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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加速社会背景下，人们的生存时间和空间不断被压缩，现代社会不断的向前加速推进。与此同时，高校

大学生也正面临着加速社会所带来的精神问题和情感问题。为了逃避扑面而来的现实压力，大学生浸润

在自我幻想之中，试图从偶像身上寻求情感寄托和情感共鸣以期实现自我重塑。因此，引导大学生找到

立足于当下的、平衡的生活态度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需要始终关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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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ccelerating society, people’s living time and space are constantly 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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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ssed, and modern society is constantly advancing forward. At the same time, college stu-
dents are also facing mental and emotional problems brought about by accelerated society. In or-
der to escape the pressure of reality, college students are immersed in self-imagination, trying to 
find emotional sustenance and emotional resonance from idols in order to achieve self-remodeling. 
Therefore, guiding college students to find a balanced life attitude based on the present is a topic 
that colleg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ors need to always pay attentio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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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加速社会的语境下，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加速的工业化进程给现代化城市带来了日新月异的面

貌，交通工具的提速升级加速了空间的流动，媒介技术的革新带来了瞬息万变的时代，现代人的生存空

间和生活方式在不断被重塑。人们对于时间的耐受正在逐步缩短，如同一台加速运转的机器，被推着停

不下脚步，地球俨然成为麦克卢汉所言的地球村。 

2. 加速社会下“偶像崇拜”现象的背景及原因 

2.1. 偶像崇拜现象的形成背景 

当今的后现代文化反抗整体合一，反对知识权威、解构崇高、追求平面化、碎片化、多元化的精神

状态。“人们再也不是一味地追求普遍性和真理，而是更多地去张扬个体、差异、局部性和多元主义的

价值观[1]。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韩国流行文化浪潮席卷了中国以及亚洲地区的文化产业，掀起了韩流文化

现象的热潮，形成了由消费者和崇拜团体共同构成的亚洲文化社区[2]。在新媒体和市场运作下，形形色

色的新型偶像加速迭代，掀起了一场以大学生为主体偶像崇拜的盛世狂欢。比如，粉墨登场的“流量明

星、偶像天团，虚拟偶像”，如火如荼的做宣传、刷数据和应援偶像的线下活动，以及“超级话题”线

上微博议题的高频出现。 
这一现象反映了当代大学生的思维活跃、视野开阔、追逐时尚、讲求格调，勇于以形形色色的符号

元素来彰显自我，一方面展现了当代大学生的多样审美情趣、多元价值取向和多重心理需求，折射了偶

像崇拜的时代特点以及发展趋向；但另一方面，在崇拜偶像的过程中，“粉丝”易沉浸于“物恋”式的

集体狂欢中无法自拔，随性而动。他们对偶像的选择没有原则，自愿将自己代入为偶像，因为没有那个

时代像现在这样鼓励人们表达自己的欲望。这一现象可以用尼尔·波滋曼在《娱乐至死》中的观点来解

释，随着“娱乐业时代”的到来，娱乐变成了一切，一切都只是娱乐[3]，“偶像崇拜”也是娱乐的一部

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相继出现的垮掉的一代、迷惘的一代就是突出的例子。 

2.2. 偶像崇拜现象的原因分析 

生活步调的加速。德国学者罗萨将加速社会从三个不同的维度进行区分：科技加速、社会变迁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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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和生活步调的加速[4]。从个体层面来看，生活步调的加速，生活速度的加快会让人们觉着时间很匮乏，

觉着很忙碌，感受到紧张与压力，人们会担心无法跟上社会生活的步调。用布鲁门贝尔格的话来说，所

知觉到的世界时间，与个人的生命时间，在现代社会当中已经产生了极大的张力，在个人的一生当中可

以实现的事物，总是比不上这个世界所提供的选项数量的增长速度。生活步调加速现况下，社会普遍产

生了浮躁心理，渴望成名和暴富的心态在社会盛行，这一心理在高校大学生群体中尤为明显，急功近利，

渴望不做努力也可以一夜成名，另一方面，随着社会阶层的趋于固化，社会竞争压力大，高校毕业生的

社会生存空间被挤压，大学生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恐惧感和现实的无力感。与此同时，一方

面，生活步调的加速促进了零散、碎片化和不具有系统性的信息传播，导致高校大学生的思维趋向于形

成表面式、被动式的学习模式，缺乏对事物的批判性精神，对于所见事物和观点没有更深层次的自我认

识和深刻理解，缺乏对待事物产生过程的思考和问题出现的有效甄别。另一方面，随着多元价值观的涌

入发展，高校大学生逐渐形成的表层化的学习认知模式对于传统的思想思政教育模式也提出了巨大挑战，

对思维越来越具有的独立精神的大学生群体来说，僵化单一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发展

的需要。 
大学生自身因素的影响。偶像崇拜作为当今时代流行的一种文化现象，已经成为大学生自我认同、

自我表达的一种独特行为方式，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传达属于他们的价值观念，表达自身对时代、对社会

的一种认知、理解和价值认同。一方面，偶像崇拜是大学生进行“投射”的对象，将个人不具备的这些

品质寄托在偶像身上，是将理想中的自我形象具象化并放大的过程，他们在偶像身上看到了许多可贵的

品质是自身缺乏的，从而完成对理想自我的塑造。偶像作为“体现了大众的梦想，并且建构了生活的幻

象”[5]的价值实体，鼓舞大学生的奋斗意志，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积极鼓励的正面意义。但另一方面，社

会信息化的发展，海量的热点事件、多维立体的视角，使得思想教育者与大学生的之间的信息级差逐步

缩减，同时进一步促进了大学生关于平等观念、民主观念的形成和强化。善于独立思考、思维活跃的大

学生，在信息获取的速度、数量等方面，甚至已经远远超过了思想政治教育者。在这种情况下，思想政

治教育者在这种开放的环境中如何发挥主导作用，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现实挑战。 
社会因素的影响。马克思强调：“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

社会关系的总和[6]。”现代文明带来的便捷交通和通讯设备大大减少人际关系的时间成本，也无形之中

导致了人际关系的脆弱和崩溃。木心在他的《从前慢》中写道：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的时代已经不复返了。碎片化时代下，细碎情感的元素最易吸引大学生的关注，比如

个体缺少陪伴、社交网络式人际交往以及自我价值认同感缺失不足等。这些社会因素使得大学生的理想、

需要、情感和价值逐渐化为一种精神幻象，大学生团体将希望寄于偶像以获得力量的感召，从而在偶像

身上找寻自身渴望、期待而又缺失的才能与品质，为此，思想政治教育者应当理性透视当代大学生偶像

崇拜的双重意蕴，坚持批判性与建设性并重，既给予理解尊重，又适时干预引导，引导大学生从表层的

物质消费转向深层的精神升华；此外，大学生具有高度的情感体验和自我表达的需求，易于受到偶像崇

拜多元、多面、多维的影响，要积极引导偶像崇拜的良性健康发展，适时转化并有效强化当代大学生的

情感体验和成长需求，这既是社会发展趋势在当代大学生身上的需要，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始终

关注的话题。 

3. 高校思政教育与偶像崇拜现象之间的关系 

大学生偶像崇拜离不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大学生追求的虚拟偶像不断引导青年人远离社会真实，

置身于浅表性、暂时性的虚拟文化空间。人是社会实践中的主体，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能动因素，

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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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组织的影响，使其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因此，在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中的核心是要做好人的工作，而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对象就是人。因此，偶像崇拜离不开对

大学生的教育管理，而做好大学生的教育管理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不断提

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激励人们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而奋

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帮助大学生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崇高的理想信念能够帮助大学生寻找到人

生目标并努力为之去奋斗，从而获得有价值的人生。正如高尔基所说：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才

力就发展的越快，对社会就越有益。对于崇拜偶像的大学生而言，拥有崇高的理想信念就像是拥有了一

座海上的灯塔，为沉迷于表层娱乐和感性狂欢逐渐剥离道德性、崇高性，浸润在自我幻想中的大学生在

其发展成才的道路上指明前进的方向，并引导其保持适当的批判精神，避免在追求偶像中迷失自我，否

定自我价值的实现。因此，引导大学生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以及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一直以来都是思想

政治教育者所研究的重要方向和目标。 
大学生偶像崇拜要依靠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认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

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而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具有独立性，能

够反作用于社会存在，面对大学生的偶像崇拜现象，思想政治教育就要立足高校大学生的客观实际，结

合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运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找寻其所在的客观联系。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对大学生的

价值观念产生作用影响，指导大学生的思维和行为。一方面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崇拜偶像，摆脱偶像崇

拜的束缚，学会用一分为二的眼光审视这个世界，保持自我。另一方面，通过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

值观导向，也能够进一步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用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群众，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

主义新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引导大学生形成积极健康的精神状态。大学生在追求偶像的过程中逐

渐模糊了事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跌入空洞、碎片化和无意义的精神世界。为大学生构筑了一条从现实

世界暂时逃逸的通道，却无法从根本上满足大学生成长发展的精神需要。因此，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是

大学生应有的内在精神素质，良好的精神状态能够帮助大学生积极进取，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才能使

其向着理想目标不断前进，努力追求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使得大学生在崇拜偶像中依然能够保持正确

的人生观和规律的生活方式。引导大学生形成积极健康的精神状态，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课题，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 

4. 基于“偶像崇拜”现象高校思政教育的引导策略 

4.1. 关注大学生的内在需求，思政教育方法社会化 

在我国，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转型，人们的观念、生活都产生了很多新的变化。社会主义制度为人

们提供了政治上的平等关系，增强了高校大学生的自主性，他们不再被动地接受教育。特别是网络的兴

起，受教育者在信息搜集和掌握方面的程度甚至超过了教育者，很容易表现出，对来自教育者的灌输表

现出，很强的逆反和抵触心理；另一方面，受教育者对教育内容也表现出了极大的选择性，传统的教育

方式在没有发生重大改变的情况下，教育内容远离生活，教育效果便会大大的降低。现代化的发展为思

想政治教育手段社会化创造了条件，思想政治教育为适应现代经济和信息化社会的发展、社会化程度不

断提高的教育对象，其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也必须要提高社会化程度，发挥自身的功能，适应社会发展需

要。 
马克思强调：“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

罗萨在 2016 年出版《共鸣：世界关系社会学》的一书中提出了“共鸣理论”所谓共鸣，顾名思义，就是

两种声音彼此相互呼应[8]。罗萨的“共鸣关系”意指一种主体和世界彼此会相互回应的关系。共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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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主体有身处世界、不被世界抛弃的经验，并且在共鸣的过程当中主体有机会吸取世界的支持来为自己

所用、或是知道世界不动如山，因此需要调整自己。罗萨将不同的共鸣空间形成不同的共鸣形式，即“共

鸣轴”，其中第三种共鸣形式是人与物质世界之间的共鸣，即“对角共鸣轴”。比如学校教育就是典型

的对角共鸣轴，因为正是通过学校教育，传递了如物理学等真理知识，建立起人与物质世界之间的关系，

并让人能够运用所习得的知识，进一步将人际世界与永恒世界联系起来。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认为，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对象性的关系，不是主客体之间的

关系，而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关系。这就表明受教育者作为主体具有主动性和能动性，同时说明教育者

与受教育者之间平等互动的关系[9]。这也正是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所着力强调和确认的。 
由此得出，思想政治教育要不断增强平等性，改善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存在的不平等现象，追求充满

共鸣的社会关系，坚持以人为本，探寻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的方法，建立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平

等的、双向的互动，让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能有更多的机会产生和谐的共鸣，使得受教育者能够在社

会中得到更多支持自我实现的条件和环境，增强受教育者的自主性，减少对教育者的依赖，帮助受教育

者自觉进行自我修养、自我认知，让自我教育成为每个大学生的自觉行为。 

4.2. 多学科研究交叉共存实现思政话语转变 

哈贝马斯提出的“双主体说”，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我们通常忽视的一个重要维度，我们往

往把注意力集中在教育双方的关系上，而对教育过程中的中介性因素，比如教育资料或内容等研究不够。

在这一问题基础上来看，随着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的发展，也在对思想政治教育跨学科和综

合化发展提出要求，刘建军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前沿问题研究》[10]一书中提出，需要实现思想政治

教育系统研究的多学科聚焦和多学科方法交融。一方面，应借鉴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政治

学等其他相关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理论成果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转型；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的

现代转型也需要树立自主的学科意识和学科自觉，在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吸纳与运用的基础之上，注意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是简单的方法套用或者体系嫁接。 

4.3. 偶像转向榜样示范，重塑榜样教育 

社会学习方法论是以社会学习理论为基础的一种道德教育方法体系。社会学习理论是美国心理学家

班杜拉、米切尔等人提出的，他们认为社会学习理论也叫观察学习理论和认知—行为主义理论，强调观

察学习是行为获得的基本学习方法，认为学习既是反映过程，也是认知过程，还是自我调节过程，人的

复杂行为就是通过观察、模仿、再经认知过程而不断形成的。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人可利用外部直接强化

从环境中学习，观察他人行为进行学习，并提出榜样示范方法[11]。心理学家岳晓东曾用“纯偶像”“榜

样型偶像”“偶像型榜样”“纯榜样”来表现两者的关系，并提出“偶像－榜样教育”的理念，力图化

偶像为榜样，协调偶像崇拜与榜样教育之间的矛盾冲突，调动学生参与榜样学习的积极性，最终开拓榜

样学习的新方向、新资源与新模式[12]。 
将偶像崇拜转向榜样教育，是高校大学生个体发展的一种有效路径，即在接受大学生偶像崇拜客观

事实的基础之上，加强对大学生偶像崇拜的认知疏导，培养大学生对偶像的理性批判意识，挖掘偶像身

上蕴涵的伦理道德因素，化偶像为榜样，从而建立一个多元化的榜样教育模式。由于榜样和偶像之间有

一定的重叠区域，榜样教育和偶像崇拜都是利用大学生对杰出人物的模仿来实现大学生在心理和情感上

的认同，这对在高校大学生崇拜的偶像中选取榜样人物开展榜样教育提供了有利条件。但另一方面，示

范榜样的作用是多向的，有的会产生正面的作用，有的会产生反面的作用，因此，教育者要善于利用示

范榜样，应注意对偶像崇拜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进行疏导和干预，利用好大学生偶像崇拜的心理投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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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榜样的真实性和亲和力，以强化受教育者对偶像的理性认知和心理认同，促进其自我意识的觉醒，增

强自我认知，帮助其塑造健康人格，引导受教育者模仿、认同好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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