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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current study aims to explai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high school students’ self-
disclosure in WeChat moments and QQ sp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closure decision-making model. 
Methods: 445 high school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with the self-disclosure online scale and the subjective risk 
scale. Results: (1)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self-disclosure in QQ space were both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WeChat moments. (2) The subjective risk of WeChat moment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QQ space, 
and the subjective risk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predicts the breadth of self-disclosure online. Conclusion: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self-disclosure online among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WeChat moments and QQ space, and the subjective risk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breadth of self-
disclosure online among high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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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通过两个研究，比较高中生在微信朋友圈和 QQ 空间两种常用的网络社交平台中进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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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自我表露时的差异情况，并在信息表露决策模型的框架下探讨引起这种差异的原因。方法：采用网络

自我表露量表、预期风险量表对 445 名高中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1）高中生在 QQ 空间中进行网

络自我表露的主题显著多于微信朋友圈，高中生在 QQ 空间中进行网络自我表露的深度显著高于微信朋

友圈。（2）微信朋友圈的预期风险显著高于 QQ 空间，预期风险显著负向预测网络自我表露宽度。结论：

高中生在微信朋友圈和 QQ 空间平台上网络自我表露的深度、宽度存在显著差异，预期风险对高中生的

网络自我表露宽度有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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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网络自我表露是自我表露在网络空间的一个延伸，网络自我表露是个体在网络环境中运用多种方式

向他人传递信息，并以此达到维持网络沟通或满足个人需求的网络行为［1］。有研究显示，大学生在

不同的网络社交平台进行网络自我表露的时候，会有选择性地发表内容，例如，有的学生在微信朋友圈

上比较活跃，有的学生则倾向于在其他网络社交平台上进行自我表露［2］。与大学生相比，青少年表

现出更多的网络自我表露［3］，青少年也常常同时使用不同的网络社交平台如微信朋友圈和 QQ 空间等

发表与自身有关的信息，那么，青少年在不同的网络社交平台中的网络自我表露行为是否也存在明显的

差异？引起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基于以往的研究结果，本研究将以高中生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在不

同的网络社交平台如微信朋友圈和 QQ 空间中进行自我表露时的差异情况，并以表露决策模型的视角进

一步探讨引起这种差异的原因。 

表露决策模型概述了个人在表露信息前所遵循的决策过程［4］。表露决策模型指出，人们对自

我表露的后果有多种预期，预期风险是其中极其重要的一种。预期风险指个体对自我表露不良后果的

预测。个体在进行自我表露前会对可能产生的风险进行评估，预期风险越低，表露的信息主题越多，

私密性越高［5］。网络自我表露是自我表露在网络空间的延伸，兼具自我表露的一般特点［1］。目前，

不乏实证研究将表露决策模型用于对网络自我表露行为的解释。有研究者指出，风险较高的平台，有

可能会降低个体的网络自我表露水平［6］。此外，还有研究指出预期风险越低，个体网络自我表露的

深度就会上升，预期风险负向影响网络自我表露的深度［7］。根据表露决策模型的观点，影响个体评

估表露预期风险的因素有很多，表露受众就是其中之一［8］。对于高中生来说，QQ 空间和微信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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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的受众群体有所不同，QQ 空间的表露受众多为同伴和网友，而微信朋友圈的表露受众还包括了父母、

老师等长辈。有研究表明，青少年保护自己的网络在线隐私的目的，往往不是防止其泄露于陌生人，

而是防止其泄露于父母［9］。因而，本研究有理由认为，对于高中生而言，微信朋友圈因受众群体的

特殊性而具有更高的预期风险。预期风险有可能是引起高中生不同网络社交平台间自我表露差异的重

要因素。 

综上所述，本研究聚焦于青少年网络自我表露行为，选取高中生作为研究对象，运用问卷调查法，

通过两个系列研究，比较其在微信朋友圈和 QQ 空间两种常用的网络社交平台中进行网络自我表露时的

差异情况，并在信息表露决策模型的框架下探讨预期风险对网络自我表露的影响。 

2  研究一

2.1  研究方法

2.1.1  被试

随机选取沧州市一所普通高中的 250 名高中生参加调查，共发放 250 份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199 份（男生 108 人，女生 91 人），回收率为 80%。 

2.1.2  研究工具

网络自我表露问卷  该量表由两个维度组成。每个维度包含四个项目来评估高中生网络自我表露的

广度和深度（本研究从深度维度中删除了一个与性有关的项目，不适合高中生使用）［10］。量表采用

Likert 5 点记分，从 1（非常不同意）到 5（非常同意）计分。在本研究中，网络自我表露宽度、深度的

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78 和 0.71。本研究分别针对高中生在微信朋友圈和 QQ 空间两个平台的网络自

我表露行为进行调查。 

2.1.3  研究程序 

向被试说明本次调查工作的保密性和调查形式的匿名性后，请被试独立填写问卷。首先确认每名被

试都同时使用 QQ 空间和微信朋友圈两种网络社交平台。之后，一半被试先填写针对微信朋友圈的网络

自我表露调查问卷，再填写针对 QQ 空间的调查，一半被试按照相反顺序进行填答。 

2.1.4  统计方法

本研究采用 SPSS 25.0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2.2  结果与分析 

研究一旨在调查高中生在微信朋友圈和 QQ 空间的网络自我表露现状，比较高中生在微信朋友圈和

QQ 空间两个社交平台进行网络自我表露的差异。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详见表 1，结果显示：高中生在

微信朋友圈与 QQ 空间中的网络自我表露宽度差异显著（t=-4.28，p<0.001），高中生在 QQ 空间中的网

络自我表露主题显著多于微信朋友圈，高中生在微信朋友圈与 QQ 空间中的网络自我表露深度差异显著

（t=-2.59，p<0.01），高中生在 QQ 空间中网络自我表露的深度显著高于微信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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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社交平台网络自我表露宽度、深度的差异检验（M±SD）

Table 1  The difference test between breadth and depth of self-disclosure online in two platforms

维度 微信朋友圈 QQ 空间 df t Sig
宽度 2.34±0.066 2.6±0.066 174 -4.28 0.000***

深度 2.33±0.065 2.52±0.067 181 -2.59 0.010**

注：*p<0.05，**p<0.01，***p<0.001，下同。

2.3  讨论 

研究一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调查了高中生在微信朋友圈和 QQ 空间两类网络社交平台进行网络自我

表露的现状，并比较了其在不同社交平台进行网络自我表露的差异，得出以下结论：目前，高中生在微

信朋友圈和 QQ 空间中的网络自我表露深度、宽度存在显著差异。具体来说，高中生在 QQ 空间中网络

自我表露的主题显著多于微信朋友圈，高中生在 QQ 空间中网络自我表露的私密程度显著高于微信朋友

圈，该研究结果与前人研究基本一致［2］。

以往对 QQ 空间的研究结果显示，学生的 QQ 空间中的好友列表主要包括现实中的同学、朋友以及

陌生网友，很少有父母［11］，而微信平台是基于现实强关系的人际关系网，好友不仅包括现实中的同学、

朋友、陌生人，大多数学生的微信好友列表中还包括了自己的父母师长。有关青少年互联网行为的研究

结果指出，青少年常常联合起来保护自己的网络隐私，防止其泄露于父母师长等人［9］。学生在网络

中表露的内容如果不经过专门的分组设置，即使不留下点赞、评论等痕迹，所有好友也都默认可以浏览。

依据表露决策模型，本研究推论，对于高中生来说，自己在网络中表露的一些信息一旦被父母、老师等

长辈看到，就会存在或多或少的风险，因而，他们更倾向于选择没有父母师长的 QQ 空间平台进行更多、

更深层次的网络自我表露，以满足自己的实际需求。依据表露决策模型的观点，自我表露的深度、宽度

均受到个体对表露预期风险的影响，而个体对预期风险的评定是基于对表露对象适宜性和表露目的的评

定后得出的［4］。因此，本研究认为，预期风险有可能是决定高中生选择在哪个平台上发表深层次内

容和表露主题数量多少的关键因素。对于上述猜测，本研究将会在后续研究中进行进一步验证。 

3  研究二

3.1  研究方法

3.1.1  被试

随机选取沧州市一所普通高中 300 名高中生参与调查，共发放 300 份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246

份（男生 45 人，女生 201 人），回收率为 82%。

3.1.2  研究工具

网络自我表露问卷  同研究一。 

预期风险问卷  采用 Vogel 等人 2003 年编制的自我表露预期结果量表（DES）。将与心理咨询有关

且不适合本研究情境的一道题目删除，将题目情境设置为微信朋友圈和 QQ 空间。量表采用 Likert 5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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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分，从“完全不符合”到“非常符合”进行 5 点计分，得分越高代表网络自我表露的预期风险越高。

本研究分别针对微信朋友圈和 QQ 空间的网络自我表露的预期风险进行调查。在本研究中，微信朋友圈

预期风险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69，QQ 空间预期风险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4。 

3.1.3  研究程序 

向被试说明本次调查工作的保密性和调查形式的匿名性后，请被试独立填写问卷。首先确认每名

被试都同时使用 QQ 空间和微信朋友圈两种社交平台。施测顺序为预期风险量表、网络自我表露量表。

一半被试先填写针对微信朋友圈的调查问卷，再填写针对 QQ 空间的调查，一半被试按照相反顺序进

行填答。 

3.1.4  统计方法

本研究采用 SPSS 25.0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3.2  结果与分析 

对微信朋友圈和 QQ 空间的预期风险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高中生对微信朋友圈的预期

风险评估与 QQ 空间的预期风险评估存在显著差异（t=-2.96，p<0.01）。高中生认为在微信朋友圈上进

行网络自我表露的预期风险显著高于在 QQ 空间上进行网络自我表露。 

以微信朋友圈预期风险为预测变量，网络自我表露宽度、深度为因变量，通过对预期风险与网络自

我表露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分别考察微信朋友圈预期风险对网络自我表露宽度和深度的预测作用。结果

显示（见表 2），预期风险对网络自我表露宽度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这一结果说明高中生对微信朋

友圈的风险预期对其在该平台进行网络自我表露的主题数量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预期风险对网络自我

表露深度没有显著预测作用，这说明高中生对微信朋友圈的风险预期对其在该平台自我表露信息的私密

程度没有影响。

表 2  微信朋友圈预期风险对网络自我表露宽度的回归分析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subjective risk on breadth of self-disclosure in WeChat moments

变量 微信朋友圈网络自我表露宽度

预期风险
β 调整 R2 F

-0.186 0.018 4.507*

以 QQ 空间预期风险为预测变量，网络自我表露宽度、深度为因变量，通过对 QQ 空间预期风险与

网络自我表露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分别考察 QQ 空间预期风险对网络自我表露宽度和深度的预测作用。

结果显示（见表 3），QQ 空间预期风险对网络自我表露宽度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这一结果说明高中生

对 QQ 空间的风险预期对其在该平台进行网络自我表露的主题数量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预期风险对网

络自我表露深度没有显著预测作用，这说明高中生对 QQ 空间的风险预期对其在该平台自我表露信息的

私密程度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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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QQ空间预期风险对网络自我表露宽度的回归分析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of subjective risk on breadth of self-disclosure in QQ space

变量 QQ 空间网络自我表露宽度

预期风险
β 调整 R2 F

-0.166 0.013 3.132a

注：a：0.05<p<0.08。

3.3  讨论 

研究二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在信息表露决策模型的框架下，进一步考察预期风险与高中生网络自

我表露之间的关系，以期进一步探究高中生在微信朋友圈和 QQ 空间两类不同的社交平台进行网络自我

表露的差异。研究二得出以下结论：在微信朋友圈和 QQ 空间两类不同的社交平台中，预期风险均对网

络自我表露的宽度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4］。具体来说，这一结果说明

高中生对微信朋友圈的风险预期对其在该平台进行网络自我表露的主题数量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高中

生对于微信朋友圈的风险预期越高，则其在微信朋友圈进行网络自我表露的主题越少。高中生对微信朋

友圈的风险预期对其在该平台进行网络自我表露深度没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这说明高中生对微信朋友圈

的风险预期对其在该平台自我表露信息的私密程度没有影响。QQ 空间的研究结果与微信朋友圈的研究

结果一致。

结合研究一的结论可知，高中生在 QQ 空间中进行网络自我表露的主题显著多于微信朋友圈，在

QQ 空间中进行网络自我表露的深度也显著高于微信朋友圈。根据表露决策模型理论，预期风险越低，

网络自我表露的宽度和深度就会上升［4］，反之，个体的预期风险越高，则网络自我表露的宽度和深

度都会有明显的下降。本研究部分验证了表露决策模型理论。有研究表明，青少年保护自己的网络在线

隐私的目的不是防止其泄露于陌生人，而是防止其泄露于父母［9］。因而，有理由认为，表露的对象

是高中生评估网络社交平台是否具有高风险的重要依据之一。如果网络社交平台的好友列表中包含自己

的父母、老师等重要他人，则意味着他们在该社交平台中所进行的自我表露内容可以被父母、老师等人

看到，这对高中生来说无疑是高风险的。对于高中生来说，一旦自己在网络中表露的隐私部分被父母或

老师等人看到，就有可能给自己带来批评、父母担忧等不良后果。因而，有的高中生虽然有表露进而发展、

维持良好人际关系的需要，但是当社交平台好友中包括父母、老师等人时，他们宁可选择不表露，或者

换一个风险较低的平台进行表露。因此，高中生在预期风险较高的社交平台，例如微信朋友圈中的网络

自我表露宽度显著低于预期风险较低的社交平台。 

根据表露决策模型理论，自我表露过程中最易受风险影响的部分是表露的深度。表露决策模型理论

包含了这样一个假设：随着预期风险的增加，自我表露的深度会降低。也就是说，预期风险导致更谨慎

的自我表露行为。然而，本研究的研究结论与表露决策模型理论并不一致。究其原因，本研究认为，对

于高中生来说，网络自我表露宽度固然能为其提供共同的话题和兴趣，网络自我表露深度对于发展和维

持关系则更加重要。在网络自我表露过程中，与话题的多样性相比交流的深入及私密性更能带来亲密感，

更有利于与他人发展并维系关系，获得他人的支持，建立并维系关系，从而满足在线下无法获得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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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社交平台的好友列表中包括父母师长时，无疑风险都是较大的，此时没有特定需要的高中生，则会随

意地减少甚至选择不进行自我表露。因而，风险预期对网络自我表露的主题数量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

然而，当高中生迫切地需要通过深入及私密性的网络交流为其带来亲密感、获得他人支持时，无论他们

对社交平台的风险预期为何，他们都会选择进行自我表露。另外，微信朋友圈、QQ 空间等社交平台的

分组可见设置功能也大大降低了风险对深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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