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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微时代环境下，信息传播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信息传播以“碎片化”“去中心化”为主要

特征，多元文化相互激荡、交融、碰撞，这给大学生主流文化认同带来了新的挑战。本文深入探讨了微

时代环境下大学生主流文化认同面临的困境，包括信息内容虚幻性与真实性的矛盾、认同主体平等性与

主导性的冲突、认同方式直观化与隐微化的矛盾等。同时，分析了微时代信息传播的特点及其对大学生

主流文化认同的影响机制，并提出了从主流文化生产、传播与教育三个环节入手，打造微时代文化新生

态，提升大学生对主流文化认同力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微时代；大学生；主流文化认同；信息传播；文化治理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87-9534(2025)-0023-25 [收稿日期]2024-10-17

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

步，人们不仅面临着物质财富丰富和精神生

活贫乏的矛盾，还面临着理想信念迷茫和信

仰失落、价值取向迷失和道德行为失范等问

题。大学生作为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

其主流文化认同状况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传承和弘扬。然而，在现实生活

中，各种错误思潮和腐朽生活方式不断冲击

着大学生的思想防线，影响着他们对主流文

化的认同。特别是在微时代背景下，信息传

播方式的变革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危机。因

此，有必要对微时代环境下大学生主流文化

认同危机进行深入研究，找出其根源所在，

进而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予以治理和防范。

一、微时代：大学生主流文化认同面

临的新挑战

在当今这个信息大爆炸的微时代，人们

的生活、学习和工作都与网络密不可分，智

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成为了人们获

取信息、交流思想的重要工具。微博、微

信、QQ等社交平台更是以其便捷性、即时

性和互动性成为了人们信息共享和社交互动

的主要平台。然而，这种信息传播方式的变

革在给人们带来便捷的同时，也给大学生主

流文化认同带来了新的挑战。

（一）内容虚幻性与真实性的矛盾

微时代的信息传播打破了传统媒体的信

息垄断，信息传播渠道更加多元化，信息传

播速度更加迅速。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既有

新闻报道、官方宣传、政策文件等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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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新闻”，也有社会热点、突发事件等

“软新闻”，还有一些不符合客观事实的

“伪新闻”。这些信息传播方式让大学生在

接受信息时容易陷入到信息的包围中，甚至

会受到来自于信息传播中虚假内容的诱惑，

对主流文化产生怀疑。此外，由于微时代信

息传播速度快、范围广，一些虚假信息在短

时间内就能迅速传播开来，形成强大的舆论

压力，对大学生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产生

不良影响。

（二）认同主体平等性与主导性的冲

突

微时代环境下，互联网的开放性和去中

心化使信息传播呈现出“去中心化”特点，

传统的传播格局被打破，传统媒体向新媒体

转型，“每个人都是信息的传播者，而不再

是信息的接受者”。在微时代环境下，大学

生作为文化的传播者、接受者和影响者，其

地位得到提升，但同时也面临着文化多元发

展所带来的认同主体地位不平等等问题。一

方面，大学生作为文化传播的“中心”“客

体”和“受众”地位被削弱，主流文化话语

权受到挑战；另一方面，大学生对主流文化

的认同感却在不断增强。这种认同主体平等

性与主导性的冲突使得大学生在主流文化认

同过程中出现了迷茫和困惑。

（三）认同方式直观化与隐微化的矛

盾

微时代环境下，由于大众传播媒介的发

展与普及，信息传播呈现出直观化特征。在

获取信息方面具有极大的便利性，人们可以

通过图片、视频、音频等多种形式直观地获

取信息。然而，这种直观化的传播方式也对

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产生了一定的影

响。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也呈现出隐微化特

征，一些潜在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通过隐

含在信息中的方式传递给受众。大学生在接

受信息时往往只关注到信息的表面现象，而

忽视了其背后的深层次含义和价值导向。这

就导致了大学生对主流文化认同方式的选择

受到影响而出现了隐微化趋势。

二、微时代：影响大学生认同的主要

因素

微时代是以移动互联网、智能手机为代

表的新媒介技术广泛应用于大众生活的时

代。网络技术的进步为大学生主流文化认同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带来了前所未有

的挑战。微时代信息传播的特点对大学生主

流文化认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信息传播“碎片化”

微时代，各种信息充斥在我们周围，微

资讯、微头条、微电影、微新闻、微评论等

各种形式的“微”信息充斥在网络空间中。

这些信息内容大多是一些没有明确立场和观

点、缺少思想深度和理论高度的“碎片化”

信息。这些“碎片化”信息缺乏必要的思想

引导和价值引领，更多的是对大众情绪的表

达，缺乏对事物本质的理性思考，呈现出

“快餐式”“娱乐式”和“碎片化”特征。

这就导致了大学生思想意识受到了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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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很多学生都被手机上海量的信息所

包围，其认知被“碎片化”了。在这种信息

环境下，大学生很难对主流文化形成全面、

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二）信息传播主体多元化

微时代，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自媒

体。互联网技术提供给人们平等参与和表达

权利，使人人都可以发布自己的观点、表达

自己对事件的看法。由于微时代各种信息传

递形式的开放性和匿名性，导致了网络信息

传播主体身份模糊化和传播内容碎片化。在

现实生活中，很多学生对某件事情并不清

楚，却通过网络发布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看

法。由于无法得到现实中权威人士或相关部

门、机构等信息来源机构提供正确引导，更

多地会采取一些情绪化和非理性表达方式。

这就导致了网络空间中充斥着大量虚假信息

和极端言论，对大学生主流文化认同产生了

极大的负面影响。

（三）信息获取“多元化”导致认知

“浅表化”

网络空间中信息传播渠道增多、传播速

度加快、传播范围扩大、传播主体多元化、

信息内容良莠不齐等多种因素造成了大学生

认知“多元化”问题。很多学生在现实生活

中对某件事了解很少，却通过网络平台了解

到这件事并发表自己对这件事的看法。然

而，由于网络信息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大学

生在接受信息时往往缺乏深入的思考和判

断，容易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导致认知

“浅表化”。这种认知“浅表化”现象使得

大学生对主流文化的理解和认同停留在表面

层次上，难以形成深刻的认识和体验。

三、微时代：提升大学生认同力的路

径选择

针对微时代环境下大学生主流文化认同

面临的困境和挑战，我们需要从主流文化生

产、传播与教育三个环节入手，打造微时代

文化新生态，提升大学生对主流文化的认同

力。

（一）创新主流文化生产方式

在微时代背景下，主流文化生产方式需

要不断创新，以适应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和

大学生群体的需求变化。一方面，要注重主

流文化产品的创意性和吸引力，通过创新内

容、形式和手段，打造具有时代特色、贴近

大学生生活的主流文化产品。另一方面，要

加强主流文化产品的传播力和影响力，通过

主流媒体和网络空间的协同作用，扩大主流

文化产品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

在具体实践中，可以借鉴一些成功的案

例和经验。例如，通过制作微电影、短视频

等新媒体产品，将主流文化元素融入其中，

以生动、形象的方式展现主流文化的魅力和

价值。同时，还可以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开展

线上互动活动，吸引大学生积极参与主流文

化的传播和推广。

（二）优化主流文化传播渠道

在微时代背景下，主流文化传播渠道需

要不断优化和拓展，以适应信息传播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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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和大学生群体的需求变化。一方面，要

加强主流媒体的建设和管理，提高其传播

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另一方面，

要积极拓展网络传播渠道，利用微博、微信

等社交平台开展主流文化的传播和推广工

作。

在具体实践中，可以建立主流媒体与网

络空间的联动机制，实现信息的共享和互

补。同时，还可以加强与大学生群体的互动

和交流，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反馈，不断改进

主流文化传播的内容和形式。此外，还可以

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对大学生的信

息需求和行为特征进行分析和预测，为他们

提供更加精准、个性化的主流文化传播服

务。

（三）加强主流文化教育引导

在微时代背景下，加强主流文化教育引

导是提升大学生主流文化认同力的重要途

径。一方面，要注重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和价值观培育工作，通过课堂教学、社会实

践等多种形式加强主流文化的教育和引导。

另一方面，要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良好

的文化氛围和校园环境，让大学生在潜移默

化中接受主流文化的熏陶和感染。

在具体实践中，可以加强思想政治理论

课的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工作，提高课程的

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还可以组织开展各

种形式的文化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让大学

生在实践中感受主流文化的魅力和价值。此

外，还可以加强校园文化的建设和管理工

作，通过举办讲座、展览、演出等多种形式

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养

和审美能力。

四、结语

微时代环境下大学生主流文化认同危机

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社会问题。面对信息传

播方式的变革和大学生群体的需求变化，我

们需要从主流文化生产、传播与教育三个环

节入手，打造微时代文化新生态，提升大学

生对主流文化的认同力。通过创新主流文化

生产方式、优化主流文化传播渠道和加强主

流文化教育引导等措施的实施，我们可以有

效应对微时代环境下大学生主流文化认同面

临的挑战和困境，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传承和弘扬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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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instream cultural identity crisis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ir governance in the micro-

era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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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micro-era environment, the way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has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is mainly characterized by "fragment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and multiple cultures stir, blend and collide with each other, which brings new

challenges to the mainstream cultural identity of college students. This paper deeply discusses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college students' mainstream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micro-era environment,

including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illusion and authenticity of information content,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equality and dominance of the identity subject, an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intuition of identification and the hidden micro.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in the micro era and its influence mechanism on the

mainstream cultural identity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puts forward the path choice of starting the

three links of mainstream cultural production, communication and education.

Key words: micro-age; college students; mainstream cultural identity;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cultural govern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