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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利用网络来满足自己的需求。据CNNIC于

2004年7月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表明，我国互联网用户已达8700万，其中男性5159万，

占59.3%，女性3541万，占40.7%，男女网民的数量差异正在缩小。从网民年龄结构来

看， 18-35岁的网民已占上网人数的绝大多数，青年人是网民的主体，而女大学生则占

据了一个不小的位置。 

但是在网络媒体的新闻中，为数众多的女大学生的形象是怎样被塑造的呢？本文

随机选取了新浪网2005年9月5日至2005年9月12日一周的新闻进行实证分析。选择新浪

是因为它是一个浏览率高，信息容量大，且是深受大学生青睐的有代表性的综合性中文

门户网站。本文中所指的女大学生指的是广义上的，既包括狭义上的女大学生，也包括

即将上大学的女生、女硕士研究生和女博士研究生。新浪网一周关于女大学生的新闻有

14条。 

通过实证统计与分析，本文归纳出网络中关于女大学生的新闻的三大弊端： 

一是女大学生形象过于消极。在新浪网一周关于女大学生的新闻中，女大学生负

面形象的新闻有12条，还有两条新闻中的女大学生正负面形象都有。女大学生的负面形

象约占86%，远远高于正面形象的比例。女大学生的负面形象包括受害者（被骗钱、受

到性侵害、被害、被搜查、被溺爱）、生活困难者（身体残疾、找不到工作）、征婚对

象、心理不健康者。其中，以受害者形象出现的最多，有8个，约占负面新闻的67%。受

害者成为网络新闻中女大学生形象的主体，女大学生的正面形象和积极风貌却未能充分

展现。 

二是女大学生成为“性”的受害者。本文所指的“性”也包括恋爱婚姻。在新浪

网14篇关于女大学生的新闻中，关于 “性”的新闻有8篇，约占57%。而这8篇新闻中的

女大学生全部都是“性”的受害者，有遭到性侵犯的、因恋爱变心而受害的、因恋爱不

成而受害的、被强奸的、征婚对象等。 

  三是女大学生多数情况下“失语”。在新浪网14篇关于女大学生的新闻中，女大学

生为主角的新闻只有4篇，约占26%。而在这14篇关于女大学生的新闻中，采访了女大学

生的有7篇，占50%。绝大多数女大学生仅仅作为被观察者与被描述者出现。关于女大学

生的新闻不采访女大学生，不让女大学生发表意见，实属这类新闻的一大弊端。 

9月12日的新闻“父母担心女儿在外生活不能自理阻止其上大学”报道了包头一女

考生在接到“喜报”后，其父母因担心女儿在外不能照顾好自己，整日以泪洗面，阻止

其去上大学，鼓励其复读。采访对象只有老师，而没有这位即将上大学的女孩，甚至没

有女孩的父母，他们都是作为被描述的对象出现。在关于女大学生的生活能力方面不采

访本人，不让本人发表意见，不了解本人的态度，而只采访老师，让老师分析批评这种

现象，这样的报道在意义上是不完整的。 

网络关于女大学生的新闻存在的弊端，不仅损害了女大学生的整体形象，也会对

女大学生群体的心理造成负面影响；女大学生话题中女大学生的“失语”现象亦后患无

穷。这样问题的存在有历史和现实的深层原因。 

社会文化传统的负面影响。新中国建立后，女性和男性一样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

主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与男性享有同等广泛和真实的权利与自由，男女平

等成为一项基本的国策。但是，几千年封建文化中形成的两性不平等观念，作为一

种“集体无意识”，深深根植到社会的各种风俗文化之中，具有极强的顽固性。这些观



念对当代人的价值观仍有着无形的、深层次的影响。媒体工作人员也受到这种社会文化

传统的影响，在报道新闻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选择了女大学生为“弱者”的新闻。而

女大学生也深受这种社会文化传统的制约，有些人在行为表现方式上经常以“弱者”自

居，强调女性的从属地位。因而也会加强周围人群以及媒体从业人员的“女人=弱

者”的观念。（1） 

媒体追求轰动效应。网络媒体为了追求高点击率，在社会新闻的题材上，注重选

择刺激性的新闻。在理论上讲，这符合经典的新闻价值。随着我国网络的开放度和商业

化程度越来越高，对于负面新闻，尤其是女大学生的负面新闻的过度关注是必然的趋

势。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胡正荣说到此现象：“媒体肯定要关注高校，它更容易从娱乐的

角度、从刺激的角度来关注。这种娱乐化的倾向对所谓的丑闻非常在意，它会带来高收

视率或是阅读率。”（2）在所有的新闻中，“有两种形式是最最吸引人的，两者都对

激起的感情感到自在，并且对得到的刺激感到热切。这两种形式就是情欲和搏斗，两者

间有那么多相互的联系，那么密切的混为一体，以致关于两性的搏斗比任何其他的主题

都有更大的吸引力。没有什么东西那么引人入胜或者那么不介意于各种文化和新领域的

特性了。”（3）而关于女大学生的负面新闻暗含着最吸引人的这两种形式——情欲和

搏斗，特别是女大学生成为“性”的受害者的新闻自然成了网络媒体的首选。 

网络使用者多为男性，网络新闻为了吸引更多的注意，在新闻的选择上迎合广大

受众，特别是男性的心理，在关于女大学生的新闻的处理上，也以男性的视点为主。用

塔奇曼的“反映假设”理论来分析最为合适。“反映假设”认为，受众是媒介运转的必

备条件，为了吸引尽可能多的受众，媒介必须反映社会价值标准。在这一假设的指导

下，大众媒介选择反映社会中居主导地位的社会价值标准，将社会的状况“象征性的表

现”出来，这意味着大众传媒在表达某一“真实”的同时，必然掩盖了某些“真实”。

因此，它导致了一种实质上的“象征性的歼灭”。而在这种“象征性的歼灭”过程中，

媒介所表现的性别陈规再生产、并强化了传统文化中早已规定的男女关系不平等。它再

一次确认了在父权制社会中，妇女必须扮演的妻子、母亲、主妇、或者花瓶美人的角

色。这暗示着具有权威的、有力量的、有理性的男性“天然”的支配着被动的、柔弱

的、非理性的女性。（4）网络媒体为了争取尽可能多的点击，在关于女大学生的报道

中，必然要按照它认为大多数受众心目中的女大学生形象来进行选择、塑造。而这种塑

造必然在另一种程度上掩盖了女大学生积极的精神风貌。 

网络关于女大学生的新闻并没有真实地反映女大学生的现实生存状态。它创造了

一种虚构的拟态环境。这一环境不恰当地放大了女大学生被动、柔弱的一面，而将女大

学生积极的精神风貌掩盖掉了，这是对女大学生的扭曲与变形，是一种“定格”与模式

化。这种“定格”与模式化产生的一个消极后果就是“被定格的形象起到暗示与模仿作

用”，使女大学生在现实生活中产生挫败感和无奈。 

要改变这种情况，网络媒体的从业人员要警惕自己头脑中的社会刻板印象，自

觉、积极地反映与现实生活相符的女大学生作为社会创造者、社会文明先行者的一面，

从而促进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中两性真正的平等。 

注释： 

（1）转引自韩贺南《被“凝视”与被“驱逐”——女大学生对媒体中女性形象的审

视》，《现代传播》2004年第3期，第100页 

（2）《大学正在被“妖魔化”》，《中国青年报》2004年11月26日 

（3）《舆论学》，沃尔特·李普曼著，林珊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第128页 

（4）《传媒批判理论》，潘知常、林玮主编，新华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一版，第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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