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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对中学生价值观的影响研究——以网络直播为例

【摘     要】 随着互联网的渗透，网络直播对中学生价值观养成的弊端日渐凸显，采取措施引导中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了

重中之重。针对此，提出的解决路径主要包括：提升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政治素养、推进网络引导和规制、有效结合依法治网和

以德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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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技术的驱动下，网络直播成为了一个新兴的盈利行业并且日趋成熟。《2020 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显示，截至 2020 年 6 月，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达 9.01 亿，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 5.62 亿，呈现出井喷式爆发性增长势态。但无论是受众群体，还是主持群体，都呈现出明显的低龄化趋势，各大直播平台更不乏中小学生的身影。诚然，优质网络直播有助于满足中学生的好奇心，拓展其接收信息的渠道。但是，当前的直播在传递过程中内容良莠不齐，忽视了对中学生群体的考虑。这不仅严重破坏了网络生态，还使得许多负能量渗透到中学生日常生活中，使其思想理念与价值观念失衡，给中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带来恶劣影响。所以，营建清朗安全的网络空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了新时代中学生凝聚思想方向、提升精神素质的迫切需要。
一、网络直播对中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影响

1.中学生价值观的特点经调查，虽然大多数中学生的自我认同感得到加强，价值观也趋向成熟、理性，但在这一阶段，中学生的核心价值观念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社会、学校教育和家庭的影响。因为中学生正处于一个人生价值观的关键转型阶段，价值观念尚未成熟，对网络信息也缺乏独立思考与自主判断的能力，难以辩证地看待新生事物。
2.积极影响观看一些正能量博主的直播，对中学生自身价值观的形成会起到一个良好的导向作用。并且除娱乐性直播外，还有很多制作精良的教学类直播，能够有效帮助学生从中获得多元化的知识与信息，不仅拓宽了学生的知识与眼界，还能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此外，网络直播的流行吸引了很多当代中学生的加入，他们会在直播平台上发布自己的原创视频，一方面在制作视频的过程中，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表达能力与动手能力得到了充分发开。另一方面，从视频想法的诞生到最终成品的出现，学生需要学习大量的课外知识，这既强化了学生的学习能力，又大幅度提升了其自我认同感。
3.消极影响然而，在网络直播蓬勃发展的同时，一些宣扬错误价值观、占据公共资源恶意炒作、违规违法转载或报道虚假信息事件时有发生，对中学生培育和养成健康科学的价值观极具负面杀伤力。形成功利的人生价值观，影响学生自我价值的实现。目前网络上有许多网红通过炫耀自己奢侈的生活来吸引粉丝，增加

粉丝量。这类主播向中学生传播了拜金主义的价值观，使得物质主义、攀比心理在中学生群体中蔓延，物质和金钱成为他们评判一个人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形成消极的职业价值观，影响学生知识能力的发展。据调查，一部分中学生的理想职业是主播、网红。一夜爆红的主播案例太多，导致很多中学生产生了人生存在捷径的错觉。直播所带来的高收益和明星光环使得部分中学生不再想依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只想着靠运气获得成功。这种不良示范，对中学生的职业价值观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形成畸形的审美价值观，影响学生身心健康的发展。网络直播带火的不只有网红本身，还有“网红脸”等单一审美、畸形审美。现下流行的“白幼瘦”审美，使中学生过分在意自己的外貌与身材而忽略了内在美的重要性。有的女孩子会为了“瘦”而去节食减肥，严重的甚至会患上进食障碍症 [1]。中学生正处于长身体的时期，这严重危害了他们的身心成长。形成败坏的道德观，影响学生意识形态的教育。丰富的网络信息拓宽了中学生的视野，但其中也存在着大量虚假、低俗的信息，这会导致中学生在知识的洪流中迷失自己的方向。甚至存在部分主播宣传反动思想，这对中学生政治素质的提升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二、网络直播对中学生价值观造成消极影响的原因

第一，思想道德因素。低门槛和高收益让整个社会闻风而动，但在社会整体思想道德水平还较为混杂的状态下，不可避免地就会存在一些思想道德水平较低的人在网上传播错误观念的行为，比如网暴人肉、抄袭剽窃等不当行为，情绪宣泄、恶意攻击等不当言论，使得中学生的思想被误导，价值观念被扭曲。第二，追逐网络利益最大化因素。网红们光鲜亮丽的表面及其在直播过程中传达出来的“网络直播可获得高额利益”的观念，使得价值观还未成熟的中学生们纷纷想加入这一行业。在商家、直播平台公司、主播等各行业之间存在着一条完整且紧密的利益链 [2]，他们为了追逐各自最大的利益，所以对这种网络直播的现状不批评甚至还颇为推崇。第三，法律因素。网络直播这个行业的发展历史比较短，还未形成比较成熟的行业规范，关于这方面的法律制度也不是很完善。目前有关网络空间的法律本身的制定也在不断的摸索与完善中。因此就会出现一些钻空子的人，通过传播“黄、赌、毒”等不良信息来谋取不正当的利益，使直播与正常的发展轨道相背离。这种现象目前存在着越来越严重的趋势，严重阻碍了中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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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道德和网络审美教育，借此来遏制炫富拜金、低俗媚俗等不良风气的滋生蔓延，从整体上提高网络道德素养和审美情趣，营造网络健康生态。三是要进行网络规制。网络无限，但直播有界，网络直播平台需要坚持社会效益优先的正确方向，着力健全监管和审核机制。努力克服因直播实时特征而导致的监管难题，积极参与行风建设和行业自律，推进网络直播有序健康发展。
3.依法治网和以德润网相结合直播乱象，既是道德问题，也是法治问题，面对当前突出的网络空间问题，2020 年 12 月，中共中央印发的《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 － 2025 年）》就指出要“坚持依法治网和以德润网相结合”。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要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网络法治建设，修正老办法，立起新规矩，依法依规管网治网 [4]。无论是要进一步明确部门监管责任，还是要强化行业综合治理，都必须完善网络法律制度，建立健全更全面的网络监督机制。以良法促善治，推进网络直播行业健康良性发展，有效维护人民网络权益，增进人民文化福祉。以德治网是要培育良好的网络法治意识，弘扬时代主旋律和社会正能量。目前，网络直播越来越成为互联网交流的流行趋势，其对中学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所以加强中学生网络安全教育，引导中学生理性上网成了重中之重。只有深入实施健康绿色的网络空间工程，才能科学引导中学生文明上网、理性表达，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

四、结语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愈加成熟，网络直播的发展势头也会愈加强劲，但我们必须明确，网络直播对于中学生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多样的直播内容对中学生学习与知识能力的扩充、想象力与创造力的丰富起到了较大的帮助。但另一方面，由于对网络利益最大化的盲目追求以及有效监管制度的缺乏，使它不可否认地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使得中学生人生观、职业观、审美观和道德观等方面产生了严重偏差。因此我们亟需要社会各主体发挥综合力量，共同营造清朗安全的网络环境，帮助中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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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其他主体因素。其他的主体原因还包括：家长与学校对待网络直播的态度存在两极分化，或认为网络直播无害，或是将网络直播妖魔化；中学生自身处于身心发展的特殊时期，即好奇心强但心智发展不成熟，缺乏自控力与辨别甄选的能力等。
三、 践行中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

1.提升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政治素养第一，优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队伍建设。一个好的教育队伍可以对学生的成长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而这个影响对于处在价值观转型时期的中学生来说，可能会伴随其一生。其中，学校思想文化教育是一个重要环节，青少年发展是一个国家未来的美好希望，应当将弘扬社会主义的特色核心思想价值观与中小学素质教育的建设全过程实践相结合 [3]，充分利用网络直播引领中学文化育人机制的发展。同时，家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是不可避免的一个环节，家风家训“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中学生价值观的形成，因此应妥当利用网络直播，弘扬家风家训，传达社会规范，传播核心价值观。第二，启发受教育者进行自我教育是工作的根本，外在的路径再完备，如果不能让受教育者内心真正认同，那便是徒劳无功。最终所能达到的最佳状态是让受教育者能够通过自主选择认同相关教育信息，而受教育者是否选择相关的网络直播教育内容，则取决于自己接受教育的自觉性，取决于受教育者自我教育的态度和水平。因此，我们应引导中学生提高对网络直播内容的辨识力，加强自觉性、主动性与创新性，利用网络直播平台展示优秀成果，帮助他们从内心真正地树立正确核心价值观。
2.网络引导与规制相结合当前互联网直播平台虽然数量众多，但种类基本上是大同小异的，一般都是为了传播娱乐社会大众的信息以此来赚取广告分成。并且大量直播平台的出现，致使市场竞争出现了白热的局面，各平台均有不进则退的压力。因此需要采取教育、引导和规制的方法对网络乱象予以引导和治理。一是要进行网络引导。因为中学生们此时正处于一个人生价值观的关键转型阶段，他们的价值观念还未成熟，无法准确判断网络信息的健康与否，所以我们需要引导中学生浏览健康有益的直播。此外，还需要对网络主播进行网络引导，因为他们是网络舆论和网络作品的直接创造者，想要形成一个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需要其积极传播正能量、展现真善美，打造精品直播间。二是要进行网络道德教育。这包含对网络受众和传播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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