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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网络宣传工作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石  林 

（海口经济学院  海南  海口  571127） 

摘要；2010 年 10 月，学校成立了首支网络宣传员队伍，在全省高校算首创。网络宣传教育取得了一些成绩，比方说招生宣传

的解疑释惑、校园信息发布、负面信息疏导等；新形势新任务，网络思政教育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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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络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影响 
第一，网络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新的机遇 
一是网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丰富内容，拓展了思想政治教

育渠道和方式。网络是一个庞大的具有循环结构体系的知识库，网络信
息资源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内容，在网络中不仅能
找到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密切相关的党课、团课、时政、红色经典著
作等内容，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还能找到与之相
关的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心理咨询、就业指导、安全教育、勤工助学等
内容。 

二是网络更新了思想政治教育观念，开拓了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
以说教、板报、社会实践和宣传主要手段的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导致学生
很多时候是被动地在固定环境下接受教育，难以达到预期的思想政治教
育的效果，而通过网络平台，可以开发生动、形象的各类软件，配以图
文并茂的资料，穿插生动健康的娱乐内容，有助于学生以一种积极、主
动的方式去接受，而不再是居高临下地硬性灌输。 

三是网络提高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效率，扩大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空
间。网络使原本相对狭小的空间，变成开放性的广阔教育空间，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者可以及时地把思想政治教育的文本、图像、声音等信息集
成一体传递给每一位受教育者，极大地激发他们的求知欲和想象力，最
大限度地调动其获取信息的积极性、主动性，从而提高了思想政治教育
的效率。 

四是网络提高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网络能够整合各
种信息资源，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与网络传媒的结合，使众多的思想政
治教育资源得以充分的交流与利用，针对不同层次的教育对象、不同的
问题进行分类指导、区别对待、个性化教育，从而提高了思想政治教育
的针对性、实效性。  

第二，网络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是网络弱化了大学生的道德及法律意识。个人的真实信息可以在

虚拟的网络世界中被掩盖，网上交往自由而隐蔽，传统社会道德规范的
约束在网络中被弱化，加上目前我国网络方面的法律还不够完善，网络
监管机制不够健全，容易造成大学生道德、法律意识的弱化。 

二是严重腐蚀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影响正确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
观的形成。主要表现之一是网络垃圾信息对大学生思想的毒害。表现之
二是给国际敌对势力和国内反动势力渗透大学生思想以可乘之机。一些
西方国家利用网络加紧对我国进行思想渗透和文化侵蚀，传播各种反社
会主义的言论，把一般问题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散布“普世价值”论，
宣扬腐朽的生活方式。当突尼斯出现所谓“茉莉花革命”并迅速波及整
个北非和中东时，一些西方国家又别有用心地制造、鼓吹“茉莉花革命”
在中国的煽动性言论。西方国家从没放弃过对我们的思想渗透及和平演
变。 

三是网络文化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校园文化的积极作用。网络文化的
多元性对主流价值观念形成强烈的冲击，使得原有的价值观念趋于多样
化、个性化，并出现多重价值评价标准并存的局面，一定程度上削弱了
校园文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有的功能。 

四是网络缩小了大学生人际交往范围，导致社会责任感下降、人际
关系紧张。如果大学生沉迷于网络游戏、网络聊天交友，封闭自己，甚
至脱离现实社会，就会使自己变得冷漠、无情和自私，缺乏社会责任感。
此外，网络上的虚假信息和不道德行为，也使高校学生对社会交往的安
全感产生质疑，甚至产生恐惧和防范心理，淡化了人与人之间应有的信
任感。 

第三，当前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采取的措施和存在的问题 
目前人们采用得比较多的方式，包括：建立主题网站，建立论坛BBS、

贴吧、QQ 群、聊天室、虚拟社区、博客网，通过 E-mail、MSN、QQ 等
和学生交流等等。应该说，这些措施都是我们所做出的积极应对和有益
尝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离中央提出的“互
联网站要成为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的目标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 

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第一，思想政治教育网站影响力不大。
尽管各高校都建立数量不少的思想教育和宣传网站，但其覆盖面较窄、
浏览量较少、影响力不足。第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单一、流于形
式。不少学生普遍认为，网上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枯燥，更多地强调政治
理论知识的宣传，很少涉及学生关心的感情、交友、健康、就业和一些
学生较为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形式单调陈旧，“官话”较多，缺乏互
动和坦诚交流，不能真正触及学生心灵而引起思想上的共鸣。第三，思
想政治教育网络的利用率和点击率不高。通过调查了解到不少学生通过
网络获取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比率较低，相当一部分学生上网大多停留
在聊天和网络游戏上，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关注度不高，没有能充分发
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势。第四，思想政治教育网站的信息量还太少，
时效性不强，缺乏针对性和吸引力。致使部分学生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感受不深、兴趣不浓。 

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对策思考 
第一，加强网络宣传队伍建设，提高网络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和水

平 
一是组建网络宣传员队伍。各二级学院选派学生骨干和管理人员，

共同组成网络宣传员队伍。 
二是明确网络宣传的工作职责。①对学院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中

心工作、重大活动、办学成果、先进典型进行宣传和推介，努力扩大影
响。②对网友提出的问题或建议，给予及时、正面的解答和回应。③对
网络上出现的不实言论，及时开展解疑释惑、澄清事实、压缩不实言论
的传播空间，做好化解矛盾，消除负面影响的工作。 

三是建立相关激励与保障机制。比方说，颁发聘书、业务培训、举
办联谊活动、“推优”入党、计发稿酬，等等。 

第二，大力加强网站建设，突出网站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功能，营造
良好网上育人氛围 

一是加强校园网站建设，使之成为大学生的精神家园。校园网不仅
是在校大学生了解学校的一个窗口，同时也应该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
平台，高校应当努力建设信息量大、覆盖面广、深受学生欢迎的校园主
网站。 

二是建好主题网站，强化育人意识，把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
工作中，许多兄弟高校已经建立了很多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网站如：红椰
网、《毛泽东思想网》、《血铸中华》、《民族魂》、《思想政治工作之窗》
等。这些思想政治教育主题网站，具有栏目众多、信息量大、主题鲜明
等特点，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渗透力、感染力，值得借鉴。 

第三，充分发挥网络传播媒介的作用，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向深
度和广度发展 

一是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充分发挥学生骨干的作用，组织
他们参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二是挖掘和延伸 QQ 群、微信群的功
能、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网上“专题交流会”的方式既可以正面回
答学生关心的热点问题，也可以研究社会热点问题，教育效果也比较理
想。三是学校 2009 年就开始大力推进辅导员博客建设，而且在 2011 年
初开展了第一届全院辅导员博客大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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