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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表情包技术基础 

谈到微信表情包，我们不得不先谈微信。作为表情包在即时通讯中的重要载体，微信的

兴起和流行是表情包广泛使用和传播的基础。根据微信 2015 年发布的数据，截止今年第一

季度末，微信每月活跃用户已达到 5.49 亿。微信表情方面，尽管有 56.5%的用户未使用过微

信表情，但在群组中使用表情替代打字或者语音已经成为许多年轻人聊天、发朋友圈的一种

趋势。尤其是微信在 2016 年 8 月份解禁了以往表情收藏 150 张的上限后，更是将引来一阵

新的斗图狂潮。除此之外，微信表情商店中的表情包也在极大程度上推动了这一媒介的发展。

商店中多是专门设计人员经过精心绘制、编辑，选择合适语言而成的精致表情。这些表情多

用来代替打字，用来代替一些简短但常用的表达，如“谢谢”、“对不起”等等。而商店中收

费表情包，可以为制作者带来极大的利润，这也鼓励了有制作技术的人们参与到表情包的创

造中。 

当然，相比微信，表情包的内容就更加重要了。自从智能手机出现，人们对于数码相机

的依赖就越来越低。有统计数据显示，2015 年全球数码相机市场下滑 10%左右，而智能手

机继续对低端相机冲击是重要原因。与之同时的，是智能手机上的修图软件的流行。大部分

修图软件都可以在图片上添加、手绘文字。许多表情包图片部分差别不大，文字解释千差万

别。而修图软件正为这一现象提供了便利，它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解读、传播

表情，甚至制作专属于自己的表情包。同时，智能手机的另一长处是拍照成本极低。相比数

码相机，其观赏照片、筛选照片更加方便。这让人们在首先不关注质量的情况下拍摄大量照

片，从而为拍摄到一些人们奇特、搞笑的表情提供了可能。这部分表情可以直接用作表情包，

也可以经过加工当作原始图片，添加文字后形成表情包。 

 

  微信表情包的传播特点 

我组认为微信表情包的传播可以用韦斯特里•麦克莱恩模型与奥斯古德－施拉姆模型进

行解释。 

首先是表情包制作者从我们生活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寻找、选择出值得制成表情包

的元素，然后通过将信息编码、释码、译码制作成一个个表情包。 

随后，表情包制作者将表情包进行大众传播，通过将其展示在专门有关于表情包的微

博和微信公众号上，传递给关注表情包更新的受众。这一批受众依据自己的文化符码，对

表情包的内涵进行阐释，然后选择符合自己文化符码的表情包进行下载、收藏。之后，他

们会在各自所处的群组中，或者和他人聊天时，把表情包进行人际传播。他们通过表情包

展示了符合自己文化符码的内容，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弥补了单纯文字交流的缺陷。 

而对于在人际传播中接受表情包的受众，他们与前一批受众不同，因为他们对表情包

缺少选择权，更多的是被动接受与其交流的对方发来的表情包。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也是

将信息进行译码、释码，然后形成自己的理解。但在译码的过程中，与前一批受众不同，

他们不是单纯根据自身的文化经验、知识背景来译码，他们更多是基于对话的语境来译

码。以“蓝瘦香菇”为例，表情包制作者根据热点事件制作了关于香菇的表情包，了解该

事件的最早一批受众下载了该表情包，然后进行传播。而接受他们传播的“蓝瘦香菇”表

情包的受众在译码时，更多考虑的是对话的另一方为什么难受想哭，而不是表情包本身是

否好笑。 

在人际传播中接受表情包的受众分为三种类型：倾向式、协商式、反抗式。倾向式受

众可以理解表情包的表面含义和深层含义。协商式受众只能理解其表面含义。反抗式受众



可以理解表情包的表面含义或深层含义，但由于自己的文化符码和该表情包的文化符码难

以融合，拒抗使用该表情包。这三者中，只有倾向式受众才有可能对表情包收藏者产生共

鸣，从而也收藏该表情包，称为表情包的传播者。 

表情包的受众反馈机制同样依据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分为两类。在大众传播方面，表

情包的下载量和购买量可以从宏观上反应一个表情包的受欢迎程度和传播效果。而在人际

传播方面，表情包受众会对表情包收藏者进行交流反馈，表现他们对该表情包所表达含义

的理解、不理解或抗拒接受。 

受欢迎的表情包的传播有“病毒式传播”的特点，使用者人数可以在一段时间内达到

指数级增长。此外，微信表情包的传播由于依托于微信进行传播，拥有微信中信息传播的

特点：即时性、使用灵活性、成本较低。表情包即可以用于大众传播，也适合人际传播。

表情包的传播模式属于仪式模式，具有庆祝性、享受性、装饰性的目的。其制作者往往具

有很强的娱乐敏感性、边缘性、表演性。收藏者则有自主性、从众性、交际性的特点。表

情包的内容设计常常追逐时事热点、风格搞笑幽默，可以增强表达效果。表情包的渗透领

域也在逐渐扩大，有：影视媒体、微信推送、讲座、校园海报等。 

 

问题一 

研究问题：如何使表情包更个性化？ 

问题提出原因： 

对于接收者来说，准确地接收信息才是交流有效性的保障，如何让微信表情包更好地传递传

者所要表达的信息至关重要，在微信的未来发展走势下，表情包的一对一个性制作服务是一

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微信表情包的作用主要分为以下六个方面，包括开启对话、表达感情、

解除尴尬、评论观点、习惯以及作结束语使用。微信表情包在这六种作用下具有不同的特点，

如：作为对话开始的表情包一般比较新颖，让人觉得对方很有趣，在点开对话框的时候展颜

一笑；表达情感的表情包在信息传递方面，需要表达情感的强弱程度，像尴尬、迷这一类的

情感也十分考验表情包的表达效果；解除尴尬的表情包一般来说比较低调，动作不能太过浮

夸，颜色不应过于鲜艳，所表达的情感较为平淡。诸如此类的作用对表情包有各种各样的要

求，在倡导人性化服务的今天，表情包是否有可能加入个性设计服务的行列，针对特定的作

用或特定的人设计提供所适合的表情包，更甚至是针对特定的情境设计特殊的表情包，以达

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问题二 

研究问题：表情包的文化背景多样性对其娱乐效果有怎样的影响？  

问题提出原因： 

不同主题的微信表情包通常在情感和文字讯息的传递上较为相似（例如大部分都具有“晚

安”，“Hi”等表情），而在所传达的文化讯息上有较大差异。在尝试表达某一类特定情感和

文字讯息时，表情使用者通常只会选用一个表情，也就是说不同主题的表情包存在着非常强

的竞争关系。表情包的种类越多，表情的传递和使用越可能分化。这种分化对表情使用者和

受者的娱乐需求可能分别有不同的影响，例如可能存在小众文化主题的表情包给使用者带来

较大满足的同时，受者却因为无法理解而影响了使用体验的情况，又或表情包多样化会使得

使用者难以选择，从而导致使用体验的下降。这个问题主要研究受众对多样化信息供应的实

际感受，从而明确多样性在媒介供应中的重要性和利弊，对媒介的发展方向进行思考。 

 

问题三 

研究问题：微信表情包究竟是促进还是阻碍了人际间的交流与传播？ 



问题提出原因： 

以前，微信传播的主要方式是以语音和文字交流为主，而到现在，几乎每个用户之间的交

流都会带上表情符号或者表情包。甚至有些年轻用户间的微信群里，运用表情进行交流的

比例已经超过了用文字和语音进行交流的比例。这在一定程度上大大弥补了在以前微信交

流传播时单调的状况，你来我往地发一个个搞笑或者贴近自己心境的表情包，有时会缓解

掉交谈的尴尬，表明了自己的个性，促进了用户与用户之间的距离。但从另一方面看，由

于表情包的表意往往较为模糊，不确定性强，导致信息接受者在解码时遇到障碍。信息的

传递主观性较强，导致表意不清，所以，大量使用表情包是否会阻塞信息通道同样值得思

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