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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中自我呈现与自我认同的建构：社会支持的作用
王枞萌 杜文航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西青区 300387

【摘  要】:目前，社交方式逐渐趋向多元化发展。例如微信、QQ等新兴社交媒介；朋友圈、微博等新型自我展现平台。

就大学生社交网站的使用与社会支持和自我认同的关系，本研究进行了调查分析。结果：在真实自我呈现与自我认同的关

系中，社会支持存在完全中介作用，积极自我呈现可以直接预测自我认同。结论：社交网络的自我展现可以帮助大学生建

立自我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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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什么是自我认同（自我同一性）？即个体在一些方

面的自我感知，评估和定位。埃里克森提出，对青少年

而言，进行自我同一性探索是这个阶段的主要发展任务，

即回答自己是谁，将要去向何处等问题。

然而，当下很多大学生表现出很多负面心态。例如

日益严重的就业压力以及社会竞争，导致大学生无法专

心进行同一性的探索和确立，只能被时代和群体推着前

进，此时就会产生焦虑，压抑，和紧张感，导致自尊降低，

自我评价恶劣。这是因为，大学生正处于青少年晚期，

同样也面临着来自同一性危机的巨大挑战。大学阶段要

面对截然不同的社会环境和学习节奏，导致他们在价值

观，生活方式，职业选择等方面面临更多诱惑和选择，

大学生能否成功解决自我认同危机 ,建立自我认同感，

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1][2]。

什么是社交网站的自我呈现？是指个体为了掌控塑

造自己在他人心中或者社会认知中的标准形象，有意识

地做出行为。社交网络中的自我呈现有两种策略，分别

是积极自我呈现和真实自我呈现 [3]。顾名思义，真实自

我呈现就是用户不介意暴露自己的消极方面，不注重修

饰和有意识隐瞒的真诚的自我表现。积极自我呈现指个

体展示外貌，人格等形象和其他信息，但是这种展示往

往是积极的，并且展示内容是经过选择的。社会支持是

指个体与周围人进行人际交往时 ,从关系中获得的必要

的支持和鼓励。本研究中的社会支持更倾向于选择心理 

认知取向，从个体主观感受出发，探究个体不同自我呈

现策略下获得的社会和情感支持。

关于社交网站自我呈现对个体存在何种性质，哪些

方面的影响，已经有来自先前研究的很多积极证据。有

研究证实线上反馈在自我呈现和自我认同中的中介作用
[4]。还有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在积极自我呈现与人际关系

满意度的关系中存在完全中介效应。因此，本研究旨在

探究社交网络的两种自我呈现策略对个体自我认同感发

展的影响，并分析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

2 研究方法

2.1被试

选取天津某高校的学生共 236名，进行问卷调查。

这些学生都具有使用微信，QQ等社交媒介的的经验。得

到有效问卷 181份，有效率为 76.70%。

2.2研究工具

2.2.1自我呈现策略量表

牛更枫等人（2015）本土化处理的社交网络自我呈

现问卷。采用７级计分。由“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

2.2.2社会支持量表

采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PSSS)：7级计分。由“完

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

2.2.3自我认同量表

采用自我认同量表 (SIS)，4级计分。从完全不适合

到非常适合。

3 结果与分析
相关分析如下所示（表 1）。除去积极自我呈现和

社会支持无显著相关，积极自我呈现与真实自我呈现呈

显著负相关外，其余变量两两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

图 1 真实自我呈现对自我认同影响路径图

由于在相关分析中，积极自我呈现并未表现出于社

会支持存在显著相关，故不符合进行中介分析的条件。

所以只对真实自我呈现与自我认同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同时探讨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是否存在。回归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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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真实自我呈现显著预测社会支持（β=0.28，

P＜ 0.01），不能直接预测自我认同（P＞ 0.05），社

会支持显著预测自我认同（β=0.55，P＜ 0.01），真实

自我呈现对自我认同的中介效应量的 Bootstrap置信区

间不含 0，所以社会支持在社交网站真实自我呈现与自

我认同之间的存在显著的完全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值为

0.11，中介效应 78.04％（表 3）[5]。

4 讨论
尽管前人的研究中，有结果显示，积极自我呈现能

增强个体心理适应，但是这也可能是一种积极错觉导致

的结果，无法反映真实的自我认知情况。所以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对本研究未能分析出积极自我呈现策略与社会

支持之间的相关进行解释。

个体在社交平台上的真实且坦率的个人展示，往往

被认为是高自尊或者高自信的表现。本研究结果表明，

这种自尊和自信可以通过家人朋友的支持和帮助进一步

增强，对自我同一性的建构存在较高的积极意义。

本研究证实，两种呈现策略对自我认同的预测机制

不同。从相关分析和中介分析的结果看，在社交网站中

进行真诚坦率的自我呈现更有利于大学生的心理适应。

同时本研究对大学生同一性的建构有一定启示，即

利用社交网络中的自我表现，比如发朋友圈，发空间，

发微博等功能，无论是真实还是积极的自我呈现策略，

都可以对获得自我同一性起到积极作用，对大学生的心

理建设存在一定的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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