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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型社交媒介的使用，深刻影响着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利用问卷调查法，了解大学生新型社

交媒介的使用现状，并从人际沟通能力、人际亲密度、人际信任度、情感满足度四个维度，研究新型社交媒介对大

学生人际交往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分析新型社交媒介对大学生人际交往的积极影响，并针对大学生人际交往

现状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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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流与沟通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英国学者汤
姆·斯丹迪奇在《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介２０００
年》中曾指出：“从罗马时期的莎草纸信件到今日的
互联网，社交媒介的媒介形态一直是人类社会系统
得以正常运转的重要基石。”［１］社交媒介形态的变
迁，反映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同时，通过媒介化的方
式，形塑着人类社会的交流方式。随着科学技术的
迅速发展，人们的交流方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人类进入移动传播的“媒介化时代”［２］。社交媒介由
最早的打电话、发短信，发展到通过微信、ＱＱ等发
消息、视频通话等，新型社交媒介已成为今日社会的
“在世存有”［３］，并以其开放性、社交性、便携性等优势
迅速成为大学生群体分享经验和观点的重要媒介。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ＣＮＮＩＣ）发布的第４７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我国网民规模达９．８９亿人，较２０２０
年３月新增８　８８５万人，其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
为９９．７％［４］。早在２０１９年由该中心发布的统计
报告就指出，中国网民使用最多的上网渠道是手
机，用手机上网的网民占９９．１％［５］。媒介化时代，

以手机终端为基础的新型社交媒介愈发突显其影
响力。２０１８年凯度发布的《中国社交媒介影响报
告》显示，中国消费者认为社交媒介给他们的生活
带来了更积极的影响，积极影响指数从２０１７年的

７９．８上升到了８０．６［６］。微博、微信、知乎、豆瓣等
新型社交媒介正在改变着中国人的沟通方式及思
维习惯［７］，并不断深入日常生活场景。

一、研究方法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在我国网民群体中，学生
最多，占比为２１．０％。其中以“９５后”“００后”为主
体的大学生群体是新型社交媒介的核心用户，他们
对社交媒介的选择和使用方式，一定程度上折射出
我国互联网社交媒介的发展态势，也是预测未来社
交媒介发展方向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本文以大
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大学生
新型社交媒介的使用情况以及社交媒介对人际交
往产生的影响。

问卷设计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个人基本信息，
包括受访者的性别、专业、年级等；二是大学生新型
社交媒介使用情况，主要包括社交媒介的使用时间
和频率、使用途径、使用工具以及使用目的等；三是
新型社交媒介对人际交往的影响。综合以往的研
究结果和本次调查的前期准备，本文将人际交往影
响的调查研究分为４个维度：人际沟通能力、人际
亲密度、人际信任度和情感满足度，每个维度由５
道题目组成，共２０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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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数据及结果分析

（一）问卷情况与基本信息数据描述
本次调查面向江苏省内的高校大学生共发放

问卷６００份，回收有效问卷５７１份，问卷有效率

９５．２％。受访者基本信息如下：男生２５７人，女生

３１４人；文科学生１９６人，理科学生２１４人，艺术类
学生１６１；大一学生１５０人，大二学生１０８人，大三
学生２０５人，大四学生１０８人。
（二）社交媒介使用情况

统计结果显示：７８．５％的大学生几乎每天都使
用社交媒介，仅有１．６％的学生几乎不使用任何社交
媒介；大学生使用社交媒介的时间为２．９５小时／天；

最常使用的社交媒介分别为微信、ＱＱ、微博、抖
音、知乎和百度贴吧（图１）。

图１　大学生社交媒介使用情况

在使用目的统计中，大学生使用社交媒介的前
三个目的分别是：娱乐休闲、加强与亲朋好友之间
的联系、丰富自己的知识（图２）。

图２　大学生社交媒介使用目的

（三）社交媒介使用对大学生人际交往的影响分析
通过对问卷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后发现，新型社

交媒介的使用对大学生人际交往中的人际沟通能
力、人际亲密度、人际信任度、情感满足度４个维度
产生影响。

１．人际沟通能力。在本次调查中，６７．３％的学
生认为，相较于现实生活，他们在社交媒介上与他
人的沟通能力更强，表达更加积极主动；其中

４４．１％的学生认为，在社交媒介上，他们更能主动
地发起话题与他人交流；即使碰上与自己无关的话
题，５０％的学生也认为自己能够主动地进行询问或
主动参与话题谈论；与人沟通陷入困境时，６６．７％
的大学生会采用表情包的方式缓解尴尬，这可能是
因为表情包本身丰富有趣，能使对话变得更加有
趣，沟通也能继续下去。总体上看，大学生在社交
媒介上与人交流时主动性更强，更容易与他人进行
沟通。同时，有３７．６％的大学生不认为自己在网上

交流很活跃、现实交流很拘谨。由此可见，大学生在
使用社交媒介时更愿意表现自我，这对提升其现实
生活中的人际沟通能力有一定积极作用（图３）。

图３　社交媒介对大学生人际沟通能力的影响

２．人际亲密度。５７．８％的大学生认为，相较于
现实生活，他们在社交媒介上更容易与他人建立亲
密的关系。其中近一半的大学生愿意在社交媒介
上展示自己的真实想法，展现更真实的自己，他们
认为在社交媒介更容易找到自己愿意交流的群体。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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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３％的学生更愿意通过社交媒介与他人建立亲
密关系，并且认为这有助于拉近与他人的距离。可
见，社交媒介已经成为大学生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
的重要辅助工具。但经常使用社交媒介并没有让
大学生忽视现实生活中的面对面交流。这在一定
程度上表明：大学生对社交媒介的使用，增加了与
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的机会；社交媒介成为面对面沟
通交流的有益补充，对大学生人际交往起到了积极
的推动作用（图４）。

图４　社交媒介对大学生人际沟通亲密度影响

３．人际信任度。社交媒介上的信息纷繁复杂，

很容易受到虚假信息的干扰，而虚假信息的传播，

不利于人际信任的建立。调查显示：４４％的大学生
表示在社交媒介上更愿意与认识的人交流，这可能
是因为他们对认识的人了解程度更高，相比陌生人
而言更少出现虚假信息；４５．７％的大学生表示愿意
在社交媒介上展示自己真实的形象；但同时也有

５４．５％的学生表示，因为在乎自身形象，会注意社
交网络上的行为。总体上来看，大学生群体在通过
新型社交媒介与人交流时，会考虑他人对自己的看
法和意见，极少毫无保留地在社交媒介上展现自
己。此外，５０．８％的大学生会非常在意社交媒介中
的虚假信息，有３３．６％的大学生表示如果在社交
媒介上人际交往会对他人产生不信任感，也会使他
们在现实的人际交往中产生不信任感（图５）。

４．情感满足度。根据埃里克森的心理发展阶段
理论，大学生正处在“亲密对孤独”阶段。这一阶段，

大学生有着与异性建立亲密关系的渴望和需求，同
时渴望 得 到 他 人 的 关 注 和 认 可。调 查 发 现：

４８．７％的大学生在使用社交媒介时更愿意与异性进
行交流；５８．７％的大学生在社交媒介上发布信息时
会在意他人的关注。这表明，社交媒介有利于满足
大学生与异性交流的需要，同时也是他们寻求他人
关注的重要媒介。３９．２％的大学生认为，与现实交

图５　社交媒介对大学生人际沟通信任度影响

流相比，社交媒介更能够满足其情感需求，其中习惯
的需要、求知的好奇心以及个性展现的需求，占据了
大学生社交网络情感满足的前三位。同时，大学生
在利用社交媒介表达自我情绪和满足自我情感需要
时，表情包是不可或缺的辅助工具。７６％的大学生
表示自己在社交媒介上与人沟通时，总是采用表情
包来表达情绪，这可能是因为仅仅使用文字不能够
完全表达情绪和情感，而表情包丰富、短小、有趣，更
能直观地表达情绪，在让对方充分理解自己情绪时，
也能够增强对话的有趣性，使沟通更加愉快。这表
明，大学生在社交媒介上希望有更好的情绪表达，从
而提高人际交往的情感满足度（图６）。

图６　社交媒介对大学生人际沟通情感满足影响分析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１．熟人圈的建立为大学生人际交往提供了新
渠道。新型社交媒介的使用为大学生的人际交往
模式带来了新的转变，他们会主动利用社交媒介与
他人进行沟通交流，特别是与熟悉人群的沟通，提
高自身的人际沟通能力；同时拉近了与他人之间的
关系，为其人际交往提供了新的渠道和平台。人际
传播研究专家 Ｗａｌｔｈｅｒ提出的网络人际交往“超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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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传播模式”在新型社交媒介人际交往中同样适
用，即双方都有充足的时间来编写最合意的讯息，

又不会破坏会话的进程，所以印象形成不会受
阻［８］。互动的双方会使用自己偏好的方式来构建

展示信息，提升信息传受的吸引力。通过圈子内的
沟通和互动，亲密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熟人间
的强关系变得更强。以微信为例，熟人圈的建立使
家庭、朋友、师长关系得到强化，如微信家人群的建
立、群里发红包等活动以及通过朋友圈对个人生活
的展示，能够促进亲友间彼此了解生活状况和兴趣
爱好。

２．虚拟社交依赖症正逐渐被大学生虚拟与现
实交融的人际交往方式“治愈”。信任是人际交往
的重要基础，大学生希望网络平台和现实社会的人
际交往都是真实可信的，这两类空间都受到同等重
视。新媒体社交平台与现实生活对大学生人际交
往而言，只是形式或媒介的不同，没有虚实之分。

此前学界的相关研究流露出对社交媒介“虚拟社交
依赖症”和“社交恐惧”的担心，认为过多地使用社
交媒介会对人际交往造成负面影响。例如：张琰等
人的研究表明，社交媒介的使用削弱了现实人际交
往的能力，增加了大学生的孤独感［９］；唐雪松的研

究也表明网络的使用会造成人际关系的疏远［１０］。

但本次调查发现，依赖网络的社交媒介交流所导致
的现实中人际沟通能力变差、不愿与人进行面对面
交流的情况正在好转。调查结果显示：３７．６％的学
生并不认为自己在网上交流很活跃、现实交流很拘
谨；４２．７％的学生认为经常使用社交媒介不会使他
们忽视现实生活中的面对面交流。

３．社交媒介的新方式新功能满足了大学生人
际交往的情感表达需求。新型社交媒介的全新表
达方式，如表情包的使用，也为大学生的人际交往
带来了新的活力，增加了与人沟通交流时的趣味
性，同时也满足了他们情感表达的需求，提高了人
际交往的情感满足度。以微信为例，“附近的人”
“摇一摇”等功能，可以帮助大学生“找”（“摇”）到趣
味相投的朋友。在现实生活中，部分大学生性格内
向，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而社交媒介为这些人
提供了表达的平台，帮助他们突破面对面人际交流
的障碍。在获得他人的积极回应及反馈后，一定程
度上也提高了大学生自我认同感，促进了人际关系

的构建［１１］。

（二）建议

１．合理安排社交媒介使用时间，提升人际交往
能力和自我认同感。调研中，大学生群体社交媒介
依赖现象较为普遍，在手机社交媒介上花费了大量
的时间。相对而言，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学习、运
动、社交、休息时间会被压缩。因此，在新媒体时
代，大学生应正确使用社交媒介，合理地安排时间，
以现实交往为目标，在学习之余参加学校各类活
动，在实践活动中找到自我价值，发现自己的兴趣
爱好，提升人际交往能力和自我认同感。

２．构建线上线下“朋友圈”，增强人际交往虚拟
与真实交融性。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交方式，新型社
交媒介虽然消解了时间和空间的束缚，但不能完全
取代现实中的人际交往。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提出
“一切媒介均是感官的延伸”。如果说传统媒体作
为“耳目的延伸”满足了人们获取信息和娱乐需求
的话，那么新媒体因为提供了人机互动的界面则满
足了感官的深层次体验———人性体验的需求。通
过社交圈的互动，人们的存在感、认同感得到了极
大的满足和释放。而这种互动的“虚拟面纱”一直
存在，人际交往中的“自我”与真实的“自我”是有区
别的，加之网络语言和符号的虚拟性，这就需要大
学生在线上和线下同时构建“朋友圈”，增强人际交
往的虚拟与现实的交融性。

３．加强网络法治建设，提高大学生媒介素养。
一方面，应加强网络法治建设，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使网络犯罪行为的治理有法可依；另一方面，还应
加强网络普法宣传，培育青年网络法治意识，维护
网络社会安全秩序，规范大学生交往行为，在校园
向学生宣传网络散播谣言、网络人肉搜索、网络暴
力等犯罪行为的严重性，使学生了解如何利用法律
武器保护权益。学校还应从提高学生媒介素养入
手，帮助他们正确认知社交媒介本质、辨别社交媒
介中信息的真伪，在如何在社交中合理表达等方面
加强引导与教育。同时，还可以通过丰富现实社交
活动的方式给学生提供与外界交流的机会。大学
生交往行为的养成，除交友、娱乐等自身内在需求
驱动外，外部环境传递的交往观念也对其交往行为
起到引导作用。因此，社会、学校、家庭应引导大
学生回归现实社会人际交往，实现线上交往与线
下交往的有机结合，将人际交往的技能、礼仪等
内容纳入教育范畴，注重对大学生健康交往观的
培育［１２］。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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