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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网红，这是一个带

着神秘色彩的群体。

作为他们的同龄人，当下

“00 后”大学生是如何看待这

个群体的？

作为大学生网红本人，拥

有百万粉丝的年轻“大咖”又

有怎样的故事？粉丝众多的穿

搭博主女大学生掌握了怎样

的流量密码？

研究网络文化的高校专家

对此又持何种态度？

连日来，记者在宁波多

所高校采访，逐渐揭开了大

学生网红的神秘面纱。

“00后”同龄人是如何看待大学
生网红的？记者在宁波多所高校发
放了关于大学生网红现象的问卷调
查，共收到1421份答卷。他们的答案
很有意思。

“00后”大学生对“网红”一词的
定义理解相对一致。其中，74.48%的
大学生认为网红是因为某个事件或
行为走红的人。此外，有15.15%的大
学生认为网红是长期输出专业知识
而走红的人，还有5.6%选择了这是
轻松赚钱的职业，4.77%觉得网红是

“乱七八糟，博人眼球的人”。
虽然社会上对“网红”这一现象

存在各种争议。但耐人寻味的是，有
90.46%参与调查的“00后”选择了大
学生网红是中性词，5.19%认为是褒
义词，4.36%的“00后”认为是贬义
词。由此可见，同龄人在看待大学生
网红时比较客观、包容。

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您身边有大
学生网红吗？在这个问题上，有
50.83% 的 大 学 生 选 择 了“ 有 ”，

49.17%选择了“没有”。也就是说，在
日常生活中，近一半的大学生认为
身边就有网红存在。

“00后”们认识大学生网红的途
径是怎样的呢？在这道多选题中，
91.48%的人主要是通过社交媒体推
荐，40.75%的人选择了别人推荐。有
意思的是，1.86%的答卷者选择了

“我就是！”也就是说，这次问卷中有
26人自认为就是大学生网红。

大学生网红为什么能成功？这是
道多选题。调查显示，“网络推广的
因素最大”占比84.62%，其次为“才
华横溢”占比 72.99%，还有 63.51%
的人认为运气好，47.42%的学生觉
得是硬核营销。

“00后”大学生喜欢哪种类型的
大学生网红？在这个多选题中，
65.98%喜欢逗趣型（搞笑段子、恶搞
视频）。此外，科普型（科普辟谣、答
疑解惑）、时尚型（穿搭美妆）分别是
54.05%、63.2%。其他依次为养眼型
（美女帅哥跳舞变装）、写手型（人生

哲理电影解说）和电竞型（游戏攻略
操作演示）分别是46.59%、36.59%和
34.72%。

说起大学生网红现象对当下
“00后”大学生的影响，在调查问卷
中，85.8%的人认为是正面，而14.2%
的大学生认为负面大于正面。有哪
些正面影响呢？在这个多选题中，
93%的同学认为丰富了日常娱乐，
67.28%的人觉得带来了实用技能，
知晓时事热评和了解吃喝玩乐这两
个选项都有六成多的人认同。

“有一次我们布置了一项实践作
业，老师要求在‘闲鱼’上销售物品，
我们组的组长是位网红，很有经验，
而且有一定的粉丝基础。结果，她带
着我们很顺利地完成任务，最终我
们组的同学在这门课期末考时予以
免考呢。”在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
院，有同学介绍了她亲历的一个小
故事，“这件事对我感触挺深的。”

但是在采访中，也有同学说起了
大学生网红对自己的一些负面影
响，主要集中在盲目追求网红商品
消费、幻想走捷径和不自觉模仿部
分网红的低俗言行等方面。“我刷
到过同学网红，衣着很性感，我都
惊呆了。”“以前我们有个网红学
姐，直播时很热情，其实生活中很
高冷，完全是两个人。”“我们那儿
有个网红，社会活动很多，经常要
出去，估计老师也挺头疼的。”在采
访中，“00后”们对身边的网红同学
有更多具象认识。

不过，当谈到“您认为大学生网
红现象对社会的影响”时，71.81%的
人认为消极影响与积极影响都有，
看大众如何接收大学生网红带来的
信息。另有20.99%的人认为大学生
网红是积极的，为大众文化带来新
鲜血液。另有 4.73%的选择影响不
大，2.47%选了“消极的，不符合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既然近一半的大学生们
认为自己身边就有同龄人网
红，那么我们不妨请他们来介
绍一下吧。

“我知道我们学校有个百
万粉丝的大咖。”在浙江万里
学院，有多位师生向记者提到
了一位网名为“拉笔小新”的
大学生网红。记者联系到这位
黄子豪同学，寒假期间的他正
在外地旅行。他告诉记者，目
前他的全网粉丝量为 360余
万，其中抖音粉丝为221.8万，
其余遍布快手、西瓜视频、小
红书、拼多多等多个平台。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我
做博主比较早，当时同龄人拍
Vlog的还很少，竞争就小，而
且我的受众年龄跨度很大，从
小学生到年纪大的人都有。”
黄子豪这样分析自己的成功
秘诀。早在五年前，尚在读高
一的黄子豪在网络上发布了
第一条Vlog，分享自己的高
中生活，没想到收获了很多点
赞。信心大增的他当时大概以
每周一条的速度发布视频，而
且踩上了短视频这个风口，一
下就火了，在高中毕业时，他
已经拥有200多万粉丝。也因
为这个缘故，在填报高考志愿
时，黄子豪选择了浙江万里学
院的网络和新媒体专业。

“一个大学生，分享我的
日常。”在抖音，黄子豪这样介
绍自己。他呈现给网友的是精

彩纷呈的大学生活，阳光、亲
切、平易，似乎就是邻家大男
孩。他说：“这就是我的本色
生活，所以拍摄基本就是随
手拍，做视频并没有占用我
太多时间。”而且，大学所学
专业对他的自媒体运营非常
有帮助，“我深入学习了很多
相关技能，比如摄影、PS、
PR，做的视频质量更高了。”
他告诉记者，在做老师布置
的一些实践作业时，他的博
主经验发挥了很大作用，“我
做得比较得心应手。”

成为网红后，他的学习生
活也发生了变化，“走在路上，
有时会有粉丝认出我。”他自
豪地表示。最直接的影响是，
他的学费和生活费都可以自
己支付，“提高了生活品质。”
说起未来，目前大二的黄子豪
已经有自己的目标，“我想本
科毕业后去留学，今后不会把
做自媒体变成自己的职业，但
是会在自媒体这个基础上进
行转化。”

采访中，记者发现，女大
学生在做分享日常生活和服
饰穿搭的赛道上比较容易“起
航”。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大三学生赵雪梅，读的是电商
专业。她在小红书上名为“小
赵很懒”，同时开了小号“小羊
咩咩”，作为穿搭博主，她拥有
5.3 万粉丝。女孩在上面自荐

说“抠搜爱美女大学生日常穿
搭分享”。“我初中开始就很喜
欢穿搭，最早在美图秀秀上发
图片的，高一开始在小红书上
发，就是发着玩玩的，机缘巧
合吧，成了一个穿搭博主。”赵
雪梅这样说自己的经历。

刚开始做博主时，赵雪梅
父母并不是很赞同，认为这
是不务正业。“但是我自己很
喜欢，有坚定的目标，所以父
母慢慢就同意了。”说起自己
成功的原因，赵雪梅归纳是
及时抓热点，“我定位在大学
生日常穿搭，所以分享的都
是平价物品，自己的真实感
受，我会跟着大学生关心的
热点做调整，所以受到大家
的欢迎。”

“高中时纯粹觉得好玩好
看，我开始在网上发布照片做
博主。后来我发了很多对口型
的小视频，慢慢火起来了。”宁
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广告学
大三学生张煜悦向记者介绍
了自己的博主经历，她目前在
抖音上名为“张小悦”的账号
已有近十万粉丝。她的流量密
码也是跟着热点拍，女孩坦
言：“这个过程中，我也会有数
据焦虑，心情跟着数据变化起
伏。”她告诉记者，自己读的是
广告专业，对做自媒体很有帮
助，“但是我认为网络博主只
是副业，不会把它作为今后的
职业。”

大学生网红
应该发挥
正向引领作用

“大学生网红，是时代发展必然
会产生的！”应涔，宁波大学科学技
术学院人文学院教师，教授《新媒
体文案》等课程，专注于网络文化
研究，对大学生网红现象也有所关
注。她认为，大学生网红是个中性
的词汇，大家完全没必要视之为洪
水猛兽。

应涔首先分析了大学生网红产
生的时代背景。她表示，新媒体对
社会的影响非常大，而大学生是新
时代的代表人物，必然会率先接触
到新媒体，并在其中进行一定的尝
试。“当前大学生主要是‘00 后’人
群，作为网络原住民群体，这些‘00
后’几乎人人都是博主，从 B 站、微
博、小红书，到抖音等各个平台，都
活跃着这个群体的身影。新媒体同
时还有一定的社交属性，这也是

‘00 后’们对自身身份的认同，大家
都有一定的兴趣爱好，在互联网上
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亚文化群体。”
她说。

在这样庞大的大学生博主群体
基础上，产生一定的大学生网红就
是很自然的事了。“在大学生博主
中，如果有比较突出的地方，就有
可能成为网红了，比如颜值高、有
才华、专业性、搞笑……”应涔说，

“我注意到，宁波的高校就有这样
的网红大学生，他们掌握了一定的
流量密码。”

这些网红大学生有的是比较正
能量的，在网络平台的形象青春阳
光，而且在线上拥有大量粉丝的同
时，在线下日常的学习生活中也是
积极向上的。比如她自己班里就有
个大学生网红，学习成绩很好，而
且是班委，发展很全面。但是，也不
否认，有些大学生网红为了流量，
呈现的形象有点负面，内容略显低
俗，“玩得过了”。

“大学生网红，作为网络空间具
有较高关注度、影响力的群体，应
该发挥对社会风气正向引领作用，
自觉规范自己的直播和视频，在网
络上传播正能量。”应涔认为。

她分析，在新媒体促成的“眼球
效应”现状下，越来越多的大学生
网红博主的高关注度也在带动更多
普通大学生对“火”的渴望，这种心
理往往是浮躁而功利的，也反映出
新媒体带给当代人的巨大影响，那
就是：短、平、快的生活节奏，碎片
化的时间，缺乏深度思考的现状。
大学生们应该更加理性甚至是批判
性地看待新媒体对自身以及对社会
的影响，要让这种跨越时空界限的
媒介成为自身发展的推动力量，而
不是整天沉浸在娱乐化、大众化、
消费至上的海量新媒体信息中。

应涔还认为，作为高校，最重要
的是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和成才观，引导大学生正确看待和
处理“网红”文化，不盲目跟随。“在
当前的网络环境下，高校思政教育
更应该引导大学生主动学习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应涔举例说，“在
我们的广告学课程中，就会设置网
络流行文化的广告伦理、法律法规
等方面的内容，引导学生遵循核心
价值观，在网络上传递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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