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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信息茧房”
拥抱多彩人生

在当今时代下，互联网的高速发展

促进各种各样的信息爆炸式地增长，许

多大学生也许已经被困于“信息茧房”

中而不自知。“信息茧房”，顾名思义，就

是随着智能化算法的逐渐精进，互联网

各个平台的个性化推送让我们养成“信

息偏食”的恶习，并且使我们沉溺于这

样的“同质化”世界之中难以自拔，久而

久之便将我们桎梏于像“蚕茧”一样的

“信息茧房”之中，导致我们的知识面逐

渐狭隘。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该

怎样“破茧”，走出“信息茧房”呢？

首先，我们要掌握信息的主动权。

“信息茧房”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

在大数据时代下，算法的智能化推送降

低了我们获取信息的成本，让我们毫不

费力地就可以浏览到自己感兴趣的信

息，如此一来，我们便在“信息孤岛”之

中被动地接收信息。想要“破茧”，我们

要从克服自己的惰性开始：树立主动意

识，保持好奇心，遇到不了解的信息主

动查找资料，以更加积极的方式去获取

多元化的信息。此外，我们可以尝试着

对算法进行反制处理———比如：在意识

到自己困于“信息茧房”之中时，故意点

击“不感兴趣”，让算法不那么轻易地猜

到我们的喜好，从而获取更加全面与更

多维度的信息，而不是一直作茧自缚于

“信息茧房”之中。

其次，我们要保持思维的独立性。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海量信息鱼龙混

杂，真假难辨，有时候你看到的信息或

许只是别人想让你看到的信息，许多信

息通过“解构”、“重组”，再加上主观情

绪化的解说之后才来到了你的面前，此

类信息的真实性有待考量。其实，我们

可以将互联网当作一个未经筛选的容

器，在接收了各种各样的信息后，我们

要立足于理性与科学，不断反思与质疑

自己所接收的信息，理清信息中的逻

辑，分清信息中事实与有价值的部分，

独立地判断出信息的真实性，而不是不

加判断地将自己所浏览的信息全盘接

收，人云亦云，导致在“信息茧房”之中

迷失自我。

最后，我们要减少对网络的依赖，

去拥抱更真实的世界。北岛有言：“一个

人行走的范围，就是他的世界。”我们不

应将眼界局限于自己给自己设定的框

架之中，不应沉溺于浏览感兴趣的信息

所带来的短暂快乐之中。在空闲的时

候，试着尽量远离虚拟的网络世界：可

以静下心来读一本书，去领会文人墨客

笔下的诗与远方，让文字带你未曾去过

的地方；亦或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

行，将我们的视野从狭小的“信息茧房”

里移开，去见见高山的巍峨、沙漠的广

阔，开阔眼界，沉淀思维的广度，拓展眼

界的宽度，充实自己的内在，丰盈自己

的精神世界。

那么，突破“信息茧房”对我们来说

有哪些益处呢？在挣脱“信息茧房”的束

缚的过程中，我们认清了智能推送的两

重性，懂得了应多维度地汲取信息，而

非隔绝与自己观点不同的声音，在提高

我们的信息检索能力的同时也扩大了

我们的知识面。此外，我们将自己从狭

小的“孤岛”中释放出来，积极地参与户

外活动，增加了与他人直接接触的机

会，提高了我们的社交能力，也丰富了

我们的见识与情感，从而能够改变固有

的思维模式，有效地克服“信息茧房”现

象导致的片面性与局限性。

著名作家陈丹青有言：“年轻人仍

然所见有限，又迷失在太多讯息之中。

讯息不等于眼界。”作为大学生，对于大

数据给我们营造的茧房，我们要敢于挣

脱它的束缚，掌握信息的主动权，以理

性的思维、独立的判断、广阔的眼界正

确处理我们得到的信息，不在信息的洪

流中迷失自我，不让同质化的信息限制

我们的眼界。

(海峡财经学院22级财务管理班

黄玮佳)

在大数据的作用下，当下社会大部分人都出现

了信息闭塞的情况，大数据似乎总是能够了解到我

们心中所想，当我们拿起手机时，无论是打开短视频

软件还是购物软件，刷到的似乎都是我们现阶段所

需要的或所感兴趣的内容，这似乎方便了我们的生

活，节省了信息检索的时间，可事实真的如此吗？或

许我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信息茧房”，并被

围困于其中了———里面的人很难出来，而外面的信

息也很难进去，从而形成了堵塞信息流通的壁障。

关于“信息茧房”，简单来说就是：人们关注的

信息领域会习惯性地被自己的兴趣所引导，从而将

自己的生活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的现象。

大量的同类信息形成了信息围城，导致人们变成了

一座座信息孤岛，很难再接收到其他领域的消息。

为什么会进入到“信息茧房”———这是一个值得思

考的问题。导致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可能是以下几

点：从用户自身维度而言，受思维惰性的影响，用户

习惯于被动吸收社交软件所推送的内容，沉溺于满

足感体验，难以跳出“信息茧房”，同时，部分主动干

预推荐过程的用户在成功“破茧”后，依旧会落入新

的“信息茧房”之中；从信息流动路径而言，算法推

荐技术、物联网搜索技术的短板也是导致“信息茧

房”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模型数据迭代的最终目

的是最大化用户群体，所以我们如果无法从根源上

解决问题，就难以逃离“信息茧房”。

“信息茧房”会对大学生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

影响。对于大学生来说，“信息茧房”无疑加剧了网

络群体的极化。在算法推荐及物联网搜索技术的推

动下，有着相同兴趣爱好的大学生聚集成群，成为

一座巨大的信息孤岛，群体内成员与外部世界交流

大幅减少，由于群体成员拥有相近似的观点，群体

内同质化的特征显著，从而容易产生盲目自信、心

胸狭隘等不良心理，有碍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同

时，大量的碎片化信息不断刺激着大学生的视听感

官，导致其专注力下降，即便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学

习类信息，也会因为信息的零散性，影响到整体性

知识结构的建立。但是于大学生而言，“信息茧房”

难道只有弊端吗？并非如此。“信息茧房”在一定程

度上降低了获取信息的时间成本，并且让大学生能

够与更多和自己有相似爱好的人进行互动交流。但

是从客观层面来说，“信息茧房”的弊端远大于它所

带来的好处。

在这个网络飞速发展的社会下，“信息茧房”已

成为一大热点，并且与大学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

系，为了解大学生对“信息茧房”的认知情况，我们

做了一份有关于此的调查。通过调查我们了解到，

大部分的同学比较了解“信息茧房”，但仍有少部分

大学生尚不了解“信息茧房”，同时68%的大学生并

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困在“信息茧房”当中，且沉

溺于“信息茧房”为自己带来的便利与满足之中。在

同学们了解到“信息茧房”之后，63%的同学认为“信

息茧房”给自身带来的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22%

的大学生认为“信息茧房”给自身带来的积极影响

大于消极影响，其余15%的大学生则认为“信息茧

房”不会对自身造成影响。调查结果还显示，大部分

的同学认同“信息茧房”会影响自己吸收多元化的

信息这一观点，少部分同学则认同“信息茧房”有利

于自身专业的学习，大数据会向他们推荐与专业相

关的内容，从而学习到更多的知识。

综上所述，对于当代大学生而言，“信息茧房”

导致的信息闭塞带来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所以我

们势必要对此提出合适的应对之策。作为大学生，

我们能做的就是思考“信息茧房”产生的本质，做到

对“信息茧房”有更全面深入的认知，从根源上避免

落入“信息茧房”，审慎看待“信息茧房”给我们带来

的满足感，保持开放乐观的心态，从而跳出信息的

围城，捕捉多样化的信息，成就多元化的自己。

渊会计学院22级税收1班 杨芳芳冤

在新媒体时代下，“信息茧房”成为

大众所关注的课题。随着互联网的发

展，“信息茧房”已悄悄潜伏在人们的生

活中：当你在使用抖音、知乎、小红书等

社交软件时，是否经常觉得其推荐的内

容“正中下怀”？似乎每每点开这些软件

就刚好为你推荐了你所感兴趣的信息

内容。这难道是巧合吗？并非如此，这恰

恰代表你正身处在“信息茧房”之中。

什么是“信息茧房”？哈佛大学教授

凯斯·Ｒ·桑斯坦在《信息乌托邦》一书

中首次提出“信息茧房”的概念———公

众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总是会选择性

地桎梏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屏蔽自己

反对的信息，在同质化的信息世界中迷

失，久而久之就如同置身在一个像蚕茧

一般的“茧房”之中。随着大数据等技术

的不断发展，“信息茧房”的效应进一步

显现。大数据贴心的定制性服务、人们

根据自我兴趣的选择，使得人们不知不

觉地就将自己束缚于同质化信息之中，

“信息茧房”看似满足了每一个人的需

求，实则切断了我们与外界的联系。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

报告》可知，我国20岁至49岁的网民占

比较大，占比超过50%，其中学生网民最

多，占比为30.7%。由此可见我国的网民

群体以青年为主体。那么作为“与网络

世界的接触最为紧密”的大学生，若陷

入“信息茧房”的困境会给我们带来哪

些负面影响呢？

桎梏于“信息茧房”使得大学生认

知窄化。大数据时代下的社交媒体为

“信息茧房”提供了温床，算法推荐使得

大学生接收到的信息趋向单一化、同质

化，而其他不同类型的信息则被忽略。长

此以往，大学生们便为自己构建了一个

信息的“牢笼”，并根据算法迅速推荐有

着相同爱好的群体聚合。当我们所接受

的信息逐渐同质化，与接受相同信息人

们的交流越来越多，便建立起了一座“信

息孤岛”。在裂变式增长的信息洪流中，

只接收到同质化的信息会导致大学生的

信息辐射面狭窄且片面，与此同时，还伴

随着创新思维素养降低、独立思考能力

缺失、人际交往能力下降等问题。

桎梏于“信息茧房”使得大学生全

面看待事物的能力下降。身处“信息茧

房”的大学生往往陷入以下困境———你

看到的，是你想看到的事物；你学到的，

是你认同的观点；你听到的，是你想听

到的声音。处于此环境下的大学生容易

出现闭目塞听的现象，导致思维无法进

行发散式发展。并且，身处“信息茧房”

的人往往盲目自信、心胸狭隘，他们大

多认为自己的观点才是“真理”，并且排

斥其他与之相悖的观点。这就导致大学

生失去了全面看待事物的能力，同时丧

失了接受新观点的能力。

桎梏于“信息茧房”更使得大学生

的思想、行为偏向于极端化。随着算法

推荐的进一步发展，信息传播时间的进

一步增长，各网络群体因相同的兴趣、

观点等迅速聚集在一起，形成“信息孤

岛”。“信息孤岛”一旦形成，“岛内”成员

与外界的交流会大大减少，加剧了大学

生网络群体的极化。由于大学生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定型，因此当长

时间被困于同一类“信息茧房”之中时，

其更易受网络负面思潮的影响。个体偏

颇的观点因“茧内交流”的封闭性而被

激化，个体意识被淹没在群体意识之

中，人云亦云的现象不断增生，使得大

学生极易激发非理性的情绪及行为，并

受到错误思潮的左右，这些现象都不利

于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建设。

青年学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生力军，因此找到“破茧”的途径显

得至关重要。主动了解“信息茧房”、剖析

“信息茧房”的内在本质、提高对信息的

警惕性、建立批判性思维、扩大社交范

围、培养阅读习惯等方法都能够帮助我

们打开“信息茧房”的对外窗口。“兼听则

明，偏信则暗。”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应

加强防范“信息茧房”的意识，提升自身

的媒介素养，在纷杂的网络环境中趋利

避害，摆脱“信息茧房”的束缚，从而促进

自身更全面的发展。

渊公共事务学院22级社会工作1班
陈玮宁冤

“信息茧房”的负面影响

学会“破茧” 拒绝“作茧自缚”

捕捉多样化的信息
成就多元化的自己

当今时代是信息化的时代袁我们出于学习和

工作的需要袁经常利用互联网来获取信息遥在这

个过程中袁如若处理不当袁我们可能会超负荷吸

收无用的信息袁也可能会陷入野信息茧房冶的陷阱

之中遥为了避免走向这两个极端袁学会保持信息

环境的均衡性袁即在超信息时代的环境下走野中
庸之道冶袁已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必修课遥

首先袁我们要学会筛选信息遥在大数据时代

下袁我们会接触到海量的信息袁有些信息对我们

当前的需要渊例如寻找论文的文献论据冤来说袁可
能是无用的袁便没有必要留存下来曰有些信息则

是虚假信息袁与实际情况不符袁这些信息亦没必

要留存遥我们需要的信息袁应该是既符合当前需

要袁又具有实际价值的信息袁即摘取重要尧有用的

信息袁这样才能避免超负荷吸取信息袁耗费精力遥
其次袁我们要学会辩证地看待搜集而来的信

息遥 筛选信息是避免超负荷吸收信息的方法之

一袁而拥有辩证思维则可以使我们在避免超负荷

吸取无用的信息的同时袁避免陷入野信息茧房冶的
陷阱之中遥有些信息虽然符合真实情况袁但是会

被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刻意地引导袁这就是我们要

加以甄别的要要要例如在评价一位杰出的历史人

物的时候袁如果信息中只列出他的过错袁不结合

具体条件分析袁并以主观的好恶来评判袁这种就

是刻意地引导观看者往负面评价的方向去思考遥
对此我们应该透过现象袁看到本质袁因为一位杰

出的历史人物的落后性袁往往是一个时代的局限

性袁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落后之处遥一旦脱离了

特定的时代背景袁我们就会陷入片面尧静止的观

点中袁即形而上学的观点中去袁不具有运动的辩

证思维袁则容易被他人带歪带偏袁受他人蛊惑袁从
而成为他人颠倒黑白尧歪曲事实的工具遥所以袁我
们要掌握一定的辩证思维袁也就是掌握矛盾的本

质袁做到不被表象所迷惑袁才能避免轻易相信他

人在网络中刻意引导的舆论与散布的错误信息袁
防止被人利用袁这样我们方可避免形成野固执冶的
思维模式袁从而不掉入野信息茧房冶的圈套之中遥

最后袁 我们要学会善于汲取不同的观点遥面
对一个事物袁 我们不能只接受单一化的观点袁这
样会导致我们被网络洗脑袁我们的创造力和创新

思维便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被抹杀了袁而这就是

野信息茧房冶的危害之处遥所以袁我们在了解一个

新事物的时候袁不能只听好的一面袁或者只听坏

的一面袁应该去了解它的益处与害处袁它的优点

和缺点等袁 这样才能更全面细致地看待问题遥我
们在评析某个理论袁评价某个事件尧人物的时候袁
也应该看看不同人的观点袁例如历史上毛主席与

艾思奇先生对于野差别是否是矛盾冶这一哲学问

题上的学术辩论袁双方的观点我们都应该要思索

一番袁得出相对客观的结论袁不能只了解一方袁不
了解另一方袁这样只会犯主观臆断的错误袁同样

陷入到片面尧静止的观点中去袁我们的思维发散

性也会被禁锢在野信息茧房冶之中了遥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袁我们在这个大数据时

代下要想做到既不陷入野信息茧房冶的圈套之中袁
也不超负荷吸收信息袁 就要学会驯化大数据算

法袁 不沉迷于网络平台推送的各类无用信息袁用
更高的效率获取更多方面的知识袁拓宽自己的知

识边界遥这样才有助于我们激发创新思维和提高

创造能力袁从而提升自身素养袁为祖国的建设添

砖加瓦遥因此袁希望以上几点方法能够帮助你破

除网络推送机制的迷雾袁更好地利用网络去服务

自己尧提升自己尧发展自己袁不做信息的奴隶袁而
是真正地成为信息的主人袁让网络成为你有用的

工具袁促进你未来的成长浴
渊金融学院22级金融学 黄芃棋冤

驯化大数据算法
做信息的“主人”

在多元化的信息时代，各类信息纷

至沓来。在接收信息的过程中，我们如果

只关注自己感兴趣的东西，长此以往，便

会像蚕一样桎梏于茧房之中，丧失全面

看待事物的能力，这便是“信息茧房”。

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写道：

“在集体心理中，个人的才智被削弱了，

从而他们的个性也被削弱了。异质性被

同质性所吞没，无意识的品质占了上

风。”当我们沉湎于同类信息带来的舒

适圈里，个人就容易在无意识的从众行

为中麻痹思维的锋芒，进而迷失真实的

自我，陷入“信息茧房”之中。在这种“羊

群效应”下，唯有保持独立的思考、坚持

自我的个性，才是保有自我之策。

那么，在这个各类信息泥沙俱下的

时代，我们要如何自查自己的信息吸纳

状态，了解自己是否陷入了“信息茧房”

之中呢？首先，我们可以反思互联网个

性化的推送是否使自己仅对部分领域

的内容或片面的观点产生了认同感、强

粘性，从而限制了视野，产生“信息孤

岛”这一问题。其次，自查自己每天花在

抖音、哔哩哔哩等娱乐性APP的时间是

否已占据了我们太多的生活时间。经过

对本校大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70%的

同学认为互联网个性化推送机制会根

据用户以往所感兴趣的内容而出现推

送单一相关内容的情况，50%的同学表

示浏览各类APP已大量占据了他们的生

活时间。至此，我们可以得出———对互

联网上所吸纳的内容不加分辨、不加思

考，则容易陷入“信息茧房”。那么，大学

生为什么容易陷入“信息茧房”呢？

尤瓦尔·赫拉利在 《人类简史》中

说：“人类在信息不发达的时代被蒙蔽，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只选择符合自己价

值观的事实。”在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下，

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类信息，个人的主观

偏好往往会影响信息的筛选和接收。比

如，在不同的社交网络平台上，人们可能

会更愿意接受和认同自己已有的观点，

减少接触和了解相反观点的可能性。当

手指反复地触及同一类型的信息，兴趣、

习惯、价值观念就这样向外传输，意识上

不断接受大数据推送内容的固化，在此

过程中，虽然个人的情绪能被一时满足，

但长此以往便会屏蔽了其他应该被看见

的事物，进而熄灭了对新鲜事物的好奇

心，沉溺于小小的茧房裹足不前。

在个性化算法的助力下，现有的互

联网平台会根据用户的兴趣爱好、阅读习

惯来推送内容以迎合受众的口味，大数据

个性定制的内容犹如一张无形的网禁锢

着人们的思维，一定程度上剥夺了用户的

选择权。机械化的输送使一个又一个内容

接受者不自觉地陷入自恋自娱的“信息茧

房”中，从而隔绝了不一样的声音，固化了

接受信息的路径，缺少了思想的碰撞，让

个人陷入了思想麻痹的孤岛。

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中说道：“我们

这一代人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不再是匮

乏，而是过于充裕。"诚如此言，揆诸当下，

在现代科技的滚滚浪潮中，无数AI智能崭

露头角，一方面人工智能为人类提供了宏

达的数据库，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虚幻与

现实的冲突，让不擅发问者望而却步，让

一批人疲于各类压力而迷失了追寻真理

的脚步。在这个“碎片化”的时代，人们食

用着“快餐式”的文化以此来加快自我“跟

随”上时代的步伐，却在两三分钟的数据

世界遨游中彻底丢掉了“问题意识”，变得

对网络越发依赖而不对自己所接受的信

息仔细斟酌，忘却了“智能”的背后也是研

发人员意识的体现和程序化的设计，就这

样一步步倦怠思索而被动输入，不自觉地

成为了温水中的“青蛙”，在无边数据的裹

挟中难以让“个人意识”腾跃其上，从而陷

入“信息茧房”的囹圄之中。

莫要在思绪发达的时代里沉寂思

维，我们应主动寻找多元的信息来源，

提高自身的信息素养，跳出封闭舒适

圈，增加与新鲜事物接触的机会，携理

性破茧立身，避免陷入“信息茧房”。

(电子信息科学学院22电子信息工

程2班 庄怡蓉)

携理性观世界 勿自缚于茧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