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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网络圈层是大学生自发的由兴趣等情感因素及需求等工具因素形成的网络聚合体，在其日常生活交
往中占据重要地位。文章以高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学生网络圈层偏好及“圈层化”发展现状，
从主观层面、价值层面和技术层面探寻网络“圈层化”的生成逻辑，结合圈层在发展过程中暴露的潜在风险，提出如
下育人路径：正视网络圈层，加强学生真实世界获得感；重视朋辈培养，提升自我发展的内驱力；树立精准思维，推
动主流文化有效入圈，旨在为高校在“圈层化”背景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思考。

［关键词］网络“圈层化”；生成逻辑；育人路径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６－７１１Ｘ（２０２５）０３－００５３－０４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２０９６－７１１Ｘ． ２０２５． ０３． ０１８ ［本刊网址］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ｈｂｘｂ． ｎｅｔ

　 　 大学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者，他们在网络热点问题
上表现出关注度高、发言积极但辨识力弱、情感丰富但理性
缺乏等问题，网络圈层是大学生自发的由兴趣等情感因素及
需求等工具因素形成的网络聚合体，而“圈层化”作为一种大
学生表达自我和对外交流的选择，在其日常生活交往中占据
重要地位。文章研究的“圈层”概念，国外学者提及较早，但
主要将其应用于城市学、文化圈以及后来的生态文明等领
域，较少延伸至教育层面，国内前期重点在网络圈层的构成、
概念界定、特征等方面，后结合跨学科视角向外延伸。本文
结合问卷调查和访谈信息从圈层信息、圈层社交、圈层价值
方面展开研究，以多维度探究圈层生成逻辑，进一步充实与
扩展网络圈层化的研究体系并通过深入了解圈层，搭建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与学生之间沟通的桥梁。

一、网络“圈层化”的生成逻辑及认同机制
（一）调研设计与样本数据
基于文献综述对于网络圈层的特征和影响因素分析，经

过初步测试和修正，设计《大学生网络圈层化偏好及其影响
因素分析的调查问卷》。本问卷从圈层偏好、网络圈层化管
理现状、网络圈层影响因素共三部分组成。研究以网络圈层
对大学生的影响为切入点，了解圈层加入动机、圈层建立平
台、圈层偏好类型等方面的详细内容，以参与式观察和访谈
法为辅，从圈层信息获取、圈层网络社交、圈层价值引领三个
方面设计问题，选择李克特五级量表，其中１至５是从“非常
符合到非常不符合”的程度评价。

本次调查从２０２４年１月到２０２４年３月历时两个月，主
要以Ｙ省本科院校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问卷采用线上发放
形式，共发放问卷１２７０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
１２２６份，回收率９６ ５３％。问卷结果采用ＳＰＳＳＡＵ进行统计
分析，主要包括描述性分析、信效度检验和相关分析，问卷各
个量表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系数均在０ ８以上，说明问卷信度较
好。问卷ＫＭＯ值为０ ９１８＞０ ８，进行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度检验，Ｐ＜
０ ００１，问卷具有一定的建构效度。

（二）网络“圈层化”的生成逻辑及认同机制
１．主观层面：补充现实的精神需要
调查数据显示，６５ ０９％的学生选择加入网络圈层的动机

是获取信息，其中，８４ ９８％的学生会关注并参与圈层的话题

讨论，并将圈层内部提供的信息作为日常信息获取的主要来
源，７３ ９７％的学生会因为有圈层的存在减少观看主流媒体新
闻的时间，说明圈层在大学生信息传播中的重要性。

圈层由来已久，从现实人际交往理论在网络空间这一特
定环境中的演变与发展而言，融合社会结构变迁和科学技术
的推动，社会关系结构在发生变化。在理论基础上，费孝通
以个体为中心提出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差序格局”，其提
出主要围绕亲属关系、地缘关系展开的以水波纹向外推开并
随自己所处环境变化而不同的圈子是现实人际关系结构的
典型特征。

网络圈层补充了学生的现实社交诉求和精神需要。大
学生在人际关系建立过程中，多是基于关系共同体进而形成
的小圈层，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后反而呈现出社交圈层的逐步
缩小，从入学阶段丰富的社团、学生会等群体到高年级段陆
续退出之后，社交范围更集中于宿舍、班级小组等小部分人
群，出现了学生的现实生活学习环境不利于自我意识的表达
成长、社交圈层局限、疲于现实关系的维护等问题。而问卷
结果提示，学生认可网络圈层社交可以补充现实生活社交的
需要，且多数学生表示在网络圈层社交的过程中获得过陌生
人的心理支持、帮助等，因此学生更愿意选择寄托于网络圈
层来满足自身的精神需要。

同时，大学生异质化心理为网络圈层化的传播提供了心
理驱动。在调研中访谈学生对于自身人际关系描述多次提
及了“课搭子”“饭搭子”这类新型的人际关系定义，结合学生
宿舍高频次出现的“床帘”以及疲于社交等心理，认识到现在
的大学生更崇尚自我奋斗、自我提高、自我发展，注重个人独
特的心理需求，走向另一种“独立自我”的发展倾向。
２．价值层面：情感价值的有效归属
圈层社交是５４ ７３％的学生加入网络圈层的动机，其中

认可网络圈层社交可以补充现实生活社交需要的学生占比
为８４ ４２％，７３ ２５％的学生对圈层社交感受是比较无压力
的，６９ ９％的学生会使用圈层语言进行交流并会将圈层语言
应用于现实生活中。

在现代人学习工作的过程中，科技加速的同时也推动了
生活步调的整体加快以及心理压力的增强，学生在隐形的动
力条件下追逐时间，但是精神需要并没有伴随着物质提升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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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满足，导致在大学生群体中抑郁症、焦虑情绪、强迫行为
等心理问题的出现频次增多。大学生在个体社会化的过程
中，需要可以转移压力、时刻关注、有效倾听等方面的情绪出
口，存在自身存在感、认同感和归属感方面难以在现实生活
中得到满足的现实问题。

网络圈层本身不受交往主体的社会经济结构或身份地
位的影响，更偏向于心理学层面的群体认同。首先，圈层建
立多是基于“兴趣”“文化”“事件”“产品”等方面构成的群
体。网络圈层可根据管理习惯分为有意见领袖和无意见领
袖的两种类型，像是豆瓣、知乎等话题讨论小组、兴趣小组虽
然发帖回复频繁，但是没有意见领袖主导，属于相较自由的
网络圈层；而另一种是基于某个临时性的话题下的诞生，后
慢慢延伸到固定的方向逐渐转变为以趣缘为导向的网络圈
群。在此情况下建立的网络圈层，优势是能够让使用者觉得
在聊天过程中可以快速找到与自己兴趣相投的“镜像复制”，
信息在圈层内以双向式互动性交往取代了传统的单向性信
息流动，积极参与互动并收获及时的信息反馈，容易产生共
情和有效的情感价值归属。
３．技术层面：协同过滤的算法推送
圈层价值引领是得分最高的影响力维度，数据显示，认

为圈层可以提升个人的人际交往和学习能力以及收获情绪
价值的占比均达到９３％，在互联网空间中，圈层身份独立，被
调研者中８１ ７３％的人认为在网络圈层中能获得心理支持和
帮助，同时，９３ ５６％的学生对于意见领袖／偶像能够激发我的
奋斗精神这一题项表示认同。相似的思维方式下更容易淹
没不同观点的声音，“圈地自萌”的现象容易促成圈内成员的
群体情感加重。

网络圈层化的形成直接受到互联网生态秩序，互联网大
数据算法和信息技术的推动，进而产生圈层信息的定制化和
高度同质性。大学生对于网络圈层信息的信任程度较高，但
是在网络建立关系的过程中，所谓的志同道合以抖音的兴趣
圈群为例，它是以大数据算法推荐技术为圈层化提供技术驱
动，学生在使用该网络平台的过程中，出于即时的兴趣进行
点赞、关注，结合使用者的浏览时长、分享、收藏推荐等行为
构成个人的用户画像，平台围绕兴趣点进行个性化推送，在
此平台内相似的推荐增加，再进入相关的群体交流平台，进
而逐步形成了信息茧房。

互联网快速发展下学生的认知超前，过载的信息背后是
与内心追求难以同步匹配的学识和能力，更容易引发学生的
焦虑情绪和对未来的迷茫。科学研究也表明，过载的社会压
力会减慢大脑灰质的削弱速度，影响大脑正常发展和积极情
绪产生。互联网的中心思维是用户思维，其理念中的自由、
平等、共享、人本、民主等思维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学生
在情感需要的体验需求，可以满足学生短暂的压力释放。学
生在逐渐习惯和接受了碎片化信息所传递的浅层化阅读方
式、浅表性思维逻辑之后，会对于纸质书本以及需要系统性
进行学习的课程内容产生抵触心理，因而网络圈层的算法推
送更符合现代青年的实际诉求。

二、网络“圈层化”发展过程中暴露的潜在风险
（一）网络围观下的盲从与失范
网络圈层社交中的诸多不良现象会影响大学生对于现

实生活的态度。网络圈层本身具有较强的社会属性，圈群在
特定群体环境和规则下进行交互，自由沟通的过程中伴随着
不同个体可以掌握的资源及其对于圈子的贡献程度产生了
话语权的高低差异，使得看似民主的圈层内部社交呈现出层
级化的现象。这种现象尤其明显地存在于明星饭圈，数据裹
挟打榜，管理者号召圈内成员通过日复一日的打榜、投票、转
发反黑贴等方式去做数据，来表达对偶像的爱，圈内发言控

评等类似行为实际在抹杀学生本身的理性情绪色彩，学生隐
形参与到事件讨论和发展的过程中，推进发展进程，被动跟
随行为，做出侵犯他人隐私、网络言语暴力等失范行为。

圈层内部信息的同质性和排他性很容易成为谣言与虚
假信息传播的温床。不同圈层内部因为信息藩篱的制约和
大数据推送的影响，回声室效应会被不断放大，以笔者曾经
参与式观察过的圈层为例，圈层本身是ＰＳ等办公软件交流，
但有段时间“００后整顿职场”的热门话题加入了圈层，引发了
高度讨论，容易获得支持的多是以偏概全的非理性化立场，
反而使得躺平、佛系、对冲等观点占据主导地位。在话题讨
论过程中，圈层基于自身利益发声，大部分非核心成员对于
圈内的信息保持网络围观态度和看客心态，无形中接纳了圈
内的言论、情绪渲染以及心理暗示，成了此类观点的盲从者。

（二）情感共同体影响理性思维能力
圈层通过将大学生的本能诉求和情感需要与社会价值

系统关联起来，形成富有创造性、表达力的情感共同体。区
别于以往人际关系建立的基础，在网络圈层内部，学生拥有
圈层选择自由，不单单是加入和退出，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
需要决定参与圈层讨论的深浅、精力投入的程度等，在不同
圈层社交中寻求个体存在感。

因此在情感聚集和群体认同的作用下，圈层内部的声音
一致性高，多数圈层都有占据话语优势的意见领袖，在一定
程度上意见领袖的态度影响内部群体的价值倾向，在网络社
交去中心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非理性的“再中心化”话语形
态和群体极化的风险。以明星粉丝圈层为例，大部分意见领
袖都是可以拥有一定网络资源、经济实力较强的人群，其中
很多都有国外留学经历，接受西方教育观点，但其自身的价
值观可能并不成熟，比如曾经影响力深远的肖战粉丝“２２７事
件”中，一开始主导发起攻击ＡＯ３的所谓“大粉”实际身份只
是一名初中生。同时，圈层形成的文化有自己的受众，部分
圈层语言表达方式独特，在交流过程中会形成自己圈内特有
的网络用语或是词汇缩写，话语表达基于兴趣情感定制，形
成自身圈层的文化藩篱，对圈内文化免检、圈外文化免疫，以
加密交流的方式增强圈层的认同感和圈内成员的黏合度。

（三）圈层秩序及信息传递易受资本驱动
综合问卷来看，抖音／快手（９０ ６２％）和小红书（６１ ５８％）

是大学生日常获取信息的主要平台，此类平台的信息传播存
在两大弊端，第一是权威专家的入驻率低。信息的传播大多
依靠网红博主，这类博主在做短视频推广宣传知识的同时容
易夹带广告且识别难度大，以小红书的生活类圈层为例，当
某个品牌成为主推之后，小红书的大量文章都是相关产品的
推荐，博主们会以多种方式如测评、Ｖｌｏｇ纪实等呈现容易产
生平凡人的同理心思维的方式引导用户认可并推送到相关
的圈群中去，进而达到信息传播的目的，实际背后受到资本
的推动。第二是算法滞后的回声室效应。网络圈层的形成
基于兴趣和大数据的推动，但我们的日常兴趣点是随时在改
变的，大数据算法对于用户兴趣变化的捕捉是延时的，就像
淘宝的购物推荐和Ｂ站的“猜你喜欢”，都是基于用户上一次
搜索内容展开，容易导致与之相异的或其余非圈的信息无法
得到关注。

由此可以发现，网络圈层内有其相关的利益结构作为推
手，需求是圈层发展的动力机制。网络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多
是媒体与资本的联姻，受到流量至上的商业逻辑影响，网络
信息呈现可能是完整信息中某个片面内容的二次加工，在传
播过程中通过可以吸引关注的标题产生内容，创作和传播都
向话题度倾斜，因此没有完整逻辑的碎片化信息越来越多地
出现在圈层内部，以偏概全的观点和自由逻辑的辩论形式容
易让阅读者产生认同并接受网络平台圈的一些资本化的、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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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信息。
三、网络“圈层化”育人路径
（一）正视网络圈层，以需求为导向，加强真实世界的获得感
以学生的实际需要和个人追求为导向，培育积极心态，

增添青年现实生活的获得感。大学生网络圈层选择以及圈
层社交状态，多数时候侧面反映了其个性化期望在现实社会
中的自我压抑和心理缺失，圈层社交往往是用爱发电，满足
的是现实生活照被弱化或是难以纾解的个人情感，圈层生成
逻辑的背后是当代大学生的精神需要。首先是圈层标签化，
以大学生高度认同的“ＭＢＴＩ”１６型人格测试而言，它像是一
种新型的社交暗号，快速为学生找到自己的人际标签，并借
用“Ｉ人／ Ｅ人”表露本人对于社交的态度，来定位自身，形成
理想自我。问卷数据也呈现了半数左右的青年在网络圈层
内部也较少交流沟通，只是寻找情感寄托和获取信息帮助自
己了解世界，因此根据不同类型学生的社交诉求，我们可以
为“Ｉ人”打造虚拟活动空间，满足其私人空间被尊重和社会
空间的舒适感，为“Ｅ人”提供可以追求个性化的现实平台，
创设线下活动，鼓励两者的相互带动，加强学生真实世界的
获得感。

正视网络圈层，擅用互联网思维，推动圈层的转化、解
构、新创和监管。网络圈层在满足自我需要方面可以划分为
精神寄托明确的情感类圈层和非精神引领的工具类圈层以
及特定事件引发的临时圈层等，其中情感类圈层是基于兴
趣、喜好、价值观、认知等方面的趣缘聚合，工具类圈层是基
于技术、产品、平台、文化等方面的技能需要，都有很强的主
观选择性，伴随主体成长需要不断变化，因此同一个学生往
往同时归属于多个网络圈层。而网络圈层社交和信息传播
是中心点到受众面的去中心化过程，教育工作中可以聚焦校
内有效话题，运用互联网用户思维和流量思维，推动临时圈
层的转化、结构，以“圈层重合点”为契机，搭建多维度的价值
观体系和主流文化传播的窗口，进而完善圈层内部的监管工作。

（二）重视朋辈培养，以情感为纽带，提升自我发展的内驱力
Ｚ时代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科学技术的影响，形成

了以网络技术为核心的社群交往关系和价值思维方式。教
育工作者在走进圈层的过程中要提升解读批判媒介信息并
能将其运用于个人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媒介素养，要尊重学生
在网络圈层社交的主体地位，从学生接受动力层面，挖掘当
代青年对于思政话题的情感倾向。比如通过对微博平台人
民日报近３个月原创博文的点赞、转发、评论等情况梳理，发
现网民对于国家敌对、民族自信、道德事件、英雄楷模等方面
的关注度较高，像是“与中华５０００年文明对话”的微博转发
量可达上万次，是一般原创博文的几倍，教育者可以把握学
生的兴趣点进行延伸，在话题讨论过程中实现共情、价值判
断中的选择和参与感。

圈层内部的凝聚力更加依赖成员之间的群体认同，在相
较自由的准入机制下，学生更愿意将个人情感向网络圈层内
部进行表达，沉浸在自身兴趣爱好相关的信息环境下也可以
形成暂时性的压力释放，容易产生情感归属。而短视频平台
的海量、多样、可视、真实都更富有视觉冲击和娱乐性，容易
造成圈层沉溺因而与相似脱轨，变成网上一群人的狂欢，网
下一个人的孤单。网络圈层在价值引领方面需要重视意见
领袖和朋辈精英，高校青年教师和学生要形成合力，团结校
内有自身群众基础的网络的各大平台ＵＰ主，把握学生党员、
班干部的双重属性，挖掘有文案创作、剪辑技术的同学，形成
师生网络骨干队伍，以校内焦点话题为抓手，激励团队开展
网络创造，形成一支隐形主流声音的传播团队。

（三）树立精准思维，以内容为核心，推动主流文化有效入圈
网络圈层以隐形载体形式筑起文化育人环境，圈层本身

具有群体性、交互性、自主性等特征，当主流思想有效入圈
后，能够反塑圈内成员的价值观和行为选择。首先，网络主
流意识形态话语缺少时代性和生活性，难以贴近学生的生
活。教育者在内容选择上要树立精准思维，找到不同类型学
生的关注点，引导小众文化与主流文化的结合，推动国家政
治与国家文化相契合。比如在汉服圈层内，了解中华传统文
化是其喜爱汉服的基础，因此在价值观塑造上，可以从历史
和文化的角度，在圈层讨论中引入河南春晚“入梦风华”的汉
服话题视角，以文化铸造共同体。在教师的指导下，在班级
内组建兴趣小组，学校内组建学生社团，共同构建大学语文
学习实践共同体。以笔者所在学校为例，以大学语文教师为
指导教师，学生成立了普通话协会、演讲协会、读书协会、朗
诵团、话剧社、文学社、国学社、礼仪队等十多个团体组织，这
些团体和大学语文课程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普通话
协会和大学语文教学中字词句的读写教学直接对标，读书会
和大学语文的阅读教学相关，朗诵团和话剧社锻炼学生口语
表现力，同时加深学生对作品思想、内容的理解。演讲协会
侧重口头表达能力和表达技巧，文学社会自信引导学生先有
政治立场再有文化审美，从个人兴趣提升到思想层面，以贴
近生活、拥抱生活的态度讲好中国故事。

其次，在圈层内容打造和传播过程中，官方媒体要走出
舒适圈，构建整体联动、多维互动的矩阵传播方式，以多平台
矩阵横向扩大主流信息发布的广度，以分类账号纵向完善主
流信息发声的深度。在智媒时代，圈层信息本身受到算法推
送和信息茧房效应的影响，圈内成员所看所听所想都趋于定
制化，同质的内容不断更新会逐步强化圈层内部营造出来的
影响力，造成其他声音难以进入的现象。因此，要让主流文
化入圈，需要官方媒体平台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把握泛娱乐化
影响下学生的注意模式，改变以往灌输性的、偏理论的信息
传递习惯，与大Ｖ博主中本身视频偏好历史、人文、育人、科
教等方面的博主进行联合，抑或是打造官方“整活”系列，制
作短视频或微电影完成内容创新，以网络文化体验性、趣味
性的呈现方式来分割学生的注意力资源，打破次元壁，促进
网络文化与主流文化相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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