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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2018年可谓是电竞(全称:电子竞技)具有跨时代意义的一年,从雅加达亚运会的表演赛到2022年成为杭

州亚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再到IG的夺冠一跃成为赤手可热的“体育竞技”项目,再次掀起了一股“电竞热”

的高潮。电竞作为亚文化的一种难免会出现与主流文化相冲突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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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亚文化层面的大学生“电竞热”现象的现状分析

关于电竞也有一些相关的调查和研究,电竞选手的教

育途径可以分为五类,目前学前教育占2%,企业教育占

4%,K12教育占14.2%,职业教育占30.2%,高等教育占

50%,不难看出电竞选手大多数是高校大学生。这让我不

禁想到一篇文章《电脑游戏:瞄准孩子的“电子海洛因”》中
提到:孩子为了技高一筹打败对手,不惜没日没夜的消耗

身体去磨炼“技术”。试想一下在校大学生玩游戏的状态,
电竞专业的学生就不用说,也许更残酷、更可怕。

自2016年9月6日,教育部公布《普通高等学校高等

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将“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划
分在“体育类”学科中之后,有资质的学校可以从2017年

开始正式招生。2017年10月底,国际奥委会对外公布,
电子竞技为正式“体育运动项目”。近年来电子竞技的职

业化发展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和了解电竞。但是

电子竞技仍被许多家长看作网络电子竞技类游戏。发展

至今,视为“电子海洛因”的亚文化标签依然没有改变。拼

搏其中的年轻人不会被称为“追梦者”,往往还被贴上“不
务正业”的标签。试问有多少家长把“手机游戏”当作看孩

子的“保姆”? 又有多少孩子把“手机游戏”当作课外活动

“专家”? 家长的排斥、社会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正如

亚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结构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组成部分,反
映的是处在边缘地位的青年群体所独有的意识习惯、价值

观念和生活方式,虽然表现出与占主流地位的传统文化的

对抗性,却也是一种平衡和消解主流文化中“霸权”价值、
意识的存在。[1]

2　亚文化层面大学生“电竞热”的成因

2.1　物质条件原因:电子竞技游戏的低门槛和高

利润。
在电子产品已成为生活一部分的今天,家长们显然很

难将孩子与电子游戏完全物理隔绝。中国体育经济研究

中心主任鲍明晓认为,对电子竞技也应该设一个高门槛,
比如,像职业高尔夫那样,不能让什么人都能进入,尤其是

缺乏自制力的青少年。他表示,从诸多媒体报道的案例可

以看出,电游已经让青少年和他们的家庭在付出代价。而

在电竞产业专栏作者杨子涛看来,游戏本身是一个商业产

品,赚钱无可厚非,但他也认为如今热门游戏对青少年群

体影响过大,为了其健康发展,游戏厂商需要承担更多社

会责任,比如,之前上线的防沉迷机制就是一种尝试。

2.2　青年阶段性心理原因:满足青年群体性和阶

段性心理需求

2017年6月28日,一篇题为“怼天怼地怼王者荣耀”
的网络文章迅速蹿红,文章作者是一位中学教师,她以个

人观点阐述了“王者荣耀”对孩子精神空间的占据,其中一

句话被大量转载:“我比很多家长都要痛恨看到孩子们沉

迷手机的样子:那种专注、那种迷恋、那种爱慕、那种笑逐

颜开……那种表情是我们一直渴望从孩子身上得到的,也
是他们一点点都不舍得给予我们的,更是孩子在成长之后

渐渐消 逝 掉 的。”从 中 可 以 看 到 孩 子 对 于 网 络 亚 文 化

的———电子竞技游戏的认同和依赖。因为青年一代生活

在网络媒体最发达的时代,身边处处皆是网络亚文化的身

影,再加上电子竞技亚文化可以满足其心理需要。网络虚

拟空间没有学业压力;没有父母“婆婆妈妈”的教诲;没有

老师和同学的异样的眼光。只有“同类语言”;只有“相互

认同和相互崇拜”;只有“赞美声和鲜花”。电子竞技亚文

化能够满足特定阶段青年心理需求和认同。

2.2　对电竞身份认同的原因:大学生需要自我认

同和未来出路

大学生对新事物都有强烈的探索欲,敢于尝试新的事

物,至于错与对、在其中产生的迷茫感和不确定性均会在

他人的赞赏和认可中得到强化。慢慢地就会形成特有的

亚文化观。正如布雷克所言:“作为一种尝试而产生的亚

文化———产生了一种集体的认同方式,从这种认同中人们

会获得并非是阶级、教育和职业中产生的个人认同。”[2]从

2003年国家体育总局正式批准,将电子竞技列为第99个

正式体育竞赛项;到2008年国家体育总局将电子竞技改

批为第78号正式体育竞赛项;到2017年在瑞士洛桑举行

的国际奥委会第六届峰会上,将电子竞技视为一项“运
动”;到2018年中国首个高校电竞体系化联盟“富联盟”成
立。以及2018年雅加达第18届亚运会将电子竞技纳为

表演项目;最后2022年杭州第19届亚运会将电子竞技纳

为正式比赛项目。这一系列的国家政策的实施为电子竞

技的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也为大学生的择业和人生发展

多了一个选择。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电竞行业已然成了时

代的宠儿。年轻人爱看,资本家愿意投钱,媒体乐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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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电竞热”的主要因素。

3　亚文化层面大学生“电竞热”的对策研究

3.1　家庭的监护和陪伴

电竞和游戏界有一种观点,电子竞技类游戏没有“原
罪”,不让孩子沉迷电子游戏,处理好娱乐和学习的关系,
需要家长的积极引导和陪伴。在国民体育传统尚未形成

的情况下,传统体育项目和家长希望孩子拥有的其他业余

爱好,但是在电子游戏的冲击下毫无还手之力。[3]父母不

在身边也是“养成网瘾少年”的最主要的因素。认知尚未

成熟的情况下,没有父母的监护和陪伴,孩子可以通过游

戏来寻找心理安慰和快乐,孩子生活在“无组织无纪律,无
规则无底线”情景中,因为他们得不到及时的教育。

3.2　学校的监督和教育

高校大学生手机成瘾的“奶嘴”现象,破坏了学生心理

与生理的和谐。学校在监督和干预的过程中要密切关注

学生的实际需要。辩证的看待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对高校

和在校大学生带来的深远影响,各高校应营造教育良循环

的校园文化氛围,辅助大学生找回健康学习的环境。一方

面,培养大学生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导向,树立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同时配合政治理论课程、心理辅导课

程,缓解“断奶”焦虑;另一方面,培养大学生客观接收网络

信息的能力,提高自我克制力。在学会自我筛选信息的同

时培养信息创造和创新能力,让学生认识到手机的工具性

能,打破大学生在成瘾吸“奶嘴”之前就更正手机工具带来

的反馈机制。

3.3　政府制度的约束和管辖

电子竞技正是因为“没人疼”的背景,让其在“没人管”
的土地上“疯长”;当它真正发展起来时,人们才发现“主
流”手段已经很难“管”住它了。[6]一味地“打压”“禁止游

戏”等手段没有效果的情况下,可以适当拓展更多渠道,转
移他们对于电脑、手机的过度依赖心理。可以让他们多去

户外运动,通过运动来学习、社交以及增加与父母、老师的

情感交流。同时政府要支持一些科学研究,比如沉溺电竞

对人的危害等,以此来警示人们;为了防止青少年沉迷,可
以推出“实名制”以及“12岁以下每天限玩一小时”等措

施,为未成年人提供感兴趣的健康向上的有益信息;电子

竞技类游戏分级分层分类制管理;电子竞技类网吧规范化

管理等措施的实施来约束和管辖;政府要增强社会体育设

施的便利程度;发展各类体育活动,体育设施到处遍布、体
育活动层出不穷,在某种程度会抵消电子竞技对青少年的

吸引。

4　“电竞热”现象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首先,针对大学生活动特点,鼓励他们参与各种活动,
形成批判、比较和设计的能力。中国香港传媒教育工作者

何惠仪表示,从接触中可以发现大学生的辨别能力并非薄

弱,却是由于学校或家长没有为他们提供适当的讨论空

间,使他们不能从师长那里获得思考启发,亦不能学习到

对事物基本的判断能力。网络每日呈现的社会时事都是

十分重要的教育素材,师长应把握机会,多鼓励及引导大

学生讨论,启发大学生的批判思考,帮助他们建立一套正

确的价值观。
其次,大学要借助榜样的力量把思想政治工作目标、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电子竞技教育有机结合,塑造正能量

的电竞形象,培养高素质、高水平的电竞人,传播电竞先进

个人,标兵以及感动人物等事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

善于运用大学生的方式传播正能量,采用大学生喜闻乐见

的表达方式、表现形式提高榜样的传播力,增加榜样文化

的输出,减少大学生对亚文化的消费。加强网络主流文化

建设,以先进的文化理念引导网络亚文化健康发展。
最后,加强主流文化和电子竞技亚文化的交融和对

话。电子竞技都已在数亿大学生和大学生的电脑里、手机

上“扎根”,“一禁了之”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在崇尚

自由、和谐、平等的社会环境下,要着力于将电子竞技亚文

化和社会主流文化的对话和交流,以包容和开放的心态对

待电子竞技亚文化的冲击。在电子竞技亚文化和主流文

化的对话和交融过程中,加强对大学生网络信息素养、思
想道德价值观念和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引导大学生树立正

确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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