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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elf-disclosure an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self-disclosure envi-
ronment, we investigate 171 college student and postgraduate through questionnair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Z in city A to analyze whether different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different 
usage of WeChat Moments will influence people’s self-disclosure in some ways. This study shows 
that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gender, age, place of birth and the home have an impact on the 
degree of self-disclosure in their WeChat Moments and the number of WeChat friends and the dif-
ferent kinds of status also have effects. Meanwhile, self-disclosure in WeChat Moments can not 
only expand and strengthen its network of relationships, but also can be a complement to self- 
disclosure in real life, helping ease the emotion and release the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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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基于自我表露的相关理论，以互联网环境下的自我表露为背景，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对A市Z大学的

171名在校大学生及研究生进行调查，考察不同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以及不同的微信朋友圈使用情况对其

在微信朋友圈中自我表露的程度是否存在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人口统计学特征中的性别、年龄、出生

类别和家庭所在地对其朋友圈的表露程度有影响；而微信朋友圈的好友数、状态形式对其在朋友圈的表

露程度也有影响；还指出在微信朋友圈的自我表露不仅仅能够拓展和强化自己的人际关系网，同时也能

够作为自己在现实生活中自我表露的补充，帮助自己疏导情绪，释放压力。 
 
关键词 

大学生，微信使用行为，微信朋友圈，自我表露 

 
 

1. 引言 

微信朋友圈是微信向社交网络应用领域进军的重要应用，该应用于 2012 年 4 月开始加入微信中。朋

友圈将微信用户与其微信好友互相联结，通过文字、图片、视频和定位的发布与分享，在移动设备端形

成一个又一个虚拟的熟人社交圈，是作为一个自我展示、了解他人，维系朋友之间关系的纽带，并通过

点赞、评论、分享使用户间的交往变得相对积极与真实，从而加强了人际交往的深度。本文主要从自我

表露的视角来进行解读，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研究哪些原因会影响大学生在微信朋友圈中的自我表露

行为。 

2. 概念界定及文献综述 

2.1. 自我表露的概念界定 

自我表露这个术语是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西尼·朱拉德在 1958 年提出，它指的是是个体在与他人

交往时自愿在他人面前真实的展示自己的行为，倾诉自己的想法[1]。罗杰斯和其他一些心理方面的治疗

家认为，展示个人信息的行为有重要的心理学意义。Cozby 认为：“个体将自己的隐私通过语言符号告

知他人的过程”[2]，而国内学者对这一概念的定义也有自己观点和看法。李林英指出自我表露是“个体

与他人交往时，自愿地在他人面前将自己内心的感觉和信息真实地表现出来的过程”[3]。蒋索，卢娟将

自我表露定义为“自我表露是个体在交往过程中，将个人信息(包括想法、感受、个性、经历等)和对非个

人信息的自身感受(包括对对方或其他人、事的评价、感受、看法等)以口头或其它形式直接表露给对方的

行为过程”[4]。也有学者认为自我表露是将自己的隐私信息有意识的传递给他人的过程[5]。尽管国内外

的研究者对于自我表露一词的概念界定不同，但相同的要素就是：自我表露是告诉他人有关自己的信息。

因此总结看来自我表露就是将有关自己的隐私或者非隐私的信息运用多种方式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传递

给他人的过程。 

2.2. 对象与方法 

问卷内容和各个题项和内容主要来自杨爽学者根据李林英改编的中文版《朱拉德自我表露问卷》中

所得到的问卷，该问卷适合对大学生群体进行调查研究。被试是来自 Z 大学本科到研究生的学生，共 171
人，年龄在 18~25 岁之间，其中男生 48 人，女生 123 人。本问卷采取网络发放和实地发放两种形式。网

络问卷主要通过问卷星进行采集，发放问卷 100 份，有效回收 75 份；实地调查通过在 Z 大学图书馆各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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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进行随机发放问卷 100 份，有效回收 96 份。回收的有效问卷共计 171 份。 
本文采用杨爽[6]对大学生群体改编的测量自我表露的量表针对大学生在异性吸引力、兴趣爱好、观

点看法、痛苦表露、性心理及青春期、身体意识 6 个纬度来进行测量，该量表改编自朱拉德 1958 年开发

的自我表露的内容问卷(Self-Disclosure Questionnaire)等，量表 30 道题，所有题目都是 4 点计分，从 1~4
分表示“什么都没说”到“非常详细告诉他人”。问卷的各个题项都来自于相对成熟的问卷，但为了保

证问卷的可靠性与有效性，本文再次对问卷进行了信度和效度的检验。 
问卷中关于大学生对微信朋友圈自我表露的情况各个纬度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见表 1。由表 1 可

见该量表的各项系数均在 0.7 以上，信度达到了可接受水平，内部一致性高。 
针对问卷中的效度，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进行检验。首先对数据进行 KMO 检验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

见表 2，以确定该数据是否可以使用因子分析的方法。 
这一部分量表的 KMO 值为 0.893，大于 0.8；Bartlett 球形检验的 sig 值为 0.000 小于 0.01，具有显著

性，适合进行因子分析。且累计解释的总方差为 70.284%，大于 60。且因子载荷量大于 0.5，可以认为该

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3. 研究分析 

3.1. 人口统计学特征对大学生微信朋友圈中自我表露影响分析 

用性别、出生类别作为分组变量，对大学生在微信朋友圈中各个纬度的表露程度做独立样本 T 检验，

结果如表 3 所示。从性别角度来看，观点态度方面(P = 0.003)，大学男生的表露程度高于女生。从出生类

别来看，兴趣爱好(P = 0.047)、观点态度(P = 0.014)独生子女在这个两个方面的表露程度高于非独生子女。 
用年龄、所在年级、家庭所在地与自我表露的情况进行相关分析。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相关结果

显示，年龄和家庭所在地与兴趣爱好方面的自我表露呈显著相关。年龄在与兴趣爱好方面的自我表露呈

正相关，即年龄越大，关于兴趣方面的表露程度越高；家庭所在地与自我表露方面的内容也呈正相关，

即家庭所在地行政区划级别越高，其关于兴趣爱好的表露程度越深。 

3.2. 微信朋友圈使用情况对大学生在朋友圈中自我表露的影响分析 

以大学生浏览微信朋友圈频率、好友数量、状态数量为自变量对大学生在朋友圈中自我表露情况进

行相关分析。分析结果见表 5，由此可见大学生朋友圈浏览频率与自我表露情况的各个方面均不显著，

即大学生浏览朋友圈的频率与其在朋友圈中自我表露没有显著影响；而好友数量越多大学生在朋友圈中

对兴趣爱好的表露程度越深。 
以好友情况描述和状态形式为自变量，分析不同的好友情况和状态形式对自我表露在各个方面的情

况是否有影响。分析结果见表 6，不同微信好友情况在自我表露的各个层面没有显著的差异；不同的朋

友圈状态发布形式在青春期及性心理方面(P = 0.012)具有显著性差异，见表 7。 
以对微信朋友圈是否分组为自变量，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的方式，研究其对自我表露的影响。由表

8 可见，微信是否分组对大学生在痛苦表露和青春期及性心理方面的自我表露有差异，但差异不明显，

会对微信分组的大学生在痛苦表露和青春期及性心理方面的表露略高于不会对微信进行分组的大学生。

但由于其最后检验得出 P > 0.05，证明大学生微信朋友圈分组对自我表露影响不显著。 

4. 结论 

1) 不同性别、出生类别对大学生在微信朋友圈中的自我表露有影响。由表 2 可知，在观点态度方面，

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朋友圈中表露有所不同，男生的表露程度要高于女生；而在其他纬度方面的差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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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ronbach’s alpha ratio of the scale about self-disclosure in the usage of WeChat Moments 
表 1. 微信使用行为中自我表露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 

 异性吸引 兴趣爱好 观点态度 痛苦表露 青春期及性 身体意识 总的自我表露程度 

项数 3 7 4 7 6 3 30 

Cronbach’s Alpha 0.722 0.865 0.886 0.916 0.935 0.815 0.798 

 
Table 2. The test of KMO and Bartlett 
表 2.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 

取样足够度的 Kaiser-Meyer-Olkin 度量 0.893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3632.938 

df 435 

Sig. 0.000 

 
Table 3.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 on the self-disclosure in the usage of WeChat 
Moments   
表 3.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对大学生微信朋友圈中自我表露影响分析 

  异性吸引 兴趣爱好 观点态度 痛苦表露 青春期及性心理 身体意识 

性别 

男 4.8958 15.0417 8.4167 13.1667 8.7500 4.8333 

女 4.3577 14.8455 6.7317 12.9837 7.6911 5.0732 

Sig. (双侧) 0.120 0.813 0.003 0.812 0.111 0.534 

出生类别 

独生子女 4.5600 15.4400 7.6200 13.0200 7.9900 5.1700 

非独生子女 4.4366 14.1408 6.6197 13.0563 7.9859 4.7746 

Sig. (双侧) 0.652 0.047 0.014 0.959 0.994 0.190 

 
Table 4.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age/grade and the family seat and college students’ self-disclosure in using We-
Chat Moments  
表 4. 年龄、年级家庭所在地与大学生微信朋友圈中自我表露相关分析 

  异性吸引 兴趣爱好 观点态度 痛苦表露 青春期及性心理 身体意识 

年龄 
相关系数 −0.001 0.163* −0.081 −0.131 −0.044 0.033 

Sig. (双侧) 0.986 0.033 0.290 0.087 0.569 0.664 

年级 
相关系数 −0.101 −0.063 −0.066 −0.109 −0.064 0.060 

Sig. (双侧) 0.188 0.415 0.390 0.157 0.404 0.436 

家庭所在地 
相关系数 0.101 0.193* 0.131 0.146 0.116 0.114 

Sig. (双侧) 0.188 0.011 0.088 0.057 0.130 0.137 

*. 在置信度(双测)为 0.05 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Table 5.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the use of WeChat Moments and college students’ self-disclosure  
表 5. 朋友圈使用与大学生自我表露相关分析 

  异性吸引 兴趣爱好 观点态度 痛苦表露 青春期及性心理 身体意识 

浏览朋友圈

频率 
相关系数 0.018 0.012 −0.024 −0.098 0.064 0.039 

Sig. (双侧) 0.816 0.877 0.754 0.201 0.403 0.615 

好友数 
相关系数 0.040 0.173* 0.135 −0.607 0.014 0.112 

Sig. (双侧) 0.607 0.024 0.078 0.382 0.858 0.143 

*. 在置信度(双测)为 0.05 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在置信度(双测)为 0.01 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钟亚杉 
 

 
733 

Table 6. Analysis of variance of the effect of WeChat friends’ status on students’ self-disclosure 
表 6. 大学生微信好友状况对自我表露影响方差分析 

 平方和 df 均方 F 显著性 

异性吸引 

组间 12.484 3 4.161 1.357 0.258 

组内 512.253 167 3.067   

总数 524.737 170    

兴趣爱好 

组间 27.439 3 9.146 0.508 0.677 

组内 3003.871 167 17.987   

总数 3031.310 170    

观点态度 

组间 36.002 3 12.001 1.764 0.156 

组内 1135.835 167 6.801   

总数 1171.836 170    

痛苦表露 

组间 .451 3 0.150 0.007 0.999 

组内 3429.338 167 20.535   

总数 3429.789 170    

青春期及性心理 

组间 18.964 3 6.321 0.593 0.620 

组内 1779.013 167 10.653   

总数 1797.977 170    

身体意识 

组间 12.366 3 4.122 1.099 0.351 

组内 626.628 167 3.752   

总数 638.994 170    

 
Table 7. Analysis of variance of the effect of form of WeChat Moments on students’ self-disclosure  
表 7. 大学生微信朋友圈状态形式对自我表露影响方差分析 

 平方和 df 均方 F 显著性 

异性吸引 

组间 19.575 4 4.894 1.608 0.175 

组内 505.162 166 3.043   

总数 524.737 170    

兴趣爱好 

组间 47.054 4 11.764 0.654 0.625 

组内 2984.256 166 17.977   

总数 3031.310 170    

观点态度 

组间 46.375 4 11.594 1.710 0.150 

组内 1125.461 166 6.780   

总数 1171.836 170    

痛苦表露 

组间 108.740 4 27.185 1.359 0.250 

组内 3321.050 166 20.006   

总数 3429.789 170    

青春期及性心理 

组间 133.265 4 33.316 3.322 0.012 

组内 1664.711 166 10.028   

总数 1797.977 170    

身体意识 

组间 8.189 4 2.047 0.539 0.707 

组内 630.805 166 3.800   

总数 638.994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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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8. T-test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groups of WeChat Moments on students’ self-disclosure 
表 8. 大学生微信朋友圈是否分组对自我表露影响 T 检验 

  异性吸引 兴趣爱好 观点态度 痛苦表露 青春期及性心理 身体意识 

微信分

组情况 

是 4.5000 15.0769 7.6346 13.6154 8.4423 5.1154 

否 4.5126 14.8235 7.0618 12.7815 7.7899 4.9580 

方程方差的 Levene
检验 Sig. 

0.594 0.602 0.175 0.034 0.022 0.413 

Sig. (双侧) 0.966 0.719 0.158 0.327 0.316 0.627 

 
显著，这主要可能是因为男生在一些对待时政或者热点的相关问题上的关注度普遍高于女生。此外，在

这方面的表露也更加能够体现男生的政治素养[7]。从不同的出生类别的角度来看，在兴趣爱好、观点态

度这两个纬度上独生子女的表露程度要高于非独生子女，这可能是因为非独生子女与同伴在现实生活中

在这两个方面的交流较独生子女来说更多，因此，独生子女会选择通过微信朋友圈这个渠道与他人进行

交流以弥补现实交流的不足。 
2) 不同的年龄、家庭所在地对大学生微信朋友圈中的自我表露有影响。由表 3 可知，大学生的自我

表露以兴趣爱好为主，年龄越大，大学生在兴趣爱好方面的表露程度越高，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

长，大学生在兴趣爱好方面的表露更加能够吸引相似群体的关注，从而为自己建立其稳固的朋友圈，增

加朋友之间的谈话内容，基于同质性理论，可以知道具有相似特点的人群能够更加容易地建立互相之间

的联系[8] [9] [10]；家庭所在地的行政区划越高，其在兴趣爱好方面的表露程度越深，这主要是因为家庭

所在地行政区划高的大学生群体接触到的活动或者社交面更加广泛，社交软件使用频率更高，因此他们

在这个方面的表露程度要显著高于家庭所在地行政区划低的群体[11] [12] [13]。 
3) 不同的好友数、状态形式对大学生微信朋友圈中自我表露有影响。由表 5 可知，好友数量越多，

那么大学生在微信朋友圈中关于兴趣爱好的表露程度越深，由于在微信朋友圈中大部分人都是基于相似

的兴趣或者爱好而建立起的圈子，因此对与兴趣爱好的表露也能够引起这部分人群的共鸣，得到的回应

也就更多[14]。由表 6 可知，不同的状态形式对大学生在青春期及性心理层面的自我表露有影响，且在这

个纬度，通过均值分析，发现大学生多用图片来表露自己在这方面的看法。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历来是比

较含蓄和内敛，加上青春期及性心理这个方面的内容也是相对比较隐私的内容，因此对于这部分内容的

表露，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不便于表露，因此，大学生往往选择利用图片或者漫画等相对间接的方式来进

行表露[15] [16] [17]，从另一个层面上来看，这也是大学生在对待私密但重要问题上的进步，能够帮助疏

导一些青春期不良情绪的产生[18] [19]。 
综上所述，以 Z 大学学生为例有关自我表露的研究表明不同的人口统计学因素以及微信使用情况对

大学生在朋友圈中的自我表露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微信作为集社交、分享、服务等多位一体的社会化媒

体工具，给大学生建立和拓展人际关系提供了平台，使用图、文、语言、视频等多媒体形式使得大学生

在表露自己的想法和观点时候更加多样化，这种非语言线索的消失，使得双方的交流更加自由和轻松。

通过不同形式的自我表露能够帮助大学生建立或拓展其自己的人际圈子，成为平时信息沟通交流的有效

补充，也能够让他人更加全面、深度的认识自己，这种方式也是对现实生活中的自我表露的有效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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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问卷 

大学生在微信朋友圈使用过程中的自我表露调查问卷 

您好： 
非常感谢您抽空填写这份问卷。因论文需要，现在想了解一下大学生在微信朋友圈使用过程中的自

我表露——您在使用朋友圈时，向他人传递信息、分享思想以及情感的过程。具体在微信上表现为发布

状态、上传照片、分享信息这都是自我表露的行为。 
问卷采用无记名方式，无所谓对错，请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回答。本问卷的内容仅作为学术参考，您

的个人信息和隐私将完全保密，谢谢您的配合与帮助！ 
 
1. 您浏览微信朋友圈的频率 
A. 每天都浏览      B. 每周 4~6 次      C. 每周 1~3 次     D. 其他 
2. 您在微信上的好友数量 
A. 10 以下      B. 11~50 个      C. 51~100 个      D. 100 以上 
3. 您的微信号中的好友情况比较符合下列那种描述 
A. 全部都是熟人      B. 大部分是熟人，少数陌生人      C. 熟人和陌生人的比重相当 
D. 大部分是陌生人，少数熟人 E.全部都是陌生人 
4. 您会对微信好友进行分组吗？ 
A. 会     B. 不会 
5. 您在微信朋友圈中发布状态的形式中最多的是 
A. 纯图片     B. 图片 + 文字      C. 纯文字     D.     转载的公众号的内容     E. 其他 
6. 您会在发布朋友圈时屏蔽哪些好友(多选) 
A. 父母    B. 亲戚    C. 老师或者长辈    D. 不熟悉的朋友    E. 熟悉的朋友    F. 陌生人 
G. 一般不屏蔽 
7. 请根据您的在微信朋友圈中的表露情况选择符合描述的程度 
 

 什么都没说 稍微说了一些 比较多地说了一些 非常详细地告诉了他人 

我是否认为自己对异性有吸引力 1 2 3 4 

我的恋爱史或者暗恋他人的经历 1 2 3 4 

我喜欢的异性类型 1 2 3 4 

我喜欢的食物和不喜欢的食物 1 2 3 4 

我喜欢的闲暇活动方式，如玩牌，听音乐，看电影 1 2 3 4 

 
 什么都没说 稍微说了一些 比较多地说了一些 非常详细地告诉了他人 

我喜欢的运动 1 2 3 4 

我欣赏的文学和艺术 1 2 3 4 

我喜欢或擅长的网上活动，如 QQ、网络游戏等 1 2 3 4 

我喜欢的影视明星或体育明星 1 2 3 4 

我喜欢看的电影或电视节目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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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没说 稍微说了一些 比较多地说了一些 非常详细地告诉了他人 

我对现在政府的看法——国家领导人、政府、政策等 1 2 3 4 

我对人性及人的本质的看法 1 2 3 4 

我对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看法 1 2 3 4 

我对新闻人物的看法或评价 1 2 3 4 

我的情绪波动和产生的原因 1 2 3 4 

 
 什么都没说 稍微说了一些 比较多地说了一些 非常详细地告诉了他人 

使我感到非常沮丧或郁闷的事 1 2 3 4 

使我感到气愤的事 1 2 3 4 

使我感到委屈或窝囊的事 1 2 3 4 

使我感到烦恼、焦虑和害怕的事 1 2 3 4 

使我感到痛苦、忧郁和绝望的事 1 2 3 4 

 
 什么都没说 稍微说了一些 比较多地说了一些 非常详细地告诉了他人 

深深伤害我的感情的事 1 2 3 4 

在性道德上我的看法 1 2 3 4 

我对性知识的了解 1 2 3 4 

青春期我的生理变化 1 2 3 4 

面对异性时我的想法和举动 1 2 3 4 

 
 什么都没说 稍微说了一些 比较多地说了一些 非常详细地告诉了他人 

我对婚前性行为的看法和接受程度 1 2 3 4 

我目前有关性生活的情况，包括如何得到性满足

的知识，可能有的性问题等 
1 2 3 4 

我所希望的外表及我对于整个外表的看法 1 2 3 4 

我对自己相貌或身材问题的忧虑 1 2 3 4 

我是否做很大努力保持健康和魅力，如健身，节

食等 
1 2 3 4 

 
8. 您的性别 
A. 男     B. 女 
9. 您的年龄______ 
10. 您所在的年级 
A. 大一     B. 大二     C. 大三     D. 大四     E. 研究生     F. 其他 
11. 您的出生类别 
A. 独生子女    B. 非独生子女 
12. 您的家庭所在地 
A. 农村    B. 乡镇    C. 县级市/县城    D. 地级市    E. 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    F. 直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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