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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立足于电视娱乐节目和高校校园文化活动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当下电视娱乐节目的“泛娱乐化”朝

着“当代价值观充分体现”的转变，研究当下高校文化活动较为突出的两极特点——过于形式化及过于娱

乐化的特点，以此对高校文化活动的开展提出具有实际价值的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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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工业化社会的发展和现代科技的进步，

当下社会的矛盾已经成为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同经

济发展之间的不平衡。而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大众的
内心越发浮躁，过分追求一些流于表面并能带来即时快感

的娱乐。而电视作为一个输出文化价值的大众媒介，被背
后的资本力量抓住了商机，电视荧幕上出现越来越多同质

的娱乐节目而逐渐产生泛娱乐化现象，这对校园文化建设
产生了影响。 

1  “泛娱乐化”现象的表现及特征 

根据中娱智库《2015—2016 中国泛娱乐产业发展白
皮书》的定义，所谓过度娱乐化，就是泛指在电视传播过

程中，节目都是为围绕受众的感官刺激需求而展开，因而
在一定意义上忽视了娱乐应该给予人健康的感性愉悦的

真实目的。电视娱乐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综艺娱乐节
目中大肆发展；二是逐渐蔓延到其他类型节目中。中国电

视媒体在娱乐节目的带领下进入了一个被娱乐主宰的狂
欢时代。 

1.1  “泛娱乐化”的表现：娱乐节目大量涌现，
走向媚俗化 

中国电视综艺行业长期以来一直受人诟病的一个问
题就是鲜有本土化的成功节目，许多大获成功的节目如

《中国好声音》《向往的生活》《心动的信号》等均是引进
国外版权制作，而一旦诸如此类的节目火爆之后，其他电

视台为了与其竞争，着眼点并不在于制作出全新的、令人
眼前一亮的节目，而是模仿这档节目加以制作，于是出现

了一系列同质化的节目，泛娱乐化现象也就因此产生。 
现下电视行业存在着追求高收视率的现象。一档节目

的运转很大程度上依靠广告商的资金支持，当一档节目获
得收视率和话题度后，经济效益也随之而来，各个广告商

纷纷找上门来合作。而其他制作机构为了从中分一杯羹，
并且迫于收视率目标的压力也纷纷制作同类型的娱乐节

目。 
快节奏的生活使得下班后疲惫不堪的人们想要快速

进入一个放松心情的环境中，而娱乐节目正能起到这种作
用。娱乐节目带给人们欢乐和泪水，释放了内心的压力，

人们的精神需求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从而产生了更大的需
求，需求又刺激了生产，于是越来越多的娱乐节目应运而

生，泛娱乐化也随之而来。 

1.2  “泛娱乐化”现象的特征 
1.2.1  内容庸俗化 
电视娱乐节目的创作宗旨应该是贴近大众生活，通俗

化、平民化是一个特点，但是如果过分追求娱乐效果，为

了博眼球而出现一些不忍直视的画面则就会成为低俗。例
如，就目前长久流行于各大节目的娱乐综艺节目来说，我

们不可否认这些节目给观众带来的综艺本身具有的轻松
的享受和其中的收视率带来的高收益。但其中也有很多因

为相关导向的倾斜和品味的低俗引发诟病。如，部分相亲
类节目为了制造噱头，故意制造“拜金主义”类话题娱乐

大众，供大众消遣。选秀类节目故意制造快节奏感，引导
年轻人只关注“一夜成名”。 

1.2.2  类型同质化 
现在电视娱乐综艺节目市场上，只要出现了一档成功

的节目，其他电视台制作的同类型节目就会如雨后春笋般
出现在电视银幕上，吸取热度和金钱利益。“流量为王”

的年代，哪个明星流量大，那他就成为了炙手可热的对象，
为了追求节目效益和收视率，电视娱乐节目往往会请来众

多明星亮相，拉动粉丝经济和提高话题。 

2  娱乐还是“愚乐”：网络时代下大学生的“泛娱
乐化”倾向 

2.1  “泛娱乐化”盛行于高校学生及高校活动 
在泛娱乐化现象下，面对海量的内容，人们似乎总能

找到对自己胃口的内容。娱乐化的内容相对来说轻松且容
易明白，这也是它吸引人的特点之一——泛娱乐化内容入

门门槛较低。近年，一些选秀类、娱乐类的影视节目具有
很高的热点，也受到了许多大学生群体的关注，相关话题

也引起了热议。比如，之前腾讯自制综艺《创造营》和爱
奇艺自制综艺《青春有你》的火爆。部分大学生对选秀节

目达到了狂热的状态，加入相应的圈子，在微博等平台上
为自己喜欢的选手投票和宣传，甚至在一些话题下面盲目

的一边倒“站队”。 
因为娱乐节目极强的吸引和引导力，很多高校活动纷

纷效仿，活动方向和活动形式日益单一。我们不能否认此
类活动似乎更能引起受众的共鸣，由此使得活动响应度

高，受欢迎程度高。而高校极强的示范作用决定了其思想
和娱乐活动的引导方向应该和泛娱乐化保持一定的距离，

因为这种强大的示范作用不仅表现在对本校学生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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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更有着社会范围内的影响力。随着媒体虚拟世界对真
实世界的侵入，媒体的“泛娱乐化”也渐渐蔓延到日常生

活中。作为接受互联网思想较多的学生更容易受到影响，
然而娱乐的浮躁性与学术研究本身就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学校的作用就在于为学子提供纯净的学习氛围。学校除了
通过日常的教学工作对学生直接言传教导，开展校园活

动、培养校园文化都承担着重要责任。 
表面上是娱乐化活动丰富了校园文化，实则是娱乐消

解了校园文化。娱乐化不等于娱乐，学生需要娱乐活动不
等于娱乐的泛化。学校自由开放包括学生对娱乐活动的选

择，学生给予辨识能力与批判精神未受到学校有意无意的
价值引领，做出多样选择，这便是高校自由之风。简单地

将校园自由氛围理解为包容一切，认为大学可以偶尔转换
一下形象，接纳社会上的利益组织丰富校园活动，本身就

是对高校的误解。 
2014 年，国内一档户外节目《奔跑吧兄弟》拍摄地

选址除了标志性商业场所——汉街，剧组还把目光投向中
南民大、武大等多所高校。一则“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拒绝

《奔跑吧兄弟》录制”的新闻在网络上引起热议，网友就
大学是否应该让剧组进校展开讨论。争议的焦点无非在于

录制是否影响学生正常作息以及娱乐性的活动是够影响
校园学术纯洁性。进校录制或多或少会对学生造成影响，

高校需要理性抉择，学生也应该理性对待。 
2.2  “泛娱乐化”现象牵引学生文化品味 
学生被包裹在一个泛娱乐化的“茧”中，所接触到的

只有流于表面的浅层的娱乐元素，久而久之人们的心理也

会因此被娱乐化、低俗化，从而影响健康的审美品味发展。
泛娱乐化使得校园变成一个娱乐至上的校园，所有人沉迷

于现下的快感和虚幻的梦境之中，电视一打开便是娱乐节
目，长此以往容易助长人们的浮躁心情。孩子们的理想甚

至不再是成为科学家、医生，而是长大后要成为歌手、演
员。由此可见，大众媒体的泛娱乐化会导致很多学生在生

活中不能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导致盲目追求不切实际的
理想，从而造成他们不能够了解真实的现实社会，活在自

己想象的世界里。 
大众媒体作为输出价值观、控制人们意识形态的媒

介，也在无形中通过播出娱乐节目影响人们的心理，大众
媒体应该积极输出正能量的节目。如果只是一味地博人眼

球，播放低俗甚至烂俗的节目，则会损害媒体的公信力，
降低人们对媒体的信任。 

3  “泛娱乐化”影响下高校文化的脱困路径 

坚守校园文化活动特色还是迎合学生“娱乐”，校园

文化活动组织者既要体察大学生的时代所需，又要面对网

络“泛娱乐化”浪潮的侵袭，难免会陷入短暂性的认识摇
摆和时间困顿。娱乐的躁动有时会渐渐影响人们的耐心，

舆论在当下兴起和传播的速度如此之快，也和人们浮躁的
心态有关。 

3.1  坚持正确导向，提高校园文化品位质量 
精神文化是校园文化的核心，是学校的灵魂，是一所

学校的办学理念。在满足大学生合理需求的同时，更应当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加强对学生的教育与引导，创造一

个健康的、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作为一个合格的活
动组织者，要积极组织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活动设

计要突出普遍参与性、趣味性，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和创
造性，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同时也提高校园文化品位质

量。 
3.2  大学生积极努力提升自身品位和文化素养 
作为一名大学生，应该从自身出发，提升自身鉴赏品

味和文化素养，理性判断信息，积极主动地分析和接受媒

体信息，善于运用媒介完善自己。对于低度庸俗的节目要
自觉抵制并举报，进行监督。 

3.3  加强监管，规范市场，创造和谐校园文化环
境 

由于行业内部的机制问题使得各电视台之间的无序
竞争、节目泛娱乐化现象泛滥，为此相关部门一定要引起

高度重视，杜绝这种风气的蔓延。例如，广电总局在《关
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文艺节目管理的通知》

中明确指出，各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和网络视听节目服务机
构要严格控制偶像养成类节目，严格控制影视明星子女参

与的综艺娱乐和真人秀节目。 

4  结语 

综上所述，面对当下创新能力不足、过分追求商业利
益和满足大众娱乐需求而出现的大量同质化、内容低俗、

靠明星阵容拉动的泛娱乐化现象，我们应该加强校园文化
建设对于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全面提高大学综合素质。大学承担着一个国家
思想和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重任，一所学校真正为人所称

道的应该是自由的学术氛围与强大的科研能力，这才是产
生强大影响力的根源，也应该是高校持之以恒的追求。 

 
作者简介：李淑怡（1999.11—），女，广东惠州人，

研究方向：文化建设；指导老师：高彩云，女，讲师，研

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课题：本文为 2020 校级大创项目“娱乐价值导向下

的校园文化活动思想引领”（项目编号 2020XJ41）阶段成

果。 
 

【参考文献】 
[1] 韩语.大众传媒泛娱乐化对大学生的影响及对策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9：25. 

[2] 郝娜，黄明理.“泛娱乐化”现象：现代性语境下崇高精神的虚无困境[J].思想教育研究，2020（1）：68. 
[3] 谢霄男.网络低俗化炒作乱象的伦理之思[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68. 

[4] 朱晏.网络文化背景下大学生审美价值观的建构[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1（12）：128. 
[5] 王前军，杨星.网络审丑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及其矫正策略[J].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15（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