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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飞速发展,算法推荐技术已日趋成熟,并被大量运用于互联网

上的信息生产及分发过程中,但随之而来的“信息茧房”效应也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广大青年的精神世界。

本文基于已有研究,通过归纳信息茧房的形成原因与对人们产生不良影响的途径,尝试对“信息茧房”效

应下青年的“破茧”方式进行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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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big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other technologies, 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 technology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mature, and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process of 

information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n the Internet. However, the "information cocoon room" effect that 

follows inevitably affects the spiritual world of young people. Based on existing research,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study the countermeasures for young people's "breaking the cocoon" under the "information cocoon" effect by 

summarizing the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information cocoons and the ways in which they have adverse 

effects on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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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国家领导人指出：“青年一代的理想信念、精神状态、综合

素质,是一个国家发展活力的重要体现,也是一个国家核心竞争

力的重要因素。”[1]2022年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白皮书

指出,“超过2500万贫困青年彻底摆脱贫困,中国青年共同迈向

更高水平的小康生活。”[2]中国青年的物质生活更加丰裕,对美

好生活有了更高的追求。但中国青年报报社调查中心的一份报

告显示,62.2%的受访青年坦言,他们认为“私人定制”式的“大

数据+运算”将自己置身于“信息茧房”之中[3]。因此,探讨“信

息茧房”对当代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的阻滞作用,进而制定有针

对性地应对策略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 信息茧房的概念和背景 

1.1信息茧房内涵 

信息茧房是一个现代信息社会中的新名词,它指的是人们

习惯于以自己的兴趣为导向的信息领域,长此以往,人们就会被

同质化的信息所包围,生活被困在“茧房”一样的茧中。久而久

之,人们获取的信息也就越趋同于自身喜好,获得的信息范围也

变得狭窄起来,从而将自己禁锢于类似蚕茧的“茧房”之中,甚

至逃离了社会的各种矛盾,成为与世隔绝的孤立者。 

1.2信息茧房形成的理论背景 

19世纪的法国社会学家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曾指出,

个人主义是民主主义的产物,它伴随着身份平等的扩大而发展。

尼葛洛庞帝在1996年出版的《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提到人类生

存于一个虚拟的、数字化的生存活动空间,并提出了“the daily 

me”的预测。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凯斯• R•桑斯坦对网民上网行为提出了

批判性的思考。2001年,他在出版的著作《网络共和国》中提出

人们会设计一个能让他们自己选择的传播世界,2008年出版的

《信息乌托邦》中对信息茧房有更深入的分析和讨论[4]。也就

是,公众对信息的需要并不是全方位的,他们只关注自己想要选

择的部分和自己感兴趣的交流领域,时间一长,他们就会被困在

一个“蚕茧”般的“茧房”之中。 

随着信息环境的逐渐开放,信息茧房这一概念也逐步进入

了我国学术界的研究范畴。从中国知网对“信息茧房”这一关



计算机与自主智能研究进展 
第 2 卷◆第 3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972-4236(P) / 2972-4244(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207 

Advances in Computer and Autonomous Intelligence Research 

键字的搜索结果可以看出,从2010以来,国内学术界对信息茧房

问题的研究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截止到2021年5月,

共发表论文729篇。彭兰所著的《导致信息茧房的多重因素及“破

茧”路径》对造成信息茧房的多种影响因子进行了深入分析,

并认为应通过优化算法和平台、改善信息提供者和提高个人

媒体素质等多种途径来打破信息茧房[5]。梁锋以桑斯坦著的

《信息乌托邦》一书为基础,以其著作《信息茧房》为基础,

阐述了信息茧房的概念,并提出在当今快速发展的互联网时

代,信息茧房具有强烈的实际价值[6]。普金娜与保虎并不赞同

桑斯坦关于概率型资讯的解答,他们指出,由算法偏爱制造的

同质性“信息茧房”会让年轻人的思想与认识变得更加僵化,

倾向于“单向度”地成长,因此需要审慎地评价其机会与挑战,

并主动应对其所引发的各种问题[7]。张少元和权晓晨指出,“信

息茧”极大地减少了青少年的“能见度”,缩小了他们的精神

和文化的眼界,掩盖了他们的思想,造成了他们的伦理和法制

观念的混淆[8]。 

2 信息茧房形成的原因 

许多学者将其视为“信息茧房”的根本根源,而其所带来的

用户偏好与不同的互联网平台之间的密切关联,极大地改变了

信息传播的生态,缩小了使用者获得信息的途径,并逐步导致了

使用者在互联网上的“信息茧房”。算法推荐是一种以资本为基

础、以价值为导向、以思想为核心的、以资本为导向的、以人

为中心的“信息茧房”。然而,基于“算法”的“信息茧房”却

严重影响着年轻人的自主思维与创造力,对社会价值取向产生

了严重的导向作用,也影响到了传统的高校德育工作方式与主

流意识形态的组织和引导作用。 

3 信息茧房的危害 

“信息茧房”具有很强的危险性,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学术界

的一致认同。“信息茧房”的负面影响表现在四个层面：首先,

它局限了个体的眼界,造成了认识上的偏颇。快餐式、碎片化的

信息消费,让个体更加倾向于接收零碎的、不完整的、不完整的、

不完整的信息,将个体局限于自己的信息团体中,造成受众与团

体的认识不同,从而产生认知偏向。第二,个人有选择地接受“情

绪偏爱”。由于算法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余地,人们可以按照自己

的喜好来挑选自己需要的信息,因此更容易受到情绪的驱使,会

对自己的情绪进行夸大,从而对自己的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从

而导致群体极化。第三,侵犯公民的信息权利和言论权利；由于

算法将更多的同质性信息植入受众,使得用户获取多元信息的

能力受到制约,导致个体的不合理共享,进而对公民的知情权和

言论自由产生不利影响。第四,它对社会安定造成威胁,“资讯

茧房”导致观众在“知识”的固定下失去自我,在公众事件中的

话语权力被解构,进而导致公众舆论的分裂。 

4 “破茧”+“入茧”,输送青年以新养分 

李大钊曾言：“青年者,国家之魂也。”青年兴则国家兴,

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任的强劲

动力。 

4.1优化精神资源供给 

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是青年

坚定文化自信、提升精神风貌、增强使命担当的内在需要。在

“信息茧房”效应下,要想让优质精神文化资源重新被青年群体

听见、看见,不仅要优化供给内容、拓宽传播途径,更重要的是

创新优质精神文化资源的话语体系以此来增强其影响力、穿透

力和辐射力,使其“入茧”和“破茧”。“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

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拓宽青年的精神文化视野,优质精神

文化资源不可缺席。将当下官方用语与青年喜闻乐见的表达方

式相结合,让广大青年看得见、听得懂、想得通、悟得透。 

4.2健全算法推荐机制 

“青年处于人生积累阶段,需要像海绵汲水一样汲取知

识”。在充斥着代码与算法的时代,“主体的自由意志不得不面

向技术的规训与重塑”。算法技术运用不当会催化“信息茧房”

的产生。因此,有必要进一步优化算法推荐机制,突破当前“信

息孤岛”现象,提升当代青年知识素养。算法监管是一项系统性

和复杂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多方发力。一是要扼制算法“杀熟”,

打破算法“黑箱”。首先,推动算法公开透明。算法推荐服务商

应将算法服务的运行过程与服务意图公布于众,打破信息茧房

效应造成的“信息孤岛”,为青少年提供一个阳光、开放、透明

的网络环境。此外,各媒体平台都应该遵从用户内心,将掌控算

法推荐开关的权利交还给用户,由用户决定是否想要接受同质

化信息的推送。二是要通过法律手段来约束算法“无序扩张”。

当一种产业或一种技术蓬勃发展时,政府必须充当规则制定者,

防止其发展走向无序。一方面,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约算法

“无序”行为；另一方面,要充分调动各大媒体平台的积极性,

使其主动制约算法“无序扩张”,构建行业自律体系。 

4.3唤醒青年主体意识 

马克思认为“人的需要”是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的基础。

青年时期不仅是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个人成长和社会

发展的关键阶段,其精神需要也最丰富。然而,“信息幻境”却

让青年们的精神世界变得空洞、枯燥。对此,要深刻认识到马克

思主义是推动当代中国发展的精神旗帜和精神动力,需要让青

年群体从马克思主义中发现所蕴含的历史洞见和历史智慧,用

它所展现的真理魅力和真理光芒洗涤自己的内心,摒弃被固化

的思维,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首先,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寻求解决问题新思路。马克思主

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同阶层的青年所处的生活环

境和心理状态亦不尽相同。一方面,加强对青年的政治引领,通

过对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使他们树立正确的政治态度,

增强对党和国家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责任感。唤醒青年群体的

主体意识,明晰自己是时代的主人,警惕躲避“信息陷阱”。另一

方面,加强组织引导和社会关怀,通过青年团组织等自我管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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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引导青年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和公益事业,发挥他们的潜能和

才华,使他们无论在现实还是在网络中都能主动追求正确的价

值观,滤除不良信息,自觉打破“信息幻境”。 

其次,主动进行自我教育,纠正自身信息获取与管理的习

惯。要想摆脱信息茧房效应,就必须走出心理上的“舒适区”,

自觉抵御同质化信息。一方面,积极纠正信息获取与管理的习惯,

主动接触多元化信息,多浏览平时鲜少注意的信息。另一方面,

要积极地发展自己的信息处理和信息扩展的技能,定时地更新

自己的兴趣清单,积极地将多种媒介平台上的信息进行融合,扩

大自己的认识范围,追逐更高的精神需求。 

最后,积极地改造主观世界,以提升精神需求、升华精神境

界为追求目标。其一,在社交活动中,要善于与他人进行文化的

交流、思想的碰撞,从而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其二,积极地投

入到信息发布、传播过程中,用主动创造代替被动接受,潜移默

化地将精神需求提升至更高层次。 

5 结语 

从平台、政府和用户三方视角,提出了在新时期为青年补充

养分的方式。要想解决“信息茧房”问题,必须从优质精神资源

供给、完善算法推荐机制和唤醒青年主体意识三个层面,采取综

合措施,切实防范和抑制信息茧房带来的负面效应,为构建清朗

网络空间,净化青年精神世界提供有益参考,如此才能“破茧”,

将新时代养分不折不扣地输送至广大青年群体。 

本文系吉林省教育厅2024年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吉林省

智慧养老中健康信息微阅读用户画像及个性化信息服务模式研

究(JJKH20240162SK)”；吉林省教育厅2025年度社会科学研究项

目“智慧养老中公共图书馆适老化信息服务模式和路径研究”

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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