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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习博主是新媒体时代发展下产生的新型博主。通过传授学习经验，展现学习真实生活，能够满足当下

年轻人突出自我个性的需求和社交需求。借助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参考小红书上热门学习博主发布的内

容，分析小红书学习博主自我呈现表演以及表演策略，对学习博主火热现象的反思，为未来学习博主的

发展策略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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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earning bloggers are a new type of bloggers produced und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media 
era. By imparting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showing the real life of learning, it can meet the needs 
of young people to highlight their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needs. With the help of Goffman’s dram-
aturgical theory, referring to the content published by popular learning bloggers on Xiaohongshu, 
analyze the self-presentation performances and performance strategies of learning bloggers in 
Xiaohongshu, reflect on the hot phenomenon of learning bloggers, and provide future learning 
bloggers development strategy provides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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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加拿大学者欧文·戈夫曼在著作《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中提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行为如同戏剧

表演，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扮演着不同角色，并借助各种不同形态的方式完成自我呈现。[1]随着移动

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各种各样的网络媒介和社交媒体也创造了全新展示自我的平台，从通过传统文字呈

现自我，到用图片，视频等多种方式，让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在新媒体环境下有了新的转变和延伸。基于

新兴媒体创造的展示平台，用户能够不断的修缮表演内容以达到呈现完美自己的目标。[2] 
学习型博主是近几年在新兴媒体发展下产生的新型博主。这些博主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学习相关的内

容，像学习内容，学习进度和学习打卡等，以文字，图文或者视频的形式呈现，发布的内容丰富，画面

美观，吸引了一大批用户关注。其中以小红书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学习型博主热度始终居高不下。学习

型博主借助小红书平台展现自己的学习日常，并塑造理想的社会形象，以满足表达自我和社交需求。 

2. 戈夫曼拟剧理论在新媒体时代的变化 

戈夫曼提出了拟剧理论的概念，他将社会当作“剧场”，人类要在这个“剧场”当中进行“表演”，

按照自己设计的剧本来进行角色扮演。在表演过程中，我们总是在“前台”尽力可能的向观众呈现出完

美的角色，在他进行表演的时候，需要知道自己是谁，要给观众呈现一种怎样的形象，思考观众会对他

的表演产生什么样的期待，才能考虑采取相应的表演技巧。演员的真实角色，只有在“后台”才能够呈

现。戈夫曼认为在人与人的社会交往过程中这种表演特性非常的明显，[3]进入到新媒体时代，拟剧理论

和自我呈现相较于面对面的交流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一) 自我呈现向自我陈列转变 
戈夫曼的自我呈现更倾向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过程，是在面对面的情况下利用语言符号和非语

言符号来表现的。而在新媒体中，这种转瞬即逝的交往能够被技术记录下来，帮助我们塑造某种形象，

个体的自我表演也开始从面对面的交流转向新媒体塑造的虚拟空间，自我呈现的“舞台表演”更像是一

种自我的“展览会”，只要我们不删除或隐藏，社交媒体上的内容就能一直塑造出某种角色，等待着其

他参观者的“参观”。像博主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内容，只要不删除，都能帮助博主塑造自身的形象。

[4] 
(二) 给予强化，流露弱化 
戈夫曼在拟剧理论中提出的一对概念——“前台”和“后台”，“前台”是指“个体表演中以一般

的和固定的方式有规律地为观察者定义情境的那一部分”[1]，“后台”指的是“那些被竭力控制，可能

有损它所要造成的印象的那些行动[1]”。个体的自我呈现就是对“前台”和“后台”的控制。进入到新

媒体时代，个人印象的管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区别于面对面交流中对于自我形象塑造的可感知性，新

媒体用户会更加注重自我形象的展示，更愿意将自身的后台展示到前台，主动传达的信息的“给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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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被强化，能够通过新媒体上发布的精心设计过的内容，来控制自我形象的塑造，而那些无意“流露”

的信息，能够被隐藏起来，在社交媒体对于自我的掌控力更多了。[4] 

3. 小红书学习博主自我呈现表演的分析 

戈夫曼在拟剧理论中提出的表演中所呈现的自我并非真实的自我，而是符号化的自我。[5]作为新型

社交媒体的博主在进行自我呈现过程，他们的表演区域和自我呈现方式都与传统的表演者有了很大变化。

学习型博主通过精心设计学习舞台，利用前台表演打造形象标签，后台前置完善自身形象，在作为表演

区域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完成自我呈现的表演。本文选择小红书中热度较高的学习类博主，通过他们在社

交媒体上的自我呈现。 
(一) 精心搭建的学习舞台 
戈夫曼提出了“舞台设置”的概念，包括舞台设施、装饰品、布局，以及其他一些为人们在舞台

空间各处进行表演活动提供舞台布景和道具的背景项目”[1]。由于舞台设置是表演的一部分，表演者

只有在特定的舞台环境之下才能开始他们的表演。学习类博主的舞台设置就是为自己搭建出一个学习

的环境，像图书馆，卧室，教室等。在表演之前，学习博主会精心搭建自己的学习舞台，进行表演前

的舞台设置。[6] 
小红书上的学习博主，大多数想要营造一个自律，热爱生活的形象，因此他们会搭建相应的学习舞

台来贴合这样的形象。以小红书博主“在逃公主宁宁”为例，她经常在视频里展示自己学习的书桌，作

为高中生，桌面会摆满书本和文具，能够体现学习氛围的紧张；也会摆上小摆件和铺上可爱的桌布，塑

造一个热爱生活，努力学习的高中生形象。相比较下，大学生的学习博主的营造的学习舞台氛围会更加

轻松，不同的学习舞台设置，能够塑造出不同的学习氛围，也能塑造差异化的人物形象。 
(二) 前台表演打造形象标签 
戈夫曼的理论揭示了个人在社交场合中展示自我时的重要构成的前台由多种刺激因素构成，主要可

分为“外表”和“举止”两大方面。只有当“外表”与“举止”相互协调、一致时，个人的表演才能被

认为是完整且成功的。这种内外一致的表现不仅能够增强表演者的可信度，还能够促进与观众之间的良

好互动和关系建立。[7] 
首先从外表展现形象，学习博主的大多数是学生，因此外表装扮要就需要符合学生的身份。学习博

主就会从前台表演展示自己的身份，比如高中生学习博主就会拍摄自己穿校服的镜头，大学生博主内容

会有带着耳机，穿着简单去图书馆或自习室学习的画面。一方面能够展示自己的学生身份，又能拉近与

观众的距离，产生亲切感。 
从举止上看，学习博主的举止要和自身塑造的形象相符，要从学习的内容中体现的。大学生博主学

习的内容大多是四六级英语、考研或考公，高中生博主学习的内容就是高中学习的内容。如果出现学习

博主出现的学习内容与自己的形象不符，就会塑造形象失败，引起观众的怀疑。前台的表演都是为了塑

造形象服务的，无论是形象还是举止都应该与形象相一致，才能达到表演的效果。 
(三) 后台前置完善形象塑造 
在戈夫曼的拟剧理论中，人们在前台尽可能的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在演员回到后台之后，真实面貌

才显示出来。随着电子媒介的不断发展，将原先的场景混合创造了不同的情境，个人的行为也发生了变

化。原本的后台也能够通过电子媒介展示给观众，形成了前前区，中区和深后区，后台不断被前置。[8] 
学习博主将原本是后台活动呈现给观众，这些后台前置都是博主精心设计过，用来帮助塑造表演角

色的。通过这种后台前置的方式，一方面能够丰富自我形象的塑造，另一方面将一些后台活动呈现出来，

能够拉近与观众的距离，更加有亲和力。让观众感知到即使是自律的学习博主，也会有在学习时稍稍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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懒休息的情况，更容易产生共鸣。而学习博主在关闭摄像机之后的行为，才是博主真正的自我。[9] 

4. 学习博主的表演策略分析 

戈夫曼认为，在现实生活中的每个人都是一位表演者，会根据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周围人的反

应来调整自身行为，实现有效的印象管理。但是这种表演大多是面对面的，表演者的表演可能出现偏差，

因此戈夫曼提出了印象管理的策略，包括神秘化表演，理想化表演和一些补救措施。由于当前的互联网

环境下，虚拟的线上表演取代了线下表演，一些肢体语言或者表情都会消失，人们能够更好的完成印象

管理。学习博主的表演都是经过剪辑之后的，是非即时性的表演，博主能够有更多的技巧帮助自己的形

象塑造。[10] 
(一) 理想化表演：用剪辑拼贴美化表演 
戈夫曼指出，当个体在社交场合中展现自己时，他们的行为总是倾向于遵循并强化那些在社会中广

泛认可的价值观念。[5]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个体往往会刻意隐藏或避免表现出与其所期望塑造的形象不

符的行为，努力塑造一个更为理想化的自我形象。学习博主会选择一种包装自己的方式来进行形象管理，

让观众认为这就是他们原本的生活，通过各种剪辑，拼贴镜头的手段掩饰与形象不相符的行为，帮助实

现理想化的表演。 
首先表演者往往在表演前就纠正了过失和差错。学习博主会通过剪辑的手法将不符合形象的片段剪

辑掉，留下的都是完美的内容，把自己在学习时的走神或者上厕所等一些会让观众感到无聊的内容删掉，

以完成表演的美化。 
当涉及到展示某种活动成果时，个体往往会选择性地呈现最终的结果，而非整个过程的细节。学习

经验类博主经常通过这种方式来完成理想化的表演。比如在介绍英语四六级经验前，都会先说明自己的

四六级考了多少分，然后再介绍自己的学习经验。而博主搜集学习资料的过程，不断尝试不同学习方法

试错的过程，都没有呈现出来，以此完成完美学习者的形象塑造。 
表演者还可能会有能够获利的，不能让观众知道的活动。小红书博主“小盐吧啦”会在自己的学习

视频中展示吃“护肝片”的镜头。事实上，这是品牌方和博主的合作广告，然而观众很难知道背后的利

益，因为这种活动与博主希望观众心目中对他们的行为看法很不协调，博主也不会在内容中公开说明这

是广告，以此来保护自己在观众心目中塑造的形象。 
(二) 神秘化表演：“若即若离”的陪伴感 
戈夫曼提出“限制接触”概念，通过保持社会距离以维持观众敬畏感。神秘化表演拉开了观众与表

演者的距离，让双方都难以进入后台，能够维护表演者塑造的形象，也能让观众感受到神秘感和崇拜感。

神秘化的表演能够吸引更多的观众。[11] 
学习类博主也会进行神秘化的表演，大多数的学习博主都不会露脸，只拍摄自己的上半身，或者学

习时的手，书本或者电脑等，这样能够让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到学习上，还有些学习博主也会刻意隐藏自

己的身份。这种模糊身份和形象的神秘化表演，能够让表演者更能控制自己的表演，保持若即若离的陪

伴感。 
但是过度的神秘化表演也会让观众感觉到距离感，因此学习博主以互动的方式拉近与观众的心理距

离。像博主“在逃公主宁宁”，当有观众在评论区发布自己的学习成绩进步的评论，博主就会给予鼓励

的回复。这样的互动拉近与观众的心理距离，又增加了博主的亲近感。一方面神秘化的表演能够让学习

博主塑造自律，完美的优等生形象，另一方面通过拉近心理距离，营造亲切的形象，收获更多的关注与

热度。 
(三) 补救表演：及时补救差错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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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夫曼指出，表演中偶然、无意的姿态或事件，即使对表演者无特殊意义，也可能被观众解读为尴

尬。可能会对呈现的表演产生怀疑，抓住细小的细节做文章。为了应付交流中这种意外情况，因此戈夫

曼提出了补救表演。 
学习博主可能会出现一些行为或者言行不符合的情况，及时的使用补救表演能够帮助学习博主形象

的塑造。比如通过字幕或画外音的剪辑方式，来解释镜头里发生的具体情况。像小红书博主“小盐吧啦”

2023 年 4 月 6 日的视频，博主通过字幕的形式解释自己的头发为什么总是乱糟糟的，表演者预想了观众

在看了表演之后会产生的误解，提前在内容中加入预防措施。其次，小红书的评论区也是博主补救表演

的一部分，可以通过博主自己发布评论解释内容中有争议的部分或者回复观众评论的方式来进行补救表

演。补救表演不仅仅是表演后，表演前表演者也要做好预想，及时补救有差错的表演，防止细微的差错

影响表演者形象的塑造。 

5. 总结 

进入到新媒体时代，戈夫曼的“拟剧理论”有了新的变化。自我呈现的表演在新媒体的舞台上也有

了不同的表现。以“拟剧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对小红书学习类博自我呈现的表演和表演策略进行分析。

学习博主区别于其他博主，它的内容形式决定了呈现的内容必须遵循真实，学习博主的内容应该是博主

真实的学习过程和成果。学习博主要有长久的发展，应该坚守内容的真实性，呈现真实的自我，把握好

真实和虚幻之间的边界，让自己也能够自我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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