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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时代与科技的进步，网络社会得以蓬勃发展，对于网络亲社会行为的研究也成果颇丰。青少年作为

新一代的青年，其接触网络社会频率相较网络时代初期也大大增加，本研究旨在归纳分析近期中学生网

络亲社会行为相关文献，从线下与线上亲社会行为的差异、青少年网络亲社会行为的测量方式以及影响

因素方面进行评述，为培养青少年网络亲社会行为提出参考与建议。最后，本文认为目前的青少年网络

亲社会行为研究有以下不足：1) 实证研究依旧缺乏；2) 实验范式需要优化；3) 研究对象需要多元化、

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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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the times and technology, the network society has flourished, and the 
research on network pro-social behavior has also yielded fruitful results. As a new generation of 
young people, the frequency of adolescents’ exposure to online society has also increased signifi-
cantly compared with the early days of the Internet era. This study aims to summarize and analyze 
the recent literature o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online prosocial behavior, from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offline and online prosocial behavior. This paper reviews the measurement method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rosocial behavior, and provides references and suggestions for cultiv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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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g people’s online prosocial behavior. Finally,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adolescent online prosocial behavior has the following shortcomings: 1) empirical research is still 
lacking; 2) the experimental paradigm needs to be optimized; 3) the research objects need to be 
diversified and spe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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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以及现代化智能技术的普及，互联网在生活中的应用变得越来越广泛，由此

应运而生的网络社会渐渐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网络轻松地看到世界角落的同时，

互联网中发生的各种突发事件或是热点事件引起互联网用户的热烈评论，并且从线上讨论进一步变成线

下生活中谈论的话题。现在的青少年在闲暇之余常常使用互联网进行学习或是娱乐活动，他们对待网络

中发生的事件也会表现出独特的行为方式或是行为习惯，其中讨论较为热烈的一类行为则是中学生的网

络亲社会行为。 
青少年时期是个体认知发展的重要时期，正确引导他们在线上虚拟社会中正确、积极地对待各种网

络事件具有现实意义。对于现在的青少年来说，他们比网络社会普及初期时能够更加轻易地接触虚拟世

界，如今的网络世界也变得更加纷繁复杂，网络环境的匿名性、多样性、及时性等多种特性使得青少年

网络亲社会行为的培养与引导并不容易。在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的大背景之下，培养与引导他们产生网

络亲社会行为能够帮助他们形成健康、健全的人格，因此本文旨在回顾与梳理近年来有关青少年网络亲

社会行为的文献，对其特性以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为培养与引导青少年产生网络亲社会行为提出参考

与建议。 

2. 中学生网络亲社会行为 

2.1. 网络亲社会行为的内涵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网络社会中个体的亲社会行为渐渐得到研究者的关注。一方面，与在现实

环境中相似，在网络环境中人们也同样表现出亲社会行为，并与现实亲社会行为有相同之处，所以对于

网络亲社会行为的定义都与线下亲社会行为类似，其目的是为了造福特定的他人或促进与他人的和谐关

系(Erreygers et al., 2018a)。但另一方面，由于网络具有虚拟性、超时空性等显著的特征，网络亲社会行为

相比于线下亲社会行为有其独特之处，例如 Joe Cox 等人的研究(Cox et al., 2018)便发现社会资本等因素

不能解释网络亲社会行为。因此，作为亲社会行为研究的一个领域，线下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因素是否也

同样适用于网络，也成为了研究者关注的焦点。 
网络亲社会行为的类型是多样的，郑显亮(郑显亮，2010)将网络亲社会行为归纳为了网络支持、网络

指导、网络分享和网络提醒四种类型，并以此为基础编制了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量表。而国外研究涉及

到的网络亲社会行为主要包括信息和知识分享，如在网络社区中发帖回帖、在微博中互动、编辑网络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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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全书等；网络服务，如在网络社区中管理硬件软件设施、管理社区成员的行为和关系、推广社区；网

络公益，如在网络中宣传和组织公益活动等；网络支持小组、在线指导、网络捐赠等也是国外研究关注

的主要行为。本文综合前人的研究结论认为，网络亲社会行为是一种在网络社会中对特定对象表现出的

亲社会行为，其包含了网络公益、网络帮助、网络管理、网络支持、网络分享以及网络互动等各种类型。 

2.2. 青少年网络亲社会行为的特征 

青少年在网络亲社会行为中有其鲜明的特征以及发展趋势，例如女生更愿意表现出亲社会行为，并

且表现出来的亲社会行为更倾向于人际取向，而男生倾向于事件取向(Radke-Yarrow et al., 1983)；非独生

子女比独生子女表现的亲社会行为更强(黄艳钦，孙鹏宇，2014)；而随着年龄增长，青少年群体表现的亲

社会行为下降(张梦圆等，2015)。男性和女性中学生在网络亲社会行为上是否存在差异却有不同结果，有

研究(Wallace, 2015)发现特定网络环境中，男生更愿意对女性表现出网络亲社会行为，还有研究(马晓辉，

雷雳，2011)表明，女性更愿意在网络中表达出不计回报的亲社会行为，但也有研究(陈思思，2015)表明

男生和女生在网络亲社会行为总分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上网时长也会影响网络亲社会行为。每天上网 5 小时以上的青少年其网络亲社会行为显著多余上网

1~2 个小时的青少年(陈思思，2015)。还有研究(宋洁，翁丽丽，2013)表示年龄也会显著影响网络亲社会

行为，80 后群体的网络亲社会行为显著高于 90 后。 
青少年网络亲社会行为也存在网络行为的一些特点。有研究者认为作为青少年，他们有表达个性的

强烈需求，所以他们的网络行为常常表现出个性化吸引的特点，并且，他们会在群体趋同中寻求归属感，

不仅如此，他们网络社群交互范围也是十分宽广，研究者认为这是他们内在孤独的外在反应，对中学生

群体而言，群体性孤独会降低自我社会认同感(李吉彬，吕莹，2019)。 
还有研究者表示，青少年网络亲社会行为本身存在及时性、知识优越性和广泛性、非物质性以及连

续互动性的特点(迪拉热·艾则孜，2013)。首先，青少年能够在他人发布求助信息的同时进行接受、复制

以及传播等行为，并根据自身能力进行反馈。目前青少年的文化程度普遍较高，在面临网络社会实时，

具备一定的网络知识与学习能力。在网络中，中学生的网络亲社会行为更多表现为非物质的，例如咨询、

指导以及共享等。最为特殊的是，在网络中，助人者也可以是求助者，因此，青少年的网络行为会表现

出希望问题得到持续关注和解决。还有研究者从人格特质出发，认为中学生网络亲社会行为存在内隐倾

向性，也会受到线下的亲社会行为影响，但时间与形式更加自由(黄雪珂，2015)。 
综上所述，前人对于线下的亲社会行为与网络亲社会行为特征的研究有相似也有差异。不可否认的

是，相对于线下的亲社会行为，网络亲社会行为更多的受到网络社会的影响，得益于网络的及时性，便

宜性，呈现出自己独有的特性。但目前对于网络亲社会行为的研究远远少于线下亲社会行为，无论是将

曾经验证过的关于线下亲社会行为的研究延伸到网络亲社会行为研究中，或是区别于线下亲社会行为，

网络亲社会行为研究都可能成为新的研究热点之一。 

2.3. 青少年网络亲社会行为的测量 

2.3.1. 测量法 
问卷测量是网络亲社会行为最为常用的测量方法。国外研究者 Wright 和 Li 在研究现实亲社会行为

与网络亲社会行为的关系时，编制了青少年网络亲社会行为量表。该量表共拥有 4 个项目，分别是：说

好话、提供帮助、安慰他人、让他人知道我关心他们。被试会被要求对四种不同网络平台类型上发生项

目中所述行为的频率进行由 1 (从不)到 9 (每天)的评分，最终以所有项目的平均得分作为网络亲社会行为

的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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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网络亲社会行为的研究中，近期常用的问卷是雷雳(马晓辉，雷雳，2011)等人编制的青少年网

络亲社会行为量表，此量表包含 6 个维度，分别是公开型、匿名型、利他型、依从型、情绪型、紧急型，

共计 26 道题项，采用 5 点计分，问卷得分越高，其网络亲社会行为越高。 

2.3.2. 实验法 
最经典的方法即为人机互动任务。在该任务中，研究者会在实验室模拟网络环境，被试在电脑上完

成其他无关任务的过程中，主试通过另一台电脑向被试发送求助任务，以求助任务的完成情况判别被试

的网络亲社会行为。例如，有研究者让被试帮忙在电脑上填写问卷，在被试完成问卷并知晓研究结束后，

主试在被试不知情的情况下从另一台电脑向被试发送一份求助邮件，最后根据被试填写问卷的具体题目

数量作为网络亲社会行为的指标，在完成求助问卷的过程中，被试可以选择完成全部或者只做其中一部

分题目(吴鹏等，2017)。这一实验设计能够很好的消除掉被试对网络亲社会行为测量的心理准备，用题目

数量作为指标更好的呈现出测量数据，方便后续的分析研究。 
另一种常用方法为转发任务，即让被试在网络中帮忙转发主试制定的信息，通过被试转发的内容的

质量，例如转发频率或是转发字数来判别其网络亲社会行为。例如有研究者从网络上选择有关网络捐助

的事件，询问被试的转发意愿，如果愿意转发，让被试选择想要转发的社交网站(QQ，人人网，微信，

微博)，并且附上评论，以被试评论的字数作为因变量指标(岳玉洁，2015)。这种研究任务在没有区分亲

社会行为与亲社会意愿时，对二者都可以进行测量，但区分之后，更多的是对网络亲社会意愿进行测量，

但也有少数研究用其继续测量网络亲社会行为。 

2.4. 青少年网络亲社会行为与亲社会行为的差异 

截至目前，亲社会行为的相关研究较多，但是网络亲社会行为的实证研究并不丰富。有研究者(Guo et 
al., 2018)针对网络亲社会行为与现实亲社会行为的关系进行探究，结果表明，基于互联网平台的亲社会

行为与线下现实生活中的亲社会行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还有部分研究表示，测量线下亲社会行为的指标同样也是适用于网络亲社会行为。Qingke Guo 有关

害羞与网络亲社会行为的研究使用了测量线下的羞怯量表(Guo et al., 2018)，网络亲社会量表采用的是改

编的网络利他量表，结果表明线下亲社会行为与网络亲社会行为存在关联性：尽管网络创造了一种不需

要面对面的交流方式，但害羞的个体也可能会像在离线世界一样在网络空间中经历尴尬和一定程度的焦

虑。同样，Michelle F 关于青少年面对面亲社会行为与网络亲社会行为的相关研究也表示，线下亲社会行

为与网络亲社会行为是相关的(Wright & Li, 2011)，并且年轻人能够通过各种电子技术变得亲社会，他们

可以共同构建在线和离线世界(Subrahmanyam & Greenfield, 2008)。这些研究都证明了线下与线上的亲社

会行为是及其相似的，二者有共通的地方。 
对于线下亲社会行为与网络亲社会行为关系的解释最常使用的是共同建构理论。共同建构理论最初

是为了解释青少年的非数字身份和他们在网上的身份之间的相似性(Boneva et al., 2006)。随着越来越多的

研究支持，共同建构理论认为在心理上网络世界和现实世界有着相似的联系(Eichhorn, 2008)。图式是其

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它具体是指个体对世界的知觉理解和思考的方式。借鉴共构理论的研究结果，亲社

会的个体可能会将其有益的本性概括为超越面对面的互动，并延伸到他们的数字世界中。这样，人们就

可能会把他们在数字世界中的亲社会行为视为亲社会倾向的一种延伸。而为了支持共构理论，Wright 和
Li 还提出，现实中的亲社会性也可以推广到网络世界(Wright & Li, 2011)，他们的研究发现，在线下社会

中表现出更多亲社会行为的人更有可能在网络的虚拟社会中表现出亲社会行为。 
但事实上，由于行为发生的环境不同，网络亲社会行为将呈现不同于现实生活的独特性(马晓辉，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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雳，2011)。互联网的跨时空性、匿名性、传播高效性等特点，使得网络亲社会行为的实施更加便捷高效，

且不受地理位置与时间的限制，传播范围也更为广泛。虽然目前许多研究都表示线下的亲社会行为与网

络亲社会行为相似，但仍然有研究表明，两者的某些因素、机制是存在差异的。Joe Cox 的研究结果显示

宗教信仰、社会资本和收入在特定背景下几乎不能解释观察到的捐赠者行为的显著差异(Cox et al., 2018)。
而先前的研究又表明这些变量与离线环境中的个人亲社会行为之间存在着强烈的正相关。因此，网络亲

社会行为与线下的亲社会行为不能直接对等，其作用机制也更应该基于网络特征加以探讨，而不是完全

照搬亲社会行为的研究理论。 

2.5. 青少年网络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因素 

目前，多数研究均以网络亲社会行为作为因变量，探究了前因变量，如个体互联网的使用频率(Frey & 
Meier, 2004)、网络成瘾(李毕琴等，2008)、幸福感(Wright & Li, 2011)、社会支持网络(朱美侠等，2016)、
从众心理(吴倩倩，2017)、关系型自我认知(Erreygers et al., 2017)、情绪(Erreygers et al., 2018b)以及个人定

向类价值观(范依婷，2020)等对个体的网络亲社会行为产生的影响。 
有研究者(杨英，2011)指出，影响青少年网络亲社会行为的因素大致可以分为主体特征、受体特征以

及环境特征。还有研究者认为(郭静媛，2017)，客观的网络环境以及青少年主体内部因素能直接影响中学

生的网络亲社会行为。结合近期文献中对网络亲社会行为与其前因变量的研究，本文认为青少年网络亲

社会行为的产生与网络环境特征、青少年个体特征以及对象特征有关。 
网络环境特征指的是网络自身携带的属性，包括其匿名性、及时性、便宜性等，也指当时环境下人

为引起的网络社会呈现的特征，例如网络社会支持强或是隐私无法获得保护时虚拟社区环境表现出来的

特征。有研究者(丰榆雅等，2021)发现网络中不同情景的舆论新闻能够影响青少年网络亲社会行为的产生，

在积极的舆论情景中青少年表现出来的网络亲社会行为会强于消极舆论情景，这可能是由于消极的舆论

内容会令青少年产生消极的情绪，甚至出现信任感降低的情况(高峰强等，2017)，而积极的情绪有助于个

体产生亲社会行为(Harman et al., 2005)，因此，在网络环境中当青少年感受不到积极情绪时，他们可能就

不会轻易表现出网络亲社会行为。网络环境虽然不如现实环境一般直接明了，但青少年在虚拟世界中会

将自己投身进网络数据的海洋，他们一样能够感受并表达所有情绪，所以一个积极健康的网络大环境是

促进其网络亲社会行为发生不能忽视的一个条件。 
青少年个体特征指的是中学生自身的内部因素，例如自我认知、幸福感等，也指其自身拥有的条件

与行为习惯，例如互联网使用频率，社会支持网络等。有研究者表示个人定向类价值观能够显著预测网

络亲社会行为(范依婷，2020)，当青少年在网络社会中发现自己受到更多的喜爱与尊重时，会获得自我肯

定的感觉(Wright, 2014)，这有利于自我价值观的发展与稳定，而这种获得的价值感则会进一步让他们表

现出网络亲社会行为。还有研究表明，乐观的青少年更能表达出网络亲社会行为(汪臻韬，刘巍，2021)。
可见培养青少年群体积极、乐观、向上的精神态度，建立他们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对促进其网络亲社会

行为的产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象特征则是指网络亲社会行为的接受者所表现的特征，例如社会距离、诚实守信等。研究发现，

在网络捐款中，社会距离与空间距离都能影响捐款数额(王珊，2018)，社会距离的改变可以影响个体的积

极情绪的产生(Henderson et al., 2006)，而距离近的情形下，个体更愿意产生积极的情绪，做出积极的反应。

而网络人际信任也会影响个体表现网络亲社会行为(谢方威等，2021)。这说明，从接受者的角度来说，当

接收者表现得更加可信，更符合施与者认定的可以对其表现亲社会行为的形象，那么更能激发施与者表

现出网络亲社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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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学生网络亲社会行为的培养 

总体来看，青少年的网络亲社会行为表现是积极的(马晓辉，雷雳，2011；陈思思，2015)。从近期研

究结果来看，本文认为可以从网络环境特征以及青少年个体特征入手，来促进亲少年产生网络亲社会行为。 
首先，现在的网络环境复杂，消极和积极的网络信息鱼龙混杂，学校、家庭应该教会青少年辨别网

络信息，提供足够的网络社会支持，控制青少年接触的网络信息质量，避免他们因为网络环境中的攻击

行为、欺骗行为等负性行为导致青少年产生负性情绪而害怕在网络中表现积极情绪。同时，在日常的网

络社交中，要鼓励青少年表现积极、正向、阳光的网络社交形象，帮助他们在虚拟社会中体验、感受传

播积极的情绪，这样他们无论是作为施与者或是接受者都能够更好的融入良好的网络社会之中。 
而从青少年个体特征来说，要注意青少年网络亲社会行为表现的差异化，例如男性与女性表现的网

络亲社会行为的差异或是文科理科表现的网络亲社会行为差异(Wallace, 2015)。所以，在培养青少年网络

亲社会行为的过程中，要根据差异进行课程安排，尽可能做到多样性、全面性，不能用同一种方法面对

所有青少年，要以青少年为主体，按照他们的特性进行差异化培养，这样才能更好的促进他们产生网络

亲社会行为，在虚拟社会在发育健全人格。 

4. 总结与展望 

回顾近几年关于青少年网络亲社会行为的研究，发现相较于网络社会发展初期，目前的研究成果已

增加不少，无论是对比线上线下亲社会行为差异的研究或是单独探寻网络亲社会行为自身特征的研究都

颇有成果，但不可否认，随着网络社会逐渐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对其的研究应该更加深入。因此，本

文认为今后有关青少年网络亲社会行为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首先，有关青少年网络亲社会行为的实证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增进。目前相关研究更多采用的方法还

是问卷测量以及访谈研究，而深入研究机制的实证实验研究并不丰富。停留于问卷测量并不能真实反应

青少年群体表现网络亲社会行为的具体情况，更不能较为真实地反应其网络亲社会行为的特性，所以今

后的研究可以善用实验范式进行研究。 
其次，实验范式的优化。目前常采用的人机互动范式以及捐助范式并不能真实反应青少年在网络环

境中的亲社会行为。这两种范式以营造真实网络环境为目的，但是实验中难免会有被试感受不到生活中

的网络情景，因此，今后的实验研究可以拓宽研究范式，力求还原真实的网络社会情景。 
最后，研究对象的多元化、具体化。青少年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之处，广泛探讨青少年群体并不一

定能适用到每个年龄阶层的群体，例如初中阶段和高中阶段是否在网络亲社会行为上存在差异，中学阶

段和大学阶段又有何同异，这些都可以进行深入探讨，从更多层面去探索青少年网络亲社会行为才能真

正意义上帮助促进与培养其网络亲社会行为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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