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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对网络亚文化的概念和特点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发现网络亚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认知情感

和行为上。基于此，高校及相关政府教育机构提出了以加强网络亚文化引导教育建立积极健康的网络亚

文化氛围为主要内容的引导策略，并通过实地调研和案例分析对其有效性进行了验证并提出了展望和讨

论。本研究对增进大学生对网络亚文化的认识和提高大学生网络亚文化引导工作的效果具有一定的理论

意义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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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examining the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online subcultures, it was found that their impact 
on college students mainly manifests in cognitive,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aspects. Based on 
this, the study puts forward guidance strategies for college students regarding online subcultures,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guidance education on online subcultures and fostering a positive and 
healthy online subculture atmosphere. Through field research and case analysis, the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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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guidance strategies was verified, and prospects and discussions for future guidance strate-
gies were provided. This research has certai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enhancing 
colleg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online subcultures and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guidance 
work on online subcultures for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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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网络亚文化研究背景 

网络亚文化现状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人们的社交、娱乐和信息获取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为网络亚文化的形成

和发展提供了平台。人们对个性化、多元化的需求增加，促使各种亚文化群体的出现。其中年轻人通常

是网络亚文化的主要参与者和创造者；科技的发展也促使信息的快速传播使得网络亚文化能够迅速扩散。

随着铺天盖地的言论与鱼目混珠的信息越来越多，人们对传统价值观产生质疑，亚文化也成为表达和探

索新价值观的途径。 

2. 网络亚文化的概念及特征 

2.1. 网络亚文化的定义与分类 

网络亚文化(Network Asia Culture)是指在网络空间中形成的、成员通常具有共同兴趣、思想或行为特

征的特定文化群体。这些特定的文化群体，通常以特定的网络社群或平台为载体，以沟通和传播为目

的，在网络上形成了独特的社交圈子和语言体系。“对网络亚文化的精准定义与理解同样至关重要，

网络亚文化是基于网络发展而衍生的，现如今在网民群体中广泛流传，属于非主流文化范畴，丰富了

主流文化。”[1]网络亚文化根据其形成的方式和内容特点分为游戏玩家文化、动漫粉丝文化、二次元

文化、科技 Geek 文化等多种类型。网络亚文化的每一种类型都有其对不同群体认知和行为影响深远的

独特特点和影响。 

2.2. 网络亚文化的特征与形成因素 

网络亚文化具有包括虚拟性，共通性，非正式性，变革性等在内的明显特征。首先，网络亚文化是

虚拟的，以网络社区、论坛、博客等为平台，进行成员间的交流互动，其社交活动和文化表现主要发生

在虚拟空间。第二，网络亚文化具有共通性，成员之间形成紧密的社交群体，其爱好、价值观、行为习

惯通常是共同的。再次，网络亚文化表现出非正式性，成员之间通常以不受传统社会规范约束的随意性

和自由性的方式进行沟通和互动。最后，对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构成一定挑战和影响的是网络亚文化的

变革性，其内容和观念的不断更新。 
网络亚文化的形成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网络科技的发展、个体心理和社会环境等。首

先，网络科技的快速发展为网络亚文化的形成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各种社交平台和信息传播工具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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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的网络亚文化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其次，个体心理因素在网络亚文化的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

个体对于特定文化内容的认同和追求导致了网络亚文化的形成和传播。再次，社会环境的变化也对网络

亚文化的形成产生着深远影响，社会结构的变革和文化认知的多样化为网络亚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提

供了土壤。  

2.3. 网络亚文化在大学生群体中的表现 

在大学生群体中，网络亚文化表现出多样化和普遍性。大学生作为网络时代的主要群体之一，其对

网络亚文化的认同和参与程度较高。在大学校园中，游戏玩家文化、动漫迷文化、二次元文化等各种网

络亚文化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发展，成为了大学生群体中的重要文化组成部分。此外，在大学生群体

中，网络亚文化不仅仅是一种文化娱乐方式，更是一种社交和认同的表达，对大学生的认知、情感和行

为产生着深远的影响。网络亚文化在大学生群体中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包括线上社交、线下聚会、文

化创作和思想交流等，对大学生群体的发展和成长产生着积极而复杂的影响。 

3. 网络亚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 

3.1. 心理、价值观与行为习惯影响 

网络亚文化的传播和影响主要是通过心理、价值观以及行为习惯的改变来实现的。心理学认为，网

络亚文化是一种与现实生活中主流文化不相容的特殊文化现象，其作为一种消极文化形态，会对人们的

行为方式产生重要的影响。从一定程度上说，大学生对非主流文化的认可和追求是受网络亚文化影响的。 
网络亚文化对大学生心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网络亚文化以其独特的方式传达

了一种群体价值观，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主流价值观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其次，网络亚文化具有独特

而鲜明的个性特征，这就决定了大学生不可能完全遵循主流价值观进行自我认知和价值判断。再次，网

络亚文化对大学生行为习惯、生活方式、人际关系以及思维方式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最后，受网

络亚文化影响后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已经超出了大学生对其进行积极反应所能够控制和解决的范畴。因此，

作为高校教育工作者必须要引起重视。 
网络亚文化对大学生价值观以及行为习惯的影响可能会使大学生产生价值认同上的矛盾心理，这种

矛盾心理可能会让大学生感到困惑和不安，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和定位自己。“在对待主流文化上表现出

反对单向度灌输的主流价值传输模式，主张采取边缘化的手段对传统伦理规范与行为准则发出柔性抗争；”

[2]他们可能会在追求个性和自由的同时，又担心违背传统观念；或者在接受新观念的同时，又对旧有的

价值观感到犹豫。其次，大学生可能会因为价值观认同问题而出现网络中常见的“逆反”现象，试图反

抗传统或主流的价值观。这种“逆反”现象可以是一种对自我认同的探索，也是对固有观念的挑战。不

过，“逆反”并不一定是坏事，它也可以是大学生成长和发展的机会。通过反抗和挑战，大学生可以更

加清楚地认识自己的价值观和立场，并且学会独立思考和自主决策。当然，对于这种“逆反”行为，社

会应该以理解和引导的态度来对待，给予大学生一定的自由和空间去探索。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开放

和包容的环境，让大学生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最后，大学生可能会因为网络亚文化而对主流文化

产生抵触情绪。网络亚文化往往具有独特的风格、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可能与主流文化存在差异。当大

学生沉浸在亚文化中时，他们可能会对主流文化的规则、观念和传统产生质疑或反感。这种抵触情绪可

能表现为对主流文化的不认同、对传统观念的挑战，或者对主流价值观的排斥，这些心理变化对于高校

教育工作者来说是一种挑战和考验。 
在我国高等教育阶段，高校教育工作者都必须意识到：面对网络亚文化这一社会思潮、价值观念和

行为方式对大学生进行引导教育所带来的巨大挑战。面对网络亚文化冲击和影响大学生主流价值观形成

https://doi.org/10.12677/jc.2024.123099


王小磊 
 

 

DOI: 10.12677/jc.2024.123099 620 新闻传播科学 
 

及认同问题时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时必须要引起重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国高等教育阶段人才培养质

量、维护好我国青年一代健康成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2. 学习与生活方式的变化 

大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生活方式的改变，都不能忽视网络亚文化的改变。一是在学习方面，网络

亚文化的兴起，使大学生通过网络平台获取丰富的学习资源和信息，而不是局限于教师的课堂讲授。在

学习方式和学习效果上受到一定影响的同时，也使大学生获取知识的方式更加多样化、更加便捷。传统

教育中存在着些许不合理的教学模式和评价方式。而网络时代则为大学生提供了更多自主学习、个性化

学习的机会。大学生可以利用互联网来提高自己的自学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而且通过网络也能

够获取到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资源往往是免费获取而非付费获取，这对于大学生们来说是一种非常好

的激励机制和动力机制。但是在学习资源丰富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弊端，网络学习需要一定的硬件设备

作为支撑，这就使得很多学生在网络中花费大量的时间来寻找自己感兴趣的学习内容，而没有足够的时

间进行复习和巩固。 
同时，网络亚文化的传播也使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内容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在大学生的学习中

逐渐融入了一些新的网络知识和文化形式。其次，在生活方式上，通过网络社区寻找志趣相投的朋友，

参加各种线上活动，深刻影响了大学生在生活方式上，网络亚文化的影响力，使大学生的生活方式更加

多元化、个性化。因此，网络亚文化对于大学生的学习、生活方式的改变，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影响

也是非常深远的。 

3.3. 社交关系与人际交往的影响 

网络亚文化在很多方面都影响着大学生的社交关系和人际交往。“网络亚文化交流和互动不仅给大

学生带来了更广泛的人际交往机会，也通过各种网民的观点、评论、转发等方式形成了新的价值观和思

维方式。”[3]首先，在社交关系方面，网络亚文化的传播使得大学生的社交圈更加广泛和多元化，可以

通过网络平台结识不同地域、不同背景的朋友，这对他们的社交关系、人际交往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大学生的社交关系、社交同时，网络亚文化也为大学生提供了丰富大学生社交生活的更多社交方式和话

题。其次，在人际交往方面，网络亚文化的影响使大学生通过网络平台匿名沟通、表达，从而在情感沟

通、认知互动等方面产生一定影响的人际交往更加多元化、虚拟化。同时，一些网络亚文化现象也可能

对大学生的人际关系和社交行为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如沉迷于网络而导致的社交隔离等问题[4]。因此，

网络亚文化对大学生社交、人际交往的影响是复杂的，也是多维度的，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并

加以引导。 

4. 大学生网络亚文化引导策略研究 

4.1. 学校及教育机构的引导策略 

学校及教育机构对大学生网络亚文化的引导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高校应不断完善网络亚文化监

管体系，加强对各种网络亚文化的分类管理，通过后台密切关注各种网络亚文化的发展动态，一旦发现

问题，应及时采取相关措施加以制止并进行有效引导，尽量避免网络亚文化对大学生价值观念和行为选

择的负面影响与渗透。”[4]第一，学校要加大网络亚文化的导向教育力度，通过开设相关的课程或讲座，

使学生对网络亚文化有正确的认识和理解。其次，学校要充分利用各类教育资源，如学生社团活动和青

年志愿者协会等，引导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从而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性思维。另外，

学校还可以制定相关的规章制度来明确学生在网络使用中的行为规范，从而对网络亚文化有有效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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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引导作用。 
教育机构也应当在大学生的网络亚文化引导工作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可以与学校合作开展网络亚文

化的引导活动，向学生提供多元化的引导资源，同时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对网络亚文化的研究与实践，

为学校提供更科学更系统的引导策略，进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网络亚文化观念，增强抵御不良网络影

响的能力，通过学校与教育机构的通力合作，使大学生网络亚文化观念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4.2. 家庭与社会的引导策略 

家庭和社会在学校和教育机构的指导策略之外，还有必不可少的作用。网络亚文化对大学生的引导

至关重要，家庭是大学生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社会单位。大学生上网行为应引起家长、长辈的重视，引

导大学生正确上网，培养网络健康生活方式。家庭能够增强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与互信，通过亲子交流、

家庭教育等方式，为抵御不良网络亚文化的侵害，为大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 
对大学生进行网络亚文化辅导，社会也要给予强有力的支持。社会各界可为大学生营造积极健康的

网络文化氛围，通过举办网络亚文化引导活动、开展公益宣传等多种方式进行宣传。同时，社会要加大

对大学生的关爱和帮扶力度，鼓励大学生投身社会实践、投身公益活动，培养大学生社会责任感、使命

感。通过家庭和社会的共同努力，全方位的支持和保障网络亚文化对大学生的引导策略。 

4.3. 个体自我调节与成长 

此外，个体自我调节与成长也是大学生网络亚文化引导战略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大学生要自觉提高

自身的网络素养，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学会正确分辨和拒绝不良网络亚文化的影响，培养自己的独立思

考能力，形成正确的网络亚文化价值观，树立积极健康的网络行为风范，主动寻求心理辅导与成长指导，

建立自我调节的心理机制，使大学生网络亚文化引导战略的成效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同时，大学生还应对自身社会适应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进行不断的培养和提高，主动参加学校和

社会的各种活动，增强自身综合素质和社会责任感的同时，对网络亚文化有正确的认识，增强大学生的

自我保护和自我发展的能力，通过个体的自我调节和成长。对大学生进行更好的引导。 

5. 大学生网络亚文化引导策略效果与展望 

5.1. 现有引导策略的效果评估 

对大学生网络亚文化引导策略的实施进行评价，以更好的了解实际影响和潜在问题，首先可以采用

定量调查与定性访谈相结合的办法对大学生的网络亚文化认知情感态度和行为进行系统性的分析和评价。

对大学生网络亚文化认知与行为的比较分析可以揭示大学生对亚文化的接受程度，从而有针对性地引导

大学生网络亚文化。 
对大学生认知水平的引导作用，可以从测量大学生对不同网络亚文化的了解程度，认同程度以及对

网络亚文化价值观的影响程度等方面入手。另外，还可结合大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学术成就以及思考方式

的变化，综合考核引导策略对大学生认知水平的整体影响，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大学生思想教育。 
在情感态度上，可以通过调查大学生对网络亚文化的喜好程度、参与亚文化活动的程度、对网络亚

文化背后理念的认同程度等方面的情感态度变化，来评价大学生对网络亚文化的情感态度变化。这对我

们理解《大学生情感态度指导策略》的指导作用是有帮助的。 
在行为上，我们可以评估指导策略对大学生行为的影响效果，比如观察网络亚文化活动的参与频次、

参与方式以及行为举止的变化等大学生日常的行为表现。同时，指导策略的实际效果也可以综合考虑大

学生在社交关系、人际交往方式、社交参与度等方面的变化进行综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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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评估方法，我们能够更全面、客观地了解现有引导策略的效果，发现存在的问题并及时调

整和改进，以确保引导策略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对大学生网络亚文化的引导工作做出积极的贡献。 

5.2. 未来引导策略的发展趋势 

今后，网络亚文化引导战略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发展将会呈现出一些显而易见的趋势。一是网络亚文

化形态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更新而更加多样化、复杂化。因此，未来的引导策略需要在应对

不断变化的网络亚文化形态时，更加注重多元化的网络亚文化的引导，包括但不限于在线游戏文化、二

次元文化、内容创造文化等。“随着网络亚文化的不断演变，未来的研究也可能更多关注新兴的亚文化

形式和社交媒体平台的影响，进一步研究网络亚文化与社会问题、政治参与和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

[5] 
未来的引导策略，会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引导大学生的情感态度和行为在网络上。我们将更加注重

通过倡导积极的网络文化行为，培育健康的网络文化氛围，来引导大学生形成积极健康的网络亚文化情

感态度，鼓励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网络亚文化价值观。培养积极健康的网络亚文化行为，引导策略将更加

注重引导和规范网络亚文化对大学生的认知、情感态度和行为方式。 
今后的指导方略还将更加重视指导教育的作用。为了加强对大学生的网络亚文化的指导教育，未来

将在课程设置上多下功夫，对网络亚文化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和认知；在宣传教育上多下功夫，使大学生

对网络亚文化有正确的认识和态度；在校园文化建设上多下功夫，使大学生对网络亚文化有深入的认识

和体会。通过这些方式引导大学生正确对待网络亚文化，提高其网络素养和文化修养，使之更好地适应

和引导对当下和未来网络文化发展的需求，从而为大学生对网络文化的了解和运用起到良好的导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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