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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表情符号已经逐渐成为一种新型的网络交流方式，对人们传递信息、表达情感具有重要作用。网络

表情符号作为一种由文字和图片组成的非言语符号，包括字符型表情、emoji表情符号和图像型表情，

其中占据最大比重的是用户自定义表情符号，动漫人物、演艺工作者、影视角色、个人照片或动物等都

可以被网民们加工成表情符号。它具有传播的时效性、选择的多样性、表达的丰富性等特点，其独特的

叙事风格、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能快速将信息传播出去，逐渐成为网络时代的一种新型印象管理方式和公

共文化表达方式，对促进互联网背景下的网民们的文化认同与群体认同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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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twork emoticons have gradually become a new type of network communication, which plays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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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role in conveying information and expressing emotions. As a non-verbal symbol com-
posed of text and pictures, network emoticons include character emoticons, emoji emoticons, and 
image emoticons. Among them, user-defined emoticons account for the largest proportion. Anime 
characters, celebrities, film and television characters, personal photos or animals can all be 
processed into emoticons by netizens.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imeliness of communication, 
diversity of choices, and richness of expression. Its unique narrative style and strong visual impact 
can quickly disseminate information. It has gradually become a new type of impression manage-
ment method and public cultural expressions. At the same time,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
moting the cultural identity and group identity of netizens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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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第 47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指出，截至 2020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9.89
亿，手机网民规模达 9.86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 70.4%，其中，40 岁以下网民超过 50%。互联网的不断发

展促使信息传递的速度和数量大大提升，沟通的方式越来越多元化，传统的文字语言早已不能满足人们

对于新异性和刺激性信息的需求。自从 2015 年，一张哭笑( )模样的表情符号史无前例地成为《牛津英

语词典》年度词汇之一，表情符号迅速收获了大众的喜爱。表情符号作为可以自由表达情感的新型方式，

具有极强的交互性，它以鲜明的颜色、夸张的造型等给人们带来较强的视觉冲击力，其表现力远远超越

了单一的文字，凭借智能终端的完善与普及，表情符号在我们未来的生活中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1]。
本文将从心理学的角度探究互联网时代人们使用和传播表情符号的原因，为促进表情符号的科学规范使

用、维护良好的网络环境提供科学依据。 

2. 网络表情符号的定义及特点 

2.1. 网络表情符号的定义 

表情符号的英文名为“emoji”，来自于日文中的“绘文字”“颜文字”，是一种适用于情感沟通的

从属性符号[2]。表情符号虽然以一些小图片的形式呈现，但与其他图片存在着明显差别，它们本质上是

语言的一部分，有时还用于写作语言，可以代替标点符号。瑞士语言学家 Ferdinand de Saussur 首次将符

号纳入语言的区域之中，并将符号分为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表情符号就属于视觉性的非语言符号，

是一种具有丰富情感意义的非语言暗示，通过表现人的肢体动作和面部表情来传达人们自己的内心感受，

增添交流的趣味性[3]。表情符号作为非言语交流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网络交流中到得到广泛应用，

其不仅在年轻人中受到重视，30~50 岁的中年人也开始尝试在聊天中使用表情符号，并占据一席之地。 
根据表情符号的表达形式，可以将表情符号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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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 形式 内容 是否统一编码 例子 

字符型表情 静态 
由字符组合拼接而成，如阿拉伯数字、英语字母、

标点符号、平假名、运算符、片假名和其他一些

特殊符号等 
否 

(♡˙︶˙♡) 开心 
(´;︵;`)  苦闷 
(•̀_•́)   懵 

ヽ(○^㉨^)ﾉ♪ 愉悦 

Emoji 表情 静态、动态 

微信、微博、QQ 等 APP 中系统自带的一些表情

符号，包括面部表情、手势、具有象征意义的图

形(如，礼物、太阳、月亮等)、动物(如，企鹅、

小猪佩奇)、植物等 

是 

象征意义的图形  

面部表情：  

植物：  

图像型表情 静态、动态 

除社交软件自带的表情商店中可供下载的动态

图、静态图外，目前占据较大比重的是用户自定

义表情符号，它的内容涉及广泛，个人照片、演

艺工作者、影视剧人物、动漫、动物、植物等都

可以创作成表情符号。 

无 

 

2.2. 网络表情符号的特点 

2.2.1. 传播的时效性 
一些社会热点事件通过互联网平台迅速发酵，可以在短时期形成大的社会风暴，席卷微博、朋友圈、

知乎等移动端 APP，快速成为人们的热议话题，从《甄嬛传》中华妃的“贱人就是矫情”到“傅园慧的

洪荒之力”等，都是在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平台迅速火爆，甚至成为人们聊天交流的必备表情符号，但

在一段时间之后，它们又慢慢消失在大众的视野之间。由社会热点产生的表情符号持续的时间往往与其

社会属性联系紧密，其中更具有典型性、能代表时代特征、弘扬积极乐观精神的表情符号，持续的时间

就会更长。表情符号的时效性还与使用者的年龄有关，年轻一代的表情符号更换速度极快，总是与时代

热点相一致，不断更新换代。而中老人的表情符号多为颜色鲜艳、真诚朴实的祝福语，弘扬社会正能量，

使用得更为长久。同时，还有其他因素会对表情符号的时效性产生影响，如个人偏好、营销推广等。 

2.2.2. 选择的多样性 
为了充分满足人们自我表达的需求，移动网络平台不仅开发了形式各样的官方表情符号，而且给予

了用户收藏其他自制表情符号的权利，表情符号数量繁多，来源广泛，风格多变，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

偏好和要表达的信息选择符合自身要求的表情符号。众多表情符号能充分满足不同性别、不同个性用户

的需求，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中的用户在表情符号的选择方面也会表现出多样性。 
就性别而言，虽然男性和女性对于表情符号功能的理解是相同的，但女性会更频繁、更积极地使用

表情符号，而男性倾向于使用更多类型的表情符号。在认知方面来说，女性认为使用表情符号表达更熟

悉、更清楚、更有意义，而男性更喜欢使用相同的表情符号去加强情感表达。当男性和女性使用相同的

表情符号时，接受者会产生不同的情绪感受，当一个女性发送具有深情意义的表情符号时，她会被认为

比男性更合适和更有吸引力；当男性发送的信息中含有不那么深情但友好的表情符号时，他们被认为比

女人更合适、更有吸引力。 
就个性特征而言，具有不同心理特性的人也会选择不同的表情符号。研究表明，Facebook 上的用户

越外向、自我监控的能力越强，使用表情符号的频率越高[4]。一项基于表情符号的人格测试表明，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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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与自己的相似性评分与大五人格的情绪稳定性、外向性和宜人性有关，但与责任心和开放性无关[5]。
具体来说，经常发消极表情符号的人情绪稳定性较差，而经常发积极的表情符号的人更加外向。 

表情符号的使用是由语言和社会背景以及文化习俗共同构成的，并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如文化背

景、生活环境、语言环境和用户群体。文化差异对表情符号的使用有显著影响。在使用行为方面，根据

Hofstede 提出的文化维度模型，在高权力距离和放纵的国家中，人们使用更多的表情符号来代表负面情

绪，而在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回避、个人主义和长期取向的国家经常使用代表积极情绪的表情符号。同

时，在不同的人际关系交往中，我们也会使用到不同的表情符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疏远、越礼貌，

人们使用的表情符号就越抽象、静态。人与人之间的对话越礼貌和遥远，表情符号就越抽象、几何和静

态；相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亲密，或是针对某一特定主题展开的讨论，期间使用的表情符号就更具

体、更生动。 

2.2.3. 表达的丰富性 
表情符号作为一种非言语线索，在表达情感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使计算机不再是冷冰冰的机

器，让人们能带有感情的进行互动，表情符号已经逐渐成为线上互动和情感交流的重要媒介。对 33 种面

部表情进行分析，研究者发现大多数表情符号可以表达一种或多种情绪。通过人工注释，研究者们根据

表情符号的情绪分布，将表情符号划分为积极、消极和中性三种，也有一些表情符号可以表达讽刺。表

情符号对表达或增强情绪具有重要意义，用户更倾向于在积极的消息中使用表情符号，而在悲伤或愤怒

的消息中使用它们的次数则较少。同时，虽然面部和非面部表情符号都能表达情绪，但面部表情符号的

情绪表达效果要优于非面部表情符号的。 

3. 网络表情符号火爆的心理学意义 

3.1. 网络时代的一种新型印象管理方式 

网络表情符号作为网络文化的一种表达形式，借助微博、微信以及各种移动客户端在网络空间广泛

传播，逐渐成为大众表达情绪的一种新型方式，但表情符号的使用与自身的性格、情感需求等都有着或

多或少的关系，每一次使用表情符号都意味着一次或深或浅的自我暴露。自我表露是个体将有关自己的

信息告知目标人的过程，这一界定最早由 Jourard 于 1958 年提出。自我表露的信息主要包括身份、性格、

个人经历、未来打算、兴趣爱好、生活方式等。在网络社交平台进行的自我表露是现实自我表露在网络

空间的延伸，对一个人网络空间的观察，可以分析出该用户的偏好、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的信息，网络空

间的自我表露与现场交流中的自我表露存在一定的差距，其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网络空间中存在的匿名性

和视觉线索的缺失。网络自我表露包括“有意识的网络自我表露”和“无意识的网络自我表露”。“有

意识的网络自我表露”是指表露者带有目的性的表露，如聊天中有意识的问答、撰写的博文、张贴的照

片等；“无意识的网络自我表露”指的是在社交网站、博客或私人网页上公布的信息中无意识透露出的

信息，如聊天中的口头禅、博文的语言风格、个人主页的背景设置、公布照片的细节特征等。从人们开

始在网上进行自我表露的那一刻起，就成为了其他人的凝视对象，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总是会为了提升他

人对自己的看法，获得他人的赞同与认可，而对自己的暴露方式和内容不断进行调整，而表情符号作为

一种新型的自我表露方式，逐渐成为网络时代一种新型的自我形象管理的方式。 
“拟剧理论”是戈夫曼提出的一种解释人类行为的理论，又被称为“自我呈现理论”，该理论提出：

“人生是一场表演，社会是一个舞台。”“拟剧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印象管理”，用户通过管理自我

表现和自我行动来达到理想化的自我塑造，试图使他人相信“我”是具备某些品质的，从而得到他人的

认同以促进社会交往，结交更多的陌生人，以建立黏性较强的关系链，成为用户在网络社会进行形象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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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重要因素[6]。网络交往与现实中的沟通交流不同，具有私密性、匿名性，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专属的

表演通道，并且由于互联网的不断发展，这个表演通道在不断的拓宽，这种相对私密的表演区域可以让

他们产生交流上的安全感，心理压力也相对较小，可以使用表情符号自由表达自己的感受。同时，表情

符号弥补了在网络自我表露中缺失的视觉线索，通过夸张的动作、逼真的造型将被遮蔽起来的使用者的

表情和肢体动作展现了出来，接受者可以通过这些带着情绪和感情的表情符号来分析对方所表达的感受，

甚至理解一些象征性和隐喻性的意义。因此具有直观形象、诙谐内容的网络表情符号是极其重要的印象

管理工具。据相关研究表明，对于大学生群体来说，表情符号使用得越多会被认为越热情、越有能力；

在真实场景中，不同性别对目标对象的能力评价有差异，男性倾向于认为表情符号使用多的女性能力更

强[2]。 

3.2. 互联网背景下的文化认同与群体认同 

郑晓云在《文化认同论》中表示，文化认同是一直伴随人类文化发展左右的动态概念，是人类对自

己所处环境的宏观认识，这种认识通过具象思维加工后映射在人脑内，形成某种固定的思维定式，并依

据这种定式创造出新的文化来影响自己的行为方式。网民们逐渐产生了自己的固定思维模式之后，他们

对此达成一致，并在其日常行动中表现出来，我们认为他们产生了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在一个集体中

产生的，网民们基于对表情符号的使用偏好而聚集在一起，不受时间、地域的限制，在交流的过程中可

以排除很多其他因素的干扰，他们共同的网民身份和彼此相近的价值观使他们对某些现象更容易产生一

致的看法，同时也让这个新型的自由群体更加契合，更容易产生群体认同。美国著名心理学家 Sherry 
Turkle 曾在《虚拟化身：网络时代的身份认同》中指出：网络交往具有虚拟性、匿名性，网民们可以自

由发表自己的观点，不断进行文化认同的自我建构和再建构，这种自我建构和再建构包括两个方面，一

方面是隐匿个体自身在现实生活中的角色，从而塑造内心真正的自我；另一方面是自我在网络交往过程

中构建出群体中的自我，形成群体认同感。 
在互联网时代，人们与这个世界的直接接触越来越少，逐渐通过一部手机将自己与这个世界联系起

来，人们的孤独感也越来越强，对所属文化与群体的认同感的诉求也大大增强，人们需要在文化认同与

群体认同中强化自我价值。已经有很多研究者讨论过网络表情符号与文化认同及群体认同的关系。人们

使用网络表情符号已经不仅仅是为了表达情绪和态度了，这实际上是现代社会文化在网络流行文化中的

折射，是人们在网络人际交往中寻求身份认同的重要表现，其身后隐含的文化价值令人深思。通过数据

分析法，研究者得出群体传播对网民使用网络表情符号能获得多少满足感具有重要意义，群体影响着人

们对于网络表情符号的选择和应用。还有研究者由网络表情符号的现状出发，通过阐述网络表情符号的

特点、传播现象、延伸空间等方面详细论述了建构网络文化认同的方式和角度。社会心理学家 Miller 和
Dollard 在《社会学习和模仿》一书中指出人们通过模仿可以习得很多行为，有研究者采用该观点来解释

人们模仿他人使用表情符号是在寻求认同，网络表情符号的流行是基于网民的心理需要，以图像代替文

字的表达方式也是大势所趋，当网络表情符号的使用变得无处不在，参与网络交往的双方都会模仿这种

交流方式来获取群体认同和文化认同。 
在网络表情符号的传播过程中，不同的人会选择不同的表情符号表达自己的感受，同一张表情符号

对于不同的群体来说，也蕴含着不同的意义。以火爆全球的 Emoji 小黄人表情为例，“微笑”是这一表

情符号( )最初的含义，然而在传播过程中逐渐演变为“呵呵”，带有讽刺意味，二者含义相去甚远，

这说明网民在使用这些表情符号的同时，也在对其进行新的意义建构，并且这种新意义在潜移默化中使

部分网民群体产生了价值认同与情感共鸣，从而逐渐形成群体认同，对所属的亚文化群体产生归属感[7]。
在网络交往的过程中，人们通过各自对网络表情符号的不同理解与应用形成共情，抱团聚合成一个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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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或者类似三观的群体，这一个群体拥有独有的语境和氛围，与其他亚文化群体有着明确或晦涩的群

体界限，参与其中的个体也在使用网络表情符号的过程中感知到“归属感”，形成群体认同感。 

3.3. 一种新型的公共文化表达方式 

Zygmunt Bauman 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具有去中心性、持续变化性和阶级的平等性，带有“游戏”的

意味。网络空间具有虚拟性和隐蔽性，信息传播速度快且交流障碍小，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主流的叙事手

段和占主导地位的话语体系，网络表情符号具有夸张性、娱乐性、时效性，几乎所有的热点讨论都不会

缺少表情符号的身影，且不会出现文字交流的障碍，因而表情符号是普通民众谋求话语权的一种新形式，

正体现了网友们对话语权的追求，体现了草根文化、流行文化与公共参与日趋紧密的关系。网民在已有

的视频截图、图片基础上进行再创造，并凭借互联网跨越地域、时间的限制，通过不断地复制、共享，

以到达更多的目标群体，促使帝吧成员、各地网民、海内外留学和工作的华人群体都能参与到“帝吧出

征 fb”事件中，这体现了经过再创造的网络表情符号不仅能促进个人情感的共鸣，而且能在其个性化的

创造中实现行动动员的循环[8]。 
网络表情符号作为一种新型的公共表达方式，可以增强群体间的情感交流，使发送者和接受者产生

情感上的共鸣，从而促进群体动员、巩固群体间的情感。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相似价值观聚集在

一起的网民会更容易形成情感认同，处于该群体中的个体容易放弃独立思考，丧失其同一性和责任感，

融入群体中，不自觉地陷入一种亢奋情绪中，做出一些自己平常不会做的事。美国学者 Cass R. Sunstein 
1961 年提出群体极化的观点，该理论基本可以表述为：“某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

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网络群体极化以非理性、谣言传播、情绪感染等

为主要特点，是网络群体通过一系列组织和作用逐渐走向极端的一种社会现象，它能在最短时间内将信

息快速传播出去，并产生最广泛的影响。表情符号将具有相似价值观的网民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较自

由的集体，认同会使成员之间相互激励并简化、强化一些论述，从而屏蔽一些不同的看法，因而更容易

产生群体极化，网络表情符号传播的速度之快，更会加剧网络群体极化所带来的影响。Gustave Le Bon 
(1895)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描写了群体情感的不理性，他认为人即使是一个理性的个体，一

旦变成群体的一部分，也会变得不理性，会不加怀疑地接受群体的意见、想法和信念，盲目模仿群体中

其他人的态度和行为。在网络表情符号的传播过程中，图片以其夸张、逼真的设计在网络交往中的传播

速度远远快于文字等其他形式，网络表情符号可以通过群体动员的方式引发病毒式的传播，如果所传递

的是一种负面情感，那这种负面情绪会更加膨胀、扩大，导致群体中非理性的助长，并使网络社会出现

一系列问题[9]。 
“去个体化”主要是指在群体中，人们有时会感觉被淹没于其中，失去自我的判断能力，个体的自

我认同被群体目标与认同所取代，从而降低个体的自我控制能力，无法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和价值，最终

陷入重复、冲动、情绪化，甚至是破坏性的行为中，这种现象被称之为“去个体化”，其具体表现为个

体丧失责任感，以及对群体行为极其敏感度。网络交往具有天然的匿名性和隐蔽性，无论是信息的传播

者还是信息的接受者，在这个复杂的网络生态环境中都具有“去个体化”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信息

的传播者可能会出现传播并持续报道虚假信息、误导社会学习、“标题党”等现象；信息接受者可能会

出现发布并传播虚假或非理性的言语、不尊重个人隐私等现象。 

4. 小结与展望 

本文系统地回顾了关于网络表情符号的相关研究，旨在从心理学的角度探究互联网时代人们使用和

传播表情符号的原因，为后续研究人员从心理学角度剖析表情符号提供线索。如今网络表情符号不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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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网络交往的重要方式，也对人们的工作、生活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有利有弊，应该引

起我们的关注。首先，网络表情符号数量众多、极具情绪感染力、风格多变，具有较强大的投射功能。

网民们收藏、使用表情符号的偏好都能反映出使用者本身的需求、认知方式、性格倾向以及人格成分，

未来可以重点探究网络表情符号对于心理咨询师进行线上心理咨询所起的作用。其次，社交平台网络表

情符号可以促进人们的情感表达，那人们在社交平台使用表情符号所传达的信息是否与自身的真实感受

一致也是值得探究的。最后，网络表情符号在传播过程中的过度使用也会导致低俗、暴力、谣言传播及

违法失范行为的产生，如何从心理学的角度规制其产生的弊端，促进网络环境的健康发展，这也是值得

我们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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