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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不断进步，智能算法推荐应用日臻成熟，为用户提供信息便利的同时，也带

来信息窄化、信息同质化等信息茧房现象，最终导致用户信息和思想固化。当代大学生作为互联网的主

要和重度使用群体，更易受到信息茧房的负面影响。为此，本文基于智能算法推荐和信息茧房的内涵与

相关研究，深入剖析智能算法推荐背景下信息茧房现象对大学生在思想认知与行为方面所造成的负面影

响，并针对性地提出破解信息茧房效应的解决对策，即通过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监管制度、增加信息素

养教育、促进智能算法多样化等方面入手，以期助力大学生走出信息舒适圈，实现“破茧”自由，促进

互联网和谐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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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ong 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Internet and big data technology, intelligent algorithm 
recommendation applica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mature, which provides users with in-
formation convenience but also brings the phenomenon of information cocoon such as informa-
tion narrowing and information homogenization, which eventually leads to the solidification of 
users’ information and thoughts. As a major and heavy user group of Internet, contemporary col-
lege students are more vulnerable to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information cocoon. Based on the 
connotation of intelligent algorithm recommendation and information coco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egative impact of information cocoon on college students’ cognition and behavio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lligent algorithm recommendation, and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to crack the 
information cocoon effect, namely, by formulating and improving the relevant legal and regulatory 
system, increasing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and promoting the diversification of intelligent 
algorithms. The aim is to help college students get out of the comfort zone of information, realize 
the freedom of “breaking the cocoon”, and promote the harmonious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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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信息茧房现象(Information Cocoons)源于公众对于信息的选择性接触心理与行为，最早由美国学者桑

斯坦在《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一书中提出[1]，类似的概念还有回音壁效应、网络巴尔干化、

信息窄化、信息同质化等[2] [3] [4] [5]。信息茧房现象主要指的是公众由于自身的信息需求有限，会偏好

选择自己想看、想听、喜欢或者令自己愉悦的信息，不愿主动关注搜索其他信息领域，长此以往，限制

了他们获取信息的广度和深度[6]，使得他们禁锢于如蚕茧一般的信息壁垒中，获取信息逐渐窄化、极化

且同质化。久而久之，处于信息茧房中的公众会更加信息偏食，更多地接触到相似的观点或者信息，很

难听到或者看到外界异质信息，最终导致信息和思想固化于一个封闭圈子内，形成回音壁效应(Echo 
Chambers)或巴尔干化(Balkanization) [2] [3]。群体信息窄化和思想观点自由交换的阻断也会进一步导致群

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 [7]。在智能算法时代，信息技术的加持、信息传播平台的筛选和推送机制，

以及信息接收者的选择性接触，共同加剧了信息茧房现象的产生[8]。面对海量的信息，人们的注意力有

限。当个人无法处理过多的信息时，他们往往会根据自身的兴趣有选择地接收信息，以保持注意力集中

和心理上的舒适感，导致个体无法获得全方位的信息，形成闭塞的信息空间[9]。随着互联网和大数据技

术的不断进步，智能算法推荐成为实现个性化信息推送的一种有效手段，在网络空间的社交、传播、电

商等各个阶段均有广泛应用，但同时也加剧了信息茧房等问题[10]。当前，智能算法推荐作为信息传播的

核心技术，被广泛应用于互联网之中，其以智能系统优势为支撑，凭借迎合用户个性化需求的特性，实

现用户喜好与网络信息的高效匹配，改善了用户的信息体验，降低了获取信息成本，不断增强用户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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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然而，由于智能算法推荐大多向用户推送其感兴趣的信息内容，使其接触不到外界的异质信息，导

致部分蕴含价值但不被关注的异质信息被过滤掉，可能造成并强化信息窄化、极化等信息茧房现象。若

个人或集体沉溺于固有的信息群中，排斥异质性信息，使得信息行为持续僵化、信息视野受限，致使其

认知和信息甄别等能力弱化、思维固化和极端化，将严重影响个人和社会的发展[12]。因此，智能算法推

荐在给人们带来信息便利的同时，也暴露出信息传播过程中造成的信息茧房等问题，这影响着人们的思

想观念和价值判断，制约着价值观引导的效果。特别是，当代大学生作为互联网重度使用群体，受到互

联网智能算法影响颇深，智能算法凭借其技术优势会深刻改变大学生的生产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表达

方式。深入剖析智能算法推荐背景下信息茧房对大学生的负面影响，从避免和弱化信息茧房的角度，提

出破解信息茧房负效应的解决对策，有助于引导大学生用户健康信息行为，促进网络空间和谐健康发展。 

2. 智能算法推荐与信息茧房 

智能算法推荐，又称个性化推荐或算法型信息分发[13]，指的是根据用户个人信息及以往行为数据，

基于模型或关联规则等算法推测其需求和偏好，然后向目标用户推送或展示其可能感兴趣的信息或内容。

根据产生个性化推荐所采用智能算法的不同，可以分为基于内容的推荐、基于协同过滤的推荐和混合推

荐三种主要类型。基于内容的推荐(Content-Based Recommendation)即根据用户历史行为数据进行标签提

取、用户画像及模型预测，推荐与目标用户以往浏览或消费内容相似的信息，并不依赖其他用户的偏好

信息。基于协同过滤的推荐即通过找出与目标用户相似标签的用户，将该用户感兴趣的东西推荐给目标

用户，其核心是过滤和利用用户间的相似性[14]。相较于基于内容的推荐，基于协同过滤的推荐算法更为

复杂、且需要不断学习以逐步优化预测模型和提升推荐精度[13]。混合推荐算法不仅囊括了基于内容的推

荐和基于协同过滤的推荐算法，还涉及了关联规则算法。例如，可以依据规则重要程度的不同，向目标

用户展示排序内容[14]。 
针对智能算法推荐是否加剧了信息茧房现象，学者们并没有达成共识。其中，赞同互联网算法推荐

必然导致信息茧房现象的代表性理论是过滤气泡效应(Filter Bubbles)，由帕里泽(Pariser)于 2011 年在《过

滤气泡：互联网没有告诉你的事》一书中提出[15]。帕里泽指出，以搜索引擎为代表的互联网算法推荐，

根据用户偏好推荐其感兴趣的内容与信息，这固然降低了信息过载和冗余信息的困扰，但同时也隔离了

异质信息，阻碍了用户多样化信息获取，形成了“过滤气泡”。而质疑互联网算法导致信息茧房现象的

学者们认为，信息茧房作为公众基于主观偏好而选择性接触信息的产物，并不是互联网时代才有的现象

[16]。虞鑫和王金鹏[17]通过实证研究证实，在智能算法推荐的背景下存在反信息茧房的时间效应。即随

着用户使用算法推荐服务时间越长，信息茧房反而会减轻，内容寻求单一性降低。但也有学者提出，信

息茧房包括公众“主动茧房”及“被动茧房”两种类型，前者是用户根据自身需求为了提升效率主动选

择性接触和过滤信息；后者则是智能算法根据用户偏好为了提升浏览和点击而过滤信息，用户只能被动

选择接受已过滤的信息[17]。同时也有实证研究发现算法环境因素是形成信息茧房的重要因素之一[17]。
随着个体陷入“信息茧房”越深，究竟是会导致“千人千面”的茧房愈加趋异化，还是“殊途同归”的

茧房逐渐趋同化？徐翔等[18]通过爬取新浪微博数据发现，社交媒体用户由于基于内容推荐而导致的信息

茧房程度越深，越会消磨其独特性并逐渐趋同化。无独有偶，谢岱杉[19]通过对哔哩哔哩数据进行文本分

析后发现，经过优先级规则设置后的算法推荐进一步加重了信息茧房现象，并且使得不同圈层被推荐信

息趋同化。由此可见，信息茧房现象固然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但是智能算法进一步隔离了多

样化和异质信息，使得个体用户被动地“缚于茧中”。无论是基于内容的推荐还是关联规则推荐，均加

深了个体的茧房程度，不同茧房之间最终逐渐趋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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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智能算法推荐背景下信息茧房对大学生的负面影响 

关于算法推荐背景下信息茧房的影响，国内外研究各有侧重。国外学者们更加关注信息茧房对政治

选举的影响；而国内学者们关注点更加广泛，主要聚焦于信息茧房的负面影响[4]。大学生作为我国互联

网用户的主要群体和重度使用群体，上网时间更长，受互联网影响更深。尤其在大数据与智能算法推荐

时代，大学生固然可以满足高效率信息寻求的需求，但也会面临因信息茧房而导致的知识窄化和信息同

质化，进而出现思想观点固化和认知体系受限等问题[20]。 

3.1. 智能算法推荐背景下信息茧房对大学生个体的影响 

智能算法背景下，信息茧房对于大学生个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其思想认知的负面影响，比如阅读

习惯、思考能力、自我认同、爱国情怀、三观等方面。随着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公众不仅可

以随时使用智能设备接入互联网查询自己想要了解的信息，也可以随时随地接收来自各大媒体平台推送

的信息。作为互联网时代下最活跃的信息接收者和信息传播者群体，信息茧房对于大学生阅读习惯及知

识结构的负面影响尤为突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信息同质化而导致的阅读信息失衡问题；

二是由于智能推送导致的阅读碎片化和虚假性问题[21]。此外，当代大学生作为互联网时代下成长起来 Z
世代，对于互联网和智能设备重度依赖，习惯于借助网络媒体获取信息。倘若网络媒体使用不当，或者

过度相信网络媒体中传播的信息，再加上智能算法推荐的信息隔离，大学生很容易陷入网络媒体营造的

“信息困境”中，逐渐丧失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思维认知固化[20]，在信息茧房中越缚越紧。在智能算

法操纵之下，个体很容易接收到与自己观点一致或相似的信息，一方面固然增加了大学生在互联网空间

中的自我认同和群体归属，但随着过度自我满足和自我化思考，甚至会导致自我麻醉和自视清高。在信

息茧房的负面影响下，最终形成利己性思考和异常性敌视的恶性循环[22]。而在爱国主义教育方面，由于

算法推荐的核心是“猜你喜欢”，展示用户喜欢看的内容，过滤用户不感兴趣的信息。这就会造成爱国

主义信息在互联网空间中传播受壁垒阻碍，即爱看的青年接收更多时政信息，爱国主义情怀进一步提升；

而部分本就不关心民生的青年会愈加错过大量增加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的信息[23]。在信息茧房负效应的

作用下，当大学生个体不断阅读信息失衡，思维认知固化，利己性思考和异常性敌视增加，错误的思想

观点会被不断强化，即使接触到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也会深陷错误三观泥潭中不可自拔[24]。 

3.2. 智能算法推荐背景下信息茧房对大学生群体的影响 

大学生个体的认知改变不仅影响其行为，并且影响其所在群体的思想和行为。信息茧房对于大学生

群体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情绪茧房、巴尔干化和群体极化三个方面。在智能算法信息分发机制作用下，

处于同一圈层的大学生更容易桎梏于同质化信息而形成同质化情绪茧房[25]。由于大学生群体本身就存在

思想认知差异，信息茧房负效应会进一步加强这种圈层分化、加速巴尔干化，甚至可能推动恶性事件的

产生[16]。群体极化是信息茧房对于大学生群体的突出负面影响[21]。有趣的是，大学生群体极化的加剧

或者削弱取决于网络媒体平台的信息传播方式[26]。微博等公共讨论型和微信等熟人社交型等水平传播结

构的网络媒体平台削弱了大学生的群体极化；而短视频等垂直传播型媒体平台对大学生思想观点的群体

极化有加剧作用。 

4. 智能算法推荐背景下信息茧房对大学生负面影响的破解对策 

考虑到信息茧房现象源自个体主动选择性接触信息造成的“作茧自缚”和智能算法推荐导致个体被

动“缚于茧中”。因此，想要避免或者弱化信息茧房对大学生个体及群体的负面影响，需要内外联合、

多方主体协同发力。一是需要国家和社会层面加强监管与干预；二是需要互联网平台层面优化智能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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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需要大学生个体层面增加“自省”与“自救”。 

4.1. 完善监管制度、加强法律法规约束 

国家一方面需要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以对互联网推荐算法信息服务进行约束和引导，另一方面也需要

增加对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例如，增加对算法技术人才培养的资金投入，鼓励算

法多元参数的评估和测试研究[27]。此外，由于信息茧房对大学生群体的影响突出表现为群体观念极化和

圈层分化，隔离了异质信息的沟通与传播，意见领袖和社群影响在群体极化中发挥重要作用。所以还需

要加强对于意见领袖和互联网社群的监管与约束，避免因错误信息或偏激情绪而引发群体性价值观偏移

或者互联网恶性事件[28]。 

4.2. 增加信息素养教育、加强社会责任意识 

增加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既是实现立德树人教育目标、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举措，也是避免大

学生信息茧房的有效手段。王帅[29]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信息素养对大学生打破信息茧房呈现出显著有利

影响。大学生提升自己的信息素养，有助于形成对信息需求更清晰的认知和对信息价值更有效的判断，

进而极大地降低陷入信息茧房的可能性。大学生的信息素养内涵包括信息意识、计算思维、数字化创新

和信息社会责任四个方面[20]。借助“互联网+”教学工具、项目式教学策略、多样化信息资源平台等教

育手段，对于弱化信息茧房负效应、增加大学生信息素养有所裨益[20]。此外，由于当今大学生的成长与

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同步，他们拥有更强的新技术接受和使用能力，并且在互联网中沉浸时间较长，极易

受到互联网推荐算法及信息茧房的影响。高校应当做好大学生的教育引导工作，如通过开展专题讲座、

推送法律知识资讯等形式[20]，引导大学生意识到信息冗余的危害性，并提升其信息社会责任意识。 

4.3. 促进智能算法多样化、提升算法内容外延性 

互联网空间中信息茧房的形成依赖于智能算法的过滤和推荐，因而，从算法技术手段上完善和优化

现有算法过滤机制，可以有效弱化信息茧房负效应对大学生的影响[21]。基于内容的推荐算法更容易形成

“未知的已知”，而基于协同过滤的推荐机制或者混合推荐机制固然以相似性标签或者关联规则为模型

基点，但为大学生用户提供了获取更多异质信息的可能性。杨一翁等[30]发现适当地提高推荐信息的数量

与质量，减少重复或相似信息，能有效满足用户多样化需求并增加推荐感知的易用性和有用性。所以，

互联网媒体平台需要整合多样化算法机制、增加健康设计理念，提升算法内容的外延性，帮助大学生用

户“破茧”。 

4.4. 强化大学生批判性思维、主动拥抱异质性信息 

信息茧房的形成主要取决于大学生个体主动选择接触信息的宽窄。所以，大学生个体可以充分发挥

自主意识，增加“信息偶遇行为”，主动拥抱异质性信息，可以避免信息茧房的形成。杨雨娇和袁勤俭

[16]发现，增加接触的信息量和信息的多样性，有助于激发用户的好奇心和兴趣，进而提升信息偶遇的可

能性。因而，大学生可以通过不同媒介平台获取多样化的内容和观点，以增加信息偶遇行为并跳出信息

茧房。考虑到信息茧房对于大学生的负面影响体现在思维固化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削弱，那么强化大学生

批判性思维和增加理性价值思考迫在眉睫。批判性思维有助于大学生用户理性分辨互联网空间中信息真

实性，不轻易被带偏观点和情绪。理性价值思考有助于大学生用户在信息效率和信息多元之间保持理性

平衡[17]，主动寻求多样化信息和异质性信息，充分发挥算法知识效能和媒体素养，跳出信息茧房的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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