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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其次，拜金主义使大学生在择业时过度追求高收入

工作。拜金主义认为金钱至上，追求金钱成为人生的目

的和生命的全部意义。受拜金主义思潮的影响，大学生

在择业时盲目追求高收入、快回报的工作岗位，忽视了

所从事职业对社会的贡献程度。

3、家庭结构小型化阻断优良家风传承

现代中国家庭结构呈现家庭小型化、家庭成员流动

性增强等特征，无疑成为阻碍大学生传承优良家风家教

的一个重要因素。首先，家庭结构小型化妨碍了优良家

风的代际传承。目前我国每个家庭户平均人口为2.62人，

意味着“三口之家”是我国现代家庭规模的主要形式。

在这种小家庭中，随着祖父母、父母与子女各自独立家

庭生活，日常交往减少，自然阻断了优良家风家教的熏

陶和传承。其次，家庭成员流动性增强导致家风教育的

主体缺位。2020年与2010年相比，我国人户分离人口增

长了88.52%，意味着流动家庭、留守儿童家庭的数量日

益增多。父母是家风教育的主体，但在家庭成员流动性

增强的趋势下，父母与子女长期处于分离状态，不仅极

大压缩了父母对子女相处时间，也使父母无法以身作则

对子女进行优秀家风家教的熏陶和教育。

4、过度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消极影响

网 络 亚 文 化 激 发 大 学 生 过 度 追 求 自 我 价 值 实 现 ，

减弱了关心集体利益的热情。从网络亚文化看，网络亚

文化强调个性表达和自我实现，鼓励个体差异和独立思

考，这与集体主义强调群体和谐与共同利益大相径庭。

“网红”现象更是传递着一种快速成功和名利双收的价

值导向，引导大学生过分追求个人的网络影响力和经济

收益，直接削弱了大学生的集体责任意识。从大学生需求

看，网络亚文化诱导大学生更加重视个人兴趣、追求实现

自我价值，而轻视集体目标和责任。虽然网络社交扩大了

大学生人际交流范围，但主要依赖线上交流而忽视其现

实交往，导致现实人际关系冷漠，集体凝聚力减弱。

5、学术生态导向趋利化的消极影响

学术生态导向趋利化是指学术环境过分强调成果的

经济效益、个人荣誉和社会地位的快速提升，而忽视学

术研究的本质和长远价值。学术生态导向趋利化是影响

大学生学术诚信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学术生态导

向趋利化诱导了学术不端行为。在竞争激烈和成果导向

驱使下，为了短时间获奖、获得资助项目或发表学术成

果，部分大学生采取如篡改数据、抄袭、伪造实验结果

等不诚信手段，这既违反了学术诚信的基本原则，又损

害了科学研究的可靠性和公信力。另一方面，学术生态

导向趋利化削弱大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学术生态导

向趋利化环境影响下，部分大学生采取如学术造假、伪造

荣誉证书、考试作弊等不诚信行为，自然削弱其解决问题

的能力，同时也破坏了社会公平和社会诚信的根基。

网络亚文化冲击下大学生道德价值观的引导对策

网 络 亚 文 化 对 社 会 主 流 价 值 观 产 生 消 解 、 弱 化 和

淡化功能，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既然网络亚文化是一个

客观存在的文化环境，就必然要趋利避害，在分析网络

亚文化对大学生价值观冲击及其原因分析基础上，从学

校、政府、家庭和社会等方面提出引导对策。

（一）依托“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培养大学生

网络规则意识

“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是培育大学生网络道德，

提升大学生网络规则意识的重要载体和主渠道。依托“思

想道德与法治”课程建设平台，丰富教育内容、创新教育

方法，以增强大学生的网络规则意识。[9]首先，不断完善

网络规则教育内容。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增加对网络法律

规范、纪律章程、文明准则等网络规则知识的普及，要

不断完善对网络自律意识、网络责任意识等网络规则意

识的培养，帮助大学生建立完善的网络规则知识体系，不

断提高大学生的网络规则意识。其次，不断创新网络规则

教育方法。除了传统的理论灌输法，思想政治理论课在进

行网络规则教育时可以引入讨论法、案例分析法、实践

教学法等方法，增加大学生学习网络规则的参与性、积

极性，并引导大学生将网络规则理论知识与现实的网络

失范行为紧密联系，提升大学生网络规则意识。

（二）强化主流文化引导，树立正确择业价值观

作为边缘文化的网络亚文化对大学生的主流道德价

值冲击是客观存在的。高校应充分发挥主流文化的引导

作用，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就业观。首先，以主

流文化引领大学生就业指导课程。就业指导课程要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

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为引领，使大学生的个人发

展与国家、社会进步同频共振，将大学生个人职业规划与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密相连。其次，校园文化活动要积极

宣传行业精英与劳模事迹。高校利用各种校园媒体宣传行

业先进人物和集体，以榜样力量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

职业意向；同时高校定期举办“职业榜样进校园”主题

交流活动，邀请行业精英和模范人物分享其职业故事和

成长经历，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就业观。

（三）发挥家庭教育功能，弘扬优秀家风家教文化

传承优秀的家风家教文化，发挥家庭的育人主体功

能。首先，树立正确家风家教理念。父母要摒弃依赖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