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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网络直播行为失范现象分析
罗晶波　唐　希　阮　杰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贵州 毕节 551700）

摘要：网络直播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产业，因其低门槛、低成本特征吸引了众多大学生参与其中。行业的飞速发展在满足大学生学习、

社交、娱乐需求的同时，也直接导致了网络直播内容的失控，越来越多包含低俗、色情、暴力、炫富、恶搞等直播内容与大学生相关联，

严重冲击着青年一代的主流价值观和伦理道德，大学生网络直播行为失范治理任重道远。本文以大学生网络直播行为失范为研究对象，

以大学生网络直播行为失范的主要表现形式为切入点，从职业素养、教育责任、体制机制、直播环境等维度分析大学生网络直播行为失

范的成因，提出大学生网络直播行为失范“五个提升五个结合”的治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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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互联网直播，是指基于互联网，以视频、音频、图文等形式

向公众持续发布实时信息的活动。不同于传统媒体呈现出的专业

化、精英化特征，网络直播以其低门槛、低成本优势逐渐成为全

民秀场，成为普通民众真正用得起、玩得起的新型自媒体。根据

《第 52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3 年

6 月，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 7.65 亿人，较 2022 年 12 月增长

1474 万人，占网民整体的 71.0%。其中，电商直播用户规模为 5.26

亿人，占网民整体的 48.8%；游戏直播用户规模为 2.98 亿人，占

网民整体的 27.6%；真人秀直播用户规模为 1.94 亿人，占网民整

体的 18.0%……直播从业人员逐年增长、直播类型百花齐放，网

络直播市场的火爆和繁荣可见一斑。

作为在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大学生日益成为网络直

播的主体，网络主播呈现出高学历化、年轻化、职业化趋势。根据《中

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发展报告（2022—2023）》显示，

我国网络表演（直播）行业主播账号累计开通超 1.5 亿个，其中，

18 岁—29 岁年龄段的主播占了 64.2%。网络直播的高度社交性搭

建了人与人沟通交流的新型桥梁，推动线下互动向虚拟空间延伸，

使得利益需求变得更加复杂多维。当代大学生正处于向社会化过

度的关键时期，思维活跃、学习能力强、接受新事物快，但价值

观尚未定型、自我约束能力和拒腐防变能力等较弱，在参与网络

直播时容易因过度追求流量、追逐经济报酬等不同利益需求出现

直播行为跑偏问题，对青年一代的主流价值观和伦理道德造成严

重冲击，大学生网络直播乱象亟待纠正。

二、大学生网络直播行为失范的主要表现形式

按照温勒的传播学理论，群体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

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者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入传

播的渠道。网络直播尽管冲破了所谓的“精英媒体”壁垒，但与

传统媒体相比，它在内容备案、审核、发布等各个环节缺乏严谨

的程序，具有较强的自由性和随意性，直播内容质量主要取决于

主播素质高低，从而导致各种直播行为失范现象频频发生。

一是网络直播内容低质突破底线。当前，网络直播泛娱乐化

倾向严重，在万物兼可娱乐的价值导向下，大学生网络直播内容

不断突破底线。在破窗效应的影响下，涉世未深但充满好奇心、

渴望得到关注的大学生容易跟风效仿，将其作为集聚人气和财气

的“捷径”，出现卖萌、卖腐、恶搞、哗众取宠等与大学生日常

行为规范严重不符的直播内容。部分大学生主播在线求关注求礼

物，出现“送礼物做下蹲”“送烟花跳舞”等涉嫌违法的表演，

不断触碰法律底线和伦理道德底线。

二是网络直播时间随意不加节制。网络直播吸引眼球的同时

更吸引着资本参与，在流量和利益的驱使下，部分大学生网络主

播将追逐流量和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想尽办法引流。除上述满

足粉丝猎奇心理采取各种博眼球的举动外，最常用的方法便是提

高与粉丝的“见面率”。大学生主播或通过延长直播时间、或通

过增加平台登录频次，试图以时间稳定和增加受众群体，于是出

现了不分时间场合、主次任务颠倒的网络直播失范行为，严重损

害自身身体健康、影响学业发展。关于大学生主播通宵直播游戏

猝死、因直播荒废学业被退学等的报道屡见不鲜……大学生网络

直播时间不断由休闲时间向学业时间挤压，过长的直播时间和过

于频繁的登录直播平台反而将大学生困在了摄像头中，给学生工

作带来新问题和新挑战。

三是网络直播言行粗鄙缺乏操守。网络平台具有虚拟性和匿

名性，加之与观众并非面对面沟通，屏幕犹如一面盾牌隔断了来

自对方的一切包含语言、肢体在内的直接攻击，使得部分大学生

的网络言行举止变得愈加肆无忌惮，其中尤以网络语言暴力最为

突出。“网络暴力语言在网络上最常见的行为是施暴，具体表现

的行为方式是在互联网上直接对攻击的对象进行谩骂，很多热点

人物和热点事件，都在这里被推向了舆论的深渊，用万劫不复、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形容这种网络暴力最为真实形象。从近几年

的实际情况看，网络频繁出现的各种网络语言暴力，传播之快、

影响之广、围观者之众、破坏力之强，负面效应之大，令人深思。”

四是网络直播侵权行为违法违德。部分大学生由于法律意识

淡薄，以自我为中心，对网络直播边界不清晰，高度曝光的摄像

头打乱了自己和他人的生活轨迹，侵犯他人肖像权、隐私权等合

法权益，造成人际关系的紧张。以校园为例，无论是教室、宿舍

等人员较少的小空间，还是图书馆、食堂等人员较多的大空间，

它们都属于公共空间范畴，都需要遵守公共空间基本行为规范，

属于主播的独属空间小之又小，在灯光、背景音乐、动作、语言

等的加持下，大学生主播想要将直播的物理空间界限完全在自我

掌控下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些行为不仅违背社会公德，而且会在

有意无意中泄露他人隐私，轻则给他人生活带来困扰，重则给他

人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威胁。

三、大学生网络直播行为失范的成因分析

大学生拥有相对充裕的个人时间，具有敢于尝试新事物的勇

气和快速学习新事物的本领，在网络直播这个领域表现得游刃有

余。当大学生直播队伍日渐庞大但有序、有力的管理和引导未能

及时跟上时，这场现象级的“狂欢”演变出诸多“乱象”，造成

直播行业的野蛮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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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个人职业素养缺失，部分大学生未能有效履行把网络主

播当成一份职业应尽的社会责任和义务。网络直播的即时性和互

动性让许多大学生为之着迷，他们享受在虚拟世界中受到关注的

感觉，这是越来越多大学生投身直播行业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

对于职业主播应该具备的技术要求和职业素养，大学生主播往往

只掌握了前者，对后者关注较少并且缺乏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者出现割裂。大学生主播往往侧重于提升技术而忽视理论素养

的提升，理论素养内化为职业道德严重滞后，职业道德对主播的

言行举止、内容输出等的自觉规制明显不足。

二是教育引导责任缺失。面对网络直播行业的飞速发展和“低

门槛、高回报”的强烈诱惑，学校、家庭、社会等各方力量未能

形成有效合力，有针对性、深入性的教育引导不够，导致部分青

年大学生产生认知偏差，认为直播行业是轻松赚快钱的途径，忽

视了通过正规教育和职业培训获取稳定就业的重要性，忽略了直

播行业背后的辛苦和努力，对个人发展和职业选择产生了片面的

认知。

三是准入机制不严谨、监管机制滞后，对不良内容高发时段

和高发账号、特殊群体的重点关注不够。准入机制的不严谨导致

海量的直播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许多不具备相应资质的

直播平台进入市场，低门槛入场的后果是质量的参差不齐，给网

络直播行业的秩序维护带来巨大挑战。同时，相关部门的监管力

量难以匹配行业的迅速发展，监管机制的滞后性使得对于新兴问

题的处理不够及时有效。监管中对特殊群体如未成年人、大学生

等的保护措施不足，对凌晨等不良内容高发时段的监管力度不够，

对不良内容高发账号的监管和处罚力度不足，社会管理难度和压

力增持续加。

四是网络直播环境鱼龙混杂，博流量、赚快钱、黑红也是红

等错误观念未得到有效抵制和根除。在流量变现的互联网盈利模

式下，激进和低俗的直播内容更容易抓住观众眼球和消费心理，

满足猎奇心理需求，从而更容易获得关注带来高流量和高收益；

而正能量、健康、积极的直播内容往往由于缺少争议性很难吸引

观众注意力，网络直播市场劣币驱逐良币的行为时有发生。

四、大学生网络直播行为失范的治理对策分析

互联网并非法外之地，消除网络直播行业乱象需要全链条监

管，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也应紧密加强协作，重拳打击网络直播违

法犯罪行为，形成有力震慑，不断维护网络直播行业的健康发展

秩序。

一是提升准入门槛高度，资质与经验相结合。相关方面应该

建立协同管理机制，不断提升网络直播准入门槛，以实名认证方

式加强对特殊年龄阶段、特殊职业身份、特殊符号标签等网络平

台申请使用者的准入监管和权限监管；制定主播认证体系，明确

主播资质标准；审核校验主播履历，建立黑白名单；定期评估考核，

根据结果调整直播权限……用高门槛确保高质量，把好网络直播

入口关。

二是提升内容监管效度，自律与他律相结合。各网络平台要

坚决贯彻以网管网，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和社会责任，对直播内容

进行实时监测和数据分析，及时发现违规内容和潜在问题，同时

鼓励优质内容创作；要问题前置，畅通线上线下举报渠道，鼓励

用户积极参与监督，不断提升和完善监管技术手段。政府、学校、

家庭等各方力量要共同参与，积极开展联合执法、教育行动，及

时整改各类问题和举报信息，引导正能量变好流量，把好网络直

播内容关。

三是提升问题处置力度，违纪与违法相结合。针对网络直播

行业繁荣但相应监管、惩处机制尚不健全问题，政府和行业要不

断完善行业法律法规，对网络直播违法行为形成明确界定，在现

有的法律框架下加强违法行为的执行力度，严厉打击违法犯罪的

同时强化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功能。学校应顺应时代需求将大学

生网络直播行为纳入日常教育管理范畴，出台相应的规章制度，

确保在面对大学生出现网络直播违纪行为时科学决策，以严的力

度打击虚假乱象，把好网络直播底线关。

四是提升教育管理温度，疏通与堵漏相结合。既要旗帜鲜明

地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也要深入分析大学生网络直播动因，

对于生活困难学生，应进一步完善奖、助、贷、免等资助体系确

保其顺利完成学业；出于兴趣爱好学生，应通过教育帮助其提高

新媒体素养，有效使用新媒体技术手段；对于社交需求学生，应

引导其牢固树立自我保护意识和正确的价值观，自觉规范网络言

论和行为；出于未来职业选择的学生，应在职业规范、网络维权

等方面给予支持，尊重学生个性发展，强化因才施策，以教育的

温度搭建才华展示的舞台，把好网络直播能量关。

五是提升人才培养向度，道德与法治相结合。通过开设专业

（选修）课程、专题讲座、案例研讨等方式，帮助和引导大学生

提升职业素养，树立正确的荣誉观、金钱观、价值观和职业操守。

要强化《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网络主播行为规范》等

法律规范的科普和解读，增强大学生主播的法律知识和守法意识，

直播镜头不能想开就开、直播内容不能毫无禁区。尤其要注意对

直播相关法律知识的普及，例如根据 2021 年颁布的《网络交易监

督管理办法》规定：“网络直播服务提供者对网络交易活动的直

播视频保存时间自直播结束之日起不少于三年”，提醒大学生做

到心中有尺，以正向引导约束自身行为，把好网络直播人才关。

五、结语

大学生网络直播行为失范是政府、行业、市场、个体等综合

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根治这一问题需要多方面协同努力。政府

部门需要加强立法工作，完善监管体系，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

打击力度；直播行业应建立完善的自律机制，制定统一细化的行

业标准，引导平台规范管理；市场要逐渐摆脱流量导向，向内容

质量和创造性倾斜，鼓励和支持优质内容的生产；作为个体的大

学生主播则应提高自身法律意识和职业素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自觉维护网络直播的清朗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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