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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新时代

的中国青年迎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正处在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

既面临着建立功勋，成就大业的人生际遇，也面临着新时代的担

当使命。“广大青年要肩负历史使命，坚定前进信心，立大志、明

大德、成大才、担大任，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让青春在为祖国、为民族、为人民、为人类的不懈奋斗中绽放绚

丽之花。”[1]习主席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即激励着广大青年不畏艰

难拼搏奋斗，又赋予青年做事敢于担当负责的时代要求。对青年

大学生进行责任担当教育，有助于培养适应社会要求的、自觉承

担责任的时代新人，这一过程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是符合新时

代发展环境下的必然趋势与培养高质量人才的必然要求。

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网络技术被应用到人们

的生活中，与人们的生产和沟通方式息息相关，人们的思想观念

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网络文化。网

络文化覆盖于人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将网络文化从多种

角度划分为网络文化活动、网络文化观念、网络文化方式等[2]。

网络文化内容丰富多彩，更新迭代较快，深深的吸引着青年大学

生这群朝气蓬勃的群体。随着两者联系的愈加密切，挑战也与日

俱增，如政治价值观的挑战、道德价值观的约束、传统文化观的

传承等，这就要求对大学生进行责任担当教育时，要充分考虑网

络文化对青年大学生思想观念的影响。

1  网络文化对大学生责任担当的影响

1.1大学生在网络文化活动中缺少敢作敢为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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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网络的虚拟性，加之一些网络文化活动在形式上不要求

实名认证，让大学生们更愿意在这个不受现实世界影响的“自由

之地”表达自己的态度、情感、诉求。而这也大大降低了大学生

们在网络文化活动中的自我约束力，特别是在一些不良商业资本

的运作下，在“法不责众”和“从众心理”的影响下，大学生们

很容易在网络虚拟世界中发表一些过激、不负责、缺乏理性的偏

激言论，或使用不文明的文字或符号，在不知不觉中化身“键盘

侠”。而他们在发言时似乎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想当然地以

为互联网具有很好的“掩护”作用。当出现他们不想面对的问题

时，往往又采用“退网”的举措，逃避网络，不敢承认错误、承

担责任，不敢面对与自己不同的声音。虚拟的网络世界导致大学

生道德意识弱化，缺乏敢作敢为的勇气。更有大学生在多平台注

册多个账号，甚至私自盗用他人的帐号，营造众多虚拟“假”身

份，将自己沉浸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在网络世界中豪情万丈，而

在现实生活中缺乏敢作敢为的精神，此类行为都是不道德、不作

为、不敢担当的行为，网络文化活动中大学生缺乏责任担当的问

题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1.2大学生在网络文化观念上缺乏勇于拼搏的担当

大学生受人生阅历、知识水平、社会认知以及多元化网络观

念的影响，甄别复杂信息和正确思想观念的能力不强，极易受到

蛊惑，在非理性、情绪化的情况下很容易被别有用心之人带偏节

奏，形成错误的认知，乃至做出错误的行为。近年来，由于人们

社会压力的不断增大，不同层次的社会竞争导致社会“内卷”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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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严重，各行各业都在“内卷”。这种现象在大学生群体内，

主要体现为“学历卷”。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在大学毕业时选择

考研提升学历，考研报考学生近几年持续增长。不管是对于考

研学子还是选择步入社会的大学生们来说，在遇到来自各种社会

压力后，网络往往成为他们一吐为快的倾诉地与寻找同病相怜伙

伴的聚集地，一些消极的网络文化观念正在形成并广泛传播，

并得到大学生们的“积极”回应。如“躺平青年”、“佛系

青年”等……这些“青年”是指人在面对生活、学业的压力

面前，选择忽视问题、没有拼搏奋斗的动力，不追求更好的生

活，也不去改变现状，这种网络文化观念逐渐形成一种特殊的

文化——“丧文化”[ 3 ]。伴随着这种“丧文化”不停向当代

青年灌输“躺平”有“多香”的观念，享乐主义，奢靡主

义的观念也不断冲击着大学生的思想观念，让青年大学生们迷失

于网络当中，再也不想拼搏奋斗，降低学习热情，严重破环学

风。这种主动选择放弃的态度，对国家未来高质量发展与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十分不利的。

1.3在网络文化方式上缺少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担当

网络文化在方式上的创新包括网络语言文字的创新，网络新

兴节日的创新等。大学生自身的思想观念不成熟以及受国外文化

的影响，他们很容易分辨不清“网络创新”的好与坏。以网

络语创新为例，随着00 后网络流行语的不断盛行，谐音梗和缩

写也逐渐火爆，从前几年的“神马都是浮云”语言平铺直叙、

简单易懂，逐渐转变为“y y d s”、“x s w l”等难以理解的交

流“密码”。凡此种种，失去了古人的“但见丹诚赤如血，

谁知伪言巧似簧”的一针见血，失去了中华语言的传统韵味。

不止于对语言传承上的缺失，一些大学生盲目追捧如“钢铁

侠”、“美国队长”等外国的超级英雄；音乐只听“潮流”

的日韩歌曲，欧美歌曲；服装鞋包以“阿迪”、“耐克”为

尊贵，甚至牵涉上“裸贷”都要购买相关产品；圣诞节、万

圣节等西方节日的盛行更体现了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国产品

牌嗤之以鼻，凡此种种，都是大学生缺少文化自信的表现，缺

乏对传统文化传承的责任担当。

2  网络文化对大学生责任担当影响的问题分析

2.1大学生缺乏家庭与学校正确的引导

网络文化活动所导致大学生缺乏责任担当的问题，说到底还

是网络的虚拟性这种根本性质所导致，网络文化活动具有虚拟

性、开放性的特点，但虚拟不是虚幻、虚假、虚无，开放更

不是无法、无理、无秩序。网络文化活动是现实活动中的延

伸，大学生是在文化底蕴深厚的高等学府中接受教育的群体，

他们学习着最高级的理论知识体系，吸收着图书馆书籍中知识精

华，享受着国家给予青年学子们最好的学习环境与条件，他们

本应该是网络中素质较高的一众人，在网络发言中理应争当表

率，树立青年大学生笃志好学的积极形象。然而，一部分素质

较低、缺乏担当的大学生群体在网络上的种种劣迹也恰恰反映了

部分大学生思想偏激，性格孤僻等问题。这与学校、家庭在学

生成长过程中没有正确的引导，缺乏对大学生人格的教育与品格

的塑造，忽视学生错误的思想观念等关键问题密切相关。另一

方面，随着疫情管理的常态化，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活动转移至

互联网中开展，而这也代表活动的宣传范围更广，参与群众更

多，但有些平台没有完善的相关制度，舆论监督处罚的缺失导

致虚拟网络文化活动的种种乱象。

2.2大学生未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

“躺平族”的问题说明青年大学生对国家未来发展形势不够

清晰。在物质较为富裕时，人们可以选择自己较为喜欢的生活

方式，以相对舒适的工作频率生活。然而，“躺平族”显然

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有很多不利的一面，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面临

着人口老龄化等诸多方面的挑战，实现高质量的发展离不开青年

大学生创造性的贡献。相较于“未富先老”这一特殊历史背景

促成的客观趋势，“未富先躺”这一现实问题带来的主观倾向

同样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希望，正在

青年学生身上，只有青年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思想才

会引领行动，大学生才会真正践行艰苦奋斗、勇于拼搏、敢于

斗争的精神。梁启超先生于1900 年创作的《少年中国说》，指

出“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

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更加说明了新时代的青年需要有责任意识与勇敢担当，需要有直

面生活与问题的勇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一代又一

代的中国青年的矢志不渝接力奋斗。正是因为广大青年学子没有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功利化的追求目标，才会被网络上消极

的观念所影响，才会误入“躺平”的骗局，偷懒耍滑，不求

上进。

2.3新时代的网络背景下大学生缺乏文化自信

当今世界正处于全球化飞速发展时期，各国相互依赖，相

互依存的程度日益加深，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深入人心。多元

文化在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文化冲突和文化

认同问题，青年大学生群体是与互联网共同成长起来的一代，

一些青年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偏差，让文化自信面临挑战。有些

青年误以为传统文化就是封建文化，就是应该被西方文明替代的

东方文化糟粕，对传统文化持一概否定的态度，这就导致这些

人的思想失去了根源，不自觉地追随着西方的文化热潮，甚至

产生了“文化自卑”的心理，这便是新时代的网络背景下大学

生缺乏文化自信的原因。缺乏文化自信导致青年大学生在观念上

就拒绝主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没有“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文

化韵味，更没有传承古人光明磊落、鞠躬尽瘁的君子担当。

3  如何在网络文化背景下加强大学生的责任担当

3.1 学校与家庭应引导大学生明确形势，主动担当作为

网络让偌大的地球变成了“地球村”，信息来源逐渐多样

化，而如何在众多的信息流中汲取有效信息，就是要靠学校与

家庭共同引导大学生正确把握当前我国各方面的形势。如果没有

正确的意识和方向，大学生就很难在社会激烈的竞争中寻找方

向，思想观念就会有所动摇，就容易受网络文化观念的影响，

人云亦云，没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与辨别是非的能力。只有充分

把握未来发展形势，才能培养出国家所需要的人才，只有引导

学生正确把握机遇，大学生们才能更好的适应这个纷繁复杂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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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因此，必须积极引导请青年大学生们了解世界的形势，中

国的形势以及未来新趋势，从新形势中分析出我国缺少怎样的人

才，引导学生主动担当作为，到祖国需要的岗位中去，到祖国

需要发展的地区中去，努力把握发展机遇，为国家的发展贡献

自己的青春力量。而想认清当前的国际形势，就必须要主动走

出校园，走入社会，关注社会，关注时事，学校要充分给予

学生这样的机会，让学生得到足够的锻炼，家庭要配合学校进

一步引导学生认清自我，审时度势，为国家奉献青春力量，勇

于担当，敢于作为，成为国家之栋梁之才。

3.2大学生应树立正确价值观念，全面提高自身综合素质能力

“青年要把正确的道德认知、自觉的道德养成、积极的道德实

践紧密结合起来，不断修身立德，打牢道德根基，在人生道路上

走得更正、走得更远。”[4]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勉励新时代中国青年锤炼品德修为，树立正确人生观、

价值观。一个人的德行、品行就好比木之根、水之源，只有不断

修身立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实现海纳百川。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念，是大学生干事创业的基础，而在树立正确价值观念的基础

上，要想全面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就要明确当代大学生要提

高哪些方面的能力。我国多年的教学实践经验证明，全面提高自

身综合素质，就要落实到政治思想素质、科技文化素质、心理品

格素质和身体素质四大方面。而这四方面，又与网络信息文化对

大学生的影响息息相关。在政治思想道德上，大学生就要着重培

养自身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不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网络世界中，

都要做到敢作敢当，对自己所做所言负责。除了要培养大学生事

业心和责任感以外，还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和脚踏实地的品格。

青年大学生作为国家发展与事业前进的主力军和生力军，是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要力量。因此，面对来自网络不同的文化，

只有拥有正确的价值观念才能分辨是非，抽丝剥茧，去其糟粕，汲

取精华，才不会被各种新兴观念所左右；只有提高大学生的综合

素质能力，广大青年才能追求更有高度、更有境界、更有品位的

人生，才能让清风正气、蓬勃朝气遍布全社会，让青春成为中华

民族生气勃发、高歌猛进的持久风景。

3.3“互联网+传统文化”深度融合，增强大学生文化自信

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出优秀的文化结晶，近百年来的

上下求索，形成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文化自信这是

中华民族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

涵养中华文化最肥沃的土壤，源远流长，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根本

基础。文化自信从历史中来，青年大学生要结合新时代下的网络

文化背景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在现代的传播当

中面临着诸多危机，比如没有传承人、缺乏创新动力、没有受众

群体等。因此在打造青年大学生的文化自信时应该着重推进文化

与互联网的融合，如河南卫视的《洛神水赋》，将传统文化与水下

表演相结合，颠覆对于传统文化认知；再如《唐宫夜宴》，将舞台

与互联网深度融合，让虚拟影像与现实舞台交相呼应，演员们动

作俏皮，穿梭于莲鹤方壶、贾湖骨笛、簪花仕女图等国宝级文物

影像之间，运用使用先进的3D和AR技术，让观众们身临其境，留

下深刻的印象。除此以外，传统文化与互联网的结合在三星堆遗

址中又有所体现，考古全过程进行了网络直播，让传统文化以更

新颖的形式传播在互联网上，网友的热情关注与激烈讨论也让与

三星堆有关词条屡屡登上热搜。这背后反映了人们对国家文物发

掘、保护、传承的重视，折射出当今国民文化自信的提高。对于

中国，历史的航船已经驶入“世界历史”的广阔海洋，“文化的对

话”成为必然和必须。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要吸收和借鉴人类

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从而进一步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信，让其

主动担当起文化传承的大旗！

4  总结与展望

对大学生进行责任担当教育，是符合新时代发展环境下的必

然趋势与培养高质量人才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担当和作为是一体的，不作为就是不担当，有作为就要有担

当。做事总是有风险的。正因为有风险。才需要担当”。培

养大学生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担当意识与责任，要提高“互

联网+ 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信、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念，培养他们辨明世界形势的能力、主动担当作

为，唯有如此，大学生们才能在这张“信息网”中跳出来，

独立思考，理性的辩证，让互联网为人所用，高校才能培养出

顺应时代发展的社会型人才，国家才能实现高质量的发展与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青年大学生才能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中展现新

担当，新作为，谱写时代的华彩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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