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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文化视角下大学生微信朋友圈的自我呈现研究
肖力铭

（六盘水师范学院，贵州 六盘水 553004）

摘要：互联网的日新月异冲击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尤其是随着社交软件的广泛使用，使人们的社交行为和社交表现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就社交软件微信而言，随着人们使用与普及，微信已经与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紧密联系，其朋友圈功能赋予了人们自我展现、分享等呈

现的平台。大学生是一个自我呈现相对多元化的群体，在微信朋友圈中更加彰显得千姿百态，大学生在微信朋友圈的“晒”现象也引发

着人们的关注与思考。本文从大学生微信朋友圈的自我呈现行为出发，探讨其特点和偏好，并研究了自我呈现与交流互动的联系，以及

印象管理的内容，最后提出了大学生微信朋友圈自我呈现的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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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社交软件微信随着其交际联系、购物、支付和信息获

取等功能的完善，被广泛使用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使人们的

日常生活更加快捷与便利。其中，大学生使用微信的频率越来

越高，除去常规的功能使用，大学生对于微信的朋友圈功能也

十分的热衷和追逐，一定程度上，通过微信朋友圈能够了解大

学生群体的偏好、品味和意识，折射出大学生群体生活上和心

理上的方向。在如今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微信在极短的时间内

风靡各类人群，“晒美食”“晒宠物”“晒旅游”等内容在朋

友圈中屡见不鲜，乐于接受新鲜事物和新观念的人们通过发泄

和分享的方式来寻求精神慰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生活方式，

“晒”虽然得到了人们的包容和理性对待，但大学生群体仍要

保持清晰的认知与思考，以避免出现晒行为偏差，给他人和自

己带来不良影响。

一、“晒”现象的兴起

互联网的发展一日千里，人们在社交网络中热衷于分享或

暴露着个人消息、状态和体会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晒”

是一种分享、共享和倾诉，有的人也认为其是一种炫耀，难究

其晒行为发出者的真正用意，人们的晒行为背后的意图大抵相

似，但却不会完全相同。“晒”行为不再是偶尔发生的舆论热

点事件，而是互联网时代人们日常的生活方式，“晒”行为可

分为三类：自我塑造型、自我情感展示型、纾解压力型。晒现

象推促着晒行为的产生和增加，诸如晒节日、自拍、美食和心

情等等现象，“晒”已成为一项“全民运动”，随着突飞猛进

的演变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亚文化形态；深入探析“晒”行为

背后存在着的问题，蕴含着现代人内心的孤独，抑或是对自我

表达与倾听的渴望。但是某些无节制的极端“晒”行为，则是

一种当前社会价值的迷失，通过“晒”来显示自我存在感。社

交媒介时代，大多数人已然习惯了通过“晒”的方式分享一切，

证明自我的存在。然而，随着社交媒介所呈现的晒行为逐渐发

生变化，晒文化也就丧失了原初的意义。面对纷繁复杂的朋友

圈晒现象，要加以进行准确的对待和取舍，尤其是对于当代大

学生而言，通过对“晒”文化现象的正确辨别和探讨，应注重

推动网络文明，以及促进人自身的全面发展。

二、微信朋友圈——自我呈现的舞台

在微信朋友圈里，人人都可以成为晒行为和晒文化的主体。

客户端用户起初习惯以文字、图片和视频等新时代网络媒介符号

进行互动，久而久之容易对互联网和朋友圈产生依赖性，同时随

着不断的发展演变，会导致个体的自我呈现发生一些新的变化。

微信目前是排名靠前和知名度较高的社交工具，截至 2019 年 6 月，

我国网民规模达 8.54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 61.2%。这说明以互联

网为核心的网络社会已然崛起。一方面，在互联网这个全新的时

代，它提供了全新社交体验和参与感，搭建了网民自我表露、展

现的新平台，同时，“晒”文化在这种环境下繁衍。另一方面，

随着网络社会“个体”的崛起，人们对于生活的共享反而更加强烈，

在“晒”行为里找到了体验分享行为的仪式感，在互联网世界找

到一种“集体晒”的归属感。

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美国学者欧文·戈

夫曼提出了拟剧理论，其中比较知名的一对概念就是前台（front 

stage）与后台（back stage）。前台是指一种固定的观察者定义

情境的方式，它是有规律地且存在于个人表演中，是“个人有意

无意地在表演期间使用的标准表达性装备”；而后台恰恰与前台

相反，它是指“那些被竭力抑制、可能会阻碍它所要造成的印象

的一系列行动”。所谓的“印象管理，其实就是对于前台和后台

的操纵。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即印象整饰，也叫

自我呈现，它是指一方通过特定方式去干预和控制另一方形成自

己所期望的印象的互动过程。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快速发展，人们

对互联网的使用频率越来越快，使用需求越来越强。同时，网络

化社交越来越明显，诸如在各大直播平台和游戏平台等，来自四

面八方的人可以开展社交和交流等。因此，随着社交网络向人际

交往中不断蔓延，印象管理的作用快速凸显出来。例如，日常使

用最频繁的微信朋友圈已经成为人们互相了解、交流的主要平台，

催生出人们形成了新的交往方式，微信逐渐在日常生活中占据着

重要的位置，对大学生群体而言更甚显著，处理好微信朋友圈中

的印象管理，将具有重要的新意，并有助于大学生丰富自我、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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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其成长和发展。

三、大学生微信朋友圈自我呈现的特点分析

大学生是一个朝气蓬勃的群体，身心发展还有待健全。其“社

交圈子”中主要是同学、师长、亲友、社团等，此时微信则成为

一处崭新的社交与自我呈现平台。由于大学生心智尚在健全阶段，

其自我监管能力仍需提升，在人际交往中更要学习平衡人际关系

与自我和谐。结合当前现实，大学生在朋友圈中自我呈现的主要

方式是文字发表，与男生相比女生表现得更为热衷，分为日志和

非日志两大类；大学生朋友圈中另一种较为普遍的形式就是“晒

照片”，在这一点上女生仍然比男生更为热情。作为非正式沟通

方式，基于特定话题的“点赞”和“评论”则成为个体之间互动

对话的方式，而“求转”和“求赞”则成为朋友圈中提升用户被

认可度和存在感的有力手段。因此，大学生微信朋友圈的自我呈

现特点如下。

（一）逐步重视微信朋友圈自我呈现的功能

不管大学生采取何种自我呈现方式，他们都开始比较注重自

我呈现所体现的功能，形成以产生的这些功能来进行微信朋友圈

的社交。

（二）逐渐重视微信朋友圈自我呈现的管理

就大多数情况来看，大学生群体在微信朋友圈中的自我呈现，

已具有一定的管理意识，微信朋友圈对他人展示出来的事物比较

的具有自我意识和自我倾向。

（三）大学生微信朋友圈自我呈现的群体比例女生大于男生

以微信朋友圈大学生自我呈现的活跃程度来看，女生的占比

远大于男生，但是自我呈现也是一种隐性的自我表达与呈现，都

应该得到每一个大学生的重视，去学习、去实践，、去改善和加强，

针对大学生个体的具体情况。

（四）大学生微信朋友圈自我呈现需要学习和加强

自我呈现的管理包含多个方面，从相关理论到具体的实践和

完善等是一个需要不断改进和反思的过程，也就要求大学生要积

极学习与自我呈现管理相关的知识等，提升对微信朋友圈大环境

里晒文化的辩证认知，提高自我分辨力和判断力，以促进个人的

成长与发展。

四、大学生微信朋友圈自我呈现策略

为提升大学生微信朋友圈自我呈现的深度和广度，树立辩证

的晒文化认知，建立和完善好大学生在网络社交媒介中的印象管

理，可从以下方面进行思考。

（一）共同保护好互联网时代晒文化的本质

晒文化应该是积极的方面，是符合主流社会思潮和意识的

方面，但随着网络参差不齐的变化，容易出现一些违背的、低

俗的、格格不入的不良晒文化，加上大学生群体认知和判断等

的局限性，会导致出现对晒文化认知的偏差和消极问题等，因此，

构建纯净的晒文化互联网大环境是当下的迫切问题，通过加强

相关的法制健全，对大学生进行相关思想政治教育和实践活动

等方面。

（二）积极完善自我呈现的内在质量

互联网时代具有一种集体化的趋势，易造成一种不良的跟

风现象，倘若是消极的传播行为，也同样的具有传播程度快，

影响范围广的特点，对大学生就会造成负面的影响或模仿，就

会妨碍或阻断大学生今后的发展，这是应当避免发生的。大学

生要积极完善自我呈现的内在质量，主要强调了大学生群体要

针对个体的发展情况和需求，积极地学习相关理论实践，不断

改进和完善自我，注重对量的积累，良好的印象管理无法一蹴

而就，也不能朝夕而成。大学生要发扬拼搏精神，对未来有清

晰的规划，并加以实践，给人呈现一种积极的和进取的印象，

发挥好自我呈现的力量。

（三）探索和学习印象管理方面等的内容

理论知识必定作为实践成果的基础，通过不断的反思和重

复再进行实践成果的强化，大学生要加强对自我呈现相关知识

方面的学习。同时，处理好自身与各关系群体的自我呈现关系，

面对不同的社交群体和社交关系，大学生需要学会相应的应急

处理模式，加强学习实践，以提升在微信朋友圈中的自我呈现

管理水平。

五、结语

戈夫曼认为，“面具是吸引人的表达方式”，强调了对自身

进行自我呈现的管理是有必要和具有实际意义的。大学生是一个

相对特殊的群体，其身心发展和思维认知等还不太深刻。针对大

学生微信朋友圈的晒行为，从晒文化的视角来看，大学生应秉承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通过系统的学习实践来探索自我呈

现和印象管理的本质与精髓，以提升自我网络社交管理方面的能

力，最终促进日常生活社交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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