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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直播对青少年社会认知的影响研究

卢澜婷　王　君

上海市建平中学　上海　200135

摘　要：本文以青少年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了解了青少年观看网络直播的原因，及

其沉浸其中的因素，并进一步探讨了网络直播对青少年的社会认知影响，最后对青少年，家长，学校及

网络监管部门提出了有效建议，以期营造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从而正确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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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2019 年全

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2019 年我

国青少年的互联网普及率高达 97.6% [1]。近年来，

抖音、淘宝直播、快手、斗鱼等直播平台成为吸引

流量的信息平台。网络直播已经成为青少年认识世

界、日常学习、休闲娱乐的重要渠道。网络直播区

别于广播直播、电视直播的最大特点是双向实时互

动 , 即主播与受众处于不同的地点，实现空间上的

一致 [2]。此外还具有真实性、实时性、垂直化、商

业性等特点。詹红燕认为网络直播改变了传统的媒

介，具有操作成本低廉，能够有效释放个性，增强

用户体验感三大特征 [3]。有学者通过研究指出了网

络直播作为外部环境，其互动性，多样性、语言的

新颖性、娱乐型，多样化等等是吸引受众观看并沉

浸其中的重要因素 [4][5]。

作为低年龄阶段的受众，青少年在收看和参

与网络直播活动过程中，对于网络主播的语言、行

为及直播的内容所传递的信息并没有很好的分辨能

力，容易受到干扰影响，从而自我的社会认知态度。

网络直播对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起着导向性的作

用，其语言的定位、设置、形态、样式等方面虽然

以现实社会为基础的，但往往采用“夸张”、“幽默”、

“整蛊”等表现方式进行。因此，网络直播也反映

出脱离现实社会真实存在的问题，对青少年群体的

社会认知行为产生不良的影响，应引起家长、学校、

政府的关注与重视。

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on Theory，SCT）

通常也被称为“认知的社会学习理论”，起源自社

会学习理论，是美国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在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提出的理论。社会认知理论的

核心观点是三元交互决定论，即个人的认知、环境

与行为三者之间是相互决定、相互作用的 [6]。基于

社会认知理论，结合青少年观看网络直播的特点，

“三元决定关系”可以解释为：环境要素为网络直播，

个人要素为青少年的网络虚拟社会认知意识，行为

要素为现实的青少年的社会关系认知和社会角色认

知。青少年通过观看网络直播，受到直播节目的吸

引，逐渐沉浸其中，导致形成网络虚拟的社会认知

的意识，从而影响其对社会关系的认知及对社会角

色的认知。

本文通过对青少年观看网络直播及其对青少年

社会认知的影响进行调查，讨论研究网络直播对青

少年社会认知的影响路径，从而提出相关建议，希

望正确引导青少年观看网络直播，并希望需要家长、

学校、网络平台、政府部门多管齐下，结合青少年

特点，进行有力的监督与监管，从而帮助其形成正

确的社会认知。

二、问卷调查与数据分析

本文选择青少年为研究对象，以高中一、二年

级和初中二、三年级的学生为主，采取问卷星进行

问卷调查，共回收问卷 381 份，剔除未满足调研要

求和填答无效等不合格问卷后，保留有效问卷369份。

表格 2-1 有效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Ｎ＝ 369）

　 　 样本量 百分比 %

性别
男 173 46.88

女 196 53.12

级别

高二 221 59.89%

高一 132 35.77%

初二、三 16 4.33%

1. 调查问卷设计

问卷的标题为“网络直播对青少年社会认知的

影响”。问卷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被调查者

的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级层次（初中生、高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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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的第二部分是调查的原因主体，从被调查的学

生角度关注“关于网络直播的使用意愿问题”，调

查网络直播对青少年的影响因素。问卷的第三部分

是结果主体，从被调查者角度关注“网络直播对青

少年的影响”，调查网络直播对青少年产生的认知

后果。同时第三部分也设计了分析性题目，用以更

好解释和预测青少年未来的社会行为。

2. 数据分析

在我们的调查中，被调查者在选择“是什么吸

引你观看网络直播”时，网络主播的语言和外表起

到了一定的作用。71.7% 的青少年认为他们是网络

主播所用的语言时髦新奇，74.4% 青少年认为他们

由于喜欢网络主播的外在形象，所以愿意观看直播。

当然同时，也有 61.6% 的青少年认为网络主播的语

言粗俗， 60% 的青少年认为有不健康的内容，有

67.1% 的青少年认为有内容虚假的成分，还有很高

比例认为存在暴力恐怖、危险刺激等语言。

在选择“是什么使得你沉浸在网络直播中”的

原因时，弹幕互动，打赏互动和带货则是主要原因。

网络直播过程中，通过与粉丝互动，这样能够让直

播场景变得更加有趣，进而提升关注以及人气。 

根据我们的调查，有 72.5% 的青少年认为通过

弹幕与主播实时互动，使他觉得直播有吸引力，有

52% 的认为打赏使网络直播有吸引力，64.8% 的人

认为网络直播可以带货使他觉得有吸引力。“通过

弹幕与主播实时互动”这一因素影响较大，青少年

在网络中通过留言，弹幕的形式可以畅所欲言，这

是现实生活中不能实现的，因此对他们的吸引力

比较强。“直播打赏”与“主播带货”这两项，

因为青少年大多数没有收入来源，故涉及到与货

币交易相关的因素吸引力较弱，当然也可以理解

为大部分观看网络直播的青少年是相对理性的，

分得清现实世界与网络世界的不同。尤其在“直

播打赏”这一因素上，选择“不同意”及“非常

不同意”的人数达到近 50%，选择“一般”的占

42%，可以看出在这一因素不是吸引青少年观看网

络直播的重要因素。

青少年在网络直播中关注的内容也五花八门，

其中他们最关注网络游戏、科教文化、饮食、网络

明星、时尚美妆等内容。

表 2-2 青少年网络直播关注内容

关注内容 人数 比例

游戏竞技 132 36.2%

科教文化 113 30.9%

饮食 105 28.8%

网红明星 90 24.7%

时尚美妆 79 24.1%

时政新闻 88 21.6%

说话聊天 77 21.1%

歌舞才艺 67 18.4%

体育赛事 64 17.5%

新奇内容 61 16.7%

电商购物 55 15.1%

其他 24 6.6%

在探讨“观看网络直播对自己的影响”时，根

据我们的调查 42.0% 认为某个网络主播的形象是他

所向往的；57.4% 有过将自己置身于网络直播的情

景中的经历；53.6% 的青少年有过模仿某个网络直

播中人物的经历；54.7% 的青少年认为网络直播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生活态度的看法。

在区分现实社会与虚拟网络时，55.6% 的青少

年认为网络直播看到的学生形象能反映真实情况；

50.1% 认为在一定程度上网络直播影响了他的社会

交往；49.3% 认为网络中的人与人关系与现实一样。

在自我认知网络直播对自己的影响时，71.5%

的青少年认为期待的自我社会角色会受到网络直播

的影响；54.7% 认为网络直播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

能反映现实的状态；49.3% 认为网络直播能帮助理

解自己的社会角色所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

三、结论与建议

1. 结论与改进方向

根据调查问卷及数据分析结果，得到以下结论：

（1） 网络直播中主播语言和形象、网络直播

互动吸引性形成了诱导场景，容易造成青少年沉浸

于观看网络直播。规范网络主播的言行，加强督促

直播平台传递正能量内容势在必行。

（2）青少年的网络直播沉浸性会对青少年的

社会认知心理造成影响，形成网络虚拟化的社会认

知意识。需要不断加强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道德观的教育，使他们分辨虚拟世界和现

实生活的差异，才能对社会进行正确判断。

本研究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首先，样本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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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性有欠缺。本研究的样本来自部分重点中学，由

于重点中学的学校纪律和学生群体特征与普通中学

特别是职业类学校有较大差异，要提高研究结果对

广大青少年的代表性，之后的研究需要扩大样本的

采集范围。

2. 建议

青少年正处在生理和心理发育时期，社会认知

也正处于发展阶段，对问题理性思考的能力、对事

件对错的鉴别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还比较薄弱，在

对网络直播中鱼龙混杂的信息进行选择和判断时，

不免呈现出肤浅和从众的特点，有时为了彰显个性，

他们又极易矫枉过正，走向极端。网络直播中的一

些不良信息及导向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对青少年社会

认知进行影响，进而改变着他们的社会行为。为了

更好的对网络直播进行监管，同时引导青少年正向、

理性、积极的观看直播，一起促进社会认知的健康

发展，我们建议：

对于青少年而言，应该正确理解网络直播的虚

拟空间和现实社会的差异，识别网络主播的语言和

包装，正确看待网络直播的消遣性、消费性以及存

在的一些低级趣味性，树立真实的社会角色和社会

责任意识。即使收看网络直播也不仅仅局限于网络

直播的娱乐消遣，而应当从众多的网络直播中甄选

出积极上进、于个人发展有利的网络直播节目，丰

富自己的社会阅历及课外知识。

家长对孩子单纯地限制上网难以达到效果，对

于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应该多进行沟通，了解其

学习、生活中的变化及困惑。家长积极的疏导、教育、

引导和管理才是有助于其形成良好的社会认知的正

确方式，给与孩子更多的空间，使其更多参与到社

会角色和社会关系中去。

同时还需要学校和网络监管部门共同努力，为

青少年营造健康的学习，生活环境，尤其网络监管

部门要加强宏观层面的立法确保网络直播发展的底

线，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以创造积极健康、向上

向善的网络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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