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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理论视域下大学生刷屏入迷现象透视与化解
王莹莹

(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ꎬ安徽 芜湖 ２４１００２)

摘　 要:大学生“刷屏入迷”已成为客观现实镜像ꎬ媒介景观以吸引人的图像、声音、复杂叙事情境等可视的景象致使大学生刷

屏欲罢不能ꎮ 应用居伊德波提出的“景观”理论透视大学生“刷屏入迷”行为的原因囊括资本裹挟文化下的上瘾工业、景观

中精心打造的上瘾步骤、景观虚拟场域里的“仿真”社会、算法推荐下信息茧房的暴风吸入等层层进路ꎮ 此种行为逐渐在无形

中束缚大学生正确价值理念的生成、消解当代大学生的价值信仰、致使大学生习惯浅表思考ꎮ 为此ꎬ从三重维度给予化解路

径ꎬ即培养大学生审辩思维能力ꎬ明晰景观刷屏本质ꎻ引导大学生思辨刷屏价值ꎬ重塑受众主体地位ꎻ引领大学生超越屏幕框

架ꎬ构建现实本真生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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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个世纪 ６０ 年代ꎬ居伊德波在 «景观社

会»名篇中首次提出“景观”社会的这一范畴ꎬ他
揭示“景观”社会是进入视觉文化时代的主导性

本质ꎮ 在大众传媒日渐发展的今天ꎬ“景观”几乎

融入了人类的生活领域的各个方面ꎬ景观作为新

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关键词为人们所熟知ꎮ 伴随

着新兴技术的发展与网络传媒的普及ꎬ相对于传

统的纸质、口头式的传播方式ꎬ大学生常常借助

镶嵌于图像、视频、音频等可视性的媒介景观获

得信息ꎬ可以说ꎬ媒体代替了大学生看世界的眼

睛ꎮ 在刷新屏幕获得信息ꎬ享受刷屏到来的便捷

时ꎬ当代大学生也可能沉迷其中导致 “ 刷屏入

迷” ꎬ给使用者带来危害ꎮ 因此ꎬ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ꎬ如何从新理论和新视角来分析大学生“刷屏

入迷”的新现象成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

课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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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景观理论的基本内涵

１９６７ 年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Ｇｕｙ Ｄｅｂｏｒｄ)
在其著作«景观社会»中首次提出景观( Ｓｐｅｃｔａｃｌｅ)
概念ꎮ 景观原本是一个地理学和生态学的范畴ꎬ而
德波将其上升为当代社会批判理论的关键词ꎮ 在

书中ꎬ德波认为“在现代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各

个社会中ꎬ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

积聚ꎮ 直接经历的一切都已经离我们而去ꎬ进入了

一种表现” [１]ꎮ 景观社会通过无所不在的媒介影响

催生受众虚假的消费欲望ꎬ进而隐秘地控制人们的

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ꎮ 景观被认为是“一种被展示

出来的可视的景象ꎬ也意指一种主体性的、有意识

的表演和作秀” [２]ꎬ这种“景象”常常通过现代技术

呈现兼具深度视觉吸引力与感染力的场景和影像ꎬ
在追求感性娱乐的氛围下ꎬ人们被深深吸引ꎮ 基于

上述关于德波对于“景观”的解读ꎬ我们将景观的概

念做如下理解:景观是指随着资本逐利的不断发展

壮大ꎬ以现代网络技术为手段ꎬ利用移动终端设备ꎬ
制造和操纵贴近大众生活的可视化的符号、表象和

情境ꎬ无形中支配和控制多数人的一种社会文化

模式ꎮ
当下智能手机、电脑、Ｉｐａｄ 等刷屏移动终端设

备大量普及和被广泛使用ꎬ有调查表明ꎬ９０.５％的学

生表示每天使用手机超过 ４ 小时ꎬ所有大学生都表

示曾在课堂上使用手机ꎬ其中高达 ５６.９０％和７３.１８％
的同学分别在非专业必修课和选修课等上课时间

倾向于使用手机在线聊天和休闲娱乐[３]ꎮ ２０２０ 年

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ꎬ用移动终端设备在线学

习已成为必然趋势ꎮ 而与此同时调查发现ꎬ相对于

疫情前ꎬ疫情中大学生对移动智能设备中的微博和

游戏等依赖性也明显增强[４]ꎮ 毋庸置疑ꎬ手机等设

备已成为信息化时代大学生学习、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必需品”ꎮ 伴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变革ꎬ大学生

已陷入虚拟符号和景观世界之中ꎮ 刷屏设备以其

便利性、即时性等特点给生活带来许多益处的同

时ꎬ手机依赖、过度刷屏以及衍生出的各种问题也

日益凸显ꎮ
网络文化景观已经渗透到大学生的方方面面ꎬ

“刷屏入迷”成了当今时代大学生的客观镜像ꎮ “景
观以吸引人的图像、声音、复杂叙事情境和现场塑

性的享乐诱惑ꎬ紧紧抓住听众、观众和消费者ꎬ以建

构一个无意识层面被感动、被吸引和被诱惑的主观

伪构建以及建构日常生活的伪场景存在” [５]ꎬ在景

观迷入中ꎬ这种文化模式垄断了大学生学习之外甚

至包括学习的大部分时间ꎬ成为“现实社会非现实

的核心” [６]３－４ꎮ 更准确地说ꎬ景观成为其“主导性的

生活模式”ꎮ 大学生在欲罢不能的“刷屏入迷”下ꎬ
无所不在的媒介影像也给其带来潜移默化的危害ꎮ

二、景观理论视域下大学生刷屏入迷的四层
进路透视

　 　 当代社会的控制力量已非赤裸裸的政治强制

或经济手段ꎬ而是文化意识形态的专制ꎮ 从景观生

活到日常生活ꎬ隐形的控制才是最深远的钳制ꎮ 在

对网络景观的狂热追捧中ꎬ大学生也丧失在自我和

现实的重重迷雾中ꎮ 基于景观理论去分析大学生

“刷屏入迷”ꎬ深刻剖析该现象的层层进路ꎬ更有助

于我们去提出解决对策ꎮ
(一)不谋而合:资本裹挟文化下的上瘾工业

马克思揭露了资本运转的策略和方法ꎬ而德波

则揭示了资本借助媒介对大众日常生活的控制ꎮ
他认为景观是资本在运作中控制社会的高级手法ꎬ
资本家则是幕后操纵的黑手ꎬ他们制造着当今全部

社会生活的景观性演出ꎬ在精心设计并广泛传播的

景观里ꎬ大众就像陀螺一般被景观支配着自身的日

常生活ꎮ 大学生“刷屏入迷”就是资本操纵文化产

业的一个实例ꎮ 根据中国互联网中心 ( ＣＮＮＩＣ)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发布的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ꎬ中
国网民规模已达 ９.４０ 亿ꎬ互联网普及率达到６７.０％ꎬ
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到 ９.３２ 亿ꎬ网民使用手机接入

互联网的比例高达 ９９.２％[５]ꎮ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

使新兴媒体犹如雨后春笋般涌入大众生活ꎮ 互联

网技术的革新崛起ꎬ在孕育出了一种全新的人类社

会存在形式时ꎬ也形成资本家制造的网络虚拟世界

文化狂欢和精神盛宴ꎮ 网络 ＩＰ 在制造影像景观时ꎬ
没有了客观、中性的态度ꎬ而是代表着资本的利益ꎮ
资本家鲜少关注大学生的尊严、自由、发展ꎬ而只关

注资本增值、利益、赚钱的需要ꎮ 在这之中ꎬ资本的

增值性被景观五彩斑斓的色彩所掩盖ꎬ大众的通俗

娱乐趣味裹挟着网络文化商品市场的走向ꎬ“景观”
成为科技发展的体现ꎬ人们误将技术理性当作正确

的价值法则ꎮ 有趣景观充斥于大学生的眼界ꎬ广告

主导了日常生活ꎬ影像占据了受众的灵魂ꎬ在无孔

不入的媒介景观下ꎬ从事景观生产的资本家高调宣

扬着对人们日常生活的“统治”和“奴役”ꎮ 不可否

认ꎬ当今社会让人上瘾的“诱饵”无所不在ꎬ“通过审

查而展现的景观ꎬ也必然是现存体制合法性的同

谋” [８]ꎬ这无不呼唤着我们以正确、科学的理想信念

改革“成瘾”体制ꎬ与资本主导的“成瘾工业”进行

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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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争ꎮ
(二)投其所好:景观中精心打造的上瘾步骤

德波指出ꎬ资本操纵主要通过影像生产和消费

实现ꎬ在影像的麻痹作用下ꎬ触觉被最大限度地淡

化ꎬ视觉成为人们感知世界的基本途径ꎬ景观生产

“统治和奴役”着人们的日常生活ꎮ
其一ꎬ媒介景观中设置的诱人目标ꎮ 德波在书

中揭示了景观体系的特点:“符号胜过实物、副本胜

过原本、表象胜过现实、现象胜过本质” [６]１ꎬ这样的

视域和资本逻辑下ꎬ表象“目标” 也不请自来 “拜

访”ꎮ 当我们在打开某个视频软件ꎬ系统会提醒我

们刷十个视频即领取红包或者换取某项福利ꎮ 当

打开某销售直播时ꎬ系统会弹出“点赞十万即可换

得无门槛优惠券”ꎬ而这些目标的聚集整合ꎬ助长了

受众上瘾般的参与ꎬ更可怕的是ꎬ一个目标的挫败

又会浮出追求下一个目标的欲望ꎮ 其二ꎬ媒介景观

中无法预知的主动反馈ꎮ 现今很多软件用闪烁的

动态表情和恰到好处的音乐给予受众积极的反馈ꎮ
比如网络游戏中当你完成某项操作时ꎬ系统会出现

“单杀”“双杀” “大满贯”的语音激励ꎬ而屏幕上也

会弹出你的“战果”ꎮ 如当你在给别人“砍价” “转
发”时系统也会提醒你“只需动手转发即可拥有”的
行为激励ꎮ 这样的“差一点就赢了”的积极反馈让

人不自觉地落入资本设计的景观陷阱中ꎮ 其三ꎬ媒
介景观中渐进式、毫不费力的取胜ꎮ 当今时代很多

游戏或者手机 ＡＰＰ 的推广都会专门应用“新用户有

礼”“新手大礼包”等首个环节ꎬ专门吸引新用户新

玩家ꎬ同时游戏门槛普遍降低了过关难度ꎬ比如“王
者荣耀”“开心消消乐”ꎬ而这样的程序设置极易让

首次玩家感受到自己毫不费力取胜ꎬ更愿进一步畅

玩ꎮ 其四ꎬ媒介景观中升级的挑战ꎮ 就像双十一前

期的淘宝全民“开火车”瓜分五亿活动ꎬ火车的逐渐

升级需要不断浏览系统所指定的店铺、商品、小程

序ꎮ 这样的活动设置让参与群体尤其是大学生一

直处于升级挑战之中并收到获得挑战任务成功的

喜悦ꎮ 升级的快乐促使大学生不断打开淘宝按部

就班挑战规则ꎬ参与这场资本营造的“狂欢”ꎮ
(三)步步为营:景观虚拟场域里的“仿真”社会

伴随着网络景观积聚ꎬ现实生活中的一切都变

成了表征ꎮ 德波对于景观的不断扩张进行了批判ꎬ
他认为景观模糊了现实与虚拟的界限ꎬ在某种程度

上塑造了一个伪真实的语境和场景ꎮ 德波揭示“景
观生产的主要领域是与人的感官直接相关的主观

构境和生活场景” [５]ꎬ人们在网络景观中获得了实

体社会所提供的自我强化与社会联结的内容ꎬ这样

的虚拟社交蒙蔽甚至代替了实体社交ꎬ这样的网络

“仿真”社会让缺乏一定判断与理性的大学生堕入

其中ꎮ
一方面ꎬ网络伪景观是大学生自我强化的需

求ꎮ 大学生自我认同是对个体身份、价值、意义的

发现与肯定ꎮ 如果缺乏对于自我“完整”的价值认

同ꎬ会出现“悲观主义的上升” “人生方向的朦胧和

信念归属的迷茫”等自我建构的问题和困境ꎮ 一般

来讲ꎬ大学生的自我认同常由自我价值确证和他者

世界承认组成ꎮ 在网络互动中ꎬ动辄百万的点赞和

数以千计的评论附加于内容之上ꎬ使庞大的大学生

群体产生强烈的身份归属与认同感ꎮ 在这之中ꎬ大
学生自身价值得以确证ꎮ 再者ꎬ不同视频的红心点

赞和评论区ꎬ均有着不同程度的观点趋同和态度一

致ꎬ当受众个体的行为、态度、理念、观点和他人一

致时ꎬ就会产生“没有错”的安全感和趋同ꎬ在趋同

之下个体也获得来自“他者世界承认”ꎮ 另一方面ꎬ
伪场景满足了大学生获得社会联结的需求ꎮ 在网

络社交中ꎬ抖视频、刷直播促进了社交二次延伸的

用户黏性“伪交往”景观ꎮ 大学生在网络场景中是

观众也是参与者ꎬ各种脑洞大开、自带笑点的评论

与二次延伸ꎬ这些评论在博君一笑时也引起强烈共

鸣ꎬ这就带来了视频交流的社交二次延伸ꎮ 同视角

的网络围观、相同的笑点共鸣、众神狂欢的社交互

动ꎬ这样愉悦的“伪交往”刷屏体验在带来社会的肯

定时ꎬ无疑也是转瞬即逝的ꎬ这样反复寻求肯定的

欲望ꎬ推动着一次又一次的“刷屏行为”ꎮ 在这样的

场景里ꎬ社会联结与来自网络社交个人自我价值的

确证ꎬ成了大学生刷屏停不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ꎮ
而大学生群体也因其被群体接纳与关注的需要在

屏幕中得到满足ꎬ便两耳不闻窗外事ꎮ
(四)欲罢不能:算法推荐下信息茧房的暴风吸入

刷屏之所以让大学生欲罢不能、迷失不已ꎬ除
了内容新奇、幽默风趣所带来的超强观感景观和视

觉的快感ꎬ更得益于资本操纵下算法精准推荐机

制ꎮ 根据人工智能和机器算法ꎬ平台对于用户主体

的兴趣特征和社交图谱等进行深度分析与建构ꎬ从
而得到用户的精准高效匹配ꎬ实现“一对一”的个性

化服务ꎮ 从以往的“人找信息”转变为“信息找人”ꎬ
用户一旦上线ꎬ就收到一份“你最懂我”的惊喜ꎬ受
众在享受“量身定制”的同时ꎬ也被这种算法推荐方

式所操控ꎮ 在最大限度迎合受众的同时ꎬ也无形中

使用户成瘾迷失欲罢不能ꎮ 推送算法像一剂麻醉

剂ꎬ受众越是喜欢娱乐搞笑、感官享受的内容ꎬ它越

是不断推送ꎬ受众获得的快感也就越强ꎬ对手机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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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依赖程度也就越深ꎬ可谓是“精神鸦片”ꎮ 在刷屏

享受虚妄精神愉悦时ꎬ沉浸其中仿佛身边的世界不

复存在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德波明确指出ꎬ景观的本

质是拒斥对话ꎬ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无形钳制ꎬ手机

中的景观画中之物是不容争辩的ꎬ在景观中一段又

一段的强制性的独白ꎬ在这场只有强迫压制的影像

布展迷入中ꎬ我们无法来一番批判性的审视ꎬ只能

选择单向度的默从ꎮ 德波在书中极其强调景观的

意识形态作用ꎬ他认为景观“通过肯定的表象ꎬ将人

们锚定于资本家在生产和消费中‘选择’” [８]ꎬ景观

以可见的影像操纵着世界ꎬ“让人变成了景观的看

客和想象者” [１０]ꎬ人们在“享受”景观和对景观生活

方式的无意识顺从中ꎬ直接肯定着背后的现存价值

观ꎮ 于是ꎬ在算法推荐信息茧房的风暴中ꎬ媒介景

观像一个无尽的黑洞吸附受众ꎬ吞噬人们的双眼、
身体和精神灵魂ꎬ欲罢不能ꎮ

三、景观理论视域下大学生“刷屏入迷”的现
实危害

　 　 “刷屏入迷”是指过度沉迷于使用“电子刷屏产

品”而“欲罢不能”的现象ꎬ这种现象短期内满足受

众享受刷屏快感的同时ꎬ潜移默化中也造成不可估

量的危害ꎬ其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ꎮ
(一)刷屏狂欢下束缚大学生正确价值理念的形成

市场经济助推“景观”市场文化ꎬ在新型资本形

态泛滥的网络空间ꎬ无度的刷屏行为给大学生正确

价值理念的确立带来威胁ꎮ 其一ꎬ景观狂欢下遮蔽

了大学生正确价值评价与追求ꎮ 价值评价“是主体

对客体是否能够满足自己的需要和满足程度、客体

于人是否有用或无用、有利或有害、是善是恶、是美

是丑等等的估量和评定” [１１]ꎮ 主体对客体的价值评

价本应涵盖真、善、美的考量ꎬ而实然景观刷屏中ꎬ
人们的价值评价会出现偏差ꎮ 一方面ꎬ在资本制造

的网络景观中ꎬ文化产品不再承认道德性、思想性

以及事物的深度价值及其涵盖的意义ꎮ 景观刷屏

中ꎬ受众群体也将客体对于自身能否带来精神愉悦

与感官快乐作为事物价值评价的重要标准ꎬ很少去

关注客体的真假、善恶和美丑ꎮ 另一方面ꎬ在信息

庞杂和价值混乱的网络空间ꎬ活跃着一批带给网民

欢乐受到万千粉丝追捧的网络红人ꎬ在网络泛娱乐

化的狂潮里ꎬ“所有是非、善恶、义利、荣辱、低劣之

间的界限都变得模糊ꎬ青年群体陷入被泛娱乐化制

造的虚拟符号和景观世界之中ꎬ仅剩下‘广场狂欢’
式的肤浅快乐与‘表征紊乱’” [１２]ꎬ在价值扭曲的刷

屏入迷中ꎬ不可避免地模糊了大学生对真假、善恶、

美丑的价值考量ꎮ
其二ꎬ景观狂欢致使大学生道德滑坡ꎮ 纵观之

下ꎬ网络中的网络游戏、影视偶像等多样的议题设

置一定程度上繁荣了网络文化市场ꎬ在促进经济发

展提供物质基础下ꎬ不可否认ꎬ景观存在具有一定

的合理性ꎮ 但是ꎬ其运作过程也一定程度上瓦解着

大学生的主流道德观念ꎬ带来道德滑坡等不良恶

果ꎮ 如资本秉性操纵下的景观潜移默化中造成资

本越界致使“道德异化”倾向ꎮ 具体而言ꎬ网络大 ＩＰ
在媒介中为了追求利益而实施道德行为ꎬ这种行为

看似在做着利他善事ꎬ实则是道德标榜下的伪善利

己ꎬ而这种行为是对人类崇高道德的世俗化ꎬ甚至

会造成大学生主体人格的虚伪化ꎮ 如在手机刷屏

中ꎬ不乏看到一些网红精心设计的故事情节ꎬ通过

摆拍关怀弱势群体的短视频ꎬ故事情节潸然泪下令

人动容ꎬ而这样的行为在无形中ꎬ道德为“资本”所

异化ꎬ在潜移默化中给大学生表现出道德冷漠感ꎬ
带来不良影响ꎮ
(二)刷屏“愚乐”中消解当代大学生的价值信仰

刷屏上瘾致使大学生对网络景观有着天然的

认可度ꎬ对网络中那些“奇特景观”的追逐将销蚀青

年的价值信仰ꎮ 其一ꎬ景观“愚乐”窒息大学生的精

神动力ꎮ “所谓精神动力ꎬ就是思想、理论、理想、信
念、道德、情感、意志等精神因素对人从事的一切活

动及社会发展产生的精神推动力量” [１１]ꎮ 对于大学

生来说ꎬ精神动力是多层次和多维度的ꎬ而“刷屏上

瘾”作为“单向度”思维方式的行为ꎬ将会造成当代

大学生精神动力荒芜ꎮ 景观“愚乐”中ꎬ大学生深陷

于“即时的享乐”和“物欲的满足”ꎬ滋生个人主义ꎬ
追求网络幻化的虚假梦境成为青年奋斗的自我价

值追求“主动力”ꎬ而对国家和社会的崇高使命感则

成为青年人奋斗和追求的“次动力”和“附加动力”ꎬ
从而造成大学生精神世界逐渐荒芜ꎬ杂草丛生ꎮ

其二ꎬ景观“愚乐”消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ꎮ
大学生在“刷屏上瘾”中极易沉浸于在现实社会难

以实现而在网络景观中轻而易举地达到的“虚假世

界”ꎮ 以大学生对网络直播上瘾为例ꎬ更多大学生

将成为一名网络主播作为自己的职业选择ꎬ将“涨
粉”“博关注”作为衡量成功的不二标准ꎮ “敬业”常
指一个人在工作中对于职业道德的遵守ꎬ而不以资

本运作和获利多少为标准ꎮ 不可否认ꎬ这种景观主

导下的思维方式ꎬ人们的敬业观包括“大学生的奋

斗态度认知、奋斗目标定位、奋斗价值标准存在着

异化倾向” [１２]ꎮ 一定程度上也将致使大学生对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敬业”存在曲解ꎮ 伴随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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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技术的变革ꎬ景观的运作方式渗透到文化生活

的各个领域ꎬ资本巨头在文化产业市场跑马圈地ꎬ
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和提升大学生价值认

同并非是其最终目的旨归ꎬ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消融ꎮ
(三)景观魅惑下致使大学生习惯浅表思考

网络景观的建构不仅牵引着大学生“看什么”ꎬ
而且还通过烘托视听氛围、凝聚画面聚焦点和增设

情节转折点等对信息展开编码和意义重构ꎬ使大学

生被置于“编辑”过的场景之内ꎬ看到的是用技术、
声音、色彩等“再塑”过后的世界ꎮ 由此ꎬ场景魅惑

形成了视觉文化的强制权ꎬ而景观的变迁、转换和

消失意味着思想规训的结束ꎮ 在此之下ꎬ其一ꎬ景
观魅惑下大学生拒斥事物意义思考ꎬ批判意识和理

性思维日渐弱化ꎮ 研究表明ꎬ人们在影像中获得的

信息是十分有限的ꎬ“５１％的观众在看完一个电视新

闻节目几分钟之后无法回忆起其中的任何一则新

闻” [１５]ꎮ 景观刷屏中ꎬ视觉和意义之间逐渐分离ꎬ视
觉的易得拒斥着文本、逻辑的意义追问ꎬ在刷屏面

前ꎬ受众在影像景观衍生出的思索常常在图像的切

换中被中断ꎬ受众不必承受思考、历史等厚重的解

码压力ꎬ只需单纯地享受视觉冲击和感官快乐ꎮ 在

带来视觉的冲击中ꎬ也与此同时遮蔽了视觉之外的

思考与批判ꎮ 大学生本身也在景观刷屏中沉浸于

“娱乐乌托邦”ꎬ在感性认知、表层娱乐和视觉狂欢

下迷失在空洞、碎片的虚拟网络空间中ꎮ
其二ꎬ碎片图景下消解了大学生对事物的整体

把握与深度认知ꎮ 网络景观为了迎合大众吸引力ꎬ
必须足够短小凝练ꎬ拒斥冗杂ꎬ这也使得它难以承

载和呈现系统、完整且有深度的思想ꎮ 一定程度上

会造成大学生对事物深层本质及真理的遗忘和削

平ꎬ难以将残缺的意义整合并发现其整体认知和本

质性联系ꎬ进而失去建立一种完整的认知图景和系

统知识体系的能力ꎮ 当代大学生在短时间内收集

信息并非难事ꎬ但是每一项内容都如过眼烟云ꎬ转
瞬即逝ꎬ常常来不及深思便被新的网页所转移ꎬ这
种对信息浮光掠影的浅浏览、泛阅读ꎬ让大学生思

维仅仅停留在浅层信息的低级解码ꎬ消解了大脑对

信息的深度加工ꎮ 而这种思维方式ꎬ久而久之正逐

步让大学生思维破碎、肤浅思考、欠缺理性ꎬ在纷乱

中随波逐流ꎬ人云亦云ꎮ

四、景观理论视域下大学生“刷屏入迷”的化
解对策

　 　 在德波看来ꎬ“在‘景观社会中’ꎬ景观创造了一

种‘伪真实’ꎬ这就是通过文化设施和大众传播媒介

构筑起的一个弥漫于人的日常生活的‘伪世界’ꎬ人
们必须从中解放出来” [２]ꎮ 网络景观虽是资本逐利

不断壮大的“附加题”ꎬ但不是低俗文化的代名词ꎬ
也不应是污文化汇集的视觉拼盘ꎬ我们应理性对

待ꎮ 在网络媒体带给大学生诸多便捷的同时ꎬ我们

也应警惕“刷屏入迷”带来的危害ꎮ 因此ꎬ我们试图

从多种维度对大学生“刷屏入迷”现象进行引导与

化解ꎮ
(一)培养大学生审辩思维能力ꎬ明晰景观刷屏本质

刷屏行为作为一种技术的文化现象ꎬ在导致人

异化的同时ꎬ也存在其独特的时代价值ꎬ关键在于

扬弃资本逻辑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想政治理

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 [１６]ꎮ 对

于高校大学生的培养ꎬ必须加强高校思政课的教育

引导作用ꎬ这对于大学生厘清刷屏价值ꎬ引导大学

生克服“刷屏入迷”具有重要意义ꎮ
一方面ꎬ运用思政课中的政治经济学以及唯物

观、实践观ꎬ帮助大学生认清“成瘾工业”与“资本逻

辑”ꎮ 其一ꎬ认清“成瘾工业”的现状与目标ꎮ 伴随

着现代性和科技快速更新换代的弥漫ꎬ“成瘾工业”
在诸多行业“遍地开花”ꎬ“迷惑性”和“潜隐性”强

且目标明确ꎬ试图通过多元的产品、服务等带来的

愉悦体验ꎬ将受众驯化成“现金奶牛”ꎮ 其二ꎬ了解

景观刷屏入迷的多元进路ꎮ 资本试图通过层层递

进的上瘾“苗头”植入受众内心ꎬ以达资本逐利之旨

归ꎮ 运用思政课引导大学生了解“刷屏”上瘾的原

因与危害ꎬ深度透析“景观”的多重样态ꎬ把握其走

向、动态和手法ꎬ深谙其目的、旨归及危害ꎬ才能以

警惕之心与底线思维ꎬ多维从容地应对多样 “景

观”ꎬ避免陷入“屏迷”沼泽ꎮ
另一方面ꎬ运用思政课中的资本积累、异化等

理论培育审辩的思维方式ꎬ促使大学生厘清刷屏行

为ꎮ 深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不难发现ꎬ刷屏异化

所呈现的具体异化现象囊括了多重维度ꎬ如人的身

心异化、网络异化以及信息异化等多重新异化形

式ꎮ 我们无从逃离无所不在的景观ꎬ如何在景观的

笼罩下保持定力是重要任务ꎮ 当代资本操纵的多

样景观本质上是资本获取更多利润的工具ꎬ在思政

课中识别资本家“请君入瓮”的伎俩ꎬ运用理性、多
元辩证思维摆脱异化的力量ꎬ在防范刷屏异化中确

立对于世界的正确看法ꎬ形成思考和行为的良好习

惯ꎬ避免被景观奴役地活着ꎬ呈现出真实自我ꎮ
(二)引导大学生澄明刷屏价值ꎬ重塑受众主体地位

在明晰刷屏入迷工业的基础上ꎬ我们应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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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ꎬ刷屏作为一种技术的文化现象ꎬ在导致人异化

的同时ꎬ也具有其独特的时代价值ꎮ 这里的关键是

如何扬长避短ꎬ合理使用ꎮ 于是ꎬ厘清刷屏价值ꎬ重
塑人的主体地位ꎬ在扬弃资本逻辑的同时ꎬ真正关

心人本身的幸福ꎬ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ꎮ
一方面ꎬ高扬主体地位ꎬ加强主体性建设ꎮ 国

际知名阅读研究专家理德Ｃ安德森认为ꎬ人们

在面对不同的媒介时究竟是在思想、在娱乐、还是

在获取新知ꎬ是崇尚智慧与高雅、还是陷入低俗泥

淖ꎬ主要取决该受众是否是有主体意识的人ꎮ 在媒

介发达、信息丰富多元的时代ꎬ人们极易迷失在自

由的丛林中ꎮ 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在其著作«数字

化生存»中指出:“在网络上ꎬ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

没有执照的电视台” [１７]ꎮ 没有执照ꎬ许多人失去道

德与法律的“枷锁”与敬畏ꎬ在网络场域里“横冲直

撞”ꎬ在无度刷屏迷失下ꎬ也失去了“我们是谁” “我
们向何处去”的现实考量与指引ꎮ 长久为之ꎬ成为

毫无深度和厚度的无意义的人ꎮ 作为民族的希望

和国家的未来ꎬ大学生本人应该树立强烈的社会责

任感和社会主体意识ꎬ关注国内外发展大势ꎬ关注

时政热点ꎬ关注科学发展ꎬ利用宝贵的时间增进才

能ꎬ锤炼意志ꎬ心怀远志ꎬ磨炼独立人格和高尚精神

追求ꎬ避免陷入真假难辨ꎬ虚实结合的网络泡沫中ꎮ
另一方面ꎬ耦合虚实媒介ꎬ提升媒介大学生媒

介素养ꎮ 大学生对于网络景观的刷屏入迷产生思

维逻辑简单化ꎬ价值判断扭曲化等多重危害ꎮ 网络

景观中的图片、视频、表情包、搞笑段子等使大学生

获得“愉阅”感ꎬ他们自认为自己所见不虚ꎮ 但是ꎬ
不可否认ꎬ人们看到的是网络“意见领袖”想让我们

看到的ꎬ但实际上ꎬ或许我们看到的只是一场筹划

许久的表演ꎮ 而大学生如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ꎬ就
极易被表象所蒙蔽ꎬ陷入 “繁华景观” 无法自拔ꎮ
“对于我们仍然生活在其中的环境ꎬ我们的认识是

何等的间接ꎮ 我们可以看到ꎬ报道现实环境的新闻

传递给我们的时间有时快ꎬ有时慢ꎻ但是ꎬ我们总是

把我们自己认为是真实的情况当作现实环境本

身” [１８]ꎮ 故此ꎬ我们需要结合实际ꎬ在迎合时代步伐

的同时ꎬ更应培养大学生网络逻辑思维ꎬ提高受众

的媒介素养ꎮ 提升自身甄别信息真伪的能力ꎬ不盲

目追捧ꎬ不随意认同ꎬ在适度网络刷屏中ꎬ做一株

“会思想的芦苇”ꎮ
(三)引领大学生超越屏幕框架ꎬ构建现实本真生活

人若是拘泥于技术ꎬ就会陷入“假亦真时真亦

假”的虚拟境地ꎬ弱化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ꎬ碎片

化思维认知ꎮ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ꎬ人们逐步沉沦

于屏幕所构建的“信息数字框架”ꎬ屏幕展现出深度

的隐蔽性ꎬ以至于大学生深陷屏幕“温煮”而不自

知ꎬ以致脱离现实本真生活ꎮ
一方面ꎬ管理刷屏限度ꎬ增进大学生自控与自

律意识ꎮ 在网络虚拟空间中ꎬ直接的道德评价难以

开展ꎬ外在的道德约束力被消解ꎮ 由此ꎬ加强网络

社会中个人的道德自律就显得更加重要ꎮ 中国人

自古就有“慎独”“行有不得ꎬ反求诸己”道德自律的

修身方法ꎬ这样的品质能使受众在远离人群独处时

仍能保持高度的道德自觉ꎬ使自己的行为符合道德

规范ꎮ 庄子曾说:“物物而不物于物ꎬ则胡可得而累

邪”(«庄子外篇山木»)ꎮ 无论何时ꎬ科技都是

服务于人的手段而非目的ꎮ 与技术保持适度的距

离和定时的审视ꎬ是避免被技术异化反噬的最佳途

径ꎮ 这里ꎬ开发相关 ＡＰＰ 以屏幕软件约束个体行

为ꎬ对于手机 ＡＰＰ 的使用时间、下载权限、选择访问

限制等方面进行控制ꎬ从而实现技术上对于“刷屏”
行为的“硬约束”ꎬ加强大学生自律性管理ꎮ

另一方面ꎬ把握刷屏尺度ꎬ保持线上线下生活

节奏的弹性和张力ꎮ 要摆脱刷屏上瘾ꎬ应引导大学

生把握好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线上线下的节奏、
平衡与弹性ꎬ使其超越虚拟与现实的局域ꎬ关注自

然生活ꎬ欣赏外部世界ꎬ以突破技术建构的屏幕“框
架”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大学生应“勤学、修
德、明辨、笃实” [１９]ꎬ厚植理想信念养成的实践基础ꎮ
教育部«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本

要求»也从本专科思政课的专门学分设置提升了实

践育人的重视程度ꎮ 因此ꎬ大学生要回归本真生

活ꎬ在实践锻炼中将所学理论应用于实际ꎬ认识国

情ꎬ了解社会ꎬ加深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ꎬ在
社会实践中进一步磨炼意志ꎬ增长才干ꎬ回归本真

生活ꎬ回归真实自我ꎮ 并在实践中加强人际交往与

对话ꎬ从多维度审视与认识自己ꎬ对生活世界和现

实自我多些反思与扬弃ꎬ并回答终极价值问题ꎬ即
“活着是为了什么” “我应该怎样生活”ꎬ在回答中ꎬ
进一步深化为探索自我、追求人生意义、充盈人生

的认知ꎮ 在此过程中ꎬ“时间宝贵”“珍惜当下”的概

念比日常更加明晰ꎬ超越刷屏上瘾框架ꎬ实现个体

自身意志对于刷屏行为的 “软约束”ꎬ成就理想

人生ꎮ
(下转第 １２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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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教学所应关注的问题ꎮ 经过“英美文学”课程一

学期课前预看相关视频ꎬ课中进行学生自主为中心

的“混合式教学”实践ꎬ从中领会与学到了课程教学

中的经验与不足之处ꎮ 学生的感悟与问卷调查在

某种程度上也能看作是学生对“混合式教学”的一

种反应ꎬ或多或少也能从中窥视出我校学生ꎬ尤其

是文科学生对“混合式教学”的一种认识ꎬ而这种认

识与教师实践中的经验结合起来或许能成为“混合

式教学”模式改革的一个推手ꎬ为提高教学效果与

质量提供一个参考ꎬ这是相互的ꎬ辩证的ꎮ 但由于

在“英美文学”课程的“混合式教学”实践中ꎬ学生与

教师都存在着对该教学模式的成效具有了选择性的

重构思维ꎬ因此ꎬ为建立且形成一个合理、适当、高效

且满足于学生获得感的“混合式教学”提出了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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