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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弹幕文化”为载体的高校隐性教育实现途径

徐正建* 李小刚 徐少华 熊益学 林志成 吴康军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学院重庆科技学院 重庆 401331

【摘 要】：随着自媒体和新媒体不断发展，“弹幕文化”作为一种新兴文化在当代高校学生中广泛传播。作为亚文化的弹

幕具有高度的交互性、即时性、碎片化、反艺术和群体狂欢性，可作为高校隐性教育的有效载体。基于“弹幕文化”的传播

优势和高校隐性教育的独特教育方式，优化网络环境，疏导网络舆情，在“弹幕文化”载体上开展潜移默化的隐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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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alization of implicit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ith "bullet screen culture" as the carr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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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elf-media and new media, "bullet screen culture" as an emerging culture is widely

spread among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As a subculture, the bullet screen has a high degree of interactivity, immediacy,

fragmentation, anti-art and group carnival, and can be used as an effective carrier for implicit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 communication advantages of "bullet screen culture" and the unique education method of implicit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ptimize the network environment, channel network public opinion, and carry out subtle hidden education on the

carrier of "bullet screen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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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

想工作的意见》等通知中强调要着力提升网络运用能力，遵

循信息网络规律，把掌握新媒体操作技术作为教师工作队伍

的必备能力，练就运用“网言网语”参与网络文化建设管理

的过硬本领。高校教师应尽心竭力的创新隐性教育载体，掌

控网络舆论的话语权进行隐性教育。隐性教育是指教育者为

达到一定的教育目的，利用隐性教育资源，通过隐蔽灵活的

教育方式和无意识的教育活动，让受教育者在潜移默化的环

境中受到教育[1]。

随着国内两大弹幕视频网站（Ac Fun 和 Bilibili 站，以下

简称 A 站和 B站）的兴起，弹幕作为典型的“二次元”现象

在当代大学生中得以广泛的传播。所谓“弹幕”，是指在网

络上观看视频时弹出的评论性字幕，观看者通过发送弹幕实

时互动，参与讨论。传统的评论区一般置于视频下方，评论

内容按照发布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具有滞后性强、互动程度

差等特点。弹幕则相反，视频窗口即是评论区，评论内容按

照发送时间点在视频上方“飞过”，具有观众互动性强、内

容可见度高的特点。依托于 A 站和 B站吸引了广大的“90

后”“00 后”学生群体，大学生作为新鲜事物的狂热追逐者，

纷纷加入了“弹幕大军”[2]。高校隐性教育是做高校学生的

工作，学生在哪活动，开展工作的阵地就应该建立在哪。

1 应用“弹幕文化”开展高校隐性教育的必要性和

可行性

1.1应用“弹幕”高校隐性教育的必要性

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时代，伴随新媒体的发展，传统的

课堂教育模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时代发展变化和学生精神

需求，正面临极大挑战。首先，教学理念滞后，教师未能及

时运用“互联网+”等最新思维方式与成果开展课堂教学；

其次，教学内容不能较好回应社会、回应现实、回应网络，

部分教师照本宣科，导致学生知识体系与教学内容存在较大

差距；最后，教学方法缺乏创新，受限于课堂教学固定的教

学方式、场地和时间，师生互动往往流于形式[3]。以上三大

因素，造成高校隐性教育质量不高，学生认可度较低，发掘

新的教育模式，弥补传统教育的局限是每一位高校教师面临

的重要任务。

在高校教育改革浪潮中，如何应对网络化信息化的冲

击，我们必须借鉴学习其他课程的做法。“弹幕文化”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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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与快速发展，不仅吸引了高校学生的注意力，还极大地满

足了高校学生的精神文化需求，将传统高校教育优势与这种

全新的网络互动机制相结合，必然在发挥高校隐性教育功能

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2 应用“弹幕”高校隐性教育的可行性

（1）传播信息碎片化

“弹幕文化”因其高可见度高互动性，在当今微时代信

息传播中呈现出特殊优势[4-5]。弹幕内容高度凝练，适应信息

化时代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与工作方式。信息传播的碎片化主

要体现在形式、内容和意义表达三方面：在形式上不拘泥于

传统文字编排形式多样，用户可以随时随地接收和发布信

息；在内容方面只要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大家可以畅所欲

言，发布时间也无限制；在意义表达方面，开放性和互动性

的用户体验冲破了传统媒介的垄断，不同的声音可以竞相涌

动，真是实现了“我说即我想”。

（2）覆盖范围扩展化

弹幕传播是实现从原始的“一对一、一对多”的传播方

式到现在“多对多”的传播方式，最大限度实现了信息共享。

在当今自媒体时代，涌现出一大批“草根”被赋予了传播的

权利，在信息化时代野蛮生长迅速走红吸金。高校教师可以

依托于“B站”设立自己的个人账号作为“UP 主”定期上传

相关视频，吸引学生的关注与认同。高校教师利用自身魅力

广泛吸粉，使学生成为老师的“小迷妹、小迷弟”，对于老

师发布的信息、传授的知识形成认可、支持并广泛传播，以

此为抓手传播意识形态文化，这是传统课堂所不能达到的。

（3）沟通交流便捷化

与传统课堂教学相比，新型媒介载体的教育方式最大程

度上解放了高校隐性教育工作的局限性。信息传播不受时间

空间的限制，将隐性教育融入日常生活、社会实践中打破传

统满堂灌的现象。移动载体的便携性媒体平台的操作简洁

性，使教育工作成为了能够随时随地开展的工作。依托“弹

幕文化”为载体开展隐性教育，能够极大的调动学生的兴趣

和热情。通过简洁的文字和视频文件表达出中心思想，将隐

性教育工作真正贴进学生的日常生活，提高学生的思想素

养。

2 应用“弹幕文化”开展高校隐性教育的机遇与挑

战

依托“弹幕文化”开展高校隐性教育可以改善教育的空

间性与时效性，打破了传统意义上隐性教育的时空局限性，

并且极大程度丰富了隐性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在互联网时

代，“弹幕文化”为隐性教育提供了新的载体，为老师们提

供了便利。不可置否，利用“弹幕文化”开展隐性教育并不

是万能的，属于画龙点睛的工作，“弹幕文化”对于当今隐

性教育也相应的提出了挑战。

2.1信息传播大众化与开放化动摇了高校老师的主导地位

“课堂教育”作为高校教育的主要途径，是根本性和基

础性的教育。根基不牢固，对与正处在思想观念形成期的学

生群体来说十分危险。高校教师可以通过晓之以情、动之以

理的方式对于学生进行开导感化，但是信息传播的大众化与

开放化彻底改变了现状。对于处在金字塔顶端的传统高校教

育工作者，因为其授予的特定教育不能满足学生的活跃性思

维，遭受到严重挑战动摇了主导地位。

2.2信息传播自发性与盲目性弱化了高校教师“把关人”的

作用

当今网络环境下，信息量的持续增长呈现爆发式特征，

信息传播具有无序性和自发性。高校教师作为隐性教育传播

过程中的“把关人”，需要基于自己的“预存立场”，根据

自己的意见、兴趣、经验以及现今政策和道德法律规范对当

今传播的信息进行筛选和疏导。但是，当今大数据信息时代，

隐藏信息中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纷繁芜杂，加大了高

校教育的难度系数。同时，当今大学生由于社会阅历、认识

水平、分辨能力均不太成熟，被消极负面信息侵蚀的概率相

对较大。在信息把关和过滤时完全依靠自身想法作为衡量标

准，决定高校教师不能时时刻刻照顾到每位学生，掌控和教

育具有巨大的挑战性。

2.3信息传播快捷性和复杂性增加了高校隐性教育的难度

“弹幕”平台由于其便捷性受到当代大学生的热烈追

捧，任何人都可以实现以虚拟身份获得更多更快的信息和资

讯。但是，信息主体和信息内容之间相关性不紧密，自然给

信息主体发布信息增加了胆量，逃避了真实社会中的伦理和

道德的限制，为隐性教育增加了难度。同时，信息化时代丰

富的资源、快捷的传播方式均能左右大学生的思想和生活方

式，加大了高校隐性教育的复杂性和难度系数。

2.4对高校教师开展隐性教育工作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挑战

面对当今更加强调自我发展的“90后”“00 后”，高

校教师教育工作的难度更是上了一个梯度。在当今的形势

下，高校教师应意识到新媒体对高校隐性教育工作带来的挑

战，善于抓住机会利用微平台做好隐性教育工作，成为通过

“B站”、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平台开展隐性教育工

作的内行人[6]。加强与学生的沟通交流，减少被动式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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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网络热点话题调动学生关注正面健康思想的积极性，打

造和谐文明的信息化环境，创造奋发向上的校园氛围。

3 运用“弹幕文化”开展隐性教育工作的对策与建

议

3.1 建设隐性教育新载体，创新隐性教育新机制

依托于“B站”、知乎、微博、抖音、快手、微信等新

媒体，加强以移动终端为主的传媒平台运用。共青团中央在

知乎上发布了“无论你曾是、即是、或将是团员，亦或只是

普通青年，我们都会在这里倾听，且等你。”在“B站”设

立个人账号“别当团团不上 B站”，截至目前已经获得接近

940 万粉丝量[2]。微信和微博是共青团最早布局的网络阵地，

共青团于 2013年 12月 27日入驻新浪微博与腾讯微博，2014

年开通微信公众号，2016 年后先后进驻知乎、B站，2018

年 10月进驻抖音、快手，截止目前抖音粉丝已达 730 万[2]，

形成了共青团+互联网格局，真正实现了团网深度融合、团

青充分互动，线上线下一体化运行机制。因此，高校教师应

该与时俱进主动构建并切实利用好网络媒介，加强以“弹幕

文化”为主的网络互动，实现线上线下隐性教育的无缝对接

与有机融合。利用好视频的传播方式定期以“UP主”身份上

传视频，借助微视频的力量将隐性教育和视频传播的网络时

空结合起来，为隐性教育工作注入新的活力。

3.2 加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革新教育观念

对于高校教师个人而言，信息时代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2019 年底，受不可抗因素影响，高校教师从面授到“云端”，

化身“网红主播”，利用腾讯会议、雨课堂、钉钉等网络平

台对不同年级不同专业开展线上教学。现阶段需要高校教师

革新观念提升媒介素养，打造现代化精英化的管理团队，提

升运用 IT技术的能力，主动占领隐性教育新战场。新时期的

高校教师需要能够快速辨别信息、了解最新网络内容、对于

最新的网络内容能够第一时间发现了解，具备正确评价和指

导学生的能力。在社会发展的巨轮下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需

要更新现有理论知识，不断改进隐性教育思路。高校教师在

开展工作过程中不断充实自我，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在与学

生沟通过程中要努力做到共情，用平和的语气与学生交流尽

量避免说教的方式，做学生的知心人、引路人。

3.3发挥学生主体能动作用，提高学生自主管理能力

培养教育学生，最关键的是要发挥学生本身的主观能动

性提升学生的自我实践创新能力[7]。高校教师应充分利用“意

见领袖”的作用，把积极向上的言论引导成为主流声音。在

学生干部中物色一些认可度较高群众基础较好的学生骨干，

让其担当同辈群体的意见领袖。通过学生骨干将学校老师的

“官方”声音，在自媒体平台上转变为学生群体易于接受的

方式，真正实现隐性教育。从学生群体的自身角度出发对其

进行引导，让学生更加容易接纳，同时，高校教师还需要关

注在学生群体中不是学生干部但是关注度粉丝众多的学生，

通过与其沟通交流运用各种方式，将其紧紧围绕在老师身

边，在平日与学生的生活交流过程中传播良好的思想导向，

形成高校专属的特色文化，加强学生管理队伍建设，通过媒

介平台传播校园正能量。

4 结语

面对信息时代的冲击，传统的隐性教育必须“充分利用

网络优势，增强高校隐性教育的吸引力和影响力”。通过对

教学理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强化隐性教育的实

效性，使其更“接地气”，易于被学生接受；重视引导学生

的主观能动性，调动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治理，提高学生对隐

性教育认可度，构建和睦健康的师生关系。运用“弹幕文化”

载体开展隐性教育是高校教育和自媒体发展的时代产物，可

能且可行，但作用是有限的。只有充分利用新型媒介开展隐

性教育的优势，规避劣势，与其他良性载体有机结合，才能

促进高校隐性教育工作卓尔不群地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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