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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全媒体时代，信息无处不在，并对大学生的思维

方式、行为习惯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党的十九大以来，

“三全育人”聚焦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其中，“‘全

方位育人’要求将立德树人覆盖到课上课下、网上网下、

校内校外，实现育人无处不在。”[1] 只有充分了解大学生

新媒体使用的现状、特点，方可贴近学生实际，在学习

端之外的生活端、媒体端，助力实现“三全育人”的工

作目标。

二、提出问题与概念阐述

近年来，受社会风气影响，大学生社交媒体上的自

我呈现出现了种种异象。放眼大学生的朋友圈、QQ 空间、

微博，随处可见个性的自拍、精致的妆容、讲究的旅游

摄影、精致的奶茶甜点、奢侈的情人节礼物、潮流的网

络段子等。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与大学生个人发展、

服务社会相关的内容，如学习研究、实习实践、兼职创

业、志愿服务等，却少之又少。

（一）自我呈现

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将人在日常生活中自我呈现看

作舞台表演，“前台”行为受社会规范和自我期待的影

响，是个人精心设计与选择的结果，多用于印象管理；

而“‘后台’行为是与表演场所相隔离的、观众不能进入

的场所，处于呈现表演前台的末端”[2]。戈夫曼的自我呈

现理论建立在米德的“主我与客我”理论之上。米德认

为，自我可以分为相互联系的两部分，“主我”作为意愿

与行为主体，更接近“真实的自我”；而“客我”作为

社会评价与社会期待，是“象征性的自我”和“建构的

自我”[3]。

（二）社交媒体上的自我呈现

社交媒体是当代大学生人际交往、自我呈现的重要

“舞台”。一方面，大学生隐藏了“后台”行为，社交媒

体上的自我呈现不等同于其真实的自我。另一方面，可

以根据大学生在社交媒体上的“前台”行为，窥探其如

何理解社会期待、如何建构理想自我，从而推断其在一

定时期内的关注焦点、爱憎喜恶、内心追求，从而更好

地指导教育实践。

三、理论渊源与理论创新

（一）洛文塔尔的消费偶像观

社会学家洛文塔尔认为，美国的大众偶像观在 20 世

纪上半叶经历了从生产偶像向消费偶像的转变。生产偶

像是社会的给予者，多分布在工业、商业、自然科学等

可以提供人类社会基本需求的行业，擅长提升生产力、

改进生产关系，“它们证明了一种‘社会底层可以爬上大

众层’的自信，并且颂扬了一种自力成功的个人主义”[4]。

消费偶像主要分布在娱乐界、时尚界、体育界，他们以

灿烂夺目的姿态，传播生活方式与消费神话，相比于个

人奋斗，他们更看重命运、原生家庭对个人成败影响。

对后者的长期关注，将使大众囿于消遣性、标准化的视

野，最终丧失斗志与创造性，习惯于被动消费与顺从模

仿。

（二）生产性行为与消费性行为——一种新的研究

视角

受洛文塔尔消费偶像观的启发，笔者在观察大学生

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媒体时，尝试从呈现内容的主题出发，

将大学生社交媒介上的自我呈现，划分为生产性行为与

消费性行为。生产性行为具有创造性，直接关系到大学

生产性行为与消费性行为
——研究当代大学生社交媒体自我呈现的一种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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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自身成长发展与服务社会，例如学习培训、实习实践、

兼职工作、志愿服务等内容。消费性行为是除生产性行

为之外的行为，多以爱好兴趣、娱乐消遣为主题，例如

晒自拍、晒购物、晒聚餐、晒旅游、分享网络段子等。

消费性行为不具备创造性，表面虽呈现出个性化表达，

其内核却是消费性、同质性、重复性的。区分两种行为

的关键，在于是否直接关系大学生个人发展、服务社会，

因为大学生的消费性行为最终也有利于大学生美育、拉

动经济内需。两种行为既区别，又互相依存，生产性行

为创造价值，消费性行为补给能量。

四、研究设计

（一）提出研究问题

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通过分析山东大学等 5 所

部属、省属本专科院校的 500 多名不同专业的大学生在

2021 年暑假发布的微信朋友圈状态，试图研究其中“生

产性行为”与“消费性行为”所占的比例，探讨大学生

的自我呈现在社交媒体上营造了一种怎样的媒介环境，

以及这种媒介环境折射出大学生怎样的自我建构，反过

来，又如何影响大学生的思维方式与行为习惯。

（二）总体界定与抽取样本

将暑假作为观察时间段，原因在于暑假的特殊性。

在暑假（具体时间根据具体学校而定），学生较少受到学

校影响，也较少受到寒假春节传统和家庭习俗的影响，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学生在较少受到外界干涉的前提下，

如何自由选择生活方式、如何进行在社交媒体上呈现自

我。选取微信朋友圈作为观察场域，原因在于微信的代

表性。根据 2018、2019、2020 三年的《中国互联网络发

展状况统计报告》，微信的使用率明显高于 QQ、微博等

社交 APP。在界定抽样总体时，为减少数据误差，将暑

假发布朋友圈状态少于 10 条的学生排除在外。为避免受

到“允许朋友查看朋友圈的范围”功能的影响，只选取

朋友圈在该校暑假放假第一天以后均可见的学生进入样

本总体。由于研究者的教师身份，为防止学生朋友圈屏

蔽功能对数据造成的影响，本次观察渠道放弃教师微信

账号，而使用普通同学的微信账号收集数据。

（三）选取分析单元

以大学生的单条朋友圈状态为研究文本，通过对文

字、表情、图片、视频等符号的解码，归纳单条朋友圈

状态的内容主题，将其划分为生产性行为和消费性行为。

（四）建立分析类目

通过对单条朋友圈状态的分析，按照如下标准分析

类目：

表1　微信朋友圈自我呈现内容的分析类目表

自我呈

现分类
划分依据 具体类目

生产性

行为

与 大 学 生 自 身 成 长 发

展、服务社会直接相关

学习研究、实习实践、兼

职工作创业、志愿服务

消费性

行为

除生产性行为之外的行

为， 不 直 接 与 大 学 生

自身成长发展、服务社

会相关，多事关娱乐消

遣、兴趣爱好

除生产性行为之外的行

为，例如晒自拍、秀恩

爱、 晒 旅 游、 晒 聚 会、

分享网络段子、分享个

人感悟等

（五）结论与解释

传播学的“涵化理论”认为，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媒体建构的象征性现实与客观现实有很大偏差，并潜移

默化地影响个人的主观现实。

1. 物欲追求与价值取向单一

以晒美食、晒礼物、晒红包为代表的消费性行为，

占据了部分大学生朋友圈的主要部分，这种物质消费和

以物质为载体的符号消费，在社交媒体上营造了一种消

费主义至上的风气，物化了青年。一方面，一味地追求

短暂、浅层的感官刺激和物欲满足，将使人陷入空虚与

焦虑，逐渐丧失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另一方面，

受从众心理与攀比心理影响，大学生容易深陷欲壑难填

的困境，引发“裸贷”、“宿舍內窃案”等不良现象。

2. 单向度思维与批判不足

大学生在社交媒体上自我呈现的内容良莠不齐，不

少伪科学文章、无意义的鸡汤文被肆意转发，更有甚者，

一些侮辱性的语言如“撕逼”“卧槽”等词在广泛传播，

反之，与严肃题材、理性思考相关的内容却少之又少。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提到，工业文明及将其背后

的大众文化，并未给现代人带来自由，反而使其逐渐丧

失否定性与超越性，最终甘于接受与顺从。

五、针对大学生社交媒体自我呈现的思政教育对策

（一）本质层面：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一切社交媒体上的自我呈现，都是个人价值观的外

显。大学生同辈之间的模仿与渗透，是价值观引导的重

要手段。要充分发挥大学生的主人翁作用，建立健全大

学生网评员制度，通过严格筛选、精心培训，建立一支

思想正、素质高、能力硬的大学生网评队伍，深入学生

群体中，通过发布、转发、点赞、评论等操作，用正能

量占领网络思政新阵地。

（二）器物层面：双向提升大学生、思政工作者的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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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素养

如果将价值观比作内容，那么提升媒介素养的就是

手段，内容与手段相互依存，共同服务着思政教育总目

标。

1. 着重提升大学生媒介素养

大学生媒介素养包括传者素养和受者素养：传者的

传播素养限制着传播内容，致使社交媒体上的内容良莠

不齐；受者的媒介接触素养制约着认识媒体、接受信息

的能力

一方面，提升传者素养，“利用网络易班、校园广

播、校报等，搭建校内媒体实践平台，大学生通过参与

内容生成、媒体运作，掌握正确的传播理念与科学的传

播规律”[5] 另一方面，提升受者的素养，将大学生媒介

素养教育纳入思政教育乃至通识教育体系，增强大学生

有意识选择媒体、主动甄别内容、辩证接受信息的能力，

使媒介素养逐渐成为当代大学生和当代公民的必备素养。

2. 同步提升思政工作者的媒介素养

年长的辅导员应“充好技术的电”，不固守自身的权

威经验，积极关注、主动参与大学生的网络生活，实现

密切跟进、重点观察、把握规律、科学引导。另一方面，

年轻辅导员应“充好意识的电”，不能只图贴近学生、方

式灵活，而忘却思政教育的使命，应始终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自己的教育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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