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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化媒体时代，“去中心化”的节点式网络结构粉碎了传统的二元传播关系，作为后现代意义的个体

价值不断被赋权，自我化和“主体破碎”的价值倾向加速了意识形态的隐性建构。随着西方后现代主义

思潮的实体化和介质化传播，各类赋予文化和价值意义的中介物解构了原有的社会价值共有体系以及主

流话语影响力。因此，本文将以高校“廉政文化”建设为切入点，基于当下后现代思潮异化产生的高校

青年大学生价值取向异化现象，探讨高校主流文化引导力建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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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social media, a “decentralized” node network structure smashes the traditional 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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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ry communication relationship. As a post-modern individual value, it is constantly empowered. 
The value tendency of self-reliance accelerates the implicit construction of ideology. With the 
substantiation spread of western postmodernism, all kinds of media endowed with cultural and 
value significance deconstruct the original social value common system, and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generalization and fragmentation makes the influence of mainstream discourse decline. This 
paper will be based on the alienation of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young college students, to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the guiding force of the mainstream culture in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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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社会景观尤其是文化景观在不断地通过技术支撑的全景场域实现情境化建构，尤其是在后现

代主义思潮的推动下，网络思潮成为解构主流价值和文化的重要作用力。在去中心、去主流的双重叠加

影响下，舆论的爆发和传播已从传统线下阵地转移到线上互联网平台，表现出强烈的群体性情感爆发现

象。非主流化思潮逐渐以互联网社交化圈层为传播据点，呈现并渲染着异化的价值取向，推动次生舆情

和群体极化现象的产生，造成网络公共秩序失序和紊乱，进一步弱化核心价值观和主流文化的主体性地

位。 

2. 后现代网络思潮异化下的文化景观 

社会化媒体时代，多节点的传播网络使得舆论传播路径显得破碎化且去中心化，情绪传播正在构建

大众传播新的传播脉络，真实和真相不断地被无休止的网络情绪浪潮所消解。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在后现

代语境框架中，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饱含着批判与抗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反叛因素，通过构筑一

套完整的话语体系，来进一步解构社会主义思潮和中国当下的主流核心价值体系，偏离和异化的社会思

潮在很大程度上潜移默化的建构了当代大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逐渐消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体

地位和引领作用。 
后现代主义所具有的怀疑精神和反文化姿态，以及对传统的绝决态度和价值消解的策略，使得它成

为一种“极端”的理论，彻底虚无主义的否定方式成为主要表现状态。就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于中国青年

大学生的影响主要形成三类“解构路径”，即享乐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 
其中享乐主义在当前社会语境中俨然形成了一系列复生思潮，诸如“精致的利己主义”是当下青年

大学生缺乏集体意识与团队精神的集中表现，从个人主义以及自我主体性角度筛分利益点，对传统文化

视角中“吃苦耐劳”、“笃行求索”、“团结友爱”等精神进行批判。从侧面来看，这也将进一步围绕

“自由”的抗争意义阐发一系列对于主流思想和道德观念的排斥与抗争。 
当前，伴随着互联网高速发展和智能终端崛起，新生代大学生群体性中的“网络化”特征明显，形

成了一系列构筑群体形象的互联网基因(Internet gene)，可以基本描绘出新生代青年大学生的价值取向画

像为如下几大特征面貌：网络化生存(Network survival)，个人主体意识强，集体主义价值漠视明显；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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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思(Groupthink)，个体丧失理性，判断依据主观情绪，表达缺乏逻辑、呈现疯狂与盲从；赛博格化的人

(Cybernetic people)，个体思维与行动实践基于技术逻辑，虚拟世界与真实世界的边界越来越模糊，缺乏

个体责任心和社会关照度；历史虚无主义(Historical nihilism)，否定社会体制及革命成就，批判与抗争现

有机制，价值层面与言语表达呈现与资本主义的共鸣与联动。 

3. 高校思政文化体系下的“廉政文化” 

2017 年 2 月 27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

《意见》中重点指出高校要坚持党的领导和完善思想政治工作这两大方面的内容，明确强调坚持党对高

校的领导，牢牢掌握党对高校的领导权。同时，高校要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把思想价值引

领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和各环节，形成教书育人、科研育人、实践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文化育

人、组织育人长效机制[1]。 
此外，2018 年 9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中曾发表重要讲话，深刻总结十八大以来

教育改革发展实践中形成的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

这一根本问题，提出新的工作要求、作出战略部署。其中，“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被摆在教育改

革体系中重要的地位，要求进一步深入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

脑，深化三全育人格局，着力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具有理想信念、爱国主义情怀的有用人才[2]。 
当下，在高校思政育人体系中，思想政治教育已经从传统的单一的思想政治宣传、教导转向以三全

育人为建设路径的全矩阵化的素质化人才培养。价值引导是立足育人实践的根本，诸如课程思政改革、

通识教育革新、第二课堂延伸架构等方面都是思想政治浸润于教育全过程，推动全素质人才培养深落地

的配套方案。而加强主流文化和核心价值的浸入性传播，也是高校讲好中国故事的内核。 
(一) 廉政文化的价值属性与核心内涵 
目前，学界对于“廉政文化”的认知与定义多数是以“廉政”(incorrupt government)的原生意义出发

进行相关辨析，被框定在政治语境中进行阐释。本文趋向于价值规范(criteria of value)的探讨，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中的重要部分，具有正向价值趋向的社会主流价值思维体系，将其文化属性融入中

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和价值基因之中，同红色文化基因、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形成联结，

融为一体，成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 
因此，在探讨“廉政文化”价值属性的过程中，包含了“破”与“立”的关系，明确将其纳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在应对后现代主义思潮异化对主流思想价值削弱和解构的过程中，强化其思政属

性和功能。在高等教育语境中，需要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将廉政文化的现代性意义进行引导力建构，明确

法理价值在思政文化中的重要性连接。对于廉政文化的核心内涵也将理解为是思想政治教育建设中“育

人”取向的文化、价值引导力实践，是基于主流价值和主体意识形态引导的实践立足点。 
(二) 思政教育与廉政文化的关系 
高校思政教育是高校育人工作的基石，也是践行高校服务国家建设、推动人才强国的重要支撑路径。

单春晓、尧延诺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长效机制路径选择》(2018)一书中谈到，高校必须充分认识思政教

育的重要意义，坚持人本主义原则，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教育改革的方针要求，以“思政教育课堂”为突

破口，提升思政课讲好主流价值观故事的能力，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主阵地角色。 
追溯到 2017 年 12 月，教育部曾印发关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提出积极

推动以“课程思政”为目标的课堂教学改革，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知识体系教育的有机统一。并且，重

视文化育人，深入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3]。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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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育人属性，要求将文化浸润和价值引导作为两大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建构高校青年大学生正向、积极

的价值观体系。 
廉政文化所涵盖的价值属性与“三全育人”的核心价值不谋而合，都聚焦于人的主体本位以及“立

德”的根本要求。以立德树人为中心环节的“三全育人”，将德性培养和人格锻炼确立为人才培养的核

心任务和根本标准，以“立德”的优先性确保“树人”的正当性，突出“立德”对“树人”的价值限定、

过程管理与方向引领作用，有效契合了时代发展对健全人格和全面素质的要求[4]。 
因此，思政教育与廉政文化之间形成了一种内生、共联的关系，通过将廉政文化的内涵价值引入思

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和实践体系中，有利于将廉政文化的时代价值属性得以在合适的教育场域中实现传

播效果，提升法理道德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基础性地位。 
首先，思政教育是廉政文化立足价值本位、实现育人取向的引导性框架。高校廉政文化的内在价值

属性和效果力呈现是基于后现代主义网络思潮异化下教育纠偏的因果链关系，廉政文化在高校思政文化

的语境中表现的价值取向，尤其是育人本位的文化特性，是立德与树人目标指向的强联结。廉政文化所

带有的价值特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激活思政教育全体系的育人价值，形成“N + X”的育人组合关系(见
图 1 所示)。 
 

 
Figure 1.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grity culture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图 1. 廉政文化与思政教育关系 

 
其次，廉政文化是思政教育体系中具象化的价值引导元素，是立德树人根本的现实立足点之一。廉

政文化中法治理念是其特有的价值属性之一，高校在思政教育工作中所遵循的根本——“立德树人”需

要依赖法理精神和法理道德观念，在应对网络异化价值观影响的过程中，在价值层面和行为层面都需要

有“法理”作为底线轴，引导青年大学生能够在异化的、激进的网络意识形态输入中明辨是非，同网络

情绪化舆论展演进行抗争，并学会运用法律武器掌握话语权利。 
最后，廉政文化同思政教育在具体育人路径上具有差异性和针对性，思政教育是宏观的价值引导体

系建设，廉政文化是微观的价值引导路径设计。廉政文化中有关的法理精神、道德主义等价值内涵给予

高校思政教育在相关方面进行具体化的引导路径补充，诸如开设法理课堂以及法治咨询，在微观教育设

计方面有更多相关、多元的专业化内容。同时，将道德伦理教育融入在日常思政教育体系中，在课程思

政改革中，从各个专业学习的过程中融入伦理学知识，同整体的思政文化内容相呼应与互补，共同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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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且统一的思政教育网络。 

4. 解构与重塑：廉政文化引导力路径建设 

西方思潮和多元亚文化透过文化传媒产品、游戏商品、视觉作品等各类信息中介建构着新生代大学

生群体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网络媒介所形成的“拟态景观”建构了由技术和资本逻辑运营的虚拟现

实。异化的社会景观隐性的输出政治批判和社会体制批判观念，以社交媒体为网络轴心对传统价值进行

消解，潜移默化的建构着新生代群体的价值取向。 
网络亚文化和后现代思潮冲击着传统思想教育的价值引导力，如何加强新生代大学生的思想认知和

正确思维导向是目前高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如何挖掘廉政文化中道德和法理精神的

价值导向作用，推动思政教育在解构网络异化价值观负面效应时形成正向的价值引导构建路径，通过具

体化的方案实施落地，达到重塑高校在育人育才中的核心作用力。 
(一) 高校核心价值力引导与塑造 
在应对网络非主流思潮带来的青年大学生价值观异化现象，高校在推进思政育人的过程中，失位、

失声的现象时常发生，在宣传核心价值观和传递主流文化过程中产生空心化效应。作为育人主体，高校

核心价值引导力重塑要义是为了减轻负面价值导向产生的涟漪效应，即在隐性文化输入的过程中潜移默

化的影响价值认同，进而落实在具体行动层面上。 
因此，高校在核心价值力和主流思想引导力重塑的过程中要明确“育人本位”的核心思想，秉持创

新理念、价值统一、资源聚合、渠道优化、平台扩容的原则，聚焦舆情监测首末端平台、思政教育平台、

校园文化中心三大方面建设，实现核心价值力引导润物无声，同专业建设、人才培养、文化发展等内容

紧密相连(见图 2 所示)。 
 

 
Figure 2. Relative network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uiding 
for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图 2. 思政教育引导力建设关系网 

 
首先，推动社会主流价值凝聚和社会共同体身份的认同亟需高校网络舆情监测和引导体系的建设和

完善。高校要依靠全媒体舆情中心，依靠大数据、智能终端等技术支撑，提升高校在面对日常化和突发

性场景下青年大学生的舆论表达情况，实时追踪和分析大学生在网络层面的意见表达。 
其次，高校需要进一步完善校园思政教育平台，以“思政育人”为核心架构思政教育链。在具体平

台建设中，推动党团联动建设，将红色教育、红色文化、红色精神作为培育优秀共青团员和大学生党员

的主体支撑，将思政教育平台建设为容纳青年团员发展、社会服务与志愿实践、朋辈引导与帮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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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教育”等子体系共融的大平台，进一步拓宽思政教育的内涵，明确全矩阵育人对于提升高校核心主导

力具有正向作用。 
最后，深化校园文化建设是从教育学人本主义视角出发，进一步明确以学生为主体的育人理念，在

凝聚文化精神、汇流文化资源、创新文化平台方面重点建构“文化拟态环境”，通过主流文化、民族文

化、社会正能量文化、艺术文化等子方向的传播和培育，联通第二课堂建设、社会实践、社团活动等内

容，培育可持续化的、积极的、正能量的校园文化景观。 
(二) 创新构建廉政文化引导力体系路径 
在此基础上，高校主体在使用价值引导策略和主流文化建构的过程中应该形成统一的思政教育路径，

在统一框架中形成多中心的矩阵，在互联共通的状态下形成教育引导合力。 
1) 持续推进“课程思政”改革，以“专业+”建设为切入点，融入伦理道德教育，构筑廉政文化与

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 
高德毅、宗爱东(2017)认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程建设可以分为“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

两大部分，思政理论课、通识教育课、公共基础课、哲学社会科学课与自然科学课是基本组成部分[5]。
以此为框架，高校在推进“专业+”课程思政改革的过程中，需要将以廉政文化为主体的伦理道德教育细

分为专业伦理教育、公共伦理教育、伦理理论教育、伦理实践教育这四部分内容，将“专业+”在廉政文

化引导的过程中转向为“伦理+”和“德育+”，进一步立足思政教育的育人本位(见图 3 所示)。 
 

 
Figure 3. Majorplus system of integrity culture under courses 
for ideological, political education 
图 3. 课程思政下的廉政文化“专业+”体系 

 
同时，结合“课程思政”改革，高校在教育改革中要强化配套设施，即完善德育评价体系，建立以

专业建设为基础，多层、分类培养为指导的综合素质评定方案，明确“课程思政”改革中德育同智育的

联动关系，在课堂教学中深化“立德树人”、“德才兼备”的理念，加强青年大学生明辨是非、守住伦

理底线的意识。 
2) 强化“通识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基础框架作用，联结“第二课堂”延伸“文化育人”，创新廉

政文化品牌建设。 
2011 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大学素质教育研究会成立，高校素质教育改革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当

前，国内各大高校也形成以“通识教育”为基础、“专业教育”为核心、“实践教育”为延伸的本科教

学体系。勾连“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之间的有效粘性以及育人关系链是高校持续推进教学改革的

必然路径。 
诸如，新雅书院是 2014 年清华大学为探索本科教育改革创新而特设的“住宿制文理学院”，2016

年开始正式面向全国招生(文理兼收) [6]。新雅学院是中国头部高校在创新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强化通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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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基础的典型案例，也将进一步在夯实通识知识素养的前提下，培养跨专业、复合型专业人才，提升

育人的实效性。 
“廉政文化”作为通识教育以及第二课堂中的重要育人组成部分，高校在课程思政教育中聚焦其伦

理道德价值属性的同时，在通识教育以及第二课堂的实践中将同文化育人相结合，深入挖掘廉政文化的

本体价值。高校要加强从校院两级主体入手，开设优秀传统廉政文化课堂、建立“廉政+”实践体验课程

体系(法理实践)、搭建廉政教育社会实践项目等多维度的第二课堂矩阵。 
此外，“品牌化”建设是推动第二课堂专业化、多元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一方面，高校需要

积极打造精品课程，以慕课公开课为原型，培育一系列通识教育精品课程，尤其是在廉政文化教育方面

重点打造系列精品公开课程，打响课程金字招牌。另一方面，高校要着重建构“产学研”一体化平台，

以第二课堂专业实习、社会实践、劳动教育等细化方向，培育以“伦理+”、“品德+”为特色的实践研

学项目，使得青年大学生真正在实践中感悟廉政文化的思想浸润和价值引导。 
3) 聚焦网络思政育人，推动“求是”、“创新”、“笃行”精神在落实应用型、创新型人才培养过

程中的牵引力效应，延展廉政法治思维的创新价值。 
高校在构建以课程思政、第二课堂等内容为育人实践主平台的过程中要强化“智育”、“德育”、

“美育”的联动育人效应，在进行价值引导的过程中延展廉政文化中的法治思维，在创新实践中形成价

值认同。 
其中，高校要依靠互联网平台，积极鼓励青年大学生参与各类创新创业项目，在加快推进应用型人

才和复合型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将互联网作为育人的新阵地，结合当前智能化发展，在进行创新发展的

过程中引入法治教育，诸如版权意识、商业伦理观念、商业竞争问题等，从项目立项到项目孵化、项目

落地资助创业这一全过程体系培育青年大学生的法治思维，在创新创业教育中形成“创新+”和“廉政+”
的育人合力效应。 

“三创教育”作为廉政文化的法治实践的育人平台，也需要育人主体在完善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路径

的过程中，加快在体制建设、平台搭建、培养方案、孵化路径等层面都能同思政教育形成关联，从学校

–学院–项目组–指导老师这一多级培养矩阵入手，以廉政文化中的“求是”、“创新”、“笃行”精

神作为育人内核，激发学生的主体意识和法理思维，使得廉政文化教育在创新创业教育中得到激发，和

德育教育在根本上达成体系化构建。 

5. 结论 

“廉政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中的组成部分，置于思政文化之中，能够延伸廉政文化

的核心内涵，也能同高校思政教育的育人框架形成呼应，使得主流价值观引导的维度更加立体和深入。 
本文在探索廉政文化和思政教育之间的双向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了廉政文化价值引导力的探

索路径，明确将廉政文化与思政教育形成深度勾连，在三全育人的思政教育框架中强化廉政文化中的法

理和道德内核在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中的作用。以此作为探索性分析，意图在于在具体实践中，可以明确

将廉政文化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的重要一环，积极在课程思政、第二课堂、网络思政、创新创

业教育等传统思政教育路径上形成叠加效应，聚焦和释放廉政文化的正向引导作用，推动高校在加强价

值引导中的主体性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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