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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社交已经成为大学生群体生活和学习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由于网络的匿

名性等特征导致了网络社交平台的许多从众现象。本研究首先通过问卷法调查大学生群体对于一些网络

社交平台从众现象的外显态度，其次通过外在情感性西蒙任务来探究大学生对这些网络社交平台从众现

象的内隐态度，最后考察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是否存在差异。结果表明：大学生对自身体验感较强的网

络社交从众现象(网课热、直播学习、好友圈助力、学习打卡群和传媒舆论引导)往往会产生明显的态度

偏向，且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一致；对“水军”从众现象的消极外显态度与其内隐态度不一致，体现了

大学生在网络社交平台中的有限理性；对存在两面性或者自身体验感较弱的从众现象持中立的内隐态度

(拼多多提现、朋友圈刷屏和跟风黑粉)。可见，大学生对网络社交平台从众现象的内隐和外显态度部分

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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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network social communication has become a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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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ensable part of college students’ life and study. Due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twork anonym-
ity and so on, many conformity phenomena of network social platforms are caused. This study 
firstly investigated the explicit attitudes of college students towards conformity on some network 
social platforms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then explored the implicit attitudes of college stu-
dents towards conformity on these network social platforms through External Affective Simon 
Task, and finally investigated whether there were differences between implicit attitudes and ex-
plicit attitud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llege students often produced obvious attitude bias to 
these network social conformity phenomena with a strong sense of personal experience (online 
class craze, live learning, support in Wechat moments, study punching group and media guidance) 
and the implicit attitudes and explicit attitudes were consistent; the negative explicit attitude to-
wards the conformity of “water army” was inconsistent with its implicit attitude, which reflected 
the limited ration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twork social platform; college students had 
neutral implicit attitudes towards the phenomena of conformity with duality or weak sense of 
personal experience (Pinduoduo withdrawal, brush screen of Wechat moments and follow suit of 
blackened fan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implicit and explicit atti-
tudes of college students towards the conformity on network social plat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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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随着网络社交平台的日益火爆，人群的从众性越来越多地在网络社交平台中呈现出来。网络社交是

指个体通过网络平台与他人进行沟通或者情感交流的行为(Sproull & Faraj, 1995)，是现代人际交往方式的

延伸(Morahan-Martin & Schumacher, 2003; Stritzke et al., 2004)。从众是指因真实或者想象的群体压力导致

个体自身的态度或行为的改变，即个体在群体压力下为保持与多数人行为一致，而放弃自身原有的态度

(van Leeuwen, 2015)。那么，网络社交从众是指个体在网络社交平台中，在网络群体压力下为保持与多数

人行为一致而改变自身的态度或行为。根据从众反应的心理性质，从众可分为：理性从众与非理性从众。

理性从众是指主体以判断推理等思维方式为主导，在群体行为或态度的影响下而生成的从众行为；非理

性即所谓的盲目从众，是指以本能活动为主导的，在团体行为或态度影响下而产生的从众行为(van 
Leeuwen, 2015)。目前已经出现了若干因网络非理性从众而导致的事件，如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以及

很多网络暴力事件和网络人肉现象等消极现象均与网络从众密切相关。大学生作为广泛接触网络社交的

群体，其从众方式包括舆论从众、使用网络流行语从众、运动打卡从众和学习从众等(王紫茵，侯雅瑢，

2015)。从众行为本身没有正确与错误，但网络从众行为的结果取决于产生这种行为的客体的态度，即大

学生群体对于从众现象的态度(张蓝予，2018)。同时，也由于疫情的影响，网络社交成为了人们社交的主

要方式，大学生更多会通过网络形式满足自己的社交需求(史吉光等，2022)。因此，本研究拟以大学生群

体为研究对象，探究其对于网络社交从众现象的态度。 
态度是指个体对特定社会客体以一定方式做出反应时所持有的稳定的、评价性的内部心理倾向(张林，

张向葵，2003；Greenwald & Banaji, 1995)。双重态度模型理论认为个体在面对同一客体对象时会同时存在

两种评价，一种是人们有意识的、通过自我报告展示出来的外显态度，而另一种是人们无意识的、自动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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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且不受控制的内隐态度(Wilson et al., 2000)。个体对事件的认知会产生变化，进而导致了个体的“双重

态度”(蔡华俭，2003；Greenwald & Banaji, 1995)，态度发生变化时，会从旧的态度转变成新的态度，但旧

态度仍存在于人们的记忆深处，潜在地影响着个体。虽然这两种态度有不同的加工机制，但均可以影响个

体的行为(Fazio & Olson, 2003)。大学生形成对网络社交从众现象的外显态度可能是由于网络社交平台中大

多数人的倾向而采取与之一致的态度，并且由于网络社交活动的匿名性和低成本性大学生群体可能会产生

与其内隐态度不同的外显态度，进而跟随了不良网络社交的潮流，对自身的学习发展、人格发展和身心健

康等方面造成不良的影响(张莉等，2005)，可见，形成对网络社交从众现象正确的内隐态度以及保持内隐

和外显态度一致，会有利于个体健康开展网络社交和维护和谐的网络环境。目前对于网络从众现象态度的

研究较少，因此，大学生对于网络从众现象的外显态度与内隐态度是否存在差异还需要进一步探究。 
综上，本研究首先拟通过问卷法调查大学生对网络社交从众现象的外显态度，其次拟采用外在情感

性西蒙任务(EAST)探究大学生群体对网络社交从众现象的内隐态度，并比较是否与其外显态度有所差异。

研究假设为大学生群体对网络社交平台从众现象的外显态度与内隐态度存在差异。本研究可弥补当前网

络社交从众态度研究的不足，也可为网络社交平台的舆论导向以及大学生的健康网络社交教育提出建议。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使用 G*Power3.1 (Faul et al., 2007)，设定显著性水平 α = 0.05，效应量 d = 0.50，配对样本 t 检验需要

33 名被试可达到 80% (1 − β)的统计检验力。本研究随机选取某大学学生被试 38 人(18 名男性)，平均年

龄 20.32 岁(SD = 1.67 岁)。所有被试均是网络社交平台的使用者并且知道实验材料中涉及的网络社交平

台现象，均身体健康，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无色弱色盲，均为右利手。 

2.2. 实验材料 

本研究通过问卷筛选出 EAST 的目标词(积极和消极的网络社交从众现象名词各 5 个)和属性词(与网

络社交平台从众现象有关的积极和消极形容词各 5个)。其中积极网络社交从众现象名词包括：网络问政、

网课热、直播学习、学习打卡群、好友圈助力；消极网络社交从众现象名词包括：水军、跟风黑粉、朋

友圈刷屏、拼多多提现和传媒舆论引导；并且二者均被标记为蓝色和绿色(其中蓝色词汇 RGB(0, 0, 255)，
绿色词汇 RGB(0, 255, 0))。积极形容词包括：完善的、简明的、快捷的、便利的、高雅的；消极形容词

包括：麻烦的、庸俗的、片面的、虚假的、糊涂的；并且均被标记为黑色。 

2.3. 实验设计 

本研究根据不同的网络社交从众现象以及积极/消极属性，定义了相容与不相容任务，并对其反应时

进行计算。将相容任务定义为积极网络社交从众现象名词与蓝色字体词汇的联结，或者消极网络社交从

众现象名词与绿色字体词汇的联结。将不相容任务定义为积极网络社交从众现象名词与绿色字体词汇的

联结，或者消极网络社交从众现象名词与蓝色字体词汇的联结。如果相容任务的反应时快于不相容任务，

说明被试对该网络社交从众现象的内隐态度与外显态度一致。因变量指标为完成相容任务和不相容任务

所需要的平均反应时。 

2.4. 实验程序 

实验程序改编自 Greenwald 等人(1998, 2003)的标准 EAST 实验程序。本实验在计算机上进行，采用

E-prime2.0 呈现，实验中词汇随机呈现，字体为宋体，长宽均为 4 cm，被试与屏幕距离约为 60 cm。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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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开始前，主试向被试说明“词语性质判断”的实验。每一项任务开始前，计算机屏幕上呈现该任务

的指导语，要求被试在完全理解指导语后再按“F”键继续正式实验。 
正式实验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二部分为练习程序，第三、四部分是正式测验程序。1) 第一部分：

仅呈现黑色标记的形容词，实验要求被试对屏幕上呈现的词语的积极和消极含义进行判断。若是积极含

义的词汇，按“P”键，若是消极含义的词汇，按“Q”键。如果出错，屏幕中央会出现一个红色(RGB: 255, 
0, 0)的“×”并持续 1000 ms。2) 第二部分：仅出现网络社交从众现象的名词，它们分别以蓝色和绿色两

种颜色随机呈现在电脑屏幕中央，被试仅需对颜色作出判断，若词汇被标记为蓝色，就按“P”键，若词

汇被标记为绿色，就按“Q”键。3) 第三部分和 4) 第四部分：将以上两个实验部分结合起来进行的综合

任务，前两个实验部分所呈现的所有词语都会再次随机呈现，被试需要按照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不同的

要求分别进行按键反应。实验程序表见表 1。 
 
Table 1. EAST task of attitudes towards online social phenomena of conformity 
表 1. 对网络社交从众现象态度的 ESAT 任务 

步骤 试次 任务与功能 按 P 键 按 Q 键 

1 10 属性词判别 黑色积极词 黑色消极词 

2 10 联结 蓝色名词 绿色名词 

3 30 测验 黑色积极词和蓝色名词 黑色消极词和绿色名词 

4 30 测验 黑色积极词和蓝色名词 黑色消极词和绿色名词 

2.5. 数据处理与分析 

本研究根据 Greenwald 等人(2003)提出的方法，仅收集第三和第四部分的数据进行处理，反应时低于

300 ms 的以 300 ms 计，高于 3000 ms 的以 3000 ms 计，求两个测试阶段反应时的均值和标准差，不相容

任务和相容任务测试反应时均值之差除以两个测试组所有反应时的标准差，即得到 EAST 的效应值 D。 

3. 结果 
 
Table 2. Reaction time of compatible tasks and incompatible tasks of online social phenomena of conformity 
表 2. 网络社交从众现象相容任务和不相容任务反应时 

 相容平均反应时(M ± SD) 不相容平均反应时(M ± SD) 

网课热 851.74 ± 51.52 932.08 ± 80.00 

直播学习 816.05 ± 56.11 845.08 ± 56.22 

好友圈助力 961.58 ± 95.83 1004.58 ± 110.67 

网络问政 797.63 ± 47.50 834.71 ± 60.05 

学习打卡群 875.92 ± 70.71 878.61 ± 82.42 

拼多多提现 886.34 ± 76.63 997.42 ± 108.15 

朋友圈刷屏 785.71 ± 56.01 864.53 ± 73.43 

水军 925.74 ± 88.66 883.97 ± 66.61 

跟风黑粉 827.26 ± 56.62 894.92 ± 61.44 

传媒舆论引导 881.32 ± 62.51 955.16 ± 9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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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积极外显态度的网络社交从众现象词汇的相容任务反应时和不相容任务反应时(见表 2)进行配对

样本 t 检验。结果发现，对于网课热(t(37) = 0.935, p < 0.05, D = 0.19)、直播学习(t(37) = 0.24, p < 0.001, D 
= 0.08)、好友圈助力(t(37)=0.133, p < 0.001, D = 0.07)、学习打卡群(t(37) = 0.237, p < 0.01, D = 0.01)的相容

任务平均反应时与不相容任务平均反应时的差异显著，且相容任务平均反应时明显少于不相容条件平均

反应时，表明大学生群体对其的内隐态度与外显态度相一致。对于网络问政的相容任务平均反应时与不

相容任务平均反应时的差异不显著(t(37) = 0.685，p > 0.05, D = 0.11)，表明大学生群体对其持中立的内隐

态度，与其外显态度不一致。 
对消极外显态度的网络社交从众现象词汇的相容任务反应时和不相容任务反应时进行配对样本 t 检

验。结果发现，大学生群体对于传媒舆论引导(t(37) = 0.689, p < 0.05, D = 0.15)的相容任务平均反应时与

不相容任务平均反应时的差异显著，相容任务平均反应时明显少于不相容条件平均反应时，表明大学生

群体对其的内隐态度与外显态度相一致；对于水军的相容条件平均反应时与不相容条件平均反应时的差

异显著(t(37) = 0.465, p < 0.05, D = 0.09)，相容条件平均反应时明显大于不相容条件平均反应时，表明大

学生群体对水军有积极的内隐态度，与其消极外显态度不一致；对于朋友圈刷屏(t(37) = 0.737, p > 0.05, D 
= 0.20)、跟风黑粉(t(37) = 6.115, p > 0.05, D = 0.19)、拼多多提现(t(37) = 0.477, p > 0.05, D = 0.19)的相容任

务平均反应时与不相容任务平均反应时的差异不显著，表明大学生群体对其均持中立的内隐态度，与其

外显态度不一致。 

4. 讨论 

4.1. 对积极外显态度的从众现象的态度讨论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对网课热、直播学习、好友圈助力和学习打卡群这 4 个网络社交平台从众现象均

持与其外显态度一致的积极的内隐态度，而对网络问政持中立的内隐态度，这与积极的外显态度不一致。

从这些从众现象的内容来看，网课热、直播学习和学习打卡群均与学习方式有关，并均与大学生的生活

密切相关，而且一部分大学生也尝试过以上这几种学习方式并且获得了真切的体验感；还有好友圈助力

往往出现在大学生群体切身体会过的微信朋友圈中，涉及出行买票、购物优惠等，可见，这些现象均与

大学生群体的生活息息相关并且有较强的体验感，所以大学生对于这 4 个网络社交平台从众现象的内隐

态度和外显态度一致且呈现积极偏向。网络问政是通过网络渠道来行使政务的一种方式，如：使用央视

新闻的官方微博账号来发布新闻等，这种形式虽然让大众产生了便利和亲切感，但是大学生群体可能对

于某些政务熟悉度不高或者保持了客观理性的观念，对网络问政保持了中立态度，与积极的外显态度不

一致。 

4.2. 对消极外显态度的从众现象的态度讨论 

大学生仅对传媒舆论引导的内隐态度与消极外显态度一致。社交媒体平台为舆论的传播提供了重要

的途径(杨颖，2022)，舆论引导一直都是传媒的重要任务并且除了线上的形式也存在线下形式的舆论引导，

但其中混杂着理性和非理性的行为；公众是舆论的主体，公众与舆论是密切相关的(曹怡然等，2019)。虽

然大学生是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的人群代表，但是目前网络社交平台之中存在很多恶性舆论引导现象，

例如：营销号不良宣传，所以对于匿名性的网络舆论环境仍可能存在消极评价。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

网络社交平台的运用愈加普遍，其中从众现象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信息性社会影响和规范式社会影响个体

往往由于期望获得更多信息(Myers, 2008)，大学生群体有时会希望通过传媒主体来获取一些信息；同时，

传媒舆论引导一定程度上可能影响大学生群体的自主性，这也可能成为内隐态度和消极的外显态度一致

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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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对水军这一从众现象的内隐态度与外显态度不一致，且内隐态度是积极，水军是网络公关公

司雇佣的，对特定网络社交平台帖子进行大量相同或类似回帖从而进行造势的网络工作人员，他们往往

会通过发布大量无实际意义且重复的帖子来谋取报酬；不过有时也可以指在网络上采用大量发放水贴的

方式来制造娱乐气氛的网友(黄娅琴，李娟，2016)。综合以上来看，网络水军是把双刃剑，并且水军造成

的结果需要辩证来看，有时水军可以营造出轻松的网络氛围，不过有时也会被有心人利用最终造成不良

的结果。趋近规避理论提出个体的行为存在趋近动机和规避动机两个系统(Eder et al., 2013)，大学生可能

对外显态度为消极的水军现象产生了规避，但是如果考虑到大学生群体的心理理论已经发展成熟，可能

会站在水军的角度考虑到这些人群的需求。同样，从有限理性的角度来看，理性总是针对特定的环境而

言，不存在脱离环境的绝对的理性(刘永芳，2022)，而网络社交平台具备相对宽松的管理环境、信息不透

明以及匿名性的特点，大学生群体在这样特殊的情境中，理性很可能会受到限制。所以，对水军会存在

与消极外显态度不一致的积极内隐态度。 
大学生群体对于拼多多提现、朋友圈刷屏以及跟风黑粉等现象均持中立的内隐态度。拼多多提现是

通过若干好友助力的方式获得拼多多平台现金提现的“薅羊毛”现象，这一现象对于发布者是利益是有

好处的，即获得现金奖励，但是对于接收者会产生一定麻烦和信息资源浪费；还有在虚拟的网络社交平

台之中，个体的网络社交从众行为也会受到社会认同因素的影响，虚拟的社会群体会给个人带来特定的

情感和价值意义(Tajfel, 1978)，所以大学生群体对于拼多多体现这样的现象会保持中立的态度。跟风黑粉

即无理由得对一些个体或者事件做出负性评价，但是对以学业为主的大学生来说跟风黑粉与自身直接关

系较小，所以可能会存在不做明显偏向评价的现象。朋友圈刷屏指当热门话题初诞生时，微信用户进行

大量评论、转发等形式参与传播，引起一系列从众跟风转发，从而造成短时间内出现大量重复或内容相

似的信息，连续发出的信息覆盖当前整个屏幕(韩新明，2018)，其中的从众行为主要包括个人由于特定原

因做出大规模转发类似信息的行为和在特定情境下大规模发布相似信息的行为这两种情况(王位，2018)，
朋友圈刷屏也需要根据不同情况辩证看待，例如：对一些社会热门事件的大规模评论，也存在所在一些

个体发送的大量干扰信息等。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学生群体对朋友圈刷屏存在中立的内隐态度。可

见，以上的网络社交平台从众现象是存在两面性的或者大学生自身体验感较弱的，这样则容易产生中立

的内隐态度。 

4.3. 研究意义与展望 

本研究采用外在情感性西蒙任务(EAST)考察了大学生群体对网络社交从众现象的内隐态度，并比较

是否与其外显态度有所差异。由于网络社交平台具有较强隐匿性，使得个体不需要直面对方或者相互熟

悉就可进行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无障碍交流；同时个体也可以不受现实生活中规范的束缚，所以网络社交

平台可能成为他们宣泄心理能量的场所之一(邓文娟，2013)，所以本研究可为大学生群体规范和健康使用

网络社交平台提出引导和建议。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1) 研究发现，个体会为了某些网络社交平台的群体规范而采取从众行为(刘

燕，1999)，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将群体因素纳入考察。2) 目前各类社交应用软件逐渐变多，在未来的研

究中可重点探究某些社交软件中的从众现象。3) 当前使用社交软件人群的年龄存在下移的现象，未来可

适当放低年龄范围来探究网络社交平台的从众现象。 

5. 结论 

1) 大学生对体验感较强的从众现象(网课热、直播学习、好友圈助力、学习打卡群和传媒舆论引导)
往往会产生明显的态度偏向，且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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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学生对“水军”从众现象的消极内隐态度与积极外显态度不一致，体现了大学生在网络社交平

台中的有限理性。 
3) 大学生对存在两面性的或者自身体验感不强的从众现象持中立的内隐态度(拼多多提现、朋友圈刷

屏和跟风黑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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