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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环境下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的策略研究 
黄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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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高职院校校园文化迎来了发展的重要契机，同时新媒体环境也给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提
出了全新的挑战。科学的校园文化建设，不仅能够优化高职院校的整体形象，同时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高职学生的健康成长。
因此，在新媒体环境下，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应该把握机遇，创新形势，优化方法，全面提升校园文化建设的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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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媒体环境下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内容的创新策略 
(一)运用新媒体丰富校园文化产品，打造校园网络文化品牌 
新媒体对校园生态技术环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与传统媒

体相比，新媒体具有虚拟性、交互性、时代性等特点，是大学
生汲取信息和知识的主要渠道。在新媒体环境下，高职院校校
园文化建设得以扩充宣传平台，增加师生之间的互动，提升校
园文化建设的传播率和覆盖率。实践证明，高职院校学生是新
媒体的主要利用群体，他们可能通过新媒体来进行广泛的社交，
也可能通过新媒体平台来进行信息获取以及自主学习。高职院
校在校园文化建设实践中，应该充分把握新媒体环境下高职学
生的特点，结合他们的兴趣导向，结合他们的网络行为习惯，
积极构建多元化的校园文化内容，如微电影、歌曲、游戏等等。
比如高职院校在校园文化建设过程中，可以制作具备校园特色
的微电影，从学生群体中遴选演职人员。 

(二)依托新媒体资源，全面推动教学改革 
在新媒体环境下，高职院校传统的教学方式也受到了严重

的挑战。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有效实现高职教育与现
代技术手段的融合，更能够提升教学效率，更能够优化教学质
量，也更有助于营造积极向上的学术氛围，为高职院校校园文
化建设提供全新的内容和媒介。新媒体推动教育模式向在线学
习、混合学习和协作学习转型，教学环境也从传统的课堂延伸
拓展至网络平台、移动客户端。高职院校在校园文化建设实践
中，应该紧密迎合教育形势和媒介的演变，充分利用信息技术
手段，有效提升教学的针对性，科学营造宽松积极的教学氛围。
在信息技术环境下，学生可以很轻松快速的获取在线教学内容，
也可以实时与教师进行在线互动，当然还可以通过各类网络课
堂来进行更加广泛、更加多元的互动。同时，在新媒体环境下，
教师也容易把握学生的动态。比如在微信群中，教师可以发布
学习资料，并要求学生及时反馈学习情况。 

二、新媒体环境下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创新路径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高职院校在校园文化建设实

践中迎来了全新的发展契机。高职院校应该科学应用信息技术
手段，不断优化和创新校园文化建设路径。 

(一)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新校园文化表现形式 
在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实践中，新媒体技术的运用为校

园文化建设提供了全新的发展平台，但与此同时也给高职院校
校园文化建设带来的全新的挑战。特别是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
的今天，网络中的信息是呈现核裂变的状态，不同文化理念、
不同价值观念、不同方向属性的文化内容杂糅在一起，这对校
园文化建设是一种巨大的威胁，同时也影响着高职学生的价值
判断。因此，在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过程中，必须紧密把握
科学的方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准，全面审视新媒体
环境下的各类文化想象，为高职学生把握好校园文化建设的方

向，始终保持校园文化建设的先进性和科学性。当然，为了提
升校园文化的吸引力和趣味性，高职院校在校园文化建设实践
中，还应该结合高职学生猎奇时尚等心理特点，全面创新校园
文化表现形式，让说教意味比较强的思想政治教育能够真正吸
引学生的关注。比如高职院校可以采用动画的形式来进行思想
政治教育，创设高职院校的网络动画形象，以它的口吻来开展
生动活泼、饶有趣味的思想政治教育。 

(二)突出学生主体性地位，培养他们的媒介素养 
在新媒体环境下，信息沟通与交流是快速的，但纷繁复杂

的信息也给高职生带来了比较大的负面影响，尤其是部分高职
生缺乏鉴别辨别的能力。因此，高职院校在校园文化建设实践
中，必须突出学生的主体性地位，有效培养他们的媒介素养。
一方面，高职院校在校园文化建设实践中，应该依托于新媒体
平台，积极开展多元互动，吸引高职学生建言献策，有效增加
他们的话语权。另一方面，高职院校还应该通过正面引导、反
面教育等多种形式来培养学生媒介素养。比如在校园文化建设
中，高职院校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展示沉迷网络、轻信网络谣
言的反面案例。 

(三)成立网络舆情监控组织，培养学生群体的意见领袖 
在新媒体环境下，高职院校在进行校园文化建设过程中，

为有效发挥引导作用，真正把控网络舆情，应该构建完善的网
络舆情监控组织，同时从学生群体中挖掘意见领袖。一方面，
高职院校应该成立舆情监控组织，及时监测网络中的负面信息，
及时监测学生群体中的不良意识，及时采取干预措施。另一方
面，高职院校还可以从学生群体中挖掘意见领袖。从广大高职
生中挖掘思想素质过硬且热衷于表达思想的“草根”意见领袖，
鼓励他们及时发声，以他们的魅力来感染周边的学生。 

结论： 
新媒体环境下，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面临着新的机遇，

也面对着新的挑战。在校园文化建设实践中，高职院校应该全
面创新文化内容，全面优化建设路径，多措并举全方位提升校
园文化建设的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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