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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互联网+时代快速发展的产物，网络文学就像是一把双刃剑，正以一种势不可挡的势头潜移默化地

影响当代大学生思想，这给当代思想政治工作带了巨大的挑战。本文主要剖析了网络文学是什么、网络

文学的特点、网络文学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利弊以及从学生、学校、网站、国家四个层面分析我们

应该如何应对此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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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product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era, network literature is like a double-edged 
sword, with an irresistible momentum to influence the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thoughts 
imperceptibly, which brings great challenges to the contemporar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what network literature i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twork literature,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network literature 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from the four levels of students, schools, websites, the country, analyzes 
how we should deal with the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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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网络文学的定义和发展 

1.1. 定义 

网络文学就是互联网高速发展下的产物。网络文学并不是指一切在网络中发表、传播的文学，而是

在网络中产生的文学。也就是说，网络不只是一个发表平台，而同时是一个生产空间[1]。网络小说是网

络文学的主要形式，隶属于通俗文学，实质是以互联网为平台，通过网络写作和传播的一种新的阅读形

式，主要的类型包括网络诗歌、网络散文、网络小说等。网络小说占据网络文学的绝大数。从受众的角

度来分，网络小说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针对男性市场，为男性向文学，称为男频，另一类为女性向文

学，称为女频。男频又可细分为玄幻、修仙、军事等。女频包含了古代言情、都市、青春校园等。 

1.2. 特点 

王小英认为网络文学的自由行表现在：“创作主题的自由——想写谁就写谁；创作方式的自由——

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创作内容的自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2]。由于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以作者

表达情感为主，具有自由性；同时又因为它内容通俗易懂，题材多样，受众广泛，获取方便，下到小学

生，上到退休工人，因此具有大众性。再者它是以互联网为传播媒介，故而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

只要有互联网的地方就会有网络文学。交互性同样也是网络文学的特点之一。交互性是贯穿于整个网络

文学创作过程中的，一般作者都会先在网上连载，每天定时更新，分若干时间将作品连载完。一边连载

前面的，一边笔耕不辍地写后面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读者是可以参与进来的。作者和读者通过网络

空间进行交流，读者可以在作品下面发表评论，送红票、送月票，作者根据读者的留言，对文本内容进

行修改，使情节和结局走向符合读者心理的预期要求。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一部网络文学作品是由

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的。网络文学另一个特点就是娱乐性。虽然近些年来网络小说中也出现了一些像《大

江大河》这样值得大家深入思考的作品，但是仍然没有改变它的本质——娱乐性。网络文学素来称为“快

餐文学”，即消遣娱乐，供大家下班之后，闲暇时光翻看的，让读者放轻松，不用费脑子。 

2. 网络文学对大学生思想政治的影响 

2.1. 提供一个全新的世界，满足情绪、情感需求 

网络文学大多是消遣式阅读、快餐式阅读，是为了迎合读者，从根本上是一种商业写作，为了盈利。

现在社会竞争日趋激烈，很多大学生都会有升学、感情或者就业的压力，网络文学中其中的部分曲折情

节和人物设定，可以极大弥补读者在生活中的失意以及满足对于生活的幻想，读者很容易在其中找到满

足感，在这样的情况下，读者就愿意一直看下去并愿意为此付费。 
在读网络文学的时候，读者会有代入感，不自觉地站在主角的立场。当主角在书中一路升级，逆袭

为人生赢家、走上人生巅峰的时候，读者就能同样体会到主角获得成功的成就感和喜悦感，从某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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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可以弥补了生活中的失意、满足了情感的需求。网络文学作者中，大学生占了半壁江山，网络本身具

有隐蔽性，在网上发表内容，并不会有人知道你是谁大学生可以通过网络自由表达的感受和情绪，无所

顾忌，故而为大学生宣泄情绪有了很大的发泄口。同时，网络文学大多是虚构的，是属于作者的精神世

界，作者只要不违反法律，想怎么写都可以，作者会精心地构建一个全新的不同于现实世界的世界，因

此也能培养大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塑造他们独立人格。 

2.2. 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载体 

相比于专业课，很多学校和学生并不重视思想政治教育课，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课没有多大用处，不

如自己的专业课重要，再加上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课枯燥无味，填鸭式教学，以至于很多高校出现了上思

政课的时候很多学生无心听课，大多都是玩手机、睡觉。而网络文学的出现则为思想政治教育课带了一

个新的载体。网络文学因其自身特点，深受大学生欢迎，更能教化于无声，其中符合社会主流价值的内

容更容易为大学生所接受，潜移默化地改变他们的思想，这要比课堂上老师唾沫横飞讲课，被动输入的

方式效果好上很多。其次，网络文学不同于传统的纸媒，网络文学的主要载体是互联网，它具有传播速

度快、传播范围广的特点，某种程度上相当于扩大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范围。 

2.3. 增强了思想政治工作的趣味性和效率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主要是通过课堂，填鸭式教学，但是网络文学的出现增加了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的趣味性。首先，网络文学通俗易懂，比较口语化日常化，不需要大学生对其进行深入思考，相比

于传统思政教育，更易于接受，而且因为里面或者曲折的情节、或者诙谐幽默或者文艺的文风，增加了

思想政治工作的趣味性。网络文学某种程度可以说是作者和读者一起完成，比较注重双向互动。作者的

笔势走向，很大程度是为了迎合读者。读者喜欢什么样的人物设定，作者就将笔下的主角勾勒出什么样

的形象出来。读者希望主角遇到什么样的际遇，作者就会在某种程度考虑读者的意见，适当安排一些读

者喜欢的情节。因此网络文学中构造的人物设定更符合大众的理想型，艺术形象比较贴近生活，更容易

让读者产生代入感，让读者忍不住因为主角的悲喜而发生情绪变化，不自觉地沉浸进去。相比于枯燥无

味的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更有趣味性和参与感。 

2.4. 获取方便，价格低廉 

随着互联网日新月异地发展，获取网络文学的方式越来越便捷。在移动电子设备的应用商店中搜“小

说”二字，就会弹出各种小说软件，供大学生选择。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简单下载注册之后就能阅读

里面的海量文学。相比于要到书店或者图书馆一本一本翻找，节约了时间和成本。网络文学的载体是网

络不是纸媒，绝大多数文学都是不需要各种校正、版面设计、工厂印刷，节省了很多时间、精力和成本，

故而相较于实体书，网络文学成本比较低。只需要做好网络上的运营工作即可。因此大学生获取文学成

本也比较低，只需要用较少的钱就能买到一本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字的文学作品，相比于书店里动辄几十

几百的书，网络文学显然更适合没有经济收入的大学生。同时，近些年，有些网站为了吸引流量，比如

七猫号称“免费阅读一百年”，让读者全程免费阅读，它们仅仅在书中加些广告而已，只需要观看半分

钟的广告，一部分内容就可以免费阅读。如果说觉得有广告比较影响阅读感受，也可以花很低的价钱包

月免费看或者是买下这本书。 

3. 网络文学对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弊端 

3.1. 传递不良价值观 

网络文学题材多样，有比较大的自由空间，不用承担文化主流传扬的责任。网络文学是作家自身情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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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泄，它主要反映作家的价值观和思想观念，这种观点可能与主流观念相一致，也可能与主流观念相悖[3]。 
网络文学门槛比较低，只要你认识字、有互联网工具，任何人都可以发表文学作品。近二十年网络

文学发展迅猛，泥沙俱下，带来的问题也很尖锐。有些作者因为缺乏相应的知识储备，法律意识比较淡

薄，在写作的时候，光顾着自己的情感的抒发却忽视了社会主流价值观，甚至与主流观念观相悖，更有

一些毫无下限的作者为了迎合作者特地写出不堪的低俗内容，时间长了网络文学就会出现一种空洞苍白

的趋势。不少网络文学作品低级趣味充斥其中，更有甚者包含暴力、黄色、甚至涉政，这些内容都会对

世界观还未完全建立牢固的大学生产生不良影响，直接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有的大学生会模仿其中暴

力情节，对社会造成恶劣影响。一些宣传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网络文学由于简捷的发

文程序能够直接呈现在大学生面前，获取很方便，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大学生独立自主的信息分析和

判断能力，是非、对错、美丑、善恶等的判断力都要做出毫无差池。大学生社会阅历较浅，判断和鉴别

能力有限，在社会生活中的道德选择迷茫，不良信息极易对其误导，改变其思想观点，弱化理想信念的

力量，这些都冲击了大学生树立价值观[4]。 

3.2. 产生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是以历史唯心主义为理论基础，用孤立、片面、曲解的方法观察分析历史，虚化史实、

规律、价值，从而否定历史的客观性、规律性，否认历史的资政育人功能[5]。在网络文学中，历史虚无

主义比比可见，一些作者无视历史或者缺乏相应知识储备，黑化戏弄历史人物、英雄人物，严重毁坏历

史人物、英雄人物的名誉以及形象或者是编纂一些名人历史人物莫须有的事情来诋毁他们，导致大学生

没有一个正确的历史观。 

3.3. 口语化严重，拉低大学生文学素养 

网络文学作品质量层次不齐，有可以跟传统文学相媲美的作品，也有不少作品错别字连篇。有些作

者缺乏文学素养，其作品不仅不具有文学价值，而且内容低俗，口语化严重，有的甚至基础语法问题、

错别字频出，用词不当，惹人笑话。基础网络兴起的网络文学中也不乏网络习惯用语，像淘宝体、元芳

体、甄嬛体、谐音文、表情符号等，时尚性和娱乐性使得这些言语表达受到很多人的欢迎，甚至一些主

流媒体上也开始使用一些网络用语，但这种去崇高化、去深刻化，会导致一些青少年拒绝了解和接受深

刻典雅的中国古典文学。倘若长期阅读这种低质的网络文学作品，势必会对青年大学生的语言逻辑和表

达能力造成负向影响，长此以往，学生们的审美判断能力也会下降[6]。再者网络文学因为迎合市场，目

前同质化越来越严重，许多书的很多情节、人物设定等大致相同，读者一般看到开头就能猜到后面的走

向，内容单薄粗糙，这同样也会降低大学生的文学素养。 

3.4. 影响学习和身体健康 

网络文学因为其及时性、范围广、自由通俗，能够满足大学生情感需求，深受大学生的欢迎。占用

了很多大学生的业余时间，甚至有的同学熬夜看到凌晨，上课也看，耽误学习。有的同学也会自己在网

络发表网络文学，占用其大量时间精力，导致学习跟不上，荒废了学业，这本质就是本末倒置。不仅如

此，沉迷文学还会影响身体健康，大量用眼，导致眼睛视力下降或者背脊颈椎出现问题。我们鼓励适可

而止，在不影响正常生活和学业的情况下，选择性阅读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 

4. 如何应对网络文学带来的负面效应 

4.1. 学生层面 

大学生加强自律，学会辨别优劣网络文学作品，抵制网络文学带来的不良影响。绝大多数大学生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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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大学时候，已经初步具备自我辨别能力。在选择网络文学作品的时候，有意识的自我引导自己阅读那

些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正能量的文学作品，做到不仅能辨别社会主旋律是什么，而且能发挥

主观能动性去认真阅读学习。 

4.2. 学校层面 

1) 学校需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学生的自律意识。学校应该加大思想政治教育课的趣味性，提

高教师的素质，提高课堂的质量，最大限度弱化不良网络文学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传统的思

政课之所以不受欢迎，枯燥无味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因为它总是被大众打上“意识形态灌输”、“洗

脑”的标签，大学生会下意识的抵触这种方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所以需要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改良，

合理运用科学技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趣味性，以一种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呈现出来。 
2) 网络文学乃是互联网的产物。2020 年，中国网络文学论坛上发布的《2020 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

显示，2020 年中国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到 4.67 亿[7]。其中，不管是读者还是作者，大学生都是主力军。

我们不应将其视为洪水猛兽，一味抵触，而是应该扬长避短，为我们所用，网络文学文风诙谐幽默，轻

松自由，没有太多拘束，我们要将其主流价值引入其中，潜移默化影响大学生。 
3) 应当积极引导大学生阅读真正具备欣赏价值、文学价值的经典文学和优秀网络文学作品，鼓励大

学生对这类作品进行深入探讨、深入思考，从而提高大学生的艺术欣赏能力和文化素养。引导他们积极

主动排斥内容低俗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网络文学作品，对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中的积极向上的

价值观，勇于拼搏的人生态度加以吸收利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4.3. 网站层面 

1) 对作者进行培训。文学网站应该对每位作者在签约之前或者注册前进行简单的培训，这个培训可

以是线上网课，也可以是以文件的形式，让作者简单了解我国所提倡的主流价值，最好再设置一些问题

让作者填写，鼓励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更多倾向于对主流价值的突出，弱化甚至消除那些非主流文化的内

容，严厉抛弃那些与主流价值观相悖的价值观，坚决抵制为了盈利毫无下限，一味迎合市场和读者。 
2) 引入筛选机制。网络文学题材丰富，作品多样。网络文学迅猛发展的二十多年来，所有的作品已

经超过了自古以来所有的传统文学，作品浩如烟海。对于大学生而言，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并未完

全形成巩固，需要好的文学作品进行引导，但是因为种类繁多，尚不具备清晰判断力的大学生极有可能

选择那些不适合自己年龄段的作品阅读，再加上很长一段时间网络文学网站作品推荐机制都是全龄向的，

即不管你是小学生还是退休职工，这些推荐的作品你都可以看，这会极大影响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所以

要启用智能筛选机制，大数据画像，针对于不同年龄段的人群特点，根据他们的年龄、职业等特征，进

行选择性推荐。 
3) 加强审查机制。网站应该加大对于作品内容的审查机制，要有严密的审查规范，一旦有作者书中

描写了一些可能会对大众和社会产生不良影响的内容，需要进行更改后发布。一旦发现此类内容出现，

要及时进行修改或者下架，造成极大不良影响的可以追究其法律责任。 

4.4. 国家层面 

即使网站能够制定出台规章制度，但是网站毕竟是盈利机构，网站出台的政策一定会跟国家出台的

政策有所出入，网站并不会全部站在读者的角度考虑。即使真的制定出政策，网络文学网站鱼龙混杂，

各式各样，不排除有某些网站钻空子，所以网站也需要有官方来监督。最重要的还得是国家出台相应的

法律政策来进行管制。由专人拟定相关法规，对网络文学进行明确规定，并且由专人进行筛查监管，一

旦发现涉及传播不良信息的，予以纠正，并追究相关单位和个人责任。并且要有与时俱进的想法，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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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进步，修改相关规定 

5. 结语 

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带来了网络文学的蓬勃发展，网络文学在扩大大学生知识面以及满足其情感需求

的同时极大地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有力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趣味性，给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

教育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但是凡事都要以辩证的眼光来看待，网络文学就是一把双刃剑，有利有弊，

不可避免会带来消极影响。我们要尽可能地弱化甚至消除其消极影响，引导大学生加强自律，阅读经典

文学和优秀的网络文学，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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