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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运用新媒体介质传播内容的时效性以及广域性，新媒体平台对学生的政治态度、价值取向、行为方

式等都产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正面临着新的机遇，但当前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还存在主

客体互动不足、理念相对滞后、隐性教育有待进一步加强等问题。面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施网络

强国战略、落实国家网络安全观、融入新一轮社会信息化浪潮等历史大势，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应通过动态引

导、理念革新、载体建设等方法和路径的优化，实现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因势而新”。 

[关键词]  新媒体；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路径优化 

[中图分类号]  G7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3X(2020)03−0141−05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上强调，“我国高等教育肩负着培养德智体美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

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

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

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

事业发展新局面”[1]。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既是我国

高校的特色，又是办好我国高校的优势，是一项事

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国家长治久安

的战略工程、固本工程、铸魂工程。做好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截

至 2020 年 3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9.04 亿，其中手

机网民达 8.97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 64.5%[2]。互联

网已经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阵地，能否有力

运用新媒体新技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及社

会文明建设，关系到整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及凝聚

力的提升。高校教育作为社会教育的基石以及教育

体系的重要部分，一方面，高校有着最新鲜、最有

活力的 95 后、00 后大学生群体，善于并乐于灵活

运用新媒体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另一方面，高校是

意识形态激烈斗争的地方，新媒体传播表现出开放

性、多元性、实时性、交互性、海量性、多媒体性、

隐秘性、虚拟化以及个性化的特征。大学生在各种

思潮相互碰撞、快速变化的激流中容易迷失方向。

在百花齐放、众声喧哗的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要承担起立德树人的使命，就必须顺势而

为，积极探索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有效运用

新媒体介质对大学生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一、新媒体时代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现状 

    新媒体是一种将数字通信技术与互联网的共

享传播技术融合在一起并通过相应的终端设备向

大众提供信息服务的媒体形态，新媒体造就新的信

息环境与新的舆论场，是思想交汇、信息传播的重

要阵地，是社会思潮和利益诉求的集散地。在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实践中，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主

要利用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载体如书籍、广播、

思想政治理论课等为学生提供思想政治教育。随着

新媒体的发展以及其信息传播优势的展现，新媒体

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运用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者广泛关注的话题。2017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

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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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要加强互联网思想政治工作载体建设，加强

学生互动社区、主题教育网站、专业学术网站和“两

微一端”建设[3]。在此背景下，高校依托日渐完善

的互联网设备，开展了众多新媒体与思想政治教育

的融合实践。从当前我国高校运用新媒体开展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的现状来看，一方面，大学生乐于利

用新媒体参与思想政治教育，这不仅仅是因为新载

体有内容丰富、便捷高效、形式多样等优势，也是

因为使用新媒体学习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渗透

到高校师生的日常生活里。学生的高参与性以及老

师的高接受度是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的一大优势；另一方面，当前许多高校都以提升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效果为出发点，构建了相对完善

的新媒体矩阵，将“两微一端”的建设等纳入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体系中，很多高校都在抓紧抓牢网络

平台，依托线上资源加强思想引领，特别是在疫情

防控期间上好了爱国主义教育、生命教育、社会责

任感教育、规则教育、爱与感恩教育五堂大课。在

此背景下，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媒介更加多

样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也得到了进一步的 

丰富。 

    当然，我国高校在运用新媒体开展网络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方面仍然处于发展阶段，因此，在主动

抢占网络阵地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等方面，新

媒体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作用有待进一

步得到充分的发挥，高校在运用新媒体开展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的过程中也出现诸多不足。与此同时，

随着新媒体平台原本商业化运作属性的不断加强，

新媒体不只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阵地。新媒体内

容的自主性、参与的虚拟性，都使高校运用的新媒

体手段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之间出现了问题

与隔阂。在这样的环境下，积极转变思维模式构建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有利于形成网内网外的

教育合力，达到最佳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是“因

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的必然选择。 

    二、新媒体时代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

问题 

    (一) 主客体互动性不足  

    传统教育模式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体

主要指通过课堂教学、教育活动对学生施加教育影

响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既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

老师，又包括辅导员等。客体主要指被教育者，也

就是高校学生，他们在课堂教学等教育活动中接受

思想政治教育。在这种背景下，作为教育主体的教

育工作者有着权威地位，作为教育客体的学生往往

习惯于被动地接受知识，难以发挥自主活跃性与自

主能动性，难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者、推动

者和传播者，更难以将新的理论运用到实际生活与

工作中[4]。新媒体的出现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客

体的定位带来了一定冲击，学生可以从新媒体平台

中获取可供自身学习所需的知识信息，成为自主学

习的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但从目前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的实践来看，大部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还

习惯于以前那种主体单方面作用与控制客体的单

向度的、凌驾式的教学关系，拘泥传统的权威地位，

没有树立与客体平等交往甚至位置互换的意识，也

较少运用新媒体调动学生的主动性，而学生在思想

政治教育过程中也习惯于将自己定位为被动接受

的那一方，不善于利用新媒体积极充分地表达自己

的观点、看法和心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

间壁垒明显，互动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着新媒

体时代下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发展。 

    (二) 理念相对滞后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是一个动态的、开放

的、复杂的大系统，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进程中，高校要走在前列，就必须把好思想

政治教育内容建设这一关。然而，目前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内容仍然相对简单，主要是书本上的应试内

容，并未结合最新的思想政治理论，也缺乏对世情

国情的理解分析。在新媒体的时代变革下，充实度、

创新性和现实性都达不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需

求。同时，在教育理念方面，很多高校仅仅考虑思

政课程本身的历史回顾性、思想理论性，没有将政

治文化、思想道德文化以及新媒体文化有机融合。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该不仅仅是对历史教训的探

讨，更应该面向未来，紧贴实际生活，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把政治文

化、思想道德文化、新媒体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在

思想政治意识领域对学生进行引导，帮助学生形成

理性思考的思维方式，从而实现“立德树人担使命”

的目标。 

    (三) 隐性教育有待进一步加强[5] 

    在新媒体时代，“两微一端”等思想政治教育

新载体具有的开放性、多样性和灵活性，能为思想

政治教育的传播和参与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传统

载体则具有新载体不具备的集中性功能，可以使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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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集中时间集中地点传递教

育内容，实时效果比较明显。目前一些高校存在较

为普遍的问题体现在过度依赖“新载体”而轻视“旧

载体”，并未从根本上发挥新媒体思想政治教育的

载体优势。过度的注重新媒体的使用，减少了老师

与学生面对面的交流，影响了学生的学术表达能

力，而且新媒体大多是虚拟交流，网络平台的复杂

与内容的高度自主性使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不能

得到保证，一味的依赖新载体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在

很大程度上分化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集中

性功能[6]。同时，许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为能和

学生拉近距离，授课时过分热衷于网络上流行的视

频和话题，或者只是机械地阅读课件，课后通过微

信等与学生进行沟通，取代传统的交流和谈话，弱

化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部分学生也因为过

度依赖新媒体而轻视甚至排斥传统思想政治教育

载体，这种状况是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 

    三、新媒体时代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路径 

优化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事关培养人的根本问题，事

关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新局面的重大问题。要解

决新媒体时代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

就必须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要求以及目前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三大问题出发，提高思想认

识、解决突出问题、抓好任务落实。高校需从思想

政治教育活动的整体着眼，实施动态引导、理念革

新、载体建设三大方式进行路径优化，以提升高校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图 1  提升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路径 

 

    (一) 动态引导客体能动性 

    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必须

围绕学生、关注学生、服务学生，不仅要打破思想

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的壁垒，实现教育主客体间的

融合，更要使学生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充分

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使其能学、想学、爱学。首先，

构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动态监管机制[7]。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的对象是大学生，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

体，他们作为社会新技术、新思想的前沿群体，年

轻又有活力，但尚未树立完全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因此，高校应该在“以学生为中心”

的教育理念下，遵循学生成长规律，强化对学生个

体的个性研究和动态监管。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

世而制。其次，构建专题式教学和线上线下混合式

教学模式。专题式教学要充分发挥信息化网络的优

势，将课程资源网络化、课堂学习自主化，使学生

的主体性得以实现；继而通过线上和线下混合式教

学，创新课堂作业的形式，拓宽教师的教学空间，

加上直播教学所形成的合作、互动、自主的网络环

境，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合作学习能力、问题

解决能力、网络技术素养以及培养学生的学习   

兴趣[6]。 

    (二) 文化引领革新教育理念 

    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去思想化、去道德化，因为

它不是单纯的学科教育，不能简单地将思想政治理

论知识化，而要强化思想和文化引领；“政治”是

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大重点，思想政治教育不能脱离

政治；也不能脱离世情国情。因此，高校文化建设

要将新媒体文化建设纳入总体格局中，同时革新思

想政治教育理念[8]。 

    第一，在教育理念方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

特别注意新媒体虚拟空间与大学生的现实生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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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结合，避免新媒体的虚拟空间对大学生现实生活

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掌握好二者之间的尺度，做

到相互补充，协同发展[9]。尤其在当前，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主阵

地的作用，要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充分认

识讲好思政课的重要意义，实现思政小课堂、课堂

思政和社会大课堂同频共振，让思政课教学更好地

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发展大局，结合线上课程中融入

专题式教学不仅能够引导青年思考社会问题，关心

社会现状，更能够培养学生们的家国情怀。第二，

加强媒介素养能力教育。媒介素养教育是新媒体时

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对学生进行媒体

素养教育，能指导高校学生正确辨识与选择新媒体

中传播的信息，因此，高校可以通过加强网络法律

素养教育、网络伦理教育和媒介使用教育使学生的

媒介素养得以提升，解决学生在新媒体使用中遇到

的困难。 

    (三) 载体建设补足隐性教育 

    新媒体的隐秘性和虚拟化特征使它能够成为

隐性教育的重要工具[9]，因此，应搭建线上、线下

两大相互支持的动态思想政治教育循环模式，进行

线上线下有机联动，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显性与隐性

的融合[5]，进而形成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 

    第一，充分利用线上新媒体平台传递核心理

论。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

4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20

年 3 月，我国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 4.23 亿，全国大

中小学校推迟开学，2.65 亿在校生普遍转向线上课

程[2]，学生的在线学习需求得到充分释放。高校可

以通过建立思想政治教育专题微信公众号实现对

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首先可以利用微信及时发

布相关通知和提醒消息，组织思想政治教育集体活

动；同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内发布对高校学生的思

想建设有所帮助的信息和社会热点，通过这些信息

来为学生营造良好的校园新媒体环境，传播正能

量，促进学生思想上的进步，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的效果。同时，网民对微信朋友圈、微博、QQ

空间等社交媒体的使用率不断提高，截至 2020 年 3

月，微信朋友圈、微博、QQ 空间使用率分别为

85.1%、42.5%、47.6%[2]，所以微信朋友圈、微博、

QQ 空间等社交媒体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愈发重

要[5]。高校可以开设思想政治教育微博，在微博及

时发布动态信息，吸引高校学生浏览和讨论。通过

网络论坛、网络聊天、严肃游戏、社群互动等方式

进行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渗透思想政治教育于休闲

娱乐中，达到教育的实际效果[9]。 

    第二，把握线下课堂主渠道[6]。课堂教学仍然

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此次疫情中的在线教育

模式充分证明，单一的线上教学模式是无法取代线

下课堂这个主渠道的。高校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

渠道，坚持在改进中加强，及时更新教学内容，丰

富教学方法，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课的亲和力和针对

性，满足大学生成长发展的需求和期待。其他课程

也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

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主办思想政

治教育主题宣讲会，在主题宣讲会中注重联系学生

思想实际，提高学生的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

品质、文化素养，引导他们正确认识时代责任和历

史使命，全面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让学生成为

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 

    高校是培养高水平人才的主阵地，而思想政治

教育是高校育人工作的首要环节，只有不断提高大

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在社会主

义建设中的作用。当下，新媒体已经成为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不可或缺的新阵地，应充分认识新媒体对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

整体着眼，通过动态引导、理念革新、载体建设三

大方式进行路径优化，提升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的有效性，在新媒体时代开辟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的另一片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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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its timeliness and wide entensity of communication content, new media platform has a crucial 

impact on students in terms of political attitude, value orientation,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moral and legal concepts, 

and behavi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is facing new opportunities, whereas there still 

exists some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the object, backward concept, and further 

enforcement complemental implicit education. At present, in the historical trend of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China dream”, carrying out the network power strategy, implementing the national network 

security concept, and integrating a new wave of social informatization, university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hould be optimized through dynamic guidance, innovation of ideas and construction of carrier so as to 

realize its advancing with the circum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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