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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众文化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及对策

刘延雪，　邢红梅

（石家庄铁道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４３）

　　摘　要：大众文化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流行性大众文化影响大学生形

成不同的价值取向，过度娱乐性误导大学生形成错误的价值观，双向互动性影响大学生的价值

判断，社会性影响大学生的价值形成。因此，要采取措施，从国家、社会、学校、家庭等层面，促

进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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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社会大众文化飞速发展，大众文化的影

子随处可见，流行语言广泛流传。流行语言是社

会运行态势的晴雨表和文化潮流的风 向 标。［１］正

如学者所说，“活在当今中国都市的人们，不管个

人是否喜欢，都无法否认一个事实：大众文化的潮

流正拨动着几乎每个市民的心弦。”［２］大学生作为

当代大众文化的参与者与建设者，渴望发出自己

的声音，寻求自身主体地位的实现，而大众文化的

特点高度契合了大学生的需求，从而使大学生积

极参与其中。

一、大 众 文 化 对 大 学 生 价 值 观 产 生 影

响的原因分析

大众文化是工业化技术和商品经济条件下产

生的，通过各种文化形式反映大众日常生活实践、
观念、经验、感受，借助于高科技的传播系统在社

会大众中广泛传播，适应社会大众的文化品位，为
大众所广泛接受并由他们参与其意义的生产、流

通、消费、反馈的精神创造性活 动 及 其 成 果。［３］大

众文化主要包括电视文化、电影文化、网络文化、
时尚文化、广告文化、视觉文化、粉丝文化、流行文

化等具体形式，具有流行性、娱乐性、双向互动性、

社会性 等 特 征。而 大 学 生 身 处 大 众 文 化 的 包 围

中，大众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潜移默化，高度契合

了当代大学生的现实需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一）流 行 性 满 足 了 大 学 生 好 奇 心 的

需要

大众文化流行性是指在一定的社会 时 期，社

会名人的动作、言语或者其他行为方式引发大众

效仿的现象，这与大众传媒的发展密不可分。大

众传媒依据技术的迅速发展，突破空间与时间的

限制，向受众传递多种信息。其中大学生作为主

要受众之一，生理发育接近成熟，但是心理发育还

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对大多数事物充满好奇，
而大众文化流行性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大学

生的好奇心理，仅以真人秀为例。近年来，真人秀

节目呈现井喷之势，极大地满足了大学生对于明

星的好奇心。一般而言，大学生与明星的身份、地
位、资 源 的 差 异，使 大 学 生 对 明 星 的 生 活 充 满 好

奇，而真人秀应运而生。活跃在荧屏上的有《花样

姐姐》、《花 样 爷 爷》、《极 限 挑 战》、《旋 风 孝 子》等

等，在虚拟的环境中打造现实生活，展现明星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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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共同之处，这也极大地满足了大学生对明星

私生活的好奇心。

（二）娱乐性增加了大学生共同的话题

大众文化具有强烈的感官娱乐性，追 求 感 官

娱乐性是大众文化的一个基本宗旨。大众文化娱

乐性几乎渗透在大众文化所有功能之中，其他功

能的实现以娱乐性为基础，有学者甚至断言娱乐

性有可能成 为“２１世 纪 最 有 前 途 的 事 业”［４］。当

今社会，繁重的压力、快节奏的生活压抑了大众的

情感发泄，娱乐节目应运而生，起到缓解压力的作

用。大学生处于大众文化的背景下，不可避免地

受到娱乐性的影响，同时娱乐性增加了大学生共

同的话题。例如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经久不

衰，在大学生群体中引起广大反响。节目中邀请

当红影视明星，借助游戏增强娱乐本性。而由于

大学生同辈群体的作用，常常讨论综艺节目中的

娱乐性，在此基础上形成共同的话题。同时娱乐

性使大学生暂时从现实生活环境中解脱出来。

（三）双向互动性强化了大学生的地位

大众传媒的发展，使大众文化的传播 途 径 更

为多元。既有电影、电视等传统媒体平台，又有借

助于互联网的发展而兴起的微博、微信、ＱＱ等客

户端，越来越多的文化产品实现了传者与受者之

间的双向互动。在当前全媒体时代，人人可以成

为信息的传播者，这些特征强化了大学生的独立

地位。大学生身负时代发展的使命，他们渴望通

过一 定 的 渠 道，发 出 自 己 的 声 音，贡 献 自 己 的 价

值，大众文化的双向互动性提供了良好的实现途

径。大学生借助大众传媒，一方面作为受者，了解

国家和世界的变化，深入思考自己的地位，明确责

任；另一方面作为传者，从具体实际出发，强化独

立地位，发出当代大学生的呐喊，使社会其他大众

意识到大学生这一群体的作用，形成与大学生身

份相适应的社会认同。

（四）社会性引导大学生的价值形成

社会性功能与教育功能具有一定的 相 似 性，
但是影响范围更广、程度更新、领域更多样。社会

的延续，需要其大多数成员以主流价值观念为导

向，以国家或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作为自己的追

求目标，并且在达到目标过程中尽可能选择一致

的手段，用约定俗成的价值规范来指导个体的行

动。大众文化的社会化就是要求社会成员树立共

同的目标与价值追求，使个体弄清楚与社会之间

的关系。第一要使个体明白社会或者群体对于他

有哪些期待，提出了哪些制度规定；第二要使个体

具有实现这些期待的条件与方法，自觉地遵守社

会或群体的行为规则。大众文化的社会性对大学

生的价值形成意义重大。例如文艺作品中刻画的

多种人物形象：女性大多聪慧善良，男性大多正直

阳刚；老人关注家庭和睦，父母注重孩子健康；教

师以 传 道 授 业 为 己 任，学 生 以 尊 师 崇 学 为 理 想。
这些形象为大学生提供了学习的榜样，潜移默化

地影响着大学生价值观念的形成。例如耶鲁大学

毕业生秦玥飞作为光辉典范，彰显了大学生的价

值。担当村官、深入实际、成立“黑土麦田”，以自

身行动诠 释 了 大 学 生 这 一 概 念 为 大 学 生 树 立 了

典范。

二、大众文化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

（一）大众文化对大学生价值观的积极

影响

大众文化类型多种多样，大学生接受 大 众 文

化众多类型的过程同时也是其自身价值塑造的过

程。众多优秀影视剧作品，通过电视或电影向大

学生传达积极向上的价值观，例如《平凡的世界》
所传达的乐观向上、《琅琊榜》所传达的家国大义、
《脑海中的橡皮擦》所传达的对爱情的忠贞等，有

助于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大众文化一定程

度上消除了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的区别，使文化

发展成为雅俗共赏的一项事业，这着重体现在网

络文化中，这对于大学生多种价值观的形成是极

为有 利 的，大 学 生 可 以 在 此 过 程 中，提 高 甄 别 能

力，远离或者摒弃错误的价值观念。此外，粉丝文

化也参与到了大学生价值塑造的行列中，通过个

人崇拜的明星的光环效应，影响大学生的价值生

成。例如胡椒粉作为胡歌专属后援群体，大学生

占据 群 体 很 大 比 例，深 受 胡 歌 一 言 一 行 的 影 响。
读胡歌推荐的书，走胡歌走过的路，用榜样的力量

激励自己前行，这些对于大学生价值观的形成起

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大众文化对大学生价值观的消极

影响

正确认识大众文化的消极作用，对于 大 学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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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的形成意义深远，有助于明确大学生的价

值定位，规范大学生的价值选择，提升大学生的价

值判断。与大学生紧密相连的大众文化类型有电

影文化、电视文化、网络文化等等，这些大众文化

类型具有流行性、娱乐性、双向互动性、社会性等

特点，这些特点对大学生的消极作用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方面。

１．流行性影响大学生形成不同的价值取向

价值取向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现 象，是 指

价值主体对周围事物（包括人、事、物）追求、评价、
选择的一种倾向性态度［５］。一种文化或者商品在

最初都具有原创性，之后通过大工业的批量化机

械复制而在大众中流行，形成时尚潮流。流行性

因此成为大众文化特征之一。大学生自身具有辨

别度低、跟风逐流、价值取向不明确等特点，加上

大众文化随着时尚潮流周期性的变化，有时甚至

会冲击一个国家的主流文化，这些变化往往导致

大学生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常常是大众传

媒上宣传什么，就认为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在价值

层面也是如此。流行性使一些负面新闻影响了大

学生的价值取向。例如多数大学生的价值取向是

正确 的、向 上 的，他 们 相 信 付 出 与 回 报 是 成 正 比

的，但是一些“明星”一夜爆红、网红名利双收等等

现象，冲 击 了 大 学 生 的 价 值 取 向，使 他 们 纷 纷 效

仿，不能形成很好的价值定位。另外，流行性在一

定程度 上 抹 杀 了 大 学 生 的 个 性。流 行 性 彼 此 复

制，相互模仿，使大学生不再追求创新，原本丰富

多 彩 的 校 园 生 活 变 得 简 单 单 一，社 会 生 活 缺 少

创新。

２．过度娱乐性误导大学生形成错误价值观

大众文化追求纯粹感官上的娱乐，追 求 娱 乐

效果最大化，使大众的消费、休闲或者娱乐渴望得

到轻松的满足。大众文化娱乐性过分发展，形成

过度娱 乐 性 现 象。有 些 学 者 指 出，在 当 今 世 界，
“除了娱乐业没有其他行业”［６］，甚至发出了“娱乐

至死”的感慨。大众文化中的许多作品，如青春读

物，“似乎愈益走向浅薄化，在注重娱乐功能、注重

轻松、注重即时性、一次性和消费性的同时，却使

得文化、价值、终极关怀日益边缘化了”。［７］在这一

背景下，偶像崇拜应运而生，满足了大众，同时更

误导大学生形成了错误的价值观。大众文化带来

众多的偶像崇拜，主要有：影星、歌星、球星等，他

们顺从市场对于自身的角色定位，时常体现出消

费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享乐主义的倾向，这些过

度娱乐性的后果可能误导大学生形成错误的、与

主流价值观念不相符的价值观。大学生处于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时期，他们崇拜偶像，并按

偶像的行为方式塑造自己。而大众文化通过过度

娱乐性所提供的偶像，并不具有积极向上的正能

量，加上大学生辨别水平低，往往沉醉于偶像在娱

乐节目中的表现，对于节目的期待完全依赖于偶

像，这种情况对于大学生的消极作用是显而易见

的。大学生服饰、语言、行为的趋同，与偶 像 作 用

是密不可分的。

３．双向互动性影响大学生的价值判断

价值判断是一种主体性的认识。即主体对客

体能否满足自身的需要以及满足程度做出的一种

判断［８］。价值判断建立在个体对事物的主观认识

之上，具有极强的主观性，是个体价值形成的关键

部分。大学生认识社会越来越少地通过自己的切

身实践，越来越多地依赖大众传媒所提供的信息，
依赖大众传媒的呈现。大学生对于事件的评论也

大多依赖从媒体获得的内容，把大众传媒提倡什

么、反对什么、支持什么、排斥什么作为自己的价

值判断。但是大学生由于自身阅历与知识水平的

局限，往往不会考虑新闻的源头，制作者赋予事件

的感情色彩，借助特定载体想向特定群体传递价

值观哪些方面内容，他们重视的是自己在舆论上

的发言权，注重自己的舆论主人地位。这些恰恰

是双向互动性对大学生价值判断的影响。

４．社会性影响大学生的价值选择

价值选择是建立在个体的基本社会认知和对

事物理解的基础上，按照自身的价值取向，对客体

进行价值判断，进而用最小的代价取得对主体最

大效用的价值选择［９］。大众文化的社会性给大学

生提供多元价值选择的同时，又在极大的程度上

影响着 大 学 生 的 价 值 选 择。大 众 文 化 通 过 流 行

性、娱乐性、双向互动性、社会性的特点对大学生

实现价值取向引导，影响大学生的价值判断，最终

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影响大学生的价值选择。当

大众文化中所传达的信息与个体认知相符时，个

体不仅能够迅速确认信息正确，而且会以此作为

自己的处事准则，但大学生往往对于负面的价值

观念接受速度更快。在此过程中，西方的意识形

态对大学生的价值选择造成了重要影响。利用强

大的社会舆论、大量的信息宣传，使缺少系统深厚

的理 论 根 基 的 青 年 人 失 去 免 疫 力、抗 拒 力、判 断

力，难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间接与主流意识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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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差距。这不仅影响了当代大学生的整体形象

与素养，而且给整个国家、民族、社会、家庭的发展

带来极大的危害。

三、加强对大众文化的引导，推动大学

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一）明 确 主 流 价 值，用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值观引导大众文化健康发展

在国家层面上，要明确主流价值，引导大众文

化健康发展。主流价值在一个社会的发展中，居

于主导地位，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具有凝聚性作

用，任 何 文 化 都 应 遵 循 主 流 价 值 所 倡 导 的 理 念。
大众文化伴随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有追逐利益

的本性。但是大众文化在我国的发展应该凸显其

社会效益，着重强化大众文化的政治价值，拓展教

育功能，实现社会效益的最 大 化。２０１４年１０月

１５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

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文艺不能在市场

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

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低俗不是通

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

乐。他还强调，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

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

统一的作品，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染了

铜臭气。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
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１０］。习

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为大众文化的发展指明了继续

前进的方向。虽然大众文化具有娱乐性、流行性、
复制性、社会性的特征，但是也具有彰显个性、注

重自由、崇尚人性的积极作用。因此，在对大学生

价值观的教育过程中要利用好大众文化的积极作

用，尽量淡化大众文化的消极影响，将大众文化塑

造为大学生成长的重要文化资源。在大众传媒过

程中，要规范舆论导向，用主流文化促进大众文化

的健康发展。当代中国，主流文化就是国家意志

的重要体现，在现阶段要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 心 价 值 观，了 解 其 文 化 渊 源，掌 握 其 具 体 途

径，使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增强对传统优秀文化

的认知和认同。例如目前热播的《朗读者》节目，
融中华传统文化，国外优秀文化，当代先进文化于

一炉，为大众呈现了一场视觉盛宴。这种弘扬主

流价值观的节目形式，有助于增强大学生的文化

自 信，在 大 众 文 化 的 氛 围 中 形 成 自 己 的 正 确 价

值观。

（二）创 新 教 学 方 式，促 进 大 学 生 形 成

正确的价值观

在学校层面上，要创新教学模式，促进大学生

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我国传统的教育模式一般采

用教育者 对 被 教 育 者 进 行 灌 输 并 不 断 强 化 的 方

式，传递的也是固定的、单一的、有规矩可循的教

育理念。这种教育模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可以取

得良好的效果。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教育环境也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因此，必须创新价

值观念的教育模式。大学生作为自我意识觉醒的

主体，价值选择呈现多元化的趋势，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可能已经不是他们唯一的选择。教育者要

积极应对这种局面，要尊重大学生的价值选择，但
是更要重 视 对 大 学 生 的 正 确 价 值 观 的 引 导 与 培

育。应该采取“多种共存，积极引导”的价值观共

存模式，与大学生深入分析各种错误价值观的利

弊，从而使大学生从根源上认识到为什么摒弃错

误的价值观，为什么弘扬正确的价值观，使大学生

认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国家、社会、个人

的重要意义。同时，必须注意，在此过程中要创新

教学方式，例如采用举办辩论赛、研讨会、交流会

等多种丰富多彩的课堂形式，使大学生从“辩”中

学，进而认同核心价值观。

（三）依 托 大 众 传 媒，丰 富 大 学 生 价 值

观教育的渠道

在社会层面上，要依托大众传媒，丰富价值观

教育渠道。大众文化的兴起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大

众传媒的快速发展，对大学生的价值观念、生活方

式、思维方式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当代大学

生几乎从小接受大众文化的耳濡目染，很多价值

观念直接来源于大众传媒所传达的大众文化。相

对于传统文化的强制灌输，大众文化的亲民性和

情感性更能渗透到大学生的价值体系和行为选择

中，大众文化往往更具有说服力，因此，大学生的

价值观教育可以借鉴大众文化的方法。第一，利

用微博、微信、客户端等多种载体。微博、微信、客
户端可以通过短时间浏览而达到记忆的效果，让

大学生在繁忙的学习之余也能即时即地了解最新

消息。第二，重读经典，领略价值内涵。经典之所

以能够流传，是因为其蕴含着积极向上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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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生观。大学生作为知识分子群体，应该认识

到“碎片化”接受的弊端，开展多种形式的品读经

典活动，从经典中体会主人的情感，从而形成自己

的、向上的、主流的价值观。

（四）传 承 优 良 家 风，推 动 大 学 生 形 成

正确价值认同

在家庭层面上，要传承优良家风，推动大学生

形成正确价值认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家庭是

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１１］优良

的家风伴随每个人的一生，个人持续接受着家风

文化的熏陶，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中深化家风文化，
并且在家族的繁衍过程中薪火相传，形成个体特

有的文化基因。这种旷日持久的家风教育对于个

体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广泛且

深远的影响，奠定其基本行为模式。优良家风教

育深深植根于家庭日常生活之中，主要以家长言

传身教的方式进行，需经过长期的强化与反复，在
这一过程中，家长可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形成爱

国、勤俭、友善、节约、自强、仁义等等正确的价值

观念，进而实现家风的代际影响。家庭作为大学

生正确价值观形成的重要场域，应传承优良家风，
推动大学生形成正确价值认同。

此外，在大众文化背景下培育大学生 正 确 的

价值观还需政府规范大众传媒的发展，净化网络

虚拟传播空间，开展核心价值观教育宣传，深入实

践等，多 方 形 成 合 力，促 进 大 学 生 形 成 正 确 的 价

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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