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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信息不断深入，网络亚文化现象充斥在

大学生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不可忽略的一

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

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在

“三全育人”的理念下，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者与

引领者，我们应该认真剖析网络亚文化的内涵，辩证看

待它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影响，才能够切实地为

高校政治教育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新时代下网络亚文化的特点及现象

亚 文 化 ， 是 指 基 于 种 族 、 经 济 、 宗 教 和 地 区 等 不

同社会因素而产生的差异文化，现在常指某种非主流、

非 普 适 、 非 大 众 的 文 化 。 近 几 十 年 来 ， 随 着 网 络 文 化

大 潮 涌 起 ， 亚 文 化 依 赖 于 媒 体 ， 附 身 于 网 络 ， 早 已 闯

入 大 众 生 活 的 方 方 面 面 ， 并 在 人 们 脑 海 中 留 下 自 己 独

有 的 记 号 。 如 9 0 年 代 流 行 的 “ 杀 马 特 ” “ 葬 爱 家 族 ”

“火星文”，00年代的 “鬼畜”“凡尔赛”“奥利给”

“YYDS”，亚文化通常与主流文化不同，主要折射的是

青少年群体对特定社会的认知以及真实情感的呈现，对

人们的生活和思维逻辑、社会的文化风格和语言形式产

生深远的影响。

（一）反哺主流与交互融合

主 流 文 化 是 经 过 时 间 沉 淀 和 历 史 考 验 ， 为 绝 大 多

数人所认同的，在社会生活的话语权中一直是处主导地

位 ， 而 网 络 亚 文 化 从 某 种 意 义 上 来 说 ， 他 们 的 一 些 概

念、行为和思维较主流文化而言，内容上具有一定反拨

性，而随着网络信息传递的快捷与便利，网络媒体的多

元发展，网络亚文化凭借独特的魅力火速“出圈”，得

到更多人的瞩目，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成为了主流文化的

一部分，也有一部分主流文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形式

上 有 所 创 新 ， 两 者 在 不 断 相 互 转 换 ， 相 互 融 合 。 例 如

《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多个主流媒体在内容输出中

的标题和内容中使用到的网络用语“怒赞”“牛”等词

汇便是最好的例证，还有2022年山东潍坊疫情暴发，身

穿大白衣服的哥哥为了叫家中弟弟出来做核酸，因敲门

敲不开，无奈只好用梯子爬窗，这个视频内容用简洁可

爱的漫画形式去还原，且被多个主流媒体转载，引发众

多网友热议，成为了号召大家配合核酸检测的宣传片，

不难发现主流文化也开始尝试用青少年喜闻乐见、易于

接 受 的 制 作 去 创 新 表 达 形 式 ， 内 容 上 也 更 接 近 百 姓 日

常，同时拉近了百姓和主流媒体的心。网络亚文化与主

流文化的交互融合让我们看到了多姿多彩的文化碰撞，

也让中国文明提升有了更好的契机。

（二）部落群集和圈层效应

新媒体技术的革新下，人们生活的接触方式在不断

改变，人类社会原有结构也在悄然变化着。作为网络亚

文化群体的主体结构而言，网络虚拟世界的关联性让处

于离散的个体在一定时空里汇聚成群集形态，像2020年

末全国各地的肖战粉丝自发抢票应援偶像，使沉寂十个

月后的肖战重回舞台，又例如“牛爱芳的小春花”抖音

短视频网红，以分享农村日常生活为主，淳朴老实的人

设让其坐拥两千万粉丝，后被曝作假，一度封号，支持

或反对的言论，因彼此在某一事件上持相同观点，让处

在不同地点且素未谋面的一批人，认为彼此找到精神上

三观契合的伙伴，呈现出部落群集的特点，网络的发展

让他们有了自我表达情绪的平台，也让他们成为各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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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网络亚文化为立足点，发掘新时代下网络亚文化的特点以及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的影响，通过深入的研究，探讨出五个对策模式，从而更好地将思想政治教育与时代

高效融合，将教育真正有效地融入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