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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红人”对大学生价值观影响的研究

唐显峰	毕玲玲	蒋蒙携	王善智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重庆��402760

【摘	要】21 世纪是一个科学与技术快速发展的崭新时代，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技术，让当今社会变成了信息高速流通

的社会。在此背景下，“网络红人”应运而生，他们通过各种社交软件，分享自己的思想、趣事、见闻等，从而达到吸粉，

为自己赚取收益的目的。本研究就通过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法，对重庆市五所具有代表性的高校学生进行调查，整理搜集

分析数据，探寻“网络红人”对大学生价值观产生影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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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论概述

笔者通过整合各位学者对“网络红人”的定义研究，

认为“网络红人”是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以各种软件为平

台，因有意无意的某种原因，在互联网中受到网民的持续性

关注，从而达到曝光度、点击量、搜索率不断增加的盈利或

非盈利性的个体或群体。

2“网络红人”对大学生价值观影响的调查

调查对象随机选择选择了重庆理工大学，重庆文理学

院，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重庆

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的 1000 名学生，涵盖了“文史类”“理

工类”“艺术类”“体育类”四个类别的专业，与 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5 月，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开展了问

卷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 1000 份，回收有效调查问卷 927 份，

回收的有效率 92.7%。同时，在开展问卷调查的学校，选择

了 10 名同学开展了个案访谈，进一步深入调查“网络红人”

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

该研究的调查问卷由 “基础信息调查”“大学生对‘网

络红人’的基本认识”“大学生对‘网络红人’的态度调

查”“‘网络红人’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调查”四个部分

组成。共有 28 道题（单项选择 23 题，多项选择 5 题），其

中“基础信息调查”6 道题，“大学生对‘网络红人’的基

本认识”12 道题，“大学生对‘网络红人’的态度调查”4

道题，“‘网络红人’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调查”6 道题。

3“网络红人”对大学生价值观的积极影响

3.1 丰富了道德榜样教育的多元性

“榜样”是在一定历史时期经组织认定，公众舆论认

可和公共传媒广泛传播，值得公众效仿和学习的先进典型，

以某个人为榜样，就是领会运用某个人的立场观点方法，把

榜样人物同主观自我高度融合，在具体问题面前，运用榜样

人物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问题、形成观念设想，从而指导

支配自身的言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观念也不断

发生变化。在过去所树立的特定时期的榜样是为了满足当时

的需要。当今社会，丰富多彩的生活使得道德榜样日趋多元。

如今的“网络红人”具有平民特征，与传统意义上的榜样形

象有别，不再拘泥于模式化的人物，丰富了榜样教育的多元性。

3.2 促进大学生审美多元化

大学生由于认知能力、分析能力、辨别能力、生活阅

历的区别，对于美的认识度不同，审美观也相异。传统榜样

教育人物形象单一，无法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而

部分“网络红人”如四川理塘的丁真、他既没有低俗的视频

博眼球，也没有犀利的文字引流量，而是以真、善、美的方

式来揭示和表现生活中的真、善、美。这类“网络红人”能

对“00 后”大学生起到思想上引领、精神上提升的积极作

用，从而有助于他们树立起积极、健康的审美观。 其次，

可以帮助中学生形成多元审美标准。 对于多元偶像选择和

对审美对象的个性化解读，有利于大学生形成自己独特的审

美观，有利于大学生面对纷繁的社会现实，保持清醒头脑，

提高自身鉴别与欣赏是非的能力。

3.3 强化大学生主体意识

主体意识是人对于自身的主体地位、主体能力和主体

价值的一种自觉意识，是人之所以具有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根

据。人有独立的人格，自我的选择。在信息网络时代，“网

络红人”对大学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当正能量的“网络红人”

成为了大学生追逐的对象时，在他们的带领下，大学生不断

地进行自我提升，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大学生在实践中，

个性突出，强调“自我”，不盲目地跟随，相信自己的眼光，

对于事物的判定往往有自身的观点，敢于直言，揭露时弊，

但同时也表现出过于自我，不听他人建议等不足。

4“网络红人”对大学生价值观的消极影响

4.1 削弱了传统榜样的教育作用

在新媒体时代，各种偶像崇拜层出不穷，偶像类型纷

繁复杂，偶像人物复杂多样。随着数字电视、网络广播、微

博、抖音等新媒体的发展，在消费主义风潮的鼓动下，在媚

俗的大众文化和商业文化的推动下，各种偶像明星开始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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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传统榜样形象，以追求自身价值实现的新偶像、新榜样纷

纷登场，如《中国有嘻哈》，《偶像练习生》，《创造营

2020》等偶像类娱乐节目热度非常高，影响了当下一大批大

学生。而新兴的网站、app 更是掀起一层浪，各类偶像屡见

不鲜。一些偶像为了达到“吸粉”吸引关注、提高点击率的

目的，过多传播内容较为肤浅低俗的娱乐搞笑内容，大学生

由于自身价值观还不够成熟，在面临重要的价值取向选择

时，很容易陷入迷茫和困境中。庸俗信息充斥着大学生的网

络世界，使得大众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无聊，越来越麻木，越

来越无所事事。传统榜样的教育作用在新媒体时代被削弱。

4.2 低俗化大学生的审美观

人的审美追求，在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促进与实现

人的发展，在于促进和谐发展、创建和谐世界，在于使这世

界变得更加美好。然而随着“网络红人”的前赴后继：不少

素人不惜花重金，美容美颜，丰胸瘦身展示自己“网络红人

脸”；有的人”紧捏“脱”字诀，用除去衣衫的写真照片集

中轰炸或是上传自己的裸照、裸舞视频引起关注；有的人甚

至男扮女装，“妖艳倍至”。“网络红人”现象透露出部分

公众审美价值观的畸变：以艳照为美，以畸形为美。证实了

只要今天能搏出位，哪管明天骂名滔天。一场全民“审丑”

运动全面爆发，眼球经济让那些想以丑出名的人找到了新招

数，也映照出了这个时代的荒诞不经，呈现出愈演愈烈之态

势。 而审丑的泛滥，过分渲染人性的阴暗丑恶，颠覆了以

往对人性充满真、善、美，以及人际关系和谐的诉求。 

4.3 误导大学生的消费观

“网络红人”的产生除了个别因为自身原因而走红外，

大部分都是有幕后公司进行的商业化操作。公司的商业化操

作只追求简单的盈利，从而忽视了追求盈利的背后对大学生

的价值观产生着不良的影响。“一夜暴富”、“拜金主义”

等错误的价值观在大学生中蔓延，追求奢侈生活成为了个别

大学生学习成长的“目标”。部分“网络红人”在社交平台

上的通过言论、照片、视频等晒车、晒房、晒包、晒宠物 ...... 刺

激了大学生的消费需求，导致大学生消费观发生变化。一些

大学生为了追求“富有”，不切实际地进行消费。甚至依靠“网

贷”购买奢侈品，以便在同学中炫耀，“网贷”后无力偿还，

不惜采用敲诈勒索，走上犯罪道路；一些大学生为了追求名

牌，在走向自己成为“网络红人”的道路上，“越穿越少”，

甚至涉黄；一些大学生在追求“网络红人脸”的路上越走越

远，进行各种手术，以求完美，可以说是不惜重金。大学生

所表现出来的炫耀消费、跟风消费、超前消费等可以说是与

部分“网络红人”的不良导向有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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