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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探讨了闲话作为一种普遍社交现象在不同年龄阶段的特点和影响。闲话，通常定义为关于不在场第

三方的非正式、非官方的交谈或传言，涵盖了从日常琐事到评价性讨论。在心理学和社会学中，闲话被

视为一个复杂的社交行为，不仅传递信息，还涉及社交排斥、联盟形成、社会地位和道德评判。闲话的

普遍性体现在其跨越年龄、性别和社会经济地位的普遍存在。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和年龄段中，闲话的表

现形式和功能可能有所不同，例如在儿童和青少年中与社交地位和身份探索相关，而在成人中则与社交

网络维护、信息交换和职场策略关联。本研究旨在深入理解闲话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角色，以全面理

解其作用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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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impact of gossip as a widespread social phenomenon 
across different age groups. Gossip, defined as informal conversations or rumors about ab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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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rd parties, plays a complex role in psychology and sociology. It not only conveys information 
but also involves social dynamics such as exclusion, alliance formation, social status, and moral 
judgment. The universality of gossip is evident across age, gender,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es. Its 
manifestations and functions vary across social environments and age brackets. For example,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gossip may relate to social status and identity exploration, while in adults, 
it is associated with social network maintenance, information exchange, and adherence to moral 
norms. This research aims to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 the role of gossip across different life 
stages, providing insights into its diverse functions and influ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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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闲话，通常被理解为关于不在场第三方的非正式、非官方的交谈或传言[1]。它涵盖了从日常琐事的

闲聊到关于他人私生活、行为或性格的评价性讨论。在心理学和社会学中，闲话被视为一个复杂的社交

行为，它不仅传递信息，还涉及社交排斥、联盟形成、社会地位和道德评判等多个方面[2]。 
闲话作为一种人类普遍的社交行为，存在于不同的文化和社会中。它被认为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具有深远的影响力和作用。在个人层面，闲话可以加强社交联系，提供情感支持，甚至是一

种应对压力和焦虑的手段[3]。在群体层面，闲话有助于构建社交网络，塑造群体身份和规范[4] [5]，同

时也能影响群体内的权力结构和决策过程[6]。 
闲话的普遍性体现在其跨越年龄、性别和社会经济地位而普遍存在。不同文化和社会对闲话的态度

和接受程度可能有所不同，但其作为一种社交互动方式的基本性质是一致的[2]。此外，随着社交媒体和

网络通信的发展，闲话的传播方式和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使得其影响更加广泛和深远。 
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和年龄段中，闲话的表现形式和功能可能有所不同。例如，在儿童和青少年中，

闲话可能更多地与社交地位、同辈压力和身份探索相关[7]；而在成人中，则可能更多地关联于社交网络

维护、信息交换和职场策略[8]。不论在哪个年龄段或社会环境中，闲话都是理解人类社交行为的一个重

要窗口。 
闲话作为一种深植于人类社交行为的现象，具有多种功能和影响。尽管其普遍存在于所有社交环境

中，但不同年龄阶段的个体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参与闲话，并从中获得不同的社交和心理效益。从儿童

到老年，闲话的特点和影响随着人们的心理发展、社交需求和生活经验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深入理解

闲话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角色，对于全面理解其作用和影响至关重要。 

2. 闲话在儿童中的信任度及其社交影响 

儿童对闲话的信任度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研究发现，儿童通常认为负面

闲话比积极闲话更不可信[9]。这一现象可能源于他们对负面信息的自然警觉性，以及对闲话内容真实性

的评估。当一个同学对另一个同学的朋友进行负面闲话时，儿童可能会将传播者视为不太可信[7]。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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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度的变化反映了儿童对社交动态的敏感性和对朋友关系的重视[10]。 
闲话在儿童的社交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不仅是信息传递的工具，而且在形成和维护友谊方面

起着关键作用。儿童可能通过闲话来测试和加强与同龄人的社交联结[11]。共享或参与闲话可能被视为友

谊的标志，有助于在同伴之间建立信任和亲密感[5]。 
此外，闲话也可能影响儿童对社交环境的看法和行为。儿童可能通过闲话来评估他们在社交群体中

的地位[12]，或者用闲话来理解和导航复杂的社交规范[13]。在某些情况下，闲话可能成为排斥或欺凌的

工具，影响儿童的社交关系和心理福祉[14]。 
综上所述，儿童对闲话的信任度和社交影响是一个多层面的现象，涉及他们如何处理和解释社交信

息，以及他们如何在同伴群体中建立和维护关系。了解儿童对闲话的态度和行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

解他们的社交发展和心理健康。 

3. 闲话在青少年的作用 

3.1. 闲话对青少年社交行为和心理的影响 

在青少年的社交网络中，闲话起着核心的交流和社交功能。青少年倾向于通过闲话交换有关同伴的

信息，这不仅帮助他们了解社交群体的动态，还可能影响他们与同伴的关系[15] [16]。通过共享闲话，青

少年可能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和信任，同时闲话也可能用作排除某些群体成员的手段[17]。闲话在青少年

社交网络中的传播，有时是对社交规范和地位的一种测试，也是形成或破坏社交联盟的一种方式[18]。 
闲话对青少年的行为产生深远影响，包括他们的社交决策、道德观念和心理健康。负面的闲话可能

导致青少年感到被排斥或压力，从而影响他们的自尊和心理福祉[19]。与此同时，积极的闲话可能增强他

们的社交地位和归属感。在处理闲话的过程中，青少年不仅学会如何评估信息的真实性和重要性，还学

会如何在复杂的社交环境中导航[20]。 
在青少年发展的背景下，闲话是他们社交技能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与青少年对同伴关系的认知、

社交能力的发展以及对社交规范的理解密切相关[4]。闲话提供了一个平台，让青少年能够探索和构建自

己的社交身份，同时学习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社交规则[20]。 
综上所述，闲话在青少年的社交网络和行为中扮演着多重角色。它不仅是信息交换的媒介，还是塑

造社交关系和影响个人发展的重要因素。了解闲话在青少年生活中的作用，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

们的社交发展和心理需求。 

3.2. 闲话在校园环境中的角色 

闲话在学生群体中可以有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促进团队合作方面。一项研究[17]对这个观点进行了

探索。该研究在荷兰的一所大学进行，研究了闲话在团队合作中的正面和负面影响。研究发现，闲话有

助于增强团队合作，特别是当团队成员面对组内的搭便车者时。闲话可以作为一种社会机制，帮助学生

识别并应对搭便车行为，从而促进团队合作和公平性。 
闲话在学生群体中也可能有负面作用，尤其是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另一项研究[21]探讨了闲话对于个

人行为决策的影响。这项研究通过设置一个独裁者游戏，其中闲话的价值被操纵为积极、消极或无闲话，

并研究了这些不同闲话条件对个人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积极的闲话导致了比无闲话条件下更多的利

他行为。然而，消极的闲话并没有与积极闲话和无闲话条件有显著差异。这说明闲话对个人的利他行为

有积极影响，但消极闲话的影响可能与积极闲话和无闲话情况下的影响不同。 
这些研究表明，闲话在学生群体中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作用。它可以促进团队合作，特别是在处

理团队内部的搭便车行为时。同时，闲话也能影响个人的行为决策，尤其是在利他行为方面。理解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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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园内的这些复杂作用对于促进更健康的社交环境至关重要。 

3.3. 闲话在学生社交网络中的位置和影响 

一项研究深入探讨了闲话与友谊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与朋友的紧密联系与较少参与或成为负面

闲话的对象有关。相反，与朋友群体的更紧密联系与更多参与或成为积极闲话的对象有关。这表明，在

社交网络中心位置的个体更可能参与积极闲话，而与负面闲话的联系则较少[18]。 
该研究还发现，积极闲话与友谊网络中的中心性强正相关，而消极闲话则与之负相关。这意味着参

与积极闲话的个体在他们的友谊网络中更为中心，而参与消极闲话的个体则相反。此外，研究还观察到

积极闲话与积极友谊之间以及积极闲话和消极闲话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这表明那些积极闲话的人也可

能会参与消极闲话，而那些积极被闲话的人更可能被认为是朋友，也更可能对他人进行消极闲话。 
另一项研究对闲话与社交关系的相互作用进行了更全面的分析[19]。这项研究特别关注了闲话、破坏

行为和友谊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方面如何与团队成员的福祉和孤独感相互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闲话(无
论是积极还是消极)都能形成和影响社交网络，并影响个体的幸福感和孤独感。这强调了闲话在塑造社交

网络和影响个人福祉方面的复杂作用。 
这些研究表明，闲话在校园社交网络中不仅是信息交换的渠道，而且是形成和影响社交联系的重要

手段。闲话的性质(积极或消极)和在社交网络中的位置对个体的社交关系、福祉和孤独感有着重要的影响。

理解闲话在学生社交网络中的这些复杂作用对于促进更健康的社交环境至关重要。 
综上所述，闲话可能导致社交排斥、名誉受损和个人自尊心受挫，对学生的学习和社交生活产生了

显著影响，尤其是在形成和维持人际关系方面[19]。这表明闲话不仅是一种语言行为，而且对个人的社交

地位和心理健康有深远的影响。闲话在青少年的社交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被认为是一种社会控制工具

[4]。它既可以维持社会秩序，也可以挑战性别规范。通过这些作用，闲话影响青少年的行为、关系和自

我认知，揭示了闲话在形成和影响自我的社会表现中的复杂性和重要性。 

4. 闲话在成年人中的影响 

闲话对成年人的社交关系和群体动态有着深远的影响：闲话有助于形成和维护社交网络。通过共享

和讨论闲话，成年人可以加强现有的社交联系或建立新的联系。闲话在成年人的社交网络形成和维护中

扮演着核心角色。它不仅是信息交换的一种形式，也是建立和加强社交联系的一种方式。通过闲话，个

体可以与他人分享情感经验，加强彼此间的联结，从而在社交网络中构建更紧密的联系[3]。 

4.1. 闲话对成年人个体的影响 

闲话在成年人社交互动中起着多重功能并对个体产生不同影响。闲话不仅是信息交换的媒介，还扮

演情感发泄、自我提升和社交认同的角色。 
成年人常用闲话维系社交关系，促进信任和信息交流。65%的人类交流涉及社交话题，促进文化学

习、社交联结[22]。闲话是信息交换和代理学习的关键部分，有助于理解社交环境和维护社交地位；它影

响参与者未来行为和印象，塑造他们对他人的看法[23]。它与权力关系紧密相关，影响信息交换和社交支

持的动机，取决于个体在层级结构中的位置[22]。 
在组织中，闲话可用于提升地位和影响力。闲话可被用于自我提升，降低他人声誉以提高自身地位。

它与职场竞争、社交优势相关，可影响个体成就目标[6]。积极闲话促进成长，而消极闲话引发自我保护，

在组织中，闲话可成为权力游戏的一部分[21]。闲话还可作为情感发泄和心理释压的工具，表达对人或情

况的情感反应。它在性别和社会表现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同时提供社交认同和支持。在压力环境下，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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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有助于情感释放和社交调节[24]。 

4.2. 闲话对成年人群体的影响 

在一些情况下，闲话可以加强群体内的凝聚力，特别是当闲话涉及外部威胁或共同的敌人时。然而，

闲话也可能导致某些成员被排斥或边缘化。 
闲话不仅是社交信息交换的一种方式，它还在增强群体内凝聚力和合作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一项研

究显示[25]，当个体知道他们的行为将被传播给未来的互动伙伴时，他们表现出更多的慷慨。这种效应在

闲话接收者是未来的伙伴而非无关人时更为明显。这表明，闲话在预期未来互动中能够增强合作和慷慨

行为，从而加强群体间的凝聚力和团队精神。在这项研究中，社交价值取向(如利他主义与自利主义)被发

现对闲话的影响有重要作用。利他主义倾向的个体通常比自利主义倾向的个体更加慷慨。然而，即使是

自利主义倾向的个体，在知道自己的行为会被传播出去时，也显示出在慷慨行为上的显著增加。这种发

现揭示了闲话在激励个体对团队贡献的潜力，特别是在预期未来互动的背景下。 
尽管闲话有助于增强团队凝聚力，它也可能导致社交排斥。闲话有时会被用作排除特定个体或群体

的工具，尤其是当闲话内容负面或具有排他性时。这种排斥不仅影响被排斥者的社交地位和自尊心，还

可能破坏群体的整体和谐与团结[26]。 

4.3. 闲话对成年人道德判断与社会规范的影响 

闲话有时被用来表达对社会规范和道德行为的判断。通过讨论他人的行为，成年人可能在群体中强

化或挑战特定的道德和社会规范。 
闲话在成年人社交互动中与道德动机紧密相关。一项研究发现[27]，在传播正面闲话(如与忠诚相关

的)时，选择传播闲话的个体在道德动机上的得分(平均值 8.6)高于非道德动机(平均值 6.38)。这表明个体

在传播积极闲话时，更多地受到道德因素的驱动，如忠诚和圣洁的道德基础。然而，该研究也发现，在

正面情境中，评价性判断与闲话的动机之间关系较弱，表明在积极的场景中，评价性判断与闲话的动机

联系不那么紧密。 
闲话在维护和挑战社会规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讨论他人的行为，成年人在群体中强化或质

疑特定的社会和道德规范。讨论某人的不道德行为不仅是对该行为的评判，也是对社会规范的认可或反

对。这种讨论有助于社交群体成员之间就道德标准和社会期望达成共识[28]。 
此外，道德判断在闲话的传播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负面情境中，道德动机可能在决定是否传

播闲话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当闲话内容涉及对个体忠诚和诚信的评价时。这些发现强调了在闲话

行为中，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的情境，道德动机的重要性，以及道德和闲话行为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 

5. 结论 

5.1. 闲话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共性和差异 

闲话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交现象，其根源深植于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它不仅是一种信息交换的手

段，更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和心理活动。闲话的社会心理学意义随着个体的年龄增长而变化，从儿童时期

的社会认知发展到成年后的复杂社交策略和群体动力学。 
闲话作为一种社交现象，在不同年龄阶段展现出既有共性也有差异。 
在所有年龄段，闲话都作为信息交换和社交工具存在，帮助个体了解周围人的行为和特性，促进了

社交网络的构建和维护。无论年龄大小，闲话都是一种情感表达和社交联结的方式。它允许个体分享感

受、建立情感联系，并与他人建立共鸣。此外，在所有年龄阶段，闲话都与道德和信任的概念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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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通过闲话来评估他人的道德标准，并基于这些信息建立或调整信任关系 
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闲话有助于社会规范的理解和内化。在儿童时期，闲话会帮助他们建立友谊

和选择同伴，并从中学会对外界信息可信度的判断；而青少年时期，孩子们更多运用闲话来进行组织社

交网络，确认自己的社交地位以及运用不同效价的闲话来影响同伴的声誉，以达到自己的社交目的。 
而成年人使用闲话作为一种社交策略，以保护或提升自己在社交圈中的地位。闲话在成人的社交网

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用于建立或破坏社交关系、传递信息和社交规范。在职场和其他组织环境中，闲

话被用作一种权力和信息交换的工具，有助于个体在社会阶层中的定位和群体中的融入。 
总的来说，闲话在不同年龄阶段都是一个重要的社交工具，但其接受和评价的方式随着年龄、发展

阶段以及社交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在儿童和青少年中，闲话受到与其他人的关系和闲话的正负面内

容的影响，而在成年人中，闲话更多地与社交网络中的地位和角色有关。这些差异反映了闲话作为一种

社交现象的复杂性和适应性。 

5.2. 对未来研究的建议 

现有的研究已经揭示了闲话作为一种社交现象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多重社会心理学效应。然而，仍有

许多领域未被充分探索，尤其是关于闲话在跨文化、跨年龄，以及数字时代的影响方面。未来的研究可

着重于全面探索闲话作为一种社交现象在不同文化和年龄群体，尤其是老年人中的表现和影响。这种探

索需特别考虑不同文化背景如何塑造闲话的内容、形式和社交意义。例如，研究可以比较东西方文化中

老年人闲话的差异，如主题选择、闲话的社交功能和它们在维护社交网络中的角色。 
此外，研究还应关注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普及如何影响人们的闲话行为。随着智能手机成为日常

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技术转变如何改变了人们的社交互动方式，特别是在闲话的传播、接收和

参与方面。 
研究还可以深入探讨智能手机使用对老年人闲话行为的长期影响，如其对社交满足感、孤独感和社

区参与感的潜在作用。此外，考虑到数字鸿沟的问题，研究应评估技术获取和使用技能如何影响老年人

参与闲话的能力和方式。 
总之，这些研究将为我们提供关于闲话在社交生活中的作用、跨文化差异以及技术进步如何影响这

一现象的更深入理解。通过这种多方面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到闲话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在一个

日益数字化的世界中更好地支持和理解人们的社交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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