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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对“全面网络时代”的到来,高校大学生使用社交网络软件的频率越来越高,日益增多的用户

需求与现有社交软件功能能否满足成为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基于时代背景和日趋成熟的开发技术,

本文对当代大学生使用社交网络软件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从不同角度分析并提出观点,希望可以作为

各企业制定校园类社交软件需求规划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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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和智能通讯

设备的广泛普及,网络已经渗透到生活

的方方面面。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CNNIC) 新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

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2020

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89亿,互联网

普及率达70.4%,这意味着“全民网络时

代”已经到来。在我国网民职业群体中,

学生占比 多,高达21%,而大学生作为

这个群体的代表,成为了更加值得关注

的对象。 

对于目前处于大学阶段的90后,00

后们,他们一出生就在网络时代中成长。

各种智能通讯设备及社交软件的涌现,

使得网络社交早成为他们主要的日常社

交方式之一。以微信,qq为代表的通讯性

社交软件成为几乎每个大学生必备的

“装机”软件；百度贴吧,知乎等知识分

享型社交软件成为每个行业“小白”必

逛的知识乐园；聊天交友型社交软件例

如探探,soul也在越来越影响大学生的

恋爱观。由此可见,各式社交网络软件正

越来越影响着当代大学生的生活。为了

进一步了解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对社交

网络软件的需求,本次采取校内调查问

卷的形式作为获取数据的来源。此次调

查共收集到两千份数据,调查人群以在

校大学生为主。以下将从几个方面对其

进行研究分析。 

1 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对象为泰州学院,哈尔滨

学院等高校大学生。参与本次调研的同

学以大一,大二年级为主。其中大一年级

占比46%,大二年级占比30.5%,大三年级

占比23%,大四年级占比0.7%。数据来源

以经济与管理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学院,教育科学学院三个专业学院为主,

分别占比37.3%,24.5%和23.4%。从填写

调查问卷的工具形式来看,目前市场上

主流的操作类型两种：桌面设备和移动

设备。而数据显示绝大部分大学生善用

移动设备操作,只有2%的同学使用了桌

面操作。这也暗示了手机移动端类社交

软件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调查问卷问

题涉及校园社交,软件使用,交流意向和

意见建议等。 

2 大学生使用网络社交软件的

原因 

2.1新环境需要网络社交的出现 

从在校大学生的各年级比例来看,

大一大二年级居多。这部分大学生刚步

入大学生活,还处在适应新的生活环境

和学习伙伴过程中,他们渴望与人交流,

但是潜意识里又会产生压力和保持紧

张。美国一项 新研究表明,人在面对

不熟悉的环境时,大脑会存在保护机制

而时刻保持警惕,避免在必要情况下

迅速做出反应。长时间的紧张会使得

精神状况不佳,这时候需要另一种形

式的社交出现来避免面对面,人对人

的尴尬,同时又可以达到满足交流冲

动的需求。网络社交很好的弥补了这

一不足,它为社交双方留下了更多的

私人空间,也减少了互相冒犯的可能。

这成为部分大学生代替现实生活中交

流的一种方式。 

图 1 结识同学不同途径占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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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网络社交软件可以成为快速了

解对方的途径之一 

调查数据显示,63%的大学生主要

通过各种形式的共同处事获得不同的

人脉。 

这包括一起策划学生会活动,成为

比赛队友,参加夏令营任务等。这些活动

无一例外都是借助学校的合作任务“强

行”把大家聚在了一起,对比自己主动寻

找其实是很被动的社交,而大部分人也

无法选择自己需要的人脉。一部分人认

识到时间的宝贵和精力有限等原因,这

些大学生更希望于,“我是一个自卑的人,

我想结识一个乐观的好朋友带我走出消

极”,“我对计算机很感兴趣,我想认识

一位计算机专业的新同学一起学习”等

等获得诸如此类高匹配度的资源人脉,

降低交友时间成本。而通过社交网络软

件,我们可以很轻松了解一个人的性格,

他的专业,他的水平,是不是你要找的

人。为此本次调查特地从“学习上需要

帮助时 希望用哪种途径”这一点出发

设置问题。其中,选择打电话占比6.9%,

找老师占比17.2%,用社交软件占比

59.5%,其他占比16.5%,结果显而易见,

很多大学生都愿意通过社交网络软件这

种途径。 

2.3网络即时通讯通常更快速,更

有效 

网络不受空间限制,只要你有需求

就可以通过社交软件沟通,社交平台发

布。传递简单的信息不再需要耗费大量

的时间,只需要极短时间就可以获得对

方的回应。上论坛学习新知识,第一时间

了解国内外热点,随时和亲戚朋友进行

友好互动……社交网络软件的便捷也是

大学生使用网络社交的一个重要原因。 

3 当前大学生使用的网络社交

软件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向 

传统的网络社交软件大都以聊天为

需求出现,他们致力于快速匹配聊天对

象,实现资源共享。因其面向对象广,不

分阶层不分年龄,简单便捷可打发时间

而在社会上广泛应用。但随着时间的推

移,此类所谓的“装机软件”正越来越暴

露出其存在的问题。首先占用资源问题

过于严重。一款普通社交软件刚下载时

只需少少几十MB内存,但打开它的过程

中可能需要你接连花费不少空间进行一

些不常用功能模块的加载。不少用户无

法自主选择需要的功能,只能强行接受,

勾选“下一步下一步”。更有甚者打着社

交软件的名号捆绑下载一些垃圾软件,

这不仅占用极大的手机存储空间同时也

存在造成用户隐私数据泄露的风险。第

二点,社交内容无门槛缺少审核。不少参

与问卷调查的大学生反馈在社交平台上

发表个人观点言论并无专门人员审核,

在传播知识共享资源的同时,社交网络

软件也为各种谣言,负面言论的宣传提

供捷径。在论坛里寻找想要的答案往往

需要在一堆没营养的言论里花费大量的

时间,甚至 后还发现不是自己想要的。

不正当的言论还会造成误导效应,尤其

是对科学性比较严谨的专业知识的误导,

这会很大程度造成用户体验不佳。在内

容的发布上,建议进行敏感文字屏蔽和

文章审核,在用户提交言论后,留有缓冲

期对其发布内容进行审核,以此为每一

位社交软件使用者负责并保持社交平台

良好的风气。第三点,个性化功能太少,

无用功能太多。很多大型的社交软件除

了基础的聊天功能和分享日常外往往还

集结了一大批其他功能,有知识问答,定

位功能,寻人招物等,令人眼花缭乱。看

似这款社交软件功能丰富,开发技术水

平强大,但当用户真正使用之后就会发

现,知识问答大家只聊段子,没营养没内

涵和知识没有任何关系；定位功能属实

鸡肋,不过是给无话可聊的“社友”提供

聊天话题；合作任务招来的往往是黄牛

和骗子……似乎一个好端端的社交软件

除了你其他人都属于另一个圈子。 

在问卷调查搜集来的用户建议里,

“信息认证缺少真实性”,“功能分类不

细致”,“用户参与度不高”成为 常出

现的字眼。是否现有的社交网络软件真

的如此不受大学生欢迎？问卷调查结果

显示,59.5%的在校大学生学习方面有困

难时会选择网络社交软件求助,而81%的

大学生也表示如果有一款校园互助类软

件出现,将会非常愿意使用。 

 

 

图2 出现学习问题寻求帮助途径及是否

愿意使用社交软件意向 

由此可见真正的用户需求依然很大,

只是现有的社交软件无法满足日益细化

的用户需求。如何精简社交模式,弥补这

一缺口是急需解决的问题。我相信社交

类软件的未来发展趋势将会在社交方式

上有所创新,不再局限于传动的移动社

交模式,企业应该根据不同的需求定制

化特色软件。在校园社交软件方面,应该

从用户的实际需求出发,以敏锐的目光

发觉大学生用户的需求和兴趣,结合创

新的方式让产品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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