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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只能点赞 不能点踩

 

抖音、知乎、b站都设有点踩功能，用户可以对不喜欢的内容进行选择，
但微信却没有点踩功能，这是为什么呢？

 

微信只能点赞，不能点踩

你刷微信朋友圈的时候，会有些什么操作呢？大概都是在点赞、评论、
划过这三个动作中做选择吧。

但是，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好奇朋友圈为什么没有点踩的功能？你看，
近几年，很多内容类平台都上线了点踩功能，比如知乎的倒赞、B站的
“不喜欢”、抖音的“不感兴趣”和评论区点踩等。

但是，微信朋友圈却始终只有点赞，这是为什么？微信朋友圈和其他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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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类平台有什么不同？点赞和点踩的设置有什么讲究？天天问的小伙伴
们也在积极地讨论这些问题，一起来看看他们对此有何见解吧。

一、为什么知乎、B站、抖音设置了点踩

知乎、B站、抖音等内容类平台除了点赞外，还设置了点踩的功能，这
是想达到什么效果呢？大概是以下三点：

 1. 精准判断用户的喜好  

有人可能觉得判断用户喜好用点赞功能就够了，但其实，在点赞之外，
还有一大片区域，那就是不做任何反馈。

而这些没有反馈的内容，平台不知道用户的态度，是忘记了点赞？还是
内容质量一般不值得点赞？又或者是对此感到讨厌？那平台还要继续推
送相关内容吗？这些都是不清晰的。而多了点踩的功能，就可以更好的
表达用户意向。

当然，在点踩的基础上，还可以更细致地询问用户为什么点踩，是不喜
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还是不喜欢这个作者的表达？进而更好地表达内容
的质量和用户喜好，像小红书的“不感兴趣”功能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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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红书长按内容出现“不感兴趣”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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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点踩功能，就是多了一个用户反馈的渠道，让用户更好地表达内容
的质量，也让平台更精准地判断用户的喜好，进而更好地进行内容运营
和处理。

 2. 降低不良内容曝光  

内容类平台的作品众多，质量参差不齐，审核压力大。而设置点踩功能
，就可以依靠用户的“踩”这个行为，来给内容简单的贴上标签，进入
暂时不被推荐序列，来减少内容给平台带来的风险。

比如在知乎，当多人对同一条回答点踩后，该回答就会被折叠，不予以
展示；使用B站的点踩功能，也会让视频的曝光率降低。

 

（知乎的倒赞）

抖音也是如此，给视频点踩，降低该类型视频的推送频率，而在评论区
，单个用户点踩，该评论会被折叠；单评论被多用户点踩，则该评论的
排序会靠后，甚至会被平台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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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站的“不喜欢”、抖音视频的“不感兴趣”和评论区的点踩按钮）

 3. 维护社区氛围  

以知乎为例，作为知识类内容社区，大家是来讨论问题的，如果出现某
些蓄意引起争端的挑衅言论，就很可能会将讨论的氛围转为骂战，不利
于知乎的形象塑造。于是，知乎设置了点踩功能，让用户一起来判断不
良的内容，维护社区氛围。

抖音在评论区设置点踩功能也是集群众的力量来筛选不良内容，官方也
表示，“将善意叠加，将恶意折叠”。

而且，设置点踩功能，也是为用户提供一个合理的情绪发泄口。毕竟大
家都是有情绪的人类，当你看到一个不舒服的评论或者内容，总是希望
做点什么，来抒发一下情绪。但是，如果你在评论区出声驳斥，对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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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会反击，使得你的心情更加差劲。

但如果只是一个匿名的踩，既表达了愤怒，又保持了安全感，这对用户
体验帮助是很大的，毕竟无论是观众还是作者，看到评论区掀起骂战，
总是会扫兴的。

二、为什么微信朋友圈只有点赞

说完了知乎、B站、抖音等内容类平台为什么要设置点踩功能，我们再
来看看微信朋友圈的情况。

我们刷朋友圈的时候，互动方式只有点赞和评论这两个动作，不感兴趣
就是划过不看，如果实在是讨厌一个人发的内容（比如微商发的广告）
，就需要点击那个人的名字或头像进入个人信息页，再去设置不看TA的
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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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截图）

那为什么微信朋友圈不设置一个点踩的功能，方便用户选择不看某些内
容呢？这需要从微信朋友圈的定位说起。

微信是一个熟人社交产品，而朋友圈的产品定位就是让用户产生动态（
图片，视频等），从而促进用户之间的互动，也提高用户对微信的粘性
。假设加入点踩的功能，可能会发生以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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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用户自卑怕发动态被踩，从而不发动态；

加入点踩功能，可能会引发好友之间的矛盾，影响用户使用体验；

会给整个朋友圈带来不和谐因子。

微信属于强关系熟人社交，朋友圈更多的是展示属性，而非强评论属性
的主题内容。这点也可以从朋友圈的内容看出来，内容绝大多数是个人
状态、心情等等。

所以，微信朋友圈不同于微博这类社交软件，有优先显示规则和权重；
也不像B站、抖音这些内容类平台，需要收集用户数据来实现精准推送
。朋友圈的内容陈列规则都是按时间线来全部呈现的。

而点踩这个功能在按时间线全部呈现的规则下，对内容呈现顺序没有任
何正面影响，例如提高优质内容的显示优先级、防止劣质内容再次出现
的概率（踩过的链接分享经由其他朋友分享后我不会再优先看到）。在
微信这个环境中现在实名制的点踩行为，只会引发更多的矛盾和用户社
交恐惧。

那如果在微信中采用匿名点踩，会不会好一点？大概率也是没有用的，
反而会产生更加糟糕的结果。

陌生人社交还可以采用匿名点踩的功能，但像微信这样的熟人社交，如
果被人踩了，即使匿了名，也无非在是熟人之间产生的。于是用户就会
产生嫌隙，开始怀疑到底是谁做了这件事，最终破坏熟人间本来友好的
氛围。

而且在匿名的情况下，还可能引发大量的不用负责任的“踩”，最后导
致朋友圈会没有内容，用户大量流失。微信自然不愿意设置点踩功能。

而从社交心理的角度来讲，人与人之间，是渴望得到认同的。当我们被
认同时，我们会得到满足和快乐，心里会想：哈哈，我得到认可和赞扬
了，真happy！而反过来，人不希望被拒绝、被否定，被否定就会感到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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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痛苦。

通过赞的功能，产生人和人正向的气氛，产生快乐，对于不同意，因为
没有功能上的出口，人没有地方表达，所以对于消息发布者，他只会看
到不同数量的赞同，就是有多被肯定的程度，而完全感受不到有多么被
否定。

这就是微信朋友圈只有点赞功能，没有点踩功能的原因。

三、总结

点赞和点踩都是用户的反馈，但是点赞是正向反馈，而点踩则是负面反
馈。

对于用户，点赞代表认同，而收到点赞，则是获得了别人的认可，能刺
激用户继续创作；而对于平台来说，点赞激活了用户的愉悦感，能延长
用户停留平台的时间，提高用户对自家产品的好感度。

不过如果只有点赞的功能，也可能会让用户陷入虚假的友善当中，看不
到自己的不足。也可能会让一些没有违禁词的引战评论或者降智评论，
通过点赞获得曝光，恶心到作者和其他观众。

至于点踩，虽然是个负面反馈，但也给用户提供了一个对不良内容的发
泄渠道，让用户获得了拒绝某些内容的权力，进而收获更加个性化的服
务；而对于平台，点踩功能也可以视为借助用户的力量，来对内容进行
筛选，降低平台的审核压力，还可以精准的获取客户的需求，推送更加
合适的内容。

但需要注意的是，点踩代表的是一种否认，会给创作者带来负面情绪，
伤害用户创作的积极性。而且设置了点踩功能后，平台需要高度警惕恶
意点踩、围攻点踩、水军刷差评等故意破坏和谐氛围的举动。

如何鉴别正常评价和恶意刷评，是每个产品始终都绕不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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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那么多，点赞和点踩功能到底适合些什么产品呢？在此，我简单总
结一下：

点赞功能不必多说，无论是社交产品还是内容社区都非常适合添加点赞
功能，以获得正向激励；

而点踩功能则更适合需要筛选内容的、有优先展示权限的产品，比如B
站、抖音；

像微信这种熟人社交产品则不适合采用点踩功能，容易引发社交矛盾；

如果是陌生人社交产品可以尝试添加点踩功能，来作为筛选内容的一环
，但需要警惕恶意点踩给用户带来伤害。

最后，利用点踩功能来收集用户喜好，达到精准推送，只是最基础的一
步，如何跟被点踩的创作者反馈（是警告或者指导）、过滤恶意点踩这
些步骤，才是每个设置点踩功能的产品，需要深入思考的事。

毕竟，无论是观众还是创作者，都是我们产品的重要用户。

本文链接：https://dqcm.net/zixun/16696372323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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