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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园流行文化的发展趋势及其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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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学校园流行文化作为大学生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的典型表现，在社会文化发展繁荣背景下呈现出自发 

性与建构性、全球化与国家化、生活化与商业化等发展趋势。着眼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必须科学分析大学校园 

流行文化发展趋势，建立健全大学校园流行文化的引导机制。夯实大学校园流行文化建设的保障基础、明确引导 

的主体方略、完善引导的客体措施等是架构大学校园流行文化引导机制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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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大学校园流行文化的基本特征 

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那个时代的流行文化，校 

园流行文化渊源于社会流行文化。一般认为，大学 

校园流行文化是指在大学校园大学生这一特定地 

域、群体中按一定节奏、以一定周期普遍流行的时 

装、产品、话语、生活方式或价值观念的总和。这 

种文化，符合在校大学生年龄和心理特征，在大学 

校园内由大学生充当主要参与者和传播者，并被大 

学生们普遍喜欢和热烈追随。它反映的是一个时代 

或特定时期的学生爱好、行为特征等，它们形式新 

颖，符合大学生好奇、标新立异的心理特点，涵盖 

了大学生生活、学习、娱乐等各个方面，符合大学 

生的需求。目前我国大学校园文化有如下基本特征： 

（一）多元化 

大学校园文化渗透在大学生日常的学习、生 

活、工作、交往等方方面面，可以说是异彩纷呈。 

就内容而言，包括物质生活方面的吃穿住用行，如 

流行饮食、流行服装、流行电子产品等；精神生活 

方面如流行语言、流行歌曲、流行书籍等；就形式 

而言，大学校园流行文化有对张扬青春的另类独 

白，有对社会文化的独特阐释，有对网络的 E 网情 

深，更有对明星偶像的疯狂崇拜……大学校园流行 

文化反映了具有鲜明个性的大学生主体多样化的 

心理需求与多元化的价值取向。 

（二）世俗化 

受当前经济社会享乐主义的影响，大学校园文 

化较多的关注大学生直观的物质需求，对于大学生 

崇高的人生理想、个人修养等则视而不见，因此， 

多了对现实社会的调侃与自娱自乐的娱乐精神，少 

了对人生意义的追寻与人生价值的坚守。校园流行 

文化因为“凤姐”“芙蓉姐姐”等变得世俗甚至庸 

俗。特别是网络的普及，对于校园流行文化的世俗 

化更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网络点击率完全取决于 

其对大众的迎合度，而这种迎合往往是以大众的感 

官愉悦程度为检验标准的。 

（三）非理性 

高校校园流行文化“是幻觉文化的一种，它的 

非现实性、想象性和做作性反映了人类审美心理中 

逃避现实的一面。 ”这种文化“一旦铺展开来，便 

立即获得了它自身的巨大解构力、侵染力和吞噬 

力” [1] 。大学校园流行文化流行周期短暂，流行内 

容充满了不确定性， 在此起彼伏的流行文化中， “似 

乎没有质的规定性，透过这样的文化现象，也难以 

找到一种统一的方向和目标” [2] 。大学生对于校园 

流行文化基本上是“跟着感觉走”的非理性接受与 

传播。

二、大学校园流行文化的发展趋势 

一切教育的问题其根源在社会。大学校园流行 

文化的发展从来不是独立的教育事件，它受社会系 

统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要素的影响，会更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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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未来大学生求新求变等多种心理所产生的多元文 

化诉求，在社会文化发展繁荣的背景下，大学校园 

流行文化也会进一步成长，呈现出自身的发展态势。 

（一）自发性与建构性的发展趋势 

所谓自发性，主要指在大学校园流行文化的形 

成与传播过程中，大学生群体的随意参与，自由创 

造，没有固定的场所，没有成文的约定，更没有精 

心的组织与严密的机构。这种自发性因为大学生群 

体的同辈文化效应与从众模仿心理效应而长期存 

在。如前所述，在流行文化面前，大学生是非理性 

的，几乎是全盘接受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大学校 

园流行文化的发展会一直如此。所谓的建构性，就 

是指大学生对于流行文化的选择、审视、反思与创 

造将随着主体性的增强和外界的引导而逐渐增强， 

大学生在随波逐流的同时，将会更加的自觉。这种 

建构性因青年大学生主体性的彰显而更加的显现。 

（二）全球化与国际化的发展趋势 

文化没有国界，校园流行文化更是如此。 “在 

社会的整个文化系统中，没有哪一种亚文化或群体 

像青年文化一样，能够对外来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 

力，能够具备随时进行文化拼接的要素” [3] 。伴随 

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以网络为载体的校园流行文 

化呈现出全球化与国际化的趋势，其最直接的表现 

就是情人节、圣诞节、万圣节、感恩节等的西方节 

日的盛行。 

（三）生活化与商业化的发展趋势 

从某种意义上讲， “大众流行文化是一种享乐 

主义、消费主义的文化，它不再是和如何工作、如 

何取得成就相关，而只关心享乐和消费” [4] 。文化 

产业化的发展、商家经济利益的追逐、媒体肆意的 

渲染，都加重了校园流行文化的商业气息。校园选 

秀、校园亚商品等商业行为带来的校园泡沫经济将 

持续的虚假繁荣。 

三、大学校园流行文化的引导 

（一）弘扬主旋律和正确的价值引导，构筑大 

学生坚强的思想堡垒，夯实大学校园流行文化建设 

的保障基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引领校园流行文化 

的主要途径，同时校园流行文化也是加强大学生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教育的主要传播载体” [5] 。 

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校园流行文化 

发展的应然价值取向，规范校园流行文化的发展轨 

迹，使之符合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弘扬主旋律； 

同时，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大学生科 

学的人生发展方向，将崇高的人生理想与人生准则 

融入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使流行文化的创造主体 

大学生构筑起坚强的思想堡垒，在繁杂的流行文化 

面前保持理性的思考。 

（二）提升青年主体的文化品位和文化辨别 

力，明确引导的主体方略 

大学生在校园流行文化面前的随波逐流与大 

学教育中一贯的主体性缺失有密切关系。应试教育 

对大学生主体性、创造性和自主性的压抑，大学生 

独立人格的不完整，社会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缺失 

都造成了大学生对于校园流行文化的非理性参与。 

作为大学校园流行文化的主要创造者、传播者，必 

须加强大学生青年群体的主体性养成，可通过加强 

大学生社团建设、拓展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等途径 

提升青年主体的文化品位和文化辨别力，从而提升 

校园流行文化的整体建设水平。 

（三）建立健全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制度，完善 

引导的客体措施 

引导大学校园流行文化发展，离不开大学校园 

文化的整体发展。一定的校园文化意味着一定的办 

学传统、办学模式、办学特点与办学风格。在这种 

传统、模式、特点和风格中渗透着对大学价值的理 

解与创造，对大学精神的追求与仰望。建立健全大 

学校园文化建设制度，必须从教育教学观念转变、 

制度文化建设的完善、课堂文化生态的建立、人文 

课程体系的搭建等方面进行，在科学与人文的比翼 

双飞中实现大学校园文化的和谐发展，滋养大学校 

园流行文化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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