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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大学生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因素分析
岳旭东

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辅导员 辽宁沈阳 110161

【摘要】价值观具有实践性，公民社会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反映了现代民主社会的发展。大学生的生活环境比较单一，

接触人群比较单一。他们的社会思想和价值观受到学校思想社会教育和网络上各种社会事件的影响。由于他们没有

完全融入社会，缺乏实践，他们的社会认知往往是理论性的，社会心理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此外，大学生感性，

缺乏理性，缺乏社会认知。他们无法客观地看待自己所学的社会理论与所向往的社会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

他们不能正确分析转型期中国的社会矛盾，导致大学生社会认知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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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处于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阶段，是个体发展

过程中极为重要的阶段。虽然身体发育完全，但是心智

方面容易受到外界环境和舆论影响。大学生是一个极其

敏感的群体。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大提高，

逻辑推理能力和自我意识不断增强。在这一阶段，他们

开始对社会领域的各种信息感兴趣，以极大的热情关注

社会的发展变化，以批判的眼光看待社会问题，按照自

己的思维方式，独立思考社会问题，参与社会生活，希

望实现社会化，尽快成为真正的“社会人”。随着经济

发展，很多问题呈现出多元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大

学生利用新媒体等手段来了解和认识社会，从多方面来

获取知识。很多价值观念都对大学生产生重要影响，如

何能够正面引导学生表达自己，形成自我意识，这样随

着大学生社会阅历不断丰富，思维方式不断提升，当面

对一些虚假信息和谣言的时候，能够辨别真伪，不受到

负面新闻影响。而各种主流社会思想的广泛传播和形式

的负面信息的影响，使其社会思想发生了变化和变化，

并对社会体制、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了困惑和失落。

从众心理和从众行为是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作为

互联网用户的主体，大学生也不例外。由于网络传播的

迅速和广泛，如果没有政府等相关部门及时合理的指导，

事件一旦在互联网上传播，就会成为热点事件。在舆论

的压力下，个体的自我控制和歧视会被削弱甚至丧失，

从众性容易发生，特别是当事件处于一种模糊、模糊、

不明确的状态，在名人等权威的引导下，从众性会更加

严重。大学生一方面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他们更加关注

社会民生生活和国家大政方针；另一方，大学生社会实

践经验少，对社会事件辨别能力差，对于社会当中的一

些问题缺少深刻理解和认识，这种情况往往容易被不良

居心的人利用。有些心怀不轨的人利用新媒体，将对政

府不满，社会愤怒情绪集合起来，将这些归结为执政党

或者是社会制度的不完善，政策不合理等，这些都会影

响大学生对社会和共产党的认可度。

新媒体的内容基本上是公众更加关注的内容信息。

这些信息和事件的宣传和民生都很强，涉及面广，内容

复杂，包括各种社会热点事件、社会矛盾等问题以及各

种社会活动。公共事务往往受到政府偏好的影响，政府

偏好是政府决策的体现，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微信、论坛、公众平台等新媒体成为政府获取民生信息、

传达政策思路、回复民生的重要途径。新媒体对象的复

杂性是由公共事务内容的多样性和发展过程的可变性决

定的。我国社会转型期存在着许多社会问题。这些消极

和消极的内容，随着公共事务在网络上的传播，在不同

阶层的人之间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争论不休，甚至被一些

别有用心的恶意人士牵着鼻子走。大学生在参与过程中，

容易受到影响而一概而论，放大弊端，怀疑政府的公信

力，削弱对政府有效性的认识。

新媒体空间的概念，目前没有一个完整定义。本文

将其归纳为网民的社会场所，网民态度形成和发展的空

间。目前新媒体的主力军正是大学生，他们是网络媒体

的主题，在新媒体推动下不断受到新媒体的影响。网民

通过网络来表达自己对某一事件的态度、看法和观点。

当某一观点在网络上达成一致时，它会在整个新媒体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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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迅速传播，甚至会吸收原本不赞成的观点。新媒体空

间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如果传递的是正能量的话语，

传递给大学生的是积极正面的，将我国社会完善的民主

制度和政府为人民服务精神传递出去。如果在这样积极

的氛围当中，大学生才能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对国家制度

的认同性，增强对政府和国家的信任。反之，新媒体空

间将成为错误社会思想的聚集地，成为大学生形成正确

价值观的绊脚石，甚至不断消解大学生的价值观。

新媒体载体的不可控性体现在新媒体发布和传播载

体的多样性上。近年来，新媒体主要采用电子邮件、新

闻组、即时通讯、电子公告板、博客、维基、播客等软

件进行传播，传播内容是即时的。一个热点事件一旦引

起网民的关注，就会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增加新媒体监

管的难度。如果一些消极的反动思想和意识形态在网络

上传播，可能会导致大学生价值观的某种程度的消解；

其次，网络的自由和开放增加了新媒体载体的不可控性。

互联网的声音是开放的，网民可以自由地表达他们对事

件的看法，表达他们根深蒂固的观点和观点。在互联网

的帮助下，大学生不仅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还可以暴

露社会的弊端，表达自己的社会诉求。但我国目前正处

于社会转型时期、矛盾突出时期和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

一些人对社会现状不满，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散布负面评

论。受此影响，大学生可能会通过网络反复传播这些负

面情绪和态度。甚至一些大学生为了突出个性和创新，

会借助互联网的开放话语权，突破道德底线，歪曲事实，

发布虚假信息和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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