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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亚文化融入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李　贺

（西京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3）

摘要：近年来，随着《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改革

方案》《“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方案》等文件的出台，

互联网已成为高校思政教师教学工作开展的重要平台。青年亚文

化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形态，由青年群体创造，与传统文化、

主导文化对立统一，对当今大学生思想道德、情感认知等方面的

培育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此，本文从网络青年亚文化的

内涵、特点出发，探寻其与网络思政教育教学的切入点，希望为

广大教育工作者后续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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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亚文化具有独特的价值判断与话语表达体系，其丰富的

内容、多元化的表达方式也是当今青年群体内心面对实际问题的

真实展现。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形态，青年亚文化对大学生

价值判断、主观意识有着不同程度上的影响，加之文化传播速度广、

载体丰富等特点，更容易被大学生群体所接受。

为此，作为学生发展路上的“指明灯”，高校思政教师要全

面解读青年亚文化的特点，分析其对当今大学生情感认知的影响，

因势利导将其融入高校网络思政教育中，完善课程结构的同时，

最大限度地增强网络思政教育价值引领的实效性。

一、青年亚文化的基本特征

从字面意思来看，青年亚文化主要由青年、亚文化两个部分

构成。青年就是指 14-35 周岁的群体，这一阶段他们的思想认知

处于高度分化状态，面对某一事物往往会迸发出多个观点，而这

也促进了亚文化的产生。

亚文化，是一种相对主流文化而言，只在某一区域或是某一

集团进行传播的一种小众文化，虽然地位比不上当今的主流文化，

但其往往会依赖某些主流事物进行传播，并在此过程中形成多种

特殊的文化样式。青年亚文化主要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一）自我表达性强

互联网作为学生日常学习、交流沟通的重要媒介，也成为青

年亚文化自我表达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在多元青年亚文化的影

响下，大学生开始利用社交软件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通过图文

并茂的方式向他人展现自己生活中的美好。

同时，一些以“青年亚文化”为主的娱乐节目（《今晚 80 脱

口秀》《吐槽大会》）也纷纷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他们将复杂的

文化现象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向所有人展示当今青年群体的喜怒

哀乐以及亚文化的核心内涵。

（二）内容多元化

青年亚文化的特点在于能够通过不同文化形式反映当今社会

现象，并以此影响当今主流文化。传统文化虽然蕴含着丰富的哲学、

情感，但“死板”枯燥的讲授模式，使得当今青年群体很难集中精力，

加之互联网技术、多元文化的冲击，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之间也形

成了一种“文化疏离”。

青年亚文化是在社会转型发展期青年群体面临生存压力、贫

富差距、教育危机、心理失衡等矛盾的状态下产生，以“表达、抗争”

为主要特征，相比于传统的“父辈文化形式”，青年亚文化内容

更加丰富，如：通过自嘲、戏谑所产生的“吐槽文化”；以对完

美主义、正能量追求所产生的“心灵鸡汤”。与主流文化不同，

青年亚文化由于缺乏完整的逻辑架构，碎片化的文化内容往往只

存在一段时间就会被新生文化所取代。

（三）互动方式多样

当今时代背景下，多元化的媒体技术让“世界更小”，人们交流、

互动更加频繁，从最初论坛、贴吧到如今的微博、微信、实时弹幕。

在现实中的陌生群体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交流，找到属

于自己的“亚文化部落”，从而更好的表达自身情感。

二、青年亚文化对网络思政教育的影响

（一）青年亚文化弱化了思政教育成效

无论是线下思政教学还是网络思政课堂，其目的在于知识的

传授。枯燥乏味的教学氛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思维的发散。

青年亚文化作为一种新兴文化现象，更多地是表现当代青年人现

状及心理，内容的多元化使得文化形态并没有被束缚，因此更受

当代大学生欢迎。

但网络上鱼龙混杂，各种正面、负面也充斥其中，加之学生

思辨意识的不足，难以进行价值判断，从而影响自身情感认知。

例如：网上有些人为了获取关注度牟利，将原本严肃的话题故意

歪曲，编造成段子或微视频进行传播，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

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二）青年亚文化影响了思政教育载体

“首因效应”作为一种心理学概念，是指人们在了解某一事

物时往往会受第一印象的影响，而互联网作为信息传输的重要平

台，更新速度快、传播范围广，与青年亚文化高度契合。

一方面，青年亚文化的传播需要媒体技术的干预，传播方式

也多为线上，如，QQ、微信公众号、微博等社交软件。青年群体

可以随时随地利用手机获取一线新闻，并利用互联网技术的实时

性在线进行交流，从新闻八卦到流行元素探寻，多角度、全方面

的辐射更容易形成一种群体效应。

另一方面，处于青年阶段的这类群体，思想认知、价值观念

尚未成熟，主观意识的不足使得他们往往会受到各种文化现象的

影响，并在生活、社会、学校等多方面的引导下形成相对完善的

价值观念及行为规范。

但从目前来看，高校思政教师教育教学工作只停留在的校园

内，对互联网上的亚文化缺少有效的引导，导致部分学生在多元

文化的影响下，产生一种浮躁的心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校园

文化的形成。

（三）青年亚文化扰乱了思政教育本质

思政教育的本质在于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价值观念，作

为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性、意识形态的综合体现，亦是对社会、文

化的深层次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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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网络上常常会出现对社会政策或网络热点不满和进行

批判的言论，但并不会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法，加之享乐主义、自

我主义等西方文化的影响，青年群体的思想意识逐渐产生负面情

绪，这对思政教师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挑战。

三、青年亚文化融入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具体路径探究

（一）正面引导：发挥高校主导作用

网络作为青年亚文化传播的主渠道，亦是学生情感道德、价

值观念形成的“主战场”，高校思政教师在开展教育教学工作时

要立足学生发展实际，把握青年大学生价值观走向，通过对社会

发展、课程标准的全方位解读，充分发挥自身主导作用，加强网

络平台管理力度的同时，传递正确的舆论导向，弘扬正能量。

目前大多数学生处在“象牙塔”里，从未接触过社会的他们，

对事物的认知往往夹杂着大量的主观情感，很难对其整体进行考

量。

对此，高校可以发挥自身主导作用，借助互联网技术搭建校

园城域网，与其他高校共同搭建校园网络平台，对目前线上现有

的教学资源进行整合、开发，并与学生常用的社交软件进行对接，

打造网络思政教育专用通道，结合青年亚文化特点，定期上传一

些优秀文学作品与影视作品，鼓励学生参与进来，选择自己喜欢

的内容进行学习。

其次，高校思政教师创新教育教学模式，发挥古今中外名人

效应，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维护好网络意识形态话

语权。互联网背景下，传统的教学理念已经无法适应当代社会发

展需求，教师要立足学生视角，直面青年亚文化的特点，将网络

思政教育与亚文化特点进行融糅，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良好

的熏陶，自觉弘扬正能量。

不仅如此，教师还可以针对现阶段大学生情感认知，挑选目

前热点话题，并探寻其背后的蕴含的文化情感，以“爱国”为主

题开展相关活动，通过漫画、视频、VLOG 等形式将严谨的学科

道理与人生态度变得形象化、具体化，点燃学生学习热情的同时，

引导其正确看待当今世界局势，从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面对日

后学习、发展。

（二）积极引领：依托媒体技术优势

校园是文化孕育的摇篮，也是文化传播重地，而新媒体技术

的出现，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提供了多个渠道。为此，在新的时

代背景下，高校要充分发挥校园媒体的优势，引领学生正确看待

主流文化与青年亚文化的关系，并将其转化为属于青年大学生的

“国潮文化”。

首先，思政教师可以利用校园广播开展“校园之声”评选活动，

鼓励学生选择各种主题进行演讲，如“传统文化的传承现状”“青

年亚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等，营造一种文化氛围，使学

生理性看待传统文化。不仅如此，思政教师还可以设置多个文化

栏目，将传统文化与当今青年亚文化进行融糅，如：古代田园派

诗人与当今“佛系文化”，通过脱口秀、情景剧等形式引领学生

感受古人“不求闻达于诸侯”人生态度的同时，拉近其与传统文

化之间的距离，跻身于校园文化建设中，汲取更多的养分。

其次，教师还可以开设“校园文化建设”征集活动，让学生

自选区域，以传统文化 / 青年亚文化为主题布置校园环境，并采

用线上投票的形式，对学生作品进行打分。

同时，高校还可以聘请文化学者到校担任客座教师，对学生

作品背后的文化进行点评，营造文化育人氛围的同时，充分发挥

文化的隐性教育功能，从而促进学生情感、认知健康发展。在开

展多种校园文化的同时，要正确引导，打造良好校园文化氛围。

（三）保驾护航：完善思政教育体系

当今各式各样亚文化充斥在学生周围，这样一个冗杂的文化

环境下，各位青年“看客”很难去辨别这其中的真假，只能根据

网络中言论引导掌握零零碎碎的信息内容，对事件整体往往会怀

有迟疑的态度。

为此，高校思政教师要深度挖掘亚文化背后蕴含的情感，并

将其与学生日常生活、学习相融合，使其在实践中感知、感悟、接受，

从而达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

以“二次元文化”为例，作为一种风靡全球的青年亚文化，

其依靠精美的人物作画以及多种形式的优秀动漫作品深受广大青

年群体喜爱，但由于历史等因素的影响，一些人常常会将其与“中

日关系”相联系，并通过“引站”言论煽动网友参与到讨论中，

致使其包含的情感、文化也超过其原本的意思。

为此，教师可以将学生分成多个小组，让其通过讨论会、辩

论赛、线上、线下沙龙交流会等形式，探寻“二次元文化背后折

射的到底是什么？”并在此过程中培养良好的求实精神、探索精神，

以更加理性的视角去认识世界，正确看待青年亚文化所蕴含的文

化思想。

（四）自我改变：加强自我教育能力

“认识自己”是苏格拉底的箴言，也是当下青年群体对自我

内在层面的拷问与反思。当今青年大学生面临各式各样的压力的

时候，大多数人会打着“逃避虽然可耻但有用”的幌子沉浸在各

类亚文化中寻求一丝安慰。这虽然能够解决学生一时之需，但于

其日后发展层面来讲，这却是百害而无一利。

为此，思政教师要发挥自身主要优势，加强学生自我审视能力，

享受时代带来的红利的同时，始终牢记自身的初心与使命。对于

自身在网络上的言语和行为，把握分寸，懂得为自己的言行承担

责任，从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与远大的理想。

四、结语

大学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后继者，肩负着国家振

兴的历史使命。青年亚文化存在于大学生群体中，其多元态的文

化形式，对大学生情感认知、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培育有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作为学生发展路上的“指明灯”，思政教师要深度解

读青年亚文化的内涵、特征，在新媒体、主流文化、社会实践等

多方引导下，使学生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联系，弱化青年亚文化

的“宣传意味”，促进学生思想道德、情感认知的个性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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