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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流行语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研究 
◆王  桢 

（山西工商学院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山西太原  030006） 

 
摘要：网络流行语是一种传播符号，反映了多重价值意蕴，它是网络主
体以网络为平台，与社会现象互动的结果。大学生正处于思想的转型期，
是可塑性很强的群体，而大学生又是使用网络流行语的主力军，因此，
我们不能忽视网络流行语对大学生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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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络流行语 
（一）网络流行语的内涵 
网络流行语是一种特殊的网络交际语言，主要指普通网民由

于某种需要而创作的、一定时期内在网络中广泛流行的语言符
号，主要表现为在网络上出现频率较高的字词、短语或特定的句
子。 

（二）网络流行语在大学生中流行的原因 
1、新媒体的迅猛发展 
一方面，互联网和各种传播媒介为网络流行语的产生提供具

体场所，另一方面，互联网和各种传播媒介推动了网络流行语的
发展。 

2、大学生“从众”和“求异”心理严重 
大学生突出具有两大社会心理：从众心理和求异心理，正如

马克思说的那样，人具有社会性，因此，人的从众心理归根结底
是由于人的社会性，而从众心理也隐含了人具有求异心理。 

3、网络流行语自身具有吸引力 
网络流行语具有自身的魅力，它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乐趣，

比如，“蓝瘦，香菇”，知道其出处的人都知道，其意思是“难受，
想哭”，网络流行语还具有简洁性，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人们的
生活，这也是其具有吸引力的地方。 

二、不良网络流行语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挑战 
（一）大学生网络文明素养失调 
1、网络信息识别能力薄弱 
网络流行语中包含各种各样的信息，往往以一种正面的形象

出现在网络世界中，而大学生此时对事物的辨别能力不强，很容
易受到表面信息的迷惑， 终酿成不良后果。 

2、个人隐私保护意识薄弱 
大学生在手机上就可以和陌生人愉快的沟通和交流，这也使

他们更加依赖这个平台，而大多数交流平台都需要大学生提供自
己真实的信息，才能进行使用，这使得大学生身份信息泄露严重，
给大学生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带来威胁。 

（二）大学生网络道德素养缺失 
比如，“狗带”、“傻逼”“fuck”等等，使网络空间乌烟瘴气，

这种不文明行为反映了大学生网络道德素养的缺失，不利于大学
生身心健康发展。 

（三）大学生网络行为法律意识淡化 
大学生在网上相当于“黑户”的身份，没有人认识和调查因

此面对网上的某些违反法律的行为，自身也不能分辨其合理性，
只能随波逐流、盲目跟风。 

三、不良网络流行语对大学生价值观的确立产生冲击 
（一）削弱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在网上，有损伟人形象的流行语和表情包到处可见，例如，

在聊天群里，我经常能看见网友将马克思等人的肖像做成搞笑表
情包，再配上粗俗的文字，这个行为不利于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世
界观的形成，既有损伟人形象，也淡化主流意识。 

（二）动摇大学生社会主义政治观 
网络环境复杂多变，其许多不良网络流行语对大学生的社会

主义政治观造成消极影响，具体如下：第一、激发大学生仇社会
不公的极端情绪，“我爸是李刚”“小目标”等网络流行语，从侧
面反映出当今大学生对权力和金钱关系的愤懑，表达对社会不公
现象的不满；第二，易导致大学生民主思想极端化，大学生正处
于情感意识的发展期，心智尚未成熟，网上部分敌对分子往往会
利用大学生的这一心理特性，在网上散播反动的政治言论和思
想，大学生缺乏辨别能力，成为成为反动言论的传播者；第三，
易造成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下降，“躲猫猫”、“欺实马”等事件在

网络的发酵，使大学生对国家公务人员的设定产生质疑，从而质
疑党和政府的能力。 

（三）弱化大学生社会主义道德观 
第一，易造成大学生盲目进行道德选择，网络流行语中包含

各种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具有隐含性和倾向性，这就使大学生
在对这样的价值观进行选择的时候不先进行筛选和审核，而是盲
目跟风，一些大学生面对这种不良网络流行语，同样是开怀接受，
那么就会影响其主流道德观的养成；第二，易造成大学生网络行
为失范，有部分大学生，虽然接受高等教育，但由于受成长环境
的影响，自身素质并不是很高，虽然在现实生活中表现的遵守道
德和规章制度，但在网络空间中，就暴露其本性，低素质暴露无
遗，肆意谩骂讽刺，发泄自己的情绪。 

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对网络流行语挑战的策略 
（一）巩固文明网络流行语对大学生价值观的积极影响 
1、用“系列讲话”倡导的主流价值观引领网络文化 
“认认真真学习、老老实实做人、干干净净干事”，这是习

总书记在北大进行重要讲话中的内容,指导每个干部应当从我国
实际国情出发，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为建设中国伟大
事业做贡献。作为大学生，我们必须了解党和国家的 新方针，
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坚持跟党走。 

2、用“两会热词”体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武装头脑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

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身也是两
会热词，而众多“两会热词”也都包含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精神。 

（二）遏制不良网络流行语对大学生网络道德意识的腐蚀 
1、提高大学生对网络流行语的分析鉴别能力 
教育者应当及时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提高大学生文化素

养和自身素质，提高其辨别网络事件的能力。 
2、引导大学生规范使用网语 
国家机关应明文规定限制网络流行语的使用；教育者应当从

大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及时加以引导和教育，使其自觉遵守网
络道德，规范使用网语。 

3、帮助大学生养成文明的网络行为习惯 
大学生自身应注重培养网络文明素养，要遵纪守法，自觉维

护网络秩序，文明使用网络，那么不文明、不道德、不合法的网
络行为也会失去其生存空间。 

（三）优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所处的网络语言环境 
1、增强校园网络监管力度，优化校园网络语言环境 
（1）加强校园公共网络平台的监督和管理，营造健康环境。 
（2）大学生从个人做起，主动规范个人行为，优化网络交

流平台环境。 
2、有针对性的开展校园网络文化活动，营造健康、积极的

网络文化氛围 
（1）举办与网络流行语相关的学术讲座 
（2）开展新闻事件类网络流行语的辩论赛或研讨会 
（3）举办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帮助大学生释放压力 
网络流行语是社会各种因素糅杂在一起而产生的新现象，深

深影响着当代大学生，这就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机遇
和挑战。因此，教育工作者应当抓住机遇，用文明的、符合社会
主流文化的网络流行语充实大学生的思想，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
发展；还要加强对网络的监督和管理，净化网络空间，为大学生
提供舒适、洁净的网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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