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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传播语境下的 “９０后”大学生思政教育
樊　曜

摘　要：社会转型期传播多元化使 “９０后”成长处于一个复杂的背景之中，传播生态衍变伴生了 “９０

后”性格形成，也造就了这个群体独特的社会行为模式。当主流信仰遭遇非主流时，大学思政教育面临前

所未有的难题。要深入了解新传播语境下 “９０后”大学生成长环境，提高思政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了解、走入、平等、引导成为 “９０后”思政教育的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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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后”群体是在被各种信息包围中成长的一代，这个群体重要的特征是思维活跃、思想自由。

２００８年后这个群体成为大学校园的主体，２０１２年夏天，“有一个群体开始从 ‘虚拟社会’步入现实了，

职场将因为他们的到来而掀起一股全新的风潮，他们就是 ‘９０后’”［１］。由于 “９０后”成长处于中国

改革开放成效期、矛盾凸显期，同时这一阶段又是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传播手段颠覆性革命的时期，

导致这个群体对各种信息更加敏感，又倍感焦虑。

一、新传播语境与 “９０后”成长

新传播语境相对于传统传播语境而言，是以新媒体为引领的传播手段变革所引起的传播理念、途

径、影响力的变化，这种变化导致传播生态由单一向多元发展，传统媒体话语权逐渐消减，尤其以微

博客为代表的自媒体的兴起和壮大，加剧了这种态势。新传播语境变化是一个连锁反应，由此而来的

文化语境、社会语境、教育语境等的变化更加剧烈。当下以 “碎片化”为特征的各种信息，时不时引

起 “主题性”的文化冲突、观念冲突、阶层冲突，各类公共事件层出不穷。

２００３年，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把各国优先应对问题的范围拓展到全球化、信息和通信技术、艾

滋病、代际关系等５个方面。进入新世纪以来，传播领域因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无论传播手段还是传播

方式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信息技术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传播与受众的双向关系

实现了多向互动。信息流包围着 “９０后”的成长，这一群体从进入大学的第一天起，手机、电脑等数

码产品与衣食住行一样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形影不离，而这些数码依附体也成了这一群体与社会

联系的主要介码。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来自中国信息产业部的数据表明，中国手机用户达到了１１０４亿户，手机作为新媒

体的形态之一，已成为 “９０后”群体最主要的信息获取和交流平台，由于３Ｇ、４Ｇ技术的应用，互联

网特征手机化明显，且 “９０后”数码四大件逐渐走向一体化。有专家指出，互联网已经逐渐退出新媒

体队伍，已走向传统媒体的阵营，新媒体队伍由于技术更新加快，也呈现交替之势。“９０后”成为信息

技术创新的最早实验者，而社会学和传播学对其研究速度明显滞后于信息技术的更新。

新媒体时代，受众很难鉴别自己专业领域以外的知识。随着社会分工的精细化，“９０后”则普遍借

助网络鉴别知识的正误，网络的一对多或多对多形态，对平台的可靠性和诚实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

质疑，人们的交流互动大多在道德约束的层面，由于交流对象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进一步加深了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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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对权威的怀疑度，专家即 “砖家”，“９０后”就在这个信息场中成长。

二、新传播语境特征与 “９０后”性格形成

新传播语境是以信息技术创新为依托的传播形式改变，是当前整个传播生态的总和，主要呈现以

下特征：一是传播形式多元加剧话语权争夺，传统媒体依然是社会主流价值的倡导者，但是为了适应

技术的变革，放大传播效果，在传播方式上紧随新媒体变化，甚至加入新媒体阵营。而新媒体以其信

息的海量化、碎片化、互动化、共享化特质吸引受众很快融入其传播阵营，受众从被动到自发，影响

力巨大；二是受众类型化特征明显，媒体的发展大致经历了精英媒体、大众媒体和个人媒体三个阶段，

这三个阶段也是受众群体逐渐分化的过程。与此同时，媒体类型也在发生变化，大众媒体相对于自媒

体而言也是大众化到小众化的过程，“草根”媒体的兴起加速了微众化、类型化的过程，“９０后”也是

类型化特征明显的群体之一；三是信息选择的经济模式发生变化，从传统传播模式的有距离传播发展

到现在传播与受众瞬间之间转换的无缝隙，使得受众处于中心位置；四是传播的无界性导致社会管束

和约定规范无序，法制和道德层面的约束跟不上技术更新，面对谣言、诽谤、甚至不安全的信息，极

易引起社会的动荡。学者张再兴指出：“人往往在网络世界中迷失自己的主体性，往往丧失自己应有的

价值目标和理想追求，从而被虚拟这种手段同化为网络世界的一部分”［２］。

美国未来学家唐太普斯科特将年轻的一代称为 “比特里泡大的网络世代”（简称 Ｎ世代），他认

为：“Ｎ世代成年了，在数字化里的成长经历深深影响了这些年轻人的思维方式，甚至改变了他们的大

脑的构造……他们重塑了职场、市场、政治、教育、家庭基本结构和其他各种现代生活中的制度习俗”
［３］。传播是人类自身本能的行为，受外界信息刺激后的一种自然反应，由于传播主体的变化，“７０后”

乃至 “８０后”仍然隶属说服性和被动传播语场，而 “９０后”传播语境发生极大变化，信息交互中，主

流与非主流泾渭不明，彼此消长，可以肯定地说这是社会的进步。

任何形式的传播，都带有强烈的目的性，都是有计划的传播，“９０后”在新传播语境下，成为传播

者首选群体。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在 《２０１２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中认为：“网络民意表达进入

移动互联时代，‘９０后’青年登上互联网和社会舞台，”［４］。与此同时，中国网民数量增长速度惊人，

２０１２年６月底达到５３８亿人，其中手机微博用户数量目前已经超过１７亿人，而 “９０后”所占比例远

远高于其他群体。任何一个社会的变革，年轻人永远站在时代的潮头，而 “９０后”几乎是和互联网同

龄的一代人，所以，这个群体性格形成的时代性标签更加明显。

三、传播生态衍变与 “９０后”社会行为的模式

“传播生态首先是一种视角，一种从生命有机体的假设出发的对媒介、信息及传播活动过程与关系

的关照”［５］。传播生态的主要特征随着技术的发展也在不断变化，各特征也不断衍生出新的个性，在此

环境中，“９０后”成长过程出现了很多不确定因素，其社会行为模式也不同于其他代际，模式内涵更加

复杂，综合起来分析，“９０后”社会行为模式有以下主要特点：一是个性更加自由，利益诉求多样。由

于传播域场的无界性，“９０后”在这一丛林中生长出旺盛的自由个性，利益表达更加趋于平等化和自我

化，公民意识增强，同时，由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宏观影响，“９０后”比 “８０后”更加缺乏同辈间

的相互关爱，虚拟交往能力大大超过人际交往能力，内心脆弱、挫折感强烈；二是文化传承少，观念

西化倾向明显。由于信息技术本身文化的快速复制和反叛性，明显削弱传统文化的传承功能，“我思故

我在”成了 “我用故我在”，思考和辨别能力降低，教育体制中单一学生评价方式伴随着整个教育过

程，单选或多选成了这个群体的学习基本技能，方言等文化标签在这一群体中逐渐消失，功利化、标

准化的教育手段和方法，很难深悟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灵鸡汤。在新媒体信息场中，技术领先的西方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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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主导位置，尤其以美国等经济发达体为主体，在技术输出和应用中，文化渗透目的明显，“９０后”文

化内质复杂，传统与流行冲突不断；三是生活休闲化。在优质的物质条件下，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推

行，人性和物质诉求更加明显，享受生活、休闲生活成为大众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物质和利益获

取方式不再是艰苦奋斗的语境，“富二代”、“官二代”、“星二代”标签效应明显，不时刺激整个社会

的神经，这对所有 “９０后”成长的影响深远；四是信仰功利化、多元化特征明显。？“高等教育的普及

必然造成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贬值，这是整个世界都要面对的 ‘灾难’”［６］。由于生活节奏不断加快、

生活成本上升、就业困境等多重压力，“９０后”政治诉求中信仰功利化现象明显，政治利益诉求表达途

径多样，同时这个群体的宗教信仰人数有上升趋势。美国著名学者麦金泰尔指出：“从传统意义上，德

行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并从以往的社会生活中所占的中心位置退居到生活边缘。因此，在当代道德

变化中，便没有绝对的合理权威，从而导致道德危机”［７］。

四、新传播语境下的大学生思政教育路径。

大学教育是个体全部教育的其中一段，从生理属性和社会属性看，每个个体在这个阶段人生观和

价值观基本形成，只有从新传播语境分析、研判其群体属性，才能达到教育的事半功倍。传播学者麦

克卢汉说：“新技术对于人的注意力来说犹如催眠曲，新技术的形态关闭了判断和感知的大门”。［８］新传

播语境下人的再思考能力面临退化，海量、碎片化信息抑制了教育的深入和思考的深化，因此，对

“９０后”大学生进行思政教育的难度巨大，现提出以下对策就教于同行专家。

（一）文化层面：多元传播场域中要更加突出主流价值观、增强针对性

思政教育是高校学生工作的重要内容，“９０后”思政教育既要创新教育方法［１］，又要有针对性。教

育工作者要认真分析 “９０后”成长背景和性格形成规律，设计好载体，把 “９０后”吸引到教育氛围中

来。要加强社会主流价值和传统文化教育，使其在新语境中学会基本判断，对各种纷杂信息学会有效

筛选；要大力增强中国传统文化传承教育，通过诵读经典等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植入传统文化、主

流价值观，并制造和传播学生喜爱的文化产品，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在校园文化建设

中应注重与传统对话，同时适应新传播语境，能与现代接轨，教育内容具备精品化、个性化、网络化

特征，如此方能吸引 “９０后”挑剔的目光。

（二）教育层面：大力提升教育者媒介素养

高校学生工作需要一支专业化、专职化、专家化队伍，这支队伍直接影响大学生思政教育的水平和

质量。在新传播语境下，教育者的媒介素养对教育效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高校辅导员队伍普

遍年轻化，这为思政教育走进 “９０后”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又对这支队伍的素质提升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教育工作者要实现信息技术与 “９０后”的同步发展，占领这一最有效的平台，及时补充更新知

识，掌握新传播语境的特点，确保交流平台的有序、畅通。

（三）课程层面：思政课堂是核心价值体系普及的主阵地

在当前社会转型、传播生态衍变剧烈的大背景下，核心价值体系的主要传播阵地在思政课堂。“９０

后”文化背景的多元化，尤其当前十分复杂的舆情生态，使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普及面临难题，思政

教育效果大打折扣。要进一步加快思政教育理论课的改革步伐，与时俱进，构建符合 “９０后”思政教

育规律、特点的课程体系，更加注重平等和尊重语场，树立学生主体地位，维护其合法权益，得到学

生认同，充分适应新媒体时代语境变化形势，注重教育过程的效果评估，精心设计教学单元，避免单

一说教，用生动、鲜活的案例和灵活的方法建设适应新形势的思政课堂。

（四）应用层面：善用新媒体，掌握话语权

“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透明度决定公信度”。［９］在意识形态领域，话语权的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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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其实质就是对青年一代的争夺，新媒体只是传播手段的变化，这就要求高校大学生思政教育要主

动出击，充分利用 “９０后”熟悉的新媒体的特点，认真做好舆情研判，积极做好分析、化解、引导工

作。一方面，要强化主流媒体进校园、进课堂、进公寓机制建设，占领宣传舆论高地；另一方面要通

过新媒体平台，针对大学生 “群特征 （ＱＱ群、微信群等）”，强化树立全员育人观念，让每一个教育工

作者利用新媒体积极走到大学生中间，实现师生的良好互动，实现育人无痕、教育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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