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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推荐下大学生自我破解“信息茧房”负效应的路径研究

韩春雨　徐永军

长春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吉林长春　130117

摘　要：算法推荐是一种新型人工智能科技，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广泛使用和用户主动进行信息选择，会不断加深“信息茧房”

效应。在大学生群体中，由于大学生对网络媒介依附性强、处于价值观的形成期易受外界因素影响、辩证和创新思维能力

较弱等特点使得破茧负效应加强。为规避破茧负效应大学生应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制造信息偶遇、提高个人媒介素养，

规避伪信息茧房、夯实自身理论基础，筑牢主流思想根基、提升自我实践意识，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形成多方向协同的自

我破茧新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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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学生“信息茧房”负效应的实质

1.1. 信息茧房

“信息茧房”的概念最初是由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桑

斯坦在 2006 年出版的著作《信息乌托邦》中提出：“公众

只注意自己选择的东西和使自己愉悦的通讯领域，”[1] 比喻

信息传播中受众只关注自己选择的内容、使自己能安慰和愉

悦的传播世界，如同“作茧自缚的蚕”。当个人长期禁锢在

自己所建构的“信息茧房”中，久而久之，个人生活呈现一

种定式化、程序化，长期处于过度的自主选择，沉浸在个人

日报的满足中，将失去与异质价值文化群体沟通并了解不同

事物的能力，在长时间积累中为自己构建“信息茧房”。信

息茧房不仅仅是信息泛滥的时代产物，更反映了信息技术对

我们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的深刻影响。

1.2. 算法推荐为“信息茧房”赋能

随着数字信息领域的不断发展，人们整体信息空间中

的信息总量急剧增加，信息过载现象日益严重，导致用户在

处理相关信息之外的消息时显得力不从心。这时迫切需要一

个对网络信息进行整合，可以针对不同人不同需求形成个性

化、精准化推动的信息系统，可以帮助用户从海量信息中精

准筛选出所需要信息，算法推荐被推出。这是一种符合信息

发展的新模式，也是形成“信息茧房”的历史性前提。算法

推荐是一种数学算法，通过对用户在网上浏览、搜索、评论

等痕迹生成专属用户画像，向用户推送定制内容。现有的算

法推荐模式包括基于内容的推荐和基于协同过滤的推荐，基

于算法推荐模式是通过用户的偏好推荐相同类型的内容以

达到用户的满足。基于协同过滤的推荐是将持有相同观点或

态度的用户互相推荐。两种推荐算法都是在有针对性地满足

用户的需求，在信息库中筛选出愿意接受的信息。但这两种

推荐算法在不断强调个人和群体效应，会造成个人或群体的

偏好不断放大，对于异质观点产生排斥的心理，被自己形成

的同类信息所包围，促使“信息茧房”的形成和发展。

1.3. 用户自主选择为“信息茧房”续航

用户在信息获取和利用过程中的自主选择是“信息茧

房”负效应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虽然个体在选择信息的过

程中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但用户的选择性接触会不断使

得“信息茧房”的壁垒进一步加重。选择性接触是指用户在

网络搜索时会面临海量信息，但是用户选择信息时并不是不

加以区分无差地选择，而是倾向于选择与自己既设立场、态

度一致的信息，并且对于与自己立场想左的信息加以回避。

用户选择性接触会使用户信息获取得不全面、不准确，形成

信息窄化或信息猎奇化。一方面，用户在做信息选择时，只

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信息或特定信息主体发布的信息进行浏

览，对于自己不感兴趣或特定主体之外的信息视而不见，这

会使用户的信息获取途径变得单一化。长此以往，在算法推

荐的作用下，用户获取到的信息都是同质化信息，必然造成

信息窄化。另一方面，“青年人所特有的猎奇心理往往使他

们对负面的信息更感兴趣”[2] 对劣质信息反而更加关注。在

现实生活中，青年人对于网络上的八卦、负面信息的猎奇程

度往往高于对于国家时事政治的关注，往往非主流的信息会

更受青年人关注。所以用户的自主选择会信息接受的同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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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扭曲信息的真实性，从而加速“信息茧房”的形成。

2. 算法推荐下大学生破茧负效应产生因素

“信息茧房”效应会带来信息窄化、信息封闭等负效应，

所以破茧迫在眉睫，但大学生对网络媒介依附性强、处于价

值观的形成期易受外界因素影响、辩证和创新思维能力较弱

为破茧带来挑战。

2.1. 大学生对网络媒介依附性强

大学生通常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花费大量时间，包括

抖音、小红书、快手和微博等。大学生会频繁检查消息、更

新状态、发布照片和与朋友互动，极大可能导致社交媒体成

瘾。根据《第 52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 2023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79 亿人，互联网普

及率达 76.4%，其中 20-29 岁网民占比为 14.5%，由此可见

我国大多数青年人都使用网络媒介。而我国网民的人均每周

上网时长 ( 人均每周上网时长：指过去半年内，网民一周七

天平均每天上网的小时数乘以 7 天 ) 为 29.1 小时，较 2022

年 12 月提升 2.4 个小时。由此可见，网民每天有 4.16 小时

在上网，并呈现不断上升趋势。另一方面，大学生依赖网

络媒介获取信息，包括学术资料、新闻、娱乐和生活技巧。

网民多数会使用搜索引擎、新闻网站、博客和社交媒体来获

取信息。我国搜索引擎用户规模达 8.41 亿人，较 2022 年 12

月增长 3963 万人，占网民整体的 78.0%。由上述数据可知，

网络媒介提供了便捷、实时的信息获取方式，大部分的网民

使用网络媒介进行搜索问题信息。随着通讯设备的发展，大

学生对网络媒介的依附性越来越强。

2.2. 大学生处于价值观的形成期易受外界因素影响

价值观是个体基于主客观认知形成的价值取向，对个

体的成长与选择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3] 而大学生是处于刚

刚成年并刚刚脱离父母生活的重要阶段，因此培养其正确的

价值观对于大学生成长成才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

人，”[4] 而立德树人就是要帮助大学生养成积极向上的健康

心理状态、坚定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是随着算法

推荐的不断进步，“信息茧房”负效应不断增强，深刻影响

着大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形成。一方面，在良莠不齐的网络环

境下，在大数据算法推荐技术的不断精进，“信息茧房”会

使得大学生认知出现文化割裂，导致出现主流文化与非主流

文化并存的现象，而非主流文化以其标新立异的特点更吸引

大学生的注意力。而在这些非主流文化中往往蕴含着个人主

义、享乐主义、权力至上、消费、躺平等负面观点，这些观

点在大学生“信息茧房”中聚集，造成大学生认知逐渐窄化，

导致个体价值观出现偏差。另一方面，在信息茧房中，大学

生接触到的信息往往受到算法推荐和过滤的限制，可能会导

致大学生形成狭隘和偏见的观点，而未能全面理解不同观点

和文化的多样性。大学生未能真正体验到多元化社会的复杂

性，这对于大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可能构成潜在威胁。

2.3. 大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较弱

对于大学生而言，创新性思维较为重要。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

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

创新的人们。”[5] 总书记的话深刻阐释了创新性思维的重要

性。而在算法推荐的智能时代，个性化的信息推送虽然摆脱

了信息过载的问题，但是随之而来的大量的同质化的信息和

观点使大学生的思维活动局限于固定的思维空间内，限制了

大学生接触多元化信息的机会。大学生在面对网络上的海量

信息，大学生不仅要学会筛选、辨别出有用信息，同时还应

该学会如何使用现有信息创造出新的信息和新的知识。往往

只会看到与自己观点相符的信息，享受片面的信息带来的愉

悦感，而不容易接触到不同的观点和思想，不利于培养大学

生的发散思维和创新能力，不断造成认知窄化，导致认知的

片面性和局限性，限制自己创新创造的能力。

3. 信息茧房负效应自我破解路径

“信息茧房”的负效应对大学生的影响深远，需要多

方合力帮助大学生破茧，在破茧过程中大学生要不断发挥主

观能动性，主动制造信息偶遇、提高个人媒介素养，规避伪

信息茧房、夯实自身理论基础，筑牢主流思想根基、提升自

我实践意识，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早日破茧成功。

3.1. 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制造信息偶遇

大学生“信息茧房”效应是由于算法推荐下大学生常

根据自己的偏好对信息进行过滤和筛选产生的，而破解“信

息茧房”就要在帮助大学生充分认识自身身处“信息茧房”

效应的前提下，不断增强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增强内生动

力，自觉扩大信息接受渠道，树立科学信息意识、提升信息

利用能力，发挥自身理性自觉，不断规避“信息茧房”负效

应侵蚀。一方面，随着网络环境的高速发展，社交媒体成为

许多人获得信息的首选渠道。因此，大学生应清醒认知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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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信息茧房”环境中的弊端，并具备自我意识想要打破

现有的局限性的主动性，主动在社交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取

得平衡，综合使用电视新闻、政府官方网站、广播等多种互

联网手段，多渠道接收信息，打破信息窄化桎梏，增加信息

偶遇机会。另一方面，大学生应该不断努力提高信息处理和

分析能力，面对不同渠道搜集到的海量信息，大学生不仅要

清楚了解信息的来源，还要学会如何理性地处理信息，不盲

从算法推荐，而是自主思考，对信息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评估，

不受极端观点的影响。

3.2. 提高个人媒介素养，规避伪信息偶遇

媒体素养是人们认识、评判、运用传媒的态度与能力，

直接反映出人民面对媒体的选择能力、质疑能力、思辨性反

应能力等。大学生陷入“信息茧房”的原因多是由于大学生

个人媒体素养不足导致，大学生针对网络上海量信息缺乏甄

别能力，目的是要寻找有用信息，但实质处于被动盲目地位。

因为所接触到的信息是被算法推荐计算过带有个人偏好的

内容。而破解大学生“信息茧房”负效应需要从认知、方法、

评价等维度展开。首先，大学生需要积极提升甄别信息的能

力，不轻信不负责任的信息，应该学会辨别真假信息，了解

信息传播的背后动机，并保持批判性思考。其次，适度减少

对社交媒体和网络新闻的依赖，增加与传统媒介的互动，如

阅读报纸、杂志、书籍等，以获取更广泛和深入的信息，减

轻信息茧房的影响。最后，破解大学生“信息茧房”负效应

要不断激发大学生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憧憬，让大学生懂得

运用传统媒介和社交媒介不断发展自我，不在局限于算法推

荐下的信息，而是学会获取多元化信息内容，加强对于信息

的辨别能力。

3.3. 夯实自身理论基础，筑牢主流思想根基

大学生在算法推荐下产生的“信息茧房”效应中，每

天接触大量的娱乐信息和一些网络思潮，尤其是借助网络环

境对大学生进行思想入侵的外来文化、西方文化，其中包含

了大量的利己主义、个人主义、摆烂等不良思想。因此对于

大学生来讲不断夯实自身理论基础，切实增强抵制外来不良

文化侵袭的能力，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不断增强辩证思维

和理性思维尤其重要。首先，大学生应该大学生应积极参与

政治理论学习，自觉加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通过新闻联

播、官网信息等多关心国家大事、了解国家政策和核心价值

观，以保持对社会和政治事件的理性看待，不受极端观点的

影响，形成坚定的政治社会共识，增强个人的政治意识和政

治观念，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另一方面，要在

生活中不断夯实主流思想，自觉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部内容融入日常生活中，在生活中营

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并自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

者和可靠接班人。

3.4. 提升自我实践意识，积极参与社会生活

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大学生们常常陷

入信息过剩的境地，而丧失了与现实社会相互连接的能力，

大学生自我破解“信息茧房”是当今社会中一项重要而迫切

的任务。因此，大学生们需要不断提升自我实践意识，积极

参与社会生活，以应对这一挑战。首先，要提升自我实践意

识，这也是打破“信息茧房”的重要一步。大学生们应该意

识到，在课堂之外的现实生活中，可以获得更多的知识和经

验，认识来源于实践，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获得真理，不断将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运用真理指导实践。其次，积

极参与社会生活也是十分重要的，大学生不应该局限于虚拟

世界，而应该主动参与社会生活，例如参加社会活动、俱乐

部、学生组织、公益活动等。这类活动有助于大学生建立社

交关系，拓宽视野，增强社会责任感。大学生应该融入社会，

与社会各方面人群互动，了解社会问题和挑战，推进实践基

础上的理论创新，在实践中总结事物发展规律，以新的理论

更好地指导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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