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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媒体时代下，“表白墙”应运而生，给高校大学生提供了一个表白交友的平台，同时“表白墙”的不

断发展也暴露出一系列不容忽视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正遭受挑战。针对“表

白墙”存在的侵权、不实信息传播等问题，本文提出创新教育模式、创新教育方法、加强管理三点策略，

希望进一步促进和规范“表白墙”这类校园自媒体平台的良性发展，从而形成科学、有效的网络思想政

治工作方式，以此完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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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new media, “confession wall” emerged at the times require, providing a platform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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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students to express their feelings and make friends.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tinuous de-
velopment of “confession wall” has also exposed a seri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roblems that cannot be ignored, and the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
ties is being challenged. In view of the “confession wall” infringement, false information dissemi-
n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innovative education mode, innovative education method, streng-
then management strategy, hope to further promote and standardize the “confession wall” cam-
pus media platform of benign development, so as to form a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network ideo-
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nvironme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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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媒体时代，各类网络虚拟社区成为高校学生交流表达情感的重要媒介。这些新媒体平台在给高校

学生带来信息接收便利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不容忽视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受网络多元化思想的冲击

与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迎来了巨大挑战。本文以高校网络社区常见的“表白墙”为例，尝试探

索在新媒体时代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对策。 

2. “表白墙”的概述 

高校“表白墙”是新媒体时代下网络社区交友的产物，主要用于鼓励没有勇气当面表达爱慕之情的

高校学子借助网络媒介表达爱意的平台，故称“表白墙”。作为新媒体时代下的校园自媒体平台，“表

白墙”因其新奇的传播方式、接地气的语言、畅所欲言的讨论环境等特点，迅速在高校学生群体中活跃

起来，深受高校学生的欢迎。“表白墙”是一个具体的 QQ 账号，高校学子添加好友后向其发送信息，

“表白墙”的运营者收到信息后，直接将聊天记录进行截图，以“说说”的形式发布在 QQ 空间当中后，

“表白墙”关注者均可看到该条“说说”并可以在该条动态下方进行点赞、评论、转发，这一投稿行为

又称作为“上墙”。类似于“表白墙”这样的平台还有很多，如：“XX 大学万能墙”、“XX 大学爱情

墙”、“XX 大学资料墙”等等。但目前，学术界对于“表白墙”这一新生事物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基

于现有的文献和笔者自身调查情况，笔者将“表白墙”这类平台定义为：由私人运营的高校公众平台。

因其发布内容不能代表高校官方媒体意图，且部分行为不受官方媒体管制，故将其定义为校园自媒体。 
“表白墙”设立之初主要用于本高校学生内部之间相互表白、沟通交流的校园网络社交平台。后经

过不断发展，现在的高校“表白墙”平台已经不局限于原有的表白交友，逐渐演变为集实名表白、在线

征友、失物招领、学习交流于一体的高校内部社交公众平台。 

2.1. 在线征友平台 

“表白墙”的出现，翻开了高校学子网络交友的新篇章，拓宽了原有的交际范围，延展了高校学子

的交往空间。高校学子可以不局限于传统的线下社团交友方式，学子们可以将自己的相关个人信息和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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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需求私聊发送给“表白墙”并附上联系方式，由“表白墙”的运营者审核通过后上传至平台，即可完

成交友帖的发布。在“表白墙”上在线征友，不仅满足了大学生多元化交友的需求，同时也帮助大学生

拓宽交友渠道结交到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2.2. 学习资源共享数据库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高速发展与运用，学生通过“表白墙”获取到相关学习资源、课堂资料和学业规

划等内容愈发便利，使“表白墙”成为无门槛的线上学习资源数据库，高校学生可以通过“表白墙”进

行学习交流，实现学习资源交流共享。例如：本校课程论文的格式？教师资格证面试的经验？考研政治

复习经验等等。 

2.3. 困难求助平台 

由于“表白墙”发帖人可以自行选择实名或匿名发帖，不仅有利于保护学生隐私，使学生在寻求帮

助时没有心理压力，同时也提高了问题解决的效率，使其成为开放且高效的情感诉求平台。 
类似“表白墙”打着“交友表白”“校友互助”旗号，利用学校名称、标志或简称，以“校内公共

交流平台”自居的自媒体账号不在少数，此类账号一般开设在 QQ 空间平台上，常见的名字包括但不限

于 XX 学校“表白墙”“全能墙”“万能墙”“爱情墙”等。 
这类校园网络自媒体平台借用学校名号，对校内学生影响力极大，但又通常未获得学校官方授权，

部分“表白墙”运营团队甚至全部由校外人士组成。由于缺乏有效监管，使得各种“表白墙”一度成为

了侵权行为频发、广告营销、失实信息传播甚至网络暴力的温床。 
当下，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选择在“表白墙”上在线征友、获取相关校园资讯、交流学习经验，高校

管理者若不重视对“表白墙”的监管，势必影响高校的正常工作，给大学生带来部分负面影响。 

3. “表白墙”带来的负面影响 

3.1. “表白墙”的侵权行为 

3.1.1. “表白墙”投稿者的侵权行为 
“表白墙”基于网络匿名投稿，其信息真伪无法核实，“表白墙”投稿者只需使用社交软件账号，

且该账号无需通过学生信息实名认证，便可向“表白墙”投稿，投稿者的身份信息无从辨别，其投稿内

容的真实性也几乎无从考证，因此“表白墙”极易成为各类校内流言甚至谣言的温床，成为校内网络侵

权行为的集中地，“表白墙”投稿者可以零成本发布各类侵权不实信息，这不仅对高校学子正常的学习

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困扰，同时无形中增加了学校的管理负担。 
“表白墙”诞生的初衷就是给高校学生对心仪对象表达爱慕之情、给校内同学牵线搭桥的交友平台。

高校学子们通过“表白墙”在线征友，结交志同道合的陌生好友，拓展高校人际关系交友面。但“表白墙”

部分投稿者法治意识淡薄，在“表白墙”公开他人的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和偷拍照片，殊不知已经侵犯到

他人的隐私权和肖像权。部分侵权者利用“表白墙”的匿名性，发表一些恶搞他人、诽谤他人、恶意攻击

他人的稿件。例如基于对他人的肖像照进行二次创作，制作表情包来侮辱诽谤他人，侵犯他人肖像权。有

些投稿者，为了发泄个人情绪，一言不合就将他人曝光至“表白墙”，请求全网“人肉”、“公开处刑”。

而被曝光对象通常被投稿者实名曝光，这种未经有效核实、歪曲事实真相、带有盲目的个人主管臆断、博

人眼球的内容，迅速在高校网络平台中发酵起来，对当事人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害和名誉侵犯。 

3.1.2. “表白墙”运营者的侵权行为 
不少高校“表白墙”冠以学校名义，成为高校学子当中的舆论中心，但“表白墙”的运营者大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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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官方并无联系，部分高校“表白墙”运营者甚至全为校外人员。 
在百度上搜索“如何创建表白墙”词条，共有相关结果约 109,000 个，在这些相关创建教程中，创

建一个 QQ 平台“表白墙”仅需申请注册一个 QQ 号，将名称设置为“XX 大学表白墙”即可，在有一定

数量的关注者后，便可向腾讯官方申请校园认证，而自始至终，整个创建过程无需征求学校的相关意见。 
为迅速制造校园热点，提高粉丝关注数量，“表白墙”的运营者会将未经核实、敏感度较高的内容

迅速发帖展示，并在平台设置高亮话题，设置专帖供粉丝讨论，短期内会引发平台粉丝的快速关注，加

入话题，迅速发帖参加讨论。一般常见话题为处理破碎的人际关系、扭曲的师生关系、畸形的恋爱观念

等方面的讨论。在积累一定的粉丝后，“表白墙”的运营者便会想方设法将粉丝流量进行变现，达到盈

利目的。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

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1]而“表白墙”的运营

者很少有人了解这一行为已经违反法律，甚至认为自己并无过错，就算有错，将帖子删掉即可，自己只

是将事件传播至公众，并未涉及违法行为。 

3.2. 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 

“表白墙”的流行体现出当下大学生的交友问题，一方面，“表白墙”具有虚拟性的特点，其表白

信息和联系方式未经证实就被发布，容易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严重危害学生的人身安全；另一方面，

“表白墙”的迅速表白功能，使大学生情侣快速结识，忽视恋爱过程中的道德与责任，忽视正常的恋爱

发展规律，使部分大学生接受这种“快餐式”的恋爱文化，严重影响到正常的大学生恋爱观念；最后，

大学生过度关注校园八卦，浪费个人精力，导致学习投入不足，对学业产生影响。学习成绩的下降，继

而会进一步影响学生的精神状态和人际关系等，导致学生“社恐”等行为的产生，造成高校内部不稳定

因素的的增多[2]。 
由于“表白墙”日常的运营平台基于 QQ 空间，该网络平台具有虚拟性和隐蔽性的特点，部分“表

白墙”的投稿人为了将他们内心的负面情绪进行宣泄，向平台投稿各类未经证实的虚假信息或是为了博

人眼球的虚构信息，再加上“表白墙”的管理者缺乏相关信息的真伪辨别能力亦或是为了配合投稿人制

造话题，对其投稿内容不进行相关审核，直接发布，出现不实信息的传播、逃避监管等不良现象。QQ
空间作为新媒体时代下的产物，具有传播范围广、传播时效性强、传播受众群体广等特点。作为信息交

流传播的重要载体，信息的真伪不能有效地辨别筛选，将会导致高校舆论阵地大量不实的信息传播，侵

犯到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严重影响到高校网络舆论良性生态，严重影响到高校名誉权和个人隐私权。 
“表白墙”的运营者和粉丝大多数为高校在校学生，高校“表白墙”经常参与到校园热点事件评论中

来，如师生共建校园文化的建议讨论，可以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表白墙”作为公众平台，具有一

定的信息导向和筛选功能，若运营者夹带私货，仅凭自己个人喜好，故意屏蔽甚至恶意删除部分粉丝的正

面留言，而为了营造声势、传播话题、吸引流量，将一些负面留言进行置顶甚至“加精”，“表白墙”极

易被一些有心之人利用成为“水军”和带偏节奏的工具。“表白墙”部分粉丝缺乏信息真伪的辨识能力，

容易落入圈套，成为攻击高校或他人的“帮凶”，而 QQ 空间公众平台的匿名性特点，部分发帖者均未实

名或是用新注册的“小号”来进行评论，受害者往往无处声张正义，严重损害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果。 

3.3. 缺乏监管，野蛮生长 

由于“表白墙”这类的校园自媒体的匿名性、私营性等特点，因此，高校往往无从知晓这些私人注

册的自媒体账号的存在，对它们的管理更是无从下手。致使“表白墙”这类自媒体平台游离于高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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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当中，缺乏监管，野蛮生长，充斥着大量“网暴”、“人肉”、“夜店组队”等黑色信息，成为各

类校园黑产的聚集地。部分学生遭遇“表白墙”恶意网络暴力后，因无从得知“表白墙”发帖人信息，

受害者通常只能选择默默忍受。且部分高校辅导员，为维护校园稳定，通常采取安抚受害者，采取息事

宁人的态度，久而久之，无异于助长了施暴者的嚣张气焰，使“表白墙”成为“法外之地”。 
“表白墙”这类自媒体平台成立初衷本为交友互助，但由于缺乏监管、部分运营者刻意追求流量变

现、投稿信源难以核实等因素，近年来各校“表白墙”乱象丛生，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建设带来难题。 

4. “表白墙”管理对策 

以湖北省某省属师范学院“表白墙”为例，该“表白墙”由于目前将粉丝总人数设置了隐藏，无法

确定粉丝总人数，但其 QQ 空间平台显示总浏览量(截止到 2021 年 10 月 11 日)已达 4 千余万次，更新时

间从早上八点至次日凌晨，更新频率为每小时一篇，均配有图文；平均每个帖子的浏览量在 7 千次左右，

每个帖子的互动率为 100%，由此可估算该平台粉丝人数不低于一万人，从该高校官网在校学生总人数来

看，已经超过该高校在校人数的 50%。其传播量之大，关注用户之多，若不加以有效管理，将对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建设造成巨大阻碍，笔者将从三个方面提出策略。 

4.1. 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模式，融入大学生日常生活 

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模式，使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大学生的实际生活当中。新媒体时代下，高校要重

视对大学生的综合性培养，大学生不仅要熟练的掌握理论知识，同时还应具备较高的思想政治水平，满

足新形势下社会对人才的高标准和高要求。高校学工队伍要加强大学生法制教育，要让大学生知法守法，

懂法用法，不做损害他人利益的事。 
通过开发多种形式的党日活动、团日活动、主题班会活动等，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和教育方

式，利用好现有的资源条件，充分开发思想政治教学体系，引导大学生其自觉树立法制意识，服务他人，

服务社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高校党委宣传部可以利用好新媒体平台，从青年视野角度出发培养青春校园主播，打造校园正能量

“网红”，吸引更多的大学生关注转发校园文化信息，让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受到更多思想政治教育。

在加强建设的同时，高校要加大对网络新媒体平台的建设，丰富大学生网络文化生活，重视网络思想政

治教育，牢牢把握大学生舆论阵地的话语权。 
例如：湖南工学院自媒体账号“湖工表白墙”在 2021 年 11 月 23 号发布了一条消息。大学门口美食

街卖煎饼的吕阿姨，她的丈夫前不久被查出身患恶性肿瘤。白天化疗照顾老伴，晚上做生意，平日里笑

嘻嘻的吕阿姨经常偷偷抹眼泪。“去吕阿姨那里买煎饼，不提生病的事情。让笑容重回生活，让煎饼果

子燃起吕阿姨新的希望。” 
该“表白墙”账号的关注者们，即湖南工学院的学子们随即决定用提高煎饼销量来帮助困境中的吕

阿姨，短短数日，有大批的湖工大学子排队购买吕阿姨的煎饼果子，学子们用自己的行动来帮助他人，

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经记者采访调查，该贴是湖南工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几位同学投稿的，该校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表

示，当代大学生不仅要考量其理论知识掌握了多少，更要注重品德品格的培养，这个暖心故事在校园迅

速涌动，也给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思想品德教育课[3]。 

4.2. 创新教育方法，强化高校思想政治教师队伍的建设 

传统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建设停留在填鸭式或者灌输式教学，教师对理论知识进行讲解，照本宣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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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易形成枯燥的学习氛围，教育效果大打折扣。新媒体时代下，传统的思想政治教学方式已经无法满足

当今社会对人才的要求，高校要重视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的建设。首先要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积

极鼓励教师将当下的网络数字媒体技术融入到思想政治教学课堂上，充分发挥网络技术的优势。例如，

高校可以协助思想政治课教师打造个人专属的个人网络自媒体平台，像个人的微信公众号、抖音账号等

等。高校协助教师拍摄相关的思想政治教育短视频，既符合当下青年大学生的喜好，同时也能使学生在

浏览这些信息的时候接受更多的思想政治教育[4]。 
例如：由共青团中央组织发起的“青年大学习”网上主题团课，依托微信入口，以竖屏短视频为形

式，运用影像、动画等多元表达手段，选择正能量的“小哥哥”“小姐姐”用生活化、年轻化的方式解

读历史，充分发挥新媒体交互性的优势与大学生形成互动，增强他们学习过程中的主体性。既充分调动

和激发了大学生学习党史的积极性和兴趣，又使得党史变得生动形象、活泼有趣，易于大学生的理解，

提高学习效果，打通了青年历史理论武装的“最后一公里”。 

4.3. 加强校园自媒体平台管理，填补管理空缺 

对于高校辅导员而言，高校辅导员要树立担当精神，对于“表白墙”这类校园自媒体的违法行为，

要积极配合校园网警，对这些自媒体平台进行依法管制，对在网络上散布虚假信息、恶意攻击、造谣他

人的账号依法关停，对其管理者进行传唤，因“表白墙”的参与群体主要为高校在校大学生，应以批评

教育为主，对于屡教不改的，要让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与后果，及时维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 
对于“表白墙”运营人员而言，要加强自身新闻道德素养的提升，加强稿件审核能力，杜绝会危害

校园舆论环境的话题“上墙”，对侵犯他人权利的内容不予发布，积极配合学校官方媒体平台做好校园

舆论文化的补充。 
对高校大学生群体而言，在校园生活中遇到的困扰，应采取积极态度予以解决，积极疏通，合理宣

泄自己的情感，可以向周围的人进行倾诉，如同学、辅导员、心理健康导师等，寻求问题的最优解。 

5. 结束语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实现我们的发

展目标就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力量。青年的一言一行关系着国家的未来，高校做好对校园自媒体平台的监

管和思想政治教育，对有益的信息要采取措施扩大影响，促进形成“意见领袖”，使更多的大学生从中

受益；对有异议的声音要加以正确的引导，促进分流转化；对有害的信息要坚决、及时回应和处理，充

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自媒体语境场中的思想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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