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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实践

自媒体时代网络直播对大学生职业观的影响及对策探究
毕　越

（鲁东大学，山东 烟台 264025）

摘要：近年来，随着网络直播成本的降低，移动智能设备的

普及，大众的猎奇心理需求，网络直播的受众人群逐渐扩大。由

于其门槛低、观看内容自主度高，迅速吸引了大批大学生的注意。

本文通过调研了解大学生参与网络直播的情况，探讨网络直播对

大学生职业观产生的影响，引导大学生正确参与网络直播，掌握

行业相关的知识技能来实现人生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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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体一词是随着智能科技的发展而走进大众视野的。初期

阶段，人们更多是关注自媒体的社交功能，后来通过不断尝试，

发现了自媒体的经济价值，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从事与自

媒体有关的工作，自媒体经济时代也由此拉开了帷幕。近年来，

人们的阅读方式也逐渐从通过报纸、电视得到的全面性信息阅读

转化为通过网络等得到的碎片化、及时化的信息阅读。因此，新

媒体在现代社会已经呈现出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而直播行业也

作为一种新兴职业在蓬勃发展。在网络直播带来冲击下，大学生

的职业观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一、大学生参与网络直播现状分析

本文对鲁东大学的 560 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共收回有效问

卷 440 份，男生 236 人，女生 204 人；其中文史占比 60.5%，艺

术类占比 24.3%，理工类占比 15.2%。反映出该高校网络直播发展

的真实情况。

（一）参与网络直播的现状

自网络直播行业兴起以来，就备受大学生的关注和欢迎。大

学生不仅是观看直播的主要群体，也是尝试进行网络直播的重要

群体，网络直播可以让学生全面展示自己，同时又可以帮助父母

减轻家庭经济方面的压力。经调查显示，30.5% 的大学生曾参与

过直播。其中，5% 的学生直播过电竞游戏，6.5% 的学生进行过

轻聊类型的直播，17.5% 的学生进行过才艺直播和颜值直播，而

吃播类、音乐主播类则比较少。据调查所知，几乎全部的大学生

都曾观看过网络直播。这些都表明了大学生对网络直播的热情十

分高涨，甚至有不少学生表明以后想从事与自媒体相关的工作。

（二）网络直播平台的选择

根据近期调查结果分析，最受大学生欢迎的直播平台主要是

抖音，bilibili、淘宝等著名直播平台。其中，30% 的大学生喜欢在

抖音看各种直播；45% 的学生在淘宝上看各种带货直播，比如说：

李佳琦直播间等；20% 的人喜欢在微博上看直播，这类学生多为

追星一族，她们喜欢在微博上看明星带货的直播。其余的大学生

则选择使用其他平台，比如：快手、斗鱼、bilibili 等。同时据调

查所知，大学生的手机里不止有一种网络直播软件，而是多个直

播软件同时使用，这也表明了学生可以根据喜好选择各种网络直

播平台，同时会根据现阶段需求调整所关注的平台。

（三）大学生对网络直播行业的看法

据调查显示，79.82% 的同学认为网络直播是的工作时间比

较自由，没有固定的上班时间，能够自主安排自己的时间，是比

较舒适的行业。接近 70% 的同学认为网络直播行业的收入比较

高，主播们动辄几位数的收入让学生们跃跃欲试。另外 58.72%

的同学认为直播行业的工作环境较好，能够有较好的平台支撑自

己。42.2% 的调查者认为网络直播可以提供个人发展的机会，促

进个人发展，能够充分展示自己的才能。还有一些同学认为能够

应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工作稳定性较好。从数据来看，调查显示

79.82% 的同学表示看好网络直播的未来前景，只有 8.26% 的同学

认为直播行业比较困难，并不看好网络直播的前景。还有 11.93%

的同学并不关心网络直播的前景。

二、网络直播对大学生就业产生的影响

通过调研发现，网络直播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交方式，已经深

入大学生的生活，且对大学生的职业观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网

络直播是一把双刃剑，利用得当会对大学生的就业产生积极正面

的影响，反之则会造成消极的影响。

（一）网络直播对于大学生就业产生的积极影响

1. 更新大学生的认知方式

网络直播的突出特点就是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实现了人与

人之间的实时互动交流。这种通过视频直播的实时在线交流方式，

就是一种新的认知方式，即大学生通过在观看视频直播以及与主

播和观众的实时互动中形成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这种通过观看真

人实时在线直播而形成认知的方式，相较于以往网络查询信息的

认知方式来说，使认知事物的形象更加鲜活具体，更容易被大学

生接受和内化，对大学生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伴

随着认知方式的更新，大学生在网络直播中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

信息。

2. 丰富大学生的审美选择

网络直播作为互联网发展下的新型产物，给直播观众们营造

了接近于真实世界的虚拟空间，这种虚拟空间的真实创造为直播

观众提供了一种新的审美空间。网络存在着丰富的直播内容，各

种各样的直播内容也为大学生提供了多样的审美内容。这些内容

既有典雅的高端艺术也有通俗易懂的大众文化，包含了美的各个

方面。

3. 提升大学生的消费体验

网络直播消费相较于普通的网络消费来说，用视频直播的方

式和主播的详细讲解代替了以往的图片介绍，是一种高质高效的

消费方式。在网络直播中，大学生可以通过主播的视频讲解对所

要购买的商品有一个更加直观的认识，对商品的性能、特点和细

节等有着更加全面的了解。

4. 增加大学生的就业选择

近年来，网络直播的不断发展为大学生提前了解各行各业提

供了机会，也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和选择。其次，大学生在观看

网络直播的过程中，会接触到关于各行各业的信息，如记者直播、

工人直播、演员直播等。这些岗位人员的直播有助于大学生了解

到各行各业工作的不易，有利于大学生形成科学正确的择业观。

（二）网络直播对于大学生就业产生的消极影响

1. 片面认知理解职业

大学生群体多数生活在象牙塔中，对市场信息变化并不敏感，

很容易被一些虚假现象所迷惑。如今，像网红、主播、游戏测评

师等网络直播催生的新兴职业更是倍受大学生喜爱。由于大学生

缺乏社会经验，除实习之外没有更直接地参与职业体验，往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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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的认知理解多来自身边人。网络直播平台营造的虚假繁荣的

现象，导致大学生容易受到舆论信息的引导，从而尝试进入网络

直播的行业。学生群体缺乏对直播行业的认知，容易在跟风直播

后造成巨大的心理落差，甚至直接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这种打

击极可能会扭曲大学生的职业观，造成对职业的片面理解认知，

限制了对其未来的职业发展。

2. 功利职业价值取向

职业价值取向是职业观的核心内容，是职业决策的依据。大

学生只有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取向才能向理想的职业迈进。近年

来，网络直播的迅速兴起，直接催生了一大批“网红”及“网络主播”，

直播行业对学历没有限制，只要颜值高、才艺多、看点足，借助

手机、电脑等简单的设备就能获得百万粉丝的追捧，获得不菲的

经济收入。主播们为吸引粉丝关注也经常在直播中“晒”一些奢

侈品、豪车等，这些都极大地冲击了学生群体还未成熟的价值取向。

网络直播行业成本低、高收入、时间自由的独特性也成功吸引了

大学生的眼球，让大学生看到直播光鲜亮丽的一面，因此很多学

生会在没有深入了解行业性质的情况下跃跃欲试，实际是没有看

到新兴行业存在的风险安全和不确定性。这种功利主义价值取向

会容易对大学生形成长远的职业观造成不利影响。

3. 淡漠职业伦理道德

大学生正处于职业探索阶段，对身边的一切充满好奇，大学

期间的经历也将直接影响着职业观的形成。当前网络直播行业由

于缺乏严格的市场监管，主播们的素质良莠不齐，直播内容与形

式更是鱼龙混杂。部分主播为博人眼球，吸引粉丝流量，甚至不

惜传播暴力低俗、边缘擦边等内容，扰乱网络秩序、污浊网络空间。

甚至有网络主播为提高平台收益，抢占市场份额，通过采用不正

当竞争手段来伪造观看人数、购买粉丝量、“刷人气”等，导致

市场乱象频频出现。有些主播不分场合等因素进行现场直播，使

得私人领域逐渐公开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他人的隐私，这

些都是职业伦理道德失范的表现。而大学生由于没有经历过真实

的职场，缺乏一定的社会经验，往往对职业道德的严格要求和规

范不够了解，不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逐渐导致职业伦理道德淡漠。

三、应对网络直播对大学生就业产生影响的策略

（一）政府制定出台相关法律政策

政府应加快制定网络直播行业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加强平

台的监管力度，充分利用多种途径落实网络直播平台责任人制度。

当前，各大直播平台为了面对竞争激烈的直播带货市场，通常会

利用各式各样的包装手段来持续增加、巩固话题热度，增加浏览量，

从而吸引广告商注意力因而换取高昂的利润收入。面对直播行业

飞速兴起所暴露出的乱象，相关政府部门应视情况调整制定相应

的法律政策，通过强硬的手段来严格管控网络空间，坚持标本兼治、

管建并举，坚决抵制网络直播的不良发展。

（二）平台建立自我完善管理制度

一是网络直播平台应实时加强对直播内容类别的监管，对直

播内容实行分级管理制度，加强对主播低俗化的监管，提高网络

主播的从业门槛，通过入职培训，业内日常培训等多途径提高主

播的个人素质。要从源头上解决直播低俗化的倾向，就要从改变

单一的依靠粉丝“打赏”的盈利模式做起，为直播增加文化内涵。

二是各平台要配备充足的审核人员，平台要开展信息发布审核和

实时巡查，如若发现有害信息，应当立即采取处置措施，并实时

更新内容。平台用户可随时台举报并反馈不合规范的直播行为，

经过审核查证属实的用户将会得到相应的奖励，个人用户也可以

直接向管理部门举报平台监管不力的行为。

（三）高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导学生就业，开展职

业指导

1. 学校开设就业相关课程，开展职业指导

高校毕业生是我国宝贵的人力资源。毕业生人数逐年增多也

加剧了青年人的就业压力。面对严峻复杂的形势，高等学校要积

极开设就业相关课程，让学生提前了解社会就业形势，培养学生

正确的就业观念和就业心理，从而能使大学生更从容的应对就业

压力。另外，学校也要加强对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和训练，通过

开设相关创新创业课程，加强职业技能训练，使学生能够了解就

业现状，抓住机遇，直面挑战，提高个人本领，不断增加就业竞

争力。

2. 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开展课外活动

作为承担着培养人才任务的高校，在组织校园文化活动时应

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打造富有特色的校园文化宣传阵地，

以优秀的校园文化浸润学生心灵，引导学生健康成长。学校还可

以积极组织各种“第二课堂活动”，如文艺表演晚会、运动会、

益智类游戏比赛、文艺作品展览等活动，不断完善校园基础文化

设施建设，或以重大节日和纪念日为主题，开展特色鲜明、寓教

于乐的活动，充分发挥校园文化建设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

潜移默化作用，提升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不断丰富大学生的

课外生活，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实践能力。

3. 高校主动占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阵地

高校应主动占领网络直播的教学阵地，以学生关心的热点问

题为主题来设计教学内容，使网络成为开展思政教育、弘扬社会

正能量重要阵地。高校教师要在学习中掌握网络直播技术，依靠

网络来不断创造更多优质的网络直播内容，给直播注入更多的文

化活力，引导大学生自觉抵制网络直播中的低俗内容。高校应综

合运用信息技术手段，不断加强校园网的监督和管理工作，如建

立师生网络信息员和舆情联络员制度，严格落实新闻稿“三审”

制度，同时在校园网服务器中安装过滤不良信息和广告的软件，

做好舆情监测收集工作，严防直播中存在的有害信息在校内网络

传播。

四、结语

网络直播作为互联网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大学生应当承担

起实现中国梦的伟大使命，树立正确的就业观，主动吸收正能量，

提高自己的信息辨别能力，自觉抵制负能量，不盲目从众，不断

提高自己的网络素养。认真学习国家出台的法律及规章制度，增

强法律意识，预防和减少犯罪发生。合理分配在校时间，提前规

划自己的职业生涯，努力提升专业技能，实现精准就业。用人单

位和高校也应利用网络直播的优势，不断挖掘就业渠道，开展职

业培训，为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提供支持，营造健康的网络

直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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