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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究大学生社会支持、情绪表达、社交网络自我呈现的关系。方法　采用社交网络自我呈
现策略问卷、社会支持评定量表以及伯克利情绪表达问卷对随机抽取的３７１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　在社交
网络自我呈现策略中，客观支持与真实自我呈现策略呈现正相关（ｒ＝０．１３０，Ｐ＜０．０５）；主观支持与积极自我呈现
策略呈现正相关（ｒ＝０．１３７，Ｐ＜０．０５）；社会支持利用度与真实自我呈现策略呈现正相关（ｒ＝０．１３５，Ｐ＜０．０５）；正
性情绪表达与积极自我呈现策略呈现正相关（ｒ＝０．２６２，Ｐ＜０．０５）。在情绪表达中，主观支持与正性情绪表达呈
现正相关（ｒ＝０．１５８，Ｐ＜０．０５）；客观支持与正性情绪表达呈现正相关（ｒ＝０．１２５，Ｐ＜０．０５）；社会支持利用度与正
性情绪表达呈现正相关（ｒ＝０．２２９，Ｐ＜０．０５）；真实自我呈现策略与正性情绪表达呈现正相关（ｒ＝０．２９９，Ｐ＜
００５）。正性情绪表达在社会支持利用度对社交网络真实自我呈现策略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结论　大学
生社交网络自我呈现、情绪表达、社会支持关系密切；正性情绪表达在社会支持利用度对社交网络真实自我呈现

策略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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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科技迅速发展，人们的社交需求不断升
高，继而出现了各种网络社交媒体如微信、ＱＱ等。
社交媒体自我呈现已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如个体

在微信朋友圈的自我呈现内容常存在着较大差异，

通常是保持较为克制的态度，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发

布朋友圈内容［１］。自我呈现又称印象管理或印象

整饰，Ｋｉｍ根据自我呈现内容，提出社交网络的自
我呈现策略分为真实策略和积极策略两大类。积

极的自我呈现策略是指个体有选择的呈现自身的

优点，达到理想化的形象；真实的自我呈现策略是

指个体真实地表达自我，不考虑自身形象的美

化［２］。

情绪表达是与情绪体验相联系的典型的行为

改变。有学者提出情绪表达是指个体在情绪表达

方面稳定的个体差异［３］。社会支持指的是人与人

之间的一种能够促进扶持、帮助或支撑事物的社会

互动关系，也是人与人之间的亲密联系。

大学生的情绪自控能力和人际社交能力正处

于逐渐发展过程之中，其自我呈现策略和情绪表达

对其身心健康得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以大

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探讨其朋友圈等网络媒体中

的情绪表达、自我呈现策略和社会支持的关系，对

大学生社交网络自我呈现的特点进行分析，为大学

生的自我管理提供一定的建议。

１　对象和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０月采用线上线下两种方式进

行抽样，线上使用问卷星通过微信朋友圈、ＱＱ空
间等社交媒体进行发布，线下通过打印成纸质的形

式向济宁医学院学生宿舍发放问卷，以自愿的原则

填写问卷，以上两种方式共回收有效问卷３７１份，
其中男生 １４８人，占 ３９．９％，女生 ２２３人，占 ６０．
１％；城镇户口共１９６人，占５２．８％，农村户口共１７５
人，占４７．２％；独生子女１６６人，占４４．７％，非独生
子女２０５人，占５５．３％；学校工作情况中学生干部
１０９人，占２９．４％，普通学生２６２人，占７０．６％；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基本情况调查　采用自行编制的基本情况

调查表，包括对性别、专业、学校工作情况、生源地

等情况进行调查。

１．２．２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采用肖水源（１９８６）
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该量表共有１０个条目，
包括客观支持（３条）、主观支持（４条）和对社会支
持的利用度（３条）三个维度［４］。在本研究中该问

卷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为０．５６６。
１．２．３　伯克利情绪表达量表　采用由 Ｇｒｏｓｓ和
Ｊｏｈｎ编制的伯克利情绪表达量表［５］，共 １６个项
目，７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情绪表达能力越高。
该量表包括三个维度：即正性情绪表达、负性情绪

表达、情绪表达强度。在本研究中，该问卷 Ｃｒｏｎ
ｂａｃｈ’ｓα为０．８４３。
１．２．４　社交网站自我呈现策略量表　采用 Ｋｉｍ
和Ｌｅｅ（２０１１）编制的社交网站自我呈现策略量表，
由鲍娜等［６］翻译并信效度检测，共９个项目，两个
维度，分别为积极自我呈现策略和真实自我呈现策

略。在本研究中，该问卷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为０．６９６。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２２．０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相关分
析采用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法；采用回归分析进行中
介效应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大学生社交网络自我呈现、情绪表达和社会
支持现状

大学生交网络自我呈现中积极自我呈现策略

总分为（２１．４±５．９）分；真实自我呈现策略总分为
（１７．６２±４．６３）分；正性情绪表达总分（２８．３±４．３）
分；负性情绪表达总分（２７．０±５．７）分；情绪表达强
度总分（２５．９±５．６）分；主观支持总分（２１．０±５．０）
分；客观支持总分（７．６±２．６）分；支持的利用度总
分（７．６±１．９）分。
２．２　社交网络自我呈现、社会支持以及情绪表达
的相关性

相关分析显示情绪表达和社会支持与真实自

我呈现策略均呈正相关，与积极自我呈现策略呈现

部分正相关；社会支持与情绪表达呈现部分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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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见表１。

表１　社交网络社会支持、情绪表达
以及自我呈现的相关分析

真实自
我呈现

积极自
我呈现

正性情
绪表达

负性情
绪表达

情绪表
达强度

正性情绪表达 ０．２９９ ０．２６２ １ — —

负性情绪表达 ０．２７４ ０．１９３ — １ —

情绪表达强度 ０．３２２ ０．２１５ — — １

主观支持 ０．１０４ ０．１３７ ０．１５８ ０．０３４ ０．０９４

客观支持 ０．１３０ ０．０９３ ０．１２５ ０．０５０ ０．０６４

社会支持利用度 ０．１３５ ０．０４７ ０．２２９ ０．０４８ ０．０９６

　　注：表示Ｐ＜０．０５

２．３　正性情绪表达在社会支持利用度与真实自我
呈现策略之间的中介作用

以社会支持利用度为自变量、正性情绪表达为

中介变量、真实自我呈现策略为因变量，进行中介

效应检验，中介模型假设如图１。

图１　中介模型假设图

采用逐步检验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７］，分为３
步：第１步，检验直接效应，即自变量社会支持利用
度对真实自我呈现策略的效应是否显著；继续进行

第２步，检验自变量社会支持利用度对中介变量正
性情绪表达的回归；第３步，自变量社会支持利用
度和中介变量正性情绪表达对因变量真实自我呈

现策略的回归。结果发现，社交网络真实自我呈现

策略能被社会支持利用度所预测；加入变量正性情

绪表达之后，社会支持利用度可以解释真实自我呈

现策略的８．９％。因此，正性情绪表达在大学生社
会支持利用度对社交网络真实自我呈现策略的影

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见表２。

表２　正性情绪表达中介效应检验

步骤 进入方程变量 因变量 △Ｒ２ Ｆ Ｂ ＳＥ β ｔ Ｐ

第一步 社会支持利用度 真实自我呈现策略 ０．０１５ ６．８０７ ０．３３４ ０．１２８ ０．１３５ ２．６０９ ０．００９

第二步 社会支持利用度 正性情绪表达 ０．０８７ ３６．２６５ ０．３２３ ０．０５４ ０．２９９ ６．０２２ ０．００１

第三步
社会支持利用度
正性情绪表达

真实自我呈现策略 ０．０８９ １９．１１４ ０．３０６ ０．０５５ ０．２８３ ５．５５６ ０．００１

３　讨论

本研究发现社会支持与社交网络真实自我呈

现策略和积极自我呈现策略均呈正相关，这与朱

薇［８］的研究结果一致。在社交网络真实自我呈现

策略中，客观支持比主观支持更具有相关性，而在

社交网络积极自我呈现策略中，主观支持与社交网

络积极自我呈现策略具有相关性，而客观支持与积

极自我呈现策略不具有相关性。表明大学生接受

到更多的客观支持，即精神支持，其社交网络自我

呈现策略更倾向于真实自我呈现策略；大学生接受

到更多的主观支持，其社交网络自我呈现策略更倾

向于积极自我呈现策略。同时，社会支持与正性情

绪表达呈正相关，表明大学生接受到更多的社会支

持后更倾向于表达正性情绪。正性积极的情绪通

常可以使个体心情愉悦，促进身心发展。对于即将

迈入社会的大学生群体，拥有良好的身心健康去承

担社会责任极为重要。同样，社会支持作为影响个

体的一种外界因素，其对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也有重

要影响［９］，也可以提高个体社会适应力［１０］，从而更

好地适应生活压力，缓解不良情绪的发生。这提示

我们可以通过增加社会支持，来促进大学生表达正

性情绪，维护和促进身心健康。正性情绪表达与社

交网络积极自我呈现策略呈现正相关，这与相关研

究结果一致［１１］。情绪表达强度与社交网络真实自

我呈现策略呈现正相关。说明表达正性情绪的大

学生在社交网络中更倾向于积极自我呈现策略，而

情绪表达强度高的大学生，在社交网络中更倾向于

真实自我呈现策略，积极的情绪通常会让个体向他

人展示自我积极的一面，情感强度大的个体通常会

如实地向他人表达自己真实的一面。

本次调查中，我们发现社交网络真实自我呈现

策略能被社会支持利用度和正性情绪表达所预测，

正性情绪表达起着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社会支

持利用度、正性情绪表达和真实自我呈现策略均两

两呈正相关，这说明当其中一个变量得分升高，其

他两者均相应升高。首先，积极自我呈现的个体可

以增强其社会连接感，提升个体感知到的社会支

·６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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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而真实自我呈现的个体，可以增加其积极情绪

体验，有助于个体获得积极的反馈和社会支持［８］，

进而可以得出自我呈现策略有利于提高个体的社

会支持。获得社会支持较多、能有效利用社会支持

的个体，其信心信念和自尊也相应提高，当面对挫

折时，其能更好地应对困难，如实地向他人展示真

实的自我。其次，正性情绪表达可以影响到个体自

我呈现策略，正性情绪表达的个体在遇到问题时，

由于其可以积极面对问题，表现出正性乐观的态

度，更易于向他人展现自己目前的情况。由此看

来，正性情绪表达在社会支持利用度对社交网络真

实自我呈现策略的影响中起重要的部分中介作用。

社交网络积极自我呈现策略可以缓释青少年的抑

郁情绪［１２］，继而可以降低抑郁导致的不良心理与

行为。社交网络真实自我呈现可以提升社会支持

和反馈，进而提升个体幸福感［１３］。同时，Ｌｏｃａｔｅｌｌｉ
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社交网络真实自我呈现可以

降低负面事件带来的不良情绪［１４］。最后，情绪表

达与心理健康关系密切，积极情绪表达与高自尊、

低抑郁、低焦虑以及情绪稳定性相关［１５］。另外，社

会支持不仅有利于个体应对重大挫伤事件，在个体

积极发展，主观幸福感等方面均有积极作用［１６］。

综上，拥有积极的情绪表达，较好的社会支持和自

我呈现策略对大学生个体发展尤为重要，我们应该

正确处理好情绪表达，社会支持以及自我呈现策略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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