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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校国际化水平的提高和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

的普及，新时期的高校校园文化呈现出“一主多元”的发展

态势。“多元”文化态势下经大学生微群体发育所形成的价

值观和行为模式，往往有一部分会和主文化形成差异和对

立，在校园文化系统中处于从属和边缘的地位，因而厘清

“一主多元”校园文化之关联也就成为目前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的迫切任务。这要求高校对当下盛行的大学生微群

体亚文化做到整体深入的把握，在厘清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建构为核心的校园主文化和大学生微群体亚文化

之间的关系基础上，明确大学生微群体亚文化对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影响机制，进而归纳出大学生微群体

亚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影响表征。

一、大学生微群体亚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

育的影响

1. 通过多元的文化传播渠道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教育的育人方式。现阶段对大学生群体的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教育，集中于理论的灌输和引导，即利用思

想政治理论课和人文社会科学课的课程建设，从不同角度

和不同层面充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内容。在

校园文化建设层面，标语式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则是较为常见的文化育人方式。但就大学生群体的心理

认同机制而言，单一的教育渠道和标语式的内容宣传难以

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内

化。“对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培育来说，理性

认同是基础，情感认同是关键，需要驱动是核心，过程体验

是媒介。”[1]因此，在夯实理论教育这一基础的前提下，还需

要结合大学生群体特定的情感、需要和体验，通过情感德

育、生活德育等隐性德育手段，来落实大学生群体的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大学生微群体亚文化，是以大学

生为主体创设和传播的文化范型，其文化传播方式和路径

反映了大学生群体的文化认同方式和特点。例如，大学生

微群体热衷于通过网络平台进行文化交流，习惯于使用流

行语来表达自己的文化感受，乐于进行文化实践活动和文

化创新活动等，尽管这些亚文化内容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相区别，但其文化传播渠道则可以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教育所借鉴，来丰富其育人方式，契合大学生思想

发展的实际情况，切实提升教育实效性。

2. 通过开放式的文化空间渗透挤占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教育的话语空间。话语权的主导是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教育取得成效的关键。大学生微群体亚文化的

盛行，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话语

空间，由此对其教育和传播产生不利的影响。从物理空间

上看，由于其并非直接由学校管辖，因而在传播过程中所

受的限制较小，文化空间创设是开放式的。它既可以通过

有形的文化实践活动，例如聚餐、郊游、运动等形式来获得

微群体内部成员的文化认同和文化传播，也可以通过虚拟

的网络空间来进行交流。例如微信群、校园BBS、飞信群

等。物理空间的开放给大学生微群体亚文化带来了更广

大的传播空间，加之这种文化范型形式多样、类型庞杂，构

成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话语空间的挤占；从精神空

间上看，大学生微群体亚文化由于其内容和形式迎合了大

学生群体对于自我实现和群体归属感的渴望，以及在此年

龄段对独立个性的追求和学业压力的缓释，对大学生富有

天然的吸引力和感召力，相比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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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容易占领大学生群体的精神阵地。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作为官方话语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组成部分，其

教育和内化的前提是大学生群体对之有深入的理解和把

握，需要投入专注的学习和思考，所以会造成一部分大学

生由于缺乏兴趣而转移到亚文化的“庇护”中去，从而导致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文化精神空间的挤占。

3. 通过娱乐式的文化内容创设消解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教育的权威性。在以新媒体为主的文化传播方式

影响下，意义的碎片化成为当下不可忽视的文化表征，这

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大学生微群体亚文化对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主文化的影响，不再是通过公然抵抗的方式站

在与主文化对立的一面，而是通过各种娱乐化的方式模糊

主文化的权威性和正统意义。“一代青年对待权威的方式

并不是公然抵抗和反对，而是采用拼贴、戏仿、揶揄、反讽的

手段对其尽情调侃和讥刺，同时获取自我愉悦和狂欢。”[2]以

拼贴的方式为例，拼贴是大学生微群体亚文化，特别是恶

搞文化在文化创设中较为常见的方式。所谓拼贴，意指通

过对原有经典作品的解构和重组，消解其原有的意义，呈

现出意想不到的娱乐化效果。大学生微群体通过无厘头

的文化拼贴，例如设计Q版的正统人物形象、转换革命话语

的语义表达使之成为非主流话语等，颠覆了主流、经典、正

统和权威的意义，在放大其娱乐效果以供大学生微群体谈

论、娱乐、解压的同时，也无形中模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在大学生群体中的正统意义和深远影响，在一定程度

上消解了教育的权威性。

二、引导大学生微群体亚文化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教育的对策

1. 以共享校园文化资源为契机，实现校园主文化与微

群体亚文化的对接。引导大学生微群体亚文化有利于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首先需要实现两者之间的对

接。大学生微群体亚文化作为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有必

要将其纳入校园文化建设视野中去，共享校园文化资源，

以保障其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应有的权利和地位。校园文

化资源包括文化活动经费、活动空间、活动设施等内容。

由于自筹经费的有限性，大学生微群体亚文化的生长空间

往往局限于非官方的网络论坛、宿舍园区、餐饮区等一些

非正式的活动场合，其内容的宣传和海报的张贴，也在校

园里受到很大的限制，既不利于其优势的发挥，例如展现

多样的文化传播方式，开展学习互助和有益身心的兴趣爱

好等；也不利于其负面效应的规避，如通过肆无忌惮的娱

乐化消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权威性等，更为实现其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对话，在比较中认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的先进性和优越性设置了阻碍。因此，学校

可以通过适当性地划拨活动经费、开放活动场地和活动设

施等方式，实现校园文化资源的共享，给予大学生微群体

以物质和文化层面的支持和引导。在文化资源共享的条

件下，大学生微群体亚文化有了物质资源和制度资源的保

障，能够充分发挥其有利于大学生群体身心发展的优势，

并引导其中发挥中间效应的微群体亚文化，融入到校园文

化建设中去，作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文化的补

充，推动校园文化的繁荣发展。而对于其中不利于大学生

群体身心发展的文化元素，也能够通过减少其文化资源的

享有范围，达到规避的效果。

2. 以共同参与文化管理为桥梁，实现校园主文化对微

群体亚文化的引导。校园文化管理作为现代高校管理制

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整个学校建设的方方面面，

因而，其管理方式的选取和管理内容的设定，有必要实行

全员参与的管理模式。大学生微群体也有权利和义务参

与到校园文化的管理和建设工作中去，通过与校园主文化

群体的协商和讨论，在实现两者互生共存的基础上充分发

挥其文化优势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助益。一

方面，在课程设置上，学校应该尊重并引导大学生微群体

的文化参与，可以通过相关学分政策的支持，给予有益于

大学生群体身心健康，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

的微群体亚文化以课堂上的传播空间。例如，学校在充分

调研的基础上，对一些有助于发展大学生兴趣爱好的微群

体，诸如拍客族、乐活族等予以支持，通过开设选修课的方

式给予其文化建设的空间。通过这种学分支持的方式，能

够在专业教师的指引下，实现亚文化与主文化的理论对

接，使大学生对自己所倾心的文化意群形成更为深入和开

阔的认识。另一方面，在对所支持的大学生微群体选取

上，学校可以定期设置评选活动。在文化管理过程中坚持

“优胜劣汰，末位淘汰”的原则，在保证发挥大学生微群体

正效应的同时，隐性地加强大学生微群体亚文化之间的联

系与互动，推动大学生微群体亚文化之间的对比与整合，

以减少其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话语空间的挤占。

3. 以共筹文化活动为平台，实现校园主文化与微群体

亚文化的整合。文化活动的开展是校园第二课堂建设的

重要环节。目前高校校园文化活动开展，主要是在党委宣

传部、学工部、校团委的指导下，以大学生正式群体为核心

的文化传播和文化展示，而微群体亚文化由于其非正式的

文化属性和特殊的文化族群特点，往往难以在正式的场合

开展大型的文化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校园主文

化与微群体亚文化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不利于实现校园主

文化与微群体亚文化的整合。因而，学校有必要给大学生

微群体亚文化提供适当的机会，使其在一些文化活动中配

合校园主文化，并在活动中充分展示自己的文化特点，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文化在同一活动中共存互补。

在文化活动的内容上，一方面要坚持以思想政治教育为指

导，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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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归宿，“思想政治教育为校园文化提供指导和思想上的

保证，校园文化建设必须要注重突出思想政治教育这个主

题内容”[3]；另一方面，也可以适当融入大学生微群体亚文

化中多样的文化表达方式和丰富的文化传播方式，以契合

大学生心理特点和文化需求，并通过共筹文化活动的方

式，扩大两种文化范型共存互补的渠道，并从实践中发挥

和检验微群体亚文化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文

化的正面效应。

4. 以共创网络平台为载体，实现学生社团对大学生微

群体的示范和交流。学生社团作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

的正式组织，一般有三种管理模式，党委宣传部管理模式、

学生处管理模式和团委管理模式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和

职能部门的指导下，学生社团所进行的校园文化建设，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价值导向，充分展示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对大学生群体的引领和提升作用。因而，还可

以从树立文化建设楷模和榜样方面着手，充分发挥学生社

团对大学生微群体的示范和激励作用。就示范引领和交

流沟通的途径而言，网络平台可以作为双方联络交流的有

效载体。一方面，随着以微博、微信为标签的微文化在大

学校园中的流行和普及，学生社团的文化活动也推进到了

网络阵地，通过易班、人人网、微博、微信等方式进行活动

的前期宣传和后期成果展示，并在线上进行互动交流；另

一方面，网络作为大学生微群体本身所具备的一个群体生

成要素，也是大学生微群体进行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的重

要空间。学生社团和大学生微群体在网络平台上形成交

集，并能够以平等的身份通过网络“灌水”等方式进行沟通

交流，这样更能提高学生社团示范引领的说服力，潜移默

化地转移大学生微群体亚文化的娱乐倾向和嘻哈风格，使

之在学生社团网络文化的熏陶下认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之于自身发展和国家建设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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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最好素

材。另一方面，结合民族地区的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和现

实生活情况，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从现实生活

层面使大学生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义及现实意

蕴。在一些边境地区，一个村庄就是一座“兵营”，一户人

家就是一个“哨所”，一个边民就是一位“哨兵”，新疆塔什

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与3个国家接壤，800多公里长的边境

线上有 45个边境通道，其中 42个由当地边民把守。20世
纪80年代，西藏隆子县玉麦乡，全乡就三口藏族人，每天清

早升国旗，常年固守国土。在喜马拉雅山峡谷地带与不

丹、印度接壤的错那县，生存条件十分恶劣，有人曾问当地

一位边民为什么不搬到条件好的地方去，他回答说：“我们

走了外国人就来了，再想要回这块土地，就得动枪动炮

了。”正是这些长期在边境一线生产生活的各族人民，多年

来一直在默默无闻地守卫着祖国的边境，守护着全国各族

人民的幸福和安宁。这些朴实无华的事例和言语表达的

是边疆少数民族的真情实感，来自这里的大学生无论怎

样，被当今环境影响到什么程度，他们内心深处的价值观

不会消失。在城市化大潮中，这些灵魂深处的品性是我们

应该弘扬的核心价值观。在当前国际国内环境下，边疆民

族地区更是有着特殊的战略地位：既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储

备区，又是重要的生态安全和国防安全屏障；既是展示国

家实力和国家形象的窗口，也是反映国家兴衰和社会治安

的晴雨表。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各族人民勤劳素朴爱国友

善的优秀品质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宝贵

精神财富；反过来说，民族地区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培育也维系着民族的命运、祖国的未来。

第二，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开展丰富

多彩的实践教学。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贯穿到思

政课的实践教学中。如参观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

（牧）村示范点；积极参与敬老院、儿童福利院等服务社会

的志愿活动和创建文明城市、社区等活动。

第三，加强校园文化建设，着力发展校园民族文艺。

促进高雅民族艺术进校园、不断提升校园文化活动的审美

和人文品质。创作一批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

题的歌曲、舞蹈、演讲、小品等文艺作品，建立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为引领的民族优秀文化作品资源库。总之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民族地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对于

全面提高民族地区大学生综合素质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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