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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网络明星 ”在高校校园的热度逐渐上升 ,究其原因 ,是由于部分高校学生缺乏自信与个性 ,加上从

众心理 ,窥丑心理以及在就业理想与现实矛盾中希望走捷径等因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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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第四媒体 ”互联网的高速发展 ,网络与我们的学

习、生活联系日益密切 ,在众多融入网络的时代常客中 ,高校

学生无疑是最活跃的群体。从 2000年 1月《中国互联网发

展状况统计报告 》中 ,显示我国在校学生上网的比例达到

21% , [ 1 ]到如今高校校园里几乎无人不上网 ,互联网在大学

校园的蔓延速度无疑是最快的 ,网络对大学生心理的影响也

是勿庸置疑的。近两年来 ,网络中出现了一些“明星 ”,他们

各自具备不同的特色 ,出现在不同的领域 ,却以同一种方

式 ———互联网而迅速走红。从网络歌手到博客写手 ,再到

“红衣教主 ”“芙蓉姐姐 ”,他们的走红让许多人不可思议 ,褒

贬不一 ,而在校大学生也是密切关注他们的“网民 ”中的最大

群体。就拿“芙蓉姐姐 ”来说 ,她的走红就是从北大清华的论

坛上开始的 ,与其说“芙蓉姐姐 ”是凭着自身的魅力在网络上

窜红 ,倒不如说是被北大清华的学子们在网络上捧红更为贴

切一点。对于此等现象的发生 ,有的教育工作者表示担忧。

究竟是互联网影响了大学生的价值取向 ,还是当今大学生的

心理状态在互联网上得到了体现呢 ? 笔者试从“网络明星 ”

崛起的背后透析当代大学生的心理矛盾状况。

为了了解大学生对网络明星的态度 ,笔者最近对近百名

在校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有 25. 4%的人认为无聊、

不喜欢 ; 34. 1%的人认为比较欣赏 ,如果有机会自己也会尝

试 ; 40. 5%的人认为可以接受 ,但自己不会模仿 ,由此可见大

学生群体对于网络明星持有不同的态度 ,而被问及欣赏网络

明星的原因时 , 67. 4%人认为欣赏他们身上的某些特点 ,如

歌艺、文采、勇气、个性等等 ,而 32. 6%的人则认为不太清楚 ,

不知道为什么。通过对调查问卷结果进行分析和对部分大

学生进行走访 ,笔者发现大学生对于网络明星的态度 ,折射

出当代高校学生存在的一些心理问题。

一 　缺乏自信与个性
我们都知道 ,如果我们能被另外一个人折服甚至于崇拜

上对方 ,那么在他的身上我们定然能够找到一种我们所不具

备的东西。有“走音歌王 ”之称的孔庆祥尽管唱歌五音不全、

没有舞技、外形也不出众 ,却因为所表现的信心与勇气可嘉 ,

一夜之间竟成为全美最受瞩目的乐坛新人 ;“芙蓉姐姐 ”一个

貌不惊人 ,才艺平平的女生却以极度自信、自我的行为受到

千万学子的追捧。在这些网络明星的人气不可思议的飙升

背后 ,正体现了我们当代大学生身上某种精神的缺失 ,那就

是自信与个性的缺失。高校教育由精英教育向普及大众化

的转变 ,让许多自视为“天之骄子 ”的大学生产生心理落差 ,

现实生活的矛盾和社会上一些不良风气的冲击也让他们对

社会和自己的前途缺乏自信 ;教育方式的不完善限制了学生

个性的发展 ,现实与理想的差距使他们无奈的选择被同化 ,

也因为如此 ,“芙蓉姐姐 ”那种极度自我的行为就能够被学生

们追捧赞赏了 ,在她的身上 ,我们的学子们就找不到她对前

途的任何悲观。只有极度自我的人 ,才不会被社会同化 ,我

们的学生希望成为这个社会的主人 ,能够主宰自己的人生 ,

但现实让他们缺少这样的勇气 ,于是那些勇气可嘉的“明星 ”

们在恰当的时机出现了 ,让他们无法实现的的梦想有了一种

精神的寄托。

二 　从众心理
与迫切的需要展现自我突出个性的心理同时存在于大

学生心中的还有与其矛盾的从众心理。“从众心理 ”,是指在

社会团体的压力下 ,放弃个人的意见并使个人的意见符合社

会团体的要求 ,采取与大多数人一致的行为与信念的心理过

程。通俗地说 ,就是“随大流 ”的心理。因为 ,个人在团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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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 ,往往受到团体内在的无形压力 ,这种无形压力迫使个

体在认识与行为方式上与团体中的多数人趋于一致 ,这样他

们便感到心理松弛 ,出现喜悦、安全和舒适感 ;反之 ,便感到

心里紧张 ,出现压抑、不安和苦闷感 ;一旦受到批评 ,则心理

压力更甚。在外界的从众力量影响下 ,会使个人从自己的本

能出发 ,进行自我心理调节 ,从而改变初衷 ,跟从别人 ,求得

心理平衡。[ 2 ]以此 ,这就不难解释有 32. 6%的大学生说不清

楚为什么欣赏“网络明星 ”。在网络文化在高校迅速蔓延的

今天 ,网络中的新鲜事物成为让求知欲和好奇心极强的大学

生敏感的时髦话题 ,如果有人说不知道“芙蓉姐姐 ”、“天仙

妹妹 ”,恐怕会被同学笑话。于是有越来越多的人上互联网

或 BBS去了解、去关注、去讨论这些“明星 ”,更有一些学生

在论坛中互相攀比自己所收集的资料 ,也出现了许多人云亦

云的跟风现象 ,增加了“明星 ”的人气和热度 ,同时也满足了

一些学生渴望“入流 ”,惧怕“无知 ”的虚荣心。

三 　就业理想与现实矛盾
我国自 1999年大学扩招以来 ,大学生就业问题日趋严

峻 ,大学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和供需比日趋下降 ,受到了社会

各界的普遍关注。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不容乐观 ,但一个普

通工薪家庭培养一个大学生的成本却相对较高 ,这给大学生

心理造成了很大压力。一方面大学生们对未来充满希望 ,畅

想能够在毕业后找到满意的工作 ,实现自我价值 ;另一方面 ,

由于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客观事实和部分大学生主观方

面的眼高手低、不能吃苦耐劳的现状使他们对日后的就业没

有信心 ,充满担忧。正是这样的矛盾心理使部分人滋生了希

望通过捷径达到人生理想目标的想法 ,于是一些“网络明星 ”

的迅速走红使他们看到了所谓的“捷径 ”,而网络的低门槛、

低成本和高传播率以及相对的安全性也为他们提供了土壤。

他们一方面羡慕网络明星的走红 ,认为他们不仅是一种个性

的体现而且也是一种价值的实现 ;另一方面认为自己的才能

也绝不亚于这些“明星 ”,从而他们对课堂学习失去兴趣 ,抱

有不切实际的想法 ,沉迷于去欣赏模仿那些“一夜成名 ”的网

络明星。

四 　窥丑心理
值得一提的是 ,诸如芙蓉姐姐、木子美之类 ,从社会反响

考察 ,网民对他们并不只是单纯的崇拜 ,而是交织着玩笑式

的追捧和苛刻的批评。可以说 ,他们是网络亚文化土壤上的

“反偶像 ”。笔者走访的大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表示不喜

欢此类网络明星 ,但他们还是在网络中给予其极大的关注 ,

争相地批驳或是把它们当成一种“被围观 ”的笑料 ,这其中凸

现了人们一种较为普遍的窥丑心理 ,这种心理即便是作为天

之骄子的当代大学生身上也同样存在。而此等网络明星也

正是利用了人们的这一心理特征 ,在正常途径没办法达到成

名的情况下 ,以一些出格怪异的、颠覆人们审美观的行为 ,出

奇制胜 ,吸引人们的眼球。

综上所述 ,“网络明星 ”被高学学生所推崇的现象 ,不是

简单的偶像崇拜 ,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今大学生的精神

缺失。那么又是什么造成了我们学子这样的状况呢 ? 教育

本身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当代我们的教育在行使着一种怎

样的责任 ? 我们要教给我们学生的不仅仅是学识以及谋生

的手段 ,更要教给他们的是一种对社会的责任感以及主宰推

动社会发展的信念。当然 ,我们也不能完全悲观地看待这个

问题 ,如果我们的大学生能在正确的思想观念引导下 ,摒除

糟粕 ,汲取网络明星身上优秀的闪光点 ,那么也未尝不是一

件好事。同时 ,我们也不能以点盖面 ,互联网的发展确实对

高校思政工作带来了冲击 ,但这其中并不乏“真善美 ”的主旋

律。笔者在有名的中国大学生网上社区 ———Chinaren社区

论坛看到 ,大学生们点击量、回帖量最高的“网络明星 ”中就

有我们最敬爱的周总理和最亲爱的人民子弟兵 ,还有靠蹬三

轮车资助几十名贫困学生的白孝礼 ,由此可见人性的真善美

仍然扎根于我们的学子心中。

网络给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我们

必须不失时机 ,抓住机遇 ;同时要未雨绸缪 ,面临挑战 ,正确

的引导学生 ,树立他们的自信心和责任感 ,发展他们的个性 ,

培养他们脚踏实地的作风和面对挫折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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