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Psychology 心理学进展, 2024, 14(12), 324-331 
Published Online December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24.1412889   

文章引用: 张盛威(2024). 自媒体“泛娱乐化”趋势的社会心理成因分析与应对之道. 心理学进展, 14(12), 324-331.  
DOI: 10.12677/ap.2024.1412889 

 
 

自媒体“泛娱乐化”趋势的社会心理成因分析

与应对之道 

张盛威 

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2024年10月21日；录用日期：2024年12月9日；发布日期：2024年12月23日 

 
 

 
摘  要 

自媒体的“泛娱乐化”趋势在内容的设计与形式的传播上已经偏离了常规的轨道，无限放大了网络媒体

的娱乐化、功利化功能，逐步消解着社会心态的稳定性，形成了社会焦虑突增与社会责任感突减等客观

问题。积极应对这一趋势，要正确认识和合理把握自媒体“泛娱乐化”趋势背后的社会心理成因及其对

个体与群体的影响，从内容生成、内容消费、内容传播、内容创新等领域持续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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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end of “pan-entertainment” in the self-media has deviated from the conventional track in 
terms of content design and form of dissemination, infinitely enlarging the entertainment and util-
itarian function of the network media, gradually destabilizing the social mentality, and creating ob-
jective problems such as a sudden increase in social anxiety and a sudden decrease in the sens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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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order to actively address this trend, it is necessary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and reasonably grasp the socio-psychological causes behind the phenomenon of “pan-entertain-
ment” in the self-media, as well as its impact on individuals and groups, and to make continuous 
efforts in content generation, content consumption, content dissemination, and content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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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网络“快餐文化”的进阶式发展，自媒体正以一种颠覆式、冲击式的态势进入网民的视线，并

高度迎合了网民的信息猎奇、时间消遣、寻求刺激等心理，呈现出“泛娱乐化”的趋势。自媒体的“泛娱

乐化”是指网络空间内自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的载体在传播的过程中，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

面内容进行过度夸张化、低俗化、虚假化的无序包装，通过弱化媒体舆论引导、网络育人、信息服务的

正面功能，无限放大网络媒体的娱乐化、功利化功能，从而赚取流量并实现盈利的一种趋势(向长艳，2020)。
自媒体的“泛娱乐化”在内容的设计与形式的传播上已经偏离了常规的轨道，对社会心理稳定造成了极

大冲击，是新时代心理健康社会化支持体系建设的实践中不可忽视的一大现状。 
研究自媒体“泛娱乐化”趋势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这一趋势过度追求眼球效应，导致平台内容生

产的同质化倾向，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深入探究其成因和影响，有助于制定有效措施，引导自

媒体行业健康发展，推动自媒体内容创新，建立健全的行业自律机制，从而维护社会心态稳定，促进社

会文化繁荣，提升公众媒介素养，并推动自媒体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2. 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研究自媒体“泛娱乐化”趋势的理论基础 

2.1. 需求层次理论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重要理论之一，它提供了一个理解人类行为动机的框架。

这一理论描述了人类动机的发展顺序，通常被描绘成一个金字塔结构，从底层到顶层分别是生理需求、

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马斯洛，2022)。在自媒体“泛娱乐化”趋势中，该理论

的应用更为深入。人们不仅会在满足基本的生理需求后诉诸网络追求娱乐和社交，而且在自媒体平台上

寻求自我实现的需求也得到了满足。例如，用户通过创作内容、互动评论和获得点赞来满足自我表达和

尊重的需求，这些都是“泛娱乐化”内容能够迅速流行的心理基础。 

2.2. 群体动力理论 

社会心理学中的群体动力理论是研究群体内部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理论，它对于帮助人们

理解群体如何形成、发展、运作以及如何影响其中的个体成员具有重要意义(库尔特·勒温，2014)。群体

动力理论在自媒体“泛娱乐化”趋势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群体成员之间的互动不仅仅是信息交换，还

包括情感共鸣和集体认同的构建。自媒体平台上“泛娱乐化”的内容往往能够激发用户的共鸣，形成特

定的社区文化和群体认同，而这种群体效应又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了“泛娱乐化”内容的扩散和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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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认知失调理论 

认知失调理论在解释自媒体用户行为时尤为重要。该理论指出，当个人的行为与态度不一致时，便

会产生认知失调(利昂·费斯汀格，1999)。自媒体为了吸引流量，可能会制作低俗、夸张的内容，用户在

消费这些“泛娱乐化”的内容时，可能会感到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之间的不一致，产生认知失调。这种

失调可能导致用户调整自己的态度以减少不适，或者通过选择性关注和解释信息来维持内心的平衡，进

而影响其态度和行为。这种心理机制是自媒体“泛娱乐化”内容能够持续吸引用户的重要原因。 

2.4. 文化工业批判理论 

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为分析自媒体“泛娱乐化”趋势提供了批判性的视角。文化

工业批判理论认为，大众媒介生产的标准化、商品化的文化产品会导致文化同质化(寇瑶，2017)。自媒体

“泛娱乐化”趋势可以看作是文化工业在网络时代的一种表现，它通过提供浅层次、易消化的内容来迎

合大众口味，从而加剧了文化消费的单一性。也就是说，自媒体平台上的内容生产往往追求商业利益最

大化，导致了文化产品的标准化和同质化。这种趋势不仅削弱了文化的多样性和深度，还可能导致公众

批判性思维的退化。 

3. 自媒体“泛娱乐化”趋势的社会心理成因分析 

3.1. 媒介环境变迁 

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自媒体平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它们为个体提供了更为广泛的话语权

和表达空间。这一变化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信息来源和渠道，也深刻影响了信息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媒介

是“人体的延伸”，越来越是人的“心理的延伸”，因此对用户心理层面的价值观测与把握便成为了解用

户媒介行为及规律的关键入口(喻国明，方可人，2020)。自媒体的兴起，使得内容创作不再局限于专业的

媒体机构，普通个体也能参与到内容的制作和传播中来。媒介的环境变迁一方面促进了信息传递的多元

化和民主化，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心理问题。 
自媒体内容的过度竞争和同质化是一个显著问题。由于平台众多，创作者数量庞大，为了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许多自媒体创作者不得不追求内容的娱乐化和刺激化。这种现象导致了内容的品

质参差不齐，一些低俗、虚假、甚至有害的信息也趁机泛滥。这些内容往往以猎奇、煽情、夸张等手法吸

引眼球，容易引发用户的负面情绪，如焦虑、恐慌、愤怒等(尹瑞雪，2024)。 
为了提高用户体验和平台粘性，大多数自媒体平台对用户进行个性化内容推荐，这一方法无疑易于

造成信息茧房效应，即用户长期接触到的都是与自己观点和兴趣相似的信息，从而导致视野狭窄和认知

偏差(严三九，李星雨，2022)。广告和流量变现成为许多自媒体创作者的主要收入来源，这导致他们在内

容创作时更加注重点击率和用户粘性，而非内容的深度和质量。这种以商业利益为导向的内容生产模式，

不仅损害了信息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也容易导致用户的信息过载和选择困难。 

3.2. 受众心理需求 

在当今快节奏、高压力的现代社会中，人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心理压力。工作、生活、社交等多方

面的压力使得人们对于轻松、娱乐的社会心理需求越来越强烈(豆勇超，2023)。自媒体平台上的“泛娱乐

化”内容正好满足了这一需求。它们通常轻松幽默、易于消费，能够带给用户短暂的快乐和放松，成为

人们缓解压力、寻求心理慰藉的重要途径。 
人们对于新鲜事物和刺激感的需求也是推动自媒体内容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信息爆炸的时代，用户

对于内容的新鲜度和独特性有着更高的期待(张勇军，黄雅芸，2023)。自媒体创作者为了吸引和保持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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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注，不得不不断创新，推出新颖独特的内容。这种对新鲜感和刺激感的追求，不仅推动了自媒体内

容的多样化，也使得一些过于追求眼球效应的内容得以流行。 
然而，这种过度追求娱乐化和刺激化的内容消费模式，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一方面，用户可能

会由于过度消费这类内容而产生依赖，导致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和深度思考能力下降(Jagadeeswari et 
al., 2024)。另一方面，这种内容消费模式也可能导致用户的注意力分散，难以集中精力进行长时间地学习

和工作。如何协调内容的娱乐性和营养价值，是自媒体创作者和平台管理者需要深思的问题。 

3.3. 商业利益驱动 

自媒体平台的盈利模式主要依赖于广告和流量变现。广告商通常愿意在点击率和用户参与度高的平

台上投放广告，因其能带来更高的曝光率和潜在的销售转化。由此，自媒体创作者和平台为了获得更多

的广告收入和用户流量，不得不追求更高的点击率和转发量(孙晶，2024)。这种商业利益的驱动，使得自

媒体内容的生产和传播越来越倾向于“泛娱乐化”。 
在这种商业模式的推动下，自媒体创作者往往会采用一些吸引眼球的手法，如夸张的标题、猎奇的

图片、搞笑的视频等，以吸引用户的点击和分享。这些手法虽然能够短期内提升内容的点击率和传播度，

但长期来看，也会降低内容的品质，甚至引发一些不良的社会影响(王传领，2022)。此外，自媒体平台的

算法推荐机制也会加剧这种现象。平台为了提高用户粘性和使用时长，会倾向于推荐那些能够吸引用户

点击和观看的内容。这种算法导向，使得那些“泛娱乐化”的内容更容易被推荐给用户，从而获得更高

的曝光和流量。 
过度追求商业利益和点击率的做法使得用户难以从中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和知识，也可能导致用户对

于自媒体内容的信任度下降(朱芷瑶，2024)，影响自媒体行业的健康发展。因此，自媒体创作者和平台管

理者需要在追求商业利益和内容品质之间找到平衡。 

3.4. 文化价值观渗透 

随着全球化和网络文化的深入发展，西方文化价值观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日益显著。西方文化中强调

个人主义、自由表达和娱乐至上的价值观，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和社会心理模式有所不同。这种文

化差异和社会心理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自媒体内容的生产和消费模式，进而对自媒体“泛娱乐化”

趋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方文化中强调个人主义和自由表达的价值观，也为自媒体创作者提供了更多的表达空间和机会，

促使他们创作出更加多元化和个性化的内容(何茜，2018)。然而，这种自由表达的氛围，也为自媒体行业

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中西方文化之间存在差异，我们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应当在尊

重和保护本国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西方文化的优点，推动自媒体行业的健康发展。 

4. 自媒体“泛娱乐化”趋势的个体影响和群体影响 

4.1. 对个体的影响 

首先，过度追求娱乐化和搞笑化的内容容易导致个体对于现实世界的认知和价值观的扭曲。自媒体

平台上的内容往往是为了吸引眼球而制作的，可能会夸大事实、传播不实信息或者采取极端的观点。长

期接触这样的内容，个体可能会对真实世界产生误解，甚至接受一些不健康的价值观。 
其次，长时间沉浸在自媒体的虚拟世界中，也可能导致个体的心理健康问题。个体转向自媒体和网

络空间去寻求娱乐和消遣，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感到空虚和无聊，“机不离手”的现象如今比比皆是，增

加了个体焦虑和抑郁的潜在风险(龚劲丹，龚吴蔚，2023)。此外，自媒体平台上的内容往往是碎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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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会影响个体的注意力和集中力。 
最后，自媒体“泛娱乐化”趋势使个体越来越倾向在网络空间进行交互和寻求共鸣，导致现实社交

能力下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玩梗”的现象。“玩梗”指的是在网络社交中，通过引用流行的网络段

子、搞笑图片或视频来与他人交流。这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一种潮流，只有熟悉并能够灵活运用

这些梗，才能被认为是跟上潮流的一份子。例如，当某个热门电视剧或电影中出现了一个引人发笑的片

段，这个片段很快就会被网友制作成表情包或段子，在自媒体平台上广泛传播。不了解这个“热梗”的

人在与他人交流时可能会感到困惑，甚至被排除在话题之外。这种现象虽然增加了网络社交的趣味性，

但也导致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交能力受到影响。过度依赖网络“热梗”进行交流，使得人们在面对面

的沟通中缺乏深度和真诚，甚至出现交流障碍。 

4.2. 对群体的影响 

首先，自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其内容的过度娱乐化容易导致社会价值观的传播失衡。自

媒体平台上的内容往往更注重娱乐性和吸引力，而忽视了信息的真实性和深度。这可能导致一些不健康

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得到传播和推广，从而影响社会的健康发展。 
其次，自媒体“泛娱乐化”趋势也可能导致公共议题的关注度下降，用户往往更倾向于关注轻松愉

快的内容，而忽视了社会问题和公共事务。在“泛娱乐化”内容的挤压下，公共议题在媒体和公众视野

中的比重逐渐减少，长期的“泛娱乐化”内容消费可能导致公众对社会问题的敏感度降低，对公共事务

的兴趣和参与度产生不利影响(Qu & Saffer, 2023)。“泛娱乐化”的内容往往不鼓励深层次的思考和分析，

削弱社会成员的批判性思维，使得公众对于社会现象和政策的批判能力下降。 
最后，自媒体“泛娱乐化”趋势也可能影响社会的文化创新能力。文化创新需要深度思考和独立见

解，而过度追求娱乐化和搞笑化的内容，可能导致创新和深度思考的能力下降。“泛娱乐化”的内容忽

视了对文化深度和多样性的探索和表达，导致文化内容的同质化和低俗化。此外，自媒体“泛娱乐化”

趋势加剧了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导致本土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边缘化(杨军敏等，2014)。 

5. 自媒体“泛娱乐化”趋势的应对之道 

5.1. 提升创作品质，完善自律机制 

在自媒体内容生成领域，创作者们通过提升内容质量、建立自律机制和不断学习进步，不仅能够有

效提升自身的专业形象和影响力，还能为整个行业注入正能量。针对自媒体“泛娱乐化”趋势的这一应

对之道，对于塑造积极网络环境、传播正确价值观具有重要作用。 
第一，自媒体创作者应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注重内容的深度和质量，而不是仅仅追求点击率和流

量。这包括对事实的准确报道、深入地分析、以及有见地地评论。创作者应致力于提供有价值、有教育

意义的内容，而不仅仅是追求短暂的注意力。创作者和平台应承担起社会责任，确保内容不传播错误信

息，不宣扬不健康的价值观，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公正性。 
第二，建立行业标准和自律机制，鼓励和奖励那些具有社会责任感和道德底线的内容生产者。平台

不妨探索设立奖项、提供资金支持、增加曝光机会等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同时，自媒体行业内部也应

不断凝聚共识，对违反道德底线和社会责任的行为进行谴责和惩罚。 
第三，自媒体创作者应不断学习和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关注社会热点和用户需求，提供有针对性

的内容，并确保内容的专业性和吸引力。平台应加强对自媒体创作者的管理和培训，提高他们的社会责

任感和道德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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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引导理性消费，培育媒介素养 

在自媒体内容消费领域，引导理性消费和培育媒介素养已成为应对信息泛滥和提升公众信息辨识能

力的关键途径。这一举措能够帮助公众辨别信息真伪、追求有价值的内容、促进健康信息消费习惯的养

成，构建更加理性和成熟的网络传播环境，从而塑造积极网络文化、提高国民素质，有效应对自媒体“泛

娱乐化”趋势。 
首先，通过教育和宣传，提高公众的媒介素养，使人们能够辨别信息的真伪和价值。在学校、社区

和工作场所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教授公众如何批判性地分析媒体信息，如何识别潜在的偏见和误导，以

及如何寻找可靠的信息来源。鼓励用户主动选择和消费有价值、有深度、有品质的内容，而不是仅仅追

求娱乐和刺激。 
其次，建立用户反馈机制，让用户参与到内容质量的监督和评价中来。平台可以完善监督举报功能，

让用户可以更高效无忧地反映自媒体违规内容，同时也可以通过考查评论与点赞分享数据等方式，了解

用户对相关内容的看法和态度。这些反馈可以帮助平台更好地了解用户需求，调整内容策略，提升内容

质量。同时，也可以鼓励公众参与话题讨论，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和独立判断能力。 
最后，平台应尝试加强对用户的引导和教育。通过弹窗提示、信息推送等方式，提醒用户注意信息

质量和来源。此外，平台也可以设置每日阅读或观看时间限制，鼓励用户合理安排时间，避免过度沉迷

于“泛娱乐化”内容。 

5.3. 加强平台监管，规范内容传播 

在自媒体内容传播领域，加强平台监管和规范内容传播是确保网络环境健康、消解自媒体“泛娱乐

化”趋势的重要一环。政府和相关部门的严格监管、平台对于算法推荐机制和内容审核机制的优化、创

作者之间沟通合作的加强，既能有效过滤和清除违规内容、保护用户权益，还能提升整个行业的水平、

营造积极向上的网络空间。 
其一，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加强对自媒体平台的监管，确保内容的生产和传播符合法律法规和社会道

德。通过税收优惠、资金支持等方式，鼓励自媒体平台生产和传播积极健康的内容。制定明确的自媒体

管理规定，对违规行为进行处罚，定期进行审查，确保其运营合规。 
其二，平台应优化算法推荐机制，鼓励和推荐那些有价值、有深度、有品质的内容。这一算法推荐

机制不仅要考虑用户的兴趣和偏好，还要考虑内容的质量和影响力。通过算法优化，减少对低质量、过

度娱乐化内容的推荐。平台还可以通过人工编辑和机器学习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推荐内容的准确性和多

样性。 
其三，建立健全的内容审核机制，及时清理和处理违规内容，保护用户的合法权益。平台应建立专

业的审核团队，对发布的内容进行实时监控，确保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利用技术手段，如人工智

能、大数据分析等，辅助内容审核工作(周明洁等，2020)，提高审核效率和准确性。加强与创作者的沟通

和合作，共同维护良好的网络环境。定期举办创作者培训，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和职业道德。 

5.4. 鼓励内容创新，兼顾社会价值 

在自媒体内容创新领域，积极鼓励创作者探索多样化表达方式、支持具有社会价值的项目、建立行

业交流和合作平台等措施，对于推动行业健康发展、提升社会文化水平具有重要作用。为有效应对自媒

体“泛娱乐化”趋势，要立足社会主流价值导向激发创作者的创新能力、满足用户多元化需求。 
一方面，鼓励自媒体创作者进行内容创新，探索多样化的表达方式和内容形式。创作者应立足社会

主流价值导向，不断尝试新的内容题材、叙事结构和传播方式，以吸引和满足不同用户群体的需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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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应当支持和奖励具有社会价值和创新精神的自媒体项目，对在内容创新、社会贡献等方面表现突出的

自媒体项目和创作者进行鼓励和表彰，激励更多的创作者投入到高质量内容的创作和主流价值文化的宣

传中去。 
另一方面，建立行业交流和合作平台，促进自媒体行业的健康发展。定期举办行业研讨会、交流会、

培训课程等活动，为自媒体从业者提供学习和交流的机会。尝试建立行业联盟或协会，适时修订行业标

准和规范，推动行业自律和健康发展。平台应加强对自媒体创作者的支持和培养，提供技术、资金、流

量等多方面的资源，帮助他们提升内容质量和创新能力。平台可以设立专门的创新基金，支持创作者进

行内容研发和实验；也可以提供数据分析、用户反馈等信息，帮助创作者更好地了解用户需求和市场趋

势；还可以与教育机构、研究机构等合作，开展自媒体相关的教育和研究活动，培养更多的专业人才，

推动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6. 结论 

研究发现，自媒体“泛娱乐化”趋势的形成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媒介环境的变迁、

受众心理需求、商业利益驱动和文化价值观的渗透。这一趋势对个体心理健康、社交能力和认知模式产

生了负面影响，同时也对社会文化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感建构造成了损害。 
为了应对这一趋势，需要从多个层面发力。首先，自媒体创作者和平台应提高内容品质，注重社会

责任和道德底线，通过提供有价值、有教育意义的内容，满足用户需求。其次，用户自身也需提高媒介

素养，理性消费自媒体内容，主动选择和接触高质量信息。此外，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加强对自媒体平台

的监管，确保内容生产和传播的合规性。最后，推动自媒体行业的健康发展，注重内容创新和社会价值，

通过建立行业交流和合作平台，促进从业者之间的学习和交流。 
综上所述，自媒体“泛娱乐化”趋势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以实现自媒

体行业的健康发展和信息环境的优化，维持社会心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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