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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评论对大学生网络新闻评论
信息化从众的影响

沈成平,叶一舵,邓 珏,何小芹,黄丹丹

(福建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福建 福州305117)

摘 要:采用JAS范式研究网络新闻评论中是否存在信息化从众的现象,探索他人评论正负

性占比、他人评论者的权威性、他人评论与新闻材料性质的一致性程度等3个因素对从众行为的影

响。结果表明:(1)在正性他人评论条件下,大学生对网络新闻的评论存在从众行为;(2)当正性评

论占比达50%及以上时,大学生更容易产生从众行为;(3)在网络新闻评论中,他人评论者的权威

性对被试的从众行为没有显著影响;(4)当阅读的新闻材料性质为正性,同时他人评论为负性时,大
学生更容易产生从众行为。

关键词:网络新闻;他人评论;信息化从众;JAS范式

中图分类号:B84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0964(2018)04-0031-06

  一、引言

从20世纪开始,从众现象就成为研究热点[1]。
从众是主体因客体影响而产生的与客体一致的行为

或态度[2]。从众有规范性从众和信息化从众之分。
规范性从众是指在一些情境下,人们在团体中为了

寻求他人认可,或者避免惩罚而做出与大多数人一

致的行为;当个体的从众不是为了避免惩罚或获得

认可,而是由个体对群体信息的主观认同才产生的,
这种从众称为信息化从众[3-5]。结合张云泓[6]、杨斯

琼[7]、傅海[8]、钱轶群[9]等人对网络新闻评论的定

义,我们将网络新闻评论信息化从众定义为:当个体

在网络媒体上就新闻事件或当前事态发表评论性意

见时,出于对可接触的群体评论信息的主观认同而

改变自己评论倾向的从众行为。此处的评论倾向指

对新闻材料评论的正负性倾向。
信息化从众多发生于以互联网为媒介、以计算

机等为工具的线上交流情境(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简称CMC)。受网络环境的虚拟

性和匿名性的影响,信息化从众产生的主要原因是

个体对他人信息产生主观认同。虽然在CMC下信

息化从众产生的水平很低[10-11],但很多实证研究表

明这种从众行为是依然存在的[12-13]。由于网络新闻

评价环境的虚拟性和隐蔽性,人们较少受群体规范

和压力的束缚,因此在网络新闻评价中如果出现从

众行为应以信息化从众为主而非规范性从众来

定性。
目前,关于信息化从众产生的原因探讨主要围

绕以下几个方面:(1)任务的难度或问题情境的模糊

性;(2)信息来源权威与否以及群体间信息的一致

性[14];(3)个体忽视了自身的信息判断[15]。传统研

究多数在非网络情境中进行,很少有针对网络新闻

评论的从众现象的研究。根据信息化从众的相关研

究结果,我们推测,在网络新闻的评论中也会存在信

息化从众现象,并且受他人评论的数量、他人评论者

的权威性以及他人评论性质与新闻材料性质一致性

情况等因素的影响。
本研究共有四个实验,均采用传统的JAS范

式[4]:(1)被试对提供的材料进行判断;(2)被试提供

他人建议;(3)被试做出最终的决策。在具体实验操

作过程中,首先给被试呈现网络新闻,让被试做初次

评价,接着呈现他人评论信息,让被试做最终评价。
实验一探讨在网络新闻材料评定中是否出现信息化

收稿日期:2018-03-18;收修日期:2018-05-02
基金项目:福建省2017年度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JZ170040);教育部2015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

划基金项目 (15YJAZH100)
作者简介:沈成平(1994—),男,湖北荆门人,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网络心理学、心理健康教育;

叶一舵(1963—),男,福建永泰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心理健康教育。

·13·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XinyangNormalUniversity
第38卷 第4期 2018年7月            (Philos.&Soc.Sci.Edit.)Vol.38No.4Jul.2018



从众现象。在实验一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哪些具

体因素会对网络新闻评价的从众现象产生影响。实

验二到实验四依次探讨他人评论的正负性数量占

比、他人评价者的权威性、他人评论与材料本身性质

的一致性程度三个因素的作用。在实验一中假设他

人评论的出现使被试对同一个新闻的等级评价发生

同向性改变,当他人评价为正性评论时,被试评价朝

正性方向变化;反之亦然。在实验二中假设他人的

正性评论占比越高,被试越容易产生从众行为。在

实验三中假设权威者他人评价组的被试发生评价的

从众程度显著高于一般他人评价组。在实验四中假

设当他人评论与新闻材料本身性质一致时被试发生

从众的程度显著高于不一致的情况。
二、实验一

实验一的目的是探讨在网络新闻阅读中,他人

评论的出现是否会引发被试评价的从众行为,即不

同性质他人评论(正性/负性)的存在是否会使被试

对已有新闻评价发生同向改变。
(一)被试

选取大学生被试134人,男生41人,女生93
人,年龄18-25岁,被试均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他人评论为正性的实验条件下的被试人数为63人,
其中男生13人,女生50人;他人评论为负性的实验

条件下的被试人数为71人,其中男生28人,女生

43人。
(二)实验材料

新闻材料通过搜索近两年微博真实新闻改编得

到,所选新闻均为非热点新闻。所有材料编写完后

采用专业评定法再次进行筛选,根据评分等级划分

为正性材料(正负性质均分大于1.5)、负性材料(正
负性质均分小于-1.5)和中性材料(正负性质均分

在-1.5~1.5的范围之内),将选用的中性材料分别

与正负性材料进行差异检验,结果发现中性材料与

正负性材料之间差异均达到显著水平:F1(1,35)=
722.817,p<0.001;F2(1,35)=652.445,p<
0.001;F3(1,35)=919.097,p<0.001。专家评定

由新闻传播专业学生进行评定,评定等级共21(±
10之间)级,越往右数值越大,性质越正,越往左数

值越小,性质越负(新闻材料性质的正负性指新闻事

件本身是正性事件或是负性事件的程度)。在实验

一中选用的中性新闻材料正负性质等级评定均分为

0.133。
(三)实验程序

具体程序:(1)给被试呈现一则中性的网络新

闻;(2)让被试对新闻材料正负性做初次评价;(3)呈

现他人评论信息10条(组一呈现正性评论10条,组
二呈现负性评论10条);(4)让被试对新闻材料正负

性做最终评价。
(四)数据分析与结果

首先对两种评论条件下被试的材料初评等级进

行t检验,结果显示两组被试的初评并无显著差异

(t=-1.4,df=132,p>0.05);接着对在正性他

人评价条件下,被试对新闻材料的前后两次评价等

级(M=1.19,SD=5.30;M=3.00,SD=4.97)进行

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达到显著水平(t=-3.34,df
=62,p<0.05)。说明被试对新闻材料的评价发生

显著的同向性改变,即产生从众效应。见表1。
表1 正负性他人评论下被试对新闻材料前后

评定的相关样本t检验

他人

评论

评定

顺序
N M SD df t p

正性
初评 63 1.19 5.30 62 -3.340.01*

终评 63 3.00 4.97

负性
初评 71 2.41 4.80 70 -0.08 0.93

终评 71 2.45 4.99

  注:*表示p<0.05,**表示p<0.001表示平均数差

异在0.05水平和0.001水平上达到显著,下同

在负性他人评价条件下,被试对新闻材料的前

后两次评价等级(M=2.41,SD=4.80;M=2.45,

SD=4.99)t检验未达到显著水平(t=-0.08,df=
71,p>0.05)。说明在负性他人评论条件下新闻材

料未引起从众效应。
三、实验二

实验一发现,当他人评论全部为正性时,被试对

中性新闻材料的评论出现从众现象,但我们不知道

他人评论占总评论多少时会出现从众现象。因此,
实验二的目的是进一步探索他人评论的正负性数量

占比对网络新闻评论从众效应的影响。
(一)被试

选取大学生被试159人,男生55人,女生104
人,年龄18-25岁,被试均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正性评论占比0% 条件下被试人数为30人,男生6
人,女生24人;正性评论占比25% 条件下被试人数

为35人,男生6人,女生29人;正性评论占比50%
条件下被试人数为35人,男生18人,女生17人;正
性评论占比75% 条件下被试人数为30人,男生10
人,女生20人;正性评论占比100% 条件下被试人

数为29人,男生15人,女生14人。
(二)实验材料

实验材料的评定同实验一,本实验选用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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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是偏中性的网络新闻,材料评定均分为-0.83。

1则新闻材料匹配20条新闻评论,新闻评论有5种

不同的正负性质占比。
(三)实验程序

实验二同样采用JAS范式。具体试验程序:
(1)给被试呈现1则偏中性的网络新闻;(2)让被试

对新闻材料正负性做初次评价;(3)呈现他人评论信

息20条(组一呈现20条负性评论/组二呈现15条

负性评论,5条正性评论/组三呈现正负性评论各

10条/组四呈现5条负性评论,15条正性评论/组

五呈现20条正性评论);(4)让被试对新闻材料正负

性做最终评价。
(四)数据分析与结果

首先对5种评论条件下被试的材料初评等级进行

单因素组间方差分析,显示5组被试的初评并无差异

(F=0.88,p>0.05)。根据表2可知,在5种不同正负

比例他人评论条件下,50%正性他评(50%负性评论)条
件、75%正性他评(25%负性他评)条件和100%正性他

评(0%负性评论)条件下被试对新闻材料的初评和终

评具有显著的差异(t=-2.396,p<0.05;t=-3.114,

p<0.05;t=-3.232,p<0.05),并且t值均小于0。其

他2种条件下被试对新闻的初评和终评差异不显著。
说明当正性评论占比50% 及以上,被试对新闻材料的

评价发生了从众。
表2 不同性质比例他人评论下被试新闻材料前后

评定的相关样本t检验

正性他评

比例(%)

评定

顺序
N M SD df t p

0
初评 30 0.70 4.45 29 0.571 0.573

终评 30 0.30 5.17

25
初评 35 2.31 5.23 34 -1.765 0.087

终评 35 4.06 4.39

50
初评 35 1.89 5.12 34 -2.396 0.022*

终评 35 3.60 3.28

75
初评 30 1.17 5.18 29 -3.114 0.004*

终评 30 4.07 3.67

100
初评 29 3.17 3.15 28 -3.232 0.003*

终评 29 5.03 2.44

  注:进一步对50% 、75% 、100% 正性他评三种条件下被

试前后评定等级差异做F 检验,结果表明三者差异不显著,

F(2,91)=0.722,p>0.05

四、实验三

根据前面两个实验的结果我们发现,正性他人

评论的出现会诱发人们对新闻材料评价的从众行

为,且当正性他人评论材料的占比达50% 的时候

会出现从众现象。在现实生活中,他人评论者的

权威性也可能会影响人们的从众行为。
(一)被试

选取大学生被试130人,男生40人,女生90
人,年龄18-25岁,被试均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正性、权威条件下的被试人数为35人,男生6人,
女生29人;正性、非权威条件下的被试人数为30
人,男生6人,女生24人;负性、权威条件下的被

试人数为35人,男生10人,女生25人;负性、非
权威条件下的被试人数为36人,男生18人,女生

18人。
(二)实验材料

实验材料的评定同实验一,本实验选用的材

料是偏 中 性 的 网 络 新 闻,材 料 等 级 评 定 均 分 为

1.43,1则新闻材料匹配10条他人评论。
(三)实验程序

实验三也采用JAS范式。具体程序:(1)给被

试呈现网络新闻;(2)让被试对新闻材料正负性做

初次评价;(3)呈现他人评论信息10条(组一呈现

权威人士正性评论10条/组二呈现普通网民正性

评论10条/组三呈现权威人士负性评论10条/组

四呈现普通网民负性评论10条);(4)让被试对新

闻材料正负性做最终评价。
(四)数据分析与结果

首先对4种评论条件下被试的材料初评等级

进行单因素组间方差分析,显示4组被试的初评

并无差异(F=0.374,p>0.05);根据表3可知,4
种条件下被试对新闻材料前后两次评定的差异不

显著,p 值均大于0.05。说明4种条件下被试均

没有产生从众行为。
表3 4种他人评论下被试对新闻材料前后

评定的相关样本t检验

他评

类型

评定

顺序
N M SD df t p

正性

权威

初评 35 3.60 4.84 34 1.010 0.320

终评 35 3.65 4.45

正性

非权威

初评 30 3.00 4.29 34 -1.8130.080

终评 30 4.33 3.03

负性

权威

初评 35 3.60 4.84 34 1.010 0.320

终评 35 2.69 4.45

负性

非权威

初评 36 2.47 4.84 35 1.713 0.096

终评 36 0.86 4.96

  五 实验四

实验四的目的是探讨在不同性质的新闻材料条

件(正性新闻/负性新闻)下,他人评论与材料本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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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一致性程度(一致/不一致)对网络新闻评论从

众效应的影响。
(一)被试

选取大学生被试133人,男生40人,女生93
人,年龄18-25岁,被试均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材料和他人评论都为正性的条件下被试人数为34
人,男生7人,女生27人;材料为正性、他人评论为

负性条件下被试人数为29人,男生6人,女生23
人;材料为负性、他人评论为正性条件下被试人数为

35人,男生10人,女生25人;材料为负性、他人评

论为负性的条件下被试人数为35人,男生17人,女
生18人。

(二)实验材料

实验材料的评定同实验一。实验四的新闻材料

分别为1则偏负性的网络新闻和1则偏正性的网络

新闻,材料1等级评定均分为6.40,为正性材料;材
料2等级评定均分为-6.067,为负性材料。每则新

闻材料匹配10条他人评论,他人评论也分为正性他

人评论和负性他人评论2种。
(三)实验程序

实验四同样采用JAS范式。具体程序:(1)给
被试呈现网络新闻(组一、组二呈现正性新闻材料,
组三、组四呈现负性新闻材料);(2)让被试对新闻材

料正负性做初次评价;(3)呈现他人评论信息10条

(组一、组三呈现正性评论10条/组二、组四呈现负

性评论10条);(4)让被试对新闻材料正负性做最终

评价。
(四)数据分析与结果

由表4可知,在正性材料下被试的初评并无差

异(t=0.265,p>0.05),在负性材料下被试的初评

并无差异(t=0.313,p>0.05)。在新闻材料性质和

他人评论性质匹配的4种条件下,只有当新闻材料

表4 四种条件下被试对新闻材料前后

评定的相关样本t检验

新闻与

他评类型

评定

顺序
N M SD df t p

正正
初评 34 5.94 3.29 34 -0.881 0.385

终评 34 6.24 2.89

正负
初评 29 6 2.330 28 4.3010.001**

终评 29 1.28 5.271

负正
初评 35 0.11 5.51 34 -1.018 0.316

终评 35 0.91 4.96

负负
初评 35 0.49 6.21 34 -1.528 0.136

终评 35 2.20 5.92

为正他人评论性质为负时被试对新闻材料的初评和

终评具有显著的差异(t=4.301,p<0.001),并且t
值大于0。其他3种条件下被试对新闻的初评和终

评差异不显著。说明在新闻材料为正、他人评论为

负的条件下,被试对新闻材料的评价发生了从众

行为。
六、讨论

随着手机的网络化、智能化,人们越来越依赖手

机获取信息,与人交流。当代大学生已经成为名副

其实的“手机世代”,手机在大学生学习和生活中扮

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16]。大学生作为网络使用的

生力军,能否在信息繁杂的网络新闻评论中保持清

醒的头脑,不仅对大学生保持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

义,而且对引导网络舆情健康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

作用[17]。
在实验一中,若被试受到他人评论的影响使得

自己对新闻材料的正负性质评定发生和他人评论性

质同向性改变的话,便意味着被试对网络新闻材料

的评价存在信息化从众现象。当新闻材料为中性,
他人评论为正性的情况下,被试终评评分显著高于

初评,出现信息化从众现象(t=-3.34,df=62,p
<0.05);而当他人评论为负性情况下,被试从众现

象未到达显著水平。这一研究结果验证了部分研究

假设,只有在他人评论为正性的情况下,被试对新闻

材料的评论才可能出现从众现象,而面对他人的负

性评价,大学生并不趋向于盲目跟风。
实验二的结果发现,当他人评论正性占比达到

50% 的情况下,被试便出现从众行为,也就是说面对

1则中性新闻材料,只要有一半的正性他人评论存

在,被试都会倾向于从众做出正性的评论。进一步

对50%、75%、100% 正性他评3种条件下被试前后

评定等级差异做F 检验,结果表明三者差异不显著

(p>0.05),说明他人正性评论的出现会影响被试的

从众效应,但是这种效应并不会随着他人正性评论

占比的增加而显著提高,这和实验假设不符合。大

学生信息化从众产生的原因可能是互联网中的虚拟

群体与现实中存在的群体有很多相似之处[18]。在

现实中产生从众行为多为规范性从众,多受群体压

力的影响,与多数人保持一致;而在网络的环境中,
由于保持着匿名的身份,少了实体的存在,受到群体

压力较少,产生从众行为主要是为了获得正确信息。
更重要的是,在网络中发表公开的言论,即使是处于

匿名状态,但个体的从众行为还是会增加[13]。在本

文设置的实验条件中,大学生被试在正性评论下产

生了从众行为,从网络新闻的现状来看,网络新闻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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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是由原生态评论和精英评论相结合的不规范言论

集合体[7]。我们能在网络新闻评论区看到一些宣泄

情绪甚至是污言秽语的言论,但也不乏一些理性、正
义之言。随着国家、社会、学校对舆论的监管力度的

提升,以及对大学生提倡网络使用文明言行的宣传

教育,能够让大学生在网络使用中保持较为清醒的

头脑,不传播不良信息,少受不良信息的诱导。
实验三的结果发现,无论他人评论者是权威还

是非权威,四种实验条件下均没有出现从众现象,说
明他人评论者的权威性并不会影响被试网络新闻评

价的从众行为,这一结果与实验三假设不相符。

Smilowitz等人研究发现,缺少了他人真实的存在,
可能会导致从众行为在CMC背景下难以发生[10]。

Laporte等人[112]利用Asch的线段判断任务和实际

性问题(对于一般人都能知道答案的问题)来研究在

CMC背景中不同程度的社会存在对从众行为的影

响,其他参与者是以照片和视频直播的形式呈现,结
果被试在线段判断任务上没有产生从众行为,在实

际问题的回答中有15% 和28% 的人选择了错误答

案。Postmes等[19]研究表明,在CMC的背景下,被
试不是通过参照其他人的社会身份来做出选择,而
是通过对所处的网络平台他人的言论进行判断做出

的选择。以上的研究表明,我们在网络中参与评论

时,他人在网络上的身份信息对我们的影响远不如

实际生活中的面对面的存在,在现实中面对面的存

在会让我们更多地产生对身份的认同,而在网络上

我们看不到他人真实的存在,对我们有意义、有影响

的是他人的评论内容。
实验四的结果显示,当新闻材料为正、他人评论

为负性的情况下,被试对新闻的评价出现从众现象

(t=4.301,p<0.001),其他3种条件下被试对新闻

材料的前后两次评价没有显著差异。这个结果和研

究假设不相符合。被试在新闻材料为正性、他人评

论为负性的情况下,材料与他人评论不一致的情况

下发生了从众行为,在他人评论全部是负性的影响

下,被试的评价变得也变得更加负性。在这种情境

下,被试的情感负荷会加重,产生消极情绪[20,21],因
此他们会选择从众来减轻自身的情感压力[22]。抑

或是部分网络受众对于网络新闻事件并没有进行全

面了解,或者自身没有形成坚定的认知,从而受到他

人负性评论的影响,盲目跟风[23]。
七、结论

研究发现:(1)大学生对网络新闻的评论存在信

息化从众行为,特别是在他人正性评论出现时更容

易产生从众行为;当正性评论占比50% 及以上时,

更容易产生从众行为。(2)在网络新闻评论中,他人

评论者的权威性对被试的从众行为没有影响。(3)
他人评论与新闻材料性质的一致性对被试的从众行

为存在影响,当材料为正、他人评论为负时,被试更

容易产生从众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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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nfluenceofOthers'CommentsontheConformityof
CollegeStudents'OnlineNewsCommentary

SHENChengping,YEYiduo,DENGJue,HEXiaoqin,HUANGDandan
(SchoolofPsychology,FujianNormalUniversity,Fuzhou305117,China)

Abstract:UsingtheJASparadigmtostudytheexistenceofInformationalConformityintheonlinenewscomments,thispaper
exploresthethreefactorsthatinfluencetheconformitybehavior:thepositiveandnegativeproportionofothers'comments,the
authorityofothercommentators,andtheconsistencyofthenatureofothercommentariesandnewsmaterials.Theresults
showthat:(1)thereisaconformitybehaviorofcommentsononlinenews,especiallywhenyouseeothers'positivecomments;
(2)whenpositivecommentsaccountedformorethan50% ,itismorelikelytohaveaconformitybehavior;(3)theauthority
ofothercommentatorshasnoeffectontheconformitybehaviorofthesubjects;(4)whenthematerialispositiveandothers'
commentsarenegative,thesubjectsaremorelikelytohaveconformitybehavior.
Keywords:onlinenews;others'comments;informationalconformity;JASparadi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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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lationshipbetweenSocialSupport,Psychological
CapitalandEmployabilityofCollegeStudents

HEAnming,YAOYudan
(SchoolofEducationScience,XinyangNormalUniversity,Xinyang464000,China)

Abstract:Thispaperisdesignedtoexploretherelationshipbetweensocialsupport,psychologicalcapitalandemployabilityof
collegestudents.Usingsocialsupportratingscale,positivepsychologicalcapitalquestionnaireandcollegeemployabilityques-
tionnaire,780collegegraduatesfromfiveuniversitieswereinvestigated.Theresultsareasfollows:(1)therearesignificant
correlationbetweensocialsupport,psychologicalcapitalandemployabilityofcollegestudents;(2)socialsupportandpsycho-
logicalcapitalhaveasignificantpositivepredictiveeffectonemployability;(3)thepsychologicalcapitalofcollegestudents

playsapartialintermediaryrolebetweensocialsupportandemployability.
Keywords:collegestudents;socialsupport;psychologicalcapital;employ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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