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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 “新媒体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3SJSZ0686）

◎江苏省高校教育信息化研究课题一般项目“高等院校学生管理数据化研究”（项目编号：2023JSETKT053）

网络“丧文化”对大学生的不良影响及引导策略研究
 王加栋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信息时代的深入发展，网络“丧文化”现象逐渐凸显，大学生

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及社会心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通过反叛、自嘲和逃避的方式

对现实进行抵抗。网络“丧文化”解构了主流价值观中追求上进的元素，形成“积极向

丧”的群体价值认同，以群体“丧”心态表达内心感受和群体情绪。通过深入剖析网络

“丧文化”的表征与特点、成因和影响，提出了针对性的引导策略，旨在引导大学生树

立正确的三观，培育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

随着网络科技的迅速发展，信息传播的速度和

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在这样的背景下，

一种被称为网络“丧”的社会现象在大学生群体中迅速

崛起。“丧文化”主要通过社交媒体、网络平台等途径

传播，表现为一种消极、颓废、绝望的情绪状态和行为

倾向。这种文化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与大学生的多重

压力、心理需求以及网络环境的特性紧密相关。“丧文

化”由最初引起青年大学生内心共鸣和自嘲开脱的一种

网络亚文化形态，发展到网络媒体的刻意迎合和积极营

销，致使主流意识形态受到冲击。[1]如果长期沉浸在“丧

文化”的氛围下，理想信念和价值选择必然会受到影响。
[2]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青年强，则国家强。立志做有

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让青春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

之花。”[3]因此，深入研究网络“丧文化”有助于理解大

学生群体的心理状态，助推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对于

培育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网络“丧文化”的表征与特点

（一）反叛、自嘲与逃避

网络“丧文化”在网络空间的虚拟剧场中以一种批

判的方式进行话语建构，是温和的抵抗，[4]通常以反叛的

姿态出现，通过自嘲的方式，对主流价值观持有怀疑、

逃避甚至抵触的态度，并进行自我消解来暂时摆脱现实

生活中的压力和困扰。网络“丧文化”的反叛特征表现

在对主流价值观的挑战，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反抗。在这

种文化氛围里，积极乐观、追求上进的价值观被视为束

缚，而颓废、消极、不在乎的态度则被看作自由和个性

的象征。网络“丧文化”中充斥着自嘲和黑色幽默的元

素，通过自我调侃和反讽来表达对现实生活的不满与无

奈。[5]“万事开头难，中间难，最后更难。”“谁说我不

会乐器？我退堂鼓打得可好了。”这种自嘲并不是真正

的自我贬低，而是压力的宣泄，想要通过幽默的方式来

应对现实的压力和困境。网络“丧文化”中的很多元素

都体现了对现实的不认同和疏离情绪，人们想要逃避现

实世界，并沉浸在个人世界中，通过网上冲浪来寻找心

灵的慰藉和寄托。不过，在网络中“丧”中带乐的自嘲

与逃避后，回到现实生活中依然继续奋斗。网络“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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