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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泛娱乐化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冲击及应对策略

王嘉灵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浙江杭州　311121

摘　要：在互联网时代，娱乐元素借助新媒体技术为传播手段，不断向社会各个方面以及网络空间渗透，构造出“泛娱乐化”

的虚幻世界，带来了对传统价值观的冲击以及对青少年价值观的侵蚀，动摇了青少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引发

了青少年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导致其陷入虚无主义的困境中，为青少年教育带来了风险与挑战。对此，必须对“泛娱乐化”

思潮对青年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分析、批判并提出相应的破解措施，从而引领正确的价值倾向，防止青年们在娱乐狂欢中

陷入精神迷失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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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承载着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青少年的成长并多次对青少

年殷切嘱托，强调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随着互联

网技术的迅猛发展，“泛娱乐”借助技术渗透到社会生活

的方方面面，并对青少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青少年的

价值观带来了一定的冲击。由于青少年仍处于世界观、人

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难以对网络空间中纷繁复

杂的信息进行辨认，更容易遭受泛娱乐主义的影响，容易

将本该被严肃对待的事件蒙上一层“诙谐化”、“娱乐化”

的色彩，进而陷入解构权威的狂热中，甚至陷入虚无主义

的困境中，因此，对泛娱乐主义对青少年造成的消极影响

进行探讨十分必要。

1. 泛娱乐主义的由来及呈现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美国著名批判家尼尔·波兹曼在《娱

乐至死》中首次提出“泛娱乐化”概念，并在书中描绘了

以电视为代表的新媒体对人类社会的统治，并得出结论，“我

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

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

们会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2005 年以后，国内涌现

出了许多以“泛娱乐”为主题的研究成果，并从传播学领

域逐渐转向教育学、社会学等领域，2010 年，人民论坛开

设年度重大社会思潮专题，泛娱乐主义多年进入该榜单，

引起学界和社会的普遍关注。

当前国内学界对“泛娱乐”的概念界定众说纷纭，有

的学者认为“泛娱乐”就是所有行为都以娱乐化的方式呈现，

其中“泛娱乐”的“泛”既体现在娱乐对其它领域的拓展

和渗透，也体现在以一种思潮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产生影响；

有的学者强调“泛娱乐化”是一种以消费主义、享乐主义

为核心的娱乐现象，它借助互联网、电视、电影为传播媒介，

呈现空洞浅显甚至作秀的内容，放松人们的紧张神经，以

达到人们寻求快感的目的；有的学者指出“泛娱乐”的“娱乐”

区别于人类表现出的原始的基本的需求或爱好，而是特指

娱乐元素及其利益化、商业化的价值导向贯穿于全社会的

政治、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导致全社会沦为娱乐的附属

品。此外，也有学者肯定娱乐自古有之，是人类放松和愉

悦身心的一种情感体验，但在资本主义消费文化推动下的

新媒体时代，娱乐超越了这一个人情感体验的局限，全方

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带来了具有狂欢特质的“泛

娱乐化”思潮。

根据以上学者相关定义，我们可以得出“泛娱乐”特

指伴随着新媒体和互联网技术存在，在消费主义推动下，

娱乐元素向社会各领域拓展的社会现象，并且伴随着此类

现象的愈演愈烈，人们的价值观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娱乐

不断向“愚”乐演进。网络空间更是“泛娱乐化”的重灾区，

因其所具有的虚拟性、隐蔽性等特征更加成为“泛娱乐化”

文化大肆泛滥的温床。

2. 网络泛娱乐化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冲击及原因

2.1 网络泛娱乐化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冲击

在网络文化泛娱乐化的背景下，本该被严肃对待的事

件蒙上一层“诙谐化”、“娱乐化”的色彩，各类信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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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娱乐为最高目标，并通过与新媒体技术相结合的方式

刺激青少年的感官，带来更为强烈的视觉冲击，并在一定

程度上冲击着青少年的价值观。

2.1.1 陷入虚无主义的价值观危机

当前，青少年已是“泛娱乐化”文化产品的主力消费军，

对网络影视、网络直播、电子竞技等有极大的热忱，青年

沉溺于娱乐圈明星的私生活、执迷于电子游戏带来的感官

体验、醉心于网络影视剧中脱离现实的故事情节、在网络

直播中不顾自身经济水平和消费能力地参与打赏活动。尽

管娱乐化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压力、提高生活质量

和社交需求，但也可能带来副作用，可能使得青年的精神

生活日渐变得虚无，乐于接受肤浅的娱乐并陷入娱乐带来

的刺激中，难以对娱乐化的信心与严肃类的信息进行辨别，

甚至将各类娱乐产品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久而久之青少

年的思想被娱乐化的信息束缚，无法对各类信息进行深度

思考和判断，其精神世界日益走向虚无。

2.1.2 动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泛娱乐化的话语体系契合青少年的消遣需要，满足了

青少年群体应对生活压力获取短暂的娱乐快感的诉求。但

是在“泛娱乐”所描绘的虚拟世界中，享乐主义、消费主

义等备受推崇，充斥着对青少年的各类感官刺激，身处此

类商业气息浓厚的世俗世界中，青少年的价值观易被蒙上

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消费至上的色彩，崇高的理想信念

逐渐被世俗理想遮蔽。此外，经济利益推动下的媒体、商

家采取一系列营销、炒作的手段获取青年的关注度，此类

或真或假的新闻不断损耗人们的道德信任感，久而久之使

得青年在娱乐中冷漠化，扮演娱乐看客的角色，逐渐丧失

对各类严肃类新闻的信任感，对蕴含宏大主题与理想的资

讯不屑一顾，导致青少年的政治参与感不断削弱，深陷于

肤浅的娱乐化信息中，政治信仰弱化，偏离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引导。

2.1.3 诱发青少年价值判断的扭曲倾向

当前社会的快速发展加剧了竞争的日益激烈，青少年

群体面临着来自学校、家庭、社会各方的压力，同时青少

年群体具有强烈的反叛意识，容易将现实社会无法实现的

反叛情绪延伸到网络空间中进行发泄，甚至肆意宣泄自己

对来自各方压力的不满，进一步放大青少年对逃避责任、

追求享受的追求。此外，泛娱乐主义鼓励生产肤浅化、同

质化的娱乐产品，并以牺牲理性的、严肃的、本真的价值

标准为代价，制造虚假的、片刻的快乐和享受。在当前网

络自媒体不断发展的时代下，人人都可能成为娱乐信息的

制造者和传播者，一些自媒体为了吸引流量，恶搞英雄历

史人物，此类低俗行为慢慢侵蚀整个社会，青少年逐渐失

去对崇高理想的敬畏之心，甚至也加入这场恶搞的狂潮中，

并对所谓的权威人士、权威信源抱有不屑一顾的想法，对

主流媒体的思想宣传工作产生抵触和逆反的情绪。

2.2 网络泛娱乐化的生成原因

网络泛娱乐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与青少年的日

常生活密不可分，其对青少年的影响不仅局限于网络空间，

还呈现出从网络空间向现实空间蔓延的趋势。对网络泛娱

乐化的生成原因进行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消解网络泛娱乐

化对青少年造成的不良影响。

2.2.1 青少年个体对娱乐本身的需求

一方面，“泛娱乐化”的核心在“娱乐”二字，娱乐

的本质就是为了带给个体愉悦和乐趣的体验，可以给处于

紧张状态的人们提供减压阀的作用，满足个体对新事物、

新领域的好奇心。人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动物，也可以将娱

乐信息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另

一方面，青少年素来被认为是推动社会发展最有活力、最

朝气蓬勃的一股力量，被寄予无限期望并被要求要担负起

时代重任，而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下，激烈的社会竞

争加深了青少年群体的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

需要通过娱乐的方式来缓解自身的焦虑，表达和传递自己

的声音。

2.2.2 新媒体的进步为娱乐提供多种载体

在传统社会，人们交流娱乐信息的方式多以口口相传

为主，仅凭口头转述的信息难免更显枯燥，需要听者发挥

自己的想象力和理解力，这也决定了娱乐信息对人的吸引

力和冲击力的有限性。而进入互联网时代，在新媒体技术

的加持下，娱乐信息获得了图文、音频、视频多种类型的

呈现方式，更能激起和满足青少年群体获取此类信息的欲

望。此外，在互联网时代，人人都可以在网上参与娱乐化

信息的创作与传播，青少年接触娱乐信息的门槛和成本大

大降低。借助手机这一便捷的现代通讯工具，青少年能够

随时随地了解娱乐资讯，加入网络空间中的娱乐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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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网络文化生产者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助推网络泛娱

乐化

“泛娱乐”本身涵盖了资本主义鼓吹的消费主义、享

乐主义、功利至上思想，资本逻辑的助推带来了文化产品

与资本主义的拜金主义相结合，在产品营销中，各类商家

也致力于炒作包装各类明星、网红来赚取流量、推销商品。

当前我国的网络社会已经进入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拥有表

达和传播的机会，促进了多样化信息的快速传播。但不少

自媒体为了获得经济效益，在对各类信息进行解读时，倾

向于娱乐化的呈现方式吸引阅读，并不断推送给网民，各

种“标题党”、“博眼球”、“蹭热度”甚至低俗、色情

的内容层出不穷。

3. 网络泛娱乐化背景下培育青少年价值观的进路

网络泛娱乐化对青少年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成为当前

青少年教育的重中之重，优化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培

养青少年的价值观可以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3.1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文化的发展

方向

网络文化的“泛娱乐化”带来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认同的动摇，同样引发了青少年在网络空间的主体身份

认同问题，针对网络空间中各类价值观相互碰撞，甚至非

主流价值观甚嚣尘上的情况，应该强调培育网络空间中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重要性。通过构建网络社会的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培育青年的正确价值观，帮助青年

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培养起理性批判意识，从而增强青

少年甄别各类信息的能力，能够寻找娱乐现象背后隐藏的

资本逻辑和规律，避免陷入虚拟的娱乐空间无法自拔。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引领青少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

价值向导，能寻找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最大公约数以实现对

多元价值观念的引领，构建和谐的网络空间。

3.2 强化对网络文化产业的监管与规范

面对“泛娱乐化”愈演愈烈的情况，国家和政府需要

针对不同类型的视听娱乐节目制定运营管理及监管的法律

法规，将现代传媒“关在制度约束的笼子里”；同时针对

发布造谣信息和恶搞历史及英雄人物等网络不良行为，应

对信息制造者采取法律上的制裁。要坚持辩证思维，既要

看到网络文化产业给青少年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要看到网

络文化产业在为大众提供娱乐、休闲、解压等方面的作用，

以及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助推作用，因此不能对网络娱

乐产业持绝对的消极和否定态度，而是要对其进行规范和

引导，推动网络娱乐文化业朝着健康积极、传播优秀文化

的方向发展。要着眼于破解文化产业市场因无序竞争带来

的无底线、无节操地传播低俗、艳俗内容的行为，最大限

度地规范商业资本在文化产业中过度逐利的行为。

3.3 掌握主流媒体传播网络正向文化的话语权

主流媒体在网络空间中应担负起相应的责任，承担起

引导网络舆论的职责，对于过度娱乐的行为及时引导，甚

至提出批评，要积极传播网络正能量文化，实现先进文化

的深度共享，对网络平台稍显负面的信息进行权威解读，

打造高质量的精品力作，以培育和弘扬文化自信。央视近

年打造的爆款文化类节目，如《国家宝藏》、《中国诗词

大会》和《见字如面》等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新媒体技

术相结合，真正做到了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优质文

化，并在青少年群体中获得了很多支持和喜爱，其他主流

媒体要积极关注新媒体，掌握新媒体话语权，扩大主流媒

体声音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并在传播内容和传播形式与手

段上进行创新，来争取和赢得年轻观众的喜爱，对年轻受

众们进行积极的价值引导。

4. 结语

总之，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泛娱乐”提供了滋生

土壤，娱乐本身对人类会带来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当娱乐

向社会各方面渗透时，我们需要警惕其对青年价值观构建

带来的消极作用，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凝聚

社会价值共识，进而营造良好的价值生态，帮助青年建构

起正确的价值观；还需要政府在法律层面上对网络空间中

的娱乐文化产业进行监管和约束，并在必要情况下采取法

律手段打击相应的不良行为；主流媒体们也要肩负起在网

络空间发声的责任和义务，传播网络正能量，引领网络文

化向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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