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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社交网络传播的知觉风险的研究 
◆刘大凯 

（扬州大学  江苏省扬州市  225100） 

 
摘要：社交网络依靠信息传播，信息的传递依赖于渠道，这也是一种信

息的呈现方式。作为日常生活中向人们告知风险信息的方式之一，信息

传递的渠道对于风险认知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
对中学生在社交网络的使用频率和在社交网络上主要浏览的内容进行了

调查。对社交网络上传播的信息所造成的影响以及中学生对社交网络传

播的信息的态度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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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交网络知觉风险的定义 
自 1971 年人类第一封电子邮件的诞生，社交网络一直在通

过不断的发展来满足人类这一群居生物的交流需求，如果电子邮
件只是满足了人们的社交需求中很小的一部分，那如今内容丰富
的社交网络可以说已经让人们的需求量满足了十倍甚至更多，除
了人与人之间接触的等社交行为之外，社交网络已经开始承担大
部分传统社交的作用，并逐渐涵盖以人类社交为核心的所有网络
服务形式。在人类历史上，大凡重要的技术革命都伴随着媒介革
命，人类活动的本质就是信息的活动。从社交网络的演进历史来
看，它的功能一直在不断丰富，并以此来满足人们在交流上的需
求。从电子邮件时代开始，今天的社交网络已经承担了人类大部
分的社交需求，它是一个推动网络世界向现实世界靠近的关键力
量。通过查阅相关资料，社交网络用户传播的知觉风险的研究起
始于大众媒介与风险感知的研究，一大批媒介传播的研究者在这
方方面的探索中，证明大众媒介在人们的风险感知方面具有一定
的作用。从已有的相关研究来看，大众媒介确实影响着人们的风
险感知，但只是众多影响因素之一。 

知觉风险最初由 Bauer（1960）从心理学中延伸出来，他认
为消费者在产品购买前可能无法预知购买是否正确。同理，我们
可以把这个概念引申到社交网络之中，即社交网络用户感知风险
的概念可以定义为用户在浏览网络时内容的不确定性和喜好内
容的准确性。社交网络用户需要在网上查找自己所需要的信息，
然而同一信息往往在不同的网站上会有不同的呈现方式，这就使
得用户在某些时候不能第一时间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内容。同时，
在搜索的过程中，有的网站会夹带其他信息，这些信息往往以自
动跳转或者弹窗的方式出现，且大多数情况下与搜索的内容无
关，让用户在浏览网站的过程中产生极大的困扰。同时，在不知
道对方真实身份的情况下，用户在网络上的社交活动往往也面临
着潜在的风险，即对方的言论是否适当，是否对自己有欺骗行为，
感知风险是社交网络用户的主观风险。社交网络用户能够知觉到
的这种不确定性或者不利且有害的结果就是知觉风险。 

社交网络拥有者庞大的用户集群，用户与用户之间往往只通
过网络进行交流，大部分人没有在现实中对彼此有过了解，所以
我们并不知道对方的真实的身份、姓名甚至性别，由于网络的这
一不确定性，也产生了诸多的风险。典型的表现形式有信任风险、
社交风险、道德风险、安全风险、交流风险、心理风险、责任风
险、欺诈风险、财务风险等。 

媒介风险感知研究的第一个理论起点是 Bandura（1983）的
社会学习理论。该理论提出：人们不仅从行为中学习，而且从观
察中学习。这意味着我们从自身所有的直接经历和间接经历中学
会了如何认识世界。套用这个理论研究社交网络，我们发现
Bandura 认为社交网络中提供的信息扭曲了我们的世界观，使我
们产生了不切实际的恐惧感，因为社交网络中有着很多的暴力内
容。另一个重要的理论是 Tyler（1980）提出的“非个人影响理
论”。这个理论指出，媒介对风险感知的影响是由感知到的风险
类型决定的，即是个人层面的风险还是社会层面的风险。媒介让
人们感觉到社会风险比他们之前所认为的要更大一些，但不会对
人们感知自身风险有多大影响。通过社交网络的角度来看，社交
网络中的信息不可能改变人们对自己风险的信念，但却能影响他
人对风险的感知。 

还有这样一个理论，它不但对媒介风险感知给予了强有力的
支持，还启发了不少学者沿着这个方向进行了许多有趣的研究，
这就是 Kasperson（1988）及其同事提出的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
这个理论的主要原则是，某个风险的后果是由不同的放大站决定
的。放大站可以是传播和扩散风险信息的个人或群体，通过涟漪
效应被不同的社会机制形塑，从而影响整个社会。通过社交网络
来看，社交网络的用户在风险感知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既
是风险信息的传播者，同时也是接受者。但有的学者反对这一观
点，认为该框架过于宏观，着重于描绘风险传播和扩散的过程，
甚至有批评说风险放大模型的检验都没有结果，也没有令人信服
的研究告诉我们风险信息和风险感知之间的具体连接机制。尽管
有人质疑，但该理论的拥护者们还是在经验研究方面取得了成
果。 

社交网络主要通过人际关系，相互联系起来的一个社交场
所。从狭义上讲，它是一个网络平台，用户通过社交网站可以像
在现实中一样，进行沟通交流、信息分享，其形式包括电脑传播
与手机传播。社交网络的发展虽然给人们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但
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人们对社交网络逐渐产生的依赖。 

个人对于社交网络的依赖程度越高，受到的影响就会越大。
人们在社交网络中会对特别提供的信息有更高的关注力，甚至会
对某些信息及其传递的渠道产生特定的情感，并对他们所接收到
的信息做出相应的反应。喜欢同一类型信息的人往往会结成某种
团体，并对这些信息持相反态度的人产生抵触情绪。例如依赖社
交网络的“重度患者”往往比其他人更对社会有不良看法。 

二、社交网络知觉风险的调查方法 
 
 

 
接受问卷调查者的年龄范围 

 
 
 
 
 

接受问卷调查者的性别 
 
 
 
 
 
 

 
接受问卷调查者的受教育程度 

 
 
 
 
 
 

 
平时是否有上网的习惯 

 
 
 
 
 
 
 

上网的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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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网的主要内容 
 
 
 
 
 
 

 
是否会受到不良信息的影响 

 
 
 
 
 
 

 
常用的社交软件 

 
 
 
 
 
 

 
是否会相信网上的绯闻、谣言等内容 

从调查结果中得知，中学生主要的社交网络包括微信、腾讯
QQ、微博、百度贴吧等，在网上主要做的事情以玩游戏、聊天
和看电影为主。其中的用户可以分为三大类，即消费、参与互动
以及生产。消费指浏览，如浏览微信朋友圈与微博等，参与互动

是对其浏览的内容进行点赞、评论或转发，生产则是用户发布自
己的内容，用户们生产和创造的内容多种多样，主要包括文字、
图片、视频等形式。 

三、中学生社交网络知觉风险的调查结果 
中学生在接收信息的时候，由于其社会认知和受教育程度的

不同，因此对同样的信息会有不同的解读，同时这些信息往往缺
乏真实性和完整性，导致了非理性情绪的异化感染。社会事件留
给人们思考空间很小,信息的传播速度更是缩短了人们分析和判
断的时间,尤其是当大量不确定信息以主题式、反复攻击等方式
出现,就极易产生从众行为，人们关注、参与此类事件处理本身
就是理性化与情绪化共存的过程,面对大量不确定信息时,往往非
理性情绪占据上风,影响参与集聚人员的态度和行为选择。情绪
是网络社交中的重要角色,网民间自发的、无意识的群际情绪传
染是推动网络舆论形成的重要导火索。群际情绪是当个体认同某
一社会群体，群体成为自我的一部分时,个体对内、外群体的情
绪体验。它借用社会认同，采用集体自我的概念作为其理论源点,
群际情绪取决于群体认同水平,它会感染、弥散于整个群体,并激
发和调节群内、群际的个体态度与行为。 

四、结语 
在社交网络中，存在着大量良莠不齐的信息，而人们很容易

受到此类信息的影响，尤其是中学生，由于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
原因，他们对所接受到的信息缺乏判断力，因此，中学生在使用
社交网络的时候需要正确的引导，教会中学生如何对社交网络上
的信息进行解读和判断，免受非理性情绪的影响，使不良信息的
影响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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