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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层化视域下大学生思政教育的困境及出圈路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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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学生圈层化是当下大学思政教育的难题，有六成大学生都参与了圈层，且有四成学生是参与了泛娱乐化的“饭圈” ，长期

的圈层负面思想会影响学生认知价值观，需要思政教育者及时进行教育引导。但圈层的封闭性、单一性、新颖性会让大学生沉浸于圈层

内容而无暇顾及社会核心价值观和主流思想。大学思政工作者需根据大学生参与圈层的实际情况，尤其是低年级的思政教育上，进行及

时的管理和介入：建立关系、拓新教育模式、培养精英团队、给予软硬件支持后植入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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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高等教育过程中处于极为重要的

位置，承担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要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时而新。

随着新媒体技术高速发展，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遇到了新的难

题——圈层化。

现代青年人追求生活的多样性与个性发展。社会的开放性和

包容度增加，也让多种思想和社会元素充斥着社会，形成多种交

际圈，大学生群体中出现同类聚集现象，逐渐形成文化圈层。不

同圈层有不同的文化和观点，其特定的功能和聚集要求相对局限

和小众，圈层外的观点难以进入并产生影响，这对核心价值观的

传播和思想政治教育进入圈层具有一定难度和阻碍。

一、大学生圈层文化现状

（一）参与圈层基础信息

对 10713 名大学生进行调研，有 7066 名学生参与过圈层，参

与率达 65.9%。参与的模式有线上和线下两种。

（二）大学生圈层的类别及参与率高低

圈名称 饭圈 电竞圈 二次元圈 阅读圈 鞋圈 桌游圈 汉服圈 JK 圈 街舞圈 其他

参与率 41% 34.1% 28.5% 16.3% 16.2% 12.8% 10.5% 9.6% 5.1% 31.4%

在大学生中，圈层的种类非常多 ，其中参与率最高的就是饭

圈，达到了四成以上。所谓饭圈就是各种追星娱乐圈，他们甚至

还区分了“韩娱圈”，“内娱圈”，“欧美圈”，还有“某某粉

丝圈”……等，由此可见大学生当下的主流价值观还是会被社会

的表层炒作、噱头、享乐主义等泛娱乐思想所影响，以娱乐明星

为自己的偶像，进行过度的关注和参与。深度访谈中了解到，明

星的活动会让很多年轻人疯狂，更会让一些脑残粉失去理智。比

如西安的 TFBOYS 演唱会，有个别粉丝为买票甚至动用了家里人

的救命钱，特别的疯狂和不可思议。所幸，这样的人还是较少的，

圈层中这样无节制的粉丝有可能是一些低学历、没有经过很多文

化教育的青年，比如中学就辍学、无文化信仰和教育的青少年，

往往会被圈层内的不良思想侵蚀。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还是会

有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虽然追星，但是不会做出很夸张的事情来。

学校的思政教育会有一些效果，极个别现象可能是学校思想政治

教育的漏网之鱼或者思政教育的不够深入 。但他们表明圈层待太

久多少都会影响大学生的思想观念，而且待的越久，影响就会越大。

这就给我们大学思政教育工作者敲响了警钟：首先是大学的思想

政治教育要早介入；其次不能错过任何一个学生，最后要运用多

种途径与各圈层建立联系，深入开展思政教育。

当然圈层中也有部分好的，比如阅读的圈层，是当下青年学

习知识、提升修养、讨论互进的圈层。也有个别是技能学习的圈层，

都是值得当代大学生多参与和扩大的。

（三）大学生参与圈层的个数及比率

在参与圈层个数的调研中，有 6554 名学生参与了 1-3 个圈层，

占参与圈层的 92.8%。305 名学生参与了 4-6 个圈层，占参与圈层

学生数的 4.3%，有 207 名参与了 7 个以上圈层，占参与圈层学生

数的 2.9%。由此可见，大学生中参与圈层的学生超过了半数，参

与圈层的学生中，绝大部分参与的圈层在 1-3 个，是比较合适的

个数，极少部分学生参与的圈层数比较多，但在实际调研的过程中，

参与圈层多的学生表示多个圈层是指曾经参加过，不会同时参加

那么多圈层。他们表示大学生学业还是比较繁忙的，参与圈层一

般在不影响自己学业的情况下开展的，随着学业和就业压力的增

加，会逐渐退出圈层，专心自己的未来发展。

（四）大学生参与圈层的年级分布

年级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总计

参与率 3103 2602 1351 10 7066

从参与圈层的年级分布来看，学生参与圈层的数量会随着年级

增加而逐渐降低，尤其是到大四毕业的年级，因为考研或者工作等

原因，基本逐渐退出各类圈层，参与到自己未来生活的繁忙中去了。

参与访问的学生也表示，大一大二没有那么紧迫的生活压力，时间

上比较空闲，精神上比较空虚，好奇心也很重，因此投入大量精力

到圈层中去，大四会有就业和生存压力，故会减少圈层参与度。由

此可见，思政教育在大学生进入高校的一两年是最重要的两年，大

一大二本身就大学生们各种价值观念形成的关键时期，一定要抓住

这两年时间，及时做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引导，及早的给大学生们

进行社会主流思想的植入，也许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大学生圈层文化特点

（一）圈层进出自由选择

详细访问了 12 个圈层，14 人次的圈内大学生，13 人都表示无

入圈的标准，只有 1 位足球圈层的运动员表示因为有足够的技术才

会更加进入足球圈。其余圈层，在入圈要求上无特殊规定，而且因

为爱好兴趣的转移和淡化，退圈和边缘性入圈都是随参与者自行决

定，故在圈层的选择和进退机制上，圈层给了大学生足够的自由，

满足了青春期少年不受约束、自主决定事务、选择多样化、多变性

的心理及行为特征。这样的规则，对于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来说，

有利有弊。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随时能把受圈层负面影响较

深的学生拉出圈层，弊端在于学生会肤浅地认为他获得了更多的自

由和选择，一时看不到社会约束和管理的有用之处，与高校思政教

育管理者产生隔阂。这就需要高校思政教育者运用多种手段与学生

建立良好关系，取得学生信任，利于开展思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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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圈层信息单一封闭

参与圈层的学生表示，圈子内部因为打造圈层文化的发展需

要，会筛选同类信息进行高度密集交流，一般很少交流其他内容。

沉浸其中的大学生如果长时间接受单一同质的信息，可能会产生

自己了解的就是全部信息、圈层内容就是大众内容的错误认知，

甚至会拒绝接受其他文化与价值观的入侵，时间上也无暇顾及社

会主流思想内容，这极有可能导致主流文化融入不到圈层中，形

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壁垒，影响国家和社会的主流文化渗透

到当代大学生中去，阻碍社会主流思想的吸收与普及。

（三）圈层文化更迭快速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自媒体、短视频、B 站的崛起，大

学生的社交世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无论是圈层内部的信息传递，

还是圈层与圈层之间的交流，都借助于网络的便捷，飞速更新迭

代。这就使圈层的内容和价值观能不断更新，保持新鲜度，吸引

大学生在圈层内的长时间关注，更依赖于圈层内的“丰富生活”。

会导致圈层内学生的持久留圈。

三、大学生圈层化的产生机制分析

（一）社会信息网络化发展

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让信息快速形成一些圈层，网络的全球

化遍布也让网络圈层化得以实现，有共同兴趣爱好、价值观念的

人能打破很多时间、地域上的限制，在同一个网络层中聚集。每

个青年大学生都很容易寻找到属于自身的网络圈层。另一个方面，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给也会社会带来了大量的、碎片化的信息，

更快的促成网络圈层形成，使圈层在发展过程中越来越细化、比

如娱乐圈被分为“内娱圈”“韩娱圈”“日娱圈”等。

（二）青年个体个性化发展

随着的全球化不断加剧，社会多元文化的融合和发展也越来越

多地影响着大学生。社会文化和网络的发展是圈层化的外部推动力，

青年个性的需求则是圈层化的内部推动力。大学生处于自我独立、

价值观独立的初步阶段，彰显个性、表达自我、探索自我都是大学

生提升个体存在感、认同感与归属感的外化表现，多样化的圈层为

大学生提供了载体与平台，可以让大学生找到同类别、同兴趣爱好

的同学，更好地表达自己的需求，获得认同感与归属感。

四、圈层化现状下大学生思政教育的困境分析

深度访谈中，大部分参与圈层的同学表示：入圈层门槛低，内

部氛围好，为大学生提供了部分情感需求，但是因为各种圈层不是

制度严密、纪律森严的组织，也没有正规的管理团队，大学生们无

法及时识别圈层中的一些不良信息，容易遭受圈层文化里的各种潜

在风险和歪曲思想的侵蚀，高校的思政教育产生了一些教育困境。

（一）无法准确把握大学生的思想动态

圈层本身具有封闭性和排他性，其内部的价值观和组织体系

构是建立在区隔化机制上的，因此圈内大学生会被引导不断习得

圈内的信息与价值观，无暇获取圈外信息和圈外互动，容易导致

思想政治教育者无法及时了解、把握圈内大学生的思想动态，也

无法作出相对应的判断及正确引导。

（二）主流思想很难进行渗透和传播

圈层内的大学生因长期沉浸在单一的圈层文化信息中，原本可主

动选择的信息空间和时间被挤压，眼界逐渐窄化，会将圈内的唯一文

化误认为社会的“普遍共识”，拒绝接受其他的思想渗透。大学思想

教育工作者很难将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教育传输给圈层内的学生。

（三）圈层内信息无法进行监管和把控

大学生在圈层内的信息传播自由，内容繁多，他们可能在圈

中随时发布自己的思想动态、观点及偏好，但他们发布的途径都

是在相对封闭的圈层内部。思想教育工作者很难去发现这些信息

的良莠，就无法监管和把控传播信息的好与坏。

五、圈层现状下大学生思政教育的出圈路径探析

（一）打破圈层壁垒，疏通教育主客体之间的封闭关系，拓

新教育方式，赢得工作主动的对策

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与时俱进了解当代大学生

的身心发展特点，懂现代网络工作方式、网红语言，放下教育者

的身份和地位，争取能通过学生喜欢的方式，与他们建立良好关系，

这是一切工作的良好基础。像央视的名嘴一样，为了与当代青年

建立关系，采取教唱普通话绕口令、编段子描述现象、拍小视频

进行易错字教学等方式成为全国人民的网红，用魅力打破传统播

报员与民众们之间的代沟与隔阂。引得全国人面开始学习标准发

音，在当代播音圈中有了引导的主动权。高校思政教育工作也是

一样，可以采取各种学生喜闻乐见的小视频宣传、学生工作碎碎念、

学生工作 100 问等方式树立自己与时俱进的专业形象，与学生建

立亲密关系 ，成为学生心目中的引路人，赢得思政工作的主动权。

（二）培养圈层主导学生团队，提升圈层带领者的思想政治

觉悟，通过校园信息监督机制进行教育与监管的相结合

有调查研究发现，青少年更喜欢与自己同龄的人进行交流与

沟通。他们大多认为自己与教育者和长辈是有代沟的。朋辈方便

共情，他们的三观和言行举止更能影响大学生的价值观形成。因此，

借助朋辈的身份开展思想教育工作，培养一些朋辈精英，成为各

圈层的“意见领袖”，借助他们的广泛人际关系网和公信力，对

圈层进行正确的引导，是合适且有必要的。同时，因为同辈之间

可有更多的共情可能，在需要矫正和纠偏的时候，可以更有说服

力和引导力。学校团委可通过社团负责人、项目负责人、班级骨

干、入党积极分子等优秀学生中培养这些“意见领袖”，由点及面，

扩大朋辈精英的圈子，培养更多学生圈层带头人。学校应在精英

圈子的基础上制定出更多符合学生圈层需求又可与学校培养目标

相结合的教育监管措施。

（三）重视学生主体地位，创建学生需要的、独特的圈层阵地，

线上线下，潜移默化的植入圈层文化主导权

学校想要获得学生圈层中的话语权，一定要先把学生的需求

放在首位考虑，在硬件上要给予学生开展活动需要的场地和环境，

在软件上要给予学生发展个性需求的支持，比如开展学生喜爱的歌

手大赛、电竞大赛、虚拟人物设计大赛等，在软硬件都可以支持学

生的基础上，再将所需传达的社会主流思想在各活动、各圈层中进

行植入，将圈层的个性需求与学校的发展相融合，巧妙拥有圈层的

话语权。有些时候，会有很多激进言论影响大学生的判断，学校可

顺势将大学生想要吐槽的话题集聚到自己设置的大活动或者辩论赛

中，吸引大批学生进入讨论，潜移默化的植入正确价值观，有效把

握舆论方向，不仅可解决被动局面，还能提升话语主导的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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