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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自我呈现是个体以不同方式和呈现内容，应对不同

社交情景与人际对象，影响他人对自己印象形成方式，

从而塑造或者调整自我形象的过程，社交网络自我呈现

是指用户在虚拟社交平台发布状态、照片、视频和其他

内容来展示自己理想化的形象，从而塑造他人在网络世

界中的印象。虚拟社交网络匿名性、便捷性、广泛性的

优点使其成为当前个人进行人际交往的主要方式之一，

社交网络成为个体维护人际关系桥梁，也是个体获取信

息，娱乐的主要途径[1]。当前，社交网络已经成为人们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社交媒体人们可以与朋

友、家人甚至陌生人进行线上虚拟互动，同时满足娱乐

等需求。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人们往往会面临如何展示

“真实自我”与“积极自我”的冲突。真实自我指的是

一个人本质上的特质和行为，而积极自我则是个体希望

他人看到的完美形象。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使用会让个

体过分关注自身容貌，进而导致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2]，

部分个体会通过印象管理，选择性地分享和编辑内容来

展示积极自我，以此主动或被动地调节他人对自己的认

知，获得社交认可和自尊提升，社交网络上成功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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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往往与用户的社交资本、幸福感等因素密切相关[3]。

自我接纳是指个体一种自我态度，他强调个体积极

接纳自己消极与积极的方面。Dewhurt提出自我接纳是

个体对自己内心的认同感，无论外界做何种评价，都可

以遵循真实自我意愿待人接物。个体自我接纳水平越高，

越能积极接受自我，避免社交网络中频繁向上比较带来

的负面自我感知，进而产生低自尊、教育、抑郁等心理

问题。自我接纳与个体心理幸福感、心理健康、社会支

持等存在显著作用，自我接纳相关干预也是缓解个体情

绪焦虑，提升幸福感的主要途径之一，现有研究表明面

对不同的情境差异，自我接纳高的个体在积极和消极情

境下都会产生积极的应对，心理健康水平也会相对较高。

大学生作为社交网络使用的主力军，其人生观、价值观

处于初步确立的阶段，对于网络平台中鱼龙混杂的信息

甄别能力有限，容易受到不良信息的影响甚至诱导，继

而产生心理健康问题，影响大学生修读学习过程中的幸

福感获得，因此，研究社交网络对大学生幸福感的影响，

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对网络媒体信息的思辨能力，

提高独立性思维，也能在满足学生幸福感提升的需求，

获得心理成长与价值观建设。

一、研究对象和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的方面，选取高校本科作为研究对象，

共收集数据 612 份，剔除无效问卷，共纳入研究 563 份，

问卷有效率为 92.00%。其中男生为 245 名，女生为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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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究高校社交网络积极自我呈现、自我接纳、主观幸福感的关系。采用社交网络自我呈现策略问卷、自我

接纳量表、主观幸福感量表，对563名高校大学生进行调查。发现社交网络积极自我呈现与自我接纳、主观幸福感

存在显著正相关，自我接纳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社交网络积极自我呈现对主观幸福感直接作用显著，

自我接纳中介作用显著。在进行大学生幸福感提升过程中，可以通过加强其自我接纳水平，积极向外界展示自我形

象，进一步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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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大 一 学 生 133 名， 大 二 学 生 223 名， 大 三 学 生 144

名，大四学生 63 名。社交平台使用偏好，微信朋友圈

365 名，QQ 空间 123 名，微博 26 名，其他社交平台 49 名。

（二）研究方法

1. 社交网络积极自我呈现

社交网络积极自我呈现量表采用鲍娜（2014）编制

的社交网站自我呈现策略问卷中的积极自我呈现维度作

为测量方式，共 5 个题项，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方式，

得分越高，表示自我呈现越积极，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信度克隆巴赫 α 系数 0.72，KMO 值为 0.78。

2. 自我接纳

自 我 接 纳 量 表 采 用 我 国 著 名 学 者 从 中， 高 文 凤

（1999）进行编制。该量表是我国研究自我接纳的最常用

研究工具，该量表共分为两个维度，接纳维度与评价维

度，共 16 个条目，克隆巴赫 α 系数 0.78，KMO 值为 0.88。

3. 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量表采段建华修订的主观幸福感量表，

量表 18 个条项，在本研究中，该克隆巴赫 α 系数 0.77，

KMO 值为 0.89。

（二）统计学方法

采用问卷星发放电子问卷，时间限制为 30 分钟。收

集的数据整理，删除无效问卷，如有明显作答规律的问

卷。使用 Excel 整理数据，使用 SPSS 24 以及 PROCESS 插

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分析以及中介分析等。

二、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

通过 Harman 单维度检验方法检验本研究是否具有共

同方法偏差，结果显示，共有 7 个因子特征值大于 1，第

一个因子解释率为 19.56%，低于 40% 标准，这表明本研

究不存在较为严重共同方法偏差。

（二）社交网络积极自我呈现、自我接纳与主观幸福

感相关分析

社交网络积极自我呈现与自我接纳存在显著正相

关（r=0.21，p<0.01）， 与 主 观 幸 福 感 存 在 显 著 正 相 关

（r=0.18，p<0.01）；自我接纳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

著正相关（r=0.36，p<0.01）。结果详见表 1。

（三）自我接纳的中介作用分析

采用 PROCESS3.3 中模型 4，分析自我接纳在社交

网络积极自我呈现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中介作用，结

果详见表 2。结果显示，社交网络积极自我呈现对主观

幸福感直接作用显著，可以显著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

（β=0.26，t=4.36，p<0.001）。社交网络积极自我呈现可

以显著正向预测自我接纳（β=0.24，t=5.22，p<0.001）。

自我接纳在社交网络积极自我呈现对主观幸福感影响

的 中 介 作 用 显 著（β=0.44，t=8.63，p<0.001）。 使 用

Bootstrap 检验，结果显示直接效应在总效应中占比为

57.69%，间接效应值在总效应中占比为 42.31%。

表2　自我接纳的中介作用分析

变量 主观幸福感 自我接纳 主观幸福感

β t β t β t

截距 77.04 56.46*** 34.15 32.90*** 61.93 28.50***

社交网络积

极自我呈现
0.26 4.36*** 0.24 5.22*** 0.15 2.70**

自我接纳 0.44 8.63***

R2 0.03 0.04 0.14

F 19.02 27.22 47.93

三、讨论（2000）

本研究中，社交网络积极自我呈现与自我接纳存在

显著正相关。在社交平台中积极展现自我是一种印象管

理行为，具有提升自我形象的作用，通过上传漂亮照片，

美食，风景照等社会属性的活动可以提升他人对自我积

极印象，获取同伴认可与归属感，提升对自己的悦纳程

度，进而提升个体对自己接纳的水平。积极提升自我评

价可以提升个体自尊水平，通过对大学生心理干预表明，

经过一定认知干预可以提升个体的消极情绪与负性认知，

进而是个体获得积极的情绪体验与自我接纳，在设计平

台中进行积极的印象管理，采用正向自我呈现策略，可

以提升个体对自身的评价程度，进而提升个体自身的幸

福体验 [4]。社交平台中积极的自我呈现可以提升个体自

尊水平，并会获得一种积极的反馈，对于提升个体幸福

感具有显著预测作用，积极自我呈现更能帮助个体获得

积极情绪体验，并且对个体生活满意度，自我效能等方

面均具有积极的作用。

表1　社交网络积极自我呈现、自我接纳

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M SD
社交网络积

极自我呈现

自我

接纳

主观

幸福感

社交网络积

极自我呈现
22.39 5.31 1

自我接纳 39.41 5.92 0.21** 1

主观幸福感 82.83 7.73 0.18** 0.36** 1

注：*p<0.05，**p<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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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自我接纳中介效应显著，这表明社交网络积极自我

呈现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路径中，自我接纳存在较大的

影响，个体通过在社交网络中发布内容获得自我认可与

悦纳，获得积极的情绪体验。个体会通过发布一定的内

容对自我经历进行反思，可以更好的与内在自我进行沟

通，产生生活与自我的一种和谐感，体验到一种积极的

统合性情绪，产生高水平的自我认同，进而获得生命意

义，获得幸福感体验。研究发现，自我接纳是心理健康

的重要概念，高自我接纳的个体会接纳承认自己的缺点，

建立积极的人格，获得良好的人际。自我接纳可以缓解

个体焦虑水平，提高自我评价，个体会更加积极的关注

当下自我。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与自我有关的积极内容对

于提升个体积极情绪，希望、喜悦、乐观等有积极的作

用，这对于个体客观接纳自己具有一定的意义，接纳与

欣赏自己的不足对于提升个体心理适应能力，心境能力

作用效果显著，而有研究显示，高水平心境对个体幸福

感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同时提高自我接纳是提高幸福

感的方法之一。大学环境会提高个体自我接纳水平，大

学生活提供的丰富的社会环境，为个体提供了更多的展

示平台，不仅仅可以通过人际交往开拓自我社交范围，

也可以通过社交网络的搭建建立广泛的人际关系，这这

些丰富的环境会迅速提高个体的自我能力，会随着社交

锻炼，演讲比赛等活动提高，这会有效帮助个体建立自

信心，获得效能感，体验到积极情绪，获得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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