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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介使用中的自恋式自我呈现研究
——以微信为例

洪　进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摘要：本研究以戈夫曼的自我呈现理论为基础，选择自恋这一人格变量，以社交媒介微信为例，探讨拥有自恋人格的媒介用户在社

交媒介中的如何进行自我展现和会运用怎样的呈现策略来展现自己。针对自恋人格在社交媒介中的自我呈现，本文提出假设进行研究。

研究测量的变量包括：用户的自恋水平、用户对社交媒介的使用频率、用户对社交媒介的情感依赖、用户对社交媒介的使用强度、用户

在社交媒介的展现行为、用户在社交媒介中自我呈现的策略。研究分析表明：自恋水平和媒介用户的媒介使用频率有正向的影响；自恋

水平和用户对于媒介的情感依赖有正向相关性；自恋水平会影响社交媒介用户的展现行为；自恋水平也会导致社交媒介的用户在社交媒

介中呈现不同的自我呈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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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社交媒介以实时通信的功能进入大众生活，科技的快速发展，

智慧移动设备和科技技术的高速发展完善，让社交媒介进成为人

们的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

版本的不断更新，添加多种社交呈现新方式后，大众在社交

媒介上的活跃度也随之增加。使用者们在其中通过各种途径来呈

现自我，逐渐在社交媒介中形成了自己固定的社交活动。社交媒

介成为了展现自我，呈现个人生活的平台。

在虚拟空间，自恋者们带有强烈的表演欲望展示自己，企图

通过社交媒介进行大规模的社交活动。为了能赢得他人关注自己，

对自己产生青睐，他们比普通人花更多的时间在媒介上，装扮自己，

展现理想中的另一个自己。

当今激烈竞争的社会和家庭压力繁重的环境下，以及人们受

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影响。社交媒体正好给出了一个平台来让

大家脱离现实生活从而扮演自己理想的角色。这是一种生活的解

压的方式，也是说明自我提升的一个过程。

当自己在社交媒介上的形象不断被人肯定赞赏，心里会出现

一种满足感和自信感。这种通过自我展现，主动获取他人评价，

这一行为常常对展现者的自我意识形成有显着的作用。

二、文献回顾和理论依据

社会学家戈夫曼最早在符号互动论基础之上提出自我呈现理

论。用戏剧隐喻来解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同的场景下表达自己

的不同方式。

用“表演者”一词来称呼那些身处在不同场景中的人们，他

认为表演者将自身相关的事物夸大或是隐藏从而通过自己认可有

效的策略方式展现给他们的“观众”，呈现出他们想要展示自己

的某一个特点。

20 世纪 70 年代，国外学者把自我呈现融入到心理学中，认

为自我呈现是社交过程的基础。把“感知即现实”的原则认为是

自我呈现理论的基础。从他人的角度看，他人对于你所呈现的一

切的感知是“现实”，他人以自认为的现实为基准展开相应的行为。

表演者的自我呈现对于其个人而言想要通过自己扮演的另一

个自己，让他人因其身上的某一特征吸引，从而对自己作出赞赏

青睐等行为的回馈，满足自己的内心需求。

在他人面前有目的地展示自己就是为了让其可以按照自己的

意愿来看待自己。每个人都有调节或者操控自己在网络中的呈现

策略和展示的范围。

现在的研究者大多把自恋人格当成一种社会大众普遍拥有的

人格特征之一。拥有自恋人格的人对于自身极其关注，把自己当

成中心对待，对自己高度关注、钦慕自己又同时渴望他人和自己

一样。他们自身保留着强烈的优越感、特权感，有着强烈的幻想，

成功、名誉、权利都和他们相关。

弗洛姆把自恋者这种行为形容成“商品销售性格”，他们视

自己是商品。商品的吸引力大小，销量的高低都取决于自己的自

我包装和自我叫卖能力。这些就是自恋者们在社交媒介中的自我

修饰、表演、展现。

在社交媒介中他们真假难辨，美好的形象不知是真实的自己

还是想象中的自己。自恋者对虚拟世界中的自己，渴望获得他人

认同，支持和喜爱。这一切的虚荣都来自社交媒介，所以自恋者

对于社交媒介的情感相比其他人是更加深厚和执着的。对于社交

媒介的使用频率也是相比其他人更高，更频繁。

现代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文化的不断融合创新，独立的

个体在其中深受影响，愈来愈多的自恋主义者出现于社交网络，

自恋已成为社交大众身上普遍的人格标签，当下社会，对于自恋

式社交行为的研究，无论从个人的成长发展考虑还是排除不良的

社会风气都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和价值。

三、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设计

结合戈夫曼的自我呈现理论，心理学中对自恋这一人格的研

究以及国内外相关学者的研究发现。本研究将从两部分进行：

调查对象的自恋水平与使用微信的使用频率、展现的情感依

赖、在使用中的自我展示行为以及所呈现策略的相关性进行分析

研究。

调查对象在微信使用中体现的程度和使用者呈现的不同策略

的程度高低进行分析研究。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的研究方法是问卷调查法。问卷主要从以下四个

部分进行调查研究：使用者对微信的使用行为的测量、自我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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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的测量、使用者的自恋人格的测量、用户人口统计特征的测量。

采用方便样本抽样方法，收到了 336 份问卷，（其中男性为 122 人，

约占 36%； 女性为 214，约占 64%）。

四、研究结果与数据分析

通过问卷收集的数据分析发现，自恋水平的平均数值在 3.0

以上，已在中等水平之上。使用频率平均数值在 3.0 以上，说明

微信你用户登入社交媒介的次数，花费的时间较长。情感依赖的

平均数值在 3.0 以上，说明用户对社交媒介有一定的情感依赖程度。

从以上两方面来看，使用者对于微信的使用强度较大。自我

展现行为的平均数值在 3.5 以上，接近 4.0，本研究对于自我展现

行为的测量主要在：更新头像频率、分享照片频率、兴趣爱好展示、

点赞评论行为、受关注数量。说明用户在媒介上多次反复的使用

自我展现行为，有一定的频繁程度。

自我呈现的三个策略中，积极自信的自我呈现策略平均数值

最高，冷漠随意的自我呈现策略平均数值最低。说明使用者在微

信使用中相对而言会选择积极自信的自我呈现方式来展现自我，

从而给他人留下一个美好深刻的印象。

在相关性分析方面，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检验，目的在于

检验两个随机变量的共变趋势。

本研究对微信使用者的自恋程度、用户对微信使用频率、用

户对微信的情感依赖、使用者在微信的展现行为、使用者在微信

的使用强度、使用者在微信呈现的积极自信的呈现策略、使用者

在微信呈现的冷漠随意的呈现策略、使用者在微信呈现的乔装逢

迎的呈现策略这八个维度来测量。 

社交媒介的用户的自恋水平和其对社交媒介的使用频率之间

具有显著的相关性（r=0.436，p<0.01）。

社交媒介的用户的自恋水平和其对于社交媒介的情感依赖之

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r=0.557，p<0.01）。

社交媒介的用户的自恋水平和他们在社交媒介中的展现行为

有显著相关性，并且是正向相关（r=0.618，p<0.01）。

社交媒介的用户的自恋水平和其对于在社交媒介中的积极自

信的呈现策略具有显著的相关性且是正向的相关性（r=0.608，

p<0.01）。

社交媒介的用户的自恋水平和其对于在社交媒介中的乔装逢

迎的呈现策略具有显著的相关性且是正向的相关性（r=0.644，

p<0.01）。

用户在社交媒介的使用强度和用户在社交媒介的自我呈现策

略具有显著的相关性（r=，p<0.01）。

为了探讨微信的使用行为、自我呈现策略、使用频率、情感

依赖、使用强度等因素是否对自恋人格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本

文研究采用一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分析。

自变量使用者的自恋水平和预测的因变量社交媒介的使

用频率，证明用户的自恋程度越高，社交媒介的使用频率越高

（β=0.436，**p<0.05）。由此得出，自恋水平和微信的使用频率

存在显著相关性。 

自变量使用者的自恋水平和预测的因变量社交媒介的情感

依赖，证明使用者的自恋程度越高，社交媒介的情感依赖越高

（β=0.557，**p<0.05）。由此得出，自恋水平与微信的情感依赖

存在显著相关性。

自变量使用者的自恋水平和预测的因变量社交媒介的展现

行为，证明使用者的自恋程度越高，社交媒介的展现行为越高

（β=0.618，**p<0.05）。由此得出，自恋水平与微信的自我提升

行为存在显著相关性。

自变量使用者的自恋水平和预测的因变量用户在社交媒介中

使用的积极自信的呈现策略，证明使用者的自恋程度越高，在社

交媒介中使用的积极自信的呈现策略越高，并且从数值中看出，

是正向显著的趋势。（β=0.608，**p<0.05）。由此得出，自恋水

平与微信的积极自信的呈现策略存在正向相关。

自变量使用者的自恋水平和预测的因变量用户在社交媒介中

使用的乔装逢迎的呈现策略，证明使用者的自恋程度越高，在社

交媒介中使用的乔装逢迎的呈现策略越高，并且从数值中看出，

是正向显著的趋势。（β=0.644，**p<0.05）。由此得出，自恋水

平与微信的乔装逢迎的呈现策略存在正向相关。

自变量用户对于社交媒介的使用强度和预测的因变量用户在

社交媒介中使用的自我呈现策略，证明使用者的自恋程度越高，

在社交媒介中使用的自我呈现策略越高，是正向显著的趋势。

积极自信的呈现策略（β=0.284，**p<0.05）。乔装逢迎的呈

现策略（β=0.522，**p<0.05）。冷漠随意的呈现策略（β=0.487，

**p<0.05）。由此得出，微信的使用强度与自我呈现策略存在正

向相关。

五、研究结论

（一）在本研究就在调查问卷中添加了测量自恋水平的部分

从调查问卷的答题情况和结果分析看出，大学生的自恋水平

的均值接近了 3.5 的总均值。从这看出当今大学生的自恋情形在

均值的状态。

普遍具有自恋的倾向性，具体会有自恋水平高低的差异存在。

在测量自恋水平中的权欲和自我钦慕这两个维度，大学生填答的

得分值相比较高。

“权欲”主要是测量拥有自恋人格的人对于权力的渴望程度、

对成为领导、决策者的倾向性。渴望掌握权力，拥有决策权从古

至今无数人为此付出折腰，就是因为渴望拥有其中的权力。

“自我钦慕”这个维度主要表现在对于自我的专注欣赏。

从调查研究看出大学生对于自我的欣赏满意程度较高，都有

着强大的自信心。

从大学生对于自己的认知方面来看，他们都对于自己的自我

价值表现出肯定的态度。他们乐观积极、自信向上，敢于向他人

表现自己。

自恋水平高并不能直观的反映大学生在社会认知和自我认知

上有偏差，也存在他们能够正视自己，勇于表现自己，不否认自

己心理存在自恋这一心理状态。

（二）在本文的研究自恋程度的测量中，在权欲、优越感两

个维度中，性别方面男性的均值比女性要高

在现代社会中，男性仍处于主导地位，掌握社会的主流，虽

然女性一直在社会各个领域努力为自己发声，展示自己的能力和

风采。

可是自古以来“男耕女织”的文化思想一直深入人心，以此

相比女性而言，男性就会展现更多的权欲和自我优胜感。自我钦

慕方面男性的均值和女性差不多。

这和测量前的预测相违背，但这一点可以说明，在当下新时

代里爱美、自我钦慕已经不在单属于女性的专有名词，男性和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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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一样都在意自己的形象和大众对于自己的审美态度着迷于自己

的身体、“爱在镜子中注视自己”男性也同样可以做到。时代的

发展，自拍行为，男性也同样可以呈现的非常完美。

（三）根据数据分析证实了用户的自恋水平和对微信的使用

频率和对微信的情感依赖存在显著相关这一研究结论

自恋水平对于社交媒介的使用频率和情感依赖具有重要的影

响。自恋人格的人会把和社交活动当作是一种帮助自我形象提升

的过程。

他们把理想化的自己展现出来，希望得到他人的关注和赞赏。

社交媒介的出现，正好给了他们一个展示的舞台。他们为了吸引

观众，会在社交媒介上耗费比一般人更多的时间，去装扮自己，

展现自己。会在发布状态后，多次的打开社交媒介查看是否有人

给予点赞或评论。

拥有自恋人格的使用者们频繁的更新状态，高频率的发布

内容来吸引其他人关注，在发布后的等待他人回馈信息的这段

时间，他们多次打开微信这一社交软件查看好友们的点赞数量

和回应程度。他们乐在其中，通过他人的审视和评价来肯定自己，

满足自己。

（四）本文证实了自恋水平和自我展现行为存在正向的相

关性

表明自恋人格在社交媒介中展现自我的各种行为，并不一定

存在同样的相关性。戈夫曼的自我呈现理论认为，在日常生活中

表演者们通过反复多次的展现和自身有关的一切来形成他人对于

表演者的一直记忆。 他们对于自我形象的各种积极宣传和维系的

行为都是对于自身的提升。

从研究结果中看，自恋水平和头像更新程度、发布状态频率、

被关注人数都有显著的正向相关。但是自恋水平和个人兴趣爱好

表露没有相关性。

数据分析得出的结果显示，用户在媒介中发布内容讯息、更

换个人头像、受他人关注度这一些特征行为都是为了向他人展现

自己。自恋者在社交媒介中，高频率的发布状态，频繁的变换自

己的头像，以此来引起他人的注意。

从研究中看，自恋水平越高的用户，在社交媒介中自我展现

的行为就会越频繁。 微信对于他们而言就是自我发展的延伸空间，

频繁的发布和自己相关的内容信息，包装自己和美化自己，吸引

更多的人来关注自己。

（五）自恋水平和展现自我行为中的兴趣爱好表达没有相

关性

是因为长期的表演也需会过度会让人看厌他们的表演，但是

善于表现自己推销自己的同时他们也会去适度的讨好“观众”，

例如：经常的给他人点赞评论，增加之间的互动，参与他们感兴

趣的话题内容。以此维系着这种相互关系。所以自恋者往往会投

其所好，在进行自我展现的同时，或根据“观众”的兴趣爱好来

进行互动。 

（六）本文证实了自恋水平与使用时微信所表现的积极自信

的自我呈现策略显和乔装逢迎的自我呈现策略存在正向的相关

1. 积极理想的呈现和乔装逢迎的呈现

目的都是为了通过自身的展现来博得他人的关注和赞赏。微

信这一社交软件可以说是一个半匿名的开放网络小区。关注者和

被关注者可以是你认识的好友也可以存在你不认识的好友，他们

形成了以你为中心不断扩展的人际圈。 成为一个“宽化的”的社

交空间。在这样一个观众率高的舞台，自恋者们更会尽情表演，

展现自己。

2. 使用者们的呈现不一定就是真实的自我呈现

戈夫曼认为，为了保持自己在前台树立的良好印象，人们都

会相应的添加表演来维系自己。本研究把在微信使用中所自我呈

现的类型分为以下三个方面：积极自信的自我呈现、冷漠随意的

自我呈现和乔装逢迎的自我呈现。

从研究结果对比来看，积极自信的自我呈现和乔装逢迎的自

我呈现的均值较高。这说明使用者心中都会有一个理想化的自己

在不同的状态场景下。自恋者们抓住了大众渴望在社交媒介中看

到自己认可理想形象这一心态。他们把自己装扮成理想中积极阳

光、美好的自己，通过语言文字对自我进行设定和包装呈现一个

大众心目中公认的美好形象。用这种呈现策略去打动关注者，获

取高关注率和点赞率。

3. 乔装逢迎的自我呈现者们，注重的是长期维系自己已有的

“观众群体”和有利害关系的人际圈

他们的自我展示的行为也许并非真实的自我想法，更多的是

低姿态去逢迎别人，成为别人眼中的理想型，以此巩固和获得更

多的观众数量。自恋者明白，只要观众的存在，自我表演才可以

继续，才能从他人口中得到自我满足。

（七）本研究结论肯定了自恋水平和自我呈现的相关性

反映了微信在自恋人格在社交媒介自我呈现方面，同样具有

研究价值。 反映了自恋式的自我呈现方式，即通过积极自信化

的呈现策略来吸引他人的关注和赞赏，又通过逢迎讨好的策略去

和他人增加互动，提高他人对自己的好感度，以此来巩固自己的

受众，为从他人处获得自我满足感提供保障。当然，他们对于社

交媒介的忠诚和依赖，也可以从他们的使用频率和使用强度中得

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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