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等教育 

 132 

网络直播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影响与应对 
姜秀芹 

（江苏理工学院  213001） 

摘要：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介形态，网络直播具有实时性与交互性、在场感与沉浸感、眼球效应和

泛娱乐化等特征。网络直播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是一把双刃剑，网络直播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发展机遇，但是网络直播

也为高校思政带来严峻挑战，需要探索在外延技术以及内涵文化上同时发力，以网络直播为载体提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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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络直播概念及发展 
随着互联网传播技术的发展，媒介形态也不断发生变化。网络

直播又叫在线直播、互联网直播，起源于电视节目直播的形式，伴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而产生的新型媒介形式。关于对网

络直播的概念研究，学界一直未有统一的定论，严小芳（2017）基

于传播学视域将其定义为:以移动终端设备和直播应用程序为软硬

件支撑，基于兴趣形成的网络视频信息实时呈现和交互传播模式。

林于良（2019）认为网络直播是一种基于网络新媒体的“应用服务”，

由网络主播提供表演、创作、展示，并通过图文、音视频等形式向

用户持续实时发布消息。曹秋（2021）提出网络直播是以互联网为

基础的新型交流平台，主播通过各种信息化摄录设备在网络平台上

与用户进行交流互动。网络直播是基于网络流媒体技术，在手机、

电脑等终端设备上网络主播通过图像、视频、语音等多媒体形式进

行信息传播，用户通过弹幕、打赏等形式进行互动的一种交互传播

方式。网络直播在国内从最初诞生发展到现在，经历了不同的发展

阶段，其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2005 年至 2012

年是网络直播发展的兴起阶段，网络直播是电视直播在互联网上的

延伸，在流媒体的技术催化下，突破了电视直播的技术和平台限制，

以视频在线社交为主要功能，例如 9158（天鸽互娱）聊天室等视频

社交平台。2013 年至 2015 年是网络直播井喷式发展阶段，以社交

为目的的视频社交直播演化为以营利为目的的秀场直播和游戏直

播，主播通过才艺表演、电竞游戏获得观众打赏。例如以斗鱼 、

虎牙等为代表的游戏直播与以映客、花椒等为代表的秀场直播。

2016 年以来网络直播进入全民参与、全面发展的成熟阶段，网络直

播不再局限于社交、游戏等领域，开始跨领域朝着教育、财经、电

商等多元化的垂直领域纵深发展，逐渐衍生出“直播+”模式，例

如抖音、快手等直播平台融合了直播电商、直播公开课等模式。  

二、网络直播的特征 
网络直播发展异常迅猛，我国用户规模在 2020 年达到 6 亿人，

2021 年已突破 7 亿人，占网民整体的 68.2%。网络直播受到技术发

展的推动而迅猛发展，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介形态，网络直播所具有

的内容生产门槛低、裂变能力强、互动性高、实时性强等特征加速

了其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以文字、图像等静态媒介为主的传统单

向的信息传播方式。① 

1.实时性与交互性 

网络直播采用“所播即所见”模式，云端同步提取、存储、传

递图像、视频、文字等信息，趋向多对多的多向传播关系，形成实

时交互传播模式。首先是主播与用户之间的实时互动，弹幕、打赏

等是网络直播独具特色的双向互动形式，用户通过弹幕、打赏等进

行直播参与和反馈，沟通情感、表达诉求，主播可即时了解用户诉

求，回答用户问题，调整直播细节，形成互动社区，这种实时交互

模式打破了传统媒体传播一对多的单向传播模式，将直播受众与主

播紧密结合在一起。其次是主播与主播之间的实时互动，通过连麦

模式视频互动、通过小游戏进行内容互动等形式满足了合屏互动 PK

等场景需要，弥补了主播单一性的缺点，增强了互动性，增加了用

户黏性。 

2.在场感与沉浸感 

网络直播作为人的现实存在方式在互联网空间中的延伸，弱化

了身体的物理属性，强化了身体的社会属性，借助“社会身体”中

介，在身体意识的作用下充分调动了生理感官的参与，实现联觉互

动，产生高度的身体在场感与沉浸式的融合体验。在网络直播中，

直播画面以一种图像符号的形式呈现在屏幕上，图像符号是视觉对

世界的陷入，是无可置疑的‘在场言说’，即视觉作为身体器官陷

入世界之中而同时在言说世界。由此，身体感官、图像符号和存在

世界无缝对接、零距离触摸。②美国环境心理学家霍夫曼和诺瓦克

认为沉浸感会增强人们对交互的控制感，使人们产生一种积极的主

观体验，并对互联网产生探索倾向。网络直播中弹幕信息互动化、

互动交流可视化、主播身份符号化等都营造出远距在场感的网络沉

浸体验，进而产生移情，受众对于网络主播从感官的在场于沉浸逐

步转变为心理的在场感和沉浸感，形成粉丝效应。 

3.眼球效应与泛娱乐化 

数据时代快速发展催生出注意力经济，衍生出“眼球效应”，

所谓眼球效应就是用各种手段和方法造成吸引他人眼球的效果，引

起注意，以此来宣传推广自己，从而达到某种目的。网络直播具有

新媒体时代传播媒介平等赋权的属性，具有个性化、平等化、自由

化特点，为达到吸引他人注意的眼球效应，吸引更多注意力，在经

济利益驱使下，网络直播内容往往产生泛娱乐化的倾向。网络直播

的主要盈利模式是主播通过直播活动获得用户打赏、会员充值、直

播门票等，网络主播与直播平台按比例分成，因此为了提高利润必

须要采取各种手段和方法吸引用户不断的充值、打赏，这导致很多

网络直播以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娱乐至上为核心，直播内容浅薄

空洞甚至不惜以粗鄙搞怪、噱头包装、戏谑的方式博取眼球。 

三、网络直播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网络直播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是一把双刃剑，网络直播

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发展机遇，丰富网络思政教育平台，直播

+教育可以丰富思政课程的教育形式，同时也丰富了教育资源；网

络直播可以拓展思维，促进师生交流互动，赋能网络思政。但是网

络直播也为高校思政带来严峻挑战，网络直播冲击青年大学生的行

为模式和价值观念，思想政治教育的权威性受到挑战，消解主流意

识形态话语权、弱化思政引导力，易产生网络舆情，冲击网络意识

形态安全。 

1. 集体在场的社交虚拟化导致大学生沉溺网络 

信息技术革命带来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催生出网络社会，网络

社会重新定义了传统的空间概念，网络空间打破了地方空间的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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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由现实空间延伸到网络的虚拟空间。网络直播往往需要网络

主播建立一个网络直播间，观众进入直播间观看主播的直播，这个

直播间就是由不同受众组成的虚拟社群，虚拟社群又称为网络社

群、虚拟社区，最早由美国学者霍华德•莱茵戈德提出，虚拟社群

的本质是通过网络空间进行社会集合和人际互动，与物理空间上的

身体共同在场不同，这种互动是身体不在场的虚拟化的“集体在场”

③，是活跃在直播媒介背后的陌生人之间共时异地的虚拟化社交。

在网络直播的虚拟社交中，受众通过发送弹幕信息和虚拟礼物向他

人呈现虚拟自我，不同于真实存在的社会环境，它让个体可以摆脱

现实的种种约束，以匿名的方式重塑自我。大学生行为模式和思维

习惯受网络直播影响，虚拟社交模糊了现实与虚拟的边界，往往打

破了现实社交的基本规则，导致大学生沉溺网络脱离实际，淡漠人

际关系，同时面对网络主播青年大学生容易产生崇拜和迷恋，模仿

主播的行为，产生狂欢化的不理性消费行为，甚至有的大学生趋向

自己当网红，沉迷于被粉丝的追捧和关注中。 

2. 利益驱动的内容“三俗”化冲击大学生的价值观 

网络直播因为参与门槛低、技术操作容易、资金投入少、自由

灵活度高等因素一跃成为最受欢迎的媒介平台，受到广大青年大学

生的追捧，他们或成为主播、或成为粉丝、或成为看客，或主动或

被动地以不同的身份交汇在网络直播间中。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受众

的广泛参与迎来的不仅是网络直播的井喷式发展，更是吸引了资本

的大量涌入，网络直播受资本裹挟，由资本策划并为资本代言，在

利益驱动下传递出的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强烈冲击

了青年学生的价值观。网络直播因其发展速度之快，导致监管滞后、

管理制度尚不规范，由于缺乏监管，内容呈现媚俗、庸俗、低俗的

“三俗”倾向，网络直播中充斥着庸俗化的网络语言、低俗化的软

色情内容、媚俗化的猎奇表演，严重冲击青年道德底线，“沙化”

了青年的思想道德领地，使青年产生价值观错位，削弱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对青年的思想引领力，消解了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对

青年的凝聚力，削弱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权威性。 

四、以网络直播为载体开展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策略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逐步拓展网络领

域，探索网络思政的新方法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和引导

力。网络直播作为互联网衍生出的广受青年大学生欢迎的新的媒介

形态，需要探索在外延技术以及内涵文化上同时发力，以网络直播

为载体提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 

1. 建设校园思政网络直播平台，增强校园网络直播内容供给。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向，创

新推动网络育人，阵地建设是重点。一方面高校应充分利用人才资

源、专业资源等优势，创建高校官方直播平台，依托人文社科、数

字媒体、跨境电商等专业，充分利用多种媒体形式，将直播平台与

微博、微信、手机 APP 等平台优势互补、共建共享，实现由“填鸭

式”、灌输式的硬性传播转化为接地气、参与式的柔性传播。网络

直播源于技术、归于内容，高校应坚持“内容为王”的准则，坚积

极增强校园网络直播内容精准供给，努力通过青年喜闻乐见、寓教

于乐的内容，提升网络思政“产品”的吸引力进而增强引导力，探

索从“颜值直播”转向“价值直播”，使网络直播成为主流价值和

时代精神的宣传窗口。④另外一方面高校要以思政课程引领“课程

思政”，精心打造网络直播课程，推出专题思政视频，将思政网络

直播课作为重要的直播平台，将高大上的课程与接地气的网络直播

结合，探索知识传授、价值引领、网络互动相结合的提升思政教育

实效性的有效路径。 

2. 组建思政教育网红主播队伍，增强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 

网络直播间的网络主播起到主导直播内容、引导价值取向的关

键作用，因此形成的网络主播文化已成为一种日渐流行的亚文化现

象，融入青年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日益影响着他们的思想观念和

行为模式。⑤因此要想充分利用网络直播提升网络思政的实效，需

要组建一批思政教育的“网红”主播队伍。一方面结合思政课程、

人文社科类课程打造“知识网红”专家学者主播，树立意见领袖，

直播内容可以是专家学者的课程或者讲座，也可以是专家学者的观

点阐释或者现象解读，将侧重坐而论道的专家型知识分子们请进直

播间，与学生、社会大众进行互动交流，转变为分享型知识分子，

在分享知识的过程中引领青年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充分挖

掘“网红”学生，抢占媒介话语权，挖掘中国好故事，结合高校实

际，打造学校名片，培养高校官方平台粉丝，将网红学生打造成为

思政内容的生产者、供给者，正能量网络作品的参与者和传播者。

第三方面需要提升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为健康的网络生态环境注

入积极因子。高校应开设网络媒介素养养成相关课程，对网络直播

案例进行分析，提高青年学生获取、分析、评价网络直播内容的能

力，提升对低俗、负面、反动、违法等相关网络直播内容的鉴别能

力，提升健康直播、绿色直播的能力和意识。 

3. 制定相应网络直播监管制度，增强直播环境的净化与重构 

随着网络直播影响力的不断扩大，网络直播乱象亟待治理，

2016 年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了《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

对网络直播进行了规范，但是在技术和内容方面依然无法做到有效

监管。为实现网络直播的有效监管，需加强人工审核，弥补技术漏

洞，切实履行好把关职责，制定相应监管制度，实行实名审核制度、

内容审核、黑名单、网络举报等制度，对直播时间、直播内容、直

播对象进行规范，构建涵盖直播全流程的跨部门、多领域、常态化

监管机制，建立部门联动协调机制，形成科学的网络直播监管链，

增强网络直播监管力度，净化和重构直播环境，营造清朗健康的网

络直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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