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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话语“圈层化”的时代表征、内在梗阻与有效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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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摘 要：话语“圈层化”是在现今大学生话语体系构建中遇到的新问题，对当前思想政治教

育话语创新提出了挑战。大学生话语“圈层化”使得话语内容小众、话语选择独立、话语表达独

特。大学生话语“圈层化”造成了话语失调、话语壁垒和话语失策等多重梗阻。为了更好地实现

大学生话语的圈层治理，需要把握大学生话语的圈层动态、跳出大学生话语的圈层限制、扩大大

学生话语的圈层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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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是特定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进行

沟通的具体言语行为”，[1]大学生话语是大学生进行

信息分享、凝聚共识的依托，也是反映大学生思想

行为的一种表达体系。“圈层化”是由于信息定制

化、社交圈子化而产生的独特的信息交互现象。不

同的圈层呈现着不同的话语生产特征。马克思认

为：“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

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2]大学生的话语受到圈层

的限制，将“我们”与“他们”分化隔离，明确彼

此不同的兴趣爱好与话语模式，在彼此的圈层中

“画地为牢”，滋生了疏离主流意识形态的“离心

力”。为此，思想政治工作者要破除话语壁垒，突

破圈层区隔，增强话语认同。

一、大学生话语“圈层化”的时代表征

“圈层化”一词起初被用于描述地理现象，现

用于描述由于相同的情感、利益、兴趣组成的较为

同质化的互动圈子。处于圈内的人具有黏合性与排

他性，圈中有层级，容易发生“圈地自萌”现象。

圈外人由于圈层语言的独特性难以读懂圈内人的话

语。大学生以情感和趣味为纽带，构建了各式圈

层，创造了多样的话语。

（（一一））  话语内容小众话语内容小众

话语内容的选择受话语主体的制约，承载着话

语主体的思想体系。以往的大学生话语内容注重宏

观叙事，易于被他人理解。随着互联网媒介的革

新，大学生活跃的圈子更加细化，话语内容变得更

加小众化。圈层内的话语体系以彰显圈层特色为目

标，不再轻易被普通大众所理解。大学生活跃在饭

圈、二次元圈、角色扮演圈与游戏圈之中，话语内

容更加复杂多变。随着线上与线下话语的多层交

叠，圈层之下的大学生话语内容变得更加小众。身

处同样圈层的大学生，借助对常用词语的别样解

读，能与圈内成员深入交流，增强圈层的凝聚力。

圈层内的交流，是圈层内部群体自我狂欢的手段之

一。只有圈层内部成员所关注到的话语内容，才能

够进入相应的圈层。具有共同圈层活动，且处于圈

层内部的大学生才能读懂属于该圈层的话语内容。

例如饭圈中的“墙头”“爬墙”“锁”，电竞圈的

“快乐风男”等即是如此。在小众文化土壤上诞生

的小众风格，只有具有相同话语体系的大学生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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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小众化体现了话语内容的实质，深刻展现了

大学生“以圈为居”的交流现状。大学生通过话语

模仿、创造、增强了彼此间的信赖，提升了网络圈

层的黏合度。

（（二二））  话语选择独立话语选择独立

任何一个群体的话语选择，无不是自身的知识

储备、思维方式的体现。大学生是思维超前的一

代，对当前的学业与未来的职业有着自己的规划，

他们个性独立，敢于自我选择、创造话语，勇于表

达内心的真实想法。选择何种话语是构建大学生话

语身份、塑造圈层形象的重要途径。无论在现实世

界还是网络世界，大学生的身份并不是一成不变

的，利用好何种话语彰显身份取决于人际交往之中

的互动语境。话语身份影响话语选择，基于语义内

容的共享，身处不同圈层的大学生，可以依据自身

的喜好，选择不同的圈层，进行不同层次的话语构

建。大学生自由地创造流行于一定圈层的话语，表

达他们对某些事物或某些人的看法，这些看法或扬

或抑，是大学生内心世界的真情流露。在“圈层

化”的背景下，大学生对话语选择的主导性增强，

同类聚合功能彰显。

（（三三））  话语表达独特话语表达独特

话语表达是指大学生按照一定的话语规律，以

表情包、二次元为载体的表达思想意识的过程。大

学生借助图像化载体，利用独特的话语风格与表达

模式，传递身体语言和自我情绪。表情包作为一种

话语表征符号，以图像为中心，以文字和图片为载

体，加入个体的意思，构建特殊意义，表达个体情

感。表情包基于符码再编实现的语义共享，超越了

原有表达意思，对符号进行重新建构，赋予新的意

义。视觉符号与文字符号的双重作用，产生具有工

具意义的图像话语。二次元作为一种新型文化现

象，有着网络流行语、动漫、弹幕等多重表达样

态。动漫圈以特定的动漫形象形成与动漫相关的话

语表达，例如《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的爱国主义动

漫，以兔子的久经磨难意指中华民族的顽强拼搏，

把流行话语嵌入其中。新时代大学生通过动画演绎

的故事，衍生出“我兔威武”“此生无悔入华夏，

来世还生种花家”等公共爱国主义话语表达。

二、大学生话语“圈层化”的内在梗阻

“圈层化”一词虽然是中性词，但是由于场景

的变化与具体圈内人的转变，“圈层化”的词性在

实际生活中发生了转变。随着互联网媒介的革新，

孤立封闭的圈层导致大学生话语失调问题、壁垒问

题与失策问题日益凸显。

（（一一））  话语失调话语失调

话语失调是从话语生态的角度思考和判断当前

话语的不平衡性与不全面性。“信息加密”带来大

学生网络圈层的封闭化，影响到大学生的思想政治

教育话语的有效性与权威性。一方面，思想政治教

育话语传递受阻。圈层内的信息编码加层，使得接

受外界信息渠道十分狭窄。圈层内的信息纷繁芜

杂，存在“圈层黑话”的现象。不良思潮难以过

滤，主流声音难以传达，错误倾向难以纠正。圈层

内领袖所具有的“隐性权力”有着太多的主观个人

色彩，难以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选择与价值

判断。圈层领袖一旦出现错误信息，会迅速扩张至

较多圈层，控制与纠正都十分困难。另一方面，针

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权威性受到挑

战。受到亚文化的影响，传统的话语模式发生了转

变，大学生对于话语的排他性不断增强，思想政治

教育者的话语权威受到影响。圈层内部权威的产生

源自对话语的认同，而信息碎片化阻碍了话语的权

威。圈层的互动大多通过网络进行，大学生独立思

考的意识和理性思维的能力不断受到限制。圈层稀

释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认同，使得思想政治教育

话语的权威性受到影响。

（（二二））  话语壁垒话语壁垒

在圈层发展饱和的状态下，一个圈层会不断衍

生出各种小圈层。“由于圈层结构的存在，不同群

体之间排斥对话和交流的情况经常出现，对‘他

者’的定义和想象往往陷入‘非友即敌’的思

维。”[3]话语客体铸就了形态各异的话语传播壁垒。

一方面，不同圈层的异质化，产生圈外壁垒。处于

不同圈层的大学生所接触的信息与群体都有所不

同，导致对于同一种话语内容的理解也不尽相同。

处于圈层内部的成员为了稳固圈层，会不断增强圈

层的壁垒。与此同时，圈外人与圈内人的交流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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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困难，甚至无法读懂大学生表达话语的表情

包、缩写与口头禅，圈层隔阂所带来的疏离感增

强。另一方面，圈层内部的进一步划分，产生圈内

壁垒。圈层个体为避免孤立会选择适当发声，处于

不同地位的圈内人话语权存在着差异。群体之间形

成的圈层受制于人数的小众化，流通于圈层之间的

话语内容，难以被大众所理解，这可能会消解主流

话语权力。大学生之间的互动交往需要通过语言来

实现，利用语言来表达情感和自我认知，圈层之中

的大学生往往利用特定的文字表达符号进行有效的

沟通。“在‘圈层化’交往中，各圈层独有的话语

体系在固化各圈层边界的同时，也让圈层外的‘他

者’处于一种‘失语’状态。”[4]相同的字词，在不

同的圈层中具有不同的含义，一旦大学生不属于某

圈层之中，便难以理解圈层之中的特定话语，导致

与他人的交流不畅，甚至产生自卑心态。

（（三三））  话语失策话语失策

话语策略是增强话语实效性的一种措施，策略

的具体实践是为话语实践服务的。大学生话语失策

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原有的话语策略不

再适用。以往对大学生的话语关注，多聚焦于普遍

性的话语认同构建，所采用的话语策略以平铺直叙

为主，而圈层内部的矛盾与冲突，导致圈层的重组

与分裂，圈层不断细化。复杂多变的圈层话语，使

得原有的话语策略无法消除圈层异见、捕捉思想动

态。在此情况下，圈层异见无法被筛查，无差别的

话语策略不再适用。二是无法找到通用的话语策

略。不同圈层的语义、情感、风格各有所不同。大

学生作为个体化的存在，拥有更多的圈层话语选择

的权利，对于话语的接受、理解有着独特的方式。

由于网络媒介的更迭，大学生的生活圈层化现象更

加凸显，原有的具体化、绝对化的话语策略不再

适用。

三、大学生话语“圈层化”的有效引导

大学生话语的“圈层化”影响着大学生话语的

可塑性、发展性与方向性。针对大学生“圈层化”

的现象，思想政治教育者理应跳出“就圈谈圈”的

制约，把握圈层动态、跳出圈层限制、扩大圈层空

间，实现大学生话语的破圈、出圈、融圈。

（（一一））  把握大学生话语的圈层动态把握大学生话语的圈层动态

群体所结成的圈层，是兴趣情感的集合处，反

映着群体背后的思想文化状况。大学生所集聚的圈

层，吸纳和包含了大学生的情感、观念、思想，影

响着大学生话语的表达方式与行为逻辑。思想政治

教育者只有了解圈层内部的话语内容，掌握一定的

话语表达内容，进行精准表达与靶向跟踪，才能明

白人们各色各样的小众话语，明白圈层群体的所思

所想。同一圈层一般会呈现三个层级，圈层内部分

为上层的核心人物，中层的普通参与者以及下层的

沉默者。圈内核心人物具有较高的权威和公信力，

对圈内的其他成员的爱国情感与行为具有深刻的影

响。思想政治教育者做好“圈内人”的角色，要通

过线上和线下的交流活动，了解圈内核心人物的思

想动态，塑造圈内意见领袖人物。针对普通参与者

与沉默者的思想动态，思想政治教育者也需要及时

关注，注意分层引导，需要密切关注当前较为热门

的思想政治教育话题设置，化解代际差异，融入实

践之中，推动话语内容改革，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话

语的呈现方式。同时，思想政治教育者要重塑自身

的圈内话语形象，既坚持平等交流，也坚持以理服

人，使话语主体的语言、观点更加易于被大学生理

解和接受，提升自身的话语构建能力。

（（二二））  跳出大学生话语的圈层限制跳出大学生话语的圈层限制

大学生生活在社交圈、购物圈、娱乐圈之中，

不应该过多受到圈层的限制，理应塑造积极乐观的

开放心态，扩大圈际交流。克服圈层消极现象，需

要引导大学生走出话语的“圈层化”限制，将“圈

层化”对话语的消极影响转变为积极影响。思想政

治教育者要利用现代新媒体技术，化孤独封闭的圈

层为开放有序的圈层，通过不同圈层的有效融合，

实现动态沟通，推动大学生话语的圈层流动。在某

种程度上，小众话语是圈层小众性的凸显，是对一

种新知识、新现象的解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

采取扩大圈层的方式，把小众话语逐步转变为喜闻

乐见的大众话语。一是思想政治教育者要设置实现

圈层交叉渗透的思想政治教育议题。设置议题是为

了激发思想碰撞，达到凝聚共识的目的。议题的设

置需要考虑不同的圈层特点，跳出圈层的限制，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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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性、发展性的眼光看待议题的设置。二是思想

政治教育者要利用大数据对不同的圈层实现精准定

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利用大数据的“精准画

像”，描绘出不同大学生的圈层身份特征，对话语

内容进行有效定制，利用大数据进行精准推送。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完成覆盖差异化圈层话语的意

义表达，为大学生出圈提供发力方向。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者应努力引导大学生理性看待圈层之间的差

异，积极寻找圈层的共同点、相融点，搭建开放化

的话语体系，改变大学生在圈层中交往的闭塞问

题，搭建时代化的话语内容体系，丰富大学生的精

神生活，创新文化表达形式，让不同情感、利益、

兴趣的大学生，找到文化沟通的语境，创新话语传

播的渠道。

（（三三））  扩大大学生话语的圈层空间扩大大学生话语的圈层空间

空间是话语的存在场域，影响着大学生话语的

存在样态。扩大大学生话语的圈层空间有助于实现

大学生话语圈层治理。具体来看，一是要消除现实

空间的圈层制约。现实空间的可视性与实名制，促

使现实空间的一切交往具有实体性。这种实体性造

成大学生在现实空间中人际交往的局限性，这是现

实空间中圈层得以产生的原因。大学生要走出现实

空间的限制，走向更加宽广的人际交流平台，推动

圈层的扩展，减少现实圈层对自身人际关系的弱化。

二是要改变虚拟空间的失序状态。网络圈层是虚拟

空间的特殊表现形式，依托互联网进行交流，具有

隐匿性。可供大学生扮演的网络圈层角色不断丰富，

进而会带来话语的多样性和失序性。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者要加强对虚拟空间的舆论监测，努力创设良

好的网络生态环境。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引导大

学生在网络空间中树立边界感，增强主体道德自觉

和法律权利，遵守网络表达权利的边界，绝不触碰

法律红线。三是实现现实社会与网络社会的协调统

一。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关系密切，思想政治教育

者既要把握现实生活中大学生的思想动态，也要通

过分析大学生在社交媒体的“赞”“转”“评”，了解

大学生的价值倾向与情感变化，还要尊重圈层流动

的规则，实现话语共情，重铸新空间秩序的话语权。

综上所述，“圈层化”不仅是智媒体时代社会关

系的显著特征，也呈现出了新时代大学生话语的演

进特征。为了更好地落实立德树人目标，高校教师

应深刻把握大学生话语内容小众化、话语选择独立

化以及话语表达独特化等基本特征，正确理解并运

用圈层，增强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接受度，

并通过实时掌握大学生话语圈层动态、跳出话语圈

层限制、扩大话语圈层空间等对策，引领话语圈层

的价值方向，实现主流话语的可持续性生产，消弭

大学生话语失调问题、壁垒问题和失策问题，有效

推动大学生话语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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