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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要抓住青少年价值观形

成确定的关键时期，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中学时期是成长成才的关键时期，要对中学生进行正确

价值观的引导，帮助其树立正确价值观。1 当前随着自媒

体平台的发展，各类网红层出不穷，引发大众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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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中学生处于好奇心强的阶段，更是容易被网红吸

引目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自身的价值观。因此，我们

需要以辩证的眼光去看待网红，并引导中学生正确对待

网红发展这一现象。

一、网红及其特点

近年来，随着新型媒体平台的发展，许多人通过网

络走红，被称之为“网络红人”，简称网红，学术界目前

并未就网红这一概念给出明确的定义。艾瑞咨询将网红

定义为“具有人格魅力的个人，通过借助各种网络媒介

平台，在与网民频繁的互动过程中，通过超强的互动能

力吸引大批粉丝关注从而走红的人。”概括来讲，网红作

为互联网时代的产物，是一种通过网络平台来展现自身优

势，并以此获得关注、受到网民追捧，从而成为具有较强

“网红”对中学生价值观影响的探析

文蒸玲1　程　敏2

1.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西安　710072

2.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西安　71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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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的群体。网红作为网络时代的产物，其特点与互联

网平台有着密切联系。在互联网信息泛娱乐化的背景下，

网红也相应的具有娱乐化、成名过程快速化等特点。

（一）网红成名过程娱乐化

在宽频时代下，各个网红成名过程虽不尽相同，但

他们多以娱乐化方式博得关注。近年来利用娱乐化方式

走红的网红中，不仅有被央视点名批评的负面网红郭老

师、徐勤根这类通过发布具有噱头的低俗内容博得关注

的网红，同样也有正面网红，如央视段子手朱广权，他

以诙谐幽默的主持方式走红于网络，成为众人熟知的

“网红主持人”。他们之所以能走红于网络，究其原因是

当前环境下，具有娱乐性的内容更能吸引眼球，娱乐大

众，从而博得关注。因此网红为吸引网民注意力，多采

取娱乐化的方式来营造自身形象，增强影响力，这一网

红走红与普通网民间的互动过程充分展现了当前网红的

成名过程具有娱乐化的特点。

（二）网红成名过程快速化

网络平台的高速传播和高度开放带来的是网红群体

的快速更新换代。在不同的环境下，有不同类型的网红。

尽管每个时代下的网红类型不同，但他们大都具有成名

快、消逝快的特点。在互联网时代下，信息的更新换代

极快，一旦缺乏源源不断的话题点，网民则很快将其淡

忘，转而关注下一个新鲜网红。随着微博、抖音、一直

播等 APP 的发展，网红现象正处于富媒体时代。大部分

网红的走红得益于网民的关注和新鲜感，通过发布具有

噱头的内容能快速走红，但却难以保持长久的热度。当

网民们对该网红的新鲜感褪去，就难以继续获得关注，

其成名过程就是一个快速走红、快速消逝的过程。

二、网红对中学生价值观的影响及原因分析

目前，中学生不断受到网络文化的影响，对网红关

注度极高，这会对中学生价值观产生一定的影响。“中

学生价值观就是指中学生对生活中的各种事物、现象和

对自身价值的认识、评价、决定取舍所持的最基本的观

点。”一方面网红对中学生价值观起到了积极的导向作

用；另一方面，它对中学生的传统道德观、消费观等方

面也可能产生消极的影响。因此，我们需要用辩证的眼

光来看待这一问题，寻求其产生影响的原因，力求最大

程度发挥其积极影响。

（一）关注网红对中学生价值观的影响

1. 积极影响：激励中学生敢于追求梦想，开阔精神

视野

积极追梦的正能量网红给中学生树立榜样。正能量

网红多有积极的人生态度，良好的价值观和高尚的道德

品质。这种积极向上的形象会使中学生产生强烈认同感，

自觉主动地学习他们身上的良好品质，以督促自己不断

的成长进步。积极追求梦想的正能量网红以自身经历不

断激励中学生要勇敢追梦，付诸实践。虽然大部分网红

的成功看似是偶然，但通过深入了解，会发现每个正能

量网红的成功背后都是付出了相应的汗水与耕耘的。他

们身上敢于拼搏、不畏艰险的精神会激励中学生强化自

身的理想信念，化身勇敢的追梦人。

关注网红能在一定程度上开阔中学生的精神视野。

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中学生的精神追求日益强烈，

不仅需要传统的书本学习来获取知识，还需要不断丰富

精神世界。网红群体中有较多具有思辨力的网红，他们

的观点具有前卫性，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开阔中学生的精

神视野，引发中学生的思考。网红李子柒过着春耕夏种、

秋收冬藏的古朴生活，吸引了大量中外网友的关注。对

此，国内网友就其视频是否为文化输出展开了热议。这

一话题能够让中学生在学习课本知识之余关注到传统文

化，同时对于文化输出这一概念进行自己的思考，极大

程度上开阔了中学生的精神视野。

2. 消极影响：对中学生的价值观易产生消极引导

网红群体过度娱乐化的内容易使中学生形成娱乐至

上的价值观。当前，网民更愿意关注具有娱乐性的内容

来缓解压力，获取短暂性的快乐。基于此，为吸引更多

受众，网红多采取娱乐性的方式来发布内容，吸引眼球。

适度娱乐化能让人达到放松的目的，但目前网红群体中，

则存在着娱乐化过度的现象。中学生处于好奇心强的阶

段，对娱乐性的内容也会持较高的关注。此前，著名视

频自媒体账号“暴走漫画”就基于娱乐性的目的，发布

了具有侮辱英烈性质的内容。这一过度追求娱乐至上、

甚至不惜侮辱英烈的行为易使中学生树立娱乐至上的错

误价值观，离严肃高雅的东西越来越远。

网红的奢侈生活易使中学生形成物质化的消费观。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当前存在部分网红

凭借炫富手段引发关注的情况，这类网红所展现出的消

费观念是奢侈享受的。他们通过炫富的手段来博取眼球，

无形之中向中学生展现了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从而导

致部分中学生形成物质主义价值观。部分网红崇尚着金

钱至上的拜金主义，以炫富为乐趣。这种行为极大程度

上刺激了中学生的消费观念，影响着中学生的生活方式，

易使中学生形成奢侈享受的消费观。

网红成名快速化的现象易弱化中学生的传统奋斗观、

成才观。当前，一次直播、一个小视频、甚至是一张照

片都能成为网红成名的起点，成名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巨

大的收益。大部分中学生处于心智不成熟阶段，极易被

这种低成本高收益的快速成名过程所诱惑。自古以来，

中华民族坚持的都是脚踏实地、努力奋斗的成才观，而

网红的瞬息成才则可能误导部分中学生产生走捷径的想

法。网红的低门槛以及成名过程快速化不断的影响着中

学生的传统奋斗观，若不加以规范，极易弱化中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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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观和成才观。

（二）网红对中学生价值观产生影响的原因

1. 中学生受从众心理、猎奇心理等影响而拥趸网红

中学阶段的孩子生理发育迅速，心理发育则相对迟

缓，他们的心理水平处于较不成熟的一个状态，大部分中

学生好奇心重且甄别能力与自控能力有限，容易被新鲜事

物所吸引。中学生行为易受外界影响，当社会中对于网红

关注度较高时，中学生也会出于从众心理关注网红。此

外，他们还处于好奇心比较强的阶段，会不由自主的被新

鲜事物吸引，网红就极易使中学生产生求新求异的猎奇心

理。因此，中学生在从众心理和猎奇心理的双重影响下，

易形成拥趸网红的现象，从而对自身价值观产生一定影响。

2. 网红为吸引受众，有意营造自我形象

互联网平台的蓬勃发展为网红提供了一方沃土，网

红如雨后春笋来势汹汹，大大小小的网红数不胜数。在

这样一种环境下，谁能率先赢得关注并长期获得关注尤

为重要。基于此，网红们各出奇招，有意营造自我形象，

吸引受众，以增强受众粘性。中学生作为网络主力军，

自然是网红争先恐后争取的对象。心理学认为青少年在

关注网红的过程中，容易对网红产生心理认同以及情感

依赖。网红有意的营造自我形象，就是为加强受众的心

理认同和情感依赖，这种有意营造的形象能极大的吸引

中学生的注意力，增强其在中学生群体中的影响力，从

而对中学生的价值观产生相应影响。

三、应对网红对中学生价值观消极影响的对策

在虚拟、开放、多元的网红现象冲击下，中学生易

被网红群体中的负面信息影响，从而对其价值观产生一

些负面、消极的影响。基于此，加强对网红的规范，消

解其对中学生价值观产生的消极影响正迫在眉睫。

（一）相关部门完善网络监管机制，规范网红行为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

兴，文化强民族强。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晴

朗的网络空间”。

网红在网络媒体中影响力广泛，对推动主流价值观

建设有着重要作用。目前，针对互联网平台信息泛滥，

相关部门已出台部分法律法规政策，如推进实名制倡导

网络自律等手段以加强对网络环境的监管。现存法规制

度一定程度上能约束网红，肃清网络环境，但目前网红

发展呈现蓬勃化、快速化趋势，带来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因此，政府等相关部门应不断在现有基础上，完善相应

政策制度，以加强对于网红行为的有效监管，更好的传

播主流价值观，为中学生形成正确价值观营造良好环境。

（二）开发网络资源，发挥网红积极引导作用

在互联网时代下，对网络资源的正确运用能为社会

带来积极影响。为应对网红对中学生价值观产生的消极

影响，需不断提升自媒体平台与主流媒介的责任意识，

发挥网红对中学生价值观的积极作用。网红在网络上进

行价值传播时，由于缺乏责任意识和自律意识，可能存

在部分错误价值观念。基于此，迫切需要唤醒主流媒介

的责任意识、自律意识。主流媒介应自觉主动的学习贯

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以此为指导，致力于打造正

能量网红，从而推动网红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向社会传

播积极价值观。这有利于中学生受到正能量网红的影响，

更好的形成正确价值观。

（三）学校强化对中学生价值观正确引导

中学生各方面的认知都处于发展的过程中，并不完

善。学校作为对中学生价值观产生重要影响的场所，在

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学生的价值观，所以老师应加强对

网红的了解，充分理解中学生的精神世界。针对网红对

中学生价值观产生的影响，可以通过社团活动、课程设

置等方式进行知识普及和针对引导，做到在潜移默化中加

强对中学生的网络道德和价值观教育。学校通过良好的方

向引导，逐步提高他们的网络道德感，以加强中学生对网

红的辨别能力，自觉规避低俗网红对价值观产生的不良影

响。同时，社会也应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

对中学生的环境熏陶，以助于中学生形成正确价值观。

“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青少年

时期正处于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为引导好广大青少

年形成正确价值观，应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加强对中学生价值观的引导，做到规范网红现象，力求

为中学生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引导中学生把

自己的人生价值追求与国家和民族事业联系结合到一起，

帮助中学生形成与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价值观，树

立起服务人民和奉献社会的伟大理想，为成长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和合格建设者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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