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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TI 风靡高校学生群体的驱动因素及反馈探析 
——以青岛大学学生为例 

 

张益浩 范胜瑶 桑艺烔 侯先雨 罗雪莹 

（青岛大学，山东省青岛市，266071） 

 

摘要：本文立足传播学及社会心理学视角，采用焦点小组访谈、个案研究等质性研究方法，尝试探究 MBTI

在我国高校学生群体中流行的原因及其对这一群体的影响。研究发现 MBTI 的流行受心理因素、实用因素及

传播因素的驱动，反馈于受众后可产生正负两方面影响。 

关键词：MBTI 大学生 人际传播 社会心理 圈层文化 

 

 

近年来，MBTI 心理测试在国内爆火出圈，尤其是在青年群体中，成为了一个热门的社

交话题。MBTI(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是一整套具有结构性和整体性的人格测试量

表。它将常人的性格按照交际特点、判断方式、认知行为以及生活态度四个维度划分为外向

E或内向 I、实感 S 或直觉 N、思维 T或情感 F、决断 J或感知 P，每个维度排列组合产生了

16种人格类型
[1]
。

MBTI 一经爆火，热度便经久不散。互联网上，大量的二创、梗图以及相关的讨论随处

可见，在微博、小红书、抖音等大型社交媒体平台上，有关 MBTI 的热搜和话题层出不穷，

吸引了大量用户的关注和参与，不少公司也将 MBTI列入招聘员工的必测项目之一，有关 MBTI

的话题更是逐渐成为青年群体进行社交“破冰”的利器，“你的 MBTI 是什么”一度成为人

们见面问候的流行语……而大学生作为互联网的原住民，青年群体的佼佼者，更不可能放过

这个热点。本文主要是基于传播学与社会心理学视域，以青岛大学学生为例，探究 MBTI 为

何在大学生群体中风靡，以及这种人格测试工具及其“爆火”会对使用者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一、文献回顾 

 

（一） MBTI人格测试的爆火 

 

国内对于 MBTI人格测试的研究，有两个很明显的分界，一个侧重于以 MBTI 为研究工具，

一个侧重于 MBTI传播流行的现象。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MBTI 人格测试自西方传入中国，并开启了它的本土化进程。21 世

纪初，苗丹民、皇甫恩
[2]
对 MBTI 量表进行了效度检验，罗正学等

[3]
、蔡华俭等

[4]
人也对 M

BTI 量表进行修正，中国化的 MBTI 修订表格开始被学界使用。2012 年，顾雪莹等
[5]
人顺应

时代变化，对 MBTI人格类型量表发展应用。 

但早期围绕 MBTI 的讨论集中于学界，而学界的焦点在于 MBTI的设计及其在职业领域、

教育领域中的应用。王飞等人（2019）研究得出 MBTI 人格类型在中层管理者创新行为中起

到中介作用，宋朝阳（2021）分析得出适合图书编辑职业的人格。而近几年随着教育体制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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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选择专业日渐重要，MBTI成为学生选择未来的参考工具，大学课堂采用 MBTI进行职业

生涯规划课程的一项参考。李霞（2021）根据 MBTI 人格测试探讨有效的医学生培养方案，

西南大学丁禄沣（2023）对新高考体制下地理选科问题进行探究。教育领域一度成为 MBTI

研究的重点。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早期发展中，MBTI 侧重于是研究者的使用工具。 

直到 2022年 3月份，MBTI突破了原先的学者圈层，不再只是选择学科、专业的工具，

开始在大众视野，尤其是青年圈层频频占有话题度。微博指数显示，自 2022年 3月 7日起，

MBTI 相关话题数量突增，多次登上微博热搜榜。各人格建立起微博超话、豆瓣小组，其中

截止 2024年 1月 15日，MBTI超话人数 7.8万，含贴量 1万。2023年，MBTI作为热点，登

上了腾讯视频 2023星光大赏红毯和 GQ红毯，成为一项大众娱乐。 

在国内传播数十年，MBTI 为何一夕爆火，成为青年人的网络语言？国内研究者对此研

究并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MBTI 更像是一种“趣味游戏”
[8]
，以科学性吸引受众，却从宣传手段上都用以娱乐，

实现成功的商业推广与“出圈走红”。同时，MBTI 爆火现象复杂多样，作为个人认知的工

具和社交润滑剂的使用也助力了 MBTI 在青年群体中流行。而谈雅婷
[9]
则从传播学的角度，

分析 MBTI 在社交网络中流行背后的因素，认为传播者、媒介、信息和接收者四个元素相互

作用。 

除此之外，MBTI 模因的制作进一步扩大了 MBTI 传播范围（魏楚嫚，2023），青年群体

通过社交与分享行为将“颇有心得”的 MBTI制作成便于传播的图像、语言，满足 MBTI使用

者并使之成为传播者，扮演起传播群体中的意见领袖（李元欣，2023），是促成 MBTI 流行

的重要分子。 

总得来说，MBTI 流行于青年群体并成为青年群体的交往话题与高风险的社会环境息息

相关（丁雨点，2022）。它是青年群体理想人格的指南，也能够引起群体情感共鸣，渴求得

到认同。“人以圈居”。MBTI 的风靡是青少年在社会生活上建构社会认同的方式（郑欣、

朱沁怡，2019），青少年通过 MBTI 网络语言兴起一种网络亚文化，认知自身找到归属，从

而解决网络环境中身份认同危机（谷学强、刘鹏飞，2017）。 

 

（二）MBTI人格测试爆火的影响 

 

早期国内关于 MBTI 测试的讨论还是主要围绕在应用层面，例如就业、招聘、选科等，

在突破了学术圈层后，MBTI 开始频频被大众提及，被更为广泛的传播，逐渐成为了社交不

可忽视的一个重要话题。那像这种程度的“爆火”，MBTI 人格测试对于社会、公众有什么

影响呢？国内研究者对此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 

在如今的企业发展过程中, MBTI 职业性格测评已经得到大多数企业的认可, 尤其是在

人力资源招聘工作开展上, 提升作用极为明显。
[15]

不少企业已经在发展中意识到了 MBTI

职业性格测评在人才招聘中的作用，开始逐渐提升对该项工作的重视程度，并结合企业自身

特点完善职业性格测评，对人才进行合理判断。同时 MBTI 人格测试在职业生涯规划中也发

挥了重要作用，利用 MBTI 性格类型理论为学生进行职业规划和学习规划, 能很好地解决结

构性就业困难, 为从根本上破解大学生的就业困难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16]

MBTI 还能够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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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个体在职场中更好地定位和发展。通过了解自己的性格类型，个体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在

工作环境中的优势和劣势，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方向和岗位。同时，了解同事和团队成员的

性格类型也有助于更好地沟通和协作，提高团队的整体效率。 

还有 MBTI在自我认知层面上的应用。MBTI提供了一种理解和描述个体性格类型的工具，

它通过四个维度，将个体的性格划分为 16 种类型，每种类型都有其独特的特征和倾向。这

种分类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自己的性格特点，以及与他人的差异，从而促进自我成

长和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年轻人群体更重视个人的身份标签，MBTI 人格分类将不同类型

的人进行身份区隔，满足了年轻人自我认可的主体性需求。
[17]

不可否认，MBTI 人格测试在招聘、选科等应用层面以及帮助人们认识自我层面都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它为组织和个人提供了更加科学和客观的参考依据，有助于提高职业匹配度

和工作满意度。同时，通过了解自己的性格类型，个体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的优势和劣势，

从而更好地规划自己的职业发展路径。然而，随着 MBTI的爆火，一些负面影响也随之而来。 

MBTI 迷因在传播过程中，意义、内涵被不断加工丰富，形成了关于各个人格的身份标

签和刻板印象。ENFP人格被描述为“快乐小狗”，而 ISTJ人格则被描述为“严谨的老教授”……

在互联网 MBTI 迷因娱乐化外表的迷惑下，这种刻板印象被不断复制传播，在人们心中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
[18]

为了可以快速融入到某一群体，给自己贴标签是一种快捷的方式，但是

这种标签是便利也是一种桎梏
[20]

，受测者过度认同身份标签，可能会落入刻板印象的陷阱，

只考虑四个维度两个极端的特性，忽略了人格的复杂性，进而阻碍个人发展与人际交往。 

随着受众的扩大，MBTI 逐渐衍生出圈层，MBTI 人格测试也在互联网的狂欢下逐渐走向

极端，不同维度的人格开始产生区隔身份，还产生了人格鄙视链，基于不同维度的偏向，针

对某一件事情，矮化其他人格凸显另一类型的优越。
[20]

不少人还将 MBTI 与颜值，身材等

外貌特征挂钩，使其越来越娱乐化，加剧了 MBTI 的人格鄙视链。MBTI鄙视链和金字塔，将

人们的性格分为三六九等。最终会加剧社交中的刻板印象，将某一类被“贴标签”的类型边

缘化，模糊了个人的差异性。
[19]

 

在几十道题的基础上，将整个群体冠以固定的思维定势，是一种局限化的行为，会使本

想通过测试自我锚定的青年陷入更大的焦虑。
[21]

在这一刻板印象内容模型中，大多数群体

都被直接划分为极端化的一方，并且很多群体往往被粗暴地贴上标签，这让本就寻求身份认

同的青年陷入人格归属的焦虑。 

 

二、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国内几乎没有关于 MBTI 在大学生群体中传播机制的研究，因此综合使用多种研究方法

来进行研究。 

 

1. 焦点小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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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小组访谈法在目前的定性研究当中应用非常广泛，它由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系著名教

授默顿 (Merton, R.K) 和他的同事开创、运用。焦点小组访谈的特性是研究者预先设计好

主要的研究问题，在访谈提要的指导下，研究者组织被访者参与讨论，被访者在访谈中表达

自己的主观感受。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焦点小组访谈的具体形式也在不断改变创新。鉴

于国内对于 MBTI 的研究仍在起步阶段，本研究使用焦点小组访谈法，探索知之不多的研究

问题，揭示研究问题。
[22]

研究过程中，焦点小组访谈从被访者的视角出发，被访者的回答

能够补足研究者在预设研究走向的过程中忽视的部分或者因为自身经历不足而无法涉足的

部分，使研究发现内容趋向完整。 

 

2. 滚雪球抽样法 

 

研究采用滚雪球抽样，随机选择一些被访者并对其实施访问，再请他们提供另外一些了

解 MBTI 并有看法的调查对象，根据所形成的线索选择此后的调查对象。正如滚雪球一般，

逐渐形成一个扩大的研究群体，使研究在更短的时间内收集了多个样本数据，并且这些样本

数据相互之间存在一定联系，有利于研究后期的分析总结。 

 

3. 个案研究 

 

个案研究法是对某一特定个体、单位、现象或主题的研究，广泛收集有关资料，详细了

解、整理和分析研究对象产生与发展的过程、内在与外在因素及其相互关系，以形成对有关

问题深入全面的认识和结论。 

本次研究针对 MBTI在大学生群体对 MBTI爆火的驱动因素与反馈机制的思考，利用个案

研究的方法进行了分析，对单个典型访谈对象的访谈内容进行详细深入的分析研究之后与研

究整体内容接轨，以此形成对 MBTI在大学生群体中传播机制问题更深入的认识。 

 

（二）研究设计 

 

1. 确定研究对象 

 

预研究正式访谈前，研究小组在青岛大学内发布关于 MBTI 十六型人格测试了解程度的

调查问卷（题目见表 1），以使用情况和了解情况对 MBTI作为指标，排除对 MBTI人格测试

接触较少的人群，保证访谈对象适应访谈主题。 

问卷主要采用李克特五点法进行调查，在第三题采用滑动条的答题方式，让研究小组更

精准掌握答题者对 MBTI 的相信程度，方便后续发掘深度访谈对象。此次调查问卷发放过程

中，研究小组并未采用网络民族志调查方法，而是选择线下发放问卷。从青大滢园到仁园、

浏园，共发放 50份线下问卷，并根据两项指标及时添加联系方式。从 50份调查问卷中确定

10名进一步访谈对象，并通过研究对象的推荐，将访谈对象扩大到 1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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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关于 MBTI十六型人格测试了解程度的调查问卷题项表 

序号 问卷题目 

1 您来自哪个学院？ 

2 您做过几次 MBTI 十六型人格测试？ 

3 您对 MBTI的相信程度达到多少？ 

4 在人际交往过程中，您主动与他人交谈 MBTI十六型人格测试的频率是？ 

5 在人际交往过程中，您被动与他人交谈 MBTI十六型人格测试的频率是？ 

6 您对 MBTI人格测试的了解程度是？ 

 

 

2. 数据收集及样本选取 

 

本研究以青岛大学校内学生作为主要研究田野，根据年龄和性别的差异选取了 13 位访

谈对象进行访谈分析（见图 1）。研究对象中男性有 6 名，女性有 7名，样本比例 7:6，约

为 1:1，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研究团队分别进行了个人访谈、小组访谈，通过半结构化访谈与多位样本对象进行深入

交流，进而了解了 MBTI的传播渠道、影响以及访谈对象对 MBTI的认知等各个方面的信息。

访谈以线下访谈的方式进行，每次访谈时间超过 20 分钟。研究团队在派出成员进行线下访

谈时多为多个成员同时进行访谈任务，保证访谈内容的客观性。 

 

图 1受访者详细信息图 

 

 

三、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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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MBTI流行驱动因素 

 

1. 心理驱动因素 

 

1.1 趣味性 

 

MBTI对高校学生来说，更像是一种玩具。“我们就是为了玩，也不是信。”（S2）“单

纯觉得好玩，就想去做一做。”（S5）他们会基于印象中他人的行为来猜测其 MBTI 人格类

型，并让对方进行核实。当猜测与实际相符时，高校学生群体对 MBTI 的兴趣被大大激发，

从而受到趣味性这一心理因素的驱动。高校学生群体对 MBTI 产生兴趣与其松散的时间安排

关系密切。“闲的时候我就会点进去（社会化媒体推送），想要深层了解一下。”（S8）“做

这个就是在一些水课的时候做，闲着没事的时候玩玩。”（S2）高校学生群体受到的时空束

缚相对较少，也是驱动 MBTI分享与流行的一个因素。 

在趣味性驱动 MBTI吸引受众的过程当中，MBTI迷因，如表情包、趣味梗等都成为了趣

味要素。“平常（和朋友聊天时）就会发一些表情包，I 人属性大爆发、S 属性大爆发这类

的用得比较多。”（S8）“平常我也会做一些表情包。”（S5）MBTI 受众在使用过程后制

作得到的一些趣味性梗图极具易模仿性和感染力
[10]

。互联网时代，以高校学生群体为代表

的年轻一代从网络虚拟空间中获取愉悦感，但无法彻底脱离现实的烦闷冗杂，这类迷因便成

为了他们发泄负面情绪、排解压力的介质。诸如“E人 I人”的网络迷因带动 MBTI成为“网

络热梗”，进而被大众熟知。 

 

1.2 巴纳姆效应  

 

巴纳姆效应（Barnum effect）是一种心理现象，人们会对于他们认为是为自己量身订

做的一些人格描述给予高度准确的评价，而这些描述往往十分模糊及普遍，以致能够放诸四

海皆准，适用于很多人身上。巴纳姆效应的产生离不开“主观验证”，即人们更倾向于相信

那些自己早有预设的评价，而模糊、普适的评价正为契合这种预设的想象留下了空间，因此

往往更容易被接受。 

高校学生群体之所以能够接受 MBTI，还因为受到了巴纳姆效应的影响。“感觉我应该

是更偏向于期待吧，60%是期待”（S1），她是带着自己的预设（期待）完成了 MBTI测试。

当被问到 MBTI 的描述是否符合自己时，她有了动摇，只是承认“内容是对的”，接着给予

让步或否定——MBTI 对人格的表述“不是很具体”，“是说一个大致的感觉”。在 S1看来，

“内容是对的”缘于它的表述“不是很具体”，“是说一个大致的感觉”。 

“我也想让别人感觉到我是这种精英的人，我觉得它很酷。我看那个《令人心动的

offer》（一档综艺节目），我就感觉他们那些精英律师都很酷。”（S3）巴纳姆效应在他

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为了得到期待中的“精英”这一评价，他常常反复进行 MBTI 测试，

并根据期待作出选择，直到测出对应该评价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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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巴纳姆效应也是驱动 MBTI流行的一重心理因素。 

 

2. 实用驱动因素 

 

2.1 自我认知 

 

部分高校学生尚未具备清晰的自我认知，对自己的所思所想感到迷茫，渴望通过外在评

价体系认识自己，这是 MBTI 等人格评价体系得以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觉得人有时候

其实不能完全的认识到自己。”（S5）“我真是一点都不了解我自己，星座和包括这个 MBTI，

我感觉还是不能概括我自己，好复杂。”（S7）“可能我自己都不太了解我自己，然后我就

经常会去看这个网上的各种解说，然后就发现，它能够让我更好了解我自己，而且我是到现

在才意识到，我之前都从来没有好好的了解过自己。”（S4）“当时就是想知道自己到底是

什么样的人嘛，就是了解一下。”（S1）即便不了解 MBTI 的原理而只知道其中各人格类型

的表现，也并不会影响这部分高校学生使用并传播 MBTI的热情，吸引他们的是“人格测试”

而非“科学准确的人格测试”。 

 

2.2 归属感 

 

随着 MBTI 的广泛传播，掌握并运用十六个字母的含义成为高校学生群体获取群体认同

进而产生归属感的重要途径。“我们宿舍里，大家都开始说之后，我才开始明白每个字母的

含义。”（S7）可见 MBTI已成为当代高校学生共同的文化符号，了解 MBTI可能迫于群体压

力。“他就很喜欢代入，代入他自己。人家 ENFP很强的话，他就会说，哇我们 ENFP很强，

我很强。别人很强，因为他跟别人有一个共同点，哇我很强。”（S2）由此可见，具有相同

MBTI 人格的个体可以在该人格群体中获得归属感。“合群”的需要加之对归属感的渴望，

是高校学生群体了解并使用 MBTI的又一实用驱动因素。 

 

2.3 社交工具 

 

MBTI正在高校学生群体的社交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帮助他们获得更优质的社交体验。

“可能在大家都不是很熟但必须交际的时候，我就会说，你是个 I人我是个 E 人。”（S7）

这是 MBTI在高校学生群体社交活动中的基本存在形态——开启或维持对话的谈资。“这个

人格测试是每个人的性格，就是相当于一个报告书，然后我知道他这个报告书，我就知道怎

么去和他相处。”（S1）这是 MBTI在社交活动中的另一重实用价值——作为“朋友报告书”，

指导高校学生通过尊重彼此性格来更好地相处。“焦浩学长是 INFP，他很内耗，不是特别

能和他开玩笑，平时我就会注意一点；我们一个学姐说话很犀利，但我知道她是紫人大姐大

的话我就能理解，知道性格就是这样，就不会太在乎她说话。”（S3）这虽然是长期交往后

归纳的经验之谈，但他认为 MBTI为自己省去了最初的试错步骤，可见 MBTI还可以用于降低

社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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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信任成本 

 

MBTI 设计之初是为指导择业，流行于社会化媒体前曾作为职场人士进行职业生涯规划

和学生选择科目及专业的参考。但在 MBTI 的流行过程中几种功能逐渐淡化，随之而来的是

信任成本的降低。“一开始我是做过很多这种类似的，就是测试你是什么样的人，他只是我

的一个检测结果，但他影响不了我，就是他不是决定我人生后面方向的那个东西。”（S1）

她做基因检测是为了指导自己选择大学专业，随之举出了基因检测的科学依据。但在不需要

MBTI 作为指导而将其作为“映照”自我理想人格和用于社交的工具时，她仅仅依据自身体

验而非更多可靠的证据便产生了“完全相信”MBTI 的态度。因此，MBTI 在社会化媒体上的

流行受到信任成本降低的驱动，当根据 MBTI 的测试结果作出的判断对受众的利益和人生轨

迹影响较小时，其因信任 MBTI而承担的风险就较小，因此更容易对 MBTI持接纳态度。 

 

 

3. 传播驱动因素 

 

3.1 大范围宣传推广 

 

MBTI 存在已久，其流行的背后有社会化媒体的推动，这些媒介的作用使其更加符合受

众个人以及群体心理，即媒介接触使得受众某种需求获得了满足。“E代表外，I代表内。”

（S6）在 MBTI 对人格的十六种评价的英文缩写中，“E”和“I”分别被简单理解成代表外

向和内向，最先引爆了互联网中对 MBTI 的讨论，激发了受众探索 MBTI 的兴趣。虽然 MBTI

测试涉及一定的心理学原理，但它更具有一种“趣味性”，以科学的心理学知识背书吸引受

众，但分析解读呈现娱乐趣味性，契合了高校学生群体崇尚科学并追求娱乐解构的心理特征。 

此外，社会化媒体还将 MBTI 与其他类型的内容进行多样化联动，除了人格分析，平台

算法还会向受众推荐各种人格匹配、人格职业推荐等信息，从而契合更多受众的需求，无形

中扩大了 MBTI的传播范围。 

 

3.2 人际传播 

 

人际传播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个人与个人之间使用语言符号系统或者非语言符号系统承

载某种意义进行信息传播与交流的活动，是传播者与受传者双向互动的交流行为和过程。在

传播过程中，传播者、受传者、传播内容以及传播载体共同决定了其传播效果[23]。

MBTI 在线下的传播以人际传播为主，传受双方的个性和关系以及所处的阶级是人际传

播效果的重要因素。[23]“学工的一位学姐转发给我的，我就做了，做完之后就相互说各

自的 MBTI属性。”（S7）十三位研究对象中大多数是经身边朋友推荐才去做了 MBTI测试，

他们基于社交需要会查看朋友分享的内容，并展开浅度讨论。“我每天和舍友在宿舍讨论

MBTI。”（S3）“我确实是经常喜欢跟别人讨论这个事情，比如说我爸爸妈妈，他们肯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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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不太了解，但是后面在我的鼓动下他们就去做这个，然后我跟我家人也会讨论，和舍

友也会讨论这个东西。”（S1）S1从网络上了解 MBTI后会主动与舍友一起讨论分析，甚至

邀请其父母进行 MBTI 测试，可见，关系亲密、生活习惯相似是驱动 MBTI人际传播顺利进行

并达到较好效果的保障。“是舍友的朋友跟他说的，就是朋友的朋友，五湖四海皆兄弟。”

（S11）本研究以青岛大学的部分学生为研究对象，他们的个性、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惯各有

不同，但由于处于同一社会阶级，生活环境和文化背景具有共通性，这使得 MBTI 人际交往

过程中传播范围进一步扩大。 

此外，线上传播扩大了 MBTI 人际传播的范围，互联网的开放性特点使得每个人都可以

自由发表言论和信息。“我经常在网上看各种（对于 MBTI 人格的）解说。”（S4）“小红

书每天都会刷到，没事就点进去看看，和舍友讨论。”（S3）可见，社会化媒体可以将人际

传播的内容公之于众，使得有关 MBTI的信息更加全面，从而扩大了 MBTI传播的范围。 

 

3.3 强弱关系传播 

 

强弱关系假设是社会学中非常著名的一个理论，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曾根据

时间量、情感强度、亲密程度、互惠服务四种维度将社会关系分为“强关系”与“弱关系”。

格兰诺维特指出弱关系意味着连接双方的异质性，强关系往往意味着双方的同质性；“弱关

系比强关系更有可能将不同小群体的成员联系起来，而强关系往往集中在特定的群体之中
[24]

”。

在强弱共存的人际关系网络中，关系的强弱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传播的动机。
[25

]
“我前任发给我，让我测，之后才知道 MBTI是什么。”（S3）强关系的人际传播一般发生

于亲人、朋友之间，传播目的往往是维持并巩固现有的关系。S1 则是向父母分享 MBTI，鼓

动他们做测试，然后跟他们讨论各自的 MBTI 属性，在此过程中更了解彼此个性，从而变得

更加亲密。“我不会和父母、朋友传播 MBTI，但和第一次认识的人聊天时会用来打开社交。”

（S6）在弱关系传播中，由于彼此的情感连接比较薄弱，双方交往并非为了促进情感联系的

建设，而更关注传播内容的实用性。S1也将 MBTI视为“个人报告书”或“朋友使用说明书”，

用于在和他人社交之初快速明确彼此性格，理解他人行为。“有人小组作业拖延，可能是因

为我是 J 人，受不了。但你是 P 人，我能理解你拖延。”（S7）MBTI 的存在还可以培养高

校学生群体社交过程中的理解、包容态度，帮助他们实现更好的合作。 

 

3.4 意见领袖 

 

“意见领袖”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作家拉扎斯菲尔德等在《人民的选择：选民如何在

总统选战中做决定》中提出的，后在《个人的影响力：个人在大众传播中的作用》一书中又

对其进行了丰富。国内传播学研究者郭庆光后来将“意见领袖”归纳概括为活跃在人际传播

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观点、建议并对他人施加个人影响的人物
[26]

。

在 MBTI 测试的流行过程中，意见领袖的作用不可忽视。“我们学工部一个学姐在群里

发了一个 MBTI的豆瓣帖子，我们就一起测了。她一直紧跟前沿，她分析的一定都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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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7）意见领袖通常在特定领域或社交圈内具有一定的权威和认可度，他们的言论和观点能

够影响到他人的态度和行为，并在社交圈内迅速扩散。如果意见领袖对 MBTI 持有积极的态

度并加以推荐，可能会增加 MBTI 在人际传播领域的接受度，并对社交圈内的他人产生一定

的影响，促使他们对 MBTI产生兴趣并进行尝试。 

高校学生群体同样受到网络意见领袖的影响。网络意见领袖是在网络大发展、信息大爆

炸的时代背景下，运用自身一定的知识经验，针对网络场域中一些敏感和热点话题输出自己

的“优质意见”，引导舆论走向，且对他人产生一定影响力的特定群体或个人
[27]

。研究对

象了解 MBTI 的过程无法避开大数据推送的高流量博主，这些博主紧跟网络热点，本身具有

代表性和权威性，且创作极具专业性、灵活性和趣味性，对 MBTI 的普及与传播发挥了强大

而广泛的影响。 

 

（二）反馈机制 

 

1. 提醒者 

 

“我是 P人，做事情的时候我会提醒自己不要太过随意，还是要稍微地做一点计划。”

（S6）高校学生群体更重视个人的自我发展前景，而人的个体差异性是非常复杂而多样的，

MBTI 是一种理论模型，包含了十六种人格，涵盖了大多数人的性格特征，对人们的一些行

为具有提醒甚至指导作用。“我是德语系的，迷茫自己未来的就业。但我会根据我的 MBTI

推荐的职业方向去思考我考研要不要跨考。”（S1），可见部分高校学生将 MBTI 作为指导

自己选择专业甚至职业的工具。 

高校学生群体利用 MBTI 来提醒自己并从中获取发展指导服务的行为，能够让他们改善

缺点、保持优点，满足其自我发展的主体性需要。 

 

2. 观展/表演范式  

 

该范式中有三种元素——观展、自恋和想象——在起作用。观展强调“看与被看”，每

个人随时随地都处在真实的或想象中的观众凝视中；自恋由此发生，即因自己成为关注的焦

点而产生了积极或消极的感受（自爱或自恨）；想象是推动人们由观展产生自恋的中间环节。 

“基因肯定更容易相信一点，因为它毕竟是我个人的东西，那么这个（MBTI）其实也都

差不多，就一个外在，一个是内在。”（S1）在被要求比较基因人格检测和 MBTI 人格测试

准确度时，S1 认为 MBTI 的测试结果能反映出外在的自己，这是因为她在进行 MBTI 测试时

依照的是自己的行为和想法，而这些行为和想法都是在不同的情境中产生的，情境中便蕴含

着观展，即“观众的凝视”。于是，在作答 MBTI 测试题时，她之所以作出符合期待中的自

己的选择，就是因为受“行为和想法在情境中产生，情境中蕴含凝视”这一常识影响，“想

象”到了自己正在接受凝视。为了使自己产生积极的“自恋”感受，因此作出了偏向“自爱”

的选择。“我（对做测试时的选择）完全相信，我的想法是我完全相信他是对的，是正确的，

因为它符合我现在人设。”（S1）她对“人设”一词的使用可以为这一推论提供侧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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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MBTI测试为部分被测者创设了一个充满想象观展而非真实观展的舞台，在这里，

被测者并不沿着已经作出的行为去“想象”从而产生或积极或消极的“自恋”，而是先面对

两种不同的行为，想象它们分别可能为自己带来何种“自恋”，然后从中选择能使自己产生

“自爱”感受的行为从之。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能从 MBTI 中获得一份总体令自己满意的人

格描述，形成正反馈。 

 

3. 认知失调 

 

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理论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提出，用

来描述人产生矛盾的认知或观察到对立的讯息时的心理活动，通常体现为因进行与自己的思

想、价值或自我概念相悖的行为而产生的心理压力或焦虑。为了缓解认知失调的压力与不适，

人会努力更改矛盾的认知，使自己的认知调和一致。调和认知的方法包括更改对自己行为的

认知、增加一致的认知、降低矛盾的重要性、否定两种认知间的关联、降低对于自身控制的

认知与更改自己的思想与态度。 

当 MBTI 对人格的描述与原有认知发生冲突时，高校学生群体会陷入认知失调，进而会

采用各种方式调和认知。“我们一般都是做完就是说，啊我是这个人格。然后就自己去摸索，

觉得还真是就这样的。”（S1）当测试结果与原有认知不符时，S1 和身边人会通过更改自

己的思想与态度，说服自己接受 MBTI 对其人格的描述。“我当时看到（荣格八维测试）那

三个结果的时候，我当时理解的是，我觉得是我可能内心会有这方面的倾向。”（S5）通过

其他人格认知手段得到与 MBTI测试结果不同的结论时，S5会尝试对这种差异进行解释，即

增加一致性的认知。“如果说单纯的就是只看他的 MBTI 的话，还是有点不是很准确，百分

之七八十吧，加上星座的话，可能就百分之八九十了，然后再看看星盘，哇哇，基本上这个

人大概就确定住了，也不能说百分之百吧，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可以大概定位的。”（S4）

当通过 MBTI测出的人格与自己的原有认知不相符时，S4倾向于降低矛盾的重要性，避开从

两种评价中任选其一的情况，转而解释并转移两种评价之间的矛盾。 

 

4. 刻板印象 

 

根据采集到的数据，无法完全证实“高校学生群体使用 MBTI 会造成人际交往中的刻板

印象”这一观点。S2 表示“人是复杂多样的啊，怎么可能一套题就全了解了”。而几位男

性研究对象把 MBTI作为一个可有可无的玩具，他们并不了解每一个 MBTI人格类型背后的性

格特征，自然无从谈起刻板印象。但从实际行动来看，MBTI 确实具有固化印象的作用。S4

在访谈过程中常常对 S2 的言语和行为作“她们小画家（INFJ）就这样！”的解释。因此，

MBTI 不仅是高校学生群体认知身边人的社交润滑剂和使用说明书，还可能会使其对身边人

的性格产生固有印象。 

一个人的 MBTI 人格类型并不完全与其行为相符。“确实它（MBTI）会对一些人来说有

一定的偏差。他跟我说他是一个 I人，但是在我跟他的一些交往中，我会觉得他反而是给我

一种 E的感觉。感觉随着朋友之间交往的深入，了解程度产生不同，给人的印象也就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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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8）“我和一个朋友都是 E，但是她和我的表现就完全不一样。”（S11）正因如此，青

年群体对于 MBTI的信任程度也会大大降低。 

MBTI只是青年群体了解自身并获得社会认同的工具，即使主观认为 MBTI并不完全科学

（S10），即使 MBTI 给出的评价与实际行为存在冲突，他们还是会主动了解、测试自己的

MBTI，以融入社交圈子，不至于被 MBTI流行这一社会环境下的所处圈层抛弃。 

 

四、不足与反思 

 

（一） 访谈提纲设计不足 

 

在访谈提纲的设计中，研究团队更多地将目光集中于 MBTI 本身，没有将其放入当前社

会大环境中，因此忽略了对其传播产生影响的媒介环境因素，尤其是商业运行机制，于是存

在着访谈思维局限，得到的内容有所缺失，这也导致了研究结果存在偏差。 

同时，访谈提纲设计不足导致在访谈进行的过程中无法完全把控好访谈节奏。研究者自

身对访谈内容信息了解的缺失导致在访谈进行的过程中无法精准概括受访者的想法，这不仅

在访谈的过程中错失了进一步得到更多信息的机会，也给后期整理总结访谈内容带来一定的

困难。 

对此，研究小组总结反思，认为在访谈提纲的设计过程中一定要多角度把握访谈方向与

访谈内容，把握好宏观和微观，顾全大局，开拓思维，做好前期准备以便于后期工作开展。 

 

（二）依旧存在先入为主的思维方式 

 

在研究进行的全过程中，研究团队无可避免地进行各项预设，无论是在访谈的过程中进

行引导性提问，还是对访谈对象的回答进行预测，都具有不小的主观性，带的预设性过强都

影响了访谈数据收集，导致研究方向渐渐产生变化。可以通过第三者监督的方式尽量减少先

入为主带来的主观性，也需要研究团队不断强调客观性的重要性，以此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尽

量减少主观性带来的危害。 

 

（三）研究团队的访谈能力有待提高 

 

访谈的过程中，研究成员明显感觉到力不从心，根据已有的访谈提纲以及访谈的具体情

况都无法与受访者进行更深入的交流，在访谈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无话可说”的情况，使访

谈气氛陷入尴尬局面，想要受访者敞开心扉进行交流就存在很大困难，因此很难深挖出团队

成员需要的更深层次的内容。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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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TI 作为一种人格测试模型，具有很强的趣味性。这种趣味性源自于其二元对立的维

度设置，以及其对于个体性格的普适性描述。这种描述方式激发了人们的好奇心，使他们愿

意参与测试，进一步推动了个体的自我认知。它提供了一种共同的语言，使个体能够更好地

理解他人的行为和决策，从而减少误解和冲突。而且通过分享自己的 MBTI 属性，人们能够

迅速建立起共同的兴趣和话题，进而促进社交互动。这种互动不仅有助于建立更紧密的人际

关系，还有助于增强个人的归属感。 

此外，我们还发现人际传播和强弱关系传播在 MBTI 的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

别是在强关系传播中，如家庭成员、朋友等亲密关系，MBTI 提供了一种加深理解和沟通的

有效方式。意见领袖在 MBTI传播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们通过自身的理解和体验，将 MBTI

作为一种工具进行传播，影响并带动周围人群对 MBTI的认知和应用。 

同时，我们也需要警惕 MBTI 测试可能带来的刻板印象和过度概括的问题，确保其在应

用中能够促进个人的积极发展而非限制其成长。 

 

 

参考文献 

[1] 王智平,王子涵,.互动仪式链视角下 MBTI人格测试网络社群研究[J].新媒体研究,2022(19):84-88+12

1. 

[2] 苗丹民,皇甫恩,Rosina C.Chia,Ren Jianjun.MBTI 人格类型量表的效度分析[J].心理学报,2000(03):

324-331. 

[3] 罗正学,苗丹民,皇甫恩等.MBTI—G 人格类型量表中文版的修订[J].心理科学,2001,(03):361-362.DO

I:10.16719/j.cnki.1671-6981.2001.03.035 

[4] 蔡华俭,朱臻雯,杨治良.心理类型量表(MBTI)的修订初步[J].应用心理学,2001(02):33-37. 

[5] 顾雪英,胡湜.MBTI 人格类型量表:新近发展及应用[J].心理科学进展,2012,20(10):1700-1708. 

[6] 李霞.基于 MBTI 的医学生医患沟通能力个性化培养措施探讨[J].教育理论与实践,2020,40(21):45-4

7. 

[7] 王飞,郝旭光,赵春霞等.中层管理者迈尔斯布里格斯(MBTI)人格类型对其创新行为的影响——一个被

调节的中介模型[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8,35(05):140-146. 

[8] 汤欣雯.社交媒体时代 MBTI测试流行现象探析——以 B站用户视频为例[J].新媒体研究,2022,8(17):

83-87.DOI:10.16604/j.cnki.issn2096-0360.2022.17.024 

[9] 谈雅婷.社交网络中的 MBTI 热潮——从传播视角探究自我认知与社会认同的构建[J].时代人物,2023

(21):0066-0068 

[10] 魏楚嫚.MBT I 十六型人格的模因传播研究[J].声屏世界,2022,(19):123-125. 

[11] 李元欣.MBTI 表情包迷因对受传者的影响研究[D].辽宁大学,2023.DOI:10.27209/d.cnki.glniu.2023.

001259 

[12] 丁雨点.MBTI 网络趣缘群体的互动行为研究[D].湖南理工学院,2022.DOI:10.27906/d.cnki.gnghy.20

22.000228 

[13] 郑欣,朱沁怡.“人以圈居”:青少年网络语言的圈层化传播研究[J].新闻界,2019,(07):25-36.DOI:10.

15897/j.cnki.cn51-1046/g2.2019.07.004 



                                     http://www.sinoss.net 

 - 14 - 

[14] 谷学强,刘鹏飞. 网络亚文化对青少年思想教育的影响与引导[J]. 当代青年研究, 2017,(06): 41-4

6. 

[15] 尹樱.MBTI 职业性格测评在人力资源招聘工作中的应用研究[J].中国市场,2018,No.990(35):107+11

1. 

[16] 赵峻波,.MBTI 性格类型方法在大学生职业规划中的应用[J].中国电力教育,2009(08):151-152. 

[17] 许澄婧,刘俊冉,.网络趣缘群体的互动仪式行为探究[J].新闻世界,2023(11):58-61. 

[18] 秦健佩,游佳艺,黄中彦,罗婉玲,罗彤.互动仪式链视角下小红书 MBTI迷因的传播与刻板印象困境分析

[J].新闻研究导刊,2023,14(23):10-13. 

[19] 王亚成,张婉钰,.MBTI 网络语言对年轻人社交的影响[J].互联网周刊,2022(12):10-12. 

[20] 许澄婧,刘俊冉.网络趣缘群体的互动仪式行为探究[J].新闻世界,2023,No.391(11):58-61. 

[21] 赵若彤,.身份的困惑与锚定：MBTI 测试中的网络迷因[J].科技传播,2022(15):140-142. 

[22] 胡浩.焦点小组访谈理论及其应用[J].现代商业,2010(26):282.DOI:10.14097/j.cnki.5392/2010.26.

109. 

[23] 王佳瑾,.网络社会中社会区隔的重塑与消弭——基于人际传播的视角[J].新闻传播,2023,(22):27-2

9. 

[24]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ＭＳ.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ＷｅａｋＴｉｅｓ［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７３

（６）：１３６０ -１３８０． 

[25] 白如玉.强弱关系视角下社会资本传播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9(01). 

[26]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89. 

[27] 苏卓,陈波,.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中网络意见领袖之形塑[J].现代交际,2023,(12):112-120+12

4. 

 

 

Analysis of the Driving Factors and Feedback of MBTI's Popul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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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dao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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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s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d social psychology, 

employs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focus group interviews and case studies to explore the 

reasons for the popularity of MBTI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in China and its impact on this group.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popularity of MBTI is driven by psychological factors, practical factors, and 

communication factors, and can produce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feedback effects on the aud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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