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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下，微博是国内社交媒体中用户活跃度 高的平台之一，因其简单、便捷、高效、开放等

特点为大学生所喜爱并被广泛使用。目前，大学生的微博生活中存在诚信观念缺失、非理性爱国言论

等问题，引导大学生建立健康的微博生活观念，必须抢占“微阵地”、建设“微课堂”、引导“微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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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cro-blog is one of the platforms with the highest user activity in domestic social media, which is 

loved and widely used by college students because of its simplicity, convenience, efficiency and openness. At 

presen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college students’ micro-blog life, such as lack of honesty concept and 

irrational patriotic speech. To guide college students to establish a healthy concept of micro-blog life, we must 

seize the “micro position”, construct the “micro classroom” and guide the “micro consciousness”. 

[Key words] micro-blog; college students; positive energy 

 

网络交往是指网络主体在网络上发

生互动并在交往过程中构成的一定社会

关系。微博是网络交往的媒介之一，在

微博带给大家交流、学习便利的同时，

也带给大学生带来诸多负面影响。 

1 大学生微博生活现状分析 

1.1微博对大学生思想观念的影响 

微博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自由发声的

互动平台。新时代，面对国内外形势的

全新发展变化，微博平台成为弘扬正能

量的中坚力量。大学生作为新鲜事物的

敏感人群，如何从微博中择优关注并大

力传播社会正能量，可视为助力“中国

梦”实现源源不断的力量源泉。但同时，

我们应当意识到：微博交往中，约定俗

成的道德观对于大学生言论的约束力较

弱，法律对于大学生微博言论的可控性

更为薄弱。同时，由于微博的匿名性，

大学生一旦把自己隐身于微博中，很容

易受到不良信息的蛊惑，导致不正确的

言论影响到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从而误

入歧途。 

1.2微博对大学生社交的影响 

随着六维空间理论的广泛应用和社

交网络的发展壮大，大学生的社交圈正

逐渐由现实世界向虚拟世界靠拢。长期

的人机互动替代人际交往，致使大学生

的人际交往能力退化，甚至造成严重的

人际交往障碍。微博因为其匿名性，致

使大学生更容易从中获得满足感和成就

感。譬如，现实生活中遇到困难时，只

要在微博发布状态，都有可能获得陌生

人的关注和回复，与之相比，现实世界

中个人的价值体现以及来自陌生人的关

注则显得非常困难。于是，来自现实世

界中人际交往的挫折促使这部分群体更

加倾向于在微博中寻求慰藉与心里平

衡，进而逐渐脱离现实世界，沉浸在一

片虚拟未知的世界之中。这种间接的互

动方式因为文字的缓冲而化解了面对面

人际交往带来的尴尬与挫折，进而将其

取代。“长期下去，会使人脱离人群，人

际关系淡漠。在现实的人际交往中容易

产生紧张、焦虑等症状。” 

1.3微博对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影响 

微博中的正能量为大学生的成长、

成才提供了精神动力。大学生成长与成

才一是来自大学生自身内部的动力、二

是来自大学生外部的刺激因素，这种刺

激因素包括物质刺激、精神刺激等。微

博中所承载的正能量就属于精神方面的

正向刺激与积极影响，从而对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做了补充。 大学生作为

微博的重要参与者与使用者,无论原创

内容,还是转发跟帖他人内容,这个社交

平台本身所承载在巨大信息量对大学生

成长所具有的重要影响作用是我们不容

小觑的。如果信息传递的是正能量,则有

利于大学生的成长成才，反之则反。 

2 大学生微博生活中存在的

问题 

文本内容碎片化、传播扩散范围广、

消息匿名化等一系列特性，使微博极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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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助长谣言与虚假新闻的沃土。大学

生微博生活的关键一步就在于是否能够

有效甄别讯息。 

2.1微博对大学生诚信观念的冲击 

微博用户除了可以将与自己有关的

事件、心情、感悟等以多种形式发布,

也可以对关注人群的原创信息进行转载

与跟帖,更新速度之快使得大学生能够

在瞬间获得海量、多元的信息。大学生

活跃在微博的各个角落,在获取资源的

同时,并非全员都能及时甄别讯息真伪

及其“话外音”。由是，盲目跟风凸显出

部分大学生对“诚信”的认知缺失。 

2.2微博对大学生爱国意识的冲击 

2021年2月3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

中心（CNNIC）在京发布第47次《中国互

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89亿，互联网普

及率达70.4%。互联网的普及促使各类

社交平台如雨后春笋般猛生。在这场角

逐中，微博可谓守势不倒。而作为微博

用户群的中流砥柱,大学生在微博中以

兴趣契合为导向进行交流,打破了地域

和民族的限制,易受到外国舆论的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华文化影响力产生

消解。 

俗语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微

博的全民参与性使得大学生作为新事物、

新思想接受的敏感人群，在一个约束力相

对较弱的环境中找到了存在感。部分言

论，虽出自一片赤诚的爱国之心，但因缺

少冷静的、客观的分析,就被有心之人挪

为他用。这不但不能够指导大学生展开正

确的爱国行动,有时候结果会适得其反,

造成与主观意愿相背离的效果。 

2.3微博对大学生价值观导向的冲击 

微博平台中信息传播的即时性、信

息内容的纷杂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

了核心价值观的导向力。微博已经不仅

仅作为一种简单的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工

具存在于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工作

中,它在促进大学生积极表达的同时,更

促进了他们思想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微

博更加易于大学生整理自己想要的知识

碎片,并从这些信息碎片中提取、总结属

于自己的结晶加以运用。比起传统的灌

输性的思想引领,微博成为了兴趣与爱

好的创新思维教育,这种意见领袖功能

不断的弱化,加之微博内容的不确定性,

很容易导致微博舆论朝着非秩序化的趋

势发展。 

3 如何引领大学生微博生活健

康发展思考 

3.1抢占“微阵地” 

首先,微博的产生改变了大学生的

交往和生活方式,它已经深深烙印于大

学生生活和学习中。所以我们应当把微

博做成一项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

的重要工程。学校要统一组织协调各部

门、学生团体、学生干部等多重力量,

综合利用微博消息的时效性、广泛性的

等特点,真正融入大学生生活。其次,

提高关注度。学校可以将重要的通知都

通过微博进行发布,使其成为大学生生

活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将正确的思想

引领教育的内容结合与重要的通知结

合发布,传播正能量,在潜移默化中影

响学生言行。同时,微博正能量的运用

必须要坚持客观、真实的原则,即通过

微博所传播或发起的内容必须是真实

的,不能虚构,否则会影响微博正能量

的公信力及影响力。 

3.2建设“微课堂” 

课堂依旧是大学生获取真知、塑造

品行的重要平台。但是传统的课堂教育

模式,几乎都采用的灌输式的教育方针,

尤其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等内容,在传

统模式中学生的接受程度很低。而微博

中图文并茂,语言生动活泼,所以微课堂

的建设势在必行。首先,老师可以通过微

博跟同学建立热点话题讨论,拉近与学

生的距离,接受学生不同的思考,努力做

到话题的意见领袖;其次,适时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与授课内容结合,传递给

学生，及时了解学生的价值观动态,用核

心价值观引导学生实践; 后,将教学效

果进行反馈,鼓励学生积极反馈某一时

间段内的成果,同时密切关注学生动态,

进行评估,加以引导。 

3.3引导“微自觉” 

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

条件,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每

个独立个体都具有独立的意识,微博时

代带来的价值圆桌效应凸显了大学生理

性价值思维和自觉意识的重要性。无论

是作为宏观方面的国家、社会，还是微

观视角的学校、家庭,都要通过联系的观

点来引导大学生分析微博环境的复杂

性。一方面，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微博生

活中的理想与现实矛盾性，增强建立健

康微博生活观念的自信心。另一方面，

引导和提升学生自身文化品味和文化自

觉性,使学生走出仅靠感官享受和心理

满足的层次,增加对人生的思考，切勿忽

略社会责任的承担。 

大学生以诚信观自觉自我约束,自

觉抵制不负责任的言论信息、自发传播

社会正能量,从而促使大学生微博生活

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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