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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网络泛娱乐化思潮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及对策
程胜男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1228）

摘要：互联网时代下，网络泛娱乐化表现愈发明显，部分大

学生逐渐摒弃历史的严肃，信仰的坚定，沉浸于短暂性的娱乐消

遣中无法自拔。网络泛娱乐化对大学生的价值观产生负面影响，

崩塌青年大学生的价值信仰、消解大学生的理想信念，侵蚀大学

生的道德准则。因此，从主流媒体的话语权、大学思政课堂的影

响力以及大学生主体价值观三方面入手，抵挡网络泛娱乐化对大

学生的负面影响，帮助大学生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以此形成对

主流价值观实现从知识体系到信仰体系到行为体系的转化显得极

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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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络泛娱乐化的表现及当代大学生的特征

在当今时代，网络已成为传递信息的主要渠道，也逐渐成为

塑造大学生价值观不可或缺的载体。网络是把双刃剑，控制在一

定的范围内，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一旦凌驾于这个范围之上，

过甚的娱乐化趋势将危害社会，致使走上极端。泛娱乐化既是如

此，泛娱乐化的“泛”是指“过度、泛滥”，其以“娱乐”为标

杆，将政治、历史、文化等全都以过度娱乐化的方式展现给受众，

网络泛娱乐化是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一种危险信号，可能对主流

意识形态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与消解。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许多

新问题新争端往往在网络中出现并逐步增加，许多错误的思想动

态也都是在网络的温床生根发芽。现如今网络已经进入泛娱乐化，

信息量倍增，为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成为了一些不良思想的温

床，这些不良思想若是得到大范围的传播，很容易影响受众的价

值观，尤其是对于未成年人影响甚大。虽然很多短视频、搞笑段

子能在一定程度上释放快节奏生活下人们心中的苦闷与压力，但

是低俗不应该成为大众追寻的标准，纯粹的感官娱乐并不等同于

精神层次的满足。因此，对于一些网络媒体为了获取自己私利，

从而通过低俗的作品满足受众需求，从而潜移默化影响受众价值

观的现象，要特别重视。

“00 后”的大学生，独立意识更加明显，他们渴望摆脱家庭

和学校的束缚，寻求新的、有自我特色的对人生和社会的认知。

然而，这个阶段的大学生处于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重要时期，具

有极强的猎奇心理，非常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尤其是网络环境的捆

绑和束缚，在资本与娱乐相结合的过程中，在互联网渠道的推动

与促使下，娱乐自身的价值意蕴和意义被曲解，导致部分大学生

在自身价值观的塑造方面出现歪曲甚至病态的情况。大学生作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其价值观好坏的塑造将会对社会

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产生长足影响，因此对泛娱乐主义的特征及

其对大学生价值观形成所带来的影响进行研究，引导青年树立正

确价值观显得尤为必要。

二、网络泛娱乐化思潮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

在新媒体时代，如波兹曼一类的学者都表现出了对泛娱乐化

的担忧。各种直播 APP 以及网红为了吸引流量，引爆热搜，滥用

政治术语，制造文化争端、借历史事件打擦边球的情况不在少数。

而且新媒体具备着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受众跨越大等特点，

且新媒体的文字、视频以及图片等内容当中呈现出了过度的娱乐

化现象，脱离了民众的实际生活，制造出各种制造矛盾的话题，

靠噱头吸引人关注，容易使大学生的价值观产生紊乱。

（一）崩塌大学生的价值信仰

个人以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去面对社会与生活，这是一个需要

外界引导，加之自我选择的过程。生活在网络泛娱乐化思潮下的

00 后大学生们，对电子游戏有着狂热的痴迷，对二次元文化有着

天然的亲近，对流量明星有着无限的追求。泛娱乐化思潮下，为

吸引媒介使用者，部分新媒体从业者在制作内容时很少思考文化

内涵与价值观方面的问题，在对作品进行加工时并未进行深入思

考，针对人们的猎奇、看热闹等心理，使用漂亮的图片和酷炫的

视频吸引人的注意力，缺乏一定的文化素养，略显低级趣味。在

这样的网络环境当中，独立思考与理性思考能力较弱的大学生，

极容易被某些偏离价值观的言论带偏，甚至在部分新媒体从业者

的作品当中，缺乏对现实的考究，对历史没有怀揣着敬畏心理，

导致其内容偏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离了民众的原则，影

响了大学生的价值观塑造。如此种种，皆是因为价值观的冲击，

导致信仰不坚定，而一旦价值信仰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

就会得“软骨病”。真正的青年一代，一定是挺直脊梁，在是非

曲直面前分清对错，维护民族尊严，而那些得了“软骨病”“肌

无力”的人，迟早会栽跟头。价值导向不健康的东西，越是搞得

精巧，就越容易在不知不觉中腐蚀大学生的灵魂，这些文化和价

值观念的传播，导致大学生主流价值观认同出现危机，信仰崩塌，

毫无坚定之言。

（二）消解大学生的理想信念

处于消费主义场域的网络泛娱乐化中，部分学生忽视了自己

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责任意识，忘记新时代青年的使

命与担当，没有家国情怀，逐渐成为消费主义的代名词，丧失个

人的主体性和理性。游戏充值、直播打榜、偶像应援，不亦乐乎，

他们不再以人的社会价值为重，错误的以为满足个人私欲即是在

实现个人价值。在这种消费主义和功利主义漩涡的冲击下，部分

大学生逐渐掉进了极端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圈套中，在一个不关心

政治与时事，漠视社会发展与进步的狭隘空间中自娱自乐，他们

不理解为什么有人会牺牲自己的利益而成全他人，他们想不通为

什么黄文秀放弃国家电网的工作而选择去做扶贫书记。他们的生

活中已无榜样，只有镁光灯下的“偶像”。人不需要偶像，人需

要榜样。我们需要的并非是“花拳绣腿”式的偶像，也并非是妆

容精致、举手投足都彰显贵族气息的“偶像”，我们需要的是脚

踏实地、一心一意为了国家繁荣昌盛、民族伟大复兴而无私奉献

的榜样。深以为然，我们这个国家，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

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

国的脊梁，我们需要的则是这样带领我们冲锋向前的榜样。很显然，

在网络泛娱乐化思潮下的影响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受到

腐蚀，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正在逐渐世俗化，他们鲜有为民请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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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多的是无视社会发展的旁观者。

（三）侵蚀大学生的道德准则

泛娱乐化现象耀眼的表象背后，掩藏着一些大众媒体娱乐营

销的逐利本性，这种本性使网络媒体表现出为了爆点和热搜制造

无底线新闻的特征。一些网络博主近乎疯狂的扒明星私生活，甚

至延申到对科学家、文学家等私生活也不放过，并以热搜数据的

爆炸性增长为乐。在这些热搜的信息当中，大多数都是过度娱乐

化的信息，对大学生百害无一益。由于大学时期的学生心智发育

尚未完整，且处于价值观塑造的关键时期，由于缺少分辨能力，

很容易被这些热点信息所左右，渐渐内化在个人思想当中，产生

不良影响，对大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准则造成阻碍。在泛娱乐化

的社会环境当中，部分从事网络媒体相关工作的企业与人员，都

为了所谓的“热度增长”与“粉丝增长”抑或是“变现能力”而

制造着许多网络信息垃圾，大学生渐渐在这种网络氛围当中，也

会逐渐变得焦虑，道德准则难以得到有效提升。

三、网络泛娱乐化思潮下大学生价值观的引导及对策

综上可以看出，网络泛娱乐化中体现出的历史虚无主义、消

费主义、利己主义掩盖了人们的娱乐本义，以娱乐一切的形式让

人们陷入陷阱之中。部分大学生受此影响，忘记了道德准则，忽

略了历史的严肃，脱离了主流价值体系，消磨了坚定的理想信念。

因此加强大学生在泛娱乐化思潮影响下的价值观教育引导是目前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

（一）加强利用互联网渠道对大学生进行历史观教育

历史观是人们对社会历史的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历史观是

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当前大学生的

历史观教育尚且不够，四史教育暂未入脑入心，同时面临着多种

文化思潮、价值观念的冲击，特别是网络泛娱乐化思潮裹挟下对

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污名化，对历史的淡薄与遗忘，会潜移默

化地削弱我国大学生历史观教育的有效性。因此，在这种挑战之

下，我们要注重培育大学生辨别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倾

向的能力，着重树立文化自信和自觉。网络是一把双刃剑，正确

并充分利用新媒体、互联网渠道来进行历史观教育，可以最大化

网络的益处。首先要提高主流媒体的技术水平，跟上新技术改革

的步伐，牢牢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扩大主流媒体的影响度。其

次要加强互联网治理力度，将网络上虚假历史观的宣传扼杀于萌

芽状态，提高互联网内容质量建设，完善准入机制，加大审核力度，

对外表披着“揭秘”历史真相外衣，实则哗众取宠或歪曲历史材

料的现象进行大规模整改和纠正；最后要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

推动网络法律法规的完善，充分利用大数据平台信息采集机制，

抵制泛娱乐化倾向，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和网络空间，牢牢

掌握主流媒体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和主动权。

（二）加大思政课对大学生价值观方面的教育引导

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高校是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的主阵地，担负着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

要任务，思政教育方法要坚持灌输性和启发性的统一。当大学生

失去了自行掌握主流价值观的能力后，高校便需要动用其“灌输性”

功能。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出发，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化学生，并以此指导学生的实践活动，这是抵制网络泛娱乐化思

潮下隐含的对大学生意识形态负面效应的重要途径。在这一途径

中，高校思政教师则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思政课是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的主渠道，思政教师要为学生扣好成长成才的第一

粒扣子，就得自身先“信马”，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加强师德

师风建设，关切学生的思想行为动态，引导其走出泛娱乐化的误区，

拧紧学生思想“总开关”，防止精神“软骨病”，在课堂上加以

良性的引导。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把道理讲透、讲深、讲活，

要让学生实现从知识体系到信仰体系到行为体系的转化。比如在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中，第十

章第三节第一目，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

本制度，这一部分的教学即可和学生在网络中常出现的意识形态

错误相结合，进行针对性引导。也可在《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中，

关于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部分，进行启发性教育，从而达到提升

大学生精神境界，塑造理想人格的良好境况。

（三）强化大学生主流价值观意识

社会“共意”的瓦解会带来价值秩序的崩塌，而一个人人趋

之的价值共识则是社会的安定、健康、有序发展的必要条件，主

流价值观对个体的行动起着引导和凝聚的作用。当今社会有很多

大学生在主流意识的驱使下，一次次在社会需要的时候冲在前面，

做在前面，充分展现“00 后”的风采，在这种精神的背后，无不

凸显着主流价值观的核心力量。因而，强化大学生主流价值观意

识，筑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念是十分重要的。互联网时代下，

大学生既是信息接收者，又是信息传播者，通过现代化的信息传

播手段，让大学生实现从娱乐消遣向精神享受的质的飞跃，就要

强化对大学生价值观的正面引导，提高大学生在众多价值取向和

文化思潮中的选择能力。在如今这样一个思想观点多元化、价值

观混乱的局面下，如需网络在发展中起到正面、积极的作用，就

要注重在网络世界中培养主流意识形态，寻求大多数人的认可。

良好的价值观有助于大学生提高道德情操，坚定理想信念，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观念意识形态，囊括了优秀传统精神、

革命精神、现代精神，符合不同个体、群体的利益诉求，能够有

效整合多元意识形态，是能够带领人民积极向上、奋发有为、团

结协作的精神力量。因此，大学生的价值观必须在遵循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前提下，坚守主流文化的价值阵地，摆脱被网络戏

谑的泛娱乐化命运。漫漫人生路，方向不可偏，唯有树立正确的

价值观，才能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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