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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交退缩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影响愈发显著。该研究对社交退缩进行了全面回顾，包括概念界定、理论观

点和测评工具、影响因素与发展结果、干预项目和未来展望。通过梳理国内外研究进展，为未来社交退

缩领域的研究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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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act of social withdrawal on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adolescents is becoming in-
creasingly significant. This study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social withdrawal, encom-
passing conceptual definitions,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ssessment tool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developmental outcomes, intervention programs, and future prospects. By summarizing both do-
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search progress, this review aims to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social withdraw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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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青少年的成长和发展关乎国家的未来，在当今全球化社会巨变的浪潮中，青少年置身于多元文化价

值取向的冲击下，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重重压力。青春期是青少年文化价值观形成和确定的关键时期，

青少年常常面临身份转换和角色定位的困惑，如何快速适应、如何满足家庭和社会的期望，成为摆在他

们面前的重要挑战。不幸的是，一些青少年无法有效应对这些挑战，选择逃避现实，出现社交退缩现象。 
社交退缩，指的是个体长时间、弥漫性地避开与他人的社交互动，范围从短暂地在社交场合中感到

孤独，到长期放弃学业或工作，选择独处并回避社交活动和社会关系[1]。如果对青少年社交退缩不引起

足够的关注和及时的干预，可能逐渐演化成为病理性社交退缩的个体(或称“隐蔽青年”“蛰居族”) [2]，
影响着个体的成长，也给社会的和谐发展增加不稳定因素。 

因此，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青少年社交退缩现象，涵盖社交退缩的概念界定、理论观点和测评方式、

影响因素以及发展结果等多个方面。基于对问题本质的深刻洞察，我们将进一步提出有针对性的干预措

施，以促进社会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全面系统理解。 

2. 社交退缩的界定 

社交退缩主要出现于儿童和青少年的社交行为，通常与孤独和疏远行为紧密相关，表现呈多样性，

包括害羞、行为内向、孤立和拒绝、社交沉默、被动和同伴忽视等。尽管这些术语有时会互相交叉使用，

但近年来的研究努力对这些不同概念进行有意义的整合[1]。 
社交退缩通常被划分为两种主要类型：一种是主动孤立，另一种是社交退缩[3]。主动孤立表明某些

儿童独自一人，因为他们的同龄人主动拒绝和孤立他们。这种孤立可能由多种原因引起，包括展示不符

合规范的不可接受行为，如攻击性、缺乏自我控制、社交不成熟；以及一些其他因素，如少数群体成员

身份、与多数同龄人不同的兴趣和倾向。相反，社交退缩指的是儿童主动将自己从同龄人群中隔离开来，

把自己限制在有限的活动空间，给自身和外界设置一个安全距离。社交退缩通常被认为源自内部因素，

如焦虑、负面的自尊、社交技能以及社交关系方面的自我感知困难。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中，社交退

缩和主动孤立之间的区别界限可能变得模糊。 
综上所述，社交退缩涵盖了多种不同的社交行为特点，通常表现为对社交情境的回避、独处行为以

及对社交互动的消极态度[3]。社交退缩的多样性反映了其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源自于个体的情感困扰，

如恐惧、焦虑和谨慎，同时也受到个体特质和心理机制的影响。深入研究这些方面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

社交退缩现象的成因和发展，从而为有效的干预和支持提供更有针对性的策略。 

3. 社交退缩的相关理论观点 

社交退缩作为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健康领域的核心议题，在多元的理论视角的得到了深入探讨。早期

的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20 世纪 60 年代末的观点认为儿童社交退缩相对不稳定，对后续发展的适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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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预测有限。然而，这些观点的形成存在方法和概念上的缺陷，例如过于依赖临床或高风险样本，以及

对社交退缩的评估主要基于教师的意见，而且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外显而非内隐障碍的结果上[1]。 
与此相反，发展科学家早在 20 世纪初就强调同伴互动在儿童发展中的关键作用。Piaget 认为同伴冲

突和社交协商的机会有助于儿童透视技能、因果社交推理和道德理解的习得和发展[4]。此外，Mead 主张

自我反思的能力主要是通过与同伴进行有组织、受规则约束的活动而形成的[5]，而 Sullivan 则强调同伴

关系的经验对儿童发展互相尊重、平等和相互关系的概念至关重要[6]。 
随着研究的深入，社会学理论、Sullivan、行为学理论等不同视角逐渐交织在一起，共同构建了对社

交退缩的更为全面深刻的理论框架。社会学系理论强调同伴指导和相互观察对儿童社会化的关键作用，

为社交退缩的理论框架提供了基础。同时，Sullivan 的精神病学人际理论关注青少年的社交需求，强调心

理健康和社交因素对社交退缩的影响，为理解社交退缩的心理机制提供了深刻洞察。行为学理论[7]从更

广泛的角度关注社交行为与生物学、适应性进化功能之间的关系，强调生物学因素对社交行为的影响及

其适应性，这一理论视角揭示了揭示社交退缩的深层次动因，将个体的社交互动与同伴关系、声望和适

应性联系起来，为理解社交退缩在生态系统中的角色提供了重要观点。 
总之，当前对社交退缩的研究建立在这些理论基础之上，并得到了强有力的实证支持。研究者不仅

关注理论观点之间的关联，还在不同文化、社会背景下深入探讨这些理论的相互融合。考虑到社交退缩

受到个体内在因素和多重环境的共同影响，将理论观点放置于更广泛的文化背景中，有助于理解不同文

化对社交退缩的解读和应对方式。这种多层次的研究视角有助于深入理解社交退缩的复杂性，为今后的

研究和干预提供更为全面的理论基础。 

4. 测评工具与测评方式 

社交退缩的测评涉及多个维度，主要通同伴评分、家长和教师评分、行为观察、以及自我报告等多

源方法全面了解个体的社交退缩现象及其相关特征。 
同伴评分工具在社交退缩研究中占据核心地位。其中，Revised Class Play (RCP) [8]是广泛使用的同

伴评分程序，通过同学提名符合特定行为描述的同伴，如敏感/孤立和羞怯/社交警觉。通过对 RCP 的扩

展，形成 Extended Class Play [9]，进一步区分同伴拒绝/孤立/受害和羞怯/社交退缩。这种同伴评分方法

为研究者提供了观察同伴关系中个体社交行为的重要途径。 
家长和教师评分工具也被广泛使用。通过 Achenbach 和 Rescorla [10]的 Child Behavior Checklist 和

Teacher Report Form，以及 Bishop 等人[11]开发的 Behavioral Inhibition Questionnaire 等项目，提供了对儿

童社交退缩的多角度评估。这些工具通过家长和教师的观察和评价，深入了解社交退缩在家庭和学校环

境中的表现，并关注行为抑制在不同情境下的反应。 
行为观察方法在社交退缩研究中起重要作用。通过 Play Observation Scale [12]等工具，使研究者能够

对儿童在学校环境中与陌生同龄同伴和同学互动的情况进行观察。这有助于了解在不同社交环境中个体

表现出的社交退缩行为的差异。 
除了上述评分工具方法外，研究者还使用了多种其他工具方法来综合评估社交退缩。其中包括用于

评估儿童羞怯的 Colorado Child Temperament Inventory [13]和 Child Social Preference Scale [14]，以及用于

较大儿童和青少年的自我报告的 Revised Cheek and Buss Shyness Scale [15]和 Children’s Shyness Ques-
tionnaire [16]。此外，教师评分工具如 Child Behavior Scale [17]和 Social Behavior Questionnaire [18]也被广

泛应用，以深入了解儿童在同伴关系中的社交行为。 
总体而言，社交退缩的测评工具和方法是一个多维度、多源的研究领域。这种多元测评策略为我们

提供了一个多层次、多角度的社交退缩画像，能够更深入、精准地评估出青少年的社交互动和适应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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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社交退缩测评工具方法的未来发展，可以思考如何整合优化不同方法构建更全面有效的评估体系。

例如，结合生理学指标、行为观察和心理测量工具，形成一个多层次、多角度、更有效的评估框架。 

5. 影响因素、相关因素和发展结果 

社交退缩是儿童和青少年群体中存在的一个综合复杂的问题，受个体生理条件，如神经生物；外部

环境，如家庭环境和同伴关系等多方面因素交叉影响作用。 
首先，社交退缩具有一定的神经生物基础。社交退缩以及儿童对社交焦虑表现出的独处行为可能与

杏仁核的兴奋性及其与多个脑区的差异性投射有关[19]。这一生物基础使儿童在面对新奇情境时更容易表

现出消极情绪反应，从而成为社交退缩的源头。儿童的内在性格特点，如胆小、害羞和焦虑，也在社交

退缩的形成中发挥关键作用，因为这些特点使儿童更容易对社交刺激产生强烈的生理兴奋反应，从而在

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儿童对社交情境的生理和情感反应。 
其次，家庭环境对社交退缩的发展起关键作用[20]。家庭环境中父母的教养方式和亲子关系对儿童社

交退缩行为的发展有重要影响[21]。过度的干预、控制和保护可能限制了儿童的自主性和社交能力的发展，

最终导致儿童社交退缩行为的产生。父母的信念和观念也可能对儿童社交退缩产生影响，因为他们可能

因为担心孩子的社交焦虑感到过度担忧，导致采取过度控制和指导的父母方式，进一步加剧儿童的社交

焦虑，形成恶性循环[22]。 
第三，同伴关系是影响社交退缩发展中的重要因素。友情和友情质量可能对一些社交退缩年轻人具

有保护作用，减轻了心理困扰的风险[23]。同伴关系较差的儿童，同伴友情质量可能较低，缺乏亲密的交

流和互助，更容易受到同龄人的拒绝和欺凌，这种负面经历与社交退缩之间存在显著的关联，易引发和

加剧社交退缩现象。社交退缩既是同龄人拒绝的相关因素，也是拒绝的后果。社交退缩儿童常因其害羞

和胆怯行为在同龄人中被视为不寻常而受到拒绝。这种关联在进入早期青少年时期变得更加显著，因为

这一时期强调积极的社交互动和人际关系。社交退缩还与同龄人排斥、友情质量、自我感知和内化困难

有关。社交退缩青少年往往对其社交技能和同龄人关系持有负面看法，这与内化问题如孤独、抑郁、自

我负面评价以及社交焦虑等存在强烈的相关性[3]。 
神经生物条件、家庭环境和同伴关系在社交退缩与多种心理健康问题之间的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2]。社交退缩的研究不仅仅是对一个行为现象的描绘，更是对个体心理健康、社交适应和发展轨迹的深

刻洞察。对社交退缩的理解需要从多元的、跨学科的视角出发，以更全面、精细的方式把握其发生和发

展的机制： 
首先，社交退缩作为一种心理现象，不应被简单地视为个体孤立行为的结果，而应当在神经科学、

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形成更为协同的研究范式。通过深入挖掘社交退缩与神经生物学的关联，我们或

许能够更清晰地解读个体对社交刺激的生理反应，从而为早期干预提供更精准的生物标志。其次，社交

退缩的发展受到家庭环境和亲子关系的影响，但对于如何改善这些影响因素，我们还需要更系统、有效

的家庭干预策略。培养父母对儿童社交发展的积极引导，强调自主性的培养而非过度控制，可能有助于

缓解社交退缩的发生。家庭干预应该关注家庭氛围的改善，建立积极的亲子互动模式，以促进儿童更健

康的社交发展。第三，同伴关系在社交退缩的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因此，学校及社区层面的

干预策略也势在必行。学校可以通过创建支持性、包容性的同伴环境，为社交退缩儿童提供更多的社交

机会，促使其逐渐适应社交互动。建设同伴支持系统，培养同学对社交退缩儿童的理解和友善，也是一

个可行的路径。最后，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未来社交退缩领域的研究应更加注重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的融

合和创新，以应对这一现象的多层次性质。借助先进的神经科学技术，我们或许能够在脑层面深入解剖

社交退缩的机制。同时，长期纵向研究也是必要的，以更准确地追踪社交退缩在儿童和青少年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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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迹，揭示其与其他心理问题的交互作用。 

6. 性别差异和文化影响 

在性别差异方面，童年早中期时男女的社交退缩并无明显差异。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女孩在自

我报告中逐渐表现出更多的社交退缩[3]。这一趋势的解释可能植根于西方文化中，将羞怯和焦虑情感特

质更多地视为女性特质，因而女孩更容易对其害羞感进行表达，而相反，男孩可能由于社会期望而较不

愿报告或展示害羞行为。这种性别差异在社交退缩的社会接受性方面也有支持的证据[24]，表明女孩的害

羞和社交退缩行为更容易得到父母的接受，而对男孩来说，这些行为可能更容易受到负面反馈，进而引

发更多的负面互动。总体而言，社交退缩及其相关构念在童年早期和中期似乎更强烈地与男孩在同龄人

中排斥和拒绝相关。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青少年时期社交退缩的性别差异，目前的研究尚存在空白领域，仍需要

更深入的挖掘。一些研究提示，在童年晚期和青少年时期，男孩的社交退缩与社会情感困难的关联逐渐

增强，而女孩则可能表现出相对不太明显的这种关联[24]。这或许反映了性别态度在儿童、青少年时期的

演变，进一步凸显了对于这一阶段社交退缩性别差异更深层次理解的迫切需求。 
跨文化研究揭示了社交退缩在不同文化环境下的共性和差异。尽管在非西方和西方文化中，社交退

缩都伴随着相似的风险，但具体的文化背景仍然对其表现产生着显著影响。例如，我国的研究发现，在

童年早期，害羞内向的儿童可能在同龄人中得到认可，但在青少年时期可能面临拒绝和心理困扰[25] [26]，
这为深入理解社交退缩在不同文化环境下的表现及其后果提出了重要问题。这种文化差异对社交退缩影

响的机制以及如何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议题。 
综合以上，性别和文化因素在社交退缩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未来的研究应致力于深入

挖掘青少年时期性别差异的演变过程，以及在跨文化背景下社交退缩的机制和干预效果。此外，对于社

交退缩对个体长期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的影响，需要更全面、有针对性地支持青少年的发展和成长的研

究，以便更好地理解和应对这一复杂现象。 

7. 干预项目与干预措施 

尽管社交退缩在儿童时期具有明显的风险，但迄今为止，对其进行的干预和预防研究相对较少。早

期尝试采用了多种干预策略，其中以社交技能训练(SST)最为流行[27]。SST 涵盖了言语和非言语沟通技

能的训练，并包括辅导、建模和解决社交问题的培训。尽管一些 SST 项目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提升了退缩儿童和青少年的社交技能[28] [29]，但治疗效果未能在不同环境中复制推广[30]。 
早期的干预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需要更大规模、更长周期的研究，设计更为谨慎的方案。社交技

能项目应特别针对社交退缩儿童的独特需求进行个性化精准设计。此外，应考虑引入其他形式的同龄人

中介互动、改善其家庭环境和父母教养方式。研究显示，针对父母的教育和培训计划可以降低害羞-退缩

幼儿的社交焦虑，并改善学龄期焦虑儿童的治疗效果[31]。除了改善症状和治疗效果外，还有必要确定这

些干预是否能够对社交退缩儿童的生物学产生影响[32]。最后，采用学校为基础的方法可能有助于提高早

期干预的效果和推广性，因为这能够减少治疗的障碍，覆盖更广泛的儿童，并降低参与者的退出率。 

8. 未来展望 

目前，尽管社交退缩领域的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然而仍存在一系列未解之谜。当前的研究主要聚

焦于儿童时期对社交恐惧和回避的讨论，而对于那些并非强烈回避社交但缺乏积极参与的个体(即社交不

感兴趣者)，其长期影响的研究尚显有限。未来的研究亟需建立纵向研究框架，以全面评估社交不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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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适应性和社交认知能力的演变。 
在关注社交退缩的积极和负面影响方面，一些研究已经强调了青少年和成年期独处的积极面，包括

对个体幸福感的正面影响[33]。然而，这一领域尚需深入研究，以更全面地理解长期独处对心理健康和社

交能力的潜在影响。通过对不同年龄段的长期追踪，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社交不感兴趣和其他形式的

社交退缩在个体发展中的动态变化。 
在研究方法方面，社交退缩研究亟需发展更为精准的评估工具和生物学指标，以更准确地识别社交

不感兴趣、社交回避和害羞等不同类型的社交退缩。尽管已提及一些潜在的保护因素，如情绪调节和表

达能力[34]，但我们对于这些因素在不同社交退缩类型中的作用机制研究不够深入。 
综合而言，未来的研究应致力于填补社交退缩领域的研究空白，深入挖掘不同类型社交退缩的长期

影响，并明确保护因素的作用机制。探索研究更为精准的评估工具，为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支持和干预策

略提供更为全面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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