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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体时代“网红”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及对策探究 
杨玲飞 

（嘉兴学院  浙江嘉兴  314001） 

摘要：在融媒体盛行的时代，“网红”文化传播速度之快，而大学生作为网络的原住民，不可避免地受到“网红”文化的影响。

“网红”文化鱼龙混杂，大学生又是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缺乏一定的辨别能力。高校作为培养大学生的成才之地，要认识到“网

红”文化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面对消极影响，高校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打造优质校园网红以及运营校园网络平台等，通过这

些措施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更好地为社会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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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第 46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统计显示，截

至 2020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9.40 亿。其中 20-29 岁者占到 19.7%

且人均手机 APP 数量达 72 个。[1]由此可见，大学生是网民群体的主

力军。在融媒体时代，大学生主要通过抖音、微博、快手等 APP 来

关注“网红”动态。目前“网红”文化良莠不齐，无论是积极向上

的内容抑或是消极低俗的内容都进入大学生的视野。大学生的自律

和辨别能力普遍不高，观看自己喜欢的“网红”直播便会占用大量

学习时间，消磨自己的斗志。 

习近平总书记说“大学生的理想信念和人生航向，从一定意义

上就代表了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未来的走向。”大学时代正是

大学生形成理想信念和人生航向的关键时期，高校如何帮助大学生

正确看待“网红”文化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网红”文化 

（一）“网红”概念 

“网红”即网络红人，是指在网络中因为某个事件或者某种行

为被网民关注从而走红或持续输出专业知识而走红的人。[2]在融媒

体时代，很多“网红”与大学生的审美、审丑、娱乐、刺激、偷窥、

臆想、品味及看客等心理相契合，深受大学生的喜爱。“网红”文

化经历了文字、图片以及到现在的短视频时代，以融媒体为媒介在

大学生之间迅速传播。 

（二）“网红”特点 

泛娱乐化。网红的泛娱乐化的首要表现就是在当前的互联网中

只要具备话题性或者争议性，任何人都有机会走红。[3]在各种融媒

体上随处可见各种搞笑、搞怪的视频，而那些传播正能量的视频相

比较而言少之又少。那些搞笑、搞怪的视频往往更能吸引大学生的

注意，在空闲时间总能见到大学生看搞笑视频开怀大笑的场面。大

学生不仅爱看娱乐视频，也爱模仿、与朋友讨论这些娱乐视频。娱

乐视频充斥着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大学生会潜移默化的成为娱乐的

附属，最终成为娱乐至死的物种。 

商业化。目前“网红”的套路，基本都是通过热点事件、搞笑

等吸引眼球的视频获得大量粉丝。达到一定的粉丝数量便开始与商

家合作，直播带货，吸引粉丝买单，获得大量利润。在融媒体时代，

“网红”通过网民直播间打赏、送礼物等也可以变现获取利润。“网

红”的超强变现能力使得各类资本竞相追逐，在经济因素的驱动之

下，“网红”已然形成了完整的产业化链条。[4]据大数据交易平台数

据宝统计显示，号称 2019 年“带货一哥”李佳琦赚了将近 2 亿元，

网红李子柒赚了 1.6 亿。[5] 

草根化。融媒体时代的“网红”成名不需要像明星一样精心包

装和强大的运营团队，只需一个平台和吸引眼球的视频便能一炮而

红。很多“网红”都是“草根”出生，和网民一样的普通人。“网

红”发布的视频都是“接地气”，与网民之间有高度互动。这会让

网民产生一种“逆袭”心理，觉得只要自己通过努力也可成为“网

红”。 

二、“网红”文化对大学生的积极影响 

（一）缓解学业压力，增添生活乐趣 

施卫强等人在调查中发现，45.97%的大学生认为“网红”提供

了形式多样有趣的日常休闲娱乐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大学生

的业余生活。[6]融媒体时代的“网红”文化有着传播速度快、时间

短、娱乐性强等特点，受到大学生的追捧。大学生在一天枯燥泛味

的学习之后，观看自己喜欢的“网红”视频来缓解学习压力。“网

红”视频多种多样，有游戏类、美妆类、搞笑类等，大学生在休闲

娱乐的同时也会掌握一些穿衣打扮、运动健身等方法。 

（二）培养创新意识，提高创业能力 

“网红”文化依托融媒体传播，各种新颖有创意的视频引发了

大学生的奇思妙想。当前，我国政策鼓励大学生创新创业，各大高

校都开设“互联网+”创业的课程并举办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比赛。

耳熟能详的饿了么的创始人是大学生张旭豪，他与同学一腔热情积

极探索，遇到过困难也从未放弃。最终张旭豪成为饿了么董事长，

并创下全球外卖平台单笔融资金额最高纪录。又如被大学生经常应

用的超级课程表 APP 是由大学生余佳文所创立的。一开始，余佳文

的超级课程表不被老师和同学们看好，但他依旧不停钻研。目前超

级课程表已融合了国内近 2000 所高校的课程信息，用户已经超过

了 200 万。这些创业“网红”的案例，会启发大学生的灵感，助力

个人发展，为未来就业市场注入新的活力。 

三、“网红”文化对大学生的消极影响 

（一）扭曲消费观，想成奢靡之风 

很多“网红”在融媒体上发布的各种视频，都是炫豪车、豪房

以及各种奢侈品，拜金主义和消费主义弥漫着网络空间。拥有众多

粉丝的“网红”会在直播间带货，推销各种时尚产品。大学生缺乏

一定的辨别能力，喜欢盲目跟风，买“网红”所推销的产品。这种

与网红相伴而生的网红经济，在其繁荣的同时也导致了消费主义的

泛滥，这种消费主义所宣扬的过度消费观念会将大学生们引入非理

性消费的歧途。[7]很多大学生一旦形成非理性消费主义观，不顾自

己的经济实力，买“网红”同款的奢侈品。这便使不法分子钻空子，

让大学生“裸贷”。大学生的非理性消费主义观会使校园产生不良

风气，不利于大学生传承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 

（二）误导义利观，拥有浮躁之气 

近些年来功利主义盛行，西方拜金思想侵入弥漫不散，从诸多

将个人利益凌驾于集体利益之上、盲目追从物质利益的网红身上便

能窥其一二。[8]融媒体上的许多“网红”是一夜成名，由默默无闻

的普通人一跃成为万人仰慕的对象。他们没有经历过十年寒窗苦读

才成名，出名和成功的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这使得很多大学生趋

之若鹜，产生 “网红”可以逆袭，自己也行的心理。孙叶富等人

通过调查发现更多的大学生希望在短时间成为网红占到 6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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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说明很多受到“网红”影响的大学生急功近利，缺少脚踏实地

和刻苦钻研的学习精神，都想要快速成名实现自己的目标。在电视

剧《少年派》中，林妙妙迷恋上网络直播，不惜逃课去做主播挣钱。

她觉得这么辛苦读书没有什么用，最后还不是去挣钱。而做网络主

播挣钱有多又快，比读书强。很多大学生中心中都有这种“读书无

用论”的观点。 

“网红”挣钱的方式光鲜亮丽，生活丰富多彩。而普通人的生

活就显得黯然失色。“网红”文化所传达的急功近利的观点，荼毒

着大学生的思想，使大学生不能沉下心来读书学习，使校园形成浮

躁的氛围。这样高校培养出的大学生不能肩负起社会的重任，不能

成为祖国的栋梁。 

（三）拉低审美观，形成低俗之风 

融媒体时代的“网红”通常以博出位、秀下限来吸引网民的注

意，获得大量粉丝关注。被称之为“网红脸”的标配是锥子脸、大

眼睛、一字眉。这些庸俗的审美使得大学生形成畸形审美观，对美

仅仅停留在表面，而忽略深层次的美。大学生为了追赶时尚潮流，

喜欢网红发型、网红配饰以及网红衣服。不管这些网红物品是否适

合自己，大学生都纷纷效仿，只为追求网红美。还有部分大学生为

了让自己像“网红”一样的高颜值，不惜放弃上课学习时间，化妆

拍照修图，非常注重自己的外表。这种畸形的审美观会使大学生看

待美千篇一律，缺乏多元性，浮于表面，不利于大学生的身心发展。 

四、应对“网红”文化消极影响的措施 

（一）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提高辨别能力 

面对“网红”文化的消极因素，高校应当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

治教育，让大学生正确看待“网红”文化，学习“网红”的正能量

并摒弃落后消极思想。高校可以将“网红”文化融入思政课中，开

设相关课程。习近平总书记说：“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的关键课程。” 黎晓琳通过调查发现至于对大学生开设与“网红”

相关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倾向方面，64.95%的大学生认为开设公

共课是最直接有效的方式。[10]由此可见，高校通过开展“网红”思

政课以及“网红”公共课程，将会提高大学生的政治思想素养，学

会辨别“网红”中的丑与美。 

为了能够更好地贴近大学生生活，将辨别“网红”文化的能力

渗透到每位大学生心中。高校可以选取热点“网红”文化与专业课

相结合，引入该事件让大学生讨论并发表自己的观点。高校教师应

当积极引导大学生，发表积极向上的观点让大学生正确认识“网红”

文化。 

（二）打造优质校园网红，发挥榜样作用 

高校应当利用融媒体“网红”文化效应，打造属于自己高校有

特色的校园网红。例如嘉兴学院在新生季迎来了取得解放军大比武

女枪手称号的沈梦可。在开学之前，沈梦可的事迹已经活跃在网络

上，青春浙江、人民网等公众号纷纷发表有关沈梦可的文章。嘉兴

学院将已产生“网红”效应的沈梦可学生打造成属于嘉院的“网红”，

在各种学校公众号中讲述她的事迹，并邀请她作为新生代表在开学

典礼上讲话。她的事迹传播了正能量，无形间宣传了主动参兵报效

祖国的光荣，鼓舞了大学生奋发学习。 

高校也可以举办一年一度的“网红”学生和老师比赛，选取励

志优秀的学生和老师作为校园网红。将这些校园网红通过校园公众

号、微博、视频号等方式让大学生学习校园网红身上的精神和品质。

达到一定的影响力时，并让校园网红成为意见领袖。意见领袖是指

活跃在人际关系网络中，为他人提供信息、意见并对他人施加个人

影响的人物，它的定义包含广泛，不止明星也可以是网红、企业家

或者某一方面领域的专家等。[11]这样当网络热点事件出现时，意见

领袖及时发表积极向上的观点和看法，有利于大学生正确看待“网

红”文化。 

（三）运营校园网络平台，传播正确言论 

在网络快速发展的时代，高校应当运用好网络，利用融媒体传

播正能量。但是胡芳等人通过调研发现，目前 86% 的高校尚未建

立融媒体中心。[12]目前大量良莠不齐的“网红”文化通过融媒体占

据大学生的网络高地，作为高校更应当建立健全融媒体，通过融媒

体发声占据网络高地。高校要学会将校报、广播等传统媒体与微信、

微博等新媒体相结合，形成完整统一的融媒体。 

高校要将思想教育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线上教育不受时间、地

点的限制。高校应当在重要时间节点推送时事热点，多在各大网络

平台上与大学生互动，这样更能及时动态地掌握大学生的思想并及

时纠正不良思想。对于大学生志愿活动、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等在各

种平台上发布，让大学生积极主动参加，丰富大学生的课余生活，

展现大学生的青春风采。 

五、小结 

在融媒体时代，“网红”文化迅猛发展，在给大学生带来休闲

娱乐的同时，也带来许多不利影响。高校应当肩负起培养有责任有

担当的大学生的重任，积极应对“网红”文化的消极影响，助力大

学生的成长。高校可以将“网红”文化纳入大学课程提高大学生的

政治素养，选取校园优秀学生和老师起到先锋模范作用为其他大学

生树立榜样，建立健全融媒体多于大学生交流互动等，通过这些方

式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更好地为社会做

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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