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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基于扎根理论进行访谈，聚焦摆拍ｐｏ图和聊天互动这

两个最主要的线上行为，探究线上、线下个体行为的差异，并分析了摆拍 ｐｏ图“文化”的

形成过程。研究发现，把摆拍作为社交礼仪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趋势，线上聊天互动时

“熟”得快的原因是“代入感”的存在，人们对关系“熟”的感知也存在线上、线下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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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移动通信技术和智能手机等智能电子设备的迅速发展，人类已经从传统的ＰＣ互联网时
代进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１］。据２０１７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ＣＮＮＩＣ）发布的第４０次《中国
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２０１７年６月，中国网民规模达７．５１亿，占全球网民总数
的五分之一，且网民结构年轻化。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７．２４亿，占我国网民总数的９６．３％，移动
互联网的主导地位强化。微信朋友圈和ＱＱ空间的使用率分别是８４．３％和６５．８％，位列各种社
交媒体平台使用率的第一、第二位［２］。

移动设备的普及使移动社交网络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３］。有新闻报道指

出，中国人每天平均看手机３小时，对手机的沉迷程度排在世界第二［４］。针对这种现象，人们开

始对线上行为进行研究。有文献指出，网络社交带有一定的表演性，网络中的个体形象与其现实



形象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甚至是迥然不同。还有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上的交流互动往往以一种

较轻松、自由的方式进行，但当人们离开虚拟社交网络，尝试用其他方式与他人建立联系时，现实

世界里人际交往的紧张与不适感便伴随而来［５］。诸多研究表明，虚拟的网络世界和真实的现实

世界是不同的，人们在线上、线下的行为存在一定的差异。

大学生是使用社交媒体的主力军。据凯度发布的《２０１７中国社交媒体影响报告》显示，社交
媒体用户年龄结构呈现多元化，９０后成为最大群体。社交媒体的普及造成了人们对社交媒体使
用的依赖［６］。大学生使用社交媒体成瘾的问题日益突出，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７］。越来越多

的大学生每天手机不离身，他们穿梭在线上、线下两个世界。但这两个世界是截然不同的，网络

与现实存在断裂。在使用社交媒体的过程中，人们不得不直面线上、线下的差异。因此，本文针

对大学生的网络社交行为和心理展开调研，探究线上、线下的差异。

社交媒体的功能和人们的线上行为种类繁多。以微信为例，经常使用的功能有：朋友圈功

能、发布功能、语音功能、群聊功能、评论功能、点赞功能、订阅功能、扫一扫功能、分享功能、定位

功能、摇一摇功能等［８］。而一些针对高校大学生社交媒体使用的调查发现，在诸多功能中，朋友

圈功能与聊天功能是大学生使用最频繁的两个功能［９－１０］。因此，本文聚焦摆拍晒图和线上聊天

这两个最主要的线上行为，基于扎根理论，对３１名大学生进行访谈，研究大学生在线上社交行为
与线下社交行为中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背后的心理机制。

一、研究设计的理论基础

（一）晒图与摆拍

对于社交媒体上出现的晒图热现象，学者们主要研究的是晒图的动机。有文献指出，社交媒

体能够满足使用者自我表露的心理需求，而晒图正是自我表露的有效途径［５］。有学者认为线上

的自我展示往往带有一种表演性，人们出于自我表露的需要，有选择性地展示自我的形象［５］。有

学者针对微信朋友圈的“晒”现象进行分析，发现人们喜欢在微信朋友圈中“晒”生活的原因有三

点：一是包容的社会文化环境给“晒”现象一个良好的发展空间，二是微信朋友圈作为“晒”的载

体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三是 “晒”很好地满足了人的多方面的情感需求［１１］。也有学者在传播

心理学的视角下对微信朋友圈“晒”自拍这样一种新兴的、独特的社区化网络现象进行了研究，

发现在微信朋友圈“晒”自拍的行为在自我表露的实现、角色转换需求的满足和虚拟性成就感的

满足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心理功能［１２］。

个体的“晒”行为源于从众、自我认同、自我表露、自我欣赏这四个心理因素［１３］。由于人们在线

上的自我表露通常带有一定的目的性和刻意展现性，因而产生了摆拍晒图的现象。所谓摆拍，是指

预先设计好场景、安排好人物姿势等的拍摄行为。摆拍晒图是为表现出拍摄者想要传达的信息及

情感而设计的，它比一般的晒图更能体现大学生线上社交行为的心理特点。

（二）线上聊天互动

在以往研究人们线上、线下行为差异的文献中，有学者指出线上人们可能有一种“真”自我，

这与线下存在于社会互动中的“真实”自我是不同的［１４］。相较于线下面对面的互动，人们在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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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更自由地展现自我［１５］，而性格内向的人比性格外向的人在这一点的表现上更突出［１６］。值得

注意的是，尽管目前的相关文献认为人们在线上、线下的行为存在差异，且线上的朋友关系建立

得更快，但却缺乏可以有效解释线上交友比线下容易的理论，而针对具体线上聊天行为的研究也

尚空缺。

二、研究方法

本文基于扎根理论，深入探究大学生线上、线下行为的差异。扎根理论是由 ＡｎｓｅｌｍＳｔｒａｕｓｓ
和ＢａｒｎｅｙＧｌａｓｅｒ两位学者发明的一种定性研究方法。扎根理论采用理论抽样的方法，根据研究
的需要，寻找身边具有目标特征的人作为受访者［１７］。在研究过程中，根据访谈的内容不断更新

研究目的，寻找合适的研究目标。在每次访谈结束后，把访谈内容整理成文本、进行编码，并不断

地比对不同受访者的访谈内容。研究初期，采用开放式编码对文本进行分析，寻找大的理论趋

势［１８］。对后续的访谈内容，使用选择性编码来梳理数据［１９］。此外，根据访谈中出现的内容，对

原访谈提纲进行补充和修订，并根据研究目的和新的访谈提纲，对部分受访者进行二次访谈，或

是寻找新的受访者，开展新一轮的访谈。当没有新内容出现时，即数据趋于饱和时，停止访谈工

作，对研究内容进行理论编码，梳理数据，汇编成文［２０］。

本研究采用理论抽样的方法选择样本［１７］。为了使抽取的样本和研究主题相关，我们锁定了

经常在社交媒体上晒图和聊天的人。鉴于研究关注的是大学生的行为和心理，在搜索访谈对象

时只锁定了大学生这一群体。我们从身边的人入手，把在朋友圈和ＱＱ空间里晒图频率高、经常
在线上聊天的大学生作为访谈的目标群体，并向他们提出访谈的邀请。为了使受访者具有较好

的代表性并增强研究的可靠性，在每次访谈结束前，我们还会让受访者引荐其他合适的人。我们

一共向３５人提出访谈的请求，其中４人出于事务繁忙、不方便接受采访等原因拒绝接受访谈。
在接受访谈的３１人中，有１４人是身边的人，１７人是由身边人引荐的。受访者中有男生１０名，女
生２１名，年龄为１８～２１岁，平均年龄为２０岁。受访者来自全国１７所高校，分别是南京航空航天
大学、南开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南京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广东东软学院、南京医科大学、

上海大学、江南大学、南京审计大学、吉林工商学院、中国药科大学、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南京

师范大学、北京城市学院、苏州科技大学、阜阳师范学院。３１名受访者中，金融专业４人，工商专
业１人，管理与工程专业７人，民航运输专业２人，自动化专业３人，飞行器设计专业１人，材料科
学与工程专业２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３人，法语专业１人，英语专业３人，汉语言文学专业
２人，医学专业２人。

我们采用半结构式的访谈模式，通过微信和 ＱＱ进行线上采访，每个采访的时间为４０～６０
分钟。起初我们提出一些开放性的问题，让受访者畅所欲言，不去限制或是引导受访者的思维。

例如，“你觉得线上表现出的自己与线下的自己有差异吗”“线上与人相处和线下接触有没有区

别”“线上和线下表现出的性格有没有差异”等。

访谈结束后，我们将访谈内容归纳整理成文稿。在归纳整理的过程中，最初采用开放式编

码。通过对搜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和比较，我们发现许多受访者提及“晒的图的真实性”“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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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对手机社交依赖”“线上聊天更轻松更放得开”“线上关系建立快”等。于是我们从中归

纳出两个核心范畴：摆拍晒图和线上聊天。接着，用选择性编码代替开放性编码［１９］，通过提出一

些较具体的问题使数据饱和［２１］。根据新的研究目的和访谈提纲，对之前提到相关内容的受访者

进行二次访谈。同时，我们寻找到了新的受访者，提出了一些更具体的问题，例如，“你平时会摆

拍吗”“有没有经常拍照并且晒到朋友圈的习惯”“如果不拍照不晒出来会感到难受吗”“如何看

待线上和线下的朋友关系”“线上聊天的话题会类似吗”“对着手机聊天会有代入感吗”等。最

后，当数据接近饱和时，停止对数据的采集，进行理论编码和理论分类。

三、研究发现

在访谈过程中，我们发现受访者都习惯用当下流行的网络用语ｐｏ（英文ｐｏｓｔ的缩写）图来表
示晒图。因此，为了使研究发现更真实、更贴近现实生活，我们采用受访者口中的ｐｏ图来替代学
术文献中的晒图。

（一）摆拍ｐｏ图 “文化”———一群“演员”的自我包装
在社交媒体上，如微信朋友圈和 ＱＱ空间，摆拍 ｐｏ图现象十分普遍。摆拍的内容主要分为

自拍、人物凹造型（指摆一些吸引眼球的姿势）、风景摆拍、物品摆拍（如晒美食和化妆品），场景

和风格多样。这些照片通常是ｐｏ图者花时间和精力拍摄，并利用软件进行修图（ＰＳ）后精心挑
选上传的。

１．摆拍ｐｏ图者的心理
大多数大学生摆拍是为了在线上塑造形象，设立自己的人格。通过在社交媒体上 ｐｏ照片，

向他人展现自己，进行人际交往，达到社交的目的。例如，有的人会摆拍一些看书的照片，配一段

文艺的文字，展现自己的艺术气息；有的人会特意早起去自习室，ｐｏ一张自拍来展示自己的勤奋
努力。ｐｏ图者或是出于一种补偿心理，把现实生活中想要成为的样子在线上表现出来；或是刻
意表露，带有一定的表演色彩。ｐｏ图者很在意他人的反馈。微信朋友圈、ＱＱ空间等社交平台都
有点“赞”的功能，由于被点“赞”代表对ｐｏ图者的关注和认可，因此，他们在ｐｏ图时会充分考虑
看图者的反应。

３１名受访者中，有２２人的ｐｏ图频率较高，平均２～３天就会在社交媒体上晒照片。一般认
为，ｐｏ图是出于自恋心理。但研究发现，沉迷ｐｏ图的受访大学生中，有１４人缺乏自信，他们觉得
通过在线上摆拍展现出的形象比真实的自己好看。一般来说，对自己的样貌不自信的人，修图比

较严重。他们戏谑地称自己是“照骗”或“活在美颜中的人”。他们会紧随网络上的潮流，利用一

些造型来夺人眼球。而那些天生丽质的人，通常修图较少，有自己的摆拍风格，不会一味地跟风

模仿。对于前者来说，线上是他们的“避风港”，可以营造出理想的自己。对于后者来说，发摆拍

是为了得到他人的关注，通过收获“赞”来了解自己的受欢迎程度。

２．看图者的心理
看图者看到摆拍时的心理主要分为两类：一是欣赏、羡慕，二是反感。对摆拍持欣赏态度的

看图者通常也经常ｐｏ图，他们在看照片时一般会把注意力放在摆拍的技术上，学习摆拍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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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摆拍持反感态度的看图者一般不摆拍，他们在看图时会关注照片的内容，试图寻找出修图的痕

迹。由于摆拍使用的是人们预先设计好的动作、精心挑选的场景，因此大多数情况下看图者会觉

得摆拍者做作、不自然。

另外，看图者的心理也会因与ｐｏ图者关系不同而有所差别。如果跟ｐｏ图者关系好，不管ｐｏ
图者发什么样的照片，看图者都会以积极正面的心理去看待；反之，如果关系不好，那么看图者就

会越看越反感，并做出负面反馈。当我们向看图者提出“为什么不屏蔽掉让你讨厌的人”时，有

受访者表示：“如果看不到对方的动态的话，反而会有好奇心理，其实是为了看那个讨厌的人的笑

话，以此作为茶余饭后议论的话题。”

３．“病态”摆拍和ｐｏ图行为的形成
访谈发现，很多大学生都对拍照上“瘾”。比较极端的情况是看到什么都想拍下来。如果拍

了照片不ｐｏ出来，就会感到“空虚”。对经常摆拍ｐｏ图的人而言，拍照是一件挺累的事。尽管他
们有时候不想摆拍，但还是会“逼着”自己拍照、修图。随着摆拍的次数变多，ｐｏ图者的心理门槛
（对自己照片的要求）也会提高，从而增加了他们花在摆拍和修图上的精力。逐渐地，这种ｐｏ图
的行为成为了一种近乎“病态”的自我强迫性行为。有些大学生甚至表示他们会为了ｐｏ图发朋
友圈而去一些自己并不感兴趣的地方。例如，一位受访者说：“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去苏宁企业里

参观的活动，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要报名，然后在苏宁内部拍张照片发朋友圈。”

不仅是拍照的人容易形成“病态”，看照片的人也会受到影响。当看到好看的旅游照时，看

图者会产生羡慕甚至是嫉妒的心理，也想去拍照。这种影响是跨年龄层的，不仅年轻人会被影

响，年长的人也存在跟风心理。例如，有几位受访者谈到他们的父母在看到朋友圈里一些旅游的

摆拍后，也会提议去同样的地方玩，然后拍一大堆照片ｐｏ到朋友圈里。
（二）线上聊天———一群最“熟悉”的陌生人间的互动

１．线上、线下互动的差异
研究发现，大学生对线上聊天已经形成依赖。他们普遍认为非面对面的互动交流可以减少

尴尬和顾虑，使人们更放松，并认为线下聊天具有约束性。在线上聊天时，即使面对陌生人也能

轻松地聊起来；但在线下，面对不熟悉的人，通常会感到尴尬、不自在，会因为害羞腼腆而不好意

思开口。

我们发现通过线上的聊天互动，人们能很快地“变熟”，更快地建立、发展朋友关系。在线下

的互动中，大多数人都需要经过长期的相处和沟通才会了解彼此。而在线上的互动中，如果两人

聊得来就会不断地互动，并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觉得彼此很“熟”了。

线上聊天的基础是有共同的话题。由于大学生的聊天对象通常是同龄人，有着相似的经历

或兴趣爱好，所以他们容易找到共同的话题，能很快地建立较熟的关系。然而这种“熟”并不是

我们一般所理解的“熟悉”。线上的“熟”往往是一种错觉，是对对方在虚拟世界中构造出的形

象、人格的熟悉。通过深入访谈我们发现，尽管受访者自认为了解“熟悉”的聊天对象，但对其真

正的人物特征其实并不了解。很多受访者提到，在线上认识的朋友即使聊得很“熟”了，但在第

一次线下见面时还是会感到很尴尬、很拘谨。有人这样形容：“线下见面的时候感觉以前是跟一

个假人聊的天。”因此，把线上建立的 “熟”人关系发展为线下的熟人关系往往还需要经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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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熟悉的转换过程。

单纯的线上聊天并不能持久。虽然线上聊天能让两个人“熟”得很快，但只要不聊天关系就

会变淡。由于缺乏线下的接触，当让两者“熟悉”起来的共同话题“聊完”时，他们往往难以找到

其他话题。相比之下，线下认识的人可以在一起接触新事物，能在交往中产生更多的共同经历、

共同话题，因此线下关系建立的速度虽然慢，但这种关系在建立之后比单纯的线上关系更长久、

更牢固。线下建立起的是我们所认知的“友谊”，而单纯通过线上聊天互动建立起的关系只是行

为上的习惯，两者存在着差异。

２．线上聊天时的个体差异性“模糊化”
研究发现个体间的差异性在线上聊天时被“模糊化”。受访者在线上对个体差异性的感知

没有在线下接触时敏锐，个体的特征在聊天过程中并不能被充分展现。例如，一些人行动力强、

比较果断、有担当，而还有一些人比较优柔、做事能力差，但二者在线上聊天的时候表现出的特点

并没有很大区别。很多受访者表示线上互动交谈的过程其实就只是盯着手机发信息。因此，跟

不同的人聊天的感觉都差不多。有受访者这样说：“在线上聊天时，我感觉每一个人都很活泼开

朗，都很放得开，觉得大家的性格都很相似。”

这一点发现与前面ｐｏ图现象中的发现不同。我们发现对于看图者而言，看别人ｐｏ图时，看
到的是一个个鲜明的个体，他们对这些个体的先前情感会被代入，从而影响其看照片时的心理。

而在研究线上聊天时我们发现，虽然受访者们能看到聊天对象的头像、朋友圈，但在聊天的过程

中往往把这些信息独立开。对他们来说聊天的对象只是一个个账号，而非一个个真实独立的人，

因此觉得聊天时个体的差异性小。有受访者谈到：“在线上聊天时感觉大家都一个样，但面基

（网络用语，指初次见面）时就会发现有很大的差异，有些人不像他们在线上标榜的那么活泼开

朗。线下的一些细节更能够体现出一个人的特点吧！”

另外我们还发现，有些人会选择在线上寻找吐露心声的对象，而不会向身边的人倾诉。受访

者往往会对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有机会接触，或者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线上好友产生“树洞心理”。

他们认为这些朋友在生活中交集少，很少有机会见面，因此更乐意向这些人倾诉自己内心的一些

真实情感。由于线上交流互动并不是面对面进行的，人们对聊天对象信息的真实性存在着质疑。

受访者们也知道，和自己聊天的那个人也许不像他表露出的那样，甚至存在欺骗性。虽然他们对

于自己了解到的对方并不信任，但还是会和对方聊天甚至向其吐露心声。实际上，对于受访者来

说，他们并没有把倾诉的对象当做一个个真实独立的人，而是当做了一个个树洞，来寄存、释放一

些自己的情感。

３．线上聊天的代入感
我们发现，线上聊天时会存在“代入感”。代入感即把对已经熟悉的人的感觉、情感代入到

新认识的人的身上。一些受访者表示当聊天的对象有相似之处时，会产生这种代入感，还有人表

示：“有些新认识的人，会给我一种相似的感觉，就比如说一个人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很像我的某个

高中同学，然后就会产生莫名的好感。”

线上非面对面的接触模糊了个体间的差异，使聊天者能比较容易地找到相似感。当感觉这

个人和以前认识的人有相似之处时，往往会把先前的一些情感和感觉代入。代入感会大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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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认识的人之间的陌生感和距离感，从而让人们 “熟”得快。但是，这种因代入产生的“熟悉”

感并不能延展到线下的现实世界。因为线上的这种“代入感”只是账号和账号间的代入，当人们

在线下见面，了解到真实情况后，先前模糊化的个体差异性就会显现出来，“代入感”也会消失。

因此，即使一些人在线上已经聊得很熟了，但当他们第一次在线下见面时仍会感到很尴尬。

除了潜意识里的“代入感”，我们还发现有的线上聊天参与者存在着刻意代入的心理现象。

这一类人往往是出于某些特殊的情感需求刻意寻找相似的感觉。有一个受访者举了这样的例

子：他的舍友以前被一个女生无情地拒绝过，但他忘不了、放不下那段感情。所以之后在跟别的

女生聊天时，会把对以前那个女生的情感转移到其他人身上，就好像还在和以前的那个人说话。

通过聊天时的刻意代入，他就可以重温过往，愈合感情上的伤痕。对于这一类人而言，他们在线

上交朋友、跟不同的人交流，其实都只是在跟自己心中的那个人聊天，代入感的存在使他们跟所

有人都可以聊得“熟”。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痛苦得不到缓解，便在线上寻求安慰和治疗，从而

对线上聊天产生很强的依赖感。

四、研究讨论

第一，本文的贡献在于对具体的线上行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剖析了摆拍ｐｏ图现象背后
的心理机制。社交媒体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人们带来沟通交流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的负

面影响。学界对社交媒体依赖所产生的影响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５］［７］［２２］。然而，现有文献缺乏

针对社交媒体上的具体使用行为的研究。本研究聚焦摆拍ｐｏ图这一具体行为，探究摆拍 ｐｏ图
者的心理机制。我们发现在线上摆拍ｐｏ图“文化”形成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病态”现
象：受访者承认虽然摆拍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拍出满意的照片很累，但是依然会逼迫自己

去拍。拍照的强迫心理及“病态”ｐｏ图现象说明，一些受访者太专注于虚拟世界，活在精心包装
的朋友圈里，活在他人的点赞和评论中。这导致很多活动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而只是为了一张带

着“表演”色彩的照片。他们太专注于把虚拟的角色演好，逐渐迷失了自我。可是现实生活并不

像线上演出的那样精彩，网络与现实的断裂性和落差感驱使一些受访者逃避现实、躲在线上，在

虚拟世界中寻找自我认可感。但结果往往是，这群人渐渐习惯了这种“为了给他人看”的生活，

越“演”越入戏，越活越虚假；抑或因为在线上找不到认可感而越来越自卑，自信心进一步削弱。

第二，本文发现喜欢在社交媒体上ｐｏ图的人往往缺乏自信，而这与以往文献中所说的高自
恋心理相悖［２３］，这为现有的理论提供了新的方向。现有的文献表明，在社交媒体上经常更新动

态、发自拍的人，往往有自恋倾向［２４］。而本研究却发现，自恋人格的解释并不适用于所有爱 ｐｏ
图的人。很多受访者其实并不自恋，相反，他们存在自卑的心理，因此他们才会想在线上展现出

理想中的那个更令自己满意的形象。较低的自信驱使这群人躲在线上，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寻

求他人的关注。

第三，本文的贡献在于发现了线上、线下人际关系中存在的具体的差异及其原因。尽管先前

的文献都指出了网络人际关系与现实人际关系存在差异，并且多从定量分析的角度进行了研究，

但未能对存在的差异进行具体的阐述［２５］。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发现线上和线下的“熟悉”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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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的。线上的熟悉不过是其对虚拟世界中人物的熟悉，要在真实接触时才能认清到底熟不熟。

第四，本文发现人们在网络社交过程中，即使缺乏信任，仍然可以向对方吐露心声，这和传统

人际信任理论所发现的信任促进沟通和自我表露［２６］，以及面对面交流更有助于人们表露真实的

想法等观点相悖［２７］。研究发现，人们往往会因为种种顾虑，不向自己身边信任的家人、朋友倾

诉，而更倾向于在线上寻找倾诉的对象。人们更愿意向在现实生活中交集很少，甚至从未见过面

的陌生人表露自己真实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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