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Psychology 心理学进展, 2024, 14(7), 334-341 
Published Online July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24.147485  

文章引用: 黄坤凤(2024). 网络社交视角下高职生积极自我呈现对人际和谐的影响. 心理学进展, 14(7), 334-341.  
DOI: 10.12677/ap.2024.147485 

 
 

网络社交视角下高职生积极自我呈现对 
人际和谐的影响 
——积极反馈与乐商的链式中介作用 

黄坤凤 

喀什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新疆 喀什 
 
收稿日期：2024年5月31日；录用日期：2024年7月11日；发布日期：2024年7月18日 

 
 

 
摘  要 

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网络社交视角下高职生积极自我呈现对人际和谐的影响，并检验社交网站积极反

馈和乐商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方法：本研究采用社交网站积极自我呈现量表、社交网站积极反馈量表、

大学生人际关系问卷、大学生乐商问卷对1011名高职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1) 社交网站积极自我

呈现与人际和谐、社交网站积极反馈、乐商均呈显著正相关；社交网站积极反馈与乐商、人际和谐呈显

著正相关；乐商与人际和谐呈显著正相关；(2) 社交网站积极自我呈现对人际和谐有直接的预测作用，

而且能通过社交网站积极反馈的中介作用；通过乐商的中介作用；通过社交网站积极反馈和乐商的链式

中介作用这三条路径的间接作用影响高职生人际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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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positive self-presentation on interpersonal harmon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nline social net-
working, and to examine the mediating role of positive feedback and music quotient on social net-
working sites. Methods: A total of 1011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were surveyed using the Social 
Networking Positive Self-Presentation Scale, the Social Networking Positive Feedback Scale, the Col-
lege Student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Questionnaire, and the College Students’ Music Quotient 
Questionnaire, an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positive self-presentation of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interpersonal harmony, positive feedback o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and music quotient; positive feedback o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was signifi-
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music quotient and interpersonal harmony. There was a signifi-
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music quotient and interpersonal harmony. (2) The positive 
self-presentation of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has a direct predictive effect on interpersonal harmo-
ny, and can mediate positive feedback through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through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the music quotient; through the positive feedback of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and the chain 
mediation role of music quotient, the indirect effect of these three paths affects the interpersonal 
harmony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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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 2023 年度《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显示，截

至 2023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已经达到了 10.47 亿人，其中 16~25 岁的青少年网民占比高达 60%。随

着互联网的发展，社交网站和软件的使用人数也随之增长，鉴于社交网络平台的便捷性、神秘性、吸

引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在微信、QQ、抖音、微博等社交网站上发布动态，分享他们的行为活动、思想与

情感。这种社交网站自我呈现成为个体展现自我、与他人建立联系，寻求认同与理解的重要方式(Kim & 
Lee, 2011)。我国学者刘中起、风笑天提出了个体在社交网站上进行自我呈现与人际交往往往与现实生

活中个体的自我呈现与人际交往有密切联系，个体在虚拟网络世界的表现往往受到现实生活中价值观

念、表现形式的影响，同时个体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观念也受到虚拟网络世界的影响(刘中起，风笑天，

2002)。高职生刚步入青年期，社会化程度相较于之前有所提高，对于获得社会支持和人际和谐交往的

需求增大。其更加依赖使用便捷快速的社交网站来展示自我、与同伴互换信息、获取网络社会支持来

维持人际中的亲密关系或建立新的人际关系。但网络世界是虚拟的，青少年在网络上进行人际关系交

往要注意遵守网络文明公约，做到诚实友好交流，共筑清朗网络环境。良性友好的网络交流有益身心，

本研究将探讨社交网站积极自我呈现与高职生人际和谐的关系，以及社交网站积极反馈与乐商的作用。

社交网站自我呈现分为真实自我呈现和积极自我呈现，积极自我呈现是指个体倾向于展示自己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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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强调自身优势(Kim & Lee, 2011)。积极错觉理论指出，个体倾向于采用积极的自我评价方式，合

理化解释负面事件和信息，形成一种积极的自我认知图式，并进一步促进心理健康发展(陈必忠，郑雪，

2020)。国内外许多学者对积极自我呈现进行研究，表明社交网站自我呈现对个体自尊水平和主观幸福

感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Kim & Lee, 2011)，积极的自我呈现和表达也能够促进积极的人际关系(Park et 
al., 2011; 崔曦曦，2017)。但以往研究对象多是普通高校学生，以职校生为对象的研究非常稀少，因此

本研究将研究对象定为高职生，假设社交网站积极自我呈现可以显著正向预测高职生的人际和谐。一

方面，我们发现，社交网站积极反馈与社交网站积极自我呈现有着密切的联系(刘晨冉，2021)。有研究

表明，社交网站使用频率可以正向预测获得社交网站积极反馈的频率(周宗奎等，2017)，社交网站自我

呈现社交网站积极反馈有显著的正向作用(Patti et al., 2006)。社交网站积极反馈是对个体呈现内容、表

达的观点与情感的支持与认可，是将自己和他人进行友好联系的有效途径之一，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支

持形式。这种积极的反馈，进一步推动了人际关系的和谐，国内学者邢婧文等人研究表明外倾性个体

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自拍会收到较多的积极反馈，从而使得友谊质量也得到了提高(邢靖文等，2022)。于

君剑等人的研究也证实了在微信朋友圈中更多地进行好友互动(点赞、评论)有助于增强社交自信，从而

减少社交焦虑及人际困扰，收获和谐的人际关系(于君剑，赵立军，2020)。基于上述，本研究假设社交

网站积极自我呈现显著正向预测社交网站积极反馈。而社交网站积极反馈在社交网站自我呈现对人际

和谐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另一方面，社交网站积极自我呈现与人际和谐之间还有可能存在着中介变

量，如乐商。乐商是个体对自身及他人的情绪的感知、评价、调整并有效应用的能力，它既包括一个

人的基础乐观水平，也包括个体从所经历的消极事件中获取积极成分的能力，以及影响或感染他人的

能力(任俊等，2013)。由积极错觉理论可知，积极自我呈现给个体营造一种积极的氛围，有利于提高个

体生活中出现杜乡式微笑的频率、潜移默化中影响个体的乐观水平(陈必忠，郑雪，2020)。而高乐商水

平的个体寻求社会支持和社会交往的能力更强(任俊等，2013)。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假设：社交网站

积极自我呈现正向预测乐商而社交网站积极自我呈现可以通过提高个体的乐商水平进而促进人际和

谐。以往研究缺乏社交网站积极反馈与乐商的直接关系研究，乐商是指乐商或乐观智力，是指人乐观

的能力，它既包括一个人乐观水平的高低，也包括个体从所经历的消极事件中获取积极成分(或力量)
的能力，以及影响或感染他人的能力。乐商理论中提出了商包括个人先天的乐观阈限水平、品味

(Savoring)积极体验的能力、从消极事件中体验积极部分的能力以及影响或感染他人变乐观的能力，个

体进行点赞或者评论等积极反馈行为一方面表示反馈者拥有品味他人积极体验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表

示反馈者受到积极呈现者的感染而得到积极体验进而产生点赞或评论的行为，通过上述理论，我们可

以得出社交网站积极反馈与乐商水平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基于此，本研究假设社交网站积极反馈正

向预测乐商。 
基于以上，在以往相关研究和理论基础上，本研究构建了一个中介模型 ，探究社交网站积极自我呈

现与高职生人际和谐的关系，考察社交网站积极反馈、乐商两个变量在二者关系间的中介作用。以探究

社交网站积极自我呈现如何影响高职生人际和谐的问题。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选取江苏省常州市高职院校 1011 名有社交网站(微信、QQ、微博、抖音等)的学

生为被试，采用问卷星整理问卷并线上发放，问卷回收后整理得出有效问卷 903 份，问卷回收有效率为

89.31%。其中，男生 506 人(56.03%)，女生 397 人(4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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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工具 

2.2.1. 社交网站积极自我呈现量表 
社交网站中的自我呈现量表使用 Kim 和 Lee 2011 年编制的社交网站自我呈现量表(Kim & Lee, 

2011)，牛更枫等人于 2015 年进行翻译修订，问卷共有 10 道题目，包括积极自我呈现(6 道题)和真实自

我呈现(4 道题) 2 个维度。采用 5 点计分，1 表示完全不同意，5 表示完全同意。得分越高则个体的自我

呈现程度越高。本研究仅关注积极自我呈现部分，积极自我呈现分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49。 

2.2.2. 社交网站积极反馈量表 
本研究选用 Liu 和 Brown 2014 年编制的社交网站积极反馈量表(Liu & Brown, 2014)，共 5 道题，采

用 5 点计分，1 表示完全不同意，5 表示完全同意，得分越高则表示个体在社交网络中获得积极反馈的频

率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15。 

2.2.3. 乐商量表 
本研究采用任俊等人在 2014 年编制的大学生乐商问卷，共计 18 个项目，问卷采用 5 点计分，1 表

示完全不像我，5 表示完全像我，分数越高说明乐商水平越高(任俊，彭年强，2014)。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69。 

2.2.4. 人际和谐量表 
本研究采用申武丹于 2004 年编制的大学生人际关系问卷。该问卷由师生人际关系 、同学人际关系、

生活人际关系及虚拟人际关系四个维度对大学生的人际关系状况进行了评估，共有 33 个项目，采用 5 点

计分，1 表示从未，5 表示总是，分数越高说明个体人际交往越和谐(申武丹, 2007)。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

部一致性系数为 0.850。 

2.3. 程序和数据处理 

采用 SPSSS 27.0 和 Hayes 2012 年编制的 SPSS 宏程序 PROCESS 进行数据相关分析和模型检验。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本研究数据全部来自问卷收集结果由被试自我报告，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所以本研究采用

非记名方式以及设置部分反向计分题项来控制共同方法偏差(熊红星等，2012)。除此还采用 Harman 单因

子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表明，未经旋转得到 23 个特征大于 1 的因子，第一个因子所解释

的变异量为 23.44%，小于 40%。由此可以得知，共同方法偏差对本研究结果并未构成太大影响。 

3.2. 相关分析 

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variables 
表 1. 各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人际和谐 社交网站积极自我呈现 社交网站积极反馈 乐商 

人际和谐 1    

社交网站积极自我呈现 0.339** 1   

社交网站积极反馈 0.399** 0.275** 1  

乐商 0.580** 0.400** 0.427** 1 

注：*P < 0.05;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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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1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社交网站积极自我呈现与人际和谐、社交网站积极反馈、乐商呈显著

正相关；社交网站积极反馈与乐商、人际和谐呈显著正相关；乐商与人际和谐呈显著正相关。 

3.3. 社交网站中的积极自我呈现和人际和谐的关系：社交网站积极反馈与乐商的作用 

本研究使用 SPSS 的 PROCESS 插件进行链式中介效应分析(温忠麟，叶宝娟，2014)。分析时选择相

应链式中介模型的模型 6，将所有被试作为 Bootstrap 的总体，抽样次数为 5000 次。将社交网站积极自我

呈现作为自变量，人际和谐为因变量，社交网站积极反馈为第一中介变量，乐商作为第二中介变量，对

各变量的标准化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见表 2。数据结果显示：社交网站积极自我呈现正向预测人际和谐(β 
= 1.142, P < 0.01)正向预测积极反馈(β = 0.280, P < 0.01)和乐商(β = 0.651, P < 0.01)；社交网站积极反馈正

向预测乐商(β = 0.719, P < 0.01)；当社交网站积极反馈、乐商同时进入回归方程时，社交网站积极反馈与

乐商显著预测人际和谐，即社交网站积极反馈(β = 0.570, P < 0.01)正向预测人际和谐、乐商(β = 0.733, P < 
0.01)正向预测人际和谐。 
 
Table 2. Regression for variable analysis in the model 
表 2. 模型中变量分析的回归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 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t 

人际和谐 积极自我呈现 0.339 0.115 117.097 1.142 10.821** 

积极反馈 积极自我呈现 0.275 0.076 73.859 0.280 8.594** 

乐商 积极自我呈现 0.518 0.268 164.880 0.651 10.296** 

 积极反馈    0.719 11.547** 

人际和谐 

积极自我呈现 0.612 0.374 179.066 0.358 3.661** 

积极反馈    0.570 
 5.848** 

乐商    0.733 15.052** 

注：*P < 0.05; **P < 0.01。 
 
根据表 3 链式中介效应分析表及图 1 中介效应模型图表明：积极反馈与乐商的间接效应的 Bootstrap 

95%置信区间不含 0，表明社交网站积极反馈和乐商在社交网站积极自我呈现与人际和谐起到中介作用。

总中介效应为 0.784 占总效应(1.142)的 68.65%。中介效应通过三条路径对人际和谐产生影响：积极自我

呈现→积极反馈→人际和谐，即间接效应 1 效应值为 0.160，占总效应的 14.03%；积极自我呈现→乐商

→人际和谐，即间接效应 2 效应值为 0.478，占总效应的 41.92%；积极自我呈现→积极反馈→乐商→人

际和谐，即间接效应 3 效应值为 0.147，占总效应的 12.89%。 
 
Table 3. Analysis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online positive feedback and music quotient 
表 3. 线上积极反馈和乐商的中介效应分析 

效应 效应值 Boot 标准误 Boot CI 下限 Boot CI 上限 

直接效应 0.358 0.098 0.166 0.549 

间接效应 1 0.160 0.403 0.090 0.248 

间接效应 2 0.478 0.696 0.346 0.619 

间接效应 3 0.147 0.030 0.094 0.211 

总间接效应 0.784 0.087 0.614 0.966 

总效应 1.142 0.011 0.935 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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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A chain mediation model of the impact of positive self-presentation on in-
terpersonal harmony 
图 1. 积极自我呈现对人际和谐影响的链式中介模型 

4. 讨论 

4.1. 社交网站积极自我呈现与人际和谐的关系 

相关结果证明，社交网站积极自我呈现与人际和谐呈显著正相关，这表明个体在社交网站上发布动

态，进行积极自我呈现可以促进人际和谐，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于君剑，赵立军，2020)，个体在社交

网站上发布动态可以增进与其他人的交往与联系，建立亲密关系，进一步促进人际和谐；社交网站的便

利性使人们不必面对面就可以进行交流，帮助家人朋友及时了解个体的需求，获得及时的社会支持，促

进人际和谐。这更加具体地验证了社会渗透理论的观点：随着交往双方自我表露的增加，关系亲密度也

不断增加(Altman & Taylor, 1973)。 

4.2. 社交网站积极反馈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结果表明社交网站积极反馈显著正向预测高职生人际和谐，而且进一步发现社交网站积极反

馈在社交网站积极自我呈现对高职生人际和谐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个体选择在社交网站上展示自我积

极的一面，并且得到了相应的积极反馈，包括点赞、评论，积极反馈作为一种社会支持的形式，促进了

个体与他人的联系。该结果符合以往研究结果，个体在社交网站进行积极自我呈现，相应地会获得更多

的积极反馈(Yang, 2014)，而积极反馈则会促进个体的人际和谐(Canary et al., 1993)。同时，社交网站积极

反馈所具有的公开性和积极性两个特征正是熟人之间维系和发展良好关系的有效策略，说明本研究的结

果也支持了关系维护理论的观点(Altman & Taylor, 1973)。 

4.3. 乐商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结果表明乐商显著正向预测高职生人际和谐，而且进一步发现乐商在社交网站积极自我呈现

对高职生人际和谐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社交网站积极自我呈现可以促进乐商水平的提高，这与前人研

究结果相一致(陈必忠，郑雪，2020)，也符合积极错觉理论的观点，个体进行积极自我呈现带来的积极幻

觉有利于提高个体生活中笑的频率、乐观水平和过滤消极信息的能力(Kelly, 2000)。而个体乐商水平的提

高相应地会促进个体的人际和谐，这符合乐商理论与前人研究。 

4.4. 社交网站积极反馈与乐商的链式中介作用 

此外，本研究结果还发现，社交网站积极反馈与乐商在社交网站积极自我呈现与人际和谐之间呈现

链式中介作用。以往研究对于乐商与社交网站积极反馈的研究较少，但有学者提出乐商共包括快乐指数、

品味能力、在消极事件中体验积极部分的能力以及快乐感染力等四个维度，其中快乐指数从短期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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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是相对稳定的，受制于机体内在的神经生理机制，不容易受到外界或者其他事物的影响而发生变化。

品味能力则可以通过品味策略的培养得到提高，品味策略则包括品味当下，体会此时此刻的积极体验。

社交网站积极反馈作为一种回应方式，往往带有即时体验性、积极性、公开性等特点，个体在发布动态

后得到的积极回应包括点赞、评论等就是一种品味策略，个体通过浏览他人对自己动态的积极反馈，体

会到一种积极体验，进一步提升品味能力，促进乐商的发展。而以往研究证明，乐商水平可以提高人际

关系，促进人际和谐。这与本研究的结果达成一致，社交网站积极反馈通过影响乐商的发展最终影响个

体的人际和谐。社交网站积极反馈和乐商在社交网站积极自我呈现与人际和谐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回答

了社交网站积极自我呈现是如何通过中介因素的单独作用和共同作用影响个体人际和谐的，进一步揭示

了社交网站积极自我呈现影响人际和谐的内部作用机制。 

4.5. 研究启示与不足 

通过本研究，我们得到如下启示：社交网站是高职生分享日常生活、交流情感的方式之一，个体通

过在社交网站上的交流进行人际交往，维系关系。通过合理利用社交网站发布动态进行自我呈现，可以

有效促进高职生人际和谐。高职生可以通过获得他人的积极反馈来建立和维系亲密关系，也是促进个体

人际和谐的有效手段。本研究还立足于乐商，提出了通过提高乐商水平去促进个体的人际和谐。除此之

外，个体通过获得积极反馈，增加积极体验，进一步增强品味能力提升乐商，为如何提高乐商提供了新

的策略。但是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未将人口学变量纳入研究的范围，之后可以将年龄、年级、性别

等人口学变量纳入研究范畴；采用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共同方法偏差无法完全避免；研究对象为高职

生，代表群体单一等，在之后研究中进行补充与完善。  

5. 结论 

(1) 社交网站积极自我呈现与社交网站积极反馈、乐商和人际和谐都呈显著正相关，社交网站积极反

馈与乐商呈显著正相关，两者都与人际和谐呈显著正相关。 
(2) 社交网站积极自我呈现对人际和谐有直接的预测作用，并且通过三条路径的间接作用影响高职生

的人际和谐：通过社交完整积极反馈的中介作用；通过乐商的中介作用以及通过社交网站积极反馈与乐

商的链式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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