要形式的陪伴制度，也是
一种可尝试的策略。

三、转机：怎样与社交网络和谐共处

青少年时期的初中生开始尝试自
我探索，其生理变化和所处环境的改
变，化解自我同一性矛盾，确立自我存
在感满足爱与归属的需求是关键且重
要的。基于需求——满足理论，当青少
年的心理需求未得到满足，那么就可
能主动或被动通过社交网络的使用来
完成和补足，以此来避免因缺失而带
来的消极体验，并寻求其他可替代的
积极体验。

（一）展现自我，获取认同

初中阶段的青少年首次面临重大
考试的压力，随之而来的是外界的期
待和要求。当不能符合、无法满足期待
和要求时，批评和质疑随之而来。更容
易被忽视的是，其实每次的批评和质
疑都是对确立自我的一种打击——自
我认同是需要在自身和外界（环境、他
人）的交互过程中确立的，青少年尤其
依赖外界评价。网络社交平台为初中
生提供了一个可塑的展示自我的平
台，通过即时地、有选择性地分享，来
构建一个符合期待和要求的、理想的

“我”，即社交平台提供了一个打造“人
设”的沃土。除此之外，社交网络的出
现，为学生提供了记录和分享学习、生
活新途径，便捷而又快捷，进一步佐证
了其“存在”。

（二）寻找关系，维系社交

1.亲子关系不良。
亲子关系是青少年积极发展和健

康成长的基础。家长的接纳和认可对
青少年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父母的正
向接触能够帮助孩子塑造完整人格和
发展积极品质，其社会性也相应得到
提升。反之，父母如果出现或存在回

避、冷漠，甚至责骂、殴打等负向接触
行为，青少年首当其冲面临的就是良
好亲子关系的缺失。以“父母打骂”为
例，青少年自我报告受到影响的程度
越严重，其使用社交网络的时间越长。

2.同伴关系缺失。
在青少年时期，同伴关系的重要

性日益突出，对青少年个体的发展和
适应的影响日益增强，良性的同伴关
系对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促进作用不言
而喻。以青少年可能发生的生活事件
为例，尽管同伴纠纷带来的影响没有
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但是青少年使用

社交网络时长仍旧随着影响程度攀
升。

3.师生关系淡薄。
教师期望效应是对良好师生关系

促进学生表现的经典解释，同时也反
映出了良好的师生关系能够对学生产
生积极影响。师生关系作为青少年成
长过程中的重要保护因子，已被普遍
接受和广泛认可。教师，作为在青少年
学习生活中的重要引路人之一，二者
的良好关系是学生规范、期望行为表
现的“催化剂”，这其中也包含互联网
的正确使用、社交网络的合理使用。

二、辨析：为什么沉迷于社交网络平台

笔者对区域内学校的初中生群体
进行抽样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1398
份。统计数据显示，92.1%的学生平均
每天使用社交网站的时间在1小时以
内，总体使用情况良好，但仍有2.6%
的学生社交网站使用时间长达3小时
以上，过度使用社交网站可能导致学

生出现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长此以
往，甚至引发青少年网络成瘾，对个体
的身心产生消极影响。其中形形色色
的案例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和反映出当
下初中生沉迷社交网络的一般类型。

（一）避“害”型

一代代的初中生越来越早开始承受

学业压力，在高频次的评价考试中，不少
学生叫苦不迭。整体环境紧迫感的提高，
是本能地逃避的，青少年确实没有足够
的能力和成熟的心智去面对。但事实上，
也不能否认这是一种自我保护，是在避
免各种风险给自身带来的消极体验。

（二）趋“利”型

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人际关系
在初中生的日常学习生活中有不可估
量的影响和作用。为编织更强大的“支
持网络”，获取更多归属感，学生通过更
多途径和渠道以寻找可能的支持。因此
当社交网络中能够建立、维系、巩固关
系时，对初中生来说极具诱惑力。

一、观察：谁沉迷于社交网络平台

亲子、同伴、师生关系影响社交网络使用平均时间分析

探析初中生沉迷社交网络的现象和对策

青少年社交网络使用平均时间

(以“父母打骂”为例)
30-60

分钟

0-30

分钟

未发生 无影响 轻度 中度 重度

青少年社交网络使用平均时间

(以“同伴冲突”为例)

未发生 无影响 轻度 中度 重度

青少年社交网络使用平均时间

(以“师生关系紧张”为例)

未发生 无影响 轻度 中度 极重度

30-60

分钟

0-30

分钟

30-60

分钟

0-30

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