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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时代高速发展，网络亚文化表现形式各式各样，面对网络亚文化的冲击，网络亚文化给大学生带来

一定消极影响。本文聚焦于大学生中的网络亚文化现象，阐述网络亚文化对大学生造成的影响，并基于

此提出解决网络亚文化对大学生影响的引导策略，并利用网络亚文化对大学生进行教育活动，有针对性

帮助大学生解决问题，提升网络素养，树立正确的三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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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network subcultures take various forms. Faced with the 
impact of network subcultures, they bring certain negative influences on college students. This ar-
ticle focuses on the network subculture phenomen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elucidating the im-
pact of network subculture on them, and based on this, proposing guiding strategies to address 
the influence of network subculture on college students. It also suggests utilizing network subcul-
ture for educational activitie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providing targeted help to address their 
issues, enhance their online literacy, and foster the development of correct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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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如今互联网已经全方面融入大学生生活中，随着网络时代的高速发展，大学生接触网络亚文化的新

事物越来越多，网络亚文化在大学生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面对网络亚文化的冲击，网络亚文化给大学

生的价值观、道德意识、身心健康产生着一定不良影响。因此，对网络亚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与引导策

略研究具有深远意义。 

2. 对网络亚文化的研究 

关于网络亚文化的研究尚未形成完整体系，其内涵界定尚在发展完善中，缺乏权威的定义，对网络

亚文化的定位也较为模糊，没有作出一个统一的网络亚文化概念界定。将网络亚文化与亚文化、传统文

化一起分析。从国外对网络亚文化的研究综述中发现，国外对网络亚文化的研究没有统一的界定。网络

亚文化流派主要集中在芝加哥学派和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主要经历了芝加哥学派研究阶段、

伯明翰学派研究阶段、后亚文化研究阶段[1]。国外对网络亚文化和亚文化的研究模糊不清晰，使得亚文

化和网络亚文化的概念界定不统一。因此，网络亚文化可以说是一种补充的文化，其在互联网络空间中

它以特定的主题、符号和价值观念为基础，被该亚文化群体成员所接受和追随。 

3. 网络亚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 

3.1. 网络亚文化对大学生的价值观影响 

随着时代高速发展，网络亚文化对大学生的价值观影响，主要体现在大学生网络亚文化的传播速度

快而广使得一些不良的价值观念得以迅速传播冲击大学生的价值观及网络亚文化的存在也导致了大学生

的价值观多元化和碎片化等。 
一方面，大学生网络亚文化的快速传播和广泛影响力使得一些不健康的价值观念得以传播，致使网

络亚文化对大学生的价值观产生了冲击。互联网文化参差不齐，虽然网络上优质的内容不少，然而，更

多的是低俗、半伪半真赚取流量的内容。通过对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调研，大学生喜欢的网络

平台及日活跃量较大的平台主要集中在“抖音”“新浪微博”“哔哩哔哩”“小红书”“微信公众号”

等。一些大学生喜爱的网络平台为了利益、获取热度流量留住用户使得一些不健康的价值观念得以快而

广的传播，从而冲击着大学生的价值观。例如，一些网络亚文化中存在着攀比、虚荣的价值观，这对大

学生的价值观形成产生了不健康的影响。大学生可能会追求物质享受，而忽视了品质和能力的培养。 
另一方面，一些网络亚文化的存在导致了大学生的价值观多元化和碎片化。大学生群体在接触到各

式各样的网络亚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下，难以形成自己的独立思考和价值判断。大学生可能会盲目追随

网络亚文化中的热点潮流，而忽略了自己的内心需求和独立思考和价值判断。例如，网络亚文化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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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中有很多“心里鸡汤”“伪科学”，一些不健康的价值观念得以快而广的传播导致大学生形成了不

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在网络亚文化的影响下，一些大学生喜爱的网络平台为了获取热度流

量留住用户，网络亚文化视频内容杂乱无章，没有系统化，导致了大学生的价值观碎片化，从而影响大

学生的价值观。 

3.2. 网络亚文化弱化了大学生的道德意识 

网络亚文化弱化了大学生的道德意识，主要体现在网络亚文化中涵盖的一些暴力、色情、侵害他人

隐私等对社会公共秩序产生不良影响的内容对大学生的道德观念产生负面影响[2]。另一方面体现在一些

网络视频内容存在着虚假宣传和误导性内容等问题，这些视频可能误导大学生，使他们产生错误的道德

判断。 
网络视频的普及使得大学生群体更容易接触到多种多样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这些视频内容可能包

含了积极向上的信息，如励志故事、正能量的影片等，可以激发人们的道德意识和价值观。然而，也有

一些网络视频内容存在着低俗、暴力、色情等不良信息，这些内容可能会对大学生的道德观念产生负面

影响。例如，网络暴力经常通过打架、斗殴等方法来使大学生产生错误的观念，给大学生不正确的引导，

大学生模仿网络里面的行为，导致把这些暴力行为运用到了现实生活中。例如，一个宿舍同学一起玩网

络游戏，一位同学埋怨辱骂另一位舍友，结果两人大打出手，造成一人受伤送医，道德意识被弱化，影

响了大学生的整体素质水平。 
一些大学生群体将网络作为脱离道德的地方，不对网络信息真伪进行辨别就肆意转发传播，有些严

重的甚至触犯法律，把网络当作法外之地。例如，网络亚文化可以通过评论、点赞等方式可以促使人们

思考和讨论道德问题。但有一些人可能会通过网络传播不当的言论和行为，对大学生的道德观念产生负

面影响。加之，网络视频的传播速度快，覆盖范围广，使得道德观念的传播更加迅速和广泛，网络亚文

化弱化大学生的道德意识之严重。 

3.3. 网络亚文化影响着大学生的身心健康 

第一，网络亚文化影响着大学生身体的健康。大学生大部分休闲时间投入到网络游戏、刷视频等网

络亚文化当中[3]。长时间对着屏幕观看网络视频可能会导致眼睛视力下降等眼部疾病问题[4]，长时间坐

着观看视频打游戏也会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不利于大学生的身体健康。例如，以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

院学生为例，在与 21 级工商管理学院学生交流中，学生反馈经常刷抖音一下就到了凌晨 2 点，不知不觉

几个小时不见了，消耗掉很多时间，让人感觉精神空虚，通常一看就是几小时或者一个晚上，以至于大

好时光就浪费在这个软件上，而忽视了其他重要的事情，如学习、社交等。同时网络亚文化里面的视频

质量层次不齐，看多了低俗视频容易消磨意志，而且长时间面对网络视频、游戏等网络亚文化，致使大

学生的想象力匮乏、思维固化等。 
第二，网络亚文化影响大学生心理的健康。首先，大学生大部分休闲时间聚集在网络平台交流里面，

现实沟通越来越少，而忽视了与身边的亲友面对面交流和人际关系的建立，影响到大学生的人际关系和

社会适应能力，导致大学生社恐、抑郁。其次，网络亚文化中存在着一些不健康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

如网络暴力、恶搞和攻击性言论等。这些负面的影响可能会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产生不良影响，导致他

们产生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再次，长时间沉迷网络游戏，使得大学生存在就业焦虑、学业焦虑，长

期处于这种不健康的状态容易影响心理健康。例如，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一名大二的学生，沉迷与网

络游戏，每天玩电脑到凌晨 3 点才睡觉，早上起不来导致经常旷课，期末考试的 5 门课程不及格，学生

心理压力很大，导致学生患抑郁症无法正常完成学业，致使其休学一年回家医治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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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网络亚文化下对大学生思想教育的引导策略 

4.1. 完善网络环境治理制度 

首先，加强对网络亚文化的监管，引导大学生正确对待网络亚文化，提高他们的思想教育水平。虽

然出台了一些网络安全的相关法律性文件，但一些网络平台为了利益和吸引用户，对视频内容存在着低

俗、暴力、色情等不良信息管理欠缺，社会责任意识淡薄；一些大学生受网络亚文化消极的影响利用网

络匿名评论传播不当的言论等不良信息管理欠缺。因此，完善网络环境治理制度，加强对网络亚文化的

监管具有深远的意义。其次，建立健全网络亚文化的评估机制，对存在不良价值观和行为的网络亚文化

进行识别和排查。相关部门完善网络亚文化环境治理的法律法规，加强对网络平台的监管，互联网不是

法外之地，违法必究的道理，确保网络亚文化的健康发展。同时，加强多部门联合监管，强化网络平台

主体责任，整肃网络亚文化的不健康传播。 

4.2. 增强主流文化宣传，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培养正确的价值观 

定期开展基层党建工作，掌握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利用有利的网络亚文化平台开展丰富多样的思

想教育活动。首先，开展健康的网络亚文化活动，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网络亚文化，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例如，线上开展主题讲座、网络亚文化相关辩论赛、文艺汇演分享优秀作品、百歌大赛等积极健康的网

络亚文化活动。其次，可以邀请大学生群体喜爱的网络博主“防诈陈警官”“罗翔老师”在网络平台进

行同步直播开展普法活动，加强高校网络亚文化普法教育。 

4.3. 加强大学生网络素养教育，提升文化育人校园环境，优化课程建设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高校辅导员、党建工作者，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帮助学生树立正

确的三观，正确使用网络，形成良好的网络道德规范。同时培养学生够独立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即

使受到网络亚文化的影响，他们也能够辨别是非。由于网络时代的高速发展，网络亚文化在大学生中的

影响力日益增强，大学生接触网络亚文化的新事物越来越多，简单的教学方式已不能够满足大学生教学

需求。高校老师应根据大学生在教学课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作出反思、分析与改善，例如，开设关于网

络亚文化相关的课程，完善课程和教育考核体系建设。 

4.4. 加强家校合作，形成共同育人的合力，加强网络信息伦理道德教育 

大学生的思想教育不仅仅是学校的责任，家庭也应承担起相应的责任[5]。首先，家庭教育做好的引

导。家庭要加强对大学生的家庭教育，培养他们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家长应该关注大学生的网络

行为，与他们进行沟通和交流，给予学生家庭的温暖和关爱，了解他们在网络亚文化中的参与情况，引

导他们正确使用网络，培养其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习惯；其次，学校与家庭的合作，学校可以组织校访

活动，例如学生家长根据自己的时间预约进校与老师沟通交流了解学生情况，学校与家长共同关注大学

生的思想教育问题，分享经验和建议，共同制定引导策略，形成合力，引导大学生在网络亚文化中健康

成长。 

5. 结束语 

随着网络时代高速发展，网络亚文化表现形式各式各样，面对网络亚文化给大学生的价值观、道德

品质、身心健康的冲击产生不良影响的研究分析，提出网络亚文化下对大学生思想教育的可行性引导策

略：一是完善网络环境治理制度；二是增强主流文化宣传，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培养正确的价值观；

三是加强大学生网络素养教育，提升文化育人校园环境，优化课程建设；四是加强家校合作，形成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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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人的合力，加强网络信息伦理道德教育。有针对性帮助大学生解决问题，培养大学生正确的价值观，

提升网络规范道德意识及保持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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