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院近年来袁网络技术的飞跃式发展袁带动了微现象的产生和壮大袁并深刻影响

大学生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袁同时微内容深度重塑生活画面感袁丰富大学生活袁尤其以微

博尧微信为代表的微载体袁为大学生开辟了新的文化消费渠道遥 微文化受互联网自身具有

的开放性尧隐匿性特点限制袁给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严峻挑战院微文化信息的多元

化与广泛性袁改变了以往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的局面曰网瘾废人袁
大学生刷微博尧微信等时间占据过多袁影响学习和生活袁阻碍核心价值观培育工作的顺利

开展曰微信息的相对虚拟性冲击社会伦理道德体系遥 但同时袁微文化对大学生核心价值观

培育也有积极影响院增强了核心价值观培育模式的科学性曰强化了核心价值观内容的时

代性曰突出了核心价值观培育对象的主体地位曰提高了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力遥 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者必须秉承时代精神袁更新教育理念尧通过以身作则和身体力行袁宏观引导大

学生自觉增强核心价值观认同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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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院 G41 文献标志码院A 文章编号院1672-8580渊2015冤02-0088-11

微文化背景下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探究

卢尚月

渊广西大学 政治学院袁南宁 530004冤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渊社会科学版冤
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Engineering渊Social Sciences Edition冤

第 30 卷第 2 期
2015 年 4 月

Vol.30 No.2
Apr.2015

基金项目院广西壮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渊13EGL001冤
作者简介院卢尚月袁硕士渊E-mail:3050678454岳qq.com)

党的十八大指出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袁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发展的一条

重要思想指向标袁是打造优秀公民的客观要求遥 微文化作为一种新兴文化现象袁既具备传统文

化的普遍特征袁更具备独创性尧新颖性的特点袁充分认识微文化是利用微载体传播核心价值观

培育的根本前提遥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作为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引导者袁必须抓住当前

大学生网络习惯和网络德行袁自觉利用微载体深入学生学习生活袁主动掌握其思想动态和意

识觉悟袁开展具有针对性尧实效性的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遥
一尧微文化概念分析

当前国内学术界并未对野微文化冶概念做出权威解释袁当前学术界只是根据微文化崇尚简

约尧在短篇幅内表达最大信息量的特点袁将微文化的概念解释为院一个亚文化形态袁因其最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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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于微博等以微小信息交流的互联网社交平台袁所以袁该亚文化形态大多开头被冠以野微冶字
彰显其特点袁是互联网时代社会文化衍生的重要产物遥 虽然属于亚文化形态袁但微文化所涉及

领域却极为广泛袁几乎涵盖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遥 诚然袁微文化诞生于微博等互联网社交

产品当中袁在这一亚文化形态之下袁仍存在许多衍生文化袁按照其命名不同袁可以将其划分为

两大类别遥
第一袁在微博基础上衍生的微文化袁通过创新和发展形成独具一格的亚文化形态遥 在微博

产品不断开发的过程中袁诞生了更多尧更丰富的表达方式袁用户能够在该平台中展现的信息量

也随之大幅增长遥 微博用户为了寻求来自其他用户的关注尧展现自我独特性袁便开始进行创

作遥 从当前情况来看袁最主要的创作方式有被称为野段子手冶的文本创作袁有时间不长于 3 分钟

甚至是 1 分钟的野微视频冶创作袁也有不长于 50 分钟的野微电影冶创作遥 这些基于微博平台创造

的亚文化产品不仅在互联网中获得了广泛关注袁 且在现实世界中的影响力也开始与日俱增袁
传统媒体中开始常常出现引用野段子手冶创作的笑话袁移动运营商开始举办野微小说冶创作大赛袁
传媒界企业开始向原本只有大学生制作的野微电影冶注资遥 作为一个自由创作的空间袁微博的

亚文化形态发展呈现百花齐放的姿态袁这也引起了国内媒体人与学术界的关注遥 陈永东是国

内首位诠释微博概念的学者袁他认为院微博是一种通过关注系统实现及时性点对面传播信息

的互联网社交产品遥 从这一定义上看袁作为社交产品的微博有着其他互联网产品所没有的社

交性袁其所创造的微博空间中出现的种种现象袁也就成为了微现象袁这种现象在达到一定规模

后袁也就成为了微文化[1]遥 例如微博论政尧微博论法等广大公众直接参与政治讨论的政治微文

化袁讨论明星生活尧娱乐圈新闻的娱乐微文化等遥 这些亚文化形态的衍生袁都离不开微博这个

最早的平台基础袁所以才将这些衍生出来的文化统称为野亚文化冶遥 但有别于源于微博发展起

来的微文化袁一些非微博平台的亚文化形态袁也因为具有部分微博特征而被冠以野微文化冶之
名袁如每人限购一件的微促销尧限制为 140 字以内的微报告等遥

第二袁在名义上彰显了野微小冶的微文化之所以发展迅速袁主要因为其母平台微博拥有无

可比拟的高人气袁同时互联网中信息传播碎片化的日趋严重也使许多原本并非微博载体衍生

的亚文化形态成为了野微文化冶遥 事实上袁当前一些规模小于常态尧细腻程度高于常态尧关注点

更集中的现象都被命名为野微 XX冶袁例如袁近年来十分流行的小型整容手术就被称为野微整

形冶袁互联网的动态表情被称为野微表情冶袁数额较小的金融产品被称为野微贷冶等等遥 这些现象

都因为其小于常态的规模被冠以野微冶名袁但事实上这些现象所带来的影响却极为广泛袁尤其

是野微公益冶尧野微志愿冶等以个体关怀为目标的公益类现象袁更展现出了现代社会日益浓厚的人

文氛围遥 诚然袁以命名方式来区分微文化现象袁比较方便学者开展研究袁但这种分类并不具有

权威性袁因为微文化具有灵活尧发展迅速的特点袁所以随着时间推移袁不同的微文化现象也有

可能面目全非遥 譬如袁在微博早期较为流行的野微小说冶袁目前广受传统媒体青睐袁并大肆宣传

这一概念袁但微博用户的阅读习惯早已改变袁信息量更大尧同样不需要占据太多阅读时长的

野长微博冶与野微博文章冶才是当前微博平台最受欢迎的文字表现形式[2]遥 与此同时袁由于微文化

的火热袁许多领域开始滥用野微冶概念袁例如微创尧微单渊小体积大画幅单反数码相机冤尧微选秀等

与微博及互联网毫不相及的概念袁就不属于微文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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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微文化发展中呈现的主体特征分析

微文化是因微信等网络环境下新媒体的出现形成的偏爱个体及微观发展的文化现象袁微
文化通常对社会热点及普通人较为关注袁并引导大家进行反思袁通过其影响力影响校园文化[3]遥
可以说其影响范围由小及大尧由点到面袁影响人们的价值观袁重塑生活画面感遥

渊一冤微现象波及范围和社会影响由小及大尧由点到面

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袁新媒体的传播模式更具多样性袁传播速度更快袁且传播范围更广袁
新媒体为网民提供了一个自由尧开放尧畅通的交流平台袁使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发布身边时事袁
发表所想所感遥 比如微博袁微博的传播方式与其他媒体的定向传播尧互动传播模式不同袁微博

是一种新型的裂变传播形式袁具体是通过关注与转发这两项功能来完成[4]遥 网民可以根据自己

的兴趣爱好对其他用户进行关注袁转发自己感兴趣的微博信息遥 微博的裂变传播模式能够将

来自不同用户发布的零散信息集合尧拼接起来袁形成直观尧有序的网站页面袁方便搜索尧浏览尧
交流袁这种将线上尧线下尧网络与现实结合起来的传播模式袁不仅可以将网络舆情态势具体呈

现出来袁更能吸引更多网民参与到网络舆情中来袁促进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遥 近年来袁我国爆

发的多起重大舆论事件中袁有一半以上事件的起因是由网络舆论引起的袁新媒体的产生袁也在

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反腐倡廉的建设进程遥 由此可见袁以微博为首的微文化对促进我国政

治尧教育尧经济尧社会等方面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遥
渊二冤微阵地意见领袖深刻影响网民价值取向

在微文化大环境下袁通过新媒体尧传统媒体的推动袁以及互联网意见领袖的号召袁大众开始逐

渐参与到对公共问题及决策的讨论当中袁并成为了现代公共舆论的重要主体遥 在我国袁互联网意

见领袖主要出自下列人群院学术造诣较深的专家尧成功的创业者尧新闻从业者尧文艺及体育界知名

人士尧政府部门及领导的官微尧医生或律师等专业人士等等遥 能够在芸芸网民中脱颖而出成为意

见领袖者袁通常受教育程度较高尧社会经历较丰富尧对社会现象有独到的看法尧语言组织能力较

强尧具有鲜明的个人魅力袁所以常常能够在微博话题讨论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获得他人关注[5]遥在互

联网及微博高度普及的今天袁意见领袖集结了对某个或某类话题关注的网民群体袁形成了一个虚

拟社会群体袁影响力十分广泛遥 在 2011 年开始发布微博的新浪微博 ID野作业本冶因其诙谐幽默的

语言尧对时事政治犀利而独到的评价而获得极高用户关注度袁在其因发布敏感话题微博被运营商

封禁的 80 多天里袁不断有微博用户提起其微博语录袁其解禁发布的第一条微博袁在短短十分钟内

收获了 25 次转发遥 无独有偶袁热衷于评价我国政治时事的新浪微博账号野雷克小流氓冶同样在

2015年 3月遭遇了 48 小时封禁袁 但他的被封禁则唤醒了网友们对微博发言底线以及言论自由

的反思袁是微博网民媒体素质得到再次提高的重要契机,可见微博意见领袖影响力之一斑遥
渊三冤微内容传播重塑生活画面感

在微博文化当中袁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将日常生活常态化直播遥 在直播自身生活时袁一
般会展现出下列特点院生活的不确定性遥 由于生活的未知性尧不确定性袁使微博对生活的直播

能够迅速引起关注者的兴趣遥 同时袁该直播还具有选择性遥 虽然生活是不确定尧不可知的袁但人

们却可以有选择地直播那些自己想要关注者看到的生活内容袁 即便这种选择并非有计划的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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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在潜意识中让他人看到自己最好的一面遥 正是因为上述两方面特性的存在袁所以一般可

以认为微博直播的生活属于半真实尧半演绎的文化现象遥 当然袁直播给关注者带来的真实感尧
临场感体验袁是其他传统媒体难以实现的袁所以袁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在影响广泛性上远超

传统媒体遥 2011 年 2 月 8 日袁香港叶凤凰周刊曳记者邓飞在腾讯微博上直播了与被拐卖儿童父

亲共同解救儿子的现场过程袁获得了全国网民的广泛关注遥 事实上袁早在解救行动之前袁邓飞

就将被拐卖儿童的照片上传到微博袁希望网友提供解救线索袁这一次成功解救被拐卖儿童的

案例袁使网民仿佛切身实地般感受到了失子父亲的痛苦与其失而复得后的喜悦和感动袁使更

多人对解救被拐卖儿童给予了更多关注遥 微文化环境下信息传播的特点袁其实正是互联网舆

论野面对面交流冶复杂特点的体现遥 正因如此袁有关方面才更应根据相关学科知识袁不断加强互

联网舆论引导工作袁把握好互联网舆论的大方向袁稳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长城遥
三尧微文化受众度高的原因分析

随着微信尧微博尧微视频尧微公益等微文化的不断发展袁人们的文化消费方式也受到了深

刻影响袁从宏观消费逐渐转变为微观消费模式遥 人们对文化的需求逐渐趋于多样化与特殊化袁
在这种背景下袁微消费得以产生遥 微消费出现之后袁受众在追求微文化上的积极性不断增长袁
日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袁究其原因袁主要有三点院

第一袁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袁人们的生活质量也得到了改善袁高技术产品不断进入人

们的生活袁特别是以微博尧微信为代表的微文化的出现袁为人们开辟了文化消费的渠道遥 人类

野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袁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遥 冶[6]随着经济社会的飞跃发

展袁生活步伐的不断加快袁使人们在生活尧学习等方面压力不断增加袁对精神需求也日趋多样

化袁他们希望在物质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袁得到心灵上的愉悦与放松曰此外袁随着人均受教

育水平的不断提高袁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也不断改变袁这不仅说明了个体意识的变化袁也是社

会发展对人类作用的具体体现遥 经济的飞速发展袁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袁生存压力不断增加袁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袁微博的出现正好满足了大众的需求袁并逐渐成为人们进行交流联络的重

要平台遥 微博的广泛使用袁带动了相关产品的兴起袁由此产生了微文化遥
第二袁在这个信息碎片化尧浪潮化的年代袁传播信息的方式显然更加多元化遥 现代人之所

以更青睐一些不需要过度思考尧阅读耗时更少的文化产品袁是因为当代生活节奏更快尧信息碎

片化更明显袁人与人之间在交流的过程中更注重能否以最短的时间实现最多尧最核心信息的

传播袁这也是微博诞生且人气在短时间内暴涨的主要原因遥 微博将字符数限制在 140 个以内袁
要求人们在最短的篇幅中表达对社会现象的看法或当下生活感悟袁有效满足了现代人的表达

欲与受关注欲袁同时还能以更便捷的方式记录下自身生活的琐碎情节遥 近年来袁连文艺作品的

创作尧营销也开始呈现出碎片化态势遥 近年来袁最红火的影视作品并非两个小时左右的电影或

一个小时左右的剧集袁而是平均时长不足 40 分钟的短片袁而在互联网中大有燎原之势的野微电

影冶更是成为了近年来娱乐圈的创作主流袁不少已经成名的文体明星都参与其中遥 而在文本创

作当中袁140 个字的篇幅限制使微博用户不得不去除多余的修饰袁 让文字精练的同时蕴藏深

意遥 但与此同时袁微博信息碎片化传播的特点也使不少人已经无法全面理解完整的文艺作品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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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不愿意将心神耗费在大篇幅作品当中袁这也让专家们忧虑微博用户的主要群体要要要青年人

在未来可能会呈现出审美水平集体滑坡现象遥
第三袁随着新媒体的普及袁每个人都可成为一个独立的野微媒体冶尧野自媒体冶袁传统媒体语境

下的纯粹受众已经成为了信息传播者尧信息发布者袁所有人都能够自由表达个人观点袁以往集

中于官方与传统媒体的话语权逐渐分散化尧扁平化遥 在微博中袁不需要专业新闻媒体人的身

份袁也可以获得与新闻媒体人近似的报道能力袁同时也不需要面对正规新闻人需要接受的新

闻审查遥 微博用户充分享受着话语权带来的满足感袁喜欢被方方面面的人共同关注遥 同时袁微
博平台的文本创作袁视频创作过程有着极强的互动性袁也有着广泛的受众群体袁所有人都能够

成为微博平台的文学家尧电影家袁创作自由度远高于传统文艺作品袁加上创作者本身也是阅读

者尧阅读者同时又是创作人袁使微博的交互性尧创新性不断上升袁涉及领域更为广泛遥不仅如此袁
微博平台的文艺作品更具有草根性特色袁只要有一台手机尧一台电脑袁人人都能创作小说曰只
要有一台家庭 DV尧有足够的人手袁人人都能够制作电影袁将自己对生活的领悟渗透到画面中袁
以镜头语言表达个人观感袁使电影制作不再受制于资金或人手袁门槛大大降低遥

四尧微文化对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影响

(一)微文化对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消极影响

第一袁互联网本身具有的开放性尧匿名性特点使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面临更严峻的

挑战遥 互联网在短短二十年内实现高度普及袁使人类社会走入了信息时代尧全球化时代袁思想

政治教育不但需要面对来自学生更强烈的交互需求袁也需要面对各类意识形态同时存在的挑

战遥 一方面袁由于受教育经历尧社会经验以及知识储备等方面仍未成熟袁在面对丰富多样的网

络世界时大学生往往缺乏清晰的辨识能力和自我掌控能力遥 大学生往往将互联网主要作为休

闲娱乐工具袁较少作为学习工具袁通常都是用来网络购物尧在线聊天尧观看视频尧听音乐尧打游戏

等袁而其中能够应用到学习的大体只有收发电子邮件和浏览新闻网页两项遥 大学生过分依赖

网络休闲娱乐袁不但不利于学习进步袁反而易造成思想腐化和堕落行为袁尤其网络环境复杂多

样袁各种思潮相互交锋袁大学生难辨真假袁易受歪风邪气感染袁对大学生思想塑造具有极强的

冲击力和影响力遥 另一方面袁互联网的虚拟性使大学生养成逃避现实的习惯遥 由于互联网具有

交互性袁且不需要面对面交流袁许多大学生都习惯通过互联网进行交流沟通袁且言论相对自

由尧无拘无束袁并不会对现实生活造成负面影响遥 因此袁许多大学生常常会产生错觉袁认为在互

联网中能够获得如此多的认同尧找到数量庞大的知音袁自身价值可能就只有在互联网中才能

够得到展现袁同时认为现代社会节奏太快尧竞争太残酷尧缺乏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遥 一旦大

学生认为自己在互联网中才能够获得远比现实世界更多的成就与自信袁那么大学生自然就会

将精力更多倾注于互联网活动中袁且一旦在现实世界中遭遇不幸或挫折袁就会更加沉迷网络袁
逃避现实遥 对网络充满过多的幻想和依赖袁并将自身生活和价值追求转嫁到互联网上袁极易造

成大学生在现实生活中的冷漠和懈怠袁疏于与他人交流尧更多讥讽嘲笑现实世界中的人袁逐渐

会丧失真实的社交能力袁慢慢与社会脱轨袁比较明显的表现是袁当前青年大学生在微博中对某

个观点的认同已经从语言表达转变为了单纯的野点赞冶袁完全无法表达自身真情实感[7]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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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袁微文化信息的多元化与广泛性袁改变了以往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过程中处于被

动地位的局面遥 当前袁微博尧微信等微载体已成为大学生群体中最受欢迎尧使用频率最广的新

型媒介袁大学生花在网络上的时间远比学习时间多得多袁网络中的多种信息丰富了大学生的

认识袁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需求随时随地搜索与浏览各类信息袁久而久之袁课堂知识已远远不

能满足他们的求知欲袁传统课堂不再只是大学生获取信息的唯一渠道袁尤其随着西方文化观

念的不断涌入袁在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冲击下袁大学生处于思想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袁辨别信

息真伪能力较弱袁极易受到腐朽内容侵蚀遥 具体表现在两方面院其一袁校园网络犯罪现象遥 近年

来袁随着微载体运用的日益广泛袁校园网络犯罪现象也频繁发生袁主要表现在院黑客入侵其他

用户系统袁严重损害用户利益曰剽窃与更改用户信息袁严重侵犯个人隐私曰盗窃用户银行账户袁
危机人身财产安全曰发布色情图片尧文字与视频袁荼毒未成年人遥 其二袁黄色尧暴力信息布满微

载体袁成为诱发大学生犯罪的主要因素之一遥 近年来袁频繁发生的大学生群体暴力事件与网络

不良信息息息相关袁严重影响大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遥 此外袁微载体中充斥的负面信息严重侵

袭大学生的思想价值观袁使大学生思想观念趋于偏执尧极端的方向发展袁心理逐渐趋向扭曲袁
严重者袁则会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遥

第三袁部分大学生有极大网瘾袁刷微博尧微信等时间占据过多袁造成成绩下降袁阻碍核心价

值观培育工作的顺利开展遥 网瘾包括网上交际成瘾尧色情成瘾尧游戏成瘾等这几种类型遥 网瘾

具体表现为上网情绪激动尧感觉不到疲惫与饥恶尧脱离网络则会产生低迷尧对学习与人际交往

提不上兴趣袁出现厌学尧退学等消极心理遥 突出表现为理想信念薄弱袁享乐主义与金钱主义等

腐朽思想不断滋生与增强袁部分大学生为获取学分尧资格证书袁甚至做出作弊尧剽窃他人作品

的恶劣行为袁严重影响我国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工作的正常开展遥 同时自律意识薄弱袁行为

不检遥 由于网络所具有的匿名性袁用户可以以匿名的方式进行交友尧发布信息等遥 这虽然能够

起到保护网民隐私尧个人信息安全的作用袁但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网民的责任意识与道德

观念袁导致大量虚假信息的泛滥袁进而引发大学生的好奇感与破坏心理遥 部分大学生由于好奇

与缺爱心理袁通常都会通过以虚假信息欺骗他人尧侵犯他人隐私尧破坏他人名声尧入侵他人系

统偷取信息等恶作剧行为来宣泄自身不满遥 此外网恋尧网婚现象普遍存在于大学生群体中遥 当

代大学生学习压力过重尧缺乏人生阅历尧缺乏耐性尧交际网络较窄尧好奇心强袁这些现象都是导

致网恋尧网婚问题出现的原因遥 在网恋尧网婚中袁大学生能够得到重视尧成为焦点袁满足心理上

的刺激感[8]袁但也由此产生了心理疾病尧道德观念薄弱尧逃学退学尧离家出走等一系列问题袁甚
至会危及人身财产安全袁成为破坏家庭的罪魁祸首遥 这些都是大学生道德意识逐渐削弱的表

现遥 网络是把双刃剑袁在丰富核心价值观信息尧拓宽大学生知识面的同时袁也导致了大学生各

种不良行为的出现袁威胁校园环境和社会环境袁影响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遥
第四袁微文化给当代青年大学生带来现实世界以外的另一个生活空间的同时袁也让社会伦

理道德体系受到了极大冲击遥在互联网当中袁社会交际通常是以计算机以及因特网作为平台袁也
就是所谓的野人机交互冶遥 由于这种交际方式不需要与人面对面交谈袁所以往往会让人的性情逐

渐孤僻尧逐渐远离社会尧丧失作为人应有的情感感受力袁最终造成了人性异化遥事实上袁虚拟世界

中的网友们并非真实存在的人袁而是仅仅具有野人冶身份的一个交流对象袁这也很容易让人们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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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社会实感袁从而不再在乎现实社会中约束自己的伦理道德标准袁缺乏真实的情感以及关爱遥在

互联网当中的一切行为袁只不过是机械语言在 LCD 屏幕中的体现而已袁但真实的情感以及关爱

却绝对不是能够用机械语言体现的东西袁机械语言也只是展现人类智慧的工业产物而已袁不可

能有任何的关爱存在遥 许多大学生虽然可以在互联网中与人交流袁但却很难在现实生活中与人

交流袁部分大学生甚至在现实中完全不能使用语言表达自我袁对现实社会的认同感十分有限遥
渊二冤微文化对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积极影响

第一袁增强核心价值观培育模式的科学性遥 通过先进科技来进行德育工作袁既能够丰富核

心价值观信息的获取方式袁也提高了核心价值观信息的发布与传播速度遥
第二袁强化了核心价值观内容的时代性遥 网络的出现丰富了有关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袁大学生

可以通过微媒介搜索各类资料袁阅读书籍袁及时了解社会时事袁微文化将娱乐与学校有效联合

在一起袁大学生可以在掌握知识的同时到达放松尧愉悦的目的遥 与此同时袁高校可以借助微文化

来了解社会发展需求与最新理论成果袁并以此作为依据创新核心价值观内容与培育方式袁提高

教学的针对性与科学性袁提高教学水平遥 可见袁微文化不仅是广大师生查阅尧浏览资料的巨大信

息库袁也是高校获取有利信息并以此进行创新与改革核心价值观培育内容的重要来源遥
第三袁突出了核心价值观培育对象的主体地位遥网络所具有的自由性与平等性袁使任何网民

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者与传播者袁大学生在网络社会中可以自由的发表言论袁主动参与网上学

习交流袁自主权得到充分体现袁网络加强了人们之间的沟通联系袁创建了平等尧开放的交流模式遥
第四袁提高了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力遥微文化的快速发展和高人气度袁丰富了大学生核心价

值观培育的渠道和内容袁各种微载体对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和发展具有极大影响力袁增强了大

学生对核心价值观的认识袁为开展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工作奠定了基础遥
五尧微文化环境下高校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对策

微文化环境下袁高校大学生面临价值多元的冲击袁为使大学生能够健康成长袁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能够通过微文化更加入脑入心袁必须推进高校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有效性袁建构适应

社会核心价值观传播规律的微文化[9]遥
渊一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该根据时代精神袁及时更新教育理念

一方面袁要解放教育思想遥 互联网普及带来了信息时代袁而互联网的开放性也宣布传统的

封闭式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已然不适用袁逐渐开放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是时代要求袁也是教育实

效性要求袁更是让学生在信息时代提高自身思想品德水平的要求遥 另一方面袁要重视学生的主

体作用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遥 互联网的出现彻底颠覆了传统以教师作为单一主体的教育模

式袁学生在互联网交互性影响下袁开始提出交流与表达的需求袁传统的灌输式教育实效性大大

降低袁如果不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尧仍然沿用以往的教育方式袁那么学生最终也会选择消极面

对思想政治教育遥 相反袁若是教师可以正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尧主动和学生进行情感与思想沟

通袁引导学生主动学习思想政治知识袁教育的效果远优于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遥 野思想政

治教育研究缺乏公共性视域袁且思想政治教育者在社会公共讨论中有集体失语表现冶[10]袁因此袁
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袁必须要将学生作为平等主体袁更多给予学生公共关怀袁培养学

生公共视野袁以时事热点作为案例袁通过沟通尧交流来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与伦理道德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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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遥 在微文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袁信息传播犹如云中迅雷袁现实世界中的任何现象都有可能在

第一时间成为公共舆论的焦点袁这也是为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跳出课本尧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基础袁分析时事热点尧引导学生学会通过社会主义视角观察社会问题尧
理解社会现象袁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袁使学生能够正确面对社会现象尧宣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正能量遥
渊二冤要构建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微文化专题平台袁打造良好的校园信息氛围

以开展微平台核心价值观培育活动作为契机袁构建核心价值观培育主体站点袁例如袁共青

团互联网学习同好会尧论时事站点尧微平台党员之家等等遥通过丰富多彩的站点内容及鲜明的

主题吸引大学生注意力袁提高大学生参与到微平台核心价值观培育活动的积极性遥当前袁较受

大学生欢迎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站有较为专业深入的 野乌有之乡冶尧 偏向爱国主义的 野铁血军

事冶尧弘扬社会主义正气的野中华社区冶等等遥 同时袁还应利用这些站点不断加强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袁抵御来自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瓦解攻略袁使大学生能够在内心深处认同野穷儒

释道冶的传统思想财富曰道德野应当是网络空间的终极管理者袁为个人行为和组织政策划定边

界冶[11]袁站点还应该总结每周海内外的重大时事新闻袁并就新闻内容设立师生交流窗口袁通过

沟通引导学生了解当前我国发展动态尧国际形势发展曰要加强微平台建设袁重点按照微平台信

息传播特点着手构建有可行性尧可操作性的微平台道德伦理体系曰通过更具吸引力的多媒体

内容提高学生接受心理辅导的主动性袁使学生能够及时排解情绪尧解决心理问题袁让微平台真

正成为高校核心价值观培育工作者帮助大学生成长的重要途径遥
渊三冤强化大学生微平台行为监管工作袁不断提高大学生在野微冶世界的法律意识

微平台中存在着大量不适合当代大学生阅览的不良信息袁只要对大学生的微平台行为管

理稍微松懈袁大学生就会在猎奇心态的驱使下阅览这些不良信息袁进而很可能会让大学生在

社会实践中作出不道德行为遥 因此袁必须加强监管大学生在微平台学习和传播中的行为遥 从实

践过程中可以发现袁该项工作可以从两点入手院首先袁要构建具有实效性尧常设性的管理机构袁
对校园互联网工作进行 24 小时不间断的监管工作袁并在发现大学生存在互联网不端行为时袁
及时阻止大学生错误行为袁并按照学生犯错的严重程度袁或对其进行批评教育袁或按照校规校

纪对其进行处罚遥 其次袁要加强同相关部门的合作袁及时清除一些容易被大学生访问阅览的不

良信息袁打造干净无污染尧健康向上的校园互联网氛围遥 微时代下的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袁
不仅需要高校重视与努力袁更需要社会各界齐心协力袁大力抵制互联网中的黄尧赌尧毒以及分

裂信息袁并在发现此类信息后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袁对有不良互联网行为的大学生甚至是老

师进行批评教育袁自行做到不观看尧不轻信尧不肆意传播虚假信息袁减少互联网犯罪行为遥
渊四冤要不断强化微平台核心价值观培育袁提高大学生自制能力

微平台道德伦理是现实社会道德伦理在微平台中的不完全映射遥 微平台的普及与进步袁
客观上提高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工作难度遥 因此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该正

视当前困难袁努力探寻在微时代背景下开展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尧提高大学生互联网行为

自制力的有效途径袁提高大学生微载体使用效率袁不断加强大学生新媒体素养袁使其能够学会

利用微载体学习学科知识尧丰富自身知识储备尧增强创造力遥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要通过微载

体加强对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正确引导袁 通过微载体主动并有针对性地传播核心价值观内容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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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核心价值观培育寓于生活袁而并不是将核心价值观束之高阁袁只有简单尧接地气尧合事实的

教学内容袁才更能打动学生袁更易引起学生共鸣袁从而增强大学生核心价值观认同感遥
渊五冤提升全体高校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

身为高校教师袁无论其在工作实践中的专业岗位是什么袁都应该承担起作为核心价值观培

育的传播者和倡导者遥 换言之袁任何高等教育工作者都应该有一种身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袁野建设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体系袁夯实自己的思想基础袁增强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

聚力袁为推动和谐社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思想支持冶[12] 遥 在自觉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同时主动尧积
极引导大学生的核心价值观认同感袁共同践行核心价值观袁并将大学生培育成有思想尧有斗志尧
有分寸的社会人遥 因此袁全体高校教育者都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原则袁而不是仅仅将大学

生教育工作作为一个工业化尧流水线工作开展袁要在工作中对学生倾注热情和爱遥 高校核心价

值观培育工作需要全体高校教师共同完成袁全体教师必须通力合作尧携手打造健康积极的核心

价值观培育环境袁为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创造最好氛围遥 唯有如此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者才能真正实现野以德育人冶的教育目标遥
渊六冤强化微载体深度用户引导工作袁有的放矢地开展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工作

在进行互联网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过程中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不但应该重视心理辅导在

核心价值观体系中的作用尧帮助大学生维持健康积极的心态袁也应该重点针对互联网深度用

户袁有针对性地开展核心价值观培育工作遥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关注在互联网中发言者的

特征袁究竟是纯粹的聊天交流袁还是带有一定情绪的交流袁甚至是直接发起话题者袁有艺术性

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遥 具体来说袁应该重点着手的工作环节有院第一袁打造优秀的大学生

心理辅导队伍遥 该队伍应具备一到两名具有心理学及精神医学背景的工作人员袁并服从思想

政治专业老师尧党组织成员的领导袁就大学生在青年时期身心健康问题进行辅导袁并有计划地

开展心理健康活动袁如讲座尧面谈尧座谈会等遥 第二袁打造与时俱进的在线心理辅导机制遥 鉴于

当前一些大学生虽然有着较为严重的心理问题袁但也因这一心理问题无法和人正常交流的情

况袁应在互联网中设置专门的心理辅导服务口袁方便这些学生在匿名尧有安全感的情况下和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进行沟通袁完成心理辅导工作袁实现核心价值观培育目标遥 第三袁通过校企

合作模式袁使学生能够在社会实践尧企业实习过程中对现实社会尧现实工作有一定的了解袁从
而消除他们和社会之间的距离感袁避免在完全陌生的情况下接触社会袁对现实社会产生不适

应与厌恶感袁同时提高大学生实干能力袁让他们能够在实践中收获自信[13]遥
渊七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要身体力行尧以身作则

常言道院野欲要正人袁先要正己冶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实践中的伦理道德水平袁将直接决

定其教育的实效性遥 作为一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袁只有在不断提高自身思想道德水平尧并在

事件过程中身体力行地展现自我思想道德水平的情况下袁才有资格为人师尧授人德遥 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者同样也是教育工作者袁而教育工作者最有说服力的教育方式袁无疑是自己的亲身

实践遥 多年以来袁高校一直在强调师德建设工作袁但在当前意识形态复杂的信息时代袁如何才

能够建设合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师德袁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课题遥 要通过微平台开展

好核心价值观培育工作袁意味着要打造一支不但在思想政治知识上出类拔萃尧也要对当代互

联网文化尧信息技术有深刻理解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队伍遥 当前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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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直观尧便捷的微教育载体袁自身必须深入了解微文化并改善媒介素养袁抓住当前青年大学

生在微载体中的发言心态尧舆论特点袁才能解决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教育无法真正在互联网中实

现教育目标的难题遥
六尧结论与展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前和今后需要推进的一项重要工程袁需要共同努力推进袁使其成

为新时代的主旋律浴每个时代都有时代的主旋律袁这种主旋律也是推进社会不断前进的重要精

神支柱遥 我国在经历改革发展后再回头看袁物质财富大大增加但精神需求却匮乏甚至扭曲袁如
果没有正能量的引领袁必将对我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

适应人们价值趋向的高度概括袁是规范人们尤其是青年大学生行为举止的规范遥在价值多元化

的今天袁微文化是否能够因势利导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大学生中入脑入心袁成为值得思

考的重要话题遥 要不断创新方法载体尧优化微文化氛围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微文化始

终尧覆盖微文化的各类载体遥通过微文化的全覆盖尧灵活性袁使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

思想上认同尧行动上自觉践行遥
展望未来袁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尧国家不断的强大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袁需要人

们更加有信仰袁只有这样袁民族才会有更大力量遥大学生是祖国未来建设的中坚力量袁也是微文

化建设的重要参考者袁 对大学生加强信仰教育不容忽视遥 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

中袁一定要适应形势发展需要袁将内容与形式有机结合袁尤其是要结合微文化不断发展的趋势袁
探索适宜新形势下大学生社会议核心价值观培养的新方法尧新路径尧新载体遥 将新时代的主旋

律打响尧新音调调高袁让大学生真正成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引领者袁用大学生群体影响

整个社会袁用微文化参与最大的青年大学生主体影响整个微文化氛围袁让正能量覆盖微文化袁
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切实成为青年大学生的自觉行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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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ltiva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爷 Core Values
in the Micro Culture Environment

LU Shangyue
(Politics School,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4,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leap type development of network technology has led to the emergence and
expansion of micro phenomenon and profoundly influenced college students' way of life and value orientation.
The reshape of daily life with micro contents riches the university life with the microblog and Wechat as the
representative, which opens up a new cultural consumption channel for college students. Influenced by
Internet, micro culture itself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penness and stealthiness, which brings serious
challenges to the curr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ork. The diversity and extensive cultural
information change the college students爷 passive position in the process of cultivation of core values in the
past. The addiction to the Internet has too much bad effect on students themselves. They spend too much time
on brushing microblog and WeChat, which not only affects their study and life, but also hinders the core values
fostering. The virtualness of micro information affects building social ethics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the
micro culture has some positive effect on cultivating college students' core values: enhance the core values of
cultivating scientifically, strengthen the modernity of the content of the core values, highlight the subject
status of students in the process of cultivating core values, and improve the core values influenc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orkers must adhere to the spirit of the time, renew education idea, and guide students
to strengthen the identity of core values consciously by themselves.

Key words: micro culture; micro era;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ocialism core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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