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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体视域下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及对策研究 

周洁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浙江绍兴 312000） 

摘要：意识形态安全不仅是一国政治稳定的基础，也是政治稳定的基础。高校意识形态安全不但是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保

障，还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自媒体已经成为影响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重要媒体。

它在给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增加了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的难度。本文旨在分析自媒体背景下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面临

的问题，辨析存在问题的原因，探寻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对策，从而更好地避免自媒体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切实维护高校的

意识形态安全。 

关键词：自媒体；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对策 

课题项目：2019 年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党建与思政专项课题。（课题编号：DJ201908） 
 

高校是培养人才、发展科技、培养国家建设建设者的场所，也

是社会文化创新的重要基地。然而，面对网络信息技术和复杂的国

际形势，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变得极其复杂和多样化。例如，

网络媒体拓宽了大学生的视野，促进了他们的学习。然而，由于网

络信息量大、内容复杂、视角各异，这可能会造成大学生内心的犹

豫。同时，现实生活中浮华的财富和奢华，与大学生课堂上的节俭

朴素教学形成鲜明对比。这些状况可能会影响高校师生在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方面的偏差。 

当前，自媒体逐渐发展成为意识形态安全的主战场，大学生作

为自媒体用的主要群体，是国家安全建设的主攻方向，因此高校成

为网络思想工作的前沿阵地。鉴于此，要使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在高

校中发挥重要作用，仅仅从理论层面上理清大学生对网络意识形态

的模糊认知和思想混乱是远远不够的。从实践层面探索大学生网络

思想建设的策略和路径，切实保障大学生网络思想安全。习近平同

志在十九大报告中谈到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

家安全面临新情况”。由于信息的网络化，诸多社会思潮通过传统

媒体与新媒体在现实和网络的双重化社会里不断碰撞与交融，大学

生的思想观念在无形中受到网络各种价值观念潜移默化的影响。为

研究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本文旨在从浙江农业商贸职业

学院汽车技术系 100 名不同的学历背景、专业、政治身份的师生进

行调查访问，以深入分析自媒体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问题。 

一、现状分析：自媒体背景下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问题 
现代媒体已经完全改变了信息传播和人际交流的方式。大量的

混合资源和裂变信息资源出现在人们面前，这对人们的思想理解和

价值观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经调查发现，在自媒体时代高校意

识形态安全问题体现在：理论上的认知不足和理解扭曲、情感上的

淡漠和认同度低、践行上的教育缺位和能力欠缺。 

首先，高校师生责任主体认识的缺失，直接导致了意识形态安

全教育成为实践中的薄弱环节。在调查中，9.4%的受访者不知道什

么是意识形态，2.6%的受访者不太关心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安全问

题。在自媒体的条件下，如果有人攻击党的领导，影响意识形态安

全，4.3%的受访者表示无所谓。 

其次，思想政治理论课真正的价值教育功能尚未凸显。调查中，

6.7%的工作人员认为高校思想政治课主要是灌输国家重大政策的

“政治课”，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价值和作用认识不足。至于是否

有必要开设思想政治课，25.3%的学生回答“可有可无”。 

第三，高校教学方式缺乏自媒体时代的特点，教学效果理想。

高校意识形态思想教育的模式缺乏时代感和吸引力。调查中，32.1%

的受访者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意识形态教育教学效果一般，网络教

学是也不能很好地学到知识。 

第四，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环境建设不足。调查中，有 24.3%

的受访者表示对学院是否有明确的针对网络传播的意识形态安全

工作机制不清楚；有 18.3%的受访者表示对官方网站或微信公众号

上是否有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宣传不清楚。 

第五，需要提高教师的政治素养和思想意识。调查中，一些师

生对意识形态安全理论认识不够，面对各种各样的舆论，也没有正

确的认知和立场。对高校意识形态安全保障工作构成了严重威胁。 

二、原因辩析：当前高校存在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原因 
作为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自媒体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工作

面临的问题，需要用主客观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分析，探寻其存在问

题的根源。 

（一）近年来，很多社会思潮在舞台上竞相博弈，影响着高校

师生的政治选择。由于网络监管薄弱，网络法制建设滞后，网络传

播中缺乏信息控制。一方面网络环境治理相对松散，无法及时过滤

不良信息。另一方面，自媒体时代的信息获取和发布呈现出人人都

能做到的状态。然而，我国网络管理法制建设相对落后。 

（二）高校长期忽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领域的引导和教育，教

师缺少与学生的互动和交流，未能对学生的思想层面进行实时监控

和引导。长此以往，其结果可能会是大学生迷失自身的主流价值判

断和行为尺度，甚至其思想观念也可能会偏离社会发展的主流方

向。 

（三）高校部分师生学习相关理论意识不强，缺乏一定的防范

意识和能力。部分师生不愿意主动学习网络意识形态的相关理论，

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态度，在思想安全方面容易放松警惕。他们并不

准备用吸引人的话题刻意激发人们的好奇心，而是实际发布带有煽

动性内容的网站，这些内容很可能被蒙蔽或利用，很容易被错误观

念所诱导，导致自我意识的紊乱，价值观的动摇，丧失判断力和真

实性。 

三、路径探析：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对策 
（一）当前，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高校师生的整体意识

形态中起着主导作用，但也存在许多问题。 因此，必须建立意识

形态安全教育环境，创新教学方法，形成教学体系，进行教育和舆

论引导，改善和加强师生正确思维。 

（二）实施意识形态安全责任主体多元化，确保每个人都是思

想安全工作主体。 通过宣传教育，建立领导小组，宣传部门，专

业教师和思想政治理论教师，与教育机制合作对学生进行主流思想

安全教育。 

（三）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正确价值功能。经过思想政

治理论课的教学，使高校师生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理

论的历史发展和价值意义及深刻内涵。 

（四）科学使用自媒体平台建立马克思主义思想网络的地位。

在微信，微博和在线论坛等自媒体平台的帮助下，开展师生之间、

学生之间的交流，逐步渗透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性和内涵融

入大学生的思想，使其能很好地理解，主动参与学习。 

（五）提高师资水平，强化自身政治意识。教师担负着引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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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正确思想、帮助建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职能。

一方面，教师应加强理论学习，提高对网络安全的认识，消除网络

自媒体对思想政治方面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高校应加强对教师

政治素养和政治信仰的思想教育，始终坚持“无禁区学术研究”课

堂教学“学科”原则。 

（六）构建规范化、系统化的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机制。一方面

要要建立常态化的思想保障工作机制，掌握管理力量，履行领导责

任。另一方面，建立系统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服务平台，实现“线

上线下”共建的思想安全工作体系。 

高校的思想安全是政治、思想和学术问题。 我们必须紧紧依

靠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依靠深入详细的思想政治工作，帮助师

生们揭露真理、 谎言，科学克服错误，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

打好主动仗，更好融入社会、适应社会、跟上社会的发展与需求，

实现自身的全面自由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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