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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从众心理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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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大学生是青年团体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他们正处于三观还未成熟，人生尚且需要正确的罗盘
引领的关键时期，与此同时，当代大学生还处于新媒体时代，探索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的从众心理，进而针对性

地对大学生们加以引导，可促进大学生立正身、弘正气、赴正道。本文主要论述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从众心理的

概念、表现以及成因，分析从众心理对大学生的影响，探讨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从众心理的正向引导措施。

关键词　大学生从众心理；新媒体；创新创造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９７６０（２０２２）０４１４００４

Ｈｅｒｄ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ｆｏｒ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ｍｅｄｉａ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ＺＨＡＯＭｉｎ，ＹＡＮＧＬｉｎｇｌｉｎｇ
（Ｊｉｎｉ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ｉｎｉｎｇ２７２０６７Ｃｈｉｎａ；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ｉｎａｎ２５０１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ｒｅａｆｏｒｃｅｔｈａｔｐｌａｙｓａｖｅｒｙ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ｏｌｅｉｎｔｈｅｙｏｕｔｈｇｒｏｕｐｗｈｏｓｅｖａｌｕｅｓ
ａｒｅｎｏｔｙｅｔｍ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ｗｈｏｓｅｌｉｆｅｉｓａｔ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ｓｔａｇｅａｎｄｔｈｕｓｎｅｅｄｓｔｏｂｅｇｕｉｄｅｄｉｎ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ｔ
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ｒｅ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ｅｒａｏｆｎｅｗｍｅｄｉａ．Ｉｔｉ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ｔｏｓｔｕｄｙｃｏｌ
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ｈｅｒｄ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ｉｎｎｅｗｍｅｄｉａ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ｎｏｆｆｅｒｔａｒｇｅｔｅｄ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ｍｉｎｔｈｅ
ｈｏｐｅｔｈａｔｙｏｕ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ｗｉｌｌｃａｒｒｙｆｏｒｗａｒｄｔｈｅｓｐｉｒｉｔｏｆｓｅｌ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ａｎｄｓｔａｂ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ｉｍｔｏｅｎａｂｌｅｙｏｕ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ｔｏｂｅｆｉｔ，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ａｎｄｈｏｎｅｓｔ．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ｍａｉｎｌｙ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ｈｅｒｄ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ｍｅｄｉａ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ｈｅｒｄ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ｏ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ｎｄｐｕｔｓｆｏｒｗａｒｄ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ｍｅａｓ
ｕｒｅｓ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ｈｅｒｄ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ｍｅｄｉａ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ｅｒｄ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Ｎｅｗｍｅｄｉａ；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大学生生活的群居性、上课的同步性、所处年
龄阶段的特殊性等因素决定了他们是比较容易从

众的一类群体，然而，新媒体时代背景下大学生的

从众心理一旦产生误入歧途的行为，其后果将是遗

憾终身的。本文旨在通过探讨大学生在新媒体环

境下的从众心理和从众行为，分析当代大学生的心

理现状，从而有的放矢地提出针对性建议并且找到

正向的引导途径，让大学生可以活出自我，展现自

身“闪光点”。

１　新媒体环境下的大学生从众心理

１．１　概念
从众心理，指个人受到外界人群行为的影响，

而在自己的知觉、判断、认识上表现出符合于公众

舆论或多数人的行为方式。实验表明只有小部分

人能够保持独立性，不被从众，因此从众心理是部

分个体普遍的心理现象［１］。哈佛心理学家赫伯特

·凯尔曼将从众程度分为３个层次，分别是顺从、
认同以及内化［２］。顺从指的是被群体接受，认同

是成为群体成员，而内化则是指发自内心地接受群

体的标准，内化层面对个人产生的影响最为深

·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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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２］。

大学生从众心理，指的是在大学生的特定群体

内，外界人群的心理和行为对大学生个体所产生的

影响，导致他们有意识或者无意识“跟风”的现象。

新媒体环境背景下，人们的衣食住行在很大程度上

发生了变革，而在这种背景之下，大学生的从众心

理也随之表现出了新的内容与形式［３４］。

１．２　表现
１．２．１　生活方面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数据显示，
截至２０２１年６月，８．８８亿人看短视频，６．３８亿人
看直播，短视频、直播正在成为全民新的娱乐方式；

８．１２亿人网购、４．６９亿人叫外卖，全民的购物方
式、餐饮方式正在发生悄然变化；３．２５亿人使用在
线教育、２．３９亿人使用在线医疗［５］。大学生们作

为走在时代前沿的队伍，更是受到了互联网的深刻

影响。点外卖已成为大学生就餐的备选，校内餐厅

也在逐渐加盟外卖平台。大学生在选择一份餐饮

的时候，往往会挑选众人认为口味佳的店铺。着装

方面，网络流行的学院风、宫廷风、汉服风着装在大

学校园里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女明星同款的装

束或者妆容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风靡校园，成为大

多女学生争相模仿的对象。在新媒体环境下，“组

团”这个词在大学生间并不陌生，组团开黑，组团

逛街，组团购物……这个词的背后则是大学生从众

心理的外在表现。另外，还有一个词叫“安利”，安

利电影、电视剧、生活用品，在无形的安利之中，大

学生的步调越来越相近。

１．２．２　学习方面　２０２１年关于学习的热门词汇
“内卷”“躺平”“凡尔赛”在大学生间广泛传递。

互联网上也不乏学界精英通过视频或文案的形式

分享自己的学习方法和成果，大学生们在借助新媒

体平台学习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知识，并通过广泛

涉猎寻找到自己的兴趣和优势所在。同时，大学生

通过分享的形式将优秀的作品分享出去。大学生

以“宿舍”或者“班级”为单位而形成的集体学习氛

围，比如宿舍集体考研等，可以带动整个班级的学

习气氛。

１．３　大学生从众心理成因
１．３．１　环境因素　我国高等教育已经由原来的精
英化教学模式转向大众化教学模式。虽然教育接

受者队伍在扩大，但是教育资源是有限的，因此，使

得教师对学生难以实施“精细化教学”。同时，大

学生的学习环境由高中的“高压式”突然转到“放

养式”，对于很多无目标感、纪律感和方向感的同

学来说，他们更容易“随波逐流”地跟从他人的想

法而行动［６］。

大学生群体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他们之间

的共性很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大学生虽

然来自不同的区域，但是他们基本上都是从小学、

初中、高中这样一路走来，他们在学习的道路上所

经历的事情相差无几。其次，大学生的大学生活虽

然随着参与社团活动、各项竞赛和志愿活动而增添

了很多乐趣，但是学生们生活的主线依然是宿舍、

食堂和教室。最后，大学生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

世界观处于还不成熟的阶段，他们大多没有明确的

方向，内心的信念感不强。大学生人群的这些共

性，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们共同去开展某项行动奠定

了基础，也就是说在没有绝对的目标感的引导下，

大学生群体倾向于做出“从众”的行为。

１．３．２　个体因素　大学生在心理和生理方面尚不
成熟，他们习惯了被父母决定、被老师协助的生活。

在大学生活中，自由的时间和空间明显增多，面对

的选择和诱惑明显增多，于他们而言，如果没有足

够的能力去合理规划和充分利用这些“自由”和

“选择”，大学生则很容易陷入“人云亦云，随波逐

流”的沼泽。

自信心也是影响大学生产生从众心理的另一

影响因素。如果个体的自信心不足，缺乏决断能

力，就难以形成自己的主见，从而产生从众行

为［７］。我们的文化中擅长“过分谦虚”。谦虚的度

是需要恰当拿捏的，如果过度，则对个人自信心的

养成产生一定的影响，由此而跟从他人的主见，甚

至自我怀疑。在“走吧！就差你一个啦”“来啊！

一起玩游戏呀”等盛情邀请下，很多学生因为不好

意思拒绝或害怕自己不合群而在群体压力的影响

下产生从众的心理与行为。

２　新媒体环境下从众心理对大学生的影响

２．１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从众心理的正向反馈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获取信息和资料渠道的

速度和便捷性大大增加，同学们可以足不出户地去

了解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可以迅速跟上当今社会的

热点话题，可以借助网络课程自主学习所需知

识［８］。当如今的“内卷”风潮在大学生中吹起时，

·１４１·



济宁医学院学报２０２２年４月第４５卷第２期　ＪＪｉｎｉｎｇＭｅｄＵｎｉｖ，Ａｐｒｉｌ２０２２，Ｖｏｌ４５，Ｎｏ．２

他们不乏竞相学习精神，充分利用互联网所提供的

学习方法和路径去不断地寻找自己的兴趣点，并完

善自身。学生们还可以通过新媒体，关注分享学习

经验、读书经验、生活经验的前辈们，从而令他们不

断地反思自己距离优秀者之间的差距，进而奋起直

追，努力向他们学习和靠拢。

在竞争加剧，压力增大，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情

况下，从众行为能适时地发挥集体的力量，实现预

期的目标［９］。近些年，研究生考试的报名人数逐

年增加，竞争压力也随之增加，但就是在这种情况

下，很多大学生以宿舍为单位，集体努力备考并考

研成功。因此，大学生一旦目标一致，勇敢向前的

时候，从众的集体力量是不可小觑的，在互相监督、

互相帮助、互相鼓励的学习氛围下，他们战胜了学

习道路的各种困难，进而实现各自的理想。

在不断社会化的过程中，大学生逐渐体会到，

如果只强调自我、盲目追求个性，不遵守“规则”过

分强调“与众不同”，偏离群体，自己将面临很大的

群体压力乃至遭到群体的排斥、嘲讽、冷落，这是相

当危险的事［１０］。从众心理有利于大学生建立良好

的人际关系，有利于大学生人格的完善，有利于大

学生个体的社会化。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大学生献

爱心的渠道越来越多，方式越来越灵活。疫情之

下，很多大学生自发组织爱心捐赠活动；孟晚舟同

志安全归国，政法大学的学生们献花外交部；在西

部计划的号召下，不少大学生竞相踏上了支教的旅

程。

２．２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从众心理的负向反馈
大学生如果缺乏判断力，盲目跟风，可直接影

响到个人的前途和未来。大学生从众心理可束缚

个人的发展，使自己的个性难以凸显。社会趋同效

应也称社会标准化倾向，指群体成员在群体规范的

效应下，缩短差距，而趋向于相同的意见、观点和行

为倾向［１１］。在社会趋同效应之下，大学生的创新

创造能力则难以被激发。

在新媒体环境下，容易造成信息茧房效应，使

得学生们对于信息了解的不全面，误将部分现状视

为整体情况，从而跟从大众做出错误的判断和选

择。由此，将影响大学生正确三观的形成和高尚品

德的培养。坐拥千万粉丝的博主“铁山靠”靠的是

方言骂人引流，吃播类男博主“风小逸”靠的是女

性化腔调引流，“郭言郭语”的“郭老师”靠的是大

众“审丑”引流，此类“网红”在新媒体平台的活跃

只会令大学生的“审美情趣”降低，甚至会有一部

分人会认为这些“网红”就是现在流行的风向标，

进而模仿他们的言行举止，这对于大学生成长是非

常不利的。

３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从众心理的正向引导措施

３．１　积极营造良好的新媒体环境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于２０２１年９月２日

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文艺节目及其人员管理的

通知》，提出：“树立节目正确审美导向，严格把握

演员和嘉宾选用、表演风格、服饰妆容等，坚决杜绝

“娘炮”等畸形审美。坚决抵制炒作炫富享乐、绯

闻隐私、负面热点、低俗“网红”、无底线审丑等泛

娱乐化倾向。”［１２］目前，国家对于网络媒体越来越

重视，同时也为各位新媒体的创作者们提供了创作

的方向，以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真善美。

避免让一些低俗恶趣味的创作扰乱了人们尤其是

当代大学生的视听，避免误导他们的身心发展。

当代新媒体也不乏一些优秀的创作者，比如被

央视点名表扬的反诈警官老陈直播宣传反诈 ａｐｐ。
央视点评老陈，“有意义又有意思，为创新点赞”。

在当今新媒体环境下，需要的是各行各业的“老

陈”似的人能够守正创新，充分利用好新媒体来展

示正能量。另外，高校教师也可以借助新媒体的形

式，分享一些学习和研究进展及成果，让大学生不

局限于借助新媒体打发自由时间，而是可以让他们

在娱乐的同时学到一些知识，以良好的新媒体环境

充盈大学生的精神世界，引领学生们向着正确的方

向和灿烂的明天不断前进。

３．２　增强大学生自信心和决策力
缺乏自信是当代大学生自我怀疑，缺乏判断力

的原因之一。充分利用新媒体展示“自信力量”，

不断提升大学生的自信心和决策力。国家主流传

播媒体可结合当下的新形势新内容进行新的创作，

在“文化自信”的倡导下，将传统中华文化与现代

科技、现代媒介相结合，推陈出新，向世界展示“中

国风格”。高校可以借助官方网站、公众号或其他

社交媒介，向大学生传达正确的价值观取向，给出

实质性的成长建议和指导。家庭教育是培养孩子

健康成才不可缺失的一环，在生活和成长过程中，

家长在施以正确引导的同时，要不断地对孩子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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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当的鼓励，使孩子可以树立自信，勇敢地跨步向

前。

大学生的自信应由内而外地散发出来，培养真

正的自信自然离不开个人的努力。新媒体时代的

大学生应该多读书，无论是纸质书籍还是电子书

籍，都应该通过读书开拓宽自己的眼界，增加个人

的见识。当代大学生接触新闻媒介的途径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更加的便捷，不论是通过微博、微信，还

是抖音、Ｂ站等平台，大学生应该关心时事，紧跟国
家发展的步伐和现代最新的动态，了解我们社会的

发展现状。在对信息的大量获取和知识的大量积

累的情况下，从实事出发、量力而行，形成个人基本

的判断力并且逐渐培养个人的决策能力，进而避免

盲目跟风从众。

３．３　调动并保护大学生的创造力
本意上讲，“创新”和“从众”是格格不入的，如

果说从众是跟着他人的想法而实行计划的话，那

么，创新便是与他人的计划不同或完全相悖的实施

方式。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

说，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

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１８］。同理，大学生的学

习和生活也可以引入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活

内容和学习方式的“新组合”。高校要鼓励创新，

接纳创新。首先，引导大学生树立自己的目标，指

明未来方向。其次，青年阶段乃激情澎湃和各种想

象迸发的时期，高校应该鼓励大学生进行畅想，并

设有专门的平台收集大学生们的想法和主意；教师

在课上亦应该设置开放性问题，鼓励大学生参与，

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进行共同讨论，激发大学生的

求知和探索欲。教师的灌输型教学模式，可以适当

加入问题型的教学方式。教师和大学生针对当堂

内容可以互相发问，鼓励发言，对于错误的答案予

以适当的引导，共同探讨真理。创新和创造奖励对

大学生更具有实质性的鼓舞，学校可增设专门的创

新成果奖章。最后，打破大学生三点一线的生活，

需要充分利用起来大学生的各个活动室，在将最新

的科技动态和创新热点信息同步给大学生的基础

上，鼓励大学生积极实践，动手创造。利用新媒体

展示“创新力量”，我们需要赞扬以及扩大一批敢

于创新且勇于创新的人的影响力，让他们有创新创

造的动力，并且由此吸纳另外一批创新创造的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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