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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旨在探讨大学生在社交网站中的自我呈现与其网络利他行为之间的关系，并探讨网络利他行为的培

养路径。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了222名大学生的数据，使用社交网站自我呈现量表和大学生网络

利他行为量表进行测量。结果显示，大学生的网络利他行为存在显著的性别、城乡以及是否独生的差异。

同时，社交网站自我呈现对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具有正向的预测作用。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的培养需要

社会、学校以及个人多方面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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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self-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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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and their altruistic behavior on the Internet, and to explore the cultiva-
tion path of altruistic behavior on the Internet. The data of 222 college students were collected by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measured by the self-presentation scale of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and 
the Altruistic behavior Scale of college students online.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llege students’ al-
truistic behavior on the Internet h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gender,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whether they are the only child or not. Meanwhile, self-presentation o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has 
a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college students’ altruistic behavior on the Internet. The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altruistic behavior on network needs the efforts of society, school and individ-
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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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与普及，网络上出现了一批社交网站及交友软件，例如微博、QQ、微信等。在其

用户群体中，大学生占据了一大部分，成为使用社交网站的主力军。以往的研究表明，社交网站中的自

我呈现对青少年网络利他行为有正向的预测作用[1]。但社交网站中的自我呈现对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是

否也同样具有预测作用以及有哪些机制产生作用则需要我们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 
自我呈现是指个体在进行人际交往的过程中，个体展示自己的有关信息，塑造自己的形象，并且维

护和保持自己在他人眼中自身形象的一系列行为[2]。在社交网站中个体会有意识地进行自我呈现，通过

修改个人资料、展示照片、发表心情言论等，建立自己的形象。社交网站中的自我呈现受到很多因素的

影响，例如，个体的自身特性、环境空间的特点以及周围群众的影响[2]。以往研究发现，社交网站使用

动机、性格以及自我效能感等因素会对个体的自我呈现产生影响。有研究表明，积极自我呈现有利于个

体保持愉快的心情，增强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而真实自我呈现则有利于个体减缓负面生活事件所引起的

消极情绪，增强个体的积极情绪体验[3]。这两种社交网站中的自我呈现给个体带来的积极影响可能使得

个体产生更多的网络利他行为。 
网络利他行为是指个体在网络环境中向他人提供帮助、支持和指导等有利于受助人，并且不需要受

助人进行回报的行为[4]。虽然网络利他行为与线下利他行为本质上没有不同，都是向他人提供帮助不期

望回报的助人行为[5]。网络利他行为具有匿名性、广泛性、互动性等特点，由此人们更容易在网络中提

供帮助以及在网络中寻求帮助[6]。网络利他行为的产生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本研究主要聚焦于网络

环境的作用。有学者指出，在有关游戏和网络技术讨论的网络环境下，男性比女性表现出更容易帮助他

人；而在需要提供情感支持的网络环境下，女性则比男性表现出更多的主动性。我国学者认为，网络自

身所具有的互动性和及时性特点，使网络利他行为的产生变得方便和快捷，降低了利他行为所耗费的成

本，个体能够自由地选择帮助的对象和时间，让个体有了自主选择的权利[7]。 
客体自我知觉理论认为，当个体处在客体自我意识状态时，会使个体自觉地与社会标准对齐，从而

使个体产生社会责任感与利他行为[8]。在社交网站中，个体的积极和真实自我呈现通常伴随着个人信息

的分享，这种分享行为可能增强了个体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与社会标准的一致性追求，可能激发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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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更多的网络利他行为。同时，从互惠利他理论的角度来看，社交网站上的真实自我呈现不仅能够为

个体带来社会支持，增强人际亲密度，而且积极的自我呈现还能提升个体的社会联系感和幸福感[9]。这

两种自我呈现方式所带来的正面体验，可能会激发个体产生一种偿还回报的心理，从而促使他们在网络

环境中展现出利他行为。 
因此，本研究将使用问卷法在大学生群体中探讨社交网站中的自我呈现与网络利他行为的关系，补

充社交网站中的自我呈现与网络利他行为的相关研究，同时，探讨网络利他行为的培养路径。 

2. 对象方法 

2.1. 对象 

本研究随机对 222 名大学生进行了网络调查。除了填写问卷以外，还要求被试填写了性别、年级、

专业、户口所在地等信息，总共收回 203 份有效问卷。其中男生 72 名(35.5%)，女生 131 名(64.5%)。 

2.2. 调查工具 

(1) 社交网站自我呈现量表：采用 Kim 和 Lee 编制，由牛更枫等人所修订的自我呈现量表[10]，包含

了 2 个量表，共 10 个项目。第一个量表，用来测量个体只展示一些能够帮助自己树立积极形象的内容的

水平，即积极自我呈现量表，包含 6 个项目。第二个量表，用来测量个体展示关于自身的真实可靠的内

容的水平，即真实自我呈现量表，包含 4 个项目。两个量表采用 7 点计分(1“完全不符合”~7“完全符

合”)。该研究中，两个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 α分别为 0.90 (积极)和 0.85 (真实)。 
(2) 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量表：采用郑显亮编制的网络利他行为量表[4]。该量表共四个维度，分别为

网络支持、网络指导、网络分享和网络提醒，包含 26 个项目。量表采用 4 点计分(1“从不”~4“经常”)。
在本研究中，各个维度的 α系数为 0.77~0.83，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 α为 0.94。 

2.3. 程序及数据处理 

问卷录入“问卷星”，进行网上发布，学生点击链接即可开始进行回答，点提交则完成问卷。问卷

收集后，运用 SPSS 21.0 对数据进行初步的整理和后续的检验。 

3. 结果与分析 

3.1. 共同方法偏差控制与检验 

使用 Harman 单因素因子分析对本研究结果进行共同方法的偏差控制与检验。结果表明，未旋转的探

索性因子分析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共 11 个，最大因子的解释率为 27.39%，不超过 40%，所以严重的共

同方法偏差在本研究中并不存在。 

3.2. 各变量的人口学差异分析 

以性别、户口所在地、是否独生为分组变量，分别以大学生社交网站中的自我呈现、网络社会支持

和网络利他行为为检验变量，做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见表 1。表 1 显示，大学生在社交网站中的自我呈

现总分在不同性别、户口所在地、是否独生因素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p > 0.05)。 
表 1 显示，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总分在不同性别、户口所在地、是否独生因素上均存在显著差异(p < 

0.05)。女生的网络利他行为得分显著较低(p < 0.05)，户口所在地为农村的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得分显著

较低(p < 0.05)，非独生子女网络利他行为得分显著低于独生子女的网络利他行为得分(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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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emographic difference analysis of self-presentation and online altruism in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M ± SD, score) 
表 1. 大学生社交网站中的自我呈现和网络利他行为人口学差异分析(M ± SD，分) 

社会人口学特征 n 自我呈现 网络利他行为 

性别    

男 72 46.59 ± 14.50 69.56 ± 13.68 

女 131 45.87 ± 10.58 64.57 ± 15.91 

t 值  0.37 2.34 

p 值  0.70 0.02 

户口所在地    

城镇 80 43.96 ± 13.63 69.28 ± 16.47 

农村 123 47.53 ± 10.80 64.43 ± 14.26 

t 值  −1.97 2.22 

p 值  0.05 0.02 

是否独生    

是 68 45.58 ± 15.16 72.51 ± 11.96 

否 135 46.40 ± 10.25 63.23 ± 15.90 

t 值  −0.39 4.65 

p 值  0.69 p < 0.001 

3.3. 各变量维度的相关分析 

大学生社交网站中的自我呈现和网络利他行为各维度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矩阵，结果见表 2。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each variable dimension 
表 2. 各变量维度的相关分析 

 M ± SD 1 2 3 4 5 6 

1 积极自我呈现 27.61 ± 8.14 1      

2 真实自我呈现 18.51 ± 5.40 0.57** 1     

3 网络支持 23.77 ± 5.24 0.21** 0.15* 1    

4 网络指导 14.67 ± 3.94 0.25** 0.13 0.79** 1   

5 网络分享 15.12 ± 3.95 0.22** 0.12 0.81** 0.80** 1  

6 网络提醒 12.76 ± 3.48 0.18** 0.14* 0.78** 0.79** 0.76** 1 

注：*p < 0.05，**p < 0.01。 
 

表 2 显示，积极自我呈现与网络利他行为的四个维度均呈显著相关(p < 0.01)。 

3.4. 回归分析 

运用 SPSS 21.0 和多层回归进行分析，具体分析结果如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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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Results of regression analysis 
表 3. 回归分析结果 

预测变量 B t 

自我呈现 0.29 3.34** 

R2 0.05 

R2改变量 0.05** 

F 11.18** 

注：*p < 0.05，**p < 0.01。 
 

表 3 显示，以自我呈现为自变量，网络利他行为为因变量，得出 t = 3.34 (p < 0.01)，因此，自我呈现

对网络利他行为具有预测作用，同时 B = 0.29，为正向预测。 

4. 讨论 

4.1. 各变量的特点 

4.1.1. 社交网站中自我呈现的特点 
研究表明，大学生在社交网站中的自我呈现在性别、户口所在地、是否独生因素上均不存在显著差

异。以往研究表明，无论是积极自我呈现还是真实自我呈现在性别、生源地因素上不存在显著差异[11]，
本研究与前人研究相一致。有研究表明，女生在社交网站中的自我呈现更多侧重于个人形象，而男生则

更多的关注于展示自己的积极特性[12]。本研究并未对大学生自我呈现的内容进行分类，由此被试在性

别因素上的差异并不显著，在此后的研究中可以将自我呈现的内容做出划分，进一步考察性别之间的差

异。 

4.1.2. 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的特点 
首先，以往有关网络利他行为性别特点的研究尚未得出统一结论，有研究表明男性的网络利他水平

要显著高于女性[13]，但也有研究表明，男性和女性的网络利他行为水平不存在显著的差异[14]。而本研

究显示，女大学生的网络利他行为得分要显著低于男大学生的网络利他行为得分，两者之间具有显著的

差异，这与郑显亮等人的研究结果相一致[13]。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男生在社交网络中比女生

更具有主动性，男生在网络知识与技能方面容易取得较好的成绩，这使得男生在面对某一专业领域的问

题时，更容易向他人提供帮助。 
其次，本研究表明，户口所在地在农村和户口所在地在城镇的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也存在显著差异，

户口所在地为农村的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水平较高。这可能是由于城镇的经济和互联网发展迅速，城镇

的大学生比农村的大学生可以早一些认识和使用互联网。有研究表明，大学生的网龄越大、日均上网时

间越长，就更容易在网络社会中做出更多的网络利他行为[15]。 
最后，本研究还发现，非独生子女的网络利他行为水平显著较低。这可能是由于在独生子女家庭中，

独生子女容易发展成为安全依恋类型，因为在独生子女家庭中，父亲和母亲只需要对一个孩子进行关注

和教育，对孩子的行为能作出及时的回应，而在非独生子女的家庭中，父母亲面对多个孩子，会出现照

顾不周的情况，使得非独生子女发展为不安全依恋类型。有研究表明，不安全依恋对利他行为的发生有

阻碍作用，而安全依恋对利他行为的发生有促进的作用[16]。网络利他行为作为利他行为在网络社会中的

一种表现形式，同样受到个体的依恋类型的影响，因此可能出现非独生子女网络利他行为得分低于独生

子女网络利他行为得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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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社交网站中的自我呈现的作用 

本研究表明，社交网站自我呈现与网络利他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社交网站自我呈现对

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具有正向的预测作用。这说明，大学生在社交网站上自我呈现越多，越有可能产生

更多的网络利他行为。以往研究表明，个体在社交网站中的自我呈现程度越高，个体参加网络社会的倾

向越高，就越容易将自己视为网络社会中的一员，这有利于个体产生更多的网络利他行为[17]。本研究结

果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1]。这可能是由于个体在微博、微信朋友圈等社交网站中发表心情、更换头像等

方式进行自我呈现，从而得到他人的关注，进行一系列的互动，能够提高个体对自身生活的满意度[8]，
这为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的产生提供了稳定且良好的心理状态。 

4.3. 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培养路径 

4.3.1. 社会方面 
加强网络法规的构建与优化，确立网络行为的法律界限，确保网络利他行为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

媒体机构应积极履行其社会责任，通过积极的宣传与教育活动，引导公众，尤其是大学生群体，深刻理

解网络利他行为的深远意义。构建网络行为的社会监督体系，激励公众参与监督过程，对不当的网络行

为进行公开曝光和及时纠正。促进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发展，营造一种鼓励网络利他行为的社会环境。

通过举办公共讲座、开展在线教育课程等多样化方式，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公众的网络素养。 

4.3.2. 学校方面 
在教育课程中融入网络素养与法治教育，以培育学生对网络法治的深刻认识和道德责任感。利用校

园活动、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营造一种鼓励网络利他行为的校园文化环境。提供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

服务，支持学生构建积极的网络行为模式。组织志愿服务、社区援助等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际参与中

体验和培养利他精神。建立校园网络平台，为学生提供展示网络利他行为成果和交流经验的机会。 

4.3.3. 个人方面 
大学生应当进行自我反思，明确自身在网络空间的责任与角色。同时，大学生需要学习网络技能和信

息筛选技巧，以增强自我保护和助人的能力。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将利他行为视为网络行为的核心原则。

自觉遵循网络规范，对个人网络行为进行自我监督与适时调整。积极参与网络公益活动，通过实际行动提

升自身的利他意识和行为表现。将网络利他行为纳入终身学习计划，持续提升网络素养和道德标准。 

4.4. 研究意义与不足 

本研究验证了前人的研究。根据本研究结果，有助于相关部门采取科学的方法管理虚拟网络世界，

给个体提供充分展现自我的机会与平台，提高个人从他人处所获得的指导、帮助和支持，促进个体产生

向他人伸出援助之手、提供帮助的想法与行动，进一步营造良好的网络社会氛围。 
同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本研究采取问卷的形式，虽然问卷法有其优点，但其结果只能

是相关，而不可以有因果关系的推测。其次，网上发布问卷，方便的同时也产生了很多不可控的因素。

以后的研究中则尽可能多的控制额外变量，减少其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最后，社交网站中的自我呈现和

网络利他行为之间的内在影响机制没有进行过多探讨，以后需要更多的探讨与研究。 

5. 结论 

通过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 大学生的网络利他行为存在显著的性别、城乡以及是否独生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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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交网站自我呈现与网络利他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社交网站自我呈现对大学生网

络利他行为具有正向的预测作用。 
(3) 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的培养，需要社会、学校以及学生个人多方面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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