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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亚文化是目前青年群体中的盛行，影响着对大学生们逐渐丰富的思想阵营。当今网络传播为高校亚文化提供了高效的传播路径。

如何在网络视野下，使大学生正确认知与接受高校亚文化，是目前大学生思政教学网络传播任务需重视与必须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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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校亚文化是目前青年群体中的盛行，影响着对大学生们逐渐丰富

的思想阵营。当今网络传播为高校亚文化提供了高效的传播路径。如何

在网络视野下，使大学生正确认知与接受高校亚文化，是目前大学生思

政教学网络传播任务需重视与必须解决的问题。 

1 网络视野下高校亚文化对大学生思想的影响 

1.1 高校亚文化弱化了思政教育的效果 

在高校课堂理论教育和课后社会实践教育过程中，高校思政教学的

引论知识与具体形式都相对规范、客观与严格，既需要教师的正确引导

与合理组织，亦需要学生们自主参加与全身心投入，才可实现 终的教

学成效。然而高校亚文化从原有内容到实现方式都相对自由轻松，更大

程度符合当代大学生群体的心理特征及情感需求，能给大学生们带来更

多的内心享受和视觉情感，故此受到大学生们的一致好评。根据调查发

现，多数大学生们因对热播电影与网络游戏的沉迷，在学生的自发朋友

圈里寻求各种大学学习和生活需求，而不是官方的学习平台。编造各种

借口躲避思政课程，甚至轻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盲目追从现实社会

的利益至上、金钱就是一切。 

1.2 高校亚文化冲击了思政教育的载体 

高校亚文化依赖于网络传媒冲击管理载体。针对大学生们思政教学

而言，高校是教育者，亦是管理着，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主体位

置。然而在网络时代，高校亚文化在空间与时间的传输优势阻碍着高校

作为思政教育教学的主体位置。从心理学的视角下看，人类对任何一件

事物的认知皆有首次效应，网络传媒的实效性、便捷性在极大程度上操

控受众人群的态度。大学生好奇心较强，重视对新生事物的关注，是网

络新媒体的积极参与者与忠实拥戴者。高校亚文化依赖于当代大众传媒，

特别是根据微博、抖音等途径的传播，易在学生们中间产生群体效应。

例如，学生们对综艺节目的关注、对偶像明星的信奉等现象。 

1.3 高校亚文化消解了思政教育的功能 

高校亚文化仅局限在对当前社会现象的批判与不满，未能提供正确

的解决途径。消逝了大学生们思政教学的导向功能。导向功能是思政教

学意识观念形态性、目的性的呈现，是思政教学的基础功能，是其他所

有教学不能代替的功能。思政教学的导线功能主要展现在不但要对现实

社会实行解说和辩护，更主要的是为人类实现应然，已明确方向与途径，

展现了思政教学目标的开端性、超越性及预测性。在网络媒体效应的驱

动下，高校亚文化刻意扩大社会丑陋现象、过于烘托社会缺陷，仅能满

足于对目前的批判，却未能对所面临的问题提供正确地解决策略。 

2 网络视野下高校亚文化对大学生思想的影响的对策 

2.1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对大学生们思政教学，一方面要增强优秀传统文化的教学，特别是

“孝”教育。由于“孝”教学是保持良好社会风气秩序的基本。不但要在

政治课程中设立“弟子规”“二十四孝”等课程，还需大量举行关于伦理

思想道德与孝道内容的宣讲会、辩论会等组织活动，以此培育大学生们

形成良好的伦理观念和豁达的胸襟，并养成优秀的思想品德，从而推动

大学生们树立责任心、自豪感和自尊心，培育大学生们主动抑制各类腐

朽、落后、萎靡、低下的文化影响的功能，进而使大学生们更深层次树

立合理正确的三观，这亦是教师强调重视传统文化教学的 终目的。 

2.2 逐步优化教育机制 

青年时期是一个人成长发育的主要时期，这一时期是决定个人三观

养成的关键时期。故此，在这时期具有良好的家庭教学、学校教学与社

会教学尤为重要。首先，要建立良好的家庭氛围，全面发挥家庭教学的

作用。众所周知，父母是孩子们的首任教师，和谐的家庭环境与父母的

教育可是孩子们建立正确积极的生活态度，加强对社会不良因素的抵挡

力。故此，家庭是抑制不利影响的强力屏障。其次，要正确运用学校教

学的主导功能，强化对大学生的素养教学。高校是教授大学生和社会现

实需求相顺应的技能、知识以及培育大学生价值观的社会教学组织，是

大学生步入现实社会所需要的主要环节。但是由于目前中国正处于应试

教学向素养教学的过渡时期，多数学校教学依旧存在着重视理论知识，

轻视道德教学的现象。因此，要消除高校亚文化对大学生的不利影响，

应从开端抓起，既是从提升大学生的全面素养抓起。根据提升大学生的

全面素养，加大其对外界各种诱惑因素的抵抗，才能从源头解决问题。 

2.3 推动大学生思政教育生活化 

传统的思政教学与学生们的现实生活脱轨，导致大学生们难以接受思

政教学。当前社会。大学生们思政教学要注重生活化，应将教学工作和现

实社会生活相结合，从现实生活中引导大学生们自主提升思政能力和思想

道德水平。大学生思政教学逐渐向生活区域扩展，将教学内容融入到现实

生活中，将教学场景立足于现实社会生活。大学生管理组织应创建良好的

信息传播与反馈体系，实时重视大学生们所关注的问题，并通过演讲会、

心理咨询等形式实行思政教学，以便抑制高校亚文化对当代大学生思政教

学形成的不利影响，进而推动大学生们思政教学的合理健康发展。 

3 结语 

综上所述，树立正确合理的价值观念、抓住机遇进行创新、改变思

政教学理念、变革思政教学方式及牢记初心等多方面探索网络视野下高

校亚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教学的新途径，通过对学生们内心的了解，认识

到学生们所思所想，将网络思政教学育人的 终目标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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