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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的微博热与思政教育的冷思考 

苏娟，李明清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410000） 

[摘要] 微博在迎合大学生心理需要的同时，也带来一定消极影响，大学生对微博的过度依赖，影响正常学习； 

负面信息误导价值取向；碎片化信息窄化大学生思维。针对微博带来的消极影响，教育工作者要充分利用微博的 

平等性、渗透性、隐蔽性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结合时事热点，活化教学内容；融入学生群体，进行正面引导；组 

建班级微博，引导大学生交流沟通，碰撞出思想火花，扩展思维，使思想政治教育切实渗透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中， 

潜移默化地影响大学生的思想行为，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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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是一种基于网络的应用平台，用户可以借助 

这一平台实现信息的即时搜索、发布、传播与共享。 

自 2010 年进入我国以来，微博就以其自身特点深受 

大学生的喜爱，调查表明大学生开通微博人数高达八 

成之多，大学生群体成为微博用户的主力军。 

一、微博热背后的大学生心理分析 

与博客相比，微博具有操作简单快捷、信息即 

时传播、信息碎片化的特点；与  QQ、微信相比， 

微博是大学生与现实交际圈范围外的人交流沟通 

的重要工具。根据大学生微博使用动机统计数据可 

知，微博的出现满足了大学生的部分心理需要，因 

此，微博自进入我国后迅速风靡校园，深受大学生 

的青睐。 

（一）社交需求 

在个体自身发展中，良好的人际交往具有举足 

轻重的作用。现实生活中，受时空限制，大学生交 

际范围相对窄化，交流对象往往限制在亲朋好友之 

间，很少有机会与交际圈范围外的人接触并沟通交 

流。微博打破了时空限制，大学生可以依据兴趣爱 

好参与微话题，与同样对此话题感兴趣的人交流沟 

通，如在大众心目中绝佳好男人文章被爆出轨后， 

新浪微博开启相应话题，让大家各抒己见、交流沟 

通，文章出轨事件瞬间成为大学生关注、讨论的焦 

点。同时，大学生也可以自主建立微群或加入自己 

感兴趣的微群， 即时收取群消息。 以新浪微博为例， 

微群分为明星粉丝、兴趣爱好、同城生活、行业交 

流和同学校园群，可以说每个人在微博中都可以找 

到属于自己的“组织” ，接触到具有同样身份或兴 

趣爱好但在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人，平等的话语 

权消除了现实生活中的身份地位差异， 开放、 自由、 

平等的交流氛围为大学生营造了一个新的社交环 

境和人际发展空间。据调查数据显示，69%的大学 

生使用微博是为了人际关系的维护和扩展（见表 
1）。微博的出现无疑拓宽了大学生的交际范围，满 

足网络时代大学生的社交需要。 

表 1 微博使用动机统计表 

获取信息  89.2% 

娱乐消遣  76.4% 

人际关系维护和扩展  69% 

自我表达与社会认同  75.3% 

情绪释放  47.09% 

（二）尊重需求 

渴望得到他人的尊重是人类的一种正常的深 

层次的心理需求。现实生活中，不是所有学生都是 

大家的“宠儿” ，部分学生扮演着默默无闻的角色， 

面对激烈的竞争，感到迷茫、恐惧和孤独，无法让 

他人倾听自己的心声。在微博上晒心情、晒才艺、 

晒生活，吸引粉丝的关注、评论和转发，在他人对 

自己的关注中感到自身的存在和价值，获得认同感 

和存在感，增强自尊心和自信心。在调查问卷中， 
75.3%的大学生在使用微博动机的多项选择中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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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其中 “自我表达和社会认同” 这一选项 （见表 1）， 

他们希望通过微博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受，获得他 

人的认同和共鸣。 “你在微博中，从来都不是一个 

旁观者，你在参与传播，你在分享你的观点，你在 

纠正你认为的错误，你在呼喊。 ” [1] 

（三）自我实现需求 

作为时代的弄潮儿，大学生求知欲望强烈，新 

事物的出现总会吸引他们的眼球，引起他们的关 

注。微博就像人们的电子记事本，用户可随时随地 

刷新信息、转发、评论自己感兴趣的微博，也可随 

时随地发表自己所见、所思、所想、所感，记录生 

活的点滴。微博让每个身临事件现场者都可成为信 

息的发布者，且发布信息只需几秒钟，从而打破了 

传统信息由媒体经审核后发布的滞后性缺陷，大学 

生足不出户便可即时了解世界各地发生的事件，如 

马航事件最初就是通过微博被人们所熟知，众人的 

转发、评论，引起大学生对马航失踪人员的关切、 

祈祷，牵动着身在校园的大学生的心，让大学生不 

出校园便可知天下事，弥补以往大学生“两耳不闻 

窗外事”的局限性，满足了大学生获取资讯信息的 

欲望，开拓了大学生视野，微博的出现，让生活于 

信息时代的大学生有种不言而喻的契合感。 

二、微博热带来的消极影响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 “微时代”的到来， 

在满足大学生心理需求的同时，对大学生心理健康 

产生一定消极影响，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新的 

挑战。

（一）过度依赖微博，影响正常学习 

表 2 微博使用频率统计表 

使用频率 比例 

每天多次  48.61% 

每天一次  20.25% 

两三天一次  19.33% 

每周一次  11.81% 

微博具有使用的的便捷性和隐蔽性，在无意之 

中占据大学生大量闲暇时间， “今天你织围脖了 

吗？”成为大学生之间的问候语，很多同学早上醒 

来第一件事是打开微博浏览最新动态，白天上课刷 

微博，晚上睡前玩微博，甚至部分同学产生微博强 

迫症，如果一天不上微博就会产生心理不适。根据 

每天使用微博的时长数据显示，近 60%的大学生对 

微博有依赖心理。大学生心理发展尚未成熟，容易 

把自己封闭在微博中的自我空间里，沉湎于人机互 

动模式，久而久之容易造成自我封闭，不利于大学 

生心理健康。 

对微博的过度依赖，影响正常学习。传统的思 

想政治教育以课堂教学为主，教师在相对集中的时 

间和空间里，排除外界干扰，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 

教育，便于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微博的出现让 

大学生很难在课堂上保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学生 

上课刷微博现象并不罕见， 在调查问卷统计中， 93% 
拥有微博的大学生表示曾在课堂上玩过微博。大学 

生注意力的分散影响正常的课堂教学秩序，降低思 

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 

（二）海量负面信息，误导大学生价值取向 

几乎零门槛的微博准入规则，让大量负面信息 

流入人们视野。有些博主为了增加粉丝和关注，抱 

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态度发一些恶搞微博，甚 

至断章取义、扭曲事实，这些不健康信息进入大学 

生视野，给涉世未深的大学生带来思想上的冲击和 

心灵上的腐蚀。 “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 

自行车上笑”“向钱看、 向厚赚”“神马都是浮云”“我 

不是随便的人，我随便起来不是人”等网络流行语， 

在微博上引起热议，被大学生津津乐道，即使最初 

是作为调侃的语句，但久而久之会给世界观、人生 

观尚未成熟的大学生带来价值取向上的误导，如果 

不正确疏导，容易导致大学生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最终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负面信息误导大学生价值取向，增加思想政治 

教育难度。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以教师的讲授讲解 

为主，教师掌握话语权，是学生信息获取的“把关 

人” ，通过有意识地选择合适的材料对学生进行有 

特定内容的教育，促使学生思想、行为朝预期的方 

向转变。而微博信息传播具有无屏障性，微博中流 

传的负面信息与教师的课堂教授相违背时，容易影 

响大学生的道德认知，让大学生产生思想上的困 

惑，不知该何去何从，弱化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三）碎片化信息，造成思维窄化 

微博 140 字的限制， 使信息表达具有碎片性。 

碎片化信息在满足当今快餐文化的同时，使人们 

对信息缺乏理性的分析和全面的思考，容易导致 

人们思维的窄化。相关研究表明： “一个人接受的 

信息超过他所能处理的极限时，就可能导致紊 

乱。 ” [2] 微博短小精悍、信息量大，迎合大学生快 

餐式阅读习惯，但容易让大学生停留在字面意思， 

不追求内在原因，不分析深层含义，甚至把微博所 

表达的片面观点当做正确观点接纳、认同，久而久 

之形成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只是一味获取， 

而不假思索的习惯，从而窄化大学生思维。 “我国 

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 

素质，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 [3] 微博信息的碎片 

化，不利于大学生思维深化、扩展，在一定程度上 

阻碍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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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针对微博热的应对之策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工作 

和学习方式，思想政治教育只有不断创新发展，才 

能适应瞬息万变的当今社会。 

（一）加强线上交流，活化教学内容 
1. 增强“线上”互动，同时加强“线下”交流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思想政治教育从网下扩 

展到网上，高校应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自主建立 

学校官方微博，即时发布学校的招生就业、教育教 

学、 学科研究等最新消息， 以及与大学生日常生活、 

学习密切相关的资讯，让学生及时了解学校的动态 

信息，加强对校园微博的关注热情。同时要积极回 

答学生提出的问题，解答学生面临的困惑，增强学 

生的归属感。当然，网络世界不能代替现实世界，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也不能代替现实中的思想政治 

教育，加强网上交流互动的同时，不可忽视“线下” 

交流。通过“线上”“线下”优势互补，使思想政 

治教育渗透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切实落实好思想 

政治教育。 
2. 结合时事热点，活化教学内容 

汤之《盘铭》曰：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 

网络热点问题， “容易引发‘雪球’效应，在短时 

间内带来普遍的‘信息共振’ 。 ” [4] 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者要有敏锐的嗅觉，善于结合时事热点调整教育 

内容、形式，将时事热点融入到教学中，使思想政 

治教育更贴近社会，贴近学生。同时，引导大学生 

针对网络热点问题发表观点、看法，进行交流、讨 

论，增强学生主体意识，消除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逆 

反、排斥心理，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不断推动思 

想政治教育发展、创新。 

（二）融入学生群体，进行正面引导 
1. 利用微博平台，加强自身亲和力和信誉度， 

融入学生群体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思想政治教育的有 

效开展，离不开对学生心理动态的把握，只有把握 

学生的内心动态和各自的差异，才能采取相应措 

施，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调查显示大学 

生更愿意在微博上吐露心声，教育工作者要关注学 

生微博，同时提高自身亲和力和信誉度，主动融入 

到学生群体，获得大学生的信任、尊重和爱戴，拉 

近与大学生的心理距离，让大学生自主加入到教育 

工作者设立的微群中，对老师敞开心扉，做到第一 

时间了解学生心理、思想动态。 
2. 借助微博平台，抢占话语权，传递正能量 

神经学研究表明： “大脑对怀刺激的反应比对 

好刺激更强烈，而且留下的痕迹更深。 ” [5] 教育工作 

者要主动传递社会正能量，倡导良好社会风尚，守 

护大学生的精神家园。大学生受知识储备、社会阅 

历的限制，对某些事件孰是孰非缺乏鉴别力，教育 

工作者要坚持“疏堵结合，及时沟通”的原则，针 

对个别极端案例第一时间抢占话语权，从专业角度 

进行分析、解读，引导大学生理性对待网络热点问 

题，促使其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 

（三）构建班级微博，扩展学生思维 

“网络自主学习包括个体自主学习和群体间 

的自主学习。 ” [6]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或辅导员 

应以班级为单位，建立班级微博，克服传统教育方 

式受时空限制的局限性，让大学生在班级微博中相 

互学习，互帮互助，针对感兴趣的话题，各抒己见， 

讨论辩驳，碰撞思想火花，扩展思维，深化对问题 

的认识、理解，同时引导大学生自主选择、运用和 

吸收有益信息，培养自我教育能力，将网络有益信 

息转化为自我发展的需要，实现由他教向自我教育 

的转变，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提高学习积极性 

和效率，并将良好的思想品德内化为自身品德意识 

外化为品德行为，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总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善于借助微博的 

平等性、渗透性、隐蔽性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加强师生互动交流，建立融洽、和谐、平等的师生 

关系，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形式，使思想政治教育真 

正回归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 

的思想行为方式，促使大学生养成良好的思想行为 

习惯，从而切实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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