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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时代大学生如何破解“信息茧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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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工智能和 5G 技术在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往往容易导致信息获取同质化，从而使大学生陷入个人与技

术构建的“信息茧房”中，加剧认知体系的固化。基于此，文章首先梳理了国内外“信息茧房”的研究现状；

随后，文章从信息过载、选择性的接触心理和技术负效应的角度剖析了“信息茧房”形成的原因，并分析了“信

息茧房”给大学生带来的影响；最后，文章提出了高校信息素养教育破解“信息茧房”的路径，即加强大学生

的信息意识内化能力、计算思维能力、数字化学习与创新能力，并加强大学生的信息社会责任意识。从大学生

信息素养培养的视角来探讨智能时代的“信息茧房”问题，有助于引导并帮助大学生“破茧而出”，并对大学生

信息素养培养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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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智能时代，社会的信息化程度不断加深，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更加便捷、多元。据 2019

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4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统计，我国网民规

模达 8.54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 61.2%；网民以中青年群体为主，其中 20～29 岁年龄段的网民占

比最高[1]。高校大学生作为我国互联网的主要用户群体，面对海量信息，他们往往偏向查看自己

喜欢的信息，而智能机器会记住他们的选择，据此进行智能化推送——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

足了大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需求，但也会导致同质化信息的堆叠，加剧大学生认知学习体系的固

化，形成“信息茧房”。伴随大数据和算法推荐技术的不断发展，个性化内容的推送进一步加固

了“信息茧房”，引起了学界的广泛重视。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先进信息技术背景下，高校大学

生如何有效破解“信息茧房”、高效获取和利用信息，成为研究者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2016 年 3 月，世界教育创新峰会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在共同发布的《面向

未来：21 世纪核心素养教育的全球经验》中指出，信息素养是 21 世纪公民核心素养中最受重视

的素养之一。信息素养不仅关系到个体能否在信息爆炸时代有效获取、处理和利用信息，而且

对于提升大学生的整体素质具有深远意义。近年来，我国教育部高度重视大学生信息素养的提

升，并将“加强大学生信息素养培育”列为高校教育决策。2018 年 4 月，我国教育部发布《教

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明确强调了提升信息素养对全面落实立德树人目标、培养高素质创新

人才的重要作用[2]。可见，加强大学生的信息素养教育，是避免其困在“信息茧房”的主动举措。 

一 国内外“信息茧房”的研究现状 

“信息茧房”最早于 2006 年由美国学者 Sunstein
[3]在其著作《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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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Infotopia: How Many Minds Produce Knowledge）中提出，人们在互联网中对信息的选择

并不全面，人们通常只注意选择自己了解或感兴趣的内容，而忽略其它领域的信息，从而将自

己禁锢在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这种由单一化信息元素包裹而形成的“信息茧房”，容易造

成人们信息获取方式的闭塞和知识体系的单一。 

在 SSCI 数据库中检索国外学者关于“信息茧房”的研究论文，本研究发现：学者更倾向于

关注在选举和政治上“信息茧房”对其产生的影响，有少数学者从其它视角进行了研究。除了

Sunstein
[4]在《网络共和国》（Republic.com）和《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两本著作中

提出了“信息茧房”的相关理论，美国学者 Katz 等[5]也提出了与“信息茧房”类似的概念——

“围墙花园”，即手机的广泛应用使人与人的交往更私密，从而逐渐建立起“圈子文化”，形成

一个个“围墙花园”；Pariser 则在《过滤气泡：互联网没有告诉你的事》（The Filter Bubble: What 

the Internet Is Hiding from You）一书中提出了“过滤气泡”的概念，他发现互联网搜索引擎能够

收集用户的兴趣偏好，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信息服务并自动过滤相关异质信息，但与此同时也

无形中建起了“信息隔离墙”，阻碍了用户之间多元思想的碰撞[6]。 

国内研究“信息茧房”现象的学者逐年增多，但对其概念并未给出明确的阐述，大多是在

美国学者 Sunstein 所提观点的基础上开展研究。例如，梁峰[7]对 Sunstein 在《信息乌托邦：众人

如何生产知识》一书中提出的“信息茧房”相关观点进行了阐述，并将“信息茧房”概念进行

了梳理整合。此外，国内学者也对“信息茧房”现象的成因及其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和破解策略

进行了探讨，很多学者从不同视角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彭晓晓[8]以微博为研究平台，运用内容

分析和社会关系网络分析方法，验证了“信息茧房”效应的存在；杨慧[9]从个体和社会的角度，

探讨了“信息茧房”现象——从个体角度来讲，“信息茧房”容易造成个体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失

真；从社会角度来讲，“信息茧房”容易导致“群体极化”与公共性破坏；王益成等[10]采用文献

调研等定性方法，对内容智能分发平台信息运动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解析“信息茧房”

的形成机理，并提出从信息资源组织方式、用户行为和运动方式等方面应对“信息茧房”。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本研究发现目前国内缺乏对“信息茧房”影响对象及其破解策略的系

统研究。基于此，本研究以“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为研究对象，从信息内容选择的角度出发，

探究智能时代“信息茧房”的形成原因，分析其给大学生带来的影响，对如何通过大学生信息

素养教育来应对“信息茧房”现象进行了研究，以期“破茧而出”，并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二 智能时代“信息茧房”形成的原因 

在智能时代，数字媒体的发展提高了信息传播的效率，开创了一种新的信息传播方式——

基于用户兴趣的个性化信息推荐服务，即通过收集用户的偏好，向其推荐可能引起其注意力的

相关内容。这种新的信息传播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科技、文化各方面的发展，

但同时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尤其给大学生的发展带来了严峻的考验，容易让其沉浸于自

身的“信息舒适圈”而无法自拔。本研究认为，“信息茧房”的形成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 信息过载的社会环境驱动 

信息过载是智能时代“信息茧房”形成的背景因素。智能时代各种信息平台的出现，使人

们可以借助移动智能终端自由地获取和发布信息。而获取和接收信息的渠道多元化，使人们每

天接触的信息量呈指数级增长。在信息过载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常常会因为花费大量的时间和

精力处理冗余信息而感到无所适从。因此，人们更倾向于依赖智能机器算法来获取有价值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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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而长期依赖机器算法会导致其接触的信息源相对固定。新媒体和新技术的出现看似满足了

人们对“信息乌托邦”的幻想，实则让人们更加被动地接收信息，在无形中编织了“信息茧房”。 

2 受众选择性的接触心理 

受众选择性的接触心理是智能时代“信息茧房”形成的关键内部因素。受众在选择信息时

通常带有主观能动性，倾向于接触一些与自身意愿相似度和匹配度较高的信息，避免接触与自

身意愿相左或不相干的信息。在信息爆炸时代，为了节约自己有限的注意力与时间，人们明显

地倾向于接受自己喜欢、感兴趣、愿意相信并对自己有价值的信息，而对异质、多样化的信息

拒之门外。久而久之，人们接触的信息领域逐渐固化，在获取信息的过程中画地为牢，陷入自

我封锁的境遇而失去接触其它信息的可能，逐渐丧失与多元化思想碰撞的机会，从而沉浸于自

己建造的“信息茧房”中。 

3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负效应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是智能时代“信息茧房”形成的间接因素。人工智能常用的技术是用

户画像和个性化信息精准推荐。人工智能通过算法与程序收集、分析用户的基本信息，为每位

用户提供个性化、针对性的内容，形成了从“千人一面”到“千人千面更懂你”的效果[11]。但

个性化信息精准推荐技术是把双刃剑，用户使用个性化推荐服务的时间与选择信息的主动性成

反比，此技术对于用户个性化信息需求的无节制满足将加深用户的依赖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

用户对信息选择的范围，让用户在不知不觉中只能接受特定的信息内容，逐步形成“信息茧房”。 

三 “信息茧房”给大学生带来的影响 

智能时代的大学生作为社会新技术和新思想的前沿群体，具有较强的自主性，但受其年龄、

心理和社会经验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还未完全形成良好的自我管理能力。因此，大学生更容

易受到“信息茧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加剧网络媒介的依附性和所获信息的碎片化，致

使个体信息接收视野狭隘，甚至导致思维定式从而弱化其创新力。 

1 加剧网络媒介依附性 

Mcluhan
[12]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一书

中提出：“媒介即人体的延伸”。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智能化设备层出不穷，促进了

人们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感官的延伸。智能设备通过对用户信息和每次行为的记录，为每

个用户构建精准的用户画像并应用于其信息推送行为。在智能时代，高校大学生对网络媒介的

依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由于他们习惯于依附媒体浏览和学习相关内容，故他们对网络媒介的

应用持积极态度，但很难改变其使用意向。高校大学生作为高频使用网络媒介进行信息接收和

传播的群体，如果他们对网络媒介利用不当，便很容易被信息所控制和迷惑，加剧对网络媒介

的依附而陷入信息的奴役之中，从而将自己困在网络媒介营造的“虚拟环境”中[13]，并筑起专

属于自己的信息屏障，逐渐丧失自我判断、自我选择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最终“作茧自缚”。 

2 加剧信息获取碎片化 

多数网络信息平台因有发表字数的限定，其传播的信息容量往往有限。碎片化信息内容的

获取成为时代的特征，但其本身并不代表着进步。虽然碎片化信息内容具有随时、随地可供大

学生利用零碎时间学习的优点，但其带来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如呈现的信息往往不完整，容易

导致大学生接收内容的情境简化和抽离；个性化精准推荐往往迎合个人的兴趣爱好和思维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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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大学生推送感兴趣和愿意看到的内容，导致缺乏社会经历的大学生极易陷入有限的思考维

度而片面看待事物。当大学生长期接收大量类似的碎片化信息而渐成习惯时，他们会自动过滤

掉不感兴趣的内容，而接收大量类似的碎片化信息，并继续以碎片化的形式二次传播出去，从

而导致信息内容获取的碎片化倾向迅速在大学生群体中蔓延[14]。 

3 导致信息接收视野狭隘 

与传统媒体时代受众被媒介设置的信息牵着鼻子走不同，智能时代的受众获取信息的渠道

被拓宽，个性化信息获取的需求得到满足，信息选择的主动权快速转向受众[15]。但内容选择的

主动性并不意味着自由，受众在自主选择信息的同时也会疏于关注其它领域的信息。高校大学

生作为网络用户的主要群体，虽然每天接收的信息内容并不少，但由于看到的都是根据自己意

愿定制和经数据筛选后系统精准推荐的信息内容，便会逐渐失去了解和探索感知兴趣之外“新”

事物的机会，这既不利于其扩大知识面，甚至还会导致其知识结构和信息储备出现失衡。如果

大学生接触信息的范围越来越窄、看到的内容越来越同质化，那么其眼界也将越来越狭小。 

4 导致思维定式弱化创新力 

创造性思维既是人类进行一切创造性活动的基础和核心，也是人类思维的最高表现形式。

在智能时代，个性化信息精准推荐技术有助于大学生摆脱信息过载所带来的困扰，但其推送的

大量同质化信息与观点容易导致大学生思维定式，不利于其思维发散性和灵活性的发展。面对

海量信息，大学生不仅应该学会如何有效地获取、选择、鉴别和过滤信息，更重要的是学会如

何运用获取的信息创造出新知识和新信息。但身处“信息茧房”中的高校大学生容易盲目点击

智能平台推送的信息，使其思维活动逐渐定格在一定的思维空间，不仅不利于激发思维创新活

力，而且容易导致思维认知出现片面性和局限性，这对于高校大学生的全面发展非常不利。 

四 高校信息素养教育破解“信息茧房”的路径 

“信息茧房”的破解通常需要内外联合，但归根结底，人的心理、认知与行为惯性等内因

是决定性因素，因此提升大学生的自身信息素养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信息素养是一种适应信息

社会的基本能力，而信息意识、计算思维、数字化学习与创新、信息社会责任是人工智能时代

大学生信息素养内涵的重要内容。基于此，本研究将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提高大学生选择、分析、

甄别和利用信息的能力，以有效破解“信息茧房”： 

1 开展技术嵌入式教学活动，加强信息意识内化能力 

信息意识对大学生的信息行为起着重要的控制作用。在智能时代，要想从容面对数字媒体

推送的各种信息，做出利于自己并符合自身信息需求的内容选择，就必须将自己的信息意识内

化。目前，高校教育仍以课堂教学为主要形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发展要求高校高度重视对大

学生信息意识的培育，因此高校应做好顶层设计，开展嵌入式教学，把对加强大学生信息意识

的培育整合到各学科教学中。专业课教师应充分发挥自身的学科优势，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

让大学生了解和学习一些新概念（如人工智能、大数据、智慧校园和智慧课堂等），并将个性化

精准推荐技术的优势嵌入教学中，以了解大学生的个性化差异和学习需求，创造性、个性化地

向学生推送适合其发展的学习资源并提出有效的学习建议，从而优化课堂的教学效果。同时，

教师在有效利用个性化精准推荐技术的过程中，通过案例教学让大学生充分了解个性化精准推

荐技术的商业化运行机制，认识到工具和技术作为其认识世界的手段，其本身是一把双刃剑[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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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大学生在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会有目的地、高效地利用个性化精准推荐技术获取相关

信息，能从不易觉察的地方发现一些隐含信息，在教学中潜移默化地内化信息意识，强化信息

处理的能力，并引导大学生在面对各种信息推荐列表时，能够在第一时间自觉判断出所接收推

送信息的真伪与价值并做出相应的选择，从而不断加强其信息的解读和分析评价能力。 

2 创新“互联网+教育”模式，加强计算思维能力 

计算思维影响着大学生的思维习惯、思维方式和思维能力。加强大学生计算思维能力的培

养，有助于他们理解智能设备应用和学习平台的行为数据都是通过算法与程序来搜集、整理、

分析、综合，从而更加充分地认识到：虽然人工智能技术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人类潜能，但对智

能设备和个性化精准推荐技术的过分依赖往往会导致自我认知和独立思考能力的降低。 

具体来说，在智能时代，高校应对“互联网+教育”的模式进行创新，利用中国大学 MOOC、

智慧树、好大学在线等平台，开设一系列关于计算思维训练的网络课程；同时，加大与各高校

之间的合作，邀请各学科专家、学者进行网络讲座。教师可以利用互联网，从实践教学、课堂

教学和立体化教学资源建设等三个方面创新教学内容，并根据课程需要和学生学习情况，选择

一些合适的线上教学方式（如钉钉平台、QQ 群授课讲解、腾讯课堂等）；对实践操作性强的课

例进行分析，并适当加入思维导图/概念图相关软件（如 MindManager、Inspiration 等）来促进

大学生思维认知的发展，有效挖掘大学生的无限潜能；采用基于项目式的教学策略，并主动为

大学生提供专业技能经验分享的展示平台；引导大学生参与真实的实践项目，让其学会自主运

用智能学习平台、多媒体等获取和建构知识体系，体验从感知、分析、假设、创新到形成解决

实际问题方案的完整过程，不仅要增强大学生的参与感，而且在实践和感知的过程中要逐渐强

化大学生的计算思维能力，帮助大学生养成严谨的逻辑思维习惯，使其能够自然而然地使用计

算思维来分析和解决问题[17]。 

3 构建信息化资源学习环境，加强数字化学习与创新能力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算法的日益精密，各种智能化的服务模式反而将很多大学生困在“信

息茧房”中，使其失去了探索未知和创造不同的可能性。当前，网络上充满各类价值和效用均

非常有限的重复性信息，但信息社会需要的是大量有价值的创新信息，因此培养大学生数字化

学习的能力与创造有价值信息的能力，成为高校信息素养教育的内在要求。 

具体来说，一方面课堂教学是大学生获取知识和提高创新思维能力的重要途径。教师利用

超星学习通、云班课、雨课堂、智学网等智能平台，采用翻转课堂、游戏式或探究式等教学方

法开展智慧课堂教学，使课堂呈现出合作化、混合式、趣味化的特征，不仅可以激发大学生自

主学习的积极性，而且有利于提高大学生获取知识的效率，帮助他们高效使用信息资源平台和

信息工具，从而不断深化其数字化学习与创新能力[18]。另一方面，高校可以充分发挥图书馆在

信息网络、信息查询、信息资源提供、信息人才培育等方面的优势，在图书馆网站上开设大学

生信息素养教育课程，帮助大学生熟悉信息技术的相关功能，了解信息社会的特征，熟练使用

重要数据库、中外文献检索工具和有关搜索引擎，并提供在线交流和讨论，营造开放式的学习

氛围，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情感和创新技能。同时，高校也可成立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建设形式

多元、功能齐全的多媒体电子阅览室和计算机网络教室，加快全校教育信息化进程，以便于大

学生更好地利用计算机网络和信息资源平台进行学习，有效管理学习过程和学习资源，不断提

升其分析判断、问题解决和思维创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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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施多途径教育引导工作，加强信息社会责任意识 

当今，大学生的成长时期与人工智能、大数据和 5G 技术高速发展的时期基本同步，是典型

的“数字土著”一代，他们拥有更强的互联网能力，其认知行为和认知结构极易受到“信息茧

房”效应的影响。例如，智能时代的大学生习惯于在各种智能社交平台点赞、转发和分享相关

信息，并以此作为自身情绪表达和交流的手段。但是，由于目前互联网存在一些商业炒作行为，

加上大学生多有盲目的从众心理，使得大学生很容易陷入炒作者的圈套而盲目点赞、分享和转

发一些信息。因此，培养大学生的信息社会责任意识是信息素养教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具体来说，高校应做好大学生的教育引导工作，通过开展相关的专题讲座、知识竞赛、辩

论赛和网上组织 E-learning 讲坛等形式，加大对学生信息社会责任意识的宣传；增强大学生的法

律知识和道德伦理观念，来提升其信息社会责任意识；引导大学生科学、合理地利用信息资源，

提高其价值判断力，并让他们充分意识到信息冗余的危害性，学会如何辨别低质量信息。同时，

教师可通过微信或 QQ 向大学生发送最新资讯，并对他们感兴趣话题的讨论方向加以引导和调

控，让他们学会分析、识别和判断各类信息，能有效选择有利于学习、生活和成长的内容；提

高大学生对信息的免疫力，使其自觉抵制不利于自身发展的信息；培养大学生崇高的道德品质

和良好的信息责任意识，使其能以正确的态度对待智能技术、智能设备和网络信息，降低对信

息滥用和误用的可能性，从而成为智能时代合格的“信息人”。 

五 总结 

在智能时代，大学生作为互联网和智能设备的主要用户群体，在享受人工智能、大数据和

5G 等新兴技术所带来的便捷的同时，却也在无形中为自己编织着“信息茧房”，出现了对网络

媒介依赖过大、信息获取的碎片化等问题，并造成信息接收视野狭隘和思维定式。对此，本研

究提出可从信息意识、计算思维、数字化学习与创新、信息社会责任等四个方面加强高校对大

学生的信息素养教育，让其意识到“信息茧房”的存在及影响，帮助其转变思维方式，突破思

维壁垒，主动获取来自不同领域和不用立场的信息，提升其自我认知和信息资源选择、辨别、

利用的能力，从而有效应对“信息茧房”带来的负面效应，进而更好地立足于纷繁复杂的信息

社会。需要说明的是，高校信息素养教育是一项长期且系统化的工程，想要真正落实、细化，

还需要在数据素养、媒体素养、视觉素养和人文、技术、经济、法律等方面进行考量。希望在

今后的教育实践过程中，各大高校能够不断探索并完善对大学生信息素养的培育，引导并帮助

大学生冲破“信息茧房”，不断提高其智慧学习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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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 College Students Break the “Information Cocoons” in the Intelligent Era?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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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chool of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China 116081; 

2. Teaching and Research Support Center, PLA Dalian Naval Academy, Dalian, Liaoning, China 116018) 

Abstract: While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5G technology are bringing convenience, they also tend to cause the 

homogeneity of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which leads college students to fall into the “information cocoons” constructed 

by individuals and technology, and intensifies the solidification of their cognitive system.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firstly sorted out the research status of the “information cocoons” at home and abroad. Then,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formation reason of “information cocoon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formation overload, selective contact psychology 

and technical negative effects, and analyzed the impact of the “information cocoons” on college students. Finally, the 

path for college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to crack the “information cocoons” were put forward, which was 

strengthening college students’ information awareness internalization ability, computational thinking ability, digital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ability, and intensifying college students’ information society responsibility sense. Discussing 

the “information cocoons” problem in the intelligent 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lege students’ information literacy 

training will help to guide college students to “break out of the cocoon”, and contribute to college students’ information 

literacy training. 

Keywords: “information cocoons”; information literacy; college student; intelligent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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