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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青年亚文化目前主要指存在于大学生之中的一种文化态势,通过各种形式表征着大学生的心里特征,价值取向和思

想观念,作为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青年亚文化的特征影响无疑会给思政教育带来一定影响。研究

青年亚文化,探究如何利用青年亚文化对思政教育产生正面影响,是新时代高校思政教育者要面临的不可逃避的课题。本文主

要在系统分析青年亚文化在性质方面的积极与消极类别与影响外,重点探讨了如何在青年亚文化的视野下对思想政治教育提

出优化对策,以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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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青年亚文化定义、性质 

任何一个社会,在主流文化之外,都存在一定的亚文化

系统。青年亚文化主要其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英美两国,

迄今为止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美国芝加哥学派

(1920-1960)、英国伯明翰时期(1960-1970)和后伯明翰时期

(1980 至今),伯明翰学派在青年亚文化研究方面独树一帜。

英国伯明翰学派费斯克从概念把亚文化界定为：正如前

Sub 所示,亚文化是更广泛的文化内种种富有意味而别具一

格的协商。他们同身处社会与历史大结构中的某些社会群体

所遭际的特殊地位、暧昧状态与具体矛盾相应。 

我国学者在青年亚文化方面也持有自己见解。例如在国

内,《青年学辞典》的编纂者把青年文化定义为“青年亚文

化”,它是“青年自我实现的一种方式,它以青年的特殊利益

为动力,是在青年与社会的互动中形成的,得到同龄群体认

同的独立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 

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观点进行综合提炼,青年亚文化的

本质大体概括为：第一：亚文化具有独立的、“风格化”的、

颠覆正统主流文化的文化表现形式。第二：亚文化具有抵抗

主流文化的性质。它与主流文化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对抗性,

并通过自身较为温和的表现形式来蔑视或攻击占统治地位

的价值观。第三：亚文化群体是代表处于弱势、边缘地位群

体的利益。 

2 青年亚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关系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以主流社会中的思想观念,

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大学生施加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的

影响,从而使大学生形成与主流文化相适应的思想品德和道

德意识,主流文化是指“在某一特定时期,一个社会中由传统

政治权利,社会权利,通力维护和倡导的一整套价值体系,和

为这一价值体系服务的一切文化设施。”,以大学生为主的青

年人们,处在人生的转折期,脱离了孩童时代的儿童文化与

温室花园庇护的园地,但也没有完全的成熟并掌握社会一定

的话语权的权威力与经济基础。夹在“父辈文化”规矩压制

与“渴求发声、渴望关注”的三观不定时期。 

正是这种燃在青年骨血中的渴望发声,渴望关注、渴望

理解、反旧驳陈的思想,造就了社会多种多样的青年亚文化。

“中国有说唱”的节目在前年之所以大火,引发全民 rap 的

原因,即为节目“年轻化”、“真实化”“竞争化”。节目中不

同风格的说唱以及词曲表达,都反映了一种“我看不惯我就

要说”的年轻人心态。再如近些年大火的选秀节目,也反映

了年轻人的“草根梦想”与追星族的消费趋向。 

纵观青年亚文化的发展历程,从 20 世纪 60 年代的知青

亚文化,到80年代的流行时尚亚文化,再到如今21世纪的网

络青年亚文化,青年亚文化,一定程度上就是高校学生思想

道德的“晴雨表”。是引导高校在哪方面入手展开思想政治

教育的“风向标”。我们应该正确看待青年亚文化的积极与

消极影响,充分挖掘其内在的思政教育资源,以便更好地把

握好青年思政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更为有效的提高思政德育

工作的实效性。 

3 积极青年亚文化的影响 

3.1 加速大学生社会化进程 

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安德列耶娃指出“社会化一这是一个

两方面的过程。一方面,它包括个体通过加入社会环境、社

会联系系统的途径,掌握社会经验。另一方面,它是个体对社

会联系系统的积极再生产的过程,这是个体积极活动进入社

会环境的过程。” 

青年亚文化所特有的“圈子”属性,促使青年在浸染亚

文化的同时也拓宽了自身的社会人际关系网。从一定意义上

说,青年文化既是青年社会化的工具,又强化了青年社会化

的突变。青年亚文化蕴含着青年人丰富的审美观、道德等价

值理念,制约着青年人的审美倾向、社会认知、行为模式和

心理特征,反映着青年特殊的生存探索模式。青年亚文化在

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青年的社会化需求,因而具备了社会存在

的前提与基础,为青年社会化与社会提供了沟通渠道。同时

青年亚文化也可以为不同圈子的青年营造出一种“归属感”。 

3.2 提供了大学生个性发展平台 

维新派运动领导人梁启超曾在其《少年中国说》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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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

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

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

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

者,故常敢破格。”这段文字描写了青年人由于少不更事、天

性使然,敢于对旧有的体制发难,挑战权威的年龄特点。 

青年亚文化 主要的特征之一就在于创新性、反叛性,

不同于 70、80 后们仍偏向于传统文化的“含蓄”“中庸”“忍

耐”,90 后以后的青年人身上更多彰显的是“自我”“求知”

“实用”,无论是哪一个青年亚文化的圈子,找到自我,发现

自己的另一面,永远是这些青年亚文化圈子不断吸纳壮大份

子的大部分理由。 

4 消极青年亚文化的作用 

4.1 扭曲青年价值观 

例如“蓝鲸”组织(实为网络洗脑的一种任务完成式自

杀),非主流文化(以夸张的发型穿着,消极颓废的生活态度,

极端的自杀渴望为特征)、或御宅族(通常表现在沉溺于日本

动漫,拒绝正常社交)等青年亚文化,都是近年来于社会中引

起青年群体模仿风潮的,极具有负面作用的青年亚文化。但

青年文化 能够反映社会变化的本质特征,这些具有消极影

响的青年亚文化也是青年文化的一部分。这无疑反映了青年

群体中存在的,不容忽视的“心理问题”、“身份认知障碍”

或“社交恐惧”、“自我认同感低”等问题,之所以这些负面

青年亚文化能够引起追逐风潮,无一例外都是能够偏激的给

消极的青年群体一个自我发泄的机会。 

改革开放以来,多元的价值观和各类文化涌入中国,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全球化的影响下,青年亚文化环境下的

大学生自我型也日益突出,主要表现为：自我意识渐趋稳定,

但未完全成熟,自我评价能力渐强,却存在片面性；自我体验

深刻丰富,但两极性明显,且自我认识,自我评价,很容易受

情绪的影响。青年亚文化从某种角度突显了高校德育导向功

能的位置。 

4.2 难以形成整体性,逻辑性理解,削弱道德模范作用 

亚文化具有的自发性和缺乏组织性的弱点,许多媒体为

了追求收视率、发行量、点击率而过分过度渲染青年亚文化,

这在客观上造成了我国青年亚文化的良莠不齐,致使思想政

治教育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 

一方面,浮躁不安、追求感官刺激,使青年人对思想政治

教育的基本理论产生戏谑与阻拒心理。思想政治教育所强调

的主流价值观具有经典性和权威性,需要受教育者内心的共

鸣。但青年亚文化群体浮躁不安、追求感官刺激的心理首先

在态度上就主动与经典权威疏离,在一定程度上使思想政治

教育流于形式。另一方面,轻松、愉悦进而戏谑化的语言表

达方式, 影响青年人对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体系形成整体性、

逻辑性的理解,同时消极青年亚文化中过于自我为中心,历

史虚无主义等负面影响也极易导致青年群体对于英雄先烈、

道德模范嗤之以鼻。 

5 正确利用青年亚文化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5.1 注重生活化教育,拓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生活

领域的发展空间 

以往思政教育课给人的刻板印象在于灌输式教育、固定

化理论、内容枯燥死板。面对活跃多元的青年亚文化,想要

潜移默化的进行思政教育,投其所好是重要的一点。大学生

真正关心的问题往往是从生活领域开始的,要注重生活化教

育,生活化教育能够帮助青年大学生来自生活领域的困惑,

例如青年大学生对待恋爱、结婚、就业这些话题,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要主动拓展到这些话题所涉及的领域,尤其是极

具个性化、地域化色彩的生活领域,面对一些青年大学生中

的敏感话题,思想政治教育不要刻意去回避这些话题,可以

通过组织课堂讨论、演讲、辩论、座谈会、个别谈心、心理

咨询、针对性辅导等多种方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5.2 发展大学生的创新文化,更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的内容 

虽然在新媒体时代,在网络媒体的推动下,青年亚文化

的发声平台和宣传渠道越来越广,青年亚文化也有了越来越

多的彰显机会和产生附属产品,但是青年期,很多大学生目

前处在“价值观波动”期,容易被宣导,此时,如何辨别积极

消极的青年亚文化,是一门非常重要的技巧。高校应提高对

大学生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的注重程度,把媒介素养教育纳入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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