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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演进和广泛渗透，以及社交平台的蓬勃兴起，大学生们逐渐将在线交流融入日

常生活中。但是，大学生网络社交圈层化现象也日益突出，这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一个

新挑战。本文致力于剖析大学生网络社交圈层化的特点，并提出相应的引导策略，以促进大学生的全

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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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evolution and wide penetration of network technology and the vigorous rise of social 
platforms, college students have gradually integrated online communication into their daily lives. 
However, the phenomenon of college students’ network social circle stratification has become in-
creasingly prominent, which has become a new challenge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article is dedicated to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ge stu-
dents’ network social circle stratification and proposing corresponding guidance strategies to pro-
mot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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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网络育人的重要性，

指出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

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1]，为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2024 年 8 月第 5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显示截至 2024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99 亿人，较 2023 年 12 月新增网民 742 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78% [2]。随着互

联网的飞速发展，网络社交已经成为大学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调查显示，将近 70%的大学生都

认为网络社交行为在日常校园生活是必不可少的。39.5%的大学生每日登录网络社交平台的累计时间在

2~4 小时，37.8%的大学生累计时间在 1~2 小时；48.16%的大学生认为自己 2 小时之内不参加网络社交就

会感到不适，36.56%的大学生选择的是 24 小时内，11.6%的大学生选择的是一周内，仅有 3.68%的大学

生认为自己不会因为不参与网络社交而感到不适[3]。可以看出，大学生对网络社交的依赖度很高，以网

络社交平台作为人际交往的主要方式和渠道。数字化时代不仅影响着他们的社交方式，也对他们的思想

观念和行为习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网络生活中具有相似价值取向、相同爱好的大学生，在某个他们

共同喜好的网络平台上主动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个网络交往聚合体，并根据交往关系的亲疏远近形成

一定的网络层级架构，这就是大学生的网络“圈层化”现象[4]。大学生网络社交圈层呈现出社交服务类

媒体居于核心圈、购物类社交媒体居于中间圈、娱乐资讯类社交媒体居于外层圈的圈层结构[5]。了解大

学生网络社交圈层化的特点，并采取有效的引导策略，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大学生网络社交圈层化的特点 

大学生网络社交圈层化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兴趣导向显著且易致专注窄化：大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加入不同的社交群组，形成以兴趣为

核心的圈层。超七成的大学生会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加入特定的社交群组或平台。这些兴趣圈层涵盖了

各种领域，如音乐、电影、文学、运动等。例如，某音乐平台的数据显示，大学生用户中有很大一部分会

积极参与到与自己喜欢的音乐相关的话题讨论和互动中。负面影响：过度聚焦兴趣导向，虽能在兴趣领

域深入探索，但易使大学生将注意力过度集中在单一或少数兴趣范畴，导致知识摄取的片面性。长期处

于这种状态，不利于构建全面的知识体系，可能在未来面对跨领域问题或综合性任务时，缺乏足够的知

识储备和应对能力。 
(2) 信息筛选明显与信息茧房困境：圈层内的大学生倾向于接收和分享与圈层相关的信息，可能对其

他信息进行筛选和忽视，同质化信息频繁出现，导致“信息孤岛”的出现。 
负面影响：信息筛选使得大学生被困在同质化信息的“茧房”中。一方面，他们难以接触到多元观

点和不同视角的信息，思维逐渐固化，对事物的认知变得片面。另一方面，在面对不同意见时，由于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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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前期的接触与磨合，容易产生抵触情绪，破坏理性交流的氛围，阻碍思想的碰撞与进步。 
(3) 群体认同感强伴群体极化风险：圈层内的大学生会对所属群体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形成一种“我

们”和“他们”的心理划分。网络社交圈层化也与大学生的自我表达和身份认同密切相关。超过 80%的

大学生认为在网络社交圈层中能够更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情感，并且通过与圈层内成员的互动，能

够更好地塑造自己的身份认同。负面影响：过强的群体认同感容易引发群体极化现象。在群体讨论中，

成员的观点往往会朝着更极端的方向发展。当这种极端观点形成风气，可能误导大学生的价值观和行为

方式。例如在一些涉及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中，极端观点的传播可能引发网络暴力等不良行为，不仅伤

害他人，也影响大学生自身的道德修养和社会形象。 
(4) 内部互动频繁但现实社交能力退化：圈层内的大学生之间互动频率较高，可能会形成一些独特的

文化和语言。负面影响：过度依赖网络圈层内的高频互动，会让大学生在现实社交中的沟通能力、面对

面表达能力以及对非语言信息的捕捉和理解能力逐渐退化。长此以往，当面对真实社交场景，如求职面

试、重要社交活动时，可能出现紧张、表达不畅等问题，影响其在现实世界中的人际关系拓展和个人发

展。 
(5) 相对封闭性高造成社交局限与偏见：圈层化导致大学生对圈层外的人或事缺乏了解，不同圈层之

间的交流相对较少，信息传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负面影响：封闭性使得大学生社交圈子狭窄，错过结

识不同背景、不同思想的人的机会，减少了丰富人生阅历的可能性。同时，对圈外人的不了解容易滋生

偏见，以偏概全地看待其他群体，不利于构建和谐多元的校园环境和社会环境。 
(6) 动态变化性强带来心理适应压力：随着个人兴趣和环境的变化，大学生可能会在不同的圈层之间

流动，圈层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负面影响：频繁的圈层切换意味着大学生需要不断适应新的群体规则、

文化和人际关系。这一过程可能带来较大的心理压力，若不能及时调整，可能导致焦虑、孤独等负面情

绪，影响心理健康。而且在适应新圈层的过程中，可能因急于融入而失去自我，盲目跟随新群体的不良

风气。 
(7) 信息传播力强引发不良信息扩散：在网络社交圈层中，信息的传播速度非常快，而且往往具有高

度的针对性。圈层内部的成员之间相互传递信息，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信息环境。这种信息的快速传

播和集中，使得大学生能够更及时地了解到自己感兴趣的领域的最新动态。信息的快速传播和相互影响，

使得圈层内的观点和行为容易在大学生群体中得到广泛传播。负面影响：当虚假信息、不良价值观或有

害内容进入网络社交圈层，凭借其强大的传播力，会迅速在大学生群体中扩散。这不仅误导大学生的认

知，还可能引发一系列不良行为，如错误消费观念的蔓延、对身心健康有害的行为模仿等，对大学生的

成长成才构成严重威胁。 

3. 大学生网络社交圈层化的原因 

大学生网络社交圈层化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 兴趣爱好需求：大学生往往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加入相应的社交群组或平台，与有共同兴趣的人

交流。这种基于共同兴趣的聚集，形成了不同的圈层。 
(2) 社交需求：在大学这个新环境中，大学生渴望找到归属感和认同感。网络社交圈层为他们提供了

一个便捷的方式，与志同道合的人建立联系，满足社交需求。 
(3) 获取信息需求：网络社交平台的普及使得信息传播更加迅速和广泛。大学生通过圈层能够更快速

地获取到自己感兴趣的信息，同时也更容易与他人分享自己的观点和经验。 
(4) 个性化表达需求：在网络社交中，大学生可以更加自由地表达自己的个性和观点。不同的圈层为

他们提供了展示自我、寻找认同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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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快速筛选需求：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较为丰富，网络社交圈层化让他们能够更高效地管理自己的

时间和社交活动，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兴趣选择参与的圈层。 
(6) 群体认同需求：加入某个圈层可以让大学生获得一种群体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会进一步增强他们

对圈层的归属感。 
(7) 技术发展需求：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各种社交应用和平台应运而生，为大学生提供了更多的

社交选择和便利，进一步促进了圈层化的形成。各类内部需求及外部环境条件导致了大学生网络社交圈

层化现象的出现。 

4. 大学生网络社交圈层化引导策略 

网络社交圈层化是现代网络社交的一个普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大学生的社交和信息需求。

然而，大学生网络社交圈层化也带来了一些挑战和问题。一方面，圈层化可能导致社交的局限性，使大

学生过于局限在自己的小圈子内，缺乏与不同背景的人交流和互动的机会。空间上的虚拟和现实身份上

的藏匿，可能会造成虚拟与现实的失衡，从而影响他们的视野和思维方式的多元化发展。另一方面，圈

层内信息的封闭容易引发群体极化和信息过滤的，导致大学生只接触和相信与自己观点一致的信息，从

而形成信息的封闭和偏见。此外，大学生网络社交圈层化会造成教育主客体之间思想互动机会的减少，

互动频率的降低，与主流信息和主流价值观难以产生同频共振，从而导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效削

弱。一些情况下极易出现教师在特殊状况发生时不能够迅速而准确地做出判断，并因此错失关键的风险

控制时机，进而导致安全隐患的滋生。因而，正确地指导大学生如何分层次地进行网络社交显得尤为关

键，这样做能帮助他们扩宽社交领域，增加人际交往，并提高他们的全面素养。同时，也有利于培养大

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社会责任感，使他们在网络社交中更加健康、积极地发展。针对大学生网络圈层

化特点，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可以采取以下策略进行引导： 
(1) 加强思想引领：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培养学生正确的三观。激励学生关注社会共同福

祉，增强学生社会担当。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和包容心态，尊重和理解不同的观点和文化。教导学生尊

重不同的观点和意见，理解他人的立场，减少对其他圈层的偏见和歧视。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使其学会分析和评估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2) 推动多元交流：鼓励大学生参与跨圈层的交流活动，打破圈层之间的界限。组织各种跨圈层的活

动、讨论组或团队项目，促进不同背景的学生相互了解和合作。鼓励学生之间的互动和交流，拓宽视野。

积极推进文明校园创建，举行多种形式、积极正面、高雅品味的校园文化活动，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社

会实践活动。学校可以通过组织这些活动，吸引不同兴趣圈层的学生参与，促进跨圈层交流。 
(3) 培养媒介素养：提高大学生的信息辨别能力，引导他们理性看待网络信息。开设相关课程或培训，

提升学生的信息素养，使其具备辨别真伪和价值的能力。 
(4) 创新教育方式：利用新媒体技术，开展多样化的网络育人活动。擅长借助互联网平台开展思政教

育，利用校方社媒账户、网络教学、论坛区等多种方式，广泛宣传具有积极价值观的信息，指导学生恰

当理解网络社交环境的分层现象。根据不同圈层的特点和需求，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活动。此外，强化

师资培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对网络文化和社交媒体的了解和运用能力，使思想政治教育更贴近

学生实际生活，增强引导效果。 
(5) 建立良好的网络生态：建立合作机制，加强网络管理，营造健康、积极的网络环境。教育学生遵

守网络规则和道德准则，文明上网。培养学生的网络素养，提醒他们在网络社交中注意言行举止，不传

播虚假信息和不良内容。引导学生线上线下行为的一致性。 
(6) 构建沟通桥梁：积极促进高等教育共享性网络言论平台的建设，倡导积极表达，勿过度封闭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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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线上线下的交流平台，如组建学生网络社团交流活动、主题论坛等，为不同圈层的学生提供交流机

会。培养学生骨干为主的意见领袖，选拔和培养一批有影响力的学生骨干，让他们在网络社交圈层中发

挥安全教育帮手作用。通过他们的示范和引领，带动更多学生树立正确的观念。 
(7) 关注学生需求：深入了解学生的需求和关注点，及时回应学生的问题和困惑。通过与学生的沟通

和互动，了解他们在网络社交中的体验和困扰，给予适当的引导和支持。根据学生的反馈，调整引导策

略，使其更具针对性和吸引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通过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

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学生在交流中形成正

确的价值取向。通过引导大学生网络社交圈层化，我们可以更好地落实这一要求，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

任的时代新人。 
总之，大学生网络社交圈层化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需要关注的问题。通过针对性的引导

策略，可以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使他们在网络社交中健康成长。在面对大学生网络社交圈层化现象

时，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不断探索创新，切实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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